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渗 透 与 水 稻 丰 产 的 关 系
1

一
` :

陈 志
、

雄

、

在党的科学为生产服务的方针指导下
,

我们参加

了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在天津水栖区肆点 总桔水稻丰

产樱输的工作
。

据农民实践荻明
,
当地水稻之所以能

获得亩产近千斤左右的产量
,
与土壤其有良好的渗透

性能有密切的关系
。

现将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整理 如

下
,

供大家参考
。 、

刘 耀 摹

稻田透水性良好
,

不但不用“ 烤田
” ,
而且可以采用

“
深

灌
, ,

(水层 5一 10 厘米 ]的措施
。

从表 1 可以看到
,

南方
“
烤田

”
前后与北方不

“
烤田

”
比较

,

稻田中氧的浓度
,
一

表 1
`

南
、

悲方稽麟攀透水 O
,

及 C O :

澄度之比较

、

稻 田具有葛好的渗透性能是水稻
`

丰产的重要因素之一

天津丫带农民在栽培水稻时
,

,

非常重祝土壤的透

水
l

哇能
。

例如
,

小站全国劳动模范张德育敲为
,

水稻生

长在水中
,

好比焦在水中要冒泡一样
,

需耍呼吸
。

士壤

巡水性好 ,就能樱常换上解水
,

带来空气
。

排水不良的洼地
,

产量都比狡低
,

所耳农民有“ 洼

地种高
”
的耀脸

。

水牙渭发生病害
,

往往与稻田透水不良有直接的关

系
。

例如 1 , 5 8年黄滕中捷友魏农踢水稻发生撇苗
,

就

是因为透水不良所致
。

在透永通幅的排少沟附近
,

则

没有腑苗的现象
,

植株和稻根生长正常
。

据军粮城河

北省劳动模范孙玉振的粳脸
,

在一般丰产的稻田中
,

排

水沟附近的水稻易早熟
、

籽粒鲍满
、

粒坚不易碎
,
出米

量亦高
。

这靛明士壤泉好的渗透性是水稻半产所必须

具备的条件之一
,

所众稠节稻田的渗透在提高水鹅产

量上有很大的意义
。

止
二

、

渗透解决了落田液相与气相的矛盾

泉好的渗透
J

性能使水稻丰产
,

其原因到目前还不

十分清楚
。

据有些研究瓷料敲为 :
一

适宜的渗透量能导

致 N H才的溶出 1[]
,

恰当地补充水稻的氮素营养
。

此外
,

渗透良好有利于排水洗盐
。

据天津罩粮城款欲 站 瓷
~ 、

料
,
当地老稻田的盐分虽已降至很低 的程度 ( 0

.

08 一
。

.

3% )
,

但春季仍然返盐
,

故农民在插秧前都采用
“
拉

荒
,

跳盐的措施
。

良好的渗透最重耍的是解决了稻田

液相与气相的矛盾
。

清水稽田水分过鲍和
,

氧气不足
,

二氧化碳过量
,

士壤中甚至会产生静多有毒的硫化氢
、

甲烷等还原物盾
,

妨碍水稻生矢
。

在南方
,

静多稻田由于没有开歌排水沟
,

土壤透水

性较差
。

稻田环境的更新
夕

是依靠 “ 烤田
”
的办法 2[] 使

大气与土壤气体互相扩散来解决的
。

但是天津地区
,

附注 : ( 1 ) 测廷时之温度
,

江苏常熟为邓一 30 ℃
,

天津新立

ha
Z
仁

2

c5o
·

一

(匀 取样方法
,

江苏常熟用排水收集器
,

天津新 立 材

用抽气缸吸
。

`

不

( 3 ) 。
:

之测定方法
,

同用碘量法
,

但江苏常热用滨水氧
化水 中之还原物盾

,

天津新立村没 有用氧化剂
。

仍 ) C O
。
之测定方法

,

同用 冈、 C O
:

滴定至酚酥变杠
。

(匀 江苏常熟置料系根据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常熟
一

工作粗登料
。

般低于北方
。

最值得注意的是
,

仅在烤田回水后 30 小

时之际
,
氧的浓度才与北方相仿

。

至于二氧化碳的情

况
,

则木致与氧的情况相反
。

从这个查料可以靛明、 当

地由于渗透快
,

灌溉水与渗透水更迭频繁
,
引起的气体

交换
,

能够握常在淹灌时起看相当于
“
烤田

”
的作用

。

从表 1 还可以看到
,

南
、

北方稻田田面水与渗透水

的氧及二氧化碳的浓度
,

都有显著的差异
,

这靓明稻田

消耗了氧
,

产生了二氧化碳
。

稻田的耗氧量
,

在一定范

围内
,
与补充氧有密切的关系

,
虽然北方田面水氧的侬

度与渗透水的差值较小
,

南方的较大 ,可是由于北方渗

透决
,

单位时背油过的水量大
,

`

这样它留在稻田的氧

量
,

箭算起来还耍比南方大三倍半以上
。

由此看来
,

只

要氧能抬予补充
,

稻田的耗氧能力是很大的
。

.

但是
,
氧的进入和二氧笼嗽的排出

,

是否与水稻的



生长发育有笨? 对表 2 及图 从 2加以分析
,

就可明了
。

一

表 2 表明
。

高地渗透快
,

低地渗透馒
。

高地士壤中

氧气含量校母也多
,
二氧化碳合量蛟低地少

,

在这和青

况下
,

布 2 。立方厘米内总根量相应地也是膏地参
,

低

表 公 不同 ;夔透量与稻根生长的关票 (天津新立利
一

)

耕层。
。

(毫克 /
升少

耕层 C O

(毫京 /
一

升少

总根量 (克 /
2 0只 2 0 )炙2 0

厘米 )

一

1
.

排水系抚的歌置 : 排水系就对加强渗透起着积

极的作角
、
当地农异在并歌排水沟方面有一条十分宝

贵自尔理漩
,

就是
“ 1 尺抵

` 1
丈

, , ,

意思是沟深 1 尺
,

排宽

丁丈
。 1

他们把排水毛沟修成底霓
1 尺

,

深 2 尺
,

面霓 3

尺 (图 3 )
,

就能使 如% 玖王的渗透水从沟中排出
,

井
_

巨
、

保叙大田渗透量每 日在 ` 厘米以上
。

这个辉输是根据
当地士壤有良好的侧渗性而得来的

,

在工程上也有一

定的意义
。

由块一般按狭长方形布局 (图 对
,

使毛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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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少
。

由于低地的地下永硬立踢
,

永分只能撇馒地向侧

向排泄
,

甚至有时停滞
。

因此
,

稻根呼吸所放出的二氧

化碳只能积累于心土层之中
,

而造成耕层二氧化碳多

于心士层的状甜图 1 丙 )
,

二氧化碳在耕层中浓度大
,

就使得稻褥生长躬
,

根量少
,

分布
一

电不均匀 f图 2 乙儿

远没有高地的 (图 : 甲 )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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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天津地区稻田毛沟排灌果挽示意图

的背距狡密
,

保持在
_

2。 米之简
,

执样虽然多占一些耕

地面租
,

·

但据农民从涯济效鑫姿上估爵
,

叙为还是值得

的 ;另外
,

高地和低地之阴
,

必须挑沟分开
,

以阻高地来

水
,

利低地浊水
。

只有这样才能保靓低地的产量
。

一

2
。

利用排水沟的波水速度来撞制稻田的渗 逊量
,

只要在排水毛沟的出 口处堵住
、

部分堵住或全部启放
,

就可以产生不同的渗水速度 (表 3沁 排水毛汐启放愈
大

,
渗水速度愈快、 此方法筒单易行 ,有很大实用价值

。

表 3 排水毛魔不同管理措施的溜透量 (天津军板城 )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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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渗透量稻根在土层的分布

稽田中氧和二氧化碳的浓度能直接或背垮影响到

根的生长发育
,
虽然稻根进行呼吸所需的氧

,

可由
.

吁

的通气粗撇直接供胎山
,

但这井滚有否定军夔{中高浓

度氧的有盆作用
。

相反地
,

豁多事突视明
,

高浓度的

氧对稻根生长发育是有利的〔eo] 因此
,
由渗透 而 补

拾氧和排出二氧化碳
,

对水稻生长发育有一是意义
。

三
、

控 制 渗 透量

天津稻区的农民在控制渗章方面
,

耙砺渔尸冕就主要之少氛介韶如下
:

仪

有不少宝贵的

除了上述的两个方面以外
,

还可以利用水层的厚

度和整地的方法来稠节渗演量
,

水层厚
,

渗透就快 ; 耙

地次数少
,

渗透也快
。

、

:

、

陈 铜节稻田渗悉提高水稻产量

稻田渗进丝能良好可使水稻丰产、 已为挫脸所荻

实
。
渗透仿如动物的血液循环

,

补充氧以及排泄废物
,

但是
,

毋庸蒸言
,

渗透与用水量是有矛盾的
,

’

由于渗透

量占用水量的 知书
,

所以很明显
,

渗透快就耍揖失大

量的灌溉水
,

因而耍噜加用水量
。

目前天津一带老稻

区稻田的水量
,

大豹每亩在 1 , 。 “ 。 :立;方米左右
,

丰产田

甚至达到 , ,
知 。 立方米

,

大部分由渗透而撩失
。

这个
一

(下棘第龙胃)



量差 (因碱
J

隆太弧
,

易烧坏秧根
,

使叶鞘枯焦 )
。

“
·

浮琴竿专 青紫泥等粘性糊化的土壤
,

应将畦

面晒到硬软此蛟活度
,

然后下利
, ,

避免因头土太浮而种

子下沉
,

造成淤种而 弓I起烂秧
。

4
.

药剂防治 如果已握发生了烂秧
,

秧根变黑
,

可

用万分之五的高猛酸钾 (K M
n 。 、 ) 溶液喷射 l 一 3 次

。

据浙江农业大学嘉兴工作队南汇工作粗在青紫泥秧田

就阶精果
,

高锰酸钾的碧漪寸效果显著
,

不会提高土壤的

氧化势
,

而且其中的钾被秧苗吸收后
,

可以增强睐苗的

抗逆性
。 、 一

`

四
、

桔 藉

培育早稻壮秧和防止烂秧是一系列的袖戮 土 作
,

各种因子都是有相五关系的
,

而士壤是其中重要因子

之一
。

据专区戛众的握输
,

凡是袖砂和粉砂含量高的砂

盾士壤 (如小粉士
、

白士 、夜潮士
、

半砂士
、

黄砂士等 )
,

土骨鲤
,

土肉瘦
,

热容量小
,

导温快
,

早春土温回升快
,

供

肥迅速
,

但吸肥量小
,

表现在早稻育秧性能特征上烂秧

少歹棉腐病少 )
,

发芽率高
,

出苗墓客齐
,

发莞快
,

计片多
,

叶色青秀
,

禄而不浓
,

表现苗株硬直而健壮
,

高矮一致
,

粗韧均匀
,

正是各地拿众所靛的“ 扁蒲秧
” 。

另外述表

现为根粗而短
,

拔秧省力
,

洗秧易
,

断秧少
,

插秧时容易

分秧
,

旦易插秧
。 ·

而粘粒含量丰富的粉性土凛; (如青紫

泥
。
山区的黄泥土 )

,

表现出来的生产特征则相反
。

因

此
,

各地拿众都常选择系田砂和粉砂含量高的砂盾土壤

作为早稻秧田
。

多李心
;
`病多吞擎感老布

之
续冬黍吞夺今

二
季参季参石簇姜魂`吞弓奋季李感戏冬李志冷葱

; :琴淤多吞泰季感季蒙穆 吞季夺绝劳当
之
豢笔参感毒参李手

二
毯琴多探毛毒幸等毒冷遥黎参续簇

异绝》嵘德沁多吞参夺华

. 丫

(上接第 2

精 )
、

矛盾应歌怎样解决
,

很植得研究
。

我们歌想
,

在节豹用

水的前提下
,

噜加稻田渗透量
,

可通过下面两个措施
。

1甲渗该垂水回用
。

当地的排水干渠和灌溉干渠是相
·

通的
,

一

通过摄水阴就可以把排出的水回用
。

就耀济 上

而言
,

赴是值得的
。

如果把目前的渗透量增大半倍灯用

水量由每亩 1 , 。的立方米嘈至 1 ,

,
0立方米 )

,
产量能

提高 10 。 斤的韶
,

一

员叮所增加的成本仅为产量的 1 /”一

i /斗而已
。

何况艳对量的 J食加
。

意义更为重大
。

当然

这样做还有静多技术简题
,
如机器歌倡

一

的供水能万 ;渗

透水的盐分浓度等等
,

都需要加以研究解决
。

2
.

应骸根据水稻各生育期所需的渗透量来配胎用

水量
。
因为水裕各生育期所需的氧和释放二氧化碳的

量是不尚的山
,
所以我们就可以根据它们所需的不同

侬度
,
由渗透来胎予适当的补拾

,

捡样在供水灌溉时
,

就能因时定量
,
合乎耀济用水的要求

。

总之
,

为丁节韵用水
,
广辟稻田

,
同时也为了提高

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
,

必须从水稻生理
、

养分似及环境

甜方面考虑拾予制定灌溉定额时以必要的资料
。 ·

的方法
。

在拼水毛沟的出 口处控制排水量
,
是司司节稻

田渗透量的方法之一
。

但利用排水毛沟刹节稻田渗透

量时
,

还要考虑到对土壤及地下水水盐动态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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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 魏 表

玉
、

桔
、

藉

1
.

在天津一带的魁稻区
,

渗透良好
,

能使水稻丰

产
,

根据实际的耀输
,
当地亩产干斤稻田的日渗透量是

斗厘米左右
。

2
.

渗透速度与氧
、

二氧化破的浓度有道接的关系
,

掺透量大
,

RIJ 稻田土壤中氧的浓度高
,

二氧化碳的浓度

低
。

氧和二氧化碳的浓度
,
又官接或简接地影响水稻

`

的生长发育
。

3
.

使排水毛沟保持适当的密度 (灌排相简排列
,

沟

距 20 米 )和深度( 60 厘米 )
,

是提高稻田渗透育幼有效

1邪 1 年第 1 期

第 6 真
, 1 2 行

,

厂同时再捣
”

改为
“

用时再捣
” 。

19 良 年第 2 期

第 6 夏
,

倒 3 行
, “
是取决于土嚷… …

’ ,

改为
“

不

是取决于土嚷… …
” 。

第 7 百
,
5行

, “

容量和空隙度
”

隙度
” 。

改为
“

容重和空

第 3 1夏
,

表 1附注
, `

,A一机械分析粘粒 (> 。
.

。。工

毫米 )
· · ,

一
”
改为

“ A 二 机械分析粘

粒( < .0 00 1 毫米 ..) …
” 。

、

“
`

士壤
” 月刊振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