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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物料改良碱化土壤作用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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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碱化土壤
,

不同物料
,

改良作用比较

在盐渍土改良中
,

碱土与碱化土壤的改良比较困难
。

国内不少的文献都专门讨论了

碱土与碱化土壤的改良
,

大多为采用石膏
、

磷石膏结合施用有机肥和翻压绿肥等措

施 ��一�� 国外对改良碱化土壤亦有报道
,

多用化学方法进行改良价一�� 
。

��� 年美国盐土

实验室 �� �� ��� 和澳大利亚 � �� � � ��
� �� �� 专门评述碱化土壤��� �� � �� ��� 的改 良��’�,

指出碱化土壤的改良需加入含钙物质来置换土壤胶体表面吸附的钠或采用加酸或酸性物

质的方法改良
。

由于我国黄淮海地区的碱化土壤均含有 �� � �
� ,

其含量一般在 ��  左右
,

且土壤

质地轻
,

有机质含量低
,

代换性钠和代换总量都不高
,

前者�一 ��口��� � �魄 土
。

后者大

都低于 �

�
� ��� 土

,

在这一特定条件下
,

利用有机物料改良碱化土壤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

本文着重研究碱化土壤改良过程中不同物料作用的比较
,

为进一步改良碱化土壤提

供依据
。

� 试验设计及方法

��� 试验设计及处理

本试验连续 �年���� �一 �卯��在封丘农业生态实验站内进行
,

以深 又兄�
,

面积为 �耐 的无底砖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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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池为一个微区
。

土样采自封丘县应举乡西人村的多年不长庄稼的瓦碱荒地
,

取其碱斑上 ��口� 的表

层土壤
,

土壤质地为砂壤土
。

土壤盐分组成及碱化性质见表 �
。

表 � 土坡盐分组成及碱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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刃

试验设计共五个处理� �� 磷石膏 ��� 鲜首楷 �� 鲜大麦苗十 鲜首稽 �� 有机肥 �� 对照 ���  
。

四次重复
。

处理��� 按 �� �

耕层�入沁� 深�施磷石膏 �� �地
,

处理�� 
、

���
、

�� 均按耕层土重 �� 的量加

人
,

拌匀后备用
。

按土壤容重 �
�

���  ��
,

计算
,

每次以 ��口�� 的土层分层将土装人土池中
。

�� 试验方法及观测项目

在土池中分别种植大麦
、

小麦
、

棉花和大豆等作物
。

在试验过程中
,

每年定期采集土样
,

测定土

壤的 �� 值
、

可溶盐
、

碱化性能
、

土壤断裂系数
、

土壤毛管水上升高度及土壤透水速度等
,

最后采集

样品测定土壤耕层养分
。

� 结果与讨论

�� � 土壤物理性质的变化

�
�

�
�

� 土壤的硬度 采用不同措施改良之后
,

碱化土壤的物理性质有不同程度的改

善
,

无论是田间实测的土壤硬度还是土壤断裂系数�表 ��
,

各处理都比对照有明显降

低
,

有利于作物的出苗生长
。

其中以施大麦 � 首蓓处理的为最佳
。

从表中可 以看出
,

用有机物料改良碱化土壤要比单施磷石膏进行改良的效果好
。

表 � 不同处理微区土坡断裂系数及

实测土壤硬度 ��叨年 �月 �

处 理 对照 磷石膏 首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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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水分 采用不同物料对碱化

土壤进行改良利用
,

使土壤的水分状况有

较大的改善
。

从图 �
、

表 � 可以看出
,

土

壤毛管水上升高度各处理较对照均有明显

提高
,

透水性能大为增强
,

土壤的渗水

量
、

毛管水上升高度都比对照增加了一倍

以上
,

而且施有机物料处理的亦都超过了

图� 不同处理微区。一岌兄� 土壤毛管水上升高度曲线 施磷石膏处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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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年的不同作物收获的产量�表 �� 看出
,

各个处理均较对照显著增产
。

经过统计

分析
,

以大麦 � 首蓓处理的产量最高
,

其次是有机肥和首楷两处理
。

这与土壤物理性

质改善的结果相一致
。

不同物料改良碱化土坡的作物产� �� �耐�

处 理

表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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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土壤化学性质的变化

经过 8 年的改良和耕作栽炸 各不同处理微区土壤化学性质得到了明显改善
。

0 一 粼无m 土层土壤 pH 比改良前下降了 0. 8一 1
.
4 。

与土壤 pH 降低相应的是土壤 中

C O 犷离子的变化
,

分析结果表明
,

施用大麦 十 首楷
、

首楷
、

磷石膏处理的土壤中无

C O兮
,

但有机肥处理的土壤中
,

在 0 一 15皿内虽然消除了 C O ;
一 ,

但在 巧一 粼无m 土层

中仍有少量 C O 犷离子(0. 01
~
1 /kg 土)存在

,

说明有机肥改良碱化土壤降低土壤 pH

效果比较缓慢
。

土层深度

(。
11
)

0 一40

表 5 改良后土坡的碱化特征及其碱化程度

} 碱化级别计算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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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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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各处理改良后的土壤碱化特征指标 p H
、

总碱度
、

碱化度和 SA R 值进行碱化分级

计算(表 5)
,

可以看出
,

大麦+ 首蓓和首稽两处理的土壤已变为非碱化土壤
,

有机肥和

磷石膏两处理的土壤已变为轻度碱化土壤
。

8 年连续耕作栽培
,

对照区的土壤亦得到改

良
,

达中度碱化
。

这说明盐碱荒地结合科学的耕作措施可以开垦利用
,

不应弃耕撩荒
,

浪费土地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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