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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树是喜酸作物牞酸性土壤是茶树生长所必需

的生态条件之一牞但并非土壤越酸牞茶树生长也就越

好。大量研究结果表明牞适宜茶树生长的土壤狆犎值

范围为牬牣牭—牰牣牥牞其中牭牣牭是最适值。但当前茶园因

种种原因牞土壤酸化日趋严重牞并已成为茶叶生产中

的世界性问题牞引起了各国土壤学界、生态学界和茶

学界的极大关注。为此牞本文将根据当前我国茶园土

壤的酸化状况牞就如何防止茶园土壤的酸化牞提出几

点措施。

牨 我国茶园土壤酸化现状

茶园通过长期栽培牞其土壤有进一步酸化的趋

势牞这已被世界各地茶园土壤的资料所证实。本世纪

牰牥年代牞世界上主要产茶国茶园土壤的狆犎值大多

在牭牣牥—牰牣牥牞我国茶园亦是如此。但到了牱牥年代后牞

尤其是到牳牥年代中期牞世界各地茶园土壤在不断酸

化牞狆犎值都降到了牬牣牥—牭牣牥左右牞有的更低牞其中

日本茶园酸化最为严重。据报道
犤牨犦
牞全日本平均狆犎

值在牫牣牴以下的茶园要占牫牳牣牰牬％牞牬牣牥—牬牣牴的茶

园占牫牱牣牭牪％牞茶树生长最适狆犎值牭牣牥—牰牣牥的茶

园只占牨牭牣牨牨％。而我国也有很多关于茶园土壤酸化

的报道牞如牱牥年代初贵州省的桐子坡砂质黄壤生荒

土的狆犎值为牭牣牪牞在种茶牨牥年后牞土壤狆犎值降为

牬牣牨
犤牪犦
牷江苏省的毛麓茶场未种茶的黄棕壤狆犎值为

牭牣牫牱牞种茶牴年降为牬牣牴牴—牭牣牪牴牞种茶后牪牴年降为

牬牣牰牥—牬牣牰牭牞种茶牳牥年降为牫牣牰牪—牬牣牥牫
犤牫犦
牷安徽省

祁门县山地红黄壤茶园牞树龄牰年时牞土壤狆犎值为

牭牣牥—牰牣牫牞树龄牨牴年时降为牬牣牨牫—牬牣牥牰牞树龄牪牫年

时降到牫牣牳牭—牫牣牴牥
犤牬犦
牷杭州茶叶试验场山地黄泥土

在新建茶园时狆犎值为牭牣牥—牭牣牭牞种茶牨牭—牪牥年时

狆犎值降至牬牣牥—牬牣牭
犤牭犦
。针对这一现象牞中国农科院

茶叶研究所牨牴牳牱—牨牴牳牴年对浙江、江西、湖南、广

东、广西、贵州和安徽等省的低丘红壤茶园进行了大

面积的抽样调查牞结果显示
犤牰犦
牶狆犎值在牭牣牨—牰牣牥的

茶园只占牫牴牣牥％牞牬牣牨—牭牣牥的占多数牞达牭牳牣牭％牞小

于牬牣牥的茶园有相当比重牞达牨牪牣牭％牞也就是说土壤

狆犎值在牭牣牥以下的茶园达牱牥％左右牞而且发现不少

狆犎值在牫牣牥以下的茶园。可见牞当前我国不同类型

茶园土壤已明显地向越来越酸的方向演化牞而茶树

适宜狆犎值牭牣牥—牭牣牭范围内的茶园比例在逐年减

少。因此牞加强对茶园土壤酸化情况的定位监测牞及

时采取有效措施牞控制茶园进一步酸化是十分必要

的。

牪 茶园酸化对土壤肥力及茶树生理的影响

牪牣牨酸化茶园土壤化学性状劣化

由于酸性土壤中酸度的核心是土壤中铝的形态

及其转化。土壤酸性强牞其铝、铁、锰的溶解度增大。

因而茶园土壤酸化后牞必然导致土壤中活性铝含量

过高牞这些离子集积在根尖牞会妨碍养分的吸收牞虽

然对耐酸性的茶树来说牞并不会产生直接危害牞但

铁、铝、锰离子均可使土壤中有效态磷变为不可溶性

的盐类牞降低其有效性。除此之外牞土壤酸化还使氮、

我国茶园土壤的酸化及其防治

廖万有

牗安徽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牞祁门牪牬牭牰牥牥牘

摘 要 本文就近年我国茶园土壤酸度的演化趋向，茶园酸化对土壤肥力及茶树生

理的影响作了较详尽的阐述牞分析了茶园土壤酸化的原因牞并针对我国具体情况提出了防

治茶园土壤酸化的改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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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钼等元素的有效度降低牞钾、钙、镁等盐基元素的

淋溶损失加剧牞从而影响茶树对它们的吸收。

牪牣牪酸化茶园土壤物理性状恶化

酸性土壤牞一般缺乏良好的物理性质牞但随着酸

性的增强牞土壤中的腐殖质多变为可溶性的腐植酸牞

易于淋失牞含量低牞又缺乏钙素牞同时由于土壤胶体

吸收了较多的氢离子牞土壤难于形成良好的团粒结

构牞粘粒的粘着性加大牞降低了土壤的透水性和通气

性。天晴结硬块牞雨后成烂泥牞茶树长势受影响。

牪牣牫酸化茶园土壤微生物区系破坏

随着土壤的酸化牞土壤中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受

到影响。由于土壤中绝大多数有益微生物都是适宜

于近中性的反应牞如硝化细菌适宜的狆犎值为牰牣牭—

牱牣牴牞氨化细菌狆犎值为牰牣牰—牱牣牭牞自生固氮菌的狆犎

值为牰牣牭—牱牣牳牞嫌气性固氮菌的狆犎值为牰牣牴—牱牣牫牞

根瘤菌的狆犎值为牰牣牰—牱牣牥牞纤维分解菌的狆犎值为

牰牣牳—牱牣牭牞随着土壤环境酸化牞上述微生物均大量减

少牞不利于有机质的矿化和氮素的固定牞同时也不利

于土壤中养分的转化。

牪牣牬土壤酸化对茶树生理作用的影响

土壤是植物根系生存的基础牞土壤的酸化将直

接对茶树根系及其吸收功能产生影响。林智等人研

究表明犤牱犦
牞当土壤狆犎值为牭牣牥—牰牣牥时牞茶树的根系

发达牞生长旺盛牷当狆犎值小于牬牣牥时牞根尖萎缩牞生

长受抑制牞此时茶树对氮、磷、钾的吸收量急剧下降牞

而对铝、锰、锌的吸收与土壤狆犎值呈负相关牞对钙的

吸收与土壤狆犎值呈显著的正相关牞对硼和钼的吸收

与土壤狆犎 值则呈二次曲线相关牞在狆犎牭牣牥—牰牣牥

时，吸收量最多。因而，土壤酸化对茶树地上部分，特

别是新梢的生长将产生间接影响。在狆犎牭牣牥—牰牣牥的

土壤上牞茶树发芽早牞新梢生长快牷而在狆犎牸牬牣牥的

土壤上牞茶树发芽迟缓牞新梢生长缓慢。

牫 茶园土壤酸化的原因

牫牣牨茶园土壤的自然酸化

首先是茶树自身物质循环的结果。由于茶树属

聚铝性作物牞平均含铝量在牨牭牥牥犿犵牤犽犵以上牞老叶

中的含量可达牪牥牥牥牥犿犵牤犽犵。因而在其生长过程中

每年都要从土壤深处吸收大量的活性铝。据研究
犤牳犦
牞

在茶树生长适宜的狆犎值条件下牞茶树可利用根系

分泌的有机酸及多酚类物质将土壤中的磷和铝络

合牞并呈一定克分子比的络合离子吸收。当犃犾—犘进

入到根细胞之后牞由于狆犎条件改变 牗狆犎≈牱牣牥牘牞

犃犾—犘络合物又解体牞犘大部分被送到幼嫩部分供

茶树生长所需牞而犃犾大部分进入到老叶聚积起来。

当老叶脱落后牞这些铝又重新归还到土壤牞随着茶树

生长和根系的发展牞把土壤深处的铝逐步在茶园土

壤表层聚集起来。在这个物质循环过程中牞钙、镁等

盐基物质虽也参与表层的富集过程牞但钙、镁等元素

迁移能力强牞从表层又被雨水淋洗到深处牞而铝因移

动性差牞却在土壤表层大量富集牞从而促使土壤富铝

化牞并使之不断酸化牞这就是茶园土壤发生学的特

点牞也是茶园酸化的主要原因。因此牞茶树种植时间

越长牞树冠覆盖度越大牞落叶越多牞土壤酸化就越严

重。茶园土壤自然酸化的另一个原因是由茶树根系

代谢的结果牞因茶树是“嫌钙”作物牞碳代谢过程中所

产生的多余有机酸不易用钙中和牞而是通过根系的

分泌物排除牞因此牞茶树根系所分泌的有机酸较其他

作物要高出牳倍多
犤牴犦
。我们已测得茶根分泌的有机

酸主要有草酸、柠檬酸、苹果酸等牞这些酸无疑将会

使根际土壤酸化牞方兴汉等人
犤牨牥犦用水培试验证实牞茶

根分泌物对环境的酸化是十分明显而严重的。根系

分泌物酸化土壤除有机酸外牞主要还有碳酸。因茶树

系多年生常绿作物牞根系代谢作用强烈牞而茶园土壤

耕翻条件差牞因此牞根系分泌物容易积累而酸化土

壤牞其酸化特点是由根茎处逐渐向蓬面处扩展。

牫牣牪茶园土壤的人为酸化

除上述茶树自身物质代谢导致茶园土壤酸化

外牞茶园土壤的酸化受栽培过程中人为的影响则更

大牞施肥是直接影响茶园土壤酸度的首要因素。牰牥

年代以前牞我国茶园肥料主要是农家肥、绿肥等牞茶

树所需的犖、犘、犓素主要来自于有机肥。进入牱牥年

代后牞随化肥工业的发展牞茶园肥料的主体由有机肥

转向无机肥牞化肥使用的数量逐渐增加。由于茶树是

叶用作物牞对氮肥特别嗜好牞随化学氮肥用量的增加

和施用年限的延长牞酸化明显加深
犤牬、牨牨犦

。并且不同氮

肥对茶园土壤酸化的程度不同牞以硫酸铵的酸化能

力最强。尿素虽系中性肥牞但它在土壤中很快氨化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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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又被硝化后牞也能酸化土壤牞但酸化强度大大低于

生理酸性肥料。另外牞过量的施氮引起土壤盐基元素

的吸带和淋失也是茶园酸化的另一方面原因。因此牞

长期大量偏施化学氮肥是加剧茶园土壤酸化的最根

本原因。除此之外牞茶园土壤酸化与当前茶区大气污

染、酸雨增多也有关系。据研究
犤牨牪犦
牞我国几个重酸雨

区都分布在南方的红壤地区牞受酸雨酸化的土壤面

积已达牪牥牥多万公顷。

导致茶园土壤酸化牞除上述牬种原因外可能还

有其它原因牞不同地区牞不同茶园其酸化的主要原因

不同牞因此牞为控制茶园土壤酸化牞首先必须对土壤

酸化的实质、原因进行深入研究牞有的放矢地采取改

良措施牞才能收到成效。

牬 茶园土壤酸化的控制

牬牣牨增施有机肥牞改良土壤结构牞提高土壤缓冲能力

有机肥 牞尤其是一些厩肥、堆肥和土杂肥等牞一

般都呈中性或微碱性反应牞在茶园中具有中和土壤

游离酸的作用牞并且牞各种有机肥都含有较丰富的

钙、镁、钠、钾等元素牞可以补充茶园盐基物质淋失而

造成的不足牞具有缓解土壤酸化的作用。其次牞有机

肥中的各种有机酸及其盐所形成的络合体具有很强

的缓冲能力牷此外有机肥经微生物分解后合成的腐

殖质牞可与土壤中矿质胶体结合牞形成有机—无机复

合胶体牞也能增加土壤的缓冲性能。因此牞施用有机

肥对茶园酸化有很大的缓冲作用。我国过去种茶一

向是以施有机肥为主牞因此茶园没有明显酸化就是

这个原因。据湖南省茶叶研究所通过三年的研究发

现 犤牭犦
牞只施农家有机肥的茶园牞土壤狆犎值从牭牣牭—

牭牣牪变为牭牣牴—牭牣牳呈上升趋势牞而单一施用无机化

肥的茶园牞土壤狆犎值则由牭牣牭—牭牣牪变为牬牣牱—牭牣牥

呈下降趋势。

牬牣牪改进施肥结构牞防止营养元素平衡失调

化肥可迅速改变茶园土壤养分的含量水平牞如

施肥不平衡牞会导致土壤营养元素不平衡牞容易恶化

土壤反应条件牞尤其是片面地单独长期施用酸性肥、

生理酸性肥或铵态氮肥牞都会使土壤酸化。因此牞在

茶园施肥中不能只强调施氮肥牞要氮、磷、钾及中量

元素配合施用。在肥料品种上也不能只施用某一品

种牞要使几种形态肥料交换施和轮流施。最好是根据

茶树吸肥特性和土壤特点牞实行测土配方施肥或将

几种肥料经复配后施用牞这样才能起到平衡土壤养

分和防止土壤酸化的作用。

牬牣牫适量施用白云石粉牞调整土壤狆犎值

对于已经明显酸化牞土壤狆犎值降到牬牣牥以下的

茶园牞应采取化学改良措施进行调整。根据国内外的

实践经验犤牨牫－牨牭犦
牞施用石灰虽可矫正狆犎值牞但对茶叶

的增产和提质作用不很明显牞若施用不当牞还会产生

不利影响。而采用白云石粉牗犕犵犆犗牫＋犆犪犆犗牫牘效果

较好牞对于长期施铵态氮肥而引起缺镁的茶园牗有效

镁在牳犿犵牤牨牥牥犵土牘牞施用白云石粉则有更好的效

果。白云石粉的用量建议按牥牣牨个代换酸来计算牞生

产上一般的做法是每公顷施牪牪牭犽犵过牨牥牥目的白云

石粉牞在秋冬季与基肥掺合施用牞每年一次牞或隔二

三年施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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