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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充分了解渭北台塬区土地整治后土壤质量空间变化特性，本文以渭北台塬区陇县为例，选取经土地整

治后的部分项目区，进行土壤养分检测，研究土壤中有机质及氮磷钾的分布特性，并对土壤质量进行分

等，对于该区域经土地整治新增耕地质量进行科学评估，结果表明：新增耕地土壤质量状况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整治前土壤质量背景，对于整治前土壤质量状况较好的项目区域，经土地综合整治等工程措施

后，土壤养分本底值较良，可采用传统肥力提升模式稍作以改良，即可以满足作物生长需求。对于整治

前土壤贫瘠、肥力低下、土体结构较差的项目区域，应在整治过程中充分运用土体有机重构理论，针对

土体结构改良、土壤肥力提升、植物营养保障、生物营养重构等方面采用物理、化学、生物重构的综合

治理措施，以求达到可以持续稳定地改善土壤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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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changes in soil quality after land remed-
iation in the Weibei plateau area, this paper takes Long county in the Weibei plateau area as an 
example, and selects some project areas after land remediation to conduct soil nutrient testing, 
study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organic matter and nitrogen, phosphorus and potassium 
in the soil, classify the soil quality, and conduct scientific assessment of the quality of new arable 
land in the area after land remedi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oil quality of the new arable 
land depends to a large extent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soil quality before remediation. For the 
project area with good soil quality before remediation, after the comprehensive land remediation 
and other engineering measures, the soil nutrient background value is good and can be improved 
slightly by traditional fertility enhancement mode to meet the crop growth demand. For the project 
areas with poor soil, low fertility and poor soil structure before remediation, the theory of organic 
soil reconstruction should be fully applied in the process of remediation, and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measures of physical,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reconstruction should be adopted for soil 
structure improvement, soil fertility enhancement, plant nutrient guarantee and biological nu-
trient reconstruction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sustainable and stable improvement of soil qual-
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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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密度增大，人们生产生活的空间逐渐缩小，对土地数量的需求也在增加，

但是土地资源作为不可再生资源，要想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经济发展需求，必须寻找那些难利用地进行

科学、系统地整治，改变其原本的土地类型，将其转化为可利用的土地[1]。根据人们需求不同，对未利

用地及难利用地的整治的目标也不同[2]。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粮食安全作为国家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在满足经济发展所需工业用地指标的同时，还需确保耕地红线，保障耕地数量，因此整治未利用地和难

利用地将其变成新增耕地，变得尤为重要。为了科学的评估和研判新增耕地质量，对已完工的项目区，

需要进行监测评估，进而确保新增耕地质量，在满足经济发展的同时确保粮食产量[3] [4] [5]。 
本文选择渭北台塬区典型农业县–陇县为研究区域，选择该县城已完工的新增耕地项目，对土壤质

量进行检测，对新增耕地进行科学评估，以期为后期新增耕地项目提供科学指导。 

2. 材料与方法 

2.1. 土地整治工程概况及样品采集 

研究区域位于宝鸡市陇县，根据新增耕地项目开展情况，选择段家峡、上川村、尧场村、丁马村、

坪头村 5 个区域为采样点，在每个区域沿对角线随机选取 5 个点，用土钻按照 0~10，10~20，20~40，40~60，
60~80，80~100 cm 逐层采集土壤剖面样品，将 5 个样点的同土层样品混合后按照四分法预留土样约 1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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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经风干研磨，通过 2 mm、1 mm、0.5 mm 筛孔后贮存待检测。 

2.2. 样品检测方法 

对经过预处理的样品采用凯氏蒸馏法、紫外分光法、火焰光度法、重铬酸钾加热法对土壤中的氮、

磷、钾、有机质进行检测。 

3. 结果分析 

3.1. 土地整治对土壤中有机质和全氮的影响 

由图 1 可知，五个采样区域中土壤中有机质含量处于 4.98~6.13 g/kg，除丁马村以外，其他各区域有

机质含量均处大于 5.00 g/kg，五个采样区域中土壤中全氮含量处于 2.74~3.45 g/kg，均大于 0.5 g/kg。根

据《陕西省土地整治工程新增耕地质量标准(试行)》中“渭北台塬区新增耕地质量标准”的规定，除丁马

村有机质含量低以外，其他区域有机质和全氮含量均符合标准。 
 

 
Figure 1. Nutrient content of different villages and towns 
图 1. 不同村镇养分含量 

3.2. 土地整治对土壤中有效磷和速效钾的影响 

由图 1 可知，五个采样区域中土壤中有效磷含量处于 3.8~4.4 mg/kg，各区域有效磷含量均处大于

3.00 mg/kg，五个采样区域中土壤中速效钾含量处于 80~90 mg/kg，均大于 50 mg/kg。根据《陕西省土

地整治工程新增耕地质量标准(试行)》中“渭北台塬区新增耕地质量标准”的规定，各区域有效磷和速

效钾含量均符合标准。 

4. 结果与分析 

土壤有机质在矿质化作用下释放大量的营养元素为植物生长提供养分，有机质在腐殖化作用下会合

成腐殖质，保存养分，腐殖质又经矿质化作用再度释放养分，体系内形成养分循环机制，从而保证植物

生长全过程中的养分需求。其中腐殖质是由土壤团聚体形成的主要胶结剂，能促进良好结构的形成，是

体现土壤肥力的重要标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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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是植物生长的必需养分，是每个活细胞的组成部分，是多种重要有机化合物的成分，这些物质涉

及遗传信息传递、细胞器建成、光合作用、呼吸作用等生化反应，氮对植物生命活动以及作物产量和品

质均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植物需要大量氮以满足其生长所需。在进行新增耕地土壤质量评价时，氮含量

也是重要指标之一[7]。 
钾是植物的主要营养元素，是许多酶的活化剂，可促进光合作用及碳水化合物的合成和运输，同时

钾能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增强作物茎秆的坚韧性，提高作物抗旱和耐寒能力[8]。因此在新增耕地质量评

价中，钾也是重要指标之一。 
磷在植物体中的含量仅次于氮和钾，一般在种子中含量较高。磷对植物营养有重要的作用，磷参与

光合作用、糖的运输、蛋白质的合成等，同时磷能促进呼吸作用，释放能量，促进干物质的积累[9]。磷

还可促进作物根系发育，增强根系吸收水分和养分的能力，土壤中磷元素的供给，是作物产量的重要保

证。因此新增耕地质量评价中，磷应作为重要指标进行分析[10]。 
通过对 5 个项目区的养分含量进行分析，除丁马村土地整治区域有机质含量不达标以外，丁马村其

他指标和其他各区域各项指标均符合标准，根据传统肥力提升办法，土壤有机质含量低于标准，可以通

过施用有机肥、推广秸秆还田等措施来提高有机质含量。建议通过养地、种地相结合，实行轮作倒茬机

制，保证新增耕地养分平衡供给，使开发耕地实现可持续稳产、高产。 
新增耕地土壤质量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治前土壤质量背景，对于整治前土壤质量状况较好的

项目区域，经土地综合整治等工程措施后，土壤养分本底值较良，可采用传统肥力提升模式稍加以改良，

即可以满足作物生长需求。对于整治前土壤贫瘠、肥力低下、土壤质量欠佳、土体结构较差的项目区域，

应在整治过程中充分运用土体有机重构理论，针对土体结构改良、土壤肥力提升、植物营养保障、生物

营养重构等方面采用物理、化学、生物重构的综合治理措施，以求达到可持续稳定地改善土壤质量的目

的，不同类别的新增耕地整治类型，应采取针对性的、科学的综合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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