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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 � 年的田间定位试验资料
,

我们分析 了 � 种不同施肥处理黑庐土耕层 �� �

� �� � �
、

古耕层 ��� � � �� � �和沪土层 ��� � ��� � �三层土壤养分的变化
�

结果表明
�

施肥对黑庐

土剖面养分的影响随深度的增加而减弱
,

一般为
,

耕层 � 古耕层 � 沪土层
。

不同处理耕层土壤

养分差异比较明显
,

耕层 以下土层尽管差异减小
,

但其养分变化与耕层趋势一致
。

各层土壤速

效养分对照比裸地均有下降
。

综合评价施肥对黑沪土剖面的培肥效果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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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养分是作物生长的物质基础
。

培肥土壤或维持土壤养分平衡
,

是保证农业生产持续发

展的前提
。

因此
,

在粮食生产中
,

合理施肥
,

已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

近几年
,

许多土壤肥料工

作者
,

运用长期定位试验手段
,

在施肥对土壤养分影响方面做了深入的研究
。

但多数局限于对

土壤耕层养分的反映
,

而对土壤剖面养分涉及较少
。

本文根据 9 年的田间定位施肥试验
,

探讨

了施肥对黑沪土剖面养分的影响
。

¹ 收稿 日期
:一9 9 5一09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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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试验方法

试验于 1984 年布设在长武县源地黑梦土上
,

土壤耕层 (0 一2 0c m )含有机质 10
.
49/kg

,

全

氮 0
.
609/k g

,

碱解氮 37
.
om g/kg

,

速效磷 3
.
om g/kg

,

速效钾 129m g/k g
,

p H 为 8
·

3

。

试验地海拔 1 200 m
,

年均气温 9
.
I C ,

年均降水量 58 4
.
lm m ,

无霜期 171 天
。

无灌溉条件
。

试验设 N oP.M
, ,

N
o

P

. ,

N

:

M

, ,

P

.

M

, ,

N

。 ,

P

‘ ,

M

; ,

C K

,

0 9 个处 理
,

重复 3 次
,

小 区面积

0
.
oo67hm , 。

其中 N
。

指每 hm
,

施纯 N 12okg
,

P

;

指每 hm
,

施纯 p
ZO 56ok g

,

M

,

指每hm
,

施有机

肥 75t(0
·

5 万 kg)
,

C K 指不施肥对照
,

O 为裸地
。

种植方式为冬小麦连作
。

每年一熟
,

供试小麦品种为
“
1 3 1

”
( 1 9 8 4 年为 72 (11) 一4 )

。

氮肥用尿素
,

磷肥用过磷酸钙
,

有机肥用纯牛粪
。

肥料均于播前作基肥一次施入
。

土壤有机质
,

全磷
,

全氮
,

碱解氮
,

速效磷
,

速效钾均按常规法测定
。

2 试验结果

2.1 土壤剖面有机质的变化

土壤有机质是作物营养的基础物质
,

土壤中 95 % 以上的氮素
,

全部有机磷
,

部分钾素来自

有机质
。

土壤有机质不仅是土壤养分的重要来源
,

而且能够改 良土壤结构
,

提高土壤的保水保

肥性能
,

调节土壤水
、

肥
、

气
、

热状况
,

增强土壤微生物 的活动
,

促进土壤养分的转化和释放
,

因

此
,

它能较好反映土壤的养分状况和土壤的肥沃程度
。

9 年的定位试验结果 (表 l) 表明
:
不同施肥处理土壤剖面有机质发生了明显变化

。

施肥处

理黑沪土耕层有机质含量 比裸地增加 0
.
45 一6

.
179 /k g

。

增幅较大的前 3 个处理为 N PM
、

M 和

P M
,

土壤有机质分别比裸地增加 64
.
4%

,

64

.

9
% 和 32

.
7 %

。

其次为 N P 和 N M 处理
,

有机质比

裸 地增 加 14
.
7 % 和 巧

.
5 %

。

N

,

P

,

C K 处理 土壤有 机质与裸地相 差不大
,

增幅为 4
.
7% ~

5
.
4 %
.
但从上述结果看

,

无论何种处理
,

种作物地耕层土壤有机质均 比裸地增加
。

表 l 施肥 9年后土坡剖面有机质的变化 g/k g

处处理理 耕层 (o~ Zo
em ))) 古耕层 (20~ 50C m ))) 沪土层(50~ so

em )))

含含含量量 比对照增州州
.
比裸地增州州

.
含ttt 比对照增州州比裸地增树树

.
含量量 比对照增州州

.
比裸地增减减

NNN P MMM 15.6333 5.6111 6.1222 9。 2 111 1

.

3 555 1

.

2 444 9

。

0 000 一 0
.
3555 一 0

.
7 666

NNN PPP 10
.
9 888 0

.
9 666 1

.
4 777 8

.
4222 0

.
5666 0

.
4555 8

.
6000 一 0

.
7555 一 1

.
1666

NNN MMM 10
.
9 111 0

.
8 999 1

.
4 000 8

.
0000 0

.
1444 0

.
0333 8

.
6444 一 0

.
7111 一 1

.
1222

PPP MMM 12
.
6 222 2

.
6000 3

.
1 111 8

.
8333 0

.
9777 0

.
8 666 1 1

.
3 999 2

.
0 444 1

.
6 333

NNNNN 9
.
9666 一 0

.
0 666 0

.
4 555 8

.
4333 0

.
5777 0

.
4 666 9

.
0 222 一 0

.
3333 一 0

.
7444

PPPPP 9
.
9999 一 0

.
0 333 0

.
4 888 8

.
5 666 0

.
7000 0

.
5 999 8

.
4555 一 0

.
9000 一 1

.
3111

MMMMM 15
.
6 888 5

.
6 666 6

.
1 777 9

.
0 222 1

.
1 666 1

.
0555 8

.
7777 一 0

.
5888 一 0

.
9999

CCC KKK 10
.
0 222 000 0

.
5 111 7

.
8 666 000 一 0

.
1111 9

.
3555 000 一 0

.
4111

OOOOO 9
.
5 111 一 0

。

5 111 000 7

.

9 777 0

.

1 111 000 9

.

7 666 0

.

4 111 000

古拼层土壤有机质因施肥处理不同也发生变化
,

各施肥处理土壤有机质 比裸 地增加 一

0
.
n 一 1

.
24 9 /k g

.
增幅较大的处理 为 N P M

,

M 和 P M
,

土壤有机质分别 比裸地增加 15
.
6 %

,

1 3

.

2
% 和 10

.
8 %

。

稍有增加的处理为 N P
,

N

,

P

,

有机质比裸地增幅为 5
.
6% 一 7

.
4 %

。

N
M

,

C K

处理该层土壤有机质与裸地差异不大
。



水土保持通报 第 15 卷

梦 土 层土壤有机质除 PM 处理外
,

其它处 理土壤有机质均 比裸地下 降
,

下 降幅度 为

13
.
4 % ~ 4

.
2 %

,

P M 处理该层土壤有机质比裸地增加 16
.
7%

,

沪土层有机质普遍下降的原因
,

一是施肥影响小
;二是根系残留量少

,

有机质的积累速度小于矿化速度
。

2

.

2 土族剖面氮素的变化

氮素是作物生长重要的营养元素之一
,

一般土壤的氮素含量贫乏
,

远远不能满足作物的需

要
。

因此
,

培肥土壤或增施肥料提高土壤氮素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
土壤全氮含量

,

碱解氮含

量高低与有机质一样
,

是土壤肥力重要指标
。

2

.

2

.

1 施肥对土攘剖 面全氮的影响 定位施用 9 年后
,

不同施肥处理的土壤剖面全氮含

量出现显著差异
。

从表 2 看
.
试验 8个处理 N P M

,

N P

,

N
M

,

P
M

,

N

,

P

,

M

,

C K

,

黑沪土耕层全氮

含量均 比裸地有所上升
,

分别 比裸地增加 67
.
1 %

,

31

.

4
%

,

24

.

3
%

,

28

.

6
%

,

14

.

3 写
,

17

.

1
%

,

5 7

·

1

% 和 12
.
9 %

,

以 N P M
,

M 处理增幅最大
。

与 CK 相比
,

N P
M

,

N P

,

P
M

,

M
4 个处理耕层全氮

增加 48
·

l
%

,

16

·

5
%

,

13

.

9
% 和 39

.
2 %

,

其余处理与 c K 相 比全氮变化不大
。

各处理耕层全氮

的变化与有机质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

表 2 施肥 9年后土壤剖面全氮的变化 g/k g

处处理理 耕层 (o一Zo
cm ))) 古耕层 (20~ 50c m ))) 庐土层 (50~ socrn

)))

含含含量量 比对照增州州
.
比裸地增州州}含量量 比对照增州州

.
比裸地增州州含量量 比对照增咧咧比裸地增减减

NNN PMMM 1
.
1777 0

.
3888 0

.
4777 0

.
8333 0

.
1888 0

.
1777 0

.
8999 0

.
1777 0

.
2222

NNN PPP 0
.
9222 0

.
1333 0

.
2222 0

.
6888 0

.
0333 习

.
0 222 0

.
7 444 0

.
0 222 0

.
0 777

NNN MMM 0
.
8 777 0

.
0 888 0

.
1 777 0

.
6 000 一 0

.
0 555 一 0

.
0 666 0

.
6 111 一 0

.
1111 一 0

.
0666

PPP MMM 0
.
9 000 0

.
1 111 0

.
2000 0

.
6777 0

.
0222 0

.
0111 0

.
7 000 一 0

.
0222 0

.
0 333

NNNNN 0
.
8000 0

.
0 111 0

.
1000 0

.
7222 0

.
0777 0

.
0666 0

。

7 000 一 0
.
0222 0

.
0 333

PPPPP 0
.
8 222 0

.
0 333 0

.
1222 0

.
7 333 0

.
0888 0

.
0777 0

.
6 777 一 0

.
0555 000

MMMMM 1
.
1000 0

.
3 111 0

.
4 000 0

.
7444 0

.
0999 0

.
0888 0

.
7 111 一 0

.
0 111 0

.
0 444

CCC KKK 0
.
7 999 000 0

.
0 999 0

.
6 555 000 一 0

.
0 111 0

.
7 222 000 0

.
0 555

00000 0
。

7 000 一0
.
0 999 000 0

.
6 666 0

.
0 111 000 0

.
6 777 一 0

.
0 555 000

古耕层土壤全氮含量
,

除 N PM 处理外
,

其余处理与裸地无太大差异
。

C K 与 O 基本一致
,

N P
M 定位施用 9 年后

,

该层全氮 比裸地增加 。
.
1 7 9 / k g

,

比 C K 增加 。
.
1 8 9 /k g

,

增幅均在 26 %

左右
。

沪土层各施肥处理土壤全氮变化与古耕层一样
,

除 N PM 处理全氮 比裸地增加 0
.
229/kg

外
,

其它处理沪土层全氮含量与裸地无明显差异
。

2

.

2

.

2 施肥对土壤a.J 面碱解氮的影响 由表 3 知
,

黑沪土耕层
,

除 P
,

C K 处理外
,

其它施

肥 处理土壤碱解 氮含量都比裸 地增加
,

增加 量在 6
.
8~ 19

.
7m g /k g 之 间

,

增 幅为 12
.
5 % ~

36
.
2 %

。

纯施 P 和不施肥对照处理 (C K )土壤耕层碱解氮比裸地下降 4
.
1 和 6

.
sm g /k g

。

各施

肥处理该层碱解氮与 C K 相比
,

增幅为 28
.
6 % ~ 55

.
7 %

,

有有机肥投入的处理土壤碱解氮都

提高很大
。

古耕层土壤碱解氮
,

除 P 处理下降幅度为 23
.
5% 外

,
N P

M

,

N M

,

P M

,
N 4 个处理与裸地差

减不大
,

N P 和 M 处理 比裸地增加 10
·

6 和 8
.
4m g /k g

,

增幅分别为 19. 5 % 和 15
·

4
%

,

种作物不

施肥处理 (C K )该层碱解氮 比裸地下降 20
.
0%

。

庐土层土壤碱解氮
,

各施肥处理与裸地对 比
,

P 处理下降 21
.
2%

,

N 处理 下降 10
.
6%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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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下降 7
.
6%

。

N P
M 和 N M 处理则增加 16

.
6 % 和 12

.
0 %

,
N P 和 PM 处理变化不大

,

C K 比

裸地碱解氮下降 6峨%
。

表 3 施肥 9年后土壤剖面碱解氮的变化 m g压g

处处理理 耕层(o~ 20C m ))) 古耕层(20~ 50c m ))) 沪土层(50~ so
cm )))

含含含量量 比对照增减减}
比裸地增减减

.
含量量 比对照增减减

.
比裸地增州州

.
含量量 比对照增州州

.
比裸地增减减

NNN P MMM 72.222 24.666 17.888 56.000 12。
555

1

.

666 5
8

.

222 1 1

.

333
8

.

333

NNN
PPP

6 1

.

222 1 3

。

666 6

.

888
6 5

.

000 2 1

.

555 1 0

.

666 5 1

.

000 4

.

111 1

.

111

NNN
MMM

7 1

.

111 2 3

.

555 1 6

.

777 5 2

.

999 9

.

444 一 1
.
555 55

.
999 9

.
000 6

。

OOO

PPP
MMM

7 2

.

222
2

4

.

666 1 7

.

888
5 1

.

444 7

.

999 一 3
.
000 48

.
000 1

.
111 一 1

.
999

NNNNN 62
.
000 14

.
444 7

.
666 55

.
222 11

.
777 0

.
888 44

.
666 一 2

.
333 一 5

.
333

PPPPP 5 0
.
333 2

.
777 一 4

.
111 41

.
666 一 1

.
999 一 12

.
888 39

.
333 一 7

.
666 一10

.
666

MMMMM 7 4
.
111 26

.
555 1 9

.
777 62

.
888 19

.
333 8

.
444 46

.
111 一 0

.
888 一 3

.
888

CCC KKK 4 7
.
666 000 一 6

.
888 4 3

.
555 000 一 10

.
999 46

.
999 000 一 3

.
000

OOOOO 5 4
.
444 6

.
888 000 54

.
444 10

.
999 000 49

.
999 3

.
000 000

2
.
3 土壤剖面磷素的变化

磷素作为作物生长的第二大要素
,

直接参与作物机体的组成及其生理生化过程
。

作物从土

壤中吸收磷素
,

土壤有效磷的含量是土壤磷素丰缺的主要指标
,

而土壤全磷作为土壤中的潜在

磷源
,

是土壤有效磷的最初来源
。

2

.

3

.

1 施肥对土攘剖面全碑的影响 从表 4 看出
,

试验 9 年后
,

有磷素投入的全部施肥

处理
,

黑梦土耕层土壤全磷含量均 比裸地增加
,

增加量在 0
.
08 ~ 0

.
5 19 /k g 之间

,

增幅为 5
.
7%

一36
.
2 %

。

以 N P M 处理增幅最大
,

其次为 M 处理
。

对照 (C K )比裸地 (0 )耕层全磷下降 5
.
7%

,

施磷素的所有处理 (N PM
,

N P

,

N M

,

P
M

.

P

,

M ) 与 C K 相 比
,

该层土壤全磷增幅更大
。

表4 施肥 9 年后土壤剖面全磷的变化 g/k g

处处理理 耕层 (0~ 20c m ))) 古耕层 (20~ 50c m ))) 沪土层 (50一 80
em )))

含含含量量 比对照增减减
.
比裸地增减减 含量量 比对照增咧咧比裸地增州州

.
含量量 比对照增叫叫比裸地增减减

NNN P MMM 1
.
9222 0

.
5999 0

.
5111 1

.
3111 0

.
0444 0

.
1222 1

.
2111 0

.
1666 0

.
2111

NNN PPP
一

1

.

4 999 0

.

1 666 0

.

0 888 1

.

3 333 0

.

0 666 0

.

1 444 1

.

1 777 0

.

1 222 0

.

1 777

NNN 入111 1
.
5 111 0

.
1 888 0

.
1 000 1

.
1 666 一 0

.
1111 一 0

.
0333 0

.
9444 一 0

.
1111 一 0

.
0666

PPP MMM 1
.
5 999 0

.
2 666 0

.
1 888 1

.
2 777 000 0

。

0 888 1

.

1 111 0

.

0 666 0

.

1 111

NNNNN
1

.

4 111 0

.

0
888

000 1

.

2 777 000 0

.

0
888

1

.

1 999 0

.

1 444 0

。

1 999

PPPPP
1

.

5 666 0

.

2 333 0

.

1 555 1

.

2 999 0

.

0 222 0

.

1 000 1

.

1 000 0

.

0 555 0

.

1 000

MMMMM
1

.

7 000 0

.

3 777 0

.

2 999 1

.

2 999 0

.

0
222

0

.

1 000 1

.

2 222 0

.

1 777 0

.

2 222

CCC KKK
1

.

3 333 000 一 0
.
0 888 1

.
2 777 000 0

.
0 888 1

.
0 555 000 0

.
0 555

OOOOO 1
.
4 111 0

.
0888 000 1

.
0 999 一 0

.
0 888 000 1

.
0 000 一 0

.
0 555 000

古耕层
,

除 N M 处理外
,

其它处理土壤全磷均 比裸地增加
,

增幅在 5
.
7% ~ 9

.
9 % 之间

,

该

层对照土壤全磷比裸地提高 5
.
7%

。

梦土层各施肥处理土壤全磷变化与古耕层相似
,

除 N M 处理外
,

其它处理土壤全磷含量

均 比裸地增加
,

增加幅度在 10
.
0 % ~ 22

.
0 % 之间

,

该层对照比裸地全磷提高 4
.
8%

。

2

.

3

.

2 施肥对土攘剖面速效磷的影响 从表 5 看
,

黑沪土耕层土壤速效磷与裸地 比较
,

除 N P 和 N 处理下降 0
.
5 和 2

.
lm g /k g 外

,

其余处理 土壤速效磷均有增加
,

增加量在 7. 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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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l
m

g
/

k
g 之间

,

以

处处理理 耕层(o~ 20c m ))) 古耕层(20~ so
em ))) 庐土层 (50~ 80C m )))

含含含量量 比对照增咧咧
·

比裸地增咧咧
.
含量量 比对照增州州比裸地增州州含量量 比对照增叫叫一比裸地增减减

NNN PMMM 31。 111 3 0

.

111 2 7

.

999 7

.

999 7

.

999 5

.

444 1

.

8

---

1

.

888 1

。

111

NNN PPP
2

.

777 1

.

777 一 0
.
555 2

.
222 2

.
222 一 0

.
333 1

.
666 1

.
666 0

.
999

NNN MMM 1 0
.
555 9

.
555 7

.
333 000 000 一 2

.
555 000 000 一 0

.
777

PPP MMM 1 8
.
555 1 7

.
555 15

.
333 2

.
888 2

.
888 0

.
333 1

.
000 1

.
000 0

.
333

NNNNN 1
.
111 0

.
111 一 2

.
111 1

.
333 1

.
333 一 1

.
222 1

.
000 1

.
000 0

.
333

PPPPP 1 0
.
777 9

.
777 7

.
555 3

.
777 3

.
777 1

.
222 0

.
999 0

.
999 0

.
222

MMMMM 3 3
.
333 3 2

.
333 30

.
111 5

.
111 5

.
111 2

.
666 1

.
444 1

.
444 0

.
777

CCC KKK 1
.
000 000 一 2

.
222 000 000 一 2

.
555 000 OOO 一 0

.
777

OOOOO 3
.
222 2

.
222 000 2

.
555 2

.
555 OOO 0

.
777 0

.
777 气JJJ

N P
M 或 M 处理

,

增幅特别高
。

表 5 施肥 9 年后土壤剖面速效磷的变化

耕层(o~ 20c m ) { 古耕层(20~ so
em )

O曰J任

.
O

0
11

咬d

O山哎U
.

O自

lea一

古耕层土壤速效磷
,

除 N P M 和 M 处理 比裸地增加 5
.
4m g/kg 和 2

.
6m g /k g外

,

其余处理

比裸地不是微有下降
,

就是变化不大
。

沪土层土壤速效磷各处理含量均很低
,

施肥影响也不明显
,

各处理土壤速效磷比裸地增减

量在一0
.
7一 2

.
lm g /kg 范围内

。

2

.

4 土壤剖面钾素的变化

钾是作物生长的第三大要素
。

尽管黑沪土含钾 比较丰富
,

但近年来也有作物施钾显效的报

道
。

通过施肥改善土壤钾素状况
,

有防患于未燃之功效
。

作物从土壤中吸收速效钾满足对钾的

需要
,

土壤速效钾的含量高低是钾素丰缺的主要指标
。

从表 6 看出
,

9 年定位施肥后
,

不同处理黑沪土剖面速效钾含量 出现显著差异
,

耕层土壤

速效钾
,

无论与对照 (C K )比较
,

还是与裸地 比较
,

施肥都将引起土壤速效钾的增加
,

N P
M

,

N P

,

N
M

,

P
M

,

N

,

P 和 M 7个处理
,

耕层土壤速效钾分别比裸地增加 75
.
4 ,

3 1

.

1

,

2 2

.

3

,

5 5

.

9

,

7

.

6

,

2 6

·

3 和 27
.
4m g/k g

,

增 加 幅 度 分 别为 56
.
0%

,

2 3

.

1
%

,

1 6

.

6
%

,

4 1

.

5
%

,

5

.

6
%

,

1 9

·

5

% 和

20
·

3

%

。

对照与裸地耕层速效钾无太大差异
。

表 6 施肥 9 年后土壤剖面速效钾的变化 m g压g

处处理理 耕层 (o~ 20
em ))) 古耕层 (20一 so

em ))) 沪土层 (50~ 80c m )))

含含含量量 比对照增州州
.
比裸地增咧咧含量量 比对照增叫叫比裸地增叫叫

.
含量量 比对照增州州

.
比裸地增减减

NNN PMMM 910 111 75.111 75.444 133.555 15.555 8.111 102.666 一 1
.
222 一 13

.
999

NNN PPPPPPPPPPP 3 0
.
888 3 1

.
111 12 3

.
666 5

.
666 一 1

.
888 11 l qqq 8

.
111 一4

.
666NNN MMM 1 65

.
888 2 2

.
000 2 2

.
333 10 6

.
999 一 11

.
111 一 18

.
55555555555 一0

.
555 一 13

.
222

PPP MMM 15 7
.
000 5 5

.
666 5 5

.
999 12 9

.
111 1 1

.
111 3

.
777 103

.
333 12

.
777 000

NNNNN 1 90
.
666 7

.
333 7

.
666 13 2

.
444 1 4

.
444 7

.
000 11 6

.
555 一 0

.
222 一 12

.
999

PPPPP 14 2
.
333 2 6

.
000 2 6

.
333 13 9

.
888 2 1

.
888 14

.
444 10 3

.
666 一 0

.
555 一 13

.
222

MMMMM 1 61
.
000 2 7

.
111 2 7

.
444 15 6

.
555 3 8

.
555 3 1

.
111 10 3

.
333 一 4

.
000 一 1 6

.
777

CCC KKK 1 62
.
111 000 0

.
333 1 18

.
000 000 一 7

.
444 99

.
888 000 一 1 2

.
777

00000 1 35
.
000 一0

.
333 000 12 5

.
444 7

.
444 000 10 3

.
888 1 2

.
777 000

11111 34
.
7777777777777 1 16

.
5555555

古耕层土壤速效钾
,

除 N P M
,

N

,

P 和 M 处理比裸地增加 5
.
6 % ~ 24

.
8 % 外

,

N M 处理该

层土壤速效钾比裸地下降 14
.
8%

,

N P
,
P

M 处理与裸地土壤速效钾差异小于 5%
。

对照比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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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施肥对黑梦土剖面养分的影响

该层土壤速效钾下降 5
.
9%

。

沪土层土壤速效钾
,

除 PM 处理无变化外
,

其余施肥处理土壤速效钾均比裸地降低
,

下降

幅度为 3
.
9% 一14

.
3肠

。

对照比裸地下降 10
.
9写

。

该层土壤速效钾的普遍降低
,

可能与施肥影

响小
,

而作物又不断吸收消耗 K 素有关
。

2

.

5 用养分指数综合评价各处理的培肥效果

土壤养分指数是指土壤中各种养分测定值占相应
“

满分
”

的比值乘以其权重后相加值
。

试

验测定的 6种土壤养分
,

根据它们对作物产量及土壤肥 力形成的贡献大小确定其权重为
:
有机

质 0
.
25

,

全氮 0
.
20

,

碱解氮 0
.
20

,

速效磷 0
.
20

,

速效钾 0
.
10

,

全磷 0
.
05

。

各养分的满分值确定

为
:
有机质 309/kg

,

全氮 1
.
09/kg

,

碱解氮 loom g/kg
,

速效磷 15m g/kg
,

速效钾 Zoom g/kg
,

全

磷 1
.
59/kg

。

试验 9年后
,

根据各处理土壤剖面养分实测值
,

计算出各处理不
一

同土层土壤养分指数 (见

表 7)
。

从表 7 知
,

土壤剖面不同土层养分指数列前三位的处理分别为
:
耕层 N P M

,

M

,

P M

;

古

耕层 N P M
,

M

,

N P
;

沪土层 N P M
,

N P 或 PM
,

N

。

剖面平均养分指数前三位处理为
:N P M

,

M

,

P
M

,

其排列顺序与耕层一致
,

也就是说用养分指数评价不同处理的培肥效果
,

N P M 培肥效果

最好
,

其次为 M
,

第三为 PM
。

其余处理培肥效果为
:N P ,

N
M

,

P 并列第 4 位
,

N 与 O 并列第 5

位
,

C K 列第 6 位
。

表 7 9 年后不同施肥处理黑沪 土剖面养分指数
.
_ { 耕层

处埋
{而晋

.
蔽门一履灰

古耕层 沪土层

指数 } 位次 l 指数 位次

全剖面

平均指数 {

0
.
71

0
.
49

0
.
49

0
.
57

位次

1

亡dQ甘丹石
4
J任月bO

.

O

.

O

.

O

.

4 1 1 6

0

.

4 5 } 5

1工Q自丹00白吐
‘乃了O曰亡JO口

484439444138424042
0.0.0.0.0.0.0.0.0.

,王八j行1
4
1�口
4
0山一吕六O宁

‘
乃矛O�魂b
U口月O
‘
任QU
4

二J
‘
LL
‘
Q口左
‘通咬月任匕�QJ
400000000

C.
,
l
八0
4
OJ叮fl�口O自O曰n6

095768825062084649

11
C
�
0000
11
O
C

N P
M

N P

N
M

P M

N

P

M

C K

O

3 结 论

(1) 长期施肥不但影响黑沪土耕层养分的变化
,

亦影响古耕层和沪土层养分含量
,

其影响

大小有这样的趋势
:
耕层> 古耕层 > 沪土层

。

( 2) 不同施肥处理
,

土壤养分含量以耕作层差异最大
,

用耕层土壤养分的增减
,

来衡量各施

肥处理的培肥效果最为直观
,

耕层以下的土壤养分尽管差异缩小
,

但不同处理的下层养分变化

规律
,

基本与耕层一致
。

( 3) 坊土层以下土壤养分含量
,

由于受施肥影响较小
,

大多数施肥处理该层土壤养分因作

物的年复种植消耗处于亏缺或基本平衡状态
。

P M 处理则有异常表现
,

有待进一步探讨
。

( 4) 种作物不施肥处理 (C K )与裸地土壤养分比较
。

耕作层有机质
,

全氮
,

C K 对裸地增加
,

全磷则降低
,

古耕层有机质
,

全氮
,

全磷
,

C K 比裸地降低
。

( 下转 第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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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林业生态经济效益途径的探讨

影响经济产量
,

其丛叶坚韧
,

根孽繁殖快
,

地面覆盖性好
,

根系发达分布浅
,

索状肉质根散布土

中
,

网络状须根布满地表
,

能有效地防止土壤侵蚀
,

改善土壤物理性状
,

提高土壤肥力
,

增加水

分贮存
,

不但经济效益高
,

生态效益也明显
,

适合于在沟坡上部水分条件较差的林下配置
。

穿龙

薯芋是一种阴性植物
,

其生长环境需要一定的阴蔽度
,

适宜于在林下腐殖质含量较高的土壤生

长
。

茎叶蔓生
,

能有效地覆盖地面
,

地下根茎粗壮
,

经济价值较高
,

还能有效的固土保水
。

5 结 语

在黄土高原沟壑 区造林绿化过程中
,

坚持建设高效人工复合植物群落
,

把改善生态环境与

发展商品生产
,

群众脱贫致富紧密结合起来
,

树立以林为主
,

多种经营的思想
,

因地制宜建立林

果商品基地和林业经济小区
,

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兴林致富的道路
,

林业的生态经济效益才

会大幅度提高
。

如果在林业建设上单纯强调生态效益
,

忽视广大群众的经济利益
,

就会使林业

建设失去基础和活力
。

我们认为
,

提高林业生态经济效益的基本途径是
:
优化生态系统的结构

,

充分发挥系统的生产潜力
,

对构成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第一性生产的组分—
植物

,

必须选择与

立地环境资源相适应的树种及配置
,

做到适地适树
,

提高组分的多样性
,

使组分间在生理生化

及营养生活史上协调与共生互利
,

在时空上充分利用环境资源
,

以增加系统物流和能流的通道

及反馈能力
,

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

充分发挥林业生态系统的生态效益
、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 上接 第33 页)

沪土层 C K 比裸地有机质
,

全磷降低
,

全氮增加
,

但各层土壤速效养分 C K 比裸地均有下降(除

耕层速效钾基本保持平衡外)
。

( 5) 用土壤养分指数综 合评价施肥对黑沪土剖面的培肥效果
,

结论是 N P M 配施处理最

好
,

M 单施处理次之
,

P
M 配施处理列第三位

。

但试验 中的任何施肥处理长期施用均未发现导

致土壤肥力衰退的现象
。

有机肥的培肥作用是毫无疑问
、

有 目共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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