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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soil compaction is common in the process of land cultivation. Soil compaction will 
damage the soil structure, affect crop yield and quality, and reduce farmers’ income.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causes of soil compaction during the cultivation process, and de-
scribes the damage of soil compaction to crop growth. At the same time, it proposes some me-
thods of soil compaction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science for improving the soil 
structure of cultivated land and solving soil comp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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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土地耕作过程中普遍存在土壤板结现象，土壤板结会破坏土壤结构，影响作物产量和品质，降低

农民收入。本文对耕作过程中可能造成土壤板结的原因进行总结分析，并阐述了土壤板结对作物生长的

危害，同时提出了土壤板结的一些治理途径，为改善耕地土壤结构，解决土壤板结问题提供理论参考和

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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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土壤板结是由于土层结构破坏、土壤有机质缺乏等原因导致土壤表面坚硬的现象，土壤板结可以指

示土壤肥力情况，土壤出现板结后会影响作物生长进而影响作物产量。 

2. 土壤板结的原因 

2.1. 耕作层浅，土壤质地较黏 

实际耕作过程中耕作层过浅，如不足 20 cm。此时，容易出现土壤中黏粒含量较高，继而土壤粘着

性、膨胀性相应增强，土壤毛细孔径相应变小，尤其是遇上连阴雨天气，土壤毛细孔隙极易被堵塞，导

致土壤通气性和透水性较差，造成土壤板结[1]。 

2.2. 机械翻耕镇压 

近年来由于现代化农业的普及，耕作过程中常采用机械翻耕镇压等方式实施现代化操作，极易造成

土壤中团粒结构的破坏，形成表层土壤结皮甚至土壤板结。尤其是在土壤湿度比较大时，进行翻耕镇压

等操作更易形成土壤板结[2]。 

2.3. 有机肥施用不足 

近年来，随着速效化肥普及，耕地中施用有机肥严重不足，土壤有机质含量降低，氮、磷、钾肥利用

效率不高，理化性质改变，导致土壤偏酸性或碱性，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和活性，出现板结现象[3]。 

2.4. 过量施用单一化肥 

土地耕作时施用单一化肥，常用的化肥包括尿素、硫酸铵等，长期施用单一化肥，如尿素会影响微

生物的数量和活性，因为土壤微生物代谢需要的碳氮比约为 25:1，过量的氮肥导致土壤碳氮比失衡，进

而影响微生物的新陈代谢。微生物活性降低，会促使土壤有机质含量积累，在土壤中有机质常以腐殖质

的形式存在，腐殖质带负电荷，可以吸附土壤中的速效阳离子，如速效磷和速效钾等，进而造成土壤板

结的问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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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塑料制品的过量使用 

大量塑料地膜使用后不能及时回收再利用或处理，遗留在耕地中，形成有害块状物，破坏土壤结构，

且塑料地膜较难分解，导致土壤板结[5]。 

2.6. 灌溉方式不合理 

采用不合理的灌溉方式，如大水漫灌等，对土壤的侵蚀作用较强，破坏土壤团粒结构，也会使土壤

中的有益微生物菌群处于缺氧状态而无法生存，造成土壤板结现象[5]。 

2.7. 有害物质积累 

耕作过程中所使用的灌溉水源的水质未达标，水体中的有毒有害物质过量，如铅、汞、铬等重金属

元素。长期利用其灌溉后导致土壤中的有重金属积累，植物根系及其根围的伴生微生物呼吸作用减弱，

代谢缓慢，土壤透气蓄水能力降低，引起土壤板结[5]。 

2.8. 暴雨、风沙造成水土流失 

某些极端天气条件如暴雨、风沙等会将土壤表层土壤的细小颗粒带走，从而破坏了土壤结构，形成

土壤板结。 

3. 土壤板结的危害 

3.1. 阻碍根系呼吸 

土壤板结会导致土壤的透气性减弱，土壤中的氧气含量降低，进而阻碍植物根系的呼吸作用，影响

植物代谢和生长过程[2]。 

3.2. 降低根系活力 

土壤板结减缓了土壤有机质的分解速率，土壤有机质含量降低，导致植物根系新陈代谢能力减弱，

根系活力降低[3]。 

3.3. 导致植物缺素症 

土壤板结后改变了土壤的理化性状，土壤中水分供应不足，植物根系的吸收能力降低，导致出现植

物缺素症，降低农作物的产量。 

4. 土壤板结的治理途径 

4.1. 科学耕作，保护耕作层土壤结构 

采取农用机械深松整地，可以改善耕作层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孔隙，有利于土壤透气和保存水分，

提高土壤肥力，从根本上解决土壤板结的问题[5]。 

4.2. 秸秆还田，改善土壤理化性状 

将作物秸秆返还到土壤当中，不仅增加了土壤的透水性和透气性，还可以明显改善土壤的理化性状，

提高土壤的养分含量，有助于土壤微生物的生长，缓解土壤板结现象[5]。 

4.3. 测土配方施肥 

测土配方的核心是调节作物需肥与土壤供肥之间的矛盾，同时针对性地补充农作物所需的营养元素，

https://doi.org/10.12677/hjss.2020.82008


王健，白雅日吐 
 

 
DOI: 10.12677/hjss.2020.82008 56 土壤科学 
 

农作物缺什么元素就补充什么元素，需要多少就补充多少，实现各种土壤养分平衡供应，满足农作物的

需要，达到提高肥料利用率和减少施用量效果。测土配方施肥不仅可以调节土壤养分、提高土壤综合肥

力，还可以改良土壤结构、改善土壤板结现象。 

4.4. 清除地膜残留 

地膜使用后及时回收，一方面可以实现地膜的二次利用，减少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地膜长期留存在

土壤中，分解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会破坏土壤的组成结构。清除地膜残留可以保持土壤环

境清洁，缓解土壤板结问题[5]。 

4.5. 合理施用肥料 

合理施用肥料，以施加有机肥为主，可以改善土壤生态环境，利于增加土壤微生物的丰度和活性，

改良土壤理化性质，减轻土壤板结程度[6]。 

4.6. 使用土壤调节剂 

土壤调节剂是由保水剂及富含有机质、腐殖酸的天然泥炭或其他有机物为主要原料，辅以生物活性

成分及营养元素组成，经科学工艺加工而成的产品，有极其显著的“保水、增肥、透气”三大土壤调理

性能。市面上常见的有松土精、微生物菌肥等。使用土壤调节剂，可以有效改善土壤的理化性状，土壤

调节剂中的阳离子和土壤胶体之间能够形成土壤团粒结构，改善板结土壤中的三相(固、液、气)比例，

提高土壤自愈能力，解决土壤板结问题[7] [8]。 
综上，在耕作过程中根据土壤的不同程度板结情况，选择适宜的治理途径进行土壤板结的改善和治

理，并在此前提下科学合理的耕作，施肥以有机肥为主，有机肥和无机肥结合施用，秸秆还田等，逐渐

改善土壤的理化性状和土壤微生物生存环境，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使农作物增产，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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