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0卷第 4期
2000年 8月

水土保持通报
Bulletin of Soil and W ater Conse rv a tion

Vol. 20 No. 4
Aug . , 2000

　

减缓丘陵红壤旱地季节性干旱影响的综合配套技术

熊德祥 , 武心齐
(南京农业大学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 阐述了低丘红壤地区季节性干旱的特点 ,提出了一些减缓季节性干旱影响的农业综合配套技术和

建议。试验结果证明 ,在丘陵缓坡地下部打井、建蓄水池、营建农田防护林、等高种植、修梯田、轮作、覆盖和

施用有机肥等有明显的增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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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etical Agriculture Technology for Delaying Affection of Seasonal

Drought in Low-hill Red Soil Region

XION G De-xiang , W U Xin-qi
(College of Natural Resource and Env ironmental Science, Nanji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 N anjing 210095, PRC )

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 f seasonal drough t in low -hi ll red soil region a re described. In o rder to delay

the af fection of seasonal drought , some synthetical ag riculture technolog y and suggestions a re provided. The

resul ts indicate that som e ag riculture techno logy , such as dig ging w ell at the foo t o f the low -hill , digg ing

reserv oi r, building field safeguarding fo rest ry, contour fa rming , ter racing , crop ro tation, cover and

application o f fa rm yard manure etc. , are effectiv e in increasing 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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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丘陵红壤旱地干旱的特点

1. 1　气候干旱

我国南方丘陵红壤地区位于中亚热带 ,年降雨颇

丰 ,但由于季节分配不均常引起季节性干旱 ,成为发

展区农业生产的主要障碍因素。 以江西省临川市为

例 ,该市位于江西省赣东南地区 ,年平均降雨量 1 700

m m,但季节分配相差显著。

全年降雨量有 47. 7%集中在 4— 6月 ,月降雨量

250 mm以上 , 7— 9月 ,由于常年受太平洋副高压控

制 ,高温少雨 ,只占全年降雨量的 19. 5% ,蒸发量却

为降雨量的 1倍以上。 10— 11月降水更少。因此 ,该

区存在着严重的伏旱、秋旱和伏秋连旱。据统计 ,该区

干旱出现频率高 ,为 95% ,其中伏旱出现频率

54. 2% ,秋旱 66. 7% ,伏秋连旱为 25% [1 ]。

1. 2　土壤干旱

丘陵红壤由于质地黏重 ,微团聚体发育 ,致使土

壤在高吸力段和低吸力段持水量都较高 ,而有效水含

量少 ,据测定 ,只有 7%～ 12% 。 < 0. 1M Pa的有效水

含量更少 ,其供水能力差 ,作物易受干旱危害
[ 2]
。

同时 ,丘陵红壤旱地土壤非饱和导水率低 ,水分

沿毛管运行补充土壤水分蒸发能力弱
[3, 4 ]

,致使旱季

因蒸发作用 ,表层 0～ 20 cm土层土壤水分降至凋萎

含水量以下。 此时 ,心、底土层的含水量虽多 (达到田

间持水量的 73%～ 83% ) [5, 6 ] ,但无法运行至表层 20

cm土层内供作物根系吸收利用。

2　有关农业综合配套技术

2. 1　构建农林复合生态系统

低丘红壤旱地历来是各地发展亚热带果树、林木

和经济作物进行农业综合开发的重点地区。各地在开

发过程中应加强农田防护林的建设 ,构建林果经、林

经等复合生态系统。建设后 ,由于农田群体结构发生

了变化 ,林木吸收利用土壤的深层水分供林冠蒸腾有

利于林内小气候的改善。与空旷地相比 ,林内空气温

度降低 ,湿度增大 ,风速减小。据在约 700hm2的果园

基地测试 ,在连续干旱超过 45 d的情况下 ,林内温度

降低 2. 7℃～ 5. 0℃ ,相对湿度增加 5. 6%～ 9. 8% ,风

速平均降低 10% ～ 50% ,农田蒸发量减少 25%左右 ,

相应地 0～ 20 cm土壤含水量增加 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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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拦蓄地表径流 ,开发利用浅层地下水

据姚贤良等人研究 ,旱地红壤 1 m土体内 ,水的

总库容可达 482. 8 mm ,贮水库容 334. 5 mm[ 6]。 4— 6

月 ,降水比较集中 ,在雨滴打击下 ,表层土粒分散 ,堵

塞孔隙 ,影响水分入渗。相反 ,却形成地表径流 ,造成

水土流失。为了充分发挥土壤水库的储水功能 ,更好

地拦蓄地表径流 ,在农业措施上可以采取挖竹节沟、

建 4 m× 2 m× 2 m田间防渗蓄水池、等高种植、等高

草篱 ,并在坡度比较大的地方修建梯田 ;注意生物蓄

水 ;有条件的地方 ,因地制宜堵垄作库 ,辅之一级提灌

站 ,以充分拦蓄地表径流 ,供旱季作物吸收利用。

据作者调查 ,丘陵红壤地区 Q2红土层厚度约

0. 5～ 2. 0 m,下伏网纹层 ,由于受长期风化的影响 ,基

岩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风化。 红土层、网纹层及其基岩

风化层形成的深厚风化壳中孔隙、裂隙广为发育 ,在

基岩顶托下一般在地下 8～ 10m处有潜水出露。据试

验 ,在集流面的中下部打井 ,口径 2. 5 m,深 10 m的

土井雨季蓄满水可供 4 700～ 5 300 m
2
果园树盘浇灌

3～ 4次 ;井宽 5 m ,深 13～ 15 m的大口井 ,雨季蓄水

250～ 290 m
3 ,可供 2. 67 hm

2果园树盘浇水抗旱。

2. 3　覆盖及以肥调水

丘陵红壤旱地在发生季节性干旱时 ,经济作物的

行间、果树树盘覆盖可以减少土壤水分蒸发 (见表

1)。问题是丘陵红壤旱地一般远离村庄 ,覆盖材料的

来源比较困难。建议在幼龄果园或部分成年果园内套

种夏季绿肥和牧草 ,或者套种经济作物时 ,就地收获

籽粒和果实 ,留下茎秆作为覆盖材料。

表 1　花生地旱季地面覆盖对土壤水分的影响 %

深度 /

cm

处理 1

水分 增加

处理 2

水分 增加
对照

0～ 20 15. 50 14. 73 13. 91 2. 96 13. 51

20～ 40 20. 20 16. 43 18. 68 7. 67 17. 35

　　注:处理 1,处理 2分别为 3 750 kg /h m2, 1 875 kg /h m2稻草覆盖。

增施有机肥 ,轮种绿肥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 ,改

善土壤结构 ,从而增加土壤水库贮水库容和持水能力

(见表 2)。
表 2　增施有机肥对旱季土壤水分的影响 %

处　理 土层深度 /cm
日　　期

0728 0804 0811

猪　粪
0～ 20

20～ 40

10. 3

20. 8

8. 6

20. 5

7. 8

21. 2

CK
0～ 20

20～ 40

9. 7

18. 6

9. 1

19. 0

7. 2

18. 3

　　注:猪粪用量 7 500 kg /hm2。

丘陵红壤旱地进入旱季以后 ,一般 7～ 10 d左右

0～ 20 cm土层含水量降至凋萎含水量以下 ,但 20 cm

以下土层含水量较高。 施用有机肥以后 ,由于非饱和

导水率提高 ,毛管导水性状改善有利于 20 cm以下土

层中的水分源源不断地供耕作层作物根系吸收
[3, 4 ]

,

减缓了季节性干旱对作物的影响。同时 ,有机肥能促

进作物生长、根系下扎 ,充分利用土壤 20 cm以下土

层的有效水 ,提高作物的抗旱能力 ,达到减缓季节性

干旱影响的目的。

2. 4　合理轮作

江南丘陵红壤旱地种植和在幼龄果园中套种各

种作物时 ,在目前尚无真正的抗高温干旱的良种情况

下 ,可以采用避旱的轮作方式。考虑到该地区一般在

7月上、中旬进入旱季 ,可以通过冬闲腾茬、育苗移

栽、套种等方式将夏作生育期提早 15～ 20 d。生产上

可推广冬闲—玉米 (移栽 )、冬闲—大豆、冬闲—花生 ;

油菜—玉米、油菜—大豆—芝麻 (或红薯 )、油菜—花

生等轮作方式 ,以便使对干旱最为敏感的产量器官分

化形成期和花期避开严重干旱期 ,减少干旱对作物造

成的不良影响。

2. 5　应用化学抗旱剂

进入旱季以后 ,花生等作物与柑桔等成年果树已

经封行并进入生殖生长时期 ,此时土壤水分的散失主

要以植物叶面蒸腾为主。据试验 ,在花生盛花末期叶

面喷施 100～ 200 mg /kg的多效唑 , 0. 5 mg /kg的三

十烷醇 (或 0. 2%黄腐酸盐 )与钙、锌、硼、磷等的复配

物 ,旱季可以降低叶片的蒸腾强度 ,提高叶片的含水

量。 同时 ,叶绿素含量增加 ,光合效率提高 ,其增产幅

度可达 9. 8%～ 2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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