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粗过一年的整风运动
,

我俏初步批牟J了土壤科学

的资产阶青汲研究方向和方法
,

遵循搐党的指示
,

本所

工作祖于主弱 8 年 9 月初到孝 感县向创造高额丰产的

农民草众学习丰产耀篇灸
,

其中特别是深耕深翻和施肥

方面的释脸
。

雨个多月以来
,

在孝感各极党委的翎导

与关怀下
,

我俐采取从简题 (深拚课翻
、

施肥 )出发
,

先后到孝感县较先进的五个区干个农多拿社学习农民创

造丰产的各项翘撇
,

井虞撬简题
,

欢察研究了 1 00 余

块田的上壤施肥
,

以及水稻的根系和地上部分情祝
。

现将我们在这些简拓签上的学习收获
,

筒翠汇报如下
。

(一 )深耕的惫义和重耍性
`

深耕已被列为农巢丰产中的宪法之一
,

在今年农

巢大丰收的实践中已耙完全靓明了深耕在增产上的亘

大作用
。

现分述如下
:

(l ) 沙之耕使土壤能容舫更多的养分
,

为大量施用

肥料提供了可能 , 大家知道
,

欲使作物丰产 , 必须施

用更多的肥料
,

但在浅讲情祝下
,

肥料施用量过大
,

将使耕层土壤
百
1犷养分的嫂度过高

,

从而对作物的生技

发育产生不良的影响
,

翰常见的现夔飞是禾苗烧死或因

倒伏而致减产
。

深翻精合分层旅肥
,

既使耕层中含有

作物所需要的大量养分
,

又避免了因养分喂度拉高而

使作物受伤
,

才芍妙的解决了上述矛盾
。

例如
,

可斗名昆察到
,

在同` 块田地上
,

在上缓
、

施肥
、

田简管理等完全相同的条件下
,

浅耕田块上的

水稻倒伏而深翻于者不倒伏
,

二者的农艺性状亦有显著

的差glJ (表 1 )
。

还 可 以看到
,

雨块耕层深度不同的

田
,

尽都巴料施用量差吴悬殊
,

但在深耕田施肥多水

稻不倒伏
,

浇拚田虽施肥少却反而倒伏 (表 2 )
。

(2 ) 深耕提高了土壤的保水能力
:

深甘卜后
,

紧实

土块变松碎
,

孔隙增多
,

因而可保存j胶多的水分 ; 在

干早季节
,

深翻所造成的松上层
,

其蒸发作用较之浅

耕地的紧实上层为小
,

一

因此蓉蹄卜地翰傻耕地保水能力

强
。

例如
,

在深浅耕鲤重肥对此熟髓田中
,

耀过同一

千早时期以后
,

浇耕田中的水稻
,

无渝是冬至肥
、

中肥

或重肥区告教探斜卜田中的水稻早象更为严重 (表 3 )
。

(3 ) 深拼为作物根系提供了更广大和良好的活劲

伤所
,

根系得以发育得更健旺
:

嗜耙戛有人豁为水稻是
“
沸根作物

,

、 并以此作为稻田不需要深彭卜自护理输
”根

表 1 耕层课度与倒伏的关系

耕层深度 (厘米 )
.

2 0 (由号
一 1韶 )

倒伏时期
-

空壳率万

草重 /籽粒重

14 (田号
一
54 )

9 月2 2 日大部
1 0月 1 4 日全部

工0月1 4 日

巧
。

1 6

*
系水稻取割后的板田深度 〔剖面观察深座 )

,

~ 般板

田深度乘上系数 1
.

2一 .1 8等于深耕时浮土厚度
。

以

下均同此
。

耕层深度

基 肥

追 肥

总 肥

倒伏时期

空壳率多

草重 /籽粒熏

邓邓 (田号
一1 3 2 ))) 灯 (国号

一 13 5 )))

NNNNN P
Z O 。。

K
:
000 NNN 护 2 0 ::: K o OOO

斤斤 /亩亩 斤 /亩亩 斤 /亩亩 斤 /亩亩 斤 /亩亩 斤 /亩亩
。。。

.

18 ! 3 8
,

0 4 } 16
.

0666

一一 } 3 4
`
0 ! 丘7

.

555

999 5
.

1 8 } 竹
.

0 41 8 3
。
5 666

未未倒伏伏

666
。

石999

111
。

6 000

·

表 3 深灌耕田保水能力的比被

(19 58 牟 6 月盯 日田水千捆
,

7 月 3 日观察 )

1110蹂

耀耀11100 不叶片卷舫
,

其其
中中 1。形叶片枯黄黄

11100 写叶片卷德启
,

其其
中中 3万 叶片枯黄黄

据
。

这是一种完全错挨的看法
。

他俏抛雍了生物与其

周圃环境条件是个扰
一
一体的原理

,

而为表面所迷惑
。

其实
,

水稻根系浅乃是由于 落后
。

的农多划支术手部邑所

致
,

一方面耕层侥及耕层下紧央的犁底层或者是心土

的不良物理
、

化学性肤严重阴碍根系的向卞伸夏
; 男

方面稀植为根系富集多层提供了可能
。



科趋势愈为明显演 )4
。

表 4 耕层深度与根系发育的关系

(深渔耕对比拭歌 )
`

根思量
*

各土层中根的
仁沾总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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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翻士地以总排除了水稻根素向下伸是的障碍
,

戴猫井
…游段
}粼戴麟淤
~ 吵念霭撇箭撬臀咖

尉蠢扁稻田的滦耕滦度

,
。邓卿 7。厘米汪体内的根氢

弃燕荞
即库米郎为紧实黎底层自卿面中

,

我仍看到
,

捉系向

醛晃羔:鲤薰然筑孵
界阻实受层紧

f
韶

i嵘薰黔薰警蒸黑岌

)续解篡答祥睽
这是一
姗

的工作
,

也是一项艰宜而极叛大的

毛

米 令耕层
,

疏松
。

。耕层与底层乡
此向下舒妇受肠

面
,

根系至

厘来令犁底层
,

图 王 土缓性状与稻根伸展情况
-

其他如紧实的铁贸淀积层
,

拼根白饿育亦产生同

样白邮且碍作用
。

上 层鬓地对根的发育也有显答的影

响
。

我们的主应城县春光社几块深翻田巾看到稻根主要

权蠢分布 i案度小于深拼深罐的实况
,

在粉侈之了妞些土

壤的一般农化性肤后
,

我卿得到这样一种印象
:

看来

土壤中粘粒 ( < .0 00 1 毫米 )含量达到 3 5呱左右时
,

可

能对根系的发育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

从乏晃在我护g所有的这些田块的杉淞机成和农梁化
学性肤分析瓷料来看

,

可以郎为
,

高度发育的药漪背层

或 t暨育层主要由于共养步扮决乏和氧化还原电位低角了不

适于根系的发育
。

所有这分切爵明
,

土壤性肤和根系发育有嗜密切

关系
。

因此
,

当我们欲通过

肤祝来确定根系发育所需要

研究水稻权系的剖属西分布

的深耕i架度时
,
必 ;真老虑

洋蒸粼熬i撰鬓



币的奔分状况
,

通常对根系发育产生网幸方面的影响
。

一是根的总量
,

一是根白蟾日面特征
。

研究其他因子完全相同
、

施吧量不同的田块中根

系发育的情毛兄时
,

可以看到施肥量愈多
,

根系发育愈

旺
,

表现在总根量的增多 ; 同时
,

施肥量多者其底层

土壤中 (3 0一巧 O厘米 )根量 (无渝是相对含量或箱对含

量 )均 l徽方主肥量少者显著增多 (表 5 )
。

表 5 养分状况与根系发育的关系

总根

量
* * *

(克 )

邓票~

竺生胜竺里止二

耕层度深施肥量

J

绷
eses

握肥
*

暇肥
特术

1 7

1 7

!
一̀召ún压巴石一60

é一

* *

牢牢 半

塘泥 2
,
0 0 0 担 /亩

,

豆爵 1 0 0

塘泥 4, 0 00 担 /亩
,

豆自卜忍oo黑}
追肥“

·

30 K 30 >< 50 厘米
3
土体中的根量

。

(4 ) 密植和水稻根系发育的关系
:

作物根系有其

必需的倡砂荞面积
,

以便有效地吸收养分和水分
,

根系

愈发达
,

共营养面积愈大
,

作物将可获得充分白勺养分

和水分供应
。

在稀衣酬脊祝下
,

根系可在表土层横向发

展
,

这样来保靓其所需要的营养面积
,

所以密植程度

不同
,

必将导致根系分布肤祝的不同
。

田简根系剖面分布观察的籍果靓明
,

在奥他各种

因子相同的条件
一

F
,

密植程度较大者
,

其下部
二七层中

桩醚戛略较多
,

主要根薰蜚的分布亦略深
,

例如队龙区攀

盆社稀密植对比拭脸田中
,

密植 (2
·

3 又 3
·

5 寸 ) 的主

要极
二

葵分布深度 (遵3 厘米 ) 较稀植 (4 X 7 寸 )者 ( 32 厘

米 )深 10 厘米
。 、

测定不同密棺田中水稻根量的箱果表明
,

密植程

度增大后
,

由于 O一功 厘米的空固一定
,

不能容把更

多的根量
,

翠位枢株欲保 持井扩大其很系的营养面

积
,

必填向下部土层仲畏
,

因而 0一 10 厘米土层 中权

的相对含量减低
,

而 0] 一2 0 厘米上层中无渝艇对含量

或相对含量均较稀植者显著增高 (表娜
。

表 6 密硫与根系发育的关系

总根量

密 度

各土层 中根系分布
才

1,8况
〔沾总根量的劣 )

(克 ) 0一 1 0 }10一 2 0卜O一 3 0卜
硬,一 3 7

睁
7一“ 。

1

1
1
11!
sese

8
幻̀n曰九卜

7 5士88

穴 /亩
匀2

.

5 1 1
。

习0 { 8

1 1 9习6 6

火 /亩
2 4

。

1 忍8
。

2 6 1 3

从上述各个影响水稻根系发育的因子白铸考斋中
,

可以看到
,

随措深移卜
、

增施肥料和密植
,

水稻根系发

育的总趋势是
:
总根量显著增多

,

各上层中的根量亦

增多
,

主要恨叠蜚的分布深度加深
,

根系的剖面分布特

征有了较大的改变
,

O一 10 匣米土层根的相对数量降

低
,

10 一2。 厘米上层中的相对数量增高
。

所有这一切能明
,

水稻的根系发育制的于环境因

子
,

制钓于农亥擎技术措施
,

水不舀是
“
浅根作物

”
的

“
理

流
”

应当彻底揭秦
。

(三 )水稻田的生土熟弓调题
_

深翻上地中
,

生 上熟化
,

特别是水稻田的生上熟

化
,

密切关系歹窿爹深耕措施效力的发挥
。

由于水稻土形

成过程的发展
,
·

水稻上剖面的下部往往养分食步背
,

矿

物遭受严重破坏
,

一方面是跌锰等大量游离释出
,

另

方面是铁枯核或铁篓熟定积层的形成
,

造成不良的物理

性状
,

总之
,

肥力很低
。

在孝感县主要几个水稻产区内
,

除队龙 区 (可能

还有龙店和祝站 )一部分湖底戈挺泥上发育的水稻土外
夕

火部分水稻田上壤
,

表层以下各上层中有机臂含量一

股在:0
.

3 1一 0
.

邵%之朋
,

全氮—
0

.

肚 5一 .0 0 47 拓
,

有机磷量—
0

.

01 一0
.

04 %
。

除一部分新冲积物上发

育的水稻上外
,

一般在 20 一 3 0
’

厘 米以下均有灰色程

度不等的土层 (中度到强度 i凳早爹层
,

或派瞥育层 o) 可晃
,

不将这些生土熟化
,

就不能建立深厚的肥沃耕作层
,

就不能使水稻根系瞬育良好
,

也就不可能使水稻获得

高额产量
。

同时
一

也可以看到
,

这些生土的熟化是一件

十分辣手的阁题
,

这点正是极刁
、 、

部分人对深耕存在顾

虑的所在
,

同时也就是
“

耕层只能遂年加深
”
这一

“
理

渝
”

的根据
。

其实
,

深耕本身正是使生 土 熟化 的有效手段之

一
,

广大农民采用深斜}桔合增施肥料井运用一系列耕

作措施成功的将生士变成了熟上
,

把原仅为 14 1耳乙米左

右的耕作层变成了厚达邓` 4 2 厘米的肥沃耕作层
。

( 1) 砂是翻后土壤农巢化 学性 肤的改变
:

深讲以

后
,

除了耕作层加厚外
,

原来的生土 (坯土 )也发生了

互大的变化专其中有机胃 增加 了 。汤一1
.

4%
,

全氮

量增加了 .0 02 1一。
.

0邪拓
,

有机 磷增加了 0
.

030 一

。
.

04 7形
,

代换量增高了 1
.

8一2
.

5 毫当量 / 100 克上
。

值得注意的是
:

深耕桔合增施月叶斗
,

还对新耕作

层下的上壤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

由于承受上层淋洗卜下

来的物震
,

新耕作层下面的土层中有机箕增加了 .0 18

一0
.

4形
,

全氮噜加 了 .0 0 07 一0
.

0 18 %
,

有机磷增加

了构 0
.

01%
。

( 2 ) 上缀生物活动性的改变
:

深耕以后
,

上壤疏

松
,

物理肤祝改善
,

同时由子肥料的施入
,

提供了微

生物的能源物贾
,

因而新加课的耕作层中微生物的活

回
1

1
1

钊一!叫l叫
es
.

此外
,

应当魏明
, 、
昆种的不同

,

其积系的分布状

祝亦略有不同
。



动性天大李鲁加
_

毫枷睐的爵作房中釉菌
、

屑蓖 固氨

滚萝

分
凰 ~ 次熟化

,

哟原则了
。 _ _

_

二

一
几

们把半了熬县)L种主要类型的水稻土分为介珍几规
:

鑫孰{{潍群瀑
斌戮黔黔{

…

黑淤敲寄瘪雳蟾箭黯华恕
薰撰淤…摹缴瘾{

巍撬熟…
兴区弘社

,

花允区熟 社等地告有分布为 `3 )沿河的

新冲积物箩瓢典娜
的哪么

- -

\ 一

i藻嚣淤;鹭

毒簇)
霎霎霎黔

层 (肯
趣耀志 臃鑫解

犷薰奢巍黔:薰愁摧l}薰薰
一

慧至爵票黯踩赢聚馨纂工藏篡
样方法深龄白饰肥水乎弃翔30 纸 如施肥量达到 3声。。

担堆肥 (其中有机爆缓含量在 3拓以上 )
。

lnJ 可以一次将

至
今霸黔琴恶缪纂黑嚣篡寡翠暴
湍盆黑粱馨纂誓粼踩罄装少
施用有机肥料是变生出为熟王的最有效措施

,

俄

橙薰翼黑骤蕙黔漱
优量的提高而相应减少

。

法

漂至痣耀票黔鼎聋黔
鑫粼瓤裴鳄尹斋瞥雍簇溉黯
赢琴{{里霎瓤羹势豁蕊裂…攀鬓益锰裘

_

黔蕊洪骡)翼〕瀚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