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 湖农 场 土 壤 概 况 与培 肥 途 径

华 中 农 学 院
潜江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社来社去农作班 国营后湖机械农场

中共国营后湖农场党委在率领全场职工开展
“

农业学大寨
” ,

建设
“

大寨场
”

中
,

提出要

对全场五万亩耕地进行土壤普查和营养诊断
。

潜江共大
、

华中农学院社来社去农作班遵

照毛主席关于
“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的教导
.

把完成

此项生产任务作为为普及大寨县贡献力量
,

在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中培养人的一项重大措

施
,

同时也是联系实际组织土壤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一项重大改革
。

在场党委与校总支的

领导下
,

组织了潜江共大 11 5 名师生
、

农场技术员
、

后湖中学高二班师生 2 08 人
,

组成

21 个小组
.

与贫下中农一起
,

于 1 9 7 5 年 n 月 23 日一 12 月 4 日对农场现有耕地进行了土

壤普查与营养诊断
,

按平原湖区万分之一比例尺精度的要求
,

对全场进行了调查
,

测定

了部分土壤的氮
、

磷
、

钾含量以及耕层土壤速效磷
、

钾和有机质
,

完成了万分之一比例

尺的土壤分布图
,

土壤 速效磷含量分布图
,

地下水位图
,

土壤利用改良规划图等四种图

件及说明书
。

一
、

后湖农场的土壤概况

后湖农场位于潜江县中部
,

东荆河以西
,

田灌河 以南
,

横跨四湖水系的东干渠
,

面积 72

平方公里
。

1 9 5 7年建场前
,

这里绝大部分是湖荒地
。

土壤母质系石灰性冲积湖积物
,

质

地一般是中壤一轻粘
,

地形平坦
,

水源充沛
.

土壤有机质含量丰富
。

开垦种植后
,

通过兴修

水利和农田基本建 设
,

土壤肥力显著提高
,

种植作物的种类增多
,

产量不断增长
。

1 9 7 3年

与 1 9 6 0年相 比
,

粮食总产增长 3
.

1倍
,

棉花增长 1 8
.

8倍
。

通过土壤普查和群众性的评土
,

根据土坡利用现状
、

成土条件与土坡性状的差异
,

后

湖农场的土壤可分为水田土壤和旱地土壤两大类型
,

9 种土壤
。

现将这些土壤的特性列

于下表 (见下页 ) :

通过普查我们清楚地看到
,

后湖农场地势平坦
,

土壤肥沃
,

水源充足
,

这对于大面积进

行机械耕作与园田化建设
,

发展粮棉生产和多种经营
,

是非常有利的
。

另一方面我们也

认识到
,

农场还存在着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
。

这就是
:

( 1) 由于地下水位高或地下水流

不畅等原因
,

暴雨后或霉雨季节往往发生渍害
; ( 2) 局部低洼处

, .

土壤软烂
、

冷浸
; ( 3)

一些土壤存在过砂或过枯的问题
, ( 4) 不少土壤养分含量

,

特别是速效养分含量较低
。

二
、

生产中的几个土壤肥料问题

1
.

降低地下水位 据 25 2个土坑的观察以及地下水位对作物生育的影响
,

我们把地

下水位出现深度分为三级
:

( 1) 地下水位出现在一米以下
,

多分布在海拔 2 9
.

5米以上的

2 5 2



后 湖 农 场 主 要 土 堆 种 类 及 其 特 性

土峨名称 地 形 部 位 } 地 下 水 位 土 搜 及 农 业 生 产 特 性 主 要 改 良 措 施

丝巨
30一 0 4

厘米

上层深厚
,

潜在肥力高 , 土城软泄
,

冷浸
,

物理性质不 良
。

不适于种 早稻
和冬作物

。

降低地下水位
,

排除演

涝威胁
.

改警土城物理
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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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

高平地
,

基本上能适应早地深根作物对地下水位 的要求
,

宜水旱轮作
。

( 2) 地下水位出

现在 50 一 1 00 厘米之间
,

多分布于海拔 2 8
.

5一 2 9
.

5米的滨湖低平地
,

基本上能适应水稻对

地下水位的要求
,

在霉雨季节地下水位较高
,

对早作生长不利
。

目前适于发展双季稻
。

如

能采取措施降低地下水位
,

亦能进行水早轮作
,

发展三熟制
。

( 3) 地下水位在 50 厘米以

内
,

多分布在海拔 2 8
.

5米以下原后湖的湖底与返湾湖边新垦湖荒
。

泥烂冷浸
,

目前宜种

植一季中稻或一季晚稻
,

条件改善后方能发展多熟制
。

建议
:

( 1) 搞好等高截流
,

分片排水
。

( 2) 继续开深沟大渠
。

从水早作物对地下水

位的要求来看
,

全场可以海拔 2 8
.

5米为最低的多熟制作物种植线
。

沟深 2
.

5一 3
.

5米
,

可

使农田地下水位降到 1一 1
.

5米
,

以满足作物正常生长和高产的要求
,

同时沟里还可蓄一

米深水
,

以利运输
。

( 3 )排灌沟渠分家
,

形成以提灌为主的灌溉系统
。

在方格农田内
,

灌水

沟可相距 1 00 米一条
,

排水沟相距 1 00 米一条
,

抬高灌水渠
,

挖低排水沟
,

消灭串流串灌
,

以减少肥料流失
,

有利于科学管水
。

2
。

土地平整
,

容土改良土质 建场以来
,

在土地平整方面作了大量 的工作
,

但从贯彻
“

农业八字宪法
” ,

实行农业机械化来看
,

还有很大面积是大平小不平
,

有碍于灌排和机械

操作
。

今后应采取突击与经常性施工相结合的办法
,

进行土地平整
,

以建设高产稳产农 田
。

粘土掺砂
.

砂土掺粘
,

改良土壤质地
,

是一项重要的农田墓本建设
。

对那些既要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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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又要进行质地改良的地段
,

、

可结合平整土地
、

沟厢改革
、

道路建设等进行
。

对耕层以

下 60 一 70 厘米以内有引起吊气的砂性层次或引起渍水的粘重层次
,

也可采取突击与经常

性改良相结合的办法
,

结合清沟挑塘泥
、

积土杂肥等进行客土改良
。

3
.

养用结合
,

合理安排作物布局 场党委在 1 9 7 5一 1 9 8 0 年发展规划中提出
,

以粮

为纲
,

粮棉并举
,

全面发展
,

水田早地相对稳定
,

粮棉单产一纲半
。

根据规划要求
,

结合

农场土壤条件
、

农田基本建设以及有利于用养结合便于机耕等情况
,

今后的作物布局建

议分为
:

( 1) 棉豆
、

棉麦
、

豆麦轮作换茬区 . 主要分布在高平地油砂土
、

油粉土
.

上
。

春播以棉

花为主
,

黄豆次之 , 冬播以小麦为主
,

蚕豆次之
。

主次作物种植面积比例
,

约为 3 : 1 ,

即

在保证棉
、

麦为主的前提下
,

有三分之一面积种植豆类作物
,

以培养地力
。

( 2) 中稻冬作绿肥
、

双季稻绿肥轮作换茬区
。 主要分布在低平地青刚泥及滨湖洼地

筒渣土上
。

目前以中稻绿肥为主
,

待条件进一步改善后
,

可逐步增加冬作物 ( 油菜
、

小麦
、

大麦 )面积
,

及扩大双季稻种植
。

( 3) 水早轮作区
: 主要分布在高平地黄淤泥和油粉土上

。

目前主要种植中稻
。

应积

极准备进行水早轮换
,

初步安排为五水三早
,

即连种三年棉麦
、

豆麦
、

麦豆后
,

再改种五年

双季稻绿肥
。

4
.

合理施用磷肥 根据 25 2个耕层土城样品的化学测定和部分土样油菜幼苗法诊断

的结果 (用 O
.

SN N a H C O
,

提取 )
,

后湖农场缺磷土壤 ( < 4 PP m )占耕地面积 67 二 %
,

其

中有 50
.

8%为严重缺磷 (
记

` 2 p p m )
。

土壤速效磷不足已成为限制作物产量提 高 的重要

因素
,

也是很大一部分稻田种稻发疹 (发僵 ) 的重要原因
。

根据本场土壤和作物的具体情

况
,

在磷肥施用上建议
:

( 1) 磷肥应优先施用在严重缺磷和缺磷的土壤上
。

对有石灰性反应
、

p H 7
.

2一 7
.

8的

中性一微碱性的缺磷土壤
,

首先施用过磷酸钙
,

其次是钙镁磷肥
,

再其次是磷矿粉肥
。

( 2) 磷肥应优先满足喜磷作物的需要
,

如红花草子
、

蓝花草子
、

油菜
、

荞麦
、

黄豆
、

芝

麻
、

早稻
、

萝 卜等
。

( 3) 集中施和早期施
,

是经济有效地施用磷肥的好方法
。

磷肥与氮
、

钾化肥不同
,

其

移动性小
,

施入土壤后
,

易被固结而失效
。

据研究
,

磷肥的利用率一般为 1。一 20 %
,

蘸秧

根可以达到 50 %
,

秧田施磷可 以达到 60 %
,

集中穴施可以达到 40 %
。

水稻施磷
,

宜用在秧田
,

每亩秧田可施过磷酸钙 1 00 一 20 。斤
,

若来不及在秧田整田时

施用
,

可用作秧 田追肥或起身肥 (分次施用
,

每次用量可酌情减少 )
,

再来不及
,

还可用作

本田抄口肥 (每亩 30 一 40 斤 )
。

棉花
、

小麦在播种时
,

每亩可用 10一 15 斤过磷酸钙与少量

钙镁磷肥或与 2一 3倍数量的腐熟有机肥混合后拌种
,

这样可以大大提高磷肥的利用率
。

( 4) 磷矿粉肥宜用在严重缺磷的田块上
,

最好用在油菜
、

草子绿肥
、

芝麻
、

蚕豆
、

黄

豆
、

萝 卜上
,

一次用量每亩不少于 1 00 斤
,

作底肥撤施
。

( 5) 对缺磷发僵的稻田
,

尤其要注意在秧田施用过磷酸钙或钙镁磷肥
,

以满足水稻的

早期磷素营养
。

5
.

* 稻发旗
、

棉花迟发和挑小挑少问皿

( l) 水稻发痰问题
:

因缺磷发痰的田块
,

应按上法合理施用磷肥
。

如系因绿肥压青

量过大或整田过融而引起发痰的田块
,

可控制绿肥压青量为每亩 3 0 0 0斤左右
,

并进行刘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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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蔫
,

然后干耕翻压
,

再灌水泡田
,

耕整至无大泥核
。

对漏水严重
,

耕层浅薄
,

绿肥长不

起来的田块 (如漏水黄淤泥 )
,

可用机械耕作加深耕层
,

用机拼船整田
,

细整整融
,

配合施

用磷肥
,

种好绿肥加以改造
。

对因地下水位过高
、

地下水流不 畅
、

冷浸等引起的发痰
,

宜

开好深沟大渠
,

降低地下水位
,

配合施用磷肥
,

种好绿肥和采取上述耕作栽培等措施以提

高产量
。

( 2) 棉花迟发
、

桃小桃少问题
:

如系因全土层过砂而引起的
,

可搬走砂或客 粘 土
、

条施塘泥
、

土渣肥
,

或采取加大作物密度等措施以提高产量
。

如因心土层有夹砂层而 吊

气早衰的田块
,

可翻砂改土或深施塘泥
、

土渣肥等办法以改造之
,

在条件还不允许的地

段
,

亦可深施重施花铃肥 (配合有机肥 ) 以提高产量
。

如因犁底层下即为夹粘层而引起渍

水不早发的田块
,

可破夹粘层增施有机肥以改造之
,

或开好田间沟路
,

窄厢深沟以促早

发
。

凡因土地不平整
,

局部低洼易渍水或局部高地易早的田块
,

可搞好土地平整
,

改善田

J’ul 灌排沟渠的办法
,

配合增施有机肥进行改造
。

前季 稻 高产 栽培 的水 浆 管 理

深沟烤田
一 湿润灌溉

江 苏 省 无 锡 县 农 业 局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东亭任务组

(一 )

近几年来
,

由于复种指数的不断提高
, “

双三制
”

面积的扩大
,

对产量的提高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
,

我县从 1 9 7 1年起把原来稻麦两熟为主的耕作制度逐步改成
“

双三制
”

以后
,

前季

稻亩产一直持续递增
,

2 9 7一年为 5 8 5 斤
, 29 7 2年 6 1 7 斤

, 1 9 7 3年 6 7 6 斤
, 1 9 7 4年 6 8 0 斤

,

1 9 7 5年又增长为 7 4 6斤
。

四年间平均每年每亩增产 40 斤
。

但是
.

在某些社队
,

自实行
“

双三制
”

以来
,

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
,

特别明显的是土壤性

质发生了变化
,

反映较为普遍的就是土壤发僵
。

所谓土壤发僵
,

就是
“

土壤干时坚硬
,

湿时

粘韧
” 。

这种土壤持水能力特强
、

内排水性能低
、

通气透水性变差
,

在植稻期间土壤水分的

渗漏速度已有下降的趋势
。

造成土壤性质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归纳起来有如下儿个原

因
: 1

。

复种指数提高
,

有机肥的数量特别是质量 (稻草回 田〔 1 〕 )没有相应跟上
, 2

.

耕作

措施不当
,

由于作物换茬间隙短
,

季节紧
,

因而忽视了耕作质量
,

浅耕浅翻
,

烂耕烂种
,

造

成活土层浅
,

发僵板结
; 3

。

土壤渍水时间延长
,

由稻麦两熟制改为
“

双三制
”

以后
,

土壤浸

水时间一般要延长 40 天左右
,

减少了干耕晒堡的机会
。

随着土壤性质的变化
,

必然反映到生产 中来
。

据 19 7 4年早稻期间在东亭大队的初步调

查
,

在生产上已出现
: 1

.

氮肥的经济效益降低
,

从田间试验和植株分析结果看来
,

硫按的

利用率并不低
,

可达 50 %左右
,

但经济效益不高
,

一斤硫按仅增产稻谷 1
.

7 斤
,

与全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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