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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物理学在建造草皮运动场中的应用

于德芬 徐富安

(中国科学院 南京土壤研究所 )

随着我国足球运动 日益普及
,

草皮足球运动场的需求量将不断增多
。

我国草皮运动场表

土层通常有浅而硬
、

通透性差
、

排水不畅以及草皮生长不良等 间题
,

影响运动员竞技的充分

发挥
,

应该加以改进
。

研究表明
,

运动场地草皮生长的优劣与场地土壤的物理性质密切有关
,

在设计与施工过程中应给予足够的注意
。

1 9 9 0年我们与南京设计院合作
,

为仪征化纤工业公司设计了一座大型草皮运动场
,

克服

了上述的各种弊端
,

取得了成功
。

我们在南京设计院提出的设计方案的基础上
,

主要解决了

以下儿个问题
。

一
、

协调表土层透水与保水的矛盾

仪征化纤联合公司草皮球场位于青浦河畔
。

土壤母质为河流冲积物
,

土壤中 < 1微米的

粘粒含量 1 1
。

1一 14
.

1%
,

物理性粘粒为 2 5
.

0一 32
.

7 %
,

土壤质地属轻壤和中壤 (表 1 )
,

但由

于该土壤的粗粉粒 ( 0
.

01 一 0
.

05 毫米 )含量高达 60 %左右
,

土壤极易发生淀浆板结
。

土壤 的容

重高达 1
.

44
,

总孔隙度为 4 5
.

3 %
,

能通气透水的粗孔隙仅为 5
.

4 %
,

土体的通透性极差
,

其透

水速度为 3
.

33 毫米 / 90 分钟
。

即使经过耕翻
,

扰动
,

土壤再沉实
,

其透水速度也只增加到 3
.

87

毫米 /90 分钟
。

其持水性与透水性之间的矛盾较突出
,

达不到设计的要求
。

即使向该土层加入

适量黄砂
,

使土砂比为了:3 时
,

其透水速度也仅增加 1倍左右
,

为 5
.

94 毫米 / 90 分钟
。

仍达不

到设计所要求的在 90 分钟内必须能渗透 1 0
.

8毫米的降雨量
。

为此
,

我们选用了该运动场地南

部的表土 (重壤土 )及其附近的老黄土底部的黄泥土 (重壤土 )进行客土 (表 2 )
,

同时添加适当

泥炭和聚丙烯酞胺
,

以协调土壤的透水与持水的矛盾
。

研究表明
,

当加入 0
.

05 %改良剂 (聚

丙烯酞胺 )后
,

土壤形成大量的水稳性团聚体
,

土壤结构得到改善
,

土壤疏松
,

也改善了土壤

通气透水的状况
,

其总孔隙度可增加到 5 6
.

3 %
,

通气孔隙可由5
.

4 %增加到 2 1
.

4 %
,

经改良剂

处理的土壤
,

其透水速度可达 28 一 47 毫米 / 90 分钟
。

其持水量 虽较前有所下降 (降低 6
.

3 % )
,

但由于土层下的砂层中掺入了近一半的土壤
,

此层 的持水量大大超过原米的土壤
。

二
、

促进草皮生长

我们在江苏省植物研究所花木中心协助下
,

做了土壤结构改良剂与复合肥料对草皮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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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供 客 土 用 的 土 壤 的 颗 粒 组 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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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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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质 地

运动场南部黄泥土的表层

老黄土底部的生 黄泥土

种植草坪* 试验生黄泥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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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壤土

的影响试验
,

试验是在黄泥土
,

及铲除了表层 ( 20 厘米厚 )并换上生土 (黄泥土底层 )的土壤上

进行的
。

试验小区的面积为 1
.

69 平方米
。

试验处理分为对照 ( I ) ;
施复合肥 60 克

,

其 N : P
:

O
。 :

K
:
O 为 1 : 1 : 1 ( 亚 ) ; 。

.

05 %聚丙烯酞胺 (改 良剂 ) 十 6 0克复合肥 ( 皿 )
。

每个处理重复 3 次
,

共

18 个小区
。

草皮 的品种为
“
四季青

” 。

生长 1个月后
,

处理 间有明显 的 差 异
。

处理 l 及 l 小

区
,

草皮长势均优于处理 I
。

说明即便是生土
,

只要施足肥料和添加适量土壤结构改 良剂
,

即可改善土壤物理性质
,

促进草皮生长
。

室内的测试结果也表明
,

添加改良剂的土壤
,

其持水量
,

土壤导水性质及孔隙状况都优

于对照处理的土壤
。

土壤的水
、

气
、

肥也比较协调
,

有利草皮的生长
。

在广洋试验墓地及江苏省植物研究所花木中心试验场
,

我们还对表
: L层进行了砂土比及

砂
、

上
、

泥炭组成的混合介质对草皮生长的影响试验
。

结果表明
,

生长在 以砂
、

土
、

泥炭组

成的混合介质中的草皮
,

长势最优
,

抗逆性也较强
。

由三者组成的混合介质既有一定的保水

性
,

又有一定的爽水性
。

固
、

液
、

气三相比较合理
,

有利草皮的生长
。

三
、

调节砂层的颗粒组成

凉设计规定在表土 25 厘米下
,

应铺垫 25 厘米厚的 2一 0
.

5毫米粒径的石英砂
。

此石英砂的

透水速度高达 14 16 6毫米 9/ 0分钟
,

且其砂层保持的有效水含量也很少
,

只有 8
.

5毫米
。

据此
,

我们建议将石英砂用 < 3 毫米的建筑黄砂所替代
。

因为黄砂的透水性好
,

且价格低廉
,

90 分

钟内可通过 28 8毫米厚的水层的水
,

比计设规定的指标高26
.

7倍
,

_

且可蓄有效水分血毫米
。

在正常情况下
,

运动场地草皮的草根可延伸至 80 到 100 厘米土层内
。

因此
,

在黄砂层 中掺

以适量的肥土
,

对草皮 的生长
、

更新与复壮是有好处的
。

室内模拟试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

试

验表明
,

土砂比以 1 : l最为适宜
,

其渗水量可达到 90 分钟 1 0
.

8毫米水层的要求
。

四
、

提出场地层次结构新方案

经过实地考察和上述的室内
、

外 的各种模拟试验
,

我们在原设计方案的基础上
,

对场地

的层次结构提出如下方案
,

并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

.] o一 5厘米的表土
,

由过筛 (3 毫米 )的黄砂
、

晒干粉碎的泥炭
、

敲细过筛 (2 一 3厘米 )的

上壤
,

按 2 : 1 :1 混合组成
。

2
.

5一25 厘米土层
,

加入 0
.

05 %的土壤结构改良剂 (聚丙烯酸胺 )
,

井施入复合肥
。

3
.

25 一 4 5厘米土层
,

为砂土层
,

系由砂
、

土各半组成
。

既可增加根系的活动层
,

又储存

了有效水分
。

4
.

4 5一 55 厘米为 10 厘米厚的黄砂层
。

5
.

55 一 60 厘米为 5 厘米厚的碎石层
。

6
.

60 厘米以下
,

为 1 5一 2了
.

5厘米厂的卵石层
。

其下为钢筋混凝土的排水有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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