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1
.

24 )比压砂2 遍的土壤容重(1
.

33)少 0
.

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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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为一积碱层
,

这是在改 良中必须注意的
。

红牛皮碱比白牛皮碱的碱化度高
,

其原因就在

于 此 (表 1 )
。

牛皮碱对作物的毒害主要是因为大量交换性钠进行水解
,

产生大量的碳酸
、

重碳酸

及有机酸的钠盐
,

并抬高土壤溶液的 p H值
。

据观测
,

C O 言含量超过 0
.

00 5 %或 H C O万超过

0
.

05 %都会影响棉花出苗及抑制棉花生长
,

C O万含量超过 0
.

00 8一。
.

0 10 %棉花根本就不

出苗 (表 2 )
。

强烈的碱性往往使棉花生长极其缓慢
,

叶色发黄
,

甚至长了 5 寸多高还会干

枯而死
。

表 1 不 同 类 型 碱 土 的 盐 分 组 成

质地
ǎ%)

碱化度取 土

深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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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棉 花 生 长情 况 与 土 堆 阴 离子 浓 度 的 关 系
*

出苗 率

( % )

取取 土深度度 全盐里里里里里里

((((( % ))) H C 0 3 ---

子 (克 / 10 0克土 )

采 土 地 点 生 长
C O 3 = 5 0 招二 C 1

生 长 正 常

生长受 抑制

生 长 不 好

生 长 不 好

0一 30

0一 30

0一 3 0

0一 3 0

0一 3 0

0
。

0 8 6

0 。
15 7

0
。

2 0 1

0
。

2 2 7

0
。

17 2

0
。

0 4 8

0
。

0 65

0
。

0 8 2

0
。

0 8 5

0
。

0 78

0

0
。

0 0 4

0
。

0 0 5

0
。

00 6

0
。

0 10

0
。

0 0 8

0
.

0 19

0
.

0 2 1

0
.

0 3 3

0
。

0 2 0

0
。

0 0 3

0
。

0 10

0
。

0 1 0

0
。

0 1 7

0
.

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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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7 2 年 6 月 2 9 日调 查

牛皮碱呈碱性反应
,

土壤胶体的分散度高
,

不能形成团粒结构而造成恶劣的土壤性

质
,

地面板结
,

耕性极坏
,

肥力瘩薄
,

渗透 速度极慢
。

据测定
,

牛皮碱的有机质含量只 0
.

5一

0
.

3 %
,

含氮量为 0
。

5一 0
.

02 5 %
,

仅相当于非碱化土的一半
。

红牛皮碱的渗透速度为 。
.

0 13 一 0
.

02 。米 /昼夜
,

白牛皮碱为 0
.

0 19 一 0
.

0 44 米 /昼夜
,

仅

相当非碱化土的 1/ 5一 1 / 1 0 ,

因而淋盐洗碱的效果就不明显
,

而且湿时渗不进水
,

大量雨

水从地表流失
,

干时形成硬块或表层结成硬壳
。

群众说牛皮碱
“

最难打耙
” , “

湿了象肉蛋

2 5 3



耙不烂
” , “

干了象石头打不碎
” ,

因此牛皮碱地既怕雨
,

也怕早
。

由于耕性坏
,

种子播下后
,

种子与土是两张皮
,

风一吹
,

种子易干出不来苗
,

播后遇雨
,

红牛皮碱结成硬块
,

白牛皮碱

表层结成一层盖
,

种子在土里发芽后顶不出来闷死在里面
,

出苗后遇雨
,

土壤把作物根茎

紧紧抓住或夹住
,

影响作物的发育成长
。

在苗长到 5 寸至 1 尺左右的时候遇到千早
,

红牛

皮碱地上的作物易吊苗干死
,

群众把红牛皮碱叫
“

瞪眼红
” ,

白牛皮碱叫
“

夹碱
” ,

正反映了

牛皮碱这种不 良的物理性状
。

二
、

群众改良牛皮碱的措施

针对牛皮碱的特性及其对作物的危害
,

群众的改良措施一是深翻窖碱 , 二是起碱换

土
,

建立新的耕作层
; 三是多施有机肥料

,

培肥土壤 ;在有条件的地方种植水稻
,

压碱洗碱
,

也有良好的效果
。

(一 ) 深 翻 窖 碱

近两年
,

洪门公社原堤
、

关堤两大队对 3 00 亩牛皮碱地进行了深翻窖碱改良试验
,

实践

证明
,

深翻窖碱是改 良牛皮碱地的有效途径之一
。

特别是红牛皮碱地
,

深翻效果特别明

显
。

原堤三队的弃荒地
,

在深翻以前也试种过
,

毫无收成 , 1 9 7 1年冬天搞了深翻
,

1 9 7 2年

进行了大水压盐洗碱及增施肥料
,

棉花出苗率达 80 %
,

亩产皮棉 80 斤
, 1 9 7 3年达 10 。斤

。

原堤四队在深翻以前亩产皮棉仅 50 斤
,

深翻后当年就亩产皮棉 1 50 斤
。

深翻为什么能治

碱 ? 根据我们的两年调查观测
,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

1
.

深翻改变了土坡剖面盐分的分布状况 深翻前
,

牛皮碱地土壤盐分的分布大多是

上多下少
,

耕作层为积盐层
,

由于深翻
,

把积碱层打破并翻到底下
,

而把底土翻上来
,

从而

改变了土壤剖面盐分上多下少的状况 (表 3 )
,

从而减轻了盐分对作物的危害
。

表 3 深 翻 前 后 土 体 剖 面 盐 分 组 成 的 变 化

取取 土 层 次次 全 盐 量量 阴 离 子 (克 / 1 00克土 ))) 阳 离 子 (克 / 1 0 0克土 》》

(((厘米 ))) ( % ))))))))))))))))))))))))))))))))))))))))))))))))))))))))))))))))))))))))))))))))))))))))))))))))))))))))))))))))))))))))) 5555555 0 ` === C I
---

H C 0 3 ---

C o
s === C

a + +++

M g
+ 十十

K
+ + N a 令令

前前前前 后后 前前 后后 前前 后后 前前 后后 前前 后后 前前 后后 前前 后后 前前 后后

000一 555 0
。

2 3 000 0
。

0 6 555 0
。

0 4 555 0
。

0 1222 0
。

0 1 111 0
。

0 1000 0
。

0 9888 0
。

0 1 555 0
。

0 0 777 000 0
。

0 0 222 0
。

0 0 333 0
。

0 0 333 0
。

0 0 111 0
。

0 6 444 0
。

0 2 333

555一 1555 0
。

2 3 888 0
。

0 7 888 0
。

0 5 222 0
。

0 1888 O
。

0 1 111 0
。

0 0 777 0
。

0 8 000 0
。

0 3 000 0 。 0 1 999 000 0
。

0 0 222 0
。

0 0 333 O
。

0 0 111 0
。

0 0 222 0
。

0 7 444 0
。

0 1牙牙

111 5一 3 000 0
。

2 4 222 0
。

0 7 000 0
。

0 6 222 0
。

0 1 222 0
。

0 1 111 0
。

0 0 666 0
。

0 7 222 0
。

0 4 888 0
。

0 1 999 000 0
。

0 0 222 0
。

0 0 333 0
。

0 0 222 0 。
0 0 111 0

。
0 7 44444

333 0一 5 000 0
。

1 9999 0
。

0 9000 0
。

0 4 333 0
。

0 0 666 0
。

0 1 111 0
。

0 0 777 0
。

0 6 999,

0
。

0 6 555 0
。

0 1 777 0
。

0 0 777 0
。

0 0 222 0
。

0 0 444 0
。

0 0 333 0
。

0 0 111 0
。

0 5 88888

555 0一 7 000 0
。

13 555 0
。

10 444 0
。

0 4 999 0
。

0 1666 0
。

0 1000 0
。

0 0 888 0
。

0 1222 0
。

0 6 999 0
。

0 0 555 0
。

0 0 777 0
。

0 0 444 0
。

0 0 333 0
。

0 0 222 0
。

0 0 111 O
。

0 5 33333

777 0一 1 0 000 0
。

1 9 444 0
。

0 9 000 0
。

0 7 666 0
。

0 0444 0
。

0 1222 0
。

0 0 666 0
。

0 3 999.
0

。

0 6 888 0
。

0 0 666 0
。

0 1 000 0
。

0 0 555 0 。
0 0 222 0

。

0 0 222 0
。

0 0 111 0
。

0 5 55555

标本采 自洪门公社原堤 2 队东第二块定位点
,

深翻前于 1 9了3年 1 月 24 日取样
,

深翻后于 1 9 7 3年 2 月 14 日取样
。

2
.

深翻加速了土峨的渗透速度
,

有利于土壤脱盐 根据原堤三队地块测定
,

未深翻

的渗透速度 K
, 。 二 0

.

0 12 9 米 /昼夜
,

深翻的渗透速度 K , 。 二 0
.

1 12 9米 /昼夜
。

深翻挖穿了

粘土隔层
,

提高了土壤渗透速度达 9 倍
。

由于土壤渗透速度的提高
,

土体内水盐活动加强

了
,

在夏季可以接纳更多的雨水进行淋盐洗碱
,

更有利于灌水时淋洗土壤盐分
,

如具备通

畅的排水系统则效果更大
。

另外
,

深翻切断了原来的毛细管
,

可防止早季土壤返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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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深翻改变了土壤物理性状及耕性
,

建立了新的耕作层 深翻把上面 的碱化层翻到

底下 ( 1米左右 )
,

同时把下面的好土 (非碱化土或砂壤土 ) 取上来建立新的耕作层
,

从而

土壤的空气
、

水分及养料的供应得到改善
,

给作物出苗生长创造 了良好的条件
。

关堤三 队

1 9 7 1年在未经深翻的情况下
,

种子播下后光板无收
。

1 9 7 2 年深翻了
,

棉花出苗率达 80 %
,

原堤 四队也是如此
。

深翻是改良牛皮碱的有效途径之一
,

但白牛皮碱地深翻
,

有时出现相反结果
。

这是因

为其粘土隔层埋藏部位深而厚
,

深翻不易翻穿粘土隔层找到好土 , 另一方面
,

白牛皮碱的

含盐量在土壤剖面中的分布是上小下大
,

深翻反而会把盐碱翻上来
,

其结果就越翻越坏
。

1 9 7 2年原堤九队
、

十 队及关堤六队的深翻地就是这样情况
,

有的地块深翻未成功的原因是

与翻得太浅未能找到好土层有关
,

其结果是耕性毫无改善
,

反而把积碱层 (粘土隔层 )翻了

上来
。

对牛皮碱地如何深翻
,

应注意以下几点
:

1
。

深翻必须翻透粘土隔层
,

搬去上层的碱化土
,

从粘土隔层的下部取出好土 (非碱化

土 )建立新的耕作层
。

这种好土的质地以二合土为最好
,

砂粘比例为 3 :2 或 1 :1 较为适宜
,

其次是红砂土
、

白砂土等
;

2
。

深翻要结合大水压盐洗碱
,

踏实土壤 ,

3
.

深翻必须结合多施有机肥料及速效性肥料
,

加速土壤熟化 ;

4
.

如粘土隔层的埋深在 80 厘米以下
,

不一定采取深翻的办法
,

起碱换土比它省工
。

(二 ) 起 碱 换 土

牛皮碱地如粘土隔层比较厚或分布部位较低
,

深翻的办法不易翻穿隔层 以取出好土
。

所以
,

在有好土层 的地方
,

可采用起碱换土的办法
,

比深翻更为省工
。

主要是把耕作层的

碱化层起走后
,

换上 30 厘米厚的好土
,

作物即可生长很好
,

换土后耕层盐分及离子组成完

全改变了 (表 4 )
。

表 4 起 碱换 土 前后 土 体剖 面盐 分 组成 的变化

取 上 层

( 厘 米 )

.

引川 l引州月

引|引11

0一 5

5一 1 5

1 5一 3 0

3 0一 5 0

、
、 `

. } 阴 离 子 (克 / 1。。克土 ) } 阳 离

二 、 ` {

—
{

一
-
竺

~

1
. ~

…朔立阵̀ i… l上里生 …̀ 9子三一}年牛…

抓神枷功

子 ( 克 / 1 0 0克土 )

+ N a 十

{
后

0
。

0 0 2 {0

0
。

0 72

0
。

0 8 4

0
。

0 0 3{0
。

0 0

0
。

0 0 7旧 :;:

0
。

0 09

0
。

0 1 1

0
。

02 8

0
。

0 6 1

11叫|一

|

取样地点
:

原堤九队 , 取样 时间
:

1 9 7 3年
。

1 9 7 2年 7 月 26 日我们到原堤三队和关堤二 队红牛皮碱地起碱换土的地块进行调查
。

事实证明
,

这个措施是有效的
,

而且作物生长情况在一定范围内与垫土的厚薄有直接关

系
。

垫土越厚
,

棉花生长越好 (表 5 )
。

我们认为垫土厚度起码要有 25 厘米以上
,

以拖拉机

翻不起红粘土层为垫土厚度的最低要求
。

起碱换土最适合于较重的白牛皮碱
。

碱化度较轻的白牛皮碱地主要是 出苗问题
,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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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出 苗

垫 土 厚 度 与 棉 花 生 长 的 关 系

蠕澎黔趣 率 ( % ) 长 势 株 高 ( 厘米 ) 备 注

队队队队队队勺山,幼,曰n口丹̀自弓堤堤堤关 堤堤堤原关原关关好般差差9 5

9 0

8 0

7 0

7 0

10一 2 0

最

好

偏

差

7 0一8 0

6 0一7 0

3 9一4 9

2 5一 3 5

2 5一 3 2

1 5一2 0

332216ns

未 垫 最

要苗出好 了
,

施肥及管理跟上
,

后期棉花就会正常生长
。

因此
,

不一定采用深翻或起碱换

土的办法
,

可以采用多施有机肥料和加强农业耕作等措施
,

破除土壤板结
,

提高土壤肥力
,

减轻碱害
。

在破除板结方面
,

当地经验是
:

棉花播后遇雨
,

在雨过天晴时用耙轻耙
,

把表

层盖子破掉
,

使棉花出苗 , 有的采用点播
,

加大播种量
,

靠出苗时集体顶劲来破板结
。

(三 ) 种 植 水 稻

种稻也可以改 良牛皮碱地
。

新乡县小河农场在牛皮碱地上多年种稻效果很好
。

贾屯

大队在牛皮碱地上种植水稻已经五年
,

亩产一般都在50 0一6 00 斤以上
。

1 9 7 2年
,

关堤七 队

在红牛皮碱地种稻
,

亦见成效
。

过去该地主要种一些早作
,

但收成无几
, 19 7 2年春种大元

表 6 种 稻 前 后 土 体 剖 面 盐 分 组 成 的 变 化

取 土

日 期

土坡 层次

(厘米 )

全 盐 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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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地点
:

洪门公社关堤 七队窑南的水稻 田
。 * 系阴阳离子总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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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小 结

1
.

试验施用的磷矿粉肥为贵阳红岩化肥厂用息烽温泉磷矿磨制的
。

由于息烽 磷 矿

是非晶质的
“

下磷矿
” ,

含有效磷较高
,

故施用之后
,

当季肥效表现显著
。

说明这种类型的

磷矿做成的磷矿粉肥直接施用于若子
、

油菜效果是很好的
。

2
.

试验田的土壤都是黄壤 (小黄泥
、

泡黄泥
、

大眼泥
、

大肥泥 )比较瘦瘩粘重
。

据我们

速测和诊断结果
, p H 值为 5

.

0一 6
.

5 ,

有效氮
、

磷含量均极低微
。

磷矿粉肥在如此酸粘的

黄壤上施用
,

其酸性物质对磷矿粉肥中的无效性磷素会起分解作用
,

使之转化为有效性

磷素
,

供若子
、

油菜吸收利用
,

因之
,

肥效是显著的
。

3
.

若子对磷矿粉肥 的吸收性能较强
。

原因是
: 1) 这些作物的种实中需要较多的磷

酸才能合成蛋 白质 ; 2) 若子根瘤菌需要磷酸才能进行生育繁殖和加强根瘤的固氮能力
;

3) 若子根系分泌的有机酸有利于分解磷矿粉肥 , 4) 若子需钙较多
,

由于大量吸收钙而

使磷矿粉肥中的磷酸三钙脱钙而变为弱酸溶性的磷酸二钙或水溶性的磷酸一钙
,

游离出

来的磷酸根容易被若子根系吸收
。

这样
,

就达到以磷增氮和以氮促磷的目的
。

4) 油菜对磷矿粉肥的吸收性能也较强
,

油菜籽含磷酸为 1
.

66 %
,

高于谷类作物一倍

多
,

所以施用磷矿粉肥的效果大于谷类作物
。

5
.

据国内外研究资料
,

磷矿粉肥的肥效
,

一般是比较长的
。

留在土壤中的磷矿粉肥
,

通过酸性物质的分解作用
,

会逐渐向有效性方面转化
。

因此在稻田上需继续观察其对水

稻生长发育和产量的影响
,

在早地上继续观察其对包谷生长发育和产量的影响
。

~ ~

一
” `

一~
钟

;

饥
一

书“ “ 心 ,

~ ~
心沁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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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
,

免强打够种子
,

夏季改种水稻
,

在一般的管理和施肥条件下
,

亩产达 40 0斤
, 1 9 7 3年亩产

达 50 0斤
。

在种稻过程中
,

土壤向脱盐方向发展
,

种稻第二年更为明显
,

全盐量降低
,

5 0 言
、

C l一
、

K
十 、

N a +

离子明显减少
,
H C O 百下降

,

C O 盲消除
,

C a + + 、

M g + +

离子有所增加 (表 6 )
,

基本上消除了盐碱危害
,

土壤日趋变好
。

我们认为在牛皮碱地上种植水稻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

1
。

排水要有出路
,

脱盐才有保证
,

否则抬高地下水位
,

还会影响周 围的早作
。

上述地

段所 以脱盐碱那么显著
,

主要靠东孟姜女河排去地下水
。

2
。

红牛皮碱耕层较粘
,

若种稻结合黄河水淤灌
,

效果更好
。

这不仅可 以淋盐脱碱
,

还

能影响耕层土壤质地
。

一季水稻表层就淤沙 2 厘米
,

第 2 年淤 4 厘米
,

几年下来
,

牛皮碱

地的耕性就可得到改 良
。

3
.

在种水稻时
,

地块力求平正
,

灌水后深浅才会一致
,

不会造成高处起碱死苗
。

4
。

在重牛皮碱地和未上底粪的地块
,

水稻常发生缩苗现象
,

稻苗不发棵
,

稻叶发黄
、

发红
,

以致死苗
,

防止的办法是换水
、

多施有机肥料和磷肥
,

其效果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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