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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每夫需要排出大量的生活污水 (如畜房
、

理

发
、

打扫厕所等胜水 )和工业废水 (工厂
、

矿山排出的月生

水 )
,

这些脏水往往被敲为有毒而不加利用
,

把大部分

的污水和废水都排人小清河
,

使小倩河变成
“
臭水河 ,’,

污染了河道
,

影响居民的钦水和环境卫生
。

1 9 5 , 年济

南市北园人民公社和西郊人民公社的部分生产队
,

为

了拾救作物
,

减樱早隐
,

对污水灌溉农由进行小面积的

孰输
,

效果很好
,
用污水浇灌的作物生长茁壮

,

产量比

未浇污水的提高 50 一的% 左右
,

有的高达 1一 2 倍
。

利用污水灌溉农 田对保靓郊区农业生 产 更大 跃

进
,

增产更多的蔬菜
、

粮贪
,

叔女援社会主 义建教有重

大的意义
。

现将污水使用握输介招如下 :

水口地方
,

各筑一条挡硬
,

以诚援池内水流速度
,

芝洋
混在污水中的污泥和有毒物盾

,

就可以很快地沉淀下

来
。
一般在池内握 3一。 小时的沉淀后

,

就可以排出灌

溉农田
。

沉淀池底层的污泥
,

必须每隔 斗一 7天挖一

次
,

否则影响沉淀池的容水量 ; 取出来的污泥
,

除可以
.

作肥料外
,

还可以生产沼气和提取油类
、

推生素
、

抗菌

素
、

塑料等黄重物盾
。

如果条件荞可
,

沉淀池可用水泥

或砖砌成
,

盆样可以提高沉淀池利用年限
。 、

’

污水虽握沉淀处理后
,

其污泥与有毒物质仍然相

当多
,

为了减少又时乍物的危害 ,应当用清水稀释后再灌

溉农田
。

板据农民耀麟 : 黑色的污水浓度最高
,

应稀释

到棕黄色或更晚一些
,
一般污水和清水混 合 比例为

1 :1 或 1 : 2
。

一
、

污水 的 处 理

由于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来源复杂
,

里面混有病

菌
、

寄生虫卵和有毒物质
,

不仅影响了作物生长
,

而旦

妨碍环境卫生和人民身体健康
,

特别是工业废水含有

有毒物质较多
,

如果使用不当
,

容易引起土壤险质变

坏
,
限制了士壤潜在肥力的发挥

,

伤害作物根部
,

影响

产量
。

因此
,

在利用污水厂特别是工业废水 )灌溉放 田

前
,

必镇加以处理
,

才能使用
。

济南郊区人民公社多朵

用
“
土沉淀池

, ’

的办法来处理
。 “ 土沉淀池

”
(图 1 )的地

点
,

一般在向阳
、

地势校高的地方
,

挖一个 6 尺左右深

的大池 (大小可根据护亏水量而定夕
,

在池的进水 口和排

二
、

污水豹优越性及其使用技术

图 1 土沈淀池示意图
、

生活污水和无害主业废水
,

几乎对所有大田作物

和蔬菜都适宜使用
,

同时一年画季都育酥红用
,

在冬季可

以利用污水来
二

多灌春茬地
,

以保蓄充夯的水分和养分
-

保征来年春播作物全篆中所需要的水分和养分
。

污水除了充分供胎作物生关中所需耍的水分外
,

、

还含有丰富的作物所需的各种养分
,

根据历次水质养

分侧定
,

污水和废水中平均含氮豹 7 3 毫克 /升
、

磷
、

抖

毫克 /升
、

钾 , 毫克 /升
,

郎一万公方的污水中阶含养

分相当于 、
.

。吨化学肥料
。

污水中有大量的有机酸
、

无机酸
,

能促进士壤中矿物盾的溶解
,

增加土壤中的养

分
,

有机厦的芬解又嗜加了土壤腐殖盾含量
,

促进士套羞

团粒桔构的形成
。

提高了士壤保水保肥能力
。

另外
,

污

水中的有机质使上蝮颜色变深
,

增强土壤吸热性
。

另

一方面使士壤比热减小
,

传热减弱
,

促进主壤盐类和有

机质的分解和溶解
,

喻强植物吸收养分的作用
。

一般

来歌
,

污永灌溉
,

均应掌握苗期水小
、

后期水大的原只乳

现将几种主要作物使用污水灌溉技术介貂如下 :

1
.

小麦 在播种前用双麟章深耕 ` 寸
,

耕前用污

水浇一次透水
,

施足底吧护在封冻前用污水浇一次族

水
,

以防陈害
,

到翌年春季用污水浇灌
,

供分典生长所

需要的水分和养分
。

到清明左右开始拔节时再浇一次

拔节水
。

在拔节到灌浆前不浇污水
,

攫免倒伏
,

开始灌

奖时又浇一次污水
,

供抬后期需耍
。

在小麦整个生头

. 2夕
.



期中共浇 , 次污水
,

们 2 60 公方
。 一

`

.2 玉米 玉米是耐肥耐水作物
,

利用污水灌溉对

提高产量有显著效果
,

北园公社 1夕,尽年夏王米除作到

深耕
、

施足底肥和适当密植外
,

在生长期简桔合中耕除

章
,

浇了 , 次污水
,

第一次在简苗前
,

第二次在定苗后
,

其他三次在出穗至成熟前使用
,

平均每东浇水量为 肋

公方
。

口
.3 水秘 根据水稻生关期筒需水量的不同

,

在浇

水中应掌握苗期小水
、

分栗和成熟期中水
、

孕穗前后

20 天左右大水的原则
,
一般在水栖生篆期简每隔 3一牛

天浇一次污水
,

每次每衅水量豹为 灯` 。“ 必方
。

斗
.

黄瓜 利用污水灌溉黄瓜是北园人民公社拭

睑成功的握输
,
过去孰为黄瓜灌污-kj 容易遭受病虫害

,

而祛社采用先以污水养瓜芽 f培养黄瓜苗 )
,

移栽后再

撇擅灌污水
,

浇 3一 4次污水换浇清水以控制铃篆
,

到

桔果期背共浇污水 1弓水(豹 巧。 公方 )o

5
.

大白菜 在定苗后就可扭用传水灌溉
,

但耍注

意初期小灌
,

到苗长到 7一 8 片叶时部可以勤灌多灌
,

一般每隔 “
巧 天浇污水一次

。

三
、

利用污水的几点注惫事填

1
.

工业废水因各工厂生产的品种不同
,

而污水的

性盾也有差异
,

同一个工厂的废水其性盾也不 稳 定
。

因此在利用中应多加注意
,

对污水性质应握常深入研

究分析
,

以适应农作物需要
。

2
.

利用污水灌溉农田
,

必须在作物施足底肥的基

础上
,

才能 显示出增产胜能
,

艳不能单越依靠污水来解

决作物所需要的养分
,
同时污水中 含氮蛟夸

,

磷
、

钾狡

少
,

易使作物贪青晚熟
,
因此

,
应熟适当配合磷

、

钾肥料

的施用
。

’
_

3
.

由于污水灌溉后田地里残留一些有毒物盾 和

有机分解产物
,

因此在用污永灌溉的地里劳动以后
,

要

用肥皂洗擦千净
,

以觅弓1起皮肤病和寄生虫病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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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磷 酸 羁 沾 秧 根 拭 验

袁 湘 源
(湖南召转阳专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

杠壤地区施用趁磷酸钙的增产效果已握肯定
。

但
由于施用方法不同

,

增产妙果差异很大
。

如何运用一种

新的有效施肥方法
,

使其发挥更大的墉产效果
,

是值得

研究的重要阴题
。

同时
,

也是土壤工作者的迫切任务
。

在党的领导下
,

我们走出实墩室
,

面向摹众
,

紧密

桔合生产搞科学研究
。

从生产中我俩解决了这 个 尚

题
。

叙壤地区施用过磷酸钙采用沾秋根的方法
,

增产

效果特别显著
,

是缸壤地区施用过磷酸钙的新途 径
。

我所 聪鞍山一片冷浸田
,

十年九不收
。

19 绍 年乎均亩

产坯只有 2。 。 斤左右
。

1。” 年对这一片冷浸田进行

了粽合改良
,

其中一镇重要措施郎过磷酸钙沾秧根
,

获

得特大丰产
。

朽 亩冷浸田亩产 劳石 斤
,

比 1 , , 8年熔

产二倍多
,

有一亩高产田达 93 公斤
,

产量翻了四番
。

’

我所霄对沾秧根与不沾秧根进行对比款漩
,

沾秧

祖田的施肥处理 : 氮亩用 30 斤冠磷酸钙沾秧根声
。 担

火土灰裹莞
, 1 ,

00 p 斤人粪尿在耕田时撒施
, 3 。 斤硫酸

表 1 座

铁插秧时撒施 ;对调的施肥与一月全同
。

籍果
,

过磷酸钙

沽秧根的禾苗
,

插后一直青徐
,

无翻黄现象
,

而对照田

插后 1 8天才回青
。

以后
,

生矢情况部奴过磷酸钙沾侠

根的处理为好 ;井提早 2 。天收获
,

噜产 2
.

乡倍 (表 1 )
。

过磷酸钙沾秧根
,

获得丰产的原因是: (对冷浸田

中含磷极少
,

根据分析
,

速效磷只能看妻叮一点痕跻
。

拄

磷酸钙是速效磷肥
,

用来沾秋根
,

达到了集中施用的月

的
,

因而充分满足了作物生长对磷肥的需要
。

( 2 )过磷

酸钙沾秋根
,

能显著提高土温
,

促进水稻生长发育
。

同

时
,

土孚品高
,

土壤中雀处生物活动堵强
,

又得到了磷素营

养
,

活动更加旺盛
,

分解养分也就更快
,

能使无效养分

迅速变为有数养分
,

为作物所吸收
。

廷用 过磷酸钙沽秧根
,

筒单易行
,

但数果却很大
,

不仅可改变冷浸田的低产面貌
,

使低产变高产
。

同时
,

也是杠墩地区施用过磷酸钙的有效方涅毫
,

各地可校据
J

清况
,

推广运用
。

墨 比 鼓 表

处 理
株 高
(厘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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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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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集

盆 长
厘来 )
穗
(延

实 粒 } 空 壳
空 壳
(% )

千粒重
(克 )

产 量
(斤 /亩 )

沾 秧 根 1 2 7 7 2 1
.

6 6 0
.

3 1 1
.

6 3 3 2
.

7 1 2 9 2

111 0 22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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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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