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9

培肥地力是渭北旱原小麦增产的关键措施
’

邓 新 民 耿 志 训

( 西北农学院农学系 )

渭北旱原包括延安
、

渭南
、

咸阳
、

宝鸡和铜川五个地市的二十三个县
,

历来是我省

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之一
,

当地的粮食丰欠
,

对全省粮食产量影响极大
。

1 9 7 5年全省粮食

增产 8
.

6亿斤
,

本区即占65 % ; 1 9 7 6年全省减产 6
.

84 亿斤
,

本区就占74 %
。

本区有耕地 1 6 0 0多万亩
,

其中 90 % 以上是旱地
。

本区的种植业生产以粮食为主
,

粮

食生产又以小麦为主
。

本区的小麦面积 占耕地面积的 50 %
,

占粮田面 积 的 6 1
.

2 %
。

因

此
,

小麦收成的好坏对本区粮食产量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

长期以来本区的小麦单产低而

不稳
,

这对提高本区的粮食作物产量极为不利
。

澄城县 1 9 4 9一 19 8 0年粮食平均播种面积

亩产为 1 18
.

6斤
,

耕地亩产 14 5
.

9斤
,

小麦平均亩产为 13 7
.

2斤
,

小麦最好产量 的 1 9 7 5 年

亩产为 2 49 斤
,

最低产量的 1 9 5 2年亩产只有 62 斤
,

相差 18 7斤
。

因此
,

要提高本区的粮食

作物产量
,

就 必须大力改变小麦单产低而不稳的现状
。

一
、

实现渭北旱原小麦增产必不可少的三个条件

中央指出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
“ 一靠政策

,

二靠科学
” 。

我们认为在此原 则 指 导

下
,

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
,

讲具体一点应该抓三个条件
。

这就是
:

( 一 ) 生产者的积极性
,

( 二 ) 达到一定产量水平必不可少的生产条件
;

( 三 ) 生产者要掌握与一定产量水平相适应的生产技术
。

要把生产搞上去
,

这三者是同等重要的
,

任何一个条件都不能缺少
。

过去由于实行
“
左

” 的农村经济政策
,

搞 “ 平调 ” 、 “ 吃大锅饭
” ,

确实挫伤 了社

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农村普遍实行了生产责任制
,

这一问

题已经得到很好 的解决
,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越来越 高
。

要提高小麦产量
,

小麦的生产技术也应相应改进
,

广大农民长期从事生产有丰富的

生产经验
,

加之生产积极性的提 高
,

学 习新技术会更自觉
、

更努力
。

因此
,

只要作好经

验总结与技术推广工作
,

广大农民一定能在各地普遍存在的小面积增产经验的基础上
,

掌握大面积稳产高产的技术
。

渭北旱原长期以来小麦产量低而不稳与生产条件赶不上需要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

所

以
,

要狠下功夫改善生产条件
,

才能适应小麦增产的要求
。

( 1 ) 本文在写作时
,

承蒙钮 溥
、

翟允提老师提供宝贵意见
,

特致 谢意
。

( 2 ) 本文一九八一年十月油印
,

此 次刊出略有增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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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分析生产条件中影响小麦增产 的主要限制因素

( 一 )光照
、

热量
、

水分
、

养分是绿色植物的四个生活条件
。

此四者对绿色植物的

生长发育和产量的形成是同等重要 的
,

缺一不可
。

要提高小麦的产量必须满健其生长发育所需要的生活条件
,

防治各种自然灾害
,

使

其健壮生长
,

才能达到增产的目的
。

近代生物科学的研究结果表明
,

绿色植物所需的生

活条件有四个
,

即光照
、

热量
、

水分和养分 ( 包括气态的在内 )
。

此四者我们在生产中

有 的不能直接控制
,

有的可以控制和调节
。

光照
、

热量来自太阳
,

称为宇宙因素
,

人们

在大田生产 中不能直接控制
,

只能通过选用 良种
,

采取适 当的载培技术
,

如适时
、

适量

播种
,

采用适当的种植方法等以适应之
; 水分

、

养分取 自土壤
,

称为土壤因素
,

人们可

以通过灌溉
、

土壤耕作和施肥等措施加以控制或调节以满足植物之需要
。

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
,

植物的四个生活条件对植物的生长发育和产量的形成是同等

重要的或不可代替的
。

就 四个生活条件 中的养分来说
,

氮
、

磷
、

钾等大量元素不可缺
,

即使象硼
、

锰等微量元素和铂
、

钦等超微量元素虽需要量极少
,

但同样不可少
,

少了植

物就要患缺素病
,

不能正常生长发育
,

因而不能得到满意 的产量
。

这就提示我们在生产

实践 中
,

只有及时地
、

适量地供应小麦生育所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
,

才能获得高产
。

( 二 ) 光热资源不是本区小麦增产 的限制因素
。

科学实验和生产实践早已证明了这

样一条规律
,

即作物 的产量不决定于生活条件 中最充足的因素
,

恰恰相反
,

作物产量之

高低却取决于供应最不充分的限制因素
。

在限制因素中相 比之下有主要的限制因素和次

要 的限制因素
。

在这两类限制因素中主要限制因素比次要限制因素对产量的影响更大
,

所 以应首先解决主要限制因素
。

要找 出主要限制因素
,

就得先分清什么是限制因素
,

什

么不是限制因素
;
什么是主要限制因素

,

什么是次要限制因素
。

根据计算
,

关中种一季

小麦光能利用率如能达到 5 %
,

便可亩产籽实 3 0 0 。斤
,

而本区小麦亩产仅 10 0一 20 0斤
,

高者不过 5 00 一 60 。斤
,

光能资源 的增产潜力很大
。

本区无霜期 1 60 一 2 00 天
,

年平均气温

9 一 13 ℃ ,

全 10 ℃的积温为 2了。 o一 4 0 0 。℃ ,

多实行三年四熟和一年一熟
,

不少地方还可

一年两熟
。

本区光热资源丰富
,

不是小麦增产的限制因素
。

至于个别年份出现 晚 霜 为

害
,

只要选好品种
,

采用科学的栽培技术
,

其为害可以控制到最小的限度
。

( 三 ) 主要的限制因素是肥不是水
。

降水是一个限制 因素
,

.

但就小麦亩产 4 00 一 5 00

斤来看
,

降水还不先主要限制因素
。

本区小麦生产上的主要问题是产量低而不稳
。

地力膺薄是单产低的主要原因
,

单产

不稳是 由于于旱造成的
。

单产低可 以通过培肥地力来解决
。

产量不稳在靠自然降水的条

件下
,

还不能完全控制
,

只能尽量作好蓄水保墒工作
,

充分发挥水的作用
,

并且还要增

施肥料
,

使产量在较高的水平上摆动
。

根据调查了解
,

本区一年一熟的自留地
,

一般小麦亩产 4 00 一 5 00 斤
,

经管得好可达

6 00 一 7 00 斤或更高
。

这是到处都有的事实
。

就是在 1 9 8 0年春季大旱的情况下
,

澄城县罗

家洼公社杨家陇大队小麦亩产 1 00 多斤
,

而该队的一户社员的三亩 自留地平均 亩 产 3 00

斤
; 1 98 1年该队平均亩产 20 。来斤

,

而该户社员的自留地亩产 5 00 斤
,

本区的先进社队亩

产超过 4 00 斤者
,

也不乏其例
。

1 9 7 7一 1 9 8 0年洛川县北 10 里的良种场旱地小麦稳产在 4 00

斤左右
,

而县南 10 里 的来注大队灌溉试验田小麦亩产只有邓 。一 32 0斤
。

这些资料雄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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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

本区尽管常有旱情
,

有降水分布与作物需水不相吻合的矛盾
,

但由于降 水 多 在

50 0一 60 0毫米之间
,

且土层深厚保水力强
,

只要作开蓄水保墒工作
,

加上其他条件
,

种

一季小麦常年亩产 4 00 一 5 00 斤或更多
,

从降水量来看
,

这是没有问题的
。

而大 田小麦亩

产只有 1 00 一 20 0斤
,

远远低于 白留地和先进社队的产量水平
,

这就充分说明地力膺薄
、

肥料不足是其主要原因
。

根据西北水保所 的研究
,

省西旱原每亩消耗 3 50 毫米的水分能生产 4 00 斤小麦
,

每生

产一斤小麦的耗水量仅 0
.

88 毫米
; 西北农学院的研究结果为 0

.

63 一 0
.

86 毫米
; 引径灌溉

试验站及武功灌溉 试验站的研究结果为 0
.

90 毫米
。

这些单位的研究结果都是在肥力较好

的条件下进行的
。

因此
,

水分利用的较经济
,

效果好
。

富县羊泉公社郭丰大队旱原小麦

不施肥区亩产 3 80 斤
,

每生产一斤小麦耗水 1
.

53 毫米
,

而亩施 20 斤标准氮肥和 50 斤 过磷

酸钙者亩产 54 。斤
,

每生产一斤小麦耗水量降至 1
.

08 毫米
。

这些资料足以说明年降 水 量

在 5 00 一 6 00 毫米之间
,

大田小麦亩产只有 1 00 一 20 。斤
,

主要限制因素是肥不是水
。

弄清

这个问题有利于明确主攻方向
,

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

把小麦产量搞上去
。

我们说当前本区小麦产量低下的主要原因是肥料不足
,

地力不高
,

这只是说年降水

量 5 00 一 6 00 毫米是这样
。

如果年降水量低于 4 00 毫米或更低
,

那就要造成旱灾
。

但 这 样

的年份也不是经常出现
。

就澄城县来看
,

在有气象记录的20 年中也只有一年
。

所以
,

我

们只要把正常年份的降水保蓄得好
,

用得合理
,

把大田小麦亩产提高到 4 00 一 5 00 斤
,

只

要有了大量的贮备根
,

一旦遇到严重的旱灭
,

也不必搞
“
以秋补夏 ” 。

我们认为
“
以丰

补欠
” 比 “ 以秋补夏 ” 更主动

,

可以不必担心打乱茬口
,

引起下年减产等问题
。

( 四 ) 影响本区小 麦产量的其他因素
。

本区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
,

农
、

林
、

收比例

失调
,

生态平衡遭到破坏 ; 作物布局上的失误
,
水土流失加剧

,

沟壑加深
,

原 面 被 侵

蚀 , 气候多变
;
蓄力不足等也都是形成小麦低产的直接原因和农业生产存在的 潜 在 危

机
。

而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

且有加剧之趋势
,

原因之一就是粮食单产上不去
,

只

能靠扩大面积来保证人们的口根
。

从而引起林用地
、

饲料用地 日益缩小
,

导致农
、

林
、

收比例失调
,

生态平衡遭到破坏
,

水土流失加剧等恶果
。

要解决农业生产上的这个潜在

危机
,

关键还在于提高地力
,

提高单产
。

这样才能压缩农作物面积
,

拿出地来种树
、

种

草
,

协调农
、

林
、

收比例
,

恢复生态平衡
。

归根结蒂是提高地力的问题
。

三
、

培肥地力的途径

地力不高
、

肥料不足是当前小 麦生产上的主要限制因素
。

要小 麦增产必须 培 肥 地

力
。
总的来说培肥地力的途径是

:
第一

,

千方百计地佗倔生物养田的潜力
,
第二

,

增施

化肥
。

( 一 ) 农业发展史上培肥地力的四条途径

从农业发展 的历史来看
,

人们不断地寻找提高地力的途径
,

但地力一直是限制产量

提 高的一个主要限制因素
。

到 目前为止
,

这仍然是举世瞩 目的问题
。

人们在寻求培肥地力 的措施上
,

截至 目前
,

大致找到了四条途径
。

耕作制度
.

的演进

顺序是原始耕作制
、

休闲耕作制
、

轮种耕作制和集约耕作制
。

相应的培肥地力 的 措 施

有 : 靠 自然恢复地力的撩荒
; 靠农家肥和体闲

;
靠农家肥

,

靠种豆科作物
、

绿肥和牧草

与谷物进行轮作 ; 靠生物养田和施用化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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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靠撩荒来恢复地力
。

这是人类最初从事农业生产时所采用的恢复地力的方式
,

即实行原始耕作制时所采用的方式
。

人们除了开垦生荒地和撩荒地进行极为粗放的
“ 刀

耕火种
”
外

,

对生产措施再无所知
。

因此
,

不可能有人为的培肥地力的措施
。

当被开垦

的荒地种到极为贫清而不能再种的时候
,

只有弃而不种
,

另垦新荒
,

进行生产
。

这时利

用的肥力是在 自然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
。

这种恢复地力的方式
,

只能出现于原始社会和

地广人稀的地方
。

2
.

靠休闲和施用少量的农家肥来恢复地力
。

这是出现休闲耕作制以后 的事
。

当时

人们已经知道农家粪肥能肥田
,

但数量有限
,

满足不了需要
。

因此
,

在地广人 稀 的 地

方
,

将地休闲起来
,

并进行适 当的耕作
,

以积蓄水分和增加养分
,

解决肥水 不足 的 问

题
。

《周礼
·

地官》中有
“
不易之田

,

家百亩
;
一易之 田

,

家二百亩
,
再易之田

,

家三百

亩
”
的记载

。

汉代的 《把胜之书》 中有 “ 田
,

二岁不起稼
,

则一岁休之
” 的记载

。

这都

是利用休闲恢复地力的记载
。

欧洲的三圃制 ( 休闲一一争冬谷类作物
一

春谷类作物 ) 也

是休闲耕作制
。

直至 目前在一些水肥具缺的半于旱地区仍靠休闲解决水肥问题
。

这种恢

复地力的方式仍然是靠自然因素恢复地力
。

由于休闲时间短
,

不可能提供大量的养分
,

地力仍很低下
,

谷物产量不过百斤左右
。

所以
,

只有靠开荒多种
,

广种薄收来 维 持 温

饱
,

这就是生态平衡遭到破坏
,

水土流失 日益加剧 的历史原因
。

利用休闲和施用农家粪

肥来培肥地力
,

这是一大进展
。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
,

人 口 的不断增殖
,

休闲耕作制也不

能从根本上完全解决地力和人们所要求的产量之间 ( 即农产品的供与求之 间 ) 的矛盾
。

3
.

施用农家粪肥
,

种植豆科作物
、

绿肥和收草实行禾豆轮作来培肥地力
。

这是典

型的轮种耕作制所采用的培肥地力的途径
。

其主要特点是取消休闲
,

利用一年生豆科作

物和多年生豆科
、

牧草根上所共生的根瘤菌的固氮作用
,

为农业生产提供氮素 营 养 物

质多 有意识地进行生物养 田
,

以补充农业生产中的氮素亏损
。

这是在人工合成 氮 肥 之

前
,

农业生产上的氮素的主要来源
,

也是培肥地力的主要措施
,

在历史上为人类的农业

生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

现在还继续为各地农业生产所采用
。

我国两千多年前的 《祀胜之书》 中就有 “ 豆有膏
,

能肥 田 ”
的记载

。

公元六世纪写

成 的 《齐民要术》 中还有如下的记载 : “
凡谷 田绿豆

、

小豆底为上
,

麻
、

黍
、

胡 麻 次

之
,

芜葺
、

大豆为下
。 ” “

凡黍樱田
,

新开荒为上
,

大豆底 次之
,

谷底为下
。 ” “

凡美

田之法
,

绿豆为上
,

小豆
、

胡麻次之
。

悉皆五六月拨种
,

七八月犁掩杀之
。

为春谷田
,

则亩收十石
,

其美与蚕矢熟粪同
。 ”

欧洲到十八世纪资本主义兴起之后
,

用轮种耕作制代替了体闲耕作制
,

也利用豆科

作物和牧草培肥地力
。

其典型的方式是
“
诺尔福克式

”
轮作

,

即 1
.

红三叶草
一

2
.

冬

小麦
一

3
.

施厩肥的饲用芜蔷
一

4
.

春谷类作物 + 红三叶草
。

4
.

生物养田和施用化肥同时并重
。

这是现在复种指数高
、

农业人 口少
、

农产品商

品率高的地区培肥地力的途径
。

在这些地区光靠生物养田
,

没有足量的化肥
,

土地用养

难 以平衡
,

不可能实行高复种
、

高商品率的集约耕作制
。

西欧在实行休闲耕作制时
,

以休闲为培肥地力的主要手段
,

1 7 7 0一 17 8 0年的小麦平

均亩产仅 9 3
.

3斤
; 在实行轮种耕作制时

,

取消了休闲
,

施用厩肥
,

种植了红三叶草
,

实

行农枚结合
, 18 4 0一 1 8 8 5年的小麦平均亩产达到 2 1 3

.

3斤 , 1 9 2 5年在轮种耕作制的 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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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施用了化肥
,

小麦平均亩产提高到 40 。斤
。

这个资料说明
,

小麦的产量随地 力的 提

高而提高
;
地力的提高与培肥地力的途径有密切 的关系

; 增施化肥增产效果非常明显
。

因此
,

在人多地少的地方
,

增施化肥是培肥地力
、

提高单产
、

解决农产品供求矛盾的必

要的现代化措施之一
。

世界上的经验如此
,

我国也不例外
。

我国
、

我省
、

我们渭北地区

也有不少这样的事例
,

应作为借鉴
。

( 二 ) 通过生物养田培肥渭北旱原农田
。

渭北旱原历来就是我省的商品粮产区
,

土

壤养分随生产粮食外流者多
,

加之养地措施又不得力
,

土壤十分膺薄
。

本区土壤一般有

机质含量仅 1 % 左右
,

低者只有 0
.

5一 0
.

6 %
,

全氮含量 0
.

06 一 0
.

07 %
,

全磷含量。
.

14 一

0
.

15 %
,

含钾量一般较丰富
。

土壤中速效氮和磷的含量也很低
。

按照小麦亩产 5 00 一 8 00

斤
,

要求土壤有机质为 1
.

0一 1
.

4 %
,

速效氮为 50 一 s op p m ,

速效磷为 25 一 6 0 p p m来衡

量
,

本区为极度缺肥区
。

本区在降水正常时
,

土壤养分只能满足亩产小麦 20 0斤 左 右 的
「

要求
。

如何培肥渭北旱原的农田? 也离不开既要狠抓生物养田
,

又要增加化肥用量这个总

原则
。

生物养田成本低到处可用
,

但光靠生物养田又不能满足提高产量的要求
。

因此
,

放松了那一方面都不能改变现在低产的肥力状态
,

所以要双管齐下
。

在生物养田方面应

狠抓以下几个方面
:

1
.

在作物布局中要增加豆科作物的面积
,

利用豆科作物培肥地力
。

利用豆科作物

培肥地力在本区有悠久的历史
。

豆科作物能通过根瘤菌固定空气 中的氮素
,

增加农业生

产中的氮素
。

它用地省
,

其茬地比谷类作物茬地肥
,

有利于保持地力
。

因此
,

长期以来

利用豆科作物进行倒茬
,

培肥地力
,

它为农业生产立下了汗马功劳
。

第一
、

增加豌豆 的面积
,

改善茬 口
,

改进栽培技术
,

提高豌豆的产量
。

豌豆是本区

传统的倒茬作物
,

在培肥地力上起过很大的作用
。

由于复种面积的增加
,

豌豆种在糜谷

等晚秋之后
,

水分
、

养分条件均不能满足豌豆的要求
,

豌豆的产量每况愈下
,

面积也越

来越少
,

这对培肥地力是一个损失
。

因此
,

我们在作物布局 中适当增加豌豆的面积
,

从

而扩大正茬麦的面积
。

在增加豌豆面积的时候
,

要解决豌豆产量低的问题
。

解决的办法

除选用 良种
、

适时适量播种
、

播深适当
、

增施磷肥等措施外
,

还应注意选好茬 口
。

研究

歇茬豌豆与回茬豌豆的经济效果
。

在适于豌豆生长的地方把豌豆重视起来
。

第二
、

引进新的豆科作物
。

在适于山黛豆和箭等豌豆生长的地区推广种植
。

箭苦豌

豆在本区的西部和北部一般亩产 1 00 斤
,

高者可达 20 0斤以上
,

其后茬小麦比麦 茬 增 产

10 一 20 %
,

洛川
、

陇县可搭配种植
。

山黛豆抗逆性强
,

耐旱
、

耐膺
、

稳产高产
,

多年试

验亩产 20 0斤 以上
,

其后茬小麦与豌豆茬小麦产量相近
。

长武
、

永寿播种近万亩
,

在 这

一带有发展的趋势
。

第三
、

在种植春玉米的地方可以间作大豆
,

在玉米不减产或少减产 的情况下
,

增收

大豆
,

增加农业生产中的化合态氮
,

用以培肥地力
。

2
.

扩大多年生豆科收草
,

既可以发展畜牧业
,

增加粪肥
,

培肥地力
,

还可以保持

水土
。

本区林
、

收业比重小
,

生态平衡失调
,

原面侵蚀严重
,

问题 比较突 出
,

加之地力

低下
,
小麦产量低而不稳

。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

扩种多年生收草是一个有效的措施
。

.

第一
、

扩种首借
。

本区土地面积较宽
,

土层深厚
,

有利于多年生钦草生长
,

群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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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种植首着的习惯
。

首楷自汉代张鸯从西域引进之后
,

一直种植在关中
。

关中驴
、

秦川

牛这些驰名中外的家畜品种的育成
,

与用首蒲作饲料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

首着 营 养 丰

富
,

鲜草含氮 0
.

56 %
、

磷 。
.

18 %
、

钾。
.

31 %
,

首着含有多种维生素
,

粗蛋白质含量高达

19 一 21 %
,

是优质饲料
。

在适于百宿生长的地方
,

它生产的饲料单位常为玉米的 2 一 3

倍
,

它是发展收业的好饲料
。

营荷茬地增产效果明显
。

在大旱 的 1 9 8 。年
,

千阳县小麦平

均亩产为 1 04 斤
,

而该县的尚家寺大队 20 亩旱地头料首着茬小麦亩产 5 20 斤
。

但近年来本

区的首蒲面积有所减少
,

除因根食产量低需要量大
,

挤掉首借外
,

首楷产草量低也是一

个原因
。

据了解合阳
、

蒲城等县五年以上的营着一般亩产草量只有 1 5 0 0一 2 0 0 0 斤
。

因

此
,

要扩种首着必须提高首宿的产草量
。

其措施是
:

适当增加播量
,

增加密度
;
进行肺

草保护首着
;
施用磷肥

, “ 以磷增氮 ” ; 早春把地
,

保墒增温
,

促进首猪早发
;
缩短利

用年限到 3 一 4 年
,

增加产草量
。

第二
、

试种沙打旺
、

紫穗槐等
。

沙仃旺抗旱
、

耐膺
、

生长快
、

产草量高
,

在本区种

植株高达 1一 2 米
,

分枝力强
,

亩产草万斤左右
,

可纯种
,

也可与首着混种
。

紫穗槐除

耐旱
、

耐膺薄
、

耐盐碱外
,

还有耐荫蔽和生长迅速的特点
。

一般春播当年可长到 1
.

5 米

高
,

亩产鲜枝叶千斤以上
,

第二年校叶产量成倍增加
,

三年以后枝叶亩产 可 达 5 0 0 0一
6 0 0 0斤

,

可作绿肥用
,

亦可作编制材料
。

在沟坡路旁种植可以保原护土
。

由于扩种多年生收草
,

收业必能相应地发展
,

并为培肥地力
、

小麦增产提供肥源
,

以利于小麦产量的提高
。

3
.

适当种植油菜
。

人们利用油菜 的佃分
,

而油分是碳氢化合物
,

从而种植油菜不

会因油分外运而使土壤中的养分外流损夫
。

因此
,

从农业生态学的观点来看
,

种植油菜

至少是一种不损夫土壤肥力
,

有利于土壤养分平衡的措施
。

油菜经济价值高
,

种植油菜

可 以增加经济收益
。

从经济上考虑
,

增种油采
一

也确 属必要
。

只要精心种植
,

本区油菜高

产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

4
.

把油
、

豆
、

草纳入轮作
,

在地力低下 的情况下
,

把绿肥当一料庄稼种
,

还是合

算的
。

应根据需要
、

粮食作物的产量指标
、

现有的地力水平以及耕地面积等来确定粮食

作物和油
、

豆
、

草 的种植面积
,

组成一定的轮作方式
。

这是墙肥地力
,

保证一定的产量

指标所不可缺少的措施
,

应因地制宜地推行
。

在广种薄收
,

粮食作物因缺肥产量低下的地区
,

把绿肥当一料晚秋庄稼种
,

对提高

单产和总产以及培肥地力会有好处
。

这可使地瘦要多种
,

多种不施肥
,

地越瘦
,

地越瘦

还得越多种
。

单靠扩大面积
,

不注意提高单产所形成的恶性循环有所缓和
。

本区的一些地方夏季绿肥有种不下
,

长不起
,

翻不下
,

沤不烂等困难
,

有时长起来

了
,

翻下去因耗墒太多
,

遇到春旱还要减产
。

因此
,

有人讲在这些地方还是
“ 死了这条

心 ” ,

看来是有一定的道理
。

把种晚秋的地拿出一部分种毛首等绿肥作物
,

冬前翻压作

早秋的底肥
,

这个间题不大
。

种几年早秋以后
,

倒种豌豆或其他秋播豆类作物
,

然后再

种小麦
。

这样可以把早秋和夏根纳入一个轮作之中
,

避免夏田长期连作和早秋田无法倒

在 的矛盾
。

这对墙肥地力会有好处
。

( 三 ) 增施化肥
,

培肥地力是本区小麦亩产 4 00 一 5 00 斤必不可少的重要措施
。

油
、

豆
、

草为本区墙肥地力立过汗马功分
,

今天还得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
,

为农业生产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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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功
。

但是光靠油
、

豆
、

草不可能把本区小麦亩产提高到 40 。一 5 00 斤
,

解决不了我们人

多地少和粮食供求之间的矛盾
。

本区在我省算是人少地多的地区之一
,

但人均耕地也只有 3
.

1亩
,

全世界人均耕 地

5
。

7亩 ( 1 9 7 5年 )
,

美国人均耕地 13
.

4亩
,

本区人均耕地低于全世界 的平均值
,

更 低 于

美国
、

苏联和加拿大等国
,

算不上耕地多
。

因此
,

要把油
、

豆
、

草的面积扩大得很大是

不可能的
。

假如我们把 3
.

1亩耕地中的 2 亩用来种粮食作物
, 1 亩用来种油

、

豆
、

草
, 0

.

1亩用

来种其他作物
。

l 亩油
、

豆
、

草占人均耕地的32 %
,

比例不算太小
,

但它能把地力提高

到什么水平
,

需要算一算
,

能否把小麦亩产提高到 4 00 一 5 00 斤 ? 很值得研究一番
。

即使

小麦亩产达到 40 0一 5 00 斤
,

人均占有粮食才可能达到千斤左右
,

和先进地区比也只是个

小康水平
。

澳大利亚农用地总面积 73 亿多亩
,

其中草地 67 亿亩
,

栽培牧草地 4 亿亩
,

农作物用

地 2
.

5亿亩
,

栽培牧草地为种农作物地的 1
.

6倍
。

其小麦亩 产 1 9 51 一 1 9 6 0年 为 16 7 斤
,

1 9 6 1一 1 9 7 0年为 153 斤
。

本区的一些地方
,

在 50 年代豌豆面积与小麦面积相近
,

群众 称
“
麦豆平

” 。

这时以正茬麦为主
,

小麦亩产也不过 1 00 多斤
,

超过 20 0斤的年份 为 数 极

少
。

澄城县 1 9 4 9一 1 9 5 9年小麦平均亩产只有 1 2 2
.

2斤
,

11 年中没有一年超过 2 00 斤
。

武功

县 5。年代初期是以首着
、

豌豆倒若来培肥地力的
, 1 9 5 4年创了全国小麦丰产红旗县

,

全

县 的小 麦亩产才达到 29 7
.

8斤
,

还没有达到 3 00 斤
。

千阳县南岭公社尚家寺 大队改消极轮

歇为草 田轮作
,

到 1 9 8 。年首着面积达到总耕地面积的 37 %
,

人均首着 4
.

1亩
,

丰收的 1 9 7 9

年粮食亩产也才达到 22 7斤
。

国内外经验证明专靠生物养 田在半干旱地区小麦亩产 多 在

1 0 0一 20 0斤之间
,

超过 2 00 斤者不多
; 在半湿润地区也难超过 3 00 斤

。

我们做了个测定豌豆
、

毛着
、

大豆
、

绿豆肥地作用的盆栽试验和田间试验
。

结果是

这些作物种植后
,

都程度不等地从土壤中吸收了一定量的养分
,

没有直接增加土壤的氮

素含量
。

盆栽试验 的结果表明
,

这几个作物吸收量是不一样 的
,

以休闲地为对照
,

大豆

吸收得最多
,

占休闲地含氮量 的22
.

4一 47
.

。%
,

绿豆次之 占15
。

5一 2 0
.

5 %
,

毛苔居 第三

位占 1 1
.

6一 2 8
.

7 %
,

豌豆吸收得最少占5
.

2一 29
.

7 %
。

它们的茬地都 比谷类作物的 茬 地

肥
。

因为谷类作物比它们吸收的氮素更多
。

因此
,

它们用地 比谷类作物省
,

是谷类作物

的好前作
。

豆科作物通过根瘤菌固定的氮素
,

绝大部分转移到籽实
、

茎叶中去
,

这些部

分经人畜食用后
,

以粪肥的形式返回农田
,

增加农业生产中的氮素营养
。

这是豆科作物

养地的实质
。

过去认为种豌豆能往土壤中遗留 20 斤 /亩氮素的说法是错误 的
。

错在把与豌豆 共 生

的根瘤菌的固氮量说成是遗 留到土壤中的氮量
,

而且对固氮量也估计过高
。

根据计算亩产豌豆 1 88 斤的含氮量为 1 0
。

6斤 ( 籽 实含氮量 8
.

5斤
,

茎叶含氮量为 2
.

1

斤)
。

首着亩产鲜草 (旱地四年平均 ) 2 9 18斤
,

鲜草含氮量为 2 2
.

4斤
。

这些氮素还有一部分

是取 自土壤
。

把这些产品原封不动地返回土壤
,

一点也不损失
,

一亩豌豆或首借才能增

加 1 0
.

6斤或 22
.

4斤的氮素
。

事实上我们还得以之饲畜
,

一部分氮素得随畜产品而外流
,

粪肥中的氮素在分解中也免不了有一定的损失
。

这些年来豌豆的产量很低
,

达不到这样

的含氮量
。
因此

,

随粪肥进入土壤的氮素
,

当然不会太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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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油菜有利于肥料平衡
,

这一点可以肯定
。

但要说种过油菜以后
,

因为油菜的作用

地力得到了提高
,

还缺乏科学上的根据
。

我们研究证明种油菜不能增加土壤中的营养物

质
。

上述事实说明
,

在半干旱地区利用生物养田长期以来小麦亩产不过 1 00 一 20 0斤是有

肥力方面的原因的
。

生物养田只能补充土壤氮素养分
,

磷
、

钾等矿质营养元素随农产品外流的部分
,

光

靠生物养 田
,

不能得到补充
。

这也是不施粪肥的远薄地普遍缺磷的原因
,

也是小麦低产

的限制因素
。

生物对磷不能增加
,

只能起到转化和积累的作用
。

有些地方缺磷
,

施磷增产显著
。

但有的专家说
,

施 1 斤五氧化二 磷 能 增 产
.

小 麦

7 7
.

7 8一 1 26
.

34 斤
,

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

因为生产 100 斤小 麦要吸收 1
.

25 斤五氧化二

磷
。

那么 1斤五氧化二磷即便 1 00 %的被利用
,

也才能增产 80 斤小麦
。

那里有这么 高 的

利用率呢 ?

解放以来本区的豌豆面积逐年减少
,

总的趋势是 50 年代豌豆面积最大
,

60 年 代 居

中
, 7 0年代最少

。

但粮食和小麦的产量却相反
,

50 年代最低
,

60 年代居中
,

7 0年代居首

位
。

澄城县也不例外
,

50 年代小麦亩产为 1 2 2
.

2斤
,

60 年代为 1 3 1
.

5斤
,

70 年代 为 1 6 4
.

8

斤
。

这与化肥施用量逐年有所增加有关
。

1 9 8 。年在合阳县了解
,

50 年代化肥用量最少
,

60 年代开始增加
,

70 年代比 60 年代又有增长
。

因此
,

合阳县在正茬 麦面积减少 的 情 况

下
,

小麦产量还在增加
。

这也足以说明
,

要把小麦亩产提高到 40 0一 5 00 斤
,

在土地面积

不太多
,

不能大量种植油
、

豆
、

草的情况下
,

光靠合理布局
、

生物养田解决不了小 麦亩

产 4 00 一 5 00 斤的地力问题
。

要实现这个指标
,

在本区非增施氮
、

磷等化肥不可
。

前边列

举西欧增施化肥后小麦亩产提高到 4 00 斤
,

也是例证
。

有的同志担心化肥养分单一
,

肥效快不能保证作物的需要
。

现在已制造出复合肥料

和长效肥料
。

英国洛桑姆斯太特试验站一百多年的厩肥和化肥 ( 完全肥料 ) 试验结果证

明
,

两者 的产量不相上下
,

极为接近
。

这说明长期不施厩肥单施化肥产量仍不降低
,

土

壤也未变坏
。

( 四 ) 做好蓄水保墒工作
,

水肥配合相得益彰
,

实现小 麦高产稳产
。

本区尽管年降

水量多在 5 00 一 6 00 毫米
,

但降水分布与作物需水不相吻合的矛盾确实存在
。

因此
,

千方

百计地做好蓄水保墒工作
,

做到
“ 秋雨春用

” 是培肥地力的又一个重要环节
。

当地农民

很有经验
。

在 目前条件没有很大变化的情况下
,

原有的土壤耕作措施还是适应的
,

问题

在于认真贯彻 ; 同时
,

还要重视科学种田先进技术
、

先进经 验 的 推广
,

更好促进本区

小麦的增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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