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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闽南侵蚀劣地土壤肥力低
,

保肥和协调供应水肥气热能力差
.

应通过果园套种绿肥
,

结合免

耕
、

覆盖及绿肥压青等措施
,

逐步提高土壤肥力
。

关键词
:

使蚀劣地 土壤肥力 培肥

T h e 5 0 11 F e r tility C h a r a e ter istie s a n d th e

F o ste r in g o f th e E r o d e d Ilife r io r L a n d in S o u tl一F u jia n

H
“a , : g ya

, : h e L u C几e z , 9 1切29

(De Pt
·

o
f 5 0 讼 Sc le7

, c e
& A g r oc h e n ,行z州

,

F “

jla
, : A岁ic “吞:‘

ral CO ll ‘g 亡
,

凡
‘x h。‘

,
3 5 0 0 0 2 )

万别山啥 M动lz’, : L动 Yo
n g x l’a n Z h ou T a

l’;,l 动 g CIJ 胡 J动g P动 9 S he n L 动h o, w y “ A he
n g

(Zh
a , :

岁ho :‘ 5 0 11 & w a zer Cal
: s e

o
a ￡咖

: 口
关八

‘巴 ,

Z 入a , :

岁h o“ ,
3 6 3 0 0 0 )

A b s tr a e t

T h e p a p er s h o w e d t ha t th e 5 0 11 fer tility
, th e e a p a eity o f p r e s e r v in g fe r t ilit y a n d th e s u p p ly e a p a e it y o f eo o r d in a tin g

fe r tility fa e to r s w e r e v e r y sm a ll in the e r o d e d in fe r io r la n d o f So
u th F u

jia n
.

In t h e e x p lo it a t io n o f th e la n d
, t he m e a -

s u r es , s u e h a s in te r p la n tin g g r e e n m a n u r e w ith o r e h a r d
,
g r e e n m a zi u ri n g

,

m u le h a n d z e r o tilla g e e te
. ,

m u st be ad叩 ted

to r a ise t he fe r tilit y o f th e e r o d e d i; lfe r io r la n d
.

K ey w o r d s th e e r o d e d in fe r io r Ia n d t he 5 0 11 fe r tility fo s te r in g

福建素有东南山国之称
,

山地资源丰富
。

对山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无疑对缓解福建人多地少

的矛盾
,

促进福建经济腾飞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但在距村庄近
、

交通方便
、

海拔低
,

可开发种植经

济林果的低丘
、

台地普遍存在着水土流失问题
。

尤其是 闽南地区
,

侵蚀劣地范围广
,

面积大
。

从 1 9 8 3

年以来
,

在水土保持部门的指导下
,

选 择既有显著的水土保持效益
,

又有较好的经济效益的经济林

收稿 日期
: 1 9 9 2一 1 2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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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树为主的生物措施
,

并辅 以必要的工程措施融开发与治理为一体
,

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的发生

和发展
。

取得 了明显的生态
、

经济和社会效益
。

但是
,

还要看到
,

在侵蚀劣地上开垦的果园
,

立地条

件差
,

土壤肥力低
,

影响了果树的生长
,

影响产量和果质
,

并易造成果树早衰
,

直接影响着开发利用

的效益
。

因而
,

这些劣地幼龄果园
,

以及即将开垦的劣地果园
,

土壤肥力的提高
,

是保证果园永续利

用和提高果树产量及果质的关键
。

实践表明
:

只有在较高肥力的土地上才有高产优质的水果基地
,

才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
。

然而
,

怎样才能提高劣地的肥力呢 ? 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这类土壤的肥力

特征
,

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有 目的采取相应的措施培肥
,

提高地力
。

一
、

材料与方法

表 l 各样点基本情况

样号

1一 1

1一 2

2一 1

2一 2

3一 1

3一 2

4一 1

4一 2

5一 1

5一 2

6一 1

6一 2

7一2

8一 2

9一 1

9一2

1 0一 1

1 0一 2

地 点

南靖牛崎头

南靖牛崎头

漳州水保站

漳州水保站

龙海九龙岭

龙海九龙岭

漳浦水保站

漳浦水保站

漳浦盘陀岭

漳浦盘陀岭

云霄东车

云霄东车

诏安四都

诏安官破站

平和坡子乡赤寨山

平和坡子乡赤寨山

南靖岩前村

南靖岩前村

成土母质

凝灰岩冲积物

凝灰岩冲积物

花岗岩

花岗岩

花岗岩

花岗岩

花岗岩

花岗岩

花岗岩

花岗岩

凝灰岩

凝灰岩

凝灰岩

花岗岩

花岗岩

花岗岩

花岗岩

花岗岩

肥力水平

较高

低

较高

低

较高

低

较高

低

较高

低

较高

低

低

低

较高

低

较高

低

种植果树

柑桔

龙眼

抽

余柑

柑桔

双华李

荔枝

龙眼

双华李

双华李

荔枝

双华李

双华李

荔枝

香蕉

杨梅

香蕉

龙眼

供试样品采自漳州市不同地

区的赤红壤
。

每点采一个劣地土

样
,

并在其 附近采一个肥力相对

较高的土样 (7 一 2 和 8一 2 号样

品 由于 附近没 有肥 力较高 的土

壤
,

故该 2 个样品缺肥力较高的

对照 )
。

采样深度为 O一 2 0c m
。

各

样 品基本情况见表 1
。

供试样品各项 目分析方法分

别为
:

有机质为重铬酸钾容量法
;

全氮为开氏法
;
全磷为钥兰 比色

法
;
全钾为火焰光度法

;
水解氮为

碱解扩散法
;
速效磷 为 Ol se n 法 ;

速效钾为 IN 醋酸按法
; C E C 为

中性醋酸钱法
;
质地为吸管法

;
微

团聚体为吸管法
。

二
、

结果与讨论

(一 )侵蚀劣地土壤肥力低 侵蚀劣地由于长期的水土流失
,

土壤表层养分流失贻尽
,

造成土

壤肥力减退
。

如 (表 2) 采 自全市 10 个代表性劣地样 品中
,

全 氮平均为 0
.

1 49 / k g
,

最 低的仅 为

0
.

0 4 9 / k g
,

最高的 6一 2 号样品也仅为 。
.

2 3 9 / k g
,

可见其全氮含量水平是很低的
。

碱解氮水平也很

低
,

平均仅为 21
.

7 m g / k g ,

最低的 8一 2 号样仅为 8
.

Zm g / k g ,

最高的 10 一 2 号样也仅为 38
.

6 m g / k g
。

所以
,

侵蚀劣地土壤氮素不仅其供应容量很低
,

供应强度也低
;
土壤全磷虽然与供磷能力关 系不很

密切
,

但当全磷低于 。
.

8一 1
.

0 9 / k g 时
,

则土壤磷素供应缺乏
〔” 。

而 10 个侵蚀劣地土壤全磷平均仅

为0
.

4 5 9 / k g ,

最低的为 0
.

1 19 / k g
,

超过 0
.

8 9 / kg 的也只有 9一 2 号样 品
,

为 1
.

0 6 9 / k g
。

可以说
,

从全

磷的角度出发即可判断绝大多数侵蚀劣地土壤磷素供应是缺乏的
。

再看速效磷水平
,

更可发现侵蚀

劣地土壤磷的供应是极端缺乏的
,

10 个样品中有 8 个速效磷仅为痕迹量
,

而另外 2 个样品速效磷

含量也仅为 3
.

Zm g /k g (3 一2 号样 )和 2
.

2 5 m g /k g (9 一2 号样品) ;
从钾素的潜在供应能力及速效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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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养分含量来看
,

侵蚀劣地供钾水平表现出无规律性
,

但速效钾水平普遍较低
。

土壤氮磷钾供应水

平低
,

与土壤有机质含量很低有关系
,

尤其是氮磷营养更是如此
。

从表 2 可以看出
,

土壤有机质平均

水平仅为 5
.

8 9 / kg
,

最高的 10 一 2 号样品也仅为 9
.

3 9 /k g
。

所 以要改善侵蚀劣地土壤肥力
,

尤其是氮

磷的供应
,

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是一条重要的措施
。

表 2 侵蚀劣地土壤养分含量

样样号号 有机质质 全氮氮 水解氮氮 全磷磷 速效磷磷 全钾钾 缓效钾钾 速效钾钾
(((((g / k g ))) (g / k g ))) (m g /k g ))) (P ZO S ))) (m g / kg ))) (K Z O ))) (m g / k g ))) (m g / k g )))

(((((((((((g / k g ))))) (g / kg )))))))

111一 222 5
.

999 0
.

1 777 1 4
.

555 0
.

4 666 痕迹迹 2 2
.

111 2 6 1
.

000 2 3 8
.

222

222一 222 5
.

444 0
.

1 222 1 4
.

555 0
.

4 333 痕迹迹 1 0
.

888 4 0 1
.

333 3 3
.

777

333一 222 8
.

666 0
.

1 444 3 1
.

222 0
.

5 111 3
.

222 2 9
.

333 4 2 2
.

222 6 2
.

111

444一 222 3
.

444 0
.

0 999 1 2
.

333 0
.

2 333 痕迹迹 1
.

111 6
.

888
·

9
.

111

555一 222 2
.

000 0
.

0 555 1 1
.

888 0
.

1 111 痕迹迹 3
.

333 4
.

666 5 7
.

555

666一 222 9
.

000 0
.

2 333 2 7
.

999 0
.

6 888 痕迹迹 7
.

111 2 5
.

888 1 8
.

333

777一222 5
.

999 0
.

1 444 2 0
.

000 0
.

3 444 痕迹迹 2 4
.

000 6 4
.

111 2 3
.

999

888一222 1
.

777 0
.

0 444 8
.

222 0
.

1 555 痕迹迹 1 5
.

444 5 5 7
.

666 1 7
.

111

999一222 6
.

888 0
.

1 666 3 7
.

999 1
.

0 666 2
.

2 555 1 7
.

111 3 3
.

111 1 6
.

000

111 0一222 9
.

333 0
.

2 222 3 8
.

666 0
.

5 111 痕迹迹 3
.

888 3 8
.

666 1 9
.

333

(二 )侵蚀劣地土壤保肥能力低 土壤的保肥能力与阳离子交换性能有关
。

一般来说
,

阳离子交

换量越大
,

则保肥能力越强
。

从表 3 的结果

可以看 出
,

侵蚀劣地土壤的阳离子交换量

都很低
,

在 0
.

9 0 ~ 4
.

o se m o l/ k g 之 l旬
,

可见

在闽南侵蚀劣地的赤红壤上
,

土壤的保肥

能力是相当低的
。

这主要是因为
,

闽南侵蚀

劣地上土壤有机质含量低
,

且粘粒矿物类

型以 1
:

1 型为主的缘故
。

1
:

1 型粘土矿

物本身的阳离子交换量很低
,

如高岭石仅

为 3一 se m o l/ k g
。

所以
,

尽管 2一 2 号样品

粘粒 含 量 高 达 4 2
.

2 5 %
,

然而 由于有机

质含量仅为 5
.

49 /k g
,

其 阳离子交换量也

仅为 2
.

7 7c m ol /k g
,

是相当低的
。

可以说
,

由于粘土矿物类型的限制
,

通过掺泥提高

表 3 土壤阳离子交换量
、

粘粒及质地

犷

样样号号 C E CCC 粘粒 (< 。
.

o 01 m m
.

% ))) 质地名称称

(((((em o l/ k g ))))) (苏制)))

111一222 1
.

9 888 2 8
.

6 888 重石质轻壤土土

222一 222 2
.

7 777 4 2
.

2 555 中石质轻粘土土

333一222 2
.

3 222 3 1
.

6 777 重石质重壤土土

444一222 1
.

9 333 3 6
.

2 777 重石质重壤土土

555一222 1
.

5 111 4
.

2 000 重石质轻粘土土

666一222 2
.

4 555 3 0
.

5 999 轻石质重壤土土

777一222 2
.

9 333 2 2
.

0 777 重石质重壤土土

888一222 0
.

9 000 3
.

0 777 重石质中壤土土

999一222 4
.

0 888 1 0
.

9 888 轻石质中壤土土

111 0一222 2
.

3 333 2 8
.

9 555 轻石质重壤土土

侵蚀劣地土壤粘粒含量
,

以促进土壤保肥能力的提高其意义不大
,

况且侵蚀劣地土壤质地基本上在

中壤至轻粘之间
,

如果再增加粘粒含量飞必然会影响土壤的其它物理性状
,

如耕性
、

孔隙性等
。

所以
,

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
,

不仅能培肥地力
,

而且由于其阳离子交换量大
,

约为 1 50 一 4 0 o c m of / kg ,

对侵

蚀劣地土壤保肥能力的提高有决定性意义
。

(三 )侵蚀劣地土壤协调水肥气热供应能力低 表 4 表明
:

肥力较高的土壤各级微团聚体含量

比例相对要 比侵蚀劣地土壤均匀
,

从 0
.

25 m m 到 0
.

O01 m m 各级微团聚体的平均含量
,

肥力较高的

土壤分别为 25
.

87 %
、

17
.

89 %
、

6
.

09 %
、

13
.

24 %
、

9
.

21 %
,

而 侵 蚀 劣 地土 壤分别 为 17
.

68 %
、

56
.

87 %
、

0
.

56 %
、

0
.

36 %
、

0
.

41 %
。

很显然
,

侵蚀劣地土壤各级微团聚体 比例失调
, 0

.

05 ~ 0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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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一

土壤各级微团聚体含量

JJJ ‘护声 口口 0
.

2 5 ~ 0
.

0 5 m mmm 0
.

0 5 ~ 0
.

o lm mmm 0
.

0 1 ~ 0
.

0 0 5 m mmm 0
.

0 0 5 ~ 0
.

0 0 1 m mmm ( 0
.

0 0 1 m mmm

(((((((((((((((((((% ))) (% ))) (% ))) (% ))) (% )))
二二二们

二 .

万
,,,,,,,,,,,,,,,,,,,,,,,,,,,,,,,,,,,,,,,,,,,,

肥肥肥 (1 ))) 低(2))) 肥 (1 ))) 低 (2 ))) 肥 (1 ))) 低 (2 ))) 肥 (l))) 低 (2 ))) 肥 (1 ))) 低(2 )))

11111 3 0
.

7 999 2 5
.

3 777 2 2
.

3 555 5 7
.

0 777 5
.

3 888 0
.

8 111 1 3
.

8 999 0
.

0 666 1 0
.

6 777 0
.

2 111

22222 1 8
.

6 111 1 6
.

3 222 2 0
.

9 777 5 6
.

9 111 6
.

6 888 1
.

2 666 1 5 0 222 1
.

3 999 7
.

7 888 0
.

0 666

333
’’

2 5
.

8 333 1 6
.

5 111 1 5
.

7 999 5 2
.

3 999 6
.

0 111 0
.

5 111 1 0
.

9 000 0
.

2 777 6、 7 000 0
.

7 888

44444 2 2
.

2 111 2 1
.

9 777 1 3
.

9 999 4 2
.

1 999 5
.

8 111 0
.

5 222 9
.

5 555 0
.

1 666 6
.

6 444 0
.

2 777

55555 2 1
.

8222 1 0
.

6 333 1 4
.

1 444 6 9
.

0 555 6
.

4 888 0
.

6 666 1 3
.

9 333 0
.

4 666 1 3
.

4 999 0
.

2 555

66666 2 4
.

4 222 1 8
.

6 000 2 3
.

0 000 6 5
.

6 000 5
.

7 444 0
.

2 777 1 3
.

5 888 0
.

1 111 1 0
.

1 888 0
.

7 555

77777 3 8
.

5 555 1 3
.

5 999 1 7
.

2 333 6 7
.

6 222 5
.

6 666 0
.

4 777 1 2 7 444 0
.

0 888 5
.

5 888 0
.

0 999

88888 2 4
.

7 111 1 5
.

5 555 1 5
.

6 444 5 8
.

0 111 6
.

9 999 0
.

4 111 1 6
.

3 555 0
.

3 000 1 2
.

6 777 0
.

1 000

99999 2 5
.

8777 1 7
.

3 777 1 7
.

8 999 5 7
.

4 666 1 6
·

0 999 0
.

1 222 1 3
.

2 444 0
.

3 333 9
.

2 111 0
.

9 222

111 00000 2 0
.

9 22222 4 2
.

3 66666 0
.

5 77777 0
.

4 55555 0
.

7 000

平平均均均 1 7
.

6 88888 5 6
.

8 77777 0
.

5 66666 0
.

3 66666 0
.

4 111

m m 级高达 56
.

87 %
,

而< 0
.

01 m m 各级却分别为 0
.

56 %
、

0
.

36 %和 0
.

41 %
。

据资料表明
〔2 , :

土壤有

机质
、

氮和磷等养分含量有随微团聚体粒径增大而减少的规律
,

而对氮
、

磷养分的吸收与解吸
,

则是

粒径小的吸收量大
、

解吸量小
;
粒径大的则相反

。

另外
,

各级微团聚体的合理分布
,

有利于多级孔隙

的形成
,

这对于协调水气供应也极为有利
。

然而侵蚀劣地土壤的分析结果表明
,

各级微团聚体分配

不均
,

不利于水
、

肥
、

气
、

热的协调供应
。

另一方面
,

由于侵蚀劣地本身有机质含量很低
,

有机胶结物

质缺乏
,

使形成的微 团聚体质量差
,

也降低 了结构体在发挥有效肥力方面的作用
。

(四 )侵蚀劣地土壤的开发利用与培肥 80 年代初以来
,

水土保持等部门治理开发了大面积 的

侵蚀劣地
,

并能针对侵蚀劣地肥力低的特点
,

采用挖大穴栽大苗的方法定植果树
,

这对果树早期生

长是有利的
。

但是
,

这仅仅是一种治标的办法
,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类土壤的肥力问题
。

我们从上

面的分析已经看出
,

侵蚀劣地的土壤肥力低
,

保肥及协调水肥气热供应能力差等都与土壤有机质含

量的高低有关
。

因而
,

只要侵蚀劣地的有机质能够提高
,

则其土壤肥力水平就能提高
。

所 以
,

侵蚀劣

地的开发或者已经开发的幼龄果园
,

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是提高侵蚀劣地生产力的关键
。

1
.

果园套种绿肥
,

增加有机肥源
。

侵蚀劣地本身土壤肥力水平很低
,

难以提供果树生长所需的

养分
,
尽管定植时挖大穴

、

施重肥
,

也只能满足果树早期生长的需要
。

当施入的肥料耗尽后
,

由于养

分缺少
,

果树出现早衰
,

不仅影响产量
,

而且也影响品质
,

经济效益很低
。

所以侵蚀劣地在开垦的头 雀

几年
,

应以土壤的培肥为主
。

具体的做法是
:

在侵蚀劣地果园上套种耐旱
、

耐清的绿肥或禾本科牧 ;
草

,

采取全园或带状覆盖
,

结合免耕
,

树冠下覆盖和逐年扩穴压青的办法
,

使土壤有机质逐步提高
。

这样做一方面由于免耕
,

减少了土壤的耕翻次数
,

不仅减少了劳力投入
,

也可减少有机质的矿化
,

有

利于腐殖质的积累
;
另一方面

,

全园或带状覆盖绿肥或牧草也解决了有机物质的来源问题
,

可以就

地割草压青
、

粗盖
,

省工易行
,

缓解了农业劳力紧缺的矛盾
。

同时也使大地披上绿装
,

改善了生态环

境
。

2
.

进一步开展旱地绿肥牧草的适应性
、

腐解特征等的研究
。

闽南侵蚀劣地土壤肥力低
,

如何选

择耐旱
、

耐瘾的绿肥牧草品种
,

福建省水保部门已经做了很多工作
,

肯定了如宽叶雀稗
、

柱花草等一

批绿肥牧草在侵蚀劣地上的适应能力
。

漳州市水土保持办公室在果 园绿肥的改土效果和与果树的

(下转 第 2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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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树高产
、

优质栽培提供依据
。

(三 )搞好水利设施建设
,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

坡地土壤资源的开发利用
,

及进一步取得较高的

效益
,

还应着重解决灌溉问题
,

以抵御干旱威胁
。

在这方面下村农场 已做了一些工作
,

如 1 9 8 9 年
,

兴

建了一座二级电灌站
,

使 6
.

7h
a
的坡地柑桔解除了干旱威胁

,

今后仍应继续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

大

窝岭是目前下村农场最大面积的荒丘
,

其下部有山塘蓄水
,

在开垦种果的同时
,

应尽快建设好抽水

工程和相应的配套工程
,

改善生产条件
,

保证果树高产
、

高效益
。

其它一时难以解决灌溉的坡地
,

则

应推广地表覆盖
,

应用高分子保水剂等技术
,

减少土壤水分损失
。

(四 )普及科学技术
,

搞好经营服务 果树种植业是相对于粮食种植业需要更高生产技术的经

营项目
。

下村农场坡地土壤资源利用要以种果为主
,

并要实现高产
、

优质
、

高效益
,

必须进一步提高

全场职工的生产技术水平
。

今后应大力加强科学技术的普及工作
,

邀请有关部门的专家
、

技术人员

和有实践经验的生产者
,

通过举办各类培训班
、

技术讲座或现场示范等形式
,

向广大职工传播高产
、

优质种植技术
,

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
。

此外
,

农场的管理部门
,

应进一步搞好经营服务
,

根据生产的

需要
,

及时组织好肥料
、

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供应
,

协助职工解决生产上遇到的技术难题
,

向职工提供

市场信息
、

推广 良种 良法等
。

参加工作的还有黄湘 兰 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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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肥方面做了一些研究
。

但是
,

对福建省当家绿肥牧草的主要化学成份
,

如影 响腐解特征的 C / N

比
,

各种绿肥牧草施入土壤后的腐殖化特征
,

尤其是禾本科牧草的腐殖化特征等问题的研究
,

目前

还没有完整的资料
,

使得压青绿肥牧草品种的选择有一定的盲目性
。

如何尽快摸清各种绿肥牧草的

腐解特征
,

准确选择有利于腐殖质积累的绿肥品种进行压青
,

也是侵蚀劣地果园腐殖质提高的关键

问题
。

3
.

大力加强示范推广工作
。

通过实践和科学研究
,

选择有利于侵蚀劣地生长
,

有利于有机质积

累的绿肥牧草品种以后
,

如何在生产中推广也是一个问题
。

大家都知道
,

我国农民素以勤劳著称
,

农

业生产上都是精耕细作
,

尤其是人多地少的福建省农村更是如此
。

实行果园种草
,

与农民传统的果

园清耕习惯格格不入
,

让农民转变传统的耕作方法
,

接受新的
、

科学的耕作管理措施
,

必须有 活教

材
,

要进行示范
,

让农民看到
,

采用全园或带状植草覆盖
、

割草压青不仅能提高土壤肥力
,

也能逐步

改善果树生长环境
,

逐步提高产出
。

真正做到侵蚀劣地果 园标
、

本兼治
,

为土地的永续利用创造条

件
。

这样才能使先进的科学技术在生产中推广应用
。

: : 左士 ;吞

一
、 奋口 卜‘

通过上述分析看出
,

侵蚀劣地土壤不仅肥力低
,

其保肥和协调供应水肥气热的能力也很差
。

而

这些肥力因素的高低与有机质含量有关
。

因而侵蚀劣地土壤肥力提高的关键是如何提高有机质的

问题
。

针对这一问题
,

在侵蚀劣地的幼龄果园或即将开垦的侵蚀劣地果园上采取绿肥牧草全园或带

状覆盖
,

结合免耕
,

树冠下覆盖及扩穴压青等
,

就能逐步提高土壤肥力
。

要做到这一点
,

科研和示范

推广工作就必须加强
,

才能真正为土地的永续利用创造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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