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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地区降雨中营养元素含量
’

马 茂 桐 农 中 扬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镶研究所 ) ( 广西柳州市农 业局 )

对降雨中养分含量的研究
,

国外做得较早
,

较多
,

欧洲曾联合进行 了 13 0 年 的 连 续 测

定 〔 1一 3〕
。

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有一些报道 (4,
5〕 ,

但较少
。

为了研究广西柳州地区雨水中营养

元素对作物
、

土壤及生态环境的影响
,

从 1 9 8 4年 4 月 1 日到 19 8 5年 3 月 31 日我们对广西柳江

县和来宾县的雨水进行了收集和分析
。

雨水分别由柳江县气象局和来宾县农业局按季收集
,

每

一季度雨水充分混合
,

然后取样分析
。

氮用半微量直接蒸馏法测定 ; 其他元素用离子色谱法

测定 ; p H 用酸度计测定
。

所得结果列子表 1
。

1
.

氮
、

磷和钾素
。

柳江县每年随降雨带到地面 的氮为 1
.

49 斤N /亩
,

来宾县为 1
.

35 斤N /亩
。

磷分别为 0
.

019 斤 P /亩和 0
.

0 27 斤 P /亩
。

钾则分别为 1 ;
08 斤 K /亩

·

年和 0
.

91 斤 K /亩
。

柳州地

区雨水中的氮
、

磷和钾高于闽
、

滇两省
,

比浙江金华地区低或相近 〔4, 5〕 。

2一 钙
、

镁和钠素
。

雨水中的钙和镁主要来自尘土和海水
,

可能由于柳江和来宾县既是石
. 、 训 、 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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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0斤以上 )
,

但往往受洪水的影响
,

河床两岸的较低河漫滩
,

已不受 ( 除特大洪水外 )洪水影

响
,

质地壤质
,

通透性和保水性较好
,

又经施肥管理
,

肥力较高
。

河谷平原贩 田
,

由于河流

的比降较小
,

河道弯曲狭窄
,

山洪来临宣泄不畅
,

常常被淹
、

被冲
。

故贩 田的首 要 问 题 是
“

治水
” ,

而
“

治水
”

必须结合
“

治山
” 。

即在河流上游应营造水源涵养林
,

保持水土
,

并修建水

塘
,

扩大蓄水面积 ; 中下游须整治河道
,

清理河床
,

截弯取直
,

使水流通畅
。

2
.

山丘坞田
。

水土流失是坞田重要问题之一
。

主要原因是不少坞田两旁植被破坏
,

加

之无良好的排灌系统
,

降水或灌水漫田而过
,

造成跑水
、

跑土
、

跑肥
。

因此
,

坞田两旁必须

留有林带
、

草带
、

严禁滥伐森林
,

乱铲草皮 ; 坞源修库
、

开塘
,

提高蓄水能力 , 环坞应开排

水沟
,

做到水不过田
,

消除
“

三跑
” 。

山丘地区还有面积不大的垮田
,

如岭南的
“

太平田
” 、

兰田的
“

瞻天田
”

等
,

天干缺水
,

影

响产量
。

因此
,

要做好蓄水工程
,

以利保土和灌溉
。

3
.

冷浸田
。

冷浸田是深 山区面积较大的土壤
。

由于山高谷窄
、

日照短
、

水性冷和积水

时间长
,

使土壤闭气
,

土温降低
,

从而造成一系列不良的物理
、

化学性状
,

严重影响水稻的

产量
。

冷浸田 的改良
,

关键在于挖沟排水
,

降低地下水位
,

提高水温
、

土温
。

对于浸水源出

于 田垮山丘裂隙的冷浸田
,

应沿山坡和田间挖沟排水
,

以截阻漫水浸渗和排除田内多余水分
;

对田间有泉眼的冷浸田
,

应将泉水引出
。

开排水沟时应修建迂回水道
、

晒水塘坑
,

延长灌水的

日照时间
,

灌水采用浅水灌溉
。

同时配合冬耕晒塑和烤田
,

提高水温土温
,

使土壤充分风化
,

促进养分的转化
,

改良土壤物理状况
。

总之
,

本县土壤资源丰富
,

只要合理利用和培育
,

则将为农业生产的发展作出贡献
。

冲

多加本项工作的还有广酉柳徉县农业局石承伟 和来宾 县农业局谢大启等同志
.



表 1

地 区 {季度 雨 掀 (毫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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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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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岩地区又临近海洋
,

雨水中钙含量高
。

柳江县每年为 7
.

76 斤 C a/ 亩
,

来宾县为 6
.

14 斤 C a/ 亩
。

比闽
、

滇两省 ( 3
.

n 斤 C a
/亩 )高得多

。

雨水中含镁量 比钙低
,

全年降雨中的镁
,

柳江县 为 0
.

87

斤 M g /亩
,

来宾县为 0
.

27 斤M g /亩
。

雨水中的钠多于钾
,

全年钠的总量
,

柳 江 县 为 2
.

17 斤

N a
/亩

,

来宾县为 1
.

52 斤 N a
/亩

,

大约是钾的 2 倍
。

3
.

硫
、

氛和氟素
。

雨水中的硫主要来自燃料
,

如煤和石油的燃烧
。

工业发达地 区 雨水

中硫含量高
,

通常用雨水含硫量作为衡量污染的程度
。

柳江县由降雨带到地面的硫每年为 4
.

71

斤 S /亩
,

来宾县为 6
.

33 斤 S /亩
,

高于闽
、

滇两省 ( 3
.

88 斤 S /亩 )和浙江金华地 区 ( 1
.

75 一 3
.

58

斤 S /亩 )
。

有人认为
,

如果降雨中每年有 1
.

6斤 S /亩
,

除需硫特别多的作物外
,

对一般作物即

可满足
。

柳江县全年雨水中含氯量为 3
.

28 斤 lC /亩
,

来宾县为 2
.

58 斤 lC /亩
。

含氟量则分别为 协

0
.

3 6斤 F /亩和 0
.

4 3斤 F /亩
,

浓度为 0
.

2 5一 0
.

2 9 p p m
。

4
.

p H
。

大气中 C O
:

与水平衡时产生的 p H值为 5
.

0一 6
.

5
。

如果雨水 的 p H 低于或高于此

值
,

可能受到酸性物质的污染或受到尘埃
、

海雾的影响
。

雨水 p H值范围一般为 4
.

。一 8
.

0
。

柳

江县 p H 值为 7
.

07
,

来宾县为 6
.

40
。

从表 1 还可看 出
,

柳江县和来宾县 的雨水中 N和 C a 的含量似有雨季 (二
、

三季度 )高于 旱

季 (一
、

四季度 )的趋势
,

其他元素未见规律性 的变化
。

从上所述可见
,

柳州是石灰岩地区
,

雨水中 C
a 比闽

、

滇两省高
。

闽
、

滇两省和浙江金华

地区雨水含 S量都低于柳州地区
。

金华雨水是 1 9 7 6年收集的
,

闽
、

滇两省是 1 9 8 0年收集的
,

而

柳州地区是 1 9 8 4年收集的
,

因此
,

雨水含 S量 的这种差异
,

也可能是近些年来工业发展 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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