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不大
,

对 N m in 动态影响很小 ; N O
3 一 N占的比例大

,

波动幅度大
,

其动态与N m in 的动态

近于平行
。

半干旱地区的旱地土壤可用N O : 一 N来表征N m in 动态及土壤的供氮水平
。

3
.

在北京地区
,

未施氮肥土壤或低氮处理的土壤
,
N O

。 一 N主要在 。一 60 。 m土层内 上

下移动
。

高氮处理的土壤则主要在。一 8 c0 m 土层内上下移动
。

4
.

比较 。 一 1 0 0 c m土壤剖面 N o 3 一 N 含量
,

或电超滤 N o
3 一 N ( o 一 3 5 c m )含量

,

冬前 `

以衷地高于裸地
,

但返青至收获期
,

则裸地高于表地
。

.

四
、

N m in 与小麦产量或吸氮量之间的相关研究

将北京
、

河南
、

内蒙地区的多点肥料田间试验的基础土样 (深度为 l m
,

每20 c m 一层
,

共

5 层 )在 < 7 0
0

C下烘千
,

测定 N O
3 一 N含量

。

并于小麦返青期及成熟期取植株地上部分测定其

N %
。

计算N m in 与小麦生物产量
、

籽粒产量
、

地上部分吸氮量之间的相关性
。

采用 Y = a + lb n X

回归模式
。

结果如下
:

1
。

小麦根层
,

不论 0 一 4 0 e m
,

还是 0 一 6 0 e m
, 0 一 8 0 e m

,
0 一 1 0 0 e m

,

各深度的 N O
: 一 N

含最与小麦返青期生物产量或吸氮量
,

成熟期籽粒产量或全株吸氮量之间都呈中度相关
, r
为

。
.

37 4一 0
.

73 4
,

达 5 %或 1 %显著水平
。

小麦根层土壤剖面中残留的N O
。 一 N与小麦吸 氮 量

之间的相关性高于与产量的相关性
。

2
.

在 O一 8 c0 m土层内
,

随采样深度增加
,

相关系数增高
。

o 一 I 0 0 0 m 土层中的 N O
3 一 N

含址或 。 一 80 c m土层中的 N O
3 一 N含量与小麦产量或吸氮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极相近

,

测定小

麦N m in 的采样深度似乎 80 c m 即足够
。

.3 一般情况下 0 一 20 mC 的N O 广 N含量与小麦产量之间无相关性
。

钾

紫色土丘陵区水土流失与

耕地坡度的关系
’ ”

吕甚悟 陆大 良

( 四川省南充县土肥站 )

为了查明亚热带紫色土丘陵区坡耕地水土流失规律
、

对水土流失进行预测预报
,

并为治

坡改土等水土保持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

1 9 8 3至 1 9 8 6年进行了大区定位观渗试验
,

现将观测结

果初报如下
。

一
、

试验条件和方法

(一 )地貌与气候 试验区为侏罗系遂宁组红棕紫色厚泥岩
,

夹少量尖灭状 的石英粉沙岩
,

紫色土分布面积占全县早地95 %
。

一般丘高70 至 1 20 米
,

为中丘中谷地貌
。

* 本试验得 到四川省 上肥处和南充地区土肥科有关同志的指导
,

特此致谢
。

9 8



我县位于北纬 3 1
“

东经 10 6
。

左右
,

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
。

年降雨量 1 0 2 0毫米
,

集中

在 7 一 9 月
。

年平均气温 17
.

5℃
,

大于 12 ℃的有效积温 5 0 1 7℃
。

复种指数 1 91 %
,

耕地上作物

覆盖率10 一 90 %
,

森林覆盖率仅 5一 8
.

5 %
。

岩层裸露多
,

机械风化快
,

风化产物松散
。

加之

坡面长
,

坡度较陡
,

夏秋多暴雨
,

导致大量水土流失
。

今 =(
)设皿与方法 设 5

。 、
·

1 00
、

1扩
、

2 00
、

2 50 五种坡度的试验小区
,

各 重 复一次
,

连

续观测 4 年
。

每个小区长 (水平距离 ) 10 米
,

宽 3
.

33 米
,

同地同方向排列
,

原肥力水平基本
一 ~

致
。

各小区下接一个接水槽和容量为 5米
3
的沉泥集水池

。

现场安置自计雨量计一 台
,

供试土

壤为遂宁土属红石骨子夹沙土
,

多砾质中壤质地
。

小区内n 月种豌豆到第二年 5月中旬收获
。
5

月下旬横坡作畦起垄
, 6 月

.

上旬栽甘薯
,

每畦薯垄宽 0
.

77 米
,

在甘薯横垄的下坡面预先套种

黄豆
,

各小区中间开一顺坡出水沟
。

观测项目有
:

径流量
、

冲刷量
、

养分流失量
、

降雨前空

气相对湿度
、

雨量
、

雨强
、

作物复盖度等
。

二
、

观测结果与分析

(一 )径流量与冲刷量的确定 观测中发现日降雨量小于 10 毫米的小雨不产生径流
,

中雨

产卜 24
·

煌米 /日 )多数开始发生径允 但很少冲刷土壤
。

大雨 ( 2 5一49
·

9毫米 /日 )都不同程

度地产生径流
,

雨强大于 4 毫米 / 10 分钟的雷阵雨产生的径流冲刷了土壤
。

日降雨量大 于 50 必

米的暴雨都造成大量水土流失
。

每一次的径流量用下式计算
:

径流量 (公斤 ) = l o 0 0V 一 H S 一 m C I 一 W ) ` 2
.

6 5即用池中水和泥沙的总体积减去集流槽

和水池承接雨水的体积
,

再减去泥沙的真实体积得径流量
。

式中
:
V

— 池中泥水体 积 (米
“
)
;

m

— 湿泥沙重 (公斤 ) ; H— 降雨量 (毫米 ) ; W— 泥沙含水百 分 数 ; S—
池

、

槽接雨面积 (米
“
) , 2

.

65 — 土壤比重
。

冲刷量 = m ( 1 一 W ) + P ( P

— 池浑水含泥沙重 )
。

两次重复平均得某坡度小区的 径

流量式冲刷量
。

(二 )水土流失与坡度的关系 在 1 9 8 3至 1 9 8 6年 4 年的观测过程中
,

共发生每亩每次 1米
“

以上 的径流 51 次
,

引起冲刷土壤37 次 ( 以集流沉沙池有少量泥沙堆积算起
,

计为冲刷次 )
。

将 4

表 1 坡 耕 地 年 水 土 肥 流 失 量 及 产 量

一
~ 函. . . . J .目 . j曰. . . . . . .曰 . . ` `

. 曰 别月 . “ 山. ` 口 . . . . ` . ` .
润

:

山
口. 口 ` . . , 石 . .

目. ~ `
.

~

-
州`

. ` . .
. .

一
` 目 ~ 二

叱 . “ . . . ~ ~ 口 , . 曰

~ ~ ~
.

浏
`
. 泪

,

坡度
冲 刷 量
(公斤 /亩 )

’

汇)
亩

流a/
米

径̀

1 8 4 0

2 7 2 4

3 9 2 9

4 5 9 5

5 1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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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 1) 侧定方法
: 水样中

,

硝态氮用酚二磺酸比色法测定
, 钱 态氮用立接燕馏法

, 有效磷用相兰比色法 , 有效

钾用火焰光度法 , 有 机质用重格 酸钾容法
。

土样中
:

水解氮用扩散吸收法 ; 全磷用高抓酸一硫酸酸溶
,

饥

锑 抗比色法 ; 有效磷用碳酸氢钠 法
。

( “ ) 流失水
、

土中妙
含量为” 次平均数

:

水 土流失量为`年各观测值的平均数换算养分流失几所用的水 土流

失蛋用回归值 y 参算
。

( 3 )黄豆
、

甘薯 已折成贸 易粮 :

黄豆实收量 x l
.

2
,

甘薯鲜 垂 , 5
。

( 4 )南充地区农业局 中心化验室杨承元
、
黄永荣同志布助部份化验

,

特此致谢
。



乍的观测结果列于表 1
。

经统计分析
,

年径流量与坡度的函数关系为
:

犷 水 “ 7 0
.

8 2 斗
1

4
.

0 3 1 x 一 0
.

0 4 8 3 x 2
( F水 = 3 2

.

2 ) F
。 。 。 。 , r = 0

。

9台O
, n = 5 )

年冲刷量与耕地坡度的函数方程为
:

y 士 = ] 0 8 6
·

卜 1 7 1
.

2 x
( I矛士

二 一

1 6 7 > F o . o , , r 二 0
.

0 9 1
* ” :

n 二 5 )

此 回归方程有显著回归关系
,

暂可作为类似试验条件下预测预报不同坡度耕地的年水土

流失最
。

以后再测出不同质地的土壤可蚀性因子
、

坡长因子
、

作物覆盖度及耕作管理因子
,

统计分析出本地多年平均降雨侵蚀力等
,

就可建立适应广泛的水土流失通用方程式
。

从表 1 可看出
,

年平均水土流失量随耕地坡度增大而显著增加
。

就冲刷量而言
,

坡度从

0o 至 8o 增加较缓
,

o8 以上剧烈增加
, 2 50 比 5

。

坡地年冲刷量平均增加了 1 08 倍
,

因此耕

地坡度是引起水土流失的关键因素
。

(三 )土壤养分流失量 水土流失必然会造成土壤养分的流失
。

每年土壤流失 初 期 ( 4
、

5

月
、

中期 ( 7 月 )及后期 ( 9 月 ) 各取一次流失水土化验
。

每年 4 月在夏秋作物播种前取各小区

耕层土化验
。

10
“

坡地的三台土流失养分含量列于表 2
。

从表 2 中可看出
,

冲刷土的平均养分含量略高于耕层土
,

这是由于冲刷土多半是细土
。

每

表 2 10
’

坡 耕 地 流 失 水 土 中 的 养 分 含 量

哪

一
·

养 分

径流水

冲届J土

耕层土

有 机 质 水 解 N

(% )

.

0 0 2 4

.

if 2 6

全 N
(% )

`

全
(% ( PP m )

l 有 效 P

! ( PP m )

}
。

.

1

有
`

效 K
(PP m )

}一
二二一}

5
,

。

一
0

.

0 6 9 5 { 0
.

0 6 4 1

0
_

6 0 3 0
.

0 6 4 4 { 0
.

0 6 2 1

4 1

2 8

{ -

一
-

:
3

_

1

谕
年初次流失的水土 中养分含量较高

,

中
、

后期较低
。

径流水中的有效养分含量虽不高
,

但每年

平均每亩的径流量达一百多立方米
,

其流失的养分除有效磷较少外
,

其它养分就有不可忽视

的数量
。

10
’

坡耕地径流水流失的养分比流失土中养分多
:

有效氮多 3
.

7倍
,

有效磷接近一倍

多
,

有效钾多0
.

44 倍
。

大面积耕地上坡度增大
,

地势台位越高
,

土质愈瘦薄
,

流失水
、

土 中的

养分含量也相应减少
。

因此
,

耕地坡度增大
,

随冲刷土流失的养分显著增加
,

但流失的有效

养分增加
令

。

坡耕地的土壤有机质
、

水解氮 有效舰流失量 (表 ` ’与耕地坡度呈极显著线

性 相 关
: 了 有机质 = 1 2

.

0 4 + o
.

7 2 x
(
r = 0

.

9 9 6*
* , n = 5 ) y 水解万 = 0

.

6 1 + o
.

o o 3 2 x ( r = 0
.

9 9 3
“ ’ ` ,

n 二 5 )
: y有效水K = 0

.

6 2 7 + 0
.

0 0 8 3 6 x ( r = 0
.

9 7 8
* * , n = 5 )

在本试验地肥力水平情况下
, 1 50 坡耕地每年每亩流失全氮 2

.

5公斤
、

全磷 2
。

3公斤
、

有

机质 2 4
,

5公斤
,

有效氮 0
.

66 公斤
、

有效钾 0
.

77 公斤
,

数量相当可观
。

各小区原肥力水平基本相同
,

但随着小区的坡度增大
,

水土肥流失剧烈增加
,

作物产量

逐渐下降
。

4 年夏秋作物 (甘薯间作黄豆 )平均亩产
, 5

。

坡地是 2 56 公斤
,

25
“

坡地是 19 。公

斤
, 2 50 比 5

。

小区夏秋作物亩产下降 66 公斤
,

减产 26 %
。

因此
,

坡地改梯田宜把坡度大的

耕地改到 5
”

左右
,

人少地多的山区可把大于 20
。

的陡坡地退耕还林
,

发展多种经营
,

增加

植被覆盖
,

抓紧治理水土流失
,

保持生态平衡
。

了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