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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杠油土地区的翰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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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作是培养地力
、

提高作物产量的基本措施
。

我国农民素有丰富的翰作翘嘴
。

 西

关中埃土地区是古老农业区之一
,

草众握脸更为成熟和完善
。

长期以来
,

采用豌豆
、

首括

与小麦翰作
,

对稠节和增进土壤肥力
,

起着重要作用
。

任何地区的翰作制度的形成都和当

地自然环境条件
、

耕作栽培水平有密切关系
。

为了更好地贯彻增产措施
,

促进作物大面积

平衡增产
,

固有的翰作拯验必须拾予应有的重视
。 , 一 年在陕西武功头道源扛油

士上作了有关的贰阶测定
,

秸合稠查总拮
,

取得一些青料
。

效将工作精果提出
,

借供参考
。

土壤气候概况

杠油土是关中填土一个亚类中的重要土祖
。

分布在渭河三极阶地 头道源 匕 大部

分农 田
,

迄今简无灌溉条件
,

部分可灌面积
,

也往往不能保靓充分灌水和及时灌水 走文

衬萧范 围
,

只限于未灌溉的旱地
。

叙油土和其他壤土一样
,

是在长期耕作影响下
,

原自然土壤剖面上
,

复盖有 享达 知 厘

米左右曾握熟化的土层和现在的熟化层
。

熟化层疏松
、

多孔
,

腐殖盾合量也较高
二

熟化层

的土表是现在的耕作层
,

成土年龄最小
,

盾地为中壤至重壤
,

孩碳酸盐反应
,

为 弓一

。。

犁底层系 由原先的耕层不断蒋化而成
,

比较致密
,

并稍粘重
,

腐殖盾舍量也校低
。

以

下即是古耕作层
。

古耕作层一般是曾握耕作过的原来自然土壤的腐殖质层
,

所以它常常

具有一定的拮构和较多的腐殖质
。

此层以下是受耕作影响比较窿微的原自然土壤剖面的

粘化层
,

拿众称为墟土层
,

盾地粘重
,

有保水托肥的功效
,

对目前生产上有很大的作用

本区年均温为 ℃
。

月最高
,

平均 ℃ 月最低
,

平均一 ℃
。

作物生关期的

天左右
。

据最近 年的昆载
,

年均降水量为 毫米
。

夏秋降雨占 另
, 、 、

、月占

形
。

输 作 制 度

本区耕种历史悠久
,

产量较高
。

主要作物夏粮有小麦
,

秋粮有谷子和玉米
,

夏杂粳有

豌豆和扁豆
,

甸草为紫花首藉 “
。 。 

。

棉花在旱源分布较少
,

解放后有所增

加
。

小麦播种面积占 以上
,

主要是豌豆 扁豆 的短期翰作
,

三年四熟
。

各
一

神作物的

基本翰作体系是

首着 芝麻 棉花 小麦 小麦。小麦 谷子 玉米 豌豆 小麦 小麦 谷子 玉米

咬一 年〕
‘

一
一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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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猎栽培的主要目的是作为牲畜的甸草基地
,

利用年限较长
。

翻耕后种植小麦
,

起到

肥地保粗的作用
。

首蓓占耕地面积 另以下
。

利用 一 年后
,

冬
、

春翻耕 挖
一

,

春播芝

麻 棉花
,

然后速种三年小麦
,

再向豌豆一小麦的短期翰作过渡
。

小麦所以成为主要作物
,

且产量较高
,

除有较适宜的气候条件外
,

土壤也是很重要的

因素
。

杠油土深厚疏松的熟化层为小麦齐苗和扎根创造了有利条件 墟土层保水托肥又

有利于小麦后期发苗
,

加上合理的翰作倒搓
,

使小麦获得高额而稳定的产量
。

拭验桔果及尉兼

田简贰盼小区面积 亩
。

三次重复
。

每一作物播种时每亩施厩肥 斤
,

骨粉

斤
。

一 编作中的土壤水分状况

在无灌溉条件下
,

翰作中作物的配置与各种作物利用土壤水分的特性有密切关系
。

了解作物吸收利用水分的特性
,

桔合考虑降水情况是翰作中作物配置的根据之一
。

作物影响土壤水分状况的主要 因素是龙的生长发育历时的长短和时期
、

根系类型

和分布以及根系吸收水分的能力
。

以下按利用水分的弦弱分别予以靓明
。

 首着 首楷根深 斗米以上
,

每年可 割三次
,

 割时简大的在
、 、

月
。

亩产

解草
,

一
, 。。斤

。

由于具有弦大的根系和全年不断生长
、

多次 割的特点
,

所以耗水

量很大
。

第三次 割的草层几乎将雨季降水全部利用
。

晚秋翻耕
,

不能秋播小麦
。

一

首猪

地土壤水分的年变化如 图
。

土澳湿度,
土有
殷效
水等
分极

降水量毫来

一

一

弓 一
一

, 一

口皿
。

皿姗
山

锄瀚
·

深度厘米

期 月

图 首摺地土壤水分的季节性动态

斗月
,

首拾开始旺盛生长
,

土壤郎迅速干燥
。

一卯 厘米土层中
,

土壤湿度降至对干土

重的 一 外 极难有效水 卯 厘米以下
,

降至 一 多 难有效水
。

月以后
,

全部

土层都降到极难有效水的湿度
。

月雨季来临
,

全部土层又恢复到田简持水量的湿度
,

但

持擅的时简短
,

迅速被第二次刘割的草层所消耗
。

月
,

’

土壤又复降至难有效水的湿度
,

半
土壤水分由罗斌同志参加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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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达到凋萎湿度和极难有效水的程度
。

艳大部分有效水被吸收
。

如果后作安排不当
,

显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

首楷对各层土壤水分的利用能力很孩
。

测定拮果
,

一 厘米土层 内
,

首拾可吸收

利用全部有效水的 务
,

使这一层内剩余有效水只有 毫米
。

棉花 棉花春播秋收
,

从 月到 月
,

生长期共豹 天
。

大量耗水是
、

月
,

即棉花开花期
。

棉花虽是主根系作物
,

但侧根很多
。

土壤水分的变化和棉花的生长发育

特点有密切关系 图
。

降水盘毫米

深度厘米

一

日期 月

图 棉花地土壤水分的季节性动态

从图 看出
,

棉花地春季的田简湿度是稳定的
。

月
,

土壤水分即进入急剧变化的阶

段
。

越雨季土壤湿度恢复后
,

持倩的时简也较短
,

随时简逐层向 干燥至凋萎湿度
、

极难

有效水
、

难有效水
、

有效水
。

棉花利用水分的层次较首藉为浅
,

耗水能力和首楷不相上下
,

一 厘米土层内
,

棉花可吸收全部有效水的
,

剩余水量为 多 毫米
。

小麦 小麦秋播夏收
,

生长期长达 相 天
。

越冬后
、 、

月是旺盛生长时期
。

工工工
了了了 少少

「

…………………………州州 们们 , ,,,,,,,,,

既既既班班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降水量毫米

深度皿米

日期 月

图 小麦地土壤水分的季节性动态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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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期对土壤水分的影响也最大 图
。

小麦地返青前 。一 , 厘米土层保持难有效水湿度
,

一 厘米土层保持易效水湿

度
,

厘米以下保持田简持水量湿度
。

返青拔节以后
,

土壤逐渐干燥
,

月在 。一卯 厘米

土层就降至极难有效水湿度
,

这一时期的降水情况对小麦产量有很大的影响
。

月
,

小麦

临乳熟期
,

一 知 厘米土层 内已降至难有效水
,

而 。一 厘米土层 已接近凋萎湿度
。

与首楷和棉花比较
,

小麦利用深层土壤水分的能力是比较低的
,

因而愈到下层
,

土壤剩

余水量愈多
。

一 厘米土层
,

小麦耗水占总有效水量
一

夕 务
,

剩余水量达 毫米
。

豌豆的耗水情况和小麦基本相同
,

但由于根系类型不同
,

利用水分的能力也有差别
。

草众握睑款为豌豆比小麦耐旱
。

由于一年一度的雨季
,

土壤水分每年都有一次
汤

庆复时期
。

所以翰作对土壤水分的

影响
、

各翰作区的土壤水分状况
,

仍然和各作物的情况相同 表
。

表 各翰作区土艘剩余有效蓄水量 毫米

土层 厘米 一年
首稽

二年
首藉

三年
首藉

一年
棉花

二年
棉花

三年
棉花

豌豆 一年
小麦 示

年
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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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系按照翰作中的作物翰换顺序列 出各种作物生长精束时
,

土壤剩余有效蓄水量
。

从 1957 年测定拮果可以看出 少芝麻是耗水量仅次于首藉和棉花的作物
。

秋收作物旺

盛生长时期在雨季后期
,

大量消耗了雨季中增补和恢复的土壤水分
。

一年一熟的速作小麦

或豌豆搓地在雨季处于休阴状态
,

土壤水分稳定在
“田 简稳定湿度

”
上下

,
1 9 5 6 和 19 , 年

,

小麦和豌豆地 。一200 厘米土层剩余的有效水量差别不大
,

因而后作小麦产量较稳定
。

但

芝麻地种小麦或棉花地和豌豆的情况就不一样
,

除了受前作剩余有效水量的影响外
,

年度

之简降水量和降水分布的影响很大
。

如 19 , 6 年秋雨充沛
,

则秋作后的夏作物产量受的影

响小;雨季后期降雨过少
,

则有较严重的影响
。

如 1957 年
,

全年降水量并不少 (679. 9 毫

米 )
,

但雨季降雨过分集中在 7 月份
,

8

、

9 两月雨量很少
,

雨季降雨被秋作消耗
,

如棉花地

o一20 0 厘米土层剩余有效水仅占总有效蓄水量的 36. 9一38
.
7 % (豹为 195 6年的一半)

,

芝麻地 0一200 厘米土层剩余有效水占 绍
.
2 %

,

因而棉花地种豌豆
,

1 9 5 8 年亩产 110 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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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1957 年同一翰作区豌豆产量 230 斤低一倍
。

芝麻地小麦
,

1 9 5 8 年亩产 214 .2 斤
。

而

1957 年同一翰作区小麦产量为 43 9. 2 斤
,

也低了一倍多
。

以上情况靓明
,

降雨很不稠匀的

年份
,

本区秋作后复种小麦影响很大
,

对豌豆产量也有很大的影响
,

但豌豆作为倒桂作物
,

对后作小麦增产有利
。

豌豆在秋作后种植是必要的
。

( 二) 翰作中的土级力状况

1
.
首楷的培肥作用

。

首藉已在本区种植了二千多年
。

宅不但解决了营养价值高的旬

草阴题
,

同时对土壤培肥起了一定作用
。

首浩地的后效长
、

增产多
、

种小麦品盾好
,

一值为

本区草众所乐道[l]
。

解放后
,

科学研究单位还引种了多年生禾本科牧草图
。

所以在我佣的

贰盼中也注意到禾本科草和首藉混播的效果
。

在利用三年中
,

首楷各年解草产量如表 2
。

表2 盲蓓的鲜草座量
.

}

·

利 用 年 限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首摺解草产量(斤/亩)

,

3 3 4 4

,

0 5 9

.

0

,

0 5 9

.

0

(
1 9 5 弓年)

(1954年)

( 1955年)

7 ,
0 1 9

.

0

5
,

0 2 7

.

0

5
,

8 7 1

.

0

(
1 9 5 4 年)

(195, 年)

(1956年)

4 ,
8 6 9

.

0

4

,

6 3 0

.

0

(
1 9 5 5 东夕

( 1956午)

( 195丁年)

从表 2 可以看出
,

总的趋势是首蓓利用第二年产草量最高
,

利用第三年产草量开始

下降
。

此外
,

利用各年中
,

各期别割的解草产量表现了不同的情况(表 3 )
。

表 3 不同利用年限盲稽地三次刘割座草量的百分率(1957年)

各次XlJ 割产草量占全年产草量%
利用年限

第一* , 。割 、月 8 日
{
第二* , 。割 7 月23日第三次刘割10 月16 日

第一次刘割十
第二次XlJ 割

第 一 年

第 二 年

第 三 年

于
”

)夕

4 3
.
6

2 夕
.
6

23
.
5

1 2
.
9

1 0
。

7

8 3

.

5

8 7

.

1

8 9

。

3

从各次别割解草产量占全年总产量的百分率来看
,

随着利用年限的加长
,

第一次刘割

的百分率依次递增
,

第二
、

第三次XlJ 割则依次递减
,

而第一
、

二次产草总量均占全年总产量

的 80 多以上
。

这一拮果可作为利用年限不同首藉地翻耕时简的参考
。

首着地夏季翻耕

对产草量的影响是不大的
。

牧草生长愈好
,

根系发育也就愈竣大
。

首藉不但产草高
,

而且根量也很多
。

测定拮

果
,

首稽利用第二年
,

o一30 厘米土层内的活根
,

每亩有 305
.6斤

,

利用第三年有 313
.
。斤

。

但因首藉根在不断更新
,

测定时除可测的活根外
,

总是发现有处于不同腐殖化阶段的根存

在
,

且为数最多的极扣小的根
,

往往没有言卜入
,

所以实际上首稽遣留抬土壤的根量
,

远远超

过上面的数字
。

此外
,

部分茎叶的枯落
,

加入到土壤中的有机物盾还没有包括在内
。

从表

4 可以看出
,

3 一20 厘米土层内
,

和速作三年小麦比鞍
,

腐殖盾增加重量为士重的 0.5 3%
,

如按植物袋体的腐殖厦化系数为 0. 4 爵阁 ,

则耕层中
,

三年首楷应累积根量 2, 300 斤以上
。

由于牧草根系的挤压作用和腐殖盾的大量累积
,

土生襄水稳性精构的含量有了显著的提高



亏 期 彭祥林
、

李玉山
、

朱显摸: 关中杠油士地区的蝙作制

(表 斗
、

, )
。

表 4 百嗜对土壤腐殖臀含量(% )的影响气1958年)

一 {一
丁

~
能矛件悬升

一
‘

;
; ; ; …;
:::…;
.
::…:
.
::…:
.
::…:::…:::*

由张佩亭同志测定
。

表 5 多年生牧草对> 0
.
25 毫米水德性团粒桔精的影响

*
( 1956一1957 年)

1956 年 1957年

利用情况 土层深度(厘米) 土层深度(厘米)

3一10 10一20 20一40
, 一‘。

}

‘。一, 。

}

, “一40

二
三年首稽

三年首褶+ 搞脚草

三年小麦

70
.
5

62
.
7

14
.
2

48
.
6

夕6
.
8

1 1
.
7

3 8
.
9

4 1
.
5

8
.
4

*
水稳性团粒用改良 Yod er 法测定;本表系由李希民同志测定

。

两年的团粒分析精果
,

多年生牧草地的团粒含量都比速作小麦地高出很多
。

表 , 也

表明豆科和禾本科混合牧草增加团粒的作用比单播首藉大
。

由于土壤物理性状的改善
,

土壤透水能力相应提高
。

对比测定首楷地
、

稿脚草地和小

麦地透水性的精果表明
,

它俨之简的差别是很大的(表 6
,

图 4 )
。

表 6 不同利用情况下的土攘透水性

利用情况
最大渗透量
(毫米/分钟)

一小时平均渗透量
(毫米/分钟)

渗透
J
医定值

(毫米/分钟)
一小时总渗透量

(毫米)

�jl�了n6

…
nUnl,胜一小麦遵作

首蓓二年

搞脚草二年

3
.
0

3
.
2

2
.
5

1
.
13

1
.
66

1
.
60

}
‘。。

·

“

}

15 9
·

5

}
1

6 7

。

0

威廉斯在关于土壤团粒精构学锐中
,

十分骚稠豆科
一
禾本科泯合牧草的作用[41

。

由于

二者不同的生物学特性
,

相辅相成
,

更有利于土壤肥力的提高
。

如果要在本 区采用混合牧

草
,

则首先要考虑的是禾本科牧草的种类固题
。

对于多年生禾本科牧草的要求
,

一方面

要有较好的混播特性
,

另一方面要有较高的甸料价值
。

根据贰膝拮果
,

稿脚草 (刀、ty 价

砂
口
m

era

沁 L
.
)和多年生黑麦草(Lo li

“
m p er

e , n o L
.

) 比较适合
。

首楷和多年生禾本科牧草

每亩播量均为 24 0
,

0 0 0 粒时
,

根据它们的产草量可以看出
,

在利用三年中
,

首蓓 十 多年生

黑麦草祖合
,

利用第一年产草量最 高
,

以后则逐年下降
。

首蓓 十 鸡脚草粗合以利用第二

年产草量最高
,

第三年下降情况不如首藉 + 多年生黑麦草粗合剧烈 (图 5 )
。

产草量的下

降
,

实际上就是在混合牧草的总产量中
,

禾本科草所占比例的降低
。

如比较上远两种粗合

逐年的产草量和根搓凌余物量就可以看出
,

不同祖合
,

在不同年限表现出不同的情况(表

7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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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8公

1 7o

16 0

巧0

140 60 0。

上
__

500d ~权
呜0 0 0

、 、

、\
3‘

4
、

5

鲜
草
产 弓0 0 0

量
产、

斤

/ 20 00

思
,

1 0 0 0

平均渗透率�米毫/分钟�

6

尸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令
一 一 一 一 一

130120110100
908070句50拍30

渗透量�米毫)

利用 i年 2 年 3年
厂了片

加10

活1716巧14n13121096735,231

0 3 9 1 5 2 1

‘ 12 18

2 ;
产
73。, , 36 39 ; 2 呜

气
s, ‘5 , 57 。

图 5 混合牧草不同利用年限的产草量

—
首稽十璐脚草

-
一首藉+ 多年生黑麦草

时简 (分)

图 斗 不同利用情况下士壤渗透曲搔

1
.
稿脚草地渗透累积量(1小时) 2

.
首摺地渗透累积量

3.建作小麦地渗透聚积量 斗
.
瘟脚草地平均渗透量(分

钟) 5
.
首褶地平均渗透量 6

.
遵作小麦地平均渗透量

表 ? 混合牧草的座草量和根健域余物里

莉 用 第 一 年
’

!

利 一用 一

氟 三不

一科一本洛%

粗 合
*

解草产量

斤
同韶睡
} !

创
舒{斤/亩}豆科(% )

首拾十瘾脚草

首糟+ 多年主黑麦草

5 ,

0 1 2 { 6 7

.

9 3 2

.

1 斗0 9
.
0 } 6 3

.
3

3 1 0 } 4 9
.
6 } 5 0

.
4 }2 8 3

.
3 8 3

。

1

鳌二
{

(禁}
斤/亩

36
.
:
}
5
.
2。6

‘6
·

9

{

,
,
。‘。

解草产量 根搓晓余物量

l豆科 I禾
}(% ) } (

斤/亩 冥科
戈% )忽尹82一

卜
一

…
254一

}

夕。一

}

云几
89·’

!

’。
·

’

{

3 , ,
·

’

}

8 ,
·

9

{

‘,
·

‘

首稽和禾本科草每亩均播种 240
,
。00 粒

。

根搓庚余物浏定土层为 。一3。厘米
。

首藉 + 多年生黑麦草祖合利用第一年生长旺盛
,

禾本科草产草量占全部产草量的

50
.
4务

,

而首蓓 + 鸡脚草粗合中
,

鸡脚草产量只占 32
.
1形

。

利用第二年
,

前一粗合中
,

多

年生黑麦草产草量剧烈降低
,

只占 10
.
3多

,

比鹉脚草(片
.
7多)还低

。

鸡脚草祖合中属脚

草产草量的比例虽然不大
,

但根搓碰余物的比例较大
。

这些表现都和禾本科牧草的特性

有关
。

以上可作为今后研究混合牧草的参考
。

2

.

翰作中土壤肥力的消长
。

由于作物的生物学特性不同
,

翰作中土壤肥力随作月勿的



一2 期 彭祥林
、

李玉山
、

朱显摸: 关中杠油土地区的翰作制

翰换而变化
。

在首蓓一豌豆一小麦翰作体系中
,

土壤腐殖盾消长的两个环节是十分明显

的(表 8 )
。

表 8 首蓓一碗豆一小事翰作中衡殖贾消畏各琅荀的扭对最(19 58 年 )

豆
一
} 二年刁

、

麦
土层(厘米)

三年首蒂一
斤/亩

}
%

三年小麦一
斤/亩 1 %

蜿

斤/亩 % 1 斤/亩 } %

咙巍
3一10
10一20

20一40

1,

4 8 1

工
,

5 U 0

2

,

5 2 0

2 0 4

.

3

1 4 9

.

2

1 5 5

.

6

1 4 3

.

5

1 4 6 3

1 1 8

.

5

测定拮果表明
,

首蓓一豌豆一小麦翰作中
,

提高土壤腐殖盾舍量的两个环节是首蓓和

豌豆
。

豌豆虽只种植一年
,

但其对土壤腐殖厦含量的影 响
,

仅次于种植三年的首信
。

从豌

豆搓种植两年小麦收后的土壤腐殖量来看
,

如果能加上其他措施
,

豌豆的后效还有延长的

可能
。

上述翰作周期桔束后
,

耕层土壤腐殖盾舍量平均为 0. 9多
,

10 一20 厘米土层剧为0
.
8 %

,

30 厘米土层以下则仅有 0
.
6多

。

这是本区土壤腐殖厦含量一般比较稳定的水平
。

翰作中

团粒含量的变化也较明显(图 6 )
。

团

共
。。

多

、 .

汀护
2 3

夕夭夕
2 3

5 6 7 8丁孤
卜. 心户勺 , , , 甲~ 卜亡育井全公
1 2 3 4 5 6 7 8 9 10

> 3 毫米

) 愁丈
‘

3 一2 基米

井汤女执布今123 456 7 89 10
2一1 毫米

8060

团教�界�

一
3一10

一 一
一10一2

一
“
2 0 一4

(厘米
。
(厘米
试匣米

:圭量
,

土层)
4 5 6 7 8 9 1 0

1一0. 5毫米

1 2 3 4 弓 6 7 8 夕 10

O
一

, 一。
.
2 5 毫米

图 6 首错一豌豆一小麦翰作中各级团粒的分布

1一年首糟 2
.
二年首信 3

.
三年首稽 4

.
芝 麻 5一年小麦

6
.
二年小麦 7

.
三年小麦 8

.
豌 豆 9

.
四年小麦 10

.
五年小麦

图 6 表朋
,

首拾一豌豆一小麦翰作中
,

团粒变化幅度较大的是 > 3毫米一极
。

1 9 , 7 年测定了上述骗作主要环节的土壤微生物总数(表 9 )
。

首蓓地土壤微生物活动异常弦烈
。

整个翰作中
,

微生物活动有逐渐减弱的趋势
。

豌

豆地表现出耕层微生物减弱的原因值得进一步研究
。

豌豆虽是一年生豆科作物
,

但肥地效果很突出
,

因此是关中最主要的倒搓作物
。
草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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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首潜, 耽豆一小多辐作中土壤截生物总戮的变化(l 夕, 7牟
,

千/ l 克于士广

土层(厘米) 三年
”一 1 三年小麦一 1

豌 豆一 二年小麦

0一10

10一20

30一40

4 ,

3 5 2

斗
,

0 5 7

4 7 9

1

,

6 2 7

5 斗5

1
.
1 5 2

5 7 1

8斗2

5 2 0

1
,

1 5 4

8 2 4

8 5

*

由汪静琴同志供抬登料
,

锡泳元同志分析
。

靓
:“庄稼汉不受穷

,

麦豆两搓平
, , , “
三年两头倒

,

地肥人吃鲍
” 。

就明豌豆在翰作中占有很

重要的位置
。

豌豆的主要作用
,

在于提高土壤氮素舍量
。

测定拮果指出
,

小麦速作三年

后
,

0

刊
。厘米土层内

,

土壤氮素合量衰竭到 0.肠一0
.
叮 %

。

种植豌豆BlJ 氮素合量有显著

的提高(表 10)
。

表 10 碗豆果积据未的作用*( 1958 年)

各层土壤氮素含量(% )
作 物

O一20 厘来
土层氮量

20一40厘来
土层氮是

O一20

(厘米)

20一40

(厘来)

40一80

(厘月赴)

三年小麦**

豌豆

豌豆后一年小麦

豌豆后二年小麦

0
.
D48

0
。

0 6 2

0

.

0 5 9

0

.

0
3

9

0

。

0 4 3

0

.

0 5 0

0

.

0 3 8

0

.

0 4 8

8 0 一120

(厘来)

0
.
037

0
.
047

0
.
046

0
.
041

120一160
(厘米)

0
.
018

0
.
047

0
.
047

0
。

0 2 6

斤/亩

212
.
夕

2 6 4
。

9

2 5 8

.

6

2 0 3

.

7

斤/亩

148
.
3

177
.
0

176
.
1

117
.
0

1山�MU沙6�匕门了只O门J白0Cll�n目n甘.

…
nU一11��Un口

*
由吴振杰同志测定

。

* *

建作三年小麦的前作是利用二年的首蓄
。

豌豆不仅能提高耕层土壤的氮素含量
,

对下层土壤也有作用
。

棉花上源后
,

从发展来看
,

建立首藉一棉花的翰作制度是很重要的
。

棉花是一种很

需肥的作物
,

以首藉作为棉花的前作是有利的
。

有些地区已基本上建立起这样的输作制

度明
。

苏联植棉区也已成熟地实施了多年生牧草(首楷与禾本科草混播)和棉花翰i乍的制

度[
SJ。

根据 19%
、

1 9 , 7 年测定拮果
,

首楷一棉花翰作中
,

土壤水稳性团粒桔构数量的消扮清

况如表 11
。

表 U 盲槽一棉花猫作中团粒的消是
*

(19 , 6
,

1 9 5 7 年: > 0
.
25毫米

,

团粒% )

各层团粒% (土层深
,

厘米)
作

3一10 10一20 20一40

1956 年

三年首糟

三年棉花

1957 年

三年首拾

三年棉花

.
6

,

斗
终
2
3了。

4

2 7

。

3

3 3

.

吕

刀42

65 3

22 8

45
.
2

33 。

1

2 1

.

0

1 8

。

7

*

由李希民同志测定
。

首藉种植三年后
,

3 一10 厘米耕层 > 0. 25 毫米团粒达到 60 % 以上
,

首蓓地种棉花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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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粒含量郎降至 22 一程拓
。

10 厘米以下土层也有降低
,

但降低的幅度比上层为小
。

棉花
是中耕作物

,

在生长过程中
,

多次锄地松土
,

抬腐殖盾矿化造成有利条件
。

根据 19弓8 年的

侧定
,

首借一棉花翰作中
,

土壤腐殖盾含量的变化如表 12
。

表 12 首蓓和棉花地土壤腐殖霄含量的比较
串

各土层(厘米)的腐耀幢含量%
作 物

了一10 10一20 20一斗0

三年首箱
今

三年棉花

41

81

0
.
8斗

0
.
4 6

自U
3

nUJ了

*

由张佩亭同志测定
。

( 三) 翰作中作物的产量

1
.
首蓓地的后效

。

据陕西武功19多4年的嗣查就针
,

首蓓地小麦比速作小麦增产22 拓
。

每亩产量一般都在 40 0 斤左右
,

增产效果达三年之久Il]
。

现将贰验拮果列入表 13
。

表 13 首曹地小事的增座效果

首 拾 地 小 麦 的 增 产 效 果

各利用年限
的首不芽地

第一年小麦 第二年小麦 第三年小麦

斤/亩
当年速
作小麦
(斤/亩 )

上匕速作
小麦增
产%

斤/亩
当年速
作小麦
(斤/亩)

此速作
小麦增
产%

斤/亩
当年建
作小麦
〔斤/亩)

上匕建作
小麦增
产%

平均
增产
%

率

利用一年

利用二年

利用三年

403
.
1

(1夕5 5 )

4 7 5 6

( 1 9 5 6 )

4 3 9
.
2

( 1 9 5 7 )

2 8 1
.
6

3 5 8
.
0

3 7 6
.
7

3 3

1 6

4 10
.
6

( 1 9 5 6 )

月4 6
.
3

( 1 9 5 7 )

4 2 3
.
3

( 1 9 5 8 )

9
.
3 1 2 2

1 8
.
斗

1 5
.
9

4 1 1
.
7

( 1 9 5夕)

3 8 0
.
0

( 19 5 8 )

3 6 5
。

0
4 1 1 9

.

()

1 6

.

2

麦�户卜一工jr白又�,j

*

利用三年首霏孙也的平均增产% 系第一
,

二牟小麦的平均数
。

从表 13 可以看出
,

首借地种第一年小麦
,

增产 16 .5一43
.
1多

,

第二年小麦增产 1未4一
18
.
斗%

,

第三年小麦增产 5
.
4一9

.
3多

。

首蓓后作小麦增产的总平均数是 16 .2 一22 .3 拓
。

从表 13 还可以看出
,

首蓓后作第一年小麦增产率不稳定
,

甚至有反常的情况
。

如利

用年限较长的首蓓地
,

第一年小麦增产率不如利用年限短者
。

这和首借后作的安排有关
。

根据固有习惯
,

表 13 所靓明的翰作中
,

首蓓地晚秋耕翻
,

次年春种芝麻
,

芝麻秋收后播种

第一年小麦
,

因而第一年小麦实际上是秋作后种植的
,

在水分条件上和回楼麦相同
。

在没

有灌溉的情况下
,

第一年小麦产量势必受雨季降雨量多少的影响
。

1 9 5 6 年 9 月以后到小

麦播种前降雨很少
,

小麦生长缺乏足够的底墒
,

虽然利用三年首着地的土壤养分丰富
,

但

受水分的限制
,

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

因而第一年小戴1
9, 7 年)增产仅 16

.
5务

。
1 9 , 7 年 7 月

降水特多
,

但为秋收作物利用
,

对小麦底墒没有补盘
。
工9 5 7 年 8 月以后雨量稀少

,

对 19 , 8

年小麦产量也带来影响
。

当然
,

由于表 ” 中所列的 19, 8 年小麦产量都是在夏季休阴地
.

上种植的
,

其影响程度不如秋作后种植小麦的严重
。

就盼桔果靓明
,

首楷地种植棉花增产显著
,

首楷是旱地棉花的优良前作(表 14)
。



土 壤 学 报 9 卷

表 14 盲嗜地棉花的增崖效果(籽棉产量)

…
“ “ 后 各 ‘ , ” “ 的 产 量

_ __

矍鹦纬途戴诲攀攀巍恤盔
利用第一年

}
374

·

5

}

2 6 0

·

7

{

“3
·

5

{

2 斗5
·

0

)

2 3 斗
·

,
!

{
(
‘, 5 斗)

{

一 一
{一

·

{

利用第二年 {
2‘6 一 ,

_

1

2 3 4
·

,

{
”

·

,

}

工9 6
·

3

{

‘, 0
·

0

}

}

(

1 , , , )

一 一
」 }

表14 中利用一年首稽地种植棉花的增产效果十分突出
,

比当年速作棉花增产 43
.
5并

。

利用二年首藉地的第二年棉花增产肯达 30
.
, 多

。

由于 19 , 5 年 7 月降水过多
,

对棉花花期

的生长发育带来严重影响
。

此外
,

利用二年首藉地氮素水平提高
,

磷素相应不足
,

导致棉

花徒长
,

也可能是不增产的原因
。

因为在利用二年首蓓地上第一年棉花籽棉产量和当年

速作棉花相比
,

虽然没有显著差异
,

但棉捍量 (每亩 328
.3 斤)却比速作棉花 (2”

.
。斤)高

出 2 9. 9并
。

表 14 总的趋势表明
,

利用一年
.
的首藉地对棉花的后效在一年以上

,

利用二年

的首蓓地后效在两年以上
。

为了比较混合牧草和单播首蓓对后作产量影响的差异
,

现在将有关产量青料列入表

15 、

1 6
0

表 1s 不同利用年限各牧草粗合后作棉花的座里比较

(籽棉
,

斤l亩)

不同利用年限的牧草粗合
各 年 棉 花 产 量 1 合 引

-

凸户一U
门1土一伪曰
�

一�钊�02nU一
�
们�

l

i

.

JI卜盯口一巨
.
曰曰巨l

利用第一年曹摺

利用第一年首拾+ 踢脚草

利用第一年首稽+ 多年生黑麦草

374
.
5

33 9
。

2

3 7 3

.

9

2 4 多
.
0

2 6 8
.
夕

2 7 2
.
3

利用第二年首拾

利用第二年首箱十瑞脚草

利用第二年首落+ 多年生黑麦草

利用第三年首稽

利用第三年首蓓+ 鸡脚草

利用第三年首糟+ 多年生黑麦草

236
.
5

255
.
9

22!
.
0

2 97
.
2

29 1
.
1

281
.3 :: )

355
.
6

293
.
5

2 82
.
2

22多 6

2 2 6
.
5

2 2 6
.
6

斤/亩

769
.
5

夕斗4
.
2

7 8 0
.
6

7 3 0
.
0

7 2 3
.
9

6 7 7
.
5

5 8 1 2

5 2 0

5 0 8 8 } 8 丁

表 15
、

16 清楚地表示出混合牧草并未显示出比单播首着更高的后效
,

大多数情况下
,

混合牧草不如单播首借
。

可能声于本区土壤氮素缺乏
,

混合牧草中禾本科草的存在反而

减弱了多年生牧草积累土壤氮素的作用[z1
。

2

.

豌豆的后效
。

在大面积生产中
,

豌豆的种植面积与小麦总产量有正相关的趋势
。

据陕西省的枕针
,

武功 19, o 年豌豆种植面积为 28
,

0 0 0 亩
,

1 9 , 1 年 280, 0 00 亩小麦平均亩

产170 斤 ; 195斗年豌豆种植面积扩大为 88
,

00
0 多亩

,
1 9 5 , 年 29 0, 00 。多亩小麦平均亩产

.
27 0斤[11

,

比 1951 年增产 59 多
。

据我们贰硫桔果
,

豌豆增产效果变化较大
,

除受各年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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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不同利用年限各牧草粗合后作小事崖量比较(斤/亩)

年 小 麦 产 量各一
l不同利用年限的牧草粗合

n��了户Onll�O�n勺1占日曰曰日日利用第一年首拾

利用第一年首落+ 瑞脚草

利用第一年首猪十 多年生黑麦草

403
.
1

378
.
7

387
.
4

斗1 0
。

6

斗2 3
.
1

3 9 7
.
5

4 工1
。

7

斗0 3
.
3

任0 1
.
7

合

斤/亩

,

2 2 5

.

4

,

2 0 5

.

3

.

1 8 6

.

6

利用第二年首稽

利用第二年首藉十瘾脚草

利用第二年首箱+ 多年生黑麦草

475
.
6

482
.
5

437
.
5

446
.
3

452
.
5

452
.
5

3 80
。

0

3 6 4

.

3

3 7 6

。

6

1

,

2 3 1

.

9

1

,

3 0 1

.

3

1

,

2 6 6

.

6

1 0 0

1 0 5

.

6

1 0 2

.

8

利用第三年首蓓

利用第三年首摺+ 瑞脚草

利用第三年首蓓十多年生黑麦草

439
。

2

斗18 8

4 0 8
.
8

呼2 3
。

3

4 0 3

。

3

4 2 3

。

8

8 6 2

.

5

8
2

2

.

1

8 3 2

。

6

1 0 0

9 5

.

3

9 6

.

5

情况影响外
,

豌豆本身的生长好坏和产量高低与后作小麦的增产率有很密切的关系 (表
17)

。

表17 豌豆座量与后效的关栗

豌豆后作小麦与当年建作小麦产量比较

、豆产量(斤 /亩)

{

豌 豆 搓 刁
·

麦
{

。 作 小 麦

0nUC�0�UnU一日�0CUon�On�n�
,
人,占1占1山1山111上

2 2 3
.
U

2 3 1

.

7

2 4 0

.

8

2 4 1

.

7

2 9 0

.

8

2 9 8

.

4

2 9 5

.

8

斤/亩

39斗
。

4

4 4 5

.

6

斗40
.
0

4 50
.
6

5 1 4
.
7

5 0 9
.
8

5 2 6
.
0

1 0,
.

9

12 8
.

9

1 1 1
.
7

12 8
。

7

1 2 9

.

6

1 2 6

。

4

1 2 5

.

0

斤/亩

372
.
5

345
.
6

330
.
6

350
.
6

397
.
1

403
.
2

421
.
4

表 拧 靓 明
,

由于豌豆产量不同
,

后作小麦的增产率变动在 反9一29
.
6% 之简

,

平均增

产 22. 3务
,

因此豌豆栽培技术的加孩应提起重视
。

根据上述拮果
,

有几个与当前生产有关的固题值得尉输
。

1

.

首猪地的利用
。

关中地区首楷地的利用一般在 4 年
,

甚至 7
、

8 年以上
。

晚稻
,

冬
、

春挖首蓓
,

种一季春播作物后回种小麦
。

根据贰输拮果
,

首借产草量从利用第三年起
,

郎

开始下降
,

利用年限过长
,

根颐逐渐腐烂
,

生长衰退
,

杂草丛生
。

首蓓改良土壤的效果
,

利
用二年已握很明显

。

利用一年或二年的首藉地
,

对棉麦的增产作用
,

即可持覆 2 年以上
。

因此
,

首楷地的利用最好不超过 3 年
。

如能将利用 7一8 年的利用制度改为 2一3 年图
,

粼

首稽搓小麦的面积就可以增加 2倍以上
,

这对粮食总产量的提高有很大的意义
。

利用一
年首稽地的棉花产量

,

第一年为每亩 374
.
5 斤

,

第二年为 24,
.
0 斤

,

超过了一般灌溉地区棉

花的产量水平
,

这一方面靓明旱源地区植棉有很大的前途;同时也表明建立首蓓一棉花翰

作对棉花增产十分有利
。

如能在利用二年的首蓓地上植棉
,

加上合理施肥
,

可获得三年丰

收
。

因此
,

冬
、

春挖的首蓓地留作棉 田
,

钠入首着一棉花翰作正轨
,

不必在棉花或芝麻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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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小麦
。

由于秋作后小麦产量不稳定
,

要求我佣有针划地将一部分首藉地夏翻后当年秋种

小麦[01
。

草众中也有夏翻后小麦增产实例
。

由于夏翻前产草量占全年产草量 80 外以上
,

因此首蓓地夏季第二次XlJ 割后耕翻
,

对产草量影响不大
。

夏翻后接钠雨季降水
,

气温又较

高
,

有利用于根搓残余物的腐烂
。

杂草也可消除
。

首藉地利用年限精短后
,

产草总量还可

得到提高
。

由于本区土壤氮素缺乏
,

混合牧草简题肯待进一步研究
。

2

.

保持豌豆应占的面积
,

充分发撞豌豆地的增产作用
。

豌豆是肥地保粮的作物
,

又是

牲畜的精甸料
,

豌豆的种植面积必须在作物配置中保持应有的比例
。

豌豆和小麦同时种

胶
,

但豌豆在适应秋作后各种不利条件的能力比小麦竣
。

秋作收后
,

土壤水分条件较差
,

地力赓薄
,

如果种植小麦
,

由于迟播和缺墒
,

往往难于分集盘根
,

返青后容易脱肥
,

对产量

影响很大
。

豌豆一方面需肥情况和小麦不同
,

而且旺盛生长的时期比小麦晚
,

除特殊年份

外
,

冬前的不利条件对它影响不大
,

且豌豆简有一定的抗早能力
。

此外
,

豌豆是主要倒楼

作物
,

在翰作中安排在秋作后是必要的
。

小麦返青后郎迅速进入旺盛生长
,

而豌豆一般要

迟在立夏以后
,

翠众靓
:“
豌豆过了夏

、

一天一夜长一扎
, , 。

如果我们以植株高度作为生关

速度的指标
,

根据在 1958 年观察精果
,

返青后小麦生长速度最大的时期在 4 月 18 日
,

而

豌豆则在 5 月 17 日 。

因为豌豆后效大小决定于它本身的产量
,

因此提高豌豆产量是很重要的尚题
。

豌豆

并不是不需肥的作物
,

但 目前
,

豌豆往往不施任何肥料
。

据原西北农科所拭验拮果[9,1 叼 ,

豌

豆在生长过程中
,

土壤中稍酸盐逐渐增加
,

而速效磷则逐渐减少
,

施用磷肥后
,

豌豆产量有

显著提高
。

重视了豌豆的栽培技术
,

提高了豌豆产量
,

在翰作中
,

它的后效就会更大更长
。

3
.

复种简履
。

任何地区
,

作物配置的形成都是多年来广大草众在向 自然斗争中握脸

累积的拮果
。

在改变各类作物的配置此例时
,

必镇周密地分析具体情况
,

做到因地制宜
:

早作地区
,

和作物配置关系密切的首先是水肥供应阴题
,

其次牲畜和劳力也是很重要 的条

件[l1]
。

大跃进以来
,

农 田水利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

关中早区已有一定面积的耕地可以灌

溉
。

但到 目前为止
,

由于水源尚不充沛
,

还不能款为水的周惫已握解决了
。

在颇大的程度

上
,

必须靠作物翰作来趣济地利用土壤蓄水
。

此外
,

旱区地广人稀
,

劳畜力缺乏
,

肥料不

足
,

因而它的耕作技术的条件和水平都不能和灌区相比
。

如旱区上
,

周陵公社北杜熊生产

队总耕地面积 儿
,

6 8 7 亩
,

每人平均有耕地 4. 4 亩
,

每个劳力负担 “ 亩
,

全队 26 9 头耕畜
,

每头负担耕地牡 亩
,

土粪平均每亩不足一草半; 渭南城关公社双王生产队是灌区的一个

生产队
,

总耕地面积仅 4, 472 亩
,

每人有地 2
.
1 亩

,

每个劳力负担 5 亩
,

同样有 26 9头耕畜
,

每头食担耕地 16 亩
,

平均每亩可上土粪 3
.4大草

。

他们的条件是有差别的
,

在复种指数的

买求上就应敲有高有低
。

旱作地区
,

如果复种指数过高
,

劳力和肥料顾不过来
,

耕作管理

势必翔放
,

产量难于提高
。

如果安排不当
,

就可能挤掉豆科作物
,

打乱了固有的翰作制度
,

地力得不到恢复
,

产量的提高没有保征
。

近年来
,

回楼小麦面积扩大了
,

豌豆的种植面

积相应缩小
,

如兴平县 195斗年豌豆种植面积为小麦播种面积的 21 形
,

1 9 5 8 年降为 15 摇
,

1 9 6 0 年则只有 8多
,

在肥源不富裕的情况下
,

这对旱区小麦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有影响的
,

必须引起严重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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