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水的有效途径
。

在田间内排水改善后
,

不仅能使三麦等早粮作物减轻或免受明捞暗渍的危害
,

还为坚

持适墒耕作
,

改良土壤性状创造条件
,

并且遇旱时 (当地在三麦播种和大豆花期可能受早
,

影响三麦出苗和大豆结实 )
,

也可以实施灌溉
,

不致发生
“

水灌进来容易
,

排出难
,

解除了干

早
,

却带来了水害
”

的状况
,

实现排灌自如
,

早涝保收
。

所以狠抓条田内排水是农场改土培

肥夺高产的前提措施
,

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

2
。

轮种绿肥
、

搞好秸秆还 田 改善土壤物理性状 的根本途径是增加土壤有机质
,

提

高土壤结构性
。

大型机械化农场目前不可能大量施用有机肥
,

只有轮种绿肥
,

实行秸秆还田
,

才是农

场积累土壤有机质
,

改善土壤结构状况的切实可行的途径
,

也是大型农场改土培肥
、

创造

稳产高产土壤的根本性措施
。

本场种植方针是
“

保 夏 (麦 )争 秋
” 。

因此
,

应以轮种夏绿肥为主
。

通过试验
,

夏绿肥 田

著
、

怪麻
、

绿豆等均适于农场生长
。

3
.

坚持适墒耕作
,

摸索保证质最的
“

少耕法
”

不适墒耕作和过渡的机械作业是破坏

农场土壤结构使土壤物理性状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

在土壤性状恶化后
,

反过来又会增

加机械作业的次数和烂耕烂种现象出现 的可能性
,

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

使土壤粘
、

板
、

紧
、

湿的劣性有所发展
。

通过建立条田内排水系统
,

给积贮土中的水分开辟了出路
,

为扭转

恶性循环打开缺 口
。

配合轮种绿肥
,

实行秸秆还田等措施
,

这种循环的方向
,

就能沿着土壤

性状不断改善的方向发展
。

严格掌握适墒耕作
,

并积极摸索既保证耕作质量
,

又减少机械

作业次数的
“

少耕法
” ,

才能避免因不合理的耕作而破坏土壤结构
,

压实土壤孔隙
,

可以说

这是机械化农场 (特别是粘湿湖洼地区 )改土培肥 的一项保证措施
。

此外
,

关于经济合理施用化肥
,

也必须予以重视
。

如前所述
,

本场土壤氮素不足
,

要夺

取高产必须施用氮肥
。

但应指出
,

本场土壤在目前发展阶段上并不是可以通过大量增施

化肥能达到培肥
、

高产的
。

当前主要还应强调化肥的经济合理施用
。

红 壤荒 地 改 种 水 稻 夺 高产

江 西省赣州地 区畜牧研究所

我所 (原畜牧良种场 )是 1 9 6 5年建立的
,

全所面积有 1 7 0 0余亩
,

多是一片高低不平秃头

岭和水土流失严重的红土岗
,

属于第四纪红土
,

养份含量很低
,

有 20 一 30 % 的面积为严重

侵蚀红壤
。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
,

通过文化大革命
,

批林批孔运动
,

全所革命职工焕发了

革命精神
,

以大寨为榜样
,

坚持总路线精神
,

大鼓革命干劲
,

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

移山造 田
、

平整土地
、

兴修水利
,

经过几年努力
,

削平二座山头
,

开荒造 田 5 60 亩
,

兴修灌溉渠道一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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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

新建水库二座
,

使一片高低不平
、

坑坑洼洼的红土岗变成了旱捞保收的新农田
。

在这

个基础上
,

又开展了红集改种水稻的科学试验
。

通过几年的不断实践
、

不断总结
,

摸索了

一些规律
,

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
,

使我所水稻面积年年不断扩大
,

产量年年增加
。

1 9 6 9年全场只有 44 亩水稻
,

总产量仅 4 2 8 1 0斤
,

到 1 9 7 4年水稻面积发展到 2 80 亩
,

总产达

3 3 5 0 0。余斤
。

单产近年都在 1 2 0 0斤左右
。

几年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
,

要在红坡荒地上改

种水稻夺取高产
,

必须在全面贯彻农业
“

八字宪法
”

的基础上
,

加强水肥管理
,

防止黄苗
、

死

株
、

出葱
、

黄叶
。

一
、

增施有机肥防止黄苗

有机肥是改良红坡荒地的基础
,

如果改种水稻不大量增施有机肥
,

其他措施再好
,

还

是不能获取理想的水稻产量
。

因为在水稻生长过程中缺少足够的养分就会出 现 黄 苗 现

象
,

即在插秧后半个月 (第一次耘箱追肥结束 )水稻叶色由绿变黄
,

植株不长高
、

不分菜
、

不

长叶
,

远看象赤枯病所害
,

直至插秧后 40 一50 天
,

植株才缓慢地有所好转
,

但禾苗仍很矮

小
。

结果穗子短
、

着粒少
、

产量低
,

亩产才一百斤左右
。

特别是一些严重侵蚀红壤田块改

种水稻
,

若缺有机肥甚至会造成顺粒无收
。

我们曾在严重侵蚀红城上进行对比试验
,

不施

有机肥的出现了黄苗
,

亩产只有 4 1
.

3 斤
,

而施有机肥 (亩施肥田萝 卜苗 4 0 0 0 斤 )并加强管

理的亩产可达 94 6斤
,

增产二十多倍
。

我们几年的大田生产统计也证明
,

红城荒地改种水

稻
,

施有机肥有显著的效果
。

而且在一定范围内施有机肥越多
,

产量越高 (表 1 )
。

有机肥

施用的方法
,

是在土地平整好后将有机肥撒于田内
,

再行翻耕范田
,

沤田时间要尽里早
。

早

稻的有机肥以绿肥最为理想
。

表 1 有 机 肥 对 水 稻 产 , 的 影 响

增 产

(每亩施肥 t )

平均单产

(斤 /亩 ) (% )

钙候礴肥 10 。斤
、

石灰扭 40 斤
、

石灰 50 斤作基肥
,

尿素 25 斤作迫肥
。

猪牛栏粪 2 0 0。斤
、

钙镇礴肥 10 0斤
、

石灰 50 斤作羞肥
,

尿素25 斤作迫 肥
。

绪牛栏类 30 00斤
、

钙镁碑肥 8 0斤
、

石灰50 斤作荃肥
,

尿素 10 斤
、

扭确钾

X 合肥 20斤作追肥
。

猪牛栏龚 30 0 0斤
、

萝 卜苗 10 0 。斤
、

钙彼礴肥 10 0斤
、

石灰抓 40 斤作羞肥
,

尿素 2 5斤作迫肥
。

4 5 4

6 1 2

7 6 5

1 0 0 0

3 4
。
5

积

亩

面

2 2
。
4 5 6 8

。
4

1 20
。
2

在实践中
,

我们还发现红城荒地改种水稻
,

第一年稻子生长很好
,

产量很高
,

第二年产

t 最低
,

第三年以后开始上升 (表 2 )
,

几年的情况都是一样
。

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

象
,

我们没有很好地从理论上去分析
。

但在实践中
,

我们采取提高第二
、

三年施肥水平的

办法
,

特别是加强了田间管理
,

结果产量上去了
。

所以我们认为红壤荒地改种水稻
,

要特

别注意种后第二
、

三年的水肥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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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面

红壤荒地改种水稻历年产t 的变化

改 种 年 限
(亩)

钙 镇 碑 肥 用t

(斤 /亩)

平 均 产 盈

(斤 /亩)

ē”ō八 U几 U此 U n甘ó U nōO U血 b J兮
1占目土2 2

。
5

2 1
一

6

8 1
。

5

3 1
。

8

2 5
。

6

8 94

4 3 1

4 8 9

5 92

2 8 1

年年年年年

四多

施肥情况 .基肥除钙镁确肥不 同外
,

有机肥均为每亩 3 00 斤
,

石灰 50 斤
,

追肥均 为尿素 25 斤 /亩
。

二
、

施足磷肥提高结实率

红壤荒地改种水稻
,

如果不施磷肥
,

即使禾苗长势很好
,

抽穗后也不结实 (群众叫
“

出

葱
”

)
,

全是空壳或间花
,

在一个穗子中结少量的谷粒
,

整个穗子不勾头
,

成为翘天穗
,

产量

极低 (表 3 )
。

严重侵蚀红壤栽水稻
,

若缺磷植株叶色暗绿
,

生长停顿
,

不长高
、

不分巢
、

不

抽穗或很少抽穗
,

抽穗后也很少有实粒
,

几乎无收
。

可是在施足磷肥以后
,

情形迥然不同
,

产量可成倍
、

几倍地增加 (表 4 )
。

据对比试验
,

在每亩田施有机肥二
、

三千斤的情况下
,

每

亩最少要施钙镁磷肥 1 00 斤
,

才能使水稻结实饱满
。

施用量在一百斤以下
,

如 80 斤
、

50 斤
,

水稻单产都不高
。

亩施钙镁磷肥 1 50 斤
,

顺粒饱满空壳少
,

产量最高
,

一季可跨纲要
。

改种

二年后
,

磷肥用量可适当减少
。

一般在改种四
、

五年之内
,

亩施钙镁磷肥 60 一80 斤就可保

证水稻正常生长发育
。

表 3
“

出 葱
”

对 水 稻 产 t 的 影 响 (品种 20 3 1 )

株 高
类 型

( 厘米 )

有 效 穆

(铭 /兜 ) ( 厘米 )

总 粒 数

(粒 /穆 )

实 粒 数

( 粒 /德 )

空 壳 率

(% )

产 扭

( 斤 /亩 )

“

出 葱
.

11
。
0 4 7

。
8 9 5

。
2 3 3

。
1

正常生 长 1 8
。

2 1 6
。
4 7 1

。
3

2
。
3

5 7
。
7 1 9

。
1 6 6 3 。

7

表 4 施 用 磷 肥 的 效 果

钙 镁 碑 肥 用 t

(斤 /亩 ) ( 斤 /亩 ) ( % )

不 施 礴 1 3 9
。

3

2 3 1
。
3

3 0 2 。
7 1 1 7

。
3

n甘n户 材JO丹

1 0 0

15 0

7 8 4 。 2 4 6 2 。
9

8 4 6
。
4 5 0 7

。
6

注
:

各处理均折合每亩施猪粪 2 0 0 0斤
、

石灰抓 25 斤作荃肥
,

尿素 2 5斤作迫肥
,

面积 为 O
。
5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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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早施钾肥保证禾苗青秀嫩绿

红坡荒地钾的含量和其他养份一样
,

也是很贫乏的
。

改种水稻时
,

若不增施钾肥
,

在

插秧后 35 一40 天
,

水稻 由营养生长转入生殖生长时
,

水稻停止生长
,

叶片很快发黄
,

远看象

火烧一样
,

植株萎缩
,

下部叶片枯死
,

上部叶片继续发黄
,

严重的抽不出稼子
,

较轻的也使

稼子变小变短
,

空壳显著增加
,

产量很低
。

早期施用钾肥就可以防止这个现象
,

并可夺取

高产 (表 5 )
。

当出现黄叶现象后
,

即使大量增施钾肥
,

也要半个月到二十天才能逐渐使上

部稻叶有所转青
,

而且生长很差
。

所以
,

红壤荒地改种水稻施用钾肥要早施
。

据我们的实

践
,

钾肥作横田肥 (面肥 )或第一次耘田时施下效果较好
,

施肥量以每亩用草木灰3。。~ 400

斤
,

或氮磷钾复合肥
、

氯化钾
、

硫酸钾等无机肥 20 一 30 斤较为理想
。

表 5 钾肥的效果 (抽德期调查
,

品种为珍珠矮 )

株株 高高 平均 每株叶 数数 好 叶 数数 黄 叶 数数 产 ttt

(((厘米 ))))))))) ( 斤 /亩 )))

666 7
。
333 4

。
777 4

。
222 4

。
777 4 1 333

999 3
。

lll 5
。
44444 1

。
222 80 222

荃肥
:

每亩均 施牛类 2 5担
,

石灰 5 0斤
,

钙镁碑肥 10 0斤
。

迫肥
:

不 施钾 区为尿素 2 5斤 /亩
, 施钾 区为氮礴钾复合肥 30 斤 /亩

。

四
、

.

科学灌水促进禾苗生长

红坡荒地改种水稻
,

在灌水耕耙后土壤稀烂没有结构
,

通透性很差
,

栽种水稻后如果

用水不合理
,

在水稻结束第一次耘稍追肥后 (约在插秧后二十天左右 )
,

稻根容易发黑腐

烂
,

不长新根
,

植株叶片象折断一样下披
,

飘落在水面上
,

呈水渍状枯死
。

如能剩下一些未

枯死稻株
,

则又矮
、

又小
、

又瘦
,

严重影响水稻产量 (表 6 )
。

所以
,

红壤荒地改种水稻
,

科学

灌水也很重要
。

根据我们几年的实践
,

灌水原则应该是浅灌— 露 田— 浅灌— 晒田

— 干干湿湿
。

就是说
,

水稻插秧后到第一次耘箱追肥结束前应灌浅水
,

结束第一次耘箱

追肥后进行露田 (约在插秧后 15 一 20 天 )
,

露 田的程度
,

以人脚不下陷为准
,

然后灌跑马水
,

表 6 灌 水 对 水 稻 产 t 的 影 响

灌水方 法
有 效 撼

(撼 /兜 ) (厘米 )

总 较 数

(粒 /艳 )

实 粒 数

(粒 /德 )

空 壳 率

(% )

产 盆

( 斤 /亩 )

长期演水 1 0
。
7 9 2 3

。 6 1 7
。

8

科学灌水 1 6
。 1 3

15 0

7 6 0 4 0 5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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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其 自然落干晒田
,

反复二
、

三次
,

孕穗至成熟
,

一直保持干干湿湿
,

这样可以促进根系下

扎
,

植株健壮
,

提高结实率
,

增加产量
。

如长期渍水 田亩产才 1 50 斤
,

而采取上述灌溉的亩

产达 76 0斤
,

增产四倍多 (表 6 )
。

应该指出
,

新改稻田因为还没有形成犁底层
,

晒田后保水能力很差
,

易变成
“

菜篮田
” ,

今天灌水明天落干
。

出现这种情况不要紧
,

只要坚持三
、

五天灌水一次
,

保证土壤湿润
,

不

但不影响水稻生长
,

相反长得更好
,

更有利于夺取高产
。

红 壤 茶 园 提 高 肥 力 的措 施

福建省宁德地区茶叶科学研究所

红壤是我国南方的主要土壤资源
。

合理利用红壤
,

是进一步落实毛主席
“

以粮为纲
,

全面发展
”

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
,

具有广阔的前景
。

我省的红壤多分布在海拔 2 00 一 50 0公尺的山地
、

丘陵地区
。

成土母质多为辉绿岩
、

花

岗岩和花岗斑岩
、

沙岩等
。

土层深度一般在一米以上
,

风化层有时可深达 15 一30 米
。

开垦

初期因质地粘重
,

土壤耕性较差
,

干硬湿粘
,

易龟裂
。

土壤呈酸性反应
, p H 值在 4

.

7一 5
.

5,

盐基饱和度一般为 40 一 50 %
。

土壤有机质含量为 1
.

0一 1
.

5%
。

速效性钾含量较高
,

10 一

20 厘米土层一般为 8 0 p p m ,

高的达 1 4 0 p p m
。

氮
、

磷的含量较缺乏
,

中等肥力的 土 壤
,

1 0一 20 厘米土层中速效磷含量一般为 17 一 1 9 p p m
,

全氮量为 0
.

06 6一 0
.

08 5%
。

茶区广大

干群在长期生产斗争实践中
,

根据红壤土层深厚
、

酸性
、

排水充分等特点
,

大力发展茶叶生

产
,

把历史上被反动派称为
“

不毛之地
”

的红壤 山地
,

变成了美丽的等高梯层茶园
。

低产变

高产
,

高产更高产的典型不断涌现
,

很多单位还创造了山地红壤茶园平均亩产一
、

二百斤

至二
、

三百斤 的高产纪录
,

为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
。

实践证明
,

经过人们的合理垦殖和采取一系列综合改良措施
,

红壤是完全可以改良利用
,

并使农作物

和经济林木获得较高产量的
。

现根据我省对红壤茶园提高肥力的研究与群众经验
,

综合

谈谈改良利用红壤的几项农业措施
。

一
、

合理耕作
,

改善土壤理化性状
,

建立深厚耕作层

红壤土质粘重
,

活土层浅薄
。

茶树是深根作物
,

为了使根系充分 向土壤深处发展
,

特

别需要深耕
。

通过深耕改土
,

可改善微生物活动环境
,

使土壤释放出更多的养分
,

供茶树

吸收利用
。

深耕的同时
,

深埋杂草与枯枝烂叶
,

还可增加土壤有机质
,

提高土壤肥 力
。

特别

是新开茶园植茶前的深耕
,

效果更大
。

我所曾在红壤荒山进行植茶前的不同深度深耕试

验
,

试验结果表明
,

深耕可使土壤容重减低
,

孔隙率增加
,

改善土壤通透性
,

增加土壤渗水

量
,

有利于矿质养分的释放
,

从而促进了茶树的生长
,

提高了茶叶产量 (表 1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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