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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吉林省黑土面积占全国黑土覆盖总面积的 15%，虽然开发较晚，但由于荒地的过度开垦、水土流失和培肥地力不

当的原因，导致黑土退化严重。因此，要加大黑土保护的力度，建立保护性耕作制度，实施培肥地力工程，切实肩负起保

护黑土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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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rea of black soil in Jilin Province accounts for 15% of the total area covered by black soil in China.
Although development is relatively late, black soil has been seriously degraded due to excessive reclamation of
wasteland, soil erosion, and poor raising of fertility. Therefore, we must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black soil, estab⁃
lish a protective farming system, implement fertility raising projects, and earnestly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
tecting the black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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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黑土主要指东北地区特有的气候和植被

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土壤类型，是在数万年至几十

万年前，草原和森林植被枯死后的残体在原先的

沙砾层上逐渐堆积，形成厚重的腐殖质层，最终

发育成养分丰富的黑土。据推算，每形成 100 cm
厚的黑土层，需要 3万至 4万年。就我国当前而

言，环境污染、黑土退化等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关

注的热点和难点。

1 吉林省黑土资源现状

吉林省黑土覆盖总面积 110.1万公顷，占土地

总面积的 5.9%，占全国黑土覆盖总面积的 15%。
分 3个亚类、4个土属和 18个土种。3个亚类是黑

土亚类、白浆化黑土亚类和草甸黑土亚类，其中

黑土亚类占全省黑土总面积的 89.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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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的黑土地开发较晚，土壤表层深厚，有

机质含量较高。从土壤结构、土壤肥力上看，是

最具备生产能力及生产潜质的土壤。初垦时黑土

层在 80～100 cm[2]，但由于近代气候变化和掠夺

式的开发与利用，使大片良田沃土严重退化，黑

土的数量和质量令人担忧。根据吉林市农业科学

院在吉林地区采集的土壤数据分析，目前坡耕地

的有机质含量基本在 2%以下，黑土层厚度已由

开垦初期的 80～100 cm下降到 20 cm左右，个别

地区黄土裸露，土壤表层已没有黑土层。由于黑

土层的大量流失，土壤的结构、土壤的各种性状

都在发生着难以逆转的变化。

2 黑土退化的主要原因

2.1 过度开垦

吉林省 2001年耕地面积为 557万公顷，比建

国初期增长 100万公顷，足以说明对未利用土地

资源的开发强度比较高。而未利用土地大多承担

着重要和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如容纳、过滤、保

持水分、涵养水源等。因此，过度开垦破坏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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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使自然生态平衡遭到破坏，更多的是开垦

造成有机质的大量减少，资料显示：1958年黑土

中的有机质在 4%～6%，高的则达 8% 以上；到

1990年，黑土中有机质的含量已下降到 3%～5%，
而目前黑土有机质含量平均 2%以下。

2.2 水土流失

过去森林的重采伐和乱砍滥伐，使森林资源

不断减少，覆盖率日益降低，导致水土流失严重。

山区或半山区雨季洪水顺坡面而下，汇集在一起

形成的地表径流侵蚀肥沃的黑土层，形成水蚀的

深沟，使深层黄土尽露。粮食产区春播前习惯翻

地起垄，此时正值多风和少雨天气，每年由于风

蚀造成的耕层表土流失为 1～2 cm，折合每亩流

失表土 8～16 t（土壤容重按 1.2 t/kg计算），则每年

每公顷流失全氮 240～480 kg，流失全磷（P2O5）180
～360 kg，流失全钾（k2O）252～504 kg（土壤全氮

含量按 0.2%、全磷按 0.15%、全钾按 0.21% 计

算）[3]。

2.3 培肥地力不当

风蚀和水蚀把表面黑土层带走，使土壤瘠薄，

有机质含量减少，肥力下降。为增加土地肥力而

又过量施用化学肥料（主要是氮肥），缺少有机物

的还田量，造成有机物与无机物比例失衡，土壤

碳氮比降低，加速有机质的矿质化，致使土壤日

趋板结，长此以往形成恶性循环。

3 治理对策

黑土层变薄主要是因为水土流失。如果再不

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黑土层的流失和黑土肥力的

锐减，未来将会影响我省甚至全国的粮食安全。

面对当前的问题，应采取以下治理对策。

3.1 建立黑土保护利用的专项资金

黑土是东北特有稀有土壤，也是赖以生存的

物质生命之源。黑土恢复与保护是一个长期过

程 ,更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 ,全社会对黑土保护负

有共同责任 [4]。因此，各级政府要列支黑土地保

护利用专项资金，并且需要多个部门齐抓并举。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对当前耕田土壤情况进行调查

摸底，确定土壤类别，辨识土壤肥力及土壤利用

状态，建立土壤基本情况数据档案中心或土壤信

息数据库等。

3.2 深入开展黑土保护利用研究

在利用黑土的同时，为科学地保护黑土，应鼓

励和支持农业科研单位配备专门的人员，开展保

护治理黑土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性状的有效方法

研究和用于保护黑土减量施肥关键技术研究，在

研究的基础上做出黑土长期利用的规划，进一步

提出黑土保护的具体措施。尤其在秸秆还田技

术、农机研发配套技术研究上投入精力，攻坚克

难，尽快形成上下联动、农民主动参与、层层负责

的集成模式。

3.3 建立保护性耕作制度，改变不科学的耕作方

式

在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利用“生态法”对一些

水土流失严重地块进行轮耕轮作；根据不同地

区，种植适宜植物进行固土；根据不同地区改变

垄向，顺坡垄改横垄；增加秸秆还田量和有机肥

施用量；调整、优化种植结构，在某些区域可以实

施草田轮作来恢复黑土肥力；巩固和扩大坡地退

耕还林成果，推广林下经济作物种植模式。

3.4 整合秸秆还田技术，实施培肥地力工程

黑土保护与培肥最基本的环节在于作物秸秆

还田，秸秆还田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土地的营养

支出，是维持土壤生态平衡的根本手段。美国土

壤健康学会理事张朝晖博士指出：健康的生态平

衡的土壤中应该含有 25%的空气、25%的水、5%
的有机质、1%的微生物 [5]。秸秆还田后微生物含

量会显著增加，土壤生物活性强度提高，接触酶

活性增加。随着微生物繁殖力的增强，生物固氮

增加，酸碱性降低，促进土壤的酸碱平衡，养分结

构趋于合理。同时可使土壤结构明显改善，降低

土壤容量，疏松土质，提高通气性，犁耕比阻减

小，土壤涵养水、肥、气、热的能力增强，使土壤拥

有更好的缓冲能力。只有农作物秸秆产于土壤，

还给土壤，逐步减少掠夺式经营，使土壤处于平

衡状态，才能使土壤逐步走向可持续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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