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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垦农场围湖造 田
,

其地势低洼
,

土壤多属粘质淤

土
,

其中过半为粘土中夹薄粉砂层的千层状淤土
,

水分上下运行受阻
,

且受机械压实
,

通透

性很差
。

尽管排涝工程设施基本完备
,

但由于土壤内排水不 良
,

降水积贮土 中
,

不易消退
,

致使作物
,

特别是三麦
、

大豆等主要早粮作物极易遭受明涝暗渍
,

水欺湿害
,

影响作物产

量
。

为解决这一问题
,

过去采用明沟排水
。

这样
,

虽然也可 以解决内排水问题
,

但花费

劳力多
,

且影响机械作业
。

为了摸索在机械化作业条件下
,

多
、

快
、

好
、

省地建立田间排水

系统
,

消除三水 (地表水
、

潜层水
、

地下水 )为害
,

于 1 9 7 3年春着手开展暗洞排水试验
。

暗洞排水在国外又称
“

鼠道
” 、 “

鼠洞
”

或
“

弹丸
”

排水
。

日本在低湿稻田广泛应用
。

欧

美各国则主要用于早地
。

我国江苏
、

上海郊区
,

辽宁盘锦等地区在文化大革命前后也陆

续开展暗洞排水试验
,

反映良好
。

本试验重点观测暗洞的排水作用
,

同时对打洞机的牵引动力等进行了革新试验
。

这里

就暗洞排水效果方面取得的初步资料报导如下
。

供试土壤为潜层水位不一的粘质千层状

淤土
。

暗洞成椭圆形
,

高 9 厘米
,

宽 7 厘米
,

深度离地面 60 一70 厘米
,

间距 6一 10 米
。

一
、

暗洞的排水作用

从初步试验结果看
,

暗洞能起排除土壤中重力水的作用
,

如 3 月上旬在23 区晚稻茬冬

闲田里 (潜层水位高达 30 厘米左右 )打 的 3 条暗洞
,

打洞后一小时都陆续出水
。

以后天天

出水
,

至 3 月 18 日开始测定
,

三个洞的出水量每分钟还达 39 0一 4 70 毫升
。

15 天中共排除土

壤水分达 8
.

2吨 (见表 1 )
。

在土壤潜层水位较深的田区
,

暗洞排水则表现为另一样情况
。

如 3 月上旬在 28 区小麦

田打的 12 条暗洞
,

当时土中潜层水位在 1 00 厘米左右
,

打洞后一直不出水
。

4 月初下了几

场小雨
,

土壤含水量没有超过 田间持水量
,

仍不出水
。

4 月 14 日降雨 25
.

9毫米
,

次晨观察
,

各洞都 出水
,

最高的每分钟达 4 25 毫升
。

4 月 1 5日
、

1 6日两天降雨 7 7
.

7毫米
。

4 月 17 日中午开始测定暗洞出水量
,

最高的每

分钟达 1 6 8 0毫升
。

至 1 8 日上午测定
,

尚有少数暗洞继续出水
。

粗略统计
,

自17 日中午 1 2时

半至 18 日上午 1 0时半 22 个小时中
,

12 个暗洞共排出水量约 4 吨半 ( 4 4 7 4公斤 )
,

见表 2
。

雨季
,

通过暗洞排掉的水量更大
,

如 7 月初在 28 区北起第 23 条田背地打了 58 条暗洞
,

不久进入雨季
, 7 月 8 日至 7 月 1 5 日陆续降雨 n l 毫米

。

自 7 月 g 日至 7 月 19 日每天一或

二次连续测定九个暗洞的排水量 (见表 3 )
,

其中 7 月 10 日这天因排沟积水
,

淹没洞 口
,

无

法测定
。

据这 10 天中12 次测定
,

在 2 05 个小时内共排水 6 5
.

6吨
,

平均每个暗洞每昼夜排水

* 本试验得到江苏省常熟县农机研究所范水生等同志的大力协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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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9吨
。

其中 4号暗洞一分钟排水量高达 1万毫升 (即 1 0公斤)
。

这九个暗洞
,

所占面积约

8 亩
,
6 5

.

6吨水量相当于排走了1 2
.

3毫米的降雨量
。

应该指出
,

暗洞实际排除的水量远远

大于此数
,

因为
:

( 1 ) 7 月 10 日排沟积水
,

超过洞 口
,

中断了 30 小时的测定
。

( 2) 在这段时

间内傍晚至夜里常下大雨
。

雨后一段时间内
,

暗洞出水量肯定增加
, ,

至次日上午八
、

九点

钟测定
,

所得结果必然偏低
。

从直观上看也很清楚
,

打洞区基本上达到了雨止田干的要求
,

而相邻的没有暗洞的对

照区
,

雨后相当长时间内地表仍有积水 (见图 1
、

2 ,

均于 1 9 7 3年 了月 1 1日雨后 3 。小时摄 )
,

这就有力地证明暗洞具有显著的排除过多降水的作用
。

为了分析
、

探讨暗洞对降低潜层水位的实际效果
,

分别在大豆地 ( 28 区 北 起第 了

表 1 23 区第 3条田三个暗洞出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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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天气情况
:

自 13 侣 以来
,

都是 晴天或阴天
。

表 2 28 区第 7条田十二个暗洞出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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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82 区第 23 条田九个暗洞出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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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Ò

15 : 3 0

9 : 3 0

1 0 0 0 0

2 2 50

7 2。。

…
“ 。。。

{
6 `’ “

{
3` 2。

1 8 0 0 } 2 1 0 0 } 1 5 0 0 } 1 4 1 0

15 : 30

8 : 10

1 9 0 0

1艺9 0

1 3 1 5

8 0 0

1 1 8 5

7 8 0

1 2 0 0

7 8 0

1 1 6 0

7 6 0

1 0 / 7

1 1 / 7

1 2 / 7

1 3 / 7

14 / 7

15 / 7

8时
20时

8时
20时

8时

2 0时

8时
20时

8时
2 0时

8时

0
。

2

20
。

5

。
.

1

10 。吕

}:;

97080030Q756040无20405030709032O曰仔fJ“丹舀̀胜ō102060“205578
n自ó吕n舀几J01,几

ù
nùō匕八甘ùonù冉七

04765428136少

0020802055508535755030
Oé内卜OgJ目J叹Jù. .

1 5 0 0

1 4 8 0

几U点nnUù11.̀Uōō匕任̀月任J任匕“甘O八曰Rù自勺OU六01.1

nUn.̀口QnUU八石11一了臼心亡nU O汽h勺̀1几一几

伪U一a伪Ug̀月才009曰7
.几匕1上的匕刀咬0山,11二

n.nl匕n甘八“
ó
Uon
ù一勺UO内bó11ù

ó“.巴OJ口月了O口J勺口 性ō石一ónù丹了J任,曰,上,1,山d.占

0哎J̀Uó”ùn幼一bn匕矗UO自n
ù00门11óJ弓UUJJù

17 : 10

9 4 } 6 5

户舀01匕几b八US,. J任5行I冉n叮山吸U,自

1 1 / 7

12 / 7

13 / 7 9 : 0 0

15 / 7 9 : 0 0

1 6 / 7 1 6 : 3 0

1 7 / 7 1 7 : 30

18 / 7 16 : 4 0

1 9 / 7 1 6 : 30

图 1 打洞区 (2 8区 23条田 ) 图 2 对照区 (2 8区 22 条田 )

条 )
,

田著地 ( 28 区北起第23 条 )的暗洞两侧
,

距暗洞 1
、

3
、

5 米处和相邻条田未打暗洞

的对照区布置了观察井
,

每天测定观察井中的水位变化
。

测定结果明显反映出潜层水位

的变动有共同的趋势
,

即距暗洞 1米处的水位最深
, 3 米处次之

, 5 米处又次之
,

对照区

水位最高
。

并且每次大雨后
,

各观察井水位都普遍迅速提高
,

对照区水位几乎接近地表
。

转晴后
,

暗洞出水量逐渐减少
,

离暗洞越远水位越高的规律性仍然保持着
。

当暗洞停止出

水
,

意味着暗洞以上 的土层中土壤含水量 已经下降到重力水以下
,

这时土壤性状以及植

物蒸腾
、

地面蒸发等 因素对水分运动造成的影响增大
,

这种规律性才逐渐不明显
。

为了更直观地分析暗洞对降低潜层水位的效果和影响范围
,

取 7 月 16 日雨止至 7 月

2 3日暗洞停止出水期间测得的观察井水位绘制成图 3
。

图 3 清楚地揭示暗洞的排水
、

降水作用
,

在 3 米之内相当突出
, 5 米处尚有影响

。

因

此
,

两条暗洞的间距定为 6一 10 米左右是合宜的
。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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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暗洞排水降低潜层水位的效果

二
、

暗洞排水的增产效果

上述结果说明暗洞具有明显的排水 (排除土壤的重力水和雨水 )
、

降水 (降低潜层水

位 )作用
。

这对于旱作易受明涝暗渍
、

水欺湿害的湖洼粘湿地来说
,

肯定是一项有效的增

产措施
。

73 年春在23 区晚播尺把大麦田布置的暗洞排水试验
,

尽管打洞时大麦已开始返

青拔节
,

但由于 4 月中及 5月初有两次大雨过程
,

雨后对照区有积水
,

大麦遭受水欺湿

害
,

根系发黄发黑
,

锈病
、

赤霉病蔓延
,

麦子萎缩枯死
。

而打洞区则无积水现象
,

麦子生长

基本正常
,

收获时尚清秀
。

样方测产结果
,

打洞区比对照区增产 2 6
.

4 % (见表 d )
。

在潜层水位稍低的田区
,

暗洞同样表现出增产的苗头
。

如 3 月上旬在 28 区丰产三号

了万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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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坍塌 ; 有时洞 口为水淹没
,

更易塌坍
。

有时中耕除草或耙地
,

易将沟边土块推下来
,

也

会堵塞洞 口
。

因此
,

打洞后应及时管理
,

最好洞 口安装 7一 10 寸长的竹筒
,

或定制的陶瓦管
。

如以上材料有困难
,

可考虑用 1
.

5一 2 尺长的高粱秆束或其它不易腐烂的秸秆束插入洞

口
。

至植稻季节
,

则封闭洞 口
,

控制稻田渗漏量
。

(二 )暗洞的深度和密度问题

暗洞的间距多大为宜
,

是涉及到打最少量的洞而收到最大排水效益的问题
,

从今年

初步试验情况看
,

在透水性差的厚千层状淤土上
,

适宜间距为 6 一 10 米的范围
。

暗洞的深度应考虑作物丰产的需要和实际排水效果来确定
。

丰产三麦要求至少有 60

厘米以上的爽土层
。

而城西湖的粘质千层状淤土垂直向裂隙少
,

表土和心土的透水性都

差
。

暗洞深了
,

对排除上层土壤的水分不利
。

从今年的初步试验看
,

洞深 60 一70 厘米尚

可
。

我们设想今后本着
“

浅明沟
、

深暗洞
”

相配合
,

以及
“

暗洞排水
,

灌溉
”

相结合的原则
,

进

一步试验研究暗洞的间距
、

深度以及深
、

浅两层暗洞配合等问题
。

( 三 )打洞机的弹头形状
、

大小及刀片厚度问题

从延长暗洞的寿命看
,

椭圆形较圆形好
,

椭圆形经淤积逐渐变成圆形
、

月 牙形
,

能维

持较长的年限
。

弹头大
,

出水面增大
,

能提高排水量
,

并延长暗洞淤积期限
。

但洞过大
,

洞壁会被挤

压得十分紧实
,

不利于洞壁的渗水
,

且打洞阻力加大
。

根据初步试验结果
,

履带拖拉 机牵

引力大
,

弹头增大至 15 x 12 厘米仍能顺利牵引
。

目前打洞机弹头前端顶点一般位于中间或偏下
,

弹头入土时
,

挤出的土基本上平均分

散到弹头的四周或上部
。

如将圆锥顶点稍向上移
,

挤开的土大部分可能分散到弹头的下

部
,

这样上部洞壁不致压得过于紧实
,

则弹头加大带来的副作用可减轻或免除
。

但如园

锥顶点上移
,

弹头入土后稳定性差
,

易上抬
,

这问题尚待解决
。

刀片缝具有明显的排水作用
,

尤其是新打的暗洞
,

耕层刀缝未被破坏
,

裸露地表
,

相当

于一条窄明沟
。

刀 片越厚
,

刀缝越宽
,

随缝渗入洞中的水分就越多
,

但刀缝宽了
,

带入洞中

的泥沙增多
,

洞容易淤塞
,

所以刀片的厚度也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

通过试验初步认为
,

以

1 一 3 厘米左右为宜
。

( 四 )打洞的质量问题

打洞质量既影响暗洞排水的效果
,

又影响暗洞的使用年限
。

如果地面高低不平
,

打

出的暗洞会随之起伏 (尤其是悬挂式打洞机 )
,

排水不畅
,

且洼处易淤塞
,

使暗洞失效
,

因

此
,

打洞之前
,

须平整土地
。

另外
,

在条田沟边
,

或有较高的埂子
,

或有高于田面的斜坡 (挖条田沟时堆上的土 )
,

打

洞时拖拉机会发生
“

翘尾巴
”

的现象
。

打成的洞 口比田中的暗洞高
,

形成
“

朝天洞
”

或
“

马鞍

形洞
” ,

也会明显降低排水效果
。

因此
,

打洞处应修窄田埂
,

或铲平斜坡
。

如能随时任意调

整弹头入土的深度
,

使暗洞深度不受地面起伏的影响
,

并能按照一定的坡降打洞
,

则暗洞

排水效率将更提高
,

这是有待今后解决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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