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之二至四分之三
,

幸存的植株每亩只有十余万
,

株

高只有20 厘米
,

产量只有3 00 斤左右 ;其次为过磷酸钙

10斤随拌随播的产量也不过千斤
,

其它各处理的产量

同大田未用磷肥拌种的均为二千多斤
。

从这个试验表

明
,

过磷酸钙不宜用作紫云英种肥
,

可以改用钙镁磷

月巴随拌随播
。

种 稻 改 良 盐 碱 地 的 效 果

新疆巴州二 十九团场试验站土壤组

我团地处塔里木盆地东北缘
,

天山南麓
,

在长期的

大陆性气候影响下
,

广泛分布着盐土
。

种稻改土前一

米土体全盐含量一般是 2一 3%
,

深达 30 一 40 米处盐分

含盈仍在 1 写以上
。

粮食单产只有百斤左右
,

棉花亩

产仅 20 多斤
。

从 19 64一 1 9 7 6年种稻改土以来
,

水稻年

产 t 由9
.

8万斤增到2 05 9
.

9万斤
。

1 9 6 4年试种水 稻 时

单产只一百多斤 ; 19 68 年上
“

纲要
” , 1 97 1年过黄河 ;

1 97 3年水稻出现万亩过长江
。

由于种稻改土效果明显
,

同时提高了稻后早作的保苗率
,

小麦和棉花的产量也

有提高
。

197 6年
,

全团小麦平均单产 3 02 斤
,

棉花 (长

绒棉 )亩产 69 斤
,

比非稻茬的分别约提高两倍和 3 倍
。

一
、

种把改土的脱盐效果

通过多年的试验
,

证明种稻改土效果显著
,

脱盐

率一般是50 一 60 %
。

通过一年种稻
,

就有 90 % 以上的

上地盐分可下降到作物耐盐极限 (本地 区全盐量在 1%

以下一般作物都能正常生长 ) 以下
,

如 1 9 6 6 年 全 团

1 5 0 0 0 亩水稻地种稻前一米土层含盐量为 2
.

29 %
,

而

到收割期只有。 .

84 %
,

脱盐率为 63 %
。

又如 1 9 7 2年在

三个条田计81 3亩地上进行十二个点测定
,

在种稻前有
6 6% 的点

,

盐分含量在作物耐盐极限以上
,

而到当年水

稻收割时
,

92 %的点都下降到作物耐盐极限以下
,

只

有一个点含盐量在 1 % 以上
。

本区土壤盐分的组成
:
阴离子中以 5 0 ` 一 、

C l
.

为

主
,

H C O 3 一

较少 ; 阳离子中的 N +a + K
小

总量为主
,

C +a
十 、

M g
十 +

次之
。

由于各种离子活度不 同及其组成

的盐分溶解度不 同
,

因此在种稻洗盐中脱盐程度也不

一样
。

一般 C l
一

和 N +a
十 K

十

总量的脱除都在 70 % 以

上
,

而 5 0 ` .

和 C a + 十 、

M g
十 十

是 30 % 以下
,

而 H C O 。 -

反而增加 18 % 以上
。

脱盐深度是盐碱土改良重要指标之一
,

种稻洗盐

的脱盐深度一般是 1
.

5米左右
,

而有效脱盐深度
*
是50

全盐含量 (% )

2 3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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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种 稻 脱 盐 深 度

. 有效脱盐深度是指脱盐后盐 分含 t 在 l% 以下的深度
。



厘米上下 (图 1 )
。

从图 1可看出
,

4一东斗一 7 农和东 5一 4一 4 农

脱盐深度是 150 厘米 以下
,

有效脱盐深度分别是 125 厘

米和 50 厘米
。

6一 5一 2一 1农脱盐深度是 75 厘米
,

有效

脱盐深度是 25 厘米
。

由于种稻洗盐脱盐多
,

脱盐深
。

淡化了作物根系

层
,

所以消除盐斑多
、

快
,

有许多土地多年撩荒
,

但经

一年种稻后
,

成苗面积就可达 90 % 以上
。

由于脱盐深
,

使底土盐分不易在短时间大量返上来
,

为稻后第一年

早作创造了良好的淡化根系层
,

增加了保苗面积
。

一

般稻茬的小麦保苗面 积 达 90 一 100 %
,

棉 花 为 80 一

9 5%
。

而非稻茬的小麦保苗率只有 60 一70 %
,

棉花为

5 0一 6 0%
。

种稻洗盐效果显著
,

主要是由于用水多 ( 亩用水

量 1 0 0。多方 )
,

时间长 ( 4 个多月 ) 而且大部分时间是

在水稻覆盖下洗盐的
。

而赤地洗盐用水少 ( 300 多方 /

亩 )时间短铭0多天 )
,

所以
,

脱盐效果差
,

一米土体的

脱盐率为 20 一 4 0%
,

脱盐深度为 60 一 80 厘米
,

而有效

脱盐深度只有20 一 40 厘米
,

因此返盐 也快
,

所以赤地

洗盐作物保苗率一般只有 60 % 上下
。

二
、

种稻改土要注惫的问厄

根据我们的体会
,

种稻改土主要抓好以下几个环

节
:

1
.

建立配套灌排渠系
,

搞好稻田规划 完善的

灌排渠系要达到灌水有源
,

排水有路
。

过去由于排渠

不畅通
,

种稻后地下水无出路
,

地下水位迅速 上 升
。

由于地下水矿化度高
,

气候干燥
,

蒸发量大
,

必然要迅

速返盐
,

致使土壤恶化
。

这是我们过去种稻改土失败

的主要原因
。

从 1 9 64年起我们就大搞清挖排渠和稻田

规划 (条田改建 )工作
。

在种稻前都将种稻条田的农排

进行清淤和加深到 1
.

5米左右
,

还将斗
、

支
、

干排分批

进行清挖和扩建
,

使各级排渠通畅
。

由于我团处在下

游地区
,

坡降小
,

流速缓慢
,

在大量排水时
,

使排渠积

水
,

满足不了排水要求
。

因此
,

又在下游两个干排处

分别修建电力排水扬水站
。

每年可排一千多万 方 水
,

排盐二十多万吨
,

使各级排渠的水
、

盐基本能顺利地

排出团场之外
。

此外
,

还要进行稻田的合理规划
。

过

去我团条田长 1
,

0 0 0到 1
,
8 0 0米

,

宽 4 0 0至 5 0 0米
,

面积

是 7 00 多亩
,

但由于本区土质轻
,

盐分重
,

排渠边坡易

塌
,

沟深一般只能维持1
.

40 米左右
。

生产实践证明
,

这

样的沟深
,

沟距是不能满足排水排盐的要求
。

致使大

条田中间不易脱盐
,

不易保苗
,

形成稻苗
“
四周绿油

油
,

中间 秃子头
”

现象
,

影响产量
。

据我们调查
,

1
.

4

米深的农排单侧有效作用范围是拐米左右 ( 对旱作而

言 )
。

1 9 7 3年 6一 z一 z一 7农种稻 11」
`

距排渠 4 0米以内
,

一

米土层脱盐率都在 50 % 以上
,

有效脱盐深度在一米以

下
。

而 40 米以外
,

脱盐率低于 50 %
,

有效脱盐深度只

有 75 厘米
。

进行早作时
,

4 0米以内苗齐
,

苗好
,

40 米以

外则缺苗
,

苗差
。

根据单侧 40 米有效范围
,

条田的宽

度应改为 80 米左右较好
。

最初我们将条田进行一分为

二的改建
,

解决了稻 田中间保苗
,

但转入早作时中间

仍然保 不住苗
,

如 6一 2一 4一 4农 1 9 7 2年种稻时一米土

层脱盐率是 48 %
,

全苗
,

产量是 7 60 斤 /亩
。

1 97 3年种

小麦
,

盐害仍然占14 %
,

单产只有一百多斤
。

说明条

田还宽
,

因此从 1 9 7 5年又进行一分为四的改建
,

排渠

间距只有一百多米
,

稻 后早作第一年基本能保全苗
。

经过条 田改建和排水工程建设
,

使我团排水系统

成为自流排和扬排相结合的浅
、

密
、

通的排水系统
,

在

大面积种稻情况下
,

基本控制了地下水位急剧上升
,

防

止了土壤恶化
,

保证了我团种稻改土顺利进行
。

2
.

土地平整 土地平整主要包括深耕
、

平地和

格田规划
。

平地前先深耕25 一 27 厘米
,

封冻前或播前

平地分三步
:

① 粗平
。

消灭条 田内高差
,

用强制型平

土耙先进行横平
,

然后交又平
,

最后直平
,

达到大致

平整 ; ② 套平
。

在粗平的基础上
,

先纵向筑埂
,

后用

平地机纵向平 , ③ 细平
。

先用筑埂器横向筑埂 成 格

田
,

在格田内进行人工或小型平地机进行平整
,

达到

高差不超过 3一 5厘米
。

格田的规划
,

是指格田大小和埂子高低
,

在机械化

水平较高的情况下
,

格田要适 当地大些
,

一般是 3一

5 亩
,

这样一方面可利用机力平地
,

另方面可减少埂

子 占用地
,

扩大土地利用率
,

同时也减少积盐面积
,

提

高稻后早作保苗面积
。

3
.

增施有机肥 有机肥不仅能提供作物营养
,

而且具有改良土壤作用
。

如东 5一 4一 4农每亩施 有 机

肥 4
,
0 0 0一 5

,

0 0 0斤
,

一米土层脱盐率达 6 4 %
,

单产是

75 。斤 /亩
。

而 3一西 4一 4农未施有机肥
,

则脱盐 率 为

41 %
,

单产是 5 7。斤 /亩
。

施肥原则是全面撒施
,

盐重

多施
,

盐轻少施
。

4
.

掌握水层
,

加强田间管理 早直播稻田的土

壤表层 ( 0一 3厘米 )
,

一般含盐量 3 % 以上
,

如不迅速

洗除
,

必然要危害稻种的发芽
,

所以我们采用深水压

盐
,

浅水养苗的深一浅一深一浅自流淹灌法
。

即水稻

播种后
,

就立即用深水压盐
,

一般是 1 5一 18 厘米深
,

保

持 10 一巧天
,

利用高水头迅速淡化表土层
,

使稻种顺

利发芽
、

生 长
。

经 15 天后
,

为了提高地温和稻苗对光

照及空气的需要
,

水层要撤浅到 6一 8厘米
,

到了水稻

分孽末期
,

为了防止因温度高增加土壤溶液浓度而危

害稻苗
,

水层要加深到 8一 12 厘米
,

至剑叶长出到黄熟

期又要恢父到浅水层 ( 6一 8厘米 )
,

黄熟后
,

停止进水

让其自然落干
。

水层的深 浅是通过进水口大小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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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一
、

~产 尹沪必一
`

、嗽
,

帜回场班

带ó书里卜划

的
,

进水口大小是根据需要的水层深度和水面蒸发
、

渗

扮的扭耗平衡来决定的
。

水层的变动要准要稳
。

水层

的深浅和时间长短
,

要因地制宜
,

灵活掌握
。

其原则

是盐多
、

土质枯重的条田和格田要以深水层为主
。

如

东 S一 4一 4农和 6一 5一 2一 1农盐分都重 (稻前一米土层

含盐 t 分别为 2
.

2%和 2
.

4% ) 土质基本相同
,

但东5一

4一 4农采用以深水层为主的管理法
,

而 6一 5一 2一 1农

则采用上述一般管理法
,

结果东 5一 4一 4农一米土层脱

盐是 64%
,

有效脱盐深度是 50 厘米
,

保苗率达 90 %
,

单

产是 7 50 斤 /亩
。

而 6一 5一 2一 l 农脱盐率是朽%
,

有效

脱盐深度是25 厘米
,

产量是 50 0斤 / 亩
。

又如同一个条

田 6一 5一 2一 l农内
,

在统一的水层管理下
,

虽然盐分

含 t 基本相同
,

但土质不同
,

其脱盐效果也不同
。

如

O一 150 厘米都是粉沙和细沙的测点
,

稻后从上至下都

脱盐
,

有效脱盐深度是75 厘米
,

脱盐率是 62 % 多 而在

12 5一 150 厘米 出现枯土层的测点
,

则 125 厘米 以 上 都

脱盐
,

而 12 5一 150 厘米盐分反而增加 4
.

5 %
。

由于这一

层的存在也影响上层的脱盐
,

有效脱盐深度只有 2 5厘

米
,

脱盐率是31 %
。

粘土层出现在 50 一 75 厘米的测点
,

则5 0厘米以上都脱盐
,

而 50 厘米以下都未脱盐
,

反而

增加
,

总的脱盐率只有 n %
,

耕作层也未达到有效脱

盐标准
。

由此可见
,

粘土层存在和出现部位都影响脱

盐
。

所以
,

土质重的要长时间的深水层淋洗
。

在以硫酸盐为主的重盐碱地上种稻
,

到六月份
,

常

出现大面积死苗
,

所谓
“

六月关
”

现象
。

经我们调查
,

主要在盐重的条田和地块
,

由于脱盐深度不够
,

到了

六月份左右
,

由于气温高引起水
、

土温增高
,

增加了土

城中的盐分溶解
,

提高土墩溶液和水的浓度
,

从而危

杏了水稻根系生长
,

轻者发黄受抑制
,

重者死亡
。

凡

使水稻死苗和抑制水稻生长的土集 10 一20 厘米含盐量

都在 l % 以上
,

水质不是矿化度高就是 C O 3 “

多
,

或者

两者都高
。

我团克服
“

六月关
”

的办法是
: (1 ) 适当地

提早播种
、

进水
,

争取在六月份之前使之洗盐时间长

些
,

脱盐深些
,

避免六月份的盐害 , ( 2) 排咸换淡
,

地面水的矿化度高于 2 克 /升
,

C O 3 “

在。 .

0 03 % 以上

时
,

就要排去咸水换进淡水
。

若 20 厘米 以上土壤含盐

t 达 1% 以上时
,

就要先疏松泥土后排咸换淡 ; (3 ) 结

合排咸换淡
,
施用有机肥使其发酵

,

产生有机酸可中

和一些碱害
。

5
.

水早轮作
,

交替洗盐 种稻洗盐虽比赤地洗

盐效果好
,

但大部分盐分被淋到下层
,

只有少部分排

走
。

如东 5一 4一 4农稻前 一 米 土 层 平 均 含 盐 量 是

2
.

31 %
,

则全条田 1 93 亩的盐量是 38 6。吨
,

而在种稻期

间
,

两条农排合计排盐量只有 1 0 7 2
.

2吨
,

只占该条田

盐摄的 2 7
.

6%
,

还有 7 2
,

4 %的盐分被淋洗到下层或者

残留在上层
。

另外稻 田停水后到翌年 3 月份地下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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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东 5一 4一 4 农水早轮作地下水位及矿化度变化

和矿化度还是较高 (图 2
、

3 )
。

被淋洗下去的盐和残留

在上层的盐
,

在高矿化度和高水位的情况下
,

必然要

通过土坡蒸发而上升
,

致使土壤返盐
。

由于稻后 回早

(水稻— 小麦一一首猎 )返盐 (图 3 )
,

势必盐害就要

逐年增加
,

影响产量
,

因此要实行水早轮作制度
。

6一

S一 2一 1农的盐害回早后逐年增大
,
1 9 7 3年种水稻盐害

面积只有 2
.

7%
,

稻后连作两年小麦
,
1 9 7 5年小麦盐害

面积达到 3 1
.

6%
。

至于水早轮作的形式和年限
,

要根

最
“

73 年 4 月种稻前

7 5年 1 0月曹信

训如栩

一 _ _ _ _ , , / , / -

一
二

一
` 、 一 、 : 3 年 ,。月收稻 )调

2 3 鸽 1娜 1 2 5 玉泌

探度 (厘米 )

图忍 稻后回旱土壤返盐

据种稻洗盐的有效脱盐深度和返盐快慢条件而决定
。

我团有以下几种轮作方式
: ( l) 水稻一小麦一首蓓一

棉花
。

水稻一棉花一棉花一水稻 , (2 ) 水稻一小 支一

芭楷一水 稻一棉花一水稻 , ( 3) 水稻一小麦或水稻一

你花
; ( 4 ) 水稻一小麦一首猜一首楷一水稻一棉花

。

有的还要进行水稻连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