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 同 水 湿
_

状 态 下 耕 耙 对 土 壤结 构 的影 响

— 麦一稻一稻三熟制下土壤发僵原因的探讨

上海市农科院土肥植保研究所土壤组

9 16 7年秋
,

在本所试验队稻板田上进行了不同水湿状态下的耕耙试验
,

结果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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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干耕千把指土壤适宜水 分状态下的耕耙
; 烂耕烂耙指土壤水分过饱和状态下 的耕耙 ; 水耕水耙指田 间有水层状态下

的耕矛巴
。

从两个试验结果看出
,

干耕千耙的土壤
,

小块状

结构和团粒结构占较大比例
,

大块状结构较少
,

毛管

孔隙和非毛管孔隙有合适的比例
,

通气爽水的非 毛管

孔隙度达 10 % 以上 ; 而烂耕烂耙和水耕水耙的土壤
,

大土块增多
,

非毛管孔隙度减少
,

毛管孔隙度有所增

加
,

滞水性增强
,

引起土壤水
、

肥
、

气
、

热诸肥力因素

失调 ; 在 19 77 年春雨较多的情况下
,

干 耕干耙处理的

早熟三号大麦亩产 4 4 6 斤
,

烂耕烂耙和水耕水耙处理

的产量相近
,

亩产都只有 29 2 斤左右 ; 证明在过湿状

态下耕耙对土壤结构具有明显的破坏作用
。

上海郊县发展三熟制以来
,

稻田浸水时间延长 40

天左右
,

茬 口衔接紧
,

造成有些地 区和单位烂耕烂把

频繁
,

大多数耕层土壤大僵块增多
,

非毛管孔隙度远

小于 10 %
,

毛管孔隙度高达 60 %
,

耕层爽水性较差
;

也有一些地区和单位
,

农田水利条件好
,

同时实行麦

一棉与麦一稻一稻水旱轮作
,

减少或避免水耕水耙和

烂耕烂耙
,

大多数土块僵块少
,

非毛管孔隙度达 10 %

以上
,

毛管孔隙度40 %左右
,

没有发僵的反映
,

说明

土壤发僵的实质是土壤结构性状恶化的表现
,

它与麦

一稻一稻三熟制以来
,

经常在过湿状态下耕耙有直接

的关系
。

昭盟翁旗东部沙土
`

的水分物理性质和开沟造林问题

辽宁林业土 壤研究所 白音塔拉基点

辽西昭盟翁旗东部的砂上是我国科尔沁砂地的一

部分
。

年降水量约 3。。毫米
,

属于半干旱草原地区
。

当

地杨树苗木的成活率较低
。

除气候因素外
,

和砂土的

水分物理性质有关
。 ·

_

砂土主要由。 .

5一0
.

25 毫米的中砂和 0
.

2 5一。
。

1毫

米的细砂所组成
,
各占30 一 4 0%左右

,

这样的砂土持



水量较低
。

砂土的水分物理性质为
: 比重 2

。

6
,

容重 1
.

6克 /厘

米气 总孔隙度 35 一 4。%
,

最大吸湿量 1一 2%
,

凋萎含

水量 1
.

2一 2
.

。%
,

最小持水量 5
.

5写
,

砂土的有效水只

有 3一 4%
,

而常年 测得的有效水只有 1一 2 %
,

这是苗

木难 以存活的主要原 因
。

但是
,

砂土有较好的水文条件
。

地下水很浅
。

沙

佗地
,

一般在 2
.

5一4
.

5米 以上
,

沙沼地约 1
.

5 米
,

沙

甸地 1 米左右
。

砂土毛管水上升高度约的厘米
。

在低沼地或沙甸地开沟造林特别是淤灌后可 以增

加有效水含量
,

并充分利用沙土的毛管水
,

大大提高

苗木的成活率
。

白音塔拉公社草原站 1 9 7了年栽植牧场

防护林 4 50 亩
,

开沟方法一般用人工进行
,

宽80 一 10 。厘

米
,

深 50 厘 米 ; 栽 植二米左右的大苗
,

成 活 率 达

90 % 左右
。

测试仪器和方法

中 子 土 壤 水 分 计

江 苏省农科院理化室

一
、

原理 中子法测定土壤含水量
,

是应用快中

子源所放出的快中子被土壤中氢原子慢化后
,

用慢中

子探测器所测到的慢中子流强度来求得
。

由中子散射

理论
,

氢原子核是快中子最强 的慢化体
,

而土壤中几

乎所有的氢都存在于水分中
,

所以土壤中快中子的慢

化能力与土壤含水量有密切的关系
。

快中子与原子核

作用的基本过程是散射
,

其俘获截面只有散射截面的

几十分之一
、

几百分之一
、

或更小
。

快中子在减速过

程中
,

能量绝对值变化时
,

中子能量的平均相对损失

仍保持恒定
。

中子平均碰撞一次能量损失 邑以对数值

表示如下
:

设 E
。

和 E 工
为碰撞前后的中子能量

, n 为 中子碰

撞序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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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根 据 中子碰 撞后

f ( E , ) 的分布测定得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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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得出土壤中常见元素的慢化能力如表 1
。

由表 1可见
,

水的慢化能力明显地超 过 O : 、

5 1
、

A l和土壤固相及土壤溶液中常见的其他元 素的 慢化

能力
。

而这些元素的原子核 (除 B
、

L i等元素外 ) 在俘

获慢中子的能力上差异不大
,
因而对慢中子云密度的

影响往往可以忽略不计
。

快中子被水等物质慢化后
,

:

其慢中子在源的某一

距离上发生
,

这个距离叫慢化长 度 ( L , )
。

当一定 中

子源强度 Q
,

经土壤元素慢化后
,

其慢中子在土壤中

存在时间
T (即寿命

,

可看作从中子 出生起所经过时间

和扩散系数的乘积 )
,

了与能量有关
。

在一定含水量的

土壤中以矢径为丫处慢中子流密度 n ( )Y为
a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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