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了 麦 秸 还 田 配 施 化 肥
一

施 用 量 的 试 验 结 果

( 太 区 定 位 试 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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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每斤小麦按 0

.

1 67 元
,

尿素按。
.

2 26 元
,

三料按。 .

18 元
,

每斤N按。 .

49 元
,

P o o
。按 。

.

3 9元什算
。

三
、

结语

l
。

在黑龙江省北部春小麦主产区
,

通过微区和大

区定位试验明确了实行麦枯直接还田可明显增加土集

有机彝含量
,

具有良好的培肥和增产效果
。

据调查
,

一

般小麦亩产 3。。斤左右的地块
,

每亩 地 可生 产 麦 秸

40 。一5 00 斤
。

本区地多人稀
,

麦桔资源丰富
,

推广这

一措施有一定现实意义
,
逐步扩大秸杆直接粉碎还田

的面积
,
可加速本区低产土壤的改 良和培肥

。

2
。

本区地处高纬
,

无霜期短
,

气温低
,

麦桔直接

还田腐解速度慢
,

争夺土壤中有效氮的现象比较明显
。

因此
,

在具体应用这一措施时一定要注意调节土镶谈

氮比
,

配施一些化肥
,

特别应重视氮肥的施用
,

以免

减产
,
从而影响这一措施的应用推广

。

3
。

麦桔直接还田配施化肥的用量要适宜
。

据初步

试验结果表明
,

在本区目前生产条件下以每亩配施盆

( N ) 5 斤
、

磷 ( P : 0 5 ) 5斤比较适宜
。

可获得较佳的经

济效果
。

黑 麦 草 在 改 土 培 肥 中 的 作 用
*

张 武 舜

《江苏 省盐城地区新洋农业试验站 )

意大利黑麦草 (又称多花黑麦 草
,

学 名 L ol “ m

川以t ilj 。邝川 L a m )为一年生禾本科植物
,

原产地中海

一带
,

首先在意大利栽培
,

故称为意大利黑麦草 (简称

黑麦草 )
。

它具有耐盐
、

耐湿
、

耐寒
、

抗病虫害及肥饲

兼用的特点
,

在改良滨海盐土和培肥地力方面效果显

奢
,

是一种有发展前途的绿肥作物
,

自五十年代中期

在江苏北部沿海棉垦区推广种植以来
,

目前在江苏沿

海地区 已发展到三
、

四十万亩
,

其他地区特别是黄
、

淮
、

海盐碱土地区也在积极引种
。

本站于 1 9 77一 1 980年在苏北滨海盐土上进行了定

位和小区试验
,

小区面积为33 平方米 ( 10 米 x 3
.

3米 )
,

随机排列
,

重复三次
,

试验地的土壤质地为粉砂城土
,

所含盐分以氛化钠为主
, l 米内土层的氯化钠含盈一

般在 0
.

1%左右
,

土坡有机质在 1
.

2 %左右
,

全磷含蚤在

0
.

115 一0
.

135 %之间
,
速效磷含量较低

,

在 s p p ln 左

右
。

黑麦草秋播一般在 9 月中旬
,

耕翻期在第二年甚

月 2 0 日左右
,

春播则在 2 月中
、

下旬到 3 月初
,

耕斑

期在 4 月中
、

下旬
。

现将试验结果总结如下
。

~
、

改普土滚的物理性质

黑麦草根系发达
,

根群的80 % 以上分布在。一 1S 厘

*
本文承防用章同志斧正

,

特此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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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耕作层中
,
加上地上部分绿色体耕埋入土

,

腐烂

后增加土壤腐殖质含量
,

因而能促进土攘团聚体的形

成
。

据 1 9 7 7一 19 79年连续三年埋青 〔每年埋鲜草2 00 0

斤 /亩 )试验结果
:

埋青后能使土壤容重降低
,

总孔隙

度增大
,

非毛管孔隙增加
,

土壤由板变松 (表 1 ) , 同

时
,

土壤中水稳性团聚体增加 (表 2 )
。

土壤中。
.

25 一
5

。

O毫米的水稳性团 聚 体 从埋 前 的13
.

30 %增 加 到

19
.

54 %
,

增加 6
.

24 %
,

比不埋青的小区增加 5%
,

尤

以在土壤结构中起良好作用的 0
.

5一 5
.

0毫米的水稳性

团聚体增加较多
,

从埋前的12
.

04 %增加到 1 7
。
9 6%

。

埋

施黑麦草的土壤经湿筛后。 .

25 一 5
. 。毫米各级团 聚休

的破碎率在 4 5
.

6一 6 8
.

2 % 之 间
,

也较 不 埋 施 的 低
1 1

.

7一 1 7
.

6 % (表 2 )
。

表 1 和表 2 结果还说明
,

在埋施黑麦草的同时
,

再

表 1 土 壤 容 重 和 孔 隙 度 的 变 化 (0 一巧厘米 )

容 重 (克 /厘米勺 孔 凉 度 (% ) ( 1 9 7 9年秋 )

处 理
1 9 7 7年春
<种前 )

1 9 7 9年
秋

总孔原度 毛管孔晾度 !非毛管孔隙度

理黑麦草

埋黑十若

对 照

1
。

30

1
。

30

1 。
3 0

111 9 7 8年年 1 9 7 9年年
春春春 春春

111
。

2 000 1
。
2 111

111
。

2000 1
。
2 222

111
。
2 555 1

。
2 666

1 。 1 8

:;:

5 5
。

5

5 5
。

5

52
。
1

4 1
。

9

4 0
。

5

4 2
。

3

13
。
6

1 5
。
0

9
。
3

注 : 每年种植棉花前用人工翻埋 鲜草 ZOOe斤 /亩
。

表 2 翻 埋 绿 肥 对 土 堆 团 聚 体 的 影 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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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 1) 干

、

湿筛法是同一样品先用各级筛干筛分级
,

后再很 合
,

用人工湿筛法洲定
.

( 2 )原始样为埋青前各小区 的混合样
。

棍施一定量的着子等豆科绿肥
,
则改土效果更佳

。

秋播黑麦草翻
`

埋 (四月底翻埋
,

鲜草产 量 达 4。。。

斤 /亩左右 )七十天后测定
: 。一 10 厘米和 10 一 20 厘米土

层的土壤容重分别为 l
。

23 克 /厘 米 ”和 1
.

26 克 /厘 米 3 ,

比未播黑麦草的小区减少。 .

01 一。 .

09 克 /厘米 , ,

总孔

隙度分别为 5 3
.

6%和 5 2
.

5%
,

比未播黑麦草的小区增

加 0
.

4一 3
。
3%

,

非毛管孔晾分别为8
。
2% 和 7

。
O%

,

分

别比未播黑麦草的小区增加 1
.

7 %和 2
.

7 % , 土壤耕层

( O一 1 5厘米 ) 0
.

25 一 5 毫米水稳性团聚 体 达 17
.

60 %
,

比未播黑麦草的小区增加5
.

20 %
。

测定表明翻埋黑麦

草后
,

在较短时期内
,

对改善土壤物理性状有一定作

用
。

种植黑麦草可使土壤容重降低
,

总孔隙度和非毛

管孔晾增加
,

通气性加强
,

同时土坡的透水性能也得

到改善
。

据耕翻前
、

后的几次侧定
,

凡是生长黑麦草

的地方
,

土集透水性能较好
,

尤其是耕翻 以后
,
随着

黑麦草根系的腐烂
,

透水性能逐步加强
。

据在黑麦草

生长期间 ( 19 8。年 4 月 16 一 19 日 )测定
,

未生长黑麦草

的地方
,

测定开始后 40 分钟
,
土续渗透速度就下降至

0
.

06 毫米 /分钟
,

接近稳定
,

而生长黑麦草的地方在泌

定开始后 12 一 18 小时才趋于稳定
,

55 一 60 小时后渗透

速度仍达 0
.

0 71 毫米 /分钟左右 (表 3 )
。

耕翻以后
,

由于土层的松动
,

所以测定初期的渗

漏速度很快
,

48 小时以后
,

速度才减慢
,

50 一70 小时

后才趋于稳定
。

未生长黑麦草的稳定以后的渗透速度

约为。
.

0 51 毫米 /分钟
,

与耕翻前无显著差异
。

生长黑

麦草的稳定以后的渗透速度 在。
.

2 8 3一 。 。

2 88 毫 米/分

钟之间
,

比耕翻前增加 3倍 (表 4 )
。

同期测定苔子地
,

基本稳定以后的渗透速度在。 .

188 毫米 /分钟左右
,

仅

次于黑麦草地而高于空白地 (表 4 )
。

二
、

有利于土城有机质的积城
,

握离土滚肥力

黑麦草植株中含有一定的养分
,

据冬前到抽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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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耕 翻 前 土 堆 渗 透 速 度 ( 毫 米 /分 钟 )

1 , 2

小时

一山一乍口舀n甘一
.

卜,一丹̀poJ.名沙noJ,U

上J一óU一

:
翻口一6一n
ù
O

1 0分钟

黑麦草地

曹 子 地

空 白 地

1
。
23 3

1
。
5 0 0

0
。
7 0 0

}二…二
1

” · 3 00

}
“

·

3 , 7

}
“ · “ 0 0

}
。 · 50 0

} 0
·

3 0 0 } 0 · 0 50

0
。
1 87

0
。
2 3 1

0
。
0 63

间 ( 1 98 0年盛月 1 6一 1 9日 )

卫国国夕回醚!燮回宣
”

·
1 7 2

}
“ · 13 0

{
0

·

1 2 31”
· ” 9 1

}
”

·
” 8 8

}
。

·

” 88
}
”

·

“ 7 6
}
”

·
“ 7 ,

{
”

· 。 7 2

。
·

’ ” 8

{
”

· ’ 3 5
} }

” ·

” 5
{
” ·

” 5 8
}
”

·

” 8 6
{
”

·

” 95

{
。 ·

” 5
钊

”
·
” 5 5

} o
·

0 66】o
· 0 5 9

}
0

·

0 4 4 } 0 · 0 4 6 } 0
· 0 44 10

· 0 4 71 4 0
·

o` 7

注 : 土壤渗透速度的简易侧定法 : 将一直径 2 5厘米的铁筒翻入土层 中 20 厘米深 (到犁底层为好 )
,

再按直径 50 厘米左右筑

一土埂
,

将铁筒围住
,

然后在铁筒 内
、

外加水
,

使铁筒外保持水层 ,铁筒内保持 5一 10 厘米水层
,

记录其加水 t
,

根

据铁筒面积计算下降速度
。

下 同
。

表 4 耕 翻 七 十 天 后 土 滚 渗 透 速 度 (毫米/分钟 )

向 ( 1 9 8 0年 6月 2 6一2 9 日 )

1 0分钟

竺竺 l兰竺
一 6660分钟钟 1一 222 3一444 6 - 777

小小小时时 小时时 小时时

111
。
7 555 0

。 8 7 555 0
。

7666 0
。

5 8 222

000
。
9 000 0

。
8 1 888 0

。
6 3222 0

。
4 8 888

111
。
0 2 555 0

。
7 7 555 0

。

6 8 888 0 。
5 8 444

9一 10

小时

,, , _ , 777 交 A
一
久 互互

小小时时 小时时
4 7一 4 8}5 5一 5 6

小时 小时

O
。

54 1 0
。
2 7 0

O
。

4 1 1

0
。

5 4 7

0
。
3口6

0
。
2 4 7

O
。

1 0 5

0
。

2 0 4

0
。

09 6

555 7一 5888

小小时时

诚
黑麦草地

若 子 地

空 白 地

2
。

70

2
。

0 0

2
.

0 0

亡口j租
次翅健哥

的几次测定
,

地上部分的含氮量在 1
.

0 16 一 2
.

9 67 %之

间 ( 以干物重计算
,

下同 )
,

其中以冬前和越冬至返青

旺长期 间的含氮量较高
,

分 别 为2
.

96 7%和 1
.

71 5一

1
.

8 1 4% , 地下部分含氮量在 0
.

56 1一 1
.

057 %之间 (其

中以返青旺长期和越冬期较高 )
。

另外还含有磷 ( P Z -

0 5 ) 0
.

25 4%
,

钾 ( K Z O ) 1
.

0 4%
。

植株中含纤维素达
2 7

.

8写
,

碳
、

氮比约为 8 0 ; l
,

加上黑麦草的干草率较

高
,

拔节至抽穗期间测定
,

地上部分的干 草 率可 达

2 5
.

4一 4 5
.

1%
,

翻压后腐烂速度较慢
,

有利 于土壤有

机质的积累
。

据 1 9 7 7一 1 9 7 9年的连续测定
:
一熟棉花

每年每亩埋施 2 00 0斤黑麦草
,

三年后土壤有机质仍保

持在 1
.

23 %
,

比三年前只下降 0
.

05 %
,

而不埋施的土

壤有机质从三 年前 的 1
.

28 % 下 降 到 1
.

n %
,

降低
。 .

17 %
。

经试验
,

就地翻埋
,

由于根系的作用
,

土壤

肥力的提高比较明显
,

种 植 一季 黑 麦 草 (地上 部

分鲜草约 200 0斤 /亩 )
,

土壤有机质由种植前的1
.

79 %

上升到 1
.

88 %
,

增加。 .

09 %
,

水解性氮由 11
.

4毫克 / 1。。

克土增加到 14
.

4毫克 / 10。克土 , 同时翻埋的鲜草量越

高
,

土奥有机质增加也越多
,
地上部分亩产达 4。。O斤左

右的鲜草耕翻七十夭后
,

土壤有机质由种前的1
.

89 %

增加到2
.

02 %
。

黑麦草耕翻后腐烂速度较慢
,

据测定 ( 19 8 0年 4月

24 日耕埋 )
,

耕埋后 35 一 40 天腐烂率才达 48 一57 %
,

残

留量仍有一半左右
,

50 天以后
,

残留量还有24 % (腐

烂率为76 % )
,

而同期翻埋的曹子
,

腐烂较快
,

15 天就

腐烂一半左右
,

20 天后大部分鲜嫩部分基本腐烂
,

此

后腐烂速度才逐渐减慢
,

50 天后残留量只有 19 % (腐

烂率达 81 % ) (图 1 )
。

1 0 2 0 3 0 40 目
·

理后天欲 (刃

图 1 黑麦草埋青后的腐烂速度

由于黑麦草腐烂速度较慢
,

养分的释放也较平稳
,

且肥效长
,

耕翻后土壤硝态氮一直在 10 p p m 以下
,

而

同期耕埋的若子地可高达 Zo p P m左右
,

水解氮的含量

增加也较慢
。

这种释放养分的特点
,

不会造成养分的

大量流失 (损失 )
,

有时为了及时供应作物生长对氮
、

磷
,

尤其是氮的需求
,

应补施一定量的速效盆
、

磷肥

或采取黑麦草和豆科绿肥混播或混施
,

以改善撼素供

应状况
。

三
、

对土坡水
、

盐动态的影晌

黑麦草根系发达
,

分栗多
,
耗水量大

。
1 9 8。年 4

月 2 3一29 日对分栗为 2 3 2一 308 个
、

叶 面 积为 3 2 6 9一

70 9 3厘米名的单株进行测定
,

每天的耗水量在 2 3 3一 484

克之间
。

这些水分都是通过根系的吸收
,

由叶面燕腾

散失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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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黑麦草根系的绝大部分 (约 8 % ) 5密 集 于。-

20厘米的土层中
,

大量的土集水分被根系吸收
,

土层

中的盐分就随着水分逐渐转移到根系活动层而累积起
来

。

这种水
、

盐的垂直分布状态从图 2一 a 中可看出
,

干

早期黑麦草地中土壤水分少
,

尤其是根系密集的 5一

神属半的土层范围内
,

比空白地少 5
·
5一9

·
9 %

,

易溶

于水的氯化钠就相对集中在根系活动层范围内
,

尤其

是功一 30 厘 米 土 层 内
,

盐 分 较 空 白地 高0
.

037 一

O
。

07 0% (增加 2 4
.

8一 8 8
.

6% )
,

而 O一 5厘米的表土层

由于黑麦草的生长
, 田间小气候的改善

,

土壤蒸发作

用较小
,

土层中的盐分也就不易在表土层中累积
,

致

使表土层含盐量显著低于空白地
。

这种土壤盐分分布

的特点是盐分积累的土层虽较厚
,

含盐量也较高
,

但

它们距地下水相对较近
,

加之土壤物理性状的改 善
,

通透性加强
,

因此在雨水或灌溉水的作用下
,

容易被

淋洗到地下水中被排走
。

如图 2一 b所示
,
在雨期 黑 麦

草地50 厘米以上的土层中土雄盐分较空白地为低
。

而

空白地
,

土层中的水
、

盆垂直分布的特点是
,

干早期

土澳表层水分较少
, 5厘米以下水分较多

,
且土层中

的水分是通过土壤蒸发而散失的 , 因此土攘盐分也随

着水分向表土层移动
,

并逐步积累起来
,

尤 其是。一

2厘米这一表土层
,

含盐量可高达 O
甲
525 %

,

成一盐结

皮
,

2 一 5厘米土层盐分含量在。 。
172 %左右 ,由于土

壤的物理性状较差
,

透水困难
,

在雨水或灌溉水的作

用下土壤盐分也不易被淋洗
,

40 厘米以上的土攘盐分

比黑麦草地高 0
.

0 10一 0
.

0 3 9 % (图 2一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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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埋 施 黑 麦 草 对 棉 花 产 最 及 品 质 的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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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对棉花的增产效果

一

由于种植 (或埋施 )黑麦草以后土壤理化性状得到

改善
,

土壤的水
、

肥
、

气
、

热等肥力因素也相应改善
,

为棉花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

据1 9了7一 1 9 79年试验结

果
:
埋施黑麦草的小区亩产籽棉 260 一4 30 斤

,

比不埋

施的每亩多收 21 一 57 斤
,

即增产 5
.

1一 27
.

9 %
,

且随着

年限的增长
,

增产的效果亦愈明显
,

从第 一 年 增 产
5

.

1%上升到第三年的2 7
.

9 % ,若在黑麦草中混施一定

量 (各占 1/ 2左右 )的着子等豆科绿肥
,

则增产效率可上

升到 9
.

9一 6 4
. 。% ,同时

,

经室内考种证明
,

埋施黑麦

草后棉花品质也得到改善
,

纤维比不埋施的增长。
.

8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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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

籽指和衣指也有一定的增加
,

混施一定量的着子

鲜草后
,

纤维可增长 1
.

2毫米
,

籽指增重 1
.

38 克
,

衣指

增重 o
.

al 克〔表 5 )
。

结 语

种植绿肥是改土培肥的有效途径之一
,

评价一种

绿肥不仅要考虑到能否在分解过程中不断地供给作物

较多的速效养分 (主要是氮素营养 )
,
同时还要看它对

增加土集有机质和改善土壤物理性状等培肥土壤方面

的作用
。

从长远观点来看
,

增加土城有机质是培肥土

集的基础
。

黑麦草的适应性较广
,

鲜草产量和根茬产

量较高
,

植株中含有较多的纤维素
,

碳
、

氮比值大
,

拚

埋后腐烂分解速度较缓慢
,

对土坡理化性状的改善和

增加土壤有机质的作用较为明显
。

与豆科绿肥混播后

能更好地改善作物的氮素营养
,

稳定的提高粮
、

棉产

量
。

尤其是在化肥工业特别是氮素化肥大量发展
,

施

用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

积极发展黑麦草的生产或与

豆科绿肥实行混播
,

在生产上将会产生较好的经济效

益
。

细 绿 萍 肥 效 的 研 究
.

召p 吉 安

(常熟市农 田水利试验站 )

黄 榴 生

《江苏省常熟市科委 )

朱 光 华

(常熟市任阳公社农科站》

细绿萍具有速生
、

高产
、

固抓
、

改土等特点
,

是水

稻田的优质有机肥料
。

江苏省常熟市任阳公社自1 9 7 9

年开始
,

每年养殖细绿萍面积稳定在二万亩以上
,

单

季晚稻 (苏梗二号 )亩产保持在千斤上下
,

三麦产量也

逐年增加
。

放养细绿萍省工节本
,

不仅粮食丰收
,

而

且改善了土壤肥力
。

为进一步探讨其肥效
,

19 8 1一1 982

年我们在任阳公社农科大队进行了试验
。

观察细绿萍

和猪圈肥在无机肥配合下对水稻生长及产量的影 响 ,

以及对小麦的后效
。

并测定土壤理化性状的变化
。

一
、

试验设计

为 0
.

05 亩
,

重复四次
,

顺序排列
,

各小区间做小泥埂

分隔
。

供试品种为苏粳二号
。

(二 )后茬小麦试验 在水稻试验区上不施 基 肥
,

仅分追肥组与无追肥组两大组
,

重复两次
。

追肥组每

亩施分策肥碳按50 斤
,

返青肥碳按30 斤
,

拔节孕称肥

碳按40 斤
,

合纯氮 16 斤
。

供试品种为无芒白麦
。

试验地土壤为乌栅土
,

容重 1
.

22 克 /厘米
, ,

总孔

隙度 5 3
.

7%
,

非毛管孔隙度巧
.

9 %
,

p H 7
.

S
,

有机质
3

.

5 8%
,

全氮。 。
2 2 5 %

,

水解氮 1 2 2 P P m
,

全磷 ( P : 0 , )

0
.

1 2 5%
,

速效磷 ( P ) 5
.

3 P P m
,

速效钾 ( K ) 8 0 P P m
。

田

间管理按当地一般措施
。

(一 )水稻试验 分三个处理
:

( 1) 细绿萍区
,

每

亩基肥施细绿萍 30 00 斤 (细绿萍由区外挑入 )
,

折干物

质 18 9斤 (合纯氮 6
.

77 斤 )
。

细萍绿干 物 质 全 氮 量 为
3

.

5 5%
,

全磷量 ( P : 0 5 ) 为 0
.

9 2 0 %
。

( 2 ) 猪圈肥区
,

每亩基肥施猪圈肥 3 0 0 0斤
,

折干物质 95 1斤 (合纯氮
6

.

63 斤 )
。

猪圈肥千物质全氮量为 0
.

697 %
,

全 磷 量

( P : 0 5 )为0
.

6 6 0%
。

( s ) 对照 区
,

不施基肥
。

由于有

机肥的特殊性
,

本试验在亩施纯氮量相近的情况下进

行
。

各处理均于 6 月26 日施中层肥 (机前肥 )
,

每亩碳

按3 0斤 , 了月 1 3日施分雍肥
,

每亩硫按 2 5斤 , 7月 26

日施拔节肥
,

每亩硫钱 26 斤 , 8 月 14 日施第一次穗肥

(促花肥 )
,

每亩硫按 25 斤 ; 8 月21 日施第二次穗肥 (保

花肥 )
,

每亩硫按 13 斤
。

共折合纯氮 18
.

6斤
。

小区面积

二
、

结果及分析

(一 )水稻试验结果

从茎菜消长情况来看
, 7 月20 日达分萦高峰

,
圈

肥区和对照区苗数为37
.

7一 38
.

7万
,

而萍 区 苗数 为
3 5

.

5万
,

圈肥区和对照区比萍区约多 8 %
。

拔节期 8

月 1 3日测得萍区苗数为3 0
.

8万
,

而圈肥区为 2 9
。
7万

,

对

照 区为 28
。

7万
,

萍区苗数比圈肥区
、

对照区多 1一 2万

苗
。

到成穗期
,

萍区成穗数为 2 3
.

3万
,

成穗率为 6 5
.

6% ,

而圈肥区成穗数为 23
.

2万
,

成穗率为 6 0
.

0% , 对照区

成穗数为 2 2
.

5万
,

成穗率为 59
.

7 %
。

这说明对照区只

施化肥
,

肥效短而猛
,

猪圈肥肥效较快而后劲不足
,

所

以分某上得快
,

降得也快
,

成穗率低 , 而细绿萍有个

* 本文承常熟市 区划办钱子春
、

朱帘芳两 同志审阅
,

并提出宝贵意见
,
样品分析得到吴扛县农业局孙资芬同志的协助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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