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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表明
: 犁底 鼠洞有明显 的排涝增产的效果

,

且有施工简便
,

投资少 的优点
。
是 三江平原 地区

排 除
“
哑叭涝 ” ,

的一种较好方法
。

关于土壤暗洞排水的研究
,

国内外已有许多报道 〔1~ 4〕
。

犁底鼠洞是土壤暗洞的一种形式
,

但因其设置在犁底层浅区
,

故谓之犁底鼠洞
。

犁底鼠洞由于有施工简便
、

成本低廉等优点
,

可

能较一般暗洞更容易推广应用
。

为了探明犁底鼠洞在三江平原排除土壤
“

哑叭涝
”

的效果及其

应用前景
,

我们于 1 9 8 2一 1 9 8 4年间在富锦县农科所进行了犁底鼠洞的施工和排涝试验
,

现将

试验结果初报如下
。

一
、

施工机具

犁底鼠洞器与普通鼠洞器一样
,

由切土刀和挤洞圆锥体两部分组成
。

但有两点跟普通 鼠

洞器不同
:

一是它是按装在五桦犁犁具下部的一个附件装置
,

容易拆装更新 , 二是它 比较小

巧
,

切土刀仅 2 c0 m长
,

圆锥体直径只有 5 c m
,

施工阻力较小
。

由于鼠洞器与犁桦联结成为一个整体
,

固而在耕翻土地的同时便同步完成耕地和打洞两

项作业
,

地表是浪浪犁塑
,

犁底是条条鼠洞
。

犁底鼠洞大致都分布在地表下 25 一 45 o m层段中
,

绝大多数为 30
o m左右

,

属于浅层暗洞
。

二
、

田 间试验设计

(一 )土壤条件的选择 据报道
,

暗洞的排水效果和使用寿命跟土壤的性质关系很大 [ 5 〕
。

三江平原的黑朽土
,

地势低平
,

土质粘重
,

透水通气性极弱
,

是适宜的供试土壤条件
。

(二 )试验处理 试验设两个处理
,

即鼠洞区 (间隔 1
.

2一 1
.

5 m )和平翻 区
。

在作物生育期

内试区内每隔 50 m挖一条临时集水渠 (垂直于鼠洞方向 )
,

将形成的小区按 I
、

亚
、

l … …编号
,

调查排水效果
。

三
、

排水增产效果

试验期间的年际气候情况是
: 1 9 8 2年春涝后转夏早 , 1 9 8 3年春夏皆涝 ; 1 9 8 4年降水正常

。

1 9 8 2 、
1 9 8 3两年因试验区内无排水出路

,

未能取得排水数据 , 1 9 8 4年选择了有排水渠系

的地块作试验区
,

并于 4月中旬在 互区内人工灌水 10 0 m m (本区面积 5 0 x 40 = 2 0。。m “ )
,

在人

为造成短期涝害条件下
,

调查犁底鼠洞排捞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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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2
、

1 9 8 3年指示作物为小麦 ; 1 9 8 4年为玉米
。

(一 )排水效果 经 1 9 8 2一 1 9 8 4年试验观察
,

打洞时在鼠洞器切土刀的作用下
,

将犁底层

土壤切成一条竖直裂隙其上
、

下部分别与翻堡和鼠洞接触
,

利于地表水迅速下渗至鼠洞
。

据

1 9 8 4年 7 月 12 日灌水后测定
,

在地表出现明水10 一 30 分钟后鼠洞 口即产流
。

其测定结果见表

1 o

洞洞号号 始测时间间 结束时间间 排水 面积 ( m Z )))

}
接水” ` K g ,, 流量 (升 /小时 ))) 平均 (升 /小时 )))

44444 1 7时 5分分 17时 3 0分分 6 2
.

555 1 1
.

333 2 7
。

111 2 9
.

000

111117时 3 3分分 17时 5 5分分 6 2
.

555 1 1
.

333 3 0
.

88888

55555 17时 2 5分分 18时 3 0分分 6 2
.

555 1 1 333 1 0
.

555 1 0
.

555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11111 6时 4 2分分 1 6时 5 0分分 5 0
。

000 1 1
.

333 8 4
.

888 8 4
.

888

111117时 5分分 1 7时 13分分 5 0
.

000 1 1
.

333 8 4
.

88888

11111 7时 1 5分分 17时 2 3分分 5 0
。

000 1 1
.

333 8 4
.

88888

77777 16时 1 1分分 1 6时 1 5分分 6 7
.

555 1 1
.

333 1 6 9
.

555 1 5 8
.

222

11111 6时 14分分 16时 19分分
4

6 7
.

555 1 1
.

333 1 3 5
.

66666

11111 6时 2 7分分 1 6时 3 1分分 6 7
.

555 1 1
.

333 1 6 9
。

55555

88888 17时 4 1分分 1 8时 1分分 7 0
.

0 000 1 1
.

333 2 4
.

222 2 4
.

222

次 日上午 g 时观测
, 4

、

6
、

8 号洞仍流水不断
, 3 号洞亦开始排水 (因 3 号洞处地势偏

高
,

当时未排水 )
,

其流量为 42 公升 /小时 ; 6 号洞流量为 7 4
.

5公升 /小时
,

两次平均为 7 9
.

7公

升 /小时
,

总排水时间为 16 个小时
,

共排出 1
.

2 75 吨水
,

相当于降 2 5
.

5 m m水量
。

16 时观测
,

鼠

洞区垄沟大部分已无积水
,

而对照区内垄沟仍有大量积水
,

垄台陷脚
。

在本试验条件下
,

若总平均排水速度以6 1
.

3公升 /小时计算
,

若土壤中有 50 m m多余水分
,

犁底鼠洞区 2
.

5天内即可将其全部排除
,

而无鼠洞区只能依靠土壤蒸发缓慢地消耗这些水分
。

(二 )增产效果 1 9 8 2年
,

鼠洞处理 区与对照区小麦产量相等
,

为 96
.

7 k g /亩 ; 1 9 8 3年
,

鼠

洞区略表现减产 (鼠洞区 1 5 1 k g /亩 ; 对照区 1 59
.

7 k g /亩 )
,

说明在无排水出路条件下
,

犁底鼠

洞对小麦产量并无明显影响
。

据 1 9 8 4年试验
,

进行涝害处理的鼠洞区亩产玉米36 3 k g ,

比对照增产 4 5
.

4 k g /亩
,

增产率

为 14
.

3 % ; 非涝害处理的鼠洞区仅增长 7
.

1% (表 2 )
。

从表 2 看出
,

由于人为的一次短时间涝害
,

致使对照区减产 2 2 k g /亩
,

而犁底鼠洞区则免

受涝害影响
,

从而证实了在受涝条件下
,

犁底鼠洞与明渠配套才具有明显的排涝增产作用
。

表 2 犁 底 鼠 洞 排 涝 增 产 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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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四
、

犁底鼠洞的寿命

试验表明
,

在三江平原黑朽土上设置的犁底 鼠洞
,

使用寿命比较长
。

但犁底鼠洞的寿命

不仅与土壤性质有关
,

而且也受设置深度的影响
。

据 1 9 8 2年 6 月 18 日观察
,

1 9 8 1年秋季设置

的鼠洞
,

凡在 25 一 3 c0 m 深度的其损坏率达 50 % ; 在 31 ~ 3 c5 m深度的损坏率为 25 % (表 3 )
。

一

般说
,

在 3 c0 m土层以下的鼠洞可维持 2 一 3 年以上
。

1 9 8 2年 8 月 31 日调查发现
,

由于入夏后气候干早
,

一些深度较浅的鼠洞上部土壤干成 2 一

3 c m裂隙
,

造成洞顶局部塌方
,

影响排水效果 ; 但 1 9 8 4年调查结果表明
,

1 9 8 3年秋处理的 8

条鼠洞均保持完好
。

说明严重的干早会导致一些深度较浅的鼠洞局部阻塞而失效
。

表 3 梨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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