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大寨改土的实践看土壤学理论的发展

大寨大队
“
三结合

”

科研组

二十多年来
,

我们大寨大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
,

发扬自力更生
、

艰苦奋斗的

精神
,

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

逐步把大寨原来的瘩薄的耕地
,

改造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大农业

需要的
、

早涝保收
、

高产稳产的
“

大寨田
” 。

土壤学是农业的基础科学
。

毛主席早就号召我们要学一点土壤学
。

这里谈谈大寨改

土的实践和我们对土壤学理论发展的一些想法
,

希望和大家讨论
。

大 寨 改 土 的 基 本 情 况

二十多年来
,

大寨的农田基本建设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

第一阶段
,

把
“

三跑田
”

建成
“

三保田
” 。

“

山高石头多
,

出门就爬坡
,

地无三亩平
,

年年灾情多
。 ”

这就是人们对于大寨原来的自

然面貌的描绘
。

大寨全村有耕地近八百亩
,

分为四千七百多块
,

最大的不到三亩
,

最小的

不够一分
。

许多地块都是里高外低
,

偏坡倾斜
,

缺边少堰
。

一到雨季
,

地里有水地边流
,

冲

走肥土露石头
。

这就是跑水
、

跑肥
、

跑土的
“

三跑田
” 。

农业合作化后
,

我们对
“

三跑 田
”

进

行了逐梁逐坡逐沟的治理
。

对石厚土薄的坡地
,

进行挖石填土
,

修成石堰梯田 ,对土多石少

的梁地
,

起高垫低
,

加边打桩修起土埂梯田 ;对乱石滚滚的七条大沟
,

采取了分段筑弓形

石坝
、

劈山填土
、

修沟坝地的办法
。

到一九六三年
,

整个大寨的耕地由四千七百多块变为

二千九百来块
。

坡
、

梁
、

沟大都建成了坝牢
、

桩齐
、

地平
,

保土
、

保水
、

保肥的
“

三保田
” 。

第二阶段
,

把
“

三保 田
”

建成
“

海绵田
” 。

从抓土入手保住了水与肥
,

只解决了跑与保的矛盾
。

为了充分发挥土
、

肥
、

水在农业

增产中的作用
,

使坡
、

梁
、

沟地更好地蓄水保墒
,

供水供肥
,

达到高产稳产
,

这就进入了以培

育绵软疏松
、

活土层深厚为主 的建设
“

海绵田
”

阶段
。

一九六三年
,

大寨战胜了历史上少有的特大洪灾
。

从一九六四年起
,

大寨每年把大量

的劳动力用于搞农田基本建设
,

采取了下列一些措施
:

一
、

调剂土质
。

大寨耕地中
,

白土
、

黑土土质较好 ;红土则泥多沙少
,

土质太粘
,

不易透

水透气
,

难耕难种
,

不发小苗发老苗 ,沙土则沙多泥少
,

土质太粗
,

漏水漏肥
,

长小不长老
。

在修整土地的时候
,

我们在红土地里垫沙土
,

沙土地里垫粘土
。

有的要连续垫几年
。

对于沙

土
,

就施炕土
、

墙土等土杂肥
,

既施了肥
,

又改了土
。

通过土质的调剂
,

使泥沙比例适中
,

孔
、

隙松紧适度
,

上虚下实
。

据观测
,

除新造地外
, “

海绵地
”

土质大都在三泥七沙
、

四泥六沙的

壤土范围
,

达到了保水保肥
,

透气良好
,

耕作方便的要求
。

二
、

增施肥料
。

大量增施有机肥料是使土壤
“

海绵化
”

的重要措施
。

为此
,

我们实行

了大规模的秸秆还田
,

除谷草留作牲畜饲料外
,

玉米秆
、

高粱秆都切碎沤制成肥
。

其次
,

我

们创造了铲茬的经验
。

耕地的时候
,

用自己设计的工具
,

把玉米根茬铲断劈碎
,

翻到土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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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它烂掉肥地
。

我们还实行农牧结合
,

养猪积肥
,

割青沤肥
,

人粪尿拌土杂肥
,

人粪尿拌

护灰渣等措施
。

这样
,

土壤营养成分逐年增长
,

土壤结构不断改良
。

三
、

实行
“

三深
”

耕种法
。 “

三深
” ,

即
:

深耕
、

深种
、

深刨
。

从前耕地
,

两头牛拉一张

犁
,

只能耕三寸深
,

后来我们采用了套耕
,

能耕到六寸深
。

现在大部分用拖拉机
,

能耕到八

寸上下
。

过去玉米播深二寸左右
,

现在播深三到四寸
。

深种对于玉米抗早
、

抗风
、

防止早

衰
,

达到籽粒饱满
,

都有显著效果
,

又能加速土壤熟化培肥
。

过去玉米定苗后
,

头次中耕只

浅锄二
、

三寸
,

如今用撅头深刨七
、

八寸到一尺
。

深刨能疏松土壤
,

使土壤渗水透气增温
,

因而能更好促进蹲苗扎根
,

壮苗发根
,

又能大大增强蓄水保墒抗早的性能
,

还能根除杂草
,

有利于消灭病虫害
。

这样
, “

三深
”

耕种的玉米地
,

逐年轮作倒茬
,

就使所有土地的海绵活

土深厚起来
,

一般活土层都在一尺左右
。

所以我们说
: “

三深促一深 (根深 )
,

一深又促三抗

( 抗早
、

抗风
、

抗涝 )
,

三抗出高产
,

用地又养地
,

熟土又增产
。 ”

采取这些措施造成的
“

海绵田
” ,

泥沙比例适中
,

土肥相融
,

并具有一定数量的水稳性

团粒和较多的临时性团粒结构与微结构
。

土壤松而不散
,

紧而不板
。

由于
“

海绵田
”

的水
、

肥
、

气
、

热协调
,

所以
,

能满足庄稼生长的要求
,

使大寨早地粮食亩产跨千斤
。

第三阶段
,

在
“

人造小平原
”

上再建
“

海纬 园田
” 。

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斗
,

我们把原来的四千七百多块
“

三跑田
” ,
合并改造为一千七百

多块
“

海绵田
” 。

但是
,

这种仍然分散的小块肥地
,

不能适应实现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水利

化
、

机械化
、

园田化和造林绿化的要求
。

于是
,

从一九七 O年开始
,

我们又进一步改土
。

几年来
,

我们在已经建成的
“

海绵田
”

上
,

铺开了搬山填沟造平地的工程
。

把
“

海绵田
”

推掉
,

有些人感到心疼
,

因为它毕竟是大家流过多少汗水才建成的
。

但是
,

为了实现农业

的现代化
,

为了夺取更高的产量
,

从一九七 O年冬到一九七四年春
,

我们推倒了二十三个

大小山头
,

填平了十五条沟岔
,

造出近二百亩的
“

人造小平原
” ,

最大的一块面积超过二十

亩
。

一九七四年五月
,

我们又在麻黄沟采用定向爆破新技术
,

一次娜破就成功地搬掉一个

山头
,

造地十亩左右
。

如今大寨耕地
,

由四千七百多块又变成了一千五百多块 ,百分之八

十以上的土地已能机耕
,

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宽平的土地条件
。

可是
,

大搞
“

人造小平原
” ,

埋掉了
“

海绵田
” ,

原来的土层全被打乱
,

大量的生土翻出地

面
。

这就要求我们尽快地在
“

人造小平原
”

上重新造成
“

海绵园田
” 。

为了加速生土熟化
,

保证当年增产
,

我们针对生土的生
、

硬
、

干
、

冷的特点
,

采取了破碎土块
、

调剂土质
、

施肥耕

耙
、

踏实虚土
、

选种耐瘩耐早 的杂交高粱等措施
,

实现了当年造地
,

当年高产
,

为生产的发

展打开了新的局面
。

一九七一年后底沟的粮食产量为二万一千四百斤
,

而一九七二年搞
“

人造小平原
”

后
,

产量为五万一千二百斤
,

一九七三年又猛增到九万六千斤
。

一九五八年

至一九七二年
,

狼窝掌沟十五年的粮食总产量为二十四万斤
,

而一九七三年一年就产粮八

万二千斤
。

这真是
“

人变
、

地变
、

产量变
” 。

对土壤学中几个理论观点的评论

(一 ) 大寨改土的实践是时资产阶级反动的
“

土地肥 力递减律
”

的有力批 .yJ
。

土壤的肥力是可以不断提高
,

还是只能不断下降? 围绕这个问题
,

一直存在着激烈

的斗争
。

十九世纪中叶
,

出现 了以德国化学家李比希为代表的土壤学的农业化学学派
。

这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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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认为
,

土壤肥力主要决定于土壤中矿物质的成分
,

土壤上种庄稼
,

不可避免地要使肥力

耗尽
。

十九世纪后半期出现的农业地质学派则认为
,

土壤是岩石矿物的风化碎屑
,

由于土

壤中可溶性矿物质在风化作用下不断被水淋溶丧失
,

土壤肥力不可避免地要逐渐减少
。

这

两个学派的形而上学观点
,

后来又被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变成了一条所谓
“

土地

肥力递减律
” ,

并用它作为反动的马尔萨斯
“

人 口论
”

的一条
“

根据
” 。

解放以前
,

有一个外国资产阶级
“

专家
”

曾经断言
:
中国的土壤肥力正在急剧下降

,

丰

富的有机质从高山流到平原
,

通过江河
,

一泻入海
。

他妄图把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

疯狂掠夺和残酷剥削所造成的中国农业的凋蔽
,

归因于
“

土地肥力递减律
” 。

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

社会主义新中国在农业生产上取得的光辉成就
,

宣

告了资产阶级学者的伪科学的彻底破产
。

就拿大寨来说
,

解放前的大寨
,

人穷地穷村子

穷
,

亩产不过百斤
。

解放后
,

大寨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

人民公社化
,

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八

年的五年间
,

亩产由二百五十斤增到五百四十三斤
,

过了
“

黄河
”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 四

年的六年间
,

亩产由五百四十三斤增到八百零九斤
,

跨过了
“

长江
” ;
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

一年的七年间
,

亩产由八百零九斤增加到一千零九十六斤 ;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四年连续

遭受特大早灾
,

亩产始终保持在千斤以上
。

大寨粮食产量在四分之一世纪的长时间内持

续上升
,

增长十倍
。

这是对
“

土地肥力递减律
”

的有力批判
。

大寨改土的实践
,

完全证实了恩格斯的预言
: “

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
。

应

用资本
、

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且无限地提高
。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六一

六页 ) 资本主义国家和旧中国土壤肥力下降的现象
,

决不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
,

它恰恰是

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

封建主义压榨掠夺所造成的恶果
。

、二 ) 大寨改土的实践表明
,

人的生产劳动是拼作土壤肥 力发展的决 定因素
。

土壤及其肥力是怎样发生和发展的
,

它与自然因素和人的生产劳动是什么关系? 这

是土壤学理论 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

以俄国道库恰也夫为代表的土壤发生学派认为
,

土壤

及其肥力的形成发展
,

是母质
、

气候
、

生物
、

地形和时间等五个 自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

土壤随着自然因素的变化
,

而呈有规律 的地带性分布
。

这个学 派揭示了 自然土壤形成
、

演

变和地理分布的规律性
,

但是
,

由于他们研究的重点是自然土壤
,

认为 自然因素是土壤肥

力发生发展的决定因素
。

他们忽略了耕作土壤的研究
,

特别是忽略了人类生产劳动对耕

作土壤的巨大作用
,

因而不能 正确认识人和 自然的关系
。

解放以后
,

我 国土壤工作者大规模地开展了土壤调查研究工作
,

取得了许多成绩
。

但

是
,

在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
,

有许多土壤工作者对于土壤发生学派的观点
,

没有批判地

吸收其有用的东西
,

抛弃其不正确的部分
,

而是生搬硬套
,

忽视我国劳动人 民几千年来生

产活动对土壤的影响
,

特别是忽视社会主义时代广大贫下中农重新安排山河的生产实践

对耕作土壤肥力的发展所起的决定影响
,

使土壤研究工作脱离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实际
。

马克思早就指出
: “

肥沃绝不象所想的那样是土壤的一种天然素质
,

它和现代社会关

系有粉密切的联系
。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一 五一页 ) “ 随粉自然科学和农 艺 学 的 发

展
,

土地的肥力也在变化
,

因为各种能使土地的要紊立即被人利用的手段在发生变化
。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八六七页 )大寨耕作土壤发展的历史
,

对于那种忽视人 的能

动作用的土壤学观点
,

就是一种批评
。

大寨建村已有七百多年
。

大寨原来的土地经过长期

耕作
.

仍然未能改变
“

三天无雨苗发黄
,

下点急雨土冲光
”

的状况
。

解放后
,

大寨只经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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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
,

就已在
“

人造小平原
”

上建成高产稳产的
“

海绵园田
” 。

从大寨改土的实践
,

可以看

到人的生产劳动在耕作土雄的发展中
,

逐渐超过自然因素而居于主导地位
。

例如
:
人工

改变地形
,

从而改变了自然成土因素作用的强度和成土过程的方向
。

人工调剂土质
,

有计

划地改变了耕作土壤的矿物质组成
。

特别是在
“

人造小平原
”

上采取一系列的综合措施
,

极大地加快了生土熟化
,

使高粱当年高产
,

更是突出地显示出人的生产劳动对耕作土壤形

成的决定作用
。

毛主席教导说
: “

世间一切事物中
,

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
。

在共产党领导下
,

只要有了

人
,

什么人间奇垃也可以造出来
。 ”

在土壤学的研究中
,

那种见物不见人 的倾向
,

那种看不

到人的生产劳动对于耕作土壤的决定作用的倾向
,

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土坡工作

者
,

是特别值得替惕的
。

(三 ) 大寨创造
“

海炜田
”
的实践说明

,

要注意从土壤整体构造上研完大壤肥 力
。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

土澳发生学派的代表苏联土壤学家威廉斯
,

在土城及土壤肥力的

基本理论上
,

提出过许多卓越的见解
。

他明确指出生物是 自然成土因素中的主导因素 ;创

立了土壤团粒结构学说 , 阐述了农林牧之间的密切关系 ;制订了草田轮作制 ;批判了反动

的
“

土地肥力递减律
”

和地质学派
、

农业化学学派的错误观点
,

对发展土壤科学作出了巨

大的贡献
。

但是
,

威廉斯关于土壤及土壤肥力的学说
,

主要是以自然土壤的发生演变为依

据而得出的
。

他曾认为
: 只有当土壤中水稳性的团粒的数量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

,

才算

是有结构的肥沃土壤
,

否则就是无结构的不良土壤
。

他认为
,

上壤团粒结构
,

是土壤肥力

的基础
,

创造水稳性的团粒结构是农业技术的中心任务
。

从我 国农业生产的广泛实践看
,

这种观点并不完全符合耕作土壤的客观实际
。

大寨
“

海绵田
”

是比较肥沃的土壤
,

现在就是大早的年景
,

平均亩产也都在千斤以上
,

有些丰产试验地块
,

平均亩产已达一千六百斤以上
。

经多次测定
,

其表层水稳性团粒数量

仅为百分之二十一到百分之三十六
。

在这种水稳性团粒不多的情况下
,

我们可以通过各

项技术措施
,

得到良好的土壤整体构造
,

协调水
、

肥
、

气
、

热各个肥力因素
,

夺取作物的高

产
。

可见
,

如果孤立地
、

片面地将水稳性团粒结构的数量
,

作为衡量土壤是否肥沃的主要

标志
,

并将创造水稳性团粒结构作为农业技术措施的中心任务
,

是不恰当的
。

我们从大寨

长期改土丰产的实践中体会到
,

不仅要注意研究土壤的团粒结构
,

更应该联系农作物生长

的要求
,

研究土壤的整体结构
。

这样才能全面认识土壤中影响肥力的内部诸因素
。

大寨

田
,

我们常称之为
“

海绵田
” ,

它形象地说明了整个土体构造的主要特征
,

集中地反映了土

粒和孔隙
,

水
、

肥
、

气
、

热等肥力因素相互联系的整体状态
。

大寨
“

海绵田
”

的土层上下各层的松紧孔隙状况的分布
,

还各有不 同的特点
。

首先是

具有一尺左右深厚的活土层 (即表土层 )
,

它疏松绵软
,

孔隙适宜
,

松紧适度
,

固
、

液
、

气三项

比例适当
。

这主要是因为通过人工培肥措施
,

积累了较多的有机质
,

形成了合适的沙泥比

例
,

创造了很多团粒 (土壤团聚体 ) ; 在耕作措施的调节下
,

使这些团粒常年处于疏松排列

的状态
,

形成
“

海编
”

构造
。

经测定
,

大寨
“

海绵田
”

的活土层中
,

孔隙度一般均在百分之五

十五左右
,

保持疏松多孔的状态
。

其中大孔隙在百分之十五左右
,

便于透水和通气 , 小孔

晾在百分之 四十左右
,

能大量保蓄水分
。

通常大寨田的水分含量比一般田要高出百分之

一到百分之三
,

空气容量高出百分之十左右
,

土温高一度左右
,

氨化细菌
、

硝化细菌
、

纤维

分解菌
、

嫌气细菌
、

真菌
、

放线菌都较多
。

水
、

气
、

热状况适宜
,

土壤微生物活跃
,

物质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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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

养分贮量高
,

有效养分供应多
,

土壤有机质
、

全氮
、

全磷量
、

水解性氮
、

速效磷等常比一

般 田高出半倍到一倍
。

活土层又可分为上表土和下表土两层
:

上表土层常年保持疏松多

孔状态
,

大孔隙数量较多
,

有利于通气
、

渗水
、

保水
、

增温
,

促进养分分解
。

下表土层比上表

土层略紧
,

小孔隙数量稍多
,

是深耕破除犁底层后形成的活土
,

有一定的通气渗水能力
,

有

利于作物根系伸长
,

同时还能保水保肥
。

表土层以下为深厚
、

稍粘
、

较紧的底土层
,

起托水
,

托肥和供水供肥的作用
。

上下层相互配合
,

使整个土体成为一个大肥料库和大水库
,

水
、

肥
、

气
、

热能协调供应
,

保证作物在整个生育时期对肥力的需要
,

从而达到高产稳产
。

对于大寨
“

海绵田
” ,

我们的研究工作还做得不多
,

理论工作还大大落在实践的后面
,

必须抓紧跟上
。

(四 ) 大寨改土的实践说明
,

应该更加重视有机肥杆的作用
。

在增强作物营养和培肥土壤的过程中
,

怎样正确处理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的关系?

农业化学学派认为
:
农作物是依靠吸收土壤中的矿质养分而生活的

,

因此
,

必须施用无机

肥料
,

把作物消耗的矿物质归还土壤
,

才能延迟土壤肥力的消耗
。

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李

比希的矿质营养学说
,

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对土地进行掠夺式经营的后果
,

并为发展化学

工业
,

提倡施用化肥
,

实现农业近代化起了积极的作用
。

马克思对他的这些成就曾作了肯

定的评价
。

但是
,

农业化学学派片面地把土壤看作只是养分的贮藏库
,

认为只要施用化学

肥料就能保持土壤肥力
,

抛弃了施用有机肥和种植绿肥等培肥土壤的有效方法
,

忽视了生

物因素对培肥土壤的积极作用
。

当单纯施用化肥并不能阻止资本主义世界土壤肥力的恶

化的时候
,

他们又陷入了反动的
“

土地肥力递减律
”

的泥坑
。

大寨贫下中农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劳动人民
“

多粪肥 田
” 、 “

地力常新
”

的优良传统
,

十分

重视有机肥的作用
,

坚持以农家肥为主
,

经济有效地施用化肥的施肥制度
,

把用地和养地

僻证地统一起来
。

多施有机肥
,

对粮食增产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

一九四九年以前
,

大寨的肥料少
,

每

亩只能上十几担以有机肥料为主的土杂肥
,

粮食亩产不过百斤
。

一九五八年每亩平均施

肥达五十担
,

粮食亩产达五百四十斤
。

一九六四年每亩施土杂肥一百担
,

粮食亩产达到

八百斤
。

现在每亩平均施肥量增加到一百四十多担
,

粮食亩产已在千斤以上
。

当然
,

造成

增产的因素是多方面 的
,

增施有机肥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

大寨的施肥实践表明
,

有机肥含的养分种类多
,

效力持久
,

不仅可以供应作物所需的

各种养分元素
,

有机质还可以改良土壤结构
,

增加其孔隙度
,

调节大小孔隙比例
,

促使土壤

疏松绵软
,

让死土变成活土
,

有利于保水
、

保肥
、

提高地温
,

从而在保证丰产的同时
,

不断提

高土壤肥力
。

这些都说 明有机肥料有它不可替代的优越性
。

口..r̀甲̀lrrl…
厂

毛主席教导我们
: “

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
,

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
,

自然界也总

是不断发展的
,

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
。

因此
,

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
,

有所发现
,

有所发明
,

有所创造
,

有所前进
。 ”

回顾一个多世纪以来土壤科学发展的历史
,

可以看出
,

它

象其他科学一样
,

是在阶级斗争
、

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推动下
,

经历曲折的道路而不断

前进的
。

土壤学中的农业化学学派和地质学派都对土壤学作出过自己的贡献
。

但是
,

他

们那种形而上学的片面观点
,

不能不对土壤学 的发展带来严重 的危害
,

并导致反动的
“

土

地肥力递减律
” 。

后来的土壤发生学派
,

从发生发展上来研究土壤
,

把土壤科学推到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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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阶段
。

他们重视生物因素对土壤形成的作用
,

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机械论的影响
,

并

为批判
“

土地肥力递减律
”

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

但是
,

这个学派把土壤只看成是缓慢发展

的自然历史体
,

见物不见人
,

因而对人 的生产劳动能动地改造自然
、

改造土壤的积极作用

估计不足
。

通过在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指引下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实践检验
,

这个学派的

局限性就显得更加突出了
。

对于旧有的土壤学理论
,

我们认为应该采取历史的
、

全面的分

析的态度
,

根据我们自己的实践加以检验
,

发扬其正确的部分
,

纠正其不正确的部分
,

突破

其局限性
,

使土壤学不断发展
,

有所前进
。

广大工农兵群众是科学的主人
。

大寨以及全 国广大农村的改土实践提出了许多土壤

学的新问题
,

这对土壤学理论的发展
,

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

为了用土壤学的正确理论指

导今后更大规模的改土实践
,

需要广大贫下中农和专业土壤工作者共同努力
。

只要我们

在马克思主义
、

列宁主义
、

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
,

总结前人的经验和我们自己的经验
,

批判

修正主义
,

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
,

加强科学实验
,

展开科学讨论
,

就一定能够推动土壤学 的

研究更快地向前发展
。

(原载 197 5年 11月 4 口《人 民 日报》 )

关中地区大田适宜深耕深度的探讨

陕西省农林科学院土肥所土壤室

深耕土地改良土壤
,

是我国劳动农民在长期生产斗争中积累 的宝贵增产经验
。

解放后
,

步犁及拖拉机牵引犁等得到普遍的应用和推广
,

大田耕作层
,

一般逐渐由

。
.

3一 0
.

4尺
,

加深到 0
.

5一。
.

7尺
。

根据多点试验和大面积的调查
,

深耕增产的幅度
,

约在

10 一 30 %
。

近年来
,

不少地方深耕深度在继续加深
。

根据目前关中地区的生产条件及经

济能力
,

在大田生产中
,

探讨如何更好地发挥深耕的增产作用
,

是有必要的
。

深耕的效益是一个多因素的复杂问题
。

现仅就下列三方面进行探讨
: ( l) 深耕深度

与产量的关系
; (2 ) 土城熟化深度及作物根系分布与深耕深度的关系

, ( 3) 当前深耕技

术条件及劳力
、

油料消耗与深耕深度的关系
。

一
、

深耕深度与产里的关系

深耕加厚活土层
,

促进土壤熟化
,

有利于发挥肥效和增强蓄水保墒能力
,

为作物生长

发育创造良好条件
。

实践证明
,

关中地区早糠及灌溉区
,

进行适宜深耕都能增产
。

如部阳

县伏六公社
,

地处渭北早振
,

四万多亩耕地
,

由于大抓深翻改土
,

一般深翻 0
.

8一 1
.

2尺
,

同

时注意蓄水保墒和作物布局等措施
,
19 7 1年粮食亩产4 02 斤

,

较 1 9 7 0年增产4 4
.

6% ; 1 972 年

在大早的情况下
,

比大丰收的 1 9 7 1年还略有增长
,

连年上
“

纲要
” 。

又如人民引径灌区的高

陵县
,

1 9 7。 年冬至 1 9 7 1年春深翻 四万八千多亩棉田
,

普遍增产 20 一30 % ;
该县城关公社新

2 7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