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杏子河流域耕作轮作制度的探讨

任 玉 岐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耕作轮作制度的选择要与当地的风土气候相适应
,

绝不能生搬硬套与当地生产不相符的经验

和方式
。

本文探讨 的目的
,

是研究如何 在增进作物的稳产和高产的同时
,

把当地的耕作轮作与居

民的饮食生活紧密的联系起来
,

以满足农民群众的需要和社会消耗以及畜牧业发展的需要
。

一
、 “

两法
”
种植是耕作制度上的一项重要改革

1
、 “ 两法 ” 种植的提出

在早作条件下
,

要夺取农业丰收
,

不解决防早保墒的问题是很不可靠的
。

由于垄 作耕作法具

有因土耕作
,

防风抗早保墒
,

集中沃土
,

增加活土层
,

垄沟互换
,

轮翻用地
,

通风透光
,

便于耕

作管理等好处
,

所 以它不断地向前发展
。

1 9 7 0年延安市委和市政府
,

在贯彻中央北方农业会议精神以来
,

组织农业科技干部
,

调查总

结了官庄公社吴太原大队壕田玉米和小寺沟大队山地水平沟谷子的增产经验
,

他们联 系 古 代 的

“
代田法

” 、 “ 区田法 ” 和近几年来外地推厂的
“
明沟深种

” 、 “
套犁沟播

”
等早地耕作栽培方

法的基础上
,

经过几年实践
,

提出在川
、

台
、

坝地
、

梯田上推行垄沟种植和山坡上推行水平沟种

植
,

简称
“ 两法 ”

种植
。

两法种植在杏子河流域推广
,

只是近五六年的事情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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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来说
,

把区内面积很大的撂荒地改为人工草地
,

是一种经济利用土壤水分资源
、

提高地力
、

增加产草量一举多得的好办法
,

应大力 推行
。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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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两法

” 种植的增产效益
通过在杏子河流域中

、

下游地区的多点调查
, “ 两法

”
种植和老法种植相毕
,

增产整果士竺
显著

。

从资料中看出
,

在川地 11 个点中
,

垄沟种植的玉米比平种的玉米平均多收 39 0
.

7 汀
,

增 广
7 5
.

7% ; 山地垄沟种植的玉米两处平均多收 4 75 斤
,

增产 1 35
.

7% , 6个点的川地垄沟谷子平均多

收 2 83
.

3斤
,

增产 8 7
.

6% ; 梯田垄沟谷子平均多收 20 4斤
,

增产 75
.

5 % ; 山坡地垄沟谷子平均多收

37 0斤
,

增产 1 8 0
.

` % , 垄沟高粱多收 1 89 斤
,

增产 4 2
.

9% ; 垄沟糜子多收 39 斤
,

增 产 30
.

5%
。

川

地垄沟玉米在杏河公社
、

王尧公社
、

招安公社和沿河湾公社
,

都创造了 1
,

00 0斤以上的玉米田块
。

在杏河公社边咀队
、

沙湾队
、

牛沟队
、

牛园队
、

新庄科队
,

张渠公社的石井队和王尧公社的陈子

沟队也都创造了 6 00 斤以上 的 谷子田块
,

从而改变了谷子低产的面貌
。

在川地上
,

15 个点的水平沟谷子平均比平种谷子多产 2 6 3
.

5斤
,

增产 6 6
.

9% , 梯田水平 沟 谷

子平均增产 8 3
.

3% ; 山坡地水平沟谷子增产 3 3
.

9%
,

水平沟种植的双青豆增产 1 00 %
,

水平沟种植

的小麦增产 1 1 4
.

2% , 水平沟种植的糜子增产 95
.

1%
。

3
、 “ 两法 ” 种植增产的因素探讨
杏子河流域降水量集中
,

且多暴雨
,

水土流失特别严重
。

为了保持水土
,

有效地利用 7一 9

三个月的降水
,

趋利避害
,

给农作物创造一个较为良好的生长条件
, “
两法

”
种植调节水分的能

力强
,

可以满足作物对水分的需要
。

在作物需水与干旱矛盾比较突出的杏子河流域
:

春旱往往影

响作物保全苗
,
_

夏早影响作物生长发育
,

但这两对矛盾通过开沟起垄
,

抓住土壤稳墒层
,

而得到

一定程度的统一
。

根据在流域中多点观察测定
,

无论怎样千旱
,

垄沟内的厘米的土层中平均水分

含量高出平种法种植的20 一 30 %
;
水平沟种植的 60 厘米土壤内水分含量高出平种法种植的为%左

右
。

在早春播种时沟内的温度比平种的回升要快
,

一般高出 1一 1
.

2 ℃ , 而且上升平稳
,

有利于种

子的萌发和幼苗的生长
。

同时由于肥料集中施于稳墒层之内
,

据测定
,

垄沟内 。 一 2 0厘米的土地

养分含量较平面种植为高
,

速效氮平均多 8一 10 p p m
,

速效磷多 1 一 2 p p m
。

加上深中耕和 破

垄培土的作用
, 使肥力处于深施状态
,

延长了肥料的使用时间
,

既提高了肥料的利用率
,

也提高

了稳墒层的肥力
,

给作物根系发育创造了良好条件
。

作物根系发达
,

数量多
,

扎的深
,

能够较多

地把土壤深层的储水加以利用
,

增强作物的抗旱能力
,

促进增产
。

从资料中清楚看出
,

除了茶坊川灌地垄沟玉米 的根系数量略有减少外
,

所有垄沟
、

水平沟种

植的地下根量均比一般种植增产 8 一 2 6 6
.

7斤 /亩
。

叶片重量由零增加到 19 9
.

2斤 /亩
,

籽实量增加

3 8一 5 7 2
.

6斤 /亩
,

玉米千粒重增加 0
.

2一 33 克
,

谷子增加 0
.

1一。
。
4克
,

高粱增加 2
.

6克
。

4
、 “ 两法 ” 种植的要求和规格
“ 两法 ” 种植在杏子河流域增产是非常显著的

,

上述的材料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

因而得到群

众的广泛采用
。 “ 两法 ” 种植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改革

,

因而在
“ 两法 ”

种植的同时
,

要抓好

各项措施的配套
,

在提高质量上狠下功夫
,

逐步做到质量标准化
,

操作规格化
,

措施系列化
。

垄

沟种植适于川
、

台
、

坝地
、

梯田种玉米
、

高粱
、

谷子
、

洋芋等作物
,

一般采用机引三行开沟器
,

根据各种作物行距的要求调节行距
。

一般在 4 月中
、

上旬边开沟
,

边施肥
,

边播种
。

沟深 20 一 25

厘米
。

水平沟一般适用于湾塌地和坡地的谷子
、

小麦
、

洋芋
、

大豆
、

糜子等作物
,

在山坡地沿等高

线用山地步犁和措子套犁开沟
,

陡坡地 自上而下
,

缓坡地 自下而上
,

注意保持水平
,

保留沟垄
,

施底肥播种
。

无论垄沟或水平沟播种
,

都要注意播后的镇压工作
。

二
、

平面耕作法

平面耕作又叫平翻耕作
。

垄沟耕作法和平面耕作法是经常相互配合而且协调发展的
。

在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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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任何地区
,

平面耕作法的面积始终大于垄沟耕作法的面积
。

目前
,

在杏子河流域的耕地上

仍然有80 %以上的面积属于平面耕作法
,

它应按土壤的特性和作物的需要进行
。

1
.

按土滚特性采用的耕作法
。

杏子河流域总面积为 2 2 2
.

9万多亩
,
淤积土 5
.

1万亩
,

占2
.

3% ,

黄绵土 18 0
.

6万亩
,

占8 1
.

。% , 硬黄土 10
.

7万亩
,

占4
.

8% , 红胶土 7
.

6万亩
,

占3
.

4% , 黑沪土 1 1
·

1

万亩
,

占 5 %
;
砂板土。
,

7万亩
,

占0
.

3% , 两合土 7
. 1万亩
,

占 3
.

2%
。

由于各种土壤的理化特性

不同
,

所以对土壤耕作的要求也不完全相同
。

根据本区土壤气候环境看
,

为了抗早保墒
,

有利于

全苗
,

蓄水保墒是头等重要的事情
,

也是本区合理耕作的最终目的
。

2
.

按作物对土滚要求进行的耕作法
。

杳子河流域作物种类繁多
,

每种作物对土壤环境的要求

不完全相同
。

不同耕作法就是为了保证作物的正常生长和高产
。

科学耕作法
,

就是对各种作物生

长的有力保证
。

三
、

轮作制

轮作制度是人们经营农业生产的一项重要技术管理体系
,

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
,

根据土地杀

件
、

气候特点和生产水平使农田作物持续增产
、

稳产所采取的一整套技术体系
。

合理的耕作轮作

制度
,

是 以用地与养地相结合的充分利用和保护农业资源为前提的
,

协调
“
气候

、

作物
、

土壤
”

三者之间的关系
,

在土地用养结合的基础上
,

促进农作物的均衡增产和持续增产
。

1
·

轮荒制
。

其特点是倒山种植
,

靠 自然恢复地力
,

即种几年不施肥
,

待产量过低就弃耕
。

详
是一种最原始的耕作方式

。

待土地休闲
、

恢复地力后再行种植
.

这种轮荒制主要存在于人少地多的社队
,

例如在杳子河上游地区的五里湾和大路沟公社的部

分生产队至今还普遍采用着
。

一般每人平均耕地都在 15 亩 以上
,

此外还有大量的休闲荒地
,

相当

于现有耕地的 35 %左右
。

轮荒地一般千早多灾
,

产量极不稳定
,

长期处于广种薄收
、
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

。

2
。

轮作制
。

这是杏子河流域目前广为采用的
、

合理利用地力的好制度
。

杏子河流域的广大农

民群众在这方面发扬和继承了祖先的遗产
,

并创造和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

到 目前为止
,

仍然属于

主谷式的轮作复种方式 占统治地位
。

古代主谷式轮作复种是今日杏子河流域主谷式轮作的基础
,

由于人口的增长
,

主谷式轮作复

种的利用率增加
,

因而根据土壤和气候环境条件
,

不断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

目前杏子河流域内的轮作方式仍然以主谷式为主
,

不过作物的种类多
,

要求的前茬也不尽相

同
。

谷子在茬 口上要求很严格
,

前茬以豆类最好
,

玉米和洋芋其次
,

谷子不重茬
,

糜子茬地也不

能种谷
。

农谚有
“
糜种谷
,

守着哭分 等
。

小麦
,

由于地形气候
、

光照的限制
,

多为连茬种
。

粮食

作物除豆类
、

洋芋茬 口为好外
,

其次就是玉米茬
。

豆茬地种任何禾谷类作物均优
。

3
.

间作套种制
。

这是增加粮油的一个重要措施
,

是改变一年一熟制为两年三熟
,

或一年两熟

的具体办法和措施之一
。

尤其是水肥条件较好的川地和川台地
,

实行间作套种
,

便于充分挖掘土

地的增产潜力
,

实现农业高产稳产
。

杳子河流域中实行间作套种的方式很多
,

计有
:

( 1 ) 玉米间套豆子
; ( 5 ) 谷子间套豆子 ,

( 2 ) 高粱间套豆子
;
( 6 ) 玉米间套瓜类 ,

( 3 ) 玉米间套洋芋
;
( 7 ) 小麦间套玉米 ;

( 4 ) 玉米间套谷子 ; ( 8 ) 小麦间套豆子
。

杏子河流域内间作套种方式很多
,

95 % 以上的间作套种面积主要集中在川水地和川台旱地
,

梯 田和坝地上也有零星出现
。

间作套种的规格 以地形和面积大小而异
,

初步总结有 3尺带型
, 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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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带型
, 6尺带型
, 7

。
2尺带型
, 9 尺带型和 12 尺带型等形式

。

例如
,

杏河公社牛寨大队石窖圾生

产队的10 亩川地
,

实行谷子间套玉米
,

采用 1 : 3 的比例
,

玉米占 2 尺
,

种 2 行
,

株距 1 尺
,

每

亩留苗 1
,
0 00 株
,

谷子 占地 6 尺
,

种 6 行
,

行距 1 尺
,

株距 2 寸
,

每亩留苗 2
.

1万株
,

玉米行和谷

子行之间相隔 1 尺
,

为 9尺条带
,

结果折合纯面积玉米亩产8 54 斤
,

谷子亩产 4 20 斤
。

同一个生产

队
,

在梯田上进行高粱
、

双青豆间作套种 7 亩
,

是 1 : 2 的比例
,

7
.

2尺条带
,

高粱行距 2 尺
,

株

距 0
.

6尺
,

每亩留苗 1
, 8 00 株
,

豆子行距 1 尺
,

株距 0
.

6尺
,

每亩留苗 3
, 6 00 株
,

平均亩产高粱57 4
.

5

斤
,

双青豆平均亩产 5 05 斤
。

以上利用的条带均有显著优点
,

就是高
、

中
、

低作物结合
,

高秆作物

通风透光条件好
,

矮秆也能得以充 分发挥
,

因而产量比单一作物增产显著
。

为在川地和梯田上充

分利用土地和光
、

热
、

水资源
,

为提高一年两熟制的产量开创 了一条新的途径
,

但要因土因作物

制宜
。

4
.

混作制
。

目前在杏子河流域内的拐沟山坡上较多
,

约 占农耕地面 积 的 30 一 35 %
,

主 要 为

粮豆混种
,

粮油混种
,

油豆混种和粮草混种等方式
。

四
、

小 结

当前耕作轮作制度上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

今后应予注意
:

1
.

轮荒休闲地的面积不断缩小
,

轮荒年代不断缩短
。

解放至今 3 0多年来
,

杏子河流域的粮食

产量虽有较大的增长
,

但由于流域内人口不断增加 在目前农村经济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对土地的

投资不可能大量的增加
,

多数社队还摆脱不 了广种薄收的恶习
,

因而土地的利用越来越勤
,

轮荒

面积不断缩小
,

轮荒年代不断缩短
。

据五里湾和大路沟两个公社的调查
,

轮荒地面积 30 年来减少

50 % 以上
,
轮荒年限由五十年代的 10 年以上缩短到现在的 3一 4年

:

基本上等不到地力的 自然恢

复就被利用了
。

2
.

连作年限延长
。

由于秋扩
、

夏缩 以及秋田 内部玉米
、

高粱
、

洋芋等高产作物明显增加
,

豆

类和谷
、

糜面积显著缩小
,

压缩高粱
、

玉米面积
,

对增加总产影响很大
。

小麦则受地形限制
,

只

适宜阳坡种植
,

荞麦宜于阴坡种植
,

所以形成各种作物连作的时间过长
,

小麦就有连作功一 40 年

不倒茬的
,

甚至还有百年不倒茬的地块
。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作物产量的提高
。

3
.

多年来在耕作制度上和作物布局上只重视抓粮食
,

忽视了抓油料等经济作物
,

、

所以开荒大

增
,

破坏了植被
,

引起了严重的水土流失
。

在粮食作物中重视抓玉米
、

高粱
、

薯类和 荞 麦 等 作

物
,

忽视了抓豆类作物
,

这是许多社队普遍存在的问题
。

群众是有粮吃
、

没油吃
,

吃得饱
、

吃不

好 (细粮和豆类少 )
,

有吃的 ( 粮 )
、

少花 的 (钱 )
。

为了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
,

满足群众生产

生活方面的多种需要
,

根据中央关于
“ 绝不放松粮食生产
,

积极发展多种经营
” 的方针
,

应在继

续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
,

把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作为主攻方向
,

使总产稳定上升
,

在努力实现粮食

自给的同时
,

积极抓好种植业为重点的多种经营
。

4
.

使生物养地和培肥地力结合起来
。

两法种植是耕作制度上的革新
,

轮作倒 茬 在 杏 子河流

域内有一定的经验
,

但土地痔薄是流域内粮食作物不能大幅度增长的一个限制因素
。

根据流域内

土壤养分测定
,

土壤普遍缺氮缺磷
。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 靠大量施用化肥
,

第一是当前社
、

队

经济力量还很薄弱 ; 第二是国家化肥生产还不能满足需要
,

更重要的是单施化肥或过多地施用化

肥还会破坏土壤结构
。

如果靠施农家有机肥
,

在畜牧业未有较大发展之前
,

现有大牲 口是放牧而

不是舍饲 的情况下
,

也不可能有大量的增加
; 即使改放牧为舍饲
,

圈肥虽有增加
,

运 输 也 是 间

题
。

所以当前培肥地力的积极办法是大抓生物养地
,

把用地养地结合起来
,

这是投资小
、

收益大

的有效办法和有效措施
。

生物养地主要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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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现状和历史的回顾

过去习惯地认为
,

贵州省境内一般不会发生泥石流
,

起码是属于少发区
。

所以较 长 时 期 以

来
,

有关专家
、

学者不曾对贵州省境内泥石流问题有所注重和研究
。

然而近若干年来
,

尤 其 自

19 80 年之后
,

每年汛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山洪和典型的泥石泥发生
,

常造成人畜伤亡
、

田毁房塌
,

最典型的几次见表 1
。

由表 1 可以看出
,

在贵州省境内如此频繁地出现水
、

砂
、

石
、

泥俱下
,

在很短的时间内造成人

畜伤亡
、

田土奎埋
、

房倒屋塌的惨痛损失
,

在 以往是少见的
。

由于地质构造关系
,

贵州省在历史

上未出现过 6 级及 6 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
,

即使因为多山及喀斯特环境分布面广
,

有可能发生崩

山
、

滑坡
、

地裂等
。

据省博物馆 1 5 6 8一 1 9 3 4年间共 3 66 年历史资料统计
,

省内先后发生 规 模不等

的崩 山
、

滑坡等大约有 31 起
,

合儿年一起
。

其 中范围较大
、

并造成一定损失的约 n 起
,

合每33 年

一起
。

这也是造成人们对贵州省境内泥石流问题不予重视的原因之一二
。

然而
,

近若干年来却大

不相同
,

仅 19 8 2年及 1 9 8 3年全省就因山洪
、

石洪
、

泥石流及崩山等造成了严重危害 (表 2 )
。

( 1 ) 广种豆科绿肥
。

豆科绿肥改土肥田
,

增产潜力很大
,

按每亩绿肥一般年产 鲜 草2
,

0 00

斤计算
.

可 以生产纯氮 10 斤
,

相当于硫酸馁 50 斤
,

可以增产粮食 1 00 一 1 50 斤
。

流域内如果每年按

每人平均 1 亩绿肥计
,

则可达 4
.

2万亩
,

可增产粮食 4 20 一 6 10 万斤
,

相当于目前粮食总产量的 20 %

左右
,

并因增加了有机质
,

提高了土壤肥力
,

可促进粮食高产稳产
。

现有的绿肥 如 红 豆 草
、

首

偕
、

草木择
、

箭舌豌豆
、

沙打旺等
,

都是优 良的豆科绿肥作物
。

( 2 ) 发挥杏子河流域豆科作物的优势
。

在山坡农耕地上大量实行豆粮轮作倒茬
,

豆粮混种

和豆油混种
,

这是山地培肥地力的有效措施
。

它的枯叶不但增加土壤的有机质
,

而且豆类作物利

用根瘤的固有生物学特性
,

给上壤 中固定大量 的氮素
,

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

( 3 ) 实行草粮轮作
。

实行草粮轮作
,

是逐步改变撂荒轮种
、

广种薄收的落后耕作制度的根

本途径
。

根据流域内的试验
,

二年生草木梅茬种植的粮食作物
,

一般每亩增产都在 3 0%以上
。

·

当前在国外耕作上出现免耕法和少耕法的热潮
,

主要是由于平作法在人力物力消耗方面是很

大的
,

特别在坡地因翻耕加剧了水土流失
,

破坏了土壤结构
。

自从美国人福克纳写了一本书 《犁

耕者蠢人也》 以后
,

免耕法和少耕法就应运而起
。

据美国友好人士韩丁的介绍
:

采用免耕法的农

场
,

每亩地要多施用 27 个单位的氮肥
,

20 个单位的磷肥
,

17 个单位的钾肥
。

这就是说
,

每亩多施

硝 酸按 70 多斤
,

过磷酸钙 1的多斤
,

硫酸钾或氯化钾 30 一 40 斤
,

即每亩地施用化肥 20 0多斤
。

采用

免耕法成本提高如此之大
,

在杏子河流域是无法实现的
。

因此
,

在杏子河流域吸取古今中外耕作

方面的经验与教训
,

既不能走多耕的道路
,

也不能走免耕或少耕的道路
,

而要走该区独特的合理

轮作的道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