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均为单粒状
。

土壤水分明显比非沙棘林地提高4一6 %
。

土壤颜色较非林地加深
。

土壤物理性

状的变化与土壤养分变化成正相关
。

调查中还发现
,

沙棘多生长在河床
、

河漫滩及一
、

二级

阶地的轻壤质一砂质土上
,

石渣土也有成片生长
。

在崩塌的山坡
、

沟壑两边及河岸两旁的土

乡 壤也适宜沙棘的生长和繁殖
。

在沟谷岸边
,

常看到沙棘的根系被冲刷裸露在外
,

但树木依然

生长良好
。

因此
,

许多地方把沙棘誉为
“

保持水土的尖兵
” 。

白散泥田低产原因及其改良

马 伴 巍

(四川 省巫 山县 农业局 )

白散泥田是我县境内一种质地粘重
,

养分贫乏
,

宜种性窄
,

宜耕期短
,

耕作质量差
,

酸

性较强的低产土壤
。

对此类土壤进行合理改良
,

有利于粮食增产
。

本文就白散泥的形成
、

生

产性能
、

低产原因及改良措施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

一
、

白散泥的形成

今

(一 )成土母质对白傲泥形成的影晌 白散泥在山区
、

丘陵
、

平坝均有分布
。

成土母质有

新
、

老冲积沉积物
,

也有紫色页岩
、

石灰岩等
,

一般以老冲积母质形成的白散泥较多
,

但都

是在长期滞水条件下形成的
。

老冲积母质是第四纪冰川活动沉积下来的母质
。

矿物风化强烈

盐基大量流失
,

富铝化过程明显
,

有铁锰结核和灰色条纹形成
。

在此基础上
,

通过人为的耕

作活动
,

特别是不同的土壤水分状况的影响
,

遂分化成白散呢
、

麻枯泥
、

鸭屎泥
、

翻硝田等

特性有所不 同的农业土壤
。

这种老冲积母质比较粘重
,

所以
,

一般在犁底层 以下 (约 35 厘米

处 )呈白色或灰白色
。

(二 )水分对白做泥形成的影晌 水分对白散泥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

由于 白散泥 田是一

种酸性较强的土壤 (P H一般为 5 一 5
.

3 )
,

又多分布在地下水位较高的地形部位上
,

在长期的

水分运动过程中
,

土体随地下水的升降和地面水的下降
,

反复遭到淋溶和漂洗
,

干湿交替频

繁
,

而在酸性条件下易移动的 F e 、

M n
就在一定深度的土层淀积起来

。

因此
,

在白散泥剖面中
,

有上部呈黄色下部呈 白色或灰白色的趋势
。

由于粘粒的淋失和有机胶体的破坏与淋失
,

使土

壤的沉板性增强
,

吸收量降低
,

以致土壤的理化性质和肥力变差
。

( 三 )叙化还原交替作用对白散泥形成的影晌 白散泥田一般都采用稻一麦或稻一油 (菜 )

两熟的水早轮作制
,

因此有季节性的氧化还原交替作用
。

在早季或干早情况
,

随着水分的蒸

发
,

地下水通过毛管作用向上运动
,

把 F e 、

M n
离子带动向上运动

,
F e
离子与土壤空气 中的

氧接触后
,

原来处于还原状态的亚铁离子氧化成三价铁离子
,

氧化状态的铁离子的水化程度

较高时
,

就显示出黄色 (挖剖面时
,

可以清楚地看到
,

处于灰白色或白色的土坡与空气接触片

刻后
,

就会逐渐转变为黄色 )
;
在灌水季节

,

土坡中 F e
离子在嫌气条件下被还原而黄色消失

,

且易淋失
。

总之
,

随着排水与灌水和氧化作用与还原作用的交替出现
,

F e
离子处于氧化一还

原的动态平衡之中
。

所以
,

坚持水早轮作
,

可延缓白散泥的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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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白散泥的生产性能

白散泥是一种淋溶较强烈的土壤
,

几乎都有锈纹
、

锈斑
,

特别是 F e
离子被淋溶较强烈者

一般在耕作层以下 1。厘米处有铁质新生体强烈聚集
。

处于嫌气性条件下土壤中的亚铁离子
,

a

易毒害根部
,

使作物生长不良
。

白散泥土壤的质地粘重
,

以高岭石类粘土矿物较多
,

胶体品

质较差
,

保肥力弱
,

在宜肥性上表现为易背肥
,

施后易产生流失
、

烧苗
。

土壤多呈块状和梭

柱状结构 ; 养分贫乏
,

特别缺乏磷素 , 耕层 很薄
,

毛管孔隙较多
,

地下水上升快
。

因此
,

土

城较耐早而不耐涝
。

三
、

白散泥田的低产原因

(一 )土体结构不良
,

琳溶层出现较离 在淹水条件下
,

表层土粒分散
,

团粒结构少
,

耕

作层以下 (约 15 厘米以下 )多呈块状或柱状结构
,

不利作物根系生长
。

由于白散泥淋溶作用较

强
,

淋溶层出现较高
,

一般在 35 一55 厘米之间
,

氧化还原电位低
,

作物根系受亚铁离子和其

它有毒物质毒害
,

作物生长不良
,

从而产量降低
。

若淋溶层出现在60 厘米以下时
,

则对作物

生长的影响较小
。

生长在白散泥田中的水稻
,

根系不发达
,

锈根和黑根较多和分草少
,

与亚

铁离子和其他还原性物质毒害有关
。

(二 )有效养分低 据测定
,

白散泥田的有机质含量仅。
.

6一0
.

7 % ; 水解性N含量在50 一

6 0 p p m
,

按态 N含量为 2
.

5一 5 p p m
,

硝态 N含量小于 2
.

s p p m ; 速效 K只有 e o一 9 0 p p m ; 特别

缺乏磷素
,

速效 P只有 2 一 5 PP m ,

且易与 F e 、

A l形成不溶性磷酸铁铝而被固定下来
,

不能

为作物所吸收
。

因此
,

施用磷肥有明显的增产效果
。

(三 )土质枯 ,
,

耕性不 良 白散泥中粘粒含量约占38 %
,

物理性粘粒一般为 76 %
。

质地

过粘
,

团粒结构很差
,

造成土壤水分运动困难
,

易渍水产生捞害
。

加之有机质含量低
,

耕性

较差
,

遇水和灌水后土粒易分散
,

稍干早时土表又易开裂
。

粘结力和粘着力较强
,

塑性指数

高
,

宜耕期短
,

耕作质量差
。

作物生长不良而造成低产
。

尤其是栽种早稻常表现为
“

坐莞
” 、

“

垮叶
” 。

四
、

改良白散泥田的措施

(一 )盆治水系
,

完 . 排滋系统 这是改造白散泥田的前提
,

只有整治好了水系
,

才能很

好地进行水早轮作
,

达到白散泥田改制的目的
。

由于白散泥田多分布在地下水位较高的地方
,

在进行早作时要开深沟排水 ; 在进行水作时应做到排水沟与灌水沟分开
。

目前
,

不少白散泥

田在进行水作时
,

都是上一田的排水沟成为下一田 的灌水沟
,

使田块受到严重漂洗
,

粘粒被

冲刷
,

养分被流失
,

加速了白散泥的形成
,

这种状况必须迅速改变
。

(二 )合理改制
,

水早轮作 水早轮作是改善白散泥田的根本措施
,

合理改制可提高土地

的利用率
。

在完善排灌的条件下
,

实行大水量灌溉
,

而在排水又能及时落干
,

可以有效地降

低淋溶层的位置
,

并促进土壤结构改善
。

据测定
,

部分白散泥田经三年水早轮作后
,

其 p H
、

有

表 1 水 旱 轮 作 对 白 散 泥 某 些 性 质 和 产 t 的 影 响

上
1 …一: 一…

未 改侧 }
“

…
一二竺竺一 }

月

一二上- 一 }

有机质
}

按态抓
{

速效 .

丝一 {一 i些竺 卜望些王
` · 0

{
了· 5

{
“

1
·

5
!

1 0 · 0
}

1 0

速效钾
( p P m )

年产盆
(斤 /亩 )

6 0一 9 0

1 2 0以上

7 0 0

1 2 0 0

2 7 0



冷

机质和速效养分都有所提高 (表 1 )
。

水早轮作
,

可采取三年一轮 (即两水一早 )的耕作制
。

( 三 )发展缘肥
,

增施有机肥 在白散泥 田中种植和施用绿肥
,

也是改良白散泥田的一种好

办法
。

可种植的绿肥有
:
红花草

、

红萍
、

细绿萍等
。

种植绿肥可增加土壤的氮素和有机质
,

改

良土壤结构
。

白散泥田发展绿肥和增施有机肥的改土效果列于表 2
。

表 2 有 机 肥 绿 肥 改 良 白 散 泥 田 的 效 果

, } ,

二
` } , . 、 。

}
。 : :

} 有 机 质 } 校 态 犯 }
, 占 决生 } 咨目 月口 J日 刀. } J 口 用 J “ , l田 l r 蕊 1 } I 。 / 、 } , 卜竹~

、 !

一
-

一…一

—
卜

-
-

一 }
-

一一卜
全当一 卜矍生

一

…
{ 红 坪 {

” 年 {
“

·
5

{
’

·

5
{

“ 5
{

已 改 良 … 腐 肥 … 5 年 {
’ .0 … ’ .0 … ` “ …

—
}- 竺些三一!一竺l

~

…
一

二 i 卜
一

竺一 }一竺
一

…
. _ :

未改 ..9 `对卿
,

.J
.

…
11 _

二
11 .

}
. _

5
·

5 _
.

.

.

}_ 。
· ’

.

}
.

_
_

“
. .

…
}

速 效 礴
( PP m )

速 效 钾
( pp m )

::
6 0一 9 0

6 0一 9 0

6 0一 9 0
一勺月一了

6 0一 9 0

( 四 )注意调整 p H 值 对白散泥这种酸性土壤
,

如能使其 p H值接近中性
,

能降低铁的游

离作用
,

可减缓白散泥的形成
。

适当施用石灰并结合施用有机肥
,

有利白散泥田的改良
。

研究通讯

加

土壤中可变电荷表面

对磷的吸附及其解吸特性

王建林 陈家坊 赵美芝

( 中国科学院南京 土城 研究所 )

1
.

L a n g m u i r ,
F r e u n d l i e h和 T e m k i n

方

程均可用来描述各试样对磷的吸附特征
。

根

据实验数据与吸附等温线的拟合状况
,

我们

认为
,

除无定形硅酸铝与 F er un dl i c h方程拟

合较好外
,

其余试样均符合L a n g m u ir 方程
,

其中砖红壤更符合票
=

典
.

其
十

奥方程
,

余
~

’ ” 、

~ 俄 ~
` 切 目 Y 一

C M
’

M 刀怀
’

小

争

土壤化学环境中磷的迁移
,

转化和固定

主要取决于磷在其中的吸附与解吸
,

沉淀与

溶解等物理化学平衡
。

研究土壤及其组分对

磷的吸附与解吸特性有助于揭示磷进入土壤

后的归趋
。

阐明磷与土壤反应的本质和机理
,

可为评估土坡供磷特性及非农业水域中磷的

富集状况提供理论依据
。

本文对具有可变电

荷表面的土壤与矿物胶体 (砖红壤
,

火山灰

土
,

高岭石
,

三水铝石
,

无定形硅酸铝及无

定形铁 ) 磷的吸附与解吸特性进行了初步研

究
,

结果表明
:

、
,

本禅 。 C K
.

C 、 * 。
. ,

, 忱 *下试样用杀 二共 + 共表征则较适宜
。

’

尸 、 ” ” `

Y M
’

M
`

~ 一
, 、 .

~ ~ 一
。

2
.

各供试样本的磷解吸量均 小 于 吸 附

量
,

解吸等温线与吸附等温线均有 2 一 3 个

转折
,

表明有不同吸附能态 的磷的存在
,

也可

能是试样以复粒存在
,

从而在磷被吸附之前

或同时存在扩散历程
。

各试样的解吸百分数

大小的顺序为
:

高岭石 > 砖红壤 > 无定形硅

酸铝 > 无定形铁 > 三水铝石 > 火山灰土
。

解

吸百分数与解吸液磷浓度的关系可用 L an g -

m u i r
方程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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