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灰后酸度提高到 p H 6
.

6的情况下
,

各级细度对晚大豆的影响 (表 5 )也表现 了和早大豆

的试验结果一致的趋势
。

说明在上述酸度变幅内施用石灰
,

并不象一般想象的那样
,

会降

低钙镁磷肥肥效
,

而且对吸收磷的总量
_

L也没有表现 出显著影响
。

表 5 亦可看出
,

在不施

磷和过磷酸钙的处理中
,

不论是否施用石灰
,

p H 均有明显降低
,

但施用石灰的情况下
,

钙

镁磷肥各级细度处理之间的土壤 p H 变化很小
,

仍在 6
.

3一 6
.

5 之间
,

这表明微酸性的土

壤环境并不影响不同细度的钙镁磷肥的肥效
。

后效试验中 (表 6 )
,

在荞麦的产量和吸收磷量上
,

最细的一级与粗的比较似乎略有

降低的趋势
。

两种粗的在吸磷总量上虽然只有对照 (施过两季磷 )的 70 %左右
,

但在产量

上与对照比较没有明显差异
。

这表明残余的磷素供应能力基本上可以满足荞麦生育的需

要
。

速效磷的测定 (表 4) 表明
,

从 50 一70 目到 < 3 00 目为止
,

收获后土壤中提取出的磷量随

细度增加而降低
,

这说明
,

如果钙镁磷肥的颗粒太细
,

由于和土壤作用的结果
,

反而会影

响其后效
。

这与田间的后效反应也是吻合的
。

三
、

结 语

上述试验结果说明
:

钙镁磷肥的粒度在 20 一 70 目到 < 3 00 目的范围内
,

在红壤上对各

供试作物的肥效没有显著不同
。

这一情况
,

似乎可以说钙镁磷肥的粒径增加到 70 目左右
,

不致对肥效产生不 良影响
。

;

当然
,

确定生产钙镁磷肥的合宜细度
,

还与其他一些因素有关
,

这里是仅就肥效这一

个角度来讲的
。

参 考 文 献

〔 l 〕 蒋柏藩
,

化学工业
,

16
,

3 1一3 1 , 19 6 4 .

〔2 〕 曹翠玉等
,

土壤
, 2 , 25一 19 , 10 6 2

.

〔 3〕 山东农学院
,

山东农 业科学学术论文 选编 ( 土壤肥料部份 )
, 6 9一 7 6 , ] 9 6 3

.

〔 4〕 中川 正男 (何熙 曾译 )
,

熔成钙镁磷肥的制 造及其肥 效的研究
。

农 业 出版社 19 6 5
.

〔5 〕 蒋柏藩等
,

土壤学报
, 1 1 ( 4 )

, 3 6 1一 3 6 9 , 19 6 3
。

〔 6〕 将 如坤等
,

土壤学报
, ] 3 ( 2 )

, l 二2一 16 0
, ] 9 6 5

.

孟庄土壤砂板的危害和改良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孟庄 点

徐州铜山县张集公社孟庄 大队
,

地处黄泛平原
,

土质砂板
,

不利种植水稻
,

有碍
“

旱改

水
”

的正常发展
。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

曾在孟庄大队进行了两年的试验 ( 19 71 一 1 9 7 2 )
,

初

步获得一些成果
,

但时间短促
,

研究不够深入
,

还没有彻底解决砂板的危害
。

现将初步结
果汇总于后

,

并请批评指正
。



一
、

土壤砂板的原因和危害

J

徐淮平原本是浅水海湾
,

后为沂沐两河从沂蒙山区携来泥砂淤积
,

形成 平原
。

公元

1 194 一 1 8 5 5 年黄河夺淮
,

在这个地区泛滥漫流
,

原有的沉积物
_

L又堆积黄泛沉积物
,

沉积

物总厚度约 80 一 20 0 米
,

黄河沉积不超过 20 米
.

黄河挟带大量泥砂
,

当其流经平原时因

流速流向的变异
,

沉积时进行一系列的分选作用
,

在不同地段
_

L形成各种粗细不 同的土

坡
,

而在黄河附近则多分布砂质土壤
。

张集公社孟庄大队的土壤
,

质地都很轻
,

属紧砂土

和砂壤土
,

土壤颗粒集 中在 细 砂 ( 0
.

25 一 0
.

05 毫米 )和粗粉砂 ( 。
.

肠一 0
.

。了毫米 )两级

(见表 1 )
。

表 1 孟庄大队土壤 (表土 )的机械分析

号
’

地
机 械 组 成 (粒径

,

毫米 )

。
。 砂丁缅一砂

,
粗 粉 砂 粉 砂 细 粉 砂

码 ),’元
1一 O

。

2 5 0
. 2 5一 0

.

0 5 0
.

0 5一 0
.

0 1 0
。

0 1一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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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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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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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砂质土坡遇水分散后极易板结
。

土壤悬浊在水中将产生沉积作用
,

按顺粒的

大小陆续向下沉降
,

粗的先降
,

细的后降而填在表层砂粒之间
,

形成坚硬的板结层
。

根据

群众的经验
,

砂地水耕后如不及时插秧
,

就会产生板结
。

所以
,

一般都是早耕早耙
,

放水后

及时插秧
。

土壤板结不仅拔秧
、

插秧困难
,

还影响稻苗的生长
。

因此
,

苗期切忌田里断水
,

以兔地表紧实
,

妨碍幼苗生长
。

据田间试验结早
,

板结土壤改善后
,

每穴水稻的发棵数由

夕3



1 0株 (对照 ) 增至 n一15
.

8株
,

稻根干重由 29 克 (对照 )增至 38 一56 克 (十穴根重 )
,

施用

结构改良剂 (聚乙烯醇
,

用量按土计算为 。
.

05 % )每穴水稻发棵数可增至 18 株
,

稻根干重

可增至 吐4克 (表 4 )
。

土城板结是一种不良的结构性质
,

也是一种恶劣的土壤肥力指标
。

但是这种土壤的

肥力水平不高
,

还另有一个限制因素
,

就是土壤太
“

砂
” 。

土壤过砂
,

漏水漏肥
,

化学氮肥的

利用率很低
。

孟庄大队追施化肥每次用量都不能过少
,

否则肥效不显著
。

在砂土上很难

施行
“

少吃多餐
”

的施肥方法
,

而一般高产田块都是以绿肥作为基肥或追肥
,

充分说明这种

土壤既缺肥又漏肥
,

成为限制农业增产的重要因素
,

而绿肥掩青在保肥供肥方面有其特殊

的优越性
。

根据孟庄大队部分土壤的分析结果 (表 2 )
,

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及氮素含量都太低
,

20 个样品中有机质含量小于 0
.

3 % 的有 20 %
, 0

.

3一 0
.

5% 的有 55 %
, 0

.

5一0
.

7 % 的有

10 %
,

0
.

7一0
.

9% 的只有 15 %
,

全氮量小于 0
.

02 % 的有 25 %
, 0

.

02 一。
.

04 %的有60 %
,

0
.

04 一。
.

06 % 只 15 %
。

由此可以看出孟庄大队的土壤有机质和氮的含量都很低
,

一般分

别在 0
.

3一 0
.

5% 及 0
.

02 一 0
.

04 %
。

但是从表里也可 以看出
,

有机质和氮的含量水平是

可以提高的
,

作物增产的潜力还很大
。

表 2 孟 庄 土 壤 的 有 机 质 和 氮 素 含 t

地 点 有 机 质 % } 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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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秸秆还田和绿肥翻压

要在砂土地区推行旱改水
,

迅速提高水稻产量
,

必须克服
“

砂
”

和
“

板
”

的问题
。

大家都

知道
,

无论是改善土壤结构性或者是提高土壤 中的氮素含量
,

施加有机物质是一个良好途

径
。

但是
,

施用那种有机物质
,

如何施法
,

才符合这个地区的要求
,

解决
“

砂板
”

的问题
,

则

须进行一些试验研究
。

2 落



经过两年来的试验
,

秸秆还田和绿肥翻压都有改善板结的作用
。

19 7 1年的试验 (表3)

表明
,

施用麦糠或麦糠和紫穗槐叶或青草和紫穗槐叶都可以使土壤迅速发暄变软
。

1 9 7 2

年的试验 (表 4 )表明
,

稻草还 田和绿肥翻压都可以使板结土壤发暄变软
,

其中腐烂稻草还

田的效果比生稻草还 田的要大
,

混翻若子和大麦草的比单翻若子的效果更为显著
。

表 3 1 9 7 1 年土壤板结改良试验 (孟庄大队 )

一

笼
’

一
” ” ’ 11 ’

5’’ 一
’

{ 涵
.

墓霭蕃异如 }
一

王, 板结情丽
一 ~

耳而疏孔
{
丽两录漏

’
一

1’’’’’ 菇丙
’

巍 e’’’
第三生产队 (小区 试验

,

每区 占地二分 )

一一
一

.任ō了n八

一月|、
l

!
一

混施 麦糠和紫秘槐叶

单施麦稼

单施紫德槐叶

单施稻草

单施土杂肥 ( 对照 )

各 1 5 0 0

1 5 0 0

1 5 0 0

15 0 0

3 0 0 0

很 松 软

松 软

未 松 软

未 松 软

板 结

{ 厂

第 四生产 队( 小区试 验
,

每区占地二分 )

i昆施青草和紫德槐叶

混施麦糠和紫移槐叶

馄施麦秆和紫穗愧叶

对照

一赢一一 很 松 软

各 50 “ } 很 松 软

一

刃一 石
-
一…一

4
。

1

各 5 0 0 未 松 软

板 结 ::;

8 3
。

6

7 8
。

8

7 5
。

了

7 4
。

5

翻压绿肥 比较 (大 田比较 )

翻压绿 肥三年 (一 队 )

没有种过绿肥 ( 二 队 )

8 9
。

5

7 3
。

6

结构 系数 二
10 0

< 1协 % (团聚分析 )
一

又1 江承
~

机丽弓犷薪下
X 1 0 0

微团聚体 = < 1卜 % `机城分析 ) 一 ( 1林 % (团聚 分析 )

%氮

。 ,

}
{

表 4

施 用

1 9 7 2年土壤板结改良试验 (孟庄三队
,

春稻农垦 5 7)

甩 1土壤板结 发棵情 况

( 每亩斤数 ) 一状 况

有机质

%
碳佩 比

( 每穴棵 数 )

根系 爪 产 !欣
( 侮 10穴根

千爪
.

克 )
’
斤 l/ 汀

增产 率

Oō勺ùnUSùbQ甘,曰̀任
J住̀性JnJJ工从曰乃̀d通福丽章;益而采

一

下
一几赢一汤而霸协生稻草还 ,̀ ,半 ’ 5 0 0

1松 软 1
”

·

7 0

混施菩子 和大麦草 各 ’ 50 ” …松 软 { ” .6 ,

单施若子

麦秆还 田

对照

单施紫称槐叶

施聚 乙 稀醉

15 0 0

15 0 0

15 0 0

稍松 软

稍松 软

板 结

稍松软

每̀百 斤土用 0
·

05斤一坷拉多孔…

0
。

4 9

0
。

40

0
。

4 0

0
。

3 6

0
。

6 8

0
。

0 2 7

0
。

0 3 8

0
。
0 3 3

0
。
0 2 7

0 2 3

0 2 8

8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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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0
。

7

10
。

5

1 0
。

1

8
。

3

4
。

5 (? )

1 5
。

4

1 4
。

0

1 5
。

8

1 2
。

8

11
。

2

10
。

0

1 9
。

0

1 8
。

0

8 5 8

8 5 7

S G I

8 14

7 6 7

7 1 1

1 15 5

10 19

2 0
。

7

2 0
。

5

2 1
。

1

14
。

4

7
。

8

0
。
0 46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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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有一定数最的有机氮肥
,

计每亩施用骡马粪 3 00 斤
,

大粪千 3 00 斤
,

每项处理 用地二分
,

产最折

合为斤 /亩
。

小 区试验
,

每区 占地二分
。

枯秆还 田和绿肥翻压都可以改 良砂土的板结
,

但其作用机制还未彻底了解
。

从团聚

体和微团聚体的分析结果来看
,

秸秆还田和绿肥翻压对团聚土壤的作用并不显著
,

大于

。
.

25 毫米的水稳性团聚体几乎是没有
,

< 0
.

25 到 > 。
.

0 01 毫米的 微团 聚体虽然有所增

加
,

但其量甚微 (表 3 )
。

本来绿肥和桔秆都有团聚土粒的作用
,

可能是因为孟庄土壤过

砂
,

粘粒含量太少
,

只 3一 7写
,

所以很难形成团聚体
。

2 5



培育土壤的显微镜观察
,

很清楚地说明腐烂和半腐烂的麦糠
、

紫穗槐叶产物可以在土

壤中起支架作用
,

使土壤疏松
,

并形成一些孔穴
;
青草易于腐烂

,

留存的孔隙较少
,

但土壤

较为疏松
。

对照则仍十分板结
。

从土壤发暄的角度出发
,

麦糠改良板结的效果较快
,

主要是物理作用
,

土色没有变黑
。

稻草回田要有氮肥配合
,

维持一定碳氮比
。

从土壤变松软的情况来看
,

腐烂稻草比稻草直

接回田的效果要好
,

麦秆难于腐烂
,

效果不如稻草
。

单纯豆科绿肥掩青对改良土壤板结的

效果不大
,

单施若子并未使土壤发暄
,

但与禾本科草一起掩青
,

土壤变软
,

色亦变黑
。

同属

豆科绿肥
,

紫穗槐叶改良土壤板结的效果比若子大
。

绿肥不仅可以改良一般的砂土板结
,

也可以改善碱性土壤的板结
。

碱性土壤易于分

散
,

而盐土含有溶性盐类产生絮凝作用
。

表 6 表明
,

盐土的结构系数比瓦碱高
,

盐土的结

构系数为 74 一 84 %
,

而瓦碱只 44 一 58 %
,

但施用细粪和若子后
,

瓦碱的结构系数增加

67 一78 写
,

加若子又加磷石膏的可增至 1 12 %
。

可是盐土种稻后洗去表土的盐分
,

土壤

结构系数不仅增加不多
,

有的还减少
,

施用细粪的结构系数只增加 9 %
,

而施用若子的结

构系数反而降低 18 %
。

如上所述
,

秸秆还田和绿肥翻压都可以改善土壤板结
,

使土壤发暄
,

但因粘粒含量过

少很难形成土壤团聚体
。

据这次的初步试验
,

在砂土中施用一年的有机肥料
,

无论是秸秆

还 田还是绿肥翻压
,

团聚土粒的作用都很小
。

但如连种绿肥多年
,

砂土的结构性也可能得

到改善
。

孟庄一队有块连种绿肥三年的
,

土壤已变黑暗
、

松软
,

有机质含量已高达 1
.

1%

(表 3 )
,

结构性良好
,

显微镜观察表明土壤已疏松多孔
。

为了改善这个地区砂土的结构性
,

必须首先考虑如何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
。

表 2 已

经说明
,

孟庄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很低
,

多在 0
.

3一。
.

5 % 之间
。

但是桔秆还田和绿肥翻压

两月后 (未经种植水稻 )
,

有机质可 由 0
.

38 % 增至 0
.

51 一 1
.

10 % (表 5 )
,

其中以施用麦糠

的积累有机质较多
,

土中有机质含量可高达 1
.

1%
,

紫穗槐叶次之
,

土中有机质含量可增

至 0
.

83 %
,

青草易于分解
,

土中有机质含量只 0
.

51 %
。

但是经过种植水稻一季后 (表 4 )
,

土壤中新施入的有机质几乎都分解损失
,

只有生稻草还田和翻压禾本科绿肥的
,

土壤中

有积累有机质的现象
。

在水稻收获后
,

生稻草回田的土壤含有机质 0
.

70 %
,

翻压禾本科

绿肥的土壤含有机质 。
.

61 %
,

而对照只 。
.

40 % (表 4 )
。

这个试验说明砂土地区的土壤

有机质积累是比较困难的
,

但如能施用麦糠
、

稻草或禾本科绿肥掩青
,

既可促进土壤板结

的改善
,

又可增加有机质的积累
。

一般施用有机肥料多从氮素供应出发
,

而忽略有机质的

表 5 土滚板结改良试验 (室内培育试验 )
.

施 用 量

斤 /亩

15 0 0

15 0 0

各 7 5 0

15 0 0

各 7 5 0

板 结 度 有 机 质 }

— —
一

) 抓 % 碳 氮 比

(阻力
,

公斤 ) % l 增 加 %

对 照

施用紫 植槐叶

施用麦糠

施用麦糠和紫秘护毯叶

施用青草

施用 青草和紫秘槐叶

1
.

6 3
1

0
.

3 5 }

0
.

44 0
。

8 3 1 1 8

0
。

4 4 1
。

10 1 8 9

0
。

37

0
。

30

0
。

30

0
.

0 2 5 ! :
.

:

0
。

0 6 1 7
。

9

。
.

0 5 4 } 1 1
.

8

0
.

0 5 4 10
.

8

0
.

0 2 9 1 0
。

2

0
。

0 5 3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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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家 温下培育两个月

,

上样采自第四生产队砂壤土
?



积累和土壤结构的改善
,

是不够全面的
。

孟庄土壤缺氮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

一般土壤含氮量在 0
.

02 一0
.

04 % 之间
,

化学氮

肥的利用率很低
,

作物收获后残存土壤中的氮素甚微
。

如表 5 ,

在水稻收获后
,

堆腐稻草

回田和翻压若子的土壤
,

其含氮量与对照相等
,

生稻草回田 (混有一定数量的有机氮肥 )和

豆科和禾本科绿肥翻压的土壤含氮量比对照增加 0
.

0 05 一0
.

0 10 %
,

翻压紫穗槐叶比对照

增加氮素 0
.

0 18 %
,

而没有棍施一定量有机氮肥的麦秆回田
,

其含 氮 量 反 而比对照少

0
.

00 5 %
。

室内培育试验
,

没有种植水稻
,

在室温下培育二个月
,

其结果 (表 5) 是施用不同有

机肥料的土壤都增加氮素的贮存量
,

但多少不等
。

与对照相比
,

翻压青草的只增 0
.

00 4%

氮
,

施用麦糠或混施麦糠和紫穗槐叶以及混施青草和紫穗槐叶都可增加土中氮素 0
.

02 4一

0
.

02 5 %
,

单施紫穗槐叶的
,

土中含氮量比对照增加 0
.

032 %
。

由此可以说明
,

紫穗槐叶是

一种良好的有机氮肥 (含氮量 4
.

41 % )
,

麦糠中还残留一些籽实
,

氮素含量 亦较高 (含氮量

1
.

2 2 % )
,

也是一项良好的有机肥料
。

过去对麦糠的肥效认识不足
。

田间试验因地力不

匀
,

各种有机肥料的肥效对比
,

还不能下任何结论
。

但从产量来看 (表 4 )
,

稻草回田 (混有

一定量的有机氮肥 )和豆科禾本科绿肥翻压都可以获得较高的产量
,

比对照产量增加 20 %

左右
,

但仍不如施用紫穗槐叶
,

增产率高达 62 %
。

表 6 有机肥料改良盐碱土板结的效果 (第四生产队 ) 今

盐 % ’ 结构系数 % 结构 系

种稻改
良后

种稻改
良前

种稻 改
良后

种稻 改
良前
下丽福歹…数 提高
_

…良后 1举 肠

一蹂嘿一网
.018.01s]一

ǔ

.

瓦碱

亩施细粪 3 0 0 0 斤

亩施着子 3 0 0 0 斤

亩施若子 3 0 0 0 斤加确石 青 5 0 0 斤

亩施 细粪 3 0 0 0 斤

亩施菩子 3 0 0 0 斤

:::
5 1

。
9

5 8
。
7

9 2
。

6

9 7
。
8

7 8

6 7

闷”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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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7 2 年的试 验结 果
,

表内数字是指 表层土
。

小 区试验
,

每区占地二分
。

结 语

针对孟庄土壤的砂板特性
,

无论是从板结改良
,

有机质积累或氮素供应来说
,

秸杆还

田和翻压绿肥都有显著的作用
。

据初步试验结果
,

稻草还田要加施一定量的有机氮肥
,

维

持一定的碳氮比
,

麦秆不易腐烂
,

以稻草还田为宜
。

绿肥最好是豆科禾本科绿肥混种
,

并

一起翻压
。

建议孟庄混种若子和黑麦草
,

作为水稻田的主要冬季绿肥
。

麦糠是一种良好的肥料
,

改土效果较快
,

又有一定的氮素肥效
。

过去研究很少
,

对它

的优越性没有足够的了解
。

建议农村不要把麦糠当作燃料
,

应发挥其肥 田改土的作用
。

紫穗槐叶是一种含氮量较高的绿肥
,

增产效果非常显著
,

在漏水漏肥的砂土地区更显示其

优越性
。

为了充分发挥其改土作用
,

最好是麦糠和紫穗槐叶一起翻压
。

孟庄 已有良好的

经验
,

应继续推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