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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郊区菜园土多属于粘质土壤
。

如岗地黄棕壤或是坪 区冲积土
,

土壤都比较粘重
,

粘粒

含量达 20 一 30 %
,

土壤有机质含量约为 20 克 /千克
;
土壤耕层为 20 厘米左右

〔` 〕 。

土壤板结
,

通

透性差
,

结构性不 良
。

蔬菜对水分的利用率较低
。

然而
,

水是作物生长发育过程中消耗最多的

物质
,

蔬菜与其他作物相比
,

则蔬菜的水分消耗更多
。

据实际测算
,

1公斤蕃茄果实需水量为 65

公斤
〔2〕 ,

因而土壤水分对蔬菜产量有较大的影响
。

但是目前菜农的习惯灌溉法
,

使蔬菜在午后

经常出现亏缺水分现象
,

蔬菜亩产徘徊在 2千公斤左右
。

本文主要研究菜地供水性能及在蔬菜

保护地栽培条件下水分对蕃茄
、

黄瓜等蔬菜产量的影响
,

为确保蔬菜优质
、

高产提供理论依据
。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 供试土壤

田间试验分别在雨花区广洋村
、

古雄村潮土上和栖霞 区青马村黄棕壤土壤上进行
。

广洋村

的土壤为粉砂壤土
,

粘粒含量 1 5
.

3%
。

古雄村的土壤为砂壤土
,

粘粒含量 8
.

5%
。

青马村的土

壤为粘质壤土
,

粘粒含量 29
.

2%
。

(二 ) 试验方法

蕃茄不同水分试验在 0
.

3 x 0
.

4 米无底方铁框内进行
。

铁框高 0
.

3 米
,

其中 0
.

2 米压入土

中
。

黄瓜的试验在同样规格大小的塑料框内进行
。

每个试验框内种植两棵蔬菜
,

并插 1根张力

计
,

通过张力计控制土壤水吸力
。

试验处理分别为 1 0
、

30 和 50 千帕土壤水吸力
,

各处理为 8 个

重复
。

各处理的土壤水吸力超过控制值时浇水
。

黄瓜的另一试验处理是用张力计控制 15 千帕

吸力与菜农习惯浇水法的对 比试验
,

试验都在菜地塑料大棚中进行
。

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一 ) 土壤的持水性和导水率

栖霞区青马村岗地的黄棕壤
,

一遇暴雨
,

土壤易板结
,

随后 晴天烈 日曝晒
,

土壤龟裂
,

形成

坚硬的结壳
。

土壤强度高达 1 3
.

5 克 /厘米
, ,

土壤耕层容重约为 1
.

2 克 /厘米
3 ,

犁底层以下可高

达 1
.

5 克 /厘米
3

以上
,

土壤通气性差
,

土壤水分利用率亦低
。

土壤持水性的测定结果 (表 l) 表

明
,

其有效水含量偏低
,

耕层仅 1 2
.

4%
,

犁底层和心土层更低
。

其 中耕层的迟效水含量是速效

水含量的 2
.

5 倍
,

犁底层和心土层高达 4
.

4 倍以上
。

该土壤的饱和导水率
,

耕层较高
,

达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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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 / 小时
,

但犁底层
、

心土层较低
,

分别为 4
.

93 厘米 /小时和 1
.

15 厘米 /小时
;
该土壤的不饱

和导水率
,

当土壤水吸力 由零增加至 20 千帕时迅速下降 (图 1 )
。

耕层土壤水吸力在 10 千帕时

的 日导水量为 0
.

19 毫米
,

土壤水吸力增加到 20 千帕时旧导水量仅为 0
.

06 毫米
。

犁底层和心

土层接近或是更低
。

因此
,

少雨季节
,

表土经常出现干旱
。

但在多雨季节
,

由于犁底层和心土层

坚实
,

大棚中耕层有时会出现暂时的滞水
,

空气湿度增大
,

菜苗易得病害
。

表 1 菜地土攘 (黄棕壤 )持水性 (青马村 )

土土层深度 (厘米 ))) 田间持水水 凋萎含水水 有效水含含 速效水含含 迟效水含含

量量量 ( % ))) 量 (% ))) 量 (% ))) 量 (% ))) 量 (% )))

000一 2 000 2 6
.

666 1 4
.

222 1 2
.

444 3
.

555 8
.

999

222 0一 3 777 24
.

222 13
.

444 1 0
.

888 2
.

000 8
.

888

333 7一 5000 2 2
.

666 12
.

888 9
.

888 1
.

777 8
.

111

5550 以下下 2 3
.

999 12
.

222 1 1
.

777 1
.

666 10
.

111

注
:
( l) 土壤持水性中的各项水分指标

,

是通过 测定各级 当量孔隙的容积而获得
。

(2 )土壤水吸力 10 千帕至 1 5 00 千帕为有效水含量
。

土壤水吸力 10 千帕至 60 千帕为速效水含量
。

土壤水吸力 60 千

帕至 1 50 0 千帕为迟效水含量
。

(二 ) 土壤孔隙分布状况

分析土壤孔隙状况 的结果 (表 2) 表 明
,

耕作层土壤的孔隙分布状况较好
。

粗细孔隙

分布比例适当
。

但是
,

犁底层和心土层 内粗孔

隙很少
,

结构不 良
。

由于耕作层以下的土壤结构不 良
,

供水

能力较差
,

因而土壤水分的供应远远不能满

足蔬菜在生长旺盛期的需水量
。

因此
,

对蔬菜

的水分供应
,

主要依靠灌溉
。

(三 ) 蕃茄
、

黄瓜的需水性与产量

蕃茄和黄瓜对土壤湿度十分敏感
,

土壤

水分的供应状况对其生长发育和产量有很大

的影响
。

1
.

对蔬菜根系生长 的影响
:

在青马村的

试验中
,

测定不 同水分处理 的黄瓜根 系总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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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土壤不饱和导水率 (青马村
、

马肝土 )

重
,

在土壤水吸力为 10 千帕时
,

平均每棵黄瓜的根系总干重为 1
.

59 克
,

比 50 千帕时高 0
.

18

克
。

表明土壤水吸力在 10 千帕时有利于黄瓜根系的生长
。

表 2 土壤孔隙分布状况 ( % )

土壤深度
(厘米 )

0一 2 0

20一 3 7

3 7一 50

50 以下

容重

(克 /厘米
3
)

1
.

1 9

1
.

4 3

1
.

6 2

1
.

6 1

总孔隙度
不 同孔径的孔隙度 (微米 )

3 0一 5

4
.

2

5一 。
.

< 0
.

2

1 6
.

9

1 9
.

2

2 0
.

7

1 9
.

6

ōbù卜11lj
.

…
0,曰几口ób

确.111111

> 2 0 0

1 1
.

5

2 0 0一 3 0

8
.

7

.34.2114

5 1
.

9

4 2
.

5

4 0
.

0

4 2
.

0

2
.

对产量的影响
:

在雨花区广洋村对蕃茄和黄瓜进行了连续 3 年 (正常年分 ) 的水分试

验
,

结果 (表 3) 表 明
,

蕃茄和黄瓜当土壤水吸力在 10 一 30 千帕以下时
,

可比 50 千帕时分别增

3 2 5



表 3 不同水分亲件下蔬菜产 t (公斤 /米
, )

雨花区广详村 (潮土 )

l 。 (千帕 ) } 3。 (千帕 )
5 0 (千帕 )

产量 } %

黑
%一138148产量

1 2
.

1 7

1 4
.

4 2

%一153141

产 3 8一 5 3%和 4 1一 4 8%
。

1 9 9 1年在栖霞 区青马村黄棕壤菜地上
,

对蕃茄
、

黄瓜的水分试验
,

正遇到百年来特大

水灾
。

蕃茄整个生长期为 87 天
,

其中 25 天雨

天
,

32 天阴天
,

仅 30 天晴天
。

在多雨条件下
,

虽常使控制的水分指标值发生误差
,

但从试

验结果仍可看出
,

蕃茄和黄瓜在土壤水吸力

3 0 千帕时 比 50 千 帕时分别有 13 %和 19 %

的增产效果
。

1 9 9 1 年在雨花区古雄村潮土菜地上
,

对

产量

1 3
.

5

1 3
.

7 5

栖霞区青马村 (黄棕壤 )

2 3
·

` 7

{
9 9

1
2 6

·

2 5

{ “ 3

…
“ 3

·

“ 3

}
` 0 0

1 3
.

8 3 } 9 5 } 1 7
·

2 5 { 1 1 9 1 1 4
·

5 0 } 1 0 0

茄瓜蕃黄

注
:

青马村试验在多雨年份中进行
。

黄瓜进行习惯浇水法和在土壤水吸力至 15 千帕时浇水两种灌溉方法的对比试验
。

习惯浇水法

是每天午后用长橡皮管冲浇或用木勺泼浇
。

由于大面积夏菜塑料大棚保护地栽培
,

菜地覆盖地

膜
,

在浇粪水时
,

只有部分粪水或水分能通过栽植孔进入根区土壤
,

而另部分则停滞在地膜面

科料上
邸ǎ妞ù上令à叫祀豁喊

上 或部分慢慢沿着地膜边缘流入畦面上
,

粪

水或水分入渗率很低
。

在 5一 6 月份
,

表土经

常干燥
,

土壤水 吸力在 40 千帕 以上
,

甚至高

达 50 一 60 千帕
。

从两种灌溉方法的试验结果

(图 2) 看
,

在土壤水吸力至 15 千 帕时浇水的

方法比习惯浇水法有明显的增 产效果
,

增产

幅度达 38 %
。

接近 1 9 90 年在青马村黄棕壤

上黄瓜的增产幅度
。

综上所述
,

在南京丘陵岗地黄棕壤等土

壤上
,

由于土壤非饱和导水率随土壤水吸力

的增大而迅速下降
,

以及不太完善的习惯浇

声乡淤
…

25 15

采摘日期

30 15

( 日 l月 )

5 ,6 10 ,6

图 2 不同水分处理下的黄瓜产 t (古雄村 )

水法
,

易使表土干燥
。

因此
,

建议应用张力计指示和控制蔬菜的需水指标
,

以满足蔬菜的需水

量
。

在正常雨量年份
,

控制土壤水吸力在 15 一 30 千帕范围内
; 在多雨年份

,

控制土壤水吸力在

30 千帕左右
。

这对蕃茄和黄瓜
,

可分别 比目前的产量提高 30 一 40 %和 1 0一 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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