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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辛农场土壤肥力状况及改良利用途径

杨 云 范福珍

《江 苏 省 淮 阴 地 区 农 垦 局 农 科 所 》

东辛农场位于江苏省灌云县东北部
,

属海湾泻湖

相沉积平原
,

耕地面积 1 3
.

3万亩
,

约占总土地面积的

46 %
。

建场前
,

是一片盐碱荒滩
,

建场后
,

经过三十

多年的改良利用
,

已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
。

从第二 次

土城普查 ( 10 7。一 2 9 5 2年 )的 1 1 4 5 3个土壤化验分 析 结

果可以看出
,

有机质和含氮量能列入 I
、

l 级 ( 按江苏

有第二次土族普查养分分析标准 )者
,

分别占耕地总面

积的8 2
.

9% 和 8 9
.

9 %
, C / N 比值9

.

6一 12
,

氮素释放 率

8一10 %
,

说明土镶供氮能力已属中上水平
。

速效钾含

t 较丰富
,

I
、

I 级合计为 93
.

8%
。

唯速效磷含量较

低
,

能达 I
、

I 级者
,

仅占耕地总面积的 4 4
.

3 %
,

碑

索转化率在 0
.

8一 6
.

7 %之间
。

1 9 3 2年全场粮豆总产达

6 19 1万斤
,

棉花超过 5 万担
,

经营利润 1 00 0万元以上
.

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粮棉生产基地
。

三十多年来
,

我场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主要抓了

以下一些措施
:

1
、

修建农田灌排系统
,

完善田间配套工程 先后

开挖了南北向千河 5 条
,

东西向灌排渠 70 余条
,

条田

推排沟4 1 9 2条
,

累计土方量 3 5 96万方
。

目前
,

灌排系

统已经墓本定型配套
,

并建成了机电排灌站91 座
。

通

过在烧香河下游实行分区封闭排灌试验
,

明确了实行

小区框好封闭
,

有利于提高排水洗盐的效果
。

2
、

不断改进灌水技术
,

提高灌溉效益 经过多年

的探索
,

总结出一套适合我场条件的沟灌技术
,

即
“

分

段谁沉
,

灌透不漫
,

速灌速排
,

沟干渠空
” ,若是起垄

播种
,

则是
“

垄顶一线白
,

垄底处处湿
” 。

采用这种灌

沉技术
,
既可琳洗土坡中的盐分

,

又可使表土层不结

盖
,

有利于全苗
。

3
、

种稻洗盐
,

加速改土 种稻不但能加速土坡脱

盆
,

而且能当年得益
。

例如
,

14 分场 (盐场 ) 96 队
,
19 8。

年垦荒种稻80 亩
,

当年单产 550 斤
。

3 分场 23 队
,
1 9 7。

年以前粮豆总产仅 50 多万斤
,

自早改水后
,

采用水稻
、

绿肥轮作
, 1 9 8。年总产达到 10 8

.

9万斤
,

亩产由原来的

10 0一 2 00斤
,

提高到 9 5 0斤
。

1 1分场 1 0 9队
,

种稻 6 年

的地与早作地比较
,

耕层 O一 20厘米 土 坡 含 盐 量 低

40
.

4%
,

20 一 40 厘米土壤含盐量低 33
.

8%
,

粮豆总产

由原来的 10 多万斤
,

上升到50 多万斤
。

4
、

大种绿肥
,

培养地力 建场以来
,

我场土坡改

良利用分为四个阶段
:
五十年代以建为主

,

边建边用
,

实行粮一绿 (肥 )制
,

绿肥面积稳定在 18。。一 2 0 0 0亩之

间
,

粮食总产 5
.

9万斤 , 六十年代以养为主
,

利用方式

是
:

麦一绿 (肥 )一麦和棉一绿 (肥 )制
,

绿肥面积达 4

万亩左右
,

粮食总产 1 2 4 6
.

6万斤 , 七十年代实行养用

兼顾
,

即麦一豆 (或绿肥 )一麦和棉一棉一绿 (肥 )制
,

绿

肥面积达 7
.

5一 8万亩
,

粮豆总产 2 039
.

5万斤 , 八十年

代以来
,

实行以用为主
,

用养兼顾
,

即麦一豆一麦
、

麦一

绿 (肥 )一麦和棉一棉一绿 (肥 )
,

绿肥面积在 4 万亩左

右
,

粮豆总产5巧 8
.

3万斤
。

施肥结构已有明显变化
,

有

机肥料以绿肥
、

秸秆还田
、

厩杂肥并举
。

化肥用盈逐

年增加
,

以攻单产增总产为主
。

5
、

增施磷肥
,

调节氮
、

磷
、

钾比例 为了调节氮
、

磷
、

钾的 比例
,

近年结合航治
,

每亩喷施磷酸二氢钾

0
.

38 市斤
,

喷礴后
,

小麦增产 7一 8
.

2%
,

棉花增产接

近一成
。

农科所的棉花试验
,

以亩施过磷酸钙 60 一 80

斤效果最佳
。

6
、

改革耕作方法
,

改善土滚理化性状 由于我场

土质粘重
,

又长期机械作业
,

以致形成厚度为 15 一 20

厘米的犁底层
。

197 5年来用深松耕作法
,

深松土 40 厘

米
,

粮棉增产 10 一 20 %
。

近几年每年深松面积 4
.

5万亩

左右
,

深松耕作法主要优点是
:
(功打破坚实的犁底层

,

创造
“

虚实并存
”

的耕作层
,

扩大作物根系的营养面积 ;

( 2 )增加土坡空隙
,

提高土温
,

促进微生物活动
,

加速

土坡养分释放 , ( 3) 改善土坡的通气透水性
,

有利于 防

早防涝
,

有利于提高洗盐效果 , (约减少机械作业层次
,

提高工效
,

降低农本
。

1 9 8 2一 1 9 8 3年试验
,

采用深松

少耕
,

种植豆茬麦
,

比原来常规种麦每亩节省成本1
.

05

元
,

每亩增加利润 7
.

05 元
。

三十多年来
,

我场虽然在改良土城和发展生产方

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

但是通过土壤普查
,

也揭示 出

一些问题
。

1
、

我场虽然有较完善的灌排系统
,

但在使用上往

往灌排不分
。

由于排水不畅
,

所以至今盐碱危害仍相

当严重
,

作物难于立苗的中盐土和重盐土 (按江苏土壤

普查规范划分 )
,

仍占耕地面积的61 %
,

地下水矿化度

1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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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北地区红壤性水稻土的主要化学性质

范本兰 杜国华

( 中 国 科 学 院 南 京 土 坡 研 究 所 )

供试土壤
,

采自江西进贤县
。

成土母质为第四纪

残坡积相红色粘土及其沟谷填充物
,

质地粘重
。

共有

三个剖面
,

剖面 1 属淹育型水稻土
,

分布于丘陵沟谷

两侧上部的高磅田部位
,

常与红壤早地 (或荒地 )相毗

邻
,

剖面发育层段结构为 A一P一 (W )一C
。

剖面 2 属

俄育型水稻土
,

广泛分布于丘陵沟谷中下部及平坦开

阔地段
,

为A一 P一W一W
c 。

剖面 3 属潜育型水稻土
,

多分布于丘陵沟谷的末端
,

地势低洼的平贩田部位
,

因受高地下水影响
,

往往耕层或犁底层以下即为潜育

层
,

为A一 G或 A一 ( )P 一 G
。

试验结果如下
。

(一 )土坡有机质特性

三种水稻土耕层有机质含量一般都 在 2 % 以上
。

但受淹水还原时间长短的不同
,

有机物质分解和累积

的程度也不一样
。

由表 1可见
,

土壤有机质含量 ( % )
、

C / N
、

胡敏酸 ( % )
、

胡敏酸 /富里酸等
,

都有随土坡水

分的增加而增高的趋势
。

表 1 土 壤 有 机 质 特 性

土土镶剖面面 有机质 (% ))) C /NNN 胡敏限 (% ))) 胡敏酸 ///
(((((全例面 平均 ))) (拱层 ))) (耕层 ))) 富里 酸酸

(((((((((((耕 层 )))

11111 1
。

2 888 999 1000 0
。

444

22222 1
。

5 999 1 000 1 2
.

5 888 0
。

666

33333 2
。

4 555 1 lll 1 2
。

9 666 0
。

777

(二 )土滚的粘土矿物及化学组成

三种水稻土的粘土矿物类型无明显差异
,

都以高

岭
、

水云母为主
,

并含有少量石英
、

蛙石和蒙脱
。

反

映了第四纪红 色枯土母质属性的影响
。

三种土城枯粒的化学组成以硅
、

铝
、

铁三种氧化

物为主
,

约占全量组成的 9 0% 以上
,

铁和锰两种载化

物占全量组成的10 一 13 %
,

并在剖面中分异明显
。

( 三 )土坡的水合叙化钧特性

红壤性水稻土 富含氧化铁等物质
。

三种土壤各种

形态的氧化铁 ( F
e :
O 劝的分析结果如下

:

耕层全铁的

含量为 3
.

6一 4
.

7 %
,

心土层为 5
.

0一 5
.

9 %
,

底土层为

4
.

8一 6
.

0% ,游离铁含量都比较高
,

约占全铁量的 60 一

70 % ; 其活性铁的变幅较大
,
以潜育水稻土的变幅最

大 , 结晶铁在剖面中的分异也有一定规律
,

如果用晶

胶率 (结晶铁与活性铁的比值 )来反映水稻土剖面中铁

的形态及其层次分异的状况则更加清晰
。

其中滋育型

水稻土分异最清楚
,

淹育型次之
,

潜育型最小
。

尤以

醋育型水稻土 的指示性土层 (W层 ) 其晶胶率远较其

它土层为高
,

和其它二种水稻土相比亦大得多 , 络合

铁与有机质量成正 相关
,

如剖面 1和剖面 2 耕层络合

铁含量都较高
,

分别为 121 一 127 毫克 / 10 。克土
,

以下

土层急骤减少
。

而剖面 3 全剖面都很高
,

平均 为 209

毫克 / 1。。克
。

三种水稻土的氧化锰及其水合物含量 比 氧 化 铁

低
,

其分异规律与氧化铁相同
,

但更加明显
。

如剖面

1 ,
以耕层氧化锰的量为 1

,

心土层的含量将是耕层

的 1
.

5一 3
.

5倍
,

底土层则为耕层的 7
.

4倍
。

而氧化铁的

含量
,

心土层和底土层只是耕层的 1
.

2一 1
.

3倍
。

因而

锰的活化和迁移系数远较铁大
,

在剖面中分异也较明

显
。

因此
,

由于三种水稻土的水分条件不同
,

土举中

氧化还原作用的强弱不等
,

造成上述各种土坡特性的

差异
,

这对区分不同水分作用的水稻土的发育类型有

一定的特殊意义
。

`

,
.

、
.

护、 二、
,
一、 二、 一、 产 、 沪 、 :- 、

.
,. 、 . 护 、… 、 .户、 碑 . 、

.

尹 、
`

护 、
.

,. 、 -’ 一、 尹 、 … 、 一~ 、 ,- 、 .’ ” 、 :. 、 二、 .尹、 。 产、一 、 .-一、 .. 、
:’ 、 ,. 、 “ ,. 、 尹 . 、

多在 5克 /升以上
,

常年地下水位很高
,

早季在 10 0厘米

左右
,

雨季距地表仅 50 一 60 厘米
。

显然
,

改 良盐演土

仍是今后的主要任务
。

2
、

由于复种指数逐年提高
,

冬绿肥面积逐 年 减

少
,

前几年偏重于 以无机氮肥主攻单产
,

因而引起氮
、

磷
、

钾比例失调
。

磷素供应不足
, 已成为进一步夺取

高产的障碍
。

3
、

由于长期机械作业
,

形成深厚坚实的犁底层
,

土坡物理性状变劣
,

水
、

气
、

热不 协调
,

也影响土坡

潜在养分的释放和盐分的淋洗
。

今后如何改革耕作制

度
,

实行合理的轮作和耕作体系
,

是值得研究的战略

性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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