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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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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作物产量不“邑迅速
航

,

甚至弓!起减产
,

影
“向农业生产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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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搞猜
`

址浸地
’ ,

的睁性…及其成因
,

曾在以上 9 个县市进行了稠查与观侧研究
,

找出
“
上浸

地
”
形成的基本因素

·

并拟定出合理利用和改造的方案
, 以便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

一
、 几

“
上浸地

”

形成的主耍原因及其在地形上的分布

二
, ;

霆澄霖柔篱潺鉴蒜黑梨;:)就
的一个坳陷盆地

。

合的河谷区 ( 图 l)
一
,

由于地形逐渐自四周山前丘陵

以及盆地本身成土母厦多为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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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豫西南区地形断面及土壤分布示意图

1

止
图 2 豫西南区 蓬左地构造及第四耙松散岩层沉积示意剖面图

东.6

1
.

前震旦祀及古生代的深变厦岩系 ;

.3 第四祀洪积冲积物砂砾石夹漂石 ;

~.5 第四祀湖积冲积的较粉盾粘土背砂砾石 ;

2
。

第三耙扛色岩系 ;

第四耙舫相沉积重粉盾粘土 ;

近代河流冲积的黄七状生及砂砾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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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粘重不易透水的第三记扛色土层和第 四耙黄色粘土或黄棕色粘土 ( 图 2 )
,

所以在 本 区 雨 量充

沛 (年平均降水量为 80 0一 1
,

00 0 毫米 ), 且多禅蹂雨形式集中子夏季
,

极易产生地表逗流而汇向岗

::落)蒸辫鬓澎{拭…少纽篡戴
重霍琴景鸯毒抵罗华笑粼淤“ 壤土

、

砂土等 (原始黄“ 土 ) /

现将豫西南区 ,’
一

L肩地
”

表 1
“
上浸地

”

土壤学名与俗名对照表

一一片一
…
一 _

赚梦烈夏)馨淤麟戴蒸箕献笋淤蒸德翼
二

、

上浸地的性状及其对作物的危害
“
上浸

”
土嚷的剖面性状几乎均具有上壤下粘的特征

,

表层为屑粒状桔构
,

心土为褐色的株状

粘土
,

其下为碳酸钙桔核层
,

接着郎为板拮的胶泥层
,

全剖面均有敛锰拮核
。
自上而下逐渐增多

。

这些土壤盾地过于粘重
,

桔痔坚实
,

水分下渗 困难 (表 2 )
,

造成内外排水不良
,

显得发
“
懈

” ,

千时板壤盾地过于粘重
,

桔痔坚实
,

水分下渗 困难 (表 2 )
,

造成内外排水不良
,

显得发
“
懈

” ,

千时板

极戚困难
。

“
3 所列理化分析桔果中可以看出

, “
上浸地

, ’

的有机盾含量很低
,

氮
、

磷含量也不高
,

加

之因土壤
“
上浸

”
所引起的不良水热状况致使土壤肥力居于较低的水平

。
一

粘粒发兰摧失测弓的下移
,

桔果

原来粘重的心底土的理化性盾更加恶化
。

使土壤稠节其肥力因素的能力益形降低
,

作物因缺乏良
、

好的生长环埠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
·

“
上浸

, ,

土壤从上述性沃精
、

黝
理性盾极差

,

盾地异诺粘重
,

队
后

二

似
不津而、 离状

一
一

击
.

(老 乡称为发
“
懈与

,

脱水后叉极坚硬板括
,

呈龟裂状
,

_

鲡不耐旱
,

又不耐涝
,

因此难保丰收
。

一

士留上浸
”
后

,

麟
物的危害性因土壤不同而有异

,

一般靓
“
黄懈土

, ,

厂黄粘土
, , 、 “ 白膳廿二, , 、

州黑士
, ’

等减产最重 ; 而
“
耗粘土

, ` 、 “
黄粘土

” 、 “
可石士

’

仪
“
黄胶土

, ’

减产较罄
。 “
上浸

”

多发生在降雨

集中的 7 丫 8 两个月里
。

一

如棉花拯上浸后
,

花蕾与成给容易脱落 ;烟草遭受
“
上浸

, ,

易发生黑胜病
,

造

成枯死 ;芝麻花期
“
上浸

, ,

lnJ 枝叶萎黄
,

严重者颗粒不收 ;大豆苗期
“
上浸

, , ,

根部腐烂
,

萎黄死 亡
,

若
中后期

“
上浸

, 1 ,

下部叶子脱落
,

娜高桔实少 ;玉米苗期
“
上浸

” ,

; 天变扛
,

10 夭变黄
,

生长萎精
,

植

株矮小
,

形成大量空秆
。

据清坊尚稠查
,

一般作物遭受
“
上浸

” 后
,

可减产 3一斗成
,

严重者可达 8 0 外
一 -

·

以上
。 “ 上浸

”
对作物危害的媲律刻是

: 小苗受害重
,

大苗受害蚁 ;从作物受害程度来看
。

烟草
、

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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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重
,

玉米
、

大互 lnJ 较袒 ; 就降雨弦度及
“
上浸

” 时朗来靓
,

大雨暴雨
, “
上浸

”
时简长受炎即重

,

中

雨或
“
上浸

” 时筒短
,

刻受炎鲤
。

“
上浸地

” 危害作物的即
是

一

:
第一

, “
上浸

” 后的生壤水分含量过多
,

通气不良
,

好气性枷菌活

动受到抑制
,

根部缺氧而使作物窒息
。

第二
, “
上浸

, ’

后
,

士体膨胀
,

干旱时
,

士休激烈坡撇拜龟裂
,

使根系班受折断或受伤
。

第三丈
`

上浸
”
后

,

由于长期积水
,

而加剧嫌气性耙菌的活动
,

产生部多有

毒物盾
,

影响根剩吸收养分
。

第四
,

土壤握过侧浸水冲刷
、

有机盾减少
,

肥力降低
,

桔果产量不能稳

定
,

特别是本区的主要作物
,

如棉花
、

芝麻
、

大豆
、

烟叶等受害最大
,

严重地威胁着农业生产
。

因此
,

丫上浸地
, ,

必须积极地采取有效措施
,

因地制宜进行改良护

三
、

一

仃上浸地
, ’

土壤的改良与利用

在党的大办农业
、

大办粮食的方斜指导下
,

迅速彻底改造
“
上浸地

” ,

使低产变高产
,

稳定作物
产量

,

是本区农业生产的重要任务
。 “ 上澄地

”

的改良方法很多
,

但首要任务是
:

通过 l非水制止土屡

灯
`

上浸
”
现象

,

并桔合其他农业措施
,

彻底改变
“
上浸

”
土壤的理化性状

,

根据当地拿众的耙习爹
,
现

将改良
“
上浸地

, ,

行之有效的办法和握输
,

粽合归柳如下犷 一

哪冰
、

撤墒是制止
`

飞清
” 的有效措施

: -
-

一

小墩
、

伏土墩耕作法
。 “
上侵地

, ,

在耕作技术上应改大墩为小哇 (小墩 )
,

改平墩为伏墩
。

将书{

地划分为 2
.

,一 3 丈竟咖姚每墩自娜
开整

,

使地面衅配形
,

不墩两雌
有墒瓦 便于排水

,

城督
`

上浸
” 。

此法筒单易行
,

收效大
,

一般能提高产量 3 0一翎拓
,

可大面积推广
。

埂栽耕作法
。 “
上浸地

”
栽培作物时

·

应改平栽为埂栽
。

将耕地分作 件一 , 犁为一埂
,

埂宽为

2一 .2 。 尺
,

埂沟竟 0
.

卜
0

.

8 尺
。 最适宜栽培棉花

、

扛薯
、

玉米等
。

此法虽较上法为好
,

但费劳力
,

在
了

补 ~

劳力补可的情况下可广泛应用
。

未撤

_
_

_

撤卿卜水汰 撤墒是
“

妮
”
地区雨季防汾最有效的措施杏

,

黝在子将过多的水排走
·

芍故墒前应先整地
、

挖墒拘
,

沟底 1 尺居氰
、

沟面 1
.

2一 1乃 尺览
,

深 0
,

7一 0
.

8 尺
,

拘简距
一

30 尺
。

次数应武雨季的上浸情况而定
,

~ 般 2一 3 次
,

及时将水排出
,

收效显著
。

如唐河桐寨铺
,

藏豆
墒 了次

,

glJ 亩产 , 60 斤
,

末撤墒者仅亩产 `。斤
。
芝庇撤墒 “ 次

,

亩产 1二乒
,

杀撤埔者亩产仅有

卯一 60 斤
。

-
- -

-

’

修筑台田法
。

将
“
上浸地

, ’

四面挖沟
,

沟冤 , 尺
,

深 2
、

尺
,

雨水可顺沟排走
,

诚少
. `

上浸
, ’ 。

据方
,

域具竹园贰舫桔果
,

收效良好
。

例如改台田的棉花
,

亩产 68
·

7 斤
,

未改者亩产仅有 29 斤
。

挖排水沟法
。

据方城县握盼
,

每 3 丈竟顺坡挖一排水沟
,

深 2 尺
,

上竟 2万一 3 尺
,

底览仑 尺
,

效良好
。
据邓具握输

,

每 6 0 0 亩一方
,

触横挖渠
,

沟水三更接支流排走
,

收效显氰 如改良前
,

速阴

3一斗天
,

放暗后 3一 4 天人方能下地
,

亩产皮拐仅 n 厅 ; 政良后
,

诬阴雨 6一 7大
,

只需放睛 2

日
,

郎可入地
,

且皮棉亩产为 22
.

: 斤
。 “

,

.de2 犷上黝
”
的理化朴阶

深翻土地法
。

深翻的 目的在于改善土壤物弩隆厦
,

稠和水分与空气的矛盾
,

促进士壤熟化
,

高士壤肥力
。

促进作物根系向深处发展
,

扩大营养范围
。

深翻办法一般是
:
熟士在上

,

不乱土层
。

井
赫合滦翻

,

分层施肥
,

其耕翻深度以不见碳酸钙桔核层为原别
。

根据本区翠众握脸 : 夏
、

多两季休
阴的地块

,

可进行打乱土层的滦翻
,

翘过一冬一夏变化
,

始能有效
,

否别不能打乱土层
。

在条件不

翻
’

的地方
·

可逐
枷

深耕作民每次加深的深度以
。一 7 厘米为宜

。
卜

麟吴淤星蒸澡羁翼蒸苦燕嚣攫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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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底肥
,

每亩以 3夕。 0斤为宜
,

化肥 (如硫酸致 ;过磷酸钙等 )可作追肥施用
,

但有几种
“
上浸习

’

的土

择默豁溉凳夏蹂蠢爆
一

着撰
等
秘

肥料
’

借以提 “ 地温
,

每亩施 6
,

洲 。

理
0。

性差

{灰瑟瀚巍蠢{{藻纂狱潺瓢蕊馨蕊谬幕慕珊)袅躲瓷重

箕馨燕燕绷徽矛典
霖默璨嚣忠黑

3
.

合理翰作是利用
“

上浸地
” 的有效措施

:
、

-

在一

摄掀驾鼎靡忽默警矗翼篇黑瓷篙建户
,

这种办法翘济易行
二

。

各种有效 的翰作方式
。

小麦杂粳多年翰作活合于南阳盆地的北部和中部
。

小麦
、

黑豆
、

高粱

二年三熟的翰作祛适合于盆地南部秋季易涝的黑土区
,

也就是
“
上浸

”
最严重的地区

。

小麦
、

艺麻
、

省拿掣恶瑰菜)黔鑫氮曝肾军需{:蕊籍氮喜毅货策
麦一年两熟翰作最适宜于唐

、

白河中下游的泛滥平原地区
,

因原始黄褐土盾地疏松
,

肥力较高
,

晨

适刻帛花生么也是南阳盆地中的棉花基地
。

’

实行

幂聪藻瞬器事
:尘臀找霍驾翟育坊翼霸氢擎黑聪磊霍

黑瞥翼架瓮真鬓雇寒黯礁黑咒荔黯脸篡淤翼黑露梦
黑鹭默磊孺裂黯纂髯薰翼进豁拿准黔霎揉汤臀霆掀

{鑫黑
物品种上去解决二

-

一一
`

·

根握本区气候条件和
“ 一

E浸
’ ,

士壤的特点
,

应进行选择和搭配早熟
、

迟熟
、

耐旱
、

耐捞的品种
。

蒜湍粼里踏士菜臀攀赛黑等默舞炙;睿薪盆聋蒙纂吮记
应改种耐旱

、

耐扮
、

早熟
撇

:

琳
、

谷手为解作物
,

大豆
、

高粱
、

早稻
、

一条鞭芝底
、

花叶森豆为耐

篡盟毅…纂幂泣要喜翼港杂募摄默邵:
全

竖黑嚣宾潜
时

,

应根据当地的具体条件
,

分别对待
,

必须因地制宜
,

才能在较短的时简内达勤镇期的效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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