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犷介心今 , 怜
会 奋

最近我犯士左湖北省应山

县进行土壤妻周查
,

了解到限

制当地农巢生产的原因很

多
, “ i食浸田 ”就是其中之一

,

而且比翰普濒
「

,

据 195 4 年毓

尉
,

共豹分丸。 0D 余亩
,

估应

山县水田面积的17 %
。

这种

炎害比虫害还大 ( 195 4年杭

舒虫害面积了占水 田 面 积 的
1 5拓 )

’ , 特gIJ 是在还阴多雨

的季节
,

显得更加严重
。

现

将稠纂塞筋简的瓷料
,

加以初
诀辣整理分析

,
仅供改良和防

止
“
冷浸

”
的参考

。

(一 )冷扁貌象及
“

冷浸田
”
生壤的特征

物所利用
。

另外
,

冷浸貌象反映左生产上也是不平衡的
,

不但

因地区不同而有所差黑
,

就是在同一个地区
,

lrJ 于冷浸

的程度不同
,

耕作措施不同
,

也有很大的差当笔
。

此外
,

“

洽浸盯
,

对小麦生畏也是不利的
,

郎使在能尹啦的地
区

,

也往往因水分讨多而遭到减产 (表 1 )
。

表 1
“

冷浸田
”
产量情祝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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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几了立了二盛丫f犷孟人甲̀甘工峨下直甘

6 0 0 、 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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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敲周数据系 拍熨年生产指标
。

粉 正常是指非冶浸田的一般产量
。

(二尸冷浸田 ”的类型及其分佛规律

}
1. .

…
心

“

冷浸田
”
是当地农民所

阱的名称
,

在土壤科学上已

被引用 ; 它是针对水稻田靛

的
,

其现象是
:

1
.

」任秧后秧苗发黄
,

返

青慢
,

通常此一般要馒 10 一

15 天 ; 山区更慢
,

可达一月

之久
, 1

些室有少数严重的
,

秧

苗不分凳 (农民称不发莞夕
,

姗根至死
。

一般
“
汾浸田

”
须

等到气温很高 时秧苗才分

粟
。

2
.

“

冷浸田
”

所处地形

倏胜国蔡凰歧

肯敏捷王关棣

有鹿淮,虞暨敏

湖北应省山嫌冷浸田的性鬓和改真

部位很低
,

径常受低i豁地下水的补东合影响
,

造成上壤妙

湿
,

处于鲍和歌态
。

由于水场易土温低
,

土壤中还原作用

铭行 ;水中生歹水锦
,

田边渗出锈永
。

从生豪水余帛和产

生锈水的数量上
,

可以钊断出
“ 冷浸田

”
冷浸的程度

。

呜合浸田
”
大都属于 i替育型的上壤

,

其中因乞暂育程

度上的不同
,

又可分为
“
青泥上

” 助 (深位l替育材舀草甸
沼洋

丁

曰和
“
陷泥田

’
均 (浅位厚层 i替育水稻沼泽土 ) 雨

种
,

共共同特点为上粒分散成糊从
,

上壤呈微酸性至中

性 ( P耳 6
.

0一 7
.

0) 反应
,

个别表上较酸
,
PH 值豹 5

.

5

左右
,

也有因施用石灰使表土 呈中性或微碱性
。 “
冷

浸田
’ ,

分布范圃很广
,

不仅可以在丘陵第四祀粘上母矍

卜发生
,

也可以在山区和石贸丘陵砂贫上壤 (农民称

响砂 )上发生
。

据了解
“
冷浸田

”
的 l瞥在肥力较高

,

只是由于嫌气

条件估优势
,

不利于好气微生物的活动
,

因此
,

有机物

贫在士壤中大都呈月
乏
腐解肤态存在

,

不能很快的为植

从本区看来
,

总的分布规律是山区的
“
冷浸田

”

此

邱陵藩谷区多
,

而且也此鞍严重
。

前者沾水田面积的

25 拓 左右
,

后者估 10 % 左右
,

河谷阶地冷浸现象则很

少发生
。

从地形部位上看
,

它是分布在局部地形的最低处
。

.

根据
“

冷浸田
”
分布的地形位置

,

犁脚深溥以及冷

浸的程度
,

可以区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

第一种类型
:

为一季水稻冬水田
,

这种类型往往

发生在山区
,

是冷浸现象最严重的一种二 因局部地形

和水文地臂条件的不同
,

又可分为以下雨种悟况
:

(1 ) 在山区狭窄涛谷
,

舞常有地表 i里流乃袋石裂

隙水浸入田中
,

造成水分过多的琪象 (图 1 )
。

同时
一

由

于低温浸水的不断补拾
夕

田内多余水分就得肥艺常扫卜出
,

而彩卜出的这部分水分
,

往往是被太阳照射温度较 高的

上层水 ;这样循环不已
,

便大大降低了土切襄温度
,

上壤

微生物活动大为减弱
,

因而产生冷浸的现象
。

图 1 山地岩石裂隙水与冷浸田关某示意图

(2 久在田中有一般较大泉眼
,

产生上乖菠:水
,

来水量

比上一种类型更大
,

几乎全年都不能排干水分
,

土壤荤

脚很深
,

可由几十厘米至 1一2 米不等
,

五粒分散成糊

肤
,

局部地区耕牛不能下田
,

只能用人工翻动耕层
,

栽

1) 应山县成炙 (自然炎害 )扰言十表 ( 19邱年置料 )
。

幻 3)
“
青沉土邢噜泥田

”
是当地俗称

。



种一季水稻
。

这种田多为
“
陷泥田

”
或

“

姗泥田
” ,

是最

严重的
“
冷浸田

” 。

第二种类型 :分布在片麻岩
、

干枚岩等变鬓岩系丘

陵港谷申
,

往往在冲港下游低平处
,

多为
“
青泥土

” ,

但

不是所有
“
青泥土

”
都发生冷浸貌象 ;一般利用种植稻

麦
, 一

也有一大部分是冬水田
。

这种类型
,

属于
“
冷浸田

”
的中简类型

,

它估有
“
冷

浸田
”
中最大的面积

。

为了充分利用上地
,

提高复利时旨

数
,

现已成为推广双季稻的主要对象
。

第三饰卜类型
:
农民称

“
青泥底子 ),1 )( 深位轻度酒

育水稻沼泽草旬上 )
,

这种类型因水分补拾和地形条件

的不同
,

文可分为以下二种
:

(1) 丘陵港谷蓄水塘堰的塌下田块
,

是产生冷浸

现象较为普遍的地方
,

这里握常受到低温塘堰邃压水

的浸入
,

其来水量的多少
,

与水利工程矍量有很大的关

系 (图 2 )
。

图 2 塘堰渗压水与冷浸田关系示惹图

(2 ) 在小河谷低平阶地与丘陵交接的寒地
,

由于

河床为砂碟石
,

水流沿砂襟层浸人筷地
,

同时丘陵寿春谷

的地下加也不断补拾
,

因而产生 i典蒸度的冷侵现象
。

这

种矛气浸埙象
,

在多雨年分显得严重
,

而在旱年则可得到

丰产 (图 3 )
。

一

“ ` 产
气 .

公
; 之荟

图 3 河流补拾水和丘陵补拾水与冷浸关系示意图

必须指出
:
凡是

“

片冲乏田
”
都具有i替育现象

,

但有

潜育埃象的水稻田
,

则不一定全是
“
2备浸田

” ; 一般潜育

程度愈强
,

往往发生的
“ 子备浸

, ,

琪象也愈严重
。

(三 )冶浸砚象发生原因的初步探豺

冷2曼现象的产生
,

分析起来可有以下几方面
:

1
.

从以上
“
冷浸田

’ ,

分布的规律来看
,

地下水水

源
、

水温和气温是导致冷浸的原因之一 ; 据熟尚
,

在一

条东西向的港谷水田内
,

朝南的地块
,

不产生冷浸
,

而

向北的地块
,

则往往产生冷浸 ; 山区在 4 至 8 月阴沉多

露
,

太阳的照射度差 ; 同时又因室气中温度大
,

吸热力

强
,

造成地 i昆降低和热量揖失就更大
。

所有这些
,

都沈

明了水源和水温对冷浸的关系是密切的
。

2
.

由
“
冷浸田

”

的上迢裹特性来看
,

都带有一定的潜

育琪象 ;在纂时期嫌气情祝下
,

由弓越拒氧化物的形成和

果积
,

对作物生搔是不利的 ; 特另lJ是在外界热量来源少

而揖失多
,

土壤透气性能又很坏
,

有机物的分解能力也

很低
,

这样热量和养分的释放
,

就不能及时供应作物生

长的需要
,

尤其在插秧后
,

正值秧苗需要氮肥的时候
,

表现得更为突出
。

3
.

在豁简中了解到在
“
冷浸田

”
中施用未腐熟的

撇肥作底肥 (压青 )后
,

立郎平田插秧
,

其冷浸琪象更加

明显
。

据老农反映
,

施用厩肥比用青篙椽肥作底肥要

好一些 ; 如能施用羊粪 (是一种易于分解的热性肥料 )

1111 效果更为良好
。

渠澳店乡柳扒河一老农特glI 强郭芍施

用羊粪的好处
。

但须魏明的是
:

我们爵为施用椽肥青篙等还是可

以的
,

但应事先腐熟或早施
,

并须配合施 用石灰
“
杀

青
” ,

促其提早窝熟
。

这种肥料对水稻后期生纂的养分

供抬
,

起很大的作用
。

由此看来
,

冷浸现象产生的原因
,

是由于低11昆浸水

耙常作用
,

并且积水时期较畏
,

上壤水分达到过雇包和肤

态
,

形成毫无拮搏的糊肤诩泥
,

因而嫌气性微生物活动

估艳对优势
,

有机物处于未分解或半分解状态
,

土壤中

亚氧化物增多
,

桔果造成速效性营养元素缺乏
,

:

严重抑

制作物的生豪发育
,

巷样就产生秧苗发黄不返青 (或返

青慢 )及倘秧根的情祝
,

这些也就是所稠
“
冷浸粕复象

。

(四 )
“

净浸田
”

貌有的改夏方法

耀讨这次稠查言方简以后
,

了解到当地翠众改良冷

浸田有以下几种方法
:

1
.

施用石膏
,

用法有雨种
:

( 1) 罩一施用石膏
,

一般用量为每亩 5一7 斤
,

可

使水稻很快返青 (一般 3一5 天 )
。

(2 ) 石膏与章木灰混合使用
,

石膏用量与上同
,

草

木灰用量不定
。

此种方法对
“
冷浸田

”
水稻生妄起到良好的作用

,

在用量
_

L
一

也很少
,

方法也较筒便
,

但它胳究只是一种治

标的方法
。

有些地区必填年年施用
,

如不施用
,

冷浸现

象便更严重
。

另一缺点是
:

妄期施用以后
,

容易造成

土壤板桔
,

有碍耕作
。

石膏和草木灰混合施用的效果较好
,

一方面可使

石膏均匀施用
,

同时草木灰 也可供拾水稻一部分养分
。

2
.

石灰石膏联合施用
:

在安陆
、

应山
,

随县交界

靠近俯河沿岸
,

多用此法
。

因这一带石灰岩校乡
,

石灰

l)
“
青泥峻子

”
是当地俗称



来源鞍易
,

一般多用作底肥
,

每亩施用 文口口一 2 00 斤
,

用

后对产量有显著提高
。

据安陆县巡店乡五星社反 映
,

施用石灰与不施用石灰产量相差一半
,

可是不能每年

施用
,

施多了会产生 七壤板精乏具象
。

兼用石灰的作用
,

据农民挽
:

石灰能吸水放热
,

加

速腐熟椽肥
,

杀虫
,

减少田简杂草
,

在一乡若程度上还起

松上柞拥刁
。

由于石灰企各地来源不同
,

而且用量大
,
因此受到

限制
。

如果用硫酸耸代替石膏
,

一般效果也很好
。

.3 晒田 (或烤田 )
:

有些地区反映靛
:

石膏和硫

酸敛的作用都不大
,

唯有平晒田
”

有效
。

方法是在插秧

后 10 一 1 5 夫不返青时浪口放水晒田乡数天后
,

表士开始

发生翻小龟裂
,

再行灌永 ;
、

这样可使秧苗返青 (同时也

可施用草木灰石灰等 )
。

-

据脱这种方法的效果最好
,

而且筒便易行
,

但有言乍

多闲难
,

不能普遍采用
。

首先因为本地区在水刹条件

上比鞍差
,

水稻在抽穗和插秧期正值缺水季节
,

因此在

秧苗返青前 (特刘是早稻 )不敢放水
。

有个邪地方水扫卜

不干 (陷泥田 )或者发生冷浸不是整块 田地而是局部

的
,

因此也就不便子放水晒田
。

这些都是不利于晒田

法推 广的原因
。

关于晒田的作用
,

我们韶为主要是提高土温
,

加强

好气微生物的分解
,

使酒在肥力蒋变为可抬性态
。
同

时有利于水稻萦根和后期生异
。

除上述的一些方法以外
,

亦有采用牛粪燥土和开

挖排水满的
。

所有这些方法
,

都不外乎是意图达到排

除积水
、

提高上温
、

改善养分供抬肤祝借以改良冷浸的

目的

(五 )改夏摧施的初步誓见

根据冷浸的类型和它的发生原因
,

我们忽为改良
“
冷浸田

”
的关键在于提高水浇

、
上温

,

加强好气性微生

物活动
,

加速有机鹭的分解
,

以满足作物生妄期对养分

的需要
。

对于积水简题的解决
,

全县在灌排系抚上应作就

一安排
,

目前可在强度
“

冷浸田
”
的田廷上

,

开挖排水厄蒲

(水港深度初浸水的大刁
、

而完
,

一般 50 一」00 座米只图
4 )截住由岩石裂隙或地下上浸的低温水

,

并同用以相仁

除田中多余水分
,

和防止往下部冲田灌水时由田中过

水的现象
。

图 4 冷浸田排永清殷置截面图

在排除和截流岩石裂陈水的基础上
,

同时桔合以

上介叙王的几种有效改良措施
,

并应加强农圣装技术和田

简管理工作 (灌水技术等 )
。

根据不同地区
、

不同冷浸

程度
、

以不同的粽合宇替施进行改良工作
,

是能够遂癫改

变
“

冷浸田
”
为高产田的

。

“
冷浸田” 排水后

,

可使部分冬水田 (或称白田 ) 改

为一年二熟
,

提高复种指数
,

增加产量
。

(上接第肚 真 )

式的水利措施
,

如整山开渠
、

沿河筑练
、

节节栩蓄 `上邃

下堵
、

利用理流
_

逢冲筑康
、

河库相还
,

康戮蓬相通共鬓塘

相接
、

忙时灌田
、

阴时澳厦塘等
。

都是解决丘陵地区永利

化的宝竟粳脸
。

( 2) 坡地刁势田化
:

丘陵地区多是波肤起伏的地

形
,

有些地区在开荒时
,

采用顺坡开垦的方式
,

` 到雨

季
,

发生强烈的水上流失
,

甚至 ;垂作物都被冲走
,

希望

能根据坡地的异短
,

坡度大小
,

分成几机
,

修筑梯田
。

尚 攀侈牛谬
,

加缪替导 丘陵地区上壤的共同

特点是坚实粘重而耕层极薄
,

要改迭这些性寮
,

须进行

深讲熟化以提高肥力
。

针对这些地区上壤自明寺点
,

先

应促使上体救化
,

为各种改良措施准备条件
。

可根据

各地李淋情祝
,

把旱地
、

荒地先改为水早!}扁作
,

俊上壤

刻比 lJ一定程度后
,

可以进一步朵用珠翻猪施
·

改彝
过程申可以拮合水利和劳力条件

,

采取先易后难和先

耕地后荒地的原则
,

分期进行
口

砰 ) 水田深翻
:

丘陵地区的粘矍谷地大多长期种

.

邵
·

植水稻
,

土壤熟了既呈度较高
,

水文条件亦较好
,

但因妥

期耕作
,

表层以下怒常出现一层坚实的犁底层
,

影响上

壤水分运行和植物根系活动 ; 在高丘地区的谷地水自

中
,

普遍存在冷浸现象
,

希望根据地区和上壤具体条件

参考焉国义深翻法
,

广泛开展言式输
,

以便进一步挖掘丰

产潜力
。

伶 ) 冬甲铸食措苹
,

和浮手等摹华
:

黝
别注意

粽合改良措施
,

深讲应桔合拌沙和施用有机鸳肥料
,

以

改善土壤物理性宵
,

提高土壤通气性及持水保肥能办

而促进生物活动
,

迅速提高上壤肥力
。

豁多现象表明

曳砂引有增加上壤物臂移行迅速提高上壤肥力的作用
。

施肥应根据上壤性霄和肥料种类作合理的安排
,

以便

充分发挥肥效
。

( 6) 开辟肥源
,

种植撇肥作物沐吐用地方条件发展

牛恻少本区上壤肥力较件
,

氮素尤感缺乏
,

最好利用

耳科作物
,

增加固氮能力
,

增进上酬巴力
,

并利用徐肥
,

补充有机肥料的不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