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其 自然落干晒田
,

反复二
、

三次
,

孕穗至成熟
,

一直保持干干湿湿
,

这样可以促进根系下

扎
,

植株健壮
,

提高结实率
,

增加产量
。

如长期渍水 田亩产才 1 50 斤
,

而采取上述灌溉的亩

产达 76 0斤
,

增产四倍多 (表 6 )
。

应该指出
,

新改稻田因为还没有形成犁底层
,

晒田后保水能力很差
,

易变成
“

菜篮田
” ,

今天灌水明天落干
。

出现这种情况不要紧
,

只要坚持三
、

五天灌水一次
,

保证土壤湿润
,

不

但不影响水稻生长
,

相反长得更好
,

更有利于夺取高产
。

红 壤 茶 园 提 高 肥 力 的措 施

福建省宁德地区茶叶科学研究所

红壤是我国南方的主要土壤资源
。

合理利用红壤
,

是进一步落实毛主席
“

以粮为纲
,

全面发展
”

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
,

具有广阔的前景
。

我省的红壤多分布在海拔 2 00 一 50 0公尺的山地
、

丘陵地区
。

成土母质多为辉绿岩
、

花

岗岩和花岗斑岩
、

沙岩等
。

土层深度一般在一米以上
,

风化层有时可深达 15 一30 米
。

开垦

初期因质地粘重
,

土壤耕性较差
,

干硬湿粘
,

易龟裂
。

土壤呈酸性反应
, p H 值在 4

.

7一 5
.

5,

盐基饱和度一般为 40 一 50 %
。

土壤有机质含量为 1
.

0一 1
.

5%
。

速效性钾含量较高
,

10 一

20 厘米土层一般为 8 0 p p m ,

高的达 1 4 0 p p m
。

氮
、

磷的含量较缺乏
,

中等肥力的 土 壤
,

1 0一 20 厘米土层中速效磷含量一般为 17 一 1 9 p p m
,

全氮量为 0
.

06 6一 0
.

08 5%
。

茶区广大

干群在长期生产斗争实践中
,

根据红壤土层深厚
、

酸性
、

排水充分等特点
,

大力发展茶叶生

产
,

把历史上被反动派称为
“

不毛之地
”

的红壤 山地
,

变成了美丽的等高梯层茶园
。

低产变

高产
,

高产更高产的典型不断涌现
,

很多单位还创造了山地红壤茶园平均亩产一
、

二百斤

至二
、

三百斤 的高产纪录
,

为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
。

实践证明
,

经过人们的合理垦殖和采取一系列综合改良措施
,

红壤是完全可以改良利用
,

并使农作物

和经济林木获得较高产量的
。

现根据我省对红壤茶园提高肥力的研究与群众经验
,

综合

谈谈改良利用红壤的几项农业措施
。

一
、

合理耕作
,

改善土壤理化性状
,

建立深厚耕作层

红壤土质粘重
,

活土层浅薄
。

茶树是深根作物
,

为了使根系充分 向土壤深处发展
,

特

别需要深耕
。

通过深耕改土
,

可改善微生物活动环境
,

使土壤释放出更多的养分
,

供茶树

吸收利用
。

深耕的同时
,

深埋杂草与枯枝烂叶
,

还可增加土壤有机质
,

提高土壤肥 力
。

特别

是新开茶园植茶前的深耕
,

效果更大
。

我所曾在红壤荒山进行植茶前的不同深度深耕试

验
,

试验结果表明
,

深耕可使土壤容重减低
,

孔隙率增加
,

改善土壤通透性
,

增加土壤渗水

量
,

有利于矿质养分的释放
,

从而促进了茶树的生长
,

提高了茶叶产量 (表 1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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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耕作
、

施肥与土墩理化性质的关系 (植茶前 )

处 理

土 层

(厘米 )

容 重

(克 /厘米 s)

孔隙率

( % )

1 0一 4 0厘米
平均透水 t P H

(奄升 /分
·

厘米 s)

速效碑

( P Pm )

硝态犯

( P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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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耕 作
、

施 肥 与 幼 龄 茶 树 的 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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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研究与生产实践都证明
,

植茶前新垦地深耕深度以不少于 50 厘米为好
,

植茶前未

全面深耕的
,

应在幼龄期进行补耕50 厘米以上
。

条栽密植的壮龄茶园
,

经过幼年期的土壤

耕作
,

耕层基本形成
,

根系已密布于 15 一30 厘米的茶树行间
,

土坡耕作应以茶季间歇期的

浅耕松土为主
,

使土壤保持良好的理化性状
。

深耕不宜年年进行
,

土城粘重紧实的可少隔

几年
,

土壤琉松的可多隔几年
,

一般以隔二
、

三年进行一次深耕 30 厘米为好
,

并须注意尽量

少伤根系
。

深耕时能结合施有机肥效果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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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增施肥料
,

提高有机质含盆和矿质养分

我省地处亚热带
,

气温高
,

雨量充沛
,

有机质分解迅速
,

以致红壤茶园有机质含量普遍

较低
。

为此
,

千方百计地增加有机质来源
,

提高有机质积累量
,

是提高红壤茶园土壤肥力

的重要途径
。

增施有机肥
,

充分利用各种作物的稿秆回园
,

铺草覆盖
,

种植绿肥
,

采集野生

绿肥等
,

都是增加有机质行之有效的措施
。

同时
,

茶园的施肥还应考虑到茶树是叶用作

物
,

采收芽叶消耗大量的氮
、

磷
、

钾肥的特点
,

故在施用有机肥的同时
,

还应增施无机氮
、

磷
、

钾肥
,

以及时补给土壤矿质养分
。

我所肥料研究结果表明
,

施有机肥对改良土壤
、

提

高肥力
,

起着良好的作用
,

而且肥效持久
、

稳定
,

增产效果显著
。

在施有机肥 的基础上配

施无机氮
、

磷肥
,

则效果更好 (表 3 , 4 )
。

表 3 施 用 不 同 肥 料 对 茶 叶 产 盆 的 影 响

盆
、

礴肥一.0有机肥一阳间种绿肥ǔ3氮
、

确肥有机肥铺夜草盖馆草报盖

?
一

有磷

机

肥 肥

有碑草

机 土

肥肥灰

礴有机 肥有抓 肥

机礴

肥肥

不施肥

斤

增产%

2 2 8
。
7 5 1 6

。
7 2 40

。

0 5 5 7
。
0 5 2 3

。
0 6 3 4

。
0 7 5 6

。
0月J

草土灰
,

62

,̀
l州

10 0
。

0 2 5 9
。
9 2 2 5

。
5 1 0 4

。
9 1 11 4

。
9 2 4 3

。
6

2 2 8一

…
2 7 7一

…
3 3。一

…
1 6 4一

产鲜亩年叶

各种处理的每亩施肥童为
: 有机肥

—
牛粪 30 担 , 氮肥— 硫酸按 2 5斤 , 碑肥

—
过碑 酸钙 50 斤 ,

草土灰
—

草土灰 6 0担 , 铺草硕盖
—

盖草 4 0担
。

表 4

p·

…
5一

…
“ ` ”

】

施肥对土壤理化性质与茶树根系的关系

有机质

(% ) (% )

速 效 磷

( P Pm )

速 效 钾

( P P m )

容 重

(克 /厘米勺

孔晾率

(% )

有效根 系 1

(克 )

同回3 2
。 5 1 4 2

。
5

1 4
。
0 7 0

。
0 1 2

。
5仁

施氮
、

礴
、

钾肥

不 施 肥

注 :
茶树根系调查系在距茶树基 部15 一“ 厘米范围 内进行

,

按土层取样
,

面积 5 0 x s。厘米
。

三
、

铺草粗盖
,

调节水热条件
,

加强有机质积累

红壤茶园采取铺草覆盖
,

遮阴土壤
,

能使土温相对稳定
,

夏季土温比不 覆 盖 的 低

2
.

75 一 4
.

75
“

C
,

冬季比不夜盖的高 1
.

95 一 2
.

7
“

C
,

起了
“

冬暖夏凉
”

的作用
,

有利于增强茶

树抗早防冻的能力
。

在夏秋干早季节
,

铺草避免了阳光直接暴晒
,

减少水分蒸发
。

据调

查
,

铺盖比不铺盖 的土壤在 。一 10 厘米土层中
,

含水量高 6
.

15 %
,

20 一30 厘米土层中高

1
.

98 %
。

雨季
,

雨水经过草层慢慢渗漏到土层
,

可以防止暴雨淋击土壤
,

减少地表径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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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养分与土壤流失
。

由于水
、

热状况相对稳定
,

土壤微生物活动加强
,

有利于有机质的

积累
。

同时所铺草类腐烂后
,

直接增加了土城有机质和养分
。

据测定
,

有夜盖的土壤有机

质含量达到 2
.

35 %
,

比不孤盖的提高 0
.

26 %
。

铺草覆盖还能改善土城理化性状
,

在粗盖情

况下
,

土壤结构疏松
,

容重减少
,

水稳性团粒结构比原来提高 3
.

91 %
。

土壤畏盖还能抑制

杂草生长
,

从而相应地减少耕锄与施肥次数
,

节省工本
。

由于铺草筱盖有上述优点
,

所 以茶园不论是早期覆盖或长年连续覆盖
,

都有明显的增

产效果
。

一般茶叶产量能增产二成以上
,

连续覆盖的
,

产量可逐年上升
。

铺草的茶树
,

茶

青质量高
,

据郑墩茶场调查
,

对夹叶只 占9
.

3 %
,

比未铺草的减少 9
.

2%
,

同时
,

铺草的茶园

芽多
、

芽壮
,

一级茶青占9 5
.

3%
,

未铺草茶园一级茶青仅占7 5
.

2%
。

新垦地和幼龄茶园铺

草援盖
,

还可减少土壤裸露
,

避免养分损失
。

铺草筱盖取材容易
,

方法简便
。

各种稿秆
、

杂草都可以利用
。

铺草前
,

先浅耕锄草一

次
,

然后将各种草直接平铺在茶园土壤上
,

铺厚 10 一 15 厘米
,

以不裸露土壤为准
,

每亩约需

夜盖物 40 一50 担
。

四
、

建立等高梯层茶园
,

合理布局
,

搞好水土保持

建立等高梯层茶园
,

是广大茶农开发
、

利用红壤山地
,

防止水土流失的宝贵经验
。

一

般五度以上的坡地都须建立等高梯层
。

因地制宜地用石头
、

草皮砖等构筑梯壁
,

按不 同坡

度的梯高
、

梯宽要求
,

垦出等高梯层
。

梯沿设园埂
,

高出梯面 20 一 25 厘米
,

以形成园埂化
。

梯层内侧开挖深
、

宽各 30 一 40 厘米的横蓄水沟
,

沟内分段筑埂
,

拦蓄雨水
。

实践证明
,

园坡

2 0度的横蓄水沟每亩一次可蓄水 1 5 2 9 0公斤
,

相当于把 23 毫米的降雨量全部蓄起来
,

对缓

和降雨强度起了很大作用
。

修筑园埂和横蓄水沟后
,

在一般雨量情况下
,

基本能控制住水

土流失
,

有利于红壤肥力的提高
。

此外
,

茶园还要建立斜坡缓路
,

不设纵沟
,

尽量做到雨水

不下山
,

变水害为水利
。

罗源王认大队茶叶专业队
,

从实践出发
,

在实践中根据
“

土随水

来
,

水带土走
”

的规律
,

摸索了改水治水的措施
,

在茶园纵路上开人字沟
,

与各梯层的横蓄

水沟相连接
,

改变了纵路雨天成纵沟
,

大量流走水
、

土
、

肥的面貌
,

基本上达到了蓄水
、

保

土
、

肥茶的目的
。

对原有坡式茶园也应有计划地进行改建
,

变陡坡为等高梯层
,

改顺坡稀

植为横向等高密植
,

以缓冲径流量
,

减少冲刷量
。

草皮砖构筑和新土夯筑的梯壁
,

要严加

保护
,

应扭转刮梯壁的习惯
。

经测定
,

刮一次梯壁
,

平均刮下梯壁表土 3
.

1厘米厚
,

每亩茶

园平均刮下干土量达 4 6 2 5 斤
,

比普通茶园每年的自然冲刷量大 1
.

4倍
。

如此刮十次
,

梯壁

就要内迁一尺
。

刮梯壁后
,

梯壁裸露
,

受风
、

水等直接侵蚀
,

阳光直接照射
,

因而常常发生

自然脱土
;
雨季开始后

,

雨点直接打击裸露的梯壁
,

土壁下淋
,

每亩茶园土又要下流干土

3 0 5 3斤
。

这样大量下土
,

梯壁不能维持一
、

二十年
。

实践证明
,

刮梯壁得不偿失
,

应坚决迅

速改变这种坏习惯
。

茶树种植的方式与密度对提高土壤肥力也有一定的影响
。

按等高横向条栽密植
,

增

加树冠覆盖度
,

有利于 自然遮覆土壤
,

可起拦蓄雨水
,

防止水土冲刷的作用
。

植茶时
,

要根

据梯层宽窄决定行株距与种植方式
,

一般以行距 1
.

3一 1
.

5米
,

株距 40 一 50 厘米为宜
,

只能

种一行的梯面
,

为了提高种植密度
,

可改用双条列式种植
,

做到适当密植
,

合理布局
,

提高

单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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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锰肥直接施入土壤是最常用的施肥法
。

可溶性锰肥
、

缓效性锰肥
、

含锰的常量元

素肥料和工业废渣都可以用做基肥
。

可溶性锰肥可以用作基肥
、

追肥
、

或进行种子处理

与根外追肥
。

工业废渣和缓效性锰肥只宜作为基肥
。

可溶性锰肥施入土壤以后
,

可能迅

速转化成高价锰而不易被植物吸收
,

所以要注意施用方法
。

一般与生理酸性肥料混合均

匀后条施或穴施
,

有助于使锰肥保持对植物有效的形态
。

用量视作物种类
、

土壤酸度
、

土

坡质地和有机肥用量而不同
,

常用量是每亩 2一 8斤硫酸锰
,

质地轻的石灰性土壤有时需

要较高的施用量
。

种子处理可以用浸种或拌种方式进行
。

浸种时用。
.

05 一。
.

1%的硫酸锰溶液
,

浸种 12

一 24 小时
,

种子与溶液的比率约为 1 : 1
。

拌种时浓度可以加大
,

溶液体积应减小
,

或者用少

量水将硫酸锰溶解后喷洒到种子上加以搅拌
,

使种子上均匀地沾有一层肥料溶液
,

阴干

后播种
。

种子浸种处理很节约肥料
,

但在土壤十分千燥时
,

浸种会影响出苗
,

不如拌种

安全
。

根外追肥是直接向植物喷施
,

而不是向土壤施肥
,

能够避免不 良的土壤条件对肥效

的影响
。

根外追肥可以在作物的不同生长阶段一次或多次进行
,

用量比施入土壤少
,

很

节约肥料
。

对一般作物来说
,

每亩喷施 0
.

05 一 0
.

1%硫酸锰溶液 30 一 50 升
,

视植株大小

而异
,

通常以叶片的两面都已湿润为足量
。

喷施在无风的晴天下午到黄昏前进行
,

使叶

片在夜间仍能保持湿润状态
,

有利于植物的吸收
。

根外追肥一般以苗期
、

生长盛期或花

前期为最适宜
,

对于冬季绿肥宜在春暖后立即喷施
。

不论种子处理和根外追肥
,

植物吸

收的肥料都比较少
,

可能不敷作物整个生长期的需要
,

将这两种施肥法配合进行
,

常能获

得满意的增产效果
。

(上接第 2 5 8 页 )

五
、

保护植被
,

充分利用新垦地和幼龄茶园

林木和草带可拦蓄雨水
、

保水保土
,

亦是茶园有机肥的来源
。

据测定
,

有林地比无林

地保水作用大 2一96 倍
,

水土流失极微
。

所以
,

保护自然植被
,

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
。

垦辟

茶园时
,

园边
、

路边不妨碍操作的林木
、

植被应尽量不砍伐
,

不破坏
;
陡坡地带以及同农田

、

村落交界处
,

可不开梯层
,

尽量保留一定面积的草带或种植林木等
,

以防止水土冲刷
。

同

时
,

应充分利用茶园的梯壁
、

路边
、

沟边和坡荒地
,

大种绿肥和经济林木
。

梯壁种植葡甸性

绿肥 (爬地兰
、

野牡丹
、

娱蛤草
、

野花生
、

日本草等 )可起到固梯
、

护坡
、

取肥的作用
。

种爬地

兰 的梯壁比未绿化的梯壁减少土壤冲刷 32
.

6%
,

而且每亩每年可割青 1一 2次
,

收茎叶一

千余斤
,

作基肥埋入茶园能使茶叶增产 40 %左右
。

此外
,

还可利用路边
、

沟边
、

路坡种植多

年生绿肥如紫穗槐
、

金光菊
、

三尖叶猪屎 豆
、

福马豆 (马里种 )等
,

一次种多年利用
,

也可与

林木
、

果树间种
,

既绿化茶园
,

又有经济收益
。

新垦山地茶园由于破坏了旧有植被
,

翻动表土
,

土壤裸露
,

土城有机质分解损失很严

重
。

据定点观测分析
,

开垦后第二年
,

O一20 厘米土层内有机质由1
.

79 %减为 1
.

19 %
,

损失

0
.

6% ;
全氮量从 0

.

07 2 %减为 0
.

0 49 %
,

损失 0
.

0 23 %
。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

应引起重视
。

对于新垦茶园和幼龄茶园
,

应采取铺草覆盖
,

或遮 阴树等措施
,

以减少有机质分解和防止

水土流失
,

同时应加强施肥管理
,

以提高土壤肥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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