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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农村土墙型复垦宅基地土壤肥力特征
及改造利用研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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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取重庆市涪陵区农村复垦宅基地土壤为研究对象,通过对５８７３片复垦宅基地土壤的调查、采样和分

析,研究了农村土墙型复垦宅基地后土壤的基本肥力特征和特异性,并运用主成份分析法确定各土壤养分指标

权重、估算土壤肥力综合指标值(IFI),对复垦宅基地土壤肥力进行评价分级．结果表明:(１)超过７０％的复垦地

土壤直接由宅基地墙体推到、破碎、平整而成,土壤有机质缺乏,有效磷多处于中等~偏低水平;(２)复垦土壤

中速效钾含量极为丰富,最高超过２５００mg/kg,平均为３２５７mg/kg,水溶性 Na＋ ,Cl－ ,NO－
３ＧN 含量水平显著

高于普通耕作土壤;(３)复垦土壤肥力指标值变幅为０１４~０９５,平均为０５１,变异系数为２８４％,IFI均值最

高为０６４,最低为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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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地复垦是指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规划,对依法取得的利用效益不高或废

(放)弃的宅基地,复垦为耕地的行为[１]．农村建设用地(宅基地)复垦是重庆地票制度实施和运行的产

物,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建设用地与农业用地占补平衡的重大创新[１－２]．据统计,重庆市近三年

来农村宅基地复垦面积近万公顷,随着城市化进程,宅基地复垦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宅基地复垦目标

是因地制宜将其复垦到具有一定农业生产效能期望的标准状态[３]．由于区域差异,各种类型的农村宅基

地的分布、建筑构成特点、基础地质条件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因而无论在复垦技术、复垦地土壤性

质特点、复垦地质量标准、培肥利用方式上均存在极大的不同．因此,研究特定区域条件下典型特征的

农村宅基地复垦技术、复垦地土壤理化特点和改造利用措施,对保证复垦地能快速有效地投入农业利

用,确保国家１２×１０８hm２ 优质耕地红线具有重要意义．
以土墙为建筑构造主体的房屋形式,在我国南方山地、丘陵区农村老式家庭住宅中最为普遍,其墙体

采用就地取土,夯实成形．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农民已新建房屋,土墙型旧宅由于无人居住

被大量废弃,造成农村宅基地一户多宅、闲置低效利用等现象;另外,许多农民进城务工并在城镇购买了

房屋,但对户口所在地的旧宅基地仍具有使用权,资源严重浪费[４－５]．因此,合理将这部分宅基地流转对提

高土地利用效率、发展农村经济具有现实意义．将宅基地复垦就是一种有效的利用方式．与矿区复垦不同,
此类宅基地在复垦时,常将土墙破碎物作为地表复土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在水土流失严重的石灰岩区),由

于墙体长期处于特殊环境,加上人类生活活动对建筑房屋的影响,导致墙体土壤在化学性质,物质积累等

方面均有其特殊性．当这些墙体土壤复于地表后,墙体累积物对周边耕地、水环境将产生何种影响,如何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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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恢复农地土壤的特性,以及利用、改造、管理等问题均亟待解决．因此,本文选择重庆市涪陵区农村“土
墙型”复垦宅基地土壤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新复垦地现场调查和采样分析,研究土墙型复垦地土壤的基本

理化特征和部分养分的特异性,并结合主成分分析法对其养分状况进行综合评价,旨在为农村复垦宅基地

土壤质量标准、复垦地改造和合理利用及养分管理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重庆市涪陵区,位于１０６°５６′－１０７°４３′E,２９°２１′－３０°０１′N,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内地貌以丘

陵、山地为主．土壤母质由侏罗系紫色岩和三叠系石灰岩、砂岩风化物构成,主要土壤类型为紫色土、石灰

(岩)土和黄壤(表１)．
表１　重庆市涪陵区各乡镇农村宅基复垦地土壤调查采样基本情况表

乡、镇
复垦片块数

/个

复垦面积

/hm２
区域土壤母质类型 区域土壤类型

样本采集数

/个

白涛 １９４ １４５５ 石灰岩(T２) 石灰(岩)土 ５２
百胜 １８０ １２８１ 石灰岩(T２) 石灰(岩)土 ４６
大木 １０７ ６３３ 紫色岩(J２－３) 紫色土 ２６
大顺 １７８ １３６４ 紫色岩(J２－３) 紫色土 ４６
江北 ８６ ５３９ 紫色岩(J２－３) 紫色土 １９
江东 １９４ １４３７ 紫色岩(J２－３) 紫色土 ４８
礁石 １０３ ７６４ 石灰岩(T２) 石灰(岩)土 ２８

李渡 １８６ １１９２
紫色岩(J２－３)

石灰岩(T２)
紫色土

石灰(岩)土
４６

荔枝 １０６ ７７２
石灰岩(T２)、

石英砂岩(T３)
石灰(岩)土
山地黄壤

２４

蔺市 ３８７ ２６５８ 紫色岩(J２－３) 紫色土 ９３
龙潭 ３２０ ２１４９ 紫色岩(J２－３) 紫色土 ７４
罗云 ２９５ １９３７ 石灰岩(T２) 石灰(岩)土 ６４
马武 １０４６ ７６３８ 紫色岩(J２－３) 紫色土 ２１０
南沱 ２０３ １５７２ 紫色岩(J２－３) 紫色土 ５２
青羊 １６２ １０７３ 紫色岩(J２－３) 紫色土 ３９
清溪 ２７５ １６２２ 紫色岩(J２－３) 紫色土 ６４
太和 ３４６ ２４３８ 紫色岩(J２－３) 紫色土 ８３
同乐 ３０２ ２１３１ 紫色岩(J２－３) 紫色土 ６９
新妙 ３１８ ２２４８ 紫色岩(J２－３) 紫色土 ７６
义和 １９４ １４３６ 紫色岩(J２－３) 紫色土 ４８
增幅 ４０６ ２９０４ 紫色岩(J２－３) 紫色土 ９５

珍溪 ２８５ １９６４

紫色岩(J１－３)

石英砂岩(T３)

石灰岩(T２)

紫色土

山地黄壤

石灰(岩)土
６６

　　注:复垦片块数统计到２０１１年底．

重庆市涪陵区农村老式土墙型房屋多建造于上世纪２０到８０年代．由于经济落后,加上地理条件限

制,人们通常就地取材,选择周边荒山、草丛或耕地的土壤作为修建房屋的原材料．选取一块空地作为

地基,将土壤夯实形成房屋主体(墙体),顶盖以木料搭建并用瓦片覆盖,从而建成完整的住房结构．墙

体厚度约３５~４５cm,高约２５~３５m．
复垦工程措施是直接推倒房屋墙体,清除瓦砾、屋基石块等杂物,将墙体破碎、平整覆盖于地表后形

成耕地．平整后的复垦地土层厚度要求不低于４０cm,砾石含量在１０％以内,整个土层大约７０％~８０％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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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由墙体破碎物构成,小部分取自周边的荒山或草丛．从２０１１年到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全区同类型宅基地复垦

总面积已达２０００hm２,因此,这部分新增耕地是重庆乃至西南低山丘陵地区农村宅基地的典型代表．由于

墙体土壤长年缺乏翻耕利用,且作为建筑主体暴露在空气中,受不同的气候和人为因素影响,这部分土壤

的性质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目前尚不清楚．而复垦就是要将这部分土壤充分利用起来以发挥其生产效力,
因此,了解其基本特性十分必要．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样品采集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０１２年１月调查了涪陵区５８７３片农村宅基复垦地,并在马武、李渡等２２个乡镇采集

了１３６８个供试土壤样品进行测试分析．相近的４~５个复垦宅基地采集一个样品为代表,每个样品用梅花

布点法采集５个点表层土壤(０~２０cm)构成２kg左右的混合土壤样品,经风干、研磨,过２,１,０２５mm 尼

龙筛后备用．
１２２　测定方法

在室内测定土壤样品的基本化学性质,包括土壤pH(１∶１土水比,电极法)、土壤有机质(重铬酸钾容

量法－外加热法)、速效钾(NH４AC 火焰光度法)、碱解氮(氢氧化钠扩散法,不包括 NO－
３ＧN)、有效磷

(pH８５的 NaHCO３ 振荡提取,钼蓝比色法)、水溶性钠(NH４AC 火焰光度法)、水溶性氯(电极法)、硝酸

根离子(双波长紫外分光光度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复垦地土壤基本肥力特征分析

利用统计软件Excel２００７和SPSS１３０对研究区域内土壤养分数据进行常规统计分析,并与涪陵区普

通耕地土壤测定数据作对比(表２)．
从表２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可以看出,研究区复垦土壤样品中有机质和碱解氮变异程度较小,其含量相

较于普通耕作土壤含量没有十分显著的差异,有机质含量普遍较低,平均仅为９４g/kg;有效磷和速效钾

的变异程度较大,分别高达１２９％和１０８１％,有效磷含量显著低于普通耕作土壤的含量水平,平均仅为

１３８mg/kg,速效钾含量极为丰富,平均高达３２６mg/kg．
表２　复垦地与普通耕地土壤理化性质对比统计

项　目 指　　　标 变　幅 均　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复垦地(n＝１３６８) 有机质/(gkg－１) ０７~４４５ ９４ ４６ ４８９
碱解氮/(mgkg－１) ８０~１３５３ ８４７ ６４２ ７５８
有效磷/(mgkg－１) ０１~２１７ １３８ １７８ １２９
速效钾/(mgkg－１) １６７~２５００ ３２６ ３５２１ １０８１

土层厚度/cm ３５~６０ － － －
土壤质地 砂壤~重壤 － － －

土壤容质量/(gcm－３) １２~１７ － － －

普通耕地(n＝６７０) 有机质/(gkg－１) ０７~４４４ １６０ ６８ ４２５
碱解氮/(mgkg－１) ２３９~２７５ ４７４ ２７２ ５７４
有效磷/(mgkg－１) ０７~２６４ ３３９ ４３５ １２８３
速效钾/(mgkg－１) １５１~３２７ ６２５ ５０７ ８１１

土层厚度/cm ２０~ － － －
土壤质地 砂壤~中粘 － － －

土壤容质量/(gcm－３) １２~１５ － － －

　　注:普通耕地数据来源于测土配方施肥项目．

按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土壤养分分级标准(缺乏、低、较低、中等、较高、丰富),复垦地土壤(墙体

破碎物)基本养分特征表现为:有机质十分缺乏,含量在６~２０g/kg(低~较低)的样品所占比例为

７７４％;碱解氮(不包括 NO－
３ＧN)较为缺乏,平均为８４７mg/kg,３０~９０mg/kg(低~较低)之间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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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５９８％;有效磷普遍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其中５~２０mg/kg(较低~中等)间的样本数占５０１％,低于

１０mg/kg的样本占总数的６４５％;速效钾含量处于丰富(＞２００mg/kg)、较高(１５０~２００mg/kg)、中

等(１００~１５０mg/kg)、较低(５０~１００mg/kg)、低(３０~５０mg/kg)和缺乏(＜３０mg/kg)６个级别的样品

占总样品比例分别为５１６％,８０％,１７４％,１７７％,３２％和２１％．
复垦土壤pH 值分布介于４０~８５;其中,极强酸性(pH＜４５)、强酸性(４５~５５)、酸性(５５~

６５)、中性(６５~７５)和碱性(７５~８５)土壤样品分别占５４％,２７７％,１８２％,３１４％和１７３５;以微酸

性至中性居多．
在物理性能上,复垦土壤(墙体破碎物)颜色普遍泛黄、呈干燥松散、团块状;粘结性、团聚性差、保水

性能低;但土壤质地相对较好．
２２　复垦宅基地土壤养分特异性分析

与普通耕地土壤相比较,复垦地土壤中 NH＋
４ 、K＋ 表现出明显的特异性(表２),统计表明:(１)在不

包括 NO－
３ＧN的条件下,碱解氮含量与有机质相关显著性水平远低于普通耕地土壤,(R复 ＝０２２３４∗∗ ;

R常 ＝０５８５４∗∗ );碱解氮由易水解有机质中的氮和土壤无机态 NH＋
４ 构成,该结果表明复垦地土壤中

碱解氮,直接来源于无机 NH＋
４ 的比例更高,同时也表明土墙中 NH＋

４ 的累积因墙体本身受原房屋结构

位置,人类生活的不同而具有较大差异．(２)K＋ 在土墙墙体中大量累积;供试复垦地土壤中,速效 K＋

超过２５０mg/kg(南方耕地土壤速效 K＋ 上限水平)的样本占总数的４３８％,其中大于１０００mg/kg的样

本占总数的６２％．
为进一步研究土墙型宅基复垦地土壤养分的特异性,本试验从总样本中随机抽取６７个样品测定水溶

性 K＋ ,Na＋ ,Cl－ 和 NO－
３ＧN(见表３)．结果表明,由土墙破碎体为主的复垦土壤中,４种离子含量都显著高

于南方耕地土壤的常规水平;其中,以水溶性 K＋ 和Cl－ 最为突出．导致上述特异性的原因可归结于南方农

村历史上长期以秸秆为燃料[６－８],畜禽养殖及人类生活活动等．作为生活区,宅基地受人为活动影响较大,
使得房屋主体土壤性质与周边同类土壤性质具有较大差异．由于墙体土壤脱离了地表且被紧密夯实,其中

的微生物已大量死亡,使得该土壤中生物代谢过程也基本消失．人们日常生活中燃烧秸秆所释放的大量烟

尘颗粒物质附着在墙体中,经年累月形成了一层厚厚的胶状物,其 K＋ 和Cl－ 含量丰富．另外,生活垃圾以

及废弃物等都会对土壤组成成分产生影响．
表３　复垦地土壤中４种水溶离子含量的统计性描述(n＝６７)

项　　　目
复垦地土壤

变　幅 均　值

常规耕地土壤

变幅

水溶性 K＋/(mgkg－１) ４６７~２３７５ ３４５ ２０~２５０
水溶性 Na＋/(mgkg－１) １３０~１９５ ５２３ ５~２０
水溶性Cl－/(mgkg－１) ６１０~９２８ ２１９ ５~１００
NO－

３ＧN/(mgkg－１) １４~２１５ ４０２ １~３０

２３　土壤肥力评价

用于土壤综合肥力评价的方法较多,以模糊综合评价为主,在确定各肥力指标的隶属函数的基础上,
结合主观打分法、相关分析方法,主成分分析法等[９]．本文将主成分分析法与隶属函数建立相结合,以构建

综合评价模型,对１３６８个土壤样品的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和pH 这５个指标进行评价分析．
２３１　权重的确定

采用SPSS１３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使新变量成为原变量的线性组合,充分利用全部数据中包含的信

息,运用主成分的贡献率作为指标的权重值,这样得出的权重值是依据数据统计规律计算的结果,比较客

观可靠．下表为本文选取的权重指标值．
表４　各评价指标的特征根和贡献率

统计量 １ ２ ３ ４ ５

特征根 １７０ １２１ ０８８ ００７１ ００５１
贡献率/％ ３３９９ ２４０９ １７６１ １４０１ １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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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隶属度的确定

土壤性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为使所有评价指标具有可比性,需将各指标进行量纲归一化处理,计

算各指标的隶属度,结合相关学者[１０－１１]的研究结果,对宅基地复垦土壤各指标选取合适的隶属函数类型和

阈值(表５)．常见两种隶属度函数:

１)抛物线型

f(X)＝

０９(X２－X)
X２－X４

＋０１ X４ ≤X ＜X２

１０ X３ ＜X ＜X４

０９(X －X１)
X３－X１

＋０１ X１ ＜X ≤X２

０１ X ≤X１ 或X ≥X２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其中,X１ ＜X３ ＜X４ ＜X２

　　２)S型

f(X)＝

１０ X ≥X２

０９(X －X１)
X２－X１

X１ ＜X ＜X２

０１ X ≤X１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表５　各评价指标的隶属度函数类型及其阈值

指　　标 函数类型 下限X１ 上限X２ 最优下限X３ 最优上限X４

有机质/(gkg－１) S型 １０ ３０

碱解氮/(mgkg－１) ３０ １００

有效磷/(mgkg－１) ２５ １０

速效钾/(mgkg－１) ４０ １００

pH 抛物线型 ５ ７５ ５５ ７

２３３　综合评价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了一个反映土壤肥力状况的综合评价指标值IFI,其计算公式如下:

IFI＝∑
５

i＝１
WiNi

其中,Ni 和Wi 分别表示第i种评价指标的隶属度值和权重．
综合评价指标值可以比较全面的反映土壤的肥力状况,土壤肥力指标值(IFI)都在０~１０之间,值越

大,土壤肥力越高．通过对１３６８个复垦土壤样品的计算分析(表６),该指标值平均为０５０,变幅为０１４~
０９５,变异系数为２８４％,变异强度不大．

根据全国农业地力等级划分标准,将土壤肥力综合指标划分为５个等级．从整个涪陵区范围来看,大

部分复垦土壤(５０６％)处于中等水平,较高(２４３％)和较低(２１４％)水平土壤所占比例相当,土壤总体肥

力状况一般．从地区差异来看,大木和南沱土壤综合肥力指标平均值均高于其他各乡镇,分别达到０６４和

０５７,处于较高水平;李渡和荔枝土壤肥力较低,处于高和较高等级样本总数不到１０％,且综合肥力指数

平均值低于０４５．
李渡和荔枝主要是街道居民区,宅基地的砖瓦房居多,复垦土壤来源少,需要从周边荒山上取土,该

土壤养分相对贫瘠;而大木和南沱以及其他乡镇大部分为农耕区,复垦宅基地以土房为主,丰富的墙体土

壤提供了大量的复垦土壤来源,因此相较于乡镇复垦样点土壤,街道复垦样点土壤总体肥力偏低．
综合肥力指标表明,土壤养分特征存在区域性差异,主要是因为住宅区受人为活动的影响较大,建筑

房屋的年限差异,使墙体土壤受秸秆燃烧的影响时间长短不同,也是导致土壤性质个体差异的重要原因．
从土壤－植物－环境整体角度看,土壤肥力是土壤养分针对特定植物的供应能力,以及土壤养分供应植物

时环境条件的综合体现[１２],本文只针对宅基复垦地土壤的基本化学性质做了简要评价分析,关于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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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以及物理性状没有详细的探讨,得出的结论也只说明该土壤潜在的肥力状况,土地的实际生产力还受

温度、光照、水分,施肥与耕作等因素的影响．
表６　涪陵区宅基地复垦土壤肥力综合评价结果

地区

各　等　级　比　例/％
１

(IFI≥０８)
２

(０６≤IFI＜０８)
３

(０４≤IFI＜０６)
４

(０２≤IFI＜０４)
５

(IFI＜０２)

土　壤　肥　力　综　合　评　价

平均值 标准差 变 幅
变异系数

/％
全区 ２６ ２４３ ５０６ ２１４ １０ ０５１ ０１４ ０１４~０９５ ２８０
白涛 ５２ ２５６ ２９４ ３８６ １２ ０４６ ０１８ ０１４~０７３ ３９１
百胜 ２９ １１８ ５２９ ３２４ ０ ０４８ ０１４ ０２３~０８４ ２９１
大木 ７７ ６９２ １５４ ７７ ０ ０６４ ０１３ ０３２~０８２ ２０３
大顺 ２２ １５２ ３９１ ４１３ ２２ ０４７ ０１４ ０１８~０８０ ２９８
江北 ０ ３６８ ５７９ ５３ ０ ０４５ ０１０ ０２５~０６５ ２２７
江东 ２１ ２５０ ６０４ １２５ ０ ０５３ ０１３ ０２２~０８３ ２４５
礁石 ３７ ２２２ ５５６ １８５ ０ ０５４ ０１５ ０２０~０９１ ２７８
李渡 ０ ９４ ３８８ ５１８ ０ ０４３ ０１０ ０２９~０６２ ２３２
荔枝 ０ ４２ ５００ ４１７ ４２ ０４２ ０１３ ０１４~０６４ ３０９
蔺市 １１ ２２６ ５２７ １８３ ５４ ０４８ ０１５ ０１８~０８１ ３１３
龙潭 ０ ２１０ ５０６ ２５９ ２５ ０４５ ０１４ ０１６~０７７ ３１１
罗云 １３７ ２４７ ４６６ １３７ １４ ０５５ ０１７ ０１８~０８７ ３０９
马武 ３１ ２３６ ５８３ １５０ ０ ０５１ ０１５ ０１４~０９２ ２９４
南沱 １９ ５００ ３２７ １５４ ０ ０５７ ０１５ ０２１~０８５ ２６３
青羊 ０ ２８２ ５１３ ２０５ ０ ０５０ ０１５ ０２２~０７４ ３００
清溪 １６ ３２０ ４９６ １６８ ０ ０５３ ０１４ ０２３~０８５ ２６４
太和 ０９ ４０２ ４８２ ９８ ０９ ０５５ ０１３ ０１５~０９４ ２３６
同乐 １４ １３０ ５２２ ３１９ １４ ０４６ ０１２ ０１７~０８１ ２６１
新妙 ０ １４３ ５３６ ３２１ ０ ０４６ ０１２ ０２３~０７７ ２６１
义和 ０ １１３ ６２３ ２６４ ０ ０４８ ０１１ ０２９~０７３ ２２９
增幅 ３２ ９６ ４８９ ３８３ ０ ０４６ ０１４ ０２０~０９５ ３０４
珍溪 ２４ ２２９ ６１４ １３３ ０ ０５２ ０１２ ０２５~０９１ ２３１

２４　土墙型宅基复垦地土壤改造利用

如前分析,针对重庆农村土墙型宅基复垦地土壤有机质缺乏,熟化度低,水溶性 Na＋ ,Cl－ 偏高,速效

K＋ ,NO－
３ＧN含量丰富的特点,在复垦地改造利用中宜注意:① 充分利用灌溉或自然降水,排除土壤中过

量的K＋ ,Na＋ ,Cl－ 和NO－
３ＧN;② 在复垦地利用初期,以种植豆科、瓜类作物为宜,切忌直接种植烟草、桔

柑、果树、蔬菜等忌氯作物;③ 在施肥中宜以有机肥为主,适量增施磷肥;④ 增加土壤翻耕频率,结合秸

秆还土,提高土壤团聚性,改善土壤物理性质,达到土壤快速熟化、培肥的目的．

３　小结与讨论

１)重庆农村土墙型复垦宅基地表层土壤大约７０％直接由墙体破碎、平整而成;总体而言,土壤熟化程

度较低、颜色普遍泛黄、土壤干燥松散、粘结性较差、保水性差,但土壤质地相对较好;

２)复垦地土壤有机质较为缺乏,有效磷多处于中等偏低水平;

３)相较于普通耕地土壤,宅基复垦地中速效钾含量表现出极大的特异性,最大值超过２５００mg/kg,
平均达到３２５mg/kg,含量在５００~１０００mg/kg的样品占１０４％,大于１０００mg/kg的样品占６２％,土

壤中水溶性 Na＋ ,Cl－ 和 NO－
３ＧN含量较普通耕地土壤高出一倍以上;

４)综合分析表明,宅基地复垦土壤肥力指标值变幅为０１４~０９５,平均为０５１,变异系数为２８４％;
其中５０６％的样品处于中等水平,IFI均值最高为０６４,最低为０４２;

５)复垦地的改造利用宜注意防止水溶性 K＋ ,Na＋ ,Cl－ 和硝酸盐危害,接合淋洗、翻耕,增施有机肥等

措施,达到快速熟化培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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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FertilityCharacteristicsandReformingofReclaimed
SoilforEarthＧWalledRuralHomesteadin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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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otalof５８７３patchesofreclaimedhomesteadintheruralareaofFulingdistrictofChongqing
werechoseninastudy,andsoilsampleswerecollectedandanalyzedfortheirnutrientindexesforbasicfertility
andspecificity．Themethodof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wasemployedtodeterminetheweightvalueof
eachindex,andsoilfertilitywasevaluatedandclassifiedbyestimatingintegratedfertilityindex(IFI)．ThereＧ
sultsindicatedthatabout７０％ofthesoilcamedirectlyfromtheoriginalwallsofruralhomesteadwhichwere
torndown,crushedintosmallpiecesandflattenedbyengineeringmeasuresand,therefore,theorganicmatＧ
tercontentwaslowandthecontentofavailablePwasatamediumorlowlevel．ThecontentofavailableK
wasveryrich,withameanof３２５７mg/kg,andthehighestcontentwasover２５００mg/kg．Thecontentsof
watersolubleNa＋ ,Cl－ andNO－

３ＧN were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oseoftraditionaltillagesoil．TheIFI
rangedfrom０１４to０９５,averaging０５１,andthecoefficientvariationwas２８４％,thehighestmeanIFI
valuewas０６４andthelowestwas０４２．
Keywords:homestead;reclamation;soilfertility;Re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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