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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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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1 7 6%
,

太湖流域平原地区从 0
.

1 21 %到 0
.

28 9%
,

城市河泥高达 0
.

510 %
。

从表 1 可看出
:

平原地区淤泥的养分含量比丘陵地区肥沃
,

但同一地区内不同地形部位的淤泥情况又各

有不同
。

丘陵区岗
、

垮处的高部位塘泥
,

平原区的嘈河河泥
,

因淤泥主要或部分是由岗坡

早地冲刷而来
,

本身养分含量少
,

泥肥质量也差
。

由水田悬浮泥粒淤积成的冲田塘泥
,

以

及经水流分选淀积于河床中央的大河泥肥
,

泥质细致
,

养分含量高
。

繁殖菱棵后
,

河泥 中

有机质
、

全氮含量显著增加
。

水生动植物繁盛生长
,

其遗体及排泄物腐解
,

泥肥质量就能

提高
。

此外
,

村边和市镇处的河塘
,

受生活污水等影响
,

淤泥养分含量也比较丰富
。

表 1

区

…
塘 , 种

不 同 河 塘 泥 肥 的 养 分 含 量

有机质

%

全 氮 ! 全 磷 氧化 钾
%

代 换 量
毫克 当盆 /1 0 0克土

.57..6459一.64.70.65陵 区 (江 宁县 )
…高部位塘 泥 0

。
0 8 8

0
。

10 9

0
。

16 8

0
。

0 4 4

冲 田塘泥

村边塘泥 :::
{:

1 8
。

6 7

2 0
。

2 7

钊一!地一丘

月̀,̀月自一bt̀R

…
月性丹J内Q八hlóJù丫n甘八“八U

…
平 原 地 区 (无锡县 ) 澹河河泥

大河河泥

养菱遭河河泥

O
。
1 3 3

0
。
1 70

0
。

2 8 9

丘陵区一般垮子地小粉土含有机质 1
.

4%
、

氮 0
.

09 %
,

正冲田青泥土含有机质 2 %
、

氮

。
.

15 %
。

因此
,

除村边塘泥外
,

其它两类塘泥并不比邻近的耕地土壤肥沃
。

二
、

养 分 供 应 能 力

按罗氏法
,

以 1 00 克风干的士或河塘淤泥混合 50 克砂装入结晶皿内 (以纯砂作为对

照 )
,

播种 1 00 粒小麦
,

在 20 一 2 2
“

C 温度条件下培育两星期
,

测定麦苗体内磷
、

钾含量作为

不同土壤或河塘淤泥供应有效性磷钾能力的指标
。

表 2 不同河塘泥肥与土壤养分供应能力

期价介补衍
原 区

河泥

…
养 ; , 河河泥

:::…
` 3

::::

* 为减去对照含量的差值
。

表 2 的结果表明泥肥中粘粒含量高
,

含钾矿物 比土壤丰富
,

有效性养分 中钾的供应能

力比耕地土壤强
。

磷素的供应能力丘陵区除村边塘泥外
,

其它两类塘泥和土壤一样均很

低
。

太湖流域平原地区河泥的养分供应能力比丘陵区的塘泥高
。

三
、

盆 栽 试 验 结 果

以风干的各种土壤和塘泥 ( 每盆 6 市斤 )进行小麦盆栽试验
,

于 2 月 25 日播种
, 5 月 16

日称取地上部分的重量进行比较
。

从表 3 和照片中可看出
:

丘陵区仅村边塘泥小麦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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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显著比各种土壤和塘泥好
,

高岗塘泥的小麦生长最差
。

表 3 小 麦 生 长 的 比 较

土城和绪泥种类

干重 ( 克 /盆 )

株高 ( 厘米 )

岗地黄 土 }
刁、 粉土

}
青泥白土

{
高 岗塘泥 …

低 岗塘泥
…
正冲塘 “

:
村边 , “

厂
~ ~

丁而
一

下一石牙
一

厂万万一厂不石一下
一

-

万丁一 )一扁无
-

J 3 2
·

8

…
“ `

·

7

1 ”
·
0 { 3 ,

·

“ … ” 5
·
9 … 5`

·

”

小麦收获后在上述各盆内继续栽种水稻
,

所得结果表明
:

不同塘泥和土壤上水稻的

生长情况
,

和小麦的盆栽结果是一致的
,

其中塘泥有一定后效
。

表 4 不同塘泥
、

土壤对水稻的后效

土。 和塘泥
瘾下而蔽 几而主丁青

泥
晶

一

} 丽面泥
一

…
’

低岗塘泥
’

{ 正冲塘泥 { 村边塘 泥小小粉土土

籽籽粒粒 9
.

: } 一一 1 5
。

777

奚奚秆秆 ……
1 9

。

333

222 4
。

666 2 3
。

666 3 5
·

0 111 3 2
。

000 5 0
·

8
444

3 0
。

666

就地取耕地表土堆沤的草塘泥与用塘泥沤制成的草塘泥的肥效比较试验 (表 5 ) 说

明
,

丘陵地区部位高
、

离村远的塘泥用做草塘泥的泥质来源的并不 比用耕地表土的肥效

好
。

表 5 不同泥质来源草塘泥对水稻的肥效
*

干 重 克 /盆

-

一 {
籽 _

_

_
_ _ _

竺
_

卜
_

一

叫 色一一 要
- 穗 数 /盆 } 株 高 (厘米 )

低 阅 绝 泥

幼 田 小 粉 土

2 0
。

2 2
。

2 8
。

2 9
。

4 8
。

5 2 。

13
。

1 6
。

7 0
。

70
。

* ( 1) 草塘 泥为 每盆 0
.

5 斤土或溯泥 + 4 克干重紫云英 + 2
.

5 克稻草沤 成

( 2) 供试 土壤为小粉土
,

每盆 3 斤
。

四
、

初 步 意 见

施用塘泥虽然也具有加厚耕层
、

改善土壤养分状况和质地组成等多方面的效果
,

但

是
,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
,

在养分供应能力上
,

不少塘泥与邻近的土壤相近
。

其原因除河

塘本身的性质外
,

过多挖取和忽视培养也是重要的方面
。

因此
,

大力发展水生绿肥以提高

河塘泥肥质量
,

无论是在丘陵区或太湖流域平原区
,

看来都是进一步合理利用河塘泥肥的

一项重要措施
。

养菱也可提高塘泥质量
,

而且菱棵还可以做饲料
,

菱角能增加集休收入
。

泥肥 的莆挖要有计划按排
,

特别是那些距村远泥肥质量本来就差的河塘
,

更应合理定期挖

取
。

沤制草塘泥时不宜用肥效过差的塘泥
,

可以考虑就地取土
,

用耕地土壤作为泥质部分

的原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