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

在已握发生黄弱苗的
“
水托

`

撇上
,

施用坑士
、

尿

素
、

硫酸按都有不向程度的效果
。

坑土有
“
暴劲

, ` ,

在水

劳多的土壤上除供拾氮素外
,

对土壤还有
“
拔干

”
的作

用
,

诚少表层土壤水分
。

根外喷施尿素
,

植株可以从叶

面直接吸收肥料
,

使黄弱苗很快蒋变
。

硫酸谷为含氮

量校高的氮素肥料
,

亦有明显效果
,

尽管施用方式不

佩都能墉加植株体内含氮量 (兑表 6 )
,

氮素的士含加又

促使对磷的吸收
,

因而苗色很快褥禄
。

3
.

对蒯巴不足或者施肥不均匀以及整地不抽所产

生的黄苗
:

应龙施
“
偏心肥

, , ,

玖速效氮肥 (粪稀
、

硫酸

敛
、

尿素等 ) 的效果好
。 :最蓦六的办法是播前精耕袖

作
,

施足底肥来消灭黄弱苗
。

“
.

盐碱地上的黄弱黄
,

主要是防止盐分上升
,

在秋

末初春时
,

可用大水压盐
,

以防止盐分迅速丰升
口

中拼

耙地切断毛釉管
,

诚少水分蒸军
,
防止盐分上升

。

施用

有机肥料
,

可以增加麦苗的抗盐性
。

地表有精皮的地

区
,

可采用刮盐
、

灌水压盐等办法
,

诚鲤盐分对麦苗的
、

危害
。

蹄砂盖粪亦可减鲤盐分上升
。

在低洼过湿的盐

碱地
,

返淮豪时有积水现象
,

可挖临时排水沟
,

排除社多

的水分
。

、

5
.

适时
.

播种
,

对悄灭黄弱苗
。
培育壮苗

,

是有积极

意义的
。

华北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农蒸
: “
白露早

,

兽
露迟

,

秋分麦子正当时
” ,

、

就明了毅期播种的好处
。

如

果因为某些条件的阻制
,

不能适时播种而已趣产生黄

弱苗
,

应当加强 田筒管理
,

及早追肥
、

灌水
,

以促进渗分

蔡
,

保征冬前有足够的夔数和根系的正常发育
。

表 6 栋苗黄弱苗及加措施后体内养分含量变化

全氮 (% ) 全磷 (%) l麦
`

苗证复情况 平均叶厚度 (毫米 ) 叶脉简距离 (毫米 )

斗
门山ú /8232223。

…
闷

00000粉 苗

黄 翔 苗
、

原为黄弱苗加坑土后恢复正常

原为黄弱苗加尿素后派复正常

原为黄弱苗加硫酸敛后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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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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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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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3

0
.

2 5 0

3天后全部饭复

4天后见效征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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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19

0
.

1了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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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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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浸地分布在河南省西南部南阳地区
,

以南阳
、

邓

县
、

方城
、

唐河
、

泌阳
、

镇平
、

新野
、

内乡等县为多
,

估舒

面积钓外。 万亩
,

豹占融区总耕地面积 穷 % 似
一

E
。

由

于雨量多 (年平均雨量在 9 。。一几 00 。毫米简 )而袋中
,

夕
、
8

、
9 月份钓占年降雨量 6。 %以上

,

井咨级暴雨形式

峰下
,

过多的雨水产生地表水
、

径流水
、

土壤层简水和

侧流水等上浸水
,

使有不透水层的土壤形成上浸灿
。

_

.1t 浸地一般年产量 即一 90 斤 /亩
,
上浸程度鲤的

诚产 3 。一 40 % ,

重的诚产 7 。一 80 % ,

因此上浸地大面

积低产是熟区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重大阴题
。

在党提出

以农亚为基础
,

保靓粮
、

棉过关的今天
,

彻底改良上浸

地
,

提高作物产量
,

争取大幅度高产
,

有重大现实意义
。

土
、

稀屎土
、

鸭子泥
,

井且包括黄揭土类的黄懈土
、

黄粘

王和懈白散土鬓葬
,

归硒起来可分为黑懈土
、

黄懈土及懈

白散土三类
。

都是黄褐土 (俗称黄粘土少樱受上浸水影

响的不同发育阶段
。

黄懈土内排水不良
,

但外拼水好
,

上浸时简短
,

受上浸水的影响弱 ;黑解土所处地形部位
,

低
,

地下水位高
,

士壤内外排水不良
,

受水作用强烈 ;懈

白散七则是在侧流水作用下形成的
,

泥粒 (郎粘粒 ) 流

失
,

粉砂粒残存
,

土粒简粘着力小
,

遇水容易分散
。

上浸地心土层普湿存在坚 硬的 不遥 水层 `粘 盘

层 )
,

在频繁的干湿作用交替下
,

土壤湿胀干摊
,

形成特

有的片状和核状构造
。

部分地区土壤因俱师水带未大
量泥粒

,

使机械
二

阻成发生变化
,

大大改变了土通襄的水分
·

一
、

上浸地的特性及其成因
冬 参加工作的有河南省唐河县科委会翟凤华等 六 位 同

上浸地土壤包括脱沼泽黄褐土类的黑懈土
、

黑粘 志
。

1 7
.



和理化性贯
。

·

老 乡歌 :’o 上浸地樱时粘
, 朋后板

,

水爹

帐土水很容易分奥
·

走路不邻扮脚踏进去成个水窝

澎
·

这就是老乡对上浸地于壤性盾的生动写照
。 -

黄懈土表层椽状桔构少
,

井含有一定数量的 泥粒

(郎粘粒 )
,

下透滴雨后表层为水鲍和
,

泥粒分散成浆
,

老乡称为
“
泡浆

, , 。

如果雨水雄植塔加
,

泥浆变稀
,

顺坡

流失
,

仅残有核状土粒
,

诺乡称为
“
发懈吮

、

在黄懈土中

矛包桨和发懈两种祥程共同存在
。

而黑嚓土则主要是舰

受沼泽化作用
,

使泥粒固桔 , 形成大小示同的核状桔

构
,
、

雨后核状土粒踢充满水分
,

而核粒固籍不散
,

所认
只有发懈而无泡浆社程

。

懈自散土刚因所 处 地形 平
坦

,

沟浆为害最重
,

作物常因扎根不稳而倒伏岁 老乡称
“
土不锈根

, ’ 。 、
、

_

由上可见
,

泡浆是上浸地发育过程中的聂初阶段
,

发嘟 lRJ 是上浸地发育过程中的校严重阶段
,

并且在同
等降雨量条件下其上浸速度最快

。

根据 1夕动年大面

职观察的精果
,

三类
万

士遣退中
,

上浸最快的是黑濒士
,

其

次是懈白散土和黄懈土
。

二
、

上浸地低产的原因

上浸地中
,

土肥流失的情况十夯显著
,

永分浸亏查过

执士粒分散
,

养分揖失大
,

抑制哟湘生长
。

共低产的

原因
,

归钠起来主要有以下儿方面 :

1
.

水分过多
,

通气不尺
:

在上浸期阴
,

王壤中水分

效熟空气不足
,

黑
L

解土中产气容积只
“
挤一

6 % ; (解自

散土为 7一 8%
,

而非上浸地则为 巧一究%
,

因而强烈

的抑制作物生长
。

2
·

桔构赫
,

透水性差 : 在上浸期背
,

士壤总孔隙

度显舍减少 (表劝
,

透水困难
。

据歉输
,

凡上浸地
,

土

刻 噪
上
黝翩孔隙度

、
、

麦 2 土 谬 谁 透 性

甲甲甲赞)草落厂茸垂万燕事下衡薰轰典
土壤名称 仁

_

{一一玉兰登三互二卫
二

乞` }一
一` 兰鱼巡班玉竺一·

卜厘脚阔 到 胳 莲 {初 选 }胳 菠

瘾缸 卜州
3

一 卜
i0叫

2 ” 巨
.0 。

止二;- )件翼建掣竺迄{兰塑王兰
二竺巴宝

,

二
} O~ 洲 1习 乒

.

9 3 } 0 3 1 } 毕
,

朽 I 氏 2 3

一 ”
`

一 }
1 ,一 3

川
2书6

)
“ 1 3

}
2

·

1 ,
一

{
0

·

1研

年
。

0 9 3

0 5 9

0
`

1吕

77兹

牛
。

3

3
,

2

1 、 19

O言斗5

3
.

乃
2

.

5

O 卯
0

.

3 斗

0
.

1芬6

O G9 3

令
.

5 7

O
,

7巧

0
.

1 1

0
.

0 7 3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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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竺卫里
。
不上浸

。

表 3 喃后大缓窦层含水率 (咐与持水时商的关粟

222了
.

如如 2 6 111

222 1
.

巧巧 2 0
.

000

壤表层持水力都此较强 `表 3 )
。

上浸地土壤易泌
,

也不耐旱
一

据观测
,

早季上浸地

土壤蒸分均较梦吐浸地强烈
,

土练水分蒸发的述度快
(表 对

,

所以老乡有
“
上复地三天无雨旱了地

,

下雨七

表 4
、

土缪水分蒸狡的速度

土瑰总孔隙度 (% )
土壤名称 深度 (厘米)

上 浸 前 上 浸 后

黑 懈 土
0一 1乡

1多一 3 0

绍
`

O

斗6
`
2 9

4 4 9

斗2 6

邻牡
懈自散土

0一巧

15一 3 0

5 3
.

3 3

斗6
.

斗

, . . .
一

中, . , 卜 川̀ ,

一
一一

~ 产. .

一
、 ~ , ` , ,曰

~ 一
叶 一~ ~

一
户~ ,
一

,
- ~

一
~

一
气 , ~ -

一
.

甲 -

黄 懈 土

o一 1乡

1 5一3 0

5 3 6

斗2 3

斗多
.

2

斗3 7 少斤
壤的渗透系数皆小于非上浸地 (嵌 2 )

,
由表层向下

,
渗

进愈来愈弱
。

奴同一种白散士为例
,

上浸地懈白散土

表层渗透系数娜陆浸地小一倍
茄扛此外

,

上浸水为害作物
,

不仪在于滑加士缀含水

氮 江延长掇持水时简 :

颤后不同叹凹内哪定上
接

一

含水李 (降雨 51 毫米少的桔果歌明
,
凡上浸地雨后土

*
多卜上最地

。

天浸黄苗
, ,

的靛法
。

)

3
.

上裹养分i咸低
:

上浸地士壤在长期俺水情况下
,

嫌气性微生物活动啥强
,

产生一些毒害物康
,

妨碍作物

吸收养分
,

雀至使校部宿烂
。

同时由于侧流水将可溶

性养分带走
,

亦使土壤养分日趋贫清 (成 5)
。 、



我弓 土缓上浸前后养分合量

犷万
组

.

1劫丑注且以呈止
_

三

阴面宽
一

~ {没为 拍一知 米
,

有形成出壤肥力分布不匀和
上浸下不浸的现象

,

因此改成 巧一 20
_

米较好
。

在徐坡白散土地区
,

应挖腰墒沟
,

其目的在于截留

士续内部侧流水和地表径流 ( 图 功
,

减少土吧流失
。
目

援坡腰墒沟切面图

·

由此可晃
,

上浸地低产的原因
,

决出地表现范i注土壤

中滞水过多
,

空气不足
,

养分亦揖失很多
,

作物显露凯
J

鲜及发黄枯奏的现象
。

找川上浸地的形成及其低产的

原因
,

便可发捧人的全观能动性
,

改良斑建性质及其条

件
,

为作物创造良好的生长环境
,

从而获得丰产
。 」

厂
一

`
- ,

三
·

上
觑

的改岌
,

一

一

五浸地的改良方法很多
,

必须因地制宜
,

分别对

待
。

农完擎众在这方面有权半宫的握漩 , 植得深入毒

究
。

现将主要的改良方法分远如后 :
·

1
.

改种水稻 : 上浸址因涝炙为害
,

不能保收
,

但是

上浸地改种水稻
,

变不利为有利
,

一举两得
。

如新野县
1好夕年改种水稻 9 厂沙碱 平均亩产 ” 牛

.

` 斤
,

啥产

教果非常显奢
。

因此
,

在水利务件岌好的地方改种水

稻
,

是上浸地改 J炙利用的良好途径
。

、

2
.

大墩改小墩 :此法主耍是提高三白襄外排永能力
,

稠节士壤中水分和空气的矛盾
,

诚少土吧沐失
,

同时
-

也是实现园田化的重要措施之一 此法在本区已采用

几年
,

在农业堵产上取得一定成效
,

但是在改成伏墩

时
,

不能打乱士后妻
,

否R[J 易造成减产
.

,

其原因在改墩过

程中
,

将伏墩两侧熟土层向中筒脊部堆积
,

年复一年
,

伏墩脊部熟士层加厚
,

两侧熟士层减薄
,

因而形成土 l裹

肥力不匀
,

郎脊部高两侧际
,

作物生矢非写豁歌殊
,

平均

产量受到簌响
。

为了改正这种缺点
,

我仍建藏将墩面

改窄
,
由伏墩 1 2一巧 尺改成 `一夕

,

尺的小平墩
,

既有利

于排水灌溉
,

也符合园田化的要求
。

据目前的效果来

看
,
小平墩籽棉亩产可达 2 8 。一 3。 “ 斤

,
而大伏墩剐为

2 。。一 Z
j
。斤 /宙

。 、
一

_

3
.

陡坡筑梯田
,

摄坡触墒沟 : 老乡歌 :’
`

地无唇
,

跳死人” ,

在坡度较睫地区的黄懈土
,

由于土壤冲刷
,

耕

层浅薄
,

部分地区砂姜已握露出地表
,

因此在达些地区

应极早修筑梯田
,

防止水土流失
。

根据坡度的不同
,

梯

州的霓幅亦不一
,

随坡田面耍窄
,

援坡田面要宽
,

目前

裳
.

_ _

( 、

奥
尺 ,

图 1 艘玻股墒沟干面图

前在劳力不足的地方
,

可在陡坡挖腰墒沟
,

改顺坡耕作

为横坡耕作
,

逐渐变为梯田 `
_

-

爪修筑台田
,

深沟排水
,

小午墩种柏
,
雨后拆墒 :台

田就是四周
、

挖深沟抬高田面
,

台田面霓们 15 一 2。 米
,

可种早作省图 2儿沟深 4` 石尺
,

霓 占尺左右
,

可种水稻

台 田 切 面 图

仁困
台田

口腮
)

西李耀
稻 ,

图 2
_

台 田 平 面 图

或养焦
。

台田的目的主耍是降低地下水位
,

据南 阳

兰八队都分合田的效果来看
,

不仅解姆了上浸的危髻
,

而且土壤肥 力也法灵著提高
,

年产量可似由 久20 一 1勿

/亩提高到 800 一卜 00 。斤 /亩
。

但这种改良方法不利

机耕屏亘很费劳力
,

因此建蒸采用深沟拼水
、

小平



小 平 墩 切 面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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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刃小平墩
( 6义 7尺 )

t二〕 灌水沟
(6火 3劝 翼

挑水沟 (植稻 )仔火 6尺 )

浅排永沟 ( 01 只 8寸 )

图 3 小平壕日
兰
面图

墩种植和雨后拆埔法
。

深沟排水的目的也是为了降低

地下水位
,

加强内排水能力
,

但必须精合小乎墩种植和

雨后拆墒
,

以提高外排水能力 (图 幻
, ·

三八队 1姑。 年

部分深沟排水而未拆墒的耕地
,

仍受到不同程度的上

浸
,

所以老乡貌 : “ 有收无收
,

全看沟” 。

,
.

深耕施肥 : 深耕可叔破坏拈磐层
,

改良土壤桔

构
,

噜加土壤蓄水能力
。

但深耕在地下水位高的地区

效果不显奢
,

而对地下水位低的懈白散上
、

黄懈上则效

果蛟好
,

但黄懈土熟土层薄
,

土染哪力蛟低
,

因此深耕

必主真短;年加深
,

并且不宜翻乱出层
,

以免引起不只影

响
。

深耕时应桔合施用有机肥料
,

改良士性
,

补充上城

中的养分
。

但在地下水位高的地区
,

必须加强排水
,

方

能充分发绿肥效
。

愁巍薰该
,

但对于烟草和杠薯是不相称的
。

总面言之
,

土肥相称是可似根据人

过精耕初作
、

巧施肥和勤浇水等来达到的
。

在培育肥沃土嚷中土肥相

土壤要达到士肥既相融又相称
,

才能获得作物翠体的骨肉相称
,

求得

丰产
。 、 _

呼 参
脱翻

巴

麟
定工作体会

·

生产

竺爵蕊瓷
过 1 9乡8年晕众性土壤普查运动

,

更加使我们款款到在农材盆立基点
、

而向

研究士壤的方向和广朋有为的研究镇域
。

要使士壤科学更紧密地循合生产
,

鬓…潍藕淤缚称摧班巡)农业生产特征的大比例尺土壤图
、

肥力图
·

作物配置图和土壤培肥措施图
,

是土壤工作者值接支援

农业的一项积极任务
。

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三叛所有制
,

为开展这墉工作提供了帚好
·

件
。

我他只有坚决贯彻总拮覃众握敏
,

提高科学理希水平
,

才能从农民丰富的实践榔腑中系
:

提炼 出因地制宜的指导生产的土壤分类系兢和土壤分布图
。

因此大比例尺土壤稠查与制图的
.

不能老停留在不解决生产商题的水平上
,

必须和粱众一起深入的进行拥查研究
,

把各类士壤

内在联系和人类生产活动引起土壤肥方变化的原 因
,

都兢一集中地在我们工作中反映出来
。

这样
,

便可以克服只根据土壤某一特性 (化学的或物理的 )就作为划般
壤肥瘦等极的标准的片面性

。

孤过翠众性的土壤月巴瘦郭比
,

可以查出士壤耕种栽培的厉史
·

士壤肥瘦变化的内外原因
,

从

而更确切地从本盾上反映出各类耕作土壤之简有规律的相互联系的其同性和不 同
`

阵
八

因此星众

对土壤肥瘦躲定的粽合标准
,

无疑地
,

天大丰富和充实了制定耕作土壤分类与大比例尺制图的内

容
。

也就是视在耕 作土壤分类时
,

必须把土壤
、

作物
、

自然环境和人为活动甜因素相互依存的矛盾

杭一关系考虑进去
,

拜且把这些具有粽合概念的分类单位确切的反映在 图上
。

这对于农业生产第

、 接的镇导同志
,

在制定和掌握瘦土变肥土
、

低产变高产的农业技术措施中有很实际的使用价值
。

执样
,

具有粽合反映农亚生产特隆的土壤分类和土壤图
,

就不会是一析空文
,
而是最富有战斗

J

性的

指挥生产的有力武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