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秸 秆 直 接 还 田 的作 用 和 方 法

陕西省农林学校农作专业组

近年来有不少实践经验指出
,

秸秆 (包括麦草
、

玉米秸和棉秆等 )直接还田是利用有机

物质的一种较好形式
。

河南博爱县许良公社 1 9 6 4年把 8 0 0 0多亩刚收下来的玉米秆趁青铡

碎后翻压下去播种小麦
。

在同样土质
、

管理条件下
,

比不压青的增 产 1 8
.

5% 〔` 〕 。

山东省

土肥所 1 9 7 3一 1 9 7 4年在陵县袁桥基点
,

每亩施用未经腐熟的麦糠 20 0斤
,

混合少 量磷 肥

(4 % )
,

做为麦田基肥
,

较对照增产 8
.

6一 2 9
.

5 % 〔 2〕 。

新疆在焉奢苏打盐土上施用粉碎的玉

米桔厚约 6一 7厘米或麦糠 7一 8厘米
,

播前浅翻后种植水稻
,

均获增产〔 3〕 。

侠西省三 原县新

庄农场从 1 9 7 2年冬开始
,

连续四年累计用玉米桔
、

高梁秆和棉秆直接还 田共 1 0 0 0余亩
,

播

种小麦
、

棉花
,

也都有 良好效果
。

大寨大队多年来改烧茬为铲茬施肥〔幻也是秸秆直接还 田

的一种形式
。

本文拟根据一些有关资料
,

对秸秆直接还田 的好处和方法作一初步探讨
。

一
、

秸秆直接还田的好处

关于施用有机物质的主要作用和还田的最好形式
,

历来就存在有不同的认识
。

根据

威廉斯的意见
,

在草田农作制以前
, “

施用厩肥 的目的是要在土壤中积存腐殖质
,

因此当

时人们都尝试施用尽可能大量的未腐熟的有机物质
” 。

后来改为半腐熟的厩肥
。

但在草田

农作制的条件下
, “

厩肥只可以看作一种优良的无机的氮肥
。

这样看来
,

必须施用完全腐

熟的厩肥
” 〔5 〕。 但是

,

大寨大队改土增产的实践充分说明
,

施肥的目的既不单纯是积存腐

殖质
,

更不只是一种无机氮源
。

要更加重视有机肥料的作用
,

千方百计地增加土壤有机

质的积累
,

使
“

土壤营养成分逐年增长
,

土坡结构不断改良
” 〔叼 ,

才能保证农业的稳定增

产
。

近年来
,

我国一些生产单位主要从节约劳力考虑
,

已经大面积广泛采用了秸秆直接

还田的方法
。

随着农业科学的发展和生产条件的改善 (如化肥的增加 )
,

应该对秸秆直接

还田在培养地力方面的作用予以足够重视
。

据现有资料
,

枯秆直接还田
,

主要有促成土壤团粒结构
、

固定和保存氮素养料 以及促

进土壤中难溶性养料的溶解等作用
。

大寨大队建设
“

海绵田
”

的经验指出
,

土壤决不只是

养分的贮藏库
,

通过有机肥料的施用还可 以改善土壤的生物
、

理化性质和结构性
,

以便创

造适宜的土壤环境
,

充分满足作物对水
、

肥
、

气
、

热各个肥力因素的全部要求
。

关于怎样恢

复与创造土壤的团粒结构
,

过去
,

威廉斯认为
, “

不能够用厩肥来创造土壤结构稳定性
,

以

及在土坡中积累活性腐殖质
” 〔5 〕

。

反之
,

据 G er en lan d等人的试验
,

多醋类物质是土壤中富

有活性的团聚剂
。

在一定程度上
,

水稳性团聚体随着土壤中多醋类含量的提高而增加 〔“ 〕 。

土攘中的多酪是土壤微生物合成的产物
,

而新鲜有机质则是微生物合成多酪所必需的碳

源
,
如土壤 中加入燕麦秆培养时

,

多酪醛酸武 的含量即将增加
。

另外
,

微生物分解蔡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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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可摄取土壤氮素
,

形成作为多醋类成分之一的氨基醋
。

因此
,

土壤中施入菜秆物质可

以增加土壤团聚体
,

改善土壤的物理性质〔 6〕。

又据 H il m y el iG bal y( 阿联 )试验
,

施加

麦草对团聚体水稳性的作用比首蓓草好〔7 〕。

用燕麦秆和玉米秆等处理砂壤土
,

可使其中

的粉砂和粘粒有52 一62 %结成团聚体
,

而且在 20 0天内土壤的团聚程度仍旧很高或仅略有

下降
。

同时发现把枯秆直接施入土坡要比先把它堆积分解后再施入时
,

更有利于改良土

城的结构 〔6 〕。
M ic nt os h J

.

L
.

等人的试验结果也表明
,

新鲜农家肥的价值
,

除了可提供

养分外
,

还是土壤的改良剂 8t 〕 。

据此
,

我们认为
,

秸秆直接还田
,

由于新鲜腐殖质是在土体

内部形成的
,

可以随即与土粒结合
,

促成土壤的团粒结构
,

这就避免了腐熟后施用时
,

活

性腐殖质可能因干操变性而失效的缺点
。

陕西省关中地区楼土的主要缺点是口紧
、

性硬
、

通透性较差和耕性不 良
。

在这种情况下
,

桔秆直接还田的初期
,

由于有机质的掺入
,

有琉

松土城
、

蓄水保墒的作用
; 以后由于微生物活动的加强和团聚体的增加

,

又能进一步改善

楼土的水
、

肥
、

气
、

热状况
,

提高其有效肥力
。

在氮素养料方面
,

威廉斯曾指出
, “

在施用新鲜厩肥时将与把戴秆或麻屑施入土城时

得到同样不利的结果
” 。

因为
“

当土坡中存在着纤维素时
,

一些统称为
`

去氮作用
’

的过程

会发生
” 〔 5〕

。

这无疑是枯秆直接还田时必须很好注意的一个问题
。

但是
,

另一方面
,

近年

来的一些研究结果指出
,

秸秆直接还田时
,

能将大气中的氮固定在土坡表层
,

同时又能使

土坡中原有的含氮化合物免于损失
。

这一作用对于氮素养料较为缺乏的楼土来说也有重

要意义
。

如据 D h ar (印度 )试验
,

在用不同的有机物质施入土壤时
,

通过靠光能的光合固

定作用
,

土坡有机质含量逐渐减少
,

而氮含盘则由于有机质氧化时释放 出的能量而有所提

高
。

每一克被氧化的碳能固定氮素 10 一 40 毫克 〔 ,〕
。

D h ar 的另一试验表明
,

在犁入了大

麦秆的土镶上
,

设置施入硫按
、

俐渣磷肥 以及不施肥的三种处理
,

栽种大麦后
,

收获时
,

以

犁入大麦秆加施磷肥小区的土坡全氮含量和大麦产量最高 〔幻
。

另外
,

在土壤肥力较高的

条件下
,

能够促进根瘤菌的共生固氮作用〔1。〕。

在一定条件下
,

纤维素的分解过程还可能

为好气性和嫌气性的自生固氮菌提供能源而促进固氮作用〔的
。

关于保存氮素养料
。

一般说来
,

各种土坡都很难避免不同程度的氮素损失 ( 包括淋

失
、

氮的挥发和反硝化作用等 )
,

有时甚至会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6〕
。

但施用秸秆等含纤

维素的物质则有一定的保氮作用
。

因为它可以供给微生物生命活动所必盆的能源 (碳源 )
。

由于这些微生物活动
、

繁殖的结果
,

就把土壤中的速效氮素吸收
,

以合成细胞体
,

从而使氮

素固定保存下来
。

如在土壤中施入小麦秆和按态或硝态的氮肥后
,

硝酸盐由于被微生物所

同化而免于随水淋失
,

而按盐也因被同化而减少 了成为硝化作用的基质
。

此外
,

由于秸秆

的分解也减少了 N H
.
N O : 的形成

,

以免转化为氮而损失〔的
。

据此
,

在早作土坡采取适当

措施的条件下
,

秸秆直接还田有可能使
“

去氮作用
”

减少到并不显著的程度
,

从而增加了土

壤氮素的积累
。

据 tS
e w ar t 等人试验

,

纤维素分解时被微生物所固定的硝态氮
,

经数周后即开始以有

效的状态释放
,

在纤维素用量较少时
,

到第十一周原先固定的氮素已全部释放出来
。

这种

情况说明了纤维素分解过程中所保存的氮素
,

大部分易转化为有效状态
,

并且
,

一般说来
,

它仍可提供当季作物利用 6t 〕 。

增施秸秆对促进土壤 中植物养料的矿化也有一定作用
。

据 S o hr o ve n
试验

,

凡施 加风

干有机物质的处理
,

土壤中原有的有机质的矿化作用都较弱
,

而施加新鲜有机物质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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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矿化作用都较强〔 , ` 〕。

看来
,

秸秆直接还田较之堆沤腐熟而后施用
,

更能加强土壤微

生物的活动或土壤中各种变化的进程
。

这样不仅可以加速有机质本身所含植物养料的分

解
,

有助于土壤中磷
、

钾等矿物质养料的释放
,

而且可以促成」:壤的团粒结构
,

从而加速

了土壤中
“

生物小循环
”

的进程
,

有利于土壤有效肥力的进一步提高
。

二
、

桔秆直接还田的方法

实践证 明
,

秸秆直接还田是增肥改土的一 项有效措施
。

E og su la w s k i指出
,

在遵守必

要条件的情况下
,

作物收获后立即将秸秆切碎加以翻耕是利用它 做 为 肥 料 的 很 好 形

式〔 1” 〕。

但应注意的是
,

由于秸秆的碳氮比值一般较宽
,

在分解过程中将在一定程度上表

现出微生物与作物争氮的现象
,

尤其是当季作物在前期可能遭受较为显著的影响
,

甚至最

后减产〔“ 〕。

因此
,

应该根据当地的土壤
、

气候条件
,

从配合施用氮
、

磷化肥
.

适当确定翻压

的时期
、

深度与数量等方面着手
,

以协调作物与微生物之间的关系
,

把当年增产与培肥地

力很好地结合起来
。

1
.

秸秆直接还田时
,

作物与微生物争夺速效养分的矛盾可通过补充化肥来解决
。

通

常秸秆的碳氮比约为 80 一 100 比 1
,

为此
,

应适当增施氮素化肥
,

对缺磷土壤则应补充磷肥
。

考虑到土壤微生物的生命周期较为短暂
,

微生物死亡后
,

其躯体中所含的氮素仍可被下一

代微生物所利用
。

因此
,

补施氮肥的数量在距离播期较远的情况下可适当减少
,

否则应

适当增加
。

根据三原县新庄农场的经验
,

玉米秆等翻压后
,

播前每亩撒施碳馁 30 斤及过

磷酸钙 1 00 斤
,

或用施肥播种机带肥播种
,

都可以保证小麦
、

棉 花的良好生长
。

2
.

一般认为
,

秸秆最好用圆盘耙切碎而后翻耕
,

但三原县新庄农场则认为
,

不论玉

米
、

高粱或棉秆
,

都可以用三桦犁直接进地翻压
,

深度约25 厘米
; 以后用圆盘播种机播种

,

不再翻动
,

这样更为省工
。

翻压后如墒欠应结合灌水
。

在临近播种和秸秆用量较大时要

结合镇压
,

促其腐烂分解
。

关于翻压深度
,

在水稻方面
,

盆栽试验结果表明
,

每公顷 5 吨稻草
,

混施于土表 6 厘

米深处
,

增产 34 %
。

混施于 20 厘米深处
,

只增产 22 % 〔13 〕
。

至于玉米秸秆
,

据试验
,

当施在

土表时
,

不但其分解强度较弱
.

且分解时固定的氮素也较少
,

以后重新释放的时间也较迟
,

甚至不固定氮素
,

而埋入土壤中在则相反 〔6〕 。

考虑到早作土壤的水分条件与桔秆 的腐解

速度有密切关系
,

并且为了便于播种
,

翻压深度似不宜过浅
。

至于具体深度 尚待进一步研

究解决
。

3
.

秸秆直接还田的时期以晚秋最为适宜 〔6 〕。

如将玉米秆 或麦草用做棉田底肥
)

在低

温
、

多湿条件下
,

有利于腐殖质的形成和积累
。

对夏闲地则可尽早撒施麦草或麦糠
,

然后

翻耕
。

4
。

水稻盆栽试验结果表明
,

每公顷用 5 吨稻草施入土壤可显著增产
,

而增为 10 吨时

则造成减产〔 ` 3〕。

据此
,

在地 薄且化肥不足或距离播期较近的情况下
,

秸秆 的用量不宜过

多
。

而在连续还田
、

地力较高或化肥较多
、

距播期较远的情况下
,

则可加大用量或全田翻

压
。

另外
,

撒施麦草或铡碎的玉米秆时
,

应力求均匀
,

以免局部影响作物的生长
。

5
.

与高温堆肥相比较
,

秸秆未经高温发酵
、

直接还田时
,

可能导致经由土壤传染病害

的芡延 (如棉花的黄
、

枯萎病 )
,

应注意避免
。

总之
,

近年来的生产实践和科研结果证明
,

在姗料可 以解决而有一定化学氮肥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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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
,

为了减少积肥和施肥所 占用的过多劳力
,

可以采取桔秆直接还田的措施
。

今后
,

随

着农业现代化的进展和燃料工业的 日益发展
,

为了进一步提高作物单产和地力以及劳动

生产率
,

秸秆直接还田这一措施可能将被广泛采用
。

目前
,

有的生产队搞秸秆直接还田

还有某些困难 (如姗料不足 )
,

并且还有一些技术问题 (如在不同气候
、

土质条件下
,

秸秆

翻埋的最适深度和氮磷化肥的适当配合比例等 ) 需要进一步探讨
。

我们相信
,

在毛主席

革命路线的指引下
,

通过广大群众和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
,

最充分合理的利用有机物质的

问题将在较短时期内得到解决
,

以加速
“

海绵田
”

的建设步伐
,

为农业的大幅度增产做出应

有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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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还田 对水稻产 , 的形响
,

农学文摘
,

4
,
1 9 7 5

.

分析方法

用级离子选择电极测定土壤中的含抓 t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攘研究所 电极组

土城中含氯量的测定
,

长期以来采用硝酸汞或硝酸银的比色滴定法
,

由于土壤提取液

比较浑浊或指示剂变色不灵敏
.

因而妨碍了滴定精度的提高
,

近年来舰离子选择电极的应

用
,

得到了广泛的重视〔 1, 幻
,

对于有色溶液与混浊液的测定
,

特别方便
。

当采用差示电位

法时可测到 p p b 数量级〔 3〕 。

本文将报导
,

我们用 自制的 7 4 0 2 型压片式 A g : S一 A g CI 混

晶氯离子选择电极〔们测定土城中的含抓量所获得的初步结果
。

一
、

电 极 的 性 能

使抓离子选择电极与饱和甘汞电极组成下列测量电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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