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
、

谋山黑黄上
、

石清黑杠土
、

小黄土
、

石浚黑土
、

石

液杠胶士等略带粘性的土壤
,

但要求==f 层略为厚一些
。

高塞山地
,

土层膺薄
、

石清层厚
、

紧实而干旱的死黄土
,

根系不易下扎
,

可以暂不发展
,

代之以其他生活力更强

的山杏或松柏用材林更为合适
。

至于土层深厚的大黄

土
,

在山区分布不多
,

种植粮贪作物更为恰当
。
为保征

幼苗的生长
、

发育
,

免受冲失
,

最好种植在半阴半阳的

坡地与山谷地
,

并将山沟坡辟为等高梯田或焦鳞式梯

埂进行种植
。

叫股行株距可为 6 x s 米
,

而在原梯田

发展者
,

可适当加宽为 8
`

只 10 米
。

攻庄老农的挺级每

亩以种 8 株为宜
。

为合理利用士地
,

可于幼树行简种

植薯类
、

谷子
、

花生等欧捍作物
。

但必须在树苗四周留

一大豹方囿 2 米的空地
,

以便除草
、

施肥及灌水
,

同时

亦避免作物矢大后与树苗争夺养分
。

成年核桃树冠稠

密
,

树下阴阴
,

因而宜种植早熟耐阴作物 `如早谷等 )
,

当谷子已处于幼苗发育时期
,

核桃才开始萌动发芽
,

这

样就避免了阴阴而达到相互洞剂
,

既收粮良又有利于

核桃的生长
。

茶 园 土 壤 的 利 用 与 改 良

何丈通 阮兆明 陈 丈
(福建南平专署农勘队 )

简北地区茶叶生产具有悠久的历史
,

是我国主耍

产茶区之一
,

尤以崇安武夷山山区所产的茶叶
,

在国内

外享有极高的声誉
。

解放前茶园荒黛
,

茶叶产量降低
,

更歌不上什么改良 ;解放后在党的镇导下
.

采取一系列

改泉士壤与粽合利用的措施
,

使茶叶的质量与产量不

断提高
。

为了总桔茶农的改良土缝与利用的宝 青 樱

毅
,

特将简北茶园土壤的利用与改良舰墩介招如下
,

以

供茶区攀众改土的 参考
。

一
、

俄好水上保持工作

阴北茶园都分布在山坡地带
,

同时雨量充沛
,

暴雨
`

较多
,

地表迎流大
,

自然植被到除后山地易于引起侵

触
,
因此

,

草众对于茶园水土保持工作十分重祝
,

也创

造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

如留树保上
、

建立茶坛
、

梯田等
。

现介韶如下 :

1
.

留树保土: 茶园初建时
,

留下部分树术
,

在林简

倒草
、

松上
、

开沟
,

种植茶树
,

侍幼苗长大后
,

砍去林木
,

逐年修好梯田
。

2
.

逐年开垦 : 如稀疏林地区
,

初期也不必全面开

星
,

先行部夯开垦
,

种好茶苗
,

以后茶树生长旺盛后
,

逐

年修筑梯田
。

3
.

修筑茶坛或梯田 : 在山坡地带先行修筑茶坛或

梯田后再种植茶树
。

茶坛一般是用方形的石块
,

按序

砌成人字形
,

其一面或二面靠山
,

大小由地势决定
。

梯

扭系按山地坡度的大小划为几个极梯
。

早整梯田 (由

内向外坦上 )
,

梯田的四周开好排水沟
,

防止水土冲刷
,

有利茶树生长
。

利用草皮们参建的茶坛比校简单
,

一般只用块状草

皮砌成坛状
,

修建方法及形式与石块茶坛相同
。

草皮

茶坛修筑比较省工
,

但利用年限此石块茶坛耍短得多
。

斗
.

等高种植
,

双行密植 :梯田与茶坛的修建以坡度

较大的山坡为宜
,

在坡度小的地区可以采用等高种植

与双行密植的方法
,

双行密植可充分利用地力
,

防出水

分蒸发
。

为了长远打算
,

最好修成梯田
,

开好排水沟与

整个排水系枕
。

,
.

蹄草 : 茶园铺草可以减少水分蒸发
,

杂草离烂可

以作肥料
,

如武夷公社黄柏大队丰产田
,

每亩铺草3 00

担左右
,

平均亩产 2
,

61 6
.

8斤
。

铺草能保持土壤湿渊
,

冬季又可防止冻害
,

还可防止冲刷
。

蹄草桔合中耕除

草疏松茶地
,

将茶树周围开一条环状小沟 (深 7一 8寸 )
,

近茶树基部可稍深些
,

将草铺于沟中 ; 近根部
,

一般每

丛用青草 10 斤
,

随刘随铺
,

下复泥土
。

辅草用花生藤
、

甘薯藤代替
,

同样取得好的效果
。

根据攀众握输
,

握过一次辣草后
,

秋茶产量有显著

提高
,

采摘率为春茶的科
.

9%
,

比未确草的茶园多采一

季 (一般秋茶不摘 )
。

崇安茶姗 1 9 5 7年每亩踊草 80 担
,

桔果杂草减少
,

产量提高
。

蹄草前亩产为 98 斤
,

确后亩

产 1 6 8斤
,

增产7 2 %
。

`
.

开沟排水 : 山地茶园与台地茶园
,

应开沟排洪
,

防正冲刷
,

保护茶树生长
。

二
、

某团窗作操化
,

饮豆土鉴利用

茶树行简空地
,

简种大豆
、

花生
、

椽肥等作物
,

可以

充分利用土地
,

又可墉加土壤肥力
,

防止水分蒸发
,

抑

制杂草生长
。

栽培豆科概肥可固定熟素
,

改善土壤姑

构
,
又能增加收入

,

提高茶叶产量
。

1 9 5 9年崇安茶场在



茶园内种植吧田荡 卜

肥沃
,

并且杂草减少
,

到 1 6 5 斤
。

、

猪屎豆等椽肥
,

土续变得疏松
、

茶叶的产量也由亩产 98 斤墉加

三
、

茶圃探用客土注改及上鉴

凡是土层皎浅或疥薄的土壤
,

为了加深上层
,

增加

士绒肥力
,

必须采用客土法进行改良
。

武夷公社天心

大队攀众熟为
,

茶园垠入山皮土或森林腐殖土都能取

得嘴产
。

每 3一 5 年左右挑施一次肥士
,

可以加厚茶园

土层
,

提高茶园土壤肥力
。

` 嘴受茶园每三年实行小客土一次
,

每丛加土 2一 3

担 ;每五年进行大客土
,

每丛加 5一 8担
。

武夷公社天心

大队茶园
, 1 9 5 6一 1 9 5 9 年亩产毛茶由 2斗。斤堵到 3 3 0

斤
。

在岩壁的部分茶坛
,

还有用岩石值上的草皮肥土

的 ; 在砂质上的茶园
,

以挑入黄壤为主
,

因茶叶需耍酸

深耕迟一个月的比早深耕的诚产 10 %
。

又据中国农业科学院茶科所崇安基点试蛾丰产茶

园一
一黄柏虎鼻岩 1

.

23 亩茶园 1 9 5 8 年 7月深耕 6一 7

寸
,

并在 10 月中旗土 3一 4 寸
,

1 9 5 9 年春茶亩产 9 ”

斤
,

比 1 9 5 8年全年产量还高
。

武夷山茶农还育
`

挖山” 与“ 旗山” 的深耕方法
,

当

3 月春茶采收后
,

把茶丛附近的土壤挖深 1
.

5一 2 尺左

右
,

然后将土壤堆在茶丛四周呈环状
,

阱做
“
挖山” 。

夏

茶或秋茶采收后
.

又精合施肥
、

埙上
,

把原上复在茶丛

周围
,

哄做“ 旗山” 。

这种深耕方法容易拟伤根军
,

但武

夷山茶树年龄较老
,

根系多分布在土壤底层
,

深讲精合

施肥中耕锄草
,

能促进士壤熟化
,

加速养分的分解
,

还

可消减杂草
,

防止病虫害
。

沪 性的土壤
,

敏次垠土 2一 3寸
,

同时茶坛也要加高
。

四
、

茶圃难右深耕改瓦土鉴

1 95 8年简北茶农普翻实寸予架耕与早耕
,

老树深耕
,

`

幼龄茶树浅耕
。

深耕后土壤耀过风化晒白
,

士壤养分

与微生物的活动
,

以及水热状况都有所改变
,
因此

,

增

加了杭旱力
,

减少了病虫害
。

深耕应越早越好
,

茶农有
“ 七挖金

、

八挖跟” 之靛
。

据武夷天心茶农邹云福樱睑
,

五
、

茶国施用有机箕肥料饮及土壤

几干年来茶农敲为增施肥料是取得茶叶咐产的主

耍惜施
,

茶农流行的歌言岛是“ 人不吃颇难挑租
,

茶不施

肥增产难” 。

茶树的生长需要佩
、

磷
、

钾肥分的不断供

抬
,

据武夷茶区与崇安茶锡材料
,

茶园常用的肥料有草

皮灰
、

人粪尿
、

肥田粉
、

菜饼
、

油饼
、

过磷酸钙
、

牛粪
、

猪

粪
、

糠肥等
。

茶农的施肥方法是绝施有机肥料
,

重施落

肥
,

分期多次施追肥
。

茶园土必镇采取粽 合措施
,

保持

水士
、

防止流央
、

深耕施肥等其他重耍管理技术
,

才能

提高茶叶的产量与盾量
。

r上接第 2弓直 )

以上两种肥料用法一致
,

即每斤兑水 50 一 80 斤左

右
,

待浸泡 8一” 小时后去渣汁用雾喷器喷洒于叶片

上
,

每苗用 8一 10 斤
。

第三种 原料配制 : 稍老水 15 %
、

石膏 5 %
、

草术

灰 18 %
、

过磷酸钙 8%
、

石灰 1%
、

袖土 35 %
。

制造方法 :将石膏和草木灰栩碎成粉末
,

再将上述

原料混合均匀郎成
。

每亩撒施 50 一 150 斤
。

第四种 原料配制 : 黄速 20 %
、

管仲 2
.

5%
、

首扁
2 5%

、

陈皮 2 5 %
、

木瓜 5%
。

制造方法 : 将上述材来黯干磨成粉末
,

充分漫合

郎成
。

用时配成 。
.

1一 0
.

2 % 的浓度啃雾或 泼于 基

部
,

此种肥料不仅能防止倒伏
,

而且有刺激生长的作

用
。

娜五种 喷射 。
,

5一1 %的小苏打液
。

第六种 原料配制 : 硝老水 15 %
、

干畜粪 20 %
、

过 磷酸钙 5%
、

草木灰 20 %
、

千 足 泥 15 %
、

袖土

2 5 %
o

制造方法 :将上远原料充分拌合均匀
,

用时撒于签

部
,

每亩 10 。 斤左右
。

施用抗倒伏肥料应注慧的事填

1
.

除第四种外
,

其他五种肥料的吸湿性都很强
,

因此在胜存时耍放于阴凉干燥的地方
,

以巡潮解
,

担失

肥效
。

2
.

第一
、

第二两种肥料属于盐碱性
,

不宜撒施墓

部 (最好喷洒 )
,

以免揖害作物枝叶
。

3
.

施用量应根据熟区气温
、

上壤
、

水分
、

酸碱度的

乓休条件
,

适当加以伸精
。

以上几种肥料所以能使作物抗倒伏
,

其原因在于

这几种肥料中含有植物所需要的磷
、

钾
、

硼
、

族
、

锰等主

要元素与丰富的微量元素
。

钾可促进推份束的发育
,

使角盾袖胞加厚
,

并促使朝皮部的输导推管束 发 育
。

娱是植物叶徐素所必须的元素
,

还能影响磷在植物体

内的林化和刺激酶的作用
。

硼可使碳水化合物对根系

的充分供应
,

促进根系发达和邃稗健壮
,

不易倒伏
。

锰

可以减低酸度
。

一般有二种倒伏现象
,

一种是从根部
,

一种是从茎部
,

而以上这些肥料除促使作物正常发育

生长外
,

还能够促进根系的发达和董程的粗壮
,

因而可

以防止作物的倒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