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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旱地椽肥发展前途的初步探豺

强 学 上
(陕西省土奥肥料研究所)

栽培椽肥是培养地力的一个重要措施
,

但我国撇肥的分布
,

多集中于长江流域高温多

湿地区 ;北方种植较少
。

就陕西省来看
,

也多集中在年降雨 80 0一1, 00 。毫米的陕南地区
。

从国内外椽肥的分布情况来看
,

与气候条件
、

特别是降雨量有密切关系
。

关中一般年平均

雨量在 , 00 一 7 00 毫米之简
。

近数年来在早地裁种草木握徐肥也有不少成功的事例
。

但

早地的水分毕竟不够充分
,

且气候变化也难以掌握
,

关中早地碌肥发展前途如何 ? 有进一

步研究的必要
。

一
、

关中气候条件对旱地梢明巴栽培的有利和不利因案

关中年平均温度为 13
.

8℃ (西安地区
,

下同)
,

无霜期 2 01 夫
。

夏阴期 (6一 9 月)的平

均气温为 2 7
.

5℃
。

年降雨量为 58 5. 7 毫米
,

作物生长期简 (3一9 月)降雨 48 9 毫米
。

雨季

集中在 7
、

8
、

9 月
,

平均降雨量为 30 7
.

3 毫米
,

占全年降雨量的 52 .4 6 拓
,

占整个作物生长

期降雨的 60 多以上
。

这种条件对夏季碌肥的生长
、

翻压及腐烂有利
,

在正常的气候条件

下
,

是可以栽培和利用夏季椽肥的
。

关中年降雨量虽在 50 0 毫米左右
,

但在地区分布上差异很大
。

一般规律是
:
从东往西

递增
,

由南向北递减
。

不 同地区年降雨量的变化情况也有区别
。

从表 1 可晃
,

年降雨量少

于 5 00 毫米的频率最大的地区为都阳
,

达 “
.

8 务
,

而在郡县则没有少于 60 0 毫米的年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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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自陕西农科分院气象研究室
。

从作物生长期 (3一 9 月)降雨量来看
,

一般都达到了 4 00 毫米左右
,

这种雨量对碌肥

栽培是有利的
,

但各地雨量的变化也不小
,

兑表 2 。

从夏季椽肥的播种
、

生长及翻压三个关键期降雨量来看
,

也存在着一些不利 因素
。

关

中 3 月为套播椽肥草木择的播种期
。

当月降雨量少
,

一般不过 巧一25 毫米
,

上
、

中旬合静



土 续 学 报 1 1 卷

邵邵 阳阳

关中各地作物生长期阵雨绷率

澄 城 淳 化 宝 玲 风 翔 眺 县

0八U

n月甘,,矛nU八U4
.月j,‘育孟,1

哎护‘护咤夕口U晓少0
1、J八11

‘.‘,�,‘
.
1凡‘O了n乙

纬洲
02tD科内,‘,七0

,j11,,O八矛曰、

资料来自陕西农科分院气象研究室
。

不到一牛 ;下旬较多
,

在 10 毫米以上
。

上
、

中旬的降雨不能满足草木梅出苗的需要
,

下旬

方有出苗的可能
。

6 月是夏播缘肥 (椽豆
、

黑豆
、

小豆等 ) 的播种期
,

也是套播椽肥恢复生

长的季节
。

本月降雨一般在 60 一90 毫米左右
,

但因此时土壤水分由于小麦在生长期内蒸

腾揖耗和收割后地面蒸发量大的关系
,

土壤湿度很低
。

根据陕西农科分院 气象研究室

1 9 5 7 年在扶风早地测定
, 6 月中旬豌豆茬地 。一 100 厘米土层 水分为 14 3 1 拓

, 0一20 厘

米仅为 1 0
.

10 务
,

土壤湿度恢复常态
,

需一个月左右
。

从 6 月份降雨分布来看
,

上
、

中旬降

雨量少
, 0. 0一4. 9 毫米范围的降雨频率占到 朽一60 界

,

而下旬降雨量有显著 的增加
。
这

对夏播椽肥的播种期势必要向后推延
。 7 月下旬是早地夏季椽肥的翻压期

。

这时的降雨

对掩肥的翻压及腐烂至为重要
。 7 月已进入关中的雨季

,

降雨量在 90 一 1 50 毫米之简
,

雨

量是充沛的
。

但从旬降雨分布来看
, 7 月下旬比上

、

中旬少
,

且降雨 日数多在 2 天左右
,

因

此宜耕期也是较短的
。

从关中出现千早的颁率来看
,

对旅肥的栽培也存在着较大的威胁
。

本省一般干早周

期是 3 年
、 5 年至 6 年出现一次

,

大早年为 9 年
、

16 年至 28 年出祝一次
,

特大干旱为 30

年
、

80 年至 12 0 年出现一次
。

在季节分布上以春早最多
,

夏早次之
,

秋旱较少
。

在套播草

木裸徐肥的出苗
、

生长及翻压期 20 天内无雨频率
,

兑表 3 。

一
838

一甘食料来自陕西农科分院气象研究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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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中降雨量的特点来看
,

对撇肥栽培的确提供了一些有利因案
,

同时又存在着一些

不利因案
,

发展早地椽肥有一定的风险 [l1
。

因而就使人产生了下面一些顾虑 : 怕椽肥播种

后 出不了苗 ; 怕出苗后保不住苗 ; 怕生长不好 ; 怕长好后翻不下去 ;还怕耗水太多影响后作

小麦的需水
。

这
“
五怕

”
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

因此
,

发展旱地缘肥需要栩致的掌握气候特

点
,

采用适宜的技术措施来克服各种不利因素
。

就关中豆科椽肥种类而渝
,

有春播的草木择
,

夏播的糠豆
、

黑豆
、

小豆
,

夏末初秋播种

的毛若
。

毛若的播种及生长期都在雨季
,

翻压期又在雨季后的湿澜季节
,

且毛若主要作为

次年棉花或其他春播作物的撇肥
,

分解期长
,

旱地栽培可靠性较大
。

夏播椽肥最大的特点

是生长期短
,

出苗后 40 余天郎可利用
,

一般播种期在 6 月中下旬
,

降雨不稳定
,

而生长期

及翻压期均在雨季
,

成功的可能性也较大
,

只有春播椽肥草木裸生长期最长
,

趣过春
、

夏
、

秋三个季节
,

且系套播栋肥
,

与主要作物还有着密切的关系 [s1
,

阴题比较复杂
。

卜节着重

就草木裸椽肥的栽培来分析一下关中早地发展草木糠的可能性
。

二
、

关中的降雨特点
、

土族水分和种植制度对草木握

糠肥栽培和利用的影响

(一 ) 播种出苗简颐

从关中干旱硕率来看
,

春早特多
,

夏早次之
,

秋早较少
。

春季干旱对草木握出苗极为

不利
,

而栋肥栽培的首要阴短又在于全苗
,

因此春旱对草木裸椽肥的栽培是一项关键简

短
。

·

草木择出苗对土壤水分要求并不高
,

拭盼蔽明 :土壤含水率在 n 拓时郎大量出苗(豹

60 多)
,

土壤含水 13 一14 务 出苗很好
。

关中草木择的播种期在 3 月
,

此时旱地 。一10 厘米

土层水分在 15 务左右二出苗水分本应无阴魔
,

但由于草木根在麦田套播
,

播种深度仅 1 厘

米左右
,

这层土壤水分往往达不到出苗所需水分的最低要求
,

须在降雨后方可 出苗
。

从多

年制查来看
,

一次降雨 10 毫米以上郎可满足出苗的需要
。

然而 3 月上
、

中旬 0
.

0一 4
.

9 毫

米的降雨机率却非常高 [11
,

这种降雨量对草木糠出苗不但无盘
,

反而有害
。 19 62 年武功 3

月无雨
, 4 月上旬降雨 4

.

1 毫米
,

草木握刚发芽
,

又因水分不足而死亡(草众称为
“
放炮

”
),

死苗数达出苗总数的 5
.

9一72 界 (一般在 30 务左右 )
。

歇茬麦1) 生长较好
,

陈蔽较张
, “
放

炮
”
特多

,

一般在 和务以上(30 务至 72 务)
。

回茬麦z) 阵蔽不大
,

小雨后土壤表层水分很快

散失
, “
放炮

”
较少

,

一般为 15 一20 务左右(5. 9多至 38
.

8务)
,

但未发芽的种子却仍保持着

很好的发芽能力
。

拭阶拮果赶明
:
种子反复浸泡千燥四次

,

以及在 田简观察
,

规多次干湿

交替的种子
,

其发芽率仍达 7 0 多以上
,

与对照并无差异
。

因此为弥补小雨后的
“
放炮

”
揖

失
,

加大播种量 (每亩 3一 4 斤 )
,

待 3一斗月内遇一次 10 毫米以上的降雨ll[J 可得到相当的

成苗数
。

此外
,

选择生长较差的麦田播种草木橱
,

也会诚少
“
放炮

”的捐失
。

上述两种措施
,

对草木握出苗虽有一定作用
,

但春早频率很高
,

出苗水分仍很难得到

保征 ;且出苗期也难以按制
。

在出苗较晚的情况下
,

保苗不易
。

因此有必要将草木梅的播

种期移向土壤水分条件被好的时期
,

不靠降雨把苗出好
,

才是根本对策
。

从草木择种子播后较长期地在土壤内仍保持较好的发芽能力的特性出发
,

改现有的

D 歇茬麦前茬为夏阴地
。

2) 回茬麦前茬为秋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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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播为冬播是完全可能的
。

试输征明
,

未刻划的种子挺一个月左右的冷冻(夜冻昼消 )后
,

其发芽率为 69
.

7 务; 而未趣冷冻的发芽率仅 2 4
.

7 拓
,

由此可觅
,

冻消作用不但没有揖失发

芽能力
,

反而对
“

硬子
”
有促进发芽的作用

。

从土壤水分来看
,

在小麦返青前后地表湿度较

好
,

此时蒸发量也不大
,

有利于草木拥出苗[15 .17 、

土组含水攀名

图 l 武功早地土盛水分变化曲拔 (小麦
,

19 62 年)

从图 1 可以看出
,

土壤水分随着小麦的生长消耗急速下降
,

但在整个 2 月内土壤上层

水分都在 18 务以上
,

此时 。一 , 厘米土层平均地温为 4℃
,

已达草木棍发芽温度t1q
。

不靠

降雨 出苗
,

基本上是在 2 月到 3 月上旬
。

19 6 2 年关中春早严重
, 3 月内无雨

, 4 月上旬降雨 斗
.

1 毫米
,

中旬为 1 .9 毫米
,

始草木

梅出苗带来很大困难
。

但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出苗很好的事例
。

如热屋县广济公社的曹滩

大队
, 2 月中旬在坡地播种 8 7 亩

,

出苗及生长都很好
,

而接邻的杠旗大队在 3 月中旬播种

的 33 。亩全部失败
。

又如鼓县九篆公社的耿西大队 1 9 6 1 年冬季播种 26 亩
, 1 9 6 2 年春季

出苗很好
,

每亩有苗 20 余万
。

再如大荔县旦家公砒的 方拢大队 1 9 61 年冬播的草木棉
l% 2 年春出苗非常整齐

,

到 6 月因天气特旱
,

生长援慢
,

但未兑死苗
。

从这些事例我们欲

为草木择的冬季或早春播种
,

并把种子播在表土 2一3 厘米以下的湿士上
,

出苗简短可以

得到解决
。

(二) 保苗周皿

草木梅出苗后保苗比出苗困难更大
。

保苗之所以困难
,

是 由以下两方面决定的 : (l),

草木择套种在麦地里
,

在小麦拔节到成熟期简消耗土壤水分很多
,

使草木握幼苗得不到足

城 4 小户价蔽对味* 御漫 , 的形喃

未一l土

||小麦街度
(穗/ M

,

)

草

高(厘米)

择 发 育
.

情 况

百株
腿

(克) } 根 长 (厘米)

光 度
(为自然光度的% )

8 3 0
.

2 5

2
.

; ”
’

}
,

.

3 7
.

{
’

1 1
.

0 3

3 3
。

1

9 1
.

0

14
。

7 1

10 0

注 : 翎查 日期
,

19 6 2 年 5 月加 日(小麦抽穗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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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稚持生命的水分
,

因而受早死苗 ; (2 ) 小麦在拔节后窿蔽日趋增大
,

使草木裤幼苗得不

到被好的阳光
,

使其生长发育不良
,

特别是根系发育较差
,

不能深入下层湿消土层
,

因而受

早死苗
。

从表 4 可以看出
,

小麦的阵蔽对草木择发育的影响是很大的
。

草木裸根系发育良好
,

须在陈蔽较小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

在小麦生长过程中
,

扳节期后阵蔽迅速增大
,

因而争取

在小麦拔节前使草木择根扎好是非常重要的
。

草木柳如在 2 月上
、

中旬 出好了苗
,

这时不但小麦阵蔽不大
,

有利于扎根
,

且此时小麦

耗水量也小
,

土壤湿度高
,

也不致在出苗后短期内因土壤缺水而死苗
。

根据我俩 1 9 6 2 年

不完全的观察
,

草禾择从 2 月 3 日到 3 月 3 日株高仅 2. 8 厘米
,

而根长已达 21 .6 厘米 ; 在

3 月内气温较高的时候
,

估舒根长可达 50 厘米左右
。

关中小麦拔节期多在 4 月上旬
,

拔

节前草木拥根系深达 50 厘米左右
,

受旱死苗阴愚就不大了
。

从图 2 可以看出
,

小麦耗水

从找节以后念剧上升
,

草木梅在

晚出苗的情况下极易死苗
。

根据

我佣 1 9 6 2 年在武功的稠查
,

草木

稗播种后
,

由于 3 月无雨
, 4 月上

旬 降 雨 4
.

1 毫米
,

中旬为 1. 9 毫

米
,

对草木握出苗无效
,

宜到 4 月
‘

28 日降雨 15 .6 毫米
,

草木择出苗

很好
。

但因此时小麦耗水达到高

攀
,

裸简蒸发又大
, 0一 10 厘米土

层很快干涸
,

出苗后仅 7一 8 天郎

大量死苗
。

如在早期出苗
,

土壤

水分条件优越得多
,

这种大量死

苗将可避免
。

值得注意的是
,

将

草木橱播种在生长较 差的麦田

里
,

如回茬麦陈蔽小得多
,

有利于

草木择根系发育
,

同时回茬麦耗

水较少
,

对草木棍保苗有利 (兑

图 3 )
o

/ 产
‘

沪一

图 2 小麦耗水量积累曲技 (19 5 6年
,

武功)

(资料来自陕四省渭惠渠灌履无拭暇站)

—
回挂视

今

图 3

一一 歇茬寄地

i交一有, 有, 有, 玄一育一玄
目

气萄葡

旱地小麦土奥水分变化 (19 6 2 年
,

武功)

土饱卫。水率苫千土七)

草木裸耐早性比小麦要强
。

一般小麦在武功埠土雕萎湿度为 12 务左右[s1
,

而草木糠

在 8. 7 务时始现雕萎
。 1 9 6 0 年是我省的大旱年

,

但春季雨水较好
,

草木择苗期生长良好
。

到 6 月特别干早
,

整月内降雨 2
.

1 毫米
,

当时 。一20 厘米土 层 含水仅 9. 7 多; 。一 1 00 厘米

土层合水为 12 .7 另
,

由于草木裸根系已发育良好
,

在这特大干早的情况下未兑死苗
。

由此

可晃
,

草木择的耐早能力是很张的
,

而耐早能力又决定于根系发育的良好
,

因此将草木择

活当播在生长较差的麦田
,

并争取早期出苗是保苗的关键所在
。

(三) 生长简魔

草木橱虽有较强的耐早能力
,

但水分不足仍然是长不好的
。 6 月上

、

中旬收麦后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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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天是草木橱恢复生长期
,

而整个 7 月是迅速生长期
,

麦收后草木择生长 45 一60 天就可

利用
。 1 9 5 8 年延安专区农科所在洛川拭翰

,

草木择在麦收后生长 45 天
,

主要生长期为 7

月 ; 当年 7 月降雨为 n 0. 9 毫米
,

草木择亩产青物 1 ,6 6 7 斤
。

同年在黄陵贰验
,

亩产青物

1, 83 。斤 [71
。 1 9 6 0 年

,

武功地区 6 月基本上无雨
, 6 月底草木择株高不过 10 一巧 厘米左

右
, 7 月降雨 1 3 4 .3 毫米

,

其中有效降雨为 7 月 5 日的 8 9 .5 毫米和 25 日的 3 1
.

, 毫米
。

草

木择在 7 月底翻耕
,

实际利用降雨郎 7 月 , 日的一次
,

但草木握雨后 25 天左右
,

亩产青物

达 1.5 00 一2, 0 00 斤[z1
。

从这些事例来看
,

草木梅亩产青物 1
,

5 00 斤左右
,

只要 6 月中旬到

7 月底降雨 100 毫米就差不多了
。

关中 7 月已进入雨季
,

各地 6一7 月降雨 100 毫米以上

是翘常的
。

当然 6一7 月长期无雨也是有的
,

但出现机率很少
,

郎是在这种情况下
,

撇肥也

并非全无收获
。 1 9 5 9 年夏早严重

,

成为我省少有的百
.

日大早
。

草木梅生长关键期的 7 月

降雨 29
.

1 毫米 (在武功 26 年的气象查料中只有 1 9 5 1 年出现过一次)
,

武功得陵公社西魏

生产队早地草木桐糠肥亩产青物仍达 80 0 斤左右[z]
。

同年延安农科所在黄陵
、

洛川的贰

验也达到 80 0 斤的产量[s]
。

由此可觅
,

草木裤的生长阴题不是很大的
。

(四) 翻压腐烂周皿

适当的翻压期
,

是由徐肥生长情况
、

气温
、

降雨及椽肥腐烂期来决定的
。

草木握在关
中地区生长最快的时期是高温多湿的 7 月

,

进入 8 月生长速度迅速下降
,

草厦 也逐渐变

老
,

杆推增多
,

不易腐烂[a1
。

因此适宜的翻压期为 7 月下旬到 8 月上旬
。

这时离小麦播种

还有 朽一60 天
,

腐烂时简是充裕的
。

这段时简正值雨季
,

关中各地 8一9 月一般降雨在

15 0 毫米以上
,

糠肥分解所需水分应无多大简题
。

椽肥利用期有一定的伸缩余地
。

我们

孰为
,

从 7 月中旬到 8 月上旬遇透雨就翻
,

时简也不算太早
。

如至 8 月上旬仍无一次好

雨
,

也非无法解决
,

可把椽肥割下刻碎就地堆福
,

待雨后施入地中再翻耕也是可以办到的
。

因此我们献为在 8 月上旬前翻下或处理椽肥
,

其分解腐烂不会有多大的风险
。

(五 ) 振肥生长对后作物水分的形响周肠

关中早地小麦
,

多为歇茬栽培制
。

夏阴的目的
,

除了整地
、

施肥
、

熟化土壤外
,

最重要

的阴题还在于保蓄土壤水分
。

中国科学院西北 生物 土壤所 在武功侧定
,

在小麦亩产量

33 7一60 4 斤的情况下
,

总耗水量为 31 4一44 0 毫米
。

而小麦生长期内平均降雨为 24 9 毫

米
,

远不能满足小麦的需水
,

需要土壤蓄水补抬 [s1
。

夏阴期简生长了椽肥
,

必然要耗去不

少水分
,

椽肥生长后是否影响到后作小麦的用水? 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阴题
。

草木裸迅速

生长期的耗水确实不少
。

根据我俩 1 9 5 6 年 7 月上旬到 8 月上旬 初 天无雨的情况下侧定

枯果晃表 5 。

玻 S 草木件生长期对土 . 水分的毖咱

资会
⋯

⋯
一兰一口川一生

休 阴
{

‘8
’

0 ,

{
‘,

·

5 ,

}
‘8

·

9 ,

释 ’巴
}

‘,
‘

0 ,

】
‘o

·

, ‘

{
‘,

·

, ,

注 : (l) 8
、

9 月降雨 2 1 3
.

9 毫米
。

(2) 测定深度 : 0一10 0 厘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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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上旬椽肥地 0一 1 00 厘米土层水分比休阴地差 40 多左右
,

但从关中 7 、 8
、

9 月的

雨量来看
, 8 月上旬以后的降雨能弥补这个捐失

。

到种麦时与休阴地含水一致[:l
。

根据西北农学院 1 9 , 7 年的侧定
,

在小麦收获时 。一 10 0厘米土层含水率为 13 一15 多
。

趣过夏阴后到收麦时土壤水分为 18 一21 务
,

郎在夏阴期能蓄水 50 公方[’1
。

但不同前茬其

蓄水情况差异很大
。

获‘ 不同的茬土班拐水悄况与后作小事度, 关系

、\ 复

前扮 、\
‘卜
物

豌豆(夏阴)

玉来(夏播)

将肥(夏播)

水分变化情况 (0一 1 00 厘米) 后作小麦产量
目 !

一
}一- 一一一一, -

(方/亩)
斤/亩

‘,
·

8 ‘

⋯
“5

12
。

2 4 } 2 0 7

2 1 4
.

8 8

4 5
.

9 5 } 斗7斗
.

0

1 0 0

2 2 8
。

5 4

从表 6 来看
,

椽肥在 6 月中旬到 7 月底虽耗去了一些水分
,

但 8
、

9 月内的降雨大致可

以弥补其消耗
。

应敌指出的是
,

19 5 7 年是秋旱较为严重的一年
,

郎使在这种情况下
,

栋肥

地土壤水分仍然不坏
。

当然
,

小麦利用土壤水分一般在 2 米左右[,1
。

以上侧定仅限于 0一

10 0 厘米内
,
100 厘米以下土壤水分可能还有一些差别

,

然而从小麦产量来看
,

这些水分

已浦足 4 7 4 斤小麦的需要了
。

因而我佣献为只要掌握在 7 月底到 8 月上旬翻压
,

徐肥地

蓄墒不是多大简思
。

总枯以上所述
,

我俩欲为关中在一般正常气候年份
,

早地种植草木探椽肥在艳大部分

地区是完全可能的
。

郎使气候反常
,

也不致全无收获
,

只要掌握适时播种和翻压
,

也不会

造成后作诚产的凤险
。

近数年来旱地拭种草木裸椽肥有不少成功事例
。

如延安专区农科

所在黄陵
、

洛川等地
,

从 1 9 , 8 年到 1 9 6 1 年贰种草木橱椽肥
,

常使后作小麦增产 50 多以

上[’1 ; 分肠县农科所及水土保持拭验站在 1 9 5 8 年后裁种椽肥
,

对后作小麦增产 30 一 50 拓阳0lo

此外
,

如蒲城
、

澄城
、

酸泉等县比较干旱的地区也得到了相似的拮果 [l1
·

切
。

三
、

从关中降雨条件及作物布局来看旱地抽朗巴的区域性

苏联 M叨Be 八eB n
.

中
.

欲为 : 年降雨量在 4 00 一5Q 0 毫米的地区草木糠生长良好 [l0]
。

美国北达科塔州农业拭阶站长期拭输桔果敲为
:
年降雨量少于卯 0 毫米地区种植草木握

椽肥效果不佳 [1t]
。

我省陕北地区年降雨量为 4 00 一5 00 毫米之简
,

草木裸生长良好 [1]
。

关

中一般年降雨量在 5 00 一7 00 毫米之简
,

可以满足其需要
。

但降雨量在地区简的分布是不

平衡的
。

秦岭北麓由于地形的影响
,

降雨较多
,

一般都在 7 00 毫米左右
。

关中川道地区降

雨在 6 00 一7 00 毫米
,

渭北平原区为 50 0一60 0 毫米之简
。

渭北平原以北的山区如嗡县一

带受地形影响雨量偏多
,

年雨量在 60 0 毫米以上
。

关中东部的大荔
、

蒲城一带降雨较少
,

年雨量在 50 0 毫米以下
。

其雨量分布如图 4 。

从关中降雨的地区分布来看
,

由南向北递减
,

由东往西递增
。

而降雨变化频率东部大

于酉部
。

由于气象查料的不完整
,

且就一地而言也有地形的影响
,

降雨量也不一样
,

因而

要确切的划出某一地区能否发展早地椽肥
,

确有一定困难
,

因此关 中旱 地椽肥区域性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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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关中年降水羞分布图

(资料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陕西分院气象研究室)

履
,

只能反映一大概翰廓
。

根据降雨
、

气温及作物布局大致可划定下面几个区域
:

1
.

秦岭北麓多雨区 : 由秦岭北麓至渭河以南
,

包括郡县
、

整厘
、

鄂县
、

长安
、

蓝田
、

渭

南
、

华县
、

华阴
、

憧关等县
。

年雨量达 6 0 0一7 00 毫米
,

少数地区达 80 0 毫米以上
。

夏
、

秋雨

量分布较为均匀
,

除棉
、

麦外
,

玉米
、

水稻也占相当比重
。

一般复种指数在 1 30 呱左右
,

春

播草木橱
,

夏播旅豆
、

黑豆及夏末秋初播种的毛若都是适宜的
。

为糠肥多种类地区
。

2
.

省西平原区
:
包括歧山

、

凤翔
、

宝鸡
、

抉凤
、

武功等县的旱源地
,

年雨量在 6 00 毫米

左右
,

夏秋雨量分布较为均匀及时
。

主要作物除小麦
、

秋玉米外
,

尚有一定比例的大秋作

物
,

是发展草木择及毛若椽肥的有利地区
。

3
.

省西北山沼山丘陵区
:
包括眺县

、

济阳
、

麟游
、

永寿
、

构邑
、

分卜县
、

铜川的一部分或大

部分
。

本区一般气候冷凉
,

年雨量在 60 0 毫米左右
,

雨水较多
,

土地面积广
,

水土流失严

重
,

一般耕地肥力被差
,

有以翰歇耕作恢复地力的习惯
。

因为雨水较多
,

土壤水分不是限

制因案
。

但气温较低
,

以发展夏播短期椽肥为主
,

并可利用翰歇地种植草木握及毛若翰

茬
,

培养士壤肥力以及作为糠肥种子繁殖基地
。

4
.

渭北高原区 : 包括邢县
、

长武
、

拘邑
、

淳化
、

永寿的大部分或一部分
。

年雨量为 60 0

毫米左右
,

气候寒凉
。

农作物以小麦为主
,

除小麦外
,

大秋作物比重较大
。

养地豆科作物

很少
,

麦田速作年限长
,

土壤肥力一般较低
。

因此适于短期稼肥及毛若椽肥的发展
。

5
.

省中及省东早源区 : 本区年雨量在 50 0 毫米左右
,

变化频率较高
,

夏
、

秋雨季常错

前推后
,

种植草木裨及夏播撼豆
、

黑豆等椽肥有较大的风险
,

但本区有较多的棉田
,

秋雨虽

有蜡前推后的变化
,

而总量仍能满足毛巷椽肥的需要
。

因此发展棉田撇肥毛若的栽培是

有希望的地区
。

摘 要

我国椽肥多分布于高温多湿的长江流域
,

陕西撼肥亦多集中于秦岭以南
。

半干旱的

关中地区是否有发展椽肥的可能性 ?
‘

在农业工作者中孰藏极不一致
,

有进一步研究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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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关中年降雨量在 50 0一7 00 毫米之简
,

夏阴期 (6一9 月 )正值高温多雨季节
,

对撇肥

的生长
、

翻压和分解十分有利
。

但由于降雨量在地区上的分布不均
,

且年雨量变化大
,

特

别是春旱较严重
,

对早地椽肥播种
、

生长
、

翻压却又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

从关中豆科椽肥的种类来衡量
,

夏播椽肥
,

如撇豆
、

黑豆
、

小豆等
,

和夏末秋初播种的

毛若
,

其播种
、

生长及翻压期均在雨季或雨季后的湿消气候条件下
,

栽培成功的可能性最

大
。

草木择系春季套播于麦田
,

与主要作物还有着较复杂的关系
,

且生长期长
,

趣春
、

夏
、

秋三个季节
,

而春旱是播种
、

出苗和保苗的主要威胁
。

解决草木梅出苗和保苗的主要措施是
,

冬季播种或早寿解冻初期播下
,

借助于解冻水

分把苗出好
。
早春不但土壤湿度高

,

且小麦阵蔽不大
,

有利于出苗和根系的发育
。

只要根

系发育良好
,

草木梅耐早力张
,

保苗阴题可以获得解决
。

7
、 8 、 9 月为关中雨季

,

也是革木择生长和翻压有利的季节
。

只要掌握在 7 月底到 8

月上旬进行翻压
,

对稼肥的分解及土壤蓄墒均无不良影响
,

在一般正常气候的条件下
,

关

中早地发展草木择椽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

从关中降雨
、

气温及作物布局来考虑
,

秦岭以北
、

渭何以南和省西平原区
,

年雨量在

60 0一7 00 毫米之简
,

且分布较均匀
,

为多种糠肥发展的有利地区
。

省西北山沼山丘陵区

及渭北高原区降雨量在 6 00 毫米左右
,

但气候冷凉
,

适于发展夏播短期椽肥及毛营栋肥
。

省中
、

省东旱源区
,

年雨量为 50 0 毫米左右
,

夏秋雨季常错前推后
,

变化较大
,

夏播椽肥及

草木择的栽培均有较大的风险
,

但总雨量能满足毛若的需要
,

发展棉田椽肥毛若有较大的

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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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度李报
,

10 巷 3 期
。

陕四省渭惠俱灌溉拭软站 : 19 5 4一 19 5 7年小麦灌溉拭旅总持
。

19 57 年 (油印本)
。

李容彦: 19 5‘
。

渭北高原区豆科作物之利用与提高小麦生产的拥查研究
。

陕四农业科李
,
6 期

。

延安农科所 : 高原区麦田利用草木择压青的意兑
。

1 9 62 年 3 月 (油印本)
。

那县水土保持站 : 那县早地释肥生产简跟
。

1 9 62 年 10 月 (油印司
。

那县农技站 : 那县 19 62 年释肥示范小箱
。

19 6 2年 n 月 (油印对
。

酸泉县农技站 : 关于早地麦田释肥的趣毅总钻报告
,

1 9 62 年 (油印本)
。

澄城县农技站 : 我县历年释肥种植趣旅稠查报告
。

19 62 年 (油印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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