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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间的养分平衡比较紧张
,

必须合理安排绿肥比例
,

并大量积肥造肥来培养地力
。

而在

新垦区土壤潜在肥力高
,

故土壤的养分平衡不那么尖锐
,

应积极推广麦豆轮作
,

同时逐步

轮作绿肥
,

并充分利用已有肥源培养地力
。

4
.

保水保土大力进行农田基本建设
:
该区荒地的大部分是分布在丘陵漫岗 与 山麓

坡地上
。

开垦 以前
,

由于自然植被密茂
,

基本上无水土流失发生
。

在开垦初期通过耕作措

施
,

排除土壤中多余的水分以促进水气协调是对的
。

但是
,

自然植被破坏后
,

径流量增加
,

水土流失随之发生
,

土壤持水量减少
,

蒸发量增加
,

在老垦区的局部地区出现了水蚀
、

风蚀

与早情
,

这就影响了作物高产与土壤肥力的提高
。

在南部的老垦区
,

因为森林面积小
,

风蚀相当严重
。

一般地区轻微的风蚀
,

不如水蚀

易被人发觉
,

但也不容忽视
。

水蚀现象在老垦区表现极为明显
,

如欧肯河与巴彦农场等地

均发现明显的沟蚀
。

据在莫旗调查
, 3

“

左右的坡地
,

每年流失黑土近 1厘米
, 3一 5

。

的坡

地为 1
.

5一 2 厘米
。

1 尺左右的肥沃黑土层不需要十几廿年便被冲光
,

肥力衰退
,

严重减

产
。

因此保护原有森林
,

并营造防护林是十分迫切的任务
。

在新垦区排除过多的土壤水分
,

解决水气矛盾是主要的
,

但为了建设高产稳产基本农

田
,

保水保土也是十分重要
。

在耕垦初期可以顺坡开
,

顺坡种
,

几年以后便须改为横坡种
,

并要中耕培土
,

保水保土保肥
。

在老垦区
,

水分过多的矛盾已经解决
,

应由顺坡开横坡种
,

改为水平种植
,

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水平梯田
,

学习大寨人改造虎头山狼窝掌的革命精

神
,

为建设高产稳产农田而努力
。

大兴安岭地区 自然资源十分丰富
,

具有综合发展 的良好条件
,

在建设农业生产基地的

同时
,

应积极发展林
、

牧
、

副
、

渔
,

实现 以农促林
,

以副养农的宏伟计划
,

为巩固边疆和建设

边疆而奋斗
。

江苏省响水县种稻改良盐土的初步调查
响水县农业局农业科学技术推广站

响水县地处江苏省北部废黄河北岸
, “

花碱土
”

分布较广
。

过去农业生产低而不稳
,

对
“

花碱土
”

也一直缺乏适用于大面积的迅速而有效的改良方法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
,

采用了种稻改良盐土的方法 (本地习惯称为
“

碱改水
”

)
,

成效显著
,

发展较快
。

最近
,

我们

选择一批典型社
、

队进行了一次初步调查
,

结果如下
:

2 4 0



一
、 “

花 碱 土
”
的 概 况

我县全境为黄泛平原的一部分
,

地面覆盖有 1 至 5 米厚度的现代黄泛 冲积层
,

以下是

埋藏的湖积物黑土
。

习惯划分为三大片
:
废黄河堆上地势较高

,

为沙壤质河床沉积物 ( 当

地称沙土 )
,

土壤较均一
,

盐碱轻 , 北部海州好里
,

地势较低
,

为红棕色重粘壤质黄泛沉积

物 (当地称油泥 )
,

土质较均一
,

盐碱很轻
;
废黄河北岸至海州好之间

,

由于现代黄泛多次反

表 1 几 个 代 表 剖 面 的 盐 分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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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影响
,

每次的水流走向和大小不一
,

形成油沙插花分布和上下夹层的地质状况
,

为
“

花

碱土
”

集中分布地带
。

“

花碱土
”

因其分布零星分散而得名
。

目前大的片不过万亩左右
,

小的块仅数十亩
,

还

有许多插花在好地当中
,

面积在一亩以下的盐斑地
。

从类型来说
,

则较为简单
。

按土质可

分为
“

沙碱
”

和
“

油泥碱
” ,

以
“

沙碱
”

为主
,

按盐分轻重可分为
“

花碱
”

和
“

死碱
” ,

以
“

花碱
”

为

主
。

从盐分组成看 (表 1
、

2 )
,

均以氯化钠为主
,

占可溶盐的 80 一 90 %
,

重碳酸盐次之
,

占

10 一 20 %
,

硫酸盐一般在 2 % 以下
,

碳酸钠含量轻微或无
,

土壤 p H S
.

0一 8
.

6 ,

属于氯化钠盐

渍土
。

表 2 典 型 剖 面 的 盐 分 组 成

侧 定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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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碱土
”

表层所含的营养物质都不高 (表 3 )
。

有机质
、

全氮及速效磷含量都很低
,

而

全磷贮量较高
。 “

花碱土
”

的营养物质缺乏
,

又易淀浆板结
,

所以肥力极低
。

同时土壤中

会有可溶盐分影响作物和植物的生长 (表 4 )
。

以上两点是我县
“

花碱土
”

低产的主要原

因
。

花 碱 土 表 土 ( 15 厘米 ) 主 要 养 分 含 t

类 型

表 3

有 机 质 ( % ) 全 氮 ( % ) { 全 磷 ( P 2
0

。 % ) 速效碑 ( P 2
0

o P P 口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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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一 O
。

。

0 6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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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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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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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

14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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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1 4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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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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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地 区

暂定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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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花碱土表土门 5厘米 )含盐量与植物生长的关系

类 型

光板地
、

盐篙地

茅草地

水稻
、
田普死 苗

酋子
、

麦 子死 苗

若子受盐 害

麦子受盐 害

稻
、

麦
、

若子正 常生 长

玉米
、

大 豆正常生 长

全 盐 (% )N
a

I C(% )

…愈
{夕

·

0 1

>O
。

3 5

。

16一 0
。

3 5

之 0
.

3 5

之 0
.

2 5

。

16一 0
。

2 5

。

1 2一 O
。

2 5

兰 0
.

1 2

`
一

0
.

0 7

通过长期的生产实践
,

人们认识到
:

土壤中的盐分经常处于运动变化之 中
,

土壤中水

分的运动支配着盐分的运动
,

控制了水分运动也就控制了盐分运动
。

盐分与水分的关系

是
:
盐随水来

,

盐随水去 , 水从汽去
,

汽散盐存
。

盐分与地形的关系是
:

低处淋盐
,

高处冒

盐
。

盐分与土质的关系是
:

沙土吊盐
,

油泥隔盐
。

掌握了这些基本规律
,

就可 以能动地运

用各种改良措施尽快地消除土壤盐分并防止返盐
。

二
、 “

碱改水
”

的做法和成效

我县广大劳动人 民在长期生产斗争中创造了许多改良
“

花碱土
”

的宝贵经验
。

在灌排

系统未配套之前
,

蓄淡压盐不能排除盐分
,

极易返盐
。

群众实行
“

框格保沤
”

的办法
,

种田

著
,

花工少
,

简便易行
,

为进一步改良利用奠定基础
,

但未能彻底消除盐害
。

翻扛黑土
,

是

一个好办法
,

但花工太大
,

有些地区黑土埋藏深
,

难以实行
。

而且
,

翻扛黑土之后如不注意

养地
,

仍可退化返盐
。

在毛主席
“

农业学大寨
”

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和文化大革命的有力推

动下
,

我县于 1 9 6 6年总结了以往
“

碱改水
”

的经验教训
,

在运河
、

双港等地再次试验
“

碱改

水
”

8 40 亩
,

获得基本成功
,

平均亩产 2 08 斤
。

通过不断的实践
、

认识
、

再实践
、

再认识
,

几年

来逐渐摸索出一些经验
。

许多单位把
“

碱改水
”

和开河治水
、

土地平整
、

以及高产稳产农田

基本建设结合起来
,

洗盐彻底
、

当年收益
、

群众欢迎
,

因而发展很快
。

至 19 7 3年
, “

碱改水
”

已遍及有
“

花碱土
”

的各个社
、

队
,

总面积近十万亩
,

占耕地面积的 20 %
, “

碱改水
”

稻谷总产

量 2 7 3 0万斤
,

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 1 2
.

4 %
。

我县
“

碱改水
”

的主要做法是
:
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

,

以大寨为榜样
,

把革命精神和

科学态度结合起来
,

以改土增产为 目标
,

采取
:

全面规划
、

平整土地 , 科学排灌
、

洗盐淋盐
;

因土布局
、

成片种植 ; 合理轮作
、

用养结合 ;水土保持
、

综合治理等关键措施
。

1
。

全面规划
,

平整土地

目前我县
“

碱改水
”

多集中在采用扬水灌溉的中
、

小型灌区
。

每个灌区的范围几百亩至

几千亩
,

普遍具备干
、

支 (斗 )
、

农渠三级灌溉网 (少数还有毛渠 )
,

以及小
、

中
、

大沟三级排水

网
。

多数已条田化
,

条田宽度以50 至 60 米的居多
,

也有 100 米的
。

长度 10 0一 10 0 0米不等
,

条田面积多数为 50 一 10 0亩
。

每排条 田之间有运输大路
,

采取沟
、

路
、

渠配置方式
。

农渠与

排水小沟的配置方式有单灌单排 (梳式 )与双灌双排 (蓖式 )两种
。

这样的农田规划可以保

证灌溉
,

有利排盐
,

便于运输
,

结合绿化
,

适于机械化耕作 (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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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碱改水
”

还必须注意土地平整工作
,

否则就会使低处受淹
,

高处返盐
。

初改水时
,

田

块面积可小些
,

l 至 2 亩一格
,

格内高低相差不超过 2 寸
。

以后进一步平整使格内高低相

差不超过 1寸
,

随之田格面积相应放大
,

但一般不超过 4一 5亩
。

2
.

科学排瀚
,

洗盐淋盐
“

碱改水
”

的灌溉制度除满足水稻栽培的需要外
,

还应包括
: 泡田洗盐

,

排水淋盐和抑

制返盐等三方面
。

泡田洗盐就是在栽秧前灌水泡 田
,

水耕粗耙
,

然后放去咸水
,

带走盐分
。

重盐地要反

复洗盐二
、

三次
,

以保证栽秧活棵
。

沙碱土水耕水耙后土壤容易板结
,

栽秧困难
,

故一般

不采用水耕水耙的办法
,

而是在栽秧后勤灌勤排
,

冲洗土壤盐分
,

这也能达到同样的淋盐

效果
。

排水淋盐就是通过土壤渗漏带走心土和底土的盐分
。

要达到良好的淋盐效果
,

除具

备完整的排水系统外
,

还应经常保持各级排水沟通畅无阻
。

如果为了减少耗水而将排水

小沟堵塞的做法是不对的
。

稻 田灌水期间要防止田面受干而 引起返盐
,

但经常保持深水也是有害的
。

有经验的管

水员采取寸水活棵早灌夜排
; 浅水发棵

,

促进分萦
; 封行后干干湿湿

,

软搁 田 (让田面爽

干透透气
,

但不要发干 ) ; 孕穗后深水养稻等一套科学管水方法是值得推广的
。

3
。

因土布局
,

成片种植

从我县
“

碱改水
”

的现阶段条件出发
,

以采取如下的水稻品种布局为宜
:

中稻为主
,

合

理搭配早稻
,

晚稻少种或不种
。

中稻以中釉为主
,

早熟和中熟中釉结合 , 条件好的搭配部

分中梗
,

条件差的搭配部分耐盐耐痔的中釉品种
。

水稻品种的布局必须瞻前顾后
,

因地制宜
,

成片种植
。

最好按条田种同一品种
,

如有

几个品种
,

就要把较迟熟品种放在上 口
,

才不致影响下茬的及时种植
。

秧 田要安放在近水

口的肥沃 田上
,

不宜经常调换
。

水早片之间要有 1
.

5米深度以上的截水沟
,

防止早地受渍

返盐
。

2 4 4



4
。

合理轮作
,

用养结合

盐碱地一般肥力较低
,

改种水稻后养分又有大量消耗
。

因此应特别注意用养结合
。

各地培养地力的做法是
:

( 1) 广种绿肥
:
实践证明

, “

碱改水
”

后种植冬绿肥是解决肥源和培养地力的最好方

法
。

如张集公社东风大队向阳生产队自1 9 6 9年实行
“

碱改水
”

以来
,

冬绿肥面积逐年扩大
,

水稻产量逐年提高
。

1 9 7 3年 1 20 亩稻田中有90 亩种上了冬绿肥
,

对盐分尚重
,

不能生长绿

肥的田
,

也尽量从绿肥生长茂密的早地上移来部分绿肥里 田 (当地叫做
“

以旱养水
”

)
,

并

施用各种野草和有机肥
。

按基
、

追肥合计
,

全 队每亩稻田平均施用氮素20 斤
,

过磷酸钙 30

斤
。

由于实现了用养结合
,

产量持续稳定增长
, 19 7 3年水稻平均亩产 6 50 斤

,

最高田块达

到 1 0 0 6斤
。

与此同时
,

土壤肥力也有所增长
,

表土有机质 0
.

83 %
,

全氮 0
.

0 66 %
,

速效磷

1 1
.

7P p m
,

均高于表 3 中所列全县一般
“

花碱土
”

的数值
。

“

碱改水
”

田冬季绿肥的主要品种是菩子
。

它具有耐盐
、

抗寒
、

鲜草产量高等优点
。

采

取适时早播
、

精细点播
,

施用磷肥和少量土杂肥
,

防渍
,

治虫等措施
,

可使鲜草亩产达 3 千

至 5 千斤
,

高产田块可达 8 千至 1 万斤
。

( 2) 施用磷肥
:

由于我县
“

花碱上
”

速效磷含量极低
,

因而施用磷肥的效果显著
,

经

过比较试验
,

以过磷酸钙肥效最好
。

亩施 30 斤过磷酸钙作基肥
,

可增收稻谷 1 50 一 2 00 斤
。

将

磷肥用于若子上
,

起到
“

以磷增氮
”

作用
,

效果更大
,

每亩约可增收若子鲜草 1 5 0 0一 3 0 0 0斤
。

( 3) 增施有机肥料
:
各种有机肥料

,

包括青草
、

树叶
、

水草
、

猪牛粪
、

堆肥
、

河淤
、

黑土

等
,

对于增产和改良土壤淀浆板结都有一定作用
。

桔杆还田对改土有良好效果
,

更值得大

力提倡
,

以黄灯公社小坪 1 队和 3 队相比
, 1 队土壤条件不如 3 队

,

但 1 9 7 3年狠抓了积肥
,

平均每亩稻田施用有机肥折合猪脚肥 19 担
,

另加碳按 35 斤
,

平均亩产稻谷 40 3斤
; 3 队亩

施有机肥折合猪脚肥 10 担
,

另加碳按 35 斤
,

平均亩产稻谷 3 09 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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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合理轮作
:
轮作制必须与一定的生产条件和生产水平相适应

。 “

碱改水
”

的头几

年
,

应以改土为主
,

养用结合
,

实行水稻一绿肥轮作制
。

这样既能巩固种稻改良盐土的成

果
,

又能为进一步发展轮作制提供基础
。

一般认为
,

土壤已基本脱盐并有相当肥力基础
,

水稻亩产达五
、

六百斤的水平 时
,

可以实行稻一绿肥一稻一麦 (油菜 )轮作制
,

用养结合
,

稳步提高
。

改水六
、

七年后
,

土壤完全脱盐
,

可 以实行稻一绿肥一棉一麦的水旱轮作制
。

( 5) 水土保持
,

综合治理
:
我县

“

沙碱土
”

较多
,

在开河治水和农田建设中
,

和土壤侵

蚀作斗争是一项严重的任务
。

目前通过反复实践
,

已初步总结出适用于排水河及排水大

沟的倒比降
、

截水沟
、

簸箕 口
、

油 (泥 )包坡
、

栽草皮
、

植树木
,

以及柴保脚
、

柳保坡
、

草保顷

(坎 )
、

树保堤等一整套治水与绿化相结合的综合措施
,

正在各地普遍推广应用 (见图 2 )
。

三
、

几 个 问 题 的 探 讨

此次调查中对几个有关土壤改 良的具体问题试作探讨如下
:

1
。

土坡脱盐的标准如何定法

土壤脱盐程度不仅要看表层
,

而且也要看底层
。

表 5 中列举了几个代表剖面的结果

作为说明
。

1 米土层含盐量在 0
.

1一 0
.

2 %之间
,

可认为初步脱盐 ( J 14 )
,

生长水稻没有问

题
,

但早作还没有把握
,

并可能重新返盐 ( J4 4 )
。

1 米土层盐分降至 0
.

1 %以下
, 1一 1

.

4米

土层盐分降至 0
.

2 %以下
,

可认为基本脱盐 ( J 25
,

J5 4 )
,

如重视合理灌排和培肥
,

能水早

轮作
。

1
.

4米土层含盐都降至 0
.

1 %以下
,

可认为完全脱盐 ( 4J
,

J )S
,

各种作物均能种植
,

目前一般很少重新返盐
。

表 5 不 同 脱 盐 程 度 的 几 个 代 表 剖 面

不 同 土 层 ( 厘米 ) 中 全 盐 %

脱 盐 程 度 { 剖 面 号 。一 1 5

}
1 5一 5。

}
5 。一 1。。

}
1 0。一“ 。

。

7一 O

12一 0

0
。

12

0
。

0 7

0
。

0 3

0 3一 0

0 3一 0

5

1
。

·

` 5

…
-

, 6

…
“

·

` 7一 0
·

, 9

{ 一

{
”

·

’ 一 o
·

” {
_

一
_

…
”

·

0 9

…
“

·

` 各

…
”

·

0 6
1

” · 2 ,

0 4

}
”

·

0 3一 0
·

0 4

…
“

·

0 4

0 5 } 0
·

0 7 { 0
·

0 7

,1月JQ甘叹UJ怪己」

ō了1内口魂“ùn.ónUù
.

……
0白八八Un八曰八Un甘

通咬J任亡J月,

比匕1
1性月,目ōa4,ar.下JTJJ.J下.ù̀ .曰了」重 盐土

初步脱盐

初 步脱盐
,

表层 返盐

基 本脱盐

基 本脱盐

完全脱盐

完 全脱盐

2
. “

碱改水
”

后几年可以达到脱盐

这个问题 比较复杂
。

有关的主要因素是
:

改水的年限
、

排水设施的标准
、

土壤原来含

盐量和土壤透水性
、

栽培管理水平等
。

值得强调的是排水好坏与土壤脱盐关系极大
。

表 6 中举了一些典型实例作为分析
:

王庄千亩片排水标准较高
,

排水沟沟距 50 一 60

米
,

沟深 1
.

3米
,

改水 8 年的田块除另星高碱斑地外
,

已全部完全脱盐
,

改水 5 年的也完全

脱盐
。

黄灯公社小好大队排水标准较差
,

沟距 50 一 1 00 米
,

沟深原 0
.

8米
,

现已淤浅至 0
.

3一

0
.

4米
,

但因 1 米土层中基本上无油泥隔水层
,

土壤透水性良好
。

改水 3一 5 年的田块中

基本脱盐 ( 2J 4 ,
J25 )或完全脱盐 ( J 2 3) 的共占60 %左右

。

双港万亩片土壤透水性中等
,

沟

距 1 00 米
,

沟深 1 米
,

改水 3 年的田块中基本脱盐 ( J 4 5) 或完全脱盐 ( J 3 9) 的田块也 共 占

2 4 6



表6 不 同 排 水 条 件 与 土 壤 脱 盐 的 关 系

地 点

运河工 庄

运河王庄

黄好小厅

黄厅小好

黄幻
1

小好

双港万亩片

双港万亩片

剖 面 号 { 排 水 条 件 }改 水 年 限 脱 盐 程 度

良 好

I,

完全 脱盐 *

l,

基 木脱盐

完 全脱盐

基 本脱盐

年年年年年年年ù吕户合一ó几J月绪内舀几」

内b六舀dla0J工ód

口乙1二,自,曰,自nJJ任了J,..了J...了J下Jō .臼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山,U.J,U工卜dó匕.ns

年年
六Jǹ水旱改回

运河农机 站

黄灯小灯

双港新村

张集东风

黄好 小好

黄好 小坪

双港红旗

运河 郭庄

张集东风

J 1 4

J 2 0

J 3 3

J 5 3

J 2 1

J 3 2

J 4 4

J 1 9

J 5 2

不 良 初步脱盐

初步脱盐
,

表层返盐

初步脱盐

I,

完全脱盐

初步脱盐

初步脱盐
,

表层返盐

初步脱盐

未脱盐

* 19 6 6年为光板地
,

表层全盐 O
。

7 4 %
,

中层全盐 0
.

3 3一 0
.

27 %
,

下层全盐 0
.

24 % ,

1 , 7 3年复查 : 表层全盐 0
.

06 %
,

中层全盐 0
.

04 一 0
.

06 %
,

下层全盐 0
.

06 %

60 %左右
。

在排水不 良的情况下
,

土壤脱盐所需年限大大延长
。

一般改水 3 年的仅能初步脱盐

( 5J 3 )
,

有时还会返盐 ( J2 0 )
。

改水 5 年的如原来含盐较轻
,

可能完全脱盐 ( J2 1 )
。

否则
,

5一 6年后
,

脱盐效果仍不够好 ( J 3 2 ,

J44 )
。

至于改改停停
,

盐分淋而复返
,

则效果很少 (J

5 2 )
。

初步认为
:

在水利标准较高
,

排水淋盐良好的情况下
,

改水 3 年即达到基本脱盐或完

全脱盐
。

水利标准较低
、

排水淋盐较差或土壤含盐特别重的情况下
,

需 5 年才能达到基本

脱盐
。

在最差的情况下
,

改水 5一 8年仍不能达到基本脱盐
。

特别要提出的
,

新
“

碱改水
”

地区地下水含盐量为 5克 /升
,

而改水 7 一 8 年以上 土壤已

基本脱盐的地区
,

地下水含盐量仍有 3
.

6一 3
.

8克 /升
。

即地下水淡化的速度远较土壤脱盐

的速度为慢
。

因而
,

大面积内的根本脱盐
,

当是更为长期艰巨的任务
。

3
。

排水沟距
、

沟深以及灌排渠系配里方式

从加强排水淋盐出发
,

沟距小一些
,

沟深一些当然是有利的
。

但还要考虑到条田 的适

宜宽度
,

以便于机械化操作和节约土地及用工量
。

也要因不同土质而选择适当沟深以减

轻土壤侵蚀
。

从实践情况来看
,

各地反映条田宽度以 50 一 60 米为宜
, 100 米则感到排水爽盐不畅

,

田

面也不易平整
。

沟深的抉择若从毛管水上升高度考虑
,

应不浅于 2一 3米 ( 条 田宽度可放

至 2 00 一 3 00 米 )
,

但这样做法给施工带来困难
。

若从地下水对作物影响来考虑
, 1

.

3米也就

可以了
。

我县 目前采用的是密排水网
,

沟距 50 一60 米
,

配合沟深 1
.

3米还是合乎实用的
。

对

于沙质土来说
,

由于透水性良好
,

和易于坍塌
,

沟深可减至 1米左右
,

一定要保持排水通

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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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排系统配置方式
,

一般认为蓖式较好
。

灌渠置于条田中央
,

向两侧灌水和排水
,

行

程短
,

排盐快
。

但筑渠时要自田中取土
,

平整工作量较大
。

梳式将灌渠放在排沟旁
,

施工

方便
。

但送水行程长
,

淋盐也不畅不匀
,

且沟渠易塌方
,

在沙土地区不宜采用
。

4
.

土坟脱盐过程中的变化
。

在冲洗过程中
,

土壤可溶盐不断减少
,

同时盐分组成发生相应 的变化
。

最值得注视的

是有无碱化现象产生
。

表 7

土 。 , 盐 ( % )

…

土 壤 脱 盐 过 程 中 盐 分 组 成 的 变 化

0
。

2 】 0
。

0
。

0 5 } 0
。

0 3

“ 中

{
N

。 C l (% )

重碳酸盐 ( % )

0
。

9

0
。

0 2

0
。

4 4 . 0
。

1 6 0
`

。 2

{
< 。

’

。 `

0
。

0 3 } 0。 0 3

由表 7 和表 2 中可以看出
,

在冲洗盐分的过程中
,

氯化钠不断减少以至于消失
,

碳酸

盐迅速消失
,

而重碳酸盐则稍有增加并维持在一定水平上
。

与此同时
,

土壤 p H增至 8
.

5一

8
.

8
。

这些都是石灰性盐渍土壤在冲洗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

所分析土样中只有极少数含重

碳酸盐在 0
.

05 %以上和有微量碳酸钠的
。

由此初步认为我县
“

花碱土
”

在种稻改良的过程

中尚未发现碱化趋势
。

但值得注意的是
,

在某些灌渠的 向阳坡面和顷坎上
,

于冬春干早时

往往产生白色的结皮
,

其中的一些经证实是苏打碱结皮 ( J s g结皮
, 。一。

.

3厘米
, p H > 1 1

,

全盐量 2 2
.

6 %
,

C O万2 4 3 毫克当量 / 2 0 0克土
,

H C O百4 7 毫克当量八0 0 克土
,

N a : C O 3 +

N a H C O
3

合计 1 6
.

85 % )
。

这个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
。

摸清土壤肥力底细 合理改土施肥

山东省
济宁地区农业局
济宁地 区农科所

遵照毛主席
“

深挖洞
,

广积粮
”

的教导
,

为摸清土壤肥力底细
,

适应科学种 田的需要
,

我

区在 1 9 7 3 年 3 月一n 月分批展开了土壤肥力普查工作
。

为搞好这项工作
,

地区农业局
、

地区农科所和农校组成了六人普查小组
,

各县 (市 )分别成立了 8一 30 人的普查小组 (队 )
,

在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
,

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
,

狠批林彪
、

孔老二的上智下愚的反动谬

论
,

树立相信群众
,

依靠群众的观点
,

推动了群众性的土壤肥力普查工作
。

野外调查采取

领导
、

老农
、

技术员三结合的力
、

法
,

现场训练
,

边干边学
,

土壤化验
、

绘图和总结工作由各县

(市 )分别完成
。

野外普查共取样 5 1 1 7个
,

平均每点代表 2 0 0 0亩
,

按土壤类型挖土壤剖面 9 50 个
,

分层观

察土壤性状
。

化验项目有
:
有机质

、

全氮
、

速效磷
,

部分样品化验了全磷
、

速效钾
、

土壤酸

碱度和盐分
。

普查中结合调查了含氮水井 3 17 个
,

总结群众改土
、

用土和培肥土壤的典型

经验 1 9 2个
。

野外普查结束后
,

进行资料整理
,

绘出公社万分之一
、

县 (市 )五万分之一土壤图
,

有

机质
、

全氮
、

速效磷含量
、

产量分布和改土规划图
,

并编写了土壤肥力普查报告
。

现将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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