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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基点工作组
(山西农学院 山西农业科学院土奥肥料研究所)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十几年来
,

粮食产量直线上升
, 1 9 6 3 年受特大洪水炎害

,

平均

亩产仍在 7 00 斤以上
, 1 9 6 4 年粮食亩产量跨过了长江

。

这和增施有机肥料有着密切的关

系 (表 1 )
。

玻 1 历年来有机肥施用 , 与位宜产. 对照玻

j

年年 度度 1 9 5 333 1 9 5 444 1 9 5 555 19 5 666 1 9 5 777 1 9 5 888 19 5 999 19 6 000 19 6 111 19 6 222 1 9 6 333 19 6 444

施施肥量 (担 /亩))) 2 777 2 999 3 222 4 555 月777 5 000 5 555 6 000 6 888 7 000 7 888 8 444

产产 量 (斤 /亩))) 2 5 000 2 7 555 3 0 333 3 3 777 3 4 999 5 4 333 6 1666 6 6 111 6 7222 7 7 444 7 4 555 8 0 999

大寨大队主要的有机肥料是利用玉米秸程混合人
、

畜粪尿堆制的堆肥
。

这种堆肥 后

效期长
,

在培养地力
、

改良土壤
、

提高地温
、

保蓄水分等方面具有化肥所不及的优点
。

此

外
,

这种堆肥在堆制过程中产生的高温高湿条件对消灭秸捍中的病菌和害虫具有很好的

效果
。

据试验观察
,

在堆制后 3 天
,

当堆内温度达到 45 一 58 ℃ 时
,

只需 1 天时间
,

谷茬内

的 40 0 条粟灭螟郎全部死亡
。

玉米黑粉病菌在堆内仅经过 4一5 天后
,

其发芽率也大大降

低(表 2 )
。

农 2 堆肥增制过程对玉米燕粉病抱子发芽率的形响

抱抱子在堆肥中放趁的天数数 000 222 333 444 555

抱抱子发茅率(% ))) 3 3
.

333 巧
.

000 1 4
。

斗斗 3
.

000 2
.

888

秸捍堆肥就地取材
,

简便易行
,

既符合自力更生的精神
,

又便于推广
,

因此如何既快又

好地堆制玉米秸程堆肥
,

促使秸捍大量还田
,

这对于粮食的稳产高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义
。

大寨大队每年有几十万斤玉米秸稗堆制堆肥
。

过去的办法是将秸捍和骡马粪及人粪

尿混合堆制
。

随着粮食产量的不断增长
,

秸捍量急剧增多
,

这就产生了骡马粪和人粪尿不

足的问题
。

大寨人本着不断革命大胆革新的精神
,

把科学技术和 自己的已有经验结合起

来
, 1 9 6 5 年春他们用老堆肥代替骡马粪

,

用化肥代替人粪尿
,

进行堆制试验
,

取得了良好

效果
。

现将大寨大队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堆肥方法(以下简称原法)和今年试验成功的新方

法(以下简称新法 )介绍如下
。

一
、

大寨大队玉米桔释高沮堆肥方法(原法 )

原法是采用
“

地面高温堆积法
” ,

其优点是省工和便于操作
。

一般在秋收后开始堆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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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冬季和早春时间大量造肥
,

清明前郎将秸捍处理完毕
,

这样既有利于消灭秸捍中

的越冬病虫害
,

也及时满足了生产上的需要
。

操作过程如下 :

1
.

选地 : 选择离水源近的背风
、

向阳地方作为堆积地点
,

这样既可使堆积时用水方

便
,

又可使堆内易于保温
,

但堆肥时尽可能不要使肥堆紧挨墙
,

以利透气
。

为了运输和施

用方便
,

堆积场所可适当分散
。

2
.

配料 : 堆制材料包括玉米秸捍
、

骡马粪
、

人畜尿和水分
。

玉米秸捍须先铡碎
。

一般

将秸捍铡成 1
.

5 寸左右的短节
,

以便它和其它成分充分接触
,

并多吸收一些水分较易于腐

解
。

骡马粪主要是作为微生物的接种剂
。

骡马粪中含有许多分解有机物的微生物
,

这些

微生物能够很快地把秸捍分解
,

同时使堆内发生高热
。

加入人粪尿的 目的是供给微生物生命活动所需的养分
,

促进微生物的繁殖
,

同时调节

堆肥的碳氮比
。

骡马粪中虽然也含有这些养料
,

但是数量还不足
,

如果减少骡马粪的用

量
,

更要酌量多加一些人粪尿
。

加入水分是为了满足微生物生命活动的需要
。

水分条件

对堆肥的腐解有很大的影响
。

水分过多
,

则肥堆紧实
,

透气不良 ;水分过少
,

微生物活动同

样也将受到抑制
。

最适合的水分含量约为秸禅量的 60 一70 多
,

但实际堆积时
,

加入的水

分以能使每一节秸捍都湿润为度
。

考虑到渗漏和蒸发等损失
,

水分宁可略多一些
,

少了难

于再加
,

一般每千斤楷捍加水 1 5 0 0一 2 0 0 0 斤
。

各种材料的比例是
:
玉米秸捍(风干) 1 0 0 0 斤 ;骡马粪(湿润 ) 60 0 斤 ;人粪尿 2 00 斤 ;

水 1 5 0 0一2 0 0 0 斤
。

3
.

堆积
:

(l) 将肥堆堆积成宽 10 一12 尺
,

高 4一6 尺的长方体
,

长度视材料的多少和操作方便

而定
。

堆积得过高过宽
,

既不便操作
,

又影响肥堆的透气
,

从而影响到堆内微生物的活动 ;

堆积得过低过窄
,

堆内温度不易上升
。

(2 ) 堆积方法是先将铡碎的玉米秸捍堆成上述大小的长方体
,

然后按配料比例
,

将骡

马粪和人粪尿均匀地撒在上面
,

再从堆的一头将玉米捍
、

骡马粪
、

人粪尿垂直向下分出一

部分
,

加水充分拌匀
,

倒在一边
,

堆起来
。

如此分出一批
,

拌一批
,

堆一批
,

直至堆完
。

最

后
,

在堆上再泼一些水
,

并在堆的表面覆盖 1一2 寸厚的细土
。

4
.

翻堆 : 开始堆积后
,

除外界气温很低以外
,

一般 5 天内堆内温度就急剧上升
,

高温

�F�侧明饭

发生后两三天就可达 70 ℃
,

最高可达

80 ℃
。

一般在高温发生后的 10 天或

半月内进行一次翻堆
,

将堆积材料上

下里外充分倒翻
。

翻堆后
,

肥堆温度

暂时显著下降
,

稍后又重新发生高温

(见图 1 )
,

出现高温后 10 天或半月再

第二次翻堆
。

每次翻堆时
,

应根据堆

肥的腐解情况和生产需要
,

适当加一

些人粪尿
,

根据堆肥干湿状况
,

加入活

堆 制 天 数

图 1 翻堆前后沮度变化曲线

量水分
。

翻堆后
,

均须重新覆土
。

翻堆次数
,

视玉米秸捍腐熟程度而定
,

一般前期翻堆的



铭 土 续 学 报 14 卷

间隔时间可短些
,

后期翻堆的间隔时间可长些
。

二
、

以老堆肥
、

化肥代替骡禹粪
、

人粪尿的堆制方法(新法)

这个方法是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
、

山西省农业厅
、

山西农学院
、

山西农业科学院
、

中国

农业科学院
、

大寨大队党支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的领导下
,

由领导
、

社员
、

技术人员三结合

共同试验成功的
。

如前所述
,

堆肥中加入骡马粪
,

主要是为了接种微生物
。

老堆肥中也含

有许多微生物
,

因此
,

应用发过热或正在发热的高温堆肥可以代替骡马粪作为接种剂
。

堆

肥中加入人粪尿
,

目的是供给微生物所需要的养分
,

所以用化学肥料来代替人粪尿也完全

是可以的
。

J

7 0 } / \
产

、
、

飞

我们曹分别在 1 9 6 5 年 2 月 2 6 日和 3 月

9 日进行了二次新法和老法堆 肥的 对比试

验
, 3月 9 日按老法堆制玉米秸捍 巧

,

00 0 斤
。

新法的配料为
: 玉米秸捍(风干) 9 0 0 0 斤 ;老

堆肥(湿润 ) 5 0 0 0 斤 ; 稍酸按 18 0 斤 ; 过磷酸

钙 9 0 斤
。

观测表明
,

用新法和老法堆制的肥堆的

温度变化相似 (见图 2 )。
。

从肥堆的外表看
,

新法肥堆发热比较均匀
,

堆面下塌比较显著
,

郎腐解得好
。

化学分析结果 (表 3 ) 表明
,

新

法肥堆由于在堆制过程中加入了化学肥料
,

其全氮
、

全磷舍量均比老法肥堆的高
,

但有效

磷
、

钾含量则不相上下
。

可见用老堆肥代替骡

马粪
,

用化学肥料代替人粪尿
,

不仅可以堆制

高温堆肥
,

而且有提高肥料质量的效果
。

在

玉米秸捍堆肥中加一些化肥
,

并不意味着化

j即
川臼一
⋯

鹰
,

⋯
t

:l!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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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肥堆和老法肥堆的沮度变化曲线

肥有所损失
,

只是把它的速效性转变为缓效性
,

从而较持久地供给作物需要
,

这样既可解

决堆制玉米秸捍肥堆时人粪尿不足的问题
,

又符合于有机无机肥料混合使用的原则
。

事

实 上
,

大寨大队采用这种方法已经在生产上得到了良好的效果
。

玻 3 增 肥 中 的 葬 分 含 -

堆 肥 种 类

老法堆肥

新法堆肥

全 氮 量 (% ) } 全 磷 量 (% ) l 有 效 磷 (% ) l 有 效 钾 (% )

0
.

6 13 0
。

0 4 6 2 0
.

0 0 56 0
.

3 9 声
,

0
。

8 10 0
.

0 6 9 1 0
.

0 0 5 5

三
、

堆制过程中徽生物活动的控制和拥节

从堆制过程中温度的变化来看
,

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
,

自p升温阶段
,

高温阶段和降温

l) 图 2 为第一次试验 ( 2 月 26 日) 的测定结果
。

第二次试验仅测定了 10 天的温度变化
,

其趋势与图 1 同
,

兹从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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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

微生物在各个阶段的活动情况
,

可以通过堆内温度来反映
,

在不同的阶段
,

应采取

不 同的措施
,

以促进和控制微生物的活动
。

升温阶段是肥堆温度由低到高的过程
。

微生物在好气条件下
,

在存在有水溶性有机

物质如人粪尿等的情况下
,

首先将迅速繁殖
,

并继而进行纤维素等物质的分解
,

不断释放

出热量
,

但因肥堆的表面覆土
,

热量不能散发
,

因此肥堆温度急剧上升
。

可见在这一阶段

中应该创造适合于微生物迅速繁殖
、

促进微生物活动的条件
。

大寨大队采取了堆积时不

加土
,

而加入较多的水溶性有机物和适量的水分 ;在堆积过程中
,

不拍打紧实
,

而采用疏松

堆积的办法
,

以造成良好的营养条件和通气条件
,

促进好气性微生物的生长和繁随
,

有利

于肥堆温度的上升
。

堆积完毕后
,

在堆的表面盖一层土
,

这对保持堆内温度
,

防止水分蒸

发和养分损失都有很大的作用
,

同时也给微生物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此外
,

考虑到外

界气温对肥堆温度的影响
,

大寨大队一般均在中午前后堆制
,

尽量不要隔夜
,

以免影响温

度上升
。

据观察
,

在堆制初期
,

外界气温对肥堆温度上升的影响很大
,

气温太低时
,

肥堆温

度上升所需时间常会延长 2一 4 日左右
。

高温阶段 : 由于微生物的活动
,

堆内温度不断上升
, “

中温性微生物
”
逐渐被

“

高温性

微生物
”
所取代

,

这时便进入高温阶段
。 “

高温性微生物
”
对于纤维素

、

半纤维素等复杂有

机物的分解能力十分张烈
。

在这个阶段中控制活当的温度和维持一定的时间
,

对提高堆

肥质量有很大的作用
。

温度太 高
, “

高温性微生物
”的活动将受到抑制

,

妨碍了有机物质的

分解 ; 温度太低
, “

高温性微生物
”的活动减弱

,

对有机物质的分解也不利
。

大寨大队采取

及时翻堆的措施
,

使堆内温度经常保持在约 60 一70 ℃ 之间
。

翻堆过程是热量散失过程
,

翻堆不仅使堆内温度暂时下降
,

控制了堆内温度
,

而且在

腐解过程中
,

由于肥堆下塌
,

致使堆内紧实
,

影响了通气
,

及时翻堆
,

还能使肥堆恢复疏松

状态
,

起到调节通气和腐解均匀的作用
。

降温阶段
: 由于堆内有机物质的逐渐腐解

,

微生物在分解有机物质过程中产生的热

量慢慢械少
,

堆内温度便逐渐降低
, “

高温性微生物
”
将被

“

中温性微生物
”
所取代

,

这时进

入降温阶段
。

在此阶段中尚未分解的有机物质将进一步分解
,

使肥堆趋于腐熟
。

在肥堆

表面覆土
,

防止养分损失
,

是本阶段的主要措施
。

关于酸碱度的调节间题
:
微生物所需的生活条件

,

除了养分
、

水分
、

温度而外
,

还要求

一定的酸碱度
。

酸性条件下是不适宜高温纤维菌活动的
。

因此一般在堆制过程中
,

常有

必要加入石灰等碱性物质来中和腐解过程中所产生的游离酸以加速腐解
。

大寨大队处于

石灰性土壤地区
,

土壤中游离碳酸钙舍量一般较高
。

每次翻堆时
,

将堆表覆土均匀地和玉

米秸捍搅和
,

郎可起到调节酸碱度的作用
。

此外
,

本区水质较硬
,

也具有部分调节酸碱度

的作用
。

因此
,

大寨大队在堆制堆肥时不另加石灰等碱性物质
。

四
、

推广秸释高温堆肥法的几个简魔

1
.

正确解决饲料
、

肥料
、

燃料三者之间的矛盾
。

大寨大队在以陈永贵同志为首的大寨

党支部领导下
,

坚持以有机肥为主
,

有机肥和无机肥相结合的原则
,

正确处理了肥料
、

燃料

及饲料之间的矛盾
,

为大搞秸捍堆肥实行秸捍还田创造了有利条件
。

大寨的玉米秸捍除留少数做饲料外
,

大部分都用作堆肥材料
。

在堆制之前
,

让牛
、

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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啃吃玉米叶片
,

先做饲料
。

通过动物消化后
,

绝大部分从粪便中排出
,

把叶片部分变成了

优质的厩肥
,

剩余部分用来作堆肥
,

这样做既解决了牲畜的饲料
,

又得到了优质的肥料
,

一

举两得
。

在燃料困难的地区
,

首先要积极想办法解决燃料问题
,

把不适宜作堆肥的
,

含纤维素
、

木质素较多的秸捍做为燃料
,

凡是能用来作堆肥的秸捍
,

都千方百计地用于堆肥
。

2
.

在水源缺乏的地方
,

应充分利用玉米秸捍中所含的水分
,

玉米收获后
,

突击堆肥或

者采用积雪堆肥法
。

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通过打早井等措施来解决堆肥用水的问题
。

3
.

注意避免将玉米枯稗切的很长
,

没等腐熟便施到地里
,

或者直接把切碎的玉米秸捍

做为基肥
,

因为这样不仅不能发挥肥料的效果
,

反而 因秸捍的分解
,

引起土坡微生物与作

物对营养物质的争夺
,

对作物生长+ 分不利
,

导致械产
。

4
.

堆肥配料中
,

骡马粪(或老堆肥 )和人粪尿(或化肥)的用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

可以

根据当地当时的具体条件来决定
,

但老堆肥的用量以不少于秸禅量的 20 多
,

化肥不少于

l 多为宜
。

5
.

肥料腐熟后
,

应将肥堆拍打紧实
,

并在肥堆的表面覆土
,

造成嫌气条件
,

减弱微生物

的分解作用
,

以便长期保存免于损失
。

大寨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堆肥方法是值得推广的
。

这个方法的特点是 : 秸捍切的碎
,

堆时拌的匀
,

拌时不加土
。

在缺乏骡马粪和人粪尿时
,

用老堆肥和化肥来进行堆制可以得

到相同的甚至更好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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