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

根据盖淤后的土维特点
,

精栩管理
,

粽合利用
,

保征丰收

盖淤以后的耕种管理
,

以防盐为主
。

充分运用农

业八字宪法
,

根据吸盐程度
,

粽合利用
,

达到当年盖淤
、

当年全苗
、

当年丰收的目的
,

突出的应抓住以下几点 :

1
.

首先应款进行深耕施肥
,

疏松土壤
。
深耕的深

度应昏在 20 一 25 厘米
,

耕前施标准圈肥万斤左右
,

耕

后用长齿耙耙两次
,

耍求表县有象枣子大的坷垃
。
越

去
,

早春渭凌耙地
,

深达 4 厘米左右
,
目的是疏松」」襄

,

提高地温
。

根据往年轻验 ;冬
叙

不冬耕的土城
,

早春

地温高 2一 3 度
。

2
.

加大播种量
,
进行密植

,

墉加复盖面积
,

诚少返

盐
。

播种时耍施种肥
,

每亩硫酸铁 10 斤
,

草木灰 50 斤

或速效钾肥
,

以几巴育种子
,

促使早出苗
,

出壮苗
。

3
.

作物生去期简
,

表土有返盐象征时
,
应及时迎头

浇水
,

大水压硫
,

保征禾苗旺盛生长
。

斗
.

掌握多锄勤锄
,

雨后必锄
,

锄断毛耙管
,

控制盐

分不上升
。

5
.

选种耐盐作物
,

以小麦
、

棉花
、

大豆
、

多穗高粱为

好
。
大豆喜新土

,

其他作物抗盐性强
,
产盆高

,

在沙地

要深耕施肥
,

栽植速生树种
,

培育快速丰产林
。

.6 根据含盐和盼盐的程度
,

’

合理倒茬
。

在脱盐好

的盐土地上
,

以种植小麦为主的一年二收制为好
,

在股

盐不好的盐土地上
,

种植棉花
、

大豆
,

一年一收
。
当盼

盐后再用以小麦为主的一年二收制
。
在脱盐胶困难的

翻泣七地或杖潮湿的盐土地
,

种植水稻
,

利用水稠长期浸

水的过程
,

争取长期脱盐
,

在脱盐的墓础上
,
进行稻麦

翰作 ,达到高产多收
。

最后耍锐明的
,

我区昨 日还是草田
,
今 日大规棋的

引黄盖淤
,

全面地改良盐硷沙荒
,

樱输达不成熟
,

这粉

农业科学研究上带来了新的研究裸题
,

对于上述盖淤

的时简
、

厚度
、

次数
、

耕作管理
、

换茬等简苗
,
由于个人

知款浅薄
,

理输水平差
,

偷侍今后在生产实践中进一沙

丰富和充文
,
如有不妥之处

,

还希大家批舒指正
。

深耕施肥稠节土壤性状及甘薯增产效果

姜 孝 礼

大跃进以来
,

全闰各地进行深耕桔合施肥种植了

很多高额丰产田
,

获得了互大的成果
,

井累积了丰富的

耙脸
。

去年我在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甘薯丰产研究小

粗工作期简
,
曾先后葫阴了京郊几处甘薯丰产裁脸田

,

搜集了一些脊料
,

现在初步加以整理
,

并提出个人的看

法
,

供参考
,

井希指 币 。

绒疏松层
,

减少土续毛管水的蒸发
,

提高了土壤保蓄水

分的性能
。

深耕打破紧实的黎底层
,

不仅有利于根系

下扎
,

改善土壤的通气和透水性能
,

同时对于防上地表

径流和速效性养分的流失都有好处
。

一
、

深耕施肥改善了土维物理性双

深耕施肥能减轻土壤的容重和增加土壤 的 孔 隙

度
,

井相应的墉加了土绒的通气性
,

稠节了土攘中空气

和水分的矛盾
,

使土肥相融
,

满足作物生长发育过程中

对养分的需要
。

根据侧定桔果
,

未深耕王层容重一般

在 1
.

呼一 1
.

5 克 /毫升之阴
,

而深耕土层一般只有 1
.

1一

1
.

3克 /毫升之阴
,

减袒了 0
.

2一。
.

3 克 /毫升左右
。

土

攘容重的减樱和孔隙度的嘴加
,

脱明士攘由紧实变疏

松
,
为作物根系向触深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 _

深斜隋后使土染由紧实的大块和大棱块状变为疏松

的小块状
,

桔合施用有机肥料
,

可加强土攘生物活动
,

促进土壤熟化
,
提高土粱肥力 ;同时深耕施肥加厚

一

f 上

匕
、

深耕施肥堵加了土攘中的养分

深耕必需桔合增施有机肥料
,

才能充分发摊深耕

的效果
,

创造作物生长过程中最适宜的养分条件
。

深

耕如不桔合增施肥料
,

lRJ 士壤肥力井不能增加
,
相反

地
,

土绒表层中速效性养分减少
,

其底士层速效性养分

可能略有增加
,

但甘薯编根密集层却在表层 3 。 厘米左

右
,

因此深耕应精合甘薯琴根密集层的范围施肥
,

才能

源源不断供胎作物对养分的需耍
。

在深耕 33
、

“
、

1 00 厘米不同深耕深度的表县施用

等量的有机肥 巧
, 0 00 斤的对比斌脸表明

,

表层 速 效

性养分以深耕 33 厘米的含量最高
,

深耕 10 。厘米的最

低
,
而 铭 厘米以下士层的速效性养分 lRJ 变化不大 (图

1 )
o

从图 l 可以看出
,

全氮和有机盾的 含且郁以深耕



3厘米的最高
,

深耕 1的 厘米的最低
,
可能与深耕后

养分容 易下移和有机质分解加速有关
。

飞
。

于水解性氮和全氮较多
,

致使 甘薯后期苹叶徒长
,
没有

充分发挥磷钾肥的效果
,

薯块产量不高
。
而施用熏土

灰的水解性氮和全氮都不很高
,

而速效性钾则很高
,

故

薯块产量比施用相同数量有机肥的产量高
。
由于有机

肥养分释熬慢
, 、

肥效长
,

在作物生长后期截肥仍然较

多
,
因而造成甘薯后期董叶徒长

, `

薯块产量不高
,

这靛

明甘薯在生长后期氮肥不官太多
,
而钾肥多是有利的

。

33 66 0I 0’
一

’

~
派抖深度 (尔 )

图 1 深耕不同而施肥量相同的养分变化曲拔

在同样深耕 斗5 厘米的情况下
,

速效性养分和全佩

有机盾含量都随着有机肥用量增加而增加 (图 2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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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适宜的深耕施肥可加快甘薯生

长和提高甘薯产里

在深耕 3 3
、 6 6

、
1 0 0 厘米而表层施 有机 肥 一5

, 0 0 0

斤的情况下
,

助塑叶和薯块都以深耕 33 厘米的最高
,

深耕 10 0 厘米的最低
。
分枝数和蔓拉也似深耕 33 匣

米的最多和最长 (表 2 )
。

轶 2 深耕深度不同甘络鱼叶和络重
、

分枝
、

妥畏比较

藏蔽羲月遥
, 。、 斤习。 二 , }

分 。 数

际
(

丽
206

ú、护了占0222通斑性 全掀 有执旧丈
6

,
2 0 0

7
,

8 0 0

8
,
1 0 0

6
,

3 0 0

6
, 9 0 0

7
,

10 0

l 3

1 3
.

5

1 4

00“33

布一一不芡一一了犷一
一一

一不

l

粼州侧生|叫词
l

叫姗词阅一t|叫101 |
es

叫引
`
叫J引L

2咬8
z八饭

币犷一
一今

图 2 有机肥用量不同在必厘来十层内奔分的变化

水解性氮变化范围较小
,
而速效性磷钾和全氮

、

有

机质的变化较大
。
如在适量氮肥的情况下

,

尤以速数

性钾的嘴加对薯块后期的膨大是有好处的
。

施用熏士

灰可达到这种效果 : 水解性氮和全氮不很高而速效性

钾别很高 r表 1 )
。

玻 1 施用熏土灰和有机肥土绷养分的比较

在深耕 朽 厘米的蓦础上
,

不同有机肥用金献脸表

明
,

以施肥 3 万斤的产量最高
, 1 万斤次之

,
5 万斤似

上产量较低 ; 同时蔓长和分枝数 lRJ 随盖有机肥川量而

堵加 (表 3 )
。

表 3 有机肥用母不同对甘慈座且的影
.自

有机肥

(斤 /亩 )

蔓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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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枝

袱叶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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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多而产量不高的原因
,
可能因肥多而堵加了

土壤中的单位体积内速效性抵肥和水分
,

致使后期草

叶徒长
,
因而影响到薯块的产量

。

从每亩施用有机肥和熏士灰各 4 万斤的产最对比

看出
,

施熏士灰更有利于甘薯的薯块生长 (表 4 )
。

我 4 施有机肥和傲土灰的座 , 比校

林脸荻明
,

有机肥施用量井不是越多越好
,

若用量

多者甘薯生长后期土壤中水解性擞和全氮含量 很高
,

使 甘薯童叶徒长
,

但对薯块膨大不利
。

根据土壤养分的分析和田阴
一

甘薯实际生长情洗来

看
,

磷钾肥只有在适量藏肥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发挥效

果。 例如施有机肥 l 。 万斤的速效性磷
、

抨很高
,

但由

深 耕 1施 肥

(厘米 ) l (斤 /石了)

枷十重 】薯 艰

( j子/口矛) } (斤 /而i )

夔叶重

厂悼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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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小

盯51叫9,ù2通,8遨
.

,,

有机肥
4 0 , 0 0吸)

黑士灰
斗o 一 0 0 0

对 照

5
, 9 7 1 } 弓

3少5 5 7

2
, 9斗( j 斗

,
2 6 5

朽朽朽



表层
,

使表层土缝物理
月

性厦变坏和单位体积内速效性

养分减低
,

故对甘薯董叶和薯块生长都不利
。

四
、

裸耕施肥对央合率的璐响

甘薯是块根作物
,

块根养分的果积
,

依祖于叶片的

光合作用
,

故光合作用的强弱
,

对薯块产 t 影响很大
,

但不能决定最籍产 t
。
根据 8 且底侧定桔果来肴

,

在

同样施肥的情况下
,

光合率以深耕 33 厘米的聂高
,
与

薯块产量相一致
。

而有机肥用量豁绘中光合率与薯重

不一致 (图 3 )
。

一一夕才
/
钧独肥竹旧

从表铸可看出
,

施用有机肥多有利于董叶的生长
,

而施用熏士灰 lRJ 有利薯重的增加
。
肥料不同对甘薯董

叶和薯重的比值是不同的
,

施有机肥 4 万斤的比值接

近工: 1 ,

而施熏士灰 4 万斤的比值接近 1 : 1
.

万,

脱明施用

熏士灰更有利薯重的堵加
。

适宜的深耕施肥
,

是提高产量的重耍措施
。

根据
沙河人民公社白庙大队丰产日知周围大田薯块产至对

比来看
,

棘手1。。 厘米施有机肥 3 万斤的丰产斌膝田
,

每亩薯重 斗 ,

朽。 斤 ;而周围大田深耕 22 匣米施有机肥

价 00 。斤的
,
亩产薯块 2 , 8 00 斤

,

丰产田比下确受大田堵

产 59 %
。

但深耕过深和施肥最过多堵产井不显著
,
如

沙河人民公社白庙大队丰产献跪田深耕 1的厦米
,
亩施

有机肥 10 万斤
,
亩产薯块 3 ,

7 2斗斤 ;而周围大田深耕 2 ,

厘米
,

施有机肥 2 , 0 00 斤的
,
亩产薯块 3 , 0 00 斤

,

丰产田

只比周围一般大田柑汽 2斗%
,

故增产并不很显著
。

深耕施肥对薯块前后期生长有明显的影响
。
根据

我介,初步稠查精果分析
,

普遍都有这样的情况 :深耕施

肥蛟多的薯块前期生长馒而后期生长快
,
而耕浅肥少

的前后期生长差异蛟小
,

比较适宜的施肥量后期每亩

每天薯块增加 10 0 斤以上 (表 5 )
。

妙八
日

育杭尼旅用t 刀怜
图 3 深耕深度和有机肥用量不同的光合率

嵌 s 施肥 , 对挤魂前后期宾是速度影响

(地羔小爵山人民公社新寿大队 )

l
l

se
l

es
............

.工

...t...

es
.` ......

深 耕
(厘米 )

稠查日期
(月

,

日)
薯 重

(斤 /亩 )

河泥 2 万斤
,

有机肥

1 万斤
,

趋硫酸按3。斤

9
,

1 7

1 0
,

2 0

两次差

1
,

7 0 7

5
,

1 9斗

+ 3
,
斗8 7

河泥 1 万斤
,

追硫

酸按 3 0斤

9
,

17

1 0 ,
2 0

两次差

3
,

加6

斗, 8 85

+ 1
,

勺 9

深耕方法对甘薯产量影响很大
,

在同样深耕 “ 厘

米和施有机肥 巧
, 0 00 斤的条件下

,

分层深斜柏勺产量比

上下土层相混的产量高
,

产量相差很悬殊
。
分层深耕

每亩童叶重 5
,
51 1斤

,

薯块重 6 , 8 36 斤 ;而上下土层相

混的董叶只有 3 , 斗53 斤
,

薯块重 3 , 9 85 斤
。
锐明分层深

耕很重要
,

上下土层相漫时董叶和薯重都有很大的减

产
,

重叶减产 59 %
,

薯重减产 72 %
。 ·

上下土层相混不祖在深耕深度和施肥量相同的条

件下表现出减产
,

而且随着深耕
、

增加有机肥的情况下

也同样减产
。
握拭肠桔果表明

,

深耕 22 厘米施有机肥

6 ,

00 。 斤的亩产薯块 4 , 3 20 斤
,
而上下上层相混

,

深耕

“ 厘米精合施用有机肥 巧
, 0 00 斤的亩 产薯重 只有

3 , 3 8 4斤
,

减产 2庵%
。

上下士层相混的减产原因
,

可能因大最生土翻上

深耕 33 厘米光合率杖高
,

这与根系密集层有数养

分较多有密切的关系
。

在同样深耕的情况下
,

光合率随施肥量而增加
。

从

图 3 可以看出
,

光合率以施肥 10 万斤的最高
, 1万斤的

最低
,

但薯块产量则以 3 万斤最高
,

这可能与后期鳌吐
生长速度有关

。
’

在施肥 , 万斤 J二护下的处理
,

后期茎叶

生长援慢
,

可能光合作用制造的养分主要翰入薯块盼

藏
。
而施肥 10 万斤的处理

,

董叶在后期仍然生长较快
,

呼吸作用强烈
,

光合作用制造的养分
,

有一部分消耗于

塑叶的推技生长
,
只有一部蜀很宁藏于薯块

,

故光合率虽

高而薯块产盘并不高
。

从豁多深耕和施肥量不同的处理中
,

不同时期侧

定光合率的桔果表明
,

在 7
、

8 月光合率校高
,
而 , 月 中

旬后光合率减低得很快
,

肥少株密的特别显著
。

从光合率测定精果来看
,

使甘薯苗期和生长中期

董叶生长茂盛健壮
,

而后期鳌叶生长媛慢 ,使光合作用

的产物大部分都输人薯块盼藏
,

是提高薯块产量的重

耍条件
七

五
、

适宜的裸耕裸度和有机肥用 t

根据初步刹查和拭脸桔果来看
,

目前深耕 2 5一 3 3

厘米和失一年施用有机肥 1一 2万斤比较适宜
。
但根据

舒多单位研究
,

献为有机肥当年作物还不能利用一牛
,

肯有大部分留于土壤中
,

故以后每年用量可适当诚少
。

在施足基肥的同时
,

精合每亩施用 (下稗第 23 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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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所决年作了一个各种形

态磷肥 对紫云英 的肥 效拭

脆
。
从目前田阴紫云英生长情

况和实际浏查的桔果
,

欢明各

种形态的磷肥对紫云英都有良

好的吧效
。
由于培育好糠肥作

物是保靓今年农业更大丰收和

增加铜料来源
、

.

促进畜牧业大

发展的重要关键
,

根据我们的

献输籍果看来
,

在豆科撅肥作

物上墉施磷肥
,

其堵产效果显

著
。

兹将献嫩的初步精果介韶

如下
,

以供各地参考
。

拭输田前作为 单季 晚稻
,

于 9 月 2 2 日播种
,

紫云英品种

为奉化 }
、

桥籽
,

播种量撼亩 6

斤
,

各处理的磷肥每亩用量 斗

斤
,

于播种后 1 7天 ( 1 0月 9 日 )

撒施于稻弄内
。

10 月 3 日各处

理复盖猪粪清 30 担 /亩
。

拭脸

田为熟化了的杠壤地 区 水稻

土
,
呈酸性反应

,

土壤 含 几吼

量 0
.

06 % 左右
,

含速效性擞

1 6 p , ): n ,

磷 1 5 p p , n ,

钾 5 5 p ; ) m
o

根据藏睑精果看来
,

各种

形态磷肥对紫云英地上部分均

有不同程度的咐产效果
。

其给

过 磷 酸 钙

金华钙镁磷肥

浙江 磷矿粉

凤 台磷灰 士

缸 片

骨 粉

骨 炭

绷
。

渣

对 月珊

(不施磷肥 )
0

.

7 6 1 1
.

8 1 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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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1 1

叫叫
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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靛: 表内系 19 6 0 年 1 月 3 日采样测查精梁
,

地上部分的

亩产量系根据抽样检查精果推算而得
。

蓦麒
级
解侧裹

产效果的高低
,

是随着品盾的好坏而有差异的
,
品质越

好墉产也越显著
。

过磷酸扔和钙镁磷肥比对照处理增

产 3
.

9一 3
.

8倍
。
浙江磷矿粉和风台磷灰土杖对照处

理各墉产 1
.

7一 1
.

3 倍
。

施用的骨粉
、

骨炭和缸片较对

照处理各增产 3
.

4一” 浮倍
。

各种磷肥对紫云英生长

的效果晃表 o1 可以植兑到最后收获时
,

其堵产效果

将更为显著
。

磷肥在紫云英上施用其增产效果所以 显 著的 原

因
,

是因 为其属豆科作物
,
具有发达的根瘤

,

能直接从

人气中固定擞素
,

而根瘤菌在生 命活动中需吸收 人址

的磷素
。
若磷素供应充足

,

则根瘤菌生命活动旺盛
,

固

氮能力就加强
,
讲而促进紫云英的生长

。

根据以上豁豁籍果对当前紫云英施用磷肥提出以

下 几点意晃 :

1
.

磷矿粉铿高温锻烧制成钙族磷肥后
,

几肥效可

以人大提高
,

吧效接近于过磷酸钙
。

对紫云英的咐产效

果此原来的磷矿
.

粉堵加 1 倍以上
,

比不施磷肥的 对照

处理增产 7
.

, 倍
。
凡有生产钙镁磷肥的地方

,

我们认

为可以在杠壤地区或南方酸性土攘上种植紫云英的田

里推厂施用
。

在施用的时 lll[ 上因 为它的肥效比 校 迟

援
,

故要求愈早承好
。

2
.

至于其他各种磷肥
,

如骨粉
、

骨炭和缸片等
,

也

都有显著的增产妙果
,
因此 各人民弃吐均可 P洲荷施川

。

·

3
.

靠近城市附近
,

铜铁炉洗米源广而且容易 J侧林

的地方
,

可以将铜清磨成粉末以后
,

在草籽田里推广施

用
。

斗
.

施用各种磷肥
,

在时阴上应注意宜早不宜迟
。

在

施用方法上根据我肥的粗肪
,

妈镁磷肥
、

过磷酸玛
、

骨

粉
、

骨炭
、

缸片或锢铁炉清都可以果用直接施川的方

法
,

不必植先置厩肥中发酵后施用
。

咖钱迸山弧泥药感*丛议飞毋沉陈撞姗远娜ù
、

新吐(浙江金华专署农科所)夔弄
砒双芯岑吻

施用磷肥对紫云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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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2 真 ) 几千斤熏土灰 lRJ 效果更好
。
如

无熏士灰时可施用 l 。。 斤左右草未灰或 10 一 2 。斤硫酸

钾
,

效果也良好
。

同时为了苗期赦叶生长健壮
,

桔合苗

期中耕培士
,

每亩应追施 10 斤左右硫酸按或 1 , 。 00 斤

左右人粪尿
。

从有机肥使用量看出
,

薯块前后期的生长速度和

最格产量都以施用 3 万斤的最高
, 1

’

万斤的次之
,

太多

并滚有嘴加产量
。
但施用有机肥 i 万斤和 3 万斤的产

量相差不很大
,

并且目前大而积偷不能达到而施
.

` 万

斤的水平
,

还不如施一部分于肥少的地上堵产效梁屁

著
,

故目前有机肥每亩以 1一 2 万斤较适宜
。

从静多深耕深度不同的丰产拭脸粉果来否
,

以深

耕 25 一 3 3 厘米较好
,

过深增产效果不很显著
、

从根系

分布来看
,

占总根量 82 % 以上都集中在表层 3 0j
l

廷米 ;

从薯块入士深度来看
,
几乎浚有超过 3 。厘米的

。
」又七都

款明深耕 2 5一 3 3厘米荃本上已适于甘薯的 ilI 常生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