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简便
、

经济省主
、

效果显著的增产措施
.

不但对当

季作物有效
,

且对后茬作物也有一定的效果
。

锌肥作

基肥由于施入土坡的锌很难横向移动
,

故可采取混土

条施于种子下面`玉米
、

棉花等中耕作物)
。

砂土地应

避免对玉米穴施锌肥
,

以防止肥害
。

锌肥作基肥的用

篮以每亩施硫酸锌 2一 4 斤为宜
。

锌肥喷施
、

拌种
、

浸

种及沽秧根都有较明显的增产作用
。

喷施浓度以。 .

1 %

硫酸锌溶液为宜
。

拌种则以种子重量 0
.

2%的硫酸锌为

好
。

水稻沾秧根可用 1 %的氧化锌悬浊液
。

4
.

锌肥价格低廉
,

资源丰富
,

每亩施用锌肥成本

为。 .

05 一 0
.

52 元
。

在缺锌土壤上玉米
、

早 稻 可 增 产

15 一 30 %
,

小麦可增产 10 %左右
。

全市玉米 116 万亩
,

早稻 16 万亩
,

其中缺锌明显的分别有 3
沥亩和

6万亩
,

按每亩增产 10 %计算
,

仅此 4。万亩即可增产粮食24 00

万斤
,

经济收益 21 8万元
。

另外
,

在轻度缺锌时
,

作物

虽不曾表现出可见的缺乏症状
,

但实际上作物内部已

经存在着缺锌现象 (潜在性缺乏 )
,

产量受到影响
,

以

面积而论
,

往往会超过严重缺锌土壤
。

在这种情况下
,

通过营养诊断
,

适当的施用锌肥也会有助于产量的提

高
。

所以
,

应用锌肥来提高产量在南通市区是有广阔

前景的
,

可 以大面积推广应用
。

白 浆 土 改 良 试 验 研 究
`

周学谦 杜齐鸣

(黑龙江省八五六农场科研站》

黑龙江省八五六农场位于牡丹江东南
,

穆棱河下

游
,

是三江平原的一部分
。

地势低平
,

气候湿润
,

土壤

主要为草甸白浆土
,

约占全场土壤面积的3 / 4以上
,

是

开垦利用的主 要对象
。

草甸白浆土是一种低产土壤
,

黑 土层薄 ( 12 一 16

厘米 )
,

下为冷
、

瘦
、

板结的白浆层
,

养分贮量低
,

理化

性质不良
。

改良的关键是结合施肥
,

逐步加深耕层
,

疏

松土壤
,

最终达到消灭白浆层
, 以创造作物生育的良

好环境
。

为此
,

试用不同方法
,

进行自浆土的改良试

验
。

一
、

试验方法

(一 )人工深松白浆层

处理 ( l) 深松十有机肥
: 1 97 7年用中耕机开成 80

厘米的大垄
,

把垄沟的黑土扒开
,

人工用铁锹松动白

浆层 8一 1。厘米
,

混合施入有机肥 (腐熟的牛
、

马粪
,

下同 )每亩 5 吨
,

再用中耕机破成新垄
,

使松动的白浆

层和有机肥在垄底
,

种植大豆双行
。

1 9 7 8年用同样方

法垄沟垄底交替进行
,

使下面的白浆星舍娜松动并施
入有机肥

,

用轻耙耙平垄
,

重新开成 60 厘米的垄
卜

种植

玉米
。

1 9了8年秋正常耕法 18 一 20 厘米
,

1 9 79年种少麦
,

19 8 0年连作小麦
。

处理 (2 ) 深松无肥
:

只松动自浆层
,

不掺混有机

肥
,

其他耕法同处理 ( 1 )
。

处理 ( a) 正常耕法无肥
:

耕翻 s1 一 20 厘米即正常

耕法
,

不加有机肥
,

作为对 照
。

以上各试验处理的面积为 0
.

5亩
,

两次重复
。

(二 )机械深翻白浆层

处理 ( 4 ) 深翻 + 有机肥
:
用大犁把白浆层翻上 5~

6厘米
,

每亩施有机肥 5 吨
,

耙入耕层
。

处理 ( 5) 深翻无肥
:

方法同处理 ( 4 )
,

但不施有机

肥作为对照
。

处理 ( 6) 正常耕法十有机肥
:
正常耕法

,

每亩施

有机肥 5 吨
,

耙入耕层
。

处理 ( 7) 正常耕法无肥
:

正常耕法
,

但不施有机

肥作为对照
。

以上各试验处理的面积为 0
.

5亩
,

两次重复
,

机械

播种
。

(三 )综合改良白浆土

处理 ( 8) 1 9 7 8年种小麦秸杆还田
,

耙茬复种绿肥

少本文承蒙东北农学踪何互亏教授
,

八一农垦大学袁立

海老师
,

牡丹江农管局科挤所蔡方达
、

叶敏林等同志对该试

验多次亲临指导
,

并帮帮化验
,

特 此表示诚 攀谢意
。

参加部

分试验研究的还有张秀荣
、
刘 占华 等同志

,

承担 化验工作 的

有方秀荣
、

艾勇等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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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和民碗豆 之: l)
,

鲜草量为2 6。。斤 ( 1。月 12 日翻

压 )
。

上翻 20 厘米
,

下松 1
他米

。
1 9 7 9年春每亩施有机

肥 3吨
,

机播玉米
,

1 9 7 9年秋玉米秸还田
,

翻深 20 厘米
,

1匀8 0年种大豆
,

收后秋耙茬
。

1 9 81年种小麦
,

桔杆还

田后复种绿肥
。

处理 (9 )
:
同处理 ( 8) 翻压绿肥时

,

翻深30 厘米
,

把白浆层翻上 5 一 6厘米
。

处理 ( 10 )
:

同处理饰)
,

术同的是翻压绿肥时
,

正

常耕法 18 一 20 厘米
。

处理 ( 1 1 ) 麦秸不还 田 ,
不复种绿肥

,

正常耕法
,

1 979年不施有机肥为对照
。

以上各峨验处逸面积为 3亩
,

不设重复
。

二
、

试验结果和讨论 ,

(一 )对土堆有机质和氮
、

磷有效性的影响

通过 4一 5年深松
,

深翻 白浆层 (人工或机械 )
,

增
加有机肥

,

稻释扯田
,

复种绿肥与耕作轮作相结合的

改土试验
,

懂粘重僵板的白浆土逐渐趋于疏松活化
,

改

善了土壤环境
,

同时又提供生物能源
,

为有机质矿化

分解和养分释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表 1 )
。

表 1 改 土 措 施 对 土 壤 化 学 性 质 的 影 响

纤分维解率%土壤呼吸强度
效磷有的率%释抓旅强度速效种速效磷水解盆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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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碑

( %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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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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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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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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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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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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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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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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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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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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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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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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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抓释放强度% 二

,

水解运
全 据

X 1 0 0 碑的有效率%
_ 速效礴

金 礴
K I O叭 纤维分解率系采用布条法 (6 O天 )测定

。

从表 1 分析
,

处渔〔; )
瘫

理 ( 4 )
,
人工深松白浆

层和机械深翻白浆层增耐有玩肥试验
,

有机质含量分

别比对照提高 。 .

41 % 和。 .

38 写
,

全氮增加。 .

032 %和

.0 03 了%
,

全磷增加。
,

。31 %
,

和。 .

065 %
,

氮的释放强度提

高。
.

“ %和。
.

1 1% 、磷的有效率提高。
.

54 %和。
.

15 %
。

处理 ()z 人土嘟
白浆层不施有机肥

,

有机质
、

全 ,

氮
、

全磷含量与对照相比
,

均有所下降 , 而氮的释放

强度提高0
.

38 %
,

磷的有效率提高0
.

37 %
。

1 9 7 8年机

10 2



械深翻白架层试验
,

其结果趋势与之相同
。

深松白浆层与把白浆层翻上 5一 6冥米试验比较
,

在不增施有机肥或补充新鲜有机质的前提下
,

深松白

浆层好于一次把白浆层翻上 5~ 6厘米的改土措施
。

这

是因为白浆层本身有机质和养分含量
.

很低
,

物理性状

不良
,

把白浆层 翻入耕层而不施肥
,

必然导致土壤性

状恶化
。

综合改土措施各处理有机 质 含 量 比 对 照 提 高

0
.

2 5~ 0
.

7 4%
,

全氮增加 0
.

0 3 2~ 0
.

0 6 3%
,

全磷增加

0
.

0 0 3~ 0
.

0 3 2 %
,

氮的释放强度提 高 0
.

2 1~ 0
.

7 9 %
,

磷的有效率提高 。
.

09 一 0
.

26 %
。

土城诗吸强 度提 高
8

.

8、 1 6
.

3 C O Z毫克 / 1 0 0克土
·

小时
,

纤维分解强度提

高 7
.

4一 33
.

。%
,

增强了微生物活动与供肥能力
。

(二 )对土壤物理性状的影响

由于 白浆土结构差
,

耕性不良
,

干时硬帮帮
,

下

雨一锅汤
。

易涝
、

易早
,

适耕期短
,

经常发生湿耕
,

燥

耕现象
,

破坏了土壤结构
。

前儿年因连年浅翻
,

用养

失调
,

形成坚硬的犁底层 (据 1 9 7 4年调查
:

犁底层厚 9一

12 厘米
,

容重 1
.

34 一 1
.

4克 /厘米
3
)

,

使作物根系只能

水平伸延或沿裂缝下扎
,

这种耕作层不但影响了根系

发育
,

而且也阻碍了水分上下运行
,

成了隔水层
。

每当

雨季
,

易于滞水
,

造成渍
、

涝危害
。

在千早时
,

严重龟

裂
,

拉断根系
,

使吸收水
、

肥范围缩小
,

加剧千早
。

白浆土经过改良后使冷
、

板耕层逐渐活化
,

容重

降低
,

通气增加
,

0
.

5一 3 毫米千筛团粒增加 (表 2 )
。

由于耕层活化抗灾能力增强
。

1 9 7 9年 7 月大早期

间测定
,

耕层土壤含水量降到 13 %以下
,

而改土区则

比对 照提高 .0 7一 3
。

5%
。

8 月 18 一 19 日连续降雨 1 1了毫

米
,

雨停后从地面观察改土区不见明水
,

蓄水量大
,

减

轻内涝
。

而对照区三小时才渗完明水
。

改土后
,

虚实

适度
,

结构良好
,

提高地温。 .

22 ~ 。 .

68 ℃
,

使冷板的白

浆层得到了明显的活化
。

表 2 改 土 措 施 对 土 壤 物 理 性 状 的 影 响 ( 耕层 20 一 30 皿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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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作物生育和产量的影响

白浆土经过几年改 良后
,

打破了犁底层
,

松动了

白浆层
,

加厚了活土层
,

改善了耕层构造
,

根系密集层

下移 4
.

8一 6
.

4厘米
,

根系发达
,

扩大了营养领域
,

有

利作物生长发育 (表 3 )
。

从田间部面观察
,

大豆铅着深松槽沟下扎深达 72

10 3



表 3 改 土 措 施 对 作 物 生 长 的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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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
,

比对照长 17 厘米
,

有机肥越多的地方根量越多
,

根系越发达
。

深松结合施肥改土效果更好
。

改良后的白浆土种植大豆
、

玉米
、

小麦
,

均表现

出根深叶茂
,

生长健壮
。

从表 4
、

表 5可 以看出
,

改土

2一 3年种大豆
、

玉米
、

小麦
,

其粒重及产量均有增加
。

在不施有机肥的情况下
,

处理 (5 ) 把白浆层一次翻上

5一 6 厘米与处理 ( 7 ) 正常耕法相比
,

19 7 8年种大豆

百粒重降低 0
.

1克
,

减产 2二8% , 1 9 7 9一 1 9 80两年连作

小麦
,

千粒重提高。 .

3一。
.

8克
,

增产 6
.

9一 8
.

9%
。

综合改土试验 (表 6)
, 1 9 7 8年种植玉米

,

进行综合

改土措施的玉米百粒重 提 高 3
.

1一 4
.

7克
,

增产 25 一
4 3 %

。

收获时玉米含水量比对照低1
.

4一 3
.

2 %
,

脱水

快
,

提早成熟 4一 6 天
。

继而 1 9 8 0年种大豆
,
百粒重

提高1
.

2一 2
.

2克
,

增产 21 一 4 4 %
。

1 9 81年遭受特大水

灾
,

在严重内涝的情况下改土效果仍然显出它的优越

性
,

小麦千粒重提高。 .

4一 2
.

9克
,

增产 8一 23 %
。

总之
,

秸杆还 田种植绿肥与深松深翻
,

轮作相结

合的改土措施
,

’

有利白浆土熟化和白浆层的改良
,

起

到了春增温
,

夏蓄水
,

抗春早
,

防秋涝的作用
,

增强抗灾

夺高产的能力
。

表 4 人 工 深 松 处 理 对 作 物 产 蚤 的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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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机 械 深 翻 处 理 对 大 豆
、

小 麦 产 量 的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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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综 合 改 良 对 作 物 产 里 的 影 响

1 9 7 9 1 9 8 0 19 8 1

玉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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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豆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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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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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厘米 十 深松 10 厘米

( 9 ) 枯秆还 田 十 绿肥 + 深

翻 3 0厘米 (白浆层翻

上 5 一 6 厘米 )

( 1 0 ) 桔秆还 田 十 绿肥 + 正

常耕法

( 1 1 ) 正常耕法无肥 (对照 )

2 7
。

7 5 7 8

5 1 2

14 3

1 2 7

1 8
。

8

1 8
.

3

3 4 5

3 19

1 4 4

1 3 3

23
。

2

2 2 。 1

29 6

27 9

12 3

1 16

八乃O曰良ón曰弓弓 舀自

:{;…::
12 5

1 0 0

1 7
。

8

1 6
。

6

1 2 1

1 0 0

2 0
。

7

2 0
。

3

2 5 9

2 4 0

10 8

10 0

三
、

小 结

` ·

深松白浆层掺混有机肥改土效毕
肯定的

,

但

大面积推广尚有一定困难
,

存在着肥源不足
,

运输量

过大和耕作费工等间题
。

因此
,

今后要加快发展畜牧

业
,

农牧结合
,

重视积肥造肥
,

每年要有一定面积的土

壤施用有机肥改土
。

同时
,

有待解决施用有机肥的机

械化间题
。

2
。

用大犁把白浆层一次翻上 5一 6 厘米改土措

施
,

当年减产 2
.

8%
,

第二年到第三年
,

因耕层加深
,

活

化了土性
,

理化性状有所改善
,

增产 6
.

9一 8
.

9%
。

从

长远来看
,

白浆层一次翻上 5 一 6厘米对加深耕层较

为有利
,

机械作业容易解决
,

而有机肥源有限
,

不可

能大面积施用
,

但可通过其他途径加以弥补
,

如适当

增施化肥
、

草炭
、

炉渣
、

翻压绿肥
,

增加地表夜盖
,

减

少风蚀
、

水蚀
,

防止地表板结等措施
,

使耕层逐年熟

化以利增产
。

3
.

秸杆还田
、

种植绿肥
、

深松深翻与轮作相结合

的改土措施
,

通过几年试验
,

以上翻下松的改土措施

效果为最好
,

深翻的效果次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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