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鳖农学专业婆， 抓住主要环节 提高麦播质量
衄敷潋骏潋潋鳢

～^
，

。农学系 杨永光

根据我省生态条件及高产单位的基本经验，提出“提高麦播质量"的三个主要环节。

即。①选用优良品种，②适期播种，③合理密植。

河南人民广播电台

．认识小麦生育特点 抓：好春季麦田管理’
●

农学系。杨永光 ‘．

主要阐述了小麦在春季的生育特点，针对不同苗期，提出不同的管理措施。即：①很抓

“三早"促弱芦，②促控结食管壮苗，．③控制旺苗变壮苗。
‘

、．

全文载((河南农林科技》80，3

高产小麦的看苗管理技术 ，，

’

，

。
农学系 杨永光

首先讲述了麦苗管理技术的意义。根据我省小麦生产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并提出

各阶段的长相指标，及诊断技术，与予测依据。已在我省各高产区广泛应用。 ．‘

’． 。 全文载《河南农林科技》80年12期一

一． 高产小麦发育规律研究

农学系 杨永光

主要根据数年来的观察材料。详细分析了以下三个问题；①分蘖的发生及其成穗规律，

②幼穗的分化规律’⑧籽粒的灌浆规律。

全文载于《百泉农专学报》1980年第一期

按照生长规律进行麦田管理 ：

农学系 杨永光 二

主要阐述了小麦的三大规律。即：①分蘖成穗规律和提高成穗率的途径。②幼穗分化规

律和争取大穗的措施。③籽粒灌浆规律和提高粒重的方法。主要根据我校的观察材料，针对

我省豫北地区生态条件，概括出几条主要规律。

． 全文载于《河南日报》1980年1月4日

小：麦营养诊断 。：

农学系 郝中源

通过对小麦营养诊断方法的进一步研究和应用，对新乡地区亩产小麦400斤、600斤，

800斤，1000斤，拟定出比较合理的营养诊断指标。小麦追肥灌水前后土壤与植株的养分变

一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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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指出：每亩冬追碳铵50斤随即灌水，1斤碳铵大致可以增加土壤速效氮

0．9—1 P PM，增加植株硝态氮约4—6 P PM。掌握这一变化规律，就可以为小麦高产，稳

产、优质、低成本提供科学的施肥依据。

全文载于百泉农专小麦研究室《小麦科技》第二期

高产小麦的需肥规律研究初报

农学系 卓名贵 郝中源

研究小麦需肥规律，为高产小麦的合理施肥提供依据。 _

一、高产小麦吸收养分量：小麦在整个生长发育过程中对氮磷钾三要素的吸收利用情况， }

由于不同土壤肥力、气候和栽培条件的影响，以及品种和产量水平的不同，对各种营养元素 。

所需要的数量也是不同的。据我们收获亩产971．2斤的植株养分含量的分析结果，小麦植株

(不包括根系)，从土壤中吸收氮素28．57斤，磷(P：05)9．26斤，钾(K 2 O)30．47斤。

平均每生产100斤籽实，需氮2．94斤，磷(P 2 O。)0．95斤，钾(K：O)3．14斤。氮磷钾比

例为3．1：1：3．3。

二、高产小麦一生吸收养分特点：小麦从利t到收，经历不同生育期，不同生育期对养分

的要求是不同的。据我们研究结果是：在小麦出苗后到返青期吸收氮磷钾和积累的干物质较

少，此期吸收氮较磷钾为多；返青以后吸收氮磷钾速度增加，从拔节到孕穗期，是吸收氮磷钾

和积累干物质最快的时期，也是需要氮磷钾养分最多的时期，氮达到占总吸收量的91．38％磷

67．60％，钾68．56％，至开花灌浆期，吸收磷钾较氮多，灌浆到成熟期，对氮磷钾吸收数量

普遍下降。这一研究结果，虽然是初步的，但也为合理施肥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 全文载《小麦研究文集》1979年7—⋯1⋯J'⋯⋯⋯⋯ ●

有希望的高产抗病小麦新品系

农学系 黄光正

现将近年育成两个较有希望的新品系产量，性状简述如下。

“百农77—2 3"

系用百农7l一22作母本，73—4262作父本杂交，于1977年育成。经77—79年进行鉴定与品

比试验，亩产835斤一1100斤，比对照“郑引一号”增产lO．O一21．44％，居第二位；1979—80年

度参加新乡地区区试，平均亩产828．6斤，比郑引一号增产3．7％，居第三位。同年许昌地区

所试验，亩产1140．4斤，比郑引一号增产29．3％，居试验首位。该品种现已参加省区域试验

，以进一步明确其利用价值。

属春性品种，幼苗健壮，株高90厘米左右，秆硬抗倒伏，穗纺锤形，长芒、白壳、自粒、

质优，千粒重35--40克。高抗条、叶锈，轻感自粉病，抗干热风，成熟落黄好，中熟。在栽

培上注意播期不应过早，予北地区宜寒露后播种，播量I}．'215万左右基本苗为宜，浇好灌浆麦

黄水。

． “百农4003弦

——4——



用“阿芙乐尔弦作母本，百农71—22作父本杂交，于1977年育成。属弱冬性，分蘖多、抗

寒力强，叶片短宽上举。穗方形、无芒、自壳、白粒，品质优，千粒重40一43克。株高70厘

米，抗倒伏。条，叶锈免疫至高抗，白粉病免疫，抗青干，成熟落黄好。缺点是成熟较晚，

较郑引一号晚三天左右，但可通过适当早播，使成熟期提早。

该品系于1978—79两年试验亩产902．5—1088斤，比郑引一号增产10．12—10．42％。由

于具有较大的丰产潜力和抗倒伏，抗病力强的特性，现继续在高肥水地作试验，示范。，’’

。一 ：原文载于百泉农专《小麦研究文集≯1979年

高产小麦吸肥特点和施肥技术探讨

农学系 卓名贵 √，．

本文是根据河南省和我校对小麦吸肥特点和施肥技术研究结果写成。

一、高产小麦吸肥特点研究：小麦亩产971．2一1102斤的吸肥量，折合每生产100斤籽实

需氮2．82—2．94斤，磷酸0．95--1．2斤，氧化钾3．14—4．3斤。小麦不同生育期对养分的要求

是不同的，只有适时而恰当地满足小麦的养分，才能获得高产。1’4

二、小麦施肥技术研究；

小麦底肥研究：亩施有机肥料2500--10000斤，增产47．06—108．7％，’亩施碳铵25一100

斤，增产21．7—62．3％，亩施过磷酸钙40—lOO斤，增产9．3—32．6％。’ ·．．
， ．!，：1。‘．；

小麦种肥研究；用硫铵、尿素做种肥，增产5．7一lO．7％。： ．j： ’；：j．‘：_l

小麦追肥研究：以碳铵做追肥，增产效果好，钾肥作追肥，效果不显著。‘．， 。。i ：”、

小麦叶面喷肥：叶面喷洒磷酸二氢钾、叶肥、过磷酸钙、钼酸铵、草木灰、石油助长剂．j。

等，有一定效果。 一 ．
、

三、讨论：就小麦施肥问题，如有机肥料施用、合理施用化学氮肥、合理施用磷肥，钾

肥的施用和叶面喷肥等问题，进行讨论研究，提出建议，供生产实践参考。

全文载《小麦高稳低研究推广文集》1974--1979

对增强小麦边行优势技术的
一

0‘‘一

研究及其实践意义 ，：’：：o·j j，一，-

， 农学系 张维城 一
4：、 ”．?。』’+’’

’‘

总结-j"1975--1979年的大量试验与调查结果。阐述了小麦边行优势的一般规律及各种栽

培因素对它的影响。证明了边行的产量上限远高于申行，7目前对边行和中行术加区别地进行

栽培管理，严重限制了边行生产潜力的发挥，造成了地力与光能的浪费。通过资料说明由于．．

边行特殊的生态条件，要想充分发挥其生产潜力，必须适当增加其播种密度和施肥量，。即边’’

行“双增"。“双增”可使边行实际产量增2950％左右，而边二行即不因此受到明显影响。I

全文载于《河南农林科技》1979年5期《小麦研研文集》1-9{，9年+：’’0‘‘‘√
J．≯，，一

、’ 。： ， ：：。孟乏!? ，j

．：_，7．j j．：．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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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经济施用氮素化肥问题的探讨
‘

农学系 张维城

本文详细阐述了小麦生产中提高氮素化肥肥效的问题。

全文载于《小麦研究文集》1979年

小麦的边行优势

农学系 张维城

本文具体阐述了边行“双增"的技术及其理论根据和应注意的问题，及在生产中使用的

效果。

全文载于《河南科技报》1979年9月3日《小麦科技》1979、第一期

小麦经济施用碳酸氢铵问题的探讨

农学系 张维城

本文根据197l一一1975年四年在汲县孙杏村公社进行的试验，从下述五个方面阐述了小

麦经济施用碳酸氢铵的问题t 1、土壤基础肥力与肥效的关系；2、碳酸氢铵做底肥、种肥和

追肥的肥效比较，3、不同施肥时期对肥效的影响；4、施用量与肥效的关系；5、施肥技术

与肥效的关系。(1976年在全国12省市越冬作物评比检查会上，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曾道孝在

报告中引用过其中部分资料。) ．，

全文载于《河南农林科技》1979年第一期、

～

t 绿肥对小麦的增产效果

农学系 卓名贵

广开肥源，大种绿肥，是解决小麦肥料的有效途径。

一，绿肥的增产作用：绿肥掩青增产效果是显著的，增产22．1---63．3％。不但当季小麦

增产，还有后效作用。

二、我省以小麦为主的绿肥种植制的经验。

1，一粮一肥t在冬小麦茬口上，，种植夏季绿肥如柽麻、田菁、绿豆等。

2，两粮一肥：小麦收后，种植夏玉米时，采用宽窄行种植，在宽行内种绿肥掩青。

3、两粮两肥；采用7．5尺一带作成哇，种三耧麦，一耧苕子，来年4月苕子翻压，种

两行玉米，当玉米长起来后，于7月中上旬，在玉米行间套种柽麻或绿豆。

此外，’还可实行异地掩青：利用荒地、沙地、沟边、渠边，路边，大量种植紫穗槐，沙

打旺、苜蓿、柽麻、草木樨等绿肥，收割后掩青作为小麦底肥。

三、结论

1，应提高认识，因地制宜舻积极发展各种绿肥作物。

2、绿肥应纳入种植制中去，实行轮作，间套作。

一B一



3、绿肥应作为一季作物来种植。

4，加速绿肥种子的繁殖问题。

5、进一步开绿肥试验研究工作。

全文载《小麦研究文集》1979年

夏播棉花栽培试验示

范的研究报告 ，，

‘

农学系 张学礼

棉花夏播是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善，科学种田水平提高，国家四化的需要，对棉花种植制

度的一项重大变革。就是改春播棉花一年一熟制，为夏播棉花一年两熟耕作制。，它不同于

麦、棉套种两熟制。其主要形式是麦(小麦或大麦)，棉或油(油菜)、棉两熟耕作制。即

小麦、大麦或油菜收获后，直播早熟种棉花，棉花拔秸后，再整地翻种小麦、大麦或移栽油

莱，或在棉花生育后期(9月初)在棉花行间套种油莱。这两种形式搭配翻种，有利提高地

力，充分利用光、热等自然资源，和有效的生产季节，促进粮、棉，油全面增产。

该项课题已经进行五年。1979年示范推广面积已达10270亩，1980年予计将扩大到了3

万亩以上。目前小麦茬花一般亩产皮棉稳产在50斤以上，大麦茬花亩产稳定在70斤以上，油

菜茬花亩产稳定在80斤以上。百斤皮棉地块出现不少，最高亩产皮棉137．5斤。 ．

夏棉的优越性是：投资少，收益多，据调查：麦、棉或油、棉两熟制较一熟制每亩增加

收入41．27一一98．05元，油、棉两熟返还饼肥也显著增加I故有力地促进粮、棉，，油全面增

产。

夏花的栽培条件是：选用早熟棉种，有足够的光、热资源，以及机械化条件较好的平原

水肥地区。
。

一。

夏花的生育特点是：生较发育快、生育期较短’开花结铃集中伏桃多，花铃期不短，铃

重基本不减；经济产量系数较高，以及容易全苗早发等。

‘夏花的栽培要点是：施足底肥浇足播前水；早播、高密度’少耕灭茬、快速整地’早管

促早发，以及早打顶，早追肥等。

全文载于((河南省棉花学会会刊》1979年

棉’花的边际效应及其利用
’ 农学系 张维城 ‘

总结了1975—1977年在汲县孙杏村公社和鹿邑县城郊公社的试验和调查结果。阐述了棉

。花边际效应的一般规律和各种栽培因素对它的影响，提出了从两个方面着手人为地增强棉花

边际效应的技术。研究表明，充分利用棉花的边际效应可以将结铃率提高到40一50％。这不

仅利于棉花产量的提高，而且可以相应降低生产成本。文中还提出了充分利用边际效应的三

种途经，及其相应的技术和应注意的问题。

全文载于《河南农林科技》1979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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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麦茬花生的实践和体会

农学系 王紫千

百泉农专作栽组从1974年起在辉县北阳大队建立花生科研基点。由于优良品种的普及和

栽培的改进。 实行一年两熟制(小麦一花生)、使花生产量不断上升。单产达311—432．2

斤。

通过几年的种植实践，使我们认识到：

改春播花生为麦茬花生，是解决粮油争地矛盾的有效措施，

麦茬花生比麦套花生，易于达到密植要求，且操作方便，利于机械化。麦套花生主要是

密度保证不了，，因而产量不如麦茬花生，选用优良品种是麦茬花生的重要一环；麦茬花生早

播是关键；麦茬花生要合理密植保全苗，以密取胜，根据不同品种要进行不同管理，根据其

．生物特性在播种，，收获、浇水等措施上要有区别。

， 全文载于‘辉县科技》1979年第二期

试论我省麦茬花生的前途
，

’．： ．’

农学系 王紫千
’4’。‘

‘以前，麦茬花生所以推不开，主要是没有早熟花生品种，二是没有水浇条件，不能按时

早播l三是土壤肥力低下，负荷不了两季作物的消耗需要，故麦茬花生发展不快。近年来水

。0肥条件有了变化，且油脂供应仍较紧张所以发展麦茬花生是适宜的。

“⋯。一推广花生夏播是获取粮油增产的方向：一麦一油的种植方式、总产高，且能以地养地，粮

油都可丰收。夏播花生增产的例子多，我省北阳大队树立了夏播花生的典型，经验可供借

’～’鉴i我省气候条件能满足早熟花生生育120天积温280 0。C的要求，从南阳，滦川，密县，

辉县北阳，四处的试验看，全省都可推广麦茬花生；麦茬花生的品种可采用68—4、1016、

’濮阳263等，夏播花生的栽培要点是：早播、加大密度、确保全苗，加强管理，一促到底。

全文载于《百泉农专学报》1979年第二期
^J

蓖麻的用途和栽培技术

农学系 王紫千

蓖麻籽含油量高(46—55％)，其油粘度高，凝固点低，既耐严寒又耐高温，具有其他

油脂所不及的特性。有好几种尼龙都是用蓖麻油制造的。

． 。蓖麻适应性强，管理易、投资少、收益大，据百泉农专生防研究室多年经验，每种一亩

‘蓖麻可收100多斤种子，能采2000斤叶子，可养1—2万条蚕。且可结合生防开展综合利用。

。‘’．。、栽培时可用零星空地，冬闲时挖坑晒土，于四月上旬播种。也可育苗移栽，以养蚕为主

的还可打顶，以降低植株高度和果位，促进多分技、多长叶，每次采叶量不要超过全株生长

’量的三分之一，及时培土可防倒状。

全文载于‘河南农林科技>1980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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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夏’播．花生 大有可为
、’ ●

‘

农学系! 王紫干
’

j ”
●·

我省具有推广花生夏播的自然条件：年平均气温12一15。C，6月上旬平均气温在23。C

以上，适于花生生长。北鄂地区在lO月中旬，南部地区在lO月下旬气温仍在13。C左右，尚

能维持花生生长。上茬小麦收后到下茬小麦播种。中间有120一～130天，可以种夏播花生。

就现有品种来说。有几个可以做为过度品种利用。

花生夏直播的优点，比麦套花生多。麦套花生在小麦亩产400斤以上时，则套对操作不

便，密度不易保证，且因共生期间花生都闭影响花芽分化：夏直播则因操作方便，密度可按

计划安排，苗足则易夺高产。有的年份天早常是影响花生播种的因素，因此推广麦茬花生要

在有水浇条件的地方。 ’

^

。 全文载于‘河南农林科技》1980年第五期

．、 玉，米 花，培 育 种 研 究
i

农学系 徐龙珠李友勇1
i ，

本文介绍了我校4年来在玉米花培方面进行的几项科学研究。

．(1)材料的选择：研究结果初步看出，我省几个高产优良品种，生活力强，诱导力也

强，并且诱导率的高低与它亲本遗传基因型有关，具有525自交系亲缘的杂交种，诱导率普
i- ，

一

遍高。 ．，

．

(2)最适培养基与激素配比；通过正交试验，对比试验等方法，找出了比较好的培养

基配方。

(3)花粉发育时期及花药予处：研究了花粉最适接种的发育期为单核，位于细胞当中

期最好，诱导频率最高，以及几种花药予处理的研究，得出用25％蔗糖予处理花药可以大提

高诱导频率，，从平均1．4％提高到3．7％。

(4)研究了花粉植株移栽与加倍技术，移栽的适期形态标准为3～4叶，3—4条根，其中

有2根为初生根较好。移栽前要练苗、．花粉植株加倍的适期为成活后加倍’最好，用0．1—

0．05％秋水仙素JJNl．5mg／毫升的二甲基亚矾效果最好。

移栽后，控制光照，温度，以及防止细菌感染是关键。。

后期管理：要幸t'JJn光照与控制恒温。

， 全文载《百泉农专学报》1979年第一期

玉米花药培养的实践及其展望

农学系、 徐龙珠李友勇

通过4年的玉米花药培养实践，于1979年底多]1989年纫先后获得玉米花培自交结实，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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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交系，其接种材料是予农704和博单一号。通过四年试验我们总结了以下几点；

(1)从我校玉米花药培养的实践得知，玉米花培最适培养基为N e十2．4一D十激动素

较好，分化培养水解乳蛋白的加入是有效的，并筛选出博单一号，予农704等单交种，它们

诱导频率较高，花药接种前要注意花粉的渗透压。糖液予处理引起胞质浓度，增加了花粉细

胞的渗透压从而提高了诱导的频率。花粉植株的加倍与后期的培养管理是促使玉米花培结实

的重要条件。

(2)玉米花培后代的表现型与其在玉米育种中的应用，通过实践，看到玉米花培一代H。

植株表现为多样性Hz⋯⋯H。。代整齐一致，在育种上用以加速杂交后代性状稳定是有效的。

(3)玉米花培展望：花培育种与常规育种紧密配合，与其他新育种技术配合，如突变

育种远缘杂交育种等相结合，可望在不久将来，成为有效的育种方法之一。

全文载于新乡地区《玉米研究文集》1980

提高玉米杂交制种田种子产量的几项技术

农学系 张维城

本文根据197l—1975年的试验和大面积生产实践提出了提高玉米大面积杂交制种田种子

产量的关键和相应技术，指出t(1)应以幼苗生育期为标准确定错期时间，掌握母本略微

偏早的原则；(2)适当增加父本密度，加强专门管理，进行雄穗分化和花粉形成，(3)

父本干湿籽相闽播种，大小相间留苗，延长父本散粉期(4)适当增加母本t父本的行数

比，(5)适当早播(春播)，使散粉期在高温多雨季节到前结束。综合运用上述技术。随

时注意苗情变化可有效提高种子产量而无需进行大面积人工授粉。

全文载于《河南科技报》1976 4月5日

论农业生产的特性及其实践意义

农学系 张维城

本文分析了农业生产的构成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和产生特性的原因，提出了农业生

产的五大特殊规律及其在生产中的实践意义：1、时间的特定性和季节性；2，有机的整体

性和连续性；3、复杂的区域性；4、较大的变化性和多灾性，5，较长的周期性。

本文发表于《百泉农专学报》1980年第一期 其要点发表于《河南科技报》1979年6

月12日

粘土下洼地上的磷肥肥效

与施用技术的研究

农学系 张维城

本文总结了在粘土下洼地上，磷肥作底肥、种肥、追肥对小麦、玉米、棉花、甘薯、豆

类等作物的肥效，阐明了不同用法和用量对肥效的影响，并对后效进行了观察。合理施磷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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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该类低产田的有效措施，不同施用方法间的肥效差异极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合理利用

磷肥的技术措施，该项技术已在生产中推广多年。

： 本文载于《百泉农专学报》1980年第二期

。， ．予北作物间套复种生理生态的研究

农学系 杨怀森
：

’

一

本文就予北几种主要间套复种方式从作物产量与生理生态变化和光能利用进行了初步研

究。 。．

， ·’一 ·

(1)高肥地间作套种中，小麦产量与埂宽呈负相关，增加埂宽立体用光的效果难以弥

补光能在平面分布上的浪费，不利于小麦增产，而小麦宽窄行种植，既有利于改善麦田光分

布，提高光合生产率，确保当季增产，也便于套种玉米，全年增产。

(2)研究分析了套种玉米增产的生态原因，指出小麦套种玉米是当前予北充分利用自

然资源，达到高产稳产经济合理的种植方式。

(3)秋粮间作产量与作物搭配和种植方式密切相关，研究从作物遗传性所制约的生产

力和农田生态环境变化的综合作用，分析了产量变化规律。

(4)研究认为，通过粮肥、粮粮间作，扩大种植绿肥和豆科作物，用地养地相结合，

是中肥地提高光能利用率的有效途径。

全文载于《百泉农专学报>1979年2期

(并经省作物学会推荐在省农学会成立大会上宣读)

必须建立科学的耕作制度

农学系 杨怀森

该文针对河南省耕作制度改革的经验和问题，以建立农林牧相结合的农业生态系统为前

提，合理的种植制度为中心，用地养地相结合为基础，论述了河南省耕作制度改革的方向与

途径。提出因地制宜搞好农林牧综合协调，建立合理的种植制度，巧妙搭配耗地作物、自养

作物与养地作物的比例，认真解决农林能源，燃料，饲料、肥料合理分配，有机肥、绿肥和

化肥结合，广开肥源合理施肥，深耕、浅耕少耕，免耕合理运用，组成一个用地养地相结合

的体系，建立科学的耕作制度，不断加速和扩大农业生态系统的能量转化和物质循环，才能

保证土地越种越肥，产量越来越高。

全文载于《河南日报》1979年12月14日第二版

作物间套复种产量变化规律及生态的研究

农学系 杨怀森

本文论述了作物间套复种产量变化规律，并从生理生态方面研究分析了产量变化的原因。

研究表明，作物产量与种植方式密切相关。小麦产量与埂宽呈负相关，增加埂宽对确保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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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产是不利的，而宽窄行种植可充分发挥边际效2二的增产作用，又便于套种玉米，全年增

产’秋粮问作产量，决定于间作物产量的平衡动向，如玉米问作大豆，玉米产量与带距为负

相关，大豆产量与带距为正相关，玉米减产量与大豆产量为正平衡则增产，负平衡则减产。

大豆产量补偿能力随着地力提高而下降，因此，肥地应以玉米为主，大豆为辅，确保玉米增收

大豆；中等地则可适当增加大豆比例，以充分发挥大豆补偿能力和养地作用，随着地力由肥

到瘦，大豆比例可逐渐增加，套种玉米由于早播，可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且光合生产率变

化动态是“N"形曲线，避免了麦茬玉米“M’’形曲线的后期回降，有利于产量形成，增产

20％以上。适宜我省大面积推广采用。

全文载于《百泉农专学报》1979年第一期

及1979年全国耕作制度成都学术讨论会-

《耕作制度论文集》

从古农书看我国间混套作的发展

农学系 杨怀森

问、混、套作是充分利用农业自然资源达剑增产稳收的一套种植。形式是我国精耕细作

农业的优良传统之一。有着源远流长的发展-i』程，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在现代农业中也占有

重要地位。文章认为《汜胜之书》开我I马问、混、套作之端，《齐民要术’奠间、混、套作

之基，《农桑辑要》辑唐宋间混套作之要，《知本提纲》达明清间，混，套作之巅。该文以

这四个阶段，广泛收集古农书所载有关间，混、套作的史料，史论结合，可以看出我国间混

套作的系统发展过程，对现代农业生产和耕作改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全文载于《百泉农专学报》1980年一期

略论油莱在多熟种植中的地位
，

一一延津县小店公社压缩冬闲播种油菜的调查 ，，

农学系 杨怀森 ，，

延津县 买兴普吴翠兰

延津县小店公社人口27136人，耕地44533亩，人均耕地1．64亩，土壤多为青砂两合土。

水肥条件尚好，年平均温度14。C，≥10。C积温4600一一4700度，热量资源可以满足麦杂、

油杂、麦稻、油稻一年两熟的需要。油菜采取育苗移栽，棉花采用早熟品种，可以油棉两熟，

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善，调整作物布局，增加复种指数，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用地养地相结合，

是小店公社中产变高产的基本经验。

在增加复种中，小店公社选用了油菜这个越冬作物。至1j1979年冬闲面积压缩到4200亩，

占总耕地面积的9．4％，复种指数提高至rJl90％，同时油菜面积则由1971年的25亩，逐年扩大

N!]1979年的4035亩，占耕地面积的9．06％，随着油菜而积的扩大，粮食总产逐年增长，两者

呈十分明显的正相关，相关系数达No．8922。

通过调整作物布局，生态效应主要表现在光热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和养分合理循环上。据

分析，春玉米和棉花一年一熟，热量利用率分别为56．4％和70oA，太阳辐射能占用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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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的59．1％和66．6％，光能利用率分别只有0．42％和0．37％I而油杂两熟和油棉两熟，热

量利用率分别达到87．5％和93．4％，光能利用率分别提高到0．71％和0．60％，太阳辐射能占

用率分别达到全年的95％和97％。
‘

在养分循环上，从氮素平衡看，小店公社1979年油菜面积4035亩，总产90万斤，氮素输

出和输入平衡盈余：输出90216斤，输入包括返饼50万斤折氮22824斤，茎叶残茬返还氮素

58369斤，奖售化,日E31．6万斤，三项合计115927斤，氮素盈余25711斤。油菜可以保证养分合

理循环，有利于打破平衡同时建立新的平衡，这是粮、棉、油全面持续增产的基本原因。

全文载于‘百泉农专学报'1980年第二期

秸秆直接还田

农学系 卓名贵
’

-
“

／

：：秸秆直接还田，作为肥料，实行以草养田，获得较好的增产较果。是自力更生，多快好

省地解决肥源的好办法。

一，秸秆直接还田：增加土壤有机质改良土壤；就地取材，广僻肥源，肥效高，增产显

著。

二、秸秆直按还田的方式；有本田秸秆还田和异地秸秆还田两种方式。

三、秸秆直接还田应注意：秸秆铡短，机耕时要掩理好，水田采用稻草还田，注意适当

施用石灰，由于秸秆直接还田，肥效较慢，应加强作物的田间管理，夺取后作物车产。

全文载《农业科技通讯》1979第6期

： ．试探农业施肥现代化的方向

农学系 卓名贵

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提高农作物产量，满足人民的需要。肥料是作物高产的

物质基础，因此，没有充足的肥料，不可能大幅度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目前，一方面肥料不

足，一方面存在浪费肥料，这是当前施肥的严重问题。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施肥研究的方

向，主要是施肥有机化、施肥化学化、施肥制度化和施肥机械化等四个方面。

一施肥有机化；有机肥料施用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传统经验。有机肥料来源广，肥效长，

’养分全，它不仅含有氮肥，还含有一定量的磷、钾肥和微量元素肥料。
’’

解决农业生产上最急迫的肥料问题和培肥地力问题，出路在于养畜积肥、‘‘秸秆还田、’发

’展绿肥和油料作物(饼肥)。

’二、’施肥化学化：施用肥料在作物产量中占40％，其中主要是化肥，在生产成本中，我

省一些单位研究，施用化肥占小麦生产成本55—65％，施用化肥增产显著，但要提倡合理施

用。 ·’’

‘三、施肥制度化；科学施肥制度是现代化农业的重要基础之一。我省作物种植制度主要

是一年两熟，二年三熟制等多种方式，因此，应研究这些种植制(或轮作制)的作物施肥制

度。

一13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