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1一 35 %
,

有效水为 16 一 25 %
。

两年来的定位观测
,

春小麦生育期内
,

土壤水分变化大致可分为
: ( 1) 早

春返浆土壤水分增加阶段
:

从解冻开始至四月末
。

融

冻水不断补给表层
,

致使含水量增加
。

这对于小麦的

发芽和出苗十分有利
,

如能及时采取保墒措施
,

后期

的生育也能基本上得到保证
。

( 2) 化通后以水分丢失

为主的干旱阶段
:

大致从四月末至六月底七月初
。

此

时气温迅速上升
,

蒸发强 烈
,

降水很少
。

表层土壤含

水量锐减
,

干土层不断加厚
。

O一 50 厘米土层的含水

量 4 月 n 日为 19
.

60 %
,

6 月 2 3 日己降至 8
,

07 %
。

但

是水分丢失是不均匀的
,

化通后半月内
,

水分丢失最

为迅速
。

(3 ) 两季土壤水分增多和下移阶段
:
进入七

月以后
,

一般情况下有较多的水分补充
。

表层及底土

水分增多
,

尤以底土更为明显
。

在研究不同质地土样在不 同含水范围内
,

水分运

动机制及其有效性的基础上
,

对比了春小麦各生育期

内土壤的实际含水量
,

认为在整个生育期内
,

土壤水

分供应是不够的
,

尤其是在第二阶段
,

土壤水分基本

上为薄膜一弯月面机制所控制
,

有效性低
,

对于小麦

生育极为不利
。

此时正值幼穗分化及花粉 母 细 胞 形

成
。

水分不足则影响穗子大小及籽粒多少
。

所以调节

这一阶段土壤水分
,

是夺取高产的基础
。

新 修 梯 田 改 良 土 壤 物 理 性 状 对 培

肥 地 力 建 立 高 产 稳 产 田 的 作 用

旱地梯田
“

丰产沟
”

耕作法研究

贾 绍 禹
(甘肃 省水 电局天水水土保持试验站 )

在丘陵沟培区
,

红土新修梯 田上采用
“

丰产沟
”

耕

作法
,

既改良了土壤物理性状
,

加速土壤熟化
,

培肥

土壤
,

又夺得当年粮食高产
。

是旱地梯田建立高产稳

产田的重要途径
。

“

丰产沟
”

耕作法可改造耕地面积的 5 6%
。

具体做

法是
:

开沟
、

深 翻
、

客土
、

分层施肥
,

集中用肥
,

种

植适生高产作物等集约耕作法
。

“

丰产沟
”

耕作法能改善土层的孔隙度
,

增强土壤

的透气性能 ; 田间持水量增大 10 % 左右
,

作物根系能向

下伸长利用土壤深层储水
,

从而增强抗御伏旱的能力
。

不仅如此
,

它还能促进土壤微生物的繁殖
,

活化了土

壤 ; 土壤积温量增大
。

只经一年的耕作时间
,

土壤肥

力即可达到三年老梯田 的熟化度水平
。

由于
“

丰产沟
”

能蓄水
、

保墒
、

透气
、

积温
,

加速土

壤熟化培肥地力
,

使当年玉米单产达 9 20 一 1 1 2 0 斤
,

高

粱 57 0一 90 。斤
,

且有持续增产的作用
,

这是改良生土

梯田的得力耕作法
。

土 壤 总 孔 隙 度 经 验 公 式

赵 洪 书
(黑龙江省水利勘测设计院 )

土壤总孔隙度值 ( p )
,

过去国内外所有资料
、

文

献
,

都采用 干容重 〔D )
、

比重 ( d )法
,

按下列常规公式

求得
:

_ , , , _

D
、

厂黝 = 又1 一 尸石 ~

) X

U

1 0 0或 P % 二
d 一 D

—
X 10 .0

·

一 ( 1 )

实践中常由于比重值获得不易
,

使用 ( 1) 式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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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局限性
。

过去
,

我们利用大量的资料进行统计处理
,

建立

了一个经验公式
:

P % = 蛤
,

例 7 一 32 用邪 D ,’’ … ( 2 )

(2 ) 式曾在 1 9 0 4年土壤学报第二期上作过初步讨

论
。

经过近年校正
,

其标准差 a = 士 0
.

邓 3
。

当把 (1 ) 式中 d值用数值代替时
,

这样它就变成二

元一次方程组
,

用图象法求解时发现
:

每一个容重和

总孔隙度的关系点
,

就是某一个比重值
。

因而
,

过去

所讨论过的回归线
,

也就是比重点的回归线
。

基此
,

我们把用经验公式计算总孔隙度的方法
,

称之谓回归

比重线法
。

根据比重点的分布规律得出
, 比重值小使用的范

围窄
, 比重值大使用的范围也宽些

。

因此
,

对过去凡

采用经验比重值用于孔隙计算的
,

都应重新考虑
。

以

往在没有比重时
,

常把2
.

临比重值作为很好的中间值

用于孔隙计算
,

这里面有一些问题
。

2
,

“ 比重值只 能

用于一定的有限范围
,

超过它计算结果有明显误差
。

经验公式具有精度高
、

误差小
、

使用方便
、

广泛

的特点
。

对于农业
、

水利及工程上非扰动的各种均质

土层均有良好效果
。

它不适用于经常翻动的耕层作孔

隙对比
,
也不适用于精密研究

。

大 寨 海 绵 土 的 微 结 构 特 征
`

西北水土保持生物土壤研究所微结构研究小组

大寨海绵土是大寨大队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培育

成的高产稳产土壤
。

各类海绵土与未改良的对照土样

相比
,

水稳性团粒含量和团聚度均有提高
。

但仅此不

能完全反 映两种土壤的实质差别
,

而微结构的研究弥

补和充实了这方面的内容
。

通过偏光显微镜下原状土薄片的观察
,

海绵土的

微结构特征可综合为四点
: ( 1) 鲜 明 的团聚性 和 团

聚体组合的多级性
。

团聚体按其大小和结合方式可分

为三级
:

一级微聚体直径为。
.

05 一。 ,
1 毫 米 ; 二级微

团聚体为 0
.

1一仇 5毫米 ;三级微团聚体为。
。

5一2毫米
。

一个直径为 1 毫米的三级团聚体往往由若干个一
、

二

级微团聚体所组成
,

它们彼此被半分解的有机质残体

所联结
,

有的为褐色的腐殖质所浸染
。

这类多级的团

聚体是构成疏松和海绵特性的 重 要基 础
。

(2 ) 多孔

除性和孔隙组成形态的多样性
。

多级微团聚体的组合

形成了利于蓄水保墒的高孔隙率和孔隙组成的多种形

态
:

树枝形
、

网格形
、

边缘不整齐的三角形
、

多角形

等
。

此外分布有圆形根孔
、

贩绷孔道等
。

镜下网格计

算
,

海绵土 的孔隙率为 1 3一 1爪 1%
,

对照 土 样 仅 为

4
。
2%

。

而且后者孔隙多呈不 联 接状
,

或 裂 隙状
。

( 3 ) 生 物 作用的活跃性
。

微结构休内
,

分布有为量不

少的
.

.

分解程度不等
、

呈各种形态
、

色泽不等的有机

胶结物质
。

还可见到大量的蛆叼排泄物
,

这表明海绵

土中的生物作用很强
。

活跃的生物作用是海绵土生成

发育和肥力发展的重要 因素之一
。

( 吐) 组 成 物 质 的

特殊性
。

海绵土中
,

除含有各类形态的有机物质外
,

其矿物组成和黄土母质基本相同
。

其特殊性主要表现

在微结构体内分布有不少直径 1一 1
.

6毫米 的 炉 渣 碎

屑
。

它们是培肥过程中施入的改土物质
,

在微结构休

内已与土壤中的矿物组成
、

粘粒
、

盐类和有机类等物

质一样
,

都是构成海绵土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

而不

是什么
“

侵入体
” 。
海绵土 组成物质的特殊性

,

同时说

明了在发生学
_

匕耕种土壤不同于 自然土壤的特殊性
。

电子显微镜观察表明
,

在海绵土内含有为量不少

的未腐殖质化的有机质残迹
,

它们多属纤维素类多酷

物质
,

是形成团粒结构的重要胶结物质之一
。

它们与

矿物颗粒紧密胶结
,

或包裹于矿物颗粒周围
,

或积聚

于其表面
,

或成为矿物颗粒之间的紧密联接物
。

此外
,

在矿物颗粒表面和有机物质残迹表面
,

发现聚集有直

径为 200 A
。

的细小颗粒
,

可能是有机物分解产物
,

说

明海绵土中的有机无机复合体有一定的发育
。

* 研究用的土样是在大寨大队三结合科研小 组的指导和帮助下采集的
; 研究上作中

,

科学院甫京上壤研究所熊毅同 志 提

供了宝贵 的意见
,

并由 电镜实验室协助完成镜检分析
,

特此致 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