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如赣榆县城南公社吕庄大队在 2 1 9 7年进行了水稻的灌溉对比试验
。

在土壤
、

施肥
、

作物 品种和耕作管理大致相似的条件下
,

一块用不含硝态氮的河水灌溉
,

一块用含硝态氮

约 2 5 p p m 的井水灌概 (生长期硝态氮含量曾有所下降 )
。

收获后
,

前一块田实收水稻 56 0斤
,

后一块实收 6 98 斤
。

肥水与河水对比
,

增产达 2 2
.

8 %

肥水资源普查以后
,

各地群众对现有井水的含肥情况已有初步了解
,

但如何充分利用

已发现的含肥水井
,

并有计划 的开发新的肥水井却是我们今后在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上

的重要任务之一
。

孟庄盐碱土性质及其种稻效益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孟庄点

江苏省铜山县张集公社孟庄大队原来盐碱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 70 一80 %
,

近儿年

来
,

通过挖沟排水
,

翻压绿肥和种植水稻等措施
,

有效地改变了盐碱地
,

使盐碱地面积大为

缩小
,

盐碱程度也显著减轻
。

现在除邻近水稻田的二坡地上和湖洼地中有个别盐碱斑外
,

一般土壤中盐碱对作物生长 已无多大影响
。

为总结群众改 良盐碱地经验
, 1 9 7 2年我们曾进行了调查并布置 了种稻改 良试验

,

现将

初步资料
,

汇总于后
。

(一 )盐 碱 土 性 质

孟庄大队位于徐淮地区废黄河南岸的泛滥平原上
,

由于气候干早
、

地形平坦和排水不

畅等不利的自然条件的综合影响
,

土壤普遍存 在 盐 渍 过程
。

其特点为
:

(1 ) 土壤积盐

量都较小
,

盐分多累积于地表数厘米
,

表层往下
,

盐分含量急剧下降
,

一般都小于 0
.

1 % ,

表 1 卤碱与瓦碱的可溶性盐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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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 与 瓦 碱 的 化 学 性

巾旅化度系数有机质 %采集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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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呈现强烈的季节性积盐特点
,

由于土壤质地都较砂
,

为紧砂土或砂壤土
,

毛细管作用

强烈
,

雨后返盐迅速
,

虽然含盐量不高
,

但容易集中到表层
,

危害作物生长 ; ( 3 ) 普遍含有

碳酸钠
,

碳酸氢钠和碳酸镁等碱性盐类
,

土壤碱度很高
,

其 p H值多大于 9
,

甚至高达 10 以

上
。

根据华北平原土壤资料〔。 ,

土壤含盐量小于 0
.

1% 时
,

土壤盐分组成应 以钙质重碳

酸盐为主
。

这 一带盐碱土中出现的特殊规律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就盐碱土类型而言
,

孟庄地区主要有二种
,

即瓦碱
*

和卤碱 (氯化物盐土 )
。

* 文中土雄名称
,

系沿用群众习 称
。

,

64



瓦碱都是光板地
,

偶或 生长稀疏的剪刀股 ( oP l卿
n 脚 , : , ib ` lr’c u m )

,

地表为 1一 2 厘

米灰白色坚硬结壳奋结壳表面具有灰 白色粉末
,

结壳背面有大量蜂窝状气孔
,

可明显地看

出砂粘分异现象
。

瓦碱的地下水一般位于 1
.

5米左右
,

矿化度约 0
.

5克 /升
,

水质为镁一钠质

重碳酸盐水
,

有游离的碳酸根离子
。

典型的瓦碱基本与华北平原的瓦碱相 同〔幻 ,

唯这一

带瓦碱质地较轻
,

碱化程度也较华北平原瓦碱为低
。

卤碱 (氯化物盐土 )亦为光板地
,

它是以氯化钠和硫酸钠为主的盐土
,

地表发潮
,

土色

发暗
,

表面有薄薄一层白色盐霜
,

常与瓦碱伴随存在
,

所处地形部位略低于瓦碱
,

地下水水

位相对要比瓦碱的高
,

卤碱地下水的矿化度也比瓦碱的要大些
,

为镁钠质氯化物重碳酸盐

水
。

据分析结果 (表 1
、

2
、

3 )
,

瓦碱 的含 盐量 不高
,

表层的总盐量为 。
.

1一 0
.

1 5 %
,

o 一 2 厘米的含盐量较 2 一23 厘米的含盐量为低
,

说明有轻度淋洗脱盐现象
,

瓦碱的盐 分

组成 以碳酸钠和重碳酸钠为主
,

总碱度 ( C O
3 “

+ H C O
3 一

) 占阴离子 总 量 的 60 一 80 %
.

呈强酚 酞 反 映
,

每 百 克 土壤碳酸根含量大于 0
.

6 毫克当量 (折合含碳酸钠为 0
.

03 % 以

上 )
,

p H值多在 9
.

5以上
,

由于土质砂
,

有机质少
,

交换量低
,

交换性钠占交换量的百分率

(碱化度 )高达 30 一 40 %
,

分散性极强
,

表层分散度为 95 % 以上
,

碱化度系数也很高
,

0一 23

厘米为 2 9
.

5一 5 6
.

4 (表 2 )
。

卤碱不同于瓦碱
,

含有较高的盐分
,

o一2 厘米全盐量达 1
.

6 46 %
,

盐分组成以氯化物

为主
,

整个剖面中
,

氯根与硫酸根之比为 3
.

8一 7 ,

是较为典型的氯化物盐土
,

卤碱中交换

性钠的含量显著降低
,

表层碱化度为 15 %左右
,

碱化度系数为 2 一 4
,

分散度为 50 %左

右
。

根据野外观察和室内分析的结果
,

可以初步确定
,

瓦碱是一种碱化土壤
,

它的毒害作

用主要是由于含有碳酸钠和交换性钠
,

提高了土壤溶液的碱度
,

国外资料
!
助也证明

,

碳酸

钠的含量在 0
.

0 05 一 0
.

0 08 %以上
, p H值大于 8

.

8 ,

就对作物生长产生较严重的影响
,

孟庄

大队瓦碱 的碳酸钠含量和碱度都大于这一指标
。

其次
,

瓦碱由于高碱度影响钙
、

镁化合物

的溶解
,

土壤溶液中显著缺乏钙
、

镁等营养元素
,

也妨害作物正常生长
,

加之交换性钠常引

起土壤严重分散
,

湿时泥泞
,

干时坚硬板结
,

阻碍幼苗出土
。

卤碱对作物的危害主要是 由

于含有大量可溶盐
,

引起土壤溶液浓度大和渗透压高
,

影响作物吸收水分和养分
,

使作物

产生生理干早而逐渐死亡
。

二
、

种 稻 改 良 效 益

种稻改 良盐碱土是我国早有的成功经验
。

孟庄大队从 1 9 6 9年开始
,

种稻改良盐碱地
,

获得成功
。

这几年来
,

种稻面积逐渐扩大
,

总产不断提高
。

为了进一步观察种稻改良盐碱

地效 果和种稻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

我们曾在第四生产队进行了试验
。

试验田位于 1 9 7 1年水稻田旁的旱地
,

因受水稻田水盐侧渗影响
,

试验前是一片光板
。

1 9 7 0年冬种麦不立苗
, 1 9 7 1年夏季种田著生长也不好

,

冬季又种大麦和若子
,

大部分面积

仍不立苗
。

我们在这块地上分别进行了卤碱和瓦碱的改 良试验
,

每试验小区的面积为二

分
,

共分五个处理
。

1 9了2年 5 月 6 日耕翻
,

并随即翻压有机肥料
,

磷石膏于耕翻后撒于地

表
,

用耙耙入土内
, 5 月 17 日插秧

,

水稻品种为
“

农垦 57
” , 5 月 26 日每亩施返青肥 (硫按 ) 15

斤
。

6 月12 日第二次追肥
,

每亩追硫按 20 斤
, 9 月28 日收割

。

斤污



表 4不同处理种稻对瓦碱 p H和盐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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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不同处理种稻对卤碱 (氛化物盐土 )p H 和盐分的影响

处处 理理
!

采 样样

…
“ ““

…
阴离子毫 “ 当量 /t 。。““

一

」藉羚羚
1

。 ,、、

………
` ’’ }

%%%%%%%%%%%%%%%%%%%%%%%%%%%%%%%%%%%%%%%%%%%%%%%%%%%%%%%%%%%%%%%%%%%%%%%%%%%%%%%%%%%%%%%%%%%%% l

两协闷
石

一

…儿儿{{{
{{{{{
(厘米 )))))

…
e o 3二二

…
H C O “ ---

一
C ,

一

……
5 0 ;二二 1

1
。

`

’ 3

}
” ” `

{
。

’

。 `

…
。

’

。 6

…
’

`

6 9

…
。

·

` 666

…稻 一。。

,,,,,,,,,,,,,,,,,,,,,,,,,,,,,,,,,,,,,,,,,,,,,,,,,,,,,,,,,,,,,,,

{
。

·

。 5

巴
’

。 6

…
o

`

。 2

…
。

’

。 2

1
。

’

8 8

…
。

·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 月让一后后
…………
稻稻 …稻稻

一

{
稻稻 …稻稻 …爵爵…

稻稻 ! 稻稻 …稻 {{{
稻 一 稻稻 …稻

0
’

。 6

…
0

’

。 5

一
。

’

0 3

…
。

`

0 2

一
“

`

7 2

…
。

·

7 8

…豁豁
,

稻稻稻

}}}}}}}前前 一后后 }前前 …后后后 …后后 }前前 } 后 JJJ前 1 后后 }前
。

·

。 6

一
。

.

。`

…
。

·

。 3

1
。

·

。 2

」
。

·

6。

}
0

·

6 3前前 一后后后

亩亩施施

…
1

:二;:::…:
·

{
,,9

…
。
一一

……………
::.l
:::…:
:;:::

{ 0
。

2〔〔

{…)
·

):::
)

…
。
一一

, 2
。

1刁刁

:…:
:::::

【

…
。

’

7““ 0
。

2 888̀

{
:::::

,

…
。

.

1乏乏乏

仁
::::

9
。

333

:…:
::::有有机粪肥肥

…试试试
`

1
”

’

0 ’’ ,

{
。。。

……:
:
)〕〕

: 0
。

2〔〔〔

:…: ::::
0

。

3之之三

…
0

·

。 `̀̀ n l 月月;

…
。

·

“ ’’

…
。

·

“ `̀̀

阵阵
9

。
999,

…
”

’

555

333 0 0 0斤斤
}
`

卜
` 。。。。。。。。。。 了

…
。

’

。 之之之之之 } 0
。

4乏乏乏乏乏乏乏 `

1
“

`

” 555 O
。

2乏乏,

…
”

’

“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

…::::::
:

…
。

’

” ““““ , 1 0
。

000)

…
”

.

555

…………
。

:
。 ;;;6

{
。

’

” `̀̀̀̀̀̀̀̀̀
,

0
。

6幻幻!

1
。一一,

…
。

’

。 `̀ O
。

1乏乏,

…
。

’

。 555

…
’

::::
0

。

0旧旧旧 “

…
”

`

。 ,,,, { 10
。

000,

】
,

’

`̀

…………
。

’

。 `̀̀

1
。

’

。 33333

…
。

{
1〔〔〔 : 0

。

4刁刁

:…::{;;;;;
O

。

0 55555
’

{
。

`

。 666 0
。

0 55555 ,

1
。

`

。 ,,,,
,

9
。

88888

,,,,

…
。

’

0 `̀̀̀̀̀̀̀̀̀̀̀ 0
。

0 777777777777777

亩亩施施 0一 1 000

…
。 : :::

;

…
。
一一

l 000

…:
___

0
。

2 111 0
。

2 000) 6
。

1666

:…::;:::
2

。

1旧旧,

…
。
一一

比比
0

。

1 888,

…
。一 222

仁
::::

位位沁沁
9

。

〔〔 }}}

鲜鲜着子子 10一 200000000000000000 ,

{
“

’

。 222{ 000

…:::;;;
0

。

4 111 0
。

2 55510
。

7 333,

…
。 ’ ” `̀ 0

。

3666,

}
。

’

。 777
r

…
。

·

。’’ 0
。

1 111,

…翼翼翼
:

…
0

`

“ 〔〔

:…蒸蒸…
“

’

6 777, 1 0
。

CCC

!:
::::333 0 0 0斤斤 20一4 000 0

。

0 999

…
。

’

” ’’ 000

…
。

’

` 666 0
。

3 555 0 、 2 777
,

0
。

4 999

……::::::
0

。

2444“

】
0 ’ 。 `̀{

…
0

’

。 999 0
。

0 666“

…
”

’

。 ““ “

1
“

`

。 `̀̀ :

{
。

’

` 333 9
。

扭扭

…:{{{44444 0一7 000 0
。

0 777“

…
“ ’ 0 333 ; 00000 ; 0

。
4 555 0

。

4 999) 0
。

4 33333 0
。

2 222!

…
。 ` 。 `̀̀

{
。

’

`。。 0
。

0 666
’

{
。 ’ 0 666;

{
0 ’ 。习习习习 9

。

扭扭扭

77777 0一 10 000 0
。
0 888’

1
。

’

。333 { OOOOO ; 0
。

3 333 0
。

4 222} 0
。

4 33333 0
。

1222 ,

}
0

’

。 88888 0
。

0 44444444444 9
。

EEEEE

0000000
。

0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茸茸施施 0一 1000 0
。

7000 0
。

0 444 000 000 0
。 1666 0 , 111只 , nnn1 0

。

1 000 2
。

4 555
,

0
。

1 999 O
。

:::6

……:
:
:{{{

:

…
。
一一

·

…
。
一一
{…:

·

::::…:
:;:::

·

…
一

::::;…:
::::鲜鲜若子子 1 0一 2000 0

。
0 777 0

。

0 444 000 000 0
。

3 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
。
1 333 0

。

2 222 0
。
2 000 0

。

0 (((̀

…
。

’

。 777
`

…::::::
’

…
”

’

“““

…
“

’

5““ ,

…
” ”” `

…
” ` 。。

3330 0 0斤斤 2 0一 4 000 0
。

0 777 0
。

0 555 0
。

0 444 0
。

0 222 n , 111 0
。

2 666 0
。

4 444 0
。
1 222 0

。
2 111 0

。

0 666 0
。

l (((̀

{
。 ’ 。 555

.

{
。

’

“ ““ ,

…
。

’

“ ””””””””””

……:::;;;…
g ”” ,

…
”

`

““

碑碑石青青 4 0一 7 000 0
。

0 666 0
。

0 666 O
。

0 222 n 1 111111111111111 0
。

4 777 0 。
4 111 0 l )))t 八 , 111 n l 滩滩 n l

’’’

…
。

’

。 666 }

{
“

`

。乏乏

;

……
:…{{{{{

{

…
, ”” 产

…
, ””

555 0 0斤斤 7 0一 1 0 000 0
。
0 666 0

。

0 555 000000000000000 0
。

4 333 O
。

5 666 0
。

3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i

】
。

’

。之之之之之之

。。。。。。。

{
。 222 0

。

3000 0
。

4 444 0
。

4 000 0
。

1999

i;;
888 。

:{
111 0

。
0 {{{{{{{{{{{{{{{{{

::: ,
_

_

……
汪……

0
。

60
,,

0
。

0 444 000 000 O
。

1场场

:…:
:::::

6
。

6 777 0
。

0生生9

…
2

一一
{ 0

。
2 999 O

。

666 4

…
。
一一……::::::

,

…
。
一一

……{
:
i))):…:戈:::鲜鲜召子 }}}

揣揣
0

。

0 9 ,,0
。

0 222 000 000 0
。

2芝芝,

{
。

’

6 `̀ 0
。

7 888 0
。
0《《s

{
。

’

““ 0
。

0 888 0
.

1
,,,,,,,,,

…::::::
“

…
” ” ’’

:…:
·

::{{{………
·

{:::
’’ 0。听 {

::::: 0
。

0 777 0
。

0 666 000 0
.

1 666 O
。

3芝芝

:…::::::
0

。

4 333 0
。

0乏乏“

1
。

`

3 `̀{ OOO 0
.

0 {{{{{

…
。

·

。 555,

一
。

’

。 `̀̀̀

鲜鲜大麦植 }
::::: 0

。

0 888 0
。

0 555 000 0
。

2 111 0
。

4 ((((( 0
。

4 999} 0
。

0乏乏R} 0 勺月月 0
。

0 888 n 1111111 ,

…
”

’

。乏乏乏乏

株株 {{{{{ 0
。 0 777 0

.

0 666 000 O
,,0 口 ((((( 0

。 4 444 0
。
3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 ! 0

。

3 111111111111111 ,

1
。

’

。““““

111 0 0 0斤 卜卜卜卜卜卜 00000000000 〕

…
。

};
。。。

;
,,,,,,,

……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 ,,,,,,,,,,,,,,,,,,,,,,,,,,,,,,,,,,,,,,,,,,,,,,,,,,,,,,,,,,,,,,,,,,

...

薰; : …
、、
一

“

一…
。。

{
:…{…

1110
。

0 666 00000 0
。

1 666

……:
::;;;

5
。
4 999 0

。

1 !]]]

1
2

一一一
{ 0

。

4扭扭
r

…:
·

{
〔〔

:

…)
一

………
;;;葬

`

…)))::
二::…:::::

0
。
0 333 0

_

1 22222 0
。

3 444弓

}
。 ’ 3 `̀ 0

。

3 999 0
。

0〔〔̀

…
。 ’ 2 22222 { 0

。

0 111“

1
”

’

。 ,,`

…
〔,

·

” ttt

`̀̀“一 7。

…
`̀̀ 0

。

0 4444444444444 0
。

3 222,

…
0

’

5 555 1
。

1 555 0
。
0〔〔̀

…
“ “ “““ 0

。

0 777{

{
。

’

。 ’’ L

…
’̀ ·

6 `̀`̀̀。一 ’ 。。

…
CCCCCCCCCCCCCCCCC 0

。

0 666 O
。

0 44444 0
。

4 666,

…
。

’

` 。。 0
。

2 999 0
。

0旧旧,

{
。

’

2 ’’’ 0
.

0 3333333

::::::::::…:::
0

。

0 444 O
。

0 444444444444444 0
。

299999 0
。

2 999 0
。

2刁刁,

{
。

’

2。。。 0
。

0 3333333

0000000000000
~ .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0000000000000 1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
一一一一一一一 ’

一 }}}}}}}}}}}}}}}}}}}}}

地 下 7 3 }7

一

…
1 5一

…
3一

…
36一

…
1一

…
2 3一

…
1一

…
3一

…
4

·

2 7

…
2。

6一

…
5 2一

8
。

8 8
。

8

ū11,工n甘nUn“一O口ù八Uó”甘八Unù八U一nU

nU

...

O甘nO

|甲|
J叨nU门子八U牢水

* 地下水含盐量为克 /升
,

离子含量为毫克当量 /升

67



一年的试验资料再一次证明种稻改良盐碱地的良好效果
,

不仅能使不立苗的光板地

获得高产 (表 ” )
,

而且改良了土壤
。

种稻改良盐碱土的效果主要是
:

1

{

( 1) 降低了土壤中的盐分 (表 4 )
。

卤碱种稻后
,

一米土体内强烈脱盐
;瓦碱则因分散度

高
,

透水性差
,

脱盐不如卤碱彻底
,

只 限于上面数十厘米
,

60 一70 厘米以下
,

盐分反而略有

增加的趋势
。

但它与国内其他地区相 比
,

脱盐率还是比较高的
。

这样高的脱盐率
,

可能与

土壤质地有关
。

试验地耕层都为紧砂土
,

砂土透水性强
,

土壤内排水良好
,

促进了土壤

脱盐
。

(幻 改变了盐分组成
。

盐碱地经过种稻后
,

土壤盐分的化学组成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

首先是表层碳酸根离子完全消失
,

其次是氯离子
、

钠离子含量大大地降低
,

钙离子
、

镁离

子含量增加
,

因而使土壤溶液的浓度与组成有利于作物生长发育
。

( 3) 降低了土壤的碱度
。

所有处理表层的 p H值都下降一个多单位 (表 4 )
,

这说明在

水稻生育期间
,

经常灌溉
,

可以稀释土壤溶液
,

降低土壤的碱度
,

减少对作物的毒害
。

( 4) 瓦碱种稻后还可以降低土壤的碱化度
,

表层的代换性钠含量大为下降
,

达到非碱

化程度 (表 6 )
。

根据 国内种稻改 良碱化土壤的资料〔 4〕 ,

至少要种稻二
、

三年后才能基本

改 良碱化土壤
。

孟庄大队所以有这样快的改良速度
,

除了质地较粗和本身含有大量的碳

酸钙外
,

可能与其碱化度较低 (华北平原的瓦碱
,

碱化度都高达 60 一80 % )
,

及大量施用有

机肥有关
。

试验结果表明
,

施用大量的有机肥料不但可 以降低碱度
,

还可以显著改善瓦碱的物理

性质 (表 7 )
。

瓦碱在种稻前
,

由于碱化而使 ;

石青后
,

分散系数急剧下降
,

结构系数明显上

洗去了盐分
,

减少了絮凝作用
,

而使结构系数

。%左右
,

在施用大量有机质和

现相反的情况
,

这可能是因为

施用有机肥料的另一作用是培养土壤肥 力
。

孟庄大队土壤肥力都较差
,

有机质含量

很少
,

仅 0
.

4 %左右 (表 8 )
。

种稻后
,

不同措施的地块内有机质均有所增加
,

不仅使当季水

稻获得了高产
,

也为下茬作物打下一定的基础
。

表 6 不同处理种稻对土壤碱化度的影响

土坡类型

处处 理理 采样深度度 交 换 量量 交 换 性性 碱 化 度度
(((((厘米 ))) 毫克当量八 0 0克土土 毫克当量八 00 克 土土 %%%

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 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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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磷石膏改良碱土的效果问题
,

在这次试验中没有得到确切的结论
。

从水稻产量

与土壤结构性改良情况 (表 7 )来看
,

磷石膏似有一定的作用
,

施用磷石膏与若子处理的水

稻产量比单施若子的水稻产量每亩高60 斤
,

结构系数由种稻前的 44 %提高到 94 %
,

提高率

为 1 12 %
。

种稻早期测定土壤的板结度时
,

有磷石膏的地块土壤板结度比相应不施磷石膏

的地块要小 (表 8 )
,

即土壤比较松软
,

可是从碱化度的分析资料看
,

磷石膏并没有产生显

著的作用
。

过去
,

银川地区白僵土使用石膏种稻
,

第一年没有作用
,

第二年略有增产 (比对

照增产 6 % ) , 吉林省郭前旗灌区种稻改良碱化苏打盐土的经验 也 有类似结果〔 4〕 ; 因此

在种稻情况下
,

石膏改良瓦碱的效果有待进一步研究
。

表 了 不同处理种稻对耕层结构的影响

竿一
·。邢

土 壤 类 型 } 处
1 分散系数 % } 结构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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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不同处理种稻对土壤耕层有机质积累
、

板结度与产量的影响

有机质 % 有机质

增加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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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下
,

目前
,

种稻改 良盐碱地的情况总的说来是好的
,

但也有个别 问题尚待解决
。

第一个问题是排水问题
。

·

盐碱地种稻要注意排水
,

群众对此也有认识
,

开挖了一些农

毛排沟
,

但由于深冀不够
,

或没有完全疏通
,

实际上这些排沟没有起到应有的排水作用
。



种稻后地下水位有上升的趋势
,

矿化度也有增加 (表 4 )
,

从种稻前 0
.

6一0
.

7 克 /升增加到

2 一 4
.

7克 /升
。

如果种稻后回早
,

耕作措施不及时跟上
,

必然会使土壤重新返盐
,

危害作

物生长
。

不注意排水
,

还会引起稻 田四周的早地返盐
,

扩大盐斑面积
。

1 9 7 2年第三生产队

水稻田旁的一块旱作地
,

盐斑面积由原来的5 %增加到 50 %
,

盐斑上作物完全不能立苗
,

影

响早作生长
。

为了巩固种稻的效益
,

克服盐碱危害
,

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
,

改善排水条件
,

确保水早双丰收
。

第二个 问题是肥料问题
。

孟庄大队从 1 9 6 9年开始种稻后
,

随着水稻面积的扩大
,

虽然

总产直线上升
,

单产却稍有下降趋势
,

主要问题是肥料跟不上
,

特别是麦茬稻施肥更显不

足
。

据我们观察
,

麦茬稻如果肥料充足产量可达 6 00 斤左右
,

而一般田只能打 30 。一 4 00 斤
。

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增加麦茬稻的单产是关键之一
。

开辟肥源是当务

之急
。

孟庄大队种植绿肥已有良好的基础
,

除若子和田著外
,

紫穗槐也发挥很大的作用
,

应予巩固发展
,

但在广种绿肥的同时还必须大力发展养猪
,

既可增加优质肥料
,

又可增加

副业收入
,

以副促农
。

综上所述
,

盐碱地排水种稻并结合种植绿肥是一项收效快
、

投资少
、

产量高的改良盐

碱地的有效措施
。

在徐淮地区
,

凡有充足水源保证和一定排水条件的社队
,

可根据当地的

劳力
、

肥料等实际情况
,

进行水旱作合理布局
,

在低洼易涝
、

盐碱地段种植一定面积 的水

稻
,

对当前农业生产的提高具有很大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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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地区河塘泥肥的

养分供应能力及其利用
`

藏惠林 张中一 曹亚澄 史陶钧

( 中国科学 院南 京土壤研究 所 )

河塘淤泥是苏南普遍利用的 自然肥源
。

各地农民对河塘泥 的利用方式很多
,

积累了

许多宝贵经验
。

但是
,

在生产实践中也存在着利用不当的情况
。

为了了解不同泥肥的性

质
,

做到合理利用
,

我们进行了一些初步试验
。

一
、

养 分 含 量

不同的河塘泥肥养分含量差别很大
。

以全氮为例
:
宁镇丘陵 区 一 般 从 。

,

。65 纬到

*
参加这一工作的还有马立珊

、

万伟良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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