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稻— 晚大豆— 绿肥换茬
,

但也有采取小麦— 套早大豆— 晚稻 (豆秆还 田 )

— 绿

肥制的
。

在一般施肥条件下
,

麦
、

豆
、

稻水旱轮作的
,

比当年改
、

当年种双季稻绿肥的全年

粮食亩产高10 一 20 % 以上
,

比未改的早地亩产高一倍多
。

重盐碱土综合改良利用的经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 师勘测队二十九团工作组

二十九团位于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
,

气候干早
、

多风
、

少雨雪
,

平均年降水量少

于 5 4
.

1毫米
,

年蒸发量 2 31 2毫米
,

蒸发量约为降水量的 42 倍
。

土壤母质为 山前洪积
一

冲积

物
。

垦前一米土层总盐量为 3一 5 %
,

最高可达 10 % 以上
,

盐分组成以硫酸盐氯化物为主
,

地下水埋深 3一 7米
,

矿化度 10 一 50 克 /升
,

水化学类型多属硫酸盐
一

氯化物镁钠型水
。

植

被以泌盐和耐盐的红柳
、

盐穗木
、

盐角草等小灌木为主
,

散生稀疏小芦苇
,

总覆度 < 20 %
,

局部
“

光板地
”

寸草不生
,

呈典型的盐漠景观
。

1 9 5 0年开始兴修水利
,

开荒造田
。

但由于对生产发展
、

改良利用盐碱土的客观规律认

识不足
,

粮食单产始终在百斤上下
。

在
“

农业学大寨
”

运动中
,

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以来
,

全体军垦战士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
,

彻底批判了刘少奇
、

林彪的反革命修正

主义路线
,

进一步激发了革命干劲
,

生产逐年增长
。

1 9 7 1年粮食上
“

纲要
” ,

至 1 9 7 3年获得

了粮
、

棉
、

牧
、

副持续八年的全面增产
,

粮食平均亩产 4 3 7
.

3斤
,

长绒皮棉平均亩产 4 3
.

3斤
,

为国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

现将该团改良利用重盐碱土的主要经验介绍如下
。

一
、

开流节源
,

降低地下水位

在灌溉的盐碱土地区从事农业生产
,

最首要的是解决水源和排水问题
。

“

开流
”

就是要解决地下水的出流
,

垦区的排水出路是灌区南部 7一 10 公里的干涸古河

床
,

以它作为排水容泄区
,

全团分由东西两条干排投入干河床
,
但因风积沙丘移动严重

,

将投出渠段堵塞
,

虽历经多次清挖仍经常淤塞
,

出流不畅
,

致使灌区内部虽有排水沟但不

能起到排泄地下水的作用
。

为解决此矛盾
,

于 1 9 6 5年建立了两个扬水站
, 1 9 7 1年后改建

成永久的电排站
,

此工程的建立为排水排盐
,

降低地下水位起了重要作用
,

据 1 9 7 2一 1 9 7 3

年统计
,

全年排出水量达 1 7 0 0一 2 5 0 0万立方米
,

排盐 30 余万吨
。

广大军垦战士从生产的亲身经历中深切体会到
,

要使重盐碱地得到改 良
,

必须有灌有

排
,

从而全团掀起了大搞清淤挖排沟的群众运动
,

坚持农闲大干
,

农忙小干
,

从 1 9 6 6年至

1 9 7 3年共挖土方 21 3万立方米
,

修建排水沟 6 4 9
.

7里
。

各连队还指定专人在排水期间坚持

清淤
,

保持排沟通畅
。

因而
,

虽在大面积种植水稻 (占播种面积 27 % )的情况下
,

在作物生

长季节中地下水位仍控制在 1
.

5米以下
。

此外还注意节约用水
,

合理灌溉
。

节约用水不仅可扩大耕地面积
,

尚有稳定地下水

位
,

减少返盐的作用
。

节约用水的措施
,

一是渠通防渗
,

二是精细平正土地
,

三是改小条

田
,

短灌快灌
。



二
、

种稻洗盐
,

实行水旱轮作

在与盐碱地作斗争中
,

种稻洗盐是改良与利用相结合的行之有效的措施
。

早在1 9 5 1

年垦殖初期
,

该团即开始在重盐碱地上进行种稻洗盐
,

改良土壤
,

但因当时排水沟设计不

合理
,

排水出路没有解决
,

有灌无排
,

及其它种种原因
,

以致引起地下水位上升
,

盐碱加重
,

水稻产量不高
, 1 9 6 3年被迫停种

。

面对这样大的困难
,

广大军垦战士
,

认真总结经验
,

促进

矛盾转化
,

毫不灰心
,

一面挖排沟
、

平地
,

一面改进施肥
、

栽培管理措施
。

1 9 6 4年五连首先

在 6 67 亩盐碱害达 70 % 的重盐碱地上种稻获得成功
,

水稻亩产 1 4 7
.

5斤
。

1 9 6 5年又扩大了

种植面积
,

全团种稻 7 8 1。亩
,

其中 30 5亩亩产91 8斤
,

一米土层含盐量由种稻前 2
.

45 %减少

到。
.

63 %
,

且后作小麦苗全苗壮
。

六连在72 。亩大面积上获得水稻亩产 1 0 2 0斤的纪录
。

自

此种稻改良土壤的路子闯开了
,

随着水稻面积的扩大
,

全团粮食持续增产
。

~ 在生产实践中该团总结出
·

深水压盐
、

浅水养苗
·

的水层管理经验
,

加速了心
、

底土层

的脱盐
。

种稻前条田盐碱斑面积达 60 % 以上
,

种稻后缩小到 6 %以下
,

种稻前平均一米土

层总含盐量 1
.

32 %
,

种稻后降低到 0
.

59 %
,

脱盐率达 5 5
.

3 %
,

对作物危害较大的N a + 、

cl
-

离子在一米土层内也分别减少了8 8
.

3 %及 82 %
。

实践证明
,

种稻洗盐每亩地的用水量虽然比秋复洗盐多70 0立方米
,

但是淋盐效果却

显著提高
,

种植一季水稻后
,

地下水的淡化率达 4 8
。

5 %
,

土壤脱盐层的深度愈深
,

落干后土

壤返盐的速度亦愈慢 (表 1 )
。

种稻后
,

下茬不论种植小麦
、

棉花或其他旱作物
,

出苗率都

比较高
。

表 1 种 稻 洗 盐 与 秋 复 洗 盐 对 比

残t分盆留
亩用水 t

(立方米 )

一 米 土 层

脱盐率
( % )

脱 C l
一

率
( % )

脱盐深度

(米 )

洗盐后 残

留盐碱斑

( % )

一米土层

稻 洗

复 洗

1夕0 0

5 0 0

+ 7公0

5 5
。

7

3 9
。

7

8 2

4 0

> 2
。

O

< O
。

6

< 6
。

O

( % )

0
。

15 2

1 4
。

0 1 0
。

7 2 0

+ 4 2 】 + 1
。

40 一 8
。

0 1 一 O
。

5 6 8

埋埋 深深
(((米 )))

盐盐比秋种对

为了调剂劳力
、

肥料
,

为了消灭杂草
、

病虫害和节约用水
,

当土壤和地下水脱盐到一定

程度以后
,

即实行水早轮作
。

目前全团所推行的水早轮作大致有下述三种形式
。

在盐渍化程度轻
、

土质肥
、

适耕性良好
,

地下水径流较通畅的中上游地区实行水稻一

小麦混播首楷一首楷一首楷一棉花轮作
。

盐溃化程度中等
,

肥力低
,

土壤适耕性和地下水径流较差的中游地区多水稻一棉花一

水稻一小麦 (或油菜 )混播绿肥一棉花轮作
。

盐渍化程度高
,

土质粘重
,

通透性
、

适耕性差
、

地下水径流最差的下游地区为水稻一水

稻一小麦混播首稽一首稽一首楷轮作
。

三
、

改建条田
,

促进脱盐

二十九团建场于解放初期
,

是在缺乏完善的整体规划资料的情况下搞农 田建设的
,

条

6 8



田设计过宽过长 (最宽的5 00米
,

最长的有 1 8 0。米 )
。

通过长期生产实践深感宽大条田严重

影响着土城改良效果
。

测定结果表明
:
沟深为 2

.

7一 2
.

8米的农排
,

对地下水的影响范围

约 35 0米
。

在同一沟深条件下
,

距离排沟愈近脱盐率愈高
,

例如距排沟 95 米处
,

一米土体的

脱盐率为 75 % , 距离 17 5米处脱盐率 5 9
.

5 3% , 距离 25 。米处脱盐率 仅 39
.

26 %
。

5 00 米 宽

的条田
,

在灌溉后
,

地下水位很难下降
,

在强烈的蒸发作用下
,

条田中部出现大量的盐碱

斑
,

盐斑的面积每年以 10 % 以上的速率递增
。

由于排水不畅
,

灌水后 45 一的天仍不能进行

机械耕作
。

为了进一步提高土壤改良的效益
,

该团进行了改建条田的尝试
。

1 9 6 4年试将一块长

1 0 0 0米
,

宽 500 米
,

面积约 70 0多亩大条田改为 30 0亩左右的小条田
,

并增挖了灌渠和 1
.

5米

深的排水沟
,

工程实施后
,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

灌水时间缩短了三天
,

种稻洗盐期排水
、

排

盐量也提高了近一倍
。

八年颗粒无收的地块经改造后
,

获得了好收成
, 3 50 亩土地上水稻

平均亩产85 。斤
。

1 9 6 4年以来全团共改建了50 6块条田
,

相应增修了引水渠
、

排水 沟
,

其总

长度为 1 0 1 5里
,

目前水稻停灌后 45 天
,

全场地下水即可下降到 1
.

5米左右
。

条田改小后
,

虽然提高了稻 田的排水排盐效率
,

但仍不能满足水旱轮作的要求
,

转

入旱作以后仍有明显的积盐现象
。

在转入早作的当年可保苗 80 一90 %
,

第二年则为 60 一

70 %
,

第三年 50 %
,

部分田块甚至无苗
,

近几年来盐碱地面积仍占播种面积的 2 4
.

8一

3 3
.

2 %
。

条田中间盐碱斑大的作物长势仍然很差
。

因此
,

自1 9 7 3年开始全团再一次改小

条田
,

以期进一步巩固和提高排水淋盐的效果
。

四
、

平整土地
,

消灭盐碱斑

平整土地有利于经济合理用水
,

并能减少渗漏水大量补给地下水
。

过去由于土地不

平
,

灌水不均匀
,

致使作物高处硷死
,

低处淹死
,

测定结果证明
:
在微域地形高差 30 厘米

时
,

地表 。一 10 厘米土层的积盐强度因作物而异
,

密植作物地段 15 天后 ( 6 月初 ) 盐分从

0
.

6 %上升到 1
.

6 %
,

中耕作物由。
.

8 %上升到 3
.

6 %
,

当地面无夜盖的情况下
,

积盐强度更

大
。

但经过土地平整
,

高差小于 3一 5厘米的情况下则脱盐率可提高60 %
,

保 苗 率 提 高

47 %
。

继后全团狠抓了土地的平整工作
,

平整土地的方法是
:
头年深耕 25 一 27 厘米

,

使土

地疏松熟化
,

在此基础上
,

用大型平地耙在条田内进行粗平
。

并在各种作物播种前
,

再纵

横交错地进行一次细平
。

土地在细平后用机力筑埂器制格田
、

挖毛排
,

再用畜力
、

人力进

行小块精平
。

格田建成后
,

要求地面高差不超过 3一 5厘米
,

土块直径不大于 5 厘米
,

并筑

40 一 .15 厘米的畦埂
,

便于格田进水
。

平整后的格田每块 2一 3
.

5亩为宜
,

若格 田过小
,

筑埂

太多
,

既费工又不利于机械操作
,

同时还影响土壤脱盐
。

五
、

广开肥源
,

增施有机肥料

广大军垦战士从改土增产的斗争实践中
,

深切体会到
“

地肥肥吃硷
、

地瘦硷吃苗
” ,

“

要产千斤粮
、

必施万斤肥
” ,

因此不断提高土壤肥力
,

是保证农业持续增产不可少的条件
。

为了保证农作物有足够的肥料
,

全 团坚持了专业队常年积肥
、

群众业余积肥
、

农闲突击积

肥的组织措施
,

把积肥作为
“

农业学大寨
”

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
,

把杂草
、

树叶
、

秸杆作为垫

圈材料和粪便掺和在一起
,

堆制成有机肥料
,

四年来每年都积制 2 亿斤以上的有机肥料
,

水稻平均每亩施用基肥 4。。o一 6 0 0 0斤以上
。



为了广开肥源
,

全团大力养猪
,

近 三年全团已超过了每人一头猪
。

猪多
、

肥多
、

粮多
,

1 9 7 4年 1 2 0 0。亩高产田
,

亩施有机肥均达万斤以上
。

在施用方法上
,

依土质
、

盐碱轻重及作

物种类而异
,

水稻多施草肥
,

耕翻后
,

既能起
“

淋盐隔碱
”

作用
,

逐渐腐熟又能满足水稻中后

期生长需肥
;
早作地施肥是

:
地薄盐轻施用腐熟优质肥

,

盐碱含量高则施用微腐熟肥
。

由

于有机肥在分解过程中能产生有机酸
,

可中和土壤碱性
,

减少盐碱对作物的危害
,

从而提

高了作物出苗率
。

据测定
,

施用 4 5 。。斤有机肥者
, 。一20 厘米土层的总含盐量比不施者减

少一倍
,

出苗率提高 85 %
。

多年实践证明广种首楷
,

种好首楷
,

对培养地力
、

巩固脱盐效果和降低地下水位都能

起到良好作用
,

种植三年首楷后
,

一米土层总盐量平均减少 8 3
.

4 %
,

lC
一

减少 9 1
.

4 %
,

地下

水位比相邻赤地降低50 一 80 厘米
。

首稽种植后
,

土壤的物理性质得到了改善
,

容重降低

7
.

3 %
,

由于空隙率增大
,

持水性能提高
;
加强了土壤有益微生物的活动

,

促进了有机物质

的积累和转化
。

首楷地耕翻后种植棉花
,

长绒皮棉亩产可达 10 0斤左右
,

小麦亩产 34 0斤
,

此外
,

种植首楷对全团畜牧业发展也起了促进作用
。

由于绿肥作物生长迅速
、

枝叶繁茂
、

筱盖度大能起到抑制土壤返盐的作用
,

因此我们还采用小麦绿肥 (草木择
、

芸芥
、

油菜 )混

播
,

辅助小麦立苗
,

促进小麦增产
。

六
、

选育耐盐品种
,

适时进行耕作

从 1 9 6 7年起全团建立了战士
、

领导
、

科技人员三结合的试验小组
,

对 1 00 多个品种进行

了比较试验
,

推广了耐盐性较强的农垦 21 号
、

矮丰 2 号
,

还培育出
“

国庆 20 号
” 、 “

合作一号
”

等水稻优良品种
。

同时还用6 3 02长绒棉代替了新海棉
,

耐盐品种的选育对促进粮棉增产

起了很大的作用
。

盐碱地上上地适时耕作
,

也是防止土壤返盐巩固脱盐效果的重要措施
,

若以适时秋

耕者土壤根系活动层的含盐量及条田盐斑面积为 1 00
,

则延期一月秋耕者土壤根系活动层

的含盐量及条田盐斑面积分别为 175
、

1 50
,

延期三月耕者为 2 8 7
、

2 6 3( 表 2 )
。

因此在生产

实践中
,

全团狠抓了适 时耕作这一重要环节
。

表 2 耕 作 时 间 对 土 滚 耕 层 含 盐 t 的 影 响

土 坡 根 系 活 动 层 总 盐

耕 作 时 间
增 减 %

条 田 盐

盐孩斑面积%

孩 斑 变 化

增 减 %

适 时 秋 耕

延 期 一

延 期 三

一俪习一万下
+ , , 5

1
’ 2

}
+ 2“ …

2`

{

+ 1 50

+ 2 6 3

全团还进行早春耙地
,

一般松土 3一 4次
,

深 3一4厘米
。

对地下水位高
、

盐碱重的地段
,

要适当增加耙地次数
。

试验证明
:
耙地可提高地温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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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苗率提高33 %
。

六连

由于抓紧小麦苗期人工松土
,

注意精细管理
,

从而获得了1 3 4 4苗春小麦平均亩产 31 5
.

5斤

的较好收成
。

此外
,

还在种稻洗盐后尽量多种小麦混播首楷
、

油菜混播首楷
,

这几种作物生长迅速

覆盖度大
,

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地下水上升
,

防止地面暴晒返盐 (表 3 )
。

还有采用覆砂扫



表 3不 同 班 盖 度 对 表 土 积 盐 返 盐 的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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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深度为O一20 厘米
。

碱
、

深挖换土等措施
,

对改良
“

顽固性
”

盐碱斑
,

也起 了显著的作用
。

在毛主席
“

农业学大案
”

光辉指示的指引下
,

二十九团不断改变低产面貌
,

刻造高产条

件
, 1 9 7 4年又获得了棉粮双丰收

。

但是
, “

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
,

人类总是不断

发展的
,

自然 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
,

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
” ,

全团广大军垦战士决心

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

不断提高阶级斗争
、

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
,

坚持
“

实践第一
”

的观点
,

进一步探索改良盐碱土的规律
,

巩固和提高改良盐碱地的成效
,

为加

快社会主义农业发展作出更大努力
。

城西湖农场土壤普查与规划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城西湖工作组

中国人 民解放军城西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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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垦农场是以生产三麦为主
,

兼种大豆
、

水稻等作物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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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 湖 农场三大作物单产近年变化情况图

的大型机械化农场
。

1 9 6 6年围垦建场以来
,

沿

着毛主席的
“

五
·

七
”

光辉道路胜利前进
,

生产

不断发展
,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

目前
,

规模宏大

的农 田水利工程基本配套
;
耕

、

耙
、

播
、

收以及 早

作的中耕
、

施肥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
,

航空化学

除草
、

治虫卓有成效 ; 飞机播种水稻也 已试用
;

还全面推广了良种
。

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善和科

学种田水平 的提高
,

粮食跨纲要的面积逐年扩

大
。

近年水稻发展迅速
,

单产
、

总产每年都有大

幅度的增长 (图 1 )
。

但是由于农场负有防泛蓄

洪的重要任务
,

故种植方针规定为
“

保夏 (麦 )争

秋
” ,

加之 目前水田机械化程度不高等原因
.

植

稻面积不能过多扩大
。

而作为农场的主要作物

* 江苏农科所沈梓 培同志对此项工作提 出了许 多宝贵意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