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墒
’

隋 与 杭 旱 保 墒

席 承 禧

春旱是北方地区农业生产的重大周题
,

常因土壤缺水
,

影 响春播作物及小麦的生长发育
。

这

种情况的发生与本区特有的 自然情况是分不开的口本区年降水量虽然在 , 0 0毫米上下
,

这种水量

可么满足作物正常生长发育的需要 ;但在季风影响下年降雨量分布很不均匀
,

60 ` 7 0 多的降雨量

都集中在夏
、

秋 ( 夕一夕月 ) 二季
,

其余月份雨量甚少
,

特别在春季降雨更少
,

旱象有时断覆延至 6

月上旬
,

而春季融雪解冻后
,

气温逐渐增高
,

蒸发 日盘加剧
,

土壤中水分大量捐失
,

旱象更会值接影

响农作物生长
。

长期以来农民的很多耕作樱质俞及措施
,

都和抗旱保墒有关
。 ’

今春由于积雪较薄
,

春雨尚未来姚
,

在解冻后旱象有发展的可能
。

正确掌握墒情
,

了解各地区旱象发展的情况
,

积极采
取抗旱保墒措施

,

对争取农业丰收
,

具有董要意义
。

土壤中有墒或者土壤中满墒
,

系指在没有灌 i既的条件下
,

土壤中有适量的水分
` ,

可以使作物正

常生长
,

据侧定袒壤土 (黄土
、

二合士 ) 为 15 一 18 关 ; 粘士为 18 一 21 多
,

这样的水分含量能保敲春

播作物拿苗
,

也适于小麦返青扳节
。

有墒的土壤
,

在春季只有表层 2`
`
, 厘米为干土层

,

而其下的

士壤仍保持适耕的墒
J

清 。
假如樱久无雨

,

又不采取防旱措施
,

任其蒸发
,

干土层会逐渐加厚至 9 厘
米以下

,

干土的合水量降至 7 % 以
一

凡甚至 : 一。拓
,

而且含水蔓也降至 1 : 外〔鲤壤士 )一 1 、 多 (拈

士 )
,

这时旱象郎已进一步发展
。

及至干土层深至 9一 1 2 厘米
,

其卞的合水量相应也降低至 1 。一

12 拓
,

就会使春播作物不能发芽出苗
。

墒情变化及旱象发展的情况是因地区不同而不同的
,

其变化因素可以受到地势高低
、

土壤盾

地
、

士层厚薄以及阴
、

阳坡等的影响
,

耕作措施以及茬 口安排也值接影响着土壤的墒情变化己

当春季来临
。

地面的积雪融化值至地表开始解冻
,

这一段时简可称为顶凌时期
,

此时融层肯

薄
,

冻层仍厚
,

基本无蒸发可言
。

气温再上升
,

士层融化逐撕力裤
、融雪及解冻水大量聚积地表

,

地

面甚为潮湿
,

通常称为返浆时期
,

此时土壤中水分达到高攀
。

及至冻层全部融化
,

上层水分与底层

水分相街接
,

蒸发渗漏同时并进
,

此时气温升高
,

春风很劳
,

蒸发大增
,

郎进入大量跑墒时期
,

因此
,

防旱保墒措施
,

应歌在这一时期前作好安排
。

此时
,

正当小麦返青
、

拔节与春播作物播种之际
,

如

防旱保墒不及时
,

即会因缺水而减产
。

根据北方地区墒情的变化
,

可概分为以
一

F三种类型
:

(功 潜水面 (地下水位埋藏深度 )竣浅的土壤
,

平原地区地下水位的深度握常保持在 2一 2
.

,米
,

潜水可以值接握由毛管作用到达地表
,

使土壤湿度逐渐增加
。

这种类型的土壤多分布在河谷平原
_

及平原中的各种草旬士类的潮士
,

翠众称夜潮土
,

都属于墒情良好的土壤
,

基本上无旱象
。

至于地

下水位更浅 ( 0
.

5一工米 )
,

土壤表层翘常保持湿消
,

表层含水量亦在 20 % 以上
,

更无旱象可言
。

一

( 2 ) 受侧面排水影响的土壤
,

主要有三种
,

清况
:
一种分布在山

_

麓末端
、
山坡低部

,

由子不断受

高地 pelJ 渗水的影响
,

土壤樱常保持湿漓 ; 另一种分布在山地背 阴坡的土壤
,

由于没有值接受到阳光

的值射
,

水分变动鞍少
,

土壤也翘常保持潮消 ;还有一种 山麓末端有水分渗出地表
,

这种土壤更是

握常湿溜
,

以王这些土壤都不易发生旱炎
。

-

( 3 ) 平原地下水位较深 (一般在 3 米或更深 )的土壤
,

毛管作用不能达到地表
,

土壤表层握常

保持一定程度的干旱状态 ;只有在降雨后
,

地表才表现出暂时的潮消
。

这种土壤多分布子平原中



高起的部位
,

以及山前高地上
。

在无雨的季节里
,

耕作措施又不及时
,

郎可发生一定程变的旱象
。

(劝 地下水位很深 ( 10 米以
一

上 )
,

基本上无地下水补抬可言
。

如黄土丘陵山前高地及由坡上

的各种土壤
。

这些土壤中的赊水量
,

主要恢靠雨雪所赊存的水分
,

而且均以毛管悬着水状态存在
。

这一类型的土壤
,

是防旱保墒的重点
,

既要防止蒸发
,

也要防止径流渗漏
,

使土壤的水分尽量地在

土壤中保蓄
一

下来
。

从防旱保墒的角度来看
。

其实并非所有的山地土壤
,

都比平原地区更为干旱 ;例如 山地阴坡水

分情况就很好
,

只有阳坡部分墒情较差
。

又如解冻较晚的山地 J
二
壤墒情也较好

,

背风坡墒情也比

迎凤 口的为好
。

土壤盾地及王层桔构与土壤墒情变化有着值接关联
。

袒壤土 (黄土
、

二合土等 )毛管现象最为

活跃
,

毛管上限可达 .2 8米
,

在有地 下水的情况下
,

大部分士壤可以通过疏松多孔的袒壤士供抬作

物生长
。

过砂过粘的出 l襄
,

都不利于毛管运行
,

如砂土以及更粗的砾盾土壤
,

毛管迟滞
,

水分上升

很少
,

植物根系只有深入深层
,

寻求水分
。

此郎一般砂地常用的蹲苗措施
。

粘土 (洼地黑土
、

胶

泥 )
,

土壤致密
,

毛管亦不活跃
,
毛管上限均只有 2 米上

一

瓦 当士壤表层干旱
,

地表形成裂隙
,

或因

整地不良
,

大士坷垃支架地表
,

也会造成大量水分逸失
,

这种立体蒸发类型
,

晕众称为
“
漏风

” ,

月马主别

在春季弦烈的干风吹动时
,

此种跑墒现象甚为可观
。

士壤中粘砂相简
,

对土壤水分运行有值接影

响
,

如华北平原大面积娜壤土中有不 同厚度的胶泥层
,

值接影响士壤水分运行
,

一般胶泥层厚在
1。厘米以

一

匕而又位于 1米以上的士层中
, 郎有限隔水分运行的效果

。

粘士层愈厚
,

其隔水能力

愈嘘
,

而在 1 米以下的士层中出现时郎可阻隔蒸发
,

又可阻隔渗漏使下渗水分在粘土层以上形成

哈时的托水层
,

而在蒸发时…又可阻隔地下水上升
,

大矢的改善了土壤的水分情况
,

郎翠众所称
_

“ 蒙

金地
”
或

“
夜潮土

” ,

都是属于
_
卜砂 下粘

、

出壤水分情况良好
、

旱涝保收的土壤
。

至于有砂砾层夹杂

于土壤中时
,

情况比较复杂
,

有的加大渗漏
,

如
.

上粘 下砂
,

上层干后形成裂艇
,

漏风漏水
,

一

而下层又

形成夫量渗漏
,

不易返潮
,

为不良的士层精构
。

但山麓一带
,

土层中夹有一层整齐的砾石层时
,

又
可形成很好的菩水土层

,

大大改善了土壤的水分状态
。

各地区查好垅清的变化
,
是防旱保埔的首要措施

,

查墒时主要看干士层的发 l民情况
,

以及干士

层以 F d 二壤中墒情的演变情况而定
。

我们可以将土壤水分概分为干
、

稍溜
、

渭
、

潮
、

湿五般
。

各艇

的舍水范围随土壤性盾而异
,

其中砂士
“
干

” 的水分为 3 多上
一

F
, “

稍澜
’ ,

为 8一10 多
, “
渭

” 为 15 多上
一

凡
`

潮
” 为 20 多上

, “
湿

”

为 2弓务上 下 ;壤土
“
干

”
为 、 务上下

, `
r

`

稍消
” 为 1。拓上下厂渊

” 为 1。外以

上
, “
潮

” 为 2 ,多以下
, “
湿

” 为 华拓以上 ; 粘士
“
干

”
为 弓一 10 多

, “
稍润

” 为 1弓多上下
, “ 消 ” 为

l 5一 2 。多左右
, “
潮

” 为 2 5 多 以上
, ,’ 湿 ” 可高达 30 一 3 5外

。

为抗旱保墒所需的水分变化
,

可多注意

由干至润之简的水分变化
。

、

抗旱保墒庄要需掌握土壤中由
一

下而上的水分运行过程
,

防旱措施
,

也是要殷法防止水分由地

表的蒸发过程
。

土壤中水分蒸发耗损过程
,

也可基本上分为三个阶段
,

而防旱保墒措施及樱脸
,

也

因这三个阶段的不 同而不 同
:

_

(l) 毛管运行阶段
:

一

士壤币毛管现象可值接至哒地表
,

水分由地表汽化蒸发
,

此种情况
, 。。地

一

「水接近地表
,

翘常有水分供应的土壤
,

如上所述的草甸土 (潮土 )类型
。

这些土壤
,

地表握常保持
潮物

,

干土层甚薄
。

也包括雨雪充沛时土生襄水分情况
,

这种墒情就北方地区来靓
,
夏末秋初

。

雨季过

后 、均有此种情况
,

此时的一切措施
。

都是为秋作小麦及来年的防旱保墒作准备工作
,

如采取秋翻

土地
,

翻后拮合耙糖
,

使地面疏松平整
,

耕作后土壤毛管被切断
,

大大有利于保墒
。

根据测定
,

秋翻

地比未秋翻地千土层似
`

下多含 3一 , 拓的水分
,

其中留茬地水分最差
,

未秋翻】地次之
,

秋翻地水分
_

良好
。
从茬口 来看

,

以玉米
、

黍子
、

小麦为好
,

谷子
、

白薯次之 ;高粱
、

棉花
、

葱茬墒情最差
。 ,

土地不平整时
,

旗压打破坷垃
,

拮合表层耙地
,

也可保墒
,

一般可提高 1一 2多 的水分
。

此法多



\在小麦地中进行
,

因耙
、

锄都起着暂时切断毛管作用
,

相对藏少蒸发
。

早春顶凌耙地
,

也是为防止

融泳水蒸发的有效措施
。

增加地表复盖
一

也是防止水分蒸发的措施之一
,

如北京地区小麦地盖蒙头粪
,

同样也有
,

这种意

又
,

又如西北更干旱地区的地表铺砂盖石
,

也是起防止蒸发的作用
。

由此可兑
,

耕
、

耙
、

锄都具有同一效用
,

郎切断毛管
,

防止蒸发
,

此种措施只有在土壤含水情况
、

良好
、

毛管活跃的情况
一

F比敛活宜
。

-

( 2 ) 毛管及汽化粽合阶段
:
蒸发撇覆进行

,

干士层加厚
,

由毛管运行而来的水分
,

不能到达地

表
。
只有在于土层以

一

下的一定深度里
,

郎行汽化
,

汽态水忽由午士层加以蒸发
,

这时水分运行情况

就比鞍复杂
,

既有毛管也有汽态蒸发
,

表土于层可以降低或增加土壤蒸发过程
,

如整地质量不好
,

大土坷垃支架地表
,

郎大量
“
漏风

” ,

形成水分逸失
,

使干土层日觅加厚 ;如表层有蓬松的士层
,

好似

土慕复盖地表
,

既不走风
`

透风
,

又能加弦毛管作用
,

使底层水分援援地向上移动
。

因此
,

水分逸失

还是保蓄与耕作整地的盾量有关
,

是防旱保墒的重点阶段
。

比较有效的措施与上述阶段有时可以相反
,

不是采取耕翻松土措施
,

而是耕翻拮合雏压
,

这样

会把干土层翻入
一

卞层
,

形成消一千一消的水分排列
,

如此会很快地将翻上来的潮渭土层
,

由于得不

到底层水分供拾
,

很快被蒸发掉
,

大大不利于保墒
。

这是春耕不能过深或次数不能过多的主要原

因
。

这一阶段比较商易可行的办法
,

是跪压接墒
,

即于春耕后
,

或在秋耕土地上
,

值接以右滚敛压
,

使耕翻后的松土层在其表层形成一层略较坚实的土层
。

这种措施的效果一则可使大土 坷垃被压

实
,

不至诬气透风
,

二刻可加孩毛管作用
,

将更深土层中的水分上引
,

使坷垃潮消
,

因此也有
“
借

, ,

墒

之靛
、

。

据测定当爽压可提高 1一 2拓 的水分
,

喊低 地表水分蒸发 : 拨压裕合盖地 (糖地 )
,

使压实后的

表土层 j又形成薄层平整而略较疏松的土层
。

更有利于保蓄土壤水分
。

_

、

( 3 ) 薄膜水阶段
: 当表层 (耕作层 )土壤水分降低至一定深度后

,

因干土层加厚
,

合水量大大

降低
,

水分降低至 夕多 (铿壤土 ) 一 9多 (粘土 ) 以下
,

有时降至 2一 , 多
,

这时的水分情况已不能满

足作物正常生长发育的需要
,

这时的措施一般采用浅耕深播法
。

将耕层放浅
,

划开犁沟
,

值接将种

子播入稍渊的士层 中
,

再拮合拔庄保墒
,

也可保苗
。

在采用浅耕深播时
,

以潮湿的腐熟肥料复籽
,

也可促迸种子发芽
,

有时可采用值接将种子播入干土层中等雨发芽
。

这种措施一般适合于土层蛟

薄
、

极为于
一

旱的山坡土壤
,

寄子播种祛也是采用顶凌播种
,

当融冰后借融冰返浆潮消使种子立郎发

芽
。

但寄子播种法要看士壤墒情而定
,

如千土层以 下仍有稍消土层 (含水量 1 0 多左右 )
,

这样的墒

情会使种子发井
,

而又会使发茅的小苗很快干括
,

反而不易保苗
。

以上是根据墒情变化白勺不同可采取松土保墒
,

也可采用旗压
,

还可采用旗压与松土相拮合的

保墒措施
,

这都要看当时的土壤墒情变化而具体应用
。

今年入春以来
,

北方几省相撇干旱
,

去年夏秋雨量本来缺少
,

即使平原地区
,

据犯京朝阳 区的

实例
,

在 1 米以下的土层中
,

反校 斗。一 10 0 厘米简的水分舍量为少
,

靛明土壤底层水分拧量较往年

少
,

底墒不足
,

这是肯定的事实
。

现在正是开始解冻的时期
,

今年气温回升斡早
,

蒸发会大大增加
,

如再不降透雨
,

旱象仍有发展趋势
,

是值得警惕并积极采取抗旱保墒措施的
。

根据墒情抢墒馆旱
,

不改农时
,

巧安排作物茬 口 ,

是力争丰收的有效措施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