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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试图在田间试验条件下
,

揭示稻

麦两熟和稻麦三熟制中
,

常规施 肥 时
,

氮
、

磷
、

钾
、

钙
、

镁
、

硫
、

锰
、

硅等八种营养元

素的循环状况
,

以期为建立合理的养分循环

体系准备基础资料
。

田间试验以小麦一单季

稻两熟制和大麦 (元麦 )一双季稻三熟制为处

理
,

布置在常熟
、

无锡和武进三县土壤性质

不同的三个试验点上
。

本研究考虑了通过稻田生态系统边界的

主要养分流
:
降雨

、

灌溉
、

施肥
、

播种和移

栽等输入流 , 渗漏淋失
、

田面排水
、

作物收

获等输出流
。

氮素循环为完全型
,

有气态氮

化合物参与
,

其生物固定导致的输入和硝化

反硝化过程产生的气态逸出及氨 挥 发 输 出

等
,

均因测定困难而采用估计值
。

系统本身被

视作
“

黑箱
” ,

其内部养分的转化与迁移不予

考虑
。

各养分流中不同元素的量作了实际测

定
。

试验结果表明
,

氮
、

磷
、

钾
、

锰
、

硅等

五种元素的主要输入源为肥料
,

主要输出途

径为作物收获
。

它们各自的肥料输入量占总

输入量的百分率为 50 一 95 %
,

较高者为磷和

氮
,

分别为 95 %和 92 % ;
作物收获移出量占

总输出量的 7 0一 98 %
,

较高者是磷和钾
,

分

别为 98 %和 87 %
。

钙
、

镁
、

硫主要随灌溉水输

入
,

其量占总输入量的 60 一 70 % , 它们主要

随渗漏水淋失输出
,

其量 占总输出量的 6。一

75 %
。

可见上述两组元素在循环特征上有显

著区别
,

氮
、

磷
、

钾
、

锰
、

硅的循环可以通

过增加肥料输入与减少收获移出来显著改变

它们在土壤养分库的平衡状 况 ; 但 钙
、

镁
、

硫则不然
,

稻田 的灌溉和淋失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它们的循环
。

对总输入量与总输出量作比较
,

可得到

各养分的循环状况
。

两种熟制间养分的平衡

状况有一定程度的相似
。

在三试验点的两种

熟制中都表现出盈余的养分有氮
、

磷
、

硫
,

若

以总输入量与总输出量之比 ( 1/ 0 比 ) 表示养

分的盈余与亏损程度
,

它们1/ 0 比值在 1
.

2一

2
.

2之间
,

有不 同程度的盈余
。

钾的亏损程度

较高
,

其1/ 0 比在 0
.

32 一 0
.

82 范围内
,

其次为

锰
,

其 J/ O比为 0
.

35 一 0
.

7 8
。

两种熟制间 养

分平衡状况的差异仅反映在数量上
。

一般两

熟制中养分的总输入量和总输出量要低于三

熟制
。

三熟制中钙
、

镁
、

硫
、

锰的亏损程度

一般要高于两熟制
。

这与三熟制中稻田淹水

时间较长
,

淋溶损失较大有关
。

不同营养元素间总输入量与总输 出量变

化较大
。

在循环过程中运转量较大的元素有

氮
、

硅
、

钙
,

它们的总输入量依 次 为 4 00 一

5 7 0公斤 /公顷
,

2 7 0一 7 10公斤 /公顷
,

3 0 0一

6 8 0公斤 /公顷 ; 总输出量分别为 30 0一 4 40 公

斤 /公顷
, 4 0 0一 8 0 0公斤 /公顷

,
3 0 0一 8 0 0公

斤 /公项
。

镁
、

钾
、

硫的输入
、

输出总量约 60 一

3 1 0公斤 /公顷
。

磷的输出量约 30 一 55 公斤 /

公顷
,

输入量约 40 一 1 20 公斤 /公顷
。

锰的输

入量与输出量最少
,

分别为 2
.

4一 6
.

4公斤 /公

顷和 4
.

0一 9
.

5公斤 /公顷
。

故依照总输入量
、

总输出量的大小
,

可将八种元素划分为 四组
:

硅
、

氮
、

钙> 硫
、

镁
、

钾》 磷> 锰
。

太湖地区黄泥土的粘闭对

作物生长的影响

张佳宝 赵诚斋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所 )

粘闭作用 ( P u d dl i n g) 是指土壤在渍水的

条件下从事机械操作
,

土壤结构体受到破坏
,

土壤质体趋于均一的过程
。

世界上绝大多数

水稻种植地区都把粘闭耕层土壤作为水稻栽

培的一项重要措施
,

然而近年来的研究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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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土城上粘闭作用对促进养方 释放和水

稻生长方面并无直接影响
,

这对于更替粘闭

措施
,

简化耕作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

因此
,

明

确粘闭作用在不同土壤上的实际效果已经不

容忽视
。

本试验是以太湖地区两种不同质地

的黄泥土为对象
,

通过盆栽试验和田间小区

试验
,

研究了粘闭土壤和团聚土壤对水稻生

长的影响
,

并对粘闭土壤回早后
,

如何减轻

对早作物生长的危害做了初步探索
,

其目的

是为了评价粘闭作用在耕作制中 的 实 际效

果
。

1
.

钻闭作用对水稻生长的影 晌 盆 栽

试验按 2 x Z 因素设计
,

即将土壤处理成团

聚和粘闭状态
,

每种状态分别控制两种水位

(土表以上 3 厘米 , 土表以下 10 厘米 )
,

整个

水稻生长期无渗漏过程
。

试验结果表明
,

粘

闭黄泥土对水稻生长是有益的
,

特别是对于

粘质黄泥土更是如此
。

统计分析表明
,

这种

效益的来源主要是粘闭与水分的互交 作 用
,

如果将水位长期降低到 一 10 厘米
,

它将消失
,

甚至抑制水稻生长
。

但是在团聚土壤上
,

水

稻的生长几乎不受水位改变的影响
。

进一步

研究田间粘闭效果的试验是在对粘闭反应较

大的粘质黄泥土上进行的
,

将无底塑料筒埋

入耕层
,

然后装土并处理成粘闭与团聚状态
,

整个试验过程中
,

无水位控制
,

但存在着自

然渗漏过程
。

统计结果表明
,

粘闭作用虽然

能使水稻干物重增加
,

但在籽实产量上没有

显著性差异
,

这说明粘闭的效果可能被田间

渗漏作用以及其他因素所掩盖
。

大田的验证

试验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

2
.

早作物对粘闭土坡的反应 以 小 麦

作为试脸作物
,

将粘闭土壤分成整体粘闭和

粘闭后切块 (大于 2
。

5厘米 )两种处理
,

每种处

理控制两种土城水吸力 ( 50 一 10 。毫巴
, 4 00 一

4 50 毫巴 )
,

以团聚土壤作为对照
。

结果表明
,

在整体粘闭的土壤上
,

小麦的生长受水吸力

的影响较大
,

当水吸力由 50 一 10 0毫巴 上 升

到 4 00 一 4 50 毫巴时
,

干物质和籽实产量都有

明显增加
,

但与生长在团聚土壤上的小麦产

量相比仍然较低
。

粘闭土壤切块后
,

小麦生

长最差
,

产量亦最低
,

而且对改变水吸力的

反应也较为迟钝
。

这些结果表明
,

对于已经

粘闭的土壤
,

若通过适宜的耕作措施
,

使土

壤结构得到恢复
,

生产潜力将得到较大 的发

挥
。

但这种要求在含水量未降低到塑限之前

又很难达到
。

若试图通过碎土来达到通气的

目的
,

效果是有限的
,

甚至连在粘闭土壤上

所具有的排水效果也随之消失
。

试验证实切

块过程中已经导致了土块的进一步粘闭
。

研

究粘闭土壤的物理性质证实
,

导致早作物生

长不良的原因是适宜早作物生长的水
、

气
、

机

械强度三者之间的关系很难协调
。

但是若首

先解决通气因素将能获得最大效益
,

一个较

为适中的措施是免耕结合排水
。

长江三峡区

土壤流失预测方程

杨艳生 史德明 吕喜玺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 研究所 )

根据国家任务
,

近年内对长江三峡区进

行了土壤侵蚀考察
,

并作了初步室内整理
,

推

算出了三峡区的土壤坡面流失量和输入长江

的泥沙量
,

并推导出了适用于三峡区的土壤

流失预测方程
。

这一方程不仅能算出长江三

峡不同流失类型 区的土壤坡面流失量
,

为士

壤侵蚀研究和水土保持基础资料提供理论依

据
,

并为其它地 区的土壤流失方程的建立提

供了有益的经验
。

(一 )流失方程的墓本形式 同美国通用

流失预测方程相类似
,

在进行野外调查和方

程推导时
,

决定土壤流失量 ( A )的因子
,

考

虑了降雨因子 ( R )
,

土壤可蚀性因子 ( K )
,

地

形因子 ( L )S
,

和植被因子 ( P )
。

这些因子同

流失量的关系是代数乘积关系
。

所以流失预

测方程的基本形式是
:
A 二 R

·

K
·

L s
·

P
。

(二 )流失方程中各因子的取值方式 方

程中各项因子的取值取决于该因子对流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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