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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强板土的特性及其利用改良

崔 文 采

《新粗八一农学院 )

1 9 5 9年全孤土城普查中
,

玛纳斯地区的农民群众对当地的白板土
、

黄板土
、

红板土
、

青

板土作了一些调查和总结
,

后来昌吉自治州
、

焉省盆地 以及全疆其他各地的群众对本地

区板土 的分布也作了调查
。

据全疆土壤普查资料
,

仅白板土一种就有20 0万亩
,

是全班耕

地中仅次于盐碱土的另一低产土坡
。

在
“

农业学大寨
”

的群众运动中
,

为了改变农业生产

面貌
,

提高新班地区农作物产量
,

改良这种土壤愈来愈为农民群众所重视
,

故在过去工作

的基础上
,

进一步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和初步实验
,

现总结如后
,

以供参考
。

一
、

板 土 的 形 成

有些文献上用白板土或灰板土来代表板土
,

也有称灌溉荒漠灰钙土为白板土的
。

我

们所说的板土
,

包括白板土
、

黄板上
、

灰板土
、

红板土
、

青板土等
,

其共同的特点是全土层坚

硬板结
,

耕性很差
,

养分不足
。

板土的分布比较广
,

不仅在荒漠灰钙土地区有
,

而且在灰钙

土
、

棕钙土
、

草甸土
、

荒漠上和盐碱土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发育和分布
。

从北获来看
,

西自

乌苏
、

精河
,

东至奇台
、

木垒
,

南从玛纳斯县的凉州户公社
,

北迄原农八师莫索湾各农场一

带
,

都有板土分布
。

据调查
,

板土是由于不良的自然条件
,

特别是在不合理的耕种灌溉条件

下生成的
,

一般距村庄较远处更容易形成这种土壤
。

现将板土形成的几个因素分述如下
。

1
.

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 北疆的板土多集中在乌伊公路附近
,

该地区处在天山北旅

洪积冲积扇上
,

坡度较大
,

容易受自然水流和灌溉水的冲蚀与淤积
。

冲蚀可以把耕作层冲

走
,

基尽出下面的犁底层或死土层
,

特别是大水漫灌时情况更为严重
。

据观察测定
:
大水

漫灌后
,

一般出现 3 厘米深 (严重的深 10 余厘米
,

宽 30 一 40 厘米 )的细沟
,

造成土集紧实板

给
。

在同一块地上
,

被冲蚀的土壤紧实度达到 70 一80 市斤
* ,

而未被冲蚀的仅40 一50 市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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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蚀不仅把土层中的土粒带走
,

而且也把有机质冲去
。

据在三坪农场测定
,

未被冲蚀荒地

的有机质含量为 1
.

15 %
,

经过冲蚀后仅含 0
.

91 %
,

冲蚀后土壤变板变瘦
。

2
.

灌溉水与自然水淤积的影响 当地农民说
: “

浑水灌地发板
,

清水灌地发暄
。 ”

这是

因为灌溉水中携带的泥沙填满了土壤中的孔隙
,

使土粒密接和粘结
,

所以特别坚硬
,

尤其

是表面上的结皮层
,

其紧实度一般都在 70 一80 市斤以上
。

土坡中所淤积的泥土
,

除了灌溉时的灌溉水头所冲蚀的一些泥沙外
,

还有水自山上流

下时所携带的泥沙
。

据在三坪农场六队附近一引水渠中测定
,

一般情况下渠 水 含 泥 沙

1一 2 %
,

洪水期间达到 4一5 %
,

暴雨时的山洪水则可高达 10 %
。

引用这样的水灌溉
,

地面

上明显地出现厚薄不等的淤积层
,

这些淤积层都比较紧密坚硬
,

容重可达 1
.

6一 1
.

7
,

甚至

高达 1
.

9 4
。

这些淤积物中土粒粗细不等
,

从轻壤至粘土都有
。

淤积物中的石灰含量较高
,

一般含 10 %
,

甚至 12 %
,

因而经淤积而成的板土石灰含量也高
,

全剖面各层都在 10 % 以上
,

碳酸钙与土粒紧密胶结
,

也是造成板土板结的重要原因之一
。

不同水源的灌溉水对各种不同板土 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关系
。

据调查
,

各个渠道水的

来源不同
,

其水色也就不一样
。

同一渠道
,

由于不同时期所接受的水源不一样
,

其水色也

不一样
。

这主要是因为天山北麓前山带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岩层及其风化物所致
。

例如灌

溉水携带了第三纪红色岩层的风化物
,

则水 呈红色 , 携带了石灰岩的风化物的水微浑
,

携带了泥岩
、

泥板岩
、

灰砂岩
、

灰砾岩等的风化物时
,

水呈灰色
,

携带了黄土母质时
,

则水呈

黄色
。

因此
,

不同淤积物质是各种不同板土形成的重要因素
。

3
.

耕作熟化程度的影响 有的农民群众说
: “

白板土经过耕种可以变为黄板土
,

黄板

土经过耕种还可以变为灰板土
。 ”

这说明农业技术措施可以影响各种板土的形成与演化
。

事实证明
,

尽管在长期的灌溉水淤积的条件下
,

如果各种农业技术措施得当
,

不但不会形

成板土
,

而且可以形成熟化度很高的灌溉耕种土集
。

南获古老灌溉绿洲上的黑土和黑枣

土等就是明显的例证
。

相反
,

如果引大水漫灌
,

耕作粗放
,

且不增施有机肥
,

板土是很容易

形成的
。

4
.

自然土滚特性的影响 原来自然土壤的特性也影响着板土的形成
。

例如农民群众

所指的青板土就是在原来的草甸土上形成的
。

草甸土本来的有机质含量高
,

又有些潜育

现象
,

土色呈青灰色
,

同时有苏打盐渍化和碱化现象
,

故易形成青板土
。

另外
,

机具的辗压
,

人畜的践踏等都可促进板土的形成
,

不过这仅是零星或局部的现

象
。

二
、

板 土 的 特 性

板土主要的特征是全土层都比较板结坚硬
,

一般是犁底层最坚硬
,

称之为
“

铁门槛
” ,

有的心土层最坚硬
,

形成一层厚薄不等的硬磐
,

也有的表面淤积层最坚硬
,

群众叫做
“

盖

子
” 。

板土 的主要特性如下
。

1
。

土滚派实
,

结构性位 板土上层呈片状或板状
,

下层呈块状或核状
,

水稳性团粒结

构很少
,

耕层内大于 0
.

25 毫米的水稳性团粒结构仅占5 %左右
,

其他层次更少
。

土壤容重一

般在 1
.

4一 1
.

5以上
,

最坚硬的层次可达 1
.

7一 1
.

8
。

土壤孔隙率均在 40 % 以下
,

紧实度可达

6 0一 7 0市斤
。

板土所以板结坚硬
,

主要是由于土粒分散
、

紧密排列的结果 (当然与质地等也密切有



关 )
。

因而湿涨
、

干缩性很显著
,

特别是红板土
、

灰板土结皮层的湿胀
、

干缩性很大
,

千燥时

可以看出有明显的龟裂
。

各种板土的结皮层湿涨
、

干缩率列于表 1
。

表 1 各 种 板 土 结 皮 层 的 湿 涨 干 缩 率

%率

一10512

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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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湿称

土土土土

名
ù

板板板板

坡一

一一

红灰黄白

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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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土坟 , 水
、

保水性位
,

土通位大 板土板结坚硬显著地影响着土壤的水分状况
。

群

众说它是
“

寅时灌水卯时干
” ,

就是说在这种土壤上大水漫灌时
,

水很快地顺地面流跑
,

所

以又叫
“

跑水地
” 。

板土上的灌溉水不易下渗
,

是因为板土上层的结构一般是片状和板状
,

水分沿水平方向旁渗容易
,

从上而下的垂直渗透较困难
。

在玛纳斯园艺场测定的白板土

与其他土壤的渗水性对比情况列于表 2
。

白 板 土 与 其 他 土 堆 渗 水 性 对 比

土 集

表 2

类 别

0一 1 5

2 3一 3 7

4 3一 6 5

渗 水 盈* (奄升 /分 )

1
。

18

0
。

2 7

1
。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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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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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一3 0

4 8一 58

白 板 土

2一 1 2

2 0一 3 0

4 5一 5 5 _ _
_

{
.

111

一
。少

0 4

1 4

9 5

层

一…
! 一

…
ù

* 即水分粗过 10 x 3
.

4 5 2 减 3
。

14 16的土柱的渗透最
.

由于土壤渗水性差
,

土壤中的盐分也不易淋洗掉
。

如青板土土层中的盐分虽经种稻

洗盐
,

仍不易脱盐
,

甚至为害水稻生长
。

板土保水性差
,

特别是白板土
,

其土层薄
,

下面有砾石
,

灌水后渗下去的水容易流失
。

同时
,

留在土层中的水也很快沿毛细管上升蒸发
,

待毛细管水蒸发达毛细管水断裂点后
,

又因上层龟裂严重
,

土坡水分继续扩散损失
。

所以土城中的自然含水量往往接近于土壤

中最大的吸湿水量
,

仅 5 %左右
。

因此板土需及时灌水
。

现将最干早时期测定的各种板土

结皮层的自然含水量`实际上仅有吸湿水量 )与其最大吸湿水量列于表 3
。

土温变化与板土水分缺少密切相关
。

板土土温变化剧烈
,

日温差大
,

特别是戈壁白板

表 3 各 种 板 土 结 皮 层 的 吸 湿 水 且

土 城 名 称 吸 湿 水 t % 最 大 吸 漫 水 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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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

在夏季烈 日照射下
,

作物每受灼伤
,

故农民群众又叫此种土为
“

炕土
” 。

3
。

土坡养分含量较低 板土的养分含量较熟化好的土壤为少
,

全氮仅万分之几
,

全

磷虽较高
,

可达千分之 1一 2
,

但速效磷仅10 一Z Op p m
,

全钾可达 1一 2 %
。

板土主要是缺氮
,

特别是白板土全氮含量仅万分之 1一2 ,

唯有灰板土与青板土较高
,

可达千分之一
。

4
.

土壤坚硬
,

耕性差 板土板结坚硬
,

严重影响着土坡的耕性
。

最明显的是犁翻特别

费力
,

用二牛抬杠犁地
,

仅能划破表皮 , 用四匹马拖一架双轮双锌犁
,

耕深仍不到 10 厘米 ,

只有用拖拉机才能耕深些
,

但耕后 的土堡成大土块
,

不易耙碎
。

据三坪农场六队在准备种

玉米的板土地上观察测定
,

耙籍两遍后
,

一平方米内仍有直径 5厘米以上的土块 10 一巧

个
,

被压入下面的更多
,

有的特别坚硬的土块已被耙耪得失去棱角而成为圆球
,

但仍不碎
,

.

最后不得不用铁锤
、

榔头将其逐个敲碎
。

、
三

、

板土对农业生产的危害

由于板土具有上述板结坚硬
、

水分缺
、

养分少
、

耕性差等缺点
,

正常年景亩产小麦也

只 1 00 斤
,

玉米 2 00 一 30 0斤
,

马铃薯千余斤
,

如遇干早产量就更低了
,

所以说板土是一种低

产土壤
。

缺苗是板土上存在的突出问题
。

为了保证全苗
,

必须在播种前进行镇压
,

有的还要

镇压 2一 3次
。

根据三坪农场六队的观察
,

镇压二次的出苗率达 98 % 以上
,

镇压一次的达

9 0 % 左右
,

没有镇压的多在 75 % 以下
。

缺苗的主要原因是
:
板土的土块大

,

水分易散失
,

落

入土块问大孔隙的种子得不到水分
,

不能发芽 ; 即使种子落到湿土上
,

开始能吸水膨胀
,

但

由于水分迅速蒸发
,

已膨胀的种子不能继续萌发
,

以致霉烂死亡
。

另外
,

有些种子虽然发

了芽
,

但遇到了顶头的大土块
,

幼苗象螺丝钉一样旋转
,

还是钻不出土
。

有些幼苗虽挣扎

出土
,

但根部却碰上了
“

铁门槛
” ,

被迫向水平方向发展
,

由于根扎不深
,

水分和养分供应不

足
,

幼苗迟迟发育不起来
。

为了满足种子发芽需水的要求
,

有的在播种前后浇一次水
,

即农 民群众叫的
“

水 打

滚
” 。

但是这种播种法往往又会使土壤变板和土坡表层结成
“

盖子
” 。 “

盖子
”

的形成对幼苗

生长很不 利
。

它会紧紧压住未出土的幼苗和夹住已出土的幼苗
,

或者在失水 后 发 生 龟

裂
,

把苗根扯断
。

因此
,

在板土上浇了头水后必须紧接着灌二水
、

三水… … 等
,

以使土壤不

致因失水而干裂
,

使作物生长期能获得较多的水分
。

另外
,

板土地区大水冲灌
,

不仅把地冲成许多细沟
,

而且冲走了肥料和肥土
,

特别是白

板土跑土
、

跑肥的现象更为严重
,

因而造成这些土壤上的作物缺苗断垅
,

良荞不齐
。

四
、

板土的利用与改良

为了改良利用板土
,

广大群众在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近年来在
“

农业学大

寨
”

的号召下
,

各地更创造了不少新方法
。

总起来说
,

就是要针对各地不同板土的特点和对

农业为害的状况
,

分别采取综合措施
。

兹将各项措施分述于下
。

1
.

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平整土地是板土地 区巫待解决的基本间题
。

由于板土 地 区

地面坡度一般为 1一2 %
,

白板土地区可高达 3一 4 %
,

山上洪水或灌溉水顺坡下流时
,

势必

会造成地面沟梁纵横和上冲下淤的现象
,

因此
,

首先要解决平整土地的问题
。

只有在采取

了这个措施的基础上
,

才能发挥其他措施的有效作用
。

例如玛纳斯县新合公社团结大队



第四生产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

平整上地
,

把戈壁白板土改造成为高产稳产田
,

产量连年

跨黄河
,

成为自治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
。

2
.

增施有机肥料 对一般的板上来说
,

大量增施有机肥甚为重要
。

例如各村镇附近

的白板土
,

由于大星施用有机肥
,

儿乎都发展成为群众最喜爱的一等好地— 黑土
。

在离

村庄较远处
,

有机肥施不到的地块上
,

当地采用了种植首稽的办法
,

以增加上壤有机质
,

群

众反映
: “

一亩首楷三亩田
,

连种三年劲用不完
” 。

据测定
,

种植首猜的板土
,

比邻近的板土

耕层有机质增加了1一2倍
,

大于。
.

25 毫米的水稳性团粒达 67
.

5 %
,

土壤容重为 1
.

2
,

孔隙度

为 5 4
.

3%
,

从而改变了土壤的板结状况
。

在有机肥缺少的情况下
,

如用化肥来代替有机肥
,

结果农作物的生长与产量虽然比未

施的要好些
,
’

但土壤却更加板结了
。

据测定
:
未施化肥的土壤紧实度为65 市斤

,

而单施化

肥的却达 72 市斤
。

这说明在板土上施用有机肥
,

不仅增加了营养元素
,

更重要的是增加了

土壤有机质
,

改善了土壤的物理性质
。

3
。

合理瀚水 板土上灌水
,

一般应注意既要供给农作物生长所需的水分
,

又要尽量

避免造成土壤的板结
。

这就要求采取先进的
、

合理的灌溉技术
。

细流沟灌就是比较好的

灌溉方法
。

细流沟灌后土壤紧实度下降
。

在坡度大
、

土层薄而又坚硬的板土上实行细流

沟灌
,

都得到了良好结果
。

目前不但原来的沟灌作物采用了此法
,

就是原来漫灌与畦灌

的作物也逐渐改用细流沟灌
。

此外
,

群众对实行合理的灌溉制度也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
。

勤浇浅灌既可 以适应板

土上作物容易受早的特点
,

又可避免因大水头冲蚀和淤积而造成的土壤板结
。

一般在没

有条件采用细流沟灌和比较小的田块上
,

多采用此法
。

另外
,

也有采取特别加重播种前贮

水灌概和尽量减少作物生长期灌溉的办法来避免土壤
一

扳结的
。

例如头屯河农场机耕三队

有一块板土
,

播种冬麦前
,

在伏深耕的基础上饱饱地灌了一次贮备水
,

次年春天
,

由于灌溉

水缺乏
,

一次也没有灌
,

但小麦生长得很正常
。

这说明小麦生长期间不灌水
,

使耕层一直保

持疏松状态
,

底层的水分可以不断供给作物生长期的需要
。

理
.

适 当耕作 在板土上进行耕作
,

必须针对土壤板结坚硬的特点
,

把耕作的主要任

务放在破除土层板结和消灭大土块上
.

通过耕作措施使板土的耕性得到改善
。

下面介绍

一些群众经验
。

歇地耕作法是在歇地期间拱犁 3一 5次
,

特别是在伏天进行深耕翻
。

群众称这种办法

是
“

头遍犁破皮
,

二遍压重 犁
,

三遍
、

四遍狠狠犁
” 。

通过逐层翻耕
,

逐次加深
,

使所翻起的

土堡逐渐破碎
,

形成疏松的耕层 , 同时由于耕得深
,

耕得透
,

还可把更加坚硬的犁底层翻

出
、

破碎
。

此外
,

板土土层中还含有盐碱
,

为了有利于渗水
、

淋盐和通气
,

还必须用深耕犁

耕到心土层
,

以消除盐碱的为害
。

伏耕和秋耕是板土地区行之有效的措施
。

因为伏耕后的大土块能在剧烈干湿交替的

条件下迅速破碎
。

据测定
,

伏耕后的大土块
,

经过半个月后
,

紧实度即由原来的 55 斤降低

到32 斤
。

秋耕主要的是通过冻融交替来破碎大土块
,

凡是经过秋耕的板土
,

到了第二年
春天耕层都变得非常酥脆

。

春天播种前的耕作
,

也主要是为了破碎土块
,

防止板结和蒸发
。

早春表层刚解冻时
,

即用柳条箱或机引木框顶凌耙土
,

破碎土块
。

完全解冻后
,

适时用双列圆盘耙带籍子或用

钉齿耙进行耙箱保墒
。

在特别干早和土块多的情况下
,

则需要用镇压器镇压
,

有的在播种



前后需要镇压 2一3遍
。

镇压一方而可 以压碎土块
,

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水分从土块间的

孔隙扩散散失
。

耙地一般是在苗高 8一 10 厘米以内进行
,

以解救幼苗
。

在灌溉或降雨后
,

还

应及时进行中耕
,

全生长期约需进行 2一凌次
。

如果耕层中下部板结
,

还需深中耕至 10 余厘

米
。

上述耕作经验
,

必须根据条件的不同因地制宜
。

例如
,

一般秋耕后不进行耙碎整平
、

让耕起的土堡尽量蓄积雨雪
,

经过一冬的冻融作用
,

大土块就自行酥脆
,

但在风大积雪少

的地区 (如头屯河农场的部分地区 )冻融作用不显著
,

秋耕后的大堡块到了第二年的春天

仍然存在
,

因此就必须把秋耕后的大堂块立即耙碎整平
。

5
.

用养结合因土种祖 板土上种植的作物较为广泛
,

但收成均不甚好
,

特别是马铃

薯
、

花生等
。

为了改良和利用板土
,

群众总结了用地与养地相结合的经验
,

提出了种植首

楷的措施
。

首楷在板土上长得好
,

首稽耕翻后可种植小麦
、

玉米和瓜类
,

由于板结状况得

到改善
,

作物产量显著提高
。

在不 同的板土上适种的作物也不一样
,

如红板土比较适合于种植水稻
,

青板土宜种

水稻和向日葵
、

甜菜等
。

一般水稻茬后多种胡麻
、

蚕豆
、

扁豆等作物
。

白板土上不适合于

种植玉米等深耕作物
,

多种植糜谷和胡麻
。

虽然各种板土上有其较适宜的作物
,

但也不宜

连作
。

深 耕 压 绿 肥 改 良花 碱地 的 效 果

河南省农林科学院土肥所

十儿年来
,

在
“

农业学大寨
”

运动中
,

我省黄泛平原地区
,

通过大力疏浚河道
,

挖沟排

水
,

发展井灌等水利建设
,

地下水位普遍下降
,

大部分次生盐碱地基本消迹
,

沿黄河两岸

的洼涝盐碱地
,

通过引黄放淤
,

淤灌稻改等措施
,

也逐步获得改良
,

促使农业生产提高很

快
。

但一般平原花碱地仍属低产地区
,

要改变其低产面貌
,

还需进一步改良利用
。

深耕压

绿肥是我省综合改良盐碱地的重要措施之一
。

兹将我们在这方面进行的多年试验结果介

绍如下
。

“

牛瘦长癣
,

地薄起碱
” ,

是群众对花碱地形成的形象概括
。

生产实践证明
,

在同一

气候和水文地质等条件下
,

土坡肥力的高低和结构的好坏影响着耕层水盐的动态
。

肥力

疹薄
、

耕层板结的土壤
,

土体盐分明显地呈
“

T
”

字形的垂直分布
,

这就是由于耕层土壤

水分蒸发大于渗漏
、

积盐大于脱盐所引起 的盐分再分配和积累的结果
。

针对花碱地形成

的特点我们提出了
“

揭疮去盐
、

培肥高产
”

改良花碱地的途径
,

并在生产实践中进行验

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