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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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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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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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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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了挡得住
。

并建立五座排灌二用电站
,

一座抢救

排涝电站
,

常年实行预降水位
,

控制地下水在田面一米

以下
,
19了7年八号合风中心经过

,

日降雨 t 1 4 2
。

8老米
,

没有一块稻田受淹
。

(2 ) 增开临时三角沟
,

解决衰田湿容 三麦 生 产

季节
,

每二块麦田
,

长 80 米
,

宽 32 米
,

开一条三角沟
,

深

二尺半
,

解决
“
尺麦怕寸水

, 。

(引 合理灌排 他们种植的苏梗二号 由 于 后 劲

足
,

成熟要到十一月初
,

灌水时间比较长
,

为了解决养

老稻与早种麦的矛盾
,

他们狠抓了分菜末期开沟搁稻
,

为爽田种麦打基础 ,中期间隙排灌
,

泥土不烂 ,后期速

徽速排
,

不种烂田麦
。

二
、

增肥改土

在治水改土的同时
,

大积大造有机肥料
,

增肥改

土
。

主要狠抓了以下关键措施
,

(1 ) 稻草还田
,

增加粗纤维 1 96 4 年 开始摘柴塘

泥
。
19了O年后

,
稻草还田每亩2 00 斤

。
197 8年增加到每

亩 4 00一 45 0斤
。

(2 ) 养猪积肥 蒋巷大队在鼓励社员 养 猪 的同

时
,

积极发展集体养猪
,

队队都有集体养猪场
, 1 9 7 8年

饲养生猪二千头
,

超过了一亩一猪
。

为了多积肥
,

积好

肥
,

孺提高垫圈质里
,

冬天多垫稠草
,

草皮
。

夏天多垫

水花生
。

( 3 )大放绿萍水花生 单季稻全部放养绿萍
,

倒

好三层厚绿萍
,
所有水面放足水花生

,

既当猪饲料
,

又

作肥料来垫圈
。

为了提高绿萍的产量
,

改草塘泥养萍

为猪灰养萍
,

喷磷繁萍
,

促进绿萍繁殖
。

为了加快放萍

萦萍
,

他们从实践中总结出
,

冬天保条命
,

春萦要抓紧
,

夏繁拚性命
。

加强领导
,

做到春繁有萍
,

夏萦有人管
。

春萦二级萍田母占 5 % 左右
,

每亩猪灰 15 一 20 担
,

磷肥

2 0一 3 0斤
。

夏萦
“

芒种
”

以前
,

放萍面积 50 %
, `

夏至
”

放

萍百分之百
。

过去草泥养萍不发
,

改用猪灰养萍繁殖

快
,

根据这一实践
,

他们对放萍田
,

每亩先施猪灰 20 担
,

再挑草泥15 0担
,

确保萍体壮
,

繁殖快
,

同时大搞喷磷和

治虫保萍
,

亩亩养萍用萍四千斤
。

据我县农科所测定
,

凡养萍田有机质含且为 3
.

58 %
,

全氮 。 . 178 %
,

速效磷

6 p p爪
,

全磷0
.

15 %
,

速效钾 67 p p m
,

相同茬口不养萍

的有机质为 3
.

08 %
,

全氮 0
.

116 %
,

全磷0
.

1 48 %
,

速效

礴7
.

s p p m
,

速效钾 64
.

s p p m
,

可见稻 田养萍不单有利

于当季水稻高产
,

还有利于增肥改土
,

用地养地
,

稳产

高产
。

(幻 利用冬用田扩种油莱 增加饼肥还田
,

作为

单季稠的长粗肥
。
19 78年出售菜籽 17 万斤

,
返还饼肥

8
。

5万斤
,

平均每亩 55 斤
。

( 5 ) 种足种好青级肥 大摘红花草蚕豆 茎 叶 翻

潭
,

每只潭二千斤绿肥
,

提高草塘泥质 t
。

(引 改绿肥不施肥为施三次肥
,

提离鲜草产 ,

过去种绿肥不施肥
,

亩产鲜草仅一
、

二千斤
,

少数田块
,

绿肥红茎黄叶长不起
,

等于休闲田
,

随着生产水平的

提高
,

现在他们坚持绿肥普施三次肥
,

第一次在晚稻收

割脱粒后 , 十二月中
、

下旬施稻草结和垃圾 10 一 20 担
,

同时起到防冻作用
。

第二次在三月上中旬
,

施礴肥20 一

3 0斤
,

增强根瘤菌固氮能力
,

以磷增氮
,

原来绿肥似苗

的田块
,

通过施磷普追多收鲜草二千斤以上 ,第三次在

发英期 (四月廿日前后 )施抓化铁 7一 8斤
,

使红花长到
“
三屈头

” ,

株高一米左右
,

鲜草每亩产 t 提高到五
、

六
. 千斤

,

高产田近万斤
。

(7 ) 经济使用磷肥 过礴酸钙在低洼稻 区作用很

大
,

麦
、

稻
、

菜
、

红花草施磷肥
,

均有明显的增产作用
。

但

必须充分发挥磷肥增产效应
,

他们特别研究合理施用

礴肥
,

首先确保磷肥用在绿肥和绿萍萦殖上
,

以磷换

氮 ,其次
,

磷肥施在油菜田
,

不但保证油菜发苗
,

而且以

礴肥换饼肥 ,磷肥施在三麦低产田
,

促进平衡增产 , 水

稻集中用在秧田里
,
主攻壮秧

。

s( ) 改河泥现胃现用为秋天积
、

春天用
,

提高泥肥

质 t 秋天抓用泥数量
,

春天抓质盆
,

三次加料翻潭
。

第一次加 3 00 一 4 00斤稻草河泥
,

第二次10 一 15 担猪灰

与 5。斤磷肥
,

第三次再加一吨绿肥
。

通过三 次翻潭
,

提

高了草塘泥的质 t
。

三
、

合理布局
,

轮作改土

(1 ) 合理布局 解放初期这里是 一 熟 水 稻 (中

釉 )
,

冬季大面积为冬沤田
,

绿肥面积很少
。

合作化以

后
,

水利条件不断改善
,

粕稻改中梗
,

六十年代中梗改

晚梗
。

七十年代初小面积试种双季稻
,

水稻复种指数

为 10 5%
。

现在实行苏粳二号
、

苏麦一号的二熟 制 为

主
,

布局合理
,

产量年年提高
。

( 2) 实行绿肥
、

油菜
、

三麦的轮作 这个大队绿肥

面积占50 %
,

油菜 10 写
,

三麦 40 %
,

冬季轮流种植
,

不种

重茬麦
。

七十年代红花留种每年20 。亩
,

用红花籽调换

化肥
,

随着化肥水平的提高
,

现在他们扩种油菜
,

多收

菜籽支援国家
,

返还菜饼增加有机肥
。

(3 ) 爽田种麦
,

油菜免耕 秋种季节与劳力的矛

盾十分突出
,

水稻收割后
,

泥土湿烂
,

不能种爽 田麦
,

他

们采取十一月上旬先种油菜
,

实行免耕
,

加快移栽油菜
。

在种油菜的同时
,

稻田开沟爽田
,

十一月十日前后集中

全力
,

十夭种好麦予
,

爽田种麦
,

增强了土城通通性
。

( 4) 坚持牛麟机拱
,

深翻晒络改土 这个大队土

(下转第 14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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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粉后效试验
,

试验田不施磷肥
,

补施尿素 2 0斤 /亩
。

从

表 6 的试验结果可以看出
,

摩洛哥磷矿粉对第一季水

稻的肥效超过了过磷酸钙
,

广西确矿粉的供磷能力最

强
,

贵州
、

云南的肥效次之
。

第二季水稻可能由于磷矿

粉在咸酸 田中经过了进一步的分解
,

所以过磷酸钙与

磷矿粉之间的相对肥效起了很大的变化
,

例如
,

广西和

贵州等磷矿粉其相对肥效都超过了过磷酸钙
,

云南确

矿粉的肥效也接近过磷酸钙
,

两季总产的平均相对肥

效来看
,

广西和摩格哥的肥效超过了过磷酸钙
,

贵州

的肥效也接近过磷酸钙
。

表 了 贵 州 磷 矿 粉 的 后 效

过 礴 酸 钙 *

Où拓廿n仙八U`U介叮
动.上,止. .上

1115 000 2 0 000 2 5 000 3 0 000

555 9
。

444 7 1
。

333 8 6
。

111 1 0 555

111 2888 1 3 444 1 4666 2 0 555

888 2
。
333 9 4

。

222 1 0 888 1 4 111

* 第一季过礴矿钙 的实际产盆 3 33 斤 /亩
,

第二季 1 71 斤 /亩
。

由表 7 可知
,

贵州磷矿粉不同用盆到第二季的后 效都显著地超过 了过磷酸钙
.

咸酸田主要危害是
“

酸
” ,
因酸而影响土壤的各种

化学性质和微生物活动
。

在强酸性条件下
,

大量铝
、

铁
、

锰离子存在
,

也严重危害水稻的生长〔 3〕 。

同时咸酸田

土壤又严重缺磷
,

使用磷矿粉
,
除可以提供水稻所需

的磷素养分外
,

还可以中和土壤的一部分酸度
,

可能也

消除了活性铝的危害
。

试验表明
,

碑矿粉对咸酸田的

改 良有显著的结果
,

原来不施磷矿粉顺粒无收
,

在施

用磷矿粉以后
,

当季的肥效相当或接近于过磷酸钙
,

而

第二季的后效更优于过礴酸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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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疏松与他们耕翻手段也有一定关系
。

他们一向采用

牛耕和机耕
,

从不旋耕
,

麦收后抢时间
,

深翻晒堡 3一 5

天
,

特别重视油菜田和绿肥田的深翻晒坐
,

然后大水泡

田 ,一边平整
,

一边抢放绿萍
,

使绿萍在 15 一 20 天能倒

萍二次
。

蒋巷大队在阳没湖地区取得了改土培肥的经验是

狠抓了治水改土
,

增肥改土
、

轮作改土等用养结合的措

施
。

他们所以生产发展快
,

主要是先上肥料土活络
,

活

田熟土出产量
。

笔者认为在田多劳力少地区肥料要上

去
,

耕作制度上要让路
,

布局上要给出路
,

增肥改土才

有门路
。

养地是用地的基础
,

用地是养地的目的
。

用养协

调
,

提高用养程度
,

就会加快农业生产的发展
。

只要从

措施上考虑积极增加大量的有机肥料
,

在今天的生产

水平下完全有可能做到既不断提高土镶的有效肥力
,

又不断提高它的潜在肥力
,

蒋巷大队正是从稻麦两熟

制上年年增肥
,

一早一水
,

既用又养
,

边养边用
,

获得肥

土商产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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