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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低湿地土壤的成土母质多由河流携带来的细粒物质经长期淤积而成
,

其中有长

江支流的淤积物
,

也有淮河的淤积物
,

均含有丰富的养分
,

尤其是长江支流 (如滁河 )的淤

积物
,

质地粘重
,

潜在养分的含量更高
。

成滩后的淤积物又生长茂密的草本植物
,

大量植

物残体的积累和腐烂
,

使土层积累了较多的有机物质
,

形成的土壤既湿又粘 (多为重壤土

至重粘土 )
,

结持松软
,

含有大量植物营养元素
,

具有较高的肥力基础
。

另外
,

分布在低湿

地区的土壤
,

一般土层深厚
,

土壤酸碱度适中
,

无特殊的障碍因素
,

宜种植多种作物
。

从

表 1可 以看出
,

淮南低湿地土壤中有机质及氮素含量较高
,

钾素丰富
,

磷素含量不一
。

养

分含量不仅表层较高
,

而且心土层也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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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

农业学大寨
”

运动的深入发展
,

不少地区围垦了成片的低湿土壤
,

广大群众开

挖排灌渠系
,

修造基本农田
,

基本上根治了淹涝危害
,

把荒地变为农田
,

在人为的耕作
、

培

肥措施下
,

土壤的 自然肥力得到充分的发挥
,

作物连年增产
,

昔日的草荒变成了今 日的粮

仓
。

低湿地土壤被围垦后
,

脱离了原来的成土条件
,

在人为的耕作管理下
,

开始了新的演

变过程
。

一般说
,

在围垦初期
,

土壤尚保持其自然性状
,

疏松易耕
,

透水性较好
,

施肥不多

也能取得较高产量
。

但四
、

五年后
,

人们开始感到土壤变得难耕
、

土板
、

发僵
,

水稻不发裸
.

* 1 。

文中论及城西湖
“

五
·

七
.

军 垦农场部 分
,

系城西湖
“

五
.

七
”

军垦农场及南京土城研究所城西 湖
“

五
·

七
,

军 垦农场任务 组的资料
。

巴
。

赵振达
、

减惠林
、

金厚玉 同志分别参加了充草好 农场及汪波伤农场的 土城说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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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无后劲
,

若不增施肥料培肥土城
,

难以增产
,

甚至可能减产
。

根据几个农场的调查
,

如

果这时改土措施跟上
,

改变土城的外界环境
,

调动土壤 的潜在肥力
,

作物产量又可上升
。

因此
,

了解低湿地土城 的性状及其肥力演变情况
,

控制与改变土壤性状变劣的外界环境
,

确定因土制宜的增产措施
,

具有重要意义
。

一
、

低湿地土坡的生产性状

1
.

土枯
、

难耕
,

挤层没琳 低湿地土壤虽然土城质地粘重
,

初耕时却感到疏松易耕
,

用
“

东方红 75
”

型拖拉机牵引五锌犁犁地
,

负荷正常
。

经耕种数年以后
,

土壤的砂粘性未

变
,

用同样的机械只能牵引三个铮
,

并感到负荷较重
,

这说明土壤呈现板结
。

因土壤板结
,

难耕
,

耕层一般较浅
。

许多实例说明
,

由于耕层浅薄
,

作物根系发育差
,

吸肥面窄
,

抗逆力弱
,

易脱肥
,

难夺高

产
。

如汪波荡农场路西片的土壤
,

论地势及排灌条件均好
,

但土壤的耕层只 10 一 14 厘米
,

少

数田块仅 8厘米
,

而路东片的土壤一般耕层为 10 一 17 厘米
,

故路西片作物产 t 不及路东片

高
,

水稻亩产要差 1 00 多斤
。

又如城西湖
“

五
·

七
”

军垦农场在 19 7 3年之前
,

土壤耕层为 8一 15

厘米
,

同时受水湿危害影响
,

三麦根系发育得差
,

形成
“

鸡爪根
” ,

使三麦 生长不 良
,

抗逆力

低
,

加之后期易遭干热风危害
,

往往使麦稼顶部因灌浆不足而减产
。

显然
,

造成土城板结难耕
、

耕层浅薄的原因是土壤在过湿条件下进行耕作所致
。

质地

粘重的土坡
,

保水能力较强
,

毛管水含量与饱和水含量非常接近 ( 表 2 )
,

连日阴雨后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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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状层土淤

易滞水达饱和状态
。

若在这种过湿的状态下进行耕作
,

特别是进行大型机械作业
,

土坡结

构易遭破坏
,

土壤被压实
,

从而减低了调节水分的能力
。

这种致密紧实的土体
,

湿时依然

粘韧
,

沾耕作机具
,

难耕 ; 干时发僵
,

阻力更大
,

更难耕
。

带水耕作的阻力虽较小
,

但带水

耕作使土坡结构强度分散
,

特别是在早稻茬地上栽种晚稻
,

因季节紧
,

土壤大都靠浅耕或

机械旋耕
。

旋耕后
,

混浊水层中的细土粒重行下沉
,

易形成致密的土层
。

回早时
,

土坡通

常过湿
、

难耕
,

因而造成浅耕
。

因此
,

低湿地区的粘质土城
,

常因烂耕烂耙而造成耕层浅薄
,

暗堡多
,

绒土少
,

僵块多
。

在此基础上若要提高整地要求
,

势必得增加耙地次数
,

但是机械作业的次数过多
,

土层更

易被压紧压实
,

这又会导致土壤的通透性的降低和土壤的粘板特性的增强
。

2
.

潜层水位高 目前不少低湿地区的农田排灌渠系基本建设就绪
,

这对堵截四周的

汇水
、

降低地下水位起到有效的作用
。

然而低湿地土壤中仍易出现过高的潜层水位 (或称

为土坡上层滞水 )
, “

一锹挖一个坑
”

和
“

一脚踩一个塘
”

均是形容这种回旱后内排水不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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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层水位过高的土壤状况的
。

过高的潜层水位不利于作物生长
。

淮南地区春季降雨量较多
,

但燕发量不大
,

连 日阴

雨使土层内滞水过多
,

对三麦普遍产生水演危害
。

例如城西湖
“

五
·

七
”

军垦农场的不少田

区
,

湿年时土壤中的潜层水位较高
,

三麦根系发育受阻
,

抑止了地上部分的生长
,

成为限

制三麦高产的主要因素
。

潜层水位的形成与土城中形成的紧实土层密切有关
。

如上所述
,

粘湿土壤在频繁又

不良的耕作下
,

在耕层的下部及犁底层易形成致密紧实的不透水层
。

由于此不透水层的

存在
,

即使心土层中的裂隙发育较好
,

库容量较大
,

但上层土坡水也难于向下渗透
,

雨期便

顶托过多的水分
,

往往在 1。一 20 厘米的深度内滞水过多
,

形成过高的潜层水位
。

3
.

养分释放强度低 低湿地土壤一般含有较高的全量养分
,

土壤保肥能力也较强
,

但速效性养分含量相对较低
,

这说明养分的释放强度较低
。

土壤中养分释放强度低
,

供

肥能力低
,

通常使作物在初期生长缓慢
,

例如早稻发棵慢或不发裸
,

三麦分桑慢
,

分萦少
,

严重影响产量
。

另外
,

土壤养分的释放易随土温升高而增强
。

栽植晚稻时
,

正值气温升高

之际
,

此时若土壤养分大量释放
,

就会造成前期发棵过旺
,

后期瘪粒增多
,

使千粒重下降
。

土壤中养分释放速率决定于 土壤中有益微生物的活动强度
。

低湿土壤 中水多
,

地湿

土冷
,

物理性状不 良
,

不利于有益微生物的活动
,

这是造成土壤速效性养分含量相对不足

的主要原因
。

从表 3 中看到
,

三个农场土坡中的有机质及全氮含童较高 (城西湖
“

五
·

七
”

军垦农场的土壤为淮河淤积物
,

有机质及全氮含量较低 )
,

而水解性氮素含量均较低
,

氮

表 3 低 湿 地 土 滚 中 氮 素 状 况

有机质
种 植 方 式

深 度

( 厘米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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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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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 二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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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释放强度也低 ( 6
.

1一 7
.

7 % )
。

如与同样种植制度下的太湖地区的高产土壤相比较
,

太

湖地区土壤中有机质及全氮量尚不及淮南低湿地土壤中那么高
,

但水解性氮素含量却较

高
,

氮素的释放强度达 12 一 15 %
。

同时从表 3 中还可看到
,

水作为主的土壤 中
,

水湿因素

更为突出
,

土壤中氮素的释放强度更低
。

综上所述
,

粘与湿是低湿地土壤生产性状不 良的主要原因
。

土壤质地粘重
、

难耕是造

成耕层浅薄和紧实犁底层的先导因素
,

而后者又给前者以深刻影响
。

由于质地粘重
,

土层

紧实
,

使耕层内滞水过多
,

在闭气条件下制约了土壤中有效养分的释放
。

可见
,

粘与湿两

因素互为因果
,

土质粘重促进了湿性的发展
,

土壤过湿又使粘质土壤的各不 良性状得到表

现
。

低湿地土壤的粘性是原有淤积物的基本属性
,

湿性是由外界条件所给予的
,

并可随

着耕作管理条件的改善而改变
。

因此
,

若以改善土城的水湿条件为主要 目标
,

就能带动

一系列土壤性状的改善
,

从而克服粘性在耕作中易呈现的某些弊病
,

并逐步发挥粘性土壤

良好的保肥供肥作用
,

为作物持续增产打下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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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对低湿地土坡的利用改良惫见

1
.

搞好农田墓本班设
,

加强田间排水 在低湿地土壤的各肥力因素中
,

水是主导因

素
。

因此
,

首先必须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

设置排灌工程
,

建立排灌渠系
,

以达到有效的截

水
、

排捞
、

降低地下水位及排灌自如的 目的
。

为使田间排水得到可靠保证
,

尤需重视 田间

排水措施配套
,

加强田面 的排水措施与促进土壤内排水措施相结合
。

为此
,

建立明沟暗沟

相结合的田间排水系统很为必要
。

明沟排水
:

明沟对排除田面水有明显效果
,

能较快地改善洼田的外界环境
,

解除作物

受涝渍危害
。

如荒草汗农场在改良洼田过程中首先是开挖明沟
,

加强排水管理
,

当年对

水稻和红花均有明显的增产效果
。

明沟的规格应根据地形及土坡的层位特点而定
,

间距

一般在50 米以内
,

窄明沟较好
,

沟深以深于土层中紧实的层位为原则
,

一般为 40 一 60 厘米
。

纵沟只起 引水作用
,

可稍浅于横明沟
。

’

暗沟排水
:
暗沟能有效地排除潜层水

,

降低地下水位
,

增进土坡透水性
,

目前已在不

少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推广
,

取得了良好的效益
。

开大量晴沟
,

节约了土地面积
,

有利于 田

间机械作业
。

暗沟又可作容灌用
,

可防止因漫灌而引起的地面板结及淤种
、

飘种等现象
。

稻田用暗沟排水烤田
,

能达到田里田边一致
,

有独到的好处
。

城西湖
“

五
·

七
”

军垦农场

自制打洞机具
,

在大田普遍打洞
,

有效地排除田面水及潜层水
,

为夺取三麦高产创造了

条件
。

2
.

适摘耕作
,

提高机械耕作质皿 适墒耕作是提高耕作质量的关键
。

只有严格掌握

土壤的适耕墒情
,

做到适墒耕作
,

才能使田耕得深
,

地耙得平
,

土整得细
,

也才能达到土松
、

耕层深的目的
。

适墒耕作
,

还可防止紧实土层的形成和消除紧实土层
。

表 4 为 城 西 湖
“

五
·

七
”

军垦农场 1 97 4 年秋耕时两种耕作质量的对比
。

在同一枯质土壤及同样耕作条件

下
,

耕期仅差两天
,

土壤墒情便不同
,

耕耙后地面大小土块的数量及亚耕层的紧实程度均

有差别
。

适耕地的地表多细土及小土块
,

僵块少
,

亚耕层的容重也较低
,

在适耕地上种的

小麦苗情也较齐较好
。

表 4 不同耕作期对土堆物理性质及小麦出苗状况的影响

地 点

九 区

十四条田

九 区

十 条 田

土土 族族 播 后 土 镶 性 状状

埔埔 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

松松松土层厚厚 松土层内不同直径 (皿米 ))) 擂种层的土土 土坟亚耕耕
((((( 厘米 ))) 土 块 ( % ))) 城含水 t ( % ))) 层 容 重重

((((((((((((((((((((((((((((((((( 克 /厘米 a)))>>>>>>> 555 2一 555 < 2222222

湿湿湿 666 4 4
。

666 3Q
一

333 2 5
。

000 6
。

111 1
。

4666

适适适 1000 2 0
。

222 3 3
。

333 1 2
。

000 1 2
。

000 1 。
2 555

注
:

1
.

播 后上坡性状 于 19 7 4年 10 月 26 日测定
,

出苗状 况于 11 月 1 日观侧
,

均为三次侧定 的平均值
。

2
。

摇种层土城深度均 为 6 厘米
,

侧土集亚耕层 容重采 样深度 十四条田 为 7一12 厘米
,

十条田 为 11 一 16 厘米
。

要做到适墒耕作
,

必须根据各田块的土壤类型
,

适耕时的土壤墒情特征及含水量
,

分

slJ 确定耕作的日期及方法
。

例如粘质土壤适耕期较短
,

当地面基本风干
,

而下层土依然湿

润
,

大土块碰击后能散成碎块时
,

宜为耕作时期
,

此时耕层含水量约在25 %左右
,

犁耕的阻

2 0 2



力小
,

翻出的土堡不成
“

龙
” ,

耙地时土块易松散
,

若集中机械力量在短期内突击耕作
,

则耕

耙的质量较好
。

壤质土壤的适耕期稍长
,

当耕层的含水量在 20 %左右时为宜耕时间
,

适当

提前或推后耕作期
,

对耕作质量的影响不大
。

粘质土壤易失墒
,

适墒期短
,

采用耕
、

耙
、

播

流水作业或联合作业法
,

有利于适墒耕耙
。

随后抢原墒播种
,

也有利于出苗
。

此外
,

在耕作改土措施中
,

深耕晒堡能起到良好的改土增肥作用
。

稻板田
、

烂泥田应尽

早深耕
,

要翻深晒透或冻透
,

以促进僵土块风化
,

增厚活土层
,

加速土壤有效养分的释放
。

3
.

增施速效性肥料 低湿地区一般为稻麦二熟制及三熟制
,

复种指数高
,

鉴于土壤

的物理性质不 良
,

养分释放能力较低
,

常有供肥不及的现象
。

对当季作物来说
,

针对作物

长势
,

适 当增施速效性肥料可促进植株正常生长
。

例如粘湿土壤上的三麦往往出苗迟
,

苗

小苗弱
,

晚茬麦尤甚
。

采用拌种肥可促早苗
,

保证在年前有适当的分集数
。

湿个
,

因土壤

潜层水位较高
,

早作物受湿害后往往叶色转黄
,

在加强排水措施的同时
,

追施速效肥可补

充营养
,

扭转黄苗弱苗现象
。

除少数地区外
,

低湿地土壤经水早轮作后
,

磷素易为固定
,

有效性降低
,

一般呈缺磷状

态
,

当土壤中速效性磷含量在 2毫克 / 10 0克土以下时
,

施磷肥有明显的增产效果
。

例如荒

草抒农场土壤全磷含量为一般
,

速效性磷仅 1一 2毫克 / 1 0 0克土
,

1 9 7 2年一块洼田上水稻亩

产仅有 6 12 斤
, 1 9 7 3年就在这块田上种同样品种的水稻

,

每亩施用过磷酸钙 30 斤
,

当年水稻

亩产便达到 76 9斤
。

同样
,

在冬绿肥地上注重磷肥的施用
,

红花鲜草量有 明显提高
,

来年的

水稻也长得较好
。

4
.

合理轮作 有计划地实行包括绿肥在内的水早轮作制度
,

改变土壤长期处于过湿

的状况
,

对改良低湿土壤也很重要
。

例如老稻田宜先回早改土
,

加深耕层厚度
,

消除有毒

物质
,

更新土壤环境
。

对早
、

中
、

晚稻田块
,

要有计划地种植绿肥和休闲轮作
。

在单季早稻

田上尽量早耕早晒堡
,

晚稻田用休闲冻堡等措施来改善土壤物理性状
。

早粮轮作的田块
,

可有计划地种植豆科夏绿肥
,

加速土壤培肥
。

毫无疑问
,

在各种轮作制度中种好各类绿

肥
,

做好革秆及残茬还田
,

增加土壤 中新鲜有机物质的含量
,

也是改土培肥的重要措施
。

改良低湿地土壤是一项综合性强的工作
,

应根据土壤呈现的主要农业生产性状
,

因土

制宜地运用各项农业增产技术措施
,

充分利用其有利条件
,

防止不 良因素的产生和危害
,

贯

彻用养结合方针
,

这样才能发挥土壤的生产潜力
,

保证土壤肥力不断上升
,

作物持续增产
。

( 上接 2 07 页 )

4
.

至剑叶完全展开为止
,

第三叶以下叶片活性铁含量在 30 0P p m 左右可以作为水稻

亚铁中毒的临界浓度
, 4 0 0 p p m 活性铁含量可作为有明显中毒的 界 线

。

用 0
.

1 % 的 邻菲

罗琳直接浸提比色铁 的含量可用作速测水稻亚铁中毒的方法
。

叶鞘 基部鲜 组织 含量 在

2
.

SP p m 以上即可能发生中毒症
, s p p m 以上就会明显的发生中毒

。

中毒 叶片 的全 铁量

在 5 0 0 p p m 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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