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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江宁县黄土丘陵地区的土壤性质
、

作物品种和磷肥肥效的关系

藏惠林 张中一 王竟亭 万伟夏
(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

在江苏省南京到镇江间
,

沿长江两岸包括江

宁
、

句容
、

漂水
、

仪镇
、

江浦
、

六合等县
,

温布地形超

伏的黄土丘陵
。

这一地区中
,

在一个生产队的范

围以内
,

所包括的土壤类型及其利用方式的差别

可以很大
,

加上作物种类又多
,

所以对于施用磷肥

的效果极不一致
。

如何根据这一特点和其它农业

措施
,

来明确合理施用磷肥的条件
, 目前还缺乏系

统的试验
。

现在我们根据 1% 1 年到 1 % 5 年在江

宁县东山镇黄土丘陵地的试验结果
,

和附近方山
、

湖熟
、

花园等公社的推广情况
,

初步作一总结
。

一
、

黄土丘陵区的土壤分布

及其肥力变化

丘陵地貌由岗
、

螃
、

冲三部分组成
。

岗的相对

高度为 10 一25 米左右
,
岗的四沿是平坦的螃子地

和榜子田
,

再下面是梯田形式的冲
。

农民习惯按

照不同地形部位把土缓概括为以下几种 :

黄土 : 是岗地土攘
,

质地为重攘土
。

其位于

缓坡部分
,

大都已经利用 (称为熟黄土)
。

主要作

物是山芋
,

冬季一般休闲
。

耕作层仅 9一13 匣米
。

酸性 (p H 6 左右) ; 含有机质 1
.

2一1
.

5 % ; 含氮

0
.

0 7一 0
.

0 5 %
,

磷 (p Zo ; ) 0
.

() 5 % ;钾 (K
zO ) 1

.

斗3 % ;

代换量每百克土 15 一16 毫克当量
。

底土坚实
,

透

水性差
。

岗地上部多为荒地
,

属生黄土
,

表土层在 9 厘

米左右
。

一部分种植果木
。

小粉土 (白土 ) : 种植旱作的垮子地称小粉

土
,

种植水稻的傍子田和岔冲田阱白土
。

质地为粉

砂质重集土
,

由于流水的冲洗一部分粘粒被琳失
,

土粒分散
。

细土 (粉砂粒 )有淀浆板结特性
。

表士厚

约 15 厘米
。

土色干时发白
。

酸性 (p H S
.

8一 6
.

2 );有

机质 1
.

3一1
.

5 % ; 氮 0
.

08 一。
.

10 % ; 磷 (P
Z

仇 )
U

.

07 一 0
.

08 % ; 钾 (K ZO ) 1
.

5 % ; 代换量每百克土

巧一 16 毫克当量
。

早地多为大豆一麦子轮作
,

水田

多为中稻
一

大元麦 (豌豆)轮作
,

但水源比较缺乏
。

青泥土 : 是正冲 田土壤
,

宜稻宜麦
,

产量高而

稳定
。

士质较粘
,

为轻粘土
,

表土为中性 (p H 6
.

苏

一7
.

。) ;含有机质 2
.

2一2
.

‘% ;氮 0
.

巧一。
.

1 7 % ;

磷 (p
Zo : )0

.

0 5 一0
.

1 0 % ; 钾 (K
ZO )1

.

6 % ; 代换量

每百克土 18 一20 毫克当量
。

田 脚深
,

耕性好
,

灌

排便利
,

普温实行稻
一

麦 (绿肥)轮作
。

青泥条 : 是丘陵区的低产 田
,

多分布在冲的

下部
,

或岗高冲窄距村远的冲田内(在断面图上没

有表示出来)
,

排水不良
,

土性冷
,

质地粘
,

土色青

灰
,

土块干时硬
,

湿时烂
。

湿耕时犁垫呈长条状
。

多为水稻
一
绿肥轮作

。

青泥条的化学养分
,

和冲 田

的青泥土极为接近
,

含 有机 质 2
.

5 % 上 下
,

氮

0
.

14 一0
.

16 % ; 磷 。
.

08 一0
.

10 % ,

但是由于水分

条件和物理性质的关系
,

紫云英通常生长不良
。

图 1 是江宁县东山镇南偏东 5 公里黄土丘陵

区的土缓分布断面图
。

丘顶到大冲下部的水稻 田

高差约 12 米
。

由于耕作施肥的影响
,

土壤有机质

含量由丘顶的生黄土
,

通过熟黄土
、

螃子田上的小

粉土到冲 田的青泥土
,

拯渐增加 (1
.

2 %一 2
.

6 % )
。

粘粒由于淋洗作用也向下移动
,

岗地和傍子田 上

攘含粘粒 (< 0
.

0 01 毫米)约 20 %
,
冲 田上的青泥

土为 2 5一30 %
。

由于粘粒下移以及施肥的影响

磷素(主要是磷酸钙盐 )也以低地较高
,

由 。
.

05 一

。
.

10 % ;土壤酸度则在熟化过程中逐渐趋于 中和
,

p H 由 5
.

8 变为 7
.

0
。

上述黄士丘陵地区
,

上壤

肥力变化的规律决定了施用磷肥的效应
。

黄土丘陵地区的冲田
,

成梯 田形相连接
,

梯

田由 4一 5 级到 10 余级
,

面积每块由 1 亩左右至

5一6 亩
。

上部冲 田的肥力一般蛟低
。

冲的底部

及岗高冲窄地区通常有青泥条
。

青泥条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局部排水不良所引

起
,

这种受潜水影响的土壤
,

氧化
一

还原电位较低
,

农民认为是凉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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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江宁县东山镇南切毫东 , 公里黄土丘陵地土壤断面图

二
、

土壤类型
、

作物品种与磷肥肥效

试验全部在江宁县东山镇黄土丘陵地 (我所

试验场 ) 进行
,

大部分是小区对比试验
,

面积一般
1 / 3 0一 1 /l 。亩

,

重复 3一斗次
,

其中少数是大田对

比
。

井结合公社生产队的推广工作
,

做了产量观

测
。

1
.

豆科绿肥作物对于磷肥的肥效
。

1% 1一 1 9 6 4 年间
,

我们在黄土丘陵地的各类

土攘上对冬季豆科绿肥进行小区及大 田 对 比试

验
。

所做的作物有紫云英
、

石子
、

豌豆
、

蚕豆及大

豆
。

在附近方山公社
、

湖熟公社及花园公社进行

推广的有紫云英
、

蚕豆及豌豆
。

在冬季豆科绿肥

作物上施用磷肥时
,

每亩施用 40 斤过磷酸钙 (在试

验场试验地上也有一部分施用 刊 斤钙镁磷肥
,

取

得同样的效果 ) ,

井不加施其他化肥或有机肥
。

试

验的结果比较一致和明确
,

可归纳如下 :

( 1 夕在岗地的黄土上
,

磷肥对于百子
、

豌豆

的肥效是十分明显的
。

不施磷肥的一般植株矮

小
,

施了磷肥以后
,

鲜草产量可以增加几倍
。

( 2 ) 在垮子田上
,

磷肥对于茗子
,

紫云英有很

明显的增产
,

但是相对增产的百分数没有黄土大
。

( 3 ) 在冲田下部的青泥土上
,

紫云英和百子

产量一般很高
,

在 4 。。0一 5 0 0。斤以上
,
磷肥不起

愉产作 用
。

但是上部肥力较低的冲 田
,

磷肥对茗

子可以有稳定的增产
,

增产的百分数 一 般 只在

20 一30 %之间
。

(对 在附近几个公社排水不良的青泥 条 上
,

虽然土壤养分和青泥土相似
,

但是紫云英通常生

长不良
,

这是造成低产田的主耍原因
。

磷肥在这

种土壤上可以起主耍的改土作用
。

磷肥对于紫云

英和苔子的绝对增产量是很大的
。

增产的原因估

计是由于青泥条的土块坚实
,
使早期绿肥根系难

于穿越
。

而作物对磷素的吸收又和氮素不同
,
必

须涌过接触代换
。

因此磷肥对紫云英的早期生长

起了重大作用
。

也有人认为
,

易溶性磷肥对于改

良
“

谅性
”
的潜水田能起有利作用

。

这些都需要进

一步的研究
。

紫云英及百子在上述土壤上的试验

结果列于表 1
。

表 1 若子紫云英施用磷肥效果
水
(鲜草 : 斤 /亩)

、
、

,

几梦
物

卜止上二一
~

阵进早奥尸
二1 耘全

资
}对 照 }施 磷 {对 照 {施 磷

岗地黄土

垮子 田 白土

冲田上端青泥土

冲田青泥土

冲田青泥条

1 6 0

18 5 9

2 0 0 4

5 15 0

5 4 4

12 3牛△
牛6 0 0△
2 6 60△

5 3 0 0

16 8 2△

不种紫云英

斗9 4 } 5 78△

未 试 验

4 52 9 } 4 6 62

85 3 1 4 18 2△

*
每亩施过磷酸钙 4 0 斤

,

未施其它肥料
,

△ 有显著增产
。

2
.

小麦及水稻的磷肥肥效试验
。

对于小麦和水稻的磷肥试验
,

只在农场中按

小区进行比较
。

由于增产结果不明显或难 于 肯

定
,

没有在附近公社的大田上推广
。

试验得出下

列结论 :

( 1 ) 在冲 田的青泥土上
,

单独施用磷肥对于

小麦和水稻
,

都没有稳定而具有统计上显著性的

增产作用
。

( 2夕在青泥土中
,

每亩施用硫铁叨斤的基础

上施用磷肥时
,

小麦有不稳定性的增产
,

增产幅度

在 20 %左右
。

郎使在化学氮肥的基础上
,

磷肥对

水稻也不起增产作用
。

(时 在岗地上
,

亩施们 斤硫铁时
,

小麦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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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亩为 1 60 士 40 斤
,

加了 40 斤过磷酸钙以后
,

每

亩为 2 05 士 22 斤
。

此试验仅在 1% 斗年进行
。

(的 在垮子田的白土上
,

施用磷肥时
,

无论是

否加有硫铁
,

对于水稻都没有明显而稳定的增产

效应
。

兹将 1 9 6 2一 1 9 6 5 年间
,

两组冲田青泥士上对

小麦及水稻的磷肥试验的平均产量以及变量分析

的差异范围列于表 2
。

由于丘陵地区土集肥力极

不均匀
,

所以第一年试验时
,

某些小区的重复之间

差异显得很大
。

表 2 小麦
、

水稻磷肥施用效果
*
(籽粒 : 斤/亩)

认认霭
一

巴巴
试 验 一一 试 验 二二

对对对 照照 磷磷 氮氮 氮 + 磷磷 对 照照 磷磷 氮氮 氮十磷磷

111 9 6 222 水稻稻稻稻稻稻 4 9 3 + 5 444 5 0 1十 斗888 5 5 8 + 2 777 6 0 2 十3 777

111 9 6 333 小麦麦 1 0 1 + 1 222 1 0 0 + 333 1 8 8 + 1 000 2 16 + 1 111 7 8 + 888 9 8十 1 111 1 16 + 1 000 1 3 7 + 999

水水水稻稻 3 1 9 + 7 222 3 1 4 + 4 999 4 8 5 + 4 888 4 6 1 + 4 888 2 8 8 + 999 3 1 6 + 1 999 5 5 9 + 3 222 5 9 1士 4 999

1119 6 444 小麦麦 7 8 + 1 111 7 5 + 333 1 7 1 + 1222 17 7 + 666 8 2 + 333 8 2 + 888 1 5斗+ 1 888 1 7 1 + 777

水水水稻稻 2 5斗+ 3 222 2 45 + 3 777 4 1 6 + 5 666 3 8 0 + 5 999 2 1 6 + 1 111 2 2 7 + 1 777 3 1 8 + 2弓弓 2 8 6 + 2 111

1119 6 555 小麦麦 5 9十 1 444 6 7 + 777 9 5 + 1333 1 2 3 + 1 222 1 5 0 + 1 000 1 5 2 + 888 2弓2 + 2 555 2 4 0 + 2 000

三
、

对黄土丘陵地区施用磷肥的意见

1
.

建议在岗地的黄土上种植豌豆
、

百子(通常

与山芋轮作 )时
,

普温施用过磷酸钙或钙镁磷肥
。

在傍田的小粉土或白土上种植茗子
、

豌豆或

蚕豆时 (通常与小麦或中稻轮作 )
,

也普湿施用磷

肥
。

这样可以增进有机肥给源
,

井提高豆作产量
,

熟化土壤
。

2
.

我们在峻坡上
,

普湿种植了紫穗槐
,

在定植

时一般每亩施 40 斤过磷酸钙 (或 1 00 斤摩洛哥磷

矿粉)
,

目下着来
,

长势远远的较未施磷肥的为好
。

可以作为丘凌地区开辟肥源的办法之一
。

3
.

在肥力蛟高的冲田上
,

无论对紫云英
、

小麦

或水稻均不施磷肥
。

因为这些地块上有机肥施得

比蛟多
。

可以在水稻上补充些化学氮肥
。

在肥力较差 (百子产量在 2 0 0 0 斤上下时)的

上部冲田 上
,

种植冬季绿肥时
,

需施用磷肥
。

斗
.

在青泥条上
,

种植紫云英时
,

施上过磷酸钙

或钙镁磷肥
,

作为改土措施
。

,
.

根据这一地区的轮作情况
,

一般不把磷肥

施在小麦及水稻上
。

一
l:���

一
�

一
·��

一
更

一
�

一
一����一一⋯

第 13 卷第 4 期第 2 60 页图 4 的说明应作更正如下 :

5
.

山地揭红攘草原土

6
.

亚热带稀树

5
.

山地褐红壤

‘
.

亚热带稀树草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