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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土特性的盛展和水稻田的

棒肥耕作制

隙 苹 癸

举 中 畏 学 院

序 言

过渡侍期撬巢建敲 对矍巢科学提出的耍求是 建立一套先准的科学的耕作制度
。

这侗制度必填能够不断提高土壤的肥力
,

这佃制度要有实践基磁
,

耍有不断登展的前

途
,

要与登桨生走合作化的鳌展相通应
,
这漾才能保征不断地提高矍梁生澎

,

造得高

额而稳定的崖量
。

威廉斯的草田耕作制对苏联社会主羲登粱建毅的谭大真献就在朴

此
。

它就是这檬一种能够浦足上述各填耍求的耕作制度
。

但简题在聆今天我仍如何

 造性的学 瞥草 田耕作制
,

使它逾应朴我朽具体的 自然和社会倏件
。

威廉斯在其握典著作中指出 阐明土壤生物循遗的登展方向和速度是 土壤科学

的任移 掌握和控制生物循毅的癸展方向和速度是耕作学的任溪务
。

本文想根檬杜库

查耶夫
一
柯斯特切夫一威廉斯的土壤学扮来分析封渝水稻田土壤特性的登展 韭根攘

威廉斯的土壤肥沃性学盆来分析和甜萧水稻田的椽肥耕作制
。

所引用的查料
,

一部分是本人过去的一些拭嫩研究桔果
,

一部分是已誉表的各春

家的科学银告
,

另一部分是 年 月在登袭部土壤肥攀滋循会哉上交流的十分丰

富的生走趣脆和研究拮果
。

一 水稻土特性的聆展

由朴种植水稻的椽故
,

使得水稻田土壤具有与别种土壤不同的 特性
。

各种不同

的母鬓和土壤在畏期种植水稻的影响下具有了一系列共同的特性
。

如果萧在各种不

同薰型的植被下所引起的土壤肥 力费展的直的特性是土壤分频的 主要根攘
,

那鹰水

稻可以看做是一种特殊的植被
。

水稻植被之下可能登生特殊的植物拿社特微
,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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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行着特殊的生物循瑕过程
。

这就使得水稻土与非水稻土有颖著不同
,

即当非水稻

田土壤改燮焉水稻田土壤峙 就引起了一系列的土壤特性的改燮
。

同峙
,

各地水稻土

之简都有静多共同的特性
,

尤其表现在植物拿祖困 物鬓的生物循瑕过程方面
。

阴转水稻和水稻 田的土壤
,

有静多偏兑和错觉流傅着
,

需耍事先予以澄清

有人豁焉水稻是热带和亚熟带的植物
,

水稻和水稻田局限朴热带和亚熟带
,
这是

完全不正雄的
。

在东北已有魔大面猜的水稻 田
,

而且尚在不断援大中
。

甘肃
、

河北
、

陕西等省凡水源充足的地方
,

就能够种植水稻
,

而且能够得到高额彦量
。

有人韶焉水稻耍求酸性土壤
,

这也是完全不正榷的
。

水稻对朴酸 蝙度的通应簌

网很魔
,

一 一 句都能生畏闭
。

实除上
,

在唤酸地的利用和改良上
,

水稻估

有重耍地位
。

有人韶焉水稻田表土浸在水 中
,

土壤颗粒完全分散
,

这也是不正雄的
。

水祝土还

是有小团粒的形成
,

根檬团粒分析拮果
,

略枷山矍锡水稻土 含 毫米 的 团粒 豹

幼外,

一 临 毫米团粒 肠,

机械分析精果没有 毫米的颗粒
,

一 的毫米的

颗粒豹 外
,

但这些小 团粒桔橇业不能改燮土壤的孔隙性
,

仍以毛管孔隙焉主
。

也有人萧焉水稻根系不需耍氧氧
,

这也是不正滩的
。

水稻可以在通氧情况差 饱

水 的修件下生畏
,

但这只 是忍耐
,

业非理想
。

当水的慷件和通氟嵘件矛盾降
,
水稻此

其他作物更需耍水
,

更能遭应朴低氧压
。

然而
,

在满足水的倏件下
,

琳加土壤空氧供

应 是丰崔因素之一
。

在水源有保靓的倏件下
,

反覆灌水和放水晒田 是最理想的生

是倏件
,

即所稠
“
浅水勤灌

, ’、 “
乾乾撮佩

, ’。

种植水稻的倏件和旱作有所不同
。

种植水稻的 地形 要苹坦
,

耍能修田埂保水
。

因此
,

水稻田 中一般很少逻流和冲触现象
。

另外
,

在水稻生畏峙期耍有足 够 的水分

水稻需水校一般作物耍多
,

苏联灌溉水稻 田需水率构焉 公方 公填
,

我国缺少

这方面的研究
,

但估萧一般水 田当比前述数值耍小得多
,

在整佃或艳大部分水稻生

畏峙期
,

一般的水稻 田中表面债水
。

至朴格年稍水
,

对水稻 田而言
,

可以瀚是不得已
,

而不是理想的情况
。

水箱田的地形
、

水文和氛候像件 地形和水文对水稻的种植和水稻土的分

怖起决定性的作用
。

水稻土多聆育在起伏地形的 中部和下部
,

很少种植在分水崔上
,

像这些地方是完全靠雨水的
。

一般水稻 田都在半山腰以下
,

直至谷地和淡湖
,

在潮佩

多雨的地带
,

梯田可以接近铃山顶
,

但不能蓬到山顶 如贵州
。

氧候乾旱的地带
,

水

稻田的位置溉限砖坡劳
。

换言之
,

即水稻田的水源依靠着降雨和 山坡流下的水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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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雨佃来源所得的水量诚去水分的蒸登量 包括蒸腾量 和渗漏量
,

耍能握常满足水

稻生是的需水耍求 土壤水分要接近饱和或更多
。

在乾旱地带
,
除上述水源外

,

主要依靠人工灌溉捕充粉水的不足
,

也就是利 用魔

大面精流来的水量
,

供拾较小面精的水稻 田的需耍
。

在畏汀流域和畏江以南
,

按地形 由下而上
,

水稻田的分怖如下

湖泊 因湖水太深
,

不能种水稻
。

为 冬水田 实除是淡湖
,

籽年浸水
,

可种植水稻
。

孙 雨作田 比冬水田地势略高
,

但基本上还是谷地 墩田或贩田 夏季蓄水种

水稻
,

冬季放水种冬作
,

但有些地方由铃排水困难
,

冬季休阴
。

 镑田 在灌田或阪田的上坡
,

水旱雨作
。

在水旱雨作的磅田之上
,

冬夭蓄水以保障来左时币秧的水源
,
这种冬水田与上

述冬水田正相反
,

不是排水困难
,

而是冬夭不敢排水
。

 更上别不能种水稻
,

在丘陵地带
,

梯田高度祝氧候与水源而定
。

在雨湖的低

丘地带
,
很少有高朴 坡的

,

在魔州可高到 坡
,

有如下列圆解所示
。

按照水位和地面的 相对渊保
,

水稻土

可分焉下列四种

 浅湖冬水田 大多数冬水 田实除

是一种浅湖
,

也就是言竞
,

水面在土面之上
。

潜育性水稻土 地下水位高
,

自由

地下水面或地下水面的毛知管涯勤羁圃直

接影响水稻土的性鬓
。

醋育性水稻土 地下水位低
,

但在

地下水位以上有一唇排水困难 的土唇 称

焉沸育屠
。

由龄醋育屠漏水慢
,

在这唇上的土壤握常或大部峙尚焉水分所鲍和
,
而影

响水稻土的性鬓
。

 渗育性的水稻土 地下排水然阻碍
,

水稻田 中的水分完全依靠充沛的天雨或

灌溉
,

粉水量 在水稻生畏期 内 大朴渗漏
。

当然
,

就是在这檬的倏件下
,

也需耍相当

钻重的土唇
。

在地下水位低
、

排水踢顺的砂地上
,

即灌溉亦很难 浦足 水稻对水的要

求
,

故不能种水稻
,

也自然没有水稻土誉育
。

母鬓对水稻土的影响主耍表现在震地和保水唇方面
,

其他母震的性置 只能影响



土 攘 学 我
·

卷

各种水稻土的多檬性
,
而对水稻土的登育与否

,
别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

另 水稠土的植物攀社和生物循瑞 研先水稻土的植物拿社特性
,
镇先从较筒

单的冬水田着手
,

再准到较夜雄的雨作田
。

冬水田胳年精水
,

水稻是唯一的高等椽色植物 少数雄草除均
。

水稻 田中的藻

频植物和浮萍对水稻土的生物循遗也起一定的作用
,

但属龄次耍的
。

由朴每左目玫楼
,
冬水田中每年的有机鬓供拾量不多 主要是根兜

、

根系和有机鬓

肥柳
。

由朴籽年覆水
,

水稻土中的主要微生物是嫌氧性韧菌
。

有机直的腐解 作用 主要

是嫌氧性的
。

好氧性的微生物作用微弱 但不是完全停止的
,

非强酸性的土壤中稍

酸与按的相对含量是土壤中好氧性微生物作用和嫌氧性微生物作用的相对强弱的可

靠指南
。

在通氧良好的碟件下
,

稍化作用比氨化作用强盛
。

稍酸是含氮有机物碴化

的最修童物
,

按 是一种能横累的中简彦物
。

在一般的旱作土壤中
,

稍酸和氨的相对

含量就是这檬
。

在多年生牧草地中
,

好氧性微生物和嫌氧性微生物的作用强度相若
,

稍酸和按的相对含量也大致相近
。

在冬水田 中正相反
,

敛成焉然机氮素的主耍状怨
。

下面是北暗天生路登锡 冬水
·

田土壤含舞机氮量的此较的

表 参水田 中然机氮含量 乡石 比校

测 定 峙 期 冬 水 田 的 土 缓 冬 水 田 的 水

一
·

, 一 ““一 ⋯
·

, 一

’

一 月
·

】 微量 一
、

一下

一 一
·

“
·

微量
’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
·

, 】 ”
·

】 一
上述桔果指出 在冬水田土壤中

,

稍化作用拯弱
。

土壤中主耍微生物作用是嫌氧

性的 但这业不是淤
,

冬水田土壤中没有好氧性微生物作用
。

在根孔壁上
,

一般可觅

到静多敛锈倏痕
,

这是二值铁化物氧化焉三值铁化物的征明
。

根孔是通氧比较好的

地方
,

好氟性作用比较强盛
。

与根孔的铁锈倏痕相对此的铁青色的背景
,

也正好靓明

冬水田土壤嫌氧性作用焉主的特性
。

水稻土含有机鬓和其他嫌氧性混土很不相同
,

表现在它的有机鬓 累覆不起来
。

我团各地水稻土的有机鬓的含量均在 一习肠 之简
,

土壤有机置含量的多少决定朴下

列因素的相对强弱



期 障辈癸 水稻土特性的赞民和水稻田的徐 肥耕作制

每年有簇物臀供拾量多少
分 解 作 用 增 强

一 补
、

及其他

作用增强
、

尸
分解作用增强

⋯俞

腐腐 殖 熨熨

冬水田种植水稻的每年收楼拾予土壤的有机物震不多
。

雌言觅水稻 田土壤中以嫌

氧性作用将主
,

有利朴腐殖化作用
,

但攀竟 由朴每年有机物 臀 供拾 量不多
,

不能累

精腐殖置
。

在水稻 田中
,

有机物贡的分解作用是很强盛的
,

主耍表现朴 压撇肥

援
,

有机氮素化合物碳化作用很强 腐硕霓腐熟程度很高
,

此率在 一」 比

之简
。

水稻土的生物循遗的特殊性还表现在铁箕的遐勤规 律上
,

即所稍 “
潜水雕铁作

用
” ,

这在援面僻甜谕到
。

其次
,

甜流雨作田土壤中的生物循遗 雨作田夏季蓄水种植水稻
,

冬季排水种毅

颊或技俯作物或禄肥作物
。

这漾
,
植被情况就有改夔

,

蓄水
、

排水使空氧情况也有了

改鬓
。

然而
,

根捺土壤中微生物作用过程的研宪
,

它俩仍保留水稻土的生物循瑕的基

本特性
。

首先
,

在蓄水峙期 水稻生是峙期
,

微生物作用仍以嫌氧性作用焉主
,

主耍

的纸机怨氮素是按
,

稍酸含量甚微
。

在排水种冬作物峙期
,

硝化作用雌然增强
,

但仍

不能与氨化作用相此提阁
。

当田地再度灌水峙
,

表现很强烈的反稍化作用
,

稍酸在下

雨天内完全消失
。

上述情况靛明在雨作田土壤中
,

微生物作用仍以嫌氧性作用焉主
,

只是好氧性作用在一定峙期中此较冬水田土壤旺盛些
。

阴朴水稻田 中亲多的勤物拿对水稻土特性登展的影响
,

还没有人分「究过
。

水稻土剖面特徽的嫂育 水稻田土壤可以在各种土壤和母直上形成
,

因此

它的特微中必然保有它前一峙期土壤特性的某些晓除
。

研先水稻 土 剖面特 微 的 费

育
,

必填将各种晓除特微和新生特微碱别朋来
。

各
,

地水稻土的新生 面特微有本鬓

上的共同性
,

这就是水稻土的直的特微
。

由朴不断的种植水稻而彦生的剖面特微
,

主耍表现在下列恶项

 有一握常潮瞩
、

接近水分鲍和的土履
,

这唇或在地面 冬水田
,

或在地面以

下的地下水面或潞育屠
。

一方面是 由龄有一唇比较 粘重的 土屠 另一方面也是水稻

土剖面登育的桔果
,

即铁臀腰体的淋溶和殿精的拮果
。

侈 在泡水情形下
,

由朴嫌氧性微生物作用的拮果
,

走生了三值铁化物还原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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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铁化物的作用
,

因二值铁化物的溶解度较大而向下移勤
。

另外
,

由朴季箭性的泡水

和乾燥以及根孔的通氟作用
,

向下移勤的二值铁化物氧化焉溶解度小的三值铁化物
。

因此
,

铁矍在一定的屠次中殿精出来
,

这就出现了水稻土剖面的铁锈倏痕屠和铁箕溅

覆唇 即
“
潜水雕铁作用

” 。

水稻土的
“
潜水雕铁作用

”

不同朴灰壤化过程中的敛绍移勤现象以幻
。

潜水

雕铁作用是由朴嫌氧性知菌还原三值铁的作用
,

因此只有铁臀的移勤而没有绍箕的

移勤
。

在灰壤化过程中
, 由朴克速酸的影响

,

克速酸的铝堕和铁嚷都向下移勤
,

因此

表现焉铁铝的移勤而不翠是敛的移勤
。

 朋聆水稻土腐殖臀的特性
,

除前述累植情况外
,

江没有作更深入的研究
。

水稻土保水特性的渡展 旱地改燮焉水稻 田
,

一般均增强 了土 壤的保 水

性
。

这甜明水稻土的保水性是在不新的种植水稻的作用下癸展的
,
主耍是由龄

 敛直腰体的淤精作用
,

增加了底土唇的粘重性
,

因而增加了保水性
,
降低了

渗漏性
。

 犁底的镇压作用 ,
暂特地增加了犁底唇的保水性

,

降低了渗漏性
。

土壤微生物所分泌的梭酣频谬体物胃 英膜物宜
,

增加 了土壤保水性
,
降低

了渗漏性
。

土壤微生物呼吸丧生的大量 微氧泡
,

割断水流
,

降低渗漏性
。

四项中除第  项有持久性的作用外
,

其他三项都只是在种植水稻的峙期 中起作

用
,

是没有持久性的
。

因此
,

水稻土的保水性需耍通过正榷的耕作方法
,

不断的誉展

和提高
。

以上是对水稻田土壤的肥力鳌展规律的初步分析和甜靛
,

希望能做焉令援深入

研究水稻土的一佃基磁和阴端
。

二 水稻田的椽肥耕作制

水稻和椽肥作物输作在我团普通的实行着
,

而且有拯悠久的膳史
,

其中包括趣焉

丰富的生紊超腕
,

但却西待整理
。

解放以梭
,

水稻田施用糠肥的科学技析研究和推度工作
,

成焉矍案生素技析中一

佃突出的重黯
。

畏江匾域各蛊装科学机橇翻液努力攒研这佃尚题
。

但由朴我仍对它

的基本特微了解不够
,

工作上或多或少的陷朴片面性和狭隘性
,

把它孤立地看成焉一

种特殊的施肥制度
,

而没有把它看成焉一种僵良的拯有鳌展前途的特殊的水稻生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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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中的一佃主耍瑕筋
,

因而不能从整佃制度的观默来研究椽肥施用朋题
。

由朴椽肥作用的多檬性
,

业由朴各地施用撇肥的多种多檬性
,

如果不能从整佃的

水稻生崔制度上去了解椽肥 的多方面的作用
,

以及不能正催地 了解这种特殊的水稻

生走制度的基本特性
,

科学工作者就然法清晰地穗拮这项十分丰富的食民生雀粗磁
,

把它提高到砚代科学水平的高度
,

因而也就热法将它蜚展成焉通应朴社会主羡建殷

耍求的先淮生童制度
。

本筋的 目的在聆甜希水稻 田撇肥耕作制的基本特性
,

分析这制度各涸主要瑕筋

的意羡
,

业指出课入了解这制度所应推行的稠查研究工作
,

和实施这一制度的一些朋

键性的尚题
。

姆疑的
,

这是一侗大胆的誉就
,

但焉着推勤这方面的科学工作
,

这种誉

献还是必耍的
。

水稻田的椽肥耕作制 这是一种特殊的矍桨生走制度
, ‘

已的特微有下列甜

项  以水稻焉主要作物
,

每年生走一季 或雨季 以冬季禄肥作物焉培育土壤

肥沃性的主要作物 按照各种不同情况
,

找出一套完整的翰作制
,

其中包括其他

粮食作物或技析作物 讨 书一佃完整的翰作制当作一佃生雀制度的整体
,

考虑它的

生淤穗量
、

努勤生崖率和对朴土壤肥力的影 角 在一佃完整的翰作制基磁上
,

考意

和敲针土壤的耕作法
、

施肥法
,

以及灌溉和排水
、

品种和播种量等等登粱技衡措施
,

要

在这佃基碰上来了解水稻 田的椽肥耕作制和别种水稻耕作制的主耍差具
。

同峙也耍

在这佃基碰上来分析了解各种水稻田的撇肥耕作制之简的共同性和特具性
。

下面是水稻田禄肥耕作制的一种频型 每年在夏季灌水种一季中熟水稻
,

水稻收

镬援种一季紫霎英
,

来年春季将紫霎英压入田内作椽肥
,

再种水稻
,

这檬遇而夜始的

输作
。

在这檬翰作制中应考虑作物品种和种籽的选育
,

土壤的耕作方法
,

施肥法
,

灌

溉和排水法
。

在这佃制度中以水稻焉主耍作物
,

以椽肥篇主要的培肥措施
,

这是一种

板筒翠的水稻田释肥耕作制
。

下面是另一种顿型 分三冤 匡数不拘 翰作
,

每年夏季各逼都种水稻
,

每年冬季

三逼翰换
,

一碱种冬季椽肥作物
,

另雨碱种多颊
、

油菜或其他技析作物
。

待冬季作物

收镬援
,

龄春天将椽肥分别施用朴三逼中
,

然徒春耕灌水
,

准行抑秧
。

在这檬的翰作

制度 中
,

也应考虑作物品种和种籽的选育
、

土壤的耕作法 ⋯⋯等等
。

这制度中同漾的

是以水稻焉主要作物
,

以椽肥焉主耍的培肥措施
,

但同峙还包括其他作物
,
这是一种

比较高般的水稻田椽肥耕作制度
,

也是今援馨展椽肥耕作制度的主耍方向
。

下面又是另一种频型 和前述第一种撅型相似
,

夏季种植水稻
,

冬季种植椽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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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

因焉椽肥作物同侍也是铜料作物
,

故可收割地上部分的全部或一部分作祠料
,

癸

展一定比例的畜牧装 主耍是养猪银牛
。

在这檬耕作制度中也应考虑各种矍巢技衍

措施
。

下面是一种捶特殊的相型 上述各种频型都应用朴雨作田 中 夏水田
、

冬旱地
。

水田的养萍法 是一种应用朴冬水田 的水稻 田椽肥耕作制
。

水稻 田 胳年蓄水
,

夏季

种植水稻
,

冬季在水面养萍
,

作焉椽肥
。

期然这裹水稻是主耍作物
,

而浮萍则是椽肥

作物
。

当然
,

江可以攀出更多的频型和各种过渡的形式
。

但是用以上 发佃频型 做例子

已握足够甜明水稻田椽肥耕作制和其他水稻耕作制度的不同默
,

以及各种水稻 田 椽

肥耕作制之简的共同默和不同默
。

撇的盆来
,

水稻田的椽肥耕作制和其他水稻耕作制度的不同黝
,

就在朴它包括

有对土壤培肥具有重大意羲的椽肥作物
。

同峙也就是它比其他水稻耕作制度僵越的

地方
,

通合朴社会主羲矍苇制度的耕作制度必须能够培育土壤的肥力
,

业且在土壤肥

力不断提高的基磁上镬得高额而薇定的走量
,

这是正稚的篷用水稻田禄肥耕作 制所

能蓬到而其他的水稻耕作制所不能够建到的任路
。

培育土壤肥力的朋樊在朴握常的供粉植物以大量的有机臂
。

通过土壤微生物的

腐解作用
,

一方面不断的崖生新解的活性腐殖箕
,

来改良土壤的物理性箕 另一方面

使有机物箕碳化来供抬充足的植物管养料
。

除了撇肥耕作制外其他水稻田的耕作制

度不能普遍而且翘常的供抬这檬大量的有机物鬓
,

来促准土壤微生物活勤
。

各
·

种水稻田的撇肥耕作制
,

通用朴不同 的遗境修件和不同的耕作技析曹展陪段
。

以下孵以浸江逼域种植一季中熟稻的雨作水稻 田将主耍对象
,

涉及其他情况
,

甜渝水

稻田椽肥耕作制的各侗主要遗旬和它俩的酮键简题及聆展前途
。

水稻田椽肥耕作制中的椽肥作物 首先衬流冬季椽肥对土壤肥 力和 对主

要作物 水稻 的作用
。

种植一季冬季登顿释肥作物如紫霎英或茗子
,

在畏江区域可

狸得
,

斤到
,

斤的地上部分 重 和相应的地下部分
,

这些有机物箕在春天翻

入土中
,

李孕水妙啧尽丁哗行弩粤华甲
。

参与这腐解作用的主要胜物拿社是嫌氧性

的
,

在这种特定的腐解作用下
,

土壤的物理性箕和化学性置有了很斯著的改善
。

物理

性直方面
,

最颖著的表现是压椽肥的田比不压椽肥的田髯枚 易耕
,

诚强板枯现象 同

峙由龄土鬓耘敦
,

盛夏峙放水晒 田
,

不致朴造成过大过深的裂隙
,

引起再灌待股重的

漏水现象
。

在天氧乾旱峙
,

压椽肥的田比不压椽肥的田保水性强
,

裂隙性弱
,

因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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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受更是期的旱期
,

以上这些是保征高额而稳定的水稻奎量的 重要修件
。

至朴更深

刻的了解水稻土的物理性臀对水稻生童的作用和压椽肥对水稻土物理性鬓 的影响
,

 需要深入的有系就的科学研究工作
。

椽肥压青以徒
,

碳直化很快
。

根攘在武漠的侧定
,

压椽肥援的雨佃星期
,

土壤中的

然机氮素养料就有颖著增加阅
。

然机氮素养料的颖著增加
,

不谨我明土壤中氮素养料

水平的提高
,

而且靓明在有机物鬓碴暨化作用淮行中一系列的微生物活勤的加强
,

和

各种有毓植物养料水平的提高
。

这方面准一步的深刻研究也是十分需耍的
。

以一季中熟稻焉主耍作物
,

在是江流域
,

有充足的特期种植紫霎英或茗子
,
秋梭

播种不成简题
。

朋春援一般都在盛花特压椽肥
,

但也可以稍晚
,

譬如甜在四 月压禄肥
,

五月上
、

中旬擂秧
,
可以取得很好的肥效

。

在四月中旬压椽肥
,
有些 品种还在盛花期

,

有些 品种期 已拮实
,

可以将需耍的种籽收下徒再行压青
。

一般来薄
,

椽肥种籽成熟较

晚
,

故不能在压椽肥的田 中收种籽
。

在成都平原有一种好的办法
,

即在种籽半熟特就

孵需耍的种籽收下
,

在屋顶上晒熟
,

这檬既可以不致压青太晚
,

也不需另留种籽地
。

当然
,

种籽阴题也可以用其他方法解决
,

限龄篇幅
,

此处从略
。

根碟蛊民的粗磁和我仍的实墩拮果
,

也可以压椽肥以培育秧田 三月中
、

下旬压

释肥
,

以徒灌水整地
,

四月上
、

中旬播种
,

肥效很好以〕
。

目前椽肥的走量普遍很低
,

每献地上青重只
,

斤左右
,

只能勉强满足本遥水

稻的肥料需耍
。

因此
,

前述的第一种组型目前是最普湿的形式
,

这种情况就限制了水

稻田椽肥耕作制度的淮一步摘强
,

因焉它使得土地的种植指数不能大放
“ ” 。

如果每

献撇肥崖量能提高到
,

一
,

斤的地上青重
,

 一献椽肥作物可以施三献地
。

每年夏季种水稻
,

冬季三逼中有二逼种款频或技橱作物
,

 土地的种植指数可以提高

到
“
 

, , 。

这檬
,

挑乎所有雨作 田都可以推行水稻禄肥耕作制
。

上述情况是完全办得到的
,

成都平原的矍民
、

各地裁欲研究机阴和先淮寰民也都

征实 了每献收镬 民 斤以上的紫霎英或茗子 地上青重 是有把握的
。

种植得法
,

在入冬以前就能得
,

斤以上青重
, 朋春筱生是得更睐盛

,

到四 月中旬可逢 乓

斤以上
。

分析各地紫霎英或茗子童量提高的原因
,

其朋键在铃  提高种籽的聆芽率和

增加播种量 注意朋簿排水 椽肥作物施肥
。

以上三项
,

各地都有很好的先推

握麟
,

目前有足够的修件提出这檬的初步耍求 即每献椽肥只有
,

斤左右的提高

到 , 斤左右
,

使得能完全满足本逼土壤的耍求 已篷 乳 斤的
,

提高到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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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斤
,

使得一献椽肥可供二
、

三献田地用
,

从而提高粮食和技橱作物的种植指数到

,’
’
八一

” 。

蓬到这佃水平援
,

就有修件更普遍的推魔水稻 田禄肥耕作制
。

上面是指以一季中熟稻焉主要作物
。

在静多种植双季稻的地逼
,

简题就不在拎

殷法增加冬季栽叛或技橱作物的面猜
,

而在朴如何使得在较短的生畏期中镬得较多

释肥青重
。

一般都是在双季稻晚作尚未收攫晗
,

将紫霎英或苔子撒播在田 中 生板法
,

既不整地
, 又是撒播

,

椽肥生畏难得健旺
。

同峙
,

如果不整地
、

不压翻稻根
,

则可加重

螟害
,

对来年水稻胳有很不好的影响
。

另外
,

撒播椽肥固然因焉有机臂的增加可以改

良土壤耕性
,

但却曦牲了秋筱耕犁
,

所以就是对土壤耕性来薄
,

也是有利有弊
。

因此
,

双季稻推行糠肥耕作制
,

在朴双季稻晚作收镬援
,

孚取能够先翻耕整地
,

再行播种椽

肥种籽
。

如果选育晚播的品种
,

播种前耍用摧茅处理
,

播种筱耍注意排水及其他田固

管理工作
,

以提高碌肥走量
。

如果在这些方面能做出成精
,

对放推度双季稻可起更大

的作用
。

双季稻耍求土壤肥沃
,

肥料充足
,

因而也就更要求能实行椽肥耕作制
。

种一

季晚熟稻种 住 粳稻 秋天的简题和双季稻相同
,

春天将不像种双季稻那檬峙简紧迫
。

以上是指翠播紫霎英或苔子椽肥
。

根捺各地先准握撇
,

混播椽肥效果更好
,

湖南

多 潜紫鬓英和肥田幕 卜棍播
,

四川有将苔子和黑多混播的
,

捺言竞都比单播好
。

这些生

崔规徽都值得祥袖的加以德桔
,

业应配合土壤物理和化学性置的分析研究工作
。

刽

造厦良的混播释肥方法
,

可以大大的提高水稻撇肥耕作制对培育土壤肥力和提高作

物崖量的效能
。

目前
,

有些地方在推魔椽肥作物 紫霎英或茗子 和冬多或油菜尚行修播法
。

实

除上这相 当朴以倏行篇单位的分医翰作法
,

作物指数均等龄
‘‘

’
, 。

推魔者指出这方

法的主耍好处
,

在朴可以保征椽肥的 田简管理和施肥
。

如果分逼种撇肥和冬姿
,

 一

般餐民对椽肥田的管理和施肥就不够重视了
。

在这种简行倏播法中
,

雨种植物简的

相互朋傈
,

应敲加以研究
。

水稻田养萍是 目前所知的唯一有实践基磁的通宜龄冬水田的水稻糠肥耕 作 制
,

值得深入的研究
。

水稻田释肥耕作制的田 简管理
、

灌溉排水
、

土坡耕作
、

施肥 首先应孩 指

出
,

研究水稻田椽肥耕作制的田简管理简题
,

必复从耕作制的整体着眼和着手
。

如果

孤立的衬希共中某一季作物的田固管理简题
,

必然的会造成研究阴题上的片面性
,

业

且引起豁多 难以克服的矛盾
。

灌溉排水是实行水稻田椽肥耕作制的最重要的遗首之一
,

除水稻田养萍以外
,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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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释肥耕作制必然是应用拎雨作田
。

夏季种水稻
,

在水稻生畏的全部峙简或艳大部

分降尚内稻田灌水
,

土壤水分在鲍和情况下
,

通氟情况很差 , 而冬季椽肥作物或共他

冬季作物是旱生作物
,

冬季作物生畏期简
,

水田燮焉旱地
,

土壤水分不可过多
,

通氧

情况必需大大改善
。

实除上
,

各地生彦握教充分征明 正滩的阳簿排水是提高椽肥作

物崖量
,

盆从而提高水稻田椽肥耕作制水平的朋键朋超
。

目前
,

大多数椽肥每献只有

,

斤左右的青重
,

其主耍原因是由朴排水措施不好
。

同特
,

在坡地的冬水田
,

不敢放水种冬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

是怕春天灌不上水
,

耽

谈了水稻插秧
。

因此
,

在大簌周内 一佃自然水系翠必或在小羁圆内 一佃自然村或

一涸蛊苇生崖合作砒 改推灌溉排水系兢是诚少冬水田面横
,

按大和提高水稻田椽肥

耕作制的朋键简题
。

在畏江画域
,

很多地方上坡的水顺坡穿田而过
,

首先应改焉修建

池塘蓄水业另朋婆簿渠
,

引水宣拽
。

阴朴土壤耕作法阴题
,

首先耍提出 的是应雇一切可能避免探用 “

生板
, ,

法
。

所稍

“
生板

, ,

法
,

是指在水稻收镬援
,

不艇通当的土壤耕作
,

就将椽肥种籽撒播在地面上
。

“

生权
’

法有静多壤处 首先
,

将种籽播在由朴水稻根兜所造成的凸凹不平的地面上
,

骚井很不一致
,

出苗率很低
,

撒在凸起地方的种籽 因乾旱而登茅潺援
,
甚至初登芽极

幼苗被烈 日晒死
,

较低地方的种籽别因水分大多而不能鳌芽
,

只有在高低滴中的一部

分种籽得到便良的鳌芽倏件
,

因此
“
生板

, ’

田的出苗情况一般提续珠斑默默的
,

这就颖著

地影响了地面覆盏度和青重童量
。

各地就腕桔果征明
,

提高播种量和蜚芽率是提高

禄肥嵌量的重耍朋键之一
。

提高癸芽率一方面耍靠种籽播种前的处理
,

一方面耍靠

改推土壤的耕作直量
。

“

生板
, ,

法的另一涸主耍缺默是妨碍水稻除螟
。

毅死螟蠢 卵瑰 是治螟 的主要方

法
。

但用
“

生板
”

法种椽肥
,

水稻根兜仍留在田中
,

加以有椽肥枝菜的蘑蔽
,

就篇矗卵

越冬荆造了良好的倏件
。

所以过去甚至有反对水稻 田种椽肥的建漩
,

这滩是 因噎磨

食的看法
,

但这矛盾攀竟是应 孩解决的
。

因此
,

魔除
“

生板
, ,

法
,

提倡水稻收镬徒禄肥播种前的土壤耕作
,

是推魔和提高水

稻 田椽肥耕作制的圃键阴翘
。

水稻收镬援即行翻耕
,

菊根兜完全压入土中
,

耙平
,

必

耍晗朋排水簿
,

用倏播法播种椽肥种籽
,

是桔合稻田治螟提高椽肥的重要措施
。

必筑指出
,

磨除
“

生板
, ,

法是有相 当困难的  努勤力缺乏 椽肥的生畏期尚

题晚稻或双季稻田 和 登民思想上不重视椽肥作物
。

要克服第一项困难
,

在祖徽

起来的基碰上是完全有倏件的
。

对拎克服第三项 困难应孩指明
,

通过提高每献椽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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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量不谨可以肥田和增加水稻崖量
,

业且可以增加冬季款茹和技析作物的面精
。

如

果一献地生畏 乓
,

斤椽肥青重
,

可肥三献地
,

则可推行三逼翰作法 如果一

献地只生是 , 一召
,

斤禄肥青重
,

只能实行最筒单的水稻椽肥翰作法
。

前者种

植指数焉
“ ’

’,

援者只有
“ 尸

。

克服第二项困难
,

应从选育椽肥品种和用播种前催

芽法解决
。

选育逾宜朴各种情况的椽肥品种是十分重耍的工作
,

用搓偏种皮和浸种

相桔合的催芽法可以提早种籽出芽 豹一星期左右
。

争取一星期的晗简
,

对上述第二

项困难的克服往往是成欺圃键
。

以上是斜对椽肥作物的栽培而希土壤耕作
,

至朴如何就整佃水稻田 椽肥耕作制

而谕的完整的土壤耕作法
,

目前简然倏件甜瑜
。

在各侗较先毽的地医
,

德拮登民生贰

握瀚
,

分析整理出一套基本耕作法是十分重耍的工作
。

阴龄施肥法尚题 我俩的工作一向陷朴把椽肥作焉一种肥料
,

业舫它与别

种肥料对比
,

考究它们阎的僵劣利弊
,

这是一种很不正稚的研究方法
。

首先椽肥的效

果与其他肥料的效果有鬓的不同
,

不能就其一黝雨默做片面的对比
,

例如
,
此较共含

氮量
、

含三耍素量
,

或在等氮量的基磁上此校其对主耍作物的肥效等
。

椽肥的肥效不

能只用它所含的三耍素量的多少来砰值的
,

它有更重大的培育土壤肥 力 的意羲
,

而

且
,

即使我俏在等氮量的基碰上或在三耍素 含量的基磁上比较其对主耍作物的肥效
,

得到了比较数字
,

这业不能回答我啊所耍解决的阁题
。

我们的简题是如何在水稻 田

椽肥耕作制的墓磋上准行合理施肥
,
争取更高的走量和更高的努勤生走率

。

因此
,

不

是椽肥与其他肥料相互就争
、

相互淘 汰的简题
,

而是相互配合
、

相得益彰的周题
。

不

刹正这观默
,

我他的研纪工作是找不到 出路
,

得不到实除拮果的
。

因此
,

应孩首先肯定椽肥作物是水稻田撇肥耕作制的基本瑕箭之一
,

同峙也耍肯

定水稻田椽肥耕作制比其他水稻耕作制在蛊案建投中的先淮性
,

它是 目前所知的有

生崔实践基磁的 不同朴在我团尚在想像陪段的水稻草 田翰作制
,

能魔泛实行的
,

业

在不断提高土壤肥力的基礴上缕得高额而稳定的崔量的耕作制 不同朴现有的共他

水稻耕作制
。

然援
,

才有倏件研究水稻 田撒肥耕作制的施肥法周题
。

在施用氮肥方面
,

各地的握球和就敬桔果征明以登科植物焉墓本撇肥作物
,

其所

含的氮素
,

基本上可以满足整佃翰作制中各作物对龄氮素肥料的需耍
。

一献地生资

乳 斤椽肥 青重
,

速地下部分共豹有 , 斤
,

含氮 斤
,

其中 斤以上是从空

氧中东的
,

可供抬比较高额康量的水稻的基本需耍
。

如果一献地生彦 , 斤椽肥 青

重
,

在共他倏件配合不上的情况下
,

水稻会走生施氮肥太多的不良现象
,

故应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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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二
、

三献田中
。

因此
,

在水稻田椽肥耕作制中施用其他肥料
,

重黯应放在争取准一步

的提高雀量的施肥法上
,

而不是与椽肥此短畏
。

在椽肥播种特施用少量 每献 斤

氮素肥料 与其他肥料配合
,

对朴椽肥作物的旱期登育十分有利
,

能提高整锢糠

肥耕作制的水平
。

在水稻及其他冬季作物的生是期中
,

按照生是情况和 当降的其他

倏件
,

施用遭量 的追肥是准一步提高逢量的措施
。

除作焉追肥的有机肥料 如粪水

等 外
,

共他登家有机肥料应孩主要用在不遭合朴实行水稻田糠肥耕作制的田地上
,

或者配合秋耕
,

施用朴冬季作物
。

根瘤翎菌接种
,

在水稻田椽肥作物的新推魔逼有很颖著的作用
,

不准 行人工接

种
,

依靠天然咸染
,

在新种椽肥的头挑年往往生是不好
。

准行人工接种配合其他漫良

栽培方法
,

第一年都可以镬得较高的崖量
。

顺便衬希到秧田椽肥尚短
。

根檬矍民握嫩及献磁研究
,

秧田椽肥 秧田饱青 对

朴以一季中稻焉主的水稻地逼是完全有修件的
、

现实的
。

根檬各地反映
,

简题不在转

水稻播种期早
,

得不到足够的青重或来不及嘴解生效
。

而在转如果泡青太多
,

氮素太

多
,

其他谍件配合不上
,

如天隐多雨
、

隘光和温度不够
,

游造成斓秧或共他秧田病害

等现象
。

颖然
,

这是利用碌肥的技析尚题
,

不是用得用不得的尚题
。

秧田泡青不可太

多
,

在遭量的基磁上
,

按照秧苗生畏情次
,

配合施用追肥
,

是秧田的正滩施肥法
。

用撇

肥畏得很好的田做秧田
,

应在压禄肥之前割去一部分
。

这奥还可以指出
,

根掇秧田泡青的成功粗婉
,

在推魔水稻直播的地带
,

水稻田糠

肥耕作制仍瞥是可行的基本耕作制
。

在磷肥方面
,

应敲指出
,

撇肥 中含有相当丰富的磷素
,

压椽肥彼
,

在土壤中棘化

蕊植物能够吸收的有效性磷
。

因焉椽肥是完全肥料
,

突出的简题在朴椽肥中的磷肥

本身是耍有来源的
。

因此
,

强稠对椽肥作物施用磷置肥料
,

在水稻田椽肥耕作制中应

孩是一涸重默
。

目前
,

对椽肥作物重祖不够
,

一般不顺对它施肥
。

但各地献磁靓明
,

对

椽肥施肥是提高椽肥崖量
,

从而将水稻 田椽肥耕作制推向更高水平的朋键措施之一
,

对椽肥作物施用磷暨肥料
,

是尚接的对主耍作物施肥
,

这黑占在苏联的草田翰作制和其

他椽肥耕作制的实践中早就充分的征明了
。

肥效逞援的磷置肥料
,

如磷破石粉等更

迪合朴施用朴椽肥作物
。

钾肥应敲和磷肥同檬看待
,

但水稻对钾肥的需耍性不很颖著
,

有阴的献肺研究查

料义少
,

这裹暂不甜渝
。

阴朴磷钾肥料在水稻土 中的生物循堤过程
,

过去还没有研究过
,

今援应孩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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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筑了解其生物循遗过程
,

才能够掌握科学的施肥方法
。

根攘现有的椒少查料
,

十字花科植物
,

如肥 田藕 卜等同化土壤中磷化物的能力比

较强
,

这指出紫雪英 或茗子 和肥田感 卜混播的慢越性
。

矍民趣骸也征明混播椽肥

此单播好
,

这默需耍更深入的耙桔矍民翘墩和就欲研咒
。

最徒
,

阴朴供拾有机臂方面
。

水稻田禄肥耕作制是 目前有实践基雄的
、

唯一能够

普遍大量供拾土壤以有机箕的水稻耕作制
。

在甜静这阴题之前
,

首先要指出
,

杜康查

耶夫在他的粗典著作中早就指出
,

黑钙土含腐殖鬓丰富的原因是和多年生草本植被

和它特定的自然烽件分不朋的
。

援来的学者仍往往疏忽了特定 自然燥件
,

而希望通

过种植多年生混合牧草
,
普遍的

、

机械的追求增加土壤腐殖箕含量
。

这默
,

在近年来

苏联的草田翰作制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批判
。

土壤腐殖鬓含量的增诚决定朴  有

机物资的供抬量 腐殖化过程的强弱 和  破物直化过程的强弱
。

在实行水稻

田椽肥耕作制的特定地带和特定修件之下
,

我俩是否应当追求土壤 腐殖鬓含量的不

断增是? 土壤腐殖箕含量应建到什磨耍求才能保靓土壤高度的肥力? 这一默是还没

有解决的简题
。

根攘在熟带和亚熟带
、

半派消和俱消氧候筐域土壤的有机箕含量
、

腐

殖置化过程等的一般规律来看
,

初 步的意兄韶焉不应歌强铡土壤腐殖箕 穗量的不断

增加
,

重黝应孩放在不断的供拾新生的
、

活性榭殖霓的阴题上
。

威廉斯及他的撇承者佣指出
:
对土壤肥力有朋的首要因素是新生 的活性腐殖置

,

因此
,
如果每年不断的供拾新生的活性腐殖鬓

,

而不强求榭殖置德量的不断增加
,

乃

是我介气努力的方向
。

水稻 田的椽肥耕作制能够满足这填耍求
,

每年能供拾新解的有

机直材料
,

握过嫌氟性焉主的嘴殖化作用而逢生新生的活性腐殖鬓
。

当然
,

阴朴水稻

田 中腐殖鬓的形成和燮化的规律还耍求我俩更深入的研究
。

以上是对朴水稻田称肥耕作制的概括介招
。

本文的 目的
,

与其甜是 税明水稻田

缘肥耕作制的基本特性
,

不如歌是希望对这咒题引起注意和争渝
。

研究这侗有实践

基磁
、

有费展前途的水稻耕作制的基本特性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是熟可侠疑的
。

只有

范檬
,
才能够建立科学的水稻耕作制度

,

渔应朴我团震巢建敲的耍求
。

穗 精

本文主耍分雨部分
:

1
.
甜蒲水稻田土壤的基本特性 (各地水稻土壤所共有的而且是水稻田 土壤特有

的)的鳌吮展
。

首先阐述水稻 田土壤的外界撰境倏件
,

着重朴地形和水文
。

其次甜瑜到



期 障辈癸
:
水稻土特性的翌展和水稻田的椽肥耕作制 111

水稻田土壤生物循遗的鳌展
,

指出水稻 田土壤的植物拿社特性焉
:
水稻是主要植被

,

嫌氟性微生物是主要的非脉色植物;指出水稻田土壤有机物直来源的贪乏
,

和有机箕

碳化过程的相对旺盛
。

也甜流了水稻田土壤剖面特微的登展
,

着重指出铁贾的移勤

和殿猜(由朴生物化学的还原和氧化作用)
。

最援甜谕水稻田土壤保水性的登展
。 _

卜

述主耍特性的癸展都指出 了水稻 田土壤中生物过程的主滇作用
。

由朴水稻 田土壤有

共同的特性的鳌展
,

而且这些特性的登展是由朴特殊的植物拿社的作用
,

水稻田土壤

应看作焉一佃特殊的土壤频型
—

水稻土
。

至朴它应作焉一佃土频或亚频
,

RlJ 是一

调尚待解决的简题
。

2

.

甜输水稻田的椽肥耕作制
,

分析粗成这制度的各佃主耍遗筋
,

指出这制度的先

淮性
,

它是有实践墓磁的
、

有癸展前途的一种水稻田的耕作制度
。

它以水稻焉主要作

物
,

椽肥焉培育土壤肥力的墓本措施
,

也可以包括其他冬季作物
。

按照不同情况契定

的水稻 田椽肥耕作制具有度泛的实蹼性
,

这制度能够在提高土壤肥沃性的 墓礴
_
E猎

得高额而穗定的崔量
。

指出以一季中熟稻焉主耍作物的水稻 田椽肥耕作制的准一步

提高
,

首先在转提高椽肥作物的单位面精童量
,

争取每献椽肥生童 氛000 一6,
0

00 斤的

地上部分青重
,

因而使水稻田椽肥耕作制的种植指数提高到11/
:。

指出以双季稻焉主

耍作物的水稻 田椽肥耕作制的阴键简题
,

首先在朴解决播种椽肥和土壤耕作之 简的

矛后
。

对朴上雨周题都指出了解决阴题的途攫和有阴的先淮生康握段
,

封豁了 争取

椽肥作物高嵌量的一系列的圃键简题
,

包括
:
输作制

、

品种和种籽的选择禾丁处理
、

翠播

糠肥和混播椽肥
、

灌溉和排水
、

土壤耕作法
、

根瘤蒯菌接种和施肥方法
。

业且强 稠指

出
,

必镇就整佃水稻田椽肥耕作制来研究这制度的全面意羲
,

不可孤立地将释肥看作

焉一种施肥方法来和别种施肥方法此较某一方面的短畏厦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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