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效果
。

例如
,

在同一块田上
,

在低产的条件下
,

钾可能增产效果不大
,

但当其他条件 (包括

肥料条件 )跟上时
,

愈高产
,

钾的需要性愈大
。

这也说明在氮磷基础上施钾的重要性
。

5
.

施用方法 在早作上一般认为钾肥集中施用好
,

对于水稻
,

撒施和集中施用都可

以
。

由于在同一块田上
,

晚稻效果往往比早稻更大
,

故应重点用在晚稻上
。

我国是以有机肥为主的施肥制度
,

因此
,

必须重视有机肥的合理施用以及有机无机肥

的配合
,

这里只谈到化肥的合理施用
。

至于化学肥料氮
、

磷
、

钾相互配合
、

相互促进的问

题
,

在这里尚未谈到
,

这是要请读者注意的
。

改革小麦盖粪的旧习惯 建立新的施肥体系

陕西省农林学校农学专业组

在全党动员
,

大办农业
,

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大好形势下
,

肥料工作也必须适应加

速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和大幅度
、

持续增产的要求
。

实践证明
,

小麦等作物获得高产的重

要前提是饱施底肥和深翻
,

但在陕西关中西部地区有机肥料的施用至今仍以浮粪 (盖粪
、

冬苫
、

腊肥或追肥 )为主
。

关于盖粪的必要性历来就有不同的认识
。

考虑到小麦约占总耕

地面积 的一半以上
,

常年积肥
、

施肥所用的劳力也占总劳力的一半以上
,

因此
,

明确盖粪

的利弊和它在整个施肥体系中的位置和作用
,

实现合理施肥
,

不仅对当季小麦增产
,

而且

对稳产
、

高产基本农田的建设也有重大作用
。

据了解
,

改浮粪为底粪 的主要困难在于
:

( 1) 有的认为
,

为了保暖防冻
,

必须盖粪
。

( 2) 粪肥不足
。

( 3) 秋收夏种时间紧
,

有粪也上不进去
。

其中实现改浮粪为底粪的关键

在于盖粪的保暖防冻作用究竟如何
,

如果不是非盖不可
,

另外两个困难才有必要创造条件

加以解决
。

为此根据 1 9 6 1一 1 9 6 5年的试验观测结果
,

结合近年的生产实践
,

提出一些粗浅

看法供参考
。

一
、

关于小麦盖粪作用的分析

1
.

益粪的保暖防冻作用问厄 有的试验报告指出
,

施
“

蒙头粪
”

约可提高地 温 0
.

6一

3
.

O
O

C
。

但据本试验连续五年
、

累计 25 天
、

共约两千次的实测结果
,

并未得到证实
。

试验

一致表明
, 5 及 15 厘米深处的地温

,

盖粪与不盖并无明显差别
。

按照大 田施肥水平
,

每亩

盖施土粪以四方计
,

理论上的平均厚度约为六毫米
。

因此想用很薄的一层土粪来保住地

温是有困难的
。

通常认为马粪是热性肥料
,

适于崔盖用
。

但据侧定
,

盖施腐熟马粪后
,

在多数情况

下
,

即或中午时的地面温度较不盖处理的略高 0
.

3一 1
.

S
O

C
,

但因有机质层不与下面土

壤密接
,

热量不易传导至下层
,

以至 5 及 15 厘米深处的温度反而略低于不盖处理 ( 。
.

2一

。
.

7
O

C )
。

清晨
,

由于覆盖的保温作用
,

热量不易散发
,

因而 5及 15 厘米处地温略高。
.

1一

。 , 6
O

C
,

但 日平均 温度仍基本相同
。

因此
,

用有机肥覆盖耕地
,

只是减少地温的日较差
,

而



不是提高地温
。

至于新鲜马粪
,

只有经过堆积才能发热腐烂
,

倘以薄层撤布地面
,

与碎干

草无异
,

是不会有多大热性的
。

据
“

中国小麦栽培学
” ,

冬麦主要依靠冬前糖分的积累而具有较强的耐寒力
,

在绝对最

低气温达零下 2Q 一2 8
O

C 的地方
,

一般年份也可正常越冬
。

武功地区绝对最低气温为零下

2 1
.

3
O

C
,

常年平均最低气温只有零下 1 2
.

3
O

C
。

据此可以认为
,

对关中地区的冬麦说来
,

实际上没有采取保暖防冻措施的必要
。

而在有冬季冻害死苗问题的新疆地区
,

实践证明
,

改追肥为底肥以促成壮苗才是更为经济有效的保苗措施
。

另外
,

根据对 1 9 7 2年十一个小麦

千斤高产单位栽培措施的对比分析
,

除关中三单位有冬苫习惯外
,

其他地区 (包括北京市 )

都不追施土粪
。

追施化肥
、

灌氮水
、

泼尿等虽然都没有摄盖作用
,

但同样可以增产
。

2
。

盖粪对安苗生长的抑制作用 1 9 6 3年元月 20 日对农校附近十处大田对比田 块 调

查测定的结果表明
,

盖粪与不盖相比
,

单株平均次生根数
、

分萦数和干物重均有减少
,

而

植株含水率略有增加
。

用逐对比较法测定其均数差异显著性
,

多数达到 5 %或 1 %显著标

准 (表 1 )
。

另据 1 9 6 3年一 1 9 6 4年观测
,

在武功地区的气候条件下
,

小麦在越冬阶段并不

表 1 盖 粪 对 小 麦 幼 苗 生 长 的 影 响 ( 186 3年 1 月2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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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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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表中数宇均系随机取样 3 0株的平均值
。

差 异显 若性 侧定的
“ t .

值中
,

注有*及 * * 者系分别超 过 5 %或

1 % 显著标准
。

1 9 6 4年在歇茬麦
,

回茬 肥地和 回茬薄地晚麦三处侧定中
,

株数增为60 株
,

时 间增加 1

月 2 4 日
、 2月 1 7日

、
3月 2 9日三次

,

结果 与本表一致
,

从略
。

停止生长
。

不同苗情的小麦
,

其单株平均干物重倘以 12 月 20 日的克数为 100 %
,

到 2 月 17

日增长为 1 58 一 1 86 %
。

在这种情况下
,

由于压实覆盖后光合作用受阻
,

故其生理效应应为

抑制而非促进
。

上海市嘉定县许家大队的经验指出
: “

若要三麦产量高
,

冬季 拍麦 要 抓

牢
” 。

在这里对小麦的拍
、

踏或撤泥块压麦
,

可以控制麦苗的过旺生长
、

防止倒伏而获得增

产
。

武功地区老农经验认为
,

小麦冬旺时
,

压土可减少分集的滋生而有利增产
,

也说明了

压实夜盖的抑制作用
。

3
.

益拼的保摘
、

, 土等作用 有的认为
,

盖粪有保墒作用
;
对冬灌后土壤板结龟裂的

地块
,

盖粪可弥合地缝
、

防止冷风通过裂隙吹袭根部 ; 但经调查
、

测定并未得到证实
。

关

于保墒作用
,

据土肥所观测
,

当表土变干后再盖干土
,

并不能减少土坡水分的损失
。

有的

社队为了弥合地缝
、

防止草粪被冲走
,

且便于送粪
,

常是先灌水
,

地休后再盖粪
。

这样不仅

肥劲难于发挥
,

而且由于粪块在冬季很难打碎
,

撤施不匀
,

压苗
、

遮蔽在所难免
,

弥缝的作

用并不理想
。

有的认为
,

对撤播麦 田
,

盖粪可增加分粟节的筱土深度而有保苗防冻效果
;



但考虑到这既不是施肥的目的
,

在缺肥时
,

没有必要这样做
。

倘若浮籽过多或麦苗冬旺非

盖不可时
,

宁可盖土
,

不必盖粪
。

4
.

益粪的肥料效果及其决定条件 盖施土粪中的速效养分经雨水或灌水淋至根际
,

当然有一定肥效
。

但是也无法避免氮素养料的挥发损失和腐植质的干燥凝固
、

对改善土

族的结构性功效不大
。 “

三车浮粪不抵一车底粪
”

的原 因就在于此
。

据试验
,

盖粪的肥效

主要决定于年份降水多少与土粪的质量
,

最终反映为抑制与促进两个相反作用的代数和
,

有正有负
,

可增可减
,

并非
“

对于增产都是有利的
”

(表 2
,

表 3 )
。

表 2 盖 粪 与 化 肥 的 增 产 效 果 ( 19 6 2一“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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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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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盖 粪 与 基 肥 的 增 产 效 果

地 块 】处 列 单 株 旅 数 每 德 粒 数 千粒重 (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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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比」Ò月̀,ó11,l

回 茬 肥

1 5
。

2

1 6
。

9

2 0
。

2

3 8
。

3

3 3
。

2

3 0
。

3

.2.3.3一

…1
,̀ Q̀八白1
. .二,几

!
l,

…
.

!

一

6工JS一4
0山,曰一5厅矛],J,1ū̀侣,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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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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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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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粪施

注
:

1 9 6 2 ~ 63 年的结果 与本表一致
。

单纯从肥效来看
, “

三车浮粪不如一车底粪
” ,

这在群众经验和试验结果方面已 有 定

论
。

据 1 9 6 4年试验
,

增施底肥不仅可 以促成壮苗
,

且在前期干物质积累多
、

次生根和冬前

分雍多
、

分萦势强的情况下
,

对以后叶面积
、

光合势以及群体生物学产量 的增长均有 良好

作用
,

从而保证了产量的提高 (表 4 )
。

所有这些都是盖粪所无可比拟的
。

我们认为
,

普遍

大量给小麦冬苫的习惯做法弊多益少
,

并非必不可少的主要增产环节
,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

发展
,

有必要也有可能用化肥来代替
,

全部有机肥料则应做为基肥施用
。



表 4 施 肥 对 小 麦 中 期 生 长 的 影 响 门 96 4年 4月 2了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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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克服具体困难
,

实现改浮粪为底粪

近年来
,

正
、

反两方面的经验都一再证明
,

倘若不施底肥
、

粗耕
、

晚种的被动局面得不

到彻底的改变
,

那么
,

不论低产变高产或是高产更高产都是不可能的
。

临渔县冯南生产队

1 9 7 2年以前
,

小麦亩产长期徘徊在三
、

四百斤左右
,

以后在端正路线
、

改变条件的墓础上
,

在施肥方面做到了亩施底肥一万五千斤
,

用化肥做追肥
,

1 9 7 4与 1 9 7 5两年小麦亩产都稳

定增长到 8 00 斤以上
。

兴平县坡耳头大队过去小麦亩产只有三百多斤
,

1 9 7 1年以后
,

在施

肥方面改重施浮粪为重施底肥十大车
,

酌施种肥
,

后期一般不追肥
, 19 7 4年小麦亩产达

7 4 4
.

7斤
。

扶风县浪店大队从推广
“

三合一
”

粪肥入手
,

力争给小麦施足底肥也收到了良好

效果
。

关于肥料不足的困难
,

除大力开展肥源外
,

可通过施肥制度的改革来加以解决
。

如早

在 1 9 6 2年
,

蒲城县苏坊大队的经验就已经指出
,

要在秋播前尽最大努力给麦田备底肥
,

这样全年积肥数量不相上下
,

但却把浮粪倒成了底粪
。

他们虽然冬
、

春给麦田 追 肥 较 少

( 10 % )
,

但是小麦产 t 在附近大队中仍是较高的
。

又据陕西省农科院粮作组资料
,

一般每

千斤土粪用于小麦可增产 7一10 斤
,

而用于玉米只增产 3一5斤
。

至于每斤标准氮肥的效果

则可增产小麦 3一 5斤或玉米 7一 10 斤
。

因此
,

在现有粪肥条件下
,

玉米可不追土粪
,

专用化

肥 ;
而将春

、

夏所积土粪全部留做小麦底肥
。

这样 同样数量的粪肥就能换回更多的粮食
。

关于秋收种麦时间紧迫和秋雨干扰的困难
,

兴平县北马大队等单位做到了
“

思想早发

动
,

条件早创造
,

劳力早安排
” ,

现在小麦的播期已缩短为 3一7天
,

全部都适时播种
。

合阳和

扶风县等地通过作物布局的改革
、

适当扩大了早玉米和油菜的面积
,

做到了
“

回茬种在歇

茬前
” 。

长安县张牛大队和岐山县何家村大队采取间作套种和玉米移栽等措施
,

从 19 7 5年

起已经实现了
“

三夏变两夏
,

三秋变两秋
” 。

这样既缓和了大忙季节劳力紧张的矛盾
,

又为

后茬小麦的施足底肥创造了条件
。

宝鸡县西秦大队对夏玉米采取
“

种十空一
”

种植
,

通过

预留宽行提前送粪进地
。

又各地大搞棉花移栽和万株棉
,

既有利于棉花的增产和早收
,

也便于小麦的早播
。

对预计可能迟播的部分 田块还可以安排早熟的玉米品种或较耐迟播

的春性小麦品种 (如墨麦冬播 )
。

上海市宝山县罗店公社为了确保三麦晚播早出苗
,

近几

年坚持做到了不浸种催芽不种
,

奠定了高产的基础
。

另外
,

据我校三年试验
,

小麦和玉米

分别提前 3一 5天及 5一 1。天于腊熟中
、

末期收获
,

较之按照
“

宁落勿缩
”

的老习惯
、

推迟到完

熟期后收获
,

不仅能得到最大 的籽实产量
,

而且秸杆的产量和饲用价值也较高
。

象这样
,

多方面结合起来
,

即可争取到较多时间
,

克服恶性循环的矛盾
,

做到给小麦施足底肥
。



三
、

建立新的施肥体系

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是一个互相联系制约着的整体
,

所 以评价盖粪的利弊时
,

除考虑

它刘
·

当季作物的增产效果外
,

还要分析它在整个施肥体系中的位置和作用 ,既不能只顾眼

前
,

不问将来
,

又不能只管小麦
,

不看棉花
。

在旧社会
,

虽然谁都知道小麦是
“

胎里富
” 、 “

年

外不如年里
,

年里不如铺底
” ,

但是在小农经济下
,

特别是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和剥

削
,

农民无力克服给小麦施足底肥的困难
,

又没有化肥可以追肥
,

于是形成了有机肥料以

追施为主的习惯
。

现在
,

虽然大家都知道有机肥料适于基施
,

多数氮肥适于追施
,

但主要 由

于认识上的原 因 (如盖粪的保暖防冻作用 )或习惯势力的影响
,

加上秋雨干扰等具体困难
,

施肥的茬 口倒不过来
,

以致至今犬部土粪仍做浮粪施用
,

而相当多的化学氮肥又不得不改

做底肥或种肥施用
。

有机肥料追施等于
“

晒粪
” ,

由于肥分的损失又更为加重了缺肥 的困

难
。

另外
,

在部分高产地块
,

大量化肥底施与大水
、

大播量结合起来
,

常导致徒长与倒伏
,

于是又不得不用深锄断根
、

重碾
、

剪叶或喷施矮壮素等办法来加以控制
。

实际上
,

当初不

适当的促进与以后不得已的控制 同样都不是必不可少 的主要增产环节
。

实践证明
,

这种

被动局面有可能通过有机肥为主和底肥为主的措施得到解决
。

在麦 田普遍大量盖粪的情况下
,

常导致棉
、

麦争肥的矛盾极为突出
,

棉田底粪的数量

既感不足
,

质量更难保证
,

施用时期也被推迟
,

对棉花增产影响很大
。

春播时底肥不足
,

造

成了白籽下种
,

事后补课就要加大追肥量
,

以致秋播底肥不足
,

只得给麦田多追肥
。

于是

促成了以追肥为主的
“

寅施卯肥
”

的被动局面
。

因此可以认为
,

,

关中西部地区合理用肥的
“

病根
”

在于小麦的盖粪
,

肥料体系的改革必须从这里
“

开刀
” 。

在明确了小麦盖粪
,

弊多益少以后
,

才有必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

创造条件力

争做到将全部土粪移做基肥施用
,

而追肥则改用化肥
。

据陕西棉研所及西北农学院资料
,

每千斤土粪用做小麦浮粪只增产 3一 5斤或 n 斤
,

而用做棉田底肥则可增产 2 1
.

4 斤
。

棉

田冬季深耕施底肥的比春季浅耕施底肥的可增产 30 %
。

据此
,

在玉米专用化肥
,

留出土

粪用做小麦底肥的情况下
,

可不再冬苫
,

而将秋
、

冬所积土粪全部用做棉花及早秋 田底肥
。

在小麦和棉花都实现了饱施底肥加深翻以后
,

不仅可以获得粮
、

棉双丰收
,

并且也有助于

地力的培养和稳产
、

高产
“

海绵田
”

的建设
。

象这样
,

逐步建立起一个有机肥料为主
,

化肥

为辅和基肥为主
、

追肥为辅的新的肥料体系
,

就可以使每车土粪和每斤化肥都能发挥它

们的最大效益而换回更多的农产品
。

倘以
“

两车浮粪只抵一车底粪
”

计算
,

全面实现改浮

粪为底粪后就等于增加了一倍的肥料
。

毛主席教导我们
: “

不破不立
” 。

一定的施肥习惯和肥料体系是在一定 的历史条 件 下

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

解放后
,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跃前进
,

作物布局
、

复种指数和

农业生产基本条件都有了很大的改变
,

特别是化肥的供应量日益增长
,

在这种新形势下
,

为了大大提高单产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
,

迫切要求对旧的施肥习惯和肥料体系进行必要

的改革
。

根据五年的试验结果
,

结合各地的生产实践
,

我们认为
,

按照瞻前顾后
、

统筹安

排的原则
,

可 以从小麦不冬苫开始
,

打破旧的肥料体系
,

正确处理有机肥与化肥
、

基肥与追

肥
、

肥料的数量与质量
、

积肥与保肥
,

合理用肥与开辟肥源 以及用地与养地等各种关系
,

逐

步形成一个与社会主义大农业相适应的
、

更加完整的
、

综合性的施肥体系
,

以加速
“

海绵

田
”

的建设
,

为农业的大上
、

快上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