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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肠咪县冬水田放干后对土壤肥力的影响
*

李 仲 明
(四 川 农

.

学 院)

邓睐县位于川西平原西部
,

接近盆地边椽
,

地形复杂
,

有高峻的邓睐山脉和著名的雅

安台地
。

邓睐的熊坡和大邑宝子山
,

以及眉 山
、

名山两大凹槽地当中
,

广泛地分布着第四耙

黄色粘土冰积物及雅安期后的再一次沉积物
,

形成了高出眠江新冲积 1一3 米而低于雅安

台地 20 一30 米的
“

再积台地
, 。

它的区域可以包括西河以西的邓睐
、

崇庆
、

大邑及眉 山等

县的平坦地区
。

这些地区的土壤大部分为一年一熟水稻而冬季蓄水的水稻土
,

郎所销
“
冬

水田
” ,

其面积豹占水田面积的 52 多左右
。

为了提高耕地的复种指数以增加产量
,

改冬水田为水旱翰作一年两熟是一个重要的

途径
。

但在邓睐等地区的冬水田放干以后
,

都发生了
“
小春不保

,

大春减产
” 的现象

。

为

此
,

我们对冬水田放干以后土壤性厦的变化及其对作物生长的影响
,

进行了翎查研究
,

企

图探明冬水田改旱过程中引起低产的原因及其可能改良的途径
。

本文郎为这方面工作的

初步总桔
。

一
、

冬水田放干后对作物的影响

冬水田放干后对作物生长发生不良的作用
。

农民反映 : “
冬水放千田

,

三年不过年
”

(意郎三年西收成)
, “

放干冬水
,

油水都刮走了
,

需很多年才能把底子捞回来
” , “
冬水放干

后
,

当年不出小春
,

大春水稻产量大 为降低
”。 由此可晃

,

一向被款为
‘

傲千冬水是提高

复种指数增加产量重要途径
”的萧断和实践是有矛盾的

。

至少这种桔萧是有一定的条件

性
。

铡查事实也征明了农民握验的正确性
,

一般新放千的冬水田
,

冬作宜种性特别小
。

如

种小麦4lJ 生长矮小
,

不易保产 ; 油菜 4lJ 产量很低
,

甚或不能生长 ;至于葫豆
、

若子等豆科作

物一般也不能生长 ;大麦生长AlJ 较好
,

亩产可达百斤左右
。

因此农民在第一年放干的冬水
田上往往选择大麦为先锋作物

。

大春水稻的生长在当年放干甚至三年以后也遭受到不良的影响
。

水稻每亩产量一般

低于未放干前 30 一50 多左右
,

最低的只有几十斤
,

严重的没有收成
。

其受害的一般情况

是返青慢
,

不易分雍
,

根系发育不良
,

根系短小而稀疏
,

密集于地表
,

不能
)
伸入下层 ;新根发

育迟援
,

吸收养分困难
,

以致叶子枯黄
,

叶尖边椽出现杠褐色斑点
,

根系变黑
,

最后植株枯

焦而死
。

根据 1 9 6 0 年 12 月 28 个田块的稠查 (邓睐太平公社) 放千改为水旱翰作仅几年的冬

水田 (以下商称干冬水田)和老干田 (改为水旱翰作已有几十年历史的 )上小麦
、

大麦生长

*

参加工作者尚有土奥教研粗教师曹几坏
、

播琢梧等同志及土嚷专业 59 级部分同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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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如下 (兑表 1 )
。

班 i 费泥冬水田放干对小衰
、

大岌生畏的影明

田田田 土土 作作 播播 播播 施施 稠 查 镇 目目

块块块 奥奥 物物 种种 种种 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
号号号 名名 及及 期期 量量 情情 株株 分分 单株分分 种种 次次 根根 叶叶 地上部部地下部部 上上

数数数 称称
口口口

斤 /亩亩 况况 高高 蔡蔡 集节直直 子子 生生 长长 面面 分鲜重重 分焦较重重 分分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厘来))) 数数 径径 根根 根根 (厘来))) 积积 (克 /// (克///////////
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 (个))) (厘来))) 数数 数数数 (耳米

,,

株))) 株))) 地下下
(((((((((((((((((((((个))) (个))))) /株))))))) 部分分

邓邓太太 黄泥老老咸立多多 1 1月中中 巧一2 000 每亩2555 17
.

111 1
.

斗000 0
.

2 333 4
.

6 333 1
.

7 000 8
.

888 1 1
.

444 0
.

3 000 0
.

0 444 7
.

5 000

555 号号 干田田 (小麦)))旬旬 斤斤 担粪水水 1 3
.

555 1
。

0 333 0
.

2 000 4
.

1333 0
。

3 333 6
.

222 6
.

999 0
.

1 666 0 0 333 5
。

7 111

邓邓大大 黄泥干干 同上上 同上上 同上上 同上上 13
.

777 1
.

0 000 0
.

1 444 只 弓飞飞0
.

4 666 7
.

111 6
.

555 0
.

1 666 0 0 333 5
.

3 666

111 号号 冬水田田 同上上 同上上 同上上 同上上 1 1
.

888 1 , ,,
0

.

2 00000000000 1
.

4 000 9
。

777 9
.

222 0
。

2 222 0
,

0 333 6
.

7 666
龟龟龟

同上上 狗尾巴巴 1 1月1 444 1 0斤斤 同上上 16
.

22222222222 0
.

2 666 4
。

1777 2
。

0333 8
.

666 12
.

888 0
.

3 666 0
.

1 111 3
。

4 222
邓邓太太 同上上 刁刁刁 日日 同上上 同上上上 1

.

6 00000 3
。

8 666666666666666

1110 号号 黄泥老老 (大麦))) 同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邓邓太太 干田田 同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222 0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邓邓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
111 7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由表 1 可知
,

干冬水田对大小麦生长的不良影响非常显著
,

尤以小麦为突出
。

老干田

较放干冬水田上的小麦单株地上部分群重高出 87
.

5 务
,

单株地下部分解重 高 出 33
.

3一

42 .9 务
。

应当特别指 出对次生根数的影响
,

老 干 田 小麦 多于干冬水田 41 0 %
,

大麦多

4 6. 4 务
。

这些现象看来与冬水田放干后土壤肥力的变化有关
。

二
、

冬水田放干后土续肥力的变化

(一) 土城签木性厦的变化

根据表 2 、 3
、

4 的查料
,

可以款为老干田和干冬水田在土壤反应
、

盐基鲍和度
、

腐殖厦

含量以及比重
、

容重
、

总孔度
、

同相孔隙比等一系列性厦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异
,

但其液相
、

气相比以及有效磷
、

全磷之比却有明显的区别
。

至于机械祖成和化学祖成在剖 面层次简

所显示的不同特点
,

可能是与母盾及人为复盖等有关
。

农 2 费泥宜老千田和千冬水田土城粗成比胶狡

土土土 肥肥 取土土 吸吸 腐腐 5 10 ,, F e , 0 ... A I, 0 555

至三2兰兰 5 10 ,,
机 械 粗 成% (毫来)))

壤壤壤 力力 深度度 着着 殖殖 (%))) (% ))) (% ))) R , 0 555 A I, 0 .............................................

名名名 等等 (厘米))) 水水 盾盾盾 1 5
.

3 777777777 > 0
.

DSSS 0
.

0 5一一 < 0
.

加222 < 0
.

0 111 > D
.

0 111

称称称 级级级 (% ))) (% ))))) l夕
.

5 22222222222 0
。

0 0 222222222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6
.

3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5 6
.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黄黄泥质质 甲甲 0一 1555 3
.

6 888 2
.

3 888 斗6
.

888 2 0
.

8 888 17
。

6 000 2
.

1 666 3
.

8 888 2 6
.

222 5 6
.

666 17
.

444 6 3
.

999 3 6
.

111

老老于田田田 1 5一3 000 3
.

8666 0
.

6 777 4 8
.

666 1 7
.

5 333 2 2
.

0 444 1
.

8 666 3
.

2 111 1 1
。

444 5 3
.

999 3 2
.

UUU 4 2
.

777 5 7
.

333

3333333 0一7 000 4
.

9333 3
.

1 000 斗6
.

222 15
.

7 333 15
.

2 000 2
。

2 444 4
。

4 333 2 6
.

333 5 2
.

444 19
.

888 6 3
.

444 3 6
。

666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

3斗斗 2
.

0 999 4 4
.

000 15
.

0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5 3
.

777 1 1
.

222 7 0
.

222 2 9
.

888黄黄泥质质 丙丙 0一2 000 4
。

8 444 0
.

4 000 4 2
.

999 2 2
.

8 888 1 4
.

1 111 1
。

9 333 咚
.

5 555 3 6
.

444 5 0
.

222 2 4
.

000 5 2
.

999 4 7
.

111

干干冬水水水 2 0一6 000 5
.

5 888 0
.

6 000 4 7
。

444 2 3
.

6 000 18
。

0 000 1
.

8 777 3
.

5 222 2 2
.

333 5 1
.

666 2 7
.

333 5 0
.

斗斗 4 9
.

666

田田田田 6 0一9 00000000000 1 3
.

9 666 2
.

4 555 4
.

9 777 2 2
.

555 咚8
.

888 1 5
.

5555555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0
。

888 1 8
.

6666666666666666666
俄俄干子子 丁丁 0一 1 555 4

.

6 111 2
.

2斗斗 4 7
.

99999 1 7
.

6 888 2
。

2 222 3
.

9 斗斗 3 2
.

99999 2 9
.

111 6 3
.

777 3 6
.

333

干干冬水水 丁丁 1 5一3 000 斗
.

4 222 1
.

7 444 4 6
.

99999 1 4
.

7 333 1
.

9 222 4
.

6 555 3 2
.

6666666 6 1
.

777 38
。

333

田田田田 3 0一6000 4
。

3 999 0
。

8333 4 2
。

55555 13
。

9 666 1
.

7 444 4
.

4 666 2 0
。

lllllll 4 7
.

999 5 2
。

111

白白鳍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 咚0
.

0000000000000000000 1
.

3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7 0
.

555 29
.

555干干冬水水水 0一 1 555 4
.

5 333 2
.

4 555 4 5
.

999 18
.

5 999 2 8
。

2 888 1
.

6 999 2
.

0 666 4 8
.

000 3 8
.

666 1 3
.

444 6 2
。

000 3 8
.

000

田田田田 15一斗000 4
.

1222 0
.

7 888 4 7
.

888 19
.

3 000 1 3
。

8333 2
.

5 222 4
。

8 555 3 3
.

222 4 9
.

333 1 7
.

555 4 0
.

222 5 9
.

888

呼呼呼呼O一1佣佣一 5
.

7 555 2
。

斗77777 14
.

6 666 1 4
.

2 44444 4
。

9 999 1 6
.

666 斗8
.

888 3 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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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3 费泥熨老千田与千冬水田一般化学性熨比较班

肥肥力等级级 取土深度度 全 磷磷 有效磷磷 有教磷磷 酸 度度 盐基代代
(((((厘米))) %%% %%% 占全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 换最最

%%%%%%%%%%%%% 水溶液液
_

水解酸酸 (落克当最最
PPPPPPPPPPPPPH 值值 (毫克当量量 / 10 0克土)))

/////////////// 10 0克土)))))

黄黄泥质老老 甲甲 0一 1555 0
.

0 6 222 0
.

0 02 000 3
。

222 5
.

555 2
.

6 888 12
.

666 8 222

干干田田田 15一3 000 0
。

0 3 777 0
.

0 0 2 111 5
.

777 7
.

000 0
.

4 333 16
.

333 9 777

3333333 0一7 000 0
。

0 3 222 0
.

0 0 2 111 6
.

666 7
.

222 0
.

嘴333 18
.

777 9 888

丙丙丙丙 0一2 000 0
.

0 2 888 0
。

0 0 0 777 2
.

555 6
.

000 1
。

1333 14
。

lll 9 333

222222222222222 0一6 000 0
.

0 3 666 0
。

0 0 1222 3
.

333 6
.

555 0
.

5 777 2 2
。

lll 9 777黄黄泥厦干干干 6 0一9 000 0
.

0 6 444 0
.

0 0 1 888 2
。

888 6
.

555 0
。

5 777 2 1
。

444 9 777

冬冬水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

白白蜷泥干干 丁丁 0一 1555 0
.

0 2 444 0
.

0 0 1 666 6
。

777 6
。

666 0
。

6 333 2 5
.

000 9 888

冬冬水田田田 15一4 000 0
.

0 6 666 0
。

0 0 1 555 2
.

333 7
。

222 0
。

5 666 2 2
.

999 9 888

4444444 0一 IQOOO 0
.

0 3 222 0
.

0 0 1333 斗
.

111 6
.

666 1
.

0 111 3 0
.

111 9 777

铁铁干子干干 丁丁 0一 1555 0
。

0 3 888 0
.

0 0 0 888 2
.

111 7
。

000 0
.

6 777 2 1
。

000 9 777

冬冬水田田田 15 se 3 000 0
。

0 5444 0
.

0 0 1000 l
。

999 7
。

333 0
.

3 000 2 1
。

111 9 999

3333333 0一6 000 0
.

0 6斗斗 0
.

0 0 0 888 1
.

333 7
.

222 0
。

2 888 1 9
。

777 9 333

我 4 货泥盆老千田与千冬水田土班物理性叉比较魏

土土壤名称称 肥肥 取土土 土土 土土 总总 水水 三相容积(%))) 丛担担 旦担担
力力力力 深度度 奥奥 缝缝 孔孔 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气相相 孔度度
等等等等 (厘来))) 比比 容容

·

度度 (% ))) 固固 睐睐 希希希希级级级级级 重重 重重 (% ))))) 相相 卒目目目目目

黄黄泥质老老 甲甲 0一1 555 2
.

7 222 1
。

1888 5 6
.

666 2 9
.

777 4 3
,

444 3 5
.

111 2 1
,

555 1
。

6 333 0
。

7 777

干干田田 丙丙 0一 1 555 2
.

7 777 1
.

2 111 5 6
.

333 3 2
.

999 4 3
.

777 3 9
.

888 16
.

555 2
.

4 111 0
.

7 666

黄黄泥厦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冬冬水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

有效磷占全磷的百分比对老干田
、

干冬水田也是一个明显的肥力指标
。

前者一般大

于后者
。

在总孔度的基础上液相
、

气相比
,

干冬水田大于老干田
,

靓明通气性也左右着肥力的

变化
。

(二) 土城物理性的恶化

放干冬水田在物理性方面具有两个突出的特征—
耕层浅而硬和

“
不化块

”
(郎田中

有很多的硬土块)
。

根据我们在水稻生长不良的大面积干冬水田中脚踏刹查枯果
,

一般是

脚不下陷
,

不沽泥
,

水不浑
,

耕层异常紧实浅薄 (不到 10 厘米 )
。

同时田中有很多刺脚的

大土块
,

到水稻收获时仍不化开
,

放干三年后仍有以上的现象
。

冬水田是在长期淹水的情况下形成的
。

土壤长期清水
,

枯构破坏
,

土粒充分分散
,

粘

性
、

可塑性
、

桔持度降低
。

同时邓睐地区灌水中含有硫酸钠
,

又保征了胶体的稳定性
。

因

此在放干前
,

土壤具有深厚的耕层
,

农民呀
“
深脚 田

’

、

冬水田特别是历史较长的老冬水 田彻底排千是比较困难的
。

但握排水后
,

扣小土粒

紧紧拮合在一起
,

形成坚实板拮的泥层
,

破坏了耕层的毛管作用
,

抑止了下层水分的蒸发
,

形成了坚硬固精的表层和不干不湿的底层
。

农民反映 : “冬水田放干后
,

表层拮成硬块
,

打

不烂
,

有很多裂橇 ; 如果排的不干
,

面上一层硬壳
,

下面还是烂泥巴
” 。

大春栽插水稻时
,

放干的田又复灌水犁耙
,

土壤吸水慢
,

形成外湿内干的土块
,

表面由

于吸水形成一层粘重光滑的膜
,

在耕耙时在耕层滚来滚去
,

不易破碎
,

农民呀
“
不化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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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由大到小的愈化愈难
,

农民握验 :化块一般需在三年以上
。

(三) 土城水分状况的变化

19 6 0 年 11 月在小麦田中分别选择了四种类型的土壤进行了土壤水分日变化的mlJ 定
,

得出了以下的桔果 : 黄泥厦老干田从中午到晚上表土含水量少于底土
,

从夜半到次日晨表

土含水量又多于底土 ; 而其他三种干冬水田恰恰相反
,

除白天中午表层水分较多外
,

其余

时简表土含水量均小于底土
。

以上拮果反映了老干田具有良好的回消能力 ; 干冬水田夜

简不能返潮
,

其水分运动规律有
“

破常规
”的现象

,

可能是干冬水田桔构较差
,

大土块多
,

破

坏了毛管作用
,

影响了导水力
。

其运动速度太慢失去了和时简的适应性
,

表现出表层白天

水多夜简水少的情况
。

为了了解枯构与水分动态的关系
,

我们进行了以上四种土壤大小不同土块的吸水
、

失

水的mlJ 定 (大土块直径 4 厘米
,

小土块直径 1 厘米以下)
,

粘果兄表 5
,

表 6 。

获 S 老千田和千冬水田土组大小与吸水失水关系班

戮戮戮
吸水情况 (克))) 失水情况 (克)))

大大大 土 块块 小 土 块块 大 土 块块 小 土 块块

2222222 1000 3 000 9 000 222 1000 3 000 9 0 *** 1 000 12 000 12 0 000 2 6 4 000 1000 1 2 000 12 0 000 2 6 呼000

黄黄泥老干田田 2 000 3 555 4 555 6 000 7 000 8 555 9 000 9 000 000 555 3 000 3 555 555 2 000 3 555 4 7
.

555

黄黄泥干冬水田田 l 000 2 000 2 555 3 555 5 555 7000 7 555 8 000 000 555 1 000 1555 1 000 2 555 2 555 3 000

铁铁干子于冬水田田 1 000 2 555 3 000 斗555 6 555 8 555 8 555 8 555 000 555 1 555 3 000 000 l 000 2 555 4 000

白白峪泥干冬水田田 1 000 1555 2 000 2 555 3 000 4 555 5 000 6 000 000 1 000 3 000 6 000 555 2 555 4 000 5 000

*
与 60 分钟所测相同

。

表 6 老千田和千冬水田吸水失水速度比较玻

醉醉醉
吸水速度及数量量

}
失水。及数量量

吸吸吸水稳定定 }吸水稳定定 吸水稳定前前 开始失水水 开始失水水 开始失失 籽」」止失失
所所所需时简简 l时的吸水水 的吸水速速 时简简 数量量 水速速 水长长狩的的

(((((时))) } 量(克))) (克/时))) (时))) (克))) (克/时))) 失夕夕水速速
(((((((((((((((((克克 /时)))

大大大块块 小块块 大块块 小块块 大块块 小块块 大块块 小块块 大块块小块块大块块小块块大块块 小块块

黄黄泥老 1= 田田 lll 0
.

555 6000 9 000 6 000 1 8 000 222 0
.

1777 555 555 2
.

555 3 000 0
.

8 000 1
。

0 888

黄黄泥干冬水田田 111 111 4 555 8 000 3 000 8000 0
.

555 0
.

1777 555 l000 l000 3 000 0
.

3 555 0
.

6 999

铁铁干子千冬水田田 > 333 0
。

222 6555 8 555 礴333 5 1 000 222 0
.

555 555 555 2
.

555 1000 0
.

6 999 0
。

9 111

白白鳝泥干冬水田田 > 333 111 4000 6 000 2 777 6 000 认 555 0
.

1777 l000 555 2 000 6 000 1
。

3 888 1
.

1444

表 5
、

6 的查料靓明了以下几个阴题
:

1
.

放干冬水田吸水速度和数量比老千田低 失冰数量和寒凌解〕相恤拮果
。

如 吸水

开始时
,

老千田吸水量
、

吸水速均为千冬水田的二倍撅水稳定后吸叨叼垦为 1
.

33 一 2
.

4 倍 (大

土块)
。

吸水速 (由 30 分到 90 分的一小时内)为 。一匕
.

倍
。

这个桔果靓明老干田在吸水
、

失水晚而多的情况下一Rl] 容易化块
,

一BlJ 水分传导决
,

空气易进入3炕田易千
,

这对于械少

种植小麦时水分过多的现象十分有利
。

而放干冬水田Rl] 恰恰相反
,

其液相
、

气相比较老干

田大的数据正印征了这一点
。

同时不化块
,

水分不易排走
,

小麦黄苗和不干不湿的底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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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与水分特性有关
。

2
.

土块大小对水分吸收释放的关系十分密切
,

一般小土块吸水
、

失水的速度及数量比

大土块快而多
,

这与吸水
、

失水面积有关
。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干冬水田大小土块与水分的

关系远比老干田为显著
。

如老千田吸水量在一个半小 时 内小土块为大土块的 1
.

5 倍
,

而

干冬水田为 1
.

9一2. 3 倍 ;在 2 分钟内吸水量老干 田小土块为大土块 3. 5 倍
,

而干冬水田为

3一6. , 倍
。

失水情况亦然
,

如在 4 4 小时内老干田小土块的失水量为大土块的 L 36 倍
,

但

干冬水田RlJ 为 1
.

33 一 2 倍
。

这税明干冬水田通过促进化块可以改良水分状况
。

3
.

不同土壤类型之简的差异也很明显
,

水分状况以黄泥老干田最好
,

黄泥干冬水田次

之
,

白鳝泥干冬水田更次之
,

跌干子干冬水田最坏
。

(四) 土城养分的变化

不化块不只是影响水分
,

也影响养分状况
,

为了探尉其中关系
,

我佣研究了大小土块

(标准与上同)吸肥放肥的特点
,

以不同浓度的化肥溶液处理土壤进行测定
,

桔果兑表 7 。

玻 7 放千对于娜分吸收弃放的形明

大大 土 块块 小 土 块块 大 土 块块 小 土 块块

111 分分 10分分
而而

222 l分分 10分分
而而

222 l分分 10分分 刁铸铸
222 l分分 10分分 ,J铸铸

222

小小小小小时时时时时 小时时时时时 小时时时时时 小时时

黄黄泥盾老干田田 NNN 1
.

666 2
.

555 2
.

555 4
。

888 l
。

999 1
。

999 3
。

000 3
。

666 1
.

777 3
。

555 4
。

斗斗 4
.

555 2
.

333 3
。

333 3
.

555 4
.

555

PPPPPPP l
。

000 4
.

000 4
.

333 4
.

555 3
.

555 4
.

666 4
.

777 4
.

888 0
.

444 l
。

000 l
。

333 5
.

000 0
.

555 1
.

222 5
.

999 5
.

777

KKKKKKK 2 666 6 444 6 777 6 斗斗 0
.

000 7 000 6 000 6 888 8
。

333 9 000 9000 9 222 8
。

222 9000 9 555 9 333

黄黄泥干冬水田田 NNN 2
.

555 2
.

999 4
。

000 4
.

999 l
。

888 2
。

777 2
.

999 斗
.

111 1
.

777 2
.

555 4
.

444 4
.

444 1
.

666 2
.

000 3
.

666 4
.

888

PPPPPPP 4
.

333 4
.

888 4
.

222 4
.

222 4
.

555 6
.

‘‘ 5
。

666 5
.

555 0
.

666 0
.

999 l
。

777 1
.

888 0
.

444 1
.

111 5
.

777 3
.

999

KKKKKKK 2 000 6 555 6 777 6 888 2
。

555 6 555 6 777 6 888 7 777 8 999 9000 9 lll 8 555 8777 9 333 9 333

铁铁干子1= 冬水田田 NNN 2
.

888 3
。

333 4
.

777 5
。

222 2
.

666 3
。

斗斗 3
。

333 5
.

000 1
.

777 2
.

呼呼 2
。

888 斗
.

000 1
.

444 2
.

000 3
.

000 3
。

999

PPPPPPP 4
.

222 4
.

444 4
.

999 4
.

111 9
.

444 5
.

000 9
.

555 4
.

222 0
.

222 0
.

333 0
.

444 0
。

222 0
.

222 0
.

斗斗 0
.

666 1
.

555
电电电电

l777 6 555 6 888 6 888 0
.

000 2 555 6 888 6 888 8 000 8 666 8 777 8 999 8 222 8 555 9000 7 000
KKKKKKK 2

.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白白鳍泥千冬水田田 NNN 2 555 3
.

222 3
。

666 斗
.

444 2
.

444 3
.

111 3
。

333 5
.

000 1
.

777 2
。

333 3
.

111 呼
.

666 1
.

555 3
。

222 4
.

000 4
.

444

PPPPPPPPP 3
.

000 3
.

999 咚
。

222 4
。

000 4
.

222 4
.

333 6
.

000 0
。

444 0
。

222 tJ
。

555 0
.

555 0
。

333 0
。

666 0
.

666 2
.

000

KKKKKKKKK 6222 6 666 6 666 6 777 6 777 6 777 6 888 8 555 8 999 8 777 9 000 8222 8 777 9 222 7000

表 7 查料靓明了以下几个阴题 :

(l) 放干对磷肥的吸收与释放产生深刻的影响
。

老干田对磷肥的释放较干冬水 田为

大
,

如老干田在 2 小时内大小土块的放磷量均高于吸磷量
,

而干冬水田完全得到相反的桔

果
。

大土块的放磷量为吸磷量的 弓一42 务
,

小土块为 33 一71 多
。

以放磷的艳对量而言
,

在

2 小时老干田大土块处理中比干冬水田增加 1
.

8一24 倍
,

小土块处理为 0
.

5一2
.

8 倍
。

这能

明放干对降低磷肥肥效是十分明显的
。

(2 ) 放干和大小土块对氮
、

磷
、

钾吸收与释放的比例也是不同的
。

这对于养分平衡状

况有一定影响
。

如老干田吸氮量少
,

放干冬水田吸氮量增加
。

而吸收磷钾量变化甚小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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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氮
、

磷
、

钾的释放
,

老干田均较干冬水田好
。

至于由大土块改良为小土块后
,

械少了氮的

吸收
,

而磷
、

钾的吸收和释放均有所增加
。

(3 ) 不同土壤类型的吸放养分情况也各有特点
。

不希大小土块吸氮和磷的能力是和

土壤的好坏成正相关
,

而且土壤愈坏吸收量的增加愈显著
。

如铁干子土吸氮
、

磷力量大于

白鳝泥
,

而白鳝泥又大于黄泥
。

但放出氮
、

磷的情况恰恰相反
,

土壤愈坏放出磷
、

氮愈少
。

押无大变化
,

靓明土壤吸收的钾易于游离出来
。

根据养分变化特点
,

我们进行了放干冬水田的磷肥肥效拭输
,

枯果非常明显
。

施用磷

肥时小麦出苗期
、

分集期
、

拔节期都有所提前 ;根系发育良好
,

次生根数增加 0
.

5一 0
.

97
,

根

长增加 0
.

09 一 1
.

23 厘米
,

单株解根重增加 0. 02 一 0
.

03 克 ; 植株发育也有良好反映
,

分集数

增加 0
.

51 一 0. 93
,

单株解重增加 0
.

38 一0. 54 克
,

单株分案节直径增加 0
.

04 一 0
.

07 厘米
,

叶

面积系数增加 0. 3 , 一 1
.

1 ,

穗长增加 0. % 厘米
,

每穗小穗数增加 1. 9 个
,

每亩穗数增加 反6

万个
,

唯每穗粒数减少 5
.

1 个
,

千粒重仅增加 0
.

2 克
。

每亩产量较对照增加 7 7. 6 多
,

每斤过

磷酸钙增产小麦 2
.

2斤
。

水稻包粪秧 (只在插秧时过磷酸钙与农家肥混合集中施入根旁
,

不施追肥 )贰输桔果

征明
,

每亩加施过磷酸钙 20 斤增产 24 务
。

(五) 土城温度的变化

在 1 9 6 0 年冬
,

我们选择了老干田和干冬水田四种土壤在小麦生长期简进行 了土 温

变化的侧定
,

精果列入表 8 。

农 8 放千对土续沮度的形响 (1 96 。年 12 月)

土土 壤 名 称称 测 定 时 简简 测 定 硬 目目

气气气气 退退 土 温 (℃)))

(((((((℃))))))))))))))))))))))))))))))))))))) 555555555厘米米 10 厘米米 20 厘米米 5 0 厘来来

黄黄泥老干田田 1 1 日 1 6 时时 1斗
.

000 1 4
.

000 12
。

000 1 2
.

000 1 1
.

000

11111 2 日 4 时时 6
。

555 7
。

UUU 8
.

000 9
.

000
(子

.

555

111112 日 1 6 时时 13
,

000 13
.

000 1 1
.

555 1 1
.

000 10
.

555

黄黄泥于冬水水 1 3 日 1 6 时时 1 2
。

555 12
.

555 1 0
.

555 1 1
。

000 10
.

555

11111 4 日 4 时时 9
.

999 9
.

888 9
.

000 9
.

000 10
。

000

11111 4 日 1 6 时时 12
.

000 1 1
.

777 1 1
.

000 1 1
.

000 1 0
.

555

铁铁干子干冬水水 15 日 1 7
.

5 时时 1 2
.

斗斗 12
.

666 1 2
。

000 1 1
.

000 1 0
。

666

11111 6 日 5
.

5 时时 1 0
.

000 9
.

888 1 0
.

555 10
.

555 1 0
。

555

11111 6 日 1 3
.

5 时时 11 555 1 1
,

000 1 0
.

888 1 1
.

000 1 1
,

000

白白鳍泥干冬水水 1 6 日 1 7
.

5 时时 1 0
.

999 10
.

999 1 0
.

888 1 1
.

333 1 1
.

555

111117 日5
.

5 时时 9
.

222 9
.

555 8
。

000 夕
。

222 10
.

555

111117 日 1 3
.

5 时时 1 5
.

000 12
.

555 1 0
.

555 10
.

555 1 1
.

222

表 8 中查料靓明放千对土壤温度的影响表现在老千田夜简表层温度稍高于 气 温
,

表

层以下土温随深度增加而显著增加 1一 3
.

5 ℃
,

而干冬水田 剧 微低于气温
,

并且表层以下

土温增加微弱
,

一般在 0
.

1一 1
.

0℃ 之简
,

靓明老千田保温力强
,

散热力弱 ; 干冬水田 RlJ 相

反
,

散热力强
,

保温力弱
。

至于表层
、

心土层
、

底土层土温变化的 日变幅
,

土温昼夜垂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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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规律
,

放干没有明显的影响
。

放干冬水田中土温变化情况则表现出水温
、

气温
、

土温之

简温差太大
,

表层底层温度均高于水温
、

气温
,

缺乏制节温度能力
。

三
、

豺栽和 小桔

1
.

黄泥盾冬水田放干后
,

肥力降低
,

宜种范围小
,

产量低
。

特别是百年以上的老冬水

田更为显著
。

其低产的实盾是与放千后土壤肥力演变的特点分不开的
。

土壤在长期清水的条件下
,

土粒充分分散
,

排水后土粒内聚力加弦
,

粘拮成块
,

表现出

张大的粘拮性
。

每一个硬土块几乎全部为极栩的毛管孔隙所充满
,

吸水慢
,

导水力弱
,

土

块内部长期干燥
,

产生
“
不化块

” 的现象
。

在水稻生关期中
,

田中布满大小坷垃
,

耕层浅薄

是其重要的特点之一
。

不化块事实的出现
,

导致肥力 因素的变化朝着不利于作物的方向发展
。

首先使作物

失去了
“

住得舒服
”的基础条件

,

根系生长受阻
,

吸收养料困难 ;其次磷的有效性突出地降

低
,

破坏了养料种类之简的数量平衡
,

几乎成了作物生长的限制因素 ; 第三
,

大土块吸水
、

失水均慢
,

小春栽培时土壤水分过多
,

形成液相
、

气相比大大
,

道接影响温度及养料状况的

恶化
,

致使肥力降低
。

我佣敲为
:
大土块的形成是影响肥力降低的物厦基础

,

而磷的缺乏
,

水气热条件的恶化Bl] 是 由大土块引起的锈生现象
。

因此提高肥力的根本途径是改良土壤

枯构
,

这是较长期的工作
,

而立竿兄影的办法是大抓磷肥和水分管理
,

但是还不能解决土

壤的主要矛盾
。

2
.

根据以上肥力变化特点
,

似乎放干破坏了冬水田的
“名誉

” 。

实践中艳大部分又恢

复了冬水田
。

不少学者也发表了一些科学渝据征明冬水田的优越性
。

其中如保水保肥
,

援冲 自然炎害
,

节省及稠节劳力
,

以及保靓早地满栽满种等
,

我们基本上同意
。

但有以下

几个简题
,

根据我们的铜查研究提出粗浅的看法以供尉萧
:

(l) 冬水田的放干和恢复应因地因人制宜
,

艳不能一概否定和肯定
。

我们献为
,

过去

不分具体条件和肥力降低的事实
,

千篇一律的弦稠放干是不正确的
,

但是现在如不深入研

究放干握翰
,

忽略土壤条件
、

社会握济人力条件
、

农业技术条件等而不顾
, “
一个样

, ,

的杭挑

恢复灌冬水
,

也不能款为是合理的
。

我们献为 :凡土壤条件允静
,

肥料
、

劳力条件跟得上
,

特别是握济收盘并不减少
,

同时又处于人多田少条件下的器
,

放千冬水增加土地利用率提

高产量也是应当的
。

当然气候的炎害也是必复考虑的
。

总之
,

放千或恢复冬水必填以食

彻以粮为胭
,

保征粮食增产为前提
,

以算收盆
、

土壤肥力
、

劳力
、

肥料等 四笔眼为基础
,

进行

合理安排
,

这是一件栩致复杂的工作
,

应深入研究
。

(2 ) 长期蓄冬水和水旱翰作对土壤肥力的影响
,

这是一个具有科学价值的理渝简短
,

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实践简题
,

值得研究
。

目前对这个简题是有分歧的
,

有的学者主张
“
冬水田耕作制具有推持地力的作用

, ,

(焉建酞)
,

有的主张水旱翰作可以改良土壤
,

提高土

壤肥力(高惠民
,

陈叔君)
。

我们款为
:
从总的方向靓来

,

长期蓄水对土壤肥力较之水旱翰

作是不利的
。

但是这必复和土壤条件
、

农业技术措施等枯合起来
,

如水早翰作提高土壤肥

力在黄泥土的情况下必填解决磷肥
、

水利
、

劳力三大简短
,

否HlJ 不但无益而且有害
,

脱离了

具休自然条件和社会握济条件敲土壤肥力便失去意义
。

此外
,

水田休阴
、

长期蓄水和水早

翰作等情况下土壤肥力的演变挽律
,

应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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