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是 怎 样开 展

土 壤 与作 物 营 养 诊 断 工 作 的

江 苏省宜兴县农业标准计量测试领导小组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 引下
,

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
,

我县农业计量测试工作部门

认真学习了全国标准计量工作为农业服务现场会议的精神
,

坚持计量工作为农业服务的

方向
,

积极开展了土壤与作物营养诊断工作
。

目前这项工作 已由点到面开展起来了
。

通过

诊断使我们初步掌握了测试地区各种土壤存在的问题
,

为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以提高作

物产量提供了科学依据
。

现将我们开展工作的情况汇报于后
。

(一 )学理论抓路线 明确支农方向

计量工作为农业生产服务
,

开展群众性的测试工作
,

是一个新生事物
。

在开展这项工

作的过程中
,

始终存在着两种思想
、

两条路线的斗争
。

去年山西现场会议精神的传达
,

使

我们农业计量测试部门的同志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

思想触动较大
。

但是
,

也有少数同志认

识不足
,

认为搞农业计量困难很多
。

也有人认为
,

只要有肥料不搞诊断也能增产
,

搞了诊

断没有肥料也是白起劲
。

领导针对这些问题帮助我们学理论
、

抓路线
,

狠批孔丘和林彪宣

扬的
“

上智下愚
”

的反动谬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
,

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
。

通过学习使我们

进一步认识到
,

标准计量是不是为农业服务
,

是个方向路线问题
。

计量工作为农业生产服

务
,

是贯彻执行
“

以农业为签础
、

工业为主导
”

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
,

把农业搞上去的具体

行动
。

从我县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看
,

确实存在不少问题
,

如不同条件
、

不同土质
、

不同作

物和不同生育期究竟施什么肥料较好
,

施多少为宜等
,

均需通过土壤与作物营养诊断
,

提

供科学依据
。

这样才能使有限的肥料发挥较大的增产作用
,

有利于大面积平衡增产
。

(二 )领导贡视 各方去办

搞好农业测试工作
,

关键在领导
。

我县农业测试工作一开始就得到了各级党委和领

导部门的重视和支持
。

县委把计量工作为农业服务
,

开展土壤
、

作物诊断工作
,

列入了议

事日程
,

成立了
“

宜兴县农业标准计量测试工作领导小组
” 。

各测试点
,

从公社
、

大队到生

产队也都建立了农业测试领导小组
,

各级领导干部亲自抓
。

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
,

县计委

统一组织了各有关部门
,

与各协作单位互相配合
,

分工协作
。

计量所搞营养诊断的分级标

准和试剂样品的标准检查
,

农水局抓营养诊断的应用和 田间试验
,

文教部门和县五
·

七农

大抓培训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当顾问
,

各负其责
,

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
。

南

京土壤研究所和县五
·

七农大举办了两期训练班
,

为十一个测试点培训了农业计量测试

员
。

文教部门把土壤与作物营养诊断工作当作教育革命的新内容
,

开门办学的新途径
,

教

育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新课题
。

县教育局举办了高中化学教师训练班
,

然后再将诊断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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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授给全县 60 0 0 多名应届高中毕业生
,

壮大了测试队伍
。

由于领导重视
,

各方去办
,

推动

了农业测试工作的迅速发展
。

(三 ) 自力更生 土法上马

毛主席教导我们
: “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 么基点上 ? 放在自己力且的基点上
,

叫做 自力

更生
。 ”

在开展农业测试工作中
,

我们学习了闻喜
、

绛县 自力更生
,

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

依靠群众力量
,

打破框框
,

土法上马
,

因陋就简
,

勤俭办事
。

没有诊断箱用纸盒
,

没有大试

剂瓶用回收的农药瓶
,

没有比色瓷板用磁匙
,

没有蒸馏水用经过鉴定的井水等
,

自己动手

建立了化验室
,

没有伸手向上要一分钱
。

同志们深有体会地说
: “

革命路线指航向
,

自力更

生有力量
,

土法上马就是好
,

路子越走越宽广
。 ”

(四 )依靠群众 扎实办点
“

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
,

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
。 ”

要把农业测试工作搞好
,

必须

相信群众
,

依靠群众
,

扎扎实实办点
。

我们的做法是
:

1
.

正确选点 在全县范围内
,

选择当地党委重视
、

群众支持
,

科学实验有比较好的

基础
,

土壤类型
、

地区特点和生产水平有代表性的社队为测试点
。

2
.

组织力量 各测试点成立有队长
、

老农
、

农技员和知识青年参加的 4一 5 人测试

小组
,

专管测试工作
。

当地公社一名领导干部和一名公社农技员兼管这项工作
。

3
.

加强培训 培训工作应从当地当前生产出发
,

以任务带动培训
,

以培训推动诊断
。

分期分批举办土壤与作物诊断训练班
,

要求从理论上弄懂
,

方法上学会
,

实地能操作
,

田

间能试验
。

并且采用现场参观
、

总结交流
、

实地会诊
、

检查汇报和印发资料等各种方式经

常活动
,

加强辅导
。

4
.

明确诊断 目的和主攻方向 诊断是手段
,

应用是目的
。

各测试点在掌握方法后
,

必

须把测试工作的重点放在应用上
,

以解决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 的问题
,

达到增产的目的
。

如南潜公社测试点
,

为探索早稻穗肥施用指标
,

做了“ 个小区试验
,

诊断数百次
,

为指导

大田施用穗肥提供 了科学依据
。

在做法上
,

我们首先主攻大面积生产上见效较快的缺素

诊断和障害诊断以及总结群众成功的生产经验 (如预测稻苗脱力防止早衰
,

科学用肥
,

僵

苗诊断指标等 )
,

然后再搞一些复杂的诊断工作
。

这样做效果显著
,

领导重视
,

群 众 欢

迎
。

5
.

坚持
“

五个结合
”

( 1) 营养诊断与老农经验相结合
:

老农经验是诊断工作的响导
。

我们在土壤养分普

查 中
,

与老农一起识土评土
,

分析和研究土壤养分分布规律
、

养分含量丰缺的原因
,

共

同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
,

拟订综合改土措施
,

效果较好
。

( 2) 营养诊断与田间试验相结合
:

为了验证水稻诊断效果
,

探明诊断指标
,

全县十

一个测试点根据本地生产中与诊断有密切关系 的突出问题
,

先诊断后试验
,

试验后再诊

断
,

看效果
,

摸规律
,

指导大田生产
。

(3 ) 诊断与治疗相结合
:

诊断不治疗
,

达不到增产的目的
。

自诊断工作开展 以 来
,

我们坚持把诊断成果落实在措施上
,

指导大田生产
。

如屺亭公社测试点诊断出大田和秧

田早稻缺磷僵苗
,

随即狠追磷肥防治
,

收到了 良好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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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作物诊断与土壤诊断相结合
:

为了便于分析判断和较准确地作出结论以指导大

田生产
,

作物诊断与土壤诊断结合进行很有必要
。

徐舍公社安后测试点诊断早熟43 号元

麦缺磷
,

土壤诊断结果也缺磷
,

随即做了施磷对比试验
,

取得了增产效果
。

( 5) 专人在小区系统测和分期发动群众在大田突击测相结合
:

如在完成土坡养分普

查和大面积早稻缺磷低苗诊断的工作中
,

各测试点的测试人员在学校师生的 主 动 配 合

下
,

迅速地完成了大量的诊断任务
,

充分显示了群众的力量
。

以上是我们开展农业计量测试工作的情况
,

这项工作刚刚开始
,

还跟不上形势发展

的需要
,

我们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
,

认真学好理论
,

深入批林批孔
,

进一步提

高路线斗争觉悟
,

虚心 向兄弟单位学习
,

进一步搞好农业计量测试工作
,

为农业大干快

上努力奋斗
。

土 壤 与作 物 营 养

诊 断 在 农 业 生 产 中的作 用

江苏省宜兴县农业标准计量测试领导小组

自从去年省计量所贯彻了山西全国标准计量工作为农业服务现场会议精神以后
,

在

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和各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下
,

我县计量工作面向农业
,

因地制宜地开展

了土壤与作物营养诊断工作
。

通过一年的工作
,

我们初步认识到
:

一
、

土城与作 物曹养诊断为群众性土滚养分 . 奋提供了简便拐行的方法 随着农业

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发展
,

科学种田水平的提高
,

复种面积的逐步扩大
,

单位面积产盆的

增加
,

以及氮素化肥施用量的增多
,

土壤养分也发生了变化
。

为了摸清土壤底细
,

近半

年来
,

全县十一个农业测试点
,

在开展群众性土壤养分普查中
,

对全县九种主要土城
,

70 7块田
, 1 98 9

.

4亩耕地进行了土壤养分普查
。

在大量的田间肥效试验的基础上
,

初步摸

到了各种土壤营养元素丰缺的范围和程度
。

特别是对粉砂质含量较高的白土
、

白砂土
、

黄白土和湖土的缺磷缺钾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

根据土壤养分调查资料
,

减少了肥料

使用的盲目性
。

洋溪公社徐读大队第四生产队是个高产队
, 1 9 7 3年以来

,

亩产年年超吨粮
。

土堪养

分普查之前
,

大家认为有机肥年年增施
,

粮食产量年年提高
,

土壤势必很肥 ( 从养分角

度来看 )
。

全队通过 66 块田的逐丘诊断以后
,

才知土壤三缺
,

普遍缺有 机 质 ( 含 量 约

1
.

50 % )
,

大部分缺磷 ( 占6 7
.

3% )
、

缺钾 ( 占58 % )
。

结合田间肥效试验
,

初步改变

了过去的看法
,

认识到湖土保肥性差
,

肥料减少
,

产量就会大幅度下降
。

懂得了大积大

造有机肥料
、

培肥土壤
、

增磷补钾的重要性
。

屺亭公社是生产条件较差
、

肥少
、

田瘦
、

产量低的高田 白土地区
。

全公 社 白土 占

72 %
,

土壤缺磷
,

严重影响作物产量的提高
,

因而群众施磷的积极性很高
,

有的队造成

了普遍施
、

季季施
、

大量施的倾向
。

屺亭公社测试点为了做到因土施肥
,

减少施磷肥的

盲目性
,

对街南生产队 1 06 块田逐丘进行了土壤养分普查
,

弄清了全 队 188 亩耕地的磷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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