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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管理对土壤性状的影响及其慧义

中国抖学院土壤研究所常熟工作姐

水稻栽培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
,

农 民在栽培和 田简管理方面也积累了极其丰富的

握阶
,

水分瞥理就是其中之一
。

所鹉水分管理就是通过灌排翻节水稻的土壤水分状况
,

并

以影响土壤的其他性状从而控制水稻的生长发育
,

达到水稻高产
。

我国各地农民都有一套适合当地具休条件的水分管理方法
一 , 】, 如全国劳模陈永康  

同志的
“
三黄三黑

, ’ ,

就是一套极为严格的水浆管理方法
,

用以控制和调节水稻的生长发

育
,

达到高产
。

再如湖南农民更把水稻整个生长期的水分管理方法以歌箫形式生动地反

映出来
。

至龚整地巴脊水
,

栽抉灌佃提脚水
,

想抉舍兜排一水
,

控制癸兜灌深水
,

邀肥扯草眨眨水
,

秧棵大肥脱一水
,

孕藕揭花三寸水
, 一

谷到黄头挖于水
。

为了总拮这方面的丰富握阶
,

了解不同的水分管理对土壤性厦的影响
,

以及水分管理

在培养士壤肥力上的作用
,

我所于 年同植物生理研究所
、

常熟县农 田水利献酸站合

作
,

在常熟白茹人民公社进行了不同灌溉方式和烤田的献盼
。

本文就根据这一季水稻至

开花期为止所得的材料写成
。

试脆处理 与方法

截阶田小区面积为 亩
,

没有重复
。

土墩是鳝血岛山士
,

肥力状况如表
。

我 碱脸田肠血岛山土肥力分析
土组所分析室分析

一,

一气一
,阮少,主,上,孟

仓一巧 厘米

巧一明 星米

一 厘米

·

”
·

‘
·

斗 ”
·

,

·

”
·

‘
·

一
。

斗
。 。

斗
。

斗 斗

前作为小麦
,

并深耕 尺
,

栽秧前耕深 寸左右
,

每小区施草塘泥 担作基肥
。

于

月 日栽秧
,

秧龄 天
,

品种是 ”
,

密度为 又 方
,

每穴的 裸左右
。

截阶处理如下

深水灌 既 不烤田

浅水勤灌 不烤田

亚 干干湿湿 烤田

浅水勤灌 烤田

参加工作的人晨 锡国治
、
王敬华

、

朱兆良
、

叶世像
、

丁昌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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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 湿涌灌溉 烤田 湿浦灌溉 不烤田
。

月 日开始分集
,

月 日开始找节
,

月 日上午排水烤田
,

日上午复水
,

但

日下午降雨 毫米
。

月 日开始抽穗揭花
。

于 月 日施过磷酸钙每小区 斤
,

尿素 斤 月 , 日除深水灌溉处理施 斤硫

按外
,

其他几个处理各为 。斤
。

灌溉水是利用当地的内河水
。

为了防止漏水
,

所以于栽秧前在各小区之简筑了较牢

固的田埂
。

作埂时其周围的土壤曾搬动过
,

再加上去年深耕整地盾量不佳
,

故处理简及一

个处理内之水稻生长不甚均一
。

在水稻生长期简观测的项 目及方法如下

电导 利用带风音器的 伏直流电小型惠氏电桥测定耕层土壤的电阻
,

然后根据下

式换算为 ℃ 的电导率
‘ ,

一

。
二 ℃

。 ‘为被侧物的温度
。

另
。 。

为 ℃ 时被测物的电导率
。 ,

为

被测物在 ℃ 时的电导率
,

它等于所侧得电阻的倒数乘以电极常数
,

即
。

本拭一一

脸所用电极的常数在 ℃ 时为 ‘
。

用雷磁电位舒及玻璃电极测得
。

氧化还原电位 用上述电位舒及白金和鲍和甘汞电极 定
。

斗 代换性还原物质 用湿土以 声
、

, 多的
·

刃 溶液提取之
。

亚效 用 联氮苯显色后进行光电比色
。

亚括 用 粗 氧化显色后进行光电此色
。

水溶性硅 以 拓的用酸按溶液来显色
,

与以路酸钾配制的标准液用 目浏来此色 !

利用排水收集器采集田中的渗漏水
,

同时也取灌溉水
。

除作了 七逮的分析项 目外
,

还作了

 水中溶解氧 利用在硷性溶液中低价的鱼氧化盆能被氧化成高价的盆化物
,

后者

氧化盐酸放出氛气
。

在碘化却存在时氯取代出等当量的碘
,

用硫代硫酸纳溶液来漏定碘
,

以淀粉作指示荆
,

实际上是碘量法
。

但因渗漏水中有还原性物盾如亚敛等
,

故先用澳水氧

化
,

然后用水锡酸溶液使与多余的俱水化合
,

再以碘量法定氧  侧
。

水中溶解的二氧化碳 用碳酸纳溶液滴至酚酞献为止
。

水的硷度 以标准酸滴之
。

耕层土壤紧突度 硬度 用木制水田土壤耕层硬度测定仪侧定
,

主要是用一定的重

力打击
,

依其向下伸入耕层的深度来衡量
。

此外报告中还利用了合作单位观测的部分有

关费料
。

桔果 与肘翁

水稻士在演水条件下与早地土壤相比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

有其极特殊的性状
,

它是水

稻生活居住的必需环境
。

但由于灌溉方式及水稻各生育期田中水分状况的不同都能引起

土壤理化生物等特性发生深刻的变化
。

作为水稻营养环境的这些变化必然会对它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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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及其产量发生很大的影响
。

士壤理化生物特性的变化是互相制豹的
,

密切相关的
。

对

水稻的任何一个影响都是它俩共同作用的拮果
。

但为了方便起晃
,

我俩还是把它分别加

以衬渝
。

由于在写本报告时水稻还未胶割
,

所以这个尉渝是极初步的
。

一
、

不同灌溉方式对土壤性状及水循生长发育的形响

在农民中通用的灌溉方式大休上有 深水灌溉
,

浅水勤灌
,

千 干湿 湿、

湿消灌溉等四种
。

这些方式对土爆酬生状及水稻生长发育都有其一定的作用
。

现就所

得的初步材料来分别甜渝
。

一 不同灌溉方式对土城水分状况的影响 灌溉献阶表明虽然从水层较厚的深

水灌溉到无水层的湿消灌溉
,

但它俩对耕层土壤水分状况的影响没有什么差异
,

都是处于

过鲍和的状态
,

因此都缺少空气
,

可是各处理的耗水量刻不等 表
。

我

矿蔺翅边通

不同沮溉方宜的耗水

代 号 月 日至 日的泉积耗水全

来米来米米米落毫毫奎落奄
。

书
。

,

。

。

。

,
。

相 对 量

 

溉湿灌 滋灌溉溉湿勤灌灌勤千水水消水消深干踢浅很湿皿班万砚

由表 可兄
,

耗水量大小的顺序是 , ,
,

即水层加深耗水量

增大
。

因各个处理其他条件基本相同
,

故可以抓为它俩因田面蒸发及植物蒸腾所耗水量

可欣为大休一致
。

这样耗水的大小完全是因渗漏量的多少所造成的
。

而这种渗漏速度的

大小
,

似由田简水层厚薄引起的静水压大小所致
。

表 既明深水灌溉的渗漏水量较湿消

灌溉大 倍之多
,

从节豹用水来看
,

湿浦灌溉似乎较好
,

但农民的握阶征明适当的漏水 

更为有利
。

虽然这方面偷缺青料予已视明
,

但不难想象渗漏量的大小将严重地影响土壤

环境的更新
。

例如氧气的翰法
,

养份及有毒物质的移动
、

淋失及其浓度的变化等都将受到

渗漏速度的影响
,

从而也将影响到水稻土的肥力和水稻的生长发育
。

表 精果或多或少

地靓明了这一点
。

我 不同双班方式滋 水的电导

派犷凡之 电导率 口一 哟
相 对 比 鞍

盯
且,几门几

斗 义 咭
。

只

溉灌 滋溉助滋润水水裸挽砚

由表 可晃
,

电导率与渗漏量成反此
。

虽然我俩尚缺乏渗漏水的千物盾和艳对量的

数据 ,但此校表 及表 的相对数值
,

电导率的差异并不是稀释之故
,

表明不同灌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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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渗漏水所携带的干物盾总量是不相等的
。

当然溶种差异在土壤环境更新等方面上的意

义还待深入一步的研究
。

二 灌溉方式对耕层土级温度状况的形响 不同灌溉方式造成了田面复盖水层厚
币

薄不同
,

将大大地影响到热量的 吸收传导和幅射
,

从而对耕层土壤温度发生影响
,

观侧拮

果征明了这种影响是显著的
。

兹将 月 日至 日土温昼夜变化的观测拮果列如表
。

我 不向滋滋方式对耕层土翻沮度七℃ 盛化的肠明

介
、

履
气

深 水 灌 溉 干 干 湿 湿 浅 水 勤 灌
通

厘米 巧 厘米
, ‘ , 来 ,

,
‘”, 来

湿 消 滋 概
,

,

厘来

日 最 高 沮 度

日 最 低 沮 度

日 沮 差

。 。

。

。

。

。

, 。
’

‘,
‘

。 ’ ”
’

‘ ”

。

, 下 牛
。

从表 可晃
,

随水层的加深
,

耕层最高土温 渐减低
,

而最低温度刻渐增
,

故水层加

深
,

 耕层土温日温差小
。

可兑水层阻碍热的传导
,

具有保温作用
。

三 各种灌溉方式对土典暇化坯原状况的形响 各种 灌溉方式对 士壤氧化还

原状况的影响基本是一致的 晃表
,

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
,

在 定的层次内 即使是在

一般人所孰为的湿澜灌既能有空气透入降低耕层的还原张度的小区中其耕层的电位也并

不高
,

这也表明屯仍缺少氧气
。

实际上通过灌溉水翰入耕层的氧气深水灌溉比湿涌处理

要多 倍以上
。

这点也可能是深水处理耕层电位不特 低的原因之一
。

可晃在耕层士壤

水分鲍和的条件下
,

不同的灌溉方式对土壤氧化还原抉况所起的影响主要决定于灌溉水

所带入氧气的多少
。

不但不同灌溉方式的电位没有什么差异
,

就是与电位密切相关的亚

铁
、

亚盆亦是如此
。

四 灌溉方式对土坡耕层中离子总泣度的形响 电导率是土壤水中离子浓度的

一个指标
,

与离子浓度成正相关
。

在通常情况下
,

宅反映出土壤养分总浓度的大小
,

表

中水稻三个生长期的测定桔果表明不同灌溉方式电导率或离子浓度大小的次序是湿澜

干干湿湿 浅水 深水
,

与耗水量的大小 表 成反相关
,

而与渗漏水的电导率 表 呈

正相关
。

再一次靓明在不同灌溉方式下被淋失的离子数量不相等
。

何者对水稻生长发育

最有利
,

肯待进一步研究
。

( 五) 不同灌溉对水循生长发育的影响 不同灌溉方式对土壤水分
、

氧化坯原状况

以及离子总浓度等影响已如上述
,

显然这一些影响将反映到植株的生长情况 上
。

以 卜就

是不同灌溉处理植株生长状况比较有显著差异的几点
:

1
.
秧苗返青以湿谓灌溉为最慢

。

2

.

分集率以湿渭灌溉最高
,

其他处理差异不明显
。

3

.

深水灌溉和浅水勤灌而不进行烤田的
,

在灌浆初期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倒伏现象
。

4

.

在有病虫害发生 的情况下湿渭灌溉与干干湿湿处理的较为严重
。

显然
,

有关不同灌溉方式下的士壤性状和植株的生长状况
,

我们所掌握的青料还不

多
,

因此它俩之简内在联系 目前尚难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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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S 不同沮沮对土月耕层电导率的形响

(25 ,c x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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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烤田对土城性状的影响及其愈义

烤田 在我国南方是构成水分管理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措施
。

所稍烤田
,

就是在水稻

生长发育的某一时期把田简的水排干几天
,

然后再灌上水
。

在烤田的程度上有极重之分
,

章季晚稻一般都在拔节期进行一次
“
重烤

” 。

所带
“
重烤

, ’,

据农民的握阶是烤到 田边羞白
。

中简出砚鸡爪裂或麻株裂为止
。

而辍烤
,

刻指烤到田面不陷脚
,

但能有脚印的程度
。

关于

烤田的时期和程度
,

我国农民俄据其丰富的握瀚
,

溉具休情况来灵活应用的
。

并将这一握

盼概括为
“
高田少晒

,

低田多晒
,

肥田晒老
,

瘦田晒嫩
,

、

在水稻栽培过程中
,

我国农民运用烤田来控制它
,

使其向人俩需要的方向生长发育以

达到增产的 目的
,

并且把
’

仑看作一项极其重要的增产技术措施
,

广泛地被应用在生产实践

中
。

( 一) 烤田对土挂物理性状的影响
‘

烤田的方法是 田面落毛 因此
,

首先引起土城

液相气相的比例及其粗成的变化
,

现分以下几点衬渝
。

1

.

土壤水分状获拍勺变化:在排水烤田前
,

田面上淹有一薄层水
,

这时土壤耕层的水分

呈过鲍和状态
。

耕层水分的过鲍和引起它具有独特的理化生物特 性
。

在物理性盾 上
,

首先是耕层中缺少空气
,

这时耕作层主要是由固相和掖相两部分粗成(如图 i所示)
,

并且

使表层 (0 一10 厘米)土壤呈现欺烂半流动泥糊抉态
,

人若走入田中必然下陷
。

此种状多
可称为固相分散在液相中

,

而犁底层及其以下刻与此相反
,

不但土壤固实
,

而且是固
、

气
、

液三相共同存在
。

当一旦把水排除
,

耕层的水分状况就发生鼓烈的变化
。

例如 8 月 3 日

上午排水烤田
,

当排出田面水后
,
在 8 月 , 日浏定了土壤合水率

,

此时耕层的含水率只占

总孔隙的 91
.
5多 (表 6)

,

可晃田面落千后就会有一定数量的空气进入耕层中
。

3 。

l
士城演相

, 0

图 1

0夙10

.护......‘n内 甘.
4 0
目宝

烤田过祖中士壤固
、

气
、

液三相的变化

:
:
7 月 3。日浏定士城剖面容积含水率的曲挑
8 月 9 日浏定士盛制面容积 含水难 的曲校

2
.
8月 , 日河定士峨剖面容积含 水率 的曲技

主 8 月 1斗日浏定土奥剖面容积含水率的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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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随着烤田过程的进展
,

耕作层水分的诚少
,

土壤空气也在逐步增加
,

如当达重烤时
,

耕

层士壤含水率占总孔隙的 7,
.
, 界

,

表明耕层土壤由泥糊状态
,

因烤田而梢变为比较固实

的耕层
,

并有空气居入
,

使耕层三相的比例发生了互大的变化
。

烤田过程中士壤耕层水分的减少
,

并不是等速的
,

这点可从图 2 的脱水曲钱中看出
。

当达秘烤之后和重烤之前
,

有几天脱水较翰烈
,

其具休表现是 8 月 9 日到 n 日那段脱水

曲修的斜率较其他两段为大
。

显然这与田面蒸发
、

水稻蒸房及自由水下移等相关
。

从图 2 的脱水曲修上还可以看到
,

随着烤田的进展
,

在剖面中 40 一50 厘米以上各层

水分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
,

而 40 一50 厘米处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

土壤耕层水分状况在烤田过程中的变化
,

必然会引起土壤耕层的其他理化
、

生物等特

性的变化
,

从而影响到水稻的生命活动
。

现有的材料
,

征实了这些变化的存在
,

也显示出

这些变化是密切相关的
。

2

.

士壤室气状况的变化
:
如前所述

,

在淹水时耕层几乎没有空气存在
。

排除 田面水

后
,

察中大气就会进入耕层中
,

并使原来长期阴在沉实层下部的空气得以与夫气进行交

撞
。

在淹水条件下
,

耕层下部的土壤空气是以 C O : 为主
,

而 q RIJ 很少
,

这是可以想象得

到的
。

另外
,

从我俩渗漏水的分析拮果(觅表 10 )也可以得到了简接的征实
。

如烤田前 7

月 30 日测定渗漏水中溶解的 c oz
,

每升中有 74. 5毫克
,

溶解 认 的合量每升 为 L弘 毫

克
,

侧定时水温为 28
.
0℃ ;而在 7 月 17 日侧定的 田面水则不含有 c O Z, 其含氧量比渗漏

水高 ,
.
5 倍

,

侧定时水温为 27
.
5℃

。

温度虽只差 0. 5℃
,

但溶解的气体量则有很大 的差

异
。

渗漏水中含有高量的 C q 和极少量的氧
,

不能不对耕层下部土壤空气粗成发生很大

的影响
。

一且排出田面水不仅耕层有空气进入
,

下层士壤空气与含 c 0 2 只有 0
.
03 多的大

气进行交换
,

其粗成也必然发生较大的改变
。

即 C仇 合量降低
,

氧气含量增加
。

·

土壤通

气状况及其空气粗成的变化
,

必然会引起耕层中电位的上升及还原物质的诚少
,

从而也会

对稻根产生重大的影响
。

3

.

耕层士壤款硬度的变化 :烤田前
,

田面积水
,

耕层士壤水分呈过鲍和状态
。

如前所

远
,

此时耕层土壤分散于水中呈半流动泥糊状
。

当烤田时
,

它由软烂而解为较板拮
,

但当

复水之后
,

屯并不恢复原状呈半流休
。

可以把它比作如泡在水中的羹状物一样
,

即软而又

不烂
。

从 9 月 22 日测定耕层教硬度的拮果来看
,

这个差异也是存在的
。

如将2. 5 公斤的

重睡提高 15 厘米后
,

合其自由落下
,

如此速击 , 次
,

HlJ 紧实度测定仪被打入耕层的深度烤
,

田小区为5. 2 厘米
,

不烤田MlJ 为 6. 4 厘米
。

另外
,

当我俩在烤田复水后走入 田中
,

虽然田面

也积水
,

但脚却不下陷
,

只戚到稍教;而不烤田者则仍然下陷
。

烤田引起的这种变化对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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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水稻倒伏和秋收作业都有极大的好处
。

4

.

士壤渗漏量的变化
:
土壤握过烤田

,

由于田面发生开裂
,

必然会引起渗漏量的增加
。

这一点可以从表 7 中看出
,

烤田前
,

浅水勤灌的两个小区渗漏量的差异较小
,

不烤田小区

校烤田小区平均每天多渗漏 1
.8 毫米

。

但在烤田之后
,

烤田小区较不烤田小区的渗漏量

尸
J
O

�勺尸O

脚
J
O

�办
一

“
�

左
占泥性nO
3含水量�%�

3/8 9/ 8 11/8
时简(日/月)

图 2 烤田过移中部面各层的水分变化

14 / 8

平均每天夫 2
.
38 倍

,

而和烤田前比AlJ 大 2
.
35 倍

,

不烤田小区反而每夭少渗漏 1
.
9 毫米

。

在

此期简即水稻从营养生长斡入生殖生长的阶段
,

根部需氧最多
,

而地上部因节简加长
,

通

气粗橄不甚发达之际
,

加大渗漏量就显得有其重要的意义
。

另一方面可使烤田期阴新矿化出的有效养分向下部移动
,

供抬下层新生根的利用
,

同

时也可以从还原的耕层中多淋洗出一些对水稻有害的还原性物质
。

农民反映
:
不漏水的

田或漏水太快的田都不会高产
。
日本奥有人t11

一川在这方面作了初步研究
,

并提出所箫
“
适

当渗漏量
, ,

的周愚
。

看来只作量的研究还不够
,

必填采取现代的物理化学方法分析渗漏水

的成分罗以揭发其与水稻土形成及水稻生长发育的关系
,

为剧造高产水稻土和进一步提高

水稻产量提出新的途径
。

( 二) 烤田对土公化学特性的形响

1
.
笔化还原电位的变化

:
在烤田前整个耕层除表面几毫米外

,

都处于还原状都 而耕

层以下至地下水位以上告为氧化状态
,

这点如表 1及图 3 所示
。

但当排水时
,

由于耕层士像水分的降低及空气的透入
,

使耕层大量的有害的还原物厦

思上搏化为氧化物
,

同时也由于耕层从儿乎无氧一跃而为含有一定量的氧气
,

就必然引起

氧化还原电位的升高
。

其变化的特点与脱水曲钱 (图 2)有些相似
。

耕层 电位在烤田时这种盾的突变
,

也标志着土壤中氧气的增多及还原物 盾的诚少
。

电位的变化也与土镶中的生物活动及 N H 犷N
、

N O 犷N
.
的消长密切相关

。

这种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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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突变会对水稻生长发育产生一定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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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氧化还原电位的变化与低价铁
、

锰变化相关
,

测定精果表明低价敛和锰的变化

与氧化还原电位的变化相一致
,

其中特别是对水稻有毒害作用 (当宅存在量多时)的亚铁
,

在烤田时有显著减少(表 s)
,

但耕层下部HlJ 变化不大 ;而锰虽然也有所诚少
,

但不象亚叙

变化那样睑烈
。

大量亚戮的减少
,

对根的生命活动来魏是有利的
。

2

.

耕层土壤电导的变化
:
在烤田前后土壤水分过鲍和的情况下

,

我俩曾用惠氏电桥测

定其电导率的变化
,

桔果如表 9o

由精果可兑
,

在烤田后土壤水溶液中能导电的物盾的浓度比烤田前或不烤田处理都

有所增加
。

可以欲为水田土壤电导的增高
,

主要是由于水溶液中还原性敛
、

锰
、

c 伍 及

艘态氮的增多而造成的拮果
,

但是从表 8及表 10 来看
,

烤田后(15/8 及 工7 / 8 ) 3一10 厘米

内的亚铁含量比烤田前(30 /7)低很多 ;而耕层中 (3一10 厘米)亚锰及渗漏中之 c o Z也比

烤田前少一些
。

然而电导率RlJ 有增加
,

这就使我俩联想到可能象爵多材料所征明系由于

烤田后耕层土竣中嫂态氮大量的增多所致
。

这样看来
,

烤田对水稻幼穗分化是有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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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烤田过程中渗漏水的研究 关千研究渗漏水的重要性
,

亦已为我国农民的视

阶所孤实
,

eIJ 水田要适当漏水
。

宅的成分和移动速度除 与水稻土生成发育有密切相关外
,

也关系到在水稍生长期简土壤环境代谢产物的更新
。

从表 10 中可以看到灌溉水握过耕层之后其化学性盾已发生了盾的变化
。

很明显的是

PH 及电位的下降
,

c o
Z

含量的增高
,

氧气含量的诚少
,

并含有少量的亚敛和亚锰
。

这种

变化与水稻土耕层士壤的特性及水稻的生命活动密切相关
。

也可以看到在 复水 30 小时

后
,

因渗漏速度加大
,

所以其电位
、

含氧量及 pH 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高
,

而 c 0 2、 亚跌
、

电导等BlJ 是下降的
。

渗漏水中还含有麓单有机物及 N H 才
、

P o 矛
、

ca ++

、
M g

+ 十 、

K
+

等
,

它俩也随着水 分的

渗漏而流失
,

虽然通过灌溉水可以补充一些
,

但考虑养分平衡时也艳不应忽视这一部分
。

从烤田前渗漏水中 51 0 2的含量来看
,

水稻土耕层之中 si q 在淹水条件
一

F

,

不但可溶性增

二大
,

而且也有一定淋失
。

可是它的可溶性增大对水稻防病害
、

抗倒伏方面有其特别重要的

意义
,

这已为解多材料所征实〔l.1
。

还征明它与氮
、

却有相对称的关系
,

同时屯也促进水稻

对磷的吸收及其在体内的移动
。

渗漏水的分析征明 :在水稻长期简的淹水条件下
,

耕层中缺少氧气
,

而 c 0 2 刻很多
。

这对根的生命活动是不利的
,

会抑制水稻对养分及水分的吸收
。

c h an
g 和 L 阅加1

5
[151 征明

水稽的水培液中
,

每小时通以 10 分钟的 cq
,

水分吸收降低 14 一巧拓
,

同时养分的吸收

以 K > N > P > ca > M g 的顺序受到阻滞
。

另外
,

氧气的缺少是按 P > K > si > M g

> N H 月一N > H
Z
o > ca > M

n
次序抑制水稻对水分及养分的吸牧t16 lo

(四) 烤田与水稻生长发育的关系 水稻到拔节期
,

在生理上是由一个生育期(营

养生长期)过渡到另一个生育期(生殖生长期)
,

此时环境缺水
,
常有增产效用

。

因为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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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养料
, 同时根之呼吸也最旺盛(表 11)

,

其耗氧量已达高攀‘
钾

。

若土

壤中缺少氧气或 c认 及 H zS 累积过多[1s]
,

都会抑制水稻对士壤养分的吸收
,

使新根受

害
。

这可能是我国农民称为的
“
秋败

, ’

等简题的产生原因之一
。

农民挺阶也是如此
,

即烤田改善了土壤环境
,

解决了此时水稻与环境条件的矛盾
,

所

以烤田能增产
。

1

.

烤田对水稻根系的影响 :在烤田过程中
,

因耕层土壤水分的械少
,

察气的透入
,

翰还

原状况的消除
,

叭表 12 可兑烤田与不烤田相比
,

首先是促使黑根数显著诚少
,

黄根增多
。

回水后虽然黑根又增多了
,

但和不烤田相比还是少得多
,

可是白根HlJ 增加很多
。

速系各种

根的机能〔叨来看
,

由于烤田引起的这种变化确是改善了水稻对养分的吸
J佼

,

因此不能不盆

宅为水稻的生殖生长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

烤田的功效不 止于此
,

在根量上及各种根在剖

面中的分布上也引起了一些深刻的变化
。

玻 11 根的呼吸强度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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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解重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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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3 来看
,

可以献为烤田能促使根系下伸还是白根
,

而其他各种根在剖面 中 的

分布
,

烤田 与不烤田者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
,

这点对具有吸收机能的白根来砚就更

有其特殊的意义
。

‘

在烤田过程中曹观察到水稻吸妆养分的主角
—

翩根进行 了 一次更

新
。

由表 13 上可觅
,

因烤田引起白根下伸
,

所以各种根在剖面各层的分配比例也相应的

有所变动
,

明显地是白根在下层所占此例都大大增加
。

从根的质量
、

数量及下扎情况来

看
,

烤田是比不烤田扩大了根的营养面积及活动范围
。

这样也可以靓烤田还是充分利用

土城养料的一项农业技术措施
。

烤田提高了根的数量与瘴量
,

加强了根系活动能力的另

一征据是根的呼吸作用加孩了味
11)。

回水后虽然根之呼吸张度都有些下降
,

烤田者下降的慢一些
。

这点除与其根的盾量

好有关外
,

也艳不能忽视因烤田引起渗漏量增大近乎 2
.
4 倍的意义

。

这意味着通过灌溉水

每天平均向士壤中翰送氧气比不烤田者多了将近 2
.
4 倍

。

另外如把 还原性有毒物 盾及

co ,

带走
,

并从表土带下一定量的养料供新根利用等
。

总之
,

根的一系列变化都与因烤田

引起上壤理化生物特性的改变密切相关
。

2

.

烤田对水稻地上部的影响
:
烤田引起土壤理化生物特性的变化

,

并进而提高了根的

厦量与数量等就不能引起植物地上部分的反应
。

首先是在烤田过程中水稻从青释色变为

黄糠色或淡糠色
,

而回水后又棘变为青椽和深绿
。

这种变化与叶片中全氮量低于不烤田

相关(晃表 14)
。

这就是陈永康同志所提出的第二黄及第二黑
。

一般以为烤田可使童禅粗壮
,

但就我俩对第二节的观测来看
,

长粗到没发现反而栩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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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

但长壮这确是事实
。

如烤田处理被不烤田者机械粗撇厚度增加
,

而栩胞简空腔的数 目

及其直径都变小(兑表 1幼
,

并且韧胞排列的也紧密
。

这是排水烤田在抗倒伏上所起的作

用之一
。

烤田促进了地下部的发育
,

也抑制了地上部植株与叶片的生长
,

二者可能是互为因果

的
。

这一点都集中的表现在单粟干重上
。

从表 16 可晃
,

在烤田期简
,

烤田处理 革粟干重

的增长量或增长速度都低于不烤田的
。

这些变化对水稻裤入生殖生长可能都是有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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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 藉

通过今年在大田进行的灌溉献盼
,

我俩可以得出下面 几点初步精萧
:

1
.
探索出在大田 中收集水田渗漏水的方法

,

并对其化学性盾作了初步分析
、

征明灌

溉水通过耕层后其化学性盾发生了互大的变化
。

“
,

2

.

不同灌溉方式
,

在耕层土壤水分鲍和的条件下
,

并未引起士壤氧化还原状况有什么

明显的差异
。

而耕层的温度变化及电导率HlJ 有显著的不同
。

3

.

灌溉方式不同引起士壤渗漏速度及渗漏水电导率都不一致
,

所以渗漏水的化学粗

成可能有差异
。

4

.

湿润灌溉较其他 几个处理的秧苗棘青慢
,

而分集率别高
。

,
.
因烤田改变了耕层士壤水分状况

,
从而引起耕层软硬度及土壤空气粗成

、

渗漏述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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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变化
。

、

6

.

由于士城耕层脱水及空气透入
,

所以在烤田过程中
,

电位由低而高
,

复水后又降低
。

然而还原性的教及锰刻与电位的变化完全相反
,

即由多到少
,

褥而又多
。

7

.

烤田促使黑根诚少
,

白根下伸
,

翩根更新
,

根的呼吸孩度增大
。

又能抑制水稻地上

部童
、

叶的伸长生长
,

从而降低了单集干重的增加
。

也促使稻株第二节的粗橄拮构紧密显

得壮了一些
,

故可增孩抗倒伏能力
。

.

烤田对水稍的这些影响都与土堪环境的改变密切相关
。

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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