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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洛试验地 ��
� �� � � �� 。。� 建于 � ��� 年

,

是美国最早用来研究种植制度和施肥效应的

试验地
。

我们通过养分
、

土壤结构
、

土壤水分等测定
,

结合历年的产量
,

研究玉米连作
、

玉米一

大豆轮作和玉米一燕麦一三叶草轮作以及土壤施肥处理对土坡性状的影响
。

玉米连作使土坡有机质和全氮减少一半以上
,

其他营养元素也相应降低
,

土坡容重增加
,

孔隙度减少
,

结构变坏
,

土坡蓄水保墒能力减弱
。

而轮作结合施用有机肥料和化学肥料
,

有利

于改善土坡理化性状和作物生长的环境条件
,

使作物高产稳产
。

穆

玛洛试验地 �� �� �� � �� �� �
� 位于美国中西部的伊利诺州

,

创建 于 ���� 年
。

是美国

最早的农业试验地
,

同时也是世界上连续种植玉米时间最长的试验地
。

玛洛试验地的种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美国中西部的种植结构
,

施肥耕作措施和

生产水平
,

同时也是土壤肥料处理对土壤性状影响的历史见证
。

百年来
,

美国许多科学家研究了这里的轮作
、

施肥等措施对土壤和作物的影响
,

并做

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 一 �� 。

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些措施的效果
,

我们着重研究和测定了土坡

物理性状和有关的养分状况并分析这些性状对产量的影响
。

一
、

玛洛试验地的种植制度和土壤处理对产量影响的简要回顾

�一� 种植翻度 �, �� 年以前玛洛试验地曾经有 �� 个大区
,

而后剩下如图 � 所示三种不同种植

制度的三个大区
。

在开始的头几年
,

轮作区的产且比连作略有减少
。
例如 �� �� 年

,

第 , 和 , 轮作区的产� 比第 � 连

作区的产� 减少 �一�� �
。 �� , � 年则相应增加 �� 一�� �

,

而后
,

轮作的对照区比连作的成倍增加
,
��‘�

年以后
,

增加两倍以上
。

�二 � 施肥处理 在三种不同种植制度的荃础上
,

在不同时期布置了施肥处理
,

并且进一步划分

小区
。

�� !一 �� ”年
,

试验地施用 � �� 肥料 �� 为有机肥料
, � 为石灰石粉

, � 为磷灰石或蒸骨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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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试验大区分成为南北各两个小区
,
即 � � , � � 和 ��

,

��
。
北部小区作对照

,

南部小区作肥料处理
,

屁肥施用量为每公顷 �
�

� 吨
,
石灰石粉为 �

�

� 吨
,

碑灰石粉为 �
�

帕 吨或蒸骨粉为 �
�

� 吨
。
施肥后的产

噩图卿图图翌肥翌酗噩肥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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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
,
以 ��� �年为例

,

第 � , � , � 区的施肥区比

第 � 区的对照区分别增产 ��
�

�� �
、

��  
�

� � � 和

� � ,
�

� ��
。
��� �年以后

,

为了进一步研究化学肥

料对作物产量的影响
,

将各区的 弓个小区分成 �

个小区
,

即图 � 中北部的 � � , � � ,

�� 和 �� 以

及南部的 � � ,

��
,

�� 和 �� ,

三个大区共分成

�呼个,�沤
。

在各大区的 名� 和 � � 施用 � � � �
。

石灰石的施用
, �� �� 年为每公顷 ,

�

‘吨
, ��� � 年

为 ‘
。

� 吨
,

同时在玉米茬上 施 用 尿素 ��� 公斤

�� �
�

过磷酸钙的施用 �� �� 年为 � � 公斤 �� �
,

�� �� 年到 �� �� 年每年施用 � � 公斤 �� �
。

氛化

钾的施用 �� �� 年为 , � 公斤 �� �
, � , �� 年到 � , � �

年每年施用 �� 公斤 �� �
。

施肥后的产量
,
以 � , �,

年为例
,

第 � , � , � 区的施肥区比对照区分别增加

�� �
�

, �肠
, � , �

�

� �� 和 ��  
�

�� �
。

第� 区
�� �� 到珑在

,
连续种玉米

结 �区
��了�一��阳 玉米� 燕麦
���� 到现在玉玲卜

�

大豆

伟� 区
拍�� 到现在 玉宋, 燕麦

一三叶草

图 � 玛洛试验地简图

���
�

� � � � � � � � � � � ��� � ��� 亡,

令

�, �� 年以后
,

在 � � 小区设置高肥 � 的试验
,

在玉米茬口上每公顷施用相当于 �� � 公斤的 �� �
、

�� � 公斤 �� � 和 ��� 公斤 �� �
。

产量以 �, �, 年为例
,

第 � , � , �区的施肥区比 对 照 区 分别 增 加

�� �
�

�� �
, �� �

�

� � � 和 � ��
�

�� �
。

此外
,

种植杂交玉米种和增加种植密度等措施都能增加产量
,

一般情况下
,

杂交玉米可增产 �� 肠 左

右
。

总之
,

改变种植制度和种植优良品种都有不同程度的增产效果
,
轮作是用地养地培肥土壤的有效

措施
,

而施用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相配合则有最显著的增产效果
。

二
、

样品处理和方法

我们在第 � 区的 � � �
, �� ,

第 � 区的 �� �
, ��� 和 �� �

,

第 , 区的 , � �
、

�� �
、

�� � 和 � � � 等 � 个小区
,

在 �一 �� 厘米和 �� 一�� 厘米土层内分别取样
。

全氮测定采用

凯氏法
,

有机质采用 � �� �� � 法�’�
,

并测定钙
、

镁和速效磷
、

钾
,

利用水压差测定原状土的

水分释放速率和吸收速率
,

利用薄膜压力板在不同压力下测定土壤的保水性能
,

利用显微

摄影技术观察微形态性状
,

利用千筛法测定土壤的团聚体
,

在作物生育期测定土壤含水量

和玉米植株的性状
。

三
、

结 果 和 讨 论

沙

�一 � 玛洛试验地的种植制度和土滚处理对土族有机质以及某些营养元素的影响

一百多年来的轮作和施肥处理对土壤化学性状都有明显的影响
,

而轮作加施肥的效

果尤为显著
。

从表 � 可以看到
,

玉米连作的施肥区 �� �
,

玉米一大豆轮作的 �� � 和玉

米一燕麦一三叶草轮作的 � � � 和 �� �
,

它的有机质含量
,

全氮含量都比相应的对照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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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
两年轮作施肥区比连作施 肥区高

,

三年轮作施肥区比两年的要高
。

在同一大区中南

部比北部高
。

据伊利诺大学农学系 1957 年公告 7” 号有关 1904 年的 资料
,

玉米一燕

麦一三叶草轮作区的有机质含t 为 5.“务
,

1 9 8 2 年的公告 775 号有关资料表明
,

最初的

土城有机质相当于 6
.
06一7

.
16 %

,

而目前我们测定三年轮作区的有机质为 至62 务
,

连作玉

米区的有机质只有 2
.
82外

,

说明轮作施肥对维持和提高土壤肥力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

连

作对照区的有机质减少的速度最快
,

总的趋势是开始急剧降低
,

而后逐步减缓
r3,8] 。

施用

石灰石粉使 pH 值由 5. , 增加到 6. , 左右
。

另外
,

钙
、

镁等元素的含量也都有所增加
。

这

些都有利于改善土壤的物理化学性状
。

( 二) 玛洛试验地的种植栩度和土雄处理对土城结构性状的影响

施肥区由于施用有机肥料和 LN PK 以及楷秆还田
,

土壤有机质含量比较高
. 凡是

土城有机质和钙镁含量高的地块
,

其土壤结构的性状都比较好
。
经干筛的测定

,

连续种植

玉米的对照区 3N C 马一 12 厘米土层
,

2 一0
.
25毫米的团聚体为 39

.
”并

,

大于 4 毫米的

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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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

团聚体为 29
.
74多; 3N C 22 一30 厘米土层

,

其相应 粒级 的 团 聚 体分别 为 39
.90并 和

29
.
56务

。
3 s B 4 一 12 厘米土层的分别为 38

.
65务和 30

.
61多; 3sB 22一30 厘米土层的分

别为 42
.
20 外和25

.
43 外

。

第 4 轮作区
,

4 s B 4 一12 厘米土层相应粒级的团聚体分别为

42
.
0 , 务 和 26

.
94务; 4sB 22一30 厘米土层的分别为 40

.
5 3外和 28

.
07外

。

在玉米一燕

麦一三叶草轮作区
,

ss
C 4 一12 厘米土层相应粒级的团聚体分别为 45

.
07 务和 22

.
”外;

5sc 22 一30 厘米土层的分别为 41
.
44 并和 27

.
60 务

。

在轮作区中 2一0. 25 毫米的团聚体

都有所增加
,

这对蓄水保墒和调节养分都很重要山
。

此外
,

还可以看到各种种植制度和土壤处理对土壤微形态以及有关物理性状的影响
。

如表 2 所示
,

在各处理中
,

连续种植玉米的 3N C 4一12 厘米土层的土坡容重大
,

孔隙度

小
,

下层更甚
,

致使土体紧实
。

3 S B 4一 12 厘米土层
,

土壤容重减少
,

孔隙度增加
,

甚至

22 一30 厘米土层的也得到相应改善
。

在玉米一大豆轮作区
,

4 N C 的土壤容重
、

孔隙度

都比 3N c 的协调
。

而 4sB 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的土壤容重
、

孔隙度都有较大改善
,

大

孔隙也明显增加
。

从微形态的结构照片可以看到
,

3 N C 的团粒性状差
,

结构密致
,

大孔隙不足
。

3s
B

的土壤结构性状良好
,

大小结构比例适中
,

土壤中有较多分解或未分解的根系或其他有机

物
,

即使下层也有较好的团聚体和孔隙攀况
。

在轮作区 4S B, 可以看到多级性团聚体
,

土

体疏松多孔
。

玉米一燕麦一三叶草的轮作施肥区的 , s B ,

土壤的结构性状 良好
,

形成多级

性大小不等的圆形或椭圆形的团聚体和形状不同大小不一的孔隙
,

即使下层仍有较好的

团粒性状
,

形成上面较为疏松
,

下层稍紧的土体构造
,

这对调节土壤的水
、

肥
、

气
、

热有良好

作用因
。

因此
,

轮作和施用有机肥对团粒结构的改善至为重要t.., 洲
。

( 三 ) 玛洛试验地的种植制度和土壤处理对土镶水分状况的影响

土壤有效水受土壤中许多因素的影响
,

其中与土壤结构和孔隙度有密切关系
,

不同的

土壤结构
:
其固孔比例不同

,

土壤持水量不同
。

如表 2 在连作区或轮作区中
,

施肥区的总

孔量增加
,

固孔比例小
。

由于疏松多孔
,

土壤持水量 (重量百分数
,

下同 ) 也相应增加
。

连

作施肥区 4一 12 厘米土层和22 一30 厘米土层的持水量分别比对照的相应层次增加 6
.
40 关

和 5
.
37 呱

。

玉米一大豆轮作施肥区的 4一12 厘米土层和 22 一30 厘米土层的持水量比轮

作对照区的相应层次分别增加 1
.
17 务和 4

.
18 多

。

而比连作对照区的相应层次则分别增

加 5
.
64务和 7

.
66务

。

另外
,

我们还用 10 厘米
、

18 厘米
、

34 厘米
、

50 厘米
、

74 厘米和 98 厘米的不同水 压

差
,

测定水分饱和的原状土柱水分释放速度
,

而后又从 98 厘米
、

50 厘米和 34 厘米水压差

往回吸收
,

其结果如图 2一图 9
。

例如在 10 厘米的水压差的情况下
,

22 一30 厘米大层水

分的释放率
,

头 , 分钟
,

3s
B 为 4 毫升/,J

、

时
,

3 N c 为 L Z 毫升/,J
、

时
,

4s
B 为 线毫升 /

小时
,

4

Nc

为 2. 。毫升/小时
。

在 50 厘沫水压差情况下
,

同上述相同的土壤层次和时间
,

其水分释放率
,

3s
B 为 0. 24 毫升/小时

,
3 N C 为 。

.
12 毫升/小时; 朽B 为 。

.
43 毫升/小

时
,

碑N C 为 0
.
24 毫升/小时

。

在 98 厘米水压差情况下
,

同上述相同的土壤层次和时间
,

其水分释班平
,

3s
B 为 。

.
18 毫开/小时万3N C

一

为 。
.
J 毫升/小时;书B 为 。

.
28 毫升/小时

,

4 N C 为 0
.
11 毫升/小时

。

在其他水压差的情况下都有相似的趋势
。

在回吸时
,

50 厘 米水
压差有良卞

,
‘

同上述相同层次和时间 _ 水分的吸收奉百
3sB一

为。
.
6 8 毫弄万小而

.3
而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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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毫升/小时; 4s B 为 0. 20 毫升/小时
,

4 N C 为 0. 2。毫升/小时
。

在 34 厘米水压差的

情况下回吸时
,

水分的吸收率
,

3s
B 为 0

.
13 毫升/小时

,
3 N c 为 0. 05 毫升/小时; 4sB

为 0
.
” 毫升/小时

,
4 N C 为 0. 05 毫升/小时

。

一般情况下
,

在水压差变换之后 10 分钟
,

水分的释放和吸收都变慢
。

总之
,

同一水压差
,

不同处理的土壤
,

其释放和吸收水分的速

度并不相同
,

施肥处理的土壤水分释放和吸收都高于对照区
,

同时一直保持较高的速度
。

从一水压差变到另一水压差时
,

在开始的头 10 分钟
,

水分的释放和吸收都比较快
,

而后逐

步减缓
,

最后趋于平稳
。

再者
,

在 0
.
1 巴

、
0

.

33 巴
、

l 巴
、

3 巴和 巧 巴的不同压力下
,

利用薄膜板侧定 3N c,

3sB ,
4 N C

,
4 S B 的土壤保水性能

,

加压的持续时间为 48 小时
,

室温为 25 ℃
。

其结果如

图 10 和图 11 所示
。

例如在 0
.1巴的压力下

,

在各处理中
,

4 一 12 厘米土层的土壤重量百

分含水t 分别是: 3sB 为 27
.
55务

,
3 N C 为 24

.
84务

,

4 s B 为 27
.
60多

,
4 N e 为 26

.
24外

。

在 3 巴的压力下
,

3 s B 为 17
.
19务

,
3 N e 为 17

.
94 %

,

4 s B 1 9

.

5 0 肠
,

4 N e 为 17
.
99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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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5 巴的压力下
,

3 S B 为 15
.
27外

,

3 N e 为 14
.
4 2关

,

4 S B 为 15
.
15多

,

4 N C 为 14
.
08务

。

22 一30 厘米土层的蓄水保墒性能都有相似的情况
。

见图 11 的 22 一30 厘米土层
。

从实地测定
,

连年种植玉米又不施肥的小区 3N A 、
3 N C

、

3 N D

,

由于土壤结构紧实
,

水分下渗受阻
,

雨后地表常有积水
,

致使地面燕发多
,

土层水分少
。

轮作施肥的小区
,

水分

渗透快
,

地表干爽
,

但土层水分多
,

除作物生长盛期
,

两地块的土壤水分含量相近之外
,

其

余的时间处理区都比连作对照区的水分增加 4多 以上
。

因此
,

轮作和施肥处理有利于土

壤水分的渗透和保蓄
,

有利作物的吸收利用
。

从而改善作物生长的环境条件图
,

是作物高

产稳产的可靠保证
。

奋

四
、

小 结

l
一百多年来

,

美国玛洛试验地 (M or ro w Pl ot s) 证明
,

在作物品种
,

耕作措施等其他

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
,

轮作比连作增产 10 一20 务
,

三年轮作比两年轮作的产量高
,

而连年

种植玉米的产量最低
。
杂交玉米种比普通玉米品种增产 巧一20 外

。

肥料的效果
,

一般可

增产 20 沁
,

有的可增加 2一 3倍以上
。

2

.

在轮作
,

糟秆还田和施用有机肥料的基础上
,

增施 LN PK
,

对提高产量
,

增加土壤

有机质和氮素含量具有显著效果
。

连作区的土壤有机质迅速减少
,

直到土壤有机质和氮

素含量同产量的关系处于较低水平的平衡
。

3

.

连作玉米使土壤物理性状变坏
。

例如
,

团粒结构减少
,

土体紧实
,

地表水分渗透缓

慢
、

保水保墒性能差
。

轮作结合施肥
,

增加了土壤有机质
,

改善土壤结构
,

增强土壤表层渗

透性
,

提高土壤蓄水保墒能力
,

调节土壤的水肥气热
。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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