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

利用耐盐的野生植物— 扫帚草作绿肥
。

扫帚草 (地肤
、

观音草 )是一种茎叶相当

繁茂的耐盐野生植物
。

舟山地区农科所在缺乏淡水
、

田著难以生长的涂地上种植扫帚草
,

草高可达数十厘米
,

青刘作肥料
,

肥效也很高
。

1 9 7 4年台州地区农科所每亩施用扫帚草嫩

茎叶 2。。。斤作早稻基肥
,

其肥效较施等量猪栏粪作基肥的增产效果明显
。

7
.

放养水生绿肥
,

发展养猪积肥
,

也是新垦区增加有机肥料的重要途径
,

可 以在新垦

区由点到面地进行试验推广
。

据 1 9 7 1年萧山县头蓬垦区试验
,

新围涂地早稻放养绿萍每

亩增产稻谷 80 斤
。

1 9 7 3年施用羊拦肥每亩 2 0 0 0斤
,

早稻增产 16 %
,

晚稻后效增产 9
.

5 %
,

合

计每亩增产稻谷 1 37 斤
。

只有千方百计地广辟肥源
,

增施有机肥料
,

才能使新围涂地的作物

产量和土壤肥力迅速提高
。

五
、

新围涂地施用磷肥的效果

我省海涂土壤全磷含量较高
,

但有效磷含量很低
,

施用磷肥增产效果颇为显著
。

在萧山县头蓬垦区试验
,

水稻施用不同磷肥都有增产效果
。

按亩施有效磷素 7 斤计

算
,

施用过磷酸钙早稻增产 17 %
,

后效晚稻增产 1
.

5% , 施用钙镁磷肥早稻增产 1 1
.

9%
,

后

效晚稻增产 9
.

1% ; 施用 昆阳磷矿粉早稻增产 8
.

5%
,

后效晚稻增产 1 6
.

7%
。

两季合计
,

各种磷肥的全年肥效大致相近
。

在头蓬垦区沙涂上试验表明
:

每亩施用过磷酸钙 20 斤
,

黄花首楷鲜草增产 2] 2% ,
亩

施过磷酸钙 25 斤
,

田著鲜草增产 1 25 % , 亩施过磷酸钙 50 斤
,

棉花增产 3 0
.

3% ;
亩施过磷酸

钙 3 0斤
,

油菜籽增产 1 9
.

1%
。

磷肥施于黄花首稽
,

提高了首楷产量
,

再以首稽作水稻肥料
,

既可提高经济效益
,

又能

改良土壤
,

是经济合理施用磷肥的重要措施
。

1 9 7 2年冬
,

头蓬林场在首稽上施过磷酸钙每

亩 40 斤
,

第二年黄花首楷鲜草亩产 2 。。 o余斤
,

种植早稻后在每亩少施硫馁 20 斤的条件下
,

较不种首箱的早稻每亩增产 1 20 斤
。

上述各地磷肥试验结果说明
:

新围涂地施用磷肥的增产效果是肯定的
,

但据台州地

区农科所在粘性涂地上试验
,

新围涂地的磷肥肥效与土壤中碳酸钙的含量有关
,

土壤碳

酸钙含量高的施用磷肥的效果较低
。

当前
,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鼓舞下
,

我省沿海各县
、

社又 出现了围海造田的

新高潮
。

绍兴
、

上虞两县 自1 9 7 5年 1。月就组织了十一万名干部
、

社员奔赴海涂
,

围海造田
,

要求是
: “

当年围垦
,

当年种植
,

当年高产
。 ”

广大干部
、

贫下中农和科技人员大干快干
,

正在

为普及大寨县做出新的贡献
。

宁夏苦水灌溉地区的土壤次生盐化问题

宁夏回族 自治区农林局综合勘查队

在宁夏
,

群众将矿化度较高的水称为苦水
。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
,

部分地区已采用苦

7 J



水灌溉农 田
,

种植耐盐的大麦等作物
,

收到了增产的效果
。

但是苦水灌溉后
,

土壤次生盐

化情况如何
,

应采取什么措施进行防治
,

才能充分发挥苦水资源的抗早作用
,

这是在干早

地区有关亥土治水的一个重要问题
。

为此
,

我们先后在宁夏海源县高崖公社草场大队和

同心县王团公社北大队两个苦水灌区进行调查
,

试图阐明苦水灌溉地区的土壤次生盐化

问题
,

探讨防治盐化的措施
。

一
、

苦水灌溉所引起的土壤盐化情况

草场大队与王团北大队均位于黄河支流清水河川地
,

气候干早
,

同属灰钙土地区
。

草

场大队自 1 9 6。年开始利用石峡 口水库灌田
,

库水为苦水
,

矿化度一般为 3
.

4一 6
.

2 克 /升
,

最高达 n
.

4 克 /升 , 王团北大队自 1 9 6 9年开始利用盘河水库团结渠灌田
,

灌溉水的矿化

度为 3
.

7一 5
.

4 克 /升
,

也是苦水
。

两个水库灌溉水的盐分组成
,

均以硫酸盐及氯化物为

主 (表 1 )
。

用苦水灌溉后的土壤
,

次生盐化发展较为迅速
。

表 1 苦 水 的 化 学 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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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灌溉年限农田土壤全剖面 (草场大队为 0一 15 0厘米
,

王团北大队为 。一 1 60 厘

米
,

下同 )含盐量的情况可 以看出
,

随着苦水灌溉年限的加长
,

土壤含盐量不断增大 (表

2 )
。

两个大队未灌水的早地
,

全剖面平均含盐量分别为 0
.

16 % 及。
.

19 % ; 灌水 5 年后

均增至 。
.

23 %
。

草场大队灌水历史较长
,

灌水 14 年的农田已出现盐斑
,

地表 。一 2 厘米

含盐量高达 3
.

82 %
。

从附近 民用井推断
,

当地地下水埋藏深度均大于 10 米
,

所以土壤含

盐量增加的原因
,

不是地下水的影响
,

而是由灌溉的苦水中所带来的盐分不断在土壤剖面

表 2 不同苦水灌溉年限农田各土层平均含盐 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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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积累所致
。

根据灌水量及其矿化度估算
, 1 9 7 3年一年中

,

草场大队由灌溉水带入土壤

的盐分
,

每亩约 4 1 2 6 市斤
,

而根据土壤含盐量估算
,

每亩增加的盐分约为 3 1 0 0 市斤
,

说

明在土坡中积累的盐分
,

约占灌溉水带来的盐分的 72 %
,

其余约 28 % 的盐分可能随水

渗入 1 50 厘米以下的土层
,

或被作物吸收并在收获时带走
,

或者是当盐分在地表积聚时

被大风吹走了
。

由苦水带来的盐分在土壤剖面中各层次的分布状况
,

与土壤质地和土壤透水性有关
。

草场大队土壤剖面上部为中壤土或轻壤土
,

但自剖面中部 50 一 1 00 厘米的部位开始
,

一

般有厚度为 50 一 1 00 厘米的粘土层
,

阻滞水分下渗
,

故灌溉苦水所带来的盐分及以前历次

灌水所积累的盐分难以下移
,

大部分随水分蒸发而向上移动
,

在剖面上部累积
。

因此草

场大队苦水灌溉的土壤
,

随着灌水年限的增长
,

表层盐分增加较快
,

而 心土及底土盐分增

加较慢
。

如表 2 中草场大队未灌水的农田
,

表层 。一 20 厘米土层含盐量为 。
.

n % 向下渐

增至 。
.

2% 左右
,

类似一般灰钙土的 盐分 剖面 ; 灌水 11 年的农田
,

表土含盐量剧增至
。

.

37 % ; 灌水 14 年的农田
,

又增至 0
.

70 %
。

而 50 厘米以下土层的含盐量
,

灌水 14 年

后仅增至 0
.

4% 左右
。

王团北大队土壤质地以轻壤土为主
,

间有沙城土层
,

土城透水性

较好
,

灌水头两年
,

因土壤干燥
,

灌溉水的下渗淋洗作用较弱
,

盐分主要积累在 100 厘米

以上的土层中
,

如表 2 中王团北大队灌水 2 年的土壤
, 0一 20 及 50 一 10 0 厘米土层含盐

量由 0
.

05 和 0
.

11 % 增至 0
.

19 和 。
.

16 %
,

而 10 0一 16 0 厘米土层的含盐量无明显变化
。

随灌溉年限增长
,

土壤湿度增加
,

灌溉水的淋洗深度加大
,

灌水 5 年的土壤
,

10 。 厘米以

上土层的含盐量渐趋稳定
,

其含盐量与灌水 2 年的土壤相当
,

而 1 00 厘米以下的土层
,

盐

分含量显著增加
,

由 。
.

26 写增至 0
.

31 %
。

综上所述
,

苦水灌概农田
,

全剖面平均含盐量逐年增加
。

但因灌概土坡的质地不同
,

盐分在剖面中分配也不同
。

质地轻而透水性强的土壤
,

一般应采取适当措施
,

促使土壤

水分和盐分向下移动
,

抑制水分与盐分向上移动
,

将苦水带来的盐分
,

大部分控制在土

坡剖面的下层 ( 1 00 或 1 50 厘米以下 )
,

以使大麦
、

甜菜及高粱等耐盐作物获得高产
。

对于

质地较粘或者在 1 50 厘米内有粘土层的土壤
,

苦水灌溉所引起的土壤次生盐化是一个不

能忽视的问题
。

二
、

土壤次生盐化的防治

在苦水灌溉条件下如何防治土壤次生盐化
,

当地群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如精细平

整土地
,

增施有机肥料
,

选种耐盐作物以及改善耕作管理等
。

但是这些措施并不能遏止土

城盐分的不断累积
,

而且作物的耐盐性也是有一定限度的
。

因此还必须进一步考虑如何

遏止土壤积盐过程
,

并设法消除已在土壤中积累的盐分
。

现根据调查地区的情况提出几

点意见
。

1
.

当地夏秋降雨集中
,

故雨季之后水库蓄水的矿化度较小
。

根据 1 9 6 6 年石峡口水

库库水矿化度的测定
, 5

、

6月份库水矿化度约为 6克 /升
,

而雨季以后的 10 月只有 3 克 /升

左右
。

因此应着重进行冬灌
,

加强保墒耕作
,

春夏不灌或少灌
,

可减缓土集盐化的速度
。

2
.

分区间歇轮灌
,

即在灌水 2一 3 年后停灌 4一5 年
,

可以利用降水自然脱盐
,

但是

自然脱盐的过程是比较缓慢的
。

3
。

洪水一般是淡水
,

暴雨后发生洪水时
,

可引洪水入农田
,

以冲洗土壤盐分
。

但是要



注意做好安全设施及排水沟系等与洗盐有关的田间设施
。

有的地区土壤剖 面在 5 0一1 00

厘米的部位有一层粘土
,

有阻滞水分渗漏的作用
,

故冲洗土壤盐分时需采用深浅沟相结

合的方式排水或加开简易暗沟
,

以利排水洗盐
,

附近山洪冲沟可作为排水干沟
。

4
.

进入盘河水库和石峡口水库的沟系很多
,

为了防止土壤次生盐化
,

对这些沟道的

水质可作进一步调查
,

以便采取措施
,

不使矿化度特别高的沟水流入水库
,

改善水库的水

质
。

5
.

对上壤质地较轻的农田
,

可以适当加 大灌水定额
,

合理灌溉
。

一般作物苗期耐盐

力较差
,

灌头水宜稍迟 ( 5月 10 日前后 )
,

头水后 5一 7 天
,

即灌二水
,

防止土壤溶液蒸发

浓缩后伤苗
。

以后根据苗情和天气情况再灌水 3一 4 次
。

目前王团北 大队 各次灌水定额

每亩为 5 5一 6 7 立方米
,

根据每次灌水前土壤自然含水量与田间最大持水量估算
,

除头水

和二水外
,

三水和四水均对一米土层内的盐分有淋洗作用
,

为使盐分淋洗入更深的土层
.

灌水定额还可适当加大
。

有 机 肥 料 中养 分 扩 散 的 研 究

— 介绍一种大田模拟试验方法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土肥植保研究所土壤组

通过近几年来对上海郊区土壤肥力的调查研究
,

我们得出这样的概念
: 目前郊区土

坡中潜在养分含量很高
,

但速效养分相对较低
,

而且不同土壤类型由于成土母质和土壤环

境条件等的不同
,

养分的供应强度也很不一致
,

从而影响有机肥料在土壤中的分解扩散
。

1 9 7 4年我们试用砂滤管
、

尼龙丝袋
,

模拟大田状况研究有机肥料在不同土城中的养分扩散

状况
,

对于研究水稻土的肥力
,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现介绍如下
。

一
、

试 验 设 计

1
.

供试材料
:

( 1) 砂滤管由本市南汇县三墩公社陶瓷厂订做
。

规格为管高 10 3毫米
,

内径 43 毫米
,

内部容积 1 25 毫升 士 3 毫升
,

验收标准 以满管水一昼夜 ( 24 小时 )渗完为准
。

试

验前装入充分混和均匀的草塘泥 12 0克后
,

用尼龙窗纱扎 口
。

( 2) 尼龙丝袋是自己加工的

双层袋
,

内层以 40 目粗孔尼龙丝网作衬里
,

外层用 60 目细孔尼龙丝网作外套
,

袋长 1 60 毫

米
,

宽 80 毫米
。

每袋盛入草塘泥 80 克或红花草 9 克
,

肥料盛入后均用 电烙铁封 口
。

2
.

供试肥料
:

( l) 金山县金卫公社八二大队腐熟草塘泥 , (2 ) 我院试验队的 草 塘

泥 ; ( 3) 盛花期收割后用低温烘干未霉变质的红花草
。

3
.

埋入方式
:
砂滤管

、

尼龙丝袋在早稻移栽后立即直立埋入四棵稻中间地表 1厘米

以下的土层中
。

砂滤管中装的是
“

八二
”

草塘泥
,

每块田的四个角各埋入 4 只
,

共计 16 只
,

早稻
、

后季稻各采样两次
,

每次在每个角取一只
。

尼龙丝袋中在早稻时装的是
“

八二
”

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