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括在内
,

而且是在现场条件下对土壤进行原位 测 试
,

因此可说是比较接近于实际情况的
。

其次
,

与其他土

坡腐蚀性综合评价方法相比
,

本方法较为简便可行
,

测

定的结果虽然是暂态的
,

但可直接与土壤中金属的腐

蚀速度相联系
。

所以
,

土壤中宏腐蚀电池参数的测定
,

看来可能是一个较为有希望的土壤腐蚀性测定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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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报

对稻田青泥层问题的几点认识
,

冯 恭 衍

(上海市宝 山县农科所 )

近年来
,

随着麦一稻一稻一年三熟制的发展
,

稻田

演水时间的延长
,

水稻土的次生潜育化问题 已引起了

人们的密切注意 1
,

2)
。

作者最近在青浦县参加了一段

时间的土壤详查工作
,

在野外工作中发现
,

有相当一部

分土镶
,

在坚实的犁底层上面
,

出现了一层厚度为5一

1 0厘米
,

土性枯闭
、

颜色青黑
、

还原性强的层次 (群众称

之为青泥层 )
,

剖面构型为 A一 P g一 P一W一G
,

按龚

子同等 2) 的划分标准
,

属犁底层潜育型
。

这一层次的

发生
,

严重地阻滞了作物根系的生长
,

从而影响到产量

的提高
,

本文想结合详查的结果
,

谈谈对于这一障碍层

次的认识
。

浅
,

一般只有 1 1
.

58 厘米
,

而且比较紧实 (表 l
,

2 )
。

第二
,

土坡还原势增强
。

据测定
,

青泥层的氧化还

表 1 青泥层的发生对耕作层深度的影响

青 泥 层 剖 面 数
耕 作 层 深 度
(了 土 S厘米 )

1 0 4

4 日

1 1
.

5 8士 2
。

3 4

1 4
。

1 8 士 2
。

1 1

有无

表 2 青泥层的出现对土堆紧实度的影响

土族 }侧定剖面数 } 层 次 1容敏克 /厘米 ”
,

空陈率 %

一
、

发生和分布

植稻土壤中
,

青泥层的发生和分布是比较广泛的
,

就我们所调查的六个大队来看
,

各个大队都有不同数

t 的分布
,

这六个大队共有耕田约 1 6 0 0。亩
,

其中有青

泥层发生的有 5 5 0 0亩
,

约占全部耕田面积的34 %
,

不同

的大队
、

因地形高低
,

土壤种类和耕作管理的不同
,

青泥

层发生和分布的比率也有所不同
,

在 17 %一 49 %之间
。

, 黄泥

…
5 1

。 1 3

1
。

3 5

1
。

4 7

5 6
。

5 6

4 9
。

4 6

4 5
。

5 0

沙 底青
黄 土

5 7
。

4 4

5 4
。

5 7

4 6
。

3 0

,且几UJ任,上,目月任层层层作泥耕青底犁A郊p

注 :

用环 刀法侧定
.

每一层段宜复三次
。

二
、

对作物生长的影晌

凡有青泥层的土镶理化性状不良
。

首先耕作层变

* 今加工作 的有应鸿兴
、

朱跃 忠
、

沙根 昌等同志
,

承李 正

毅同志审阅并提供意见
.

i ) 熊毅等
,

太湖地区水稻土肥力研究论文集
。

2 ) 龚子同等
,

关于水相土次生潜育化 间皿
,

1 9 7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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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电位耍显著地低于耕作层和渗育层
,

层段间的电位

差值亦较大
。

第三
,

作为上城理化性状恶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

作物根系的生长和伸展受到阻碍
,

从而产量不高
。

青

泥层对作物生长的影响主要是
: 1

.

前期发不起
,

后期

控不住
。

这类土城上生长的水稻容易发生值苗
、

死苗
,

而后期则贪育迟熟
,

所以发裸差
、

毯头少
、

瘪粒多
、

产量

低 , 2
。

根脚浅
,

易倒伏
。

由于这类土壤耕作层浅
,

且

还原性强
,

所以作物扎根浅
,

耐肥性差
,

施肥稍重
,

就易

倒伏
。

我们比较了靠近淀山湖畔的五个大队的常年粮

食产址资料
,

发现青泥层发生的比率
,

同产量之间有着

一定的相关性 (表 3 )
。

三
、

* 泥层的成因裸讨

表 3 青泥层的发生对产 t 的影响

大 队 名 称
青泥 层发生
的比率 ( % )

常年 粮食产盆*

( 斤 / 亩 )

1 3 5 1
。

0

1 4 0 9
。

8

1 2 9 3
。

1

1 2 3 6
。

2

1 1 8 2
。

9

* 常年稚食产 t 系 7 6一79 四年平均
。

稻田演水时间过长
、

耕作不当
、

管理失调是青泥层

发生的主要外部条件
,

这方面已有较多的论述 1 ) ,木文

则试图从土体本身的特点来探讨青泥层发生的原因
。

1
.

地形高低与青泥层发生的关系 徽城地 形 高

低的不同
,

必然会影响到土城的排水条件
。

因而影响

到青泥层的发生和分布
。

一般说来
,

地形部位高
、

排水

条件好
,

青泥层发生的机率也就小一些
。

但是
,

地形的

高低
,

与青泥层的发生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

因为
,

决

定青泥层发生的主导因素是土壤内排水条件的 好 坏
,

而这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

所以
,

就一个地区

来说
,

青泥层既可以发生在地形部位低的土壤上
,

也可

以发生在地形部位很高的土坡上 (表 4 )
。

2
。

青泥层的发生与地下水位高低的关系 青泥

层的发生
,

主要是耕层滞水所引起的
,

地下水位的高

低
,

对于补给
、

顶托耕层水分
,

故然有一定的作用
,

但

是
,

从我们所得到的资料 (表 5 )看来
,

在地下水位深度

相同的土城中
,

育泥层发生与否的机率差不多是相同

的 ,只是在地下水位非常深的土族中 ( 14 1一 16 。厘米 )
,

青泥层发生的机率才低一些
。

`

通月弓月̀

óU,几2自0ē艺..

…
ō了月匕
户性nU几l,三移自

34
月吸丰旺海阳华庆山新新新

表 4 不 同 地 形 部 位 发 生 青 泥 层 的 剖 面 分 布

地地 面 高 程 (米 ))) 2
·

8一 3
·

。 一3
·

l一 3
·

333 3
。

4一 3
。

666 3
.

7一 3
.

999 4
。

0一 4
。

222 4
。

3一4
。

555 总 计计

有有青泥层的剖面数数

::: :::: :::: :::: ;;; ;;;
1 0 555

无无青泥层的俐面效效效效效效效效 4 444

注 :

表 5

根据庆丰
、

山稗
、

新旺
、

新阳
、

新华和张家好六个大队所观疾的剖面统计

青泥层的发生与地下水位高低的关系

地下水位深度 (厘米 )
。。一 1。。

1
`。 1一 , 2 0 1 2 ,一 1`。

}
1` l一 ;。。

4耳̀
r卜.ó卜万卜..,月....

.自Oó吕
.......

r
.卜......

,̀
2

O自.曰有青泥层 的例面致

无青泥层 的剖面数

易生成青泥层 (表 7 )
。

犁底层紧实程 度
,

与滞 水 旋

耕2 )
、

有机质含量
、

粘粒数t
、

演水时间的长短和轮作

制度 3) 都有一定的关系
。

在长期种植麦一稻一稻三熟

注 : 系根据城东公社撼南大队的资料统计

3
.

青泥层的发生与土体中砂层出 现高低的关

系 土体中砂层出现的高低
,

对土体的内排水条件
,

必

然会有深刻的影响 ;但是
,

我们所调查的原淀柳洼地所

在地的六个大队
,

凡是砂层位! 出现高的地方
,

正是

地形部位低的田
,

所以砂层的影响不明显 (表 6 )
。

但

是
,

如若在通溯河道的二侧
,

砂层出现位里较高
,

就不

容易产生青泥层
。

4
.

, 泥层的发生与犁底紧实度的关系 犁底层

的紧实程度
,

对于耕层滞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因此凡

是犁底层比较坚实
、

空晾率低
、

诊透不良的土城
,

则容

表 0 砂层出现高度与青泥层发生的关系

! 砂 层 出 现 高 度 (厦米 )

* 泥层

3 0一 5 0
5 ; 一7。

{
7 ,一。。

{
。 ;一 ; , 。

1 1 0以下

一二
注

:

据朱家角公社庆丰
、

山搏
、

新旺
、

新阳
、

新华
、

张 家汗

六个大队 的例面资料统计
。

表内均为剖面数
。

1) 龚子 同等
,

关于水稠土 次生潜育化间肠
,

19 7 .
。

2 》 赵城裔等
,

太湖地区水稻土 的拱作何两
。

3) 陈家坊等
,

太湘地区水稠土 的水气状况及形晌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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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了 犁底层紧实度对青泥层发生的影响

青青泥层层 剖面数数 层 次名称称 容重 (克 /厘米 3 )))

青青黄泥泥 有有 555耕作层层 1
。

1 333 5 6
。

5 666

犁犁犁犁犁底层层 1
。

4 777 4 5
。

5 000

无无无无 555耕作层层 1
。

1 777 5 5
。

2 555

犁犁犁犁犁底 层层 l
。

3 999 4 8
。

1 666

沙沙底青青 有有 444耕作层层 1
.

1 1 } 5 7
.

魂 444

黄黄 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犁犁犁犁犁底层层 1
.

刁 4 } 4 6
.

3 000

无无无无 一耕作层层 1
.

2 } 5 7
.

1 444

月月月月 }}}}}

{{{{{{{
:底层层 1

。
4 000 4 7

。
4 999

注 :用 环刀法侧定 ;每层段 重复三 次
。

制的情况下
,

演水时间的延长
、

有机质返回盆的减少和

长期的带水旋耕
,

使得犁底层越来越坚实
,

耕层透水不

良
,

这是青泥层产生的主要原因
。

四
、

结 语

稻田次生潜育化现象的产生
,

青泥层的出现
,

使得

耕层土壤的理化性状恶化
,

表现为犁底层的抬高
、

拼作

层的变浅以及还原性的增强
,

从而阻滞了作物根系的

生长和产量的提高
,

因此
,

青泥层是影响农业增产的障

碍因素
,

在土城详查过程中
,
应予查清并勾绘成图

,

供

改良利用的参考
。

关于青泥层的成因
,

除了耕作不当
、

管理不善之

外
,

从土体内部看来
,

凡是影响到土体排水的因素
,

诸

如砂层出现的高低
、

地下水位的深浅
、

地形部位的高

低
、

犁底层的紧实程度
,

都会影响到青泥层的发生
。

而

犁底层的紧实程度
,

对犁底层潜育化
,

似乎起着主要作

用
。

青泥层的发生
,

就本报告所调查的范围来看
,

是非

常广泛的
,

各种土集上都有青泥层的发生
。

作为一种

障碍因素
,

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

已经发生青泥层的土壤
,

根据群众经验
,

可以通过

深耕
、

水早轮作和增施有机肥料 (如实行稻草还田 )而

进行改良
。

熟 熟 增 肥 改 土 年 年 稳 产 高 产

— 任阳公社蒋巷大队增肥改土经验调查报告

徐 达 文 郭 忠 和

(江苏省常熟 县农业局 )

常熟县任阳公社蒋巷大队位于阳澄湖畔的低洼场

田
,

海拔仅2
。

8米
,

过去是个低洼易涝地区
,

大部分土旗

仅能一年一熟
,

解放后广大干群通过治水改土
、

增肥改

土
,

低产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

一熟田全部改成稻麦两

熟田
,

同时因地制宜进行合理种植
,

稻麦产量大幅度

增加
。

成为全县闻名的土壤变好
,

稻麦产量均高的大

队
。

蒋巷大队的土集以竖头乌栅土为主
,

这种水稻土

土性冷湿
,

耕性较差
, “
烂时一团糟

,

干时一把刀
” ,

潜

在肥力虽高
,

但有效肥力低并且缺确
, “

种麦红叶鞘
,

漪秧出任苗
, 。

这里在六十年代中期还是麦一百稻五百
,

油菜子

不上百
,

通过近十年的改土培肥
,

土壤肥力逐步提高
,

现在耕作层加深
,

通透性变好
,

保肥保水能力增强
,

群

众说
: “

增肥改土见成效
,

泥熟好似黄松糕
” 。

据测定
:

耕

作层厚 14 一 16 厘米
,

有机质3
.

3一 6
.

“ %
,

全氮 0
.

17 3一

。
.

27 2 %
,

全碑。 .

13 %
,

速效礴 1 8一 26 p p m
,

速效钾
1 3

.

4一 16
.

4毫克 / 1。。克土
。

耕层容重平均为 1
.

17 克 /立

方厘米上下
,

同过去 比
,

土壤改 良已收到了明显的效

果
,

其改土培肥的措施如下
。

~
、

治水改土

水是命
,

肥是劲
,

低洼地 区治好水是生命
。

1 9 4 9年

因水灾顺粒无收
,

1 9 5 4年内涝三个月
,

1 9 6 2年十二号台

风过境
,

日雨30 0毫米
,

受淹90 0亩
。

他们的经验是
:

《 1) 大包围
,

挡得住
,

降得下
,

排得快 1 9 5 9年开

始
,

在公社的统一规划下
,

蒋巷大队所在的农场片
,

一

万多亩围好围堤大包围
,

将 3
.

8米的好堤加高到 4
.

8米
,

1 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