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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二l二是鲁中烟区潜育底土的耕种沼泽草甸土 (以 卜就称黑土 )
,

分布面积较广
,

也是山东省农

业地 区主要土壤类型之一
。

黑土在农业生产上表现为耕作困难
,

土性属阴发惊
,

不易拿苗
,

漏风跑

墒
,

不抗旱又不抗涝
,

租茂时泥淳
,

干时板精起坷垃
,

雨季懈涝
,

不发小苗发老苗
,

虽有机厦舍员较高
,

但产量不稳定
,

尤其在烟草生产上存在着严重的工艺品盾低劣等不良性状
,

严重地影响烟区的板

盒增产和烟草品盾的提高
。

过去调查查料对黑士的农业性状缺乏具体的分析和渝述
,

因此查明黑
一

土农业性状
,

摸清其内部性质及其运动变化观律
,

根据粗食作物和烟草栽培工艺的要求
,

探衬提高

烟草产量与品质的土壤措施
,

是烟区主要土壤工作内容
。

本研究项 目是在具有代表性的赢都黑土区进行的
,

并选择烟区生产性能良好的黄土 (郎耕种

揭土 )作对照
。

一
、

鲁中黑土区的 自然条件与成土过程

兽中地区的 自然特点是属于华北温带季风半干早区范围内
。

水量为 6 , 。一 7 50 毫米
,

雨量 多

集中在 7一 8 月
,

平均年降水量在 6 50 一 7 ” 毫米
,

多西南风
,

而蒸发量大
。
由于降水集中和季节性

积水
,

使土壤发生淋溶作用
,

表土粘粒下移
,

使下层粘粒增加
,

趋向粘重
,

井使石灰性反应 自表土从

无逐渐到孩
,

并出现石灰性的沉积
,

土壤呈中性或微碱性反应
。

鲁中黑土分布在山前平原浅平低洼地 区
,

有的是原古老的内陆湖泊
,

雨季高地地表篷流汇集
,

地下水位高 (雨季可达地表
,

春旱季节深 2一 3 米 )
,

再加之土壤粘重
,

通气不良
,

书卜水不 良
,

易造成

临时性积水
。

所以土壤握常处嫌气 f{tJJ 条件下
,

有机质分解受到阻滞
,

有机残体在土壤内部及表层

逐渐积累
,

这样夕万生一步的促使土壤湿度增高
,

通气性更恶化
,

因此在成土过程中出现了沼泽化

过程
,

形成了黑色粘重的冲积及湖积物成土母质
。

在 口前低洼中心地区敬仲公社草河附近
,

地下

深 1 米处埋藏着大量的草炭
。

在成土过程中
,

由千常年不断从四 周高地冲刷汇集大量的泌土和有机物盾
,

以及本身有机残

体的积粱
,

使地形逐渐括高
,

同时周围河流下切以及人为排涝垦随的粽合影响下
,

使
` 一

佗由沼泽化向

沼泽草甸方向发展
,

形成粘质沼泽草甸土
。

很早以前
,

农民就通过排涝
、

垦姑利用洼地
,

由于黑土所处的 自然条件
,

致使
`

它在成土过程形

成某些不良的耕作特性
,

如质地粘重
,

排水不 良
,

因而对烟草的生长十分不利
。

农民在长期实践中

对
一

改良黑土摸索出爵多握睑
,

特 lBJ 是解放以后
。

随着生产力不断提高
,

对黑土地有制
一

划的改良和合

理利用
,

其不良性状正在进一步得到克服
。

为了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 性
,

必须进一步摸清黑土

的农业性状
,

揭露 内部 矛盾运动规律
,

掌握这些自然规律
,

才能控 制黑土
,

更好
、

更快地朝着适合粮

食作物的生育和烟草栽培工艺品质的需要方向发展
。

*

此境工作在土壤教研粗潘泳坷教授
、

李永昌耕师的指导下进行的
,

在养分分析上得到施南陵
、

锡自发二位同学的协助
,

在

此一并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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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黑土的一般物理特征

(一 )黑土的剖面形态特征
农民所以称其为黑士

,

是因其土体表层为黑色粘土而得名
。
黑色粘土层的厚度随着地形部位

不同而略有差别
,

地形稍高者彼薄
,

越低洼则越厚
,

一般在 60 一 80 厘米左右
。

目前一般耕作层厚度豹犯一 15 厘米
,

多为灰褐色的重粘壤
,

有机质舍量较多
,

植物根系分布鞍

密集
,

土壤呈碎块状及碎屑状拮构
,

表面常有大小不等坷垃
,

有少量根穴及小孔隙
,

土壤湿度校 及
,

耕性差
, 口 紧

,

湿时泥渗
,

千时板拮龟裂
,

耕作不及时起大坷垃
,

呈中性或微碱性
,

并具有微弱石灰

反应
。

犁底层一般厚韵 6一 8 厘米
,

为黑揭色的重粘壤
,

土壤呈碎块状桔构
,

垒拮紧实
,

桔持力弦
,

湿

稍
,

通透性不良
,

严重的阻碍植物根系的生长
。

此层植物根系显著减少
,

一般无石灰反应
。

犁底层以下为黑色亚粘壤土层
,

板枯紧实
,

呈棱块状粘构
,

拮构体表面有胶膜
,

湿时不透水
,

干

时裂成扒横交错的栩裂隙
,

拮持力很弦
。

此层植物根系很少出现
,

再往下郎出现敛子和锈斑
,

井 逐

渐增多
,

已表现具有潜育征象
,

还可发现少量小粒状石灰粘核
,

石灰反应从无逐渐增弦
。

黑粘土层往下逐渐过渡到带有谈黄的暗灰色粉砂质中粘壤土层
,

呈碎屑状及小碎块状粘构
,

孔隙逐渐增加
,

土壤湿度大
,

铁子锈斑批祯增多
,

小粒状石灰枯核逐渐密集
,

呈弦烈的石灰反应
,

出

现明显的碳酸盐聚桔层
。

豹在 1 米左右以下
,

厦地稍袒
,

井出现少量的粗砂粒
,

呈淡黄色
,

土壤更湿
,

已按近地下水
,

石

灰枯核逐晰诚少
,

敛子增多
,

锈斑扩大
。

(二 ) 黑土的物理特征

黑土具有质地粘重
、

耕性不良
、 口 紧

、

湿时泥滓
、

干时板桔
、

易起坷垃等不 良性状
,

从表 1 分析

枯果看来
,

黑土的物理性粘粒比黄土多
,

其粘着力也比黄土高
。

表 1 黑土和黄土耕作层耕性盆定

土嚷名称一…
丁藻竿黑瑕赢…

坐吐…
~ ~

兰兰
口

二…
3 ,一

…
2 2一

1
1 3一

…

二 、 击 /克 /干方厘来 、
、 l
二伙

-

含不率一叮 /
田惜1持水
量 (% )

晃架只酬容静耕作最大范
亡羁 1围 (舍水率% )

黑 土
6 8三 2又

.

7亏 3 9
.

4 3 1 1 5 0

1 6 8 3 2 2
.

白9 3 3 5 2 3 7 OU
斗5

。

5 8
7

.

1 7一 至9
.

0 9

以下

1
.

0 0 1 8
.

2 5 2 1
.

7 5

L3
.

O0 1吕
.

4 f) 2 3
.

0 0

5
.

10 2
.

3 5

3斗
.

6吕 40
.

6 2

二竺
-

}
2” 诊 7`

1
5

.

0 9一 2 2
.

4 0

IL一flù叮矛一哎2

改 士 2 7
.

0 7

以 下

当土壤合水虽在 23 外左右时
,

黄土的粘着力达顶 攀 ( 2 1
.

7 5 克 /厘米
2
)

,

而黑土刻达 2斗克 /厘

米
“ ,

同时随着湿度增大
,

还将推擅上升 ; 当合水量为 33
.

52 务左右时
,

粘着力竟达 39
.

43 克 /厘米
2 ,

以后才随着湿度增加而粘着力减弱
。

粘着力 出现最高值黑土要比黄土高一倍左右
,
由此可扯明黑

土耕锄困难的程度
。

当土壤湿度已高至呈现可塑性时
,

则土壤已不适耕锄 ;另一方面
,

土壤允爵耕作的最低湿度大

豹是最大吸湿系数的 .J 5 倍
。

现在我们想通过这些指标来分析黑土的耕性
。

从表 1所列项目中

可知黑土在舍水率 工9
.

f0) 时已不适合耕作
,

而黄土刻不然
,

舍水率达到 2 2 界 时还能耕作
。
黄土的

田 阴持水量是 27
.

07 另
,

故雨后土壤湿度只耍稍稍降低一些
,

就可达到塑性下限 (舍水率 2 2
.

扣 务 )

以 下的湿度
。

即可耕作
。

但是黑土却相反
,
田简持水量高于可塑性下限合水率的 2

.

, 倍 (合水率
4 ,

.

58 兴 )
,

故雨后需要握很长时踢的慈发
。

一值到土壤湿度降低到 加多以下时
,

才能耕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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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

从允并耕作土壤最小合水率 (最大吸湿系数的 1
.

5倍 )米看
,

黑土下降到 7
.

1 7务时就不适

合耕作 (应当着重的指出
,

这样的湿度情况在春旱季 肖的表层土壤中并不是偶然碰到的 )
,

而黄土

却要到 5
.

0 9 多时才不能耕作
,

所以黄土又比黑土优越得多
。

若我们把粘着力
、

塑性下限和最大吸

湿系数对耕作的关系作就一分析考虑
。

刻可大致得出适合耕作的土壤湿度最大范围佑 (郎吸湿系

数的 1
.

5 倍— 可塑性下限以前 )
,

黑土是 5
.

0 9一 2 2
.

斗拓
,

从而可以充分的征明芡土耕 作难掌握火

候
。
黑土地如不馆火候耕作

,

跑墒后
,

土层板桔不易耕翻
。

而且容易形成大坷垃
,

造成漏水漏肥的

现象
,

不利于根系的生长
。

另一方 面黑土地还需边耕边耙
,

否则早上犁地
,

过了响午就起大坷垃
。

黑 土 黄 土

卜卜冲不::: 之不苏撼撼
刀刀刀k \ \ \\\ l 火

z

人 / \ 办
、

/ 刘刘

{{{{{际际际熟熟」」」」」」

{{{{{【【阵阵阵 然稼……
山山山山山山山

汾汾公公 睦休冷灸灸

)))))时今
、、、

郊找郊郊
口口口嗯\ \ \ 1 !!!丫丫 义父习习

谢谢谢拼拼 彝淤淤
\\\ \ \ 入入

深度八厘
击不)

孔隙碰成 ( % )

紧拮合水所沾孔 }竣

松桔合水所沾孔隧

毛 符 孔 随

诬 气 孔 隙

土 壤 固 相

口嘛口口ó

深度(米厘à

孔隙祖成 ( % )

图 1 黑土
、

黄土剖面各种孔障粗成示意图

由于黑土的质地粘重
,

还引起一系列的不良性状
,

如土壤紧实
、

通透性不良等性状
。

从我侧鉴

定黑土与黄土各种孔隙度的状况清楚地看到
: 随着剖面深度的增加

,

黑土容重增加
,

而总孔隙度降

低
。
黑土耕作层的总 孔隙度为 绍

.

30 %
,

从数字上看虽校黄土 (总 孔隙度为 53
.

7 9 另)高
,

但实际不

然
,

此因 黑土厦地相粘
,

孔隙大部分是处于毛管孔隙 ;从空气所占总孔隙度来看
,

黑土耕作层 (。一
1弓厘米 )为 1 2

.

18 外
,

犁底层 (巧一 2 1 厘米 )为 9
.

, 多
,

底土层 ( 21 一81 厘米 )为 5
.

3 5并
,

而黄土耕作

层 ( 0一 15 厘米 ) 为 22
.

3 1外
,

荤底层 ( l ,一 2 4 厘米 )为 15
.

” 另
,

底土层 ( 2斗一铭 厘米 )为 n
.

10 并
。

(三 ) 黑土的水分状态
由于黑土厦地粘重

,

易起大坷垃
,

表层大孔隙多
,

尽管黑土地的地下水位高
,

毛管孔隙多
,

能补

充一些水分
,

但水分薪发很大
,

所以农民就黑土地跑墒
。
同时由于易起大坷垃

,

表层大孔隙多
,

故

黑土的单位面积淡水量也大
。

所以农民视
: “ 黑土吃水

,

干得快
,

浇水时黄土淌水快
,

黑土往下润而

不淌
” 。

在烟草苗期黑土浇水量与次数均要比黄土多
,

一般需浇 3一斗次水才能还苗
,

而黄土只需

1一 2 次水却还苗 ;在烟草整个生长期内黄土可比黑土少浇两次
,

每次浇水量也可少 1 / 3 以上
。

从

我们分析查料来看也很能阐明这一点 (表 2 )
,

此不仅由于黑土蒸发量大
,

跑墒所致
,

而且与其他物

理性状也有关
,

如黑土的凋萎合水虽
、
植物的生长阻滞合水量和最大吸湿量均比黄土米得高

,

因而

在土块合水量相同情况 下
,

黑土可被植物利用的水就比黄土来得低
。

从表 2 我们可以看出
,

要使黑土合水量翘常不断的保持在植物生长阻滞舍水量以上水平是相

当困丸仁的
,

而黄土达到这样的水平却要容易得多
。

从表 2 中还可看出
,

黑土 自表层开始随着质地粘重程度增加而凋萎系数也增加
,

81 厘米以下

反地把松些
,

凋萎系数又诚少 ;对植物阻滞合水量的变化情况也相仿
。

这些水分性状
,

在春季更可

2 7



表2 剧面水分性贾践定

含水率( 占干燥土的百分率 )

土唤名称 对植物无
效的水量

对植物有
效的水量

植物生长阻
滞含 7卜

一

能

31
。

Q Z

2 斗
.

少O

1 8
.

1 1

1 夕
.

12

掩 土:
`

{:

层层 次次 深 度度 最大持水量量 田尚持水量量 最大吸塌量量 对书(((

(((((厘禾 )))))))))效年年

耕耕作层层 O一1 三三 乡于 夕少少 斗5
。

5 888斗
,

丁888
月
卜 ...

黎黎底层层 了5一 2 111 4斗
.

9 000 3 9
.

0 777 5
.

5 555 丫丫

22222 1一8 111 3 6
.

1000 3 5
.

6 555 6
.

夕222 888

88888 1一 l ( jZZZ 斗2
.

2 555 2 5
.

8丁丁 4
.

9 777 l OOO

11111〔)2 以
一

1
二二 3 0

.

8333 2斗
.

4 555 弓
.

0 777
户内内

///////////////

斗斗斗斗斗斗斗斗

1 8
.

夕5

2 2
.

3 0

2 2
.

」6

一1门夕]了工
`

债一e曰日
廿

né一月叮饰乙nU
月

马e目一Q通
`
1
`

ù心曰nù夕公é幻一l
厂n找一,户

,J门-1一9ù,ù今山

明显地反映出来
。

在 1 9 6 1年 5 月 2斗 日
,

黄土舍水量虽比黑土低些 (图 2 )
,

但可被植物利用的水

却要儿黑土来得高
。

然而系众欲为
“ 黑土不抗泌

” ,

这是由于在雨季中
,

附近高处地表径流汇集
,

了
r

之

得地下水位抬高
,

地表积水难以排除
,

同时黑土质地粘重
,

胶拉多
,

吸水后膨胀厉害
,

堵塞了 卜攘的

称隙
,

从而大大地降低了土壤的透水能力
。

同时犁底层和犁底层以下的土层也为不透水层 (图 3 )
,

土褒含水率 (% )

透水速度 (毫升 /厘来知
.

2 分钟 )

士镬深度(厘米è

裂望蒯修刻却娜胭
土无水界仁盈豁酬

王王王土淤日洲
J六

到Jù荆德谈漂演熟
气

黄是贫

土咙深度ǎ厘米甲

月引
了

劝月划一 一一一 J 黑

—
黄

土壤含
水实况

无效水
界接

图 2 黑士
、

黄士有效水含全对比图 ( 1 9 6 1牟 5 月 24 日) 图 3 黑土与黄土透水性的对照

听以黑土内部排水极为不良
,

在雨季极易受泌患
。

从图 4 可知
,

黑土表层透水系数大 (为 1 3
,

铂 毫升 /厘米
2

时
,

而黄土只有 4
.

20 毫升 /厘米
2口们

,

此乃由
一

户渝述黑土坷垃多
、

大孔隙多之故
。

犁底 层的透水系数黑土 (为 。
.

36 毫升
一

/厘米
2

时 ) 工
一

匕黄 {几

( 2
.

7 毫升 /厘米
“
时 )小 7

.

气倍
,

在犁底层以
一

I“的土层黑土 ( 0
.

08 毫升 /厘米
2

时 ) 少匕黄土 ( 4
.

,毫升 /厘

米胡寸)更要小 ( 1 / 2 到 弘 倍 )
。
这样就使得在降雨时

,

雨水很快地渗入耕作层
,

但是犁底层都是不

透水 层
,

水分就在耕作层内大量的积赊
,

形成所韶
“
懈涝

” 的特性
,

对农作物的生长极为不利
。

黑土 易患涝
,

造成积水泥浮
,

土壤中水气矛盾表现更加突 出
,

使得土壤中空气恶化
,

根系发有

和微生物活动受到抑制
。

产生一些对作物有害的生物化学产物
,

严重地影响烟草的生长
。

当地烟

农款为烟草最怕泌
,

在伏雨后如水分过多
,

而使土壤呈泥浆状态
,

再握烈 日照晒
,

温度显著 丁l
一

高
, 二! :

壤发热
,

烟草就会被
“ 福死

” 。

实质土是由于黑土懈涝泥滓后
,

烟株在充足的阳 光可
:
进行弦烈的光

合作用
,

而根部严重缺氧所致
。

根据老农多年耕作的握愉
,

款为黑土发棵不发苗
,

这与上壤水分有密切关系
。

因为在苗期

2 8



股还处于干旱季节
,

土壤 中有效水分少
,

此不仅不能满足苗期水分需要
,

同时也影响到土攘 中微生

物的活动
,

而使土壤不能释放出更多的养分来满足苗期作物的需要
,

故作物苗期生长援慢
,

但到伏

天
,
雨水则多

,

加之温度义高
,

土壤中养分不断的大量释放出来
,

满足作物需要
,

故在此期水分
、

养

分充足的清况下
,

作物迅速生长
。

度温八℃é

一卜 、 、

广 一

I, ,

厂

广

瓜川从川尸
刃!

像王

_
`

黄王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彻l温时阴 l

隘
深度
卜

7 1斗 生9

O厘米
(地表气温 、

7 1 4 1 9

1厘米
-

7 生斗 1 9

1 0 厘米 一

7 1 4 1 9

2 0 厘米

7 1 4 1 9

斗O 厘米 一
(小时 )

图 4 黑土
、

黄土各层士温一 日
.

内变化对比图

( 19 6 1 年 6 月 2 9 日测 )

由于黑土水分过多
,

引起很多的不良险状
,

我们必须段法降低地下水位以排除泌患
,

同时要注

意提高有效水的合量
。

(四 ) 黑土的热状况

黑土性
“ 冷

, , , “ 发老苗
,

不发小苗
” 。

根据我们侧定桔果
,

敲为引起黑土性
“
冷

” 的原因是与黑土

的热状况有着密切关系
。

从我们在 , 月中下旬每 日 7
、
l斗

、
19 时

,

分另」测定黄土与黑土的 地 表 和
从 1 0

、

20
、

40 厘米深度温度的桔果看来 (图 叼
,

黑土的表层 ( 1厘米深 )土温要高于黄土
,

这是 由于黑

仁颜色发黑
,

同时舍有机质较黄土多
,
因而吸热量弦所致

。

而在 10 厘米和 10 厘米以下土温都是低

少黄土
。

尽价黑土含水量高于黄土
,

导热快
,

表层温度高
,

但由于黑土质地粘重
,

含水量高
,

所以热

容量大
,

增高一度所需热量比黄土要大得多
。

同时黑土表层物理性状差
,

坷垃很大
,

大孔隙多
,

所

以土粒简接触就不如黄土那么紧密
,

因而 也就影响了热的向下传导
。

因此总的看来
,

黑土土温要

此黄土低
,

_

目上下层温差大于黄土 ;同时黑土温度的升高
,

在季节上或时阴
_
卜是迟于黄土

。

另一方

而
,

从地表气温来看
,

黑土地表气温比黄土低
,

这是 由于它的质地
、

颜色影响幅射能的拮果
,

能明黑

」:
地表幅刘能要小于黄土

,

而表土吸收热能米得大
。

我们知道温度能道接控制土壤的理化作用
,

温度高
,

微生物活动弦
,

养分释放加孩
,

有效养分

会显著增加
,

井
_

巳土温高办有利于根系生育
,

因而在黄土地土的烟苗出得整齐
,

且比黑土早 3 天了
:

右 ;同时
,

黄土地上苗愈种得快
,

移植后发苗愈早
。

但到后期黑土地上的烟草长得旺
,

因而食青
,

致

使烟叶品质降低
。

2 9



三
、

黑土的肥力 1青况

“ 黄土地着苗
,

黑土地打粗
, , ,

又
“ 黄土发苗

,

黑土长棵
, ’

等农趟充分反映了黑土具有较丰 富的

磨在养分 (大都指氮未营养而言 )
,

郎后劲大
。

从我们分析黑土与黄士的有机质合量 (表 3 )敲实黑土的有机度含量要高于黄土
,

尤其在整个

黑土层中 ( o一 81 厘米 )都合有被高的有机厦
,

但这些有机质大都只有通过土壤微生物作用后才能

被作物吸收利用
。

表 3 黑土和黄土有机臀含最

黑
’

土
一 ’

}
’

黄 土

“层
、、 」、 (厘 。· ) {

。机二含、 ( % ) }
」: 层 、 度(、 、 : ) { 、 ,: , 。 量 (% )

o一 15 !
1

.

6 1 } 。一 1。 { 2
.

5 5

15一 2主 { 1
.

2夕 } 1 5一 2斗 } 0
.

8 2

2 1一 8 1 { 1
.

19 ! 2耳一书8 } 0
.

7 8

8 1一 I〔 }2 1 0
.

6斗 { 4 8皿下 1 1
.

0 9

1 0 2以下 j o
·

4。 { j

虽然黑士舍有机质量较高
,

但有效养分合量低 (表勺
。

从表 斗看出
,

黑土氮素营养水平远 不足

烟苗生育需要
,

但是到了入伏雨季后
,

在高温多湿的
J

清况下
,

养分大量释放
,

使烟株在后期旺关不

落黄
,

降低品质
,

然而对一般粳贪作物 fll] 表现了后劲大
、

出籽粒
、

品质好等 良好性状
。

表 4 黑土和黄土速效养分肤况 ( 19 61 年 5 月 1 8日)

速效截含量 ( p IP 。 )

土袋名称
土层深度

(厘米 ) N H 毛
一 N N O

吕

一 N

凉效磷舍量

( P p : Tl

)

肠 止二

O一 10

10— 2 0

2 0一魂0

óJ弓1峥j

裔 土

0一 l ( )

10一 2 0

2 0一 4 0

l 件

12

10

我们扒为黑士烟草品质低劣的主要原因是黑土养分供应与烟草获得优良品质的正常 生育 要

求朋矛盾的桔果
。

从烟草正常生育内部生化过程来看
,

应当是合氮物质开始在有机体内积紧比碳

水化合物多而快
,

达到顶攀为早 ;后期主要是碳水化合物积累
,

当碳水化合物积里达顶攀时即为烟

草工艺成熟期
。

如后期氮素营养过多
,

就显著的增高舍氮物质
,

降低碳水化合物舍量
,

造成品质降

低
。

但是黑土地上生长的烟株
,

在前期不能得到充足的水
、

肥
,

所以生长摄慢
,

植株矮小
。

光合而积

诚少
,

使得制造碳水化合物的能力减弱
。

当季节进入伏雨后
,

烟株获得大量水分和养分
,

尤其是有

效氮素的大量释放
,

加以在高蕴多湿的气候条件下
,

生长突棘迅速
,

烟株内部就大量积里舍氮物

质
,

而大虽消耗 ,i炎水化合物
,

加之前期苗小
,

碳水化 合物制造能力弱
,

积累少
,

拮果含氮物 、 、过
漏

碳水化合物减少
,

这就形成食青不落黄
,

品质严重的降低
。

然而这种不良险状过去很少被敲为是

降低品反的主要因索之一
,

而一般是用水质不良来解释
,

我们款为这是不够全面的
。

尚有待进一步

研究的必要
。

当然
,

黑土的地下水质合氯量较高
,

这是影响烟草品厦的因素之一
。

据测定的查料
、

黑土地下

一
3 0



水含盐豹为 300 一0 80 毫克/ 升
,

其中氯的合量为 1 00 毫克 /升左右
。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

所分析的查料
,

敲为地下水全盐量在 4 50 毫克 /升
,

氛合量在 1 00 毫克 /升以上生长的烟草
,

大都有

黑灰截火现象
。

四
、

黑土农业性状改良措施的探衬

根据现有材料
,

我俩款为
:
在现阶段鲁中黑土在农业生产上反映若千不良性状的内在因素中

主要的是水分状况
、

厦地粘重及拮构不良而导致于其他肥力因素互相不协稠的桔果
。

现根据总精

重众熟化黑土的握睑
,

就提出以下措施
:

1
.

排水及防止径流汇集
:
粽合水土保持措施

、

防止径流汇集
、

洼地开渠排涝等措施是根治低

洼黑土地区涝患的基本措施
,

亦是杜艳地下水来源
,

降低黑土地下水位的重要措施
,

从而使黑土在

今后发育过程中更进一步的脱离临时性积水及地下水浸消的沼泽化影响
。

2
.

深耕韧锄
,

及时耕作
:
在土地蝙作换茬及作物生育过程中

,

及时拾火候
,

深耕扣锄
,

促进熟

化
,

创造良好拮构
,

对于改善黑土的物理性能起重大的作用
。

黑土现有耕作层较薄
,

下层土粘而
“
死

, , ,

不适合作物根系的伸展及对养分的吸收
。

通过加深

耕层
,

熟化下层
“
死土

, ’ ,

能迅速地改良土壤理化性
,

加速养分释放
,

改善根系的生育环境
,

增加作物

对水分
、

养分的吸收数量
,

从而提高作物产量
。

拿众款为每年加深 3 厘米左右
一

为好
,

如一次加深过

多
,

生土大量翻上
,

将会影 响作物生育
,

严重的会速擅几年颗粒无收
。

如张孟公社七里大队有明显

实例
, 1 9 , 8 年深翻 0

.

5 米左右的黑土地 (打翻土层 )
,

迄今已三年颗粒无收
,

寸苗不长
。

黑土适耕火候短促
,

若失簇火候
,

刻耕耙不仅费工
,

_

且易起坷垃
,

耕耙质量降低
,

所以农民非常

重祝馆火候耕作 ;在劳力紧张时可先用耕锄
,

松表层以便保墒
、

延长适耕期
。

在适耕期内应集中一

切人力
、

畜力突击黑土地耕耙
。

黑土耕地
,

重众是掌握
“
冬耕宜早

,

春耕宜晚
,

冬耕宜深
,

春耕宜浅
, ,

的原 fllI
。

一般适宜冬耕深

耕为好
,

因冬耕后深翻上的一些生土和坷垃可以樱过一冬的冻融晒堡而酥散熟化
,

土就发煊
。

早

春耕地正遇干风
,

土壤极易跑墒
。

拿众翘脸
,

早春犁地后
,

握 3 天西南风一刮
,

黑土就干到犁底层
,

故不宜耕翻土壤
。

“
耕后郎耙

,

不能过晌
”
亦是黑土耕耙主要原则

,

否 lnj 犁起土块
,

跑墒很快
,

易形成大坷垃
,

再不

易耙碎
。

春播正遇旱季
,

黑土坷垃多而大
,

易跑墒
,

所以春播后必填及时旋压
,

增加毛管水上升
,

井且加

孩种子与土壤紧密的接触
,

有利于种子吸水发苗
。

黑土易板桔
,

板桔后就发
“
死

, , 。
为了改善黑土内部理化性厦和促进生化过程

,

及时锄地极为

重要
,

尤其是进入伏雨季节期简
,

适锄时周短
,

如失去时机极易造成土壤板粘
,

土性变坏
,

不再发

根
,

作物生育受到阻碍
,

而杂草却丛生
,

造成草荒
,

并且这些不 良后果将影响到第二年的土性
。

3
.

抗旱保墒
,

合理灌溉
:
此是增加黑土地作物有效水合量

,

及时满足生长作物的生育需要
,

克

服土壤无效水合量过大缺点的重要措施
。

同时保墒良好
,

可以改善耕性
,

保征耕作厦量
。

黑土地 区井水水厦较差
,

合氟过多
,

严重影响烟叶品质
,

因而在有河水灌溉的条件地 区
,

应扰

一静划分配用水
,

达到河水浇烟
,

井水浇粳
。

为了防止浇水后土壤板拮
,

以及便于浇水后能很快的进入 田阴劳动
,

应采用沟浇
。

同时更应

当 防止大水漫灌
,

要及时罄浇勤浇
,

因浇水量过多还会产生降低土温及土温上升困难的不利
。

4
,

压砂改粘 : 压砂是改良粘重土壤的有效办法
,

特别对改善黑士的枯构
、

耕性
、

通透性
、

热状

况
、

水状况和土壤潜在肥力的发挥都是有效和迅速的措施
。
实际在作物生长上

,

亦征实了土壤肥

力状况的提高
。

一般可采用河漫滩上的袖砂土直接压在黑土上
,

亦可用砂土先垫圈
,

以 “
砂土圈



肥
”
施入黑土地来改良粘性

。

弓
.

合理施肥

( 1
.

)增施有机肥
:
增施有机肥不仅能提高土壤养分含量

,

同时能改善质地
、

粘构
、

通透性
,

提

高土温
,

增加微生物的数量和活动弦度
,

井
_

且亦增加了土壤抗旱保墒能力
,

从而粽合提高土壤肥

力
,

对熟化黑土具有决定性的功能
。

( 2 ) 增施磷
、

钾肥
: 黑土与其他土相比

,

就养分供应作物而言
,

氮素较多
,

但常成磷
、

卿 不足

( 因烟草是需押作物 )
,

实践就明黑土地增施磷
、

抑肥能增进烟草品质
。

( 3 ) 选择良好的肥料品种
:
在实践中摸索

,

只敲为黑土施用爵肥能减鞋烟叶黑灰截火的缺点

(原囚留待进一步研究 )
。

增施
.

界
、

噶粪亦有利于品质的改善
。

过多施用人粪尿会使烟草品质降

低
,

大致是目问
二

氮索过多
,

同时人粪尿中舍有较多的氯所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