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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长江三峡区不同侵蚀土集水分特征进行了研究
。

取得 了主要侵蚀土城水分特征曲线的最优方 程
,

即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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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 : 石灰岩黄棕城的土城水分含量高于花岗岩母质土

城
,

在无 明显流失 区土壤 表层 中
,

花 岗岩母质土城的有效 水含蚤高于石灰岩黄棕城
。

土壤水分作为一个肥力因素
,

与农林牧业生产有密切关系
。

而降雨前的土壤水分 含 量
,

直接影响着径流量的大小
。

当土壤水分含量较高时
,

降雨后土壤吸持贮存的水量减少
,

径流

量相对增加多 相反
,

当土壤水分含量较低时
,

降雨后土壤吸收贮存的水量增加
,

径流量相对

减少
。

土壤有效水含量
、

田间持水量及凋萎系数
,

是土壤水分特征的主要参数
,

研究它们之

间的关系并找出土壤水分含量与土壤吸持力之间关系
,

对农林牧业的生产及保持水土有重要

意义
,

为此
,

本文从不同土壤类型
、

土壤不同深度和不同利用方式
,

结合其颗粒分析和化学

分析资料
,

对三峡区主要侵蚀土壤的水分特征进行了研究
。

一
、

材料与方法

在湖北宜昌
、

巴东
、

姊归等地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紫色土
、

花岗岩和石灰岩母质上发育

的侵蚀土壤
,

用体积为 6 c6 m
飞

的环刀
,

采集了 7 个剖面共 53 个原状土样
,

同时采集了 18 个非原
状土样

,

进行理化分析
。

采样地区立地概况见表 1
。

将采集的原状土样
,

用压力板水分加定仪测
出在不同吸持力下土壤所吸持的水分含量

,

再进行优化回归统计分析
,

找出土壤含水量与吸

持力之间的关系
,

从而进一步探讨三峡区不同侵蚀土壤的水分特征
。

表 1 供 试 土 壤 样 品 采 集 地 概 况

土坡 l 田间号 采样地点 利用方式
水土 流失
程度

坡 度 } 海拔 (m ) 备 注

A B一 1 巴东坪乡 坡耕地

梯耕地

坡耕地

强 度

不 明季显

强 度

1 0
.

一1 5
0

A Z一 2 肺归水田坝

宜 昌太平澳

紫土色

发
花育

AY一 4 1 0
。

一 2 0
。

土层很薄

红 城

于大度盖获被%植7Q。馨 B Y一 1 宜 昌水润头 封山育林地 不 明 显

岩蚀
B Y一 2土

{
” Y一 2

石发怪

灰育蚀
岩的土

B B一 5

A Y一 6

宜 昌长岭茶园

巴 东云沱庙

梯地茶园

坡耕地

禅耕地

不 明 显

剧 烈 种 豌 豆

宜 昌乐天溪 不 明 显

2 0卫

DOI : 10. 13758 /j . cnki . tr . 1993. 04. 007



二
、

土壤水分特征曲线方程

土壤水分特征曲线揭示了土壤水分含量与土壤吸水力之间的内在关系
,

它清晰地说明了

土壤水数量和植物生长之间的关系
。

它的测定是用 66 C m “
的环刀原状土样

,

置于土壤水分

压力板测定仪陶土板上
,

水完全浸润后放入压力锅内
,

分别加 压 2 5 0 0一 3 00 0 00 P a 之间 9 个

点的压力
,

待压力与土壤吸力平衡
,

没有水从压力锅内流出时
,

取出称重
。

30 00 0 0 P a
测定完

后
,

在 1 05 ℃下烘至恒重
,

称得烘干重量
。

则可计算出在不同吸力下的土壤含水率
。

每层取 3个

表 2 在 不 同 吸 持 力 时 各 土 堆 的 水 分 含 级 单位 : g /kg

田田田 取样样 土 族 吸 持 力 ( Pa))) 容 重重
间间间 深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 g ///
号号号 ( C刀n ))) 2

.

5 x 1 0 333 6
.

0 x 10 ,, 1
.

0 x 10 444 2 0 X 1 0 444 3
.

3 丫丫 6
.

0 X 1 0 444 1
.

0 x 1 0 666 2
.

8 x 1 0 555

:is 矛矛
1

.

5 x 10 666 e nz s )))

00000000000一 2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 0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AAA B一 11111 2 3 5
.

666 2 3 1
.

666 2 2 6
.

444 2 2 2
.

999 2 1 4
.

55555 2 0 1
.

444 1 9 1
.

333 1 3 6
.

999 1 3 3
.

777 1
.

3 444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5 6
.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97
.

888888888888888888888AAA Z一 222 0一 2 000 1 8 7
.

222 1 82
.

888 17 3
.

777 16 8
.

999 9 3
.

00000 1 4 3
.

111 13 6
.

666 22 0
,

999 8 8
.

000 1
.

3 999

AAA Y一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5 8
.

99999999999999999999999 6 2
.

333 2 3 4
.

555555555555555555555BBB Y一 111 Q一1 777 1 6 9
.

777 1 49
.

999 1 3 1
.

111 1 0 1
.

7777777 7 2
.

222 4 5
.

22222 5 7
.

666 1
.

2 777

BBB Y一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BBB B一555 1 7一 6 000 1 2 1
.

555 1 0 2
.

222 9 2
.

555 6 9
.

6666666 4 7
.

5555555 3 7
,

777 1
。

6 222

AAA Y一 666 0一2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2222222 37
.

999 2 2 4
.

777 20 3
.

3333333 1 8 3
.

222 1 5 4
。

3333333 7 8
.

555 1
。

2 222

00000一2 000 2 15
.

777 1 9 2
.

777 1 65
.

4444444 1 36
。

000 1 0 9
.

9999999 5 3
.

666
.

1
,

4 444

00000一2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22220一 4000 3 02
。

444 2 93
.

888 2 8 9
.

7777777 2 6 6
.

888 2 37
。

2222222 1 9公
.

555 1
。

0 888

00000一 1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111116 ee 2 777 2仑1
.

444 2 8 0
.

777 2 7 6
.

9999999 2 6 7
.

333 2 4 8
.

9999999 韶 8
.

333 1
.

4 444

222227 以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2222222 4 3
.

555 2 3 0
.

777 2 2 4
.

555 2 1 2
.

666 19 7
.

44444 1 82
.

222 1 7 5
.

88888 1 4 0
。

888 1
.

4 000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9 8
、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2222222 2 7
。

555 2 2 0
.

444 2 1 5
.

555 2 1 2
.

2222222 1 9 1
.

999 1 8 0
.

00000 1 5 9
.

222 1
.

5 777

2222222 7 5
.

222 2 7 1
.

777 2 5 6
.

222 2 5 5
.

444 2 4 4
.

88888 2 3 4
.

444 2 2 5
.

00000 2 1 1
.

888 1
.

4 888

表 3 各 土 滚 水 分 特 征 曲 线 最 优 方 程 与 回 归 效 果 检 验

土土 族族 田间号号 取样深 度度 优 化 回 归 结 果果 效果检脸脸

方方方方方程形式式
aaa bbb rrr F 值值 F ( 0

.

0 一)))

紫紫紫 A B一 111 0 一2 000 W
二
(
a 一 b P o 一 匕

) ::: 1 5
.

37 000 0
.

0 0 3 111 0
.

9 999 63 1
.

999 1 3
.

333

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
土土土 A Z一 222 0 一2 00000 1 3

.

5 0000 0
.

0 0 3 555 0
.

9 888 1 4 2
。

888 1 3
.

888

发发发 A Y一 444 0 一 1 777
W

二

叩
一 bbb 6 8 8

_

777 0
`

1 8 666 0
_

9
””

9 4 888 1 3 888

花花 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 的的的 1 7 ee 6 00000 鱿 n 7 777 阅口... 0 9777 R O 乙乙 1 3 888
四四 畏畏畏畏畏畏 0

_

1 0 333333333

岩岩 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

土土土 n 、 护_
111 n

se
g nnn

W
,

、

a 一 b Io g PPP
, 户 , 口

…… 方示示 念念 份示示
1 吸 叹叹

月月月月月月恤 I nnnnnnnnnnn

一一一分一一 兴兴兴
, . 占 . 甘甘 。 。 · 二 ,, V 一 曰 牙牙 占 甘 U 一 臼臼

共令令11111111111 月、 内 ,, - . `、 八八
0

.

9 999
六 , 」、 月 ,,,

』』J l

-
`̀

吴吴吴 书岑一一
0 0 石幼幼幼 口 l 谷

。
DDD

罢罢
BBB B 一5555555555555

J . 月, J 、、、

UUUUU 一
Z UUUUU 4 4万

.

UUU 3 9
。

6 qqq 0
.

9 888 1 4 西
。
甘甘 1行

。
西西

AAA Y一000 2 0一4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333333333 6 1
.

000 2 1
.

7马马 0
.

9 666 1 6 1
.

222 16
.

333

00000 一1 66666 3 6 8
.

000 3 6
.

4牙牙 0
.

9 999

{翼竺
一一 1 3

.

888

11111 6一2 77777 3 1 4
.

000 2 4
.

8 000 0
.

9 999 4 3 9
.

666

2 02



环刀
,

取算术平均值
。

在 1
.

s x 10
.
P a 时含水量测定

,

则用塑料圈代替环刀
,

即将土样研磨 过

20 孔筛后
,

装入塑料圈
,

其体积为 10 o m 3 ,

压紧后置 于陶土板上
,

以后步骤同上
。

每层取 9

个小塑料圈
,

取算术平均值
。

测定结果见表 2
。

将土壤吸持力作为自变量
,

含水量作为因变

量
,

用 12 种不同的一元方程进行拟合
,

选出吸持力与土壤含水量相关系数最大
、

标准差最小

的方程式
,

作为该土样的水分特征曲线最优方程 (表 3 )
。

其基本形式有三种
,

即 W
= a P

一” ,

W
= a 一 b l o g P 和 W

= (
a 一 b P

。 ’ “
) “

。

式中
a 、

b 为常数
,
P 为土壤的吸持力

,

单位为 P a ,

W

为土壤的含水量
,

单位为 g / k g
。

从回归效果检验来看
,

每个方程的方差比值均远大于 显 著

性检验的临界值 F ( 。 . 。 : ) ,

方程的可靠程度为 ” %
。

根据最优化水分特征曲线方程
,

可计算出各土壤样品的有效含水量
。

田间持水量和凋萎

系数 , 结合其容重和比重的测定
,

计算出土壤的毛管孔隙度和非活性孔隙度
,

将它们与理化

分析结果
,

一同列于表 4
。

表 4 土 壤 水 分 特 性 及 其 理 化 分 析 结 果

土土土 田间号号 取样样 土维含水量 ( g / k g ))) 孔晾度 (% ))) 各级顺粒组成 ( m
r。 ,

% ))) 微 团粒粒 ) 有有
镶镶镶镶 深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 0

.

0 0 111 机机
((((((( em ))) 田间持持 凋姜含含 有效含含 毛管管 非活性性 砂 粒粒 粉粒粒 粘 粒粒 物理性性 (功 Ju % ))) 质质

水水水水水 量量 水 量量 水 量量 孔隙度度 孔像度度 1一0
.

0 555 0
.

0 5一一 < 0
.

0 0 111 粘 粒粒粒 ( g k/ g )))
11111111111111111 7

.

99999 0
.

0 0 11111 < 0
.

0 1111111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2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4 8
.

333333333333333333333AAA B一111 0 一2 000 2 2 777 1 3 444 9 3
.

222 12
.

555 6
.

333 2 1
.

444 5 9
.

999 1 8
.

777 2 6
.

999 9
.

333 1 7
.

111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2
.

555555555555555555555

AAA Z一 222 0 一2 000 1 7 555 8 7 333 8 8
.

000 12
,

222 1 1
.

222 5 5
.

222 3 6
,

444 8
.

444 1
.

777 6
.

000 8
.

444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

666 7
.

6666666666666 7
.

9999999999999 2 7
.

000000000000000000000AAA Y一444 0 一 1 777 1 2 555 4 9
.

333 7 5
.

55555 2 1
.

555 9 1
.

555 4
,

222 0
.

66666 0
.

666 6
.

777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2
.

8888888888888 3 2
.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11111 7一6 000 8 5
.

999 3 2
.

777 5 3
.

222 8
.

666 2 0
.

444 9 4
.

888 1 1
.

999 1
.

00000 0
.

333 0
。

999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1
.

5555555555555555555 2 5
.

5555555555555 5 6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BB Y一111 0 一 Z QQQ 2 0 88888 1 1777 1 4
.

222 3 1
.

111 5 6
.

666 5 3
.

777 1 1
.

00000 3
.

666 1 7
。

555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6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BBB Y一222 0 一2 000 1 7 555 5 2
.

999 12 222 1 7
.

55555 8 5
.

111 6 0
.

777 3
.

000 7
.

333 0
.

222 13
.

444

2222222222222222222 8 9999999999999999999 9
.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6 4
.

888888888888888888888BBB B 一 555 0 一 2 00000 1 9 999 9 0
.

5555555 8
.

22222 3 5
.

888 6 4
.

444 7
.

666 1 3
.

222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0
.

666666666666666666666

22222 0一 4 000 2 7 333 2 2 888 4 5
.

777 6
.

66666 8
.

99999 3 7
.

44444 1 0
.

555 7
.

111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
.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AAA一 Y 666 0 一 1 666 2 2555 1 4 666 7 5
.

777 8
.

22222 5
.

33333 2 8
.

66666 6
.

555 1 6
.

222

11111 6一2 777 2 1 555 16 222 5 2
.

3333333 7
.

00000 3 2
.

333 6 1
。

999 9
.

777 8
.

666

22222 7以下下 2 6 00000 5 0
.

111 7
.

44444 6
.

444 5 9
.

444 3 4
.

222 6 3
。

666 1 1
.

333 9
.

999

三
、

讨 论

(一 )同一利用方式不同母质土坡的水分特征

从表 4 可知
:

同一利用方式不 同母质的土壤
,

其含水量不同
。

总的来说
,

不论哪种利用

方式
,

石灰岩黄棕壤的含水量高于花岗岩母质土壤
。

在坡耕地和梯耕地中
,

石灰岩黄棕壤的

含水量高于紫色土
,

而紫色土的又高于花岗岩母质土壤
。

然而含水量高的土壤其 有 效 水 不

一定高
。

一般来说
,

土壤含水量与粘粒含量成正相关
。

因为粘粒属于次生矿物一类
,

其颗粒

细小
,

表面吸湿性强
,

各粘粒间缝隙很小
,

毛管作用显著
。

因此
,

粘粒含量越高
,

土壤含水

量越高
。

此外
,

粘粒单位体积土体中表面积巨大
,

表面吸附水量多
。

但有效水含量与有机质

含量成正相关
。

因而粘重而有机质含量少的土壤
,

其含水量高而有效水含量 却低
。

相反
,

土

壤疏松粘粒适中
,

有机质含量较高时
,

含水量不高而有效水含量却较高
。

2 0 3



1
.

坡耕地上不同母质土壤的水分特征
。

在坡耕地耕层中
,

石灰岩黄棕壤的田间持水量为 28 99 / k g
,

花岗岩母质土为 12 5 9 k/ g
,

紫

色土为 2 2 79 / k g
。

但它们的有效水含量不尽如此
,

依次为 90
.

59 k/ g
、

7 5
.

59 / k g 和 9 3
.

2 9 k/ g
。

紫色土略高于石灰岩黄棕壤
。

从理化分析来看
,

花岗岩母质土砂粒含量是 9 1
.

5%
,

粘粒和物

理性粘粒含量仅为 0
.

6%和 2
.

5%
,

有机质为 6
.

09 k/ g
。

因之土壤透水容易
,

排水快
,

毛管活动

极弱
,

土壤吸持的水量和有效水都较少
。

紫色土则不同
,

有机质含量为 1 7
.

1 9 / k g
,

微团粒结

构含量为 9
。

3%
,

比石灰岩黄棕壤高
,

土壤肥沃
,

物理性粘粒含量为 4 8
。
3%

,

因此有效水含量

较高
。

石灰岩黄棕壤粘粒含量为 3 5
.

8%
,

吸持了较多的无效水
。

有机质和微团粒含量较紫色

土少
,

因此有效含水量较紫色土低
。

2
。

梯耕地不同母质土壤的水分特征
。

在 。一 2 c0 m 耕层中
,

石灰岩黄棕壤的田 间持水量为 2 2 2 9 / k g
,

凋萎点为 1 4 69 / k g
,

有效

水为 75
.

7 9 / k g ; 紫色土依次为 17 6 9 / k g
,

87
.

3 9 / k g 和 88
.

0 9 / k g , 花岗岩母质土依次为 1 75

g k/ g ,

52
.

9 9 / k g 和 1 22 9 / k g
。

由于石灰岩黄棕壤表层物理性粘粒含量为 6 0
.

6 %
,

微团 粒含

量仿为 6
.

5%
,

非活性孔隙高达 20
.

4%
,

因而田间持水量最高而有效水含量最低
。

相反花岗

岩母质土结构系数高达 93
.

3%
,

有机质含量为 13
.

4 9 / k g
,

毛管孔隙度为 17
.

6%
,

因此田间

持水量最低而有效水含量最高
。

综上所述
,

在坡耕地和梯耕地中
,

花岗岩母质上发育的土壤有效水含量高于石灰岩黄棕

壤 , 田间持水量则相反
,

石灰岩黄棕壤大于花岗岩母质上发育的土壤
。

(二 )同一母质类型不同利用方式的土滚水分特征

在紫色土区
,

坡耕地土壤物理性粘粒含量和有机质含量分别为 4 8
.

3%和 1 7 1
.

09 k/ g ,

均

高于梯耕地的 2 6
.

9%和 8
.

4 9 / k g
,

因而坡耕地土壤的水分条件优于梯耕地
,

其有效水含量依

次为 93
.

2 9 / k g 和 88
.

09 k/ g
。

在花岗岩区
,

封山育林地土壤水分条件最好
,

坡耕地最差
,

中产

密植茶园地居中
。

但有效含水量不同
,

依次为 1 1 7 9 / k g
, 7 5

.

5 9 / k g 和 1 2 2 9 / k g
,

显然是茶园

地土壤最高
,

封山育林地次之
,

坡耕地最低
。

这是因为封山育林地土壤结构系数为 6 7
.

3%
,

低

于中产茶园土壤的结构系数 ( 9 3
.

3% )
,

二者有机质含量都较高
。

在石灰岩区
,

由于坡耕地土

壤物理性粘粒含量为 6 4
.

8%
,

结构系数为 7 8
.

8%
,

均高于梯耕地
,

因此
,

尽管坡耕地是剧烈流

失区
,

其土壤水分条件仍优于梯耕地
。

有效水含量坡耕地为 90
.

59 / k g
,

梯耕地为 75
.

79 / k g
。

(三 ) 同一土滚剖面不同层次的水分特征

从表 4 得知
,

花岗岩区坡耕地表土层水分条件优于底层
,

石灰岩区则相反
,

表层水分条

件劣于底土层
。

1
.

花岗岩区坡耕地剖面
。

在表土层 。一 1 7c m 中
,

有效水含量为 75
.

59 / k g
,

田间持水量

为 1 2 5 9 / k g
,

凋萎含水量为 4 9
.

3 9 / k g ,在 1 7一 6 o e m 底层
,

其水分特征依次为 5 3
.

2 9 / k g
, 5 2

。

7

g / k g 和 85
.

9 9 / k g
。

因为表层有机质含量是底层的 6倍以上
,

所以表层有效水含量高于底层
。

2
.

石灰岩区坡耕地剖面
。

在 O一 20 。 m 耕层和 20 一 4 c0 m 底层中
,

有机质含量分别为 1 3
。
2

g / k g 和 7
.

19 / k g’ 结构系数分别为 7 8
.

8% 和 71
.

9%
,

因此有效水含量分 别 为 90
.

59 k/ g 和
4 5

.

7 9 /雌
,

耕层高于底层
。

由于物理性粘粒含量分别为 64
.

8%和 6 4
.

4%
,

颖粒组成很相 似
,

因而田间持水量分别为 28 9 9 / k g 和 27 3 9 / k g
,

耕层稍高于底层
。

其凋萎系数分别 为 1 9 9 9 / k g

和 22 8 9 / k g
,

耕层略低于底层
。

3
。

石灰岩区梯耕地剖面
。

从表层
、

中层到底层
,

土壤水分含量依次增加
。

其田间持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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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引淡围滩养鱼对滨海盐土含盐且 ( g / k g) 的影响

土土层深度 (厘米》》 0一555 5一1 000 1 0 ee 2 000 2 0一 4 000 40一 1 0 000 O一 10 000

引引淡围滩葬鱼前前 6
.

4 111 6
.

3 4
___

6
.

0 777 5
.

8 888 5
.

5 999 5
.

8 000

引引淡围滩养鱼 1年年 0
.

8 888 0
.

9888 1
.

0 555 1
.

2 888 1
.

8 555 1
.

5 666

引引淡围滩养鱼 3 年年 0
.

7 000 0
。

7 000 0
.

8 111 0
.

匀555 1
.

3 111 1
.

1 333

(二 )提高土峨养分含里

试验表明
,

引淡养鱼过程中约有10 %的有机饲料沉积于滩底
,

从而形成营养较好的水体
。

每年 4 一 10 月
,

仅水体光合产物就达 4 00 千克 /亩
,

加之鱼的排泄物
,

都有利于土壤养分含量

的提高
。

引淡围滩养鱼 3 年
,

土壤表层 ( 0 一 10 厘米 )的有机质含量增加了2
.

1克 /千克
,

氮增

表 2 引淡围滩养鱼对土滚养分含

全的影响
, * 。 . 1 、 , !速效礴 l速效钾

J
曰 , 曰 性翅些 Z L I

尹

曰 , ` 四几 l 沈 孟 口皓 l , 一 ~ l ,

一 ~
J 二 3片 口卜 副叨

~

l , . L斤一 l 、 ! 1 . 卜口一 l 、 }、 孟二 J 6 1 、 “ 二 6

—
{里生二 I竺竺止二{卫〔 , {丝卫 ,

卫竺竺型燮一卜竺一…二竺卜二
一

{竺生
.

卫燮终型些兰 }兰二
一

{华华{兰 {兰;

摺 值 ! 2
·

1 } “
·

1“ }
8
!
一 “ ,

注 : 为 0一 10 厘米土层的分析结果

表 3 滨海盐土引淡围滩养鱼 3 年

的经济收益

` , , . }产 盘 l 产 值 }盈 利 } 百元成本

二竺竺
-曰

}竺竺里{竺竺四竺{
一丝塑i塑-

遭` 里 -

l
se 一

三一` {竺生竺{里坚兰}
.

.

二型生
一

一竺一竺
一

{
一

二竺二竺 }
一

兰三二二卫
一

}上业生卜竺些生-
一一一
堕

一 - 一卜里互
~

卜些兰
目

{止坚竺)一竺一一
一

主一里
一

卜竺
一

卜二竺 {尘竺竺卜竺竺
一一一一

尊
一一

粤…
-

}竺卜二
二生!巴乎生阵二一一

~

节 计 1 }
1 2 4

·

8 6
}
“ 3

·

,
}

“ 7
·

“ 7

加了 0
.

1 8克 /千克
,

速效磷增加了 8 毫克 /千

克
,

仅速效钾含量有所下降 (表 2 )
,

可能随

水流失所致
。

这里必须指出
,

引淡养鱼与养猪结合及

引淡养鱼与种麦相结合时
,

其有机质及氮含

量的提高幅度就更大
。

(三 )增加经济收益

实验区经过 3年的引淡围滩养鱼
,

其经

济收益也明显增加
。

实验区的总投资为 31
.

6

万元
,

而 3年的总利润为 3 3
.

9万元 (表 3 )
。

引淡围滩养鱼
、

养鱼与养猪结合和养鱼

与种麦结合较抛荒地分 别 增 收 1 83
.

67 元
,

25 .4 52 元和 2 32
,

00 元
。

表明沿海滩涂的滨海盐

土通过引淡围滩养鱼能迅速产生经济效益
。

目前
,

我省可开发利用的沿海滩涂约有

2 15 万亩
,

如果其中的 1/ 3用于引淡围滩养鱼
,

则每年可增收 I
J

.

4亿元
,

一方面可以获得较高

经济收益
,

一方面又改 良了盐土
,

堪称一举

两得
。

. ,

…
卜

一 卜 , , 、 , ` ,

二
` , , . ` ,

二
护 - . -

二
侧 尸

一
` 「 津` “ .

一
, ` 协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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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为 2 2 2 9 / k g
, 2 1 5 9 / k g 和 2 6 0 9 / k g , 凋萎点依次为 1 4 69 / k g

, 1 6 3 9 / k g 和 2 2 0 9 / k g
;
有 效

水含量分别为 7 5
.

7 9 / k g
,

52
.

3 9 / k g 和 50
.

19 / k g
,

呈减少趋势
。

从物理和化学分析结果可知
,

三层从上到下结构系数分别为 7 7
.

3%
, ” %和 67 %

,

呈下降趋势
。

有机质含量为 1 6
.

2 9 / k g
,

8
.

6 9 / k g 和 9
.

9 9 / k g
,

表层最高
,

中层和下层相差甚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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