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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农业生产飞速发展背景下,玉米这一重要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在与日俱增。但旱地

玉米种植区土壤酸化现象逐渐突出,对玉米产量与质量造成严重影响。本文通过对旱地玉米种植区域

酸化土壤特点进行分析,并对相关改良技术进行探讨,为中国玉米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技

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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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improvement techniques of acidified soil in dryland corn plant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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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China, the planting area of corn, an 

important food crop, is also increasing day by day. However, soil acidification in dryland corn planting area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which has a serious impact on corn yield and quality. In this pap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cidified soil in dryland corn planting areas were analyzed, and related improvement 

technologies were discussed, which provided theoretical basis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rn industr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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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玉米种植面积的增大,各类土壤也开垦出来种植粮食。

但旱地玉米种植区土壤酸化问题日趋严重,已经成为限制玉

米产量提高的主要原因。对此,对旱地玉米种植区域酸化土壤

特点进行分析,并对改良技术进行探究,对提升玉米产量有很

大的帮助。 

1 旱地玉米种植区酸化土壤特征 

旱地玉米种植区酸化土壤问题越来越突出,已成为影响农

作物生长及产量的主要原因。这类酸化土壤有以下特点：土壤

pH值一般都在7.0以下,表明土壤环境已趋于酸性。对这些土壤

颜色进行观察,一般可以看出其表现出偏黄或者偏红色的色调,

这种色调和土壤含铁量偏高有一定关系。从质地上看,这种土壤

通常比较黏重,使其在干旱时更容易板结而影响水分及空气渗

透。土壤因酸化其肥力将明显减少,直接影响微生物活性及多样

性。土壤交换性铝、锰含量升高,浓度过高时危害植物根系,抑

制根系正常生长,影响植物水分、养分吸收。同时,降低了土壤

中对玉米生长十分关键的重要营养元素——有效磷,钙和镁的

含量,缺少这些营养元素,作物生长不佳甚至表现为缺素。[1]另

外,酸化后土壤结构恶化,易发生板结,不但使土壤透水性下降,

而且影响土壤通气性。这种土壤环境对玉米根系扩展与呼吸不

利,从而影响全株健康与产量。因此,在旱地玉米种植区,针对酸

化的土壤,实施合适的土壤改良措施,例如使用石灰来中和土壤

的酸性,以及通过增加有机质来优化土壤结构等,都是提升作物

产量和土壤质量的决定性因素。 

2 旱地玉米种植区酸化土壤的改良技术 

2.1施用有机肥料 

在以旱地玉米种植为主的地区,面临着土壤酸化这一广泛

存在的难题,进行土壤改良的一项关键技术措施就是有机肥料

的应用。通过对有机肥料的科学合理应用,可以对土壤酸碱度进

行有效调节,促进其肥力水平的提高,继而为玉米健康生长营造

更为良好的环境。施用有机肥料既可中和土壤酸性成分、缓解

土壤酸化可能给作物生长带来的不利影响,又可促进土壤有益

微生物活动,加强其繁殖与代谢能力,进而有利于改良土壤结

构、促进养分循环与再利用。所以,旱地玉米种植区选择合适的

有机肥料类型,并确定合适的使用方法对改良酸化土壤,提高玉

米产量与品质起着关键作用。土壤酸化现象广泛存在于这些旱

地玉米为主的农作物中,直接影响到农作物的生长与产量。为了

解决这一土壤问题,增施有机肥料已成为关键技术措施之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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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精心策划、科学使用有机肥料,不仅可以调节土壤pH值使其更

适合农作物生长,而且可以显著提高土壤肥力,从而为玉米健康

生长提供更有利的条件。[2]施用有机肥料能有效中和土中酸性

物质,以缓解土壤酸化可能给作物带来的不利影响。另外,有机

肥料对土壤有益微生物也有促进作用,它们繁殖代谢能力提高,

有利于土壤物理结构的改良及土壤养分循环再利用。所以旱地

玉米种植区选择适宜的有机肥料类型及施用方法,对改善酸化

土壤,促进玉米产量与质量的提高,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2.2合理施用石灰或其他碱性物质 

面对旱地玉米种植区土壤酸化这一难以解决的难题,采用

适当的改良技术尤为关键。合理地使用石灰或其他碱性物质,

是一种改善酸化土壤条件的有效方法之一。通过对土壤进行详

细检测,掌握土壤pH值、酸碱度等指标,可准确计算出需要施入

石灰等碱性物质数量。该方法既可有效地对土壤酸性成分进行

中和作用,又可对土壤物理结构进行改良,增强土壤保水保肥性

能,为玉米生长营造了较为适宜环境。另外,酸化土壤的改良可

采取增施有机肥料,种植绿肥作物和合理轮作相结合的方式,可

不断提高土壤质量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体种植时,广大农民

朋友需结合土壤检测结果及当地农业部门指导选择适宜改良方

案。例如在某些区域可能会建议石灰石粉的应用,石灰石粉在提

供碱性物质的同时,也会使钙质逐步释放出来,从而使土壤结构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到改良。同时与农业专家进行交流也是很

有意义的,这些专家能够为改善酸化土壤提供最新的研究与实

践结果,有助于广大农民朋友更加科学的进行农田管理。[3]采取

这些综合措施后,不仅可以看到玉米产量增加,而且可以留下更

加富饶的土地。 

2.3实行轮作或间作耕作方式 

旱地玉米种植区以酸化土壤为改良对象,采用轮作或者间

作等农业耕作方式能够对土壤结构进行有效改善,进而提升土

地利用率以及农作物产量。轮作就是在同一地块内按一定时间

先后顺序轮种不同种类作物,此法可以突破病虫害生命周期,降

低农药依赖性。轮作既有利于降低土壤特定病原体及害虫累积,

又能促进土壤有机质循环,提高土壤肥力。另外,轮作可以增加

作物多样性以减少农业生产总体风险。而间作就是在同一时间、

同一地块同时种两种或两种以上农作物,既可提高土地利用率,

又可通过农作物之间互补作用来改善土壤营养结构。间作可使

不同作物根系所占土壤层数不一,使土壤水分及养分得到更加

高效的利用。[4]另外,间作可促进作物之间互利共生,如豆科植

物和非豆科植物配植,豆科植物可将大气中氮固定下来,并向非

豆科植物供应所需氮素营养。这两种办法在可持续农业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既有利于保护环境又可以给农户带来较稳定的经

济收益。通过轮作与间作的推行,农户在增加作物产量与品质的

前提下,减少了对化肥、农药等化肥的依赖程度,在降低生产成

本的同时最终达到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在具体的玉米

轮作中,首先,要求农民全面理解并计划作物种植计划,保证作

物轮换科学合理。其次,不同作物对于土壤条件及管理要求不一

样,农民需要具备相关种植技术及管理知识。另外,还需要考虑

市场因素,作物多样化种植会对农户收入稳定性产生影响,所以

需要相关市场支持以及风险分散机制。为解决轮作中遇到的问

题,政府及农业推广部门,可通过技术支持与培训等方式帮助农

民深入了解并执行轮作与间作技术。与此同时,成立农业合作社

或者农民协会以集体行动分散风险、增强议价能力以提高农户

收益稳定性。另外,政府还可出台相关政策对采取可持续农业做

法的农民进行激励与补贴,促进农业生态系统健康与农业生产

可持续。总之,轮作与间作对旱地玉米种植区酸化土壤改良效果

显著,既能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农作物产量,

并有利于减少化肥、农药用量,保护生态环境,使农业生产可持

续发展。 

2.4控制化肥用量 

目前农业实践中土壤酸化问题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难题,旱

地玉米种植区尤其如此。土壤健康与否直接影响农作物生长与

产量,所以保护好土壤资源使之得到长期可持续利用是一项重

任。控制化肥用量和采取科学施肥方法是降低土壤酸化、保护

土壤健康最重要的措施。这样,就能有效地减少酸性物质在土壤

中的积累,以避免土壤酸化给作物生长带来不利影响。土壤酸化

在阻碍作物正常生长的同时,也使土壤有益微生物减少,土壤进

一步破坏肥力及生态平衡。所以合,理调控化肥用量对保持土壤

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既有利于维持土壤生态平衡,又有利于促进

农业可持续发展,保证日后都可以传承肥沃土地资源。除科学施

肥外,有机肥料与生物肥料的引进也是改良土壤结构,提高土壤

缓冲能力的有效手段,可以从根源上减缓土壤酸化。定期开展土

壤检测,并依据检测结果合理调整施肥策略是保障土壤肥沃、实

现农业生产长久稳定发展的重要环节。在实际种植中,化肥用量

的调控需综合考虑土壤检测结果与作物需求等因素,进行科学

施肥规划。首先,通过土壤检测,检测土壤pH值,有机质含量,养

分水平等主要指标,以决定需不需要施化肥及施肥量。接下来,

选择合适的施肥方法,例如深度施肥或侧向施肥,这样可以降低

化肥的挥发和流失,从而提高肥料的使用效率。另外,缓释肥与

控释肥的推广应用,能够有效地延长肥料对土壤的有效施肥量,

降低由于经常施用肥料而导致土壤酸化的现象。除科学施用化

肥外,增施有机肥料对改良酸化土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机

肥料有农家肥,绿肥,堆肥,富含有机质及各种微量元素,能改良

土壤结构,增强土壤保水保肥性能,促使土壤有益微生物大量繁

殖以提高土壤自我调节能力和减缓土壤酸化程度。同时,使用有

机肥料也可以提高土壤中碳的存储,有利于延缓全球气候变化。 

2.5选择耐酸土壤的玉米品种 

为了保证玉米作物在酸性土壤条件下仍能茁壮生长,选择

耐酸土壤玉米品种栽培非常关键。该专门选育的品种能适应土

壤低pH值,使其在酸性土壤条件下仍能健康成长,以免土壤酸度

过高造成营养吸收差、生长受阻。通过对这些耐酸性品种的认

真选择,农户能够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与品质,并保证在不利的环

境中同样能够得到丰收。另外,耐酸土壤玉米品种既能适应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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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又能减少对化肥、土壤改良剂等的依赖性,使生产成本下

降,而受环境影响较少。这一农业可持续实践既有利于土地资源

保护,又给农户带来了长远经济效益。所以,在玉米种植过程中,

考虑耐酸土壤品种是有效的处理方式。农民选用耐酸土壤玉米

品种时,应注意其适应性与抗逆性。耐酸品种一般根系较强,能

较高效地吸收土壤养分,但也能抵抗土壤有害物质。另外,这类

品种通常具有良好的抗病虫害能力,农药用量降低,土壤环境进

一步得到保护。在实践中,农民可与农业科研机构共同获得耐酸

土壤上玉米品种有关资料及种植技术指导。科研机构可为品种

试验提供数据,有利于农民掌握不同品种在当地土壤中的性能,

以便进行更加科学地筛选。另外,政府及农业部门也要给予必要

的扶持与培训,以帮助农民掌握科学的种植技术,并保证耐酸土

壤品种在土壤中的生长。总之,选择耐酸土壤玉米品种,是解决

旱地玉米种植区土壤酸化的有效途径之一。通过科学选种、合

理栽培,能够达到作物持续丰产、土壤长久健康发展的目标,从

而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2.6采用生物措施改良土壤 

旱地玉米种植区土壤酸化,一直以来影响玉米种植产量。这

种土壤发生酸化,既限制了作物根系的正常生长和发育,又造成

土壤营养元素的大量流失,使得玉米等农作物难以吸收到足够

的养分,极大地影响了产量和品质的提高。面对这一严峻挑战,

农业科学家提出创新解决策略,利用土壤改良菌剂和生物技术

辅助有效抵御土壤酸化现象。这些微生物菌剂在土壤中发挥作

用,不仅可以有效地改善土壤结构,使土壤变得更加疏松透气,

而且还可以增加土壤的肥力,使作物有一个肥沃的生长环境。它

们能将土壤中有机物分解,使植物需要的营养元素得以释放。同

时,这些有益微生物的存在还可以抑制有害病原菌的滋生,减少

病害的发生,为农作物提供一个更加健康、安全的生长环境。此

外,这一生物措施的采用还有助于减少化学肥料和农药的使用,

不仅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而且对环境友好,有利于可持续农

业的发展。采用生物措施进行土壤改良的实践证明,特定微生物

菌群的导入可明显改善土壤理化性质,提高土壤生物活性。如有

些菌株能将大气氮气固定下来,并转化成植物可以利用的氮,因

而降低了对化学氮肥依赖程度。另外,有些菌株还能促进土壤对

营养元素如磷,钾的溶出与吸收,增强土壤对上述元素的利用效

果。实施生物改良措施不仅可以促进土壤自我修复,而且可以提

高作物抗逆境能力和降低由于环境变化而引起的产量起伏。所

以,大力推广生物改良技术并与传统农业实践相结合,对农业绿

色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3 总结语 

对旱地玉米种植区域土壤酸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其

成因和影响要素,并提出了有效的改良措施。这些改良措施的实

施对于改善土壤酸碱度、增强土壤肥力以及确保玉米产量和农

业可持续性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展望未来,进一步深化对

土壤酸化机理及其与生态环境互动关系的研究,将为我国农业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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