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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萧山农业土地资源的利用与保护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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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浙江省地质调查院，浙江萧山 311203)

(2萧山市农经委，浙江萧山311200)

摘要：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实施可持续战略，保护和合理利用农业资源是一个核

心问题。通过对萧山土地资源的分析与评估，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以改良土壤、培肥地力为目

标的技术措施，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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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是浙江乃至全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改革开放以来，萧山实

施科技兴市战略，在农业经济开发，生态农业建设和国土整治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果，大大加快了萧山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萧山近江临海，自然地理条件十分优越，全区的农业地貌结构层次清晰，特色鲜明。北

部为广阔的滨海平原，土壤资源丰厚，农业水利设施完善，机械化程度较高，十分有利于农业

的区域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南沙大堤外的50余万亩围垦土地，经近30年的耕作改造，

已基本达到了脱盐目的。现已成为萧山重要的农业经济开发区，粮食生产实现稳产高产。

南部以丘陵山地为主，河谷平原较开阔，自然生态环境优越。由于山区母质层发育呈弱酸

性，有机质较高，土层富含多种有益微量元素，十分有利于发展茶叶及特色果品种植。

2地土资源现状分析

土地资源是最重要的农业资源，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条件。农业对土地资

源有着特殊的依赖性，土地的兴衰关系到民族的兴衰，这已是全人类的共识，因此“十分珍惜

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据统计(1995年)，浙

江有耕地2426．7万亩，人均耕地只有0．57亩，已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人均占有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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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警戒线(0．79亩)，是我国人均耕地面积最少的省份之一。如果到2000年，全省人口增

至4600万以上，即使把这一时期内耕地净减控制在80万亩的限度内，由于人口的增长，全

省届时人均耕地也将降至0．5亩以下。令人不安的是，自1986年土地立法以来，耕地锐减

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与地的矛盾。

萧山陆域面积1420 km2，耕地面积约80万亩，人均耕地0．69亩，高于浙江人均耕地水

平，但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最低警戒线(0．79亩／人)。表1列出了部分乡镇的土地

资源状况。北部地区的耕地人均0．621～1．372亩。其中前进乡、益农镇、河庄镇、头蓬镇都

超过或接近人均1亩，且土地的农业利用率较高(>90％)；南部地区的耕地人均O．48～0．7l

亩，有的甚至在0．5亩／人水平以下。总的看，耕地人均水平北部高于南部，土地资源占有水

平的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人口与自然地理因素。应当看到，人口的持续增长、经济建设对可耕

地的占用及可围垦涂地的锐减，土地资源的现状已向人们亮起了红灯。切实加强土地管理，

合理利用资源，控制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已成为关系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

3土壤质量评估

经过综合调查，土壤质量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3．1土壤耕作层浅化

耕作层是指受耕作施肥影

响最深刻的表层土壤，也是作

物吸收养分的主要场所。良好

的耕地土壤通常具有松软深厚

的耕作层。据第一次土壤普查

资料，50年代末，本区耕地土

壤的耕作层厚度多在18．5

cm，以后由于复种指数提高，

收种季节矛盾日趋尖锐，水耕、

旋耕、浅耕面积扩大，加上有机

肥减少，单一施用化肥的数量

急增，年长日久使耕作层逐渐

变浅。到80年代初的第二次

土壤普查时，土壤耕作层的厚

度已明显浅化，水田为ll～

15cm，旱地为15～18cm，其中

11～15cm的占72．1％，大于

15cm的占19．5％，小于11cm

的占8．4％，有的甚至不足

表1萧山北部地区主要乡镇经济概况表(1997年)

Table 1 The econ吣y of maill tow吣in I-orth of Xia惦han

10cm。近30年来围垦的50万亩土地，因其熟化度低，耕作层仍在培育中，其厚度仅在10～

15cm。耕层太浅，不仅不利于作物根系的伸展，且肥源不足，耕作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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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土壤中营养元素普遍缺乏，肥力下降

土壤中的N、P、K、有机质和有益微量元素是构成土壤肥力的基础，而土壤肥力则是土

壤最本质的特征。通过系统监测及回顾性调查发现，本区农作物普遍存在缺素症状，造成这

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新开发的土地土壤成熟度低由于母质均由海积砂质沉积物组成，其中的砂质养分缺

乏，加之有机质严重不足(<1％)，土壤含盐量相对较高，碱性强(pH>8．5)，土壤的肥力基

础薄弱。

土壤复种指数的提高 本区由于生产力水平提高，复种指数达2．81，养分携带量大。

三熟制比两熟制从土壤中携带走的钾素要高40％以上。

施肥配准不当，用肥单一 在农业生产中，长期以来“重化肥、轻有机肥”和“重氮、轻磷、

少钾”的用肥传统，使本区土壤中的钾素严重缺乏，缺钾面积占全区的70％以上。至于微量

元素如锌(zn)、硼(B)、钼(Mo)、铁(Fe)等的缺乏，更少为关注。

耕作粗放、疏于管理这也是造成土壤缺素和地力下降的原因之一。由于一些承包户

的土地保护观念淡薄，只追求眼前利益，采用了一种近乎掠夺式的粗放型生产方式，这无疑

对土壤肥力起了破坏性作用，部分田块由于运输原因，从来不施有机肥和钾肥，致使田块越

种越瘦。

3．3过量使用化肥对土壤的破坏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我国农业靠的是有机肥投入的再循环，化肥的施用是

近40～50年的事，浙江化肥用量从1950年的0．6万吨到1995年的465．5万吨，增加了800

倍。随着化肥投入的增加，有机质的再循环被技术革新打破。化肥大量投入，带来了农产品

的总产量和单产量的成倍增长，据统计，化肥在粮食上的增产作用为40％～56％，在棉花上

的增产为46．8％。浙江人均耕地资源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单产的提高。而化肥对单产

的提高确实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这是勿庸置疑的事实。据对萧山市26个农户的化肥施

用结构及产量调查(表2)，如按小麦、早、晚稻计，每亩的化肥施用量分别为氮肥212 kg、磷

肥56．6妇、钾肥6．6 k，结构比为：1：O．26：0．03，重氮、轻磷钾现象严重。化肥施用总量为
275．2 kg厂亩，已大大超过了80年代发达国家的化肥施用量(7．7妇厂卣)

化肥的超量施用，不仅引发了新的环境问题，破坏了土壤的结构，改变了理化性质，造成

了土壤的板结，降低了土壤的质量，而且也造成了投入成本的增加和产量的降低。据郑国洲

等(萧山)对晚稻田的施氮试验表明，每亩施用碳氨20 k，可获得最高产量，而增至30 kg则

可减产16％。

3．4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农产品品质下降

据对北部地区的土壤环境调查，以Hg、Cd、飚、Pb为主的重金属污染普遍，中度污染的
面积已达18万亩，严重污染面积约5万亩，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物主要来自乡镇企业的排

放。尽管目前尚未发现因土壤污染而造成对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上的影响，但在部分农产

品中，Hg、Cd等重金属毒物也大量检出，有的已接近和超出国家卫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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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萧山26户种植肥料结构、产量调查表(1995年)单位：妇／亩

Table 2 The fertilizer texture a11【d gain叩tput inv器tigation f瑚n 26 f如r唧丐inⅪa惦han

作物 产量 碳铵 尿素 磷肥 钾肥 ，复合肥、 』复合肥
(15：15：15) (10：10：10)

4强化资源保护意识，实施“沃土计划"

土壤的农业利啊过程实质上就是消耗养分的过程。目前所存在的土地利用与环境保护

问题都寄希望于农业现代化而加以解决。针对本区农业土壤的实际情况，积极实施“沃土计

划”势在必行。

4．1制定耕作层培厚保护措施

如何采取桓应的农业技术措施加深耕作层，是一个技术性较强的问题。以往“掘地深

翻”式的深耕，特有很大的盲目性，既不科学也不可取。适当深耕有利于土壤的改良和产量

的提高，过深则弊多利少。科学的深耕一是不能急于求成，否则势必造成土层倒转，大量生

土上翻，熟土下埋；二是必须考虑土壤自身的条件和有机肥的施用水平。不少农村的农技人

员认为，从目前的耕作制度出发，不宜季季深翻，只须一年一次即可，一般在冬种旱耕时节，

因为早稻晚稻两熟带水过多的耕耙反而容易破坏土壤结构，加剧土体上层滞水。烂田，深耕

还应与晒垄、排水、落于相结合，只有土壤产生干土效应，才有利于养分的释放和土壤不良性

状的改葺。

4．2庄制化肥施用。实行平衡施肥

化肥(尤其是氮肥)的超量施用，给农业生产和农业环境所带来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本区的N与P大都处在丰富级水平以上，而农作物对它们的吸收量仅有30％～50％，大部

分刖通过农田退水进入水环境，从而恶化了水质。另一方面，大量施用氮肥，使土壤中的硝

态氮不断积累，很容易造成硝酸盐在土壤一食物链中的积累和转化，生成强致癌物质亚硝

氨，这是人们不易觉察的危险。所以认真研究科学用肥，根据不同土壤肥力状况制定科学施

肥规划，并在监测的基础上实行动态调控是十分必要的。

土壤中的N、P、K三要素的比例多少为宜，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但大多数作物正常生

长对“三要素”的吸收比例一般为1：(0．5～1)：(0．9～1．2)，1982年土壤调查时，东片沙土地

区的氮磷钾的比例为1：O．06：0．35，1984年调查时全市土壤养分比例为1：O．1：0．09。本次

调查中发现，一些大型农场(如农二场)由于科学施肥，土壤肥力增强，“三要素”的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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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0．41，但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尚需进一步调控施肥比例(施肥比例为1：0．59：O．49)。

调整肥料结构，实行平衡施肥是培肥地力的重要措施。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的配合使

用，对作物稳产、高产、培肥地力、增强农业后劲、改善农田生态环境、缓解化肥比例失调都具

有重要意义。根据浙江省农业厅和农资公司提供的资料(表3)。

表3浙江省粮田肥料结构演变表

Table 3 The fertilizer texture evolution of蓼ain field in Zheji粕g pro、，ince

从1949年到70年代末，粮食产量增加1．2倍，投入农田的肥料按纯养分计算增加1．6

倍，其中氮肥增加了4．15倍，磷肥增加了1．05倍。由于磷钾肥特别是钥肥主要靠有机肥，

而有机肥的增长又远远低于氮素的增长，因此N：P：K从1949年的1：(J．81：0．89下降到

1：0．31：0．37。到80年代初，每年投入农田的有机碳不足2000妇／ha，已接近浙江三熟制稻

田的土壤有机碳的年矿化量。因而，土壤有机质含量开始下降，少磷缺钾现象日趋普遍。因

此，制定化肥的肥料结构，实行平衡施肥，是土肥工作面临的重要而现实的课题。据萧山市

统计1997年实施平衡配套施肥技术的面积已达40．5万亩。

4．3改造低产田，挖掘土壤资源生产潜力

低产土地的存在是农业实现平衡高产的主要障碍。一般把低于常年平均产量20％～

30％的田块称之为低产田。本区低产田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排水

不畅；二是新围垦的土地熟化度低，地力不高；三是缺乏植物营养元素。

针对各地的中低产田，采取相应的技术方法加以改造，不仅是实现增产增收的惜施，也

是保护土壤资源的重要措施。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当地政府重视了这一工作，仅1998年就

改造低产田13000亩(萧山市)，收到了综合效益。

萧山党山镇官一村有2035亩低产田，粮食平均亩产低于全镇平均产量的38．5％，棉花

低32．6％，络麻低22．3％，1997年以围绕改善农田基本生产条件，完善基础设施，增强土地

综合生产能力为中心，采取生物工程、农艺等措施，进行了综合整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

晚稻产量平均达到448 kg、小麦196妇。其具体作法是：

①平整土地，建立有效的排灌体系，明显改善了土壤的环境条件；

②实行水旱轮作，推广秸秆还田，增施农家肥料，提高了土壤的肥力水平；

③实施测土施肥技术，进行平衡施肥。

上述措施的实施，不仅达到了增产的目的，也大大提高了土地的质量，改善了生态环境。

4．4提倡秸杆适度还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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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由于根茬量和还田秸杆的增加，除低产区和低肥力土壤继续增加有机碳外，

还保持土壤有机碳平衡。萧山秸杆还田的面积已达70余万亩。这一技术的推广实施，不仅

可以提高土壤的有机碳含量，减少氮素损失，还有利于养分的循环利用。秸杆还田要适度。

过多的还田秸杆，在生化作用下，释放的C02和CH4等污染性气体也多，同时，水田还会因

此形成较多的有机酸，对作物的生长不利。还田秸杆过多，分解量也过大，实际上也是一种

能量的浪费，提倡秸杆适度还田，将多余的秸杆转移到有机碳缺乏的旱作区，作为工业原料，

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4．5调整种植结构改良污染土壤

对被严重污染的土壤，可用调整种植结构的方法逐步解决，如种植非食用经济作物或发

展花卉苗木等。同时开发应用农业矿物肥料，可利用附近的部分矿产资源，如伊利石(含钾

岩石)、膨润土、凝灰岩等进行复合农用矿物肥料，以提高土壤的抗污染能力。

4．6制定有效政策，鼓励培肥地力

作为经济发展重要基础的土地资源，市、镇各级政府都应制订完备的法规，作为约束和

激励机制，增强农民对土地资源的忧患意识，以保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加强对土地承

包户的国土资源教育，提高基本国策观念；同时把土地的使用与保护列入承包合同，提倡向

土地投资，实行用地与养地相结合，以不断培肥地力，努力提高土地资源的再生能力，将21

世纪的田野培育成肥沃的土地、希望的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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