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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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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初步小结如下
:

一
、

土 壤肥 力 基 本 情 况

全区总耕地面积98 6万亩
。

其中黄土约占 6 3
.

8 %
,

黑土 占20 %
,

淤土 占1 4
.

5%
,

沙土 占

1 3
.

5%
,

盐碱土 占7
.

6%
,

红土 占 7%
,

白淌土
、

石碴土约占0
.

6%
。

土壤肥力总的情况是
:

有

机质含量一般在。
.

3一 1%之间
,

全氮 。
.

02 一。
.

06 %
,

全磷 。
.

04 一。
.

15 %
,

速效磷 ( 用 1环碳

酸按浸提
,

铂兰比色法 ) 2一 10P p m
,

速效钾 (亚硝酸钻钠容量法 ) 10 0一2 5 Op p m ,

土壤代换

量 5一 50 毫克当量 / 1 0 0克土
。

不同土壤类型的具体情况是
:

高肥力土壤 (亩产80 0斤以上 )约占总耕地面积的 10 %左右
,

主要是黄土
、

砂黄土
、

两合

土
,

含有机质 1
.

0一 1
.

2%
,

全氮 0
.

06 一 0
.

08 %
,

全磷 0
.

12 一 0
.

15 %
,

速效磷 10 一ZO p p m ,

速

效钾 20 。一2 5 o p p m
。

代换量 20 一25 毫克当量 / 10 0克土
。

这类土壤主要分布在津浦路两侧

的黄土平原
,

泅河
、

北沙河
、

城河
、

坟河两岸
,

部分县 (市 )的城关公社和部分队的近村地
。

湖洼地区高肥力的黑土
、

淤土含有机质 1
.

3一 1
.

5%
,

全氮 0
.

08 一。
.

10 %
。

议上县蜀山湖种

植不久的黑土地含有机质最高达 3%
,

全氮 0
.

22 %
,

比一般黑土高 2一 3 倍
。

这类土壤多系

我区水稻高产地块
,

在不施肥的情况下
,

亩产小麦约 25 0一300 斤
。

中肥力土壤 (亩产 500 一 80 0斤 )约占总耕地面积的 40 % 左右
,

含有机质 0
.

7一 1%
,

全

氮 0
.

0 5一0
.

0 6%
,

全磷 0
.

0 5一 0
.

1 2%
,

速效磷 5一 10 p p m
,

速效钾 1 5 0一 2 0 O p p m ,

代换量

15 一20 毫克当量 / 10 0克土
。

这类土壤除分布于津浦路两侧
,

泅河两岸和湖西平原外
,

还有

约占山区耕地面积 20 %的山前洼地
。

湖洼地区中肥力的黑土
、

淤土含有机质 1一 1
.

3%
,

全

氮 0
.

06 一0
.

08 %
。

中肥力土壤在不施肥的情况下亩产小麦约 1 50 一20 0斤
。

低肥力土壤 (亩产 5 00 斤 )约占总耕地面积的 50 %左右
,

含有机质 0
.

2一 0
.

7%
,

全氮

0
.

0 2一 0
.

0 5%
,

全磷 0
.

0 5一 0
.

0 8%
,

速效磷 2一 s p p m
,

速效钾 1 0 0一 1 5 0 p p m
,

代换量 5一 1 5

毫克当量 / 10 0克土
。

这类土壤多是山岭薄地的砂土
、

砂碱土
。

湖洼土地区低肥力的黑土
、

淤土含有机质 0
.

5一 1%
,

全氮 。
.

04 一。
.

06 %
。

砂姜土
、

鸡粪土
,

多属此类
。

低肥力土壤在

不施肥的情况下
,

亩产小麦仅10 0斤左右
。

从普查结果可以看出
,

亩产 8 00 斤以上的黄土
、

两合土含氮量为 0
.

06 %
,

而同样 亩产

80 0斤以上的黑土
、

淤土含氮量却为 。
.

08 %
,

说明黑土和淤土的土质粘重
,

通透性差
,

微生

物活动弱
,

全量养分虽高
,

但有效养分较低
。

二
、

普查中发现的几个问题

1
。

土滚有机质含量普遮不商
,

土坡结构性差 全区大部分土壤有机质含量为 0
.

5一

1
.

0%
,

山岭薄地
、

砂碱地更少
,

高产 队也很少超过 1
.

0 %
,

与大寨大队相 比差距很大
,

一般

只相当于大寨大 队的 30 %左右
。

如邹县 15 0万亩耕地中
,

土壤含有机质 0
.

75 % 以下的耕地

占6 7%
,

其中还有 21 %的土壤仅含有机质 0
.

3一。
.

5%
。

由于土壤有机质较少
,

土壤结构性

普遍较差
。

2
.

土坡含氮里不商 全区大部分土壤含氮量为 0
.

05 一。
.

06 %
,

山岭薄地
、

砂碱地更

低
,

高产队土壤含氮量也不过 0
.

06 一 0
.

08 %
,

仅相当于大寨大队土壤含氮量的 60 % 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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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邹县土壤含氮 0
.

0 65 % 以下的耕地占 5 8
.

5 %
,

含氮 。
.

06 5一。
.

08 %的仅 14
.

5%
。

金乡

县两合土
、

砂碱土共 62 万亩
,

土壤含氮 0
.

04 %以下的占58 %
,

土壤含氮0
.

04 一 0
.

06 %仅占

27
.

3%
,

含氮 0
.

06 % 以上的仅 1 4
.

7%
。

调查中发现有些高产队土壤含氮量仅有 0
.

05 %左

右
,

但粮食亩产超过 了千斤
,

主要是靠施用化肥
。

这说明本区土壤中主要养分元素积蓄不

足
,

是影响高产稳产的重要因素
。

3
.

土城普遮缺磷 据实验
:

土壤含速效磷 s p p m 以下为极缺磷
,

施磷肥能大幅度增

产 , 含速效磷 5一 I Op p m 为很缺磷
,

施磷肥增产显著 , 含速效磷 10 一 ZO p p m为缺磷
,

施磷

有增产效果
。

我区大部分土壤含速效磷在 2一 l o p p m之间
,

少数高产队在 l o p p m 以上
,

缺

磷情况比较严重
。

例如邹县耕地中含速效磷为 SP p m 以下的 占 58 %
, 5一 l o p p m 占26 %

,

10 一 ZO p p m 的占1 3
.

7%
,

Z o p p m 以上的仅占 7
.

3%
。

鱼台县 65 万亩耕地 ( 80 %以上是涝洼

淤土 )速效磷 s p p m 以下的占5 6%
, 5一 l o p p m的约占 2 9

.

2%
,

1 0一 2 0 p p m 的仅占1 4
.

5%
。

土壤严重缺磷常造成作物生理病害
。

稻区常见的
“

稻缩苗
”

病
,

主要原因是缺磷造成

的
,

施用适量的磷肥就能大幅度增产
。

如充州县黄屯公社丁庄大队涝洼黑土上种水稻
,

亩

施磷肥 44 斤
,

硫按 54 斤
,

亩产 10 2 0斤多 不施磷肥的亩施硫按 85 斤
,

发生了
“

稻缩苗
” ,

有的

不抽穗
,

抽穗的则穗小粒瘪
,

亩产仅 3 00 斤
。

该社蒋屯大队东洼砂等黑土地 ( 含速效磷

1
.

6 p p m )
,

亩施 30 斤磷肥
,

小麦亩产 2 30 斤
,

较不施的亩产 1 12 斤增产 10 7%
。

邹县 匡庄公社

卫东大队黑土马干地 (含速效磷 4
.

4P p m )亩施磷肥 40 斤玉米亩产 6 63 斤
,

较不施磷肥亩产

1 6 5斤增产 3 0 2 %
。

4
.

用肥比例不当 目前我区追施速效肥主要是氮素化肥
,

磷肥施用很少
,

由于氮磷

比例不当
,

氮肥肥效不能充分发挥
,

浪费很大
。

曲阜县东风公社东风大队土壤含氮 0
.

0 54 %
,

速效磷 20
.

4P p m
,

粮食亩产 1 2 0 0斤
,

韩家铺土壤含氮 0
.

0 64 %
,

速效磷 3
.

6P p m ,

虽然含氮量

比东风大队高
,

但由于含磷量太低
,

结果亩产只有 60 0 斤
。

5
.

土坡潜在肥力高
,

有效肥力低 我区约有 2 00 万亩的黑土
、

砂姜土
,

其潜在肥力较

高
,

一般含有机质 。
.

8一 1
.

5 %
,

全氮。
.

06 一。
.

08 %
,

但有效肥力较低
,

需要挖沟排水
,

深翻

整平
,

疏松土壤
,

把潜在肥力转化为有效肥力
,

变低产为高产
。

如充州县道沟公社张村大

队把葫芦套 60 0亩黑土地挖成 台田
,

深翻 8 寸到 1 尺 2 ,

亩产地瓜 30 。。一 4 5 0 0斤
,

较不深翻

的亩产 2 1 0 0 斤
,

增产 43 一 1 15 %
。

普查中还发现
,

部分黑土犁底层以下的灰黑色土层所

含养分较高
,

如充州县颜店公社颜店大队东洼黑土 。一20 厘米土壤含有机质 1
.

1%
,

全氮

0
.

0 7 7%
,

速效磷 4
.

s p p m
,

20 一 4 0 厘米土层中有机质在 1
.

78 %
,

全氮 o
.

n %
,

速效磷

6
.

IP p m
,

群众反映这种土壤翻上来能长二年好地瓜
。

6
. ’ `

地痹病
”

问题
“

地痹病
”

在我区各县都有发生
,

主要危害地瓜
、

高粱
、

玉米
、

大豆

等作物
,

而以地瓜痹病面积最大
,

危害最重
。

实验结果表明
,

土壤
、

病根
、

种苗是地瓜痹病

的传播途径
。

砂性干 旱瘩薄地和连茬种植发病严重
。

济宁县李营公社黄楼大队好土含有

机质 0
.

84 %
,

病土含有机质 0
.

52 %
。

看来
“

地痹病
”

的发生与土壤肥力有关
。

实践证明选

用抗病品种
,

注意轮作换茬
,

深翻和增施有机肥料与磷肥
,

是防治
“

地痹病
”

的有效措施
。

三
、

关于提高土壤肥力的几项措施

为 了使我区农业生产迅速发展
,

实现 19 8 0年粮食亩产过
“

长江
”

的奋斗 目标
,

必须把

2 5 0



培肥土壤作为农业生产上一项基本建设切实抓好
。

1
.

多施有机质肥料
,

积极培养地力 增施有机质肥料不仅可以供给农作物丰 富 的

氮
、

磷
、

钾和微量元素
,

而且可 以增加土壤腐殖质
,

促进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
,

提高土壤肥

力
。

济宁县唐 口公社范李庄大队亩施一万斤圈杂肥
,

追施氮肥 77 斤
,

亩产稻谷 1 1 7。斤
,

较单

施 77 斤化肥 (亩产 9 50 斤 )增产25
.

4%
。

因此必须大力开展养猪积肥
,

狠抓有机肥料
。

人畜

粪尿是一个相 当大的有机肥来源
,

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

切实抓好
。

同时
,

还要 大搞 湖泥杂

草高温堆肥
,

并有计划地积极推广秸杆还 田
,

创造大寨式的海绵田
。

2
.

扩种绿肥
,

用养结合 绿肥是一种完全肥料
,

压青后会大大改善土壤结构和提高

土壤肥力
,

而且见效快
。

种植绿肥是使死土变活土
,

瘦土变肥土
,

低产变高产的一项重要措

施
。

绿肥一般亩产 2。。 o一 3 0 0 0斤
,

高的可达 4。。。一 6 0 0 0斤
,

每翻压 2 0 0 0斤绿肥可以增加土

壤中的有机质 50 0一 6 00 斤
,

氮素 10 斤
,

相当于 50 斤硫按
。

平均每千斤鲜草可增产 100 斤粮
。

鱼台县武台公社崔昊大队小丁庄生产队 42 。亩稻田
,

历年种苔子 20 0多亩
,

1 9 6 9年以来侮亩

翻压若子 3 0 0 。斤
, 1 9 7 3年单产达 1 2 1 4斤

。

小丁庄大种若子保证了持续增产
,

而且培养了地

力
。

据测定
,

连续种四年着子
,

土壤有机质由。
.

86 %提高到 1
.

37 %
,

土壤氮
、

磷含量都有显

著提高
。

旱 田地区汉上县城关公社林庄大队在麦田畦背上套种苔子绿肥
,

亩产鲜草 16 0 0

斤
,

压青后亩产玉米5 2 6
.

4斤
,

较不压绿肥 (亩产 3 8 5
.

1斤 )增产36
.

6%
。

充州县黄屯公社二

十里铺大队在棉田里套种绿豆 ( 5 月 30 号播 7 月 1 号翻压 )亩产鲜草 8 34 斤
,

压青后亩产皮

棉 9 5
.

9斤
,

较不压青 (亩产 6 7
.

3斤 )增产 42
.

5%
。

因此
,

大力发展绿肥是多
、

快
、

好
、

省地解决

肥料问题 的重要途径
。

我区发展绿肥的生产潜力很大
,

全区可 以种植绿肥的冬闲地约 40 0

万亩
,

荒山
、

荒滩
、

荒坡和沟边
、

路旁
、

堤坝等十边地约2 00 万亩
,

可利用水面 40 余万亩
,

以每

亩产鲜草 2 0 0 0斤计算
,

共可产鲜草 12 0亿斤
,

等于氮素 6 0 0 0万斤
,

相当于十个年产 3 0 0 0吨的

小化肥厂的产量 , 所含磷肥相当于 8 万吨过磷酸钙
。

这些肥料约可增产粮食 20 亿 斤 左

右
,

增产潜力是相当可观的
。

实践证明
,

绿肥种类多
,

适应性强
,

地多地少高产低产单位都

可以种
,

既可纯种
,

也可间作套种
。

3
.

增施磷肥提高土壤有效磷的含量 为 了改变我区土壤缺磷状 况
,

必须采取增施磷

肥和转化土壤中无效磷为有效磷的两项措施
。

目前磷肥 尚不足
,

应把磷肥用在严重缺磷

地区
,

即有效磷含量小于 1 5 p p m 速效氮
、

磷比大于 1
.

5
,

土壤供磷能力低
,

供氮能力相对较

高
,

施磷效果较显著
。

实验证明
,

这种地区氮磷肥料配合施用增产效果最好
。

另一种情况

是有效磷大于 1 5 p p m
,

速效氮磷比小于 1
.

5 ,

供磷能力较强
,

供氮能力相对很低
。

在这些地

区
,

施用一般的有机肥料就可满足作物对磷的需要
,

因此
,

施磷肥增产较小
。

普查中发现施

有机肥多的高产队
,

土壤含速效磷较高
。

因此
,

增施有机肥料是提高土壤含磷量解决磷肥

不足的重要办法
。

此外
,

种植豆科绿肥是转化土壤中难溶性磷为有效磷的有效途径
。

4
.

积极改造低产土壤
,

变土壤潜在肥力为有效肥力 我区湖洼地区耕地约 34 0 余万

亩
,

包括黑土
、

淤土等
。

这类土壤全量养分虽然较高
,

但因土质粘重
,

结构不 良
,

通透性差
,

有效养分很低并严重缺磷而低产
。

如滕县张汪农场
,

砂姜黑土耕层含有机质 1
.

。 %
,

含氮

0
.

0 73 %
,

速效磷 4P p m
, 1 9 7 4年小麦亩施 80 斤尿素

,

小麦产量每亩只 70 斤
。

但这种地只要

采取挖沟排水
,

发展井灌
,

压砂改土
,

种植绿肥和施用磷肥等措施
,

增产潜力是很大的
。

充

州县小孟公社西吴寺大队地处有名的
“

昊寺洼
” ,

黑土粘重
,

排水不 良
,

由于大搞挖沟排水
,

发展井灌
,

连年压砂改土取得 了显著成效
。

据测定
,

压砂三遍 ( 折合每亩压 3 方 )的土壤容

2 5 1



重 ( 1
.

2)4 比压砂 2遍的土壤容重 ( 1
.

33) 少 0
.

09 克/ 立方厘米
,

比压砂一遍的土城容重

( 1
.

42 )少 0
.

18 克 /立方厘米
。

土壤连续压砂
,

透气性大大增强
,

改良了土壤结构
,

粮食产量

由 2 7。斤上升到 5 12 斤
, “

三靠队
”

变成了余粮队
。

群众反映
; “

土色不黑了
,

地暄保墒了
,

产

量大变样
” 。

充州县城关公社倪家村大队 1 1 0 0亩耕地
,

地处寨子洼
,

实行灌
、

排
、

路
、

林综合

治理
,

深翻整平
,

压砂改土
,

连年增施圈杂肥和磷肥
,

培肥了土壤
,

小麦亩产 55 。斤
,

全年亩

产 1 0 8 0斤
。

在改善排水条件后
,

种植绿肥改造黑土洼的效果也很好
,

如充州县黄屯公社蒋

屯大队在砂姜黑土上种若子
,

亩产鲜草 3 7 0 0 斤
,

若子鲜草割去作稻田绿肥
,

若子茬地播种

春大豆
,

亩产 2 76 斤
,

较不种若子的春大豆亩产 93 斤
,

增产 18 3斤
。

土壤肥力普查是个新工作
,

我们没有经验
。

此次普查偏重在土壤养分方面
,

但土城肥

力是土壤水
、

肥
、

气
、

热等因素的综合反映
,

因此
,

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洪门公社群众改良牛皮碱的经验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 灌溉研究所洪门基点

洪门公社位于河南新乡县古黄河背河洼地
,

是历史上的老盐碱窝
,

盐碱地占总耕地的

8。%以上
,

其中有黑卤土
、

臭碱
、

水碱
、

牛皮碱等类型
。

自1 9 6 4年起
,

洪门公社党委认真贯

彻毛主席
“

农业学大寨
”

的指示
,

率领广大群众掀起了以治碱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新高

潮
。

通过连续九年的战斗
,

采取了排
、

灌
、

平
、

肥等综合治理措施
,

盐碱地普遍得到了不同

程度的治理
,

粮棉产量获得了大幅度的上升
,

其中近三万亩卤盐土见效快
,

基本上得到了

改造
。

但是有八千亩牛皮碱地变化较慢
,

重的地方仍光板无收
,

因此
,

改良牛皮碱地成为

该公社 当前生产中急待解决的问题
。

一
、

牛皮碱的种类
、

特性及其对作物的危害

洪门公社的牛皮碱
,

主要分布在东孟姜女河两岸的低矿化水地带
,

粘土隔层的部位偏

高
,

地下水矿化度 1 克 /升左右
,

属重碳酸
、

氯化物
一
钠镁型水

。

当地群众把牛皮碱分为红白两种
,

白牛皮碱成大片分布
,

红牛皮碱成斑状分布
。

两种

的主要区别是
:

粘土隔层出现在地表耕层
,

碱化度较高
,
H C O 百

、
C O 盲含量也高

,

多为重

牛皮碱地
,

称红牛皮碱 ; 粘土隔层在耕层以下出现
,

碱化度较低
,

H C O万
、

C O盲含量不高
,

多为中
、

轻度牛皮碱地
,

称白牛皮碱
。

牛皮碱含盐量不高
,

除弃荒的重度红牛皮碱地
,

表层土壤盐分可达 0
.

2一0
.

4%外
,

一

般都在 0
.

2%以下
。

化学成分以重碳酸钠及碳酸钠为主
,

占全盐量的 60 一 80 %
。

红牛皮碱

C O盲含量可达 0
.

5毫克当量 / 1。。克土
,

交换性钠5一 10 毫克当量 / 1 0 0克土
,

碱化度可达 55 一

96 %
,

p H值在 9
.

0 以上
。

白牛皮碱 C O 言含量为 0
.

1一0
.

5 毫克当量 / 1 0 0 克土
,

交换性钠

2一5
.

5毫克当量 / 1 0 0克土
,

碱化度40 一 55 %
, p H值8

.

5一9
.

0
。

从土壤剖面 的碱化度来看
,

同一个土壤剖面中
,

土壤碱化度与土壤质地有着密切的关系
,

粘粒含量愈高
,

土壤吸附力

愈强
,

碱化度也就愈高
。

一般粘土比砂土的代换性钠和碱化度要高出一倍以上
。

粘土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