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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玉 山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 )

土壤水分是土壤肥力基本要素之一
,

也是作物的主要营养物厦
。

保征土壤中备有充

足的蓄水量是一切作物获得丰产的基础
。

在我国北方地区
,

农业生产常因降水不足和分

配不匀而遭受千早威胁
,

研究土壤水分状况对抗旱保产和进一步提高作物产量都有重要

意义
。

澳土分布在陕西关中平原
,

为我国著名的粮棉产区
。

除一部分已受渭惠
、

湮惠等渠

灌溉外
,

大部仍属旱源
。

旱源地区地下水深 30 一50 米
,

降水是农业生产中唯一的水分抬

源
,

握常出现长时简的季节性干旱
。

但这一地区与其他北方旱区相比
,

作物的产量水平则

较高而稳定
,

尤其主要作物冬小麦
,

在 1 9 , 4 年武功
、

岐山两县全县亩产已分别达到 2 96 和

30 9 斤
,
1 9 5 5 年春季虽遇到严重干旱情况(三

、

四
、

五月降水共 29 毫米)亩产依然分别达到

27 。和 2 60 斤 [1. 匀
。

甚至在百 日大旱的 19 6 0 年
,

歇搓小麦1) 单产仍接近常年 2) 。

本区能在降

水条件差别显著的年份内得到比较稳定的作物产量
,

与壤土的蓄水性能有密切关系
。

因

之研究澳土水分状况及其在稠节作物水分营养中的作用更有其特殊意义
。

1 9 5 7年我们开始在我所九区草田翰作拭盼中
,

而后又在总精农业丰产握输工作中
,

开

展了此厦研究
,

迄今仍在进行
。

鉴于我国近年来速疲遭到干旱危害
,

杭旱保产成为农业生

产中的迫切任务
。

同时
,

保征作物丰产需要的水分条件也是农业中一项长期性重要任务
,

所以现在根据已得查料作一初步总拮
,

以作为运用本地区丰产握盼和研究土壤肥力之参

考
。

一
、

研究地区的气候
、

土族条件

我们的工作是在武功县头道源旱地上进行的(渭河第三极阶地 )
。

由于地势高 (海拔

”, 米)
,

地下水深
,

一向无灌水条件
,

故通称为
“
旱源

, , 。

这一地区气候比较温暖
,

年平均

温度为 13 ℃ ; 7 月份最高
,

为 26 ℃ ; l 月份最低
,

为一 2℃
。

冬季土壤精冻时期短
,

冻层浅
,

只有十数厘米深
。

降雪很少
,

且遇中午 日暖郎行融化
,

不易形成复雪层
。

降水量多年平均

为 64 0 毫米
,

水面蒸发量为 1, 40 0 毫米
,

属半湿澜
、

半干旱地带
。

本区年降水总量一般巍来可以满足当地现有农作制度的粽合需要
。

早情的形成是 由

于降水量在各年简的不稳定性和一年内分配的不均匀性所致
。

据武功气象站 1 9 3 5 年以

来的气象豁录
,

年降水量最少为 4劳 毫米(l 9 39 年)
,

最多为 9 79 毫米 (1 9 5 8 年)
,

以致每逢

缺雨年份就发生严重干旱
。

一年之内暖季半年 (4一 9 月)降水量占全年的 81
.

8 % ; 冶季半

本文在朱显琪
、

杜豁然先生指导下写成
。

D 种在夏季休阴地上的小麦当地称为歇搓或正搓麦
。

2) 根据本所彭林的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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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0一 3 月 )只占 18
.

2拓
。

实际上各个年份内不同月份降水量分配的不均匀性远超过平

均值
,

以致在年降水量并不太少的情况下
,

一旦遇到较长时期的季节性千早
,

仍能造成早

情
。

当地农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这种水分条件下形成起来的
。

通过合理翰作和恰当

地进行耕作保墒
,

正确和充分地利用土壤蓄水性能
,

是克服降水不利年份干旱影响的有效

手段
。

埋土是发育在深厚黄土母盾上的古老耕种土壤
。

过去曾被称为栗钙土
、

灰褐土等
。

近年来由朱显摸先生定名为
“

埋土
” 1) ,

为关中平原主要土壤
。

武功头道源的杠油土是澳土

中的一个有代表性的土种
,

具有埃土的一般性厦
,

可以反映埃土的一般特性
。

埃土由于握

受了人类长期耕耘
、

施肥
、

栽种作物的影响
,

形成了特有的土壤剖面形态
。

.

其主要特征是 :

在古自然土壤表面上由于长期施用土粪堆积了一层厚豹 60 厘米的熟化复盖层
,

较疏松
,

呈粒状和块状桔构 ; 60 一12 0 厘米明显地分布有一层棕褐色土带
,

郎古自然土壤的粘化

层
,

有时也兑有薄层腐殖盾的凌存
,

呈棱柱状桔构
。

粘化层以下为具有多量石灰菌林体和

小型钙盾精核的淀积层 ;再下则向比较钝泽的黄土母厦过渡
。

除耕层外
,

整个剖面腐殖厦

含量均小于 1拓
。

机械祖成比较均匀
,

属粘壤至帆粘盾(表 l)
。

中部粘化层被粘重
。

但鼓

种土壤由于土粒常呈团聚体状态出现
,

用手触摸酷似壤土
。

Yo der 法分析耕层大于 0
.

2乡毫

米的团粒可达 30 一” %
,

干筋法Al1 高达 95 务
。
干筛下的团聚体如果不是骤然浸水

,

而在

逐渐被水浸消情况下
,

很少崩解
。

此种性状对渗透性和保水性当发生重要影响
。

获 1 武功头组翻场土耕地(y r一1
一)剖面机械粗成 (西北生物土奥所胶化室食料)

深深 度度 粒 径 (落 米 ) 粗 成 (%)))

(((厘米))))))))))))))))))))))))))))))))))))))))))))))))))))))))))))))))))))))))))))))))))))))))))) lllll一0
.

555 0
.

5一0 111 0
.

1一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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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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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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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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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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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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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0一4 000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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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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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88 1 9
.

1斗斗 1 3
.

2 000

444 Q一 6 222 0
.

4 555 0
。

6 777 2
.

2 444 斗6
.

6 888 1 8
。

3 000 1 7
.

5 111 14
.

0 000

666 2一1 2 333 5
.

2 000 0
.

4 111 2
.

6 000 」4
.

6 000 1 0
.

斗000 1 8
.

8 000 2 8
.

0 000

111 2 3一1 4 000 0
.

3 000 1
.

7 000 5
.

2 000 4 2
.

0 000 1 2
.

0000 1 8
.

0 000 2 0
.

8 000

111 4 0一1 5 999 1
.

2 000 0
。

8000 5
.

6 000 4斗
.

4 000 1 2
.

4 000 1 7
.

6 000 1 8
.

0 000

1115 9一 2 0 000 2
.

0 000 l
。

6000 6
.

1 000 4 5
.

2 000 1 3
.

2 000 1 3
.

2 000 巧
.

6 000

二
、

埃土水分的基本性质及其动态的一般规律

(一) 坟土水分的签本性厦

本地区地下水位很深
,

土壤水分状况不受地下水影响
,

而以悬着水状态存在 ; 同时
,
由

于懊土渗透性良好
,

在自然情况下
,

一般不存在水分毛管鲍和和最大鲍和的情况
。

从作物

生长观点出发
,

可以采用表 2 所列的水分性厦和有关的物理性状来反映澳土水分的肥力

特性(表 2 )
。

从表 2 中
,

对壤土水分的肥力特性可以获得以下概念 : (l) 噢土剖面中空隙很发达
,

2 米深土层内为 46 一 53 务
。

在田简持水量湿度下
,

充气孔隙率仍保持在 18 一27 务之简
。

1) 根据朱显摸的研究登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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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艳大多数作物高产需要的适宜孔隙率豹为土壤容积的 20 一25 外[3]
,

可以献为
,

壤土不

存在水气矛盾的对立状态
。

这拾作物根系发育以利用深层储水8lJ 造了良好条件 ; (2 )埃土

具有良好的渗透性能
,

一小时渗透总量达到 7 0 毫米
,

这表明比较平坦的源面上在一般降

水情况下
,

不易发生地表径流
,

而具有较高的雨水吸收率
。

同时
,

渗透性能良好也可避免

土壤中发生水分鲍和而使通气恶化的情况 ; (3 )可能由于大孔隙(如虫孔
、

根孔
、

垂直裂隙 )

发达
,

持水力不算太高
,

但因剖面深厚
,

土壤内储水量仍较丰富
。 2米深土层的最大储水量

可达 5刊 毫米以上
,

接近一年的降水量 ; (4 )意味着水分以液态形式移动停止的 田简稳定

湿度占田简持水量 75 一80 务
,

具有较好的保水力 ; (, )大部分土层的雕萎湿度为 9务
,

有效

水合量豹占最大蓄水能力的一半
, 2 米深土层可达 2” 毫米

,

数量是较大的
。

以上分析税明埋土具有颇为良好的水分性质和蓄水性能
。

如果通过合理翰作
、

正确

耕作等措施
,

有可能在气候多变的情况下
,

取得作物的稳定收成
。

如 19 5 5 年秋冬土壤储

水丰富
,

使小麦免于春旱
,

获得中上等产量 ; 19 6 0一 19 6 1 年冬春四个月无雨
,

水面蒸发达

到 2 51 毫米
, 2 米深土层储水量只械少了如

.

3 毫米
,

为冬前储水量的 6 务
。

直到小麦返青

期全部土层仍保持在作物生长的适宜湿度
。

这都是埃土蓄水性能的良好作用
。

(二 ) 澳土水分的剖面动态特征

澳土剖面中的水分主要来 自雨季降水
。

表 3 所列小麦地土壤水分平衡查料表明 ;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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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雨季除补充了由于蒸腾和蒸发消耗引起亏缺的全部水分外
, 2 米 深土 层 尚多 出 19

.

2。

(19 5 7 年)一52 .2 毫米(1 9 6 1 年)
。

超过了亏缺值的水分有一部分AlJ 渗向更深层
。

长年下

渗积累的桔果
,

使更深层也处于非常湿消的状态
。

我们测至 5 米深度
,

都保持在田简持水

量
,

没有出现干层
。

获 3 小班班阴地雨季前后水分嘴缺与补充 . (毫来)

深 度 (厘来) }田 尚 持 水 量 l收获期利余水量 } 亏 缺 水 量 雨季后蓄水量 ! 雨季中补充水t

1 9 5 7 (翰 作 拭 脆)

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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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2
.

7

3 8
.

8

2 9
。

8

1 5 6
.

5

育几,‘n一
d.一
斗..

⋯
6透

.j
工O矛八U,一月,月,,j工工J

,
且
J.l‘.1..1工J夕0一5 0

5 0一10 0

10 0一15 0

15 0一2 0 0

0一2 0 0

13 7
.

1

13 8
.

4

13 7
。

8

1 2 9
.

0

5 4 2
.

3

8 0
。

9

10 1
。

5

10 2
.

2

10 9
.

3

3 9 3
.

9

5 6
。

2

3 6
。

9

3 5
。

6

19
。

7

14 8
.

4

1 9 6 1 (6 1一 5 号 田 )

97
1,n

.

⋯
砚护月,,‘,‘

户爪U户6产0飞一,了9,‘,‘.

⋯
�才矛目、夕目了一O�、夕月,�夕、

叨.几0一5 0

5 0一 10 0

10 0一15 0

1 5 0一2 0 0

Oee 2 0 0

13 7
.

1

13 8
.

4

1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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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壤湿消到 田背持水量
,

在蒸发下水分具有向蒸发表层整层上移的能力 [4]
。

懊土水

土集沮度 (对干土宜% )

度�皿米�

l佑7年X一秋
l肠O年秋一l% l年X
田简持水t

电乙L

2
.

起始泥度
3. 蒸发 82 天 (甲)

蒸发 180 天 (乙 )

图 1 田简条件下
,

土缝物理燕发影响深度 (武功) ,

分上移运行的影响深度在 2 米左右

(图 i )
。

图 1 糟出蒸发 8 2 天和 1 8 0

夭后的湿度变动曲技
。

蒸发末期的

湿度曲核与 田简持水量曲核相交于
2 米附近

。

我俩知道
,

低于田简持

水量的水分不能通过重力作用下渗

流失
,

显然这部分水分是通过上移

蒸发而消耗的
。

士壤水分以液态形式向蒸发表

层移动的速度决定于土壤湿渭 程

度
。

我佣进行的土柱蒸发贰验表

明
, 5 0 厘米深度土壤处在田简持水

量时
,

开始蒸发的头两天
,

水分 日消

耗量为 9. 2 毫米
,

湿浦层湿 度均行

降低
,

Cl
一 向表层积聚的动态指出

,

水分是整层上移的
。

蒸发第 , 天
、

第 10 天 日消耗量降至 0
.

36 一0
.

26 毫米
。

这靓明了雨后及时保墒的强烈时简性
。

l ) 系 5 0一 2 0 0 厘米就箭值
。



3 期 李玉 山 : 壤 土水分 状况 与 作 物生长

我 4 195 7 年软一1, 58 年. 土月汤度动态

1 9 5 7 1 9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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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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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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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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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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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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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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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的上移运行不是无限止的
。

表 4 列出 19 5 7 年秋季干旱无雨天气下湿度变动查

料表明了这一点
。

从 19 5 7 年 9 月至 1 9 5 8 年 2 月长达五个月
,

其中一段时期尚处在蒸发

量较大
、

温度很高的季节内
,

但土壤湿度没有显著的变化
。 0一60 厘米土层湿度稳定在

度�厦米�

15 拓左右
。

只是地表弦烈干燥了
。

这五个月

降水量占年降水量 14
.

2 务; 同期水面蒸发量超

过降水量 3 倍
,

可以款为
,

在田简蒸发条件下土

壤具有稳定地保持一定水量的能力
。

当土壤湿

度降低到一定程度时
,

水分液态运行现象郎行

消失
,

除了表层因扩散蒸发推艘变千外
,

10 或

20 厘米以下土层湿度自p不随时简延长而糙擅降

低
。

整个剖面水分分布出现稳定的均衡状态
。

这种均衡状态下的湿度值
,

我俩暂称为
“田简稳

定湿度
”。

意思是靓
,

在田简条件下
,

它具有相

对稳定的性厦
。

在水分运行最活跃的 。一60 厘

米土层内其值豹等于 1 5一16 务
,

相当于田简持

水量的 80 多
。

这一现象与 A. A
.

p 。朋 等人提

出的 “
毛管联系破裂湿度

”
相似 [4. , ]。 他佣把这

个性质做为一个重要的水分常数
,

看做为水分

的液态形式移动能力降低的突变点
,

因而对植

物的有效性也骤然降低
。

并以此来划分水分对

植物的有效等极临7.8]
。

本地区渭惠渠灌概站的

土壤湿度树千土重% )

—
19 5 7

.

7
.

2 7 一
火
一 195 7

.

10
,

4

一 O一 19 57
.

8
.

1 3

一 △一 19 57
.

9
.

1 3

一
。
一 19 5 7

.

10
.

18

— . 一 19 5 8
.

2
.

2 4

图 2 19 57 年秋一 19 5 8 年春土壤湿度动态

小麦适宜湿度贰硫指出
,

当土壤合水量低于占孔隙的 40 另时产量骤然下降
‘, ,

恰与 15 外

的数值相当
。

当剖面中湿度达到均衡状态时
,

按照水分向蒸发表面移动能力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三

层 :0 一60 厘米为第一层
,

此层易受大气影响
,

水分运行活跃
,

湿度变化范围大
,

在 15 一20 务

之简 (耕层大于此范围 )
。

60 一 2 00 厘米为第二层
,

此层不易受大气影响
,

水分运行援慢
,

湿度变化范围小
,

在 18 一20 务之简
。

因物理蒸发揖失的水量只占田简持水量的 , 一10 务
。

20 0 厘米以下土层的湿度几乎籽年不变
,

始格保持在田简持水量水平
,

只有当作物根系的

l) 陕四渭惠渠灌溉献教站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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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作用参与影响时
,

这种剖面水分分布始起根本变化
。

由此可兑
,

土壤内尤其是在深

层
,

全年内总是保持有大量对作物有效的水分
。

(三) 坟土水分的季节性动态一一年循环的四个阶段

堆土水分季节性动态主要受气候条件的制豹
。

随着降水的周期性和不断发生的蒸发

过程
,

水分状况也呈周期性的变化
。

当有作物参予时
,

这种变化Bl] 表现出进程快
、

弦度大

的特征
。

从第一年雨季到第二年雨季前构成一个土壤水分不断消耗的过程
。

除同期降水

量全部消耗外
,

还消耗了一部分土壤储水
。

如果从年初至年籽作为一个周期看待的菇
,

ll[J

一年内水分消耗与当年降水量相近
。 2米深土壤储水量稳定地保持在 , 00 毫米左右

,

没有

过大的变动
。

埃土水分季节性动态查料列于表 5 和表 6
,

并糟制成湿度动态图(图 3 )
。

依照土壤水

分积累和消耗的平衡关系
,

年循环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

1
.

冬
、

春上层土壤援慢蒸发阶段

这一阶段从头年 11 月至翌年 3 月中旬
。

这段时期气温低
,

蒸发量小
,

降水总量钓占

全年降水量 10 拓
,

且多系小雨
,

只能湿溜表层
,

随郎蒸发
,

没有补充土壤储水的作用
。

本阶段前期 。一60 厘米土层内湿度高于田简稳定湿度
,

秋雨多时
,

可达到田简持水量

(如 19 6 1 年)
,

水分援慢上移
。

当秋雨较少
,

本阶段初期郎处于田简稳定湿度(如 19 , 7 年)
。

狡 5 195 7 年场土落水. 乖肺性动献无作物) (单位 : 落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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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降t�奄米)

深度�皿米)

巨口
,

巨习
2

【I D
3

任皿
,

恤皿
,

皿翻
6

圈田
,

圈姻
:

图 3 噢土休朋地土奥湿度季节性动态

图例 : 1
.

< 9% (对干土重)无效水 ; 2
.

9一n % 无效水 ; 3
.

1 1一 13 % 极难效水 ; 4
.

13 一巧% 难效

水 ; 5
.

1 , 一 17 %易效水 ; 6
.

17 一 19 %易效
一
极易效水 ; 7

.

19 ee 2 1%极易效水 ; 8
.

> 21 % 重力水
。

这时剖面内湿度进入稳定状态
。

干燥过程表现为地表干土层逐渐加厚
,

不会引起下层湿

度降低
。

60 厘米以下接近或处于田简持水量水平 (参看图 3 )
。

本阶段水分总消耗量等于

或略多于同期降水量 (参看表 5 , 6 )
。

由于本区地下水位深
,

上层土壤的湿度在冬季较低
,

温差梯度较小
,

所以没有明显的

由于水分向表层凝聚而发生的冬季剖面水分重新分布的现象 (表 7 )
。

获 7 冬季上层土翻汤度动态
.

( 19 60 一 19 6 1 年)

深深 度度 1 9 6 000 1 9 6 111

(((厘米 ))))))))))))))))))))))))))))))))))))))))))))))))))))))))) 111112 /X lll 2 1 / x lll 17 / x llll 2 7 / X llll 2 0 / III 11 / 1111 2 8 / 1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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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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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 1 8
.

555 16
.

666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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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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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 14 999

222 0一3 000 1 8
.

555 1 7
.

777 1石
.

666 1 6
.

999 1 6
.

444 1 5
.

777 15
.

333

333 0一4 000 1 7
.

888 1 7
.

333 17
.

111 1 7
.

555 1 6
.

555 1 5
.

777 l ,
.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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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1 7
.

444 17
.

444 1 7
.

888 1 6
.

111 1 5
.

77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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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

555 0一6 000 1 8
.

666 1 9
.

999 18
.

444 1 7
.

999 1 7
.

222 1 6
.

111 15
.

555

12 月上旬桔冻
,

2 月上旬解冻
。

这个阶段正是小麦越冬期
,

春播作物地的冬简期
。

地面没有复被或复被度很小
。

为

了减少水分的扩散蒸发消耗
,

务要保持地面平整
、

致密
,

防止耕层因整地不良而形成胡基

(坷垃)架空现象
。

2
.

晚春初夏上层土壤干湿交替阶段

本阶段包括 4
、

弓
、

6 三个月
,

月平均温度 14 一 25 ℃
,

相对湿度逐渐降低
, 6 月份达到全

年最小值
,

因而大大弦化了蒸发过程
。

但此期降水增多
,

月平均降水量为 知一60 毫米
,

可

以渗至 50 厘米或更深些
,

部分地补充了上层土壤储水
。

但春季降水被截留在毛管运行活

跃的土层内
,
极易上移蒸发而消耗

。

这样
,

上层土壤就处于下渗
、

上升两个对立过程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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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频繁千湿交替状态中
。 6 月干热季节内下层湿度出现降低现象

,

但一 般不低于 18 务

(对千土重)
。

本阶段水分总消耗量略低或略高于同期降水量
。

此期正是夏田作物(小麦
、

豌豆)主要生育时期
,

需水量大增
,

春播作物正是播种和苗

期阶段
,

需要播种深度和上层具有放高湿度
。

上层土壤水分的补充具有良好的增产作用
。

表层耙祷保墒至为重要
。

3
.

雨季水分恢复和下淋阶段

主要包括 7 、 8 、 9 三个月
。

这期简虽属气温最高
、

蒸发最大时期
,

但降水多而集中
,

大

大超过土壤蒸发量
,

使全部侧定层 (2 米)恢复到田简持水量
。

在短暂时期内并有重力水

出现
,

随郎渗入底层
。

土壤高湿度水平持艘时期的长短
,

砚雨季延演时简而定
。

此期水分

下渗和上升过程都较活跃
,

但因降水量超过同期水分总消耗量
,

水分下渗和恢复过程占主

导地位
。

一年内土壤最干时期在雨季前高温时期
。

此时 2 米深土层蓄水量裸露地为 46 0一50 0

毫米 ;小麦地为 3 60 一3 90 毫米
。

以田简最大持水能力为 5和一5 60 毫米针算
,

RlJ 裸露地水

分亏缺额为 70 毫米左右 ;小麦地钓为 180 毫米
。

雨季中平均降水量超过 30 0 毫米
,

所以

通过雨季水分得以恢复
,

并有一部水分下淋至底层
,

湿润了深层土壤
。

这个阶段是关中歇搓小麦夏季休阴伏耕时期
。

拿众靓 “麦收隔年墒
” ,

就是指这个时

期土壤蓄水多少
,

直接关系到来年小麦产量
。

因此
,

防止地表径流
,

使土壤尽多接受雨水
,

是此期土地管理的主要任务
。

此期又是秋田作物(玉米
、

棉花 )主要生育时期
,

雨后中耕松

土
,

既利保墒
,

又利渗透
。

4
.

晚秋初冬水分上移蒸发消耗阶段

主要指雨季末期至冬季来临前
,

包括 10 月全月和 9 月
、

n 月一部分
。

气温仍然较

高
,

降水减少
,

土壤仍处于高湿度状态
,

充满了移动性很弦的活跃水分
。

大量水分能运行

至表层
,

通过蒸发而消耗
。

水分总消耗量超过同期降水量
,

引起土壤储水量被迅速地下降
,

是一年内土壤储水消耗较多的时期
。

关中拿众在雨季末期耕地后非常重祝耙糖
。

他俩祝
“
耕后不带糖

,

不如家中坐
” 。

耙糖后可形成一个粗孔隙的毛管隔离层
,

也消灭了胡基架空

状态
,

既防业水分上升
,

又削弱扩散蒸发
,

达到了保墒的 目的
。

上面所耕的是土壤水分年循环的一般规律
,

每年情况又有各自的特殊性
。

近四
、

五年

来
,

降水特征变化大
。

如 19 5 7 年雨季于 7 月底拮束
,

第四阶段于 8 月郎开始
,

至 9 月中旬

已进入水分援慢蒸发阶段
。

而
卜

19 6 1 年晚秋多雨
,

10 月份降水 1 10 毫米
,

同期水面蒸发为

30 .9 毫米
,

水分恢复过程仍在裕艘
。 19 , 9 年奇旱

, 7 、 8 月份降水量只有常年的三分之一
,

以致种植作物地块的水分恢复阶段没有完成
。

所以
,

由于各年降水不同造成的不同情况

在农业生产中应抬以充分注意
。

根据埃土的蓄水性能和动态规律分析
,

我佣款为 : 深厚的埃土土体具有蓄水库的功

能
,

它可以接钠
、

储存雨季中大量降水
,

在缺雨季节持擅不断地供作物吸取利用
,

因而避免

或减帆了降水不利年份造成的干早影响
。

三
、

楼土水分状况与作物生长的关系

(一 ) 坟土水分对作物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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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定埋土剖 面中大量储水对作物的有效性
,

必须通过对土壤水分性厦和作物复

盖下土壤水分动态的研究来明确下列两个简题 : (l) 不同土壤湿度的水分对作物的 有效

程度 ; (2 )作物利用土壤水分的深度和强度
。

在作物栽培中
,

通常欲为作物最适宜的湿度为最大持水量(郎鲍和持水量)的 70 多
,

此

值正相当于田简持水量 ; 适宜湿度下限凯为是田简持水量的 7 0一75 务
,

又恰恰相当于田

简稳定湿度
。

这表明土壤水分有效性与其移动性密切相关
。

我们参照 A
.

A
.

p雌e[ , 1和

C
.

H
.

八oJl ro B ts] 提出的水分有效等极分类方法
,

采用 田简持水量
、

田简稳定湿度
、

雕萎湿

度三个常数将填土水分有效性分为六个等极(表 8 )
。

雕萎湿度以下划为无效水 ;雕萎湿

度至田简稳定湿度划为难效水 ; 田简稳定湿度至田简持水量划为易效水 ;大于田简持水量

划为重力水
。

重力水虽易被作物吸收
,

但在土壤中停留时简短
,

生物学意义不大
。

在难效

水和易效水范围内
,

又等分地划分出
“
极难

”
和

“
极易

, ,

二极
。

六个水分有效等极适与本区

拿众对墒情的分极相符合
,

就明其具有一定客观性
。

表 8 板土(杠油土)水分有效等妞分类

极极 别别 土奥 湿 度度 湿 度 范 围围 水分液态态 军 众 分 级
***

(((((对干土重% ))))) 运行能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 名名名名名名 称称 土奥湿度度

111
.

无效水水 8一1 111 < 雕萎湿度度 不 运 行行 浅 黄 墒墒 5一888

222
.

极难效水水 1 1一1 333 雕萎湿度一袄雕一田尚稳定湿度))) 不 运 行行 黄 墒墒 8一 1222

333
.

难效水水 13一 1 555 去(雕一田简稳定湿度)一田简稳定湿度度 不 运 行行 潮 黄 墒墒 12一 1 555

444
.

易效水水 1 5一 1 888 田简稳定湿度一去(田一田简持水量))) 援慢运行行 合 墒墒 15一 1 888

555
.

极易敖水水 1 8一2 111 田简持水量量 迅速运行行 黑 墒墒 1 8一2 000

666
.

重力水水 > 2 111 > 田简特水量量 向下淋失失 鲍 墒墒 > 2 000

.
军众墒情分级查料取自本所 1 9 6。年小麦抗旱考察报告

。

菠登料原系刘鹉生先生翎查取得
。

单凭水分有效等极还不能解决判断田简作物水分供应条件的简短
。

实践中常常出现

这样的情况
,

耕层或更深土层 (如至 60 或 10 0 厘米)合水量已降至适宜湿度以下
,

但作物

仍未表现出缺水特征
,

最后还收到可观的产量
。

在这里
,

土壤深层储水对稠节作物供水条

件起了重要作用
。

武功早源地区作物利用土壤水分的深度超过 2 米
。

表 9 列出三种作物 1 9 5 7 年生长

期始和生长期将土壤湿度的变化
,

并糟成图 4 ,

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
。

士城湿度 (对千士重拓)

深 5 0

n�0

度�厘米)

作 物 吸 水 深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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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 作物利用土皿水分的漂度

深深 度度 1 9 5 7 年年

(((通来)))))))))))))))))))))))))))))))))))))))))))))))))))))))))))))))

小小小 麦麦 棉 花花 首 摺摺

生生生 长 期 始始 生 长 期 胳胳 生 长 期 始始 生 长 期 格格 生 长 期 始始 生 长 期 胳胳

QQQ一 1000 1 5
.

0 444 12
.

6 000 16
.

0 000 6
.

111 1 7
.

2000 7
.

333

1110应2 0
...

1 6
.

7 000 12
.

2 555 1 8
.

9 333 8
。

222 1 5
.

0 000 9
.

555

222 0一3 000 13
.

8 555 1 2
.

0 000 17
。

7 222 8
.

888 13
。

8444 1 0
。

000

3330一4 000 1 5
.

0000 1 1
.

1 333 17
.

1666 8
.

777 1 3
。

9 222 1 0
。

333

4440一 5000 1 4
.

6 666 11
。

6 000 17
.

4888 9
。

444 1 4
。

2 555 1 0
.

555

5550一6 000 1 6
.

4 222 13
.

3 444 15
.

7 666 1 1
。

lll 1 6
.

0 777 1 2
.

555

6660一 7000 1 8
。

4 111 1 4
。

8 444 1 7
。

3 888 12
.

555 1 7
.

8888 1 4
.

888

7770一 8000 1 7
.

2 000 1 4
.

5 111 1 6
.

3 888 12
.

999 1 7
.

8222 1 4
。

888

8880一9 000 18
.

8222 1 4
。

9 000 1 8
.

0 666 12
.

777 1 7
.

8222 1 4
。

555

999 0一 10 000 18
.

1000 1 4
.

2 888 1 7
.

9 888 13
。

444 1尽
.

0 777 13
.

777

1110 0一 1 1000 18
.

4 111 1 3
。

8 000 1 6
.

3 333 1 1
。

777 17
。

夕333 13
.

555

111 10一 12 000 18
.

6 444 1 4
。

1333 1 7
.

2 777 1 1
。

666 16
.

4 111 13
.

111

1112 0一1 3 000 17
.

9 111 1 4
.

3 111 1 7
。

D666 1 1
,

888 17
。

斗222 12
.

999

1113 0一 14 000 18
。

4222 1 4
.

8斗斗 1 6
.

3 333 13
.

000 17
.

0 000 1 2
.

999

1114 0一 15 000 18
。

5 000 1 5
.

4000 1 6
.

7 222 13
.

111 17
。

7 777 1 2
.

888

lll, 0一1 6 000 18
.

9 111 1 5
.

9222 1 6
.

6 777 1 4
.

333 16
。

7 555 12
。

999

1116 0一1 7 000 18
。

6 555 16
.

0 000 1 7
.

1 888 1 5
.

333 16
.

7 222 12
.

999

1117 0一1 8 000 19
。

4 000 16
.

9 555 1 7
.

1 222 1 6
.

222 17
.

1 000 12
.

666

1118 0一1 9 000 18
。

6 555 16
.

5 444 1 7
.

6 666 1 6
.

444 1 7
.

8 999 1 2
.

888

...

1 9 0一 2 0 000 1 9
。

6 666 16
.

6 444 1 7
.

8 999 1 6
。

555 1 5
.

9 111 1 2
.

888

作物利用土壤水分通过两种方式
,

一是根系宜接吸收 ;一是靠根分布层以下或根束之

简的土壤水分向根际的移动
。

二者共同构成了水分最大有效层
。

根据 1 9 6 0
、

1 9 6 1 年查

土. 沮度 (对干士盆% ) 料
,

小麦的水分有效层深达 35 0 厘米
,

棉花相仿
,

首蓓AlJ 超过
5 10 15 2 0 2 5

门气护不
~

一
不丁

深

5 米 (图 5 )
。

由此不难想象
,

为什么旱源小麦产量非常稳

定
,

而拥有最多耗水量的首蓓却具有最张的抗早能力
。

可供作物利用的土壤水分有效层竟深达数米
,

但对不 同

深度土层水分的利用孩度是不相同的
。

这一点 因作物种类
、

生育期
、

发育好坏以及生育期内降水量而异
。

‘

表 10 表明在
19 5 7 年条件下三种作物对不同深度土层水分的消耗能力

。

首

蓓从 2 米深土层内吸取了 22 6 毫米水分
,

占有效水总量 87 务;

棉花吸取了 20 9 毫米
,

占 81 务 ;小麦吸取了 1衬毫米
,

占 分多
。

1 米以下土层首蓓耗水能力最孩
,

直到第四层 (15 0一2 00 厘

米)
,

仍保持在 80 多
,

棉花降低为 3 7 另
。

在当年条件下
,

小麦

消耗深层水分最少
,

10 0一15 0厘米利用了有效水总量的一半
,

1 50 一20 0 厘米利用了三分之一
。

对首楷和棉花来税
,

上述耗

水量由于秋旱可以视为近似的耗水最大能力
。

但小麦因春雨

较多未表现出其最大耗水能力
。

生育期内湿消年份较干早年

份消耗土壤水分为少
。

度八米�

1
.

田阴持

水t
2

.

休阴地
3

.

小麦地
4

.

棉花地
,

.

首待地

图 5 小麦
、

棉花
、

首糟对深层

土续水分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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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 10 作物对不同漂度土口水分的消耗能力

深深 度度 有效水总量量 首 稽稽 棉 花花
}

一 麦麦

(((魔来))) (毫米)))))))))))))))))))))))))))))))))))))))))))))))))))))))))))))))))))))
耗耗耗耗水数量量 耗水能力力 耗水数量量 耗水能力力 耗水数量量 耗水能力力
(((((((毫米))) (占有效水水 (毫米))) (占有效水水 (毫米))) (占有效水水

总总总总总量% ))))) 总量% ))))) 总量% )))

000一 5000 7 5
。

444 7 1
。

444 9 666 7 9 666 10 000 5 5
.

111 7 444

少少。一 10 000 5 2
.

444 4 4
.

777 8 555 5 1
.

333 9 888 3 7
.

000 7 000

1110 0一 15 000 6 8
.

000 58
.

222 8 777 5 4
。

222 8 111 3 5
.

666 5333

111 50一2 0 000 6 3
。

888 5 1
。

999 8 000 2 4
。

000 3 777 1 9
.

777 3 lll

000一2 0 000 2 5 9
.

666 2 26
.

222 8 777 2 0 9
。

lll 8 lll 1 4 7
.

444 5 777

同一种作物消耗土壤水分的能力也不是固定的
。

依产量和相应的农业技术措硒而异

(表 1 1 )
。

农 11 不同度一和簇雄描右对小班耗水能力的形嘀 (19 6 0 年)

深深 度度 田 简持 水 量量 亩 产 6 0 4 斤
***

亩 产 3 8 0 斤
* ***

(((厘来))) (毫米)))))))))))))))))))))))))))))))))))))))))))))))))))))))))))
耗耗耗耗 水 数 量量

_

耗 水 能 力力 耗 水 教 量量 耗 水 能 力力
(((((((毫米))) (占田简持水且% ))) (奄米))) (占田简持水量% )))

000一 5000 14 6
.

333 8 5
.

777 5 999 7 4
.

555 5 lll

555 0一 10 000 14 4
。

111 73
.

666 5 111 6 3
.

888 4 444

1110 0 一1 5000 13 9
.

666 6 2
.

555 4 555 3 7
。

333 2 777

111 50 一2 0 000 12 5
.

222 3 8
.

555 3 000 2 6
.

444 2 lll

000一2 0 000 5 5 5
。

222 2 6 0
。

333 斗777 2 0 2
.

000 3 666

深耕30 厦米
,

基肥 2 万斤
。

浅耕 巧厘米
,

基肥 l 万斤
。

表 11 载明
,

深耕多肥亩产 6 04 斤处理区较浅耕少肥亩产 3 80 斤处理区多消耗 , 8
.

3毫

米水分
,

耗水能力高出 n 叭 尤其是二者耗水能力的差别愈往下层愈兑显著
。

提高产量

增多的需水量依靠深层储水得到补抬
。

这一点很重要
。

靓明丰产技术措施由于加强了植

株发育和根系发育
,

可以动用深层储水来改善作物供水条件和增多供水数量
,

以应较高产

量的需要
。

同时能提高对天气千旱的抵杭力
。

以前对于作物利用深层土壤水分的能力
,

也就是深层储水的生物学意义是估舒不足

的
。

由于这个原因
,

对灌溉献输中如何郭价适宜湿度的阴题
,

以及采用的研究方法 (如盆

栽
、

田简侧定的供水层厚度等 )都和实际情况有很大距离
,

以致影响这些咫题的彻底解决
。

孩稠深层土壤储水的生物学意义
,

并不因此而忽视上层 (包括耕层)甚至表层土壤湿

澜的特殊作用
。

作物发芽
、

形成新根
,

都需要表层湿消 ;根系的良好发育也需要自上而下的

速疲湿消剖面
。

以何种深度作为作物供水层
,

不能一概而渝
。

通常以 60 或 10 0 厘米为

准
,

对于苗期
,

嫌其过深 ;对于后期
,

嫌其偏浅
。

我们款为
,

应根据水分有效等极
,

按照作物

耗水和土壤储水变化的动态
,

在不 同生育期内按不同深度进行判断
。

例如小麦苗期
、

分集

期看表层 ;返青至拔节期看 60 厘米深度 ;拔节至抽穗以至成熟
,

观察深度不应少于 15 0 厘

米
,

对生育好的植株可以延伸到 20 。厘米或更深些
。
由于这是一个复杂周题

,

彻底解决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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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今后进行大量的工作
。

(二 ) 作物对土城水分状况的影响

前面我佣所尉萧的水分动态的一般规律是没有作物参予影响的情况
。

在那种情 况

下
,

由于物理蒸发消耗水分最后达到稳定状态时
,

整个土层依然非常湿消
。

60 厘米以上土

层相当于田简稳定湿度
,

60 厘米以下Al] 接近或相等于田简持水量
。

当种植作物后
,

此稳

定剖面郎被破坏
,

由于根系吸收蒸腾作用对水分的消耗
,

引起深层土壤严重干燥
,

其强烈

程度远非物理蒸发对水分的消耗所能比拟的
。

作物是影响土壤水分状况的一个强有力的

因素
。

依作物消耗土壤水分的特点
,

关中作物可分为三大类
:

(l) 夏 田作物
—

秋种夏收
,

主要生长阶段在雨季之前
,

如小麦
、

豌豆等 ; (2 )秋田作物
—

春种(或夏种 )秋收
,

主要生

长阶段在雨季
,

如棉花
、

玉米等 ; (3 )多年生牧草
—

全年生长
,

如首蓓
。

夏田作物种植面

积占耕地面积 7 0一80 外
,

其中小麦又占耕地面积 50 一60 多
。

下面就三种代表性作物分别

予以分析
。

1
.

冬小麦 旱源小麦亩产 3 37 一6 04 斤情况下
,

总耗水量为 31 4一斗4 0 毫米
。

生长

期内 10 年平均降水量为 2 49 毫米
,

最低曾达到 1 6 , 毫米(1 9 5 4一1 9 5 5 年)
,

远不能满足小

麦生长需要
,

需要依靠土壤储水补始
。

士坟浪度 (对干土重拓)

00
�
U01、�0.盆.12

度�皿米�

一
幼苗期 ~ ~ . 卜~ 心卜

~

退 , 期 - - 。~ ~ 。一 - 拔节期

一
, . 司‘

一抽稼期 - 卜一
成熟期

图 6 1 9 , 7 年及 19 61 年小麦各生育期土奥湿度

图 6 箱出小麦各主要生育期土

壤水分的消耗进程
。

曲核 向左移

动的情况表明小麦从苗期到扳节期

( 10 月下旬至 3 月下旬 ) 耗水很少
,

且利用部位主要在 60 厘米以上土

层
。

扳节至抽穗期 ( 4 月下旬) 2 米

深土层湿度曲核几乎平行地
、

宽幅

度地向左移动
,

靓明这时期小麦大

量地从 之米深土层内几乎等量地吸

取水分
。

抽穗至成熟期 (6月上旬)
,

80 厘米以下土层曲梭移动宽度大于

上层
,

表 明主要吸收部位褥向深层
。

收获期土层张烈干燥
。

小麦主要生长阶段处在雨季以前 4 月和 5 月
。

据 1 9 6至年查料
,

此期耗水量为 22 2
.

1

毫米
,

同期降雨只有 99 .4 毫米
,

不足需要之半数
,

是为水分供求关系最尖锐的时期
。

从土

壤湿度动态图可以得知 (图 7 )
,

此期主要水源取 自头年雨季积存下来的深层储水
,

郎所稠
“
底墒,’o

从图 7 可看出
,

在 3 月下旬拔节始期之前土壤湿度较高而稳定
,

整层处于易效水一极

易效水极
。

关于本区长期以来有争渝而未能取得解决的小麦早春灌水效果简题
,

从土块

水分动态和春季需水张度看
,

一般年份是不需要早春灌溉的
。 3 月底以后土壤湿度逐层

下降
,

至收获期 80 厘米土层达到或接近无效水极 ;在 19 6 1 年高产情况下RlJ 延伸至 18 0 厘

米
。

小麦耗水形成的深层千燥
,

通过雨季 (小麦地处于夏阴状态 )整层恢复到田简持水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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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层湿消可以保持到来年
,

供翌年小麦拔节一成熟期利用
,

以解决降水不足的矛盾
。

因

此
,

本区形成了小麦的歇搓栽培制
,

郎把小麦种在夏季休阴地上
。

这是利用土壤水分循环

特点
,

保征常年丰收的有效手段
。

农藩云
“
麦收隔年墒

, , ,

正是这一规律的科学概括
。

0八UOon幼2
‘‘几降水t�奄米�

上上“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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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易
2

匹刀
3

四卫
4

皿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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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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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冬麦地土缝湿度季节性动态

图例 : 1
.

< 9% (对千土重 )无效水 ; 2
.

9一 n %无效水 ; 3
.

n 一13 %极难效水 ; 4
.

13一 15 % 难效水 ;

5
.

巧一17 % 易效水 ; 6
.

1 7一19 % 易效
一
极易效水; 7

.

1 9一21 % 极易效水 ; 8
.

> 21 % 重力水
。

2
.

棉花 棉花主要种在灌区
,

解放以后旱源植棉面积逐渐扩大
。

我所旱源翰作贰

验中 6 年 ( 1 9 5 3一 19 5 8 年 ) 棉花平均产量为 24 7. 3 斤
。 19 , 夕年亩产 31 。斤

,

总耗水量为

竹 7 毫米
。

本区棉花 4 月中旬播种
,

10 月陆擅采收
,

生长期长的 18 0 天
。

蕾期以前生关迟

援
,

耗水很少
。

始花一成给阶段 ( 7 月下旬
、 8 、 9 月)耗水量亘增

。

棉花地土壤湿度动态兑图 8 。

可以看出棉花消耗土壤水分显然可分两个 阶 段
: 7 月

盛花期以前
,

土壤湿度处于较高而稳定的水平
。 2 米深剖面多属于易效水极

,

可以满足

苗期生长的需要
。

花始期大量耗水阶段已进入雨季
,

土壤全层充分湿消
。

至秋末收获期

时
,

在 1 9 5 7 年雨季提前桔束条件下
,

补充的土壤储水复被大部消耗
,

造成严重干燥的湿度

剖面 : 0一60 厘米降至无效水极 ( 8一11 另)
,

60 一1 夕。厘米为难效水极 ( 11 一巧多)
。

在秋雨

特多条件下 ( 19 6 1 年)
,

棉花铃期消耗的水分得能重新恢复
,

但湿消深度也只达到 1 20 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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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棉花地土壤湿度季节性动态( 图例同图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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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

其下仍保留根系吸水造成的干燥层
,

形成上湿下干的水分剖面分布特点
。

如此
,

棉花

地(或其他秋田作物)水分循环和夏田作物地全然不同
。

夏 田作物地最干燥时期在雨季之

前
,

秋季湿消 ;而秋田作物地到秋季又重行干燥
。

3
.

首蓓 首蓓在本区种植面积占耕地 面积 5一 8多
。

从春暖至落霜胳年生长
,

每年

完成三次分枝一开花的生长周期
。

收刘三次亩产青草 4, 00 0一6 , 0 0 0 斤
。

由子它具有很深

的根系和全年不断再生长
、

多次XlJ 割的特点
,

所以成为利用土壤储水最深
、

耗水最多
、

杭旱
J

性却又最兹的作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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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首信地土缝湿度季节性动态仄图例同图 7 )

从首稽地土壤湿度动态图 ( 图 9 ) 表明
, 19 5 7 年自 4 月现蕾期后

, 2 米深全部土层内

郎迅速干燥
。

至收XlJ 第一搓草时 ( 5 月下旬 )
,

已降至难效水极
。

春季降水不能改变这种

干燥过程
。

第一次千燥发生在雨季前
,

其影响深度和强度甚子小麦
。

雨季恢复的土壤储

水又迅速被第二搓草消耗殆尽
,

至生长末期出现第二次干燥
, 2 米深剖面复降到极难效水

极
。

19 6 1 年情况有些不同
。

这年首蓓揖伤较多
,

草丛不厚
。

植物蒸腾消耗减少
,

所以雨

季前土壤干燥的进程和孩度此之 19 , 7 年较援
、

较弱
。

雨季降水不集中
,

土壤储水由上向

下逐层补充
。

10 月降水较常年多一倍
,

所以生长末期
,

12 0 厘米深度恢复至田简持水量
。

但如秋田作物一样
,

仍呈上湿下干的特征
。

首蓓对土壤水分动态影响的独有特征是
,

每年于雨季前后出现两次干燥过程 ;而且在

2 米深土层 内湿度几乎同时地由较高变向较低
,

不象小麦或棉花那样
,

上壤千燥有明显的

层次性
。

另外
,

首蓓使土壤千燥的深度和孩度也超过任何作物
。

t

(三 ) 坟土水分循环与偏作周魔

关中旱源地区典型的翰作方式是以小麦为主体的粮豆二年三作
,

形式为 :

_ _ 夏季休阴
.

_
_

二
, , _ . _

_
.

_

、

豌豆 二二二二: 共卜小麦 十 秋杂 (谷或玉米)

在土壤较肥
、

粪源较多的省西地区
,

4lJ 以小麦速作形式来增加小麦在翰作中的比例
。

成为

三年四作或四年五作
,

形式为
:

豌豆逐到迎卜 小麦 夏季休阴
- - 一~ ~ 一- - 一刁卜

施土粪
小麦⋯⋯ 十 秋杂

上述翰作的特点是广泛地采用了夏季休阴措施
。

主体作物小麦在当地几乎全部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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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阴地上
。

实践征明
,

此种翰作保征了小麦在不同气候年份中可以获得较好的产量
。

当

小麦倒种豌豆时
,

才增加一季秋杂粮
,

看做为
“
梢带田

’

、

此种翰作方式与本区的水分循环有密切关系
。

如前所述
,

本区土壤水分一年恢复一

次
。

豌豆搓麦和速作麦田地于雨季期简都处于休阴状态
,

土壤储水得能充分补充
。

深厚

土休能容钠大量降水
,

且 由于田简稳定湿度的存在
,

这些水分得能常年保持
。

成为来年小

麦生长的
“
保产水

” 。

同时
,

歇磋小麦各生育阶段需水规律也与壤土水分季节性动态相吻

合
。

当歇搓麦播种
、

分案阶段
,

正逢土壤秋季表层湿消时期 ;冬春干旱阶段来临前小麦分

案盘根过程已充分进行
,

根系伸至 1 米以下
,

奠定了来春利用深层储水的基础 ;找节期后
,

土壤上层 因降水增多不断湿渊
,

补充了小麦对水分的迫切需要
,

如果春季缺雨
,

则 向深层

索取水分满足生理需水要求
。

如果种植棉花
,

ll[l 排在秋杂之后豌豆之前
,

不打乱小麦的歇搓栽培制
,

形式为
:

豌豆
夏季休阴

一
- 一J卜 小麦⋯⋯十 秋杂

一
棉花(3一 4 年 )

近年来早源固有翰作制有些打乱
。

分析起来不外乎两种情况
。

其一是原秋杂或棉花

之后应种豌豆
,

却换成小麦 ;其二是在建作小麦中简插进一料秋杂
,

变成为以下形式
:

小麦 + 秋杂 〔* 棉花 3一 4 年〕一 小麦

小麦 + 秋杂
一

小麦 十 秋杂

第一种形式挤掉了养地作物豌豆
,

复种指数并不增加 ;第二种形式主要是增加了复种

指数
。

两种形式的共同点是破坏了小麦的歇楼栽培制
,

变歇搓麦为回搓麦
。

在水
、

肥
、

劳

畜力条件跟不上时
,

引起产量大幅度下降
。

造成所稍两料不如一料的情况19, 10, 11]
。

回搓麦产量低除肥料不足等原因外
,

水分条件不好是一个重要原因
。

第一
,

底墒不

足
。

如前所述
,

秋作物消耗了当年雨季降水
,

留下的土壤储水较夏阴地为少
。

尤其在秋早

情况下
,

将更严重
。

如 19 5 7 年豌豆搓地和麦搓地剩余有效水量占最大储量的 72 一 7 3外
,

而棉搓地只有 3 7一39 多
,

XlJ 草用草木择搓为 48 务
,

芝麻搓为 ”%
。

三种秋搓地上翌年小

麦和豌豆产量均严重降低
。

另外
,

有时虽秋雨较多
,

补充了土壤储水
,

但因回搓麦播种迟
,

地力薄
,

冬春干旱来临前分集盘根过程简未充分进行
,

根系发育不完全
,

底墒不能很好利

用
,

一遇春早郎行受炎
。

只有在水
、

肥
、

劳畜力等条件较好的地区和生产队才宜于种回搓麦
。

在旱源地区当前生产条件下
,

HlJ 宜坚持小麦的歇搓栽培制
。

这是本区保荻小麦稳产
、

丰产
,

从而保征粮食总产量稳定上升的基本措施
。

关中翰作中的其他某些简愚
,

已在另文叙述[laJ
,

此处不再重复
。

桔 兼

埋土具有较好的农业水分性质
。

其水分年循环分为四个阶段
,

每年夏秋雨季有一次

水分的总恢复
。

由于土层深厚艳大部分降水被截留在作物吸水有效层内
,

并因田 简稳定

湿度的存在
,

这些水分得能关期保持
,

具有锢节作物水分供应的重要作用
,

成为作物抗旱
、

稳产
、

丰产的重要因素
。

作物具有利用土壤深层储水的强大能力
。

丰产措施可以加张这种能力
。

因而在现有

水源条件下依靠动用深层储水
,

可以获得更高的产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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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翰作制度受土壤水分条件的制豹
。

利用夏季休阴为主体作物—
小麦 储足底

墒
,

是小麦丰产的主要条件
。

以小麦歇搓栽培制为主休的本区固有翰作方式仍宜坚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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