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雨且有利于培肥地力
。

(二 )开辟新的粮油枪基地 在县内
,

60 米和 40 米

较大面积的阶地类型荒地
,

地势较平坦
,

有的肥力和水

利条件都较好
,

是发展种植业的主要利用对象
。

如连

江北部地区几个公社的荒地
,

面积较大且集中
,

将来锦

潭水库建成
,

水利条件较好
,

在当地又有三间县办精

厂
。

因此
,

要争取把这些条件较好的荒地开垦出来
。

建

立新的粮油错荃地
。

(三 )发展茶叶生产 英德县发展茶叶生产有一定

器础
,

有利条件较多
,

可 以大力发展
。

就全县而言
,

较

大面积发展茶叶应放在生产较单一
,

相对人多地少的

英东等地 (即翁江中游地区 )
,

既可安排多余劳力
,

又能

.J 加经济收入
。

当前
,

首先是要把已种上茶而现在又丢

荒的几万亩社队茶场的茶园管起来
,

以后才有计划地

逐年发展
。

规划茶园时
,

要尽且利用山慈类型的荒地及

一百米以上的丘陵山坡地 (红色石灰土山坡地除外 )发

展种茶
。

因为茶叶本身是喜酸
、

喜阴很多雾环境的作

物
,

在山龙及丘睦山坡地种茶
,

可少种或不种遮阴树
,

而较平坦的阶地类型荒地可根据将来需要
,

垦为耕地
。

(四 )发展以养牛为主的畜牧业 畜牧业是整个农

业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构成因素
。

农林牧综合发展

比单纯的种植业
,

能量利用率要高得多
。

以前
,

英德

县对发展畜牧业
,

特别是草地畜牧业的重视是不够的
,

今后可利用山间盆地 (坳地 )和河漫滩荒地发展食草为

主的养牛业
。

县内已有少数社队开办小型牛场
,

经济

效果良好
。

另外
,

发展食草动物山羊和兔子
,

以及利用一部分

河漫滩荒地和其他类型荒地分布其间的小塘
、

凹地等

辟为鱼塘
,

发现养渔业
,

都是值得重视的经营项目
。

(五 )发展水果和蚕桑生产 根据英德县的气候和

荒地土坡条件
,

可 以大力发展年桔
、

沙田抽
、

沙架
、

扁子

李
、

甜橙
、

香水橙
、

番石榴
、

风栗
、

批把和番木瓜等水果
。

目前
,

特别要大力鼓励社员利用零星荒地发展私人种

果
。

有条件的地方
,

应积极发展集体果园和国营果场
,

采用小型机械化生产
。

发展种桑养蚕
,

不但产值高
,

而且对粮食生产
、

养

鱼和养猪等都有促进作用
。

因此可利用荒地
,

特别是

河漫滩荒地种桑养蚕
,

在这县内一些地区 已有成功的

经验
。

(六 )发展坡地绿肥和林业 利用较近田段的山坡

荒地
,

种植山毛豆
、

田青和猪屎豆等豆科绿肥
,

辟有机

肥源
。

同时
,

对于那些坡度较大的荒地 (如山麓类型和

80 米阶地 )顶部
、

荒地分布其间卵石裸落部分
、

花岗岩

风化地区和荒地面积较多
、

劳力负担耕地面积较重
,

且

林被扭盖甚少的地区
,

应大力提倡植树造林
。

如种植

油茶
、

牛包生
、

松树等经济林和薪炭林
。

另外
,

对那些

可作工业原料
、

经济价值较高的野生植物
,

也要给予适

当保护和发展
。

(七 )荒地资源的保护 当前
,

有些地区乱开滥垦

荒地的现象相当严重
,

有的不顾水土流失
,

开荒直至 山

顶
。

建议有关部门
,

要采取多种方式
,

坚决制止
、

纠正

开垦利用荒地中的不良倾向
。

“

丰 产 沟
”

集 约 耕 作 法

—
对新修旱梯 田 的培肥作用

贾绍 禹 陈肇生

( 河北省林 业专科学校 )( 甘肃省天水地区水利电力局 )

坡地修梯田是黄土丘三 区一项解决坡面水土流失

带有根本性的措施
,

但产 t 没有显著提高
,

对此我们

进行了研究
,

发现传统的拱作方法在 2一 3年内难以收

到增产的效益“ 丰产沟
,

集约耕作法有很大的增产效

果
。

下面是我们的研究结果
。

形破碎
,

土城主要为黄绵土及灰褐土
。

年 雨 t 虽 有

480 ~ 53 。毫米
,

但分布不均匀
,

所以十年九早
。

水土流

失严重
,

年平均侵蚀棋数为4 00 0吨 /平方公里
。

由于坡

耕地的跑水
、

跑肥
、

饱土
,

所以土城肥力的恢复提高受

到极大的限制
,

产 t 一直低而不德
。

一、 , 成了禅田后为什么产 t 不离 * 工作得翔丫体娜工粗娜和典妞们两志的协助
,

班至盆

渭河中上游广大的黄土丘三区
,

耕垦指数高
,

地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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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坡 耕 地 熟 土 和 梯 田 生 土 的 基 本 理 化 性 质

机 质 } 全 氮 孔 晾 度

(% ) (% )

盐 荃 代 换 总 t

(毫克当盆 /1 0 0克土 )

容 盆

(克 /厘米 s ) (% )

O一ùó nō尸」 .
上巴é,孟内U

.

…
,几,且,二ǹO目咋口月0OU,曰̀UU口O卜

,

…
月了月匕
,l一b

ù.1

no月往`,曰住」的J口口J任n自
nón
ú
n.nJ

.

…
nù
ǎ日ōnUCù,人,工ǹ八甘.U工blb,.

.

…
nUn甘n即nU

有l叫
l

浏..55186]叫

黄土坡拼地熟土

黄土坡耕地熟土

红土坡耕地熟土

红七坡耕地生土

全 礴

( P ZO 。% )

0
。

1 2 0

0
。
1 10

0
。

0 8 4

0
。

OC G

5 8
。

5

4 1
。

5

6 0
。

7

3 0
。

6

解放以来
,

由于加强了水土保持工作
,

各地在坡耕

地上兴修水平梯田
。

坡地变梯田
,

把
“

三跑田
”

变为
“

三

保田
” ,

使农业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善
,

同时从根本上

扭转了土坡肥力的发展方向
。

修成梯田只是为加速土坡熟化
,

建设高产稳产田

提供了基本条件
。

新修梯田生土的生物
、

理化性质和

原来熟土的性质都有很大差异 (表 1 )
。

生土 的有机质
、

全氮
、

全磷含量 比熟土少得多
,

盐基代换总量也小
。

生

土的物理性质方面
,

新修梯田的填方因为熟土集中
,

故

仍能保持疏松状态
,

土壤容重 比较低
,

孔隙度较高
,

但

挖方由疏松多孔
、

透气性强的土层变为坚实少孔
、

透

气性差的死土层
。

特别是 红土
,

质地粘重
,

可塑性大
,

耕性差
,

易板结
,

干缩坚如岩石
。

这种土壤修成的梯田

4一 5年产量都难于超过 17 0斤
。

通过对生土的理化性质的分析 (表 1 )
,

认为造成

作物减产的主要原因可归纳为两点
:
一是土壤物理性

质不良 , 二是土壤营养物质的贫乏
。

要达到改土的当

年高产
,

并迅速稳产
,

必须采取以水
、

肥为中心的综合

措施
。

我们用开沟
、

深松
、

客土
、

分层施肥
、

集中用肥
、

在沟内种植适生高产作物的方法
,

使生土层疏松
,

增强

透水
、

透气性能
,

改善作物根际营养条件
,

以达到增

产
。

我们把这种耕作法称作
“

丰产沟
”

集约耕作法
。

部位 (图 1 )
。

如种玉米
、

高粱
、

洋芋等琉生作物
,

其行

距定为 2
.

7尺
,

将 1
.

5尺宽作成
“

丰产沟
, ,

1
.

2尺宽为沟

埂
。

(一 )其体作法

以梯田的不填不挖线为界
,

用划行器划出 1
.

2尺宽

的沟埂和 1
.

5尺的沟宽
。

先将 1
.

5尺宽的表层熟土 5寸和

生土 3 寸先后放在沟的下侧 1
.

2尺宽的沟埂上
,

这时把

二分之一的肥料 (每亩土粪 8 0 0 0斤
、

硝酸按35 斤
、

过礴

酸钙 100 斤 )铺撒在沟内
,

深松下层约 了寸
,

形成肥料
、

生土混合层 , 随后把挖出的熟土回填到沟内
,

填至距

地面 3一 4寸时
,

再把余下的二分之一肥料施入这层作

为种肥
。

挖方
、

填方施肥 比例为 6 : 4
。

(二 )注意事项

l
。

每条
“

丰产沟
”

做毕
,

要及时进行打箱保墒 ,

2
。

做时要保证质量
,

不要贪多
、

求快
,

只图形式 ,

3
。

要在土壤底墒足时进行施工
。

二
、 “

丰产沟
”

的做法

坡地修成梯田后
, “

丰产沟
”

主要用在梯田的挖方

三
、 “

丰产沟
”

对产 t 和肥力的影晌

(一 )
“

丰产沟
”

对增产的作用

我们于 1 97 6一 1 9 7 8年分别在天水县
、

泰安县试脸

基点进行
“

丰产沟
,

和传统耕作法的比较试验
, “

丰产

沟
”

都有显著的增产效果
。

试验结果 (表 2
、

3) 表明
,

砂地上
“

丰产沟
”
的玉米

比对照区亩产提高约 5~ 9倍 , 红土早梯田比对照区堪

产 1 6
.

1一 5 3
.

4 % , 在黄土早梯田 上
,

玉米增产 22
.

7~

卜2尺

图 1 “

丰产沟
”

耕作法剖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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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天水县石崖大队砂地及早梯田
`

丰产沟
’

试验增产效果
*

试试 脸脸 土 坡坡 处 理理 产 盈盈 产通比例例 年 份份

地地 点点点点 (斤 /亩 ))) (% )))))

农农 科 队队 砂 地地 对照
。

土龚 8 0 0 0斤
,

过礴吹钙 8 0斤
, 碳俄 35 斤

,,
6 555 1 0 000 19 7 666

第第一生产队队 重 粘质红土土
“

丰产 沟
. 。

施肥 同上上 3 4 555 5 3 00000

第第二生产队队队 同 上上 3 1 555 4 8 66666

第第三生产队队队 同 上上 3 2 555 5 0 00000

策策四 生产队队队 同 上上 4 3 555 6 7 00000

农农 科 队队队 同 上上 6 2 000 9 6 55555

农农 科 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 对对对对照
。

土券 80 0 0斤
,

过礴破钙 10 0斤
,

碳按 2 0斤
,

追施硫按 2 0斤
。。

;:::: :::::
19 7 666

.......

丰产 沟
, 。

施肥同上
。。。。。

农农 科 队队 宜粘质红土土 对照
。

土类 5 0 0 0斤
,

过礴酸钙 80 斤
,

硝按 3 2斤
。。 7 6 999 10 000 19 7 777

.......

丰产沟
, 。

施肥 同上上 1 1 8 111 15 33333

““““

丰产沟
” 。

施肥 同上上 9 0 111 1 177777

* 供 试作物 为玉米 , 红土均为早梯 田
。

表 3 秦安县早梯田
“

丰产沟
”

试验增产效果

试试 脸 地 点点 处 理理 作 钧钧 产 ttt 产 t 比例例

王王 窑 大 队队队队 (斤 /亩 ))) ( % )))

第第一生产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

对对对 照照 玉 米米 6 0 000 1 0 000

丰丰丰 产 沟沟沟 8 0 000 13 333

第第四生产队队 对 照照 玉 米米 4 4 000 10 000

丰丰丰 产 沟沟沟 5 4 000 1 2 333

第第六 生产队队 对 照照 玉 米米 2 8 000 1 0 000

第第七 生产队队 丰 产 沟沟沟 5 4 000 1 9 333

第第八生产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

折折 桥 大 队队 对 照照 玉 米米 4 6 000

:::::试试 验 田田 丰 产 沟沟沟 6 0 00000

对对对 照照 玉 米米

;:::: :::::丰丰丰 产 沟沟沟沟沟

对对对 照照 洋 芋芋 1 12 222

:::::丰丰丰 产 沟沟沟 1 8 7 77777

注
’

1
.

供试土搜为中坟 质黄土
。

2
.

各处理施用土类 5 0 0。斤
,

碳按 3。斤
,

追 施硝按

2 0斤
。

5 2
.

3 %
,

个别的试验田块可高达 9 2
.

8% , 洋 芋 增产

6 8
.

2%
。

1 9 77年我们又在红土早梯田上
,

用
“

丰产沟
’

结合

不同种植方法研究其对玉米
、

高粱的增产作用
。

发现

种植玉米时
, “

丰产沟
”

单行种植产量 (每亩2 30 0株
,

1 18 1斤 ) ) 双行种植 (每亩 4 5 0 0株
,

1 1 2 0斤 ) ) 对照 (每

亩 2 3 0 0株
,

7 6 9斤 )
。

高粱和玉米不同
, “

丰产沟
”
双行

种植产量 (每亩 8 0 0 0株
,

90 0斤 ) > 单行 (每亩4 000 株
,

石 7 0斤 ) > 对照 (每亩 4 00 0株
, 3 2 7斤 )

。

“

丰产沟
”
不仅对当年夺取高产有重要作用

,

并且

对后作增产仍有显著作用
。

如 1 9 7 6年的
“

丰产沟
’ ,

在
1 97 7年仍连作玉米

,

施肥量相同
,

只是把原来早地改

为水浇地
, “

丰产沟
”

的玉米亩产 1 64 7斤
,

较对照田增

产3 65 斤
。

(二 )
“

丰产沟
”

对肥力的影响
“

丰产沟
”

耕作法之所以能增产
,

这主要与它能迅

速改善土坡肥力状况有关
。

1
.

改善了土坡的养分条件
。

从收获后土壤的化学

分析结果 (表 4 )看出
,

经过一年的集约耕作法
,

梯田

生土 的有机质
、

全氮
、

全磷
、

速效磷
、

速效钾及盐基

代换蚤都达到或超过老梯田土壤的水平
。

2
. “

丰产沟
”

增加了土壤蓄水量
。

重粘质红土梯田

采用
“

丰产沟
”

耕作法后
,

由于翻耕等机械作用
,

土壤

中 0
.

2 5一3
.

00 毫米粒级的团聚体增多
,

再加上集中
、

分

层施用肥料
,

提高了生土的孔晾度
。

据在玉米
、

高粱不

同生育期时
,

对田间不同深度土坡含水量的测定
,

其

各土层土城含水量大多显著地大于对照 (表 5 )
。

以玉米生长期为例
,

播种期间由于
“

丰产沟
”

的

施工造成土壤水份损失
,

致玉米苗期的土坡水份不及

对照 田高
。

但此后拔节
、

抽雄
、

灌浆
、

成熟期各阶段
, “

丰

产沟
”

的土壤水分均高于对照 (表 5 )
。

玉米拔节至抽雄

期 ( 2 5六一6 / 8) 间气温较高
,

加上未降过透雨
,

试验

田和对照区的植株
,

中午都出现萎蔫现象
,

但
“

丰产

沟
,

很快就恢复正常
,

而对照田的玉米直到下午 6 时才

恢复正常
。

9月 2 9日玉米收获后
, “

丰产沟
” O一 45 厘米土层中

蓄水量为 1 16
.

4毫米
,

而同样土层中的对照 田蓄水量只

有82
.

7毫米
。 “

丰产沟
”

之所以增加蓄水量
,

这与它持

1 8 6



表 4土 滚 肥 力 状 况 比 较

土城深度

(理米 )

有机质

(% )

全 确

( P ZO `
% )

速 效 礴

( P 2 0s 奄克 / 1 0 0克土 )

速 效 钾

(K :O 毫克/ 1 0 0克上 )

盆 羞 代 换 t

(奄克 当 t/ 1 0 0克土 )

犯 )

%

全 (

老 禅 田

一丰一一一一̀一一照一

0一1 5

1 6一3 0

3 1一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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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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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5 1

O
。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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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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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0 2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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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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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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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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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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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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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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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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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0 0

6
。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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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一 1 5

1 6一3 0

3 1一 4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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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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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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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1 4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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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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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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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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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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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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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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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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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照

0 一 1 5

16一3 0

3 1一4 5

0
。

5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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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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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0 3 3

0
。

0 4 4

0
。

0 42

0
。

1 3 4

0
。
10 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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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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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
5

2 4
。 l

2 2
。
1

2 6
。

0

7
。
5 3

9
。
6 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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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遭效脚 : 1% ( N H 一 ) : C O
: )提取 , 马乞金法侧定

。

速效钾
. 0

。
z N ( N H 一 ) : C O

3提取
,

古席诺夫法洲定
。

表 5 玉 米
、

高 粱
“

丰 产 沟
”

的 土 滚 水 分 状 况 ( , t % )

言言丫牡牡
洲 定 时 间间 玉 米 土 层 深 (厘 米 )))

}
` , 土 层 深 “ 米 ,,

日日日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0000000 一 1555 16一 3 000

}
3`一 ` 555 0一 1 555

}
,卜 3。。

}
3 ,一““

对对 撅撅 1 4 / 7 (苗期 )))

:::::: ::: ;;; }
, g

·

,,,,

{
---

丰丰 产 沟沟沟沟沟 !!!!!!!!!

对对 服服 2 5 / 7 (拔节 ))) 1

:::::
.9 888

:::;;;
1 5

。

888 1 5
。

444

:;::::丰丰 产 沟沟沟沟 1 3
。

44444 1 7 。 555 1 7
。

77777

对对 而而 6 / 8 (抽雄 )))
_

.9 444 1 7
。

444 18
。

444

:::;;;
1 6

。

222 2 0
。
333

丰丰 产 沟沟沟 1 3
一

333 ]6
。

777 1 7
。

66666 2 0
。

222 2 2
。
111

时时 服服 2 7 / 8 (浪浆 ))) 1

{::::
1 4 。 666

::::::
2 1

。

666 1 4
。
666 17

。
444

丰丰 产 沟沟沟沟 1 7 。 55555 2 0
。

111 1 9
。
777 2 4

。
555

对对 照照 6 / 9 (成熟 )))

::: ;;;
1 4

。

lll 1

): ;;;
10

。 lll 1 5
。
555 17

。
666

丰丰 产 沟沟沟沟 1 6
。
11111 12

。

555 1 7
。
000 19

一
222

对对 照照 2 9 / 9 (收 获 ))) 1 3。
999 1 3

。
000

;:::::
,

1
555 15 。 444 1 9

。
111

丰丰 产 沟沟沟 1 8 。 444 2 2
。
5555555 1 8

。

777 2 2 。 444

水能力大有关
,
同时深松

、

施肥促进了根系的向下伸

长
,

这样可两用土城深层水分
。

3
。 “

丰产沟
,

根系分布的特征

由于
`

丰产沟
.

的土城具有足够的透气性能
,

水
、

肥

条件改变
,

为玉米根系向下生长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

我

们在玉米拔节期观测了玉米的根系
。

对照田的玉米根

系最深 46 厘米左右
, “

丰产沟
”

的玉米根系伸展至 70 厘

米以上
。

四
、

绝 论

(一 )修梯田在黄土丘三区是一项重要的水土保持

措施
,

但新修梯田的内侧土城有生
、

千
、

硬
、

凉
、

薄等特

点
,

若仍沿用传统的耕作法
, 2一 3年甚至 3一 5年内不

能增产
。

(二 )若在生土部位采用
“

丰产沟
”

耕作法
,

能培肥

(下转第 1 9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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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b 二 6
.

2 %士 1
.

6 %( n =2。 )
。

也就是说
,

温度每增

加 飞℃ ,
浸提t 将增加 x x 6

.

2% ( 劣代表某温度下的

侧定值 )
。

据此即可对温度的影响进行校正
。

例如
:

若某

样品在 27 ℃的侧定值为 15 奄克 51 0 : / I。。克土
,

则30 ℃

(方法要求的沮度 )的侧定值应为劣 十 劣 x 6
.

2 % x ( 3。 -

2 7 ) 二 1 5 + 2 5 x e
.

2 % x s = 2 5 + 2
.

7 , ` 1 7
.

5 (毫克 / 2 0 0

克土 )
。

应当说明
,

该值只能应用于图中所列的各类型

酸性及徽酸性的土澳
,

而不适用于喊性土壤
,

因为据

三个碱性土的结果计算
,

其斜率要比酸性土低得多
。

参 考 文 献

引帜81、祝椒“0扔

图 2 浸提温度对土堆硅浸提 t 的影响

(1 一 7所示土搜同图 l)

的
。

对20多个土壤样品分别在 10
。 、

2 3
. 、

3 0
。 、

5 0
。 、

70℃

下授提 5 小时
,

其中 7种有代表性的土坡的侧定结果

绘于图 2
。

图 2 显示
,

在试脸退度范围内
,

所有的土城

授提量都是随着温度的增高而增加
,

温度每增加20 ℃
,

浸提量大约增加一倍或更高些
,

大致呈指数曲线变化
,

可见温度对浸提量的影响之大
。

因此
,

所供试的方法

都要求在规定的温度下恒温提取
。

但实际上
,

有些实

验室恒温条件往往达不到要求
,

从而测得的数值偏差

较大
。

为此
,

特对温度影响的校正值作了探讨
。

从图 2 看出
,

所有这些曲线当在30 ℃以下时大致

接近于直线
,

而且有较为近似的斜率
,

于是进行了归纳

统计
。

根据 20 个酸性和微酸性土城的结 果
,

在 1 0
”

一

3 0 ℃范围内
,

若以 10 ℃时的侧定值为 100 %
,

换算其他

温度时的相对百分数并计算其斜率
,

得斜率的平均值

〔 1〕 城名林
、

张效朴
、

何 电派
,

我国南方水稻 土供硅此 力

的研 究
。

土城学报
,
1 9 ( 2 h 1 3 1

,
19 8 2

。

〔2 〕 何电茸
、

减鑫林
、

张效朴
,

炉渔作为硅犯在红城性水

稻土上的效应
。

土城学报
,

1 7( 4 )
: 3 5 5

,
19 8 0

。

〔3〕 秦遂初
,

硅肥对水稻抗病增产效果的研究
。

浙江农业

科学
,

第 z 期
,
12一 15页

, 1 9 7 9
-

〔4〕 范业成
、

肉其城
,

硅肥在水稻上施用效果的研 究
。

士

城记料
.

第 6 期
, 3 4~ 3 7页

, 1 9 7 9
。

〔 5〕 张效朴
、

减畜林等
,

浴江地 区土城的供硅水平 与粉煤

灰硅钙肥的肥 效
。

广东农业科学
,

第 6 期
,

29 ~ 31 页
,

19 8 1 。

〔6〕 今泉古郎
、

古田 昌一
,

农业技术研究所报告 B
,

第 8

号
,

2 6 1~ 3 0 4页
,

1 , 5 8
。

〔 7〕 川 口桂三郎等
,
日本上共肥料学杂 志

,

第 28 卷
,
4 93 ~

一 6页
,
z , 55

-

〔幻 山田和雄
、

山冈 热
,

日本土坡肥料学杂志
,

第 3。卷
,

5 9 3一 3 96页
, 19 5 9

.

〔9〕 N鲜
a r ,

P
.

K
. ,

A
.

K
.

M访
r a

an d s
.

p a t n a e k
,
p l a n t

a n d 5 0 11
, 屯7

:
4 8 7一通9 4

.

1 9 7 7
。

〔 10〕 I n t e r n a d o n a l R ie e R es e a r e h I n s it t u t e ,
(( 5 0 115

a n d R ic e》 P 5 37一 5 3 5 ,
L o s B a n璐

,
P h i li P P in es

.

i 9 7 8 。

〔 2 2〕 F ox
,

R
.

L
.

e t a l
. ,

P r
co

.

5 0 11 S e i
.

S co
.

A m e r
. ,

3 1 :
7 7 5一 77 9

, 19 6 7
。

〔 1 2〕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坡研究所
,

二载化硅 的测定
。

土

壤理化 分析
,

第邓 8一 3 93 页
,

上海科技出版 社
, 1 9 7 8。

〔 1 3〕 史肉钧
、

朱荫 泥
、

普如坤
,

徽性水稻 土有 效磷 测 定

方 法的研究
。

土族学报
, 16 ( 4 ) : 4 0 9

, 1 9 79
.

(上接第 1 87 页 )

这部分土坡 (面积占56 % )
。

它的要点可概括为开沟
、

客

土
、

深松
、

分层施肥
、

集中用肥
,

在沟内种植适生作

物
。

(三 )
“

丰产沟
,

用于砂地
,

玉米产盈能提高约5一 9

倍 , 用于红土梯田增产 16
。

1一 53
.

4%
,

用在黄绵土上

增产玉米 2 .2 7一52 , 3%
,

洋芋增产“
·
2%

。
玉米产 t

“

丰产沟
”

单行种植 > 双行种植> 对照
,

高粱和玉米不

同
,

这与生物学特性有关
。

(四 )
“

丰产沟
”
只经过一年

,

就能使梯田生土的有

机质
、

全氮
、

全礴
、

速效礴
、

速效钾及盐基代换量达到

或超过老梯田土城的水平
。

(五 )这种耕作法改变了土澳的物理性质
,

且增加

田间土旗蓄水 t
。

土城在玉米拔节
、

抽雄
、

灌浆等各阶

段的含水 t 均高于对照
。

玉米收获后
,

在 O一 45 厘米深

的
“

丰产沟
,

土层中蓄水t 显著大于对照 田同样土层中

的蓄水盈
。

这能促进根系向下伸展
,

调用深层水分
,

故

有抗旱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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