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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为了探讨黄土 丘陵区早地农业增产潜力与技术径途
,

工98 6年至 199 0年在干早
、

半干早地

区的宁夏南部彭阳县残源 丘陵
,

进行了早地农业种植制度研究
。

通过研究认为
,

以草— 畜

— 肥— 粮的综合措施为中心
,

建立 以抗早保墒
,

选育及引进作物优良品种
,

优化耕作栽

培技术的早地农业种植制度
,

是黄土 丘陵区早地农业实现高产稳产的基础和保证
。

关健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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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 丘陵区早地农亚种植制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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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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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厂

本项研究的目的是在合理规划土地
、

调整粮
、

经
、

饲作物布局
,
研究提出适宜于黄土丘陵区

总体经济效益高
、

生态效益好
、

用地养地结合
、

持 续 稳 产 高产的农 田种植制度模式
,

使土地生

产力有较大幅度 的提高
,
并有利于建立一个良性循环的农业生态系统

。

试验点设在宁夏彭阳县北部的洞子确
, 属于黄土残源丘陵

,
年平均气温 7 七

,

年 降雨 量 在

4 5 0~ 5 0 0 m m ,
年 > 1 0 ,C积温 2 5 0 0~ 2 7 5 0℃ ,

无霜期 1 5 0~ 1 6 0天
。

试验点有村民 40 户
,

耕地面积 1 6 8 0亩
,

L

人均 6
`

亏亩
。 `

试验前作物布局状况
:

粮食作物面积占

耕地面积7 6
.

5% ,
其中夏粮面积占粮食作物面积的90

.

2 % ,
秋粮占 9

.

8 %
。

在粮食作物 中小麦占
、

粮田面积 8 5
.

2%
,

而且连茬严重
,

达10 年之久
, 豆类作物仅占 5 %

。

人工草地面积占耕地面积的

12
.

5%
,

经济作物面积占12 %
。

每头耕畜负担耕地 25 一 30 亩
,
在各类作物中施肥面积占5 0%

,

有

40 %农 田从未施过农家肥和化肥
。

粮食亩产长期徘徊在 45 ~ 50 k g左右
,

而且很不稳定
。

土壤分两类
: 1

.

淡黑沪土
:
多分布在旱源地

,

有机质含量 8 ~ 12 9 / k g
,

含氮 0
.

6 9 / k g ,
速

效磷 3 ~ 5 m g / k g
、

2
.

湘黄土
: 主要分布在早坡地

,

早源也有少量分布
,

有机质 5 ~ 9 9 / k g,
,

全氮0
.

4 9 / k e ,
速效磷 3 m g / k go

试验自
’

1 9 86年至 1 9 9 0年进行
。

试验前 ( 1 9 8 5年 ) 属 降雨量较多年 份
,
年 降 雨 量 521 m m ,

, 9 8 6一 1 9 8 7年为连续干早年份
, 1 9 8 6年降雨量 2 8 3m m

、

19 8 7年 4 0 0m m
、

19 8 8一 1 9 8 9年气候较正

常
,
降雨量分别为 s z o m m和 4 4 6 m m

。

二
、

试验的技术措施方案

本试验自 19 8 6年开始
,
按制定的农田种植制度方案

, 调整作物种植结构
,

改进 轮 作 栽培方

法 , 压耗增养
,

压夏增秋
,
扩大人 工草地

。

根据农田改制试验研究结果
,

该类型区的合理作物布

局为粮食生产在总耕地中 占65 % ,
济经作物 (以油料为主 ) 占1 0% ,

草地 占25 %
。

粮食中夏秋比

为 7 : 3 , 豆类 占粮田 的 18 % ~ 20 %
。

我们采取了以下技术措施
:

(一 ) 合理轮作 因地制宜的改革以往单一种植粮食为粮豆
、

粮草合理轮作
,
牧草纳入农作

制之中
, 以达到合理利用土地和提高土地生产力 的目的

。

(二 ) 退耕与提高单产 同步 调整作物布局
,
改进耕作栽培方法

,
增加养地作物比例

,

和投

入适量化肥
,

做到退耕还牧和提高粮食单产同步
。

(三 ) 广开肥源提高土壤肥力 农田种植改革的核心
,
是尽快提高地力

,
增产增收

。

在各种

作物轮作 区中
,
对农 田采取以用为主

,
用养结合的方法

,
在不影响当年粮食生产的同时

,
利用麦

收后复种绿肥
,
实行生物养 田

, 可培养地力发展畜牧业
,
提供大量肥源

,

以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并

使农 田生态系统进入良性循环
。

具体技术措施为
:

1
.

建立抗早保墒技术体系
:

( l ) 夏季灭茬深翻改土
,
蓄水碾压保墒

,
在冬小麦收获时

,

正值入伏雨季
,
是蓄水保墒时期

,
改浅翻为深翻

,
中秋进行耙耪收墒

,
入冬初期和作物播种前后

碾压保墒
,
做到秋雨春用

” ;
`

( 2 ) 改春翻为秋翻地
, 以利蓄积天然降水

,
增强土壤水库功能

,

提高水分利用率
。

2
.

建立合理的土壤培肥体系
:
按不同作物组合轮作

,
使豆类播种面积占到粮 田面积的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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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0 2%, 以利用倒茬培肥地力
。

改过去浅施肥为深施肥
,
提高肥料利用率

。

3
.

增加强壮役畜数量
,
改进耕作机具

,
实行深翻改土

,
.

深施肥
,
逐步改善土壤环境

。

4
.

健全种植体系
,
良种 良法

,
改撒播为条播

,
引进繁育和推广适宜于本区抗旱耐寒早熟优

良品种
,
推行高产栽培规范化

, 开发农田生产力
,
提高粮食产量

。

5
.

扩大草地面积
,
种好人工草地

,
要象对待粮食作物那样认真对待种草和草地利用 , 提高

产草量
,
发展 畜牧业增加济经收入

。

6
.

加强技术培训
, 宣传农业种植制度改革的意义和办法

,

及有关早农栽培技术知识
。

三
、

试验结果与效益

(一 ) 提高粮食生产与退耕还牧 自1 9 8 6年起调整作物种植 结构
, 压缩粮田面积

,
增加养地

作物比例 (见表 l )
。

表 1 作物布局状况及调整结果

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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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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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8 5年作物

布局状况

1 98 6年作物

布局调整

19 87年作物

布局调整

19 8 8年作物

布局调整

1 98 9年作物

布局调整
作物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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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l 看
,
由 1 9 8 6年调整种植结构到 1 9 8 9年

,
与 1 9 8 5年相比较

,

各种作物占地 比例
:

粮 田面

积压缩 14
.

5% , 豆类提高 13 % ,
人工草地提高 17

.

5% ,
秋粮扩大 19

.

2 %
。

通过 4 年作物种植结构

调整及种草
、

发展畜牧业
,

以牧促农的同时
, 结合旱农耕作技术

,
使各轮作区粮食产量有了显著

提高 (见表 2 )
。

从表 2 的作物产量结果看
, 经过 4 年种植结构改革和调整

,
取得了退耕还牧和提高单产的同

步效益
。

1 9 8 6年干旱使各种作物生长受到一定影响
, 19 8 7年大早使豆类作物严重减产

, 1 9 8 8年夏

收时逍受冰雹灾害
,

使小麦减产 20 %
。

4 年亩产分别 比试验前的 1 9 8 5年亩产 50 k g 增产 7 6 %
、

88 %
、

1 7 8 %
、

2 18 %
, 4 年平均亩产 1 1 9 k g ,

为 1 9 8 5年的 1
.

4倍
。

1 9 8 7年较 1 9 8 6年增产 7
.

8 % ; 1 9 8 8年较

1 9 87年增产 3 2
.

6% ; 19 89年较 1 988年增产 1 7
.

7 %
。

同时 1 98 9年早源 4 4 0亩冬小麦平均亩产1 8 0k g
,

其中西引一号小麦品种 4 0亩
, 亩产达 2 6I k g

。

早坡地采取水土保持耕作法
, 8 0亩小麦 亩 产 平 均

1 10 k g
。

秋粮 2 00 多亩
,
平均亩产 2 18 k g ,

谷子采用拦水保土的平播培垅种植 1 10 多亩
,

平均 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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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k g,
其中 14 亩亩产达 35 o k g ,

较平播不培垅亩产 18 4 k g增产 17 %~ 24 %
。

油料产量 4 年 分别

较 1 9 8 5年增产 5 2一 %
、

5 3
.

1%
、

3 0
.

7 %
, 一9 55年因冰雹灾害较 1 95 7年减产 14 % , 1 9 59 年 较 19 88

年 略有增产
。

(二 ) 不同轮作组合的效益 本试区为一年一熟制共分 4 个轮作区
, 5 种作物组合

:

( 1) 源地 ( I 区 ) 粮豆 4 年轮作制 (称养地耗肥作物组合 ) 豌豆— 小麦— 小麦— 谷

子 (洋芋 ) ;
( n 区 ) 粮油 4 年轮作制 (称养地及济经作物组合 ) 麦收后复种绿

肥— 亚麻— 谷子 (洋芋 )

— 荞麦

( 2 ) 坡地 ( 111 区 ) 粮豆 4 年轮作制 (称养地作物组合 ) 扁 豆

— 小 麦— 小 麦— 糜 子

(荞麦 )
;

( W区 ) 粮草 4 年轮作制 (称养地耗肥作物组合 ) 麦收后复种草木梆

— 草木挥— 小麦— 小麦— 谷子

从不同作物组合轮作的生产效益结果看
,

其生物学产量
、

经济学产量和经济效益是不同的
,

生物学产量 以第 工区为最高
。

4 年平均为 407
.

8k g /亩
,
其次为第 W区年平均 3 07 k g /亩

。

这两个

轮作的
.

优点是耗肥作物配有养地作物有利于地力的恢复和提高
。

经济收入 以第 I 区为最高
,
其次

为第班 区
,
二者的年平均收入分别为 1 13

.

5元 /亩
、

99
.

7元 /亩
,

实现了当年增产的目的
。

其它各

区的产量及经济效益见表 3
。

表 3 不同作物组合轮作区产量经济效益

{一一燮唠型翌竺王_ }
区号 }

.
_ _ _ } } } } }

l l U廿 0 1
, 。 。 ,

左 }
, 。 n 。 之亡 l

, 。 。 。 之已 } 布 一 1

…年 {
一廿 o `

汗1
1 ” 0 0

十…
1 ” o ”

汗…丫荆 …

经济学产量 ( k g ) 经济效益 (元 )

19 86年

…
198 7年

1
19 88年

…
! 。8 9年

】
平均

不下
一

1 67 } 113
.

5

,上月̀连ù4
.

…
一UUO甘nO4OUO甘OUt才

口..............口

Q自一急J任no左占QUCjnà,上1几,几1占

O自叮.左盛0141工OUnOU
`,人,工OJ,上nj

`.几ù”ó匀9281828358

nO工卜口八O

20 1 61 8 3

5 { 7 6

5 { 7 7

勺曰,上1上,孟n自

OU

. .月............卜

OU
4
0月八OA几一勺QUOUOU一片,土,上ù廿ǎ匕0é连

ùǹQO
`

11.二只诊nd八O

…
0} 8 6 6 } 64

6 ! 49

,̀ J皿ù尸a7
1卜口nUnODU044

njQ̀八jo曰ù了noǎXù4
八ùdū了n八0只ù叮口4

j
区几nonOC自`工OU月任nORùō”ùRù八U

.̀ld通4
COCOOUQ自ó了八0UQ连ù,人OUd八̀Ot才4

nOO曰9曰Q曰O曰八OAù1占4n
ù八01人

`

4
11口9ú00

·

nOg曰,ún乙

对照

表 4 不同作物组合土壤养分含量

碗豆一小麦 扁豆一小麦 绿肥一谷子 草木探一小麦

有机质 }全 氮 1速效磷 P 有机质 }全 氮
卜

速效磷 P
I

有机质 }全 氮 }速效磷 P 有机质 }全 氮

` g / k g ) {( g / k g ) m g/ k郎 g/ k到 ( g k/ g) m g/ kg {g( k/ 刻 ( g/ k g) m g / k g l( g /k g ) }( g /k g )

速效磷 P

( m g /
k g )

1
八己O白

!

行rl冲口ē吕
曰

:
1工ǹ9ú1上,1

. .土一勺户On“O自OU八jRà
ù勺八O

…
442

,八上O八OUQQUCO

…
ōUōnU一4连

州a7no月r
.̀.

Q曰O自9曰1上..占,上
ù.上UQQU八Uū了nj4

O

:
n一n一U

...............r

一ód一匕O自OU
1.1OU

…
nol勺一勺111 1

,

3 222 0
。

6888

111 1
,

64 777 0
。

8 333

111 2
,

86 222 0
.

8 555

1
。

8 4 5

4
.

9 0 5

4
。

9 6 5

2
.

8 2 5

3
。

7 2 5

0
。

6 4

3
。

8 9 0

0
。

8 0

0
。

8 0

2
。

3 3 5

5
。

2 45

5
。

150

种植体系的核心
,

是如何提高地力
,

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

1 9 8 6年试验开始时
,

在有机肥料

缺乏的条件下
,
除采取粮豆

、

粮草轮作外
,
每年复种绿肥 250 多亩

,

结合深翻改上
、

抗 旱保墒等

耕作方法
,

培肥地力
,

并充分利用农 田水分
。

各组合土壤养分及其各作物水分利用 结果
,

见 表

4
、

表 5
、

表 6
、

表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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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耕深生产效益

作 物 冬 小 麦 对土壤分水利用率(% )

处 理
浅 翻

( 1 5Cm )

深 翻
( 2 5 em )

比浅翻增产
(% )

浅 翻
( 1 5 e

m )

深 翻
( 2 5 em )

比浅翻增产
(% )二 …一

产量( kg )18 1 216 5、 529
。

3 3 3 28 3 24 0
.

8! 4 8
.

2 }6 2
.

3

表6 不同土地主要作物水分利用状况

}
原 地

{
坡 地

}
作 物 l , 、 * 。 } ,

_ ,`

。 }
_ 1 . , 、 生

. :

。 ` * { , 、 * 。 I 、 二 。 l
二 , 、 。 . 。 ` * } 备 。 注

} 刁`了刁习乙 J一 1 」)互 l 干七 2」、 达l工 12卜 , 了个 U用书义件、 ! 于了利乙 J - 〕〕氢 l 刁七 2卜 遥区 { 2卜
J

刀
,

中 lJ 用洲义 月盛 }

一州肆竺拼竺丰坐竖肆华千竺斗鹦翌
资

,J
`
麦

}
’ 5`

】
` 2 6

·

6

】
。

·

3 6

1
“ ,

·

5

】
3 08

·

,

1
.

0
·

3`

}
洋芋

竺
析

谷 子
{

2 0 2

}一
3 , `

.

2

}
。

·

5 3
、

.

1
“ 8

·

o

}
36`

·

5
·

}
·

0
·

“
}
粮计算

洋 芋
}

2

.735
:

尸 .526 」
:

.vs0
:

}

…
{

:

;
: . _

}
_ , _ _ _

l
:

表 7 地力水平与水分转化效率

对 照

(不施化月巴)

N : 1
.

3 8 ( k g /亩 ) 7 8 ( k g /亩 ) }N : 4
.

1 4 ( k g /亩 )

备 注
: 0

.

36 ( k g /亩 ) 7 2 ( k g /亩 ) IP : 1
.

08 ( k g /亩 )

亩产 见 ( k g )

水分利用效率
( k g / m m

·

亩

1 25
。

5

0
。

3 5

13 3
。

5 0

0
。

4 5

1 50

0
。

5 2

173

0
。

6 0
亩施农家
肥 17 50 k g

|盯|旧|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冬麦

亩产皿 ( k g )

水分利用效率
( k g / m m

·

亩

66

1
。

0 3

7 6
。

5
0 ; 8 5

8 3
。

5

0
。

81

8 9
。

0

0
.

7 7

亩施农家
月巴1 7 5 0 k g

碗豆

亩产皿 ( k g )

水分利用效率
( k g / m m

·

亩 )

10 8

0

18 6
。
5

0
。

4 5

2 16
。

5

0
。

47

3 50

0
。

5 0

亩施农家
肥 17 5 0k g

谷子

亩产皿 ( k g )

水分利用效率
( k g / m m

·

亩 )

18 1
.

6

0
。

2 5

2 0 8
。

5

0
。

2 7

3
。

0 0

0
。

2 9

3 1 1
,

7

0
。

3 0

亩施农家
肥 17 5 0k g

芋洋

亩产量 ( k g )

水分利用效率
( k g / m m

·

亩 )

4 8

0
。

16

53
。

5

0
。

18

6 1
。

0

0
。

2 0

6 6
。

5

0
。

2 2
压青绿肥亚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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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田改制与新技术相结合
,

1 988年使用抗早剂
,

保水剂处理作物种子
,

增产效果 显著
,

小

麦
、

谷子等增产 15 %左右
,

而且方法简单易操作
,

成本低
,

深受广大农民欢迎
,

3年来已扩种 2
.

1

万亩左右
,

其中小麦 1
.

5万亩 ; 谷子 0
.

2万亩 ; 胡麻 0
.

3万亩
,

见表 8
。

表 8 抗早剂处理作物种子增产效果

誉阵犷刃行幸卜(三 )所取得的经济
、

生态
、

社会效益

( 1) 粮油副业生产收益
:

从 1 9 8 6年调整种植结构
,

结合早地农业耕作措施
,

在当年秋早严重情

况下 荞 7 月至 9月降雨量 1 09 m m )
,

全年农牧业生产获 得较好的收成
。

人 均 产 粮 3 87
.

2 k g,

比 1 9 8 5年的 2 4 1 k g增产 6 1%
,

人 均 产 油 5 6
.

4 k g
,

比 1 9 8 5 年增产 4 7 %
。

1 9 8 7年继续调整种植结构
,

采取深翻改土
,

合理施肥等
,

在当年大早的情况下 ( 3 月至 10 月

降雨量 16 2
.

i m m )
,

除豆类减产外
,

当年粮食生产比 1 9 8 6年增产 7
.

8 %
,

人均产粮 405
.

2 k g
,

较

1 98 5年增产 6 8
.

1%
,

人均产油 63
.

2 k g
,

比 1 98 5年增产5 2%
,

较 1 9 8 6年增产 1 1%
。

在 1 9 88年的种植结构中
,

适当压缩小麦和低产耗肥作物
,

扩大秋粮作物和人工草地
。

1 988年

气候适宜
,

作物生长 良好
,

获得好收成
,

全年粮食总产较 1 98 5年增长 1
.

57 倍
,

较 19 86 年 增 产

3 7
.

4 % ,
较 1 98 7年增产 3 2

.

6%
,

人均产粮 570 k g ; 油料生产因生育期受冰雹灾害减产 14 %
。

1 9 89年适 当压缩低产耗肥作物
,

扩种高产秋粮作物
,

并使各种作物全部良种化
,

因而当年作

物生长良好
,

获得好的收成
。

全年粮食产量比试验前的 19 8 5年增长 1
.

6倍
,

较 1 988年增产 17
.

7 %
,

人均产粮 7 4 o k g
,

油料 4 3 k g
。

4 年农业总产值 1 6
.

03 万元
,

·

即新增总产值 8
.

2万元
,

农业新增纯收入 13 万元
,

及科技成果推广

产生的技术收益 15
.

3万元
。

现将粮油产值收入列成表 9
。

表 9 粮汕产值收入结果

粮 食 作 物 经 济 作 物 人均粮油收入
时 间

生物学产

量 (万 k g )

籽粒产量 }
生物学产值 {籽粒产值 }

亚麻生物 人均产粮油

(年 )
(万 k g ) (万元川

(万元 )1( 万 kg )

亚麻籽粒

产 量

(万 k g )

亚麻产值

(万元 )

_

粮
_

}
油

`

( 仗 g ) ! ( k g )

人均纯

收 入

(元 )

82.253357443540
nU冉0nOO曰njO口úó八口044

,工月了口O八”nU迁ē八Onùū了J任n乙八J泣ō户口月̀O自1上,土一勺O曰叮̀ù勺月̀O八自O
..

…
ǎ“1占1占,lē”ùJ任门才月了月01勺dù八Onù1上OU

..

…
Q口Q自Od4
1匀

万
..............

胜
..

19 8 5

19 86

19 8 7

198 8

1 98 9

0
。

4 3

2
。

90

3
。

67

( 2 ) 有机无机相结合的生态效益
。

农 田种植体系的 目的
,

是为了提高作物生产力和土地利

用率
。

结合早农耕作技术等综合措施
,

实现低投资
、

高产量
、

高收人
。

过去有机肥源缺乏
,

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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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 ., , ~一~ . ~ - .

年实验中
,

采取 以粮草轮作
,

种植绿肥为主 (占粮 田面积 50
.

2 % )
,

化肥为副的培肥措施
,

收到

良好的效果
。

4 年 的施用化肥情况见表 1 00

表 1 0 化肥施用情况

化肥总用量 (有效成份 k g ) 亩均施用量 ( k g )

口尸一l通ù八并ù
.

一nU八石一OU一J
nU,上工、山. .几

一
..一 几

,
l

毖1一月任…
一

.

|
.

|
l|
以

I

…
一|l

|
.|I注|es

…
一|`

|
|ó注|l

1 98 6年 19 87年 198 8年 198 9年

赫
N P N P

les
esles

ra;

`.上

N P N P

1 3 3 2
.

1 1 3 00 }1 4 9 7
。

8 6 03 8 4 0 6 16

1 98 9年

N P

7 5 0 58

19 8 6年

N P

0
。

9 2 0
。

3 0
。

92 0
。 …1 。

8 3 0
。

5 1 }1

注
:

N 肥为纯N P 肥为 P ZO 。

( 3 ) 农牧结合发展牧业生产
。

经过 4 年退耕种草
,

提高产草量的同时
,
初步形成了草一畜

一肥一粮 良性生态循环
,

其 4 年畜牧业和草地生产结果见表 1 1
。

4 年来畜牧业有了较大发展
。

畜牧

业的发展促进了有机肥投量增加
。

过去粮田施肥面积占 50 % ,
现在提高到 90 写以上

,

而且亩施有

机肥量由原来不足 1 0 00 k g ,
提高到 1 500 k g ,

促进了农业的增产
。

表 U 畜牧亚发展情况

大家畜

(头 ) (只 ) (头 ) (只 ) (只 )

人工草地面积

·

(亩 )

每头牲畜占有

草地 (亩 )

青贮饲草

( k g )
份年

0

0

0 00

5 00

9 00

nOgó9曰

l…11
OU
,.上

:
八乙O口

nJ
,
1lfJO口ùUù一anJC口庄二1二O一1上八Onù一匀O口

`
任户口

O甘Q口八”ē曰,上,工一匀ú勺

O自QU

19 8 5年

19 8 6年

19 8 7年

19 8 8年

1 98 9年

1 0 7

11 2

1 1 5

15 0

2 3 5

24 1

9 2

1 0 1

( 4 ) 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发展林牧副业生产
。

实行以粮为主的大农业同时
,

对于诸项副业生

产
,

结合当地 自然资源及庭院条件积极加 以发展
。

除畜牧业外
,

经济林
、

药材
、

金针莱等也有了

较快的发展
,

经过 4 年努力共栽金针菜 4 00 亩
、

栽各种果树
、

花椒等 2 000 株
,

现 已收到了明显的

经济效益
。

见表 12
。

表 12 各项副业生产收入

年 度 畜 牧 业
`

} 工 副 业 l 林业副产品 合计总收入 { 人均收入

(年 ) (元 ) (元 ) (元 ) (元 ) (元 )

nùon
ón八00曰nù户a口氏,几OU月才4门了9曰n曰

1上9ú

1 98 6

1 98 7

5 60

10 6

1 1 2 0

1 3 10

3 07 0

2 3 00

8 2

1 1 5

4。

…
3 5

`

8

3 6
`

4 4
.

5

1 98 8

19 89

4 7 54
.

4

13 2 50

2 0 12 4
。

4

3 6 3 00

76
.

0

18 1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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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社会效益
。

在 4年种植制度改革试验中
,

我们始终坚持了以点带瓦 试验与示范推广

相结合的工作方法
,

以户带村
、

以村带村
、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
并已引起固原地委

、

行署和

彭阳县委
、

县政府以及孟源乡政府各级领导的重视
。

1 9 8 9年 8 月 固原地委 书记惠连杰来点检查工

作后
,

深有感触的说
: 洞子硷早农经验

“
有普遍意义

” ,

值得学习和大力推广
。

1 98 6年彭阳县委

用正式文件发至全县 17 个乡推广
“
农田种植改革方案

” ,

在 19 88年至 1 989年曾组织 全 县各 科
、

各乡的干部
,

大 队
、

生产队干部几百人来点参观
。

同时在 1 989年和 1 99 0年两届县人大代表会上决

定
,

推广洞硷子早农经验
,

到 1 9 8 9年推广面积达 80 万亩
,

平均每亩增产 15 % 以上 ,
全县总计增产

粮食 1 200 万 k g ,

增加纯收入 625 万元
。

并协助彭阳县北部山区举办早农技术培训班
,

讲课 25 次
,

约 15 000 人参加学习
,

来点参观人数达 3 000 多人 (次 ) ,
对外推广作物优 良品种 3 万多 k g

。

《中

国科学报》
、

《宁夏日报》
、

《固原报》 等公开报道介绍了洞子硷早农经验
,
认为该成果

“
为早

农增产探索出一条新路子
” 。

四
、

结 语

宁南山区农业生产存在的问题很多
,
而种植制度不合理

,
栽培技术落后尤为严重

,
因而很难

抗御自然灾害的威胁
, 也难以改变土壤瘩薄现状

,
造成粮食生产低而不稳

。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

我们在综考区划制定农 田改制方案的基础上
, 于 19 8 5年在 自然气候

、

生产条件上具有代表性而又

有较大生产潜力的洞子硷作为早农改制试点
。

经过 4 年实践
,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较好的效益

,

实现了丰年大增产
,
旱年少减产或不减产的目标

,
并对当地及周围县乡 以及毗邻省部分县起到了

示范带动作用
,
为宁南山区早农生产探索了一条可行的路子

,
这条路子可简单概括为

:
化肥是动

力
, 豆类作补充

,
农 田改制是关健

,
良性循环为 目标

。

本项试验在 中科 院
、

水利部西犯 水保所山 仑研究员指导下完成
,
彭 阳县科委

、

农业局给 予大

力支持和 配合
, 并先

一

后 有 3名技术人 员参加 了该项研究工作
。

(上接第 9 页 )

.

0 2 9 , 地埂 = 0
.

1 4 5 ,
等高垄作 二 0

.

3 5 2 ,
生物防冲带 = 0

.

3 7 2 ;
( 5 ) 在标准状况下

: s ·

(品)
一

(汽 )
一

或 L S = ”
·

” ` , ” , L
。 ` ’ ` ”

` ’ 3。

5
.

诺模图和经验公式法求 K值是可行的
。

通过野外观测和室 内化 验 分 析
,
得到 (粉砂 +

极细砂 ) 百分数
、

0
.

1~ 2
.

o m m粗砂百分数
、

有机质百分数
、

土壤结构和土壤剖面渗透性 5个参

数
, 经过查图或公式计算求得 K的近似值 , 再增加 30 % 即得到某种土壤实际 K 值

。

6
.

黑龙江省允许土壤流失量为 3 ~ 5七/ ( h a
·

a)

7
.

方程经过验证检验
,
准确率在 90 % 以上 ,

说 明实用性是 可靠的
,

可在全省 广泛 推 广 应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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