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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
,

涟水县坚持
“

积极养地保证充分用地
”
和坚持

“

士吝肥改土
”

的思想 , 为培肥地力

发展农业生产探索出一条路子
,

粮食产量大幅度上升
,

而且土壤肥力也能保持常新
。

1 9 8 5年

以来
, 土壤有机质每年上升 0

.

38 克 /千克
。

涟水县土壤培肥经验对徐淮地区有一定的借 鉴 价

值
。

一
、

涟水县培肥改土和农业生产成就

涟水县土壤大部分为砂碱薄地
,

不仅养分低
, 而且盐碱重

。

据 19 6 5年测定
, 全县耕层上

壤有机质平均为 7
.

5克 /千克
, 全氮为。

.

52 克 /千克
, 1 35 万亩耕地 中盐碱荒地就达 4 3

.

5万亩
,

而

且灌排条件极差
,

早涝灾害不断
。

1 9 6 5年全县粮食总产只有 1
.

02 亿千克
,

平均单产仅 58 千克
。

从 19 6 5年 以来
,

全县进行增肥改土
、

农 田墓本建设
,

土壤肥力逐年提高 (表 1 )
。

土壤愈种愈

表 1 涟水县土壤养分含量和盐碱土面积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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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个定位观测

点取土 测定

肥
,

产量愈来愈高
。
19 8 5年实现亩产粮超 5 00 千克

,

成为全国商 品粮基地县之一
。

1 9 8 8年被评为
“

江苏省粮棉生产先进县
” 。

涟水县农业生产的成就
,

充分说明了培肥改土的重要性
。

即使在

1 9 8 9年遭受特大洪涝灾害的情况下
,

仍然获得粮食总产 5
.

93 亿千克
,
皮棉 80 0 万千克

、

油料

0
.

17 亿千克
,
粮油棉总产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

二
、

培肥改土的主要措施

(一 )实行农牧结合发展绿肥生产

随着化肥工业的高速发展
, 近年来

,

各地氮
、

磷化肥基本满足供应
, 农民种田多数靠化

肥
,
很少施用有机肥料

。

徐淮黄泛平原地 区土壤透气性好
,

供肥性强
,

有机质含量低
、

矿化

快
,
如果单施化肥必然造成土壤养分失调

,

理化性状恶化
,

由于产投比减少
,

农业成本增大
,

为保证作物对各种养分的需求和土壤肥力的提高
,
广大土肥工作者提倡有机肥与无机肥配合

施用
、

氮磷钾与微量元素等肥料配合施用的施肥方法
。

但是
,

从 }」前的肥源状况看
,

广大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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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不可能使每亩耕地每季都能施上足够的有机肥料
。

因此
,

如何培肥土壤仍然是函待解决的

问题
。

目前
,
有两个可行的途径

:

一是实行农牧结合
, 即一部分土地种植牧草

,

发展食草动

物
,

种牧草本身就是一种养地的方法
,

牲吝粪便又可以肥田
, 二是恢复和发展绿肥生产

,
实

行绿肥与粮棉油等作物间套轮作
。

(二 )推行秸秆还田

我们 认为 ,
草 田轮 作

、

农牧结合是培肥地力的一个 良好措施
。

但在人多地 少的徐淮平原

地区
,

挤 出土地种牧草是不现实的
。

农民难 以接受
,

绿肥也只能种在少数盐碱地
、

棉花预留

行
、

秧板 田和十边地上
,

但它仅能作为培肥地力的辅助措施
。

从涟水县的实践来看
,

推行秸

秆还 田则是行之有效的措施 (表 2 )
。

它培肥改土效果显著
,
简单易行

,
易被农民接受

。

表 2 秸秆还田的改土增产效应 (李集东街 )

处 理 土壤有机质含量 (克 /千克 ) 作物年产量 ( 千克 /亩 )

19 8 5年 19 9 3年

1 3
.

0

19 8 5年

8 2 7

19 9 3年

秸 秆还 田

对 照 9
,

4 10
.

2 73 奎
.

5 7 7 3
.

5

我们在小李集乡街东组一 ) 1 , 3 山
`

责 任田进行的 长期洁杆还田对比试验表明
,

实行稻麦轮

作
、

留高茬 (麦茬留扦厘米 )
,

当季每亩增收稻谷 49 千克
。

在小麦播种后至结冰前
,
每亩覆盖

稻草 1 75 千克
。

经测定
,

覆盖稻草 田块 1 月上旬 9 时表土 ( 17 厘米 )的温度比对照田块高 。
.

5一

1
.

5℃ (平均 0
.

8 ℃ )
,

表上层 ( 10 匣米 )水分含量比对照 田块高 2一 3
.

5 % , 平均每平方米杂草比

对照田块少 1 3 5株
。

覆盖稻草田块小麦单产比对照 田多 4 3
.

5千克
。

采用上述措施
,

每年 (两季 )

每亩还 田秸秆为 2 5 0千克
,

每年每 亩多收粮食 80 一 1的千克
,

增加经济效益 巧一 6 0元
,

相当于

秸秤本身售价的 3一 4 信
。

不仅如此
,

枯秆还田 以后 二L壤肥力 也明显提高
。

秸秆还田的方法是在稻麦收害」时留下 18一 26 厘米的高茬
,

耕翻入上作为下季作物的基肥
。

为防止秸秆分解过程中与作物争夺氮索
,

应适当增施速效氮肥 (作基面肥 )
。

涟水县每年粮食

作物的秸秆有 6 亿千克
,

加之其它作物枯秆每年产量至少在了
.

5亿千克左右
,
除 2

.

5亿千克作

燃料 (按 80 万农民人均每天烧草 0
.

7 5千克计算 ) , 1
.

了5亿千克作词料 ( 2
.

8万只牛马
,

11 万只羊 )

和 1 亿千克作建筑和工业用草外
,

最少还有 2 一 2
.

5亿千克毛
! f秆 可洪还 田用

。

现在每季 还 田

秸秆 已达 2 亿千克
。

如果将秸秆进行氮化处理后 词喂家 言
,

通过过腹还 田
,

其效果更好
。

这

既可以提高有机肥的质量
,

又可以提供更多的动物性食品
。

涟水县培肥改土的经验证明
,

不产了杆还 田必须和配方施肥结合运用
,

因为洁秆还田的效益

具有滞后 性
,

其当季效益不及化肥米得迅速而明显
。

而 洁杆还田与推 !
’ `

配方施肥的结合
,

则

既能改良土壤
,

提高土壤肥力
,

又能满足当季作物对养分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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