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汉年原湖区监利县的土壤及其改良利用分区的探讨
` \

万 振 煌

(湖北省荆 州地区土镶肥料站 )

江汉平原泛指长江
、

汉水及其支流形成的广大平

原
,

属长江中游平原的一部分
。

平原湖区是平原中地

势低洼的湖沼地 区
,

主要分布在监利
、

洪湖县全境及

潜江
、

河阳
、

天门
、

公安
、

江陵等县的一部分
,

面积

约占荆州地区的42 %
,

素称
“
鱼米之乡

” ,

是全国商品

粮棉和水产基地 之一
。

平原湖区的土壤由于过去研究

甚少
,

有些间题的看法不尽一致
,

现以土壤普查试点

的监利县为例
,

讨论一下平原湖区土壤特性及其改良

利用分区向题
。

一
、

土坡形成条件及分布特点

( 一 )成土条件对土滚的形晌

监利县地处长江中游
,

北依东荆河
,

与潜江
、

污

阳县交界
,

南靠长江
,

与湖南省华容县相望
,

西邻江

陵县
,

东接洪湖县
。

全县总面积为 2 9 2 5平方公里
,

整

个地势自西向东倾斜
,

地形特征为南北高中间低
。

海

拔最高 30 米
,

最低 23 米
,

仅相差 7 米
,

属河漫滩平原
。

长江流经本县
,

河道异常弯曲
,

长达 14 0余公里
。

据近

十年来水位资料表明
,

长江监利水位一年内大部分时

间〔4一 10 月 )高出堤内地面 3一 6米
,

形成
“

地上河
” 。

由

于堤外江水顶托
,

堤内地势低洼
,

所以坑内湖泊众多
,

渍水严重
,

使土壤严重潜育化
,

全量养分高而速效养

分低
,

通透性差
,

水气矛盾大
。

成土母质主要为河流冲积物
,

局部低洼处为湖积

物
。

据钻孔资料
,

地表以下四
、

五十米深处主要属河

相沉积物
,

而湖相沉积物限局部地段
。

这是江堤溃 口
,

湖泊内也有河流沉积物所致
。

据历史记载
,

明末清初
,

监利全县有大小好烧264 个
,

明末以来仅堤防溃 口就有

57 。处
。

溃 口处的沉积物都服从
“

紧沙慢淤
”

的规律
,

即

溃 口处多沉积为沙土
,

离溃 口处愈远沉积为粘土
,

二

者之间为壤土
。

所以土壤质地剖面层次多
,

层理清浙
,

沙粘夹层普遍存在
,

形成了土壤障碍层次
。

冲积物粗粒主要为石英
,

粘粒的硅铝率一般为 3
.

0

或略高
,

粘土矿物以水云母为主
,

其次蒙脱
,

也有高

岭
、

蛙石等
。

土壤全剖面中都有石灰反应
。

湖积物中

以重壤和粘土为 主
,

含有机质较多
,

一般3一 5 %
,

有

的高达 10 %以上
,

不具石灰反应
。

境内地势低洼
,

过去半数以上面积全年地下水位

接近地表或长年泡水成为湖泊
` 1 9 6 0年以来

,

特别是
1 9 7。年以后

,

由于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
,

排灌渠道的

配套
,

使地下水位有了很大降低
。

但到目前为止
,

80 %

的耕地全年大部分时间 ( 4一 9月 )的地下水位仍在 30 一

5 0厘米
,

秋冬季略有下降
。

地下水矿化度 100 一 200 毫

克 /升
,

属重碳酸盐型 (表 1 )
,

硬度为 3一 4度
,

基本上

属于软水
。

这里属北亚热带气候
,

年均温 16 一 17 ℃
,

最冷月

( 1月 )平均气温 4 ℃
,

最热月 ( 了月 )平均气温 28 ℃
,

无

霜期 2 4 0一 2 5 0天
,

> 1 0℃的积温为 4 9 0 0一 5 6 0 0 ℃
,

年降

水量 1 0 2 2毫米
,

分配不均
,

主要集中在 4一 9月
,

且多

暴雨
。

蒸发量 1 29 9毫米
,

略大于降水量
。

形成春夏涝
,

* 参加野外调查的有地 区工作队同志
。

分析资料除注名

外
,

均由监利县土壤肥料站化验室提供
。

本文得到华中农学

院土化系王运华老师和华 中师范学院地理系周仲民老师审阅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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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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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洪 湖 水 质

项项 目目 C a + +++

M g
斗 十十

N矿 + K
+++

H C O
合 ---

5 0 ` ---

皿
---

含含 量 (毫克 /升 ))) 22 。
3 666 3 。

1777 1 1
。

4 000 7 5
。 2 000 1 0

。

3 333 4
。

5555

注 : 华 中师范学院化脸

秋冬早的气候特点
。

开垦以前为大面积芦苇
、

水草
,

开垦 以后 80 %的

面积种植水稻和棉花
,

少部分种植黄豆
、

芝麻和黄麻

等油料
、

经济作物
。

本区土坡形成
,

还受到人类耕种活动的强烈影响
。

早在春秋战国前期就开始垦殖
,

公元 1 1。。年后的南宋

时期规棋较大
。

解放后
, 1 9 5 6

—
1 9侣1年和六十年代

末七十年代初出现了两次垦殖高潮
。

新垦湖田只有几

年或十几年历史
,

熟化程度不高
,

残留着原沼泽土的

特征
。

(二 )土旅分布规律

图 1是监利县南北向的一条土壤断面图
。

从晏桥

(海拔 28 米 )到郑拐 (海拔23 米 )
,

随着地势变低
,

土攘依

次分布着早地灰潮土 (油砂土 )
,

储育水稻土 (淤沙田
、

泽土田 )
,

潜育水稻土 (青泥田 )
,

储育水稻土 (泽土田 )

和沼泽水稻土 (篙渣田
、

湖泥田 )
。

从郑拐向南
,

随着

地势的升高
,

土壤从沼泽水稻土 (湖泥 田 )到赌育水稻

土 (夹青泥泽土 田 ) 和潜育水稻土 (青泥田 )
。

到湖滨

海拔又降为 23 米
,

土壤又为沼泽水稻土 (湖泥田 )
。

地

势升高
,

土壤又为漪育性水稻土 (泽土田 )
,

到联盟海

拔 26 米
,

因排水较好土壤为早地灰潮土 (正土 )
。

这一

土壤分布规律和土壤质地的变化相吻合
,

即从高到低

土壤质地变化为沙 土一沙壤一轻壤一中壤一重壤一粘

土
。

以上土壤分布规律是就一个较大范围的中地形而

言
,

微小地形变化的影响
,
往往使土壤也有类似的分

布规律 (图 2 )
。

东湖坑原是一个较小的湖泊
,

1 9 70年

以后垦为农田
,

从湖边到湖心
,

土集分布为灰潮土 (油

砂土 )
,

漪育水稻土 (淤砂 田
、

泽土田 )和潜育水稻土 (青

泥田 )
。

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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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晏桥一联盟土壤分布断面示意图

潮— 灰潮土 ; 潞— 醋育水稻土 ; 潜— 潜育水稻土 , 沼— 沼泽水稻土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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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红城公社东湖烷土壤分布断面示意图

二
、

土壤的类型及特性

(一 )土坡的主要类型及其特性

按照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土壤工作分类暂行方案

的修改意见
,

全县共有两个土类
,

5 个亚类
,

`

7 个土

属
,

7 6个土种 (表 2 )
。

1
.

水稻土 平原湖区冲积和湖积物所形成的水稻

土与丘陵地区的水稻土相比较
,

有以下三个特点
。

( 1) 犁底层不明显
。

监利县水稻土的四个亚类中
,



土土 类类 面积 ( 亩 )))亚 类类
`

面 积 (育 )))土 属属 面 积 ( 亩 )))土 种种 面积 ( 亩 )))占土种 %%%
((((( 占土类 %)))))( 占亚类 %( )))))占土属 %)))))))))

水水稻土土 1 25 7 3333 0 淹育型水稻土土 21 64 2 2
’’

潮砂田田 21 64 2 222砂 田田 5 18 999 1 2
。

999

卜卜笼笼 ( 7 0
。 7 ( ))))) 1 2

.

3 )))))( 1 2
。

2)))土 田田 5 15 5 0333 8
。

777

韶韶韶韶育型水稻土土 8 34 95 111淤泥田田 8 34 95 111淤泥田田 6 65 444 63
。

777

((((((((( 4 7
.

6( )))))4 6
。

9 )))泽土田田 67 7 0 3 111 64
,

111

淤淤淤淤淤淤淤淤砂田田 1 6 16 1 666 9
.

0
...

`̀̀̀

潜育型水稻土土
、

1 0 81 3 222 育泥田
`̀

1 0 8 13全
」」

青泥 田田 9 42 1444 “ ·

竺竺
((((((((( e .

幻幻幻 ( 6
。

1 ))) 青砂田田 13 9 1 888 0 。 777

沼沼沼沼泽型水稻上上 97 5 2 888 烂泥田田 97 5 2 888 湖泥 田田 7 6 8母乏乏 4
。

333

((((((((( 5
。

5 ))))) ( 5
。

5 ))) 瀚渣 田田 20 64 333 工
。

222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97 e 2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潮潮 诬诬 5 2 0 3 0 333 灰 潮 土土 ( 2 8
。

4 ))) 砂土型型 7 08 4 222 砂 土土 1 0 48 777 0
。
555

((((( 2 9
。

3 )))
lllllll

( 3
.

9 ))) 灰 砂砂 6 0 35 555 3
。

L
_

`̀

444444444444444444444 4 1 20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壤壤壤壤壤壤士型型 俘 4

。

8))) 油砂土土 1 7 0 9 6777 9
。

666

,,,,,,,,

吊气土土 93 5 7 999 5 。
3 一一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土土 1 2 4 9 0444 7
。

000

夹夹夹夹夹夹夹夹砂正土土 2 8 0 1555 1
.

口
’’

粘粘粘粘粘粘土型型 8 2 5 777 壳 土土 82 5 777 协
。

4
---

((((((((((((( O
。

6 )))))))))

除醋育型水稻土具有一定的犁底层外
,

其余三个亚类

几乎均未形成明显的犁底层
。

这可能是因为这些水稻

土的发育时间不长 , 除地表水以外
,

还受地下水长期

浸泡的影响
,

土层软烂
,

犁底层不易形成
, 或者是机

械拼作犁去了犁底层
。

(2 ) 元素迁移不甚明显
。

除了地势较高
,

耕作时

间较长的典型储育型水抵土
,

在心土厦有少量锈纹锈

释或细少的铁锰软结核外
,

其余土壤封面未见萌显分

异
, 、

魂可醋是地下水位高
,

淋溶作用衷和还原作用强

的缘故
。

但凡是地形部位在高低之间的过渡地段
,

地

下水位经常波动的土壤中
,

一般在深 5。一 10 0厘米处
,

有一层水平带状分布的砂姜
,一

其多少和形状
、

大小随

淀积的时间长短而不一
,

目前尚未发现呈层分布的石

灰盘
。

砂姜的形成从表 1看来与含有重碳酸钙的地下

水有关
。

水稻土中有石灰反应的占80
.

9%
。

(3) 土壤潜育化比较严重
。

平原湖区土壤一般具

有潜育层 (又叫青泥层 )
。

据调查
,

水田青泥层有两种
,

一种是全层青泥
,

又称沼泽型原生青泥
。

潜育型和沼

泽型水稻土有这样的层段
。

监利全县有这类土攘 20
.

56

万亩
,

占水田的 16
.

4%
。

这种土镶多由湖积物演变而

成
,
一般地势低洼

,

长期渍水
。

剖面构型A一 P二 G 或

. 人 , 味 全 $.J面潜育化
,

土坡多呈灰蓝色
,

通气性差 ,

有机质含量高
,

但速效爹:
’

分低
,

种水稻易冷浸发闹 (发

嘴户
,

产量低
。

由于质地枯重
,

在秋冬千早脱水后
,

土

钱裂缝可宽达 3一 5厘米
,

深达油米以下
。
开裂的结构

面上可以在扭期内形成红棕色锈斑
,

淹水后随水移到

水面
,

故群众称
“

锈水田
’ 。

另一种是夹青泥
,

又称次
生青泥层

。

锗育型的夹青泥泽土亩和淤泥田
,

全县有

邵
.

6口万亩
,
占水田的18 %

。

其形成可能有两个原因
:

一是地形处于较高地的低处
,

局部渍水
,

是积水潜育

的结果 , 二是不合理的轮作制
,

有的田长期种植绿肥

(紫云英 )一早稻一晚稻
,

土壤耕翻次数少
,

浸水时闻

长
,

无炕土时期
。

形成A一 P一 G一 B一 C剖面构型
。

2
.

潮土 是在河流冲积物上经人为耕种而形成的

早地土坡
。

监利县的潮土具有以下特性
。

( 1) 土坡性质受母质的影响比较明显
,

表现在三
一

个方面 f ~ 是母质含有碳酸钙
,

致使表层的厘米以内

有石灰反应的潮土占95
.

7%
。

由于含碳酸钙
,

使耕地

土壤的 6 2
.

5% 呈碱性 ( P H S
. 。一 8

.

5)
, 2 4

.

5%呈 微 碱

性 ( P H 7
.

5一 8
.

0) (表 3 )
,

这又影响到土镶中磷素的有

效性和氮肥的损失
,

所以在肥料品种的选舞和施用方

法上都要注意
。

二是土攘性质受母质质地影晌很大
,

所

以监利县的潮土可按质地分为砂土型
、

壤土型和粘土

型三个土属
。

三是由于长江多次溃口冲积
,

土攘质地

剖面层次较多
,

有些成为障碍层
,

给农业生产带来了

不同程度的影响、 据调查
,

监利县有各种夹沙层和夹

粘层的早地 22
.

82 万亩
,

占早地43
.

9 %
。

夹沙层有较明

* 狭苗长期
出现红树色斑对

不斌育
, 或返育后不长

,

发黄 , 计央柑奸缘

根东女黑
。



表 3 监利县不同酸碱度的土壤面积

类 别 }一竺
_

竺
_

早 地

总面积 (亩 ) { 2 7 7 4 07 5

水 田

1 2 5 7 03 3 5 17 04 2

pH < 6
。

5

(个 )

(亩 )

占总面积 (% )

16

1 7 72 5

1
。

O

15

1 6 87 5

1
。

4

PH 6
. 5一 7

.

5

占总面积

(个 )

(亩 )

(% )

1 4 5

17 9 6 3 0

10
。

1

1 3 8

1 7 3 6 9 9

1 3
。

8

显的漏水漏肥现象
,

使作物易受早
、

脱肥和早衰
。

夹

枯层有一定的滞水作用
,

使作物受渍
,

苗期病害严重
。

(2 ) 土壤受地下水的影响较大
。

据 19 79 年 10 月中 、

旬观察结果
,

全县地下水位在 100 厘米之内的耕地 占

5 9
.

3 %
,

其中8 0一 1 0 0厘米占2 7
。

7%
, 6 0一 8 0厘米 占

2 2
.

4 %
,

40 一60 厘米占6
.

8%
,

40 厘米以内占2
.

4%
,

因
1 97 9年 10 月秋早

,
这一结果比正常年分偏低

。
1 9 8。年

春夏定点观察表明
,

潮土地下水位多在50 一 80 厘米
。

地

下水位高
,

土壤通透性差
,

水气矛盾大
,

养分难以释

放
,

作物产量低
,
生产成本高

,

是平原湖区农业生产

的严重障碍
,

必须采取措施降低地下水位
,

才能根本

解决间题
。

P H 7
.

5一 5
.

0

样 品 数 (个 )

面 积 (亩 )

占总面积 ( % )

3 3 3

4 3 4 8 83

2 4
。

5

2 9 9

3 8 96 6 3

3 1 。
0

3 4

4 5 22 0

p H 8
.

0一 8
.

5

样 品 数 ( 个 )

面 积 (亩 )

占总面积 ( % )

8 6 8

1 10 8 8 3 0

6 2
.

5

5 0 6

6 6 2 47 8

5 2
。

7

3 6 2

4 46 3 5 2

86
。 3

p H > 8
.

5

样 品 数 (个 )

面 积 (亩 )

占总面积 ( % )

2 7

33 0 0 7

1
。

9

8

14 3 1 8

1 。
1

1 9

1 8 6 8 9

3
。

」

6

(二 )监利县水稻土和湘土的养分含 ,

1
。

土坡有机质含量随土壤质地变枯而增高
,

且水

田有机质含量高于早地 (表 4 )
。

这是因为质地轻
,

土

壤氧化势强
,

有机质矿化度高 ,质地粘重者
,

通气差
,

矿化度低
。

水田由于长期淹水
,

有机质嫌气分解
,
所

以积累多于早地
。

2
。

土攘p H值因母质而异
。

砂质母质多来源于河

流冲积物
,

并含有碳酸钙
,

其发育的土墩p H高
。

质地

粘重的母质大部分来源于湖积物
,

不含或含少盆碳酸

钙
,

故p H值低
。

早地 p H高于水田
,

除地形部位影响上

述母质来源不同外
,

还因为水田淹水时间长
,

碳酸钙

溶解淋溶作用较早地强 (表 4 )
。

3
。

潮土碱解氮
、

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均以中族最

高 (表 4 )
,

说明正土 (中坡 )是早地较为理想的土坡
。

4
.

不论水田
、

早地
,
土城速效磷都严重缺乏 (表

4 )
.

全县 15 00 个农化样和 1 44。。 个速浏样的分析结果
表明

,

肋%土集的速效磷含量在 3 一 5 p p ,
。

据若地

表 4 水 稻 土 和 潮 土 养 分 含 t

祥号

HP

速效钾

mPP
.效.

dnPP
.解.

m)PP
全据%有机质%

取 样 地 点

1 他
.

.Uó U几.口性9砂
口

:…
00几ùù匕月̀翻七月O工̀ùó血Jù吕J性ù勺81二内OJ任舟0J.一

、

,人
司上1上,上1占

眨甘九01勺O甘月OJ任月,OU介DJ兮ǹn.

:…
勺自.自,曰J,目勺虎O土族砂砂 坡集族土轻中重钻

夹青泥淤砂 田

分盐公社杨长大队

龚场公社高桥大队

新沟公社天竺大队

福田 公社文台大队

黄穴公社土地大队

余埠公社白湖大队

0
。

2 5 0

公
,
3 2 8

12 9

2 4 7

0 1 7 9

0 0 1 2

1 0 7 2

1 2 1 8

1 0 33

0 4 5 1

田田

砂

砂撇

忍一石7

2
.

5 7

田田田土泥渔泽筒青

1 3 1 4

1 0 6 1

0 7 5 1

00匀3

12 4 7

`土n自O幼d上忿舀
.

…
甲

ù托ù皿ó及ùù吕口U696275舰蛇
劝UO仙
`

吞及甘月杏交ù,曰ō匀血U内甘
..

…
。nJ石刀口0..O J臼.自ó肠.009自O山D跪0.lt̀

,占

,工.0ō跪ù,自几甘孟ù弓自勺口舀”ṑ吸
..

…
,一,占,二,曰.自土城坡城砂砂 土轻中枯荒湖农场陈湖大队

白裸公社万马大队

红城公社同福大队

白级公社荆红大队

三洲公杜下子大队

0
。

0 8 9

0
。

0 7 3

O
一

00 4

0
。

12 3

0
。

1肠6

土砂土土土

砂

砂灰油正壳

翻土



表弓 土 壤 性 质 和 弃 分 的 剖 面 变 花

价

( % )

娜碱盆有质机

地 点
度

(厘米 ) ( % )

抓

( 写 ) P P m

剖面号土坡类型

2 2 5 6 6 6
。

4

3 3
。

4

5 1
。
2

0
。

6 06 9

O
。

06 3 1

0
。

063 5

器ō55 . 4 00竺ùùó

OéOù,上8一了
J门任矛

6n.n.nU八甘
.

…
n甘八nùné

户
..........

les

l
.

ǹ厅̀勺白n口O目弓U,曰六心八J
g
八U1

.

1
.

…
,1内11,11孟0 一 2 4

2 4一 4 2

4 2一 5 5

5 5一 1 0 3

夹青泥

淤 泥田

2 9一 0 4

…
百俞奋{
金光大队

。
二:

; {而
矿{而

一

{
1 3一3 3

{
3 · 9 5 6

{
” · 2 30

…
3 3一 65 } 3

。

1 8 4 } 0 、 1 87 {

l
|

一川…少

6 5一 8 0 15 5 1 1 2 3 0
。

0 4 3 1

试验结果
,

江汉平原冲积土壤的速效磷含量 低 于 10

p p m为缺磷
,

磷肥增产效果显著
.

5
.

表 5结果表明
,

无论是水田或早地
,

表层有机

质含量最高
,

水田夹青胆淤泥田有机质含量向下递减
明显

。

< 。 .

01 毫米物理性粘粒含量
,

早地正土 自表层

向下递增
,

而水田夹青泥淤泥由增加不明显
,

但显著

高于正土
。

代换量随粘粒和有机质含量增加而 增 加
。

p H值在早地正土全剖面无明显变化
,

水田夹青泥淤泥

田在 65 厘米以下明显下降
,

并且全剖面低于正土
。

三
、

土壤改良利用及分区

(一 )监利县在土地资源利用上存在以下几方面的

间题
。

1
.

土地资源的综合利用向题 监利县从 1 96。 年

以后
,

尤其是 1 97 0年以来
,

随着水利建设的发展
,

各

地掀起了围湖垦殖高潮
。

1 97 9年全县粮食总产 12 亿斤
,

比解放初期增加两倍多
,

为国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

但

在开荒过程中
,

也发生了一些问题
。

一是有的队劳力
、

肥料跟不上
,

产量仍然上不去
,

加上扩大的多数是低

洼地
,

种植粮食作物需要经过儿级排水
,

成本太高
。

二

是开荒以后湖面缩小
,

容水量减少
,

致便 1 97 1年以来

几乎年年受演
,

渍灾严重的有四年
。

1 97 3年超过 100

万亩
, 1977 年和 19 7 9年受灾面积超过 30 万亩

, 1 98。年达

“ 8
.

4万亩
,

占耕地的80 % , 顺粒无收面积达 90
.

79万

亩
。

同时由于容水盆小
,
遇早又易遭灾

.

197 8年春早

严重
,

全县有 2 3沁万亩红花草不能按时翻沤
,

延迟了

早稠插秧
,

影响产盆
。

1匀55年以前全县水产养殖面积
2 .a 6万亩`不包括洪湖 )

,

到 19 7 ,年只有月万亩
,

减少

` 62 肠
.

鲜鱼产盆也减少了63 %
,

过去披称为
韶

鱼米之

乡
”

的地方
,

现在鲜鱼也很少
。

2
。

土地的用养结合问题 水田绿肥面积比 以 前

减少
,

单产不高
,

每年约有三分之一的低湖田绿肥长不

起来
。

其他农家肥增加有限
。

目前全县平均每亩氮肥只

有 3Q斤
,

磷肥 23斤
,

按复种面积计就更少
。

在施肥方

法上普遍存在者重盆轻礴
,

近田多远田少甚至有不施

的情况
。

如三洲公社相连的上梓
、

新堤
、

南堤
、

顺生
、

盐船和下沙等六个大队
,

有四千多亩田从 19 6 9年开垦

以来
,

化肥没有施过
,

绿肥长不起来
,

农家肥送不去
,

中稻亩产只有二百多斤
,

肥力逐渐下降
。

另一间题是

豆科作物减少
。

1 9 6 6年前全县豆茬花面积 占 棉 田 的

37 %
, 1 97 8年降到 29 %

。
1 9 67年全县棉田冬套绿肥占

49 %
,

19 7 8年只 占13
.

7 %
,

这是 目前棉田肥力下降
,

棉

花产t 徘徊不前的原因之一
。

3
。

因土种植向题 前几年主要表现在早稻 的种

植面积大
,

不少社队安排在地势低挂的潜育型和沼泽

型水稻土上
。

早春气温低
,

发闹严重
,

产量不高
。

此

外有些社队在夹沙层严重的土壤上植棉
,

影响了棉花

的产量
。

如能在这些土壤上改种黄豆
、

花生
、

黄麻等

经济作物
,

其经济效益将会更好
。

〔二 )为了更合理地科学地改良利用土坡
,

我们在

土壤普查的基础上
,

初步作出了全县土壤改良利用分

区 (图 3 )
,

简述如卞
。

I 区
,

排水改良一季稻区 位于中部沿 四礴总干

渠
,

面积为61
.

41 万亩
,

占全县耕地面积的3 3%
。

本区

特点是地势低洼
,

演水咸胁较大
,

多数为新垦农田
。

改

良措施主要是开沟排水
,

降低地下水位
, 、

加速脱招泽

过程
,

捉进土集熟化
,

.

在利用上以一季稻 (中柑或晚

稻 )为主
。

.

1 区奋乎整土施

县北部东荆河以甫
,

,

改良央沙层棉拍双季猪区 在

有 3乙 1色万亩
,

占全县耕地面积的

ir %
。

本区特点是地势较高
,

王地大平
、

小不书
r

水

早摘花严盆
,

作物种植琴乱
。

草地土城申夹沙层较为

普邀
,

对棉花高产有一定影响
。

本区条件较好
, 是全

县棉花奴季稻的集中产地
,

生产水平较高
。

改良措施



图 3 一 监利县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图

I排水改良一季相区 I平整土地改 良夹沙层棉花双季稠区
I沙土改良双季稠棉花区 万夹青泥改 良双季格一季稻区 V调蓄养殖区

主要是平整土地
,

消灭水早插花
,

逐步做到水早轮作
,

建设高标准农田
.

土续改良架内地制宜
,

采用深耕
,

翻

土压沙或翻沙压土
,

增施有机丽料
,

配合耕作措施改

良土壤结构
。

在利用上目前应以棉花和双季稻为主
,

充

分发挥本区优势
。

互区
,

沙土改良双季稻棉花区 位于长江沿岸
,

地

势较高
,

面积为 4 5
.

5 9万亩
,

占全县耕地面积的24
.

息%
。

本区特点是土壤质地偏砂
,

因含石灰主康偏碱
,漪采取

灌淤 蓉̀土和增施有机肥料等办法途步改良
。

应以种植双季稻 , 棉花及花生
、

黄

万区
,

夹青泥改良双季柑和壁
经味炸

一季渭区
’

蜘用井
物为主

。

包精酋部

共居
、

施降汪桥公社
,

荒初农场和红抓
-

有 2 9
,

31 万亩
,

占金县耕地甸祝

中
,

土壤中夹青泥较为普遍
,

息

分盐公社雌二部分
,

篡
%

。

主区
产量二改

熟势
阅措

应以改善水利设施为主石孩到构渠配套{排灌分家
,

低地下水位
,

注意合理轮作
,

使青泥层逐步得到改良
。

在利用上 以一季稻为主
, `

地势较高
,

条件较好的地方

适当种植双季稻
。

V 区
,

调留养殖区
·

为东部洪湖边缘一带
,

面积

为 16
.

02 万亩
,

占全县耕地面积的8
.

7%
。

本区地势最

低
,

海拔 23 米
,

19 6。年以前基本上是湖泊
,

洪湖隔堤
围成

, 、

螺山电排站兴建后才开垦成农田
。

由于地势低

洼
,

大部分地方拿周暴雨沛没
,

极不保收
,

应以发展

水产养殖
,

调蓄积水为主
。

充分利用好这些 自然资源
,

将会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
。

以上分区是为了适应农业 区封的需要
.

为今后恋
:

行生产区城化和专业化打争塞础
。

但这些分区是根据

其主要矛盾进行的大体划分 g 在改良利用上仅提出了
、

~

其中的主要方向
,

在一个区内也可能同时存在其他方

(接 下 页 )



苏南高产水稻土耕层孔隙分布的特君
徐 富 安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 研究所 )

土壤孔隙分布是土壤结构性好坏的一 个重 要 指

标
。

不仅反映早地土壤有此特点
,

对水田土壤也是这

样
。

特别对水早轮种的土壤尤为重要 〔 1 , 2〕 。

据对苏南

高产水稻土 (黄泥土夕的研究结果
,

含有大量 > 5 微米

孔隙的鳝血黄泥土
,

其生物活性
、

有效养分释放速率和

数量都较僵板黄泥土高
,

且有利于早稻早发 〔3〕 。

土壤

孔隙分布状况显著地影响到肥料磷素的移动范围和水

稻对磷素的吸收①
。

过去用真空毛管计测定土壤当量孔隙
,

只能测出

》 5 微米的孔隙度
,

而重壤质黄泥土中的> 5微米孔

隙度只 占总孔隙度的20 ~ 4 0% ` 所以
,

根据这样的结

果来研究水稻土的土壤孔隙分布对肥力的影响似感不

足
。

本试验拟对土壤细孔隙作进一步分级测定
,

以便

详细 了解高产水稻主耕作层孔隙夯布状况及其肥力滓

价
,

并为合理耕作
、

培肥提供理论依据
。

一
、

研究方法

供试土壤为结构较好的鳝血黄泥土和结构较差的

僵板黄泥土 ( 1 9 8。年 5 月采自无锡县东亭大队 )
。

采样

田块均种植大麦
。

经秋耕
、

冬春的干湿
、

冻融交替作

用及麦子根系的作用后
,

0 ~ 14 厘米耕作层 已明显地

分化成二个结构性不同的土层
: 。 ~ 3 厘米表层 (下

称表耕层 )
,

土壤松软
,

根系密布
,

多团粒状结构体 ;

3一 14 厘米是耕作层主体 (下称主耕层 )
,

仍与秋耕时

相仿
,

由机耕时堆叠的大土块组成
,

除土块之间有些

大的裂隙之外
,

土块内粘闭紧实
,

很少有根系扎入
。

用

高为 1
.

55 厘米
、

直径为 5
.

04 厘米的环刀分别采取这两

层原状土
,

并重复三次
。

主耕层还用高为 5 厘米
、

直

径为 5
.

04 厘米的环刀采集原状土
,

重复 5 次
。

进行实

验室测定
。

土壤当量扎隙直径按 d 二 3 / H公式计算 ( d 为当

量孔径的毫米数
,

H为厘米水柱计的负压力 )
。

不同吸

力区段的土壤孔隙量测定分另上用下列方法进 行
: p F Z

以下 (当量孔径 > 30 微米 )用石英砂吸力平板装置
,

p F

么一 2
.

9 5 ( 3。~ 3
.

3微米 ) 用石英砂一高岭土吸力平板

装置 〔4 〕 ,
p F Z

,

9 5一 4
.

1 5 (3
.

召̀ 0
.

2微米 ) 用压力薄膜

仪〔5〕@
,

p F 4
.

l s以上 ( < O f Z微米 )用蒸气压法〔 6〕。

将

测定的结果绘成水分特征曲线
。

并根据容重
、

比重算

得总孔隙度
,

以及不同孔径范围内土壤当量孔隙度
,

绘

制成土壤孔隙累积曲线
。

用单位吸力下孔隙量变化 (孔

隙累积曲线上各吸力区段曲线的斜率 ) 对该区段吸力

作图
,

得土壤孔隙分布业线图
。

为了解土壤颗粒组成与
.

土壤孔隙分布关系
,

进行

了上壤机械组成
、

微团聚体组成和大团聚体组成的分

析
。

用蒸气压法测定的土壤总水势包括渗透势
,

严格
·

地讲
,

它不能与负压法和加压法所测定的水分特征曲

线相连
,

但在渗透势小的情况下
,

将其作为特征曲线的

一环
,

其误差是不大的〔6〕 `

二
、

结果与讨论

(一 )土壤孔隙分布状况
’

从土壤水分特征曲线 (图 1 )可看出
,

土壤的总持

水量表耕层大于主耕层
,

并以僵板土主耕层为最低
。

随

着土壤吸力增加
,

表耕层持水量下降较快
,

而主耕层

串 本文承姚贤 良同志提供宝汽意见
,

特此感谢
。

① 许绣云 等
:

水 田土壤 结构对磷素移动影响的初步研
、

究
。

( 1 98 。年资料 )
一

二

② 本项试验承汪仁真 同志帮助测定
,

特此感谢
。

、 尹 . 、 砂 . 、
.

产“
口 . ,、 尹、 . 尹

,

、 尹
·

、 尹
` 、 ,

尹、
.

尹、
.

护 、
,

尹
.

、 砂
.

、
.

广
.

、 尹 、
.

产 ·、 尹 , 。尹 ,
.

砂
. 、 沙 ` 白二

~ 一 、二 , ~ , . ` 护 ~ , .

…
、 二

卜 ` 、 * , 少闷 , 妇 一户叼 , ` , 口户 , , 、

二
舟、 二

面的矛盾
,

因此在具体实施时应注意因地制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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