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的阶段
。

他们重视生物因素对土壤形成的作用
,

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机械论的影响
,

并

为批判
“

土地肥力递减律
”

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

但是
,

这个学派把土壤只看成是缓慢发展

的自然历史体
,

见物不见人
,

因而对人 的生产劳动能动地改造自然
、

改造土壤的积极作用

估计不足
。

通过在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指引下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实践检验
,

这个学派的

局限性就显得更加突出了
。

对于旧有的土壤学理论
,

我们认为应该采取历史的
、

全面的分

析的态度
,

根据我们自己的实践加以检验
,

发扬其正确的部分
,

纠正其不正确的部分
,

突破

其局限性
,

使土壤学不断发展
,

有所前进
。

广大工农兵群众是科学的主人
。

大寨以及全 国广大农村的改土实践提出了许多土壤

学的新问题
,

这对土壤学理论的发展
,

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

为了用土壤学的正确理论指

导今后更大规模的改土实践
,

需要广大贫下中农和专业土壤工作者共同努力
。

只要我们

在马克思主义
、

列宁主义
、

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
,

总结前人的经验和我们自己的经验
,

批判

修正主义
,

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
,

加强科学实验
,

展开科学讨论
,

就一定能够推动土壤学 的

研究更快地向前发展
。

(原载 197 5年 11月 4 口《人 民 日报》 )

关中地区大田适宜深耕深度的探讨

陕西省农林科学院土肥所土壤室

深耕土地改良土壤
,

是我国劳动农民在长期生产斗争中积累 的宝贵增产经验
。

解放后
,

步犁及拖拉机牵引犁等得到普遍的应用和推广
,

大田耕作层
,

一般逐渐由

。
.

3一 0
.

4尺
,

加深到 0
.

5一。
.

7尺
。

根据多点试验和大面积的调查
,

深耕增产的幅度
,

约在

10 一 30 %
。

近年来
,

不少地方深耕深度在继续加深
。

根据目前关中地区的生产条件及经

济能力
,

在大田生产中
,

探讨如何更好地发挥深耕的增产作用
,

是有必要的
。

深耕的效益是一个多因素的复杂问题
。

现仅就下列三方面进行探讨
: ( l) 深耕深度

与产量的关系
; (2 ) 土城熟化深度及作物根系分布与深耕深度的关系

, ( 3) 当前深耕技

术条件及劳力
、

油料消耗与深耕深度的关系
。

一
、

深耕深度与产里的关系

深耕加厚活土层
,

促进土壤熟化
,

有利于发挥肥效和增强蓄水保墒能力
,

为作物生长

发育创造良好条件
。

实践证明
,

关中地区早糠及灌溉区
,

进行适宜深耕都能增产
。

如部阳

县伏六公社
,

地处渭北早振
,

四万多亩耕地
,

由于大抓深翻改土
,

一般深翻 0
.

8一 1
.

2尺
,

同

时注意蓄水保墒和作物布局等措施
,
19 7 1年粮食亩产4 02 斤

,

较 1 9 7 0年增产4 4
.

6% ; 1 972 年

在大早的情况下
,

比大丰收的 1 9 7 1年还略有增长
,

连年上
“

纲要
” 。

又如人民引径灌区的高

陵县
,

1 9 7。 年冬至 1 9 7 1年春深翻 四万八千多亩棉田
,

普遍增产 20 一30 % ;
该县城关公社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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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大队的试验表明
,

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
,

机耕 0
.

8 尺的 83 亩棉田
,

亩产皮棉83 斤
,

机耕

1
.

2尺的“ 亩
,

亩产 1 10 斤
。

由此可见
,

关中地区不论早服或水浇地
,

进行适宜深耕
,

增产是

普遍的
、

肯定的
。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
,

近几年有些地方
,

采用人力套铣深翻 1
.

5一 3
.

。尺
,

机引单桦犁

耕深 1
.

5尺或更深
,

有些并未收到预想的增产效果
。

原因是
:
翻出大量生土

,

有机肥料供应

不足 ,耕翻粗糙
,

土块大
,

风化不透
,

形成生土块 ;劳力成倍增加
,

不能争时合墒等
。

根据关

中地区的兴平
、

高睦
、

临渔
、

长安
、

兰田
、

部阳
、

蒲城等县 35 个生产队的深翻试验地块调查
,

其中有大幅度深翻的 12 块试验地
,

当年增产不显著
,

还有部分地块减了产
。

如兰田县鹿原

公社大景大队的试验
,

耕深 0
.

5尺小麦亩产 28 0斤
,

深耕 1
.

2尺亩产 38 7斤
,

而深耕 2
.

4尺亩产

37 8斤
。

又如 1 9 7 4 年长安县郭杜公社邓南大队麦田不同机具深耕试验
,

耕翻深度分别为

5 0
、

4 0
、

3 5
、

2 4及 15 厘米
,

分为不施磷肥区和施磷肥区
,

处理及产量见表 1
。

表 1 不 同 机 具 深 耕 试 验 的 产 t 结 果 * ( 19 74年 )

礴………叹
耕 深 不 施 礴 肥 _

… 才

增产% 斤 /亩

5 2 0
。
3

5 8 3
。 6

` 4 1
。
9

4 3 7
。 5

4 5 8
。

2

3 9 5
。
5

肥

增产%

3 1
。 6

4 7
。
6

3 7
。
0

1 0
。 6

1 5
。

9

95
1匀,曰ōb

. .

…
,d月,舀几n山盛, ,,̀山几̀.二,̀牵引济南深耕单锌犁

牵引济南 深耕 双俘犁

牵引西安 深耕三 烨犁

截 壁 三 禅 犁

普 通 机 耕

畜 耕 (对 照 )

斤 /亩

3 6 6
。

8

3 7 0
。
9

3 6 6
。
8

3 3 3
。
5

3 4 0
。
0

2 97
。
0

* 试验地系长安县郭杜公社 邓南 大队的麦田
。

各处理小 区面积为 。
。 5亩

。

从表 1 来看
,

小麦产量均 以济南双桦犁耕深 40 厘米为最高
,

畜耕 15 厘米 (对照 )的最

低
。

从不施磷肥区及施磷肥区分别来看
,

不施磷肥区不同机具耕深 40 厘米和耕深 50 厘米

的增产幅度相同
。

施磷肥区
,

济南双桦犁耕深 40 厘米与西安三烨犁耕深 40 厘米
,

分别较畜

耕15 厘米增产 47
.

6%及 37
.

0 %
。

而济南单桦犁耕深 50 厘米较畜耕的只增产 3 1
.

6%
,

分别

比上两种犁耕深 40 厘米的各低 1 6
.

0%及 5
.

4%
。

另外蒲城县椿林公社护难大 队的深耕试

验 (小区面积为 。
.

5亩 )表明
,

深耕 1
.

2尺的较 0
.

8尺 (对照 ) 的增产 7
.

4%
,

深耕 1
.

5尺的与 0
.

8

尺的产量相等
,

而深耕 2 尺的产量低于对照 1 5
.

5%
。

1 9 7 4年陕西省农林科学院的棉田深

耕试验 (小区面积为 .0 2 亩 )
,

深耕 1
.

0 尺的比 。
.

5 尺 (对照 ) 的增产 2
.

6%
,

1
.

5尺的增产

9
.

3%
,

而深耕 2
.

0尺的反而减产 2
.

6%
。

总之
,

由上述试验来看
,

深耕有提高产量的作用
,

但也不是耕翻越深产量越高
,

深耕增

产是有一定范围的
,

一般深耕 0
.

8一1
.

2 尺范围内的增产效果具有普遍性
。

而耕翻继续加

深
,

其效果就因条件而有差异
,

有的增产
,

有的增产不显著
,

若大幅度加深耕层
,

由于 土壤

不易熟化等原因
,

甚至还可能导致减产
。

二
、

土壤熟化深度及作物根系分布与深耕深度的关系

关中地区的土壤主要为楼土
,

约占关中耕地面积的4 0% 以上
,

从土壤剖面来看
,

一般

质地较疏松
,

孔隙率较高
,

土层深厚
。

但在土层 0
.

4一 0
.

7 尺深处常有一坚硬的犁底层
,

此

层孔隙少
,

通气透水性差
,

因而对土壤蓄水通气
、

微生物活动和根系分布都有很大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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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耕可彻底破坏犁底层
,

改良土壤物理性状
。

据西北水土保持生物土集研究所测定
,

原

犁底层土壤容重为 1
.

4 6
,

深耕后降为 1
.

25 ; 孔隙度由 45
.

9%提高到 5 3
.

8%
,

增加7
.

9%
。

这就明显地增强了土壤通气透水
、

蓄水保墒的能力
,

因而深耕。
.

7一 0
.

8尺都普遍有较大的

增产幅度
。

再加深耕层配合增施有机肥料
,

还可促进深层土城熟化
,

使生土变熟土
,

瘦土

变肥土
,

进一步提高产量
。

如耕翻过深虽增加大量有机肥料
,

但它的熟化深度仍是有一

定限度的
。

映西省农林科学院深翻试验
,

1
.

3尺以下的土层
,

其容重很快就接近生土的容

重
,

原因是层次越深
,

承受上层土城压力越大
,

就越易恢复紧实
。

在其恢复紧实的同时
,

距

土城表面远的下层深翻土壤的土壤空气和大气的交换也将变为困难
。

根据观察
,

分布于

1
.

5尺以下土层中的有机肥料就不易腐烂
,

土城微生物的活动和养分的转化也受到影响
。

.

由此可见
,

一般土城深翻后 的熟化深度
,

大约不超过 1
.

5尺左右
。

关中地区主产小麦
。

小麦的主根系入土是很深的
。

深耕施肥对其大量支根向下伸展

有一定的影响
,

但也是有一定幅度的 (表 2 )
。

叫|
表 2 武功源地不同深耕施肥条件下根系分布情况 *

兰
_ _

_

巴
_

…
` (。 ) ’

}
’ 一 5

黑
中

宜
·

… 1 翼
。

…戴
.

… … !{
。

… 淤

50厘米以下土层 中占

总根 t 的%

{
` ,

·
,

}
1 5 · 9

!
1 7

· 7

1 6
。

4

2 0
。

2

2 3 。
2

* 引自中国科 学院农业丰产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小麦的密植和深耕 .))

根据武功壕地不同深耕施肥情况下根系的分布资料来看 (表 2 )
,

施肥与不施肥处理
,

分别深耕 33
、

6 6
、

1 5。厘米
,

87
.

8一 76
.

8% 的根系都是集中于 50 厘米的土层中
。

这表明深耕

探度超过了 50 厘米范围时
,

对根系的分布影响不大
。

根据深耕后土壤熟化深度及作物根系分布的情况来看
,

耕翻最大的自然效益范围为

1
.

5尺左右
。

三
、

当前深耕技术条件及劳力
、

油料消耗与深耕深度的关系

深耕多深为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

大田生产为了获得可靠的增产效益
,

还擂要根据

当前技术水平和经济条件密切结合起来统一考虑
。

从目前普及的深耕工具来看
, 7 时步犁可耕深 0

.

6尺
,

前犁后套耕深 0
.

6一 1
.

0尺
,

机引

五桦犁耕深 0
.

7一。
.

8尺
,

在减桦时也不易超过 1
.

2尺
。

如再增加深度
,

就要用深耕犁
,

这些
.

机具 目前正在试验改进中
,

尚未普及
。

更深的深翻尚需人力
。

为了便于说明深耕深度的增产效果和经济效益的关系
,

以1 9 7 4年蒲城县龙池公社金

星大队不同深翻深度试验为例
,

对比如下 (表 3 )
:

以深耕0
.

8尺为对照
,

深耕 1
.

2尺增产 1 8
.

6%
,

其它深耕深度的增产数值却逐渐减少
。

据部分地区调查计算
,

耕深 0
.

6一 0
.

8尺每亩需人工及畜工折算为 2 个工
,

耕深 1
.

2 尺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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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

耕深 1
.

5尺需 10 个
,

耕深 2
.

0尺需30 个
、

耕深 2
.

5尺需 50 个
。

再就机耕来看
,

东方红
一
75

型拖拉机牵引四桦犁耕深 0
.

7尺
,

每小时可耕25 亩
,

每亩耗油 0
.

8公斤
,

而东方红
一
75 型拖

拉机牵引济南深耕单桦犁耕深 1
.

4尺
,

每小时只能耕 3
.

09 亩
,

每亩耗油 3
.

79 公斤
。

表 3 不 同 耕 翻 深 度 试 验 * ( 1 974 年)

桥 翻 深 度 } 株 高 1 招 长 1 称 数 } 较 数 } 亩 产 } 增 产

(厘米 》 1 (厘米 ) } 万 /亩 粒 /毯 (斤 ) ( % )

0
。
8 ( 对照 )

1
。
2

1
。
5

2
。
0

2
。
5

1 8
。
6

1 3
。
9

1 1
。
6

6
。

9

3010906080
J,工OJ马J,户盈ó勺ē甘公口560.内O,g月口OU上̀,山,曰行匀

,
人Rù.0几ù心

自七
..

…
,̀.nRùRùOJ几山,̀,曰,̀,山ō廿,几8,

幼
6.0

…
5
nbl勺65

…
口月,自,曰OU月. qUQ甘O甘及ùOU

* 试验地点 : 蒲城县龙池公社金星大队
。

由不同耕翻深度试验 (表 3 )可看出
,

深耕 1
.

2尺的增产效果最大
。

再就耗工来看
,

深

耕 1
.

2尺比 0
.

6一0
.

8尺只多费工一倍
,

而深耕 1
。

5尺
、

2
.

0尺
、

2
.

5尺的比 0
.

6一 0
.

8尺费工

分别高 5
、
1 5

、

2 5倍
。

因而在目前生产技术水平下
,

就耗费劳力及机耕耗油来看
,

一般大田生产的耕翻适宜

深度以 0
.

8一 1
.

2尺较为经济
。

农业生产是复杂的
,

上述是就一般而论
,

在确定具体田块的耕翻深度时还要因地制

宜
,

区别对待
。

就土壤来说
,

肥沃的土壤
,

早裸地区的土壤
,

质地较粘重的土壤
,

可耕翻得

深一些
。

贫瘩的土壤
,

水浇地
,

质地较疏松的土壤
,

可适当耕翻得浅一些
。

就深耕的时期

来说
,

夏季休闲地的伏耕和冬季休闲地的秋耕
,

耕翻可深一些
;
而距播种时期较近的耕翻

应较浅一些
。

以上是探讨一般大田生产上较为适宜和经济的深耕深度范围
。

当然若条件优越
,

各

种措施跟上去
,

在高额丰产田块上进行较此略深的深翻
,

是可以获得显著增产效果的
。

陕西 东部 旱 垠 农 田 墒情 调 查

西北水土保持生物土壤研究所土壤水分组

陕 西 省 农 林科 学 院 澄 城堵 村 蹲 点组

陕西东部早源区的蒲城
、

澄城
、

合阳一带是省内重要粮棉产区
,

小麦播种面积占耕地

面积 50 %左右
,

棉花占10 一30 %
,

土地广阔
,

土层深厚
,

生产潜力甚大
。

但由于经常出现 早

情
,

尤其近几年来
,

年降水量多小于 5 00 毫米
,

伏早强度大
,

严重地影响了粮棉产量进一 步

提高
。

1 9 74 年
,

在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
,

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发展
,

虽遇严重春早和伏早
,

麦
、

棉等作物都获得了较好产量
。

合阳大伏六大队小麦一季上纲要
,

亩产峨1 2斤
,

澄城捻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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