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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土 壤水 分的长期定位观测
,

研究 了淮 北平 原砂 姜黑土的常年 水分状况及其变化
。

砂姜黑土是黄淮海平原三大低产土壤类型之一
,

集中分布于淮北平原
,

是主要耕种土壤
。

涝
、

早
、

僵
、

瘦是砂姜黑土低产的主要原因
。

很多人对淮北砂姜黑土的水分性质及其与早涝

渍害的关系等进行了研究
,

并提出了一些防治的对策
。

但这些研究多数是短期的定性分析
,

缺

乏长期定位观测
。

为 了更有效地利用天然降水和土壤贮水
,

充分发挥土壤水库的调蓄作用
,

防

治干早
,

排除涝渍
,

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

我们从 1 9 8 3年开始进行了土壤水分长期定位观测
,

研究土壤水分动态
。

一
、

方 法

试验地设在安徽省蒙城县马店试验站
,

供试土壤为普通砂姜黑土
。

每隔 10 天用取土钻采

集土样
,

用烘干法测定各层次土壤含水量
。

取样总深度为 l m ,

除表层按 。 一 5
、

5一 10 c m 采

样外
,

以下每隔 1 c0 m采取土样
。

二
、

砂姜黑土含水量的季节动态

淮北平原砂姜黑土土壤水分主要靠天然降水补给
,

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特点
。

1 9 8 3一 1 9 8 9

年蒙城县马店试验站各季节降水情况如表 1 所示
。

在正常年份
,

砂姜黑土四季的水分动态有

如下特点
:

(一 )春季土坡水分严贡亏缺
,

土城千早

春季降水量较夏季少
,

同时随着气温增高土壤水分的土面蒸发及作物蒸腾逐渐增强
,

土

壤含水量急剧降低
,

土壤严重干早
。

此时的土壤水分变化可分为 3 个阶段
:

( 1) 3 月上中旬土壤水分短暂增加
。

初春降水量较冬季增多
,

此时大气蒸散能力尚弱
,

因

此上部土体含水量增加
。

表层 2 0c m 含水量 由月初的 23 %左右增加到中旬的 24 %左右
,

下层

由2 3一 29 %增加到 25 一 31 %
,

水储量相应有所增加 (表 2 )
。

( 2) 3 月中旬一 4 月底土壤水分含量持续下降
。

这一时期土面蒸发量逐渐增加
,

作物蒸

腾强烈
,

而降水量很小
,

因此
,

土体含水量急剧降低
,

至 4 月底时
, o 一 10

、
。一 20

、

。 一

50 和 。一 1 0。。 m 土体平均含水量和水储量降至全年最低值 (表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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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马店试验站 1 9 8 3一 1 9 8 9年各季节降水量 ( m m )

量月总

胡
年(1冬门季月

一

秋(9
年 份

1 9 8 3

1 9 8 4

1 9 8 5

1 9 5 6

1 9 8 7

1 9吕 3

1 9吕 9

平均

多年均位*

春 季
( 3一 5月 )

夏 季
了 6一 3月 )

季
2一 2月 )

1 0 9
.

6

1 0 4
.

3

2 0 7
.

2

9 5
.

7

2 3 0
.

7

2 3 6
.

4

9 7
.

0

1 5 4
.

4

1 8 1
_

8

这 6 3
.

0

4 3 5
.

9

22 3
.

8

2 9 G
.

8

53 1
.

7

33 4
.

3

6 4 9
.

5

4 19
.

3

46 4
_

0

2 0 9
.

7

4 4 3
.

8

2 6 9
.

8

1 8 8
.

2

1 9 3
.

6

1 0 9
.

9

1 3 5
.

4

2 2 1
.

5

1 5 8
_

2

艺 4
.

1 7 94
.

4

魂 2
.

6 1 0 3 1
.

0

29
.

7 7 36
.

9

11 5
.

0 己 2 3
.

2

3 9
.

4 1 0 3 5
.

7

17 0
.

2 7 2 5
.

8

1 1 5
.

5 1 06 1
.

3

7 6
.

9 8 5 9
.

1

6 5
.

8 8 7 2
_

4

注
:

多年均 值为 1 9 5 3一 1 9己 9年 40 年 平均位
,

相应蒸发量 为 1 6 4 3
.

l m m
。

表 2 马店试验站 1 9 8吕年春季土壤水分含量与变化

日期

(月 / 日 )

土体 平均含水 量 (% ) 土体水储量 ( m m )

0~ 1 o e
m o or 2 0 e m o ~ 5 0 e m 0~ 1 0 e e

m o wt i o e m o or 2 0 e m o~ 5 0 e
nr o ~ 1 0 0e

m

2 3
.

1

2 4
.

2

13
.

4

19
_

0

2 3
.

0

2 4
.

5

1 4
.

7

1 9
_

7

2了
.

0

2 7
.

1

2 1
.

7

2 3
_

8

艺5
.

7 3 1
.

9 6 3
.

5

2 6
.

5 3 3
.

4 6 7
.

6

2 1
.

9 18
.

5 40
.

6

2 4
_

5 2 5
_

2 5 4 4

1 9 4
.

4

1 9 5
.

1

1 5 6
.

2

1 7 1
_

4

3 8 0
,

4

3 9 2
.

2

3 2 5
.

0

3 6 2
.

3

l
。sl0/卿s20/

(3 ) 5 月初一 5 月中旬土壤水分初步回升
。

进入 5 月份
,

降水明显增多
,

同时蒸发量相

对减少
,

降水量超过消耗量
,

土壤含水量 明显 回升
。

。 一 10
、

。一 20
、

o 一 50 和 。 一 1 0 0 c m

土体平均含水量分别增加 5
.

6
、

5
.

0
、

2
.

1 和 2
.

6 个百分点
,

水储量增加 7
.

7
、

13
.

8
、

1 5
.

2 和

3 7
.

3 m m (表 2 )
。

(二 ) 夏季土壤水分变化大
,

易旱
,

易涝

表 3 显示 了砂姜黑土夏季的水分动态
。

6 月中旬土壤水分蒸散量大
,

通常降水量小于蒸

发量
,

土壤含水量降低
, O一 10

、

10 一脚
、

20 一拍
、

卜 50 和 0 一 10 0 c m 土体平均含水量 只

有 15
、

17
、

23
、

21 和 22 %左右
,

土壤干旱
。

6 月下旬至 7 月底为雨季
,

降雨量远远超过土壤

水分蒸散量
,

土壤含水量急剧增加
,

各土层的含水量都超过田 间持水量
。

同时地下水位升高
,

低洼地区接近地表
,

结果使土壤 长时期处于饱和状态
,

作物遭受涝渍
。

直到 8 月份降水量减

少后
,

在大气蒸发作用及夏秋作物的强烈蒸腾作用影响下
,

上部土体含水量才逐渐下降
。

有

时降雨过少
,

还易造成干早
。

如 1 9 8 3年 8 月份降雨较少
, 7 月底 。 一 10

、

10 一20
、

20 一切
c m

土体平均含水量为 26
.

二
、

25
.

0
、

别
.

3%
,

到 8 月 20 日降至 15
.

9
、

19
.

8
、

2 3
.

1%
,

土壤干旱
,

影响大豆
、

玉米等主要夏秋作物的生殖生长
,

必须进行灌水才能保证作物正常生长
。

表 3 马店试验站 1 9 8 3年夏季砂姜黑土水分状况

日期

(月 / 日 )

土 体平均含水量 ( 重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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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秋季土壤水分多波动

秋季降水虽较夏季为少
,

但大气蒸发作用和作物的蒸腾作用 已 日趋减弱
,

土壤水分含量

主要取决于降水量
一

与蒸散量的相对比值
,

变化较频繁
。

观测结果 (表 4 )表明
, 9 月上中旬时

,

土壤和作物的水分蒸散量逐渐降低
,

而这 时降水

较多
,

土壤含水量迅速增加
,

有效水储量也增多
。

到 9 月下旬时
,

含水量则逐渐下降
。

10 月

份时较多的降水又使土壤水分急剧增加
,

地面甚至积水
,

整个剖面呈饱和状态
。

n 月份降水

很少
,

土壤水分和水储量降低
,

并趋于稳定
。

表 4 马店试验站 1 9 8 3年秋季土壤水分含量与变化

日期

( )j / 日 )

8 / 3 0

9 / 2 0

9 / 3 0

1 0 / 3 0

1 1 / 2 0

平均含水量 ( % ) 土体水储量 ( mm )

0一 1 0 c n 1 0一 2 0 e m 0一 5 0C m 0一 1 0 0C
nr

0一 1 0 C In o一 2 0 C I n o一 5 0 C l l l 0一 1 0 0C l l l

2 0
.

6 4 6
.

4

2 7
.

9 5 9
.

4

2 3
.

8 5 1
.

6

3 5
.

8 7 0
.

9

2 5
_

6 5 4
_

6

1 5 2
.

9

1 9 2
.

1

1 7 1
.

4

1 9 8
.

7

1 5 5
.

6

3 3 4
.

0

3 87
.

4

3 58
.

2

3 8 2
.

9

3 4 0 4

一一一( 四 )冬季土壤水分变化缓慢
,

保持稳定

冬季是一年四季中降水最少的季节
,

同时气温也逐渐降至最低
,

土面蒸发和植物蒸腾微

弱
,

土壤水分变化缓慢
。

1 9 8 3年 12 月份土壤剖面水 分和水储量基本保持稳定 (表 5 )
,

次年 1 一 2 月
,

除表层 2 c0 m

土体因降水等影响有所波动外
,

下部土体含水量基本稳定在 24 %左右 (表 6 )
。

表 5 马店试验站 19 8 3年 12 月份砂姜黑土水分状况

日期

(月 / 日 )

1 1 / 3 0

1 2 / 1 0

1 2 / 2 0

1 2 / 3 0

平均含水量 (% ) 土体水储量 (m
ln )

0一 1 o e m o一 2 0e m 0一 5 0 e m 0一 1 0 0 0一 1 0 Cm 0一 2 0e m 0一 5 0 e m 0一 1 0 0 Cm

1 8
.

2

18
.

5

1 8
.

1

1 8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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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

3 2 4
.

6

2 4
.

5 2 4
.

9

2 4
.

1 2 4
.

7

2 4
_

4 2 5
_

0

1 7 4
.

7

17 5
.

8

1 7 3
.

4

1 7 7
.

0

3 66
.

1

3 7 0
.

8

3 6 8
.

9

3 7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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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调节土壤水分的措施

马店试验站

1 9 8 4年 1一 2月份土壤水分含量与变化

土体平均含水量 ( 重量% )

砂姜黑土在春初土壤解冻后有一短暂的

增湿过程
,

随后水分严重亏缺
。

4 月中下 旬

土壤水分含量 降至全年最低值时
,

正是淮北

地 区冬小麦孕穗一抽穗期
,

对水分需要较多
,

表 6

日期

( 月 / 日 ) 0一 1 0 c r O O一 2 0 e m 2 0一 5 0 e m 5 0一 1 0 0 e m

1 / 1 0

1 / 3 0

2 / 1 0

2 / 2 0

2 0
.

2 4

1 8
.

3 4

1 9
.

0 2

1 5
_

5 9

2 0
.

1 1

1 8
.

2 4

1 8
.

9 4

1 6
_

6 2

2 4
.

1 9

2 4
.

5 1

2 7
.

0 6

2 4
_

0 2

2 4
.

4 0

2 4
.

5 4

2 4
.

7 1

2 4
.

0 3

而此时地下水位也降到全年最低值
,

无法补给
,

为夺取优质高产
,

必须适当进行灌溉
。

7 月

雨季降水过多
,

地下水位高
,

土壤长期处于水分饱和状态
,

旱作物受渍害严重
,

所以应健全

农 田排灌设施
,

做到大
、

中
、

小沟与田 间毛沟
、

细沟配套
,

迅速排除地表积水
,

降低地下水

位
,

才能使旱作物免受渍害
。

秋季土壤水分含量变化频繁
,

干早时有发生
,

除及时灌水外
,

还

应辅之以深耕
,

增施有机肥
,

实行秸秆覆盖等
,

以增加土壤接纳夏秋雨水的能力
,

有利于预

防干早
。

(下转封三 )



但是
,

如何进行比较研究
,

则是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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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可能是由于
: 1

.

本区灰潮土上缺锌
,
施锌有助于土壤养分平衡和作物营养的协调 , 2

.

锌促进了小麦根系发育生长
,
增加分雍

,
使有效穗增多 , 3

.

施锌提高了作物 对 氮久 磷钾化

月巴的利用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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