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顺昌县山区农田的改土经验

陈国梁

《福建省顺昌县农业局》

顺昌县是闽北 山区
,

有
“
一山分四季

,

十里不同天
,

的立体气候特点
,

山多田少
,

山地总面积 241 万亩
,

而

耕地只有 2 0
.

8万亩
,

山和田的比例为 11
.

5 : 1
。

耕地中

以冷浸田为主的低产水稻土分布最广
。

这种低产土壤

田丘小而无规则
,

落差大
,

难于耕作
。

群众形容这些

田是
: “

丘小如飘深齐腰
,

冷水浸泡锈水漂
,

一年只能

种一季
,

半年亩产一两挑
。 ”

1 9 7 2年顺昌县提出土地园田化
、

拚作机械化
、

排灌

系统化的
“
三化田

”

标准
,

进行平整土地
,

合理安排田

丘布局
。

经过几年来艰苦奋斗
,

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

初

步改变了生产条件
,

促进农业不断发展
,

1 9 8 1年成为

闽北山区粮食亩产第一个上千斤的县
。

现将其改土经

验初步总结如下
。

肥泥倒流
。

在耕作改土方面则注意深耕多犁细耙
,

千

犁湿耙 , “
泥骨头

”

既瘦又粘又酸
,

应多施有机肥
、

磷

钾肥
、

碱性肥
、

少施酸性肥
。

` 般通过上述措施当年

都可获得不同程度的增产
。

埔上公社河墩大队 1 9 7 7年

冬季大平整稻田 1。。。亩左右
,

占耕地总面积 40 %
,

由

于采取上述措施
,

1 9 7 8年全大队粮食平均亩产 1 0 8 5斤
,

比平整前一年增产 15
.

5 %
,

每亩增产 1 46 斤
。

}
.

一
、

平组土地
,

改变生产条件

全县 18
,

5万亩耕地中约有一半耕地进行了较好的

平整
,

使田块便于使用机械
,

便于排灌
,

并便于耕作

和改土
。

一般以排水沟或机耕道为界
, “

非
”

字形排列
,

两排田为一组
,

一沟管两 田
,

做到左右两田基本平衡
,

上下两田高差适宜
,

一般高差在50 厘米左右
,

田块长

方形
,

力求东西向排列
,

以利农作物通风透光
。

平整

土地达到田面平整
,

田埂
、

沟渠
、

道路坚实而整齐
,

不

塌田埂
,

不溜土方
,

不冲沟渠
,

不崩路面
。

在大规模平整土地中
,

田丘中的挖方
、

填方和保

留的面积大体各占三分之一
。

挖方时应将瘩瘦的
“

泥骨

头
”

进行改良熟化
。

顺昌县群众在平整土地时要做到里

切外填
,

挖高填低
,

挖方加深
,

填方加高
,

灌水陷实
,

二
、

根治水容
,

改造冷烂低产田

过去全县冷烂低产田占耕地刀3
,

这些田由于冷泉

水
、

地下水
、

毒锈水
、

山洪水
、

串流水等
“
五水

”
危害

,

水稻迟发早衰
。

后来采取开
“

三沟
”

(即防洪沟
、

排水沟
、

灌溉沟 )的办法
,

垄边开环山防洪沟
,

防止山洪
、

冷泉
、

锈水入田 ; 垄中
“

剖腹
”
开排水沟

,

排冷
、

排锈
、

治烂
,

让地下冷泉有
“

出路
” ,

降低地下水位 , 田间分段开轮

灌沟
,

每丘田
“

自立门户
” ,

改串灌
、

漫灌为合理轮灌
,

使跑水
、

跑肥
、

跑土的
“

三跑田
”

变为保温
、

保肥
、

保

土的
“

三保田
” 。

彻底的
“

治水
” ,

可 以降低地下水位
,

消除冷
、

烂
、

锈等不利因素
,

改善土壤理化特性
,

使深底烂泥田变

为浅底烂泥田
,

浅底烂泥田变为乌泥田
。

大历公社秀

吴大队在弥勒丘有一片 n o 亩烂泥田
,

1 9 7了年冬采用

石砌深窄沟 (长 2 70 米
,

深 1
.

5米
,

底宽 30 厘米
,

面宽 50

厘米 )排水
,

地下水位明显下降
,

当年除10 多亩外
,

全

部可以用牛耕
,

70 %田可用拖拉机
,

冬季基本干化
。

在

郑坊兴元垄试验表明
,

开沟排水
,
改善了土壤的理化

性状
,

土壤通透性能
,

如耕作层土壤容重变小
、

孔隙

表 1 开深沟对土堆物理性质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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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 顺昌红坡改 良利用科研协作组 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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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开深沟 ( 1米 )对土墩氧化还原电位的影响
*

土层深度
(厘米 )

氧 化 还
,

厚龟 位
’ 一

嘻攀伏乡

距沟 2 米 距沟 5 米 距沟 9 米

0 一 5 2 2 3

8 8

立了5 J 6 5

0 一 1 0

* 顺 昌红壤改 良利用科研协作组资料
。

度增加 (表 1 )
、

土壤渗漏量增多
、

氧化还原电位提高

(表 2 )
。

`

山垄田实行开沟排水的同时
,

要结合蓄水防早
,

对

地面水既排又用
1

,

对地下水既抬又保
, `

解决排水与防

早的矛盾
,

达到能防洪排锈
,

义能灌能排
。

三
、

开展土滚普套和土坡缺素诊断

通过普查
、

诊断
,

摸清了全县农业土壤类型
、

面

积
、

分布和士壤肥力状况
,
查明农业土壤有缺钾

、

缺

确、 冷烂
、

酸性等四个主要障碍因素
,
为因土种植

、

因

土改良
、

因土施肥
、

因土灌溉和农业区划提供了科学

依据
。

顺昌县水稻土过去每年因土壤缺素等招致坐 苗
、

僵苗的面积占20 %左右
。

近几年来
,

全县对 1 6万亩左

右的早稻进行了土壤养分和水稻植株营养诊断 速 测
,

查清症状
,
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

迅速改变坐苗状 况
。

1 9 7 9年的土壤普查和三年的土壤缺素诊断证实
,

全县

缺钾面积 ( s o p p m以下 ) 占 5 2
.

3 5 %
,

其中极缺的 ( 5 0

PP m 以下 )古 54
, 72%

。

土越缺钾是顺昌县进一步发展
农业生产的主要障碍乏一

、 因此
,

近几年来在大积灰

肥和稻草回田的基础上
,

大力推广氯化钾和磷酸二氢

钾肥
,

对粮食增产起很大作用
。

际会公社双溪农科队

有山垄冷拦田 60 亩
,

1 9 7 8年每亩施用山土灰70 一 80 担
,

配合其他措施
,

平均双季亩产 1 7 1 4斤
,

比上一年增产

4 5
.

9 % , 全队稻田 2 25 亩
,

1 9 8 0年双季合计亩施氯化钾

6 1斤
,

全队水稻平均单产 2 0 0 7斤
。

县农业技术中心实

验场 1 9 8 0年早稻 (山垄冷烂田 )对比实验表明
,
平均每

斤叙化钾增产稻谷 9
.

3斤
,

每斤尿素增产稻谷 6
.

1斤
,

每

斤过磷酸钙增产
t

稻谷2
.

4斤
。

钾肥增产主要表现在结实

率提高 13
.

3 %
,

千粒重增加 2
.

5克
,

植株增高
_

4 厘米
,

成熟期提早 2 夭
。

四
、

增加有机肥
,

不断提离地力

烂泥田土坡的有机质含盆虽较高
,

但经过排水
, `

改

善了土壤的透气性后 扩有机质迅速分解 , 同时 , 山区

水田 (山排黄泥 田 )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本来就很低
。

所

以无论那种类型的土壤
,

都有增施有机肥的必要
。

全县

主要依靠绿肥
、

稻草回田和农家肥做有机肥料
。

冬季抓

种紫云英绿肥
,

面积约占双季稻的一半 , 夏季全面推

广稻草回田
,

面积达 85 % 以上
,
全年抓猪

、

牛
、

羊畜

肥
。

沙墩大队双叉垄早稻施用有机肥试验结果例于表

3
o

表 3 山垄冷烂田施用有机肥对早稻产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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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充分利用山地
,

保护农 田生态环境

顺昌县充分发挥山多这一优势
,

进行全面规划
。

根

据山地丘隆的坡度
、

坡向
、

土层厚度和土壤性质分级

利用
,

远山
、

高山用材林
、

毛竹山
,

近山
、

低山茶果

山
,

以及杉松
“

戴帽
” ,

茶果穿腰
,

山脚经济作物
,

形成

多层的林木与作物结构
,

既充分利用光能
,

又增加了

地面复盖度
,

调节气候
,

涵蓄水源
,

保持水土
。
同时

,

改善农田 自然环境
,

扩大受光面积
,

增加日照
,

提高

水
、

土温度
,

为农作物生长创造良好的条件
。

解放以

来
,

全县造林 69
.

59 万亩
,
占森林面积的 36 %

,

现有用

材林 1 43 万亩
,

毛竹林40 万亩
,

油茶11 万亩
,

油桐 0
.

6万

亩
,

森林理盖率达 6 9
.

5 %
。

新发展茶叶 2 万 7 千多亩
,

柑桔为主的果树 i 万 3 千多亩
,

木本药材 1万亩
。

全县

山地筱盖率达86 %
。

郑坊底坑垄 13 0多亩稻田
,
周围山

地 1 9 4 0亩
,

其中杉松用材林 48 5亩
,

油茶
、

茶叶等经济

林 6 60 亩
,

柑桔果树3 49 亩
,

是山地开发利用较好的典

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