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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泥 田是云南省的主要低产田
,

过去水稻产量一般仅三百多斤
,

比一般士壤产量低三

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

这类土壤的分布面积很广
,

占水稻 田总面积的 30 多左右
。

近几年来
,

云南省有关农业机构曾握对胶泥田进行了稠查研究
,

特别是 1 9 5 9 年在全

省土壤普查中
,

通趁草众性的土壤改良运动
,

为胶泥田的改良提供了有利条件
。

但根据 目

前情况看来
,

全省已握改良的胶泥田面积仍然很小
,

而且对其基本性盾与改良握脸尚缺乏

深入的了解与系兢的总拮
。

针对这种情况
,

我俩根据野外稠查与室内研究拮果
,

对胶泥田

的基本性厦与改良途径
,

提出初步意兑
,

供有关方面参考
。

一
、

胶泥田的发生及类型

云南省的胶泥田主要分布在淇中
、

淇西
、

淇东及淇中南地区
,

其中以淇中地区的保山
、

楚雄
、

玉溪及曲靖一带最为集中
,

这种土壤的发生形成与下列因素有着紧密联系
。

(l) 母盾条件 : 构成胶泥田的
一

母质多为泥盾
、

石灰质或紫色真岩风化体的静水沉积

物
,

由于受水的搬运作用不甚弦烈
,

因而沉积的颗粒较韧
,

造成了胶泥田具有特殊的
“
胶

性
,

、

(2 ) 地貌条件 :胶泥田一般均分布于比校开朋的埃区
,

其分布位置或靠近埃区边徐的

援坡山麓
,

或位于俱区中部地势较低的部位
。

在湖泊地区
,

胶泥田常出现在近湖边徐地

带
。

(3 ) 水分条件 : 在土壤过于或过湿现象较为明显的条件下
,

这类土壤的胶性与板拮性

反映得最为突出
。

(D 熟化程度 :胶泥田的熟化程度较低
。

农民所采用的熟化措施
,

主要习用
“
挖堡

” 、

“
晒塑

, ’ ,

很少施用大量有机肥料
,

因而人为地造成胶泥 田极易胶精与开裂的特性
。

(5 ) 海拔高度
:
胶泥田一般出现在海拔 1声00 一2, 00 。米的高度上

,

超出这个范 围
,

虽

也有胶泥田
,

但其特性的表砚不甚突出
。

除了以
_

卜条件外
,

胶泥 田的分布与气候因素有很大联系
。

在典型胶泥田发生分布的

地区
,

雨季与旱季的差异极为明显
,

夏秋多 雨
,

多春缺雨
,

特别是每年入春以后风速增大
,

薪

发量迈速增加
。

例如
,

淇中及淇东地区
,

春季降雨量豹为 1 30 毫米 (占全年降雨 15 拓)
,

风

速 3 极
,

蒸发量 6 00 一7 00 毫米
,

因此这里的胶泥田分布最广
,

简题也最为突出
,

一亩地挖

堂需工平均达 1 , 个
,

小春不能种植
,

水稻产量一般在三百斤以下
。

其次
,

由于云南省气候条件的明显差异
,

形成了胶泥田显著的地带性
。

这种地带性的

.
土魏分析工作由本所分析室担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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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

不仅反映在气候差异上
,

而且也反映在土壤耕性与农业利用的区别上
。

例如
,

淇东

地区的胶泥田
,

由于受气候条件的影响
,

分布面积很广 ;而淇西一带
,

春季降雨量较祺东为

高
,

蒸发量也较低
,

因而孩处的胶泥田一般可种植小春
,

水稻产量可达每亩四百斤
。

至于

淇中南的胶泥田
,

由于春季雨量与蒸发的适中
,

一般年可两熟
,

水稻产量每亩可达五
、

六百

斤
。

在胶泥田类土壤中
,

由于成士母盾
、

地下水位与熟化程度的不同
,

可以分为 : 缸胶泥
、

黄胶泥
、

青胶泥
、

黑胶泥
、

白胶泥等
。

赶胶泥为胶泥田中的代表类型
,

位于俱地边徐
,

胶性

特孩
,

熟化最差
,

挖堂最为困难
。

黄胶泥分布在低平处
,

由于水化而呈砚黄色
,

挖鱼较为省

工
,

一般可种小春
。

青胶泥熟化度较上远两土为高
,

进一步熟化可向鸡粪土方向发展
。

至

于黑胶泥与白胶泥
,

前者所处地位低洼
,

排水不良
,

作物产量不高
,

后者系受高岭化母厦发

育影响
,

当土壤遭受侵触后
,

底层的高岭化母盾毕露
,

酸性孩
,

耕作与利用极为困难
。

为扮

明
_

L述情况
,

兹列举胶泥 田的分布断面图如下
:

气胶白泥)衡
胶
泥

街
胶
泥

自

胶
泥

图 i 胶 泥 田 分 布 断 面 示 意 图

二
、

胶泥田的基本性厦与低产原因

胶泥田具有的共同特点是
:
土层深厚

,

厦地粘重
,

呈大块至互块状构造
,

冬春干早季节

易成大型龟裂
,

伸手可入
,

严重的影响根系生长
。

农民对其砰价是 : “
天晴一把刀

,

落雨一

团糟
,

干时犁不动
,

湿时粘犁头
, , , “
犁板田听见焦秋呀

,

干时一块敛
,
湿时一包浆

, , , “
于时戮

足
,

湿时陷足
” 。

由于胶泥田的上远性盾
,

因而反映在生产上的影响是很大的
,

归钠起来有

两个方面 :

首先
,

胶泥田对作物生长不利
。

大多数的田块
,

水稻栽擂后的朝青期此一般土城慢

3一5 天
,

而且在搏绿时期的先后与程度
_

上不很一致
。

种植在这种土壤上的禾苗
,

一般仅

发操 1一2 株
,

分雍后期拨节援慢 ;部分胶泥田中禾苗前期不发棵
,

秋后才开始陡长
,

拮果

造成
“
不灌浆

,

不低头
”的所胡

“

秋发
”
现象

, 由于这种情况
,

致使部分胶泥田一年只能种械

一季
,

冬春休简进行晒堡
,

水稻产量甚低
。

其次
,

胶泥 田对耕作的影响是比较突出的
。

由于胶性大
,

构造差
,

用牛耕犁极为困难
,

因而采用挖堡代替犁田
,

劳力耗费极大
,

一亩胶泥 田一般需工 10 一15 个
,

其中个别孩度龟

裂的
“火田 ” ,

甚至需工 30 个以上
。

曲靖地区挖一块
“火田”的土堡竟需 5 人

, 2 人用锄
, 3

人用棍
,

挖起的土贷最大者达 1 米晃方(图 2 ,

图
·

3 ,

图 O
。

.

虽然通过挖堡能获得较犁 田

稍高的产量
,

但从土壤总的生产水平看
,

这种挖田方式仍难以改变胶泥田的低产面貌
。

这

正是胶泥田改良中的重要简蓬
。

为了进一步研究胶泥田的性盾
,

我俩采集了曲靖西山人民公社的几类胶泥田进行了

一些理化分析
,

根据对土壤基本性盾的了解
,

我俩初步献为
,

影响胶泥田低产的原因有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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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曲靖西山人民公社胶泥田
—

“

火田
”

图 3 曲靖叙胶泥晒坚 田 图牛 大面积胶泥田的挖垫景观

一是土壤耕性不良
,

一是土壤养分不足
,

而前者是低产的主导因素
。

下面分别衬渝
。

(一 )关于土滚耕性周短

胶泥田的耕性不良与土壤中各种物理性盾的影响
,

有着密切的联系
。

1
.

厦地 从表 1 的分析桔果可以看出
,

胶泥田的厦地是极为粘重的
,

表土粘粒含量可

达 60 拓
,

粉砂粒占 40 多
,

粉粘率小于 1 ,

而熟化程度较高的稿粪土
,

粘粒仅为 25 拓左右
,

粉砂粒合量亦较胶泥田为低
。

这种情况表明 : 由于胶泥 田盾地粘重
,

容易造成板拮与紧

实
,

拾耕犁带来极大的困难
。

2
.

枯构与分散性 根据 团聚休的分析拮果(表 2 )
,
这类土壤的微团聚休的粗成极差

,

一般都集中在 0
.

01 一0
.

00 1 毫米范围内
,

大团聚体总数虽高
,

但 90 % 以
_

L均大于 5 毫米
,

而 , 一0
.

25 毫米者不足 10 拓
。

其次
,

土壤的拮构系数为 5一 8多
,

而分散系数达 95 %左右
,

如果与熟化良好的鸡粪土比较
,

可以看出
,

这种土壤具有明显的拮构差
、

分散性张的特点
。

这些都是引起土壤板拮
、

遇水分散的原 因
。

3
.

搜浆性 根据浸水土壤容重的 mll 定(表 3 )
,

胶泥田的数值较其他熟化良好 的土 壤

为低
,

而拮构与容重的比值也表现同样趋势
。

这种情况表明
:
胶泥田的粘粒是高度分散

的
,

土壤握过件动后土粒沉淀速度极慢
,

在泡水时土壤的密实程度甚小
,

由于这种
“
起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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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1 云南曲端西山胶泥田与汤份土的机械相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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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墩表层系采用吸管法

,

以下各层采用比重歌法
。

农 2 云南曲蜻西山胶泥田与肠资土的俄团聚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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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泥田与玛甘土的浸水土翻容, 分析枯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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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水土缝容重系指土奥在浸水情况下的密实程度 桔构容重比 = 桔构系数/浸水士奥容重

。

特性
,

致使秧苗根系生长困难
,

影响其返青期与发棵性
。

4
.

孔陈度与透气性 熟化度高的鸡粪土
,

孔隙度豹 60 一65 多
,

而胶泥田的孔隙度一

般仅40 拓左右 (表 4 )
。

由于土壤孔隙度小
,

反映在耕作特性
_

E是紧实与透水性不良
,

轮水

稻生长初期造成不良影响
。

5
.

可塑与胀缩性 可塑性与胀精性是土壤耕性的具体反映
,

可塑性大的土壤 (塑性指

数 17 左右 )
,

具有高度的压缩性与低的透水性
,

并且对抗耕作的力量极弦
。

根据表 4 的分

析拮果
,

胶泥田正符合这种性盾
。

其次
,

从胀缩性看
,

胶泥田的胀缩系数达 30 多左右
,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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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收精较膨胀大 2一 3 倍
,

这种情况靛明了胶泥易于板桔的原 因
。

由于收缩性孩
,

土壤易

起龟裂
,

居水与耕犁均极困难
。

教 4 杠 胶 泥 田 的 几 顶 物 理 性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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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5 杠胶泥城土吸水过租的测定桔果

湿 技 距 离
(毫来)

湿筱上升速度
(毫米/分钟 )

简时).

分历(趣

一633071 11.1339斗口一月,21
几
00.11,0000l 1一2006

-

031 1.123斗斗l一30275,几工工月12斗91

‘
.

吸水与崩散性 根据表
‘

5 与 图 5 所

示的拮果
,

胶泥田具有援慢的吸水性与孩烈

的崩散性
。

干燥的土块一握水泡
,

开始崩散

与吸水作用极为弦烈
,

其后吸水援慢
,

而崩

散度增加
。

这种现象与
_

上述拮果完全一致
,

税明士壤拮构不良与分散弦烈
。

总拮上远各点间以看出
,

胶泥田在物理

性盾的反映是 : 盾地粘重
,

拮构不良
,

孔隙率

低
,

可塑与胀精性高
,

分散与崩散性弦
。

这

些性盾共同构成胶泥田的不良耕性
,

成为胶

泥田低产的主要原因
。

*
方法 : 将 1= 标本放入垫有滤抵的绷筋内

,

置于 水

盘中
,

通过滤抵吸水使下土逐渐潮湿
,

观察其湿技

移动及上升速度
。

湿奴距离毛悉
逮率�毫
怎
�

时间幼

图 5 耘胶泥表土湿距与湿速曲掖
* 注明 : 土块吸水后 3 分钟时底部开始湿散崩解达 1一2 毫米

。

土块吸水后 12 分钟时底部崩散钓 2 一3 毫米
,

并出现翩趁
。

土块吸水后 27 分钟时裂簇冤 。
·

1 毫来
,

散粒匀
。

土块吸水朽 分钟时吸湿土底崩散鞋植进行
。

土块吸水后 91 分钟时俏部稍干
,

沿桔构可剥到 2 厘米大
。

(二)关于土滚养分周魔

从表 6 的拮果可以看出
,

胶泥田的养分含量是很低的
,

这也是影响胶泥 田低产的重要

原因
。

胶泥田的有机盾含量很低
,

表土一般仅 1多左右
,

仅为熟化度高的鸡粪土的三分之

一
。

土壤全氮量及水解性氮量也有类似的趋势
,

全氮量仅 0
.

1拓
,

而鸡粪土可达 0
.

2 多左

有
。

代换爱也很低
,
一般表土仪 1 2 毫克当量

,
而极过改良熟化的鸡粪土可增达 18 毫克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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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所有上远情况
,

都视明胶泥田肥力水平是较低的
,

为了满足作物正常生长的需要
,

必

填大量补足养分
。

城 6 云南曲姗西山胶泥田与玛, 土的化学分析

代换性盐基(毫当量/ 1 00 克土) 盐甚饱
和 度
(% )卜一阮阮伙沙一

⋯
一恤阮阮族一沁加卜�:一3401

代毫oo子‘肛,
有机盾!全 叫

全
叫
水解性1疑

组目士克(%) } (% ) } (%) !氮(% )

8711初
,山,占一吕曰工

曰
l斗22O沪吮沙内」9门了

.,27JO,几0UOQ�3O
J

⋯
月Jl,6

.�.....
几..
百
.
.
...

3oo一一0.022

月

匡卜卜一队阮

注一尺沙6OU�804p一666一门才88

�之、.声一。00�,一620旧�匕、1.1斗为了1dl月,UO拍pl几、一‘1d.�,上‘.

土典种类

叙胶泥

1
。

1 0

1
。

19

1
。

8 0

1 1 2

0 8 6

1 3
。

69
1 1

。

89

1 2
。

24

0
。

7 3

0
。

4 3

0
。

朽

9呼
.

0

9 3
。

4

6 3
.

斗

--.

⋯3
一939593
⋯
州

1651 1州ee

66
�

6
朽57钓000766057

15长5222
,1d几‘l‘1乙

.

006一一0

青胶泥

1 。1 9

1 。

肠
0

。

8 4

0
一1 0

0
。

1 0

们7819424UQ00
.,7工t沪20

,上

玛粪土

l卜一 1 7

1 7一如

4 0一7 0

6
。

8

6
。

8

6
。

6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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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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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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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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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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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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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63
Q口t,11净3乙

.
�00向1工tl6601,

山,上0一
‘土,上,二

0.一0.0.0.

三
、

胶泥 田 的改夏

胶泥田虽属低产田
,

但如握过改良
,

其生产潜力是才良大的
。

农民有这样的握阶
,

改良

后的胶泥田比一般土壤
“
吃得

,

徽得
,

谷粒鲍满
,

把子 (即空批 )少
, , ,

水稻产量可增至每亩

6 0 0一 5 0 0 斤
,

甚至到 1
, 0 0 0 斤

。

农民改良胶泥田的握殷很多
,

但归钠起来有以下几点 : ( l) 采用客士加砂与增施肥料

以改良其胶性 ; (2 )采用挖堡
、

晒贷
,

拮合复种帕作以改良其物理拮构 ; (3 )采用施肥措施

以提高其有效肥力
。

下面分别时萧
。

城 7 曲 幼 西 山 公 肚 容 砂 改 土 对 比 我

土土里种类类 层 次次 PHHH 有 机 盾盾 全 氮氮 全 磷磷 物 理 性 厦厦

(((((厘米))))) (%))) (% ))) (% ))))))))))))))))))))))) 奋奋奋奋奋奋奋奋 重重 孔陇度 (%)))

胶胶泥(未改))) 0一 1888 ‘
.

555 1
。

1 00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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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9 111 1
。

肠肠 朽朽

11111 8- 4 22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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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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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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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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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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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斗斗2 - 5555 6
。

888 1
。

8 000 0
。

0斗斗斗 1
。

6222 3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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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胶泥(改助
*** 0ee 2 666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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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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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555 。

竺竺
1

。

2333 5 888

22222吞ee 科科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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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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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斗00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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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松 5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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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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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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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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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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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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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0 1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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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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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

重粘土

重粘土

中粘土

一田
不能

地挖田需 巧 工
种小春

,

水稻每
亩仅 3 00 斤

一,70667
,
口月.几
吸
�.
.1.卜
.

胜.
几..�..�.
.一,22

J.且1占�17
,几目,曰.二叨工

070

i舀

,几,几n一223

胶泥(未改)

222 000 1 111 5000

111 111 2斗斗 5 777

.

每亩施油砂 斗oo 担
,
莲城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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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客土改耳尚颐

客土改良胶泥田是 目前极为通行的方法
。

例如
,

大理祥云地区用翩砂 8 万斤穆入胶

泥田中
,

拮果由一季可种两季
,

水稻由每亩 20 0 斤增至 50 0 斤
。

德宏地区由于采用客土
,

使产量增加一倍以
_

L
。

根据草众握脸
,

砂士
、

油砂士
、

紫油砂
、

草煤
、

菜园士
、

塘泥土等均

可作为改土物质
。

为了视明客土对胶泥田改良的作用
,

我俩进行了加砂改土标本的分析

(表 7 )
,

拮果表明
,

握过翩砂改良的胶泥田
,

孔隙度增加 10 多
,

容重降低 0
.

2 ,

小于 0
.

00 5

毫米的颗粒降低
, 0

.

25 一 0
.

01 的颗粒增加
,

质地 由重粘土变成中粘土
。

这些情况挽明
,

由

于合理接砂客土
,

使胶泥田的理化性盾得到改善
。

但值得注意的是
,

胶泥田地区客土物盾来源是有困难的
,

而且改良工程颇大
,

改良一

亩胶泥田需工 30 一40 个
,

虽然不少地区材
‘

流水客土
, , , “
洪水冲砂

, ,

的方法
,

但受地区条件

的限制
,

不能普遍应用
。

因此客士改良必镇
“因地制宜

” ,

在劳力足
、

物质具备的条件下
,

桔

合改土的草众运动进行改 良
,

否HlJ 可改用其他措施
。

其次
,

客土加砂必须与施有机肥相拮

合
。

从表 7 可以看出
,

加砂的效果
,

主要在于制和土壤的物理性盾
。

如果采用普通砂土

(0
.

05 一。刀 1 毫米)
,

一般最好每亩不超过 3 万斤
,

并在此基础上桔合增施大量有机肥料
。

(二)关千深翻挖堂周肠

深翻挖岱是农民例造的重要改土握阶
,

一亩可较不翻挖者增产一倍
。

农民挖堡的挺

盼主要有三 : (1 )’’早挖久炕
” ,

所胡
“
多挖金

,

腊挖叙
, , , “

腊月挖田腊肉香
,

正月挖田豆腐

备
,

二月挖田喝米瀑
, , 。

(2 )土堡不宜过大
,

以 1 市尺兑方为宜
。

(3 )挖贷与晒堡
、

嫣贷
、

濡

堡相桔合
。

农民攀众欲为
,

挖堡能增产的关键在于提高了土留
‘

热气
” ,

容易扎根
。

根据过去云南农业科学研究所及我俩的分析拮果
,

挖堡的作用可归钠以下几点
:

(l)

起深耕作用 :挖堡实际是代替深耕
,

由于挖堡加厚了耕作层
,

使根系易于发育
,

云南农业科

学研究所的青料征明
,

挖田的稻根伸长达 38 厘米
,

较不挖者增长 25 多左右
。

(2 )改善物

理性质 :挖堡后土壤含水量由 23
.

8拓增至 杨拓
,

而土壤分散度从 4 7 石多增至 61
.

6多
,

因为

嗓晒过的土壤
,

一旦水分浸泡极易分散
,

易于耕耙
。

(3 )促进矿盾养分的释放
:
根据我俩的

查料(表 s)
,

除了水解性氮稍有增加外
,

其他不甚明显
,

但可理相信
,

速效氮养分的相对增

加对作物的养分补足是有一定作用的
。

玻 8 胶 泥 田 抢 晒 缝 性 熨 比 较

未 曹 挖 晒

挖晒终达 斗个月

0一2 0

0一20

6
.

5

6
。

8

0
。

04

0
。

0斗

0
.

00朽

0
。

0 0 6 6

0
。

1 2 9

0
.

1 2 8

1
.

1 5

1
。

1 0

深翻挖鱼虽可提高产量
,

但存在的最大周短是劳力简祖
。

我俩熟为解决的途径必须

买
‘

改挖为犁
, ,

着手
。

为了达到这种 目的
,

应从两个方面进行
,

一是加弦耕性改良
,

一是改

善深耕工具与耕犁方法
。

西山人民公社挂儿杠的胶泥田
,

过去一亩地需 25 个工挖 ; 19 5 7

年级来
,

由于采取了客土与翰作粽合改土措施
,

到 19 , 8 年挖堡减至 5 个工
。

宜良县采用

10 寸与 8 寸步犁套犁深耕
,

可以达到与挖堡相等的深度
。

这种情况表明胶泥 田是可以改

挖为犁的
。

虽然目前在耕作条件与工具上存在困难
,
但采用分区分片

,
按条件不同而逐步

进行改良
,
也是完余可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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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增施有机肥周颐

胶泥田有机盾缺乏是造成土壤耕性不良的主要原因
,

因此有机肥的施用对改良胶泥

田有重要意义
。

按农民握阶
,

为了避免
“
秋发

”
现象

,

最好施用腐熟较好的有机肥料
。

至于

肥源
,

除底肥
、

堆肥与绿肥外
,

不少地区肯施用大量松毛
、

茅草
、

苦篙等
。

例如大理祥云每

亩施用松毛 3, 00 0 斤
,

产量由 50 0 斤提高到 80 0 斤
。

楚雄公社拮合底肥施 4 ,

00 0 斤篙叶
,

产量由 20 。斤提高到 朽。斤
。

为瀚明改良效果
,

教列举分析拮果于表 9 。

从分析拮果可

玻 , 有 机 肥 改 瓦 胶 泥 田 的 性 熨 比 校

重容
分)

%
水(土 奥

深 度
(厘米)

孔障度 }有顺 }全 氮 }水解性氮}
p ,。。

}代换泛帷当
(%) } (% ) } (% ) ! (% ) } (%) }量 / 1 0 0克土)

091300

:
00

J160
1.二

:
3 0060OU

:
,几2

�、一

抵55
JO6一、JZ赶胶土 (未改)

叙胶土
今

( 已改)

0
. - 2 6

0一2 5

1 5

2 8
.

5

0
.

0 9 8

0
。

10 2

1 0
。

4 6

1 6
。

0 7

.
挖垫后加草皮麦壳 1和 挑种豆后又盖山草 7 00 斤

。

以看出
,

握有机肥改良的土壤
,

不但耕性有所改变
,

而且肥力也显著提高
。

但究竟施用多

少数量才能起到改土作用呢 ? 根据以
_

E拮果
,

如果将士壤有机盾由 1多增加至 2. 5另
,

可

以显著提高土壤肥力
,

则我俩敬为一亩胶泥田豹施用 30
,

00 0 斤底肥为宜
。

除此以外
,

在

施肥同时肯需拮合翰作与种植椽肥
,

这也是改良中的重要措施
。

(四 )关干增加复种与合理翰作简题

复种与翰作是有效的改良措施之一
,

按各地握阶
,
一般采用下列翰作方式 : (l )蚕豆‘

小麦‘水稻
。

( 2 )蚕豆(若子
、

思豆草
、

苦草 ) * 水稻
。

( 3 ) (蚕豆 + 小麦叶油菜)‘水稻
。

所

有这些方式
,

关鲍在于改胶泥田为水早翰作
,

并通过栽种小春作物或椽肥
,

达到改良效果
。

表 10 即为种豆改良胶泥田的实例
。

从表 10 可兑
,

种过蚕豆的胶泥田
,

除了一般物理性质

发生变化外
,

其拮构容重比亦显著增加
,

此外
,

土壤肥力也显著增高
。

这种利用生物作用

进行胶泥田改良的措施
,

值得推广
。

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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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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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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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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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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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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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豆 改 良

缸 胶 泥

总之
,

胶泥田改良的工作是极其复杂的
,

除了应注意掌握每个改良措施外
,

还必填注

意下列几个简短 :

( l) 粽合改良
:
所有胶泥田的改良措施必须粽合进行

,

客土
、

挖塑
、

施肥
、

翰作应歌密

切拮合
,

只有这样才可以彻底的改变其耕性与提高其肥力
。

( 2 ) 分清主次
:
不同性质的胶泥 田

,

其改良重点有所不同
。

例如杠胶泥应着重抓客砂

与增施有机肥
。
青胶泥应抓挖笃

、

炕土与翰作
。

黄胶泥与白胶泥主果着重帕作与增施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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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肥料
。

(3 ) 因地制宜 :由于各地改土物厦的条件与来源不同
,

因此改土必镇因地制宜进行

淇西地区可采用砂土
、

山基土进行客土
,

而淇中一带AlJ 可考虑种植释肥与翰作改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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