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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淤塞的现象
,

近来更加严重了
。

淤塞的结果
,

河床升高
,

河水 泛 滥
,

酿 成 洪

灾
,

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的损失
,

并为水利交通事业带来许多额外的负担
。

淤积和

侵蚀结合在一起
,

还曾为近代农业史导演了许多美索不达米亚式的恶剧
。

透过现象看本质
。

淤积危害的严重性
,

绝不只是几条江河的水患问题
,

也不是一般

塘
、

库
、

渠
、

堰工程设计的得失问题
,

乃是以淤积为主要表征的 自然界恶性循环日益加
厂

剧的根本性问题
。

为什么说淤积是恶性循环加剧发展的信号呢 ? 理 由是
:

1 、

有了由侵蚀和径流造成的水土流失
,

就必然有溪
、

河
、

塘
、

库的淤塞现象
。

长

期而范围广泛的侵蚀
,

必然造成厚度越来越大
、

分布范围越来越广的淤积现象
。

侵蚀和

淤积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

其中侵蚀是 因
,

淤积是果
。

淤积程度的大小应该就是侵蚀

程度大小的标志
。

2 、

风调雨顺
,

五谷丰登
,

靠的是滴水归田
,

使土壤能真正起到大水库的作用
,

有

效地保蓄水源
,

繁茂植物
。

如果地板土硬
,

雨水下渗迟缓
,

就难免形成径流
,

引起土壤

冲刷
,

导致水土流失
。

这就使宝贵的沃土变成剥蚀土体
,

淤塞江河
,

是引起洪灾的罪魁祸

首
。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
,

地干土板不仅阻止雨水下渗
,

而且还促成 了土内水分无限制地

向上空蒸发
,

造成土壤蓄水数量 日趋减少
,

随之低空大气水库也 日趋干早化
。

一个是水

土流失引起洪灾和淤塞现象
,

一个是蒸发失水造成土壤和低空大气层干早化现象
,

于是

早灾就是 必然的结果
。

以上两种失水因素相互促进
,

并随时间的推移而加剧
,

这就是恶

性循环愈演愈烈的原因所在
,

淤积就是它们经历时间的指标
。

3 、

进一步探索地干土板
、

透水迟缓的原因
,

又可以发现问题在于滥伐森林
,

使地

面裸露
,

加大了土壤中水分和温度的 日变幅
,

降低了土壤结构的稳定度
,

促进 了土壤大

水库的干燥化
。

从另一方面说
,

由于种非其地
,

种非其土
,

同时又重施化肥
,

少施有机

肥
,

引起了用地与养地的矛盾
,

削弱了土壤和植物双方的代谢势与调节力
。

这种种都可

以归纳为栽培耕作技术落后
。

淤积 当然又是这种农业落后状态的间接指标
。



在上述各项事实的启发下
,

我国的水土保持工作早在五十年前就已开始进行
。

最初

成立的甘肃天水
、

四川 内江两个水土保持试验站
,

都曾进行 了大量防止水土 流 失 的 试

验
,

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
。

解放后
,

中央又在农业部下设立了水土保持局
,

以加强对

全国水土保持工作的领导 ; 其后陕西
、

甘肃等省也纷纷成立了支局
,

工作阵 容 更 加 壮

大
,

科学研究战果辉煌
。

我们通过学习观摩
、

调查访间和 自己亲身实践
,

对水上保持事

业的性质和范围也开始有了下列的认识
:

1
、

全面实现水土保持效益的关键措施
,

是提高土壤下渗水分和保蓄水分的能力
。

做到了这一点
,

就能最大限度冠防止侵蚀和淤积
,

经济而有效地利用水源
,

保证农业兴

旺发达
。

2
、

一切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
,

必须和提高土壤下渗水分能力的任何技术环 竹紧密

结合
,

以保证上层各部的含水量和温度长期处于稳
、

匀
、

足
、

适的状态
,

才能保证作物

生长正常
,

稳夺高产
。

3
、

土壤种类不同
,

所处的 气候
、

地形
、

水文
、

植被等环境条件不 同
,

它 们 下 渗 水

分的能力和冲刷沉积的表现方式就有很大的差异
。

为 了因地制宜地搞好水土保持
,

必须

对土壤本身的各项生理功能和生态环境特征
,

作极其细致的研究
。

根据这些研究结果
,

划分土壤侵蚀
、

沉积和渗透等生理性能类型
,

作为制订水土保持规划方案的依据
。

在按

土治理的基础上
,

还必须进一步划分农业生态系统类型或称
“
水土保持区域类型

” ,

作

出各项水土保持和农业增产的规划
。

问题清楚 了
,

办法也初步有了
,

我们就在四川省长宁县相岭区开始进行水土保持区

划工作约 试点
。

一
、

基本情况

长宁县相岭区位于四川省南部的长江右岸
,

和云南昭通地区及贵州毕节 地 区 距 离

较近
.

地形大部为低丘和中丘
,

海拔在 20 0一 90 0米之间
。

南部有两条东西走向的低山
,

海拔一般为 5 00 一 9 00 米
。

全区主要河道只有由南向北的消江河尚可用于提灌
; 河的两侧

分布着少数淤积严重
、

早季断流的小溪
,

大都不能用于灌概
。

区内出露的岩层
:

北部丘陵

区多为沙溪庙组紫色岩层 , 中部受东西走 向的倒置山的影响
,

低山区多为夹关组紫色岩

层
,

轴的南湘两侧依次分布着蓬莱镇组
、

遂宁组和沙溪庙组紫色岩层
,

其中蓬莱镇组出

露面积最小
。

沙溪庙组面积较大
,

分布于最南部的背斜山
,

轴心部可见古生代的各种石灰

岩
,

南北两侧依次分布着三叠纪飞仙关页岩
、

嘉陵江灰岩
、

须家河组沙页岩
,

在海拔3 00

一 4 50 米之间
。

全区由上而下分布着若干个 古 地 文 期的夷平面
。

在这些夷平面上大都保

留着灰化型的酸性紫色土
,

夷平面的位置越高
,

酸性越强
,

反映出新构造运动过程中
,

地壳上升的事实极为明显
。

在这些古夷平面的低洼处
,

也可以见到混有大量冰砾的老冲

积红壤的分布
。

这种区域地质的特点
,

是本区土类繁多
、

肥型多变的主要原因
。

本区气候温暖湿润
,

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类型区域
,

兼有南亚热带气候 类 型 的 特

征
。

年积温可达 5
,

7 00 一 5 , 8 00 ℃ ,

无霜期长达 3 40 多天
。

年雨量在 1 ,

20 0毫米左右
。

不足

的是年 日照量只有 1
,

00 0一 l
,

20 0小时
,

但 3 一 9 月的 日照时数可达 35 0一 1, 0 00 小时
,

完全



适宜双季稻和各类经济作物及经济林木的生长
。

近年来
,

由于恶性循环的结果
,

春旱
、

伏早
、

秋雨以及洪水等灾害常常发生
,

给农业生产造成一定的损失
。

全区有相岭
、

河东
、

兆坪
、

铜锣
、

三江
、

万岭六个公社
,

耕地总面积为 45
, 7 97 亩

,

其中有水田 3 3
,

3 5 3亩
,

囤水田 i
,

9 9 0亩
,

干田 7 , 6 5 5亩
,

土 2 , 7 3 6亩
。

全区农业人口 4 3
,

6 5 2

人 (其中有劳动力 20
,

5 78 人 )
,

每人平均耕地约 1
.

05 亩
。

二
、

调查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如果说在农业生态系统学思想指导下的水土保持调查研究方法
,

和习惯上的水土保

持调查研究方法有什么不同的话
,

那么我们就想大胆地说
,

在农业生态系统学思想指导

下的水土保持工作和大面积高产稳产的研究
、

设计是一回事
,

而不是两回事
。

习惯上是

由下列一系列客观事实促成的
:

1
、

在国际范围内
,

水土保持局和农业局是两个组织体系
,

在美国水土保持局的规

模曾经一度比农业局还要庞大
。

由于这种前例的存在
,

新兴的水土保持事业
,

在我国某

些地区
,

还不得不只 由农业
、

林业
、

水利三家组织一个专管经费分配的三人小组
,

而技
-

术上则是 由技术人员临时组织起来的调查队承担任务
。

2
、

中央非常重视农业区划和土壤普查工作
,

多年来拨出成亿元 巨款举 办 这 项 工

作
,

但是组织上农业区划办公室
、

土壤普查办公室
、

农业局和水土保持局却是独立的四个

单位
。

3
、

我们的几个农学院至今还没有设水土保持专业
,

因而这方面人才的培养也还没

有提到议 事日程上来
。

近代农业生态系统学理 论的出现
,

从根本上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

概括起来有下
’

列几点
:

1
、

水土流失
,

泥沙淤积
,

虽然是气候
、

地形
、

土质
、

植被等因子综合 作 用 的
`

结

果
,

但是最主要的根源则是雨水不能全部快速地下渗到土中
。

宝贵的水资源就产生了不利
’

于农业生产
、

不利于人民生活的双重祸 害
:

一方面是土壤水库无水可储
,

使作物失去抗

旱的能力 ; 一方面是大量产生地面径流
,

造成严重的侵蚀和淤积现 象
,

直接威胁着人类
.

的生活和生存
。

所 以水土保持的实质应当是促进雨水下渗到土中
,

做到滴水归田
,

充分发

挥水资源的作用
,

并将侵蚀和淤积的祸根消灭于摇篮之中
。

因此
,

我们当前的主要课题
,

必须是尽力创造鉴定土壤透水性能
、

侵蚀性能和沉积性能的方法
,

以此作出土壤生理分

类体系
,

再根据这种分类因地制宜地制订防冲防淤
、

促渗
、

增产的规划方案
。

2
、

土壤渗透性能的形成和发展
,

与其说是土壤物理学的间题
,

不如说是胶体化学
-

的问题
,

再进一步说也是一个热力学的间题
。

如果只根据土壤物理学理论去研究土壤渗

透性能
,

那就无法把研究结果利用到土壤生理分类学中去
,

也无法联系到侵蚀性能和沉

积性能上来
。

关于这一论点的最好说明
,

是土壤粘韧曲线法测定结果
。

这个 方 法 表面

上看就是土壤水分物理学的研究
,

但是不 同土壤粘韧曲线型却几乎完全反映 了土 壤 胶
_

体化学的特性 (侯光炯著
: “ 土壤的粘韧率及粘韧曲线

” , 《土壤专报》 1 9 5 1年 第 1

期 )
。



3
、

只有把土壤水分渗透性能的理论和土壤胶体化学的理论融合为一体
,

才能使得

渗透性能有可能和土壤宜种性
、

宜肥性
、

结构性
、

耕作性等特性相互勾通
,

相互阐明
。

土壤 发棵性的研究结果
,

就是一个例子 (参看 《中国农业土壤概论》 )
。

从这一点出发
,

一切有关农业增产 的途径
,

都有可能排除土壤透水性能方面的障碍
,

间接起到保持水土的

作用
。

4
、

农业生态系统学的实质是运用综合研究的方法
,

把生态环境因素的宏观 (指气

候
、

地质
、

地貌
、

水文 ) 条件通过热力学和生物热力学的研究与生态系 (指 植 物 和 土

壤 ) 的微观条件密切地结合起来
,

从而可以大大丰富分析生物运动和其它运动方式之问

矛盾统一过程的思路
。

对水土保持工作来说
,

在作出土壤生理性能和生产性能的鉴定结

果以后
,

进一步再作出水土保持区划
,

探明生态环境因子对土壤生理功能和生产功能的

影响
,

使农业现代化的建设工作和防灾工作走上多快好省的道路
。

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

明运用农业生态系统学方法
,

研究冲刷成因和防冲技术的必要性
。

譬如要鉴定坡度大小

对冲刷程度的影响
,

照生态系统学规律办事
,

就应该按每一土壤生理类 型 的 标 准 划分

坡度等级
,

如黑土在坡度为 30
“

的陡峻短坡上儿乎没有什么冲刷
,

但同一黑土 在 坡 度 为

5
“ 、

坡长超过 50 米的地方就可以出现严重的沟状 冲刷
, 又如柱 状 碱土

,

只 要 坡 度 在

5
。

左右
,

那怕坡长不足 5 米都可以产生极其严重的沟状冲刷 , 再 如 四川盆 地 内 的 各

种紫色土冲刷难易程度
,

相差非常悬殊
,

遂宁组
、

飞仙关组在任何坡度上都是最容易冲

刷的土壤
,

沙溪庙组则冲刷轻微
,

同样是遂宁组在盆地中心又比盆地边缘的易于冲刷
,

在这些地方
,

除去生物防治外
,

工程 防治的效果是不大的
。

5
、

生产斗争基本上是群众性的
,

因此
,

对于调查研究方法的改革
,

必 须 面 向 群

众
,

面向农村
,

一切从简易
、

实用着想
,

研究方法更要综合化
,

不能多头化
。

在责任制

普遍推行的今天
,

一靠政策
,

已见显著成效
; 二靠科学

,

群众期望殷切
。

从目前情况来

看
,

群众对科学的要求
,

似乎着重在 良种
、

农药与多种经营方面
,

对农田基本建设如防

旱
、

防冲
、

防淤
、

防污等等
,

既缺乏指导人员
,

又缺乏行之有效的技术
。

所以
.

用简易

诊断技术和仪器武装群众很有必要
。

我们所介绍的侵蚀
、

淤积和渗透等鉴定方法
,

就是

一项初步的尝试
。

6 、

不论是微观的研究或是宏观的研究
,

它的最终 目的
,

都是为了: E确制订水土保持

规划方案
,

也是为了便于调查人员在亲 自参加实施规划的过程中
,

进一步研究改革技术

的途径
。

对于这一点
,

朱德同志曾于 19 5 6年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土壤肥料会议上指示我

们 : “
进行有关农业生产的调查研究工作

,

目的是为了制订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生产的规

划
,

没有作出规划方案的调查
,

党和人民是不需要的
” 。

这句话给我们的 印象很深
,

震

动极大
。

为了响应中央号召
,

我们曾经在 19 7 3一工9 8 3年的 10 年中
,

始终进行着改进土壤调

查方法
,

运用调查新成果
,

制订调查规划技术的尝试
。

我们终于在最近三年内初步完成了

解决水土保持和培肥地力的半早式耕作制
。

这一新的技术
,

业已受到了广大群众的 重视
。

三
、

主要成果

在这里只淡三个 仁要研究成果
:

3 4



l
、

水土保持区划
。

农业生态系统类型的正确识别
,

需要经过两个工作步骤
:

第一
、

充分认识引起土壤变薄
、

变板
、

变干
、

变瘦的全部 因子
,

以及它们对各种作

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品质的影响
,

找出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

确定恶性循环的性质
、

过程

及其主要矛盾
,

作为防灾增产的研究对象
。

第二
、

进一步把这些不同的因子联系到大气水文和上壤水文的关系上来
。

大气水文

是指在光和热两个宇宙因素周期性变化的支配下
,

近空大气层水热动 态 变 化 稳
、

匀
、

足
、

适的程度
; 土壤水文则指在大气水文周期性变化的支配下

,

土壤各层内水热动态变

化稳
、

匀
、

足
、

适的程度
。

土壤粘韧曲线研究结果早已指出
,

土壤粘粒结晶构造
、

代换

性离子种类
、

土壤酸碱度 以及施入肥料的种类
,

都可以影响土壤的吸水势和粘韧性
。

这

也就是说
,

土壤所表现的一切生理性能
,

都是通过土壤吸水势的变化来表现的
。

举个例

子来说
:

遂宁组紫色土的粘韧率
,

也就是它的吸水规律
,

对温度的变化和施入氮肥或磷

肥的种类
,

都可非常敏感的在数字上反映出来 (在温度 部分
,

见 19 6 4年第八届国际土壤

学会肥力组论文
“ 鉴定土壤层次肥力特性的方法

” )
,

土壤水文运动背 离 了 稳
、

匀
、

足
、

适的轨道
,

就会引起土壤干旱化
,

破坏大气水文和土壤水文之间的正常谐调关系
,

也必然导致近空大气的干旱化
。

可见大气的干早化或降雨的分布不均绝不单纯是大气环

流的问题
,

更多的是植被性质和土壤水分运动状况的问题
。

我们就是用这样的观点来进

行水土保持区划工作的
。

根据上述原则
,

水土保持各级 区划的标准
,

暂定如下
:

一级水土保持区划
。

这是以母质或母质层次的侵蚀性能
、

沉积性能和渗透性能数值

为基础
,

参考区域气候和恶性循环的表现
,

划分为抗蚀
、

抗淤
、

利渗等生理功能综合性

类型
,

依此制定大三化 (指林网化
,

水利化和复种化 ) 的区域规划
。

二级水土保持区划
。

这是 以公社或大 队为单位
,

划分标准是土壤吸水势和透水性层

次类型或称为土壤层次肥力类型
,

容易反映同类母质分布范围内
,

由土壤水文情况所产

生的抗冲
、

抗淤和利渗等生理性能方面的变异
,

依此制定小三化 (指土壤结构化
、

土壤

腐殖化
、

土壤细菌化 ) 的一般性措施
。

三级水土保持区划
。

这是农业生态系统类型的具体研究工作
,

是土壤肥力的全面评

价
。

以生产队为单位
,

考察水热资源在土体和近空大气层立体范围的分布情况和平衡性

质
,

联系土壤结构和质地层次分析现状的成 因
,

确定各小区主要矛盾的性质
,

从耕作制

和耕作技术上研究制定解决矛盾的全面规划
。

以相岭区水土保持区划为例
,

全区六个公社就有六个一级区
,

制出各区特征及其成

因表 (从略 )
。

这里应该补充说 明一点
,

这个区的森林覆被率
,

过去曾经一度高达 30 % 以上
,

后经

过多次人为的摧残
,

目前覆被率仍有 13 %左右
。

这里的酸性紫色土最适合美国湿地松
、

茶树
、

杉树的种植
,

夹关组红紫色土
,

曾经是楠竹
、

祯楠分布区
,

现在祯楠 已经绝迹
。

由于竹林内中耕松土的结果
,

引起了土壤冲刷
,

导致了楠竹 退化
,

少数地点还引起了滑

坡
,

这与夹关层的 侵蚀性能有着密切的关系
,

应该予以重视
。

2
、

土坡生理性能侧定结果
。

为了探索土壤水分生理性能和养分生理性能的关系
,

我们做了下列试验
:



利用上节所说水分生理性能的测定方法
,

将纯水和胡敏酸两个处理扩大为包括硝酸

钱的中性液
、

酸性液
、

碱性液等五个处理
,

硝酸按的浓度均为 I N
,

酸性和碱性 液 是 用

硝酸和氨水来调整的
。

从测定各项数字
,

可以看出下面几个事实
:

( 1 ) 抗冲力弱的遂宁组及夹关组
,

和抗冲力强的沙溪庙组相比
,

不论所用溶液是

纯水或是不同p H的硝酸按溶液
,

在抗蚀功能和透水功能方面都比较差
。

例如
,

就淀积时

间来说
,

沙溪庙组只需 4 小时左右
,

遂宁组则需要 6 一 8 小时
,

夹关组需 9 一 10小时 ;

就淀积后悬浮液体积来说
,

沙溪庙组为 8 毫升左右
,

遂宁组为 11 毫升左右
,

夹关组是 9

毫升左右
。

高温对于这些性质的影响
,

是高温一律减少 了三种土壤的淀积时间
,

但是对

悬浮液体积和渗滤速度来说
,

高温只对沙溪庙组有利
。

( 2 ) 最有兴趣的是养分生理性能和水分生理性能之间竟然 出现了相当 明 显 的 联

系
。

如抗蚀性能最差的遂宁组
,

在各种 p H的硝酸按溶液中
,

在常温条件下不 显出吸收

按的现象
,

在高温下又与其它两组紫色土有相同的吸按能力
。

悬浮液体积较沙溪庙组体

积为大的 夹关组
,

按吸收量也不如沙溪庙组多
。

( 3 ) 从硝酸按试验处理 中可以 明显地看出
,

这三种紫色土都只能吸附按态氮
,

而

不吸附硝态氮
。

这说明
,

两种紫色土的紫色中所带的红色
,

不是游离态铁
,

而 是 化 合 态

铁 ; 它的 胶体成分
,

也不属于低硅土
,

而依然是高硅土
。

至于遂宁组紫色土只能在高温

时表现吸按现象这一点
,

当然不是遂宁组 活化温度范围偏高偏窄的象征
。

3
、

一个具有水土保持实效的断狱作制
。

水土保持工作的生态系统观点
,

要求一 切

耕作技术都能符合抗冲
、

利渗的要求
。

这在科学上还是一个从未实现的理想
,

但是可能

性肯定是 存在的
。

我国古代的区田法
,

不就是实现这种理想的方法吗 ? 1 9 7 4年我们在四

川简阳县镇金区所推行的大窝耕作法
,

使只能种一季包谷
、

亩产 20 0一 3 00 斤的荒坡地
,

一次就收到年种三季
、

总产 1 , 3 00 余斤的好成绩
。

19 75年在该 区红旗六队继续推广 这 一

方法
,

又使得一块不毛的石坡地
,

在 4年内变成不走土
、

不跑砂
,

高产稳产的 中上等肥

土
。

这种方法费工
、

费肥
,

要普遍推广还是 困难的
,

特别是 在水田更无法 加 以 采 用
。

1 9 7 7年在成都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开始进行水稻半早式耕作法的探讨
,

获得初步成功
。

随

后于 19 8 0年又在长宁县相岭区继续进行这项研究工作
。

4 年来反复摸索的结果
,

终于体

会到土壤抗冲
、

利渗的关键
,

在于土壤结构的稳定 ; 决定土壤结构稳定度的关键
,

又在

于水分运动方 向和方式的调节得宜
。

( 1 ) 半 旱式耕作技术
,

首先要求在部分免耕和完全免耕的条件下
,

掏沟垒埂
,

尽

量避免打乱和挤压土块 ; 沟内必须长期积水
,

以保证垄埂各部始终保持湿润
。

这项措施

的目的
,

是使耕作层在毫不改变原有结构的情况下
,

轻而易举地增加耕作层厚度
,

扩大

表土和底部冷浸积水层之间的距离
,

从而保证 了表层土壤透水通气
,

保温增肥
,

加大昼

夜温差
,

缩小土温变幅
,

为作物生长发育创造 良好的环境条件
,

并为作物地上部和地下部

的平衡生长打下巩固的基础
。

( 2 ) 任何作物高产稳产的基本关键
,

在于提高土壤和植物双方的代谢势及抗逆力
,

使作物对水
、

热
、

气
、

肥的要求
,

随时得到适度的满足
。

免耕结合浸润灌溉的优越性在

于借助结构的稳定
,

博取水
、

热
、

气
、

肥动态的稳
、

匀
、

足
、

适和胶体活性 的 充 分 发



水土保持的原理是恢复生态平衡

朱 莲 青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牧渔业部 )

根据多年实践中的经验教训
,

现在选出几个水土保持工作中的问题
,

谈 谈二我 的 意

见
。

下面共分四个题 目
。

一
、

水土保持实质的分析

在解放初期以致解放以前
,

我就在搞水土保持
。

大家觉得水土保持这个 课 题 很 新

鲜
,

怎么做呢 ? 有点象
“ 老虎吃天无从下爪

” 这样一个形势
。

其实
,

我们如果把水土保

持这个工作解剖一下
,

就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

也无非如此而已
。

怎么解剖呢 ! 我有三

个说明
:

1
.

水土流失是陆地植物生态环境各个因素之间失去平衡的症状
。

引用这个名字
,

英文叫s y m p t o m
,

学动植物保护的人都知道 叫症状
,

是土壤里所

含的水分养分等在物质运动中的一种病态
。

动植物生态环境在国际上一般分为二类
:

一

类是水生态
; 另一类是我们现在研究的陆地生态

。

水生态这个东西跟陆地生态一样
,

反

映也是很灵敏的
。

水生态讲些什么呢 ? 讲水质
、

水量
、

水的流向
、

水温
、

等等
。

我们陆地

生态讲的是气候
、

地形
、

土壤
、

植被等方面
。

在 自然状态下
,

各个生态因子之间保持一

个 自然的平衡
,

如果其中一个因素改变了
,

平衡就失掉了
,

它在动物
、

植物形态上就出

现反映
,

因此这个就 叫生态
,

就是生物的形态
。

我们普通讲生态环境 因素之间的平衡就

叫生态平衡
。

这个东西灵得很
。

大概在 1 9 3 0年时
,

美国的一个老师开一门植物生态学
,

他

自己做过的工作不多
,

他在窗 口摆一盆花
,

后来 向阳的地方叶子长的较好
。

他做实验给

七今七奋 乙命心` 刁
,
七闷 、 、

出令心月
、

七今七月
、

仑叼
、
七月

、 ,
出召、七召 亡闷

、

挥
。

具备了这个基础
,

施肥效果可以大大提高
。

半草式耕作法在水土保持方面的特殊功效是
:

( l ) 沟内积水蒸发较少
,

不易流失
,

便于管理
,

可以起到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 ,

( 2 ) 洪水季节可以通过四周作垄
,

防止洪水危害
,

即使受到洪水淹没
,

也不易伤

及垄顶上的秧苗
;

( 3 ) 试验结果证明
,

半旱式耕作法比常法有较强的抗早和防漏的能力
,

这是 因为

半旱式大大缩小 了全田的水面
,

从而控制了蒸发面积
,

经济地使用水资源
。

在有局部漏

水的稻田
,

可以筑埂截水
,

防止全田渗漏失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