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北滨海盐土种稻后回旱问题的初步研究

江苏省盐城地区新洋农业试验站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
,

近年来我们对盐土种稻后的回早问题
,

进行

了调查研究
,

现将初步结果整理如下
:

一
、

回旱地水盐动态特征

回早地土壤的水盐动态
,

受蒸发和降雨等气候条件的直接影响
。

从表 1可以看出
:

自头年 8 月底落午之后
,

至翌年 6 月 26 日灌水插秧之前
,

每当大

雨 以后
,

土壤盐分均有 明显的下降
。

但在整个停灌期间
,

主要是受蒸发的影响
,

因此
,

土壤盐分和地下水矿化度
,

总的趋势是在逐渐增加
。

表 1 降 雨 对 回 旱 地 水 盐 变 化 的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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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早地土壤盐分积累的强度与地下水矿化度的关系最密切
。

地下水矿化度大
,

土壤

盐分积 累亦多
,

地下水矿化度小
,

土壤盐分亦少
,

地下水矿化度为 2
.

89 一 4
.

92 克 /升一米

土层盐分为 0
.

0 36 一 0
.

0 59 %者
,

自 9月 3 日稻田落干后至翌年 5 月 23 日
,

历经 8个多月

的干早季节
,

一米土层盐分虽然稍有增高
,

但均在 0
.

10 %以下
,

旱生作物尚能正常生长
,

不致遭受盐溃危害 , 而地下水矿化度在 6
.

72 一 1 2
.

72 克 /升一米土层盐分平均为 0
.

07 8一

0
.

12 5%者
,

间隔 8 个多月后
,

分别上升到 0
.

1 09 一 0
.

1 80 % (表 2 )
,

都超过了早生作物

正常生长的耐盐限度
。

因此盐土种稻回早
,

不仅要求一米土层盐分降至 0
.

10 %以下
,

同时

地下水的矿化度亦需获得充分淡化
,

一般不应大于 5 克 /升
。

苏北滨海地区地势低平
,

地

下水埋藏深度一般只有 1
.

5一 2米左右
,

若地下水矿化度太大
,

在地面 强烈的蒸发作用下
,

高矿化地下水中的盐分
,

则易于在土壤中迅速积累
,

致而造成严重返盐
。

上述回旱地水盐动态的客观规律表明
,

盐碱土种稻后 的回旱
,

必需具备一定的条件
,

否则事与愿违
,

难以实现改土增产的预期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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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地下水矿化度与回旱地土壤盐分积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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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回旱利用的基本条件

根据回旱地水盐动态特征
,

使我们认识到
,

土壤脱盐和地下水淡化
,

是盐土种稻回旱

的前提条件
,

而水稻田土壤和地下水的盐分变化主要受排水的影响
,

因此排水条件的好坏

是回旱成败的关键
。

另外
,

根据试验结果和生产实践表明
:

通过培肥地力
,

改善土壤不 良

的理化性状也是控制水盐动态
、

巩固回旱功效
,

确保高产
、

稳产的重要措施之一
。

1
.

排水条件对土壤和地下水盐分变化的影响

在排水条件良好的情况下
,

随种稻年限增加
,

地下水可逐步淡化
。

据采样分析
:

种稻

一年
,

地下水矿化度为 1 4
.

9克 /升
,

种稻二
、

三年后
,

分别降低为 9
.

3克 /升和 5 克 /升
。

而在

排水不 良的情况下
,

种稻后地下水位迅速抬高
。

地下水的淡化过程也缓慢
,

种稻 7 年后
,

地

下水矿化度仍高达 7
.

5克 /升 (表 3 )
。

表 3 不 同排水条件下地下水矿化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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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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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

种 稻 年 限

地 下 水 矿 化 度 克 /升 1 4
。

9 9
。

3 5
。

0 7
.

5

排水条件不良
,

不仅盐害除不尽
,

且受明涝暗渍的影响
,

回旱种植往往缺株断垄
。

试

验证明
:

在排水良好的情况下
,

稻田回旱 5 个月后
, 。一10 厘米土层盐分仍在 0

.

1%以下 ;

而排水不良的地段
,

回早 5 个月后
, o一 10 厘米土层盐分由0

.

06 %增至 0
.

41 % (表 4 )
。

在

表 4 不同排水状况回旱后土壤盐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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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含盐量很低
,

盐分危害较小的情况下
,

排水不良
,

地下水位过高
,

棉苗受渍
,

缺株断垄

也非常严重
,

成苗率仅有 20 %
,

单株结铃只 1
.

6个
。

而排水良好的地段
,

地下水位较低
,

棉

花成苗率可达 95 %
,

单株结铃 8
.

6个
。

2
。

种植绿肥
,

培养地 力
,

抑制返盐

盐碱土除了过多的盐分危害作物生长外
,

还具有不良的理化性质
,

从而造成土壤耕性

不良和肥力不高
。

通过种稻洗盐
,

把土壤中盐的问题解决以后
, “

板
”

与
“

薄
”

的问题就成了

生产上存在的突出问题
。

如不注意解决
,

而勉强回早利用
,

往往由于地薄
,

养分供不应求
,

使早生作物生长不 良
,

甚至引起土壤返盐
,

作物遭受盐害
。

为了巩固种稻洗盐效果
,

抑制

土壤返盐
,

为了进一步提高土壤肥力
,

解决
“

板
”

与
“

瘦
”

问题
,

必须坚持稻后插种绿肥
,

借

以培养地力
,

使盐土用与养的矛盾达到对立的统一
。

要种好绿肥
,

必需注意品种的搭配和

茬 口的安排
。

回早前的一季水稻
,

宜选早熟中稻品种
,

力争在九月底及时耕地播种绿肥
,

以利绿肥冬前分孽生枝
。

这样既能促进绿肥春季早发
,

获得更多的绿肥鲜草
,

起到肥 田作

用
,

又能在田面建立覆盖
,

减轻地面水分蒸发
,

达到抑制表层土壤返盐的效果 (表 5 )
。

如

表 5 回旱地种植绿肥与不种绿肥土壤盐分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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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春雨雪较多
,

绿肥茎叶还可以拦蓄较多的降水
,

促进土壤淋盐
。

据测定
,

冬春雨雪较多

的部分
,

种绿肥的田
,

O一 60 厘米土层盐分降低 3 7
.

5 % ; 不种绿肥的田
,

O一60 厘米土层盐

分却上升 26
.

1%
。

即使冬春比较干早
,

种绿肥的田
,

仅表层盐分稍有增加
, 0一60 厘米土

层盐分平均也降低 1
.

3纬 ; 而不种绿肥的田
, 0一 60 厘米土层盐分显著增加 4 6

.

3%
。

回早

地种绿肥
,

不仅土壤盐分轻
,

而且地下水矿化度也较稳定
。

而不种绿肥的地
,

不但土壤盐

分积累快
,

种稻建立的地下水淡水层也难于巩固
。

据测定
,

不种绿肥的地
,

地下水矿化度

分别为 14
.

6和 16
.

5克 /升
,

而种植绿肥的地
,

地下水矿化度为 1
.

3一 3
.

7克 /升
。

稻后插种绿

肥
,

还能促使土壤有机质积累
,

有利于提高地力
,

改善土壤理化性状 (表 6 )
。

因此种绿肥

是保证稻田回早的一项有效措施
。

我站于 1 9 6 4年选一轻盐地 7
.

2 亩
,

种稻一年后冬播绿肥回早
,

翌春绿肥鲜草 亩 产

1 2 6 7一 3 0 6 9斤
,

继后耕翻植棉
,

平均亩产皮棉 90 斤 ; 1 9 7 2年将水稻一绿肥连作 4
、

5 年的

1 45 亩地回早植棉
,

耕翻时绿肥鲜草亩产 1 5 0 。斤左右
,

耕翻后植棉亩产皮棉 1 00 多斤 ; 19 7 3

年又继续耕翻绿肥 2 5 0 0斤 /亩左右
,

棉花长势较头年更好
,

平均亩产皮棉 1 25 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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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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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回旱地耕作管理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
。

适当推迟播种
,

提前追肥促苗

早春季节回早地的地温回升较慢
,

一般比旱地棉田的地温要低 0
.

5一 1
.

o
O

C
,

针对回

早地
“

冷茬
”

的特性
,

棉花播种期应较一般棉早田迟 7 天左右为宜
,

这样可使绿肥推迟耕

翻
,

延长绿肥生长期
,

增加绿肥鲜草量
,

待地温逐步上升
,

稳定至 12
O

C 左右时
,

再播种棉

花
,

有利于棉苗发芽生长
。

为了促进棉苗早发
,

追肥也应适当提早
。

2
.

勒中耕深中耕
,

加速耕层熟化

盐碱地种稻
,

若用养结合不当
,

往往容易板结
。

回旱后
,

棉苗长势不旺
,

易形成迟苗晚

发不封行
,

因此苗期开始就应勤松土多中耕
,

营养生长阶段更要勤中耕深中耕
,

以加速耕

层土壤熟化
,

提高土壤吸热保温性能
,

促使板土变松
,

死土变活
,

为棉花正常生长发育提供

良好的环境条件
。

3
.

小行匀株
,

密植争高产

回早地头年植棉
,

一般明显地表现 出迟苗晚发
,

后期难 以封行
。

实践证明
,

采取小行

( 1
.

6尺 )密植 ( 7 0 0 0一8 0 0 0株 /亩 )是夺取当年回早高产的有效措施之一
。

在当前一般的耕

作管理条件下
,

采用这种方法
,

每亩可获百斤皮棉的产量
。

几种紫云英品种的产里
、

含氮量和根瘤中固氮酶活性的研究

浙江 农业大学农业化学教研组
*

紫云英是我国水稻地区的主要绿肥
,

也是发展牧畜业的优良饲料
。

研究提高紫云英产

量和固氮量是提高农业生产一项重要措施
。

影响紫云英产量和固氮量因素很多
,

主要是紫

云英品种和它共生的根瘤菌
。

此外环境条件如气候
、

土壤
、

肥料等也要影响紫云英和根瘤

菌的生长
。

根据一些研究报导
,

豆科植物的固氮量与共生的根瘤菌中固氮酶的活性有一定

的关系
。

如在不同时期测定根瘤中固氮酶的活性
,

还可以推算出固氮量 〔’ 〕 。

因此选择固

* 化学 教研组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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