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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市人多地少
, 土沙地薄

, 总耕地面积有 8 1 7 6 0公顷 , 按农业人 口平均每人仅有 耕 地

0
.

肠公顷
。

1 9。。年我们承接了江苏省农林厅下达的
“

综合改良高沙土实验区
”

项 目
,
在调查研

究与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
,

选择 6 个高沙土乡 (镇 ) 建立 了两个综合改良实验区 (村 )和 5

个辐射点 (村 )
。

项 目区共有耕地 “ 8公顷
,
其中初步平整的田块占60 %

。

据两个实验区20 个耕

层土样测定结果
, 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为 1 0

.

8克 /千克 (未平整田块平均为 9
.

1克 /千克 )
,

速效

磷
、

钾平均含量分别为 3 毫克 /千克
、

3」毫克 /千克
。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还进行了定点跟踪监

测
。

一
、

综合改良措施

(一 )平整高沙土
,

为综合改良创造前提条件

合理平整土地
,
搞好农田基本建设

,
是综合改良高沙土的前提

。

在项 目区内我们首先查

明需平整田块的土体构型
,
障碍层次的埋藏深度

,
然后根据地面高程

,
灌溉要求

,
确定平整

土层的厚度和动土量
。

平整后尽可能保熟土层
,
障碍层次控制在地表 50 厘米 以下 ,

并注意把

平整高沙土与小型农田水利灌排系统
、

植草护坡及农田林网化统一规划
,
配套实施

。

高沙地平整 以后还必须与耕作制度
、

良种以及栽培技术相配合
,

方能获得较好的产量
。

据

对常青乡横岱实验 区的监测
,
新平整的 3个田块 (实行麦一玉米一后季稻三熟制 ) ,

在其他条

件相同的条件下
,
由于施肥量的不同

,
结果产量相距很大 (表 1 )

。

表 1 施肥水平对新平整高沙土作物 (二 )搞好生物护坡
, 是维护改土工程效

产量的影响 (横岱实验区 ) 益的重要措施

田块 面积 (公顷 ) 施肥水平 粮食年产量 (千克 /公顷 )

13 0 3 3

1 15 9 9

9 9 3 1

高沙土地 区土壤结构性差
,
沟河塌坍淤

塞严重
,
严重影响灌排效益

。

为此 , 1 9 9 1年

在横岱实验区丰产沟坡上引种黑麦草护坡
。

黑麦草根系发达
, 固土能力强

,

饲用营养价

高中低0
.

0 5

0
.

0 7

0
.

0 5

值也较高
。

以黑麦草护坡对减少沟坡塌坍和沟底淤积的效果
,
优于巴沟草

、

大豆
、

棉花及生长

的杂草 (表 2 )
。

实行生物护坡应 以
“

牧草先行
” ,

因牧草生长速度快
, 易形成地面植被覆盖

,
特别在高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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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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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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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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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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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黑麦草与其他植物的护坡效果比较 (横岱实验区丰产沟)

丰产沟规格1 9 92 年 6月1 9日观测1 9 92 年8 月1 8 日观测 比第1 次观测 比沟规格

构宽
( e

m)

,

吧气L ` 11 声

坡面

植被
沟宽

、

L t 【1 I J

沟深 坡 比

( f m )

沟 宽 沟深
( f m ) (

尸

lrr )

坡比 沟 口

增宽
( c

m )

沟底
增高
c
m )

沟 口

增宽
( c

m )

沟底
增高
( e m )

观测点数

黑 麦草

3 3 0 13 5 巴 沟草

大豆
、

棉花

杂 草

9 3 1 : 1
.

9 8 2 0 16 9 0 4 2

8 8 1 : 2
.

1 6 2 0 2 2 10 0 4 7

7 2 1 : 3
.

3 3 3 0 18 2 0 0 6 3

8 0 1 : 3
.

6 4 9 0 2 0 3 10 5 5

20加3040尘4
口Jēb3 4 0 0 10 9 1 : 1

.

6 1

2 4 10 1 10 1 : 1
.

6 4

3 5 0 0 9 0 1 : 2
.

0

2 5 5 0 10 0 1 : 2
.

5

土沟河坡上更显示出其保土效果
。

四级河
、

丰产沟护坡应 以灌 (木 )
、

草为主
,
牧草可用黑麦

草
、

白三叶草等
,
灌木可用紫穗槐

。

生物护坡若能与发展养殖业相结合
,

则更易为群众所接

受
。

(三 )实行水旱轮作
, 是综合改良高沙土的关键

高沙土地区实行旱改水后
,

由于土壤还原作用加强
,

有利于土壤有机质的积累
,
但由于

粗沙淀浆板结
, 土壤非毛管孔隙度明显减少

,
容重与毛管孔隙度增大

,

不利于后茬根系发育
;

实行水早轮作
,

早作改善土壤物理环境
,

水作积累养分
,
作物产量得到明显提高

。

实行旱改水还可以充分利用长江浑泥灌溉
, 沉积粘性红泥改土

。

据测定
,
每立方米江水

(灌溉渠水 )红泥含量平均 1
.

36 千克
,
种一季水稻每公顷土地可沉积红泥 1 2 0 0。千克

。

红泥的物

理性粘粒 ( < 0
.

01 毫米 )含量 占抢
.

9 % ,
其中粘粒 ( < 0

.

00 1毫米 )含量占 1 1
.

1%
,

随着水早轮作

时间的延伸
,

可从根本上改变高沙土的沙粘 比例
。

实行
“

两早一水
、

两年五熟
”

为主体的水旱轮作 制
, 可以充分利用温

、

光资源
, 适当提高

复种指数
,
提高生物学产量

,

增加秸秆还田 的数量
, 达到高产培肥的 目的

。

据试验
,

实行
“

两

早一水
”

( 1 9 8 8~ 1 9 8 9年 )平均年生物产量 2 9 7 9 3
.

7千克 /公顷
,
麦

、

稻两熟为 2 5 9 7 0
.

5 千 克 /公

顷
。 “

两早一水
”
经济产量年平均 13 8 4 3

.

5千克 /公顷
,
麦

、

稻两熟为 1 1 67 1
.

5千克 /公顷
。

1 9 9 1

年在磨头镇邓庄实验区
,
实行

“

两旱一水
” ,
年单产为 1 2 6 6 6千克 /公顷

,

早三熟为 9 13 5千克 /公

顷
。

实行
“

两旱一水
”
的轮作

,

还 有利于玉米枯秆直耕还田
,
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

,

改善土壤

理化性状
。

据对 n 个 田块调查
,
每年玉米秆还田量平均为 1 4 0 1 0千克 /公顷 (鲜重 ) , 连续还 田

3 年
, o 一 20 厘米土层的土壤容 重平均为 1

.

28 克 /立方厘米
,

比对照田低 0
.

07 克 /立方厘米
。

土

壤有机质平均含量 1 1
.

7克 /千克
,

比对照田增加 1
.

5克 /千克
。

此外
,
据 1 9 9 0年定位试验资料

,
实行水旱轮作的麦 田

,
杂草数为招

.

招万株
,

重 2 0 6
.

2 5千

克 /公顷 (鲜重 )
,

比早三熟等田杂草分别减少 3
.

2 4和 3
.

35 倍
。

近 3 年来
,
随着品种更新

、

推行长秧龄
、

使用多效噢农药
、

实行秸秆还田和施用专用复

合肥等技术
,
高沙土地区出现了大面积丰产田块

,
后季稻单产在 6 3 3理一 7 9 8 0千克 /公顷

。

据对 2 个实验区
、

5 个辐射点统计
,

综合改良高沙土项 目实施前的 1 9 8 9年
, “

两早一水
”

面积仅 2 03 公顷
,
到 1 9 9 2年增加到 3 83

.

2公顷
。

两个实验区内
,

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为 1 1
.

1克 /

千克
,
增加 0

.

8克 /千克
, 速效磷 ( P )

、

钾 ( K )平均含量分别为 3
.

2毫克 /千克
、

36 毫克 /千克
,

也略有增加
。

项 目实施 3 年
, 改土增产的直接效益共增收稻谷 1 1 91 吨 , 总投资 1 15 万元

,

第 4

年除收回成本
, 还略有盈余

, 且改土的长远效益还未计算在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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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加速高沙土的综合开发

高沙土综合改良是建设
“

两高一优
”
农业的基础工作

,

也是综合开发高沙土的重要内容
。

高

沙土地区农业生产条件较差
,
群众经济力量薄弱

, 而综合改良高沙土又必须以加强农田基本

建设为重点来推广各项配套措施
。

目前主要以适当提高复种指数和高投入来换取较高的产出
,

相对农本较高而经济效益较低
, 因此

,

要从根本上加速高沙土地区的综合开发和经济发展
,

在

自力更生增加投入的同时
,
还要有领导和各方面的支持

,
开拓资金渠道

,
实施扶持政策

,
才

能在短期内收到成效
。

实行高沙土综合改良措施
, 要贯彻

“

两高一优
”

农业的指导方针
,
实行农

、

林
、

牧
、

副
、

渔

综合开发
,
种

、

养
、

加相结合
。

种植业要在增加投入的基础上
,
探索高效多熟立体种植的路

子
。

在 目前条件下
,
首先

, “

两旱一水
”
必须保证适当的种植面积

,
才能满足社会对粮饲的要

求
,
但不宜硬性规定种植比例

, 同时水早必须合理轮作
,
防止多年重茬

。

后季稻面积 占50 %

以上的村组
,
要考虑三区轮作 (即每年两区水作

, 一区旱作 )
。

其次
,

玉米秸秆直接还田
,

对

物质和能量的利用不够完全和经济
,

要利用玉米秆经处理饲养食草动物
,
过腹还田或作为生

产沼气的原料
,

然后再将沼渣还田 , 以提高经济效益
。

第三
,
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前提下

,
要

根据市场需求和因地制宜的原则
,

发挥高沙土土宜优势
,

发展各种名
、

特
、

优产品及其它经济

作物 (如白萝 卜
、

花木盆景
、

银杏
、

柿子
、

批把等 ) ,
提高综合生产能力

,

促进商品生产发展
,

使群众在经济上逐步达到小康水平
。

《红壤生态系统研究》出版

《红壤生态系统研究 》是 中国科学院红壤生态实验站的学术研究论文集
, 不定期出版

, 现

已出版两集
。

旨在反映我国红壤生态研究成果
,

供国内外学术交流
,

对综合治理和合理开发

利用红壤资源
,

发展农业生产有一定参考价值
。

第一集
, 19 9 2年 4 月 出版

,

有论文 37 篇
,

主要论述了红壤区农业综合发展战略研究
,

红

壤生态实验站和 附近地区环境背景值研究
,
以及生物物质循环和各种人工化生态模式的研究

成果
。

第二集
,

于 19 9 3年 4 月 出版
,

有论文 51 篇
, 论述了红壤资源潜力与持续利用方向

, 生态

系统结构
、

功能与调控
, 以及红壤侵蚀退化与劣地恢复等问题

。

文集可供从事生态学
、

地学
、

环境科学
、

林学及农学的研究
、

科学与生产人员参考
。

若

有需要者请与江西省余江县刘家站中国科学院红壤生态站张根才联系 (邮编 3 35 2 1 1 )
。

第一集

每本 1 6
.

00 元 ,
第二集每本 1 8

.

00 元 (邮费在 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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