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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物料对风沙土主要物理性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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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 % 年有机物料培肥试验，研究了施用有机物料对风沙土主要物理性质的影响。

结果表明，施加有机物料能明显降低风沙土中沙粒的含量，提高粘粒和物理性粘粒含量。’ # ((
及’ $)*# (( 团聚体总量也明显增加。同时有机物料培肥还可以降低土壤比重和容重，提高土壤

孔隙度与孔隙比。

关键词：风沙土；有机物料；物理性质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土壤作为植物根系生长发育的基质，要源源不断地供给植物正常生长过程所需要的营

养物质、水分和空气，因此，协调这些物质的供应对于植物的良好生长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土

壤的各种物理特性正是发挥这种调节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它不仅决定着土壤中水、气、热和

生物状况，而且也影响着土壤中植物营养元素的有效性和供给能力."/。本研究通过有机物料

对风沙土的长期定位培肥试验，对土壤的主要物理特性进行分析，确定有机物料还田的数

量，达到科学施入，避免盲目性，为改良黑龙江省西部松嫩平原风沙土地区中低产土壤，提高

生产力，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 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 "001 2 *$$$ 年在齐齐哈尔地区建华农场进行。供试土壤为风沙土，有机物料为

小麦秸秆、大豆秸秆、泥炭全肥、泥炭。

试验以小麦、大豆秸秆为主，共设 "$ 个处理，% 次重复，小区面积 "3)# (*。试验处理分别

为：!化肥 4 为 0$ 56 7 8(*9:*;# 为 ,$ 56 7 8(*9<*; 为 %$ 56 7 8(*；"高量麦秸 "$ ,3$ 56 7 8(*；

#低量麦秸 # %,$ 56 7 8(*9泥炭全肥 =#$ 56 7 8(*9泥炭 " #%$ 56 7 8(*；$低量麦秸 # %,$ 56 7
8(*9泥炭全肥 =#$ 56 7 8(*；%低量麦秸 # %,$ 56 7 8(*；&泥炭全肥 =#$ 56 7 8(*；’高量豆秸

1 "=1 56 7 8(*；(低量豆秸 # $*$ 56 7 8(*9泥炭全肥 =#$ 56 7 8(*9泥炭 " ,3$ 56 7 8(*；)低量豆

秸 # $*$ 56 7 8(*9泥炭全肥 =#$ 56 7 8(*；*低量豆秸 # $*$ 56 7 8(*。其中高量秸秆根据其腐殖

质系数、风沙土有机质每年提高 $)">计算得出，低量秸秆以当地作物每公顷秸秆产量计算

施入，泥炭补充低量秸秆物料的不足，泥炭全肥是东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自行研制的

一种有机无机复混肥。各处理为同等养分。

测试项目：分别于 *$$$ 年 "$ 月份取土样测定土壤机械组成、团粒结构、比重、容重等变

化，参照土壤农业化学分析方法.*/。

" 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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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的机械组成变化

土壤的机械组成可概括地反映土壤内在的某些基本特性，所以在鉴定土壤和说明肥力

特征时，机械组成往往是首先考虑的内容之一。本研究对风沙土进行有机物料培肥 ! 年后，

对土壤的机械组成进行测定结果表明"表 #$，各有机物料处理与 %& 相比，风沙土中的沙粒、

’(’’) * ’(’’# ++ 粉 沙 粒 都 呈 降 低 的 趋 势 ， 降 低 幅 度 分 别 为 ’(,,- * .(.’-和 ’()’- *
#(/)-。其中沙粒含量以处理!降低最多，而处理"降低最小。’(’) * ’(’# ++ 粉沙粒、0’(’’#
++ 粘粒、0’(’# ++ 物理性粘粒含量与 %& 相比则呈现增加的趋势，增加幅度分别为 ’(’,-
*#(!.-、#(/#-*)(.1-和 ’(!/-* !(!1-。其中物理性粘粒同样以处理!增加最大。而0’(’’#
++ 粘粒以处理!、处理#增加较大。

!"! 土壤结构性的变化

良好的土壤结构状况是质和量的结合，一方面要有较多的孔隙容量及适当的孔径分配；

另一方面应有一定的稳定性，尤其是水稳性，能使土壤保持良好的孔隙状况。土壤结构是土

壤中各种不同大小、形态和性质的土壤团聚体的总和。许多研究表明2!3，粘粒具有较大的表

面积，粘结力较强，以水稳性团聚体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由表 4 可以看出，随着有机物

料培肥年限的增加，与 %& 相比，5) ++ 及5’(4) ++ 团聚体总量也明显增加，增加幅度分别

为 ’(4)- * #(,6-和 .(#1- * #!(,)-，其中以处理!增加幅度最大。这是由于通过有机物料

培肥，可明显增加风沙土中有机质的含量，而有机质是土壤团聚体形成重要的物质基础，

对5) ++ 及5’(4) ++ 团聚体总量多重比较表明，均以处理!为最优处理，与其它处理之间

达极显著水平2.3。

!"$ 土壤容重、比重及孔隙度的变化

表 # 有机物料培肥后土壤机械组成的变化 -

序号 处 理
沙粒 粉沙粒 粘粒 物理性粘粒

# * ’(’)++ ’(’) * ’(’#++ ’(’# * ’(’’)++ ’(’’) * ’(’’#++ 0’(’’#++ 0’(’#++
$ %& ),(1’ #’(/. .(1’ ##(,4 #)(1. !4(4,
% 高量麦秸 ).(64 ##(.’ .(., #’()1 #1(1. !!(11
! 低量麦秸7泥炭全肥7泥炭 )4(.’ ##(/, )(#4 #’(4’ 4’(!4 !)(,.
# 低量麦秸7泥炭全肥 )!(#. #4(’, .(61 /(,6 4’(!) !.(1’
& 低量麦秸 ),(’4 ##(!! .(,. #’(4, #6(6) !4(,)
’ 泥炭全肥 )!(,. #4(4# .(,’ ##(’4 #1()! !.(#)
( 高量豆秸 ).()1 ##(/. .(6. /(11 #1(/, !!()1
) 低量豆秸7泥炭全肥7泥炭 )4(,’ #4(#1 )(’4 #’(#. 4’(’, !)(44
* 低量豆秸7泥炭全肥 )!(’’ #4(41 .(11 /(1’ 4’(’. !.(64
" 低量豆秸 ),(#. ##(#’ .(6, /(,1 #1(!4 !4(6,

表 ! 土 壤 团 聚 体 组 成

处 理
团 聚 体 粒 级 "-$

5) ++ ) * 4 ++ 4 * # ++ # * ’() ++ ’() * ’(4) ++ 5’(4) ++
%& .(,!8 )(.1 #,(4, 4)(11 #.(41 ,,()!9

高量麦秸 )(#4: ,(,6 #1(.’ 41(,4 #.(4, 6!(’6;

低量麦秸7泥炭全肥7泥炭 ,(!’< 6(14 #1(1, !4(’1 #)(#4 1’(#1<

低量麦秸7泥炭全肥 )(/1%; 6(.! #1(4’ !’(4, #.(11 6,(6)=%

低量麦秸 .(/,:9 ,(’4 #6(/4 46()4 #.(4/ 6’(6#:

泥炭全肥 )(.1; 6(’1 #1(’’ 41(6’ #.(!’ 6!(),;

高量豆秸 )(4’;: ,()) #1(4, 41(.. #)(’! 6!(.1;

低量豆秸7泥炭全肥7泥炭 ,(#/= 6()1 #1(!1 !#(44 #.(61 61(#)=

低量豆秸7泥炭全肥 ,(’)=% 6(4, #1(#, 4/(11 #.(6, 6,(##=%

低量豆秸 .(119 ,(’4 #6(1. 41(64 #.(41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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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土壤孔隙度及孔隙比是衡量土壤孔性的重要指标，而二者与土壤的比重和容重又

有着密切的关系。土壤比重的数值大小主要决定于它的矿物组成，土壤容重受质地、结构性、

松紧度影响较大，而有机质对二者均有重要的影响。由测定结果可以看出!表 "#，随着风沙土

中有机质含量的增加，各有机物料处理土壤比重、容重与 $% 相比呈降低的趋势，降低幅度

分别为 &’&" ( &’)" 和 &’&* ( &’)" + , -."。其中以处理!降低幅度最大。而孔隙度与土壤容重

呈负相关，容重愈小，则孔隙度愈大，与 $% 相比，孔隙度增加幅度为 &’)/0 ( *’120，孔隙比

与孔隙度变化规律相同。对孔隙度多重比较表明，处理!与其它处理间达极显著水平。

! 结 论

通过有机物料培肥，风沙土中的沙粒、&’&&3 ( &’&&) .. 粉沙粒都呈降低的趋势，降低幅

度分别为 &’440 ( 1’1&0和 &’3&0 ( )’230。而 &’&3 ( &’&) .. 粉沙粒、5 &’&&) .. 粘粒、

5&’&) .. 物理性粘粒含量与 $% 相比则呈现增加的趋势，增加幅度分别为 &’&40 ( )’"10、

)’2)0 ( 3’1/0和 &’"20 ( "’"/0。

由于通过有机物料培肥，可明显增加风沙土中有机质的含量，而有机质是土壤团聚体形

成重要的物质基础。与 $% 相比，6 3 .. 及6 &’*3 .. 团聚体总量也明显增加，增加幅度分别

为 &’*30 ( )’470和 1’)/0 ( )"’430，其中以处理!增加幅度最大。

各有机物料处理土壤比重、容重与 $% 相比呈降低的趋势，降低幅度分别为 &’&" ( &’)"
和 &’&* ( &’)" + , -."。其中以处理!降低幅度最大。与 $% 相比，孔隙度增加幅度为 &’)/0 (
*’120，孔隙比与孔隙度变化规律相同。经多重比较表明，处理!为最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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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土壤容重、比重及孔隙度的变化

处 理 比重 容重!+ , -."# 孔隙度!0# 孔隙比 有机质!0#
$% *’7" )’"7 12’/*J &’22 )’44
高量麦秸 *’4/ )’"* 3&’73F )’&" )’2&
低量麦秸b泥炭全肥b泥炭 *’4& )’*1 3*’")P )’)& *’)2
低量麦秸b泥炭全肥 *’4* )’*/ 3)’)3$c )’&3 *’))
低量麦秸 *’7& )’"* 3)’))cF )’&3 )’/4
泥炭全肥 *’7& )’"3 3&’&&d )’&& *’&&
高量豆秸 *’42 )’"& 3)’47e )’&7 )’/2
低量豆秸b泥炭全肥b泥炭 *’4" )’*/ 3)’""e$ )’&3 *’)*
低量豆秸b泥炭全肥 *’43 )’"* 3&’)2$c )’&) *’&"
低量豆秸 *’7) )’"1 3&’33Fd )’&* )’/"

)/ 吉 林 农 业 科 学 */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