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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祷改夏盐碱地的作用

胜水源贰软基点
中国科掌院黄淮梅千原综合试脸研究工作组

这项工作开始于 斗年
。

在河南省封丘县城关公社前赵碧选择 亩盐土 盐分组成

以氛化物和硫酸盐为主
,

种 田著时
,

耕作层全盐量 进行翻压田著改良盐碱地试验
,

其中 亩于 月 日播种田著
,

月 日初花期翻压
,

鲜草量 斤 亩
,

表土 厘

米根重约 斤 亩 对照地  亩
,

未种 田苦
,

都于 月 日播种六棱大麦
。

在应举公

社西大村大队选择社员弃耕四十余年的瓦碱〔‘ 又称牛皮碱
,

耕作层州 一 , ,

代换性

钠 ,一 务 荒地 亩
,

其中 亩于 月 日播种 田著
,

月 日随犁沟整株翻压
,

随

箱平
,

鲜草量 斤 亩
,

表土 厘米根重 斤 亩 对照地 , 亩
,

未种 田著
。

着于

月 日播种小麦 碧玛一号
,

返青期 月 ” 日 每亩追施硫酸按 斤
。

根据一年来的试验结果
,

初步看出田普改土培肥和对大
、

小麦增产的作用
。

压青地的

麦苗苗壮
,

分集多
,

盘根好
,

死苗断垅较少
。

与对照相比
,

压青地的麦株较高
,

穗大 图
,

,

产量较高
。

东

卜

图 盐土地上翻压田著试验的大麦 图 瓦碱地上翻压田著试验的小麦

左 压青 右 对照 左 压青 右 对照

压青的盐土地
,

大麦亩产 斤
,

较对照 不压青 亩产 斤高出 斤
。

压青的

瓦碱地的小麦
,

其中有 亩亩产达 斤
,

亩亩产 斤
,

分别较对照亩产 , 斤高

出 斤和 斤
。

田苦改土培肥作用的大小是与田著翻压量和年限有关
,
田著翻压量愈多或连续几年

翻压
,

改土培肥的效果愈大
。

由于盐碱地的类型不同
,

病根子就不一样
,

翻压 田普所起的

作用也各异
。

盐土主要是盐多地薄 瓦碱除地薄外
,

更主要的是碱性重
,

易板结
。

但是第

一年翻压 田著后
,

已经能收到一定的效果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犷

此项工作系与河南新乡专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

封丘农业试验站合作资料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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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抑制土攘返盐

田著改良盐碱地的重要作用之一是抑制土壤返盐
。

从不同时期土壤表层 一 厘

米 含盐量的变化状况 图 可以看出 在翻压 田著以后
,

压青地的土壤含盐量有较明显

的下降
,

对照地土壤舍盐量高出压青地 多左右
,

在大麦苗期  年 月 日
,

压

青地盐分继续下降
,

而对照地由于受特大降水淋盐的影响
,

土壤含盐量也有下降
,

但麦收

后又恢复原状
,

压青地则返盐甚为缓慢
,

且含量不及 务
。

全 盐

刀

一二止了一
二

止尸一
’

一日

 !兴国侧胀

  
味喇栩贬叫喇兴回。

峨

口 ‘ 口 ‘‘
‘
‘

田将苗期
年

月 日

田有翻压
月 日

大麦苗期

月 日

大麦收获
年

月 口

图 不同季节 一 厘米土层中全盐 变化 图 土城翻履中全盐 的垂直变化 年 , 月 日采样

—
对照
—

种田著
—

对照地
—

压青地

嗦

饭

根据压青地和对照地在大麦收获时采集的土壤剖面样本 均在有麦株处 的盐分分析

结果 图叼
,

不论土壤的上下层
,

压青地的含盐量都较对照地诚少
,

但差距则随着土层的加

深而缩小
。

田蓄改土抑盐作用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建立地面覆盖
。

田著能够改土抑盐的原 因之一
,

是在于田普生长过程中茂密的茎

叶覆盖地面
,

造成湿度高
,

减少土壤地表蒸发
,

抑制盐分向上聚集 ,
。

其次
,
田著庞大的

根系贯穿于土层间
,

从而更有利于 自然降雨对土壤的淋盐作用
。

此外
,

由于翻压 田普的土

壤中富含养分
,

麦苗生长整齐
、

茁壮
,

增孩地面的覆盖
,

也有明显的抑盐效果
。

所以
,

压青

的土壤上下层中舍盐量都较对照地少
。

阻盐作用
。
田普翻压的改土作用还表现在翻压到土中的田著茎叶腐解后

,

可形成

许多大小孔隙
,

以及残存于土内未分解的田著根系纵横交错地充琪于土层中
,

具有
“
架空

”

的作用
,

有阻盐效果
。

压青的土壤由于结构性和板结性相应得到改善
,

耕层土壤变得较疏松
,

对抑制水分蒸

发和地表积盐都有一定的作用  
。

二
、

增加土攘养分

将绿肥田莆的幼嫩茎叶和根系 带有根瘤 翻埋入土
,

既增加土壤有机质和合氮量
,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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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植物根系的舒展和吸收养分创造极有利的环境
。

以压青层为例
,

翻压田菩 土样按一般

混合
,

包括腐解与半腐解部分 的与对照相比
,

有机质约增加 一 拓
,

活性腐殖质及水

解性氮均有所增加
。

为了进一步反映田著作绿肥对土壤养分的影响
,

消除压青的不均匀

性和 目前分析方法的限制
,

特将田著腐体旁半厘米内土体中的水解性氮进行了测定
,

结果

竟高出 ,一 毫克 见表
。

班 压田补对土 娜分的形峭户

土土盛盛 采样深度度 处 理理 有 机 质
‘》》 活性腐植质

,

水解性氮
· 一

浸提
, ’’

厘米  吸光率 旁克 百克土

盐盐土土 一 对 照照
。 ‘ 。

一
。

斗
。

一 压 青青
。

斗
。

一 压青层
。 。 , ’’

五五碱碱 一 对 照照
。

月斗 斗斗

一
。 , 。

峪峪

。

斗  
,

咯咯

压 青青
。

一 压青层
。 , ’’

一
。

呼  
。

年 月 日翻压
,

年 月采样
。

测定方法 有机质按文献
,

吸光率和水解性氮按土咬研究所编土缝理化分析法 初稿
。

括号内是指田将腐体旁半厘来内土奥的水解性氮
。

三
、

改誉土族桔构性

随着绿肥的逐渐腐解
,

腐殖物质就渗透到土粒之间
,

使绿肥旁的土堪染成灰黑色 图

产

扩

图 五碱压青的土块 左 压青 右 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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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改善土壤结构性逐渐产生影响
。

根据土壤在玻管中的沉降试验 图
,

可以看

出
,

翻压田著有使土粒团聚的迹象
。

凡是压青的土壤沉降快
,

悬浊液很快就澄清 对照地

的土壤分散度大
,

悬液混浊不易澄清
。

翻压 田著的土壤
,

其水分散的微团聚体 组 显著

诚少 见表
,

这与土坡沉降情况颇相符
。

说明压青的土壤其土粒是由分散到有所团聚
,

且橄团聚体较为稳固
,

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士壤的结构性
。

由于种压 田普才一年
,

对土

壤大结构还看不出明显的差异
。

东

戒
图 盐士沉降情况 洗盐四次

,
沉降二夭

图 五碱沉降情况 沉降六天

压膏对土扭徽团希体的形响 麦苗越冬期取样

度

味
一

一

一

补 一

一兰遗⋯巫墨墨墨亚
一里‘少匕

一

一一军一一一一一里二一一
竺一里一

一

一一里二一一卜一一兰立一一
对 ,

一一掣一一卜一 兰兰一一一

—
】一三三兰一一 卜一竺二一一· ·

压 肯

——
“’

· ·

”

四
、

改替土典板桔性

随着土壤结构性的改善
,

土城就变得疏松
,

瓦碱的板结性也相应得到改善
。

衡量土块

是否变松
,

除了犁耕时的威觉外
,

较简捷的方法是用允许旁胀仪测定土块抗压力的大小
,

如果土块坚硬
,

不易压碎
,

杭压力就大
,

反之
,

杭压力就小
。

压青一年的瓦碱地与对照地

相比
,

杭压力约减小一倍 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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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品二川一卫墅土一{对 照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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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压 力
(公斤/厘来今

采样深度 . 杭 压 力
(厘米) ! (公斤/厘米z)

3
.
2丈

4
.
64

处 理

压 青
O一6

6一13

1
.
斗2

2
.
4 5

根据试验过程中的栽培情况
,

我们认为要充分发挥田著的改土
、

培肥
、

增产作用
,

种好

田著
,

保证有足够的鲜草量
,

是增产的前提
。

田著虽是一种比较耐盐
、

耐涝
、

耐膺的春夏播

绿肥作物
,

但在播种时要求胎墒足
,

在十年九春早的豫北地区
,

往往影响适期播种
。

郎便

是适期抢种
,

也会因土壤干早或盐碱危害而难保苗
。

应注意在雨后抢墒播种或开沟播种
,

在有灌溉条件的地区
,

应重视播前和苗期灌溉以利压盐保苗
。

在田著的栽培上
,

为了争取时间
,

利用空间
,

还可在高粱地里套种 田著(高粱地锄 3 遍

后)
,

待高粱收后掩青作麦田底肥
。

以磷增氮是提高鲜草量的重要措施
,

每亩施用 20 一30 斤过磷酸钙作田著底肥
,

在大

田亩产鲜草 2000 斤的水平下不仅可增加鲜草量 , 00 余斤
,

而且对后作也有肥效
。

以上仅系根据一些不系统的资料
,

对我们一年来的翻压 田著改良盐碱地试验工作的

初步小结
,

很不成熟
,

尚待继续试验
,

系统补充资料和进一步深入
,

不当和错误之处请予指

正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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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ttention also should be paid to

w atering th em in their seedling stage
.
A lso it 15 of im portance to dress phosphate fer

-

tilizers for increasing m ore green m an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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