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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凌地的土壤改
一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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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改良
、

水利及一系列农类技术措施 (选用良种
、

适时

早播
、

深讲
、

密植
、

齐苗
、

全苗施足基肥
、

分期追肥
、

防治

病虫等等 )均系粽合作用的系台果
,

但是其中密植
一

上壤

改良和增施肥料
,

是岗地丰产因素中三个主要环节
。

樱

脸靓明
,

要保靓高额丰收
,

首先要求麦穗多
一

无效分粟

少
、

比穗齐
、

籽实
沪

鬓澎两; 而密植是满足这些要求和保靓

丰收的尊要基础
。

但是随着密植措施耍求土壤能仁姗
充足的永分和养分

,

使密植作物得到良好的生长发育
。

尤其在粘鬓丘陵土壤上
,

表上较薄
,

而且坚硬
,
因此要

想密植必先改良为壤与增施肥料
,

拉就是兰个密切不

可分离的主要环节
。

岗地土壤改良前后和稀植密植对

产量的影响 (表 1 )充分扮明兰个环节的重要意义
。

表 1 尚地上壤改良和密植对小麦丰产的影响

(单位
: 斤 /亩 )

改一l

江双平原中的谷城
、

襄阳
,

宜城
、

需阳
、

随县
、

撞 )『启

京山一带的平杀爱丘陵地区
,

广泛分布第四祀粘贾沉积

物所发育的黄棕壤
、

粽叙壤及其谷地水成上壤
。

摹众

俗称月琴瓣上
、

黄 1立瓣
、

黑上瓣
、

死黄土
, 、

猎肝土
、

焉肝土

等等
。

拉些
二
七壤

,

贾地粘重
,

榷造坚实
,

理化性贸恶劣
,

耕作困难
,

水分养分条件都很差
。

摹众形容廷些土壤

的性览为
“

千时一把 刀
,

湿时一团糟
” ,

因此厉史上形成
“

广种 i带4珍
”
的习惯

。

千百年来一道被瓢为是性鬓坏而

产量低的上壤
。

除丘陵简谷地种手道作物以外
,

大面积的

平杀爱丘陵崩地未被开发利用
。

这些地区
,

牛道被稀疏
,

土

壤过采11透水性差
,

形成强烈的地表 i擎流和土垂襄侵濒
,

过

去皇织一片荒燕现象
,

解放后随着农巢生产的发展
,

逐

渐开荒垦植
。

但由于土壤改良和农巢技太措施浚能及

时跟七
,

因而这些地区的农类生产水平仍处于低产肤

态
。

历史上湍生礴地的理晃念束搏了人们的思想
,

甚至

在农舞大跃进的形势下
,

有些地区述出砚
“

平原能跃

洪
,

岗地浚有 r弓
”
的悲观青俞飘

,

在社会主义总路钱照耀下
,

谷城县沈弯乡乐民社

副主任廖道生同志
,

以敢想敢为
、

人定胜天的共产主义

风格
,

积极改良七壤
,

革新技米
。

在历年产量只一百多

斤的粘至拿崩地上醒仁
,

创造了亩产小麦阳 77 斤 12 雨

的丰产锹录
,

胡尚乡三合袱卜也创造大面积 ( 18 0 亩 ) 亩

产千斤的豁录
。

以雄卿的事实再次靓明
: “ 浚有不户的

上蛋 玉沛不良的讲作
·

浪有低产的作物
,

只有落后的

技术
。 ”
锌些奇剐

`鼓舞了纂众改迭自然的信心
。

虽然这

个数字
,

不是今年最高能录 ;但是对于江汉平原中部广

大丘陵地上的粘贸上壤的改良和农集利用来挽
,

具有

非常重天的意义和参考价值
`

为了学习这些宝贵挫教 ,

我们舍于 7 月中旬
,

前往谷城沈弯乡
,

对这种丰产土壤

进行一氢芝期的了解与言为简
,

这里先将田朗明察和敲尚

中所获得的有关尚地上壤改良的瓷料
,

初步整理出来
,

提供大家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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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土攘改夏与尚地丰产的关系

( 1) 尚地丰产的主要因素
:

廖道生同志及昏多丰

产模范的艇触表明沛姑地丰产应包括多方面措施
,

如上

。

20
。

(句 土壤改良对小麦丰产的影响
:

廖遨 生凤占

的小麦丰产地是在历年低产的岗地 上
,

土壤是由第

四耙拈鬓沉积物所发育的 黄棕壤
,

新近改植水稻
,

有

逐渐向水成土壤发育的趋势
,

翠众俗称
“
黑上瓣

” ,

这

类上壤原来性贸很差
,

赞地钻重
,

桔楼坚央
,

肥力低
。

`

在农巢生产的尚题上
:

第一个是拼作极端电难
、

其次

是耕作层薄
,

作物营养面积小
,

表层 2一 3 寸以下部为

坚硬而具有棱角的楼块 ;伏椿造的 土 体
,

不易扎根
,

除

少数根系奋货裂隙向下伸入外
,

大部分根系的活动范圃

仅限于表面薄薄的一层
。

第三是扫褒保水抗旱力差
,

晴

天不保水
,

雨天不透水
,

拣当下雨时
,

由于土粒韧小
,

缺

乏良好准薄造
,

毛管扩散慢
,

’

表层土壤吸水膨服成粘糊

肤
,

在地表形成不透水层
,

大量水分不能溶入
一

F层
,

灭

干时表上水分又迅速蒸发而千瀚龟裂
,

出遥空所甜
“

干

时一把刀
,

湿时一团糟
”
的现象 ; 加以底部 士壤物理

性鬓很差
,

除搏造简有东曲 J嘿隙外
,

椿造内坚实紧密孔



隙极少
,

地下水难g芍玉过毛管作用上升
,

因此由于蒸发

所耗损的水分
,

不易补充
。

在这种条件下
,

作物所需的

水分不能得到保涎
。

第四是肥力低
,

由于耕作困难
,

大

量死土未翘熟化
,

土体中的养分不能释放川来
,

加以水

分物理条件不良
,

作梅也很难以充分利用
。

由于过去

反期施肥极少
,

土壤肥力浚有得到很好的补充与提高
,

土壤中养分较少
,

很显然
,

在这种基础上如不进行上壤

改良
,

要取得高额丰收是极其困难的
。

斜对这些阴题
,

廖道生同志桔合农类生产的要求
,

采取一系列措施
,

进

行了全面粽合的改良
。

从 剖面观察中
,

可以看到
,

握过二年多的改良
,

土

壤已起了很大变化
,

耕作层由原 来 的 2一3 寸增加到
8一 9寸

。

在 6一3 1 )草米内
,

原来坚实的被柱肤磷造已

改变成为此较疏松的碎块肤棒造
,

臀地逐渐变袒
,

孔隙

度增加
,

通气保水能力也开始改善
,

生物活动加强
,

尤

其出现静多曳丘卿的活动
,

根系密枯
,

发育良好
。

32 一 160

厘米虽然仍然保持梭块~ 磷柱肤搏造的形态
,

但是在充

分的水分作用下
,

已失去原来坚硬和紧密的特性
。

同

时价训勿根系已可穿讨软化的上休
,

向下伸展至 1加 厘

米以下
。

在这层上中尚可看到较多根系的分布
,

大大

增加了作物营养面积
。

由于上壤内性发生变化并又施

用大量月畔斗
,

在良好栽培技术的配合下拾密植剧造良

好的条件
,

使作物充分发育
,

因而使历年低产的尚地
,

出现空前丰产的奇足小
。

二
、

土壤改夏的方法与特点

廖道生同志对尚地土壤的改良方法
,

可以归钠为

三个主要特点
:

( 1) 软化上体
,

分层深耕 ; ( 2 )客土施

肥
,

熟化上壤 ; (3 )活于盯七上
,

提高肥力
。

上述这种改良措施
,

都是互相关联和互为因梁的
,

为了渝远方便
,

可概略的分为下列三个方面
:

( 1 ) 旱改水 忿是救化下层坚实土体 的有效指

施
,

根据这些地区上壤水分物理特点来看
,

完全依靠天

然雨水或短期灌溉
,

不易供拾足够的水分
· ,

因为水分不

易廖入下层
,

有时只沿裂隙漏水
。

但是在畏期泡水之

下使上壤保持对多水分时
,

水分郎可逐渐浚入坚硬的

上体
。

因此
,

在进行耕作改良的前一季(或前一年 )
,

把

旱地改成水田
,

使畏期池水
。

据廖道生同志的秉翌敏
,

释

过三个月左右
,

即可将坚实的狭柱肤磷造
,

吸水变软
,

为深耕乃根系向下发展创造了条件
。

但是为了避免长

期池水所产生的不良影响
,

通常在泡水后
,

改种旱作
。

( 2) 施用客土
,

分层糊已
,

熟化土壤 耕翻时施用

沙
_

L以改良钻重土壤的物理性贸
。

廖3百生同志以沙贸

拾土代替沙土
,

配合有机肥料及部分J虫效肥料
,

分层排

入七 中
,

既当纂肥又充改良剂
。

前后共加入沙鬓倍土

及各种有机肥料 86 0 余担
。

第一次在耕第二遍时混入

18 0担沙贫踏土
。

第二次在耕第三享河时施人堆肥厩肥

23 0 担
,

利用前犁后套
,

拌入上中
,

深豹 4一了寸
。

第三

次在耕第四遍时
,

施人 80 担牛捕粪和部分骨粉及对磷

酸钙
,

深钓 3
一` 6 寸

。

在作物生畏初期又精合除草分肌

施用沙胃踏土和牛横粪混合肥 3 70 担
,

充分与表土混

匀
,

既可保持土温又可防止表上耀东占
。

通过这些措施后
,

使土壤物理性矍得到改良
,

土壤

疏松
,

通气
,

保水能力和生物活动增强
,

加快土壤熟化
,

提高上壤肥力
。

( 3) 交叉耕作
,

晒坚深耕 在土体秋化的基础上
夕

利用交叉耕作
,

逐次深耕
,

活化底士
,

加深耕作层
。

例

如第一次横辈直耙
,

第二次就直犁横耙
,

使上壤犁透
,

耕翻彻底
,

深耕时恨据土壤软化程度和拼畜的能力
,

采

用遂次深讲
,

每次加深 1
.

5一 2寸左右
。

深耕均在收获

后立部进行
。

每拼一次后
,

进行 8一 15 天的曝晒
,

使爵

出的上充分风化
。

一般浅耕时
,

曝 晒的 时简可短些
,

耕得愈深
,

曝晒时周愈纂
。

翻出的上常因粘重而呈左

夔状
,

耕后应将大上块耙碎或敲碎
,

使成小垫
,

在太阳

光下充分曝晒
,

却所裂
`
,’ J

、

炕垫
” ,

以促进上壤活化
,

释
放有效植物养分

,

如磷
、

钾肥等
。

怒
“

小饮堡
”

松碎后的

土壤
,

在下一次拼翻前
,

混施入各种有机肥
、

砂土或矿

物肥料
,

并混和均匀
,

同时把底部生上翻上
,

稽擅使
二七

壤松碎和熟化
。

通常在播种前翻
二

翻四次
,

第一次浅排

tKJ 3 寸
,

借以保墒
。

第二
、

三次进行深耕
,

最后一次在

接近播种期进行
。

所以
,

深度要求比第三次浅些
,

防止

底士被翻出影响出苗
。

这些拼作改良和熟化措施大多

在播种前进行
,

收获后在原有的基础上
,

秘健藏进行深
翻熟化

,

如此翘讨 2一 3 年后
,

即可使松软的讲作层由

2一 3 寸增加至 1一 1
.

2 尺
。

同时使粘重坚实的土体
,

逐

渐熟化
,

使夕寄薄的上壤向着肥沃的士壤方向发展
。

三
、

丘陵地粘胃土攘的改夏惫晃

廖道生同志在岗地获得丰产的握醚拾江汉平原中

部地区大面积丘陵地上粘臂土壤的改良指出明确的方

向
。

事实靓明
,

任何痔薄低劣的土壤
,

只要积极改良
,

就可逐渐变为肥沃
。

讨去的尚地和丘陵多被荒魔或生

产极低
。

我们相信在党的倾导下
,

在劳动人民的辛勤

劳动下
,

江汉平原的岗地将迅速改变对去的面貌
,

成为

湖北的富酷粮仓
。

根据总精握敲的体会
,

对丘陵区粘贾上壤的改良

利用
,

提出初步意见
,

供大家参考
。

( l) 丘陵水利化
:

江汉平原的雨量虽多
,

但分布

不均
,

特别在低悉爱丘陵地区
,

水分因素限制农岁髦生产介

现象十分显著
。

要解决士壤改良利用尚题
,

首先要解

决丘陵水利化
。

襄阳尊区曹在
_

丘陵地区进行长霹拈瓜

(
`

:[棘第 26 真 )



来源鞍易
,

一般多用作底肥
,

每亩施用 文口口一 2 00 斤
,

用

后对产量有显著提高
。

据安陆县巡店乡五星社反 映
,

施用石灰与不施用石灰产量相差一半
,

可是不能每年

施用
,

施多了会产生 七壤板精乏具象
。

兼用石灰的作用
,

据农民挽
:

石灰能吸水放热
,

加

速腐熟椽肥
,

杀虫
,

减少田简杂草
,

在一乡若程度上还起

松上柞拥刁
。

由于石灰企各地来源不同
,

而且用量大
,
因此受到

限制
。

如果用硫酸耸代替石膏
,

一般效果也很好
。

.3 晒田 (或烤田 )
:

有些地区反映靛
:

石膏和硫

酸敛的作用都不大
,

唯有平晒田
”

有效
。

方法是在插秧

后 10 一 1 5 夫不返青时浪口放水晒田乡数天后
,

表士开始

发生翻小龟裂
,

再行灌永 ;
、

这样可使秧苗返青 (同时也

可施用草木灰石灰等 )
。

-

据脱这种方法的效果最好
,

而且筒便易行
,

但有言乍

多闲难
,

不能普遍采用
。

首先因为本地区在水刹条件

上比鞍差
,

水稻在抽穗和插秧期正值缺水季节
,

因此在

秧苗返青前 (特刘是早稻 )不敢放水
。

有个邪地方水扫卜

不干 (陷泥田 )或者发生冷浸不是整块 田地而是局部

的
,

因此也就不便子放水晒田
。

这些都是不利于晒田

法推 广的原因
。

关于晒田的作用
,

我们韶为主要是提高土温
,

加强

好气微生物的分解
,

使酒在肥力蒋变为可抬性态
。
同

时有利于水稻萦根和后期生异
。

除上述的一些方法以外
,

亦有采用牛粪燥土和开

挖排水满的
。

所有这些方法
,

都不外乎是意图达到排

除积水
、

提高上温
、

改善养分供抬肤祝借以改良冷浸的

目的

(五 )改夏摧施的初步誓见

根据冷浸的类型和它的发生原因
,

我们忽为改良
“
冷浸田

”
的关键在于提高水浇

、
上温

,

加强好气性微生

物活动
,

加速有机鹭的分解
,

以满足作物生妄期对养分

的需要
。

对于积水简题的解决
,

全县在灌排系抚上应作就

一安排
,

目前可在强度
“

冷浸田
”
的田廷上

,

开挖排水厄蒲

(水港深度初浸水的大刁
、

而完
,

一般 50 一」00 座米只图
4 )截住由岩石裂隙或地下上浸的低温水

,

并同用以相仁

除田中多余水分
,

和防止往下部冲田灌水时由田中过

水的现象
。

图 4 冷浸田排永清殷置截面图

在排除和截流岩石裂陈水的基础上
,

同时桔合以

上介叙王的几种有效改良措施
,

并应加强农圣装技术和田

简管理工作 (灌水技术等 )
。

根据不同地区
、

不同冷浸

程度
、

以不同的粽合宇替施进行改良工作
,

是能够遂癫改

变
“

冷浸田
”
为高产田的

。

“
冷浸田” 排水后

,

可使部分冬水田 (或称白田 ) 改

为一年二熟
,

提高复种指数
,

增加产量
。

(上接第肚 真 )

式的水利措施
,

如整山开渠
、

沿河筑练
、

节节栩蓄 `上邃

下堵
、

利用理流
_

逢冲筑康
、

河库相还
,

康戮蓬相通共鬓塘

相接
、

忙时灌田
、

阴时澳厦塘等
。

都是解决丘陵地区永利

化的宝竟粳脸
。

( 2) 坡地刁势田化
:

丘陵地区多是波肤起伏的地

形
,

有些地区在开荒时
,

采用顺坡开垦的方式
,

` 到雨

季
,

发生强烈的水上流失
,

甚至 ;垂作物都被冲走
,

希望

能根据坡地的异短
,

坡度大小
,

分成几机
,

修筑梯田
。

尚 攀侈牛谬
,

加缪替导 丘陵地区上壤的共同

特点是坚实粘重而耕层极薄
,

要改迭这些性寮
,

须进行

深讲熟化以提高肥力
。

针对这些地区上壤自明寺点
,

先

应促使上体救化
,

为各种改良措施准备条件
。

可根据

各地李淋情祝
,

把旱地
、

荒地先改为水早!}扁作
,

俊上壤

刻比 lJ一定程度后
,

可以进一步朵用珠翻猪施
·

改彝
过程申可以拮合水利和劳力条件

,

采取先易后难和先

耕地后荒地的原则
,

分期进行
口

砰 ) 水田深翻
:

丘陵地区的粘矍谷地大多长期种

.

邵
·

植水稻
,

土壤熟了既呈度较高
,

水文条件亦较好
,

但因妥

期耕作
,

表层以下怒常出现一层坚实的犁底层
,

影响上

壤水分运行和植物根系活动 ; 在高丘地区的谷地水自

中
,

普遍存在冷浸现象
,

希望根据地区和上壤具体条件

参考焉国义深翻法
,

广泛开展言式输
,

以便进一步挖掘丰

产潜力
。

伶 ) 冬甲铸食措苹
,

和浮手等摹华
:

黝
别注意

粽合改良措施
,

深讲应桔合拌沙和施用有机鸳肥料
,

以

改善土壤物理性宵
,

提高土壤通气性及持水保肥能办

而促进生物活动
,

迅速提高上壤肥力
。

豁多现象表明

曳砂引有增加上壤物臂移行迅速提高上壤肥力的作用
。

施肥应根据上壤性霄和肥料种类作合理的安排
,

以便

充分发挥肥效
。

( 6) 开辟肥源
,

种植撇肥作物沐吐用地方条件发展

牛恻少本区上壤肥力较件
,

氮素尤感缺乏
,

最好利用

耳科作物
,

增加固氮能力
,

增进上酬巴力
,

并利用徐肥
,

补充有机肥料的不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