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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膜覆盖及塑料大棚等保护地栽培技术正在全国推广
。

它们具有保温
、

节水
、

提早果蔬

上市等作用
,

从而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
。

与露地栽培相比
,

保护地栽培不受 自然降水的影响
,

在薄膜覆盖下
, 形成了温度高

、

耗水量大的环境
。

单株蕃茄
、

黄瓜在盛花盛果期
, 日耗水量

可达 1
.

5一 2
.

0千克〔 1〕 。

以每亩种植 3 5 0 0株计
,
每亩 日耗水量可达 5一 7 吨

。

可见
,

保护地栽

培必须满足其水分要求
,

否则产量将显著下降
,

而且蕃茄
、

黄瓜等果型变小
, 品质变劣

,
植

株早衰
, 经济效益明显下降

。

一
、

保护地蔬菜生产存在供水不足问题

据观察
,

在塑料大棚里栽培的早熟蕃茄
, 3 月中旬进入盛花盛果期后

,

根系主要分布层

的土壤水吸力经常维持在 50 千帕 以上 ( 图 1 )
。

这些大棚的黄瓜或蕃茄亩产量往往难 以 达 到

3 5 0 0千克 以上
。

在广洋村的试验表明
,

土壤水吸力常维持在 10 一 30 千帕者
,

蕃茄 产 量 可 达

4 4 0 0一 4 9 0 0千克 /亩
,

比 50 千帕者增产 38 一洲 %
。

而黄瓜则可增产 41 一招 %①
。

可见
,

较高的

土壤水吸力是影响蔬菜高产的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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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南京郊区蔬菜的塑料大棚及地膜覆盖栽培的面积虽明显高于 80 年代

,
有关部门和

莱农也十分重视蔬菜良种 (包括杂交一代 )的繁育和推广应用
,
重视复合肥的使用

,

但蔬菜的

单位面积产量不仅没有提高
,

反而有所下降
。

作者认为
,
其中原因之一是水分管理不当

。

用负压计观察表明
,
用地膜覆盖的菜地

,
在蔬菜盛果期时

, o 一 20 厘米耕层土壤水吸力

常达 50 千帕
,
在 50 厘米深度土层处

, 土壤水吸力则常维持在 。 一 2 千帕
。

这表明 50 厘米以下

土层常处于水分饱和状态
。

这种底土仍有许多水分
, 而作物产量 却由于缺水而减产的现象

,

主要与南京邻区土壤的不良物理特性有关
。

二
、

影响蔬菜吸收水分的原因

(一 )土壤结构特性

南京郊区菜地土壤多从水稻土改制而来
,
在相当时 间内

,
菜地土壤的剖面仍与水稻土层

次结构基本相似
。

即上层 。 一 20 厘米左右为较疏松的耕作层
;
第二层为厚约 7一 10 厘米阻碍水

气通透的犁底层
,
再往下则是块状或棱块状结构的底土层

。

其结构体间有裂隙
,
而结构体内

的土粒排列则十分粘闭和致密
。

南京郊区的菜地部分属于下蜀黄土母质
,
其质地大多粘重

,

耕层粘粒含量可达 2 1
.

6一 3 0
.

0 %
,

而底土则接近 40 % , 而属 于冲积
、

沉积物母质类型的土壤

(如红花乡广洋村 )
,

其耕层粘粒含量也达 2 3
.

3一 3 3
.

7 %
。

该类土壤耕层有机质含量只有 19 一

22
.

7克 /千克
。

由于有机质含量低
,

土壤粘重
, 土壤孔隙组成不 良

。

据对青马村的菜地 (起源

于黄棕壤 ) 22 厘米 以下底土测定
,

其总孔隙度仅 3 7
.

2 % ,
大于 50 微米的通气传导孔隙度为零

,

而小于 0
.

5微米的残留孔隙占总孔隙的 87
.

1 %
。

底土的不良通气环境有碍于根系的生长
。

测定还表明
,

耕层 以下土壤坚实度也较高
。

表 1 列出了一菜地 (母质为长江冲积物 )的坚

实度资料
。

此菜地 由稻 田改成菜地已有 5 年时 间
。

从表 1 可以看出
,

此类菜地只有耕层土壤

适于蔬菜根系生长
。

因为当田间土壤坚实度 ( 日式坚实度仪测定 )超过 3
.

0千克
·

厘米
一 “
后

,

多

数蔬菜根系的伸展将受阻〔幻 。

在青马村下蜀黄土母质上菜地土壤坚实度测定结果也是这 样
,

其耕层
、

犁底层
、

心土层的土壤坚实度分别达 8
.

6 , 1 1
.

8 , 15
.

6千克
·

厘米
一 “ 。

这些具有坚硬

底土的菜地
,

对青菜
、

白菜
、

黄瓜
、

蕃茄等根系生长能力弱的蔬菜
,
则难以穿越心土吸取下

层水分
。

总结在这些土壤 中进行灌溉试验的增产效果表明
,
在蔬菜关键的生育阶段将耕层土

壤湿度控制在 10 一 20 千帕吸力范围内
, 可使黄瓜

、

蕃茄比对照 (吸力在 50 千帕左右 )增产 1 3
。

0

一 54
.

0 % ,
平均为 3 5

.

7 %
。

而青椒可增产 6
.

0一 17
.

1 % ,
平均 1 1

.

6 %
。

葛首则并未显示出增产

趋势
。

这是与葛芭具有强壮的根系
,
能较好地吸取下层土壤水分有关

。

青椒根系的伸展能力

表 1 菜 地 土 壤 的 坚 实 度 (西善桥 乡吴村农科站 )

一3
0一44一l

一
一

4

土层深 度 (厘米 )

坚实度 (千克
.

厘米一 2 )

5 10 15 2 0 2 5 3 0

2
.

5 2
.

6 3
.

2 4
.

5 6
.

0 8
.

1 9
.

7

则介于黄瓜
、

蕃茄与葛芭之间
。

(二 )土坡水分条件

南京郊区菜地土壤耕层比较疏松
,
但耕层浅薄

,
仅 n 一 20 厘米上下

。

能储存有效水 1 6
.

2

一 2 4
.

0毫米
,

其中吸力小于 50 千帕的速效水含量仅 5一 8 毫米
。

犁底层的孔隙组成不如耕层
,

对蔬菜易于吸收的速效水比例更小
。

因此 , 像叶菜类浅根型蔬菜与根系发育较弱的茄果类蔬

菜
,

其根系不能散布开来
,

扎入底土
。

若不采取有效的灌溉措施
,

不能达到理想产量
。

因为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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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莱的盛果期
, 日耗水可达 5毫米左右

, 表层土壤水分将很快被消耗
。

据测定
,
耕层

,

犁底层与心土层的饱和导水率分别为 7
.

l d , 4
.

82 和。
.

42 厘米
·

时
一 ’ 。

即

使对心土层来说
, 此渗透速度并不算低

。

但此类土壤在水吸力稍有增加时
, 不饱和导水率却

大大下降
。

例如
,

在 10 千帕时
,

不饱和导水率 K值仅为 0
.

0 0 0 4 4厘米
·

时
一 ’

上下
。

耕层土壤不饱

和异水率如此之低
,

即使心土处于饱和水条件下
,

由土壤水流供给耕层的水量对于处于盛果

期的蔬菜来讲
,

也是微不足道的
。

虽然这些土壤的地下水位常处在 60 厘米左右的深度
,
但一

些根系发育不 良的菜种仍不能得到充足的水分供应
。

(三 )传统的灌溉习惯

南京春季多雨
,

一般露地栽培不致出现干早情况
。 l

但在塑料大棚或地膜覆盖条件下
, 则

易出现季节性干旱
。

当地菜农 以为只要田 间毛渠内有水
,

控制地下水位在 50 一 60 厘米左右
,

水分即可沿毛管上升
,

能满 足蔬菜的水分需求
。

然而
,

对 由水稻土改制而来的粘质菜地而言
,

,

清况并非如此
。

一段时间以来
,

蔬菜技术指导部门
, 只着重于塑料大棚保温方面的技术措施研究和指导

,

但对水分供应问题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

因而在大棚内常可发现蕃茄等作物盛花期后生长受阻
,

叶片变小且卷曲
, 呈现缺水迹象

。

导致小果比例增加
, 品质下降

。

对保护地栽培的蔬莱
, 应

实施膜下滴灌
,

或破 (地 )膜浇灌
,

否则难 以奏效
。

三
、

小 结

南京郊 区对塑料大棚内的早熟栽培疏菜进行灌溉所取得的增产效果
, 表明灌溉改变了土

壤和作物的如下缺陷
:

( 1) 疏菜恨系发育较弱
, 不能扎入深土层吸收水分

, ( 2) 土壤孔隙性

不 良
,
结构性差

, 犁底层和心上层坚实度大
; ( 3) 上壤不饱和导水率随土壤水吸力上升 而下

降
, 限制了下层土壤水分上升

,
形成了

“

根找水
”
和

“

水趋根
”

均发生困难
。

作者认为
,

我国南方 由粘质水稻土改成的新菜地
,

土壤供水普遍不足
,
在短时间内将其

改变成耕层深厚松软
,
底土结构良好的菜园土是困难的

。

唯有通过滴灌技术
,

进行良好的水

肥管理
,

才有望使新菜地的蔬菜产量和质量有所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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