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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害是一种水害
。

福建地形复杂
,

山区
、

平原普遍都有渍害问题
。

全省有 50 0一 6 00 万亩

田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渍害
,

这是我省中低产土壤的重要障碍因素之一
。

闽北 山区的顺昌县山

垄田中74 %是烂泥田
。

这些 田位于两 山之间的低洼地
,

汇水面积大
,

地下水位大多数活动在

田面上下
,

据顺昌县农技中心在井垄定点观察
,

地下水位高于田面的沼泽型占32 %
,

地下水

位低于田面 1 一 20 厘米的渍水型占40 %
,

因此
,

地下水位过高是造成山区低产稻田渍害的主

要原因
。

我们经过五年试验
,

在山垄深烂田采用石砌深窄沟治理渍害
,

对降低地下水位
,

改

良土城结构
,

增加单位面积产量
,

提高经济效益等方面都收到明显效果
,

它比埋暗管
、

打木

桩开沟排水有更多优越性
,

深受广大群众欢迎
。

现简介于下
。

山区稻田治理演害要采取综合措施
,

但是治水是先决条件
。

治渍的中心问题是采用工程

措施
,

对地下水进行人为调节
。

顺昌县采用石砌深窄沟比较成功的做法是
:

( ~ )规划设计 石砌深窄沟属永久性的排水工程
,

在设计规划上必须做到
:

1
.

要摸清地下水分布规律以及地形
、

植被
、

集水面积
、

地质
、

土壤等有关资料
。

.
2

.

要在山
、

水
、

田
、

路总体规划的前提下
,

选择垄田初步改造
,

田面 已经平整
,

路渠已经

定向的地段进行
,

并注意充分利用现有水利设施
,

以减少投资造价
。

3
.

进行实地侧量
,

绘制平面布置图
,

注意因地
、

因水设置沟渠
。

石砌深窄沟的走向与地下

水走向垂直 , 间距根据地形
、

土质
、

地下水情况而定
,

一般掌握 60 米左右 , 深度至少比田面

低 1米 , 断面尺寸底宽。
.

3一 0
.

4米
,

上宽0
.

5米
。

4
。

在山垄田治理演害的同时
,

要防止稻田受早
,

修山塘
、

小水库解决好灌溉问题
。

(二 )施工共求 保证施工质量是石砌深窄沟排水成败和效果的关键
。

1
.

一定要按图纸施工
,

用水准测量
,

定线放样
。

2
.

自下而上
,

由低到高开挖沟槽
,

一般深度可挖至田面以
一

F l
.

2一 1
.

3米
,

基底宽 1
.

5米左

右
,

边坡能维持土层不塌就行
。

3
.

在砌石和田块土体间尽可能铺上笼箕草 20 一 30 厘米作反滤层 , 在深烂田中或泉眼处

砌沟
,

沟的基础可以垫松木
,

防止沉陷崩塌 , 回填泥土应分层夯实
。

4
.

砌筑一定要保证质量
,

采用块石干砌
,

一般石块要50 一 60 厘米大
,

不小于 20 厘米
,

过小

和风化石不宜采用
。

5
.

上下坛高低相差很多要做跌水
,

以防冲刷 , 在沟的出口要做控制闸
,

便于按需要控制

地下水位
。

6
.

田埂面下。
.

3米左右要回填泥土作埂
,

以便种田埂豆
,

既增加产量
,

又减少石料用量
,

降 .

低造价
。

石砌深窄沟治理 山区稻田演害取得很好效果
,

主要表现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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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快速降低地下水位
,

深田变浅田
,

烂田变千田
。

目前闽北山区垄田排水沟
,

一般是 30 一 50 厘米浅土沟
,

只能排地面水
,

对降低地下水位
_
作用不大

,

在烂泥田采用暗管排水办法
,

由于山垄田汇水面积大
、

地面水多
,

暗管起不到排

.
,

.-t ~
卜一

, ` 。 二
, L’ ,

。 ~
,

` . “ ` . 一 , ` , 。 胡 `
, ,二 人 ` * 。 * . , 二 ` , 二 ,

, 地面水的作用
,

加上烂泥田土质糜烂
,

并伴有胶体絮状的铁化合物
,

容易堵塞暗管的细小孔

洞
,

降低土体积水向管内渗漏
,

影响排水效果
。

根据试验结果
,

暗管只能降低地下水位20 厘

米左右
,

两侧有效范围 7一 8米 , 而石砌深窄沟可降低地下水位 30 一 50 厘米
,

两侧有效范围在

25 一 30 米之间
。

据两年地下水位观察
,

石砌深窄沟的地下水位活动大部分低于田面 40 一90 厘

米
,

而浅土沟和不开沟的地下水位活动在田面上下 10 一 20 厘米范围
,

说明浅土沟只能排地面

水
,

不能起到降低地下水位的作用
。

同时
,

石砌深窄沟可以排除沿沟两侧土体内部积水
。

如郑坊兴元垄上段 1 02 亩深烂田
,

田

深过大腿
,

走田埂会摇动
,

1 9 7 9年 7 月石砌二条深窄沟
,

刚开沟时排水量大
,

在没有地面水

流入钩内的情况下
,

沟底的水流深度一般 5
.

5厘米
,

以沟底宽30 厘米计算
,

截面积为 1“ 平方厘

米
,

由于排出大量土体内积水
,

从而降低了地下水位
。

开沟后他们加强水管
,

狠抓烤田
,

当

年 10 月中旬开沟播上紫云英
,

1 9 8。年 3 月实地考察
,

土壤已干化
,

紫云英长高一尺多
,

全部

可用机耕牛耕
。

由于千砌石沟深
,

地下水出流比降大
,

地下水位降得快
,

降得低
,

通过对郑

坊三年观察
,

烂泥田耕作层厚度由42 厘米逐渐沉实到 17 厘米
。

社员反映砌沟后一年深烂田土

层可沉实10 厘米左右
,

一般烤田 3一 4天即可干
,

而过去排水十来天也千不了
。

2
.

改良土壤理化性状
,

创造水肥气热比较协调的土城环境
。

烂泥田深沟排水后
,

耕作层出现干化
,

土城容重减轻
,

孔隙度增加
,

土壤的气体比重加

怪 大
,

土壤通气性状改善 (表 1 )
。

表 1 砌 深 沟 对 土 堆 通 气 性 的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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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沟可改善土壤耕层 的通气条件
,

从而提高了土壤的氧化还原 电位
。

据 1 9 8。年 7 月 5 日

至 10 月 1 日土壤氧化还原动态变化的测定
,

深沟排水的氧化还原电位平均为 1 2 4
.

7毫伏
,

而对

照为 9 5
.

8毫伏
,

提高 28
.

9毫伏
。

土壤氧化还原电位的提高
,

降低了还原性物质含量 (特别是

亚铁
、

亚锰含量 )
,

能减轻有害的还原性物质对水稻的毒害
。

据埔上乡五板桥垄试验结果
,

开

深沟对降低还原物质含量有很好的效果
。

愈靠近沟边的
,

还原性物质愈少
,

离沟 10 米的
,

还原

物质总量为 1 2
.

9毫克当量 /百克干土
,

离沟 2 米的下降到 9
.

36 毫克当 t /百克干土
,

水洛性亚铁

啥 也由 Zi
.

s p pm下降到 1 6
.

o p p m
。

砌深沟后
,

在较好的通气条件下
,

有利于好气微生物的繁殖和活动
,

纤维分解菌
、

真菌

和固氮菌有明显的增加 (表 2 )
。

纤维分解菌的增加
,

有利于加快土集有机质矿化的速度 , 固

氮菌的增多
,

可丰富土壤的氮素营养
,

从而增加土壤有效养分
,

提高土坡肥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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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澡沟和暗管排水对土滚徽生物的影响

.水方式
真 菌

(万个 /克土 )

固 盆 ,

(万个 /克土 )

纤维分解蔺

(万个 /克土 ) 今
深沟排水

暗甘排水

对 照

1 0 9
。
6

6 3
。
5

4 4
。
1

1的 4
。
0

2 3 0
。
7

9 0 5
。
0

3 9 8
。
8

1 9 9 8
。
5

6 6
。

2

3
.

促进水稻生长发育
,

提高单位面积产

量
。

随着地下水位的降低
,

毛管水饱和区相

应下移
,

水稻根系活动层过湿状况得到改善
,

有利于水稻根系深扎
,

下部根毛多
,

活力提高

根的再生能力增强 (表 3 )
。

根系良好的生长
,

增加对土族养分的吸收利用
,

促进地上植株

生长发育
。

深沟排水改善了土坡物理
、

化学
、

微生物的性质
,

提高了土壤肥力
,

增加产量十分明显
。

据郑坊兴元垄试验结果
,

开沟后第一年 ( 1 9 8。年 )双季稻增长 34 %
,

全年亩增33 6斤 , 第二年又

增产 16 %
,

亩增 18 。斤
,

从三个点来看
,

郑坊兴元垄四年平均每亩增产16 8斤
,

大干乌鸦垄两年

平均每亩增产 1 43 斤
,

河墩五板桥垄 1 9 8 2年每亩增产 231 斤 (扣除大队自然增长率 )
。

埋暗管增产

效果较小
,

19 8 0年双季稻增产 8 %
,

全年亩增94 斤
,

1 9 8 1年双季稻又增产 10 %
,

亩增 120 斤
。

开浅土沟者效果更差
。

表 3 深 沟 排 水 对 水 稻 根 系 生 长 影 响

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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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9 8 0年早租艘拍 15 天后月定
。

根据我们五年时间的试验说明
,

山垄烂泥田埋暗管远远不如石砌深窄沟的效果好
,

石砌

深窄沟是从根本上改造山区低产稻田演害
,

创造高产稳产土城环境的有效措施
。

示范推广石砌深窄沟
,

一定要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
,

从实际出发
,

目前可先在山垄面积

大 ( 2 0 0亩左右乏
,

深烂田又多
,

附近有石头资源的大山垄搞示范
,

这些大山垄演害治理后
,

增产

显若
,

经济效益高
,

可以提供更多的商品粮
。

应用石砌深窄沟治理山区稻田演害是一项新的技术
,

在顺昌县仍是试验和示范阶段
,

经

脸不多
,

有的技术如排水的有效范围
、

不同类型的工程设计
、

田间水管问题等
,

尚有待进一步探

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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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
,

收大豆 209 斤
,

后用豆枯作基肥
,

种杂交晚稻
,

亩产 8 12 斤
,

豆稻合计共 1 0 2 1斤
,

比 78 年柳

双季稻的两季产盘 52 5斤增产近 1倍
。

此外
,

还可种植含钾量高的其它绿肥
。

广西自治区
,

冬

季种植蓄子
、

紫云英
、

油菜
、

草木择
、

蚕豆
、

豌豆
、

红萍
、

细绿萍和薯菜 , 夏季种植竹豆
、

怪麻
、

田

份
、

猪尿豆
、

金光菊
、

小葵子等
,

对改土肥田都有较好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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