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同的
。

虽然土壤 中养分的贮量是土壤肥力 中的重要 因素
,

但不是唯一因素
。 _

上海
、

宜兴

两地区的工作充分证明
,

土壤肥力因素是因时因地变化的
,

各肥力因素又是互相制约的
。

因此
,

我们必须用辩证的综合观点来看待土壤肥力
。

我国种植水稻的地区很多
,

面积很

广
,

其他低平地区可能也有类似情况
。

希望各地 区能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

以便因地制宜地

提高水稻土的肥力
,

进一步地提高农作物产量
。

试谈八二大队高产稳产水稻土的肥力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土肥植保研究所土壤组

金山县金卫公社八二大队
,

地处长江三角洲南侧的东海之滨
,

杭州湾畔
。

这里的土壤

是在冲积母质上
,

经过长期水早轮作条件下发育起来的黄泥头 (类似鳝血黄泥 )水稻土
。

这个大队
,

解放前是一个
“

九年三熟六年荒
,

穷人难喝薄粥汤
”

的穷乡村
。

解放后
,

八

二 大队的贫下 中农
,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
,

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

坚持党的

基本路线
,

坚持三大革命斗争
,

夺得了连续十七年的农业大丰收
。

经过大跃进
,

1 9 5 9年全

大队粮食平均亩产量超过了《纲要》
。

1 9 6 。年突破了千斤关
,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批

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
,

1 9 6 8 年粮食亩产达到了 1 6 1 4 斤
,

翻了《纲要》
。

近几年连续超双

千
。

1 9 7 4年亩产量平均达到 2 4 0 8 斤
,

又比 1 9 7 3年的2 1 6 4
.

5斤增产 2 40 多斤
,

为成上海郊区

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
。

土是农业生产的基础
。

八二大队持续高产稳产
,

反映在土壤肥力方面有哪些特点呢 ?

在 1 6 7 3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1 9 7 4年我们在八二大队又选择 了黄泥头水稻土几个代表性

田块
,

进行定位试验
,

在早稻
、

后季稻的各个生育期
,

对稻 田土壤中的水解氮
、

速效磷
、

速效

钾连续作了九次分析
,

对土壤的通气透水性进行了研究观察
,

对水稻的生长情况和产量结

构进行了考察
。

同时
,

又在八二大队邻近地区的黄泥头水稻土以及其他地区的青紫泥 (类

似青泥田 )水稻土
,

各选几个代表性的田块
,

进行了同样项 目的定位试验研究和速效性养

分 的测定
。

经过各种试验分析和考察资料的研究对比
,

我们对于八二大队高产稳产水稻

土的肥力特点
,

试谈一些初步看法
。

一
、

丰富的土壤养分是高产稳产的物质基础

农业产品是农作物吸收土壤 中的各种 养分
,

在光合作用下形成的产物
,

土壤中的养分

是农业产品的物质基础
,

特别是速效性养分与产量水平的关系更加密切
。

调查研究和各定位点的分析结果说明 (表 1
,

2 )
,

八二大队土壤 中的养分是比较丰富

的
。

有机质含量平均为 2
.

92 %
、

全氮含量平均为 0
.

1 69 %
、

全磷含量平均为 0
.

1 31 %
、

全钾

含量平均为 2
.

77 %
、

速效性养分供应强度也比较大
。

例如几个定位试验 田块早稻
、

后季稻

各个生育期的动态养分测定的平均值
,

水解 氮为 3
.

54 毫克 / 1 0 0克土
,

速效磷为 2 5
.

g p p m
,

速效钾为 2 06
.

7 p p m
。

而八二大队邻近地区 (永久大队 ) 水利等条件完全相同的黄泥头水

1 5 6



稻土
,

有机质含量平均为 2
.

04 %
、

全氮含量平均为 。
.

1 19 %
、

全磷含量平均为 0
.

128
、

% 全钾

含量平均为 2
.

38 %
、

水解氮平均为 2
.

92 毫克 / 1 0 0克土
、

速效磷为 1 6
.

l p p m
、

速效钾为 1 4 5
.

6

p p m
。

相比之下
,

八二大队土壤有 机质和全氮含量要比周围邻近地区高 40 %左右
,

全磷
、

全钾含量也比邻近地区为高
,

水解氮
、

速效磷
、

速效钾含量分别比邻近地区高出 20 %
、

60 %和 40 %左右
。

表 1 了 4 年各定位点土壤的全且养分分析 (平均值 )

质机%卜博
1

1……定 位 点 土 壤 PH
全 氮 1 全 磷 { 全 钾

% % %

7
。
5 7

7
。
5 0

7
。
3 5

2
。

9 2

2
。

0 4

4 。
7 2

0 。 16 9

0
。 11 9

0
。 2 5 1

0
。

1 3 1

0 。 1 3 8

0 。
1 15

2
。

7 7

2
。

3 8

2 。 3 0

泥头头泥泥紫青黄黄东队队大大城久浦二八永青

测定方 法
:

p H

—
比 色法 , 有机质

—
丘林法 , 全 氮

—
半徽盈开 氏法 , 全礴— 酸溶 比 色法 ,

全 钾— 火焰光度计 法
。

由于八二大队土壤养分含量 比邻近地区高得多
,

反映在作物长势长相
、

产量结构和生

产水平上都有明显的差异
。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八二大队土壤中的速效养分
,

不仅含量

比邻近地区高
,

而且在各个生育期中的供肥情况比邻近地区更适合作物生长的要求
。

八二

大队的作物生长情况
,

总的表现为早发
、

稳长
、

活熟
、

高产
。

就拿对作物生长最有代表性的

营养元素一氮素来说 (表 2 )
,

八二大队早稻分萦初期
,

土壤中的水解氮平均为 4
.

45 毫克 /

1 00 克土
,

分集盛期和幼穗分化期为 3
.

9 2
,

抽穗期为 3
.

4 8 ,

乳熟期为 3
.

6 0
,

成熟期为 3
.

5 。
。

邻

近地区早稻分萦初期的水解氮平均为 3
.

40 毫克 / 10 0克土
,

分莫盛期和幼穗分化期为 3
.

4 7
,

抽穗期为 2
.

65
,

乳熟期为 2
.

82
,

成熟期为 3
.

54
。

后季稻生长 的过程中
,

土壤供肥情况也有

表 2 7 4 年各定位点土壤速效养分的九次动态分析 (双季稻 )

早 稻 后 季 稻

定 位 点 分粟 始 }分菜 盛 始德 沉沉头头 成熟熟 平平 折合合 分典始始 幼穗穗 齐穗穗
777 月月 7 月月 均均 斤 /亩亩 8 月月 分化化 9 月月

111 7日日 2 6日日日日 1 1日日 8 月月 2 5 日日

2222222222222 9 日日日

333
。

6 000

…
3

·

5。。 3
。

7 888 1 1
。
3 444 4

。
0 444 3

。
6 666 3

。

1333

222
。

8 222 3
。

5 444 3
。

1 222 9
。
3 666 2

。
6 111 3

。
2 888 2

。 5 666

333
。

8 444 3
。

2 222 3
。

5 000 10
。
5 000 4 。

6000 4
。
8 222 3

。

2 888

朋印
6 月
连 日

6 月
1 8 日

折 了犷

斤八 11

水

9
.

9 3

8
.

19

1 2
.

12

州哟叫训训训
ùJ八11ù,.一一8

.住,口nJ一一n甘月月了了人人ó卜一ù人人公卜大大城二久浦八永青r

速 效 磷 ( P o
o

s ) p p m

222 4
。

999 29
。

lll 2 9
。

4 2 1
。

999 6
。

5 888 5 0
。

888 3 7
。

222 ] 3
。

444

1117
。

444 13
。

555 2 1
.

6 11 4
.

999 4
。

4 777 2 4
。

555 2 1
。

888 9
。

8 444

777
。

1 333 7
。

9 000 10
。

3
、

7
。

2 666 2
。

1 888 13
。

666 8
。 7 000 4

。

7 000

。

9 8

。

] 6

_

2 8

O口ù了月了26柞一

l

ù洲川一一
1

.91川.zJ城大大二久浦八永青

速 效 钾 ( K 2
0 )

P Pm

洲
,户孟38

…
丹了几OJ̀叮̀O丹二U,̀,孟,土l

es

es
`

es上̀一b,曰

:::
只ō匕

川
2 7 9

.

8

2 2 7
。

9

2 0 4
。

1

1 7 0

1 20

8 0

{:;…::::
)
·

2 18 8
·

5 } 3 3

2 0 8

15 4

1 3 4

17 1
。

8

10 0
。

0

7 8
。

3

18 0

13 1

8 4

6 2
。

9

4 2
。

8

3 3
。

7

队队东

水解 冤—
丘 林法 , 速效磷

—
奥尔逊法 , 速效钾— 火焰光度计法 (用 I N N卜I 4 A c 提取 )o

大城一大法

一方

二久浦一定

一测

一八永青一

卜̀

15 7



同样的趋势
。

八二大队根据双季稻生育期短
,

特别是在大田中的营养生长期更加短的特

点
,

施用肥料采用
“

基肥足
,

追肥速
”

的原则
,

以提高前期土城中速效养分 的含 t
,

对促进

水稻早发高产具有重大意义
。

八二大 队水稻分菜初期
,

水解氮含量平均 比邻近地区高出

3 0%左右
。

仅 以早稻生长情况为例 (表 3 )
,

一般在移栽以后 23 天左右
,

八二大队就达到分

菜高峰
。

据我们考察
,

分集势平均为 1 8 8
.

8%
,

有效分菜率为 59 %
,

总有效稚平均为 57
.

1万

/亩
,

破 口期平均每株干物质重为 0
.

8 16 克
,

每穗总粒数平均为 4 6
.

5粒
,

实粒数为 3 5
.

8粒
,

空

疼率为 2 2
.

5%
,

早稻一般亩产量平均为 1 1 0。斤左右
,

全年粮食亩产量平均为 2 4 0 8斤
。

而邻

近地区的分菜势平均为 1 1 1
.

7 %
,

有效分雍率为 42 %
,

每亩总有效穗平均为 5 5
.

4万
,

破 口期

每株干物质平均为 。
.

7 15 克
,

每穗总粒数平均为 42
.

5粒
,

实粒数平均为 29
.

1粒
,

空疼率为

3 1
.

5%
,

早稻亩产量平均一般为90 。斤
,

全年粮食亩产量为 1 9 0 0斤左右
。

八二大队粮食单

产和全年产量 比邻近地区分别高22 %和 27 %
。

即使是邻近地区
,

土壤养分含量也不平衡
,

土城养分含量高的
,

单产和年产量也显著地比土城养分含量低的为高
。

7 4 年各定位点早稻农艺性状的考察

产t千较,克空绍率位实数总位数有效稼\
\

项
·

秧 移
7 月 1 日侧`有效荃本苗

表 3

密 6月 15日侧

月 /日

度

万 /亩

苗数 {分雍势…干物重

万 /亩 }万 /亩
)

% }克 /株 万 /亩 {较 /穆 较 / . 斤 /亩

挤.
,.日率%分苦。

-

比较%

撇
一勺5
lb

…
n七,臼J马J,J,J,

…
丹了ùóJ一bóó口ùóJn口

队板诚
八二大队

水久大队

育浦城东

::
5 / 2 3

5 / 2 2一 2 4

·
8 2

1
2 5

·

· 5 5

{
“ 6

·

。

3 5 } 2 6
。

8 1 6! 10 0

2 5一”性}5 / 2“一 2“ } ;;:));

3 5

2 9

3 0

`
!
’ 0 ` 3

· ”

7」 8 60
。

1

绷施肥情况
:

早稻品种
:

按每亩折合纯撼计算
—

八二大队为 48 斤
,

永久大队为 “ 斤
,

青浦城东为 26 斤 ,

化肥 : 有机肥— 八二大队为 1 : l
。

1
,

其他各定位点均为 1 : O
。

.8

矮南早一号
。

表 4 7 4 年各定位点后季稻农艺性状的考察

品品 种种 秧的的 移 栽栽 密 度度 最商商 有效效
天天天天 月 / 日日 万 /亩亩 苗数数 分集集

万万万万万万 /亩亩 %%%

888 / 3一 444 5 ·
。 3

…
6 3

·

777 7 0
。

000

888 / 222 4 。 9 3 ! 5 0
。

555 7 1
。

333

888 / 1一 555 4
.

5 0 { 5 7
.

777 6 5
。

444

有效穆

万 /亩

总较数

粒 /毯

实较数

粒 /往

千较 , 产 盆

斤 /亩

4 3
。

3 5
。

4 7
。

4 1。

1试
3 8

。

7 } 4 1

八二大队邻近地区的土壤类型
、

地理环境和水利条件等与八二大队基本一样
,

栽培管

理措施基本类似
,

在土壤肥力诸因素中
,

明显不同的就是八二大队的土壤养分要比邻近地

区丰富得多
,

高产稳产的物质基础比较雄厚
。

我们认为
,

八二大队邻近地区以及其他地势

高爽的地区
,

只要方向路线对头
,

栽培管理措施得当
,

如果还能增施肥料
,

特别是逐步增施

有机肥料
,

增加土壤中的营养物质
,

是能够取得较大幅度的增产的
。

二
、

良好的土壤环境是高产稳产的重要条件

从我们调查和定位试验分析的结果来看 (表 1
,

2 )
,

上海郊区青紫泥水稻土的有机质

含量一般平均 为 4
.

72 %
,

全氮平均为 0
.

25 1 %
,

全磷为 0
.

1 15 %左右
,

全钾为 2
.

30 %左右
。

定位试验 田块早稻
、

后季稻各生育期测定的水解氮平均值为 3
.

77 毫克 / 1 0 0克土
,

相比之下 {
15 8



青紫泥水稻土有机质和全氮含量 比八二大队还要高出 50 一 60 %
。

全磷
、

全钾含量与八二

大队相仿
。

水解氮也比八二大队略高
。

但是青紫泥水稻土早稻单产一般只有 5 00 一 60 0斤
。

后季稻一般单产 50 0斤左右
,

全年粮食亩产平均为 1 2 0 0斤左右
,

都只有八二大队粮食产量

的一半
。

比八二大队邻近地区也要低 40 % 左右
。

青紫泥水稻土有这么丰富的养分
,

为什

么不能高产稳产呢? 可见
,

丰富的土壤养分储量只是高产稳产的物质基础之一
。

为要达

到作物的高产稳产
,

除丰富的土壤养分外
,

还必须有良好的土城环境
。

我们评价土壤肥力

的高低
,

不只是看其养分含量的多寡
,

而且要看土壤中的水
、

肥
、

气
、

热诸种肥力因素是否

协调
,

土壤中的水
、

肥
、

气
、

热是相互制约的
。

上海郊区绝大多数的水稻土
,

水和气的矛盾

是主要的
,

而这一主要矛盾中
,

水又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

群众在实践中得出一个宝贵

的经验
, “

爽水 田是高产田
” 。

因此
,

解决水的问题
,

创造一个良好的土壤环境特别是通气

透水性
,

是高产稳产的重要条件
。

土壤中的新鲜空气
,

有利于土壤中好气性微生物的活

动
,

对促进潜在养分转化为植物可吸收利用的速效性养分以及消除还原性有害物质
,

以增

强作物根系的呼吸
、

增强吸收养分 的能力
,

都是所必需的
。

据我们的试验观察 (表 5 )
,

八二大队及其邻近地区
,

河水位终年离地面 2
.

0一 2
.

5米以

下
,

因此地下水位较低
,

即使在水稻淹灌期间
,

地下水的自由水面也在地面 30 一 60 厘米 以

下
,

灌溉水与地下水是分离的
。

反映在土壤剖面形态上
,

在犁底层以下有深厚的淋溶淀积

层即斑纹层
,

厚度一般为 70 厘米左右
。

结构面上有
“

鳝血
”

斑纹
,

土体呈黄色
,

铁锰 等物质处

于氧化状态
。

在水稻淹灌条件下
,

土壤中氧化物结合态的氧可以成为微生物和植物根系

呼吸的氧源
。

八二大队及其邻近地区的水稻土
,

在淹灌期间
,

土壤日渗漏量平均为 3一 4毫

米
,

在烤田复水后的间歇灌溉期间
,

土壤日渗漏量平均为 9一巧毫米
,

灌溉水向土体渗漏
,

可以带进溶解在水中的新鲜空气
,

淋溶土体中的有害物质
,

增强土壤中的物质代谢
,

对作

物生长也是有利的
。

而青紫泥地区
,

地势比较低洼
,

河水一般离地面只有 0
.

2一 0
.

6米
,

地

下水位较高
,

稻 田淹灌期间
,

地下水与地面灌溉水是衔接的
,

稻田淹灌期间
,

日渗漏量平均

为 O一 2毫米
。

反映在土壤剖面形态上
,

淋溶淀积层比较浅薄
,

而且不太明显
,

有的甚至没

有淋溶淀积层
,

土体呈揭色或青灰色
。

铁
、

锰物质处在还原性占优势的状态
,

稻田在淹灌

的嫌气条件下
,

铁锰载体很少有结合态 的氧作为微生物和植物根系呼吸的氧源
。

还原性

物质容易在根系附近集聚起来
,

腐蚀作物根系
。

r 表 5 不同地区河水位
、

地下水位及渗漏 t 的测定比较

\

\
项

、

\ \

定 位 点丈…
大 队

(

大 队 一

河 水 位 地 下 水 位 ( 厘米 ) 日 渗 漏 敛 (毫米 / 天 )

(米 )
分 , 淹水期

…
搁田

、

干湿 灌 , 期
分菜淹水期 一搁 田

、

干 湿 灌溉 期

一 2
。

0~ 一 2
。

5

一 2
。

0~ 一 2
。

5

一 3 0 一 5 5 一 3一 4

一 3 3 一 6 0 一 3
.

5一 3
·

8

一 2 一 1 5
。

5
.

0
。

7 ee Z
。

2

+ 2 一 1 6
.

0
’

0
.

0一 ]
.

5

0 一 15
。

8
’

0~ 2

9 or 15二久八永

一 O
。

4~ 一 0
。

一 O
。

O~ 一 O
。

一 O
。

2~ 一 0
。

田田均高低平浦东青城

注
:

河 水位及地下 水位的负值 表示地面以下
。

土壤通气透水性好坏
,

最容易在水稻根 系上表现出来
,

根强方能苗壮
,

贫下中农在生

产实践 中概括了一条重要经验
, “

白根有劲
,

黄根保命
、

黑根送命
” 。

新根是 白色的
,

生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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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

吸收力强
。

黄根生活力已经减弱
,

但仍有吸收能力
。

黑根是已经衰老死亡的根系
,

没

有吸收能力
。

根是处在经常不断的新老代谢的状态 中
。

我们可 以从根的总数以及各种不

同生活力的根的比例
,

来反映土壤通气透水性对作物生长和吸收养分能力的关系
。

据我们

对移栽七天左右的早稻根系的考察
,

象八二大队这一类通透性比较好的水稻土上生长的

稻苗
,

每株总的根数平均为 2 3
.

5根
,

白根平均为 9
.

9根
,

占总根数的42
.

1%
,

黄根平均为
1 1

.

6根
,

占总根数的 49
.

4%
,

黑根数平均为 2
.

。根
,

占总根数的 8
.

5%
。

而青紫泥水稻土上

生长的稻苗
,

每株总的根数平均为2 0
.

0根
,

白根平均为 4
.

9根
,

占总根数的2 4
.

5%
,

黄根平

均为 1 3
.

1根
,

占总根数的 6 5
.

5 %
,

黑根平均为 2
.

0根
,

占总根数的 1 0
.

0%
。

通气透水性好的

水稻土
,

稻苗总根数比通透性差的要多
,

特别是新根数量要多出一倍以上
,

由于地下部分

根系活力不一样
,

地上部分生长情况也就必然显出差异
。

八二大队及其邻近地区
,

分草势

强
,

有效分萦率为 59 %
,

总的有效穗为 57
.

1万 /亩
,

破 口期每株干物质平均。
.

8 16 克
。

而青

紫泥水稻土
,

稻苗分集势弱
,

有效分菜率为 2 8
.

7%
,

总有效德为 3 6
.

7万 /亩
,

破 口期每株稻

苗干物质重平均为 0
.

6 37 克
。

这两个地区在基本苗同在 26 万左右的情况下
,

通透性好的八

二大队
,

有效分萦比通透性差的青紫泥水稻土地区要高出一倍多
,

总有效穗每亩也高出20

多万
。

因此八二大队粮食平均单产和年产量都比通透性差的青紫泥地区高出一倍左右
。

八二大队邻近地区的平均粮食单产和年产量也比青紫泥地区高出40 %左右
。

这就充分说

明
,

良好的土壤通透性是高产稳产的重要条件
。

青紫泥水稻土地区
,

总的施肥量并不高
,

大约只有八二大队总用肥量的三分之二左

右
。

由于土壤通透性差
,

土壤中的养分和施用的肥料
,

作为农产品携出土壤的只有八二大

队二分之一
。

施用的肥料有相当大的部分在土壤嫌气条件下成为潜在养分在土壤中逐步

积累起来
,

致使土壤主要养分含量超过了八二大队
。

但是这种积累并没有起到象八二大

队那样的培肥土壤的作用
,

土壤照样有发僵板结的情况
,

我们称这种积累为
“

恶性积累
” 。

这并不是说青紫泥水稻土是不可改造的
,

只要采取改善土壤通透性的措施
,

青紫泥水稻土

的丰富潜在养分也能转化为高额丰产
。

实际情况已经表明
,

即使是青紫泥地区的水稻土
,

通透性也是有一定的差异
,

在水利条件搞得好的或地势稍高的地方
,

土壤剖面形态
、

土体

颜色
、

土壤日渗漏量
、

根系活力等等也与水利条件搞得差或低 田有明显的不同
。

在粮食单

产和年产量也有 30 %或更大的差异
,

说明通透性较差的青紫泥也是可以改造的
。

三
、

八二大队培育高产稳产土壤的基本经验

八二大队高产稳产的土壤
,

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不是
。

是那里 固有的吗 ? 不是
。

八二

大队高产稳产的土壤
,

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产物
,

是大跃进的产物
,

是劳动的产物
,

是社会

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的结果
。

在 1 9 5 8年以前
,

这个大队的土壤肥力和产量水平在这个地区是属于中等偏下的
。

自从

大跃进以后
,

八二大队广大干部和贫下 中农进一步解放思想
,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
,

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
,

十几年来坚持同阶级敌人斗
,

同修正主义斗
,

同资本主义倾向斗
,

同

天斗
,

同地斗
,

斗得人变
、

地变
、

产量变
。

他们培育高产稳产土壤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

是
:

1
.

治水改土 八二大队所处的这个地区
,

原来河床狭小
,

河道阻塞
,

水流不畅
,

大队

内部水系紊乱
,

分布着 82 个断头洪
,

河塘浅
,

地下水位高
,

暴雨常有内涝
,

因为靠近海塘
,

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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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差
,

甚至引起土壤次生盐渍化
。

1 9 5 8年
,

这个地区大兴水利
,

开通了一条北通黄浦江的张径河
,

疏竣了东西 向的黄姑

塘
,

水流通畅
,

改善了水质
,

但是八二大队内部的水利系统
,

没有整治
,

仍然存在灌排不畅
,

地下水位高等问题
。

贫下中农在实践中认识到
“

出洪田是高产田
” ,

他们在兴修大型水利

的基础上
,

整治内部水系
,

把原来的断头派挖深挖通
,

结合积肥客土
,

使大部分土地平均垫

高五寸左右
,

建立排灌分开的水利系统
。

目前
,

八二大队内部河道纵横交错
,

河道深度都

在四米以下
,

使大部分成为出洪田
,

降低了地下水位
,

增强了稻田的爽水性能
,

为高产稳产

创造了重要条件
。

在兴修大水利的基础上
,

八二大队周围地区的不少大队都逐步学 习八二大队
,

整治了

小水利
,

改善了土壤的通透性能
,

对近年来连续增产已起了重要作用
。

2
.

增施肥料 1 9 5 8年以前
,

八二大队土壤有机质含量一般只有 1
.

15 %左右
,

全氮含

量大约为 0
.

08 1%
,

比邻近地区偏低一些
。

从 1 9 5 8年开始
,

八二大队成为广积有机肥料的

先进典型
,

由于逐年增施有机肥料
,

既达到当季增产的目的
,

又起到培肥土壤的效果
,

为高

产稳产打下了物质基础
。

八二大队的同志说得好
,

一熟亩产
“

想有千斤粮
,

需要万斤肥
” ,

近几年来八二大队粮

食亩产连续超双千
,

年年有增产
,

这跟他们年年增施有机肥料是分不开的
,

他们采用 了养

(猪 )
、

种 (绿肥 )
、

割 (青草 )
、

捞 (水草 )
、

甭 (河泥 )等多种方式广积肥料
。

据我们初步统计
,

八二大队每年每亩田平均施用有机肥 2 00 担以上
,

同时也增施化学肥料
,

总的施肥量 (包括

有机肥料和化学肥料 )是很高的
,

以纯氮量计算
,

平均为95 斤 /亩
,

在肥料结构中
,

以有机肥

料为主
,

有机肥料与化学肥料的比例为 1
.

2 : 1 ,

每亩地每年随收获物携走的氮素平均约为

55 斤
,

残留在土壤中的包括流失和其他损失的氮素为 40 斤 /亩
,

而八二大队邻近地区有机

肥用量全年平均每亩 田为 1 30 担左右
,

总的用肥量 (包括有机肥料和化学肥料 ) 以纯氮量计

算
,

平均为 70 斤 /亩左右
,

有机肥料和化学氮肥的比例为 0
.

9 : 1
,

每亩田全年随收获物携走

氮素 42 斤左右
,

残留在土壤中的包括流失和其他损失的氮素为 28 斤 /亩左右
。

关于有机肥料— 草塘泥中纯氮素的折算问题
,

经我们试验研究
,

施到田 间的草塘泥

全氮含量到后来与土壤全氮含量趋于平衡状态
。

因此
,

我们的折算方法是
:

(草塘泥全氮

含量减去该 田块土壤全氮含量 ) 乘草塘泥总用量等于草塘泥总的纯 氮素
。

根据这个折算

方法计算
,

八二大队全年施用有机肥料的总纯 氮素为 52 斤 /亩
,

而八二大队邻近地区有机

肥料的总纯氮素为 33 斤 /亩
。

从上述比较
,

八二大队总的施肥量比邻近地区多35 %左右
,

有机肥料比邻近地区多

55 %左右
,

每年从土壤 中携走的养分比邻近地区多30 %左右
,

残留在土壤中的养分比邻近

地区多 40 %左右
。

因此
,

八二大队的土壤养分比邻近地区提高得更快
。

十几年来
,

八二大

队邻近地区土壤养分也略有提高
,

而八二大队土壤有机质和全氮含量却提高一倍以
_

L
。

这

是八二大队粮食单产和全年产量 比邻近地区高出25 一 30 %的物质基础
。

也是八二大队高

产稳产的重要原因之一

3
.

合理轮作 合理轮作是获得高产的重要环节
,

又是培育高产稳产土壤的重 要 措

施
,

贫下中农的实践认为
“

翻解斗 田是水稻高产田
” ,

所谓翻解斗 田即水早轮作的意思
,

说

明水早轮作在水稻高产中的作用
。

过去
,

八二大队 1 6 6 8亩耕地中
,

每年只种植 26 亩棉 花
,

其他田都种水稻
,

随着三熟制的扩大
,

随着生产实践经验的发展
,

逐步扩种棉花到 5 00 多
|̀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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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
,

占全部耕地的 3 1
.

1%
,

实行以粮棉水早轮作为中心的稻
、

棉— 三麦
、

油菜
、

绿肥轮种

的合理轮作制度
,

使大部分土地每隔几年都能得到水旱换茬
,

土体干湿交替
,

有利于土城

良好结构的形成
,

增强土体的通透性
。

特别是双季稻三熟制发展以后
,

稻田浸水时间比单

季稻时期延长 30 一 40 天左右
,

土体中还原性物质有增加的趋势
,

土壤通透性和结构性也随

之恶化
。

而每隔几年种植两年棉花
,

这就使土体中积累起来的铁
、

锰还原性物质得到充分

的氧化
,

恢复土体的良好结构和通透性
,

有利于换茬以后的水稻生长
。

另外
,

八二大队还正确处理长远和当前用地与养地的辩证关系
,

把种植冬季绿肥放在

恰当的位置上加以安排
,

他们把每年准备轮作水稻的棉花茬
,

秋季都种植冬绿肥
,

次年四

月中旬收割鲜绿肥作草塘泥的主要原料
,

绿肥田作早稻秧田
,

其他连作棉花茬口也套种冬

绿肥
,

保持每年有 26 % 的绿肥面积
。

由于茬 口早
,

茬口好
,

思想重视
,

管理得当
,

绿肥鲜草

量每亩都在万斤以上
,

同时
,

在春季可以割几次绿肥青头作饲料
,

促进养猪事业的发展
。

目前每亩田平均2
.

3头生猪
,

加之绿肥根瘤菌的固氮及庞大深根系
,

把深层土中的各种营

养元素富集到耕作层等等作用
。

由于增殖的绿肥鲜草
、

猪厩肥及其改土作用
,

使绿肥面积

上减少的较小损失
,

变为更大面积的高额丰产
。

双季稻三熟制的发展
,

虽然延长了稻田浸水时间
,

由于实行了水旱轮作和种植绿肥
,

八二大队并没有发生土壤发僵和板结的情况
,

因此
,

八二大队的合理轮作是增强土壤通透

性
,

培育高产稳产土壤的重要措施
。

4
.

精细 , 理
“

管
”

既是生产技术措施
,

又是调节土壤肥力的手段
,

八二大队采取以

水浆为中心的稻田管理工作
。

他们的用水原则是
“

前期浅水勤灌
,

中期搁田通气
,

后期干

湿养根
” 。

为了更好地科学用水
,

在水稻移栽以后
,

就在稻田四周开好五寸深的
“

走马沟
” ,

以利速灌速排和搁 田
,

增强土壤渗漏速度
,

降低地下水位
,

解决水气矛盾
,

调节土壤的供肥

能力
,

更新土壤环境条件
。

同时
,

水浆管理也是调节稻田温度的措施之一
。

特别是后季稻

生育后期
,

遇到低温时
,

稻田灌深水
,

晴天 日排夜灌
,

能提高水田土温 2
O

C 左右
,

冷空气越

强
,

稻田灌深水保温越显著
。

八二大队的实践证明
,

灌深水保温
,

为后季稻正常生长发育

起到良好效果
。

谈谈太湖地区水稻土肥力的形态学指标

徐 琪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 城研究所 )

农业生产实践证明
,

养分含量是土壤肥力的重要指标
,

同时
,

土壤的水
、

气
、

热状况不

仅影响养分的有效性及其供保性
,

且直接影响作物的生长发育
,

是土壤肥力的重要因素
,

所以土壤肥力是由水
、

肥
、

气
、

热综合而成
。

土壤的形态剖面是成土过程的产物
,

也是土壤水
、

肥
、

气
、

热状况的外在表现
。

所以在

研究土壤发生与评价土壤肥力时
,

土壤形态的研究往往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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