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

二
、

对当前上海郊区改土培肥的一些看法

1
.

合理轮作
,

实行养用结合 合理轮作的中心是摆正豆科绿肥的位置
,

这是养用结

合
、

培养地力的关键
,

绿肥又是有机肥源
。

目前郊 区一些稳产高产的单位
,

对绿肥都非常重

视
。

奉贤青村姚家大队
,

目前绿肥 占耕地面积 40 %
,

在轮作换茬安排中
,

每二
、

三年要轮作

一次绿肥
。

南汇下沙沈庄大队在轮作中每三
、

四年中安排一季绿肥
,

认为不种绿肥的地不

发
。

金 山县金卫八二大队在扩大三熟制的前提下
,

利用间作套种
,

增加绿肥面积
,

目前占耕

作面积 26 %
。

群众常说
“

一年红花草
,

三年地脚好
” 。

我们认为在积极种好三熟制的前提下
,

各地应因地制宜保持一定的绿肥种植面积
,

可利用间套的办法
,

增加绿肥的面积
,

努力提

高单产
。

在有条件的地区
,

还应提倡水早轮作
。

2
.

深耕改土 实践证明
,

深耕具有巨大的增产潜力
。

土壤经过耕作松动之后
,

容重

变小
,

孔隙度增大
,

土壤疏松
,

改善了土壤的物理性
,

为作物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

同时

合理加深耕作层
,

又可以扩大养分的给源
。

郊区土壤土层深厚
,

是深耕的有利条件
,

深耕

要注意结合增施有机肥料
,

促使土肥相融
,

培育肥沃深厚的熟化层
。

同时要逐年深耕
,

并

应看田深耕
,

根据水稻根系的分布
,

一般要求深耕到六寸左右
。

3
.

广积有机肥料 首先搞好养猪积肥
,

并要积极种好绿肥
,

努力提高绿肥的单产
。

同

时要大力开展广积自然肥
,

沤制草塘泥
。

并应注意保肥工作
。

八二大队每年每亩保持 2 00 担

以上的优质草塘泥
,

每季作物每亩要用 70 一80 担
,

再配合增施化肥
。

由于十余年不断地增

施大量有机肥
,

重视培肥改土
,

做到既肥庄稼又肥土壤
。

促进了土壤中养分的供求平衡
,

使

该大队
,

十余年来持续高产
。

嘉定县马陆公社马陆大队樊家生产队
,

养猪多
,

绿肥种得好
,

每亩每季有 70 余担左右优质有机肥
,

该队粮食年产量稳定在 2 0 1 0斤 以上
。

实践证明
.

凡是

能增施有机肥料的地区
,

一般产量高而稳定
。

4
.

做好水桨曹理 在加强农田基本建设
,

修好水利的基础上
,

田间的水浆管理也很

重要
。

通过灌排措施来调节土壤水肥供应状况
,

以促使水稻正常生长发育
,

是夺取高产的

重要措施
。

在水稻生长全过程 中
,

对土壤环境的要求并不完全一样
,

有时需要排水烤田
,

有时又需要千干湿湿
。

因此要求土壤能灌
、

能排
、

能渗
,

要水有水
,

不要水就能排干
,

这样

才能使水稻获得高产
。

因此
,

在稻 田四周开走马沟以保证快灌快排
,

对促进水稻高产起着

很大作用
。

所以群众称它为丰产沟
。

同时
,

麦地开沟也很重要
。 “

开好一条沟
”

既能降低

地下水位
,

又可加强地面径流
,

也是争取夏熟丰产的重要保证
。

宜兴地区土壤肥力变化及其改良途径

江苏省宜兴县农水局土壤肥 力调查小组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
,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县广大贫下中农和革

命干部
,

思想大革命
,

措施大改革
,

双季稻大发展
,

粮食大增产
。

为了适应和发展大好

形势
,

摸清土堆底细 , 榕娜增产潜力
,

建设高产稳产农田 ,
我们在镇江地区农业局

、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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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所的领导下
,

在宜兴
“

五
·

七
”

农大支持下
,
从 1 9 7 3年 9月开始

,
在50 多天里

,

对我

县一般平原地区的南遭公社万锦大队
,

低洼好区的徐舍公社
,

丘陵山区的诸东公社
,

高

田地区的屺亭公社和沿湖地区的官林公社
,

作了典型调查
。

现将初步调查结果
,

简要汇

报如下
.

一
、

土壤肥力概况及其存在问题

宜兴县位于苏
、

浙
、

皖三省交界处
,

东滨太湖
,

北有涌湖
,

属稻麦地区
,

一年三熟
,

种双季稻约 50 %
,

全年平均亩产千斤左右
。

土壤以黄泥土
、

乌泥土
、

白土类为主
,

低产

土壤如乌泥筋
、

滩乌土
、

黄泥筋和肥力较低的白土
、

板浆白土占耕地 2 7
.

7了写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
,

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坚决响应毛主席
“

水利是农业

的命脉
”

的伟大号召
,

狠批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

掀起了一次又一

次的治水高潮
。

农田水利建设和改良土壤的群众运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

全县扩大机电

灌溉面积 6 万亩
,

灌排完善的面积仅 1 9 7 3年就增加了 12
.

94 万亩
。

丘陵山区大搞了开沟

(截水 )
、

拦坝
、

挖塘
、

筑水库 ; 低洼好区新建了一批大型排涝站
,

基本上控制了早涝灾

害
。

部分地区还实现了小型农 田水利化
,
为改良土壤

,

提高产量发挥了积极作用
。

水利上去了
,

肥料紧跟上
。

我县广大干群向大寨学习
,

艰苦奋斗
,

自力更生
,

广开

肥源
,

大放大养大积大造自然肥料
。

19 7 3年全县养猪40 多万头
,

比 1 9 6 6年增长 1 8
.

7 % , 1。

73 年三水放养 5
.

4万亩 , 早稻放萍 5
.

6万亩
,

比 1 9 6 6年增长四
、

五倍 ; 单季稻放萍 3 0
.

2万

亩
,

比 1 9 6 6年增长 33 写
。

此外
,

有的地区施用煤球灰改良质地粘重的狗肝黄泥土
,

也取

得了显著效果
。

所有上述措施为改土增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使全县粮食产量得到提高
,

1 9 7 3年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产量最高的 1 9 6 6年总产增加 4 5 4 7万斤
,

亩产增加 3 2
.

8

斤
。

然而在粮食增产的大好形势下
,

我们也看到
,

近年来粮食总产的上升主要是靠提高复

种指数
,

而单位面积产量却未能迅速提高
。

分析其原因
,

主要是土壤肥力没有相应提高
,

一些地区和田块的土壤理化性状恶化
,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1
.

土滚物理性状不良

根据 5 个公社
,

15 个大队
,

25 个生产队的调查表明
,

近年来我县部分地区土壤物理

性状的恶化情况较为严重
,

土壤有变僵
、

变板
、

变粘 (粘着性
、

粘结性增强 )
、

变硬
、

变

青
、

变紧
、

变冷的情况发生
,

有的地区群众说
: “

这二年田脚变差了
,

农活难做了
,

过去

烂泥松嫩象米粉
,

现在烂泥粘紧象精米团
” , “

过去翻田一铁耙
,

现在翻田要二下
” ,

“

过去黄面孔 ( 黄泥土 )
,

现在变成了青面孔
,

象二锹河泥
,

松花皮蛋
” 。

调查结果说明
,

随着土壤肥力水平的不同
,
土壤物理性状恶化的情况和程度也是不

同的
。

粘土恶化变僵变硬
,

壤土变僵变板
,

壤土变粘
,
粘土更粘

。

粘性重的土壤 (黄泥
、

乌泥土 ) 物理性状恶化的程度重于砂性较重的土壤 ( 白土 )
,

不晒堡的土重 于 晒 堡 的

土
,

耐水田 ( 排水不良
,

水分渗漏 速度慢 ) 的土重于爽水 田 ( 水分渗漏较好
,

一般靠河

边 ) 的土
,

抒底田的土重于河滨田 的土
,

中进田 ( 离灌水口较远 ) 的土重于头进田 ( 离

灌水口近 ) 的土
,

瘦田土重于肥田土
,

未烤田的土重于烤田土
,

烂耕烂种的土重于适时

耕作的土
,

拖拉机旋耕的土重于牛耕机翻的土
,

连续种红花草或做秧田的田重于油菜
、

三麦茬的田
,

双季稻田重于单季稻田
。

土壤的僵板范围
,

就我县主要几种土壤来看
,

土壤肥力较高的鳍血土
,

砂性较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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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土
,

土质痰薄的黄泥筋和乌泥筋
、

板浆白土
,

在耕作
、

管理不良的情况下
,

都可产生

不同程度的僵板性
。

2
。

耕作层变浅

根据五个公社
,

24 个生产队
,

69 块 田耕作层深度的调查结果
,

现在土城耕作层深度

平均为 1 5
.

6厘米 ( 4
.

7寸 )
,

比 1 95 9年变浅 3
.

2厘米 ( 约 1寸 ) 左右
。

土城耕作层厚度原

在20 厘米以上的乌砂土
、

鳝血白土
、

鳝血黄泥和黄泥头
,

减少了 3
.

9一 5
.

4厘米
,

耕作层

深度原为 15 一 20 厘米的乌泥头
、

白土
、

乌泥筋和黄泥筋
,

减少了 0
.

8一 3
.

3厘米
,

而耕作

层厚度原来只有 12
.

3厘米的板浆白土
,

其厚度却增加了 1
.

3厘米
。

由此可见
,

耕作层深度

的变薄
,

随着土壤肥力的不同而不同
,

原来土城肥沃
,

土壤深厚的田块
,

现在耕作层深

度变化较大
,

原来土质痰薄
,

土层不深的田块
,

现在耕作层深度变化不大
,

有的还加深

了
。

3
.

速效养分少
,

肥料利用率较低

根据 19 7 3年 6 个公社
,

11 种土壤
,

61 块田的土壤有机质分析结果
,

与 1 9 5 9年土城有

机质含量相比
,

一般都提高了 ( 表 1 )
。

表 1 1 9 了 3年 与 1 9 5 9年土堆有机质含 t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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匕
、

土墉肥力变化的原菌
,

.

水分管理不当

解放以来
,

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
,

我县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

大力兴修水利
,

实现了灌排机械化
,

基本 仁解决了早捞问题
:

但是
,

由于科学用水跟不
_

卜栽培制度改革

的需要
,

用水不当
,

造成土壤物理性状不 良
,

降低肥效
,

影响作物早发
,

已成为阻碍当

前农业生产发展的新问题
。

现在有些丘陵山区水土保持工作不够完善
,

山冲田受着洪水的冲刷和泉水的影响
,

表层肥土大量被冲走
,

耕层瘩薄而板结
,

作物不易起发
,

产量比较低
。

低注好区则因排水困

难
,

深受积水的危害
,

一般好心都低于河水位
,

常年水位与地面相差只 7一 3寸
。

徐舍公社奈

好大队河南生产队常年水位离地面仅 4 寸左右
,

1 9 7 3年 10 月地下水位离地面仅有 2 、

}
`

左

右
,

开沟不起作用
,

反而引起河水倒灌
。

田块土城水分的不同对土壤僵板性的影响程度也

不同
。

据初步调查和分析结果
,

耐水田排水不良
,

土壤含水量较高
,

易于僵板
,

作物产量

较低 ; 而爽水田排水较好
,

土壤含水量较低
,

任板较轻
,

作物产量也较高 ( 表 3 , 4 )
。

表 3 土壤水分情况与土壤发值程度及作物产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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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林公社薛家读 3队南湖滩下段
,

凡靠排水大沟的一头
,

约 2 丈范围内的田块
,

土

质较松
,

僵性较轻
,

稻苗长势比田中间的稻苗好得多
,

1 9 7 3 年的后作稻每亩产 量 高 出

5 0一 6 0斤
。

造成水害的根源 固然有自然条件不善的因素
,

但主要是人们对科学用水的重要性认

识不足
,

存在着
“

水稻
,

水稻
,

用水养稻
”

的老思想
,

老习惯
,

满足干灌水
,

不注意管

水
。

看不到随着耕作制度的改革
,

作物品种繁多
,

各个品种需水要求不同
,

供水时间不

一
,

田块间苗
、

水
、

土的矛盾突出
。

长期以来
,

忽视农田水利工程的配套
,

排灌系统不

完善
,

有灌无排
,

灌排不分
,

大灌区
,

大水漫灌串灌
,

深水宿水 ( 宿水指不实行浅水勤

灌
,

影响水质不新鲜 )
,

长期不烤田
,

不晒堡
,

土壤长期水溃
,

导致土粒充分分散
,

土

城僵板
,

粘湿青冷
,

微生物活动减弱
,

土壤供肥能力下降
,

肥料利用率不高
,

稻苗起发

慢
,

麦苗发不起
。

群众反映
: “

现在的烂泥
,

会吃不会消化
” , “

吃的好
,

不长肉
” ,

“
土肥泥不活

” ,

充分说明土壤物理性质恶化的严重性
。

2
.

有机肥料用量减少
,

土滚缺肥

土壤的僵
、

板
、

硬与有机肥料的数量不足
、

质量不高有着一定的关系
。

从我县 23 个

生产队历年施肥情况统计
,

以耕地面积算
,

现在施肥水平普遍提高
,

但以复种面积算
,

施肥水平大部分是下降的
,

而且下降的是有机肥料
。

有机肥料的施用水平直接关系到土

城肥力的高低和作物产量的增减
。

有机肥料比例越大
,

肥力越高
,

产量越高 , 有机肥料

比例越小
,

肥力越低
,

产量越低
。

由于有机肥料施用水平高低的不同
,

土壤存在着
“

吃

光用光
,

吃用有余和超支挖库存
”

的兰种情况
。

官林公社薛家读 4 队
,

近年来随着复种

指数的提高
,

有机肥料相应增加
,

产量继续提高
, 1 9 6 9年每亩施有机标准肥 1 15

.

4担
,

亩

产 1 0 2 0
.

6斤
, 1 9 7 0一 1 9 7 2年每亩施有机标准肥 1 2 4

.

4一 1 2 6
.

7担
,

亩产 1 0 4 0
.

3一 1 3 8 5
.

弓斤
,

1 9 7 3年每亩施有机标准肥 1犯
.

1担
,

亩产 1 3 9 2
.

8斤
。

然而有的生产队
,

近年来复种楷数丈

断增加
,

有机肥料用量反而减少
,

致使产量下降
。

由此可见
,

肥多粮多地变肥
,

肥少粮

少地变瘦
。

过去土壤缺氮是普遍问题
,

而土壤中磷
、

钾肥含量
,

还是比较丰富的
。

可是现在
,

有些土壤不仅缺磷而且缺钾
。

根据部分田块分析表明
,

白土含速效钾一般不到 Zo p p m ,

含速效磷 S PP m 左右
。

这些土壤施用磷
、

钾肥料效果都很显著
。

屺亭公社农技站在前亭

大队施家等生产队做的不同磷肥
、

不同作物
、

不同土质的对比试验证明
,

水稻增产 6
.

6一
16

.

7 %
,

油菜增产 7 7
.

1一 1 1 0 %
,

大元麦增产 4 2
.

7一8 0 %
,

小麦增产 32
.

9一 8 3
.

9 %
。

板浆 白土施钾
,

在高氮情况下
,

增产效果更显著
。

屺亭公社农技站在南京 土壤研究所

的帮助下
,

以高量氮
、

磷配合钾肥
,

亩产 8 20
.

3斤
,

比对照增产 1 32
.

2斤
,

中量氮磷配合钾

肥
,

亩产 6 3 3
.

1斤
,

比对照增产 7 1
.

5斤
。

3
。

耕作比较粗放

近年来
,

随着双
、

三熟制面积的扩大
,

复种指数的提高
,

作物换茬间隙短
,

季节紧
,

农

活忙
,

因而有些地区只注意抓紧季节
,

忽视了耕作质量
,

人工浅翻
,

牛力浅耕
,

烂耕烂种
.

特别是拖拉机旋耕
,

土层变薄
,

限制了作物根系的发育
,

不利于调节水
、

气矛盾
,

降低了土

壤保肥供肥能力和土壤蓄水
、

保墒性能
,

影响作物产量的提高
。

同时这几年土壤的晒堡机

会大大地减少
,

土壤崩裂散碎的次数少了
,

土烂土冷
,

有效养分少
,

影响了产量
。

官林公

社储巷大队第 6 生产队沟西塘第一丘甲
, 1 97 3年晒堂后

,

水档亩产93。斤
,

一埂之隔的第



二丘没有晒堡
,

水稻亩产 88 0斤
,

晒堡与不晒堡
,

亩产相差 50 斤
。

高产水稻土应是上软下虚
,

通气较好
,

而现在有的地区由于拖拉机使用不当
,

旋耕碎

土耕不深
,

多次水耙
,

使土粒充分分散
,

土壤呈
“

浆糊状
” ,

浮泥多
,

插秧深
,

土粒沉实后
,

表

土变得紧实不通气
,

影响土壤的供肥性和通透性
,

作物发苗缓慢
,

长势不好
,

产量降低
。

南槽公社万锦大队者亩生产队
, 1 9 7 2年改拖拉机水耙为干打

,

用稍于
、

铁把落平 田面
,

这

种田块上的稻苗
,

发棵早
,

长势好
,

产量高
,

但一埂之隔的东城大队用拖拉机水把的田块
,

土壤
、

管理
、

肥料和作物品种基本相同
,

而亩产相差 80 斤左右
。

官林公社储巷 6 队耕 田手

反映
,

1 9 7 3年杨好一丘早稻田
,

用牛耙的半丘
,

翻 田种麦感到松软
,

而用拖拉机祀田的半丘

田紧实难耕
。

4
。

轮作不当

我县在狠抓用地
,

扩种三熟制
,

发挥了土壤的增产潜力使粮食产量突破 了千斤关以

后
,

用地与养地发生了矛盾
,

绿肥面积缩小
,

绿肥单产和总产有所降低
。

同时
,

由于茬 口利

用上
,

只注意肥茬
,

不注意调茬
,

年年红花草、 双季稻
,

结果是红花草长不好
,

不仅达不

到养地增肥的 目的
,

而且板茬过冬
,

土壤更加板结
、

僵硬
、

不通气
,

土壤变冷
,

影响粮食产

量的进一步提高
。

南遭公社万锦大队陈家生产队有一丘名叫漏量田
,

过去是上等肥力的

土溉
, 1 9 6 6年单季农垦 58 亩产98 8斤

,

自从 1 9 7 0年开始连续三年种红花草
,

结果红花长势

差
,

ll)J 之不晒堡
,

不调茬
,

到 1 9 7 2年田脚发僵
,

硬块多
,

产量显著下降
。

1 9 7 3年漏量 田多施

了碳按 2 0斤
,

稻苗长势还不如一般田块
。

还有茬口单一
,

连作秧田也不利于绿肥和粮食

作物产量的提高
。

从调查的 60 块田不同轮作方式的产量统计
,

麦稻稻 (三熟制 )产量最高 , 年年轮作换

茬次之
,

而单产增加的幅度最大 ,肥稻稻 (两熟制 )第三 , 麦稻 (种单季稻 )产量最低
。

从总

产值来看
,

一般复种指数高
,

增产幅度大
,

但年年轮作换茬的土壤环境和土壤的供肥能力

是比较理想的
。

轮作绿肥可为土壤积累有机质和养分
,

提高土壤肥力
。

现在的稻板茬土

质僵
、

湿
、

冷
,

如以麦
、

油菜
、

红花草轮作
,

把发展双季稻与夏熟作物合理搭配起来
,

使水田

变为季节性早地
,

土壤有个干湿交替的过程
,

有利于土壤物理性质的改善
,

提高土壤孔隙

性和透气性
,

改善水稻土 的水
、

气
、

热状况
,

消除水稻土中的有毒物质
,

并加速有机质的分

解
、

释放养分
,

对土壤肥力的提高有一定的作用
。

三
、

改 良 途 径

1
.

治水改土
,

活化土壤

实行科学用水
,

不仅是水稻栽培的重要措施
,

而且也是重要的土壤管理措施
。

因为通

过科学用水
,

可以改善土壤环境
,

协调水
、

肥
、

气
、

热状况
,

使土壤肥力
、

耕性
、

生产性能都

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
。

因此
,

改土必先治水
,

增肥必先管水
,

提高土壤供肥能力
,

增加作物

产量
。

解决科学用水问题
,

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间题
,

要使广大干群认识到过去主要是解决

缺水间题
,

现在主要是解决有水如何合理使用的问题
,

进一步认识到用水不当的严重性和

实行科学用水的重要性
,

明确实行科学用水
,

是降低成本
,

见效快
,

收效大的一项增产措

施
,

从而下定决心
,

改掉不适应科学用水的老思想
、

老作风
、

老办法
。

搞好小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

是实行科学用水的前提
,

农田水利工程最重要的一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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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灌排系统
,

做到水早两宜
,

有灌有排
,

灌排分开
,

丘丘有围沟和穿心沟
,

实现灌排系统

化
,

土地平整化
,

农田格子化
,

用水标准化
。

大电灌改为小电灌
,

大田改为小 田
, 2一 3亩一

丘
,

达到排得出
,

灌得进
,

降得下
,

劈得开
。

洋溪公社徐读大队
, 1 9 7 3年改变了过去只灌不

排的做法
,

确立灌排结合
,

以管为主的思想
,

狠抓了渠系配套
,

开好围沟和穿心沟
,

达到 7

寸围沟
, 5 寸穿心沟

,

把田面
“

托
”

起来
,

排水爽
,

搁得快
,

同时
,

实行浅水勤灌
,

看天适时

断水扎根
,

后期干干湿湿
,

达到水气协调
,

通气养根
。

这样
,

使稻苗生长健壮
,

产量大幅度

上升
。

全大队 5 88 亩早稻
,

平均单产90 7斤
,

比 1 9 7 2年增长 26 %
。

丘陵山区以蓄为主
,

蓄
、

引
、

提
、

井结合
,

山
、

水
、

田
、

林综合治理
,

要继续开挖防洪沟
,

切

断外来水
,

开好穿心沟
,

排除地面水
。

诸东公社上头大队九房生产队
,

在 1 9 7 0年开挖了防

洪沟
、

穿心沟
,

截除了山洪入浸
,

防止了土壤冲刷
,

产量大增
,

亩产由不开沟的 40 0斤
,

上升

到千斤左右
。

原来死黄泥变成了鳝血黄泥
,

耕作层 由 3 寸左右
,

增厚到 5 寸左右
。

稻田妥合理用水
,

经济用水
,

浅水勤灌
,

管细管活
。

注意稻 田通气
,

狠抓烤田
,

加速有

机质的分解
,

以创造良好的土壤环境
,

适应作物高产的需要
。

洋溪公社徐读大 队第 5 生产

队
, 19 7 3年大搞断水烤田

,

比失烤污水田增产 18 %
。

低洼好区
,

要排除田间积水
,

降低内河
、

内塘水位和田间地下水位
,

改善土壤水
、

气状

况
,

发挥土壤增产潜力
。

宜兴县 良种场
,

有 4 00 多亩田
,

常年水渍
,

一年一熟
。 19 7 3年通

过兴修水利
,

平整土地
,

建闸作渠
,

去年河水上涨
,

关闸降水五次
,

结合加深围沟
,

湿润浅

灌
,

适时烤 田
,

改善了土壤环境
,

促进了水稻根系发育
,

早稻亩产 6 48 斤
,

比历史最高产盘
,

每亩增加 12 8斤
。

2
.

增肥改土
,

打好基础

肥料是改土增产的物质基础
。

目前
,

我县单产不高
,

肥料不足是主要矛盾
,

而大搞有

机肥料则是改土增产的重要措施
。

实践证明
,

发展养猪是适应双季稻发展的需要
,

是提高

有机肥料数量和质量的重要措施
,

是大积
、

大造有机肥料的主攻方向
,

是继续夺取高产的

基本肥料
。

官林公社薛家读 3 队
, 1 9 6 8年以来

,

全队 1 43 人
,

15 7亩田
,

实现了
“

一人一猪
,

一

亩一猪
” 。

集体养猪常年稳定在 93 一10 3头
,

常年积猪厩肥 9 0 0 0多担
,

土壤有机质含量达到

1
.

9 0一 2
.

2 7 %
,

改良了土壤
,

使作物产量稳步上升
,

1 9 6 6年亩产 1 32 9斤
, 1 9 7 1年 13 35斤

,

1 9 7 2年 1 3 8 3
.

4斤
, 1 9 7 3年 1 4 2 6斤

。

三熟制面积扩大后
,

绿肥面积相对减少了
,

所以多养和用好绿萍
,

对改土增产有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
。

屺亭公社六庄 5 队村东一丘鳝血白土
,

半丘倒萍 3 0 0 0斤
,

半丘不放萍
,

倒

萍田亩产 80 。斤
,

不放萍田亩产62 0斤
。

新街公社场上大队塘前生产队
,

元麦茬种早稻矮

南早一号
,

不放萍田亩产 4 76 斤
,

栽秧后放萍不倒萍的亩产 5 04 斤
,

倒萍 3 0 0 0斤栽秧的亩产

6 3 7斤
。

充分利用水面
,

养好三水
,

促进三养
,

也是增加肥源
、

改良土壤的好办法
。

徐舍公社丁

家大队试验
,

万年 2 号小麦
,

每亩施水葫芦62 担
,

亩产 2 0 7
.

8斤
,

比未施水葫芦的试验 (亩

产 1 46
.

5斤 )每亩增收 6 2
.

3斤
。

对于绿肥
,

要认真种好
、

管好
,

抓好开沟排水
,

以磷增氮
,

接

种紫云英根瘤菌
,

追施氮肥和钾肥
,

猛攻单产
,

迅速提高绿肥产量
。

化肥的使用
,

应讲究巧施
;
经济合理

,

以发挥更大肥效
。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

单位面

积产量的提高和复种面积的扩大
,

氮
、

磷肥用量增多
。

因此增加化肥品种
,

合理配施氮
、

磷
、

钾肥
,

也十分重要
。

使用磷 )eJ
,

要注意适量适时
,

因土因作物合理施用
,
防止一刀切

,

以免

2日0



造成浪费
。

在各种肥料的合理施用
_

匕还应注意因土合理施用
。

对于
“

嘴馋肚小
”

的白土
、

板浆白

土
,

应
“

少吃多餐
” ,

大力放养绿萍
,

增施白头河泥
、

草塘泥
,

以便增加粘性
,

加深耕作层
,

艳

定肥效
,

防止脱肥
。

对粘性重的黄泥土
,

乌泥土
,

则应多施猪灰
,

活施速效面肥
,

或基肥中

拌和化肥
,

提苗发棵
,

克服粘重土壤
“

发老苗不发小苗
”

的缺点
。

耐水粘重的黄泥筋
、 一

鸟泥

筋
,

用堆肥
、

兔羊粪
、

草木灰等热性肥料
,

有条件的地方
,

还可以客土掺砂 `煤球灰 )
,

改土

增产效果好
。

3
.

深耕硒堂
,

抓好耕作

根抿我具 6 9块田的调杳结果
,

现在土壤耕作层的深度
,

各种土壤很不相同
。

同一种土

壤的不同田块
,

耕作层深度也不一样
。

所以
,

要通过耕作深度调查
,

确定耕翻深度
,

结合

增施有机肥料
,

有计划地进行
。

一般以秋翻为主
,

辅以单季稻栽插之前做萍湖田时翻耕十

壤
,

当年加深一寸
,

以后逐年加深半寸左右
,

达到耕深 6一 7寸为止
。

深耕要注意逐步加深
,

不乱土层
,

不影响上层地力
,

防
_

!卜一刀切和一次耕过深
。

南消公社东城大队
, 1 9 7 2年一次

深耕 6一
7
寸

,

乱了土层
,

作物产量显著下降
。

晒堂是改善土性
,

释放养分
,

松软土壤
,

促进土壤形成良好结构的有力措施
,

也是防治

土壤僵板的有效办法
,

必须引起重视
。

对荒绿肥田要早翻早晒
,

一般绿肥田情愿少长 2一 3

夭
,

也要保证晒堡
。

三麦茬力争抢耕晒堡
,

尽可能在一年内都晒一次
。

合理耕作也很重要
。

适宜的土壤紧实度和较好的耕作质量
,

是保水
、

争苗
、

夺高产的

重要保证
。

麦 田土上松保墒
,

下实提墒
;
稻田土上软立苗发根

,

下虚通气养根
,

有利稻麦

高产
。

因此
,

必须合理使用拖拉机
,

逐步推行三改
,

即早稻茬 口改水耙为干打
,

后季稻改多

耙为少耙
,

旋耕碎土改为犁头耕翻
。

在劳力许可的情况下
,

提倡薄片深翻
。

种麦田块
,

要

抓好稻田开深沟
,

避免烂耕烂种
。

掌握适耕期
,

抢耕抢种
,

提高耕作质量
,

减少土壤僵板
。

4
.

合理耕作
,

养用结合

以田造肥田更肥
。

在安排布局时
,

夏熟作物轮作
,

必须和秋熟作物换茬相结合
,

肥茬

和瘦茬轮作
。

秧田茬 (冬闲田 )应耕翻冻维
,

并且要年年搬家
。

要防止轮作单一化
,

年年红

花草` 双季稻
,

不耕翻
,

不晒堡
,

易使土壤发生僵板
,

降低土壤供肥能力
。

上述四个方面
,

是相辅相成
、

互为影响的
。

事实上
,

只有综合治理
,

才能迅速提高土壤

肥力
,

如果改土不治水
,

不能夺高产
,

治水不改土
,

有水无处用
,

水土调节好
,

缺肥也落空
。

徐舍公社六田大队第 3 生产队宗家场中场的红砂土
,

原来土壤肥力高
,

结构好
,

近年来
,

合理灌排
,

增施有机肥料
,

隔年轮种红花草
,

其产量稳定在六
、

七千斤
,

每年每亩施猪灰 40

担
、

红花草 30 担
、

硫按 4 3
.

3斤
,

尽管连种三年双季稻
,

土壤耕性仍甚良好
,

土层疏松
,

不僵

不板
,

爽水透气
,

血斑多
,

结构好
,

不粘工具
,

农活好做
,

作物起发
,

高产稳产
。

这次土壤肥力调查
,

仅是一个开始
。

许多问题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加以深化
、

验

证
,

继续做好
“

过细
”

的调查和试验工作
。

对今后的工作
,

我们初步认为
:

1
.

加强土壤水分调查研究工作
,

通过长期观察试验
,

摸清水分对不同土壤理化性状

的影响及其与产量变化的关系
,

以提高麦田中水分调节和稻田科学用水的水平
。

例如浅

水勤灌
,

深水宿水
,

特别是断水扎根
,

干干湿湿
,

烤田晒雄
,

烂耕烂种和麦田暗沟等对土壤

理化性状
、

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的影响以及合理的水分指标
。

2
, 不同拼作方式

,

对土壤理化性状的影响及其与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变化 的关系
。

了9了



例如牛耙
、

稍耙和拖拉机耙田以及拖拉机干打与水耙
,

拖拉机耕翻与旋打
,

对土壤理化性

状
、

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的关系
,

从中找出整地指标
。

3
.

肥料对改善土壤理化性状的作用
,

如有机肥和化肥的不同施用比例
,

对土壤理化

性状的影响 , 不同数量和不同品质的有机肥
,

配施不 同比例的氮
、

磷
、

钾化肥
,

在不同土壤

和不同作物上的反应
。

经济有效地施用有机肥料和化肥的方法
。

高产土壤有机质含量那

标和磷肥的适宜用量及其后效的确定
。

摸 出能被广大群众容易接受
,

简便易行
,

正确可靠

的氮
、

磷
、

钾速测法
。

理
.

不同轮作方式下土壤肥力的演变以及在不同条件下的合理轮作方式
,

如种植不同

茬 口
,

特别是绿肥
、

油菜
、

绿萍田对土壤肥力的影响
,

以及麦茬 口对改善土壤物理性状的作

用等
。

5
.

不同土壤肥力指标的确定
。

我县农业生产发展很快
,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

但是
,

在前进的道路上出现了土
、

肥
、

水

方面的新问题
,

阻碍着农业生产继续发展
。

为了迅速改变自然条件
,

建设高产稳产农田
,

我们要以大寨为榜样
,

在土
、

肥
、

水三方面狠下工夫
,

大干快上
,

使水利建设越搞越好
,

土地

越种越肥
,

产量越来越高
,

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

为支援世界革命贡献力

量
。

水稻 土 肥 力 评价 的群 众 经 验

熊 毅 陈家坊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 城研究所 )

土壤肥力是指土壤能够供应和协调作物生长所需的水分
、

养分
、

空气
、

热量和其他生

活条件的能力
。

但是水稻土的肥力特性与早地有所不同
。

水稻土经常受间歇性泡水的影

响
,

时干时湿
,

好气嫌气过程交替进行
。

水稻生长期间
,

土壤长期泡水并多次耕耙
,

形成特

殊的条件
,

以满足水稻的要求
。

冬季回早
,

种植小麦
、

油菜
、

蚕豆和绿肥等
,

又需早作土壤

的环境
。

因此
,

水稻土的肥力评价
,

既要考虑水田土壤的性质
,

也要考虑旱作时的土壤情

况
,

早地和水田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的
。

一般认为肥沃土壤的养分贮量较高
。

据浙江省农科院的统计
,

高产水稻土的养分指

标是有机质 2
。

3 6一 6
.

6 8 %
,

全氮 0
.

1 4 2一 0
.

4 5 0 %
,

全 磷 0
.

0 5 4一 0
.

2 5 1 %
,

全 钾 1
.

5 9一
2

.

66 %
。

群众常用
“

黑
”

或
“

乌
”

来形容有机质含量较高的土壤
,

并用来标志土壤肥沃和养

分贮量较高
。

但是往往有些土壤
,

养分贮量很高
,

而有效性不高
,

上海郊区和江苏宜兴县

的土壤肥力调查
,

也有这样的报导
。

所以
,

只凭养分贮量来评价土壤肥力
,

是不全面的
。

升念
一

护土壤肥力特性深受土壤质地的影响
。

不同质地的土壤
,

肥力指标有所不同
。

但在同类

质地的情况下
,

由于土壤组成和结构的不同
,

肥力又有差异
。

所以
,

评价土壤肥力
,

既应重

视质地
,

又要在同类质地的土壤中分别肥力的差异
。

群众对土壤肥力的概念是全面而综合的
,

既注意土壤供应作物所需水
、

肥
、

气
、

热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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