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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冷浸田是因长期浸水
、

土层糊烂与还原作用强烈而造成的一种4氏产田
。

采取
“
深沟”排水

,

降低地下水位
,

以改善土壤环境
,

同时防治水稻因缺钾而引起的赤枯病
,

可收到显著改良效果
。

冷浸田是我国南方稻区主要的低产水稻土之一
。

福建省的冷浸田大部分分布于丘陵

或低 山的峡谷 (即
“

山垅田
”
)

,

占全省稻田总面积 30 多 左右
。

因此研究冷浸田综合改良措

施是提高本省中
、

低产田生产潜力的重要课题
。

在前人的工作基础上比
2 , ,

于 1 9 7 9一 19 82

年建立研究基点进行试验
。

现将试验结果总结如下
。

一
、

冷浸田的类型

乡
冷浸田由于承受地面和地下水的汇集

,

使土壤长期渍水
,

从而造成土层糊烂
、

土温低
、

还原作用强烈等低产因素
。 19 8 0 年在顺昌县城关

“
井垅

”

一千多亩冷浸田上
,

共设置 3 7

个地下水位观察管进行了观察
,

发现冷浸田的地下水位活动规律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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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地下水位高出田面的沼泽型
,

约占 32 务
,

二是地下水位活动在 0一 20 厘米的渍水型
,

约 占 40 丸 三是活动在 20 一 50 厘米的青泥型
,

约占 16 丸 四是活动在 50 厘米以下的爽 .

水型
,

约占 1 2拓 (图 l)
o

从图 1 地下水位周年动态变化来看
,

沼泽型冷浸田周年波动小
,

需要加强排水设施才

能降低地下水位 ; 而爽水型周年波动大
。

沼泽型冷浸田烂泥层深度平均为 45
.

5 厘米
,

溃水型为 2 7
.

4 厘米
,

而爽水型仅 1 7
.

0 厘

米
,

可见冷浸田的烂泥层与地下水位有密切关系
。

晚稻收获后 37 个点土壤测定结果表明
,

沼泽型冷浸 田表土 (0一20 厘米 )平均有机质

和全氮量分别为 4. 73 多和 0. 2 50 多
,

而青泥型仅 4. 47 多和 0. 22 2外
。

土壤速效氮
、

磷
、

钾

含量有随地下水位升高而下降的趋势
。

据 37 个点晚稻分莫期测定
,

沼泽型冷浸田的氧化还原 电位平均 70 m v
,

还原性物质

总量平均 13
.

3 毫克当量/ 1 00 克土 ; 而青泥型的达到 1 85 m V
,

还原性物质总量为 1
.

83 毫

克当量 / 1 00 克土
。

还原性物质的累积必然对水稻生长产生有害作用
。

二
、

冷浸田的低产原因

在冷浸田中还原性有害物质累积到一定程度
,

对水稻根系产生毒害
。 1 98 1 年在顺昌

县
“
井垅

习
一千多亩冷浸田中

,

选有代表性的 25 丘 (l 丘约 5 亩 )田
,

在晚稻收获期采集稻

株和表土 (0一 20 厘米 ) 进行测定发现
:
稻株钾素含量随还原物质总量增加而急剧下降

,

其相关系数
r ~ 一 0

.

6 4 0 9 ,

达显著水准 ; 稻株含铁量和土壤还原性物质总量则是 呈极显

著的正相关
, r ~ 0. 8 0 4 7

,

而与稻株含 N
, P刃

,

无明显相关
。

说明冷浸田还原性物质毒

害主要是铁引起的
,

从而降低了水稻对钾素的吸收
,

致使水稻发生赤枯病 (表 l)
。

垃

表 1 土坡还原性物质对稻株养分含t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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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土壤还原性物质中占绝对数量是亚铁
,

因而还原性物质含量越高亚铁含量也越

高
,

说明还原性物质对水稻毒害主要是亚铁引起的(图 2 )o

由于冷浸田速效钾含量低
,

水稻普遍发生缺钾赤枯病
,

赤枯病的严重程度(指数) 与水

稻植株含钾量也有很好的相关性
,

即含钾量越低赤枯病越严重 (图 3 )
。

随着土壤还原性物质的增加
,

水稻由于受铁的毒害而发生缺钾赤枯病
,

产量迅速下

降
。

据调查结果
,

还原性物质含量由 2
.

27 毫克当量八00 克土增加到 13
.

16 毫克当量八 00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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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土
,

水稻亩产则由 4 3 7
.

6 斤下降到 133
.

6 斤
,

可见还原性物质对水稻为害相当严重 (表

2 )
o

表 2 土魏还原性物质对水稻产t 的形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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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198 1 年晚稻田间试验表明
:
增加土壤通气性对防治还原性物质毒害的效果较为明

显
,

在水稻分孽后期排水烤田
,

抽穗期土壤氧化还原电位可由 1 23 m v 上升到 2 00 m v ,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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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还原性物质则由 18
.

2 毫克当量八00 克下降到 11
.

5 毫克当量八00 克
,

稻株含钾 量 由

飞
.

1 6务 增加到 2
.

4 7外
,

水稻增产 20
.

3 关
。

.

三
、

冷浸田的改良措施

为了治理冷浸田
,

于 1 9 7 9 年在顺昌县郑坊
“

兴元垅
习
建立 960 亩水改实验区

。

修建了

深 1 米底宽 30 厘米的
“石砌深窄沟刀 3 条共 60 0 多米 (图 4 )

。

在距离沟边 2 ,

5
, 9 米各埋

卜40( Cm 曰一50( CIn )一 l, 40(
c m 洲 一田埂

(c 拼)由
(e m )

}
块石干翻

.

一5 0 (e m )州 , 劝(c m H一5 0 (e m

图 4 石砌深窄沟断面图
Fig

.

4
’

rh e se e tio n a l d r a w in g o f d e e p a n d n a r r o w st o n e d it eh

一个地下水位观察管 ; 同时在实验

区内设置浅沟(沟深 30 一 50 厘米 )和

不开沟田块作为对照 ; 另外还进行

了埋暗管对比试验 (用直径 10 厘米

的瓦管
,

埋深 70 厘米
,

管距 10 米 )
。

试验结果表明
,

深沟排水可降低地

下水位 30 一 50 厘米
,

而挖半米浅沟

的对地下水位影响较小 (图 5 )
。

另

外从暗管排水效果看
,

虽比深沟排

水的效果差
,

但仍有降低地下水位

2 0一40 厘米的效果
,

因为深沟能同

时排除地面水和地下水
,

而暗管主

要排除地下水
,

而且容易堵塞
,

故降

低了排水价值
。

级

19 81 年晚稻生长期间在实验区内距离
“
石砌深窄沟

” 2
, 5 , 9 米定位测定土壤渗漏

量
,

结果表明
,

深沟和暗管都有提高土城渗漏量的明显效果
,

离沟(管)边越近
,

土壤渗漏量

增加越明显
,

这和排水后形成的三角形水位差有密切的关系 (表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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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深沟和暗芍对土雄渗湘 . 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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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深沟或暗管的季节性间歇排水
,

改善了土壤中通气状况
,

从而提高氧化还原电

位
。 19 8 0 年测定结果是 : 深沟排水的氧化还原电位都比对照高

,

平均高 28
、

gl n v ; 采取暗

管排水的氧化还原电位也比对照高 3 3
.

8o V ,

土壤氧化还原电位提 高必然有利于 土壤生

物
、

化学等性质的改善 (表 4夕
。

表 4 深沟和暗管排水对土滚氧化还原电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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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

降低冷浸 田地下水位
,

改善土壤理化性质
,

从而明显地提高了水稻产量
。

实验区 田间

对比试验结果表明
: 19 7 9 年底修建

“

石砌深窄沟
”的田块

, 1 9 8 0 年早
、

晚稻就获得明显增

产
,

水稻年亩产平均增加 3 58 斤
,

增产 34 沁 ; 1 98 1 年年亩产又增 1 30 斤
,

增产 16 多
。

而开

浅沟排水的处理
,

水稻仅增产 9 多左右 ;暗管排水的增产稻谷 10 多左右 (表 5 )
。

同时采用稻草还田与选用需钾低的水稻品种也是有效改 良措施
。

稻草还田处理
,

水

稻植株中含钾量由 1
.

17 多 提高到 2
.

23 多
,

水稻无赤枯病发生
,

增产 34
.

6 多
。

冷浸田选用耐低钾的水稻品种也是增产水稻的重要途径
,

据 1 9 8 2 年在顺昌
“

井垅
”

的试验
,

试验田的速效钾为 4 8 p p m
,

活性还原性物质 9. 46 毫克当量 / 1 00 克
,

供试早稻品

种 62 个中
,

仅有
“

姬糯
” 、 “

玉山占 5 号”及
“

45 3” 等三个品种基本未发生赤枯病
。

晚稻供

试 60 个品种中仅有
“

岗 4 号” 、“

角西矮选 7 4 一 6’
、 “

马坝晚占
” 、 “

派溪一号
” 等品种未发生

赤枯病
,

因而这些都是耐低钾的水稻品种
,

应因地制宜的予以推广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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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s 不同排水方式对水稻增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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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沟沟 7 2 888 6 5 666 13 8 444 13 444 57 000 丁0 666 12 7666 1 1666

(((D
e e p d itc h ))) 5 5888 53丁丁 1 1 2 555 10 999 50 555 6 9 000 11 9 555 10 999

浅浅沟沟 43 000 59 666 10 2 666 10 000 4 8 000 6 1 666 10 9666 10 000

(((Sh
a llo w d it eh )))))))))))))))))))

对对照 (C K )))))))))))))))))))

暗暗管管 4 8000 6 6 888 1 1 4888 10 888 5 3 000 7 5 000 12 8000 10 666

(((T ile ·

p ip e
))) 47 222 58 222 10 5444 10 000 5 7 000 6 3 888 12 0 888 10 000

对对照 (C K )))))))))))))))))))

.

四
、

小 结

冷浸田地下水位的活动可分为沼泽型
、

溃水型
、

青泥型和爽水型四个类型
,

前两种占

7 0 外 以上
。

冷浸田还原性物质的 累积
,

加剧了土壤缺钾
,

导致了水稻赤枯病的发生
。

采用石砌一

米深窄沟的工程措施
,

有降低地下水位 30 一50 厘米的效果
,

是治理冷浸田渍害的根本措

施
。

同时排水
、

烤田
、

增施钾肥
、

稻草返 田及选用耐低钾水稻品种等
,

是防治还原性物质障

害的有效措施
。

级

参 考 文 献

福建省农科院土肥系顺昌基点
, ”“ : 山垅低产田改良试验研究

, I 水利改良
, n 肥料改良

。

福建农业科研专

刊 ,
第 3

,
月期

。

李治
、

陈家驹等
, 1 96 3 : 冷浸田肥力性状与改良利用途径

。

福建农业
,
第 4 期

。

, .J�‘J,二凡‘r.护‘.几

S T U D Y O N T H E T Y PE S A N D A M E L I O R A T I O N O F

C O L D SPR I N G PA D D Y S O IL S

I
J
in Z e n g q u a i l , X u P e n g

,

Pe n g Ji a g u i
,

Z he n g Zh
o n g d e n g a n d Fan Q i恤。

(F“jai 月 A ca d e 脚夕 of A g对c“lt u耐 S“e 刀“ )

S u m nt a汀

Co ld sP杭n g Pa d dy 50 115 a r e th e lo w yie ld e d 50 115 w ith p u d d lin g 5 0 11

u n d e r s t r o n g ly r e d u e in g e o n d it io n in d u e e d by Pe r 滋s te n t s
ub m e r g e n e e

.

r e sul ts sh o w e d th a t low in g th e g r o u n d
一

w 就e r le v e l by d印P d i te h d r a in a g e

l一n g th e r ie e di s e a se by a PPI如
n g Po ta ssi um fe r t il iz e r a r e th e e ffe e t iv e

th e im Pr o v e m e n t o f th e

501 18
.

lay er fo r m e d

E x P e r im e nt
a n d e o n tr o l

-

m e a sur es fo r

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