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瓦 碱 改 良 的 初 步 研 究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盐土组

瓦碱亦称
“

缸瓦碱
”

或
“

牛皮碱
” ,

是我国半干早地区常见的一种碱化土壤
,

多呈大

小不一的斑块与其它各种盐溃土插花分布于耕地中
。

根据近几年在黄淮海平原的调查研

究
,

发现盐演土在脱盐的同时
,

如果不注意密切配合增施有机肥料 ( 包括绿肥 ) 及精耕

细作等农业措施
,

土壤有可能产生碱化而不利于浓业生产进一步发展提高
。

瓦碱一般含

盐不高
,

而碱化度高 (表 1 )
,

但不具明显的碱化构造层
。

对作物的为害主要是由于含有

苏打和交换性钠
,

使土壤碱性过高
, p H一般在 9

.

0左右
,

并导致土粒高度分散
,

湿时泥泞
,

干时坚硬板结
,

通透性和耕性均差
,

阻碍幼苗出土 (群众称为
“

拍苗
”

或
“

闷苗
”
)

。

其次
,

土

壤溶液中缺乏钙
、

镁等营养元素
,

在一定程度上也妨碍作物正常生长
。

( 封邱 县应举公社西大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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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瓦碱主妥是消除上述不良的理化性质
。

国内外早已肯定石膏
、

磷石膏等改良剂

改良碱土的作用
,

但由于使用方法还不甚完善
,

效果较慢
,

未能大面积推广
。

自1 9 6。年开始
,

我所曾对瓦碱的形成及改良进行过一些研究
。

1 9 6 5年我们在河南省

封邱县应举公社西大村大队
,

开始进行化学改良剂及绿肥改良瓦碱的大田试验
,

取得化

学改良剂保苗增产的明显效果
。 1 9 7 0年继续在封邱县西大村大队进行深耕

、

种绿肥及施

石膏综合改良利用瓦碱的试验 ; 1 9 7 3年
,

与徐州地区农科所协作
,

在徐州铜山县何桥公社

双楼大队进行施用石膏
、

磷石膏等改良瓦碱的试验
,

均获得显著的改土增产效果
。

现将

初步结果报导于下
。



一
、

化学改良剂改良瓦碱的效果

(一 )石奋改良瓦碱的效果

利用石青改良瓦碱
,

主要是 以石膏的钙离子代换土壤吸收性复合体中的钠离子
,

消

除苏打
,

从而改善瓦碱的不良理化性状
。

石青改良瓦碱的试验
,

分别在两个地区不同条件下进行的
。

1 9 7 0年在河南封邱县应举公社西大村大队的瓦碱改良试验
,

是在井灌井排控制地下

水位和 明沟排涝条件下进行的
。

试验分两组
,

一组是深耕
、

施石膏和种植绿肥相结合
。

试验地为一块弃耕 20 多年的瓦碱荒地
,

面积约 n 亩
,

先用深翻犁深耕 70 厘米左右
,

耕后曝

晒一个半月
,

表层又 出现碱化现象
,

再浅耕 23 厘米
,

取其中的 1
.

5亩地在犁堡上撒施石膏
,

石膏甩 t 为每亩 354 斤
,

耙平
,

使石膏与表土充分相混
,

整个深耕地于 9 月 4 日播种首楷

和大麦
,
9 月 16 日曾下一次雨

,

雨量中等
,

9 月 20 日观察
,

施石青的地块土色变褐
,

多孔发

暄
,

大麦及紫花首稽出苗整齐
,

生长正常 ; 未施石膏的地
,

土色仍为灰白
,

坚实板结
,

大麦

及紫花首猎缺苗断垅
,

生长黄弱
。

结果施石膏的地亩产大麦 3 00 斤
,

比未施石青的地 (亩

产 1 96 斤 )增产 53
.

1% , 19 7 1年又播种小麦
,

施石膏的地平均亩产 1 82 斤
,

比未施石膏地 (亩

产 1 20 斤 )增产 5 1
.

7%
。

另一组试验是深耕结合施石膏
。

试验地为 1 9 6 5一 1 9 6 6年做过石膏

保苗增产试验的耕地
,

面积为 9 亩
,

其中中度
、

轻度瓦碱斑块占总面积的 30 %左右
,

深

耕前一直是小麦一田普轮作
,

小麦 产 量 始 终 在 10 。斤 /亩 左 右
。

1 9 7 0 年 用深翻犁深

耕 70 厘米
,

平均亩施土杂肥 5 0 0 0一6 0 0 0 斤
,

并在残留的瓦碱斑上每亩补施石膏 约 35 。

斤
,

取得完全消除碱斑和增产的明显效果
,

小麦平均亩产 3 36 斤 ( 测产 )
,

较改良前增产

23 6 %
。

江苏省铜山县何桥公社双楼大队的瓦碱改良试验
,

是在没有井灌井排控制地下水位

的条件下进行的
,

试验又分二组
。

一组是石奋的用量试验
,

分为每亩施石青 20 。
、

4 00
、

6 00

斤与对照四个处理
,

供试作物为棉花
。

施不同量 石膏的地
,

亩产皮棉为 1 19 一 1 41 斤
,

较

对照地 (亩产皮 棉 1 13
.

2 斤 )增产 5一24 % (表 3 )
。

另一 组 为 不同改良剂的改良试验
。

试验分为施用石青
、

磷石夯与对照三个处理
,

石膏用量为每亩 40 0斤
,

磷 石 膏用量为每

亩 80 。斤
,

供试作物为大豆
。

施石膏改 良的地亩产大豆 1 17
.

2 斤 ; 较对照亩产 2 7
。

2 斤增

产3 3 0
,

9%
。

从瓦碱改 良前后 的理化性质分析 (表 2
、

表 3 )资料可见
:

施用石膏后
,

0一10 厘米的

土层碱化性质得到明显的改善
, p H 值由未改良前的 9 以上分别下降到 7

.

1一8
.

3
,

消除

了毒害作物的苏打及 。一2厘米土层内土坡吸收性复合体中的交换性钠
,

基本上消除了碱

化板结现象 , 2一 10 厘 米 土 层中的交换性钠离子也由未改 良前的 2 毫克当量 / 1 0 0 克土

左右降到 0
.

6 毫 克当量以下
,

碱 化度明显地由 16 一 39 % 降低到 6 %左右
。

用石膏改良

过的地
,

0一 10 厘米土层消除了土粒高度 分 散现象 (照片 1 )
,

从而改善了土城的物理性

质
。

应该指出
,

在施用石膏初获改土增产效果后
,

若不重视用地养地相结合
,

土壤 p H 和

碱化度仍会回升
,

土壤再度出现碱化
。

表 2 中 1 9 7 。 年深耕并施用石膏改良过的瓦碱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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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以后没有继续采取改土措施
,

19 7 3年又出现了碱化就是一个例子
。

自右向左为
: B 3一 1

,

B 3一 2

—
对照 , B 4一 1

,

B卜
2

—
经绿肥改良后 ,

` 5一 1, C S一 2

—
经石膏改良后 , C 6一 1

,

C 6一 2

— 对照
。

照片 1 改良与未改良的土城絮凝情况对比 (振荡后 24 小时 )

(二 )磷石奋改良瓦碱的效果

磷石奋是一种化工副产品
,

通常含有 50 一 70 % 的石膏和 1一 2% 的P
:

O
。 。

南京化肥

厂所产磷石青
,

一般含氧化钙 2 1
.

6%
,

硫酸醉 (S O : ) 31 % 左右
,

有效磷 ( P
:

O
。
) 0

.

6 8一

3
.

69 %之间
,

含水率 2 0一 25 %
。

此外还含有少量的磷酸和铁锰等
。

由于磷石青的主要成份为石裔
,

因而具有与石膏相同的改土作用
,

1 9 7 3
、
1 9 7 5年与徐

州地区农科所协作在徐州铜山县何桥公社双楼大队进行的磷石膏改良瓦碱的试验都证明

了这一点 (表 4 )
。

1 9 7 3年在瓦碱地上进行了石膏
、

磷石膏与不施任何改良剂的地区进行

对比试验
,

在春耕翻地的基础上撤施磷石青
,

用量为每亩 8 00 斤
,

耙后种大豆
。

施用磷石膏

的地亩产大豆 99 斤
,

较对照 (亩产 27 斤 )增产 2 63 %
。

19 7 5年又进行了磷石膏试验
,

每亩施

磷石奋 4 00 一 6 00 斤
,

在春耕翻地后撤施
,

耙匀后种棉花
,

结果施磷石膏的地亩产皮棉75 斤

(侧产 )
,

比未施磷石奋的地亩产54 斤 (测产 )增产 39 %
。

瓦碱施用磷石音后
,

不仅作物增产而且理化性质也得到改 良
, p H值下降 1一 2单位

,

苏

打消失
,

碱化度明显降低
,

表层 5厘米内基本消除了碱化板结现象
。

由于磷石音还含有一

些磷素
,

对作物有一定肥效
,

故其改土增产效果优于石膏
。

(三 )其他化学改良荆

盆钵试验表明吸照片 2 )
,

不仅石青
、

磷石膏有改土增产作用
,

工业副产品亚硫酸钙同

样可以改良瓦核
,

其作用胜过石青而次于磷石膏
。

亚硫酸钙是最近几年来有关工业部门

为解决二氧化硫尾气污染空气而采用碳酸钙溶液吸收所产生的一种工业副产品
。

随着我



表 4 磷 石 膏 改 良 瓦 碱 的 效 果

旅化度换钠交性离 子 组 成 ( 毫 克 当 t / 10 0 克 土 )
阳离子

交换 t
盐全

处 理

来祥

深度

O甘8
.`付̀扣OJ性

对 照

0 一5

5一1 0

1 0一2 0

ù知月O鑫0,曰曲07

CCC 0 3 ...

H C O , ---

C I
---

5
0一一 C a + +++

M g
+ 小小

K
+ + N a +++

龙 克当 t /10 0 克土土

000
。
3 999 0

。
0 777 O

。
5 999 4

。
2 666 3

。
2 666 0

。
4666 0

。
s eee 7

。
7 444 4 。

8 888 2
。
6 444

000
。
1 444 0

。
4 444 0

。

5 777 1
。

1 222 l
。
7 222 O

。

2 333 0
。
5 444 3 ·

0 8 111 6
。
0 111 1

。

3 444

000 。 1 111 0 。 2 555 0 。
5 444 0 。 7 111 0

。 6 222 0
。
1888 0

。 4333 1 。
石 111 5 。 9 999 0

。
5 333

P H

( 1 : 1

( 厘米 ) 1(悬液 ) { ( % )

…
gQ
甘O口

0
。
2 0

0
。
2 8

0
。
1 2

0
。
2 7

4
。
8 1

2
。
6 7

5
。
5 6

6
。
1 1

29
。
9

12
。 4

肉O自DO甘O曰O口O甘

默

O曰.0比0,二̀纽
3

:
n臼nù ōO八臼

八甘自自八U开̀勺口咋̀

:
nù0

n甘Q甘,1月了.且9

…
O丹ùO甘盛ù

施礴石青

( 8 0 0斤 /亩 )

0一5

5一 10

10 we 2 0

注 : 徐州农科所
、

南京土城所资料
。

国工业的飞速发展以及党和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
,

必将有越来越多的工业副产品可用

来支援农业
,

改良土族
。

自左至右为
.
对服

, 石青 5 0 0斤 /亩 , 碑石有 5 00 斤 /亩 , 亚 硫成钙 5 00 斤 /亩
. 亚 硫徽钙 1 0 0。斤 /亩

。

大 麦 苗 期

嗓

自左至 右为 :

对照 , 里硫破钙 10 0 0斤 /亩
.
里硫成钙 5 00 斤 /亩

, 石 * 5 00 斤 l育 , 脚石青 5 00 斤 /亩
。

大 麦 成 熟 期

照片 2各种改良剂改良瓦碱效果的比较

8 1



二
、

绿肥改良瓦碱的作用

种植和翻压绿肥是改土培肥增产的一项重要措施
。

封邱县应举公社西大村大队一块

面积约 01 亩弃荒多年的瓦碱地曾经种了二年紫花首楷后
,

尽管又弃荒三年
,

但在1 9 7。年

观察时
,

发现土壤性状与未种绿肥的瓦碱地有明显的不同
,

表土色泽变暗
,

已具屑粒状结

构
,

碱化程度减轻
。

翻耕后种田普
,

亩产鲜草量为 2 0 6 5一 3 5 3 0斤
,、

翻压后种小麦
,

成苗

80 一 90 %
,

在未施任何底肥情况下
,

19 7 1年小麦平均亩产 20 。斤左右
。

从田著生长盛期所

采土样分析结果看 (表 5 )
,

表土 p H 值有所下降
,

尤其是地表一厘米土层更为明显
,

降低

一个单位左右 ; 盐分有从地表淋溶下降的趋势
,

苏打消失
,

而钙
、

镁离子则显著增加
,

因

而碱化度大为下降
,

消除了土粒高度分散的现象 (照片 1 B 4 )
。

表 5 绿 肥 改 良 瓦 碱 的 效 果 ( 1 97。年 )

全全全 离 子 组 成 (毫 克 当 t / 10 0克 土 ))) 阳离子子 交 换换

盐盐盐盐 文换 ttt 性 钠钠

%%%%%%%%%%%%%%%%%%%%%%%%%%%%%%%%%%%%%%%%%%%%%%%%%%%%%%%%%%%%%%%%%%%%%%%%%%%%%%%%% CCCCC o a ---

H C 0
s ---

C l
---

50一一 C
a 干 +++

M g
+ +++

K
+ + N a +++

毫克当 t / 10 0 克土土

000一 111 9
.

777 0
。

2666 0
。

2 666 0
。
5 777 2

。

2 333 O
。

7 888 0
。

1 222 0
。

0 333 3
。
6 999 6

。

9 444 2
。

8 444

111一 1000 9
。
666 0

。

1 666 0
。

4 555 0
。
6 666 0

。
9 999 0 。

3 222 0
。
1 444 0

。

0 444 2
。
2 444 7

。

5 777 2
。

6 444

000一 111 名
.

3 1 0
.

1 444 OOO 0
。

4 666 0
。

5 222 1
。

0 777 0
。
3 555 0

。
2 000 1

。
5 000 8

。
6 444 1

。

5 555

111一 1000 8
.

0

1
0

.

`。。 0
。

0 888 0
。

5 444 2
。
6 777 2

。

8 999 0
。
2 444 0

。
1444 5

。
8 000 9

。

0 888 1
。

4 111

三
、

化学改良剂的施用问题

石膏
、

磷石膏等化学改 良剂改 良碱化土壤及苏打盐土不仅有效
,

而且只要施用方法
、

得当和施用季节适宜
,

见效也是很快的
。

根据我们田间观察
,

在气温较高和有充足水分

(包括自然降雨和人工灌概 )条件下
,

施用上述改良剂后
,

半个月至二十天左右就可使表土

理化性质有较明显的改善
,

使当季作物获得全苗
,

并在必要的水肥管理条件下获得较好

的产量
。

通过这几年在黄淮海平原的改碱试验实践
,

我们有如下九点认识
。

1
.

因土制宜施用 化学改良剂可以改良瓦孩
,

但并不是所有的瓦碱都必需施用化

学改良剂
。

轻
、

中度瓦碱可采用深翻结合施有机肥或翻压绿肥的方法改 良 , 碱化程度较

高的瓦碱
,

虽然深翻施用有机肥或翻压绿肥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土增产效果
,

但改土

速度慢
,

在这种情况下
,

可适当配合施用石青
、

磷石者等化学改良剂
。

此外
,

在采用水利

措施 (包括冲洗排水或排水种稻 )和农业措施改良苏打盐土时
,

为了防止其转化为碱土
,

可

配合施用石裔
、

磷石膏等化学改良剂
。

2
.

施用时期 黄淮海平原地区施用化学改良剂
,

以地温显著上升的 4 月底 5 月初

至 9 月底较为适宜
,

尤其是在 8 月份高温多雨时期更好
。

3
。

施用方法 根据我们多次大田试验证明
,

先施化学改良剂
,

而后翻地耕地
,

成效

慢 , 如先耕翻耙地而后面施改 良剂
,

并通过耙地使之与地表一厘米左右的土层相混
,

见

效虽快但有效持续期短
,

如不继续改良
,

几年后又会重现严重碱化
。

在春秋季节
,

先起高



. 代

垫低
,

平整土地
,

然后耕翻
,

在犁堡上均匀撒施改良剂而后耙地
,

使之与表土尽量均匀相

混
,

再行播种作物
,

改土增产效果快而显著
。

若是在施改 良剂后
,

种作物前先种一季绿肥
,

绿肥翻压后再种庄稼
,

并持续进行粮
、

棉和绿肥间
、

套种或轮作
,

更能达 到不断培肥土

舞
、

巩固改良效果和持续增产的目的
。 -

4
.

施用量 化学改 良剂的施用量主要决定于土壤 的阳离子交换量及交换性 钠 的

相对量和绝对量
。

黄淮海平原地区的瓦碱
,

表土一般质地较轻
,

每 1 00 克土的阳离子交换

量多介于 5一 10 毫克当量
,

甚至个别低到 3 毫克当量
,

交换性钠含量多为 1一 3毫克 当 量
,

按耕层厚度为 20 厘米计
,

每亩应施石膏或磷石膏 9 00 一 1 3 0 0斤左右
。

但在黄淮海平原现

有耕作制情况下
,

一次施足难以使化学改良剂与耕层土壤均匀相混
,

而且会因土壤盐分

增加影响作物生长
,

反而增产不多
。

因此可考虑结合大小秋及麦播耕翻整地
,

分期多次

施用
。

从表 3分析结果可见
,

每亩地一次施用石膏粉 20 0斤就有显著改土增产效果
,

但因

用量较小
,

不易撒施均匀
,

实践证明
,

每次每亩施用 30 。一 40 。斤较为适宜
。

5
.

施用化学改良荆一定要结合灌溉排水 施用石膏
、

磷石膏等改良剂后
,

耕层土

壤盐分有所增高
。

由表 2
、

3
、

4可清楚看出
: ( 1 ) 表土含盐量的增加与化学改良剂施用量

的多少成正相关
。

( 2 ) 施用石膏
、

磷石膏后
,

可溶盐组成中5 0
. 4 、

C+a
+ 、

M g + 十

显著增加
,

并随化学改 良剂施用量的增加而增长
。

因此看来表 土盐分的增加主要是部分尚未作用完

的石膏
、

磷石膏在化学分析过程中溶于土壤水浸出液造成的
,

但也有一小部分是在改 良

过程中
,

石膏的钙离子置换了土壤中交换性钠离子产生的硫酸钠
,

由于黄淮海平原 的瓦

碱所含交换性钠绝对量不高
,

因而产生的硫酸钠一般不超过 0
.

2%
,

在注意采取必要的灌

挤措施后是可以消除的
。

因此
,

施用化学改良剂改良瓦碱时
,

一定要有灌溉与排水条件
。

深翻施双层肥对小麦增产的效果

河 南省长 葛县 坡胡 公 社 孟排大 队科研站

河南省农林科学院土肥所驻长葛孟排墓点组
. 侧.

一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深翻改土的有关教导
,

从 1 9 7 4年秋季以来我们连续进行了

两年深翻施双层肥对小麦增产效果的试验
,

为进一步发展深翻改土提供了一些科学资料
,

对推动全大队的深翻改土起了一定的作用
,

现将试验结果简结如下
。

护哪

一
、

试 验 处 理

根据有些社
、

队先深翻后施肥或深翻施肥相结合的特点
,

设计了以下三个处理
:

1
.

浅耕施单层肥 在犁地前每亩施农家肥 1 6 0 0 0斤
,

过磷酸钙 100 斤
,

碳按 5 0斤于表

层
,

畜耕六寸掩埋入土
,

播种时每亩施尿素 5 斤作种肥
,

年前每亩追施 50 斤碳按
。

2
.

深翻施单层肥 深翻 1
.

4尺
,

平整后每亩施农家肥 1 6 0 0 0斤
,

过磷酸钙 1 00 斤
,

碳按

5 0斤于表层
,

再用七寸步犁掩埋入土
,

播种时每亩施尿素 5 斤作种肥
,

年前追施碳按 50 斤
。

3
.

深翻施双层肥 深翻 的同时每亩施 6 0 0 0斤农家肥
,

50 斤过磷酸钙于耕作层 以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