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农垦区的培肥改土与合理施肥

凌 励

(江苏 省农垦局农业处 )

江苏省农垦区所属各农场原均系盐土荒滩的不毛之地
。

80 年代初
,

农垦区的盐土面积仍占

其耕地面积的 84 % , 土壤十分贫痔
,

产量极为低下
。

为迅速改变此种状况
, 近 10 年来我们在

农垦区所属各农场
、

农科所 (站 )推广了以治理盐渍土为 中心的培肥 改土与施肥技术
,
取得 了

明显的增产增收的效果
,
对提高全农垦区的农业生产水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现将主要成果

及经验报告如下
。

一
、

培肥改土

首先
,
我们将治理盐渍土作为农垦区培肥改土的核心

, 而抓好水利工程建设则是关键的

措施
。

目前
, 全垦区 已建设了 60 0余座排灌站

, 平均每 2 0 0 0
一

亩耕地就有 1座排灌站
,

与 此 同

时
, 我们还注意开沟修渠和平整土地工作

。

由于这 3 项工作的推行
, 为综合治理盐渍土和培

肥改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

江苏农垦区所属农场大多在低洼地区
,
排除内水已极为不 易且还常受外水客串之害

。

对

此 ,
我们采取 了分 区治理

,
框灯封 闭的方法

,
引淡洗盐

,
降永排盐

,
实行种稻洗盐和水早轮

作
,
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

。

据测定
, 农垦区的重盐土 (含盐量在 4克 /千克以上 )经 1一 2 年

的种稻洗盐
,
其含盐量已下降了 40 一 50 %

。

试验表明
,
实行水早轮作也可以加速土壤的脱 盐

过程
。

在轮作方式上除实行粮食轮作外
,
还可实行鱼粮轮作

,
借以强化土壤的脱盐过程

。

多年的培肥改土实践
,
使我们探索出综

合治理
、

改良和利用盐土的三个阶段及其相

应的技术措施 (表 1 )
。

10 年来
, 全垦区盐土

面积减少了 40 % ,
重盐土面积减少 70 % ,

基

本上控制了盐渍化的危害
。

其次
, 我们推广了有机一无机肥相结合

表 1 综合治理
、

改良和利用盐土的阶段措施

第一阶段

兴修 水利

平整 田 地

种稻洗盐

鱼粮轮作

起步技术

第二阶段 第兰阶段

稻 绿肥轮作

框坏封 闭降水 排盐

逐 步做 到水 早轮作

改 良
、

利用结合技术

合理轮作桔秆

还田 增施肥 料

改进耕作裁培

技术

巩固技术

的土壤培肥措施
。

多年多点试验表明
,
实行以秸秆还 田为主要形式

,
适当种植绿肥

, 配施 化

学磷钾肥的有机一无机肥相结合的方法对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
,
降低土壤容重

,
改善土壤性

质
,
提高作物产量十分有利

。

与此同时
, 我们还健全和强化了技术服务体系

, 以保证此项技

术得以实施
。

与 1 9 8 1年相比
,
农垦区目前的作物单产上升了 42 %左右

, 总产增加 了95 %
。

二
、

合理施肥

第一
,
确定了合理的氮肥用量

,
优化了氮磷钾的配 比

。

通过试验
,
我们首先取得 了农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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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小 麦 氮 肥 参 数 与 氮 肥 施 用 盆表 2

农 垦 农 场 南 通 三河 临海 岗埠

土坡笼素 当季利用率 ( % 》

施用冤肥 当季利用率 ( % )

亩产 4 0 0 k g需 氮量

亩产 5 0 0 k g需撼量 (k g /亩 )

常阴沙

49
.

9 4

6 4
.

1 9

l牛
.

1 1

59
.

9 4

3 0
.

8 0

1 7
.

16

42
.

9 7

42
.

2 1

1 4
.

8 4

2 4
.

1

5 8
.

75

1牛
.

3

5 3
.

9 9

59
.

2 3

1 5
.

2 2

表 3 水稻氮肥参数与氮肥施用量

农 垦 区

土壤 氮素 当季利用率 ( % )

施用氮素 当季利用率 ( % )

土地墓础生 产力 ( % )

亩产 5 5 0 k g需施氮量 ( k g )

淮北 区

56
.

7

2 2
.

2 5

6 7
.

2

16
.

1 9

淮南 区

52
.

9

2 2
.

4

6 6
.

0

l牛
.

7 7

区内小麦及水稻两个主要作物的氮肥参数与

氮肥施用量 (表2
、

3 )
。

由于全省农垦区土壤

的含磷量较低
,

部分土壤甚至处于极低状态
,

还有近半数的农场的土壤缺钾
,

因此增加磷

钾肥用量是农垦 区的一项重要的增产措施
。

田间试验表明
,
磷肥对小麦

、

玉米和棉花的

增产率分别为 1 7
、

29 和 19
.

6% ; 钾肥对稻麦的增产率也在 10 % 以上
。

试验还表明
,
在速效磷

( )P 含量为 7一 8 毫克 /千克的上壤上
,

磷肥用量与稻谷产量是呈显著正相关
, ( r = 0

.

9 7 1) 并能

提高氮肥肥效
;
在亩产 3 00 千克小麦的情况下

,
氮磷 比以 1 : 0

.

4为宜
,

在亩产 4叨千克小麦的情

况下
,

氮磷比应在 1 : 0
.

5一 。
.

6 ,
在亩产 5 00 千克水稻的情况下

,

氮磷 比 1 : 0
.

3一 0
.

4为妥
。

第二
,
适期施肥

。

在生产中
,

氮肥投入量的盲 口增加
,

往往会促进作物无效生长增加
,

群

体大
,
个体弱

,

产量形成决定期物质生产积累量减少
,

甚至出现减产
。

为此我们以提高氮肥

肥效为中心
,
进行了一系列试验研究

。

试验结果表 明
,

不同时期施肥的增产效果有较大差异
,

小 (大 )麦基肥当季利用率在 35 %左右
,

壮孽肥的当季利用率在 30 %左右
,
拨节肥和穗肥的当

季利用率在 50 % 以上
。

水稻基肥和分孽肥的当季利用率在 20 一 3 0%穗肥和粒肥的当季利用率

在 40 一 50 %
。

这些结果均表明
, 产量形成决定期施肥的效果明显大于前期

。

在前
、

后期不 同

比例的试验中也表明
, 适当减少前期施肥比例

,
增加中

、

后期施肥量有明显增产作用
。

通过

试验
、

示范
,

在农垦系统的稻
、

麦生产上
,

前期的施肥比例由70 一 80 % 降到 40 一 50 %
,

穗肥

的用量则增加 1倍以上
。

这对控制无效生长
、

控制最高苗数
、

改善群体质量
、

提高后期的物

质生产能力及提高经济系数都有较大作用
,

取得 了明显增产效益
。

近 5 年米
,

农垦系统的稻
、

麦生产
,

氮肥用量增加 了 9
.

1%和 1 4
.

6%
,

由于投入配 比 日趋合理
,

以及肥料运筹技术的改

进
,

使肥 效分别提高5
.

4% 和 1 0
.

3%
,

单产分别增加 了 5
.

60 %和 24
.

7%
。

显示施肥量
,

产量和

肥效同步提高的趋势
。

实践表明
,

随着产量水平的提高
,

一方面要不断增加肥料的投入量
;

另一方面
,

要注意有机肥与化肥 (包括微肥 ) 的结合施用
,

还要选择好施肥时期
。

今后
,

江苏农垦系统的所属农场将继续坚持以治理盐渍土为核心
,

以水利建设为关键措

施 , 以培肥改土为重点
,

做到有机肥与无机肥相结合的平衡施肥
。

为全垦 区及早实现
“

高产
、

优质
、

高效
”

农业作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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