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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土壤与高产人参腐殖土壤

的理化性状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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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变伐林栽参的生产方式
,

实行
“

参农轮作
” ,

以促进山区
、

半山区和平原地区农

村参业生产的发展
,

并保护林业资源和生态平衡
。

我们通过农田土壤与高产人参腐殖土

澳理化性状对比研究
,

找出两者的差异
,

以便用人工手段
,

将农田调控到高产人参所需的

立地条件
,

并进行 田间试验
,

为农田栽参提供科学依据
。

一
、

改良农田丰壤的依据

过去的试验和生产实践表明
,

农田栽参的成败关键是施肥改土和加强田间管理
,

使土

壤的理化性状和养分供应能满足人参生长的需要氏
习 ,

但具体指标尚未制订
。

国外研究则

着重于人参土壤病害的防治切
。

为此
,

我们于 19 8 3一 19 8 4 年用
‘, N 肥料进行田间微区试

验
,

结果表明人参所需氮素的 90 拓左右来自土壤(表 1 )
,

比一般大田作物对土壤氮素肥

的依存率 60 一 85 并高得多
【幻。
按营养物质同步吸收的理论推论

,

人参所需磷
、

钾等营养

物质来自土壤的份额也不会低于氮素水平
。

本试验结果证实了培肥农田 土壤肥 力的必

要
,

以利人参栽培并获得高产
。

二
、

农田土壤与新林地栽参土壤的理化特性比较

人乡是宿根植物
,

对土壤的要求不仅是营养元素而且对理化性质有特殊 的要 求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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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1 人今对土维氮素的吸收率

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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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方差分析 F值显著
。

表 2 农田土镶和新林地土雄的物理性质和水分常教
巾

啥

项项 目目 农田土城 (
n , , ))) 新林地土壤 (

n 。 勺勺

土土城比重重 2
。

6 444 2
。

4 000

土土壤容重(克Z屋米
,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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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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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呼呼

最最大礁礁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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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

: 采样深度均为 。一20 厘米
,
经方差分析 F 值差异均达显著平准以上

。

我们对典型地块的土壤三相比
、

水分状况等物理性状以及农化性状进行了分析测定
[
.Jo

1
.

土壤三相比值及水分常数 : 对典型的农田栽参土壤和新林地栽参土壤三相比值测

定结果表明
,

农田土壤固
、

旅
、

气三相比为 朽 .2 4 : 24
.

46 : 30
.

” ; 新林地为 3 4
.

8 3 : 3 9. 5 7:

25
.

60
。

新杯地土壤孔隙度远高于农田土壤
,

水分含量同此规律(表 2 )
。

一_

表 2 数据表明
,

两种土壤的水分指标均有明显的差异
。

由各栽参新林地地块比较
,

最

佳的最大贮水t 为 “
.

7 1并
,

相应的有效贮水量为 48
.

巧外
,

人参产盆为 2
.

75 公斤Z米
, 。

去不同土壤的 声 值和盐 基代换量 ; 对两种土壤的化学性状进行分析测定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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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明
,

吉林省的栽参土壤的 闭 值在 5. 4一 7. 0 之间
,

均宜于人参生长
。

比较之下新林

地土壤 碑 值 5
.

4一 5. 7
,

似乎比农田土壤 p H 值 6
.

0一 6
.

7 更有利于人参的生长
。

新林地

土壤的代换最
、

代换性盐基和盐基饱和度均高于农田土壤
,

说明要使人参高产优质
,

必须

提高土壤的代换量和代换性盐基
,

以保证人参对土坡的营养要求
。

3
.

不同土壤全量养分与有效养分及其对人参产量的影响 : 表 3
、

表 4 所列两种土城的

养分分析结果表明
,

农田土壤的全钾最与新林地土壤基本相等 ;速效氮
、

全磷略低于新林

地土
,

而有机质
、

全氮
、

速效磷和速效钾远低于新林土
。

由此可见
,

有机质不仅是供应养分

的基础
,

其主效应是改善土壤的物理性状
。

速效磷
、

钾差异显著
。

因此在培肥农田土城为

栽参土城时值得予以注意
。

丧 3 不同栽参土奥钓 p H 值和盐谷代换t
‘

土壤 ! 采集地点 1 p H (H
,
O )

农田
_

七

农安三盛玉水库

延吉县光开参场

左家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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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

6
。

4

6
。

0

6
。

,

‘
.

7

代代换性盐基基 代换H +++

奄奄克当t 了10 0 克土土

!!! 4
。

3 ,, 6
。

9 000 7
。

今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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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
。

3 333 1 0
。

4 222

lll ,
。

0 000 7
。

, ,, 1 1
。

今,,

222 0
。

7 888 10
。

7 111 1 0
。

0 777

1116
。

今666 7
。

3 777 9
。

0 999

222 4
。

, 999 斗
。

, ,,

222 4
。

7 888 ,
。

7 222

1118
。

6 777 9
。

3 222

.J通,,
.

⋯
口J月口叹」

新林地土

靖字一参场

抚松万良今场

长白县保全山人
参所

.
农田上

、

新林地土各项参数平均值之间差异均达显著以上
。

表 4 农田土峨和析林地土城的并分含l 比较

土城
全钾 l 速效舞 l 速效确 , 速效钾

样本数 (
n
)

有机质

}
全 ,

⋯
全。

(% ) (PP m )

-
‘~

又言丁
一

⋯一⋯
新林地土 }

3

{

2
。

0 7 3 0
。

2 2 6 0
。

6 7 8 } 2
。

2 1 0 } 1 2 9
.

8 1 13
。

, 1 4 13
.

9

l,
。

4 8 . * 0
。

, , 8 . 0
.

9 0 6 . 1 2
.

1 0 , } 1 4 1
.

9 } 50
.

5二 { 4 7 1
.

4二

注 : l. 土样取 O一20 区米土层深度 ; 2 二*
差异极显著

, . 差异显著;3
.

逮效氮用扩散法 ; 速效确 (P
: O ,) 用祖 盘

法 ;速效钾 (K
: O ) 用四苯翻钠法

。

土壤养分丰缺直接影响农作物的产最和植株营养状况
,

人参也不例外
。

对抚松
、

靖

宇
、

集安等地四组高产低产参田的人参植株组织速测结果(表 匀表明
,

高产参田人参的养

分含量要高于低产参田
。

另外
,

植株内营养元素之间是否协调亦很重要
,

根据 D RI s 法

(诊断魂合法 )原理判断
,

高产人参植体内 K刃 / P
I
O, 较高

,

而 N / P, O , 比较低
,

因此适当

提高土壤速效磷
、

速效钾的供应对增产人参是有利的
。

从表 4 分析数据中也可得到证实
。

由于农田土与新耕林地土的根本差别是土壤有机质缺乏
,

导致土壤肥力性状和养分

供应不符人参生长发育要求
。

为此
,

通过反复试验
,

对农田土壤增施夸机肥料
,

以改善农

田土壤肥力性状和养分供应
。

施用绿肥
、

腐熟的优质猪粪
、

马粪 ; 落叶
、

草炭或羊粪均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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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s 不同参田人今植株曹养诊断结某
.

令 采采样地点点 产 盆水平平 产最最 N O , 一 NNN P : 0 --- K : 000 丸0 / NNN N / P
: 0 ,, K :O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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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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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PPPPPPPPP mmmmmmm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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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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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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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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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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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低低低低 l
。

0 000 3 2 0000000 ,
。

00000 8 0
。

000

抚抚松一参场场 高高 {:;;;;
2 呜000

llll
,

l;}}} ; :言言 ;: ;;; {; :;;;低低低低低 1 0 0000000000000

靖靖宇一参场场 高高 1
。

, 000 今8 000

}}忿忿
6 4 D 000 13

。

333

; :lll ;;:}}}低低低低 0
。

, 000 6 0 00000 6 弓0 000 10
。

5555555

吉吉安一参场场 高高 ; :{;;; {;;;; :;;; };;}}}
,

{:;;;
,

: :;;; ; ;:lll低低低低低低低低低低低

. N O 一 N 用 “一蔡胺法 ; P :O , 用铂蓝法 ; K :O 用四苯硼钠法
。

用量为 10 一 20 公斤 /米
, ,

折合 6 5 0 0 0一 13 0 0 0 0 公斤 /亩
,

结合休闲整地
,

翻耕入土层中
,

达

到土
、

肥相融的目的
。

这样
,

人参出苗率提高 13
.

5 %
,

保苗率提高 17
.

。%
,

施肥区人参产

量增加 63 多
,

效果显著
。

产量不低于新林地腐殖土的水平
。

三
、

农田土壤栽培的人参质量评价

曹
栽培参的效价是否低于老山参

,

就其立地条件而言
,

其区别在于农田上壤和林地上

壤的有机质含量有很大差异
。
为此

,

我们对人参的主要质量指标进行了对比测定t’l 。

裹 6 农田土族和扁殖土栽培的人参总息贰t

参参场地点点 土坡坡 重复号号 总皂试世(% ))) 平均值(% )))

抚抚松松 腐殖土土 lll ; :;;;;
5

。

4 777

集集安安 腐殖土土 ;;;
5

。

8 666 ,
。

8 777

555555555
。

8 77777

靖靖宇宇 腐殖 上上 飞飞 ; :};;;
6

。

, 777

农农安安 农田土土
;;; ; :;}}}

6
。

3 111

延延吉吉 农田土土
;;; ; ::;;;

8
。

略,,

左左家家 农田土土
;;;

7
。

3名名 7
。

3 666

777777777
。

3 33333

1
.

人参总皂贰量 : 总皂贰是人参效价的主要指标
。

对延吉
、

左家等参场的人参皂贰

量测定结果(表 的表明
,

农田土壤中栽培的人参总皂贰量均高于腐殖土人参的总皂贰最
。

前者平均为 7 .3 9拓
,

后者平均为 5
.

97 外
。

由此可见
,

农田参质量毫不逊于腐殖土参
。

2
.

人参氨基酸 含量 : 人参有较丰富的氨基酸
,

也可以做为评价其质量的指标之一
。

对

农田参和腐殖土参的氨基酸测定结果(表 7 )表明
,

两者没有差异
。

新林地土壤人参氨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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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7 不同栽培土城的人 , 扭谷欲含t 比较

劝

红基酸名称
新林地土参
含t (% )

氨基酸名称
新林地土参
含最(% )

农田土参
含里(% )

nl�U

甘氮酸

丙奴酸

耽氨酸

蛋氨酸

异亮氨酸

亮氮酸

络氮酸

苯丙氮酸

酸中性氨基酸

氨荃酸总里
.

0
.

3 1 」
。

4 0

。

3 ,

0
.

32

0
。

4 2

0
。

今0

0
。

3 ,

0
。

6呜

0
。

l今

0
。

4今

6
。

呜8

1 1
。

8 2

0
。

3 2

0
。

6 0

0
。

16

0
。

4 2

,
。

39

1 1
。

, l

门声O碑,奋O碑,山月沙门产,山叹JJ6JO.j月产,二n�O矛,‘盈J盈J,J
....

⋯⋯
n�八U�Uj, .0�11�n仙,盈几甘nU

赖氨酸

组氮酸

氮

精氮酸

碱压氨羞酸

天门冬氨酸

丝氮酸

谷氮酸

脯氮酸

苏氮酸

0
.

7 ,

0
。

3 7

0
。

9 8

3
。

2 5

,
。

3 ,

0
。

9 心

0
。

2 7

l
。

9 2

0
。

38

0
。

3 0

.
统计差异不显著

。

衰 8 不同栽培土城的人. 中无机元素含, 比较
.

}}}}}}}}}
一一

新新林地参植株株 农

一 ⋯⋯
元素素 新林地参植株株

奄

.
由中国农科院土肥所中心侧试室侧定

,
统计差异不显著

。

总最为 11
.

83 外
,

农田土壤人参为 11
.

91 务
,

统计差异不显著
。

3
.

人参中无机元素种类及含最 : 植株药性物中微量或痕量元素显示有特殊的序效
。

用等离子光潜仪对两种参地的人参分析
,

结果(表s) 在所测的 23 种元素之间无显著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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