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有河谷地域内的枝形条带状以及湖盆地域内以湖泊

为中心的环带状等
,

但以环带状的分布形式最为广泛
,

而且它亦常常同前两者联结而成较为复杂 的 地 城 结

构
。

诚然
,

地域分布的结构形式决定于地形与水文
,

土

坡属于泛城性质
,

它们在不同土坡地带内有着基本相

同的发生特点
,

但是在高寒干早的羌塘地城内
,

隐域性

土坡常含有一定数 t 的盐分或具盐化特征
,

此外冻磁

作用致使沼泽土表面普遍出现塔头草墩
,

这一些都显

示了羌塘高原水热条件的特殊性
。

当然
,

地域结构亦

随水热条件的区域变化而转移
,

亦即每个土坡地带均

有一定类型的地域结构
,

并且它同土坡垂直带谱结构

一样
,

都是以土坡基带为背景展开的
,

所以在一定意

义上似乎可 以把地域结构看作山地土镶垂直带谱的下

延部分 (图 3 )
,

尽管它们的分异因素不同
,

彼此间尚有

某些地球化学上的联系
,

且在组分与构型上都有较明

显的区域分异
,

均留有地带性因素作用的深刻 烙 印
。

除了前面己提过的垂直带谱的变异外
,

表现在地域结

构上
,

则是在严寒的羌塘北部的淇吸土与寒澳土两地

带内缺失草甸土和沼泽土以及在干早的冷澳土地带内

沼泽土发育极弱
。

总之
,

在湖泊星罗棋布的羌塘
,

隐域性上搜分布不

仅是当地常见的主要分布形式
,

也使羌塘的土被结构

趋于复杂化
,

因而它具有重要的意义
。

综上所述
,

在羌塘这一特殊地域内
,

各类土城的空

间分布与组合特点主要表现为水平地带性
、

垂直地带

性和地域性这三种形式
,

它们清楚地反映纬度地带性
、

经度地带性与垂直地带性三者之间相互制约
、

结合的

复杂关系以及它们对于土坡形成过程区域分异的重要

影响
。

同时也可看出
,

即使在非地带性因素作用比较

明显的羌塘高原
,

在其包括成土过程在内的现代自然

地理过程的空间分异规律上地带性因素仍然起着很重

要的影响
。

黄泛平原潮土的土壤水分状况及其与小麦丰产的关系
’

张 景 略

(河 南 农 学 院 )

潮土 (耕种浅色草甸土 )是在地下水参与下河流冲

积母质经过早耕熟化形成的
。

它是黄泛平原的主要耕

作土镶
,

适于大多数作物生长
,

冬小麦播种面积较大
,

但产 t 很不稳定
,

这和早
、

涝形成的土镶水分状况有密

切关系
。

为此
,

曾于 1 9 60年 10 月至 1 96 4年底
,

结合小麦

丰产试验对麦田土坡水分状况进行了研究 , 又于 1 97 4

年至 19 7 8年结合小麦高产
、

稳产
、

优质
、

低成本的综合

技术研究
,

探讨了麦田土壤水分条件及小麦的耗水规

律
。

现综合整理于下
。

一
、

黄泛平原区的自然条件与潮土的

主要特性

黄泛平原地形平坦而有起伏
,

岗地
、

坡地及洼地交

错分布
。

该地区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区
,

具有明显

的季节性变化
。

年降水总量并不算少
,

但年间及季节间

分配很不均衡
,

干早年
、

正常年及湿润年出现的频率分

别为 37
.

8 %
、
4 0

.

6 %及 2 1
.

6 %
,

往往是先早后涝
,

涝后

又早
,

早涝灾害频繁
。

我们在河南农学院农科所研究的潮土是中城质潮

土
,

由于河流多次泛滥沉积
,

质地层次明显
,

拼层为中

壤
,

耕层以下为重壤
,

再下即由中坡过渡到轻城
。

耕层

有机质含量 0
.

85 一 1
.

37 %
,

含氮量 0
.

057 一 0
.

08 %
,

地

力中上等
。

地下水位浅
,

干早年为 1
.

5一 1
.

9米
,

正常年

及湿润年为 0
.

8一 1
.

5米
。

土壤水分的补给
,

除大气降

水外
,

地下水也是来源之一
。

从土壤水分物理特性来看 (表 1 )
,

土坡容重介于

1
.

4一 1
.

55 克 /厘米 “之间
,

田间持水量 23 %左右
,

凋萎

湿度8 %左右
,

有效水含盆 巧% 左右
。

土坡蓄水能力

强
,
O一 12 0厘米最大蓄水量达 4 2 2

.

0 5毫米
,

有效蓄水最

2 9 4
.

8 8毫米
。

二
、

湖土的水分动态
`

(一 )潮土水分的垂直分布 在 O一 120 厘米土层

内
,

土坡水分垂直分布 (图 1 )可分为三层
。

1
。

耕作层 (O一2 0厘米 ) :

由于受气候条件及耕作

* 参加此项工作的还有杨建堂
、
王 友民

、

马振声
、

孙献生
、

郭 自安
、

郭青峰等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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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影响
,

土滚水分的变化幅度及频率较大
。

在一

般情况下含水量为 15 一 25 %
,

遇到干早
,

最表层 (0 一 5

厘米 ) 土城含水 t 只有 5一 6%
。

雨后暂时可达 25 % 以

上
,

土壤含水 t 极不稳定
,

是一个水分活跃层
。

2
.

心土层 ( 20 一 60 厘米 ) :

受气候条件及耕作活动

影响较小
,

地下水不断补给
,

土城水分比较充足
,

一般

含水t 为 17 一 22 %
,

是一个稳定湿润层
,

这一层可为小

麦后期大 t 豁水提供充足的水分
。

3
。

底土层 ( 6。厘米至潜水面 ) :

由于受地下水毛管

上升水的影响
,

上部土层水分稳定在22 一23 %左右
,

下

部土层介于田间持水蚤与饱和持水 t 之间
,

土坡中大

t 锈斑出现
,

说明土城中氧化还原过程交替进行
,

是一

个过湿层
,

它对补充上层水分极为有利
。

从土城水分垂直分布来看
,

除耕层 (0 一 20 厘米 )土

坡含水 t 有时为 8一 15 % 外
,

20 厘米以下土层的含水量

一般大于毛管断裂含水量
,

因此
,

在黄泛平原区
,

地下

水位较高的条件下
,

一般年分主要采取低定额灌溉 以

湿润土族表层
。

千早年心土层也出现水分不足
,

需加

大灌溉定额
。

(二 )潮土的水分季节性动态
“

麦收隔年墒
” , “
麦

吃四季水
” 。

研究小麦生长的土城水分条件
,

必须从全

年的土族水分动态谈起
。

从图 1 可以看出
,

土镶水分

的季节性动态可分以下四个时期
。

l
。

秋季缓慢蒸发水分消耗期
:
此期正是小麦播前

整地到小麦生长的幼苗期
,

由于气温尚高
,

雨季蓄积

的水分开始燕发而消耗
。

一般年分
,

耕层含水址介于

15 一 25 %之间
,

只要注意耕作保墒
,

就能保证小麦发芽

及苗期生长
。

但在干早年土续含水盆常小于毛管断裂

湿度
,

需要浇好底墒水
,

才能保证全苗及幼苗的正常生

长
。

2
。

冬季冻结水分稳定期
:
此期由于气温低

,

土坡

表层冻结
,

小麦田间耗水量不大
,

整个土体水分都比较

充足
,

加之水分自下向上的热毛管运动而聚积
,

表层常

出现过湿现象
。

这不但为小麦安全越冬创造 良好条件
,

又对第二年小麦返青后迅速生长也极为有利
。

这就是
.

冬水春用
’ 。

3
。

春季初夏返浆蒸发水分强烈消耗期
:

初春气温

回升
,

土坡表层开始化冻
,

呈泥浆状
,

即返浆期
,

但为

期很短
,

很快转入蒸发耗墒时期 ,三
、

四
、

五月份
,

雨少

风大
,

气温逐渐升高
,

土城水分入不敬出
,

形成所谓
“

干

早期
, 。

此时
,

正是小麦大 t 需水时期
,

由于土坡水分

大t 消耗
,

表层土壤含水量常小于毛管断裂湿度 ( l 。一

15 % )
,

特别是干早年 (图 1 )
,

心土层含水量也较少
,

形

成所谓
“

卡脖早
” , 卜

致使小麦穗小
,

粒少
,

严重减产
。

因

此
,

为了保证小麦丰产
,

在拔节前后应进行春灌
。

4
。

雨季雨水下淋水分恢复期
:

此期小麦虽 已 收

获
,

但由于大量降水的下渗
,

为下茬小麦提供充足底

有
。

由于雨水下渗及地下水位升高
,

在正常年及湿润

年
,

整个剖面的土竣含水量有时可达田间持水 t 以上
,

出现过湿现象
,

在一年两熟的情况下还要注意排水
。

从水分的季节动态看
,

为了保证作物的丰产 在潮

土地区既要发展灌溉
,

又要注意排水
。

三
、

湘土安田的土坡水分条件

近几年 ( 1 374 一 1 9 7 8年)在潮土地区对不同产盆冬

小麦的土城水分条件及小麦筋水特点所获 得 的 资 料

(表 2 )表明
,

要保证小麦丰产
,

必须有充足的底墒
。

群

众所说的
“

麦收八
、

十
、

三场雨
” ,

即在八月 (阳历九月 )

降水增墒
,

能做到足墒下种
,

耕层足墒的水分含量
,

丰

产田相当田间持水量的8。%
,

中产田为 75 %
。

越冬至

返青
,

虽然从小麦的需水来看
,

耗水盘很少
,

耗水强

度只有 1
.

20 一 1
.

75毫米 / 日
,

但应具有充足的水分
,

高
、

中产田均为田间持水 t 的 8 0%
。

群众所说的十月 (阳历

十一月 )降水增墒
,

为冬小麦安全越冬创造良好条件

也为返青后 迅速生产提供充 足水分
。

返青至拔节
,

土

城水分含址要适宜
,

耕层为田间持水童的60 一 70 %
,

心

土层维持在65 一 75 %
,

使土坡水分保持在毛管断裂湿

度左右
,

有利于分菜
,

提高成称数
。

拔节以后
,

特别是

抽称前后
,

是小麦需水的临界期
,

在 40 天左右的时间

内
,

小麦阶段耗水占总耗 水量 的 2 6
.

5 % (中 产 ) 与

3 1
。
1% (高产 )

,

耗水强度达 4
.

2毫米 / 日 (中产 )与 4
.

8毫

米 / 日 (高产 )
。

显然
,

对土集水分的要求有所提高
,

耕层



为田间持水里的“ 一 75 %
,

心土层为70 一80 %
。

群众

所说的三月 (阳历四月 ) 降水增墒
,

就是保证抽秘前后

的土坡水分
,

由于 根系下扎
,

吸水范围扩大
,

对心土层

的土城水分要求较高
,

维持在田间持水量的 80 %
。

抽

称以后
,

特别是灌浆以后
,

土坡水分含量迅速减少
,

耕

层含水量只及田间持水量的的一 65 % (高产田 )与 45 一

6 0% (中产田 )
,

心土层也降至 65 一 75 % (高产田 ) 与

5。一 65 % (中产田 )
。

小麦生长后期
,

土壤水分维持在有

效水的下限范围内
,

有利于小麦的正常落黄
,

防止倒伏

和青枯
,

也有利茎叶中合成物质向籽粒中运转
,

以提高

粒重
。

四
、

潮土安田 的适宜地下水位

湘土水分剖面的特点之一是具有一个稳定湿润的

心土层 (2 O一 60 厘米 )
,

这个层次的形成和地下水位较

高有密切关系
。

在黄泛平原区
,

地下水位过高
,

不但易

使小麦发生湿害
,

也易使土壤盐碱化
。

如果地下水位

深
,

就璀维持小麦生长有利的水分条件
。

要保证丰产
,

势必要加多灌水次数和加大灌溉定额
。

所以
,

应将地

下水位控制在既不使土壤盐碱化
,

又为小麦提供良好

土壤水分条件的适宜深度
。

我省新乡地区有关 单 位
.

的研究表明
,

当轻壤土地下水埋深为 10 。厘米时
,

小麦

利用地下水量为 240 毫米
,
150 厘米时为 179 毫米

,

20 0厘

米时为 12 5毫米
, 2 50 厘米时则只有 68 毫米

。

显然
,

地

下水位愈高
,

耕层愈能得到地下水补给
。

但地下水位

过高又易使小麦发生湿害及盐碱危害
。

当重坡土地下

水理深小于 90厘米
,

轻壤土地下水埋深小于 18 0厘米
,

土族含水量就经常保持在田间持水量的80 % 以上
,

造

成小麦根系发育不良
,

有效穗减少
,

产量降低
。

如果地

下水位深
,

土坡水分条件差
,

产量也有所降低 , 如轻

坡土的地下水埋深为 200 厘米时
,

产量便有所降低 (表

3 )
。

根据我们的定位观测
,

中壤质潮土地下水位 15 0

厘米
,

土壤没有发生盐碱化
。

早季由于耕层水分不足

需要灌溉
,

而心土层仍稳定湿润
。

综合以上资料
,

可以
、

认为
,

壤质潮土在小麦生长季节内地下水适宜埋深为

150厘米至 2 00厘米
。

表 2 壤 质 潮 土 小 麦 不 同 生 育 期 土 壤 含 水 t
`

范 围 门 97 4一 1 97 8年 )

一丁介攀…工…少
注

:

相对湿度 ( % )系指 占田间持水 量的百 分数
。

表 3 不 同 地 下 水 深 度 对 小 麦 产 量 的 影 响

1
重

,

` 质
·

, 土
1

一竺
一

少
质
竺

_

生一

(厘 米 )

产 t (斤 /亩 )

坡 质

6 0 CO

3 8 8
。

0 4 18
.

0 5 ]2
。

0 1 6 4 8
.

0 6 4 7
。

0 8 0 4
。

0 6 6 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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