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级斗争为纲
,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

腐按肥料和风化煤的施用必定会蓬勃地发展起来
,

为普

及大寨县做出新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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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溪 公 社 低 丘 红 壤

造 田 改 土 和 增 产 粮食 的 经 验

浙江农业大学土壤农化专业七四级工农兵学员

在毛主席
“

教 , 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的教育方针指引

下
,

我们于 1 9 7 5 年 6 月到义乌县苏溪公社联系实际进行教学
,

并对这个公社红土丘陵造

田改土的技术经验作了专题总结
。

在此期间
,

得到苏溪公社党委
、

革委会和广大贫下中农

的热情指导
,

收获很大
。

现将红壤造田改土的主要经验
,

初步整理于下
。

苏溪公社位于浙江省义乌县北部
,

金 (华 )衡 (县 )盆地东北边缘的低丘陵区
,

人多地

少
,

] 9 72 年前还是一个缺粮社
。

1 9 7 0 年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以后
,

公社党委带领

广大贫下中农和干部
,

认真学习 大寨的根本经验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发扬艰苦奋斗
,

自力更

生的精神
,

在逐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同时
,

积极开发红土丘陵
,

狠抓造田改土
,

促进了农

业生产的新发展
。

粮食亩产 1 9 7 4 年达到 1 3 5 3斤
,

比 1 9 6 9年增加了 30 %
。

低丘红壤在苏溪公社的分布较广
,

但大部荒芜
,

植被稀少
,

水土流失严重
。

土壤的主

要缺点是
:

酸
、

瘦
、

粘
。

如永红大队未开垦的低丘红壤
,

其水浸液 p H值为 4
.

9 ,

当 量 浓度

氯化钾浸液 p H值为 4
.

1 , 土壤有效磷仅为痕迹
,

有效钾为 60 一 g o p p m ;
物理性质不良

, “

干

时一把刀
,

湿时一团糟
” ; 泡水耕作后

,

土壤易糊化
,

据测定
,

其浸水容重平均为 0
.

7
。

针对

低丘红壤的这些特点
,
广大贫下中农在造田改土斗争中

,

采用以下各项措施
,

其成效十分

显著
。

一
、

搞好农田基本建设
,

提高造田质 t

在红城造田过程 中
,

首先是搞好农田基建规划
,

做到山
、

水
、

田
、

林
、

路综合治理
。

而在

这些项目中
,

增辟水源和渠系配套
,

保证和充分发挥灌溉效益
,

又居于首要位置
。

几年来
,

苏溪公社修建了巧溪
、

伏虎
、

青龙头三个水库
,

基本上满足新造 田种稻的需水量
。

在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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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中
,

他们根据地形特点
,

采用
“

长藤结瓜
” 、

渠库串连和必要的机埠提灌设施
,

逐步完善

了渠系配套
。

田块规划则着眼于社会主义大农业和适应机械化的要求
,

首先确定好机耕

路和排灌渠道
,

然后划片造 田
。

如永红大队新造的红壤田块是长 50 米
,

宽 30 米
,

南北排

列
。

渠系布局是尽可能使干渠沿山的上坡走
,

以便 自流灌概
,

减少提灌
。

机耕路宽三米
,

大部分和灌
、

排渠平行
,

这样有利于机耕和排灌
。

在造 田施工中
,

广大贫下中农还创制了简易水准仪
,

就是用 30 ~ 50 米长的塑料管
,

两

端接好有刻度的玻管
,

塑料管装满水后
,

平放在地面
,

而把玻管竖直
,

读出两头的水位
,

借

以确定两点地势高差
。

在挖高填低的取土
、

运土技巧上
,

他们是先在下坡把底脚土层挖

空
,

再在顶部打入铁钎
,

使大块土体向下坡崩塌
,

便于搬运
,

这样就大大地加快了造田进

程
。

在平整田面时
,

先进行干土初平
,

同时筑好 田埂
,

再灌水耕抄
,

将田面湿土拉平
。

新造

红壤稻田经过几次灌水和落干相交替的水耕
、

水抄后
,

可减轻漏水
、

漏肥和沉苗现象
,

这对

提高平整田面质量和促进稻苗早发
,

都远胜于干耕
、

燥整
。

二
、

注意栽培方法
,

加强土壤管理

1
.

壮苗带土
,

淀土插秧
,

提离密植程度

新造红壤 田灌水后
.

土体呈粥糊状
,

特别是粘重
、

厚层的红壤
,

泡水耕作时糊烂不堪
,

所 以不能现抄现插
。

苏溪公社在新田
_

L采取了灌水和落干
.

相交替的耕抄措施
,

而后又在

浮土淀实后采取壮苗带土插秧
,

终于突破了红壤新造 田中常遇的沉苗
、

死苗和迟发
、

恋青

等栽培难关
。

新 田土糊
、

土瘦
,

水稻普遍迟发
,

有效穗少
,

因此应适 当增加插秧密度和苗数
。

苏溪公

社水红大队的新 田
,

每亩水稻插基本苗约25 万~ 35 万
,

不低于或稍高于普通老田的水平
,

力争有足够的主穗
。

这一措施
,

在新 田夺高产方面也显示了作用
。

、

2
.

作物合理布局
,

用地养地结合

大面积新垦的红壤稻田
, : ..t 瘦

、

缺肥
,

如果种植早熟
、

耐肥品种
,

一般不能获得理想产

量
。

永红
、

徐丰等大队
,

因地制宜地对第一季早稻采用了中熟品种圭陆矮 8号和井岗山以及

迟熟偏早省肥的先锋一号
,

连作晚稻主要安排早反早
,

而不种耐肥迟熟晚梗稻
,

这样就能

抓住季节
.

既没有 出现
“

小稻头
” ,

也没有出现
“

翘稻共
”

等减产现象
,

两季水稻都夺得了好

收成
。

新 田的养用结合是特别重要的
。

头几年
,

这些新 田都在增施磷肥的前提下
,

普遍播

种草子 (紫云英 )绿肥
.

借以发抨
“

以磷增氮
”

和增加土壤有机质的作用
,

做到冬养夏用
,

养

用结合
。

在新田
_

L施用磷肥播种草子
,

一般可收二千斤以上的鲜草 ; 而不施磷肥的
,

则根

本长不起来
。

草子若用根瘤菌剂拌种
,

对壮苗极有作用
。

如遇早冬
,

应及时灌水保苗
。

3
。

搁田
、

烤田
.

减轻黑根黄叶

红壤新 田种稻的搁
、

烤田技术
,

要强调
’ `

先轻后重
” ,

使耕作层土壤 由糊变软
,

再由软变

硬
,

而不可一次搁硬
。

这样可减轻水稻前期沉苗和中后期黑根黄叶现象
。

永红大队第八

生产队
.

在早稻分萦盛期轻搁了几次
,

水稻生长比其它未搁 田的好得多
,

大大减轻了红壤

新田种稻的黑根
、

黄叶现象
。

4
.

施用石灰和有机质肥料
,

改良土坡

苏溪公社的低丘红城
,

含活性铝一般高达每百克干土 5 毫克当量左右
,

潜性酸量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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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克服酸性为害
,

提高磷
、

氮养料的有效性
,

促进土澳中有益微生物的活动
,

永红大队第
,

六生产队对这些 田每亩施用石灰 12 0 斤
,

耕层土城的 p H 值由5
.

5提高到 7 ,
水稻生长普

遍良好
。

红壤新田土瘦
,

粘闭
,

耕作困难
,

所以广大贫下中农十分重视增施有机肥料
。

他们说
:

“

过去耕田一条沟 (土糊不转堡 )
,

现在耕田翻跟斗
” 。

苏澳公社在红壤地改田中增施有机

质肥料的主要办法有养猪积肥
、

早稻草还 田和种好绿肥等三条途径
。

5
。

早施礴肥
,

氮
、

礴
、

钾适当砚合

红坡中的磷素易被土壤中铁
、

铝固定
,

有效磷含量一般较低
,

早施磷肥对满足苗期的

需磷量极为重要
,

对促进早稻发根和分莫
,

达到丰产的效果比较显著
。

如永红大队第一生

产队
,

插秧后一周就施用骨粉
,

水稻发棵好
,

长势好
,

六月底测定其植株含磷 t 达到 1 05

p p m
,

稻谷亩产达到 5 6 6
.

2斤 , 而施用磷肥太迟的第二生产队
,

水稻生长就较差
,

植株有效

磷仅 z s p p m
,

亩产只有 2 5 9
.

2斤
。

氮
、

磷配合和早施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

如永红大队第八生产队
,

插秧后二周内就追施

大量氮肥 (每亩施用人猪肥 15 担和氨水 35 斤 )
,

以后又用氨水拌过磷酸钙塞秧根
,

稻谷亩

产也达到 5 2 2
.

5斤
。

苏溪公社对新造 田施肥的主要经验是在增施氮肥的前提下
,

注意提高礴
、

钾肥料的比

例
。

对早稻施肥
:

强调基肥足
,

以有机肥和石灰氮为主
,
有机肥面施

;追肥早
,

以速效氮肥

和磷肥为主
,

劳力充足的队
,

还采用氮
、

磷化肥拌后塞秧根深施
,

可促进早发
,

减少氮肥损

失
; 此外

,

后期还应看苗适施氮肥作穗肥
。

低丘红壤地改田从根本上改变了它们所处的地形条件
,

由斜坡地变为水平梯田后
,

可

防止水土流失
,

有利灌溉
,

为土壤内在性质的改造创造了条件
。

苏溪公社在改田前
,

早

地多种植黑麦
、

小麦
、

白豆 (早黄豆 )
、

番薯等作物
,

年亩产折干粮不过六
、

七百斤
,

干早年份

只收四
、

五百斤
。

改 田后
,

只要栽培措施得当
,

年产量可达千斤左右
,

一些耕作施肥水平

较高的田
,

一季早稻亩产可超
“

纲要
” 。

所以
,

低丘红壤的地改田是边利用
、

边改良的有效

措施
。

大 骨 节 病 与 水 土 条 件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坡研究所地方病组

近几年来
,

许多医学
、

地学单位在大骨节病病因研究和防治工作中取得了不少可喜的

进展
。

全面综述各方面的进展是 医学界的任务
。

本文拟仅就我们 1 9 6 9年冬开始参加大骨

节病防治研究以来的工作做一小结
。

一
、

大骨节病区自然环境特点

据调查
,

大骨节病主要发生于温带一一暖温带的半湿润— 半干旱森林草原土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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