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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朽土属草甸土和潜育草甸土亚类
,

是三江平原主要低产土壤之一
,

耕地面积 1 1 3 9万亩
,

占总耕地面积的 38 %
。

该土粘朽
、

冷浆
、

通透性能差
,

在多雨季节或年分常形成上层滞水或

潜育型涝害
,

即所谓
“

哑叭
”

涝
,

致使作物产量低而不稳〔卜 3〕
。 “

哑叭
”

涝在农业生产上的危

害
,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夏秋涝
,

难于中耕管理
,

杂草丛生
,

作物受涝减产
,

或因田

面积水即使丰产也不丰收 ; 二是秋春涝
,

机械不能翻
、

整地
,

违误农时
,

大片耕地撂荒
。

据黑

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红兴隆管理局统计
,

1 9 8 1年绝产面积占43 %
,

其中大部分为黑朽土
。
1 9 82

年富锦县 因春涝到 5 月 20 日仍有30 %耕地未播种
,

播期延迟
,

造成减产
。

由此可见
,

黑朽土
“

哑叭
”

涝治理对提高作物产量具有重要意义
。

1 9 7 8一 1 9 8 3年以富锦县农科所为研究基点
,

相

继进行了暗砂沟
、

耕层施砂
、

生物改土及超深松等改土排涝试验
。

试区土壤为黑朽土
,

地势平坦
,

土壤质地上层为轻粘土至中粘土
,

下层为重粘土
; 全层

粘重
、

冷浆
,

通透性能很差 (透水速度为 12
.

2毫米 /厘米
“ ·

小时 )
,

容重为 1
.

3一 1
.

5克 /厘米
“ 。

黑土层厚度40 一60 厘米
,

耕层基础肥力高
,

有机质 3
.

08 %
,

全氮 0
.

21 %
,

全磷 0
.

1 25 %
,

全钾

2
.

83 %
,

但速效养分含量低
,

因此在涝年易产生作物营养缺乏症
,

致使其生育缓慢或早衰
,

因

而减产
。

1 9 8 1年以前
,

由于气候干早
,

排涝效果不明显
。

1 9 8 1一 1 9 8 3年涝害较重
,

特别是 1 9 8 1

年 6 一 8 月降水 4 8 5
.

8毫米
,

仅 8 月份就降水 2 0 8
.

8毫米
,

比重涝的 1 9 6 3年同 期 多降 1 2 5
.

3毫

米
,

比历年同期多降 1 74
.

4毫米
,

排涝效果则较明显
。

专

一
、

改土排涝措施及其效果

(一 )超深松 本项试验于 1 9 8 0年秋在富锦县农科所两块黑朽土麦茬上进行
,

分超深松
、

平

翻
、

耙茬三个处理
,

以后两个为对照
。

处理方法
: 以缺口耙进行耙茬

,

深度为 15 厘米 ; 用五

样犁平翻
,

深度 2 0厘米 , 用超深松机深松 45 一 5 0厘米
。

1 9 8 1年春分别播种大豆和玉米
。

试验

采用大区对比法
,

无重复
。

从大豆
、

玉米对比试验的结果看出
,

超深松有明显的排水抗捞效

果
。

在降雨 208 毫米 ( 6 月 1 日一 7 月 9 日
,

其中 7 月 1 日一 9 日集中降水 8 3
.

1毫米 )情况下
,

大豆耙茬区垄沟积满水
,

在半月左右人和机车不能进地
。

大豆受涝严重
,

植株矮小
,

下部叶

片枯死脱落
。

平翻区有 30 %受到涝害
。

只有超深松区机车能进行正常中耕
,

植株生育良好
。

8

月 1 1一 12 日降雨 7 9
.

5毫米
,

13 日观察
,

各区全部积水
,

但垄沟积水深度不同
,

超深松 区仅 10

厘米
,

耙茬区2 0厘米
,

平翻区 15 厘米
。

1 9 8 2年因春涝进行春处理 (超深松 45 一 50 厘米
,

平翻 20

厘米 ) , 1 9 8 3年进行秋处理 (与 1 9 8 2年同 )结果与 1 9 8 1年一致
。

具体效果如下
:

1
.

打破滞水层
,

加深了水分下渗深度
,

从而降低了潜水面
。

1 9 8 1年 7 月 9 日测定稳定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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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面深度
,

超深松区为32 厘米
,

平翻区为 18 厘米
,

耙茬区 1 5厘米
。

超深松区大豆免受涝害
,

生

育表现正常
。

据 8 月 1 日调查
,

株高比平翻区高 6 厘米
,

鲜重多13 克
,

干重多 4 克
,

黄叶数

少 1 叶 , 超深松区玉米植株株高及干
、

鲜重也均高于其他处理
。

2
.

贮水层加深
,

降低了耕层水分含量 (表 1 )
,

从而改善了表层陷人
、

陷车的状况
。

据 7

乡 月 2 日雨后调查
,

超深松区机车作业不陷车
,

平翻区稍陷
,

少数不能作业
,

耙茬区机械不能

作业 ; 7 月 9 日调查
,

超深松区垄台不粘脚
,

平翻区粘脚
,

而耙茬区脚陷入后不易拔出
。

3
.

土壤 (2 0一40 厘米土层 )容重降低
,

增 表 1 超深松对土壤水分的影响*( % )

加了总孔隙度 (表 2 )
。

20 一切厘米土壤总孔

隙度比对照增加 4
.

2一 5
.

8 %
,

从而提高了饱

和持水量与贮水能力
。

4
。

增产作用明显
。

1 9 8 1一 1 9 8 3年进行了

13 个点次试验
,

在大豆
、

小麦
、

玉米和甜菜

四种作物上均表现有明显的增产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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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富锦县农科所 1 9 8 1年超深松区 ( 1 9 80 年秋处理 )在严重伏秋涝情况下
,

作物受涝程

度明显减轻
,

不仅苗期生育良好
,

而且获得了较好的产量
。

豆田超深松与耙茬
、

平翻相比
,

分别

增产 1 34 %和 8 2%
。

玉米地超深松与平翻相比
,

无肥区及有肥区均以超深松产量最高
,

增产率为

8 5%和 5 9%
。

( 2) 富锦县农科所 1 9 8 2年在严重春涝和夏早情况下
,

超深松处理不仅能改善土壤结构
,

加

快播种进度
,

而且也有较好的增产效果
。

据三个大豆试验点测产
,

麦茬春季超深松 30 一35 厘

米比平翻区平均增产 22 %
,

超深松 45 一 50 厘米两点平均增产17 %
。

不同茬 口超深松 30 一35 厘

米的增产效果不同
,

其中玉米茬增产53 %
,

高粱茬增产33 %
。

( 3) 1 9 8 3年采用秋季超深松
,

在严重春涝和秋早条件下
,

作物苗期生育健壮
,

增产效果

明显
。

据宝清县点测产
,

大豆超深松比平翻区增产 22 %
,

而富锦县仅增产 2 %
。

富锦县点小

麦增产 9 %
,

甜菜增产64 %
,

宝清县点玉米增产 12 %
。

(二 )种草木挥 草木择是深根性绿肥作物
,

用其强大的根系穿透滞水层
,

增加土壤总孔

隙度
,

从而提高黑朽土的抗涝能力
。

1 9 7 9一 1 9 8 1年相继进行两组试验
,

即用二年生草木择与

作物间
、

套种改土试验和应用一年生
、

二年生两种草木杯与作物间种改土试验
。

第一组试验

粮
、

草共生期二年
,

在第二年与作物争水争肥的现象比第一年明显
,

因此使粮食作物减产
;
在

第二组试验中
,

将二年生草木择只利用一年
,

同时将间作区作物的密度及肥料提高一倍
,

其

结果是
,

种植的玉米
、

大豆均表现增产
,

幅度为 21 一 38 %
。

草木择根系腐解后
,

不仅提高了土壤肥力
,

还 由于根系的穿透作用
,

打破了犁底层和黄

土隔水层
,

提高了抗涝能力
。

据测定
,

容重降低。
.

1克 /厘米
“ ,

总孔隙度稍有增加
,

透水速度

提高
,

因此在受涝时
,

渗水力强
,

涝害轻
,

增产效果较明显
。

大豆增产19 %
,

玉米增产22 一

2 5%
。

第三年播种大豆增产 1 4一 16 %
。

可见后效作用可持续 2 至 3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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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兰 )迎设暗砂沟 暗砂沟是将普通的江砂埋于耕层 (2 0厘米) 下的沟中
,

其截面为 2 0 、 2 0

厘米
,

沟长30 米
,

坡降3
.

3 / 1 0 0 0
。

设 6个不同间距即 l 米
,

1
。

5米
,

2 米
, 2

.

5米
, 3 米和 4

米
,

以不埋砂为对照
。

江沙各粒级含量为
:
砾石。

.

8%
,

粗砂 8
.

1 %
,

中砂10
.

1%
,

细砂 70 %
,

粉砂以下占n %
。

砂沟两端接条田沟
,

出水口用砖及卵石砌成
。

自1 9 7 8年以来先后种植大豆
、

玉米
、

大豆等
,

均有明显排涝增产效果
。

1
.

迅速排出明水及土体中水分
。

19 8 0年 5 月下旬
,

长期干早少雨
,

为使玉米出苗
,

采取

人工灌水
,

每亩 83
.

2方
,

接着又降水 44 毫米
,

总供水量相当于一次降水 17 。毫米
,

试验区地表

全部积水
,

水深 20 一25 厘米
。

据观测
,

暗砂沟各区地表水均能迅速下渗
,

通过暗砂沟及条田

沟及时排走
。

仅用 2 至 3 夭地表积水全部排干
,

而对照区积水达半月之久
,

致使玉米出苗减

少 3 0%
。

1 9 8 1年 6 月初至 8 月中旬
,

共降水 45 5毫米
,

其中仅 7 月上旬两次降水总和达 8 3
.

1毫米
。

经测定
,

砂沟各区耕层土壤水分为 28 一 2 9
.

3%
,

而对照区则超过 30 %
。

由于暗砂沟能迅速排

出积水
,

降低耕层土城含水量
,

因此在大雨后仍能照常中耕 ( 7 月 9 日降水 17
.

7毫米
, 7 月12

日进行中耕 )
。

8 月 1 1
、

12 两 日降水达 79
.

5毫米
,

对照区及附近地块均有深 1 0一 15 厘米积水
,

而暗砂沟区无明水出现
。

2
.

增产效果
。

前三年因受干早影响
,

处理间产量差异不明显
,

而 1 9 8 1年种大豆受涝害
,

暗

砂沟充分发挥了排水作用
。

各处理区平均比对照增产31 %
。

此外
,

暗砂沟还具有防冻裂和使用寿命长的特点
,

在高寒地区采用暗砂沟可以避免其他

暗管可能冻裂的问题
。

使用暗砂沟 4 年后
,

小于。
.

1毫米的粒级仅增加。
.

83 %
,

说明粘粒下移

淤积速度较慢
,

按此速度估算
,

使用寿命可达 70 一 80 年
。

因此
,

在有砂源 的地方 可 广 泛 应

用
。

(四 )耕层施砂 设每亩施砂 n 米
吕
和 27 米

“

两个处理
,

以不施砂为对照
,

大区对比
。

四年

后看出
,

耕层施砂效果明显
。

1
.

改变了耕层泥砂比例
:
经测定

,

亩施砂n 米
。
的物理性粘粒降低 8

.

6%
,

27 米
“
的降低

2 1
.

7%
,

泥砂比例有明显变化
,

质地由轻粘土变为粘壤土
。

2
.

提高了耕层透水性 能
:
据 测

定
,

对照区为 1 4
.

2毫米 /厘米
2 ·

小时
,

施砂区n 一27 米
3
/亩的透水率平均为 2 0

.

9毫米 /厘米
么·

小时
。

3
.

调节了耕层水分状况
:

雨后测定 。一 10 厘米土层含水量
,

对照区为 3 4
.

1%
,

施砂区

11 米
3
/亩的为 30 %

,

27 米
3
/亩的为 2 6

.

8%
。 4

.

改善了耕层的冷浆状况
: 4 年地温观测表明

,

。一25 厘米土层平均地温提高 0
.

3一 0
.

6 ℃ (作物生长期 5 一 9 月平均值 )
。

同时
,

施砂可以促

进早出苗 2 至 3 天
。

通过产量分析
, 4年中除 1 9 7 9年因天气过于干早

,

因而略有减产外
,

其

余 3 年均表现增产
,

特别是 1 9 8 1年在低温多雨条件下
,

大豆增产尤为明显
,

每亩施砂 n 米
“
的

增产 3 5%
,

每亩施砂 27 米
“
的增产38 %

。

嘴

二
、

改土排涝治理中的几个问题

1
.

工程措施与农业措施相结合是治理的根本途径
。

工程措施主要是根据区域规划重点解

决排水出路
,

为农业改土
、

排涝措施提供条件
。

实践证明
,

没有工程措施先行
,

就会使农业

措施及所产生的效果受到限制
。

但只有工程措施而无农业措施
,

在黑朽土上由于土壤中水分过

多而形成的
“

哑叭
”

涝则无法根治
。

目前在大的工程措施尚未配套条件下
,

采用农业措施进行

改土排涝
,

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从 1 9 8 1年改土排涝效果看出
,

在 3 一 5 天内连续降雨 80 砰

毫米条件下
,

可使土壤水分得以控制
,

作物免受涝害
。

当然农业措施是有一定限度的
,

在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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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量继续加大而无排水出路 (无配套田向工程及区域性排水干渠 )的情况下
,

涝害仍是不可邀

免的
。

2
.

根据早
、

涝年土壤水分变化特点研究农业改土及排涝措施
。

从早
、

涝年耕层 ( 。一 20

厘米 )土壤水分的变化 (图 1 )及作物生育状况看出
,

土壤水分超过 田间持水量
,

达到 33 一 46 %

多 时
,

作物表现为重涝
,

农田需进行排水 , 土壤水分在凋萎含水量 ( 1”
·

。% )至“ “ %时
,

作物表

现为干早
,

需要适当补水
。

由此可见
,

作物生育正常的适宜含水量为 25 一 33 %
。

这可作为防

治黑朽土早
、

涝采取相应农业措施的依据
。

从早
、

涝年 0一 1 40 厘米土壤断面中水分

垂直变化看 (图 2 )
,

上层 ( O一 50 厘米 )变幅

较大
。

在涝年
,

土层中贮水量为 1 89
.

5一 2 22
.

9

毫米
,

比正常年分贮水量 1 68 毫米多 21
.

5一

54
.

9毫米
。

早年贮水 量 为 1 2 0
.

1一 12 7
.

9 毫

米
,

比常年贮水少 4 0
.

1一 4 7
.

9毫米
。

50 一 1 00

厘米土层中水分变幅较小
。

1 0 0一 1 40 厘米土

层中水分变幅更小
。

因此
,

应用农业机械
、

暗砂沟或暗管及生物改土等措施
,

只要能改

变 。一 50 厘米土层中水分垂直分布状况
,

就

可以增强土壤的抗涝能力
。

由此说明
,

农业综

合改土排涝措施是治理黑朽土的重要途径
。

5。 { 饱 l{1 含水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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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早
、

涝年耕层土壤水分变化

19 79年 (早幼 19 8 1年 (涝年 )

不月
, I t) ) J

、 ,

Ì,l/

岁
。、、、,,?

三
、

小 结

幽 1
.

超深松对打破黑朽土的滞水层
,

降低

潜水面
,

增加土壤总孔隙度
,

调节土壤水分

具有显著效果
。

在连续降雨 8 3
。

1毫米后
,

地

表无积水
,

潜水位降低 14 厘米
,

大豆免受涝

害
,

比耙茬的增产 13 4%
,

同时
,

机具结构简

单
、

坚固
,

便于使用
,

作业成本低 (与平翻相

似 )
,

因而在生产上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

2
.

暗砂沟能迅速排除明水
,

解除表涝效

果也较明显
。

在大捞的 1 9 8 1年
,

暗砂沟区大

20 30 滚0 50

含水量 C口

代口I
Lesl匕

。1030沁阳ioj110130150

梁国à娜进比书

图 2 黑朽土早
、

涝年水分垂直变化幅度

豆 比对照增产30 %
。

受到砂源 限制的地方
,

也可用暗砖管代替
。

砂沟可沿集水线埋设
,

间距

按具体情况定
,

不必过密
,

如能与方条田工程及超深松配合效果会更好
。

3
.

种草木择改土可 以增加土壤总孔隙度及土壤肥力
,

提高土壤透水能力
。

只要栽培技术

措施适当
,

可以获得增产
。

4
。

耕层施砂对于改变黑朽土的粘朽
、

冷浆等不良性质
,

提高透水性
,

调水增温
,

具有明

显效果
。

在有砂源的地方可广泛用于改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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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施用一定量三要素肥料
,

可以 克 服 一 定

盐害
,

建立离子间的新平衡而达 到 增 产 效

益〔 7 〕
。

户 结 语

室内和温室试验结果表明水稻品种
“

广

陆矮
”
只是一般耐盐

。

混合盐溶液浓度 达 12

巴渗透压时
,

出苗率仅 80 %
。

其分萦期比拔

表 7 土壤盐化对水稻的氮素
*

吸收利用率的影响

加溶液

时二期

分策期

拔节期

对 照

(不加 )

加N a C I + 1 6N

4 巴 6 巴

6 4
。
6 3 4

。
8

6 8
。

0 3 6
。
7

苗死

3 1
。

4

加 N a 么50 ` + 1 ON

一

`

竺 {
一

二
_

3 8
·
,

}
` 0 . ,

3 8
。
6 } 3 9

。

6

* “ N示踪试验
,

重复 4 次平均值
。

节期对盐分更敏感
。

盐分对离子吸收和植株干物质的影响随盐分浓度增加而增加
。

大面积种

稻
,

土壤溶液超过 7 克 /升 (氛化物为主 )或 12 克 /升 (硫酸盐为主 )时
,

应加强排灌以淡化土壤溶

液浓度
,

结合施用农家有机肥或三要素化肥以调节离子平衡缓和盐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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