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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砂姜小粉浆 土是泰县 中北部地区低产 土壤 之一
。

砂姜 (石 灰结核 ) 及砂姜层 的存在
,

使 土城漏水漏肥
,

是

主要的障碍因子
。

完善排水系 统
,

客 土 (用 以压 低砂姜层 ) 和合理轮 作可以改善砂姜小粉浆 土的肥力水平
。

地处苏北里下河南边缘的新通扬运河沿岸呈带状分布着砂姜小粉浆土
。
它是泰县中北部

地区主要的低产土壤之一
,

但对此类水稻土 的研究却很少
,

因此
,

研究砂姜小粉浆土 的特性
,

探讨其改土培肥利用途径
,

对于促进里下河地区土壤的均衡增产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

一
、

砂姜小粉浆土的发育和形态特征

泰县通扬运河沿岸的娄庄
、

洪林
、

白米
、

官庄
、

沈高
、

姜堰
、

桥头
、

苏陈
、

是杨等地
,

属

于里下河与高沙土地区的边缘地带
,

群众称之为
“

锅边子
” ,

地势较高
,

平均地面真高约 3
.

5 m
,

河流较少
,

地下水埋深通常在 l m 左右
。

种植方式现以稻
、

麦两熟为主
。

土壤发育在长江冲

积和湖相沉积交互的母质上
,

经过长期的成土作用 以及人们
“

旱改水
”

的活动
,

形成了渗育型

水稻土
。

其种植水稻的历史虽有三十余年
,

但水稻土仍处于幼年阶段
。

其演变程序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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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砂姜的成因与砂姜小粉浆土的发育

砂姜小粉浆土发育于以长江冲积物为主 的交互母质上
,

而冲积母质中富含钙的盐类
,

在

季节性降雨和农田 内外
“

三沟
”

不配套以及在排水不畅的地形部位
,

土壤中的碳酸钙等可溶性

的盐分向下淋洗
,

到了一定的深度就 以不同的形态 (如石灰结核
、

眼斑等 )累积成钙积层
。

随

着钙的淋溶淀积增强
,

形成了砂姜
。

通扬运河沿岸砂姜发育在小粉浆土中
,

形成了砂姜小粉

浆土
,

属水稻土类
,

渗育型水稻土亚类
,

小粉浆土属
,

砂姜小粉浆土种 (包括 < 3 c0 m 浅 位

和 > 30 。 m 深位砂姜小粉浆土两个变种 )
。

剖面 中砂姜层位出现的高低
,

其影响因素主要取决

于地下水位高低及其土壤淋溶淀积的强度
。

(二 )砂姜小粉浆土的形态特征

砂姜小粉浆土在通扬运河沿岸广泛分布
,

现以娄庄乡老庄村砂姜小粉浆土剖面为例
,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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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形态特征描述如下
。

耕作层 ( A )
: 。一15 c m,

暗灰黄色 (2
.

5 Y 5 / 2 )
,

质地 中壤
,

小块状结构
,

有锈色斑纹
,

弱石灰反应
。

犁底层 ( P )
:

15 一 23 厘米
,

暗灰黄色 ( 2
.

5 Y 5 / 2 )
,

质地中壤
,

块状结构
,

土层

稍紧
,

有锈色斑纹
,

石灰反应明显
。

渗育层 ( W )
:

23 一 43 厘米
,

暗灰黄色 ( 2
.

5 Y 5
.

5 / 2)
,

协 质地中壤
,

小块状结构
,

结构面初见胶膜
,

并有垂直节理
,

土层稍紧
,

石灰反应明显
。

淀积

层 ( B ca )
:

43 一83 厘米
,

暗黄色 ( 2
.

5 Y 6
.

5 / 3)
,

质地轻壤
,

核状结构
,

石灰反应强烈
,

石灰

结核淀积成层
,

土层紧实
。

母质层 ( C )
; 8 3 c m 以下

,

灰黄色 (2
.

5 Y 7 / 3)
,

砂土质地
,

单粒

状
。

二
、

砂姜小粉浆土肥力的主要特点

由于砂姜小粉浆土具有独特的土体构型和形态特征
,

因此
,

其土壤的肥力状况亦有明显

的几个特点
:

1
.

粗粉砂粒含量高
,

土壤易淀浆板结
。

一般粗粉砂粒 ( 0
.

05 一 0
.

O l m m )含量达 40 一50 %
,

粗粉砂粒与粘粒 ( < 0
.

00 1 m m )含量之比大于 2 时
,

则土壤表现出严重的淀浆板结性
。

砂姜小

粉浆土 0一 1 c4 m 耕层 内粗粉砂粒含量很高
,

平均占该层土壤颗粒的 50 %左右
,

而粘粒平均含

量仅 占18 %左右
,

粗粉砂粒与粘粒之比值达 2
.

7 7( 表 1 )
。

因此
,

干后易散碎
,

表面易结壳板

结
,

耕层容重平均达 1
.

34 士 0
.

1 1 9 /
c m “ (n 二 15 )

,

作物出苗率较低 ; 湿时易分散成泥泞状 态
,

易流失
。

水耕犁耙后 ; 易淀浆板结
,

通常需在耘田后立即进行插秧
。

2
.

剖面中砂姜障碍
,

漏水漏肥严重
。

砂姜小粉浆土中的石灰结核直径平均都在 1
.

5。 m左

. 右
,

少数土壤剖面 中砂姜的最大直径达到 5 c m
。

因此
,

由砂姜发育成的淀积层 (B aC ) 的大孔

隙 ( > 0
.

l m m )较多
,

降低了整个土壤的保肥蓄水能力 (表 2 )
。

砂姜层不但漏水漏肥
,

而且还影响耕作 (如耕秒
、

挖墒等 )和阻碍作物根系的伸展
,

特别

表 1 土 壤 颗 粒 组 成

剖面层 次
土层深度

( e m )

剖面 数
( n )

颗 粒组成 ( 平均值 士标 准差写
,

m m )

> 0
.

0 5 0
。

0 5 一 0
。

0 1 0
。

0 1 一 0
。

0 0 1 < 0
。

0 1 < 0
。

0 0 1

质 地
( 苏制 )

壤坡壤壤中轻中中A

P

W

B e :

0一 1 4

1 4一 2 7

2 7一 4 6

4 6一 7 1

1 5

15

15

1 0

14
。

1士 7
。

3

1 2
。

5士 8
。

1

1 0
。

4士 7
。

2

1 0
。

7 士 8
。

3

5 0
。

2 士 5
。

5

4 9
。

8 士 7
。

3

5 3
。

3 士 8
。

2

5 7
.

0士 8
.

4

1 9
。

2 士 5
。

1

2 1
。

4 士 5
。

6

1 9
。

1 士 4
。

0

1 7
。

2 士 5
。

5

3 6
。

1 士 7
。

2

3 9
。

9 士 7
。

9

3 4
。

8 士 8
。

0

2 9
。

9 土 8
。

0

18
。

1士 3
。

5

19
。

0 士 2
。

5

17
。

8土 6
。

1

1 5
。

9 士 6
。

5

注
:

测定方法
:

甲种比重计法
。

土 壤 孔 隙 度 和 代 换 量

土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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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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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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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士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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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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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

6 士 5
。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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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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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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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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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测定方法
:

总孔隙度用环 刀法 ; 阳离子代换量用 E D T A一钱盐快速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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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浅位砂姜小粉浆土影响更甚
。

例如
,

原桥头农科站的一个土壤剖面
,

1 5 。 m 以下就出 现 砂

姜
,

严重影响耕作
。

作物根系伸展受阻
,

如果生育后期肥
、

水过多
,

根冠比失调
,

常发生倒

伏现象
。

3
.

有机质和养分含量低
。

里下河南边缘的土壤
,

由于地势偏高
,

地下水位较 低
,

灌 水

条件较差
,

因此
,

土壤有机质矿质化速度比腐殖化速度快
,

造成土壤有机质不足
,

其它养分 .

含量亦较低 (表 3 )
。

耕层有机质平均含量为 1
.

46 士 0
.

3 %
,

低于里下河地区水稻土耕层有机

质平均含量 ( 1
.

5 7 士 0
.

6 %
, n = 4 5 2 )

,

速效磷 ( P )平均 4 士 2 p p m ,

速效钾 ( K )平均 6 0 士 1 4 p p m
。

作物生育后期若肥料供应不足
,

易出现早衰现象
。

表 3 土 壤 有 机 质 及 养 分 含 量
*

” 一

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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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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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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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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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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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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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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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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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侧定方法 : 有机质用重铬酸钾容址法 , 全氮用半微量开氏法 ; 全磷 用高抓酸一硫酸酸溶
,

相锑抗 比 色法 , 速效磷用

0
.

5 M碳酸红钠 法 , 速 效钾用 火焰光度法
。

测定者 : 薛爱华等
。

三
、

砂姜小粉浆土的改土培肥利用途径

综上所述
,

里下河南边缘地区发展农业生产和提高土壤肥力的限制性因素 是
“

板
、

障
、

.

瘦
” 。

为了建设高产稳产农 田
,

促进里下河地区土壤的平衡增产
,

其主要改土培肥利用 途 径

如下
:

1
.

完善排水系统
。

里下河南 边缘地区虽然地势偏高
,

土质沙
,

爽水快
,

但季节性降雨仍易

造成作物渍害
,

因此
,

在砂姜小粉浆土上也应注意开沟排水
,

缩小
“

外三沟
”

的控制面积
,

防

止产生渍害和砂姜的发育
。

2
.

客土压低砂姜层位
。

一些砂姜层位很浅的田块
,

可以采用增施河泥
、

墙杂灰
、

千脚土 的

方法
,

或者结合开河挖沟以及其它农田基本建设
,

削高填
“

低
” ,

客土还田
,

以降低土壤砂姜

层位
,

增厚土壤耕作层
,

改变土壤的颗粒组成
,

提高土壤保肥蓄水能力
。

3
.

合理轮作
、

耕作
。

砂姜小粉浆土宜采取粮
、

绿肥
、

经济作物轮作制
,

适当提高土壤复种

指数
,

增加土壤覆盖率
。

在沟
、

河两旁植树栽草
,

保护草皮
,

防止水土流失
。

对于砂姜层位

高的土壤
,

提倡种植须根系的作物或根系穿插能力很强的桑树
,

发展多种经营生产 ; 提倡深耕

浅耙
,

逐步剔 除土壤中的砂姜
。

在轮作体系 中
,

提倡种植经济绿肥
,

实行一
“

肥
”

多用
,

推广豆麦间作
,

达到用地和养地

的目的
。

同时广辟肥源
,

发展沼气
,

实行秸秆还田
,

逐步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
。

还应因土
、

因

田块
、

因茬 口
、

因作物增施磷肥
、

钾肥和微肥
,
促进土壤养分 的动态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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