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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丰产的土壤环境及其调节

中国抖学院土壤研究所震业丰崖总结姐
‘

水稻土是我国的主要耕作土壤之一
,

在全国各个农业气候带和不同 地形
、

母盾及水文

条件下
,

凡能通过人为措施以满足水稻对水分的要求
,

以及具有适于水稻生长发 育的地

区
,

都有水稻土的分布
。

而秦岭
—

淮河以南的亚热带和热带地区
,

水稻土的分布最为厂
’

朋
。

本文的内容主要是南方水稻土的初步研究总拮
。

水稻土是人类劳动的产物
。

它的成土条件是自然环境和人为的农业生产活动
,

而只

后者为主导
。

它的形成发育主要是为农业生产措施定向控制的熟化过程
,

是由筒单向复

杂
、

由低极向高极发展的过程
。

它的肥力可以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

不断提高
。

士壤肥力是作物生活的土壤条件
,

也是土壤的物理
、

化学和生物学性盾的粽合集中表

现
,

屯是土壤的基本特性
。

但是到现在为止
,

对于土壤肥力的概念还存在着分歧的意晃
。

旧的肥力概念都欲为是 土壤具有供抬农作物所需要养分的能力
,

也就是土壤肥力水平仪

决定于土壤中植物养分含量的高低
。

肯定的禽
,

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

但是不能全面的反映

土壤肥力的本盾
。

苏联土壤学家威廉斯阐明了植物生活因素就是栽培条件的理偷
,

并指

出光
、

热
、

水分和养分是植物的生活因素
,

而光和热是宇宙因素
,

来自太阳光能
,

宜接影响

植物的生长
,

水分和养分是地球因素
,

要通过土壤才能影响植物的生长发育
,

因而提出了

土壤肥力的新概念
,

就是在植物生活时期
,

同时供应植物所需要的水分和养分的能力
,

高

度肥沃的士壤就是在同时期内以最大限度的满足植物生活所需要的同等重要而不可缺少

的这两种因素的能力
。

近几年来
,

通过我国农民丰产握盼总桔
,

特别是农业生产大跃进以来
,

对丰产水稻的

研究
,

充分视明这种看法是此较全面的
。

但是进一步了解到
,

士壤通气能力的好坏和土壤

温度的变化对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和士壤的生产性能具有很大的影响
。

如表 所示材料
,

从养分的赊量以及保肥耐肥能力来看
,

下等高山土均比上等岛山土为好
,

但由于下等鸟山

土的地下水位较高
,

影响到土壤的水分
、

空气和热的状况
,

从而表现在土壤肥力和作物产

量上反被上等焉 山土为低
。

这就淤明了决定土壤肥力的因素不仅是水分和养分
,

而是水

分
、

养分
、

热量和空气
,

而且它俩之简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着
。

这样我们就进一步发展了土壤肥力的概念
,

也就是在农作物生长时期
,

土壤中不但要

具有同时而不断地供拾作物所需要的水分和养分的能力
,

还必须保征满足所需要的热量

本亥由肠落之
、
陈家坊

、

刘芷宇
、

文启孝等同志执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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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空气
。

高度肥力的水稻土就必填是高度熟化具有比被丰富的养分
、

良好的土壤播水性

和保水性
、

优良的通气条件和吸热保温的能力
。

但是肥沃水稻土的这些条件只具有作物

丰产的可能性
,

要获得高额丰产还必须全面食彻
“
八字宪法

” ,

运用各种农业生产措施
,

剥

节土壤中水
、

肥
、

热
、

气的情况
,

使其及时的适量地满足农作物不同生长时期的需要
。

因此

高度肥沃水稻土既要具有作物生活所需的水
、

肥
、

热
、

气的供应
,

积累和保存的能力
,

更要

具有便于采取各种措施稠节水
、

肥
、

热
、

气的良好性厦
。

班 上等岛山土和下等肠山土耕作脸的葬分胜 江苏常熟

土 名
有机厦 全 氮

水 解
性 氮

有机磷

落克 克土 酱…淤
肥力 水 平

军众爵定

上 等局山 土

下 等局 山 土 斗 科

一 。一 上 等

,
·

‘ ”
·

, 下 等

人岑名‘了门了试钊

工一

护‘、一,上‘

斗

水稻士分布于不同的农业气候带
,

起源于各种沼泽土
、

草甸土和地带性土壤
,

具有不

同的形成规律
、

发育阶段和发育程度
,

因而水稻土的肥力水平也不完全一样
,

土墩肥力的

主导因素也常因地
、

因时而有所不同
。

但是肥沃水稻土也具有一般的共同特征
,

便是能够

为水稻 以及小麦等 根系的活动和地上部分的生长发育
,

提供极为良好的土壤环境
,

并具

有便于刹节水
、

肥
、

热
、

气等肥力因素的土壤性盾
。

土壤水分和空气不但是直接影响着作物的生长
,

而且对养分的搏化和土温的变化也

有密切的关系
。

长期的士壤水分趁鲍和状态
,

对水稻的生长发育也不是有利的
。

长期清

水时
,

由于土壤中的生命活动
,

使土壤中空气和土壤溶液中的二氧化碳含量迅速增加
,

而

氧气降低
,

不利于水稻生长的还原性物盾得以积累
,

而养分的释放受到抑制
,

土壤温度和有

益微生物的生活活动受到影响
,

促使水稻生长环境趋于不良
。

因而
,

水稻的生长发育就要

求交替的稠节土壤水分和空气的情况
。

但是土壤中水分和空气是矛盾的
,

肥沃水稻土同

时具有优良的透水性和保水性
,

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必要条件
,

而决定这些特性的是地 卜

水位不宜过高
,

一般要在 厘米以下
,

以便于排水 另一方面是具有良好的土壤盾地
、

精

构
、

耕性和剖面特性
。

肥沃水稻土具有养分积累
、

保存和供应的能力
,

它不但含有较多的活性有效养分
,

而

且更重要的还含有大量非活性有效态的养分
,

以便在水稻生长期简可以源源供应
。

同时

还具有保肥耐肥的能力
,

一方面有利于养分的积累保存
,

另一方面在大量施肥情况 下
,

不

致由于养分过多而引起
“
烧苗

, , 、“

倒伏
”
现象

,

又不会把养分牢牢地固定起来
,

妨碍水稻的

吸牧
。

这样
,

就靓明了肥沃水稻土既要含有丰富的有机和无机养分
,

又要有较大的保肥耐

肥能力
,

而决定趁一些特性的主要是土壤中有机厦和粘粒的含量及其粗成
。

肥沃水稻士的热的状况
,
目前研究的还不够深入

。

根据农民的握盼
,

土温低的冷水田

是低产田
,

而肥沃水稻土基本上都是暖性的土壤
。

这就靓明了肥沃水稻土需要有良好的

吸热和保温能力
。

这种能力决定于土壤特性和水分条件
。

同时也指出了研究土壤热力学

的重要性
。

肥沃水稻土不仅受士壤耕作层性厦的影响
,

而与整个士堆剖面性状有 关
。

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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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的
“
好

, ,

写
‘

次
, ’

的两种思千土
,

从耕作层的一般性质看来
,

两者相差不很明显
,

但次禺

千土所以
“
次

”的原因
,

就是剖面盾地过于粘重而造成土壤透水性能较差之故
。

一般的锐
,

肥沃水稻土应具有良好的耕作层
,

不紧不松的犁底层
,

既不影响作物根系伸延发育
,

又不

获 好属千土与次用千土副面的一般性肤 湖北李惑

毫克

哎,一尹目,一,,工,自一,山 !魂,上

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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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 粒

叼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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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粘士

,“月口一工,孟,佑在‘,产一一

夕刃一一一一占一一

卜飞了、一一层、了一石
卜

一,占七厂口一斗一一斗一习气了、一一

一斗一斗,

层 次

厘米

一

一

一 斗

一

一

一

弓

中于一

剧一一

好禹干土一次篇土干

致引起过多的漏水漏肥 同时剖面中常具有斑救层和青泥层
,

前者指示土壤具有干湿交替

的客观条件
,

后者表明土壤具有良好的水分条件而有利于保肥保水和通气透水
,

这样就能

满足土壤肥力因素水
、

肥
、

热
、

气的赔藏和稠节的要求
。

水稻士的肥力是其物理
、

化学
、

生物等性盾的粽合反映
,

而这些性质
,

又是与其形成过

程紧密地联系着的
。

水稻的生长发育需要一定时期的灌溉水层
,

因此水稻士每年都有季

节性的淹水时期
,

这就决定了水稻土形成趁程的共同特点
,

也就是水耕熟化过程和早耕熟

化趁程交替进行的特点
,

既不同于自然土
,

又有别于旱作土壤
。

水稻土在灌上水时
,

耕作层的土壤水分呈过鲍和
,

因而土壤的固
、

气
、

液三相共存状态

变成了固
、

液两相共存
,

而缺少空气 犁底层以下至地下水面以上各土层中水分呈鲍和或

不鲍和状态
,

虽有空气存在
,

但与大气之简的交换却被隔艳了
,

因而水稻田的土壤中
,

氧化

还原物质的种类和数量在土壤剖面中的分布很不均匀
,

而旱作土壤或地带性自然土壤却

完全相反
。

表 所示的氧化还原电位的桔果
,

就是这一些情况的粽合反映
。

玻 水箱田和早地土公的叙化还康电位 毫伏

一
    

’ 度 ’ 地 一一二一
气

一 竺 一一 里一
一

褂 二朴触
南 京 , 千 土 江四资溪黄生泥 防武进白士

州
, ‘ 。。 , 一

曰 ’ 犯

巧一
,

娜
月

斗  钻

叨一, ” 一 一

水褶田的电位是在水稻分集期测定
。

的 系在 。一 周来处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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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拮果锐明水稻土在灌水时
,

土壤中还原过程占了主导地位
,

使致锰等化合物被还

原为低价形态而进入溶液
,

并随着下渗水而移动 在排水时
,

氧化过程占了主导作用
,

还原

性物盾又被氧化而淀积
,

引起土壤剖面中氧化还原物盾的分化
,

形成了斑救层或绣杖层
,

成为水稻土剖面的重要特征之一
。

水稻土中代换性盐基的含量和粗成及其在剖面中的分化
,

主要受到
“

淋溶
”
和

“
复盐

基
, ,

两个对立过程的粽合影 响
,

是灌溉和施肥 特 是施用石灰
、

草木灰等 等人为措施所

决定
。

例如在酸性水稻土上
,

由于施用石灰
、

草木灰以及灌溉的拮果
,

非但土壤的盐基鲍

和度斡其母盾 自然土或旱作土 显著提高
,

而且受到下渗水的影响
,

在 一 厘米的深

度有所积聚
。

再如石灰性的自然土
,

在种植水稻以后
,

盐基在剖面中的分布显然受到了灌

溉水的深刻影响
。

总之
,

代换性盐基在土壤剖面中移动的速度和张度
,

水稻土都杖 自然士

或旱作土为孩
。

因此
,

代换性盐基在土壤剖面中的分化
,

水稻土具有与其他土壤显为不同

的特点
。

水稻土剖面中的物厦分化
,

除了因化学作用而外
,

还有土壤中较韧颗粒的机械淋溶
。

水稻土表层由于淹水的影响
,

上层粘粒往往沿着土壤孔隙 下移
,

加以水分的渗压和耕耙的

影响
,

而逐渐形成盾地较为粘重的犁底层
。

这也是水稻土剖面的重要特征
,

与自然士或早

作土有所不同
。

表 为 自然土 沼泽土
、

旱作土 小粉浆土 与水稻土的机械粗成
。

从表

中可以看出
,

沼泽土的地面水与地下水速在一起
,

没有水分下渗作用
,

土壤颗粒按一般

静水沉积规律
,

粗粒先沉
,

扣粒后沉
,

所以粘粒在剖面中的分配为上高下低 若为多次沉积

当有所不同 而早作土壤由于田面没有淹水
,

虽有灌溉措施加于其上
,

但粘粒在剖面中的

移动速度和强度都很援弱
。

因此
,

盾地剖面都与水稻土有所不同
。

表 水抽土
、

早作土及沼译土的机械粗成 江苏兴化

土 名
层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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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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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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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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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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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水稻土的腐殖盾粗成也与其他土壤有显著的不同
。

一般的锐
,

宅与草甸土
、

褐土的差

异较大;而与献壤的差异较小(表5)
,

主要表现在
:
水稻土的胡敏酸的相对含量较其他土壤

为高
。

此外
,

根据胡敏酸的光密度和絮凝极限值来看
,

水稻士胡敏酸分子的复杂程度也与

其他 自然土有所不同 (表6)
。

可能这是由于人为耕作施肥
,

特别是施用大量有打UJ 巴料之

故
,

同时也与其特殊的水分状况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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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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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土在种植水稻时
,

土壤几乎握常呈嫌气状态
,

因此其中嫌气性糊菌的相对数量较

旱地大为增加
。

但是由于灌溉渗漏的拮果
,

不断把氧气带人土中
,

而烤田落
一

于以及栽种

冬作时
,

土壤通气情况优良
,

因此水稻土中也同样发育大量好气性及兼嫌气性的微生物

(表7)
。

这些微生物中
,

有的是适应了低氧环境
,

有的则是在特殊条件 卜发 育的特殊种类

(表8)
。

可冕在微生物数量上和区系上
,

水稻土也与旱地或 自然土有显著的不同

孰 7 水稻土和早地中徽生物的平均数.

‘
! 溉

/克
井

放 筱 菌
(万/克士 )

具 菌
(千/克十)

早 地

水 稻 土

(小粉土)

(焉千土)

65 9

752

373

1 17

粽上所逮
,

由于水稻土的形成过程具有水耕熟化过程与旱耕熟化过程交替进行的特

点
,

因而反映在一些理化性反与生物伸性上
,

既不同于 自然土
,

也不同于旱作土壤
。

显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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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些与自然土和早作土壤完全不同的基本胜盾也就是水稻土的共同的性盾
。

尽管水精土

的形成过程具有共同的特点
,

也反应出水稻土具有一些共同的基本性厦
。

但由于水稻土

是在不同地区
、

不同时简起源于不同的 自然土
、

旱作土或岩石风化物和运积物
,

并受着不

同的成土条件的影响
,

特别受着历史上小农握济砒会的生产条件所支配
,

因而各种水稻土

除有共同之点以外
,

也各有它的特殊性
。

班8 南京下肠系漪土性毋熨上肠, 的土. 中陇, 各口的出砚帆牢(% )

(小 粉 土)
自 然 土
(黄褐色土)

土
‘

、夕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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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了
、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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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679383%22380.8污J.5污81103627朽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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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好3121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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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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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19 。

斗

0

08少少

一
U
心1
0

8
‘It史月冷几

叫
。

护

在不同农业气候带内
,

气候条件的差异
,

农业制度和耕作措施的不同
,

影响水稻土形成

过程的地带性特征
。

一般的轰
,

北方水稻田土壤大部是一年一熟
,

土壤熟化过程握常同积

盐过程作斗争
,

大部分是碱性水稻土
,

土壤剖面层次的分化不若南方水稻土明显
。

南方水

稻土又自北而南随着农业气候带的变化而有不同
。

北亚热带和稻麦两熟地区 (秦岭淮河

—
大巴山与长江下游之简)

,

水稻土大部分发育于中性或微酸性母厦
,

土壤熟化过程常

与白土化天然淋溶过程作斗争
,

大部分士壤近中性反应
,

粘士矿物以 2 :l 型为主 (漾脱石

与伊利石为主)
,

士壤代换量被亚热带和热带水稻土为高 (表 9)
,

腐殖盾粗成中
,

第二粗

胡敏酸含量较高(8另土)
,

且常较第一粗胡敏酸的量为多 (表 10 ); 土壤微生物区系粗成
,

自北而南也有差异
。

在北亚热带水稻土中
,

芽抱杆菌的相对数量高
,

亚热带杠壤地区的水

稻土lllJ 少
,

而球菌的分布相反 ;真菌中的面菌在江苏地区水稻 田土壤中几乎没有
,

由此而

南其相对数量却逐渐增加
。

南亚热带和热带双季稻地区(南岭以南)的水稻土; 其熟化过程樱常同淋溶过程作斗

争
。

除了大量施用石灰和发育于石灰性母盾上的水稻土以外
,

大部呈酸性反应
,

粘土矿物

以 1
:I 型为主 (高岭石为主)

,

代换量也较低(表 9)腐殖质粗成中第一粗胡敏酸(> 9多)为

胡敏酸的主体
,

第二粗胡敏酸很低 (0一4多);第一粗富啡酸远校 1a 粗为高 (表 10)
。

典型

亚热带双季稻地区(长江与南岭之简)水稻土的形成过程与基本性质介乎上述两个地带之

简
,

但接近于南亚热带的水稻土
。

在同一农业气候带内
,

水稻土的地域性特征
,

一方面表现在地形
、

母质及水分状况等

自然成士条件对水稻土形成过程的影响
,

而且也表现为自然成土条件对水稻土的前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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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而为水稻土所推承 ;更重要的一方面
,

各地区的不同的农业制度和耕作措施对水稻土

生成发育的影响则更为显著
。

水分状况是水稻土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

对于自然土壤
,

这个因素可以影响到

士壤的发育方向
,

各种地带性土壤与水成士的不同就可作为例征
。

在水稻土的熟化过程

中
,

由于人为措施的改造和稠节
,

水分状况同样可以影响到水稻士的熟化方式以及熟化的

速度和程度
。

例如沼泽土起源的水稻上
,

在熟化的初极阶段时
,

由于地下水位过高
,

排水

不良(水分状况属地下水型勺
,

因而沼泽过程在熟化过程中占了优势
,

从而在土壤剖面特征

以及其他理化和生物特性方面
,

表现出与地表水型或良水型的士壤有所不同
。

表 n 所示

桔果
,

我明由于水分状况的不同
,

影响到土壤中有机质的积累及其性盾 (此处用 C /N 比

表示)
。

从表 11 中可以看出
,

有机盾的积累及其C /N 比值因地下水位的升高而增大
。

我 11 不同水分胶况的土. 中有帆贡和氮派含I (平均值)

地 点 } 地 形 水 分 状 况 标 本 数
有 机

_
质

(% )
全 氮
(% )

碳/氮

江江 西西 山 地地

户户 东东 丘 陵陵

下 水 型

水 型

O
。

1
65

0

.

1 2 6

1人
6

,占
2地良

山山 地
’’

、 地 下 水 型型 1222 3
.
2333 0

.
15魂魂

良水 型 和地 表 水 型 3
.
08 0

.
158

:

29门上地 下 水 型

良水 型 和 地 表水 型

0
。

1
5

0

0 1 3 0

1

一

I

lweesk详es,wel一

…

千千 原原
。 中 简 型型 666 3

.
1888 0

,

1 6
555

良 水 型 和 地 表 水 型
2.62 } 0

.
165

所胡地域性特征
,

主要是 自然环境条件在水稻士及其前身形成过程中的粽合影响的

反映
。

耕作历史愈久
,

耕作技术愈完善
,

土壤的熟化程度愈高
,

这种自然环境条件在土壤

中的影响也就丧失愈多
,

而人为措施的影 响也愈为明显
。

这就挽明了为什么在同一农业

气候带内
,

不渝水稻土起源于什么士壤都可以向同一方向发育
,

而成为同一类型的水稻

土
。

例如江苏太湖流域
,

不渝水稻土起源于
“沼泽士 ,’.

“
草甸土

, ,

或
“
地带性自然土

” ,

在种

植水稻以后并培育到具有高度肥力水平时
,

都会具有香沙鳝血化的共同特性(如沼泽土起

源的鳝血黄泥土或鳝血扁山土
,

地带性自然士或草甸士起源的血栋焉千土或肛筋思干土

等等)
。

通过以上水稻土各种基本性盾的衬箫
,

可以看出
,

水稻士的基本性盾可分为
“易变性

的”
与
“
相对稳定性的

, ’

两类
。

所葫
“易变性的

”
就是对人为耕作措施的反映蜕敏

,

例如土壤

中的有机盾的积累和养分状况
,

以及因此而受到深刻影响的土壤拮构性状等
,

都可以因施

肥特别是施用有机肥料而迅速改变
。

所韶
“
相对稳定性的

” ,

如士壤的机械粗成和粘士矿物

粗成等
。

通常所受一般耕作措施的影响比较援慢
,

不过它们在决定土壤肥力状况上所起的

作用
,

却可因士壤熟化程度的提高而逐渐退居次要地位
。

例如土壤的过粘或过砂
,

都可以

因土壤中有机质的增多而减蚁其不良的影响
。

构成土壤固相部分的矿物盾和有机盾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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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性质的基础
,

它俩的粗成比例和性盾是决定土壤一切属性的内在因子
。

其中有机质
,

从数量上来搅
,

任何时候总是居于次要地位
,

但在决定士壤其他特性时
,

以及易受人为控

制来搅
,

它又始胳是具有决定性的一个方面
。

土壤中的其他理化及生物特性
,

都可以因土

壤中有机盾的积累而改变
,

促进其在提高土壤肥力方面的作用
。

基于以上的衬渝
,

尽管水稻土的性盾反映出地带性和地域性的特征
,

以及熟化方式的

不同(如泥肉化和鳝血蚕梦化等)
,

但各种类型简
,

凡是具有高度肥力水平的水稻士
,

在土

壤性盾上可以表现出更多的共同性
。

表 12 所示为六对不同地区不同起源
、

不同时简的水

稻士的一般理化
J
哇质

。

从表中可以看出
,

几个低肥水平的士壤
,

其各项性厦的平均变幅都

较大
,

而在肥力水平提高以后
,

除了机械粗成以外其他各种性盾的平均变幅均大为棺短
。

这貌明水稻士在高度熟化以后
,

在性盾上可以表现出更多的共性
。

根据对丰产水稻土的初步总拮研究
,

肥沃水稻士的一般性盾是具有较厚的
、

盾地适中

的
、

拮构和耕性良好的
、

富含植物养分的耕作层
,

也要此较坚实
,

能够保水保肥
,

又不影响

作物根亲伸展发育的犁底层
,

通常具有反映士壤的良好的透水和保水能力的斑杖层
。

耕

作层的厚度一般不低于 20 厘米(6寸)
,

盾地多为中壤到鲤粘土
,

并具有良好的耕性如糯性

和保肥保水能力
,

有机盾含量不低于 2
.
0一3

.
5多

,

而且品厦良好 ;士壤全氮量在 。
.
12 % 以

上
,

总有效磷在 0
.
07 % 以上

,

活性有效性钾(水溶性与代换性钾)在 0
.
0n 一0

.
013 呢 以上

,

而且含有大量非活性有效态钾; 土壤近子中性
,

盐基代换量每百克土在 11 一13 毫当量以

上
,

盐基鲍和度不低于 70拓
。

整个土盛剖面的拮构和盾地情况
,

要适宜于作物根系的发

育
,

具有通气
、

保肥保温的能力
,

特别是要使水分能够适度渗透
,

最好是普通灌水一次可保

持三天到五天
,

这样有利于土壤环境的更新
。

这些共同性盾是人为耕作措施所s[J 造的
,

使

它具有水稻丰产的可能性
,

但是要获得高额产量
,

仍需运用各种农业措施
,

稠节土壤中水
、

肥
、

热
、

气以满足水稻不同生活时期的需要
。

与此同时
,

还要全面贯彻
“
八字宪法

” 。

应当

指出
,

这些指标仅仅反映 19, 9 年丰产水稻土的一般肥力性状
,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

产量

的进一步提高
,

肥沃水稻土的上述性厦亦将改变
。

水稍土形成发育的起源不同
,

条件各异
,

耕作历史不一
,

所以存在着不同发育阶段和

发育程度的不同肥力水平的水稻士
。

而这些水稻土都可以采取各种人为措施培育成高额

丰产的肥沃水稻土
,

但是其中有的是仅采取深耕
、

施肥和水浆管理等措施就能迅速提高和

翻节土壤肥力
,

有的低产水稻土就需要采取特殊的土壤改良措施
,

才能满足这种要求
。

深耕韧作是加速土壤熟化和提高土壤肥力的基本措施
。

农业生产实践征明
,

加深耕

作层并拮合施肥
,

特别是有机肥料
,

是培育肥沃水稻土的一项重要技术措施
。

宅的主要作

用是加厚土壤松土层
,

改善土壤拮构和耕性
,

促进大量微生物的生存活动
,

改良作物的营

养条件
,

促进土壤的加速熟化
。

深耕可以改善土壤坚实疾纬口通气状况
,

它的最明显的作用是打破了紧实的犁底层
,

并

松动了生土层
,

加厚了松土层
,

使原来坚实土层的容重减小
,

孔隙度增大
,

这不仅有利于根

系的伸展
,

而且对通气状况
、

水热状况
、

微生物活动和养分褥化等一系列的性状
,

都产生了

不同程度的影响
,

其中包括土层简各肥力因素的相互交换的加弦
。

从而扩大了农作物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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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作物地上部分的良好生长奠定了基础
。

但是深

耕必填拮合袖作和施肥
,

才能使土肥相融
,

加速土壤熟化
,

培育感明巴沃的土壤
。

水稻土特别是厦地粘重的水稻土
,

拯过深耕之后
,

常形成大块状拮构
,

如果不及时的

打碎
,

不但限碍士壤加速熟化
,

而且可以影响当季作物的产量
。

如南京江东公社有二块拭
‘

盼田
,

其他条件相同
,

但一块机耕
,

盾量好
,

大土块少 ; 另一块人力深翻
,

部分底土翻至表

层
,

大士块多
,

厦量差
,

因此小麦生长初期就受到严重影响
,

出苗率低
,

植株生长不良

(表13)
。

孩 13 澳耕赞一对土翻的大小及小少生畏的愁喃(南京油砂土)

一月,�、一一�9
月刁一
4
一
7

�
O
一
2
�,上

、,产�一一深耕方式

和 厦 量

采样 株}株
耕 深

深度
}

各
’

级 土 块
(% )

(厘来)
10一5
厘 来

5一3

坦

.
75
米

1
。

8 8

来

1
.
88一减】

.
9斗

厘 米

苗数

(来
,

) ( 根数)!(厘米)

机耕质 25 ! 6一2
。

2 1 1 0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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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心
.蔑一好一差耕式量一妙一嘴越

人
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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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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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9 1 1 1

.
5

脸卜一卜

力瀚

冻塑和晒级既可以促进土壤松散
,

又可以释放土壤养分
。

冻和晒是两个不同的措施
,

在长江中下游的秋翻休阴田两者可以拮合进行
,

而华南的秋翻休阴田或春翻休阴田HlJ 只

能进行晒垫
。

精糊整地更是改良土壤物理性厦和促进土肥相融的有效措施
。

农民的精耕

韧作多打粮的握阶
,

也充分挽明屯的重大作用
。

深耕翩作拮合施肥
,

特别是有机肥料
,

促

进士肥相融
,

不但改进了土壤的耕性
,

而且增加了养分的积累
,

井且保征了作物生长后期

营养分的供应
。

深耕的深度是因土而有所不同
,

不应
“
千篇一律

, ’。

就目前总拮研究的桔果
,

旱作(如

小麦)与水稻对深耕深度的要求不同
,

一般是
,

旱作对深耕深度的要求比水稻要深些
,

因而

在水早翰作的水稻土上
,

就要考虑到两作的需要
,

以及前作对于后作的影响
,

‘

选择适当的

深拼深度和时简
,

以期对两季作物发挥最大的效果
。

在双季稻的水稻土上
,

同样要全面考

虑作物的要隶
,

确定深耕深度和时简
。

在看作物深耕的同时
,

还得看土深耕
,

郎在深耕时应

当考虑到土壤厦地层次排列和拮构性
,

士壤养分状况以及土壤水热状况等土壤特性对深

耕深度的制豹
,

以及深耕对肥料配合要求的不同
。

根据土壤物理
、

化学和生物特性以及根

系伸展和吸收能力来看
,

水稻土上的麦田的一般深耕深度
,

在 目前条件下以 30 一40 厘米

为宜
,

而稻 田要浅一些 (20 一30 厘米)
。

当然这不是固定不变的
,

除了看作物和看土深耕

似外
,

还要随着农业水利化
、

园田化
、

机械化和电气化的发展而有所改变
。

为了适时而合理地稠节水
、

肥
、

气
、

热等肥力因素
,

以满足水稻不同生长时期的需要
,

耕
、

耙
、

耘
、

袖等耕作措施起着重要的作用
。

因而就必城 因地制宜地gl] 造优良的土壤耕作

制度
。

合理施肥是增加和稠节土壤中养分的重要措施
。

水稻土中有机盾和养 分 的 积 累过

程
,

由于长期的耕作和农作物的不断收获
,

破坏了天然的物盾生物小循环
,

虽然部分养分

来自作物根搓的有机厦合成和分解
,

但是主要是依靠施肥措施来补充和调节植物吸收和

淋洗所消失的养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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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士中养分的劝态变化主要决定于吸收淋失和补充积累的矛盾过程
,

农作物不同

生长时期的吸收是养分消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

根据根苏和根下士壤中各种养分浓度的测

定
,

锐明在水稻不同生长时期
,

根系吸牧养分的孩度是不同的
,

但是总的消耗量是相当大

的
。

土壤剖面中土壤养分动态变化的研究
,

也我明了养分有下移的现象(图1) ;与此相反
,

速效性 K 毫克 // 口O 克上
ID 12 一‘ 16 1日 20 2 2

‘
- - -

一
二

一梦一
、

理施肥对士壤中养分的补充和积累其有

{
决定

·

‘的作用
,

而肥料的种类和
,:量对土壤中养分的积累与浓度有着密

{切的关系
。

由于肥料中养分元素的有

深20

度

.

尸分匕
一 , - - - - - -

一
“

/ 不 护
-

i

效性的差异
,

所以不同性盾的肥料
,

反

;映在肥效上有迟有速
,

而在保肥时简

卜 一 施肥后
o- 一 一 汗禁期
。口

-

。 举帷双

图 1 泣效性却的剖面动态(江西资溪晚稻)

性也有长有短
。

:
在土壤中养分的积累和消失的矛

盾斗争的过程中
,

水稻土表土的养分

动态变化虽然复杂
,

但也有一般的规

律
。

表现在早稻生长时期是: 生长初

期土壤中各种养分包括戴
、

磷
、

钾
、

钙
、

缝的含量都比较高
,

随着水稻的生长

似厂协时扫曰

,

如50印

厘米勺

阳30

溶性ca.听氏
.
几总里穿当里/升)

成热齐样

发育
,

这些养分的合量迅速降低
,

至孕

穗灌浆期降低至很低的数值
,

灌浆期

后又稍有回升的趋势
,

虽然在各个营

养元素之简的变化幅度并不一样
,

但

是总的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 (图 2 )
。

晚稻生长时期的不同养分变化情 况
,

主要在生长初期
,

土壤中总的养分浓

度稳定在比较高的数值
,

道至分莫期

前几天才有所下降
,

达可能是由于当

时的气温高
,

士壤中非活性的养分元

素分解和释放较快
,

而此时水稻的吸

收利用量又较小
,

因而不同于早稻生

长初期的情况
,

但是此后的变化趋势

就与早稻生长时期的养分变化大致相

同(图3
,

4
)

。

这不仅靛明土壤中有效养

分的变化规律与水稻的吸收具有密切

的关系
,

而且也为采取追肥和耕作措

施漪节土城养分
,

使其与水稻所需要

养分情况趋于和猎
,

提供了科学俄据
。

根据水稻地上部分的分析
,

也可

了解到不同生长时期需要营养元素的

总怪
白洲g 多F

。

O
‘
. .

一ON护

O -
·

一
·

O
N 琳

一
、, P

1
. , o

拔
节

图2 水稻土维中养分元素的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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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斗 根下和根外速效性钾的动态变化 (江西晚稻)

情况
。

水稻对养分的吸收是有一定规律的
,

一般是随着生失的进展
,

氮
、

磷
、

钾的吸收量不

断增加
,

但对不同养分元素
,

施肥条件和水稻品种来视
,

情况并不完全一样
。

从水稻对养

分元素的吸收与积累弦度来看
,

氮素一般在返青以后逐渐增加的
,

到分龚盛期至拔节期达

最高举
,

以后又逐渐诚弱 (图 5 ,

表 14)
,

但由于气温的变化和士壤中氮紊供应容量的不同
,

无治早
、

中稻或晚稻都有例外情况
。

水稻对翻
、

钾的吸收与积粱孩度与氮相似
,

但高攀的

保待时阴要长一些
,
直到齐稗期娜雄持了被高的水平 (表 14

, 图 6
,

7
)

。

在整个水稠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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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
,

水稻体内磷
、

押含量的变化均不象氮那样对条件反映的敏镜
。

这些变化规律
,

搅明

水稻前期需肥较多
,

因此施足基肥对水稻生长是极为重要的
。

一
早鹅

一
侧呀

,J
N
�分心�

诊

蓄 套

图 ,

落 售 鑫 梦 墓 高

早
、

晚胭藏来含全的动态变化

。- ~ ~ 一叫。早犯

氏05

切,; “

收材状落缤齐掩孕提拨lp分蔗
。

馆万了丁丁荻
2‘一~一

返
青

图 6 早
、

晚稻磷素含量的动态变化 图 7 早
、

晚稻钾素含量的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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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
,

早
、

中
、

晚稻生长季节不同
,

以及不同品种对养分的要求和吸收能力的不同
,

因而关于基肥足的简题
,

在程度上也是有区BlJ 的
,

如早稻就应更要孩翻一些
,

而且多施迟

效肥料作为基肥也是必要的
。

诅是为了满足水稻在生长期简对养分的不同要求
,

一次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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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肯定是不够的
,

因为水稻在返青以后皿收养分的能力还有一段时期的增长
,

而土壤中养

分的变化情况却是不断 下降
,

这样就发生了矛盾
,

特别是在分集到拔节期和孕穗到抽穗期

表现得最为突出
。

因此在这两个生长时期进行追肥是非常必要的
,

这就是农民握脸中趋

施穗肥和粗朋巴的依据
。

‘

肥田巧施
,

薄 田多施
”
是农民看士施肥的握阶

。

一般的视
,

低肥田的主要简愚是补充

养分的不足
,

在有碌肥种植地区
,

应孩稠以小肥养大肥
,

即用少量肥料施于释肥田中
,

争取

操肥生长好
、

产量高
,

这样既开辟了肥源
,

又增加了猪铜料和猪厩肥的来源 ;又因椽肥根瘤

菌
,

而提高了土壤肥力
。

此外
,

应孩稠基肥足以保征水稻早期生长良好
。

高肥田则除合理

施肥不断提高土壤肥力外
,

并应注意利用耕作措施进一步发挥土壤潜在肥力的作用
。

此

外
,

还应指出的
,

无渝对那一种土壤都应注意深耕施肥的粽合指施
,

特别重视心土施肥
,

以

满足作物生长后期的需要
。

为了使土壤中数量上有限的营养物厦具有供应不尽的特点
,

以满足年复一年农业增

产的需要
,

必填加速农业生产上的物质循环以及参与循环的物质的数量的增加
。

这样
,

全

面发展以养猪为中心的畜牧业
,

以达到
“
猪多

、

肥多
、

根多
”的目的

,

以及化学肥料工业的迅

速发展
,

建立以有机肥料为主配合化学肥料等的粽合肥料体系
,

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此外
,

防止水稻倒伏是水稻高额丰产的一个关键周愚
,

倒伏的因素既然复杂
,

防止的

办法也是粽合性的
,

但合理施肥也是重要措施之一
。

由于在水稻不同生长时期
,

对各种养

分的吸收量是不同的
,

某种养分的过多过少
,

都可使水稻生长发育不正常
,

如从图 8可以

看出
,

正常生长的未倒伏植株
,

在灌浆期到成熟期简
,

其氮
、

磷
、

抑含量的比例一般椎持在

1
.
4一2

.
0 :1:4 一6

,

当氮
、

’

磷 (N /P
Z
几) 比值达到 2

.
5 以上时

,

几乎全部发生了倒伏
。

施肥

的作用
,

就是在于稠节土壤中养分的状况
,

使合理而适时的满足水稻不同生育时期对养分

髻{ ot》
. 。

矛涟狱(创舌早晌立码
Of戮状 作洋季晚硕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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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8 水稠体内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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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比例与倒伏的关系 (以P
:0 。为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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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

力求避免水稻休内养分平衡的失刹
,

影响水稻的正常代榭
。

因此施肥与水稻倒伏

的关系
,

实际上是土壤中养分供抬状况与水稻需求之朋的一个十分复杂的养分和揩周愚
。

水浆管理是通过灌溉排水的措施刹节土壤水分状况
,

解决水分和空气的矛盾
,

促进氧

化还原过程的交替进行
,

改变士壤养分释放供应和土壤温度的条件
,

从而控制和促进水稻

的生长发育
,

使其达到高产
。

农民某众通常运用的水浆管理措施主要分为灌溉和烤田两

个方面
。

灌溉的处理又有深水灌溉
、

浅水灌溉
、

于干湿湿
、

湿润灌溉
。

由于灌溉水层的厚

度不同玉而且土和水的比热相差很大
,

以致影响到热量的吸收
、

传导和幅射
,

从而对土澳温

度发生了影响
。

表15 所示拮果表明
,

随着水层的加深
,

耕作层的最高温度渐诚
,

而最低温

度则渐增
,
日差诚小

,

因而水层的深浅具有刹节土壤温度的作用
。

玻 lS 泪赶对薪作. 土. 沮度(’C )的峪嗬

|卜冲一

…
深 水 灌 溉

斌 目 气 沮 }一, 一一- 布一, 一一一一

}
5 厘来 }巧且来

浅 水 灌 溉

5
。 {

, 5

,

干 干 湿 湿

通来
}
;
准来

湿 渭 灌 概

, ,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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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最高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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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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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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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

8

2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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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在土壤水分过鲍和的情况下
,

土壤的还原趁程占了主导
,

对士壤的化学
、

生物特性也

有显著的影响
。

根据比电导和氮化张度的不同
,

征明土壤溶液的离子浓度随灌溉方式的

不同而不同
,

一般离子浓度的次序是
:
湿消灌溉> 干千湿湿 > 浅水灌溉> 深水灌溉

。

正搅

明运用各种灌溉措施
,

可以稠节耕作层中养分的浓度
,

促进水稻营养环境的更新
。

各种灌溉处理不仅影响到士壤水分
、

氧化还原过程
、

养分的浓度和土壤温度
,

而且对

水稻的生长发育也具有很大的影响
。

例如在水稻生长初期进行湿润灌溉常影响到水稻返

青
,

甚至根和叶的生长都受到了抑制;在水稻灌浆时期
,

水分不足影响到籽粒的鲍满 ;在南

方分集扳节期
,

采用深水灌溉RlJ 常引起不同程度的倒伏
。

这种情况充分禽明在水稻不同

生长时期
,

应采用不同的灌溉处理
,

才能保赶水箱的丰产
。

在我国南方水稻土区
,

烤田是水浆管理中的重要粗成部分
,

烤田是在水稻生长发育的

某一时期
,

停止灌溉使田面水落干
,

然后再行灌水
,

在烤田的程度上有鲤重之分
。

烤田的

时简以及视烤或重烤
,

决定于水稻的需要和土壤特性
。

例如在太湖流域的单季晚稻一般

在拨节期进行一次重烤
。

烤田过程首先是改变了土壤中液相和气相的比例和粗成
。

由于空气的进入
,

氧化过

程占了主导
,

有益微生物活动增孩
,

土壤养分得到充分释放
,

水稻生长的环境条件随着水

分的渗透得以更新
。

在烤田过程中
,

由于土壤从淹水状态秘变成旱地状态
,

引起了水稻根

部吸收能力的暂时削弱
,

从而影响了对养分的吸收
,

暂时的抑制了水稻的地上部分的伸长

而促进了董释的健壮
,

有利于抗倒
。

烤田对于根部的生长发育lllj 起着促进作用
。

白根的

增加和扎深
,

稻叶的发
, ‘

黄
”
和童捍健壮等现象都充分靛明了这个周题 (表 16 )

。

在烤田复

水之后
,

由于有效养分的增加
,

充足的土壤水分
,

水稻根系吸收能力的加弦
,

所以对水稻的

生长发育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

合理的水浆管理制度是根据水稻不同生长时期的要求
,

以及各种土壤的特性
,

采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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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灌溉处理
,

拮合樱重不同的烤田措施
。

例如
,

良水型的水稻士
,

一般是长期水层一次烤

田的水浆管理制度
,

灌溉水层是浅一深一浅 ;拔节前按土壤肥力及水稻的生长状况进行不

玻 16 佬田与不烤田对土翻养分浪度以及水稻叶
、

梦
、

根生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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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程度的烤田处理
,

回水后到乳熟期仍为水层灌溉
。

乳熟期以后
,

若土壤保水性优良或地

下水位稍高
,

可用干干湿湿的灌溉法 ;反之
,

4lJ 以浅水为宜
。

但是这种灌溉和烤田处理的

水浆管理制度是因水稻生长和土壤特性的情况
,

甚至气候的变化而因地制宜的灵活运用
。

四

一般的水稻土
,

通过深耕韧作
、

合理施肥和水桨管理
,

就可以加速土壤熟化
,

提高士壤

肥力
,

变低产士壤为高产土壤
,

使肥沃土壤更肥沃
。

但是
,

有的低产水稻土还必须采取特

殊的措施
,

同不良的土壤特性和条件作斗争
,

然后或者同时采取这些措施
,

加速土壤熟化
,

培育成肥沃水稻土
。

我国目前的低产水稻土
,

主要是受不良的水分状况
、

不良的物理性盾
、

过多的毒盾和

养分的极端缺乏等不良因素的影响
。

不改造这些因素
,

就妨碍了土壤肥力的提高
。

在水分状况方面
,

有两种极端不同的情况
。

一种是山区或丘陵区上部的
“望天 田

” ,

由

于水源供应不足
,

不但往往使水稻生长木身直接受到威胁
,

而且土壤中有机盾的好气性分

解过程趁于弦烈
,

更由于施肥较少
,

所以养分较为贫乏
。

对于这类土壤
,

解决水源周题
,

乃

是当务之急
。

另一类是地下水型的水稻土
,

包括山区和丘陵 区各种类型的冷浸田和平原

区低洼地带的福水盯
,

由于籽年积水
,

使土壤中正常的生物循环受到阻碍
,

潜在的肥力不

能得到充分发挥
,

并且 由于水分过多
,

而引起一系列对作物生长具有不良影响的
‘

}生盾
,

特

别是不能及时的稠节土壤水分和养分
。

对于这类土壤
,

首要的任务便是降低地下水位
,

最

高水位应在 60 厘米以下
,

使土壤中的有机盾能够在排水以后
,

得到好气性分解的机会
,

并

能种植越冬作物或冬季释肥
,

彻底改变翰作制度
。

由于土壤过砂过粘而引起了一系列的不良物理性盾
,

例如云南紫色真岩地区的胶泥

田和广东沿海地区的一些粘士田
,

就是由于含粘粒趁多而影响水稻的丰产
。

对于这类土

壤
,

可采取客土
、

修砂的办法
,

使耕作层的盾地变翅
,

或增施有机肥料
,

提高土壤有机盾含

量
,

以援和粘粒过多的不良影响
。

在花岗岩山区和河流冲积地区
,

又有盾地过视的砂土

田
,

保水
、

保肥的能力都很差
,

对于这类土壤
,

同样应敲采取客土的办法
,

使耕作层的粘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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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最达到 10 一15 拓以上
,

或施用有机肥料
,

使有机质含量达到 3多以上
。

另外
,

各地还有

一些可以兢称为
“
小粉土

”
类型的土壤

,

其共同的特点是粉砂粒多
,

拮构不良
,

耕耙后极易

淀浆板拮
,

这种现象的形成
,

往往是由于粉砂过多和有机盾过少所共同引起
,

而后一种因

素
,

又往往是较为活泼的决定性因素
。

因此增施有机肥料
,

使有机盾含量达到 1
.
5一2

.
0%

以上
,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使粉砂粒趁多的不良影响退居于此较次要的地位
,

例如太湖地 区

的蜷血白土
,

就是由于有机盾增多
,

而消除了这种淀浆性质
。

含毒质过多的水稻土
,

包括各种类型的盐清土
、

反酸田和绣水 田等
,

对于这些土壤
,

首

要的任务是采取各种措施
,

排除土壤中的有毒物盾
。

在消除了这些限制因素以后
,

进一步提高土壤肥力就成为一个主要简题
。

在这方面
,

对于不同类型的土壤
,

虽然重点有所不同
,

但一般靛来
,

深耕翩作
、

合理施肥和水浆管理
,

以及合理的翰作制度对加速土壤熟化
、

提高土壤肥力具有重要的普遍意义
。

当然低产 田

的改良
,

应敲采取边利用
、

边改良和边提高的方卦
,

因而各种措施可以同时进行
。

五

耕作
“园田化

, ’

是保持
、

提高土壤肥力 因素和保靓高额而稳定的农作物产量的粽合性

技术措施
,

其中以园田化土壤耕作制为中心环节
,

并与捅动巴制
、

水分管理制
、

翰作制以及农

林牧副派粽合握营制度密切的有机联系着
,

共同粗成完善而优越的耕作园田化农作制
。

这种以园田化耕作制为中心的耕作园田化农作制是我国人民长期生产劳动的伟大创造
。

屯是农业生产
“
八字宪法

”的粽合表现
。

从
“园田化

”的字面含意就可了解宅的起源
,

首先是城找附近菜园地蔬菜栽培利精耕

翩作的握营管理
,

后来才逐渐发展扩大农作物的种植范围以及推广到离城旗较远的农田
。

但是
,

在旧社会时代
,

这种翘脸剧造没有得到很快发展和提高
,

也没有在大面积土地上应

用推广
,

始格停留在小农握济制度的小型握营阶段
。

解放以后
,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倾导

下
,

在优越的社会制度和人民公社的条件 下
,

不但是进行了握阶总拮研究
,

改进和提高了

农业技术措施
,

有了新的创造
,

而且已握发展为社会主义人民公社化的大规模剧造性的推

广阶段
,

并且正向现代化农作制度高速度的发展
。

培育肥沃水稻土的园田化耕作制和耕作园田化农作制
,

虽然是同菜园土壤和旱作土

堪有很大差别
,

而且又因各地的 自然和握济条件不同
,

具休技术措施和制度也有所不同
,

但是基本原4lJ 还是一致的
,

都是剧造肥沃土壤和增加农作物产量的多
、

快
、

好
、

省的途径
。

园田化土壤耕作制
,

是提高水稻土肥力的粽合技术措施
,

也是水稻丰产的农作制中

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中心环节
,

它的基本精神是我国传枕的精耕韧作的视阶
,

具体的措施包

括着一系列的耕作方法
,

但是
,

为了加速土壤熟化和稠节土壤肥力因素
,

深耕桔合施肥
、

耕
、

耙
、

耘
、

抽的精耕翩作以及合理的水浆管理才是培育高度熟化和高度肥力水稻土的完

善的园田化拼作制
。

提高土壤肥力的概念
,

首先是创造土壤肥力条件
,

就是以深耕施肥为

中心桔合平整土地
、

建立灌溉排水系枕
,

改良土壤的不良特性和条件等基本建毅措施
,

剧

造高度熟化的优 良土壤肥力条件
,

使具有良好的土壤物理
、

化学和生物特性
,

合有丰富的

迟效和速效养分及积累
、

保存和释放的条件
,

并且还要有水分渗透
、

保蓄和空气流通保温

的能力
,

这样就为水稻所需要的水
、

肥
、

热
、

气等植物生活因素的保存和供应
,

奠定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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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了满足水稻生长时期的要求
,

更重要的一环是及时和适量的稠节土壤中的水
、

肥
、

热
、

气
,

也就是通过精耕翩作
、

水浆管理
、

追施肥料加田简管理措施
,

及时的翻节这些肥力

因素
,

控制和促进水稻的生长发育
,

以保题水稻生长良好和高额丰产
。

为了合理利用土地
,

不断的提高土壤肥力和发展多种拯营的农业生产
,

保征肥沃土壤

和水稻丰产的稳定性
,

完善的而优良的耕作园田化的农作制具有重大的意义
。

为了不断

的积累
、

保存和供应植物所需要的养分
,

就必须建立合理的施肥制度
。

握瀚已握征明
,

以

有机肥料为主
,

拮合矿物肥料
、

化学肥料
、

初菌肥料和微量元素肥料的粽合施肥制度
,

可

以保征完成这个任务
。

为了保靓土壤水分与空气的供应与适当的配合
,

必须建立良好的

灌溉排水制度
。

为了合理利用土地
,

提高土壤肥力
,

就要以水稻栽培为中心
,

进行农
、

林
、

牧的合理配置
,

发展作物栽培
、

牧草栽培和森林果木的栽培
。

为了充分利用植物有机体
,

增加肥源和动物有机休产品
,

就要发展动物甸养的畜牧
、

副产和撅业
。

农
、

林
、

牧
、

副
、

派五

个农业生产部阴是有机的联系和相互依辍着
,

因而因地制宜的粽合握营
,

既可保征提高士

壤肥力
,

又可大兴山水果木之利
,

改造自然
,

美化全国
。

生产实践靓明
,

旧学术观点已握不能阴明土壤肥力的本厦和sl] 造培育肥沃水稻土的

措施和理输
。

例如含有等量养分的水稻土
,

水稻产量不同
,

而且有时发现土壤中养分含量

低
,

水稻产量反而高的情况
,

这就是充分锐明土壤肥力 因素不仅是养分
,

而且是水
、

肥
、

热
、

气
,

更重要的是士壤肥力条件的培育和士壤肥力 因素的稠节是粗成土壤肥力的两个不可

分割的概念
。

因此
,

必须运用卿征唯物主义的立踢
、

观点和方法
,

破旧立新
,

才能建立剧造

肥沃水稻土的新措施和系兢理渝
。

现在农业生产战核上
,

农业水利化
、

园田化
、

机械化和电气化正在高速度和高水平的

飞跃发展
,

因而迫切要求围镜农业生产
“
八字宪法

, ’

在草众握阶总拮研究的某础上
,

运用新

观点和新技术
,

进一步创造发展适合于现代化农业的园田化士壤耕作制和因地制宜的耕

作园田化农作制
,

进一步不断地提高土壤肥力和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
,

发展多种握营
,

保

征农业生产的持菠跃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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