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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在像片上
。

土族分布变化是否复杂也可以 从影象特

点判断出来
,

如影象内部均匀一致的地段
,

意味着土

城分布单一
,

变化不大
,

野外工作可以从简
,

不必拘

泥于一般大比例尺上壤调查规范所确定的挖坑打钻定

倾及每条调查路线所控制的范围
,

完全可 以根据室内

初步预判结果有针对性的安排野外调查路线和挖坑打

钻点
。

进行一个县或一个地区 l : 5 0 0 0 0 以上的中比例尺

普查制图时
,

一般先通过分析已有的文献
、

图件资料

及像片镶辑图 ( 有像片略图最好 ) 或去野外进行路线

踏查
,

选定典型地段
,

然后开展典型地段的航片室内

预判与野外校核
,

绘制出典型地段土壤分布图
,

初拟

全区土坡分类系统与上图单元草案
,

初步建立各种土

坡的判读标志
,

以后再按一定顺序开展面上的航片室

内预判
,

绘制出全区的土壤预判草图
,

最后根据室内

预判情况及调查制图的目的要求
,

适当跑几条线看一

些点
,
进行补充调查与校核

。

这些点应在航片上用针

尖刺下来
,

编上代号
。

剖面特征
,

环境条件
、

理化分

析数据都应整理成册
,

以便今后分析研究并供别人检

验
。

总之
,

第二
、

第三 阶段不能绝然分开
,

有时很可

能要穿擂进行
。

5
.

转绘成图阶段 经过室内预判
、

野外补充调查

校核及土样的理化分析
,

可能有些类型要合并或分开
,

有些分类级别要上升或下降
。

总之要把土壤分类及上

图单元最后确定下来
,

并再一次在立体镜下细看像片
,

审定界线
,

肯定判读成果
,

即可转入转绘成图阶段
。

这阶段的任务很明确
,

就是把单张像片的判读成果绘

编成一张统一比例尺的
、

符合生产实际需要的专业图
,

供有关部门使用
。

5
.

总结阶段 这阶段的主要任务 同一般调 查 制

图
,

即整饰图件
,

整理资料和编写报告
。

此外
,

还有

一项特殊工作
,

即典型像片
、

典型影象图谱的收集和

整理
,

选出能代表各种土壤类型及反映各种判读标志

的典型影象绘编成册并加注简要说明
,

作为档案资料

保存
,

供今后在其它类似地区开展航判时参考
。

暗 管 在 水 田 中 的 排 水 增 产 作 用
,

杨金楼 朱济成 姜素珍

《上海市农科院土肥植保所农田 排水组 )

随着双三熟制的发展
,

上海郊区土壤淹水时间延

长
,

造成土集水
、

气矛盾尖锐
,

根系生长环境不 良
,

尤

以松江
、

青浦
、

金山低洼地区更为突出
。

这是高产更

高产所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

暗管排水可 以人为控制

地下水位
,

增加稻田渗漏量
,

从而达到改善土壤环境
,

增强根系活力和吸肥能力
。

这是低洼地区水稻土争取

穗多
、

穆大
、

减少瘪谷
、

夺取高产的重要措施
,

也是

治水改土
、

低产变高产的有效途径
。

一
、

签本情况和试验布里

暗管排水试验设在松江县泅联公社良种场原叶西

生产队
,

分东西二个试验区
。

地面高程 2
.

9米 (吴淞零

点 )
,

土壤属脱沼泽青紫泥水稻土
,

土壤养分含量 较

高 (表 1 )
。

暗管材料为烧制的空心砖
,

长 27 厘米
,

宽
、

高均为 12 厘米
,

方洞各为 7 厘米
。

暗管间距为 7 米
、

10 米和对照三个处理
,

三个处理 重 复 一 次
。

东区于

1 9 7 6年 3 月底埋好暗管后
,

先做秧 田后种早稻 ; 西区

于麦子收割后立 即埋设暗管并放水种早稻
。

试验以西

区为主
,

东 区为辅
。

试验布置见 图 1所示
。

暗管的出口处埋深 90 一 1 10 厘米
,

中间为85 一 10 0

厘米
,

尾端80 一 90 厘米
。

出 口利用暗管流 出水的压力

自行吸上堵塞
,

控制方式有水平与垂直塞法两种 ( 图

2 )
,

其中以垂直塞法较优
,

开关方便
,

使用可靠
。

* 参加此项工作的还有施南昌
、

燕朱恒
、

程平宏
、

蒋筱山 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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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暗 管 排 水 试 验 田 土 壤 养 分 状 况

一一一一一一一下事 {
’

全 量 养 分 { 速 效 养 分 }

~ } 机 }
_ _

l 二 l

— — {一万 丁二二二
-

万万一了一一下了了赞
-
i

处 理 } 瞥 } N ! P ! K }水 解 氮 } P Z
o

。
} K

:
o } p H

} 典 } } } } (毫 克 / 1 0 01 }
一

}
l (% ) l (% ) l (% ) l (% ) l

we

竟主 ) { ( p p m ) } ( p p xn ) l

西 ! 管 距 7 米 1 4
.

16 } 0
.

2 4 ! 0
.

1 6 J 2
.

3 2 1 1 3
.

1 7 13
.

9 6 ! 1 1 2
.

9 } 7
.

0

1 管 距 10 米 } 4
.

0 1 { 0
.

2 3 { 0
.

2 6 { 2
.

2 7 } 1 1
.

55 } 1 1
.

2 9 } 9 0
`

, { 7
.

2

区 } 对 照
.

4 .

3 8 一 0
.

2 5 } 0
.

18 1 2
.

3 3 } 1 0
.

9 1 一 15
.

78 : 10 6
。

7 { 7 3

东 } 管 距 7 米 } 6
.

70 1 0
.

4 3 } 0
.

2 1 1 2
.

2 5 1 一5
.

9 6 1 ] 5
.

39 { 12 7
.

2 1 7
.

1

, 管 距 1 0 米 } 5
.

4 6 1 0
.

3 3 . 0
.

2 0 1 2
.

2 5 } 1 3
.

5 4 {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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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一 1 1 3 7
.

3 1 7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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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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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

·

3 2
}

’ 3
·

。 6
1

’ 5
·

2 8

…
` 3`

·

2

{
,

·

5

注 : ( 1 ) 采样时 间 . 西 区 1 9 7 6年 5月 1 7日 ; 东 区 19 7 6 年 4 月 1 7日 , ( 2 ) 采土深度
: 0一 2 0厘米 , ( 3 ) 速效磷 用相蓝比色

法 ( O
.

S N碳酸氢钠提取 ) 侧定
。

水解氮用 直接蒸 馏法 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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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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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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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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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暗 , 排水可使地下水与地面水分离

青紫泥土坡土质粘重
,

犁底层致密
,

透水性差
,

水分难于下渗
。

埋设暗管以后
,

可 以通过自由开闭管

塞
,

快速降低地下水位
,

促使地下水与地面水分离
。

当渗漏水降落到疏松的淋溶层后则与深暗管形成一定

的水头差
,

促使地下水位剧烈降低
。

据观察
:

开塞之

后
,

地下水位降落很快
,

在河沟水位相同情况下
,

地

下水位愈高
,

暗管间距愈小
,

下降愈快
。

一般在开塞

后 1一 3小时
,

暗管中间与暗管旁就能形成水头差
,

管

距 7 米的
,

水头差约 10 厘米左右
,

管距 10 米的
,

水头

差可达 20 厘米左右
。

埋设时间愈长
,

水头差愈小
。

在

开塞一天之后
,

暗管中间的水位与暗管旁的水位逐渐

接近 (表 2 )
。

表 2 打开管塞后不同管距地下水埋深的变化 (单位
:

厘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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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稻整个生长期来看
,

有暗管排水措施的地下

水位均比对照田低
。

西区管距 7 米的田块平 均地下水

埋深为 3 7
。
9厘米

,

管距 10 米的为 27
.

5厘米
,

对照田为

14
.

1厘米
。

东区管距 7 米的田块平均地下水埋深 44
.

7

厘米
,

管距 10 米的为 3 8
.

4厘米
,

对照 田为 2 0
,

g厘米
。

埋暗管后地下水位均比对照田降低 l一 2倍 (图 3 )
,

造

成了地下水与地面水的分离
。

水稻不同生育期间地下

水位的要求是不同的
,

可以及时开关塞门和通过适当

的水浆管理就可对地下水位进行调节
。

对照 田则不能

做到这一点
,

只有较长时间的脱水
,

如搁田和间歇灌

溉
,

才能使地下水与地面水短暂分离
,

否则必然是地

下水与地面水衔接
,

而造成死水
、

宿水
,

恶化土壤环

境
,

从而引起烂根和影响作物的正常生长
。

三
、

暗管排水可以加强土滚渗漏
,

改

替土坟环境

由于暗管排水促使地下水与地面水分离
,

地面水

与地下水之间形成一定的水头差
,

从而增加了土壤的

渗漏 t
。

据早稻返青期用
“

渗漏量测定器
”

测定
,

埋设

暗管后虽管 口堵塞 (有细微漏水 )
,

但由于埋后立即放

水泡 田
,

土未沉实
,

水分向下渗漏较快
,

埋管田与不

埋管对照 田相比
,

土奥渗漏量有明显的增加
,

离暗管

愈近渗漏量愈大 (表 3 )
。

排水暗管可随时打开管塞
,

土壤爽水快
,

搁田效

果好
。

在早稻 6 月份搁田前土壤容重的测定结果
,

同

样放水搁田
,

有排水暗管的比无暗管的对照田的土壤

容重增加幅度大 (表 4 )
。

如在晴天
,

三天就可 以搁透
。

双季稻生长期较短
,

也可做到适时快速搁川
,

有利于

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转变
,

可避免过长时间搁 田所造

成的子梗退化等不良影响
,

而且还可 减轻纹枯病的发

生
,

77 年早稻考察
,

暗管排水穴发病率 10 %
,

病情指

数 3
.

6
,

而对照 田穴发病率30 %
,

病情指数 1 3
,

暗管排

水防病效果达72 %
,

为壮杆
、

青秀
、

活熟
、

高产打下

基础
。

四
、

暗管排水可增强作物根系活动

暗管排水可增加土壤渗漏量
,

并能淋溶积聚在根

部的有毒物质
。

据77 年早稻田的六次测定表明
,

有暗



7 / Gg

时间(月旧 )
15 192 1 27

地下水埋深

涯米 )

西区

灌 露
水 川

6 124

时问(月 /日》
5 16 2 2 9 10 22一 3一 5一 7 2 124 0 37 /7 9 15 192仁 卫

00 10 20 340060 5
·

0 7地下水埋深

(厘米 )

东区

篇 田

图 3

—
代表暗管间距 7米田块 离管 3

.

5米处地下水位
·

一
·

一
一

代表暗管间距0 1米田块离管 5.0 米处地下水位

~ 一一一 代表不埋管对照田地下水位

7 196年早稻暗管排水试验地下水位变化

表 3暗 管 排 水 对 土 壤 渗 漏 t 的 影 响 ( 1 96 7 )

5月 6 2日 ( 早稻返青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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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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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1 9 76 年 5月 1 9 日埋管
,

堵 塞管 口后立即放水 泡田种 早稻
。

表 4 暗管排水不同处理搁田前后

土壤容重变化 (单位
:

克 / 厘米
“ )

{ 搁 田 前 { 搁 田 后 }
处 理 一

—
{

—
}

_
塑少 }容重

}月 / 日 }容重 }

搁田后容
重增加

%

管排水的田中还原性物质总量和活性还原物质平均比

对照田分别少 6
.

20 毫克当量 / 1 0 0 克土和 0
.

62 毫克当

量 / 1 0 0克土
,

降低幅度分别为 6 %和20 %
,

应用 P 3 么

示踪技术测定早稻根系活力
,

暗管排水田比对照 田的

脉冲强度高 60 % 以上 (表 5 )
,

说明暗管排水可增强根

系的活力
。

又据早稻生长期七次田面水和 耕层 1厘米
、

10 厘米氧化还原电位 ( 以下以
“
E h

”

表示 ) 的测定
,

埋

暗管的水稻田比不埋管的对照 田 E h 有较大的增加
,

一

般增加30 一 10 。毫伏
,

并随着暗管间距愈小
,

E h有愈

高的趋势 (表 6 )
。

据大量的测定和根系 观 察
,

耕层 10 一 15 厘米处

J

llS
es。
es

厄一
一

曰
l心es心
es



表 S 应用 p 3乞测定暗管排水对早摺根系活力的影晌 (1 7 7 9年 )

暗管深 8 5厘米 (西 l )
,

管距 7 米 不 埋 管 ( 西 a )
,

对 照

3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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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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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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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搁田 后 )
每分钟每株两 层脉 冲总数

与对 照比

1 3 1 4 6

2 9 1

`

{;;

6 月 3 0 日
每分钟每株脉冲数

与对 照比

8 5 7 5 8

1 6 1

72 9

{
7艺

5 3 2 56

10 0

`。

::;
( 润田 X
水后 )

每分钟每株两层脉冲总数

与对照 比

9 3 0 4 9

1 46

6 13 4 7

10 0

7 月 1 1 日
每分钟 每株脉冲数

与对照 比

6 18 6 9 1 0 3 9 4 59 1 0 2 1 5 40 0

}
’ 0 5 } “ 7

}
’

佗上 _ 匕
_ ’ 。 o

( 场花期 )
每分钟每株两 层脉冲总数

与对照 比

72 2 6 3

96 9

7 4 50 2

1 0 0

7 月 2 9 日
每分钟每株脉冲数

与对 照比

1 3 2 4 3 8

1 8 9

5 4 7 1 5

4 4 0

70 0 8 1

10 0

12 4 39

1 00

( 收获期 》
每分钟每株两 层脉冲总数

与对 服比

18 7 15 3

2 2 6

8 2 52 0

10 0

每分钟每株脉冲数

与对照比

6 0 1 6 4

1 5 8

1 4 56 7
-

18 8 。

3 79 5 6
.

2

1 0 0

7 7 3 ]
。

2

10 0

每分钟 每株两层脉冲总数

与对照比

74 7 3 1

1 6 3
。

6

4 56 8 7
.

4

10 0

表 B

田号 } 处

暗管排水对氧化还原电位的影响

(单位
:

毫伏 )

理
{
田面 水

}
, 层 , 厘米

I
, 层 1。厘米

八甘n叨0
口口,几丹廿

心二ù.二

暗管距 7 米

暗管距 10米

不埋管对服

3 2 0

3 0 0

2 7 0

2 9 0

2 5 0

1 8 5

活力有明显的增强
。

分莫盛期的根系观察
,

暗管间距

7 米的白根率占50 %
,

管距 10 米的约 55 %
,

不埋管的

对照 田为 43 %
,

暗管排水的白根率有明显增长
。

又据

抽穗一灌浆期根系再生能力的测定
,

暗管排水 田中根

系再生能力强
,

再生株总干重高 (表 7 )
,

为植株旺盛

生长创造了良好条件
。

表 了 暗管排水对水稻再生能力的影响

} 再 生 率 再生株重 ( 克 )

.召Zt甘西西西

株于重

0 3 4

0 3 5

单一00

注 : 1 9 7 6年 5 月 2 5 日一 7 月 1 6 日七次目定平均数
。

E五墓 10 0毫伏稻苗不烂根 , E h < 80 毫伏
,

开始烂根 ;

E五在零奎伏左右则大 t 烂根 , E h ` 一
10 0 毫 伏 根 无

生活能力 (全部烂根 )
。

暗管排水可协调水
、

气矛盾
,

使拱层 10 厘米处 E h始终处于 100 毫伏以上
,

为根系正

常生长创造了良好条件
。

通过暗管排水和干千湿握的水浆管理
,

水稻根系

理 }

— 一{再生株 % 总干重

暗 管 距 7 米

不 埋 管 (对 照 )

2 7 6 7
。

5 1 0
。

9 2

6 ] 5

注 : 每个处理各剪去主茎 40 株
,

1 9 7 6年 7月“ 日测定
。

1 4



五
、

暗 , 排水可以增强根系的 吸 肥

能力
,

提高水稻产 t

19 7 7年早稻的返青
、

分萦
、

抽穗
、

收获 四个时期

内
,

在框内 (不种稻 )框外 (大田 )定期取土 (0 一 10 厘米 )

进行分析
,

暗管排水田中水稻吸收氮
、

磷
、

钾的能力都

比不埋管的对照 田有明显 的增强
,

一般多吸收 26 %
。

由于根系吸收土壤养分的能力增强
,

有利于水稻早发
,

所以
,

不同生长期植株千重和氮
、

磷
、

钾的积累都明

显地增多
,

一般可增加 20 % 以上
。

暗管排水可 以使土壤爽水快
,

根系活力强
,

吸肥

能力旺
,

大大促进水稻早发
,

分粟快而迅速
,

而且加

强了个体的营养生长
,

从而使植株中积累了较多养分
,

争取多穗
、

大穗
,

在青紫泥上夺得最高产量
,

亩产可

达千斤
。

暗管排水田一般可增产 36 一 21 0斤 /亩
,

增产

幅度约 4一 26 %
,

暗管间距愈密增产幅度愈大 (表 8 )
。

六
、

暗 , 排水的 I 理

暗管排水的关键在于控制好出口
。

暗管排水只有

做好出 口控制
,

才能人为地根据水稻不同生长期对水

分的要求开闭管塞
, 以达到壮根

、

早发
、

活熟
、

高产
。

新埋暗管如果不控制好出口
,

会大量漏水漏肥
,

造成

肥水流失
,

势必减产
。

据我们对早稻
、

后季稻施肥后

田面水
、

暗管流出水的连续测定证明
,

新埋暗管立即放

水泡田
,

由于土未沉实
,

施肥一天后暗管流出水中水

解氮的含量为田面水水解氮含量的 73 %
,

以后逐步降

低
,

施肥第五天以后才逐步稳定
。

而到后季稻时
,

土

壤由于经过了早稻生长期的沉实
,

分菜期第一次施肥

后一天
,

暗管流出水中水解氮的含量 比早稻时期大大

降低
,

是田面水的59 %
,

延续 3 天才能稳定
,

第二次

施肥后一天
,

暗管流出水中水解笼的含量 又比前一次

低
,

是 田面水的44 %
,

延续 2 天 就能稳定
。

这说明做

好暗管的出 口控制
,

使其不漏水
,

并在施肥后 三
、

五

天 内关闭塞门是完全必要的
。

实践证明
,

暗管排水在泡田期
、

返青期
、

分集期

应关闭塞门
,

否则易引起大量肥水流失
。

在分萦盛期
,

应根据环境 (测E h) 和根系生长情况
,

可多次瞬时打开

管口或保持细微漏水
, 以利排除宿水

,

淋溶有毒物质
,

改善根系生长环境
,

待苗数发到55 万 /亩左右
,

立即打

开塞 门
,

充分发挥暗管排水搁田快而深的优 良效果
,

使最高苗数保持在近 60 万 /亩左右
,

有利于争穗夺高

产
。

但在搁田后复水和后期间歇灌溉时
,

需堵塞管口

(因不关闭塞 门则水灌不上 )
,

其佘时间可间歇打开塞

门
,

造成地下水与地面水的分离
,

使地下水位始终处

在地面 以下 30 一 40 厘米
,

为壮根
、

活熟创造良好的土

壤环境条件
,

收割前三天亦应打开塞门
,

以爽干土壤
,

利于收割
,

确保丰产丰收
。

表 8 暗 管 排 水 试 验 考 种 和 产 t 结 果 比 较 (1 976 年 )

项 目 穆 数 一穆长

(万 / 亩 i)( 厘米 )

部 结 构 1 千牧重 {理论产盆 1实 产 比对照增产
ó一目了d
ùù月才自b一。,工丹tD了

ù
“
ù
一ùbJ皿

.

n口一一乙一八

处 理 空粒
空 批率
( % ) (克 ) 】(斤 /亩 ) ! (斤 /亩 ) 斤 /亩

.一粒一津艳一以一.2一币总一肛

口音 管

尸 护

对

距 7

护
1 0

3 3
。

9 5

2 5
。

8 1

2 7
。

8 3

1 5
。

6

1 5
。

6

1 5
。

3

1 0 0 3
。

3

:::;

2 1
。

9 8

2 2
。

6 5

2 2
。

9 0

9 7 3
。

1

8 1 2
。

6

8 0 9
。
4 ::{:

2 11
。

6

5 8
。

8

米米照

.53.36。一.53.29
。

ù
U内J六U一决b0U5

日口月了1一月匕,妇3848279一“62592 2
。

0 9

2 2
。

2 1

2 2
。

2 4

1 0 2 4
。

8

7 9 4
。

1

7 6 3
。

l

一L
,L一255一SJ啥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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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曰O甘, .ù勺ó勺户合

...705758一.67.67.60
暗 管 距

I, 介 I,

对

3 8
。

79

1963一4982

7 米

1 0 米

照

3 6
。

3 5
。

1 5
。

4

1 3
。

8

14
。

3

ǎ中杆早)

暗 管 距 二
, I U :;:

8
。

9

3 一 5

一几0.

n衬一决n的11
ù
.引“1 8

。

72

1 5
。

4

1 5
。

4

1 4
。

8

111 4
。

999

111 3
.

999

111 6
。

555

2 8
。

9 5

2 8
。

22

28
。

2 2

7 4 4
。

1

6 6 7
。

8

5 4 3
。

1

米米照
后季稠

(松梗
2 号

暗 管 距

对

10 米

照

2 2
。

2 6

2 2
。

6 0 ::: :::: :::

8

}
7

·

8

7

}
了

·
4

4
}

8
·

8

尔就 :;:
2 7

。
4 7

2 8
。
7 2

6 2 2 。
2

6 5 1
。

4

6 7 5
。

1

6 33
。

1

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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