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骂溯黝滁芍淑、

蒸攀羚忿
: 、 ;寸公月士按此标准理设暗管

,

将好内河水位预降控删在 暗管排水
口 以下

,

一般可达 到雨后三天地下水位 降到田 面以下 1米
。

水 澎 土 壤 物 理 性 质 测 定

过 维 钧

(江苏省苏州地区 吴县农业科学研究所 )

江苏省吴县是长江下游太溯湖滨的稻 麦 高 产 地

区
。

自19 6咨年起大面积稻麦两熟制改为麦 稻稻 三 熟

制
,

粮食产量上升
,

水稻亩产连续七年 超 千 斤
。

于

,“ 门一 19 77 年
,

在十个粤型公社和高产社队进行了土
壤普查和高产稳产农田专题调查

。

调查和分析结果表

呀我县土壤有机质含量为 .2 5一欲 5%
,

高的达 4
。

5% ;

全氮含量约 .0 1 5一。
,

20 %
;
全磷含量仇 03 一饥 20 %

;

速效磷含量 1 3一阳 p p ,
,

高的达 1筋 p p 扭 ; 速效钾含量

80 一 150 即 。
,

但由于土壤淹水时间增长
,

加上浅耕和

过多的水 田旋耕
,

归还土壤的粗有机质不足
,

引起土
壤毛管孔晾过多

,

而非毛管孔隙却很少
,

土壤通透性

不 良
,

土体内出现密实青灰色阻碍层
,

不透水
、

不通

气
,

土壤还原性能增强
,

有机质不易分解
,

土壤速效

养分降低
,

影响作物根系生长
,

出现稻麦迟发和僵苗

不发的现象
。

为此
,

我们选用土壤容量
,

土壤孔隙度

作为耕层土壤松僵情况的指标
。

选用土壤 田 间 持 水

量
、

饱和含水量
、

相对含水量
、

土壤毛管孔隙度冲
花
毛管

孔隙度等项指标来黝断土壤水分状况和通透情况
,

另

外还试用土壤浸水容量
、

沉降系数这二个指标来区别

水田土壤的结构状况
。

经试验测定
,

吴县某些高产稳

产农田土壤容重为 .1 05 一丸巧克 /厘米
3 ,

土壤总孔隙

度为 弱
。

5一 60
。

3%
,

其中非毛管孔隙达 10 %一 1 5
.

连%
,

但犁底层非毛管孔隙只 2 %以下
。

而僵板的低产田土

壤容重为 1
.

肠一1
。

4 4克 / 厘 米
“ ,

土 壤 总 孔 隙仅 为

4 .5 8一 4 9
, 。%

,

排水不 良的土壤耕层非毛 管 孔
,

隙 仅

3
。

5阶 犁底层儿乎没有非毛管孔隙
。

因此
,
上述 斗项

指标尚能反映水田土壤的某些物理性质
、

而且测定仪

器不复杂
,

方法较简便
。

黄 土 地 区 士 壤 水 分 的 特 征 和 利 用

李 玉 山

(西北水土保持生物 土壤研究所 )

我国西北地区的黄土高平原
,
具有很 厚 的黄 土

凰 100 米 以上 )
,

质地轻壤到重壤少也下 水 埋 藏很深
(3 o一 10 。米 ) ,

具有独特的土壤水分特征
,

多少 年 来
,

劳动人民在有效地利用水分从事作物生产方面
,

积累

了珍贵的经甄声们的工作就是围绕这个特定地区的

农业生产间题进行的
。

( 一 )土壤水量平衡和类型

黄土她区土壤水分循环过程
,
不受地下水 影 响

,

地丧无滞水作用
,

是比较单纯的降水渗入和物理上移

蒸发
、

植被 (作物 )蒸腾过程
。

土壤水分下渗保度决定

于雨季降水量和集中程度以及雨季前土壤水
·

分 亏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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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早年 < 1米
,

中常年 1
.

5一2米
,

丰水年 > 2 米
,

南

部地区 > 5 米
。

大部地 区属周期性淋溶型
。

在陕西省

东部早源地区 (蒲城为中心 ) 3 5。厘米以下存在一个
“

低

湿度层
”

似为非淋溶型
。

本区农田 土壤湿度全年变动范围为凋萎湿度今田

间持水量 扭一 2 6写 )
。

物理上移蒸发量只能消耗土壤

的一部分储水
。

在南部楼土地 区
,

每 2 米土层 内储水

量的蒸发消耗小于 10 % ; 北部黄绵土地区却可 达 到

药%
。

当植被参予后
,

土壤千燥过程大大增强
。

蒸腾

耗水 > 物理蒸发量
。

黄土性土壤持水能力达到 25 0一 30 0毫米 /米土层
,

可以把绝大部分降水截留在作物可利用层内
。

又由于
“
田 间稳定湿度

”

的存在
,

使蓄积的降雨可 以 长 期 保

存
, “

秋储春用
” 。

所以黄土地区土壤可以被看成一个
“

土壤水库
” ,

产生了
“

天旱地不旱
”

的可贵特征
。

(二 )土壤水分的蒸发和移动

液态水移动的下限是凋萎湿度
,

最大吸湿水情况

下
,

不发生液态水移动
。

蒸发面的位置主要发生在表

土 5 厘米以内
。

蒸发起始湿度 16 %和 24 %情况下
,

蒸

发历时 10 0一 15 8天
,

示踪的 C a C I。 积聚深度都只发生

在。一 2一 5厘米深度 之内
。

这对保墒措施的实施 有 参

考意义
。

轻壤一重壤质黄土性土壤存在
“
田间稳定湿

度
” 。

如武功楼土土柱实验
,

经过 1 00 天蒸发
,

湿度

2 4% 的处理
,

蒸发量为 16 2毫米 ; 湿度 16 % 的处理
,

蒸

发量只有 2 7
.

6毫米 ; 接近凋萎湿度 ( 8
.

6% )的处理
,

蒸

发量为 22
.

4 毫米
。

延安地 区田 间稳定湿度为 n % 左

右
,
武功楼土为 16 % 左右

`

( 三 )黄土性土壤深层储水的生物效

应和低定额灌溉问题

土壤深层储水指 60 一 1 00 厘米以下的土层储水
。

其

对作物产量效应之大可能也是黄土性土壤 的 一个 特

征
。

经模拟自然降水渗入深度的试验表 明
,

湿深和产

量的关系结果是
,

小麦
:

湿深 3 米 > 2 米 > 1 米 (生长

期不供水 )
,

产量 比值 为 4 : 1
.

8 : 1
.

。 ; 棉 花
:

湿深

2
.

2 米 > 1 米
,

产量 比为 2消 : 1
.

0
。

甚至湿深 3 米处

理的产量 > 湿深 1 米
、

生长期又有按降雨供水处理的

产量
。

利用土壤深层水的前提之一是根系
。

本区田 间小

麦根系的生长可深达 3 米
,

密集分布层为 2 米
。

玻壁

观察
,

小麦根系可深达 2
.

70 一 3
.

20 米 ; 棉花根深 > 2
.

2

米
,

更重要的是在 180 一 20 0厘米土层深处
,

毛根的距

离仍 < 5 毫米
。

因此
,

作物有利用深层储水的强大能

力
。

据土柱试验
:
小麦从。一 2米土体内可利用90 % 的

储水 ; 2一 3米土体为 50 一 80 % ; 棉花从 。一2
.

20 米土

体内可利用 10 0%的储水
。

关于低定额灌溉问题
,

主要是在黄土高源井深水

少地 区 (水位 50 米
,

单井流量 20 方 /时左右)
,

由 于 正

常灌溉定额费用较高
,

因此
,

提出低定额灌溉 问 题
。

灌溉原则不是要求单位面积最佳产量和小面积最适湿

度
,

而是要求尽量提高单位灌溉水的生产率
,

和扩大

单井灌溉面积
。

利 用 放 射 性 碘
’ 31
和 硫

3 5

研 究 松 砂 土

土 体 和 地 下 水 盐 分 的 运 动

贾大林 傅正泉

( 中国农业科学 院农 田灌溉研究所 )

本试验是利用示踪方法
,

探讨在含盐地下水补给

下
,

土体和地下水盐分运行的规律
。

试验方法
:
供试样品为含有。

.

5%放射性碘 化 钠

的砂柱和含有 5 克 /升放射性硫酸钠的溶液 (模拟地下

水 )
。

利用马立奥瓶控制地下水埋深在 80 厘米 和 60 厘

米
。

测量方法采用一组 四个定标器和钟罩计数管同时

观测数点
,

因 S “ ”
为弱 日源

,

为玻璃所吸收
,

所测的

数值只是 1 13 `
(Y射线 )运行状况

。

试验开始记录时间

和毛管水上升高度
,

每天蒸发 10 小时测量 一次土体盐

分变化
,

试验 20 天折其装置
,

分层取土
,

置于铅室内用

加铝片直接吸收方法 分别测出砂柱各层 I
` “ `
和 S “ 5

的相对含量
,

以观察土体和地下水盐分的分布
。

试验结果表明
:

在毛管水活动范围内
,

土体盐分

随毛管水上升
,

由下层 向上层移动聚积
,

在毛管水上

升的前锋处达到最大值
,

积盐层随毛管上升高度增加

而增厚
,

土壤溶液浓度增大
,

最后积于 土表
。

其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