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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近三十年耕地土壤肥力变化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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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耕地土壤肥力极容易发生变化,也具有极大的可改良性.抽样分析比较湖北省２６个县(市、区)近年

完成的全省耕地地力评价与３０年前的第二次土壤普查数据,结果表明,湖北省全省耕地总面积减少１７．４３％;
“占优补劣”导致大量优质耕地减少,其中一等地面积减少２８％;而六等地面积增加２２５％.对３０年来耕地土壤

肥力变化的分析表明,土壤全氮、碱解氮及有效磷含量上升,而速效钾含量降低,有机质含量持平,耕地土壤酸化

形势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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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地力(farmlandfertility)是指耕地土壤有

利于农作物生产的综合能力[１].耕地土壤肥力(soil
fertility)是耕地地力的最直接、最核心、最重要的组

成因子[２].土壤肥力不同于气候、地理位置、地形地

貌、成土母质等不易改变的耕地地力构成因子[３].
土壤肥力极容易发生变化,也具有极大的可改良

性[４Ｇ６].因而,国内外的学者和农业生产者都十分重

视耕地土壤肥力的研究、治理和改良[７Ｇ１０].１９４９年

以来,我国耕地评价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３个阶

段:第一阶段发生在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１９５８年开展全

国第１次土壤普查工作,１９６０年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完成普查和资料汇总,完成了全国土地资源中土

壤的类型、数量、分布和各种类型土壤基本性状的调

查.第二阶段即全国第２次土壤普查,起始于１９７９
年,历时１５a,这是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对全部土壤类

型进行资源性调查,耕地基础性状和生产能力的评

价是其非常重要的内容.到１９９４年,陆续编写了

«中国土壤»、«中国土种志»、«中国土壤普查数据»以
及１︰１００万中国土壤图、１︰４００万中国土壤改良

分区图、土壤养分图等,查清了全国土壤的类型、分
布和基本性状,以及耕地资源的数量、利用现状和耕

地中存在的主要障碍因素.１９９７年,农业部根据粮

食单产水平把全国耕地划分为７个耕地类型区、１０

个耕地地力等级,并分别建立了各类型区耕地等级

范围及基础地力要素指标体系[１１].第三阶段开始

于２１世纪,随着“３S”(GPS、GIS、RS)技术和计算机

制图技术等高新技术在耕地地力评价中的发展与应

用,在耕地评价的精度、数据更新、动态评价等方面

取得很大进展,并能快速完成多维、多元信息复合分

析[１２Ｇ１３].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农业部组织立项并开展了

耕地地力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研究,建立各级耕地地

力等级及３０多个质量因子的数据库和资源管理信

息系统.发布了国家行业标准 NY/T１６３４—２００８
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技术规程.到２０１５年,全
国基本完成了县级耕地地力评价工作,并逐步开展

区域性汇总.截至２０１３年湖北省完成了１６个市

(州、林区)和９１个县(市、区、农场)耕地地力评价工

作,目前正在开展全省汇总和长江中下游区域汇总.
本研究抽样分析了湖北省近年来的县域耕地地力调

查与质量评价数据[１４],并将相关数据与３０年前第２
次土壤普查相比较[１５],系统研究湖北省耕地利用方

式及养分分布演变规律[１６],旨在为湖北省各生态区

域耕地资源管理、中低产田改良、高标准农田建设、
生产能力提升及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提供相关理

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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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及样点选取

在已经完成了县级耕地地力调查和质量评价并

建立数据库基础上,按照兼顾行政区域、地理区位及

地形类别等原则,共选取湖北省２６个县(市、区)作

为样点区域,其中区域个数和面积均占湖北省农业

县(市、区)个数和耕地总面积的１/３.每个区域分

别采集约５０００个样点,调查分析其中耕地利用方

式、地形类别、土壤全氮、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有
机质和pH 值等８项数据,共约统计１００万个数据.
样点区域选取及基本情况见表１.

表１　研究样点区域选取情况

Table１　Thegeneralsituationofthesamplesite

地形类别 Terraintype 选取样点区域 Surveysite
县(市、区)数
Counties

耕地面积/hm２

Farmlandarea

平原 Plain 新洲区、应城市、松滋市、嘉鱼县、天门市、仙桃市、枝江市、武穴市 ８ ４４４１０５

丘陵 Hill 团风县、广水市、襄州区、老河口市、钟祥市、当阳市、赤壁市、宜都市 ８ ３４５６３５

山地 Mountainland
谷城县、恩施市、麻城市、丹江口市、夷陵区、通山县、长阳县、建始
县、房县、罗田县 １０ ３０８３９７

合计 Total ２６ １０９８１３６

全省 Wholeprovince ７８ ３２８９８００

1.2　研究方法

将２６个县(市、区)现在耕地地力等级及土壤肥

力调查数据与第２次土壤普查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研究３０年来全省耕地地力等级及土壤肥力时空演

变规律.按照耕地地力评价技术规程,各个县(市、
区)建立的耕地地力评价指标体系是不一样的,耕地

地力等级只是一个相对等级.

2　结果与分析

2.1　耕地总面积变化

本次耕地地力评价与第２次土壤普查结果相

比,耕地总面积减少１７．４３％,其中减幅大小为旱

地＞水田,山地＞平原＞丘陵(表２).平原区占总

耕地面积的比例基本不变,而丘陵相对增加１．５６％,
山地相对减少１．７８％.由此可见,由于国家大面积

退耕还林、平原地区经济发展占地较多等因素,导致

不同利用方式以及在不同地形类别上分布等耕地时

空变异较大,旱地、山地耕地减少幅度大.
2.2　耕地地力等级变化

本次耕地地力评价与第２次土壤普查结果相

比,耕地３０年来均以一、二、三等地为主,三者合计

约占总耕地面积的８４．４１％~８６．４９％,整体上来说

湖北省耕地地力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表３).分析发

现,一 等 地 面 积 由 ３５２８８３hm２ 减 少 至 ２５３５８９
hm２,减少２８．１４％,且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下降了

３．４４％;二等地至四等地面积减少１９４７９~７６１１３
hm２,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基本稳定;五等地面积及

所占比例基本一致,而六等地面积由４６９０hm２增

加至１５２８６hm２,增长幅度达２倍以上.湖北省３０
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大面积的“占优补劣”,呈现优质

耕地减少而劣质耕地增加的趋势,不合理的耕作

和施肥方式等又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耕地地力退化.
表２　耕地面积变化

Table２　Changesinthefarmlandareabetweentwotimesofsurvey

耕地

Farmland

第２次土壤普查

Secondsoilsurvey
面积/hm２

Area
比例/％

Proportion

本次地力评价

Recentsoilsurvey
面积/hm２

Area
比例/％

Proportion

增减 Change

面积/hm２

Area
比例/％

Proportion

水田 Paddyfield ６３２３３１ ４７．５４ ５８３６０４ ５３．１４ －４８７２７ －７．７１

旱地 Dryland ６９７６４５ ５２．４６ ５１４５３２ ４６．８６ －１８３１１３ －２６．２５

平原Plain ５３５０７０ ４０．２３ ４４４１０５ ４０．４４ －９０９６６ －１７．００

丘陵 Hill ３９７７５０ ２９．９１ ３４５６３５ ３１．４７ －５２１１５ －１３．１０

山地 Mountainland ３９７１５６ ２９．８６ ３０８３９６ ２８．０８ －８８７６０ －２２．３５

全区域 Wholearea １３２９９７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９８１３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３１８４０ －１７．４３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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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耕地地力等级分布变化

Table３　Distributionsoffarmlandqualitygradeintwotimesofsurvey

耕地等级

Farmlandqualitygrade

第２次土壤普查

Secondsoilsurvey
面积/hm２

Area
比例/％

Proportion

本次地力评价

Recentsoilsurvey
面积/hm２

Area
比例/％

Proportion

增减 Change

面积/hm２

Area
比例/％

Proportion
一等地 FirstＧclass ３５２８８３ ２６．５３ ２５３５８９ ２３．０９ －９９２９４ －２８．１４
二等地SecondＧclass ４８６４３２ ３６．５７ ４１０３１９ ３７．３７ －７６１１３ －１５．６５
三等地 ThirdＧclass ３１０９３４ ２３．３８ ２６３００２ ２３．９５ －４７９３２ －１５．４２
四等地 FourthＧclass １３８６１４ １０．４２ １１９１３５ １０．８５ －１９４７９ －１４．０５
五等地 FifthＧclass ３６４２３ ２．７４ ３６８０５ ３．３５ ３８２ １．０５
六等地 SixthＧclass ４６９０ ０．３５ １５２８６ １．３９ １０５９７ ２２５．９６
合计 Total １３２９９７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９８１３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３１８４０ －１７．４３

2.3　土壤肥力变化

１)土壤全氮变化.本研究共选取了１９个县

(市、区)作为样点区域.本次耕地地力评价与第２
次土壤普查结果相比,土壤全氮含量在１．０１~１．５０
g/kg(中 量)的 耕 地 面 积 增 加 ３１０３５hm２,增 幅

８．１８％;其 他 各 级 别 耕 地 面 积 减 少 １０．７７％ ~
６７．１６％,其中土壤全氮０．７６~１．００g/kg的面积约

减少１２２６７９hm２,减幅达４８．０５％.由此可见,近

３０年来耕地全氮含量整体趋于１．０１~１．５０g/kg的

中量范围,且各个类别含量趋于一致(表４).
表４　土壤全氮含量分布变化

Table４　Distributionsoftotalnitrogencontentofsamplesintwotimesofsurvey

全氮/(g/kg)
Totalnitrogen

content

第２次土壤普查

Secondsoilsurvey
面积/hm２

Area
比例/％

Proportion

本次地力评价

Recentsoilsurvey
面积/hm２

Area
比例/％

Proportion

增减 Change

面积/hm２

Area
比例/％

Proportion
＞２．０ ６６３６５ ６．７６ ５２２６６ ６．６１ －１４０９９ －２１．２４
１．５１~２．００ １８３５６６ １８．７０ １６３７９３ ２０．７０ －１９７７３ －１０．７７
１．０１~１．５０ ３７９５２６ ３８．６６ ４１０５６０ ５１．９０ ３１０３５ ８．１８
０．７６~１．００ ２５５２９２ ２６．００ １３２６１３ １６．７６ －１２２６７９ －４８．０５
０．５０~０．７５ ７５７７５ ７．７２ ２４８８３ ３．１５ －５０８９２ －６７．１６
＜０．５０ ２１２２３ ２．１６ ７０１９ ０．８９ －１４２０３ －６６．９２
合计 Total ９８１７４７ １００．００ ７９１１３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０６１１ －１９．４２

　　本次地力评价土壤全氮加权平均值为１．３２９２
g/kg,比 第 ２ 次 土 壤 普 查 １．２４５４g/kg 提 高 了

０．０８３８g/kg,提高６．７３％(表５),说明通过大量施

用氮肥,湖北省耕地全氮整体呈上升趋势,尤以山

区、旱耕地提高幅度较大.山区、旱耕地以前产量

低、施肥少,而近年来产量大幅度提高,相应的施肥

表５　土壤肥力平均值变化

Table５　Changeofsoilfertilitymeanofcontent

土壤肥力

Soilfertility

平均值 Meanofcontent
第２次土壤普查

Secondsoilsurvey
本次地力评价

Recentsoilsurvey

增减 Change

数值 Concentration 比例/％ Proportion

全氮/(g/kg)Totalnitrogen １．２４５４ １．３２９２ ０．０８３８ ６．７３
碱解氮/(mg/kg)Availablenitrogen ８４．３３ １１１．３５ ２７．０２ ３２．０４
有效磷/(mg/kg)Availablephosphorus ８．３３ １５．４８ ７．１５ ８５．８８
速效钾/(mg/kg)Availablepotassium １１７．５７ １１１．３６ －６．２１ －５．２８
有机质/(g/kg)Soilorganicmatters ２１．６６ ２１．４６ －０．２０ －０．９３
pH ６．８１ ６．４４ －０．３８ －５．５２

量也大幅度增加.

２)土壤碱解氮变化.本研究共选取１３个县

(市、区)作为样点区域.本次耕地地力评价与第２
次土壤普查结果相比,土壤碱解氮含量＞９０mg/kg
的耕地面积增加了２２５７４０hm２;＜９０mg/kg的耕

地面积减少３１１０９４hm２;而碱解氮含量为９１．１~
１２０．０ mg/kg 的 耕 地 面 积 最 大,约 占 总 面 积 的

４６．３２％(表６).１３个县(市、区)本次耕地地力评价

土壤碱解氮加权平均值为１１１．３５mg/kg,比第２次

土壤普查的８４．３３mg/kg提高了２７．０２mg/kg,提

１８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第３５卷　

表６　土壤碱解氮含量分布变化

Table６　Distributionsofavailablenitrogencontentofsamplesintwotimesofsurvey

碱解氮/(mg/kg)
Availablenitrogen

content

第２次土壤普查

Secondsoilsurvey
面积/hm２

Area
比例/％

Proportion

本次地力评价

Recentsoilsurvey
面积/hm２

Area
比例/％

Proportion

增减 Change

面积/hm２

Area
比例/％

Proportion
＞１５０．０ ３０８２５ ４．７４ ４５０７５ ７．９８ １４２５０ ４６．２３
１２０．１~１５０．０ ５６５９２ ８．７０ １４７４２２ ２６．０９ ９０８３０ １６０．５０
９０．１~１２０．０ １４１０６８ ２１．６９ ２６１７２８ ４６．３２ １２０６６０ ８５．５３
６０．１~９０．０ ２８３６９９ ４３．６２ １０３９８６ １８．４０ －１７９７１４ －６３．３５
３０．０~６０．０ １３２１９７ ２０．３２ ６７９２ １．２０ －１２５４０５ －９４．８６
＜３０．０ ６０７３ ０．９３ ９９ ０．０２ －５９７５ －９８．３８
合计 Total ６５０４５５ １００．００ ５６５１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８５３５４ －１３．１２

高３２．０４％.说明湖北省耕地土壤碱解氮含量已经

基本合理,已有过剩的趋势.这与３０年来氮肥大量

使用甚至是过多施用有关,应该适当控制氮肥用量.
湖北省第２次土壤普查总结的“普遍缺氮”,现在应

该调整为“氮素普遍丰富”.

３)土壤有效磷变化.本次耕地地力评价与第２
次土壤普查结果相比,土壤有效磷含量整体由低至

较低过渡到丰富水平,其中１０~２０mg/kg含量的

面积增加３９９５９９hm２,约占总耕地面积的５２．８１％,

２０．１~４０．０mg/kg面积增加１２６４９８hm２,约占总

耕地面积的１７．１５％,两者增幅达２倍以上;而有效

磷极低至较低、极丰富面积分别减少７５６４７８、１４６０
hm２,减幅达１４．３５％~７０．２０％(表７).本次地力评

价土壤有效磷加权平均值为１５．４８mg/kg,比第２
次土壤普查的８．３３mg/kg提高了７．１５mg/kg,提
高８５．８８％.不同类型、不同区域耕地土壤有效磷均

有较大幅度提高,其中水田略高于旱地,丘陵略高于

山区,山区高于平原.说明湖北省耕地土壤有效磷

含量已经趋于合理.这与３０年来大面积增施磷肥

有关,应该适当调整磷肥用量.
表７　土壤有效磷含量分布变化

Table７　Distributionofavailablephosphoruscontentofsamplesintwotimesofsurvey

有效磷/(mg/kg)
Availablephosphorus

content

第２次土壤普查

Secondsoilsurvey
面积/hm２

Area
比例/％

Proportion

本次地力评价

Recentsoilsurvey
面积/hm２

Area
比例/％

Proportion

增减 Change

面积/hm２

Area
比例/％

Proportion
＞４０．０ １０１７４ ０．７６ ８７１４ ０．７９ －１４６０ －１４．３５
２０．１~４０．０ ６１８７６ ４．６５ １８８３７４ １７．１５ １２６４９８ ２０４．４４
１０．１~２０．０ １８０３００ １３．５６ ５７９８９９ ５２．８１ ３９９５９９ ２２１．６３
５．１~１０．０ ５５５９７２ ４１．８０ ２７１７９２ ２４．７５ －２８４１８０ －５１．１１
３．０~５．０ ４０９４８９ ３０．７９ ４９２８９ ４．４９ －３６０２０１ －８７．９６
＜３．０ １１２１６５ ８．４３ ６９ ０．０１ －１１２０９７ －９９．９４
合计 Total １３２９９７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９８１３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３１８４０ －１７．４３

　　４)土壤速效钾变化.２６个县(市、区)本次耕地

地力评价土壤速效钾含量１００．１~１５０．０、５０．１~
１００．０mg/kg的耕地面积分别占总面积的５０．６２％、

３２．５２％,整体上处于略低至中量水平.与第２次土

壤普查相比,速效钾含量１００．１~１５０．０mg/kg的耕

地面积增加１０３９３４hm２,其他各级养分含量面积

减少２１．１６％~８９．０７％,其中尤以极丰富、极低水平

面积减少最明显.各类耕地土壤速效钾含量平均值

为１１１．３６mg/kg,且除平原有所增加外,其他各类

耕地速效钾含量减少幅度为１．４６％~１９．４７％,减幅

大小为水田＞旱地、山地＞丘陵.因此,区域内耕地

土壤潜在缺钾的问题依然突出,已成为耕地肥力提

升较为突出的问题(表８).

５)土壤有机质变化.２次调查土壤有机质含量

均稳定在１０~３０g/kg,这两级养分含量约占样点

区域总耕地面积的７０．７％~８２．８５％.与第２次土

壤普查相比,此次耕地评价有机质含量为２０．１~
３０．０g/kg水平的面积增加９５３６５hm２,约占样点

区域耕地总面积的４７．５５％,而其他各级含量的面

积均呈减少趋势,小于１０g/kg和大于３０g/kg面

积 分 别 减 少 １２４ ２８６、７７ １０６ hm２,减 幅 达

２１．８１％~１００％.由此可见,区域内土壤有机质含

量中量水平面积增加,但有机质含量略低的依然

占较大比例(表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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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土壤速效钾含量分布变化

Table８　Distributionofrapidlyavailablepotassiumcontentofsamplesintwotimesofsurvey

速效钾/(mg/kg)
Available

potassiumcontent

第２次土壤普查

Secondsoilsurvey
面积/hm２

Area
比例/％

Proportion

本次地力评价

Recentsoilsurvey
面积/hm２

Area
比例/％

Proportion

增减 Change

面积/hm２

Area
比例/％

Proportion

＞２００．０ ９２５２６ ６．９６ １０１１５ ０．９２ －８２４１１ －８９．０７

１５０．１~２００．０ ２３７２１６ １７．８４ １２４２４３ １１．３１ －１１２９７２ －４７．６２

１００．１~１５０．０ ４５１９６０ ３３．９８ ５５５８９３ ５０．６２ １０３９３４ ２３．００

５０．１~１００．０ ４５２９２１ ３４．０５ ３５７１０４ ３２．５２ －９５８１８ －２１．１６

３０．０~５０．０ ８２９３８ ６．２４ ４９２１３ ４．４８ －３３７２５ －４０．６６

＜３０．０ １２４１５ ０．９３ １５６８ ０．１４ －１０８４７ －８７．３７

合计 Total １３２９９７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９８１３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３１８４０ －１７．４３

表９　土壤有机质含量分布变化

Table９　Distributionofsoilorganicmatterscontentofsamplesintwotimesofsurvey

有机质/(g/kg)
Soilorganic

matterscontent

第２次土壤普查

Secondsoilsurvey
面积/hm２

Area
比例/％

Proportion

本次地力评价

Recentsoilsurvey
面积/hm２

Area
比例/％

Proportion

增减 Change

面积/hm２

Area
比例/％

Proportion

＞４０．０ ４６８０９ ３．５２ １５４８７ １．４１ －３１３２２ －６６．９１

３０．１~４０．０ ２０９９１９ １５．７８ １６４１３５ １４．９５ －４５７８４ －２１．８１

２０．１~３０．０ ４２６８０４ ３２．０９ ５２２１６８ ４７．５５ ９５３６５ ２２．３４

１０．１~２０．０ ５１３５０１ ３８．６１ ３８７６８７ ３５．３０ －１２５８１４ －２４．５０

６．０~１０．０ １１０９９２ ８．３５ ８６５８ ０．７９ －１０２３３４ －９２．２０

＜６．０ ２１９５２ １．６５ ０ ０．００ －２１９５２ －１００．００

合计 Total １３２９９７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９８１３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３１８４１ －１７．４３

　　２６个县(市、区)本次耕地地力评价土壤有机质

含量平均为２１．４６ mg/kg,比第 ２ 次土壤普查的

２１．６６mg/kg降低了０．２００８mg/kg,降低比例为

０．９３％.说明湖北省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基本持平.
但是有效有机质应该是下降的,主要原因是３０年来

农作物产量翻番,相应的残根落叶增加(表５).

６)土壤pH 值变化.本次耕地地力评价与第２

次土壤普查相比,土壤pH 变化明显,土壤过碱至适

宜水平面积减少１２２８８７~２１４８０８hm２,土壤过酸

至偏酸水平面积增加４９１４５~５６７１１hm２,且呈很

明显的“两增两减”规律,即酸性至强酸性土壤面积

不断增加,碱性至强碱性土壤面积不断减少.土壤

酸化形势严峻,已成为湖北省农业生产较大的障碍

因子(表１０).
表１０　土壤pH值分布变化

Table１０　DistributionofsoilpHvaluesofsamplesintwotimesofsurvey

pH

第２次土壤普查

Secondsoilsurvey
面积/hm２

Area
比例/％

Proportion

本次地力评价

Recentsoilsurvey
面积/hm２

Area
比例/％

Proportion

增减 Change

面积/hm２

Area
比例/％

Proportion

＜５．５０ １４７９５９ １１．１２ １９７１０３ １７．９５ ４９１４５ ３３．２２

５．５０~６．５０ ３８９６１７ ２９．３０ ４４６３２８ ４０．６４ ５６７１１ １４．５６

６．５１~７．５０ ３５４０１１ ２６．６２ ２３１１２３ ２１．０５ －１２２８８７ －３４．７１

＞７．５０ ４３８３９０ ３２．９６ ２２３５８２ ２０．３６ －２１４８０８ －４９．００

合计 Total １３２９９７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９８１３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３１８３９ －１７．４３

　　２６个县(市、区)耕地土壤pH 值加权平均值为

６．４４,比第２次土壤普查的６．８１降低了０．３８,降低比

例为５．５２％.不同利用方式和地形类别土壤pH 值

均有一定程度降低.全省耕地土壤pH 值整体呈下

降趋势,其中尤以山区及旱耕地酸化严重.可能与

湖北省近３０年来施用肥料偏酸,特别是低浓度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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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以及有机肥料投入量逐年下降、大气污染等有关

(表５).

3　讨　论

3.1　土壤肥力变化规律及其原因

分析耕地质量下降的规律及主要原因有四个方

面:一是肥料使用存在“三重三轻”(重产出,轻投入;
重无机化肥,轻有机肥;重氮磷肥,轻钾微肥)的现

象,导致土壤氮磷含量大幅度上升,而钾含量下降;
超量使用化肥特别是低浓度和酸性化肥,导致土壤

酸化严重.二是“占优补劣”、“越整越差”,优质耕地

减少.修路、建厂、盖房等建设占用的多是交通方

便、地面平整、田块集中、供排水完善的优质耕地,而
新开垦整理的耕地多为交通不便、山丘湖滩、田块分

散、易旱易涝等劣质耕地.三是只重视数量建设,而
忽视质量建设.重视耕地水利、沟渠、林网建设,忽
视耕地土壤培肥.四是耕地质量保护存在重视不

够、法规不全、力度不强、投入不多的“四不”现象.
从长远上看,耕地的数量减少是不可逆转的,耕地的

数量建设受到退耕还林、生态保护的限制,难以实

施;而耕地质量建设相对容易.光有数量没有质量

的耕地是没有意义的.按照全国耕地地力等级划分

标准,２０００m２八等地的作物产量７５０kg,只相当于

６６７m２三等地的产量.
3.2　提高土壤肥力对策建议

一是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常态化.推广和普及测

土配方施肥技术服务体系,强化农业技术与肥料企

业的对接,逐步实现精准施肥,推广使用高浓度、高
效益的新型肥料,大力推广缓控释肥料、有机肥料.
二是设立健全有机肥料补贴项目.我国每年产生畜

禽粪便２６亿t,其富含的植物营养元素相当于全年

化肥施用总量的４０％[１７].我国每年３亿t秸秆在

３０００多万 hm２耕地上焚烧.目前,北京、上海、江
苏、浙江等省市,以及武汉市已经开始实行有机肥料

补贴制度.建议湖北省建立有机肥料补贴制度.三

是探索土壤酸化污染治理.２０１６年５月,国务院发

布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目

前我国耕地地力等级劣质率为２７．９％.湖北省目前

土壤污染重点是土壤酸化污染、土壤重金属污染、化
学农药残留污染、水体富营养化污染和粪便排放污

染等.四是整合资金,建设高标准农田.全省各项

涉及耕地建设的资金有数百亿元,根据湖北省政府

«关于整合相关项目资金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指

导意见»等文件精神,整合各层次、各渠道、各领域农

田建设资金,加快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从根本

上改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条件[１８].五是加大耕地

地力建设投入.耕地的质量建设具有巨大的生态效

益、社会效益和长远效益,政府大力的投入是必须且

完全可行的.湖北省每年土地出让金近千亿元,按
照“取之于地,用之于土”的原则,建议像江苏、广东

等省每年从土地出让金中拿出一定比例(５％ ~
１０％)的资金进行耕地地力建设.六是完善耕地质

量立法保护.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确保基本农

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的要求.
习总书记最近指示: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
湖北省人大２０１３年颁布了«湖北省耕地质量管理条

例»[１９].全省应该大力贯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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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fertilitychangesoffarmlandinHubeiProviceforthelastthreedec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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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ilfertilitychangeoffarmlandisextremelyeasyandhasagreatpotentialtobeimＧ
proved．Comparativestudiesofsoilsamplesfrom２６counties(cities,districts)in HubeiProvincebeＧ
tweenrecentsoilsurveyandsecondsoilsurveyin３０yearsagowerecarriedout．Resultsshowedthatthe
wholecultivatedareainHubeiProvincedecreasedby１７．４３％forthelastthreedecades．Theareaofthe
firstＧclassdecreasedby２８％,whereasthesixthＧclassincreasedby２２５％．ThehighＧqualitycultivatedland
resourceislostduetothe“occupyingthehighＧgualitywhilecompensatingthepoor”．Resultsofthesoil
fertilityevolutionindicatedthatthecontentsofsoiltotalnitrogen,availablenitrogenandavailablephosＧ
phorushavebeenincreasing．Thecontentsoftheavailablepotassiumhavedecreased．Thecontentsofsoil
organicmatterareatthesamelevels．Thesituationofsoilacidificationisserious．

Keywords　farmlandquality;soilfertility;nutrient;physicochemcal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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