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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北旱源不同耕作法蓄水效果研究

洪 晓 强

(陕西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

陕西杨陵
·

7 1 21 0 0)

摘 要 根据定位田间试验资料
,

分析了几种耕作法在渭北早源东部半湿润偏旱区的土坡水

分
、

土壤硬度等效应
。

结果表明
:

浅耕深松能显著增加夏闲期土壤贮水量
,

小麦播种期 Zm 土体

比传统耕作法多蓄水 20 m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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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北旱源属半湿润偏旱气候类型
,

年降水量 5 50 一 7 10 m m
,

降水集中在夏季高温时期
。

在

长期生产实践 中
,

当地形成 了以 小麦为主的三年四熟或两年三熟制
_

.

建立起以夏闲期深耕为主

要内容的耕作制 传统耕作法的贮水量仅占夏闲期降雨量的 l /3
.

其余 2/ 3 水分未被土壤截留

而无效蒸发
。

根据国内外耕作技术的发展趋势
,

结合当地具体条件
,

进行 不同耕作法蓄水效应

研究
,

以期解决渭北旱源降水资源的合理利用问题
。

l 试验方法

试验设在渭北旱源东部的合阳县黑池农场
。

试验地为旱地
.

无灌溉条件
; 土壤为黄绵土

,

质

地粉砂
。

设 置 浅 耕
、

耕 后耙 挤
、

耕后 立 茬晒 笠 (C K )
、

浅 耕深 松 4 个处 理
,

采用大 区对 比
.

面积

收稿 日期
: 1 , 9 6一 ()5一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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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耕深度为 1 5c m
,

深耕深度 2 5c m
,

深松深度 4 0c m (深松机系黑龙江赵光机械厂生

产 )
。

处理时间 7 月 3 日
。

秋后统一浅耕种麦
。

本试验主要探讨不同处理的土壤含水量及与此相关的土壤容重
、

土壤渗透和土壤水分动

态变化等
。

土壤水分测定用土钻法
,

深度 Z ooc m
,

重复 3 次
。

0 ~ 10 c m 土层每 sc m 取一土样
.

10

一 1 0 o em 每 IOem 取 一土样
.

1 0 0 一 Zo o e m 每 2 0 e m 取一土样
。

夏闲期 (7
、

s
、

9 三个月 )每 1 0 天测

定一次
。

试验结果与分析

不同耕作法对土壤物理性质的影响

不同耕作法对土壤物理性质的影响
,

见表 1
。

表 l 不同耕作法土壤物理特性

项项 目目 浅 耕耕 耕后耙藉藉 耕后立茬晒堡(C K ))) 浅耕深松松

土土壤容重 (g /
e m

,

))) 1
.

4 666 1
.

5 444 1
.

4 000 1
.

3 222

土土壤硬度 (kg /
e m ’))) 0

.

2 8 5 4 222 0
.

4 3 0 5 666 0
.

3 1 3 6 222 0
.

2 5 5 1 888

渗渗透系数 (m m /
s ))) 0

.

0 0 777 0
.

0 0 777 0
.

0 0 999 0
.

0 1 000

土壤容重测定采用钻筒法
; 土壤硬度测定使 用四 平半导体厂生产的 T FS 一 3 型土壤硬度

计 ;
渗透系数用铁框法测定

。

测定时间 7 月 23 日
。

从表 l 可以看出
,

耕层土壤容重以浅耕深松

处理为最小
;
耕后耙糖处理土壤经过耕翻又增加了耙糖作业程序

,

故容重显著增加
,

为 1
.

5 4 9 /

c m
’ ;浅耕和耕后立茬晒堡容重数值相近

。

土壤硬度测定结果与土壤容重趋势相同
。

土壤渗透性能与土壤结构
、

土壤温度
、

土壤阳离子组成等密切相关
,

随着耕作措施的不同
,

土壤渗透系数也有明显的差异
。

浅耕深松处理渗透系数为 0
.

0 10 m m / s ,

比对照高 n
.

1 %
,

浅耕

和耕后耙糖均低于对照
。

2
.

2 不同耕作法对土壤贮水最的影响

表 2 不同耕作法土壤贮水i

土土层深度 (c m ))) 浅耕(m m ))) 耕后耙璐 (m m ))) 耕后立茬晒堡 (C K )(m m ))) 浅耕深松 (m m )))

000 ~ 3 000 6 555 6 000 6 444 6 555

000 ~ 6 000 1 3 555 1 2 555 1 2 666 1 3 333

000 ~ 1 0 000 1 9 444 2 0 555 2 0 666 2 1 888

111 0 0 ~ 2 0 000 1 2 555 1 2 777 1 3 111 1 3 999

000 ~ 2 0 000 3 1 999 3 3 222 3 3 777 3 5 777

注
:

测定时间 9 月 2 0 日

由表 1 看出
,

经过雨季
,

不同耕作法的蓄墒能 力有较大的差异
,

浅耕深松 Zm 土层贮水量

3 5 7m m
,

比对照高 20 m m ;
耕后耙糖略低于对照

,

浅耕 比对照低 18 m m
,

其贮水作用较差
。

2
.

3 不同耕作法土壤水分动态变化

土壤水分变化除与降水因子直接相关外
,

也与气温有密切的关系
。

渭北旱源夏闲期的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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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是水热同步
,

增墒 失墒并存
,

在降水偏少的情 况下
,

0 ~ 1 0 0c m 土层含水量变化范围较大
.

1 00 一 2 0 0c m 则相对稳定
。

在同一降水条件下
,

各种耕作法土壤水分变化过程有明显的差异
。

8

月中旬以前
,

各处理都基本为长时段
、

深层次的低湿态势
;
降雨出现后 (60 m m )

,

浅耕和耕后把

糖处理增墒土层仅及 60 ~ 70 c m
,

而浅耕深松处理要达 8 0c m 以上
,

且含水量高于前述处理 2 个

百分点
。

耕后立茬晒堡水分下渗深度也较大
。

9 月中旬大雨后
,

各处理水分变化与此类似
。

这

说明深松处理水分下渗快
,

土壤蓄水作用强
。

土壤 水分垂直剖面变化
: 7 月 30 日测定各处理含水量表明

,

各处理均 比处理前增墒
。

8 月

30 日测定数据一般较前者低 (1 4 0 c m 以上土 层 )
.

这是降水减少
,

土壤失墒和水分下渗等因素

造成的
。

8 月 30 日剖面上下水分含量变化较小
,

但浅耕处理表层湿润 (0 ~ 1 0c m )
。

(见附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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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不同耕作法土壤水分垂直分布

3 小结与讨论

( 1) 本试验结果表 明
,

深松耕作蓄水效应 比其它耕作法明显
,

这是由于深松耕作能较好地

体现少耕
、

局部耕和不翻动土层的耕作原则
,

加深 了土壤耕层
,

改善了土壤物理特性
。

渭北旱源

夏闲期降雨量大
,

土壤贮水能力强
,

发展深松耕作较为适宜
。

( 2 )渭北旱源为雨养农业区
,

合理耕作是蓄水保墒的中心环节
。

传统耕作法 (耕后立茬晒

堡 )虽有加深活土层的优点
,

但耕翻后土壤水分大量散失
,

这对旱作农业极为不利
。

从经济条件

和耕作习惯考虑
,

深松耕作 目前 尚不能广泛应用
,

在继续利用传统耕作法时必须着重解决好早

耕
、

深耕和尽量减少耕作次数等问题
。

( 3 ) 蓄水
、

保墒
、

利用是渭北旱源 合理用水
.

缺一不可的三个方面
,

蓄水是基础
,

保墒是手

段
,

利用是 目的
。

渭北旱源普遍存在土壤肥力不足的问题
,

影响土壤持水能力和耕作的实际效

果
,

必须通过轮作
、

施肥等措施培肥地力
,

运用先进保墒技术
,

选用耐旱作物品种
,

以提高水分

利用效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