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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地区广大社员群众和干部
,

在毛主席发出的
“

农业学大寨
”

的伟大号召下
,

认真学

大寨
,

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

以艰苦奋斗 的革命精神
,

改稻— 麦两熟制为双季稻— 麦

三熟制 (双三制 )
,

促进了农业大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
,

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

作

出了新贡献
。

改制对土壤性质有何影响 ? 土壤肥力有何变化 ? 是广大社员和干部所关心 的问 题
,

也是建设稳产高产农田应当和必须了解的一个问题
。

19 7 3年夏收前
,

曾先后到无锡
、

常熟

等地调查了一些典型田块
,

并作了一些初步研究
。

现就土壤的发僵问题作一探讨
,

以供

参考
。

一
、

平田地区水稻土发任问题

改制以后
,

较多的单位反映一些 田块的土壤发僵了
。

发姐的主要表现首先是土壤的

通透性差
,

如在绿肥 田中
“

脚印水
” ,

不 易干
;
其次是不易耕作

。

秋耕时
“

钉耙下去四个孔
,

反过来一敲一个凹
” ,

土壤湿时粘性增加
,

干后土块又较紧实 ;春耕时
“

犹如过去晒堡未透

就遭雨
”

一样
,

整地不易
。

我们看到的凡发僵的土城多为大块结构
,

土块中孔隙细少
,

干土

块坚硬不易捏碎
,

锈纹锈斑少且常呈灰黄色 , 根孔周围形成扩散性的灰黄色锈晕
,

表明土

坡通透性不良
,

空气缺少通道
,

仅能沿根孔进入土体
,

而后向四周土粒间扩散 , 小麦根系

伸展较浅
,

根盘亦较少
。

当然
,

也看到了一些田块
,

在改制后仍然保持高度肥力水平
,

群众

称为鳝血黄泥土
。

这些田块耕层较厚
,

土壤为小碎块状结构
,

土块中孔隙较多
,

表明土城

的通透性良好 , 干土块易于捏碎
,

棕红色锈斑锈纹也较多 , 小麦根量较多
,

伸展深度可

达 4 0一5 0厘米
。

引起土壤发僵的原因
,

一般认为是
: ( 1) 改制后土坡渍水时间比两熟制时长达 30 一

4 5天
。 “

水包早
”

时间也较长
。

( 2 )
`

春耕时的晒堡措施在改制后也因季节紧而不易搞 透

彻
。

( 3) 有机肥料中稻草的比例远比两熟制少
。

这一点从原来盛行稻草垫圈改为泥块垫

圈就可以估量出来
。

这里
,

再以老田埂下的土壤同大田的土壤作为例子
,

从另一侧面说明土壤肥力的演

变
。

在建设稳产高产农田时
,

曾废了一些老 田埂
,

老田埂下土壤上的当季作物生长情况

与两旁大田比较
,

均有差异
,

一眼望去老田埂的痕迹十分了然 (表 1 )
。

同时
,

老田埂下的

土壤为小碎块结构
,

土色较暗
,

虽在雨后土壤并不很湿润 ( 田间观察前一天曾下过雨 )
,

土块干后也易于捏碎
。

而近在咫尺的大田
,

其耕层土壤则为大块结构
,

土色带灰
,

同在雨

后土壤却十分湿润
,

表明土壤的渗透性较差
,

土块干后较坚硬不易捏碎
。

根据面上调查

时的感受
,

与老田埂下 的土壤比较
,

则大田土壤有发僵的象征
。

土壤分析结果表明
,

大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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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的有机质和全氮最比老田埂下的土壤为高
,

但某些物理性质却较差 (表 2 )
。

表 1
“

老田埂
”

下与大田的作物农艺性状 (引自我所无锡东事点 19 7吐年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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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由我所物理分析组洲定
。

作物对土壤的要求包括
“

营养因素
”

和
“

环境因素
”

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方面
。

在高产地区土壤的
“

营养因素
”
(包括养分的供应和各营养元素间的协调 )

,

仍然是重要的
,

但作物对土壤
“

环境因素
”

( 比方土壤的物理特性 ) 的要求也随之
.

上升
。

因为良好的土壤

物理性质
,

不仅为根系活动提供有益的条件
,

而且也有利于土壤潜在养分的发挥和某些养

分间的协调
。

老 田埂下的土壤
,

在若干年以前原是大 田的一部分
,

后来田块方正化时筑了

田埂
,

直至最近二年又搬掉时为止
,

可视为在田埂的复盖下休闲了若干年
,

受改制影响较

小
。

因此
,

表 1
、
2不仅反映了在高产地区作物对土壤的

“

环境因素
”

有较高的要求
,

而且更

为重要的是反映了改制后土壤在发生变化
。

群众在实践过程中也发现改制后有一些田块

的土壤仍然保持着较高的肥力水平
,

而另一些 田块的土壤则发生似板现象
,

影响了耕作质

盘
。

应当指出的
,

在改制前如无锡县也曾反映过土壤发僵的问题
,

并说
“

某些土壤过去一

踢土块就散
,

如今一踢脚痛
” ,

其原因认为是有机肥料中猪灰数量减少和稻草回田数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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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

看来
,

如今的土壤发僵与此有联系
,

改制后在某些条件未跟上情况下
,

土壤发僵可能

面比过去广了些
,

程度上深了一些
。

因此
,

总结群众经验
,

研究土壤发僵的原因及其防治方法
,

就成为群众所关心的问题
,

也是研究稳产高产土坡肥力指标和培肥措施所必需了解的问题
。

在实现机械化耕 作 时
,

为使之与精耕细作的传统相结合
,

如何保持土壤的良好耕性防止发僵
,

看来也是一个重

要的问题
。

闷

二
、

发任土壤的一些性质

土壤样本的采集是根据群众的指引
,

并结合田间土壤剖面的观察而决定的
。

分别采

集了发僵的土壤 ( 以下简称为僵土 )
,

以及仍然保持良好耕性的典型 田块的土壤 ( 以下简称

松土 )
。

土壤类型主要为黄泥土
,

均为湖积物
,

个别为长江冲积物所发育
,

地形部位除个别

为潜河地区或好田外
,

均为平 田
。

以土壤通透性下降
、

内排水能力变差为表象的土壤发僵问题
,

实质上看来就是土壤结

构性的变劣
。

有机质
、

粘粒 (包括物理性粘粒 )以及无定形铁和硅是土壤的胶结物质
,

交换

性盐基组成是影响土壤结构特性的因素之一
。

自然土块的孔隙度和抗压能力可作为土壤

发僵的指标
。

因此我们对比研究了松土和僵土 的上述各种性质
。

由于某些测试技术的限

制
,

前述各项仅用常规法定一个量
,

未能从质上加以研究
。

至于发僵土壤的剖面性质以及

与措施的关系
,

更有待进一步的工作
。

现将分析结果 列表如下
:

表 3 沮 土 和 松 土 的 一 般 性 质

价.置当片粼周岁即砂到::!卫遇扭
* 我所物理 分析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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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群众对土壤发僵的概念虽属一致
,

但是土壤发僵的程度却是在各个队的范围内

相对而言
。 “

松土
”

也是如此
。

因此
,

表 3 所列土壤情况或
“

松
”

或
“

僵
”

是相对的
,

在程度

上是过渡 的
。

表 3 所列分析结果也反映了这一情况
。

例如自然土块的孔隙度就是 如 此
。

表 2
、

3中所列 2 0个标本的孔隙度在 25 一 45 %之间
,

松土 的下限为 29 %
,

僵土的 匕限为招%
,

重叠度达73 % (即在 25 一45 %间
,

其中29 一43 %是相互重叠的 )
。

自然土块孔隙度ǎ%、

七一 一 一 僵 }

,
: 11

~ ,

一二
,

.

一 一 1尸 ee we es 一一 - ,尸 一-
~ , ~ 曰 . . 口 . . ,

4 6 4 8 5 0 5 2 5 4 气 G 亏8

物钾性钻粒 仕几 01 毫米 、 含量 (沁 )

图 1 自然土块孔除度与物理性拈拉含蛋的关系

比较土壤中某些胶结物质的含量同自然土块的孔隙度的关系
。

可以看到除无定形铁

和硅以外
,

都还能反映出一定的相关性
。

如发僵土壤 自然土块的孔隙度有随物理性粘粒

含量增加而降低的趋势
,

松土则有正相关的迹象 (图 l 有三个标本未画入 ) ;
粘粒含量对孔

隙度的影响亦相类似
,

表明土壤中粘粒或物理性粘粒影响土壤孔隙度时
,

不仅有一个量而

且还有粘粒或物理性粘粒特性以及有机物质的影响存在
。

土壤有机质与孔隙度的关 系
.

相似于图 1 所示情况
,

且还受质地的制约
。

40肠羚2B自然上块孔陈度从允

]
.

扫 之(】 2 2

~ . 宁 . . . . 口. , . .
一~ . 沪

2 菩 久 6 , 8
了
们 3卫 只 冬

文
撇钱众

十 钠的当叭随

图 2 土堆交换性盐基组成与孔陈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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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性钙有利于较为疏松的土壤结构的形成
,

而交换性钠和镁则相反
。

从图 2 可以

看出
,

交换性钙与交换性镁和钠的比值同土块的孔隙度具有一定的正相关
。

显然亦同样

可以看出这一关系受到其它土壤性质的制约
,

表明了土壤交换性盐基组成对土壤结构性

的影响
,

仅是一个次要的因素
。

自然土块的抗压能力变动在每平方厘米 1
.

09 一 2
.

76 公斤之间
。

松土 ( 6个标本 )的上

限是 2
.

14 公斤
,

傀土 (5 个标本 )的下 限为 2
.

10 公斤
,

重叠度仅 5
。

6%
。

松土土块的抗压能

力平均每平方厘米为1
.

75 士 0
.

37 公斤
,

僵土土块的抗压能力平均为2
.

4 1 士 0
.

30 公斤
。

虽然

测定的数量过少
,

但与孔隙度比较
,

土块的抗压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

僵
” “

松
”

之间的

差异及其程度
,

乃是一项综合性的指标
。

它不仅大体反映了土壤孔隙度的大小 (如图 3 所

示
,

相关系数为
一。

.

80 )
,

而且还反映出土壤颗粒间的胶结的强弱
。

这是因为土块的杭压

能力同孔隙度一样受到了土坡质地和有机质的影响
,

不仅如此
,

土块的抗压能力同无定形

铁
、

硅间的关系
,

还具有一定的负相关 (相关系数均为
一 0

.

67 、
。

.30?.5叨.15.10

自然土块抗压能力

(公 斤 /厘米 )z

松
一

!
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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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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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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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土块孔隙度和抗压能力

三
、

初 步 认 识

1
.

水稻土受渍水和排水 的交替影响
,

但溃水期间是一年中气温土温最高的季节
,

水

土体系中所进行的一系列的物理的
、

化学的和生物学的过程均较强烈
,

随之而来的土壤中

一些物质的活化
、

更新和分化
,

以及某些胶体化学性质的变化亦较为活跃
。

显然
,

所有这

些过程中
,

有的促进了土壤肥力的提高
。

比方养分的活化提高了土壤的养分供应能力 ,水

分的运动则有利于根系营养环境的更新 ;土城某些胶结物的转化和分化
,

增强 了保水性等

等
。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土壤渍水所带来的不利方面
。

比方还原性物质过多的积累
,

土壤

保水性能的过度发育而降低了土壤通透性等等
。

这些利弊的消长决定于演水时间以及耕

作
、

施肥
、

水浆管理等措施的运用
。

因此
,

在双三制下
,

有的土壤肥力在上升中 , 有的则因

肥 (有机肥的数量和质量 )水 (包括排水系统
、

麦田排水沟的配置等 )未能跟上
,

改制后因演

水时间延长而给于土坡不利的影响未能消除或抑制
,

导至土壤性质向发僵的方向演变
。

因

此
,

把改制后出现的土壤发任问题
,

作为稳产高产水稻土的对立面
,

在总结群众经验的基

础上
,

研究它们形成的原因和条件
,

不仅有利于双三制的巩固
,

而且还可以为稳产高产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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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提出土壤肥力的指标和培肥措施
。

2
.

土壤发僵实质上就是土壤结构性的恶化
,

导致土壤保水性能的过度发育
,

但是引

起的因素却是复杂的
。

根据以上的初步分析
,

似乎可 以得出这样的印象
,

土壤粘粒在 3 0一

3 5% 以上时
,

土壤发僵的主要因素就是质地过于粘重
。

虽然土壤有机质含量 的提高和特性

的改善
,

有利于发僵程度陈减弱
,

但所起作用是微小的 (如练湖农场采的土壤 )
。

土壤粘粒

含量在15 一 30 %时
,

虽然粘粒对某些影响土壤发僵的因素 (如交换性盐基的组成 )起一定

的制约作用
,

但作为土壤发僵的因素已退居次要地位
,

而土壤有机质却上升为主要因素

了
。

初步结果表明
,

发僵土壤一般有机质含量较高
,

这与群众反映的土壤发僵是 因渍水时

间延长所致相一致的
。

但是也表明土壤有机质对结构特性的影响不仅有一个量而且还有

质的问题
。

看来
“

僵土
”

与
“

松土
”

间不仅有机质量上有差异
,

特性上也可能很不相似
。

无

机胶结物无定形铁和硅
,

也影响着土壤发僵
,

而且同有机质相似
,

不仅有一个量而且还有

形态的影响存在
。

这些都还需作进一步研究
。

此外
,

改制后土壤 p H值虽看不 出变化
, “

松

土
” “

僵土
”

间也无明显差异
,

但影响 P H 的土壤交换性盐基组成分的变化 (钙的降低同镁

和钠的增加 )
,

却较为普遍
。

这一变化对于土壤发僵的影响程度可能是次要的
,

但这一现

象仍值得注意
。

黄泛平原低矿化度地下水条件下

土壤盐溃化原因的初步研究

宋荣华 金道本

( 中国科学 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黄河泛滥平原系由黄河多次泛滥沉积而成
。

因为沉积地形复杂
,

岗
、

坡
、

洼相互交织
,

排水不畅
,

常引起土壤发生盐渍化
。

土壤盐渍化的发生不仅与地下水有关
,

地面水的影响

也很明显
,

特别是低矿化度地卞水的地区
,

盐溃土的形成和改良与地面水的关系就更为密

切
,

所以群众早就有
“

涝盐相随
”

的经验总结
。

研究地面沥 涝水和土壤水分侧向运动与土

壤盐渍化的关系
,

不仅可以使我们对黄泛平原土壤盐演化 的原因有进一步的了解
,

而且可

以根据水盐动态规律
,

因地制宜地提出改 良措施
。

1 9 7 3年我们开始在江苏省铜山县张集公社一带的黄泛平原着手这方面的研究
。

这个

地区的地下水多属淡水
,

矿化度 0
.

4一 0
.

9克 /升
,

地下水深 2一 2
.

5米
。

根据以往的研究
,

在这种条件下多不形成盐渍土
’ l’ ,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

盐渍土分布得很广泛
,

表土含盐量

可高到 1一 3%
。

为查明低矿化度地下水条件下土壤盐渍化的原因
,

我们除进行野外调查

研究外
,

还布置了田间水盐动态试验
,

以便对水盐动态规律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

两年多

* 参见中国科学院土城及 水土保掩研究所等
,

华北平原土族
,

99 灭
, 19 6 1。

2 9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