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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平原渍害田生态特征的研究’

． 佥光明，
(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武祝，430070)

箱 要 本文根据大量班计资料建立丁江汉平原黄害田生态模式，分析了江祝平原地下水位埋探变 化和

田问誊漏量大小对农田生态系班的综合被应，采用渍害田与非渍害田对腮的方式，结出了谴害灾变后的

农 田生态特征 ．并根据大量现测资料的分析结果，提出了识别渍害田的翔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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渍害是指在地表长期滞水或地下水位长期偏高的区域，由于土壤长时间处于水分过饱和

状态而引起的土壤 中水、热、气及养分状况失调，致使土壤理化特征灾变、肥力下降 ，从而影响

作物生长，甚至危及作物存活的一种灾害现象。渍害和涝灾都是大江沿岸低洼的负地形区中，

常见的灾害现象，由于涝灾具有突发性，并直接威胁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因而引起了人们的极

大关注；渍害则是一种慢性灾害现象 ，且传统观念认为它仅影响作物的生长 ，因而研究较少。然

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渍害研究也逐步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彭拉姆帕鲁马曾论述过渍水

土壤的化学特性与水稻生长的关系’。’~Watanabe和 Roger对淹水稻田生态系统的一些生物学

概念和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近几年来，人们对淹水条件下土壤性质的变化。’、各种营养物

质的动态“’、以及各种肥料的效果。。”等作了一系列研究；李恩羊则运用灰色系统理论，对渍害

低产 田进行了聚类分析。’1渍害田生态特征的综合研究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笔者对江汉平原

的渍害机理的研究明确提出了江汉平原的渍害标准，并从主导因子分析人手，探讨了江汉平原

渍害的形成原因和形成过程。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江汉平原渍害农田的生态特征。

近年来，渍害研究主要集中于 3个方面：渍害条件下土壤性状的变化。“”；渍害对作物生

长发育的影响。 ”’；渍害田的改造利用技术。’“’。渍害农田的生态特征是地表水动态、地下水

动态、微地貌及垦殖与耕作等渍害主导因素发生灾害性耦台而引起的农 田综 合效应 的结

果。”。根据主导因素分析，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地下水位埋深变化是渍害的直接触发机制。

地下水位的变化对土壤性状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土壤渗漏量的影响，而土壤渗漏量又是影响

土壤其他理化性状的直接因素，因此．地下水位埋深和土壤渗漏量是渍害田演变 的重要特征变

量。本文从地下水位埋深变化和土壤渗漏量大小对土壤理化性状和其他农 田生态特征及作物

生长状况的影响等方面来探讨渍害田的生态特征，导出渍害田生态模式，提 出渍害田的判据。

I 自然条件

江汉平原地处湖北省中南部．位于 29。26’--31。37’N和 ¨1。14’--114036’E之间，兼跨北亚

热带和中亚热带，是长江和汉江台力冲积而形成的冲积平原。本区属于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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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年平均气温为 16℃左右 ，最热月平均温度为 28—29℃，最冷月平均温度为 3—4℃}~10'c

的 活动 积 温 在 5100--5350"C之 间；日照 时 数为 1970—2100h；年平 均 降 水量 为 u。0—

1350mm。除南部边缘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红壤地带外，本区绝大部分为北亚热带常绿阔叶

落叶混交林黄壤地带。本区中南部为海拔 40m以下坦荡的冲积平原；外侧为海拔 40一80m及

80— 120m的两级台地 ；再外侧为海拔 120m以上的低山丘陵。江河两岸高地由于地势较高 ，组

成物质较粗，透水性 良好，形成了结构和耕性皆优的土壤 ，以灰潮土为主；河间洼地和碟形堤坝

由于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 ，且由于长期接受湖相沉积的缘故 ，形成了质地粘重 、耕性较差的土

壤 ，以湖泥土为主，这种土壤是该区典型的渍害田土壤，是沼泽型水稻土向潜育型水稻土过渡

的土壤类型。

2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的资料来源于 4个方面：1982-- 1986年的土壤渗漏试验 ；1983年的土壤普查资料 ；

1984—1987年的暗降工程土壤改良试验 ；1985—1986年的地下水动态观测资料。一

2．1 地下水动态与 田问渗漏量观测 ．

地下水动态 采用井测法。用直径为 130mm的螺旋钻打孔 ，打孔时作土壤剖面和地下水

埋探记载。观测井用直径 80ram波纹管做成 ，长 2m，底端打花眼 1．5m，用双层决策塑料纱布

包扎花眼管，井底用 lcm粒径的碎石铺 20cm厚作滤料，把井管花眼端朝下轻放于井底，使管

壁不与井壁接触，在井管与井孔之间填放 lcm的碎石，直到离地面 0．3m处
。 上端空隙用砂浆

填筑 ，以防田面水直接渗入井内，在井 口周围筑砌高出地面 0．3m的井台。在江汉平原共选 48

个井位 ，每天 8：00、14；00、20：00观测 3次，持续 Ia后，多数井毁坏，仅少数可继续使用
。

田间渗漏量 采用测坑法和小区试验法。测坑的长、宽、高均为 2m，按土壤剖面层次分层

埋设测压管、取液管 ，并在底部埋设裹以滤布的渗水注射针头控制渗水管的出流；小区试验则

采用 ~30cm的无底测渗简，在测渗筒中插入稻株 ，用 1／lOmm精度的测针每 日定时观测耗水

量和作物蒸发量，计算实测垂直渗漏量 ；在测渗筒周围布置 3m×2m的试验小区，各小区采用

同一品种的水稻和相同栽培技术，定期观测水稻生理形态与作物长势。

2。2 土壤理化性状观测与分析

土壤理化性状的观测与分析采用常规方法进行。”，观测与分析项 目包括土壤水分
、机械

组成、容重、比重、有机质含量、代换量、pH值、Eh值、全氮、全磷、碱解氮、速效磷
、速效钾、还原

物质含量、H。s含量、土壤温度、土壤热容量⋯’等的测定及孔隙度的计算，即

土壤孔隙度(％)=1一圭凄茬黜 ]×100
2．3 作物的生理特征观测

叶面积测定 采用直接测量法 。在 田间直接测定每穴(或每株)每张叶片的长与宽
，则每张

绿叶的面积。叶片的长×宽× ，̂一般秧苗期取 k=O．67，本田期取 女=0
． 75。按下式计算叶面

积指数：叶面积指数一单株叶面积×每 666．7mz内株数／666．7m：
。

伤流量测定 根据所测定植株茎杆的粗细，将塑料薄膜做成管状，并将少量脱脂棉放进塑

料管内，称其重量记为 W·(g)；在离茎基部 3cm处用刀将茎切断
，迅速将塑料管套上扎紧，经

过一定时间f(h)后，取下称其重量 ，记为 W：(g)，测量伤 口面积 S(cm。)
，按下式计算伤流量。

伤流量 = (Ⅳ：一W。)／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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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重、干重、叶色、株型1删定 采用常规方法，按 5穴(株)V-均值计。 

每穴穗数、每株总粒数 、每穗实粒数、干粒重测定 采用常规方法 ，前 3者按 50穴均值计， 

后者按 3次称重均值计。 

2．4 理论产量计算 。 

鲁一量 ：! ：囱互墼堡塑 量垫塞蕉塾兰壬 重 g 
生 1000 V 1000 

3 地下水位变化的综合效应 

地下水的农 田生态效应是指地下水对土壤水、热、气、养分、pH值、Eh值、土壤剖面构造及 

其他理化性状的影响，并最终影响作物的生长状况，影响结果掏成了渍害田的农田生态特征。 

根据土壤水分变动状况，结合土壤剖面形态特征，可将水稻土分为：淹育型、潴育型、侧渗 

型(堤边与缓坡地因洪水期侧渗而引起地下水位上升)、潜育型和帽泽型等 5类。根据江汉平原 

的观测 ，淹育型水稻土地下 水位埋深平均为 74．?cm．变异范围为 40—100cm，变差系数 Cv= 

22．i9；潴育型水稻土地下水位埋深平均为 67．Icm，变异范围 3O 100cm，Cv=29．41}侧渗型 

水稻土地下水位埋深平均为 57．0cm，变异范围为 55--60cm，Cv一4．60；潜育型水稻土地下水 

位埋深平均为 45．Ocm，变异范围为 19 67cm，Cv=30．04；沼泽型水稻土地下水位埋深平均为 

25．3cm，变异范围为 1．2—51．6cm，Cv=44．91。这 5种水稻土的剖面构造和理化性状如表 1 

所示。从表 1中可 看出，与非渣害稻田(淹育型、潴育型)相比，渍害稻田(潜育型、诏泽型)土 

壤 中物理性粘粒(<o．Olmm)与牯粒(<0．005mm)及极细粒级(<O．O01mm)含量较高，因而 

质地粘重，通气透水性能差 在同一土壤层次中．渍害田的牯粒含量大于非渍害团的原因，一是 

受发育母质的矿物成分影响，二是土体长期渍水，土壤团聚体遭受破坏 增强了土壤牯化作用， 

导致粘粒在渍水土层中增多。从统计结果看，当耕作层或犁底层<0．O01mm的粘粒含量大于 

3O ，且<0．0lmm的物理性粘粒含量大于 70 时，则易于形成渍害稻 田；反之，不易形成渍 

害稻田 表中的结果还表明．由于渍害稻田土质粘重 ，土体长期渍水，因而容重比非渍害稻田要 

小 0．145 O．263g／cm。；总孔隙度虽然比非渍害团要大 6．52 13．74 ，但是，实测结果表 

明，渍害团的实际通气孔隙度——即非毛管孔隙度 比非渍害团小。 

渍害稻田土壤渍水，因而渗漏性 能差，在土壤温度上表现为比非渍害稻田低。表 2给出了 

不同地下水位测定的土温值，由于土块和水的热容量不同，白天气温上升时渍害团的土温稍低 

于非渍害田，而黎明前气温下降到最低值时的情况刚好相反。在 14：。O二者的温差可过 

1．0 1．5℃ 土温的季节变化也存在这种滞后效应。据江陵县李埠试验区渍害田和非渍害田 

土壤水温测定的结果，春末至夏初，虽然气温已回升到 20℃以上 ，但是土壤水的温度仍为 1 5 

1 7C，渍害团的土壤水温园受低地下水温的影响回升缓慢 ，一般 比非渍害田低 卜 3C。 

地下水位高低造成土壤环境差异对土壤有机质含量有较大的影响 地下水位高时，土壤通 

气性能差，土壤温度低，好气性微生物活动弱而嫌气性微生物活动旺盛 ，土壤养分的腐殖化作 

用大于矿质化作用，有机质分解释放缓慢，故有机质含量高．但速效养分明显减少 (表 3)，土壤 

肥力下降。反过来 ，有机质含量太多也是形成渍害稻田的主要原因之一。还原物质的积累与有 

机质含量关系密切；当土壤有机质含量降低到一定程度时，虽然土壤长期渍水，但还原过程仍 

会严重受阻。统计资料表明，土壤有机质含量的这一临界极限值约为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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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类型水稻土的物理性状 

Table 1 The physical cbu racters i且varietiu ot rice soil 

粒 缎古量 【 ) Par*icle conteN 容量 
土壤娄型 发生层 BuIk density 总孔瑶c度 

Total~mrosity 
S0 Ll type Horizon < 0 05(ⅡLm) < 0．01(ram) < 0．001(ram) < 0．005(ramj (g／cm’) 

Cv(％) Cv(％) C (％) X fc (％) Cv(粕) Cv【％) 

A 93．059 7．8 62．309 22．1 121 406 38．8 47．226 27 5 18．0 60．485 22．2 托 育型 

P 94．108 6 8 62．81l 25 4 2 767 36．7 l7．36l 26 1 5 g 50．085 1 7 

~gubmergie 
C 93．67 10 4 64．139 34 6 25 818 38 5 l7．758 40 2 7 5 J 

A 95．042 4．7 53．216 14 8 Z6 306 23 7 4B-0lB 20 2 l_l0 22．1 19．7 

潴 育型 P 94．341 5-5 53．1l8 15．2 29．238 29 3 7．452 17 9 1．37 9．9 

Puddled W 96．294 3’9 984 24．6 34．158 38 3 50 817 27．8 1．39 4 9 

B 91 758 8．1 S1 Z02 25．6 蛔 604 39 0 46 704 31 6 1 38 3 

A l_827 8．I) ∞ 802 14．6 29．207 47．8 5 3’653 28 7 0 92 14． 67 005 谱育 型 

P 4．299 5 9 2 745 19 2 31．375 31．2 58．72 8 21—0 1．14 9．5 

GleyecI 
G 93．9I3 9 3 4．413 l8 5 35 826 44 6 59 802 Z5—0 1．18 ‘14．9 - 

沼 泽型 95 652 2．6 77．194 {35 480 19 7 51 086 14．3 0．84 3Z．1 74．225 

97．180 4 9 74．911) 34 732 26 5 ；1 560 20 9 1．45 

表 2 地下水位对土温的影响 

Table 2 The soil temperatueres in varieties of groundwater levels 

溃害 土壤为旧泽型水稻土 l地点：形斗湖。wa Iog~ng I：swamp paddy soil；Loeatlon：Xingdou La 

表 3 地下木埋深对速效彝分含量扮影响 (nag／L) 
T~ble 3 The con|en 0f quick-acting natrients In varieties of buried depth of groundwater levels 

‘ 土壤：借育型水稻土 ；地点 ：黄家口。Soil：submergie paddy soil：Location；H ngjiak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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霎言 

氧 占【含 量 

02 content 4m g／L 

fa) 

土填 Eh值 
T of soilIm v 

fbJ 

图 1 江攫平原土壤剖面中氧化珏 原状况蕴{每罱量的变化 ● 

图中戤字 l，2．3和 4分别代表渗滴量为 0．2—4．8—1D和 lg--2Omm／d．(a) 藩解氧|(b】．Eh值 (土 

壤 ：潜育型 水稻土 ；地 点 ：洪胡大 垸) 

F g一1 The condition oI oxld．tlon and reduction changed with 1he seepage 0f o__section in Jianghan plain ● 

Numberl，2．3 amd 4inth figure prescnl c)．2— 4．8一 i0 andI8-- 20rnm／d of Ehe seepage resp~ tlw ly． 

(H)The dissolved oxygen1(b)t electric potenli~d of oxidation and~dueTion．(Sollt ubmergic paddy soit T 

L~ tion：D u n．Honghu) 

4 渗漏量效应 

渍害 田在淹 水期 间的透 水性差 ，一般为 

1ram／d左右 ，有的甚至不渗；而非渍害田的透 

水性一般都大于 5mm／d。与地下水位埋深一 

样，渗漏量变化对农田生态特征也有深刻的影 

响 。 

首先，渗漏量能改变土壤的氧化还原状况， 

进而影响土壤剖面的含氧量、Eh值及耕层有毒 

还原物质 HzS、COt等的含量 图 1表明，土壤 

剖面的含氧量、Eh值随着渗漏量的增加而相应 

增大。图 2表明，由于坑测稻田渗漏量的增加， 

排 泄水耗 氧量 也相 应 增 加，当渗 漏 量 达到 

5mm／d时 ，排泄水耗氧量为 10mg／ml；这种情 

况说明，加大渗漏量会加强对土壤中的还原性 

物质的淋溶作用，从而减少了它们在耕作层中 

的含量；同样 ．排泄水体中的 H S含量也随着 

2 4 8 ⋯ 12 

i墼 ⋯1】】1 dI 

圈 2 曹诡量与耕作展有毒物质智量的关系 

图中 a一∞ z占量变化(mg／1)．b一活性还 原物质 占量空 

化(rag／100g)，c--H zS音量变化 ．(土壤|潜育型水穑土； 

地点：大抄) 

Fig．2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eepage and the con一 ’ 

ttnt of咖 io⋯ _It r1“ in cuhivat0d layer 

Inthisfigu re，a p nn 1he t nT ofCO2(mg／I) pre- 

sent nt⋯ t 0f t active ~ductlon materiaI(rag／ ● 

100g)； p sents the L'On( nt of H 2S i the l】(mg／I) 

(Soil：Hubrnerglc paddy soil；Loc．tion：Di ha) 

渗漏量的增加而增加．耕作层 H S浓度随着稻田渗漏量的增大而减少。实验表明：渍水坑 H S 

含量为 0．8mg／l，渗漏量为 2mm／d时，排水坑 HzS浓度为 0．6mg／l；渗漏量为 6mm／d时，H S 

浓度为 0．3mg／l；由于 COz是有机质在渍水嫌气条件下分解的产物 ，随着稻田渗漏量的增加， 

土壤还原状况可得到改善，CO 含量也逐渐减少。实验表明，渍水测坑 CO 含量为 1．68mg／l 

时，当渗漏量达到 6mm／d．CO 含量为 0．94mg／l。 

其次，渗瓣量能改变土壤的养分状况。溃害稻田在排水条件下土壤渗漏量增加，提高了土 

l】目；；：．x 口!【J lI5 J ： 。 豁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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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水古氧量，有利于有机质的分解。表4给出了有机质和碱解氮随渗漏量的变化，它表明有机 

质和碱解氮含量均有随渗漏量增加的趋势 与此同时 ，土壤中的养分流失量也随渗漏量 e的 

增加而相应增大 。￡一2 ~mm／d时 ．NH7的流失量约为 0．33一1．Omg／I；e一8-- 10mm／d时 ， 

NH 流失量约为 0．75mg／I，增加了近 1倍；硝态氮在 ￡一2—4mm／d时，流失量为 0．065mg／I， 

e一8--10mm／d约为 0．069mg／[；按水稻全生育期大 田淹灌 85d计算，折 合纯氮流失量为 

101．4一 l435g。 

表 4 渗漏量与有机质、碱解氮含量的关系 
Tible 4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a the aeeplg~and the七nn 砒 0r erganle m uer and allulllzlxl ilitrolell 

渗漏强度 Seepage(ram／d) 8—10 l8--20 

营 养物 质 有机 质 碱解氯 有机质 碱 解氯 有 机质 碱解 氰 有机质 碱解氮 

Nu[ture(× l0 0) o．M 0．N． o．M 【】N o．M ． o．N． 

插 秧前 l33 7 3
． 55 l54 4 3．42 l4B．0 14 7．4 B

e re t r~nsphint 

收获(捧水)后 
After h rve t 13 45 2．99 17 ．5S 2．76 l85．15 192 S 

改变量 +1
． 75 —0 56 + Z5 l 5 —0 6B +39．1S +45 1 

Djfk e 

土壤 i懵百型 水稻土 ；地 点 ：融翘新埋 ． 
Soil：submerglc paddy soil rLocatlon；Xindl，Honghu 

5 作物生长状况 

作物的生长状况是渍害成灾程度的综台反映，它们可以用根系色泽、株高、叶面指数、根 

长、株重等作物生理特征量来描述，这些特征量将直接影响作物的穗粒数、干粒重、空壳率、理 

论产量和实际产量等经济特征量，而且与渍害的两个重要特征变量——地下水位埋深和田间 

渗漏量显著相关 

表 5 试验区晚稻抽穗期生长形态谓查表‘ 

TIble 5 Plltern c-·r·cte of the late^te it heading stage jH the test rei n 

区域类型 恪漏强度 怕诚量 株高 韬根数【蒹) Roots 根长 100苗重‘g) 
Reglon So e~tge Cutflow R1c Root lO0 rice—weight 

白根 黄根 黑报 Ienght 鲜重 干 重 (mm，d) [rag／h· m 1 
To1aI Whlte Yellow Black (em) Fresh Dry 

heighl 

< m ) 

5 2 5．6 86 Z5 905 250 

非援 匡 2 6 4
． 5 82 25 870 235 N

on—waterlogging 

2 1 4．1 8l Z1 7l9 225 

害 区 3 5 29 8 61 5 l60 
W terloeging 

土壤 ；帽 泽型水 辐土 ；地 点 ：洪潮大 同 。 

SolI ⋯  P paddy soil}Location：Dato~g Honghu． 

表 6 不同地下木位埋深对水稻植桩发育的影响 

"l~ble 6 Pattern characters of the rice in varietie~ of buried depth of groundwater levels 

试验区 地下水埋探 株高 根长 株重<g) Rice weight 叶稍建效磷 
GToHndwnIer It I Rice height Root length A P Ieaf T

est region 蚌重 Fresh 干重 Dry (mgl1) <m) (cm) 

35 38 l8 80 

45 64 34 lOO 

l 5 l9 40 

23 80 

土螭 ：潜 育型水 韬土 i地 点 ：大秒 。 

Soil； ubmergic p~ddy soillLocaltioin：Da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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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资料表明．一般渍害田由于 H。s的侵害，黑根占总根数的 29 ．而非渍害田仅约为 

5．8 ；反映根系活动的白根在渍害 田中占 26．3 ．非渍害田为 42．3 ，后者 比前者多 16 ； 

黄根在渍害田和非渍害圈稻根中分别占 44．7 和 51．9 。稻株伤流量是反映根系活力和发育 

状况的生理指标，渍害田作物与非渍害田作物有明显的区别。表 5表明，上述指标随着渗漏强 

度的增大而有明显的变化；稻株伤流量、株高、根长、蚌重和干重等明显增加；色泽的变化也很 

明显 ．当 e=5．2mm／d时 ．白根占 11 ，黄根占 89 ；渍害 田 e一0，黄根 占 79．4 ，黑根占 

21．6 ，黑根比例 已达到稻根中度中毒的水平(黑根占 l0 一3O ) 上述指标也与地下水位 

埋深有显著相关(表 6)：随着地下水埋深的增大，株高增高．根长增长，根密度增大．株重增加。 

水稻的经济性状也明显受着田间渗漏量的影响，渍害田由于渗漏量小，水稻的经济性状明 

显较差。观测资料表明，与e一5ram／d的区域相比，每亩有效穗数、每穗实粒数、千粒重、理论产 

量和实际产量分别减少 2 ，5 ，1 ，1 6 59 和 20．2 ．空壳率则增加 7．O5 。从地下水位 

埋探的角度来看，也有类似的规律 ．非渍害田水稻经济产量的构成要素明显优于渍害田；非渍 

害田每亩穗数平均多 2．2万穗，每穗粒数平均多 5．74粒，千粒重平均增重 0．68g，空 壳率平均 

低 4．39 渍害田平均亩产 比非渍害田减少 98．8—1 30kg，减产幅度为 24．2 --31 。 

6 渍害田生态模式 

渍害田微生态环境与非渍害田有明显的差异。在渍害田中，由于地下水位高而使得田间渗 

漏受阻，二者结台降低了土壤中水、热、气的通透性．从而影响土壤的氧化还原过程，致使土壤 

的理化性状发生灾害性变化；有机质含量和有毒物质含量增大 ；物理性粘粒和粘粒含量增 加， 

容重减小；速效养分含量减小 ．土壤呈还原状态；土壤剖面出现明显的潜育层和泥炭层；作物生 

长的适宜性差。灾变的结果是影响作物的生长发育．用作物的形态特征量和经济特征量来表述 

则是；水稻作物黑根增多，株高变矮，每穗粒数和千粒重显著下释，空壳率上升，产量下降，光能 

利用率降低。根据机理分析和大量试验数据的统计分析 ．得到了上述关系的定量表述模式，如 

图 3所示。图 3中的箭头表示作用方向，各符号的含义见表 7中的说明。 

综合上述并结台图 3中的数据，可以把渍害农田的生态特征用统计方式归纳如下：(1)渍 

害田地下水位埋深浅，枯水期地下水位埋深一般小于 60cm，埋深越浅，渍害程度就越严重；(2) 

渍害田在淹水期间的透水性差，一般为lmm／d左右，有的甚至不渗；当渗瓣量增加时，渍害程 

度逐渐减少；一般把渗诵量为5mm／d作为较理想状态；(3)渍害田质地粘重，一般情况下耕作 

层或犁底层<0．O01mm的粘粒含量大于 30 ．且<0．O]mm的物理性粘粒含量大于 7O ‘ 

(4)渍害田的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一般超过 3 ．但分解缓慢，速效养分含量低；(5)作物生长 

发育不良，黑根占 lo 一3O ，叶面积指数小于 8，株高不超过 75cm，空壳率在 l4 以上；(6) 

作物产量低，中稻亩产不超过 300kg，晚稻不超过225kg，严重渍害区产量极低。 

渍害田的上述生态特征可以当作渍害田诊断的依据，其中第 1个特征是渍害发生的充分 

条件，第2个特征是渍害发生的必要条件，第 3、第 4和第 5特征是渍害田的基本症状，第 6特 

征是渍害的必然结果。第 1、第 2特征可以作为独立判据，它们与第 3、第 4、第 5特征中任一特 

征结合则均可构成溃害判断；第 3、第 4、第 5特征为辅助判据，它们必须与独立判据结台才能 

构成渍害判断；第 6特征为检验判据，由独立判据和辅助判据结合作出的渍害判断必须经过检 

验判据检验后才被认为是最终正确的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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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囤 江投平原 田生态模式 

Fig 3 The ecological model of waterlogging field in]iangha=Plai~ 

L一地 下水位 GTOUnd圳 er lewl cm， 

，一诗漏量 Seepage T】Im，d， 

一 土壤 水 Sol1 w er ． 

一 土壤热 窖量 Thermal f pacity J／cm ·℃ 

^一 土壤空 气 Soil．I rm p ． 

o一土 壤有机质 Org~mic ter ． 

一 土攮 pH埴 pH in the soil ． 

E 一̂ 土壤 Eh值 Eh lnthe soiI ⋯  

一

还原物质 旨量 Reducing mattel mg／10Og 

ⅣI—H2S占量 H?S 0nTen r ×1 0 m ．／ml， 

一 土壤窖重 L{ulk density m／UE ． 

一 孔 醇度 Soil poro~i ry ． 

s一代换量 Exchange capacity m ／lOOg 

AI一氧气 占_世 o 2 conlerl[ m 1． 

DI一物 理性牯 粒 pbysic~d 】一Y ， 

D 一牯 粒 d 

0一 尘 Total N ． 

01r 尘 Tota L P 

0，a一 垒钾 TotaI K 

01厂 碱 A[kalized N mg／I， 

?一 速效碡 Avaitable P mg,／t， 

O2~--速效钾 A,~ailable K mg／I， 

E一 叶面积指 数 Index of LeM are．a 

，一色 泽指数 Index 0f⋯o Lo ． 

五一株高(中稻) Height of middle rice cm 

z 2一株高 (晚稻 ) Fleigh~of late rice m  

XI一666．7m 内饕 数 Rice in fi66 7m 104tic 

2一 穗 拉数 Grainsin⋯ i e ． 

】一空琵度 Rm⋯ f empty grai1~ ％ ， 

，一 千粒重 lO grain weight g， 

y一 理论 产量 Tht~retic product kg／f6fi 7m 

7 结论 

本文在野外调查和大量实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渍害田的生态特征，并由此导出了 

江汉平原渍害田的生态模式 ，提出了渍害田的判据。结论如下：渍害田中土壤水、热、气及其他 

理化特性与有机质含量均髓地下水位埋深和田间渗漏量呈有规律变化；渍害田中作物的生长 

发育状况与非渍害田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异与地下水位埋深和田间渗漏量变化也显著相关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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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江汉平原渍害田生态模式，得出了渍害田的 6个统计特征指标量，这些特征指标量可以作为 

渍害田诊断的判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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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W ATERLOGGING FIELD IN JIANGHAN PLAIN 

Yu Guang—Ming 

(Department o／Geography．Central Chimff Normal Uml~rsity-Wuhan，430070) 

Based OlR a lot of statisticM data．the eco[ogical model of waterlogging field in Jianghan 

plain is deve[oped in this paper，and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s of the buried depth of ground— 

water table and the seepage on the cropland ecosystem in Jianghan ptain are analysed，and the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ogging fie[d are shown in comparison with non—waterlog— 

ging fie[d，and the criteria of water[ogging field are suggusted with the analysis on a lot of oh- ‘ 

servatiollS． 

Key words：water[ogging，characteristics，ecological effect．criterion，buried depth of ground— 

water，seepage，Jianghan 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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