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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有机肥用量减少
,

化肥施用量增加
,

不少地区土壤有机质含量降低
,

物理

性质变坏
。

改善土壤物理性质除增施有机肥外
,

施用土壤结构改良剂也是一种 有 效方

法。一 。

作者就沥青乳剂和聚乙烯醇表施或混施对土壤物理性质的影响做了初步研究
,

结

果如下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试验材料及其制备 试验选用天然结构改良剂—
沥青乳剂 以下简称 和人工合成结

构改良剂—
聚乙烯醇 以下简称

。

沥青乳剂主要包括阳离子
、

阴离子
、

非离子
、

两性离子和复合

离子乳化沥青
卜
‘其中阴离子乳化沥青成本较低

,

宜于农业应用
。

 阴离子沥青乳剂的制备 制备阴离子沥青乳剂分三步
。

首先是制备沥青液
,

将 公斤石油

沥青放人加热容器内
,

加热至 一 ℃ ,

脱水
,

除去杂质
,

保温 一  ℃备用
。

其次是制备乳化液
,

将 。一叫 公斤火碱
、

公斤肥皂
、 。 公斤洗衣粉加入 夕 公斤热水中溶化

,

配制成 公斤乳化

液
,

保温 一而℃ 备用
。

最后将上述已制备好的乳化液送人匀化坑内
,

喷射
、

秒钟后
,

在 分钟内加

人已制备好的沥青液
,

乳化 分钟即成含 并 沥青的阴离子乳化液
。

溶液的制备 是生产维尼纶的中间产物
。

将 石公斤粉末状的工业产品 溶于

公斤 ℃左右的水中
,

配制成 肠 的 溶液
。

试验方法 根据我国土壤颗粒组成分类标准
「 , , ,

供试土壤为面沙上
、

粉粘土和粉壤土 中变盐

渍
。

土壤颗粒分析结果由表 所示
。

其表层 一 厘米 有机质含量分 别 为 。 “
、

” 和
。

中度盐溃土的盐分含量为 “
。

两种结构改良剂采用表施 与混施两种施用方法
。

表施是初 心斤风干上装人直径为 厘米
,

部礴米的搪瓷桶中
,

将稀释卜 倍的  或

喷洒在上壤表面
。

表施用量为每桶 界 克 帕的沥青乳剂
,

折合成 克 米 纯沥青
。

本文承李玉山研究员
, 徐富安副研究员提供意见

,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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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土壤颗粒分析结果

级 含 量 岛

一

壤 上

,

。

呼

,

粉粘土

少砾质

弓

。

。

 

。

。

,

粉壤土

少砾质

粒 各一卜阵
一一一一

一卜
一一一

粒 级

土砂面

一

一

一
,

,

, 一 ,

。

乡一
。

。

一
。

。

一
,

,

质地名称 中国制

备 注

比重计法测定
。

表施用量为每桶 克 够 的 水溶液
,

折合 克 米
’

纯聚乙烯醇
。

一

混施是将 “盯 或 与 “公斤风千土 混合均匀
·

装入掉瓷桶内
。

混施的用量分别为

然谨彗误薰蒸篡黑霜
一

咒黔耀翼
施用改良剂后

,

每个桶内灌水至土壤含水量为 ,
,

然后进行培育试验
。

培育 周
、

。个月和

个月时
,

分三次侧定土壤团粒结构
,

同时测定最大持水量和容量
。

二
、

结果 和 讨 论

。

端麟黑嘿骂触募幼粼 攀
土壤

,

其改土效果与改良剂用量有关
。
两种改良剂的改土作用均是随用量的增加而增大

。

在试验用量范围
一

内比校
,
尹 改 良效果不及

。
「

培育
一

件个月和 毕 个月
一

的测定结果

说明
,

处理的随培育时间增加
,

一

改良效果有增加的趋势 处理除面砂土 。弓多

的用量外
,

随培育时间的增加
,

改良效果有降低的趋势
。

其原因 可能是 抗微生物分

解能力强于
。

拼娜界羚…墨
风干土的 多

,

与握施用量
,

外比较
,

改土效果相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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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混施和 混施对沐叭 毫米水稳性团
一

粒的影响

土土 壤壤 处 理理 培育 周周 墙育 个月月 培育 比 个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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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BI T
、

P
y A 表施 10 个月后再混合对水稳性团粒 (> 0

.2 , m m ) 的影响(% )

一一一

粉 粘 土土;;;面 砂 土土土

对对 照
、、

B 】TTT P V AAA 对对 B ITTT 对 照照 刀ITTT欣欣欣欣欣欣欣欣欣

培培育 10 个月
盛盛 3 6

。

000 4 7

,

444 4 2

.

2

谧谧

仔8
。

555 多8
。

777 4 弓
。

444 5 6

.

333

培培育 18 个月赫赫
一 ,,

.

4
3.

222 4 4

。

111 6 2

。

999 6
8

。

亏亏 多,
.
000 6 4

。

444

33333 6

.

名名名名名名名名

*
表施后 10 个月的测定结果; ** 表施 10 个月后

, 将表层改良剂与土壤混合
, 再培育 8 个月的测定结果

。

( 三) B IT 和 P v A 对土壤容重
、

最大持水量的影响

混施对不同质地的土壤容重影响不同(表 钓
。

混施等量改良粼尽
,

粉粘土的容重降低

最大
,

粉攘土次之
,

面砂土最小
。 当 BI T 的 用量为 0. “, 多和 “

,

工
一

汤
·

, v A 的用量为
一

0

.01

务

和 0
.
屿务时

,

对面砂土的容重影响不大
。

_

从粉攘土和粉粘土厕定结果看
「

,

随着培育时间的

增加
,

容重降低幅度增大
。 “:[T 用量为 0

·

l

_

肠时
,

10 个月和 18 个月侧定
,

粉壤牛若i勺容重

分别降低 0. 0 3 和 0. 23
,

粉粘土的容重分别降低 0. 07 和 0. 14
。

表施 BI T 和 Pv A 后
,

其容

重有增有减
。

-

沥青是一种疏水物质
,

对土壤最大持水量有一定影响
。

施用
_
取T 后 18 个月侧定

,

面

砂土最大持水量降低 东子‘8
;6 %

,

不利于砂土保水
。

粉粘土最大持 7仗量降低 7
.
2一7

.
3 %
.

对琴师朴忠滞水起了积枫作用
。

粉壤土施用 BI T 后其最大持水量变化不大
。
施用 Pv A

后 ‘“个月粕 珊 个月侧定、乒从舞
_
PV 人处理和{使面唇只牛最大持水量分别遭高 “

·

, 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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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现T 和 PV A 对土壤容重和最大持水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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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 BI T 和 Pv
A 抑制燕发的效果

处 理

蒸发毫(毫米/日)

抑制蒸发率(% )

二…二亘l 匕‘卜‘坐竺二从‘
-
阵才嘿宾-一

兰…鱼!创兰…遴…兰…兰…遐…鱼“
·

8
。

}

’
·

8 6

}

3

·

斗0

}

“
·

9 2

}

2

·

4 8

}

‘
·

3 4

}

3

·

0 6

}

”
·

o j

}

‘
·

‘碍

1

, ,

州
’0

·

,
! I

,

导
一

业i望上一上匕一匕泣几

3 3多
,

有利于砂土保水
。

P V A 用量低于 1
.
0外时

,

对最大持水量影响不大
。

〔四) 以T 和 P V A 抑$ll 水份蒸发的效果

用称重法测定土壤蒸发
,

10 天的平均值列于表 弓。 由于沥青具有较强的疏水性
,

B I T

施于表土后
,

对三种土壤的水份蒸发抑制率均在 ”多 以上
。

其他试验结果也证明
,

沥青

乳剂能明显地抑制水份蒸发卿
,

,]o PV A 表施抑制蒸法效果不如 BI T
,

抑制率为 10
.
弓多

。

表施的抑制蒸发效果显著大于混施
,

这是因为表施后未壤表面形成一层防止蒸发的薄膜

所致
。

( 五) 砌T 和 P V A 刘土壤温度的影响 哪

田ifiI 试脸证明
,

表施 孤T 能明显提高土壤温度
。

1
98

3 年 11 月上
、

中
、

下旬各观察 3

天土壤温度
。

每天 8
、

1 、和
一

为时的平均值列于表 6
。

由表可见表施 。1T 、
、

1 0

、

: 5 和 2。

厘米处
,

平均地温分别增加 1
.
4℃

、

0

.

5 ℃
、

0

.

6 ℃和 0
.
6℃

。

表施 P v A 后
,

5 厘米处增温

级8 ℃
,

5 厘米以下增温不明显
。
从增温效果看

,

BI T 好于 P V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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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BI T 和 PV A 对土壤温度的影响(℃)

一万
三

、

结 语

BI T 和 P v A 都能有效地改善土壤物理性质
,

结构不良的土壤施用这两种改 良剂后

具有一定的效果
。

表施 BI T 不仅能改良土壤
,

同时还具有增温保墒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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