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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 田 作 用 的 初 步研 究
�

程云 生 超国聆
�中国科学院土典研究所�

我国农民长期以来刘水稻的灌概技术十分重视
。

烤田就是农民草众争取水稻高产的

一项重要措施
,

并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实际趣盼
。 “
沈氏农书

”
中对烤田已有很多豁载 �’〕,

如

“立秋边
,

或落干
,

或耘干
,

必要 田干裂麟方好
” ,

以靓明烤田的时期 �古人云
�“
六月不干田

,

无米莫怨天
” ,

靓明烤田的重要意义 �“惟此一千
,

�� 根脉深远
,

苗千着老
,

枯芳成实
” ,

靓明

烤田的作用 �“千在立秋前
,

便多干几 日不妨 �干在立秋后
,

才裂桂便要束水
” ,

靛明烤田的

程度
。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陈永康同志献为水浆管理要看土
、

看苗灵活掌握
。

在水稻幼穗分

化前特别重祝烤田
,

这次烤田能促进根系向下札深
,

使稻株长得
“

清秀老健
” ,

有利于壮杆
、

大穗
,

而不易倒伏
。

烤田的原 ���� 是
�
肥田

、

土烂
、

苗旺要重烤 �瘦田
、

土硬
、

易板枯的漏水田

只能袒烤或不烤��, �� �� 
。

烤田已有很多趣盼
,
但在作用和实质方面还缺少研究

。

一般多从植物生理
、

植物营养

和土壤养分供应来进行研究��, �� ,�� �� 
,

从土壤环境方面来研究的查料很少�,�
。

水稻栽培中的水浆管理包括水层灌溉
、

烤田和干千湿湿三种
。

实际上这是灌水和排

水�烤田 �相互交替的过程
。

过去的研究��, �, ‘划 指出
,

水层与烤田对水稻生长发育各个阶

段的作用是不相同的
。

灌水可促进水稻的生长发育
,

有利于体内物质的积累 �而排水烤田

对水稻地上部的生长起着暂时抑制的作用
,

对地下部根系�� 起促进的作用
。

从土壤方面

来靓
,

灌水和排水有铜节土壤肥力因素的作用
。

在水稻的任何生育时期烤田对于土墩肥

力因素的作用都是一样的
,

只有程度的不同
。

据拿众握验
,

水稻拔节一分化期的烤田比较

重要 �因此
,

本文挑选水稻生长中期的烤田为研究的对象
。

试脸处理和方法

本拭输是 ��� � 年与中国农业科学院江苏分院植物生理生化系协作在敲院孝陵卫灌

概裁验大型水泥池中进行
。

就验土壤为下蜀系黄土母厦所发育的水稻土 �焉肝土�
,

质地

为粗粉盾中壤土
,

肥力水平中等
。

土壤耕层的主要理化性盾列于表 � 。

戮 卫 鱿晚田耕层土吸基本性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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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总箱陈永康握硫工作的一部分

。

文内部分资料承中国农业科学院江苏分院汪宗立和我所朱兆良
、

张情

州等同志在未发表前允前应用
。

木文曹握熊毅教授审圈指正
。

作着在此一讲致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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拭盼处理为长期水层 �对照 �和水稻生长中期排水烤田二种
。

栽盼小区面积 �� � 亩
。

截翰期简关阴水泥池底部活塞以防水分渗漏
,

灌�既水源是 自来水
,

小区重复三次
。

供裁品种 为晚稽老来青
, � 月 � 日移栽

,

密度 � � � 寸
,

每穴 , 株
。

植株于 � 月 �� 日

开始返青
, � 月

·

� 日分豪停止
,

�月 �� 日拔节
, � 月 � 日幼穗分化

, � 月 � 日抽穗
,

�� 月

上旬受助风暴雨袭击发生严重倒伏
,

� 月 � 日收获
。

水浆管理是在烤田前后均保持 �一�厘米的水层
, � 月 �� 一�� 日所有处理小区均排

水袒烤田 �天
,

以后烤田处理小区在 � 月 �� 日开始排水烤田 � 天
,

于 � 月 �� 日复水
。

原

来希望达到重烤的目的
,

因烤田期简一方面由于曹趣多次降雨��� ��� �
, �� ��� �

,

�� ��� �

和 �� �� � �分别降雨为 ��
�

� , � ,
�

�

� 和 �� 毫米�
,

另一方面由于水稻正值幼穗分化期
,

不宜

重烤
,

所以这次烤田的程度比一般情况较袒
,

�

田面未晃裂隙
,

但不陷脚可留有足迹
。

截验期简观测的项目及其相应的方法如下 �

�
�

土壤含水量 � 定期分层贴取土样
,

用烘箱法侧定
。

耕层土壤四次重复
,

下层土壤三次重

复
。

�
�

土壤温度 �用曲管式酒精地温舒定点装置于土壤一定的深度
,

烤田期简分别于近地层气

温每日最低的 � 时和最高的 �� 时观测温度各一次
。

�
�

土壤强度
�用环刀分层采取原状土样或直接在 田简以瑞典雏形张度仪侧定

,

以单位截面

的阻力�克�厘米
�
�表示之�� !

,

重复测定 �� 一�� 次
。

�
�

土澳氧化还原电位 � 用我所附属工厂拭制的两用仪以铂电极和甘汞电极直接在 田简测

定
,

重复 � �一� � 次
。

�
�

土壤空气粗成 � 在有水层的情况下
,

土壤空气的采集是在 田简固定一采样区�面积钓 �

·

平方米�
,

用漏斗倒置在水层下土层上
,

并与采取和拧存的气体吸量管相速通
,

以灌溉水

充满使其中不具有任何气泡
,
而通过漏斗采取土壤空气导入气体吸量管

,

其容积的为

�� �毫升
。

在无水层的情况下
,

�� 是用筒易取气贴打入土层中吸取土壤空气样本�� !
。

三

次重复
。

然后将赊有土壤空气的气体吸量管携至室内
,

用改装的奥氏气体分析仪�主要

是改制了量气管部分
,

使其精确度对 � � � 是 �� �� 多
,

对 。� 是 �
�

�乡多�以 �� 拓 �
� � � 溶

液吸收 �伍和 �� �务 焦性没石子酸碱性溶液吸收 。� 来侧定土壤空气中 � � � 和 。�

的 容

积百分含量圈
。

甲烷是用国产检定沼气光学千涉仪测定的
。

�
�

水中溶解氧
�
采用一般通用的碘量法�� !

。

拭 脸 桔 果

�一 � 烤田对土城水
、

热状况的影响

种植水稻的土壤
,
长期处于清水条件下

,

其士壤水分状况与旱作土壤有所不同
。

土壤

水分运行大多以自由态水向下渗透
、

旁流以及蒸发与蒸腾
,

排水落千田面可排去过多的水

分
,

更多更快地稠节土壤的空气及其他肥力因素以利水稽生长的需要因��� �� 

但是
,

由烤田所引起的土壤脱水程度和土壤物理
、

化学
、

生物特性变化的研究查料还

很少
。

过去工作�� 曾指出排水烤田只能影响到 �� 一�� 厘米土层以上的土壤水分
,

以下各

层几乎没有影响
。

本文观侧枯果也有类似的情况 �表 � �
。

从表 � 中可以看出
,

排水后土

壤耕层 ��一�� 厘米�舍水量的变化是比较显著的
,

向下每加深 � 厘米土层的合水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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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是递减的
。

20 厘米以下的含水量变化是极不显著的 ;这和对照处理总的趋势是一致

的。

这次烤田虽然持演了 8 天
,

但土坡含水量的降低仅有百分之十几
,

这是由于烤田期阴

多次降雨的拮果
。

所以
,

复水前(儿/v m )土壤仍然保持着相当高的含水量 (3乡% 以上 )
,

烤 田措施没有达到植期的 目的
,

对土壤性质的改变也不够剧烈
,

对水稻生长的影响也不十

分显著
。

但烤 田对土壤性厦的变化还是可以看出来的
。

土壤脱水直接影响土壤温度的变化
,

因为水层具有一定的保温和制节温度的作用
,

脱

水之后
,

土壤与大气接触可受气温变化的影响 ;并且降低土壤的比热 (水的比热最大等于

1 )
。

这种情况明显地反映在昼夜温差的变幅上
,

土壤脱水后的水热状况与具有水层的条

件完全不 同
。

虽然烤田处理与对照中士壤温度变化的趋势是一致的
,

但烤田土壤的昼夜

温差超过对照的 1倍左洋了
,

尤以耕层更为显著 (图 1 )
。

土壤昼夜温差的变化不但影响土

壤中养分的斡化
,

对水稻体内物厦的积累也起着一定 的作用 [4l
。

( 二) 烤田对土城软硬程度的影响

由于排水烤田引起土壤脱水
,

可使土壤逐渐沉实
,

并收缩变紧
,

其拮果是使土壤从烂

软变为板硬
,

不利于土壤养分的释放
,

阻碍水稻根系的吸收作用
,

从而对水稻产生了暂时

的抑制作用
,

使根系向土层深处下札
,

这对水稻灌浆速度
、

籽实鲍满以及防止早期倒伏有

着一定的作用 [’,9 ]o

由土壤容重的枯果(表 3 )可以看 出
,

土壤脱水可使土壤耕层 (, 一15 厘米)容重增大
,

反之AlJ 减小
。

这样的拮果与我们过去的工作[4] 和 H ai ne s网 的研究是一致的
。

但这只反

我 3 烤田对土翻容, 的形响 (克/厘米勺 (1962)

弋着
一

{

几
杀丽粤万…一而淄冻兀石丽子

~

, ‘.石了、 】
,
扩
「 r

l :
, f ,

1 0 1 1 八 l 二 ~ l 、
声
, ,

l

,
了
, , ,

l
,
六 , , l

,
节

, , r
l

,
犷
t tr

l
,
歹
,
f t

l
t 下

, ,
r

l
t 子, , , 1 t r T 了 百 1 0 1 1 八

二进竺上}止竺
~

{二竺I—卜竺兰卜
一

兰
一

卜
一

卫兰卜宜兰卜二兰}止兰卜上兰}二兰}二兰卜里巴}一“一5 】
‘

·

0 4

}

。
·

”,
}
‘

·

”3
1
‘

,

0 5

】
’

·

O 斗
{

‘
·

0 9

1

。
·

9 4

}

”
·

9 ,
}
‘

·

0 4

】
‘

·

“3
}
’

·

0 2

1

‘
·

。5

】
‘

·

0 2

】
’

·

”‘

5 一‘0

1
‘

·

‘3
{
‘

·

”4
1
‘

·

“
}
‘

·

‘6
}
‘

·

2 6

}

’
·

2 3

{

’
·

2 0

}

’
·

2 0

}

‘
·

“
}
‘

·

2 ‘

}

’
·

‘8

1

’
·

2 6

{

’
·

’4

}

‘
·

‘。

‘0一‘5
{
‘

·

’8

}
‘

·

2 3

}

‘
·

3 ‘
}
’

·

2 3

}

‘
·

3 8

{

‘
·

2 5

}

’
·

2 5

}

’
·

2 8

}

‘
·

3
4

1

‘
·

2 9

}

‘
·

3 2

}

‘
·

3 2

;

’
·

3 ,

}

’
·

”

l

竺丝P }
‘

·

斗7
】
‘

·

4 2

}

‘
·

斗6
}
‘

·

斗7
{
‘

·

斗6
{
‘

·

斗5
}
‘

·

”3
}
‘

·

“5
}
‘

·

5 6

}

‘
·

4
4

1 生
·

5 6

}

’
·

”8

1 匕竺
~
匕兰



土 旗 学 报 11 卷

映出土壤固
、

液
、

气三相变化的情况
,

还不能祝明土粒相互粘合及根系交撇使得士坡变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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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烤田对土组沮度的形响

而对外界所产生的力
。

为此
,

我俩用土壤强

度仪以测定土壤单位截面上所能 承受的 力

(表 4 )
,

可以清楚地看到 :由于土壤脱水使土

壤变紧的程度
,

反映在土壤张度上是比反映

在土壤容重上更为清楚些(参晃表 3 )
。

枯果

表明
,

土壤孩度是随着水稻生长而增加
,

特别

是烤田处理对土壤强度的增高
,

更为明显
,

烤

田在复水前 (22 /v m ) 的土块张度比对照高

出 4倍以上
。

复水后虽可降低土块弦度
,

但

仍比对照处理为高
。

土壤强度增高可使水稻

根系有一个牢固的札根基础
。

这在水稻生长

后期是相当重要的
,

不仅可使水稻茎捍粗壮
,

有利于物盾的积累和运搏
,

还可以防止过早

倒伏而影响籽粒灌浆和鲍满[’1
。

(三) 烤田对土城空气状况的形响

烤田既对土壤软硬程度 发生深 Rll 的影

响
,

必然会反映在土壤三相比例的 分配上
。

从土壤三相容积比中可以看出 (表 5 )
,

土壤

脱水后土壤气相容积的改善情况
,

由烤田前

(13 /v m ) 土壤气相的容积只有
5多

,

到复水

前 (22 /v n l) 可增至n 呱以上
。

同时
,

复水后

土壤气体含量的减低也很快
,

其容量稍低于

烤田前的水平
,

而与对照相近
。

烤田不仅增加土壤空气的容量
,

还改善

土壤空气的粗成
。

从表 6 可以看出
,

氧气含

量随烤田程度的加剧而增高
。

这是由于土壤

空气与大气进行孩烈交换的桔果 ; 其他途径

如水稻根系和低等植物(藻类)泌氧的可能性

通过与对照处理相比较
,

可以清楚地看到是

农4 份田对土妞强度的形喃 (克/皿米今(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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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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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小的
。

同时
,

烤田处理所增加的氧气在复水以后仍可推持在 8多艺佑
.
,

这对土壤氧化还

原条件及水稻根系所处的环境是有一定影响的[1l]
。

另外
,

烤田对 c H
, 的发生还起着一定

的抑制作用
,

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善水稻根系所处的不良环境
。

当土壤脱水以后
,

土壤直接与大气接触
,

由于土

00002...

�书姗�攀翻

壤中空气状况的改善而反映出氧化还原电位的急速

升高(图 2 )
。

复水前烤田处理的电位高达 50 0 毫伏

以上
,

而对照却几乎没有改变
,

复水后电位又迅速

下降
,

但较对照还是要高
。

这观明植稻土壤的氧化

还原电位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土壤中空气粗成

的改变
。

土壤空气中 C O
:
含量的变化忽高忽低

,

无明显

的规律性
。

土壤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主要来自土壤中

的生物活动和植株根系的生命活动
,

它是有机物质

分解和生物呼吸作用的最格产物之一
。

如土壤中积

累大量的二氧化碳
,

将使植株根系活力诚弱
,

以至最

后失去生命活力
。

所以烤田改善土壤的通气可以更

新植株生长的土壤环境
。

图 2 烤田对土奥氧化还原电位的影响

烤田既然引起土壤空气的祖成发生变化就不能不 引起土壤液相溶解气体的变化
。

表

7 的枯果指出
,

烤田中渗漏水中所溶解的氧都比对照处理的多
。
烤田时渗漏水中溶解的

氧气从 8 月 14 日的 0.6 5 毫克/升 (25 ℃ ) 上升到 8 月 儿 日的 1.6 9 毫克/升 (24℃ )
,

增加

了将近 2 倍
。

复水后仍然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平
,

比对照仍高出很多
。

如果将其含量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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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7 烤田对土. 沮泪水中溶解暇含一的形响(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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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相对鲍和度 (亦称标准含量百分数) RlJ 更为明显
。

这就是靓
,

烤田所引起的这些变化将

会持按相当长的时期
,

可能有利于水稻的生长发育
。

上述条件对土壤中氮素的棘化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

根据朱兆良的研究拮果
,

土壤中

�权叫。。畏权缺�之‘口z

196 2.顶

图 3 烤田对土吸耕层 N H 各N 的影响
(朱兆良

、

张情一)

对水稻吸收利用最有效的氨态氮的含量是随着烤

田而减低
,

复水后又有逐渐上升的趋势 (图 3 )
。

这种情况可能与土壤中微生物的分解活动及本身

栩胞的形成有关
。

因此
,

我们凯为烤田对于土壤

中有效氮素可以暂时抑制
,

而复水后又可将其重

新溯动
。

( 四 )烤田对水租生长发育的影响

根据水稻拔节一分化期的烤田研究枯果
,

烤

田对水稻生长是可以起一定的抑制作用
,

特别是

地上部分
。

从植株千重的拮果中(表 s) 可以看出
,

烤田处理的单株干重是小于对照的
,

并且其增长

速度亦小于对照
。

从植株伤流量的测定拮果 (图 4 )可以看到
,

烤田对水稻根系活力有一

定的抑制作用
,

而复水后又大大提高根系的活力
。

从水稻主茎单位长度干重的测定拮果

(图 5 )同样征明水稻这个时期的烤田对其壮稗是有利的
。

获8 烤田对植株千, 的形响(克/株)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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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 翁

(一) 土城软理度指标的确定及其愈义

植稻土壤需要由软烂逐渐变为板硬
,

这是我国农民在生产实践中所积累的趣验
。

陈

永康同志在培育水稻高产时能因土灵活掌握这一变化过程[.. 切
。

水稻生育的各个时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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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时、帆姗�城十超率侣游�送/帜徽�喇鹅举

z, ‘2
.
姐 正

图 4 烤田对水稻伤流量的影响

(汪宗立)

主塑节序

图 5 烤田对水稻主茎各节单位长度1= 重的影响

(汪宗立)

土域条件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水稻生长前期要求土壤软烂
,

后期则要板硬
,

这样才有利于

水稻形成高产
。

植稻土壤的烂
、

软
、

板
、

硬是土壤肥力的一种粽合表现
。

过去曹比较研究软烂和板硬
的土壤性厦[4, 汕]

,

桔果款为土壤软烂时
,

土粒简的距离较大
,

固相容积百分比较低
,

土壤容

重较低 ;土壤比热变化对土壤 日温差影响较大 ;土壤软烂有利于有机质的矿化和氮素的释

放以及微生物的活动等
。

以上甜性厦在土壤板硬时Al] 相反
。

土壤软烂和板硬反映出土壤

机械
、

物理
、

化学和生物性状的变化
,

这些变化又受到耕耙
、

耘输或水浆管理等措施的影

响
。

所以
,

探求水田土壤软烂和板硬的指标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

水田趣过烤田可由软烂状态变为板硬
,

过去多从容重方面来研究附
,

u, 15]
,

事实上仅土

壤容重变化是难以全面反映土壤软烂和板硬特性的
。

水田土壤挫过脱水后土壤变 为 沉

实
,

干后收缩
,

使土粒粘合
,

形成比较稳定的垒精和箱构
。

另外
,

植株根系的穿插和密集可

使土粒粘桔和土块压碎
。

这些性厦是很难用容重来靓明的
。

为此
,

我俐除研究土壤的容

重外
,

又侧定了土壤的强度
。

土域容重与张度之简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图 6 )
,

土壤强度愈大
,

容重愈大
。

有时土壤

容重变化不大而弦度仍有显著的分别
。

所以
,

在研究土壤软烂和板硬时
,

除容重外
,

土壤

弦度的侧定很有意义
。

特别是土壤受植物根系活动的影响
,

土城弦度也可以反映出来
。

但是
,

影响土城孩度的土壤因素很多
,

有需作进一步研究
。

1.6场1.4
,

璐UI.l

�.麟、目栩曰侧仲

1D

0.9 嵌产孤犷丽「万苏丽丽不丽不沥气蔽
强度 (克/皿米 ,

)

图 6 土腹容重与描度的关系(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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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烤 田作用的实度周肠

烤田是培育水稻高产技术的一个重要措施
,

但必镇因土制宜
。

所以
,

首先要研究烤田

对土壤性质引起了那些变化
,

这些变化对水稻生长发育又有什么作用
。

豁多学者
,

特别是

植物生理学家
,

从水稻的需水规律来看待烤田的作用
。

一般献为[7, 161
,

水稻在生长中期的

耗水量最大
,

此期若使水稻缺水
,

必然会导致诚产
。

但是
,

也有人款为
,

在这个时期排水烤

田
,

虽可使土壤脱水
,

但还不会抑制水稻对水分的需要
,

更不会造成水稻亏缺水分t8]
。

从

水稻营养的角度 出发
,

烤 田主要是在于控制土壤中有效养分
,

特别是氮素的释放
。

爵多工

作[7. 9,13 四 以及我佣的工作都赶明 :烤田对土壤中有效氮素的供应确有先抑制
、

后促进的作

用
。

事实上
,

一般烤田艳不会使土壤舍水量降低到足以使土壤中生物活动受到较大抑制

的程度
。

研究征明t4] :微生物区系的改变并不明显
,

而杆推分解菌和芽抱杆菌的数量有显

著的增长
。

这样的微生物情况有利于促进土壤中有效氮素的供应
。

由于烤田时期土壤中

趣矿化所产生的有效氮素
,

首先要满足微生物本身的营养
,

以构成其 自身的栩胞
。

所以
,

烤田对土壤中有效养分的供应
,

特别是对氮素
,

起到抑制作用
,

但在复水后可表现促进作

用
。

土壤中有效养分的供应简题不仅受微生物的影响
,

而且与土壤的水
、

热和空气条件也

有关系
。

烤田处理如何引起土壤物理
、

化学
、

生物特性的改变
,

正是我俩应当研究的阴题
。

烤田措施如何稠节水田土壤中氧化还原状况的简题
,

已有很多研究精果[,, u, ‘川
。

总

的意见欲为水稻土长期清水
,

特别是排水不蜡的土壤
,

其表层几毫米以下的耕层
,

长期处

于弦烈的还原条件下
,

产生很多不利于水稻生长发育的低价氧化物 (F
c
++

,

M n+ +)

、

丁酸
、

H

Z 、
c o

Z 、

H 多及 c H
;
等有毒物盾

,

它们会恶化水稻生长的土壤环境
,

以致水稻根系发育不

良
,

缺乏生命活力而诚产或死亡
。

所以
,

适时烤田可以更新土壤环境
,

有利于水稻的生长

发育
。

但是
,

对于烤田所起的作用
,

却有不同的看法
。

有人敲为主要是改善土壤的透水

性
,

以便不断地更新土壤环境
,

国内外都有专阴进行种植水稻适当渗漏量的研究[1’]
。

此

外
,

有人从水稻需氧方面进行研究
,

如 日本的东条健二
、

佐藤庚[10J 等人款为
,

水稻本身需要

氧气不断供应;水稻生长中期(拔节一孕穗)需要氧气达到最高攀
。

因此
,

排水可润节土坡

的通气性
,

以满足水稻需氧的要求
。

印度尼西亚的 Ai be rd alz 月 献为
,

水稻的通气粗掀
,

在

找节以后就受到相当大的阻碍
,

不易供抬根系所需的氧;可是这个时期正是水稻生命活动

最盛时期
,

不能缺少氧气的供应
。

以上这些能法都是从某一个方面来看
,

是不够全面的 ;

但水稻生长中期烤田有很大的作用是肯定的
。

粽上所远
,

烤田可改善土壤的通透性
,

因而使土壤的物理
、

化学
、

生物特性也相应地改

变
,

这对水稻的生长发育都是很重要的
。

因此
,

进一步探求植稻土壤的空气容量及粗成

(特别是氧气状况)对土壤性厦的影响以及这些土壤性厦对水稻生长发育的作用
,

就显得

十分重要了
Q

摘 要

植稻土壤排水烤田后迅速降低土壤舍水量
,

而以 。一20 厘米耕层中变化校大
,

表土

。一5 厘米的合水量由烤田前 (13 /vi ll) 的 54
.
3多 降低到复水前 (22 /vl ll) 的 39 .9 多; 耕

层以下的变化不明显
,

20 一30 厘米土层的含水量在 8 月 13 日和 8 月 22 日相应为 27
.
8另

和 27
.
9拓

,

接近于对照 (28
.
3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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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含水量的降低使土壤逐渐由软烂变为板硬
。

植稻土壤合水量降低可导致土壤容

重增大
,

如合水量增加AlJ 械小
。

初步截用瑞典雄形张度仪测定土壤烂
、

软
、

板
、

硬的桔果肯属满意
。

这个查料不仅可

以靓明土壤的紧实程度
,

还可以反映土壤颗粒的相互粘合和植株根系交撇的应力
。

初步摸索采集植稻土壤中空气贰样的方法
,

并对烤田影响土壤空气容量和粗成的变

化积累了一些查料
。

烤田可以提高土壤三相比中的气相容积比
,

耕层土壤可以从 5务增

加到 n 务以上
。

空气祖成中氧气的合量随着烤田程度的加深而从 5 % 左右增加到 13 务

以上 ;复水半月以后仍含有 8拓左右
,

比对照的 斗务左右高 出豹 1 倍
。

C O
: 的合量变化不

明显
,

忽高忽低
。

烤田末期的 c场 合量减少得很多
,

只有 0
.
6乡另

,

而对照高达 14 .5 务;复

水后仍然比对照为低
。

8 月25 日和 30 日烤田的 CH
。
含量为 4. 1拓与 3. 27 多

,

对照处理为

18
·

8 拓与 4
.
5另

。

渗漏水中溶解氧的含量随着烤田程度的加深而增加
,

8 月 4 日渗漏水中溶解氧为 0
.
65

毫克/升
,

8 月 22 日增加到 1. 69 毫克/升; 对照RlJ 推持在 0. 6一0
.
8 毫克/升

。

如以灌溉水

中 6. 48 毫克 /升的氧诚去渗漏水中的含量
,

很明显地能明烤田对溶解氧的消耗量比对照

为低
。

烤田不仅可以升高土壤中氧化还原电位
,

还可以降低土壤中的有效氮素(氨态氮)
,

但

在复水后二者都呈相反的方向变化
。

土壤温度的变化虽小
,

但可以提高土壤的 日温差
,

烤田比对照高 出一倍多
,

耕层以下

变化不明显
。

烤田时水稻根系活力降低
,

但复水后反而加弦
。

水稻伤流量由逐渐降低而后升高
,

并

一直推持着比对照高
。

烤田可使水稻主茎各节单位长度和干重增大
。

烤田可以改善土墩的通透性
,

而导致其他物理
、

化学
、

生物特性的变化
。

深入研究烤

田所引起各种性质的改变并分别其主次关系
,

是揭发烤田作用的重要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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