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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究研表明
,

在杭嘉汾平原区实行大麦一玉米一稻 (或大麦一西瓜一稻 )新三熟翻
,

导致土坡有机碳和全氮含 t

的下降
。

一旦恢复老三熟种植后
,

土续有机碳
、

氮又趋予积累
。

与老三熟种植相比
,

新三熟种植制土骊的松 结态

腐殖质含量高
,

紧结态腐殖含量低
,

故松 /紧比值大
, 土坡松结态腐殖质氛化稳定系数 《K o s) 低

,

紧结态载化

稳定系数 ( K o s) 高
, 土坡的通气空晾

、

传导孔晾 t 高
。

而土城 容重
、

抗压强度
、

土镶收缩率低
。

新三熟制有利

于养 分释放和供给
,

减少杂草等优点
。

杭嘉湖平原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太湖南缘
。

地势低平
,

土壤肥沃
,

是我国商品粮基地之一
。

多年来粮食生产一直以传统的大麦 (油菜 )
、

稻
、

稻连作的种植方式进行
,

导致土壤耕性退化
,

粮食品种单一和经济效益低等弊端
。

近年来
,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

一种以大麦一玉米

一稻或大麦一西瓜一稻的新三熟相继出现
,

并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

本文 根 据 1 9 8 6一 19 9 0 年

的大麦一玉米一稻的新三熟种植定位试验
,

和 1 9 91年恢复大麦一稻一稻种植后的定位的观察

资料对土壤性状变化与经济效益做一浅析
。

为发展和推广新三熟种植提供科学依据
。

一
、

供试土壤和测试方法

(一 ) 田间定位试验 试验是在海宁市淡桥乡小洪村朱连荣农户的土壤上进 行 的 (土壤为

河相沉积物发育的漪育型水稻土的青场黄斑田 )
。

试前为大麦一稻一稻 连 作 田 块
, 19 8 6年

始
,

在原田块中筑埂一分为二
,

一半为大麦一稻一稻继续连作 (称老三熟
,

下同 ) , 另一半为

大麦一玉米一稻种植岭称新三熟
,

下同 )
。

试验田面积分别为 0
.

62 亩
,

在试验期间定期采 土

测定土壤理化性状和进行田间观察记载
。

(二 )浏试方法 土壤有机无机复合体采用重液分离法 , 土壤结合态腐殖质分组测定采用

付积平改进法 , 结合腐殖质氧化稳定系数 ( K O )S 测定采用袁可能推荐的方法当 量孔隙测定

采用徐富安介绍的吸力平板法 , 其它采用常规测定法
。

二
、

结果与讨论

(一 )对土滚有机质消长的影晌

表 1表明
,

新三熟种植会导致土壤耕层 ( A )
、

犁底层 ( A )P 的有机碳
、

氮明显下降
。

以

` 1 9 9。年为例
,

新的三熟制有机碳减少的绝对量在 A
、

A p 层分别为 6
.

03 和 6
.

3 3 g k g 一 , ,

氮的绝

对量也相应减少
。

然而
,

当恢复麦一稻一稻种植制后
,

仅 1年
,

土壤耕层和犁底层的有机碳
、

氮就快速积累
。

并迅速达到以前老三熟制的水平
。

可见
,

新三熟种植制
,

改变了土壤水热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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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

促进了土壤有机质的更新和养分的释放
。

因此
,

在生产卖践中
,

若能掌握好种植制的轮

换与年限
,

无疑对土壤肥力的提高有好处
。

另外
,

表 1还表 明了在老三熟种植中
,

土壤有机

碳是处在持续积累的过粗中
。

表 1 两 种 种 植 制 对 土 壤 有 机 碳
、

氮 影 响(g k g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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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土旅有机无机盆合体状况的影晌

土壤中有机质并不是独立存在的
,

而是与土壤中的矿质胶体结合成有机一无机复 合体
。

从表 2 结果看
,

两种种植制的土壤有机质
,

大约有 88 %左右与无机胶体复合形成有机无机复

合体
,

.

腐殖化程度相当高
。

但从各结合态腐殖质占其总腐殖质的量看
,

在新种植制田 块 中
,

其土壤松结态腐殖质含量在耕层
、

犁底层中与老种植制田块相比较
,

其绝对量分别高 1 6
.

7%

和 1 0
.

2% , 相反
,

紧结态腐殖质所占的总腐殖质量新种植制的土壤要比老种植制土壤少
,

在

耕层 ( A )和犁底层 ( A p )中减少的绝对量分别为 18
.

, % 和 1卜 9%
。

由此可见 , 新种植制能促

进土壤复合体中活性较大的松结态腐殖质量增多
, 活性较低的紧结态腐殖质明显减少

,

故使

土 壤 松 /紧态腐殖质比值增大卜老种植制的松 /紧比值小
。

看来
,

通过实行新种植 制
,

减少
了土壤浸水时间

,

不仅提高了土壤松结态腐殖质含量
,

而且还能激发原有腐殖质的活化
,

加

快了土壤有机质的更新
,

有利于土壤养分的释放和供给
。

表 2 两 种 种 植 制 对 土 壤 复 合 体 中 腐 殖 质 的 结 合 形 态 的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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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态腐殖质的氧化稳定性是影响土壤养分释放难易程度和土壤团聚 体 的重 要 因素
。

表 3 资料表明
,

在新种植制中
,

土壤中的松
、

稳结合态腐殖质氧化稳定系数 ( K O )S 值小
,

老

种植制的 K O S 值大
。

这表明新种植制的土壤中的腐殖质易氧化成分多
,

释放养分快
。

另从

紧结态腐植质的K 0 5值看
,

新种植制的K O S值比老种植制的K O S值高
。

说明新种植制的土

壤紧结态腐殖质难氧化成分比老种植制的土壤多
。

而紧结态腐殖质在形成稳定性 的 土 壤 团

聚体的过程 中起着着重要的作用
。

因此
,

长期实行大麦一稻一稻连作
,

对土壤结构 的 改 善

是不利的
。

所以
,

在生产实践中
,

应尽量缩短麦一稻一稻连作种植的时间
,

合理安排与新种

植制的轮换
。

’



表 石 各 结 合 态 腐 殖 质 的 载 化 稳 定 系 数( K O)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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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土滚物理性状的影晌

杭嘉湖平原长期以来实行的老三熟种植制
,

致使土壤物理性状 日趋退化
,

土壤潜存的生产

力未能充分发挥
。

推行新三熟种植制后
,

土壤物理性状和土壤环境得到了调 节
。

无 论 何种

种植制度
,

土壤当量孔隙的容积与吸力均呈指数函数关系 ( y 二 a x ”
)

。

但各级孔隙数量不同
。

土壤孔隙的数量及其大小孔隙的组合
,

会直接影响土壤的通气透水性能
。

从表 4结果看
,

新三

熟种植制的土壤总孔隙度与老种植制相比
,

在 1 9 8 8年
, 1 9 9。年间其绝对量分别增加 6 ` 1% 和

一

5
.

4% , 通气孔隙又比老三熟制分别增加的绝对量为 6
.

0%和 2
.

8%
,

传导孔隙也相应增多
;

;
,

而

孔径 < 邪的无效孔隙却比老三熟制的数量少
。

可见
,
’

新种植制有利于土壤组合成大小适当的

孔隙
,

并使各级孔隙比例的分配能起到较好的调节作用 , 此外
,

新种植制的土壤容重
、

抗压强

度和土壤收缩率均比老种植制的土壤小
。

参照一些研究者曾用通气孔隙和风千土块的苹压强

度 (断裂模数 )作为鉴别水稻土结构性优劣的依据
,

即通气孔隙量多
,

抗压强度低的土壤结构性
优良 , 反之

,

土壤结构性则低劣
.

显然
,

新种植制的土壤结构性好
,

从而保持了土壤 内在性

能的良好循环
。

但是
,

一旦由新种植制恢复老种植制后
,

仅 1 年就会出现土壤通气孔隙量减

少
,

抗压强度增大的现象
。

看来
,

土壤过度浸水
,

对土壤结构性的破坏是相 当 严 重 的
。

不

表 4 两 种 种 植 制 对 耕 层 土 滚 物 理 性 状
·

的 影 响

乙一…口
注 , 抗压强度为20 次重复

, 其它各项侧定均为 8 次重 友平均值
。



过
,

与 19 9 1年原老种植制相比
,

其总孔隙度
、

传导孔隙量仍然高 , 土壤容重
、

抗压强度也仍

然低
。

这种状况能持续多久
,

尚待继续观察
。

(四 )靳种位翻的经济效益

被种植制改变了土壤的水热状况
,

土壤物理性状得到较好的改善
,

同时也协调 了用地与

养地的矛盾
。

因而表现出籽粒收获量的增加 (表 5 )
。

当 1 9 9 1年恢复麦
、

稻
、

稻的老种植制后
,

其籽粒收获量全年为 86 4
.

8 k g /亩
,

而老种植制的籽粒收获量为 7 5 8 k g /亩
。

表 5 两种种植制对籽拉收获纽的影响 ( k g/ 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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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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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0 6
.

5

1 1工0
.

7

注 : (1 ) 产蛋为 19 8 8年至 1 9 9 0年 S 年平均值
, (幻 玉米折合成早稻的比例为 1 : 1

.

25 , ( 3) 大麦苗条播种比播种面积少

3。%
。 _ `

、
`

众所周知
,

展田杂草是影响籽粒收获量的重要 因子
,

尤其是大麦生长期间更是如此
。
1蛇 8

辱海宁植保站调查贪料表叻
冲8 % ,

勺9%
。

植保站调查妙表咐
新种植制湘块杂草

黝
为 7盯株m/ 一封看麦娘杂章占

而在同块田中老种植剑的大麦田中
,

杂草平均高达罕炸株 / m
. ,

其中看 麦 娘杂 草 卢
三者相比

,

前者比后者杂草减少 66 究 ( 1迁6D 株 /址
, )

。

农田杂草减少与更替
, `

将有利于

农 田生态循环向良好方向发展
。 、

`

介
一

据海宁市马桥农科站对 9 个农户的调查
,

新种植制农业投入成本低
。

18
.

1亩的示范方实

地调查表明
,

新种植制农田每亩可省水费 8 元
,

机耕费 8 元
,

种子费和农药费各省 n 元
,

合计

节省成本 38 元 /亩 , 且能增收粮食 6 k1 g /亩
,

按每公斤 1元计 ( 1 9 8 9 年调查时价格 )
,

可
`

增 收

6 1元 /亩
。 `

两者合计全年多收” 元 /亩 (玉米与早稻差价未计入 )o 其经济效益相当可观
。 、 、

一

(五 )断种桩制在杭鑫湖平原的前 .

杭嘉湖平原农田利用率高
,

水田复种指数高达 2 30 % 以上
。

持续 30 多年的 大 麦一稻一稻

的种植制
,

给土壤带来粘闭
、

僵板
、

通气不 良
、

潜在养分难以有效发挥和化肥利用效低等弊

端
,

这是人所共知的
。

就嘉兴市而言
,

产量低于当地平均水平 20 %以上的低产田有 7 1
.

6万亩
。

因此
,

在改造低产田和建设吨粮田的过程中
,

除加强水利设施建设外
,

发展新种植制也是一

种简单易行的有效措施
。

改革开放以来
,

农 民的经济意识观念增强
。

新种植制不但投入成本低
,

收益高 , 而且还

弥补了以往粮食品种单一的状况
,

为发展家庭饲养业提供高营养饲料的来源
。

此外
,

新种植

制还有省工
、

省时和缓解夏收
、

夏种
、

养蚕之间的劳力矛盾的作用
。

目前
,

嘉兴市郊区
、

熹

善
、

海宁等县 (市 ) 已有相当规模种植
,

湖州市推行新种植制面积已达 1万余亩
。

新种植制在杭嘉湖平原起始较晚
,

农民对此种植尚缺乏经验
。

但在广大农业科技人员指

导
、

粮食部门配合下
,

一种以低投入
、

高效益的新种植制 (大麦一玉米一稻 )必将得到稳步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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