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宿县地区土壤肥力状况和培肥途径

安徽省宿县地区土壤调查办公室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
,

我区广大农村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深入开展
“

农

业学 大寨
”

运动
,

革命和生产形势一片大好
。

农业生产初步改变了面貌
,

已经 由一个多灾

低产的缺粮区
,

变成一个比较稳产保收的余粮区
,

对国家做 出了一定贡献
。

为了落实毛主席关于
“

备战
、

备荒
、

为人民
”

和
“

深挖洞
,

广积粮
,

不称城
”

的伟大战略方

针
,

农业生产必须大上快上
。

为了适应农业发展 的新形势
,

必须进一步了解我区各种土壤

类型 的性质
、

特点
、

利用状况
、

总结群众改土培肥的经验
,

以便更好地合理利用与改良土

壤
,

提高土壤生产力
,

我们于 1 9 7 3年秋对全区不同类型 的土壤进行了重点调查
。

现就土壤

肥力状况和进一步培肥提出一些看法
。

一
、

土 壤 肥 力 状 况

我区在历史上是一个涝
、

早
、

盐碱
、

飞沙等自然灾害较多的低产地区
。

解放后
,

随着各

项社会改革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发展
,

大力兴修水利
,

改良土壤
,

增施肥料
,

土壤肥力

有所提高
,

粮食产量 比解放前增长一倍
,

林
、

牧
、

副
、

渔也都有显著增长
,

农业生产的先进典

型大批涌现
。

但就全区来说
,

农业发展是不平衡的
。

还有相 当大面积的低产土壤
。

在这次土壤调

查 中
,

初步查清了我 区土壤肥力的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

现归纳如下
:

1
.

土滚肥 力有所提高
,

但很不平衡 我区已经由一个多灾低产的缺粮区变成一个比

较稳产保收的余粮区
,

土壤肥力也相应地有所提高
。

原来以盐碱土为主
,

粮食亩产不过百

斤
,

皮棉亩产只有 10 一 20 斤的肖县郭庄大队
,

通过挖沟排水
、

刮盐换土
、

深翻窖碱
、

增施肥

料
、

发展井灌
、

改种水稻等措施不断改良土壤
,

提高了土壤肥力
,

目前粮食亩产 1 7 0 0斤
,

皮

棉亩产 1 87 斤
。

例如中部河间平原地区和沿淮岗
、

湾地区也都有粮棉产量大幅度增加的社

队
。

但是
,

土壤肥力的提高是很不平衡的
,

有的社队产量提高得很慢
,

甚至庄稼不能立苗

的盐碱土也还存在
。

这种土坡肥力不平衡的现象既表现在不同土壤之间
,

也表现在不同

地区之间
,

各县既有不同
,

社队之间也有差异
。

这一特点说明了我区在改 良土壤和提高土

壤肥力方面的任务是很重的
,

同时也说明我区土壤增产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

2
。

土坡养分含 t 一般偏低 在这次土壤调查 中
,

采集了各种土壤类型的标本进行分

析
,

其结果分别列于表 1
、

2
。

从表 1可 以看出本区土城的特点是
:

土壤养分含量一般偏低
,

耕层有机质一般不到

1% (其中湖地土壤为 。
.

92 %
,

黄泛区土壤只有 0
.

73 % )
,

全氮量也低
,

与上海郊区土壤相比

低一
、

二倍或更多
。

更值得 注意的是土壤严重缺磷
,

虽然全磷量属于低量至中等 ( 0
.

06 9一

0
.

1 3 7 % )
,

但速效磷属于低量至极低量 ( 4
.

82 一 7
.

3 5P p m )
。

同属一类土壤
,

由于熟化程度

不同
,

其耕层土坡 的速效养分状 况也有明显的差异 (表 2 )
。

如黄泛 区土壤中的淤土
.

高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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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低肥 的有机质
、

全氮含量虽大体相同
,

但高肥地的水解氮和氮素供应强度比低肥地要高

出 4 0% 以上
。

湖地的黑土和黄土也有同样的趋势
。

淤土地高肥和低肥的全磷含量虽也大

体相同
,

但高肥地的有效磷比低肥地高 50 % 以上
,

湖地土中的黑土和黄土要高出一倍甚至

一倍以上
。

3
.

涝
、

早等因素影晌土坡肥力的提高

通过调查
,

我们深刻体会到
,

土壤肥力不单是一个土壤养分问题
,

而是土壤的水
、

肥
、

气
、

热诸因素的综合反映
。

我 区目前涝 (包括渍 )
、

早等因素还影响土壤肥力的提高
。

不少

沿河湾地 由于地势低洼
,

一遇大水
,

就会受涝成灾
。

湖地的黑土
,

有机质的含量虽较泛 区

土壤为高
,

但因地下水位较高
,

土壤通气不好
,

影响养分的释放
。

黄泛平原地区排水状况

较好
,

但灌水条件较差
,

土壤过于通透
,

影响有机物质的积累
。

另外
,

沿淮一些机电排灌的

岗地水 田
,

虽早涝无忧
,

但由于未注意发展绿肥
,

增施有机肥料
,

土质澄板
,

水稻产量不高
。

所以要培肥土壤
,

提高土壤肥力
,

应该着眼于水
、

肥
、

气
、

热四个因素
,

采取综合性措施
。

二
、

土 壤 培 肥 途 径

针对我 区土壤肥力状况和存在的问题
,

提出土壤培肥途径如下
:

(一 ) 进 一 步 除 涝 防 旱

我区处于湿润亚热带和半干早暖温带的过渡地带
,

南北冷暖气流交替
,

雨量分布不

均
,

加之历史上水系紊乱
,

河道淤塞
,

造成旱涝灾害频繁
。

解放后
,

在毛主席
“

一定要把淮

河修好
”

的伟大号召鼓舞下
,

我 区广大干群艰苦奋斗
,

首先防治了淮河洪水
,

随后又整治了

部分骨干河道
,

兴修了除捞工程
。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
,

开挖了新沐河
,

又大搞 了面上

小型工程配套
,

这就有效地增强了抗灾能力
。

目前洪灾的问题 已基本解决
,

除涝面积和有

效灌溉面积都有显著增加
,

为稳产保收创造了条件
。

尽管如此
,

我区水利建设 的发展和农

业生产的要求还很不适应
。

由于骨干河道标准偏低
,

工程不配套
,

农 田灌溉系统不健全
,

工程管理跟不上
,

旱涝灾害还没有从根本上解除
。

从近几年的情况看
,

早捞灾害每年仍有

不同程度的发生
,

这是相当一部分地区农业生产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

从早涝发生的时间

来看
,

涝的威胁主要在七
、

八月份
,

若雨季来得早
,

六月份即出现涝演
,

主要影响山芋
、

黄

豆
、

芝麻等作物的生长
,

甚至影响小麦的收获
;
若雨季推迟至九月份

,

则影响山芋的起收和

小麦的播种
。

近年来也间或有春涝的发生
,

影响棉花等作物的播种和小麦的正常生长
。

早

灾出现的时期主要在晚秋和早春
,

影响春播和秋播
,

有时干旱来得早
,

也影响黄豆
、

山芋等

作物的生长
。

多数年份五月下旬常有干热风出现
,

致使晚熟小麦青枯减产
;
有些年份也有

伏早发生
,

影响玉米抽穗灌浆
。

为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新形势
,

必须兴修水利
,

彻底消除旱涝威胁
。

在水利建设上要

坚持实行排灌并举
、

蓄泄兼筹的方针
。

不同地区
、

不 同时期既要有所侧重
,

也要全面发展
。

凡是涝的问题突出的地方
,

要先解决涝的问题
,

结合搞灌的工程
;
凡是早的问题比较严重

的地方
,

就先搞灌的工程
,

同时提高排涝标准
,

逐步做到
“

遇早有水
,

遇涝排水
” ,

能排能灌
。

在中部砂僵黑土地区
,

漆撞河水系出口小
,

地势低洼
,

地下水位高
,

土质粘重
,

透水性

差
,

排涝标准低
,

缺乏田间工程
,

灌溉设施较少
,

雨季涝渍情况较重
。

这一地区近期应结合

怀洪新河的治理
,

扩大出口
,

积极搞好面上除捞工程
,

大搞台田
、

条田
,

同时圈场建站
,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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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排灌
,

大打机井
、

土井
,

开展灌溉
;
远期可引淮水补给

,

逐步培肥土壤
。

北部泛区
,

地势较高
,

地面水缺乏
,

要积极发展井灌
,

同时提高沟河排涝标准
.

建立完

整的排水系统
。

挖沟排水不仅可 以降低地下水位除涝防渍
,

而且随水可排走土壤盐分
,

抑

制土壤返盐
。

沟的深度和密度应根据土壤盐碱化的程度
、

土壤质地的不同而有差别
。

盐碱

土一般质地较轻
,

沟的边坡容易塌蚀
,

淤塞沟底阻碍排水
,

所以边坡不能过 陡
,

且要在沟坡

两边种植紫穗槐或祀柳等固坡防塌
,

如能挖到胶泥
,

用以护坡
,

而后种植乔灌木
,

则效果更

好
。

南部沿河湾地
,

主要是沿淮
、

涡
、

芡
、

讹及香涧
、

天井
、

沱湖等河湖沿岸
,

地势低洼
,

河水

丰富
,

但受外水顶托情况严重
。

这类地区主要应圈汗筑堤防洪
,

挖沟建站排涝
,

结合发展

灌溉
,

扩大水稻面积
。

山区丘陵
,

地势高
,

排水良好
,

易受干旱
,

目前森林植被较少
,

水土流失严重
,

故应采取

山
、

水
、

林
、

田综合治理措施
。

山上要大搞封 山育林保持水土
,

山脚山洼大搞 山塘水库等控

制蓄水工程
。

在有山洪冲刷威胁的地方
,

可在较小的冲刷沟内修筑跌水谷坊
,

在较大的沟

谷内修筑水坝
,

以减弱山洪水势
,

阻滞水土流失
。

近 几年来
,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

各地对农 田灌溉的要求越来越高
,

也越来越迫切
。

当前
,

在灌溉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

例如渠系不完整
,

机井不配套
,

土地不平整 和灌溉技

术不高等
,

必须积极采取措施予 以解决
。

在充分利用地面水开展灌溉的同时
,

要大力挖掘地下水源
。

我 区地下水资源丰富
,

水

质良好
,

据初步勘察
,

40 米以内浅层地下水的静储水量高于年降雨补给水量十余倍
。

在地

下水分布上
,

虽然北部肖
、

场和部分贫水区
,

浅层地下水较少
,

而中深层地下水源还是丰京

的
,

含水砂层多在 8 米以上
,

可供开发利用
。

要根据水源条件
,

有计划地搞好土地平整
,

实行小畦灌溉
,

克服高处要水浇不到
,

洼处

积水成灾的现象
,

达到
“

地平寸水棵棵到
”

的要求
。

在砂僵黑土地区
,

因土壤粘重
,

则应发

展浸润灌溉
,

以沟灌畦灌为主
,

避免造成土壤板结
,

影响作物生长
。

随 着农 田水利建设的发展
,

水稻面积逐年扩大
。

稻田要注意水浆管理
,

克 !〕及大水淹

灌
,

一灌到底的偏向
,

应实行小畦栽培
。

在盐碱土地区
,

因种水稻长期大量灌水
.

使地下 水

位升高
,

若无排水出路
,

土壤盐化有时反而会加重或扩大
。

因此特别要健全排水系统
,

以

防止地下水位升高
。

此外
,

还要注意连片种植
,

防止水早插花
。

早地应根据作物生长需要
.

适时合理灌水
,

克服过去那种只浇
“

保命水
”

的做法
。

(二 ) 大 力 发 展 绿 肥

我 区土壤肥力较低
,

与土壤有机质含量低有密切关系
,

因此必须千方百计增加土壤有

机质含量
,

而种植绿肥是增加土壤有机质的一个重要途径
。

岗岭地区的怀远县马头城公

社
,

利用稻田种苔子
,

实行一 稻一若的耕作制度
,

全社一万多亩春稻平均亩产 80 0多斤
,

砂

僵黑土地区的固镇县任桥公社迎水大队利用夏季休闲田种绿豆
,

掩青种小麦
.

小麦亩产

22 0斤
,

比麦豆两季还增产 70 斤
,

而且绿肥还有 明显的后效
。

黄泛平原地区的杨 山县陈庄

公社在 2 0 0 0多亩棉 田里
,

五月份套种绿豆
,

六月底掩青
,

亩产鲜草 1 0 0 0多斤
,

当季皮棉亩产

1 1 0斤
,

比未掩青的增产 3 7
.

5%
。

由此可见
,

要加速培肥土壤
,

加快农业发展 的步伐
,

必须积极发展绿肥
。

而要加快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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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的发展
,

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

1
。

全面规划
,

合理利用茬口

我区是一个两年三熟制为主的麦
、

豆杂粮产区
,

复种指数只有 1 60 %左右
。

特别是砂

僵黑土地区人少地多
,

复种指数低
,

更有发展绿肥的茬 口可以利用
。

据统计
,

全区每年都

有 1 00 多万亩夏闲田可以实行一麦一绿肥 , 有 50 。多万亩的冬闲田可以种植越冬绿肥 , 有

20 0多万亩玉米
、

高粱等中耕作物可以套种短期速生绿肥
。

另外
,

还可以利用果树行间
、

水

面发展绿肥
。

如果上述作物的茬口都能用来种植绿肥
,

全区绿肥的面积可以达到 8 00 余万

亩
,

占复种面积的 30 % 以上
,

这是一个远期可以达到的目标
。

在近年内可以利用 1 00 万亩

夏闲田
,

1 0 0万亩棉田和 1 00 万亩玉米
、

高粱田种越冬绿肥和播种短期速生绿肥
。

2
。

选择适宜的绿肥品种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
,

选择适宜的绿肥品种
,

既能获得较高的鲜草产量
,

又有利于作物

的种植利用
。

适宜于我区种植的绿肥品种主要有以下几种
:

酋子
:

若子是一种良好的越冬绿肥
。

根据群众经验
,

提高着子产量的途径主要是适

期早播
,

合理密植
,

施用磷肥
,

遇早灌水
,

防治病虫
。

苔子的播种期
,

一般应在 8月下旬至

9 月上旬
,

过早难以腾出茬口
,

过晚鲜草产量降低
。

扬 山县农科所分期播种试验表明
,

从

九月上旬以后
,

每迟播一天
,

苔子鲜草产量减低百斤以上
。

桂麻
:
怪麻是一种生长期短

、

产草量高
、

产种量高的短期绿肥
。

春夏播种
,

一般生长

40 天左右即可翻压利用
。

自五月上中旬至八月上旬都可播种
,

但以早播为好
。

春播怪麻

一年可割三次沤肥
,

但留茬不能过低
,

要保留茎下部腋芽
,

否则即失去发芽的能力
。

田普
: 田著抗盐碱

,

耐涝渍
,

产量高
,

也是一种良好的夏季短期绿肥
。

在怪麻不能生

长的重盐碱地或涝洼地
,

田著往往生长良好
。

一般是春播的田著留种
,

夏播的压青
,

要注

意合理密植和施用磷肥
,

其前期生长较慢
,

宜于早播
。

萦称愧
:

紫穗槐是一种良好的多年生绿肥
,

在荒山丘陵
、

河堤沟边
、

家前园后都可种

植
。

一般春季插条
,

夏季用种子直播
。

在重盐碱地上播种要注意换土
。

另外还有绿豆
、

豌豆
、

首楷
、

草木栖等绿肥
,

生长都很好
,

亦可 因地种植
。

3
。

改革轮作制度
,

合理安排绿肥

绿肥播种
,

要占一定的时间和空间
,

因此在扩种绿肥时
,

必须要相应地改革现有的轮

作制度
。

北部平原的一年一熟棉产区和南部岗地的一年一熟的水稻产区
,

应 以冬季绿肥为主
,

实行一棉一着
、

一稻一若的轮作制度
。

中部人少地多的湖地
,

一年一季小麦或两年三熟的

夏季休闲田面积较大
,

应以夏季绿肥为主
,

利用小麦茬播种怪麻
、

田著或绿豆等夏季短期

绿肥
。

在复种指数较高的地区
,

则应见缝插针
,

利用作物行间和前后茬间的短期间隔
,

间

作套种一期绿肥
。

一般可利用玉米
、

高粱
、

棉花
、

山芋等条播和垅作的作物行间
,

间种或套

种绿肥
。

固镇县新马桥公社韦店大队
,

在春玉米行间 6 月 26 日套种怪麻
, 8 月 15 日掩青

,

亩产鲜草 2 0 0 0多斤
。 ’

玉米收后耕翻土地播种怪麻
,

8 月 6 日播种
, 9 月 10 日掩青

,

亩产鲜

草 3 0 0。多斤
。

利用高粱行间撒种怪麻
,

亩产鲜草也在千 斤以上
,

这些都可以作为小麦 的肥

料
。

此外还可以利用山岗荒地
、

河堤 沟坡
、

渠旁路边
、

家前园后
,

在有条件的地方也可用一

部分耕地种植紫穗槐
,

建立常年绿肥基地
,

也是解决肥料的重要途径
。

如果每个生产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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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闲散土地种植十亩
,

以每年收割三次共 6 0
, 。00 斤计算

,

约相当于一万斤豆饼的肥效
。

一

个队每年能施用一万斤豆饼
,

农业生产面貌就大大改观了
。

4
.

施用确肥
,

以磷增氮

杨山县城关镇东关大队前街生产队在沙土上用山芋茬种苔子
,

每亩施过磷酸钙 30 斤
,

亩产鲜草 5 0 0 0多斤
,

比没有施磷肥的增产一倍半
。

唐碧公社在薄沙地上
,

每亩施过磷酸钙

30 斤
,

亩产若子种 7 4
.

4斤
,

比不施磷肥的增产 2 8
.

5%
。

当前在磷肥供应不足的情况下
,

合

理施用磷肥尤为重要
。

应优先将磷肥施于绿肥地
,

这是以小肥养大肥
,

以磷增氮的经济合

理的施肥方法
。

(三 ) 大搞土地平整
,

深耕细作

深翻平整土地是农 田基本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

也是培肥土壤的一个有效途径
。

我

区虽然地处淮北平原
,

但大平小不平
,

特别是山区
、

岗岭地
,

一遇大雨就跑水
、

跑土
、

跑肥
,

极需平整土地
,

保持水土 ; 花碱土地区
,

土地不平整
,

洼处积水
,

高处积盐发生次生盐渍

化
,

也需要平整土地
,

改良土壤
。

我 区近年来灌溉事业有很大发展
,

但往往由于土地不平

整
,

不能充分发挥灌溉效益
。

群众讲
: “

有水不治土
,

水利无用处
” 。

因此必须有计划地逐

年把土地平整好
。

黄泛区和湖地地区可首先根据灌溉设施平整土地
,

做成畦田
,

以利灌

水
。

山地和岗岭地区坡度较大
,

可按等高线做成水平梯 田
,

涵养水分
,

保持水土
。

我 区上壤耕层深度 由于机耕面积逐年扩大和每年冬春深刨深翻的群众性改土运动不

断开展
,

多数地方土壤耕层厚度有所增加
。

但是有一些地方耕层厚度仍然只有 10 一 12 厘

米
,

远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
,

就是耕层 已有较大增加的地方
,

也有进一步加深的必要
。

各地应结合当地具体情况
,

合理安排茬 口
,

实行轮换深耕
,

以逐年加深耕作层
。

农田 。一 10

厘米的表层土壤
,

最易受气候影响
,

干湿变化大
,

温度变化大
,

而 10 一 20 厘米的亚表层土

壤
,

则干湿和温度都比较稳定
,

有利于作物生长
,

因此需要通过深耕来创造 10 厘米以下的

亚耕层
。

由于各种土壤性质和土层排 列不同
,

对耕深的要求不能强求一致
。

黄泛区和湾

地的沙土和两合土
,

在其他条件的配合下
,

一次深翻到 25 一 30 厘米
,

也不致影响当季产量
;

而淤土以及 山地
、

岗地
、

湖地土壤
,

却一般不能一次深耕太多
,

否则翻
_

L过多的黄泥生土
.

会影响几季作物的产量
,

所以要逐年加深
。

在进行人工深刨深翻时
,

应掌握
“

生土不动
,

活

土搬家
,

不乱土层
”

的原则
。

如果底层土壤较好
,

可以改良耕层土壤质地
,

或丰富土壤营养

物质
,

应该挖上来盖于表土之上或掺于表土之 中
。

土壤剖面 中有
“

碱根
”

或滞水层的应予

以打破
,

有砂僵
、

砾石或多年生杂草根茎的
,

应该拣出去
。

另外深翻土地还要
一

与平整土地
、

增施粪肥等措施结合起来
,

才能达到土肥相融
、

利于排灌
、

培肥土壤 的目的
。

( 四 ) 重视合理轮作

一定的耕作制度
,

必须与一定的生产条件相适应
。

近年来
,

随着农田基本建设的开

展
,

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变
,

作物布局和轮作制度也有了较大的变化
,

一年两熟的面积逐

年有所扩大
,

旱改水 和高产作物的面积有所增加
,

复种指数有所提高
,

对农业增产起了很

重要的作用
。

但是
,

也有一些地方没有根据当前的生产条件
,

不适当地扩大中
、

晚秋作物

和某些高产作物的面积
,

对养地注意不够
,

出现 了茬 口
“

撵
”

得过紧
,

不能适墒适时耕种
,

有

机肥料跟不上等现象
,

致使土壤养分消耗快
,

物理性状变坏
,

结果当季当年产量虽有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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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

但严重影响了下季
、

下年的产量
。

为此
,

在轮作制度和茬 口安排上
,

一定要适应当时当

地的生产条件
,

做到瞻前顾后
,

用养结合
。

合理轮作
,

实际上是一个合理布局作物的问题
。

合理布局作物
,

特别是安排豆科作物

和绿肥
,

是经济有效的一种生物养地措施
。

我区的农作物合理布局
,

大体上应从三个农业

区考虑
:

1
.

以小安生产为主 一年二熟或二年三熟的安豆杂粮产 区
:

小麦是我 区种植面 积 最

大的粮食作物
,

历年播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60 一70 %
,

合理轮作应以小麦为中心来安排作

物
。

也就是说
,

在茬 口安排上
,

要尽量为小麦创造良好的前茬条件
。

首先要注意扩大小麦的早茬面积
。

早茬主要是春高粱和春玉米
,

另有一部分晒堂地
。

早茬作物多是中耕作物
,

施肥多且经过冬耕
、

晒堡
,

土壤物理性状较好
,

肥力也较高
,

前茬

收后到种麦
,

还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进行耕耙整地
,

有利于精耕细耙
,

恢复和培养地力
。

另

外
,

在人少地多的地方还可保持一定比例的晒堡地
,

并利用晒堡地种植一季夏季短期速生

绿肥
,

这也是合理轮作
,

用地养地 的一个重要途径
。

其次
,

要适当扩大豆类作物面积
。

肖县丁楼公社周好大队
,

把豆叶翻下地种小麦
,

比把

豆叶搂出来的每亩增产小麦 90 斤
。

所以
,

每年保持一定面积的黄豆等豆类作物
,

对于培肥

土城
,

促进增产有着重要的作用
。

近年来有些地方错误地认为黄豆产量不高
,

压缩其播种

面积是不对的
。

只要做到选用良种
、

适 当施肥
、

适时播种
、

合理密植
、

加强管理
,

同样可以获

得较高产量
。

花生耐清
、

耐涝
、

养地
,

特别在低洼的砂僵黑土地区
,

应适当扩大其种植面积
。

再次
,

要逐步压缩山芋面积
。

近年来
,

有些地方由于片面追求当季高产
,

山芋面积有

所扩大
,

特别 是春山芋的面积扩大更快
,

影响了整个轮作的安排和土壤培肥
。

今后应从提

高山芋单产入手
,

逐步压缩山芋的种植面积
。

2
.

以水稻生产为主一年一熟或二年三熟的稻密杂粮产 区
:
随着水利条件的改善

,

我

区水稻面积正在不断扩大
,

当前应注意搞好水稻的布局
,

合理轮作换茬
。

在生产条件一般

的地区以一稻一肥 (绿肥 )为主
,

并可适当安排一部分一稻一油 (油菜 ) , 在生产条件较好

的地区
,

多实行稻麦两熟或两年三熟一绿肥的制度
。

这一产区的突出问题是有些地方不

注意养地
,

由于多年麦稻连作
,

茬 口紧
,

整地时间短
,

耕作质量差
,

耕层变浅
,

土质变紧
,

影

响土壤培肥
。

不少先进单位的经验证明
,

要解决这一矛盾
,

除了选用早熟品种
、

提高栽培

技术和机械化程度外
,

特别要注意插种一季绿肥
。

有些稻区
,

可根据条件有计划地实行水

早轮作
,

即在种植几年水稻之后
,

改种一季早粮
,

这对于改良土壤理化性状
,

提高土坡肥力

都有一定作用
。

3
.

以栩花生产为主一年一熟或二年三熟的林安杂粮产区
:
这一地区近年来正 在 推

广棉 田秋季套种若子和春夏季套种一
、

二期短期速生绿肥的经验
,

这对于改良土壤
,

培肥

地力
,

提高当季棉花和后作的产量都有良好的作用
。

还有一些地方利用春种玉米
、

高粱等

早秋作物套种夏季短期绿肥的效果也很好
。

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和科学种 田水平的提高
,

我区不少地方 已经逐步推行不 同

作物的间作套种
,

以充分利用空间和地力
,

提高产量
。

如棉田间作春小麦和大麦
、

豌豆等

早熟作物 , 小麦地套种玉米
,

麦收后再套种黄豆 , 利用玉米
、

高粱等高秆作物与黄豆
、

花

生
、

山芋
、

马铃薯等作物实行带状 间作或隔行套种等办法
,

都有成功经验
。

但必须在努力

提高水肥等生产条件和有利于培肥土壤的基础上逐步推广
,

才能保证高产稳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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