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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中的沉板田及其改豆途径
*

戴昌达 刘兴文 蔡茂德
(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

江西红壤丘陵地区广泛分布着一种低产水稻土
,

由于这种水稻土灌水耕耙后
,

浑水迅

速澄清
。

表士发生严重的淀浆板结现象
,

故当地农民称之为沉板 田 (也有称之为面浆田

的 )
。

土壤学文献中一般把它归属于红壤性水稻土〔卜
3〕。 据江西土壤普查资料统计

1) ,

全省

共有这种水田约 1 48 万亩
,

主要集中分布在浙赣路沿线的广大丘陵地区
。

我们在江西蚕

桑场和万福
、

仙里两人民公社范围内
,

通过 1 : 5 0 0 0 的详测制图
,

查出该地区沉板田面积达
5 6 5 3 亩 (尚未包括淀浆板结性质不很显著的黄板田及受花岗岩风化物影响

,

石英砂粒含

量较高的沉砂田 )
,

占水田总面积的 30 多左右
,

是当地最主要的低产土壤
。

沉板田一般只种一季早稻或中稻
。

平均亩产解放前仅 1 00 斤上下
。

解放后
,

特别是

公社化后
,

大兴水利
,

大搞农业技术推广
,

产量显著提高
,

几乎翻了一翻 (近 2 00 斤)
。

但

和其它土壤相比
,

仍要少收一半以上
。

因此
,

找出进一 步改良沉板田的经济而有效的途径

与措施
,

是当地发展农业
,

增加粮食产量的重要环节
,

也是群众的迫切要求
。

我们除分析

研究这种土壤的性态与形成条件外
。

还着重访问总结了群众改良沉板田的经验
,

并与当地

生产单位结合布置了一些田间试验
。

现将所得资料及初步看法报导于后
,

供有关方面参

考
。

一
、

沉板田的分布

沉板田在赣中红壤丘陵地区有着比较固定的分布位置
,

多半见于 自沟谷向丘陵坡地

过渡的比较开阔而平缓的所谓
“

坪
”

上 (图 1 )
,

也有少数发育于狭长垅田 (苏
、

皖一带称为

冲 田 ) 的中上段
。

其所处地形部位
,

具
.

!

有淋溶漂洗型的水分运动条件
。

沉板田

常连片分布
,

面积大小主要随地形变化

而定
。

但在村庄与畜舍附近
,

郎使地形

条件符合
,

沉板 田也大多消失
,

代之以二

泥田
、

黄板 田等等
。

沉板田的成土母质以残积
、

坡积的

1 . 港

图 l 沉板田分布部位示意图

第四纪红色粘土占优势
。

堆积了近代冲积
、

湖积物且仍不时受泛滥或淤积影响的滩地与

低阶地
,

开垦种植水稻后
,

较少发现典型的沉板田
。

这些情况有助于对沉板 田成因的分析

研究
,

并雄辩地说明
,

水稻土的形成既受人为活动的干预
,

但仍然处在当地 自然因素的深

刻影响之下
。

*

本项工作系在席承藩先生指导下进行的
。

卜兆宏等同志参加了部分工作
。

l) 见江西省农业厅主编 : 江西省土壤普查资料 (初稿
, 1 9 6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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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沉板田的形态特征

沉板田在水稻收获以后排水落干时
,

表面呈亮灰色或灰白色
,

土块细碎易散
,

捏之有

滑腻咸
,

经降雨打击
,

土表板结
,

显得平整光亮
,

故一眼看去
,

与其它土壤显然不同
。

沉板田的剖面一般明显地分化为耕作层
、

犁底层
、

渗育层 (或称斑纹层 )
、

淀积层和母

质层等层次
,

兹举采 自鲁庄以北的万福 ” 号典型剖 面为例
:

。一 10 厘米
,

耕作层 (Ac )
,

鹰黄灰色
,

轻攘一中壤质地
,

上部为明显的薄鳞片状
,

往下转为易碎的细块

状结构
,

松散多孔
,

沿根孔有少量浅棕色锈纹
,

手搓之有如面粉的滑腻感
。

10 一 18 厘米
,

犁底层 (P)
,

颜色基本同上层
,

但质地稍粘重
,

属 中壤土
,
呈不甚明显的扁平棱块状结

构
。

沿结构面有蔑棕色锈斑及少量浅灰色胶膜
。

紧实
,

根少
,

向下过渡明显
。

18 一25 厘米
,

渗育层 (H )
,

浅灰黄色
,
中壤土质地

,

大块状结构
,

稻根极少
,

很紧实
,

有些小孔隙
。

沿

孔隙和结构面淀积大量的黄棕色斑点和斑纹
,

致掩盖了土体的灰白本色
。

往下过渡明显
。

25 一50 厘米
,

粘粒
一

铁一锰淀积层 (Bl )
,

浅黄灰夹棕色
,

质地比上层稍粘重
,

大块状结构
,

沿结构面与

孔隙有大量的棕色锈斑和棕灰色胶膜淀积
,

井出现小的深褐色铁一锰结核
。

知一 63 厘米
,

铁一锰淀积层 (B Z )
,

颜色基本同上层
,

但黄棕色锈纹锈斑更多
,

中攘
-

重壤土质地
,

坚

实
,

黄褐色的铁
一
锰结核很多

,

井在结构面上涂有大块的黑色胶膜淀积物
,

说明锰的聚积比上层增多
。

63 厘米以下
,

母质层(C )
,

黄
、

灰
、

棕三色呈条状交错
,

原是第四纪红土中的网纹层
。

由音U面描述可以看出
:
沉板田的耕作层浅薄

,

上部土壤中有机
、

无机胶体及铁
、

锰等

物质大量遭受漂洗淋失
,

部分沿剖面下移
,

分化淀积成深厚紧实的淀积层
,

使土壤质地显

示出上轻下粘的现象
,

这些都与长江中下游的白土水稻 田阶〕有类似之处
。

但仔细观察沉

板田的剖面形态
,

可以发现
,

整个剖面是连续的
,

渐变的
。

另外
,

沉板田的渗育层被大量棕

褐色的锈纹
、

锈斑染得较深
,

几乎淹没了原来土体的灰白色
,

这是与红壤母质中富合铁
、

锰

分不开的
。

所有这些都明显地反映出
,

在水稻土的性状上保留着地带性土壤的烙印
。

三
、

沉板田的物理性厦

由沉板田的机械分析结果 (表 l) 得知
,

耕作层粉粒合量达 7 0一80 %
。

粉粒中又以粗

粉粒为主
。

粘粒只 占 8一14 %
。

粉粒与粘粒合量相差这么悬殊
,

是耕耙后发生严重淀浆

板结现象的物质基础
。

淀积层的质地虽变粘重
,

可是粘粒增加并不算多
,

这说明粘粒虽有

垂值方向的移动
,

但侧渗及田 面过水的漂洗作用才是粘粒损失的主要途径
,

它导致剖面

中
、

上部的粘粒合量均比
一

母质层有所减少
。

紧实淀积层的形成
,

看来主要是受有机
、

无机

胶体的移动和变化的影响
。

土壤结构状况
,

尤其是微团聚体的数量与质量是指示水稻土耕性优劣与肥力高低的

重要因素〔6一s1 。

从表 2 看出
,

沉板田的微团聚体主要集中在 0
.

肠一0
.

01 毫米一级
,

它占到

总量的 50 务以上
。

与表 1 机械组成相比较
,

可以发现
:

粗粉粒以上的微团 聚体比同级的

机械组成含量有所增高 ;粉粒级的合量两者接近 ;而粘粒级的微团聚体则比粘粒减少
。

按卡庆斯基法计算沉板 田的结构系数达 0
.

8 左右
,

分散度为 20 多上下 (表 2 )
,

与其它

地区土壤相比
,

沉板田的结构状况似乎并不算差
。

其实这是由于进行微团聚体分析时
,

分

散液中的游离三氧化物影响了颗粒 (特别是< 0
.

0 01 毫米粒级 )的分散
,

致使侧算得的分



斗 期 戴昌达等 : 赣中的沉板田 及其改良途径 3 9 7

表 1 沉板田的机械粗成(本所土嚷地理室分析室分析)

土土 号号 采 样样 层 次次 各 级 颗 粒 (毫 米) % 含 量量

深深深 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厘米))))) 砂 粒粒 粗 粉 粒粒 中 粉 粒粒 细 粉 粒粒 粘 粒粒 物 理 性性

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粒粒

111111111一0
.

2 555 0
,

2 5一0
.

0 555 0
.

0 5一0
.

0 111 0
.

0 1一一 0
.

0 0 5一一 < 0
.

0 0 111 < 0
.

0 111

000000000000000
.

0 0 555 0
.

0 0 1111111

万万福 8 号号 O一 1 000 A CCC 3
.

999 9
.

777 4 5
.

000 1 4
.

222 1 3
.

222 1 4
.

000 4 1
,

444

111115一 2 000 PPP 4
.

111 10
.

777 4 6
。

666 1 3
.

苏苏 1 0
.

666 1 4
。

555 3 8
.

666

33333 0一 3 555 HHH 3
.

333 8
.

999 斗8
.

777 1 2
.

888 1 1
.

777 1 4
.

666 3 9
,

lll

呼呼呼多一 5 000 B iii
1

.

222 7
.

666 4 7
.

333 1 4
.

666 1 2
.

222 1 7
.

111 4 3 999

77777 0一 7多多 B 日日
0 555 7

.

888 4 8
.

000 1 5
.

222 1 2
.

444 1 6
。

lll 4 3
.

777

99999弓一 10 222 C iii
l 000 6

.

,, 4 6
.

666 1 2
.

444 1 3
.

222 2 0
.

333 斗5 999

11111 2 2一1 3 000 C ,,
2

.

000 4
.

000 4 4 111 1 5
.

444 1 5
.

,, 1 9
.

000 4 9 999

万万福 9 号号 O一 1 000 A CCC 2 888 7
.

555 弓3
.

111

:: :::
1 2

.

666 8
.

555 3 6
,

666

11111 5一 2 000 FFF 5
,

111 8 斗斗 斗6
.

88888 l弓
.

777 1 4
.

,, 4 1
。

777

万万福 13 号号 0一 1 000 A CCC 3
.

333 牛
.

666 4 8
.

777 1 6
.

111 1 5
.

222 1 2
.

111 4 3
.

444

11111 3一 1 777 PPP 3 ,, 6 999 4 8
。

888 1 5
.

222 1 4 222 1 1
。

444 4 0
.

888

22222 9一 3 444 HHH 2 555 4
.

111 4 2
.

111 1 4
.

777 1 5
.

666 2 1
.

000 5 1
.

333

万万福 59 号号 0一 1 000 A CCC 1
.

555 9
.

000 5 7
.

666 1 3
.

777 8 555 9
.

777 3 1 999

111113一 1 888 PPP 2
,

lll 10
.

,, 5 5
.

000 1 4
.

斗斗 8 666 9
.

444 3 2
.

444

22222 0一 2 555 HHH 1 888 9
.

777 牛9
.

,, 1 4
.

000 1 1
.

666 1 3
.

444 3 9
.

000

33333 5一 4 000 B iii 1 000 5
.

444 5 1
.

666 1 3
.

777 1 3
。

999 1 4
。

444 4 2
。

000

55555 5一 6 000 B 222
2 222 9

.

444 , 2
.

222 1 1
.

666 9
.

999 1 4
.

777 3 6
.

222

77777 0一 7 555 CCC 1
.

555 6
.

333 5 0
.

333 1 3
.

777 1 2
.

888 1 5
.

444 4 1
.

999

表 2 沉 板 田 的 微 团 聚 体 粗 成

土土 号号 采样深度度层次次 各 粒 级 团 聚 体 (毫 米) %%% 分散度度 结构系数数微团聚体体
(((((鹰洲乏))))))))))))))))))))))))))))))))))))))))))))))))))))))))))))))))))))) 二丫 10右右b 一 a 丫丫 保持率****

;;;;;;;;;下
。。 0

.

2 5一一 0
.

0多一一 0 0 1一一 0
。

00 5一一 < 0
.

0 0 111 < 0
.

0 111 bbbbbbbbbbbbb A 一 BBB00000000000
.

0 555 0
。

0 111 0 0 0 555 0
。

0 0 111111111 bbbbbbbbbbbbb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0 000 汉汉

万万福 8 号号 0一 1000 A ccc 弓
.

666

:: :::
4 8

。

999 1 5
。

666 1 2
.

222 2
.

555 3 0
。

333

;; :::
8 2

。

111

:::;;;lllll三一2 000 FFF 5
.

66666 5 1
.

555 1 3
.

888 1 2
.

000 3
.

000 Z 吕
.

88888 7 9
。

33333

万万福 9 号号 0一 1000 A ccc 4
.

333 9
.

777 5 5
.

444 1 6
.

777 1 2
.

222

: :::
3 0

.

666 2 DDD 8 0
.

000 1

: ;;;111115一2 000 PPP 5
。

UUU 夕
.

444 5 3
.

222 1 5
.

555 1 2
.

88888 3 2
.

444 2 7
.

555 7 2 多多多

万万福 玛 号号 0一 1000 A ccc 4
。

OOO 6
。

444 5 6
.

夕夕 1 9
。

000 1 2
.

111

: :::
3 2

.

999 14
。

999 8 5
.

111 1 5
.

666

111113一1 777 PPP 4
.

斗斗 5
.

222 5 6
.

222 l,
.

222 1 3
。

55555 3 4
.

222 13
.

222 8 6 888 10
.

UUU

万万福 59 号号 0一1 000 A ccc 1
.

888 1 1
.

888 6 3
.

333 14
.

888 7
.

999 0
.

444 2 3
。

111 4
.

111 9 5 999 1 1
.

444

11111 3一1 888 PPP l
。

999 1 3
.

444 62
.

222 14
.

000 7
.

555 1
.

000 2 2
.

555 10
.

666 8 9
.

333 12
.

888

22222 0一2 555 HHH 1
.

777 17
.

222 56
.

777 13
.

444 8
。

888 2
.

222 2 4
.

444 16 444 8 3
,

666 19
.

333

一
< 0

.

00 1 毫米之微团聚体 ;

A

—
1一 0

.

01 毫来之微团聚体 ;

b

—
< 0

.

00 1 毫米之机械组成
。

B

—
l一。

.

01 毫米之机械组成
。

(本所土嚷地理室分析室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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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度偏低
,

结构系数偏高
。

采用微团聚体保持率的概念则可避免分析方法引起的干扰 [21
。

但是
,

微团聚体保持率只表明微团聚体水稳性的高低
,

不能全面反映灌水耕耙后土壤的排

列垒结情况和三相比例关系
。

浸水土壤容重及结构容重比 (结构系数 /浸水容重 ) [0] 则是

反映稻田土壤耕性较综合的指标
。

但对于红壤区土壤来说
,

我们认为应以< 0
.

01 毫米粒

级代替< 0
.

0 01 毫米粒级来计算 (表 3 )才更能反映田间实际状况
。

表 3 沉核田的姑构容重比(按 < 。
.

01 毫来粒级计算)

土土 号号 采 样 深 度度 结 构 系 数数 浸水土壤容重重 结 构 容 重 士匕匕

(((((厘 米))))) (克/厘来勺勺勺

万万福 9 号号 0一 1000 “
·

2

了了
0

。

8 111 0
。

3 333

万万福 59 号号 0一1 000 U
.

2 777 0
。

8333 U
.

3 222

用简单操作测定土壤沉降系数〔, 01 ,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土壤耕性
。
由表 4 看出

,

沉

板田的沉降系数达到 1
.

2 左右
,

说明这种土壤具有相当强的淀浆性
。

表 4 沉板田耕作层(0 一 10 厘米)的沉降系数

数系刀
口沙了

降B沉
测 定 次 数 初现界限时间

初现界限时的沉淀
体积汉 厘米

“

nljZ
O了�U了n,

6 分 , 秒

6 分
6 分 , 秒

}
一

2 ; 、
·

时卿途体 }

尸掣竺1一一!
1 “ u

}
{

‘10

}
}

1

坐 _ 】

1
.

22

l
。

16

1
.

20

次次次一一一三第第第

透水速度也是决定土壤肥力水平的重要物理性状
。

透水速度过快
,

会造成漏水
、

漏

肥 ; 透水速度过慢
,

则影响耕层营养环境的更新
,

有碍作物根系发展
。

据内山修男研究
:

水稻土最适宜的渗透速度是每 日 2一2
.

5 厘米叫
。

与此比较
,

沉板田的透水速度 (表 的 是

很不理想的
,

表层透水过快
,

达 7
.

3 厘米 / 日 ; 而犁底层则太慢
,

仅 0
.

9 厘米 / 日
。

并且在长

期的伏旱和秋旱中
,

一旦脱水
,

土壤郎易发生龟裂 (照片 l)
,

这不仅伤害水稻根系
,

而且更

加降低土壤的蓄水保肥能力
。

所以
,

沉板田 一般都

不进行烤田晒垫
,

需特别重视浅灌勤灌的水分管理

原则
。

表 S 沉板田的容重和透水速度

采 样 深 度 } 容
_

重 } 透
_

水 速 度

一坚里主一{一竺望垫兰一阵卫到竺竺一
。一 5 }

‘
·

3 9 1
了

·

‘

‘5一2 0
}

‘
·

5 斗

}
。

·

生,

“o
月

5
{

‘
·

5 , 1

照片 1 脱水受早
、

表土龟裂的沉板田

(一9 6 3 年 6 月摄)

上述有关沉板 田的土壤物理性状指标都一致表

明沉板 田的耕性不良
,

土壤易分散
,

淀浆
、

板结
、

紧

实
,

三相比例不协调
,

透水速度不适宜
。

这些不良的物理性质影响了水稻的正常生长发

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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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沉板田的化学性厦与养分含量

沉板田的化学全量组成 (表 的 的特点是
:
钙

、

镁等易溶性元素在全剖面的含量都很

低
。

二三氧化物
,

尤其是氧化铁
、

氧化锰
,

在剖面上部急剧减少
,

而在心土层则显著增加
。

这些都是土壤中存在较强烈的还原淋溶过程的结果
。

二氧化硅在剖 面中的垂值变化则与

二三氧化物相反
,

耕作层与犁底层高达 8 5 %
,

渗育层占 80 多
,

均比淀积层高出 H 一 16 务 ;

超过母质层 5一 10 界
。

剖面上部二氧化硅合量如此之高
,

与机械组成中粉粒级占优势是

一致的
。

表 6 沉板田(万福 59 号)的全量化学粗成 (% )( 本所土壤地理室分析室分析)

采样深度
(厘米)

层 次 烧 失 5 x O Z F e 卫
O

“ A I
,
O

“
C a O M g O 1 10

,

M n O

,‘d
毛八j八曰
山

马O了0202020少
..

⋯
00
CUCUC八己7007,2

,‘
3
勺j,、
月汁

..

⋯
nUnllCU�UO

门勺
0
乙勺门/�/‘R0

2广O�U
..

⋯
6
产6OQ,工,工

, 胜止1‘

6
CzlQ/C八,一11,j,j�、

..

⋯
,‘,�
J匡.0月曰‘6,‘,

了9曰一/Q�n,001、,.1
..

⋯
月,d
.�勺e目一、OCC门八了

尹
自�/

旦里一

O一1 0

1 3一1 8

2 0一2多

三5一6 0

丁O一7多

A
‘ 2

.

苏6

2
.

斗万

3
.

0 8

斗 8 1

3
.

8 8

0
.

3 7

0
.

2 4

0
.

3 8

0
.

7 1

0
.

6 3

0
.

0 2 9

0
.

0 2 5

0
.

0 3 6

0
.

3 3 7

0
.

0 6 4

PHBC

沉板 田放水落干后
,

酸度相当弦
,

土壤水浸液的 p H 值约 5
.

0 (表 7 )
。

这当然与土壤

中盐基被弦烈淋溶有关
。

好在植稻期间
,

土壤渍水
,

在还原条件下
,

土壤 pH 能 自动地趋

近中性
,

不致对水稻生长造成严重危害
[1 习。

表 7 沉板田的化学性质 (本所土壤地理室分析室分析)

士士 号号 采样深度度 层次次 p HHH 水 解 酸酸 有机质质全 氮氮 水解氮氮 全 磷磷 速 效 磷磷 全 钾钾 速效钾钾 代 换 量量
(((((厘米))))))) (毫克当量/// (% ))) (% ))) (% ))) (p

:
0

5

% ))) (毫克 / 10 000 (% ))) (毫克 /// (毫克当量///
lllllllllll〔〕o 克))))))))))) 克))))) 1 00克))) 1 0 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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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吕 斗
.

2 444

万万福 9 号号 O一 1000 A CCC

:
.

:::
斗

。

9 999 0
.

8 666 0
。

0 6 000 0
.

0 0 444 0
.

0 3 444

: :;;;
1

.

4 888 3
.

777 3
.

6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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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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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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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9 99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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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4 0000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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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UU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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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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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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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3一 l,, 尸尸尸尸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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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4 22222222222222222 11111111111111111111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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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万福 孙 号号 0一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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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 4

.

6666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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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77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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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3一1 88888 斗
.

斗斗斗 1
.

OUUU 0
.

0 6 11111 0
。

0 3 33333333333

沉板 田的养分含量很低 ( 表 7 )
,

有机质在耕层仅 1 %左右
。

因此
,

全氮和水解氮的含

量也相应很少
,

全磷和速效磷更咸缺乏
,

比长江中
、

下游的白土还要低
。

钾的含量相对较

丰富
,

速效钾也不算太少
,

这当然是由于母质中舍钾矿物多所致
。

沉板田的代换量同样很低
,

耕层不到 5 毫克当量
,

犁底层略微增高一些
。

这样低的代

换量在我 国的耕作土壤中是少见的
。

并且从其 p H 低至 5 左右
,

可以想见
,

它的盐基饱和

度也一定是很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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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观上述分析结果
,

可以得出结论
:
沉板田的物理性状所以恶劣

。

一方面与机械组成

中粘粒过少
,

粉粒占了绝对优势有关 ; 另方面
,

有机质贫乏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

此外
,

沉板

田 的养分含量也实在太低
,

无论是全量或速效性养分均感极度缺乏
。

保蓄养分的能力又

差
,

除非多次勤施肥
,

否则就很难满足水稻在整个生长期间对养分的需求
。

特别在后期
,

更是经常发生脱肥现象
。

不良的物理性状与贫膺的养分含量
,

致使沉板 田上的水稻植株

生长矮细
,

发棵差 (参看照片 1)
,

有效分集少
,

成熟
一

早
,

穗短
,

粒稀
,

千粒重低
,

空壳多
,

故产

量很低
。

五
、

沉板田的形成

沉板 田的上述劣性
,

一方 面是与所处的地形部位及成土条件相联系 ; 另方面也与不良

的耕作管理方式密切有关
。

在亚热带炎热的春
、

夏季
,

土壤泡水植稻
,

土中有机质迅速分

解
,

土壤有机质舍量会大大消耗而下降
。

加之在水耕条件下
,

土壤结构容易分散破坏
,

这

时如果不重视有机肥料的施用
,

或不采取种绿肥
、

水旱轮作等养田措施
,

土壤结构性就会

愈益变坏
,

分散度不断增高
。

另一方面
,

土壤中的盐基在渍水情况下大量溶解
,

而铁
、

锰等

物质因受到还原作用
,

也增弦了溶解度
。

所以
,

大量的有机
、

无机胶体及各种水溶性物质
,

不断转到土壤溶液中去
,

从而使土壤固相中的植物营养元素和作为形成土壤结构胶结剂

的各种物质的储量逐渐减少
。

而沉板田中的士壤溶液
,

又因所处的特殊地形部位
,

具有强

烈的淋溶漂洗型水分运动条件
,

常常遭受大量的流失
,

致发生严重的物质外移过程
。

沉板田土壤溶液的流失
,

一般有三个方 向
:
一是沿剖面自上而下的垂直移动

,

把大量

的 胶体及水溶性物质带至不同深度淀积下来或值接进入地下水 ;二是侧渗流失
,

尤其当剖

面中已经形成紧实难透水的淀积层
,

垂直方向的水分运动受阻时
,

侧渗弦度就会显著增

高 ;三是地表径流
。

看来
,

地表径流是当地造成土壤溶液大量流失
,

出现大 面积沉板 田的

最主要因素
。

凡沉板田集中分布的地区
,

一般都没有灌溉
、

排水系统
,

而是利用田面的 自

然坡降
,

采取串田灌溉
、

过田排水
。

这种灌
、

排方式更加剧物质外移作用
。

我们曾在雨后

截取黄泥田的过田水进行分析 (表 8 )
,

得知过田水中含有大量粘粒及不少的水溶性养分
。

表 8 过田水的分析桔果 (本所土壤地理室分析室分析)

固 态 物 质
(克/升)

NNNNN

000
.

6 888

水 溶 性 物 质 (毫 克 / 升)

P2
0

5 Fe :
O

:

} A l
:
O a

1
.

4 7

。
.

。: 5

⋯
,

.

1 5 ⋯一⋯
{

“,
’

6

{

痕 、
}
痕 、

当地年雨量约 1 6 0 0 多毫米
。

假设每年有六分之一的降雨成为过田水排走
,

并且不考

虑 串田灌溉流进流 出的水量以及坡上下来的水量
,

那末
,

在一年中一亩田流出的过 田水就

达到 2 00 方左右
。

根据表 8 计算
,

其中带走的粘粒就占到耕层土体总量 (以耕层厚度为 10

厘米
,

土壤容重为 1
.

斗计算)的 。
.

斗务
。

由此可见
,

一块黄泥田
,

只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
,

其

粘粒含量就会降低到现在沉板 田的水平
,

土壤也就从黄泥田逐渐演变为沉板田
。

总之
,

沉板田的形成
,

既与 自然条件有关
,

更与人为活动有关
。

其中耕作管理不当显

系沉板田形成的主导因素
。

因连年单一栽稻
,

长期串灌串排
,

施肥水平又低
,

加之地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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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适于水分三 向运动
,

致使土壤不断遭受强烈的淋溶漂洗
,

物质大量外移
,

邃产生大面积

的淀浆板结性状明显而肥 力膺薄的沉板 田
。

六
、

沉板田的改夏和镇防

当地群众已经积累了不少改良沉板田的成功经验
。

例如
:
江西蚕桑一分场一大队的

何家垅
, 1 9 5 8 年以前是沉板田

,

产量每亩只有 1 00 斤左右
,

是著名的低产土壤
。

经拖拉机

深耕翻并连年施入大量厩肥和青草
,

现在沉板现象已经消除
,

土壤转为 二泥 田
,

酥软耕

层增厚
,

养分含量显著增高 (表 9 )
,

种双季稻
,

亩产达 5 00 一 7 。。斤
。

可见
,

深耕翻配合大

量施用有机肥
,

是改良沉板 田的非常有效的方法
。

又如该队在另一块沉板 田上连种两年

旱作(药材 )
,

以后再种水稻
,

沉板现象也大大喊轻
,

土壤转为黄板田
,

水稻也得到较大幅度

的增产
。

这一方 面是由于种药材施肥量高
,

因而土壤养分合量显著增加 (表 9 ) ; 另方面
,

由于旱耕时
,

土壤耕翻较深
,

加厚了耕作层
,

并把合胶休物质稍多的犁底层翻上一部分
,

起

到客土作用 ; 同时
,

旱作根系的穿插能力较张
,

对改善犁底层及耕作层的物理性状有一定

好处
。

由此看来
,

实施水旱轮作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良沉板田
。

但由于当地沉板 田面积

大
,

肥料
,

特别是有机肥料来源有限
,

因此
,

上述改良沉板田的成功经验难于全面推行
。

其

它如施用石灰
,

以磷肥进行根部施肥等化学改良措施也能收到一定的增产效果
,

但都不持

久
。

再如挖塘泥
、

客粘土等改良办法
,

在大面积上实施也存在着许多实际困难
。

表 , 沉板田改夏前后耕层的变化(本所土嚷地理室分析室分析)

现现在土壤壤 耕 层 深 度度 有机质(% ))) 全 N (%)))
名名 称称 (厘 米)))))))

我国南方不少地区的农民
,

有采取早稻一晚大豆倒茬来实现用地养地结合的传统经

验
。

我们受到这种倒茬制以及上述改良沉板田的成功经验的启示
,

决定在沉板田上进行

早稻一晚大豆一绿肥 (水利条件较好的种紫云英
,

易受旱的种肥 田萝 卜和油菜 )的轮作试

验
,

期望通过晚大豆的种植为绿肥生长创造良好条

件
,

而绿肥则为水稻增产提供物质基础
。

种植晚大

豆时
,

曾以根瘤菌拌种
,

并亩施石灰 1 5 0 斤
、

过磷酸

钙 15 斤
、

猪粪 1 50 斤和火土灰 25 0 斤作种肥
。

由于播种期 晚了一个多星期 ( 8 月 1一2 日种 )
,

又在生长盛期和后期遭受严重虫炎
,

故每亩仅收大

豆 30 斤
。

但从大豆长势 (照片 2 )及生长后期的考

种结果 (表 10) 估计
,

如在正常条件下
,

则每亩可收

大豆 1 96 斤 (按千粒重为 1 60 克计算 )
。

更重要 的

是
,

大豆根系发达
,

挖开土壤观察
,

根际已形成团聚

体
,

使土壤物理性状有所改善
,

养分舍量也有所增 照片 2 沉板田上试种晚大豆的长势

加(表 1 1)
,

为下茬绿肥生长准备了良好条件
,

第二 ( 10 月 8 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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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9 6 4 )早稻也比往年增产三成以上
。

看来
,

早稻一晚大豆(或晚绿豆
、

晚花生)一绿肥的

轮作倒茬制是大面积利用与改良沉板田的一条好途径
。

既多收一季大豆
,

又增加了水稻

产量
,

还改良了土壤
,

一举三得
。

值得进一步试验推广
。

表 10 沉板田歌种晚大豆生长后期的考种桔果

观 察 日 期
平 均 株高
(厘 米)

每株平均豆
英 数

每英平均粒数 ! 每株干均粒数 J 每亩平均株数

1 1 月 5 日 12 2
.

5 5 0 0 0

表 11 沉板田献种晚大豆前后耕层养分含量的变化

p H 有 机 质 (% ) } 全 N (% )

{
前

}
后

⋯
一

里止
~

}卫工f一⋯i⋯止}止1
~

一 大 队 试 验 田

二 大 队 试 验 田

0
。

0 8斗

0
.

0 9 :
.

::

况此外
,

还应该重视预防沉板田的形成
,

特别是新由旱地或荒地开垦成的水田
。

为此
,

必须改善灌溉
、

排水方式
,

修建 田 间渠系
,

消除串田灌溉
、

过田排水现象
。

在渠系尚未修成

之前
,

也应该避免边耕耙
、

边放水的状况
,

以尽量减少物质外移的强度
。

同时需大力开辟

有机肥源
,

特别是千方百计扩种绿肥
,

种好绿肥
,

以增加土壤有机质来源
,

提高养分合量
,

改善耕性
。

并应有计划
、

有步骤地实施水旱轮作
,

通过旱作逐步加深耕层
,

改善土壤理
、

化

性状
,

缓和土壤中物质的还原淋溶漂洗过程
,

减少物质的外移损失
,

这对于防 1日冗板化的

产生和发展肯定会有很大好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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