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冷 浸 烂 泥 田 治 理 效 果 的 观 测

湖北黄冈地区水土保持试验站

罗 田县石桥铺公社文斗河大队的凤形冲共有水田5 0亩
,

大大小小 41 块
,

其中17 丘有

泉眼 40 个
。

这些 田常年渍水出红锈
,

水温
、

泥温低
,

土粒分散
,

通透性差
,

洪水串田
,

土
、

肥
、

水流失严重
,

一年种一季产量不过 40 0斤
。

近几年来虽然采取很多农业技术措施
,

双季

稻的产量仍然不高
。

为此
,

该大队于 1 9 7 3年冬采取
“

小丘并大田长方
,

田岸沟渠砌石头
,

表土还原一尺深
,

靠山两边撇水沟
,

能排能灌渠成网
,

机耕道路通两头
”

的方法
,

将凤形冲的下部进行治理
。

1
.

小丘并大田长方 根据凤形冲原来田块的高差
,

考虑机耕和科学管水种稻 的 要

求
,

将原来的 28 丘弯田改成 7 丘长方形园田
,

田块长 6 0一 80 米
,

宽 30 一 60 米
,

面积 3一 7亩
。

2
.

田岸沟集砌石头 石岸整齐一条线
,

石岸顶高平上田
,

筑田岸 7 条 5 38 米
,

沟岸

5 9 0米
。

3
.

衰土还原一尺深 冷浸烂泥田的表土潜在肥力高
,

平整时应把表土起到一边
,

然

后挖高填低
,

填平后再铺还表土
。

4
.

靠山两边撇水沟 田块两边山脚下开排浸沟
、

排洪沟各一条
,

切断山浸和 山洪
,

沟宽各一米
。

沟中建设 lHJ 和闸
,

沟的两边砌石头
。

排水是改造冷浸田 的关键措施
,

排水不

但要排地面水
,

更重要的是排地下水
,

所以每个暗泉都开导滤沟通至大沟
,

做到暗沟与明

沟相通
,

排水与灌水结合
。

5
。

机耕道路通两头 采用路
、

沟
、

田的排列形式修三米宽的机耕路
,

做到通全冲的

每丘田
。

19 7魂年在群众治理凤形冲的过程中
,

开展各项试验
,

选择凤形 冲上半部未经治理的

一块田 1
.

84 亩
,

和经过改造的一块田 3
.

72 亩
,

进行对比观测试验
。

设雨量筒观测雨量
:

分别在两块试验田的排水 口设三角量水堰观测径流量
、

泥沙和肥分流失量
; 田中布施地

下水观测井观测地下水位变化 , 用地温计观测水温和不 同土层深的土壤温度
; 同时观测

水稻生长发育及产量
。

初步观测结果如下
:

1
.

降低了地下水位 设五个地下水观测井 (见图 1 )
,

由于井位不同
,

其变化十分明
,

未改田的 1 号并地下水位始终高于田面 1 4
.

4一 2 4
.

9厘米
,

改造 田靠沟边和外田埂 3 号

4 号井位地下水位始终低于田面
,

和显

别是 4 号井更低
,

地下水深 41 一 1 02
.

特

1厘

米 (表 l)
,

可是 2 号
、

5 号井均在上丘田

脚下靠背沟处
,

地下水位均高于田面
,

其

中 2号井田块的防洪沟比田高
,

失去了

截断山浸的作用
,

而 5 号井所在田 的排

搜沟
、

防洪沟均低于田面
,

因此 5 号井的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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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地下水观测井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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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一

「水位比 2 号井低
。

上述观测结果表明
,

开沟排渍降低地下水位
,

与沟的数量
、

深度

紧密相关
。

、

表 1

观

水稻不同生育时期地下水位的变化 (单位
:

厘米 )

洲 日

水稻生育期

期

日 /月

未改 田 改 造 田 田 有 双 沟

1 号井

一

塑塑” 竺巨丝燮
边
业旦些里

.

吧业
.

塑些
背岸 )

冬作后期 2 6 / 4一 1 1 / 5

灌水整田 一分萦末 1 4 / 5一 1 1 / 6

晒 田 期 16 / 6

复 祖 期 1 5/ 6一6 / 7

收 获 期 2 3 / 7一 18/

晚稠擂秧 9 / 8

晒 田 期 2 3 / 8

扬 花 期 2 2 / 9

晒 田 期 2 9 / 9

复 灌 期 8 / l。一 5 / 1 1

收 获 期 2 3八 1

草 子 田 1 2 / 12

一 1 4
。

4

一 1 9
。

4

一 2 1
。

5

一 1 7
。

7

一 1 5
。

4

一 1 8
。
3

一 16
。

7

一 17
。

8

一 1 8
。

2

一 2 4
。

6

一 2 4 。
9

一 1 8
。
8

5
。 8

一 2 7
。

5

一 2 1一 5

一 2 5
。

7

一 1 5
。
9

一 2 7
。

5

一 2 7
。

5

一 2 5
。

5

一 2 4
。

5

~ 9
。 2

~ 8
。

0

0

3 3
。

5

16
。

9

17
。
0

1 1
。

2

3 5
。

8

2 6
。

2

3 1
。

2

3 6
。
7

9 2
。

9

4 6
。
0

8 0
。
0

5 7
。

4

8 2
。
6

4 3
。

7

4 6
。

3

4 1
。
5

7 4
一
7

8 1
。

1

9 5
。

4

1 0 2
。
1

2 。
3

一 5
。

O

一 9
。
6

一 1 3
。
3

一 13
。

2

一 2 1
。

1

一 16
。

6

一 1 4
。

0

~ 3
。

2

一 ] l
。

6

一 4
。

2

一 8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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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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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1
。

表内负号表示水位高于田 面
。

2
。

2 号井常期水摘侧井
,

所以最高水位不止 一 2 7
.

5厘 米
。

2
.

减少了土
、

肥
、

水的流失 由表 2 可见
,

消除串灌串排
,

实行排灌分家
,

可 以减

少土
、

肥
、

水的流失
。

两年的平均流失量
,

改造 田每年减少水量流失 9 4
.

8% , 减少泥沙流

失71 %
;
减少氮素流失 3 1

.

7%
,

相当于减少流走38 斤硫按
,
减少磷素流失 7 8

.

2 %
。

表 2 土
、

肥
、

水 流 失 状 况

i汛期降 雨 t l 水 里 流 失 } 泥 沙 流 失 … 氮 素 流 失 } 碑 素 流 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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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 了土旅热状况 冷浸田改造后
,

降低了地下水位
,

增强了土城的通透性
,

土

城导热性变好
,

土温升高
,

特别是 15 厘米以下的土温明显升高
。

表土层的土温随着土壤

培肥
,

泥色变黑
,

由改造的第一年低于未改田变成高于未改田 (表 3 )
。

表 3 历年 4一 10 月土滚月平均沮度状况 (℃》

一
一

}
·

5 , 米土层
雌 {

,二米土层
戚 }

2。`
短丽反 一一

年 份 ! }
- - -

一 )

! 改造 田 }未改田 {
增。 。 度

I
改 。 田

I
未 改 田

{
. 高。 度

1
改 造 田

}
未 改 田

}
增高。 度

1 9 7 4

1 9 7 5

1 9 7 6

2 3
。

6

2 5
。 2

2 2
。

2

2 4
。

2

2 4
。
7

2 1 。
3

一 0
.

6

0
一

5

0
。
9

2 5
。

2

2 6
。

8

2 4 。
9

2 4
。

4

26
。

2

2 3
。

3

0
。

9

0
。

6

1
。

6

2 4
。
l

2 7
。

0

2 4
。

6

2 3
。

2

2 6
。

0

2 2
。

7

0
。
9

1 。
0

1
。

9

注
: 4一 10 月 每日 19 时的观洲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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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 9 7 d一 76 年三年观测资料来看
,

改造 田 7一 19 时土壤温度 日变幅均大于未改的冷友

田
,

而且变幅也是由土表向下逐渐变小
。

如 1 9 7 6年 5 厘米土层 日变幅为 5
.

3
“

C
,

10 厘米土

层为 3
.

S
O

C
,

15 厘米土层为 2
.

S
O

C
,

20 厘米土层为 2
.

O
O

C
。

未改田 日变幅较小
,

但同样是土

层愈深 日变幅愈小 (表 4 )
。

其原因主要是改造 田地下水位降低
,

导热性好
,

土壤冷热变化

迅速
,

故变幅大
,

冷浸 田地下水位高
,

水的热容量大
,

故变幅小
。

表 4 历年土堆温度日变幅 (7 一 19 时 )状况 ( ℃ )

土层深度

_ (厘 米 )

年 份

1 9 7 4

1 9 7 5

1 9 7 6

万夸牡介示卜丁
下气

一

丫
一石下不

一 一

厂厂1
.

丁一 1
5

.v1 .43 } 痴
一

…
”

· 7

}
”
一 2

4
2 · 5

}
’

`

6

}
“

·

8

{
“

·

0
{

“
·

`

{
“

·
3

}
”

·
8

{
“

·

8

}
“

·

0

}
.

“
·

`

}
“

_·

4

1
_

全
6

}

2 0

1
。
7

1
。
2

1
一

8

4
.

改良了土滚的耕性 过去人畜难以耕作
,

现在变成了年种三季
,

机器耕作 的 田

园
。

5
.

促进农作物生长提高了产里 冷浸烂泥田经过治理后
,

两季水稻亩产由 19 7 3年的

70 0斤上升到 1 9 7 6年的 12 。。斤 ; 冬季可种油菜
、

小麦
、

草子
,

例如 1
.

9 75 年草子鲜草每亩可

达 4 1 3 5斤
,

而未治理田只有 73 4斤
;
又可缩短水稻的生长期

,

如早稻可提早 8一 10 天成熟
,

晚

稻可提早 5一 6天
,

为三熟制创造了有利条件
。

在早稻分粟期观测
,

未改田老根呈黑色
,

新根平均 6
.

7条且细小
,

植株矮小不发棵
; 改

造田老根呈黄色
、

粗壮
,

新根平均 9
.

7条
。

在插秧后 6 天观测改造田有新根 3
.

7条
,

未改田

新根只有 1 条
。

晚稻由于土温升高
,

其生长差别不明显
。

未改田的泉眼附近有的根从三个或二个节

上长出
,

说明冷浸烂泥田中扎根困难
,

植株下堕而节节生根
,

初期植株矮小不发棵
,

但是

后期由于土温升高
,

土壤中肥分大量分解释放出来
,

所以籽粒饱满
,

千粒重均高于改造

田
。

由于改造田有些地方表土处理不好
,

晚稻产量一直赶不上来
,

今后应该注意培肥
,

迅

速提高土壤肥力
,

充分发挥改造 田的增产作用
。

另外
,

我们还进行了施用微量元素肥料的试验
,

即用 1 / 5 0。的氧化锌悬浊液蘸秧根
,

以

6 月 5 日观 lMj 为例 (表 5 )
,

早稻蘸秧根的比不蘸秧根的植株高 4 厘米
,

叶片宽 2 毫米
,

根

系长 4 厘米
;
泉眼区施氧化锌水液耘田半月后

,

观测施锌的株高比不施的高 8 厘米
,

叶片

宽 3 毫米
,

根系长 10 厘米
。

晚稻在泉眼区直接施氧化锌悬浊液
,

同样效果很好
, 8 月 17 日观测 (表 5 )

,

施锌

的比不施锌的植株高 1 8厘米
,

叶片宽 2 毫米
,

根系长 5 厘米
。

施用氧化锌不仅促进了水

稻早发
,

而且提高了水稻的成穗率和穗粒数
。

早稻产量达每亩 8 63 斤
,

比未施锌的增产

2 5 乡̀
。

( 下转第 1 7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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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

并扩大了首蓓的播种面积
,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小麦田内混播草木择
、

首蓓做绿肥
,

调整

后粮食总产增加了一倍半以上 (表 2 )
。

表 2 七 连 作物 比 重 调 整 前 后 对 比

主 要 粮 食 总 产 盆

一一 f

(万斤 )

调 整 前

调 整 后

< 1

3 0

>3 ,

{
< , 0

{
( `

4
5 } “ 0 ! “ }

< 10 0

2 7 6
。

9

注
:

调整后 每年有 8 0一 90 % 的小麦田 混播 了绿肥
。

综上所述
,

苏打盐渍土的改良
,

必须以水为中心
,

综合治理
。

毛主席教导我们
: “

在生

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圈内
,

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
,

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思的
,

永远不会停

止在一个水平上
。 ”

随着农业学大寨
,

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深入发展
,

我们决心在短期内把连

队建成大寨式单位而奋斗
,

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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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冷浸田施用氧化锌对水稻生长的影响

株 高 } 叶 宽 ! 根 长
观 侧 日 期 氧 化 锌 处 理 根系生长情况

}
`厘粉_ i `厘 米 , (厘 米 )

根葫一根陇蔺不
5 月 2 8日

6 月 S H

;;;:::
黄色

、

新根毛多多

褐褐褐色
、

新根 毛少少

222 000

111 666

色色黄黑l211
6 月 5 日

施锌 (泉眼 区

不施 (泉眼 区

l6n39l2锌不施 施
8 月 1 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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