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

对耕作制的意见

最近几年我们对南阳县鸭河灌区 内的耕作制度做

了一些初步研究工作
,

有以下几点看法
:

( l) 长江流

域规划委员会在建鸭河水库规划灌区时
,

根据南阳夏

秋季雨量较集中和低洼上浸地的特点
,

曾提出应充分

利用水资源
,

逐步发展一部分高产细粮作物水稻
,

近

期内水田面积可占灌区作物种植面积的20 %
,

以后可

发展到40 %
,

我们认为这是顺天时地利
,

趋利避害策

略性的措施
。

南阳县灌区内有不少社队通过实践证明
,

当前每人平均种稻 0
.

2一 0
.

4亩较为合适
,

应因地制宜

地制定相应措施
,

做出稳步发展水稻的规划 , ( 2) 要

做到水稻持续增产
,

必须用地养地相结合
。

首先要在

土地面积较大 (每人平均二亩左右 )
,

水利条件较好的

地方
,
采取水早轮作方式

,

轮作年限一般五年
,

种稻

两年
,

早作三年 , 其次在低洼易涝地和土地面积较小

的地方
,

采取麦
、

肥
、

稻两年三熟的轮作方式 , ( 3)

在两年三熟制中
,

麦茬稻和春稻各占一半
,

在水早轮

作中
,

如果全部是麦茬稻
,

茬口紧
,

小麦又拔地力
,

应

该适当搭配一部分轻茬 口
、

早茬口的油菜或豌豆
、

大

麦等夏收作物 , ( 4) 水早轮作可以恢复地力
,

抑制杂

草和病虫害
,

但水改早后 出现晚发苗
,

中后期猛长等

间题
,

必须采取排水
,

加深耕层
,

冬闲冻堡粉土
,

增

施有机肥料
,

适时犁耙等综合措施
。

最后
,

我们认为

耕作制度是综合性技术
,

牵涉全面生产
,

宜镇重
。

比

较完善的耕作制度必须达到全面增产
,

持续增产
,

投

资少
,

成本低
,

增产增收
。

为此
,

最好在有代表性的

社队进行调查和试验
,

使群众看得见
,

摸得着
,

能领

会
,

能鉴别
,

奠定了群众基础
,

耕种改制工作就能较

快的顺利进行
。

用升降土壤 pH 的办法防止烂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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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稻烂秧
,
是水稻生产的一大障碍

。

一般早播的

烂秧机率较高
,

即使迟播
,

遇上倒春寒也难于幸免
。

因

此
,

群众大多不敢按正 常气候规律播种早稻
,

造成一

季推迟
,

全年被动的局面
,

直接影响生产
,

深为人们

所关注
。

目前公认
,

连续阴雨天气的日平均气温在 12 ℃ 以

下达三天 以上
,

最低温度低于 8 ℃
,

即出现烂秧
。

如

坏天气延长
,

则烂秧更为严重
。

实际上
,

许多资料已

证实
,

这样的温度并不能致死秧苗
。

例如
,

日本曾有

人观察幼苗根端根尖细胞的原生质流动停止后
,

再徐

徐冷却至。到 一 2 ℃时
,

只要浸渍水未结冰
,

再级慢升

温
,

原生质又开始流动
,

恢复生机
。

福建农学院也有

试验证明
,

芽谷在。℃下 4 8小时
,

慢慢解冻后
,

多数谷

子能复生
。

在灭过菌的土壤上
,

二
、

三叶龄的壮苗
,

在

夜间 3 ℃
、

白天 20 一25 ℃经功天
,

再里于 3 ℃下连续

60 小时
,

幸到强光下暴晒
,

仍不死亡等等
。

近来
,

国

外的温室育秧和国 内的一些盆栽试验中
,

进一步证明
:

迎妙鱼魔霉萝是造成烂秧的主因
。

一定范围的低温
,

只能通过破坏细胞的透性
,

导致细胞内溶物的 外 渗
,

从而招引腐霉菌等有害微生物迅速生长繁殖
,

促成烂

秧
。

因此
,

在一定的低温范围内
,

若土壤中没有有害

微生物
,

或者存在有害微生物而没遇低温
,

都不可能

烂秧
。

由于腐霉菌是造成烂秧的主因
,

所以用降低土

壤 p H值
、

高效杀菌剂
,

或将土坡进行高温灭菌等抑

制和杀死腐霉菌的方法
,

都可以不同程度地达到防止

烂秧的目的
。

有时效果还非常显著
。

如江苏农学院将

盆栽秧苗冷冻后
,

喷高效杀菌剂
“

敌克松
”

的处理继续

生长
,

不喷的对照则死亡
。

目前
,

在大 田中用高温杀

菌有困难
,

用高效杀菌剂方便
,

但费用高而不易购买 ,

可 以考虑应用降低或升高土壤 p H值的方 法来防止烂

秧
。

腐霉菌只能在一定范围的酸碱度环境中生存
。

超

过其上
、

下界限即抑制它的生长繁殖
,

达到防止烂秧

的 目的
。

为了用升降土壤 p H的办法来防止烂秧
,

我们曾于

19 .50 年 3 月下旬的烂秧天气中
,

进行了大田试脸和室

内抽助试脸
,

现将结果总结如下
。

试验分六个处理
,

即秧田每平方米分 别 加 硫 酸

(纯
,

下同 ) 4
、

8
、

1 2
、

2 1克四级
,

加生石灰 2 2
.

5克
,

以

不加酸为对照 , 小区面积为 9平方米
,

试验重复两次
。

表 1 三月下旬每日气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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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酸和加石灰的方法是
:

先稀释 30一 50 倍
,

才均匀没

于有过田面水的秧田
。

试验田属粘坡土
,

3 月13 日耙

沤
,

每亩施半干的糖厂滤泥 5 00 斤作基肥
,

21 日播下催

好芽的广选三号谷种
,

24 日已起针 30 %
,

这时
,

开始

出现连续五天的烂秧天气
,

阴雨低温一直延续到 4 月

4 H
。

播种后各日的平均气温和最低气温如表 1
。

3 月 2 6日已是气温连续三天低于 12 ℃的烂秧关键

日子
,

试验田起好畦埂后
,

于 14 时加酸
,

27 日清早加

石灰
。

灌水深一厘米左右
,

28 日中午把水排干
。

在整

个试验过程中
,

初加酸时
,

即使每平方米加 4 克的小

区
,

其水的 p H值亦在 3 以下 ; 每平方 米 加 16 一筑克

硫酸的小区
,

在 20 小时之内
,

都可保持在 6 以下
,

随

后即渐复原 (对照区 p H为 7
.

5) ,酸量少的复原较快
,

酸

量大的较慢
,

三天即基本达到对照 区的水平
。

3 月 2 9日
,

气温开始回升达 1 3
.

9 ℃
。 ` 月 1 日观

察
,

加 21 克硫酸和加石灰的小区
,

谷种起针势强
,

鞘

失落白而密度大
,

加酸量越少的小区显得越差
,

对照

区更甚
。

4 月 12 日调查成秧率
,

加 21 克硫酸的小区为

46 %
,

加石灰的小区为 3 5
.

5 %
,

对照为 1 %
。

5 月 1 日取秧鉴定素质
,

对照区及加酸少的小区

因成秧率低
,

苗很稀
,

4 月初出苗慢而细
,

但后期个

体营养面积大 (按面积施肥 )
,

长得粗壮 , 加酸量大的

小区及加石灰的小区
,

因秧苗密度大
,

个体素质相对

较差
,

但长势和叶色都很正 常
。

以后
,

将加石灰
、

加

21 克酸及对照三处理的秧苗移植作对比
,

按 5 x 7 寸

大株植法
,

各生育期观察
,

三者不见差异 , 7 月 25 日

收获
,

亩产分别是 7 0。
、

7 09 及 7 19 斤
。

以上试验说明
,

在本试验的条件下
,

播后遇冷
,

于

烂秧的关键时期一 次加酸或石灰
,

对防止烂秧
,

提高

成秧率有相当好的效果
,

酸量为 21 克 /米
2的效果 最好

。

施加一定童的石灰
,

也得到相同的收益
。

而在没有烂

秧天气的情况下
,

虽加酸和石灰
,

各处理的秧苗未见

差异
。

以上是土坡p H值处于变化中的试验
。

为证实p H

值对秧苗生长的影响
,

又进行了p H值的盆栽育秋 试

验
。

取沙质壤土和粒质壤土两种土坡
,

各设六个处理
,

即把土壤 p H值调节近于恒定的 3
、

4
、

5
、

9
、

10
,

以 自然土

的 p H值7
.

8及 7
.

2为对照 , 每盆袋土一市斤
,

分二至三

次加硫酸或石灰
。

然后播下露白的广选三号谷种
,

经

恒温箱33 ℃ 50 小时的培养后
,

以 p H 4一 5的处理出芽最

好
,

不但发芽率高达 95 %左右
,

且生长齐整
、

粗壮
、

无

倒苗 , p H 3
.

5的发芽率高达 96 %
,

而且整齐
,

但芽最

短
,

对照的发芽率只 31 一 35 %
,

出苗长短不一
,

扎根

不佳
,

倒苗率最大达 3一 7 %
,

加石灰的处理
,

苗情又

有所好转
。

还有试验证明
, p H S 以下及 9 以上的环境

,

对真

菌有抑制作用
。

从秧田死芽的谷种上分离出的称菌放

于 p H S 一 9 的马铃薯培养基上培养
,

经三次接 种 比

较
,

证实在p H S及 9 的培养基上
,

霉菌生长不 良
,

菌

丝生长慢
,

易老化和倒伏 , p H 6 一 8 的培养基上的菌

丝长得密而长
,

长势正常 ( p H 3一 4
.

5时
,

因淀粉在高

温灭菌时水解
,

不能形成斜面
,

没有作液体培养的比

较 )
。

以上结采表明
,

一定时间内恒 定在 p H 4 一 5 左

右的酸性环境
,

看来可 以减少病害
,

促进 秧苗生长
,
把

p H值提高到 9一9
.

8时
,

也收到减少烂秧的相同效果
。

但要使秧田表土层在烂秧天气时保持那样恒 定 的 p H

值
,

可分两次加酸或石灰
,

以防止初期表土局部过酸

(过碱 )而后又很快复原 的弊病
,

而且只有在可能出现

烂秧天气的情况下才施用酸或石灰
,

方能达 到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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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新挖大
、

中沟的堤 上未能及时种上当地适生的乔灌

木 (如臭椿
、

苦株
、

榆树和紫穗槐
、

白腊条等 )
,

水土流

失接理发生
,

造成沟
、

渠淤浅
。

例如
,

砂姜黑土面积

占全县耕地面积80 % 以上的涡阳县
,

曾经是全国
“

平原

绿化
”

的先进典型
。

其获得成功的主要经验之一是护

林得力
。

但是由于树种选择不当 (加杨为主 )
,

加上近

年人为破坏
,

以致影响到农业增产
。

建议总结
“

平原绿

化
,

的经验和教训
,

有效地大力种树造林
,

这是综合治

理砂姜黑
一

!: 不可忽
一

现的关键措施 之一
。

总之
,

要农
、

林
、

牧结合
,

不能搞单一的农业生产
。

在农业方面
,

又不能搞单一的粮食生产
,

要提倡适当

多种花生
、

大豆
、

油莱等油料作物
。

它们既是经济作

物
,

又是养地作物
,

特别是花生
,

耐早
、

耐演
、

耐瘦
,

适宜于在砂姜黑土上生长
,

在施用同样肥料的情况下
,

经济收入要比粮食作物高几倍
,

因此
,

可以适当多种

一些
。

山东省苍山县在砂姜黑土上种大蒜
,

品质好
,

产

量高
,
安徽省滩溪县杨柳乡近三

、

四年在砂姜黑土上

引种萧县葡萄获得成功
。

认真总结此类经验
,

并加以

推 J
’ 一 ,

也是综合治理砂姜黑土一个重要方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