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会议

全国碳酸氢按粒肥生产
、

施 用 经 验 交 流 会 议

中国科学院
、

石油化工部
、

农林部联合召开的碳酸氢按粒肥生产
、

施用经验交流会议
,

于 1 9 7 6年 8 月 20 一 25 日在江苏省金坛县举行
。

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二十八个省
、

市
、

自治区

2 36 个单位的 2 74 名代表
。

会议以阶级斗争为纲
,

认真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
,

开展了革命大批判
,

进行了现场参观
、

经验介绍
、

座谈讨论等一系列活动
。

在会议上
,

大家

进一步加深了对于碳按压粒深施提高肥效
,

促进农业增产的重要性的认识 ;初步总结了以

阶级斗争为纲
,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
,

大搞群众运动
,

专业科技人员与工农相结合
,

搞好碳

按压粒深施工作的经验
; 交流了碳按压粒机与深施器的制作

、

碳按粒肥在化肥厂配套生产

的工艺
、

碳按粒肥的特性
、

施用技术和增产效果以及碳按其它深施方法等方面的具体经

验 ;并且对于今后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

通过会议
,

代表们统一了思想认识
,

坚

定了进一步搞好碳按压粒深施群众运动的信心和决心
。

下面
,

摘要介绍一下这次会议技术交流材料的内容
。

一
、

碳按粒肥造粒机械和粒肥的生产

化工上通常采用的化肥造粒方法
,

如喷雾造粒
、

转筒造粒等
,

对碳钱都是不适用 的
。

因

为碳按既不能加温也不能遇潮
。

可行的碳按造粒方法是采用机械压制
。

自 1 9 7 3 年以来
,

福建
、

江苏
、

广东
、

浙江等地试制了多种形式的造粒 (球 )机械
。

这些造粒 (球 )机械的传动

结构和工作原理大体一样
,

都是利用两个相对旋转的
、

制有相对应模孔的轧辊
,

将粉状碳

按滚压成粒
。

不同型号的造粒机只是在机械的繁简
、

形状
、

大小和生产能力上有所不同
。

江苏省金坛县第二农机厂试制的 25 型和 45 型造粒机
,

生产能力较大
,

台时产量分别约

为2吨和 6吨
。

其中25 型机 1 9 7 4年已由镇江地区初步鉴定
,

并向各地提供了样机四十余台
,

图纸 1 10 余套
。

据测定
,

25 型造粒机双辊间的成型压力为 9吨
,

压成的粒肥单粒重量约 1克
,

对含水量在 3一 6
.

5%范围内的碳按粉肥
,

都可压粒
,

脱模率超过 95 %
,

成品率大于 90 %
,

其

中尤以含水量 3
.

5一 5 %的粉肥造粒效果最好
。

当粉肥含水量超过 6
.

5 %时
,

则不易成型和

脱模
。

25 型造粒机可供小氮肥厂部分配套生产粒肥或供公社一级加工粒肥用
。

广东省开

平县氮肥厂
、

江苏省响水县化肥厂 已用 25 型造粒机试产部分粒肥出厂
。

江苏省江阴县石

牌公社
、

金坛县儒林公社供销社以及淮安县生产资料公司
“

五
·

七
”

工厂
,

已经使用 25 型造

粒机加工了大量碳按粒肥
、

氮磷混合粒肥
,

深受群众欢迎
。

45 型造粒机可供年产五千吨以上合成氨的化肥厂配套生产粒肥用
。

它压成的粒肥每

粒重亦为 1克左右
,

对于粉状碳按含水量的要求大体上也与25 型相同
,

但目前的造粒效果

阅



如脱模率 ( 58 %左右 )
、

成品率 (72 %左右 )以及粒肥硬度等都比 52 型差一些
,

同时耗电量较

大
,

实际台时产量与理论台时产量也还有一定距离
,

这是需要进一步改进完善的
。

江苏省金坛县化肥厂利用一台45 型造粒机配套生产粒肥
,

使百分之七十的碳按压粒

出厂
。

与会代表参观了现场
,

认为基本上是成功 的
。

该厂 限于厂房条件
,

目前造粒简易配

套的工艺流程如下
:

离心机分离出来的粉状碳按由下料口直接落在出料输送带上
,

然后转

送至窗外的中间输送带
,

再经上料输送带送入造粒机进行造粒
。

压出的粒肥经振动筛进

行筛选
,

筛出来的粒子作为成品进行包装
,

筛下的粉料经振动淌板落入机后的斗式回料提

升机
,

回送到造粒机料斗内
,

继续进行造粒
。

福建省永泰县农机厂生产的 75 一 1型化肥造球机和江苏省江都县大桥机 电 修 造 厂

1 9 7 5年试制的东风一15 型化肥造球机
,

属于机型小
、

生产能力较低的一类造粒机
。

前者机

重 75 公斤
,

配套动力 1
.

5鼠
,

每小时可压制碳按粒肥 1 50 一 2 00 公斤
。

它是在球肥机的基础

上经调换轧辊
、

改进提高后的机型
。

后者机重 25 0公斤
,

配套动力 3班
,

每小时可压制碳馁

粒肥 2 50 公斤
。

这两种小型碳按压粒机械
,

可供生产队自制粒肥时使用
,

便于群众 自力更

生解决碳按造粒问题
。

会议代表比较了几种解决碳按造粒的办法
,

认为就粒肥的生产来说
,

在化肥厂 配套生

产粒肥出厂是多
、

快
、

好
、

省的办法
。

对化肥厂来说
,

只增加一道压粒工序
,

生产费用增加

有限
,

还可以节省肥料的包装材料
。

如碳按以粉肥出厂后再加工粒肥
,

需要拆包和敲碎硬

块
,

花费的人力
、

物力
、

财力都较大
,

肥料的损耗也较严重
。

所以碳按由化肥厂直接压粒出

厂是小化肥厂的一项重大技术改革
,

是符合广大贫下中农要求的
。

目前
,

在没有条件配套

生产碳按粒肥的地方
,

可以发动群众
,

自力更生因地制宜试制一些简单的压粒机械
,

将粉

状碳按压粒深施
。

二
、

粒肥深施器械

目前粒肥深施
,

主要是靠人工进行的
,

在水 田上主要是采用人工隔行塞施
,

在早地上

主要采用打洞丢施
。

群众反映
: “

粒肥深施好是好
,

可又增加了
`

一弯腰
’
(指弯 腰 深 施 粒

肥 )
” 。

为 了减轻贫下 中农的劳动强度
,

提高工效
,

适应大面积推广粒肥深施的要求
,

迫切

裕要解决粒肥深施机具问题
。

会议上交流的各种深施粒肥的简易农机具有
:
简易竹筒深施器

、

适合水田追肥应用的

单行或双行深施器
、

适合水田基肥深施的多行粒肥深施器等
。

代表们以很大的兴趣参观了简易竹筒深施器的施肥表演
。

这种深施器对水田
、

早地

都适用
,

施粒肥时不弯腰
,

可以发动群众自己动手制造
,

操作熟练时每天每人可在水稻田

施肥三亩
。

金坛县城东农具厂试制的水稻单行粒肥深施器
,

外形如箱耙
,

装有送肥轮
、

挖肥瓢
、

开

沟器
、

盖泥板等部件
,

结构简单
、

小巧
,

机重只有 4
.

6斤
,

使用灵活方便
。

施肥时
,

是在稻行

间手推行进
,

施肥粒距为 120 毫米
,

深度为 50 毫米左右
,

工效每人每日可达 4一 6亩
。

广东省

开平县木器厂也试制了类似的水稻单行粒肥深施器
。

福建省农科院试制了水 田双行深层施肥机
,

机重 17 斤
,

单人操作
,

一天可施肥十亩
。

金坛县直溪公社农具厂试制的牵引式多行粒肥深施器
,

两人操作
,

用尼龙绳来回牵



引
,

顺利时每天能施肥十二亩 (每亩用肥二十斤 )
。

代表们在观看了各种深施器现场操作后指出
:

各地土壤
、

作物
、

施肥习惯等各不相同
,

粒肥的施用面广量大
,

首先应因地制宜地发动群众创造各种简便易行的深施器具
。

同时
,

有必要组织有关单位试制与农业机械配套的粒肥深施机械
,

如机动插秧与深施粒肥相配

合或早地播种与深施粒肥相配合的机具等
。

三
、

碳按粒肥的特性
、

施用技术和增产效果

(一 )碳铁粒肥的特性

碳按粉肥经压制成粒后
,

物理性质明显发生变化
,

使粒肥具有新的特性
。

据中国科学

院南京土壤所测定
,

碳按粒肥具有下列特点
:

1
.

粒肥有较好的抗结块性能
,

在装袋贮存过程中没有结块现象
。

碳按粉肥由于易吸

湿结块
,

施用时必须粉碎
,

不仅花费劳力
,

还造成肥分的无谓损失
,

特别是机械施肥则

更有 困难
,

而粒肥由于散落性好
,

既便于深施
,

又为采用机械施肥创造了条件
。

特别是

用作水稻追肥
,

容易用简单工具或人工深施入土
,

节省了农村中用土造球所花费的人力
、

物力
。

2
。

粒肥具有一定的硬度
,

其供肥特点优于粉肥
。

据测定
,

单颗粒肥的最大承压力大

于 2 公斤
,

在装袋封存一段时间后
,

颗粒的硬度还会有所增高
。

当然
,

若粒肥暴露在空气

中
,

特别是相对湿度比较高时
,

在常温下就会引起潮解
,

硬度也会显著降低
。

因此在粒肥

堆存过程中必须注意塑料袋封存完好
。

由于粒肥具有一定的硬度
,

故在土壤中溶解和扩

散都比较缓慢
,

因而有助于提高肥效
。

粒肥的供肥特点是缓
、

稳
、

长
。

即前期缓
、

中期稳
、

后劲长
,

肥效高峰期一般在 25 天以上
;
而粉肥 的供肥特点则为前猛

、

中弱
、

后劲差
,

肥效高

峰期一般只在 15 天左右
。

3
.

粒肥能经受得住搬运
、

堆存过程 中 的颠簸
、

受压或冲撞
,

具有较好的抗破碎性

能
。

长途运输装卸试验表明
,

粒肥破碎率最大不 超过 5
.

3%
。

粒肥从 1
.

5 米高处 自由落

至一斜钢板上
,

或让粒肥在一转盘 ( 36 转 /分 )中连续滚动 5分钟
,

其破碎率最大不超过

6
.

5%
。

4
.

粒肥的包装容重比粉肥大
。

根据对三个化肥厂的产品进行测定的结果
,

碳按粉肥

的包装容重为每立方米 6 80 一7 47 公斤
,

经机械压粒后粒肥包装容重为每立方米 78 0一 8 21

公斤
。

就是说
,

碳按粒肥的包装容重较含水量相同的碳按粉肥的包装容重增加 10 一 15 %
。

如果原来每个塑料袋包装粉肥 25 公斤
,

改装粒肥就可装 30 公斤
,

从而节省了包装费用
。

归 .

(二 )碳按粒肥的施用技术

施用碳按粒肥必须采用适宜的深施技术
,

才能充分发挥它的增产效果
。

1
。

施肥深度 粒肥深施的深度对肥效的发挥有直接影响
。

施得过浅肥效来得快
,

但

持续时间短
; 过深前期供肥不足

,

如在砂性的漏水田上施用还会发生跑肥现象
。

因此
,

施

用深度应根据土壤
、

气候
、

作物品种
、

施肥水平等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

一般来说
,

粘质田宜

浅
,

壤质田宜深
;
早稻宜浅

,

晚稻宜深 ;早熟品种宜浅
,

迟熟品种宜深
。

据各地试验报导
,

粒

肥的施肥深度一般宜在 2寸上下
。



2
.

深施时间 粒肥深施的时期对施肥效果有很大的影响
。

据广东省农科院土肥所初

步试验观察
,

采用一次施肥 的情况下
,

一般以移栽后作追肥深施比移栽前作基肥 深施的肥

效高
,

分菜肥深施又比穗肥深施的肥效高
。

早稻早中熟品种分粟肥深施碳按
,

早施比迟施

好
,

一般在插秧后 5一 10 天内深施肥效较高
。

浙江省桐庐县根据不同气温
、

土壤
、

品种等

具体条件来确定深施时间
。

他们认为早稻前期气温低
,

可迟几夭施
,

晚稻气温高
,

应插秧

后立即深施 ; 土质好
、

基肥足 的田
,

可适当迟几天施
,

土质差
、

基肥少 的田要早施几天
;
砂土

田可略迟施
,

粘土田应早施
;
早熟品种二九青

,

应该早施
,

中迟熟品种可略迟几天
。

江苏省

金坛县早稻试验结果表明
,

栽秧前深施粒肥比栽秧后五天深施 的增产效果好
。

一般说来
,

由于粒肥深施肥效发挥较慢而维持时间较长
,

所以粒肥深施的时间应该比

粉肥撒施 的时间要提早 3一 5天
。

双季稻生育期短
,

要求早发
,

粒肥深施时间更应抢早
。

过

迟则造成前期不早发
,

后期恋青迟熟
,

影响产量
。

5
.

施用里 由于粒肥深施能提高肥效
,

在施肥水平较高的情况下
,

应注意配合其他

高产栽培措施
,

才能发挥更大的增产作用
。

在一般情况下
,

粒肥深施较粉肥撒施可减少一

些肥料用量
。

否则施氮过多
,

而其他措施跟不上
,

后期易发生贪青倒伏
,

影响增产
,

有时甚

至造成减产
。

(三 )碳铁粒肥的增产效果

几年来
,

江苏
、

广东
、

浙江
、

安徽
、

陕西
、

山东
、

天津
、

辽宁等十几个省市在不同土壤
、

不

同作物上进行了大量的粒肥田间试验
,

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增产效果
,

各地代表通过现场

参观和经验交流
,

一致肯定了碳按粒肥深施是提高碳按肥效
、

增产粮食的好办法
。

1
.

碳铁粒肥在水稻上的 .J 产效果 据江苏
、

广东
、

浙江
、

安徽
、

陕西等地在水稻上 的

九十四个试验统计
,

碳按粒肥深施比粉肥撒施一般增产 15 一 20 %
,

每斤粒肥比粉肥平均多

收稻谷 2 斤左右
。

根据江苏金坛县在双季早稻上进行的24 个追肥对比试验
,

在施肥量同为 20 一 40 斤 的

情况下
,

粒肥深施 的平均亩产 7 1 3
.

9斤
,

比粉肥撒施 的平均亩产 62 6
.

2斤
,

增产 8 7
.

7斤
,

增产

1 4%
。

其中增产 1 0% 以下 的 5个
,

占2 0
.

8% ;
增产 1 0一 2 0 % 的 25个

,

占6 2
.

5% ;
增产 2 0一

30 %的 3 个
,

占1 2
.

5% ;
增产 30 % 以上的一个

,

占4
.

2%
。

1 9 7 4年下半年至 1 9 7 6年上半年广东省农科院土肥所在全省各地对水稻共进行了 32 个

肥效对比试验
,

除三个试验受台风影响而减产外
,

其余 29 个试验均获得显著的增产效果
,

施肥量为每亩 4 2
.

8斤碳按
,

粒肥深施平均亩产 69 5
.

3斤
,

粉肥撒施平均亩产 6 4 1
.

7斤
,

增产

8
.

4%
,

每斤粒肥比粉肥多收稻谷 1
.

25 斤
,

肥效提高了59 %
。

1 9 7 5年安徽省滁县地区碳铁粒肥生产
、

施用科研协作组在不同肥力水平土壤上 的七

个试验
,

平均粒肥深施比粉肥撒施每亩增产稻谷 1 0 6
.

3斤
,

增产 15
.

2% ,
施肥量平均每亩 45

斤碳按
,

每斤粒肥 比粉肥增产稻谷 2
.

4斤
。

广东
、

江苏和浙江等地的粒肥肥效试验还指出
,

由于双季稻生育期较短
,

粒肥深施肥

效稳而长
,

因此
,

必须根据不同气温
、

土壤
、

品种等具体条件来决定适宜的施肥时期
,

并配

合其它农业措施
,

才能充分发挥肥料 的经济效益
。

2
。

碳被粒肥在小安上的增产效果 据江苏
、

浙江
、

安徽
、

山东
、

北京
、

陕西等地的试

验
,

粒肥深施对小麦也有明显 的增产效果
,

粒肥深施比粉肥撤施一般增产 10 %左右
,

每斤



粒肥比粉肥可多收小麦 1 斤左右
。

近年来
,

山东省土肥所在不同肥力水平的土壤上进行了粒肥肥效试验
。

根据在充州

县
、

德州市等九个试验资料统计
,

在施肥量为每亩 50 斤碳按的条件下
,

粒肥区亩产小麦 62 2

斤
,

粉肥区亩产 5 74 斤
,

平均增产 8
.

4%
,

每斤粒肥比粉肥增产小麦约 1斤
。

1 9 7 5年江苏省金坛县农业局在城东公社 电胜大队进行了肥效试验
,

以每亩50 斤碳按

作返青追肥
,

粒肥打洞深施亩产 50 5斤
,

比粉肥对水泼浇亩产 4 45 斤多收 60 斤
,

增产 1 3
.

5%
,

每斤粒肥 比每斤粉肥多收小麦 1
.

2斤
,

肥效提高 5 7
.

1%
。

粒肥在小麦上的施用技术研究得甚少
。

1 9 7 5年南京土壤研究所在金坛良种场冬小麦

上作了不同施用方法和施用时间的小区试验
,

碳按用量为每亩 40 斤
。

试验表明
,

粒肥深施

比粉肥拌土撒施和对水泼施分别增产 1 1
.

1%和 1 1
.

5%
,

粉肥深施与粒肥深施肥效接近
,

但

一般大田施肥时
,

粉肥深施不易做到全部深施入土
,

肥效要较粒肥深施差些
。

不同施肥期

的对比试验表明
,

在当地条件下
,

以返青前施用为好
。

3
.

拉肥在玉米上的应用 1 9 7 4年南京土壤研究所在江苏省如皋县三熟制玉米 上 进

行了肥效试验
,

土壤为高沙土
,

施肥量为每亩 8 5斤碳按
,

粒肥作基肥一次施
,

粉肥作基肥和

追肥分别施用
,

结果粒肥区亩产玉米籽 7 21 斤
,

粉肥区亩产 60 9斤
,

增产 1 8
.

4%
,

每斤粒肥 比

粉肥多收 1
.

3斤玉米
。

西北水土保持生物土壤研究所在武功进行的试验
,

每亩施碳按 60 斤
,

粒肥区亩产玉米

78 8斤
,

粉肥区亩产 7 1 3
.

7斤
,

增产 1 0
.

4%
。

他们认为在质地重于中壤质 的土壤上肥效较高
,

而在沙性土上肥效不明显
。

辽宁省农科院土肥所在新民县太阳升公社羊草沟大队进行了大田后期追肥试验
,

粒

肥深施用量每亩 4 6
.

8斤
,

粉肥撒施用量每亩 72 斤
,

亩产分别为 1 0 1 8斤和 87 2斤
,

粒肥深施不

仅增产 1 6
.

8%
,

每亩还少用碳按 25
.

2斤
,

说明效果十分显著
。

由于碳按粒肥探施增产效果明显
,

这项工作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

并深受广

大贫下中农的欢迎
。

贫下中农称赞粒肥说
: “

施用方便肥效长
,

节省肥料多打粮
” ; “

粒肥深

施真正好
,

减少挥发不烧苗
,

施用方便不弯腰 (指用粒肥深施器施肥 )
,

经济用肥产量高
” 。

四
、

碳按深施的其它方法

在大力开展碳按深施群众运动
,

提高碳按肥效方面
,

很多地方和单位做了大量的工

作
,

积累了不少经验
,

提出了一些可行的方法
,

在这次会议上也作了交流
。

1
.

球肥深施 福建省莆田县介绍了他们自1 9 7 3年以来
“

推广球肥深施
,

促进粮食增

产
”

的经脸
。

该县至 1 9 75年球肥深施的面积发展到占当年早晚稻总面积的68 %
。

群众总结

球肥深施有六大好处
:

一是能提高肥效
,

节约用肥 , 二是肥效期长
,

避免稻苗后期早衰
;

三是能增产粮食
,

多作贡献 ; 四是能降低成本
,

增加集体和社员收入
;
五是不会烧苗

,

使用

安全 ; 六是施肥时间受天气限制较少
,

能做到适时施肥
。

球肥是将碳按或其它氮素化肥拌和泥土做成的
。

在球肥 的制作和施用上
,

莆田县的

具体经验是
:
制作球肥 的肥土比例

,

一般以三 比七或四比六较合适
,

肥料不宜超过肥土总

重量的50 %
,

否则压球硬度不好
。

如肥料用量大
,

配料时泥土的用量可加倍
,

造出的球肥

数量亦增加一倍
,

则田间塞施时每四丛塞两球就可解决矛盾
。



为了防止造球过程中跑氨失氮
,

群众总结了
“

一干四边
”

的经验
,

即干土拌料
,

边拌
、

边

加工
、

边用塑料袋扎口包装
、

边运至田间当天使用完
。

为了便于深施操作
,

防止因重施或漏施而造成稻苗生长不平衡的问题
,

群众编了一个

简便易记的口诀
:

叫做
“

站二
、

放三
、

四丛一
” ,

即双脚下站跨两行稻苗
,

横向一行施放三穴
,

每隔四丛稻苗中间塞一球
。

2
。

全耕层深施 上海市农科院土保所介绍了上海郊区普遍采用的碳按全耕层 深 施

作双季稻基肥 的方法
。

由于上海郊区碳按和氨水的平均用量较高
,

且用手扶拖拉机旋耕

已经普及
,

故有可能在双季稻上推广碳馁全耕层基肥深施
。

一般做法是
:

在施用有机肥和

土壤耕翻与粗耙 ( 或旋耕 )整平以后
,

上水至土块浸湿
、

犁沟有水为度
,

然后将碳按 ( 以及氨

水 )撒施于已整平带水 的土面上
,

边撤施
,

边旋耕
,

务使肥料打入土内
,

均匀分布于耕层中
,

旋耕后田面呈泥浆状
,

无明显水层
,

即可插秧
。

一般在一定量有机肥 (每亩 15 一 20 担猪榭或

40 一 60 担草塘泥 ) 的基础上
,

每亩旋耕深施氨水 50 斤左右
,

碳按 40 斤左右
,

约占双季稻化肥

总用量 的80 一 1 00 %
,

即有部分双季稻采用一次施肥
,

移栽后不追肥
,

上海郊区群众称为
“

三肥齐下
”
(有机肥

、

碳馁和氨水一次作基肥施用 )
。

全耕层基肥深施方法的好处是
:

由于

双季稻 80 % 以上吸收根系都分布在三寸以内的耕作层中
,

基肥深施将肥料施于 3 寸左右

有利于作物吸收利用
;
基肥深施将肥料带水混匀于 土中

,

分布均匀
,

损失很少
,

可 以兼顾双

季稻的早发和后效
。

这就避免了挥发性氮肥施用过浅时的损失和
“

败苗
”

( 挥发氨烧苗后

影响返青活棵 )
,

也避免了施用过深时产生的返青缓慢及后效太长的弊病
。

X X X

会议认为
,

碳按化肥深施是全面贯彻农业
“

八字宪法
”

实行科学用肥的重要措施之一
,

也是贫下中农 的迫切要求
,

对于促进农业增产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

在各级党委的一元化

领导下
,

全国各地广大群众创造的粒肥深施
、

球肥深施
、

全耕层深施等都是行之有效的方

法
,

各地可因地制宜地采用
。

代表们认为
:

认真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
,

掌握思想武器
,

联系科技战线和经济

战线的实际
,

肃清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
,

是搞好碳馁粒肥生产
、

施用的根本
。

各地代表纷纷

表示
:

路线正确大步走
,

自力更生样样有
。

我们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
,

以阶级斗争

为纲
,

坚持党 的基本路线
,

以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为主力军
,

大搞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
,

把

碳按造粒深施工作继续推向前进
,

为农业学大寨
、

普及大寨县作出新贡献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长效肥组 )

附件
:

在全国碳酸氢按粒肥生产
、

施用经验交流会议后
,

江苏省金坛县第二农机厂在南京化

工学院
、

南京化工设计院等单位协助下
,

对 25 型造粒机作了一些改进
,

改进后的新 25 型碳

按造粒机台时产量在 4 吨以上
。

1 9 7 6年 g 月江苏省盐城县大冈公社农业机械管理站试制的东风 1
.

6型耘躺施肥机
,

经

地区鉴定投入小批量生产
,

这种机具以 I E 40 F 汽油机作动力
,

整机重量 27 公斤
,

在水田上

施碳按粒肥并进行耘精
,

生产率每小时二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