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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汉中黄泥巴丘陵区油橄榄土宜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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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橄榄是一种经济价值较高的木本油科作物
,

原生于欧洲地 中海地区
,

已有四千多

年的栽塔历史
。

油橄榄具有喜温
、

耐旱
、

耐膺
、

抗寒力差
、

根系娇嫩等特点
。

油橄榄在我国栽培较早
,

主要分布在秦岭以南的亚热带地区
。

陕南汉中由 1 9 6 2年开

始引种
,

目前已成为栽植较多的地区之一
。

汉中属于亚热带气候区
,

热量丰富
,

年平均

气温 14 ℃左右
,

绝对最低气温 一 7℃ ,

高于油橄榄的冻害上限
;
雨量充沛

,

年降雨量 70 0

一 9 00 毫米
,

完全可以满足油橄榄对水热条件的要求
。

从汉中地区栽培油橄榄的实践来看
,

油橄榄在不同土壤上表现很大的差异
,

尤其是

黄 泥 巴上表现甚差
,

并在 成年林 中多有弱株
、

死 株 发 生
,

影 响 油 橄 榄的进一步发

展
。

因此
,

研究黄泥巴上油橄榄的土宜问题
、

改良障碍油橄榄生长的土壤条件
,

寻找并

根治林地 中成年树死亡的不良因素
,

对于合理利用土壤资源
,

大力发展木本油科作物
,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为此
,

我们以陕西城固县为主进行了油橄榄林地的生态调查
,

并

作了室内土壤理化性状的分析
,

以及水培
、

砂培和土培试验
。

现将调查
、

试验结果整理

如下
:

一
、

黄泥 巴土壤上油橄榄适宜性的评价

黄泥 巴 ( 黄褐土 ) 主要分布于汉中地区的高阶地和丘陵低山区
,

地下水位较深
,

地

形条件复杂
。

因受不同程度的径流侵蚀
,

形成了黄泥巴
、

死黄泥
、

血斑黄泥
、

料姜黄泥

等类型的土壤
。

我们以高肥力的油善土 ( 冲积性母质上形成的高熟化的土壤 ) 为对照
,

探讨黄泥巴对油橄榄的适宜性及存在问题
。

黄泥巴土壤是第四 纪红粘土发育而来
,

土层深厚
,

一般为中性反应
,

保水保肥性能良

好
,

这些是油橄榄生长有利条件
; 但与油善土相比

,

油橄榄的生长明显受到了抑制
。

从土壤

调查与分析资料看出 (见表 1
、

2 )
,

黄泥巴对油橄榄生长的抑制作用主要由两个因素引起
。

第一
、

水分物理性质不良
:

和一般土壤比较
,

黄泥巴质地粘重
,

物理性粘粒含量达百分之六十 左右
;
通 透 性

差
,

孔度在百分之三十左右 ; 容重大
,

尤其是心土层粘闭坚实
,

容重高达 1
.

6 9 c/ m
“
以

上 , 结构性差
,

一般为块状至棱块状结构
。

这些条件
,

极不利于根系发育
。

据 我 们 调

查
,

油橄榄根系大部分分布在容重小于 1
.

5 9 /
c m

“

以下的土层中
。

在结构 良好
,

疏 松 多

.

此项 工作曾得到陕西城 固县农技站
,

油橄榄场的支持和帮助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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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不同类型黄泥巴上油橄榄的生态表现

手专布升涪产 {鱿藏留黯止

班亘斗里一 竺一 匕上一 三互二二

恶黔
一

+带一井 +器
一

几匕
表 2不 同 土 壤 理 化 性 状 分 析 结 果

分 析 项 目 化 学 性 状 物 理 性 状

恋琦德您
~

恶 {愈恋嘛隔贾丽

行, 究费泥分析资料引自城固县土莱普查分析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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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的土壤中
,

吸收根数量较大
,

且多呈根团出现
。

而在容重大于 1
.

5 9 /
C m ”

的粘闭土壤

中
,

根量分布极少
,

多为输导根
,

并有趋
乙
训生上伸主 长现象

。

这样
,

油橄榄根系发育不

良
,

吸收面积小
,

使植株生 长受阻 ( 见表 3
、

照片 l )
。

表 3 油橄榄根系分布与土壤容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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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1
。

根系数 目为剖面上每层 4 dm
, 面积 内吸收根总条数

。

2
。

把直径小于 l m m 的乳白色根叫吸收根
,

大于此径的黄 白色根叫抽导根
。

照片 1 不同土层中根系发育状况

l 、 2 为心土层 ( 容重大 ) 中根系
,

可见腐烂坏死现象
。

3
、

4 为表土层 ( 容重小 ) 中根系
,

根团发育较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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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养分贫膺
.

黄泥 巴土壤
,

特别是侵蚀严重的黄泥 巴养分贫痔
,

尤其 是 全 氮 ( 0
.

0 5一 。
.

。 。%左

右 )
、

有机质 ( 。
.

5一 。
.

6% 左右 ) 含量极低
。

速效磷
、

速效氮都远较油善土低
,

树木长

势表现出明显差异 ` 见照片 2 )
。

油橄榄场中梁和西梁虽是血斑黄泥
,

仅每年坚持在中

梁深施有机肥和油饼的次数多于西梁
,

中梁树木表现明显较西梁好
。

左

右

下

油橄榄场西梁血斑黄泥
:

树高 2
.

90 m

树冠 2
.

8 5m

油橄榄场东梁料姜黄泥
:

树高 2
.

20 m

树冠 1
.

7 3 m

县柑桔育苗场油善土
:

树高 4
.

70 m

树冠 4
.

4 0m

照片 2 不同土壤油橄榄代表植株生长情况

因此
,

要使油橄榄能够在黄泥巴丘陵区较好生长
,

极待解决的土壤问题就是改良黄

泥巴的物理性状
,

提高肥力水平
。

根据地区实际情况
,

结合各林场的生产经验
,

我们提

出以下改土培肥意见
:

( 一 ) 鉴于黄泥巴丘陵区面积大
,

普遍采用客土改变质地确有困难
,

故可以在定植

时采用大坑掺砂的办 法
,

并施入有机肥
,

改变根区微域 内的物理性状
,

但应注意全坑掺

砂
,

混合均匀
,

避免形成夹砂层
,

根据一般的经验
,

砂与土的最适混合比例为 2 : l 或

3 · 1
,

但掺砂数量应视各地具体情况而定
。

( 二 ) 扩穴改土
,

打碎心土层的粘盘结构
,

促进根系下扎
,

扩大吸收面积
。

这一方

面
,

城固县油橄榄场已有比较成功的经验
,

他们每年在树冠外缘结合施基肥挖深 4 c0 m
,

宽 50
c m的对方沟

,

对促进下层根系发育有明显的效果 ( 见表 4 )
。

改土以后土 壤 容 重

降低 ( 未改土为 1
.

6 7 9 /
c m ” 。

改土后为 1
.

2 8 9 /
。 m “

)
,

孔度增加 ( 改土前 为 3 8
.

8%
,

改

土后为 51
.

7% )
,

并且结构变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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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表 4 深翻扩穴改土与油橄榄根系分布调查

处处处 施肥肥 调查查 0一 2 Oe mmm 2 0一 4 0 e mmm 4 0一 6 0e mmm 6 0一 8 0e mmm

理理理 深度度 根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根根根根根 数数 占%%% 根数数 占%%% 根数数 占%%%

改改土土 4 0e mmm 1 21
。

555 5 999 4 8
。

555 6111 5 0
。

222 1
。

555 l
。

222

未未改改 / /// 7 888 7 2
。

555 9 2
。

999 5
。

555 7
。

0555 000 000 000 000

注 : 根系数为平均数
。 ·

此表 引自 《陕西林业科技》 1 9 8 0

( 三 ) 在树木稀疏的幼年林地
,

可以套作矮茎或蔓生绿肥
,

如毛首
、

蚕豆等
。

在绿

肥开花后刘割或收籽后集 中施于扩穴坑内
,

也可以在扩穴坑内施入其它禾谷 类 作 物 秸

杆
,

改良土壤
。

( 四 ) 在油橄榄不 同物候期及时补充速效肥料
,

在追施氮肥的同时
,

也应当对施用

磷肥 引起重视
。

我们认为对黄泥巴土壤只要扬长补短
,

改良不利因素
,

提高土壤肥力
,

油橄榄不仅

可以生长
,

而且能够生长良好
,

取得高产
。

二
、

黄泥巴丘陵区成年林地中死株
、

弱株的原因及抢救措施的探讨

黄泥 巴丘陵区油橄榄发展中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成年林地中发生死树
、

弱树

现象
,

甚至整片死亡
。 。

1 9 8 0年冬季到 1 9 8 1年春季最为突出
,

个别林地死树率高达百分

之三十以上
,

经济损失很大
。

据 调查
,

死亡的植株
,

随死亡时间长短不同
,

叶色呈暗绿

色
、

焦黑色
,

树叶干枯皱缩
,

根系腐烂变黑
; 弱株地上部分叶片呈青灰色

、

浑园形
、

瘦

小
、

肥厚
,

下层根系 已开始腐烂变黑
,

只有近地表层少数根仍成活
。

这些死株
、

弱株在

林地中呈规律性分布
,

多集中于地势低注
、

低平部位 ( 见表 5 )
。

表 5 油橄榄场各林地死株弱株分布情况

缓 坡 ( 5
“

> ) 平地及洼地 ( < 2
。

)

地 点
调 查 数

死株占%

…
。; 株占%

I
调 查 数

}
死株占%

弱株占%

…
叮八才6OJ, .上月任1孟,臼` .上nOg曰nOJ任八甘

…
J任st廿八01勺,占9曰9自od自今J任氏J乃01从J八U1上,目月土八O勺山

d.上…
八匕Q自J任úód厅I

J.lJ.土

1 0 2

2 5

2 2

1 0 5

2 5 4

梁梁梁南计

梁

东中西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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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我们着重对这些特殊部位的土壤进行了调查
。

调查发现
,

在黄泥巴丘陵区平

地
、

佳地的土壤剖面中
,

多有一个颜 色青灰或灰兰的潜育层次 ( 剖面构型见图 l )
。

该

层根系分布极少
,

且绝大多数为死根
。

这些地块地下水位较深
,

一般在二十米以下
,

显

然
,

这种潜育层次不会是由地下水造成的
,

而是受地形和土壤特性的综合作用所致
。

低

平
、

低洼的地形部位
,

是地表径流
、

地下潜流的汇集之地
,

加之黄泥巴土质粘闭
,

透水

力差
,

又因心土层的托水作用
,

在剖面 30 一 50 c m处经常处于渍水还原条件
,

形成 了 非

地下水作用的假潜育层
。

假潜育层性状较之于正常黄泥巴心土层更加恶

劣
,

它是导致油橄榄死株
、

弱株的主要原因
,

危害

表现在两个方面
:

第一
,

假潜育层有效养分十分贫膺
,

除速效磷

含量较高外
,

其它养分远低于正常黄泥巴心土层
;

同时
,

该层容重大
、

孔度小
、

结构性极差
,

根系分

布极少
,

影响油橄榄的正常生长
。

( 理化性状分析

结果见表 2 ,

假潜育层为⑧橄一 3 剖面中30 一 50 厘

米土层
,

正常黄泥巴心土层为⑧橄- 4 剖面 中 17一

4 1厘米土层 )
。

表层

很潜层

心土层

低洼
、

低平部位

_

漏
’ `

缓坡部位

图 1 黄泥巴不同地形部位上土

壤剖面示意图

第二
,

该层处于渍水还原条件下
,

除了通气不良
,

使根系呼吸受阻外
,

根据微量元

素分析资料
,

水溶性铁含量较高
,

达 18 一 1 5P p m
,

这种富铁黄泥巴土壤渍水还原后
,

亚

铁离子浓度会剧烈增加
,

对根系起到毒害作用
,

致使根系腐烂死亡
。

为此
,

我们进行了

培养试验
。

水培试验用 H oa gl an d 营养液
,

处理为 eF
` +

的不 同浓度
,

采城固 53 号树生 长 一 致

的枝条
,

在 2 50 m l 三角瓶中进行插条试验
,

并在一号
、

二号
、

四 号
、

六号各瓶 中各插入

油橄榄根两条
, p H调正到 7 ,

均不加通气处理
。

通过水培试验我们发现铁离子确实对油橄榄有毒害作用
,

对根的毒害作用 大 于 枝

条
。

亚铁浓度在 s o p p m 以上时
,

植株明显受害
,

其受害症状为叶子暗绿
、

焦黑
、

严重时

落叶 ; 根系变黑
,

腐烂 ( 见照片 3 )
。

这与林地中死树
、

弱树表现的症状一致
。

假潜育土层中腐烂根系
。

水培试验 中 6 号瓶中根系
。

水培试验中 2 号瓶中根系
。

照片 3 水培试验根系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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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号及处理如下
:

号
…

,

1
2

{
3

{
4

{
5

{
F… 浓度 ` p p m ,

…_
.

。

{
`

5

…
` 0

{
5。

:

i
` 。。

}
5。。

经过三月十五日到三月二十九 日历时十五天时间的培养
,

观察到如下现象
:

瓶 号 地 上 部 分 变 化 过 程

22222

33333

44444

55555

66666

由嫩绿到新叶发黄

叶色正常

叶色逐渐变深
,

茎灰黑
。

叶色变为暗绿
,

茎灰黑
。

叶色变为焦黑
,

并落叶
,

茎铁青 色
。

叶色变为焦黑
,

大量落叶
,

茎杆皱缩
。

根 的 变 化 过 程

乳白色不变

同 上

根变为灰黑色

根系变黑并腐烂

注
:

试验中我们还进行了硼的不同浓度处理
,

结果除了浓度过 高时大量落叶外
,

再无其它异常
,

故不 作介绍
。

在实验 中我们还发现
,

受害较轻的植株
,

随着试验时间增长
,

亚铁离子被氧化
、

架

凝
,

浓度变低后
,

其受害症状可以恢复
,

这与田间低注
、

低平部位在长期于旱后
,

有些

弱树可以复原的现象相吻合
。

为了验证水培试验结果
,

我们又进行了幼苗砂培试验
, 试验除设亚铁的不同浓度水

平外
,

还将通气条件作为一个处理因子
,

通气的处理保持砂子最大持水量
,

淹水处理保

持砂面有水层
。

经过两个月的砂培试验
,

所得到的结果与田间死株
、

弱株症状基本一致

( 见照片 4 )
。

并且可以看出
,

淹水处理比正常通气的处理长势差
。

砂培试验编号处理
:

月
_

…引州兰
立二…侧侧侧立

与此同时
,

我们还在室内作了黄泥巴土壤淹水试验
,

定期测定盆底部渗滤水中亚铁

离子浓度
,

并观察植侏表现
,

经过 10 月 1 3口到 1 1月 20 日为期三十多天的试验侧定发现
,

黄泥巴土壤随淹水时问增 长亚铁离子浓度持续增高 ( 见图 2 )
,

并且油橄榄植株在淹水

二十天后生长明显受到影响
,

并表现出萎蔫和受害症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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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时间 (夭 ,

图 2 土壤淹水时间与 F e 十 +

变化曲线

黄泥巴林地中低洼
、

低平部位土

壤 剖面中假潜育层的存在
,

标志着这

种土还壤较长时间内处于渍水还原过

程
。

在原过程中
,

亚铁离 子 浓 度 增

加
,

会毒害
、

致死油橄榄根系
。

从城

固县 19 7 1年至 1 9 8。年的气象资料 ( 见

表 6 ) 可以看出
, 1 9 8 0年降雨量

,

尤

其是 5 至 9 月份降雨量远大于十年平

均值
,

且该年日照时数明显少
。

这种

雨季长
,

雨量大的条件
,

促进 了假潜

育层的发育
,

还原作用增强
,

必然导

致 F e + 十

的增加
。

同时 1 9 8 0 年冬季 到

19 8 1年春季又是林地中历年来死树弱

树发生特别严重的一年
。

同时
,

群众
_

`
_ _

`

… …
_

_

茬多率的栽培奚
践中

,
’

也青油橄榄
J

泊 照片 4 砂培试验后不同处理幼苗生长状况

水淹的体会
。

这些说明
,

黄泥巴林地

中死株
、

弱株的发生
,

除了病虫害危害以外
,

发生在低洼
、

低平部位的主要是由于土体

内渍水还原
,

亚铁浓度增高
,

使根系中毒而致
。

表 6 城固县 1 9 7 1年至 19 8 0 年气象资料

{ 年 总

{十年平均 …
` 9 8
啤

1
8 , 3

·

3

{
1 0 4 0

.

4

}
` 6 5 6

·

2

…
1 5 3 5

.

。

五 月 至 九 月 份
项 目

1 9 5 0年占
十

·

年平均%
十年平均

1 2 6
。

2 4 2 3
。

8

1 9 8 0年

9 2 6
。

9

1 9 5 0年占
十年平均%

降雨量 ( m也 )

日照 (小时 )

2 1 9

9 2
。

7 7 6 5
。

2 8 8 8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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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生产上解决林地中死株
、

弱株的问题
,

我们在城固县油橄榄场低平部位一块

受害最严重的林地挖了排水沟
,

作 田间排水效果试验
。

排水沟设置在距树一米以外
。

沟

深 60 厘米
,

宽 60 厘米
,

主要引!`土体内积水
。

该处假潜育层出现在 2 c0 m 以下
,

油橄 榄 树

枝条卷曲
、

落叶过半
,

根系很少
,

多已坏死
,

濒于死亡
。

经过由 6 月 n 日到 n 月 8 日为

期五个月时间
,

已见明显效果
。

排水处理的树
,

不仅叶子复生
,

长势好转
,

还有一株挂

了果 (该林地 1 9 8 1年挂果树约占30 % )
,

且从土壤剖面上可以看到
,

从原掘断的根面产生

了新的根团
。

而原来作为对照的树树势继续下降
,

并出现枯梢
。

( 见照片 5 )
。

左 排水前的树 右 排水后的树

照片 5 田间排水试验油橄榄生长情况

排水试验初见成效后
,

城固县油橄榄场对许多林地采取了这种定位深沟排水措施
。

尽管 1 9 8 1年雨季时间长
,

雨量大
,

出现了历史上罕见洪水灾害
,

林地中却很少发生死树现

象
,

并且好多原来的弱树长势好转
,

该场反映效果良好
。

我们认为
,

定位深沟排水是解

决黄泥巴丘陵区成年林地中死树
,

抢救弱树的有效方法
。

汉中地区黄泥巴面积广阔
,

广泛分布于汉江两岸的高阶地和丘陵山区
。

同时
,

这种

土壤性质不 良
,

产量低而不稳
,

而且土地利用率不高
,

荒地较多
,

生产潜力很大
。

如果

充分发挥油橄榄对立地条件要求不严
,

耐寒耐膺
,

产油量高
,

管理方便等特点
,

在黄泥 巴

丘陵区
,

特别是利用荒坡发展油橄榄
,

只要管理得当
,

亩产油量不会低于平原区油菜的

产量
。

这样
,

既经济合理地利用了低产农 田和荒坡
,

又可减少汉江两岸肥沃良田的油菜

面积
,

增加养地作物和粮食作物
,

合理地解决 目前粮油争地的矛盾
。

如果按照汉中专署

植树一千万株的规划
,

把林地全部安排在黄泥巴丘陵区
,

年产油约一亿斤
,

将会彻底改

变目前的生产结构
,

有力地促进粮油生产发展
。

在黄泥 巴丘陵地区栽植油橄榄林时
,

还应 当根据不同地形和土壤特点
,

区别对待
,

扬长避短
,

合理利用
。

在沟间洼地
,

坡下平地宜于种植禾谷类粮食作物
,

油橄榄宜于栽植

在 5 一 20
“

的坡地上
。

林地建成之后
,

应当注意水土保持
,

加强改土培肥措施
,

为 油 橄

榄创造一个适宜生长的土壤条件
,

以取得高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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