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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泽农场位于江苏省泅洪县境内徐洪河和滩河之间
,

南临洪泽湖
,

总面积 9 1 3 h3 m 2 ,

其

中耕地 8 800 h m 2 .

土壤母质为二元结构
, `

底层为较老的老黄土沉积母质
,

其上复盖厚度不等

的近代黄泛冲积物
.

全场土壤质地多粘质
,

只有极少量的两合土
.

底层老黄土长期受潜育过

程影响
,

发育成柱状
、

块状结构
,

上部黄泛冲积层成土时间短
,

呈块状结构
.

全层有石灰反

应
.

该场处于受上游水下泻
、

洪泽湖水顶托
、

三面排不出水的槽形洼地之中
,

极易受涝灾为

害
.

易涝
、

易旱
、

耕作不便
、

养分失衡
、

僵苗不发是该场土壤基本特点
.

该场于 60 年代初

建成
,

作物单产很低
.

建场三十年来
,

种植业为主体的农业结构没有改变
,

但作物产量水平

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

而这一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土壤改良和培肥
.

1 9 9 5 年扬州大学农

学院与洪泽农场联合进行全场土壤跟踪调查
,

在 1 9“
、

1 9 8 6 年两次土壤普查的基础上总结

经验
,

查出问题
,

提出措施
,

为该场农业生产水平进一步提高提供依据
.

1 改土培肥措施及效果

针对上述土壤特点
,

该场实施以治水为中心的一整套改土培肥措施
,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 t

(l )大搞农 田基本建设 : 建场初期全场修筑防洪堤坝
,

田内挖河开沟防涝降渍
,

建造排

水站闸向外围提抽排水
.

共开排河 13 条
,

建扬水站 7 座
,

水闸 2 座
,

排水沟近 800 条
,

田

面形成 50 m x 600 一 1 300 m 条 田
.

90 年代在原有的水利设施基础上重新改建修建排灌泵站

13 座
,

以保证水早轮作所必须的能排能灌要求
.

为进一步减少渍害
,

近年来引用 鼠道犁开

暗沟技术
,

全场暗沟复盖率达 80 %
.

这项工作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据 19 9 5 年 4 月 (少雨

季节 )调查
,

全场地下水位多在 1
.

2一 1
.

5m
,

远远低于 1 9 6 6 年 0
.

6一 1
.

2 m 的水平
.

土壤剖面

没有明显的潜育现象
.

( 2 )扩大水稻面积
.

水稻生长不仅稳定了秋粮收成
,

而且改变了土壤有机质积累和养分

转化过程
,

从而起到培 肥改土的作用
.

1963 年起全场实施
“

缩小早地
,

扩大水田
’

的战略
,

以后视客观条件逐年增加水稻面积
.

60 年代初
,

该场水稻 1 3h0 m 2 ,

60 年代末 1 5o 0 h m 2 ,

70

年代末 3 3 0 0 h m 2 ,

29 9 4 年达 4 0 0 0 hm 2 .

( 3) 增加有机物料投人
.

多年来我们不断摸索经验
,

秸秆还 田面积逐步扩大
.

目前主要

是麦草还人稻田
,

稻草还 田技术尚未摸索成熟
,

1994 年麦草还 田面积达 4 0 0 0 hm ’ 左右
,

还

田量 1
.

1一 1
.

5t h( m Z犷` ,

在增加氮肥的基础上
,

最高达 3
.

8t h( m Z犷, .

通过秸秆还 田
,

不仅平

衡或提高了土壤有机质含量
,

提高土壤养分贮备
,

同时增加农 田养分再循环
,

节约了农本
.

此外 90 年代之前
,

该场一直保持相 当的冬绿肥面积
,

最少时为耕地面积的 25 %
,

这对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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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 N素收人起了一定的作用
,

但后来因复种指数的提高冬绿肥才基本不种
.

(4 )逐步协调肥料结构
.

在保证 N 素供应的前提下逐步攻克磷素供应不足 间题
.

最近的

统计资料显示 (表 l)
,

1 981 年以前施人土壤的 N / P 比例虽渐有提高
,

但仍保持在 卜0
.

08 一
1 : 0

.

10
,

离一般 卜 .0 2一。
.

5 的要求相差太远
.

1 994 年磷肥相对用量猛增
,

高达 :1 .0 22
,

基本

满足要求
.

表 1 氮磷肥料施用呈 (t) 表 2 土壤主要养分含最演变

年份年 份 P N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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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k -g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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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k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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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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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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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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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3 0 1
.

2 8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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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

4 1
.

2 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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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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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年 份

产盆 t (h m Z
)
一 1

19 6 5 19 8 3

1
.

5 0 2
.

9 7

不施肥区小麦基础产最演变 0

19 8 4 1 9 8 5 19 8 6

3
.

0 0 3
.

0 2 3
.

59

19 90 1 9 9 1 19 9 2

3
.

0 6 3
.

6 7 4 4 8

。场农科所试验田测定结果
.

同时
,

磷肥品种也作了相应调整
,

改过去以过磷配钙为主为磷按为主
,

提高了磷素供应

强度
.

此外
,

于 70 年代约 7一 8 年时间
,

该场曾持续大规模地进行捞湖淤泥田
,

施用量达

50 一 90 t( h m 2
犷

, .

这项工作后来停止 了
,

但其效果仍持续至今
.

如表 2 显示
,

19 82 年全场土

壤速效 K 高达 33 3m g k g 一 ` ,

湖淤泥 田的贡献不容忽略
.

随后泥田工作停止
,

土壤速效 K 含

量下降
,

但仍能维持在较高水平上
.

2 存在问题及对策
目前该场生产上存在的主要间题是土壤耕作质量差 ; 苗齐苗壮得不到保证 ; 排水容量不

足 ; 磷肥成本偏高等问题
.

建议采取以下几个措施
:

( 1 )以防渍为中心
,

扩大机排水容量
,

稳定控制地下水位
.

今后应将机排水能力扩大至

日降雨 100 m m 24 小时之内排完的水平
,

这样就可能在雨季也能控制地下水位于较低水平

上
.

(2 )因土而异制定培肥改土策略
.

全场 52
.

1% 的低产和偏低产土壤 以加深耕层厚度
、

增

施有机肥和秸秆还田为主要措施加以改 良
,

改善耕层土壤结构
、

增加养分
、

水分贮蓄量为主

攻目标
.

对产量水平较高的土壤
,

以提高土壤和农田管理水平为主
,

辅以维持提高土壤有机

质的方法进一步提高产量
.

(3) 经济合理施用磷肥
,

降低磷肥成本
.

在保证 N / P 施用 比例在 卜0
.

2 左右的前提下
,

将磷按主要施用于麦田
,

它的残效可在下季水稻生长期进一步发挥
,

这样稻季磷肥可以适当

少施或改以过磷酸钙为主
,

这样对全年来说施用磷按的量可降低
.

(4 )有计划合理轮作
、

换茬
,

增加土壤冻晒堡机会
.

调整轮作制度可增加冻晒堡机会
,

改善土壤结构和耕性
,

并能促进土壤养分的转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