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枯坡土
,

下面就为具有保水保肥的粉粘土
。

四
、

离产水箱土质地的润节

如上所述
,

水稻土耕层质地和质地剖面的特点
,

对

土坡肥力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

关键在于耕层质地的

改善
,

但是
,

改造质地不良的 剖面是不易的
。

实践证明
:
改良过砂或过粘的土壤

,

客土是一种

有效而彻底的办法
,

也是建设高产农田的基本措施之

一
。

因为客土能使
“

泥入砂
,

砂团结
,

砂入泥
,

泥变松
” ,

“
两上一合

,

必有好禾
” 。

客土
,

要因地制宜
,

就地取材
,

逐年进行〔 5〕。

太湖地区习惯上多施潮泥
、

河泥
、

塘泥
、

湖泥等泥肥
。

由于泥肥来源不同
,

它们的颗粒组成和

肥力高低也有差异
。

如江苏常熟白如公社的一块低产

竖头乌栅土
,

经过 18 年客潮泥
,

粘粒含量由37 %降低到

2 6% (表 2 )
,

土城的通气透水性能变好
,

由一熟低产 田

变为稻麦两熟的
一

乌栅土〔 6 〕。

因此
,

只要有针 对性 地

选择客土物质
,

并配合深耕和增施有机肥料
,

要培育高

产水稻土的最佳耕层质地
,

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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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地区稻 田土壤的主要类型及其生产性能

李 宗 铁

(延 边 农 学 院 )

延边地区位于吉林省东北部半山区
,

属北方海 洋

性暖流气候区
,

无箱期13 5一 1 5 0 天
,

年 平 均 气 温

3一 5℃
,

适于一季水稻生长
。

稻 田多分布于丘陵 谷 地

及江河沿岸
,

每年种稻时间只有4一 5个月
,

其他时间基

本保持早作状态
,

同时种稻年代较短
,

多半不超过 50 年

的历史
,

土坡中物质分化移动的作用微弱
,

尤其是土

滚下层
,

稻田土坡的形态分化不够明显
,

仍具有早作

土坡或自然土坡的原始特征
,

是不同于南方水稻土的

一种独特的北方稻田土类型
。

一
、

招田土班的类型和分布

在延边地区
,

水稻是 主要的粮食作物
,

也是高产作

物
,

据全州 2 8年 ( 1 94 9一 1 9 7 7年 )统计
,

水稻播种面积

占全州总播种面积的22 %
,

而水稻总产量却占全 州 农

作物总产量的三分之一
。

因此
,

当地群众十分重 视 稻

田土壤的利用管理和培肥措施
。

如延吉市长白公社新

丰大队
,

原来是有名的
“

沙得村
”

(二洼草甸子的意思 )
,

经长年挖排水沟
,

掺煤渣
,

搞条田
,

集中施用优质粪肥
,

合理施用化肥和精耕细作
,

培育出了具有较深的砂拈

适中的松
、

软
、

肥厚的耕作层和稍紧的托水保肥的犁底

层和心土层
,

为水稻根 系发育和吸水吸肥提供了良好

条件
,

使新丰大队近二十年来
,

持续获得亩产 9 00 多斤

的高水平
。

延边地区稻 田土壤的剖面形态特点
,

主要具 有 明

是的三个土层
,

即淹水耕作层
、

犁底层和斑纹层
。

耕作

层在畜耕条件下只有 12 一 15 厘米
,

在机耕条件下有 15

一 20 厘米
,

在季节性淹水和定期干旱等水早交替和冻

融交替作用下
,

铁锰元素随水移动产生斑纹层
,

由于耕

耙和培肥作用
,

耕作层中的养分含量均 高于 底 层 (表

1 )
。

延边地区稻田 土壤
,

由于所在地形部位
、

原始土壤

类型 以及人为耕种技术条件等的不同
,

其类型较多
,

据
1 95 9年群众性土壤普查鉴定结果

,

全区稻田土坡约有

20 多种
。

就其主要类型来说
,

可以归纳为稻田河淤土

(伏泥土 )
、

稻 田洼黑土 (草甸黑土 )
、

稻 田灰粘土 (白浆

土或酸性黑黄土 ) 和稻 田泥炭土四类
。

在东部河谷平

原 (即挥春平原 ) 以稻 田河淤土为主
,

沿河两岸稻田注

黑土较多
,

在近河台地也有稻 田灰粘土分布
,

在局部洼

地则有稻田泥炭上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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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肥 沃 稻 田 土 滚 (二 洼 黑 土 )的养 分 含 t
*

深 度
机 械组成 (% )全及养分 盯 % )

盐 墓 代 换 盈

>。
.

。 1

}<。
.

。 1
P H

(厘米 )
P

Z O。
K

么
0

毫 米 }毫 米
(雍克 当皿 / 10 0克土 )

一ú台 O,

J工一,二月了

O一 2 0 4 8 。 19 { 5 1
。

8 1 } 7
。 2 7

.

9 2

2 0一 4 0 65
。

7 7 } 34
。

2 3 1 7
。

3 2 1

2 6 8

。

2 4 6

。

18 3

速效 养分 ( p p m )
}

N ,` 4一 N

{
P“ o 5

K
’ O

{
。

.

1: } 。
.

:

…
1 7

.

` !

2
.

; 2 1。
·

,

…
, 3

·

3

) 3 8
。

5 7

* 全 氮
、

礴 用联合消煮法
,

用 奈氏试刘 和硫酸祀酸妓 显色
, 7 2型分光光 度 ”

·

比 色 . 全钾用四 苯翻限钾光 电比 浊法 ,

按态冤用纳氏试剂比 色法 , 速效磷 用 0
.

5 M 碳酸组钠法浸提
,

碑 扣兰 比 色 , 速效钾用四 苯枷钠比浊法
。

(下卜妇

表 2 伏 泥 土 养 分 含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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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稻 田 洼 黑 土 的 养 分 含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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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主要稻田土坡类型的生产特性

及其改良利用

(` )稻田河淤土
。

本类土攘是在河淤土的基础上
,

经过种稻培植而来
。

分布面积最大
,

占全区稻田土壤

总面积的54 %
,

遍布于全区各主要江河沿岸
,

是本区最

主要的稻田土坡
。

可概分为稻田淤泥土和稻田淤砂土

两种
.

稻田淤泥土是全区最肥沃的稻田土壤
,

主 要分布

于布尔哈通河和海兰江的中
、

下游地区
。

其主要特点是

砂粘性适中
,

如灌水 5 厘米可保持几天不落干
,

土壤养

分含量较为丰富 (表 2 ) ,

土温较热潮
,

有利于水稻生

育
,

能提早成熟 7一 10 天
。

在较好的栽培管理条件下
,

亩

产稳定在 8 00 一 950 斤
。

存在的缺点是在水耙后泥砂容

易沉降
,

如不及时擂秧
,

保证不了插秧质量
。

因此
,

应多

施半腐熟的农家肥改善土城结构
,

在离河较近的地方
,

应有计划的修筑水坝
,

防治河水泛滥
,

确保高产稳产
。

稻田淤砂土肥力低
,

多分布于河流上游狭谷地带

及近河低地
,

土坡砂性大
,

含有不少砾石
,

漏水 漏 肥
,

水耙后砂粒易沉淀
,

土壤板结不利于插秧
。

有前劲发

小苗
,

缺后劲
,

不发老苗
。

群众常利用洪水期灌溉
,

使

水中之泥砂落淤
,

改善土坡的物理性质
。

一 般 经过

5一 10 年落淤
,

可以形成一层较好的耕作层
。

宜于多施

草炭土
、

粘土和未腐熟的厩肥
。

(二 )稻田洼黑土
。

这类土壤分 布面积仅次于稻田

河 淤土
,

占全区稻田土壤总面积的 23 %
,

多分布于距河

较远的台地下部及近河低平地
,

保种水稻之前多半是

暗色草甸土
,

其主要特点是土层深厚
,

粘粒多
.

有机质

和养分含量高
,

土城潜在肥力较高 〔表 3 )
。

但其中一部分洼地土壤如稻田黑鳅土
,

土性冷浆
,

早春土温低
,

不发小苗 , 入伏以后水稻生育茂盛
,

在当

地生长季节较短的条件下
,

如田间管理不适当
,

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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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草 炭 土 养 分 含 量
*

全 量 养 分 ( %) 速 效 养 分 ( Pp m )

土 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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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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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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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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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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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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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O{ 19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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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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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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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延边农业科学研 究所分析

发生贪青迟熟造成减产
。

本类土壤在正确栽培管理条

件下
,

亩产可达 75 。一 800 斤
。

根据这种土壤土温低
,

粘

性大
,

潜在肥力高等特点
,

最好每隔 2一3年进行一次秋

季深耕
。

并多施黄粪
、

厩肥等热性肥和炉灰渣 以改善

土壤的物理性质
。

还应采取水耕粗耙
,

早追底肥
,

巧施

移肥
, .

浅灌晒田等方法
,

来促进水稻生育和早期成熟
。

(三 )稻田灰粘土 (即白浆土或酸性黑黄土 )
。

本类

土城是白浆土经过栽种水稻形成的
,

其分布面积占稻

田土壤总面积的巧%
。

主要分布于河谷平原台阶地及

丘陵坡地下缘
,

其剖面特点是表层有一层由原来生草

层转化而来的耕层
,

在耕层以下即为原来的白浆层
。

此土层中水解性酸度显著增加
,

养分含量低
,

有机质仅

有。
.

5一 1
.

0 %
,

全氮量 0
.

05 一 0
.

1 5 %
,

全 磷为 0
.

03 一

0
。

0 5%
。

这种土壤的特点是土性粘重僵硬
,

耕耙费力
,

通气

透水差
,

早春地温冷浆不发小苗
,

易烂秧
,

水稻亩产只

达 400 一 5 00 斤
、

据多年试验结果
,

大量施用优质粪肥
、

氮
、

磷化肥
,

适当掺进砂子
、

炉灰确有增产效果
。

(四 )稻田泥炭土
。

本类土壤仅占稻 田土壤总面积

的 5 %
,

主要分布于丘陵山谷低地及河谷低地
,

是在泥

炭土的基础上
,

经过种稻培育而来
。

其剖面特点是在表

层有一层厚约 10 一 20 厘米的耕层
,

由于水 田耕种管理

本层土壤呈现一层多腐殖质的松软泥浆层
。

以下为黑

灰色粘土层
,

土壤潜在肥力很高 (表 4 )
。

由于稻田草炭土耕层土壤过于松软泥
`

j
二 ,

对 拼作

和插秧极为不便
,

往往陷牛陷人
。

插秧后
,

秧苗不易扎

根
,

到后期贪青迟熟
,

产量很不稳定
。

遇到高温年份
,

亩产可达 6。。斤
,

遇到低温年份亩产只有30 0斤左右
。

其

主要原因是土壤中水多气少
,

地冷浆
、

养分供应 不协

调
。

因此
,

群众采用挖排水沟
,

降低水位
,

洒水灌溉
.

早

撤水
, ,

多晒田并掺砂子
、

炉灰和黄粘土等改善土壤物

理性质
,

提高有效养分释放量满足水稻生育需要
,

据

延边农科所多年研究
,

在施用一定数量氮
、

磷肥的 墓础

上配合施用钾肥 20 一 30 斤
,

增产作用很显著
。

总之
,

延边地 区的稻 田土壤
,

是属于 自然土壤租早

作上壤向水稻土发展演化的过渡类型
。

从剖面形态和

生产特性看
,

带有明显的早地土壤特点
,

但经过20 多年

来精耕细作栽培管理
,

土壤正向着具有松
、

软
、

肥
、

厚
.

的耕层
,

不紧不松的犁底层
,

通气爽水的斑纹层及埋藏

较深的淀积层和潜育层 (稻田泥炭土除外 )构成有利于

协调水
、

肥
、

气
、

热的土壤整休构造发展
。

这就具 备了

有建成稳产高产 田的优越条件
。

贵州省五+ 万分之一土壤图编制方法的初步研究
,

杨 云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镶研究所 )

研究大
、

中
、

小比例尺土壤图编制方法的目的
,

是

为了能更好地编制出各种比例尺的精确的土壤图
,

为

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的不同要求服务
。

随着我国国民

经济的不断发展
,

为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

对全国上壤

肥力状况
、

土壤有害因子 以及土壤资源潜力等
,

都需要

作全面地调查研究
,

以便进一步改良
、

培肥土壤
,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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