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省潜育化水稻土及其工程治理措施
*

林俊文
`

陈法扬 聂崇礼

(江西省水利科学研究所 )

水稻土潜育化又称
“

演害
” ,

近年已成为我省一些

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障碍因子之一
,

六十年代 以来
,

我

省已开展这方面的治理工作
,

并在 19 81 年进行了调查

研究
。

本文主要介绍我省潜育化水稻土对农作物的危

害
、

治理工程措施及效果
,

以及在总结治理经验的基础

上
,

提出几点看法
。

治理潜育化水稻土除要有综合工

程措施外
,

还要有农业技术措施相配合 , 才能取得应

有的效果
。

治理潜育化水稻土的工程标准
,

应 以田间

适宜渗漏量为主要指标
。

据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坡研究所估计
,

我国南方约

有一亿亩潜育性水稻土
,

属中
、

低产田
,

如能改良好这

部分农 田
,

使其产量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

对我国粮食

增产将有很大影响
。

一
、

潜 , 化水稻土的危容

据估计
,

江西省有潜育化水稻土约 600 万亩左右
,

约占水田总面积的20 %
。

主要分布在滨湖地区
、

山垄

地段
、

河流沿岸
、

冲积平原
、

水库周围及渠系附近等

地
。

由
.

于长期积水
,

土壤理化性状恶化
,

水土温度降

低
,

肥力衰退
,

有效养分缺乏
,

并有大量还原物质积累
。

土壤剖面中
,

可以明显地看出有一个青灰色的潜育层

( G )
。

按潜育层在剖面中出现位置的高低
,

分为上位

潜育
、

下位潜育和中位潜育三种
。

从我省情况看来
,

潜

育层埋深大于动厘米者
,

对水稻生长影响不大
。

过去
,

人们多重视早涝灾害的恰理
,

而忽视土壤

潜育化即渍害的治理
。

近年来不少地区由于地下水位

上升而影响土壤次生潜育化的发展
,

农业生产水平难

以进一步提高
,

产量长期徘徊不前
,

对渍害的治理 已

不可忽视
。

我省高安县上游水库灌区 16 方亩农田中就

有次生潜育化水稻土 7万多亩
,

占该灌区农田总面积

的43
.

7%
。

锦惠渠训水灌溉工程修建前
,

灌区干早现

象非常严重
,

百分之九十耕地因缺水只能种单季稻
,

亩

产也只有三
、

四百斤左右
。

1 9 5 7年工程建成后
,
干早现

` 象基本解决
,

亩产提高到六
、

七百斤
。

但进入六十年代

以后
,

全灌区粮食产量又徘徊不前
,

若遇天早年份
,

反

而略有增产
。

开始人们对此认识不清
,

后经调查
,

才

发现主要原因是由于灌区排水系统不完善
,

加上灌概

不当
,

致使地下水位不断上升
,

渍害逐年发展
。

据观

测
,

灌区的地下水埋深 已由原来的 2
.

0~ 2
.

5米
,

上升

到。
.

3一。 .

5米
。

个别地方由于常年渍水
,

使原来的良

田变成了烂泥田
、

深脚田
,

产量偏低
。

高安县四美大

队
,

在修建水库以后
,

开始时灌溉效益显著
,

亩产由原

来的 2 00 余斤上升到 5 48 斤
。

但因重灌轻排
,

大水漫灌
,

几年以后地下水位迅速上升
,

结果亩产反而减少到 507

斤
,

次年又减少到 4 76 斤
。

可见灌溉问题基本得到解

决后
,

如轻视排水和采用不合理的串灌
、

漫灌方法
,

再

加上耕作制度不当
,

就有可能诱发土壤次生潜育化
,

造

成作物减产
。

水稻土潜育化对农作物的危害
,

主要表现在下列

几个方面
。

1
。

红花草产经显著下降 土壤潜育化危害 对 红

花草的生长尤其敏感
。

以往正常农田红花草一般亩产

鲜草三
、

四千斤
,

高的达五千斤以上
。

土壤次生潜育化

以后
,

红花草产量大幅度下降
,

亩产大多在二
、

三千斤

以下
,

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地方根本不能生长
,

只好

冬闲
。

据农民反映
,

土壤次生潜育化以后
,

红花草不

仅产量低
,

而且肥效也不如以前高
。

2
。

早稻坐莞
,

僵苗死苗 由于土壤长期渍水
,

通

透性差
,

引起还原物质积累
,

禾苗黑根
、

烂很
,

造成僵

苗
、

死苗
。

同时
,

还因为水冷土温低
,

一般在 3 一 4 月

份耕层温度比正常农田低 1 ~ 2 ℃ ,

而使早稻返青缓

慢
,

有效分巢减少
,

而后期又容易贪青发病
,

造成减

产
。

一般全年亩产在四
、

五百斤左右
,

高的也只有六
、

七百斤
,

比正常农 田每亩少收二
、

三百斤
.

3
。

肥效降低 由于土樊终年处于水饱和状态
,

通

透性差
,

因而土壤微生物活动能力减弱
,

有机质分解

缓慢
,

有效养分释放减少
。

从土壤普查资料表明
,

次

生潜育化水稻土的有效磷含量较低
。

钾素营养也有不

同程度的缺乏
。

氮肥的施用效果明显下降
,

过去
,

每斤

氮肥可增产稻谷 3 ~ 5 斤
,

目前
,

普遍降低到 3 斤以

下
,

少的只有 1斤左右
。

从而使农业生产成本不断增

加
,

农民收入减少
。

4
。

土壤结构变坏 由于地下水位升高
,
使耕层终

, 参 加本项工作的还有许瑛 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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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渍水
,

土粒高度分散
,

土壤结构遭到严重破坏
,

形成

深脚田
、

烂泥田
。

二
、

潜育化水稻土的性状及治理措施

我省潜育化水稻土
,

有原生和次生两种
,

而以次

生为主
。

原生潜育化水稻土多属沼泽型低产田
,

主要

分布在山区
、

丘陵盆地及湖积区地势低洼的地方
,

排

水极不通畅
,

常年渍水
,

一般只能种单季稻
,

产量多

在三
、

四百斤以下
。

次生潜育化水稻土多分布在水库
、

山塘及河坎周围
、

渠系附近
、

冲积平原等地段
,

一般亩

产能维持在六
、

七百斤左右
,

勉强过得去
,

所以问题

也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
。

因而隐藏着继续扩大的危

险
。

目前我省治理潜育化水稻土的措施是因地制宜的
,

现分述于后
。

1
.

山垄田的治理 高丘陵地区
,

地势起伏
,

分布

其间的山垄 田
,

三面环山
,

易受山洪和地下水危害
,

而

产生潜育化
,

多属上位潜育
,

即潜育层发生在犁底层

附近
。

治理工程多采用
“

一垄三沟
”

的形式
。

即在山两

旁各开一条水沟
,

既能在雨季拦截山洪
,

又能在早季

作灌溉渠道使用
。

再在谷地中间开一条排水沟
,

以降

低地下水位
,

一般都能获得较好的效果
。

如高安县村

前公社位于半山 区
,

有水 田 4
。
2万亩

,

其中冷桨
、

锈水
、

低洼多水
、

深脚烂泥等演水低产 田 1
.

了万亩左右
,

占总

水田面积约40 %
,

是条件较差的低产区
,

历年只能栽

一季晚稻
,

年产量三
、

四百斤
。

修建
“

一垄三沟
”

再加上

因地制宜地改革耕作制度以后
,

取得了显著的效 果
。

1 97 8年冬进行治理
,

1 98 0年全公社粮食亩产由 1 9 7 8年

的 59 4 斤猛增到 82 0 斤
。 “

一垄三沟
”
工程所耗劳动力

少
,

一般平均每亩约 9 个工 日
,

简单易行
,

成本低
,

收

效大
。

2
。

沼泽型低产田的治理 招泽地区的地下 水 丰

富
,

多为高山补给的潜水
。

承压 区地下水往上冒
,

水

稻扎根困难
,

当地农民反映禾苗会往上翻
。

由于土层

常年渍水
,

土体为水分所饱和
,

土坡水多气少
,

土温

低
,

全剖面处于强烈的还原状态
,

浮泥深达数十厘米
,

多属于全层潜育和耕作困难低产田
。

此类低产田在我

省山区和高丘陇地区分布较多
,

土壤有机质含量高达

2 %以上
,

具有较高的潜在肥力
。

因此
,

治理效果比

较显著
。

但因土质软烂
,

易坍塌
,

治理工程费用较大
。

如位于丘睦地区的上高县共有水田 34 万亩
,

其中有潜

育性水稻土 7 万亩左右
,

占总水田面积 20
.
6 %

,

在潜

育性水稻土中
,

属原生型的有 .3 8万亩
,

占潜育性水稻

土总面积的 5 4
.

3 %
。

近年来该县整治了部分沼 泽 土
,

主要工程是沿低洼地开主排水沟和旁山挖拦洪沟
,

一

般沟深 2 ~ 2
.

5米
,

用水泥沙浆勾缝的干砌块石护面
,

以防止坍塌
。

有些地方田间排降地下水采用暗沟
,

间

距 15 米
,

埋深 1
. 。和 1

.

3米相间布置
。

暗沟是用沙砾料

做成的盲沟
,

出水 口为内径 15 厘米的混凝土涵管
。

这

类工程建筑材料费一般每亩60 到70 元
,

劳动力50 一60 ,

个工 日
。

3
。

低丘和冲积平原次生潜育化水稻土的治理

冲积平原地形较为开阔
,

土地肥沃
,

是我省粮食主要产

区
。

但由于河床淤高或拦河作殴
,

抬高了水位
,

加上灌

区排水系统不完善
,

灌溉不当等原因
,

往往容易提高

地下水位而引起次生潜育化
,

使原来的良田变成为
“

深

脚田
” 。

冲积平原水稻土的成土母质复杂
,

土壤剖面中

常有一个紧密的不透水层
,

可能逐步滞水而产生次生

潜育化
。

上高
、

高安两县对冲积平原次生潜育化水稻

土的治理
,

主要的工程措施是建立完善的排水网
,

实

行灌排分家
,

设置旁山拦洪沟等
。

主排水沟 深 1
.

2~

2
.

0米
,

设在冲积平原地势低洼的地方
,

间距为 60 一 80

米
,

支沟垂直于主排水沟的方向
,

间距根据土质而定
,

一般为20 ~ 30 米
,

沟深 1米左右
。

冲积平原土壤的力

学性质较好
,

因此
,

主
、

支排水沟一般采用明渠
,

都不

必用块石衬砌
,

从而大大降低工程投资
,

一般每亩只

需11 个工 日
,

投资约 19 元
,

治理效果显著
。

上高县江 口

公社治理以前
,

粮食亩产不到了00 斤
,

红花草亩产 2 0 0。

斤左右
。

治理后
,

加上适当的农业措施
,

现在粮食亩

产超千斤
,

红花草亩产达 3。。0斤以上
。

扮

4
。

湖积区潜育化土壤的治理 湖积区地形平坦
,

地势低洼
,

外湖水位经常高于田面
,

农田终年渍水
,

土

壤长期被水分饱和
,

而形成全层潜育
。

此类型常见于

滨湖围垦 区和注地
。

由于地势低洼
,

不能自流排水
,

需

要机电扬排
。

因此
,

对湖积区潜育性土坡的治理
,

除

修建排灌渠系工程外
,

还要建立机电排水站
,

其工程

投资要比丘陵和平原地区高
。

对湖积区的开垦应有全

面规划
,

讲求经济效果
,

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
,

选

择最优的经营方案
。

三
、

潜育化水稻土的治理效果

潜育化水稻土虽然存在多方面的问题
,

严重危害

农作物生长
,

但潜在肥力还是比较高的
,

只要经过治

理
,

土坡理化条件得到改善
,

可改造成为肥沃的高产

稳产农田
。

其主要治理效果如下
。

1
.

农作物获得显著增产 据调查
,

凡采取工程措

施排降地下水
、

并因地制宜改变耕作制度的地方
,

当年

作物普遍获得增产
,

年亩产粮食由原来 500 ~ 7 00 斤增

加到800 多斤
,

高的超过千斤
。

红花草长势明显改变
,

亩产由原来的2 00 0斤增加到 3 000一 4 0 0 0斤
。

1 9 7 9年上

高县江 口公社曾作对比试验
,

两生产队田块相连
,

耕

作条件相同
,

其中一生产队百分之九十的田排除了演

水
,

并增施了碑
、

钾肥
, 1 98。年粮食亩产超千斤

,

比上



一年每亩净增 400余斤
。

而另一生产队没有搞排水工

么 程
,

每亩只增加50 斤左右
。

我省约 600 万亩潜育化水

稻田
,

若能得到不同程度的治理
,

以每亩净增稻谷 ] 00

至 150 斤计算
,

每年可增收 6 至 9 亿斤粮食
。

2
.

土壤理化性状显著改善
,

肥效提高 经开沟排

渍
,

降低地下水位后
,

土壤水热状况明显改变
。

提高

了水温
、

土温
,

减少了还原性有毒物质铁
、

硫等的含量
,

有利于早稻返青
,

促进有效分桑和后期孕穗结实
。

据

在治理试验区的初步测定
,

开沟排渍三个月后
,

速效

氮提高 2 5一 3 s P P m ,

速效磷提高2
.

1~ 4
.

3 P P m
,

速效

钾提高20 ~ 60 p p m
,

氧化还原电位提高 40 一 60 毫伏
。

土坡通透性大有改善
,

还原性有毒物质明显减少
。

3
。

作物病害减少 据上高县江 口公社反映
,

以往

农田受渍害
,

水稻长势差
,

易遭病虫危害
。

因此
,

潜育

化水稻土地区常常是老病区
。

据统计
,

该公社往年早

稻有 30 ~ 40 % 面积发赤枯病
、

胡麻叶斑病等
。

过去单

纯从植保角度出发
,

采取一些治标的办法
,

都未能奏

效
。

开沟排渍后
,

水稻根系发育良好
,

禾苗健壮
,

病害

显著减少
。

4
.

田间杂草减少 排渍后改变过去演水田腮草
、

三角草多的现象
。

四
、

几点粉法

1
。

治理潜育化水稻土要有综合的工程措施 土

壤潜育化的成因是多方面的
,

其内因首先是通透性不

良
。

犁底层的孔隙性
、

地下水位高低以及小地形条件
、

排水有无出路都可影响土壤的通透性
。

小地形地质条

件则直接影响地下水的性状
。

我省地形以丘陵 为 主
,

多山间盆地
,

常受山洪侵袭和地下水危害
,

是造成这

些地区土壤潜育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

此外
,

在具有灌

溉条件的稻田
,

排水设施不配套
,

排水无出路
,

重灌轻

排
,

串灌漫灌等原因
,

也会导致地下水位升高
,

从而

加速土壤潜育化的发展
。

所以治理演害要进行全面规

划
,

应有包括拦洪
、

灌溉
、

排汾
、

排演以及园田化等综合

工程措施
,
才能有效地排降地下水位

。

在考虑排洪治

演的同时
,
还要考虑蓄水灌溉晚稻

,

使农田基本建设

具有综合效益
,

避免工程单打一
,

互相矛盾
,

造成不必

要的返工
。

2
。

治理潜育化水稻土要有农业措施相配 合 为

减少土壤中过多的水份
,

改善通气状况
,

仅仅依靠水

利措施还不够
。

我省一些地区以往栽培制度比较单纯
,

主要是双季稻一绿肥
,

一年内土壤浸水时间在 2 00 天

以上
,

年复一年
,

土壤逐渐板结
,

通透性变差
,

还原物

质增多
,

加速次生潜育化的发展
。

近年来不少地区因

地制宜地改变耕作制度
,

实行水早轮作
,

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
。

如冬季作物采用
“

三三制
” ,

即三分之一种红花

草
,

三分之一种肥田萝 卜
,

三分之一种蚕豌豆
,

每三

年轮种一次
,

使土壤得 以落干翻耕
,

理化性状有明显

改善
。

据测定
,

冬季翻耕种油菜
,

比不翻耕种红花草

的田
,

速效氮提高 20 ~ 6 o p p口 ,

速效磷 提 高 5 一 18

p Pm ,

速效钾提高 20 ~ 50 p p二
,

氧化还原电位 提 高

4 3~ 6 3毫伏
。

由此可见
,

工程措施是治理潜育化水稻土的基础

条件
,

但要有农业技术措施相配合
,
才能取得应有的

效果
。

据调查
,

凡采用水利和农业综合措施者
, ’

比单

一措施增产效果显著
。

3
。

治理潜育化水稻土的工程标准 治理潜 育 化

水稻土的工程措施
,

在于有效地控制地下水活动
,

使

土壤具有良好的理化性状
,

为农作物增产创造有利的

生态环境
。

适宜的控制标准是排水工程规划
、

设计
、

管

理的依据
。

如果定得恰当
,

就有可能以最少的工程投

资取得最好的效益
。

地下水是耕层土壤水分重要补给

资源之一
,

若排降过头
,

不仅浪费资金
,

损失资源
,

严

重者甚至会造成减产
。

因此
,

以什么指标为控制及其

适宜的标准是很重要的间题
。

水稻各生育期有其不同

的要求
,

在淹灌期水田应具有适宜的渗漏量 , 落干期

应具有一定的地下水降排速率 ; 晒田期农 田地下水应

控制在适宜的埋深
,

耕作层具有适宜的含水量
。

高产水稻土一般都有良好的层次构造 和 土 壤 结

构
,

既通气爽水
,

又能保水保肥
,

具有适当的渗漏量
。

所以
,

治理潜育化水稻土的工程标准
,

应 以能够真实地

反映土壤通透性为适宜
。

因此我们认为
,

在淹灌期 以

适宜的田间渗漏量作为治理工程标准较为恰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