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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来
,

我们在总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焉 同义同志提 l
一

已的 “ 土肥相融
”
培肥握睑的墓础 l:

,

于

` , 6。一 `” 6 1 年批植在河南省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孟排试喻场进行了以施用有机肥为丰的培肥武
喻研究

,

企图进一步征实和 阴明
“ 」二肥相融

”
原理在具体农业生产上的运用 及其对小麦生长发育的

头系
。

通过 田 阴武喻
,

我们着重在小麦生育的关处时期 (返青一拔节 )
,

对根系活动
、

地上部生育
、

卜准养分动态旧的扣互关系和作用
。

进行了一系列的观察测定
,

现仅将所得就脸桔果分划对谕弓
-

后
〕

一
、

拭 脸 布 置

1
.

土壤情况

拭喻
,

小区 而积 为 。

选择草甸褐土地区肥力水平不同 的两种黄沙土 (自p肥土和瘦
二卜) 进 行 小区 巾七

.

: 亩
。

在斌
`
勋讨我们刘

一

土壤的肥力情况迸行了分析 (表 1 )
。

表 1 布匿试翰前的土纂养分袱况 ( l , 6。年 12 月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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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友 1 资料
一

表明
,

无谕在全录或有效养分的合量上
,

肥土都比瘦土高
。

2
.

田简措施 为了 叙述 方便
,

分别从播种前的墓本措施和后期 田周管理两方面 来袱
:

( l) 播种前的墓本措施
: 关于耕作

、

施肥
、

整地等工作
,

分别于 1 9 6 0 年 9 月底至 1 9 6。 年切 月

_

L句完成
:

在措施中 (表 2 )
,

贰图通过万衬蓬肥用量及多种肥料的配合
,

在后期 田固管理栩同灼条

件
一

l;
,

促使座土住一年内从 仁上达到肥土的标准
。
因此

,

笼本措施大体是相同的
。

仁2) 小麦生长期的 田阴管理
: 总的没来是

“ 三水一追
, ’ ,

郎在小麦越冬期 ( 1% o 年 1 2 门
一

卜句 )

务试喻区浇水一次 ;小麦返青期 ( 1 9 6 1年 3 月上句 )浇水一次
,

井追硫酸按 多斤 ( 小区 用量 、
,

苦遍巾

耕松」二一次 ;扳 肖后期又浇水一次
。

以后
,

值至小幸成熟都未进行其他措施
。

小麦从播种到返青放节 (五个多月 )
,

在上述各项措施的粽合影响下
,

表现出植株个休与草休

的生态郡有 显著的差异
。

询武阶区的耕层土壤剖面形态
、

土肥融和程度
、

小麦根系生长发育以 义

~ - 一
.

-
.

- - ~ 一
- -

~ ~

- 一-
一

串

参加理化性质测定者有刘世全
,

孙玉凤二位同志
。

.
2 0



表 2 小事播种前的田周墓本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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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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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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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拱
瘦 土 早 玉 米 { 半腐熟蔓捍粪 川

, 。 0U 斤
,

人粪娘 { 畜 耕 。
.

7 尺
} 即批 (每扒 60 斤 )

,

稍驭戮和瞬吧 } 肥 3 次
{ 赚 诊少月2() 斤

。

{ 稀 2 次

小麦品种为南大 2宁刃
,

侮亩摇种量为 2 3 斤
。

草样龚中含有机质 6
.

7%
,

全氮 0
.

1%
。

·

各种肥料混合作基肥一次施入
。

施肥量为小区实用量
。

土壤养分的劝态变化皆不同
。

在瘦土拭阶区里
,

耕层的土壤与肥料融和程度极差
,

形成了颜色不

均 (棕色和灰色 )的 “
花狗脸

, , ,

植株呈现出生长势不平衡的现象
。

在肥土斌喻区 里
,

施下的有机肥

料
一

已和土壤融和
,

土色发晤
,

肥和土难以分家
,

植株的生长也正常
。

很显然
,

两个试喻处理所表现

的这些情况
,

则是土肥相融程度高低的土壤对小麦生长发育影响的解明对比
。

因此
,

对这些田阁

试脸所表现的现象和阴题进 行分析衬谕
,

是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款鼠土肥相融与培育肥土 的 关 系

的
o

二
、

拭 脸 桔 果

施用有机肥料不仪值接引起土壤肥力的变化
。

而
_

几影响着植株根系和地上部 的生长发育
。

瘦

土斌喻区耕层土肥融和程度差
,

肥料
·

在土壤中呈斑块状或层 伏分布
,

肥和土不融和的特征非常显

明
。

特另U是未温熟的箕秆肥料 (玉米楷 )
,

难于分解的坚实的外壳对
一

很系的 自由伸展起着阻碍作

川
。

在这种土壤中
,

小麦根系发育畸形
,

并大部集中在肥料层以上
,

或环揍着未彻底分解的覃释周

围而密集于肥料朋隙
,
一

卜
。

但是
,

了曰巴土贰输区里
,

耕层的土肥相融过程快
,

肥料
一

与土壤均匀桔合形

成了 “
灰脸地

, , 。

在这种土壤中
,

大量根系可以穿入其中吸取养料
。

因而根系不但水平延伸
,

同时也

l句 卜层发展
,

在 25 厘米以下仍能见到大量的须根
。

我们曾握沿根系垂值分布相应取样进行了根量 l8JJ 定
,

清楚地看出在不同土肥 相融程度的土层

内
.

恨系的分布和数量是不相同的 (表 3 )
。

在瘦土拭喻地的耕层中
,

单位体积内根系少而肥料多 ;

相反
,

肥土贰膝区的耕层内
,

别根多肥少
。

表 3 耕层根系和痊存肥料量的比蛟 ( 19 自 J浮 3 月 3 1 日测定 )

万万几
~~~

根亲重量 (克 / 10 0厘米
3

))) 肥料重量 (克 / 10 。厘米心心

}}}}}}} t )— 1000 1 0二 2 000

ooooo一`。

…
`。一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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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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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55 0 2 555

瘦瘦 土土 0
.

0 888 0
.

0 333 0
.

9 000 0
.

1555

肥士耕层内不但根系多
,

分布面广
,

而且根毛上吸着的韧士粒亦多 (表 斗 )
。

根据我们在援流

速水流中定时冲根
,

然后测定根附韧土粒的桔果
,

表明肥士耕层中根系附着韧土量最高
。

此外
,

根

系与士壤的关系还反映在农民称为
“
抱土

” 的习性方面
。

在土肥相融好的土层内
,

根系抱土多
、

抱

得稳 ;而在土肥相融差的土层内
,

根系抱土少而不稳
; 。

根系抱土性状的好坏
,

正表明土壤肥力的高

低对根系扩展的范围和根量的增减有着相应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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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耕层根系肚况及吸附姻土量的比较 ( 19` l年 3月 30日测定 )

叹叹认巡理
---

书几 头 (厘米))) 次 生 权 (条 /株))) 根 重 (克 ))) 根系吸 }析城士重
““

一一一一一一 (克 )))

肥肥 」二二 17
。

222 18
.

名名 L一 JJJ 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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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瘦 土土 1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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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 。
.

`̀ ` 1
.

夕夕

字

根系吸附系旧土乖为 气株总量比鞋
。

其他项目为 5 株的乎均植
。

土壤的养分和水分物理特性是构成土壤肥力因素的重要粗成
。

土肥相融的程度
,

直接影响石

土壤物理性状和养分的状况
。

从土壤速效养分的测定表明
,

以肥土试验区耕层合量最高 (表
气 工

表 5 耕层速效养分变化 ( p p功丫
`

( 10 6 1年 3 月 3 1 日早JllJ定 )

、
’

硫
区

}
’

/ 麒赫
”

…
、 二 氛

’ _

上三
_

态

子…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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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卜
一

芳一
-

, J一下一
:

黔十 -牛书
一

岸一卜票二
水

化呱土蜒采 自很际土懊
。

土壤的物理性状
,

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微生物的牛命活动及养分的悴化
。

实践荻明
,

有机肥

料是政善土攘物理特性的代质原料 ;但链
,

如用量不; J施用方法不当
,

不但不能把土壤的物理性竹改

良好
,

相反
,

还会对作物带来不良的后果
。

根据测定桔果 (表 6 )看出
,

瘦土区 由于施入品厦岌的肥

表 6 耕层物理性狱比鼓丈。一 15 厘片的 自 夕̀ t 年 4 月 价 日测定 )

团粒%

~
~

~ ~ 、

士二

七

团枪罗舀

习嚣拳
:
散那

散碎

0 3 (, 10 (介飞 0 3 6
、

以分 )

瘦土
`

澎孩区 肥土拭歌区

图 1 耕层土壤团粒水稳性比鼓

料多
,

施肥方法不当
,

乃至造成耕层过煊
, 一

大孔隙增

多
,

对于扎根是不利的
,

往往在旱风季节胜
,

会产生

漏风断根的现象
。

从侧定 1一 2 毫米粒极水华
; 日闭

粒的散碎度 ( 几
.

H
.

安德里阿诺夫法 ) 也菠明
,

肥土

耕层水稳性团粒占 写 1
.

2 多
,

瘦土为 斗.1 2 形
。

由图 1

可知
,

在同一叶阴 内
。

耕层团粒吸水破散的程 度 士有

差异的
。

肥土区在一定时圈内的团粒散碎度比瘦土

低
。

从上述这些物理特性的对比分析
,

完全角l
一

宝了

土肥和融程度高的土壤紧实度
、

桔构
、

孔隙
、

持水
、

供水等性状都能获得改善
,

这样
一

也能更好地 协 切

固
、

气
、

液三+I[ 之周的比例关系
,

从而对加速有机肥料的彻底分解
,

增弦土壤保菩水分
、

养分的能

力
,

以及对小麦根系的健壮生长都是非常有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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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希丽虫程度的差异不仅左右着小麦根系的活动状况
,

同 时亦值接影响着植株的生长发育
。

从小麦返青拔节期的田周稠查材料表明 (表 7 )
,

肥土区小麦的分夔为 2
.

1 个 /株
,

而瘦土区仅 1
.

9

个 /株 ;肥土区的植株解重为 2
.

, 克 /株
,

而瘦土区只有 L 7 克 /株 根据我们选定代表样区 ( 1 平方

米 、实收量折合小麦亩产的桔果
,

同样表明有悬殊的差别
,

一

肥土武阶区亩产豹 4 4 弓
.

8 斤
,

瘦土区为

2 4 弓
.

5 斤
,

几乎低一斗
资。

表 了 小 多 返 青 期 生 态 袱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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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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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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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夕

(

此外
,

在小麦植株不同部位中速效磷的含量与土壤养分动态
、

植株生态变化均有一致的规律

性 (表 8 )
。

在土肥相融程度好而肥力水平高的肥土贰盼区 内
,

小麦地上部速效磷的总合量比瘦
: !几

区高 。

表 8 小参拔箭期地上部速效磷的含量 ( p p rn )
“

毓毓望二二
旗 盯盯 普 通 盆十 片片

,卜 部 茎 释释

…一一肥肥
、

土土 16
.

000 jjj 斗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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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瘦瘦
二卜卜 14

.

000 16
.

000 1 1 〔)))
盗

斗1
,

OOO

冷

采用土嚷养分速测箱规定的方法
。

小麦的外部形态
,

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 出上壤肥力水平以及土壤供抬植物的营养状况
,

因而

表现在叶片颜色
·

叶片与茎释构成的角度都各有差异 (表 ” )
·

在肥土誉呱 区内
,

小麦的叶片竟大
·

色深释
,

叶片的展开角与下垂角度校大
厂 、

表 9 小奎拔箭期叶片形态比较
水

\ ~ \ 一
。 目

{
颜 。

}
。 开

、
)

巨
。

一

墓
。 、二

献喻区 ~ \ 、 \ } }
1

。: 二 {
; ; 、 }

3“
·

多

…
“ 8

·

吕

瘦 土 { 黄 撇 }
2 2

.

; ,

{
二

。:
.

:

沁 汁卜片的形态角度为 , 株的平均值
,

段旗叶下第一片叶的弯曲段与茎释构成的交角静量
。

从
_

卜述 各项贰喻拮果看来
,

土肥相融好的贰睑区
,

无箭在土壤养分舍量
、

机株根系和地
_

卜部生

关发 育等方面
,

都比土肥相融差的贰盼区表现好得多
。

三
、

桔 果 对 言命

1
.

土壤肥力水平的高低
,

值接影响着土肥融和的过程和程度
。

肥土贰硫区土壤的底子厚
,

蓄

墒保肥力张
,

促进了微生物的旺盛活动
,

从而有利于有机肥料撇擅腐烂分解
。

这不仅加快了土肥

融和的速度
,

而且也利于土壤养分的累积和释放
。

特别突出的表现在拼层中的根系活动
,

在土肥

相融好的耕层内
,

小麦根系健壮
,

须根多
,

既延横向发展
,

更向深层伸长 ;同 时新生的乳白色根毛增
·

2 3
.



多
,

具有良好的抱土特性和较牢固吸附翎土粒的能力
。

正由于此
,

小麦的根系能与土壤紧密的接

触
,

这就更有利于调动土壤中潜在的水分和 养分
,

为植株整体发育打下稳固的基础
。

同 时
,

由于根

系分布均匀
,

生命活动旺盛
,

在其新陈代谢过程中根的分泌物以及死亡的根系镬体对促进土肥相

融都是有利的
。

正如焉同义同志所税
: 看苗是鉴别土壤肥瘦的标准之一

,

而看根系又是看苗不
「’
j

分割的一个方 L厕
。

他的趣验款为
,

肥土的根肥
、

白
、

多
、

深
,

能抱土 ;瘦土的根扣弱
、

黄
、

少
、

浅
,

拖土

性差
。

以上这些都是土肥相融差的瘦土不能相比 的
。

2
.

土壤养分的动态变化与作物生长发育的相关性
。

更确切地征明 了有机肥料分解的速度与上

肥相融过程是密切相关的
。

众所周知
,

土壤中腐殖质的形成和养分的释放是微生物生命活动的拮

果
。

试喻拮果表明
,

肥土贰喻区内
,

耕层中有机肥料分解快
,

土肥相融程度高
,

土壤的一系列理化
、

生物性状获得了改善
,

因而有助于大量养分的释放和保蓄于土场缝中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磷素在植

株休内的运卿与作物正常生育的关系阴题
。

前述试喻粘果表明
,

肥土贰喻区小麦旗叶中有效磷的

舍量高于其他叶片 ;而瘦土 区的情况正与此相反
,

大部分的磷 (可溶性 )都停滞于普通叶月
一 ,

而不能

很快运送至植株生长发育最需要的顶端
。
这一现象正税明

,

根系活动层土肥相融程度高
,

其营养

物从舍量亦高
,

不仅能够及时满足作物各生育期的需要
,

同时也能在其体内很快的翰送至生长点
,

借以满足生命活动中所必需的物质
。

此外
,

磷素营养在植株体内的差异性
,

相应地导致了其他营

养元素 (主要是氮 )与体内生理代榭过程周产生协稠或不
一

协清周的现象
。

肥土区的小麦高大
,

茎稗粗

壮
,

叶色深释 ;瘦土区的小麦圳矮小瘦弱
,

叶色发黄
,

对
·

于叶片正常的光合作用的进行
、

休内的养料

制造与循环都是不利 的
。
由此可觅

,

不同肥力水平的土壤
,

由于土肥相融程度的差异
,

一

可以直接对
-

作物整体的生长发育起着积极促进或消极控制的作用
。

3
.

土肥相融过程的快慢和程度的高低
,

与肥料的
.

拈质 (腐熟度和种类 )
、

用量
,

以及土嚷原有地

力状况有密切关系
。

有袒睑的农民常税
: “
瘦土咬粪慢

,

多下粪不消化
” , “
墒气大的地吃粪快

,

粘
二l

一

二

比砂土能咬粪
” 等

。

这些握喻实际上就反映了有机肥料与土壤融和的快慢和难易程度 ; 也进一步

税明了
“
看土施肥

”
在培育肥沃土壤中的重要意义

。

瘦土的底子薄
,

不咬粪
,

品盾差的箕程粪川员

高
,

而深耕糊作又未相应

在后期严玉的干旱影响

跟上
,

因此
,

土和肥不能充分机械混匀
,

以致造成了耕层
“
花狗脸

” ,

并且

土壤墒情一值很差 (土壤水分低于 10 拓)
,

肥料难以分解
,

有的甚至仍

保持原状
,

这样土壤中养分的供抬与作物需要简的矛盾更加突出
,

如能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灌水
、

追肥
、

中耕等 )
,

便能加弦肥料的后熟作用
,

为作物的正常生长发育 lD] 造有利条件
。

从以上伏喻粘果征明
,

在 j群犷肥沃土壤过程中
,

看土
、

看苗
、

看肥料进行施肥是很重要的环节
。

如果 只习(肥科的施 )IJ 量而不求质
,

不但土和肥不能很快充分相融
,

而且也不能发挥肥料的最大肥
`

效
。

亡t[J 叮主观愿望要使瘦土变肥土
,

但实际上是很困难的
。

肥料的月J量
、

品质
、

拼作
、

灌概等措施与土肥相融程度而蟀变为肥土有着密切的关系
。

在 lrj 前

生产水平 卜
,

必须具备一定的肥料水平
。

通过精韧 的整地和合理灌溉
,

促使土壤和肥料达到高度土

肥相融
,

才能使瘦土在不长的时简内变成肥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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