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亩
,

占全部耕地的 3 1
.

1%
,

实行以粮棉水早轮作为中心的稻
、

棉— 三麦
、

油菜
、

绿肥轮种

的合理轮作制度
,

使大部分土地每隔几年都能得到水旱换茬
,

土体干湿交替
,

有利于土城

良好结构的形成
,

增强土体的通透性
。

特别是双季稻三熟制发展以后
,

稻田浸水时间比单

季稻时期延长 30 一 40 天左右
,

土体中还原性物质有增加的趋势
,

土壤通透性和结构性也随

之恶化
。

而每隔几年种植两年棉花
,

这就使土体中积累起来的铁
、

锰还原性物质得到充分

的氧化
,

恢复土体的良好结构和通透性
,

有利于换茬以后的水稻生长
。

另外
,

八二大队还正确处理长远和当前用地与养地的辩证关系
,

把种植冬季绿肥放在

恰当的位置上加以安排
,

他们把每年准备轮作水稻的棉花茬
,

秋季都种植冬绿肥
,

次年四

月中旬收割鲜绿肥作草塘泥的主要原料
,

绿肥田作早稻秧田
,

其他连作棉花茬口也套种冬

绿肥
,

保持每年有 26 % 的绿肥面积
。

由于茬 口早
,

茬口好
,

思想重视
,

管理得当
,

绿肥鲜草

量每亩都在万斤以上
,

同时
,

在春季可以割几次绿肥青头作饲料
,

促进养猪事业的发展
。

目前每亩田平均2
.

3头生猪
,

加之绿肥根瘤菌的固氮及庞大深根系
,

把深层土中的各种营

养元素富集到耕作层等等作用
。

由于增殖的绿肥鲜草
、

猪厩肥及其改土作用
,

使绿肥面积

上减少的较小损失
,

变为更大面积的高额丰产
。

双季稻三熟制的发展
,

虽然延长了稻田浸水时间
,

由于实行了水旱轮作和种植绿肥
,

八二大队并没有发生土壤发僵和板结的情况
,

因此
,

八二大队的合理轮作是增强土壤通透

性
,

培育高产稳产土壤的重要措施
。

4
.

精细 , 理
“

管
”

既是生产技术措施
,

又是调节土壤肥力的手段
,

八二大队采取以

水浆为中心的稻田管理工作
。

他们的用水原则是
“

前期浅水勤灌
,

中期搁田通气
,

后期干

湿养根
” 。

为了更好地科学用水
,

在水稻移栽以后
,

就在稻田四周开好五寸深的
“

走马沟
” ,

以利速灌速排和搁 田
,

增强土壤渗漏速度
,

降低地下水位
,

解决水气矛盾
,

调节土壤的供肥

能力
,

更新土壤环境条件
。

同时
,

水浆管理也是调节稻田温度的措施之一
。

特别是后季稻

生育后期
,

遇到低温时
,

稻田灌深水
,

晴天 日排夜灌
,

能提高水田土温 2
O

C 左右
,

冷空气越

强
,

稻田灌深水保温越显著
。

八二大队的实践证明
,

灌深水保温
,

为后季稻正常生长发育

起到良好效果
。

谈谈太湖地区水稻土肥力的形态学指标

徐 琪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 城研究所 )

农业生产实践证明
,

养分含量是土壤肥力的重要指标
,

同时
,

土壤的水
、

气
、

热状况不

仅影响养分的有效性及其供保性
,

且直接影响作物的生长发育
,

是土壤肥力的重要因素
,

所以土壤肥力是由水
、

肥
、

气
、

热综合而成
。

土壤的形态剖面是成土过程的产物
,

也是土壤水
、

肥
、

气
、

热状况的外在表现
。

所以在

研究土壤发生与评价土壤肥力时
,

土壤形态的研究往往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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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土是受耕作影响最深刻的一种耕种土壤
,

其肥力演变规律与相应的形态剖面发

育在很大程度上受
“

人为定向培育
”

措施所左右
。

所 以
,

水稻土肥力高低往往与形态剖面

有密切的相关性
。

太湖地区是我国著名 的鱼米之乡
,

也是古老农业地区之一
。

据考古材料
,

远在青莲

岗文化时期就有水稻栽培
。

本区自然条件比较优越
,

地形平坦开阔
,

湖泊众多
,

水利资源

丰富
,

成土母质较为均一
,

地下水位较高
,

有的是泻湖薪淤后形成的沼泽地
。

所 以
,

这个地

区的土壤具有较高的自然肥力与良好的水分状况
,

是建设高产稳产土壤的有利条件
。

在

长期的农业生产活动中
,

劳动人民充分利用有利的条件
,

克服不利的因素把这个地区的土

壤逐步培育成高度肥沃的水稻土
。

农民群众一般认为鳝血蚕沙土是该区的肥沃水稻土
,

这种土壤宜稻宜麦
、

稳产高产
。

鳝血 (又称血丝
、

红沙 )是指耕层结构体表面的一种鲜红色胶膜
,

其色如鳝鱼之血
,

它与一

般锈班不 同
,

在秋耕时很容易识别
。

鳝血不但表明新鲜有机质多
,

而且表明土壤的通气

性
、

透水性良好
。

蚕沙是指耕层结构状如蚕粪
,

表明土壤中有机质含量高
,

是结构良好的

特征
。

举凡群众以鳝血蚕沙命名的水稻土均具有如下的共同特点
:

耕性良好
,

水旱耕均宜
;

肥劲稳长
,

发小苗也发老苗
; 既爽水又保水

,

水肥气热谐调
。 “

种田要种黄泥 (鳝血 )土
”

即

简要地表达了群众对这种土壤的高度评价
。

“

实践出真知
,

劳动出智慧
” 。

农民群众最了解土壤的肥力特性及其形态表现
。

鳝血蚕

沙犹如画龙点睛
,

生动形象地表述 了这种土壤的肥力特点
。

这种形态特征不仅同 深 厚
、

肥沃的耕层有关
,

而且同整个剖面结构及其所反映的土壤水
、

肥
、

气
、

热状况有关
; 不仅表

明土壤肥力的静态特点
,

也表明在作物生长过程中肥力的动态变化
。

这种形式 (形态 )与

内容 (属性 )
,

局部与整体
,

静态与动态的统一
,

正好表达了这类土壤的肥力特点
,

是评断

土壤肥力的可靠依据
。

鳝血蚕沙土具有鲜明的剖面形态特征
:

深厚的耕层
,

较为发育的犁底层
,

垂直节理明

显的心土层 (又称班纹层或渗育层 )与保水性较好的底土层 (淀积层 )
。

这四个层次既具有

一定的特点
,

而又合谐地组成一个整体
,

使作物有可能
“

吃饱
、

喝足
、

住得舒服
” ,

有利于高

产稳产
。

现试就鳝血蚕沙土各层的形态特点
,

简单地描述如下
。

耕层
:

耕层是养分的富集层
,

也是作物根系的主要活动层
。

虽然
,

水稻三麦生物学

特性不同
,

根 系分布深度不一样
,

但总的来说
,

80 % 以上的根系均集中于此
。

鳝血蚕沙土

的耕层深厚
,

一般达 18 一22 厘米
,

耕性良好
,

水耕时软而不烂
、

糯而不陷
,

干耕时土堡小而

易松散
。

地面开麻丝诉 (细裂缝 )
。

其耕层可以细分为三个亚层
:
最表层 由分散而悬浮的

泥粒组成
,

厚不超过 1 厘米
,

有的仅半厘米上下
,

分布并不均一
,

习惯上称为氧化层
;
第二

层厚约 7一10 厘米
,

土色较表层深
,

由于受耕作管理措施影响
,

以蚕沙状结构为主
,

比较匀

一
,

故小孔隙多
,

大土团少
,

根系纵横交错
,

所 以根锈多而鳝血斑块少
;
第三层直达犁底

层
,

土色暗而不均一
,

大土团多
,

孔隙较大
,

在孔隙壁上附着大量鳝血斑块
,

这种土团亦多

由蚕沙团聚而成
,

较松散
,

故干耕易碎
,

水耕易粉
。

如系冷湿性的青泥土类型
,

耕层分化不

明显
,

除表层厚而色稍淡外
,

其下两层均为青灰色
,

结构不 明显或夹有泥团
,

且经常潮湿
,

故
“

敲敲一个 洞
,

锄锄一条缝
” 。

灌水期间耕层糊烂
,

陷足深
,

不 易烤田
,

耕堡长而不断
,

故

有青泥条之称
。

干后 田面开大诉
,

耕后土堡大而僵硬
,

状如竖头
,

又有竖头土之名
,

如晒

1 6 3



堡不彻底
,

灌水后土堡僵而不散
,

犹如
“

泥骨
” ,

影响漪秧与管理
。

如系白土或沙性漏水

田
,

虽然耕作省力
,

但易淀浆板结
,

干后田面多不开拆
,

故有
“

并煞
”

或
“

淀煞
”

的毛病
,

水稻

难发棵
。

耕层分化情况是
:

表层厚而 致密紧实
,

底面可能有小气孔
,

系闭气特征
。

而其下

两层分化不明显
,

多由单粒组成
,

大土团少
,

土色淡
,

是低肥的表征
。

犁底层
:
鳝血蚕沙土的犁底层比较发育

,

色灰棕
,

厚达 5一 7厘米
,

呈扁平的块状结构
,

这一层是 由犁具挤压 而成
,

故较紧实
。

干时开裂
,

湿时 闭合
,

孔隙中常有鳝血斑集聚
。

该层

的作用带有明显的两重性
,

灌水时期有明显的保水保肥作用
,

但不利于根系下伸
,

对三麦

尤其如此
。

所 以深耕打破犁底层是增产的原因之一
。

青泥土或沙性漏水田中犁底层多不

发育
。

鳝血蚕沙土 因长期施用草塘泥
,

耕层不断增厚
,

犁底层逐步上移
,

过去的犁底层不断

变成心土层的一部分
,

这种情况是经常可 以看到的
。

心土层 `斑纹层或渗育层 ) :
该层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

既承受耕层中的下淋物质
,

也

淋失部分物质
,

故垂直节理明显
,

多形成棱块状结构
,

结构面多被覆灰色胶膜
,

土体内多

分布锈点锈班
,

故又称斑纹层
。

这一层的形态表明
,

灌水种稻期间
,

灌溉水层可通过犁底

层沿该层的结构体介面下渗
,

利于心土层增温
,

而土体内的小孔隙则充满空气
,

这一特点

在调剂水气矛盾上又起着显著作用
,

所以该层氧化还原电位较高
,

是爽水田的必备层次
,

故有 10 %左右的根系下伸到此
。

如果有机肥施用量不足
,

耕层结构变坏而发生淀浆板结
,

还原淋洗作用加强
,

并逐步影响该层
,

形成粘粒少
、

缺乏铁锰与磷素以及孔隙少
、

致密紧

实的白土层
,

并由爽水变成渍水
。

淀浆板结层的闷气
,

白土层的演水
,

再加上养分含量低
,

故使这种土壤既不发小苗
,

也容易脱力
,

追肥后多是
“

一轰头
” 。

经验证明
,

三麦季节
,

垅间

排水沟深达白土层下限
,

对排水防渍促进三麦高产有明显作用
。

青泥土 中心土层不发育
,

色青灰而无明显结构
,

有的状如枯糕
,

是囊水特征
,

这种田往往不发小苗发老苗
,

水稻多

贪青晚熟
,

对三麦高产尤为不利
。

故采用暗沟或明沟排水
,

对三麦
、

水稻均有十分显著的

增产效果
。

沿江地区的水稻土
,

该层多粘沙相间
,

漏水
、

漏肥
,

不利于种稻
,

而利于旱作
,

特

别 利于棉花高产
。

底土层 (淀积层 )
:

鳝血蚕沙土中该层多位于 70 一 80 厘米以下
,

早季则暴露于地下水

位之上
,

灌水期为临时地下水位的波动范围
。

由于受水的静压力影响与下淋物质的淀积
,

多粘重
,

且节理纵横交错
,

可破裂成小棱块与碎块
,

锈斑大而 色浅
,

结构体表面有薄的暗灰

色胶膜
。

该层在灌水期有明显的滞水作用
,

是保水的基础
。

麦季雨后也可形成临时滞水
,

但只要挖好排水沟
,

这一层的临时滞水性便可以减缓或排除
,

对三麦危害不大
。

如系青泥

土
,

该层常年受地下水淹没浸泡
,

色变青灰
,

形成潜育层
,

有的更位近地表
,

囊水不漏
。

如

该层为沙性或者是泥炭和螺蜘壳
,

多漏水
、

漏肥
,

后者群众称为灰罗底
。

不言而喻
,

鳝血蚕沙土的各个发生层既各有特点
,

而又互相依存地构成一个有机整

体
,

谐调水
、

肥
、

气
、

热
,

是作物高产稳产的基础
。

鳝血蚕沙的形成与出现表明
,

有机物质因

施肥而不断更新
,

养分也不断丰富
。

同时也表明水
、

气
、

热比较谐调
。

耕层结构好
,

状如蚕

沙并分化为三个亚层
,

其下有犁底层和具有透水性的心土层
,

因此
,

便形成水气谐调 的爽

水状况
。

同时随着灌溉水的下渗
,

带入空气
,

更新环境
,

既有利于根系活动
,

也有利于养分

的释放和供应
,

故这种土壤肥劲稳长
,

既发小苗也发老苗
,

易于稳产高产
。

青泥土的有机质

与养分量虽然较高
,

但是耕层结构不良
,

层次分化不明显
,

尤其缺少促进爽水的心土层
,

故

水多气少
,

水气矛盾突 出
,

土性冷凉
,

使水稻苗期养分供应不足
,

形成不发小苗发老苗 的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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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田
。

而白土又是另一种特点
,

其地下水状况虽同鳝血蚕沙土类似
,

但耕层有机质量少
,

养分不足
,

同时表层淀浆而结板
,

心土因结构变坏而渍水
,

上面闷气下面渍水
,

水
、

气
、

热不

能谐调
,

故早期易于僵苗
,

后期往往脱力
。

施肥后
,

特别施用速效肥料后则出现
“

一轰头
”

的特点
,

群众形容这种土壤是既馋肥又醉肥
,

管理较难
,

不利高产稳产
。

沙性漏水 田则因

漏水
、

漏肥
.

水气也不谐调
,

同时土温变幅大
,

对作物高产也不利
。

当然
,

土壤肥力水平并

不一定表明作物产量的高低
,

在肥力水平较低的土壤上
,

通过合理的耕作施肥和精心管

理
,

同样也可以夺取高产
,

但在肥力水平高的土壤上更容易获得稳产高产
。

鳝血蚕沙土是广大贫下中农长期培育的结果
,

在
“

农业学大寨
”

运动日益深入的今天
,

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基本农田
,

无疑
,

培育高度肥沃的鳝血蚕沙土也是一个夺取稻麦高产

的重要环节
。

广大贫下 中农在培育鳝血蚕沙土方面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
,

简言之
,

可以归纳为以

下三个方面
:

其一
,

变囊水为爽水
,

谐调水
、

肥
、

气
、

热
: “

水稻
、

水稻
,

有水就有稻
” ,

这种说法是不全

面 的
。

种稻要有灌溉水源
,

但不是水越多越好
。

经验证明
,

爽水 田是作物高产的基础
。

水

浆管理是水稻高产的关键措施之一
。

水浆管理的具体要求虽因熟制和水稻品种而异
,

但

总的要求是通过水分管理
,

以水调节肥
、

气
、

热状况
,

使之最大限度地与水稻生长需求相符

合
,

以达到高产的目的
。

鳝血蚕沙土因具备爽水状况
,

水浆管理方便
。

而一般囊水田之所

以不发小苗发老苗
,

就是因为水气不易调节
,

土性冷凉
,

影响苗期生长
。

但到高温季节
,

冷

凉因素克服
,

有效肥力得以发挥
,

水稻便贪青晚熟
,

对后季稻尤为不利
。

贫下中农改 良这

类土壤的经验是开沟排水降低地下水位
,

变囊水为爽水
。

为培育鳝血蚕沙土打下基础
。

一般讲鳝血蚕沙土的水分状况是旱季地下水位在一米以下
,

雨 后底土层虽有滞水作用
,

但

只要挖好垅间排沟
,

这种临时性滞水便可排除
,

三麦不致因根部受演而减产
。

种稻期间
,

地下水虽然上升到 50 一 80 厘米深度
,

但整个心土层处于淋溶状态
,

水气谐调
。

所 以说爽

水状况是作物高产的必备条件
。

其二
,

增施有机肥料
,

保持地力常新
:

从鳝血蚕沙土耕层有机质含量看
,

多变动在2
.

0

一 3
.

0% 之间
,

全氮0
.

15 一。
.

2%
,

水解氮占全氮的10 %以上
,

磷钾亦较丰富
。

这是不断施

用有机肥料的结果
,

也是在一定耕作制度下
,

有机质累积和分解
、

养分消长间相对平衡的

结果
。

囊水田耕层有机质量虽较高
,

但其品质欠佳
,

水气热状况很不谐调
,

所以
,

改良这

类土壤除开沟排水降低地下水位外
,

最好配合施用暖性有机肥料
。

在向鳝血蚕沙土转变

过程中一般讲其有机质含量也随之下降
。

该 区水稻土的质地
,

除沿江一带有沙土之外
,

一

般都为壤质
,

且粉沙比重大
,

如施肥不足
,

耕层有机质减少
,

则往往出现淀浆板结等不 良性

状
。

改良这类土壤是重施有机肥
,

使耕层有机质量增加到 2 % 以上
,

淀浆板结一般消失
,

逐

步变成鳝血蚕沙土
。

其三
,

改善质地
,

壤化耕层
:
鳝血蚕沙土 的质地一般为中壤到重壤质

,

沙粘适 中
,

为 良

好的耕性打下了基础
。

如过沙或过粘
,

要么淀浆板结
,

要么僵硬
,

不利于作物高产
。

太湖地

区的农 民向有施河泥 习惯
,

沙性或粘性河泥的因土施用
,

对调整耕层质地
,

改善耕性起着

很好的作用
。

鳝血蚕沙土耕性较好
,

同施用河泥是分不开的
。

沿江地区土壤中尚残留少量石灰
,

一般不易形成鳝血
,

但却容易形成蚕沙
,

当地乌沙

土是宜稻宜麦宜棉的高产土壤
,

就是例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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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 气 和 沼 气 肥

中国科学院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南 京 土 壤 研 究 所

沼气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
,

特别是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
,

全国许多地区
,

在农村

推广人工制取 沼气
,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

广大群众坚持自力更生
,

因地制宜地试办和推广

沼气的人工制取和利用
。

在农村一个 5一 6 口人的家庭
,

建立一个 8一 10 立方米的沼气池
,

每天用气约一立方米
,

就能基本满足生活需要
,

可正常用气达 8一 10 个月之久
。

如果管理恰当
,

越冬的保温工作

做得好
,

可以全年正常用气
,

每年能节约烧草三千至四千斤
。

人工制取沼气
,

是利用作物稿秆
、

青草和人畜粪等各种有机物质
,

在密封的沼气池内

进行嫌气发酵
,

其所产生的沼气
,

可作为嫩料使用
。

一般认为在沼气发酵过程 中
,

有两

类细菌参加作用
。

第一类是将复杂的有机物分解为简单的有机酸
、

醋
、

醇类等物质的多种

细菌
,

包括纤维分解菌
;
第二类是将简单的有机酸和醇进一步转化成甲烷的甲烷菌 〔 1〕

。

沼

气是一种可燃性气体
,

其主要成分是甲烷 ( C H
`
)

,

约 占50 一 70 %
,

其次是二氧化碳
,

还有

少量的氧
、

氢
、

一氧化碳和硫化氢等气体
。

甲烷本身是一种无色
、

无嗅的气体
,

但由于沼气

中含有硫化氢
,

所以沼气常带蒜臭味
。

每立方米沼气可产生 5。。。一 6 0 0。卡热量
,

它可使约

1 00 斤水从摄氏 20 度煮沸
。

当沼气池加料后
,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
,

要进行一次换料
,

换出

的残渣和肥水 (即沼气肥 )
,

可作肥料施用
。

1 9 7 2年
,

江苏省农村开始推广人工制取沼气
,

我们在江苏省科技局的领导下
,

对沼气

发酵的产气条件和沼气肥的肥效做了一些调查研究
,

现作一简介
。

一
、

沼气发酵的产气条件

沼气发酵是在密封的沼气池内进行的
。

沼气池的结构类型很多
,

主要由发酵 间
、

储气

间和水压间等三大部分构成
。

三者的容积应有恰当的比例
,

一般为 1 : 。
.

25 : 。
.

1
。

沼气发

酵需要合宜的配料
、

适当的温度和酸碱度环境
,

以使微生物大量繁殖
,

加快发醉物质的分

解和甲烷形成的速度
。

实践表明
,

可供沼气发酵的原料是非常丰富的
。

在农村能就地取材的许多种发醉原

料
,

从产气的特点来看
,

大致上可分为两大类
。

作物稿秆和牲畜粪是一类产气比较缓和
、

持续时间比较长久的发酵原料
;
另一类则产气猛烈而持续时间较短

,

诸如青草
、

绿肥等鲜

嫩物质
。

如果比较各种原料在发酵各个时期中的沼气产量
,

其明显的趋势是
:

作物稿秆

月

) i ) 二) 毒 月
诬) 公

,

) 三公1与几了布二丫艺 ) 孟> 艺 ) 二二了 公 , 一

j) 玉) 1) j东j
一

J扛叮 ) 飞仁) 二卜
一

亡
,
1卜二) 刁三〕 王、 j之

.
三

·
二) 三知 宁 『 i) 苏叫》 笼) 月) 公】 艺 J l) 乞 ) 艺 ) 艺

.
三
一 。
艺二

』
谁

.
1

土壤肥力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

从形态学角度来分析鳝血蚕沙土的肥力状况只是

研究其肥力特征的一个侧面
。

鳝血蚕沙土是农民群众精心培育的肥沃土坡
,

在群众中蕴

藏着识辨鳝血蚕沙土肥力的丰富经验
,

学习与总结这些经验无疑将大大推动土壤肥力的

研究工作
,

为改土培肥提供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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