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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土是新疆地区主要低产土壤之一
,

它的形成
、

分

布
、

特性
丫
在农业上的为害 以及一般的改 良利用措施

等
,

已在
“

新疆板土的特性及其改 良利用
”

一文中作 了

粗略的介绍 * * ,

本文拟从农民群众习用的农业技术措

施
,

阐明板土肥力 的变化及调节
。

一
、

主要农业技术措施

〔一 ) 耕作措施 在板土地区最原始的农业 生 产

措施是在播种前用土犁耕深约功厘米
,

接着撒种
,

耙

糖
,

以后就等着收获
。

如遇有洪水浇灌则有收获
,

否则
,

是没有收获的
,

所以这叫做种
“

闯地
” ,

闯上了可有一

些收获
,

但也只能种一年
,

而后撩荒数年
,

这叫做撩荒
,

也叫荒歇
。

由于农业的发展和条件的改善
,

荒歇饼作逐渐进

步为耕歇耕作
。
将数年休闲时何缩短为一年

,

并在这

一年中连续进行 3

书次耕翻
,

当地群众称这种耕翻措

施为
“

犁沙地
” 。 “

犁沙地
, ,

是改良板土
,

提高地力的重

要措施
。

耕歇一年的叫全耕歇
。

把耕歇缩短为半年或几个

月的叫半耕歇
。

夏收作物收运后耕地即休闲至翌年春

天才播种
,

在这一段时期内
,

进行耕翻 2一 3次
。

还有在

作物秋收后
,

茬地过冬
,

第二年春天开始耕翻 2一 3次
。

夏天播种作物的
,

也是半耕歇
。

半耕歇伺样起到了全

耕歇的作用
。

肠后
,

半拼歇又再过渡为现在秋播作物

的伏耕
;

春播名;物的秋新和夏播作物的春拼等
。

例如

在城镇附近
,

农业生产水平较高
,

水源
、

肥源较丰富
,

板

土熟化较易
,

在小麦收获后
,

立即伏耕 2一 3次
,

再播种

冬麦
,

经过短短的 2一 3个月的耕翻曝晒
,

即可加速板土

熟化
,

提高肥力
,

增加作物产量
。

除上述的深耕翻外
,

当

地群众还在播种前配合浅耕
、

耙糖和播种后 的复土
、

镇

压 以及作物生长期的耙地
、

中耕松土等
,

充分发挥耕作

措施对农业生产的作用
。

(二 ) 轮作倒茬 荒歇耕作制的倒茬方式是
:

冬麦

一年
,

荒歇选一 5年
,

然后再种冬麦
,

再荒歇
。

如在耕歇

耕作制中
,

全耕歇的倒茬方式是冬麦 1一 3年
,

顶多 3一 5

年
,

就耕歇一年
。

乌鲁木齐西郊一带是歇地一年后
,

第

一年种谷子
,

第二年种扁豆
,

第三年种小麦
,

第四年再

歇地
。

半耕歇的轮作倒茬方式很多
,

其中最普遍的是
:

冬麦 (伏耕
、

秋耕 ) 、 玉米 (秋耕
、

春耕 ) 、 葫麻或豆类
。

与伏耕
、

秋耕和春耕等相适应的轮作倒茬方式更

多
,

如水旱轮作
,

禾豆类轮作和首稽轮作等
。

头屯河农

场采用的九年轮作制为
:

首楷种二年后 * 玉米、 马铃

薯或甜菜、 蚕豆 (再生作绿肥) 、 小麦、 玉 米。 蚕 豆

(再生作绿肥 ) , 小麦加首着
。

其中包括了首猎和绿肥
,

是提高板土肥力很有成效的轮作方式
。

在某些条件下
,

虽采用连作
,

也可克服板王的缺

点
。

例如玛纳斯红旗公社红旗一队
,

由于坚持伏耕
,

并

配合早春追肥和适时灌溉等有利措施
,

小麦连茬面积

几乎到 80 %
,

而平均单产仍为全县第一
。

(三 ) 灌水 灌水是和拼作制度紧密配合的
。

在荒

歇耕作制度下
,

只是利用洪水漫灌
,

完全靠天吃饭
。

耕

歇制度下
,

地块比较固定
,

也有了固定渠道
,

但仍是大

水漫灌
,

地形又不平
,

耗水量很大
,

灌后反而增加板土

的板结
。 ` ;

在伏耕
、

秋耕和春耕等耕作制度下
,

灌溉系统成龙

配套
,

可 以作到适时适量灌水
,

并采用沟灌
、

畦灌和细

流构灌等先进技术
。

在新疆板土地区还有一些特有的

灌溉方法
,

如与伏耕相结合的热水泡地
,

与秋耕相结合

的冬灌
,

与播种相结合的叫贮水灌溉
,

播种前灌水的叫
“

捻苗法
” ,

播种后灌水的叫
召

水打滚法
” 。

在作物生长

期间还结合中耕松土
、

耙地
、

镇压等进行灌水
。

(四 ) 施肥 在荒歇耕作时期
,

根本不施用肥料
。

在耕歇制度下
,

群众结合深耕
,

采用广施薄施的方法
,

施用牛
、

羊
、

马粪和麦衣子
,

近年来也开始深耕翻压首

着和 利用曹楷肥田
。

在伏耕
、

秋耕
、

春耕等耕作措施

下
,

群众逐渐重视积肥
、

施肥
,

秋耕一定要把有机肥料

翻入土中
,

有
“

秋耕翻肥
”

之说
。

二
、

板土肥力的变化

耕作措施可 以改善土壤的板结
,

群众对伏耕晒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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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化 白板土的作用
,

深为 了解
。

板土深耕翻后
,

土壤容 重变小
,

硝态氮和速效磷也逐渐增加 (表 1 )
。

表 1 耕翻后耕层 ( 20 厘米 ) 土壤性状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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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块相邻的玉米地
,

一块经过秋耕
、

翻肥
、

冬灌
,

而另 一块仅仅春耕春灌
,

前者产量达到 93 7斤
,

后者仅

好 。斤
。

据初步分析结果
,

前 一种措施
,

土壤的有机质含

量
,

孔隙度
,

水分含量
,

速效氮
、

磷
、

钾都较后一种措施

的土壤高 (表 2 )
。

另外
,

轮种首猎也有改良板土的效

果
,

首偕茬地土壤与荒歇地相 比较
,

有机质
,

孔隙度
,

水

稳性团粒和氮
、

磷含量都较高
,

渗水也较快 (表 3 )
。

农业技术措施合理
,

板土得到改善
。

反之
,

如技术

措施不适当
,

上壤要向不利 的方面发展
。

例如大水漫灌

将使土壤 更加板结
,

孔隙度降低
。

大水漫灌与细流沟

灌相比土壤中的有机质
,

孔隙度
,

速效氮和渗水率都是

细流沟灌的上壤为多
,

产量亦有 明显的差别 (表 4 )
。

近年来由于常年施用化肥
,

只配合少量人粪
,

不仅

作物产量没有提高 (小麦只有 20 0一 3 00 斤
,

玉米 60 0一
7 00 斤 )

,

土壤反而更加板结了
,

土壤温差也加大了心表

5
、

6 )
。

表 2 农业技术措施对板土理化性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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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测定取全层中间部位
,

化学测定取全层
,

混合样品
,

地温测 10 厘

米 深度
。

表 3 首着改良板土的效果

地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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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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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1 6的土柱的渗透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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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不同灌溉方式对板土理化性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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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化 肥 对 板 土 物 理 性 质 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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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常年施用化肥与常年施用有机肥料对板土温度的影响 (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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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温差即 5 厘米深度与 20 厘米深度之差

三
、

板土肥力的调节
、

-

一

当地农民认为板土的主要间题是板结坚硬
,

把板

结的耕作层称为
弘

盖子
” ;
把板给的犁底层叫做

“

铁门

栏
” ,

这样的板结层
,

孔隙度低
、

容重大
,

踉随而来的是

水分缺
、
养料少

、

温差大等间题
。

所以解决的办法只能

是改变土壤容重
,

调整土壤孔隙
。

一整套农业技术措

施就是针对着解决这个矛盾而发展起来的
。

一般在深耕前
,

板土耕层的孔隙度只有 4 0一 4 4 %
,

特别板留的可达 40 % 以下
,

经过深耕后可上升到幼%

左右
,

也有不少可达 5 5环
;
经过一个阶段至播种前

,

耕

层松土虽稍有沉实
,

孔隙度也只缩小 2一 3 %
。

可是单

纯的深耕
,

往往造成耕层具有许多大土块
,

影响耕层

孔隙分布不均
,

同时表面的孔隙也嫌过大
·

为此
,

深

耕应结合施用有机肥料和灌水 (如冬灌
、

伏泡 ) ,这样就

可以有效地减少大土块
,

保证耕作质量
,

调节土澳孔隙

度
,

提高板土的肥力
。

据调查结果 (表 7 )
,

秋耕卜 翻人

有机肥料和进行冬灌等联合作业
,

最有利于消灭土块 ;

雨春耕
,

不施用有机肥料和春灌的措施
,

对消灭土块的

作用最差
。

表 了 不同农业技术措施所产生的大土块 ( 一平方米面积上 4一 10 厘米直径的土块数 )

“ 施
… 平均土块个数 平均土块个数

秋耕施肥冬灌

秋耕施肥春灌

春耕施肥春灌 一下薰墓纷
,

泣
深耕后

,

不论是伏耕
、

秋耕
,

或歇耕
、

茬耕
,

一般都

不即时进行耙
、

籍
、

镇压
,

可让土壤充分地通气透光
,

加

强风化
,

达到
“

深耕晒蟹
” ,

有些大土块或大土堡可在播

种前自行酥脆
,

有的则须用耙
、

籍
、

镇压来破碎
。

土块

破碎后
,

整个耕层的孔隙得以调 匀
,

孔隙比率适当 (一

般约在 50 一5 5 % )
,

创造了种子发芽和作物生长所需要

的水
、

肥
、

气
、

热条件
。

在作物生长过程中
,

由于作物的需要
,

均须灌水多

次
,

不论是沟灌或畦灌
,

都可使沟底和畦面紧紧地板

结起来
,

大水漫灌更加严重
,

从而降低板上的孔隙度
。

只有采用中耕
,

把原来的疏松表层重新恢复过来
。

据

在玉米地沟底 5 厘米深土层侧定
:

中耕前 孔 隙度 约

犯 %
,

中耕后达到 了” %
,

这就有利于通气
、

透水蓄水
、

增加有效养料和调节温度等
,

中耕前
,

在 10 厘米深处

的昼夜温差为。℃
,

中耕后则减为 ;
.

7 ℃
,

耕层上下温差

则由 7℃减为 5℃
,

所以当地群众农谚中有
“

锄头有水
、

有火
” , “

锄头 自带三分水
,

多锄抗旱苗棵肥
劝
的说法

。

当土层比较干早的情况下
,

特别是春天
,

底层 比较

表 8 冬麦地春季镇压前后土壤孔隙和水

分含量的比较 ( 表层 10 厘米 )

测定时间 容重 } 孔隙度 ( % ) {含水量 ( % )

镇压前一天

镇压后十天
::;

4 8
。

7

4 4
一

5

12 . 7

1 4
。

5



湿润
,

而耕层已达毛管水断裂点的时候 (土壤含水量

一般有 12 一 1 4 % )
,

底层水主要借扩散而蒸发
。

为了阻

止这种扩散
,

当地农民用镇压来缩小孔隙
,

以减少水分

的损失
。

冬麦地春季镇压前的孔隙度和水分含量充分

说明这个问题 (表 8 )
。

、

以上事实说明
:

调节板土肥力
,

要首先调节土壤

的孔隙
,

而调节土壤的孔隙
,

则又要根据土壤的不同具

体情况而灵活掌握
。

肇 源 县 低 产 土 壤 的 改 良 利 用

牟善积 何明华 陈秉政

(黑龙江省肇源 县 )

黑龙江省肇源县位于松嫩平原西部
。

主要低产 土

壤有风沙土
、

破皮黄
、

盐碱地
、

朽泥地和漏风地 (即 鸡

粪土和蒜瓣土 )五种
,

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 57 %
。

建国

以来
,

特别
“

农业学大寨
”
以来

,

全县 以土
、

水建设为

中心 的农 田基本建设蓬勃发展
。

每年改土十几万亩到

几十万亩
。

现将几年来改土经验介绍如下
。

一
、

压 沙 改 土

压沙改土是我县治理盐碱地
、

朽泥土的有效措施
,

近几年来
,

共压沙土近百万立方米
,

压盐碱
、

掺朽 泥

地近十万亩
,

收到 了明显的改土增产效果
。

如胜利公

社五一大队总耕地面积 2 8。。亩
,

90 % 以上是盐碱地
、

朽

泥地和漏风土
。

压沙改上前春季难抓苗
,

夏季难铲蹄
,

秋季易贪青
,

亩产仅百斤左右
。

1 9 7 0年 以来
,

六年共

压沙 2 5 。。。多立方米
,

压沙改 良盐碱地
、

朽泥地和漏风

地 2 2心。亩
,

占应改面积的 80 % 以上
,
粮食产量较改土

前增产 1一 2倍
。

裕民公社东风五 队总耕地面积 8 34 亩
,

盐碱朽泥地

(草甸盐土 ) 6 3 4亩
,

占76 %
,

西大 注子 16 5亩最差
,

亩

产不足百斤粮
。

自 1 9 6 4年连续压沙三次
,

累计每亩压

沙 40 立方米
,

如今小麦亩产稳定在 2 50 一 30 0斤
,

大田作

物亩产稳定在 4 00 一 5 00 斤
。

为什么压沙能起这么大的

作用 ?我们通过对几个大队的土壤进行调查对比分析
,

找到了答案
。

1
.

改变土壤的机械组成 裕民公社东风五 队 西

大洼子每亩累计压沙 4。立方米
,

土壤耕层中物理性沙

粒增加 9
.

37 %
,

由重壤土变为中壤土 ; 东风五 队东大

荒每亩庄沙 2 4立方米
,

土壤耕 层 中 物 理 性 沙 粒 增

加 1 5
.

1 3 %
,

由轻粘土变为中壤土 ; 城郊公社东风大队

四方山下
,

每亩压沙30 立方米以上
,

土壤耕层中物理

性沙粒增加 4
.

25 %
,

由轻粘土变为重壤土 (表 1 )
。

总

之
,

土壤的质地由重变轻
,

耕性变好
。

表 1 压沙后耕层机械组成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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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土壤的物理性质 容重
、

孔隙度能调节土

壤水
、

气状况和养分供保能力
。

如裕民公社西大洼子

自 1 9 6 4年起压沙三次
,

每 亩累计 4 0立方米
,

压沙后土

壤的容重由 1
.

32 降至 1
.

25
,

孔 隙度 由 5 0
.

3仑%增 加

到 5 2
.

7 %
;
该公社东风五 队东大荒自 19 7 4年起每亩累

计压沙 2 4立方米
,

使土壤容重由 1
.

2 4降至 1
.

07
,

孔隙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