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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平原 包括穆梭一兴凯平原 位于我国的东北部
,

是黑龙江
、

乌苏里江和松花江汇

流的三角地带
,

是 由沼泽
、

草甸
、

森林
、

河流
、

湖泊和农田组成的一个巨大的湿生生态系统

的低湿平原
,

是我国重要商品粮基地之一
。

这里蕴藏着丰富的泥炭资源
,

合理地开发利用

这些泥炭资源
,

对改良和培肥土壤
,

建设高产稳产农田和提高作物产量有重要意义
。

一 年间
,

我们对三江平原泥炭资源的储量
、

分布
、

性质和利用
,

进行了大量

调查和试验研究
,

现分述如下

一
、

三江平原泥炭资源的贮量和分布特点

扮

据我们调查估计
,

三江平原泥炭贮量约为 一 亿立方米
,

按泥炭含有机质 肠
、

全氮 外 和腐殖酸 多 计算
,

折合有机质 一 亿吨
,

氮素 一 万吨
,

腐殖

酸 一 亿吨
,

按全区耕地 万亩计算
,

平均每亩地可施泥炭 一 立方米
。

三江平原泥炭蕴藏的特点是分布零星
,

这显然不利于泥炭的大规模开采
,

但从农业利

用来看
,

却便于就地开采和就地利用
。

三江平原泥炭主要分布在浓江和鸭绿河
、

青龙河
、

萝北县水城子
、

挠力河中游
、

宝清河

和七里沁河
、

阿布沁河
、

穆棱河下游以及大
、

小兴凯湖 等地区水分稳定的闭流挂地
、

河滩洼

地
、

牛扼湖和古河道的湖沼中
。

此外
,

近平原丘陵间谷地及 已垦地区的汇水洼地
,

也有泥

炭分布
。

泥炭“般厚 一 米
,

深厚者可达 一 米
。

平原地区泥炭较薄
,

山区沟谷泥炭较

厚
。

三江平原的泥炭土
,

属泥炭土土类和草类泥炭土亚类
,

亦可称为低位泥炭土或草炭
‘

、

二
、

三江平原泥炭的主要农业化学性状

抓

本区泥炭一般为富营养型低位泥炭
,

呈黄棕色或黑褐色
。

颜色深浅与分解度
、

植物残

体组成有关
。

分解度高者颜色较深
,

分解度低者颜色较浅
。

由毛果苔草
了  。 、

乌拉苔草 。夕。 
, 、

木贼 宁“介 , 人“ 汤。众
、

睡菜 材邵夕 方。   ! 等草

本植物残体为主组成的泥炭呈黑褐色至黑色
,

由芦苇 尸为 。。“ 。方
、

漂筏苔草

二 户州分 痴 残体组成的泥炭呈黄棕色或橄榄黄色
。

先后参加本项研究的有 赵秀春
、

张秀英
、

柳英范
、

夏剑伶
、

秦炎春
、

周学谦
、

辛明路等同志
。

何万云
,

关于东北东部泥炭土的形成与分类的研究 未刊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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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广骥等 三江平原泥炭资源及其利用

,

本区泥炭的容重为 一。 克 厘米
,

持水量平均为 务
,

最高者可达 多
。

本区几个典型泥炭剖面泥炭层的主要农业化学性状列于表

从表 可以看出
,

本区泥炭呈酸性至微酸性
,

水浸 为
,

盐浸 为
。

虽

然它是酸性物质并且水解酸度较高
,

但活性铝含量并未达到危害程度
,

因而施用泥炭对本

区中性和微酸性土壤的改良并无不良影响
。

弱
爷
作

户。且,。呈翻理卫
·

七,渗

‘目心 口 场

异 图 1 泥炭有机质与持水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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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炭有机质含量平均为 60 关左右
,

最高可达 90 % 上下
。

泥炭粗灰分含里为 40 铸左

右
,

最低者仅 10 务左右
。 泥炭腐殖酸含量平均为 39 .4 , 务

,

最高可达 60 拓左右
。
在腐殖

酸组成中
,

以胡敏酸的比例较大
,

约 占腐殖酸总量的 60 多
,

富里酸次之
,

约占 30 多
,

吉马多

美朗酸很少
,

仅占 10 多
。

培养试验证明
,

泥炭各组腐殖酸均具有生理活性
,

其中以胡敏酸

和富里酸的活性较高
,

在 0
.
00 5一0

.
05 务浓度范围内

,

对玉米
、

小麦的根长和株高
,

都有明

显的促进作用
。

泥炭富含氮而磷钾较少
。

泥炭全氮量平均为 2
.
09 外

,

最高可达 3
.
02 多

,

最低也在

1
.
18 多;全磷量平均为 0. 14 多

,

最高达 0. 25 关
,

最低为 0
.
07 多

,

全钾量平均为 0
.
24 外

,

最高

可达 0
.
40 务

,

最低为 0
.
03 务

。

同样
,

泥炭速效氮多而速效磷钾少
。

据分析
,

泥炭碱解氮含

最平均 为 100 毫克八00 克
、

速效磷为 3毫克/100 克
、

速效钾为 26
.
5 毫克八00 克

。

泥炭全

氮磷比 (N /几q ) 为 1, : 1 ,

碱解氮和速效磷比为 30
:1。 因而农业上施用泥炭时要注意到

泥炭氮磷养分的不平衡性
,

为此要注意增施速效磷肥
,

以调节土壤氮磷比例
,

否则作物苗

期会因缺磷而延缓生育
,

后期会因泥炭中的氮不断释放出来而使作物贪青晚熟
。

此外
,

泥

炭吸氨量乎均为 0. 7一0
.
8务

,

因而利用泥炭垫圈造肥能吸收人畜粪尿中的钱态氮
,

有利

于保肥
。

泥炭的持水量
、

腐殖酸总量与泥炭有机质含量之间有密切的相关性(图 1和图 2)
,

相

关系数分别为 0
.
56气 0. 9 3**。 全氮量与有机质含量也有密切相关

。

从有机组成来看
,

泥炭约含 5拓的泥炭蜡
、

30 一40 多的腐殖酸
、

16 一20 % 的糖类和半

纤维素
、

2

.

4 一4. 2外的纤维素和 21 一24 多的木质素
。

据我们 1981 一 1983 年的沙滤管试

验
,

泥炭施人土中第一年的分解速率为 16
.
14 外

,

第二年的分解速率为 4
.
21 务

。

因此
,

泥炭

是很稳定的有机物质
,

对改土培肥作用很大
。

因而
,

在农业利用时
,

一定要充分考虑到泥

炭的这些特性
。

,

撼

三
、

三江平原泥炭资源的农业利用

1.泥炭! 接改土 泥炭直接施 用能改善土壤理化性质
,

增产效果明显
,

约增产20 一

30 外
,

后效可持续三年以上
。

据我们在青山
、

卫星
、

迎春
、

朝阳和金沙等农场试验
,

亩施

巧一20 立方米泥炭
,

耕层土壤有机质可增加 0
.
驼一1

.
24 外

,

全氮增加 0
.
02 一0

.
06 务

,

全磷

增加 0. 005 一0
.
01 务

,

容重降低 。
.
1一0

.
2 克/立方厘米

,

孔隙度增加 7一10 务
,

含水量增加

3一5务
。

但是
,

由于泥炭冷凉
,

施生泥炭地块苗期耕层土温比不施泥炭地块低 0
.
5一2

.
0℃

,

到 7 月上旬以后
,

由于气温增高
,

泥炭逐渐熟化
,

施泥炭地比不施泥炭地耕层土温增高

0
.
5一1

.
0℃

。

因此
,

在施用生泥炭的 当年
,

应选择热性土壤和适应性强的作物种类和品种
,

并采用增温促熟的耕作措施和施肥措施
。

小麦耐低温
,

马铃薯和大豆对土壤温度要求不

太严格
,

并宜在疏松的土壤条件下生长
,

因而施用泥炭反应良好
。

至于玉米
,

据我们 1977

年在迎春农场试验
,

在 白浆土上亩施生泥炭 15 立方米并配合施过磷酸钙 40 斤作种肥
,

可

防止苗期土温低玉米容易产生缺磷症状
,

玉米产量比单施生泥炭处理增产 32
.
1并 (表 2)

。

据 1976一1978年青山和朝阳两农场麦
、

玉米
、

豆三年轮作试验
,

亩施 10 一30 立方米

泥炭
,

每一立方米泥炭每年平均增产小麦 1
。

98 斤
,

大豆 3
.
22 斤和玉米 7

.
10 斤

,

三年累计

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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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施泥炭配合施用麟肥对玉米生育和产t 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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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

增产粮豆 12
.
30 斤

。

施泥炭每年每亩分别增产小麦 37
.
1斤

,

大豆 60
.
4 斤和玉米 133

.
1斤

,

三年累计每亩增产 230
.
6 斤

。

由表 3 可以看出
,

在一个轮作周期中
,

亩施泥炭 15 一20 立方米
,

增产效益较高
。

之 泥炭垫圈造肥 利用泥炭垫圈
,

不仅能大量吸收牲畜粪尿
,

改善畜舍卫生
,

而且

能提高粪肥的产量和质量
。

泥炭经垫圈堆腐后
,

有效养分含量有明显的提高
,

一般可增加

1一3 倍
。

从表 4 可见
,

泥炭经高温堆腐后
,

养分含量及形态都发生变化
,

更有利于作物生长
。

尤

以速效磷的增加更为显著
,

这就为作物早生快发和早熟高产提供更多的速效养分
。

我们分析了六个泥炭肥样品
,

平均 pH 6
.
32

、

有机质 30
.
15 沁

、

腐殖酸总量 19
.
70 务

、

全

氮 1
.
30 外

、

全磷 0
.
2叭务

,

而当地土粪有机质含最为 4. 29 沁
、

腐殖酸总量 为 3
.
23 务

、

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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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

用泥炭可积制优质有机肥
,

其有机质含量比普通土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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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六倍
。

泥炭经垫圈堆腐后
,

原来
“

生
、

冷
、

粗
、

迟
”
性质经过改造

,

变成了
“

熟
、

热
、

细
、

速
‘ ,

增产

效果大幅度提高
。

从表 5 可以看出
,

迎春农场 19 连亩施 巧 立方米过猪圈泥炭
、

过马圈泥炭和泥炭高温

堆肥
,

分别比不施泥炭增产玉米 64 .9 务
、

27
.0 务和 29

.
8并

,

亩施生泥炭 巧 立方米
,

仅比不

施肥区增产 4
.
1并

。

迎春农场科研站亩施 , 立方米泥炭高温堆肥
,

当年大豆和第二年小麦

分别比对照增产 21
.
6沁和 23

.
6外

,

而亩施 巧 立方米生泥炭
,

当年大豆和第二年小麦均分

别增产 9 %
。

3

.

用泥炭制造腐殖酸类肥料 利用火碱
、

纯碱或造纸厂纸浆废液处理泥炭制 造 腐

殖酸钠
,

能促进幼根生长和促进早熟
,

能促进插条生根成活
。

小麦叶面喷施 。
.
01 一0

.
05 外

的腐殖酸钠溶液
,

可增产 7一10 多
。

泥炭经碱处理
,

能活化腐殖酸
,

再与磷肥混合造粒
,

可

使磷肥肥效提高 10 多左右
。

用草木灰水与泥炭粉作用
,

制造腐殖酸钾
,

也有一定的增产

效果
。

四
、

结 语

扭

1.根据四年来我们的调查 ,

初步查明三江平原泥炭贮量约为 12 一巧 亿立方米
,

它们

大多数是裸露的
、

富营养型低位泥炭
,

分布比较零星
,

连成大片的很少
,

这有利于就地开采

和就地应用
。

今后还有必要彻底查清三江平原的泥炭资源
,

以便统筹规划
,

合理开发利

甩
。

2

.

试验结果表明
,

泥炭富含有机质
、

腐殖酸和氮素
,

保水保肥力强
,

改土效果明显
,

有

一定的增产效果 (增产 10 一30 务)
,

而且后效长达三年以上
。

用量以亩施 10 一15 立方米

为宜
,

并应配合施用一定数量 (30 一40 斤/亩)水溶性磷肥作种肥
,

以提高泥炭肥效
。

用泥

炭垫圈造肥
,

可以大量吸收粪尿
,

改善畜舍卫生
,

增加粪肥数量和质量
。

3

.

由于泥炭是经过数千年形成的
,

是很宝贵的自然资源
,

应当合理地综合利用和注意

保护
,

严禁烧泥炭和防止泥炭地荒火
。

开采时注意分段开采
,

分层利用
,

千万不要直接施

用草根层和塔头
。

在区内应划出几块泥炭地作为自然保护区
,

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沼泽及

泥炭形成的环境条件及其在建立新的更合理的生态平衡上的作用
。

4

.

将泥炭制成细肥
、

营养土等再利用
,

能提高泥炭的肥效和经济效益
。

5

.

泥炭资源的利用宜扬长避短
。

由于养分含量不平衡
,

宜在制造中予以消除; 对低

挂
、

冷浆的低产土壤和喜温作物
,

有蹲苗
、

贪青
、

徒长
、

晚熟的问题
,

应注意加以排除;对马

铃薯
、

大豆
、

甜菜
、

水稻
、

小麦等作物有明显效果
,

而且对经济作物
、

果树
、

蔬菜也有效果
。

总之
,

因地
、

因作物有选择地加以合理利用
,

则事半而功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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