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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自然降雨经济效果的关键
,

是用好自然降雨
,

使其充分发挥对农业 增 产 的 作

用
。

这是中纬度干旱
、

半干
一

旱类型地 区
,

当前农业增产的战略性问题
。

中纬度干早
、

半于旱类型
,

也叫大陆型或欧亚大陆草原型
,

主要分布在北半球
,

南

半球面积较小
。

我国绝大多数干早地区都属于这种类型
。

其降雨量
,

下限通常规定在 25 0

毫米年雨量的等雨量线上
,

其上限规定在朽。一 5 50 毫米之间
,

个别地区也有高达 60 0 毫

米的
。

从山西省的降雨量来看
,

有效降雨量 ( 自然降雨量减去径流量 )
,

一般都在 210 0一

5加毫米之间
,

北部个别最低地区在 3 50 毫米左右
,

中部较高地区 则 达 60 0一 7 00 毫米
,

这是中纬度半干早比较典型的地区
。

雨养农业
,

我们称它为 “ 早作农业 ” ,

简称为
“ 早农 ” 。

其所以成为农业生产的战

略性间题
,

是因为早作农业的丰歉 已直接左右着当前的农业生产
。

就全国来讲
,

全国耕

地就是把现有一 切水源比较好的都利用起来
,

也只能达到 30 一 50 % 的水地 (包括水田
、

水浇地 )
,

也就是说
,

仍有 50 一 60 % 的耕地是早作农业
。

从山西全省来看
,

全省在册耕

地面积 19 8 1年为 5
,

8 40
.

9万亩
,

其中水田
、

水浇地面积为 l , 6 59
, 了万亩

,

占全省总耕地面

积的 28
.

4 %
。

如果按接近实际的面积 8 , 0 00 多万亩计算
,

则水田
、

水浇地面积仅 占耕 地

面积的 20 % 左右
,

同时水田
、

水浇地的实际保浇面积还大大低于此数
。

因此
,

一

旱农是农

业的 大 失
,

狠抓早作农业
,

就是抓住了农业增产的主攻方向
。

旱作农业的特点

旱作农业的特点
,

从山西省的具体情况看
,

有如下几点
:

第一
、

亩产 . 低
。

山西省粮食作物面积 占全省耕地面积 80 % 以上
, 1 9 8 1年平均耕地

亩产 2 7 7斤
,

虽比解放初期有较大的提高
,

但比起先进地区则相差很远
,

而其 中
一

旱地平

均亩产则大大低寸
;

全省平均水平
。

1 9 8 1年亩产平均在 27 7斤以下共 55 个县
,

占全 省总县

(区 ) 数的 50
.

4 %
。

其中
,

亩产不足 100 斤的共 6 个县 (区 )
,

占全 省 总 县 ( 区 ) 数

的 5
.

5 %
。

亩产 10 0一 15 0斤的 13 个县
,

占全省总县 (区 ) 数的 1 1
.

9 %
。

亩产 1 5 1 一 2 00 斤

的 16 个县
, :片全省总县 ( 区 ) 数的 1 4

.

6 %
。

亩产在 2 01 一 250 斤 的 共 16 个县 ( 区 )
,

占

全省总县 (区 ) 数的 1 4
.

6 %
。

亩产 15 0斤以下的县 (区 ) 约 19 个
,

占全 省 平 均亩 产 的

4 0兮石以 上
。



由于旱农单位面积产量低
,

直接影响着全省总产量的提高
,

影响着群众 生 活 的 改

善
。

当地所谓
“
拉腿田 ” ,

就指的是这些早作农田
。

第二
、

生产费用大
。

山西省农业生产费用 1 9 8 1年达 g 亿多元
,

占总收入的 32
。

7%
,

和

先进地区比较
,

显然生产费用过大
,

而省内一些早作农业县 (区 ) , 生产费用比重则更

大
。

河曲县生产费用占总收入的 4 1
.

5%
,

五寨县生产费用 占总收入的 5 2
.

4%
。

由于生产产量低
,

费用大
,

群众生产利益很小
,

或无利可图
,

特别是种植业
,

有些

队更甚
。

临县孟家嫣粮食调价后调查
,

小麦主
、

副产品合计产值 1 1
.

26 元
,

物质费用 8
。

46

元
,

用工作价 8
。

05 元
,

生产总成本 1 6
.

51 元
,

负担税金 0
.

58 元
,

净产值 2
。

80 元
,

减 税 纯

收益 一 5
。

83 元
。

该县兔板四队
,

小麦收益调查
,

减税纯收益仅0
.

39 元
。

第三
、

商品率低
。

由于生产产量低
,

再加上人 口的增加
, 商品生产率极低

。

据平鲁
、

静乐
、

神池
、

武乡
、

蒲县 32 个 旱作农业 县 (区 ) 调查
,

有 14 个县
,

每年需国 家补 助 粮

食
,

占调查县份 4 3
.

8 % ;
粮食 自给的仅 2 个县

,

占 6 ` 2% ; 出售商品粮食的县 16 个
,

占

5 0
.

0%
。

国家供应粮食多的平鲁县 19 8 1年达 2
,

7 00 万斤
,

占当地集体生 产 粮食总产量的

8 0
.

7 % , 右玉县 1 9 8 1年国家补助粮食 1 , 3 63 万斤
,

占全县集体产粮总量的 4 5
.

5%
。

出 卖

商品粮食县中
,

最低的五寨县
, 1 9 8 1年除去国家统销粮

,

实际卖给国家的粮食仅 1 13 万

斤
,

商品率为 2
.

8% ; 最高的朔县 1 9 8 1年实际出售商品粮 1 , 8 77 万 斤
,

商 品 率 也 仅 达

1 5
.

2%
。

1 9 8 2年由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

商品率虽然有所提高
,

但仍然是低水平
,

仍

然是处于 自给
、

半 自给的生产状态
。

第四
、

每人平均分配收入少
。

早作农业县
,

每人平均分配收入大大低于全省平均水

平
,

调查 32 个县 (区 ) 中
, 1 9 8 1年只有 3 个县超过全省 ( 7 9

.

6元 )水平
,

占9
。

4 %
,

其余

9 0
.

6% 的县
,

即 29 个县 (区 )
,

均在全省水平线以下
,

其中每人平均分配在 60 元以下的

有 22 个县
,

占调查县的 68
.

8 %
。

较低的右玉县
, 1 9 8 1年农业每人平均分配 3 2

.

2元
,

浮山

县为 3 3
.

4元
。

每人平均分配收入少
,

不仅直接影响群众的生活
,

也直接影响着再生产的投资
,

这

是 山西旱作农业存在的重要 问题
。

旱作农业低产的原因

早作农 业低产的原因固然是
“
旱

” ,

但从当前的现实情况来分析
,

旱作农业低产的主

要原因是对现有 自然降雨未能充分利用
,

这是 当前旱作农业单位产量低
、

生产费用大
、

商品率低
、

每人平均收入少的总原因
,

也是旱作农业经济效益差的总原因
。

为什么说 自然降雨未能充分利用
,

是早作农业经济效益差的总原因呢 ?

根据实际考察
,

在同一条件下
,

同是 1 毫米 自然降雨
, 1 亩地生产的产量高低悬殊

很大
。

利用较好的地区
, 1 毫米 自然降雨

,

每亩生产粮食达 1
.

5一 2
.

2斤 ; 利用较差的地

区
, 1 毫米降雨仅 0

.

1一 。
.

2斤
,

相差 8 一 9 倍
。

目前山西全省旱作农业生产水平是每毫

米降雨平均每亩生产粮食 0
.

4斤左右
。

晋东南早农区
,

每毫米 自然降雨亩 产 粮 食 0
.

5一

0
.

6斤
;
而晋西北旱农区

,

每毫米的自然降雨亩产粮食仅 0
.

1一 0
.

2斤
。

自然降雨的利用
,

不仅同类型地区差异很大
,

就是 同一地区
、

同一大队
,

由于对 自然



降雨的利用情况不同
,

其产量差异亦很大
。

五 寨县小辐车梁大队与河湾大队
,

原来是
-

个大队
,

全部都是旱作农业
,

地块交叉相间
,

土质和 自然条件基本相同
,

可是单位产量

相差很大
。

l g s j年小辐车梁大队粮食亩产为 2 3 4
.

5斤
,

而河湾大队亩产仅 1 25
。

5斤 , 小辐

车梁比河湾多产 86
.

8%
。

闻喜县东官庄大队测定
:

亩产 21 0斤粮食的三 类地
.

] 毫米 自

然降雨生产小麦 0
.

52 斤 ; 亩产 43 5斤粮食的二类地
, 1 毫米 自然降雨生产小麦 0

.

99 斤 ;

亩产 6 5 0斤粮食的一类地
, 1 毫米 自然降雨生产小麦 1

.

36 斤
。

每毫米自然降雨增产效率的

高低不同
,

一方面说明对自然降雨未充分利用的差异
;
另一 方面说明当前早作农业生产

的潜力很大
,

只要能充分利用现有 自然降雨
,

就是在现在降雨条件下也能把不同的地块

亩产翻
_

L一番
、

两番
、

三番
。

如果山西全省能把 1 毫米 自然降雨平均亩产达到生产粮食

1 斤
,

那么山西省粮食翻一番或者更多一些
,

就是完全可能的
。

从山西具体情况来讲
,

自然降雨未能充分利用
,

有三条原因
:

第一
、

土地礴慈限斜了自然降雨的利用
。

农业生产的产量高低
,

由光
、

热
、

水
、

肥
、

气五大因素所决定
,

而这五大因素中又由
“ 短线因子 ”

所决定
。

光
、

热
、

气三大因

子在当前农业生产条件下
,

是可以满足农业生产需要的
,

而水
、

肥因子却是当前农业 牛

产中的限制因子
。

其中土地贫疮
,

又限制了自然降雨的利用
。

事实证明
,

肥多主要指农

家肥多
,

有机质含量才能逐渐增加
; 有机质含量增加才能有利于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

,

提高土壤含水能力
。

据测定
,

有机质含量在 1
.

5% 以上的 “ 海绵田
” ,

土壤渗水量比一般

多 4。一的%
,

渗水速度快 1 / 3
, 一

旱春期间的土壤蒸发量却减少 16 一 60 %
。

中国科 学 院

南京土壤研究所 1 9 7 3年 6 月测定
,

高度熟化的 “
海绵田 ”

,

比对照地块 2 4小时内含水量

绝对值高 2 一 12 %
。

山西省当前的土地肥力不高
,

土地的利用重 “ 用 ” 轻 “
养

” ,

至今

白茬下种的
“ 卫生田 ” 至少有 9 00 万亩

。

当前有些地方虽然也号称施肥多少大车
,

实 际

上其中土的 成分占了相当大的 比重
; 另外

,

养地的作物如豆类
、

首楷等
,

远远没有恢复

起来
。

山西的土壤有机质含量
,

达到和超过 1 %的耕地
,

只 占全省总耕地的 25 %左右
,

而 i’5 %的耕地有机质不足 I %
,

含氮量亦普遍不高
,

缺磷现象严重
,

缺钾现 象 亦 已 露

头
。

由于土地痔薄
.

限制了 自然降雨的利用
。

第二
、

耕作粗放
,

浪费了仅有的降雨 t
。 “
三耕六耙九锄褛

” 、 “ 麦收一张犁
,

秋收

一张锄 ” ,

这是山西农民传统抗旱耕作的经验总结
。

许多低产队的产量之所以低
,

和作

不到三耕六耙九锄褛有很大关系
。

有些低产田
,

只是春天播种
,

秋天收割
,

中间根本不

加管理
,

群众叫做
“ 一年两见面田 ” 。

有些地区虽然中间加上一次中耕管理
,

但由干不

能深耕蓄水
,

不能耙糖保墒
,

许多 自然降雨白白被流失
,

白白被蒸发掉
,

浪费了大量降

雨
。

这些地区每毫米 自然降雨
,

亩产粮食仅 0
.

2一 0
.

3斤 ; 有的还要低于此数
。

第三
、

水土流失严 ,
,

流走 了大 . 水分和土肥
。

山西省山区 占切% 以上
,

大部分水

土流失严重
,

是全国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一个组成部分
。

由于水土流失
,

引起了严重的表

土侵蚀
,

土壤肥力下降
,

蓄水保墒能力降低
。

建国30 多年来
,

在水土保持上做了大量的

工作
,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

但一些地区 由于毁林毁草和滥垦的情况没有得到制止
,

全省

每年向黄河
、

海河输沙量达连
,

56 亿吨
。

土石山区每平方公里流失泥沙 1
,

00 0一 8
.

0 00 吨 ;

黄土丘陵地区每平方公里流失 5
,

00 0一 1 6
,

00 0吨 ,
晋西水土流失更为严重

,

输沙量达 2
.

9

亿吨
。

水土流失带走了大量肥份
,

造成坡地土壤贫礴
,

失去抗旱保墒的能力
,

这 也是 自



然降雨不能充分利用的重要原因
。

提高自然降雨利用率的途径

要提高 自然降雨的利用率
,

必须摸清两条规律
:

一条是 自然降雨的规律
; 另一条是

干早规律
。

山西的降雨规律
。

根据 山西气象局资料分析
,

降雨时间比较集中
,

夏季 ( 6 一 8 月 ) 约 占全年总雨量

的 5 0一 60 % , 冬季 (1 2
、

1
、

2 月 ) 降雨 (雪 ) 最少
,

仅占全年总量的 2 一 3% , 春季

( 3
、

4
、

5 月 ) 降雨 占全年总降雨量的 15 一 2Q % ;
秋季 ( 9

、

10
、

11 月 ) 降雨占全年

总降雨量 20 一 30 %
。

有些地区有时雨强过大
,

形成暴雨冲刷
,

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
。

从季降雨量分布看
,

全省春季降雨 55 一 1 20 毫米之间
。

运城地区和晋东南地区较高
,

达 1 00 一 12 0毫米 ; 北部地区较少
,

仅50 一 60 毫米
; 一般地区则为60 一 80 毫米

。

夏季
,

东

部太行丘陵山区及 吕梁山区都在 3 00 毫米以上
,

局部地区可达 3 50 一 4 00 毫米 ;
中间 各盆地

及其以西的高原
、

丘陵山区
,

降雨量在 2 00 一28 0毫米之间 ;
晋东南盆地和大同盆地是全

省夏季降雨量最少的地方
,

只有 2 20 一 2 50 毫米
;
特别是晋南盆地

,

不仅 雨 少
,

同 时 温

度高
,

蒸发量大
,

对大秋作物和夏播作物
,

影响较大
。

秋季降雨量 80 一 1 80 毫米 之 间
,

南部地区在 150 毫米以上
,

中部地区 100 一 150 毫米
,

北部地区 80 一 1 00 毫米
。

冬 季 降 雨

(雪 ) 量少
,

晋东南巧一 20 毫米
,

忻定盆地
、

大同盆地不足 10 毫米
,

其它地区 10 一 15 毫
.

米
。

山西的干早规律
。

山西的干早是由于降雨不均与作物需水不相一致而形成的
。

作物需水多
,

而 自然降

雨少
,

则表现干旱 , 作物需水少
,

而自然降雨更少
,

亦表现出干早
。

从当前看
,

山西 的

干旱特点是
:

春早频率最大
,

夏旱频率较小
,

伏旱部分地区较高
,

秋早频率不大
。

山西 “ 十年九早
” ,

主要是指春早而言
。

19 7 2年以来
,

几 乎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春

旱为害
。

但是这种春早
,

只要做好冬春保墒
,

能够播下种
,

捉住苗
,

对大秋作物产量影
.

响不大
。

所以当地有
“
见苗三分收

” 、 “
有钱买种

,

没钱买苗
” 的农谚

。

夏早一般为害较轻
, 5 月下旬至 6月中旬

,

正是多数大秋作物蹲苗时期
,

干早一般

为害不大
。

但是
,

如果夏早持续时间较长
,

或春早和夏早连接起来
,

就会造成严重的减

产
。

南部运城
、

临汾盆地
,

夏
一

旱较多 , 太原盆地
、

忻定盆地及一些丘陵早源地区
,

发生

较少
。

运城县近 28 年中
,

有 21 年出现不 同程度的夏早
,

其中春早只有 4 年 ; 而晋东南地

区和晋西北高寒地区
,

夏早很少
,

每 10 年中只有 1 一 2年 出现
。

伏早多发生于山西中
、

南部
,

尤以南部地区频率较大
, 1 9 7 2一 1 9 7 9年南部地区

,

均

遭受严重伏早
,

影响小秋作物抽穗和棉花成铃
,

当地叫 “
卡脖子早

” 。

秋早频率较小
,

近年来主要对南部冬小麦播种和麦苗生育造成影响
,

对其他影响较

小
。

根据上述 自然降雨规律与干早规律的探索与分析
,

山西提高自然降雨 利 用 率 的途

径
,

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

一方面需培养需水与降雨相一致的作物
; 另一方面是耕层水库



法
,

把现有的降雨贮存起来
,

待作物需水时进行供应
。

培养姗水与降雨相一致的作物

培养自然降雨
一

与作物需水相一致的作物
,

亦有两种办法
: 一 种办法是 控 制 白 然降

雨
,

根据作物需水情况人工迫降
,

或实行人工降雨
。

这种办法虽然是一种办法
,

但是不

现 实
,

虽然有
,’ 人工降雨

” 的实验
,

从地域的控制经济效果看
,

距离大田应用还是很远

很远的事 ; 另一种办法就是培养需水与降雨相一致的或基本相一致的作物
,

这种办法虽

然还没有被人们有意识的广泛应用
,

但是它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

从长远讲
,

还将是 一条

重要的途径
。

不同作物有不同的降雨需要量
,

同一作物不同品种对降雨需要量亦各有不

同
。

因此
,

根据全年降雨量
、

季节降雨量
、

降雨强度
、

降雨密度
,

筛选需水与降雨相一

致的作物品种
,

就是当前于早
、

半干早地区投入少
、

产出多
、

增产快的主要途径
。

在筛

选同时
,

还必须注意培育需水与降雨相一致的抗早新品种
,

这将是干早
、

半干早地区农

业增产长期而重要的工作
。

我国农业发源于黄河流域
,

而山西省又是黄河流域的主要地

区
。

从山西农业历史看
,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注意了抗早品种的选育
,

不仅注意选育生长

期较长的大田抗早丰产 的品种
,

而且还注意了生长期较短的 “ 小 日月 ” 抗早品种
。

小 日

月品种的主要特点就是利用 7 一 9 三个月雨量集中季节
,

快速生长成熟
, _

以满足人们在

灾年的需要
,

当地农民称之为
“
救命品种

” 。

直到现在
,

广大农村仍然保留着大量 的小

日月品种
,

如荞麦
、

糜子
、

黍子
、

小玉米
、

小谷子
、

小葵花等等
。

遗 憾 的 是
,

长 期以

来
,

这些小 日月品种并没有被有关部门所重视
,

仍然停留在农民自发性选育阶段
。

事实

证明
.

小 日月品种并不都是低产品种
,

相反有许多品种创造出不少丰产的事例
。

近年来
,

山西省的科学研究部门已着手这一工作
。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遗传研究所
.

已经试验成功

旱地 “ 春麦 夏种 ” ,

当地叫 “ 夏小麦 ” ,

1 9 8 2年在 6 县 (市 ) 试验示范 3
,

0 00 余亩
。

结

果十分 良好
,

亩产高于同等春播旱地麦田 50 一 100 %
,

较高地块亩产达 30 0斤
, 一

般达到

2 00 斤左右
,

生长差的地块亩产达 1 50 斤左右
。

并在品种筛选上
、

种植范围上
、

播种日期
_

l
_ ,

作 了初步的科学试验
。

在夏麦品种上筛选出 “
晋春 5 号 ” (忻春矮 16 号 )

,

为生
一

长势

好
、

抗逆性强
、

产量高的较优品种
。

在种植范围
,

夏小麦以 海拔 9 00 一 1
,

2 00 米的地区较

为合适
; 播种期以 7 月上旬表现较好

,

从 7 月上旬播种到 10 月中
、

下旬收获
,

小麦全生

育期 90 多天
,

正好利用 7 一 9 三个月的雨季
,

使作物需水与自然降雨相一致
,

解决 了干

旱增产的间题
。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高寒作物研究所
,

已经试验推广夏播秋收的秋筱麦
,

单产亦有很大提高
。

忻县
、

原平
、

定襄等地
,

麦收后利用雨季回茬墨葵
、

小谷子
、

吉林

13 号大豆等
,

均收到满意的结果
。

北京市农业科学院农业现代化研究室
,

在郊区山地蹲

点试验
,

成功的筛选出
“ 京早 7 号

、

京早 8号
” 玉米抗早优种

,

使作物需水与 自然降雨

相一致
,

亩产玉米由 2的一 3 00 斤
,

提高到 4 00 一 5 00 斤
,

由吃供应粮变为卖余粮
,

为山区

发展林
、

牧创造了条件
。

耕层水库法

把现有降雨贮存起来
,

待作物需水时进行供应
,

这是当前的主要办法
。

其方法
:

一

方面是用好地表水
;
再一方面是用好地下水

。

工程水库法
、

打井法
、

泊池法
、

旱并法
、

水土保持法
,

等等
,

对抗旱增产起到一定的作用
,

应当因地制宜适当发展
。

这里不打算

谈这些办法
,

想突出谈谈
“
耕层水库法

” 。



所谓
“
耕层水库法

” ,

就是利用耕作的方法
,

通过夏秋深耕
、

浅耕
,

秋春保墒
、

提

墒
,

把耕层的土壤结构变松
,

为贮存降雨创造条件
。

这种方法把耕层土壤形成无数个微

型的孔隙
,

通过孔隙把降雨贮存起来
,

它不需要什么自然地形
,

也不需要 什 么 大 的投

资
,

只要有一定数量的劳力
,

一些简单的或较大型的工具
,

就能 实 现 , 投 资 小
,

见效
一

快
,

完全适合我国底子薄
、

劳力多的客观情况
。

闻喜县东官庄大 队的麦 田首先在伏天深

耕
,

伏耕后带耙
、

早耙
,

把伏雨尽量积存起来
,

实行 了早灭茬
、

早深耕
、

早细犁
、

早带

耙和多浅犁
、

多细犁
,

多耙的
“ 四早三多 ”

的新耕作法
,

滴雨归田
,

内张外合
,

表土封
口 ,

防止蒸发
,

上虚下实无坷垃
。

1 9 75 年该大队作对比试验
,

新耕作法在小麦播种前
,

0 一 2 00 毫米土层里贮水量为 4 0 8
。

8毫米
,

比旧耕作法多保水 61
.

6毫米
。

壶 关 县 晋 庄大

队
,

采用秋耕结合施肥
,

早春多次耙耪的耕作技术
,

春季耕作层含水量比春耕施肥的土

壤水分多 3 %
,

多数年份都可以保证适时播种全苗
。 “

耕层水库
”
看起来并不那么引人

注意
,

但由于其面积极其广大
,

其贮水量远远大于工程水库
。

据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

持研究所研究
,

经过精耕
、

培肥的黄土
,

持水能力可达每米土层 20 0一 3 00 毫 米
,

以 20 0

毫米以上计
,

即每亩可蓄水 1 30 立方米
。

山西全省 4
,

0 00 多万亩旱地
,

如果普遍做到这一

条
,

即可蓄水 52 亿立方米
,

等于全省现有工程水库常年蓄水量的 6 倍
,

而这些水份贮藏

在土壤深层
,

能稳定维持土地耕层的含水量
。

山西省襄汾县中梁大 队测定
,

经过改 良
、

培肥
,

实行早地耕作的旱地麦田
,

耕层土壤含水量比 同类痔 薄麦田多 2 一 3 %
。

提高 “
耕层水库

”
贮水量的关键

,

是合理进行耕作
,

而耕作的实质是 调 整 适 宜的

“ 土坡坚实度
” 。

它不仅能提高保水蓄水能力
,

同时对保证作物苗全
、

苗壮
,

促进根系

发育
,

提高作物产量起重要作用
。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在北京耕作试验表

明
,

通过耕作
,

创造适宜的土壤紧实度
,

能够较大 限度地纳蓄降雨
,

减少无益消耗
,

促

进早作增产
。

除上述耕作法
·

— 机械法以外
,

还有生物法进行土坡松紧度的调整
。

所谓生物法
,

就是实行倒茬轮作
,

种植豆科绿肥
,

增施有机肥 料培肥土壤等
,
以提高有机质含量

,

增

加土壤团粒结构
,

增加土壤孔隙度
,

提高土壤贮水能力
。

这种方法
,

针对山西土壤有机

质含量不高
,

一般仅达 0
.

3一 0
.

8% 的情况来讲
,

更有其现实意义
。

临琦县 20 个绿肥点的

综合分析
,

每亩压 2 ,

00 0一 3
,

00 0斤鲜草
,

土壤有机质增加 0
.

2一 0
.

36 %
,

土壤团 粒 结构

增加 4
.

4 %
,

土壤孔隙度增加 3
.

4 %
。

绛县调查
,

压绿肥地块 比不压绿肥 的地块
,

土壤含

水量增加 0
.

94 一 4
.

8 %
。

前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 1 9 5 4年 6 月 16 日至 1 9 5 5年 4 月 30 日在山

西省运城县西张耿地区连续七次测定
, o 一50 厘米土层中

,

首偕茬第三年麦地
,

土壤含

水量比连作麦地高 0
.

1一 7 %
,

平均高 2
.

87 %
,

增产小麦 1 9
。

62 %
。

“
耕层水库

” 的水 t 调节
“ 工程水库

” 可以用开渠放水等方法
,

进行水库水量的调节 利 用
,

那么 “
耕 层 水

库
” 的水量调节用什么方法呢 ? 根据我国传统经验

,

那就是实行
“土壤镇压

” 和适当耕

锄
。

实行
“ 夏水秋用

” 、 “
秋水春用

” ,

以调节春季需水时节没水
,

夏季雨水又往往过

多的具体情况
。

实验证明
,

播种前后重镇压
,

土壤表层水分含量可以提高 1一 3 %
,

对

早地促苗增产极其 明显
。

据 1 9 5 7
、

1 9 5 9年原潞安县南天贡拖拉机站试验
,

用拖拉机轮胎

压过的麦田比未压的增产 32 % 以上 ; 原长治农业科学研究所镇压试验
,

增产 13 一 19 %
。



当然镇压只有在干早的情况下进行
。

根据晋东南地区经验
,

干 土 层 厚 达 4一 6 厘米和

o 一 l 。厘米土坡含水量不足 12 %时
,

必须实行镇压
,

否则不能保证全苗
。

镇压可降低干

土层 2 一 3 厘米
,

如果土坡过湿是不能镇压的
。

镇压不仅能提墒
,

保证全苗出土
,

更重

要的是镇压能促进苗期根系的生长
。

只要种子根和次生根从茎基部大量长出来
,

达到 10

厘米以后
,

在山西的具体条件下
,

就是再早些也不怕了
。

调节水份的方法
,

除了镇压以

外
,

就是合理的耕锄
。

原长治农业科学研究所在平顺县西沟大队实测
,

玉米
、

马铃薯连

堆锄
、

蜂窝地的方法
,

一次降雨 30 毫米
,

每亩多存 4
。

9 立方米水
。

临猜县耽子公社农业

科学试脸站试验
: 1 9 7 9年 11 月麦 田深锄 3 寸

,

深锄比对照地返青早
,

拔节快
,

大小孽分

化提前
,

成穗整齐
,

有效穗多
,

千粒重增加
,

每亩多收 25 斤
。

减少燕发
,

保持土幼含水-

减少蒸发
,

也是贮存 自然降雨提高利用率的重要一环
。

除了用耕作
、

耙糖等方法
,

保存水份减少蒸发之外
,

用覆膜覆盖地表的方法减少蒸发
,

效果非常显著
。

心 气 亡扁 亡` 之布 台匀 吧月
、
遮` 卜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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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1
、

为什么 R 二 公 E
·

I
: 。

在黄土地区的适用性不那么理想 ? 这主要是由这一地区引

起土壤流失的暴雨性质决定的
。

我们知道
,

降雨能量是雨点速度和降雨量具体组合的一

个函数
。

30 分钟最大强度是产生径流的过度降雨的一个指标
。

而在黄土地区
,

土壤流失

大都为强度大
、

历时短的雷暴雨所引起
,

加之地面坡度大
,

所 以瞬时雨率与土壤流失量

的关系要比美国学者所得结果密切一些
。

产生径流的过度降雨指标不再是 30 分钟最大降

雨强度
,

而是 10 分钟最大降雨强度
。

再看
,

黄土地区雷暴雨雨型变化过程的一个显著特

点是
,

在短历时的高强度降雨后期
,

有一段时间较长的低强度降雨
,

这一段 降 雨 强 度

小
,

一般不引起土壤流失
。

但有一定雨量
,

按动能计算结果会增加一部分动能
,

这就使

得总动能与土壤流失量的关系并不如 60 分钟最大降雨动能与土壤流失量的关系密切
。

所

以 E E
·

I
。 。
的复合结构并不如 E

。 。 ·

I
, 。
的复合结构好

;

2
、

由于黄土地区土壤流失量与瞬时雨率的关系本来就很密切
,

所 以在应用动能参

数及其与雨强的复合参数 以后
,

其相关性提高的并不很明显
。

例如 3 号径流场最大降雨

强度 (I
.

)
一

与土壤流失量的相关系数
r 二 0

.

8 6 2
。

最大降雨动能 ( E
t

) 的 相 关 系 数
r =

。
.

8 7 7 ; 复合参数 E
。 。 ·

工, 。
的相关系数 r 二 0

.

8 8 7
,

复合参数艺 E
·

I
: 。
的 相 关 系 数 r =

。
.

8 40
。

两相比较
, r值变化不大

,

所以降雨侵蚀力的近似计算可以用瞬时雨率代替
。

黄土地区是我国土壤流失最严重的地区
,

进行降雨侵蚀力的研究
,

建立适合于这一

地区的上壤流失预报方程式
,

是一项艰巨的 工作
。

我们对降雨侵蚀力指标 R 值所作的探

讨仅是初步的
,

尚需进一步验证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