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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土旱地土壤硝态氮季节性变化与

夏季休闲的培肥增产作用
*

彭 琳 彭祥林 卢宗藩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黄土高原广大产麦地区在夏作物如小麦
、

豌豆
、

扁豆等收获后
,

进行夏季休闲
,

伏耕晒

垫
,

以保证其后作小麦丰产稳产
。

此项耕作措施是农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一

种保持土壤肥力的宝贵经验
。

二千多年前
,

泥滕之 t2J 在关中地区教导农业时曾对这些宝

贵经验进行过总结
。

新中国成立后
,

一些农业科技工作者
〔卜切就此经验曾在陕西

、

甘肃
、

宁夏
、

内蒙
、

山西等地进行试验研究与调查总结
。

有些地区或者因为夏粮欠收
,

大搞以秋

补夏
,

夏作物收后复种秋作物 ; 或者为了多生产粮食
,

盲目扩大复种指数
。

二者均挤掉了

夏季休闲
。

各地农业生产领导部门和农业科技工作者对此意见分歧
,

并进行广泛讨论
。

本

文从缕土早地土壤中硝态氮季节性变化出发
,

阐明夏季休闲的培肥增产作用以及提高夏

季休闲效果的途径
。

可供黄土高原主要是缕土早作地区进行耕作改制时参考
。

一
、

供试土壤与研究方法

试验地点位于陕西省武功县张家岗村东北 3 00 米头道原 (即渭河三级阶地) 缕土上
。

地下水埋藏较深
,

试验地为未灌溉的旱地
。

供试土壤的农化性质例于表 1 。

田间试验 : 小区面积为 0
.

1 亩
,

12 次重复
,

每亩施优质厩肥 2 0 0 0 斤
,

骨粉 50 斤
。

盆栽试验 : 土壤取自田间试验地旁农田耕层
,

每盆装土 25 公斤
。

施肥处理
,

每公斤

土施 N 0
.

1 克
, P 0. 5 克

,

肥料与全盆土壤混匀施人
。

定位测定 : 选定夏闲一小麦地与玉米一小麦地进行定期采土测定 N o r N 含量
,

每月

采取 。一 1 15 厘米土样
,

每季采取 0一 4 00 厘米土样
。

同时
,

按作物发育期采取植株样
,

测

定其中全氮含量
。

化学分析 : 土壤中 N q 一N 用酚二磺酸法 ;土壤中水解氮用丘林法 ;土壤
、

植株中全氮

用 K 氏法测定
。

二
、

结果 和 讨 论

(一) 下闲一小麦地土镶中 N O
3一N 季节性变化

按照土壤中 N q 一N 积累
、

运行与消长 (图 1一2 ) 以及作物对氮的吸收(图 3 )
,

可将全

.
本项工作在朱显谈教授指导下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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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 ea s o
na l v a r ia t io o o f 5 0 11 N O 一N 10 th e fie ld o f w io t e r w h ea t a ft e r s u m m e r fa llo w

年分为五期
。

1
.

夏季硝态氮积累期
。

本期 由 6 月中旬至 8 月中旬
。

夏作物收后
,

进人夏季休闲
,

气

温不断增高
,

土壤温度亦逐渐上升
,

渐次达年最高值
,

降雨量逐渐增多
,

土竣上层干湿交替

频繁
,

此时正值夏天深耕
,

耕层通透性良好
。

这些条件均十分有利于土壤氮素硝化
。

同

时
,

地面没有作物生长
,

因而土壤中 N OJ , N 得以积累
。

据测定
,

本期耕层土坡中 N伪
ee N

含量大大提高
,

期末比期初增加了 6
.

9 倍
,

土壤硝化速率为每天每公斤土释放 N O犷N 0
.

08

毫克
。

但 30 厘米以下土层的 N O厂N 含量无明显变化
。

可见本期土城氮素的硝化作用主

要在耕层进行
,

土壤中释放出的 N q
es N 全部积累在耕层(图 2、

、 2一
、 2、)

。

土城中N o 3一N 含t (p
Pm )

c . . t ‘ 州, N飞一 ,

产淤涝声
0 1 2 3

(白.�侧帐璐召
口�召勺.

2 一 . 2 一b 2 一O 2 一d 2 一 e 2 一f

F ig
.

2

注 : 侧定日期一2, 为 6 月 1 9 日
,

2一 为 s 月 1 2 日
,

2、 为 8 月 2 0 日
,

2-d
为 9 月 5 日 ,

2一 为 9 月 2 3 日
, 2硬 为 10 月

「

4 日
。

图 2 夏季休闲期土壤 N 。 , 一 N 积累与下渗

L e a e h i呀
a n d a e e u m u la ti o o o f N O.

一N 10 5 0 11 d . r i叩 th e Pe r iod o f s u m m e r fa ll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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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秋季硝态氮下渗期
。

本期由 8 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
。
气温较高

,

雨量较多
,

在试验

年份内
,

本期降雨量比前期多 2 / 3 以上
,

土壤氮素仍继续不断进行硝化
,

同时
,

由于进人土

壤的雨水增多
,

土壤水分不断向下运行
,

耕层土壤中积累的 N O , ee N 亦逐渐下渗
,

并在土壤

\\\
‘

音l]面上形成一个硝酸盐富集层
,

其分布

曲线近似常态曲线(图 2 , )
,

在硝酸盐下

渗过程中
,

曲线的峰顶亦随之下移
。

有

时在峰值高
、

层次厚的硝酸盐富集层上

部形成一个峰值较低
、

层次较薄的另一

硝酸盐富集层 (图 2一)
,

后者存在时间较

短
,

在硝酸盐不断下渗过程中逐渐消失
。

由于各年降雨量不等
,

土壤中 N伪
-

N 移动距离亦各异(表 2 )
,

一般为 1
.

0一

1
.

, 米
,

部分达到 2 米
。

2一 3 毫米降雨

量可使土壤中 N O 3es N 下渗 1 厘米
,

接近

于 D ro u n e a u 【, 8 ,
所得结果

。

夏闲期降雨

量 (x) 与土壤中 N 0 3es N 下渗深度 (刃的

迥归方程为
:

y ~ 3
.

8 6 x

本方程的迥归系数高于 w
e ts 一e a r【: , ]

所得结果
。

土壤中 N 0 3es N 下移距离往

往小于土壤水分下渗深度
。

例如
,

试验

年份的降水下渗深度多在 2 米以下
,

而

同期土壤 中 N o 3we N 下渗深度一 般 只

1
.

0一 1
.

5 米
,

很少达到 2 米
,

这可能由于

土壤中 N O二N 向下的移动
,

主要是土壤

溶液中 N O 3一N 逐渐稀释扩散
,

呈梯度逐

步向下延伸
,

并不完全与水分同行
。

通过夏季休闲
,

前茬为小麦的夏闲

地每亩积 累的 N O 3一N 量 为 2
.

36 一3
.

25

斤
,

前茬为豌豆的夏闲地为 6
.

60 斤 (表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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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氮量与吸氮速率

F 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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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e e u m u la ri o n o f d r y m a tt e r
,

N a b s o r b e d b y w h e a t i n v a r io u s

a 11 1 0 U n t

g r o w l n g

a n d r a t e o f
、

r“ g e s

3
.

晚秋初冬氮素供求平衡期
。

本期由 10 月上旬至 1 月上旬
。

从本期开始
,

地面已有

作物生长
。

土壤中 N O3
一N 变化主要受作物生长的影响

。

夏季休闲后种植的小麦为歇茬

麦
,

歇茬麦的氮素营养在不同发育期各不相同
。

吸氮曲线在三叶期至越冬前 ( 10 月 15 日

至 12 月 27 日 ) 与拔节至乳熟期( 3 月 30 日至 , 月 22 日)形成两个陡坡
,

后者坡度比前者

陡峻
。

在越冬前至拔节初 ( 12 月 2 7 日至 3 月 30 日 ) 和乳熟至成熟期 ( 5 月 22 日至 6 月

, 日) 出现两个缓坡
。

吸氮速率曲线则出现两个高峰
,

第一个高峰在分葵期 ( 12 月)
,

第

二个高峰在拔节
、

抽穗期 ( 4 月)
。

后者峰顶高于前者
。

形成
“

马鞍形
”

曲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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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2 瓦攀休闲期土雄中 N。 ,

书 下谁澡度与积皿t (定位测定)

T叻1. 2 L e a e h in g d e p th a n d a cc u m u la ted
a m o u n t o f 5 0 1 1 N o 一N in

S U 】n 1ll e f 正a llo w Pe r i记

土城中 N O , 一N 积皿t
A e e u m u la te d a m o u n t o f 5 0 11 N O

, 一N

X 季休闲地 夏季开始时土城l夏季终止时土坡

F ie 址 o f
中

监篇亨叫
中曝稚亨

t

. u m m e r fa llo w

A m o u n t o f . 0 云
N O ,一N a r t he

b喀in i暗
o f

su m m e r fa llo w

A 口O U n t

N O 一N

o f 5 0 1
a t th e

e

动
o f 吕U 】1 1 1万Ie r

fa llo w

夏闲期土壤中
N O,

一N 积累t
(斤/亩)

A e
山m u la te d

a m o u o t o f 5 0 11

N o 一N in s u m
·

m e r 加ll o w Pe -

(jin
/ m u

) !
.

G 访加
u

) 1
r iod 口in

加公

.,内U月,八UOOJO

小麦茬地
‘

W in r e r w h e a t

fie ld
i

小麦茬地
,

W in t e r w he a t

fie ld
:

小麦茬地
,

W in t e r w h e a t

fie ld ,

夏夏闲期降雨ttt 土壤中 N o,
一NNN

(((毫米))) 下渗深度度
RRR a in fa ll innn

(毫米)))
sss u m m e r fa llo www L e a e h in g d e p t hhh

(((m m )))
o f 5 0 11 N O 一NNN

(((((m m )))

333 3 2
.

111 1 1 5 000

3330 4
.

222 巧0 000

444 2 2
.

888 巧0 000

333 5 3
.

000 1 3 8 333

444 2 2
.

888 2 0 0 000

2
.

9 7 5
。

3 3 2
.

3 6

2
.

6呼

平
A甲

.

_ _

竺
〔I a g 亡

耽豆茬地
P e a fie ld

4
.

5 5

8
.

2斗

2
.

7 5

6
.

6 0

注 : 所有的土城样品均是在小麦或豌豆收获后采取的
。

N o t e : 5 0 11 s a m Ple s w e r e a ll c o lle e te d a ft e r
ba

r , e s t o f w h e a t o r P e a
.

本期正值歇茬麦吸氮曲线处于第一个陡坡
,

吸氮速率曲线呈现第一个高峰
。

每株小

麦每天从土壤中吸取氮量为 0
.

1科 毫克
,

小麦摄取的氮量每亩为 2
.

1一2
.

2 斤
。

夏闲期积

累的氮量可满足小麦对氮的需要
,

因而土壤氮素供求平衡
。

由于苗期氮素营养充足
,

麦苗

生长茁壮
,

为歇茬麦丰产稳产打下良好基础
。

斗
.

严冬早春氮素供求矛盾缓和期
。

本期由 1 月中旬至 3 月中旬
。

小麦处于吸氮曲线

的缓坡
,

吸氮速率曲线的低谷
。

每株小麦每天吸氮量为 0
.

0 13 一 0
.

0“ 毫克
,

为氮素供求平

衡期的 1八 0一 1/ 2 ,

本期小麦摄取氮量每亩为 0
.

8一 1
.

0 斤
。

夏闲期积累的氮量尚能满足小

麦对氮的需要
,

有些年份土壤氮素供求出现矛盾
,

不过此时小麦吸氮速率低
,

矛盾尚属缓

和
。

,
.

暮春初夏氮素供求矛盾尖锐期
。

本期由 3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
。

小麦处于拔节至成熟

阶段
,

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均十分旺盛
,

吸氮曲线位于第二个陡坡
,

吸氮速率曲线呈现第

二个高峰
,

每株小麦平均每天吸氮量为 0
.

4 45 毫克
,

本期小麦摄取氮量每亩为 3
.

1一 6
.

6 斤
。

夏闲期积累的 N O厂N 已利用殆尽
,

土壤全层 N q 一 含量大多在 0
.

知pm 以下
,

很少超过

l
.

o pp m 。

土壤氮素供求矛盾十分尖锐
。

此时若能及时施用氮素化肥以减缓土壤氮素供求

矛盾
,

对促进歇茬麦的产量达到更高水平将有十分重要作用
。

(二 ) 玉米一小麦地土城中 N q 一N 季节性变化

玉米一小麦地因经常有作物生长
,

土壤中 N O厂N 季节性变化不如夏闲一小 麦地明

显
。

按照生长的作物不同
,

将全年分为两个时期
,

即玉米生长期 (6 月中旬至 10 月上旬)

与小麦生长期 (10 月中旬至 6 月上旬)
,

参看图 3 、

4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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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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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土壤中 N o
, 一 N 含里 ( p p m )

图 峪 回茬麦地土壤 N 。 : 一N 季节性变化

Fi‘
.

呼 S e a s o n a l v a r ia ti o n o f 5 0 11 N O
, 一 N i n t h o fi e ld o f w i n te r w h e a t r o ta t e d w ir h o rh e r e r o Ps

夏作物收后复种玉来
,

玉米生长期正值歇茬麦地夏季休闲
,

虽然这一时期的土壤水热

条件都十分有利于土壤氮素硝化
,

但种植玉米地段的土壤中 N o jes N 含量增加甚微
。

除作

物和土壤生物对土壤硝酸盐吸收利用外
,

还可能由于作物对土壤遮阴而降低土壤中硝化

速率
。

据测定
,

玉米行间透光较好
,

耕层土壤中 N o 3we N 含量为 2
.

7 3 PP m
,

而植株附近严重

遮阴
,

土壤中 N O 3一N 含量只有 0
.

83 pPm
。

玉米在整个生长过程中
,

一直处于土壤氮素供

求矛盾尖锐状态
。

秋作物收后种植的小麦为回茬麦
,

回茬麦播种时的土壤中 N O 3一N 贮量与夏作物收后

相比
,

每亩减少了 0. 97 一 1
.

85 斤
。

回茬麦苗纤弱
,

长势远不如歇茬麦苗健壮
,

这种差异

愈到后期愈明显
。

回茬麦分葵期的植株干重为歇茬麦的 科 .3 务
,

抽穗期仅为歇茬 麦的

2 5
.

4多; 回茬麦植株的吸氮量相应为歇茬麦的 67
.

1外和 3 9
.

0多
。

在回茬麦整个生 关过程

中
,

土壤中 N q
一N 含量甚微

,

土壤氮素供求矛盾十分尖锐 (图 D
。

回茬麦返青后
,

吸氮速

率不断增加
,

到抽穗后
,

吸氮速率急剧上升
,

而此期的土壤 N q
一N 含量十分贫乏

,

若无充

足的氮素营养物质加人以满足小麦对氮的需要
,

则回茬麦低产是不可避免的
。

(三 ) 互季休闲对小麦的增产作用

夏季休闲在蓄水保墒方面的作用
,

一些科技工作者曾进行调查总结与试验研究
。

李

玉山
〔,1 研究资料表明

,

经过夏闲期雨季
,

在 2 米土层中
,

补充水量 1 56
.

, 一2 2 5
.

1 毫米
,

除补

偿了 由于蒸腾和蒸发消耗引起亏缺的全部水分外
,

尚多出 1 9
.

2一52
.

2 毫米渗向更深层
。

从

而保证了歇茬麦生长期对水分的需要
。

在此期间
,

种植秋作物则大量消耗了雨季中增补

和恢复的土壤水分
。

除此而外
,

夏闲期土壤有效养分也大量积累
。

由前述可见
,

通过夏季

休闲
,

每亩夏闲地积累的 N q
一N 量为 2

.

36 一 6
.

60 斤
,

而种植秋作物的地
,

土壤中 N q
一 N

贮量每亩反而减少了 0
.

97 一 1
.

85 斤
。

因而在夏闲地种植的歇茬麦产量高于秋作物收后复

种的回茬麦
。

根据 田间试验 4 8 个小区的小麦产量资料计算
,

歇茬麦比回茬麦增产 5 7
.

5一

12 4
.

0务
,

楷秆产量差异较籽实更显著
。

在施肥水平较低的条件下
,

歇茬麦与回茬麦产量

差异更大
。

据我们以及有关单位[10J 调查
,

在 36 块麦地中
,

歇茬麦较回茬麦增产 l一2 倍

( 1 0 7
.

2一1 9 2
.

5肠)
,

占调查地块总数二分之一
, 0

.

1一 1 倍 ( 9
,

8一9 斗
.

9 务)和 2一 3 倍( 2 1 0
.

2一

,‘.r.‘,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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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J...,月...

2 91
.

6务)各占四分之一
。

有些生长良好的歇茬麦比回茬麦加秋作物产 量之和 还 要高

3
.

6一28
.

8 务
。

如果施用充足肥料
,

则回茬麦与歇茬麦的产量差异可以大大缩小
。

田间试

验结果表明
,

每亩施用纯羊粪 2
,

00 0 斤
,

骨粉 50 斤
,

歇茬麦只比回茬麦增产 3
.

2一16
.

4 务
。

从大田调查资料来看
,

回茬麦与秋作物每亩共施厩肥 10
,

0 00 至 巧
,

00 0 斤
、

化肥 20 斤
,

二

者产量之和可比一般歇茬麦高 1 6
.

3一21
.

6 外
。

盆栽试验也得类似结果 (表 3 )
。

在小麦生

长期及时灌水
,

以满足小麦对水分的需要
,

不施肥处理的歇茬麦比回茬麦籽 实 产 量 高

7 4
.

1务和 1 10
.

3沁
,

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土壤中积累养分的差异
,

因为在盆栽试验

条件下
,

及时给小麦供给充足水分
,

从而消除了夏季休闲与种植作物在土壤水分方面的差

别
。

当施入充足氮
、

磷肥料时
,

回茬麦籽实产量与施用等量化肥的歇茬麦相近
。

小麦楷秆

产量表现同样趋势(表 3 ,

照片 1)
。

大田调查也得到类似结果(照片 2 )
。

农 3 施肥与不施肥的回桂班与歇茬麦产盆比较 (盆栽试验)

T a卜le 3 T h e e ffe e t o f fe r t iliz a t io n o n

a n d a fte r a u t u m n

t h e yie ld o f w in te r w h e a t a fte r s u m m e r fallo w

e r o p (p o t e x p e r im e n t
)

作作物部位位 作 物
...

不 施 肥肥 施 抓 磷 肥
...

PPPa r t o fff C r o P*** N o n
一

fe r tiliz a tio nnn F e r tiliz a t io n ***

CCC f 0 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

第第第第一次试验验 第二次试验验 平 均均 比 值值 第一次试验验 第二次试脸脸 平 均均 比 值值
1111111 s r e x Pe r卜卜 Z n d e x Pe

---

A v e r a g eee

肠肠 l s t e x Pe r i
---

Znd
e x Pe

---

A v e r a g eee

肠肠
刃刃刃刃n e n ttt f l ln e n ttttttt 月n e n ttt r im e n ttttttt

籽籽 实实 III 5
.

444 6
.

111 5
.

888 10 0
.

000 5 1
.

333 峪2
.

111 4 6
.

777 10 0
.

000

(((克/盆))) IIII 8
。

888 1 1
.

444 10
.

111 17 4
.

111 5 8
.

222 4 7
.

555 5 2
.

999 1 13
.

333

GGG r a i盆飞飞 11111 1 0
.

888 1 3
.

666 1 2
.

222 2 10
.

333 5 8
.

888 5 9
.

888 5 9
.

333 12夕
.

000

(((g / p o t
)))))))))))))))))))))

IIIII 巧
.

555 1 2
.

000 13
.

888 10 0
.

00000 10 1
.

999 1 15
.

333 10 0
.

DDD

IIIIII 3 2
.

222 2 2
.

666 2 7
.

444 19 8
.

66666 1 1 1
.

555 1 19
.

888 10 3
.

999

1111111 3 3
.

222 2 8
.

555 3 0
.

999 2 2 3
.

99999 1 1 3
.

111 12 8
.

222 1 1 1
.

222

注 : 1
·

I 回茬麦 : 11 歇茬麦
,

前茬为小麦 : 川 歇茬麦
,

前茬为豌豆
。

2
.

*
每公斤土施 N O

·

1 克
, P O

·

5 克
。

N o te : 1
.

1 W in te r w h e a r a ft e r a u tu m n e r o P 11 W in t e r w h e a t a f te r s u m m e r

w h o a t P la n t e d a f te r s u m m e r fa llo w Pr e e e d e d 勿 Pe a
.

2

二
T h e t a te s o f N a n d p a p p lie d w e r e 0

.

lg N /掩
5 0 11 a n d 0

.

sg p /坛
5 0 11

fa llo w 111 W in te r

r e s p e e t i甲e ly
·

.

夏季休闲对小麦的增产作用还与夏闲期降雨量有密切关系
。

田间试验结果(表 勺表

明
,

夏闲期降雨量低于 3 00 毫米时‘夏季休闲作用十分明显
,

夏闲地的歇茬麦产量不仅比回

茬麦增产 8 3
.

9务
,

还比回茬麦加秋作物产量之和高 3 0
.

2外
。

差异极显著
,

超过 0
.

1 务平准
。

在农业生产中
,

这类事例比比皆是
。

如合阳县马庄公社 19 7 9 年夏闲期干旱
,

小麦生长期

降水较少
, 19 8 0 年 1 0 0 0 亩回茬麦平均亩产 75 斤

,

前茬为小麦的歇茬麦 16
,

00 0 亩
,

平均亩

产 2 12 斤
,

比回茬麦高 1
.

8 倍 ; 前茬为豌豆的歇茬麦 4, 0 00 亩
,

平均亩产为 3 21 斤
,

比回茬

麦高 3
.

3 倍
。

如果夏闲期雨量充沛
,

则夏闲作用降低
,

由表 4 可见
,

当夏闲期降雨量超过

4 0 。毫米时
,

歇茬麦只比回茬麦增产 1 0
.

6沁
,

而比回茬麦与秋作物产盘之和低 1 6
.

8拓
,

差

异均达极显著平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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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处理 : 自左至右
1

.

歇茬麦 11 (施肥)贯

2
.

歇茬麦 I (施肥):

3. 回茬麦(施肥)
4

.

歇茬交 11 (不施肥) :

,
.

歇茬麦 I (不施肥) :

‘
.

回茬麦(不施肥)o

Ex p e r im e n ta l t r e a t m e n t s :
(fr o m le ft to r ig h t)

1
。

W in te r w h e a r a ft e r s u m m e r fa llo w

(
: n a n u r e d )

,

2
。

W in t e r w h e a t a ft e r s u m m e r fa llo w

(m a n u r e d )
,

3
。

W int e r w h e a t r o ta te d w ith a u t u m n e ro P

(二
n u r e d )

·

4
。

W in te r w h e a t a ft e r s u m m e r fa llo w

(
u n

ma
n u r e d )

-

5
。

W in te r w h 巴a t a fte r s u m m e r fa llo w

(
u o

ma
n u r e d )

·

6
.

W in t e r w h e a t r o ta t e d w it h a u t u m n e r o P

(u
。

ma
n o r e d )

·

照片 1 圈茬麦与歇茬麦施肥与不施肥生长伏况(盆栽试验)

巧翻
r e 1 E ff 曰比 o f 陇 .

r i呵
o u th e g r o w th o f w in te r w h e a t a ft e r s u m m e r

‘llo w a n d r o 扭t ed w it h a u tu m o cr 叩 (p o t o x p e r im e n t
)

护

试脸处理 : 自左至右

1
.

回茬麦(施肥) :

2
.

歇茬麦(不施肥):
3

.

回茬交(不施肥)
。

既琳
r i二

。ta l t r ea t m e n t二 (f r o m le ft t o r ig h t夕

1
.

W i八r e r w h e a t r o ta t e d w it h a u : u m n e ro p

〔m
a n u r e d )

·

2
。

、V in r e r w h e a t a ft e r s u m m e r fa llo w

(
u n m : n u r e d )

·

3
.

W in te r w h e a t r o ta t e d w it h a u t u m o e r

oP
(

u n :n a n u r e d )
·

照片 2 回茬麦施肥
、

不施肥与歇茬麦不施肥比较

巧ct u r e 2 E ff e ct o f m a o u r iug
s u m m e r fa llo w a n d

o n t h e g r o w th o f w in te r w h e a t a ft e r

r o t a t e d w it h Z u t u m n e r o P

l
卜日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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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4 万闲期不同降雨 , 对作物产l 的形响 (田间试

T a曰. 4 T h e e ff e e t o f r a in fa ll in s u ln m e r fa llo w p e r iod
o n e r o p yie ld

验)

(fie ld e x p e r im e n t)

夏闲期降雨情况
R a in fa ll in

s u m m e r fa llo w
p e r io d

作物籽实产t
_

(斤/亩)
G f a in y i

巴
ld (jin

/ m u
)

平均数比较
C o m Pa r iso n o f t b e a , e r a g e

C r o P * 变幅
R a n g e

标准差
S

。

D
。 }

4 72
.

5一6 5 2
.

5

2 7 6
.

9一 3 18
.

8

斗7

l 7

18 3
.

9二 1 13 0
.

2 * .

10 0
.

0

呼7 2
.

5一6 0 1
.

3

雨t 充足
介0 6

.

5

S u ffi

毫米)
C le n t

r a in fa ll

(扣6
.

5
; n m )

歇茬麦 A

回茬麦 B

回茬麦 + 秋
作物 C

3 9 3
.

1一 47 5
.

7
止斗⋯一一{兰竺-

2 2
。

7 ! 1 10
。

6 * . 1 83
.

2二

2 8 1
.

3一 40 8
.

8

4 10
.

1一5 5 1
.

6

555 4 3
.

333

222 9 5
.

444

444 17
.

222

3 4
。

l

3 6
.

5

10 0
.

0

1 0 0
.

0

注 : .. 表示超过 1% 成 0
.

1肠 平准
,

差异极显着
,

各处理小区数均为 120

N o t e : . ^ W in t e r w h e a t a fre r s u m m e r fa l笼o w
.

B W int er w he a t a ft e r a u tu

哑 cr oP
.

0 W int 亡r

w h e a t + A u t u m n e r
oP

.

二 P < 0
.

0 0 1 o r P < 0
.

0 1
.

月.闷
.1

(四 ) 提离I 季休闲培肥增产效果的桥作措施

夏季休闲的培肥增产效果与夏闲期耕作有密切关系
。

如果耕作不当
,

则肥效大减
。

搞

好夏闲耕作主要应掌握 : 早
、

深
、

细
。

1
.

耕翻时间要早
。

耕翻时间应在夏季休闲地土城 N O , ~ N 积累期的前期进行
,
即在 6

月中旬至 7 月中旬进行耕翻
,

以松土晒垫
,

促进土壤氮素硝化
。

若延期至土城 N仇
一N 积

累期的后期
,

甚至到土壤 N O 3一N 下渗期才开始耕翻
,

则夏季休闲的效果大减
。

泥胜之总

结当时农民对夏闲耕作的经验指出
: “

五月耕
,

一当三 ; 六月耕
,

一当再 ;若七月耕
,

五不当

一
”tlJ 。

农历五月至六月
,

正值土壤 N q
一N 积累期的前期

,

而七月则进人土城 N伪
~ N 下

渗期或积累期的后期
。

因此
,

有些生产队对夏季休闲地早耕十分重视
,

如蒲城县草原大队

19 7 7 年夏收时
,

边收
、

边运
、

边耕翻
,

全队 l
, 0 90 亩夏闲地在 6 月 20 日以前全部耕完

。

据

长安县后村调查
,

早深耕的小麦亩产 58 8 斤
,

比晚深耕 4 68 斤增产 25
.

6多
。

李鸿恩囚的 田

间试验结果表明
,

早深耕比晚深耕增产 8
.

4一10 .3 并
。

2
.

耕翻深度要深
。

在夏闲地土壤 N仇
一N 积累期

,

所释放的 N伪
一N 几乎全部累积在

。一30 厘米土层中
。

故耕翻深度应达 30 厘米
,

使该层疏松多孔
、

通透性能良好
、

水热条件

适宜
,

以促进土壤氮素硝化与 N q
一N 积累

。

深耕地除土壤中 N仇一 含最提高外
,

水解性

氮也有所增加
。

据测定
,

耕深为 30 厘米的土壤中
, 0一15 厘米中的水解氮含最为 “

,

3 pPtn
,

15 一30 厘米为 69
.

4 p pm ; 而耕深 15 厘米则相应为 52
.

2 和 朽
.

8 p pm ,

前者比后者高 25
.

1务

和 51
.

, 并
。

据在埃土地区 1 92 块地的调查
,

深耕(30 厘米)地的小麦平均亩产为 朽3
.

4 斤
,

比

一般耕深 (15 厘米) 的小麦平均亩产 3 46
.

3 斤增产 3 0
.

9多
。

田间试验结果也与此类似
,

深

耕 30 厘米的小麦籽实产量为 4 , 3
.

。斤
,

楷秆为 1 0科斤 ;耕深 15 厘米的对照则相应为 37 0
.

2

斤和 6 8 5 斤
。

前者比后者增产 2 2
.

4务和 5 2
.

4多
,

深耕配合施用厩肥 10 , 0 0 0一2 0
,

0 0 0 斤
,

小麦籽实亩产为 5 21
.

0一 6 14. 6 斤
,

楷秆亩产为 1
,

2 18 一 1
,

3 12 斤
。

较对照增产 40
.

7一“
.

0 外



3 期 彭 琳等 : 楼土旱地土坡硝态氮季节性变化与夏季休闲的培肥增产作用 2 21

和 夕7
.

8一 9 1
‘

5外
。

3
.

耕翻质量要细
。

夏闲地耕作质量一定要作到地面清洁
,

没有杂草
,

土壤细碎松软
,

墒情良好
,

才有利于土壤氮素硝化和积累
。

杨灿在 《知本提纲》中要求耕地作到
“

耕如象

行
,

细如叠瓦
” 。

关中有些地区农民用铁铣翻的经验是
:
扎立扎深

,

踏薄摊平
,

铣铣见底
,

生

(土 )熟(土)分开
,

纵横成行
,

鱼鳞排列
,

和墒翻地
,

防止浇墒
。

墒足先翻小麦茬地
,

再翻豌

豆茬地 ;墒欠则先翻豌豆茬地
,

再翻小麦茬地
。

如果耕翻不注意质量
,

则夏季培肥增产效

果大减
。

长安县柏坊村翻地质量好的小麦亩产 39 5 斤
,

而质量差的只 1 78 斤
,

仅为前者

45
.

1肠
。

当进人土壤 N o3
一N 下渗期的后期

,

则应进行多耙细耘
,

精细整地
,

创造良好耕层

构造
,

为种好小麦准备条件
。

此外
,

为了提高夏季休闲效果
,

可在土壤 N 0 3一N 积累期种植生长期短的绿肥
,

如绿

豆
、

怪麻
,

或在麦田套种草木栖
,

但占地时间不宜太长
,

进入土壤 N O 3一N 下渗期则需要耕

翻压人
。

三
、

结 论 与 建 议

1
.

从旱地土壤中 N炳
一N 季节性变化来看

,

夏季休闲的培肥增产作用十分明显
。

通过

夏季休闲
,

不仅土壤全层湿度可恢复到田间持水量
,

每亩还可积累 N o 3 es N 2
.

36 一 6
.

60 斤
。

土壤中积累的 N q
一N 可满足小麦前期对氮的需要

,

为小麦丰产稳产打下良好的基础
。

夏

闲地的歇茬麦一般比秋作物后复种的回茬麦产量高一倍左右
,

有些地块比回茬麦与秋作

物产量之和还要高
。

2
.

在旱作条件下
,

夏闲期降雨量少于 3 00 毫米
,

每亩施用厩肥不足 5 千斤时
,

夏季休闲

的培肥增产作用十分明显
。

在此条件下不宜扩大复种指数
,

占用夏季休闲
,

盲目扩种回茬

麦
。

不然
,

将出现
“

秋赶夏
,

夏赶秋
,

两料不如一料收
”的恶性循环

。

如果夏闲期雨量充沛
,

降

雨 t 超过 4 00 毫米
,

秋作物与回茬麦施用厩肥量达 1 0, 00 0一 1 5
,

00 0斤以上
,

化肥20 斤以上
,

则可加大复种指数
,

种植回茬麦
。

在水肥充足条件下
,

配合采用其它先进技术
,

回茬麦赶

上和超过歇茬麦产量也是可能的
。

3
.

为了提高夏季休闲的培肥增产效果
,

一定要早耕
、

深耕
、

细耕
,

并进行精细整地
,

配

合施用足最有机肥或种植生长期短
、

耗水少的绿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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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U n
de

r 伍e e o n d itio n o f d r y fa

现in g
,

if th e r a in fal l 15 less th a n 3 0()
r n r o in t h e

s

um m e r fa llo w Pe r io d a n d the

am
o
un t o f m a n u r e 15 le s s th a n 2 50() k g Pe r m u

,

r o t a ti o n sys te 址 o f w h e a t an d s u m m e r fa llo w 15 a PP r o Pr la te ; if th e r a in fa ll 15

s u ffie ie
nt (m o r e th a n 4() 0 1。刃。

)
a n d the

am
o u n t o f m an ur

e 15 al so s u ffie ie n t (50( 犯一
7 5 0 0 k g p e r m u )

,

th e e r o p p in g in d e x m 盯 be in e r e a跳d r e la ti v e l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