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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根据大棚土壤次生盐渍化发生情况
,

开展物理洗盐
、

生物治盐等一系列无害化综防技术研究
,

结果

表明
:

灌水处理能降低土壤盐分 39 .4 % 一
75 .2 %

,

明显降低土壤次生盐渍化危害程度
;

施用 30 gk 爪m Z全新 K O M

土壤改良剂能降低土壤盐分 60 .2 %
,

提高产量 巧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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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保护地设施的大面积推广应用
,

对我

国蔬菜周年生产
、

农民增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但

因大棚栽培环境中的光
、

热
、

水
、

肥等因子的相互

作用状况
,

与露地有着明显的差异
,

加上连作重茬

严重
、

肥水管理不当
、

管理技术滞后等因素
,

导致

大棚土壤次生盐渍化在建棚 2 一 4 年内就严重发生
。

为此
,

根据崇明县大棚土壤次生盐渍化发生的具体

情况
,

我们开展 了物理洗盐
、

生物治盐等一系列无

害化综防技术研究
,

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

有效地

解决了大棚土壤次生盐渍化的危害问题
,

延缓了大

棚土壤次生盐渍化的发生
,

为崇明县的设施蔬菜安

全生产提供了技术保障
。

材料与方法

1
.

1 材料

物理洗盐试验
,

选择在崇明县现代种苗园艺场

空闲大棚内进行
;
生物治盐试验供试大棚蔬菜为甜

椒
,

试验选择在崇明县港沿镇合兴蔬菜园艺场进行
,

全新 KO M 土壤改良剂 ( 以下简称 K OM )
,

由上海

市全新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

1
.

2 方法

物理洗盐试验
:

于 200 3 年 6 月 28 日至 200 3 年

7 月 30 日进行
,

试验选择在土壤次生盐渍化发生程

度相同的空闲标准大棚内进行
。

试验设 4 个处理
,

分别为
: A :

雨淋
; B

:

灌水
; C

:

雨淋+ 灌水
; D

:

C K
。

每个处理小区面积为 180 衬
,

试验设 3 次重复
。

雨淋
、

灌水+ 雨淋两处理大棚于 6 月 28 日揭去棚膜
。

生物治盐试验
:

试验选择在土壤次生盐渍化发

生程度相同的标准大棚内进行
。

大棚甜椒于 2 0 0 2 年

7 月 2 日播种
,

8 月 1 日定植
,

至 2 0 0 2 年 12 月 1 5

日采收结束
。

KO M 处理于 8月 巧 日进行
。

根据 K O M

处理浓度的不同
,

试验设 4 个处理
,

分别为
:

I
:

喷施清水 3 0 k hg/ m Z
( e K )

;
Ix :
喷施叨M 15 k g爪扩

;

111
:
喷施 K o M 3 0 k g币m Z ; VI

:

喷施叨M 4 5 k hgl 扩
。

每个处理小区面积为 90 扩
,

试验设 3 次重复
。

综防 ( I P M ) 示范
:

于 2 0 0 4 年 6一 12 月在崇明

县合兴蔬菜园艺场和现代种苗园艺场同时进行
,

示

范面积均为 .0 33 h扩 标准大棚
,

采用灌水和喷施

oK M 30 kg 小扩共同处理
,

具体试验方法与物理洗

盐
、

生物治盐相同
,

并设对照 ( C K )
。

1
.

3 指标测定

大棚土壤水溶性盐分采用硝酸银滴定法测定
,

有机质含量采用重铬酸钾滴定法测定
。

物理洗盐试

验
,

取土位置分别为土表以下 0 一 5
、

5 一 or
、

10 一 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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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一 2 0 c m
,

取土采用对角线法多点取样
,

每点同时

取两份
,

一份用于单项测定
,

一份根据土样不同深

度进行混合测定
。

生物治盐试验
,

土壤养分抽样检

测于 or 月 3 0 日进行
,

取土位置为土表以下 O 一 20 cm

混合样
,

取土采用对角线法多点取样
;
大棚农艺性

状调查于 9 月 3 0 日进行
,

主要调查株高
、

叶片数
、

叶片大小
、

茎粗
、

单果重
、

单株重等指标
。

综防 ( IP M )

示范
,

土样采集方法同生物治盐试验
,

并且建立试

验田块产量跟踪制度
,

计算累计产量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不同物理洗盐方式对大棚土壤次生盐渍化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
,

雨淋
、

灌水
、

雨淋 +灌水 3 个洗

盐处理小区
,

土壤水溶性盐分含量较 C K 都有明显

降低
。

雨淋+ 灌水洗盐试验小区
,

在各处理指标中降

低土壤盐分效果为第一
,

其中降低 巧 一 2 0 c m 盐分

效果最差
,

为 5 .7 9% ;
降低 0 一 5 c m 盐分效果最好

,

为 83
.

0%
。

雨淋洗盐试验小区
,

在各处理指标中降

低土壤盐分效果为第二
,

其中降低 5 ~
10 cm 盐分效

果最差
,

为 45 .2 %
,

降低 0 一 5 c m 盐分效果最好
,

为 7 .9 5% ;
灌水洗盐试验小区

,

在各处理指标中降

低土壤盐分效果为第三
,

其中降低 5 一 10 cm 盐分效

果最差
,

为 3 9 .4 %
,

降低 O 一 5 c m 盐分效果最好
,

为 7 5
.

2%
。

从 0 一
20

c m 土样和混合土样盐分降低效

果看
,

雨淋+ 灌水降盐效果最为明显
,

雨淋
、

灌水降

盐效果依次降低 (表 1 )
。

2
.

2 不同 K O M 水平对大棚土壤次生盐渍化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
,

经 K O M 处理 以后
,

各处理小

区土壤盐分较 C K 有明显下降
,

其中处理 m 效果最

显著
,

盐分下降 6 .0 2% ;
处理 W 效果次之

,

盐分

表 1 不同物理洗盐方式对大棚土壤水溶性盐含量的影响 (叭g )

0 ~ 5 Cm 5 ~ 10 Cm 10 ~ 15 e m 15 ~ 2 0 e m理ù琳水处一雨灌

雨淋十灌水

C K

1
.

阴 0

1 9 77

1 3 59

7
一

9 8 1

1
.

07 3

1
.

18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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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9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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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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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8 17

0
.

6 74

0 9 4 1

0
.

8 17

1
.

9 4 1

混合样

0 9 4 1

1
.

54 6

0 .8 (X)

2
.

8 16

下降 58 .7 % ;
处理 n 效果再次之

,

盐分下降 2 .9 2%
。

各 K O M 处理土壤有机质含量较 C K 明显增加
,

其

中处理 m 较 C K 增加 28
.

1% ;
处理 W 较 C K 增加

2 6
.

7% ; 处理 11 较 C K 增加 2
.

8%
。

见表 2
。

表 2 不同 K O M 水平对土壤养分的影响

有机质 水溶性盐分

含量 (乡飞g ) 土 % 含量 (班 g ) 土 %

1
.

34 5

0
.

7 56

+ 2 6
.

7 .0 7 84

7
工J只ù一、ù21222727I ( C K )

II

111

W

2
.

3 不同 K O M 水平对大棚甜椒农艺性状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
,

经 K O M 处理 以后
,

各处理区

甜椒的株高
、

叶片数
、

叶片大小
、

茎粗
、

单果重
、

产量等农艺性状指标
,

都明显高于 C K
。

处理 m 效

果最好
,

平均单果重增加 7 9
,

产量增加 巧
.

4% ;
处

理 n 效果次之
,

平均单果重增加 6 9
,

产量增加

13 .5 % ;
处理 VI 效果再次之

,

平均单果重增加 2 9
,

产量增加 7
.

3% (表 3 )
。

2
.

4 综防 ( I PM ) 示范

示范结果表明
,

示范区较 C K
,

土壤水溶性盐

分含量降低 67 .2 %
,

每公顷产量增加 904 5 kg
,

增

16
.

9%
,

产值增加 83 0 4
.

0 0 元
,

增 19
.

9% (表 4 )
。

表 3 不同 K OM 水平对甜椒农艺性状的影响

株高

c( m )

24 .8

叶片数

(张 )

叶片大小

(
e m )

8
.

6 X 4
.

5

11
.

1 X 5
.

8

11 8 x 5 7

9
.

2 x 5
.

0

单果重

( g )

单株重

( g )

增产

(% )

只41乃45 0
1、J̀J

506048000

I (C K )

l I

ll I

VI

10
.

4

12
.

2

12
.

6

12
.

4

4 8 1

5 9 4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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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 3 + 15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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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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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示范效果

项 目
水溶性盐分 产量 产值

示范区

对照区 ( C K )

0名2 9
一

6 7
.

26 24 7 5
.

0

54 0 3 3
.

0

+6 1
.

9 + 19
.

9

2
.

7 18 4 16 76
.

0

3结论

( 1)利用灌水
、

雨淋
、

灌水 +雨淋 3种无害化

洗盐方式都能有效降低大棚土壤盐渍化发生水平
,

促进棚内蔬菜健康生长
,

为大棚蔬菜的增产
、

稳产
、

优质
、

高效提供可靠的保证
。

试验结果表明
,

灌水

洗盐
,

能有效降低降雨量不足对洗盐效果的不利影

响
,

又能节省农本
、

避免揭掉大棚薄膜引起的薄膜

损坏
,

是大棚土壤次生盐渍化最为经济有效的无害

化洗盐措施
。

(2 ) 喷施 30 k g山m平的全新 K O M 土壤改良剂
,

相对于喷施 巧 k吵扩
、

45 k g小扩 K o M 土壤改良

剂而言
,

更能有效澈活土壤营养元素
、

促进植物生

长发育
、

降低土壤次生盐渍化危害水平
、

提高大棚

蔬菜单产
,

提高设施蔬菜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是

比较理想的推广剂量
。

(3) 利用灌水+ 30 k g小m Z K o M 对发生次生盐渍

化土壤进行处理
,

能有效缓解大棚土壤次生盐溃化

发生程度
,

是比较经济有效的无害化防治措施
,

具

有较好的推广应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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