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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三五”期间，采取异地搬迁措施解决贫困人

口生存发展问题是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贫困人口集

中搬迁城镇居住后，农村就会出现大量的宅基地需要复

垦。在当前的土地利用技术中，重建土壤因子，不仅要

构建土壤因子，而且要实现土壤的最佳生产效率，则必

须构建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环境。目前，农村宅基

地复垦还不能直接使用，要想使新的复垦土地形成景观

好、稳定性好、经济效益好的新种植区，就必须采用生

物和化学相结合的方法，对土壤进行有效的改造，并根

据实际情况，合理选用合适的植物种类。通过对土壤进

行改良，使其具有较高的酸性，可以通过使用诸如石灰

石的化学改良药剂来中和，在土质贫瘠的区域或在土壤

肥沃程度低的地方，可以选用大豆作先导植物，以增加

土地的养分，生物技术则可以在工业污水中改良土壤。

一、耕作栽培技术
（一）合理轮作

轮作是指在同一地区内，按一定的时间依次进行轮

作，也可以采用不同的耕法。轮作是一种长时间保持土

地肥沃和稳定产量的农业技术。合理的土地轮作方式可

以显著改善土地的营养特性。在促进根系有效营养的前

提下，促进根系内的微量物质在根系中的分配。如将玉

米、大豆、蔬菜一年三作的立体组合，既能确保粮食产

量，又能扩大蔬菜的种植面积，具有显著的边地效益。

同时，还使复种指标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使光、热资源

得到了有效的开发，并且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我县

常用的蔬果（如西红柿、西瓜等）与粮食作物进行轮

作，其有效营养物质的水平高于蔬菜。蔬菜和传统的粮

食作物轮作，有利于土壤肥力的维持，并能有效地促进

农业的发展。在干旱和湿润交替的情况下，土壤中的富

里酸度稍高，富里酸含有较高的C和N元素，一般C、N

比例为 10 ∶ 16，这对有机质的矿化期养分的释放是有

利的，有机质浓度随有机质含量的增加而增加。免耕轮

作对旱作对土壤入渗率有显著的促进，尤其是免耕和轮

作对土壤入渗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所以说，采用科学

的轮作组合是种地和养地有效办法之一，也是宅基地复

垦问题得到解决的有效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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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土垄作

聚土垄作技术，是指即将薄土沿坡面等高线传聚于

栽植行上，在沿栽植行方向上形成宽约 1m、厚 40cm以

上的条形土垄。这样可增厚栽植行土层，提高土壤保

水保肥能力，增强农作物抗旱能力。同时进行采取“玉

米—大豆—蔬菜”轮作模式进行耕作，可有效改善耕地

的肥力。聚土垄式增产的本质是翻一番，提高了耕地的

固土状态，提高了土壤的储水能力，方便了肥料的集中

化。同时，由于沟槽的存在，可以使土壤得到更好地吸

收热量，使土壤的温度得到进一步的改善，从而更好地

利用农作物的边际效益。笔者在借鉴云南的玉米聚土

垄作技术指导联系的脱贫户在拆旧复垦的宅基地上采

用“玉米—大豆—蔬菜”的轮作模式生产，增产效果

显著。

（三）深耕深松

深层土壤松动是指一种农业技术，该技术使用拖拉

机拉动深层松动设备来松动土壤，改善犁层的结构并

增强土壤的保水能力以及抗旱和排水的能力。深耕与深

松是两种不同的耕作方式，即用起耕、旋耕、翻耕、切

碎、混合等。深松是将抬下层打松，分层松，根据松土

的厚度调整设置的深度。一是可以使土层松散，使土

质变得更好，而且不需要翻土就能使土壤变得松软。

翻土与深松应互相配合，逐步进行。深耕技术参数以

23 ～ 25cm为宜，以每年 2cm的深度进行翻土，5a后将

土壤厚度扩大至 24cm。深松深度以 4cm为佳，5a后深

度约 35cm为适宜，深度翻耕一次，深松后，由于破坏

了准底部，使土体的孔隙增大，增强了渗透性。二是深

耕深松，使土壤中的颗粒状物质多，从而在干旱条件下

形成一个自然的地下蓄水池，当干旱来临时，可以将储

藏的水分输送到农作物。三是指深层翻耕，松散底层的

土壤，调节水分、热量和光照，从而为农作物的生长发

育提供有利的环境。四是深耕深松的土壤，作物根系比

普通土壤的根系要长，能有效地为作物提供充足的营养

物质；五是深耕深松有利于微生物的活性和改善土壤的

肥效。在深翻或施用有机肥后，土壤的容重明显下降，

含水量增加，说明适当的耕作和适当施用有机质肥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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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耕层厚度，创造良好的根际生态环境。在翻耕条件

下，水稻根数比旋耕组高 76.6%，而翻耕后的根数比旋

耕组高 1.22%。但深耕深松也会造成不利影响，深耕深

松虽然可以清除地面残渣和杂草，但也会影响土壤的防

护，加剧土壤风蚀和水蚀。同时，它还会杀死泥土中

的微生物，让泥土渐渐地变得死气沉沉。耕地的强度越

大，土地与天然的距离越大，其自身的保护功能和营养

恢复功能也就越少，维护的成本也就越高。

二、合理施肥技术
（一）合理施用化学肥料

首先，合理利用土壤配方技术。测土配方肥是土壤

测定与化肥大田实验的依据，依据土壤的需肥规律、土

壤供肥性能及化肥效果，在合理使用有机肥的前提下，

提出氮、磷、钾的使用建议，包括施用量，施肥周期，

施用方式等。简而言之，即在科研工作者的引导下，合

理使用化肥。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核心还在于调控和

处理了作物的需求与肥料供给的关系。并有针对性地进

行植物生长必需的营养素，以达到多种营养素的均衡供

给，以保证作物生长需求。从而实现了增加化肥使用、

降低化肥使用、增加粮食生产、提高农业质量、节约劳

动力、节支增加等目标。其次，均衡使用肥料。作物所

需要的 16种营养物质，除了大气和水外，其他 10种营

养都来源于土壤，不同土壤、不同作物对营养的需求也

不同。依据不同地区的土壤肥沃程度和不同的作物种

类，合理调整不同养分的供给与配比，以保证不同养分

的平衡供给；不加或不加肥，可降低化肥的损耗，充分

利用农作物的潜能，增加化肥的使用率，避免因某些因

素的过度使用而导致的环境污染，这样才能实现土壤-

农作物之间的养分均衡，即所谓均衡肥料。均衡施用要

做到氮、磷、钾等要素的均衡。近年来，均衡施肥的范

围不断扩展，并且在不同的农作物品种中采用了均衡施

肥技术。

（二）施用有机肥

在农业中，人们获取粮食、油料、纤维等物质；除

了肉、蛋、奶等产品之外，还会有很多稻杆、饼稍和畜

禽粪便等的附生产品。这些农产品都是用来生产肥料、

燃料、饲料和工业原材料，这是一个很好的循环经济。

农业生态系统是农业发展、土壤肥力保持、农村生态安

全的重要保障。肥料的品种很多，主要是动物粪便和玉

米秸秆，还有绿肥、饼肥、草木灰、污泥，生活垃圾和

污水等。有机肥料在改良土壤物理性能方面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在土壤肥力、产量、质量和耐力等方面都有

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有机肥料具有平衡、充分的营养素、激活土壤中的

潜能，使其具有显著的生物多样性和生物活力。在土壤

理化性质、土壤形成、环境和养分循环等方面，施用化

肥是土壤改良的主要途径。长期施入化肥可明显增加速

效P、K养分含量，增加有机质含量，增加总氮含量。

长期施用化肥和有机肥料可以提高大颗粒的产生，对改

善土壤的构造也是有益的。施用有机肥料和肥料混合施

用对土壤腐殖酸、HA、FA、HS的含量均有显著的增

加，同时腐殖体的活力也有所增强。

1.畜禽粪肥。施畜禽粪肥对土壤中的矿物氮素和有

效磷的水平有明显的影响，如在拔苗期，随着有机肥料

施用量的增加，根系土层全磷含量在 20 ～ 40cm层土

壤土层全磷含量在单个黄瓜生长季内则无显著变化；施

肥后，土壤 0 ～ 20cm土壤有效磷含量呈现出从开始上

升到开花后逐步下降的变化，20 ～ 40cm土层有效磷含

量在黄瓜坐果期后逐步提高。有机肥料可使有机质和水

稳态团块的含量增加，且肥料的添加量越大，其含量越

大。施用鸡粪或垃圾肥料后，可使蔬菜的鲜重有较大幅

度的提高，而使植物体内铜锌的浓度不超过国家标准规

定的铜、锌的容许值，而添加量为 10%和 15%时，二

者均呈较明显的累积倾向。

2.绿肥还土。我国农业生产中，一直将绿色肥料用

作补充养分、补充有机物质的一种主要途径。绿色肥料

对低产量农田的改善作用非常明显。不论在南部还是

北部，在早地或稻田，平均每亩施用 1500 ～ 2000kg青

肥，5a后，与未施绿肥的休闲地相比，有机物质含量

显著增加，收成上浮率高达 60.2%。施用绿肥后，有机

质质量得到了显著的改善，有机质、总腐殖质、有机质

和有机质的综合利用率都显著高于休耕地。同时，绿色

肥料还可以增加土壤中的N元素，增强耕地的可耕地性

能，增强植物的抗病力和抗逆能力，从而增加了作物的

产量。由此可见，施绿肥料的作用是多种多样的。同

时，通过混合播种、适度延迟翻耕、提高碾压等措施，

有利于土壤中的有机质的累积。利用绿色肥料进行土壤

改良和恢复土壤肥力，可以有效地改善土壤的有机物。

通过施入绿肥，可以显著地增加土壤中的磷和钾素

的含量。以菜籽地土壤有效利用率为最高，在黑麦草

区，有效钾含量以土壤中的含量最高。同时，通过施入

绿肥还能提高土壤的酶活和水分含量。在紫云英的作

用下，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全氮和碱解氮含量均明

显提高。在缺少有机氮肥条件下，高C/N可促进氮素的

矿化，提高有效N的水平。而当有足够的有机氮源时，

低C/N的绿肥会发生降解，从而提高了土壤中的矿物氮

量。通过施用绿肥还土，提高了土壤有效N的利用率。

通过调整轮作方式和有机-无机N配合施用，提高了玉

米的增产效果，减少了对无机N的需求。

3.秸秆还土。秸秆还土是提高土壤有机质、有效地

开发和提高农业产量、减少农业生产费用的有效途径。

经测试，直接将玉米秸秆还土，相当于在耕地中添加了

40%的有机质，24.2%的腐植酸，1.93%的氮素，0.75%

的矶素，1.51%的钾素，以及铜、锋、棚、钢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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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秸秆还土能既能显著增加农作物的增产效果，又能

降低秸秆还田对土壤水分、温度和矿质养分的影响。土

壤有机质含量、微生物和酶活力对土壤中的微生物和酶

活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此条件下，玉米秸秆的降

解速度较慢，与农作物竞争，导致土壤N不足，对后期

玉米的生长不利，严重影响后期玉米的产量。因此，一

定数量的氮素是在实际应用中必不可少的。

三、施用微生物肥料
“菌肥”是一种通过微生物的生活行为使农作物获

得某种物质效果的产品，是一种附加的化肥。微生物肥

料可划分为几种主要类型：一是通过对某一特定的生物

（活性细菌）进行产业化、扩增、再进行处理而得到的

一种生物菌肥。二是复合型微生物肥是由某些微生物和

养分组成的有机微生物制品。三是生物有机肥是一种既

具有微生物作用又具有有机肥作用的新型肥料，它是由

某些特殊的微生物与农作物的主要动物和动物的粪便、

农作物秸秆等进行无害化处理后的有机物质混合而形成

的。微生物肥的功能包括增加土地的肥力，是生物肥的

一个重要功能。各种自生、联合、共生固氮微生物肥可

以提高土壤N的水平。解磷、解钾微生物的使用，使土

壤中的磷、钾不易溶解，并能被农作物所吸收。另一个

功能是可以制造促进农作物生长的激素。

在土壤中存在着严重的连作障碍时，在施用特殊的

微生物肥料后，土壤有机质、全氮、速效氮、速效钾都

得到了充分的补充。植物的生物量、根系活力、叶绿素

的水平都有明显的增加，而丙二醒的含量则明显降低，

而其相对导电能力则明显降低。施用有机肥料和微生物

肥料对土壤速效N、速效P、有效K都有一定的影响，

同时还可以增加有机质，增加了土壤中的有机质和微生

物菌肥。利用微生物肥料对煤矿塌陷地区的土地进行了

酶活力研究。在不同土壤条件下，复合微生物肥料对

不同品种的土壤有机质、速效N和速效P含量均有所提

高。在不同施肥条件下，采用纯生物肥料对烟株的生长

发育和产量都比单纯施肥要好；采用 30% ～ 50%的生

物有机肥料可以提高烟叶对N、K的吸收率。在连续耕

层中，有机质含量、碱解氮、速效P、速效K含量均能

明显改善。

四、施用生物灰渣
生物灰烬是由生物质燃烧所形成的一种固体废物，

其中富含钾和其他植物的养分。通过添加石灰可以改善

土壤的毛管孔隙与无毛管之间的比率，从而使土壤中的

颗粒生成与大气的平衡得到改善；改善耕地吸收和贮藏

水分的作用；同时，石灰还能调控土壤的酸性，使硝态

氮含量升高，补充微量元素，改善土地的肥沃程度。

在不同施肥条件下，如不同肥料利用率、不同肥料

的配比、不同肥料配比、不同有料浓度对pH值的要求

不同。不同试验结果显示，提高pH值可降低酸性土壤

对氮的吸持能力，增加土壤中硝酸盐的溶解度。生物燃

料灰烬是一种较强的碱性物质，它可以明显地增加土壤

pH值，并能促进土壤中的酸化作用，增加土壤pH值，

增加土壤P、K活性，增加土壤速效钾含量。

生物灰渣具有较强的碱性，pH值为 10，全磷含量

为 7.00g/kg，全K含量 12.82g/kg。灰渣和肥料的混合使

用可使甘蓝的鲜重明显增加，产量、叶片P、K含量均

有显著的提高，质量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石灰渣中所

含的营养物质可以作为肥料的替代品，而灰渣的使用能

显著地改善土壤酸碱度。通过对土壤速效P、K养分的

补充，对酸性土壤进行了改善。随灰渣用量的增加，油

菜的含水量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石灰渣中所含的

营养物质可以作为肥料的替代品，而灰渣的使用能显

著地改善土壤酸碱度。通过对土壤速效P、K养分的补

充，对酸性土壤进行了改善。随着灰渣加入量的增大，

有效养分的含量明显提高，特别是速效P和速效K的提

高。随着石灰用量的增大，pH值逐渐上升，平均增长

7.78%，呈中性趋势。在低化肥用量条件下，灰渣施用

较好地促进了土壤有效P的增长，最高可达到 4.2 倍。

五、结束语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村的发展，农村宅基地需要

复垦的数量不断增加，保有了很多土地。为了解决这

一问题，国家和相关部门相继发布了多份政策文件，土

地复垦工作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宅基地复垦是对闲置

土地进行再利用，使土地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从而达到

土地利用的动态均衡。其促进土地的集约、可持续使

用，解决耕地的瓶颈和限制，使农村的规划得到了科学

的落实，增强了乡村集体经济的力量。近几年，农村土

地整治工作不断加强，但由于存在大量的砖块、石块且

其物理结构被破坏，土地丧失了原来的作用和特征，导

致土地的营养状态不佳，产量较小对质量也有一定的负

面影响，造成了土地复垦后土壤肥沃程度低，难以直接

使用。据此，本文对农村宅基地复垦耕地快速培肥技术

进行研究，以期为提高农村宅基地复垦耕地效率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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