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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棕壤为例研究了 巧 对不同肥力水平的典型棕壤
、

棕壤型水稻土的特征微团

聚体 ( < 10 “m 和 > 10 协m )的组成比例
,

结果表明该比例即微团聚体 ( < 10 协m ) / 微团聚体

( > 10 协m )可成为土壤肥力水平的一个综合指标
。

以该指标为标准的典型棕壤和棕壤型水稻

土肥
、

瘦地区分界数分别为 0. 25 和 0. 35
,

小于此二值分别为各 自肥地
,

反之亦反
。

土壤培肥措

施可使肥
、

瘦地特征微团聚体的比例降低并提高土壤肥力水平或根本改变瘦地肥力实质
。

关键词 土壤特征微团聚体
,

土壤肥力指标
,

棕壤

中图分类号 51 52 .4

土壤肥力水平的数量化划分
,

即肥力指标的制定
,

有其重要 的实践意义
。

通常用土壤

生产力的水平或土壤某一或某些理化性状的数量化特征来表征土壤肥力 的水平
,

其局限

性是很明显的
,

因为前者可能包含了许多非土壤 因素
,

反映的并不是土壤本身真实的肥力

水平
;后者则可能只反映出土壤肥力的某个或某些方面

。

因此
,

目前国内外 尚没有一个反

映土壤本质特性的
、

综合的土壤肥力指标
。

对土壤肥力实质的系统研究表 明卜
8〕

,

不同粒级的微团聚体在营养元素的保持
、

供应

及转化能力等方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

土壤微团聚体及其适宜的组合是 土壤肥力的物质

基础 ;在对大小粒级土壤微团聚体的组成 比例与土壤肥力 的关系进行研究时发现 [3]
, “

特

征微 团聚体
”

( < 10 林m 和 > ro 协m 的微团聚体 )的组成 比例能 比较综合地反 映土壤对于

水
、

肥的保供性能 [3]
,

可作为评断土壤肥力水平 的有用指标 [3]
。

这是利用土壤 的本质特性

界定土壤肥力水平的初步探索
。

本项工作以分布在辽宁省北部
、

中部及南部地 区的典型

棕壤
、

棕壤型菜园土及棕壤型水稻土的各 15 对肥
、

瘦地为供试对象
,

系统研究了它们的特

征微 团聚体的组成比例及其与土壤肥力水平和土壤生产力的关系
,

并以此为基础
,

制定了

不同利用方式下评价棕壤肥力的综合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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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壤特征微团聚体比例的确定

土壤微 团聚体是 指 土壤 中 < 2 5 0协m 粒径 的团聚体
,

在 本工作中将其分为三级
:

< 10
、

10 一 5 0 和 50 一 2 5 0 协m
。

先前工作的有关结果和本工作的前期结果均证明
,

小粒级

( < 10 卜m )与大粒级微 团聚体 ( > 10 协m )在水分和养分的保持与释供及生物化学转化强

度等方面都有不 同的作用和明显的差异〔, 一 2
,

“一 7
,
9 一 ‘2]

。

肥力水平较高的土壤
,

其不同粒级的

微团聚体均 比肥力水平较低的土壤有较好的水肥保供性能
,

生物化学转化能力也较强 ; 而

土壤肥力水平的高低
,

除取决于大
、

小粒级微团聚体自身的作用外
,

它们的组成 比例也是

一个重要因素
:

只有 当大
、

小微 团聚体的比例适 当时
,

土壤水分与养分的吸储与供应才能

得到很好的协调 [3j
。

因此
,

如果能对大
、

小粒级微团聚体的组成给予数量化的界定
,

便可提

出恰当评判土壤肥力水平的可靠指标
。

在本文 中
,

< 10 协m 与 > ro 协m 微团聚体的 比例

( < 10 卜m ) / ( > 1 0协m )称为
“

特征微团聚体比例
” 。

先前工作初步证明
,

不同土壤肥
、

瘦地有其特定的特征微 团聚体比例范围
,

可作为评

断土壤肥力水平的新的指标
。

但 由于供试土壤较少
,

各土壤肥
、

瘦地间并没有得 出一个确

定的
、

以特征微团聚体比例为标准的严格的界数 l3j
。

2 土壤肥
、

瘦地的特征微团聚体的组成 比例

采 自辽宁省不 同地域 的 巧 对不 同肥力水平 的典型棕壤和棕壤型水稻土肥
、

瘦地间特

征微 团聚体组成 比例的界 限极其明显
,

且变异系数较小 (表 1)
,

因此可用以确定所述土壤

表 1 土壤特征微团聚体比例的变化

T a b le 1 Cllan g e in Pr 0 Po rti o n o f 5 0 11 e harac te ri sti e
而

e ro 眼 g re gat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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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5 C V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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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3 0 0 0 5

0
.

3 5 0
.

0 9

1 8
,

4 5

2 6
.

7 9

l8

l8

l) j 为土壤样品特征微团聚体比例均值

的肥力水平
:

典型棕壤和棕壤型水稻土分别以 0
.

25 和 0
.

35 为界
,

小于此值分别为肥地
,

大

于此值则为瘦地
。

如果说
,

先前对土壤肥力指标的初步探索提 出了以特征微团聚体比例

划分土壤肥力水平 的初步设想 [3]
,

那么本项工作则不仅验证了这一设想
,

而且从较多 的供

试土壤中得 出了确定的界数
。

当然
,

随着研究的深人和试验的进一步验证和校正
,

此指标

当更为精确和完善
。

由于典型棕壤和棕壤型水稻土的耕作方式不 同
:

一为旱作
,

一为湿耕
,

二者的肥
、

瘦地

特征微团聚体比例的指标亦各异
,

即棕壤型水稻土 < 1 0协m 微团聚体更多
,

这与其长期渍

水
、

土粒分散有直接关系
。

由此
,

在拟订划分肥
、

瘦地的土壤特征微团聚体的比例界数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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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考虑到土壤利用方式的差异
。

3 培肥措施对土壤特征微团聚体组成 比例的影响

按表 2 所示物料用量进行的盆栽培肥试验表 明
,

培肥后典型棕壤
、

棕壤型水稻土肥
、

瘦地的特征微团聚体的组成 比例均 比对照降低 (表 3)
,

证明培肥增加了微团聚体的团聚性

能
。

这也验证了先前工作的有关结果 [3, ‘2]
。

但值得注意的是
,

与培肥后棕壤型菜园土肥地

各处理特征微团聚体比例均 比瘦地各相应处理更大【‘2] 不同
,

典型棕壤和棕壤型水稻土肥
、

瘦地特征微 团聚体 比例同处理肥地均小于瘦地
。

这些结果也证明
:

在用特征微 团聚体比

例作为划分土壤肥力指标时
,

应充分注意到土地利用方式的不同
。

表2 盆栽培肥试验物料用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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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培肥后土壤肥
、

瘦地特征微团聚体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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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典型棕壤与棕壤型水稻土肥地的特征微 团聚体 比例绝大多数在前述肥地的界数

之内
,

故培肥后土壤特征微 团聚体比例降低使土壤肥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瘦地培肥后土壤

特征微团聚体比例不同程度地降低
,

许多已降至肥地的范围之 内
.

证明适 当的培肥措施

可改变土壤肥力的实质即可将瘦地的肥力水平提高至肥地 的水平
。

比较而言
,

草木梅与

N P K 配合使用与猪粪单独使用的培肥效果更好
。

这与棕壤型菜园土前期工作相应结果是

一致的 [, 2 ]
。

考查培肥后土壤特征微 团聚体比例的变化可看 出
:

不同肥力的土壤有各 自适宜的特

征微团聚体比例
,

而土壤培肥的效果是使土壤向各 自适宜的特征微团聚体比例趋近
,

即向

最能发挥肥力水平的微团聚体组合趋近
。

用一种比例来界定不同土类和不同肥力水平的

土壤可能都是不确切的
。

适 当比例的确定
,

取决于对不同耕作制度下不同土类和不 同肥

力土壤特征微团聚体独特作用的正确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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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壤肥力与生产力水平的关系

上述盆栽培肥试验 中
,

典型棕壤
、

棕壤型水稻土肥
、

瘦地培肥各处理产量 比之各 自对

照均有极显著提高
,

而肥地各处理 比瘦地各相应处理产量更高 (表 4)
。

但如果分别从不同

土壤肥
、

瘦地 的培肥效果来看
,

不同土壤表现却不尽相同
。

典型棕壤肥地三种培肥处理间

表4 土壤肥
、

瘦地培肥后生产力的变化 (盆栽试验
,

创训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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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字母相同表示差异不显著

只猪粪与草木棵 + Nr K 二处理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
其瘦地三种培肥处理 间差异则均达显

著或极显著水平
。

而棕壤型水稻土肥
、

瘦地三种培肥处理间的第一年产量结果差异均不

显著
。

但从两年作物的总产量看
,

不 同处理间差异较明显
。

棕壤型菜园土的二作培肥试验

表明 [l2]
,

一作 (季 )作物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大多是土壤本身提供的
,

而培肥措施似乎只起

到刺激土壤本身潜力发挥的作用
,

这种作用三种培肥措施大体相 当
。

二作或第二季则是

培肥措施在起作用
,

肥力水平的作用不明显
,

因此肥
、

瘦地作物产量差异不大
。

本工作尤

其是棕壤型水稻土 1 9%
、

19 9 7 两年盆栽试验结果验证了棕壤型菜园土盆栽试验的结论
。

对表 3
、

4 数据的统计表 明
,

典型棕壤和棕壤型水稻土土壤生产力与该土壤的特征微

团聚体比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

因为该生产力水平的体现包括培肥措施的一部分

贡献
,

这 与棕壤型菜园土的培肥结果一致 [l2]
。

另外
,

两土壤瘦地培肥后的特征微团聚体比

例有的已在肥地 的范围之内
,

但其生产力却显然没有达到肥地的水平
。

因此
,

本试验与本

工作前期结果一样证明了用土壤生产力水平简单地代表土壤肥力的水平是 不科学的
,

正

确界定确应立足于土壤 的本质特性的深人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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