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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湖 地 区 暗 管 排 水 对 水 稻

土 孔 隙性 的 改 善
林长英 程云生

(中国科学 院南 京土坡研究所)

太湖地区水稻土渍害问题早已被人们所重视
,

并得到了有效的治理〔卜们
。

这主要是采用

了各种类型的农田排水措施
,

如开挖排水沟
,

打鼠洞和埋设暗管等田间排水设施
,

都取得了

显著的成绩
。

水稻土排水效益的大量研究集中表现在沟渠的合理布局
,

加速土壤排水
,

消除

渍害
,

从而提高了粮食的产量
。

但是
,

田间排水设施对土壤本身属性的改变究竟如何
,

却研

究得甚少
。

特别是作为土壤水气活动场所的孔隙
,

更是很少有人研究
。

虽然国外早就有人在

这方面进行过探索
,

但却未能获得肯定的结果 〔 5〕
。

究其原因
,

可能是仅仅注意了土壤总孔隙的

变化
,

而未注意孔隙大小分级及其数量的变化
。

为了进行探索
,

我们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 〔 6 〕 ,

进一步开展了暗管排水对太湖地 区水稻土

各级孔隙的变化及其作用的研究
,

取得一些初步结果
,

报导如下
。

一
、

研 究 方 法

` 太湖地区水稻土排水设施主要集中在平原和好区
。

黄泥土和 鸟栅土分别是平原地区和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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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地区水稻土的主要代表类型
。

我们选定无锡县东亭乡的黄泥土和昆山县城北乡的鸟栅土作

为供试土壤
。

两种土壤的理化特性可参阅有关资料 6t,
7〕

。

昆山鸟栅土于六十年代初已开始利用暗管排水 c1〕 ; 无锡黄泥土 引用暗管排水较迟
,

始于

七十年代中期 〔 6〕。
1 9 7 9一 1 9 8 3年间

,

我们先后在鸟栅土排水暗管埋设不同年限的邻近田块和

黄泥土暗管排水试验田〔 6〕 ,

于麦收季节采取土样
,

用减压法测定各级土壤孔隙度
,

并在田间

用管子法测定土壤的渗透速度
。

其他测定项 目均按常规法进行
。

二
、

结 果 及 讨 论

过去的研究表明
,

本区水稻土的物理性质有所恶化
,

主要表现在耕层变浅
、

犁底层增厚
。

因而易引起土壤水气矛盾的加剧
,

作物易受渍害而减产〔。
。

犁底层的通气性如何
,

标志着土

壤水气是否协调
。

所以
,

改善土壤物理性质所采取的治渍排水
、

轮作培肥等措施
,

主要目的

是解决犁底层通透性问题
。

不同年限暗管排水引起鸟栅土犁底层孔隙分布的变化
,

其结果绘

于图 1
。

从图 1 可见
,

鸟栅土犁底层各级孔隙的增减程度与暗管埋设年限有关
。

在 p F Z 条件

下的大于 0
.

03 毫米通气孔隙度的增减与总孔隙的变化基本上是一致的
,

而与 < 。
.

00 5毫米细微

孔隙的变化是不同的
。

这种变化在暗管排水 7 一 8 年以后有增加的趋势
。

从而使犁底层的通

*参加工作的还有周 正度
、

杜荣民 同志 , 本试验还得到 昆山县农 田 排灌研究所朱正文
、

徐思潮
、

王元华和 黄伟强诸 同

志的大力协助
,

在此一 并致谢
。

2 6 1

DOI : 10. 13758 /j . cnki . tr . 1986. 05. 009



ǎ欲à价土短协碧

气透水性能有所增强
,

有效地协调 了土壤的

水气关系
,

对作物根系生长的环境是有利的
。

黄泥土暗管排水八年后对土壤犁底层的

各级孔隙均有明显的影响
,

其结 果 列 入 表

1
。

从表列结果可以明显地看出
,

暗管排水

八年后
,

原来较紧实的犁底层的 通 气 孔 隙

( > 0
.

0 3毫米 )就从 10 %增加到 15 %左右
,

已

完全具备了良好的通气透 水 性 能 〔幻 ,

而 <

0
.

00 5毫米的细微孔隙也明显地 下 降了
,

总

孔隙也相应地增加了
。

这说明
,

暗管排水设施

有利于土壤孔隙性的改善
,

特别有助于提高
图 1 乌栅土暗管排水后不同年限犁底层的孔隙分布

表 1 暗 管 排 水 八 年 后 对 黄 泥 土 各 级 孔 隙 的 影 响 ( %
, n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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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管埋深 1
。

1 米
。

深田米管.1暗
层土

土城的通气性
,

有利于土壤水气的协调
。

暗管排水既然对土壤孔隙的分布有明显

的影响
,

那么就必然要反映在土壤的通透性

上
。

1 9 8 2年夏季在田间用 10 根管子同时测定

暗管排水设施对黄泥土各土层渗透速度的影

响
,

其结果列入表 2
。

这些结果充分说明暗

表 2 暗管排水对黄泥土渗透速度

( K : 。 ,

毫米 /天 ) 的 影 响

深 度
(厘米 )

无管田
0

。
8米 深

暗管 田

拼 层

军底层

心土层

0 一 1 2

1 2一 2 0

3 0一4 0

3 4
。

1 5 2
。

5
。 1 2 1

。

2
。

1 15
。

管排水对黄泥土剖面 40 厘米以内各土层的渗透速度有明显的作用
,

尤以犁底层最为显著
,

其

影响程度随暗管埋深的加深而增强
。

因此
,

暗管排水能以快速而有效地排除土壤渍水
,

协调

土壤的水气矛盾
,

有利于水稻土肥力的正常发挥
。

结

1
.

太湖地区水稻土暗管排水可以改善土壤各级孔隙的分布比例
,

尤以犁底层通气孔隙的

改善较为明显
。

2
.

随着土壤孔隙状况的改善
,

暗管排水对土壤渗透速度也有明显地增强
。

这对调节土壤

水气矛盾和提高肥力水平 以及作物增产都是有益的
。

.

(下转第 2 7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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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02 %= p p mx显色体积 x稀释倍数
土重 x1 0”

X1 0 0

P p m

—
从硅标准曲线上查得的待测液的 PP m数

;

1 0’

— 将微克换算成克数
。

( 四) 注意事项
:

用高锰酸钾预处理过程一定要在沸水浴中加热半小时
,

特别是连二亚硫

酸钠一柠檬酸钠提取液在短时间内不 易破坏完全
。

在用稀草酸和稀高锰酸钾反复调节呈微红

色时
,

如发现红色出现并在半分钟内褪去
,

反复调节多次微红色仍不 易稳定时
,

说明高锰酸

钾氧化破坏过程不彻底
,
必须重新处理

。

处理彻底的溶液
,

在用稀草酸和稀高锰酸钾调节至

微红色时
, 1一 2 分钟内不褪色

。

这是检验高锰酸钾处理过程是否彻底的一个标志
。

如果高

锰酸钾氧化破坏过程不彻底
,

还会造成待测液在调节 P H 时终点不明显的困难
。

三
、

结 束 语

1
.

测定条件
:
玻璃器皿的选择与洗涤 ; 标准溶液与待测液同样进行预处理

;
待测液的预

处理 , 酸度的控制和干扰因子的消除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

2
.

硅相黄的显色速度和稳定时间与温度高低有关
,

只要确定在 30 ℃温度下由硅铂黄还

原为硅铂蓝
,

时间为 5 士 1 分钟
,

就能获得满意的结果
。

3
.

要强调铂酸按的硫酸系统或盐酸系统的硅钥蓝比色法
,

两种酸或两种盐不能同时混合

使用
。

4
.

采用抗坏血酸还原剂代替硫酸亚铁馁能增强还原能力
,

使硅铝蓝的显色得到了保证
。

5
.

以上方法均适用于草酸一草酸按
、

连二亚硫酸钠一柠檬酸钠和 0
.

5
“
V氢氧化钠三种溶

液提取的硅的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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