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力
,

有利于水稻的生长
。

在表 8 的结果中
,

19 7 4年的

两块小麦 (中等和较高氮
、

磷水平 )
,

钾肥的增产效果

分别为 8 7
.

3%和 1 4
.

7%
,

差异很大
,

其原因除了施肥

水平和品种不 同外
,

钾肥明显地增强了不良条件下作

物的抗逆性是一个重要原因
。

较高氮
、

磷水平田块 11

月 2 日播种 (品种万年二号 )
,

土壤墒情较好
,
出苗正

常 , 中等氮
、

磷水平因故推迟 10 天播种 (品种扬麦 1

号 )
,

此时干旱使土壤墒情变坏
,

严重影响了对照区小

麦出苗
,

而施钾区出苗正常
。

苗情考察结果表明
,

对照

区苗期每平方尺平均 ( 12 个点 )只有基本苗31
.

4株
,

生

长很弱
,

而施钾肥区平均 ( 12 个点 )有 55
。
l株 (比对照

区增加基本苗 75 %以上 )
,

生长健壮
。

两处理间的差异
,

苗期已明显表现出来
,

后期更显著
,

结果施钾肥的增

产8 7
.

3%
。

这是钾肥明显增强了不良气候下的作物的

抗逆性的一个例子
。

土壤钾素消耗增加
。

因此
,

在这类钾素潜力不高的土

壤上
,

仅靠土壤本身和少量的有机肥料所提供的钾素

已不能满足作物高产的需要
,

故缺钾矛盾日益幕露
。

太湖地区的主要土壤中
,

以黄泥土和白土的供钾

能力最低
,

面积也 比较大
,

因此
,

是当前钾肥施用的

重点
。

其它类型的土坡
,

由于供钾潜力也不高
,

目前

钾素收支又不平衡
,

如不注意土壤钾素的补充
,

不要很

长时间
,

土壤也会显示缺钾
。

因此
,

钾肥在太湖地区

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将不可低估
。

三
、

结 语

太湖地区主要土壤的供钾潜力比红壤 地 区 土壤

高
,

而比黄泛冲积物发育的土壤低
,

供钾水平一般应

属于中至中下等〔5〕
。

目前这一地区氮肥用量高
,

氮
、

钾比例很不协调
。

据江苏吴县调查统计
,

氮 ( N )
、

磷

( P : 0 , )
、

钾 ( K : O )比例为 1 : 0
.

1 2 , : 0
.

0 0 2
,

有机肥用

量也在不断下降
。

另外
,

近十年来由于三熟制的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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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纬寒地麦秸直接还田培肥增产效应的研究

刘 发 王克玉 刘英华

(黑龙江省黑河地 区农科所 》

黑河地区位于黑龙江省北部
,

地处北纬47
0

42
产
至

5 1
0
0 3产

,

东经 12 4
0

45
尹

至 1 2。
“
1 5 产之间

。

年 平 均 气 温
一 2

.

。一 1
. 。℃ ,

无霜期仅80 一 1 30 天
,

属高纬寒地
。

作物

生育期间降水 350 一 450 毫米
,

占全年降水量的75 %左

右
,

能满足作物生长的要求
。

农作物以春小麦和大豆

为主
,

春小麦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60 %左右
,

是我国

重要的麦豆商品粮基地之一
。

本区虽然开垦较晚
,

土壤比较肥沃
,

但是由于长

期缺少切实可行的培肥措施
,

因此土壤肥力明显下降
。

一些五十年代开垦的土壤
,
开垦初期土壤耕层有机质

含量高达 7 一 8 %
,

但目前已降为 4 一 5 %
。

由于土

壤有机质含量下降使土壤耕性变劣
,

肥力降低
,

生产

能力低下
,

严重地影响着作物的高产稳产
。

因此
,

针

对本地区农业机械化水平较高
,

小麦种植面积大
,

麦

秸资源丰富的特点
,

我们进行了高纬寒地条件下
,

麦

秸直接还田培肥增产效应及有关技术的试验研究
,
以

便寻求一条适合本区特点的土壤培肥途径
。

一
、

试验条件与方法

试验在黑河市郊本所试验区进行
。

无霜期 n o天
,

年平均气温 一 。 .

4℃ ,

土壤为暗棕色森林土
,

肥 力 中

等
。

气候和土壤在本区均有一定代表性
。

试验主要采用微区 ( 1 9 78一 1 980年 )
。

微区置于田

间
,
面积。

。

25 平 方 米 (长 e
.

5米
,

宽。 .

5米 )
,

深。
.

2米

(耕层深度 )
,

微区四周和底部以尼龙纱与其它土坡相

隔
。

设麦桔还田与对照 (无麦秸还田 )两个处理
,

重复

六次
,

不种作物
,

仅供观察土壤养分的变化
。

麦秸还

田处理
,

秋后每区埋入风干麦秸 9 3
.

7 5克 (折合每亩5 00

1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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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
,

麦桔人工切成约五厘米长
,

均匀埋入耕层内 )
,

同

时捕以大面积长期定位试验
。

麦秸还田增产效应的研究
,

采取大区定位试验 (从

197 9年秋开始 )
,

设麦秸还田和对照 (无麦秸还田 )二个

基本处理
,

各区面积一亩
,

无重复
。

为了探讨化肥用

量与麦桔还田效果的关系
,

在大区中设化肥不同用量

处理
。

为了加快试验进程和比较年度间差异
,

上述试

验于次年重复进行一次
。

大区定位试验麦秸还田量为

每亩 40 。斤 (风干重 )
,

麦收后将麦秸粉碎成 5 一 10 厘米

长
,

均匀撤入地表
,

秋翻于耕层
。

种植作物以麦一麦

一豆轮作方式连续观察后效
。

作物的种植和管理同一

般生产田
,

产量结果为全区实收产量
。

连续还田为逢

麦茬还 田
,

即一个轮作周期
,

接连两次麦桔还田
。

二 试验结果与讨论

(一 )麦秸直接还田的培肥养地作用 一
1
。

增加土壤有机质
:
微区试验结果 (表1) 表明

,

麦

桔还田每亩 5 .0 斤
,

还 田后下一年土壤 耕层 (0 一 2。厘

米
,

下同 )除水解性氮有所降低外
,

全量养分都有增加
`

土壤有机质平均增加 0
.

09 % , 连续还田两年土壤耕层

表 1 麦 秸 还 田 对 土 堆 养 分 的 影 响 (微区试验 )

处处 理理 麦 枯 还 田 第 一 年年 麦 秸 连 续 还 田 两 年年

全全全 氮氮 全 磷磷 水 解 抓抓 有机质质 全 抓抓 全 磷磷 水 解 氮氮 有机质质
(((((% ))) (% ))) (毫克 / 1 0 0克土 ))) (% ))) (% ))) (% ))) (毫克 / 10 0克土 ))) (% )))

麦麦秸还田田 0
。 1 7 111 0

。

1 5 333 4
。
3444

::::::
0

。

16 999 0
。

1 4666

::;:::
3

.

2 111

对对 照照 0
。

1 6 999 0
。

1 4 777 4
。
9 00000 0

。

16 333 O
。

1 3 555 44444

麦麦枯还田田 0
。

1 7 000 O
。

1 4 999

:::::: ::;:::
0

。 16 888 0
。
1 4 444

:::;;;
3

。 4 222

对对 照照 0
。

1 6 111 0
。

1 4 4444444 0
。 16 999 0

。

1 3 11111 3
。

1 777

麦麦秸还田田 0
。

1 7 111 0
。

1石 111 4
。

0 111 3
。

4 111 0
。

1 6 999 0
。
1 4 555 3

。

9 999

对对 照照 0
。

1 6 555 0
。

1 4 666 4
。
3 888 3

。

3 222 0
。

1 6 666 0
。 1 3 333 4

。
0 000

差差 值值 0
。

0 0 666 0
。
0 0 555 一 0

。

3 777 0
。
0 999 0

。
0 0 333 0

。

0 1 222 一 0
。

0 777

有机质平均增加 0
.

17 %
,

全氮和全磷也都有增加
。

大区定位试验也取得相似的结果
,

麦桔还田每亩

40 0斤
,

耕层 土 壤有 机质 增 加 。 .

19 %
,

全 氮 增加

0
.

01 4%
,

全磷也略有增加 (表 2 )
。

表 2 大区定位试验土壤养分的变化

低。 .

09 克 /厘米 3 ,

比重降低。 .

05
,

土壤孔 隙度 增 加

2
.

7 %
,

透水速度增加了 1
.

8毫米 /小时 (表 3 )
。

表 3 麦秸还田对土壤物理性质的影响

处 理
全 氮
( % )

磷 l) 有机质
(% ) (% )

麦枯还 田

对 照

0
.

2 2 0

0
。

1 9 1

0
。

1 7 9

0
。

17 4 :::: 未配施化肥

, { 容 重 } 。 . }孔隙度 } 透水速萝
, ` 之吧 l , 们护 八叮 J钻 交 、 l `白 』乳 l , 。 / 、 l , 自二 J 比 , , L . l

书 、

—
阵型上兰上立{— }兰}全兰竺兰兰竺

一

麦桔还 田 }
1 · , 0

1
“

·
S Q …

” 6
·
0 … ` 2

·
0 6

对 照 }
’ · , 9

}
2 · 5 5

}
“ 3 · 3

1
` 0 · 26

差 值 }
一 “

·
0 9

卜“
·

0 5
1

2
·

7 }
1 · 80

麦桔还田

对 熟

0
。

2 2 2

0
。

2 2 2

0
。 1 7 4

0
。

1 7 8

配施氮
、

磷化肥

麦秸还田 0
。

2 2 1

0
。

2 0 7

0
。 0 1 4

0
。 1 7 7

0
。 17 6

0
。

0 0 1

测定结果还表明
,

连续二年麦桔还 田每亩 400 斤
,

耕层土壤有机质比麦秸还田前高 0
.

2%
。

上述结果表明
,

高纬寒地小麦主产区
,

实行麦桔直

接还田是防止本区土壤有机质下降的一条有效途径
。

2
。

改善土壤物理性质
:

由于麦桔直接还田使土集

有机质含量增高
,

对土壤物理性质起到良好的作用
。

据

测定麦秸还田每亩4 00 斤
, O一 20 厘米耕层土壤容重降

本区大部分低产土壤通透性差
,

对地温的上升和

养分释放影响较大
,

所以麦秸直接还田对改良这些低

产土壤具有重要意义
。

此外
,

由于麦桔还田为土攘提供了大量新鲜有机

质
,

为微生物活动提供了重要能源
,

所以麦秸还田对

土壤微生物和土壤酶活性也有良好影响
,

从而可促进

土壤肥力的提高
。

(二 )麦秸直接还田的增产效果

1
。

还田后第一年增产效果
:

本区小麦收获之后气

温逐渐降低
,

冬季来临
,

麦桔还田当年无效
,

来年麦

秸腐解正逢作物生长季节
,

因此与作物争夺土坡中笼

素现象比较明显
。

试验结果表明
,

造成作物生育期间

土坡中水解氮减少
,

麦枯还田区比 对 照 区 低。
.

18 一

一左ù八ù1009ù9
f,臼,工工,臼八甘
`
上一通

月dl孟
ùJ任nU

照值对差

平均

17 6



。 .

5 6毫克 / l。。克土 (表 1)
,

从而影响小麦生长
。

在不

配施化肥的条件下
,

从拔节期之后 ( 6 月上旬 )这种不

良影响逐渐明显
,

麦桔直接还田区比对照区小麦叶色

发黄
,

生长较慢
,

最后导致减产
。

1 9 8。一 1 9 8 1两年大

区定位试验
,

麦秸还田区小麦的株高
、

粒数
、

千粒重都

有所降低
,

平均减产 1 1
.

9 % (表 4 )
。

为了解决麦桔直接还田后第一年减产问题
,

每亩

配施撼 ( N ) 5斤
、

磷 ( P : 0 5 ) 5 斤作种肥
,

结果表 明
,

麦秸还田配施化肥后
,

可消除这种不 良影响
,

小麦生
长略好于施等量化肥的对照区

,

两年试验平均比对照

增产 3
.

5 % (表 5 )
。

2
.

麦秸连续还田对大豆的增产效果
:
在麦一麦一

表 4 麦 秸 还 田 后 第 一 年 小 麦 的 增 产 效 果

(大 区 定 位 试 验 )

年年 份份 处 理理 株 /平方米米 株 高高 艳 长长 有效小穗数数 德粒数数 千粒重重 产 量量
(((((((((厘米 ))) (厘米 ))) (个 /秘 ))) (粒 ))) (克 )))))))))))))))))))))))

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 /亩亩 %%%

111 9 8 000 麦枯还田田

::;;; ::::::
理

。

222

::::: :;:;;;
2 3

。

000 1 1 0
。

333 8 6
。

222

对对对 照照照照 4
。

6666666 23
。

444 1 2 7
。
999 10 000

111 9 8 111 麦枯 还田田

::::: :::::: ::::: ::;;;
1 6

。 444 26
。

444 1 9 8
。

000 8 9
。
222

对对对 照照照照照照 1 6 。 555 2 9
。

222 2 2 2
。

000 10 000

平平平 麦秸还 田田 5 7 111 7 3
。
222 4

。

777 9
。

000 1 5
。

333 2 4
。

777 1 5 4
。
222 8 8

。
111

均均均 对 照照 5 4 333 80
。
555 4

。
999 9

。

666 1 6
。

666 2 6
。 333 1 7 5

。

000 1 0 000

差差差 值值 2 888 一7
。

333 一 O
。 222 一 O

。

666 一 1
。

333 一 1
。

666 一 2 0
。

888 一 1 1
。
999

表 5 麦 秸 还 田 后 第 一 年 配 施 化 肥 对 小 麦 产 且 的 影 晌
(大 区 定 位 试 脸 )

年年 份份 处 理理 株 /平方米米 株 高高 称 长长 有效小秘数数 铭粒数数 千粒重重 产
`

ttt
(((((((((厘米 ))) 《厘米 ))) (个 /穆 ))) (粒 ))) (克 )))))))))))))))))))))

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 / 亩亩 %%%

111 9 8 000 麦秸还田田 5 2 000 9 0
。

999

:::::
1 2

。

555

::::::
2 8

。

777 2 4 1 。
111 1 0 1

。
777

对对对 照照 4 8999 8 8 。 UUUUU 1 2
。

77777 2 6 。 444 2 3 7
。

000 1 0 000

111 9 8 111 麦桔还田田

::;;;
11 1

。

333

:::::
1 2

。

444 2 3
。

666

:::;;;
3 8 3

。

000 1 0 4
。

666

对对对 照照照 1 0 7
。

44444 1 2
。

000
.

2 1
。

11111 36 6
。

000 1 0 000

平平平 麦桔还 田田 5 4 111 1 0 1
。

111 6
。

111 1 2
。

555 2 2
。

888 3 0
。

999
~

3 1 2
。

111 1 0 3 。 555

均均均 对 照照 5 2 222 9 7
。
777 6

。

000 1 2
。

444 2 1
。

444 2 8
。
999 3 0 1

。

555 1 0 000

差差差 值值 1 999 3
。

444 0
。

111 0
。

111 1
。
444 2

。
000 1 0

。
666 3

。

555

豆的轮作形式下
,

整个轮作周期中有两次麦秸还田
,

每

亩麦秸还田量 (风千重 )为每年连00 斤
,

连续麦秸还 田两

年后种大豆
。

三块长期定位试验结果表明
,

连续麦桔

还田平均比对照增产 1 1
.

8% (表 6 )
。

(三 )麦秸还田配施化肥的适宜用量

据 1 9 8 0和 1 9 8 1两年大豆定位试验的结果表明
,

麦

秸还 田后第一年以每亩配施氮 ( N ) 5 斤
、

磷 ( P : 0 5 ) 5

斤比较适宜
,

比不配施化肥增产 10 2
.

4 %
,

每斤营养成

分增产小麦 15
.

匆斤
,

每亩纯收益 21
.

97 元 ;而每亩配施

声 氮 ( N ) 2 0斤
、

磷( p Z o 。 ) 2 0斤增产 92
·
9%

,

每斤营养成

分只增产小麦 3
.

58 斤
,

每亩纯收益仅 6
。

31 元
。

可见
,

在

本区的气候
、

土壤以及 目前的生产条件下
,

麦秸直接

还田要注意配施化肥的适宜用量
,

配施化肥过多
,

经

挤效益不佳 (表 7 )
。

表 6 麦桔连续还田的大豆增产效果
(大 区定位试验 》

处处 理理 株 /// 株高高 单株株 单株株 百粒粒 产 蚤蚤
平平平方米米 (厘米 ))) 英数数 粒数数 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

((((((((( 个 ))) (粒 ))))))))))) 斤 /亩亩 %%%`̀̀̀̀̀̀兄 )))))))

麦麦秸还田田

:;;;
69 。

555 1 3
。

999 2 5 。 777 16 。 888 1 8 3
。

222 1 1 0
。

刁刁

对对 照照照 5 7 . 777 1 0 。 444 1 9 。 999 16
。

555 1公5
。 999 1 0 000

麦麦枯还田田 3 777 7 4 一 000 1 2
。
555

::
’

:::::::::
1 8 1

一
333 1 13

。
JJJ

对对 照照 3 555 6 8
。

222 1 1
。

9999999999999 1 5 9
。
555 1 0 000

麦麦秸 还田田 2 999

::::::
召 3 。 222 4 4

。

666 1 7
。
333 1 63 ` 555 1 11

。
石石

对对 照照 各44444 1 8 。 333 3 3
。

444 1 6 一 111 1 46
。

777 1 0 000

平平平 麦秸还田田 3 666 7牙
。
666 1 6

。

555 3 1 。 555 王7
。

222 工76
。
000 1 1 1

。
日日

均均均 对 照照 3 444 6 8
。

555 1 3
。
555 2 4 。 999 1 6

。 444 1 5 7
。

444 1 0 000

差差差 值值 222 1 1
。
111 3

。

000 6
。
000 O

。

888 18
。
666 1 1

。
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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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了 麦 秸 还 田 配 施 化 肥
一

施 用 量 的 试 验 结 果

(太 区 定 位 试 脸 )

处处 理理 年 份份 产 盈盈 每斤曾葬成份份 每亩成本本 每亩 纯收益益
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产粮食食 (元 ))) (元 )))

斤斤斤斤 /亩亩 %%% (斤 )))))))

不不配施化肥肥 1 9 8 0001 1 0
。
333 1 QQQQQQQQQ 0

11111 9 8111 1 9 8
。

0001 0000000000

平平平 均均 1 5 4
。

1 222 0000000000

每每亩配施 NS斤
,,

1 9 8 000 2 4 1
。
111 2 1 8

。
666

}
1 3

·

。 888 4
。

4 000 1 7
。

4 444

PPP : 0 6 5斤斤 1 9 8 111 3 8 3
。
000 1 9 3

。

444 1 8
。

5 000 4
。
4 000 2 6

。

5 000

平平平 均均 3 1 2
。
111 2 02

.

444 1 5
。
7 999 4

。

4 000 2 1
。

9 777

每每亩配施 N 2 0斤
,, 1 9 8 000 2 8 9

。

333 2 62
。
333 4

。

4 888 1 7
一
6 000 1 2

。

2999

PPP
:
0

0 20斤斤 1 9 8 111 3 0 5
。

555 15 4
。
333 2

。
6 999 1 7

一
6 000 0

。

3 555

平平平 均均 2 9 7
。
444 1 92

。
999 3

。
5 888 1 7

。
6 000 6

。
3 111

注
: 每斤小麦按 0

.

1 67 元
,

尿素按。
.

2 26 元
,

三料按。 .

18 元
,

每斤N按。 .

49 元
,

P o o
。按 。

.

3 9元什算
。

三
、

结语

l
。

在黑龙江省北部春小麦主产区
,

通过微区和大

区定位试验明确了实行麦枯直接还田可明显增加土集

有机彝含量
,

具有良好的培肥和增产效果
。

据调查
,

一

般小麦亩产 3。。斤左右的地块
,

每亩 地 可生 产 麦 秸

40 。一5 00 斤
。

本区地多人稀
,

麦桔资源丰富
,

推广这

一措施有一定现实意义
,
逐步扩大秸杆直接粉碎还田

的面积
,
可加速本区低产土壤的改 良和培肥

。

2
。

本区地处高纬
,

无霜期短
,

气温低
,

麦桔直接

还田腐解速度慢
,

争夺土壤中有效氮的现象比较明显
。

因此
,

在具体应用这一措施时一定要注意调节土镶谈

氮比
,

配施一些化肥
,

特别应重视氮肥的施用
,

以免

减产
,
从而影响这一措施的应用推广

。

3
。

麦桔直接还田配施化肥的用量要适宜
。

据初步

试验结果表明
,

在本区目前生产条件下以每亩配施盆

( N ) 5 斤
、

磷 ( P : 0 5 ) 5斤比较适宜
。

可获得较佳的经

济效果
。

黑 麦 草 在 改 土 培 肥 中 的 作 用
*

张 武 舜

《江苏 省盐城地区新洋农业试验站 )

意大利黑麦草 (又称多花黑麦 草
,

学 名 L ol “ m

川以t ilj 。邝川 L a m )为一年生禾本科植物
,

原产地中海

一带
,

首先在意大利栽培
,

故称为意大利黑麦草 (简称

黑麦草 )
。

它具有耐盐
、

耐湿
、

耐寒
、

抗病虫害及肥饲

兼用的特点
,

在改良滨海盐土和培肥地力方面效果显

奢
,

是一种有发展前途的绿肥作物
,

自五十年代中期

在江苏北部沿海棉垦区推广种植以来
,

目前在江苏沿

海地区 已发展到三
、

四十万亩
,

其他地区特别是黄
、

淮
、

海盐碱土地区也在积极引种
。

本站于 1 9 77一 1 980年在苏北滨海盐土上进行了定

位和小区试验
,

小区面积为33 平方米 ( 10 米 x 3
.

3米 )
,

随机排列
,

重复三次
,

试验地的土壤质地为粉砂城土
,

所含盐分以氛化钠为主
, l 米内土层的氯化钠含盈一

般在 0
.

1%左右
,

土坡有机质在 1
.

2 %左右
,

全磷含蚤在

0
.

115 一0
.

135 %之间
,
速效磷含量较低

,

在 s p p ln 左

右
。

黑麦草秋播一般在 9 月中旬
,

耕翻期在第二年甚

月 2 0 日左右
,

春播则在 2 月中
、

下旬到 3 月初
,

耕斑

期在 4 月中
、

下旬
。

现将试验结果总结如下
。

~
、

改普土滚的物理性质

黑麦草根系发达
,

根群的80 % 以上分布在。一 1S 厘

*
本文承防用章同志斧正

,

特此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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