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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源地蓄水保土耕作技术措施的探讨

刘廷宏 王 丽

(山西省临汾地区水土保持试验站
·

临汾市 。 4 1 0 0 0)

提 要

通过对早源地 。~ 20 c0 m 不同层次土壤水分的定期观测
,

表明
:

早源地年内土壤水分动态
,

分为

4 个时期
:

晚春初夏强烈损失期
;
雨季恢复补充期 ;晚秋缓慢损失期

;
冬季早春相对稳定期

。

早源地土

壤水分垂直分布分为 3 个层次
,

即水分速变层 ( o ~ Z o e m ) ;水分活跃层 ( 2 0~ i o o e m儿相对稳定层 ( 1 0 0

一 Zo oc m )
。

并在上述试验研究的基础上
,

对早源地蓄水保土耕作技术措施等进行了专题研究
,

表明
:

旱源地向日癸与大豆带状间作
,

具有明显的水保及经济效益 ;旱源地推行作物配方施肥技术
,

能够节

约用肥
,

提高肥料利用率
,

促进作物增产
.

关键词
:

旱源地 蓄水保土耕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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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西源区
,

源地块大坡缓
,

土层深厚
,

土质疏松
,

通气透水
,

适种性广
,

利于机耕
,

是该地 区重要

收稿 日期
:
1 9 9 1一 1 2一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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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业生产基地
,

但是由于干旱缺水
,

土壤贫痔
,

水土流失严重
,

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该地区农业生产

的发展
。

长期以来
,

一些不合理的耕作栽培制度
,

加剧了旱源地土壤水肥条件的进一步恶化
,

致使作

物产量低而不稳
。

如何才能扭转这种局面
,

我们认为只有采取合理的耕作栽培措施
,

培肥地力
,

蓄水

保墒
,

防止水土流失
,

才是该地区农作物高产稳产的关键所在
。

1 9 8 7 年 6 月
,

我站承担早源地蓄水

保土耕作措施专题的研究
,

经过 3 年多的试验和调查研究
,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

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

一
、

试验区概况

试验 区设在城西北 10k m 处的唐户垣南唐户试验场
,

海拔 1 200 m 左右
。

年平均气温 .8
.

8℃ ,

最

高气温 36
.

6℃ ,

最低气温
,

一 20
.

4℃ ,

》 10 ℃积温 3 0 57
.

6℃
。

年平均降水量 56 6
.

3m m
,

降雨量季节

性分布
:
3~ 5 月份 8 4

.

l m m
,

占 1 4
.

9 %
; 6~ 9 月份 4 0 6

.

s m m
,

占 7 1
.

8%
; 1 0 ~ 翌年 2 月份 7 5

.

4m m
,

占 1 3
.

3%
,

无霜期 162 天
.

试验地土壤类型为褐土性土
,

土壤质地为轻壤土
。

据测定耕作层土壤有

机肥含量 7
.

3~ 9
.

2 9 / k g
,

全氮含量 0
.

4 3~ 0
.

6 3 9 / k g
,

全磷含量 6
.

0 2~ 0
.

7 8 9 / k g
, p H 值 8

.

3
.

0 ~

Zo oc m 土层土壤容重 1
.

19 ~ 1
.

3 19 c/ m 3 ,

总孔隙度 50
.

6% ~ 55
.

1%
,

最大吸湿水 3
.

4%一 4
.

2 %
,

凋

萎湿度平均 6
.

02 %
,

最大田间持水量平均 20
.

45 %
,

土
’

壤 颗 粒 组成
,

砂粒 17
.

0% ~ 21 %
;
粉粒

6 1
.

5% ~ 6 5
.

1%
;
粘粒 1 5

.

5%~ 2 0
.

4 %
。

在

二
、

试验方法及结果

(一 )旱源地土族水分动态研究

1 9 8 1~ ” 85 年
,

我们对唐户源旱源地 。~ Z o oc m 不同层次的土壤水分进行了定期定位观测
,

1 9 8 9
.

年对观测资料作了系统的整理分析
,

表明
:

早源地 (裸地 )土壤水分的变化直接受气象因素的

强烈影响
,

其年际变化与年内季节性变化
,

及剖面垂直变化均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

1
、

早源地土壤水分季节性变化
。

根据年内土壤水分动态
,

可划分为四个时期
:

、

( 1 )晚春初夏强烈损失期
。

从 3 月初到 6 月底
,

气温迅速回升
,

月平均气温由 0
.

9 ℃上升到

2 1
.

6℃ ,

加上此时风大
,

夭然降雨量少
,

土壤水分蒸发强烈
。

月均蒸发量由 5
.

Om m 增加到 44
.

g m m
。

由于土壤失水大于天然降雨 (月均 33
.

l m m )
,

致使土壤含水量明显下降
。

。~ Zo oc m 土层内土壤水

分总消耗量为 1 79
.

7m m旧均耗水 1
.

47 m m
,

土壤储水量由 343
.

o m m
·

减少到 2 87
.

o m m
,

为全年最

低值
.

为保证春播全苗及作物苗期生长
,

必须及早采取保墒措施
。

(2 )雨季恢复补充期
。

从 7 月初到 9 月底
,

该时期气温高
,
蒸发强烈

,

降雨多而集中
,

土壤含水量

明显增加
,

据观测表明
:

土壤水分总消耗量 228
.

Zm m旧均耗水 2
.

48 m m
,

降雨旧均 3
.

l m m )明显

大于蒸发
,

土壤水分得到了恢复
。

o ~ ZO0c m 土层内土壤储水量恢复期内达到 3 93
.

s m m
,

比前期增

加了 10 6
.

s m m
,

为全年最大值
。

但该期若在一次连续降雨后出现干旱时段
,

土壤含水量又迅速下

降
,

其幅度远大于前期
,

使大秋作物生长受到影响
。

此期重点应抓好蓄墒工作
。

( 3) 晚秋缓慢损失期
。

从 10 月初到 n 月底土壤冻结前
,

该时期土壤含水量高
,

气温较低
,

蒸发

量明显小于前期
,

土壤水分损失较小
。

据观测表明
:

此期土 壤 耗
.

水 量 为 37
.

o in m
,

日均耗水 。

l6 m m
。

应及早进行秋耕耙耪
,

减少水分损失
。

(4 )冬季早春相对稳定期
.

从 12 月初土壤冻结到翌年 2 月底
,

该时期因气温极低
,

土壤表层冻

结
,

减少了土壤水分的蒸发损失
。

加之降雨也较少
,

土壤含水量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

据观测
,

该期降

雨量 1 2
.

3m m
,

土壤水分消耗量为 1 5
.

o m m
,

O~ Z o oc m 土层内土壤储水量仅减少 2
.

7m m
。

2
、

早源地土壤水分垂直变化
.

据观测表明
: o ~ Zo oc m 土层土壤水分垂直分布可分为 3 个层次

:

( l) 水分速变层 (0 ~ 2 0c m )
.

此层为耕作层
,

直接与大气接触
,

土壤水分强烈地受到气候条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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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作活动影响
,

其变化耘率快
,

幅度大
,

因此调墒力差
,

尤其是 。一 1。 c m 表层
。

雨后含水量可达到或

超过最大田间持水量
,

而干早时又可减少到调萎湿度下
。

该层土壤水分状况对农作物出苗及苗期生

长影响极大
。

(2 )水分活跃层 (2 。~ l o oc 誉 )
。

此层水分变化较上层小
,

土壤含水量多在 1 3%一 1 6%之间
,

是作

物根系吸水的主要层次
。

(3 加对稳定层 ( fb o一 2 0 0c m )
,

土壤水分变化较小
,

含水量多在 12 % ~ 14 %之间
,

是土壤水库

稳定供水的有效层
。

3
、

旱地土壤水分年际变化
。

观测结果表明
:

旱地土壤水分的年际变化
,

主要受到降雨量年
、

季分

配不均的影响
,

丰水年
,

土壤水分得 以补充
,

深层储水增加
;
干旱年

,

深层储水减少
。

隔县唐户垣

1 9; 2 年降雨量为 2 9 2
.

7m m
,

比 1 9 5 1年减少 T 2 0 4
.

g m m
, o ~ Z o o e m 土层 内土壤储水量 3 2 0

.

3m m
,

比 1 9 8 1 年减少了 18
.

Zm m
。

由于土壤水库的调墒作用
,

使土壤水分的年际变化明显小于降雨量的

年际变化
。

掌握旱源地土壤水分变化规律
,

对于提高该地区土壤水分利用率
,

充分发挥降雨增产潜力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旱源地向 日葵与大豆带状间作种植法试验研究

1
、

试验方法
。

( 1) 立地条件
:

试验设在我站试验场农业试区
、

坡度 2o
,

坡向正南
,

耕层土壤有机

质含量 8 9 k/ g
、

全磷含量 。
.

79 k/ g ,

试区面积 1 5 0 0m , .

(2 )试验处理
:

试验设置向日葵+ 大豆采用两

种间作比柯和两种种植密度
,

以单作向日葵为对照
.

间作比例
:

① 3
:
7 种植法

,

即 2
.

3m 幅宽
,

1
.

6m

内种 6 行大豆
, 0

.

7m 内种 2 行向日葵
;②5

:
5 种植法

:

即 1
.

6m 幅宽
, 0

.

s m 内种 3行大豆
, 0

.

s m 内

种 2 行向日葵
。

种植密度
:

①行距 54 c m
,

株距 6 c0 m
,

②行距 54 c m
,

株距 50
c m

。

将上述两种间作比例

分别与两种种植密度组合起来
,

组成四个间作处理
,

加上对照 (向日癸单作 )
,

即是该试验设置的 5

个处理 (详见表 l) 各处理随机排列
,

三次重复
,

由于径流观测设备所限
,

各处理径流观测不设重复
。

小区面积 1 0爪 x l o m 、 ( 3 )施肥方法
:

每亩秸秆土杂肥 1 Z o o k g
,

饼肥 Z o k g
,

碳钱 z s k g
,

普磷 3 0 k g 作

基肥播种时施入
,

尿素 1 0 k g 作追肥
,

现蕾前结合中耕施入
.

各间作处理区的大豆只施用有机肥和

磷肥
,

不施用氮肥
,

氮肥集中施于本区的向日葵
。

表 1 向日葵+ 大豆试验处理
口口

...

处 理
,,

项项 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
IIIIIII III III WWW VVV

间间作比例例 3 . 7 ( 1 ))) 3 : 7 ( 2 ))) 5
: 5 ( 1 ))) 5

: 5 ( 2 ))) C KKK

向向日葵葵 行距 ( e m ))) 5 444 5 444 5444 5444 5 444

株株株距 ( e m ))) 6 000 5 000 6 000 5 000 7 555

大大 豆豆 行距 ( e m ))) 2777 2 777 2 777 277777

株株株距 ( e m ))) 3 333 3 333 3 333 3 33333

2
、

试验结果分析
。

(1 )向日葵大豆的增产效益
。

向日葵与大豆带状间作
,

改善了向 日葵的水

肥条件和群体结构
,

增强了向日葵的边行优势
,

促进了个体育
,

单株产量明显提高
。

如果适当的减小

向 日葵的株行距
,

进行合理密植
,

充分发挥个体与群体的增产作用
,

其单位面积产量就会有所提高
。

1 9 8 9 ~ 1 9 9 1 年的试验结果表明
:

向日葵与大豆间作
,

其单位面积产量比向日葵单作提高了 7
.

7%

~ 27
.

0 %
,

其中 5
,
5 间作种植法增产效果明显 (详见表 2)

。

此外
,

由于向日葵与大间作
,

有利于通

风透光
,

使得向日葵病害减轻
,

批籽率下降
。

1 9 8 9 年测定结果表明
:

向日葵与大豆 5
,
5 间作

,

批籽

率比向日葵单作降低了 2
.

2 %
,

1 9 9 1 年测定结果
:

向日葵与大豆 5
:
5 及 3

:
7 间作

,

其社籽率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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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向日葵单作降低了 巧
.

1 %和 1只
.

2 %
。

2 ()向日葵 +大豆的水保效益
。

据观测统计
, 1 9 8 9~ 1 9 9 1 年

5~ 1 0 月 (作物生育期 )平均降雨量 3 6 5
.

Zm m
,

试验区共产流 9 次 ( 1 9 8 9 年 i 次
,

1 9 9 0 年 6 次
, 1 9 9 1

年 2 次 )
,

产流雨量 2 8 0
.

g m m
。

表 2 不同处理产量统计

试试验验 处 理理 III III lll NNN 平均亩产产 增产幅度度
年年份份份份份份份 ( k尸 /亩 ))) ( % )))

(((年 )))))))))))))))))))))))))))))))))))))))))))))))))))))))))))))))))))))))))))))))))))))))))))))))))))
向向向向日葵葵 大 豆豆 向日葵葵 大 豆豆 向 日葵葵 大 豆豆 向日葵葵 大 豆豆 向日葵葵葵
((((((( k g /区 ))) ( k g /区 ))) ( k g /区 ))) ( k g /区 ))) ( k g /区 ))) ( k g /区 ))) ( k g /区 ))) ( k g /区 ))) + 大豆豆豆

1119 8999 5
.
5 ( 1 ))) 3 9

.

888 1 7
。

111 4 0
。

666 1 5
.

999 3 3
。

666 `

生
`̀ 3 8

.

000 1 7
。

111 1 2 2
.

777 12 7
.

000

eeeee kkk 4 4
。

33333 4 8
.

00000 3 8
。

22222 4 3
.

5
产产产

9 6
.

666 1 0 0
.

000

111 9 9 000 3
: 7 ( 1 ))) 6

。

777 1 1
。

000 6
.

333 9
.

333 7
.

444 9
。

888 6
.

888 1 0
。

000 1 12
.

111 1 0 7
.

777

33333
:
7 ( 2 ))) 6

.

999 9
.

555 7
。

222 1 0
.

444 8
。

111 8
.

999 7
。

444 9
.

666 11 3
.

444 10 8
.

999

55555
:
5 ( 1 ))) 1 2

.

333 6
.

555 9
。

888 6
。

888 1 1
。

444 5
.

999 11
。

111 6
.

444 1 16
.

777 1 1 2
。

111

55555 : 5 ( 2 ))) 1 3
。

111 5
.

666 1 1
.

222 6
。

333 1 2
.

666 6
。

777 1 2
.

333 6
。

222 1 2 3
。

777 1 1 8
.

555
eeeee kkk 以以以 1 5

。

33333 1 7
。

11111 1 5
。

66666 1 0 4
.

111 1 0 0
。

000
1111111 4

。

444444444444444444444

111 9 9 111 3 : 7 ( 1 ))) 2
.

999 3
。

222 2
。

888 3
。

444 3
.

111 4
。

222 2
.

999 3
.

666 4 3
.

333 1 2 2
.

777

33333
t 7 ( 2 ))) 3

。

222 2
.

888 3
.

444 3
。

222 3
.

333 3
.

666 3
.

333 3
.

333 4 4
.

000 1 2 4
.

666

55555
: 5 ( 1 ))) 3

。

888 2
。

111 3
。

444 2
.

555 4
。

444 2
.

444 3
.

999 2
。

333 4 1
。

333 11 7
.

000

55555 :
5 ( 2 ))) 3

.

666 2
。

111 3
.

999 1
。

999 4
.

444 2
。

222 4
。

000 2
.

111 4 0
。

777 1 1 5
。

333

eeeee kkk 5
。

33333 5
。

77777 4
。

99999 5
.

33333 3 5
.

333 1 0 0
.

000

注
:
19 8 9 年小区面积为 30m x 10m

向日葵与大豆带状间作
,

间作带横坡种植
,

作物密度增大
,

地面覆盖增加
,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田间径流及泥沙的产生
,

起到了缓流落淤的作用
。

据观测表明
:
向日葵与大豆间作

,

在坡度较缓的源

地上具有明显的减流拦泥效益 (见表 3 )
,

从表 3 可以看出
,

向日葵 + 大豆
,

其径流量和冲刷量分别

表 3 不同处理径流量及冲刷量比较表

试试验年份份 处 理理 生育期期 产流雨量量 径流量量 冲刷量量 效 益益

(((年 ))))) 降雨量量 (m m )))))))))))))))))))))))))))))))))))))))))))))))))))))))))))))(((((((m m ))))) ( m ,
/亩 )

。。

与对照照 ( k g /亩 ))) 与对照照 减 流流 拦 泥泥
比比比比比比比较 (% ))))) 比较 ( % )))))))

111 9 8 999 5 , 5 ( 1 ))) 3 82
.

777 且9
.

111 0
。

2 1 444
. `̀

5
。

7 3 222 85
.

111 1 4
.

444 `

上
’’

eeeee kkk 3 82
。

777 3 9
.

111 0
.

2 5 000
0

8 5
。

666 6
.

7 3 333 1 0 0
.

0000000

1111111111111 0 0
.

00000000000

1119 9 000 3 盆 7 ( 1 ))) 3 87
。

666 1 7 9
。

555 1 1
.

8
与与

7 2
。

000 9 9
。

333 7 0
.

000 2 8
.

000 3 0
.

000

33333 . 7 ( 2 ))) 3 87
。

666 1 7 9
.

555 1 1
.

111 6 7
.

777 84
。

111 59
。

333 3 2
。

333 4 0
.

777

55555
.
5 ( 1 ))) 3 87

.

666 1 7 9二555
2
1 3

.

999 8 4
。

888 1 1 3
。

111 7 9
.

888 1 5
。

222 2 0
.

222

55555
.
5 ( 2 ))) 3 87

.

666 1 7 9
。

555 1 2
。

333 7 5
。

000 1 0 3
.

111
.

7 2
.

777 2 5
。

000 2 7
.

333

eeeee kkk 3 87
。

666 1 7 9
.

555 16
.

444 1 0 0
。

000 1 4 1
。

888 10 0
.

0000000

111 99 111 3 . 7 ( 1 ))) 3 2 5
.

333 6 2
。

333 1 0
。

222 6 9
.

666 6 5
.

5
`̀

7 5
.

888 3 0
.

444 2 4
.

222

33333 . 7 ( 2 ))) 3 2 5
。

333 6 2
。

333 9
。

444 6 4
。

444 6 0
。

444 69
.

888 3 5
。

666 3 0
.

222

55555 5 5 ( 1 ))) 3 2 5
。

333 6 2
.

333 1 0
.

888 7 4
.

000 6 9
。

222 8 0
.

000 26
。

000 2 0
。

000

55555 .
5 ( 2 ))) 3 2 5

.

333 6 2
。

333 1 2
。

777 8 7
.

000 7 6
.

777 8 8
.

777 1 3
.

000 1 1
。

333

eeeee kkk 3 2 5
。

333 6 2
.

333 1 4
.

666 1 0 0
.

000 8 6
.

555 1 0 0
.

0
。。。。

比向日葵单作减少了 13 写~ 35
.

6 %和 1 1
。
3% ~ 40

.

7 %
.

由于向日葵 + 大豆较向日葵单作能够减
轻地表径流

,

使得土壤储水量增加
,

田间耗水量减少
,

土壤水分利甫率提高
。

1 9 9。 年观测结果
:

向 日

葵十大豆
,

在整个生育期土壤储水量比向 日葵单作增加了 3
.

。%~ 1 5
.

7 %
,

水分生产率提高了

1 8
.

2 % ~ 2 7
.

2% (见表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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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处理田间耗水量比较

处处 理理 播种前田间间 收获后田间间 田间贮水量变化化生育期间降雨量量 田间耗水量量 水分生产率率
贮贮贮水量量 贮水量量 ( m m))) ( m m))) ( mm))) ( kg/ m m)))

((((( m m))) ( m m)))))))))))

333
:7( 1 ))) 3 01

。

3 2 9998 8
.

7 999一 1 2
。

63 000 8 7
。

6664 0 0
.

2 000 0
.

2 888

333
:

7( 2 ))) 3 02
.

1 5552 4 5
。

4 555一 56
.

73 000 8 7
。

6664 4 4
。

3 000 0
.

2 666

555 :
5( 1 ))) 3 0 8

.

2 0002 4 2
.

1 777一 6 6
.

0222 3 8 7
.

6664 53
.

222 6 0
.

2 666

555 :
5( 2 ))) 3 0 9

。

4 6662 3 6
.

8888一 2 7
.

58883 8 7
。

6664 6 0
.

1 8880
,

2777

eee kkk 29 7
.

1 111 21 0
.

1777 一 8 6
.

9 444 3 87
.

666 4 7 4
.

5444 0
.

2 222

注
:

播种前田间贮水盘测定日期为 5 月 5 日
,

收获后 田间贮水量测定日期为 10 月 20 日
。

从上述试验结果可以看出
:

早源地向日葵与大豆带状间作种植法比向日葵单作
,

具有明显的水

保及经济效益
。

所以是旱源地向日葵种植的一种好方法
,

今后应加以推广
,

并在推广中注意搞好与

其它作物轮作进行
。

(三 )旱源地作物配方施肥技术示范推广

1 9 8 9 年和 1 9 9 p年
,

我们分别对早源地玉米
、

向日葵
、

马铃薯等几种主要作物进行了配方施肥

技术示范试验
.

试验设置传统施肥法与配方施肥法两个处理进行对 比观测
,

配方施肥法采用计划产

量法
,

即根据作物常年产量水平
,

确定计划产量指标
,

按计划产量和每 10 Ok g 籽粒吸收氮
、

磷
、

钾三

要素养分的量
,

计算出要达到计划产量的总需肥量
,

然后再根据土壤养分化验结果
,

土壤养分和化

肥被作物当季利用率
,

计算出实际需施的化肥量
。

试验结果表明
:

早源地作物进行配方施肥在正常情况下
,

具有明显的增产效益 (见表 5 )
。

1 9 8 9 年正常年份
,

向日葵采用配方施肥法比传统施肥法产量提高了 16
.

6%
,

亩纯收入增加了

17
.

4 元
。

1 990 年由于作物生育前期少雨干旱
,

后期暴雨不断
,

严重的影响了作物正常的生长发育
,

大大降低了作物配方施肥的增产增收效益
。

主要表现为
:

玉米配方施肥增产增收
,

但效益不高
,

马铃

薯增产减收
,

向日葵则减产减收 (详见表 5 )
.

目前由于技术设备所限
,

大面积的旱源地还不能采用验土配方施肥
,

为此
,

我们根据早源地土

壤肥力
,

作物产量水平
,

结合我站两年来的试验研究结果
,

提出早源地几种主要作物的建议施肥量

(见表 6) 以及较为科学的施肥方法
,

以便生产中参考应用
。

早源地作物配方施肥技术在施肥方法上
,

要推广
“

三肥垫底一炮轰
”
的方法

.

为了提高肥效
,

应

先将磷肥事先粉碎过筛与农家肥搅拌沤制
,

最好按 。
.

5
:
100 的比例与农家肥混合堆沤 15 天左右

,

在堆沤中加入少量的速效肥可加速有机肥的腐烂分解
,

促进无机磷的进一步转化
.

肥料在播种前

1。天左右一次施入
,

避免播种时与农作物种子争水的矛盾
。

施肥时
,

先空翻一犁
,

深施碳按
,

再施预

先堆沤好的混合肥料
,

然后翻犁覆盖依次进行
,

从而减少氮肥的挥发
,

提高肥料的当季利用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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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不同施肥法投入产出比较表

试试验年份份 作物种类类 处 理理 化肥投入量量 作物产出量量 纯 收 入入

(((年 ))))))))))))))))))))))))))))))))))))))))))))))))))))))))))))))))) (((((((((kg /亩 ))) (元 /亩 ))) (kg /亩 ))) (元 /亩 ))) (元 /亩 )))

9 111 8999向向 配方施肥法法 碳按
:

555 14
。

555 10 1
.

999 14 2
。

777 2 13
.

333

日日日日日 硝按
:333 1 6

.

5 ~19
.

444444444

葵葵葵葵葵 普磷
:

2 888 8
.

444444444

传传传传统施肥法法 碳按
:

555 27
。

555 87
。

88812 2
。

999 10 5
。

999

硝硝硝硝硝铰
:
1000 5

.

0 ~7 1
.

000000000

普普普普普磷
:

555 14
.

555555555

1119 9 000玉玉 配方施肥法法 磷钱
:4 777 14

。

1113 09
.

555 5 1 8
。

??? 14 4
。

555

米米米米米 普磷
:333 5

.

5 1
.

9 ~4 1
.

222222222

尿尿尿尿尿素
:

444 1 1 1
。

222222222

传传传传统施肥法法 碳按
:3 555 10

.

555 27 8
。

111 1 66
。

999 3 9 1
。

444

普普普普普磷
:

3 0009
。

0 ~27
。

555555555

尿尿尿尿尿素
: 1000 8

.

0
.........

向向向向 配方施肥法法 碳按
:

2 222 6
.

6664 7
。

888
`

0 14
。

7779 7
。

222

日日日日日 普磷
:

3 333 9
。

9 ~25
。

.

555555555

葵葵葵葵葵 尿素
:000 1 8

。

000000000

11111111111111111111111
。

000000000
磷磷磷磷磷酸二氢钾

:::::::::::

000000000
。

55555555555

传传传传统施肥法法 碳按
:

555 27
。

555 7 8
。

222 109
.

8889 8
。

888

普普普普普磷
:

555 14
。

5 ~20
。

000000000

尿尿尿尿尿素
:

000 1 8
。

000000000

马马马马 配方施肥法法 碳钱
:

3 555 10
.

5554 80
.

6669 6
.

111 69
.

777

铃铃铃铃铃 普磷
:

333 2 6
.

9 ~2 6
.

444444444

薯薯薯薯薯 尿素
:

000 1 8
。

000000000

磷磷磷磷磷酸二氢钾
:::

1
。

000000000

000000000
.

55555555555

传传传传统施肥法法 碳按
:

2555 7
.

555
.

4 5 5
.

9 111 1
。

000 7 1
。

000

普普普普普磷
:

555 14
。

5 ~20
。

000000000

尿尿尿尿尿素
:000 1 8

.

000000000

注
:

表中单价按碳彼 。
.

3元八 g,

普碑 。
.

3 元 k/ g ,

尿索 。
.

8元 k/ g ,
玉米 。

.

6 元 / k g
,

向日葵 1
.

4元 / k g ,马铃拼 0
.

2元压g 计
。

表 6 早源地作物建议施肥量

作作 物物 产量水平平 氮肥施用量 (k g /亩 ))) 磷肥施用量 (k g /亩 )))

((((( k g /亩 )))))))))))))))))))))))))))))))))))))))))))))))))))))))))))))))
纯纯纯纯 氮 (N ))) 折 合 化 万万巴巴 纯

.

磷 ( P : O : ))) 折合化肥肥

碳碳碳碳碳铁铁 硝按按 尿素素素 普 碑碑

玉玉 米米 3 5 0~ 5 0 000 5~ 999 6 0~ 1 0 555 4 0~ 5 555 2 0~ 4 000 2
。

6~ 4
。

111 4 5~ 7 000

向向日葵葵
.

1 0 0~ 15000 3~ 666 3 5~ 7000 18~ 3 555 1 3~ 2 666 2
。

6~ 3
。

999 3 0~ 5000

谷谷 子子 2 0 0~ 3 0 000 3~ 555 3 5~ 6 000 1 8~ 3 000 1 3~ 2 222 2
。

6~ 3二 999 3 0~ 5 000

高高 粱粱 4 5 0~ 6 0 000 8~ 1 111 9 4~ 1 2 9
··

4 7~ 6 555 3 5~ 4 888 5~ 6
.

999 8 0~ 11 555

马马铃薯薯 1 0 0 0~ 150 000 3~ 777 3 5~ 8222 18~ 4 111 1 3~ 3 000 1
。

1~ 2
.

111 2 0~ 3 555

三
、

旱源地作物生产潜力调查

(一 )调查内容
·

1
、

作物种类及种植比例
; 2

、

作物一般轮作方式
; 3

、

自然条件及施肥水平
; 4

、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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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生长量及籽粒产量
。

(二 )调查结果 1 98 8~ 1” 1年
,

我们按照上述内容要求对早源地作物生产潜力进行了定点调

查
,

1 9 8 8 年调查户数为 3 0 户
,

1 9 8 9~ 1 9 9 1年调查户数均为 2 0 户
。

4 年调查面积累计 1 4 1 1
.

7亩
,

人 口累计 4 46 人
,

人均耕地面积 3
.

17 亩
。

作物种类及各种作物种植面积
,

各种作物施肥水平
,

各种

作物单位面积产量
,

见表 7
.

1 9 8 7~ 1 9 9 1年降雨量及生育期 (5 ~ 10 月 )降雨量见表 8
。

表 7 旱源地作物生产潜力调查统计

作作物种类类 种植面积积 产量 k ggg 施肥水平 (k g /亩 )))

亩亩亩亩 占%%% 亩 产产 总 产产 有机肥肥 纯 氮氮 纯 磷磷 氮
:

磷磷
PPPPPPPPPPPPPPPPP

: 0 55555

玉玉 米米 3 3 3
.

111 23
.

666 25 6
。

999 85 5 61
.

333 1 3 3 000 5
。

000 3
.

999 1 . 0
。

888

向向 日 葵葵 舒 9
·

111 32
。

555 5 8
。

777 2 6 9 5 1
.

333 8 8000 4
。

444 2
.

999 1
: 0

.

777

谷谷 子子 1 4 5
。

777 1 8
。

333 1 26
。

555 1 8 4 3 2
.

111 1 1 2 000 5
`

111 3
.

111 1 : 0
。

666

糜糜 黍黍 8 0
.

222 5
.

777 8 8
。

000 7 0 5 7
。

777 9 9000 1
。

888 1
.

444 1
: 0

。

888

豆豆 类类 1 1 9
.

555 8
.

555 5 8
。

333 6 9 6 6
.

777 9 6 000 3
.

555 1
。

777 1
, 0

.

555

高高 粱粱 37
。

888 2
.

777 3 9 4
。

111 1 4 8 9 8
.

444 1 6 3 000 5
。

000 3
。

444 1
, 0

.

777

筱筱 (荞 )麦麦 8
。

000 0
。

666 6 5
。

000 5 2 0
。

000 1 2 0 000 /// 2 0
.

000 ///

马马 铃 薯薯 9 8
.

111 6
。

999 5 4 6
。

999 5 3 6 4 6
。

666 9 4 000 4
。

555 4
。

555 1 .
111

西西 瓜瓜 6 9
.

222 4
。

999 1 30 9
.

666 9 0 6 2 6
,

444 1 4 2 000 2
.

999 3
.

666 1 一 1
。

222
444

胡 麻麻 1 4
.

000 1
。

000 3 4
。

666 4 8 4
.

222 /// 1
。

999 4
.

444 1 . 2
.

333

烟烟 草草 4 7
。

000 3
。

333 9 1
。

333 4 2 9 1
。

11111 烟草专用肥肥 8 5
.

00000

表 8 1 98 7~ 1 9 9 1 年降雨量统计表

时时 段段 降雨量 ( m m )))

11111 9 87 年年 1 9 8 8 年
`̀

1 9 8 9 年年 19 9 0 年年 1 9 9 1 年年

全全 年年 3 0 2
。

111 5 7 7
。

111 4 6 4
.

222 5 0色
.

66666

生生育期 ( s ~ 1 0 月 ))) 2 1 7
。

888 5 3 2
.

333 3 8 7
。

777 3宫7
.

666 3 2 5
。

333

作物一般轮作方式为
:

.

向日葵分谷子分玉米 + 大豆弓高粱
;

向日葵分谷子分马铃薯分玉米
;

糜黍 (杂粮
,

豆类 )分向日葵甘玉米分谷子分玉米
(三 )存在问题 根据调查结果

,

我们发瘾前旱源地作物种植上存在有以卞几个问题
:

( l) 作物产量低而不稳
。

据调查
,

1 9 8 8~ 1 9 9 1 年
,

粮食作物平均亩产为 1 82
.

o k g /亩
, 19 9 。 年较

高为 220
.

6k g /亩
,

1 9 9 1 年较低只有 98
.

s k g /亩
。

造成作物产量低而不稳的主要原因是
:

降雨量分布

不均
;
土壤瘩薄且投入较少

。

( 2) 作物种植比例
1

失调
。

据调查
,

1 9 88~ 1 9 9 1 年
,

向日葵种植比例一直保持在 30 %左右
,

1 9 9 1

年早源地开始大面积种植烟草
,

当年种植面积就占作物种植面积的 15
·

2%
,

今后种植面积还会有

大幅度上升的趋势
。

向日葵
,

烟草种植比例过大
,

影响了合理轮作倒茬
,

造成李壤养分供给失调
,

用

养地脱节
,

土壤肥力下降
,

病虫害猖撅
,

作物产量大幅度下降
。 `

。

( 3) 有机肥料量少质低
,

据调查 1 9 8 8~ 1 9 9 1 年各种作物有机肥料平均用量只有 1 O70k g /亩
,

有不少耕地多年不施有机肥或很少施用
,

同时许多有机肥料质量低劣
,

徒有肥名
,

实无肥效
。

( 4) 氮磷比例失调
,

利甩率较低
。

据调查
,

有不少农户盲目施用化肥
,

不是因地
、

因作物施肥
,

而

是有什么肥
,

就施什么肥
,

有的只重视氮肥的施用
,

不重视氮磷肥配合
,

加之施肥方法不当
,

造成作

物养分供给失调
,

化肥利用率较低
。

(下转 第 7 7 页 )



第 6 期 李鸿杰等
:

.

坡耕地蓄水保土耕作法及其效益分析

6
.

n %
,

土壤孔隙度则依次减小 ?其减小的幅度分别为

表 13 不同坡度分层含水量比较

1 0
.

6 9%和 5
.

9 7%
。

坡坡度度 0~ 2 0C mmm 比 较较 20~ 4 0C 订订 比 较较 4 0~ 60C 犷犷 比 较较
(((

o

))) (% ))) (% ))) ( % ))) ( % ))) (写))) (% )))

111 000 1 5
.

333 8
。

9 888 1 6
.

1 333 8
。

3 333 1 5
。

6222 3
.

3 111

111555 1 4
.

5 666 3
。

7 000 1 4
.

8 000 一 0
。

6 000 1 4
。

3 555 一 5
.

0 999

222555 1 4
.

0 44444 1 4
.

899999 1 5
。

122222

臀臀臀 容重重 增减减 孔隙度度 增减减
((((( g / em

,
))) (士 ))) (% ))) (士 )))

111 000 1
。

1 666 一 1 1
。

4 555 5 6
.

1111 1 0
.

6 999

111555 1
。

2 333 一 6
。

1 111 5 3
。

7 222 压
.

9 777

222 555 1
。

33333 5
.

0 644444

五
、

结 论

在丘陵早坡地上
,

实行垄作与间作后
,

在产流的情况下均比平作增产
,

并可拦蓄较多的雨水
,

减
.

少径流和泥沙
,

从而取得蓄水保土的显著效益
,

是一种有效的水保措施
。

在篙县
,

目前仍有 30 余万亩坡地
,

但坡改梯的速度为 1 万亩 /年
。

因此
,

在未进行坡改梯之前
,

或不能进行坡改梯改造的坡耕地
,

推广应用垄作及间作措施十分必要
。

趁公么副翻衬场旧喻移公翻州分翻扮蛤泪公么卜编义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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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内蒙古西部黄土丘陵区
`

,

土质较疏松
,

使水分入渗加快
,

加之该地区地表水分蒸发强烈
,

使土

壤水分移动加强
。

3
.

作物生长发育耗水
,

主要来源于该年生育期降雨
,

即汛期降雨
,

而土壤在这里起调节和再分

布的作用
。

4
.

该地区土壤的垂直方向基本可分为三个层次
,

即 。~ 4 c0 m
,

40 ~ l o oc m
,

100 ~ Z o oc m 这三个

层次
,

不同时期水分含量有一定的差异
。

但主要还是在雨季
。

土壤水分垂直动态变化
,

也主要是随

着降雨的动态变化而变化的
。

` 公翻卜翔冲墉 . 宙越` . 公么舒取不娜伙沁闷啼匆替刽翻阅冶令刘编旧会取扮蜡弓份孰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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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结
·

语

旱源地蓄水保土耕作措施具有投资少
、

见效快
、

方法简单
、

易于推广
、

蓄水保土能力强
、

增产效

益显著等特点
,

因此是早源地区改善土壤水肥条件
,

提高作物产量的重要途径
,

在生产中很有必要

加以推广
。

同时早源地蓄水保土耕作措施的研究是一项持久性的工作
,

目前课题任务虽然已完成
,

但并不意味着研究工作的结束
.

四年来的试验研究工作 、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
,

但这仅仅是研究工

作的开始
,

今后我们还要开展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