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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浅色草甸土与小麦生长的关系

赵 振 达
(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

l。绍 年至 1 9 61 年笔者曹在华北 地区参加小

麦丰产总结的工作
,

在总结过程中
,
观察到小麦生

升情况
、

产量与浅色草甸土的质地剖面特征
、

盐分

含量和组成有着密切关系
,
现将初步的总结意见

简要报道如后
,

以求指教
。

一
、

粘质浅色草甸土与小麦的生长关系

这种土壤多分布在浅平洼地中央
,

土体以粘

土
、

重壤为主
,

地下水位约 1一 1
.

5 米
,

土集湿润
,

抖水不畅
,

土温低
,

但养分含量较高
,

有机质含量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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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全氮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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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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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土壤种植小麦
,

苗期生长不泉
,
出苗

率低
,

仅 知一加 % ,

其原因主要是土缓粘重
“口

紧
, ’

,

水多时粘着力大
,

过干时内聚力大
,

耕作困

难
,

易起
“

坷垃
” ,

常因整地不细而使麦苗不能正常

出士
。

另外是地下水位高
,

秋季播种时往往上壤

水分过多
,

土粒分散成桨
,

对少麦发芽不利
。

据定

点观测结果
,

这种士攘播种时地下水位不能超过

加 厘米
,

20 厘米表土 层内水分 含量不 能超过田

间持水量 80 % ,

否则 出苗不整齐
,

郎使出苗植株

生长瘦弱
,

叶细长
,

分寨少
,

根系短小
。

小麦进入

越冬期
,

由于土攘质地粘
,

干时表层土壤收缩
,

常

使表土形成大的裂隙
,

小麦根被拉断 ;更重耍的是

产生
“
漏风现象

” ,

使麦根遭受风害
,

地上部呈现枯

萎状态
。

农民对这种土壤的评价是
“

黑土发老不

发小
” 。

解决苗期生长不良的办法是: (l) 相对降

低秋播时地下水位
,
不超过 70 厘米 ; (2 )多耕多

耙
,

晒垫取暖
,

促进土攘风化
,
有利于养分释放

,

根

据测定结果
,

有机质含量在 1
.

2一 1
.

, % 的粘质浅

色草甸土上
,

耕耙晒垫可 提高稍 态氮 0
.

5 毫克/

1 00 克土
,

速效磷 。
.

3一0
.

5 毫克/ 1。。克土
,

速效

钾 1 毫克 / 1 0 。克土
。

对产量亦有影响
,

据农民经

验以及我们作的对比试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

耕耙

晒垫可提高小麦产量 3一5 %
。

镇压
、

耙地亦是冬

前的必要措施
,

主要是避免士壤龟裂
,

喊少风对根

系的危害
。

小麦返青后
,

地温逐渐上升
,
士壤水分适 中

,

因而有效养分是几种不同质地浅色草甸土中释放

量最高的
,

我们曹在小麦各生育期测定了稍态氮

的变化
,

幼苗期 9 月 2 7 日测定
,

粘质土壤为 1
.

2

毫克/ 1 0 0 克土
,

壤质土为 1
.

8 毫克 / 1 0 0 克土
,

砂

土为 。
.

, 毫克/ 1。。克土
,

其大小顺序是
,

壤土 >

粘土 > 砂土
。

越冬前 11 月 20 日测定
,

粘土 2
.

2

毫克/ 1 0。克土
,

壤土为 1
.

8 毫克/ 1。。克士
,

砂士

为 1 毫克/ 1 0 0 克土
,

其顺序是
,

粘土 > 壤土 > 砂

土
。

这种顺序在小麦拔节期
、

灌浆期仍然保持着
,

值到收获后才逐渐一致
,

这充分说明了
,

粘质土壤

在适宜环境条件下
,

速效养分释放量是高的
,
因而

在水肥措施与其他质 地的浅色草 甸土有所不同
少

返青水应少灌
,

甚至不灌
,

追肥要适量不能过猛过

多
,

否则易引起生长过旺
,

茎捍细弱
,

封行过早
,

产

生病害
,

倒伏
,

反而影响产量
。

粘质浅色草甸土产

量在 2 5 0一3 0 0 斤 / 亩
。

二
、

砂质浅色草甸土与小麦生长关系

达种土壤多分布在河流两傍
,

糟状洼地中央
,

全剖面以砂攘土为主
,

有时夹轻攘土
,
农民称为

“

砂f
, 。

按耕层熟化程度 不同又可分为油砂土
、

黑砂上
、

白砂土等
,

前二种在砂土中肥力较高
。

砂

土松散
,

质地粗
,

分析结果表明 。
.

01 一。
.

0 5 毫米

的颗粒可达 30 一 50 % 之多
,

而细粒极少
,

因而透

水性强
,
土壤有机质含量低

,

表土多不超过1 %
,

通

常在 0
.

多一。
.

7 % ,
心底土则更少

,

全氮在 。
.

02 一
0

·

0 5 % , p ZO S在 0
·

0 7一0
.

1 1%
。
由于土壤松散

,

保水保肥能力差
,

一般多种棉花
、

花生等
,
仅少部

分种植小麦
。

小麦出苗整齐
,

后期易脱肥
,

因而追

肥显得很突出
,

井需少量多施
。

有机肥料作基肥
、

追肥都有明显的效果
。

小麦进入越冬期
,

施用
“

蒙

头粪”对砂土效果最好
,
除补给养分外

,

结合灌水

有固结表土
,

防止风蚀及陈害
,

对麦苗起到安全过

冬的作用
。

小麦返青时
,

这种土壤返青慢
,

与质地

有关
。

砂土导热性虽快
,

但散热亦快
,

土壤最易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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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气温影响
,

因而土缓上升的累积量很低
,

达不

到小麦返青的必要温度
,

因而返青
.

漫
。

砂土在各

生育期的灌水
,

切忌大水漫灌
,

否则土体下沉
,

可

使小麦根系拉断
,

井形成所谓
“

铁板砂土层
” ,

影响

根系生长
。

在砂质土上要获得稳定的产量
,
必须

是利用与改良相结合的原则
,

客土或者粘土垫圈

作基肥使用
,

既能改善土壤物理性质
,

又能增加养

分
,

例如密云县城关公社下屯大队
,

砂质土缓未经

改良前亩产小麦 50 一 1 00 斤
,

经 5 年的垫圈客土
,

使耕层土攘物理性质大有改变
,

小麦产量已提高

到 3 0 0一3 5 0 斤/ 亩
。

9 0 % 以上
,

据测定
,

小麦生长发育较适宜的紧实

度为 1
.

1一 1
.

3 克/立方厘米
,

而这种土壤在 40 亘

米土层内为 1
.

巧一 1
.

23 克 /立方厘米
,

孔隙度亦

较适宜
,

蓄水保墒能力强
,

透水性良好
,

地面不易

积水
,
因而土集水分损失少

。

这类土集种麦
,

前期

易达到全苗
、

壮苗的要求
,

生长后期根系又能下

伸
,

可吸收粘土层水分养分
,

因而不易晚肥
。

农民

称“蒙金地
”
发老又发小是有道理的

,

但亦应指出
,

如果粘土层出现部位过低
,

在 80 厘米以下
,

其作

用逐渐消失
,
产量一般在 2勿一3 50 斤 / 亩

。

三
、

壤厦浅色草甸土与小麦生长关系

这种土壤分布在缓岗的中上部或开阔的河间

平地
,

剖面以轻攘质
、

梁质为主
。

达类土壤农民

称为
“

二合f
, ,

是适宜种麦的土壤
,

亦是种麦面积

最多的土壤
,

地下水位在 1
.

5一2 米
,

土壤质地

0
.

01 一0
.

05 毫米占 10 % 左右
,

有机质含量 0
.

8一

1
.

2 %
,

全氮 0
.

0 4一0
.

0 8 %
, p 20 , 0

.

0 1一0
.

1 7 %
。

由于土壤不砂不粘
,

不起
“

坷垃
” ,

通透性好
,

养分

含量亦较高
,

小麦出苗率达 9 0 % 以上
,
而且整齐

。

进入分桑期后
,

不施基肥
,

或者基肥不足的
,
明显

表现出缺肥现象
。

实践 中证明
,

在这种土壤上
,

全

氮量不能小于 0
.

05 %
,

否则麦苗表现出不同程度

的缺氮现象
,

麦苗黄瘦
,

无分粟
。

因而这种土攘上

施足基肥
,

播种时加几斤种肥
,

对培育壮苗是非常

重耍的
。

缓质浅色草甸土
,

施肥
、

灌水等措施都

是介于粘质土与砂质土之间的
,

产量在 20 0一 3 50

斤/ 亩
。

四
、

上粘下砂 (或下粘上砂)浅色草甸土

与小麦生长关系

土攘质地剖面粘土层出现在表层
,
而下部土

壤为砂土者
,

这种土壤质地排列对小麦生长不利
,

农民称为
“
雨淋蓬,’, 意思是漏水漏肥

,

它具备了砂

土粘土的不利方面
,
由于表土粘重

,

不易耕耙
,

土

块较多
,
出苗极不整齐

,

苗期生长较差
。

生长后期

虽有部分根系伸入砂土层
,

但砂土层养分井不充

足 ;又由于苗期生长差
,
因而小麦产量耍比攘质浅

色草甸土低
,

亩产量 1 00 一 1 50 斤
。

如果将以上士壤剖面倒置过来
,

郎表层攘质
,

下层粘质
,

则小麦生长较好
,

是几种不同质地浅色

草甸土生长小麦最好的土壤
,

农民称这种土缓为
“蒙金地

” 。

其表层耕性好
,
出苗整齐

,
出苗率可达

五
、

盐清化浅色草甸土与小麦生长关系

盐化浅色草甸上
,

地形平坦
,

排水不畅
,

小麦

生长受盐演化的影响
,

主耍是干早的春季
,

这时正

是小麦返青拔节期
,

根系的耐盐程度较弱
,

而表层

土攘盐分的积累恰处于一年较高的时期
,

因而盐

化浅色草甸土种植小麦常有较大面积的缺苗断撤

现象发生
,

严重影响小麦产量
。

农民认为
“

盐碱上

保住小
,

后期收成跑不了
” ,

正说明了盐化浅色草

甸土小麦保苗是一关键性问题
。

影响盐渍化程

度
,

首先是地下水位的高低
,

通常地下水位愈高
,

矿化度愈大
,

土缓盐溃化程度亦愈重
,

麦苗受害亦

愈利害
,

初步认为
,

在耕层土壤
,

全盐 。
.

2一。
·

4 %

时
,
则麦苗生长受到抑制

,

缺苗死苗可达 5 。% 以

上
,

小于 0
.

2 % 时麦苗生长正常
,

但与盐分组成仍

有关系
,

氯离子含量大于硫酸根离子时生长不良
,

氯离子大于 1 % 时麦苗枯死
,

若硫酸根 离子为

1一2 %
,
而氯离子含量小于 1 % 时

,

麦苗仍能生

长
。

盐溃化危害小麦程度亦受地形部位影响
,

在

大区地形中的低平洼地
,

土壤盐渍化较重
,

小麦苗

期生长差
,

缺苗断墉多
,

例如洼地的
“
油腻碱

, , ,

小

麦仅能保苗 20 一30 %
。

高地排水良好
,

地下水位

低
,

盐溃化程度弱
,

因而小麦生长较好
。

局部小地

形的高地
,

由于暴露面大
,

蒸发作用强
,

低地的盐

分反而向高地集中
,

小地形的局部高地小麦死苗

反而较多
。

土攘质地剖面除影响土攘物理
、

化学

性质外
,

对盐分累积亦有很大关系
,

粘土层有阻碍

水分运行
、

盐分果积的作用 ; 砂土由于毛管力弱
,

对水分运行盐分果积不利 ; 壤质最易引起水分上

升盐分积累
,

因而盐化攘质浅色草甸土
,

小麦受害

较参
。

此外亦应指出
,

地下水位高于临界深度
,

矿

化度大于 1一2 克 /升时
,

郎使有粘土层出现
,

其阻

止盐分上升作用很小
,

麦苗仍有部分死亡
。

盐化

浅色草甸土防止盐化危害麦苗的措施有 : 小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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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后进行接地耙地
,

切断表士及底土的毛细管
,

防

止盐分上升
,

特别是在阴雨之后更耍进行
。

有灌

溉条件的
,

灌水压盐对小麦保苗是有效措施
,
但灌

溉的时间
、

数量必须恰当的掌握
,

灌溉时间以惊蛰

春分之间进行较宜
,

否则社早灌水压盐
,

由于地

冻
,

水分不易下渗
,

过晚天暖蒸发大
,

盐分己上升

表土
,

危害麦苗
。

灌水量亦耍恰当
,

不能过多
,

否

则容易抬高地下水位
,

趁少盐分压不下去
,

达不到

效果
。

另外
,

选用耐盐品种
,

增加一些播种量亦都

是一些办法
。

产量浦常在 1 00 一1 5 。斤 /亩
。

~ 一一一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