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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深翻尚题
·

田积些

为了迎接部将到来的全国土地深翻运动
,

有必要介

韶一下土地深翻的意义 及 苏联农巢发展 对程中的土地

深翻握输
。

土地深翻是我国固有的土壤耕作法
,

但畏期

未得发展
,

只有在今天共产党镇导下
,

才得到全面的展

开
,

科学工作者应和农民一起
,

参加这一像大的是动
。

为了展开这一项工作
,

曹搜集有关文献
,

并精合个人工

作体会
,

草写这篇文章
,

作为我们工作的开始
,

井希望得

到大家的指正
。

一
、 尸

土地深翻狗惫义

一切农当髦利学研究的最胳目的谱肠是 为了达到农作

物的丰产
,

丰产决定于作物生长的内在和外在环境
,

更

主要决定于人为的措施
。

作物所需要的环境和务件是什

么 ? 不外乎阳光
、

温度
、

室气
、

水分和养分
,

地球上的植

物不口土壤本是按着地带分布的
,

但握过人的力

量可以发生变化
。

农作物约生提是受着气候和
_

七壤的限制
,

但靛芝人工培育
二

亦可改变植物生长

的习性
,

按着 人类需要的方面发展
。

过去我介j

韶为小麦是低产作物
,

每亩只能产到几十斤
,

最多到几

百斤
,

但是在全民大跃进的今夭
,

小麦亩产己高达七干

多斤
,

以后可能还要提高
,

这充分淤明农禁增产潜力很

大
,

只要能够改善作物生长的条件
,

就可以使作物产量

棍擅不断的提高
。

作物所需要的室气
、

永分和养分
,

首先

要依习负上壤物理险臂的改善
,

因此加深耕作
,

疏松上壤
夕

便 成为农巢增产的主要措施
。

我国农民今年的丰产桔

果得出一条总的艇尧脸
,

就是深翻密衣{〔和 多施肥可得到高

额丰产 (表 1)
; 苏联 农巢实践 也靓明深翻能够提高产

量
,

如能精合施肥更能提高 (表 2 )
。

远在十九世耙末叶
,

俄国著名农学家 A
.

A
.

伊兹迈伊尔斯基就曾指出深翻有

利于作物根系的生 J乏
,

深耕 14 厘米增深到 36 )裹米
,

参黑

麦根系的重量增加 2
.

9 倍
,

董叶增加 0
.

8 倍 , 冬小麦根

系增加 2
.

2 倍
,

董叶增加 0
.

7倍
。

农 第 社

湖北省谷城县乐民社

河南省郸城县先舒社

湖北省谷城县先锌社

安徽省阜南县扛尖社

河南省郸城县宜路乡

河南省商丘县双楼社

河南省辉县南田庄社

河南省西千县和平社

河北省安国县卓头社

福建省简候县速坡社

小麦

小麦

小麦

小麦

小麦

小麦

小麦

小麦

小麦

水稻

表 1

产 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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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施肥对作物产量的影响

蒙阵称扁藐夔尸
一 , 一—(厘来 )

2 3

4 1 1 6

三百担基肥
,

追肥 4 次
,

自然肥 1 00 担
,

施化肥
。

粗肥 韶叻 U 斤
,

硫绥 3生 斤
,

粗粒肥 2的 U 斤
,

井肥 加 斤
,

土粪
一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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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水 2 0lJ O 斤
,

草木灰别 。 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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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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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粪 13 。 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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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粪共扰o

斤
。

基肥粪千 12 00 斤
,

硫铁 15 斤
,

追肥 5次
。

底肥
、

粗肥 3叨因 斤
,

追粗肥 如明
娜 次 ) 麻爵 9 0 斤

,

草木灰 50 斤
。
斤 (怪次 )

,

尿肥 3 O U。 斤

底肥多
,

硫铁 20 斤
,

迫肥 5 次
。

底肥 弱明 u 斤
,

入粪尿 8明。 斤
,

屋土 3的。 o 斤
,

粗肥 3U ufJ U

斤
,

化肥 80 斤
,

草木灰 拓 斤
。

底肥 招 万斤
,

粗肥 6 万斤 人粪尿 4佣担
,

硫鞍助斤
,

草木灰
加。 斤

,

过磷酸钙 幼 斤
。

基肥
、

猪粪 8。的 斤
,

混合大粪 16咖 斤
,

粗肥 1 6 u的 斤
,

化肥
9 4 斤

。

塘泥
,

山皮草肥
,

人
、

猪
、

海肥
,

草木灰 4 0 00 多担
,

化肥 30 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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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索罗夫院士研究深耕对于燕麦根 重的关

系
,

耕深 20 厘米
, 。一 3 0 厘米土层内的根重豹 20

·

8 克 ;

耕深 30 厘米 O一 30 厘米土层内的根重 27 克
,

深耕以后

可便 20 一30 厘米深度内增加根重 5 倍
。

深耕可以增加

根系
,

特别是土壤下层
,

地 L部分也相应增加
,

和根相比

增加得孩少
〔 I J 。

俄国惊大的植物生理学家凡 A
.

季米男亚捷夫曾指

表 2 普通黑妈土深翻施肥对于麦类作物产量的影响
(根据 B

.

B
.

克椎斯足科夫资料 )

翻耕深度
(厘来 )

燕 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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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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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深耕不只增加上壤的用罗水量
,

也可助是植物深根的发

展山
。

我国农粱发展很早
,

上地深翻亦有很多握麟
,

最

近农当拿大跃进中
,

农民的肩U作很多
。

最近我介日愈拜前河

南省豪葛县的焉同义同志
,

他对深翻就有一套 J七较成熟

的耙输
。

我们应针对国家目前的需要
,

从速总精农民深

翻上地白惚脸
,

井加以分析粽合和提高
。

性
,

透水性及持水性 (表 3
,

表 4 )
,

降低地表迎流
,

土壤疏

松后容重变小 (表 5
,

表 6 .) 大空隙 (非毛管孔隙 ) 增

多
,

对作物根系的发展有很大好处
,

特别是对甘薯
、

焉耸

薯
,

搪用甜菜
、

棉花及首藉等
。

表 6 耕翻2架度对土壤容重的影响
*

普菠耕习O 厘来 深翻 4 6厘来
一 ,

二
、

深忿引起士攘性置的变化 采土深度
(厘米 )

采土深度
(厘来 )

容 重

几千年来的农梁彩卜作都采用笨辈
,

耕翻深度太场菱
,

只 15 厘米
。

由于笨犁皂】常在此深度内翻动
,

因此便上

壤形或 一个紧实的犁底层
,

不仅仁山得作物根系的生狡
,

而 巨减低了土壤的透水性及 透气性
。

土壤中有效办巧于

含量既少
,

室气交携也很困 难
,

有效营养物鬓的含量也

不多
,

好气微生物只在表层中活动
,

作物所需的水分和

养分大部依习娟表面耕作层
。

上地i杀翻可以改良 1二述的不

良现象
,

作物根系可以向深处发展
,

增强上壤的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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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深翻对于田周持水量的影响
*

普通翻 15厘米 深翻砧 厘米

采土深度 永 分 男
采」几深度

(厘米 ) 水 分 万

*
河南省是葛县和尚桥乡袒壤赏草甸褐土的分析籍梁

。

深翻不仅增加持水性能
,

拯可以加强保水力
,

在湿

消季节
,

深翻地的水分蒸发量比普通耕地 )l咬少
,

在千旱

季节深翻土地的;吸分蒸发量 lRJ 较多(表 7)
。

根据大由款

脸
,

擎耕第一年深翻地水分蒸发最大
。

耕翻深度相同
,

但

未将耕层以下的土层翻到表面来
,

’

蒸发揖失的永分最小

(表 8 )
。

表 7 休简地耙至过普通耕作及分层深翻

所寸氢失的水分数量〔毫升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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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深翻对于自然含水量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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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第通伯河流域普菠黑钙土食料 ( 1 9胎年 )
。

表 8 休阴少嵘泛过普通耕作及分层耕作
1加 厘米土层中水分的赊量乃揖失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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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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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深耕对于上壤容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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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千早地区硷士的分析桔果
。

课翻可以提高土壤的肥效
,
苏联彭泞赶云克熟醚站权

据兰年的移言察豁为深翻 32 一 3 5 埠夏米的上壤乡在春季榴
力呵吸收性氮素肥料比浅耕 20 厘米的多 4 6拓

,

磷酸提
高 4 7%

。

深翻王缓中稍酸态氮素依印 此 一般耕地
少 “

,幻 ,

可能是深翻后增强作物需用养分的能力
,

致硝酸

蒸减少
,

`

或者是深翻后二b 嚷透水性增强
,

使易溶性稍酸



表 9普通讲作及分层耕作的稍酸态氮含量比较

(公斤/ 公顷)
宁

(厘米 )
处 理

土 层
0一`。

1
`。一 2〔

【
2。一3 c

1
3 。一` 。

1
4 0一“ 。

…
。一 50

19 5
。

2

化上壤的有效措施内
。

土壤深翻的适宜深度是否 有一

定的限度
,

目前尚无充足查料
。

苏联在退化黑钙上的歌

敬中豁为深翻 35 厘米可得到最高产量
,

深翻荃 40 厘米
,

产量反而减少 (表 1。)
〔

火

表 10 辈拼深度对作物产量的影响 (公担 /公顷 )

2 18
。

9
荤耕深度

(厘米 )
第一年冬小麦产量

*
第二年冬小麦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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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深 22 厘米

耕深 22 厘米井
松土到拓厘米

深耕 (拓 厘米深
土层完全搜乱)

逐层耕作深度4 5

厘米
,

土层层
次是 3一竺一 ]

_

逐层耕作深度拓
厘米

,

土层层
次是 2侣

一 1

*

苏联第最伯河流域普通黑钙土的飘歇食料 ( 1 9能年 在月

幻 日耕作
,

1的 3 年 9 月 1 日测定稽酸腼 )
。

,之
工J-

1946嘛玖一3即拍21拍

嚷淋失至下层
。

深翻上地可以增力n上层中的粘粒含量
,

土壤粘粒部分中钾素较为活跃
,

可提高土壤中押素的效

率
。

同时深翻七地中的水分含量 J愈多
,

可使表土以下的

土层降低氧化还原电位
。

*

第一年是 19 38一 19 3 9
。

生草灰化上和退化黑钙上也有类同之处
,

深翻到 40

厘米可达最高产量
,

深翻 到 60 厘米 时 反而 减 少 (表
1 1 )

〔 , 〕 。

表 n 旅肥对于冬小麦产量的影响 (公担 /公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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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深翻的条件

深翻上地的措施应决定于组扁作制度
,

也就是先要考

虑土地是否休朋
,

再决定翻地的方法
,

如在春天播种
,

先

一年的冬季休阴
,

就应在冬季进行翻地
,

并可 将下层生

土翻上来
,

恶它趣过曝晒和徐桔
,

加强上壤的风化
,

同时

也消除底层亚氧化物的毒害作用
。

翻地应精合施肥以改

良上壤的物理性箕和肥力肤况
,

并促进好气微生物的繁

殖
。

翻地还要桔合灌水使上壤逐步紧实
,

以免土壤日后

发生下陷
。

如果夏收后秋季休阴
,

应在休朋时立即深翻
,

把底上翻到表面来
,

如果土地不休阴
,

则应分层翻动
,

上

下土层不乱
,

并桔合施肥
。

不管那一种深翻法
,

都应当在

土地翻耕后握对一段鞍畏的时简才播种
,

裂土壤有充分

时期达到紧实和熟化
,

微生物得以充分繁死查
。

深翻水稻

上和贬清土时应考虑粘土层的阻水作用 和 抑制蒸分上

升的作用
。

苏联是按土层的肥力情井兄而决定黑钙土及栗

钙上的深翻措施
,

如果土层深厚而有机臀含量上下
.

弋致

均一
,

则可把下层上壤翻到表层
。

如上层鞍薄
,

下层上壤

肥力很低
,

则应分层翻动上下土层不变
〔匀 。

如粟清土的

下层有重碳酸钠
,

切勿将硷土翻到上面来
,

以免毒害哟三

物
。

苏联对硷上的深翻是逐影斯加深耕作层
,

并桔合施用

石膏 ; 也有把下层硷土翻上来的
,

井及时拮合施用石膏

和厩吧 ; 一般是先耕 20 一2 2 厘米
,

握讨 30 ` 4 5 天上块

分散成小块后
,

把翻动的上壤混匀耙韧
,

罐擅 向下再翻

35 一 40 厘米
,

再耙再混
。

苏联 土壤学家安齐波夕扮卡拉

泰也夫 爵为 深翻嚷清上时桔合施用有机无机肥料是熟

兹
:

19 54 年施用石灰地
。

为什么上述雨种上壤翻耕愈深反而减产
,

退化黑钙

土在初秋深耕
,

可能是因为秋季凉爽
,

潮湿短促
,

翻上来

的上壤未得充分风化
,

养料不能及时谁琴应作物需要 ; 生

草灰化上的下层上壤 ( 60 厘米 ) 肥力很低
,

翻上来后 渡

有怒过较畏时简的熟化
,

可能是减产的原因
,

所以很多

人都强靛把底土翻到表面来
,

需要很畏的时简才能改善

土壤的肥力
〔 1 , 。

深翻酸性上壤时应精合施用右灰
,

深翻

灰化土时
,

如将灰化土层翻上来
,

应施用大量矿物贸肥

料和有机肥料
,

才能熟化上壤
,

因此舞翻灰化土最好在
休阴地

一

1二进行
。

深翻扛壤也应重视桔合施肥和 施 用石

灰
,

加速土壤熟化层的深度和土壤熟佃涅度
。

华北冲积平原的上壤
,

剖面贸地变化颇大
,

砂粘相

阴的上壤可在深翻时把砂粘混合起来
,

但在廉渍地区则

应考虑深层粘土阻止高矿化度地下水上升以 引起薰清

化的简题
。

诸海粘纂髦至薰土
,

紧实又含有大量堕分
,

透水
、

洗熊都很困难
,

可深翻一米加速洗互鲍效果
。

枉壤鬓澹海

嗅上如山东打激张一带
,

应进行分层深翻
,

不要 把下层

奥演上翻上来
,

如能精合分层施肥
,

特别是有机肥料
,

加

深熟化土层
,

山壤肥力更可提高
。

目前全国郎将普逼进行深翻
,

由于 各地上壤不同
,

深翻条件应有差别
,

各类上壤的翻耕深度究应多深
,

如



何决定 , 老沾是急待解决的声)题
,

希望 各地农类科学工作

者
,

桔合农类耐进行歌雏研究
。

按照苏联的深翻趣脸
,

深翻一次的有效期限是 4 年
,

焉尔采夫耕深沫也是 4 年

深耕一次
。

据我国 农民所歌深翻地的有效期限大豹是
4一5 年

,

达也是应当研究的 }{习题
。

去 12 深翻 3 0刀获米肥来弓于布情巧记

0一 I Q

1 1一 2 9

2 1一 3勺

6一 7

J刁一召5

召8 一 5 1

四
、

关于深翻加组巴的周题

土地珠翻施肥是农类增产中的一个重要阴题
,

肥料

在上壤中应如何分布
,

才能适应作物不同发育阶段根系

活动的需要
。

根据苏联的研究
,

深翻施肥可以显著的提

高产量 (表 2)
,

无机肥料应桔合上壤水分情祝来施用
。

一般无机肥料施用于 3 2一 3 5座米所增加的作物产量此

施在 20 厘米内为低
,

这种情书之不但表现在一年
,

也表现

在以后几年
,

肥料要在水多的上层中 才容易 为 植物吸

收
,

根据彭辛丘克 20 年来的熟靡童裂;果
,

黑麦和奋卜麦地
在 6 月时 10 一2 0 厘米内的水分此 20 ee 3 0 厘米 内水分

多
,

在多雨年将无机肥料方参在 20 痴 3 0 厘米 上层内 通常

增加产量很少
,

只有在干旱年才能拾以高额产量
。

彭辛

丘克歉轰袅站根据耕作深度制定了无机”畔俩用于名
`
土

层中的分怖情况 (表 12
、

表 13)
。

厩肥施得太深反而得不到良好桔渠
。

厩 肥在缺少

水分的士层内
,

空气不易流通
,

需氧却1菌很难分解厩封巴

以似翰右杏道物夕葫需的有效态养料
。

水分多和水分充分的地区
,

施肥深度在 2 0一25 厘

表 13 耕作 2 0 厘米肥料分布情祝

深 度 (厘来 ) 肥 料 量 男

0一 1 0 1口一 2 0

1 1一牙O 8 0一 9 0

米
,

可产生良好的精果
,

千早地区肥料可 施得深些
,

以

2弓一30 厘米最为 适当
。

糖用甜菜的肥料可施碟些
。

无

机肥料最好
`

不要当基肥
,

可在春季中耕时施用
。

根据农多鹭部规完
,

我国深翻王地一般 为韶一 5 0 厘

米 ( 1一 .1 5 尺 )
,

丰产藏脸田为 士00 厘米 (3 尺深.) 还有

丰产指标更大的
,

浓民翠众提 川深翻 20 0 厘米 (6 尺 )

乃 3 0 o J暇米 ( 9尺 )甚至 5 0 0 厘米 (建I] 1 5 尺)
,

争取
“
卫星

, ,

指标
。

在不同的深翻情祝下
,

施肥简题应有所变更
,

讨

去一些老的施肥方法在今 7泛深翻的士地 E 己不适用了
。

所以当前研乡断果翻时应精合研究施肥法
,

在本文中所列

举的事例
,

只能作为参考
,

党有待我倒副造性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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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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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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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招一种适于无电热条件下筒易测定氮素的蒸留装置
郭辅民 房玉国

(承德家第裁徽站 )

我站化酸窒是在无龟条作下建立起来的
,

为了

测定上壤、肥料
、

植物中所含的氮素
,

我们按装了一

套采用碑梦精灿。热的筒易定氮蒸翩装置
,

测定拮果
,

靓明精确度高
,

操作 l翻便
,

氮个样品蒸留只需 15 分

协叭甲
1叭u叭“峨协撬达ù协
.

代丫
.叭,八认认丫
.

竹协
tHU
.

超
,

耗用呀酉精量为 5 毫升左右
。

在仪器价格土要此

中国农类科学院 (原华北农科所 )介韶的装遣降低三

分之二左右
,

适合农村无电热没备的肥料厂和熟殷

伤
,

站化殷窒采用
。

兹将篙易定氮蒸能装置介韶如下 (图 1 )
,

以供

各地参考
。

测定氮素的方法参照中国农案科学院土壤肥料

研究所上壤
,

月叶袭分析沙
。

消羞
,

蒸骼均在 2 56 毫升三角瓶中进行
。

附实测精果氯载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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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定侧梁

图 1 蒸细装置图

A
.

盛标准硫酸的三角并 ;

B
.

冷却管 ;

C
.

三角蒸缤留井 ;

只
.

酒精灯 ;

E
.

跌三角架子

F
.

加碱漏斗 ;

G
.

盏架子 ;

H
.

普通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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