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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黄土地区土壤氮素含量变幅明显
,

平均含量从0
.

01 一0
.

09 4 %
。

土壤氮素年流 失 量 为

5
.

77 6 一40
.

65 公斤/ 公顷
。

按照总氮量和氮素 流失量
,

黄土地 区可分为 6个 区
。

种植豆科作

物
、

发展畜牧业和施用化肥
,

是提高土壤氮素含量的途径
。

一

上壤氮素是土壤肥力属性之一
,

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反映土壤肥力水平和上地生产力

的高低
。

水土流失导致土壤氮素与其它营养元素锐减
,

肥力衰退
,

土地生产力低
。

提高

土壤氮素水平与供应能力
,

促进生产迅速发展
,

将是黄土地区综合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

现在的 1 ,

29 6 亩增加到 3 , 4 46 亩
,

灌溉面积由现在的45 0亩增加到 3
,

5 00 亩
。

加上龙洞引水

量
,

每亩稻 田灌水量 由现在的2 15 立方米增加到 6 0 0立方米
;
基本农田增加到 4

,

22 3 亩
,

每人平均 2 亩
。

农耕地的平均单产由现在的 1 10 斤增加到35 0斤
,

粮食总产量增 加 到 2 90

万斤
,
林副产品收入如油桐

、

生漆
、

茶叶
、

黑木耳等预计增加到32 万元 (不包括粮食折

款和烤烟
、

油菜收入)
,

每人平均分配现金 1 1 5元
, 粮食1

,

0 70 斤
,

按三分之二的劳动力

投 入农业生产计算
,

每劳力产粮 5 ,

40 0斤
。

水土保持怡理面积 由现在的1 , 0 70 亩增加到8
,

8 23 亩
,

占总面积的B 9
.

8 %
,

土壤年流

失量由现在的9
.

72 万吨削减到 0
.

5万吨
。

四
、

完成流域治理的组织措施

l
、

加强领导
,

统一思想
,

分工负责
,

齐心协力 ;

2
、

各项工程实行合同施工制度 ;

3
、

随田到户的林木或新建托管的林地
,

个人只有管理养护权
,

没有 砍 伐 处 理

仪;

理 、

停耕区和青杠林地一律封山育林 ;

5
、

在平整改地范围内
,

谁改谁有
,

谁种谁收
,

政府不加派征购
。

本小流域治理是贵州省乌江流域黄壤山 区水土保持工作的试点
,

也是水库区水土保

持的新工作
,

要求今冬主体工程上马
,

三年全部建成
。

后 2 年巩固提高抓效益收入
,

为

本省小流域治理打下 良好基础
。



土壤氮素含量分布与耕层氮素贮量

根据我们和有关单位对黄土地 区土壤全氮含量的测定结果统计 ‘表 1 )
,

土壤全氮

含量变幅较宽
,

高低相差 1 78 倍
。

各类土壤全氮平均含量比较
,

高低相差亦达 9 倍
。

土

壤全氮 含量差异
,

除受施肥
、

灌溉
、

耕作等影响外
,

主要与水土流失程度有密切关系
。

由表 1 可见
,

不受侵蚀的灌淤土 的氮素含量较高
,

其次是水土流失微弱的楼 土 和 黑 坊

土
,

水土流失严重的黄绵土较低
,

风蚀极其强烈的风沙土最低
。

在陕西境 内
,

由 南 向

北
,

土壤侵蚀程度依次递增
,

氮素含早则相应递减
。

同时在干早条件下
,

不仅植被稀疏

而且分解迅速
,

因而土壤氮素食量也较低
, 西北部雨量稀少地区的灰钙土含氮量低于东

南部雨量较多地区的楼土
。

’

按照各类土壤平均含氮量与耕层 ( 。一20 厘米) 土重
,

计算了各类土壤的耕层氮素

贮量 (表 1 )
。

耕层氮素贮量 与氮素含量趋势一致
,

各土类按下列顺序递减
,
灌撇土>

楼土> 黑笋土> 灰钙土和钙栗土 > 黄绵土 > 风沙土
。

裹 1 盆土地区拚种土幼金橄含t

土 样 数
土 壤

土壤全氮含量 (% )
!

�
(个 ) 幅 ! 平均数

0
。 0 0 1一0 。 0 3 6

0 。

0 1 0一0 。 0 8 9

0
。 0 1 0一0 。 0 90

0 。 0邵一0
。 1 1 7

0
。 0 4 0一0 。 1 2 4

0
。

0 4 4一 0 。 1 2 8

0
.
0 5 9一 0

。 1 7 8

标准差

0 。 0 0 9

0 。 0 1 7

0
。 0 2 0

0 。

0 2 0

0 。 0 1 6

0
。

0 1 7

0 。 0 3 3

。一20 厘米土层笼

素贮量 (斤 / 亩 )

0
。

0
。

O
。

O 。

O 。

O
。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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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5 。 5

1 5 6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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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城剖面的氮素含量分布 (图 1 ) 与成土过程及人为活动有密切关系
。

由于植物生

长和施肥耕作
,

耕层石脚含拓较褂、
.

并娜上层镰度耐探痛翻少
,

到达一定深度后
,

氮素

含量下降至。
.

03 % 以下
,

逐渐趋于稳定
。

土壤侵蚀愈强烈
,

氮素稳定层出现层位愈高
。

二 土城氮素分区

土壤氮素分区的依据主要有二
; 一是氮素贮量 , 二是氮素流失量

。

本所在天水所做

的试验表明
,

土壤拚层氮素贮量每亩为245 斤
,

产3物斤 ,
一

氮素贮量 1妈斤
,
咚争州竺斤

,

少李犷汐“吟衅终些乡少封
小幸亩严 157 厅

。

山乐农竿阮双掌系土肥组也报导类似结果
:

土壤耕层氮素贮量每亩为器8一3 01 斤
,

小麦亩产高于 8加斤 ,
’

氮素贮量为1 95 一225 斤
,

小

麦亩产为5 00 一8 00 斤 , 氮素贮量为 14 。一31 5斤
,

小麦亩产低子4 0 0斤
。

据此
,

对土 壤 氮

素贮量芬为西级
: 。一20 厘米土层氮素贮童每亩在2 60斤以上为高贮量 , 200 一 2 60 斤 为

中贮量
, 1弓。一2 00 斤为低贮量 , 低于巧。斤为极低贮复

。

根据儿个水土保持试验站 径 流

小区测验资料计算 (表 2 )
,

因径流和冲刷而流失的土壤氮素每亩为0
.

85 一5
.

4 2斤
,

最

高达 25
.

86 斤
。

按照土壤氮素流量与作物绷军豁蜜计算
,

初步拟定土壤氮素流失量汾 级

指标
、

。

黄土地区水土流失强烈地区的粮食年平均亩产为40 一 1 40 斤
,

每百斤粮食 ( 包 括

其副产品) 约需摄取氮量2
。

5斤左右
,

则每亩粮食作物摄取氮量为 1
.

0一 3
.

5斤
。

当 土 壤

氮素流失量大于作物摄取量上 限 (3
.

5斤 ) 为高流失量 , 小于作物摄取量下 限 (1
。

0斤 )

为低流失量 , 介乎二者之间
,

即流失氮量每亩为 1
.

0一3
.

5斤为中流失量
。

按照土壤氮素

贮量和流失量
,

参照地形
、

气候
、

土壤和农业生产等条件
,

将黄土地区分为 6 个区
:

衰 2 黄土土. 级康不阅垃皿出滚摇索旅失.

一

一
;
上11几J�勺丹匕

壤量212土失

流

一
均

尸ao口钾才Q口,曰

一平

.1一

一

一

⋯
一沟坪沟钩沟一

峋
家贬店家梁南大辛王

甜

试 验

站站站站站峰水安德石西天绥延离

.
变数为该试验站每年各径流小区平均值

.

二为该小区当年流失量
.

I
—

·

河流阶地平服氮豪禽贮任
、

夫雄失区
。

包括汾
、

渭河谷平原
、

黄 河 河 套 平

原
、

宁夏引黄灌区及黄河其它支流的宽谷平原等
。

本区地势平坦
,

土壤肥 沃
,

水 源 丰

富
,

灌溉便利
。

主要土壤为餐土和灌淤土
。

土壤耕层氮素贮量平均每亩为 2 5 6
.

6一31 3
.

3

斤
。

土壤氮素流失甚微
,

灌概还带入少量氮素
。

农业生产条件优越
,

作物产量较高
,

粮

食亩产大多为50 。斤左右
,

有的超过千斤
,

为商品粮或粮
、

棉生产基地
。

为了满足 作 物

持续增产的需要
,

不仅要采用适宜的复种指数
,
合理的套种间作

,

以充分利 用 土 壤 氮

素 , 还应采取措施以增加土壤氮素始
‘

凉
,

如提高
二

厩肥数量与质量
,

积极扩种绿肥
,

开发



利用地下肥水
,

有效施用化肥
。

l
·

—
早烦氮案中贮t

、

少流失区
。

包括陕西的渭北早源
、

陇东和宁南等源区
。

本

区地势平缓
,

土层深厚
,

降水较少
,

水源不足
。

主要土壤为黑沪土及楼土
。

耕层土壤氮素

贮量平均每亩为22 4
.

9一 2 5 6
.

6斤
。

土壤氮素流失量平均每亩为0
.

85 斤
。

粮食亩产约为 150

一 3 50 斤
,

油菜籽约为50 一 2 00 斤
,

素有
“
粮仓

” 、

,’? 由盆
” 之称

。

本区耕地相对较多
,

粮食和油料的商品率较高
,

但土壤膺薄
、

肥料不足
,

是当前农业生产的主要问题
。

为此
, 。

应采取粮食作物与豆科作物或牧草轮作
,

以维持土壤氮素平衡
; 同时发展畜牧业

,

大量

施用优质厩肥
,

提高土壤氮素水平
。

互
·

—
千旱丘隆氮素低贮t

、

少流失区
。

包括陇中
、

宁中
、

雁北
、

蒙南等干旱黄土

丘陵地 区
。

本 区雨量稀少
,

干燥度大
,

生长期短
,

植被稀疏
。

主要土壤为灰钙土与栗钙

土
。

耕层土壤氮素贮量平均每亩为 15 6
.

7一 1 7 1
.

7斤
,

土壤氮素流失量平均 每 亩 为 0
.

31

斤
。

作为土壤氮素主要给源的牲畜粪
,

大约有 1/ 3一2 / 3用作燃料
,

作物亩产大多在百斤

以下
,

但牧业有一定基础
。

因此
,

应大种豆科牧草
,

加快畜牧业基地建设
,

同时实行草

田轮作
,

增加土壤氮素给源
。

补—
黄土丘艘氮案低贮t

、

低流失区
。

包括陕西省的延安专区和甘肃省的天水专区

的黄土丘陵地区
。

本区梁赤起伏
,

梁地较多
,

与 I 区 比
,

雨量较丰
。

主 要土壤 为 黄 绵

土
。

耕层土壤氮素贮量平均每亩为 1乙5
.

5斤
。

土壤氮素流失量平均每亩为0
.

77 一0
.

89 斤
,

有些为1
.

61 一 2
.

59 斤
。

由于土壤肥力较低
,

水土流失严重
,

作物产量不高
。

为了不断提

高土壤肥力与氮素水平
,

可采取人工种植与飞机播种相结合
,

广泛种植豆科牧草
,

促进

畜牧业迅速发展
,

为农田提供充足厩肥
,
以满足作物对氮的需要

。

V

—
黄土丘陵氮素低贮皿

、

高流失区
。

包括陕北和晋西的黄土丘陵地区
。

这类地

区沟壑纵横
,

赤多梁窄
,

坡度陡峻
,

侵蚀强烈
。

主要土壤为黄绵土
。

耕层土壤氮素贮量

平均每亩为 1 2 5
.

5斤
,

土壤氮素流失量平均每亩为 4
.

03 一5
.

42 斤
,

大约为当地作物摄 取

氮量的 2 一 3 倍
。

加之肥料缺乏
,

运输困难
,

农 田施肥很少
,

有些地块长期不施肥
。

同

时开垦指数高
,

广泛种植的粮食作物需肥较多
。

由于土壤氮素贮量少
,

流 失 多
,

来 源

缺
,

用量大
,

以致作物产量低而不稳
。

因此
,

应逐步退耕还牧
,

实行粮草轮作
,

以减缓

土壤氮素供需矛盾
。

同时要合理施用化肥
,

以补氮素供应不足
。

VL—风沙氮素极低贮遥
、

强烈扬失区
。

包括陕北
、

蒙南
、

宁中等沙漠化土地
。

区

内有的地带沙丘密布
,

风蚀强烈
,

气候千燥
,

植被稀疏
。

土壤多为未发育或发育微弱的

风沙土和 绵沙土
。

耕层土壤氮素贮量平均每亩为 3 8
.

7斤
。

由于地表组成物质内聚力差
,

保氮能力弱
,

风蚀强烈
,

氮素吹失多
。

除滩地和有灌溉条件的农田外
,

其他均应栽植需

氮量少
、

抗逆性强的乔木
、

灌木或多年生牧草
,

扩大地表绿色被覆
,

促进沙漠化过程逐

渐逆转
。

三 提高土壤氮素水平的主要途径

1
、

广种豆科作物
、

绿肥和牧草
,

增加生物固氮数盆
。

黄土地 区种植面积较大的豆

科作物有豌豆
、

扁豆
、

大豆等
。

豆科绿肥
、

牧草有紫花首稽
、

草木择
、

沙打旺等
。

紫花



首楷在本区种植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

对畜牧业发展起过重要促进作用
,

,

有
“
首蓓秋风万

马肥 ”
的诗句赞美 首偕的作用

。

草木挥是四十年前引入本 区种植
,

主要用作 绿 肥和 牧

草
,

或与粮食作物轮作
,

对土壤培肥
、

作物增产与畜牧业发展有 良好作用
。

沙 打 旺 于

1 9 6 6年由山东引进
,

是绿化荒坡的先锋草种
,

适于飞机播种
。

其它尚有箭答豌豆
、

毛苔子

怪麻
、

田著
、

山薰豆
、

紫穗槐
、

柠条等豆科牧草
、

绿肥或灌木
。

豌豆
、

扁豆
、

大豆在本

区栽培均有一
、

二千年历 史
,

主要与粮食作物轮作
。

其他尚有蚕豆
、

绿豆
、

小 豆 等 作
终

物
。

这些豆科作物
、

绿肥
、

牧草和灌木
,

对缓和上壤氮素供需矛盾
,

保持农 田氮索平衡

起过重要作用
。

今后还应继续充分发挥其作用
。

由于不 同豆科植物的生长状况和利用方

式各不相同
,

固氮量亦位{之而各异
。

按豆科植物的生物产量和全氮含量计算
,

紫花首讼

每亩固氮量一般为 9
。

8一 3 9
.

3斤
,

草木椰为5
.

4一 19
.

0斤
,

沙打旺为 1 2
.

0一 6 4
.

6斤
,

豌豆

为2
.

8一 1 3
.

。斤
,

大豆为 2
.

6一 1 3
.

4斤
,

扁 豆为 0
.

8一6
.

4斤
。

并且生长年 限不同
,

固氮量也

不一样
。

据本所伍学勤等同志在绥德进行的试验资料计算
,

一年生的首偕固氮量每亩为

3
.

5斤
,

二年生的为 6
。

7斤
,

三年生的为 n
.

2斤
,

四年生的为 21
.

4斤
。

又据内蒙坝 日
一

户试

验站的资粗计算
,

白花草木择生长第一年每亩固氮量为5
.

4斤
,

二年生为 19
.

0斤
。

研 究

资料表明
,

种植首楷的耕层土壤氮素贮量每亩为2 8 6
.

6斤
,

较小麦地23 6
.

6斤高2工
.

1 %
。

种植其他豆科作物
、

牧草或绿肥
,

均有利于改善土壤氮素状况
,

当其与粮食作物或经济

作物轮作或用作绿肥
,

都表现明显增产效果
。

由于豆科植物种子含氮较高
,

用作肥料
,

增产作用也很明显
。

据绥德站试验
,

每斤草木挥籽可增产小麦 1
.

1一 2
.

7斤
。

2
、

大力发展畜牧业
,

增加优质牲畜粪肥
。

黄土地区除少数农业生产条件优越的地

区外
,

大多地 区应建成牧业或林业基地
。

为了农业生产能持续
、

稳定
_

仁升
,

必须依靠发

展畜牧业
,

提供大量优质的牲畜粪肥
。

据我们研究
,

每自施用优质厩肥 1
,

0 00 —
5

,

00 。

斤
,

可给土壤增加氮素5. 25 一 26
,

25 斤
。

田间试验结果表明
,

每千斤优质厩肥可增 产 小

麦3 0
.

0一 1 36
.

8斤
,

平均为64
.

1斤
。

若与少量氮素化肥配合施用
,

则肥效更高
,

每 千 斤

优质厩肥可增产 4 5
.

2一 1 86
.

5斤
,

平均为1 00 斤
。

但黄土地区很多地 区的厩肥质量不高
,

其肥效往往只有优质厩肥的8
.

3一 3 4
。

6 %
。

造成厩肥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是加土太多或积

存不善
。

有些农村为了多积肥
,

往往采取多加土来增加积肥量
,

以致厩肥质量下降
。

例

如
,

楼土耕层含氮量 一般为。
.

07 一。
。

09 %
,

而下层生上含氮量只 0
.

03 一。
。

05 %
,

如用下

层生土垫圈
,

每万斤生土需从牲畜粪尿中吸取氮素 2 一 6 斤
,

!

方能达到耕层上壤含氮水

平
。

牲畜粪若加土 7 倍 以上
,

则含氮量与耕层土壤相近
,

施用往往不表现增产效果
。

为了

提高厩肥质量
,

垫圈材料采用秸秆或杂草为宜
;如果用土垫圈

,

粪土比以 1 : 1 至 1 : 2 为

宜
。

为使厩肥在提高土壤氮素水平与供氮能力上发挥更大作用
,

必须重视提高厩肥质量
。

3
、

合理施用氮索化肥
,

提高氮肥利用率
。

施用氮素化肥是增加土壤氮素的重要途

径
。

但有些水土流失地区
,

氮素化肥施用量较少
,

有的施用不 当
,

肥效甚微
。

合理施用则增

产效果十分里著
,

每斤氮素平均可增产粮食1 1
.

0一2 9
.

7斤
,

最高为 5了
.

1斤
,

肥料中氛素利

用率为33 一 74 %
。

提高氮肥肥效是水土流失地区氮肥施用的主要问题
,

必须十分重视氮

肥的施用技术
。

如氮肥与磷肥配合施用
,

按肥料所含有 效 成 分 计
,

N
:
P

:
O

。
以 2 : 1 至

1 : 1 为宜
。

还可用氮肥一次深施
,

每亩施纯氮 10 一 15 斤
,

在播种前全部施在 10 一 15 厘米

土层中
,

最好与磷肥
、

优质有机肥配合施用
。

如果施用易挥发的氮肥如碳酸氢按
,

则应



‘洲
,

深施或制成粒肥
,

或采取包膜
、

油封制成疏水缓溶性 长效肥施用
。

长效肥对作物的增产

效果 比等氮量的普通粉状碳酸氢按高 1 倍以上
。

群众有一斤长效肥顶二斤粉状碳铁之说
。

4
、

充分开发利用地下肥水
,

增加土坡氮案来源
。

黄土地区各省
、

区均有地下肥水

存藏
,

其中以汾
、

渭盆地蕴藏丰富
。

地下肥水含有相当数量氮素
,

比其它地下水高几十

倍至几百倍
,

含氮量一般为15 一10 0P p m
,

高者超过 1
,

00 o p p m
。

每浇一次含氮量为15 一

10 0P p m 的肥水
,

每次每亩浇水按50 吨计
,

给地里加入氮素 1
.

5一10
.

0斤
,

用 地 下 肥 水

灌溉的作物产量较淡水灌溉一般增产 10 一 1 00 %
,

每 亩可增产粮食50 一 1 50 斤
。

地 下 肥

水中氮的来源主要是地面大量含氮有机物质在适宜条件下矿化而成的硝酸 盐
,

随 水 下

渗
,

在有利于肥水积存的环境条件下
,

积聚在一定地层中
,

溶于地下水而形成
。

开发利

用地下肥水
,

还可起到净化水源
,

保护环境的作用
。

黄土地区有些地下肥水含盐较高
,

利用时要与淡水掺灌
、

轮灌
,

并控制灌水量与灌水次数
。

利用地下肥水是将地质大循环

的氮素纳入生物小循环
,

为农田生态系统开辟了新氮源
。

对土壤含氮较低的黄土地区来

说
,

应十分重视此项新氮源
,

作到充分开发和合理利用
。

此外
,

增加土壤氮素给源还有不少途径
,

如
:

施用人粪尿
,

要特别重视组织城镇人

粪尿运往农村 , 有选择地利用城镇生活污水
、

垃圾及工矿的废水
、

废渣 ; 进行秸秆直接

还田
,

利用杂草
、

落叶
、

麦衣
、

豆糠堆肥沤肥 , 有些地 区泥炭蕴藏 比较丰富
,

应大力开

采
,

直接施用或用于垫 圈
; 还可施固氮菌剂与根瘤菌剂

。

对山区农民要采取措施解决燃

料缺乏问题
,

克服烧粪习惯
。

综上所述
,

黄土地 区土壤氮素含量较低
,

各种土壤相差悬殊
,

流失严重
,

来源缺乏
。

不同类型区的土壤耕层氮素贮量与流失量各不相同
。

提高土壤氮素水平与改善土壤氮素

供应状况
,

将是促进当地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
。

为此
,

必须广种豆科作物
、

绿肥
、

牧草和

灌木
,

大力发展畜牧业
,

及时供应氮
、

磷化肥
,

设法增加氮源
,

以保证粮食高产稳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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