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 西 红 壤利 用 与改 良
’

邓 铁 金

( 江 西 省 红 壤 试 验 站 )

江西位于长江中游南岸
,

地处亚热带
,

红壤面积很大
,

约占总上地面积的 4 6 %
。

红壤

早地占早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
。

粘质的红壤早地群众称为黄泥土
,

砂性的红壤早地称为

红砂土
。

一般没有熟化的红壤早地
,

小麦亩产只 70 一80 斤
,

皮棉
、

油菜亩产只 40 一 50 斤
。

红

城性水稻土
,

占水田总面积的一半左右
,

其中亩产四
、

五百斤的低产田
,

约有五
、

六百万

亩
,

其主要类型有
:
由第四纪红土发育的死黄泥田

,

黄泥结板田
,

红泥 田
,

浅脚火塌田和由

第三纪红砂岩发育的结板沙田
,

红沙泥田等
。

此外
,

还有上千万亩红壤荒地尚未开垦
。

因此
,

无论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还是从扩

大耕地面积来讲
,

红壤区都还有很大的增产潜力
。

一
、

红壤的低产原因及其利用改良情况

红壤低产
,

除某些地区是受田多人少
,

耕作粗放
,

水源缺乏等外因影响外
,

红壤本身

的
“

瘦
” 、 “

酸
” 、 “

板结
”

等
,

则是造成低产的主要原因
。

低产红壤早地含有机质只 0
.

88 一
1

.

47 %
,

全氮只 。
.

06 一 0
.

09 %
,

全磷只 。
.

03 一。
.

08 % , 低产红壤水田 的养分含量虽然较

低产早地为高
,

但有机质也只 0
.

9一 1
.

6 %
,

全氮 0
.

07 一。
.

09 %
,

全磷 0
.

06 一 0
.

13 %
。

红壤早

地 p H S
.

5一 5
.

7 ,

代换性盐基只有 3
.

4一 3
.

5 毫克当量 / 1 0。克土 ; 红壤水田 p H S
.

7一 3
.

1
,

代换性盐基只有 3
.

。一 3
.

7毫克当量 / 1。。克土 (表 1 )
。

表 1 几 种主 要 红 壤性低 产 土 堆 耕层 肥 力状况

土 坡 名 称
采 样

分析数

全 礴

( % )

代换性盐墓总
量 (斑克 当量 /
1 0 0克土 )

采 样 地 点

进资
、

高安
、

分宜
,

刘家站垦殖 场等

南康虎栋
、

万安
、

石城
、

负溪县等

新 建
、

高安
、

南昌市云 桥
、

乐平
、

东乡小 玻等

东乡县下市
、

古好
、

新建生米
、

安福平
都

、

大余新 城
、

南康店 口
、

万安窑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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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第四纪红色粘土发育的黄泥土和死黄泥 田
、

黄泥结板田等
,

土质粘重
,

板结
,

耕性差
,

耕层物理性粘粒达叨 %左右
,

小于 0
.

0 01 毫米粘粒达 30 % , 由第三纪红砂岩发育的红沙土

和结板沙田等
,

粉砂达 60 % 以上
,

遇水易沉淀板结
,

保肥供肥力很差
,

后劲不足
。

总之
,

土瘦
、

板结
、

酸性重
,

是造成红壤低产的主要原因
,

必须设法改良
,

才能提高土壤肥力
,

发展生产
。

* 本文 经我站科研办公 室部分同志讨论
,

提 出宝贵修 改意见
,

并引用 了本站和省内有关单位部分资料
。



解放后
,

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
,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
,

江西各地广泛

深入开展
“

农业学大寨
”

的群众运动
,

大规模地开展群众性利用改良红壤工作
。

在实践中
,

总结
、

推广了农林牧相结合
,

平整土地
,

坡地改梯田
,

引水上山
,

早地改水田
,

单季改双季
’

扩种和种好绿肥
,

合理施用磷肥
,

合理轮作
,

以及大力植树造林
,

保持水土等技术措施
,

有

效地进行了山
、

水
、

田综合治理
。

据粗略统计
,

全省绿肥面积在 1 9 5 7年仅一千多万亩
,

从

1 9 6 6年起一直稳定在二千一百万亩左右 ; 磷肥用量由1 9 5 7年的 7 0 0 0吨
,

增加到 1 9 7 2年的

60 多万顿 , 绿化荒山
,

植树造林三千多万亩
,

开垦红壤荒地三百多万亩
,

先后建立了国营

垦殖场 2 70 多个
。

在
“

以粮为纲
,

全面发展
”

的方针指引下
,

现在这些垦殖场都已成为一业

为主
,

多种经营
,

综合利用改良红壤的示范基地
,

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大盆财富
。

在新开垦的大面积红城上
,

开始只种植瓜类
、

花生
、

红薯
、

肥田萝 卜
、

黑麦等先锋作物
,

通过改良逐渐种上了小麦
、

大豆
、

高粱
、

玉米
、

油菜
、

芝麻
、

红花草等多种作物
,

有的还种上

了对土
、

肥
、

水条件要求比较高的棉花
、

黄麻
、

甘蔗
、

烟草和中药材等经济作物
。

边利用边

改 良
,

在利用中极积改良
,

土壤肥力逐步上升 (表 2 )
,

复种指数和作物产量不断提高
。

如

第四纪红土发育的红壤开垦利用后养分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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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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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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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7 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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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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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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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城龚村

上饶地区刘家站垦植场
, 1 9 5 6年建场以来

,

积极利用改 良红壤
,

土壤肥力不断提高
。

有机

质由初垦时期的 0
.

5一 0
.

8 %提高到 2 %左右
,

全氮由0
.

04 %提高到 0
.

1 %左右
,

全磷由

0
.

0 38 %提高到 0
.

07 一 0
.

08 %
,

作物产量也显著提高
,

粮食亩产由1 9 5 6年的 20 0来斤
, 1 9 72

年提高到 7 26 斤
。

进贤县是一个典型的红壤丘陵地区
,

历来产量很低
, “

农业学大寨
`

,

以

来
,

全县人民战天斗地
,

改良红壤
,

引水上山
,

平整土地
,

植树造林
,

由单一改土发展到山
、

水
、

田综合治理
,

促进了农
、

林
、

牧各业的发展
。

1 9 7 4年粮食总产比改 良红壤前的 1 9 5 8 年

翻了一番
,

红城植棉总产提高 2
.

5倍
,

油脂总产增长 1
.

4倍
; 生猪总头数增长 1

.

7倍
,

植树造

林74 万亩
,

其中杉树 12 万亩
,

绿化了 80 % 以上的丘陵荒山
,

呈现出粮丰林茂
、

五业兴旺的

新景象
。

实践表明
,

红壤是可 以改良的
,

改 良利用红壤大有可为
。

二
、

红壤利用改良的主要技术经验

我省利用改良红城的主要经验
,

最根本的一条
,

就是以路线斗争为纲
,

加强党的领

导
。

利用改良红城
,

不仅是同大自然作斗争
,

而且要同错误路线作斗争
。

只有以路线斗争

为纲
,

深入开展批林批孔
,

发扬
“

自力更生
,

艰苦奋斗
”

的革命精神
,

相信群众
,

依靠群众
,

大

搞群众运动
,

建立一支
“

三结合
”

的科学实验队伍
,

才能有效地大面积地改良红壤
。 _

胜要技

术经验有
:



(一 ) 以粮为纲
,

农林牧综合利用是改良红壤的根本方向

红壤利用改良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土壤问题
,

而是一个综合的农业问题
。

毛主席教导

我们
: “

农
、

林
、

牧三者互相依赖
,

缺一不可
,

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
。 ”

在
“

以粮为纲
,

全面发

展
”

的方针指引下
,

针对红壤丘陵的高低
,

土层厚薄
,

肥瘦和坡度大小与水土流失等不同情

况
,

根据农
、

林
、

牧用地的不 同要求
,

有计划地
,

因地制宜进行合理安排
,

才能有效地利用和

改良红壤
。

一般情况下
,

低丘陵地 区及坡度 10 度以下的缓坡和谷地
,

宜发展农业和畜牧

业
;
坡度较大 ( 10 度以上 )或土层较薄的丘陵

,

应安排果
、

茶
、

桑等经济果木
,

北坡宜种植杉

树等用材林
;
坡度在20 度以上的陡坡及丘陵山脊和水土流失地 区

,

宜营造适应性强的马尾

松等速生林和胡枝子
、

黄荆
、

紫穗槐等多年生灌木
,

以达迅速绿化荒山
,

保持水土
,

促进农

林牧业的发展
。

清江县 山前公社 1 9 6 2年以来坚持年年植树造林
,

到 1 9 7 3年全社 共 造 林
7 6 0 0 0多亩

,

其中杉松
,

毛竹等用材林 4 1 0 0 0多亩
,

油桐
、

油茶等经济林 3 0 0 0 0多亩
,

桃
、

梨
、

板栗
、

柑桔等果树 5 7 0 0多亩
,

90 %以上的丘陵荒山实现了绿化
。

为集体增加了经济收入
,

为农业提供了油桐饼
、

花生饼等大量肥料
,

有力地促进了农
、

牧业的发展
。

全社粮食总产

由文化大革命前的 1 8 0 0多万斤
,

提高到 1 9 7 3年的 2 8 0。多万斤
,

油脂总产增加 5
.

4倍
.

生猪生

产增加五倍
,

达到了以农养林
,

以林促农
,

以短养长
,

农林牧全面发展
。

农林牧综合利用中
,

农牧结合是多种经营改 良红壤的基础
。

在粮食
、

饲料自给的前

提下发展以养猪为主的畜牧业
,

为改良红壤提供了大量的有机肥料
,

能有效地培肥地力
,

促进增产
。

反过来作物产量的提高
,

又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饲料来源
,

促进畜牧业的发

展
。

星子县 1 9 7 0年以前
,

由于猪少肥料不够
,

粮食亩产在 5 00 一 50 0之间徘徊了五
、

六年
,

他

们遵照毛主席关于
“

一人一猪
,

一亩一猪
,

如果办到了
,

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
”

的伟大

教导
,

以1 9 7。年起做到了一人一猪
,

实现了连续四年粮食跨 《纲要 》
。

1 9 7 3年亩产 1 0 1 2斤
。

进贤县农科所
, 1 9 6 8年按水田面积平均每亩只 0

.

3头猪
,

平均亩产仅 6 00 斤
,

1 9 7 2年每亩达

1
.

3头猪
,

亩产上千斤
。

这显示出了猪多肥多
,

肥多粮多的辩证统一关系
。

(二 ) 山
、

水
、

田综合治理
,

是改良红壤的主要途径
。

江西雨量充沛
,

但分布不均
,

春夏多雨
,

造成水土流失
,

秋季少雨
,

伏秋干早严重
。

广

大贫下中农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体会 到
,

要利用和改 良红壤必须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入

手
,

进行山
、

水
、

田综合治理
。

他们说
: “

治土不治水
,

干早不能免
,

治下不治上
,

水冲一扫

光
,

治 田不治山
,

产量不能翻
” 。

各地防治水土流失的经验是采取治沟与治坡相结合
,

以治坡为主
,

植树造林与修筑水

土保持工程相结合
,

根本在于植树造林绿化荒 山
,

此外沿丘陵山脚挖环山防洪沟
,

栏截山

洪淤田
,

也有良好效果
。

为了减轻由于大雨冲刷与干早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
,

群众采用早播早栽
,

套种间

作
,

选择耐早作物
,

等高种植和
“

冬深耕
,

夏浅耕
,

春不耕
”

的耕作方法
,

对保持水土
、

避旱防

早
,

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

但要根本治理还必须平整土地
,

修筑梯田
,

引水上山
。

根据顺坡耕地
、

等高坡地和等高水平梯地三种不同开垦方式的大田定位观测
,

和儿

种早地作物产量的综合分析
,

其增产效果是
:

等高水平地优于等高坡地
,

等高坡地优于

顺坡耕地
。

三者的产量比率分别是 1 0 0 %
,

70 一 90 %
,

60 一 75 %
。

其保水效果 (在一次降雨



6 0一80 毫米时观测 )
:

等高水平地能够全部保持
,

不发生径流
,

等高坡地可以保持70 %左

右 , 顺坡耕地只能保持 40 一 50 %
,

径流量大
,

而且有不同程度的片蚀与沟蚀
。

其保土效果 ;

据在相邻的一块等高水平地与一块顺坡耕地内
,

各取 1 0 0 0 毫升排出水分析
,

前者泥沙含

量只有 0
.

8克
,

而后者却高达 3
.

2克以上
,
如果以这两块地土壤所含氮

、

磷
、

钾等养分相同计

算
,

则等高水平地的保土
、

保肥效果要比顺坡耕地高四倍以上
。

因此
,

建设等高梯田是红

壤丘陵地区建设高产稳产农田的根本办法
。

根据各地的经验
,

修建等高梯田应以等高等距
,

便于机耕运输
、

引水灌溉和有利水土

保持为原则
,
合理安排道路和排灌渠系

。

梯田的宽度取决于地形
、

坡度
、

土层厚度和挖土

方数
。

一般情况下
,

在同一坡度范围内
,

梯田的宽度与上下两块地高低落差
、

挖深和土方

数成正比
。

因此
,

凡坡度平缓
、

土层深厚的
,

梯面等距宽度可适当加宽
,

反之则应缩小
,

高

低落差以不超过 1
.

5米为宜
。

为避免挖土过深
,

底土裸露
,

应力求不破坏原来表土
,

做到
“

瘦土不露面
,

肥土盖上面
” ,

以利当年增产
。

在方法上采取机耕
、

牛抄
、

人作埂
,

可提高工

效节约资金
。

“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 。

修建梯田
,

还要相应地解决水源
。

因地制宜
,

采取拦河筑坝
,

逢垅作库
、

环 山开渠
,

和机电提灌引水上山
,

大
、

中
、

小水利工程相结合
,

山塘水库贯通
,

既

可蓄存上半年的雨水
,

防止山洪下 山
,

又可根治红壤丘陵地区早害
,

确保高产稳产
。

随着水源的解决
,

还要注意科学用水
,

以水改土
,

以水调肥
,

健全排灌系统
。

据试验
,

红

壤性低产田由串流
、

串灌改为沟灌后
,

水温提高 0
.

5一 3
“

C
,

土温提高。
.

5一 Z
O

C
,

养分流失

减少 30 一 40 %
,

早稻全生育期每亩节约灌水 1 05 立方米
,

增产稻谷 1 2
.

03 %
。

综上所述
,

治山
、

治水
、

治田是互相联系的
,

只有把三者紧密结合起来
,

综合治理
,

才

能从根本上治理红壤
,

达到高产稳产的目的
。

(三 ) 扩种绿肥
,

增加土壤有机质
,

是改良红壤的关键

除养猪积肥外
,

扩种和种好绿肥是多快好省地开辟有机肥源
,

改良红壤的有效途径
。

“

一年红花草
,

三年地脚好
” , “

绿肥种三年
,

瘦田变肥田
” 。

据测定
,

红壤早地连种六年绿

肥后
,

耕作层有机质
、

全氮
、

全磷
,

分别由。
.

64 %
、

。
.

04 %
、

。
.

0 36 %
,

提高到 1
.

62 %
、

0
.

08 8 %
,

0
.

08 %
,

黄泥田连种五年绿肥后
,

耕作层有机质
、

全氮
、

全磷含量分别由。
.

93 %
,

。
.

08 7 %
、 0

.

07 2 %
,

提高到 2
.

19 %
、

0
.

13 9 %
、

0
.

0 75 %
。

种绿肥比不种绿肥的
,

一般早稻

增产12 一 26 %
,

而且双季晚稻还增产10 %左右
。

同时
,

由于有机质的增加
,

有效地改 良了土壤结构和耕作性能
,

提高了土壤保水
、

保

肥
、

供肥能力
,

促进了有益微生物的活动
。

据测定
,

种三年红花的田与冬闲田相比
, l 一 2

毫米的团粒增加 2 倍多
, 2 一 5 毫米的团粒增长了三倍 ; 施 3 0 0 。斤红花草的比不施的

,

土壤中固氮菌增长 15 倍
。

绿肥品种的选择应注意因地制宜
。

一般新垦红壤地及果
、

茶园
,

以种植耐酸
、

耐瘦
、

耐

早性较强 的肥田萝 卜为宜 , 在水肥土条件有所改善后
,

红花草
、

若子
、

金花菜等豆科绿肥

优于其他绿肥
。

采取以豆科绿肥为主的不同种类绿肥的混播是夺取绿肥青草高产稳产的有效 措 施
。

红花草与肥田萝 卜
,

红花草与油菜
,

红花草与肥田萝 卜
、

大麦等混播比单播绿肥增产 0
.

3一

2
.

7倍
。

据分析
,

红花草混播比其单播的土壤有机质要增加 0
.

34 一 0
.

36 %
,

全氮增加 0
.

00 7



一。
.

014 写
,

全磷增加。
.

0 03 一。
.

0 11 %
,

水稳性团粒结构提高 4% 以上
。

早稻产量比单播

增加 10 %左右
。

此外
,

猪屎豆
、

乌缸豆
、

田著
、

金光菊
、

胡枝子
、

紫穗槐等一年生和多年生夏季绿肥在红

壤上有较强的适应性
。

利用丘陵
、

山脚坡地
、

地角
、

地埂及果树行间发展夏季绿肥
,

和在高

粱
、

红薯等行间间作绿豆等也是解决丘陵地区肥源的有效途径
。

( 四 ) 深耕客土
、

增肥
,

施用石灰磷肥是排除红壤酸
、

瘦
、

板结等

低产因素的有效措施
。

红壤 p H值一般在 5
.

5左右
,

影响某些作物生长
,

群众素有施用石灰和草木灰减轻酸性

危害的经验
。

石灰每亩用量以 1 00 一 1 50 斤为宜
,

每年宜施用于一季作物
,

一般可增产10 一

20 %
,

早地以大豆
,

水田 以双季晚稻增产显著
。

晚稻施用石灰
,

不仅当季增产
,

而且可使

后作红花草增产 20 一 30 %
,

石灰与绿肥
、

稻草等有机肥料配合施用收效更大
。

有机质缺乏
,

是红壤土性不良和低产的主要矛盾
。

因此
,

必须增施有机肥料
,

以增加

土壤有机质
。

据试验
:
亩施 2 0 0 0 斤堆肥与施等量氮

、

磷
、

钾无机肥相比
,

施堆肥的耕作层

。一 15 厘米内土壤有机质
、

全氮量
、

盐基代换总量分别为 1
.

20 %
、

0
.

05 %
、

4
.

6毫克当量 /

10 0克土
,

而施无机肥的仅为 1
.

01 %
、

0
.

05 %
、

4
.

0 毫克当量 / 1 0 0克土
。

施有机肥比施无

机肥的红薯增产 88 %
,

春粟增产75 %
,

小麦增产 24 %
。

红壤缺磷
,

特别 是有效磷不足
,

因此增施磷肥
,

对各种作物都有显著的增产效果 (表

3 )
。

磷肥配合农家肥料及氮素化肥施用比单施的效果好
,

作种肥集中施比撒施好
,

作基

肥比追肥好
,

早追比晚追好
。

施用于豆科
、

十字花科作物比其他作物增产更显著
。

表 3 主 要 几 种 作 物 施 用 磷 肥 的 增 产 比 例

作 物 名 称
每 斤 磷

(

肥 增 产

1一 2

0
。

5一 1

1一 2

1一 3

1 左 右

7 0左 右

谷棉子子子草稻麦籽豆莱鲜2 0

10

3 0一 6 0

7 0

6 0一 10 0

60一 10 0

产 率
% 》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以 上

稻花麦豆菜草

花

水棉小大油红

据试验
,

结板沙田 (红花草 )每亩用 80 斤磷矿粉拌种
,

比对照株高增加 48 厘米
,

每株分

枝数增加 2 个
,

根长增加 5 厘米
,

每株根瘤数增加 44 个
,

地上部份红花草体内有机质
、

全

氮
、

全磷含量 (烘干重 )分别比对照提高 2
.

38 %
、

0
.

20 %
、

。
.

10 %
。

一般增加青草 60 一 1 00 %

以上
,

每斤磷肥增产青草70 斤左右
。

据以往27 个典型资料统计的平均数
,

结板沙田
、

黄

泥田等红壤性低产田
,

红花草施用磷肥的增产比例为 1 4 6
.

9 %
,

每斤磷肥增产青草87
.

1斤
。

又据以往 17 个资料统计
,

磷肥施用在水稻前作红花草上
,

平均每斤磷肥增产稻谷 6 斤多
,

比直接用于水稻效果大二倍多
。

施用磷肥后
,

加速了氮素的消耗
,

如单纯强调磷肥
,

而不注意氮
、

磷营养元素的平衡
,

也会影响磷肥效果的发挥和作物产量的进一步提高
。

一般未熟化的红壤早地和亩 产 30 。

斤左右的红壤性低产田
,

施磷肥的效果大于氮肥
,

而熟化程度较高的早地和亩产 5 00 斤以

上中等肥力水平的稻田
,

氮肥效果往往大于磷肥
,

而在上述两种肥力水平的土壤
_

L氮
、

磷



配合施用
,

均比单施的增产效果大
。

红壤上施用钾肥及镁
、

钥等微量元素
,

也有一定的增产效果
。

深耕结合增施有机肥
,

挑塘泥
、

湖泥
,

掺沙客土等是克服土壤板结的有效措施
。

深翻应

结合绿肥翻沤
,

并以逐年加深为宜
,

避免一次翻上生土过多
,

影响当季增产
。

峡江县江背

公社庙口大队
, 1 9 7 1年冬对 10 亩结板沙田

,

由三寸深的耕作层
,

深耕至 5 一 6 寸
,

结合增

施有机肥料
, 1 9 7 2年早稻亩产由 1 9 7 1年的 40 。斤

,

提高到 5 30 斤
,

1 9 7 2年继续深耕至 5 一 6

寸
,

种上绿肥
,

1 9 7 3年早稻亩产 6 24 斤
。

(五 ) 合理轮作
,

用地养地结合
,

是改良红壤的一个重要环节
。

根据各地群众经验和试验研究
,

一般新垦红壤
,

以种植耐瘦
、

耐酸
、

耐旱性较强的花

生
、

红薯
、

绿豆
、

油菜
、

黑麦
、

子瓜等先锋作物较好
,

适当增加养地作物
,

以培肥改土为主
,

用养作物比例 以 1 : 1 为宜
,

采用花生
、

红薯与油菜或肥 田萝 卜换茬
,

种花生比种红薯的后

作油菜增产40 一60 %
,

肥田萝 卜增产 30 一 40 %
。

初度熟化的红壤
,

适宜种植大豆
、

小麦
、

高

粱
、

芝麻等粮食和油料作物
,

并应轮种绿肥进行养地
。

其用养作物搭配比例以1
.

5 :1 为宜
,

主要有小麦— 早大豆— 晚红薯 (或晚芝麻
、

晚高粱
、

晚大豆 )
,

小麦— 芝麻
,

油菜—
高粱— 早萝 卜等几种轮作换茬制度

。

其中麦— 豆— 豆
,

比麦— 豆— 芝麻轮作

为好
。

而麦— 豆
— 芝麻又好于麦— 早芝麻两熟制

。

基本熟化的红壤
,

适宜种植棉

花
、

黄麻
、

甘蔗
、

烟草
、

药材等经济作物
,

用养作物 的比例可在 2 : 1 以上
,

通常采用棉

花— 绿肥一年一熟制
、

棉花— 小麦— 棉花— 绿肥二年三熟制
、

棉花— 小麦—
早大豆— 晚芝麻或晚大豆— 绿肥两年四熟制

。

水源较差的红壤性低产田或早地初改的水田
,

实行水早轮作
,

既可节约用水
,

又有利

于改 良土壤和调节土壤养分状况
。

通常采用早稻— 晚秋作物 (晚大豆
、

红薯
、

荞麦
、

小

米 )

— 绿肥换茬制
,

其中晚秋作物种晚大豆比种红薯
、

荞麦
、

小米为好
。

临川
、

丰城等地

群众经验表明
,

连作二
、

三年双季稻— 绿肥后
,

轮作一年早稻— 晚大豆— 绿肥
,

比连

年种双季稻— 绿肥
,

早稻每亩要增产20 一30 斤
,

大豆约增产20 斤
,

绿肥青草增产 1。。。斤

左右
,

而且对改善土壤物理性状
,

促进土壤养分有效化和减少杂草和消除病害等有良好

的作用
。

总之
,

为了加速红壤熟化
,

在利用中积极改 良
,

在每一轮作制中安排一季绿肥或

一季豆科作物
,

有利于培肥地力
,

提高作物产量
。

(六 ) 旱地改水田是改良红壤加速熟化提高产量的一个贡要方面
。

随着土地平整
,

引水上山
,

早地改水田
,

甚至当年开荒当年改水田的经验
,

已在全省

普遍推广
。

旱地改水田一般能成倍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而且在灌水嫌气条件下
,

有利于

土壤有机质的积累
,

加速红旗的熟化过程
。

据侧定
,

高安县石脑公社旱地改水田三年后
,

耕作层土城有机质比未改的早地提高。
.

51 %
,

全氮量高。
.

0 47 %
,

全磷蚤高 0
.

0 49 %
。

根据群众经验
,

早改水宜采取先早后水的过渡形式
,

首先开垦种二
、

三年早作物后
,

再

改成水田
。

但在肥料充足的条件下
,

当年开荒造田
,

当年种稻也能获得高产
。

如国营刘家

站垦殖场一分场
, 1 9 7 0年开荒造田 25 亩

,

当年种植水稻
,

连续四年粮食亩产跨《纲要》
。

各地

在改田的过程中
,

一般头两年多采取水早轮作的方式
,

使其逐步形成一个不透水层
,

以减

少水肥 的漏失
,

加速水稻土的形成
,

然后再过渡到双季稻绿肥制
。

水 旱轮作通常采取早



稻— 晚大豆— 绿肥换茬
,

但也有采取小麦— 套早大豆— 晚稻 (豆秆还 田 )

— 绿

肥制的
。

在一般施肥条件下
,

麦
、

豆
、

稻水旱轮作的
,

比当年改
、

当年种双季稻绿肥的全年

粮食亩产高10 一 20 % 以上
,

比未改的早地亩产高一倍多
。

重盐碱土综合改良利用的经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 师勘测队二十九团工作组

二十九团位于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
,

气候干早
、

多风
、

少雨雪
,

平均年降水量少

于 5 4
.

1毫米
,

年蒸发量 2 31 2毫米
,

蒸发量约为降水量的 42 倍
。

土壤母质为 山前洪积
一

冲积

物
。

垦前一米土层总盐量为 3一 5 %
,

最高可达 10 % 以上
,

盐分组成以硫酸盐氯化物为主
,

地下水埋深 3一 7米
,

矿化度 10 一 50 克 /升
,

水化学类型多属硫酸盐
一

氯化物镁钠型水
。

植

被以泌盐和耐盐的红柳
、

盐穗木
、

盐角草等小灌木为主
,

散生稀疏小芦苇
,

总覆度 < 20 %
,

局部
“

光板地
”

寸草不生
,

呈典型的盐漠景观
。

1 9 5 0年开始兴修水利
,

开荒造田
。

但由于对生产发展
、

改良利用盐碱土的客观规律认

识不足
,

粮食单产始终在百斤上下
。

在
“

农业学大寨
”

运动中
,

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以来
,

全体军垦战士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
,

彻底批判了刘少奇
、

林彪的反革命修正

主义路线
,

进一步激发了革命干劲
,

生产逐年增长
。

1 9 7 1年粮食上
“

纲要
” ,

至 1 9 7 3年获得

了粮
、

棉
、

牧
、

副持续八年的全面增产
,

粮食平均亩产 4 3 7
.

3斤
,

长绒皮棉平均亩产 4 3
.

3斤
,

为国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

现将该团改良利用重盐碱土的主要经验介绍如下
。

一
、

开流节源
,

降低地下水位

在灌溉的盐碱土地区从事农业生产
,

最首要的是解决水源和排水问题
。

“

开流
”

就是要解决地下水的出流
,

垦区的排水出路是灌区南部 7一 10 公里的干涸古河

床
,

以它作为排水容泄区
,

全团分由东西两条干排投入干河床
,
但因风积沙丘移动严重

,

将投出渠段堵塞
,

虽历经多次清挖仍经常淤塞
,

出流不畅
,

致使灌区内部虽有排水沟但不

能起到排泄地下水的作用
。

为解决此矛盾
,

于 1 9 6 5年建立了两个扬水站
, 1 9 7 1年后改建

成永久的电排站
,

此工程的建立为排水排盐
,

降低地下水位起了重要作用
,

据 1 9 7 2一 1 9 7 3

年统计
,

全年排出水量达 1 7 0 0一 2 5 0 0万立方米
,

排盐 30 余万吨
。

广大军垦战士从生产的亲身经历中深切体会到
,

要使重盐碱地得到改 良
,

必须有灌有

排
,

从而全团掀起了大搞清淤挖排沟的群众运动
,

坚持农闲大干
,

农忙小干
,

从 1 9 6 6年至

1 9 7 3年共挖土方 21 3万立方米
,

修建排水沟 6 4 9
.

7里
。

各连队还指定专人在排水期间坚持

清淤
,

保持排沟通畅
。

因而
,

虽在大面积种植水稻 (占播种面积 27 % )的情况下
,

在作物生

长季节中地下水位仍控制在 1
.

5米以下
。

此外还注意节约用水
,

合理灌溉
。

节约用水不仅可扩大耕地面积
,

尚有稳定地下水

位
,

减少返盐的作用
。

节约用水的措施
,

一是渠通防渗
,

二是精细平正土地
,

三是改小条

田
,

短灌快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