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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在全面展开上地深翻运劫的今天
,

除开积极总精纂众粳殷和 进行拭脸之外
,

有必要批些l约J地学习苏联握

殷
。

在本文中首先敲土地i梁翻的不同看法
,

其次言手渝焉尔朵夫耕作法在中国的应用
。

目前我国正展开的上地深翻法
,

主要是分层翻动
,

上下上层不乱
,

这和苏联的上壤深翻是不同的
`

苏联

的上地深翻有雨种
:
一种是上下上层翻圳目互倒置

,

另一种是焉尔采夫耕作法
,

只是深层松上
、

上 下土层浚有

变动
。

局尔采夫耕作法在中国是否适用

·

田积鉴

苏联在土地深翻方面的意见是很不一致

的
,

按翻耕的深度分为浅拼 (8一 10 厘米 )
、

普

通耕 (2 O厘米 )
,

深耕 ( 2 5一 60 厘米)和超深翻

(8 O一 100 厘米 )四种
,

松上及超松上只作为土

壤改良措施
。

T
.

及
.

李森科主强留搓地上 不

耕
,

但是有些人豁为留搓地的缺点很多
,

最好

翻拼
,

留搓地不能蒯除杂草
,

地表紧实使得播

种困难
,

井降低上壤透气和透水性
,

表面理流

加强
,

地面蒸发又大
,

水分室气和养料井渡有

得到良好稠节
,

而影响作物减产
,

同时留搓地

可助畏作物病害白勺发展
。

.B
、

n
.

布辛斯塞曹提

出灰化上要进行超架翻
,

但有一些人 爵为灰

化上翻到 80 一100 厘米自勺淀积层
,

会降低表

层上壤的腐殖霓含量
,

同时 表层上壤的腐殖

贸翻到深层
,

受高位地下水的影响
,

产生还原

肤态
。

另外把灰化层翻上来
,

会带来 静多不

良的上壤物理性胃
,

并把大量的活性貂跌翻

到土壤表层
,

只有施用大量石灰和大量矿物

及有机肥料才可以使吧力低的灰化上层提高

肥力
。

针对以上情况
,

H
.

A
.

卡琴斯墓曹建言羲

各种作物所采取的拼作深度
:

谷类作物深翻

20 一2 3 厘米作为起褥的熟化深度 ; 权菜类和

块根类作物熟化层应加深到 25一3 0 厘米 ;特

用作物茶
、

柑
、

橘
、

桐树
、

果树
、

灌木林熟化层

应深翻到 40 一崛 厘米 ; :

葡萄 lllJ 应深翻到 70

厘米
。

苏联在土壤耕作方面曾进行相当畏时

期的潍翻研究
,

但上壤类型众多
,

深耕方法应

有不同
,

至今仍不能提出一个较全面的方案 ;

另外由于浚有采用 中国分层翻上的原 fllJ
,

所

以队毛制了土地i架翻的发展
。

根据我国今年的

丰产昆录和耕翻深度得到一个规律
,

上壤翻

得越深 (当然不是无限制的深翻 )作物产量越

高
。

大致看来
:

土地 i哭翻 3 0厘米
,

小麦亩产

4
,

00 0 斤 : 深翻 5 0 厘米
,

小麦亩产 4
,

30 0 斤 ;

深翻 60 厘米以上
,

小麦亩产达到 5
,

0 00 斤以

上
,

甚至有达到 7
,

000 斤以上的
。

不管是我

国农民窿蒸众的耙至雕或苏联的研究 成果
,

总桔

起来
,

土地深翻是可以增加农霎牲生产
,

但是翻

地要看土壤
,

是有条件的
,

不能生搬硬套
。

土

地深翻是当前农鬓鹭增产的重要措施
,

是 上壤

研究的重要背题
,

中国科学院上壤队已在今

年开始进行深翻土地的研究工作
,

坎 正筹划

加强展开
。

焉尔采夫耕作法 浚有把上下土层相混
,

只是松土
,

这和我国分层深翻是不同的
。

焉尔

采夫耕作法是在休阴地用不带辈壁的荤深耕

40 一一 5 0厘米或 50 一60 厘米
,

以后 3一4 年内

蝙作地上只是疏松表土 8一 10 厘米和耙地
。

焉尔采夫耕作法 有下列优点
:

(1) 不把肥力

低的底土翻到表层
,

以免降低表层士壤肥力 ;

(2 )使上地易于吸耳交大气降雨 井减低表面逗

流
,

握常疏松表层可以减少水分蒸发
,

同时可

以防早保墒
,

在嘶分上升至地表的地区如用

无单壁深耕还可以起阻止奥分上升的作用
。

目前在我国农巢飞跃 发展的情况下
,

主

要是提高翠位面积产量
,

达到 最高的丰产完

额
。

今年小麦产量平均 亩产 193 斤
,

河南省

西平县和平农巢社的丰产田已亩产 7
,

32 0斤
,

以后还会逐润沂提高
。

假如朵用焉尔采夫耕作

法
,

对这样高额的丰产
,

恐怕有所限制
。

焉尔

采夫拼作法的主要缺点是不能 深层施肥
,

卡

琴斯基和我卿有共同的看法
,

他瓢为上壤应

深翻到即一60 厘米
,

不把底士翻到表层
,

并

应同时施入肥料
。

11
.

A
。

金僳里愧身指出在焉

尔采夫耕作法措施之下
,

由弓U 二面土层养分

充足
,

大量根系集中表层 O一 10 厘米范圃内
,

认u
,̀

认
.

叭旱认协
.

叭”认早叭丫叭丫
.

h铲叭u叭早钱早认协谧毕认协
,

诀协
.

叭华认丫叭丫
`

叭协诀u认早
、

从叭v认
协叭,
·

叭幼
,

叭丫
.

叭u

这种情书己是难适应中国的密粒措旅
。

熊毅教授在焉同义深翻法一文中
户

t爹提出分层深翻精合施肥是焉 同义深

翻法的特点
,

这就沈明焉同义的深翻法要比焉尔采夫讲作法完善得多
,

并且 是适合我国当前情况而有发展

前途的方法
。

要丰产就得密植
,

密植后影响作物根系向旁侧发展
,

必须向深处活动 ,这就显出分层深翻和深

层施肥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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