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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耕 晒 黛 的 增 产 作 用

李鸿恩 锡运莲
(中国农业科学院陕西分院)

夏耕晒堡是我国北方产麦地区农民在长期生产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来 的 一项 庆复 地

力
、

保证小麦稳产增产的重要耕作措施
。

农谚
: “

伏里翻晒田
,

赛过水浇园
” ,

正说明这一

措施作用之大
。

为了系统总结这一经验
,

使之在农业生产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

于 1 9 6 2一

19 6斗年在陕西省武功本院试验农场
,

进行了初步的试验研究
。

一
、

拭脸地的基本情况和处理

试验地位于武功县渭河第二阶地上
。

海拔高程 4 68 米
,

地下水深 16 一17 米
。

气候情

况
,

据本院农业气象研究室 1 9 6 3 年观测资料
:
年平均气温 13

.

1℃
, 7 月份最高 (26

,

1℃)
,

1 月份最低(一 0
.

5℃ ) ;年降水量 6 巧 毫米
。

夏耕休闲期间降水情况是
: 7 月份 , 2

.

2 毫米
,

8 月份 n 来 9 毫米
, 9 月份 11 6. 2 毫米

,

10 月份 2久 9 毫米
。
由于 7 月份降 雨 较少而 气 温

高
,

故对夏耕晒堡十分有利
。

试验地土壤为发育在黄土母质上的旱地红油土 (拿众命名)
,

质地为粉砂壤土
,

肥力中

等
。

前茬小麦
。

耕层土壤的基本性质如表 1 。

表 1 献输地表层(o
es - 3 0 厘米)土壤基本性质(1 9 6 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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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油土以种小麦为主
,

一般翰作方式为三年四熟
。

小麦连作二年后
,

回种一次秋杂

粮
,

然后再用豌豆倒茬以恢复地力
。

试验处理有四
:
对照(浅松土 )

、

早深耕晒堡
、

晚深耕晒堡及早深耕 十 施肥
。

对照处理于小麦收获后 7 月 4 日用不翻土的独犁进行一次浅松土
,

深约 10 厘米 毛早

深耕晒堡处理耕期同前
,

耕深约 25 厘米 ; 晚深耕晒堡处理于 8 月 7 日深耕 2 5 厘米 ;早深

耕 + 施肥处理耕深
,

耕期同早深耕晒堡
,

耕前亩施优质圈粪六千斤作底肥
。

小区面积 1 / 2 0 亩
,

顺序排列
,

重复两次
。

供试作物小麦
,

品种为陕农 9 号
:

10 月 ”

日播种
,

次年 6 月 14 日收获
。
田间管理 同一般大田

。

二
、

就 验 桔 果

(一) 不同耕作处理对土壤有效养分的影响

夏耕休闲期 间(6一 9 月)不同耕作处理的士壤耕层 (0一50 厘米 ) 中稍态氮
、

氨态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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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效磷的变化结果如图 1一 3 (1 9 6 3 年的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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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耕作处理土壤中有效磷的变化

从图 1一3 的结果看出
,

夏耕晒堡后
,

土壤中有效性氮 (稍态氮和氨态氮 ) 和磷的积累

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

其变化说明早耕优于晚耕
,

深耕优于浅耕
。

但是其中一次 ( 7 月

2 7 日) 氨态氮的结果与稍态氮恰成相反的关系
,

此外
,

还可看出夏耕晒堡的后期
,

土壤中

有效性氮的舍量有所下降
,

而且氨态氮较稍态氮的下降幅度大
,

这与夏耕晒垫前后土壤中

稍化细菌的变化值接有关
,

如耕层 (。一20 厘米 )稍化细菌数在夏耕晒垫前 (7 月 )为每克干

土 9 22
.

6 个
,

晒堡后 ( 9 月 )增至 3
,

07 5
.

0 个
,

这说明夏耕休闲过程中
,

由于土壤水
、

热
、

生物

条件变化而影响到氮素的不同转化
。

(二 ) 不同耕作处理对土壤耕层构造及土壤水分的影响

夏耕后
,

由于 日晒
、

雨淋
、

高温与高湿交替进行
,

使耕层土壤变绵
,

土坷垃减少
,

土壤容

重变小
,

孔隙度增大
。

从表 2 可看出耕层土壤容重以早深耕和早深耕 + 施肥处理较小
,

晚深耕和浅松土相对较大
。

土壤孔隙度以早深耕和早深耕 + 施肥处理较大
,

晚深耕及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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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表 2 不同耕作处理土盛容重和孔隙度的变化(l % 3 年 10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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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耕作处理的坷垃数(单位 : 个/ 1火 l火。
.

2 米勺(1 9 63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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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土相对较小
。

在 20 厘米深土层内土坷垃最多的是晚深耕处理
,

表明其晒堡效果最差
。

坷垃较少的

是早深耕和早深耕 十 施肥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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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耕作处理土壤水分变化 (l % 2 年 9 月和
19 63 年 9 月两年测定结果的平均数 )

1
.

夏耕前 ; 2
.

浅松土 ; 3
.

晚深耕; 4
.

早深耕 ;

5
.

早深耕加施肥
。

绝大部分为原耕作层
,

熟化较好
,

故坷垃最

少 (表 3 )
。

土壤的容重
、

孔隙度及坷垃的大小和

多少直接影响着耕层构造的好坏
。

上述结

果表明早深耕和早深耕 + 施肥处理的耕层

构造较晚深耕和浅松土的好
。

土壤耕层构造不同
,

其对土壤的透水

性能和保水性能有很大影响
。

根据 19 6 3年

10 月测定的资料
,

早深耕 十 施肥处理的渗

透速度最快 ( 5
.

48 毫米 /分钟 )
,

早深耕处理

次之 (4
.

义 毫米 / 分钟 )
,

晚深耕处理再次之

( 2
.

42 毫米 / 分钟 )
,

最慢 的是浅松土 ( 2
.

29

毫米 /分钟 )
。

土壤经过夏耕晒堡后
,

其中水分储量

有很大的增长
,

并因不同的耕作处理也有

一定的差异
,

郎早深耕和早深耕 十 施肥处

理的水分储量最大
,

晚深耕次之
,

浅松土最

少 (图 4 )
。

(三 ) 不同耕作处理对消除杂 草 的 作

用

根据 1 9 6 2 年 9 月份对 田间杂 草的 观

测结果表明
,

在同一耕期不同耕深基础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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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深耕处理平均每平方米杂草数较浅松土对照少 1 4
.

6 株
。

在同一耕深不同耕期基础上
,

早期深耕( 7 月 9 日)处理平均每平方米杂草数较晚深耕 (8 月 7 日)处理少 2 株
。

1 9 6 3 年

的结果
。

也是早深耕杂草最少 (表 4 )
。

因此夏耕应早而深
,

才能取得消灭杂

草的最好效果
。

此外
,

还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消灭植物病虫害的寄主
,

并减

少土壤养分的消耗
,

因此
,

也就给农作

物的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

(四 ) 不 同耕作处理对小 麦生长

发育及产量的影响

表 4 不同耕作处理的染草数(单位 : 株)(1 9 63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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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杂草种类主要有刺儿菜
、

旋花
、

猫眼等
。

由于不同耕作处理对改善土壤物理
、

化学性质的作用不同
,

土壤的保肥
、

供肥
、

保水
、

供水性能也有差异
,

因而对后作小麦生长发育和产量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表 5 )
。

表 5 不同耕作处理的小麦生长发育及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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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6 3 年试验结果表明
,

早深耕处理不论其株高
、

穗长
、

每穗粒数
、

有效分桌数及产量

等
,

均较晚深耕和浅松土好
。

早深耕较浅松土增产 21
.

6 %
,

较晚深耕增产 8
.

斗多
。 1 9 6斗年

因受 , 月阴雨的不良影响
,

一般产量偏低
。

但不同处理之间的产量趋势仍与 19 6 3 年的结

果完全一致
。

综上所述
,

夏耕晒堡宜早不宜晚
,

早则有充足的晒堡时间
,

有利于改善土壤物理性质

及养分和水分的积累
,

从而为后作小麦的生长发育和增产打下良好基础
。

在早耕条件下
,

适当加深耕层有明显的增产作用
,

但这井不意味着耕得愈深愈好
。

根

据试验结果和调查总结资料
1) ,

井结合当地当前人畜力和机械化条件
,

一般的说
,

当地深耕

深度以打破犁底层为宜
。

犁底层紧实
,

通透性差对农作物根系的伸展和水分养分的供应

均很不利 ;破除犁底 层
,

则可改变这种状况
,

从而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和产量的提高
。

如能在早耕
、

深耕基础上
,

施用圈粪作底肥
,

则其增产作用尤大
。

三
、

关于夏耕晒垫过程中土壤有效养分消长原因的探豺

(一 ) 土壤有效养分消长变化与千湿作用的关系

综观夏耕晒堡过程中土壤硝态氮
、

氨态氮和有效磷 的变化情况
,

均表现出前期低
、

后

幼 中国农业科学院陕酉分院 : 陕西省 19 刃年麦田深耕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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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较高
、

中期最高的现象
。

如果把这一现象结合同期气象条件加以分析
,

则可发现士壤中

有效养分的变化与降雨
、

日照等有密切的关系
。

前期 ( 7 月初至 8 月初 )降雨较少
,
日照

多
,

气温高
,

正是晒土的好时期
,

之后
,

降雨增多
,

土壤由干燥阶段进入湿润的阶段
,

但随着

这次土壤湿度的变化
,

土壤中的有效养分则迅速增加
。

据此
,

我们认为
,

土壤的干湿作用

对促进土壤矿化和积累有效养分是有其重要意义的
。

关于土壤干湿过程的这一特殊作用
,

在实验室特定条件下进行实验
,

也得到了进一步

证实
。

具体方法是
: 由试验 田里取回土样一袋

,

凉千
,

过筛
,

混合均匀
,

然后称取 3 份
,

进

行干湿处理
,

另取 3 份作为对照
。

每进行一次千湿处理
,

分析一次土壤有效养分
,

如此反

复进行数次
,

结果如表 6 。

表 6 干湿交替处理与土盛有效养分消长的关系(单位 : 毫克 /公斤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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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6 可看出
,

干湿交替处理对促进土壤矿化有显著作用
。

但也有一定限度
,

如果干

湿交替次数过多
,

土壤中有效氮素不仅不会增加
,

反而还会明显下降
。

这种有效养分下降

的情况
,

一方面可解释为土壤矿化速度减弱的绿故 ; 另一方面
,

也可能是土壤中有效氮素

转化或丢失的结果
。

(二 ) 土壤有效养分的消长变化与 日照的关系

根据夏耕晒堡期间观测所得 日照时数与不同耕作处理间土壤有效养分 的变化 资料

(表 7 ) 可看出
,

土壤中有效养分积累的多少与 日照长短有密切关系
。

早深耕晒垫时间长
,

日照时数多
,

耕层土壤有效养分舍量较高
,

而晚深耕处理的有效养分合量较低
。

表 7 日照与土嚷有效养分消长的关系

。一25 厘米土层中有效养分的含量(毫克 /公斤土)
晒 土 时 期

N O
:

一N } N H ;

一N

7 月 3 日一8 月 19 日

8 月 7 日一8 月 1 9 日

333 2 9
.

111

888 5
.

444
}

5
·

2 。

18
.

8 0 { 2
.

5 6

有 效 磷

2
.

0 8

1
.

7 0

理一

耕耕深深早晚

早在 1 9 3 3 年 D ha r
等曾做过这方面的试验研究 [‘〕,

他的研究结果认为
,

阳光照射作

用可促使土壤稍态氮的形成
。

从我们的田间观侧资料来看
,

光照不仅可促使土壤中硝态

氮的形成
,

对于有效磷和氨态氮的形成
,

也可能有些作用
。

据此
,

我们认为
,

太阳光线照射

对土壤矿化和有效养分的积累是可能有积极作用的
。

(三) 土壤中有效养分的消长与温度的关系

为了了解土壤有效养分与温度的关系
,

曾取试验区内之土壤
,

经过过筛处理
,

以等量

土样分别置于 20 ℃
,

30 ℃
,

35 ℃
,

刊℃
, 4 5℃ 下 ; 保持 8 小时后

,

取出分析其硝态氮合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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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每公斤土的毫克数分别为 8
、

2 0
、

3 2
、

32 和 16
。

由此可知
,

稍态氮形成的最适温度

是 3 5一40 ℃ ;夏耕晒堡期 间的一般晴天 日平均地表温度都在 3 , ℃ 左右
,

这可能是土壤有

效养分积累的重要条件
。

综上所述
,

可知夏耕晒堡期 间土壤中有效养分的消长原 因是很复杂的
。

夏耕晒垫的前期
,

日照时数多
,

气温高
,

降雨较少
,

正是夏耕晒堡的好时机 ; 后期多雨

转湿热
,

由干到湿 (相对而言) 所引起的一系列的土壤理化和生物特性的变化
,

为后作小

麦的生长发育和增产打下良好的基础
。

当地农谚所说
: “

头伏翻耕一碗油
,

二伏翻耕半碗

油
,

三伏翻耕没有油
” ,

是有科学道理的
,

其主要意义
,

郎是要把夏耕安排在雨季来临之前
,

争取晒土时间
,

使土壤得到充分的干燥和物理风化的机会
,

以便在雨季来临后
,

顺利完成

这 一千燥过程
。

从而获得最好的夏耕晒堡效果
。

夏耕晒堡可促进土壤矿化作用
,

有利于土壤有效养分的大量积累
,

但也有氮素的丢

失 关于夏闲地的土壤氮素丢失间题
,

早为土壤科学工作者所证实
,

已有不少报道
。 F

.

E
.

Cl 盯k 的研究结果表明
,

耕种土壤中每年氮素损失量约占土壤中可利用的 20 %闭
。

J
.

N
.

ca rte
r
等的研究结果认为

,

农作物从当年施用的氮肥中吸收利用的很少超过 50 %
,

约丢失

一半以上
:
并指出休闲土壤中丢失的氮要比栽培作物的多

,

变成气体而逸失的大约有 8一

15 % [ , 〕。

根据初步观测的资料计算
,

在当地气候条件下的夏闲地
_
_

仁
,

在这一时期 内
,

每亩丢失

氮素的量
,

约占该时期最大有效氮素积累量的 2 0 %
,

这是当地农业生产上存在的一个值

得注意的问题
。

四
、

小 桔

1
.

夏耕晒堡可改善土壤理化
、

生物学特性
,

积累土壤有效养分和水分
,

消除杂草等
,

且

能显著提高小麦产量
。

早深耕处理较浅松土增产 16
.

1一21
.

6 %
,

较晚深耕处理增产 8. 4 一

帕
.

3 务
。

早深耕 + 施肥处理增产效果更为显著
,

较浅松土增产 36
.

8 多
,

较早深耕而不施

肥的处理增产 17
.

8 %
。

2
.

夏耕晒堡所以能够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质
,

其原因很多
,

但土壤干湿交替过程起着相

当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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