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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名红花草是一

种高产越冬豆科绿肥作物
,

根系发达
、

茎叶细嫩
、

养

分丰富
,

是肥田改土的好肥料
,

也是发展养猪的好饲

料和养蜂事业的好蜜源
。

解放前仅种植在我国长江流

域中
、

下游一带肥力较高的水稻土上
,

解放后在南方

各省扩展异常迅速
,

越过五岭山脉移植 到 华 南 地区

〔 1 , 2 ,
3〕

。

文化大革命中开始北移跨过了 淮 河
,

已在

江苏北部和河南中部安了
“

新居
”
“

,
5 〕

。

陕西秦岭以

南的汉中地区引入已有十余年
,

但鲜草产量不高
,

近

三年来实行根瘤菌接种
,

鲜草产且显著 提 高 〔的
。

秦

岭以北的关中地区曾相继有人在兰 田
、

周至
、

武功等地

做过引种试验
,

由于没有考虑到紫云英根瘤菌专性强

以及紫云英生长需水量大大超过一般早地 作 物 等特

点
,

导致试种遭受失败
,

片面地被否定了
。

为了弄清

紫云英能否越过秦岭
,

能否在关中地区种植
,
1 9 7 6年秋

天我们在西安市西南45 公里的户县光明公社
,

东韩大

队进行紫云英的试种工作
,

取得试验成功
,

证明紫云

英可以在秦岭以北黄土母质的土坡上种植
,

为关中地

区提供了一个越冬高产绿肥品种
。

一
、

试脸条件和结果

1
.

供试材料 紫云英种子系江苏灌南县农业局
、

浙江省农科院土壤肥料所 (品种为62 一 18)
、

陕西勉县

农技站提供的 , 紫云英根瘤菌肥料系西北水保所与西

北农学院陕南教学基地合作的微生物制品厂生 产 的
。

2
。

试验地的土堆条件 土壤是关中地 区黄 土 母

质上发育的古老耕作的楼土
,

肥力中等
。

试验地的前

作是夏季绿肥 (怪麻 )留种地
,

具有井灌条件
。

3
.

试验处理和田间管理 试验是在施磷肥 (过碑

酸钙 50 斤 /亩 )的基础上进行的
,
1 9 7 6年 9月 23 日开沟

条播
,

播种量按每亩五斤计算
,

每个品种又分接种紫

云英根瘤菌与不接菌两个处理
。

去年秋天雨水 充 足
,

土壤墒情良好
,

播种时未灌溉
,

仅在入冬前和开春转

暇的 3 月下旬各灌水一次
。

4
.

试验结果 接种根瘤菌对紫云英的生长 影 响

较大
,

在越冬前已可观察出明显的差异
。

接菌的紫云

英幼苗健壮
,

苗色浓绿
,

叶片大
,

茎秆粗壮
,

主根基部

形成具鲜红色
、

单生
、

似茄状的有效根瘤 , 而未接菌

的对照
,

苗弱色黄
,

茎秆发红
,

叶片小
,

根部无瘤或

有极少数白色小瘤分散在支根上
。

4 月底至 5 月初不

同品种的紫云英处于初花期或花期
,

5 月 4 日割草测

产
,

三个不同来源或品种的紫云英都获得较高的鲜草

产量 (表 l )
。

特别是江苏灌南的紫云英
,

接种根瘤菌

的处理
,

亩产草量高达一万斤
,

比不接菌的 (对照 )增

产一倍以上
,

而且植株高度
、

分枝数
、

单株鲜重
、

单

株结瘤数以及植株含撼量均比对照有显著的差别 (表

2 )
。

这证明在关中地区的楼土上不仅能够种紫云英
,

而且可 以获得高产
。

表 1 三个不同来源或品种紫云英接

种根瘤菌的效果

品 种 沙竺爪到哗生

}对 照 I 接种根胭菌

增 产

斤 /亩 { %

陕西勉县紫 云 英

浙江 6 2一 18

江苏策云英

4 3 00

6 4 0 0

4 8 00

6 2 0 0

8 70 0

1 00 0 0

19 0 0

2 3 0 0

52 00

4 4
。

1 6

3 5
。

9 4

10 8
.

3 3

表 2 接种根瘤菌对江苏紫云英的影响

氮植(

处 理
株 高
( 厘米 )

分枝数
(个 )

单株鲜重
( 克 )

单株瘤数 {

(个 ) :
霖

;:::
3

:::
2

。

5

6 2
。

0

2
.

001 1

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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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种对接

二
、

小 结

1
。

紫云英根瘤菌的专性 通过紫云英在 陕 西 户

县的引种试验
,

再次证明在紫云英发展的新区接种 有

效根瘤菌的必要性
。

关中地区虽是古老耕作地 区
,

上

壤 里具有碗豆
、

首偕
、

四季豆
、

大豆和见豆 多种根 姗

菌
,

但缺少在紫云英上形成根瘤所必需的紫云 英银瘤

菌
,

若不进行人工接种紫云英根瘤菌
,

紫云 英银部则

不能形成固氮作用的共生组织— 根瘤
。

这说 明紫 云



英根瘤菌是一种专性较强的菌种
。

2
.

紫云英的抗寒能力 紫云英原系江南稻 田 的

冬季绿 肥
,

过去被误认为是不耐寒的绿肥
,
1 9 7 7年 1 月

3 0 日户县最低气温下降到
一 1 9

“

C
,

并 保持 四天低温

( 1 月 3 1 日为
一 1 8

.

5
“

C ; 2 月 1 日为
一 9

.

5
“

C , 2 月 2

日为
一
10

.

2
“

C
,

户县气象站材料 )
,

是关中地区十 多年

来较冷的一年
,

紫云英安全过冬试验取得成功
,

说明

紫云英有一定的抗寒能力
,

可 以忍耐
一
9]

“

C的低 温
。

3
.

关中地区的土壤和气候具备紫云英生长 的 条

件
。

只要掌握了紫云英的生长特点
,

在接种根瘤菌的

基础上
,

认真注意栽培的土
、

水
、

肥条件
,

冬前培育

出壮苗
,

在秦岭以北的关中地区可 以获得鲜草量每亩

六千斤以上
,

甚至一万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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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稻 旱 作 的 建 议

周 友 燮

( 浙 江 省 肖 山 县 良 种 场 )

水稻 土因为水耕水作
、

长期泡水
,

土壤团粒结构被

破坏
,

性质粘重板结
,

上壤内部缺乏空气
,

水
、

气矛盾得

不到协调 统一
,

不利于好气性微生物活动
,

不利于农

作物根系生长
,

不便于耕作与机械化
。

我们大通桥农场的土壤
,

低洼粘重
,

耕作相当困

难
。

今年由于晚稻断水时间迟
,

土壤太湿
,

冬种吃力又

费工
。

而隔壁蔬菜地 (只有一 条田膛相隔 )的土翻起来

轻松有结构
,

掘地时铁耙入土容易
,

翻起来也省力
。

土

块用铁耙一推即松散
。

为什么同样的土质
,

竟会变成

两样完全不同的土壤呢? 主要是稻田水耕水作
,

长期

泡水
,

破坏土壤结构的影响
。

水稻虽然比其他作物喜水
,

但长期泡水不但没有

好处
,

而且有害处
。

水稻水播育秧
,

谷 子长期径泡在水

里
,

只长芽不长根
,

容易烂秧
,

早作就不易烂秧
。

现在

提倡浅灌
、

露 田
、

搁田
,

有利水稻生长
,

都足 以证明过多

的供水
,

对水稻来说是有害的
。

长期泡水的耕作不仅

影响水稻生产机械化工作的进 展
,

还使土城内部缺乏

空气
,

好气性微生物活动受到抑制
,

影响有机质的矿

化
,

并导致土性发僵
,

稻
一

苗迟发
。

严重的还增加硫化

氢
、

亚铁等有毒物质
,

影响稻根发黄
。

另外
,

长期泡水

将抬高地下水位
,

影响春花的正常生长
。

如果将水耕

水作
、

长期泡水改为燥耕燥作
,

直播早栽
,

象种麦一样

种水稻 (这里指的早栽只是与长期泡水相对而言
,

根据

水稻生长需要进行湿润灌溉
,

只是不淹灌
、

不泡水
。

当

然今后发展喷灌是早栽水稻更理想的灌溉办法 )
,

即可

解决长期泡水的间题
。

我们曾进行 三年小面积试验
,

认为水稻完全可以

早作 (全生
一

长期只要进行适宜的灌溉 )
,

不但 出不了问

题
,

而且显示出比长期泡水更好的生长势
,

有力地打破

了几千年来认为水稻一定要泡水栽培的迷信
。

水稻早

作试脸不仅证实 了泡水的水稻土可以变松
、

有结构
、

易

耕作
,

同时还摸索了早直播的种子催芽
、

复土
、

全苗问

题
,

草害间题
,

灌溉时间和方法间题
,

耕作制度和 品种

问题等
。

新耕作方法不能一 开始就十全十美
,

但可以

相信
,

通过今后的继续工作将不断充实和完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