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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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5



肥试验网平均每斤硫按增产稻谷 3一 5斤相比低得多
,

但稻草中的含氮量高达 。
.

8一 1
.

0%
,

过去的报导一般在 0
.

5% 〔 2 〕 ; 2
.

好苗收不到好稻
, 1 9 7 4年东亭大队前季稻的苗情虽比

1 9 7 3 年为好
,

每稼总粒数增加 6
.

2粒
,

而实粒数却下降了 2
.

8 粒
,

空瘪率一般在 30 %左右
.

个别的高达 50 %
,

因此没有达到预想的增产效果
。

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与土壤性质起了变

化有关
。

通过改制后大面积的生产实践
,

我们认识到改善上壤的通气透水性是进一步提高水

稻产量的重要途径之一
。

判断土壤通透性 的指标是土壤水分的渗漏速度
。

在植稻期间
,

由于土壤长时间的积水
,

特别是通透性较差
、

排水不畅的土壤
,

耕层土壤中的氧气大量消

耗
,

以致表层几毫米以下的耕作层长期处于强烈的还原条件下
,

产生很多不利于水稻生长

发育的有毒物质
,

使土壤环境恶化
,

以致水稻根系发育不良
,

活力降低
。

同时
,

由于水稻

对养分的吸收
,

也在根域形成养分相对贫瘩区
,

影响水稻的正常生长
,

如果土壤具有适当

的渗漏性
,

灌溉水就可沿粗孔隙往下渗漏
,

补充耕层中的氧气和养分
,

稀释和排除有毒物

质
,

从而更新土壤环境
,

统一水气矛盾
,

促进水稻的生长发育
。

因此
,

水稻土具有适当的渗

漏速度是水稻丰产的重要因素之一
。

水稻栽培在我县与全国各地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
,

广大劳动人民创造和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
。

为了夺取水稻高产
,

不仅狠抓品种布局
,

培育壮秧
,

增施肥料
,

合理密植等技术
,

同时随着改制的需要
.

还不断地研究科学管水技术
,

运用水浆管理来改善上壤的通透性

能
,

供肥性能和调节上温
。

在植稻期间改善土壤通透性的有效措施就是烤田
.

据过去报

导 〔”
,

烤田后土壤的 日渗漏量均较烤田前和不烤田的高 2
.

4 倍左右
。

上海农科院 1 9 7 3年

测定结果 也表明
,

烤田复水 后的土壤 日渗漏量 由烤田前的 3一 4 毫米 增加 到 9一 15 毫

米〔 4 〕 。

当然烤田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

但就增加土壤的渗漏速度
,

更新土壤环境来说
,

对水

稻的生长发育是有益的
。

改制以后
,

由于土壤性质发生了变化
,

烤 田时田面水虽可以通过排水放出一部分
,

但

耕层土壤毛管所吸持的水分
,

因土壤渗漏性能太低而只能依赖于田面的蒸发和水稻叶面

的蒸腾
,

所以
,

耕层土壤水分的消失很慢
,

空气也不能进入
。

如延长烤田时间
,

将会影响水

稻的幼雄分化
,

或使田块开裂
,

影响水稻正常生长
。

另外
,

在烤田期间常因降雨或因防治

病虫害而需灌水
,

不能充分发挥烤田的作用
。

对于这种类似囊水 田的土城
,

更需要通过烤

田来更新土壤环境
,

而烤田的作用又难发挥
,

所以
,

如何采取相应措施
,

提高烤田效果
,

是

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1 9 7 5年我们采用了深沟烤 田— 湿润灌溉 ( 间歇灌溉 )措施
,

获得了初步的效果
。

我

们试图借助深沟以缩短前期烤田时间
,

提高烤田作用
,

复水以后用湿润灌溉以巩固烤田效

果
。

具体作法是在水稻活棵
、

施肥
、

耘徜后
,

放干田面水
,

开围沟深至 1
。

O一 1
.

2尺左右
,

穿心

沟 5一 6寸左右进行烤 田
,

复水后采用一天灌平沟水
,

两天还有半沟水
,

三夭沟断水
,

隔天再

灌水的灌水方式
,

力求避免水层灌溉田面 回烂
。

希望通过这项措施以改善土壤环境
,

促进

水稻生长老健粗壮
,

根系发达
,

活力增强
,

保持水稻抽德灌浆期上部叶片有旺盛的同化功

能
,

从而提高氮肥的经济效益
,

在保证一定穗数的基础上
,

争取穗大粒重而夺得水稻高产
.

(二 )

经过改制后几年的反复实践
,

使我们初步体会到前季稻的水浆管理
,

必须遵循
“

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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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发争 德多
,

中期稳长争穗大
.

后期老健争粒重
` ,

这祥一条规律
,

为了保证 植稻期间的管

水质量
.

首先应注意深耕晒堡通气
,

然后平整田面
,

要求达到
“

寸水棵棵到
”

的标准
,

并在栽

秧时
,

稻田 留好
“

川
”

字沟 (与排水沟垂直的三条沟 )
,

耘稻时掳出沟
,

为以后开深沟烤田

打好毖础
。

前季稻的前期生长是从移栽到分粟盛期
,

由于前季稻感温性强
,

有效分萦期很短
,

所

以在这阶段要求猛攻早发
,

争取早生有效分集
。

宜浅水栽秧
,

防止深栽
,

有利于发棵
。

确

保匀棵密植和掳平 田面脚印
,

提高栽插质量
。

移栽后 4一 5天
,

排浅水层
,

抡早薄水施肥
,

并

随即加工耘徜
。

栽后 7 天左右
,

即见稻苗下发新根
,

上飘新叶
,

中长分草
。

由于栽插季节

早
,

气温尚不稳定
,

要特别注意低温来临时
,

以水保温
,

以温保根
,

防止脱水根系受冻
,

造成

僵苗
。

已发生僵苗的田块
,

在夭晴转暖时
,

抓紧徜稻松土通气
,

可断水扎根半天至一天
,

以提高地温
,

傍 晚时灌水保温
,

促使僵苗转化
。

稻苗生长中期是从分雍发棵转入幼穗分化
,

从营养生长转入生殖生长
,

这是一个重要

的转折阶段
。

必需运用水浆管理来促进稻苗生长又控制稻苗生长
,

以巩固有效分蔡
,

控制

无效分寨
,

这样才能提高成穗率
,

壮秆争大穗
,

并为后期减轻病虫害
,

降低空瘪率
,

青秀活

熟打好基础
。

稻苗中期生长不能过 旺
,

否则苗数过多
,

会引起过早封行
,

郁蔽严重
,

导致病

害多
,

下枯重
,

穗型小
,

结实低
,

往往还会造成倒伏
,

产量不高
,

群众称为
“

笑苗哭稻
” 。

如果

中期生长苗数不够
,

就会穗数保不住
,

后期老来穷
,

群众称之为
“

缝鱼头稻
” 。

因此前季稻

生长中期的田间管理主要是管好水浆
,

适时适度烤田
。

一般绿肥茬移栽后 20 天左右
,

早

三熟巧天内
,

晚三熟 10 天内
,

就需排水烤田
。

烤田的标准群众认为在土壤方面应掌握田裂

麻丝诉
,

硬而不发白
,

田中不污脚
;
在稻苗上是叶片挺出来

,

叶色淡下来
,

白根泛出来
。

在 1 9 7 5年前季稻期间
,

我们在东亭大队进行了深沟烤田一一湿润灌溉的对比试验
,

在

前期掳出
“

川
”

字沟的基础上
,

开好一尺多深的围沟
,

6一 7 寸的穿心沟打破 稻 田的犁底

层
.

加快稻田排水和渗漏速度
,

加深土壤脱水深度
,

这样可以缩短烤 田时间
,

减少阴雨天气

表 1

试 } 处

烤 田 前 后 土 堆 容 重 和 水 分 的 变 化 (土城比 重 以 2
.

。。计 )

土ǔ烤土 层 深 度

( 厘米 )

土 坡 容 重

(克 /厘米 3 )

烤田 前 ! 烤 田后

孔 圈t 度 ( % )

一

抢 {
; ;耸 I。 ; :

总 孔 晾 } 气 占 . 总 孔 晾

0一 5

5一 1 0

1 0一 1 5

!
。

· ” `

}
` ·

` ,

}
6̀

· “

{ 1
。

1 4 1 1
。

2 1 1 5 7
。

0

:;
。

3

,

4

。

O

.

8

。

8

一 1
。

1

一黔弱49一
一ù魂b汽己

一卜厂卜
5八
.R一ó匆了5八U通

舀月子,工一óa的O渡
ùn勺暇Ut口一月匕及é.0

J性比了nJ目.二,几生」

…
O一 5

5一 1 0

10一 1 5

0 。 9 1

1 。 1 0

1
。
2 2

,
共东风à

一 1 。
O

0一 5

5一 10

1 0一 1 5 ;::
!|
l

|ì

…
一

,M丹矛月Où,U尸JJ且
ù

n口ù”Uù“ó工件妇咋曰,上07招哭一08切牡

深沟一浅沟深沟

0一 5

5一 10

10一 15

5 6
。

2

5 2
。

8

吸9
。

8

一 0
。

5

在
。

6

0
。

9

一 1
。

3

汉沟

6气南解二队è

注 : 深沟 : 沟深 l一 1
.

2 尺
,

浅沟 : 沟深 6一了寸
。

下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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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

确保全田烤匀烤透
,

提高了烤 田效果 (表 1 , 2 )
,

同时控制了无效分菜 (表 3 )
。

水稻生长后期是从抽稚到成熟这一阶段
,

要求地下活根到老白根多
,

地上棵脚清爽黄

叶少
,

特别是最后三
、

四张功能叶片寿命长
,

才能制造丰富的养分以满足水稻生长后期抽

稚整齐
,

生长老健
,

青杆活熟
,

减少瘪谷
,

增加粒重
。

因此在寸水抽穗保齐穗以后
,

坚持湿

润淮概到成熟
。

由于深沟烤田改善了土壤的氧化还原状况 (表 4 )促进了根系的生长发育
,

从同位素

P
“ 2 的试验结果 (表 5 )表明

,

深沟烤田有利于根系深扎
,

因而扩大了水稻根系的活动范

围
。

从齐穗期的水稻伤流量及再生能力的测定结果 (表 6 )表明
,

深沟烤田— 湿润灌溉

这一措施大大提高了根系的活力
。

直至成熟时
,

水稻的根系仍以白根和黄根为主
,

且较

粗壮
`
相反

,

采取淹水灌溉的则以黑根和铁锈色根为主
,

且细无弹性
。

表 2 烤 田 前 后 土 壤 水 分 的 变 化

土 层 深 度

}一一里生
一

“

l 水

之 理
{

浅 沟 处 卫处 理

分 (% ) 水 分 ( % )

( 厘米 ) 烤 田前 烤 田后 脱水强度*
烤田 前 } 烤

田后

{
脱水强度*

试验号

O一 5

5一 1 0

1 0一 1 5

7 0
。

6

5 0
.

4

4 3
。

l

4 1
。

5

4 2
。

4

3 7
。

,

3 3
`

8

4 1
。

2

15
。

9

12
。

5

7 5
。

O

5 3
。

2

4 ,
。

9

2 0一 3 0

3 0一才0

40一 5 0

O一 5

5一 10

10一 1 5

3 9
。

5

3亏
。

5

2 8
。

4 ::::

1 4
。

4

1 8
。

9

( 一 )

3 6
。

5

3 7
。

2

3 3
。 8

4 3
。

7 4 1
。

7

4 6
·

2

}
’ 3

·

2

3 8
·

2 ! 1 4
·

9

3 4
.

0
1 6

.

8

3 0
。

4
0

1 8
。

3

2 9
。
8

) 1 1
。

8

2(东风)

5 8
。

7 4 0
。

3

4 1
。

4

3 9
。

0

3 1 。
4

2 0
。

6

10
。

l

5 6
。

9

4 3
。

5

3 9
。

7

::::
2 1

。

8

4
。

6

3
。

3

2 0一 3 0

3 0一 4 0

4 0一 5 0

3 3
。

8

2 6
。

5

2 6
。

8

5
。

8

7
。

7

1 1
。

O

3 6
。

3

2 6
。

6

2 5
。 2 2 4

。

6

0
。

6

(一 )

2
。

4

.38一..3628

,IJ,1QJ月了, .几

5243一3528306ǎ南薛二队)

* 以烤田前后土坡水分 ( % ) 之差
,

占烤 田前 水分含 t 的% 表示
。

表 3 前 季 稻 分 菜 动 态 的 观 察 ( 万株 /亩 )

品 种 墓本苗

2 5 。
1

2 丁
。

2

3 1 / 5

观

3 / 6

察 时 间 ( 日 / 月 )

6 / 6 }
” / 6

.
12 / 6 6 / 6

烤 田时间 ( 日 /月 )

《开始放水到复水 )
理处

试脸号

没南 5 0
。

8

6 0
一

3 :::: ::::
8 8

一

2

9 吞
.

1

9 2
。

1

10 1
。

3

1 6/ 一 12 / 5沟沟深浅

22222 深 沟沟
一

…
’ 三九九

浅浅浅 沟沟沟

33333 深 沟沟

…
` 一一

浅浅浅 沟沟沟
lllllllll

3 1 / 5一 1 0 / 6

一ù一
.719.824一
一一

一
.602

1

.715一
、

.599
一

ù一协砷一嘛喃一
。ù一ù。

一

丁汤石
’
一 ~

扁
-

{一一

二一匕翌竺 }一竺赞_ }一二一

4 / 6一 1 2 / 6

早一九上

:):: ::::
8 5

。

7 9
。

9 1 。 0

8 8 。 6

8 7
。

7

8 9
。

5 :::
3 1 / 5一 12 / 6

矿}石工
沟 }

2 7
。

5

3 1
一

吕 ::::
5 0

一

弓

6 5 . 5

6 / 6一 1 1/ 6深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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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深
、

浅沟烤 田测定结果及复水后的不同灌溉方式的对比试验的考种测产结果 ( 表

7 )均表明
,

深沟烤田由于提高了烤田效果
,

因而改善了土壤环境
,

促进了根系的生长
,

提

高了活力
,

烤田后采用湿润灌溉 日温差大
,

有利于水稻灌浆
,

籽粒饱满
,

同时对防止倒伏

及主要病害— 纹枯病都有明显的效果
,

因此降低空瘪率
,

增加了千粒重
,

从而提高了产

量
。

据以往工作报导〔 “ 〕 ,

土壤经过一季的干湿交替后
,

耕作层土壤大于 5 毫米的土粒显

著减少
,

主要是分散成小于 0
.

25 毫米的颗粒
。

而这样的微团聚体是土壤进一步团聚的基

础
,

一般来讲
,

随着土壤肥力的不断提高
,

微团聚体的数量也相对地随着增加
,

这说明深沟

烤田—
湿润灌溉措施对不断改善土壤结构

,

提高土壤肥力是有着重要作用的
。

表 4 深浅沟烤田对土壤氧化还原电位的影响

土层深度

处理

土坡 氧化还原电位 的平均值及其分配
( 烤田后复水前 测定 )

(厘米 )

土集氧化还原电位

(毫伏 )

( 烤田前侧定 ) 侧定次数 } < 30 0 毫伏 (% ) } )
、
3 0 0 毫伏 ( % ) ! 平均优 (毫伏 )

深沟 1

:
,

:: 1
3 7

·

5

…
_
1

, 5
·

” }
_ _ _

_

6

:: ; … 淤

试脸号一2

浅沟 1

:
6 6

-

9 6
。

3

::: :::
5050

--l
深沟 ,

: :::: :::: {{:

。。一。。一
。?一佣。

一
80巧

一
80?

浅沟

1 5

54
。

1

10 0

`

s0’
” 2

::
深沟

-
-

一 一 一一
’ -

一

…一墨
_ _

:::
浅沟

15

_

00z ::::

6 1
。

2

2 0
。

0

4 7
。

5

6
。

8 :::

表 5 深浅沟烤 田对水稻根系分布的影响*( % )

烤田 前 ( 日 /月 ) 烤 田 后 (日 /月 )

处 理 土层深度 (寸 )
1 1 / 6 2 1 16 1 0 /8

深 沟 烤 777 1
。

333

222 6
。

555

111
.

222

000
。

999

4 5
。

5

2 7
。

5

2 1
。

0

4
。

6

1
。

4

浅 沟 烤 田 表

罗
7 7

。
5

2 1
。

1

0
。

9

0
。
5

7 8 。 2

1 7
。 8

2
。
9

0
。

8

5 6
。

O

2 3
。

0

1 5
。
0

5
。
0

l 0 o
·

6 { l
·

0

* 该试脸 系用 同位素 P 32 作根系示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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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烤田后滋派方式对前季稻伤流 t和再生能力的影响

往 派 方 式 }
一竺丝生 -

{
I 克 } %l

再 生

再生株数 再生 植株 总干艰 ( 克

沟深 1 尺烤田一漫润祖溉

未开沟一淹水湘溉 ::
沟深 8 寸烤田一健润斑溉

未开 沟一淹水滋溉 ;:

再再生 单株千重 ( 奄克克

:::;;;

注
:

伤流总 t是 1 0 0 株主茎 4 2小时内的伤流总 t
。

再生能力是 以剪去 1 。。 株主茎 1 5 天后再生的株数
、

总 干重
、

单株干重来丧示
。

品种是广陆矮 4 号
。

*测定前几天 沟里一 直无水
,

土城板实
,

类似刚烤过 田
,

伤流特放后才
_

L 水
,

所 以结果偏低
。

表 7 烤田后灌溉方式对前季稻德拉结构的影响

撼 数 { 粒数 { 实拉数 l空瘪率
品 种

`万 / 亩 ’
}
`侧铭 ’

}
`蒯越 ’ { `% ’

陇重 !侧 产 {
} } 倒 伏 情 况

`
些当二型塑}一

-

一

一
式方溉灌

生产队

1

;:
2 5

。

5

2 4
.

1

2 5 。
1 20 % 以上倒伏

.1..32一

…4
Jq,d̀口ù公叨J,J内̀比匕7

月一,月ù. ..we、JJ

.̀.... .,...
ó.
.

.1

.月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了

,ù,曰一了

…
,白自勺,ó

`叹J
才q石

}
开沟 。 寸烤田一湿润灌。

桥 } , ` 。 _ , 二 ,
~ , 一 ~

头 { 7T 理 石 ” 巧川

一
肛 砚 碗

_ 1主亚
~

翌燮旦二产盛竺竺一

广陆矮 4 号

开 沟 1 尺烤田 一湿润灌溉

未开沟烤田一淹水灌溉

广陆矮 4 号

…::::
.

5 2
。

8

l

::: {
` 。“ ,

{
} 7 1 9

}

团结 I开 沟烤田一淹水灌溉 二幅早 3 4
。

0 1 1 8
。

4

6 0% 以上例伏

9 5% 以上倒伏

桥石头

(三 )

在农业生产实践中使我们认识到
,

水稻土是受耕作影响最深刻的一种耕种土壤
,

它的

肥力演变是受着人为定向培育的措施所左右
。

土壤肥力的水平是由水
、

肥
、

气
、

热综合而

成
,

通过合理的耕作施肥和水浆管理等技术可提高水稻土的肥力水平
,

从而夺得水稻的

高产稳产
。

随着稻麦两熟制改为
“

双三制
”

后
,

土壤性质发生了变化
,

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
,

而主

要的是水和气的矛盾
。

从水稻栽培过程中可以看出
,

水在土壤肥力诸因素中是一个极其

活跃的因素
,

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

不仅直接供给水稻以水分
,

而且影响其他土坡肥力因

素的发挥
。

我国广大贫下中农及农业科技人员都很重视稻 田的水浆管理并进行了很多的

研究
,

因地制宜地创造了丰产水稻栽培的水浆管理措施
,

夺得了一个又一个高额丰产的胜

利
。

通过适时适度的烤 田
,

控制了无效分萦
,

使稻叶由前期披垂到 中期挺直
,

叶色由前期

的浓绿转而退淡
,

促进了稻苗从氮素营养
,

转入了以碳素营养为主
,

增加了水稻干物质的

积聚
,

加速了物质在体内的运转
,

为大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

同时大大改善了土壤的通气

透水性
,

加强了养分的分解
,

抑制了有毒物质的产生
,

因此烤田是一项既控制又促进水稻

生育的增产措施
。

烤田后的湿润灌溉
,

既保证孕穗
、

抽穗对水分的需要
,

又保证土壤水气
.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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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替
,

增强根系活力
,

使稻苗长势始终稳健
。

19 7 5年我县在大面积上采用了深沟烤田—
湿润灌溉

,

在后期连续阴雨的情况下
,

充分发挥了深沟排水
,

降湿通气
,

促根保叶的效果
,

这是在不 良气候条件下获得前季稻亩产突破七百关的重要措施
。

我们在前季稻的水浆管理中虽取得了一点经验
,

但仅仅是初步的
,

我们认为水是水稻

生长期间经常起作用的因素
,

特别改为
“

双三制
”

以后
,

稻田的水浆管理更显得十分重要
。

因此我们决心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
,

大搞农 田基本建设
,

大搞科学管水技术
,

为进

一步提高水稻栽培水平
,

提前实现亩产吨粮而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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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州 地 区 稻 田 绿 肥 的 新 发展

江 苏省徐州地区农科所

徐州地 区是江苏省重点早改水地区
,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
,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推

动下
,

近年来全区水稻面积迅速发展
。

1 9 7 5 年全区 33 4 万亩水稻获得丰收
,

平均亩产 4 33

斤
,

比 1 9 7 4年增产 1 2
.

2%
,

总产比 1 9 7 4年增产18 %
。

早改水虽能充分调动土壤的潜在肥

力
,

但是要使水稻持续增产
,

增施有机肥料是关键
,

特别是发展稻田绿肥尤为重要
。

1 9 7 5年全区稻田施用绿肥面积达 65 万亩
,

占稻田面积 19 %
, 1 9 7 6年又比 75 年有较大增

长
。

种植利用方式除轮种外
,

还大搞绿肥的间
、

套
、

混
、

插等种植技术
,

创造了两粮夹一肥 的

种植方式
,

使稻麦均获得增产
。

全区稻田绿肥发展的特点有以下几方面
:

1
.

从一攀绿肥发展到四季种绿肥 以往只能利用少量的冬绿肥若子作春稻或 秧 田

肥
,

近年来有利用三麦
、

油菜等茬口间
、

套
、

插种春
、

夏绿肥作夏茬稻基肥
。

如铜山县房村
、

播塘
、

紫庄
、

张集等公社在废黄河两岸的石灰性冲积土上
,

大面积推行麦套田氰亩产鲜草

2。。。一 3 0 0 0斤作夏茬稻基肥
,

水稻增产二至三成
。

新沂县新店
、

港头
、

炮车
、

纪集等公社在

沂河冲积土上大面积推行大
、

元麦
、

油菜茬播种怪麻
、

田著
,

亩产鲜草可达 2 0 0。一 4。。0斤
,

以作夏茬稻基肥
,

水稻增产一至四成
。

东海县岗埠农场
、

黄川公社等在脱盐土上大面积推

行稻田放萍作基
、

追肥
,

并秋繁绿萍作三麦基肥
,

使稻麦均获得显著增产
。

稻田绿肥从种一

季发展到四季种
,

闯出了一条四季绿
、

茬茬种
、

常年养
、

常年用的新路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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