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大豆
、

花生
、

紫云英等豆科植物扩展到小麦
、

油菜
、

甜菜
、

棉花
、

蔬菜
、

水果等十多种农作

物
。

与会单位提出的十几年来大量试验报告说明
:

一般情况下施用铂肥能够增产 5一5 1%
,

有的高达 20 %以上
。

冶金部有色金属研究院对铂肥 的推广进行了大量工作
,

搜集了丰富

的试验结果
,

推动了铂肥的应用
。

科学研究工作证实
,

在我国南方和北方的许多土壤中
,

有效态铂的含量很低
,

因而铂肥效果显著
,

需相地区十分辽阔
。

由于相肥的用量少
,

成本

低
,

施用方便
,

效果显著
,

可以认为施用铂肥是进一步发挥农业生产潜力的有效途径之一
。

我国铂矿资源较为丰富
。

会议认为应充分利用有利的资源条件
,

把相肥生产搞上去
,

要努力提高产品质量
,

降低成本
。

会议认为我国幅员广大
、

土壤类型和农作物种类都很多
,

各地应根据具体情况
,

按照

不同土壤和不同农作物进行试验和推广
。

用量不宜过多
,

每亩施用 5一15 克相酸按
,

拌种和

喷施是较适宜的施用方法
。

未用过钥肥的地区
,

要先做试验
,

已证实有效的地区要大面积

推广
。

土坡不缺铂不要盲目施用铂肥
。

在有效的条件下
,

铂肥应当优先使用在豆科植物

(包括豆科绿肥 )和十字花科植物上
。

为了更有效的推广铂肥
,

会议讨论了在使用铂肥中存在的问题
,

讨论了科研工作
,

并

制定了协作计划
,

建议有关科研部门大力加强有关的基础理论研究
,

明确相肥的作用机

理
、

土壤中铂的含量
、

分布情况和铂与人的健康关系等
,

为生产和应用相肥打好理论基础
。

对硼
、

锰
、

锌等其他微量元素肥料也要抓紧研究工作
。

此外
,

建议加强宣传工作
。

代表们一致表示
,

一定要乘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东风
,

努力工作
,

艰苦奋斗
,

把铂肥

的研究
、

生产和推广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

为农业增产
,

为实现农业现代化作出贡献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微盘元素组 )

全国硼肥现场经验交流会在湖北召开

石油化工部于 1 9 7 7年 5月 6 日到 n 日在湖北省稀水县召开了全国硼肥现场 经 验 交 流

会
。

出席会议的代表来自二十个省
、

市
、

自治区
,

包括石化局和生产厂 以及人民公社
、

科研

单位和大专院校的代表约1 50 人
。

会议期间
,

代表们认真学习了华主席的讲话和有关的中央文件
,

深入揭发批判
“

四人

帮
”

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
,

交流和总结了各地翻肥 (主要为硼砂 )生产
、

应用和推广的经验
。

大会肯定了翻肥在我国不少地区农业生产中的增产作用
。

实践证实在我国南北各地的许

多类型的土壤上
,

硼肥对粮
、

棉
、

油
、

糖作物有良好的增产效果
。

代表们参观了稀水县为支农而兴办的稀水硼砂厂和硼肥肥效试验现场
,

使代表们学

到了许多经验
,

得到了很多的教育和启发
,

增强了使用硼肥提高农作物产量和质量的信

心
。

我国硼矿资源丰富
,

会议建议对全国翻肥的生产统筹规划
,

合理布局
,

并建议农林部

和科研部门
,

大力组织研究
、

试验
、

示范和推广
。

会议就科研工作进行了讨论
,

并制订了协

作计划
。

此外
,

建议加强宣传工作
。

会后
,

有的省也召开了本省的栩肥会议
,

落实全国翻肥会议精神
,

推动硼肥的试验和

应用的工作
。

通过这一系列措施
,

翻肥的研究
、

生产和推广工作将会作得更好
,

为农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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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增产
,

为普及大寨县
,

为农业现代化而作出责献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微量元素组》

云南省忍开红壤改良利用经验交流会议

在全国人民坚决响应华主席抓纲治国的伟大战略决策
,

深入揭批
“

四人帮
” ,

迅速掀起

农业学大寨
、

普及大寨县群众运动新高潮的大好形势下
,

今年 4 月 1一 9日云南省科委
,

省

农业局在蒙自
,

弥勒两县召开了红壤改良利用经验交流与科研协作会议
。

参加会议的有

八个地区
,

十八个县的农业
、

科办的负责人
;
十个红壤样板的社队干部

、

住点技术员和四级

农科网的代表 ; 以及大专院校和省级有关单位的代表共 1 20 人
。

与会代表学习了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

重要讲话 ; 总结交流了经验 , 传达了 1 9 7 6年南方十一省区在江西进贤召开的红壤利用改

良经验交流会议精神 ;制定并落实了 1 9 7 7年红壤改良利用计划
。

1 9 7 6年云南省开展了十个红壤改良利用样板工作
。

在抵制
“

四人帮
”

的干扰破坏 中
,

中心样板面积由 1 9 7 5年的一万七千亩发展到六万七千亩
,

带动面积由七万亩发展到三十

八万五千亩
。

在自然灾害频繁的情况下
,

中心样板仍然比大面积生产增产二至三成
,

平均

每亩净增粮食 1 00 一 2 00 斤
。

1 9 7 7年中心样板已扩大到十三万亩
,

其中在蒙自县建立五万

亩的大样板
,

在红壤利用改良推广方面迈开了较大的步伐
。

在红壤旱地上出现了一批超

《纲要》 ,

上千斤的丰产片
。

1 9 7 6年的红壤科研工作按照南方十一省区协作会议的要求作

了以下几项工作
,

取得了一定成绩
。

一
、

开展了土壤资源普查和农田基本建设规划的试点
,

初步摸索了在公社范围内开

展这项工作的方法步骤和技术要求
,

弥勒县虹溪公社普查规划后
,

在公社党委的统一领导

下
,

边规划
、

边实施
,

集中了 70 %的劳力大干一个月修主干道 8
.

5公里
,

开挖排灌沟渠 2 3
.

8

公里
,

初步改造冷浸田三千多亩
。

弥勒县十四个公社推广虹溪公社经验已完成了普查规

划工作
。

各红壤改良样板所在的社 队都开展了土壤普查试点
。

二
、

总结推广了在红壤旱地上开梯造地
,

客土施肥
,

广开肥源
,

发展绿肥和施用腐肥

快速培肥的经验
。

易门县经过几年大干苦干使大片红壤旱地基本实现了梯地化
,

每亩施

用 以肥土为主的
“

四合一
”
(即菜园土

、

过磷酸钙或钙镁磷肥
、

厩肥和粪水四种肥料堆沤而

成 )肥一万至一万五千斤
,

连续九年获得增产
。

蒙自县城关公社开展多品种多途径发展绿

肥
,

每亩增产粮食一
、

二百斤
。

到 目前为止 已积造各种肥料 4 7 5 5万斤
,

每亩现有肥料 4 4 0 0

斤
。

昭通
、

陆良
、

曲靖
、

施甸样板都进行了腐肥改良红壤的试验
,

增产玉米二成至一倍
。

三
、

各红壤改良基点普遍开展了合理间套轮作
,

增加复种指数
,

提高单产的试验示

范
。

滇东北昭通永丰公社红壤改 良样板两千亩马铃薯套玉米
,

亩产 8 10 多斤
,

比不套的净

增 30 0多斤
,

全地区推广 34 万亩普遍获得高产
。

四
、

研究红壤低产障碍因子
,

进一步总结了施锌施硼的经验
,

省植物所研究施锌以千

分之二的硫酸锌喷三次对缺锌玉米的增产有一定的效果
。

会议认为我省红壤改良利用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
,

但发展还不平衡
,

大面积红壤单

产还很低
,

科学试验方面还有不少问题尚需继续深入研究
,

与会同志表示一定继续高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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