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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红壤改良基点

深耕是改 良土壤的有效措施
。

大窝培肥是局部改

浅耕为深挑
,

结合培肥进行改土的方法
。

它的特点是

分次进行局部深耕
,

加深耕层
,

松动底念 , 结合施用有

机肥料
,

改变低产早地的不 良性状
,

在省工省肥的基

础上
,

达到土壤快速熟化
,

当年改土当年夺高产的 目

的
。

大窝培肥方法是先挖好圆筒形大窝
,

窝心相距三

尺
,

窝面窝底和窝深均为一尺半
,

窝内施入各种有机肥

料
,

或者垫入塘泥和肥土
,

然后覆土填平
。

每亩共挖

66 7窝
,

每窝播种玉米六粒
,

三角形留苗三株
,

力争每亩

2 0 0 0株
。

试验是在款县娱蛤岭大队结合大叮生产进行的
。

该大队位于皖南山厄
,

土壤为花岗岩母质发育的黄壤
,

粮食作物以玉米为主
,

历年玉米单产一直徘徊在20 。一

30 0斤左右
,

产量低而不稳
。

造成玉米低产和不稳的主

要原因
,

一方面是水利没有解决
,

缺乏灌溉水源
,

.

玉米

抽穗
、

扬花灌浆期容易遭受干早 ;
_

另一方面是山地黄壤

水土流失严重
,

土层钱薄板结
,

抗旱能力差
,

养分贫乏
,

而采用玉米大窝培肥措施
,

可以加深土层厚度
,

提高士

壤蓄水抗早能力和增加土壤养分含量
,

从而使玉米产

量增加
。

现将低产黄壤旱地大窝培肥的初步调查和试

验结果报道如
’

F
。

一 大窝培肥的增产效果

娱蛤岭大队 1 9 7 6年玉米虽然遭受严重干旱
,

但长

势比周围邻近社队好
,

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
,

其中以玉

米大窝培肥增产最为突出 (表 1 )
。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

修建多年梯地采用浅耕培肥宽窄行种植比浅耕培肥等

表 1 不同耕作和种植方式对玉米产量的影响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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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距种植法增产 2价 8% ; 而大窝培肥三角形留苗增产

效果更加显著
。

上屋队修建七年的梯地
,

来用大窝倍

肥
,

亩产达72 1斤
,

比对照区增产一倍以上
,

上村队是当

年新修的梯地
,

大窝培肥的玉米
,

增产82
.

7写
p

大窝培

肥种植玉米能显著增产钓主要原因
,

是深耕结合集中

施肥
,

快速熟化土壤
,

改善了土壤条件
,

增强了土壤抗

早能力
,

改善了玉米根系生长的环境条件
,

为玉米高产

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物质基础
。

二 大窝培肥的改土效果

1
.

提高土壤保墒抗旱能力 娱蚁岭大队及其 周

围邻近社队
,

从年降雨量看
,

保证旱粮作物生长的水分

条件是良好的
,

但是
,

雨量分布不平衡
,

每年 7
、

月中旬

至 9月上旬降雨量趋减
,

在山地地形影响下
,

夏季虽常

有雷阵雨
,

但雨量集中
,

强度大
,
山地地表排水通畅

,

保

水性差
,

所以经常出现夏秋干旱石 19 76 年 7 月中旬玉

米开始受早
, 8 月 4 日下了一场透雨后

,

又持续干早一

个月
, 名月 23 日玉米受早出现凋萎死叶时

,

大窝培肥的

土壤。一 4导厘米处含水量仍达 10
.

4一 1 5
.

2 %
,

玉米生长

正常
,

叶色青绿
,

植株生长高达 15 9
。

7厘米
,

而对照区和

一般大 田玉米普遍出现 4一5片死叶
,

相应的土层含水

量只有 5
.

7一 1 3
,

5%
,

玉米生长严重受阻
,

植株高只 有

7 6
.

6厘米
。

从表 2 可以看出
,

9月 1 日和 9月 8 日分别下了

2刀尽



表 2 大窝培肥与土壤蓄水性能的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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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雨
, 9月 8 日是透雨

,

雨后第一夫测定土壤水分

结果
,

大窝培肥表土层水分含量均比对照低
,

而 15 厘

米以下土层含水量显著比对照增加
,

水分在土壤剖面

中的垂直分布
,

说明大窝培肥有利于水分下渗
,

接纳更

多的雨水保蓄在每个大窝内
,

既提高了土壤蓄水能力
,

又减少地表径流
,

防止水土流失
,

而且每个大窝周围土

体紧实
,

水分纵横渗漏少
,

更有利于提高蓄水能力
,

既

保水又保肥
。

据粗略计算
,

透雨后 50 厘米土层内
,

一亩

玉米地大窝的蓄水量与同体积大 田 比较
,

多蓄水2
.

6立

方
。

这对子水利尚未获得解决
,

缺少灌溉水源
,

易受千

旱威胁的旱作地
,

在千旱季节就具有特殊意义
。

2
。

增加土壤孔隙
,

疏松土层 土壤容重和孔隙度

测定结果 (表 3 )说明
,

大窝结合深施有机肥
,

改变了耕

层 以下土壤板结
、

通透性不 良的状况
。

具体表现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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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土层 深度 (厘米 )

大窝培肥对土壤容重和孔隙的影响

容重 (克 /厘米 3 ) }孔隙度 ( % )
{毛管孔隙

( % ) …非毛 管孔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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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大窝培肥对土壤有机质和养分含量的影响

处 理 土层深度 (厘米 ) 有机质 ( % ) 全氮 ( % ) { 全磷 ( % ) { 速效钾 ( p p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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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降低
,

孔隙度增大
,

尤其是 30 一妈厘米土层大孔隙

增加 3一 5倍以上
,

大小孔隙比例变化在 :1 0
.

5一 1
.

6之

间
。

浅耕结合表层施肥 区
,

容重则随土层加深而增大
,

孔隙度则随土层加深而变小
。

大小孔隙 比例在 1 : 2
.

1一
3

.

6之间
,

大孔隙的最小数值只有 9
.

9
。

土壤容重和孔

隙度状况说明
,

深耕松动了底土
,

深耕结合施肥
,

特别

是粗有机肥
,

具有架空底土的作用
。

另方面玉米秸秆

垫圈肥对改善土壤物理性状远比青草垫圈肥优越
。

有

机肥分解后产生的黑色腐殖质
,

有利于有机无机复合

体形成
,

有利于改善底土的结构
,

从而改变了土壤板结

J口了



状况
,

有利于土壤水肥气热的调节
,

既通气透水
,

又蓄

水保墒
,

为玉米根系生长提供了 良好环境
。

而浅耕表

层施肥区
,

贝红土壤紧实板结
,

通透性不 良
,

不利于玉米

根系生长
。

3
.

加速有机质积累 土壤有机质是土壤肥 力 的

重要物质基础
。

一般认为旱地土壤不利于有机质积累
,

而大窝深施有机肥
,

30 一 4。厘米土层有机质含量 比耕

层高一倍以上
,

而表层施用有机肥时
*

有机质含量只略

有增高 (表 4 )
。

随着有机质含量提高
,

土壤氮
、

磷
、

钾

含量也相应提高
,

这说明大窝培肥不仅有利于有机质

快速积累
,

也有利于提高士壤供肥性能
,

为玉来提供更

好的营养条件
,

为高产打下物质基础
。

`三 ) 大窝培肥对玉米生长的影响

大窝培肥由于松动底土
,

增施有机肥料
,

加速土壤

快速熟化
,

使原来浅瘦板结的低产早地
,

变成深
、

肥
、

酥
、

松的肥沃良田
,

有利于玉米根系向深层伸展
,

扩大

根系的营养面积
。

从表 5 看出
,

大窝玉米根系主要分

布层深达 4 5厘来
,

而浅耕处理只有 15 厘米
,

两者相差三

倍
。

而且大窝墙肥根粗
、

根多
、

根壮
,

单株须根量为对

照处理的四倍
,

因而增强了玉米吸收深层水分
、

养分能

力
,

植株生长健壮
,

增强了玉米抗倒伏性能
,

所以产量

高
。

表 5 大窝培肥对玉米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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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活动

中 国 土 壤 学 会 召 开 理 事 扩 大 会 议

为 了贯彻落实全国科学大会的精神
,

大力开展学

术活动
,

推动土壤科学的发展
,

赶超世界先进科技水

平
,

中国土壤学会于 19 78 年 5 月 22 日到24 日在南京市

江宁县召开理事扩大会议
。

与会代表共切余人
,

学会理事20 人
,

各地分会代表

2 0人
。

参加会议的有理事长李庆遴
,

秘书长黄瑞采
,

副秘

书长朱克贵 , 常务理事熊毅
,

李连捷
,

陈恩风
,

沈梓培
;

理事朱祖样
,

朱莲青
,

朱显漠
,

昊守仁
,

宋达泉
,

侯学惺
,

姚归抓孙羲
,

陆发熹
,

张心一叶和才
,
张乃凤与谢申 ,

会议由理事长李庆建主持
。

`

全国科协副主席裴丽生 出席了会议
,

并作了重要

讲话
。

会议就如何贯彻落实全国科学大会与全国科协主

席团扩大会议精神进行了热烈讨论
,

并确定了以下几

项会务活动计划
。

1) 制定了 1 9 7 8年到 1 9 7 9年会务活动计划
。

2) 决定明年召开土壤学会全国代表大会
。

3) 决定恢复土壤学报与土壤通报两种学术刊物
。

4 ) 充实土壤分类委员会与土壤分类全 国分区协

作方案
。

5) 讨论了各分会积极开展学术活动的事宜
。

(徐 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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