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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农场当前影响农业持续增产的一个突出问题
,

是如何提高土壤肥力
。

近几年

来
,

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
,

化肥施用量越来越大
,

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

长期大量单施化

肥
,

如不配合施用有机肥料
,

不仅成本高
、

来源有限
、

产量不稳
、

单产提高不快
,

还会引起土

城板结
。

实践证 明
,

机械化农场的农业增产不能光靠化肥
。

种地要用养结合
,

非抓有机肥

料不可
。

陈永贵同志曾指出
: “

单靠化肥
,

有机肥跟不上去
,

种上几年就不是大寨那样的海

绵田了
,

成为钢砖 田了
,

硬得闹不动了
” 。

连 队战士也有切身体会
: “

泥头太干净的卫生土

不行
,

老施化肥
,

土块闭塞
,

地越种越板
” 。

这个问题值得引起注意
。

机械化农场地多人

少
,

必须充分发挥机械的潜力
,

靠人工大量积造和施用有机肥有一定困难
。

因此
,

大种绿

肥
,

实行秸秆还 田
,

是解决机械化农场有机肥源的主要途径
,

是用地养地相结合
,

不断提高

土壤肥力的好措施
。

城西湖农场种植夏绿肥 的时间较短
,

还缺乏经验
。

通过两年多来的摸索
,

才尝到了绿

肥的甜头
。

夏绿肥田著
、

怪麻改土培肥作用大
,

对小麦增产显著
,

值得普遍推广
。

现仅就

夏绿肥工作的初步总结汇报如下
。

一
、

增 产 效 果

城西湖农场去年四万余亩夏绿肥田背普遍长势 良好
。

据大面积测产
,

鲜草量大多超

过 2 0 0 0斤
。

有的生产区 (如 21 区 )鲜草量高达 4 3。。斤
,

创全场最高纪录
。

哪个 区种好绿肥
,

哪个区小麦就高产
。

全场小麦单产超 3 00 斤的生产区
,

几乎全是好绿肥茬
。

据1 9 7 4年某分场14 个生产区
,

2 8 0。。多亩小麦实产统计
,

其中 8 4 0 0多亩 田著茬小麦
,

平

均单产 32 9斤
,

分别比大豆茬小麦 1 8 1
.

1 斤约增产 81 % , 比高粱茬小麦 1 67 斤约增产 97 % ;

比稻茬麦 1 2 5
.

7斤增产一倍多
。

试验站不同夏绿肥的后效试验
,

增产趋势与大 田一致
。

绿

肥茬小麦长势最好
,

产量显著高于大豆茬和高粱茬 ( 见表 1
、

照片 )
。

绿肥为什么能使小麦

增产 ? 这是与绿肥的改土培肥作用分不开的
。

表 飞 不 同 茬 口 对 小 麦 产 且 的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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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不 同茬口小麦植 株比较

二
、

改 土 培 肥 作 用

夏绿肥的增产作用
,

不单是养分的供应问题
,

而是土
、

肥
、

水等性状综合改善的结果
。

夏绿肥改土培肥的作用
,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1
。

, 水保摘

绿肥茬最显著的优越性是土壤蓄水保墒性能好
。

这在干早年景
,

为确保全苗夺高产

尤为重要
。

城西湖农场 1 9 7 3年麦播时遇到了严重秋早
,

据该场气象站资料
,

正常年景 10 一 12 三个

月平均总降水量为 10 9
.

8毫米
,

而 1 9 7 3年同期总降水量仅 7
.

2 毫米
,

几乎没有下雨
,

造成土

城严重缺墒
,

直接影响小麦出苗
。

根据试验地不同茬 口土城墒情测定结果
,

粘质千层状淤

土
,

0一 5厘米播种层
,

土城含水量都降至 12 一 16 %
,

处于气墒— 黄墒状态
* ,

再加上底墒

接不上
,

所以播后半月不能齐苗
。

但是在这样干早情况下
,

绿肥充分显示其优越性
。

绿肥

茬小麦的出苗率约 60 一 70 %
,

比大豆茬和高粱茬高得很多
。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

与土族

保墒性能不同有关 (表 2 )
。

田著茬土城疏松
,

坷垃小
,

底墒足
,

蓄水保墒性能好
,

机播落籽

较深
,

一般超过 5 厘米
,

种子正好落在湿土层里
,

出苗整齐
。

高粱茬土壤僵板
,

大坷垃多
,

表 2 土 滚 墒 情 与 出 苗 关 系
*

土 层 深 度 小 麦 出 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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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交一号
,

10 月 17 日播种
,

11 月 6 日查苗侧墒
。

* 引自河 南新乡沁阳县的总结资料
,

气墒一土城含水 t 为 8一 14 % , 黄墒一土壤 含水量为 14 一 18 % , 足墒一土

城含 水 t 为 1 8一 2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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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裂缝大
,

漏风跑墒快
,

墒情最差
,

机播落籽浅
,

露籽多
,

种子落在干土上
,

种的是气墒

麦
,

出苗差
。

大豆茬的土壤墒情介于田著和高粱茬之间
,

出苗也较差
。

绿肥地的墒情好是

因为土壤蓄水保墒性能得到改善
,

其毛管水和饱和水含量都较多
,

蒸发脱水量又较少
,

因

而保墒性能显著优于其它茬 口 (表 3 )
。

表 3 口 土 壤 蓄 水 保 墒 性 能 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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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水量系用环 刀法测 定
。

土城被水饱和后
,

放在室外太阳下 自然脱水
,

饱和含 水量减 去不同时间失水量
,

即土壤的保水量
。

脱水时平 均气温 Z oQ C
,

风速 4一 5 级
。

为确保全苗夺高产
,

当播种层土壤墒情达到气墒— 黄墒阶段 (粘质土壤含水量低于

16 % )
,

底墒又不足
,

必须进行抢墒早播或抗旱浇水
。

根据机械化农场的特点
,

整地与播种

应流水作业
,

整好一条 田播一条田
,

若等大区整完地后再从头播种
,

土壤已跑墒变干
,

不能

保证播种质量
。

对于湖洼地区的机械化农场
,

以抢墒早播后浇水较为稳妥
,

以免后期遇连

续阴雨而影响机播
。

如果必须灌水
,

只能灌跑马水
,

速灌速排
,

避免积水而引起烂种死苗
。

2
。

土滚变松

城西湖土壤的特点是
“

粘
、

板
、

紧
、

湿
” 。

通过绿肥改良
,

粘板土壤变得酥松了
,

这就为小

麦高产打下了 良好基础
。

土壤变松的主要标志是土壤孔隙度和疏松度增大
。

土壤疏松度

的大小
,

可以用来直接鉴别土壤的松紧
。

疏松度是以一定重量的土壤所占体积的大小来表

示
。

土壤愈松
,

疏松度愈大 ; 土壤愈板
,

疏松度愈小
。

绿肥茬土壤酥松多孔
,

地喧
、

疏松度也

大
;
高粱茬土壤僵板

,

疏松度小 (表土的疏松度和绿肥茬底土相当 )
,
大豆茬土壤居中 (表 4 )

。

表 4 不 同 茬 口 土 壤 疏 松 度 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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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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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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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肥地土壤疏松的主要原因
,

首先在于翻压大量的鲜草和残根
。

这些粗有机物质有
“

架空
”

土壤的作用
,

改善土壤的疏松性和通透性
,

有利于麦根舒展
。

其次
,

大量鲜草在土

中腐解
,

使绿肥周围的土壤染成黑色
,

这种腐烂的有机物
,

与土粒相互作用
,

形成有机无机

复合体
,

有使分散的土粒团聚结构变松的作用
。

耕翻夏绿肥一般在 8 月上旬
,

这时气温较

高
,

还能起到伏耕晒堡 的作用
。

土坐晒透了
,

遇水即疏散
,

这对粘土变松很有利
。

绿肥经过耕翻和伏耕晒堡后
,

上下土层都变得疏松
,

脚踩有松软感
。

对于这样疏松的

土壤
,

麦播前无须再重耕
,

以免把鲜草翻出
,

反而影响播种质量
。

大型机械反复耕耙
,

也会

压板土壤
。

在一般情况下
,

只要把地耙平
,

即可抢墒机播
。

3
.

增加土嫂养分

耕翻绿肥能增加土壤有机质和氮素养分的含量
,

以心土层最为明显 (表 5 )
。

这是因

为耕翻绿肥的第一年
,

把绿肥耕翻埋入下层
,

把底土翻上来
,

在心土层就形成了一层明显

的压青层
,

从而造成土壤养分上少下多的分层性
。

其它茬 口土壤则与此相反
,

土坡养分

分布是耕层多
,

底土少
,

这与表层施肥有关
。

绿肥和豆茬土壤磷素含量也显著比高粱茬多

(表 5 )
。

绿肥茬土壤养分的分层性
,

有利于麦根下扎
,

发老苗
,

不会引起后期脱肥现象
。

表 5 不 同 茬 口 土 壤 养 分 变 化 (厚千层状淤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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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效麟
—

马乞金法
,

林水解性氮— 碱直接燕馏 法
。

土壤有机质的增加
,

对于改善土壤的疏松性
、

蓄水保墒性和保肥供肥性都有重要作

用
。

种一季绿肥
,

耕翻 3。。。斤左右鲜草
,

等于施用 6 00 斤左右干有机物质
,

一般能增加土壤

有机质 0
.

1一。
.

2%
。

田著鲜草的含氮量为 0
.

52 %
,

绿肥当季的利用率按50 %计算
,

能增加

土壤氮素约 8 斤
,

相当于 40 斤硫按
。

所以说
,

绿肥不仅能改良土壤
,

还是土壤养分的重要

来源
。

但是不 同的土壤
,

有机质的增加也有多有少 (表 6 )
。

粘质千层状淤土是城西湖农场

主要代表性土壤
,

面积约占70 %
。

这种土壤种绿肥
,

改土效果最明显
,

有机质增加较多
,

一

般达。
.

1一0
.

2% , 而沙性的面沙土
,

土壤有机质含量很低
,

翻压绿肥后有机质增加也较

少
,

一般在 0
.

1% 左右
。

土壤质地不同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异 ? 原因是沙性土壤的土质 疏

松
,

通透性好
,

有机质分解较快
,

积累较少 ; 粘质土壤紧实
,

通透性差
,

有机质分解较慢
,

有

利于积累
。

土壤有机质的积累对于粘板土壤变松起着重要的作用
。



表 6不 同 土 墩 翻 压 田 祷 对 有 机 质 积 累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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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点混 合取样测定
。

三
、

夏绿肥生长特点和田著的高产措施

1
.

几种夏绿肥生长的裹现

田普
、

怪麻
、

绿豆三种夏绿肥在城西湖农场生长都很好
。

试验站绿肥 6 月 9 日播种
,

8 月 1 0日耕翻
,

生长两个月
,

每亩鲜草量都超过 3 0 0。斤
。

怪麻鲜草量 4 9 0 0斤
;
绿豆 3 7 0 0斤

;

田普3 2 0 0斤
。

田芬和怪麻的生长特点很不一样
。

田著苗期生长缓慢
,

播后一个月才长 1 尺多高
,

开

始突破
“

蹲苗期
” ,

而怪麻一直是遥遥领先
,

早已长到 1 米多高
。

怪麻长到 40 天左右
,

生长

速度达到高峰
,

日增长量约 7
.

6厘米
。

田著则迟发
,

但后来居上
,

7月底以后
,

增长速度赶

上怪麻
。

两种夏绿肥生长速度的转折点在 8月初
。

8 月 5 日以后
,

生长速度都下降
,

并日

趋接近 ( 图 1 )
。

根据生长速度的不同可以判定
,

怪麻生长快而猛
,

可以比田著提早耕翻利

用
。

日平均增长

速度ǎ厘米à

7 月 } g B 2 1 2 3

图 1

2 5 2 8 3 0 8月 IB 3 5

测 定 日 期

夏 绿 肥 生 长 速 度 曲 线

不同夏绿肥根系也有差别 (表 7 )
。

田著和怪麻的根长而粗
,

根量大
。

但根瘤量还是

田著多
。

茎叶与根量的比值都为 8 一 10 比 1
。

主根穿土力强
,

改土作用 明显
。

绿豆的根

短而粗
,

根量较少
,

根瘤虽多但小
,

茎 叶繁茂
,

草与根量的比值约为 30 比 1
,

根系改土作用

不如 田普
、

怪麻
。



表 7 不 同 X 绿 肥 根 系 发 育 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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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2

豆

{
3。 } 。

’

6

根系集 中

分布深度

(厘米 )

茎叶 /根

(鲜重 )
集

一

中部位
(厘米 》

个数 /株

…
, 。 (克 /株 》

分 布 状 况

3 0

2 5

7

8一 1 0 比 1 2一 7 」 8 0

8一 1 0 比 1

3 0 比 1

6一 8
。

5 } 1 1

5一 5 ; 4 2 0
。

15

主
、

须根都有
,

乳 白色
,

似绿豆大小
。

主根多
,

须根少
,

姜状
,

色灰棕
。

集中分布主根上
,

小米
位状

,

色灰徐
。

田怪绿

* 为 1 0 株平均值
。

三种夏绿肥都适宜城西湖生长
,

但利用价值有不同
。

田著适应性强
,

鲜草量高
,

根系

发达
,

改土作用大
。

它的特点是前期生长慢
,

有一个月左右蹲苗期
,

后期长得快
。

苗期怕

早又怕水
,

后期耐早耐涝
,

是一种较理想的夏绿肥
,

适宜机械化农场大面积种植
。

但必须早

播
,

迟于 6 月底播种
,

鲜草量下降
。

怪麻是一种速生的豆科夏绿肥
,

它的特点是适应性强
,

耐早耐涝
,

生长迅速
,

没有
“

蹲苗期
” ,

一般生长 40 一 50 天就能利用
,

可以晚播早耕翻
, 7 月

上旬播种仍能达相当高的鲜草量
,

改土作用与田著接近
。

目前怪麻种源较少
,

可以利用堤

埂十边闲地种植留种
,

尽可能 自力更生解决种源
。

怪麻虽有豆荚螟危害
,

但留种并不很困

难
。

种子不易炸荚
,

每亩产种量可达百斤左右
,

隔年种子如保存好仍能出苗成活
,

今后可以

大力推广
,

作为田著的搭配夏绿肥品种
。

绿豆也是一种速生夏绿肥
,

鲜草量高
,

腐烂容易
,

当季肥效较高
。

但绿豆是粮食作物
,

大面积推广受到一定限制
。

2
.

种好 田并的几项关健措施

( l) 种子处理
: 田著种子往往混有 30 % 以上的硬子

,

这种硬子的表面有一层蜡质
,

不

易吸水
,

影响发芽
,

在播前最好进行种子处理
。

最简便而又稳妥的方法是采用电动碾米机

碾一遍
,

使种皮有明显擦痕
。

种子经过处理后
,

发芽率可达 90 % 以上
。

冷水浸种的办法也

能提高发芽率
,

但对大型机耕农场
,

如遇久雨无法机播
,

不宜提倡
。

(2 ) 抢墒早播
:
夏播田蔷生长期短

,

为增产鲜草
,

应抢墒早播
,

力争在 6月中
、

下旬前

播种结束
。

迟于 7 月初播种
,

鲜草量显著减少
。

( 3) 灭茬机播
:
田著地在播前必须进行耙地灭茬

,

克服
“

板茬
”

撒种
。

耙地可采用缺

口重耙 ( 即梅花耙 )交叉耙或直耙一遍
,

翻掉麦茬再机播
。

机播方式以条播为好
,

机撤播

(拆除开沟器由输种管撤籽 )也行
,

但在播后还应轻耙复土
,

如遇干早
,

播后应及时镇压保

墒
。

机播田著
,

种子落在土里
,

播得匀
,

出苗齐
,

长势好
,

鲜草量高
。

板茬人工撒播苗不匀
,

长势差
,

杂草丛生
,

造成
“

草吃苗
”

现象
,

鲜草量很低
,

不宜提倡
。

( 4) 合理密植
:

密植是绿肥高产的重要措施
。

夏播绿肥
,

播得稠
、

长得旺
、

茎叶嫩
、

鲜

草量高
。

播得稀
,

长得矮
、

茎秆老
、

开花结荚早
、

鲜草量低
。

早播的每亩播种量 6一 8斤
,

保

证 5一8万基本苗
,

鲜草量可达 3 千斤以上
。

迟播的播量增至 8一 10 斤
,

也能获得较高鲜草

量
。

( 5 ) 适期耕翻
:

耕翻早晚直接影响绿肥的改土增产效果
。

耕翻过早鲜草量低 ; 耕翻

过晚
,

茎秆老化
、

不易腐烂
、

肥效差
。

怪麻可比田著早翻
。

耕翻的适期
,

田著在蕾期一初

(下转第 46 页 )



关于指示荆的选择 原法中滴定第一等当点时是用酚酞指示剂
,

但在实际标本的滴

定中发现终点变色不明显
,

引起结果误差较大
。

经过试验
,

选用了百里 酚兰一酚酸混合指

示剂
,

其变色范围与酚酸相近
,

对结果没有影响
,

但终点颇色变化比较明显
,

易于掌握
。

关子硫化物千扰问厄 在原法中没有提到
,

对于土壤测定来说
,

一般可能问题不大
。

但我们发现有少数磷矿粉肥中含有较多的硫化物
,

经 H CI 分解
,

产生 H Z S 气体
,

被 K O H

溶液吸 收
,

从而严重影响测定结果
。

为了了解硫化物干扰情况及其消除方法
,

我们在标

本中加入 F e S 进行了一系列试验
。

其结果列于表 2
。

表 2 硫 化 物 的 干 扰 及 其 消 除 试 验

(滴定 H C I毫升数 * )

标

本

空 白

( l ) ( 4 )

加 ; 加 2 5 0雍克 F e
S

* * 加 2 5 0奄克 F
e
S
* *

5 奄升 3 0% C o S O - ( 2 )一 ( 3 )

一尸一
、ù

礴矿粉肥 A

确矿粉肥 B

土 坟

1 9
。

20

2 4
。

1 5

2 2
。
2 0

19
。

9 5

3 8
。 3 3

4 3
。

1 0

4 1
。

5 5

0

19
。
35

2 4
。

0 0

2 2
。

5 0

1 9
。
9 5

1 8
。
9 8

1 9
。

1 0

1 9
。

05

刻|州一

…
H C I浓度为 0

。
1 0 l l N

F
e
S试荆含 t 为 80 %左 右

从表 2 可以看出
:
在处理 ( 2 )中

,

当 F eS 被 H CI 分解后产生的大量 H
:
S 被 K O H

洛液吸收
,

结果显著偏高
,

并且在滴定时产生 H
:
S 臭味

,

溶液呈现混浊
。

而处理 ( 3 )
,

当加入 C uS O
`

溶液后
,

由于产生的 H : S 与 C uS O
`

作用生成 C uS 沉 淀
,

使结果与原

来标本测定结果基本一致
,

且在滴定时没有发出 H
:
S 臭味

,

溶液清晰
,

说明 C uS O
`

可以

消除标本中硫化物的干扰
。

而硫化物千扰相当于 H CI 的滴定量
,

都在 19 毫升左右
,

与试

剂含量估算大致相近
。

至于鉴别标本中有无硫化物干扰的问题
,

可从滴定过程中如果发

现溶液有 H
:
S 臭味并出现混浊

,

则表明标本中有硫化物存在
,

对于这类标本可在加 Z M

H C I前先加 30 % C u S O
`

溶液 5 毫升
,

然后按上述同法进行
,

对于不含有硫化物的标本则

不必使用 C u
S 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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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期 , 怪麻在蕾期
。

一般在 8 月上旬耕翻为宜
。

迟于 8月中旬耕翻
,

正值斜纹夜蛾等虫

害大发生期会把 田着吃成老秆
,

影响翻压改土效果
。

耕翻深度也很重要
。

城西湖土壤粘板
,

麦根扎得浅
,

绿肥翻压过深
,

肥效不显
。

一般

以 18 一 20 厘米深度为宜
。

田著 、 怪麻都可用履带式拖拉机牵引 4 锌犁直接耕翻
。

要求耕

深一致
,

一堡扣一堡
,

盖严不露草
。

如遇秋旱
,

在伏耕晒堡基础上也可结合灌溉
,

以加速绿

肥腐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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