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土粪为粪草堆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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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北方地区广泛施用的土粪
,

土占 5 0一90 %
,

有机质及全氮含量一般在 2 %及 0
.

15 %

以下
,

质量很差
,

而积肥
、

施肥耗用劳力却占总劳力的40 一70 %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改

土粪为粪草堆肥或施用纯粪
,

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的顺利发展
。

一
、

土粪的固氮作用与稀释效应

多年来
, “

土保氮
”

试验的结论都是加土愈多
,

保氮效果愈好
。

但是
,

只注意掺土积肥后

氮素损失减少的数量或所能保存氮素的数量
,

而不考虑这些氮素是否能够全部被作物吸收利

用 , 只注意掺土积肥后增加了土粪的数量
,

而不考虑它同时也降低了厩肥的质量
,

则既不全

面
,

也不合理
。

第一
,

据黄福珍等资料 〔 1 〕 ,

生土的有机质含量
、

供氮水平及单产均远较熟土为差 (表 1 )
。

表 1 熟化对土壤有机质积累及氮素养分含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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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据陕西省土肥所资料
,

在生土地上种棉花
,

尽管土壤中含有一定数量的养分
,

但籽棉

产量却很低
,

同样的化肥和猪粪
,

施在耕层熟土上
,

与施在下层生土上 (将上层土壤铲除后
,

施肥种棉 )相比较
,

产量悬殊很大 (表 2 )
。

由此可见
,

正如萎蔫系数以下的土壤水分对植物无效那样
,

在过于瘩薄的土壤中
,

养分含

表 2 埃土不同铲深的各土层养分含量及籽棉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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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自映西 省农科院 《土城肥料科研资料 汇编》 ,
1 9 7 4

。

. 示范推广工作与扶风县农科所及宝鸡市农技站合作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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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临界值以下的部分
,

以及由于被土壤粘粒矿物所固定 (铁及钾 )等原因
,

同样施肥也不能满

足作物高产对养分的需求
。

故可认为
,

掺土积肥虽有保肥效果
,

但对它固定养分的作用也不

能忽视
。

第二
,

植物通过质流和扩散所能吸收养分的多少
,

与养分的浓度梯度有关 , 一般要求磷 攀

的浓度为 1 0
. `

一 1。’ .
克分子以上

、

钾为 1。一 ”
一 1 0一 `

克分子以上时
,

才能满足大部分作物的需

要〔 2 〕
。

而掺土积肥
、

施肥时
,

在提高了生土养分含量的同时
,

也降低了粪肥及局部土 壤 中

养分的浓度
,

这种
“

稀释效应
,

与决定养分供应强度的
“

饱合度效应
’

相反
,

对作物生长也有不

利方面
。

如表 2所示
,

同是 6 4 5 0斤猪粪
,

施于耕层熟土
,

亩产籽棉 2 96
.

5 斤
,

而施于老心土

层则只有 2 9
.

8斤
。

第三
,

掺土积肥
,

土粪数量增加数倍
,

而积存
、

施用不便
,

不得不长期露天堆放
,

并主

要在农闲时用于追肥
,

这样风吹
、

日晒
、

雨淋
,

养分的损失也不少
。

改为粪草堆肥后
,

平时

用麦草泥或塑料纸密封
,

施用时用做底肥
,

并随运随施
、

随即翻埋入土
.

可以把养分 的损失

减少到最低限度
。

二
、

草粪或纯粪的增产效果

陕西关中的埃土是在褐土的基础上形成的农业土壤
。

长期
、

大量施用土粪的结果
,

在老

表土之上堆积了厚约 60 一 80 厘米的覆盖层
。

澳土的肥力特点是熟化层厚而熟化程度不高
。

这

种矛盾的出现
,

除长期耕种的消耗及秸秆主要燃用外
,

与大量施用质量很差的土粪有一定关

系
。

土粪对维持地力虽有一定作用
,

但不可能达到高产的要求
。

我国北方的土粪和南方的草塘泥都是土 表 3 堆肥与不同质量土粪对小麦的

多粪少
,

南方的水粪则是水多粪少
,

实质上

都不全是有机肥料
。

据初步了解
,

国外除朝

鲜及日本曾有掺土积肥的习惯外
,

目前已由

枯秆垫圈发展为施用液体厩肥
。

有的还采用

厚垫草或再加塑料垫的方法以节约劳力和垫

草数量
。

同时化肥的主要品种也由含氮20 %

增产效果 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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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硫按
,

发展为 46 %的尿素和 80 % 的液氮
。

在这种形势下
,

我们不宜把含氮 量 只 有 。
.

34 一

0
.

83 % 的屁肥
,

再加 3一 5倍生土
,

使降至 0
.

2 % 以下
。

扶风县在推广粪草堆肥时
,

做了大量的试验示范
。

结果表明
,

随着掺土数量的增加
,

土

粪的增产效果明显降低 (表 3 )
。

宝鸡市多年多点试验结果指出
,

亩施 1。。0 0斤土粪与 3 。。。 斤

粪草堆肥相比较
,

其肥效不仅在当年小麦上相近
,

而且在后茬小麦
、

玉米上也基本相同 (表

4 )
。

关于施肥量减少而单产提高的原因
,

据扶风县农科所资料
,

粪草堆肥中的有机质及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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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含量大约分别相当于土粪的 0 1倍及 5倍 (表 5)
。

又据宝鸡市农技站统计
,

毕公大队 1 9 7 6年共

积土粪 1 8 0 0万斤
,

含氮量 以0
.

1 0 9 1 %计
,

折标准氮肥只 9
.

8万斤
。

1 9 7 7一 1 9 8 0 年平均积制粪

草堆肥 60 了万斤
,

含氮量以。
.

4 3 4 8 %计
,

折标准氮肥即增为 1 3
.

2 万斤
。

随着施入养分数量的

增加
,

配合其他措施
,

粮食总产由 1 9 7 7年的 1 29 万斤增为 1 9 7 9年的 1 94 万斤
。

同期劳动日值也

由O
。

6 5元增为 1
。

30 元
。

表 5 粪 草 堆 肥 与 土 粪 的 养 分 含 摄 ( % ) 比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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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奋

三
、

提高有机肥料质里的经济效益和措施

长期以来
,

在播种面积继续增加而大牲畜不断减少的情况下
,

主要靠增加垫土数量来弥

补粪肥不足的困难
,

以致掺土越来越多
,

土粪与熟土的差别很小
,

形成
“

黄土搬家
口 〔 ” 〕 。

这是

导致农民劳动强度过大
,

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和土壤肥力难以提高的主要原因
。

以关中西部

地区为例
,

亩施质量较差的土粪 1 0 0 0 0斤
,

约可增产粮食 30 一 60 斤
,

而其肥效则约略与 20 斤

标准氮肥相当
。

20 斤化肥仅值二元多
,

而万斤土粪仅投肥计酬一项
,

即需计工 10 一 20 个劳动

日
。

另外
,

大量施用土粪
,

由于地面的继续垫高和取土壕的大量扩展
,

也不利于机械化和水

利化的发展
。

据宝鸡市农技站调查
,

扶风县毕公大队 1 9 7 6年掺土积肥时
,

全年积肥
、

施肥用工 9
.

6 万

个
,

占总投工数 19 万个的 50 %
,

1 9 7 8年改为粪草堆肥后
,

拉土
、

送粪用工减为 4
。

6万个
,

全年

共节约劳力 5 万个
。

腾出来的大批劳力
,

既可用于精耕细作
、

开展多种经营
,

又能投入农田
、

水利及肥料基本建设
。

如该大 队平整土地面积 1 9 7 6年为 80 亩
,

而 1 9 7 8年则增为 28 。亩
;
化肥改

撤施为条施
、

穴施
,

对提高单产也有很大作用
。

据江苏省农业现代化研究所资料
,

苏南积施草塘泥用工约占农田用工的 40 %
。

1 9 7 9年试用

稻草猪粪堆肥后
,

节约用工量 约一半 ( 20 % )
。

因此
,

从改革旧的积肥
、

施肥习惯入手
,

加强

有机肥料的研究工作
,

有可能在培肥地力
、

保护土壤的工作中开创一个新局面
。

据测定
,

风干土每百斤能吸水 20 一30 斤
,

而百斤碎秸秆则可吸水 20 0一30 。斤
。

另外
,

改

掺土为掺草积肥
,

在提高粪肥质量 的同时
,

也减轻了重量
。

如一车土粪重达 30 0斤
,

而草粪只

有 1 50 斤
,

便于用做底肥施用
。

倘以两车浮粪 (追肥 ) 只抵一车底粪计算
,

改追肥为底肥可使

肥效提高约一倍
,

也就等于增加了一倍的肥源〔 4 〕
。

掺草积肥时
,

为了加快腐熟
,

并提高粪肥

质量
,

最好加入稀人粪尿
。

把过去大量抛撒的人畜粪尿通过秸秆垫圈和粪草堆肥收集 起 来
,

也扩大了有机肥料来源
。

近几年随着单产的提高
,

秸秆产量相应增加
,

一些地区燃料与肥料

的矛盾有所缓和
,

也为改掺土积肥为掺草积肥创造了条件
。

过去
,

在缺肥而又无化肥
、

煤炭也少 的情况下
,

不得不用土保氮
,

这是可以理解的
。

而

现在
,

考虑到在以秸秆为主要燃料的地区
,

大量掺土不可能是解决缺肥困难 的根本途径
,

为

了通过增加有机肥料的数量以增加土壤有机质的含量
,

培肥地力
,

为持续
、

稳定增产奠定基

础
,

也迫切要求在牲口粪中掺加尽可能多的枯秆
。

这就提出了粪草推肥的任务
。

与掺土积肥相

2 1 3



比较
,

掺草积肥的优越性是人所共知的
。

在不得已必须垫土时
,

应力争减少用量
,

还要注意

不要先把生土拉回来
,

在厩舍附近积肥
,

再拉到地里施用
,

形成
“

黄土搬家
” 。

应改为把纯粪

拉到地头
,

结合平整土地
,

就地堆积
,

就地施用
。

据了解
,

推广秸秆垫圈
、

粪草堆肥的主要困难在于燃料与肥料的矛盾
。

在燃料
、

饲料和

肥料俱缺时
,

首先被挤掉的是肥料
。

在缺肥情况下搞广种薄收
,

其结果必然是粮少
、

草少
、

粪

更少
,

以致越种越薄
、

越薄越种 ; 越穷越垦
、

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 日益发展
。

毕公大队六年

多的实践证明
,

把从黄土搬家中节约下来的大批劳力用于精细耕作
,

小麦单产提高一 倍 后
,

枯秆产遥也相应增加
。

腾出部分劳力用于多种经营
,

用增加的收入购买化肥和煤炭
,

这样一

来
,

又能腾出更多的秸秆用于青贮或直接还田
,

并把更多的油渣和绿肥改作饲料
。

而粪肥的

增加又能进一步促进单产的更大提高
,

从而把恶性循环变为良性循环
,

三料的矛盾有可同时

得到缓和或解决
。

高温速成堆肥自五十年代推广以来
,

进展不快
,

其原因除三料矛盾外
,

也受长期施用土

粪习惯的限制
,

阻力不小
。

毕公大队改掺土积肥为施用纯粪后
,

群众的最大顾虑是
,

纯粪虽

好而数里有限
,

怕不够施用而造成减产
,

于是主动提出掺和秸秆
。

为了加快粪肥的腐熟并做

好除害灭病工作
,

又需要掺加人粪尿
,

调节碳氮比
,

从而带动了旱茅
*
改水茅的实现

,

改善了

环境卫生
。

另外
,

厩舍改干土垫圈为秸秆垫圈
、

改土圈底为三合土或水泥圈底后
,

对家畜的

健康也有好处
。

在堆肥技术方面
,

改圆坑为长坑
,

改坑式堆肥为地下
、

地上结合
,

改盖土保肥为麦草泥

密封
,

改长期堆放为根据季节施肥需要安排堆肥计划
,

以及改土粪大部追施为全部底 施 等
,

对提高粪肥质妞和肥效都有一定作用
。

今后
,

既是培肥地力
,

继续提高单产的需要
,

也是为

了减轻劳动强度
,

并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

改掺土积肥
、

施用土粪为粪草堆肥
,

施用纯粪
,

将

能收到更大的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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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出版社
,

1 9 7 .9

〔 3〕 陕西省农林学校农学专业
,

改革
“

黄土搬家
”
的积肥

、

施肥习 惯
。

土城
,

第 3期
,

8 5一 89 页
,

1 9 7 8
。

〔 4〕 映西省农林学校农学专业
,

改革小麦盖粪的旧 习 惯
,

建立新的肥 料体 系
。

土族
,

第 1期
,

9一 13 页
, 1 9 7 7

。

* 映西关中习惯
,

猪圈与月所结合
,

在平地上垫土权肥
,

群众称为早 茅
。

2 1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