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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盆地处于我国漠境最千早的地区
,

降水稀

少 ( < 10 。毫米 )
、

干燥多风
、

燕发十分强烈
。

盆地内部

面积约20 万平方公里
,

其中绝大部分为盐碱荒地和戈

壁滩地
,

适宜垦为农田的土地资源不多
。

但盆地内及

其周围山地
,

地上和地下矿产资源非常丰富
,

发展前

途很大
,

今后势必会增建更多更大的厂矿企业
,

为此
,

必须考虑解决随之而不断增加的大量职工居民的生活

所需问题
,

首先是食的问题
。

目前盆地的主副食品
,

绝大部分是通过长途运输
,

千里迢迢
,

从教煌
、

酒泉
、

西宁
、

兰州等地运入的
,

特

别是蔬菜一类
,

经长途运输
,

成本高
、

损耗大
,

国家花

了不少补贴
,

实在不经济
。

最好而且
一

也应该尽可能就

地生产来解决
。

在柴达木盆地是否有可能创造条件就地生产来解

决呢 ? 我们认为完全有可能在现有各类国营农场的基

础上
,

建立为工矿企业服务的农业基地
。

这就涉及到

今后各类国营农场生产经营的方向问题
。

是象现在这

样以种植粮t 作物为主呢? 还是发展农林牧副 (渔 )多

种经营而以生产农牧副食产品为主呢 ? 从当地自然条

件和今后国民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来分析
,

我们认为

应多建立和发展一些以生产农牧副食产品为主要任务

的
、

多种经营的农业基地为好
。

因为
. ( 1) 虽然盆地

具有日照长
、

辐射强 (单位面积接受的热量 )
、

昼夜温

差大等有利于作物高产的因素
。

但地处高 寒 (海 拔

2 70 0米以上
, 》 1 0℃积温仅 9 00一 20 00℃ )

、

箱冻多
、

风沙大
、

生长期短等又是对一般粮食作物生长不利的

因素
。

纵然有适合当地条件的高产品种
,

有些农场也

积峨了一些创造高产的丰富经验
,

但毕竟耕地面积有

限
,

非现有耕地面积
,

要解决当地的粮食自给问题是

有一定困难的
。

从盆地的水土资源情况看
,

宜农荒地

也不多
,

何况还存在农牧合理分配土地资源和保护自

雄资抓问题 (生态问题 ) , (2) 盆地内工矿企业 的 发

展
,

迫切浦要解决农牧副食品的供应间题
,

与其远道

运翰倒 t 品 (特别是蔬菜类 )
,

不如运输粮食为好
,

把当

地生产粮t 的农地
,

腾出大部分改为生产农牧副食品
,

这样可能更符合经济规律
。

建立以生产农牧副食品为主的农业基地
,

并不排

斥种植粮食作物
,

在有条件而又适合种植粮食作物的

农场和地区
,

适当地种些粮食作物
,

也是必要的
,

以尽

可能多地提高粮食自给率
,

但不应要求这类农业基地

既要粮食自给 (甚至还要求提供商品粮 )
,

而又要 以发

展农牧副食产品为主要任务
,

这是难以办到的
。

当然
,

要在现有各类国营农场的基础上
,

建立和

发展以农牧副食产品为主要生产任务的农业基地
,

也

还存在许多科学技术问题
,

需要通过生产实践
,

加以

逐步解决
。

如
:

( l) 有必要对盆地范围的水土资源从数量质 t 上

作进一步的调查
、

评价和规划 (有的水土资源不一定

适用于发展农业基地
,

但可发展牧业或林业等 )
。

在充

分合理利用水土资源
,

特别是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前提

下
,

适当扩大农牧用地还是有潜力可挖的
。

从目前来

看
,

盆地地面水和地下水资源还未充分利用
。

大部分

山前洪积扇
、

洪积平原存在较丰富的地下水资源
,

对

于发展井灌井排
、

井渠结合及井沟结合具有良好的条

件
,

录海农场
、

诺木洪农场已有先例
。

盆地中的土壤

砂砾性很强
,

农牧业上的开垦利用
,

首先要植树造林

防止风沙为害
。

我们认为在制定和实施开垦计 划 时
,

在规划护田林带方面
,

要在土地开垦前几年植树
,

不

开垦的地段也要植树
,

这样既能发展林业
,

更能改善

区域生态环境
。

实践证明
,

盆地极大部分 低 于 海 拔

300 0米的地区
,

均可植树造林
。

盆地中土集几乎都含有较多的盐分
,

在开垦利用

荒地的同时
,

就有改良盐演化土壤的问题
。

在这方面
,

诺木洪农场已有较好的经验
,

即井渠结合发展灌溉淋

* 这些 意见是我们考察柴达木盆地后进行学术交流时提

出的
。
这次考寮褥 到青海省科委

、

科协及中国科学院西北高

原生物研究所领导 和同志们 的大力支持
、

热情帮助
,

为我们

提供了一次难能可贵 的调查研 究与学 习的极好机会
,

特此致

以衷心的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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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
,

井沟结合控制地下水位加速盐改进度
,

等高平地
,

重视施用有机肥料
。

,

(2 ) 盆地内自然条件相当复杂
,

东部与西部
,

南

部和北部
,

水土热盆都有较大差异
,

使得农业生产具

有明显的区域性
,

要研究充分利用盆地自然条件的潜

力
,

研究创造最佳物质生产的途径
。

如在建立农林牧

副 (渔 )多种经营的农业墓地
,

旨在提供产量高
、

质t

好的农牧副食品的同时
,

也要因地制宜地发展一些经

济价值高
、

国家迫切需要的土特产 (如动植物药材
、

工

业原料等 )
,

以支援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
。

(3 ) 研究农林牧副 (渔 )各项经营项目的因地制宜

的合理配置
,

也要研究合理的轮作制
,

研究它们之间

互相促进
、

互相制约的关系等
。

例如这类农业基地既

然以生产农收副食产品为主要任务
,

那末粮食生产就

不能占很大面积
,

但为了达到粮食一定自给率
,

就要

在较少的土地面积上
,

生产尽可能多的粮食
.

因此
.

就

需要精耕细作
,

提高单产
,

而不是采取扩大耕地面积广

种薄收的途径
。

发展畜牧养殖业是为了提供肉乳
、

禽

蛋副食和用作工业原料的其他畜产品
,

也可为农业生

产提供有机肥料
。

因此要考虑农牧业之间互相促进和

制约的关系
。

发展牧业
,

既要放
,

也要圈
。

放牧可在

自然草场上放
,
也可在人工草场上放

,

所以在发展牧

业方面
,

也还有一个改良土壤扩大草场提高载畜 t 的

问题
。

不注意就会导致风砂
、

盐碱等灾害的发生
。

此外
,

也存在一些非科学技术性的问题
,

如工农

业用电的矛盾
,

农牧争地的矛盾
,

以及充分调动农场

党政科技干部积极性的问题
,

这些也都需要有关领导

部门认真加以逐步解决
。

(

小麦高产土壤的养分状况及其调节

李鸿恩 杨运莲 彭祖厚 鲍永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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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关中地区
,

土质肥沃
,

气候温和
,

年平均气

温 12
.

0一 13
.

6℃ , 》 1 0℃的积温为 4 0 00一 44 00℃ ,

年

降雨妞 60 0一 70 0毫米
,

无霜期 20 0一 2 20 天
,

很适宜于

农作物生长
,

主产粮棉
,

以种植小麦面积为最大
。

长期的生产实践表明
,

认真研究麦田土集肥力状

况
,

特别是土壤与小麦之间的养分供求规律及其调控

技术
,

对实现小麦高产有其重要意义
。

一
、

试验经过和方法

试脸于 197 7年开始
,

在武功县杜家坡大队油土上

进行 (同粮食作物研究所协作 )
。

设高产田和一般田两

种不同肥力水平的田块作为定位观洲点
。

轮作方式为

小麦和玉米一年两熟
。

按照小麦生长发育阶段定期观

侧小麦植株和土城养分变化
,

同时辅以有关丰产措施

的试验和调查研究
。

高产试验田面积为四亩
,

前茬玉米收获后播种
,

品

种
“

郑引一号
” ,

播期10 月 4 日
,

每亩播种 t 为 14 斤
,

播

种方式为宽窄行 (宽行 1 尺
,

窄行。
.

6尺
,

播幅 3 寸)
。

亩

施侧肥 (含有机质 2
.

20 %
,

全笼 0
.

171 %
,

全磷 ( P : 0
。 )

0
.

358% ) 2 万斤
、

过礴酸钙80 斤
、

尿素55 斤
。

圈肥和过

磷酸钙全部用作基肥 (部分过磷酸钙作种肥 ) ,

尿素分

四次施用
,

基肥和种肥占三分之一
,

余作返青肥和拔

节肥
,

拔节肥施用量重于返青肥
。

灌水次数视降水情

况而定
,

一般为 4一 5次 (促苗水
、

冬水
、

拔节水或返育

水
、

抽穗水或灌浆水 )
。

为控制生长过旺和群体 过 大
,

冬前除深锄 l一 2 次外
,

并培土一 次
,

厚度 1一 2寸
,

这

对防止后期小麦倒伏有良好作用
。

1 97 7年小麦平均亩产 9 30 斤
,

后茬玉米平均亩产

76 0斤
,

合计年产粮食 16 9 0斤 /亩
。

1 9 7 8年小麦平均亩

产达 101 9斤
,

后茬玉米平均亩产 885 斤
,

合计年产粮t

2 9 0 4斤 /亩
。

样品分析方法
:

土壤有机质采用丘林法
,

土坡全

氮和植株全氮采用凯氏法
,

土坡全磷 ( P :
0

6 )用硫酸
、

过抓酸分解钥黄比色法
,

植株全磷 ( P : 0 。 ) 用混合酸

分解铂黄比色法
,

土壤全钾用高温碱熔火焰光度计法
,

植株全钾用干灰化盐酸浸提火焰光度计法
。

土城水解

盆用碱性高锰酸钾法
,

速效磷 ( P : O 。 )用奥尔逊法
,

速

效钾 ( K )用醋酸按浸提火焰光度计法
。

植株速测部位

在拔节前是基节混合组织 (去掉根和叶片 )
,

拔节期后

是心叶下第二节茎 (包括叶稍 ) , 植株采样时间为上午

8 至 11 时
,

植株样品用冷水浸提
,

样品与水的比例为

l : 40
。

土坡与植株的硝态氮用硝酸试粉法
,

按态犯用

奈氏试剂法
,
无机磷用盐酸

一

钥酸按法
,
无机钾用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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