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比碱土差得多
。

关于选不同盐分组成的盐结皮
,

其垫渠防渗的效果可能不同
,

需进一步

研究
。

不论碱皮
、

碱根和盐土垫渠
,

其渠底都比渠边的渗透系数小
,

有的差 8倍多
,

有的差 30

倍 (表 5 )
,

因此
,

碱化渠道防渗效果主要表现在渠底
,

另外也看出为了提高渠边防渗效

果
,

渠道的构造和垫土的方法等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
。

表 5 渠 底 和 渠 边 防 渗 效 果 的 比 较

天 然 含 水 t

(写 )

天 然 干 土 重

(克 /立方厘米 》

水沮 10
O

C 时渗透系数

(厘米 / 秒 *)

碱

垫

集底

渠边 ::
1

。
4 1

1
。
3 5

1 X 1 0一 5

3 x 1 0~ 4

皮渠

1
。

4 6

1
。

3 6

1 x 10一 。

9 X 10一 5

,工九bO自11底边渠渠根渠碱垫

渠底

渠边

2 l

1 6

1
。
3 5

1
。
4 7

2
.

8 x 10~ 。

8 x 1 0 . `

土果盐垫

* 用 5 1 型渗透仪分析的结果

利用土料防渗是各类防渗方法中最经济的一种
,

国外已有一些经验和科研成果
,

但应

用上未大推广
,

至于利用盐碱土作为防渗材料尚未见到资料
,

有的国家曾用食盐碱化土

壤
,

但防渗效果并不显著
,

也未引起重视
。

有的国家对含高盐量的土壤用于堤坝工程限制

甚严
。

我国六十年代在新疆阿克苏地区用当地含盐量高的盐碱土修建中型水 库 获 得 成

功
。

陕西水科所对黄土防渗做了大量试验工作
,

但在盐碱地区还未试用盐碱土作为防渗

材料
。

我们这个尝试是初步的
,

如能进一步研究而获得更好的结果
,

将为解决防渗材料开

辟一条新途径
。

延 安 南 部 高
、

一

顺 区

草木握作麦 田 绿肥的几点意见

延安地区农科所洛川试验站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有力地推动了
“

农业学大寨
”

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
。

随着农田基

本建设的开展
,

耕作制度的改革
,

作物良种的推广和复种指数的增加
,

肥料不足成为当前

农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

特别是麦田表现更为突出
。

延安南部源区主产小麦
,

麦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一半
,

但麦田积肥时间短 (从晚秋

播种结束到播种小麦开始仅为三个月 )
,

肥料少
,

施肥面积仅占总麦田面积的三分之一
,

2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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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施肥量很低 (每亩 30 0 0斤左右 )
,

形成了历史性的小麦低产
。

在认真贯彻落实养猪积肥

的同时
,

积极利用草木择作麦田绿肥
,

是多快好省地解决肥料问题
,

确保农业增产的重要

途径
。

也是关系到落实农业
“

八字宪法
” ,

实现农业高产稳产和
“

广积粮
”

的一项重要措施
。

现就延安南部源区利用草木择作麦田绿肥谈几点意见
。

一
、

利用草木握作麦田绿肥的布局

1
.

在人少地多的地 区或生产队 每人平均耕地在四亩以上
,

应该让出一定的小麦面

积专种草木择
,

实行粮草轮作
。

采用这个方式种植草木择
,

绿肥产量高
,

能积累较多的有

机质
,

对改良底土性状作用特大
,

恢复地力快
,

能灵活机动地利用天时地利
,

有利于进行播

种翻压
。

当前在小麦生产中这个方式有两种类型
:

“ , 糜谷`或高粱 ,茬分精锹黯譬、
小麦

` 2’ 麦 田套种二
ha

草木` 叶黔着恋熠碧髻*
小麦

1 9 7 4年春
,

我站在 6
.

5亩黍茬地上种植草木择
,

亩施过磷酸钙 40 斤
,

8月 13 日压青
,

亩

产鲜草 1 8 0 0斤
,

当年种植
“

延安 15 号
”

小麦 1
.

2亩
,

亩产 4 1 0
.

3斤
。
1 9 7 5年春

,

又在 4
.

7亩高粱

茬地上种植草木梅
,

亩施过磷酸钙 40 斤
, 8月 3 日压青

,

亩产鲜草 2 3 9 5
.

6斤
, 9 月 1 5日播种

“

延安 15 号
”

小麦
,

并以 10 斤尿素作种肥
,

春天在小麦返青初期又追尿素 15 斤
,

小麦亩产达

5 3 3
.

4斤
。

在上述的情况下
,

一年生草木梅比二年生草木梆产草量高
,

且能实行早翻压
,

小

麦产量高
。

1 9 7 4一 1 9 7 5年
,

我们进行了一年生和二年生白花草木梅压青肥效比较试验
,

3 月 22 日

播种
,

一年生草木择长至 7 月 15 日进入显蕾开花期时压青
,

亩产鲜草 2 2 5 3
.

3斤
。

二年生草

木择当年不开花
,

于 8 月 1 日压青
,

亩产鲜草 1 7 3 8
.

3斤
。

9 月 14 日播种
“

延安 15 号
”

小麦
,

在不施任何肥料的条件下
,

小麦亩产分别为 3 49
.

。斤和 32 7
.

5斤
,

一年生草木梆比二年生草

木择压青的小麦增产 6
.

2%
。
1 9 7 5 年
,

又结合繁殖一年生草木择种籽进行了产草量调查

( 7 月 1 6日 )
,

一年生草木梅亩产鲜草 2 6 8 8
.

6 斤
,

比同期播种的二年生草木挥亩产鲜草

21 9 9
.

8斤增产 22
.

2%
。

又如后子头公社高堡大队高检生产队种植的一年生草木杯亩产鲜

草达到 2 0 3 1
.

2斤
,

比同期专种的二年生草木择亩产鲜草 1 5 0。斤增产 35
.

4%
。

一年生草木择繁殖种籽占地时间短
,

根茬又是小麦的好前作
。
1 9 7 5年用一年生草木

择繁殖种籽的一亩地种植小麦
,

亩产 3 20 斤
。

从而看出
,

一年生草木梆在粮草轮作中大有好

处
。

洛川县石头公社吴家庄大队
,

有耕地 5 5 4 0亩
,
8 31 人
,

每人平均土地 6 亩以上
, 1 9 7 0

年以来
,

这个大队的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

认真总结

生产斗争经验
,

在扩大油菜种植面积的同时
,

利用三类麦田套种二年生草木择
,

麦收后
,

当

年只割一茬草进行沤肥
,

但不翻压根茬
,

翌年春草木择返青后
,

长至 7 月中旬再进行压青
,

用作小麦底肥
,

也可使小麦产量逐年提高
。

实践证明
,

实行轮作压青这一措施从表面看
,

麦田虽略有减少
,

但由于单产不断提高
,

小麦总产不仅不会减少
,

而且会逐年增高
。

2
。

在人多地少的地区或生产队 每人平均耕地 3一 4亩
,

在积极推广三类麦田套种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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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择的同时
,

应该适当扩大油菜种植面积 (每人平均 4一 5分 )
,

推广油莱田套种草木择压青

和用油饼肥田
,

实行
“

一油促二麦
,

一草保二作
”

的养地用地相结合的方式
。

1 9 7 4一 1 9 7 5

年 9 亩油菜示范田套种草木择压青
,

小麦一季过《纲要 》 , 获得了亩产48 8
.

9斤的好收成
。

1 9 7 5一 1 9 7 6年
,

洛川县后子头公社后子头大队第二生产队利用 10 亩油菜田套种草木择
,

压

青后种植小麦
,

在不施肥的条件下
,

亩产 35 0斤
。

同年
,

我们用 13 亩油菜田套草压青
,

种植
“

延安15 号
”

小麦
,

亩产 56 4
.

2斤
, “

泰山一号
”

亩产 5 3 3
.

3斤
。

另外油菜茬亩施80 斤油菜籽饼
,

小麦亩产 3 4 3
.

3斤 , 小麦茬亩施 80 斤油菜籽饼
,

小麦亩产 2 7 5
.

。斤
。

油菜套种草木择压青有许多好处
:

( 1) 绿肥产 t 高
,

增产效果大 根据我们调查和试验
,

油菜田套种草木择
,

比同等肥

力水平 的麦田套种草木梅
,

地上部分可多收千斤左右的鲜草 (见表 )
。

又据试验结果
,

油菜

同等水平油菜田与麦田套种草木挥鲜草产蚤对比表

鲜草产量 (斤 /亩 )

调查年份 调 查 地 点
油 菜 田 小 麦 田
{
- 竺塑竺少赓里竺塑二

~

} 斤 /亩 } %

19 6 5

1 9 6 6

1 9 7 4

洛川 县后子头公社下黑大 队

洛川 县武石公社 上花园队

洛川试 验站

2 7 0 9
。

0

12 0 0
。

0

12 8 7
。

0

16 9 0
。

0

20 0
。

O

3 0 2
。

2

10 19
。

0

9 0 0
。

0

9 8 4
。

8

60
。

3

3 00
。

0

3 2 5
。 8

田套种草木择压青种麦
,

亩产 4 2 4
.

2斤
,

比油菜茬夏闲和复种黍后种麦分别增产 25
.

4%
、

1 4
.

9 % , 比 小 麦 茬 套 种 草木择压青
、

夏闲和复种黍后种麦分别增产 34
.

9%
、

4 5
.

7%
、

4 2
。

0%
。

( 2) 油菜田套种草木柳绿肥压* 沤烂快 油菜茬土壤有机质多
,

且透水
,

通气性能良

好
,

土壤微生物活动旺盛
,

压青绿肥腐解快
。

油菜田套种的草木梅还能实行早翻压
,

利于

接纳雨水
,

能满足
“

麦收隔年墒
”

的需水特性
。

( 3) 油菜田套种草木梅 能错开农忙季节 油菜 田套种草木择可实行顶凌播种
,

有较

充足的时间和劳畜力
,

可以做到精细播种
,

夺得绿肥高产
。

3
.

在每人平均耕地 2亩左右的地 区或生产队 积极推广粮
、

薯
、

油
、

草间套
。

具体做法

是
:
第一年早春整地后

,

当地表下 10 厘米平均地温 6一 7
O

C 时
,

即三月上 旬
,

按 1
.

8 尺 和

。
.

8尺的宽窄行种植红眼马铃薯 (株距 0
.

8尺 )
。

马铃薯出土后
,

约 4 月下旬
,

在马铃薯宽行

中间播种玉米 (玉米行距为 2
.

6尺
,

每亩留苗 1
,

60 0一 1
,

80 0株 )
。

玉米出苗后
,

生长约经 40

天左右
,

即进入拔节期
,

结合收获马铃薯深刨玉米
。

到 8 月中旬用耙平整玉米行间地面
,

用

秋按 (行距。
.

8尺 )在玉米行间套种三行油菜 (每亩留苗 1 2
, 。00 株 )

。

油菜出苗后
,

及时进行

间
、

定苗和防治病虫害
,

到玉米生长后期还可进行削顶
。

玉米收获后
,

结合灭茬
,

锄草松土
,

促使油菜生长
。

第二年在油菜田顶凌套种草木择
, 8月中旬压青

,

待种小麦
。

这种间套方

式
,

一般一亩地可收红眼马铃薯 8 00 斤左右
,

玉米 4 00 一 6 00 斤
,

油菜籽 1 00 一 1 50 斤
,

鲜草

1 2 0 0一 1 8 0 0斤
。

绿肥翻压时间的早晚
,

质量的好坏
,

直接关系到压青肥效的大小
。

草木择压青时间要

依小麦播期来定
,

一般在麦播前 40 天
,

即 8 月上旬翻压为好
。

绿肥翻压过早
,

虽好沤烂
,

但

产草量低
,

压青肥效不大
。

翻压过晚
,

产草量虽高
,

但茎秆木质化
,

加之气温下降
,

土坡水分

不足
,

土攘微生物活动减弱
,

压青绿肥不易沤烂
,

影响麦播质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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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青方法
,

最好用拖拉机深翻
。

翻压前先用圆盘耙切断草木择茎秆
,

嗓晒姜蔫
,

再进行

翻埋
。

翻压时要做到翻深
、

埋严
、

不漏耕
、

耕平压实
。

种麦前不必翻耕土地
,

只是要求在每

次降雨后及时耙拱保有
,

为麦播创造良好的土城水分条件
。

二
、

提高套种草木提产草 -

草木择产草量的高低
,

直接影响着压青肥效的大小
。

目前在绿肥生产中普遍存在着
“

稀
、

迟
、

低
”

等问题
。

使压青绿肥的增产作用不能充分发挥
。

因此
,

必须注意套种草木择绿

肥中的几个技术问题
:

1
。

种籽处理 草木择硬籽很多
,

常达 6 0一 90 %
,

若用带荚种籽直接播种
,

会造成出苗

不齐
,

不但影响当年产草量
,

且遗留在土城中的硬籽
,

以后陆续出苗
,

还会造成田间草荒
,

危害农作物生长
。

播前必须进行种籽处理
。

处理的方法是上碾子进行压磨
,

直接压磨到

种皮发毛
,

由鲜黄色变为黄白色即可
。

也可用碾米机去英
。

2
.

选择地块 草木择具有耐瘾不耐荫的特性
。

不同类别的麦田和油菜田
,

长势强弱

不一
,

一类麦田
、

油菜田生长势强
,

耗水量大
,

遮荫严密
,

通风透光不良
,

对套种草木择立

苗
、

后期恢复生长极为不利
。

因此
,

套种草木择应选择生长较差的二
、

三类油菜田和三类麦

田比较理想
。

麦子在当前还没有普及推广矮秆早熟品种之前
,

暂以亩产20 0斤以下套草为

好
,

油菜籽亩产在 1 50 斤 以下套草为宜
。

3
.

顶凌套种 顶凌套种草木择
,

不仅能破除麦
、

油田土壤板结
,

增强土壤透气性
,

提

温保墒
,

且早套土壤墒情好易促苗
,

草木择生长时间长
,

产草量高
。

1 9 7 5年的油菜田试验
,

二年生草木择顶凌套种 ( 2 月 28 日 )
,
8 月 2 日压青

,

亩产鲜草 1 3 6 2
.

8斤
,

比春套 ( 4 月 3

日 )增产鲜草 2 3
.

4%
。

4
.

合理密播 绿肥是生长茂密的庄稼
。

压青草木择适当密播
,

不仅能提高产草量
,

且

茎细叶薄
、

分枝少
、

不扯蔓
、

好压青
、

易沤烂
。

生产经验证明
,

草木择条播每亩 4 斤种子
,

撒

播每亩 5一 6斤为宜
。

5
.

施用确肥 草木择属豆科绿肥作物
,

施用磷肥
,

能增强根瘤的固氮能力
,

提高产草

量
,

起到
“

以磷增氮
”

的作用
。

我站试验
,

亩施过磷酸钙 40 斤
,

产鲜草 19 83
.

3斤
,

比不施磷肥

的亩产鲜草 1 6 3 0
.

。斤增产 2 1
.

6%
。

缺硼地区作物地方病的症状与防治

孙 嘉 兼

植物对于土壤微量元素 (翻
、

锰
、

钻
、

锌
、

铜
、

铁
、

铂等 ) 的需要量虽然不多
,

但对它们的

生长
、

发育
、

生殖的影响却很大
,

过剩与不足都能引起地区性生理病害
。

近几年来
,

我们在

研究黑龙江省春小麦不捻症 (也叫不结粒或不结实 )的原因及防治中发现
,

缺翻不仅使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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