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
.

这就是编写土城志的主导思想和 目的要求
。

(幻 通过对基本资料的排队和分析
,

确定编写章
、

节的具体内容
,

列出编写提纲
,

决定表达形式
。

吴县

土城志
,

根据本县实际情况和掌握的资料
,

全书分十

章
,

主要内容是
:

介绍吴县土壤的类型
、

资源面积及

分布特点
。

论述吴县土城的形成
、

发生分类
、

理化形

状
、

主要存在间题
。

分区叙述了土壤利用改良的方向

以及改良培肥的措施
。

对高产土城的肥力指标
,

低产

土镶的障碍因素作了专题剖析
,

提出了高产土壤培肥

的目标及低产土壤改良的途径
。

同时汇集部分土壤普

查成果应用的初步效益经验介绍
,

最后附彩色成果图

件五幅
,

即 1 / 1 5万比例尺的土壤图
、

土壤养分图
、

土

城肥力评级图
、

土壤利用现状图
、

土壤改良利用分区

图
。

( 3) 按照编写提纲
,

收集资料
,

进行必要的补充

调查
。

编写土壤志
,

除根据土壤普查所获的全部资料

外
,
还需收集县内前人已有的科学研究和试验 资 料

,

必要时还要作些补充专题调查
。

如有关低产土壤改良

一章
,

除了土壤普查中有关低产土壤剖面观察和分析

资料外
,
还应选择典型地区

,

总结群众改良低产土坡

的经脸
,

结合前人在这些土城上开展的科学试验资料

深入分析
,
以便从道理上总结低产原因

,

从实践效果

上提出改良措施
,

这样
,

既写得深入
,
也便于实际应

用
。

(4 ) 写出初稿
,

征求意见
,

然后审定付印
。

按照

上述内容要求写出初稿后
,

除送上级土普办公室审稿

外
,

还要征求各方意见
,

如请气象
、

地理
、

地质及土

城的有关专家和同志帮助审稿
,

提出修改意见
,

经上

级审阅并修改后的稿件
,

最后送县领导审定
,

经文字

修饰后 即可付印
。

4
.

成果应用专题报告 土族普查能否在生 产 中

发挥作用
,

关键在于普查成果的实际应用
。

所以及时开

展成果应用并进行专题总结
,

宣传推广
,

显得十分必

要
。

我们在完成第一批八个公社土壤普查工作后
。

就

重视 了成果的应用和专题总结
。

1 9 8。一 1 9 8 2年都写出

成果应用专题报告
,

并对有关内容如节约用氮
.

提高经

济效益
,

因土合理施用磷钾肥
, “

二早一水
”

轮作改土等

方面进行了专题总结
,

以此推动大面积的成果应用
。

五
、

认真做好土旅普查资

料的编码归档工作

1 9 5 9 年第一次土壤普查的经验教训有 二 条
:
一

是成果应用未坚持做出成效
。

二是土壤资料没有归档

保存好
。

这次土坡普查是一次全面的土壤详查
,

资料

很多
,

也比较齐全
,

所以建立第二次土壤普查的技术

档案是大有助益的
。

在县档案馆的帮助下
,

我们采取

县
、

社二级分级归档的方法
,

统一要求
,

进行技术归

档
。

县级保存好第二次土壤普查全过程的技术 资 料
,

如图件资料 (包括工作底图
、

草图及成果图件 )
、

技术

规程
、

培训资料
、

普查报告
,
工作汇报

、

专题调查报

告
、

各公社基本资料的统计汇总表
、

土壤分析数据
、

主

要典型剖面的调查记录和典型大队的普查资料等
,

按

专业要求
,

分类编码
。

除县档案馆保存必要资 料 外
,

县专门设立土壤普查技术档案室
,

专人保管
。

公社保

存全社有关土壤普查技术资料
,

包报野外工作原始记

录
,

各大队的工作底图
、

成果图件
、

普查说明书
、

速

测分析结果等
。

公社技术档案归入公社管理委员会文

书档案一起
,

长期保存
,

以防遗失
。

黄淮海平原砂姜黑土的综合治理

张俊民 过兴度 孙怀文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研究所 ) (安徽省水利科学研究所 》

砂姜黑土是黄淮海平原南部的古老耕作土壤
,

面

积约 470 0万亩
,

其中以安徽省的面积最大
,

约 2 1 00万

亩 (以其土地面积 70 %计算 ) , 河南省次之
,

约 1 3。。万

亩 (包括甫阳盆地 500 万亩 )
,

山东省又次之
,

约900 万

亩 , 江苏省面积较小
,

也近 400 万亩
。

这类土城是黄淮

海平原主要低产土城之一
,

粮食平均亩产只 300 多斤
,

但亩产超过 1。。。斤的田块
,

在砂姜黑土区各县都有出

现
。

这充分说明砂姜黑土的生产潜力是很大的
。

鉴于国家已将黄淮海平原综合治理列为重点科研

项目
,

而砂姜黑土综合治理为其内容之一
。

现将我们

对砂姜黑土综合治理的改土培肥间题提出一些看 法
,

以供参考
。

一
、

砂典黑土的低产 . 因

砂姜黑土的低产原因主要是涝 (演 )
、

早
、

皮等不

利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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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涝 (演 ) 砂姜黑土分布地势低平
,

甚至为封闭

桂地
,

加上区内河道排水标准偏低
,

沟恤少
,

且不配

套
,
而降水 t 又 比较集中

,

全年降水量 ( 7 5。一 900 毫

米 )5 。 %以上集中在 6 月下半月至 9 月上半月
,

且多以

基雨形式降落
,

因此每到雨季
,

常积水成涝
。

另外
,

土

集的地下水位离
,

土城蓄水 t 低
,

也是易涝的重要原

因
。

砂姜黑土自然含水 t 与田间持水量的差值
,

以及

自然含水 t 与饱和含水 t 的差值都不大 (表 1 )
,

所以
,

不能容蓄较多的雨水
,

在排水不畅的情况下
,

易成涝

演
。

表 2

深 度

砂姜黑土的比 ,
、

容 , 和孔隙度
*

孔 晾 度 (% )

,自一勺月月借了6
ǐ吕QU吮9tll卜曰

..

…
品J跳JRó口曰舟O目主

(厘米 )

3一 1 3

2 0一 3 0

4 5一 5 5

7 0一 8 0

9 0一 1 00

容 重

(克 /厘米 s) 总孔 晾度 非毛管孔晾度

表 1 砂姜黑土的水分状况
*

(单位
:

奄米 》

总孔 旅度按所侧比 重和容重计算而得
,

毛 管 孔晾度是

用环 刀 采原状土称重法侧定
,

非 毛管孔晾度用 总 孔晾

度减去毛管孔晾度而得
。

深深 度度 饱 和和 田 间间 自 然然 自然含水水 自然含水水
(((厘米 ))) 持水 ttt 持水 ttt 含 水 ttt t 与田 间间 童与饱和和

持持持持持持水盆的的 持水 t 的的
差差差差差差值值 差值值

000一 1 555 7 5
。

999 5 2
。

888 4 0
。

555 1 2
。

333 3 5
。

444

111 5一 3 000 6 5
。
999 6 3

。
000 4 8

。

222 1 4
。

888 1 7
。

777

333 0一 4 222 5 4
。
777 4 9

。
222 4 5

。

111 4
。

111 9
。

666

444 2一 6 222 8 5
。

888 7 9
。

000 7 5
。

444 3
。

666 10
。
444

666 2一8 000 7 5
。
444 6 3

。
999 5 8

。

333 5
。

666 17
。

111

888 0一 10 999 8 1
。
000 7 4

。

000 6 8
。

888 5
。

222 1 2
。
222

* 自然含水 t 的侧定时间为 10 月上旬
,

洲 定时地下水埋

深 为 1
。

10 米
,

饱和持水 t 和田 间持水 盆是在室内用原

状土环刀称 , 法洲定
。

砂姜黑土为什么蓄水低
,

原因是容重较大
,

非毛

管孔晾度较少 (表 2 )
。

耕层的容重达 1
.

31 克 /厘米
3 ,

以下各层都大于 1
.

4克 /厘米 3 , 非毛管孔隙度除耕层

外
,

都在 10 % 以下
,

甚至少到 3
.

85 % (犁底层 ) 和

3
.

77 % (砂姜层 )
。

土坡含水较多时
,

土城通气性更差
,

影响作物的生长和发育
。

砂姜黑土由于涝演的严重为害
,

有的每年只能种

一熟小麦
,

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收获
,

若雨季来得早
,

则

连小麦也失收
。

排水稍好的地
,

小麦收后便种大豆或

甘薯
,

但常因秋涝而减产
。

2
.

早 在砂姜黑土地区
,

春
、

秋
、

冬三季的降水

t 分别只占全年降水量的 2 1
.

9%
、

15
.

9 %和 8
.

1%
,

春

播和秋播期间雨水稀少
,

严重影响播种
。

特别是 4 月

下旬至 6 月上旬多刮干早的西南风
,

加速土壤蒸发
,

此

时小麦正值扬花
、

灌浆
,

常因受早而减产
。

另外
,

砂

姜黑土大多较粘
,

且结构不 良
,

耕层易跑墒 ;耕层以下

由于土城毛管性能弱
,

即使地下水位在 1
.

2一 1
.

5米
,

也

常因土城导水性较弱
,

水分向上运行缓慢
,

而不能及

时补给土坡表层因蒸发和蒸腾而造成的水分亏损
,

导

致作物受早
。

从表 3 可看出
,

砂姜黑土地下水位在 1 米以下时
,

潜水蒸发量几乎接近于零
。

这说明砂姜黑土当地下水

位降到 1 米以下时
,

土城毛管上升水很难到达地表
,

地

下水对土城上层的补给近于停止
。

在雨季涝演之后
,

如

果遇上一段千早无雨时间
,

也会出现千早
。

因此
,

有

砂姜黑土
“

五天不雨小早
,

十天不雨大早
”

之说
。

3
.

瘦 砂姜黑土在历史上曾经是 比较肥沃 的 土

壤
,

自119 4一 1 8 5 5年黄河南泛
* ,

破坏了自然水系
,

在

表 3 砂姜黑土不同地下水埋深的日平均潜水蒸发最
*

( 单位
:

奄米 )

11111 222 333 444 555 666 777

222
。

555 2
。
6

、、、

3
。

666 5
。

000 8
。

222 4
。
555

111
。
666 1

。

99999 4
。

888 1
。

444 6
。

777 4
。

888

000
。
888 0

。
99999 1

。

222 1
。

QQQ 1
。
666 1

。

666

000
。

555 0
。
44444 0

。

777 0
。

222 0
。

999 0
。

666

000
。

111 0
。

11111 0
。

111 0
。

0 222 0
。

111 0
。
0 555

000
。

111 0
。
11111 0

。

0 333 000 0
。
0 111 000

000
。

111 0
。
11111 00000 000 000

年平均

1 0 } 1 1

6
。

3

6
。

1

1
。

6

0
。

8

0
。 1

0
。

0 4

0

3
。

2

3
。

5

2 。
0

0
。

7

0
。

1

0
。

1

0
。

0 6

0 1 3

1 。 1

0
。

5

0
。
2

0
。

1

0
。

1

3
。

8

1
。
3

0
。
7

0
。
1 3

0
。
0 5

0
。
0 5

.00

一一月七一一100勺月才1人自J̀
.二n甘úO甘一

.

……
一一̀任J任,二IJ八Un甘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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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砂 要 黑 土 耕 层 养 分 含 t
*

肥肥 力 水 平平 有 机 质质 全 笼笼 全 礴礴 旅 解 抓抓 速 效 ... 速 效 钾钾 标本掀掀
((((( % ))) ( % ))) ( P 2

0
。 % ))) ( PP m ))) ( P : 0 0

pp m ))) ( K名0 pp m )))))

高高 肥肥 1
。

3 7士 O
。

1 111 0
。

0 8 7士 0
。

0 1 333 0
。

0 7 9士 O
。

0 2 888 6 2
。

5土 4
。

3 444 6
。

9 4土 4
。

3 444 1 4 2
。

5士 6 9
。

555 777

低低 肥肥 1
。

1 5土 0
。

1 777 0
。

0 7 2士 0
。

0 1555 0
。

0 8 6士 0
。

0 2 333 4 5
。

6士 7
。

0 333 3
。

0 5士 1
。

5 999 1 5 4
。

5士 5 6
。

OOO 1 444

* 表中的数据系平均值 士标准差
。

旧社会长期洪水泛滥
,

只用不养
、

以致肥力退化
。

解

放后
,

大力治水
,

改变了以往洪水漫流的局面
,

在除

涝防演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
,

但在恢复和培养地力方

面
,

效果还不甚显著
,

所以目前大部分砂姜黑土 还比

较瘦清
。

砂姜黑土耕层的养分含量因肥力水平不同而有差

别
。

从表 4 可知
,

大面积的低肥砂姜黑土
,

有机质和

全抓含蚤低
,

再加上土城质地枯重
,

因此有机质和全

氮 t 更显得不足
。

全磷平均含蚤为。 .

0 86 %
,

但耕层有

效磷的平均含量只有3
.

05 p p m ,

属于低量范围
。

田间

试验和大田作物栽培亦证明
,

大多数砂姜黑土严重缺

磷
,

而且经常比缺氮还更突出
。

低肥砂姜黑土耕层速效

钾较高
,

在目前的生产水平下
,

钾肥的效果不显著
。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

砂姜黑土的低产原因是多

方面的
。

它既与土壤的环境条件有关
,

又与土壤的理

化性质有关
,

因此
,

治理砂姜黑土必须采 取 综 合 措

施
。

二
、

因地制宜综合治理砂典燕土

关于如何治理砂姜黑土
,

以往有过实践
,

既有成

功的经验
,

也有失败的教训
。

现在看来
,

成功的基本

经验就是要采取治水
、

改土
、

农林牧结合的措施
,

因时

因地制宜地综合治理
。

砂姜黑土的种类很多
,

其自然环境条件和土壤本

身的性质都有差别
,

在进行综合治理时
,

必须认真加

以研究
,

找出主导低产因素
,

因时因地制宜地制定可 行

的治理规划
。

下面就砂姜黑土综合治理的几个具体问

题
,

谈谈我们的看法
。

1
.

化肥引路问题 砂姜黑土养分供应状况差
,

土

城结构不良
,

水气矛盾突出
,

易涝
,

易渍
,

易早
,

都与

有机质含俊低有关
,

因此
,

必须广辟有机质肥源
,

特

别是种植绿肥
,

千方百计增加上镶有机质
。

但在砂姜

黑土面积最大的女徽淮北平原
,

绿肥种植面积一直很

小
。

可是
,

从 1 98 0年以来实行
`

化肥引路
,

兔磷配施
, ,

使砂姜黑土地区的低产面貌迅速得列改变
,

例如
,

蒙

城县白杨林场
, 1 9 5 8年在砂姜黑土上造白杨 (加杨 )林

将近 1 万亩
,

二十多年白杨树长成
“

小老树
” ,

高仅 4一

5 米
,

胸径只 6一 l 。厘米
。

1 9 8 2年夏季将树砍伐
,

开荒

后播种 5。。。亩小麦 (泰山 4 号 ) 每亩施过礴 酸 钙 (含

P Z O o lZ % ) l 。。斤和碳按50 斤作基肥
,

以尿素 5 斤作种

肥
,

开春后又施尿素 15 斤作追肥
, 1 9 8 3年小麦平均亩

产达 305 斤
,

而未施化肥的
,

连种子也收不回
,

差 异悬

殊
。

随着粮食产量的增加
,

枯杆也大 t 增加
,

为秸杆

还田提供了条件
。

另外
,

秸杆还可用来饲养大牲畜
,

多

积厩肥
,

间接还田
,

这便是所谓
“

秸杆过腹还田
,

以无

机换有机
”

的措施
。

根据安徽省农科院的试验研究结果
* ,

在盛薄的砂

姜黑土上
,

单施氮肥 (尿素 )和过磷酸钙
,

每斤化肥分别

只增产小麦 1
.

2斤和。 .

45 斤
,

每增产一斤小麦的化肥成

本高达。 .

19 6元
。

采用氮磷配合施用
,

产量大幅度提高

每斤化肥增产小麦 3
.

9斤
,

成本只需 0
.

0 33 元
,

经济效

益提高4
.

94 倍` 这充分说明
“
化肥引路

,

氮磷配施
”

是

低产砂姜黑土区目前可 以推广的增产措施
。

不过提倡

增施化肥
,

并不是否定增施有机肥料的重要性
。

应该

认识到
:
化肥引路

、

氮碑配施
,

只能说是低产变中产

的捷径
,

而有机肥与氮确化肥配施
,

才是稳产
、

高产

和持续增产的基本途径
。

在增施化肥时
,

要特别重视

合理施用和提高利用率
。

在灌概水源充足的砂姜黑土地区 (例如江苏省的

新沂
、

东海
、

干愉等县 )
,

大种绿肥 (若子
、

紫云英等 )

对于砂姜黑土改良曾经起过重要作用
。

在灌溉水源不

足的地方
,

过去种植绿肥甚少
,

今后应创造条件
,

争

取多种些绿肥作物 (如田葺
、

若子
、

箭舌耽豆等 )
。

在

河堤
、

沟边和路旁可多种紫穗槐
,

它耐早
、

耐度
、

耐盐

碱
,

能固定氮素
,

枝叶多
,

氮礴钾养分比曹子还高
.

而

且保土效果好
,

可大力推广
。

在轮作制度中要增加豆

科作物的比重
,

增加生物能的投入
。

总之
,

在增施和

合理施用化学肥料 (无机肥料 )的同时
,

要十分重视有

机肥料和生物固氮
,

做到无机肥料与有机肥料结合
。

片

面强调化学肥料或片面强调有机肥料
,

都不利于砂姜

黑土的改 良和培肥
。

2
.

排贫问题 砂姜黑土地区地势低洼
,

采取排水

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

解放以来
,

大力兴修水利
,

在防

洪
、

排涝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

因此现在大部分砂姜照

* 吴文荣等
,

淮北砂 姜黑土综合 治理的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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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区
“

涝
,

不突出
,

而
“

皮
”
已上升为主要矛盾

。

但是
,

应该看到
,

砂姜黑土地区
,

除涝
、

防演的工程标准还

不高
,

有待进一步摘好排水
。

但排水排到什么程度?这

个间题从五十年代以来就有不同的看法
。

例如
:

淮北

平原有时片面强调排
,

忽视了蓄 , 有时却又片面强调

蓄
,

甚至提倡大面积蓄水种水稻
,

以致遭受挫折
。

从

目前的情况来看
,

有的砂姜黑土地区重排轻蓄
,

使地

下水位大为降低
,

早季多在 2
.

5米以下
,

山东淄博市甚

至降低到 6 米以下
。

由于砂姜黑土的强烈毛管上升高

度一般只有。
.

8一 1
.

0米
,

而且上升缓慢
,

所以埋深在

1
.

5米以下的地下水
,

对作物生长起不了作用
。

因此在

大沟和中沟因地制宜建闸或滚水坝
,

坝内设简易闸门
,

将地下水控制在 1 米左右
,

则地下水可藉毛管作用上

升到作物根系活动范围内
,

以减轻早情
。

但在雨季来

临之前和整个雨季
,

应将地下水降低一些
,

腾出地下

库容
,

以容纳较多的雨水
,

减轻涝演
。

控制地下水位

的工作
,

应在较大范围内进行
,

否则便起不到应有的

作用
。

砂姜黑土地区的排水任务主要是除涝防演
,

因此

排水沟不宜过深
,

大
、

中
、

小沟的深度一般分别挖3
.

5

米
、

2
.

5米和 1
.

5米即可
。

农田排水还可采用鼠洞法
,

安

徽省水利科学研究所和涡阳县农业项目办公室
,

正在

砂姜黑土综合治理区进行试验
,

初步试验结果表明效

果很好
。

3
.

灌溉问题 淮北砂姜黑土地区地下水位浅
,

水

质好
,

宜于发展井灌
,

但过去打了许多 30 一40 米或更

深的机井
,

用上的却很少
,

投资大
,

效益小
。

其原因

很多
,

而未因地制宜打井
,

却是失败的根本原因
。

砂

姜黑土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区域

性差异
。

人均耕地面积在 2 亩以下的地方
,

排涝一般

已不成间题
,

肥料较多
,

粮食单产较高
,

机井利用率

也较高 ,而人均耕地面积在 2 亩甚至 3 亩以上的地方
,

一般是离村庄较远的低平地 (群众称为
“
远湖地

”
)

,

排

涝问题尚未很好解决
,

肥料也很缺乏
,

粮食单产不高
,

则机井利用率低
。

因此
,

在砂姜黑土地区发展井灌
,

目

前不宜到处都打 30 一 40 米的机井
。

根据砂姜黑土地区

地下水源丰富
、

埋藏浅和水质好的特点
,

建议积极推

广压水机井
。

河南项城
、

安徽涡阳等地试用过压水机

井
,

井深 5一6米即可
,

每口井只需人民币60 一 70 元
。

井

距 50 x 14 0米
,

每 口井每小时能出水8一 10 立方米
,

每天

能斑 1
.

5一 2
.

0亩地
,
不需要电和柴油

,

经济效益高
,

很

女群众欢迎
。

此外
,

还可引河
、

沟
、

渠
、

塘灌
。

对于砂姜黑土
,

采用适宜的灌水方法和技术也很

重要
。

砂姜黑土由子校柱状结构发达
,

易裂大缝
,

入

渗速度大
,

扮水严重
,

加之土壤质地粘重
,

平整土地

困难
,

不宜大水扭灌和宽畦灌溉
。

否则
,

不仅使大 t

水向深层渗漏
,

造成浪费
,

而且由于土地不平
,

易造

成高早低涝
。

因此
,

应积极提倡沟灌
,

窄畦 ( 2一 3米 )
、

短畦 ( 40 一 50 米 )为好
,

顺坡降作畦
,

从高往低灌
,

可

节约用水
。

若在沟中结合人工浇灌
,

则畦宽可 5一6米
。

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
,

可发展喷灌
,

这样更能节约

用水
,

提高灌溉效益
。

4
。 “

早改水
”

向班 砂姜黑土历来以种早作为主
。

但能否实行
“

早改水
” ,

这要因时因地制宜
。

安徽淮北

平原的砂姜黑土
,

在五十年代后期曾经大面积实行
“

早

改水
” ,

未能获得成功
,

教训十分深刻
。

但江苏新沂
、

东海
、

干榆等地的砂姜黑土
,

实行
“

早改水
”

却得到了

巩固
,

粮食产量由2 00 一 300 斤提高到 7 00 一 800 斤
,

甚

至超过千斤
。

分析其增产原因
,

主要是水源有保证
,

即

苏北可利用大水库的水实行自流灌溉
。

充足的灌溉水

源是
“

早改水
”

的必备条件
,

否则便不如以有限的水源

发展旱地灌溉
。

在安徽
、

河南
、

山东等省
,

砂姜黑土实行
“

早改

水
,

也有成功的
,

同样也是水源条件较好 (一般靠近河

流 )
,

并同时积极开辟肥源
、

合理安排作物布局的结果
。

有人认为
,

砂姜黑土漏水严重
,

不能种水稻
,

其实不

然
,

若水源充足
,

在较大范围内成片种植水稻
,

地下

水位普遍提高
,

可以减少漏水
。

同时砂姜黑土是以裂

缝漏水
,

在整地前不要放水浸泡
,

干耕后
,

边灌水边

和田
,

和 田次数多一些
,

促使泥浆下沉
,

堵塞裂隙
,

如

此坚持多年
,

漏水程度也能大为减轻
。

5
。

深耕问题 砂姜黑土耕层浅薄
,

一般不超过 15

厘米
,

其下较紧实的厚约 8 厘米的犁底层
,

再下为棱

柱状结构发达的黑土层
。

棱柱状结构越发达
,

对作物

生长越不利
,

一因作物根系多沿结构面向下伸延
,

减

少了营养面积 , 二因千早时结构体之间裂缝
,

容易漏

水漏肥 , 三因干早时毛管被断裂
,

影响地下水补给
。

若

深耕到 20 厘米甚至 30 一 40 厘米
,

则可改良上述不良特

性
。

深耕宜在秋天或冬初进行
,

使紧实的
“

生土
”

经过

冰冻变酥
,

这样容易达到土肥相融
。

深耕结合施肥是

中产土壤改造成为高产土坡的重要措施
,

对于砂姜黑

土来说尤其重要
。

6
。

农林牧结合问题 从大农业的观点看来
,

砂姜

黑土农业区也有农林牧结合的问题
。

淮北砂姜黑土区
,

近几年以化肥引路
,

促进了粮食大幅度增产
,

桔杆可作

为饲料
,

促进大牲口的增加
,

因而又为农业生产提供

了畜力和有机肥料
。

当前的牧业以猪和耕牛为主
,

今

后还可种植饲料作物
,

有计划地发展肉用牛和奶用牛
。

淮北砂姜黑土区的林业至今还是一个很薄弱的环

节
。

除庄边有些树外
,

堤上
、

沟边
、

路旁有树的不多
。

不是未曾种树
,

而是保护不好
,

成活率太低
。

另外
,

有

(下转第 30 页 )



加酸和加石灰的方法是
:

先稀释 03一 05倍
,

才均匀没

于有过田面水的秧田
。

试验田属粘坡土
,

3 月13 日耙

沤
,

每亩施半干的糖厂滤泥 5 00 斤作基肥
,

21 日播下催

好芽的广选三号谷种
,

24 日已起针 30 %
,

这时
,

开始

出现连续五天的烂秧天气
,

阴雨低温一直延续到 4 月

4 H
。

播种后各日的平均气温和最低气温如表 1
。

3 月 2 6日已是气温连续三天低于 12 ℃的烂秧关键

日子
,

试验田起好畦埂后
,

于 14 时加酸
,

27 日清早加

石灰
。

灌水深一厘米左右
,

28 日中午把水排干
。

在整

个试验过程中
,

初加酸时
,

即使每平方米加 4 克的小

区
,

其水的 p H值亦在 3 以下 ; 每平方 米 加 16 一筑克

硫酸的小区
,

在 20 小时之内
,

都可保持在 6 以下
,

随

后即渐复原 (对照区 p H为 7
.

5) ,酸量少的复原较快
,

酸

量大的较慢
,

三天即基本达到对照 区的水平
。

3 月 2 9日
,

气温开始回升达 1 3
.

9 ℃
。 ` 月 1 日观

察
,

加 21 克硫酸和加石灰的小区
,

谷种起针势强
,

鞘

失落白而密度大
,

加酸量越少的小区显得越差
,

对照

区更甚
。

4 月 12 日调查成秧率
,

加 21 克硫酸的小区为

46 %
,

加石灰的小区为 3 5
.

5%
,

对照为 1 %
。

5 月 1 日取秧鉴定素质
,

对照区及加酸少的小区

因成秧率低
,

苗很稀
,

4 月初出苗慢而细
,

但后期个

体营养面积大 (按面积施肥 )
,

长得粗壮 , 加酸量大的

小区及加石灰的小区
,

因秧苗密度大
,

个体素质相对

较差
,

但长势和叶色都很正 常
。

以后
,

将加石灰
、

加

21 克酸及对照三处理的秧苗移植作对比
,

按 5 x 7 寸

大株植法
,

各生育期观察
,

三者不见差异 , 7 月 25 日

收获
,

亩产分别是 7 0。
、

7 09 及 7 19 斤
。

以上试验说明
,

在本试验的条件下
,

播后遇冷
,

于

烂秧的关键时期一 次加酸或石灰
,

对防止烂秧
,

提高

成秧率有相当好的效果
,

酸量为 21 克 /米
2的效果 最好

。

施加一定童的石灰
,

也得到相同的收益
。

而在没有烂

秧天气的情况下
,

虽加酸和石灰
,

各处理的秧苗未见

差异
。

以上是土坡p H值处于变化中的试验
。

为证实p H

值对秧苗生长的影响
,

又进行了p H值的盆栽育秋 试

验
。

取沙质壤土和粒质壤土两种土坡
,

各设六个处理
,

即把土壤 p H值调节近于恒定的 3
、

4
、
5

、
9

、

10
,

以 自然土

的 p H值7
.

8及 7
.

2为对照 , 每盆袋土一市斤
,

分二至三

次加硫酸或石灰
。

然后播下露白的广选三号谷种
,

经

恒温箱33 ℃ 50 小时的培养后
,

以 p H 4一 5的处理出芽最

好
,

不但发芽率高达 95 %左右
,

且生长齐整
、

粗壮
、

无

倒苗 , p H 3
.

5的发芽率高达 96 %
,

而且整齐
,

但芽最

短
,

对照的发芽率只 31 一 35 %
,

出苗长短不一
,

扎根

不佳
,

倒苗率最大达 3一 7%
,

加石灰的处理
,

苗情又

有所好转
。

还有试验证明
, p H S 以下及 9 以上的环境

,

对真

菌有抑制作用
。

从秧田死芽的谷种上分离出的称菌放

于 p H S 一 9 的马铃薯培养基上培养
,

经三次接 种 比

较
,

证实在p H S及 9 的培养基上
,

霉菌生长不 良
,

菌

丝生长慢
,

易老化和倒伏 , p H 6 一 8 的培养基上的菌

丝长得密而长
,

长势正常 ( p H 3一 4
.

5时
,

因淀粉在高

温灭菌时水解
,

不能形成斜面
,

没有作液体培养的比

较 )
。

以上结采表明
,

一定时间内恒 定在 p H 4 一 5 左

右的酸性环境
,

看来可 以减少病害
,

促进 秧苗生长
,
把

p H值提高到 9一9
.

8时
,

也收到减少烂秧的相同效果
。

但要使秧田表土层在烂秧天气时保持那样恒 定 的 p H

值
,

可分两次加酸或石灰
,

以防止初期表土局部过酸

(过碱 )而后又很快复原 的弊病
,

而且只有在可能出现

烂秧天气的情况下才施用酸或石灰
,

方能达 到口的
。

) 心》屹今屺》 屹加之) 之) 二〕 〔加艺匀屹〕心3咬 ) : 加二) 仁〕屹 ) 仁〕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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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新挖大
、

中沟的堤 上未能及时种上当地适生的乔灌

木 (如臭椿
、

苦株
、

榆树和紫穗槐
、

白腊条等 )
,

水土流

失接理发生
,

造成沟
、

渠淤浅
。

例如
,

砂姜黑土面积

占全县耕地面积80 % 以上的涡阳县
,

曾经是全国
“

平原

绿化
”

的先进典型
。

其获得成功的主要经验之一是护

林得力
。

但是由于树种选择不当 (加杨为主 )
,

加上近

年人为破坏
,

以致影响到农业增产
。

建议总结
“

平原绿

化
,

的经验和教训
,

有效地大力种树造林
,

这是综合治

理砂姜黑
一

!: 不可忽
一

现的关键措施 之一
。

总之
,

要农
、

林
、

牧结合
,

不能搞单一的农业生产
。

在农业方面
,

又不能搞单一的粮食生产
,

要提倡适当

多种花生
、

大豆
、

油莱等油料作物
。

它们既是经济作

物
,

又是养地作物
,

特别是花生
,

耐早
、

耐演
、

耐瘦
,

适宜于在砂姜黑土上生长
,

在施用同样肥料的情况下
,

经济收入要比粮食作物高几倍
,

因此
,

可以适当多种

一些
。

山东省苍山县在砂姜黑土上种大蒜
,

品质好
,

产

量高
,
安徽省滩溪县杨柳乡近三

、

四年在砂姜黑土上

引种萧县葡萄获得成功
。

认真总结此类经验
,

并加以

推 J
’ 一 ,

也是综合治理砂姜黑土一个重要方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