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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J七旱原农业生产和耕作制度问题的探讨

邓新民 李天林

( 西北农学院农学 系 )

渭北旱原包括渭北高原的全部和关中平原的一部分
,

占有延安
、

渭南
、

咸阳
、

宝鸡

和铜川五地市的廿三个县的大部或一部分地区
。

本区共有耕地 16 0 0万亩
,

占全省耕地的

2 8%
,

其 中90 % 以上为旱地
。

本区为陕西省的商品粮重要产区之一
,

搞好本区的农业生

产和耕作制度
,

对提高粮食产量
,

增加商品粮具有重大意义
。

一
、

本 区的生产条件和存在问题

渭北高原年平均气温在 9 ~ 12 ℃之间
,

极端最高气温 34 一 40 ℃
,

极端最低气温 一 17

~
一

22 ℃
,

气温南部高于北部
,

东部高于西部
。

年降水量 50 0一 60 0 毫米
,

降水量北部高

于南部
,

西部多于东部
,

冬春降水量较少
, 7 一 g 月降水约占全年60 %左右

,

但变率较

大
。

主要 自然灾害为干旱和霜冻
,

尤以七
、

八月的伏旱和四
、

五月的晚霜对本区的农业

生产威胁最大
。

从公元二世纪以来关中发生了 3 26 次旱灾
,

本世纪发生了 20 次旱灾
。

从

早灾出现的频率来看
,

夏旱最多
,

其频率为 36 %
,

其次为春旱
,

其频率为 19 %
,

春夏连

旱出现的频率为 n %
,

秋旱出现的频率为 8 %
。

全年性的旱灾也发生过十四次
。

可见旱

灾为本区最严重的自然灾害
。

初霜一般出现在十月中
、

下旬
,

终霜在四月中
、

下旬
,

北

部和西部地区五月上旬还有晚霜出现
,

全年无霜期 16 0一 18 0 天
,

乡 10 ℃ 积温为 2 7。。一

3 5 0 0℃
。

关中平原的热量条件比渭北高原为好
。

全区粮食作物以三年四熟为主
,

经济作

物一年一熟
。

水源不足是本区农业发展的不利因素
。

本区地下水埋藏较深
,

一般在 1 00 米以上
,

水量也不丰富
,

打井工程量较大
。

本区东临黄河
,

已建抽水站
,

可抽黄河水上原以补水

源不足
。

据 渭北高原 1 9 7 5年统计
,

人均耕地 3
.

7 亩
,

每劳负担耕地约 n 亩
。

本区以粮食生产

为主
,

经济作物主要是棉花和油菜
,

是省内主要油料产区之一
。

棉花以东南音略县较多
。

油菜以 西部
、

北部各县面积较大
。

本区地势平坦
,

土层深厚
,

蓄水保肥力强
,

生产性能好
,

加之热量资源较好
,

降水

分布虽不能与作物需水时期相吻合
,

但年降水量在 5 00 毫米以上
,

一般年份只要做好蓄

水保墒夺取一季高产也是有保证的
。

这些都是发展本区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
。

但由于干

旱
、

膺薄
、

霜冻和农林牧用地比例配置不 当
,

以 及作物布局的不 够合理
,

使本 区 的 农

作物产量长期以来低而不稳
,

人均占有粮食多数县约 75 0 多斤
。

以合阳县为例
,

1 9 4 9一

19 7 9
,

三十一年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平均亩产为 14 4
.

5斤
,

变异系数为 40 %
,

最低的年

注 . 本文写作时承蒙钮博和扬春峰同志提供 宝贵 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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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只有77 斤
,

最高者才达到 25 3
.

1 斤 ; 经济作物的产量也是低而不稳
。

因此
,

克服限制

因素
,

充分发挥有利因素是发展本区农业生产
,

实现高产稳产的基本措施
。

二
、

对本区限制因素的分析

( 一 ) 土地膺薄是单产低的根源
,

单产不 稳是由干旱造成的
。

据调查了解本区一年一熟的自留地一般年份亩产小麦 4 00 一 5 00 斤
,

经管得好者亩产

可达 6 00 一 7 00 斤或更高
,

这是普遍存在的事实
,

先进社队小麦亩产超过 4 00 斤者也不乏

其例
。

这些事实雄辨地证明
,

本区尽管经常发生伏旱和春旱
,

降水分布有与作物需水不

相吻合的矛盾
,

但由于降水量多在 5 00 毫米以 上
,

且该地区土层深厚
,

只要作好蓄水保

墒工作
,

加上其它条件
,

种一季小 麦或早秋作物
,

常年亩产 4 00 一 5 00 斤或更多
,

从降水

量来看是没有问题的
。

而大 田产量远远低于自留地或先进社队
,

肥料不足是其 主 要 原

因
。

因此
,

本区常年要实现粮食亩产 4 00 一 5 00 斤
,

从大田生产来看
,

在作好蓄水保墒工

作的同时
,

要下狠心解决肥料问题及地力培肥 问题
,

关健是要制订适应该地区自然条件

的科学的合理的耕作制度
,
以及创造实行该耕作制度的条件

。

我们说 当前本区农 作物产量低的主要原 因是肥料不足
,

地力不高这只是说在年降水

量 50 。 毫米以 上的年份是如此
。

如 果年降水量低于 40 0 毫米或更低
,

象 1 9 2 9年和 1 9 8 。年

那样
,

那就要造成严重旱灾
。

但 1 9 8 0年这种旱情在本区有气象记载的十八年中
,

也只是

首次
。

据了解也是五十年来和 1 9 2 9年旱情相近 的一次
。

所以只要我们把正常年份的降水

量利用得充分
,

把粮食亩产提高到 4 00 一 5 00 斤
,

我们有大量的贮备粮
,

遇到旱灾减产
,

也就不必搞
“ 以秋补夏 ” 。

我们认为
“ 以 丰补欠

” 比 “ 以秋补夏 ” 更主动
,

不必担心什

么打乱茬口 等问题
。

因此
,

我们应在
“ 以丰补欠

” 上大下功夫
。

至于霜冻为害
,

只要选

好品种
,

适时播种
,

加强管理
,

可以把其为害减少到最低限度
。

( 二 ) 不合理的农业结构把农业生产引向单一化的种植业生产
。

渭北旱原农业结构很不合理
,

种植业占绝对优势
,

牧业
、

林业比重极低
,

片面强调粮

食生产
,

挤掉了全面发展
。

正是由于这个事实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

如永寿县
,

人均耕地 4 亩
,

荒山 3
.

2 亩
,

发展林枚业的条件很好
,

但林
、

牧
、

副各业合起来的产值

在农业生产 中所占的比重很低
,

五十年代为 1 6
.

7%
,

六十年代为 2 0
.

0%
,

七十 年 代 为

29
.

1%
。

由于片面发展农业
,

广种薄收
,

不 能充分合理地利用 自然资源
,

人民的收益少
,

生产资金缺乏
,

不少社队只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
,

有的连维持简单的再生产也有困难
。

更为甚者
,

片面的发展农业
,

广种薄收还引起了水土流失
,

使原面破碎
,

沟壑加深
,

耕

地减少
,

气候多变
,

畜牧业不得发展
,

畜力不足
,

家畜肥料缺乏
,

地力下降
,

使渭北高

原有重蹈陕北丘陵沟壑区之覆辙的可能
。

从长远计这是该区发展农业的最大危机
,

应引

起极大的重视
。

( 三 ) 不科学的作物布局不能使地尽其利
,

物尽 其用
。

由于缺乏科学分析
,

作物布局上的左右摇摆
,

也给该 区的作物生产造成了不应有的

损失
。

建国以来旱原上曾作出了两次不正确的作物布局
,

打乱 了茬口
,

使旱原粮食生产

受到严重的损失
。

第一次是 1 9 5 6年到六十年代初
,

扩大晚秋
,

压缩夏杂
,

·

在地力降低的

条件下
,

增种回茬麦
,

不少地方回茬麦面积达到麦田面积 10 一 20 %
,

对小麦生产和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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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起 了不利的作用
。

第二次是 1 970一 1 7 93年
,

扩大早秋
,

压缩夏杂
,

也导致粮食生产

遭受损失
。

这些教训 使我 们清楚地认识到
, :必须正确地进行作物布局

,

才能经济而合理

地利用各种生产条件
,

使地尽其利
,

物尽其用
,

收到增产增收的实惠
。

近年来本区作物布局上存在的问题是
:

夏秋比例不 当
,

压 麦扩秋 ; 压缩夏杂粮
、

豆

类
、

首着面积
,

使土地用养失调
,

正茬麦面积减少
,

多年连作麦田和回茬麦面积增加
,

严重影响粮食生产
。

三
、

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
,

搞好以农为主的农
、

林
、

牧
、

副业生产
,

把粮食产 t 提

高到 4 0。一 50 0斤
,

建设好渭北旱原商品粮基地
,

必须有一个科学的耕作制度
。

农业现代化就是用现代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和先进的农用工业产品来装备农业
,

用

先进的经营管理措施来管理农业
。

在用先进的农用工业产品装备农业方面
,

具体的讲就

是要农业生产实现科学的机械化
、

电气化
、

水利化和化学化
。

实现农业现代化不但要充分

地利用 自然资源
,

而且要有利于 自然资源的保护
,

使农业能达到高产
、

稳产
、

优质
、

低成

本和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目的
。

目前对本区来说
,

农业现代化的各个内容不可能

同时在各地全面实现
,

如水利化就是一例
,

只能在有水源的地方进行
。

符合农业生产条

件发展水平的科学的农业技术以及讲究经济效果的科学的经营管理措施应该 首 先 被 采

用
。

因为这些是惠而不费收效显著的措施
。

而这些措施正是近年来被搞得很乱的方面
。

至于用工业产品装备农业实现农业现 代化
,

也有个先化什么 ? 后化什么 ? 不 同时期化到

什 么程度的问题
,

不能要求过高过急
,

只能根据生产发展的水平和可能提供的资金
,

逐

步实现
。

就本区地势平坦人均耕地较多劳畜力不足而论
,

似应首先机械化
。

但就肥料缺

乏严重影响产量提高来看
,

培养地力
,

增施化肥似较迫切
。

此二者到底应该先上什么 ?

后上什么 ? 应该具休研究而定
。

前所述及增施肥料能显著地提高产量
。

全盘实现机械化

每亩需投资 2 00 元
,

本区生产资金不足
,

因此
,

实现全盘机械化 资金是个大问题
。

本区

巳有一定数量的农用机械
、

动力装备
,

改善经营管理
,

挖掘潜力完成当前的生产任务还

是可以的
。

因此
,

本区 目前重视培肥地力
,

适当增加化肥用量似较增加机械动力设备还

要迫切
,

应先走一步
。

但从长远看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是毋容置疑的
。

农业的经营管理

和生产资料的增补
,

都要以耕作制度为依据
。

所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 中
,

非有一

个科学的耕作制度不可
。

适应渭北旱原农业现代化的耕作制度
,

理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

( 一 ) 在农林牧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耕作制度
。

科学的合理的耕作制度的正确含义是在农林牧有机结合的基础上
,

因地制宜地运用

科学技术
,

不断提高土壤肥力
,

充分利用日光能
,

从而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

保证农作

物高产
、

稳产
、

优质
、

低成 本的耕作栽培技术措施的总体
。

因此
,

科学的耕作制度首先

要建立在农林枚有机结合的基础上
。

所谓农林牧有机结合
,

应体现在土地利用合理
,

农

林牧各业 比例适宜
,

这样才能达到地尽其利
,

人尽其才
,

物尽其用
。

以 合阳县为例
,

该

县的森林覆盖率只有 2
.

6 %
,

畜牧业的产值只有 8
.

7 %
,

所以该县长期以来
,

旱灾频繁
,

肥料缺乏
,

水土流失和原 面侵蚀严重
,

从而导致广种薄收
,

农作物产量低而不稳
。

欲改

变此状况
,

必须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单一经营的农业结构
。

改广种薄收为高产多收
,

逐步

增加林
、

收业的用地
。

改善农业生产的生态环境
,

建立高产稳产的农业结构
。
本区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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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业用地比例怎样才算合理
,

应深入研究
,

一般所谓森林覆盖率应达到 30 %
,

畜牧业的

产值应占农业总产值的 50 %等这些指标不一定完全适于该区
,

但应适当增加林牧比重似

无问题
。

本区有无扩大林地和牧业用地的可能呢 ? 渭北高原总面积为 2 5 9 5万亩
,

耕地 占 896

万亩
,

耕地占总土地 面积的 3 4
.

5%
,

还有 6 5
.

5%非耕地
,

这是造林种草的广阔天地
。

因

此
,

本区有发展林业和牧业的土地条件
,

问题是如何加强领导
,

全面规划
,

逐步变可能

为现实
。

( 二 ) 粮食作物生产的作物布局和轮作要坚持
“ 三为主

”
的原则

。

从本区的气候土壤条件看
,

本区适于小麦生产
。

因此
,

发展种植业的原则是以粮为主
,

适 当发展棉花
、

油菜等经济作物
。

在发展粮食生产中以夏粮为主
,

在夏粮生产中以小 麦

为主
,

在小麦生产中以歇茬麦为主
,

最好不种回茬麦
。

这个
“ 三为主

”
的原则是完全适

应当前生产条件的
。

这些年来生产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证明这一原则是正确的
。

但各地

在贯彻
“ 三为主 ” 的原则时

,

不可能完全一样
,

这是因为各地生产条件的不 同所引起的
。

各地
“
为主

” 的程度是否合适
,

应以是否获得了该生产条件下最好 的产量来衡量
。

这要

进行反复的试验和实践才能确定
。

在制定作物布局时
,

要考虑牧业生产所需要的饲料问题
,

搞好农牧结合
。

要根据产

量指标
,

畜牧业发展的规模算饲料平衡和肥料平衡账
,

只有这两笔账算得合理
,

达到平衡
,

一定 的产量才能保 证
。

因此
,

一定要把饲用的豆科养地作物的比例安排恰当
。

这些年来

不少地方认为莞豆产量低
,

大量压缩面积
,

结果粮食产量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

因此
,

各

地普遍要增加夏杂
、

油菜和首着的面积
,

这是完全正确的
。

但莞豆产量确实也存在着不

高不稳的问题
,

应该加以解决
。

提高莞豆产量近年来作了不少的工作
,

如选用良种
,

增施磷肥
,

适时深播
,

防治病

虫等
。

这些措施确实对提高莞豆的产量起了积极的作用
。

如果能改变种莞豆地的土壤水

分条件
。

可能会对提高莞豆的产量有所裨益
。

因此
,

这就涉及把莞豆种在什么茬 口上合

算的问题
。

本区 以往有种歇茬莞豆者
,

对此应进行研究
。

应加强引进或选育产量高
,

抗逆性强
,

含毒量低的山黛豆和其他一年生豆科作物
,

在莞豆不宜种植的地区
,

可代替莞豆
,

以解决饲料和地力的培肥问题
。

在新的代替莞豆的豆科作物未选定之前
,

扩种首猎
,

压缩莞豆也可起到稳产
、

增产

饲料和培养地力的作用
。

澄清一个对一年生豆科作物肥地作用的一些误解
。

一年生豆科作物能够肥地
,

在这

一点上没有疑义
,

但怎么肥地有不同的看法
。

一种看法是 :
种植莞豆后能直接增加土壤

中的氮素营养 10 一 19
.

85 斤 / 亩
。

而另一种看法是
: 一年生豆科作物与根瘤菌共生

,

把

根瘤菌固定的含氮化合物的大部分构成 了植株的地上部分
,

它从土壤中吸收的氮素和遗

留到土壤中的氮素接近或微有亏缺
; 一年生豆科作物的肥地作用主要是将其地上部分供

人畜食用后
,

以厩肥的形式
,

返还土壤
,

以提高地力
。

A
·

H
·

普里亚尼什尼可夫在他

所著的 (( 在植物生活和苏联农业中的氮素 》 一书中载有
:

莞豆与燕麦混作者
,

每亩总固

抓量为 7
.

7斤
,
茎叶子实中含氮量为 8

.

2 斤
,

每亩土壤中减少了氮素 0
.

5 斤 , 单作菜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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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固氮量为每亩 9
.

5斤
,

籽实和茎叶中合氮量为 1 1
.

2斤
,

每亩土壤中减少了氮素 1
.

7 斤
。

E
.

w
·

腊塞尔在其所著的 《 土壤条件与植物生
一

民 》一 书 `户亦有同样的论述
。

我们于 1 9 6 3

一 1 9 6 4年作了莞豆
、

毛首
、

小 麦 (对
一

照 )的上培试验
,

以生物的方法测定莞豆
、

毛芭的肥地作

用
,

其结果是
:

对照 ( 小麦加玉米 ) 的产量为 1 。。
.

0 %
,

则莞豆茬的玉米产量为 9 4
.

8 0%
,

毛艺茬的玉米产量 为 88
.

40 %
。

看来莞豆
、

毛首种植后并未增加土壤中的氮 素 含 量
,

相反还程度不等地从土壤中吸收了一定量的氮素
。

因此
,

难以得出种植一料莞豆能直接

给土壤中增加 10 一 1 9
.

85 斤 / 亩的氮素的结论
。

但莞豆
、

毛苔从土壤中吸取的氮素远较

小麦等禾谷类作物为少
。

因此
,

莞豆茬小麦产量高于小 麦茬小麦
,

这也确属事实
。

这也

是长期以来人们在肥料不足的条件下
,

利用莞豆等豆科作物进行轮作的原因
。

弄清这个

问题有利于我们正确地制订作物布局
,

算好肥料平衡账
,

作好以地定产
,

以产施肥
,

实

现预定的产量指标
。

群众认为油菜茬地力肥
,

是小麦的好前作
。

对此问题也应作切合实际的估价
。

油菜

本身不能固氮
,

它可以利用土壤中难溶性的磷作为自身的磷素营养
。

因此
,

说它能肥地还

没有发现科学上的依据
。

有人说
:

油菜的根大
、

落花
、

落叶多能肥地
。

姑且不论根叶和

落花量之大小
,

单就构成根
、

叶
、

花所需之养分来说
,

它还是取之于土壤
,

把其返还于

土壤
,

并没有增加土壤营养之可能
。

群众说油菜茬好
,

这与以 往油菜产量低
,

用地程度

轻
,

在油菜生长期内土地处于半休闲状态有关
,

或者是与油菜收获早
,

栽种期间施肥量大

有关
。

据观察
,

晚玉米后栽油菜的茬地和晚玉米后的冬闲地比
,

那还是冬闲地的肥力高
。

在

作物布局中加入油菜确实对营养物质的平衡有好处
。

因为人们利用油菜的油脂主要是碳

氢化合物
,

植物所需的其他营养元素仍可以 油饼或厩肥等形式返还土壤
,

这有利于作到

肥料平衡
。

弄清这个问题的意义和弄清莞豆的肥地作用是相同的
。

生产实践证明
,

适当种植早秋
,

对稳定本区粮食产量是有益的
。

本区的北部和西部

早秋应以玉米为主
,

南部有伏旱的地方应以 红芋为主
,

但面积要适 当
,

不可以秋挤麦
。

春谷子耐旱力强
,

产量也不低
,

适 当种植春谷子似有研究之必要
。

从本 区役畜不足和牲畜体力欠佳的情况看
,

扩种首着实属必要
。

首楷种植面积至少

要保证每头役畜有一亩首蓓
。

适于绿肥发展的地区应积极发展
,

用以肥地
。

这是一种投资小见效快的措施
,

在作

物布局中应予重视
。

绿肥应用作饲料
,

再以 粪肥肥 田
。

( 三 ) 运用正确的土壤耕作措施把降水最大限度地保蓄起来
,

解决降水分布与作物

需水不相吻合的矛盾
。

本区的夏闲地和冬闲地有一整套科学的耕作保墒措施
,

这些措施是
:

夏闲地前作收后及时浅耕灭茬
,

力争伏前早深耕
,

耕后合墒耙箱
,

伏天遇雨浅犁重耙
,

立秋后多耙少犁
,

播前只耙不犁
,

坚持合口过伏
。

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把水保蓄起来
。

施用基肥应结合深耕进行
,

不宜过晚
,

以 免跑墒
。

冬闲地前作收后及时浅耕灭茬
,

早深耕
,

耕后合墒耙糖
,

决不立茬过冬
。

早春顶凌

耙地
,

以后遇雨耙糖
,

破除板结
,

播前有草浅耕
,

无草把耪即可
。

施基肥最好结合深耕

进行
,
春施宜早不宜晚以免跑墒

。

这样可以避免冬春旱期土壤水分的损失
,
保证早秋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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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播种
。

对于耕深问题五十年代人们认为 6一 8寸即可
, 1 9 5 8年提倡了深耕改土

,

这些年来

不 少的人认为 1一 1
.

2尺或 1一 1
.

5尺才能算深耕
。

这些指标技术上是否合理
,

经济上是

否合算
,

似有研究的必要
。

19 5 9一 1 9 6 0年我院进行了小麦深 翻
、

施肥和密度试验
,

试验

的结果是
:

深翻25 厘米者亩产 5 76 斤
,

深翻40 厘米者亩产 56 7斤
,

深翻 60 厘米者亩产 60 2

斤
,

深翻 40 厘米与深翻25 厘米者接近平产
,

深翻 60 厘米者比深 翻25 厘米者多施 了 1 5 0 0 0

斤基肥
,

只增产 了 4
.

5%
。

从本试验结果来看
,

深 翻40 厘米和 60 厘米没有增产效果或增

产与投资极不相称
。

因此
,

对深耕深度问题必须有科学根据
,

不可乱提指标
。

因为耕深

增加
,

油料动力消耗增加
,

投 资随之增加
,

如增产极少或不增产
,

则必然加大成本
,

等

于减产
。

这种不讲经济效果的农业技术前些年屡见不鲜
,

现在绝不应该再继续执行
。

不少深耕时期试验表明
,

早深翻比晚深翻增产效果 明显
,

如蒲城县椿林公社护难大队

试验站与我院合作的深耕时期试验结果是
:

伏前耕者和头伏耕者分别比伏后耕 者 增 产

62
.

4 %和 4 0
.

6%
。

这是因为早深耕早松动了土壤
,

为充分接纳降水打开 了通路
,

可以避

免无谓的径流损失
,

为保水创造了条件
。

加之早深耕增加了土壤通气性和曝晒时间
,

也

可使生土熟化
,

释放较多的有效养分
。

因此
,

群众抢在伏前深耕是有科学根据的
,

是一

项有经济实效的增产措施
。

深 翻后效可维持 2 一 3 年
,

在轮作期间作好安排
,

不必年年

深耕
。

( 四 ) 加强肥料建设
,

为提高大田 的单产打好物质基础
。

前已述及肥料不足是本区粮食作物产量低的主要根源之一
。

本区的肥源不足
,

小麦

施用农家肥的面积也不过占小麦播种面积的50 一 60 %
,

绿肥种植面积小
,

化肥用量也不

太大
,

各县情况不同
, 19了9年施化肥少的麟游县只有 4

.

5斤 / 亩
,

一般为 20 一 30 斤 / 亩
。

因此
,

大抓肥料建设是当务之急
。

首先要抓有机肥料
。

抓有机肥料非大力发展畜牧业不可
。

而畜牧业又是本区表业生

产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

以百亩耕地的占有牲畜量来看
,

1 9 7 9年合阳县的大家畜为 3
.

7 头
,

猪为 12
.

2头
,

羊为 3
.

6 头
,
以此可见畜牧业发展水平之低和有机肥源不足的情况

。

如何才能把畜牧业抓上去
,

首先要有饲料基地提供足够的饲料
。

本区非耕地面积大
,

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
,

关键是要下狠心去抓
。

其次要抓绿肥的种植
。

本区复种指数不高有夏闲地和冬闲地可以种植短期绿肥
。

据我

院旱地轮作试验资料
:

于麦收后种植短期绿豆
、

黑豆绿肥
,

八月上中旬翻压
,

亩产鲜草

1 60 0斤左右
,

其肥效相当于万斤土粪肥
。

’

据两年的测定
,

短期绿肥田的耗水量与厦闲地

极为接近
。

因此
,

在有条件的地区种植 夏季短期绿肥
,

确实是提高地力的有效措 施
。

但

本区夏闲地短期绿肥长期以来发展缓慢
,

这与麦收后干旱少雨生长不好有关
。

如麦收后

土壤水分适合
,

种植短期绿肥确实可解决一部分肥料问题
。

但这得视墒情而定
,

不可强

求
。

根据洛川试验站资料
,

如将绿肥的种植
,

在轮作中当作一料晚秋
,

冬翻后倒种早秋
,

则效果更好
,

值得提倡
。

本区的北部和西部适于早玉米生长的地区
,

于七
、

八月份套种毛苔作为次年早玉米

或其他早秋的基肥还是可行的
。

据合阳县衣科所资料
,

该县的防虏寨公社北永宁大队 1 9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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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3 日套种毛苔 ( 亩施过磷酸钙 9 斤 )
,

次年早玉米亩产 4 9 3
.

2 斤
,

比对 照 增 产

13 5
.

3%
。

这 确 实是一个解决早秋肥料不足
,

提高产量的好办法
,

各地可因地制宜地加

以利用
。

第三
、

增施化肥是本区解决肥源不足的一个不 可缺少的措施
。

我们国家是利用农家

肥料最经济的国家
。

这是人所共知的
。

但 目前本区在农家肥料有限
,

夏季短期绿肥又不

可靠的条件下
,

要提高农作物单产还得增施化肥
,

用化肥把单产提高了
,

可以腾出一些

地种草养畜
,

发展畜牧业
,

农家肥一定会有增加
,

将来的化肥用量可能还会减下来或不

再增加
。

否则
,

.

要在较短的时期内把单产搞上去
,

是有困难的
。

在旱原上施用化肥能否把单产提高 ? 只要施用得法
,

增产当肯定无疑
。

根据旱原冬

春干旱的特点
,

化肥要作底肥在播种前施下去
,

追肥要提前条施等雨
。

世界上人多地少
,

单产高的国家增施化肥是其增产的有效措施之一
,

可 资我们借鉴
。

这就是我们认为本区增施化肥在农业现代化中要走在前边 的理 由
。

以上这些看法极

为粗浅
,

错误一定不少
,

作为引玉之砖抛出来请同志们赐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