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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箕还田的改土培肥效应
’

哪 自轴 贺 明

(江苏 省昆山县农业局 )

近几年来
,

我们应用土壤普查成果
,

大搞菜其 (油菜茎枝 )还田
,

提高土壤肥力
,

把用地
、

养地
、

改良土壤三者结合起来
,

保持地力长兴不襄
,

在生产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我县突出的问题有三个
: 一是土壤渍害严重

,

本县地处太湖以东阳澄湖低洼平原
,

季节

性受演面积有 49
.

6万亩
,

占耕地面积的 56
.

6 % , 二是土壤僵板枯闭
,

物理性差
,

养分难 以 释

放
,

作物根系伸展受阻 ; 三是过量偏施氮化肥
,

导致土壤有机质和磷
、

钾入不敷出
:
这就是

影响我县农业生产发展的症结所在
。

我们充分发挥了我县油菜种植面积大的优势
,

以菜其还

田改善土壤理化性状为突破口
,

系统地大量地进行了试验
、

示范
、

推广工作
。

1 9 8 2年以来全

县菜其还 田面积稳定在 20 万亩左右
,

约 占油菜种植面积的 80 %
,

占水稻田面积的2 5 % 以上
,

使

之成为本县主要有机肥源之一
,

并在苏州市各县推广应用
。

由于大搞菜其还田
,

改善了土壤

理化性状
,

对当前农业的全面增产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根据 1 9 8。一 1 9 8 4年 76 组对比试验和 4

争 组大区定位观察
,

以及大面积示范对比
,

结果表明
,

菜其还田改土培肥和增产效果显著
,

每亩

还田菜其 3 00 一40 。斤
,

当季水稻可增产 6一 9 %
,

下茬三麦一般还可增产 10 % 以上
。

获得了一

条适合本县特点的用养结合改土培肥的新途径
。

一
、

莱箕还田与改良土壤的关系

菜其株高杆粗
,

含有大量 的木质素
、

纤维素等
,

历来作为嫩料
,

现经几年的试验和大面

积实践
,

证明菜其还田能增加土壤腐殖质
,

有利于土壤团聚体的形成
。

加之菜其枝多杆粗
,

分

解腐烂后
,

使土壤形成多孔
,

通气透水
,

改善了土壤的结构性
。

根据 1 9 81 一 1 9 8 3年的还田定

位试验 (菜其
、

麦柴用量每亩各为 3 00 斤 )
,

在水稻 (单季晚梗稻 )收割前二天进行的土壤物理性

质的测定
,

结果列于表 1
。

从表中可以看出
,

土壤容重下降。
.

06 一。
.

15 克 /厘米
3 ,

总孔隙 度

增加 2
.

00 一 4
.

90 %
,

通气空隙增加 0
.

33 一 2
.

67 %
,

土块破碎强度下降 1
.

22 一 1
.

57 公斤 /厘米
,

氧化还原电位也有增高的趋势
,

这充分说明菜其还田对改 良土壤僵板粘闭有很大 的作用
。

菜其含有较高的氮
、

磷
、

钾养分
,

据多次植株分析
,

全氮含量平均为。
.

58 %
,

全磷 ( P :
O

。
)

平均 0
.

16 3 %
,

全钾 ( K : O )平均为 0
.

93 %
,

若每亩还田菜其 40 0斤
,

相当于硫按 1 1
.

6斤
,

过磷酸

钙 4
.

8斤
,

硫酸钾 7
.

4斤
,

菜其还田直接补充和更新了土壤有机质及营养元素
,

增加其活化度
,

有

利于养分的转化
,

提高了地力
。

根据菜其连续四年还田后的土壤分析表明
,

有机质比对照增

加 0
.

2 9一 0
.

3 3 %
,

速效磷 ( p )增加 6
.

9一 1 5
.

6 p p m ,

速效钾 ( K )增加 15一 3 l p p m (表 2 )
,

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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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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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菜 其 还 田 与 土 滚 物 理 性 状 的 关 系

土城容重

( 克 / 度米勺

总孔晾度
}毛 管孔日

非毛管孔晾 土块破碎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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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土城容盆环刀 法
, 土块破碎甄度允许膨 胀压 编仪法

. 权化还原 电位电位法
。

任 黄泥上是 黄泥土的变种
。

表 2 菜其连续四年还田对土滚养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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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p H水提电位侧定
, 有机质丘林法 , 全 笼凯 氏法 , 水解犯扩散吸 收法 , 全礴酸溶相兰比色法 , 速 效确碳酸 组钠

提取相兰比色
, 速效钾火焰光度法 , 游离权化铁亚硫胶钠还原 法 , 代换 t E D T A按盆离心法

。

解决土城普遍缺磷
、

钾的有效措施
。

随着土城结构的改善和肥力的提高
,

耕作层形成大量的
“

缮

血
”

斑点
,

无定形铁增加。
.

12 一。
.

18 %
。

群众反映
,

菜其还田后有六个变
: 土质由僵变松

,

土

色由青变黄
,

通气由差变好
,

耕层由浅变深
,

杂草由多变少
,

地力由瘦变肥
。

这说明菜其还

田改良土城提高地力的作用
,

现已成为本县改良低产土坡的主要措施之一
。

二
、

莱其还田与增产降本的关系

菜其还田的单季稻后期清秀老健不早衰
,

病害少
,

产量高
,

这与菜其还田增加土壤有机 .

质和养分
,

改善土城结构
,

增强微生物活动
,

促进养分转化有关
。

根据大区定位试验结果表

明
,

菜其连续三年还田
,

水稻产量平均为 85 1斤 /亩
,

比对照增产 9
.

3 %
,

麦柴还田平均产量为

4 2



3 8 1斤/亩
,

比对照增产 b
.

7 % (表 3 )
。

尤其是对后作小麦的增产效果更为明显
。

由于菜其还田

表 3 菜 其 还 田 对 水 稻 产 t 的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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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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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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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2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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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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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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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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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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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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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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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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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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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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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 7
。

4

5 5
。

8

4 6
。

7

3 3
。

4

35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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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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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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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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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称拉结构系 2 0穴植株平均值
。

使土壤结构得到改良
,

土壤由僵变松
,

通气爽水
,

有利麦根伸展
,

吸肥力增强
,

促进了地上

部植株的生长
。

根据大区定位试验结果 (表 4) 表明
,

菜其还田的后作小麦
,

每植粒数比对照增

加 1
.

2一 2
.

。粒
,

千粒重增加 0
.

6一 1
.

3克
,

小麦产量每亩平均为 4” 斤
,

比对照增产 1 5
.

2 %
,

麦

柴还田产量平均为 4 72 斤
,

比对照增产 8
.

9 %
,

但比菜其还田低 6
.

3 %
。

如果每亩还田菜其 4 00

斤
,

菜其每担按 2
.

5元计算
,

每亩农本为 10 元
,

而每亩稻
、

麦能增产12 0斤
,

产值为 22 元
,

经济

效益每亩净增12 元
,

虽然菜其还田每亩需化半个工
,

但耘稻泥烂草少
,

种麦土松
,

可以省一

些工
,

同时菜其还田的稻苗中后期生长清秀有力
,

可减少一些氮化肥
,

少用农药
,

一般每亩

还可节省农本 3一 5元
。

实践证明
,

菜其还田的效果与土壤性质有一定的关系
。

经过五年多点对 比试验结果 (表 5)

表明
:

在低湿粘重的青泥土中菜其还田 的增产效果最大
,

水稻平均比对照增产 1 4
.

3 % , 其次

是土质粘重的青紫土
,

平均增产10
.

3 % , 而在高爽的黄泥土
,

平均只增产 7
.

2 %
。

据此
,

为了

充分发挥菜其还田改土培肥作用
,

首先应在僵板枯闭的低产土集上进行连续菜其还田
,

以逐

步改良土城
,

提高土攘肥力
,

缩小地力级差
,

促进大面积平衡增产
。

菜其还田数 t 与质 t 对其效果有直接的影响
,

一般油菜籽与菜其之比为 1 : 2 ,

即菜籽亩产

, 20 。斤
,

菜其大约为 4 00 斤
,

可以一亩还一亩
,

若用量不适宜
,

则效果不明显
,

还会影响群众对

菜其还田的信心
。

从三组试验结果 (表 6 )可以看出
,

菜其用盈 2 00 斤 /亩
,

永稻产量平均为 8 5、

斤
,

增产 3
.

8 % , 菜其用量 4 00 斤 /亩
,

水稻产量为 9 00 斤
,

增产 8
.

8 % , 菜其用量 6 00 斤 /亩
,

才



表 4菜 其 还 田 对 后 茬 小 衰 产 t 的 影 响

盆

年 份 处 理

粗 较 结 构

每 .小称 数 }结实小称致 不孕小祖

%
每鹅较数

千粒重
(克 )

产 万

斤 /亩 增产 %
.

土名

8 1 9 2

莱其还 田

交泉还 田

对 照

8 1
。

4

18
。

8

1 7
。

8

1 5
。

I

1 5
。

3

13
。

8

1 7
。

7

8 1
。

8

2 2
。

6

27
。

7

27
。

0

2 5
。

9

3 4
。

2

3 3
。

9

3 2
。

9

9 5 5

53 6

4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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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9
。

6

1 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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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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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 1
。

1

13
。

8

13
。

6

1 2
。 9

4 2
。

6

4 2
。

4

8 2
。

7

4 2
。

4

24
。

6

2 2
。

8

7 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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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6
。

8

40 6

3 79

3 5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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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82

莱茸还 田

交柴还 田

对 照

1 7
。

7

1 7
。

3

16
。

9

1 4
。

5

1 4
。

6

1 3
。

7

1 3
。

1

1 3
。

7

1 3
。

0

1 8
。

3

1 9
。

1

1 8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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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 同 土 壤 上 菜 其 还 田 的 增 产 效 果 (水 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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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
。

3

9 0
。

2

8 9
。

4

1 6
。

0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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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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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8 4
。

8

8 4
。

7

8 2
。

4

7 2
。

7

7 2
。

4

7 1
。

9

青土泥

稻产盈为 8 40 斤 /亩
,

仅增 2
,

3 %
。

用量愈多产量反而下降
,

这可能与菜其在腐烂分解过程 中与

稻苗争氮有关
。

根据水稻分雍动态变化
,

菜其用量 6 00 斤 /亩
,

前期分菜少
,

后期分巢多
,

造成

大 t 无效分集
,

导致产量下降
。

可见莱其还田用量每亩以30 。一 4 00 斤为宜
。

菜其还田质且对其效果也有直接影响
。

莱其还田要求达到分布均匀埋得深
,

故以采用整

株耕翻压埋为宜
。

不必侧断撤施
,

以防压埋不严
,

灌水秒田后余在水面上
,

随风漂动集中一 毋

边
,

既影响前秧质量
,

又影响活裸分菜
,

甚至还会造成大片烂苗缺棵
,

导致减产
。

其方法是
:

用手扶拖拉机或牛耕
,

菜其铺在犁沟里
。

每把 3一 4棵 (株 )
、

(牛耕减半 )
,

菜根搭在菜梢上
,

根

4 4



表 6菜 其 用 盆 与 水 稻 产 t 的 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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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 0

4 0 0

2 0 0

对照

1 3
。

4

1 3
。

2

1 3
。

4

1 3
。

8

3
.

8

3
。

6

1 1
。

3

3 4 6

9 0 0

8 5 8

8 2 7

端朝着犁尖方向
,

这样分布均匀
,

埋得深
,

压得严
,

进度快
,

质量好
,

耕后晒堡 3一 4天
,

灌

水沤一星期
,

施足基面肥
,

浅耕耙匀
,

整平漪秧
。

近年来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和产业

结构的调整
,

农村劳力 日趋紧张
,

群众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塞沟 (把菜其踏入论沟内 )与撤施

相结合的方法
,

即在油菜脱粒时
,

有意把菜其搞断弄细
,

粗枝杆塞入沦沟里
,

碎菜其撤在田

面上 (耕翻后撒施也可 )
,

灌水浸泡 5一 7天
,

用手扶拖拉机旋耕
,

将菜其打入泥中
,

然后整平

漪秧
,

效果也比较好
。

三
、

结束语

价

1
.

菜其还田 能增加和更新土壤有机质
,

改善土壤结构
,

提高土壤肥力
,

缩小地力级差
,

增产增收效果明显
,

尤其是在低湿粘重僵板的青泥土
、

青紫土上
,

改土培肥作用更为显著
.

这

是当前增僻有机肥源的一条新途径
,

已成为我县改造低产土坡的主要措施之一
。

2
.

为了充分发挥菜其还田改土培肥效果
,

必须狠抓菜其还田数量与质蚤
,

一般菜其还田

用盆每亩以3 00 一 4 00 斤为宜
。

在菜其还田方法上
,

可采用整株耕翻压埋为宜
,

也可采用塞沟

与撒施相结合的方法
,

并需在基面肥中适当增加氮素化肥
,

促进 早发
,

以利获得高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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