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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盆地深耕深翻周粗
刘 鹏 生

《西毛我学院土峨胶研粗】

一
、

前霄

中共中央在 19 59年 8月 2 9日关于深耕及改夏土坡的指示中 :指明了深耕及改夏

土壤在农业生产上的重要性
,

在 1 9 58 年农业大跃进中
,

生产实践上充分征明了合理

深耕及改夏土壤在农业生产中的亘大作用
。

深耕是农业增产技术措施的中心
, “

水肥土种密
” ,

中心是土
,

就是深耕
。

深

耕为作物的生长发育创造了夏好的园地
,

为满足作物生长过程中对养分水分 的最大

要求提供了条件
,

是稳定高产的保征
。

西农下放汉中中队为了使师生更好地联系实际
,

进一步的向农民学习
,

于 19 59

年夏参加了汉中盆地小油麦菜丰产总桔工作
,

其中土壤农化寡业部分师生进行了关

于深拼深翻措施的凋查
,

工作进行是在中队工作粗及汉中寡署工作粗的镇导下历时

月余 ( 5 月17 日一 6 月 30 日 ) 包括有城固
、

洋县
、

鸿县及汉中市等县市
,

共歌有十个

点
,

通过野外稠查
,

室内分析及葫周座淡等工作
,

观察上壤刮面舒有80 余个
,

包有

各种不同的深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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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将有关深耕深翻查料初步进行了正理
,

提出商封
,

因条件有限及工作者的业务
,

思想水平关系
,

错换在所难觅
,

仅 供 盆

考
,

以便进一步的正确地敲靓有关深耕深翻的简题
。

州蕊
,

~

二
、

汉中盆地自然环境

汉中盆地北有秦岭
,

南界巴山
,

西部有梁山
,

中有汉江东西贯 穿
。

盆 地 位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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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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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平川区拔海在5 0 0一6 0() 米
,

汉中

市拔海5 50 米
,

本区最高拔海达2 700 米 (西 乡巴山 )
。

全区总面积构为3 600 平 方 公

里
,

山区拍 占9 5%
,

平川地仅占 5 %
,

山区拔海在 1000 米左右
。

汉中盆地为一山简地槽形盆地
,

由于地壳上升
,

汉水下切
,

故形成汉水南北之

河成阶地
,

除沿河阶地多为近代河硫沉积物外
,

一般盆地为第四祀洪积期棕色沉积

物
。
秦岭山区

,

基岩为花岗石
、

片麻岩
、

板岩变臀岩
,

凤县尚有一部为黄土区
。

巴

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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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区
,

有花岗岩
、

片麻岩
、

直岩并多有石灰岩地层
。

石灰岩地形发育很充分
,

常

有石灰岩洞及井出现
。

.
’

…
汉中盆地

,

由于汉水东西首穿
,

成为狭长带状谷地
,

以盆地南北断面来看
,

汉

中南北为不同高度之河成阶地
,

丘陵区及山地
。

盆地简岗峦重叠
,

渠流批横
。

汉中

盆地中主要河流为汉水
,

汉水支流甚 多
,

北岸主要者为褒滑
、

浴
、

酉褚河流
,

南岸

漾水
、

滚水
、

冷水沙河及牧焉河等支流
。

汉中盆地的气象因北部秦岭阳
.

隔了西北的寒子与关中相差很大
。

气温枝高
,

雨

皿充沛
,

为我省之亚热带气候区
。

现以汉中市为例
,

其历年平均气温为摄氏 15
.

4
“

( 19

36一19 41 年 )
,

最高平均在七月分为28
.

4
”

C, 最低平均在元月为 .2 1
“

c, 一般冬 季

多不集雪
。

年平均湿度 70 一 80 %
。

全区多东北风和西南风
, `

一般为 1一 3 极
。

气温

差异
,

对于农作物之播种及收获影响至剧
。

汉中市播种期在 10 月
,

收获期在五月中

旬
,

但在秦岭巴山校高山地气温校低
,

播种期校早
,

而收获期枝晚
。

关于雨量各地

颇有不同
,

秦岭山中及汉中河谷降雨量较丰
,

其历年平均为 816
.

0 毫米 ( 19 3 6一 1 9

4 1 )
,

最多年分达 12 03
.

1毫米
,

最低年分为4 2 5
。

8毫米
。

汉中河谷降雨量一般 向 东

递减
。

汉中市初雪期在 n 月中旬
,

晚霜期在三月上旬
,

元霜期拍为2 70 日
,

年蒸发量

为94 4毫米 ( 19 58)
,

南北山区及丘陵区水土流失极 为严重
。

汉中盆地 自然条件优越
,

气候暖热
,

雨量充沛
,

水利便利
,

宜于农 作 物 的生

长
。

这里一般是麦稻雨熟
,

产量校高
,

为我省之谷仓
。

植物有 : 白皮松
、

焉尾松
、

裸
、

竹
、

柏
、

胡桃
、

械
、

栗
、

冬青
、

樟
,

油桨
、

岛

旧
、

五倍子
、

盆黄
、

柑橘
、

批把
、

棕树
、

桂花等
。

三
、

汉中盆地土城概况

汉中盆地中有汉水东西胃穿
,

就汉江南北河成阶地看来
,

在第一阶地上主要为

草甸土 ; 在二
、

三
、

四阶地上
,

主要为草甸 渴土
,

及部分的黄褐土 ; 丘陵区为黄褐

土 ;在秦岭南坡前山地区为黄褐土亦有淋溶揭土的分布 ;在 150 0一28 的公尺的山坡地

上为棕色森林土 ; 28 00 一 3 500 公尺处的山菠地为针叶林带
,

分布有生草灰化土 ; 在

35 00 公尺以上为山地草甸土
; 在 巴山的北坡丘陵前山地区为黄渴土 ; 在黄 褐土以上

为黄棕壤分布区
。

在高山上亦分布着山地草甸土
。

在汉中盆地中多为水旱轮作
,

在河成阶叱及 丘陵地区多种水稻
,

故 多 为 水 稻

土
,

一般为淹青性水稻土 ; 在地势低凹之处亦有潜育性水稻土 (烂泥田 )
一舜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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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汉中盆地南北横断面土嫂分 布示愈图

而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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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

但在小的区域内
,

因地形的变化及水文条

件的不同
,

再加以母贸

的不同
,

在同一阶地上

也出现数种土壤类型
,

还是较复杂的
。

如汉中

市东五公里 处 之 魏 家

场
,

在孩处由汉江北岸

到北部丘陵区
,

总的看

来黄泥分布在丘陵区和

阶地边椽受到强度侵触

的地区以及 阶地中的高

梁上
,

增土主要分布在

侣 l 丘 吐 }
_

外水两
.

弃 才 川勿
.

} 丘 吹 } * `

. 司肠 , 口

二
、

三
、

四阶地上
。

砂土类主要分布在第一二阶地上
。

由于各阶地表面呈现着不同的起伏状
,

所以又在各阶地上形成着爵 多 土 壤 复

区
,

这就是在同一地区上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土壤
。

如在第三阶地上主要是琪上
,

但

在低凹 处出现着青泥上
,

在常年积水处出现了烂泥田
,

在低平处分布着油沙土
,

在

校高的平地上是青岗上
。

图三 : 汉江北岸及第三阶地上的土壤分布示意图

(一 ) 汉水

。 殊水 必 井, 址分币

倒 书
:
醉必 启姑的

,

奴分币 `魏东成 ,

北岸土壤分布

(二 ) 第三

阶地土坡的一般

分布 (魏家塌 )

在北山浅 山

地区及丘陵区自

然土类属于黄 褐

土及淋溶褐土
,

卜` , 那里的耕地土壤有 : 黄泥
、

砂蔑黄泥
、

死黄泥及血斑黄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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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血斑黄泥是分布在丘陵的 , ,
,

死黄泥分布在坡地
青
以上的地 ,

,

黄泥位

, 坡地
告
以下的地方

。

;
在山简河谷雨岸分布着近代的沉积物

。

土坡有 : 冷沙土
、

藕沙土
、

黑油沙
、

黄

油沙及黄沙土
。

在丘陵与丘陵之简的低槽地
,

水分条件夏好
,

土坡肥沃
。
这里的耕

地土坡有黄泥田
、

黄增土
、

青泥及青岗等
。

在汉水雨岸河成阶地上自然土类为草甸揭土及草甸土
。

这里的农业土坡有 : 黄

增止
、

白增土
、

油增土
、

青岗
、

杳泥
、

黄泥等
。

以上土类
,

主要分布在二
、

三
、

四

阶地上
。

在第一阶地上在主要为砂土类
,

有油沙
、

锦沙
、

夹沙泥
、

响沙
,

以及族板

沙睹上类
。

南山浅山及丘陵区
,

自然土壤为揭土
,

那里的农 田土坡为血斑黄泥
、

死黄泥
、

黄泥
、

青泥
、

青岗
、

琪土
、

鹅粪土
、

小黄泥
、

黄泥渣渣土
、

渣渣土
、

沙黄土
、

杠土

子
、

黄土子
、

油并土
、

龙骨土
,

在山沟中尚有鸭屎公己
、

黑灰泥
、

冷沙土
。

在较高坡

地上有 : 黄泥
、

沙黄泥
、

灰泡泥
、

豆面泥
、

灰泡土
,

部分地区尚有烂泥田
、

冷水田等
。

这次稠查地区 (鸿县
、

汉中市
、

城固及洋县 ) 的选点多分布在河成阶地上
,

其

自然土类为草甸土及草甸褐土
,

一般都是较肥沃的土壤区
。

三
、

深拱的位义和 , 要性

在农业生产实践中
,

肯定了深耕在农业增产中的亘大作用
,

因为土坡是作物生

长的基地
,

土层是根系生长发育的伤所
,

深耕创造了土坡的夏好性状
,

为满足作物

生长发育过程中最大要求的有 力保征
,

合理的深耕为作物的稳定高额丰产奠定了基

础
。

根据农作物的生长要求
,

土壤情况以及农具
、

施肥
,

劳力等条件
,

进行合理深

薪
,

不仅具有亘大的生产作用
,

且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
,

现分述如下 ;

(一 ) 深耕首先是加厚了松土层
’

由于深耕桔合着精耕韧作
、

施肥
、

灌溉等措施改夏了土性
,

加速了 生 土 的 熟
l

化
,

创造了较厚的熟化层
,

提高了土壤肥力
,

在 加厚的耕作层中为作物根系的发育

提供了夏好的条件
。

在加厚的松土层中
,

不仅疏松多孔
,

而且有助于团粒桔构的形

成
。

由于土坡桔构的改善而使土壤具有夏好 的性状
,

为作物的夏好生长 提 供 了 条

件
。

因而深耕是加速生土熟化的有效措施
,

是人仍定向改造土坡的有效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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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深耕扩大了作物的营养基地

深耕是施肥的必要条件
,

为了满足植物生长过程中养分最大的需耍
,

就必值使

土层内容钠必要 t 的肥料
。

适宜深度的耕作层为施肥提供了条件
,

深耕桔合施肥
,

不仅有了充足的养料
,

亦为作物开辟了广大的营养基地
。

由于耕层的性状夏好
,

通气性及透水性的改善
,

养料的充分
,

土壤生物活性必然增强
,

有机物臀的翰化速度 lRJ 必然增进
,

由于桔构

性夏好
,

持肥性也必然提高
,

从而满足了作物生长发育中对养分 的需要
。

深耕扩大

了作物的营养基地
。

(三 ) 深耕提高了土壤的蓄水性能

深耕提高了土壤的蓄水性能是极为显著的
。

深耕之后
,

土块松碎
,

孔隙增多
,

因而可保存大里水分
,

其蒸发量较浅耕土层为小
。

在我们进行的观察中
,

明确得知

深耕土层的持水里校未耕及浅耕土层的持水量大 2一 6%
,

因土层疏松多孔
,

场大了

通气性
、

透水性
,

因而增强了土坡坑旱蓄水性能
。

(四 ) 深耕是密植的基 础

适当的密植是高额丰产 的重要措施
,

是农业增产的
“
八字宪法

”
之一

,

在相当

的密植下对于营养基地条件的要求是较为严格的
,

就要以深耕桔合施肥来满足这个

要求
。

在密植的条件下欲有效的利用养分
,

必须扩大营养基地
。

作物的主耍根群不

一定随粉深耕深度而成此例的向下伸展
,

但作物根系下伸深度
,

有增加的趋势
,

根

t 也是有所增加的
。

深耕是密植的基础
,

深耕为作物根系发育提供了夏好的条件
,

创造了广大和夏好的营养伤所
,

克服了营养不足
、

发育不夏及容易倒伏等现象
,

为

密植高产提供了保征
。

(五 ) 深耕创造了夏好的土壤桔构
,

鲜决了空气和水分的矛盾

由于深耕碎土
,

改夏了土性
,

增强了生物活性
,

加速了土坡桔构的形成
,

土坡

团拉枯构的形成鲜决了土壤 中水分和空气的矛盾
。

在土壤团粒桔构中
,

是好气和嫌

气并存的
,

在团粒之简的大孔隙中为空气
,

进行了好气性分鲜
,

团拉内部的微孔中

葆存着水分为嫌气性状况
,

这在无桔构的土坡中
,

缺水时好气性进行分鲜
,

加速了

养分的摄失
,

若水分多时 lRJ 养分供应不及
,

不能满足作物的生长要求
,

这是难以解

决的矛盾
。

在深耕的土层中由于桔构夏好
,

鲜决了空气和水分的矛盾
,

也就是解决

了养分和水分的矛盾
,

提高了土壤的肥沃性
,

这是农业生产上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

(六 ) 深耕是改夏土壤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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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深翻的措施为桔合正平地面创造 了有利的条件
。

由于深耕施肥的桔果上坡

中团杖拮构的增加
,

克服了养分和水分的矛盾
,

并改夏了土壤的理化性伏
,

在深耕中

若桔合砂枯混合进行土坡性霄的改夏收效更大
。
如翻沙压淤或翻淤压沙均有改夏土

坡性状提高土坡肥力的实践意义
。

再者在正平地后
,

进行梯田修筑及田简工程方面创

造了有利的条件
。
又如在盐土地区

,

深翻对改夏盐土也是有效的措施之一
。

深耕桔

合施肥
,

不仅是改夏一般土壤性状的有效方法
,

同时也是改良疮薄地的有效方法
。

(七 ) 深耕有利于消灭杂草和防治病虫害

深耕的桔果挖断了草根
,

减少了杂草的萌生
,

并且也翻动了深土层中的虫卯
,

幼虽和病菌等
。

这样有利于减少或清灭作物的病虫害
。

(八 ) 深耕为高额丰产提供了保征

适宜的深价使作物根系发育健壮
,

改善了土壤条件
,

提高了作物的产量
。

深耕

改夏了土壤条件
,

提高了养分的供拾伏况
,

创造了作物的根系发育的豆好环境
。

一

般合理的深耕对农作物产量有着显明的提高
,

我国各地的高额丰产田充分的挽明了

这一简题
。

(九 ) 深耕是农业增产技术措施的中心

中共中央在关于深耕和改夏土坡的指示中指出 : “
水

、

肥
、 .

土
、

种
、

密中心是

土
,

就是深耕
。 ”

深耕为水
、

肥
、

种
、

密及其他各项增产措施提供了条件
,

和其他

各填措施有机的配合是丰产的技术保征
。

深耕是农业技术措施的中心
,

根据各地区

的具体情况及农作物的特性
、

土壤条件
、

农具
、

肥料
、

劳力等情况进行合宜的深耕

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

(十 ) 深耕是土地的大革命

适宜的深耕毁掉了耕层下之单底层
。

因在长时期的浅耕制下
,

在耕层之下形戊

了一层坚实的单底层
、

由于这一层的存在
,

阻碍着作物根系的夏好发育
,

影响着土

坡的理化性状是高额丰产的障碍
。

深耕刻除了珍底层符合 丰产要求
。

通过劳动创造

了土坡肥力
,

向不断提高土壤肥力的方向发展
,

成为一种新型的人造农业土壤
。

影响

土城发青的重要因素从自然环境蟀为人们 自党的活动
,

土壤起了革命性的变化
。

人

仍是改造利用土壤的主人
,

使土壤酬服的为生产服务
,

使得我国上壤科学向前跃进了

一大步
,

使土坡科学稚植不断的向前发展向前跃进
,

把我国土壤科学推向了高举
。

四
、

从小安油菜的农艺性状和产 t 来甜渝深耕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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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的生长发育必然受着环境因素的影响
,

其呈现出的农艺性状是和环境抗一

的表现
、 、

从事 农业的 自的是获得高额的产量
,

因此在深耕朋题上耕层多深才能使作物

生长健壮
,

而获得高产
,

从农艺性状和产量来封渝这一简题显然是特别重要的
。

`一 ) 从小麦油菜的根系来封输深耕周题

解决作物的活宜耕层深度
,

在生产实践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

深耕深度首先要潇

足作物根系的夏好发育
。

在这次工作的十个点
,

数十个土壤剖面观察的田块中
,

包

括有献脸田
、

丰产 田
、

卫星 田及大田
,

其施肥管理等各项措施各不尽同
,

相互影响

必然存在
,

显得有其复杂性
。

因此来肘渝根系和深耕简题时
,

就必须注意其他因素

的影响和作用
,

这样使我俩对简题的款职也能更进一步的理鲜
。

1
.

从小麦油菜主要根群分布的深度来甜渝深耕简题

就附表 I 不同土壤不同耕深下小麦农艺性状表的查料 中看
,

小麦主要根群分布

深度在 4 一27 厘米之简
,

这些剖而的田块包有由 4 寸到 10 尺的不同耕深
,

这拾我们

一个明确的概念
,

即在目前的条件下
,

虽然管理
,

施肥
、

播里
,

深耕深度及土壤种

类的不同
,

而小麦主要根群的分布是分布在 27 厘米深度以内
,

一般尚在 20 厘米以内

(一般主要根群占总根重的 80 %以上 )
。

图三
、

耕深与小麦主要根群分布的关系
,

由耕深 4 寸到 6 寸的范围内其

主要根群分布在 4 一 19 厘米
,

由 6

寸以上到 8 寸的深度范围内其主要

根群分布在 n 一27 厘米
,

由 8 寸以

上到 1 尺范围内其主要根群分布在

7 一 17 厘米
,

1 尺到 2 尺其主根群

分布在 7 一20 厘米
,

由 2 一10 尺范

围内其主要根群分 布 为 1 5一20 厘

女早吸耳分户

. ` . . . . . - . . . . . . . . .

姗棍 口 J .

“
已 f

·

己 .

.

米
。

虽然由 2 一 10 尺的耕深深度之差很大
,

而小麦主要根群分布深度之差显然不大
,

并在一定之范围之内
。

由附表 11 不同耕深下
,

油菜农艺性状表来看油菜的主要根群分布在 6
。

4 2到27
。

5

厘米
,

其耕深包有 0
。

3尺到 3
。

5尺的不同深度
。

油菜分直播 与移栽的不同
,

移栽者以主要根群为准
,

而道播的以直根为准
。

其

深耕深度与主要根群分布关系曲找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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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耕深与油荣主要根群分布的关系

a月习

就曲栈图明显得知
,

油菜主

要根群分布
,

在 1
。

2 尺耕层中分

布校深但由油菜的曲钱看
,

出现

的高攀有三个即在 0
0

6
、

1
。

2
、

3

尺耕深下根系发育较好
。

2
。

根的袱向分布深度及横向

分布的幅度

根的耀向分布深度仅是在剖

面上观察到的
,

一般是 50 一70 厘米
。

就这次观察的田块剖面来看
,

其范围是 由18 厘

米到89 厘米
,

其中包 图五 耕深与小麦根系袱向分布的关系

芍
,

:
份协.口州.翻

报爪州翻币分叹爪

有不同的深耕深度
。

根系段向分布深度与

耕深相关圈如下 :

由上面的深耕深

度与小麦根系袱向分

布的关系曲钱脱明在

耕深 .0 8 we 2尺的情况
.
; 下寸- , 护一寸~ , 尸~ 宁~ 侧卜
~ ,

,
一 . , . . . . - . 月

下
,

小麦根系校向分布的深度最深
。

圈六 耕深与油菜根系袱向分布曲找图

由以上曲钱图看
,

0
.

5一心
。

8及 3ee 3
。

5

曰 , ,
尺的耕深范围内油菜根系撇向分布较深

。

油菜根系向袱向发展的强度
,

明显的大于

小麦
,

其根系杖向分布深达2 50 厘米之深
。

关于小麦油菜的根系杖向深度是就土

壤剖面上进行的观察
,

想在割面上未露出

的握根
,

亦有可能下伸的更深
。

嗽̀.

肠 . 幼 . aB

…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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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上小麦油菜的横向分布的幅度与耕深关系总的来渝幅度变化不大
,

胎

一力殆在

1 3厘米以内
,

油菜在

5 一 8 寸及 3 尺耕深 ls

下根系的横 向分布幅

度出现高攀
,

但耕深 f0

的要求为 3 尺时
,

在

目前的情况下只有以 .

人工铣翻才能达到此
口

图七 (一 ) 小麦的根系横向分布的幅度

, 众 (二 ) 油菜的根系横向分布 的幅度

动冻 , 余 . ` 夕 吞
.

Z a 幼一飞认
侣ǎ掩巷拍

O ` . ~ - ~ - ~ -一 , ` - -一一旧

口 滚 舀 3
·

5 ^

种深度
,

因此不能作为一般大 田的深度
。

在目前的条件下就小麦及油菜根系的横向

分布幅度来渝
,

显然是在 1 尺左右为宜
。

现在再以两县高潮社新堡子生产大队的查料为例来挽明在播量 相 同
,

施 肥一

致
,

而耕深不同
,

其小麦的根系分布如下表 :

表 1 耕深与小麦根系的分布

。 l ` , 二 , (“ )
! 。 向分布 (“ ,

{
, 深 , 《 , 来 ,

{产 t (斤 /么 )

1 7
。
5

8
一

3

已
。
0

7 1

1 1 1

7 6 4一 4 5 5

6 5 7 se 右87

7 5 5 se 8 3 7

585

一J721
占

由高潮社的查料很明显的视明在播量施肥等相同条件下不 同耕深对于小麦根系

的发育关系
,

这查料指明在耕深 1尺左右的情况下根系的发育情况是较为夏好的
,

所以产量也校高
。

多
。

根数与耕深深度的关系
卜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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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小麦的单株根数来看是由 8根到 2 0根
,

这是一般小麦单株根数的范围 (每一

田块的小麦根数是由三点每点 1 0一 15 株的平均数 )
。

圈八 小麦单株根数与耕深的曲线关系如下图 :

就曲钱图看
,

单株

小麦的根数在深耕 6 寸

以上至1
。

5尺之简
,

变率

不大
,

但 6 寸至 8 寸的

深度范围内单株根数是

较多的
。

日0
`
二̀

嗽

峨

不同土壤类型与小麦根系的发育

不同的土坡类型与小麦根系的发育
,

有着明显的关系
。

表 2 (一 )近似耕深下 (0
。

4 5一O
。

6 6尺 )
,

不同土壤类型与小麦根系的关系 :

项 目

地点田号
一

~

\ ~ ~

,

…,
, ` (尺 , 主要棍攀分布

深度
c m

根系横向分
幅度

e。 , 叫反好次序

1 4
。
5

1 8

1 1

11

6

50
.

恤̀上U

42018

鸿县 7号

新汉 01 0

城固农 O拍

新汉0 0 .

污县 0 1 0

.0 45

0
一

日2

.0 69

.0 65

O
。

63

(二 ) 近似深耕 ( 6
.

5一 8
.

5寸 ) 下
,

不同土壤类型与小麦根系的关系

地点田号
挤 深

生要根军分布
深度 C m

系横向分布
度 C o l

1 6
。
5

6.

O甘O口几」

,几

液悔一

|2曰̀月̀0
.主.上,几,目

引一

…城田农 5

城 固 9

招 县15

鸿 县 11

新泽 , 0 6

0
。
8

0
。
8

0
。

8 1

0
。

8 5

0
。

6 5

.

(三 ) 在不同耕深条件下
,

不同土类与积 系的关系

项 目

地点田号
土 峨 名 称 ! 深耕深度 (尺 )

生要根里分布
深度

c ll

根系横向分布
幅度

c l n 夏好次序

。 ; :
} 黄 泥 土 ! ;

.

5 】 : 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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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81515土土土土土梢旗 J
。

0 5

污 县 3

新汉 O
.

a l

城固农 15

城固农 17

黄 善

辐 泥

栩 普

青 泥

青 泥

2
。

0

2
。

0 6

3
。

5

6

1 0

1 0

1 0

卜

口卜

由以上 (一 ) (二 ) (三 )表查料来看
,

在相同的耕深下
,

土壤类型不同 与小

麦根系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关系
,

如在青泥土上根系的主要根群 的深度及根系横向分

布的幅度校其他各土类 为差
。

黄泥土也同样的较差
,

并枝青泥土更差
,

其中在同样

深耕条件下
,

或在较浅的耕层条件下黄善土对于根系的发育情况都是最好的
。

如青泥土在深的耕层条件下较之浅的耕层的黄善土来耕
,

小麦 的根系为差
。

由

以上情况充分貌明土壤性臀对于小麦根系的发育有着亘大的关系
。

再如黄善土在不同耕深 (0
。

65 一 2 尺 ) 土层的情况下
,

小麦根系的发育一般是

相同的
。

出现这样的现象是什么原因呢? 现在仅就黄善土
、

青泥土及黄泥土来征明它
。

黄善土及青泥土在汉中地区是肥力较高的土壤并多分布在河成阶地上
,

黄善土是坡

臀或沙壤臀土
, .

而青泥是粘壤或沙粘的土臀
。

黄善土分梢了的地位
,

校青泥为高
,

青

泥土多湿
,

再者青泥土由于水分的作用下层较坚实并部分产生还原物胃
,

这样小麦

的根系一般发育校差
,

但显著 的在深的耕层下小麦的根系向下发展是深了
,

但主要

根群多为 1 5厘米
,

(即 6 尺一 10 尺深 )
,

黄善土壤胃
,

但在 O
。

5一 2
。

0尺的不同深耕

土层下其小麦根系的发育同为夏好
。

由此不同土类和小麦根系的发育有着显著的关

系
, .

同时也得知在同一土类上作物根系发育对耕深的要求
,

黄善土及青泥土的耕深

仍在 1 尺左右为宜
。

黄泥土在汉中地区是肥力较低的土壤多分布在丘 陵及山区
,

部分的分布在河成

阶地的交接处的陡坡上
,

肥力低
,

土性坚
,

土层薄
,

一般作物的根系发育不很夏好
。

如在不同的深耕条件下 ( 0
.

8一 1
。

5尺 ) 其小麦的主要根群分布深度和横 向分布幅度

大致相同
,

同样呈现 出校其他土类为差
。

5
。

根量分布与不同耕深的天系

由上表得知在耕深 1 尺左右其根总量较大
,

在 10 厘米以内分肥量在 l 尺耕深左

右在 80 %以上
,

在 2 尺以上之耕深者在 10 厘米内均少
一

f 80 %
。

在 10 一 20 厘米之深度

内 2 尺以上之耕课校 l 尺之深耕者根量为多
。

再者同样的耕深为 l 尺而亩度鼓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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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小麦根量分布表

J
项

田块号
深拼深度 (尺 )

` 度 (万 , ,

卜,
(, , 最 公

层次 (皿来 )一 {
。 胜

万斤队 12

万斤队 15

万斤队 1

万斤队 3

搜 花 寺

1

1

O
一

7 5

3

2
.

2

3 7

4 0
.

5

34 .2

40
。
5 4

叮
.

8 398

巧
。

00 25

12
。
7 5 3 2

6
一

4 8 5 2

1 3
。

竹 7 2

0一 10 }

8 5
。

2 4

8 5
。

9 8

8 4
。
0 0

6 9
。

2 8

7 4
。
9 5

10一 2 0

1 1
。
7 6

14 0
。
2

16
。
0 1

3 0
。
7 4

2 5
。

0 5

钊一

|
总根盆 23 减 33 丫 20 立方里米

其根里较多
。

就根量分布来看其耕深深度仍以 1尺左右为宜
。

(二 ) 从作物的农艺性状来封清深耕简题

表 4 小麦耕深与其农艺性状表

土土峨名称称 拼 深深 密 度度 植株高度度 单桂粒数数 千 救 才才
(((((尺 ))) (司司 (皿来 ))) (粒 ))) (克 )))

白白 势 土土 0
。
555 2 2 8 79444 1 1 0

.

8 000 3 1
.

555 3 4
。
5 000

油油 , 土土 0
一
666 幻 00000 U 0

0

0 444 公
。
7 666 幼

。
OOO

油油 . 土土 0
.

777 3 0 0 0 0 000 114
0

666 24
0

666 3 8
。
777

青青 泥 土土 4阅口口 2 5 7 6 0000 1 18
.

111 3 0
。
111 4 1

。
8 222

油油 沙 土土 0
一
999

.

28 50 0 000 1 1 2
。
3 000 2 6

.

6 555 3 7
。
5 777

拐拐 泥 土土 111 4 1 0 8 0 000 1 2 0
.

1 一一 24
。
999 3 9

一

3 222

黄黄 泥 土土 1
一
555 6 84 0 0 000 99

.

666 15
。
222 3 3

。
444

狡狡 . 土土 222 4 954 0 000 1 0 5
。
5 777 1 9

一

8 555
.

3 2
.

3 333

油油 . 土土 3
。
555 50 00000 1 0 9

。

9666 1 1
。

666 3口
一

222

青青 泥 土土 666 播种里里 1 0 5
。

222 17
。

88888

2222222 0。斤 /亩亩亩亩亩

就上表看来小麦的耕深在 1尺左右其农艺性状较好
。

如植株高度在 耕 深 大 于

l j 尺的显然不如 6寸到 l 尺耕深的
,

当然在耕深大于 1
。

5尺之 田块上的 密 度 是 校

大
,

也必然的受着密度的影响
,

但如铺旗 00 5耕深 2 尺
,

其密度 4 0 54 00穗 /亩
,

单株

高度亦不如河县 5 号耕深 1 尺其密度为4 1 08 00 穗 /亩
,

鼓铺钦 00 5号密度尚大
,

其植

株高度较铺线 0 05 为高
,

其单株粒数及千粒重亦都较高
。 李

: _产乒 密度相近
妙

深不同T,J 烤的农艺性状此柱表
重粒彭千田 , 1土 。 !

气尺严
拐县 5

确旗 5Q

密 度
(球 )

4 1 0 8 0 0

植株高度
(厦米 )

1 2 0
。
1

单雄粒数
(拉 )

2 4
。
9

产盆斤 /亩 月
3 9

.

3 2

3 2
.

3 3

7 8 8
。
3 6

4 0 5 4 6 1 1 5
。

3 7 19
。

8 5 3 0 0一 50 0

土土泥春
.

脚
l

声

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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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晃在 目前的农业技术水平的情况下
,

在汉中地区小麦耕深在 1尺左右为

宜
。

表 6 油菜耕深与其农艺性状表

田号
翻 }` . ,

引
.

~ { . 翻。 . 。 , 公` 二 }、 . , 司 `
一 )。 二

广, , ” 1, ’ ) , ` }” ”
“ “

` J, , “ “ {’ “ “ “ )
’

“ ’ 】
’ ` 去 桩

帕8690
9习n口勺七

728川523743

.ll190ōóōù.1683ō.1835ōó
一

óùóóōōóōóōō...050607.08
1
.12
2
.25
3
.33.35

魏家城 V

跳家猫 l

1, 1, /, 工

城 固 I

汉家营 0 03

汉家营 0 02

城 固 4

城 固 3

,

跳家峨 V

断 汉 .

禅 县 T

普 土
{

沙 土
{

沙 土
}

泥 土
}

沙 土…
沙 土1
土
一

贫黄土

普 土一

替 土

淤 泥

44 8
。
5

5 22
0

4

5 5口
。
5

由上表油菜 的农艺性状和耕深的关系
,

以在 6 寸到 2
。

5尺为宜
,

株高适度
,

单株

角数校多
,

每角平均粒数也较高
,

千粒重也较大
,

其产量也高
。

惟在 8 寸
、

1 尺及

1
。

2尺三块田中
,

密度的限制鼓明显如 1 尺耕深地其密度仅 132 00 株
,

株高适中
,

单

株角数
、

每角平均粒数及千粒重都较耕深 8 寸及 1
。

2尺的为高
,

因 8 寸及 1
。

2尺之耕深

田块其密度都在 6 万株 /亩以上
,

其产盆仅相差 36 斤之糟
,

并亦 明显的得知在耕深 l

尺之田块上密度较稀
,

若适宜的增加密度为 2 万一 3 万株时
,

肯定提高产里将超过其

他田块
。

这挽明在适宜的密度条件下目前油菜地的耕深宜在 0
.

8一 1
。

5尺之简为宜
。

由油菜的短枪茎直径长度和耕深的关系来看
,

根据城固 1
、

2
、

3
、

4 及 14 号

五块油菜 田块的资料清楚的看出了油菜的短精茎道径长度和耕深的深度 (在耕深 8

寸一2
。

5尺的范幽内 ) 有着密切的关系
。
油菜短稿茎道径的长度随着耕深而相 关 的

场加 (参阅下表 )

) 表 了 油菜短棺茎道径长度和根深的关系表

峨 目
, ,

、

\ {

“推 困 1

弓示~

油 菜 普 土

抽 砂 土

{
。 。 (尺 ,

卜
的

~ “ ,

1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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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15

2
。
0

2
。

5

1
。

83

1
。
8

2
。
1 5

2 0 9阳

沙士青 泥

夕 声 8

砂

砂 贾 黄 泥 4 56 98

因油菜短翰茎的粗大
,

大量的狞蓄了养分
,

和植株的健壮有着密切的关系
。

由

于植株健壮就必然的影响着油菜的产量
。

在耕深为0
.

8尺的城固 1号 田块油菜短缩茎

道径为 l 厘米
,

除耕深的条件外可能因密度亦受影响
。

从城固 2 号及 4 号田来看和

土坡的关系是明显的
,

因青泥田校沙土为肥
。

所以一般校肥沃的田块就油菜的短箱

茎来输以在耕深 1
。

3尺为宜
。

(三 ) 从油菜和小麦 的产量来封渝耕深周题

1
。

不同耕深与小麦产量的关系

表 8 耕深与产量的关系表

项 目

田 号

跳家场 H

. /, 大田

污 县 7

肠 汉 0 1 4

户 1, 0 08

械固农 5

沉 家 份

石 岛

污 县 5

城 固 10

. 峨 0 0 5

姗 汉 0 0 7

城固农 15

土 , {。 深深。 `尺 ,
{

, , (留亩 ,

…产
。

/

* , { 。 ,

} } {
产

“ 闰 J

白替土

少 沙 .

`

, 沙土

油挤土

冲 夕 夕

青润土

油沙土

少 夕 夕

抽泥士

黄泥土

黄挤土

油签土

青沉士

0
。
3 0

一0 4
.

3
{

0
。
4 5

0
。
8

0
。
9

渊产

3
。
5

.6 oo

2 4 8990

22 8794

303 00 0

2 7 0 00 0

3 0 0 0 0 0

2 5 16阅

3 4 7 760

2 8 5 0 0 0

4 1 0 8 0 0

68 4 0 0 0

4 054 00

5 0 0 0 00

布量 2 00 斤 /么

322
。

63

4 3 4
.

8

395
。
O

4 1 5
。
6

佣 6
0

6

70B
。
0

63 0
一
0

7 8 8
。

3 6

4 4 4
。
O

3 0 0 se 50 0

3 7 0
。
8

3 00 (金助产 )

过

…
因小麦的产里与正个的农业技术措施有关

,

一般来耕深耕地的肥料是足旧
,

田

简管理水平是鼓高的
,

在这样情况下影响产量的因素中较突出的是密度简题所以在

考虑小麦产址与耕深的关系时必须注意到密度的简题
。

就以上所列的青料来渝
,

小麦的产量是在耕深 8 一10 寸为最高
,

如在同样 8 寸

的耕深情况下
,

城固 5 号 田与沈家营田号其土壤一为青泥土
,

一为油沙土邹是最肥

沃的
,

而沉家茸的产量远高于城固 5 弓 i以
。

这是由于密度因素的影响
,

囚沉家营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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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 34 7
,

7 6 0
,

而城固密度为 2 5 1 6 00
,

差

9 6 16穗
。

小麦产量与耕深之曲栈图如下 :

2
。

不同耕深与油菜产量的关系 :

由以上资料来看
,

很清楚的看出油

菜较小麦的耐肥性大
,

因一般的深耕地

都是肥料足
。

从油菜的产量看
,

由耕深

0
。

5尺起到耕深 3
.

5尺都能得到高产
,

但

从 8 寸到 1
.

2尺一般都得到 500 斤以上的

图九 : 拼深与小麦产全的关策

产
贡冲

帕 .

助

月国

月目

2即

浑冲坡伏 一召
.

J 劲 4 ` O

表 9 耕深 与油菜产量的关系表 :

\
\

_

丁喊 。 {
田 马\ 之

~ 土 班 } 拼荣 (尺 ) } 密度 (株 /亩 )
产 , (” ` 亩 ,

…
。 肚

详县 l

魏家翻 :

, ,’ 1, 2

夕 夕 夕 1

详县 1

城周 l

沉家曹 0 03

夕 护 夕 0 02

城国 牙

夕 奋 4

夕 冲 3

跳家姗 l

沉家曹0 01

新汉 !

洋县 几

叙淤泥

白善土

油沙土

夕

夕

夕

青泥土

油沙土

沙

青沉土

砂 土

砂 ! 黄土

白普土

油签土

赶淤泥

0
一
30

0
。
5

0
.

6

0
一

7

0
。
8

0
。
8

1
。

00

i
。

20

1
。
3 0

2

2
.

5

3

3

3
一
3

3
一
5 0

8 0 0 0

1 1928

3 16 4 9

5 4 9 5 9
。
3

1 9 9 5 9

日2 4 2 5

13 200

63 0 0 0

362 1 8

20 9 8 6
.

4

4 5 6 8幼

9 74 9 0

7 5 00 0

1 0 5 3 0

2 8 7 6 6

1 1 0
。
0

3 0 9
一

0

3 8 6
.

0

3的
。
5

50 8
。
9

44 8
。
5

5 22
0

4

5 5 9
.

5

7幼
.

7 5

34 2

708
一
7 5

5 2 9
。
1 3

7 4 3
。
1 4

产最
。

再者在耕深 8 寸
、

1 尺及 1
。

2 尺的三块田中都是极肥沃的土壤
,

这里受密度的

影响校大
。

1 尺耕深 的密度仅为13
,

20 0株 /亩
,

株数为少
,

而耕深 8 寸和1
。

2尺 的
,

其密度都在 60
,

0 00 株 /亩以上
,

似较为密
。

若在耕深 1 尺的田块适当的增加密度
,

当

可提高产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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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亦可桔合油菜的根系和产量 来确定满足油菜根系发育的耕深
。

再加上劳力的

需耍等来看
,

油菜耕深可以较深些
,

为了满足植物生长的条件仍填考虑 适 宜 的深

度
,

不宜过深
,

以见对下季作物的生长及管理造成不利的条件
。

.3 不同耕深
,

不同施肥及不同密度与产通的关系
:

上面豺渝乍不同耕深与产量的琴系
,

为了进一步对此简题的探索
,

拟就不同深

耕
,

不同施肥情况及不同密度来封渝与油菜小麦的产最关系
。

现就表 10 资料分析
:
就小麦密度来看

,

在 30万苗左右的都得到了高产
,

在 5 0万

苗以上的虽然在足殉的施肥条件下
,

耕深由1
.

5一 6 尺的范围内显然产量尚不 及 耕

深仅 9 寸施肥条件较差 (比较 ) 的石礴一类田的产量 ( 630 斤 /亩 )
。

而五十万苗以

上的田块产里都在4 50 斤 /亩以下
,

并且有播种量20 0斤 /亩
,

深翻达 6 尺之深的城固

农15号产里仅 300斤 /亩 (测产 )
。

就施肥情况分析 ; 肥料中N : P : K的比举一般在 1 : 0
.

6 : 1 没有氮肥过 多 的

现象
。

如新汉007 号田土壤油善土
,

深翻 3
.

5尺
,

施肥亩达 N 3 2 7
。

7斤 /亩
、
P : 0 。

24 8
。

1

斤 /亩
、

K : 0 38 2
。

0斤 /亩
,

较其他各田块肥量都高得多
,

而产量仅3 70
。

8斤 /亩
,

明

显的尚不如沈家营
,

石砺及河县锗田块
。

再如新汉01 4及城固农 5 号田块相比
,

密

度相似
,

耕深也相似
,

而施肥量相差达 4 倍左右和沈家营田号相比
,

N及 P : o 。
相 差

6 借左右
,

K : 0 相差 3 倍以上
,

明显的是肥量大的产量高了
。

若以沈家营和新汉 007 号田块相比
,

沈家营的肥量不及新汉之肥量
,

而产 量 确

胶新汉为高
,

新汉 007号的耕深 为3
。

5尺而沈家营仅耕深 8 寸
。

就小麦的查料看很清

楚得到较明确的概念
,

即小麦的密度在 30万 (2 O万至 40万 ) 苗的情况下得到高的产

t
,

深度 8 一10 寸为宜
。

关于肥料方面
,

如石礴仅施 N 31
.

4斤
,

K : 0 32
。

7斤
,

P : 0 。

拐
。

5斤得到高产
,

耍比沈家营和新汉 0 07 号施肥量达亩爵 N 30 0斤以上
,

P : O 。 24 0斤

左右
,

K : 0 38 2斤
,

少十分之九
。

虽然沈家营产量稍高
,

而相差仅十斤
,

并且沈家

营的密度胶石砺每亩高 6 2 7 60株
。

就油荣的资料来看 (表 11) 密度在 3 万株 /亩左右得到高产
,

而 6 万株以上的反

而产 t 不高
。

再者如新汉002 及魏家塌五号田块密度及耕深近而施肥量相差四 倍 以

上
,

鱿产 t 来拼
,

肥多的反而较少些
。

又如魏家场W号虽耕深 3 尺
,

施肥量高出 一

般田教十倍的肥 t 而产里尚低
,

在密度方面受了限制
。

就油菜看较小麦耐肥力高
,

其耕深以在 1 尺左右为宜
。

所以在适宜的耕深
,

合理的施肥及合理的密植下
,

桔合

其他的技术措施
,

是能得到高额的丰产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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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不同深度不 同施肥量与小麦产量的关系

深 耕
深 度
(尺 )

N
。
P

. K含量

N 】P , ( ) 6

(斤 /亩 ) }(斤 /亩 )

K 2 0

(斤 /亩 )

N : P : K
产 最
斤 /亩 密 鹰

跳家猫大田

新汉0 16

I/ 夕 0 1 4

城固农 ,)

没家誉理田

码一类

污县 8

城固农 10

新汉 0 0 7

城固农 15

白眷上 0
。
5

油誉土

青泥土

油砂土

夕

挑泥上

黄泥上

油善土

青沉上

0
。
6

0
。

8

0
。
8

1 : 0
。

5 : 1
。

4

1: 0
。
6 5: 0

。
7

1: 0
。
7 : 0

一

7

1: 0
。
7 3 : 1

。
0 2

1: 0
。

4 4 : 0
。
9 7

:1 0
。

,: 1
。

04

1: 0
.

5 5: 1
。
3

1: 0
。

6: 0
。
4

1: 0
。
5 : 1

。
1

午。 ,

{
`克 ,

}

::::…
28 。

…
4 1

。

8 2

3 2 2
。

0

4 4 6
。
5

3 9 )

4 8 6
。
6

7 0 8
。

0

63 0
。
O

65 1
。
O

4 4
。

4 0

3 7 0
。
8

3 0 0
。
0

2 28
。

7时

1 5 0 0 0 0

2 7 00 0 0

2 5 16 0 0

3 4 7 7 6 0 0

0
。
9 5 7 2 8 50 0 0

1
。
0

1
。

5 6 8 4 0 0 0

3
。
5

6
。

0

5 0 0 0 0 0

20 0冷 t
斤 /亩

表 1 1 不同深耕不 同施肥量与油菜产里的关系

硬
“

卜
`

}法创
_

_
_

才二
K

丝一川
,
食\ {

名 称
}

’

饭训
(
群亩 ) {渊剖

(

黯只
N : P : K

千粒龙
(克 )

产 最
斤 /亩

备 胜

砚家场 J

新发 N 0 0 2

魏家璐盯

新汉 N一 0 0 1

沈家垦 0 0 3

魏家峨 V

白春土

油善土

0
。

5

0
。

5 4

0
。

6

0
。

6 5

1
。
0

3
。
0

25
。
5 4

4 0
。
7 5

1 5 6
.

0

5 6
。

4 9

7 8
。
2

1 8
。
5 3

4 3
。

9斗

3 0 9 1 19 2 0

3 1 1 3 5 3 2 8 0 0

28 3
。
8 3 164 0 0

63 5 3 00

s
..

落
` ........几..` ....

一台一舀
-

, 目门肠 ~ 4 7
。

8 5

94
。

9

白春土 1 1 一1 94 4 7 8 {1 55 5
。

99

1: 0
。

8 : 0
。

6

1 : 0
。
7 : 0

。
8

1
。
0

。

7 5 : 1
。
3

1 : 0
。

8 : 0
。

9

1: 0
。
3 3 : 0

。

4

1 : 2
。
3 : 1

。
8 0 } 97 490

388383522342

广

从作物的农艺性状和产量对于耕深简题的封渝来看
,

小麦的主要根群分布在2 7

厘米以内的土层中 (一般在20 厘米以内 )
。

小麦的靛向分布一般是5 0一 70 米厘
。

在

就所观察的剖面来看
,

是由 18 一 89 厘米
,

在 0
。

9一 2 尺的耕深层中小麦的根系 撇 向

分布最深
。

小麦的横向分布的幅度变化不大
,

一般在 13 厘米以内但庄耕深 1 尺左右幅

度校好
。

关于小麦的单株根数 由 6 一 8 寸的耕深土层 中根数多
,

土壤类型与根系 的发

展有明显的关系
,

以增土类为宜
,

以根的总重量来渝在耕深 1 尺左右的土层中较重
,

在 1 尺以内的耕深土层中
,

0 一10 厘米内占80 %以上
,

而 10 一 2 0厘米的土层
`卜含根 t

根校 1 尺以上的耕深土层为少
,

根量分配有下移趋势
,

而主要根群仍在 20 匣米以 内
。

就单株高度
、

单株粒数
、

千粒重
、

产量等农艺性状看
,

仅根据所得的资料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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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深 l尺左右的土层中为夏好
。

油荣主要根群分布在 6
。

42一 3 0厘来的深度
,

油菜的杖向发展强度明 显 的校 小

交为大
。
油菜根系的横向幅度在 15 凰米以内

。

关于油菜的农艺性伏以在 6 寸到2
。

5尺

的耕深土层中为宜
。

这明显地指明油菜耐肥及对深度的要求胶小麦为高
,

但在 1 尺左

右的耕深土层中油菜的各项农艺状
,

如株高适度单株角数校多
,

每角平均粒数也多
,

千拉重也较大
,

其产量也校高
,

油荣的短翰茎的道径也大
。

就以上的情况来渝
,

小麦

油荣在目前对耕深的要求以在 1 尺左右为宜
,

惟油菜要求耕深的范围校大于小麦
。

五
、

从土搜的肥力性状来肘渝深耕周口

土坡的肥力性状关系着作物的生 长发育及产量
,

因为土坡肥力指标是以满足在

植物生长过程中对于水分和养分的最大需要的能力
。

除由作物的农艺性状进 行深耕

深翻简题的肘渝外
,

从土壤的肥力性状来封渝深耕深翻阴题在生产实践上及理渝上

都有着它的重要惫义
。

(一 ) 从土壤肥力条件来封渝深耕简题

从土坡肥力条件就是植物的营养条件来封希深耕简题
。

植物的营养条件道接关

系作物的生长发育的情况
,

同时对于作物的产最亦直接有关
,

再者由于营养条件的

厦好与否
,

不仅是生 长情况的夏好
,

同时对于病害的侵染也具有不同的抵杭能力
。

1
。

水分的含量与深耕的关系

我们所观察的 田块中
,

耕及的土层和未耕及的土层根据分析桔果
,

在水分含量方

面有着明 显差异
,

一般相差达 2 一 6 % 0深耕的土层含水量大于未耕及的土层
,

这视

明深耕增加了土层的保水力
。

一般耕及的土层含水在 18 % 以上
,

而未耕及的土层含水

t 一般在 18 % 以下 (参致表 1 1)
。

表 12 耕深 与含水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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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 (一 )深浅耕水分在土层中的分布

劲 劝
O尸 . . 曰`

一
, ,

上水币庆动咖六沁以

哪客经口圈即汤 劝 幼 即 ::: }
.如、即
.

和侧
”

少
{
.

{4 各
:: ;:} 愁

f l卜11活
::::

p即加

娘度冲不

那
` ~ - - - ~ ~ ~ ~ ~ ~ 口 -上」

洋县大田 4 号耕深 0
。

3尺

其含水量 (容积 ) (雨后 )

0 一 10厘米为 68
。

8 7%

1 0一 3 5厘米为 49
。

8 8%

城固农 3 号耕深 2
。

5尺

土层水分 (容积 )含量 :

O一 17 厘米为 38
。

7%

17一30 厘米为 31
。

66 %

30一48 厘米为 32
。

0 6%

由上图校清楚看出水分在耕及的松土层中变化校小
,

而在松土层与坚实土层之

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

水分相差达19 %
。

在深耕的土层中 (上
一

自 水分 (容积 ) 相

差仅 6 一 8 %
。

所以在耕及的土层中水分变化界找是较浅耕土层 (上下 ) 为援平
。

(二 ) 在松紧土层中 (气
、

液
、

固 ) 三态的分怖图洋县 nI
,

深耕3
。

5尺

掀 多从

闪 阂

眼阂国峨口气

冬钦乳
脚的印加印幼相30加

二二二
lll lll
lll }}}

lllll
___

_

}}}

多娜爪艰庆冷不帅的0B70的89柑30为

,从欢度万养

从上图 (二 ) 看

出 : 松土层水分校高
,

紧土层 中少
。

液 态 松

土层大于紧土层
,

固

态别紧土层大于松土

层
。

气态校近似
,

仅松

土层较大于紧土层
。

不同耕深对于水

lll 月月

lll lll
lllll
lllll

lllll
lll lll

}}}}}
}}}}}

分的保持有着明显的差异
。

如洋县点的查料在耕深 3 一 4 寸
、

7 一 8 寸及 3
。

5 尺三

块 田中
,

表层水分的变化有显著的不同
。

在下雨之时 3一 4 寸耕深的表层的含水 t

其他各田块表层为高
,

这是因为下有擎地层透水不易
。

在 38
.

2毫米的降 雨 最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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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而表层枝其他各 田块表层水分为高
。

其他 田块因土层鞍深水分易于下汝
。

雨过天

晴轻过数 日的蒸发变化
,

得其表层含水量的变化规律是在 3 一 4 寸耕深的田块上
,

衷层水分下降校其他各 田块为剧烈
。

其撇向各层水分变化亦校 7 一 8 寸及 3
。

5 尺深

碑勺 耕的田块为剧
。

j
.

加苦aO,ot.

气 去 暑 是 盏 务 各
. 毛 ,. t

图
一

}一
、

不同耕深

表层水分变化比校曲找

图 :

I ( 3 一 4 寸深 )

11 ( 7 一 8 寸 )
,

111

( 3
。

5尺 ) 的表层中水分

变化曲钱
,

由图十一中的水分

变化总趋势看来是浅耕

的校深耕的变化剧烈
,

不
`

了确云翻含材
r为

皿 6 目加啥减心

川嘴

翻 拐 拍

:口肠劫口白拍翻份:
a.tt

`。 一 , 人皿录目衍喂
7一昌才

I两声. 丢水书
不毒。冷助坏

_
_

_
_ _ _

一一 拓嘴
. 脚 姗

,司引川期叫当州司
电

川叫叫以
,

曲找 I 由33
0

4% 、 15
。

8% ( 13
。

1% )
,

曲找 11 由30
。

6% , 20
。

5%
,

曲钱皿由3 1

。

1% , 22
。

07 %
。

圈十二
、

不同耕深水分袱向分布及

其变化

(一 ) 洋县大田 4号耕深 3一 4寸

由图十二 (一 ) I看来由 3 3
.

4% 的

水里下层变为 2 3
.

5矛
。

11 由 1 3
.

1一 19
.

4

%
,

而在表层中由33
。

4% 轻过 6 日变为

13
。

1%
,

水分摄失达20
。

3%
。

由十二 (

二 ) 来看其中 工由3 0
。

6一 2 4
。

2%而四 日

后变化腺 11 由2 0
。

5一19
。

3%
。

在表层中

30 汤% 变为 20
。

5%
,

水分捐失为9
。

9%
,

浅耕的表土中水分变化 为剧烈
。

再者轻

拉 4 ~ 6 日之后
,

1 00 厘米么下之土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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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水分含量极为近似 ( 1 9
。

4一1 9
。

3% )
,

很显明的脱明了浅耕表土保水力差
,

水分

变化剧烈
,

水分揖失竟达2 0% 以上
。

表 13 不同耕深水分变化表 :

次
。

1
土

叫
耕 深

卜叫
降

一鱼叹 {俗 名 } (寸) }( m m ) }时

雨 } 层 次

巨
:
{
淤

{
一

十
一

…
5月
25H

大 田

司` 目一

4 号

唯
卫
}

盈
里产

6一址 l

…
·

…
3 8一

…
5

一

二

…
3 5 ·

…
3 8一

…
5 月2 5日

(
e m )

0 ~ 15

1 5~ 2 6

2 8~ 5 0

5 0 ~ 8 0

8 0 ~ 9 6

9 6 ~ 13 4

13 4 ~ 1 5 0

0~ 24

2 4 ~ 50

5 0一 10 1

1 0 1 ~ 13 1

13 1 ~ 15 0

0 ~ 1 0

10 ~ 3 5

3 5 ~ 5 9

5 9 ~ 9 8

9 8 、 1 5 0

0 ~ 1 5

1 5 守3 9

3 9
、

6 0

6 0 ~ 1 1 6

1 1 6 ~ 1 5 0

222 5日日 邹日日 2 7日日 2 8 日日 幼日日
}
3。。。 3 1日日

333 1
。

邓邓 28
。

333 /// 23
。
444 ///

,

1 9
。
555 ///

333 0
。
111 25

.

444 /// 幼
。
555 /// 1 8

。
111 ///

2228
。
444 2 7

。
666 /// 22

。
888 /// 1 9

。

333 ///

222 6
一

000 27
。
0 555 /// 23

。
222 /// 19

。

888 ///

2224
0

333 24
0

444 /// 2 1
。
000 /// 1 8

。

111 ///

2225
。

444 2 0
。

111 ,, 24
。
222 /// 2 0

。

222 ///

2224
0

333 2 4
。

000 /// 2 1
。
000 /// 1 9

。

444 ///

888 0
。
666 /// 24

。
111 /// 2 0

。
555 /// ///

333 0
。

444 /// 24
。
555 /// 2 1

。
666 /// ///

222 9
一

333 /// 24
。
555 /// 2 1

。
333 /// ,,

222 5
。
333 /// 2 3

。
111 /// 2 0

。

222 /// ///

222 4` 222 /// 2 4
。

222 /// 1甘
.

333 /// lll

333 3
。
444 2 5

。

333
·

/// 1 9
。
2 444

.

1 5
。

888 /// 1 3
。
111

222 8
。
666 23

。
555 /// 20

。
111 17

。

000 /// 1 4
。
000

222 3
。
888 2 1

。
000 /// 1 8

。

222 1 7
。

222 /// 14
。
333

222 0
。
555 20

。
666 /// 1 8

。

111 1 6
。
222 /// 1 5

。

000

222 3
。

555 2 3
。
444 /// 2 3

。
111 22

。
444 /// 1 9

。

555

333 0
。
111 29

。
5 666 /// 2 6

。
6 444 /// 22

。

0777

222 5
。

444 2 3
。
111 /// 幼

。
111 /// 2 0

。

5 888

222 3
。

666 23
。
了了 /// 2 1

。
222 /// 2 0

。

111

222 0
。
777 2 1

。
222 /// 2 1

。
444 /// 1 9

。

8 888

111 8
。

000 18
。
222 /// 1 8

。
111 /// 17

。
555

2
。

养分状况与耕深的关系

深耕桔合施肥
,

使土壤中增加了养分
,

同时为合理提高施肥量提供了条件
。

在浅耕的情况下因施肥量恢大时会使耕层中养分的浓度过高
,

从而对作物的生长发

育产生不反的影响
。

深耕桔合合理分层施肥是十分必要的
。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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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朽所观察的田块来看
,

一般深耕所及的土层中有效养分最较高
,

这视明了

在耕层中养分的供拾情况枝未耕及的土层为优越
,

同时也挽明了耕层保蓄养分的能

力也大大提高了
。

一般剖面表层 P H值变化的围范是6
,
3一7

。

0
,

是弱酸性到中性
。

一般是表层的卫H

值馨小于下层
。

一般表土为弱酸性
。

全氮 t 根据分析查料来看
,

由0
。

077 一 0
。

48 %
,

一般表层都在 0
。

13 % 以上
,

很突

出的看到黄泥土的全氮含最远远的低于其他各土
。

就同一个剖面湍耕层的全氮 t 一

般大于未耕及的层次
。

淤泥和黄善土在全氮的含盆上是较高的
。

也是肥力校高的土

坡
。

淤泥的全氮 t 一般在 0
.

2% 以上
,

黄善土高达 0
.

48 %
,

一般在 0
。

2%
。

腐殖育的含

最表层在 1 ee 2
.

34 % 的范
、

围
,

耕及的土层较未耕及的土层中腐殖霄含量为高
,

一般

相差在 1一 3 倍
。

(参圈不同深度土坡理化性霄表 )

速效性氮
、

磷
、

钾的含最如下 :

N o一 1 一加 p p M
。

p : 0 0 10一 4 0即M
.

凡 0 0
.

朋一 2
.

36 %
,

一般是耕层中校未耕及的土层为多
。

(二 ) 从土坡桔构来封愉深耕简题

土坡的桔构性状是土坡肥力指标之一
,

桔构性伏的夏好与否道接关系希土坡的

物理化学性状及生物性伏
。

根据这次调查的查料 (参阴不同耕深与土坡理化性霄变化表 )
,

得到了以下的

几点明确概念
。

表 14 耕层和未耕及土层中不同土粒极别的比较

七 城心卜
< 3m m的土拉

3 一OI m 。的土拉

i oee 的 m m的土粗

> 50 m。的土拉

拼 层 ! 未拼及的土层

除栩泥和沙土外

除黄泥及部分的青泥

除 杭 泥 外

少少多多多多少少

由于深耕土壤桔构得到了夏好的发展
,

随着深耕 ( 10 毫米的土拉百 分 李 增 加

了
。

但就汉中地区的土壤桔构来拼不是很好的团粒构造
,

多为碎块状
,

尤其在稍深

耕层
,

就副面观察上壤多是机械破碎
,

尚未轻过生物的改造
,

并且在土块的表面多

有矿鹭胶膜
,

因汉中地区气温高
,

矿物的风化作用校强
,

再加上淋溶作 用
,

因 此

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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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层的土块上多有矿臀胶膜出现
。

作物的根系多沿桔构的表面下伸
,

因此种胶膜可能有阻止根系伸入 土 块 的 作

用
。

由观察作物根系看
,

有成束状下伸的情况
,

一般是沿着桔构表面 的 裂 隙向 下

的
。

此一简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三 ) 从土壤的孔隙度来封箫深耕简题

土坡孔隙度在农业生产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

在作物生长过程中对于水分
,

养分

及空气的要求和满足
,

都和土坡的孔隙度有关
。

如一般进行耕作以及耕作臀最的好

坏
,

对土壤孔隙度有着道接的影响
。

如坚实的粘土孔隙小而少
,

渗透性差
,

易成还

流
,

造成水土流央
,

部分可溶性养分也随水而流失
。

砂土很疏松
,

孔隙太大
,

透水

性很强
,

保水力极差
,

水分极易下渗
,

养分亦随水分下渗而摄失
。

过紧过松都使土

壤中水分和养分不足
。

土壤中孔隙度过大过小都不能达到对水分和养分 的 保 蓄 作

用
。

影响土壤孔隙度的因素很多
,

如土块的大小和排列
,

土壤中有机物鹭的多少以

及土坡臀地等
,

一般来耕孔隙度粘土是 45一60 %
,

翩砂土是 40 一 4 5%
,

砂 土 30 一

35 %
。

就前节土壤桔构来看
,

由于深耕使 < 10 毫米道径的土粒增加
,

因土粒的比奉发

生了变化
,

实际上稠节了土壤 中的孔隙度
。

深翻是创造和稠节土层中孔隙的重要措

施
,

因孔隙度过大过多过少都不好
,

必需适宜 (一般 50 一6 0% )
,

并大小孔 隙也要

有一定的比例才好 (拍占半数 )
。

在生产实践上
,

以夏好的耕作来滴节土坡的孔隙

度
,

深耕桔合施肥是创造夏好孔隙度的措施
。

就汉中盆地的土坡孔隙度来骗是较少的
,

一般在 40% 以下
,

仅有少数的土层孔

隙度达到 4 0% 以上
,

一般 的耕层较未耕及土层的孔隙度为大
,

这种情况当然和自然

特点有关 (如霄地等 )
,

但汉中地区耕作较粗放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

表 1 5 不同耕深与土壤孔隙度的关系表

铆等器汀
严

%

…一
…嚣:::…

一
“

1墨…
0一

…￡ ; ::::
.

{ ::::;…嚣;:: {
喇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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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幻3牟

张 家 巷

三队妇女

卫星田 I

4 03 2
。

5 6 8 47
。

7 5

0
。

7一 0
。

8

0一1 1

1 1一1 2

24一 45

i
。

89 4 2
。

6 859 2
。

4 6

1
。

9 5 8 2
。

65 8 4 0
。

5 0

白善加淤泥

0一1 7

1 7一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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徉县点吕玉朝供粉

就洋县的查料看
,

一般校其他各点的土壤孔隙率为多
,

这可能是因为洋县农塌

的耕作是较韧致的
。

油沙土的孔隙鼓大
,

一般在 4 0%以上
。

再者尚明 显的看出翻过

的土壤虽然是杠汲泥土
,

但由于分层施肥及深耕
,

总孔隙度显著增大了
。

如一极卫

星 田 6一皿在 n 6厘米以上的土层孔隙度都在 50 % 以上
。

从土壤的肥力性状
、

水 分

养分
、

粘构及孔隙度等来封箫深耕简题
,

除少数的情况外 (如土层薄
、

砂土 )
,

一

般进行深耕措施对水分养分的盼蓄及夏好桔构孔隙率的创造都是有好处的
,

这里产

生的周题是
,

是不是愈深愈好呢? 那么桔合施肥时是不是愈多愈好呢 ? 单从土壤的

肥力性状的提高和改夏可以税是深耕肥多为好
,

但提到土壤肥力时就不能脱离农业

生产
。

农业生产是要作物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得到反好而健壮的植株及高额的产量
。

因此从土壤肥力性状来时渝深耕简题时
,

仍以服从于农业生产 为目的
,

所以适宜的

耕深及适量合理的施肥是首先肯定的
,

否 RJJ 劳力凋配不宜
,

轻济核算失当
,

以及拾

田简管理上造成的困难和捐失都是难于避免的
。

所以为了满足作物的要求
,

则耕深

和施肥最方面就必填粘合作物的要求及土壤肥力性状的提高和改反来进行 (是更好

的保征满足作物的耍求 )
。

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及农业生产现状
,

在提高技术
,

改

夏和创造农具的条件下
,

采取适宜和需要的耕深及施肥量是必要的
。

六
、

对汉中盆地深耕深翻的初步慈见

深耕深翻措施首先是为了作物的夏好生长及获得高额的产量
,

所以必填桔合农

作物的农艺性状进行分析来考虑深耕的深度
。

再者就须要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及土

坡类型
,

以及 目前的农业生产情况 (如轮作
、

农具
、

劳力等 )
,

来决定耕深措施是

较桔合实际的
。

砚引西 乡县群众对深翻地的惫兑如下
:

“
沙底晃生土为限

,

平泥地大胆深翻
,

坡泥地不过熟土层
” 。

这三句韶祝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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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 乡深翻地的宝食轻脸
。

那里的沙底地就是沿河第一阶地上的 (沙臀 土 )草 甸

土
,

免生土为限
,

不宜过深
。

平泥地大胆深翻
,

平泥地是在二
、

三阶地上的草甸褐

土类
,

土层厚
,

其下层为厚的粘霄的棕色的洪积物
,

可以深翻
。

坡地是当地 的丘陵

区
,

为黄泥和死黄泥
,

肥力差
,

若翻出生土层会影响当年的产里的
,

因此提 出不过

熟土层
。

这脱明了在进行深耕深翻措施时
,

要根据具休的条件进行分析 来 决 定 耕

深
,

是符合实际生产耍求的
。

现在就这次拥查范围内仅有的资料分析提出汉中地区 (盆地 ) 深耕深翻的初步

惫晃来进行商封
,

以便为农业生产提供参考
。

因这次凋查各点分布在汉中盆地的河

成阶地上
,

除极少数的沿河沙土外
,

大部的土壤都是宜于进行深耕的

1
。

一般的农田: 现在各社的一般大田
,

耕深仅是 4 寸左右
,

应普通的进行深耕

依其深度可分二大类
。

第一类 : 即原耕深仅为 4 寸左右
,

并且在肥料条件不足的情况下
,

应以套拿进

行奎耕
,

耕深达 6 一 7 寸为宜
。

这样桔合其他各项措施
,

根据拥查田块的实例 都能

达到相当高的产里
。

如城固农场
,

新汉农坍及铺旗公社沈家营的小麦高产都是活生

生的实例
。

第二类 : 若肥料供应条件夏好
,

并能进行机耕的条件下宜进行机耕
。

耕深可达

8 一 9 寸
。

因为这样满足了一般作物根系发展的要求
,

为作物的夏好生长发育创造
.

了条件
,

并且破除了原耕层以下之单底层对土坡性状来耕是一次大革命
。

以上情况宜在人民公社中根据不同条件分别 进行
。

2
。

有的农场及人民公社的耕地一般是套擎或机耕的
,

其耕深已达 7 一 8 寸时
,

并且一般肥源充足
,

以机耕深
i达 9一 10 寸

,

并亦应投法以深 耕 犁 进 行 深 耕 以 达

1一 i
。

2尺为宜
。

如城固农坍
、

污县高潮社
、

汉中农校农壕都有丰产的实例
。

3
。

卫星田
、

丰产田及拭脸田
,

其深翻的深度以在 1沼一 2
。

5之简
。

首先在深翻时

应注惫土层不宜打乱
,

并且每层的深度应根据田块的土壤具本情况来作决定
,

在合

适的情况下亦可混翻上下土层 (如翻沙压淤或翻淤压沙 )
。

再者就是桔 合 分 层 施

肥
。

分层施肥是要分层土肥混融
,

不是一层土层
,

一层肥层 (汉中农校
、

洋县农场

是一层土层一层肥的分层施肥是应盏改正的 )
。

4
。

深翻与施肥

这里首先挽明深翻 与施肥必须密切桔合
。

如汉中农校深翻桔合施肥在 8 7亩的大

面积上平均获得亩产 7 10 斤的高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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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深深度在汉中地区来看
,

一般耕深在 0
.

8一 l
。

0尺的范围
,

小面积卫星田
、

拭

脸田及丰产田可在 1
.

2 se 2
。

5以内
。

大田进行深耕的方法以奎擎为主桔合机耕以深耕

攀的使用来达到所需要的深度
,

一般不采用人工跳纳的方法
。

在小面积的拭脸田
、

丰产田等可以人工统纳的方法
,

若 以人工铣纳进行深翻时 首先不应打乱土层
,

并

桔合分层施肥
,

使肥土分层的相融
,

其法以采用鹅子翻身法为宜
。

关于施肥方面包

括着施肥量
、

施肥方法及时期简题
,

就汉中地区来看
,

肥源除部分接近城市的地区

外
,

一般是肥源不足的
。

在一般大田暂以万斤 /亩之潜 (因兴汉农塌及农校农塌都以

么施万斤获得高产 )
,

若肥源充足可以施肥在 l 万一 2 万斤 /亩之碧
。

在方法上仍以

底肥和追肥桔合并应重祝底肥的施用
。

虽然鸿县高潮社的轻脸
,

少施底肥
,

但那里

是砂土 (草甸土 )
,

保肥性较差
,

并且土壤中空隙举较大
,

其中矿物化的进行速度

校快
,

在这样情况下若多施底肥一般是造成肥料的流失
,

但在一般的草甸扔土上因

土性的不同
,

底肥还是应当重砚的
。

比举应以当地的具体情况为依据
,

一般看来底

肥应不少于半数
。

追肥应采取看苗施肥
,

少吃多姿的办法以满足作物在生长发宵中

对养料的耍求
。

这里使我们得到了明确的概念
,

在土壤深层的肥料尚多为原状 (时

简尚短 )
,

植物的利用举不高
,

所以过于大量的施肥
,

尤其在肥源不足的情 况下是

不合适的
。

如大量肥料施于小块地上造成大面积地中缺肥
,

造成了不合理的现象
,

道接的影响农业生产是应孩注意的
。

如亩施百万斤的肥料
,

若将百万斤肥料
,

施于

百万亩地中
,

在农业增产的实践 的作用和意义上是可以想到的
。

这里在深翻上我们

也清楚了并不是愈深愈好
。

如城固深翻达 10 尺之深
,

并大量的施肥其产量在 30 0 斤

左右
,

而一亩地数十人进行深翻达30 天之久
。

从这里可以 引以 为戒的
。

再者施肥也同

样不是愈多愈好了
。

这些阴题在下面还要淡及
。

七
、

固皿肘偏

(一 ) 生土熟化的简题
了

在一般耕地中
,

耕层之下多为生土
,

因生土的性状不夏
,

肥力低
,

尤其在水稻

田地区
,

由于种稻时积水
,

故在下层土壤中常有还原物鹭存在
,

有害于 作 物 的生

长
。

所以一般熟化土层厚度是肥力的一种指标 (一般庄根地熟化层均厚 )
。

在深翻深耕的措施中
,

郎存在着生土熟化的简题
,

在进行深耕时
,

若生土翻 出

过多
,

常常影响着当年的作物产量
。

如在汉中农校农塌中因翻 出生土影响到小麦幼

苗的反好生长
,

后因及时追肥才挽同这种不夏的影响
。

农慧视的好 : “
生土不长谷

,

门 . 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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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土少长粮
” 。

在生产实践中早已征明了
,

但在深耕桔合适宜的施肥情况下
,

生土

的危害是不显著的
。

若肥料不足则危害极为严重
。

田地中有深厚的熟化土层
,

对于作物的生长是有着夏好的作用
,

如何的创造校

深的熟土层是农业生产实践上的一个重要简题
。

在农业大跃进巾
,

我国劳动人民创

造性的运用了深耕深翻来改夏土壤创造了深的熟化土层
。

深耕措施是使生土熟化的

有效方法之一
,

深耕桔合施肥即可将原为 4 寸耕层的地变为熟土层深达一尺的肥沃

土地
。

首先因进行深耕之后
,

改变了生物的营养状况
,

加深耕层之后增多了蓄肥 t 及

蓄水性
,

因此对于作物营养条件大加改善
。

深耕桔合施肥道接的增加了肥源提高了

肥力
,

代换里增加
,

同时提高了土壤的保肥性能
。

再者由于深耕桔合施肥
,

在水分及养分方面
,

为微生物创造了条件
,

因此土坡

微生物活性增加
,

同时亦促使有机物臀的矿化过程加速
。

在有机胶体和矿物胶体的

作用轻过生物的改造作用
,

创造了土壤的夏好桔构
,

也就是羡
,

生物活性的加强
,

土壤的物理性状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

在新的耕层中透气性及透水性均有了很大的改

善
。

由于新耕层的肥力性状物理及生物性状
,

都轰明了新耕层的肥力性状的提高
,

即生土层变成了熟土层
。

熟土层的厚度当然表示着土壤的肥力情况
,

但多厚多深为

宜呢? 首先是满足作物生长发育的要求
。

因此郎需根据具体的条件进行分析
,

还需

进一步的研究
。

总之耕深是创造深厚熟化层的有效方法
。

(二 ) 草底层的清除简题

根据这次调查的桔果
,

在一般农田中
,

在耕层之下有一层厚构 10 一20 厘米的坚

实的稚底层
。

单底层的形成是 由于长期的浅耕制
,

农具的挤压力及长期的翩土拉的

沉积作用而成
。

此层坚实
,

一般多无构造
,

物理性状不夏
,

尤其在水稻地中油水时

期
,

lllJ 此层郎进行还原作用
,

常有还原物胃的存在
,

有害于作物的生长
。

此层中常

有族的锈杖及锈斑出现
。

孩层校其上下层均为坚实
,

土壤桔构为之破坏
,

从而妨碍

着作物根系的下伸和发展
。

此层的腐殖霄含量剧烈降低
,

矿臀养料的含量骤减
,

生

物活性较差
,

透水性及透气性均不夏好
。

总之擎底层的存在是妨碍作物产量提高的

一个显著的因素
,

也是低产原因之一
。

为改变这种情况
,

就填进行深 耕 或 深 翻
,

除容钠大且的肥料及水分外
,

并可以破坏华底层
,

同时耕层加厚
,

即有了深厚的松

土层
,

这对于作物的生长发育有着密切的关系
。

因为松土层的加厚
、

养 分 水 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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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条件得以改善
,

所以荤底层的剂除
,

在目前农业生产措施 中是非常 重 要 的 一

环
。

以深浅
.

拼相桔合的耕作方法
,

一面剂除拿底层
,

并 可 以 防 止

雄底层的再度形成
,

这一措施是

目前陕南地区提高产量的基本措

施
,

也是中心的环节之一
。

(三 ) 耕作 (正地 ) 及晒田

图13 城固龙头公社小麦大 田

粼成籁从越助银杀汤了发庆

伽域
,

城助艰系资此瓜度

群招从视下神展
、

批诚坟

, 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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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中地区除山区及部分的烂泥田是种一季作物外
,

在川道地区
,

一般是水早

雨作
,

即水稻和小麦轮作
。

在这水旱雨作的地区
,

一般存在着正地简题
。

因前后作

物相距时简短
,

劳动配置上存在着简题
,

因收稻种麦和收麦种稻 多在同时进行
,

在

劳动力上有感不足
,

对于后作的正地多系粗放
。

如去年在 n 月中旬我俩到汉中
,

但

在我俩下放的各点上 (如万斤排 )
,

那时尚有部分的麦田未下种
,

田地尚在进行耕

翻
,

因地较湿
。

土块鞍大
,

一般大土块有2 0立方厘米
,

亦有更大的
。

在这样情况下

不宜碎土
,

仅进行人工封土
,

即种望天麦
,

这样肯定的影响着作物的产最
。

再如在

今年收麦之后
,

如城固地区在六月十 日左右
,

尚有部分田块未擎
,

并有校大面积尚

未插上秧
,

农范挽的好 “ 立夏插秧只能喝米踢
” 。

是吃不成干饭的
,

也就是产里 校

低的
。

·

汉中地区在生产中
,

正地粗放是校突出的
。

精耕袖作是高产主要的技术环节
,

所以如何的克服耕作粗放
,

实现精耕韧作是目前的重要任务之一
。

为了变耕作粗放

为精耕袖作
,

想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

1
。

合理规划实现轮作 : 在轮作中适当的安排油菜
、

洋芋及酋子
,

这样就可以为

后作正地有了较长的时简
。

如在水稻收后到栽培洋芋
,

其中有 4 个月的时简
,

可以

很好的进行正地工作
。

在栽屠水稻中
,

亦可以进行水稻品种的轮作
。

如早稻种
、

中稻种及晚稻实行分

区轮作
,

这样不仅便于稠动劳力
,

为后作正地提供条件
,

并且亦可防止 自然灾害对

单一品种带来的危害而造成很失
。

如早稻品种在 8 月收割到播种小麦有雨个 月的正

地时简
,

为后作正地创造了条件
。

改进农具提高耕作臀量
,

是当前的重要简题
。

在汉中地区因水旱轮作
,

一般土

性粘 加之湿场翻地
,

耕后泥丝普遍存在
。

湿时打之成爵
,

干时坚硬难碎
,

常常不

满足后作物的播种要求
。

如播种小麦时
,

径常发生阻碍
,

种子复土深浅不匀
,

出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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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齐
,

缺苗断条严重
,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小麦的产盆
。

因种子外露相当的增加了

息害
。

因此需在改进和创造新的农具上来提高水田耕作的霄里是十分必耍的
。

其次亦可从改夏土坡性霄方面着手
。

如增施有机肥料以改夏土性
,

并在有条件的

蜻况下
,

亦可加沙于泥改夏土性
,

使土坡宜于进行耕作
。

再者在水稻将成熟之时
,

适当提前排水
,二

为收后进行耕作提供有利的条件
。

耕作的霄 t 必须提高
,

但在汉中 (早水地区 ) 晒土坑田是有着丰富轻脸的
。

农

脸 : “
坑田赛过粪一茬

” 。

这挽明坑田提高肥力的夏好作用
。

所以正地桔合坑田在

水早松作区是十分必要的
。

因为坑田促进了风化作用
,

增加了有效养分
,

并且在水

早松作中
,

在水稻栽植过程中因轻常狞水
,

使土层中成为嫌气情况
,

加强了还原的

作用
,

常常产生毒害物臂有碍于作物的生长
,

但轻过坑田作用即消除了有害物贾
,

增加有效养分
,

提高了土壤肥力
,

为作物的夏好生长发育创造了条件
。

在夏好的松

作制下
,

在新的农具的条件下有了时简的保征
,

lHJ 正地和炕田桔合进行是十分必要

的了
。

(四 ) 漏水简压
。

在水旱松作区或水田地区
,

由于深耕引起的漏水简题
,

是存在 的
。

水 稻 是 否

要深耕? 是耍适宜裸耕的
,

但水稻生长中要求稳水也是须要的
。

这是否存在了矛盾

呢宁在适宜的深耕下水稻的高产在全国是早已征实了的
,

,

但深耕了是否漏水呢 2 这

就要看 土坡的具体情况了
。

就汉中盆地来看
,

在草甸土上若深耕稍深即易引起漏水

的现象
,

但在草甸褐土上适宜的深耕不会引起漏水的
。

因虽然剂了耕层下的拿底层

(稳水层 )
,

但其下层多为棕色粘霄的沉积物
,

也是有稳水性的
。

但由于土坡沙霄

的关系加以深翻弓!起了漏水是明显的事实
。

我仍三小队在张家巷深翻 2 尺的水稻拭

脸田
,

因深翻存在着漏水简题
,

放水之后
,

仅隔一晚水就漏光了
。

这个漏水简题是值

得我俩注惫的
,

也就是脱由于不宜的深耕拾田简管理带来了新的简题
。

这里指明了

一个简题
,

适宜的深度是必要的
,

但过深带来的不夏作用也是值得注意的
。

在前作进

行深耕的田块上种水稻之前进行耕作时是应注惫的
,

可以在水泥中进行多次耙田
,

这样有助于土坡袖粒的下沉
,

是有助于防止漏水的
。

, (五 ) 深耕
、

深翻的课度

深耕
、

深翻的措施在农业增产中起了互大的作用
,

在生产实践中征实了它的必

要性
,

但深度简题应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
、

土坡情况及农业生产的特点来决定的
。

关于汉中盆地的深耕
,

深度方面在前面已提出了初步的意显
,

这里有一个简履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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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愈深愈好呢 ,
.

护有人提出要翻深
,

要深达五
、

六尺
,

甚而还要更深
,

这是值

得封湍的
。

在我例今年凋查的范围内在 0
。

8一 1
。
5尺范围内已得到高额的产量

,

并事实

晚明深翻 6 尺
、

8 尺及 10 尺的产童不高
。

如城固深翻 6 一 10 尺
,

估产在 3 00 斤 /亩
,

而新汉农踢城固农塌及汉中农校农锡深耕在 0
。

8一1
。

2尺得到高额的产量 500 一 700 余
、

斤 /亩
。

适宜的深度
,

桔合其他各项措施是丰产的保征
。

在过深或不宜深度下会拾田

简管理及后作的耕作带来相当的困难
。

如汉中地区深耕 2 尺以上的田块
,

后季种植

水稻时发生漏水现象
。

在深翻五尺的田块上
,

水稻进行耕作时曾有一块 田 (一亩并 )

换了三条小牛尚不能完成任务
。

因泥角深
,

牛下 田之后腹部在泥中不宜进行耕作
,

即人工进行插秧因泥脚过深也多有不便
。

这些事实的存在
,

对于深耕深度应根据不

同地区
,

不同土壤及不同作物进一步的研究
,

而无条件的愈深愈好的看法是不符合

实际的
。

再者那样深耕的深度所需的人力也不是一般所能解决的
。

如城固深耕 10 尺

的田块仅有亩爵即有数十人进行了 30 天的深翻
,

可想兑工作量之大了
。

在目前应以

现有的农具桔合农具革新为深耕提供条件
。

深耕的目的是为了使作物夏 好 的生 长

发育 ; 满足作物在生长过程中的要求以达获得高额的产最
,

当然也改夏了土坡
,

而

改夏土壤的目的仍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
,

不是为改夏土壤而改夏土壤 (因为单就改

复土壤来耕可能是愈深愈好 )
。

就今年稠查区内各点的查料
,

规明了并不 是 翻 多

深
,

作物的根就下伸多深
,

而作物的主要根群在目前是在一定适宜范围内的 (20 厘

米 )
。

缓根深度一般在 70 厘米左右
。

这里也是容易清楚的
,

植物对环境的抗一适应

是必然的
,

由于人类劳动 (深耕 ) 为它创造了夏好的生长发育的塌所
,

破除了犁底

层的阻碍
,

相应的下伸
,

根系也有下移的趋势
,

虽然是如此
,

在目前仍 有 其 重 要

根群的范围的
。

再者作物亦有其生物学特性 (遣傅性 )
,

如根部下伸其根部的体粗

积建役 (如醛类等 ) 仍需要光合作用来供拾
,

而运翰下部
,

若下伸过深在物霄运输

上也必然相应的增加困难
。

所以根部下伸亦应受其生物学特性的影响
。

因此对于深

翻愈深根即愈深
,

是值得重新考虑的
。

应孩是在某种深度范围之内
,

根系是相应的

下伸的
。

关于适宜的范围应当作进一步的研肘
。

(六 ) 施肥简题

深耕必须桔合施肥
,

在基肥上是显得特别的重要
,

但施肥量的多少
,

基肥及追

肥的比率
,

以及施肥的时期虽然在前节提出了初步的意晃
,

但就查料来耕在这次稠

查中是很不约的
。

在这坐捉出的施肥简题
,

是不是愈多愈好
,

在农业大跃进
,1,有趣样的 一个事实

. 口.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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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提施肥就是多多盘善
,

愈多愈好
,

想就根据在这次调查中所盯鲜到的提出豺

盼
。

是不是施肥惫多惫好呢护 这个简题在不少的农业工作 中存在着
,

尤其在实际生

产简题上
,

化肥的用 t 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得到了不少的轻脸与教 llr
。

在有机肥料方

面
,

常常存在有愈多惫好
,

因为虽然是盈多了
,

也不会发生多大的不夏影响
,

并有

部分的人还仅队为在土坡中多施有机肥料
,

对于熟化土层及改夏土坡性状是有着夏

好的作用的
,

没有和具体的和目前的农业生产桔合起来
。

在不尘的丰产田及卫星田中
,

竟有亩达百万斤的施肥 t 的
,

数十万斤是常晃的

数目
。

是不是施肥愈多愈好呢 ? 在我国劳动人民施用有机肥料的轻脸上
,

得 出多施

用有机肥料
,

对于改夏土霄及肥力后效是夏好的
,

可是在过去每亩的用量仅是 2
,

00 0

一5,. 00 0斤
,

而现在大里施肥竟亩达百万斤
。

为了锐明亩达百万斤的施肥量或 是 否

施肥最愈多愈好起晃
,

首先就应提出施肥 的目的
。

施肥的 目的是为满足作物在生长

过程中对于养料的要求
,

以达高额增产的目的
,

当然在施肥中改夏土性的 目的亦是

为了场产
。

就这次调查中所观察的丰产田及卫星田
,

一般是肥大肥足的
,

可是在增

产的实例上来看
,

如新汉农塌及汉中农校农塌均以每亩万斤之肥量而获得了高产
。

汉中地区肥源是缺乏的
,

若将百万斤的肥量施于仅一亩之地中
,

虽然增了产 (况增

产不高 ) 但和将一百万斤的肥量分施于 100 亩的田块中实际增产作用及意义 是 如何

的大
,

但这里要挽明一点
,

我并不是反对进行实脸中需要较大量的肥料的
。

再者在肥源不足的情况
,

因为大部分肥料集中施于小量田块而会使大部的田块

感到肥料更为缺乏
,

因此会影响一般大田的农作物产里
,

而顾此失彼
,

造 成 了 揖

失
,

那是更应当注惫的
。

就所观察的土坡剖面来看
,

在 2 尺以下土层施的肥料尚多存在
,

变化尚少 (这

当然时简仅半年 )
,

就剖面的情况可挽在 2 尺以下的肥料很少发掸作用
,

再就作物

的主要根群的分布来渝
,

在下部对肥料的利用也存在着简题
。

在目前农业生产大跃

进
,

肥料不足的情况下
,

从下部大量肥料的利用牟周题以及作物的主要 根 群 分 布

等
,

来考虑在 2 尺以下的土层中大量施肥是值得研究的
。

如有的尚庄 5
、

6 尺之下

大里施用肥料的
。

全国一般的丰产田之施肥量
,

如水稻
,

产量石
一

1 000 一 3
,

00 0斤 /亩

的情况下施肥由一百担到二百担厩肥
,

拍 6 千斤到 l 万 2 千斤
。

冬 小麦在亩产千斤

以上的高产 田施肥一般在 2 一 3 万斤
。

多施肥多增产
,

在适当范围内是起着一定的

作用的
,

如在施肥里极少 (每亩仅2 0 0 0斤还有的山坡地不施肥 ) 的情况下
,

来增施

肥料在次业增产上是有
一

着明显的作用
。
但在每诊i施肥 达数十万斤以至百万斤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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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是因多施肥 多增产呢 ? 由农业生产实践 间答了这个朋题
,

在那每 ill’ 施肥数十万

以至百万斤以上施肥量的田块
,

由产量来耕规明不了这个阴题
。

这里就存在着如何

的合理利用肥料
,

在增产上如何发挥肥料的更大作用的筒题
,

那施肥愈多愈好的概

念
。

在目前的情况下应有它一定范围的
。

,

(七 ) 倒伏简题

在农业生产 中
,

由于技术水平及不合理的情况下存在着小麦倒伏的阴题
。

迭成

倒伏的因素是很 多的
,

在具体 的条件下而出现着不同倒伏的程度
。

就今年工作的各

点看来
,

在倒伏简题上
,

由于在目前的条件下过度的密植造成倒伏是明显的
。

再者

由于施肥的过量或配合的不当造成了倒伏也是存在的
。

但就深耕的深度上造成作物

的倒伏就查料的分析不绚明显
。

由表 1 6的查料看来
,

前六个田号中相同的耕深施肥条件
,

一般的情况下
,

如新

汉0 12 号和13 号田块
,

城固 8 号和 6 号田块
,

很明显倒伏的情况是不同的
,

并就正个

的青料看密度在 4 0万株以上呈现的倒伏情况是严重的
。

一般拼
,

密度大了作物的茎

基节较长
,

其粗度较韧
,

就其农艺生长性状来湍就成为倒伏的条件因素
,

并且在倒

伏的时期上也是较早的
。

在同样的或接近的密度下
,

肥料因素在倒伏上就校显明了
。

如新汉 012 及城固农

8 号田块同为44 万的密度
,

显然城固 6 号全倒伏而发生的较早 (四月上旬 )
。

再如铺淡 0 05 及新汉0 10 号其密度为接近
,

而倒伏情况辅旗 00 5为85 %是被大的
。

再就石砺一类沈家营以及石嫣二类来看
,

其密度亦接近
,

而倒伏程度 显然沈家营 田

块为严重
,

而沈家营的施肥量就氮肥拼大于其他二田块达 6 一10 倍
。

就耕深来耕
,

其深度由 6 寸到 3 5寸的范围内
,

在浅深的不同深度下由于密度的不宜
,

肥里过高
,

均有倒伏的严重现象
,

同时也挽明在合理密植及合理的施肥条件下得到高产
,

而倒

伏却极轻微
,

(如新汉13
,

城固 6
,

新汉 010
,

石嫣二类 )
。

深耕的深度在倒伏简题

上是不殉明显的
,

当然由于深耕而造成 的深厚的松土层
,

可能也会出现塌陷或使作

物倒伏的情况
,

但在这次满查中没有遇到上述情况
。

就深耕的本身来耕
,

肯定的对作物根系的发育创造了夏好条件
,

而主要 的根群

虽在于一定的深度范围内
,

但根量的分配是有下移的趋势
,

所以仅就根系与深度来

拼是不易成为倒伏的因子
。

但 因深耕精合了密
、

肥
,

若在密度及施肥上 存 在 简 题

时
,

倒伏简题即易于出现
。

倒伏植株的茎基第一
、

二节的长度增加
,

粗度变翱
,

洋

脱明是由于疯长的原因
,

因在高的密度下
,

大量肥料的条件下是造成疯长的主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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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由于耕深的加深
。

但这里不等于挽因耕深不至于倒伏就可以尽量的深耕
,

耕

深的要求首先是满足作物生长的需要为增产的基础
,

在这次刹查中曾遇到了深耕深

度达 10 尺的
,

在劳力的支付上是不小的
,

可是在农业生产的收益上是不相适应的
。

也

可以锐是不符合于 目前的农业生产的要求的
。

表 17 不同耕深与倒伏的关系

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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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5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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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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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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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甘

`一 ) 合理的深耕是场产收蒸本措施之一
,

是改良土坡的有效办法
。

深耕是加 ~ 口 . . .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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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创造深厚熟化层
,

加速生土熟化的有效措施
,

是人洲定向改造土姨的有效方法
。

(二 ) 由小麦和油菜的农艺性状来渝
,

为了满足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对于水分及

养分的最大需要量使生长壮健
,

获得高额的产量
,

是需要一个合宜深度的耕层
。

在
、

耕及的土层中一般是肥力高的
,

理化性状豆好的
。

虽然生物适应环境和环境统一
,

但生物的生物学特性在某种情况下也有它的一定的范围
。

如小麦
、

油菜的主要根群

都在 30 厘米以内
,

而一般多在 20 厘米以内
。

所以在过深的土层中
,

养分的利用显然

有相当限制的
。

随着耕深对于土层的水分及养分性状的改夏是显著的
。

(三 ) 在汉中盆地的 目前条件下
,

一职大田耕深宜在 6 一 7 寸在奎耕来满足此

项要求是完全可能的
。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采用机耕可加深耕层到 8 一 9 寸 (要有足

殉的肥料配合 )
。

若是小面积的卫星田
,

丰产田及拭脸田目前可以人工钠地
,

深度

可在 1
。

2一2
。

5尺之简
。

(四 ) 在进行深耕的描施时
,

必须桔合土坡的类型及其土臂土层情况来决定深

翻深度及层次的深度
。

(五 ) 农业增产的桔果是在粽合措施的作用下获得的
,

艳不能忽砚其他各项的

措施
。

所以农业增产技术措施的
“
八字宪法

”
必须坚决贯彻密切配合

,

才能得到更

好的桔果
。

(六 ) 在耕深方面是不是愈深愈好呢 ; 施肥盆是不是愈多愈好呢 ; 密麦夏不是

愈密愈好呢?在这次粼查中都得到了较明确的歌积
,

必须桔合具体情况来进行分析来

决定措施
,

否!HJ 不仅得不到高额的产全
,

并在轻济上及田简管理上都会带来搜失和

困难
。

如就目前的汉中盆地农业生产情况来看
,

小麦的密度以每亩 30 万株左右
,

施

肥 t 每亩以 1 万一 2 万斤
,

耕深在 8 一10 寸的情况下
,

都得到了高胡的产 t (如兴

汉农爆
,

汉中农校农塌
,

城固农坍
,

河县等 )
。

有静多的生产实例都脱明了这一简

月
,

当然这也不是一成不变
,

将来由于新的农具的创造
,

新品种的增育
,

在新的条

件下具体的增产措施当然也会重新考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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