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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引黄灌区《两粮一肥》耕作制的
模式

、

特点及其发展

陈 文 泅

(宁及农学院 银川市 0 7 50 0 4 )

宁夏引黄灌区长期以来作物种植结构单一
,

一年一熟
,

常年连作
,

使土壤肥力不断下降
,

粮

食产量低而不稳
。

作者从 1 9 7 4 年开始
,

主持了旨在培肥土壤
,

提高作物产量的 (两粮一肥 ) 耕

作制的研究
。

前后历经 20 余年
,

取得了可喜的科研成果
。

据统计
,

(两粮一肥 )耕作制在引黄

灌区迅速推广
,

1 9 8 0 年为 18 万亩
,

到 199 7 年发展到 130 万亩
。

宁夏自治区的粮食总产从

1 9 7 9 年的 10
.

62 亿公斤
,

提高到 1 9 9 6 年的 25
.

79 亿公斤
,

提前实现了宁夏 自治区原计划到本

世纪末粮食总产达到 23 亿公斤的目标
。

现将该耕作制的模式
、

特点和发展途径简述如下
。

(两粮一肥 )耕作制是根据宁夏引黄灌区的生物气候特点
,

为达到春小麦稳定平衡增产
,

套

种玉米力争秋粮丰收的全年稳定增产的目的开展科学研究
。

通过试验研究
,

制定出来的新的

耕作制
。

采用带状间套的种植形式
,

实行春小麦与玉米 (两粮 )等高秆作物间种套种
,

在春小麦

收割后
,

抢墒复种豆科绿肥 (如箭豌
、

毛叶若子 )或田将等 (一肥 ) ;翌年
,

在同一地上重复上述间

套
,

但春小麦和玉米相互换茬
。

经过两年旱作
,

整块田地都种上一茬绿肥等养地作物
。

在水利

条件较好的地区
,

还可以在两年旱作的基础上
,

栽种一季水稻
,

实行水早轮作
。

该耕作制的最

大特点是把豆科绿肥等养地作物直接纳人轮作体系中
,

同时辅以增施有机肥 (如麦秆 )和合理

施用 N
、

P 等化肥
。

从而在用地的同时结合养地
,

使土壤越种越肥
,

产量逐年提高
,

成本不断下

降
。

(两粮一肥 )在群众中推广以后
,

群众不仅愿意接受
,

而且在上述科研成果和指导思想的影

响下
,

创造了多种模式
,

成为一个系列
。

包括
“

两粮一豆
” 、 “

两粮一肥
” 、 “

两粮一菜
”

(指蔬菜 )
、

“

两粮一饲
” 、 “

两粮一晒
”

(实行秋耕晒堡 )
、 “

粮 一 油 一 肥 ,’( 春小麦间套向日葵再间套草木杯 )
、

“

两粮一稻一肥
”

以及春小麦套高粱
、

向日葵
、

糖用油菜等
。

其主要技术措施包括因地制宜
,

合

理搭配 (如低湿地或盐分含量较高的地区不宜套种玉米而应改种高粱
、

向日葵等 ) ;选育优良的

春小麦品种 ;调整
“

带型比
”

(即春小麦和套种作物带幅宽度之比 )
,

通常采用 10 0 c m (春小麦 )
:

70
c

m( 玉米 )
,

或 16 5 c m
:

1 0 o c m
,

从适宜机耕的要求出发
,

也可改为 2
:
l

,

即春小麦带幅宽 3
.

6m,

玉米带幅宽 1
.

8 m等
。

为了培肥土壤
,

豆科绿肥或其他养地作物是本耕作制中的中心
,

同时注

意增施有机肥料和合理施用化肥
。

实践表明
,

(两粮一肥 )耕作制克服了当地无霜期短 ( 1 4 5 天左右 )
,

不能满足春小麦和玉米

所需的连续生长期 ( 2 5 0 天以上 )的矛盾
,

同时注意了养地用地相结合
,

培肥 了土壤
。

特别是在

间种套种中注意了浅根与深根作物
、

高秆与矮秆作物
、

中耕与非中耕作物等的搭配
。

从而改变

了单一的种植结构
,

变一年一熟为一年多收
,

变二元结构为粮
、

油
、

饲三元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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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粮一肥 )耕作制在宁夏引黄灌区已逐步推广
。

由于该耕作制中明确了绿肥的地位
,

不

仅受到群众的欢迎
,

而且符合养地用地相结合的原则
,

因此
,

在当地有广阔的前景
。

为了使(两

粮一肥》耕作制在宁夏地区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
,

必须注意下列问题
。

1
,

坚持养地用地相结合的原则
,

不断培肥土壤
。

2
,

坚持有机肥料与无机肥料相结合的原则
,

在充分利用有机肥料的同时
,

发展化肥生产
。

3
,

根据引黄灌区的生产特点
,

坚持农业与畜牧业相结合的大农业思想
。

(两粮一肥》耕作

制为农业地区发展畜牧业提供了有利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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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一植物系统中的重金属污染》

书 评

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陈怀满教授主编的土集圈物质循环系列专著
“

土壤植物系统中的重金属

污染
”

一书
.

已由科学出版社于 19% 年 9 月在北京出版
。

此书是陈怀满
、

郑春荣
、

陈英旭等 10 位同志长期从

事土壤一植物系统中重金属污染的研究成果
.

对重金属元索在土集一植物系统中的化学行为
、

含盘变化
、

作物

效应
、

治理方法等作了全面的论述
.

提供了不少宝贵资料
。

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
。

全书共 12 章
,

第 l 章综述了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概念及其生物效应
。

就土壤污染的重要性及其隐蔽性作

了全面的分析
.

提出要控制污染源
、

建立土壤环境质 t 监侧系统
、

防重于治等观点
,

是对土壤污染严重性的科

学论断
。

长期以来
,

环境保护工作中总是把水和空气当作重点
,

而忽视重要污染源的土壤
。

事实上
,

作为人类

生活要素的植物
、

水和空气
,

其成分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土壤的影响
。

土壤的污染也必然导致植物
、

水和空气的

污染
.

因此
.

土壤污染是整个环境工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

本书对土壤污染的论述
,

对提高环境质量的认识是

很有启发性的
。

第 2 章提供了迄今为止我国土坡和食物中重金属元索的背景值
,

并加以综合分析
,

有助于建

立土壤污染程度的量的概念
。

第 3 章至第 9 章分别论述了砷
、

锡
、

铬
、

铜
、

汞
、

铅
、

锌等 7 种元素的土壤污染问

题
,

每一章都深人探讨各个元素在土壤中的化学形态和化学反应
,

包括吸附一 解吸
、

沉淀 一溶解
、

氧化 一 还原
、

络合一离解等的理论与实际
.

从而导出该元素在土坡中的形态变化和含量变化特点
.

及其与植物中重金属含

量的关系
。

内容充实
,

资料丰富
,

提供了大盆数据和研究成果
,

对重金属元素在土壤中的化学行为和动态变

化
,

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

近年来
,

论述元素土坡化学的著作文献时常可见
.

但由于从元素的基本化学特性分析

不够
,

因此对化学反应的论述往往局限于现象
.

难以深人
。

本书中有关章节能从元素中的基本特性出发
,

对每

个元素的化学行为从理论上加以剖析和推断
.

把元素化学提高到新的水平
。

福和铬两章尤具代表
。

第 10 章

论述了重金属元素的复合污染
。

对多种重金属元素存在条件下的竟争吸附及其生理效应提供了研究资料
,

极

具参考价值
。

第 11 章探讨重金属元素胁迫下的根际环境特征及其对重金属元素化学过程的影响
。

对实际生

产环境中的应用有一定意义
。

第 12 章讨论重金属元素的土壤负载容t
.

在表观容量的基础上提出实用容量

的概念有重要参考价值
。

总的看来
,

该书在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系统地整理
,

编写了土壤中重金属元素污染的理论
,

并联系植

物效应
。

理论联系实际
,

内容丰富
.

水平较高
.

很具学术价值
,

可供环境保护科研人员参考
。

(袁可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