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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盘锦沿海地区田菩的栽培

及其改豆盐土的效果
*

任玉民 李国林 吴芝成 任秀坤
(辽宁省盐碱地利用研究所)

辽宁省滨海盐渍士多分布于低洼易涝地区
,

以盘锦沿海地区为主
。

这些盐碱地
,

除部

分已开垦种植外
,

尚有大面积荒地
。

已被垦殖的土地
,

也因盐碱重
,

肥力低
,

危害作物出苗

和生长
,

引起作物减产
,

甚至成片死亡
,

严重地影响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
。

为了加速盐碱地的改造利用
,

使达到稳产高产
,

种植绿肥作物是有效措施之一 ; 特别

是在水旱翰作中
,

绿肥占着重要的地位
。

因此研究绿肥作物的栽培和提高土壤肥力的作

用
,

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实践意又
。

本文系根据 1 9 , 年到 1 9 6 4 年的部分研究资料加以整理
,

供各地参考
。

一
、

田蔷的耐盐性和耐涝性

(一) 田蓄的耐盐性

土壤中盐分多少
,

道接影响 田著出苗的好坏及其生长
,

所以种植在不 同盐渍土上的 田

苦
,

其出苗情况有显著的差异
。

从表 1 中看 出
,
田著的耐盐性是相当强的

。

在轻度一中度

盐渍化土上都能出苗
,

在较重的盐斑地上
,

土壤表层舍盐量虽高达 0
.

78 多
,

但经雨水淋盐

后
,

在土壤水分充足的条件下如能加弦 田间管理
,

亦能出苗生长
: 只有在盐分极重的光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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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上才不能发芽 出苗
。
田莆在不同生长时期的

耐盐性是不同的
,

其中幼苗期最为敏威
,

以后

随着田著的长大
,

根系深扎
,

其耐盐能力逐渐
增强

,

例如 田著幼苗期耐盐临界浓度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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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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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最强 ( 图 l )
。

由于土壤盐渍化程度不 同
,

田普的生长与

发育有很大的差异(表 2 )
。

在寸草不生的盐斑

地上田著不能生长
,

在盐分较重的盐斑地
,

田著

一
生长正常

一
逐渐死亡

髻 聂 菜 警 登 聋 夏
握 藉

图 1 各种释肥作物耐盐临界浓度比较

受到显著抑制 ;在轻盐斑地上则只受到轻度抑制
。

盐分重的土地上
,

田著的地上部分及地

下部的产量都显著降低
,

尤其是根瘤的产量极低
,

甚至没有(表 3 )
。

但是盐分较重的土地

上
,

别的绿肥种不上
,

可以种 田菩
,

并且还有较高的产量
,

这不仅增加地面覆盖
,

防业地面

参加分析的尚有宫宪财等同志
,

待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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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 盐 分 含 量 对 田 蓄 出 苗 的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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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土 攘 盐 分 对 田 蓄 生 长 特 性 及 产 量 的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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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播种期 6 月 5 日
,

收割期 9 月 22 日
。

表 3 土 壤 盐 分 对 田 蓄 很 瘤 发 育 的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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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19 6 3 年 9 月 2 7 日调查
。

返盐
,

还有降低地下水的作用
。

所以 田著是改良与利用盐碱地的先锋作物
。

(二 ) 田蓄的耐涝性

几年来的观察证明
。
田著不仅耐盐

,

还抗涝
,

而且抗涝性大于耐盐性
,

为现有夏季豆

科绿肥中最弦的 「‘] 。 根据 1 9 6 3 年 田著淹灌试验结果
,

在苗高 20 一30 厘米时
,

经过水层

20 一30 厘米及 0一 10 厘米的淹灌 10 天
,

尚未发现田著受涝害的现象
,

只是生长速度稍受

抑制 ( 图 2
、

3 )
。

以后 田蓄逐渐长大
。

抗涝性也逐渐增强
。

尤其在株高达 卯 厘米以上时
,

抗涝性更加显著
。 1 9 6 3 年曾在大面积盐碱土上种植田氰

7 月 16 一25 日连续降雨 1 斗。
.

9

毫米
,

地面积水 5一10 厘米左右 ; 有的经过 7一10 天才露 出地面
,

并未发现涝害现象
,

只是

生长受到抑制
,

平均 日生长高度只 1 厘米左右
。

同样 1 9 6斗年在大面积田著地上
,

采取拦

蓄天然雨水的措施
,

自 7 月 10 日一 8 月 30 日共降雨三百余毫米
,
田著仍能良好生长

,

而

其它作物
,

在这种情况下
,

都受到严重涝害
,

甚至死亡( 表 4 )
。

在受涝的情况下
,

高粱平均

日生长高度为 0
.

70 厘米
,

大豆为 0
.

49 厘米
。

没有排出地表积水的地块
,

作物几乎全被淹

死
,

秋后颗粒不收
。

高粱虽未泌死
,

但植株生长受到严重的抑制
,

造成严重减产
。 1 9 6斗年

种草木择及紫首蓓
,

地表积水 ( l一, 厘米 )仅 2一3 天
,

都被淹死
。 19 6 0 年亦得到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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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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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常

严重抑制

中度抑制

部分叶片闭合直立

根茎膨大茎叶枯黄粒壮匕

部分叶色呈枯黄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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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 ‘〕。

田著之所以能够耐涝
,

主要原因是田著根茎外部有一层白色海绵状的组织
,

有防业水

分浸蚀的作用
,

并且有良好的通气条件
。

因此在地表积水的情况下仍能进行呼 吸 作用
,

c 0 2
及 0 2

的输入或输出
,

不受到影响
,

而其它作物就不具备这种条件
,

因此 田著成为夏季

杭涝性最弦的绿肥作物
。

二
、

田著栽培的主要技术措施

(一 ) 播种期

根据几年来的播种期试验结果
,
田著的播种期不宜过早或过晚

,

过早由于气温及地温

低
,

不易发芽
,

甚至霉烂
,

不能 出苗
。

过晚则影响 田著的生长及其产量
。

例如 1 9多8 年 4 月

18 日一8 月 3 日间分期播种
,

田蓄鲜草产量相差极为悬殊
。

播种迟 10 一 17 天
,

鲜草产量降

低 2乡一 7乡界
,

尤其是 8 月 3 日播种的 田著
,

因以后气温逐渐降低
,

植株生长高度只有 20

厘米
,

鲜草产量极低
。 1 9 6 3 年的播种期试验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表 匀

。

从表 5 中看出
,

在

表 5 不同播种期与田蓄产量与氮素增长的关系 ( 1 9 6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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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 0 日以后播种的田著
,

无论地上部或地下部的鲜草量和提供的氮素含量
,

都显著下

降
,

故 田著做为绿肥作物
,

最适宜的播种期应在 , 月中旬到 6 月中旬
,

此时气温较高 (1 5一

21 ℃)
,

不但有利于种子发芽和提高单位面积的苗数及整齐度
,

增强幼苗的抗盐能力
,

并能

促进幼苗尽快地生长
,

覆盖地面
,

抑制土壤返盐
,

从而有利于 田著的生长与发育
,

也是防止

杂草
,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一项有效措施
。

(二 ) 翻压时期

19 6 3一 1 9 64 年的试验结果
,

田著的特点是喜高温潮湿
,

因此它的生长发育最快的时

期是 8 月上旬到 9 月中旬
,

在 38 天中上长 9 7 厘米
,

平均每天上长 2. 6 厘米
。 9 月中旬以

后 田著的生长速度显著减弱
,

这种生长速度与气候的变化规律是一致的
,

因此在盐碱地

上
。

如何延迟田著返压时期
,

使 田著得到充分的生长与发育
,

以提高地上部及地下部的产

量是一个重要课题
。

为此
,

我们进行了田著翻压时期的试验(表 6 )
。

从 8 月底延迟 10 天

到 9 月上旬翻压
,

每亩地上部产草量增加 9 19 斤
,

合氮素 多
.

多斤
,

地下部增产 22 0 斤
,

合氮

素 0
.

46 斤
,

尤其根瘤增加 1 / 2 左右
。

表 6 不同翻压时期与田蓄产量及提供氮素的关栗

(斤/亩) 折 成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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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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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5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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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夕9 2
.

夕

5
.

5 9

8
.

6 5

2 3
.

3 1

3 3
.

3 3

‘3
.

2 7

上述结果还可以说明
,

适当的延迟翻压时期
,

不仅能提高鲜草产量和氮素舍量
,

而 目

对延长地面覆盖
,

防止土壤返盐有良好的作用
,

是加速盐碱地改良与利用的有效措施
。

根据两年试验结果
,

田莆的适宜翻压时期
,

一般在 8 月下句到
Q 月中旬

,

此时正值田

著现蕾开花
,

且雨少
,

地干
,

拖拉机便于下地翻压
。

过晚茎杆易木质化
,

秋雨较少
,

当年不

易腐烂
,

过早产草量和氮素舍量太低
。

水田可在第二年种稻前
,

提早灌水泡田
,

使翻压的

田著能很好腐烂
。

用东方红拖拉机牵引五锌犁翻压
,

结果甚为良好
。

在土壤 水分 为 20 沁左右
,

深耕

18 一20 厘米的情况下
,

可将 田蓄全部翻压于深 14 一16 厘米的地下
。

当土壤水分较大时
,

可有 2一斗% 露 出地面
,

如把田蓄割倒再翻
,

结果反而不好翻压
,

容易造成堵犁
,

影响翻压

质量
。

(三 ) 移栽的影响

1 9 6 3 年试验证明
,

移栽田著虽然植株比种植的较低
,

但每株的分枝
、

花数均比种植的

为多
,

而移栽密度愈稀
,

则分枝
、

开花及荚数愈多
。

每亩产草量和提供的氮素量以及单株

产量
,

种植区均比移栽区为高 (表 7 )
。

移栽不能增加田蓄的产量及氮素
,

但考虑到重盐碱

地和盐斑地难以种植 田氰结合田著的耐盐性随生长期而增弦的特点
,

利用移栽避免出苗

困难及功苗期的盐害
,

不失为改良重盐碱地和盐斑地的一个好办法
。

如再结合雨水淋盐
,

围捻泡 田
,

蓄淡养著等措施和适当增加田著移栽密度及提早育苗等
,

其效果可望更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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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移 栽 对 田 蔫 生 长 及 产 量 的 影 响

处处 理理 行 距距 生 青青 株数 /米
,,

株 高高 分枝/株株 花数 /株株 英数 /株株 产 量 (斤厂亩)))

(((((厘来))) 情 况况况 (厘米)))))))))))))))))))))))))))))))))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上部部 地下部部 根 瘤瘤

种种 植 区区 3 OOO 良良 10 222 2 3 111 2
.

0 000 5
.

7 777 6 7000 6 99 333 4 6 5
.

555 6 1
.

999

中中中中中 7三三 1 9 333 7
.

5 000 5
.

8 000 3
.

4 000 3 5 9 666 32 4
.

111 1 1
.

333

平平平平 均均 8 8
.

多多 2 1 222 1
.

7 555 5
.

夕999 5
.

0555 5 2 9 555 3 9 4
.

888 3 6
.

666

移移 栽 区区 3 000 良良 3777 1 5今今 3
.

夺666 1 5
.

4000 斗
.

9 222 2 1 3斗斗 17 9
.

夕夕 3斗
,

666

甲甲甲甲甲 3999 13 000 2
.

6 999 7
.

7222 1
。

6 555 14 5 888 16 8
.

222 1 2
.

666

平平平平 均均 3888 14 222 3
.

0 888 1 1
.

5 666 3
.

2 999 1 79 666 17 3
.

999 2 3
.

666

移移 栽 区区 多OOO 良良 2 111 15 222 5
.

8 666 17
.

1666 6
.

5777 17 3 000 19 8
.

444 4斗
.

777

中中中中中 2 444 13 000 1
.

8斗斗 7
.

2 555 0
.

7 999 9 9 555 8 1
。

555 5
.

111

平平平平 均均 22
.

555 14 111 3
.

8 555 12
.

2 111 3
.

6 777 13 6 333 13 9 999 2斗
.

,,

注 : 6月 1 0 日播种
,

7 月 13一 1斗 日移栽
,

9 月 2 2 日收割
。

(四 ) 收割(留搓 )的影响

在 1 9 6 3 年 8 月 10 日到 20 日
,

田蓄生长高度 1
.

2一 1
.

, 米时
,

将地上部收割一次
,

分别

留搓 10 一30 厘米
,

以观察田蓄再生能力及产草量
。

从表 8 看出
,
田著的再生能力相当强

,

特别是雨季
,

在温度 高和土壤水分充足的条件下
,

其生长速度更为显著
,

植株再生 32 一42

天
,

可高达 83 一 1卯 厘米
。

从产草量来看
, 9 月 15 日收割的不留搓区亩产量为 18 4 0 斤

,

9 月 2 2 日第二次收割的留楼区两次收割总量为 1 2 2 2一2 2 0 0 斤
,

说明留搓产量略有增加
。

留桂高度不同
,

产草量差异很大
。

试验结果表明
,

以留磋 30 厘米为宜
,

如果施少量的磷肥

或氮肥
,

产草量还会显著提高
。

如果适当的提早播种和收割
,

产草量还可以大大提高
。

在

有条件的地区
,

如劳动力充足
,

可每年收割二次
,

第一次收割供异地压绿肥
,

第二次就地翻

压
,

这是提高鲜草的一项有效措施
,

它的最大优点在于防业木质化
,

延长生长期和适当提

早播种
,

这对防止土壤耕层积盐和提高土壤肥 力有重要作用
。

表 8 田 蓄 留 搓 对 鲜 草 产 量 的 影 响
*

留搓高度

(厘米)

斤
一

/亩 产 量 斤 /亩

第一次收割1第二次收割
( 8 月 10 日)}(夕月2 2 日)

合 计 (厘米)
第一次收割{第二次收割
( 8 月 2 0 日)1( 9 月 2 2 日)

合 计

再生高度

(厘米)

生度高再

3n
ljUOCU,

廿

�

1工
‘r工

6 6 6

6 9 2

16 2 5

1 2 6 5

1 2 6 8

2 2 0 0

1 2 6

14 0

王5 0

8 9 2

1 1 3 1

1 1 3 2

3 3 0

6 6 6

7 7 3

1 2 2 2

1 79 7

1 90 5

八,6�勺Q
�勺212一夕l夕l夕l0加

不留搓 (对照 ) 1 8 4 0 * *

*

播种期 6 月 5 日
,

** 收割期 9 月 15 日
。

(玉 ) 以耙代耕

盐碱地耕翻困难又费工
,

因此采用何种耕种方式
,

既不影响 田著的出苗生长
,

而又降

低成本
,

省工
,

保证农时
,

是个需要解决的新间题
。

根据 19 6 3一 1 9 6 4 年不 同耕种方式的大区对比试验结果
,

在已耕地 (稻田或旱地 )上
,

以耙地播种 田蓄效果最好
。

出苗率高
,

苗壮而整齐
,

一般比魏地保墒好
,

提早出苗二夭
,

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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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土壤盐分重
,

熟化土层薄
,

有粘土层分布的土壤上
,

翻地效果更差
,

见表 9 。

表 9 不 同 耕 种 方 式 对 田 著 出 苗 的 影 响

赢赢麟遏遏
土壤盐清程度度 出 苗 情 况况 出 苗 数数 出 苗 期期 出 苗 天 数数

(((((((((株/米勺勺勺勺

翻翻 把 播 压压 轻轻 良良 8 333 乡月 2 8 日日 888

中中中中 中中 6 333 5 月 3 1 日日 l 111

重重重重 次次 1333 力月 7 日日 l888

盐盐盐 斑斑 极 次次 222 } 一一一

翻翻 把 播 种种 轻轻 中中 4 777 5 月 3 1日日 1 lll

中中中中 较 次次 2 222 6 月 4 日日 1 555

重重重重 次次 1222 6 月 7 日日 1 888

盐盐盐 斑斑 次次 1 OOOOOOO

把把 播 压压 轻轻 良良 6 666 5 月 2 9 日日 999

中中中中 中中 3 888 5 月 30 日日 l OOO

重重重重 中中 4 000 6 月 1 日日 l 222

盐盐盐 斑斑 次次 ⋯⋯
6 月 多日日 l 666

把把 播播 轻轻 良良 5 111 5 月 3 0 日日 1000

中中中中 中中 3 333 乡月 3 1 日日 l lll

重重重重 次次 l 555 6 月 5 日日 l666

盐盐盐 斑斑 次次 8888888

播播 把把 轻轻 良良 3444 6 月 2 日日 1 333

中中中中 次次 l888 6 月 5 日日 l 666

重重重重 次次 l222 6 月 7 日日 l888

盐盐盐 斑斑 极 次次 5555555

注 : (l) 播种期为 5 月 20 日 (2 ) 播种量每亩为 6 斤
。

熟化土层薄的地区
,

土壤肥力低
,

如将冷凉的粘土翻至地表
,

在春季风大的季节
,

土壤

水分迅速蒸发
,

形成坚硬的土块
,

用重耙亦不易耙碎
,

耙后又不平
,

使播种深浅不一
。

如耙

后不及时镇压
,

墒情不好
,

田著出苗不齐
,

闷种现象极为严重(表 1。)
。

从田著生关状况及

产草量来看
,

仍然是以耙地播种优于翻地播种(表 1 1 )
。

耙地播种的最大优点
,

是降低成

本
,

提高了经济效盆
,

确保农时
,

保持墒情
,

有利种子发芽及出苗
。

因此
,

耕地播种田蓄
,

采

取耙播压或耙播的方式较为合适
。

在使用畜力耕种时
,

采取深开沟浅复土的办法播种田

蓄
,

效果较好
。

表 10 播 种 深 浅 与 出 苗 的 关 系 *

长
(厘米) (一米土壤间) (厘米) (厘米) 数 /株 数/株 (% )

{
:

.

:
{

:
.

:
}

1 2刀
}

; l
_

。
}

18
⋯

、
.

厂一

门n曰

一J�/�/,注心1�,勺乙尸J6
�,乙勺乙勺,乙

2nU�Ij�U门�
.

⋯
,L,乙月汗J,11,.一咭.止弓r工一、�nll门�门U

.

⋯
八U八曰n�J.l, L., .11‘L1 0

7一 8

4一 5

3一4

8
.

0

1多
.

0

3 1
。

O

3 2
.

0

4
.

0

4
.

5

4 5

5
.

0 10 0
.

0

* 19 64 年 6 月 16 日的三点平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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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不 同 耕 种 方 式 对 田 蓄 产 量 的 影 响

介介\奥
‘‘

生育情兄兄 株数 /平方来来 株 高高 产 量 (斤 /亩)))

秋秋 不中 方 式 \ \\\\\\\ (厘米))))))))))))))))))))))))))))) 地地地地地地 上 部部 地 下 部部 根 瘤瘤

翻翻 把 播 种种 良良 亏666 2 6 111 4 7 9 555 弓9 999 9 3
.

2 444

,, ,,

中中 5 lll 1 8 555 3 0 6 333 5 6 555 8 6
.

5 888

先先 播 后 把把 良良 9弓弓 2斗666 峨4 0 000 5 9 999 8 6
.

5 888

,, ,,

中中 6 777 1 9888 3 2 6 333 5 3 444 6 7
.

2 000

先先 把 后 播播 良良 斗888 2 8 444 斗7 9 555 6 6 333 1 0 6
.

多666

,, ,,

中中 1 0 555 2 2888 3 3 9 000 5 3 333 6 3
.

2 666

(六 ) 以磷增氮

一般认为种植绿肥
,

尤其是豆科绿肥
,

能肥 田和解决肥料不足的困难
,

故种植绿肥是

根本不施肥的
。 19 6斗年试验表明

,

磷肥对 田著具有显著的增产作用
。

亩施磷肥 2。斤可

增产二倍以上
。

同样
,
田著盆栽试验

,

每亩施用磷肥 30 斤
,

田著茎叶生长繁茂
,

根系发达
,

单株产量比不施磷肥增产三倍以上(表 12 )
。

值得提出的是
,

磷肥对田著的效果
,

不仅表

现在植株生育上
,

还提高了植株的含氮量
。

可见以磷增氮
,

是提高绿肥产量和氮素舍量的

一项有效途径
,

值得重视
。

表 12 磷 肥 对 田 菩 的 肥

\ \ \
、

项 二

}株 高
~

\
\ 目 }

二上一理一二上三{兰){{竺
不 施 磷 }

‘61

施 磷 “o 斤 }
19 ‘

(厘米)

分 枝
{
角 数

(个/株) } (个/株)

地 上 部

(斤/株)
全 N (% )

:: ::
4弓

1 2 0 ::{ :: : ::

效一|卜曰|�

|

三
、

田著改夏盐土的效果

在盐碱地上种植 田氰 由于茎叶繁茂及强大根系的切割与压挤作用
,

改善了一系列土

壤理化性质及 田间小气候
,

为土壤脱盐过程
,

创造了有利条件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一 ) 改变小气候
,

抑制土壤返盐

田著在生长期间
,

茎叶繁茂
,

枝叶交错
,

荫蔽大
,

创造了土壤表面和近地大气的低温条

件
,

同时空气不大流动
,

能挡凤
,

减弱外面气流对植株间空气的影响
。

因此植株叶面蒸腾

与地 面蒸发的水分聚积在 田间
,

造成了湿度高不易透风的湿度层
,

结果减弱地面的水分蒸

发 ( 图 斗 )
。

特别是 田著强大的根系密布于耕作层内
,

下层毛管水流局部被截断
,

水分向上

移动只能通过 田莆的蒸腾作用
,

从而有效地防止土壤盐分在地表积累「‘〕。

(二 ) 种植田蓄加强土壤脱盐过程

如上所述
,

盐碱地种植田氰因茎叶繁茂
,

遮荫地面
,

可减弱水分蒸发
,

从而加孩了自

然降雨对土壤的淋盐与脱盐过程
,

使耕层土壤盐分一般降低 7 8多
,

最多可达 89 多
,

随生长

情况生长期而有所不同
。 9 月中旬以后

,

田蓄生长开始缓慢
,

雨季也已过去
,

但它仍有防

止土壤水分蒸发及盐分聚积的作用
,

使土壤继续处在脱盐的过程中 ( 图 5 )
。

可见
,

把 田著

作为改良利用盐碱地的先锋作物
,

是一项事半功倍
,

立竿见影的增产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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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种植田著对减弱风速的作用

种植前 苗期 盛期 收割后

图 5 种植田著对土壤脱盐的作用

利用田著耐盐又耐涝的特性
,

结合蓄淡
,

能加速土壤脱盐
。

例如 1 9 6 3 年雨季
,

在田 蓄

地内
,

接纳大量 自然降雨
。

使水分在下渗的过程中
,

溶解大量盐分
,

带至土壤深层以至地下

水中
,

加速了土壤盐分的淋洗作用 ( 图 6 )
。

只要掌握田著不 同生长时期耐盐及耐捞的程

盐分含量 (% ) 度
,

充分利用降雨
,

做到水利措施与生物措
0 0

.

1 0
一

2 0 , 3 0
.

4

几
_ _

一)
.
.
. 翻‘ . 户

‘. .

训.

一

l了l.’伙

孔河
”

( t入/
卜( l)

—
蓄 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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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蓄淡

( l) 中度盐 2责土

( 2 ) 轻度盐溃土

�刃下翩巡�铡张够书

‘0 0

犷
’

图 6 种植田著结合蓄淡对土壤的淋盐作用

施密切配合
,

可达到降低土壤脱盐的良好

作用
。

有排水条件时
,

其效果更为显著
,

特

别是在较重的盐碱地和盐斑地
,

利用这种

改良措施
,

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

(三 ) 田苦对土壤物理性质的影响

几年来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

在盐碱

地上种植水稻
,

使土壤团粒遭到破坏
,

透水

性差
,

耕性不良
。

但经种植一年田氰 土壤

水稳性团粒得到迅速的庆复 (图 7 )
,

这是

由于田著的残体中合钙较多
,

碳氮比较小
,

利于土壤微生物的活动与分解
,

加上田蓄根系

入土较深 (达 1
.

2 米左右 )
,

能吸取土壤深处的钙盐
,

特别是须根多
,

根量大(表 1 3 )
,

可以形

成大量的腐殖质
,

并有弦大的切割及压挤作用
,

对恢复土壤水稳性团粒和提高土壤肥力有

着显著的作用
。
田莆根系范围内的团粒舍量高于根系范围外的

,

更充分说明 了田著对团

粒形成的作用 ( 图 8 )
。

8642

�东�翼因哪洲

J

,

、

井
八水�如叫联长日哪叫

0 一

5 0 .

2 多

粒径(毫米 )

图 7 田著地 (0 一20 厘米) 中各级团粒

的分析

弓 2 1 0 .

5 0 一

2 与

粒径 (毫米 )

图 8 田著在根系范围内外(距根 巧 厘米 )

的士壤团粒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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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田 蓄 在 土 壤 中 的 盛 留 根 量 (斤/亩)

土 壤 深 度 (厘米 )
生 育 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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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中次

随着土壤结构状况的改善
,

土壤容重及孔隙度也得到了改善
。

土壤 容 重一般 降低

0
.

叫一0
.

06 克 /厘米
3 ,

孔隙度可增加 3 % 左右
。

(四 ) 田蓄对土壤有机质及养分积累的作用

作物不断取走土壤中的氮素
,

如果没有肥料补充
,

将导致土壤中氮素的降低而影响作

物产量
。

农民长期以来有水稻与冬季绿肥翰作的习惯
,

以积累大量的有机质和氮
。

盘锦

灌区 的研究结果表明
,

田著根系弦大而深
,

能将下层土壤中的养分集中到表土中供应作

物
,
田蓄根量大

,

使土壤有机质舍量也略有增加 (表 14 )
。
田莆的根瘤大而多

,

每亩可达

33 一“ 斤
,

使土壤氮素也略有增加(表 1 5 )
。

固氮量较其他豆科绿肥多
。

表 巧 中根系范围

内土壤中有机质和氮的合量高于根系范围之外的土壤
,

更可清晰地看到田著根系对增加

土壤有机质和氮的作用了
。

但是田著对土壤有机质和氮素增加的作用
。

主要是靠它的地

上部分作绿肥施入土壤
。

表 14 田茜对土壤有机质和氮素的影响

(厘米)

〔)一 10

10一2 0

O一 10

10一Z U

0一1 0

10一2 0

(% ) (% )

8 2

5 4

6 1

4斗

多3

4 8

0
.

0 9 6

0
.

0 77

0 0 8 5

U
.

0 8 2

0
.

0 8 6

0
.

0 9斗

有一
田 著

高 粱

田 蔷

表 15 田青根系范围内外土攘中的氮素积果

测 定 部 位 层 次 (厘米) 全 氮 (% ) 有 机 质 (%)

根 系 范 围 内

根 系 范 围 外

O一10

O一10 :{;: ):

四
、

翻压田青对作物的增产效果

盐碱地 由于土壤盐分重
,

有机质缺乏
,

物理性不良
,

影响作物稳产高产
,

翻压田著作为

稻 田或旱 田的有机肥料
,

是当前解决农业基肥不足
,

扩大有机肥施用面积的一项重要措

施
:

,

具有成本低
,

运输量少
,

花工少
,

肥力均匀
,

增产效果显著的优点
。

现将对水稻及旱作

物的增产作用分述如下
:

(一 ) 田著对水稻的增产效果

实践表明
,

连年种稻
,

士壤有机质减少
,

土地逐渐板结
,

肥力降低
,

影响水稻单位 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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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的提高
,

稻 田翻压 田蓄作为基肥
,

不仅改良了土壤
,

而且对水稻生关及增产有显著作

用
,

例如 1 9 61 年盐斑地改良试验结果
,

不施基肥区水稻产量每亩 3 16 斤
,

施马粪 6 6 0 0 斤
,

水稻亩产 6 13
.

6 斤
,

施马粪 6 6 0。斤加 田蓄 6 60 斤
,

水稻产量达 7 37 斤
。

根据河北天津稻

作所研究结果
,

第一年亩施 1 4 0 0 斤田著(合水率 50 %
,

合氮量 1
.

13 % )
,

增产 2丘 , 务
。

我

所 19 乡9 年 田蓄沤肥翻压
,

亩施 5 00 斤
,

增产 卯多 以上
。 19 6 4 年 9 月 18 日稻田翻压 田著

每亩 3 , 0 0 斤
,

促进了水稻的生长
,

增产 37 % (表 1 6 )
。

盘锦农垦局清水农场大 面积翻压

田氰水稻亩产达
8 14 斤

,

比不翻压 田著的增产 34 %
。

稻 田翻压 田著
,

其肥效可维持三年
,

这是保证水稻持续稳定增产的有效措施
c

表 16 翻压田晋对水稻生育特性及产量的影响

毕一⋯
翻 压 田 著 }

株 高 }穗 数 ⋯穗 长 !每 穗 ⋯二粒率 )最 高 l千粒重 ⋯产 量 ⋯增 产
_

_ _

}
_ _

}
,

_
_ _

}粒
_

数 }
_

}处孽率 }
_ _

}
_ _

}

些翌l{
一

坚兰}卫{垦类
二
l卜

一

竺之一卜兰兰生
一

{ l鱼二}三里生竺旦
.

}三竺上
7 6

·

‘

1
7 5

{
‘,

·

‘

}
3 7

·

,
⋯

8
·

‘6
}“

7
·

‘斗

⋯
2 4

·

7
}

“2 6
{ 一

”o
·

7 } 7 6 }
‘3

·

1
} 5 ‘

·

6
} “

·

9 9 }‘3 2
·

4 3
}

2 ,
·

4 } “4 , { “7

(二 ) 翻压田蓄对旱作的增产效果

盐碱旱地种植田著也有改土的作用
,

如能适时翻压则更增加了土壤的有机质和营养

元素
,

对作物生长及产量的效果将更显著
。

表 1 7 及 18 说明
, 1 9 6 4 年 9 月 1多 日盐碱旱 地

翻压田著每亩 3弓0 0 斤
,

小麦能增产 17 6务
,

高粱也增产 62 %
。

可见盐碱旱地种植 田著
,

采取当年就地翻压
,

第二年种植旱作物的办法
,

可以说是加速盐碱旱地改良与利用
、

保证

作物大面积稳定均衡增产的一项有效措施
。

表 17 翻压田蓄对小麦把济性状及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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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翻压田蔷对高粱生长特性及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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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普的发展前途

综上所述
,

可见 田蓄是改良盐碱地的先锋作物
,

是盐碱地上水稻旱作增产的好绿肥
,

既耐盐又耐涝
,

但是在引种推广中
,

某些问题尚有待解决
。

首先是种子问题
,

田著原生长在热带
,

到北方结实成熟比较困难
。

如 19 , 7一 1 9 , 8 年

我们引种了江苏福建等地的田氰于
斗月 18 日到 , 月 , 日播种

,

当年差半个月未及成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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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19 6 3 年在大面积田莆地中发现了 田著的早熟单株

, 9 月 20 日已全株种子成 熟 饱

满
。

另外从苏北引进的东辛籽和吩豆两个品种 [21 均表现早熟
,

在旅大地区 斗月 20 日播

种
,

6 月 26 一28 日现蕾
,

10 月 20 日种子郎成熟
。 19 6 4 年盘锦地区和旅大地区同样得到

了成熟
,

平均亩产 16 6 斤
,

发芽率 7 0 % 以上
。

可见我国北方地区田著留种间题是能够解

决的
,

但对 田著品种的选择
、

留种的技术以及如何逐步建立留种基地等问题尚需进一步研

究解决
,

估计 2一 3 年后郎可供应生产需要
。

其次是耕作制问题
。

不论水 田旱地
,

一般舍盐量 < 0
.

乡% 的盐碱地只要管理能跟上
,

都可栽培田著
,

而合盐较重的还可通过移栽来种植
,

故田蓄在盐碱地上可大面积推广种

植
,

尤其在灌区
,

结合灌排洗盐更有重要意义
。

根据我们的试验结果
,

一般水田或旱地
,

可

种一年田蓄
, 2一3 年水稻或旱作

,

因为 田蓄肥效可维持三年之久
。 19 6 4 年我们布置了小

麦与田著套种的试验
,

在小麦收割后
,
田著可迅速生长

,

到 9 月 20 日生长高度达 1
.

乡一 2

米
,

亩产草量为 2 5 0 0一 4 0。。斤左右
。

这样不仅当年增收一季粮食(小麦 )
,

而且田著又不

与粮争地
,

反而促进小麦的生长与发育
。

因此在水田种一年小麦和套种田著绿肥
,

既增收

根食
,

又培养地力
,

是一种很好的经济办法
。

开垦较重盐碱荒地
,

可种 l一 2 年田氰 再种

水稻
。

旱地 田著的种植与发展
,

必须从旱作物的翰作制度上加以考虑
,

每年设法留出一定

的 面积种植田氰是盐碱旱地改良与提高产量的重要措施之一
。

此外
,

田著的种子还可以榨油
,

茎可做麻的代用品
,

叶子可做猪
、

羊
、

免等的饲料
。

因

此在北方地区
,

发展 田著绿肥
,

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

总之
,

只要留种问题解决
,

合理安排作物布局
,

在我国北方盐碱地上引种田莆是大有

发展前途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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