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耕对耕层构覆和土壤持水能力豹影响

李
一

玉 山
(中国科李院西北生物土鬓研究所 )

扳两年龙 关手深耕对耕层性盾和土壤待水能力影响的研究
,

各地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
这些

研究指出
:
深耕具有降低土壤容重

,

增加孔隙率
,

增弦透水
、

屠气性能
,

提高持水能力等良好的作

用
,

从而改善了作物辑以生扮的土壤环境
,

为作物生长 lBJ 璋了优越条件乙
_

_
_

哪
9 和跳咚我们在陕西省武礴

土地区继覆进行
一

了深新对土壤环境影响的研究
·

本文仅

狄耕层构造和持水状况方面
,

根据两年黄料
,

提出几弃意觅以供大家衬渝
。

_

厂一 、
\ /

一

拼鑫撼万娜淤{
土层拮构被改善的拮果

。
.

_

敲我们首先从外部形态来比斡耕层和心土层的区别
。
耕层是长期翘受耕作

、

施肥和作物本身

棘影蒸厦惹蘑鳞逻芡
: {签笆鄂湍夔馨

i器拭矫弟淤蘸…瘾淤蒸l
二者的区别

。 、
. 、

-

通常我们把孔隙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

郎毛管撇 )孔隙和非毛管 (大 )孔隙
,

前者决定了土嚷
-

的持水能力
,

后者决定了土壤的捶气性
。

良好的耕层构造不仅具有蛟低的容重和妙高的扎隙比
,

辫狱娜徽井
左右

。
` 产

。 厂 r -

多极孔径孔隙拮构是耕层肥力的一个本置特征
,

在自然界中一切单一孔径孔隙桔构的土壤
,

`
8



表 1 耕层和非耕层的容重和孔隙粗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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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物理胜状都是不良的
,

粘重土壤具有单一微孔隙桔构
,

别睡性大大恶化
,

如映南的黄泥巴土是袒

质士壤
,

孔隙较粗
,

持水能力大大减小 ;如陕北黄棉土机械粗成适当
。

又忽过良好的耕作措施
,

具有

多种孔径的孔隙
。

深耕是改变单一孔径孔隙拮构为多极孔径孔隙桔构的重要手段
,

尤其对于改善

毕一微孔隙桔构的土壤效果最大
,

这正符合蒲城县苏坊地区晕众的滦耕握尉
。

他们凯为
,

鸡尿 J霎

卜种粘土 )此黄棉王 (粉砂壤土 )深耕效果大
,

后效长
,

武功埠土原犁底层在深耕后扎隙粗成的变

化也局〔实了这一点 (表 2 )
。

原犁底层深耕后孔隙粗成比 (非毛管孔隙与毛管孔隙之比 )由 2一 6 上

表 2 深耕改善士层 构造的作用

发 生 层 操度 (屋米) } 容 重 !总孔隙度 ( % ) 非毛管孔隙
毛管孔隙

非毛管孔隙
(% )

毛管孔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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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到 咒一 2 , 。

在这里应弦稠指出深耕对毛管孔隙值影响极小
。

这一点在后面还要敲到
。

孔隙机

成的改变溯节了土壤中固相
、

液相
、

气相三态存在的比例关系
。

使其趋向于耕层性质 (图 l)
。

.

耕层在毛管水鲍和情况 下仍拥有 7
.

1一 1`
.

2多通气孔隙丁而心土层 (
一

如图 1所示 )几乎没有通

气孔隙
,

非毛管孔隙只有 1
.

2一 2
.

8 外
。

一

即是低容

重总孔隙率很高的未耕心士层也不能克 服这种

不良性盾
。

当心土层系圣翻耕后
,

如图 I c 所示
,

通气孔隙提高到 工。一 1 : 拓
。

近似耕层特性
,

这种 浮

改善对地下水位高的低洼地区
,

以及华北平原雨 瞿
季地下水位上升时期 (距离地面豹 50 厘来左右 ) 类

都具有根大的意义
。

它使土层在毛管水鲍和的

情况下
,

仍具有一定数量的通气孔隙
,

这对作物

生育是极为必需的
。

在 田筒持水量湿度条件
一

下
,

容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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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通气孔隙也增加 5一 6 %
。

用耶琴式透气测

定器测定的青料表明
:

深耕后透气性得到显著地提高
。

图 1 毛管持水量下三态比

关于深耕后效的持擅时简
,

1 9 6 0 年我们曾去蓝田县
、

蒲城县拥有深耕传杭翘麟的地区进行稠

查
。

军众靓
“
三年一翻

” ,

又靓耕后 7
、

8 年和普通地仍不相同
。

我俏观察了从前 ( 19 , 年 )深翻的士

壤剖
.

面
,

至今仍未沉实
,

看来耕层的沉实实非 认 2 年之事
。

我们在 19 ” 年就脆地小麦收获期简斑

行测定 、获得以
一

F青料 (表 习
。 -

.



表 3 小参收瑾期土壤容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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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的食料表明
,

翘迂一季小麦生长后土壤并未发生明显的沉实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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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容重与持水能力的关系

总孔隙率心矛)
毛 管 持 水 量 饱 和 持 水 量

容 重
重量 (% ) 睿积 (% ) 重量( % ) 容积 ( % )

5 9
。

2

3曰叹79斗.

…
斗9
ēdo户飞咚斗

巴夕

。5711.46毓取钱气

…
一

…
习

!!…
1

1
;99

闷、斗7崛
一

犯叔
一

胡卯

5 7
.

1 3 7
. `

夺

3 6 4

斗斗
.

冬

O,
卫
二

·

79石
Un00OC曰
ù l

七上
·

上上上.1

.3)s9脚脚脚.351
`

.338331A.314邓绷ù.235.234.213一.q16

`

379351036319887̀5
1,ù,
“

斗斗嗒4
`
任

L注封寸we. J
.

J
.

飞
,

1 8

1
.

2 》

4多 之

阳
如

相夕即铭书书

.0再.7刀沼丹科幻4()貂打肠;…;:

肠
。

1

3 6 ` 3

3 4
.

1

3 3
。

6

3 3
_

斗

3 0 斗

2 乡 O

3口
.

3

2 8
.

2

2牛
。

7

2么 3

22
_

3

2 0
。

斗

1宕
.

2

斗6
,

0

斗3
.

6

斗7 弓
` 伊

4 6
.

三
-

科
.

8

共3
.

6

斗2
。

9

朽
.

9

斗牛
.

6

斗6
.

`

4 6
一

7
、

斗6
.

9

斗4
,

2

咚2
.

斗

斗牛
·

9

斗2
,

多

3 7 8
,

3 5 7

3 `
.

8

3奋
.

3

3 1
.

斗

5 9
.

2

5斗
, 3

5 1 5

5 2
.

斗

5 4 9

5 1
,

多

朽
.

9

斗7
·

6

咚8 0

斗了
.

9

4 3
.

7

斗7
.

斗

牛7
.

2

书
.

5

今弓
,

1

斗斗
.

1

3 3
.

石

3 7
.

叹

3 3 6

巧 8

3 3 7

60韶必721土}
,11儿

1 0



分近似的土戚土层 )中
,

容重愈低
,

单位重量的土壤保持水分愈多
,

重量百分数表示的相对持水率

愈天
。

我们比较了不同容重与毛管持水量和鲍和持水量之简的关系
。

列于表 斗。
`

尸

表 ` 食料指明
、

,

土壤的痔水力 (即以重量百分数表示的 )
,

不渝表现为毛管持水量和鲍和持水

量
,

都随容重增多而呈规律
J

胜地降低
。

一

当容重由 1
.

0上升到 1
.

7 2 时
,

毛管持水量由杨多 (重量百

分数 )下降到 18
.

2外; 鲍和持水量刻由 , .9 2多 (重量百分数 )下降到 19
.

6%
。

.

一
`

一
但是仅仅采取王述指标是不能反映土层内艳对舍水量变化的真实情况

。

为了消除不同容重

土壤中好
相对合量的不可比较性 ;采用永分容积百分数来未示就成为涯

的
。

当我们用水分容

积百分数为指标
,

此竣不同容重下的艳对含水鼻时
,

鲍和持水量仍然随容重增高而呈规律性下降
,

不过较为援和
。
但毛管持水量就不相同一容重从 .1 0 上升到 .1 5 时容积百分数表示的艳对持水量

掇有显明的变化
·

保持在 “ 丹一村
,

, 多之周
。

只有当容尊超过 1
·

, 和总孔隙度减少时 分容积百分

数表示的施对持水量才开始降低
。
图 2 中的曲授更清楚地表明了上述关系

·

一

深耕对士壤所起的作用是属于机械碎士
,

降低容重
,

以壤盾土壤为例
,

心土层容重多在 1
.

、一

持水量

.15
_

之简
,

耕后容重多在 .1 2 左右
,

很少件于 .1 叭

由容重和持水能力的关系得知
,

在这个变化范围
之 内

,

深耕不提高单位土层河的艳对含水量 (表

, )
。 一

表 3 深执对毛管持水量的影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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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容重与持水量的关系

在陕西省关中壤土地 区 田简条件下
。

很少有达到毛管持水量湿度的清况
。

雨后可以在较长时

简内达到和接近田背持水量湿度
。

深耕对田简持水量的影 响也类似上述情况 (表 `
、

7 )
。

表 6
_

攘耕 (尺 )对田周拮水量的影响
一

( 1 9弓9 年春
,

长安县)

相对含水量 (室量% )
深度 (厘般 )

艳对含水量(容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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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 、 : 可以看出
,

田简水量与毛晋持水量变化规律一样
,

艳对合水量没有明显变动
,

这是由

于毛管孔隙度没有明
触

动之故 J
一

.

- -

关于土壤紧密度与甲简持水量的关系
。

.A A, 罗杰 ( p雄
”

)教授在他的 ,’土壤水分
”
一书中引

用了 9位著者的青料
,

然后指出
,

当机械成分一致时
,

不 同容重
一

下艳对含水量几乎是一个很少变化

的常数
,

他引录了丘列莫豁夫 ( T幻 p “ 众OH
“ )的 “

水分平衡方程李
” ,

郎



表 7 深耕对田简持水量的影响

( 1 95 9 年秋
,

武功县 )

相对持水量幢量% ) 抱对持水量 (容积% )
深 {度(厘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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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指 出只有富舍腐殖质的表层才能提高艳对含水量
。

土壤颗粒恢靠自身的吸附力具有保持薄膜水的作用
一

。
孔隙依靠张力作用具有保持毛管水的

念默豁票蹂者粼添镇罗瞬翟瞬粼
,

粼粼赞狱

挤礁粼拐护撰鹭潺翼
士撰深度 ( % )

l a 2 0

者容重 土
.

斗一 1
.

又后者容重 1
.

1一 1
.

2 。

测得凋萎湿度数值
列于表 8。

·
`

,

一 表 8 容重对凋萎藻度的影响
厂

( 19 60年
,

武功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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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深耕和土壤蒸发关系

;

当容重由 .1 斗8 降低到 1
.

打 时
,

使无效水占 田简持水

量的此例 由 ”
`

斗多降低到 3 ,
.

8多
,

这是一个很大的数量
,

值
髓

祝
。

`

关子深耕防止土壤蒸发方面的材料比较少
。 , 9。。年

2 月 18 日我们在休围区内灌水后曾进行土壤湿度系就浏

定 、值到收获期 ( 6 月 5
’

日关 现将侧定始期和难多期的拮

果胳成图 3
。

在瓤定层内胳期的土壤湿度深新较浅耕高

出 2一斗多
,

尤么 2 0一知 厘米内差别更显
。

( 下搏第和真 )

10四30刊,7060卯的100

深度ǎ魔米à



为疏松
,

保水及添水性能也随之增张
。

土壤物理机械性盾则相反
,

随着有机肥料施用量的增加
,

粘

桔力及粘着力反而逐渐降低
,

耕性得到改善
,

耕作更为容易
。 ’

表 11 秋 耕 地 的 保 墒 作 用

土
_

壤 含 水 量 ( % )
翠众土壤名称

地 { 未 秋 耕 地

1 0 3

12
`

弓

1斗
.

斗

3
.

耕作 耕作是改良土壤的基本措施
,

无渝

客土或是施肥
,

都要通过合理的耕作措施
,

才能使

土壤性质得到改变
,

才能改善土壤中的水分状况
。

增强 , 襄防旱
、

保墒的能力
。

京郊农民普振认为

秋耕地对保墒好
,

根据研究桔果
,

各种士壤在表层

的 1尺土层内
,

秋耕与否的土长襄
,

合水最可相差 3一
件%

,

同时秋耕地还能防止水分剧烈蒸发 (表 1 1 )o

牛771一, .11

卜瓜一一…
土士土黄黄黄立队小

此外
,

整地好坏及;炭压与否也能影响土壤保水性
,

例如油砂土套霆地好 (地面平整
、

无诃垃 )的土

壤合水量如
。

.

晰
,

而整地不好 (地面不平整
、

有大坷垃 )的土壤舍水量为 .10 1多 ;握过成压措施的

士壤含水量为 18
·

9形
。

从以上的研究拮果征明
,

合理的耕作措施能使土壤防旱
,

保埔能力增张
,

因

而也使土壤耕性得到改善
。

、 *

淤i谧蕊辉缪
…{霸…黯翼亮雾桑粼罗落翼豫繁犷霖撇

黑囊豁粼纂群琴薰裂{监霖桨狐票暴漂蒙霎弩瓮深耕对于改善土层构造及水分状况的作用夯爵多尚题还有待于滦入研究
,

滦耕剧造的土壤环

境对养分释放
,

加 i慈;微生物活动
,
扩天根系伸展范围犷巷“有了较肯定的答案

,

但它和地上部
,

尤其是

翼薰黔怠愁黛{黑鑫篡
i

智褚{襄攀霍息舔)穿票藉
, !、 捻

崔薰麟澎赞涤蒸逻滋翼蕉靡嵘泣良好

黑器颤
方、 二

一

嘟。 持
瘾

(容积百。
)

赫对持水量 (重量百分数 )
。

前者在

容重 1
.

0一 1
.

5 范围内
,

没有明显变化
,

所以深耕不能增加艳对持水量
。

4
.

田筒持水量 (重量百
撇

)和容重的乘积几乎是一个徽
。

深耕的作用是诚低容重
,

所以也
就不能增高以容积表示的艳对持水量

。
·

’ -

.

5
淞土具有防止蒸发的作用

。
一

、
,

_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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