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后很快由明暗沟 (管 )排出田外
,

以降低地下水位和

土壤湿度
,

保持较大的水力梯度
,

促使潜层水的继续

消退
,

耕层土壤含水量降低 6
.

5一 16
.

3%
。

据试验
,

暗

沟距 了米上划深线沟的排水能力与暗沟距 凌米而不划

深线沟的大体相近
,

故可少开一半暗沟
,

而且增产效

果显著
,

据考察
:

多 雨年份深线沟与暗管结合 比不开

沟对照田亩增 13 0
.

3斤
,

增产率 4 2
.

3%
。

因 此
,

在 农

业机械化逐步发展情况下
,

应用大马力拖拉机划深线

沟可与耕耙作业一次完成
。

目前
,

可用大拖拉 机 ( 50

匹 )先划后耕
,

这样既可减轻秋播时开沟的繁重劳动
,

又可减少田面 明沟数量
,

有利于机械化操作
,

逐步可与

暗管配套
,

做到 田面无沟
,

为农业机械化创造条件
。

划深线沟能使土壤的渗漏量增加
,

淋 溶 毒 害 物

质
,

更新土壤环境
,

使耕层下的氧化还原电位明显增

高
,

应用 P
“ “
示踪测定表土下 3 寸和 8寸处水稻根系

活力比对 照区增强一倍以上
,

因此水稻成穗率高
,

空

秋率降低
,

略有增产
。

但如果打破过多将 会 漏 水 漏

肥
,

成囊水的深湿田
,

反而不利于作物的生长
。

苏 州 地 区 黄 泥 土 暗 管 排 水 效 果

赵诚斋 程云生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当日降雨量为 28 毫米以上
,

或连 日降雨 30 毫米 以

上时
,

会引起黄泥土地下水位大幅度上升
。

日降雨量

超过 50 毫米时
,

地下水位上升可近地表
。

但雨后地下

水位下降的速度是不同的
,

深 1 10 厘米暗管区地 下 水

位下降到 5。厘米要 1 天
,

下降到 80 厘米要 2 天
,

而暗

管埋深 80 厘米的分别要 3 天和 10 天
,

深 60 厘米土暗沟

区的地下水位下降到50 厘米要 3天
,

以后稳定在刊厘

米处
。

降雨量正常的年份与多雨年份各试验处理区的地

下水位变化的幅度是不同的
。

深 1 10 厘米暗管区 正 常

年份地下水位处于 5 0厘米 以上的持续时间是 1一2 天
,

而多雨年份为 3 天 ; 深 80 厘米暗管区分别为 2一 3天和

4 天 , 深 60 厘米土 暗沟区则分别为 5 天和 12 天
,

说明

暗管排水效果显著
。

土壤水分运行的方向和强度取决于土壤的吸力势

梯度
。

日降雨 3 2
。

6毫米后的第 2 天 30 厘米以上土层中

吸力势梯度小于重力势梯度
,

水分是以非饱和水流向

下 运行 ; 第三天 因水分的下流和蒸发而表 层 吸 力 增

大
,

30 厘米 以下水分开始向上运行 ; 第 4 天 以后可影

响到 6 0厘米深
,

地下水上升的强烈活动层约为切一50

厘米
。

暗管区植株根系下札深度较对照 区 为 深 ( >连。厘

米 )
,

对照区约的% 的根系密集在 3一 15 厘米处
。

黄泥土暗管埋深 1 10 厘米
、

间距 9 米能有效 地 降

低地下水位
,

但必须结合开挖浅明沟以排除地 表 水
,

才能防御麦类遭受湿害
。

暗 管 排 水 治 溃 改 土

江苏省 昆山县农田水利试验站

十多年来
,

我站在太湖湖东水网好区的一个低洼

联纤— 昆山县同心抒进行农 田暗管排水治渍试验
。

并将这一农田排水技术措施
,

逐步推广应用到农业生

产中去
,

对治渍改土
,

促进粮食增产有明显效果
。

一 暗管排水能快速降低地下水位
,

据 1 9了5年春

同心一队大田观测结果
:

透雨后地下水位上涨到接近

地面
,

暗管埋深 .1 2 4米的暗管排水田
,

第三天地下水

位降到 1
。

1米 以下 ;暗管埋深 1
。

1米的降到 0
.

8米 ;而 0
.

6

米深的明沟田只降到 0
.

5米
,

第十天才降到 0
.

7米
。

土

壤过湿状况
、

土壤容重
、

通气性都有所改善
,

因此相

应地提高 了土壤氧化还原电位
,

减少了土壤中有毒物

质的生成和积累
。

二
.

暗管排水有利稻 田湿润灌溉
,

可减少稻田淹

水时间
,

协调土壤水
、

气矛盾
。

并有利稻田搁 田 (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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