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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总 结

采用 1 N M g ( A。 ) :
溶液固定待测液的离子强度

,

并采取扣除
“

空白
”

钠含量的方法制

作标准曲线时
, p N a

玻璃电极在 1 0一 ’
一 1 0

“ ` ·

6

M 时均符合能斯特公式
,

这表明 p N a 玻璃

电极法可以应用于天然水和土壤水溶性钠和交换性钠的含量的测定
。

此法简单
、

快速
,

与

火焰光度计法相比其误差在百分之几 以内
,

因而可以满足一般常规分析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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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讲话

土 壤 水 分

西北水土保持生物土壤研究所土坡水分组

作物生长发育需要大量的水分
。

生产一斤粮食或籽棉
,

通常需要数百斤以至千斤以

上的水量
,

种一亩小麦或棉花需水量高达五
、

六十万斤
。

如此 巨大耗水量的水源主要来自

土城水
。

土壤水分是土壤的一个组成部分
。

它不仅是作物生长需水的主要给源
,

而且是土壤

内生物活动和养分转化过程的必需条件
,

对与耕作有关的土壤物理性质也有极大影响
。

在
“

农业学大案
”

运动中
,

一切改善土壤水分条件的措施
,

都可以促进粮食增产
。

因此
,

了解

土壤水分 的特性及其调节
,

对改良土壤和提高土壤肥力以夺取作物高产是非常必要的
。

下面着重介绍有关农业生产的四种土壤水分特性
。

1
.

土滚的透水性 透水性是指土壤渗透地表水分 的性质
,

一般包括土壤的吸水和透

水两个过程
。

前者是指土壤从变湿直到水分饱和
,

后者是指土壤水分达到饱和后往下渗水

的过程
。

在田间
,

实际上这两个过程很难截然分开
,

往往是同时进行的
。

因此在生产实践

中
,

一般统称为透水性
。

田间测定时
,

在常水压情况下
,

以单位时间内通过土体的毫米水

量来表示
,

土壤透水性的大小
,

对确定土壤的灌排体系和制度
,

拟定水利土壤改良和水土

保持等措施
,

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数据
。

土壤透水性的大小主要决定于土壤孔隙的大小
,

而这一特性又取决于土壤的砂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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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结构性
。

因为砂土和结构良好的土壤孔隙大
,

粘土和结构不良的土壤孔隙小
,

所以砂土

和结构良好的土壤透水性较强
。

透水量大的每分种可达 5 毫米以上
,

小的只有 0
.

1毫米
。

通

过耕作和施用有机肥料
,

可以增加地面 的粗糙度
,

疏松土层
,

从而能显著提高耕层土壤的

透水性
。

如大寨大队采用秸秆还田
、

深耕
、

深创等措施大大地提高了土壤的透水性
,

对蓄水

保墒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

南方水田地区
,

如果土壤透水性很差
,

可采取适当深耕措施打破

坚实的犁底层
,

也会改警不良的透水性
,

保证水田有一定程度的渗水量
,

有利于水稻丰产
。

2
。

土滚的保水性 水分受分子吸附力和毛管力作用
,

被吸持在土粒表面和土壤孔隙

中
。

保水性是指土壤能够保持水分 的能力
。

这种能力主要决定于土壤本身颗粒的粗细和

多少以及土壤中孔隙的大小和数量
,

此外还受土壤剖面中砂粘层次的排列情况影响
。

在土壤处于淹水条件下
,

土壤中所有不同大小的孔隙 (一般占土体的40 一 60 % )都充

满水分
,

这时土壤呈水分饱和状态
,

是为土壤饱和持水量
。

水田土壤经常处于这种情况
。

饱和的土壤水受到重力的作用
,

有一部分沿着土壤的孔隙流走
,

剩下来的部分便是土壤能

够保持的最大水量
。

在不受地下水影响的情况下
,

这个数量通常称为田间持水量
,

以干土

重的百分数表示
。

田间持水量表示土壤最大的保水能力
,

这个数值的大小主要决定于土壤

的砂粘性和结构性
。

砂土的田间持水量最低
,

壤土中等
,

粘土要高些
。

结构良好
、

有机质

含量高的东北黑土的田间持水量可达 30 % 以上
。

土壤保水性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决定着土壤这个
“

水库
”

的库容
,

供应植物生长需水的

给源是否丰富
。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土壤的抗旱保墒能力
。

在有灌溉条件的地区
,

它

又是确定灌水定额的重要参考标准
。

为防止土壤渗漏和避免抬高地下水位
,

保证供应植

物生长需要的水分
,

每次灌水量以不超过该种土壤的田间持水量为准
。

3
。

土城水分的移动性 土壤中水分具有从湿的地方向干的地方移动的能力
。

因此
,

当植物根系接触点附近的土壤由于根系吸水的关系而逐渐变干时
,

可以陆续得到周围水

分的补充
。

另一方面
,

土壤中的水分也可以从较湿的下层移到较干的表层
,

造成跑墒
。

盐

碱土上
,

盐随水上升水分蒸发后
,

盐分积于地表
,

形成返盐
。

所以
,

合理耕作的 目的之一

亦在于削弱水分向蒸发地表移动的过程
。

湿度大的土壤
,

水分移动能力强
。

如雨后黑墒期
,

华北早春解冻返浆期
,

水分沿孔隙

间的毛管上升
,

速度相当快
,

生产上多用顶凌耙地
,

雨后深锄
,

疏松表层 以切断表土毛管孔

隙的连续性
,

减弱水分向土表的移动
,

达到保墒的效果
。

湿度低的土壤
,

水分移动弱
。

当地表出现干土层
,

地表以下土壤含水量降至 田间持

水量 的70 %左右时
,

生产上往往进行耙糖地
,

或进行镇压
,

以减少土表的大孔隙
,

防止漏

风
,

以达到保墒的目的
。

超过田间持水量 的土壤水
,

因受重力作用向下运行
,

如果下层遇到不透水层或潜水位

较高的情况
,

那么土体内就会有过多的水分
,

形成湿害
。

为了消除湿害
,

通常采用开明沟

或暗渠 的办法进行排水
。

南方霉雨季节
,

为了防止三麦受湿害深挖明沟
、

暗渠
,

盐土改良

中灌水洗盐采用开沟排水等措施的 目的
,

都是为了排去过多的土壤渍水和随水排除盐分
。

4
。

土城水分的有效性 土壤所保持的水分并不是全部对作物都有效
。

作物遇 早 叶

子萎蔫
,

经过一夜不能恢复
,

这时测得的土壤含水量称为
“

凋萎湿度
” 。

低于这种湿度 的土

坡水分
,

作物难以吸收利用
,

即为无效水
。

各种作物的凋萎湿度大致相同
。

对 同一作物来

说
,

粘重土壤的凋萎湿度最高
,

壤土次之
,

砂土最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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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田间持水量到凋萎湿度即为
“

有效水含量范围
” 。

这个范围愈宽愈好
。

一般壤土的

有效水范围较宽
,

常超过 1口%
,

而结构良好的土坡有效水范围更宽
。

超过田间持水量的过湿土壤
,

由于通气条件恶化
,

反而对早地作物不利
。

一般地说
,

早地作物生长的适宜湿度的上限是田间持水量
,

下限是田 间持水量的70 % ;而水稻因是喜

水作物
,

在其生长季节土壤含水量往往多处于过饱和状态
,

当然烤田时的土壤水分要低

些
。

作物所要求的最适宜的土壤湿度
,

常因作物种类和作物生育阶段的不同而异
。

“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 。

要改善农 田土壤水分条件
,

根本的措施是发展灌溉和排水事

业
,

以达到要灌能灌
,

要排即排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
,

水浇地面积迅猛增加
,

很多地

区实现了井
、

渠灌双保险
,

收到既能灌溉又能降低水位
、

排除湿害
、

消除盐碱的双重效果
。

在没有灌溉的早作地区
,

要在蓄
、

保
、

用三字上下功夫
,

即是饱蓄天上雨
,

保好土中墒
,

提高

用水率
。

使有限的降水发挥最大的效益
。

在这方面大寨大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

过去的

七沟八梁一面坡
,

现在是梯田坝地小平原
,

做到了雨不出田
,

水不出沟
,

在大早 的一九七二

年粮食亩产仍达近千斤
。

平原地区要做好深耕
,

一作麦区伏前深翻
、

及时收墒是关键
,

春

秋两季抓好耙籍保墒
。

多风地区要注意改善小气候
,

建立林网田是个好经验
,

林伽田失墒

较空旷地减少达一半
。

增肥改土
,

灌排配套
,

科学轮作
,

合理用墒等都是提高用水效率的

好办法
。

南方地区由于雨量充沛
,

对于低湿粘重的土壤往往需要注意降低地下水位
,

排

除土壤渍水
,

化害为利
。

土壤水分与土壤养分的关系也很密切
。 “

有收无收在于水
,

收多收少在于肥
” , “

以水

调肥
” , “

水是肥的开关
,

肥无水
,

无作用
”

等等说法都说明
“

水
”

与
“

肥
”

之间存在着辩证关

系
。

复种指数高的
“

双三熟制
”

地区常常根据这个道理应用
“

以水控肥
”

等措施
,

来控制水

稻的生长发育
,

以获得季季高产
。

西北黄土地区则应用
“

以肥调水
” ,

提高对土壤深层储

水的利用率
,

来达到抗旱夺丰产的 目的
。

长期以来
,

我 国劳动人民在向旱
、

涝灾害作斗争中创造
、

积累了许多有关调节土集水

分的珍贵经验
。

只要我们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

农业学大寨
,

认真总结经验
,

我们就一定能够因地制宜地战胜旱
、

涝灾害
,

做到水听人使唤
,

合理调节土族水
,

夺取农

业更大的丰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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