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麦基肥
。

冬季
:

后作稻早翻早田放入
“
三水

” 、

杂草
、

草皮泥
,

可作为三麦的麦芽肥
,

盖籽肥
,

之

后还可以作为明年前作稻的柴河泥
。

这样
,

一年四季三熟肥
,

就可以象品种布局一样
,

有一个合理的肥料布局
,

使一年三

熟
,

熟熟肥料有保证
,

真正可以做到
“

舍得一块田
,

换回万斤粮
。 ”

“

四季造肥仓
”

还仅仅是开始
,

而且也只是一种造肥的方法
,

今后如何把积
、

种
、

放
、

养

组成一条龙
,

以保证供应
“

四季造肥仓
”

的加料
,

这些
,

我们将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加以完

善
,

以便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
,

为农业学大寨
,

普及大寨县作出应有的贡献
。

草木提对土壤氮素影响的研究

陕西省农林科学院土肥所

草木橱是我国北方的重要绿肥之一
。

草木择在生产应用 中
,

衡量其对土壤氮素的影

响时
,

多以植株含氮量来计算
。

根据国内外资料记载
,

豆科植物在生长过程中能将根瘤所

固定的氮素部分地通过分泌物分布到周围土壤中去
。

近年我们也观察到割去草木梅地上

部分以后
,

茬地仍具有较高的肥力
。

如果仅 以其根茬腐烂后增加了土壤中的氮素营养来

解释
,

还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
。

为了进一步经济合理利用草木择绿肥
,

对于草木梅对

土壤氮素的影响进行较全面的探索是必要的
。

试验采用盆栽土培法进行
,

设单播小麦 (对照 )和小麦中套种草木杯两个处理 (重复 7

次 )
。

试验用的土壤采自本院农场早地秋茬耕层
,

全氮为 0
.

0 88 %
,

速效氮 8
.

3 4P p m (钱

态氮 7
.

3 p r
·

m
,

硝态氮 1
.

o 4 p p m )
,

全磷为 0
.

1 7 3%
,

速效磷 7
.

2芝i p p m
。

每盆装土 3 4市斤
。

由

于土壤中速效养分较低
,

每盆增施硫按和过磷酸钙各 2 克
,

然后播种冬小麦
,

每盆 10 株
。

小

麦越冬后
,

在春季套种草木梆
。

小麦收获后对照进入夏闲
,

草木择继续生长
,

至 8 月上旬

割去草木杯地上部
,

倾土出盆
,

剔去全部根系 (根瘤及细根用摄子一一挑净 )
,

对照亦剔去

小麦根茬
,

再分别重新装盆
。

为了消除草木择吸磷较多而造成的磷素不足的问题
,

对照及

草木择茬土每盆均再施过磷酸钙 10 克
,

以充分满足磷素的需要
,

然后播种小麦
,

小麦收后

剔去全部根系再分别装盆复种谷子
,

观察后效
。

试验收获物中
,

七盆草木择共产鲜草 48 9
.

3克
,

干草 1 22
.

仍克
,

干草含氮率为 1
.

77 %
,

表 1 草 木 择 对 土 壤 氮 素 的 影 响

不奋牡习
`

”
( % ) ` ’

…~
万竺、

一

磊瑞肖
{

生不
-

澳磊岁 … 默 …
1

找 …:矛厂
一

吮一
* 全撼分 析的相对误差为 2 % 以下

。



七盆干草共含氮2
.

6 1克
,

七盆鲜根共 88
.

9克
,

干根 1 7
.

7 8克
,

干根含氮率为 1
.

56 %
,

七盆共

含氮。
.

28 克
。

两处理的土城含氮量见表 1
。

从上表可以看出草木梅茬土比对照 (夏闲土 )
,

不论全氮或速效氮均有所增长
,

而草木

择茬土以按态氮增加较多
,

对照 (夏闲土 ) 中则以硝酸态氮为主
。

就全氮量比较草木择茬

土与对照土集的差值为 0
.

00 3%
,

按七盆土共重 23 8市斤折算
,

草木择茬土比对照 (夏闲土 )

的氮素增加 3
.

93 克
。

挑去草木择根系的茬土种植的小麦和复种的谷子与对照 (夏闲土 )相比
,

不论在生长

发育和产量上均有显著的差异
,

小麦籽实重量比对照增加了 3 8
.

5% , 谷子籽 实 增 加 了

2 0
.

3 2% (表 2 )
。

表 2 草 木 择 茬 土 对 后 作 物 的 影 晌

称称 长长 有 效效

(((厘米 ))) 小 抽抽

(((((个 /祖 )))

小小 发发 草木娜往土土 6 3
。
444

:::::
9

。

999

对对对赚 ( X闲土 ))) 5 7
。
44444 8

。
555

谷谷 子子 草木娜茬土土 9 3
。

7 555 1 1 。
7 22222

对对对照 ( X 闲土 ))) 9 0
。
6 444 1 0

。
8 77777

每 称

较 数

籽

重

实

且

(克 /盆 )

增 ! 率

(% )

茎叶重

(克 /盆 )

增宜率

(% )

兰困二…段脸
3“

· 5二…
, “ · 0 6

)
2` ·

5二

一 }
1 2 · 9 0

} 一

2 0
。
3 2* *

6 4
。
9 2

6 3
。
5 4

* * 为达机率 1 % 显若标准
。

从产品含氮量的分析来看 (表 3 )
,

草木择茬土的小麦籽实含氮量有所降低
,

而茎叶

含氮量有所增加 , 谷子的籽实与茎叶均较对照 (夏闲土 )为高
。

而两季作物的含氮总量均

以草木择茬土高于对照 (夏闲土 )
。

表 3 小 麦
、

谷 子 含 氮 t 的 比 较

玄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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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竺_ ! 草木抓 瞿土 } 1 0 9
。 8 } 1

。

7 3 9 ! l
。

9 1 } 4 5 4
。

5 } 0 。 32 6 1 1
。
4 8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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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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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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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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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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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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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籽实及茎 叶重 t 为七盆合计数
。

以两季作物的籽实和茎叶总的含氮量计算
:

对照 (夏闲土 )为 3
.

61 克
,

草木梅茬土为

4
.

8 2克
,

比对照多 1
.

21 克
,

即增加了 3 3
.

5%
。

从这个试验的结果
,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初步结论
:

1
.

种过草木择的茬土肥力较好
,

后作小麦和谷子与对照 (夏闲土 )比较
,

在生长发育

及产量上都有明显的差异
,
小麦籽实增重 38

.

5%
,

复种谷子又增产 20
.

理%
。

2
.

种过草木择的茬土
,

土壤全氮与速效氮含量均有所增长
。

但从速效氮的形 态 来

看
,

对照 (夏闲土 ) 中以硝态氮为主
,

且高于草木择茬土
,

而草木择茬土的按态氮却比对照

(夏闲土 )高出三倍之多
。

3
.

从草木择植株及土坡氮素养分分析结果看来
,

七盆草木择茎叶的含氮量 为 2
。

16



克
,

根系含氮量为 0
.

28 克
,

土壤中增加了氮素 3
.

93 克 , 另从植株及根茬分析数据来看
,

与

大田绿肥含氮量比较虽都有偏低的趋势
,

但从草木择茎叶
、

根系及上壤中增加的氮素比例

可以看出一个大概情况
,

即七盆草木挥获得氮素总量为 6
。

37 克
,

其中茎叶占33
.

9%
,

根系

占4
.

4%
,

土壤遗留氮素占6 1
.

7%
。

土 面 保 墒 增 温 剂 的 效 果

许昌农学院五里杨墓点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
,

我国有关科研部门与生产单位合作
,

开展了土面保墒增

温剂的研究
,

并在生产上开始应用
,

效果良好
。

北京地区使用土面保墒增温剂后
,

早春韭

菜
、

小萝 卜及菠菜等增产 20 %以上
。

近两年来
,

商丘地区广大贫下中农在批林批孔运动的

推动下
,

抓革命
,

促生产
,

自力更生
,

土法上马
,

试制成新的土面保墒增温剂 (沥青乳剂 )
,

并

在棉花育苗移栽方面大面积使用
,

效果也很好
。

普遍反映
,

应用土面保墒增温剂育苗
,

棉

花出苗早
,

苗壮
,

抗病抗冻
。

根据拓城
、

唯县及商丘等县试验
,

喷土面保墒增温剂的苗床比

冷床 (未喷上面保墒增温剂也未覆盖塑料薄膜的苗床 )
,

棉苗早出苗 4一 7 天
,

比大田直播

的早出苗 7一10 天
,

比覆盖塑料薄膜的苗床虽然晚出苗 4一 6天
,

但较之苗壮
,

发病 率

少
,

成本低
。

贫下中农称赞说
: “

保墒增温剂就是好
,

省工省钱省塑料
,

苗床穿上黑皮袄
,

苗齐苗壮病害少
。 ”

喷土面保墒增温剂育的棉苗
,

移栽大田以后
,

苗期早发
,

中期稳长
,

早

座桃
,

多座桃
,

产量显著提高
。

唯县董店公社尤寨大队第七生产队将土面保墒增温剂用于

红薯育苗
,

可使红薯早出苗 10 夭
,

在蕃茄
、

葱及韭菜上进行的试验
,

效果也很好
。

看来
,

土面保墒增温剂在农业生产上使用有着广阔的前途
。

目前
,

我国使用的土面保墒增温剂大部分是沥青乳剂和合成脂肪酸残渣乳剂
。

商丘

地区近两年来在棉花育苗方面大面积使用的是沥青乳剂
。

为了了解这两种土面保墒增温

剂的保墒增温效果
,

我们在商丘县五里杨大队青沙土上进行了小面积试验
。

使用的合成

脂肪酸残渣乳剂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制作
,

简称制剂 I , 沥青乳剂为五里杨大队制

作
,

简称制剂 I
。

一
、

土面保墒增温剂的增温效果

从初步观察的结果来看
,

喷洒土面保墒增温剂后
,

地温均较未喷地段有明显提高
,

一

般可提高 4一 8
“

C
。

但是
,

增温效果还受土壤水分含量及天气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

1
.

土旅水分条件与增沮的关系

从观察的结果 (表 1 )来看
,

在基础墒为 1 5
.

3一 2 1
.

5纬的情况下
,

土壤水分含量少
,

土

壤增温值大 , 土壤含水量多
,

土壤增温值小
。

从 14 时的地温来看
,

基础墒为 1 5
.

3%
,

制剂

I 比对照高 5
.

I
O

C
,

制剂 I 比对照高 9
.

g
O

C ; 基础墒为 21
.

5%
,

制剂 I 比对照高 1
.

5
“

C
,

* 许昌农学院系原河南农学院
,

本文由驻五里杨 基点教师张景略执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