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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和作物生育的关系 

 

 

土壤是由地球表面的岩石层风化后破碎成的粗粒状原生矿物和原生矿物再经过风化、变

质作用形成的微细的粘土矿物（次生矿物）为主要成分，加上生物遗体等粗大有机物和微生物

活动所生成的腐殖质等组成的堆积在地球表面的疏松状堆积物。 

地球的自然环境由地壳表面的岩石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和土壤圈所构成。土壤圈将

其他四个圈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构成了自然界的生态系和物质循环的基盘。 

当社会发展进入到农耕社会后，土壤（土地）就成为了农业生产的基盘。粮食作为人类生

存的先决条件，土壤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农作物的生长和收获量，直接控制着人口的增长和

间接决定了文明的发展。在历史上，所有的古代文明都是建立在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淡水资源

基础上的，而文明的衰落则多起因于人口膨胀、森林砍伐、过度放牧等使得土壤资源过度耗竭、

生态系统受到破坏、粮食生产受阻，造成了食物短缺，最终引起战争或内战，其结果导致了文

明的倒退或破坏。 

即使到了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使得不用土壤的水耕栽培成为可能，出现了可以完全

不需要土壤就能够进行作物栽培和收获的植物工厂。但是，从生产成本，能够栽培的作物种类

和收获量来说，工厂化的农业仍然比不上传统的依靠土地的农业，土壤仍旧是农业生产必不可

缺的重要基盘。 

光线、温度、空气（二氧化碳和氧气）、水分、养分是植物生长的 5 种基本必须条件。土

壤并不列于植物生长的必须条件之中。但是，除水生植物外，土壤在植物生长中起着图 1 所示

的重要作用。 

 

            图 1. 土壤在植物生长中所起到的作用 

 

1. 稳定和支撑植物生长  

植物的根系只有伸入土壤中并紧紧抓住了土壤，靠土壤来稳定自身之后才能保证地上部

枝干能够直立生长。换句话说，没有土壤，植物就无法保持自身的安定。植物的地上部高度和

枝叶冠幅与土壤中的根系深度和伸展范围成正比。根系发育的良否，根的伸展范围（深度和广

度）主要与土壤的物理性质有关，特别是土壤硬度和土壤容重（土壤密度）对根系的发育有很

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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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储存和供给养分 

植物生长所需的 16 种元素中，除了碳和部分的氧是通过光合作用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获得外，其他的元素都需要依靠植物的根系从土壤中进行吸收后才进入植物体内。植物根系所

吸收的元素原来就是作为养分存在于土壤中的。通过施肥投入到土壤中的养分也是先被储存

在土壤里，然后缓慢地释放出来被植物吸收利用。土壤的养分储备能力与土壤类型、土壤胶体

的多少、腐殖质的数量等土壤物理性质以及化学性质有关，特别是土壤 CEC（阳离子交换能

力）对养分的储备能力影响很大。 

 

3. 储留和涵养水分  

土壤具有多孔结构，当被液体浸泡时，它会吸收该液体来置换土壤间隙中的空气并保留下

来。由于土壤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和保水能力，因此可以吸收降下的雨水，储存在土壤空隙中，

多余的水分则会渗透到地下成为地下水，从而抑制地表水流。而当土壤水分不足时，地下水亦

可因毛细作用而沿着土壤间隙上升到耕作土层来补充土壤水分供植物吸收。此外，土壤中所储

存的水分不仅可以供植物生长需要，而且还会因外界气象条件而进行蒸发，从而使土壤以及临

近地表大气层的温度和湿度保持在一定的稳定范围内。所以土壤具有良好的水分储存和涵养

作用。 

土壤的储水和补水能力与土壤类型、孔隙度等土壤物理性质有关。土壤中大空隙的存在有

助于提高透水性和通气性，而微小空隙则有利于土壤的保水性。排水性好、保水性高的土壤最

适合植物生长。也就是说，大间隙和小间隙并存，保持在一个良好的平衡状态上的就是适合植

物生长的土壤。 

 

4. 提供化学反应和生物活动的场所  

土壤中有机物的分解和无机化、土壤中各种养分的吸附固定和释放、施肥后化肥的无机养

分的溶解和电离、氮养分的氨化作用和硝化作用等化学反应都是以土壤为载体和基盘进行的。

土壤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性质直接影响着土壤中发生的所有的化学反应，而土壤微生物在这些

反应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就是因为通过在土壤中发生的各种反应，各种养分经过复杂的化学反应过程才转化为简

单的离子态而被植物吸收利用。所以，土壤生物的生存繁殖以及各种养分在土壤与植物之间的

循环都离不开土壤。 

 

5. 稳定和维持着植物生育的环境  

在地球表面的岩石圈、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的交界面上不断出现有物质循环和各种物理，

化学和生物学的性质的变化，发生着多种多样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反应。因为土壤位于这些界

面的交接面上，在各种反应中起着重要的缓冲作用。土壤的存在可以对自然界各种物质的大小

循环和物理化学性质的变化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为植物生长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土壤

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性质直接影响了植物生长环境的稳定性，特别是土壤中存在着数量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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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繁多的微生物，它们所起的作用最为重要。 

土壤构成了整个陆相生态系的基盘。在农业生产上，土壤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土壤是否

适合农作物的生长可根据土壤的物理、化学、生物性质的各个参数来进行评价。作物栽培上经

常使用的“地力”这一概念是指土壤能够提供的作物生长所需的养分和水分的能力。土壤物理性

质、化学性质、生物性质保持在一个良好的均衡状态上的土壤就可以认为是地力高、适宜农作

物生长的土壤。因此，日本农民提倡和实行的“造土养地”，其意义就在于努力将土壤改良成为

有利于农作物生长，能够高产丰收的基盘。 

从广义上讲，“造土养地”就是通过改良土壤来改善土壤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性质。图 2 表

示了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性质与地力(土壤肥力)之间的关系。 

 

        图 2. 土壤物理性质，化学性质，生物性质与地力之间的关系 

 

本节将分别解说土壤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和生物性质与作物种植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