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肥料
,

使土壤胶体的交换性盐基数量增加
,

从而改变了土壤胶体分散的性状
,

使土城

浸水容重有了明显的改变
,

金华七一农场四大队改制四年 的田块
,

土壤浸水容重达 。
.

54

克 /毫升
,

改制十年的田块
,

土壤浸水容重为 0
.

56 克 /毫升
。

从这个数据来看
,

新改田四

年以上
,

土壤物理性状已经得到改善
,

解决了局部土壤浮烂沉苗的问题
,

黄叶空批的现象

也就不再发生了
。

发育在第三纪红色砂岩母质上的红壤新改田
,

没有黄叶空批的现象
,

这是由于土壤质

地较砂
,

在水稻灌浆期间调查
,

没有见到有黄叶空批情况产生
。

在两块 (一块改制二年
,

一

块改制三年 )发育于第三纪红色砂岩母质上的红壤新改水田中采样分析
,

土壤浸水容重分

别为0
.

58 和 0
.

60 克 /毫升
,

速效磷含量仅 SPP m
,

比上述发生黄叶空批的田块还要低些
,

但

均没有浮泥和起浆的现象
。

综上所述
,

浙赣地区红壤低丘新改水田
,

水稻孕穗至抽穗期间发生黄叶不结实的何

题
,

主要因素是土壤物理性不良
。

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
,

应针对土壤浮烂
、

秧苗下沉两个

环节着手
。

浙江金华七一农场
、

摘县团石农场
、

江山老虎山农场等很多单位都累积了许多

耕作栽培的经验
,

兹归纳为如下几项措施
。

1
.

红壤低丘坡地新改水田在平整土地的过程中
,

填方的地方需夯实
, 以减少糊烂浮

泥的产生
。

如有的农场整田时使用拖拉机
,

使填方处较为紧实
,

水稻黄叶批谷问题就较轻
。

2
.

新改水田必须清水插秧
,

要提前耕秒
,

使土壤澄实
,

一般澄实一两天后插秧
。

填方

较多的田块
,

沉实时间还要长些
,

以减少糊烂浮泥
,

防止沉苗的发生
。

某些地区有混水插

秧的习惯
,

混水插秧
,

土壤浮烂
,

必然发生沉苗现象
。

因此
,

新改稻田的地方
,

必须改变旧

有的栽擂习惯
,

采用清水栽秧
。

3
.

小苗带土移栽
,

可以减少沉苗的发生
。

因为小秧苗的根部带泥移栽
,

增加了秧苗与

稽田土壤的接触面
,

可减轻秧苗的下沉
。

4
.

要及早搁田
,

搁田要猛
,

搁至 田面开裂
,

促使秧苗生新根
,

达到白根露面
。

拔节到

孕德期间土壤干干湿湿
,

保证裂缝不完全闭合
。

因而在未插秧之前
,

在填方的地方开好排

水沟
,

以保证田面不积水和防止裂缝完全闭合
。

同时在耘田一两次后必须注意清沟
,

以使

水沟畅通
。

5
。

发生沉苗现象时
,

要及早采取措施
。

放干田中积水
,

结合耘田扒开稻根附近的浮

泥
,

并施用速效氮
、

磷肥料
,

促使早发
。

潭口红壤旱地改水田经验调查

李 宗 盛

(江西彼州地 区农科所 )

江西赣州地区低丘陵红壤面积大
,

分布广
。

搞好红壤荒地的改良利用
,

扩大耕地面

积
,

增产粮食
,

这对加快我 区农业发展步伐
,

落实
“

备战
、

备荒
、

为人民
”

的伟大战略方针
,

具



有重大意义
。

据调查
,

全区坡度在20
。

以下的红壤荒地约有 88 万亩
,

现已开垦利用的只有 9 万亩 (改

种水稻约有1 0 0 0多亩
,

种杂粮约有 1 5 0 0 0亩
,

种果
、

茶
、

桑约 7 4 0 0 0亩 )
,

还有79 万亩尚待开垦

利用
。

为总结推广群众中红壤改良利用的先进经验
,

进一步搞好红壤荒地 的改良利用工

作
,

我们对南康县潭口公社境内红壤早地改水田的几个先进单位进行了一些调查 研 究
。

他们共同的经验是
:
平 田整地

,

发展灌溉
;
合理施肥

,

培肥土壤
;
精耕细作确保丰收

。

一
、

平田整地 发展灌溉

潭口地处低丘陵地区
,

由第四纪红色枯土发育的红壤荒地约 1 0 0。。亩
,

已开垦利用的

6 0 0 0亩
,

其中早地改水田 7 00 亩
,

种杂粮 3 0 0 0亩
,

种果
、

茶
、

桑 2 3 0 0亩
。

这个地方
,

原先在

开垦利用过程中
,

由于土地未平整
,

灌溉条件差
,

土壤又瘩薄
,

加之伏早
,

产量较低
。

如赣州

地区畜牧场
,

红壤早地种花生亩产20 0斤左右
,

大豆亩产 120 斤左右
,

番薯亩产 6 00 斤左右
,

高粱和玉米亩产 2 00 一 30 0斤
。

从 1 9 6 8年开始
,

他们改种水稻
,

到现在已改种30 0亩
,

双季稻

平均亩产 1 1 0 2一 1 2 8 9斤
,

最高的达 1 4 0 0斤
。

据几丘田块 9 年资料统计
,

早作两年后改种

水稻七年
,

每年每亩平均产值约为连续九年早作的3
.

5倍
。

另外
,

南康县畜牧场红壤早地

改水田后连续 3年水稻亩产 1 1 0。斤
。

潭口共大红壤旱地改水田 80 亩
,

连续 3 年跨
“

纲要
” 。

实践证明
,

平田整地
,

发展灌溉
,

把红壤早地改为水田
,

是改善生产条件的首要措施
。

平整土地
,

是直接影响水稻生长与灌水量的关键
。

地区畜牧场采取 了三个原则
:
一

是等高平整
,

减少填方
;
二是逐步平整

,

首先平粗坯
,

种 1一 2年早作
,

使土层有一个自然落

实的过程
,

再平整种水稻
;三是外坡 (即填方处 )增施磷钾肥

,

田内开深沟
,

重晒田
,

以防水

稻产生
“

出葱
”

现象
。

与此同时
,

在平田过程中必须做到
:

一要省工
,

一般说
,

以2一 3亩一丘

为好
,

等高平整花工少
;
二要便于机耕

,

长方形优于正方形 ;三要便于排灌
,

平田时
,

近外坡

的填方要压紧
,

以免造成塌方
,

同时
,

外坡稍高 3 寸左右
,

以防自然落实后产生高差
。

在规

划时
,

要考虑排灌分家
。

新改水田
,

漏水严重
,

灌水时
,

要加大流量集中灌溉
,

第一次水入

田时
,

要随水耕耙
,

搅动泥浆
,

以防渗漏
。

二
、

合理施肥 培肥土壤

红壤旱地改为水田以后
,

除了原来的粘
、

板
、

酸
、

瘦的土壤特性外
,

还增加了
“

漏
”

和
“

浮
” 。

漏
:
新平整的水田

,

因没有犁底层
,

灌水后漏水严重
。

浮
:

土粒浮起
,

灌水耕耙后
,

土壤粘粒高度分散
,

沉降速度慢
,

形成很厚的浮泥层
。

红壤早地改水田后
,

前田后返青慢

(当地叫
“

座克
”

)
,

根系由黄变黑
;
返青后至分集盛期前

,

叶片在一
、

二天内变黄 (心叶未出

现 )
,

也有的叶片上出现赤色斑点
,

叶片逐渐枯黄
,

犹如赤枯病 ;或禾苗生长一路青
,

抽稼

后
,

开花不结实
,

颖壳张开合不拢
,

同时出现多颖壳
,

群众叫
“

出葱
” 。

各先进单位的经验

证明
,

除平田整地时要注意前面提到 的几点以外
,

重施有机肥和磷肥
,

配合氮
、

钾肥
,

是培

肥土壤提高水稻产量的关键性措施
。

1
.

农牧结合
,

养猪积肥
,

种好绿肥
,

增加土峨有机质 把猪粪和磷肥用在绿肥作物

上
,

提高猪粪和磷肥的利用率
,

从而达到绿肥高产
、

粮食丰收的目的
。

地区畜牧场 1 9 6 9年试

脸
,

肥田萝 卜
,

每亩施猪粪 1 5 0 0斤
,

磷肥 40 斤盖种
,

亩产鲜草 5 0 0 0斤
;
未施肥的亩产鲜草只

有 800 斤
。

南康县畜牧场针对肥 田萝 卜比红花草耐酸的特点
,

采用红花草和肥 田萝 卜棍



播
,

鲜草产量比单一播的要高
。

地区畜牧场由于连年大盘施用有机肥 (猪粪和绿肥 )
,

减

轻了红壤粘重和板结的特性
,

增强了通透性
,

使根系正常生长
,

土壤有机质
、

全氮和代换盆

也有增加 (见表 1 )
,

改善了土壤的缓冲性
,

提高了保肥供肥能力
。

表 1 旱地改水田对红壤化学性质的影响

有 机 质 全 拓 { 代 换 盆

(母质 :

第四纪红 色枯土 ),

{
`% , 巨卒

当

秒
’ “ 土 ’

水稻 土 (旱作两年后 改种水 稻七年 )

早作 土 (连续九年早作 )

生 荒 地

2
.

72

1
。

6 8

0
。

7 0

( ;` )

0
。

12 3

0
。
0 8 4

0
。
0 3 0

10
。
0

注 : 均 以烘干土盆计
。

2
.

皿施礴肥
,

配合氮
、

钾肥 红壤中
,

铁
、

锰
、

铝含量高
,

磷易被化学固定
,

因而有效磷

含量低
,

水稻常因缺礴而座莞发黄
,

乃至死苗
。

另外
,

亦有因缺钾而造成水稻前
、

中期叶片

发黄
,

似赤枯病等现象
。

这些都是影响水稻高产的殊碍因子
,

故红壤早地改水田后重施

磷
、

钾肥很重要
。

根据地区畜牧场经验
,

早稻每亩施用 80 一 1 00 斤
,

晚稻每亩施用 50 斤钙镁

磷肥作面肥 ; 再在早晚稻耘田时每亩各施用草木灰 (或谷壳灰 ) 20 担或20 斤氮磷钾复合肥

料作耘田追肥
,

可以防止水稻座莞发黄和出葱的现象
。

配合磷钾肥
,

适量增施氮肥
,

特别

是苗期增施速效氮肥
,

增产显著
。

同时
,

土壤中的氮素增加明显
,

磷
、

钾含量亦有增加
。

如

生荒地全磷含量仅为 。 。

02 %
,

连续九年早作的增至 0
.

08 %
,

二年早作后改种水稻七年的土

壤全磷为。
.

1。%
。

3
.

施用石灰
,

降低吸度 红壤酸度高
,

直接影响水稻生长和土壤微生物的活动
,

因而

施用石灰很重要
。

地区畜牧场每亩施用石灰 80 一15 。斤
,

初改种稻田多施
,

改种多年的少

施
。

土壤分析结果表明
,

在重施有机肥的基础
_

上施用石灰
,

改良土壤性质的效果是很显著

的 (表 2 )
。

表 2 在施有机肥的基础上施用石灰对土堆胶体化学性质的影响

盐墓饱和度
( ,` )

交换性盐基 (毫 克当最 / 1 0 0克土 )

总 纽 !
。

}
}

,
一 5 : }

0
。
8 0

g
J吧,口,̀

:
水招土 (早作两年后 改种

水稠七年 )

早作土 `连续九年早作 )

8 3
。
0

4 2
。
4

注 : 均 以烘 干土重计
。

三
、

精耕细作 确保丰收
’

1
`

在适宜的土峨含水 t 的情况下进行耕耙 土壤太干
,

犁不能入土
,

湿润时粘 着 力

大
,

只有浅灌水
,

耕耙效果才好
。

,

2
.

擂秧前早沤 田 沤田能加速土壤养分 的释放
,

使苗期得到必需的养分
。

潭 口共大

3 4



的经验是
:

红壤旱地改水田
,

一定要先沤田
,

沤田的时间愈长愈好
,

这是防止水稻出葱的

一条行之有效的措施
。

据调查
,

新改的田随耕耙立即插秧
,

水稻
“

出葱
”

严重
,

沤了田的水

稻则未 出现
。

3
.

浅漪田
,

争全苗 红壤早地改水田
,

土粒浮动
,

不易沉降
,

如果随耕随耙又深插
,

秧

苗心定会被泥土埋住
,

造成死苗
,

不能全苗
。

地区畜牧场的经验是耕耙过后 1一 2天再插

秧
,

让浮动的土粒有一个沉降过程
,

同时要浅插
,

是防止泥土埋住秧心的好办法
。

4
。

多耘田
,

早追肥 由于红壤粘重板结
,

结构差
,

通透性不良
,

这是水稻苗期叶片枯

黄
,

根系由黄变黑
,

不发新根的原因之一
。

潭口 共大的经验
:

多耘田
,

早追肥
,

可以防止水

稻根系由黄变黑的产生
。

5
.

加强水浆管理 地区畜牧场和潭口共大 的经验是
:

漪田前泡水沤 田
,

前田后 浅水

活棵
,

够苗时重晒 田
,

孕穗至灌浆时干湿灌溉
。

春小麦间种草木棍绿肥的效益

刘 焕 一

《黑龙江省 绥化地 区农科所安达农业 试验站 )

草木择是黑龙江省一种良好的豆科绿肥作物
,

我站于 1 9 6 4年开始作观察性栽培试验
,

初步明确二年生白花草木择
,

在当地石灰性土壤上
,

春季播种有良好的长势
。

近几年来
,

随着农田基本建设的蓬勃发展
,

生产队已开始种植草木择
,

获得了良好效果
,

改良了土

壤
,

提高了土壤肥力
。

但是
,

大面积清种草木择
,

与粮争地
,

不易推广
,

所以发展很慢
。

为

了种植草木择不占一茬地
,

我们在 1 9 7 3一1 9 7 4年进行了小麦间种草木杯试验
,

研究草木

择与小麦间种的生长情况
,

对改良土壤的作用及其对后作的增产效果
。

1 9 7 3年试验设两个处理
:

① 小麦间种草木择
,

间种比例为 1 比 1
,

小麦密度每亩为

27 万株 ; ② 清种小麦为对照
,

密度为每亩 33 万株
。

每处理面积为 9 00 平方米
,

未设重复
。

试验地土壤为石灰性黑土
,

黑土层有 18 一 2 0厘米
,

前茬为马铃薯
,

春播前耙地后
,

用筑埂

器筑成畦田 ; 小麦播种量按处理要求的密度换算确定
,

草木裤每日播量 2
.

7 斤
,

每亩 14

万株
,

行距 15 厘米 , 用马拉十行播种机平播
,

播种箱稍加改装
,

用木板纵向隔开
,

一边放

小麦
,

一边放草木杯种子
,

堵上各自不需要的半个漏种口
,

草木梅种子中混拌炒熟的谷俄

子做填充物
。

小麦在 7月 25 日收获
,

草木择在 9 月 26 日翻压
。

1 9 74 年在以上两个处理区
,

播种小麦
,

未施肥料
,

播后和三叶期各灌水一次
。

现将两

年试验结果分述如下
。

一
、

草木梅对小麦生育和产量的影响
.

对间种小麦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