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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 碱 的 碱 度 与 板 桔

菊剑敏 仓东卿
中国科学院土吸研究所

“
瓦碱

”是一种碱化的浅色草甸土
,

零星分布于我国黄淮海平原的盐碱土地区
。

瓦碱

的土表板平
,

呈灰白色
,

没有盐霜或很少盐霜
。

早春千旱时
,

土表易于板枯
,

抑制幼苗生

长
,

常引起缺苗现象
,

土壤板枯严重时
,

甚至全部死亡
,

形成光板地
。

瓦碱上难以出苗
,

郎

使 出苗
,

苗也弱
,

分寨少
,

但是出苗以后植株的生长比在附近盐土上好得多
,

因此草众靓
“
瓦碱发老苗

,

不发小苗 ,’

黄淮海平原内瓦碱的情况
一 已有报导

,

但少有祥栩的理化研究
。

本文拟就瓦碱苗弱

和不出苗的原因及其改良原 进行初步研究
。

一
、

供拭样品与方法

研究样品采 自山东省聊城专区及河南省新乡专区
,

除 个瓦碱样品外
,

尚有苏打

潮湿盐土 个
,

蓬松盐土
、

盐化浅色草甸土与浅色草甸土各 个作为此较
。

另外还用宁夏

叙川的龟裂土作为穿入度的对照
。

抑制幼苗生长的主要是瓦碱的板桔层
,

因此特将板桔层分离刻出 厚度多在 厘米左

右
,

进行比较研究
。

本文所用的分析和拭验方法筒远如下 土壤胶体系用研磨法 加焦磷酸纳 分散
,

先

用沉降法提取小于 微米部分
,

再用 离心法提取小于 微米部分 
。 一

射枝分析用

光衍射自动祝录仪进行
,

用铜靶 。核
,

管压 仟伏
,

管流 毫安
。

土壤胶体样品制成镁

厦 
,

用  丙三醉液扩展后
,

以薄片法作 射核分析
。

电泳用微电泳仪测定  
。

土壤渗析系在三室电析仪中不通电时进行
。

电析仪的中央室放样品 克及蒸阔水

毫升
,

左右两室各加蒸馏水 毫升
。

每渗析 天
,

收集左右两室渗析液
,

侧定其中的

钙
、

镁
、

纳
、

钾等离子
,

并换新群蒸馏水
。

稚疲渗析 天后进行电析
,

电压 且 伏
,

电极简距

离 厘米
,

每小时收集一份电析液
,

并侧定钙
、

镁
、

纳
、

钾等离子
,

共电析 小时
。 阳离子

祖成中的钙
、

铁用 法滴定
,

钠
、

钾用火焰光度针法侧定
。

土壤的聚沉曲核系用我所工厂裁制的聚沉仪进行侧制
。

聚沉仪包括 自动控制
、

上下

机械运动
、

比浊
、

宜流放大和自动能录等部分
,

能在土壤胶体聚沉过程中
,

自动能录胶体悬

液上下不同层次的透光度 浓度
。

胶体悬液装在 厘米比浊管中
,

其中包括有样

品 克
,

蒸摺水 毫升
,

趣过半分钟的振摇
,

放置不同时简后进行测定
。

土壤中和性碱度系用 在 自动滴定仪上测定 电破掩拌
、

慢速滴定
,

格点

工作在熊毅教授指导下进行
,

参加室内分析的偷有包梅芬同志
。

在野外工作中得到田兆顺
、

蓝汉章等同志协助 并应用黎立攀同志所采的笼松盐土等标本 个
,

俞仁培同志所

采的龟裂土标本 个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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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拮果以每百克土消耗盐酸的毫当量表不
。

上壤水溶性有机物质的吸光率 系用光

电比 色针测定
,

精果以一百减去透光率 表示
。

土壤机械分析与微团聚体分析用 朋 浦
’

的原理进行
,

以焦磷酸纳作分散剂
,

用比重针侧定
。

抗压力用允并膨胀压缩仪侧定
,

土样用风干土
,

大小为一立方厘米
。

渗透

用  ! ∀ # 法四 则定
。

土壤穿入度用本所工厂贰制的穿入仪侧定
。

穿入斜模拟小麦幼苗叶尖状 直径 毫

米
,

尖头呈 度
。

测定时
,

先将穿入仪置于平玻璃上
,

仔糊稠节千分表的零点
,

然后轻袒

置于表面平整的土样上
,

由千分表覆出穿入斜穿入土样的深度
。

土样越板拮
,

穿入越浅

土样越疏松
,

穿入越深
。

土样的制备方式因要求而异
。

本文系根据
。
乃 法 口 侧定膨

胀所用的土样制备
,

先在杠外拔灯下烘干
,

撇用锉刀锉平
,

再行侧定
。

幼苗观察系用 幼苗法
’

进行
。

由于供贰样品数量的限制
,

」几样改为 克
,

幼苗也改为 支
。

小麦种子用人工严格挑选
,

并保持每盆的种子总重量一致
。

土样分三

种处理 原土
,

不作处理 洗盐处理
,

用蒸馏水洗去 土水比 的 土壤中的可 容

盐
,

井用酒精洗土样二次 由处理 的水洗下的盐分
,

加上 克石英砂
。

所有土样中

都加 知 石英砂
,

以消除土壤板拮的影响
,

另有空 白对照
,

在室内生长 天后收获并摄

影
。

二
、

桔果 与 豺 兼

山东聊城和河南新 乡的瓦碱多分布于二坡地的浅色草甸土区中
。

瓦碱与苏打潮湿盐

土的 值 水悬液 都很高
,

耕作层多在 斗以上
,

瓦碱的板拮层 一 厘米 和苏打潮

湿盐土的表层
,

有时可达 左右 表
。

瓦碱的 不仅表层很高
,

心土也相当高
,

可

表 瓦破的 与可容性盐分含,

土土 嚷嚷 采 集 地 点点 土 号号 深度 厘米 水 可溶盐 水溶性有机物厦厦
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光率

苏苏打潮湿盐土土 山东聊城北惕集集 瓦 一
。

 
·

五五五五 一
。

 !
。

五五 碱碱 河南新乡小冀冀 五
。。

一

五五五五 ‘‘
一

。

一

一

一
。

 

以下下
。

一  
。

一
。

 

一   

一  啥

一  斗

一

浅浅色草甸土土 山东聊城北摄集集 五 一
。

河河河南新乡乡 五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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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以上
,

靓明瓦碱的碱化作用不仅在

表层
,

心土也有
。

典型的瓦碱一般合水溶性盐分很

低
,

可以少到
,

应当是一种碱化的

浅色草甸土
。

但也有一些过渡的土壤
,

类似瓦碱而含有相当量的盐分
,

应属盐

化瓦碱 如表 中的瓦
,

有人称为
“

硬

壳盐土
, 】 , 。

一 互碱 与幼苗生长的关系

功苗贰输中曾加入 多石英砂
,

消

除了士壤板桔的因素
,

所以
,

各种处理的

贰验桔果
,

可魏明盐分与碱度对麦苗生

长的影响
。

未理洗盐处理的贰毓枯果征

明 土中盐分越多
,

麦苗生长越不好
。

聊城斡度碱化的瓦碱 一 厘米舍可溶

盐 形 对小麦幼苗的 生长并无显

著抑制现象
,

但苏打潮湿盐土 一 厘

米
,

含可溶盐 多 和蓬松盐土

一 厘米
,

含可溶盐 却显著抑

制麦苗的生长
,

尤其是蓬松盐土影响更

大 比较图 中各种未洗去盐分的土壤

上幼苗生长情况
。

由土壤 中所洗下来

的盐分 处理
,

樱过砂培拭输也征实

盐分过多有抑制麦苗生长的作用
,

其中

袒度碱化瓦碱含盐分较少
,

土壤洗液并

不影响麦苗生长
,

而苏打潮湿盐土和蓬

松盐土合有多量的盐分
,

土壤洗液都严

重地抑制麦苗生长 晃图 中的由土壤

中洗下的盐分砂培 小麦的 生长情况
。

土壤洗去盐分 处理 的幼苗裁验税明

碱度也影响麦苗生长
,

苏打潮湿盐土和

蓬松盐土洗去盐分后
,

麦苗生长比原来

图 五碱与其他盐土的小麦幼苗截脆 天 士壤较好
,

但轻度碱化瓦碱握过水洗后
,

麦苗生长反受抑制
,

比原来土壤的生长情况差得多 图
。

上述裁输砚明潮湿盐土和蓬

松盐土抑制麦苗生长的因素主要在于盐分浓度过高
,

而帜度碱化瓦碱中交换性纳离子的

水解可以抑制麦苗的生长
。

系张粹雯同志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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袒度碱化瓦碱趣过渗析后
,

大部分可溶盐都可被析出
,

如推债进行电析
,

阳离子又可

大量析出
,

其析出量的多少序列是 钙 钠 镁 钾 表
。

如以电析第一小时所析出

的交换性阳离子为例
,

每百克土合交换性纳 毫当量
、

交换性蹼 毫当量
、

交换性钾

毫当量
。

既明交换性纳可能是引起土壤碱化的原因
。

同时
,

与瓦碱有一定联系的蓬

松盐土中也是交换性钠多于交换性镁
。

表 瓦够伟土盛淮析
、

电析过程中阳离子析出的悄况 毫当母 克

处 理

翅度碱化五碱 北

一 厘米

篷松盐土 北

一 厘来

钙 。 幼 钾 “ 幼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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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洗盐后 (土水比 1
:5 ,

洗一次)
,

p
H 和中和性碱度都有一些变化 (表 3 )

,

瓦碱挫

过水洗后
,

p
H 不兑降低

,

中和性碱度并没有怎样减少
,

有时还有增加 ;苏打潮湿盐土翘水

洗后
,

中和性碱度显著减少
,

而 pH 略有上升 ;浅色草甸土和盐化浅色草甸土 pH 都在 9以

下
,

趣过水洗以后
,

中和性碱度稍有增加
,

但草甸土的 pH 很少变化而盐化草甸土握水洗

后 pH 可由 8
.
88 增至 9. 90

。

以上精果砚明含有苏打的碱化土壤趣水洗后
,

苏打可被淋去
,

表 3 土粗洗盐后 p H 与中和性价度的变化

土土 典典 土 号号 深度(厘来))) 土 缝 处 理理

朱朱朱朱朱 洗 盐盐 洗 盐盐

PPPPPPPPPHHH 中和性碱度度 PHHH 中和性碱度度
(((((((((((落当且/ 10 。克))))) (基当且/[00克)))

苏苏打潮湿盐土土 五8DDD 0一222 9
。

马999 5
.
9 2

.....
3
.
4 222

五五五。eee U 一222 10
.
0000 6

。

8 111
9

.

9 555 3

。

7 666

1111111111111 0

.

1 00000

五五 碱碱 或
。。

0 一222 10
.
2555 斗

。

8 222 1 0

.

0 555 5

.

3 777

五五五。eee 0 一222 9
。

9 888 4

.

呼000 9
.
9 555 呼

。

4 000

五五五i--- 0一333 9
.
9222 3

.
6888 9

.
7000 3

.
斗666

盆盆化踢色草甸土土 五8人人 0一222 8
.
8888 3

.
0444 9

.
9000 斗

.
斗999

浅浅 色草 甸土土 五场场 0一 1000 8
.
7666 1

,

1 555 8

.

7 333 2

.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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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少中和性碱度 ;瓦碱水洗后
,

交换性纳可能发生水解而增加中和性碱度 ;盐化草甸土趣

水洗后 pH 增加是否有少量交换性钠发生水解山问
,

值得进一步研究
。

( 二) 瓦碱板枯与不出苗的关系

瓦碱中有交换性钠存在
,

不仅可以抬高土壤 pH
,

直接影响幼苗的生长
,

还可恶化土

壤物理性厦
,

影响出苗与耕作
。

瓦碱干燥以后
,

表层常变板拮
,

穿入度比浅色草甸土及其

他盐土都小
,

介乎浅色草旬土与叙川的龟裂土之简 (表 斗 )
。

瓦碱干燥后
,

抗压力有很大

的变化
,

根据重塑土柱 (土柱值径 1
.
5 厘米

,

高 7. 0厘米)的侧定
,

除表皮(o一L S 厘米)外
,

瓦碱土柱 (5. 5一7
.
0 厘米)的抗压力此浅色草甸土大 3一4 倍(表 4 )

,

可以想象瓦碱难于耕

作的情况
。

瓦碱的毛管水上升速度极为援慢
,

在实输室条件下
,

最初 10 分钟只上升 0. 01 6

厘米 (针算值)
,

比相同厦地的浅色草甸土 (上升 3
.
1厘米 )慢很多

。

瓦碱吸水速度比浅色

草甸土小 (图 2 )
,

透水性也不好
,

两周内只有极少量的水分透过 7厘米土柱
,

而浅色草甸

土4lJ 仅 1 天就可透过较多的水分
。

…
!
匡

和20�砌未�喇爷吝

时 简 (小时)

图 2 瓦碱与浅色草甸土吸水情况的比较

一 △一△一△一 浅色草甸土(五
1.
)

. 一 . 一 . 一. 瓦碱(五
1
.)

透 光 度 (% )

图 3 五碱 (瓦“ 0一3 耳米)与浅色草甸土

(五二 0一10 厘米)放脸不 同时简 (小时) 的

聚沉曲校

从上远拭验枯果
,

瓦碱的穿入度小
,

抗压力大
,

毛管水上升慢
、

渗透难
,

这些现象的产

生
,

都与瓦碱胶体的性厦有关
。

从聚沉 曲核(聚沉图藉的瓤座标代表放置样品的比浊管的

获 4 瓦破的穿入度
、

抗压力与毛芍水上升速度

土土 壤壤 土 号号 深度(厘米))) 穿人度(毫米))) 土柱抗压力
***

毛管水上升速度度

(((((((((((((((((((((((((((((((((厘米/最初10 分钟;;;部部部部部部 位位 杭压力力力
(((((((((((((公斤/厘来 ,)))))

苏苏打湿潮盐土土 五8DDD 0一222 0
.
96444444444

五五 碱碱 瓦
i‘‘

0 一333 0
.
斗4 555 上上 1

.
7 666 0

.
0 1666

下下下下下下下 15
.
200000

浅浅 色草 甸 土土 五”” 0一1000 0
。

6 0 111 上
**** 3

.
8888 3

.
111

下下下下下下下 斗
。

6
11111

龟龟 裂 土土土 0一1000 0
.
27999999999

*
土柱杭压力测定系在浪径 1

.
5厘来

、

高 7厘米的土柱 中分上下两部分进行
,

上部取 0一1
.
5厘米一段 (** 号

着取 1
.
5一3

.
0 厘米)

, 下部为 5
.
5一7

.
0且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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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决

80印40

�瞬�阁�刊树卒拜小令

高度
,

横座标代表透光度 )的比较可晃

(图 3 )
,

瓦碱虽放置十天
,

也只有比浊

管上部的少量胶体发生聚沉
,

使透光

度略有增加
,

但仍不及浅色草甸土放

置一天后的透光度弦
。

浅色草甸土只

要放三天
,

大部分胶体都聚沉了
。

可

兑瓦碱胶体在水中的分散程度比浅色

草甸土大得多
。

瓦碱胶体的分散程度为什么这样

高
,

我们曹比较这两种土壤的机械祖

成
,

从颗粒分配曲核(图 4 )可以看 出
,

瓦碱与浅色草甸土两种研究样品的机

械粗成很相近
,

物理性粘粒都为33 多
,

粘粒部分也相差不多
,

瓦碱豹为13 %
,

浅色草甸土豹为 9界
。

但是如以颗粒

分配曲核与微团聚体分配曲技相比较

可以看出
,

瓦碱的微团聚体的分配曲

核接近于照粒分配曲核
,

靓明瓦碱胶

。气广
~
万宁万瑟而犷丽乏
0.08

、
、介、我 、‘

、‘~ ~ ~

0
.
01 0

.
0 06 0

.
0因 0

.
加2 0

.
的l

住加8

版 粒 道 径 (落米)

图 4 五碱和浅色草甸土的孩粒分配曲拔和微团聚体分配曲枝

.一 . 五碱(五“) 0一3厘来顺粒 . - -
一五碱(五1’) 0一3通来

微团聚体 △一△浅色草甸土 (五场) 。一10 厘来顺粒 △- 一△

浅色草甸土 (五
1
.) 0一10 厘米微团聚体

体的团聚性很差
,

胶体多处于分散状态 ;浅色草甸土的这两条曲核AlJ 相距较远
,

需明其团

聚作用较强
。

如用数据税明
,

浅色草甸土中团聚起来的 0. 25一0. 05 毫米大小的微团聚体

占土重 21 多
,

而瓦碱却只有 6多
。

由此可征
,

瓦碱胶体呈高度分散
,

不易 团聚
,

而常易受

水冲失
,

以致瓦碱地表多现平坦光秃的状态
。

瓦碱中的有机物质也易于在水中分散
。

瓦碱中的有机厦一般此浅色草甸土少
,

只有

0
.
5界左右

,

但瓦碱的水浸液多呈棕揭色
,

吸光率 (4一弘界)
,

比浅色草甸土 (3
.
2一6

.
5% )

为大 (表 1 )
,

靛明瓦碱中的有机厦易被纳盾分散形成溶胶I1e]
。

碱化土中水溶性腐殖厦的

增加固有利于作物的生长I1v]
,

但也促使有机盾的淋失
,

所以瓦碱的地表多呈灰 白色
。

瓦碱呈高度分散主要受碱化作用的影响
。

瓦碱胶体制成钙质后
,

当pH 为 6
.
48 时电动

电位为 24
.
8 毫伏

,

若用稀碱 (N
ao H )碱化

,

使 pH 上升到 9. 48
,

电动电位可达 44 .6 毫伏
。

胶体碱化后电动电位的上升
,

税明胶体表面的扩散层更加扩展
,

胶体的分散状态愈为稳

定
。

碱化影响土壤胶体分散的程度
,

还要看土壤中粘粒矿物的粗成分
。

蒙脱易为氢氧化

纳所分散
,

高岭较难
,

伊利石和蜓石介于两者之简[l5 ]
。 瓦碱与浅色草甸土的胶体(l一0. 2 以

及小于 0. 2 微米部分 )的粘粒矿物粗成相似
,

三类主要粘粒矿物都有
,

其中以伊利石较多
,

还有相当数量的蜓石 (主要在 1一0. 2微米部分 )和蒙脱(图 弓 )
。

瓦碱易于为钠厦所分散
,

不无原因
。

关于碱土的粘粒矿物粗成
,

K
e

l l
e

y 等 (19;1)已否定了 A HT”no
B 一

K

a
p

a T a e B 与

se dl e欢y 提出的盖德洛伊茨石的存在
,

征明与正常土壤的矿物粗成一致
,

只是胶体二氧化

硅较多妞s1 。 关于碱土改良后粘粒矿物的祖成
,
中助

。

~

孰为也没有什么变化阴
。

可兑
,

我们的材料与前人的查料吻合
。

另外
,

亲水性较大的 2 :1 型粘粒矿物如能与有机胶体复

合
,

可诚少其亲水性
。

土块袖粒部分中腐殖盾的含量增加
,

可以提高微团聚体的稳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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兀破 (瓦 l礴)
lee 习2 尹

10. 叭

l咋
.
洲

口J夕r卜n�

�产l‘L勺,
,,
L阅工t矛工11‘.‘1...d口.1日.‘‘l..rl

j,

< 0 2 产

浅色草甸土 (瓦 l‘)
卜一习

.
2 严

< 0 2 尸

8
.
8 瓜2

度数(20)
图 5 瓦城(瓦

‘口与漪色草甸土(瓦
1
.) 的x- 射校图糟

如缺乏与小于 1微 米照粒相精合的腐殖

质
,

土坡易于分散1201
。

无碱中缺乏有机胶

体也可能是易于分散的原因之一
。

分散的胶体在干燥以后
,

易使土壤板

桔lz01
。

板拮到一定程度
,

就要抑制作物出

苗
。

华北平原的瓦碱与苏联阿塞拜疆的拮

壳土壤叫及中亚栩亚与外高加索的精壳土

壤叫
,

在某些方面有些相似
,

例如湿时土粒

易于分散
,

千时表层易于板桔
,

就是共同的

特性
。

可是苏联精壳土壤的州 不一定高
,

主要因为厦地较为粘重
,

灌概不当
,

团聚体

易受土块简空气的挤压而分散
,

土壤干燥

后便形成桔壳
。

所以要改善灌溉方式 (如

冬灌
、

深沟小水流灌溉
、

地下灌概等 )
,

逐渐

湿消土壤
,

避免土粒分散
,

以防业精壳的形

成tzl1
。

瓦碱之病主要在于纳厦分散
,

改良

之时要注意消除碱化作用
。

( 三) 瓦碱的改及康Rlj

彻底改良瓦碱
,

不仅要根据瓦碱的主

要病征
,

而且要根据其主要形成过程阅 与

发育阶段
,

才能提 出较全面的改良原RlJ
。

这里仅根据前面对瓦碱主要病征的分析提

O。 0
0

6

O

。

0 0
4

幽 了产 .

0
。

0 0 2

魂

�;半娜
·

彭裳�帅留习从华螂节

0 0。 峪 0
。

吕 卜 2 1
。

可溶盐含最 (% )

图 6 五碱等土城盐分含量与比电导(30 ℃)的关系
. 五破 ▲盐化五碱 x 潮湿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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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静疗的初步意晃
,

以供参考
。

由于瓦碱往往与潮湿盐土及其他盐土相邻分布
,

瓦碱与苏打潮湿盐土之简又有一系

列的过渡类型
。

在进行土壤改良之前
,

必镇区分土壤类型
,

明确性质
,

最曹单的办法
,

可借
pH 与电导来区分

。

瓦碱的 pH 大于 9
,

比电导小于 0. 0015姆欧
·

厘米一
,

盐化瓦碱与苏

打潮湿盐土 pH 虽大于 9
,

但比电导却大于 0
.0015姆欧

·

厘米弓
。

瓦碱和盐化瓦碱
、

苏打

潮湿盐土的比电导与含盐量的关系可兄图 6
。

改良苏打潮湿盐土
,

不但要中和碱度
,

还要洗盐
。

瓦碱的治本办法是中和碱度
,

治标

的办法是治理板拮
。

.

但是瓦碱的板桔是由于碱化而起
,

克服了碱化作用就可以改良板拮
,

瓦碱不 出苗的直接原因是土壤板枯
,

但根本原因是碱化作用
。

克服碱化作用的办法是利用不起碱化作用的 阳离子替换交换性纳
,

再桔合灌排以洗

去骨换出的纳
。

一般是用石膏改良叫
。

我俩曹在瓦碱中施用石膏进行裁输
,

其拮果是州
降低

,

板桔也诚袒
。

在一定用量范围内
,

施用石膏越多
,

p H 降低越大
,

减少板桔的作用越

孩
。

施用石膏再精合洗盐
,

械袒板桔的效果更大 (表 5 )
。

农 S 施用石奋与红花草对瓦礴性盆的愁响

处 理

五 碱

五碱加石膏(每百克 土 3 毫当量 Ca) 水洗

(每百克土 6 毫当量 C a) 水洗

(每百克土12 毫当量 C a) 水洗

(每百克土 6毫当量 C a) 不用水洗

五碱加赶花草 2务
* ,

不用水洗

4%
* ,

不用水洗

8%
* ,

不用水洗

4%
巾 ,

水洗
4%

,

加硫粉 0
.
1% **

,

不用水洗

4呱
,

加硫粉 0
.
1% **

,

水洗

穿人度(毫米)

0
.
445

0
.
519

0
.
682

0
.
715

0
.
784

0
.
2 44

0
.
2 96

0
.
381

0
.
3 37

9
.
86

8 。

3
0

*

室沮湿湖培养 巧 天
。

** 室沮湿溜培养 24 天
。

土壤板精的原因在手土粒之简枯持过于紧密
,

所以在土壤中增加疏松物质
,

改变土壤

拮构或疏松土壤
,

都可以起到改善的作用
。

因此
,

本文曾进行施用有机物质的模拟拭输
,

拮果表明
,

施用有机物质郎可降低板精
。

在瓦碱中加入 2 % 的千杠花草
,

保持湿消
,

室温

放置 巧 天后穿入度为 0. 2科 毫米
,

加入 8另的干杠花草穿入度可增至 0
.
38 1毫米

。

在实

骇室的贰翁中要推持土块容重在 1
.
4 ,

所以瓦碱虽加入杠花草
,

土壤仍被压实
,

土粒排列

更紧密
,

使穿入度比不加有机质的为小
,

郎合如此
,

瓦碱加杠花草越多
,

穿入度还是越大
。

如在田简
,

土壤不受容积的限制
,

有机厦的松土作用将更显著
。

这不仅与有机厦的机械松

土作用有关
,

而且可能与物理的以至生化的松土作用有关
。

施用有机质后
,

再桔合加用硫粉和冲洗
,

不仅可以改善板枯状况
,

还可以降低土壤
pH 。

瓦碱加入 4务 的杠花草及 0
.
1% 硫粉

,

室温培养 24 天后
,

士壤 州未晃减低
,

但樱水

洗后
,

PH
可降到 8

.
3 (表 5 )

。

此外
,

施用黑矾
、

硫酸
、

硫酸绍桔合厩肥
、

人工拮构改良剂等

物质也可改良碱化土壤
,

这以后再作对比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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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桔 输

瓦碱是一种碱化浅色草甸土
,

p
H 高

、

盐分含量少
、

易板枯
。

板精抑制幼苗出土
,

p H 高

影响幼苗生长
。

这些现象都与瓦碱胶体含有交换性钠有关
。

去除胶体上的交换性纳
,

降

低 pH
,

可根本改良瓦碱
,

疏松耕层的办法只可暂时改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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