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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瓦碱是北京市东南郊一种碱化土壤
,

其主要特性是
:
地表灰白

,

多呈不规则的斑状分

布 , 土坡可溶性含盐量低
,

而 p H值高
。

由于碱化的结果
,

土壤干时坚硬
,

湿时泥泞
,

容重大
,

通透性差
,

保墒能力低
。

在生产上表现为
,

播种后遇雨板结难以出苗
,

即使出苗
,

前期生长

缓慢
,

雨季后陡长
,

收获时籽粒欠饱满
。

碱化程度重的
,

甚至有苗无收成
。

对农业生产危害

大
,

改良比较困难
。

岗瓦碱广泛分布于北京市通县永乐店农场
、

觅子店
、

牛堡屯
、

大杜社等乡及大兴县安定
、

堡上和北茬村等乡
。

据 1 9 7 9年和 1 9 8。年的调查
,

永乐店农场柴厂屯分场岗瓦碱占盐碱地的面

积为20 %
,

大兴县安定乡为 69 %
。

通过修建排灌工程等措施使盐化土得到治理后
,

岗瓦碱正

成为阻碍这一地区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
。

为把北京市东南郊的盐碱地改造成稳产
、

高产农田
,

进行岗瓦城改良措施的试验研究具有重要的生产意义
。

糠醛渣是玉米轴经加工蒸馏出糠醛后剩下的废渣
,

是一种强酸性有机物质
, p H值为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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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县糠醛厂年产糠醛渣近 5 万吨
。

我们从 1 9 7 9年秋季开始至 1 9 8 2年秋收
,

以糠醛渣为主要改良剂
,

进行了改良岗瓦碱的试

验
。

三年中作了温室盆栽
、

露天盆栽
、

小麦小区及玉米大 田田间试验
。

1 9 8 1和 1 9 8 2年分别在

通县三间房
、

小务
、

大兴县西芦各庄等大队进行了中间试验
。

1 9 8 4至 1 9 8 5年在通县和大兴县

了O。。亩岗瓦碱地上进行了示范推广
。

上述各种试验结果均有较好的改土增产效果
,

本文着重

介绍 19 7 9一 1 9 8 2年小麦小区试验结果
。

一
、

试验条件和方法

试验地块选在永乐店农场柴厂屯良种场的重岗瓦碱上
,

试验地东 50 米处有一条 2
.

5米 深

的排水沟
,

北端有一眼机井
,

灌排条件较好
。

井水矿化度 1
.

1 01 克 /升
, p H值 7

.

9 5
,

优于试验

地潜水
。

井水及潜水化学性质列于表 1
。

表 1 试 验 地 井 水 及 潜 水 的 化 学 性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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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19 79年 9 月采样
。

试验地土质为轻壤土
, 。 一 30 厘米可溶盐含量在 0

.

1 %左右
,

盐分组成中 C O : ’

和 H C 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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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试 区 施 改 良 剂 前 土 堆 盐 分 组 成

采 样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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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1 9 7 9年 9 月采样
,

由市农科院土肥所 分析
。

占阴离子总量的 62 一 80 %
,

N +a 占阳离子总量的 77 一 87 %
, p H值均在 9

.

5以上
,

碱化度高 达

36 一 56 % (表 2
,

表 4 )
,

属于强碱化土或碱土
。

试区 0一 30 厘米土壤肥力极低
,

含氮量 0
.

0 22 一 0
.

0 31 %
,

速效磷 2 一 4
.

2 PP m ,

有 机 质

0
.

42 一 0
.

62 %
。

1 9 7 9年种植玉米
,

播种后缺苗严重
,

亩产仅 18 一 70 斤
。

试验共设 s 个处理
,

即亩施石膏 5 0 0斤
、

1 0 0 0斤
,

黑矾 1 0 0斤
、

2 0 0斤
,

糠 醛 渣 1 0 0 0 斤
、

2 0 0 0斤
、

2 5 0 0斤
,

对照 (不施改良剂 )
。

试验小区面积 0
.

0 6亩 ( 2
.

5 x 1 6米
“

)
,

重复 3 次
,

随机

排列
,

四周设有保护区
。

1 9 7 9年 9 月上旬
,

将改良剂按试验设计用量的 2 3/ 与厩肥 3 米
”
/亩

,

粪稀26 0斤 /亩
,

一起

堆沤半个月
,

经搅拌均匀
,

普撒后翻入 20 厘米的土层
,

然后将余下的 13/ 改良剂撒施地表
,

并

旋耕在 6 厘米土层中
。

对照小区只施厩肥 3 米
”

/亩
,

粪稀 26 0斤
。

1 9 8。一 1 9 8 2年均未再 施 改

良剂
,

以进行后效观测
。

1 9 8 0一 1 9 8 2年均种植小麦
。

1 9 8。年麦收后种过一茬田管
,

平均亩产

鲜草 5 0 0 0斤
。

1 9 8 1年麦收后播种京早 7 号制种玉米
,
1 9 8 2年麦收后播种中茬玉米

。

1 9 8 1和 1 9 8 2

年除施种肥和追肥外
,

均未再施底肥
。

田著和玉米均未灌水
。

1 9 8。一 1 9 8 2年小麦均灌水 4 次
,

灌溉定额为 160 一 20 。米
3
/亩

。

1 9 8 2年增施糠醛渣的试验小区
,

小麦
、

玉米均获得全苗
,

长势

良好
。

试验期间 ( 1 9 8 0一 1 9 8 2年 )
,

气象及地下水埋深情况见表 3
。

表 3 气象及地下水埋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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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试验结果和讨论

注 :

气象资料抄自永乐店 农场科技 站
,

距 试 区 4 公

里
。

地下水埋深 资料为实侧值
。

由于第一重复小区遭到破坏
,

下面主要

讨论二
、

三重复小区的试验结果
。

1 9 7 9年 9 月至 1 9 8 2年 6 月的观测资料表

明
:

在灌排条件下
,

增施改良剂后
,

岗瓦碱

土壤的理化性质
、

养分
、

碱斑面积及作物产

量均发生了显著变化
。

下面主要介绍糠醛渣的改土增产效果
。

(一 )土城化学性质的变化

增施糠醛渣后
,

土壤的化学性质发生较明显的变化 (表 4 )
。

0 一 30 厘米土层的 p H 值明

显降低
。

对照小区 1 9 7 9年 9 月至 1 9 8 2年 6 月仅降低。
.

76
,

而增施糠醛渣的三个处理分别降低

了 1
.

1 9
、

1
.

2 7
、

1
.

0
。

代换性 N a 十

也明显降低
。

施糠醛渣的小区
,

3 年后已分别降至 0
.

5 1
、

0
.

4 7
、

1
.

16 毫克当量 / 1。。克土
。

代换量
,

对照区及石膏
、

黑矾试验小区均略有增减
,

但变化不大
,

而

施糠醛渣的三个处理小区增加趋势明显
。

碱化度
,

对照小区比原来降低 50 %
,

而施糠醛渣的

三个处理小区分别比原来降低了 84 %
、

73 %
、

64 %
。

可见增施糠醛渣对岗瓦碱的改土效果是

明显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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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还可以看出
, o 一 10 厘米土层的 p H值

、

代换性N
a ` 、

代换量及碱化度的变化比公一

30 厘米土层的变化更为明显
,

增施糠醛渣的三个处理小区已变成非碱化土或弱碱化土
,

而对

照小区仍为中度碱化土
。

(二 )土坡 . 理性质的变化

土坡容重
、

田间持水量
、

饱和含水量和渗透性能等物理性质是衡量岗瓦碱碱化程度的重

要指标
。

施用糠醛渣后
,

这些物理性质也发生了变化 (表 4 )
。

首先
,

各试验处理的容重在增

.

表 4 增施改良剂前后土壤理化性质的变化

土 层

(皿米 )

0 一 1 0

(表土 )

.

0 一 3 0弃0 一 1 5

注 :
l( ) 表 中

“
施前

’
的采土 时间为 1 9 7 9年 9 月 2 0日

, “
施后

’
的采土时间为 1 9 8 2年 6 月 10 日

。
( 2 ) 各试脸处理 采土均

在第二宜 X 小 区内
。

(3 ) 表 内资料
,
p H 值为北京市水科所化脸室化脸

,

代换性N +a 及代换 t 分别由北京市农科院

土肥所化脸室和通县农科所化 脸室化验 , ( 4) 代 换性 N a 今

用醋酸按一红暇化按 淋洗
,

火焰光度法侧定 , 代 换 t

用抓化俊一幽吸按法侧定
。

(5 ) 0 一 30 厘米数据为 O一 10 和 10 一 30 厘米 加权平均值
。

( 6) 容重
、
田间持水 t

、

饱

和含水 t 均用环刀法侧定
,渗透速度用管子法侧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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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改良剂后都有所减小
。

增施糠醛渣的三个处理小区分别减小 0
.

1 5
、

0
.

1 7
、

。
.

n克 /厘米
3,

而

对照区仅减小。
.

10 克 /厘米
3 。

其次是田间持水量和饱和含水量有所增加
。

施糠醛渣的三个处理

小区田间持水量分别增加了 4
.

3 %
、

5
.

2 %
、

3
.

7 %
,

对照区仅增加 3
.

2 %
。

饱和含水量
,

对照

区比试验前增加 0
.

6 %
,

而施糠醛渣的分别增加了 4
.

2 %
、

6
.

9 %和 3
.

6 %
。

第三是渗透速度增

大
,

对照区比试验前增加大 0
.

38 毫米 /分
,

而施糠醛渣的分别增大 1
.

54
、

1
.

03
、

2
.

32 毫米 /分
。

上述变化均表明增施糠醛渣对改善岗瓦碱土壤的物理性状有较明显的效果
。

(三 )喊斑面积的变化

各试验处理小区的碱斑面积逐年缩小 (表 5 )
。

但对照区变化小
,

到 1 9 8 2年 6 月
,

碱斑面

积减少到 4
.

4米
2 ,

仍占小区面积的 n %
,

而增施糠醛渣的小区
,

到 19 8 2年 6 月时
,

碱斑已全部

消失
。

表 5 增 施 改 良 剂 前 后 的 碱 斑 面 积 ( 米
’ )

脸 (斤 /亩 )

侧 t 时 间 石 * 石 青 黑 矾 黑 矾

5 0 0 10 0 0 1 0 0 2 0 0

株醛渣

1 0 0 0

稼陇波

2 0 0 0

帐咬涟

2 5 0 0
{
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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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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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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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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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甘ùO勺U门l1 9 7 9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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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8 1年 6 月

1 9 8 2年 6 月

2 7
。

9

1 3
.

5

2
.

2

2
_

1

注 . (1 》 小区面权为40 米气 ( 2) 碱斑面积是指收获前无苗或有苗无收成的面积
, (3 ) 表内数值为第 2

,
3 两个 , X

区的平均值
。

奋 (四 )作物产 , 变化

作物产量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三年来的试验表明
,

在灌排及农业耕作栽培条件

下
,

增施改良荆能使作物产量明显增加 (表 6 )
,

增施糠醛渣的
,

其增产幅度更大
。

增施糠醛

渣的三个处理小区
,

1 9 8 2年分别比对照增产 61 %
、

50 %和 28 %
。

表 6 增 施 改 良 剂 前 后 的 作 物 产 t (斤 /亩 )

收

一 …
作· (斤 /亩 )

石 *

5 0 0

石 青

1 0 0 0

黑 矾

10 0

黑 矶

2 0 0

稼醛渣

1 0 0 0

帐陇谙

2 0 0 0

林陇法

2 5 0 0

对 服

1 9 7 9年 9 月

1 9 8 0年 6 月

1 9 8 1年 6 月

1 9 . 2单 . 月

1 9 8名年 9月

玉米

小麦

小空

小交

玉米

4 8
.

5

8 9
.

4

1 37

2 1 0

5 0 8

5 0
_

1 60
.

2

1 17

4 8
,

5

2 0 9

5 3 3

1 4 6

1 9 2

5 2 1

1 8
。

4

8 3
.

5

2 0 2

2 9 2

6 4 6

7 0
.

2

1 5 9

1 5 3

2 7 2

6 0 4

2 9
.

2

1 0 0

1 3 4

1 9 9

6 5 0

5 2
.

6

7 9
.

3

8 0
.

0

1 4 3

4 42

n臼,二ù匕1̀.0n.,.,自
J10脚心臼口O

注: l( ) 产 t 为第 2
,

3 两个 , 复小区的平均值
,

( 2) 1 9 8 0年处理 4 和 19 8 1年处理 3 的产 t 效拍有误
,

未列入衰内 .

《 3》 1 0 8 0牟小决下住种植 田份
, 未按处理单收

,
5 个点采样

,

平均亩产鲜草 5 0 0 0 斤 /亩 . ( 4) 1 9 8 1年小定下茬为京早 7 号

玉米创种田
,
未进行单打单收

。

三
、

糠醛渣改土增产效果的探讨

三年试验结果证明
,

增施糠醛渣对改善岗瓦碱土城 (碱化土 )的理化性质和作物增产具有

明显的效果
,

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

2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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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糠醛渣是一种强酸性物质
,

施到 p H值高的岗瓦碱地上
,

中和了土壤碱 性
,

使 p H 值

降低
,

促使石灰性土壤中 C a C O
。

向 C
a + 干

活化
,

并与碱化土壤胶体吸附的 N a 十

进行交换
,

从而

降低了代换性 N a 干

的含量
。

(二 )糠醛渣含有 30 一 36 %的腐殖酸类物质
。

腐殖酸类物质具有较强的离子交换性能
、

表

面吸附性能及凝聚胶溶作用
。

因而施糠醛渣后
,

土壤代换性盐基总量显著增加
,

它对改善岗

瓦碱土壤结构和土城通透性及降低碱化度均有促进作用
。

( 三 )施用糠醛渣后土壤养分显著增加
。

根据增施糠醛渣前
、

后土壤养分的测定 (表 7 ),

施稼醛渣的三个处理小区
,

全氮施后比施前增加 26 一 43 %
,

速效氮增加 29 一45 %
,

速 效 磷

( P , 0 。
) 增加 133 一 192 %

,

土壤有机质增加31 一 37 %
。

既增加了土壤养分供作物吸收
,

也提

表 7 增 施 改 良 剂 前 后 土 堆 养 分 状 况 (0 一30 厘米 )

侧定

项 目

试 脸 处 ( 斤 /亩 )

采土 日期 石 *

5 0 0

石 *

1 9 7 9年 9 月

1 9 8 2年 6 月

全 笼

( % )

0 2 2

0 3 7

黑 矾

1 0 0

0
.

0 2 4

0
`

0 3 1

橄醛 渣

1 0 0 0

棣醛渣

2 0 0 0

糠醛渣

2 50 0

0 3 0

0 2 7 ::: ::;
1 9 79年 9 月

1 9公2年 6 月

速效据

( pp m )

速效礴
( P : 0 。 )

( P P m )

2

{
3 0 ::

0 0 3 1

0
.

0 4 0

3 1
.

0

4 0
_

0

:; ;:

nnUU一八5勺自-,山ō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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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
孟d-
0八
ó

!
l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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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es
.

汀es
.les
.

eses
.
.lesesesl

以l--W…爪曰尸厂
ll
l
es
一巨沙

1 9 7 9年 9 月

1 9合2年 6 月

1 9 7 9年 9 月

1 9 8 2年 6 月

有机质

( % ) ::
注 : (1 》 表内资料由粗县农科所化 脸室化 脸

, ( 2) 0一 30 厘米土层是 O一 10 和 10 一30 厘米的加权平均值
。

高了作物的抗核能力
。

( 四 ) 1 9 8。年麦收后曾种过一茬田著
,

由于翻压的田著在分解过程中释放出有机酸和 C O
: ,

对改良岗瓦碱的不良理化性质有一定作用
。

对照小区在土壤理化性质
、

碱斑面积
、

养分含盆

及产盘方面也都有较大的变化
,

可能也是由于种过一茬田著的结果
。

四
、

小 结

(一 )碱化土与盐化土既有土壤发生学上的密切联系
,

又有基本性质上的严格区别
。

碱化

土的改良难度较大
,

需要采取综合措施治理
,

如水利工程
、

农业措施及增施改良剂等
。

特别

是中
、

强度孩化土
,

增施改良剂是一种较好的措施
。

(二 )供试验的石青
、

黑矾和糠醛渣三种改良剂
,

都有较明显的改土增产效果
,

并均有一

定的后效
。

从改良碱化土的不良理化性质方面看
,

石青和糠醛渣的效果最好
,

黑矾次之
。

而

从投资与增收的经济效益方面分析
,

糠醛渣最好
,

黑矾次之
,

石膏最差
。

(三 )糠醛渣除有改良碱化土的效果外
,

还兼有增加土壤养分和培肥地力的作用
。

并能提

高核性土城磷肥的有效性
,

在北京地区又具有就地取材
、

投资小 (糠醛渣价格为 1元 /吨 )
、

经

济效益大和使用方便等优点
,

对防治苏打盐化碱化土有广阔的推广前途
。

( 四 )雄醛渣是化工厂生产糠醛的废渣
,

属于腐殖酸类强酸性物质
,

对农作物生长有刺激 .

作用
,

因此用蛋要适当
。

据三年试验资料
,

大面积推广示范
,

以亩施50 0一 1 0 0 0斤为好
,

最大

用 t 不超过 2 0 0 0斤为宜
。

1 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