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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地 区光热条件较好
,
水源充足

, 土壤肥沃
,
有利于农作物生长

;
但地势低洼

,

土质

粘重
, 土壤渗透系数较小

,
受降雨的影响

, 地下水位极易抬高
, 因而农 田多受涝渍之害

,
致

使作物产量低而不稳
。

40 多年来
,
随着水利建设事业的发展

,

洪涝灾害虽有所减轻
,
但该 区

麦季屡遭渍害
,

出现机率达 37 %
。

因此
,

渍害问题成为该区实现
“

两高一优
,

农业的一大障碍
。

本文对小麦渍害成因进行了分析
, 为治理渍害提供依据

。

一
、

气候因素对渍害形成的影响

通过对 1 9 6 0一 19 8 0年苏南地 区气象资料与小麦产量 的统计分析
,

表明小麦生长期降雨集

中
,

特别是春雨连绵 以及蒸发量较小等是造成渍害的外部因素
。

(一 )麦期降水量与小麦产量的关系 从 1 9 5 0年到 1 9 6 0年
, 苏南地 区的小麦单产都 在 100

千克 以下
,
在较低的生产水平下

,
看不出春季雨量与小麦产量之间的相关性

,
但从 1 9 6 0年到

1 5 5 0年的 2 0年间
, 生产水平提高

,
小麦单产提高到 10 0一 2 5 0千克

。

以 19 6 0一 1 9 8 0逐 年 3 一

5月的平均降水量 与地 区小麦单产作线性回归分析
,

得出春季 ( 3 一 5 月 )降水量与小麦单产

存在密切的相关性
。

即 : y 二 1 07 7
.

4一 1
.

7招 ( r 二 一 。
.

8 0 0 * *
)

,

式中 y 一小麦单产 (千克 /亩 )
,

劣一 3一 5月降水量 (毫米 )
。

说明小麦产量与小麦生长期的降水量呈负相关
,
春雨多

, 则小麦减

产
。

(二 )降水量分配与小麦产量的关系 将历年各月 (小麦生长期 n 一 5 月 ) 降水量的数值

与小麦产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统计分析
,
得出小麦的产量与春季 3 一 4 月份降水 量 关 系 比

较密切
, 其相关系数分别为 一 0

.

63
、 一 0

.

42 , 表明 3
、

4 月份降雨量大
,

则小麦产量低
,

而

n 月份适量降水有利于作物生长
,
冬前 12 月份的降水量过多也会影响产量

。

(三 )蒸发量与小麦产量关系 将历年各月 (小麦生长期 n 一 5 月 ) 蒸发量的数值与小麦

产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统计分析
,
得出在各月的蒸发量分配 中

,
小麦乳熟阶段 ( 5 月份 ) 的

蒸发量与产量 的关系较密切
,
其相关系数最高 (

: = 0
.

6 5) ,
这说明小麦此阶段需要热量的供

应
,

热量大
,

即蒸发量大
,

有利于小麦干物质积累
。

二
、

地下水位对渍害形成的影响

长期以来
, 人们始终把小麦生育期间的地下水埋深作为衡量小麦生长 的条件和农田建设

* 此课题是
“
江苏 省吨粮 田建 设

”

攻关项 目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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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标准
, 因此 , 地下水位的高低是小麦形成渍害因素之一

。

(一 )地下水位与降水最的关系 据 1 9 9 3年对吴江县的观测
,

地下水位随着降水量的增加

而增高
,
特别是连续降雨的情况下

,

降雨入渗补给地下水量极为明显
。

因此 ,
在多雨的春季

提高地下水排泄能力
,
控制地下水位埋深 是十分必要的

。

(二 )地下水位与小麦产量的关系 研究表明
,
在小麦生长的关键时期 ( 3 一 5 月 ) , 地下

水位埋深对小麦产量有相当的影响
, 即春季地下水位埋深越浅

,
小麦产量越低

,

反之亦然
。

人工模拟试验也表明
,
在地下水位埋深分别控制在 5 0

、
9 0

、

1 3 0
、

1 70 厘米的条件下
,

以

地下水埋深为 13 。厘米的小麦产量为最高
,
其次为 90 和 1 70 厘米 , 50 厘米的产量最低

,

这与农

田观测结果趋势是相吻合的
。

三
、

土壤性状对溃害形成的影响

土壤质地粘重
,

渗透系数小
,
水气比例失调是造成渍害的内部因索

。

因此
,

改善土壤的

水分环境是解决渍害的关键措施
。

(一 )土坡孔隙 苏南地 区土壤质地粘重
,

以黄泥土为例
, 整个剂面 容 重 在 [

.

20 一 1
.

4 8

M g m
一 1 ,

土壤孔隙细密
,

容易吸收和保持水分
,

造成地下水位易升不易降
。

研究表明
,

为了满

足作物生长
、

发育的需要
,

土壤通气孔隙应大于 0] %
,

而黄泥土耕作层以下仅为 1
.

3一 4
.

理%

(表 1 )
,

因此
,

土壤 中通气孔隙严重不足
,

造成水气比例失调
。

l hJ’ 0 一 20 厘米土层中小于 2 微

米孔隙占22
.

9 %
,

20 厘米 以下 占2 3
.

1一 2 1
.

7 %
,

这些细微孔隙与水接触时
,

产生强大的毛管引

力 , 对水分有强烈的吸持作用
,

难 以排空孔隙中水分
,

造成雨季上壤含水量和地下水 位容易

升高
,

雨后又不易下降
。

表 l 黄泥土孔隙组成件神 (二 )土坡水分 土壤容水度是在上壤某

深度 容 重 孔 隙 组 成

(
c m ) (入Ig m

一 3
) > 2 0牛: m 通气孔隙 < 2件m微孔隙

0一 10 1
.

2 0 1任
.

0 2 2
.

9

10一2 0 1
.

20 1 1
.

3 2 2
.

9

3 0一 4 0 1
.

生8 1
.

3 2 3
.

1

5 0一 6 0 1
.

3 9 4
.

斗 2 1
.

7

一含水量时
,

微小的土壤水吸力变化而引起

的土壤含水量的变化值
。

它反映了土壤孔隙

对水分的调蓄能力
。

黄泥土的容水度较小
,

而有效水含量较高
,

因而 土壤中水不易释放
,

且在降雨过程中
,

不易接纳雨水
,
致使地下

水位上升快
。

此外
, 土壤渗透速度对小麦生长也很重要

。

因为土壤具有一定的渗漏速度有利于排水除

溃
。

经测定
,
黄泥土的耕作层及犁底层的渗漏速度为 0

.

29 毫米 /天和 0
.

0 68 毫米 /天
,

渗透速度

偏低
,
排水不力

,
易成渍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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