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烤田到复水
,

通过控和促的辩证关系
,

使土壤中养分合理供应
,

改警了稻株的营养

状况
,

这样不但有利于穗的发育
,

并且为籽粒初期的灌浆提供了良好条件
,

为创高产打下

了基础
。

此外
,

根的向下深扎
,

根长增长
,

新根率大
,

根的吸肥能力加强
,

都有利于水稻壮杆和

不早衰
。

特别是根系的活力增强
,

钾肥的吸收力增大
,

对于水稻抗逆性的增强起一定作用
。

四
、

结 束 语

不 同方式的烤田对土壤物理肥力
,

化学肥力和生物肥力的提高都有作用
,

其中以开丰

产沟结合烤田 的效果最好
。

土壤肥力是土壤物理肥力
、

化学肥力和生物肥力的综合表现
。

各种肥力是相互联系

和相互促进的
。

烤田就是通过土壤物理肥力的改善
,

以促进土城化学肥力和生物肥力的

发展
。

过去人们受到养分归还学说的影响
,

只孤立地依靠施用化肥来维持土壤肥力水平
.

这是不全面的
。

烤田是水稻栽培的一个重要措施
。

各地采用烤 田办法
,

应该看土
、

看苗因地制宜
,

不

能生搬硬套
。

如本试验一般适用于粘性较大的土壤
,

而不适于砂性土壤
,

适用于平原地区

的肥沃稻田 ;而不适于丘陵地区的贫瘩梯 田
。

烤田可以协调水田土壤肥力
,

但要进一步提

高土壤肥 力
,

还必须施用有机肥料
、

加厚耕作层和注意合理耕作等
。

烤田要和土壤培肥有

机地结合起来
,

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

新 疆 风 化 煤 改 良土 壤 的效 果
’

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土壤改良组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
,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和全国一样
,

农业学

大寨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
。

为了改土培肥
,

提高农业产量
,

全 区正出现一个试验和推广腐

殖酸类肥料的群众运动
。

新疆的风化煤贮量丰富
,

分布广泛
。

目前
,

全获各地群众用风化煤制成腐肥施用或直

接施用
,

对水稻
、

玉米和小麦等作物都有良好的增产效果
,

特别是施在板结土
、

沙性土
、

红粘土和盐碱土上效果更为显著〔 1〕 。

随着生产的发展
,

提出了一系列迫切需要阐明和解决的问题
,

如腐按肥料或风化煤增

产原因如何? 它对土城有些什么影响等等
。

针对这些问题
,

我们从 1 9 7 3年开始在米泉县

并岗山公社春光大队进行风化煤改良盐碱土的试验
,

并和达板城天山公社东沟大队贫下

中农一起总结连续施用十年风化煤的经验
。

* 本项室内工作 是与中国科学院 南京土堆研究所物理化学 研究室协作
,

共同完 成的
。

2 9 0



一
、

风化煤改善土壤理化性质

春光大队的试验 田是苏打盐化水稻土
,

土壤 p H高达 9
.

24
,

水稻擂秧后稻苗发僵
,

矮小

发黄
,

根系发黑
,

保苗率只有 20 %
,

水稻亩产只有89 斤
。

连续两年每亩施风化煤 10 0公斤后
,

土壤性质发生了变化
:

土壤 p H降低到 8
.

62
,

钠饱和度下降
,

土坡浸水容重减小 (表 1 )
,

可

溶性钙显著增多 (表 2 )
,

土壤碱度消失 (图 1 )
。

因此
,

水稻插秧后返青快
,

分菜多
,

保苗率

提高到 80 %
, 1 9 7 5年水稻亩产增至 4 34 斤

。

群众反映
: “

施用腐按后土壤发绵
,

好拔秧
,

好犁

地
” 。

图 1 土 堆 千 裂 状 况

1一潮土 <对照 )

3一苏打盐化水稻土 ( 对服 )

2一溯土施用风化煤

`一苏打盐化水稠土施二年风化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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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一
一
一下一一

.}处

施 用 风 化 煤 后 土 堆 理 化 性 质 的 变化

趁 %

%

}
p“ }有机质{ 全 红

理 1

—
厂

-

一 } }

H :0} K C I】 % I %

浸水

容 ,

吸水 t ! 脱水 *容重

1237一198
。

3 4 8
。

33 4 5
。

1 4 } 0
。

1 8 7

8
。

6 8 8
。

1 5 } 3
。

33 1 0
。

1 2 5

1
。

1
。

化年抓风施 十煤对

土

苏打 盐化

水 稻 土

8
。

6 2 8
。

6 6 1 2
。

4 1 } 0
。

1 03

9
。
2 4 1 8

。

7 7 } 2
.

2 9 10
。

0 93

{交换 i {交换性钠 {碱化度
c / N }

——
{

_ 』」巡当创 100 克土 } %

1 5一

…
1 7一

…
一

…
-

燮 }
一

竺!

一二
, 2 ` 6

}
“

’

6

…
。

’

`“

1
5

’

`

1 3
·

`
}

8
·

5
}

1
·

0 1
}

1 1
·

9 一1
.

3 1

0
。

6 9

0
。

7 5

…
3 9

.

7

}
3。

.

`

带:);…;
1 4 0

·

5 } “ `
·

3

化年照风二煤施对

* 吸足水分的样品工 于 3 5’ C下
,

经 2 0小时后所减少的土城含水 t
。

施用风化煤后苏打盐化水稻土可溶性盐分的变化 (单位
:

毫克当 t / 1。。克土 )

样

表 2

品 采 土 时 间 } CO
3一 H CO a 一

} C I 50 4一 } C a “ 1 M g
` ’

)K
’ ` N a `

K
一

N a

lC
a +

M g

改 良 前

对 照

施 二 年

19 7 4年 2月

19 7 5年 10月

19 7 5年 10月

0
。

72

0
。

0 7 1

0
。

0 4 5

0
。

9 5

1
。

2 4

0
。

9 8

l
。

0 3

0
。

0 8 2

0
。

0 4 2

1
。

0 3

0
。

5 0

0
。 1 0

0 一 1 2

。
.

4 ;
’

…。
.

2 1

0
.

3 0 } 3
.

3 3

0
·

4 6 !
’ ·

3 2

0
。

6 5 } O
。

6 5

8
。
3 2

2
。
3 0

O
。

7 5

新疆风化煤呈酸性 (P H 4
.

69 )
,

游离松结态腐殖质可高达 40 %
,

比揭煤和泥炭都高得

多 (表 3 )
.

碱化土中施用酸性风化煤不仅可以中和土壤碱度
,

还可以改良土壤结构性加速

土壤脱盐
。

新疆分布有相当面积 的盐碱土
,

如能广泛施用风化煤以改良土壤
,

就可进一步

发挥盐碱土
、

板结土的生产潜力
。

表 3 风 化 煤
、

褐 煤
、

泥 炭 的 基 本 性 质

一一
i -

-

一
一

1
p H …有 机 质

{
腐 殖

础娜
态 ( C % )

{
。 效川 灰 分

鑫工ù一,̀O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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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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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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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

紧 结 } %

,.公吸心.一
9
门̀

0

:900nJ

一b勺叨内」,J碑口行̀ó“ónJ`胜J组风化煤 r`普格九道清

哈 密 南 湖

吉 末 萨 尔

4
。

6 9

6
。

3 7

7
。

6 2

3
。

2 5

6
。
2 8

6
.

9 5

6 2
。

0 0

5 9
。
9 8

3 6
。

6 6

4 1
。

5 4

3 6
。

4 7

2 1
。

2 6

1 。 18

6
。

3 3

13
。

47

0
。
0 9

O
。

17

0
。

14

9
。

4 8

2 1
。

0 1

5 0
。

4 0

煤炭揭泥

分析方法
:

速效抓

—
5 % 硫狡提取法

。

腐殖质结 合形态—
O

。 I N 纽暇化钠 提取的腐殖质为松结腐殖质 (或活性腐殖质 ) , 继 续用 O
。
1材焦礴 成钠和 O

。
I N

组氧化钠处理所提取 的腐殖质为联结腐殖质 , 再继续加 入 。
. I M 焦硫酸钠和 。

。 I N 组氧化钠并经过超声 处 理 ( 3 0 0

奄安
, 2 1

.

5千踌兹 ) 所提取 的庸殖质为艳结腐殖质 , 最后 残余的扁盆质为紧结腐殖质 ( 或残余脚殖质 ) 〔 2〕
。

风化煤施在非盐碱土上也有良好的效果
。

东沟大队由于就地有风化煤资源
,

每年每

亩施风化煤粉 1 0 0 0公斤
,

连续施用十年后
,

土壤有机质含量明显增加
,

土壤交换量也有所

提高
,

蓄水保墒能力相应增强 (表 1 )
,

土壤结构状况也得到改善
,

土坡干裂后裂缝很小 (图

1 )
。

多年使用风化煤的土壤上小麦单产量可达 4 00 斤
,

而没有施用的一般只有 25 0斤左右

产量
。

二
、

风化煤对土壤胶体性质的影响

土壤胶体包含有机胶体
、

无机胶体
。

这两种胶体常常以有机无机胶体复合状态存在
,

是土壤中最活泼的部分
,

并且直接影响土壤肥力的变化
。

所 以
,

研究施用风化煤前后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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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胶体性质的变化
,

可以阐明风化煤改良土壤的作用
。

风化煤施入土壤后
,

风化煤中的腐殖质与粘粒相互作用
,

使土肥相融
,

从而改善土壤

的理化性质
。

为了进一步研究腐殖质与土壤粘粒的融合状况和复合体的肥力特性
,

我们

分析了土壤有机无机复合体的含量
、

特性以及土坡和复合体中各种结合形态的腐殖质含

量
。

分析结果 (表 4
、

表 5 )指出
,

无论施煤粉十年还是施用两年的土壤复合体中
,

水稳性

复合体的数量都比对照稍高
,

而水分散复合体则相应减少
,

说明风化煤的施用可以提高

土壤结构的稳定性
。

潮土施用风化煤十年后
,

土壤中有机质增加较多
,

复合体中
,

特别是水

表 4 土 壤 有 机 无 机 复 合 体 的 含 t 和 性 质

土 坡

潮 土

苏打盐化
水稻土

占占全 土土 占总量量 CCC NNN C / NNN 占全 土土 占总盘盘 CCC
,

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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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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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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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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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加水搅动提取出 < 2 徽米的复合休为水 分散复 合体
,

继用超声波分敬 ( 3 0 0庵安
, 2 1

.

5千赫兹 )提取

< 2 徽米的复合体称水稳性复合体〔 2〕
。

表 5 土 壤 及 复 合 体 中 腐 殖 质 的 结 合 形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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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复合体中腐殖质含量增加得更为明显
。

苏打盐化水稻土施用风化煤两年后
,

土壤中有

机质含量及复合体中腐殖质含盈与对照的差异都不明显
。
从腐殖质结合情况来看

,

潮土

施风化煤十年后
,

各种结合态的腐殖质都有所增加
;
而苏打盐化水稻土施风化煤两年后

,

两种复合体中各种结合形态的腐殖质都没有增加
。

看来
,

风化煤与土壤中矿质粘粒的相互

融合比较慢
,

施用两年风化煤的苏打盐化水稻土
,

似尚未达到完善的土肥相融
,

也可能是

交换性钠抑制了有机无机胶体的复合作用
。

复合体中水稳性复合体的比重很大
,

约占复合体总量的 80 一 90 %
、 。

这类复合体的性
,

质与土壤肥力特性关系密切
。

由于风化煤中含有丰富的带阴电荷的腐殖质
,

极限 p H稍有

降低
,

腐殖质又具有亲水性
,

所以
,

土壤施用风化煤后
,

水稳性复合体的交换量和吸水量都

有所增加 (表 6 )
。

复合体粘度的增加和 电动电位的减低也可 以说明水稳性复合体的团聚

性对土壤结构性的改善十分有利
。

潮土施风化煤十年后
,

膨胀量增加
,

脱水量减少
,

而苏

打盐化水稻土并不如此
,

这可能是由于土肥相融程度不同所致
。

表 6 水 捻 性 复 合 体 的 性 质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 - -一 , 一

见ù水%(一.53脱一土 ` { ” ” 极 IIP 限

…傀霆发梦
}

传
厘泊

料鑫
当

瓤粼
“ (

)

二 …
施

昙
化煤

矗
年

…;::: …二::::;…:::;; … ;::: {
·

:;

粟“塑· …施暴
化煤

盂
年

…:::: …二:::::…::::: …:::; …::

膨胀

绝 升 /吮

5 4
。

9

注
:

极 限 p H是去掉金属离子和阴离子后土坡 复合体的 p H
,

电动电位和枯度都是复 合体在极限 pH 时的侧定值
。

土壤施用风化煤后
,

两种土壤的水稳性复合体的缓冲性能的变化不一样
。

施用十年风

化煤后的潮土与对照相比
,

水稳性复合体的缓冲性能显著增高
,

主要表现在 p H 7
.

5一 10

之间
,

而 p H 7 以下看不出什么变化
,

p H 10 一 12 又逐渐趋于一致
;
施用风化煤两年的水稻

土与对照相比
,

其水稳性复合体在 p H 7
.

5一 9
.

0 之间的缓冲性能稍有增加
,

而 p H小于7
.

5

和大于 9
.

0反而比未施煤粉的缓冲性能小 (图 2
、

3 )
。

看来土壤 中施用有机肥料的种类和

年限不同
,

数量不等
,

有机无机复合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

三
、

小 结

我们的工作仅有两年
,

取得的资料很少
,

现将初步体会小结如下
:

1
. 、

新疆各地群众的经验
,

以及我们的初步试验证明
,

腐按肥料和风化煤直接施用都

有不同程度的增产效果
,

尤其是新疆的风化煤风化程度较高
,

腐殖质含量丰富
、

,

呈酸性反

应
,

对改 良盐碱土效果较为显著
。

2
.

土壤施用风化煤可以改善土壤结构状 况
,

增强土壤保肥供肥性能和蓄水保 墒 能

力
,

这可能是增产的重要原因
。

3
.

风化煤施入土中后可与土壤中的粘粒相互作用
,

土肥相融
,

提高了土壤肥力
。

施用

年代较长效果更为显著
。

新疆风化煤分布广泛
,

有 的地方施用量较大
,

但在不同土壤条件下施用量多少
、

施用

几年才好
,

以及改土增产效果和机制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我们深信
,

只要我们以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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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斗争为纲
,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

腐按肥料和风化煤的施用必定会蓬勃地发展起来
,

为普

及大寨县做出新的贡献
。

今 考 文 献

( 1〕 新扭生物土城研究所
,

腐殖酸彼在旅化土集上的肥效
,

土堪
, 3 , 1 2 8一 12 9 , 19 7 .5

〔幻 熊毅
,

土城有机无机复合 v l
.

有机无机复 合休 的剖析研究
,

土族农化参考资料
,

6
,

1一 12
,

1. 7 5
。

苏 溪 公 社 低 丘 红 壤

造 田 改 土 和 增 产 粮食 的 经 验

浙江农业大学土壤农化专业七四级工农兵学员

在毛主席
“

教 , 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的教育方针指引

下
,

我们于 1 9 7 5 年 6 月到义乌县苏溪公社联系实际进行教学
,

并对这个公社红土丘陵造

田改土的技术经验作了专题总结
。

在此期间
,

得到苏溪公社党委
、

革委会和广大贫下中农

的热情指导
,

收获很大
。

现将红壤造田改土的主要经验
,

初步整理于下
。

苏溪公社位于浙江省义乌县北部
,

金 (华 )衡 (县 )盆地东北边缘的低丘陵区
,

人多地

少
,

] 9 72 年前还是一个缺粮社
。

1 9 7 0 年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以后
,

公社党委带领

广大贫下中农和干部
,

认真学习 大寨的根本经验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发扬艰苦奋斗
,

自力更

生的精神
,

在逐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同时
,

积极开发红土丘陵
,

狠抓造田改土
,

促进了农

业生产的新发展
。

粮食亩产 1 9 7 4 年达到 1 3 5 3斤
,

比 1 9 6 9年增加了 30 %
。

低丘红壤在苏溪公社的分布较广
,

但大部荒芜
,

植被稀少
,

水土流失严重
。

土壤的主

要缺点是
:

酸
、

瘦
、

粘
。

如永红大队未开垦的低丘红壤
,

其水浸液 p H值为 4
.

9 ,

当 量 浓度

氯化钾浸液 p H值为 4
.

1 , 土壤有效磷仅为痕迹
,

有效钾为 60 一 g o p p m ;
物理性质不良

, “

干

时一把刀
,

湿时一团糟
” ; 泡水耕作后

,

土壤易糊化
,

据测定
,

其浸水容重平均为 0
.

7
。

针对

低丘红壤的这些特点
,
广大贫下中农在造田改土斗争中

,

采用以下各项措施
,

其成效十分

显著
。

一
、

搞好农田基本建设
,

提高造田质 t

在红城造田过程 中
,

首先是搞好农田基建规划
,

做到山
、

水
、

田
、

林
、

路综合治理
。

而在

这些项目中
,

增辟水源和渠系配套
,

保证和充分发挥灌溉效益
,

又居于首要位置
。

几年来
,

苏溪公社修建了巧溪
、

伏虎
、

青龙头三个水库
,

基本上满足新造 田种稻的需水量
。

在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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