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
、

结 语

在高产高氮肥条件下
,

氮肥的增产效果 比一般要低
,

这是由于生产条件中存在着某些

限制氮肥增产效果充分发挥的因素
,

努力找出并消除这些限制因素
,

才能达到提高氮肥增

产效果的目的
。

因此
,

在这种条件下
,

提高氮肥的增产效果问题
,

实际上是一个包括品种
、

栽培
、

田间管理等一系列技术措施的综合性问题
,

我们仅仅从土壤肥料方面做了一些摸

索
,

得到如下两点印象
:

( 1) 从不同肥料的增产效果
,

以及空批率与稻草成分的相关统计结果来看
,

在高产高

氮肥条件下
,

为了提高氮肥增产效果
,

必须十分注意氮肥的施用量和施用时期
,

但也应充

分考虑到不同肥料的配合施用
,

以及水浆管理 (主为烤田 )的恰当运用
,

以便创造协调的营

养条件和 良好的土壤环境
。

( 2) 在高产高氮肥条件下
,

为了进一步提高氮肥的增产效果
,

需要把提高氮肥的氮素

利用率的研究和提高氮素的稻谷生产效率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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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地区北部的千旱及山地抗旱增产问题

西北水土保持生物土壤研 究所土壤水分组

千早是陕北农业生产的主要灾害
。

据历史资料记载
,

自明代洪武元年至今 ( 1 3 6 8年至

1 9 7 5年 )共 6 0 7年
,

映北地区共发生早年 24 7个
,

其中大早年
,

即一个旱期的最高峰
,

共发生

56 次
。

早期和大早年的出现
,

往往是连续二年以上范围比较广的干早
,

对农业生产的危

害性最大
。

本区多年平均降雨量是 5 0 0一 6 00 毫米
,

年际降雨不均
。

以延安为例
,

自1 9 5 2年至

1 9 7 1年 2 0年间
,

降雨量最多的一年为 1 9 6 4年达 87 1
.

2毫米
; 19 6 5年降雨量最少

,

为 3 8 0
.

3毫

米
。

由于地形和地理位置的影响
,

年降雨量一般自东向西减少
。

因此
,

西部较之东部干

早程度更为严重
。

“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 。

发展水利事业是解决干早问题的一项根本措施
。

随着我国社

会主义大农业的发展
,

陕北的农田灌概事业必将出现一个大的跃进
。

但是不容忽视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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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是
,

陕北黄土丘陵区山早地的面积在整个耕地面积中比重很大
,

将近 90 %
。

因此
,

在山地灌概问题和造林等改造自然的措施没有彻底解决之前
,

为了改变延安地区北部粮

食生产面貌
,

采取农业技术措施进行防旱抗早是当前的一个有效途径
。

实践证明
,

只要狠

抓基本农田建设
,

认真总结群众抗早增产经验
,

注意科学种田
,

山早地平均亩产上
“

纲要
”

是大有希望的
。

一
、

土坡水分季节动态的一般规律

土城水分是陕北旱地作物吸水的重要给源
。

土壤中有充足的蓄水量是作物丰产的基

础
。

早作农区土城水分储量的补给完全来 自天然降水
,

而土壤水分的季节性动态
,

则受

降雨的月际分配和蒸发过程的影响
。

这样就构成了土壤水分储量各个季节有规律的变化
。

为 了有效的进行抗旱斗争
,

应当掌握本区土壤水分季节动态的一般规律性
,

从而提出切

实可行的抗早措施
。

根据我所 1 9 6 2年在延安大贬沟和 1 9 7 3一 1 9 7 5年在陕北安塞县茶坊基

点的定位研究
,

可将本区土壤水分季节性动态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

1
.

冬攀土滚冻结
、

水分凝漆积累期 经过冬前夏秋雨季之后
,

雨水大量入渗蓄积
,

加之冬季土壤水分的蒸发丢失减弱
,

除干早年份外
,

一般土壤水分蓄积是比较充足的
。

入

冬以后
,

土层开始冻结
,

本区最大冻土深度可达 70 一 1 00 厘米左右
。

由于土层内部水分在

热毛管效应作用下向上移动
,

并以水汽扩散方式在冻土层的大孔隙中
,

凝成冰屑
。

2
。

. 攀胜冻
、

土滚水分强烈燕发丢失期 入春以后
,

土壤解冻
,

湿度有所增加
。

这时

的土壤墒情
,

群众称为黑墒 (有的叫泥墒 )
,

土壤水分的毛管运行较为强烈
。

但由于春季

随着气温升高
,

空气受热不均
,

易形成地方性气旋
,

风力加强
,

常造成扬沙
、

沙暴夭气
,

使春

季土壤水分强烈燕发
,

此时
,

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保墒措施
,

土壤水分强烈丢失
,

并逐渐

达到群众所称的黄墒期
,

这时要及时采取镇压与松土相结合的保墒措施
,

造成
“

上虚下实
”

的耕层构造
,

以利保蓄水分
。

3
。

I 秋土滚水分 , 积期 七
、

八
、

九三个月是本区雨季
,

这一时期为土壤的蓄墒期
。

也正值夏田休闲和春播作物的生长发育关键阶段
,

作物蒸腾耗水十分强烈
。

因此
,

这一

时期要做好两方面 的工作
,

一是夏闲地的伏耕
,

再是加强作物的田间管理
。

由于年际降雨不均
,

造成各年降水下渗深度极不一致
。

据茶坊基点观测
,

夏闲地最大

下渗深度20 。厘米 ( 1 97 5年 )
,

最小下渗深度 50 厘米 ( 1 9 7 4年 )
。

若土壤浸润深度很浅
,

土壤

储水量少
,

再遇春雨不足
,

就会出现春早
。

假若翌年再遇雨季干早
,

就会造成春夏连旱
,

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危害
。

从提高山早地抗早能力来看
,

降水下渗深度
,

是作物增产的关

键之 一
。

就本区情况来说
,

降水下渗深度以1 5 0一 2 00 厘米为宜
。

4
.

秋末冬初土壤水分级慢燕发翔 这一时期
,

气温逐渐降低
,

土壤水分蒸发丢失减

弱
。

这时要抓紧秋耕整地
。

伏耕地要及时进行耙籍收墒
,

为翌年创造比较好的底墒条件
。

上面讲到的是本区土壤水分季节动态的一般规律
。

各年又因月际降水分配的不同特

点
,

各个时期来临的迟早和水分蓄积
、

消耗的多寡有所不同
。

对于各年降水不同造成的

不同情况
,

在农业生产中应给予充分注意
。

二
、

几种主要作物水分条件的分析

延安地区北部早作农区
,

作物水分的来源
,

一是生长期的降水量
,

再是播种后土城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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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所能提供 的水分
。

因此作物生育期的降水加土壤有效储水量与作物总耗水量之间的差

值
,

即为作物生长期内水分的供求差
。

根据茶坊综合基点测定
,

山早梯田小麦全生育期

的水分供求状况虽大体趋于平衡
,

但这是较低产量水平下的情况
,

在实行科学种田
,

加大

群体结构的情况下
,

水分供求差就会出现负值
,

发生水分亏缺现象
,

所以说水分是早地小

麦增产的一个重要的障碍因子
。

小麦从前秋播种至翌年收获
,

正值早季
。

所谓
“

麦收隔年墒
” ,

说明前一年土堆墒情对

小麦的产量影响很大
。

由于本区自东向西降雨量逐渐减少
,

西部小麦生长的水分条件
,

就更差了
。

例如根据 1 9 5 6一 1 9 7 0年 ( 15 年 )降水资料统计
,

延安地区北部入春以后至冬麦

成熟 ( 3 月至 6 月 ) 的降水量
,

西部的昊旗与东部的延长相比
,

相差 40 毫米左右
。

从水分

利用率来看
,

据在茶坊基点测定
,

1 9 7 4年梯田小麦
,

每毫米水分仅生产小麦 0
.

24 斤
,

而同

年渭北早源合阳大伏六大队早地每毫米水分生产小麦达 1
.

2斤
。

原因固然很多
,

但地力的

肥
、

薄程度起了很大的作用
。

因此
,

提高本区旱地小麦的关键
,

就是要在不断提高地力上

下功夫
,

以便使有限的水分
,

发挥最大的增产作用
。

谷子是本区山早地传统种植的一种作物
。

近年来
,

随着杂交高粱的推广
,

高粱种植面

积也在不断扩大
。

高粱
、

谷子在本区均为春播作物
。

从降雨分布特点来看
,

只要选择适宜

播种期
,

使作物需水关键阶段与雨期配合得当
,

避过
“

卡脖旱
” ,

对作物生长是很有利的
。

作物利用土壤深层储水的能力与根系伸展深度有密切关系
。

据调查高粱的大量根系在一

米左右
,

而谷子大量根系主要在50 一 60 厘米
。

高粱
、

谷子收获前期
,

不同土层水分利用情

况
,

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作物的抗早性
。

如下表所示
,

除上部 5 0厘米土壤水分利用率受

降水补给影响之外
,

梯田高粱地
,

在全生育期
,

50 一 100 厘米土层有效水储量 82
.

9%被作物

利用了
,

剩余有效水量只有 8
.

5毫米
。

这时土壤湿度已十分接近土壤凋萎湿度值
。

可见高

梯田高梁
、

谷子地不同土层水分利用情况表 ( 197 4年 )

深 度
不 同土层消耗掉 的水 盈 剩余有效

(厘 米 )

播种时 上壤

的实际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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粱消耗底墒的强烈程度
。

而同时谷子地同一土层 的有效水储量被作物利用了 6 5
.

3 %
,

剩

余有效水量 1 9
.

6毫米
。

虽然谷子地土壤干燥也很强烈
,

但较之高粱地要小得多
。

从 2 米

土层的耗水情况来看
,

高粱消耗了有效储水量的 5 6
.

2%
,

而谷子用去 3 7
.

3%
。

这说明
,

谷

子地在水分供应上还是有很大潜力的 (见表 )
。

高粱全生育期的耗水量约为 3 36 毫米
* ,

每毫米水可生产粮食 1
.

2斤
;
谷子的耗水量约

为 2 9 2毫米
,

每毫米水生产谷子 0
.

7斤
。

1 9 7 4年 7一 9 月的降雨量还不到多年同期雨量的

四成
。

高粱亩产 3 80 斤 ;谷子亩产21 0斤
。

可以设想
,

在常年只要注意科学种田
,

梯田粮食

上纲要是不难实现的
。

茶坊基点寺腰魄大队
, 1 9 7 5年梯田高产试验田高粱 2

.

2亩
,

亩产97 8

斤
,

谷子 1
.

6亩
,

亩产 52 9斤
,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

由此可见
,

高粱
、

谷子作为山旱地的主

要作物
,

都表现出良好的抗早性和丰产性
。

为了尽快增加粮食产量
,

在山旱地作物布局

上适当增加高粱种植面积看来是可行的
,

但也要注意到高粱强烈消耗底墒的特点
,

作到有

计划地种植安排好茬口
,

使大田能够达到均衡增产
。

关于玉米问题
,

近年来有种看法
,

认为玉米不宜上山
。

实践证明
,

早地采用壕田
、

坑 田

等抗早栽培措施
,

加强田间管理
,

山旱地玉米仍可获得较好收成
。

三
、

关于防旱抗旱措施的建议

本区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50 0一 6 00 毫米
,

就其总量来说并不算少
。

因此
,

旱作农区在大

力加强肥料建设的同时
,

必须注意解决降水的
“

蓄
” 、 “

保
” 、 “

用
”

的问题
,

即饱蓄天上水
、

保

住土 中水和提高水分有效利用率
。

多年来
,

许多先进社队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现

初步归纳如下
。

1
。

建设墓本农田 . 杭早增产的关性 华国锋同志在
“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 议 总结报

告
”

中指出
: “

建设大寨县
,

必须把农田基本建设当作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
” , “

各

县都要制定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全面规划
” 。

延安地区北部广大山区
,

如何因地制宜地加

速基本农田建设
,

是改变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关键
。

志丹县孙岔流域
,

1 9 6 9年以前
,

流域

内每人平均三田
* *

不到四分
,

水地不到一厘
,

平均亩产只有百斤左右
。

1 9 7 0年以来
,

经过

四年的努力
,

基本农田面积成倍增长
,

三田面积比 1 9 6 9年前增加了二倍
,

每人平均达到 1
.

1

亩
。

随着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改变和科学种田的发展
,

粮食产量有了较快的增长
。

又如

子长县任家山流域
,

经过几年的综合治理
,

共修成水地 3 19 亩
,

坝地 27 7亩
,

梯田 67 7亩
,

每

人平均三田达到 1
.

71 亩
。

1 9 7 4年粮食产量比 1 9 7 2年增长 55 %
。

实践证明
,

建设基本农田

对发展农业生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2
.

伏耕
、

秋耕 , 婉
,

战胜千草 根据本区气候特点
,

伏耕是一年之中夏田的主要收水

措施
。

据茶坊基点测定
, 1 9 7 3年 7 月 7 日至 7 月 28 日共降雨 53 毫米

,

伏耕地 50 厘米土层

比未伏耕的地块多接纳雨水一万六千斤
。

在伏耕时间上
,

早伏耕与伏后耕
,

在土壤储水方

面有很大差别
,

据有关单位测定
,

在降雨量 21 7毫米情况下
,

早伏耕 的二米土层比伏后耕的

多接纳雨水六万三千多斤
。

在伏耕次数上
,

最好不少于二遍
。

第一遍可浅耕灭茬
,

第二遍

最好用山地犁或套二犁耕翻
,

耕深不少于 8 寸
。

所谓
“

伏里深耕田
,

赛过水浇园
” ,

这正

是劳动人民在抗旱斗争中
,

总结的一条宝贵经验
,

说明了伏耕对改善农田墒情的重要作

* 系用水量平衡法求得
。

帕
`
三田

’

系指水地
、

坝地
、

禅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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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除夏闲地伏耕外
,

本区还宜推行秋耕
。

根据这一地区的气候特点
,

秋耕比春耕好
。

秋

耕可使土壤充分风化
,

冻解疏松
,

接纳较多冬雪
;
而春季风大

,

春早频繁
,

春翻容易跑墒
,

造

成土壤干早
。

3
。

深耕改土与增施肥料 深耕仅仅为增产打好了基础
,

只有同时配合增施肥料
,

才

能达到增产的目的
。

本区有不少深耕增肥提高山早地产量的事例
。

志丹县双河公社大庄

科大队
,

是个纯山区队
。

他们大干五年削平 24 个山命
,

修成水平梯田 71 2亩
。

由于过去未

搞深翻
,

年年产量只有 20 0多斤
。

近年来
,

大抓了深耕改土
,

实行科学种田
, 1 9 7 5年水平梯

田平均亩产 3 60 斤
。

又如该县旦八大队陡庄爪生产队五亩新修梯田
, 1 97 1年深翻一尺

,

1 9 7 2

年结合浅耕
,

每亩施壮土一万斤
,

农家肥 5 0。。斤
,

亩产玉米 6 60 斤
。

在深耕条件下增施肥

料
,

从改善土壤水分条件来看
,

可 以充分发挥
“

以肥调水
”

的抗早作用
。

这里所说的
“

以肥

调水
” ,

主要是指在深翻基础上
,

增施肥料
,

促进了作物根系向土层深处伸展
,

有利于吸收

利用深层储水
,

以提高作物抗早能力
。

从图可见
,

山早梯田虽然农家肥料的施用量达到每

土 娘 湿 度 ( % )

1 0 0

土层深度ǎ厘米夕

1 5 0

2 0 0

寺腰舰大队山旱梯田小麦吸水深度图 ( 19了4年 )

亩 7 0 0 0斤左右
,

但由于未进行深翻影响了小麦根系伸展
,

吸水深度只有 80 厘米左右
,

土壤

深层储水几乎没有动用
,

使产量受到限制
。

这说明
,

增施肥料与深翻相结合
,

在抗早增产

中才能发挥更大作用
。

4
。

合理密植
,

充分用水 既然 山早基本农田作物生育期所需的水分
,

来自天然降水

和土壤的有效储水量
,

因此
,

如何采取措施提高作物对有限水源的利用率
,

就成了提高早

地作物的产量的一个重要环节
。

就作物生长来说
,

在保证个体生长势始终健旺的前提下
,

适当增加密度
,

是使有限的水源
,

发挥最大增产作用的一项重要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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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冬麦的密度问题
,

根据我们几年来在茶坊基点的试验观察
,

在水平梯田上种植冬

麦
,

最好采取宽幅条播
,

一般以播幅 3一 4 寸
,

行距 1
.

2一 1
.

4 尺为宜
。

播种量 1 8we 20 斤
.

基本苗 2 0一 25 万
,

冬前茎数 5 5一 70 万
,

成穗 2 5一 30 万
。

关于 山早地基本农田其他作物的密度
,

建议高粱每亩 5 0 0。一 6 0。。株
;
谷子每亩 1。。0 0

株
; 玉米 1 8 0 0一 2 0 0 0株

。

5
。

推广旅田
,

提高产 t 壕田是陕北贫下中农的创造
。

它是山旱地抗旱增产的一个

好办法
.

。

壕田的作法
:
在田块内每隔1

.

5尺
,

挖一条宽 1
.

5尺
,

深 1
.

。尺的壕沟
。

壕沟的中

心距为 3 尺
。

开沟时先把挖出的底土放在沟间培垅
,

然后将第二条沟挖出的熟土铺填在

第一条沟内
,
依次再挖第三条沟

,

挖出的熟土铺填在第二条沟内
,

底土培垅
。

这样逐次开

挖
,

经过开沟
、

填土
、

培垅三道工序
,

即成壕田
。

壕田以种玉米为宜
,

可在第三次中耕时
,

结合给作物培土
,

进行
“

封壕
” ,

以增强玉米抗早能力
。

一块地通过挖壕田
,

在耕作栽培

过程中
,

每年使二分之一的面积上有 1 尺深的土层熟化
。

这样
,

比全面深 翻改土
,

省工
,

省

肥
,

增产效果大
。

例如
,

延安市吴太源大队1 9 7 4年用壕 田法在旱源地种玉米丰产田 10 亩
,

曾获得亩产千斤以上的产量
。

1 9 7 5年安塞寺腰 规大队引用壕田
,

试种 8
·

2亩玉米
,

平均亩

产73 1斤
。

8
.

2亩壕田玉米产量相当于 1 9 7 4年40 亩玉米的产量
,

受到广大群众重视
。

6
.

抗早播种
,

争取全苗 根据本区春早较多的特点
,

要适时偏早抢墒播种
。

在播种

次序上可先种玉米
,

后种高粱
,

再种谷子
。

有的杂交高粱不易保全苗
、

要注意掌握播种质

量
。

如在播种晋杂五号
、

忻杂七号高粱时
,

在春早情况下
,

可采取深播浅盖的播种方法
,

播

种深度 l 一 1
.

5寸为宜
。

播种后要及时镇压提墒
,

以利全苗
。

浙 江 省 一 些 土 壤

的 含 硼 皿 和 油莱 缺 硼 的诊 断

浙江农业大学农化
、

土壤教研组

翻是农作物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
,

早在半个世纪以前
,

硼对于某些作物的良好作用已

被肯定
。

浙江省从 1 9 6 1年开始对黄岩植桔土壤的含硼量进行了研究
,

证明喷施硼酸肥料

能增加柑桔的着果率
* 。

此后
,

在油菜生产中又发现
“

花而不实
”

的现象与缺硼有关
。

1 9 7 4

年浙江省油菜大面积
“

花而不实
” ,

严重影响产量
,

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

经有关单位试验后
,

证明喷施硼酸肥料
,

对防止油菜
“

花而不实
”

有 良好效果
,

使菜籽产量大幅度上升
。

但是对

于油菜
“

花而不实
”

的土壤和植株的化学诊断
,

则缺乏系统资料
。

本文是浙江省一些代表

性土壤的有效硼含量
,

以及油菜缺硼叶片诊断的初步总结
,

以供有关单位参考
。

一
、

浙江省主要土壤的有效硼含且

土壤中的硼一般分为全硼和有效硼
,

全硼量不能反映植物吸收的硼
,

而有效硼则和植

* 刘铮 等 . 黄岩植桔土搜 中徽 t 元 素的合 t 及其对柑枯的肥效
。
土姚学报 . , 14 0

一
1` 5 , 19 6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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