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如牛耙
、

稍耙和拖拉机耙田以及拖拉机干打与水耙
,

拖拉机耕翻与旋打
,

对土壤理化性

状
、

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的关系
,

从中找出整地指标
。

3
.

肥料对改善土壤理化性状的作用
,

如有机肥和化肥的不同施用比例
,

对土壤理化

性状的影响 , 不同数量和不同品质的有机肥
,

配施不 同比例的氮
、

磷
、

钾化肥
,

在不同土壤

和不同作物上的反应
。

经济有效地施用有机肥料和化肥的方法
。

高产土壤有机质含量那

标和磷肥的适宜用量及其后效的确定
。

摸 出能被广大群众容易接受
,

简便易行
,

正确可靠

的氮
、

磷
、

钾速测法
。

理
.

不同轮作方式下土壤肥力的演变以及在不同条件下的合理轮作方式
,

如种植不同

茬 口
,

特别是绿肥
、

油菜
、

绿萍田对土壤肥力的影响
,

以及麦茬 口对改善土壤物理性状的作

用等
。

5
.

不同土壤肥力指标的确定
。

我县农业生产发展很快
,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

但是
,

在前进的道路上出现了土
、

肥
、

水

方面的新问题
,

阻碍着农业生产继续发展
。

为了迅速改变自然条件
,

建设高产稳产农田
,

我们要以大寨为榜样
,

在土
、

肥
、

水三方面狠下工夫
,

大干快上
,

使水利建设越搞越好
,

土地

越种越肥
,

产量越来越高
,

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

为支援世界革命贡献力

量
。

水稻 土 肥 力 评价 的群 众 经 验

熊 毅 陈家坊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 城研究所 )

土壤肥力是指土壤能够供应和协调作物生长所需的水分
、

养分
、

空气
、

热量和其他生

活条件的能力
。

但是水稻土的肥力特性与早地有所不同
。

水稻土经常受间歇性泡水的影

响
,

时干时湿
,

好气嫌气过程交替进行
。

水稻生长期间
,

土壤长期泡水并多次耕耙
,

形成特

殊的条件
,

以满足水稻的要求
。

冬季回早
,

种植小麦
、

油菜
、

蚕豆和绿肥等
,

又需早作土壤

的环境
。

因此
,

水稻土的肥力评价
,

既要考虑水田土壤的性质
,

也要考虑旱作时的土壤情

况
,

早地和水田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的
。

一般认为肥沃土壤的养分贮量较高
。

据浙江省农科院的统计
,

高产水稻土的养分指

标是有机质 2
。

3 6一 6
.

6 8%
,

全氮 0
.

1 4 2一 0
.

4 5 0%
,

全 磷 0
.

0 5 4一 0
.

2 5 1%
,

全 钾 1
.

5 9一
2

.

66 %
。

群众常用
“

黑
”

或
“

乌
”

来形容有机质含量较高的土壤
,

并用来标志土壤肥沃和养

分贮量较高
。

但是往往有些土壤
,

养分贮量很高
,

而有效性不高
,

上海郊区和江苏宜兴县

的土壤肥力调查
,

也有这样的报导
。

所以
,

只凭养分贮量来评价土壤肥力
,

是不全面的
。

升念
一

护土壤肥力特性深受土壤质地的影响
。

不同质地的土壤
,

肥力指标有所不同
。

但在同类

质地的情况下
,

由于土壤组成和结构的不同
,

肥力又有差异
。

所以
,

评价土壤肥力
,

既应重

视质地
,

又要在同类质地的土壤中分别肥力的差异
。

群众对土壤肥力的概念是全面而综合的
,

既注意土壤供应作物所需水
、

肥
、

气
、

热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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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

又考虑调节这些肥力因素的难易
。

苏南地区的鳝血蚕沙土和黑油沙等土壤施肥多

了并不引起作物疯长
,

少施肥料也不会脱力
,

群众认为这种土壤
“

饱得
,

饿得
” ,

易于调节
,

是好土
。

而小粉土和淀浆白土等则难调节
,

是坏土
,

群众认为这种土壤
“

饿不得
,

也饱不

得
” ,

肥料施少了
“

稻象草
” , “

多施肥料易倒伏
” 。

我们针对群众经验挑选保肥性能不同的

土壤
,

用平衡法测定土壤吸按的能力 (表 1 )
。

事实证明
,

苏南地区的水稻土由于经常施用

草塘泥和有机肥料
,

土壤中有机质和粘粒含量较高
。

因此
,

肥力较高的土壤
,

吸钱量较高
,

保肥性能也较好
。

表 1 土 壤 吸 按 性 能 的 比 较

地地 点点 土 坡坡 有 机 质 ( % ))) 吸 按 最最 浸 水 容 重重
((((((((( 毫克 / 10 0克 )))))

江江 苏 裸 阳阳 红 筋 白 土土 1
。
3 666 3 9

。
222 0

。

6 333

板板板 桨 白 土土 1
。
0 777 3 8

。
555 0

。
7 555

江江 苏 句 容容 红 筋 自 土土 1
。
8通通 4 6

。

444 0
。

6 666

板板板 浆 白 土土 0
。
8 333 3 2

。

666 0
。

8 222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6 111江江 苏 南 京京 黑 马 肝 土土 1

。
7 333 4 3

。
555 0

。
7 111

死死死 马 肝 土土 1
。
2 000 4 0

。
33333

江江 苏 丹 阳阳 栗 子 土土 3
。

2 999 5 2
。
666 未 洲洲

栗栗栗 子 土 (较差 ))) 3
。

0 333 5 0
。

666 未 洲洲

江江 苏 铜 山山 砂 板 土 ( 压着子 ))) 0
.

5777 1 7
。
999 0

。
9 222

砂砂砂 板 土土 0
。

5444 1 4
。
111 O

。
9 888

马毅杰
、

衰朝良
、
张绍德分析

为了探索土壤中不同的供肥性能
,

我们曾测定各对比田在不 同浸水时间水溶液的比

电导 (图 1 )
。

土攘的导 电能力主要决定于土壤溶液中的离子组成及其浓度
。

土壤中无机

养分大都以离子态进入土壤溶液
,

溶液中的养分离子愈多
,

电导愈大
。

所以
,

在非石灰性

或非盐渍土壤中
,

可用比 电导表示土壤供肥的情况
。

根据部分土壤的分析结果
,

肥力较高

的土壤其供肥性能比肥力低的土壤高
,

如黑马肝土的比电导比黄马肝土高
,

油泥土 比栗子

土高
,

但如青泥土一类的潜育性水稻土
,

其供肥性能反而不如青泥 白土
。

目前有些地区在

肥力普查中也发现潜育性水稻土中养分的效率低
,

可能就是这种情况
,

应进一步研究
。

另外
,

群众还根据生产实践经验
,

把供肥性能区分为若干种
,

如
“

肥劲长而稳
” 、 “

肥劲

平缓
”

以及
“

有前劲而后劲不足
”

或
“

有后劲而前劲不足
”

等等
。 “

有前劲而后劲不足
”

就是作

物生长前期养分供应还好
,

后期则易脱力
,

群众称这种田为
“

早发 田
” , “

有后劲而前劲不

足
”

是
“

晚发田
” 。

例如江苏丹阳练湖农场的油泥土
,

其有机质 ( 2
.

21 % )和氮素 ( 0
.

14 % )含

量都不比栗子土 (有机质 2
.

74 %
,

氮 0
.

17 % )高
,

但质地为中壤土的油泥土是早发田
,

后期

容易脱力
,

而质地为轻粘至中粘土的栗子土是晚发田
,

易于贪青
。

比电导曲线 (图 1 )也有

这样的趋势
。

毫无疑问
,

这些特性在肥力评价中都应给予注意
。

除保肥供肥甘能而外
,

透水性和透气性也很重要
。

冬季麦田还有保墒问题
。

群众用
“

囊

水
” 、 “

爽水
”

和
“

漏水
”

来区分土壤的通气性和透水性
。

囊水田多在地势低洼地区
,

地下水位

高
,

土壤渗透性极差
,

水多气少
。

漏水田漏水漏肥
,

水少气多
。

爽水田最好
,

既不漏水漏肥

又具有一定的渗透性
,

水气适当
。

另外
,

由于土壤水分条件的不同
,

群众对土壤温度有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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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水稻土比电导的变化

1
。

黑马肝土 2 .

黄马肝土 3
.

青泥土 4
.

青泥 白土 5
.

油泥土 6
.

栗子土

( 1一 4武玫玲马毅杰分析
,

5一 6刘芷 宇等 分析 )

性热性之分
,

例如排水不好的冷浸田
,

土性很冷
。

群众还有
“

土暖早出苗
,

土冷迟出苗
”

的

经验
。

总之
,

土壤水气适 当
,

氧化还原分配合理是 良好水稻土应具备的条件
。

苏南地区的

群众常用
“

鳝血
” “

红筋
”

来表示土壤的肥沃性
,

是有道理的
。

土壤要能满足上述作物所需的水
、

肥
、

气
、

热等条件
,

必须有良好的土壤结构性
。

结构

性良好的水稻土
,

土壤疏松
,

土块浸水易于化开
,

有泥头 (指水 田耕耙后水混浊的现象 )
,

耕

作容易
,

用钉把锌土时
,

可入土 四寸
,

翻土 5一 6寸
。

这种水稻土保水保肥性能都好
,

水稻栽

插容易
,

返青快
,

发棵多
,

产量高而稳
。

结构差的水稻土则相反
,

干时土块僵硬
,

淹水不易

化开
,

没有泥头
。

水稻返青慢
,

易晚发
。

根据团聚体分析结果
,

结构良好的土壤中
, 。

.

5一

0
.

2 5毫米的微团聚体较多
,

特别是 0
.

25 一 0
.

01 毫米不受耕作影响的基本微团聚体显著较

多
。

实际上
,

大于 5 毫米的水稳性团聚体
,

并非好的结构体
,

而是在水中不易化开的土块
。

这种土壤回旱种麦
,

十分不利
。

群众形容这种土壤是
: “

摊田似馒泡饭
,

没有泥头
,

躺稻搅

不 出混水
” ,

其僵板的情况可想而知
。

泥头就是微团聚体
,

也就是有机无机复合体
。

有机

质少而熟化度低的水稻土
,

有机无机复合作用较轻
。

结构不好的水稻土
,

灌水耕耙后
,

土

粒分散
,

质地较轻的土壤呈现淀浆
,

而质地粘重的则出现起浆
,

这都是低产水稻土的特

征
。

水稻土发僵板结是结构性低劣的标志
,

可用硬度表示之
。

浸水容重也可 以反映水稻

土的肥力水平
。

浸水容重的大小表明土体在泡水情况下的密实程度
。

浸水容重较小
,

土

壤较疏松
,

反之浸水容重较大
,

土壤较紧实 (表 1 )
。

结构良好的水稻土易于吸水膨胀而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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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为微结构体
,

因而形成足够的泥头
,

表现出糯性
,

结构不好的水稻土在渍水情况下
,

既不

易膨胀
,

又难化开
,

形成
“

泥头不足和僵块多
”

的梗性
。

由于土壤熟化程度不同
,

土壤干缩

变化也不一样
。

肥力低的土壤干缩开裂大
,

裂隙宽而长
,

并且很深
,

可使土壤形成大块结

构 , 而肥力高的土壤干缩开裂小
,

裂隙细而短
,

并且较浅
,

苏南群众称为
“

麻丝拆
” ,

可使

土坡形成粒状结构
。

由黄棕壤发育的青泥土
,

干缩开裂小
,

裂隙少
、

细
、

短而浅 ; 青泥 白土

干缩开裂大
,

裂隙多
、

宽
、

长且深
,

有时甚至把稻根崩断 (图 2 )
。

分析结果也证明
,

死马肝

土的干缩力比黑马肝土大一倍以上
,

而干缩引起容重的增加
,

死马肝土竟为黑马肝土的三

倍
,

说明水稻土干燥后
,

结构不好的土壤更为紧实
。

青 泥 土 青泥 白土

图 2 水稻土干缩开裂情况

土壤肥力特性为什么有这样复杂的变化? 归根到底
,

原因在于复杂的土壤有机和 无

机胶体及其相互作用
。

土壤肥力水平不同
,

有机无机复合体的质和量也有不 同
。

据分析

结果
,

复合体中的碳
、

氮和磷的含量都比原来土城为多
,

特别是钠质研磨分散复合体的碳
、

氮
、

磷含量显著较高 (表 2 )
,

土壤肥力愈高
、

复合体中的有机质
、

全氮
、

全磷含量愈高
,

说

明复合体积累养分及其在植物营养中的作用
。

复合休中的腐殖质
,

以游离松结态和矿物
了

一

泛

表 2 水 稻 土 及 其 复 合 体 的 营 养 物 质 含 最

城 }肥
力 水 平

…麦警 葆
复合体含盈

( % )

苏 甫 京

。 (% ) …, (% )

{气淤
的

采 自 江

黑黑 马 肝 土土 较 肥肥 土 城城 2 2
。

7
。。

1
。

0 000 O
。

10 999

GGGGGGG ooo 2 0
。

777 1
。

4 222 0
。

1 8 111

GGGGGGG --- 3
。

444 1 。 5 888 0
。

2 1 111

GGGGGGG
22222 2

。

6 000 0
。

2 9 666

死死 马 肝 土土 较 澳澳 土 城城 2 3
.

000 0
。

7 000 0
。

0 8 666

GGGGGGG。。 10
。

000 0
。 9 333 0

。
1 3 666

GGGGGGG lll 2
。

888 l
。

1 777 0
。

1 6 222

GGGGGGG 22222 1
。

7000 0
。

2 1 555

0
。

1尽3

O
。

廿 i

0
.

1 8 0

0
。

2 1 7

0
。

0 7 5

0
。

11 8

0
。

1 3 7

0
。

2 0 4

1 9 5



7 558 33067 04 27 5 36一1.. 5. 3一.. 5 3. 3

江 苏

’

…
壤 {

采 自 江 苏 江 宁

GGG

土……
一一

.

1

1

…肥一痰
一…

背 泥 白 上

G。
一水分徽复合体

,

G l一钠质分散复合体
,

G 舍一钠质研磨分散复合体
。

武玫玲
、

马毅杰分析
。

紧结态为主 (表 3 )
。

肥力水平较高的水稻土
,

其复合体中各种结合形态的腐殖质都较高
。

复合体中紧结态腐殖质显著较高
,

可以说明有机无机胶体的紧密结合
。

有机无机胶体结

合愈紧密
,

土肥相融愈彻底
,

土壤肥力水平也较高
。

另外
,

游离松结态腐殖质的作用也不

应忽视
。

良好的团聚体可能是多种多样地结合
,

既有紧结态腐殖质胶结的稳定性微团聚

体
,

也有通过新鲜形成的游离态腐殖质再胶结的大团聚体
。

这样形成的团聚体既有一定

的水稳性
,

又有良好的孔隙性
,

而且养分的贮存和有效性都较高
。

复合胶体在土壤肥力中

的作用是肯定的
,

但目前还没有弄清楚
,

应加强研究
。

表 3 水 稻 土 中 腐 殖 质 的 结 合 形 态

…土 游离松结态碳 (% )
·

…
游离松` “

活性铁侣结合态碳
( % )

矿物紧结态碳 ( % )

土

土

0
。
3 0

0
。
2 8

。

1 1

。
0 9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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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毅杰分析

土壤肥力是相对的
,

是可 以改变的
。

肥力低的土壤可以经过人工培育
,

不断提高肥力
,

但如果用地不与养地相结合
,

不注意培肥
,

肥沃土壤也会变瘦
。

因此
,

必须全面和深入地

了解土壤的性质
,

分析利弊
,

才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

定向培育土壤
。

土壤肥力评价不仅

要考虑土壤本身的熟化程度
,

还要考虑耕作层的厚度和土壤剖面 (地身子 )的性质
。

高产水

稻土要有深厚的肥沃耕作层
,

并且还要有稍为紧实的犁底层
。

一般耕作层的厚度应不小于

20 厘米
。

另外
,

土壤剖面性质也很重要
,

要有适宜的氧化还原条件
,

漏水田和囊水田都不如

爽水田
。

土壤肥力的评价和培育不仅要注意耕作层土壤的性质和厚度以及地身子的情况
,

还要考虑土壤的外围环境和肥源水源
。

培育高产稳产土壤必须建设基本农田
,

具备高产

稳产的环境条件
。

高产稳产土壤是高产稳产农田的重要组成部分
。

但是
,

什么是高产稳

产水稻土 ? 各地区水稻土的肥力指标是否不一样 ? 这些问题都有待大家努力研究才能解

决
。

这篇文章是我们学 习群众经验的初步体会
,

抛砖引玉
,

希望各地区能从总结群众经验

出发
,

积极研究高产稳产土壤的性质及培育措施
。

资料多了
,

研究地区广了
,

必然会从中

总结出有规律性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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