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椽肥对改豆盐土的效果及其利用
’

江苏鉴城惠区震案科学研究所新洋真案截酸站

在苏北滨海盐土区
,

栽种椽肥
、

培肥地力
、

改良盐土
,

颇受拿众欢迎
。 “

椽肥是个宝
,

种

田不可少
,

多种释肥草
,

粮棉产量高
” ,

这是广大农民拿众对释肥改良盐土的握脸总拮
。

本

文仅就我站近几年来种植释肥对改良盐土的效果
,

以及碌肥在盐土上的栽培握睑筒单介

貂于后
,

供作参考
。

一
、

种植糠肥对改夏盐土的作用

椽肥在生长过程中
,

茎叶茂密
,

有良好的覆盖作用
,

可抑制地表返盐
。

同时地下部根

系密集
,

可促进土壤团粒拮构的形成
,

从而巩固自然降雨对土层的淋盐效果
。

随着速擅种

植释肥年限的增长和解草产量的提高
,

盐土改良的效果越显著
。

(一 ) 建立地面覆盖
,

抑制地表返盐

在苏北滨海盐土区
,

冬春雨水少
,

蒸发量大
,

是土壤盐分上升比较张烈的季节
。

盐土棉

田在秋季种上椽肥作物后
,

在冬春季节 由于为椽肥的茂密茎叶所覆盖
,

造成湿度高
,

不透

0100.08D06溯0.02

�水)招属

风
,

使地面蒸发降低到最小限度
,

抑制了

土壤返盐
。

据 1 9 6 3 年 11 月到 19 6 4 年
斗 月定位侧定拮果 ( 图 1 )

,

地表盐分随

着椽肥对地面覆盖度的加大而下降
,

表

层的氯盐 ( N
a e l) 由 1 9 6 3 年 1 1 月的

0
.

06 4 多下降到 1 96 斗年 4 月的 0. 01 5 %
,

盐分大豹减少 68 多
。

而不种释肥的冬阴

田
,

地表盐分则受气候 因子的影响较大
,

同期内地表盐分逐渐上升积累
,

氯盐由

19 6 3 年 1 1 月的 0
.

0 斗2 % 上升到 19 6斗年

4 月的 0
.

0 9 3 %
,

盐分增加 1 2 1呢
。

(二 ) 改善土壤结构
,

促进土壤脱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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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糠肥对抑制地表盐分的影响

释肥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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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地种植释肥后
,

由于藏肥地下密集的根系作用
,

可显著增加土壤团粒拮构和孔隙

率
,

降低土壤容重
,

从而改善土壤透水性
,

促进自然降水的淋盐作用
。

碌肥与棉花速擅套

种 “一”年后 (素 l)
,

土壤大于 0
·

2 5 毫米的水稳性团粒由原来的 6务增加到 1 7一“5 %
,

套

种 斗一5 年可增高到 30 一38 % ; o一10 厘米土层的土壤容重由原来的 1
.

3 斗克 /立方厘米降

低到 1
.

30 一 1
.

20 克 /立方厘米
。

孔隙率由原来的 47 % 增加到 51 一穷 %
。

种前土壤中的氯

盐 ( N
a
CI ) 是 0

.

19 务
,

种一年后下降到 0
.

13 多
,

第二年为 0. 06 8 界
,

第三年为 0. 时多
,

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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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种植椽肥对土攘物理性状的影响(表层)

种 植 年 限 容 重
(克 /立方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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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释肥地与冬耕休闲地土壤盐分剖面分布图

年为 0
.

03 % (图 2 )
。

在未种禄肥的冬阴田
,

土层中盐分含量却与栋肥 田相反
,

有返盐的趋

势
。

由此可晃
,

未改良前的土壤桔构性差
、

板拮
、

容重大
、

孔隙度小
,

种椽肥后
,

土壤变松
、

容重变小
、

孔隙增多
,

增加了土壤保肥保水能力和通气性
。

物理性状大大改善
,

淋盐作用

也相应增强
。

(三 ) 增加有机质
,

提高土壤肥力

将徐肥的茎叶和根系翻埋入土
,

可增加土壤有机厦
,

改良土壤理化性状
,

提高土壤肥

力
。

盐土棉田种植一季椽肥
,

翻埋其解草与根系后
,

郎可使鲤盐地土壤有机厦增加 。
.

0 斗一

0
.

15 多
,

中盐地土壤有机厦增加 0
.

05 一0
.

11 多
,

全氮量增加 0
.

00 14 务
。

此外
,

棉花地速擅 5

年套种椽肥
,

土壤有机盾与全氮量随释肥种植年限增长而递增 ( 图 3 )
。

再据 1 9 6斗年我们

对本站棉花地套种 2 年
、 4 年

、

6 年和 8 年藏肥的土壤的侧定 (土壤有机质分别 为 1
.

16
、

1
.

2 4
、

1
.

3 9 和 1
.

5 斗多
,

全氮量分别 为 0
.

0多1
、 0

.

0 5 7
、 0

.

0 6 7 和 0
.

0 5 3 务)
,

同样可以视明栋肥

种植年限愈长
,

土壤肥力愈高
。

( 四 ) 稳定棉产
,

持续增长

盐土棉田种植椽肥后
,

随着土壤盐分的降低和肥力提高
,

棉花产量也显著地逐年增

加
。

如贰验拮果 ( 图 钓 所示
,

椽肥棉花速精套种 5 年的棉田
,

皮棉产量 由 36
.

9 斤/ 亩迅速

上升到 1 23 斤/ 亩
。

未种椽肥的棉 田
,

在一般施肥水平下
,

皮棉产量仍停留在 2 5
.

2 斤 / 亩至



2 期 绿肥对改良盐土的效果及其利用

6 1
.

9 斤/亩的水平
,

并且年产量颇不稳定
。

再据 1 9 6 4 年本站套种椽肥不同年限的棉 田的棉

花产量(套种 2 年的棉田亩产皮棉为 1斗0
.

2 斤
,

套种 斗年为 16 3
.

9 斤
,

套种 6 年为 18 3
.

2 斤
,

40加
‘工‘几套种 8 年为 1 9 2

.

9 斤 )
,

也可看出有增产作用
。

由此充分观明
,

在盐土上
“

大种椽肥
,

以肥养

地
”, ,

是省工
、

省本
、

快速改良盐土
,

促进棉花

高产稳产的关挺措施
。

—
种绿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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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粉肥种植年限对土褒有机质和全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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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释肥对棉花产量的影响

二
、

盐清土上栽培利用椽肥的几个主要简题

盐清土上种植碌肥
,

是增加土壤有机厦
、

改善土壤桔构
、

建立地面覆盖
、

抑制士壤返盐

的有效措施
。

但是在栽培利用释肥方 面
,

尚存在若干阴题
。

首先在土壤盐分较高的盐地

上种植徐肥
,

出苗和立苗较困难 ; 其次由于冬春气候影响以及栽培技术粗放
,

椽肥的解草

产量不高
,

改土的效果不大 ; 再次是禄肥的合理利用与在翰作中配置等方面仍存在着尚

题
,

因而严重影响本地区碌肥的发展
。

为了加速盐土改良的进程
,

促进棉粮生产的发展
,

几年来
,

我们斜对上述尚题
,

系就开展了贰硫研究
,

并获得了一定成果
,

现分作如下几个主

要阴题阐述尉希
。

( 一 ) 苏北盐土区绿肥作物的耐盐临界浓度问题

为了摸清土壤盐分对椽肥生长的影响
,

我们对苏北盐 土区 栽 种 的 冬栋 肥金 花菜

(肘心i c a g 。 ‘。n t i c , ‘la t‘
w illd )

、

光叶若子 ( F i c i“ s a t‘, “ L
.

)
、

夏徐肥 田著 (se 劝
a o i。 c a , 。 a bi , a

Pe
r s .

)
、

多年生椽肥紫花首藉 (M
。
成

c

ag
口

。tt’t,a L
.

) 等主要徐肥作物
,

速擅进行土壤盐分的

侧定
,

并观察椽肥的生长情况 (表 2 )
。

从表 2 侧定精果中得出
,

冬禄肥金花菜
、

光叶若子
,

苗期土壤中氯盐在 0
.

09 一 0
.

14 务 之筒生长良好
,

氯盐超过 0
.

16 务受抑制
。

夏碌肥田氰苗
期土壤含氯盐宜在 0

.

2 5并以下生长良好
,

超过 0
.

3 多 时 出苗与幼苗生长就受到抑制
。

多

年生椽肥紫花首稽
,

苗期土壤舍氯盐在 0. 2 % 以下生长良好
,

超过 。
.

2弓% 出苗与幼苗生长

都受到抑制
。

同时
,

测定桔果表明
,

随着椽肥的生长
,

根系深扎
,

其耐盐能力也逐渐增弦
。

因

此
,

在盐土上种植缘肥
,

要求达到苗全苗壮
,

解草产量高
,

必填根据土壤含盐量的多少
,

因

地制宜
,

选种耐盐性不同的椽肥品种
,

或采取改良措施
。

甚匀 盐清土绿肥的防盐保苗技术间题

根据上述栋肥品种所适应的耐盐范围
,

以苗期耐盐性较弱
,

苗期后耐盐性逐渐增弦
。

因此
,

在盐土上椽肥的防盐保苗周题就成为栽种藏肥改士成败的关键
。

根据几年来的研

究和生产实践
,

重盐地椽肥全苗
、

保苗的栽培技术
,

在于粽合运用改良盐土措施
。

人为地

造成土壤微地形差异
,

如冲沟播种
、

深沟浅盖
,

可使土层盐分向沟坡集积
,

而躲开表土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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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椽肥作物各生育阶段耐盐临界浓度

壤 氯 盐 (N a C I % )

释 肥 种 类 生 长 阶 段 生 长 表 现
5一2 0 厘米 20 一40 厘米

好制制

幼 苗 期 抑

重 抑

土

O一5 厘米

0
.

0 4一 0 1 1

0
.

07一 0
.

1 6

0
.

12一 0
.

2 0

0 0 6一 0
.

12

0
.

0 9一0
.

13

0
.

0 4一0
.

2 0

0 09一 0
.

1 2

0
。

12一0
.

1 6

0
.

1 6一0
.

2 5

良受严

金 花 菜
好制制

初 花 期 抑

重 抑

0
.

0 5一0
.

0 8

0
.

1 6一0
.

1 8

0
.

2 5一0
.

3 0

0
.

0 5一0
.

1 1

0 12一0
.

2多

0
。

1 4一0 2 8

0
.

10一0
.

14

0
.

1 1一0
.

19

0 2 3一0 2 4

良受严

好制制

幼 苗 期 抑

重 抑

0
.

0 6一0
.

1 1

0
.

13一0
.

2 0

0
.

1 8一0
.

2 2

0
.

0 9一0
.

1 1

0
.

14一0
.

18

0
.

16一0
.

2 1

0
.

1 1一0
.

14

0
.

1 8一0
.

2 3

0
.

2 0一0
.

2 4

良受严

光 叶 菩 子

生 长 盛 期 抑

重 抑

0 : 0 2一0
.

14

0
.

13一0
.

2 0

0
.

16一0
.

2 2

0
.

1 1一0
.

14

0
.

12一0
.

18

0
.

16一0
.

2 4

0
.

12一0
.

17

0
.

1 4一 0
.

1 9

0
.

18一0
.

2 6

好制制受良严

出 苗 期 抑

重 抑

0
.

17一0
.

2 0

0
.

2 9一0
.

3 1

0
.

3 8一0
.

4 6

0
.

16一0
.

2 8

0
.

2 6一0
.

2 9
‘

0
.

3 7一0
.

咚l

0
.

1 5一 (尹
.

2 2

0
.

2 9一 0
.

3 1

0
。

3 7一0
.

4 0

好制制良受严

幼 苗 期 抑

重 抑

0
.

15一0
.

2 7

0
.

2 8一0
.

4 0

0
.

3 8一0
.

斗斗

0
.

14一0
.

2 2

0
.

2 7一0
.

3 2

0
.

3 8一0
.

4 1

0
.

1 9一 0
.

2 2

0
.

2 7一 0
.

3 2

0
.

3 7一 0
.

牛2

好制制良受严

田 著

孕 蕾 期 抑

重 抑

0
.

16一0
.

2 9

D
.

3 3一D
.

4 1

0
.

5 1一D
.

sl

0
.

1 7一0
.

2 9

0
.

3 1一0 斗6

0
.

斗9一0
.

5 1

0
.

1 7一0
.

2 6

0 3 4一0 4 0

0
.

3 9一0
.

4 9

好制制良受严

开 花 期 抑

重 抑

0
.

1 9一0
.

3 0

0
.

3 7一 0
.

4 6

0
,

4 5一0
.

9 5

0
.

1 7一0
.

2 8

0
.

3 5一0
,

4 4

0
.

4 5一0
.

5 7

0
.

2 0一0
.

2 9

0
.

3 8一 0
.

4 1

0
.

3 9一 0
.

4 9

好制良 制受严

{
良

出 苗 期 】受
】严

抑

重 抑

0
.

0 6一0
.

17

0
.

1 6一0
.

2 1

0
.

2 6一 0
.

3 3

0
.

07一0
.

18

0
.

1 8一 0
.

2 3

0
.

2 5一 0
.

3 2

0
.

0 9一 0
.

1 8

0
.

1 9一0
.

2 6

0
.

2 5一0
.

3 0

好制制

紫 花 首 拾

{ 良
幼 苗 期 { 受

} 严

抑

重 抑

0
.

1 4一0
.

1 6

0
.

1 7一 0
.

2 4

0
.

2 9一0
.

4 6

0
.

0 6一0
.

19

0
.

1 8一 0
.

2 6

0
.

2 3一0
.

3 5

0
.

0 8一0
.

2 1

0
.

1 8一0
。

2 5

0
.

3 0一0
.

3 3

好制制

危害的威胁 ; 盖草可以防盐
,

种耐盐性强的椽肥作先锋
,

利用其茎叶覆盖可抑制土壤返盐

等等
。

粽合应用这些措施
,

可有效地抑制土壤返盐
,

使播种层士壤盐分低于椽肥发芽
、

出

苗的耐盐极限
,

免除或减铿表土盐分的危害
,

从而有利于椽肥立苗生长
。

在重盐地上
,

可

先种植耐盐性弦的田氰秋后再播种改土效果好的冬椽肥
,

或多年生椽肥
。

种 田著宜在雨

季初期 (郎 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 )
,

趁雨播种
,

或采取开沟播种
,

利用凹塘沟底处水分高盐

分低的有利条件
,

为田著出苗生关提供良好土壤条件
。

只要田著在重盐地上能全苗生长
,

则冬徐肥的全苗郎不难解决
。

如我站多年来在土壤舍氯盐 0
.

3 多 以上的重盐地上
,

先种 田

菩
,

在 8 月下旬田蓄初花或生长盛期XlJ 割
,

把田著茎捍覆盖地面
,

再混播冬释肥
、

若子与黑



2 期 绿肥对改良盐土的效果及其利用

麦草
、

油菜等
。

这样可以利用一季 田著的茎叶覆盖与雨季降水的淋盐作用
,

降低土壤盐分

(表 3 )
,

改善土壤物理性状 (表 4 )
,

有利于冬椽肥的生长
。

表 3 种植田蓄前后土壤盐分 (% ) 的变化 (氯盐
,

N a CI )

1 9 5 5 年 19 5 7 年 1 9 5 8 年

种前 才}J差 种前 种后 相差 种前 种后 相差 一种前 }种后团同回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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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种植田蓄对土壤物理性状的影响

样样 点点 容重(克 /立方厘来 ))) ‘L 隙 率 (% ) ⋯
> 0

·

2 5毫米水稳性团粒 (% ,,

111119 5 5 年年 19 5 7 年年 19 5 5 年年 1 9 5夕 年年 19 5 5 年年 19 5 7 年年

种种种前前 种后后 种前前 种后后 种前前 种后后 种前前 种后后 种前前 种后后 种前前 种后后

11111 1
。

斗111 l
。

3 000 1
.

2 888 1
.

3 000 47
。

333 5 0 777 5 1
.

000 5 4
.

555 2
。

444 8
.

999 7
.

222 8
,

999

22222 1
.

4 555 1
.

3 555 1
.

3 222 1
.

2 555 45
.

222 4 8
.

666 多0
.

111 5 2
.

444 3
。

lll 9
.

333 6
.

777 8 999

33333 1
.

3 666 1
.

2 888 1
.

3 777 1
.

2 666 4 8
.

斗斗 5 1
.

333 4 8
.

333 5 2
.

222 3
.

444 1 1
。

333 夕
.

555 7
,

444

44444 1
.

3 222 1
。

3 222 1
.

3 666 l
。

3 000 5 0
.

000 4 9
.

777 4 8
.

999 5 0
.

888 3
。

777 11
.

111 4
。

888 9 555

平平 均均 1 3 888 1
。

3 111 1
.

3 333 1
.

2 555 4 7 777 5 0
.

111 4 9
.

666 5 2
.

555 3
.

222 1 0
。

222 6
.

666 8 777

(三 ) 多种绿肥混播的效果

豆科与禾本科多种稼肥混播不仅可增加解草产量
,

而且可增加后作产量
。

根据我站

几年的就验拮果
,

在柬里盐地上
,

若子与黑麦草混播比单播若子产草量增加 26 一70 多
,

根骸

数量增加 40 一 1 09 外 ;金花菜与黑麦草混播比金花菜单播的增产 32 一68 呢
,

根骸数量增加

2 9一14 斗多
。

在重盐地上
,

若子与黑麦草
、

油菜等混播比单播的若子增产两倍以上
。

由于

其解草与根骸数量的增加
,

对土壤理化性状的改善
,

就比单播豆科椽肥为显著
,

从而更好

地培肥地力
,

提高棉产
。

如 1 9 5 6一 1 9 6 3 年速擅几年的贰嗽拮果
,

在轻盐地上
,

混播释肥地

比单播椽肥地的棉花增产可高至 10 多 ; 在重盐地上
,

混播椽肥地比单播碌肥地的棉花增

产可高至 18 %
。

(四) 以磷增氮
,

以无机肥养有机肥

在苏北盐土区
,

拿众种植椽肥时一般有不施肥的习
‘

嗜
,

再加上管理粗放
,

因此禄肥解

草产量很低
,

通常仅在 1
,

0 00 斤左右
,

低的只有 斗00 一多00 斤
,

对解决本 田的肥料尚不足
。

我站的贰硫表明
,

磷肥对豆科藏肥具有显著的增产作用
。

如蚕豆释肥
,

每亩施用 20 斤过

磷酸钙作腊肥的
,

比不施磷肥的可增产解草 45 % (豁每亩增产鲜草 9 60 斤 ) ; 金花菜每亩

噜
“。斤过磷酸钙作腊肥可增产 ”1 % (豁每亩增产解草 ””0 斤 )‘营子每亩施 ““斤过磷酸

钙可增产 2 4一3 斗9 % (补每亩增产解草刊。一 1
,

86 7 斤)
。

此外
,

前茬(棉花 )施磷肥的比不

施磷肥的
,

若子可增产 32 一38 呱
。

如果以 20 斤过磷酸钙直接施于棉花
,

每亩增产籽棉为

6
.

7一 9
.

2 斤 ;而将 20 斤过磷酸钙先施于若子椽肥
,

而后植棉
,

每亩增产籽棉为 15
.

4一33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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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
。

充分显示豆科椽肥施用磷肥
“

以磷增氮
” , “

以无机肥养有机肥
”

的效果
。

贰硫还得出
,

在碌肥生长早期施用磷肥
,

释肥增产最显著
,

施用越迟
,

效果越小
。

如与不施磷肥的对照

比较
,

作基肥的增产 4 , %
,

作腊肥的增产 29 %
,

作春肥的增产 12 务
。

所以
,

在盐清土地区

种植椽肥与施用磷肥拮合
,

是长好释肥
、

充分发挥
“

释肥养地
”

的有效措施
。

(五) 碌肥的翻耕利用与肥效

释肥的合理利用
,

既要符合盐土的特点
,

又要满足棉花生长发育的需要
,

才能最大限

度地发挥其对盐土改良和棉花的增产作用
。

在苏北盐土区
,

拿众施用释肥的传枕习啃是将

椽肥解草刨盖地面
,

仅有 20 一30 % 埋入土中
,

其优点是保持地面覆盖
,

不翻蒋表土层
,

有

利于防止土壤返盐 ;缺点是肥效不能充分发挥
。

据贰输
,

中上等椽肥田
,

止壤盐分较鲤
,

翻

埋徐肥不致引起表土返盐
,

椽肥可迅速腐烂分解
,

肥效高
,

每千斤鲜草可增产籽棉 62
.

3 斤
,

如将椽肥刨盖地面
,

每千斤麟草仅增产籽棉 36 斤 ;但在中下等椽肥 田
,

土壤盐分重
,

桔构

性差
,

碌肥产量低
,

耕翻释肥易引起地表返盐
,

棉花出苗差
,

缺苗严重
,

采取刨盖方式
,

可以

抑制地表返盐
,

争取棉花全苗
,

既能增产棉花
,

又有利于盐土改良
。

在大面积机耕条件下

摄肥的利用
,

据近两年来研究
,

以 (M一H ) 圆盘犁耕翻为宜
,

既能适宜产草量高的上等释

肥 田深耕
,

无需耕前耙切
,

又能适应产草量低的中下等释肥 田浅耕 (6 厘米 )
,

且栋肥耕翻

后成半埋半掩状态
,

有利于抑制地表返盐
。

(六 ) 在翰作中配置撇肥

在翰作中配置椽肥
,

既是根本解决大量增施有机肥料的办法
,

又是用地和养地紧密精

合
、

加速土壤改良
、

使土地越种越肥
、

粮棉稳产高产的基础
。

在苏北滨海盐土区
,

对土壤舍

盐较鲤的脱盐
一
靶盐土

,

以扩大蚕豆和豆麦
、

和草麦简作为宜 ; 盐分较高的中盐土
,

宜少种

三麦
,

多种释肥
,

碌肥
、

棉花套种
,

待土壤改良后
,

再实行棉
、

粮
、

禄肥翰作
,

冬碌肥面积要保

持 30 % 以上 ;重盐地夏种 田蔫
,

秋种酋子
、

金花菜
、

黑麦草
、

油菜等多种释肥
,

一年双季椽

肥
,

争取地面保持长椽
。

根据我站近两年的稠查研究拮果表明
,

脱盐
一
鲤盐地上采用粮

、

棉
、

释肥翰作
,

平均较速作地增产粮食 12 %
,

增产棉花 2 7务
,

较粮棉倒茬方式增产粮食 3 %
,

增产棉花 20 务
。

在中盐土上采用释肥棉花套种方式此较有利
,

既有利于多产棉花
,

又有利

于改良土壤
,

培养地力
,

与粮
、

棉
、

椽肥翰作对比
,

棉花产量增加 80 一 1的%
。

摘 要

本文总拮我站几年来种植禄肥对改良盐土的效果
,

同时也对盐土上栽培
、

利用拣肥的

几个简题
,

作初步尉渝
。

在盐土棉田中种植与翻压椽肥
,

既可建立地面覆盖
,

抑制地表返盐
,

又可改善土壤拮

构
,

促进土壤脱盐
,

并可增加土壤有机盾
,

提高土壤肥力
。

因此盐土棉田套种椽肥
,

随着土

壤盐分的降低和肥力的提高
,

棉花产量可逐年增加
。

苏北几种椽肥苗期耐盐力大小的次序是
: 田蓄 > 紫花首着 > 光叶营子一金花菜

。

为

了达到全苗
、

壮苗
,

可根据土壤含盐量的多少
,

选种耐盐性不同的椽肥 品种
。

盐清土上徐肥保苗
,

除选用耐盐品种作先锋外
,

可采用粽合措施
,

如趁雨播种
、

冲 沟播

种
、

深沟浅盖和盖草等措施
。

豆科与禾本科多种椽肥混播
,

不仅可增加麟草产量
,

而且可增加后作产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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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肥对森肥有显著增产作用
。

翻耕椽肥要因地制宜
。

在中上等释肥 田
,

土壤盐分较靶
,

翻埋椽肥
,

不致引起土壤返

盐
,

有利增产 ;在中下等椽肥 田
,

土壤盐分较重
,

不宜翻埋椽肥
,

宜用刨盖方式
,

以免返盐
。

在翰作中配置椽肥也要因地制宜
。

袒盐土
,

以蚕豆和豆麦
、

和草麦简作为宜 ; 中盐土
,

可 由椽肥棉花翰作
,

过渡到棉
、

粮
、

椽肥翰作 ;重盐土
,

可种双季碌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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