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惠 阳 地 区 耕 地 土 壤 增 产途 径 的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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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惠阳地 区农业处 》

惠阳地区位于粤中东江流域
,

水热条件优越
,

适

宜发展多种作物
。

但全区山多水阔而耕地不多
,

山
、

水
、

田之 比约为 7 :1
.

5 : 1
。

1 9 8 1年人均耕地只有 0
.

97 亩

(水田二 75 亩
,

早地 e
。

22 亩 )
。

农业增产的主要出路在

于提高耕地质最
,

进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从目前农业区划与土壤普查的资料看
,

我区耕地

土集存在如下几个突出问题
。

一
、

低产田多 据土坡普查统计
,

1 9 8。年我区水

稻平均亩产9 38 斤
,

但 8 00 斤以下的低产田有 18 0 多万

亩
,

占全区水田面积的的 50 %
。

1 9 8 1年水稻平均亩产

86 6斤
,

8 e 0斤以下的低产田 21 7多万亩
,

占全区水田面

积的57 %
。

连平
、

惠阳
、

东莞三个县可分别代表我区

山地
、

丘陵
、

平原三个类型
。

1 9 8 0年亩产 800 斤以下

的
,

连平县有7
.

4万亩
,

占该县水田 4 2
.

7 % , 惠阳县有

2 3
.

5万亩
,

占50
.

1 % , 全省著名的高产单位东莞县也

有 10
.

2万亩
,

占10
.

8%
。

我区低产田的障碍因素
,

主

要是土壤耕层浅
、

沙
、

瘦和酸等
。

二
、

肥力变低 1 9 8 0年我区抽查各县 (市 )耕地土

坡 12 7个样本 (其中水田 1 17 个
,

早地 10 个
,

养分差异不

明显 )
,

其养分平均含量列 于表 1 ; p H小于 6
.

5 的酸

表 1 惠 阳 地 区 耕 地 土

性土壤占91 %
。

按全国第二次土城普查土壤养分分级

标准衡量
、

全磷
、

速效礴
、

速效钾均属缺乏
,

有机质
、

全氮
、

碱解撼属中等
,

全钾虽属丰富
,

但绝大部分是

矿物态钾
,

难为作物利用
。

据土城普查
,

连平
、

惠阳
、

东莞三县土壤耕层厚度
、

质地和酸度的调查结果列于

表 2
。

表 2 三种类型地区耕地的调查结果

调调 查查 耕 层 厚 度度 耕 层 质 地地 胶 性 田田

地地 点点 ( < 15厘米 ))) (偏沙或偏枯 ))) ( P H 4
.

5一 6
.

5 )))

万万万亩亩 占水田 %%% 万亩亩 占水 田%%% 万亩亩 占水 田%%%

连连平县县 1 6
。

666 9 6
。

444 5
。

999 3 4
。

444 1 5
。

333 8 8
。

666

((( 山地 ))) 3 6
。

666 7 8
。 222 3 3

。

444 7 1
。 333 4 4

。
111 9 4

。
333

名名阳县县 4 7
。

888 5 0
。

888 5 5
。

555 5 8
。

999 8 1
。

555 8 6
。

666

((( 丘健 )))))))))))))))

东东莞县县县县县县县县
(((平原 )))))))))))))))

惠阳县 1 9 8 0年与 1 9 5 8年土集普查 巧种水田土城理

化分析比较
,

结果表明
,

速效磷
、

钾有所提高
,

但耕层

变薄
,

酸性变大
,

有机质减少
。

东莞县 19 7 8年与 19 6 4

年 15 种水田土城养分分析比较
,

结果表明
,

有机质
、

全

壤 的 养 分 含

邃邃 效 礴礴
((( P Pm )))

耕耕 地 土 坡坡 有 机 质质 全 抓抓 全 礴礴 全 钾钾 碱 解 氮氮 邃 效 礴礴 速 效 钾钾
((( 12 7个 样本 ))) ( % ))) ( % ))) ( % ))) ( % ))) ( P Pm ))) ( P Pm ))) ( P P m )))

平平均含 ttt 2
。

4 999 0
。

1 2 222 0
。

0 7 777 1
。

8555 1 0 333 555 5 333

氮
、

全磷有所提高
,

但速效磷
、

钾大报度下降
,

土镶

严重酸化
。

这与几十年来耕作施肥等措施一系列的变

化有关
。

1 9 5 8年的深耕改土对加深耕层有 过 积 极 影

响
,

但后来耕作粗放
,

耕层逐渐变浅
。

1 9 6 5一 1 9 7 6年
,

我区冬种绿肥
、

夏季田著
、

红萍等平均每年 有 10 0一

15 0万亩
,

若以亩产鲜草2。。。斤计
,
每年稻田可 增添

20 一 .3 亿斤有机肥料
。

但 1 9 7 6年后绿肥面积大金缩减
,

1 9 8 1年仅剩 3 万亩左右
。

与此同时
,

化肥施用量则迅

速增长
。

1 , 6 4年全区化肥销售 12
.

2万 1屯
,

1 9 8 1年增加

到 2 8
.

3万吨
。

因而
,
土壤肥力没多大提高

,

酸性却明

显增大
,

生产成本也随之增加
。

三
、

土壤养分失调 土城普查中大爱的土城分析

结果表明
,

耕地土城养分失调
,

其中以钾素的贫缺尤

为突出
。

1 9 8 0年水田土壤速效钾小于 10 O p p rn 的
,

连平

县有 16
.

5万亩
,

占该县水田 96 % , 惠阳县有 4 4
.

4万亩
,

占9 4
.

3 % , 东莞县有 83 万亩
,

占91 %
。

这在很大程度

上是人为施肥的偏废造成的
。

从全区销售氮
、

钾化肥的

比例来看
,

1 9 6 4一 29 8 1年 是 4 6 : z
。

2 9 8 2年销售化肥

2 8
.

3万吨
,

其中氮
、

磷
、

钾化肥的比例为 21 : 12 : 1
.

平

均每亩耕地只有3
.

2斤钾肥
。

针对上述存在问题
,

今后增产主要应采取如下措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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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施用方法下
` S

N标记硫酸按在稻田土壤中的去向

俞金洲 蔡贵信 朱兆良

《中国科学院甫京土城研 究所 )

我们曾在无锡黄泥土上
,

进行了 l . N 标记硫酸钱

在早稻返青后表施的姐素平衡的研究 1t 〕
,

为了 进一

步了解在不同施用方法下
, ’ `

N标记硫酸按的扭素平

衡情况
,

又在无拐黄泥土和竖头黄泥土上进行了试验
。

但在试验过程中
,

黄泥土上的一组试验
,

未能得到完

整的资料
,

因此
,

本文报告的只是竖头黄泥土上的一

组试验结果
。

试脸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 1 9 7 7年在江苏省无锡县东亭公社春雷大队

的竖头黄泥土上进行
。

土坡基本性质见 前报〔2〕 。

前

作油菜
,

5 日27 日收获
。

供试水稻品种广 陆 矮四号
。

试验处理如表 1
。

试验采用田间 “ N示踪徽区法
。

在种稻前埋入直

径29 厘米
、

高 35 厘米的无底塑料圆筒
,

每个筒的面积

约为万分之一亩
。

每个处理重复三 次
,

区组随机排列
。

5 月 3 0日施肥
,

擂秧
。

面肥表施后与表层 2 厘米土层

混和
。

每筒栽秧五穴
,

每穴五苗
。

分菜肥和稼肥皆不

与表层薄层土坡混合
,

烤田处理于 6 月 1 1日一 18 日排

水落干
。

8 月 7一 8 日收获
。

试验后期脱水较早
,

收获

时土城比较板实
。

收获时取出试验筒内O一 20 厘米土壤

称重
,

混匀后分取湿土样 1
.

5一 2
.

5公斤
,

风干粉碎
,

挑

出稻根
,

与收获时拔出的稻根按重量比例混合为稻根

样品 (经过计算
,

求出二者混合比例及总重量 )
。

分别

测定土城
、

稻谷
、

稻草
、

稻根的千重
、

全氮含量和
’ S N

丰度
。

试验结果及讨论

不同处理中 l “ N 硫酸按的氮素平衡情况列于表 2
。

艺` N在土城中残留量在 10
.

3一 2 2
.

5 % 之间
,

水稻吸收

.

户、 -’ .- .. 产、 . 尹 . 、 .. 、 . 口产、 。口 . 、 . 产、 二、
.

尹、二 、 一 ,- 、 一、
.

尹、
.
尹、

.

尹 、
.

产 、
.

尹 、 ` 砂 . 、 产 .- ` . .

、 尹、
.

尹、 .. 户 、 .- .- :-
、 一 ” 、 .. 、 .’ 产 、 尹 .-

:-
、

.

产、 . 户洲 、 一 、
。

一
、

植树造林
,

保持水土 由于我区人多田少以

及过去的盲 目开荒 (如田多人少的地方
,

有荒没人开 ,

田少人多的地方
,

有人无荒开 , 今年开
,

明年荒 , 上

游开
,

下游荒 )
,

结果导致林被破坏
,

水土流失面积扩

大
,

水早灾害频萦
。

惠东县 1 9 8 1年土壤普查借助航片查

明全县水土流失面积为 2 76 平方公里
,

比五十年代增加

15 2平方公里
。

博县罗水文观测站记载
,

东江河水 1 9 5 5

一 198 1 年平均每年将 2 78 万吨的泥沙携向大海
,

26 年

爪计达 7 2 2 8万吨
,

相当于损失24 万亩 良田沃土 (以河

水中悬移质计算 )
。

因而
,

植树造林
,

保持水土是整治

农田的首要环节
。

二
、

针对障碍因素
,

改造低产田 根据我区当前

实际情况
,

在改造低产田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提倡
。

一

是发展水早轮作
。

目前轮作范围过于狭小
,

形式比较

简单
,

擂要以大农业的观点
,

进一步扩展轮作范围
,

丰

盲轮作形式
。

二是改革几百年来沿用烧石灰下 田的习

惯
,

改用石灰石粉直接中和土城酸性
。

这样效果更为

长远
,

即可节省生产成本
,

又无需消耗大量燃料
。

三
、

恢复绿肥生产
,

广辟有机肥源 土坡有机质

对土坡的改良作用是无机肥料难于代替的
。

由于我区

高温多雨
,

土坡有机质分解消耗快
,

种植 绿 肥 以 补

偿有机物质的耗损就更为必要
。

对于绿肥生产
,

必须

实行专用绿肥 (以收取绿肥为栽培目的
,

如紫云英
、

苔

子等 )与兼用绿肥 (以收取绿肥和籽实等为栽培目的
,

如蚕豆
、

豌豆
、

油菜等 )并举
,

冬季绿肥与春夏季绿肥
、

一年生绿肥与多年生绿肥
、

陆生绿肥与水生绿肥
、

豆

科绿肥与非豆科绿肥
、

栽培绿肥与野生绿肥并举
。

冬

田最好采取
“

三三制
” ,

即三分之一种绿肥
,

三分之一

犁冬晒白 (晚稻收割后翻地
,

土堂曝晒一个冬天
,

不种

作物 )
,

三分之一种经济作物
,

轮作周期为三年
。

此外
,

还要抓好作物稿秆回田
。

四
、

调整肥料结构
,

大力推广钾肥 如前所述
,

我

区土坡缺钾非常严重
。

1 9 7 9年以来
,

各县 (市 )进行的

大面积钾肥试验表明
,

施用钾肥在我区有显著增产效

果
。

在缺钾稻田施 20 斤左右的硫酸钾或氯化钾
,

平均

每斤钾肥可增产 5 斤稻谷
。

因此
,

广积草木灰
,

回收

窑灰钾
,

大力推广钾肥
,

是我 区进一步提高农作物产

量的一项重大增产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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