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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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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小麦亩产 26 4斤
,

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

显示出本地区农业生产上人定胜夭的一片大

好形势
。

为了实现本地区粮
、

棉产量迅速上纲要
,

学习群众抗早增产经验
,

了解有关的土坡水

分特性和农田墒情变化规律
,

做好蓄水 (多蓄天上雨 )
、

保水 (保好地中墒 )
、

用水 (提高作

物用水率 )
,

以提高土坡抗早能力
,

是当前迫切孺要进行的重要工作
.

。

一
、

旱场土滚的水分特性

我省东部早垠土壤属中城质护土
。

依耕层质地和耕性的不 同
,

群众又区分为护土
、

缩

土
、

黄土 (或黄盖护 ) 三种
。

护土常处于地势低四处
,

耕层土色发红
,

粘重难耕 ; 绵土是耕

层粉砂含 t 大的轻一中澳质土 , 黄盖护是本区分布面积较大的典型土壤
,

其剖面中埋藏

一厚度为敬十厘米的浅揭色枯化层
,

质地较上下层均粘重
,

此层对水分特性有很大影响
。

以上三种土族剖面的水分特性见表 1
。

表 飞 三 种 土 滚 剖 面 的 水 分 特 性

深 度
土 层

肠 米

田田 间 持 水 ttt

重重 l %%% 容积%%%

2 米土层内田

间 持 水 t 为
5 4 9

。
2班米

,

无
效水 t 为 2 1 1

。
.

奋米
。

nùǐ吕,上甲
.

.

…
呼.曰̀O甘7

,̀恤曰.勺ó拢ù
.

…
品01̀月才,
.

Z
ǹ,山月乙,月上才一知0.

…
品舀八U
. .二叹U,山,曰22

月啥,自n甘,且,几的O,臼,曰
.

…
0一 1 9

30一 60

7 5一 12 0

1 60以 下

层层层层

化盖质

砚拼枯毋

护 土 剖 面
一

。 层

}
,一 1 8

{
1

·
1 0

1
, ,

·
`

}
, ,

· “

}
砰 乎尽 1

` 8一 a s

{
` ·

3一` · `
{

2`
·
2

}
2 9

·
8

}
枯 俗 层 1

吕8一 , 2 0

}
` ·

2 5
1

“ o
·
5

}
2 5

·
6

1
母 质 层 1

` 6 8以 T } l
·
5 4 ! ( 2 0

·
, ) } ( 2 6

·
9 ) 1

7
。
5

1 0
。
6

1 0一 1 1

8
。
4

2 米土层内田

间 持 水 t 为
5 2 3

。
3班米

,

无

效水 t 为2 5 6
。
3

奄米
.

娜 土 剖

(淤积 )粘 化层

0一 1 6

2 6一 7 3

9 4一 2 0 0

1
。
3 2

1
。
3 0

1
。
3一 1

。
4

2 1
。
0

2 1
。
2

( 2 1
。
0 )

6
。
1

7
。
3

( 9
。
8 )

2 米土层 田 间
持 水 t 为 5 6 3

。
7

雍 米
,

无效水 l
为 2 2 8

。
5斑米

。

层层

盖

拼砚

注 : 翻鉴注度均 以幼苗法侧定 ,表中 ( ) 内均为估什值
。

影响土坡抗早能力的土壤水分特性
,

主要是渗吸性
、

持水性
、

移动性
、

有效性
。

渗吸性
:

指土城吸收地表给水 (降水
、

灌水 )的能力
。

黄土性土壤一般渗吸性较好
,

第

一小时渗吸量可达 60 毫米上下
。

持水性
:
指土坡蓄持水分的能力

,

以
“

田间持水量
”

表示
。

省东早壕土壤的田间持水

t 为土城容积的 26 一 30 %
,

相当于重量含水的 19 一23 % (耕层和容重小的母质层较高 )
,

即每米土层可蓄持水分 2 6 0一 30 。毫米
。

移动性
:
在这里主要指土体内水分向地表上移燕发的能力

。

若以跑墒量大于 25 % 田

间持水盘 (例如田间持水量为20 %
,

在长期物理蒸发条件下
,

土坡湿度降低到 15 % 以下者 )

的土层为强烈跑墒层
,

将省西武功壕地与省东早壕进行比较
,

前者跑墒层为 60 厘米
,

而后

2 8 0



者则为 1 40一 1 6 0厘米 (见图 )
。

此种差别说明省东早裸水分无益蒸发损耗量很大
。

土 坡 漫 度 (干土重% )

食0 ! 2 2 0 2之 24

层化粘

、产̀lj
百̀... ......
1

.

、\

\
、 )(、 、̀、

l龟夕`

l、、、、

` 、 l、、 、

\

旧O加O口北123

土层度深八厘米à

1一田 间持水盆
2一 1 9 6 5年 5月 2 2日土壤湿度

3一 1 9 6 5年 1 0月 2 1日土城湿度

裸跪地土滚物理蒸发影响深度图

有效性
:
指土壤蓄持水分总量中

,

可以被作物吸收的水分的多少
,

一般以有效水湿度

范围表示
,

即田间持水量至凋萎湿度的湿度值
,

省东早糠土壤凋萎湿度多为 7一 8%
,

田何

持水量为 20 %左右
,

有效湿度范围 12 一13 %
,

有效水分占田间持水量 60 % 以上
,

比例是较

高的
。

粘重的护土层凋萎湿度为 9一 11 %
,

有效水湿度范围偏窄
,

这可能是护土没有黄土

和绵土抗早的一个原因
。

土层厚度也是衡量土壤抗早能力的一个因素
。

根据 1 9 6 5年在蒲城孙镇地区测定的资

料
,

小麦和棉花的吸水深度都达到 2 米以下
,

小麦从 2米土层中吸取水盘为1 74 一 20 8毫米
,

棉花为 1 72 毫米
,

其中 1米以下土层提供了将近一半水量
。

综上所述
,

省东早源的土壤水分特性多利于农田保墒
,

唯有向地表的移 动 性 较 强

烈
,

对保墒是个不利因素
。

为防止无益蒸发而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加强耕作管理和植树造

林
。

二
、

农田的雨季蓄墒问题

以上是从土壤水分基本特性方面来分析省东早源土壤的抗早供水性能
。

实际上
,

农田

墒情是处在不断消长变动中
。

具有良好水分性能的土壤能否有效地对作物早季供水起调

节作用
,

还要从水分循环动态中去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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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东早裸属典型的华北季风气候
,

一年中干湿季分明
。

雨季中
,

土壤水分补充多于消

耗
,

处于集中恢复阶段 , 雨季后至翌年雨季前
,

损耗大于补充
,

处于消耗阶段
。

后一阶段

的降水其循环深度多在耕层或稍深的范围内
,

只有雨季中的降水
,

才能下渗至深层
。

由于

土壤深层储水具有稳定性和有效性
,

可以长期蓄持
,

供作物遇早时吸取利用
,

所以能够对

作物供水起有效的调节作用
,

对当年秋作物和翌年夏收作物产量表现有明显影响
。 “

伏雨

春用
”

或
“

秋雨春用
”

问题都是基于这个道理
。

因此
,

在农田水分循环中
,

夏秋雨季蓄墒
,

即

释水的下渗深度和对土城储水的补给量就显得非常重要
。

从不同水文年份农田降水下渗深度 (表 2 )可以看到
,

本区夏闲地降水下渗深度变动

在 80 一 2 6。厘米
,

多数年份估计在 120 一1 80 厘米之间 , 棉 (秋 )田变动在 40 一 22 0厘米
,

多数

年份估计在 1 00 厘米左右
。

后者土壤水分储量低于前者
,

年际间雨季蓄墒量的不稳定性
,

以及夏 闲地和秋田蓄墒量的差别
,

都是安排作物茬 口应考虑的因素
。

表 2 不 同 水 文 年 份 农 田 降 水 下 渗 深 度

箱城 (年平均降水盆 5 2 4
。
2奄米 )

扭 城 (年平 均 阵 水 t

5 5 5
。
6奄米 )

一

二
一一一

.

一

少一
-

!
- 一里生-阵竺竺- …卫生卜竺卜竺一 J 竺堕竺竺一

一

{里竺二 {一望竺一阵坐巴一卜望二
一
卜里坚一

际稚撇 }J 二竺卜一二一 {一兰竺一
一

仁里竺二燮一 {少竺竺目竺望生
(厘米 ) ! 相 (秋 ) 田 } 1 6 0一 2 2 0 } 一 1 4 0一 6 0 } 1 0 0 } 5 0一 7 0

5 4 8
。
9

1 2 0一 1 4 0

注 , 1
。

平均降水 t 为 i , 63 一 1 9 72 年的县站乎均值
。

2
。

翻城 1 97 3年
、

1 9 74 年资料是西 北农学院箱城礴点组资料
。

降水渗透深度决定于土壤储水亏缺程度
、

降水数量及其性质
,

以及蒸发
、

地形
、

耕作

等因素
。

近几年来连续出现不同程度的早情
,

引起作物强度利用土壤储水
,

使深层强烈干

操
。

据 1 9 7 4年测定
,

各类农田 1 一 2 米土层湿度多下降到 10 %左右
,

达到或接近凋姜湿

度
。

夏收期间
,

麦田 1米土层内湿度降低到 7一 9%
。

由此计算
,

每米土层水分亏缺量达到

130 一 15 0毫米
。

就是说
,

要连续
、

集中降落1 30 一 150 毫米以上的雨水
,

才能湿透 1 米土层
。

可以看出
,

土壤水分亏缺程度是严重的
。

看来这种深层干燥已存在数年
,

显著削弱了抗

早的能力
。

表 3 197 4年 e一 10 月间降水总全对土滚储水的补给率

农 田 类 型 ! 地
侧 定 日 期

( 日 /月 )

洲 定 阶 段
降 水 t

《奄米 》

侧 定 阶 段
总 燕 发 t

(毫米 )

土 集 偏 水
补 给 t

(班米 》

降水补给率

(% )

丁一下下- 翻城护难大队
’

}一百不顶
4 .28 :

{
2 58 一 26 5

1
困 地 . _

. _ . .

…
_ .

!
_ . _ _

{
_ _ _ _

.
_ _ _ _ _ _

}

1 世 撅芬 村大 队 }
“ 4 1 1 0

}
3吕” · 2

1
“ 7 0一 Z吕5

}

1 6 3一 1 7 0

1 0 5一 1 1 8

3 8一 4 0

2 7一 3 0

菊城护难大队

扭城捻村大 队

8 / 1 0

2 4 / 10

晚 秋 康 田 扭城始村大队 2 4 / 1 0

333 1 000 1 1 888

222 7 222 1 0 666

333 4 111 8 777

关于降水对土壤储水的补给率资料列于表 3
。

1 9 7 4年雨季后
,

夏闲地土壤储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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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0一 7 10毫米
,

占同期降水量的 27 一 40 %
,

这就是降水补给率 ; 因无益的蒸发消耗而损失

的水分占降水量的 60 一 73 %
。

棉秋田降水补给率一般小于夏闲地
,

同是夏闲地
,

因地形
、

茬口不同有时差异也很大
。

从提高土壤抗早能力和有助于作物抗早增产角度讲
,

下渗深度在 2 米附近为宜
。

在省

东早垠地区平均降水量 540 毫米的情况下
,

就要求最大限度地蓄纳雨季降水
,

尽多增加土

族湿润带和补给 t
,

这是克服干早的重要一环
。

目前
,

正在蓬勃开展的农田基本建设运动
,

平整土地
,

.

是改善墒情条件和使降水就地均匀下渗的基础
。

同时
,

要学习合阳县大伏六

大队和山西闻喜县东官庄大队的伏耕制经验
,

通过
“

收后灭茬
,

伏前深耕
,

大伏后细犁带

耙
,

立秋后多耙少犁
”

和
“

改张口过伏为合口过伏
”

等措施
,

多收天上水
,

饱蓄土中墒
,

这就

会对夏粮作物
,

尤其是小麦产量大幅度提高
,

创造良好的水分条件
。

顺便指出
,

为发展本区深井灌溉
,

正在进行地下水储量的查勘工作
。

在推算地下水储

世中
,

需要弄清降水的垂直补给率
。

依前所述
,

本区农田降水垂直下渗深度是有限的
。

据

浦城撅区实测资料
,

在 3 米以下存在有
“

低湿度层
” ,

其湿度为 14 一 17 %
,

接近毛管破裂湿

度 (表 4 )
。

经过 19 6 5年那样的丰水年之后仍然存在这种情况
,

说明这个地区农田水分循

环的方式是大气— 土壤
,

而不是 (或主要不是 )大气— 土壤— 地下水
。

各类农田就地

垂直补给地下水的情况
,

很少发现
。

当然
,

由于本区地形起伏
,

深沟
、

凹槽的存在
,

通过径

流形式
,

集聚降水于上述地形
,

发生深层渗漏
,

补给地下水的情况是存在的
。

表 4 各类农田 3一 5米土层土滚湿度 (干土盆% )

土 层 深 度

(厘米 )

3 6 0一 5 0 0

一 年 两 作 田

一年一作麦 田 一年 一作棉田

麦 + 玉 米 麦 十 谷

1 3
。 9一 1 4

。
9 而

! 7
·

万}
一

赫而 1 4
。
0一1 5

。
8

注 : 1 9 6 5年10 月下旬测 自蒲城孙镇甘北 大队农 田
,

该年降水 虽为 67 8毫 米
,

较常 年多 30 %
。

三
、

小麦产最和水分条件的分析

1 9 7 4年合阳大伏六大队小麦平均亩产 4 12 斤 , 澄城捻村大队第 4 队有 40 亩小麦
,

亩产

44 4斤 , 蒲城护难大队第六队 10 亩丰产田
,

亩产小麦51 6斤
。

在 73 年秋底墒不好和 74 年春

早的情况下
,

获得上述产量
,

说明干早地区不断提高科学种田水平
,

小麦仍可增产
。

1 9 7 4年小麦生产年度
,

蒲城夏闲期和作物生长期降水鱼较常年分别少 13 和 30 %
,

澄
、

合二县年度降水量虽接近常年
,

但三县共同的特点是自三月下旬至五月中旬约 50 天
,

只

下了 1 0毫米雨
,

正是小麦拔节
、

抽穗
、

灌浆的关键生育时期
,

春早是严重的
。

麦田墒情一般可从底墒和生长期墒情两方面分析
。

前者决定于夏闲期内降水量和茬

口类型
,

后者决定于生长期降水量和底墒储量
。

以蒲城护难大队为例
,

1 9 7 3年夏闲地降

水下渗 80 一1 20 厘米
,

秋田 40 一 60 厘米
,

底墒恢复和补给程度很差
,

因而对春早期间调节供

水作用很弱
。

至四月下旬小麦抽穗期间
,

澄城捻村大队麦田 2 米深土层内土壤湿度已降

到 8一n % (表 5 )
,

处于凋萎湿度水平
,

只剩下 30 一50 毫米很难吸收的有效水分
。

抽穗至

成熟期
,

又从非常千燥的土体中吸取了 25 毫米水分
,

加上同期降水 5 5
.

5毫米
,

共耗水 80
.

5

毫米
,

约为一般丰产耗水量之半
。

就在这种气候
、

土壤干早的情况下
,

出现了不少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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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00 一 50 。斤的丰产田块
,

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

1 97 4年度小麦耗水量粗略估算为 2 70 一 340 毫米
,

每毫米水分生产小麦 .0 毖月
.

2斤
。

从水分利用效率看
,

以合阳大伏六大队较高 ( 1
.

2斤八毫米 )
,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
但和地力

高低有密切的关系
。

大伏六大队包括豌豆正茬地在内的全部麦田都上了六大车底粪
,

标

准化肥 30 斤
。

而捻村和护难大队豌豆正茬麦不上粪
,

少部分连茬麦也没有底粪
,

化肥用量

也较少
。

所以
,

增施肥料
,

提高地力是经济使用有限水源
、

充分利用土壤储水的有效措施
。

在这个意义上讲
,

可叫做
“
以肥调水

” 。

根据我省武功裸地资料
,

亩产小麦 60 。斤的麦田
,

每

毫米水生产小麦 1
.

5斤以上
。

只要综合贯彻农业八字宪法
,

不断提高水分利用效率
,

利用

现有有限水源
,

大面积大幅度提高小麦产量是完全可能
’

的
。

1 9 7 4年省东早糠小麦亩产 4 40

一 5 00 斤的田块
,

每毫米水也可产小麦 1
.

5斤
,

充分说明土壤肥力中肥
、

水相互协调的作

用
。

表 5 抽德一收获期麦田墒情(千土重% )

生 育 阶 段 抽 称 期 收 获 期

\ 进 … } } … …
_ 贷三习

’
钾

号
’

}
’ “ 号

.

畔
3 号

…
’ `

立巴介
_

八甘jq月弓月马J肠2
ó舀Rù,̀

.. .

……
nóó吕.U
ǎ

吕内石比U
d.孟,二,二心土

,二,上. .二̀.二

O丹,三月月叹̀ō勺ù勺心自月̀O曰Q即
....

……
7
口ōO甘ǐ吕.UO目8口Q
,几

姻.一̀.几

O仙月了ōó弓自.勺比Uù吕,勺臼̀ō勺
....

……
月O, .7n
臼O甘87tl
t了ó吕

目.占

ùóZQ
甘

…
一勺月̀仲̀

O甘̀上.勺,曰,曰,二nó80
甘

...

……

0一1 0

1 0一2 0

2 0一4 0

4 0一6 0

6 0一8 0

8 0一 1 0 0

1 0 0一1 2 0

1 2 0一 1 4 0

1 4 0一 1 6 0

1 6 0一 1 8 0

1 8 0一 2 0 0

0一 2 0 0

有效水 t ( 走米 )

8

1 1

1 0

9

9

9

1 0

1 0

3 1

6
。
4

7
。
0

7
。
4

1 0
。
2

9
。
7

9
。
2

9
。
0

1 0
。
2

1 1
。
0

1 2
。
2

1 3
。
8

4 8
一
1

9
.

9

7
。
8 2 0

。
8

四
、

棉 花 伏 旱 问 题

伏早在我省各地都有
,

但以省东更为经常和严重
,

是影响该区棉花产量提高的一个突

出问题
。

从降水资料分析
,

棉花产量下降幅度大的年份
,

往往是伏早严重的年份
。

广大贫

下中农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
,

不断总结向伏早做斗争的经验
,

1 9 7 4年虽遇严重伏早
,

但产

量较 73 年提高很多
。

省东早糠棉花生产能不能大面积稳定地上纲要
,

是一个急待研究的问题
。

据武功振

地资料
,

亩产皮棉 1 00 斤的耗水 t 为42 0一4 60 毫米
,

盛花期耗水高峰的日耗水量为 5一 7毫

米
。

省东早裸棉花生长期中阵水 t 达 440 毫米 (橙城 4 一 9月 )
,

总量是不少的
,

突出的矛

盾是耗水高峰往往落在伏早期间
,

引起花铃大量脱落
,

严重减产
。

从 1 9 7 4年 8 月上旬所测资料看
,

伏旱是相当严重的
。

当年棉苗生长本来是非常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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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普遍长到 5一 7个果枝
,

十多个花节
。

但七月全月降水只有 50 一 70 毫米
,

七月中以

后开的头伏花大量脱落
,

至 8 月初调查
,

单株有铃 2
.

9一 3
.

9个
,

脱落率 60 一66 %
,

花将开

尽
,

已无潜力
。

此时洲定土壤湿度
,

O一 1 米土层为7
.

7一 9
.

4%
,

已达到土壤凋萎湿度
,

1 一 2 米土层为 1 1
.

5一1 2
.

5%
,

有效水也很少了
。

由于深层连年干燥
,

棉根向深层生长受

到限制
。

`

伏旱期间
,

根深只有 1 06 厘米
,

且极稀疏
。

这样
,

在气候干旱来临时
,

土体也几乎

失去了对棉株供水的调节作用
,

这是早情严重的所在之处
。

土壤如此干早的原 因有二
: ( 1) 棉田总是连作或接在晚秋之后

,

80 一 1 00 厘米以下土

层的底墒难有恢复补充的机会
,

上部 1米土层的储水
,

经过冬春蒸发后
,

至苗期现蕾前
,

湿

度也将降低到 15 %左右
,

其中有效储水
,

在生长盛期来临初期
,

即被很快消耗
,

转而使棉花

生长全部依赖当时降水 , (2 ) 据 1 9 7 4 年澄城县气象站资料
,

从播种至调查之 日 ( 8 月 2

日 )为止
,

降水渗深未有超过 15 厘米深度者
,

致使棉田耕层以下湿度持续下降
,

至七月底

时
,

整个作物供水层已干到极点 (表 6 )
。

从六月初至七月底的现蕾一盛花阶段
,

降水量

为 96
。

2毫米 (橙城 )
,

土壤供水 8 1
。

2毫米
,

共耗水 17 7
.

4毫米
,

日耗水强度近 3 毫米
,

还不算

太低
,

但严重的是七月下半月耗水高峰期间
,

日耗水强度却小于 3 毫米
,

出现严重缺水状

态
,

引起棉株早衰减产
。

表 6 棉 田 墒 情 (干土重% )

伏 早 期

0一 10

1 0一 20

2 0一 40

4 0一 60

6 0一 8 0

8 0一 1 0 0

10 0一2 0 0

10
一
2

1 5
。
0

1 6
。
4

1 6
。
7

14
。
5

13
。
1

1 1
。
4一 1 2

。
9

1 5
。
1

1 6
。
0

1 6
。
7

1 5
。
9

1 4
。
3

13
。
2

1 2
。
2一 1 2

。
7

3 / 8

1 6
。
6

6 。 0

8
。
0

q 。 3

9
。
6

1 0
。 1

1 1
。
3一 1 2

。
0

关于克服伏早 的办法
,

原则上是要避开
。

群众的经验是要抓一个
“

早
”

字
,

抓伏前桃
。

具体办法是
:
早熟种 (如晋中 200 号 )

,

万株棉
,

早打顶
, 4 个果枝 4 个桃

。

想尽办法促早发
,

一亩捉住 4 万桃
。

伏早来前桃结完
,

八月下旬拔棉秆
,

亩产可上 80 斤
。

看来这个办法是比

较好的
。

秋田提早收净
,

尽量蓄积秋雨
,

还可给来年创造个较好的水分基础
。

在有灌溉条件但水源又不够充分的早源某些地区
,

可在冬春季闷灌底墒水一次
,

将能

显著提高抗御伏早的能力
。

伏旱调查中
,

也发现有这样的棉田
,

由于种种原因
,

生育期拖迟了
,

盛花期延续到伏

早之后
,

捉住了秋桃
,

产量也有所增加
。

但与伏前桃比较
,

拖后不如抓早
。

晚熟棉田的墒

情对来年作物也很不利
。

此外
,

从水分利用效率来看
,

早根棉花密度也是一个需要研究的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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