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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交 蚀 料 基地 方面 起 着 巨大 的 作用 ， 因 为 它 能 产生 许多 补充 的 多 
计 曾 料 , 如 甜菜 仁 叶 以 及 制 糖 副 产品 一 一 甜 荣 渣 、 乔 全 首 。 
栽培 糖 用 甜 茶 须 深 耕 土壤 并 施用 大 量 肥料 。 因 此 ， 在 栽培 乔 

某 的 地 区 ， 便 为 获得 谷类 作物 特别 是 冬小麦 的 高 额 产 量 创 造 了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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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S Fe SEA BAA ea 

ORE, BA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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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各 地 区 ,要 达到 200 一 210 B 

fi, FEY RE SMS FUE Het 

各 区 ;要 达到 400—425 4H, " 

BRS PASSE pa see 
AR, SARA seth 
的 扩大 应 通过 下 列 途 径 来 实现 :提高 甜 休 栽培 的 农业 技术 水 平 ;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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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 用 甜菜 的 生物 学 特性 和 品种 
和 用 甜 芝 是 二 年 生 植 物 ， 属 著 科 。 它 在 第 -年 形成 基于 的 这 座 叶 烤 ， 井 发 育 鞋 叶 和 根 (图 50), 根 中 含有 18—20% Hot, BE 了 中 的 到 森林 到 第 二 年 形成 新 叶 ， 并 产生 花 节 《图 61) ,在 一 上 上 粘 种 子 。 个 别 的 植株 在 生活 的 第 一 年 就 已 孝 改 青花 昔 ， ot Macseiem ii 
SERINE PPE ABARAT <7 BU HEAR BLE FALSE SR ASA 狂 加 

a 的 侧 小 根 和 根 须 。 糖 用 甜 荣 
的 主根 (图 8) 由 带 有 时 子 
的 根 头 部 、 根 杜 部 和 带 有 侧 
小 根 的 根本 身 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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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 52. 糖 用 甜菜 的 根 : 图 51. 惰 菜 的 花 C 下 撕 ) 和 花序 1. AG; 2, 根 颈 部 3,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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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o Seelee ata EMT, PAR VOTR BE RR 9 2400°C, JOT 

的 年 降 永 量 为 450 一 500 BEAK, MAPS AAR A IE ie 生长 来 向 5 3 

SRE RA IR BAMA SEAR IER AE 

性 意义 。 

” ，” 粮 用 甜 全 对 土壤 的 要 求 很 高 。 写 的 生长 需要 肥沃 的 \ 合 腐殖质 

甚 多 的 士 寺 ,这 种 二 下 须 具有 深厚 的 耕作 层 竺 酸 和 良好 。\ 在 主要 的 

甜 茶 种 植 地 区 ,黑土 和 灰色 森林 土 对 糖 用 甜 荣 来 遂 是 优良 的 土壤 ; 

PRL TART. LEAD ARTS 人 

LARS AEE RAY 

REPU MORRIE 人 

售 糖 草 高 的 品种 , 即 : 拉 蒙 育种 站 的 1537 号 品种 ;维尔 赫 尼 亚 奇 育 

种 站 的 1406 号 .1408 号 、1513 号 和 1514 Sa PLEA 

的 1305 43,1631 号 和 1633 号 品种 ; 尔 戈 夫 青 种 站 的 507 号 和 

1533 号 品种 ， 等 等 。 第 十 九 次 党 代表 大 会 关于 第 五 个 五 年 计划 的 

蕴 示 规定 ， 须 更 加 广泛 地 把 舍 糖 量 高 的 糖 用 甜 茶 品种 引用 到 生产 

中 来 。 ai 

et ere? cod tl Mea bi vol 

SM, FEULB ZEST RUAN) 甜 茶 栽培 在 新 地 区 也 获得 了 巨大 的 

”发 展 , 这 里 所 说 的 新 地 区 是 指 : 哈 莫 克 苏维埃 迁 会 主义 共和 国 和 吉 

东 吉 斯 苏 稚 埃 社会 主义 共和 国 、 高 加 案 、 库 班 、 伏尔加 河中 让 和 下 

游 . 西 伯 利 亚 西部 、 沿 海边 区。 

糖 用 甜 荣 在 输 作 中 的 地 位 , 土 林 耕作 和 施肥 

在 主要 的 甜菜 种 杆 地 区 ， 在 坦 作 中 多 牢 把 甜 荣 配置 在 播种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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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 用 甜 某 的 优良 前 作 。 粳 用 知 茶 本 身 是 其 他 Lie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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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误 就 会 使 产量 减低 。 SNE SEALE AT BEART 2830 
厘米 。 - ee oe 

在 赫 作 层 不 深厚 的 土壤 上 RIE THER HR 
层 深 达 3 一 4 厘米 。 这 样 加深 府 作 居 的 同时 ,必须 施用 大 妈 和 无 机 
TERT 0 

"st ee RE ALAA i FH BORE (FP BE RAD) 8 
使 糖 用 甜 茶 丰产 , 属 肥 施用 量 为 每 公顷 20 一 40 Mt, GR RUE» SBE 
集体 安 庄 对 糖 用 甜 荣 还 广泛 地 施用 其 他 的 当地 肥料 : Ve HEE 
BE BK. TAKE A A Ae tT 
Sx SENSES FES HR IEE LF] RI, 3 

PPE 4A a Fs 氮肥 1 一 3 公 担 , SR 
GREG 2.5 一 3 AHH 40% HY SFEM 0.75—2.5 BiB, . : 

| SF elena cenura: are a fe 
” 制 糖 厂 中 有 大 量 这 样 的 副产品 。 基 中 高 撤 的 石灰 含量 使 得 制 糖 淀 
析 由 成 为 较 北 部 士 壤 的 特别 优 和 良 的 肥料 ,例如 ， 厚度 不 大 的 北方 时- 
士 \ 基色 森林 土 及 其 他 。 WEAN ARAB A 4—6 Wh, 
是 在 秋季 进行 秋 耕 时 施用 。 

。 在 括 种 行 里 可 施用 少量 的 硝酸 续 状 态 的 所 肥 〔 每 公 奈 30 公 

oe 过 磷酸 钙 (1 一 1.2 公 担 ) 和 4076 0ST A FORE REIS, . 
中 和 了 的 粒状 过 磷酸 钙 施 到 播种 行 里 。 

积 雪 是 提高 糖 用 甜 荣 单位 而 积 产量 的 一 项 重要 方法 。 各 种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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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S, PMR LR, TM 
PHM AAA IED, ATA, Hb 

| 拥 之 间距 离 为 10--15 -K, WAS, RIE os SE A 
Sk. 
ee ee a FU 

CR PRE), RIE 
PHOT BEE. AIS, AGEN PRLS OH FETE ， 
二 (进行 两 次 )。 如 果 秋 季 深 赫 时 没有 施用 过 无 机 肥料 ， 则 应 在 不 
“地 时 施用 ,用 量 与 在 秋 耕 时 相同 。 播 种 前 耕作 时 可 施用 粪便 、 禽 并 
Aude 

: St Ee 

| TATA AR A Oe MT AI, 
PRIMATE RET, SALERRO 
前 4 一 5 A PSHE Tee EK. 100 公斤 种 子 用 

“90 升水 ,这 些 水 分 4 一 5 次 笨 用 ,每 灰分 量 相等 。 浇 水 时 须 不 断 地 

挠 掉 叭 中 的 种 子 。 种 子 吸 人 水 分 后 ,将 秘 站 温度 提高 到 18—25°C, 

并 在 这 种 情况 下 将 种 子 保存 2 一 8 日 。 

” 种子 的 春 化 处 理 是 在 播种 前 10 一 12 日 内 开 寻 进 行 , 先 使 种 子 

汪 温 (和 渤 种 时 一 样 ), 然 后 ,将 其 友和 集成 堆 , 并 使 温度 达到 15°C, RE 

过 2 一 3 日 后 ,将 种 子 销 成 薄 层 ,并 使 温度 降低 到 7"(C。 应 时常 将 种 

子 翻 动 。 到 春 化 未 期 ,萌发 的 种 子 应 不 超过 10—15 % , 

糖 用 甜菜 的 播种 ,应 与 早期 春 性 谷类 作 忌 的 播种 同时 开始 , 卉 

须 于 短期 内 播种 完 电 。 通 常 是 采用 复合 条 播 机 播种 糖 用 甜菜 ， 行 

PE 44.5 厘米 ,种 子 复 土 深度 在 重 质 土 壤 上 为 2 一 8 厘米 ,在 
ROR LE 3h 8 一 上 则 类 。 播 种 后 损 立 即 鲁 压 田地 ,最 好 是 采用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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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ES 

| oa FARA ZAnS eS 

EGE L PRK He CRE 
Ji. TiS, MR Re IE ET 
HED. Dict LEAS BPTI ARE ZR HE ATE 
杂 草 ,并 且 比 幼苗 生长 得 还 要 快 。 

在 刚 能 辩论 出 播种 行 时 ， 就 须 进 行 中 赫 ， 亦 即 进行 第 一 次 的 
ATRIA. BENT AT ARAL ROSS BP BOL AE GE 
PS ALPPERSLILE, SABE eA Re A 
定 。 中 赫 应 尽早 进行 ， 其 至 可 在 糖 用 甜菜 幼苗 出 土 之 前 。 为 了 能 
以 进行 这 种 (“ 出 昔 前 的 ”7 中 赫 ， een 
RE ei Pl IE) HO 

中 赫 后 应 进行 间苗 ， 留 下 的 植株 互相 之 间距 离 18 一 20 厘米 ; 
以 重 到 收获 时 每 公 早 有 100,000—110,000 HER. PRR 

样 的 箱 株 密度 ， 须 及 时 而 仔 确 地 进行 间 昔 。 延 退 天 昔 会 导致 所 炙 
HAM OR”, HRS AT ES a 
GSE. FATA MARI SAL ETRE AT, TERS at 
JAM RRL. ARTE MN RL, 应 ， 
在 不 超过 10 天 的 期 间 内 进行 完 尝 。 区 

如 果 横 着 播种 进行 分 代 间 昔 的 范 ， 也 可 采用 机 械 化 的 方法 来 
进行 这 种 工作 。 用 机 引 的 或 忆 拉 的 中 耕 机 来 实行 这 一 措施 ， 中 赫 
PLIERS 8.5 BRK E DASE BIE, BORA 
FY RB PORE BS TK, 

间 昔 时 5 A Aika iy Sb ECAP ENTE BJ SEE BET 
半 划 后， 应 邯 进行 德 菜 的 定 昔 。 定 昔 时 ， 在 行 中 留 下 互相 之 



Sim A at 全 17 

RH TE HS TE BS (18—20 JK) —BEHIA, 而 把 其 余 的 植株 全 部 
撤除 。 定 苗 后 ;在 每 公 藉 地 上 应 留 下 不 少 于 100,000—110, 000 樟 

植株 。 做 好 定苗 工作 之 后 ， 再 用 机 引 的 或 忆 拉 的 中 耕 机 进行 行 间 
HE, 深度 为 8 一 12 厘米 。 在 夏季 期 间 内 ， 至 少 应 进行 2 一 3 次 的 

“oy 行 间 松 土工 作 。 这 一 工作 可 与 使 用 手工 碎 土 器 进行 行 间 松 十 除草 

的 工作 配合 起 来 。 
LARA UE TRAE, HO, 
二分 基 实 的 时 候 ， 宜 多 次 松 土 并 加 大 深度 : 达 12—14 BR, ET 

燥 的 夏季 和 没有 杂 草 时 ， 松 土 两 次 也 就 够 了 , 深度 为 8 一 10 厘米 。 
在 任何 情况 下 第 一 次 松 土 都 不 要 太 深 (5 一 6 厘米 )。 

糖 用 甜 茶 施用 妃 肥 是 提高 单位 面积 产量 的 -- 种 重要 手段 。 如 - 
果 秋 季 没 有 施 过 足 量 的 肥料 ;, 则 施用 追肥 更 具有 特别 重要 的 意义 。 
在 间苗 之 后 立即 进行 的 早期 追肥 能 产生 良好 的 效果 。 追 肥 时 可 应 
FASS (每 公 贰 4 一 5 DH) RR (每 公 荐 2 一 8 吨 )、\ 炉 大 (每 公顷 

4 一 5 ih) 38H CED 2 一 3 吨 )。 妃 施 无 机 肥料 也 会 有 良好 的 
影响 ,各 种 无 机 肥料 可 混合 起 来 施用 : 每 公顷 0.6 一 0.8 公 担 硝酸 
Ge. 1—1.5 公 担 过 磷酸 钙 和 0.5 ZH SE a 
FSSA MIG 2 一 8 IIR, CIE 
用 ;而 第 三 次 追肥 则 可 在 第 二 次 追肥 之 后 过 2-3 星期 时 施用 。 

灌 浙 在 甜 荣 管理 方面 具有 瑟 大 的 意义 。 在 拥有 人 工 降雨 设备 
的 地 方 ， 甜 茶 在 夏季 应 灌溉 5 一 6 藉 ， 而 在 严重 干旱 时 须 增 至 .10 
次 。 在 一 夯 夜 的 任何 时 间 内 都 可 以 进行 人 工 降 雨 。 在 种 植 甜菜 的 
基本 地 区 ;最 好 是 在 七 月 下 咎 月 和 人 月 上 后 月 进行 灌 浙 。 

糖 用 甜 茶 的 收获 和 田间 坤 壕 堆 藏 

收获 甜 茶 时 的 基本 要 求 是 要 及 时 和 和 避免 损失 。 甜 全 成 熟 〈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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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E EE iris 志 是 糖分 在 根部 积 权 起 来。 JCAL BE 

PARAL BD A BOR HET IR {8S HPA ERE 
OARGE3E 5+ ASAE. | 

7 AI oP RRA A 
PYEYEMS WMD RS Le 

Seyi A RHR TT MALS Hoek ALORA LAA jet 机 。 
机 引 的 三 行 甜菜 起 技 机 只 有 在 直 威 播种 和 行 问 保持 一 定 寅 度 时 才 

能 很 好 地 工作 。 Be 

“TAR, RAT AARC, “NENT 

HAS ER. AEA T Ae Ta 

收获 工作 。 
SSRI Se Ses ACSA RI A LAP 

SEE ABCD, SI TABLA 1905 
年 )) 规 定 要 达到 90—95: % 。 

WOE HAIRS , EWI AG Aa AIHA Sie Ae A 

进行 根 的 清理 : 只 创 去 叶子 和 直径 为 2--8 厘米 的 项 着; 当 切 除 冠 

.于 时 ， 把 叶柄 基部 以 上 的 部 分 完全 创 去 。 清 理 甜菜 可 应 用 小 刀 或 

* 医 托 罗 有 卓 克 切 冠 器 >?， 这 种 工具 可 在 机 器 拖拉 机 站 和 集体 慨 庄 的“ 

任何 工场 中 制造 出 来 。 当 用 小 刀 进 行 工作 时 ， 用 刀 背 打 落 根 二 的 : 

泥土 并 除去 侧 小 根 , 以 及 切 去 直径 为 0.5 一 1 厘米 的 根 下 部 。 
”也 轻 清 理 过 的 甜 茶 如 果 在 当天 不 能 运往 工厂 ， 划 在 殊 过 浆 量 

。 之 后 将 其 堆放 于 路 雳 的 田间 壤 坊 中 。 塘 壕 的 宽度 基部 为 2--9.6 米 ) 
”上 部 为 0.25 一 0. 50K 3 aE 1.20—1.40 K. URN BEF 

所 要 存放 的 甜 茶 根 的 数量 。 
SURE ER OARS AEN 55 0 yA 
ACEERS «SC RA HUE + — aS 的 略微 湿 洱 的 泥土 ,厚度 为 20 一 25 



Se Ge Me 荣 : ert 

aK, RR LTH RU. TMU A, LE 
加 到 50 厘米 ,而 当 严 罕 到 来 时 ， 雯 壕 上 再 加 盖 璀 层 席 子 。 

塘 壕 中 只 能 存放 完好 的 甜菜 根 。 崇 藏 期 间 必 须 注 意 堆 藏 的 甜 | 

AAT, NLA 1—2°C, 

‘evn Ree tee 68) nS A 

fo RMTEALEL — mB AVIONRIN, Uae 
EG — RWB, —WIEBT—A, 这 为 甜菜 的 加 强 发 
PATA, LASHES PE ARO REE 
收 草 重 盔 地 AE HEIRS BE) BUTE A NM AED BE 

| FOE PCD DUNR Heh Tic kL, EE 
FRA HL 

FER Rib ANS HS REM, SP aE 
ARUP ARPA, ATOM IS LP RE 

”之 后 GRAS EP Ee PH 5 AE 

AERA, UEP Te OR ERIE RSE CRD 
Jai 5A UAL WL, AER Ta EE Ht 
ee 08) SSR Ree 

< Rear 
su RAE er de AA 45 OPT BZ HE 

| HEWES WENT RETRY COREE 5-6 厘米 )。 在 田地 威 

桨 杂 草 的 危险 性 较 非 灌 浙 地 区 要 大 得 多 的 谎 浙 地 区 ， 把 浅 耕 灭 楼 
作为 防止 杂 草 的 手段 具有 很 重要 的 意义 。 为 了 提高 洲 耕 灭 楼 的 效 ， 

率 ， 可 进行 淡 赫 灭 楼 前 的 淮 浙 。 这 样 做 可 使 士 壤 疏 松 ， 为 杂 草 发 
菠 创 造 了 有 利 的 条 件 ; 而 在 以 后 进行 秋 耕 时 就 便于 将 杂 草 消灭 .在 
澶 耕 灭 楼 的 同时 ,可 进行 和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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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将 要 秋 耕 时 土壤 十 分 干燥 的 地 区 ， 于 翻 耕 前 一 星期 内 须 进 
行 耕地 前 的 江浙 ,用 水 量 为 每 公 页 17000 一 1;200 AK. 在 地 下 

水 位 甚 高 的 地 段 和 在 售 痉 进行 治 替 灭 楼 前 灌 浙 的 地 段 里 ， 赫 地 前 

的 灌 浙 并 非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 
在 江浙 地 区 , 翻 耕 深度 加 深 到 26 一 30 厘 ABIL HE 甜 荣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 但 是 在 这 些 地 区 ,可 能 过 到 耕作 层 浇 薄 的 土 坟 ; 因 
而 就 必 ILE WR SRB FFU EA EF 的 工作 。 
这 样 做 的 结果 当 可 建立 起 肥沃 而 深厚 的 耕作 层 。 
恬 肥 和 其 他 有 机 肥料 以 及 因 机 肥料 ， 能 促使 甜 某 大 大 十 增 

产 。 在 中 亚 厅 亚 的 碱 化 士 和 虽 渍 士 上 ， 属 肥 的 效用 特别 巨大。 此 
外 , 千 肥 肯定 是 具有 高 度 效 用 的 ;特别 是 在 哈 茧 克 苏 维 埃 入 会 主义 
SERN. yA SAAR Se: ATA SR 
Rg b 

; fe WE EO CSS ASHLEY CO BE, Se 
BY) SPIER HRA ET, RELA, Bi 
BEAR REED Eh) 

EE OMe LAS BD, SE PERRI 
地 上 ,应 大 大 地 降低 氮肥 的 用 量 。 

先进 此 体 农庄 的 和 经验 表明 ， 当 每 公顷 施用 120 一 180 Ar, 
120 公斤 氮 和 45 一 60 公斤 印 时 ， 糖 用 甜菜 的 产量 每 公顷 可 达 700 
一 800 公 担 。 在 吉尔 吉 斯 于 险 医 克 斯 坦 的 草 旬 十 上 ,人 气 的 用 量 应 芒 

降低 到 每 公顷 45—60 公斤 。 
绝 过 秋 耕 的 田 区 ， 应 在 晚秋 施行 冬 前 灌 浙 。 
到 了 早春 的 时 候 ， 应 进行 秋 耕 地 的 浪 松 士 和 播种 前 的 士 壤 耕 

作 。 
在 灌 浙 的 条 件 下 , 行 间 寅 度 为 50 厘米 ; ZEB BE MERRIE 



CAR we mom Rl. 
ee + ee 

— 

会 主义 共和 国 则 为 60 或 65 厘米 
FRG TESS LAGS, ALI BIT, 
施用 量 为 每 公 什 10 公斤 气 、20 一 30 BRAT IO—15 BSH, 

草 名 土 、 碱 化 咯 寺 和 冲积 士 上 ,只 BUREN Eis AUR | 

~ 在 灌 洒 地 区 施用 追肥 要 比 在 种 植 甜 荣 的 基本 地 区 ， 更 能 收 到 

增产 的 效果 。 在 缺少 毛 素 的 灰 钙 土 . 球 钙 士 和 冲积 土 上 , 妃 肥 的 增 

产 效果 最 高 。 
先进 集体 农 庄 在 营养 期 内 进行 三 赤 或 更 多 次 的 追肥 ， 每 欢 每 

RAMA 巧 一 20 公斤 气 、20 一 50 公斤 磷酸 和 15 一 20 公斤 氧化 ， 

GR, RANGE ARES A) 3 一 5 吨 ;, 而 禽 粪 则 为 2 一 3 公 担 。 

营养 期 间 灌 溉 的 灵 数 、 进 行 灌溉 的 日 期 和 淮 浙 量 ;在 不 同 地 区 

和 在 不 同 的 土壤 上 都 是 不 一 样 的 。 在 地 下 水 位 较 高 的 土壤 上 ， 可 
进行 4 一 6 次 的 营养 期 间 的 灌溉 ,不 必 再 多 。 在 砂 矶 屠 位 置 得 不 深 

的 土壤 上， 进行 灌 法 应 不 少 于 11 一 12 2, WUT RUNNER 
近 ， 土壤 的 含水 量 便 意 小 ， 因 而 也 就 要 求 更 多 隶 地 生 甜 茶 施行 灌 ， 
浙 。 | 

RUE SHS = A BEA A, EEF F ES ,应 即 进行 甜菜 

的 行 间 松 土 。 最 初 的 几 次 松 土 深度 为 8 一 10 厘米 ; 从 第 三 次 或 第 
四 次 灌溉 时 开始 ， 松 土 深度 境 加 到 12 一 14 厘米 。 

在 险 茵 克 苏 准 翅 社 会 主义 共和 国 和 吉尔 吉 斯 苏维埃 和 社会 主义 

.共和 国 的 江浙 地 区 ;在 九 月 下 旬 到 十 月 上 定 月 这 段 时 期 中 挖掘 甜 

某 , 能 获得 最 高 的 产量 并且 产 品 的 质量 也 最 好 。 

甜 茶 根 探 出 来 之 后 ， 应 马上 将 其 堆放 在 用 未 村 和 席 子 架 成 的 

SAT, FSX SUSAR USE, AUR OE HEE Ae 

冠 器 时 ,刀子 的 直径 应 略微 加 大 一 些 , 因 为 在 这 些 地 区 甜 茶 根 要 上 比 

“种植 甜菜 的 基本 地 区 的 甜 荣 根 大 一 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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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 nRNRE 成 就 

先进 的 集体 农庄 ̀ 国 营 安 场 和 整个 的 区 AE 
产量 方面 , 全 猎 获 得 了 巨大 指 成 就 。 久 克 苗 的 甜 茶 栽培 家 在 1951 
年 所 交纳 的 甜菜 ， 要 比 1950 4¢3 5m T 23,200,000 AHH, He 1940 

年 培训 了 36,200,000 AH, 

RIAN, REI Ze ta LRT AB 
(253 ABUTS MAZES) HAUSE , 在 sande | 
Rs 
boat , MARA 
ik ER 了 每 公 昧 200 公 担 

芒 上 的 产量 。 

管 来 念 多 的 集体 安 庄 和 整个 的 区 在 至 部 播种 面积 上 不 断 地 效 
得 甜 茶 的 丰产 。 在 卡 明 温 茨 波 多 尔 斯 克 州 的 沃 洛 契 斯 克 区 ， 在 
6;000 AHR LSA SURI 317 AA, WCE RA 

”多 尔 斯 克 州 契 梅 罗 准 欧 区 的 烈 宁 集体 农庄 中 ， 在 228 DARE 
每 公 贰 收获 甜 茶 414 ZMH, SURE ILIA” 

SE US ARIE, SDSL GONE BIAS 470 公 担 。 哈 攻克 苏维埃 社会 
“主义 共和 国 增 尔 迪 庆 杂 干 区 的 斯 大 林 和 集体 农庄 和 莫 洛 托 夫 集体 农 ， 

| «BE ,每 年 都 获得 糖 用 BASES St —— 每 公 国 500—600 2 

no . 
eet eee Sea ee Me ee 

MET HLS AE PR FE ROSS, FPS IS 
935 公 担 ,而 没 尔 塔 夫 审 的 “ACR Se” ALE TLE MW 
劳动 英雄 格 塔 同 志 ， 划 每 公顷 收获 甜 茶 1,027 DH, San 
社会 主义 劳动 英雄 具 塔 伊 . 塔 齐 诺 娃 同志 ，1950 年 每 公 策 收获 了 



第 j 章 en at 、 

了 906 Dy#H ANAS. AE 1951 年 , 又 突破 了 自己 的 这 项 窑 前 的 纪录 ， 
| PING PUA 2;071 AHR, 

HORE ARR ICED UE, BOLT MORE 

A ERRATA, FRET 
-加 100 一 150 公 担 。 格 塔 同 志 想 信 这 一 发 更 是 正确 的 ,她 在 栽培 甜 

荣 时 采用 了 这 种 新 方法 ,并 把 它 看 做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 
“先进 工作 者 的 和 纸 驹 应 该 成 为 一 切 糖 用 甜 荣 栽培 工作 人 员 的 宝 、 
看 财产 。 这 样 就 帮助 甜 荣 栽培 家 来 完成 第 十 九 欢 党 代表 大 会 和 苏 
茧 中 大 无 月 至 会 所 提出 的 互 大 的 任务 。 

Ba A 

J. RAZA WBE ARBOR 
”2. 糖 用 甜 荣 的 最 优良 的 前 作 是 什么 ? 

3. SURGE RIZE EMEA 

4. $5 GE SI WF mT EL 2 ERE TE? 

B. EFA AHS FE EE TFT P 
6. ARREST AR AU EE BL 
TDR Oe 

8. Heh E a Fad RO Lb A A? 



ST “” 织 维 作物 

1. fe fe 

+A SLE IL IR AR SAC EO. EEE TERRI ER A 
Te SE HACE, 

Hin Ae WSK. 40% , aE AA 20%. 棉 子 油 可 用 来 制 肥 意 ， 

也 可 供 食用 。 棉 子 榨 油 后 到 祭 的 棉 子 人 饼 是 牲 冀 的 优良 创 料 。 
棉花 主要 栽培 在 中 亚 尊 亚 各 共和 国 中 一 一 岛 花 别克 苏维埃 入 

会 主义 共和 国土 康 曼 苏维埃 社会 主义 共和 国 \ 塔 吉 克 苏 稚 翅 社会 

主义 共和 国 ,栽培 在 哈 医 克 苏 维 堵 香 会 主义 共和 国 的 南部 ;以 及 南 a 

ta JSR EFAS MERLE MEA) 

ESATA, HUE UR EPO R E5565 % , HE 
提高 每 公顷 的 棉花 产量 如 下 : Gs A Ba eI HH 
要 提高 到 26 一 27 公 担 ,在 南 高 加 案 各 地 区 要 提高 到 25 一 27 公 担 。 

“党 中 央 九 月 至 会 便 纸 指出 ， 棉 花生 产 的 进一步 扩大 应 通过 下 
列 途 径 来 达到 目的 : 大 大 提高 集体 农庄 和 国营 农场 中 棉花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 依 靠 恢复 未 惟 利 用 的 灌 浙 地 和 开辟 新 的 淮 浙 地 来 扩大 
播种 面积 以 及 改良 土壤 上 状况。 公会 认为 必须 加 强 育 种 工作 ,要 创 
造 出 丰产 的 .早熟 的 、 中 徐 维 的 和 长 稚 维 的 棉花 新 品种 ， 这 些 品种 

须 能 适应 一 定 土壤 气候 地 带 的 条 件 , 卉 适宜 于 进行 机 械 加 工 。 

棉花 的 生物 学 特性 和 品种 , 它 在 输 作 中 的 地 位 

棉花 局 木 棉 科 。 在 苏联 必 作 为 一 年 生 植 物 进行 才 培 。 棉 术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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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为 70 厘米 至 2 Ak AREAS HBP DBE: TERE RSE ES HPA 
See SAFE AE EDIE BE 5 LEAK, FOR ER 
Ae LTB RCI 53). ARE Arh =a A. HEC 54) 
HAE, HATH TCE AHERN EERE 6, Dee AL 
BE, BHM ARES RADIA, 

HEN SL 
J 3 一 5 果 办 的 棉 给 。 

棉花 种 子 上 复 有 单 帮 
ARE, HE 
fe Ata. EAST, 
AUP ALA Hy i LE 

“长 度 不 一 样 ， 其 长 度 
由 23 .毫米 至 50 毫米 图 53. 视 花 的 果枝 

不 等 。 有 些 棉花 品种 还 具有 短 拭 , 这 是 -一 种 较 短 的 和 稠密 的 拭 毛 ， 
它 产 生 低 等 棉花 。 BOARDS. MERE KM, 
意 不 容易 拉 汤 ;那么 柚 维 的 价值 也 就 总 高 。 

， 态 花 是 喜 阳 植物 ， 对 生长 条 件 要 求 很 高 。 在 营养 期 闪 屁 消耗 
大 量 的 热量 \ 水 分 和 营养 物质 .棉花 明 收 水 分 比 谷类 作物 几乎 多 出 
一 倍 。 和 栽培 棉花 的 土壤 须 是 有 千 构 的 ， 对 水 分 和 空气 的 鲨 透 性 良 
好 ,土壤 中 要 有 大 量 的 营养 物质 ， 合 仔 普 施 过 肥料 ,并且 不 是 路 渍 
十 。 

棉花 品种 中 ， 在 我 国 推广 栽培 的 主要 有 以 下 用 个 : 108-@、C- 
450-655、C-3210、611-B、504-B、2365-B、\C-3173、 以 及 (〈 供 阿土 拜 

HEH BY) 1368 和 1298。 所 有 这 些 棉 花 品种 都 是 苏联 品种 。 它 们 上 比 

“其 他 品种 丰产 ， 卉 且 能 多 出 产 长 维 礁 。 第 十 九 欢 党 代表 大 会 关于 
苏联 发 展 第 五 个 五 年 计划 的 指示 规定 ， 要 把 丰产 的 早熟 棉花 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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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到 生产 中 来 。 
棉花 在 输 作 中 的 优良 地位 ， 

是 皖 在 种 过 攻 攻 和 其 他 豆 科 收 划 
的 后 面 ,种 过 豆 科 - 禾 本 科 混 合 收 
草 后 面 的 妨 区 ,以 及 收 草 重 番地。 
AAT, ANBAR 
ELEPARAMWE RR, 

Auk, 4A eee 
时 ， 棉 花 产 量 能 显著 提高 。 为 了 图 54。 棉花 的 花 : 

1.44 > 2.7685; 3. oe 

改善 土壤 千 构 ， 在 棉花 翰 作 中 首 。 。 GER) 
戎 应 与 疏 装 禾 本 科 灶 几 混 播 。 在 应 用 有 LALLA EY re He +: 2 

HAE AT ATE fe] Ba ELE 2 一 3 年 。 

ORE ESE SE SOP OA 23, 年 的 

Bfe- 禾 本 科 混 合 收 草 ; 其 次 就 是 过 作 3 一 5 年 的 棉花 。 在 混合 收 

草 只 利用 两 年 时 ,田地 栽培 棉花 不 得 超过 4 年 。 

HATERS A EA ERE 

棉花 的 土壤 耕作 从 秋天 开始 。 应 进行 漆 度 翻 耕 , 不 得 汪 于 25 

厘米 。 为 了 加 深 赫 作 屠 ;可 应 用 带 有 涯 的 中 耕 松 士 机 。 

在 秋天 逻 过 深耕 的 土壤 早春 的 时 候 须 于 1 一 2 K. 在 春季 ,- 

REIS LEE 1 一 2 K PRA 18 一 20 厘米 ,以 便 掩 至 肥料 。 如 

REN LSA TH, WA 可 进行 耕地 前 的 灌 浙 , 但 用 水 量 不 宜 

过 多 。 
在 中 亚 笨 亚 的 和 干旱 地 区 ;在 轻 质 士 壤 上 损 进 行 播种 前 的 灌流 。 

. 生长 期 的 (营养 期 的 ) 淮 浙 是 在 出 现 第 五 \. 关 片 叶子 时 开始 。 

施肥 棉花 需要 大 量 的 营养 物质 。 因 此 ， 对 棉花 必须 施用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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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和 和 优 机 肥料 .先进 靠 体 农庄 的 实 跤 培 南 了 这 甫 类 肥料 配合 施用 ， 
的 互 大 价值 。 除 磋 肥 外 ,可 以 播种 油 属 豆 \ 草 木犀 筹 作为 炉 肥 : 

握 的 施用 量力 每 公 蒜 90 公斤 (平均 用 量 ) sR A 90 
公斤 。 中 亚 朝 亚 的 土壤 对 钾肥 的 需要 比 氮肥 和 磷肥 少 些 ,因此 ， 钙 

、 肥 用 量 可 以 减 牢 。 基 肥 是 在 秋 赫 时 和 在 播种 前 施用 ; 在 植株 孕 萤 
和 开花 时 期 都 要 施用 泡 肥 ;施用 追肥 时 是 把 肥料 施 于 行 间 。 

述 花 的 种 子 处 理 ,播种 , 田 关 管理 

。 种子， 只 有 在 秋季 震 冻 到 来 之 前 杀 收 的 种 子 才 具 有 高 度 的 发 
FAR PF Hy ESE MEE 85% , 湿度 应 不 高 于 12 多。 55 |: 

SEGRE, MOREL hy HERS PRL Le ; 
FBR HMR. AURIS, ORE 

ERR DE UE. eT nse AU SE 
ARR HE 1 一 2 BRA 

为 了 籍 短 棉花 的 营养 期 ， 应 进行 种 子 的 春 化 处 理 。 这 种 处 理 
是 在 25—30° C 的 温度 下 ， iE 了 的 种子 存放 1 15—20 Ks Feat 

常 加 以 翻动 。 

ERR oe AT SRO Pe FER 
” 主 温 已 达到 12"C。 种 子 复 土 深度 为 3 一 5 厘米 。 播 种 量 为 每 公顷 
65 一 120 公斤 种 子 。 

HR LA CA 行 关 袖 度 为 70 一 
80 厘米 。 | 

(MEOEIE “UR-LUERIM, HUERTA ee 
A, FEA OTHE, URES TORE IME, Gi 

出 更 后 ;在 形成 了 2 一 3 个 小 时 时 ,进行 植株 的 间苗 ;并 同时 除去 行 - 
中 杂 草 。 第 二 次 间苗 子 第 一 砍 间苗 后 过 10 天 时 进行 . 闻 昔 工作 须 

) 



28 | 大 BH > iy 

在 很 短期 间 内 做 完 。 

江浙 后 一 定 BEMIS CHRD 和 除草 。 夏 季 期 间 内 ， 

Bak GARDE 4 一 5 次 的 深度 松 土 。 

施用 追肥 对 棉花 产量 具有 良好 的 影响 。 TEAR RTE HE | 

FUBIEAR“AER ROR, AZ R, FEI AEAI 

TERA SEA BS HORST, TBE HEE ZDE 

Hy TWEE AE By A AAI a ESE 棉 株 应 进行 整枝 。 根据 李 

PRA PAVE M , HL — HP RTH, ERI TE A PEPE LE 

WRT RA TITER LA”, HARD 
oa 

去 掉 通 常 位 置 于 第 :一个 果枝 下 面 的 叶 芽 和 叶枝。 如 果 在 开花 初期 
(天 构 在 七 月 初 ) 进 行 整枝 ， 那 么 玫 将 能 产生 优 息 的 效果 。. 辕 束 整 
靶 工作 不 得 退 于 作 月 五 日 nig aoe 

棉花 的 收获 

在 棉铃 变 神色 并 开裂 时 ， 即 可 开始 棉花 的 收获 棉铃 的 成 歼 
先后 不 一 ， 因此, 籽棉 ( 即 带 有 和 侩 维 的 种 子 ) 的 收获 应 分 3 一 4 次 进 
行 , 这 取决 于 棉 锚 成 熟 和 开裂 的 程度 。 到 最 后 一 次 ( 霜 后 的 ) 收获 
期 , 旭 损 将 开裂 的 及 未 开裂 的 全 部 棉 给 连同 籽 梯 一 起 采 收 。 

籽棉 的 收获 借 手工 或 用 棉 兹 收获 机 来 进行 。 到 第 五 个 五 年 言 

划 末 期 ， 用 棉花 收获 机 洒 收 籽棉 的 面积 应 占 作 部 棉 兹 收获 面积 的 
60—70% . et 5 

Hc) 5 FE BES He hee SEIN LESS NCAT HE 30-—40 248 ATT 

— SRL A aL RA EIR 50 公 担 或 更 多 。 

TC PORE it RD SE AE LS SELB 

AER, ARSC PULSES | bBo ee LB PRE. FETE DL 

4 



AAR EH, SS PUI EAL | 
fu 1 JF RM» SHAS BASSO: FLARE LE PROLTEIER » 

Sc fh AMEE] RE UE AT EG REE AAI, EMBL TT FE 
MERON 3 

Roe TRO, MES A. JR 
是 一 种 良好 的 燃料 ; “CULAR ERE AUR, BA PERS 
油 , 这 种 油 可 供 制 肥 印 及 其 他 生产 方面 应 用 ,也 可 供 食用 。 

~ 

2. EH: iff 

亚麻 是 一 种 有 价值 的 维和 维 作物 和 油料 作物 。 亚 麻 栽 培 的 产品 

”在 国民 还 济 的 许多 部 门 中 裕 广 泛 地 应 用 。 亚 麻 答 维 可 用 来 制造 各 
” 逢 各 样 的 答 物 ,从 粗 灼 麻袋 布 一 直到 精美 的 衣料 。 亚 麻 答 物 , 特 

别 是 技术 臧 物 (帆布 .防水 布 ) ,在 许多 工业 部 门 中 使 用 其 广 。 
从 亚麻 种 子 中 ,可 获得 质量 优 良 的 工业 用 二 性 油 ， 它 可 用 来 制 

和 于 粮油 、 油 浇 、 颜 料 。 亚 麻油 也 可 供 食用 。 
“亚麻 子 馆 是 性 冀 的 优良 精 料 。 亚 廊 纵 级 的 副产品 一 一 麻 层 ， 

一 -在 建筑 上 用 作 卉 春 材 料 。 亚 麻 程 可 用 来 制 竹 ,或 作为 燃料 。 
第 十 九 灵 党 代表 大 会 的 指示 规定 ,在 第 五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内 ， 

亚麻 纵 维 的 总 产量 要 增加 40 一 50% ; 亚麻 徐 维 的 每 公顷 产量 在 非 

黑土 融 地 区 须 达 到 4.5 一 证 ,王公 担 , 在 总 拉 尔 和 西伯利亚 地 区 须 达 

到 4-5 公 担 。 . 
Be PML IUA SRT: GALERIE AMIE A 

TEP A WROTS A BR, FS Leu aR oh HERE E OR BE BIE 
之 后 ， 徽 底 地 改善 种 子 繁 育 工作 ， 依靠 及 时 地 、 很 好 地 进行 收获 工 
作 和 初步 加 工 以 求 尽量 减少 损失 。 公 会 也 要 求 提高 亚麻 、 大麻 栽 培 



30 Bes iene te -和 转 

和 收获 诱 面 的 基本 工作 的 机 械 化 永 平 。 。 

亚麻 的 生物 学 特性 和 品种 

亚麻 的 基本 类 型 有 二 : 肯 内 用 亚麻 和 油 用 亚 廉 ， 
答 维 用 亚麻 (图 550) 人 们 栽培 这 种 亚麻 主要 是 为 了 取 街 瞧 稚 。 

RAEN RARE » DD» AeA PROMO a 
GEIS WER TBR. ; 

油 用 亚麻 ( 图 55 2) AWB, ENT RDR, ESR 
WEIR, J REY FERN ECAC, SSE RS AY 
目的 是 为 了 取得 种 子 。 
除 以 上 所 这 的 两 种 亚 认 外 ,还 有 中 Na — WO 

SCH EIR CHM 556 和 4) 中 等 高 度 ,从 基部 分 枝 CARE 
ik). "ERT Beh AEE Wb a>. 栽培 雨 用 亚麻 是 为 了 取得 稚 维 和 
HT 5 EMAL TAR AEE ROME, “EAA SOI 
亚麻 为 少 。 

SERA SOG I LARACOESE MFP. TEL 
STAR AZ. hh FLERE oR A 1B FB 
PHARM RET, ROS, 其 中 种 子 多 至 10° 
粒 。 在 亚麻 种 子 中 合 脂 肪 达 35 多 、 蛋 白质 达 23%, PUTA ， 
的 亚麻 子 包 ,是 一 种 含 蛋白 质 蕊 多 的 性 畜 蚀 料 。 

亚麻 要 求 好 好 施 过 肥 的 肥沃 的 土壤 。 答 维 用 亚麻 的 主要 栽培 
区 是 苏联 欧 测 部 分 的 北方 非 黑 土 带 。 近 来 ， 突 维 用 亚 廊 的 壕 培 色 
ED A AS Se 
FIN ER Me EBA, 
赋 维 的 将 量 , 由 于 所 条 用 的 农业 技术 方法 之 不 同 ;而 有 很 大 的 

”差别 。 在 好 好 施 过 肥 的 土 坊 中 ，, 实行 亚 廊 的 早 播 ̀ 客 播 ， RAR 



: 图 55. 亚麻 : 

CHAT Ks 6 和 ,中国 型 亚麻 (两 用 亚麻 );7 8. 让 用 亚麻 

量 优 良 的 维 蕉 一 一 示 而 长 , 卉 不 易 拉 断 。 当 稀 玻 播种 时 ,亚麻 植株 

。 产生 多 量 的 苦果 和 种 子 。 在 种 子 繁育 事业 中 ， 为 了 迅速 地 繁殖 具 
有 高 度 符 产 效能 的 亚麻 品种 的 种 子 , 可 条 用 这 种 移 疏 播种 法 。 

| 培育 徐 维 用 亚太 需要 有 温和 而 刘 油 的 气候 ; 油 用 亚麻 在 夏季 
”炎热 的 地 石 也 能 生长 良好 。 亚 麻 的 幼 熙 能 坚强 地 忍耐 轻 度 的 需 冻 

(到 -3"C) ATR EEL A, HERA C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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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在 从 出 昔 到 开花 这 段 期 间 内 ) 或 者 是 水 分 过 多 ， 对 长 维 用 亚麻 的 

发 育 都 有 不 良 的 影响 。 

对 亚麻 来 脱 优 良 的 土壤 是 中 等 粘 结 性 土壤 、 eee eae 

FRA APLAR LPG Ee FARRIS 对 油 用 

亚麻 来 说 ,最 好 的 土壤 是 澡 净 然 杂 草 的 黑土 。 

币 维 用 垩 中 品种 中 分 布 最 广 的 有 以 下 几 个 : Jt sa 

西部 各 地 区 和 乌克兰 苏 稚 拨 社会 主义 共和 国 中 ， AM Cietk - 

“ 普 里 亚 吉 列 喜 克 ”) 一 一 栽培 于 中 央 和 北部 各 地 区 中 ， 1288/12 

一 一 栽培 于 西伯 利 亚 ， icici 806/38 E Bett 

部 各 州 中 ,等 等 。 

亚麻 在 输 作 中 的 地 位 , 土 款 耕作 ,施肥 

在 输 作 中 亚麻 的 优良 前 作 是 多 年 生 收 草 、 三 叶 草 与 猫 尾 草 的 
TEAR SE AOI HER. IGS SEAL AL AP BE Be RE 
i CE. SAM SVR) wie PE ARTE, (RP 
草 ; 施 过 大 肥 的 条 黑 霉 ， 特 别 是 如 果 系 播 于 沟 过 完全 休闲 的 地 里 

。 时 ,也 能 作为 亚 廊 的 前 作 。 - 
不 能 把 枉 订 配 转子 春 性 谷类 作 网 之 后 。 也 不 能 进行 可 廊 速 作 ， 

不 能 常常 把 亚麻 重新 播 在 以 前 种 过 亚麻 的 田地 中 。 
亚 廊 的 基本 土壤 耕作 是 在 秋季 进行 。 深 度 秋 耕 不 仅 能 提高 种 

子 和 给 蕉 的 产量 ， 并 且 还 能 改善 织 维 的 质量 。 在 先进 的 亚麻 芒 培 
SRE, PEE SPE MEER. FERRARA 
替 地 上 是 不 行 的 。 | ae see 

BRM RH a, A ET 
Ayti-, H-L)a LEE, BE eH | 

peso ect Ae Ra 



oe et ; 33 
—_—--—-_——_- 

HAAR A, WE ISS. 
Dh, EIB AGUEREZS EE AOSE TS » TERT Ze Ine MEA. MELB 
PEXEHPEAS MR. FRG , BRN Se MENS SEE. 5 SE 
养 修 过 多 。 对 亚麻 可 直接 施用 属 液 、 禽 美 ,这 些 肥 料 最 好 是 在 春季 

“于 播种 前 耕作 时 施用 ,或 者 用 作 妃 肥 。 秋 耕 时 ,每 公顷 可 施用 泥炭 
40--50 Mt, 

oe 磷 、 钙 肥料 ， 这 种 肥料 能 使 秘 
子 和 积 稚 的 产量 提高 达 50 多 。 合 氮 的 肥料 中 ， 可 施用 硫酸 急 和 确 
酸 繁 .这 类 肥料 应 在 春季 播种 前 施用 ,或 在 出 昔 时 作为 追肥 。 磷 肥  - 

中 最 好 是 把 过 箭 酸 钙 在 秋季 施 到 秋 耕 地 上 ; 钾肥 也 是 施 到 秋 耕 地 

上 上 ，* 工 且 可 以 采用 任何 型 态 的 钾肥 。 

亚 廊 的 无 机 肥料 每 公 藉 施用 量 如 下 (决定 于 土壤 条 件 .前 作 等 

”等 六 硫酸 伍 1 一 1.5 公 担 ,过 磷酸 钙 3 一 3 5 公 担 ， SFE 0.8—1.2 
公 担 。 

亚麻 的 种 子 处 理 .播种 和 田 圈 管 理 

亚 订 种 子 在 播 补 之 前 - 定 要 先 在 清 选 机 中 请 选 一 道 ,然后 ,还 

要 在 5 号 亚太 清 种 机 和 亚麻 选 种 筒 (CTJI-400) 中 进行 选 别 。 基 至 

在 只 是 混杂 有 少量 的 药 赫 子 时 ， 亚 麻 种 子 都 不 能 用 来 播种 。 播 种 

之 前 ， 须 在 种 子 检验 站 或 实验 室 中 , 检查 种 子 的 发 芽 率 .发芽 势 及 

其 他 品质 。 在 播种 前 2 一 3 AA ZR HHYHG@-2 制剂 ( 谷 仁 乐 生 ) 

BEATER HBS, , 

TEPER PT EG, Se HA HE AE RE HH RIE RA a A 

SF 10 KRG EE HE Wi, GEE HY RT Ge RRL BE 

i 5 FSPE EK ee RB BE, 

亚麻 的 播种 可 采用 一 HAT TT TERE BAERS FEES OE PE 
i, ee eee 



34 . 大 Fy 1 iy 

播种 机 来 进行 。 亚 庶 的 交 交叉 条 播 能 产生 优良 的 村 时 。 采用 这 种 揪 
AE MAH A PAPI BH 
进行 播种 。 ail 

每 公 臣 的 播种 量 为 120 一 150 公斤 不 等 。 丰 产能 手 们 较 密 地 播 
种 亚麻 ， 在 有 些 州 每 公顷 用 种 子 160 公斤 。 亚 廊 的 密 播 能 产生 高 
哲 产 量 的 末 缕 维 ;而 种 子 产量 旭 较 少 。 

本 麻 种 子 的 复 二 深度 最 好 是 1.5-2 厘米 * 现 深 的 复 证 会 减低 
幼苗 的 密度 。 

亚麻 的 田间 管理 ”亚麻 地 田 于 管理 方面 最 主要 的 工作 是 清除 
“ 杂 草 。 第 一 次 除草 是 在 亚麻 达到 10 一 15 厘米 高 度 时 进行 ;而 第 二 
砍 除草 则 是 在 第 一 次 除草 后 过 了 10 一 15 天 时 进行 。 

ERG ES BK 
SPHERE 1 一 2 SEE, FER FA PASE st , 3A SS 4 
PRIS 1LO— 1K SFI RABE 
氮肥 分 雨 次 施用 : Ha SAE ZS SPIRAL Ae BT 

磷肥 最 好 是 在 秋季 深耕 时 施用 ,或 者 是 在 播种 时 施用 粒状 磷肥 - 硝 
ROLE AR HPA 60 一 80 DI, SHEA 80—100 公 
SE 和 

亚麻 栽 培 靠 体 农庄 的 先进 工作 者 们 都 除草 2 一 4 次 ,施用 和 追肥 

为 了 等 取 亚麻 的 高 逢 产量 ， 有 些 和 集体 农庄 还 进行 亚麻 播 种 地 
的 复 盖 ， 多 宇 是 利用 泥炭 济 和 划 种 作为 复 盖 材 料 . 复 羡 能 提高 给 
维 的 产量 ;增产 额 每 公 荐 可 达 2 公 担 。 

亚麻 的 收获 和 科 步 加 工 

收获 af CA A 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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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之 一 处 的 时 子 已 经 股 落 ， 瑚 果 变 黄 了 。 田 地 旦 二 片 黄精 色 。 油 - 
用 亚麻 于 洛 热 时 收获, 但 于 在 开始 落 粒 之 前 。、 

在 黄 热 初期 收获 亚麻 能 获得 优 和 让 纵 维 的 最 高 撤 产 量 ; 延迟 收 
获 会 显著 降低 产量 ， 井 且 缕 维 的 质量 也 差 。 在 黄 熟 初 期 收获 亚 订 
时 ， 可 把 种 子 留 在 钴 时 中 进行 后 郝 。 不 要 把 收获 推 壕 到 缚 果 完 全 
ee ea. See 
ae 

大 而 积 的 亚麻 播种 地 ， ALAR A+ HO ea FEI A 7 
别 进行 收获 。 

采用 我 国 自制 的 BHHBJL5 SIL Cll 56) Ard JIT-7 技 麻 机 

拉 出 亚 廊 旦 ,不 万 许 极 失 麻 董 或 种 子 。 为 了 收获 亚 廊 ,还 制造 了 一 
种 亚麻 联合 收 制 机 ( 圈 57) ERB REFT RL ESE, ARE RCN 
缚 成 束 。 ” - 

油 用 亚麻 是 在 戎 果 完 熟 时 用 联合 收 制 机 进行 收获 。 、 

按照 第 十 万 次 党 代 才 大 会 的 指示 ， 积 和 维 用 亚麻 用 机 器 收获 的 

比率 ;到 1955 年 ,应 达到 全 部 收获 面积 的 80—90% 
，，” 技 出 亚 廊 后 ,在 田地 中 将 其 铺 成 薄 层 这样 经 过 4-6 小 时 (在 

56. BHMMJI-5 拔 呆 机 



pitts oo ity 
us VE 型 

人 perenne 
Te BUNT 

ial 57. cfs IK=1 AU 

干燥 的 天 气 )。 然 后 AF HSER REI ADE 5 Bee AGT HITE MOR 

PIECE 5 一 6 RK Cal £8) EAT i 

rine wep iB iia ees sia ieee 

图 58。 AWSOME 、， 、 

” ”为 了 从 哺 果 中 取出 种 子 ， 或 者 首先 用 金属 的 或 木质 的 梳子 从 
WBE LEVEE 5 RASA ESSE HG BS Ky TT LE EE 
BOER RETIN. DRL UE BR SSRs AeA 
各 种 其 他 杂质 GEAR. TRA BAST 
BS BIEL RBI | 



Cte Ge wm 3 

REMAN RL Ra IR BE A BE 
3h HES PIE UL. , RABE , CE MEME Ss RHA BD 

Bh, MF MTSE LE ik ESE ATT Shh. SATIS TR 

PENH, JP AWE RT RRR) 
HAR PES. RE ALE aE CL 
地 上 、 林 篆 地 上 和 留 楼 地 上 进行 .不 要 把 亚麻 销 在 预定 将 在 景 近 几 
年 内 用 来 播种 亚麻 的 田地 上 进行 露 评 。 也 不 应 把 亚 硫 铺 在 三 叶 草 
-栽培 地 上 ,以 驶 土壤 感染 可 能 存在 于 亚麻 中 的 苦 菌 病 的 病原 菌 。 订 
节 应 铺 成 薄 层 和 列 成 直行 ;应 将 质量 不 同 的 麻 昔 分 别 地 铺 开 。 

为 了 使 亚麻 生 董 均匀 地 漫 浊 ， 应 时 常 将 其 翻转 。 亚 麻 在 铺 麻 
bh LHR 3 一 上 是 期 。 在 晴朗 干燥 的 天 气 ， 露 泛 的 时 间 要 长 些 , 当 

_ 天气 温暖 井 时 常 下 雨 时 ,这 一 过 程 完成 得 较 快 。 
当 麻 鞋 颜 色 由 黄 变 灰 , 木 质 部 不 很 坚固 , 井 且 整个 划 御 上 的 从 

维和 都 易于 同 本质 部 分 离 时 ， 浸 麻 过 程 便 可 告 千 束 。 经 过 所 麻 或 渤 
麻 过 程 的 亚麻 茎 称 为 干 鞋 。 从 铺 麻 地 上 起 出 的 干 茸 再 泰成 锥 形 堆 
进行 干燥 ,然后 捆 缚 成 束 ,分 类 共 进 行进 一 步 的 加 工 。 如 果 和 集体 农 
庄 中 备 有 烘 干 室 ;那么 也 可 以 在 烘 干 室 中 进行 干 鞋 的 干燥 。 | 

BPE WT» PONE, ROR ALPS Re HE 
| TRE Ba EME ST PET EE 

AP SIE ASTER EM BT BE ESE BLY 

的 西部 采用 。 
最 完 SERRE ICAL TEL” SATB EMAAR ET 
2 LTS HRS WILBER, 2 TES CA 

AES) DES » SHEE Wi PISS OPE FERE , THIS T AC TR 
AER , AGT, WUE I se EEL A 
Sy — ERE RELY WLP FRA SESE PELE, BRIS LET EIU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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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 ASPB Se USE SURO) AP ft Oe 
SE PRILA SRO ADE PALL: 兴建 附属 于 亚麻 

TESA RTS BEEP BEA A RP SE A, 
ALA, (BS) 1955 年 能 保证 在 亚麻 工厂 中 加 工 85 一 90 狗 的 亚 

Sic PS re -F SE FUIAE SE 

38. 大 县 

栽培 大 麻 是 为 了 获得 徐 锥 和 种 子 . 大 麻 纳 维 比 亚 麻 积 维 粗糙 ， ， 
但 较 乓 而 更 坚 惠 .大麻 答 维 可 用 来 制 粗 绚 、 小 称 、 网 条 索 、 帆 布防 
水 布 \ 麻 袋 布 及 其 他 ,这 些 狗 品 广 泛 应 用 于 日 常生 活 、 农业 生产 i 
WPA 

大 麻 种 子 中 含有 30% EMD, SOP ABR A, Bk 

HF RO, HREM BA, TREE PES Ay 
GE 3076) K Wii FF 

Ant) 4S EMRE 

ki —-4F A HOWE SBE » HSE A; HEE MEAS TE 
不 同 的 植株 上 (图 59) SUA 7" AST YO HEAE HO ER ET 
具有 雌花 的 植株 则 称 为 肉 株 。 
， 雄 株 生 有 圆 铁 型 的 花序 , 荃 较 肉 株 为 钥 , 时 较 少 ,只 开 雄 花 ( 图 

600) . 峻 株 生 有 穗 状 花序 ,只 开 雌 花 , 具有 一 个 子 房 和 两 个 桂 头 (图 、 
606) 。 雄 株 和 峻 株 差 不 多 在 同一 个 时 候 开 花 。 峻 株 在 改 雄 荡 的 花 
粉 传粉 后 便 形 成 种 子 。 雄 株 在 肉 诛 受精 后 开始 襄 咏 ;这 时 应 立即 

收 德 雄 株 ,因为 它 会 干 村、 裂 断 并 赤 失 自己 的 价值 。 
雄 株 比 峻 株 长 得 高 ,但 当 其 凋谢 时 HERDS BE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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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株 只 能 出 产 稚 稚 ， 雌 株 则 能 出 产 织 维 和 秆 子 。 雄 株 的 生 维 ， 
ROG ALPE BME BRIO 

AWE TRIE: AHI, RBM AMANITA 
Sit, ; anh 

: J 

ah R11) 
ie s by 于 

i a > f F y 1 &Y 1 

aA ; 六 了 “uf 
Orem ay 

ce } UA iF a We 
; Fs 

NS 757AG 

by He, 
Nii RAIA re SA 
Png ae _ 

=FS aS = 

af 5 
tail 59. 大 麻 植 株 的 上 部 : 

和 a. Bek; 6. HEAR | 

AHA WARIS TAR HAR ISIN PUAN DLN AR EM HE BET 
A, PUR METL SE M AIE AN ER BB MER 
2 SERIE, ER AMIR, 高 度 不 超过 60 一 70 厘米 ， 稚 维 的 产 
量 和 和 搞 量 都 不 高 ; at yee 

中 机 罗斯 大 麻 在 下 列 各 地 区 分 布 最 广 :中 央 各 州 ̀  自 俄罗斯 苏 
ee eee Se So Oe Sica Lee se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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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S BEA 175 厘米 。 | 

南方 大 麻 栽 培 于 北 高 加 案 、 饲 克 苦 的 南部 各 区 吉尔吉斯 苏 维 
埃 社 会 主义 共和 国 和 哈 茧 克 苏 维 埃 入 会 主义 共和 国 ， 在 这 些 地 方 
它 高 达 4 米 。 这 种 大 麻 产 量 高 ,从 稚 厅 而 长 ,坚韧 。 南 方 大 订 的 缺 
点 是 营养 期 很 长 (120 一 130 天 ) 。 北 方 大 太 的 营养 期 为 60 二 70 天 ， 
中 俄罗斯 大 麻 的 营养 期 为 90 一 110 天 。 

FEE, 在 适度 温暖 并 时 常 下 雨 的 夏季 ， 已 生长 得 
最 好 。 对 水 分 和 营 
养 物 质 要 求 很 高 。 
(BK WotR AB it 
过 多 的 水 分 ， 特 别 
是 在 生长 的 初期 。 

最 适宜 于 栽培 大 麻 
的 土壤 ,是 深厚 的 、 
政 松 的 、 充 分 施肥 
bony ae a 图 60， 大 麻 的 花 ; 
Se ERIM ARIE 4. 雄花 ; 6. 账 花 : 1.HERR; 2.4655 3. 苞 片 

的 宅 旁 地 段 一 -充分 施 故 肥 的 大 麻 地 一 一 用 来 栽培 大 麻 。 在 排 千 

了 积 水 的 泥炭 地 上 大 麻生 长 良好 。 山 丘 上 的 小 粒 冲 刷 士 \ 石 硅 土 、 
重 实 士 和 地 下 水 位 其 高 的 沼泽 化 土壤 ;都 不 宜 于 用 来 播种 大 麻 。 

大 麻 在 畏 作 中 的 地 位 ok EHO ERE 

Mee Eee TL ee. ee occ 
BE BREE ARIA WCB EP Hee 2 
ERB CGS AIZE BICAD) , ToC ER RIE. SLAB 
SOs MAE biG EEA TRI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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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R RISE dB ee AE RABE 
RE RATER IME ZS ABZ. AER SE 

“ 获 后 就 进行 泪 耕 灭 楼 , 然后 , 再 进行 深度 为 2 一 25 厘米 的 早期 秋 
BE, Aa TRIE FEM Fl RBS FR et BY HE TR BE. 

FERUEEARPERVZER DULL L, BURDEE ERDR EMIBRE 、 
HL. Bs, AHSAN HOE 
WEB 1—2 5, 3 

在 播种 前 2 一 3 HA, 2 T alee eR, 要 用 
轨 壁 的 农具 进行 松 土 ,深度 为 8 一 10 JK HRSA, TELE: 
实 的 情况 下 (在 充分 湿 油 的 地 区 ) , 秋 赫 地 的 松 土 要 深 达 14 一 15 厘 
米 ; 霸 且 , 如 果 秋 季 未 货 施 用 肥料 ,这 时 候 还 损 施 肥 。 
各 种 肥料 中 ,对 大 太 应 施用 展 好 腐熟 的 压 肥 一 一 每 公顷 40 吨 

或 更 多 。 应 用 无 机 肥料 对 大 麻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也 有 良好 的 影响 。 翌 

肥 、 无 机 磷肥 和 和 无 机 钾肥 ,应 在 秋季 施 于 秋 耕 地 旦 ; 氮肥 则 应 在 春 

季 了 于 进行 播种 前 耕作 时 施用 。 有 结构 的 黑土 在 施用 磋 肥 的 情况 下 ， 
对 天 廊 可 应 用 无 机 肥料 一 一 在 秋季 把 幼 机 磷肥 和 钾肥 施 于 秋 耕 地 
ees. | 

在 河流 沁 往 地 上 播种 大 麻 时 ,每 公顷 施用 20 BENE, , 6—8 2S 
| REAM 4 公 担 钙 石 路 。 

如 果 把 大 麻 配 置 在 多 年 生 收 草 之后， 那么 在 秋季 翻 耕 生 草 层 
时 ,每 公 项 施用 4 一 6 公 捏 磷 灰 石粉 和 《4 HA 

大 麻 的 种 子 处 理 、 播 种 和 田间 管理 

大 麻 种 子 在 播种 之 前 应 按照 大 小 和 重量 进行 分 级 ， 霸 检查 其 
,发 并 率 。 第 一 航 种 子 的 发 芽 率 应 不 低 于 90 儿 ,纯度 应 达 98%, HK 

麻 种 子 在 土 温 为 10" 时 发 芽 得 最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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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TA eB 5 oT a 
种 子 春 化 法 。 春 化 也 能 加 速 中 俄罗斯 大 麻 的 发 青 期 。 

播种 应 在 很 握 期 间 内 进行 完 蛙 (1--2 日 ); 较 早期 的 播种 能 产 
ACCT A.B RHE RARE 
即 进行 大 麻 的 播种 

大 麻 是 采用 条 播 机 播种 , 行 间 寅 度 为 12 一 15 厘米 。 进 行 交叉 
条 播 可 使 植株 在 田 半 很 好 二 分 布 。 行 间 不 寅 的 窄 行距 条 播 法 能 产 
生 优良 的 结果 。 当 进 和 行 富 行 中 条 潘 时 ， 则 能 获得 大 麻 种 子 的 高 售 
产量 。 有 时 也 采用 带 状 播种 法 。 

播种 量 须 视 播种 方法 、 大 麻 品 种 、 土 壤 状 况 和 栽培 目的 而 定 。 
各 集体 农庄 都 采用 下 烈 的 播种 量 : 中 俄罗斯 大 订 每 公顷 播种 6 一 7 
百 万 粒 质量 优良 的 能 发 芽 的 种 子 , 南方 大 麻 ( 答 维 用 ) 二 4.5--5 百 
万 粒 种 子 。 按 重量 计算 , 当 播种 大 廊 为 了 收 维 和 锥 和 种子 时 ,每 到 牙 
大 狗 播 种 :100 一 120 公斤 种 子 ; 当 播 种 大 厅 只 是 为 了 收取 币 维 时 则 

Ateseueiocs 
公斤 。 

大 廊 种 子 的 复 上 深度 为 3_4 EAL, LA AE 
些 ; 比 较 晚期 播种 时 ,以 及 在 干燥 的 土壤 上 , 复 上 则 宣 加 深 ( 达 5 厘 
米 )。 

过 杂 草 的 生 有 长 速度 ,因此 ,很 少 需要 进行 除草 。 在 大 麻 的 寅 行距 播 
种 地 上 ,可 实行 行 关 的 机 械 化 松 土 和 行 上 的 人 工 除草 。 

大 麻 应 施用 追肥。 先进 工作 者 们 施用 三 次 追肥 : -第 -一次 追肥 
施 于 幼苗 地 上 ， 然 后 每 隔 8 一 10 日 再 施用 一次 妃 肥 。 所 施肥 料 包 
$5 4 HOPE CBE SESS SCE HENE) FISKE. BASE NBT , BES 

AMA APH LACH WZ MO T 
Je BB RATT ION, ALR 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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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好 旺旺 洲 液 状态 ， 每 公顷 施用 量 如 下 :; 8 一 10 nti BEV .6—7 公 担 

SISA 5 一 6 公 提 草木灰。 

在 大 麻 的 留 种 播种 地 上 ， 应 将 植株 的 顶部 除去 ， 也 就 是 带 ， 要 

实行 植株 的 打 灾 。 这 一 措施 能 够 提高 产量 。 

大 麻 的 人 工 辅助 传粉 能 产生 优良 效果 。 

大 谭 的 收获 和 初步 加 工 

收获 首先 是 收获 大 麻 的 雄 株 , 然后 , 隔 40—50 FFL RIE 

株 。 雄 株 的 收获 工作 是 在 它 大 量 开 花 时 进行 这样 做 能 保证 获得 
线 维 的 最 高 客 产 量 ), 而 在 种 子 繁育 播种 地 中 。 划 是 在 雄 株 凋 谢 时 
进行 收获 。 当 播种 大 麻 只 是 为 了 获得 给 维 时， 于 大 量 开花 期 间 收 
RABE : 

Fi idle eA A-ELEaR — ao A. FON PRE IR 
程 的 粗 秋 和 长 度 进行 分 级 ， 并 核 等 级 拥 纯 成 束 。 然 后 将 廊 束 堆 成 
SHE WAT FR. 

DARE PE WHA FE BE BR» VA EAH » ALS HA 
KW ABE SOR NS 

… 青 收 的 峻 株 可 用 DK BK 和 KC-2 A iE L A LIE 

. WOR. gig hae ia eal 转 臂 收割 机 、 制 捆 

HL WRN A TCH 
FIA EACN AIEEE ZN, VEDI MLS A OR 

除去 ,并 应 很 好 地 进行 干 焊 。 
大 麻 的 初步 加 工 ” 对 收获 下 来 的 雄 株 鞭 释 即 可 实行 洒 麻 ， 峻 

株 蕉 种 则 在 股 粒 以 后 再 行 浅 麻 。 浸 麻 ( 严 格 地 按 等 级 区 分 ) 是 在 池塘 
中 和 其 他 的 天 然 水池 中 以 及 在 专门 建筑 的 滞 麻 池 中 进行 。 洗 廊 所 
需 的 时 间 为 15 一 18 日 。 在 塞 论 天 气温 压 时 间 须 延长 到 20 一 3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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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 麻 时 将 天麻 辐 缚 成 排 ， 并 将 其 沉 沉 双 水 中 ， 应 奉 永 画 温 过 大 
麻 。 用 抽取 桩 品 和 在 手 的 再 碎 机 中 处 理 样品 ( 故 过 干 爆 后 ) 的 方法 
求 确定 浸 麻 过 程 是 否 可 以 结束 。 如 果 麻 种 很 容易 和 壬 条 分 离 ， 则 

” AIK Hk. 

ELAR TR (ic ERY ARS USF BR AHIR 
HUSH DHE REI, TULARE, HBR IGP 
PR ALR HE IET SET 3 一 3 FL FRIESE FEE 
4, DEF EE BE PR SE GT PR 

FE TRO AL, BA Ee GE 
加 工 的 情况 下 ) EER PERY BALA ORE REPL ACE ET HL 
中 把 麻 程 分 离 出 来 。 
最 近 ， 开 始 普 到 采 用 新 的 汝 大 麻 的 方法 一 TK EE 

BE i : : ie, | 
KWAN LIA AS (RES Ae WAP BE 5 Hi AE He HEE JE) 

4. | if 

基本 和 众 维 作物 一 棉花、 亚麻 和 大 麻 一 一 不 能 充分 地 满足 我 
国 国民 轻 济 在 纺织 原料 上 的 多 方面 的 需要 。 为 了 制造 麻袋 布 须 应 、 
用 洋 廊 和 黄麻 稚 维 。 用 洋 麻 制 成 的 麻袋 ,由 于 能 吸收 水 分 ;所 以 衣 
够 防护 放 赎 于 袋 中 的 愧 品 , 使 其 避免 因 受潮 而 棋 坏 。 

洋 麻 是 种 新 兴 的 朝 皮 生 稚 作 愧 。1925 年 ， 在 苏联 的 南部 
才 最 初出 现 洋 麻 的 第 一 批 生产 性 的 播种 。 

洋 麻 的 生物 学 特性 和 品种 

al 61) 是 一 年 生 植物 ， 属 锦 荃 科 。 芝 直立 ,不 分 枝 , 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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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一 一 ———
————————————— 

一 ~ 一 

”部 租 度 为 0.5--2 IKI» EIA 3 米 以 上 。 

洋 麻 的 根系 发 育 很 快 。 在 最 初 30 天 内 ,主根 长 度 就 可 达到 50 

厘米 ; DURA BE HERS 150 ) ABE. (il) REED AB TEBE 

i, aie 
 ” 洋 麻 是 人 Sie EE 

BE phy SVE ANSARI ESE» 

p | 图 61.» PERE: 

ate; OBR: 1. MPR HOWE; 2813. BIIIRs 和, 种子 

Sek APU AEE RAG IEANT "EAMG RK, HE 

BLY FRVRAD SAE He HPS FEMALE 120 一 150 天 。 洋 麻 能 顺利 

地 栽培 于 中 亚 硒 亚 和 吉尔 吉 斯 \ 饥 克 兰 苏维埃 香 会 主义 共和 加 、 vis 

82s KN EEL RAE RILSE MA YEA ES AC RB ee 

rset Ae SC AIA er .在 干旱 地 区 实行 人 

工 淮 淅 的 情况 下 ,也 可 以 栽培 洋 厅 。 

MEPL IESE 最 好 的 土壤 是 不 透水 的 粘 士 层 位 置 得 很 深 

$e ASAE PEE SE A B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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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 麻 在 辆 作 中 的 地 位 \ 土 委 寿 作 和 施肥 | 

Cea He PE SRE OE Be REE EAE 
ee ee 

BK SS = EHR Ph EE | 

在 非 灌 浙 地 区 ， IA SOR EE A EAT Be GO 

物 是 配置 于 多 年 生 牧 草 初 翻 地 或 重 翻 地 里 ) 的 中 耕地 理 。 
土 壕 耕 作 “在 把 洋 廊 配 置 于 有 穗 作物 之 后 时 ， 土 壤 耕 作 从 赚 

耕 灭 楼 开始 。 稍 晚 ， 在 秋天 的 时 候 ， 进行 深度 (不 得 汉 于 25 厘米 ) 
ABE. FER, BSBA RHA A, FEMA 
第 十 日 Ae EE TK A Ee, RS 
土 是 在 洋 麻 即 将 播种 之 前 进行 , 松 土 深度 等 于 种 子 的 复 土 深度 ,也 

PLB ALPE IES 5 一 6 厘米 ,同时 也 进行 和 地 。 
有 机 肥料 和 短 机 肥料 的 应 用 用 。 能 保证 提高 洋 廊 攻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er ie 有 机 肥料 中 主要 系 利用 属 肥 ? 磋 肥 是 在 
秋季 深耕 时 施用 ,每 公 藉 用 量 平 均 为 20 一 30 吨 。 

”无 机 氮肥 是 采用 破 酸 丝 和 确 酸 煞 。 确 酸 敏 状态 的 氮 能 使 洋 麻 

产量 卉 加 1 一 2 倍 。 无 机 磋 肥 中 ,可 应 用 过 磷酸 钙 ̀ 、 渴 马 斯 磷肥 骨 

粉 及 其 他 。 过 磷酸 全 或 者 在 秋季 施用 ,或 者 在 春季 施用 (播种 前 松 
士 时 或 重 耕 时 ) ,用 量 为 每 公 藉 3 一 5 公 担 。 

洋 麻 的 播种 、 田 问 管 理 

“播种 “种 子 在 播种 之 前 应 好 好 分 级 ,共用 阿 伯 (AB) 制剂 * 挫 ， 
种 (1 吨 种 子 用 莉 剂 5 公斤 ) 。 洋 麻 可 用 实行 距 条 播 法 进行 播种 ; 行 

Pl FCB) 60 厘米 。 在 省 着 无 来 草 的 土壤 上 ,可 实行 双 行 ( 带 状 ) 播 
* -由 碳酸 铅 加 填充 粉 未 制 成 的 一 种 不 次 于 水 的 蓝 灰 色 粉 剂 一 一 统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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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 带 并 距 部 为 60 厘米 ,播种 带 中 的 行 间距 离 为 15 一 20 厘米 

每 公 基 播种 量 如 下 : 单行 播种 时 为 22 一 24 公斤 种 子 ， — 

种 时 为 28 一 30 公斤 种 子 。 PALE EN EME LY 4—5 厘 

米 , 在 轻 质 土壤 上 为 5 一 6 JB ke | 

RAIA TLE. AEG IR IT MERA MIE 

| “URRY SE, +5 A1—5 日 进行 播种 ; 在 

| BeBER fat baal oe 3s VU IERIE» 4 A 10 一 20 日 进行 播种 。 当 

| WE Gee SAH EL AER 5 TE 5 一 10 H. - 

洋 廊 的 管理 ，” 洋 麻 播种 地 应 经 常 保 持 朴 松 状态 和 音 闫 无 杂 

蔓 ， 在 整个 营养 期 间 ， 应 保证 均匀 地 供 葵 植株 以 水 分 。 如 果 在 出 

昔 前 形成 土壤 板 千 居 ， 划 必须 用 旋转 钢 或 存 将 板结 层 消除 。 在 洋 

ZEA, 及 时 除草 对 于 获得 高 领 产量 具有 重大 的 意义 。 中 

枉 先 亚 的 先进 集体 农庄 , 在 杂 草 不 多 的 地 段 上 ， 至 少 进行 2 一 3 次 

铀 地 ,同时 在 行 申 除草 ,并 至 少 进行 4 一 5 次 的 中 赫 ) 而 在 杂 草 较 多 

的 土壤 上 , 则 进行 3- 次 的 鳃 地 和 5 HHP BE. 

”出 昔 后 不 超过 15 天 就 必须 进行 全 面 的 人 工 除草 和 第 一 次 中 

耕 。 茂 密 的 播种 地 须 进 行 间苗 ， 使 植株 之 间 留 下 3 一 5 厘米 的 距离 。 

AHH 中 赫 , 在 灌 浙 地 区 oF ROE 2—3 日 就 进行 ;而 

“在 非 淮 浙 地 区 , 则 视 土 壤 的 紧密 程度 而 定 。 

溢 廊 施用 追肥 在 竺 取 高 乱 产 量 方面 起 着 重要 的 作用 。 启 肥 应 

在 形成 三 洲 裂 时时 ( 孕 曹 之 前 ) 施用 。 追 肥 施 用 量 每 公顷 为 6 一 8 

人 肥 担 禽 娄 和 15 一 20 公 担 磋 液 。 在 未 全 施 过 肥 的 地 段 上 ， 每 公顷 

应 施用 70--80 公 担 压 液 。 氨 肥 的 施用 量 为 每 公 项 1.7 一 2.2 公 

洋 厅 的 淮 浙 是 沿 着 型 沟 进 行 淮 水 。 在 营养 期 内 灌 浙 6 次 :3 次 

在 洋 麻 开 花 之 前 ,另外 3 次 在 开花 期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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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洋 麻 的 收获 和 初步 加 工 

收获 和 用 洋 庶 是 于 大 量 形成 天 果 和 在 杰 的 页 孝昌 现 变 人 
形 时 子 时 进行 收获 。 收 获 时 可 应 用 KP-2.7 大 廊 制 所 机 、KC-9 3 
FTE. SUC SLA EEG SPL. IKBK-2. 3 ASHAPL. HE 
PERO XU REGRESS 8K, “” - 

7 (SOE SS PR EY EH) 25—30 厘米 ,然后 , 按 等 
狼 将 廊 束 堆 成 侣 堆 , 每 一 登 堆 中 有 10 一 12 Fe. 为 /全 ， 生生 
RSS AK» BY EAE HERSELF 

WR A PP BEE ky 不 能 等 待 季 部 斯 果 的 成 训 =] 75% BRIER 
-EIAY 3 BE Ek St 就 可 开始 收获 。 留 种 用 洋 麻 的 收 
hee AAT HY MSTA AY LIA 2KBK-2.3 #HRPLIRHEAT , Iii 
AUB ERAS 6—8 IK. | 

PERS TBE Di FSET IE EHH SIE Hy ft Fe RATE le, 
FPS EFT EGET FE SCH ES AR AYE TOE He AO RE, ee 
不 高 于 12%, 

洋 麻 的 初步 加 工 洋 麻 初 步 加 工 的 新 方法 如 下 :在 田 区 中 ,将 
OWA MEET HALT, RRR ERE 
A. RTD ETT, URE RE Re. 进行 二 
JRE, FALE iC Hi LE) RRSP RE 2 一 2 .5 厘米 厚 的 一 层 ， 
并 时 常 翻 动 。 PSS SD BCI Be BE AP aL ilies 1S Jes 8 1 
+A 

Jn eae os URES AGE Ke, Ra, 在 M-4 BER 
BL FP A Ee By Bie sep SAR UKE WALA RE CAE 
ERY AER ih it, RE BT Aye pilin adh wy Hs 
UME RY HE POZE . HE MER P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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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B im. 

Sensi CE | APRA SEATS PT EL EH» TE 

WAH ENIE L. CPISER, BS 34K. 

| PE GRE TT FSIS, ACHAEA PE RRS Je 

a ee , 

PRIS HT PRE. DORMER ER, 

A Ara SLACK. IE TERETE 

Fee ASS AE RE: 

om ATDIRRAREEK WAG (e., 3S LEONG RUA PLO 

a. ERY OR BRIE BOY Be EW Be A ART 

a anaes | 
Pe yt ee ap 

Bye, ARBRE BE DISAB) 25—27 厘米 。 
: 

为 了 使 黄麻 种 子 发 芽 正 常 和 均 与 ;土壤 温度 需 任 10—12°C 之 

间 ， 工 需 大 量 水 分 。 商 麻 可 以 采用 单行 的 寅 行距 条 播 法 以 及 双 行 

播 秋 法 进行 播种 。 在 非 淮 浙 地 区 每 公 贰 的 播种 量 如 下 : 在 进行 童 

行 的 实行 距 条 播 时 为 12 一 16 公斤 种 子 ， 在 双 行 播种 时 为 16 一 2
0 

公斤 种 子 ;在 淮 浙 地 区 则 相应 的 数目 是 20 一 24 Al 24 一 830 公斤 。 

施用 无 机 和 有 机 肥料 ,能 使 徐 维 和 种 子 的 产量 获得 提高 。 

ASE YIKES, REM 

SAME TR RR FP RR PRS, HR I A BE ATI 

DA BEVA WE -LSBRL ETE, WT FA HGDTALBL RG DEAS WL ESET PD BA 

A TUBEEE 25 TYRAC AE A 

Shit WAG Eile 30 一 60 公斤 的 氮 素 ,是 很 合宜 的 。 这 样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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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帮助 提高 产量 ;晚期 施用 追肥 效果 则 不 其 大 。 | 
SAE TH HE LAER HR LAT 28 AR 

进行 收获 。 留 种 用 黄麻 是 在 大 多 数 植株 上 有 7 一 8 TREE 
子 成 误 时 进行 收获 。 收 蓝 太 早 会 使 产量 降低 。 

黄麻 的 初步 加 工 与 洋 麻 的 初步 加 工 相同 。 

6. 黄 # x 

EPR AL ORE PE PE RE ed, BH 
AT EAE, KURBLMETT FE SEAT JAE 
SETAE AR, FERRETS hey LB, SE 

AD FA ACAD LAER: CE BE HEH PT AA 

黄麻 的 生物 学 特性 ， 它 的 种 和 品种 

黄麻 是 一 年 生 的 植物 ,天 田 麻 科 。 黄 麻 的 类 型 有 分 枝 很 多 的 ，》 . 

”还 有 早熟 ( 矮 生 ) 类 型 和 晚熟 (很 高 的 ) 类 型 。 

由 于 类 型 和 总 种 的 不 同 ;以 及 由 于 栽培 条 件 的 不 同 tenes 

期 的 长 度 为 112 一 165 RASS. LS iS RE. ATE 

黄麻 种 子 在 田间 条 件 下 均匀 而 迅速 地 发 六， 温度 须 不 低 于 16 一 
”18"C。 当 充分 湿润 时 ,在 播种 后 的 第 五 到 第 七 日 即 出 现 幼 划 。 

除 太 红 培 和 碱 化 土 外 ， 黄 麻 可 以 生长 在 任何 的 土 于 上 上 。 在 核 
机 械 成 分 来 说 为 中 质 的 和 轻 质 的 含有 多 量 有 机 物质 的 主 壤 上 , 黄 
麻生 长 得 最 好 ; FEAR EER AER, TERE EI 

准 比 较 粗 糙 。 在 岛 意 别克 斯 坦 ， 把 黄麻 配置 在 草 甸 士 和 草 旬 沙 泽 

EGON ARE AEE). FE REAM LE 
WABI. TKR, RRR RSE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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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 GEL bY ISAT IMSS IU RE IA 

RRMA, ALINE, RECMEMUE HR Le 
BEA LSE TWEE 

黄麻 的 两 个 优良 品种 一 -28 和 65 55 th Wo SENET 
fe IG I LE Be PA WE, IRL RE eH 
ERMA T 420 个 品 

| FOR RRL 4c CR ARLE RAE RRR 
ABE VBP BEEN. HATES. 

土 壕 耕 作 和 施肥 

实践 证 明 ， 黄 廊 茎 各 和 种子 的 高 拓 产 量 首先 决定 于 浇 耕 灭 榜 
_ 和 士 过 秋 赫 的 质量 。 秋 耕 深 度 应 不 少 于 25 一 28 厘米 。 

早春 ,一 当 可 以 下 男 工 作 时 ,用 重型 芭 将 秋 耕 地 邦 2 一 3 逼 , 然 

后 进行 松 十 ,或 用 犁 进行 深度 为 20 一 25 厘米 的 重 耕 ， 井 同 时 丰 地 。 ci 

ACA HET | 

PEPE FEE FE HORROR SEE BS Us SE ot FL BE 

PEE Mh MAE BIBER RABE VEE 15—18 厘米 ， 
FRE hi 

. SR 
开始 之 先 应 进行 灌 浙 。 

黄麻 对 肥料 特别 是 有 机 肥料 反应 灵敏 ;对 无 机 氮肥 和 磷肥 也 

容易 反应 肥效 。 一 般 是 在 秋 耕 和 春季 播种 前 耕作 之 前 施用 肥料 ;并 ， 

在 营养 期 内 施用 追肥 。 对 秋 替 地 可 施用 属 肥 和 和 扰 机 肥料 (特别 是 磷 。 
肥 )。 | | 

AERA 5 Bec FEF TG FA eh Be Wi PE FS SEAT, DE Za 的 堆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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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 AREA A 60 公斤 氮 、60 公斤 磷酸 和 45 AT STS 
算 。 ah : 

SMe BSE 

潘 种” 当 土 壤 已 经 充分 温暖 时 便 可 开始 播种 黄麻。 早期 播种 

, 能 获得 较 高 领 的 种 子 产量 ;而 在 比较 晚期 播种 时 , 则 能 获得 质量 优 
良 的 给 维 。 

ee heyeerreren 
HK. FELBERT ARR PP FF HOD & 15 
厘米 。 播 种 黄麻 可 采用 三 叶 草 播种 机 、 谷 物 播种 机 或 农庄 中 备 有 

的 其 他 的 播种 机 来 进行 。 黄 麻 的 种 子 硼 小 ,因此 ,为 了 使 播 种 均匀 ， 
WATE iP IR ARSE. RSE ARE, PPA 

度 为 3 一 4 厘米 。 

播种 量 须 秽 当 地 和 荣 件 而 定 。 在 留 种 播种 地 上 每 公 硕 播 6 一 8 公 

斤 种 子 ; 在 播种 黄麻 为 了 获得 崔 稚 时 ,每 公 苇 播种 量 如 下 : 如 果 进 
行 单行 播种 可 用 种 子 8 一 10 公斤 MATHS I 12—14 add 

在 灌溉 农业 区 ,应 进行 播种 后 的 灌 浙 。 
黄麻 的 管理 ” 当 播种 地 上 形成 了 土壤 松 千 层 时 ,必须 局 上 (不 

等 待 幼 昔 的 册 现 ) 用 旋转 铀 ,表面 不 平 的 镶 压 器 和 其 他 农具 来 消灭 
BUGGER ERTS. RR 
理 方面 的 一 项 逆 不 可 少 的 措施 ,特别 是 在 植株 的 幼 龄 期 内 。 

在 植株 上 长 出 2 一 8 对 叶子 时 ,进行 第 一 次 闻 苗 。 
同时 还 要 进行 松 土 和 除草 。 
«SRT JRE RE 10 一 15 天 ,再 进行 第 二 次 间 昔 。 在 营养 期 

内 应 间苗 2 一 3 次 。 

在 灌 浙 农业 地 区 ,每 一 次 淮 浙 ， TT C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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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借 人 工 )。 第 一 次 灌溉 是 在 第 一 次 间 功 后 立即 进行 ,以 后 的 灌溉 

于 开花 前 是 每 隔 12 一 15 天 进行 一 灵 ， 开 花 后 是 每 隔 18 一 20 天 进 

行 一 灵 。 营 养 期 问 一 共 要 灌溉 6 一 8 次 。 
黄麻 施用 追肥 能 产生 很 好 的 结果 。 第 一 次 追肥 (每 公顷 施 45 

有 公斤 氮 ) 应 在 第 一 次 间苗 后 施用 ,而 第 二 次 追肥 (每 公顷 施 30 公斤 

RAN 30 公斤 磷酸 ), 则 是 在 植株 上 出 现 7 一 8 对 芙 叶 时 施用 。 

在 灌 浙 农业 区 ;是 在 灌流 之 前 进行 追肥 。 | 

黄麻 的 收获 和 初步 加 工 

收获 黄麻 应 在 果实 形成 和 种 子 灌 北 时 期 进行 收获 ， 井 且 遥 

在 很 短 时 间 内 做 完 这 一 工作 .收获 黄麻 所 用 的 机 器 与 收获 洋 廊 、 商 
麻 时 相同 ， 黄 麻 也 可 以 进行 人 工 收获 。 制 下 来 的 黄麻 八 程 应 捆 成 
aie 12—15 ERA » RRA A RE DOR SHUE, Dit 2 一 6 

日 。 
ee eae ee eee SA 
FRYE AUER 8 LAE EAT CH 
ARHUSWL ATSB MORE, BRIS 

PHI REP , Ft 7 一 20 天 ,水 的 温度 为 26 一 28"(C。 ARS MAY 

深度 为 1.5 一 2 KM ABHOR AR NOE, ME 
开始 容易 和 茎 种 分 离 以 及 董 种 的 木质 部 变 脆弱 时 ， 浸 麻 过 程 便 可 
SER, OSH ULI, WE HIL9 型 打 麻 碎 董 机 中 以 使 
MMAR ES 

核 照 托 尔 洛 奇 科 所 提出 的 新 方法 进行 黄 廊 “〈 洋 麻 和 黄麻 也 是 
一 样 ) 的 加 工 , 能 产生 最 好 的 结果 。 采 用 这 方法 时 ,使 用 机 器 从 新 
浊 割 下 求 的 麻 荃 上 分 离 出 惠 皮 部 。 接 着 就 进行 干燥 ， 然 后 再 进行 
浸 麻 。 用 这 种 方法 获得 的 稚 稚 质量 很 高 ;维和 维 的 产量 也 能 增加 ， 



oe 天 H ££ by 

先进 工作 者 的 成 就 

FERMENT BRL EP, FESR 
了 起 来 。 其 中 有 一 些 人 荣获 了 社会 主义 劳动 英雄 的 称号 ， 另 一 些 

。 则 药 获 了 各 种 肌 章 和 奖章 。 每 一 个 先进 工作 者 在 自己 的 工作 方面 
都 合 获得 互 大 的 成 就 。 | 2 
FELINE IRIS EMIT , DASHED RSE MS 

| RVERVARP RSA UI, F 195046 FE 6.1 公 硕 面积 上 
. 每 公顷 便 获 得 83.6 ATA TEI RIT K MEARE & 

斯 塔 莫 夫 . LMA, TE 8 公 夺 面积 上 也 便 获 得 了 同一 料 的 产 
#. LSS ; 

在 青 尔 吉 斯 苏维埃 社会 主义 共和 国境 内 外 号 名 远近 的 社会 主 
义 劳动 英雄 阿 帕 罗 娃 ， 阿 米 娅 一 -阿拉 凡 区 莫 洛 托 夫 和 集体 农庄 的 _ 
女 庄 员 ,从 1948 年 起 就 获得 了 每 公 艳 100 公 担 棉花 的 产量 。 在 阿 
塞 拜 疆 苏 稚 埃 社会 主义 共和 国 中 ,集体 农庄 植 棉 工 作者 加 沙 讲 夫 - 
BENS HL + HG RSA He - FEAL EL BAL ELIS «AG DB BE eh as 
BY TF do LURAG EE, 他 们 都 是 社会 主义 劳动 英雄 ， 和 阿 帕 罗 娃 . 阿 
米 姑 一 样 ， 他 们 在 1950 年 也 都 荣获 第 二 枚 “镰刀 和 途 子 ” 金 质 奖 

在 提高 亚麻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方面 也 具有 巨大 的 成 就 。 在 高 克 
苦 ,由 于 获得 了 亚麻 的 高 额 产 量 , 1950 年 许多 集体 农庄 主席 、 工 作 
队长 和 普通 的 集体 农庄 庄 员 获得 了 社会 主义 劳动 英雄 的 称号 仅 
在 日 托 米 尔 州 的 “H 困 集 体 农庄 ” 中 , 由 于 获得 了 安 作 由 (包括 枉 
Wh) ENS TE RAT 6 个 人 被 授 子 社 会 主义 劳动 英雄 的 称号 ， 在 
这 个 集体 农庄 中 ,每 公 革 收获 质量 优良 的 亚麻 给 维 8.9 公 担 以 上 。 
在 自 俄罗斯 、 讨 沃 西 比尔 斯 克 州 和 苏联 的 其 他 地 区 ,也 有 获得 这 样 



第 十 章 缉 tc fe tm 55 

SS lac ella aa rnc RCE a 

成 就 的 。 
大麻 栽培 家 的 成 就 同样 也 是 很 显著 的 。 早 在 催 大 的 卫 国 战 竺 

以 前 ， 有 不 少 的 梨 体 农 庄 就 因为 自己 获得 了 巨大 成 就 而 闻名 。 例 

如 ， 契 尔 尼 二 夫 州 谢 维 尔 谤 夫 戌 罗 德 区 “ 佐 夫 天 ”集体 农庄 一 

_1939 aR LESS, SHAMANS BM Rt 

“AE WER. 最 近 几 年 来 ,大 麻 栽 培 家 获得 了 更 加 优良 的 成 续 .1949 年 ， 

又 是 这 个 “ 佐 夫 天 ”集体 农庄 ， 在 170 公顷 面积 上 每 公顷 获得 了 6 

到 担 的 答 稚 和 8 公 担 的 种 子 。1950 年 ， 往 稚 产量 已 经 提高 到 每 公 

项 7.5 公 担 ) 而 种 子 产 量 则 为 10.24 BH, 

不 别 的 小 硼 售 经 获得 更 加 高 的 产量 。 社会 主义 劳动 区 礁 高 里 

塔 . 科斯 秋 琴 科 ; 在 5.32 公顷 面积 上 每 公顷 获得 了 8 AR Bite 

和 12.3 公 担 种 子 。 fi: See MELE IIS ELIE, ATER 

SEA 8.52 etter tat 11.4 AoA Ae 

| 先进 的 集体 安 庄 、 优 秀 的 工作 队 、 个 别 的 集体 农庄 男女 庄 员 ， 

籽 保 证 获得 其 他 积 维 作 易 的 高 扰 产 量 。 卡 巴尔 达 苏 维 埃 社会 主义 

自治 共和 国 的 “ 朱 拉 齐集 体 农庄 在 1950 年 每 公顷 售 收 获 洋 麻 荃 

89 DSHH , 而 这 个 集体 农庄 的 成 员 然 齐 古 洛 娃 和 她 所 俩 导 的 一 些 庄 - 

遇 何 ， 由 于 进行 了 4 次 中 耕 、 3 次 除草 、5 CURA TALS 

“配合 和 氨 肥 ， 因 而 每 公顷 货 收 获 订 划 130 公 担 。 在 许多 集体 农庄 

中 一 地 米 蛙 洛 夫 梨 体 农庄 、“ 新 生活 ”集体 农庄 \ 米 高 扬 集 体 农 

HE, 从 30 一 40 公 项 面积 上 获得 了 洋 麻 青 芍 的 高 额 产量 : 每 公顷 达 ， 

98 公 担 。 

Hes EH AH NU SR SEA EES HF OB 

sa ae yctiy , ARAN IMU AE MEL a, eA AR ESE A CHE 

苏维埃 社会 主义 共和 国 、 岛 兹 别克 苏维埃 社会 主义 共和 国 及 其 他 

站 区 中 的 许多 集体 农庄 ， 也 都 获得 廊 芝 和 种 子 的 高 额 产量 。 在 基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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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集体 农庄 中 ,风干 的 黄麻 八 产量 在 个 别 地 段 上 达到 12 一 15 吨 。 

mM 。 是 

1, 在 哪些 地 区 栽 场 有 棉花 ? 

2. 试 列举 棉花 的 基本 生物 学 特性 。 
3. 我 国有 哪些 榜 花 品种 ? 

4. 棉 花 管 理 的 基本 方法 是 怎样 的 ? 

5. 对 档 花 须 施 用 哪些 肥 诗 ? 何 时 施用 ? 
6. 试 列举 亚麻 ,大 麻 的 基本 生物 学 特性 。 
7. 在 你 们 州 中 有 哪些 杰 麻 品种 和 大 麻 品 种 划 定 了 栽 二 区 ? 
8. {i SBA WERE BOER ? 
9. 亚麻 和 大 麻 的 土壤 耕作 的 基本 方法 是 怎样 的 ? 
10. 亚麻 和 大 麻 的 收获 应 于 何 时 进行 ? 皇 样 进行 和 采用 哪些 农具 ? 

11. 你 们 知道 亚麻 和 大 麻 的 动 步 加 工 是 怎样 进行 的 5 
12. EPR GOS LEE HAE \ ES WAAR ID BRS LA BR aE 

13. AE EERE EAD Bot? 

14. R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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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GS SE — A BAT Oh cL RE EA BT OD 5 BE" 

LPL AEE LEE. HG SER LP BEAM 

He PEIE RARE IRE MR BEAL. FEN 

RTE RURY RE Fs IGS EE EE 

苏联 发 展 第 五 个 五 年 计划 规定 ， BEGG SSE TH 40 

45 和 ， 拭 使 每 公 藉 的 产量 达到 下 列 标 准 : 在 非 黑 土 带 地 区 达到 

155—175 及 担 ,在 中 央 昧 土 带 各 州 地 区 达到 140 一 160 公 担 ， 在 南 

高 加 索 和 北 高 加 索 地 区 达到 135—155 公 担 ,在 EHR ADH (eee 

时区 大 到 125 一 145 4H, TERRE
 REEL TERA Me 

OPM RETA ZAMIR 50% « PERS RAEN 

Shr mete ests MEI LE I AY A 

ZMK , MEE BEES Gh RE AE RAE 

党 中 央 思 月 公会 指出 了 局 锥 募 和 蔬菜 生产 的 严重 落后 情 驶 ， 

修 析 了 落后 的 根本 原因 并 制定 了 保证 迅速 消灭 落后 现象 的 措施 。 

苏 共 中 央 至 会 规定 ,在 局 给 募 以 及 蔬菜 生产 方面 的 主要 任务 ;是 要 

在 广泛 实施 机 械 化 和 和 采用 局 锥 暮 及 蔬 茶 栽培 的 先进 农业 方法 的 基 

A RoR HERO (EUR ELI BPE. IU A eB 

You “pee BPE ae BA SCEHE 5 GE IG Oa SE ADL ARIA TMB BB I 

， 分 满足 城市 和 工业 中 心 的 居民 以 及 加 工 工业 的 需要 ， 而 且 能 充分 



ss : oe ee 

满足 冀 牧 业 对 局 铃 募 的 需要 。2* 

马 给 募 的 生物 学 特性 

GLA, “ETM, eran 
在 地 下 水 平分 枝 — 18) EE EIR REP EL 
fy. PSEA LAPSE POLE VS AE 
SPUR EARSDSE , A BH ZEROS ABE 
ocean 
Ss). SRNR RATER. 

So Uy LENA HL SBE ERA 土壤 气候 条 件 和 农 汪 

FLAK, SRE BAA 75% 。 淀 粉 含量 为 18—25 % 不 等 , 蛋 自 质 的 

含量 共有 2—3 % . IRD Arik) 0.4—0.2.% WMESE 0. 8—2% , 

其 分 为 1—1.5.%. GSE AAT HEAESK C 。 

ep 
BE i ES OA ESE ROH RES WE CE, . 

GSR AES MIE, SER BAAS 
A, SEAR RODE . HS SEA A IE Oe 
EEL AE EIS | 

SEG SSEDRBE, fh SY BURGE AMOS ne Bt: - 
AUREL, RAR AEM REDO, BART. 
FE AEA SSE EASE FEF AES BPO EAE DAE AUR PEE 
斯 科 州 科 洛 姆 绩 区 的 “五 年 计划 ,四 年 完成 ?集体 农庄 中 , 女 庄 员 克 
重托 娃 于 1945 年 每 公 厌 全 收获 马 锥 昔 1,096 公 担 。 在 同 区 的 “ 收 
获 日 ?集体 农庄 中 ， 沙 利 娜 于 1945 EGA SUK 1,110 

公 担 。 克 麦 罗 沃 州 马 林 斯 克 区 “和 红 渠 ?集体 农庄 的 女 讨 员 斯 大 林 览 
。 * 性 文 引 自 (关于 农业 问题 的 决议 "1957 年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 第 19 i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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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获 得 孝 殉 特例 娜 ， 从 面积 为 工 公 贰 的 试 呈 地 段 上 ,于 1942 年 区 
ET IEG SE 1,331 公 担 ;而 于 1943 年 则 获得 了 1;414 公 担 。 

莫斯科 州 、 烈 宁 格 勤 州 和 苏联 欧洲 部 分 中 部 地 带 其 他 各 州 的 
一 些 集 体 家 庄 ， 往 往 从 大 块 面 积 上 每 公 项 收获 达 500 公 担 的 局 狂 
蓝 。 可 是 在 沙俄 时 代 ， 这 些 地 方 马 锥 昔 的 产量 平均 每 公 奈 不 超过 
60 公 担 。 OAs 

马 铬 蔓 的 品种 

提高 局 纷 昔 单 位 面积 产量 的 基本 措施 之 一 ， 是 把 丰产 的 新 品 
种 引用 到 生产 中 来 。 全 部 现 有 的 品种 楼 照 经 济 品质 区 分 为 四 类 : 
套用 品种 、 工 业 用 品种 、 蚀 用 品种 和 通用 品种 ， 

“局 难 昔 的 食用 品种 应 具有 美味 品质 。 顶 好 是 顽 茎 呈 图 形 ， 寺 
腿 不 多 。 这 样 的 韦 花 便于 进行 机 械 化 的 去 皮 。 GAS 

V5 5 ESE FA Ah ARE 2 es LTE 
fi] ARS AS Pi AVE 
SH Ua LO PT fe 食用 :也 能 用 于 工业 目的 一 类 品种 。 

按照 成 熟 期 可 将 局 给 昔 的 品种 区 分 为 早 玖 的 \ 中 早熟 的 .中 玖 
的 中 晚 郝 的 和 晚 玖 的 。 品 种 的 校 照 经 济 品 凌 和 成 熟 期 来 区 分 在 一 

“” 定 的 程度 上 是 有 条 件 的 ， 因 为 这 些 特征 由 于 土壤 气候 条 件 和 所 采 
用 的 农业 技术 的 不 同 ,是 可 能 改变 的 。 

下 面 列举 出 一 些 优良 的 \ 广 泛 地 划 定 了 栽培 区 的 局 给 募 品种 。 
洛 尔 畔 ”这 个 品种 是 由 忆 谷 募 栽 培 研 究 所 育成 的 。 这 个 品 

除 北 部 地 区 ` 远 东 和 西伯 利 亚 外 ， 几 乎 所 有 地 方 都 划 定 了 栽培 区 。 

这 是 一 不 中 元 的 通用 品种 。 块 枚 具有 美味 品质 EU Ser 
| i BR CIS Es TT A BB 

AREA AL oath NG RNS n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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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ACER A NA RE ADRES BE J 
fh, AT NER Oe METI. skh See 
去 的 网 状 的 表皮 。 

别 尔 里 享 庚 这 个 品种 在 西部 各 州 和 苏 习 欧 浏 部 分 中 央 地 带 
各 州 划 定 了 栽培 区 。 叱 是 一 个 中 晚熟 的 通用 品种 ?淀粉 含量 中 等 ， 
SAO RIE. AREAL GS MIDI. cA OI SUE 
良好 的 耐 藏 性 。 

PLE Ae 几乎 在 到 处 都 划 定 了 栽培 区 。 i 
用 品种 ,只 美味 品 磋 和 良好 的 耐 藏 性 。 RAG, HIG, 具有 深 的 
芽眼 。 

时 玫瑰 SPIES AONE TAREE “tlk ANNSC 
”品种 PAO ESS, THE, BE, BI SIR). 
FEAR EK AOE Se LEIA 
A FEDER A A LE T BUR BR 

Ais VED eR PERG, RTI, BRA, 乓 
7G. She RB DOR BUA 

Reve eB As FED (FRE 中 央 各 州 \ 东 南 各 州 和 南部 各 州 划 定 

了 栽培 区 。 tH TEAR Ait ,淀粉 含量 中 等 , 具 美 味 品 

A, 顽 芝 白色, 椭 图 而 局 。 这 个 品种 能 抗 癌 硒 病 。 不 甚 耐 脏 藏 。 在 

大 量 降水 的 年 分 会 感染 晚 疫病 。 
着 伯 列 尔 “在 西伯 利 亚 的 西部 各 州 划 定 了 栽培 区 。 是 一 个 时 ， 

hth, MBE. SRE DORIS, AEN. 
沃 里 特 曼 EDEN SS AL A TAR, “BE 

用 来 加 工 制 酒精 和 淀粉 的 。 2S 全 国 和 
荧 具 有 和 良好 的 醒 荐 性 ,红色 ， 呈 构图 形 , 具 白 色 的 肉 , 芽 眼 不 多 。 
个 品种 往往 会 感染 黑 历 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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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ee 

LAE Sam JT es 0 BET AA EME ERS 
Hh LB See Ae MSN LEE), RRNA BRET 
Mi LIE LA REE RO, Ek, 玖 

| BERR RMORIE. EM PRET RAE, be 
BE SRORTH MPLA K. KEES MEERA 
BERS RE BEARS) JN AT AB RE SR EER BATE 
AY It SS BE EE P25 PP PEW, (ELE 

BREA FAA oe PA Bh EBL A RD) FR RAR. 

Beet ASE RMEIE 、 

SRSe KHOR LEE, BRE R SR 
AUPREE, EMBASE DERI OEAERE RE, POEUN 
BNET, PORREIE-SPH ENGEL ANSE, TEASE RHE LOR EE 
F BEE IERIE WE, Fh HG 5 ESE EVES ETE, ARAB 

SCALA MPH EIA TORRET, Sit SAA EIS 
墓 的 产量 。 
早春 ,一 当 能 够 进行 邯 地 时 ,就 应 将 秋 耕 地 却 1 一 2 Fe LS 
状 吏 而 定 )。 在 降水 量 很 大 的 地 区 ,用 来 种 马 给 墓 的 地 段 一 般 须 于 
春季 重 耕 。 在 重 质 的 、 容 易 紧 实 的 土壤 上 重 耕 尤为 必需 。 春 季 重 机 
的 深度 比 秋 耕 要 浅 些 。 重 震 后 应 进行 码 地 。 在 干旱 地 区 ， 可 用 深 
度 松 土 来 代替 重 耕 , 松 十 时 并 要 进行 和 地 。 ~ 

TERE IL ers R RUD. FR, Met 
每 公顷 施用 15 一 20 BENE. ARASH OE » biti AI BE ZS 

项 30 一 40 WE HOG HE BY DA A ER 6 BR S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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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技术 和 妆 业 土壤 学 研究 Te oy eee 
中 的 10 Wt BRIE 5 ECAC FA 45 30 Wet BEE Be Ea st ASE 

i AVC IR BEI ASHER BBY“ AE OE BE AOR, ARR A ET 
EPRI, TRING MG FA 40 吨 泥 央 属 肥 的 堆肥 (三 分 泥炭 对 一 分 
属 肥 ) 时 ,所 获得 的 产量 ， 几 乎 与 施用 纯粹 属 肥 时 所 获得 的 产量 相 
SS, ASAE HE AVE De ERE AS HENE Bt , 4-H HE NE PDA 20 一 580 公斤 

DIRT Bh WB ZC TE MOE A, FERRELL, AAS 
ora GRIER. TE RAIDER DOS RL, GEE 
种 在 把 列 属 豆 翻 和 地 里 的 土壤 时 ,其 产量 比 每 公车 施用 18 dai 

时 所 获得 的 产量 还 要 来 得 高 。 
在 同村 煞 施 有 机 多 机 肥料 时 ,可 获得 天帝 蓝 的 最 高 狂 产 量 。 

”磷酸 肥料 除 可 增加 产量 外 ， 还 能 提高 块茎 的 淀粉 含量 优良 
的 磷酸 肥料 为 过 磅 酸 钙 。 在 非 黑土 带 的 土壤 上 ， 昔 灰 石粉 的 肥效 
良好 ,这 种 肥料 应 于 秋 耕 时 施用 。 

所 有 各 种 氮肥 都 能 有 效 节 提高 局 狂 昔 的 产量 。 但 是 ， 天 量 施 
”用 氮肥 是 有 危险 的 。 氮 素 过 多 时 会 促进 邯 叶 的 发 育 , 井 延 退 成 的 
它 能 碱 少 省 粉 的 含量， 并 降低 所 给 蓝 对 旧 苗 病害 EH — 
AyD. RARE EAA IE. = 

: SUEZ, AREER IES SEG OPER, SORE 
BAe BITE MD ,在 万 不 得 已 时 可 于 秋季 施用 ,以 使 其 中 所 含 的 大 都 分 

-毛毛 能 降低 志 攻 中 的 淀粉 含量 ) 能 从 耕作 层 中 被 症 撞 。 
| 2 ATRESIA LETT AE GE, 
HBL NG SEA, RY 
EF RSA TE. 在 非 黑土 带 中 通常 每 公国 施用 3 二 4 

公 担 过 磷酸 钙 、1 一 2 ZV4H SREB A 2N—2 .5 ATARI FERALAS 

划 每 公顷 施用 2 一 4 公 担 过 磷酸 钙 、0. 5 一 ] Ze FH OFS A 1 一 2 公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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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FEIE RATE FELINE HR FEAT 

| £8-FLAWUE TUTE RENE AMPLE. ! 
RB MEL CATER , ATA — PIE 
SEERA A Fe ROC. AKG » FELDEN EAD 

FENN: ,能 促进 产量 的 提高 。 
” 筷 肥 要 进行 1 或 2 次 ,这 须 视 植株 状况 如 何 而 定 ; 以 及 决定 于 

在 启 倪 暮 裁 种 之 前 全 经 施用 过 何 种 肥料 。 首 次 追肥 是 在 第 一 次 行 
关 校 主 之 前 施用 ， 第 二 次 追肥 是 在 开始 孕 昔 时 施用 。 追 肥 最 好 是 
乘 下 雨 之 前 施 下 。 此 外 ， eee ee 
BALA AB ESE RE A AAR 
TAL A AY SS BY — EE AIR 

‘Sbh. ARO WA BH BV, SN TLNE IG A 810 TH 
FE FAK RSS EMR, EUR AUK LEB 1:4—5, —-BRAUE 

液 可 以 用 3 一 5 AH BIG CAS, SIT FCA MET. HHL 
HELE ET I, AWARE C48 RL 1 A) ER HE 

1 BARE) AMIR AEP PUR SEAS BE Rh RE 
GENER RRP AR TOTAL, UL ESE RENTON 

.第 三 次 追肥 时 应 施用 钾肥 , PAS SESS HE VERE EI A 
和 淀粉 的 积 紊 。 | : 

栽种 材料 的 处 理 

马 甸 昔 的 产量 在 顺 大 程度 上 决定 于 栽种 材料 的 质量 。 栽 种 材 

料 的 处 理 在 秋季 就 应 开始 进行 ， 即 于 志 攻 收 藏 之 前 须 仔 条 地 进行 

- 选 别 。 桨 病 的 驴 及 条 小 的 歼 攻 都 应 淘汰 。-- 般 冲 为 ? 重 50 一 70 Ve 

的 块 雍 是 优 民 的 裁 种 材料 。 我 们 的 农业 先进 工作 者 用 来 作 栽 种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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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的 是 重 90 一 120 HAHA 

由 果 戎 种 材料 过 到 由 过 册 AT 

好 的 志 划 ,并 且 须 进行 炎 巧 ,使 在 两 伯 块 莹 上 能 具有 同等 数目 的 菠 _ 
眼 . 切 开 志 莫 不宜 过 早 , 必 须 在 栽种 之 前 1 一 2 肯 内 进行 这 一 工作 。 
不 能 等 到 栽种 的 当天 才 切 开 境 鞋 ， 因 为 新 切 开 的 志 仁 在 土壤 中 容 
易 腐烂 。 凡 是 块 墓 容 易 感染 晚 疫病 和 黑 豚 病 的 局 给 著 品 种 ， 字 个 
的 块 董 不 宜 于 切 开 使 用 。 een 在 基于 全 于 国生 
DFW AC ERB) 2% 的 起 尔 马 林 深 液 中 3 

马铃薯 也 可 以 用 其 他 方式 进行 繁殖 。 EH FR ER 
BE GREE T BARE. 

SAR NATE ORGS RISK, JLURIRRRERABE LAY 
FSF AACE BE FE PEAT AE. A SEPA AUR 
HAE LEE, BMT, RSE 
PRG AE, OPRAH 15 一 20 克 最 
为 合适 。 秋 季 就 可 以 着 手 淮 备 块 莹 项， 也 可 以 在 田间 进行 马 给 暮 
栽种 之 前 来 切割 .不 同 切割 期 的 块 节 顶 所 产生 的 产量 方面 的 差别 ，、 
是 很 小 的 ,只 要 志 茎 顶 储藏 得 好 。 

广泛 进行 过 的 试验 证 明 : 在 正确 地 切 制 韦 共 项. 很 好 地 将 其 全 
藏 起 来 和 正确 地 栽培 视 铁 的 情况 下 ， 利 用 境 莹 顶 进 行 栽种 的 局 给 
Soe, Ra LBV LR 
的 产量 。 Sats Re ag 

PSE 71 SNS RUSTE TRS, 26 T OESE, BRE 
温度 为 12 一 15" 的 情况 下 进行 块 董 的 催芽 , FESR WI 20-25 
天 。 有 长 出 来 的 幼 芋 应 从 基部 摘 下 来 ， 并 把 它 栽 植 到 定 温 温床 或 加 
温 畦 中 ， 使 之 生根 。 当 身 昔 高 达 12 一 15 KIER, 3—5 HAS . | 

Est 5 SN PDA Ee AH E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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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a WTR VL SAME AE BS » EM » PL 

i BE HAE RU HEATH 

INVA RUHR EL SEAS TFA vin SR ESE USE LI AILS 

aE (ty HDs. INA ES PRA BT 20—25 FA is ee 

ey (12 ER HSER HERE, ARB RES 

sy UNG RE RLANLDIWiCHe TR WEITT ICE NDE AU AR. ROE 

Se FT UT » AUP Be 

jet rin SERIE PS RL HEAT RG TRA, HETHEEE 

SAE PT ES : 

Gop TLL EET RI. (LAL ARS as 

SPATTER» ERMA AE AAT 

Ee a Bh AY UP GT A 

栽种 材料 的 春 化 处 理 能 加 

SBI, HE ae EN 

WAI, FERRO 

een, Wax LBB Lh 

ess, EIA KER 

ti | = 
SMU SEH 

ik. TeREIZO-0KA, | ZN 

Maen, Ke © RSs 

5) By PRIOR HP CTI 62) 

4, BY WAFL RE LE AE PED AMR = 

by HR, HEMI A 图 62. 局 铃 蔓 春 化 处 理 用 的 箱 格 

志和 很 好 地 受到 光照 ;在 光线 仙 乏 时 所 获得 的 幼 芽 是 维普 的 ̀ \ 淡 所 

色 的 和 容易 折断 的 。 房 间 中 的 气温 应 为 12 一 15"C， 容 气 湿度 应 为 

1 WH Ae 

337 RST | //1} Retief >. > 

Jay. Chey, 

j iat 

| } 

Sy , CA Fee VT Se eos! BTR PS 

一 一 一 KR 一 | 4) \ i tH On er 
===" " * i | 

SSS Wea 
SN 局 人 

1 

Pr ~ es. 

-一 一- PR- = 
—————— 

\ 

jalapeno 

- 
一 一 

= 
4 m \\ 

b 

一 一 

4 tees — 2 

> y 
A. 

Seer 
eee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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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一 85 匈 。 在 温度 较 低 的 空气 中 境 鞋 容易 干 妆 。 房 间 的 温度 可 用 
通 凤 和 烧火 米子 的 方法 进行 届 节 。 当 强壮 的 特色 幼 攻 长 达 1 一 2 J 
米 时 ,马铃薯 的 春 化 处 理 可 告 结 束 。 在 没有 温 咀 房间 的 地 方 , 可 以 
在 旧 温 床 坑 中 进行 春 化 处 理 。 夜 间 ， 必 须 用 更 穆 席 仔 租 地 将 坑 盖 - i : | 

HEAT GS LAE MY , 除 春 化 处 理 外 ,可 应 用 在 光亮 处 催促 
Pie BSF MAE ai, ATE PEPER 4—B Bll, FEA ESE 

FT RAR PURSE Py SESE BE 2—2.5 厘米 。 在 温度 为 16 一 

18°C ft, HES HER 10 一 12 K, FEA Se PRET EES 5 

上 除 幼 菠 外 还 会 形成 良好 发 育 的 幼 根 东 。 依 靠 这 些 幼 根 ， 植 株 在 
栽植 到 露地 中 以 后 就 能 比较 迅速 地 发 育 。 

局 铃 蓝 志 鞋 顶部 的 春 化 处 理 ， 在 技术 方面 与 整个 顽 莹 的 春 化 
处 理 有 些 不 同 。 8 TOMLEREF TR, ARAB 
eee +, FM AKA. 

春 化 处 理 过 的 材料 在 运往 栽种 地 点 时 应 放 在 箱 格 或 管子 中 ， 
不 然 的 话 ,将 会 伤 折 幼 菠 。 

马 耸 世 载 种 的 日 期 和 方法 

io FAA Bh BG Sh BESS | HE HY PA. DAE 10 厘米 深 处 的 土壤 

回暖 到 7—8°C WMIFARAE See. HEIR AAU Aw 

SORE FAR VE, FERIA EER, HERE 
Pee Soe : z 

GSRMO I ZER, NLFE RONAN ee 
内 进行 。 早 期 栽种 可 能 导致 种 用 材料 的 退化 ;而 延迟 栽种 时 , 划 在 
秋季 震 冻 到 来 之 前 植株 可 能 来 不 及 充分 发 育 ; 因 而 将 使 产量 降低 。 

局 答 昔 可 以 用 链 、 犀 、 划 印 器 进行 栽种 ， 用 划 印 器 时 须 随 即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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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土 器 进行 复 土 。 局 铃 昔 也 可 以 直接 用 培土 器 以 及 用 种 昔 机 来 我 

种 。 扰 论 采用 何 种 栽种 方法 ,都 必须 使 块 茎 落 到 松软 的 土 层 中 。 

FE SA BAAR AT ,不 能 把 块茎 放 在 民 沟 的 底部 ,而 是 将 其 裁 在 弄 

BM, RAPER FREE, AT REE 

HAT HIE RIX 
在 用 划 印 器 栽种 时 ， 首 先 沿 着 丝 横 两 向 把 地 段 用 划 印 器 区 划 

出 来 。 然 后 ， 把 坟 间 放 在 吾 尖 的 交叉 点 上 ,在 进行 行 间 料 作 时 再 用 

培土 器 将 它们 埋 入 土 中 。 
在 用 届 栽 种 时 ,田地 的 表面 平坦 ， 因此 , 在 共 后 时 期 能 减少 土 

壤 中 水 分 的 燕 发 。 在 用 划 印 器 栽种 并 用 培土 器 复 土 时 ， 田 地 的 表 
面 高 低 不 平 。 在 温润 地 区 的 重 质 土壤 上 这 一 点 便 具有 一 些 价值 , 因 

为 能 促进 这 种 土壤 更 迅速 地 变 瞬 和 通风 。 
用 种 暮 机 栽种 时 ,首先 ,能 使 得 境 莹 更 均匀 地 复 土 , 其 次 ,又 能 

大 夫 凶 提高 劳动 生产 率 。 里 亚 鞠 农业 机 器 厂 出 品 的 种 薯 机 ， 巴 能 
进行 坊 栽 ,也 能 进行 平 裁 。 

正方 形 灾 栽 法 是 提高 局 给 著 军 位 面积 产量 的 有 力 手段 。 3 这 一 

方法 的 内 容 如 下 : 用 划 印 器 将 很 好 耕作 过 的 田地 区 划 为 一 些 相同 

的 下 方形 ; 它 倍 的 面积 为 70x70 厘米 或 60 x 60 厘米 ,并 在 划 印 器 

RUA AE RIG SE, BPG OA RK ,它们 之 

AMEE 5H 10—15 JK, TERRA RICA 

RATE ARIE GS, FAA PLS GRR RG Hr 

FA VAR ASDA RAL SI ASE ES, RASA ATES APRA 

Be LAA S, ARE TE MARE. MO ET AT 

RETEST BEAT LUTTE ; 

FERIA INS WI LAB BY “fay FEF SE SUEHE” 4E ASHE FP 
TEA RAL _L AGS Br oR, FE 1952 年 为 每 公顷 167 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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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当 采 用 一 般 的 栽种 方法 时 ,每 公顷 产量 不 超过 80 公 担 。 按 正方 
形 实 裁 法 用 四 行 种 暮 机 栽种 1 RE, PE Aw 
1 个 人 工 ( 人 日 )， 而 在 按 两 个 方向 进行 马 锥 暮 的 三 次 机 引 行 间 赫 
作 时 ,每 公 项 只 支出 0.6 个 人 工 。 由 此 可 网 ,在 正方 形 突 栽 时 , 工 公 
项 马 丛 昔 的 栽种 和 中 耕 总 共 只 支出 1.6 个 人 工 ; 而 在 条 栽 时 ,进行 

这 雨 项 工作 却 须 支出 30 多 个 人 工 。 正 考 形 灾 栽 时 ,用 在 栽培 马 狂 
暮 方 面 的 每 一 个 人 工 使 货 体 农庄 获得 了 23 DSSS TER 
一 般 的 方法 时 ,只 获得 了 1.5 AHS HE. 

正方 形 完 栽 不 仅 能 促使 提高 马铃薯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 井 且 还 
可 大 大 地 改善 收获 物 的 质量 。 苏 共 中 央 九 月 公 会 指出 了 ， 必 须 广 
LE WSC HH GS Ss SA IE IB ARE 

iG os SERY PRE BEAT, SSK RAAT 
干燥 。 进 行 夏季 栽种 SEATS WL RL A LR 
PS, AMAA BWR, wR BTR 
ROKR RB LAE i ok a T , HL ZAS TBE 
fa BFE He 

Sig RE HY AVE ERT BIT TK: ERAT K, 5 SEAR 
PE, CERB A -Le LSVELE (10 一 12 厘米 ) EEE 
HAS BRE (8—10 BK), ERATE UR EKA AOE, 
EPO RE, RSM Meet 
深度 应 为 12 一 15 BRAS ARLE PKAMSE, SA 
荃 顶 求 栽种 时 , 复 土 应 较 洲 ,在 6 一 8 厘米 之 间 , 须 视 块 董 顶 的 大 小 
和 土壤 差异 而 定 。 

丰产 能 手 们 部 为 营养 面积 具有 重大 的 意义 ， 营 养 面 积 决定 于 
品种 .栽种 材料 的 大 小 和 地 段 的 肥力 。 早 熟 品种 通常 栽 得 密 些 ;, 晚 
熟 品 种 旭 栽 得 疏 些 。 大 顽 攻 比 小 块 莹 栽 得 疏 些 。 在 用 块 莹 顶 栽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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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应 栽种 得 更 密 , 使 每 公 引 的 植株 数 达到 55,000 一 60,000 5. 

在 进行 机 械 化 的 行 间 赫 作 的 地 区 ,栽种 局 给 薯 时 ,通常 留 下 行 
间距 离 为 79 厘米 ， 所 栽种 的 块 莹 间距 离 为 30 一 50 HK, PEF 
进行 耕作 时 ,往往 留 下 行 闫 距离 为 60 厘米 。 先 进 集体 农庄 的 实践 

让 明 ,栽种 密度 达到 每 公 项 50,000 植株 , 能 使 马 铃 暮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提高 10 一 129 或 更 多 。 

夏季 栽种 

很 久 以 来 估 们 认为 ,在 南方 要 获得 扎 给 募 的 高 额 产量, 必须 用 
从 北部 各 州 中 运 来 的 块 莹 进行 栽种 。 而 事实 上 ， 运 来 的 栽种 材料 
虽然 能 产生 高 祝 产 量 ; 不 过 只 是 在 第 一 年 以 后 ;产量 就 还 年 降低 ， 
KEK GSS SE PALER. GSS TY, RRB, He 
PORE ASAI) T 

李 森 科 院 士 指出 ， 在 南方 和 东南 方 ， 当 采用 一 般 的 栽种 期 时 ， 
马 给 薯 退 化 的 主要 原因 ， 是 块 攻 形 成 时 期 的 高 温 〈 包 括 气 温和 十 
温 )。 估 计 到 这 点 , 李 森 科 院 士 建议 不 要 在 春季 而 改 在 夏季 栽种 马 
答 暮 ,好 使 得 在 不 很 炎热 的 天 气 下 形成 块 董 。 

.科学 研究 机 关 的 许多 试验 以 及 集体 农庄 和 国营 农场 的 广泛 实 
践 都 证 明 ,在 南方 马铃薯 的 夏季 栽种 ,能 促使 获得 稳定 的 高 扰 产 量 
FUE GH MALT SATE, cy LRN 
GK HABIT ARE. 

Ai & 

正确 地 、 及 时 地 进行 志 铬 募 的 管理 对 于 收成 具有 决定 性 的 意 
So GEHL LL TUR AS, FURIES, RH 
更 杂 草 和 形成 士 壤 板 千 层 ， 则 要 在 幼 划 露 十 之 前 就 进行 臣 地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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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个 时 期 ,所 使 用 的 友好 农具 是 轻便 将 存 ， 世 不 要 于 伤 及 还 未 生根 
的 乾 茸 。 以 后 的 码 地 划 是 在 出 昔 时 进行 。 

当 植株 高 大 8_10 厘米 时 ,开始 进行 行 间 松 十, 通常 是 用 让 拉 
的 或 机 引 的 中 耕 机 来 做 这 -一 工作 。 行 中 的 松 土 和 除草 借 人 工 进 行 ， 

并 且 这 一 工作 须 安 排 在 行 间 耕 作 之 前 ， 以 求 太 免 把 行 间 的 土壤 路 
SC, AEA EA IG ARIEL OS SE, FTA RE 
方向 进行 。 行 闻 松 土 次 数 决 定 于 降雨 次 数 ( 雨 后 土 壤 紧 实 )， i 
决定 于 地 段 的 杂 草 感染 度 。 

当 植 株 高 达 15 一 20 厘米 时 ,在 充分 退 泗 的 地 区 便 可 开始 进行 

马 欠 昔 的 培土 。 培 土 时 把 土壤 撒 在 董 的 下 部 ， 这 样 做 会 促进 新 的 
铀 旬 枝 和 志 蕉 的 形成 。 培 士 次 数 决 定 于 当年 的 条 件 。 在 充 处 温 油 
Bt , He Sr SER 2 一 3 次 ;着 且 , 最 后 一 次 培土 是 在 植株 封 坟 之 前 进 

” 行 。 在 干旱 的 年 分 不 必 进 行 培土 ， 只 要 进行 松 土 就 够 了 。 在 南方 
干旱 地 区 , 局 耸 昔 也 不 进行 培土 ,在 这 里 培土 只 能 引起 主 壤 的 过 度 
干燥。 通常 在 这 些 地 方 都 用 松 土 来 代替 培土 , 工 且 ,最 后 一 次 松 主 

一 般 都 是 在 开花 前 结束 。 
在 马铃薯 行 间 奉 作 时 期 ,进行 播种 地 的 追肥 。 

在 干旱 的 年 分 ,根据 天 气 条 件 , 家 于 在 志 划 形成 时 期 (七 \ 信 月 
闻 ) 进 行 2 或 3 次 灌 浙 。 - 

Fis BP WIR 

INL AEG Ss SE FED AS ER, FCA RAT SRE BA 

EDK i AA RPA E. IGS ALD ps A: EAT PZ 

See ATM be FR EGE SMA RAIA BAR 

在 北部 和 东部 地 区 5 BRS WAL POH , Fa REAR BI 

He HES SENT HP Hsin Bb ee Bi ALR he BP, ZAR SE RAC NT ETT 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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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这 里 是 当 葵 时 还 呈 烁 色 时 就 收获 马 铬 募 。 种 在 宇 体 并 地 里 的 局 
狂 募 也 是 在 攻 叶 旦 烁 色 时 收获 ;, 尺 便 及 时 整地 用 来 播种 冬 作物 。 

HO RAE RO EGG, TLE ALPE. 
da] EE PERE, FATE AG Gh SURAT 1 一 2 PEST. SS 
EM , eG Sa SET RE, SC WEEE OY , MAE EE 

HEL BUDA FD BR HEI, AH IEEE BI LH, | 
1G Or SWOPE RT BET PRR AR OE PEAT; 这 时 候 控 气 

HOHE REET NT eae, FY FL BE AG 9s Se PL ae 
AAU APRIL IER, LIGA AUR, HAA HIIRIS 
工作 的 繁重 性 并 节省 劳动 力 , 这 是 一 种 新 型 机 器 ; 苏 共 中 央 九 月 至 
会 的 决议 会 经 规定 ,要 为 农业 方面 生产 这 种 机 器 。 

PEA AGEL FRIAS, 然后 进行 重 耕 ， 井 再 -一 次 
撤 拾 声 攻 。 只 有 在 采取 这 些 措 施 的 情况 下 ,才能 获得 储 部 块 攻 。 

Fein S205 Rr ik 

aT HG SIP TELE FS HL Hs hs EL FA A BSE 

$B 5 BY Yuri IVA SEE TR EA I De OPE EAE UP 

HRB Se EBS I HELE HSE HERE 

局 从 昔 脏 藏 于 专 国 的 贮藏 室 中 ,以 及 堆 中 SE a Pe 

的 地 下 室 中 。 人 
局 锥 暮 附 藏 时 的 必 具 条 件 , 是 保证 正确 地 安排 通风 ,以 便 庆 节 

空气 的 温度 和 湿度 。 在 这 方面 最 方便 的 是 按照 标准 语 计 图 建筑 起 

来 的 专门 附 藏 室 。 

崇 藏 室 不 应 过 度 潮湿 ， 也 不 能 过 度 干 燥 。 过 度 潮湿 能 促进 境 

RE ABE AF DANSE IBIS. VA ES SE Ae 

SPIE 5 VRC AE (VI BBR PR PAN TT EEE DG Fe TR PE DE R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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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和 无 味 的 。 

崇 藏 宝应 该 是 黑 明 的 。 JRREE CPM HS. MRE HE 

Why SHE SORRELL PE 

LSE I BG DLT BB FSA EG GE 5 WL BE SAB 

ABSEF PSF Ay Ge Ee AF A SS EES IRAE 

18, CENTER, AOA PORTE “， 

SAP ATP, ASS SR PAR, Be 

I EH HE BC ERE RHVE , TPR Ro ae Bh AE 

SEAT HEA 1.5 米 高 ,这 相当 于 在 1 BORLA 1 ASE, 

马 欠 暮 冬 藏 最 合适 的 温度 为 二 2"C。 新 收获 的 马 答 昔 在 藏 放 

后 的 最 初 两 星期 中 ,于 空气 相对 退 度 很 高 的 情况 下 ; 盒 房 中 的 温度 

保持 在 10—15°C 的 水 平 。 久 后 ,温度 可 降低 到 1.5—2°C, 而 空气 

的 相对 湿度 划 接 近 于 85% 。 

KE Se SE TEA RY RS, FL ACTA HEE LPI. SH 

BADER TBAT. APE PE IK, ee 

THI TARAS ASE ARE PEI A SS, 

Ys FE RF LSE EEE: SRG» FA a DOA LSE FE A 

#. | 

An SVE AT PORE PSE , BY WAS I Ss Se EE HC 63) 和 

Mh, 3b TAEDA, Bk NS RRA 
HiT PRP ERS RE EW OK SK A AEE PAP —1 5 

J BB BS fb PEEP. Hea ee Pa AEP ES EB 

4 SCORE AT LIS , HEDCIIT _LBA SEES RY AA , iti SSE IG HR HN 

局 耸 蓝 堆 ”马铃薯 栽培 研究 所 建 广 把 食用 的 和 种 用 的 马 锥 暮 

崇 藏 在 堆 中 ， 推 的 寅 度 为 2 米 , 高 度 超出 地 面 1 米 。 在 潮湿 天 气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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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 的 马 铬 昔 ， 堆 藏 的 体积 应 该 小 些 。 预 定 供 作 工 业 加 工 用 的 和 在 

秋冬 时 期 利用 的 马 耸 董 ; 堆 藏 时 堆 的 寅 度 为 3 一 4 米 或 更 宽 ， 高度 

超出 地 面 1.5- 一 2 米 , 长 随意 。 

PURSUE PART BBE RAIL, A 

~ 5 : 

二 = 本 Yi Pi 

“Leg fp Y 

ES 

图 63.” 马 人 狠 董 堆 : 

1. 管 道 ; 2. 通 风 装 置 。 

的 不 控 坑 (地 上 的 )。 确 定 坑 的 深度 时 ， 须 着 虑 到 坑 全 深 ,出 通风 伍 
加 不 良 ; 但 是 随 着 深度 的 增加 , 却 减 轻 了 受 冻 的 危险 。 局 给 昔 意 加 
干燥 和 完好 , 划 不 妨 把 坑 控 得 意 深 。 坑 的 最 大 深度 为 50 厘米 。 如 
果 地 下 水 位 很 高 , 则 甚至 在 冬季 很 严 塞 的 地 区 ， 布 赴 局 给 募 堆 时 都 
不 能 按 坑 。 
为 了 届 节 堆 中 的 温度 和 吝 度 ,可 于 董 堆 底部 (图 63.) WE eA il 

通风 管道 (0)， 这 种 管道 系 沿 着 堆 的 和 账 轴 布 于 在 地 上 。 如 果 不 数 起 
管道 ; 则 可 改 用 在 地 里 挖 汪 的 方法 ,并 用 束 柴 横 盖 住 浪 面 。 沿 着 堆 
长 每 隔 5 一 6 米 ， 装 有 与 管道 相通 的 牌 直 通气 管 2)， 其 上 具有 通风 
孔洞 。 垂 让 管 的 未 端 应 突出 于 截 盖 住 的 忆 欠 募 堆 之 上 ， 比 堆 的 春 
部 高 出 20 一 830 厘米 。 这 些 突 出 的 垂直 管 末端 上 没有 通风 孔洞 ,项 

AVA SCAM HOTEL SE BE AE 
用 来 堆 藏 的 局 给 募 应 该 是 干燥 而 完好 的 ， 没 有 染病 和 受 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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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MEIE, HEVG . FAP REUSE BASE EGA SE FE 2030 JDK, 
EELS, URE RERAK, WRK 
TD APLE » HG Se BEHEADED BY AR FESS 5 DORE RE SE BE e e H Y 
ARYL, BEL 5 一 10 Ha, HEMP HOE AE BES ETT, FA 
SE 5 Ss BYETABIAD, 土屋 厚度 为 20 一 30 厘米 ， 并 就 这 样 地 

一 直 存 放 到 堆 中 温度 降低 至 2° 时 。 随 着 严寒 的 到 来 ,在 堆 上 要 加 

盖 一 层 厚 度 为 20 一 850 厘米 的 蔓 御 ， 然 后 再 盖 上 一 层 同 等 厚度 的 
土 ,同时 也 将 硝 部 这 盖 起 来 。 这 样 , 堆 上 复 盖 物 的 总 厚度 就 达到 1 

也 可 以 用 50 JAILS — JERE ARAN 50 厘米 厚 的 一 层 十 来 复 盖 
马 铃 募 堆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 当 马 锥 募 堆 藏 后 ,以 至 部 用 量 的 莫 穆 羡 
在 堆 上 ,然后 再 撒 上 少量 的 土 , 直至 严寒 到 来 以 后 , 才 把 士 层 加 厚 
到 50 厘米 。 在 堆 的 基部 ， 土 层 和 昔 穆 层 要 比 上 部 增 厚 20 一 80 厘 
米 , 因 为 受 冻 现 象 通 常 都 是 发 现在 堆 的 边 乏 特 别 是 靠 北 边 。 

在 较 南 部 地 区 , 堆 上 但 种 层 和 士 层 的 总 厚度 可 以 减 小 ; 相反 ， 
在 北部 地 区 , 则 须 增 大 至 1.5 米 。 | 

QT WHE PAE, SVR ARH, BA 
季 每 日 都 要 测定 温度 ， 而 冬季 则 是 隔 5 一 10 KWE—-R., WHE 
释 菩 过 ;在 脓 藏 的 初期 ,秋季 的 时 候 堆 中 温度 达到 10°C, BOR HE 
BY. MIELE YEP EAB) 8"C， MARAE BAS 
EARP. AERO ATUR BEE 5 i UE GO HEIN TIE 
ASE . ko SORMBOI7R BL UE SRL LT, AU MEST 
FH FSEERBS., 

Ag RAB AEE IG 5 SEE, SCRE Hy SS ERS BI 
4 ESEMERS TA —-204 PU CATSIS , HUGE HS 
HOH, FEAL ASE G95 ERE HS UI —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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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e 

Ay RFA RAE EE HERR 

SIONS Gs ENTE EN 1.21.5 BRE USB) 2K, EAM 

Hh FORAYS . SRETAY HL 1.52 米 ; 长 度 为 5 一 10 米 

( 院 藏 种 用 局 谷 昔 )， 或 达 20 米 ( 院 藏 食用 启 印 昔 )。 当 长 达 20 米 

时 ,用 土 壁 将 壕 亏 隔 成 一 些 个 别 分 侦 ， 每 段 长 3 一 米 。 在 粘土 地 

中 ,可 将 壕 壁 贷 成 垂直 形 , 而 在 容易 崩塌 的 土地 中 * 则 要 筑 成 斜 壁 。 

为 便于 通风 ,可 在 壕 理 底部 的 中 央 控 一 条 炎 沟 ,用 胡 栏 或 居 枝 

将 光 善 住 。 克 沟 应 和 每 隔 一 定 距 离 垂 直 装 置 的 木管 相通 。 

在 放大 马 答 募 后 ， 用 蓝 穆 和 士 盖 住 壕 闷 ， 厚 度 总 共 达 到 上 米 

(50 JK SERRA 50 厘米 土 )。 士 屠 厚 度 最 初 不 应 超过 25 厘米 ; 随 

着 严寒 的 到 来 , 才 把 士 层 加 厚 到 最 大 限度 。 

为 了 进行 夏季 栽种 ATO BE SVE EAC 

Bye. MERE BOAR TE Wa He BE AD BE BA A Se De 

ic 是 

1. 马 给 董 的 生物 学 特性 是 怎样 的 ? 

2. 你 们 知道 有 哪些 优良 的 马 给 蔓 品 种 ? 它 们 和 其 他 品种 的 区 别 何在 ? 

3. 坛 述 马 给 昔 的 繁殖 方式 。 
4, 对 给 昔 应 在 什么 时 候 栽种 ? 

5. EGR Se HDRES A BEE TT ACR? ETT? 

6. ERT EOP MENNIE FIC KA , 
1. ERR TT BOD Ete HE? 

8. pF Tenses LEG ALG ED SE 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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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 用 志 根 类 作 有 易 在 性 畜 的 蚀 用 日 料 中 占有 重要 的 地 位 。 就 其 
fa RS, EPS, PER AR 
料 , 则 能 改善 对 粗 料 的 消化 ,乳牛 能 显著 地 提高 挤 奶 量 。 竹 瘟 的 一 
ARIE ARETE, SRR ER, Ti SE 
40,88 AS BOM PPT ETERS PBR A ts SE 

BEF yA BORER SE, FASE ESS DBO HE 
th : : 

在 秋季 很 长 而 温 蛤 的 地 区 , AEA BTR ASH BE fl SAK 
作 愧 可 以 作为 卉 于 作物 进行 栽培 。 作 为 卉 开 作 物 ， 在 早熟 谷类 作 
物 、. 早 熟 马 给 暮 、 一 年 生 的 混合 蚀 料 作物 收获 之 后 ， 可 栽培 词 用 车 
蒋 、 蚀 用 甜菜 和 根 油茶 。 埃 根 类 作 愧 的 卉 并 栽培 ,使 得 有 可 能 在 同 
一 据 地 上 一 年 两 融 。 蚀 用 块根 类 作 愧 本 身 , 作 为 中 耕作 物 , 双 是 谷 
类 作 收 和 技术 作物 的 优良 前 作 。 这 是 因为 栽培 志 根 类 作 贬 的 土壤 ， 
FESR TRIAS RPE 

BPS RAR RAPE GAA, UR Pet 
兴工 业 地 区 冀 收 业 基 地 的 建立 ， 第 十 九 次 党 代表 大 会 关于 苏联 发 

展 第 五 个 五 年 计划 的 指示 规定 ， 要 在 五 年 期 间 内 使 蚀 用 境 根 类 作 

物 的 生产 卉 加 2 一 3 倍 。 

饮用 块根 类 作物 的 生物 学 特性 

最 重要 的 个 用 志 根 类 作 秘 包 括 蚀 用 甜 茶 、 刨 用药 羡 、 根 油茶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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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 
全 

ee 

Rh EMAAR, AIS ABE 

ve OE RIKL, SAE, MARIAN a TOCA AEE. 

i eda oE WE SLE) BU BORTLD MPLS — 2 RE HE EOP 

5c) SSSR FES AIDE RN LBN DD" Sa wR 7 HT 

合 量 。 
fal AAI EA BRE 150—180 K. fa AREF 

Levies AERTS. RURAL RRL OIE b TIA 

fea FAL aHEAG WIRE} RSE DEL 5 ETAL EF RI i HE 

a FA SHEA BT PAA ERA REE 2880 ; 

120K), A AVERILL ET. fal ae TS 

SIS EWR LMR PEORIA TEE AME 

1 LAREAEE, (EEDRAGEIKD, EF EMEEEAE. fl 

Fe Aie Se Wy RECA AR 5 BUTE bE OIE 

EO fal HES Ae 

fa RUA TEA EAE TEI 140 一 180 天 。 不 惧怕 
本 

Res, PGF. HEM. fal FE) Bh AS EC eS ORG RA 

ay EM; EES HO Ae EAR AS 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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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A EE 

CAH EAN GH, MAR EMSRS, PATRIA dete Dest 
fh. DETAR A ARAM BCT BER Bee Ate 
POOR SAS fil A BUAR ASS 2 aR Bh, ARLE HH SINT GELB Ge «oe 
BAAMEFAATWOR, RIE BREE ag 
的 北部 。 

的 和 和 炸 色 的 )\ 黄 色 列 伊 捷 稚 艾 。 就 单位 面积 产量 来 部 ， 尼 何 次 于 
第 一 类 品种 。 根 中 干 物质 的 含量 不 高 。 根 的 80 一 85 和 位 于 地 表 而 
上 。 这 类 品种 的 栽培 区 与 第 一 类 品种 相同 . 

第 二 类 “本 图 形 的 或 晴 加 形 的 品种 :马列 斯、 伏 蛙 阿 克 和 

图 64. al LARNER: 
2.2720); 6.FREM; 2. fe BEA; 2. ELAS 

马 木 特 。 这 些 品 种 志 根 体积 的 去 或 革 位 于 土 中 。 马列 斯 在 北部 的 
非 黑 土 带 生长 良好 ， 轧 森 特 和 伏 里 阿 克 则 在 黑土 带 生长 良好 。 就 
于 物质 的 含量 来 表 , 第 三 类 品种 超过 第 一 类 和 第 二 类 的 品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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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 98 TELS HEA, SBE ELA eT PRE 

oh —— HC ic BI G6 A BR Ak BREE 

PP ESOL, EMRE, RABE 

度 的 15—20% , 因此， 不 易 从 土 中 技 出 。 这 些 品种 多 定 裁 墙 于 黑 

土地 区 和 干旱 地 区 。 对 水 分 要 求 不 高 。 
ee ee RR ARAM LIME: 

Sins. Suite ETT 50 BK, “ERE 14 x 

FAS, SAE TP TE. ) 

eet Pa ede 

be ee eee ee Oe 6 7 eae 

GeO) SY Ae. Ba NS 

ci TO 本 的 和 且 和 

15%) EIB 8 ie EP OLIN Sa ATS EL AC 
Hb) LAREN) BRA ME. 

REF WAM SER ses cenaiimeiaediiiaas 在 

这 方面 它 仅 次 于 甜菜 的 糖 用 和 和合 糖 用 品种 。 

根 油 茶 的 品种 核 照 肉 的 项 色 分 成 雨 关 。 

i a 一 一 黄 肉 品种 : wy ghey HERES. 巴 茅 尔 姆 、 

eee ee ae: |e OS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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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 

黄 肉 品种 含有 较 白 肉 品种 为 多 的 干 物 质 ; 雨 者 之 加 的 产量 没 

有 显著 的 差别 。 

fal FA Sie BY a PEL A A, 
起 

各 

alo se «6. >‘'e-~.@ 

nr 
EA a ETE 

Zeta Ee PRO HE 

fe FESS IS Pe PEL FF ELE BB EY fad VE 
HB, FES HE EAPO EE BS BES RE Eo 4A A EM. 
FESS SE oi. FEA URE , 蚀 用 块根 类 作 愧 的 优良 前 作为 很 时 
Weak NSPE IMD WA Be SAAS RENEE AU ARES fe 
FA AE, DREDGE DRE DE RE. 

PEPER ERE BG VEE Pt, SSAA b A 
种 到 原先 栽培 它们 的 田 区 中 , BARS 3 一 4 年 的 间隔 , Te 
HE IE AVL ZS UMS 4 一 5 年 。 蚀 用 车 其 和 根 油 荣 不 能 播种 在 甘 
茧 、 燕 戎 、 四 季 牙 下 或 臣下 之 后 ， 因 为 所 有 这 些 作物 都 会 感染 甘 蔓 
根 腹 病 和 地 跳 归 。 把 甜菜 和 胡 基 卜 播种 在 甘蓝 之 后 则 能 良好 生长 。 

Sia ALE (eM AS SE EMO EE BR BUTE 

+ Sea 

SILLS ED ER HE PE BER BPI A RY, 
深厚 而 疏松 的 耕作 层 。 



第 十 二 章 a URS fete iba 

oy THREE HE AUER AB LUD ESR 
PEARED. LAP RENE, BRK 

| PURIST a 4, SORES BLE ey COS BR A 

的 根 的 品种 ) 的 产量 ,具有 很 好 的 影响 。 
春季 耕作 首先 是 码 地 。 以 后 ,在 干旱 地 带 的 地 区 ,只 进行 深度 

松 主 ;而 在 非 黑 士 带 的 地 区 ，, 特别 是 在 严重 泥 涉 的 土壤 上 , WHE 
行 重 耕 。 播 种 之 前 应 锁 压 田地 ， 最 好 是 用 詹 质 的 环形 饥 压 器 。 如 
果 是 用 装 有 钞 压 器 的 播种 机 进行 播种 , 则 不 必 另 外 进行 锁 压 。 

施肥 ”块根 类 作 愧 的 优良 肥料 (特别 是 在 非 景 土 带 ) FBI 
如 果 把 块根 类 作 胸 栽培 在 养 音 场 附近 的 输 作 中 ， 每 年 每 公顷 施用 
30 一 40 iis BEARS Ts TOE PPA PA, MERA LAAT 
施用 50 一 60 mis BNE. AE RE-PE AY REL ABE: CAE CRT SFE 
WE, ZERO EE L , BOE RHE 

HOSP ARs RIE, 5 ALK ele FAVE HESS HEE FTE De EE 
YEN RAE, ADL _L, WRASSE 

HT RGABKREOHREBFrE, LAR RIAU 
At, FESR FIRE. RE HES ERA 
$e FEAT AE LAY A 1: 2 AS, TE BEE 
每 公 基 施用 LAHRET. RMI, RRR 
马 斯 斐 肥 ; 后 者 只 应 施 于 酸性 土壤 和 沼泽 土 赵 .过 磷酸 钙 的 用 量 为 
每 公 革 1.5 一 2 公 担 ， 渴 马 斯 磁 肥 的 用 量 为 2 一 3 公 担 。 在 灰 化 土 
Adc BAL, {DH HEH 8 一 10 公 担 磷 灰 石粉 能 产生 优良 的 效 
果 。 

钙 肥 中 最 好 是 施用 钾 购 。 在 缺少 钙 的 砂 寸 上 ， 和 为 属 肥 的 补 
充 , 每 公顷 可 施用 1.5 一 2 公 担 钾 匣 ,而 在 粘 七 上 ,施用 量 为 每 公 压 
0.75 一 1 公 担 。 草 木 灰 是 块根 类 作 网 的 优良 钾肥 ; 它 的 用 量 为 每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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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10 一 12 4H, SPI ABU SELB AUTRE. aE BB 
起 施 到 行 中 (借助 于 复合 播种 机 来 进行 ) 能 获得 优良 的 效果 。 在 这 

种 情形 下 ,肥料 分 布 于 营养 芝 根 附近 ;这 样 就 能 促使 顽 很 更 加 还 束 

地 发 至; 并 提高 其 对 于 病虫害 的 抵抗 力 。 

肥料 条 施 时 ,首先 是 施用 氮肥 (最 好 是 呈 确 酸 攻 状态 ) 施用 量 

EDA 10 一 12 公斤 有 效 物 览 计算 。 在 有 磷肥 时 ,应 施用 粒状 过 

磷酸 钙 , 用 量 为 每 公顷 25 一 30 公斤 。 

肥料 条 施 不 能 代替 施 基肥 ， 而 只 是 作为 基肥 的 补充 。 

种 子 处 理 和 播种 

块根 类 作物 的 种 子 在 播种 之 前 必须 仔 罗 地 选 别 ， 并 检验 发 芽 

率 。 小 球形 果 的 大 小 和 整齐 度 对 甜菜 产量 具有 互 大 的 影响 为 了 
进行 播种 ,必须 选用 体积 不 小 于 3 毫米 的 小 球形 果 ; 重 而 大 的 小 球 

形 果 能 产生 比较 整齐 而 苗 半 的 幼 昔 。 可 以 按照 大 小 程度 用 甸子 来 

选 别 小 球形 果 a 

SNE HF LAR A 

By. 
: APSAY RT, AUPMLAIRE b RUE Ta, DUI 

BS, HAMA, RPM TRSE RRR. MRA 
后 珊 到 严重 的 温度 下 降 ， 那 么 浸 过 的 种 子 可 能 在 宕 渝 的 主事 中 腐 

烂 。 而 当 浸 过 的 种 子 落 到 干燥 的 土壤 中 时 ， 则 又 可 能 发 生 种 子 的 

和 干 酒 和 胚 的 死亡 。 | 
播种 SERENE LUE TE Re 

fh. WME PRR. EAU ERIE, 
Eb ORS Bee —5cC. TERE RUE LL, 

晚秋 播种 能 产生 优良 的 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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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a] FA BSS AB th SE 5 FEE RA 

fia FA ie FE BO FE A BB SBE, A, AER 

时 期 进行 播种 :早期 和 晚期 (第 二 次 播种 是 在 一 切 春 性 作物 播种 完 

时 之 后 )。 早期 播种 时 ,但 用 燕 背 的 幼 昔 在 跳 旦 出现 之 前 来 得 及 生 

长 强健 ;晚期 播种 时 ,幼苗 出 现 于 跳 曙 停 止 飞行 之 后 。 
为 了 能 过 快 地 辨别 播种 行 ， 因 而 能 较 旱地 开始 防止 土壤 板结 

层 和 杂 草 ， 播 种 时 可 在 甜菜 种 子 中 每 公顷 加 入 1 一 2 公斤 作为 “ 标 

志 2 作 有 物 的 藻 壶 的 种 子 ， 而 在 胡 蓝 卜 种 子 中 一 一 每 公顷 加 入 狗 40 
一 50 克 高 苔 的 种 子 。 在 根 油茶 和 和 创 用 紫 葬 的 种 子 中 不 须 加 入 任何 

东西 ;因为 它 个 的 幼苗 出 现 得 很 快 。 

鲁 用 拼 根 类 作 蚁 的 种 子 是 用 普通 的 谷物 播种 机 进行 播种 ， 把 

开 沟 器 的 下 离 配置 成 50 一 60 厘米 。 在 栽培 胡 杂 下 时 , 双 行 带 状 播 

种 能 产生 优良 的 效果 ， 带 间 寅 度 为 35 一 45 厘米 ， 带 间 小 行距 离 为 
15 BK. 

SBIR ED PE ARR : THAR 3—4 JK, BARE 为 1 

厘米 , 便 用 车 戎 和 根 油菜 为 2 厘米 ;不 要 太 深 。 

为 了 使 种 子 均匀 复 土 ， 播 种 之 前 应 镭 压 田地 。 播 种 后 用 环形 

Bit He gs Bi Ae BET AEE RARER, 

RB ie ho P : a GE 16—20 公斤 A b OEE 

的 过 的 种 子 ) 为 3.5 一 5 公斤 , ti HRA 2.542477, RRA 

3 一 4 公斤 。 

块根 类 作物 的 秧苗 栽培 

外用 甜 茶 和 根 油茶 也 可 以 用 秧 昔 进 行 栽培 ， 对 于 把 块根 类 作 

物 推 广 栽培 到 更 北部 地 区 来 退 ， 这 点 是 很 重要 的 。 当 用 秧苗 来 栽 

培 块根 类 作物 时 ,可 节省 大 量 的 种 子 , 此 外 ,还 大 大 减少 了 对 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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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的 需要 ,这 是 由 于 可 以 减少 行 间 松 土 次 数 和 间 茜 次 数 的 绿 改 . 同 
时 ， 也 可 和 缓和 早春 工作 的 紧张 性 ,因为 用 秋 苗 坊 植 是 在 较 晚 的 时 期 
来 进行 。 

为 了 培育 悉 苦 ， 最 好 是 光 用 韦 根 星 后 球 形 、 园 简 形 或 局 示 天 
( 般 形 ) 的 品种 。 长 形 和 圆锥 形 的 埃 根 也 能 成 活 ， 但 旋 们 的 根 在 移 
植 后 大 量 分 枝 ; 变 成 畸形 的 。 甜 菜品 种 中 可 介 狠 阿尔 尼 姆 克 里 文 、 
BOS IR (黄色 的 和 类 色 的 ) 和 奥 别 尔 恩 多 尔 夫 (黄色 的 和 半 色 
BD), BRU ZS ae BP PY Spa ve oT a A Sig, Dee RIEL eR 

姆 。 

秧 昔 可 在 温床 中 或 直接 在 畦 中 进行 培育 。 当 和 采用 第 二 种 方法 

时 ， 须 选择 被 阳光 很 好 照 热 的 和 不 受 塞 风 侵 费 的 地 点 。 补 作 培育 
pits FA BOs BE AI 

4 TTS A TRAP . 2 Dv A Tt RH 500—700 平方 米 

的 苗床 ; 在 这 样 大 的 面积 上 播 下 2 一 3 AP PE, HAR ARE, 

JU) FA DL HS SE 200 一 300 平方 米 的 面积 和 400 一 500 克 的 种 子 。 

将 种 子 成 行 地 播 在 畦 上 ， 行 与 行 之 间距 离 为 8 一 12 厘米 。 播 
种 后 宜 于 在 畦 上 搬 - 一 层 碎 泥 风 或 腐 殖 蛙 。 如 果 浊 到 干燥 的 天 气 , 应 
进行 灌 浙 , 但 不 宜 过 分 ,因为 浇 水 过 多 可 能 导致 秧苗 的 染病 。 在 出 
现 过 缆 的 幼苗 时 , 须 进 行 间苗 , 留 下 的 植株 使 其 互相 之 间 的 距离 为 
3 一 4 厘米 。 

为 了 加 强 秧苗 的 生长 ,应 该 施 用 追肥 ,最 好 是 利用 稀释 了 的 压 ， 

液 ( 1 分 故 液 用 3 一 5 分 水 )。 
如 果 在 幼 昔 地 上 出 现 害虫 (地 跳 曙 )， 则 必须 用 涌 育 涕 制剂 或 

烟草 粉 对 秧苗 进行 喷 粉 ; 撒布 草木 灰 也 能 起 良好 的 作用 。 防 治 地 

跳 旦 的 方法 之 一 ,是 在 一 天 中 类 热 的 时 候 用 痊 水 浇灌 秧苗 。 
RE LAY BRAY DRX AL MUIR AY UE AE EA YEAR 



Sit PP APURAI 7 85 
CN APO OE RT 

a7 RRR ROR ARTES 30 一 35 KAVITA 

SH AURA ESR 34 ETT. i ZH 应 多 多 

地 汉 灌 秧 昔 ,这样 做 便 易于 进行 秧 昔 的 选拔 ， He Sh BLAS BEAL 

为 了 不 损 及 秧 昔 SSR CE EEE 

图 65. et 的 栽植 

用 来 栽植 秧苗 的 十 民用 划 印 器 进行 区 划 ， 在 行 与 行 之 间 留 下 

5060 厘米 的 距离 , FEAT LPR LF 20 一 25 厘米 的 距离。 

在 划 出 的 线条 交叉 点 上 进行 裁 植 .最 好 是 在 除 天 或 晚上 栽植 秧 亩 。 

ae 65): NER — 

Sake doar nace TRAN) BIN 

V8 UL Peg BLAS 998 A> SS PG UNE CHEF 

“He EEE VELLORE, FORBADE SS 

HfL ey fe CAS BR a 3 EH ABV ER EE, BUT 

能 干净。 

在 炎热 和 有 了 有 的 天 气 ，， 必须 重复 灌 浙 。 和 第 一 次 江浙 一 样 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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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 AGH Bit ETE 

AERA 4—5 Bs 在 身 昔 未 能 很 好 扎根 的 地 点 进行 补 

植 。 

在 混 痰 腐殖质 鲁 中 培育 秧 昔 时 ， 能 获得 质量 全 BR AUER tes 

PUBL . CRRA TERA RBA _Le a HH RY 

在 耕作 层 不 深厚 的 北部 地 区 ， 以 及 在 把 潮 进 的 土壤 用 来 栽植 

秧 昔 的 地 区 , 宜 于 实行 志 根 类 作物 的 协 栽 。 

目前 ,已 经 具有 供 移植 秧苗 用 的 机 器 ,已 能 大 大 地 节省 劳动 力 

的 支出 。 

BIR BIL 

Hu AAT A MUAA Be st HUET ABR Eg EL, UR 
RE RR ee ei BU 

FEAL RHUL PER READ SK ;在 幼苗 出 现 
CMT RBREREE, ESA RM, BAO 
fe ic Hie RE CTA WRAP LAST : 

随 着 幼苗 的 出 现 ,必要 时 甚至 在 幼苗 露 土 之 前 ,根据 “标志 2 
物 的 幼苗 辨别 方向 ， 进 行 第 一 次 的 行 疝 钢 地 一 一 中 赫 。 这 次 赫 作 
AB) tBEGT» ARRB REVEAL EE EEPES HSE FERS SAS 
(eas . FERIA BURA TE Me 1—2 ALS FERRY — 
RG SAAR, RUE ICES AIR AERESR, a BINRRR 
ALES SERED EAS EAM SHAY SC A RE SB 
量 的 降低 。 

如 果 幼 昔 没有 感染 病 虫 嘎 的 危险 , 则 只 须 间 昔 一 次 ;在 相反 的 
情形 下 , 宜 于 进行 两 次 间苗 。 第 一 次 间 昔 时 所 留 下 的 植株 ; 比 第 二 
次 间 昔 时 多 出 一 倍 。 间 昔 时 顺便 除去 行 中 杂 草 和 “标志 ” 短 物 的 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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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 。 与 间苗 同时 应 进行 行 间 松 土 。 

M6 2 一 3 星期 后 , 进行 第 二 次 半音 ， 这 时 在 植株 之 间 留 下 为 

根 的 正常 发 育 所 必需 的 距离 。 

ESRI NEI ,耕作 得 越 好 ， 则 行 中 植株 可 留 得 越 少 。 HEFT He 

实 度 为 50 一 60 厘米 时 , 植株 的 距离 如 下 : 甜 荣 为 20 一 25 厘米 : fill 

FHA AU HAR 22—25 JK, WIRE b A 10-12 厘米 。 先 进 工 

PERS HORE Ge ERA ,在 中 部 非 黑土 带 的 条 件 下 ,为 了 获得 块根 类 作物 

yes BAP ,在 每 公 臣 地 上 须 具 有 如 下 数量 的 植株 : EAE Fil fin] FA 3H 

2 3 90,000—100, 000PE » Hk WHAR A 65,000—70, 000RK, HHH b A 

900000250, 000RK., Pit FH Ati BE BS a Bei zh: fa ET 

FAUNAS HA TB) 18—20 厘 米 ， 根 油 茶 缩 小 到 20 一 23 JK, WARE be 

小 到 8 一 10 厘米 。 

His a ee 12—14 KR HEAT ENE » ie 

多 祭 的 植株 。 顺 便 在 缺 昔 的 地 点 进行 补 植 。 

瑰 根 类 作 愧 的 人 工 间 苗 是 一 个 极其 繁重 的 工作 过 程 ， 它 需要 

消耗 许多 的 劳动 力 。 为 了 减轻 这 项 工作 和 减少 劳动 力 的 支出 ， 可 

实行 分 坐 间苗 ,这 一 工作 是 用 中 赫 机 < 简单 中 耕 器 或 普通 的 小 乌 来 

进行 。 分 笠 间 萌 是 横着 播种 行进 行 ， FES ANTE FRR 
BEBE | 

gases PEER FEE, FE 35 植株 。 KES TB: 

TRV OGRE =, FR RE BT 

的 植 栋 ; 而 将 其 余 的 除去 > OTT ERS Ee ESL 2 一 

片 时 时 后 开始 进行 。 | 

| FFP ALES AEA ET 3 一 5 ASE ATT Fe He Aa ee Re 

ABE, TEAR ARASH E, He ARNE 

砂 于 土 和 感染 杂 草 不 多 的 土壤 上 ， 应 较 多 次 地 进行 松 
土 。 第 一 克 

行 问 松 圭 的 深度 为 3 一 4 厘米 ,以 后 各 次 逐渐 加 深 到 10 一]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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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行 中 和 在 植株 周围 ,土壤 也 应 保持 疏松 状态 ， 

行 间 松 土 是 在 封 世 之 前 进行 。 如 果 封 塘 后 在 播种 地 中 出 现 高 

蔡 杂 草 , 则 用 手 将 其 拔除 。 

追 EF 

为 了 使 志 根 类 作物 发 青 良好 和 获得 较 高 额 的 产量， 必须 对 植 
PRG FASEE 根据 植株 状 殉 和 地 段 施肥 情形 的 不 同 ， 可 施用 十 

或 三 次 追肥 。 

在 用 种 子 进行 志 根 类 作物 的 栽培 时 ， 于 间苗 后 施用 第 -一 次 追 

肥 , 第 二 次 追肥 是 在 定 昔 或 第 二 次 间苗 后 施用 ;第 三 次 追肥 是 在 行 

中 时 子 接合 之 前 施用 。 第 一 欢 追 肥 时 ,施用 较 多 量 的 氮肥 ,以 后 各 

次 追肥 , 旭 坪 加 磷肥 和 钾肥 的 用 量 。 

AF he AE Fe A ASA 最 有 价值 的 肥料 之 

种 BRE Ae AST NY U.P SE RR 

BRA 3 一 5 BK), WT RATE, RP RE 

液 中 加 入 50 一 60 Fest BESS, FeSO AAG A 2 500-3 ,000 Afi Fir 

FEAR, We ARM EL LS BL, RS 

种 机 器 , 则 可 利用 普通 的 桶 子 。 

把 稀释 的 器 数 C1 HH SESE A 10 桶 水 ) 用 作 追 肥 ， 也 是 很 好 的 。 

每 一 植株 可 施用 0.5 升 稀释 的 移 凌 。 此 外 ， 草 木 灰 也 是 一 种 有 效 

的 肥料 ; 它 的 施用 量 为 每 公 项 3 一 5 公 担 。 
在 用 无 机 肥料 施 追 肥 时 ,应 利用 完全 肥料 。 氮 肥 之 中 ,每 公 厌 

WY his FARRER O.75—1 公 担 ,或 破 酸 钙 1 一 1.5 公 担 。 磷 酸 肥料 中 ， 

可 利用 过 磷酸 合 ( 每 公 藉 工 .5 一 2 公 担 )。 毛 化 钙 的 施用 量 为 每 公 藉 

0.75 一 1 公 担 。 

最 好 乘 下 雨 之 前 施 追 肥 。 施 过 追肥 之 后 必须 进行 行 间 松 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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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读 尽 可 能 广泛 地 利用 人 工 降雨 属 备 来 灌 浙 韧 根 类 作物 的 播 

种 地 。 灌 浙 能 显 落地 提高 产量 。 

wR 

EAS EMRE SRAM, SURAT AR SE 

到 夏季 后 定期 才 只 开始 ,并 且 , 这 种 增长 依靠 存在 于 时 子 中 的 物质 

来 实现 。 进 行 收获 时 应 考虑 到 ， 要 使 得 在 需 冻 到 来 之 前 结束 这 
一 

i TA 直 

SALE 121 WEP ETT IR 这 时 候 所 获得 的 根 比 较 

混 疤 而 干燥 ,十 分 耐 赃 藏 。 由 于 品种 、 志 根 形状 和 栽培 面 积 之 不 同 ， 

可 用 各 种 各 样 的 方法 进行 收获 。 PEGS ORR AY SEAR By ASP, 

VEEL rh py A) FA PE HH, FEK RE Wy FARRAR FE 

乞 机 和 I 甜 茶 起 拔 机 进行 收获 。 

PER MH HOE AR RES IS ER ES TEAR HSK HUI 

BOK, AMT ARR IF KE TAK 在 彤 藏 时 这 种 根 很 快 就 会 腐烂 。 

DN ALA EA 

Wet. Be rR 
SR, OPA 

APRA, DRM 
Pri FAI A AE 
Wy S RAFI» FETE 

的 基部 留 下 叶柄 不 切 ， 

其 长度 为 1 一 1.5 厘米 

( 团 66)。 切 下 的 蔡 时 可 

保持 青 迷 状态 或 青 辽 之 图 66. BASRA ACH OA: 

IS eee try ad. a. #6. TERA; «= -B, ARTE 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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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EH JES HFS AR A FB PSS BE Bs TENCE 
TARP RAR ICAO 1G , ZB BRAS TN EPI 

SE HE FP) SRCEE PA ,在 采用 正确 的 农业 技术 时 ,每 公 续 可 获 
得 1,000 公 担 或 更 多 的 块根 。 在 莫斯科 州 岛 赫 托 姆 区 “五 一 节 ” 国 
宫 农 场 中 ， 蚀 用 甜 某 的 产量 在 1947 年 达到 每 公 盾 2,005 及 提 。 
1949 年 ,在 高 尔 基 州 波 契 科 夫 区 “共产 主义 曙光 ”集体 农庄 中 , 花 科 
娃 在 3 公顷 面积 上 获得 的 外 用 甜 柠 产量 为 每 公 针 1,630 公 担 。 
莫斯科 州 查 菜 斯 克 区 "“ 丘 尔 基 . 案 科 洛 沃 2 国 营 农 场 A. 叶 皮 法 

ae OAM TI PP BORER ETO MABE L, VA Bet EB FE IN “BL 
Trak” EAH ie GARI AY MES Ly CRANE T fa eH 
SHAY TOR FeSO A 3,000 公 担 。 

块根 的 崇 茂 

蚀 用 块根 类 作物 和 局 给 募 一 样 及 藏 于 堆 中 、 太 电 中 或 专门 寻 
资 的 地 下 室 中 。 央 藏 时 要 求 尽 可 能 均匀 的 温度 (0.5--1")。 在 温度 
mit 4° i ee ae 而 在 温度 低 于 0" pet, SH 
会 冻 坏 。 
TT ee erty el 

填 。 如 果 房 间 不 尤 许 做 到 这 点 TA AR HE MAE WS) ME 
们 中 击 数 疏 侧 面 通气 管 。 块 根 不 需要 光线 ， 在 光照 的 影响 下 它 个 
会 发 芽 。 如 果 地 下 室 中 温度 状 驶 适宜 ,空气 的 相对 湿度 出 适当 (80 
一 85 名 )， 志 根 就 能 时 藏 得 住 。 附 藏 得 好 的 明显 标志 , 是 在 地 下 室 ， 
的 顶棚 上 没有 水 涌 。 这 表明 地 下 室 是 干燥 的 ， 井 且 通 风 良 好 ， 在 
温暖 的 天 气 ,夜里 必须 将 需 户 打开 。 

如 果 没 有 专门 建筑 的 地 下 室 , 可 将 顽 根 肪 藏 于 堆 中 或 壕 斩 中 。 
如 果 冬 季 严 塞 , 状 且 地 下 水 位 很 低 , 最 好 是 将 据 根 崇 藏 在 壕 屯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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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aM PSII, PSR ER A SUAS 

下 大 的 影响 。 除 下 部 通风 外 ,应 再 布 填 上 部 通风 。 为 此 可 在 堆放 

成 玲 的 瑰 根 于 面 ， 放 南 块 全 成 三 角形 的 木板 或 由 木村 构成 的 三 角 

形 。 志 炉 维 用 募 穆 和 泥土 复 盖 ; 并 且 , 用 来 通 导 的 三 角形 的 未 端 应 

读 露 在 外 面 ,以便 使 空气 能 自由 出 入。 

图 67. 块根 的 堆 藏 ， 

5 在 冬季 比较 温暖 的 地 区 , 堆 上 只 须 盖 一 层 不 很 厚 的 土 ,可 以 按 

另 一 种 方式 来 布 鞠 通风 。 在 埃 根 堆 的 上 画 放 一 根 轩 木 ， 然 后 将 莫 

程 和 混 主 盖 在 苇 有 圆 森 的 堆 上 。 当 泥土 沉 落 后 ， Ate HRFE IAC TH 

册 。 留 下 一 个 穿 通 的 孔道 ,从 这 里 可 以 排出 潮湿 的 热 从 气 。 

| LEH PRA ADEE LT 5 Fe TE By AR GT A DMT EE PC AE 

>> sate, 
as it. . PAR ene 

cata be "2 

pate SAY NS BS: 

图 68. «SRR 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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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F DAR HE AST AYA 5 ts SURFERS GS ER 
PP hal HAE it HEAT EE MIB, 
HAE b AO RPE Ay eb e AM bBREHOR—AI, Hes 

根 不 致 互相 接触。 使 块根 与 温 砂 或 泥土 层 层 相 间 ， 间 屠 的 厚度 为 
8 一 10 厘 米 。 胡 功 卜 堆 总 的 高 度 不 应 超过 1K, 

5 TGP HE POOR bh BEE BUH, Te 
的 底部 和 侧面 , 放 上 松柏 树 的 枝条 。 在 没有 和 森林 的 地 区 , HU 
THEN Jal BE IF RE BREE 70—75 厘米 , 寅 度 为 50 厘米 。 

不 应 把 冻 坏 了 的 块根 崇 藏 在 普通 的 堆 或 壕 款 中 。 须 使 这 种 境 
根 更 好 地 保持 沦 冻 状态 , 霸 且 ， 为 了 防备 解冻 天 气 的 到 来 ， BUT 
一 厚 层 蒙 穆 ， 以 使 其 中 保持 瀹 冻 。 旦 沦 冻 状态 把 块根 一 直 保 存 到 
开始 春 暧 。 

Be PPR RAD 
~ 

预定 用 来 收取 种 子 的 块根 ， 称 为 留 种 块根 。 留 种 块根 的 崇 藏 
和 人 蚀 用 块根 的 脏 藏 有 些 不 同 。 留 种 块根 存放 在 地 下 室 中 ，-- 排 排 
地 时 于 拥 板 上 或 盒 房 中 。 在 有 彤 藏 于 盒 房 中 时 , 志 根 上 须 搬 一 层 8 一 
10 厘 米 厚 的 砂 士 。 才 根 堆放 的 总 的 高 度 不 应 超过 工 米 。 地 下 室 孚 
藏 的 温度 条 件 和 其 他 条 件 ,与 旦 藏 后 用 块根 时 相同 。 

FEE BP SAR Te MS 90—100 JERK, RE 20 *. 
BARAT PREBLE, FPR, LLL 
壕 ( 粘 土 ) 混 在 一 起 。 这 样 做 是 为 了 把 上 层 土壤 用 来 搬 在 块根 上 面 ， 
如 果 壕 就 系 筑 在 粘土 中 , 则 必须 准备 砂 士 ,用 来 撒 在 块根 上 面 。 

放 入 埃 根 之 前 ,应 朴 松 壕 蓝 的 底部 深 达 15—20 厘米 。 将 砂 十 
或 上 层 土壤 撒 在 底部 ， 然 后 水 平地 或 垂直 地 一 排 排 放 太 块根。 定 
球形 或 圆 简 形 的 留 种 才 根 通常 是 垂直 地 放 吐 成 一 列 (图 69)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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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 OC A 

— a a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列 ， 在 水 平 放 寺 时 可 排 成 数列 ， 并 且 放 芭 块 根 时 有 贫 使 冠 莹 朝向 壕 

ee (BHO), 。 行 烈 中 的 块根 不 应 互相 接触 。 

图 69. RFS 

— 
二 

图 70. 放 时 成 数列 的 块根 的 邮 茂 

堆 藏 中 (加 71) 的 块根 也 是 成 列 地 放 什 。 堆 的 体积 比 用 来 时 基 

伺 用 境 根 时 要 小 些 。 在 一 般 情 况 下 寅 度 为 1 一 1.5 米 ,高度 为 1 一 

1.1%, REA 10 一 20 米 。 

ASSAM PAE ELIMI oy UT AE EL 

管 来 测定 温度 。 
冬 藏 的 留 种 顽 根 开始 时 有 损 撒 上 薄 薄 一 屠 泥 土 ， 好 使 它们 不 臻 

发 热 和 长 荐 。 当 壕 蚜 中 或 堆 中 温度 降低 到 1 一 2* 时 ， 则 损 撤 上 一 



94 K 田 作 . 

层 厚 寸 。 在 南方 ， 壕 瑰 或 堆 的 复 盖 物 的 厚度 通常 在 60 厘米 以 下 ， 
在 北部 非 黑 土 带 中 , 序 度 增加 到 160 GK HD SEL 
层 相 间 。 如 果 堆 中 或 壕 蚜 中 温度 降低 到 0.5*C， ZEA FH RHEE 
种 或 厚 的 雪 层 进行 加 温 。 相 反 ，, 如 果 里 面 的 温度 升 高 , 则 要 除去 一 
HARE WCB, : : 

HF AEE IRA , DUE PR, BR BEA EL 
的 。 

PH 

1. 器 列举 各 种 主要 的 饲 用 块根 类 作物 ,并 氢 述 它 个 的 生物 学 特性 。 
2. 斌 列举 各 种 饲 用 块根 类 作 有 物 的 主要 品种 。 
3. 块根 类 作物 须 施用 何 种 肥料 
4. 各 种 乾 根 类 作物 须 在 何 时 进行 播种 ?采用 何 种 播种 量 ? 
5. 哪些 志 根 类 作物 可 以 用 秧苗 芒 声 ?如 何 培育 秧苗 ? 

6. 块根 类 作 有 怕 施 用 和 追肥 于 何 时 进行 ?应 施用 哪些 肥料 ? 

7. 志 根 应 怎样 保藏 ?用 什么 设备 来 保藏 ?如 何 放 喷 ? 
8. 入 种 块根 的 崇 藏 特点 何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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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院 (发 酵 ) 是 一 种 调制 侧 料 的 方法 ,此 法 的 要 点 在 于 ,在 紧密 
堆放 于 青岩 塔 或 坑内 的 多 计 植 物体 中 ， 一 些 特殊 的 乳酸 条 菌 开始 ， 
活动 。 这 些 租 菌 分 解 稼 色 物 质 中 所 含有 的 糖分 ， 结 果 便 形成 能 防 
止 青 崇 料 腐 坏 的 乳酸 。 正 确 地 制 成 的 青 脓 料 能 及 藏 若干 年 ， 而 不 

亚 失 自己 的 营养 品质 。 
青 有 内 料 是 一 种 很 有 价值 的 性 瘟 饲 料 。 屁 对 牲 音 的 生长 和 发 育 

发 生 的 影响 ， 也 和 埃 根 及 块 鞋 一 样 。 第 十 九 欢 党 代表 大 会 关于 第 
五 个 五 年 计划 的 指示 ， 规 定 要 使 青 上 料 的 生产 坪 加 一 倍 。 到 五 年 
计划 未 期 ; 青 附 机 械 化 的 水 平 应 达到 70—80% 

有 许 许 多 多 的 植物 (有 栽培 植物 也 有 野生 植物 ) 都 适 于 制造 青 
赃 料 。 在 北部 地 区 ,分布 最 广 的 青 崇 植 物 计 有 :向 日 获 、 蚀 用 甘蓝 、 
梨 荣 和 燕 才 的 混 作 、 现 局 豆 、 饥 足 豆 及 其 他 。 在 南部 地 区 ,多 后 把 . 

AKAM AR ARSE, DERE RA 
科 植 物 一 起 很 好 地 青果 。 

REAPER URE I RB TRALEE i AERO LE 
南部 地 区 则 是 玉米 居 第 一 位 。 

1. PRTAAS 

FH SRL Wis, IPL UG PREG fg FL SE 



' 96 x sa 作 物 
一 ~ ee 一 一 

en tess. wed Rag. ioe tm Oe eee ae iG, tae , 

HE Wp Roe i Rh Cy EUR EA EEE A, BER Cy 
ee Po W ABIFEA 500—700 公 担 或 更 高 。 

青 崇 用 向 日 闭 宜 于 栽培 在 养 冀 场 附近 
Mie, SRE, AB Sil 
BK Gy Ho AF, FER SSPE 

的 输 作 中 ， 向 日 获 的 优良 前 作 是 禾 本 科 豆 
BBRA(Ei, SEALE Ey. FAT 
er BREA aE 
1, VERE SMB Fe 
这 种 情形 下 ,向 日 荃 的 最 优良 的 前 作 , 是 冬 
PEE (ely Be DREW. 

4 SRT ig A SEITE TENE hE 
能 获得 高 额 的 产量 。 

栽培 用 作 青 崇 料 的 向 日 莹 ， 其 土壤 赫 
作 和 栽培 为 了 获取 子粒 时 一 样 。 用 来 栽培 
青 院 作物 的 地 段 必须 大 量 施肥 。 青 及 作物 ， 
其 中 包括 向 日 获 , 对 属 肥 的 反应 特别 良好 。 
展 取 应 在 秋季 深 翻 耕 时 施用 ， 用 量 为 每 公 
tH 45 一 50 吨 。 也 可 以 施用 泥 痰 属 肥 的 堆 

肥 , 用 量 每 公 引 不 超过 50 一 60 mh, emery «72 Pe 
肥效 良好 ,特别 是 在 把 磷酸 肥料 加 入 于 其 中 的 时 候 。 

在 有 机 肥料 中 加 入 无 机 肥料 (首先 是 氮肥 和 钾肥 )， 能 获得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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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的 效果 。 硫 酸 续 在 北部 各 州 的 用 量 为 每 公 荐 2 一 3 公 担 ,在 南部 

各 州 为 每 公顷 1 一 1.5 公 担 。 钾 外 的 加 入 量 为 每 公顷 1.5 一 2 公 担 。 

木炭 灰 具 有 良好 的 效用 。 在 酸性 的 生 草 灰 化 土 上 ， 必 须 施用 

石 灵 。 
播种 “向日葵 必 须 早 播 。 在 冬季 气候 调匀 无 解冻 天 气 的 地 区 ， 

可 以 实行 秋 播 ,在 霜冻 到 来 之 前 不 久 播 下 向 日 艺 。 
进行 春播 时 ,在 干 媒 的 天 气 宜 于 用 锁 压 器 锁 压 播种 地 。 

最 适合 的 播种 方法 是 ， 实 行距 条 播 法 , 行 间 的 距离 如 下 :在 北 

部 各 地 方 为 50--60 厘米 ， 在 南部 各 地 方 旭 达到 75 厘米 。 在 莫 斯 

科 州 ;播种 向 日 苯 时 能 顺利 地 于 行 间 加 播 集 荣 和 燕麦 。 采 用 这 方 

法 时 , 行 间 耕耘 可 以 减免 , 千 果 便 显著 地 城 轻 了 对 归 引 力 和 人 力 的 

HE, PAM AAT, RAB: 每 公顷 
25 一 30 公 斤 。 

种 子 复 土 深度 在 比较 轻松 的 土壤 上 为 7 一 8 厘米 ,在 粘 重 土壤 

上 为 4 厘米 。 
青 胺 向 日 区 的 管理 ,和 栽培 用 来 收 种 子 的 向 日 葵 的 管理 相同 。 

在 间苗 时 须 券 虑 到 行 间 的 实 度 : CRE RK, 在 行 中 留 下 植株 六 多 。 

在 最 后 间苗 时 ,使 植株 之 间 的 距离 达到 20 一 25 厘米 。 

为 了 获得 稼 色 物 质 的 更 高 额 产量 ,必须 对 粮 株 施用 追肥 ,首先 

是 利用 帮 液 和 粪便 (用 2 一 3 AKA, FEE a RMT 

在 北部 各 州 ,在 按 机 械 成 分 来 带 为 重 质 的 土壤 上 , 宜 于 用 培土 

来 代 夫 最 后 一 次 松 土 。 这 一 措施 能 促进 不 定 根 的 形成 ， 因 而 促使 

获得 炮 色 物质 的 更 高 络 产 量 。 在 中 央 地 区 ;在 南部 和 东南 部 ,不 进 

行 培土 ;因为 这 会 加 强 土壤 中 水 分 的 蒸发 。 

收获 “ 青 彤 向 日 荃 的 收获 期 决定 于 它 的 用 途 。 如 果 青 及 料 预 

定 供 牛 利用 ,向 日 鞭 须 在 开花 时 期 收 制 ,而 如 果 供 猪 利用 ， 则 在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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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篮 状 花序 时 进行 收割 。 过 迟 收割 向 日 著 时 ， 所 获得 的 青蛙 料 就 
变 得 粗糙 :并且 营 养 价值 不 高 。 

收 荐 向 日 莹 最 好 是 利用 转 代 收割 机 或 收 荐 机 ， 因 为 它们 不 是 
乱 抛 但 程 ,而 是 将 其 堆 成 小 堆 。 这 样 饲 料 就 不 大 会 弄 父 ,这 点 在 十 
天 收割 时 特别 重要 。 在 干燥 天 气 也 可 利用 制 草 机 。 

2. FERRIES 

204 BR Fe TE ie FS aL te FALSE EE BS 

SBE OE IS iT 1D An BS BIE PR 
及 其 他 。 

_ 在 较 北部 地 区 也 适 于 播种 玉米 用 作 青 肉 料 -在 这 种 地 区 衣 
不 能 播种 收 子粒 的 玉米 。 在 正确 地 耕作 和 施肥 的 情况 下 》 在 非 黑 
土 带 的 南部 地 区 也 能 获得 缘 色 物质 的 很 好 收 碟 。 由 于 农业 技术 水 

平和 土壤 气候 条 件 之 不 同 , 烁 色 物 质 的 产量 为 每 公 藉 200 一 400 公 
担 或 更 多 。 在 前 作 、 土 壤 耕 作 和 肥料 方面 ， 王涛 的 要 求 和 和 日 蕉 的 
BRAM 

ih EKRELMACS MET, HARMED 
Hh, HU EKNERR, BRS UTE AMR 
积 ， 大 鸥 可 稿 小 三 分 之 一 。 因 此 ,播种 量 就 须 增 加 。 在 干旱 地 区 y 
45 A HEER 20 一 25 公斤 种 子 ,行贿 宽 度 为 60 一 70 厘米 ;在 降水 量 . 

充足 的 地 区 ,可 将 播种 量 提高 到 30 公斤 。 % 

SEAR ASSASSIN 。 在 植 
PERI 6 一 8 厘米 时 着 手 间 昔 。 开 始 时 先进 行 分 笠 间 车 AR BE 
工整 理 苗 位 ， 在 每 一 筷 中 留 下 -一 个 最 为 强健 的 植株 。 行 中 植株 互 

相距 离 为 20 一 35 厘米 UMA HY ETH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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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夏季 进行 3 一 4 灰 松 土 。 松 土 深 度 一 次 比 一 次 减 小 ,最 后 为 
5 一 6 厘米 ;以便 不 伤 及 根系 。 在 充分 湿 油 的 地 区 ,可 用 轻 度 培土 来 
代替 最 后 一 次 松 土 。 

hy PRED A Cy EL NOSE DE BF RPO TG SNS SC i FS 
a 
PRR AOC SUNT TERRACE RAL. i 

| RAE PURE TCE ERE, FE CE RAE RR. 
在 南部 地 区 ;在 具有 大 量 降 水 和 秋季 温暖 的 地 方 , 宜 于 实行 青 

脓 毛 米 的 嵌 开 播种 ;把 玉米 播种 在 冬 性 作 几 或 其 他 很 早 罕 出 田地 
的 作物 之 后 。 卉 开播 种 使 得 能 够 在 同一 面积 上 一 年 雨 熟 。 卉 开播 
种 时 ;和 者 播 相 比较 ,播种 量 增加 25 一 30%。 为 了 获得 较 整 齐 的 幼 

昔 ,必须 钙 压 播种 地 。 管 理工 作 与 春播 时 相同 。 
收 制 青 凡 玉 米 时 所 用 的 机 器 ;与 收 荐 向 日 葵 时 相同 。 

3. ”用 作 青 邮 料 的 玖 局 豆 

在 答 浓 的 砂 土 上 ;栽培 亚 局 豆 用 作 青 赃 料 能 产生 优 舟 的 效果 。 
FAG AEA PRI A AW RAED BO A, ETE EP 

fit SERGE PHEW RA RIEL J. aT AK EL 
Dy hits FA RSE EY : BEI AD HS Fat AE A 8 一 10 ZY th , STE Ae 

为 每 公 项 工 .5 一 2 公 担 。 
玖 局 豆 的 播种 量 如 下 : 黄 烈 局 豆 为 每 公顷 1 一 1.6 公 担 ， 多 年 

步 亚 局 豆 为 每 公顷 30 一 40 SI, Hh SHE ESE AU 
种 子 。 

用 作 青 赃 料 的 羽 马 豆 是 用 密 条 播 法 进行 播种 。 收 获 工 作 是 在 
出 现 第 一 批 英 果 时 开始 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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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 作 青 妥 料 的 大 豆 

由 大 豆 制 成 的 青 峙 料 特别 有 价值 ， 因 为 它 伟 有 多 量 的 蛋白 质 
AF | : 

PSST FAK AR AEE 5 47 Te TEBE A 30—35 厘米 。 播 种 量 为 每 

公顷 30 一 50 公斤 种 子 。 在 下 层 鞠 果 成 熟 ( 变 神色 ) 时 期 进行 收获 。 

RARBG, AT RRS ED ARMREST, XB 

AYR AT UES FO EAN EA EAT [nl SASH EE 

起 。 

PRT FL) oa él) 

TS APPR, PRE UPRO AR A TS » 高 10 一 15 

HK FE 6 HK AWAY DAF a ETS. FERRI AAR 5 

BL SBI PK KAL EES DUIS EEDA PO. 5 一 1 米 。 
SUB ET AIK NRE AES Be Fs ee, A 

不 应 小 于 10 一 12 立方 米 ( 在 深度 为 3.5 米 和 直径 为 2.5 米 时 )。 坑 

和 壕 忒 总 深 , 则 蚀 料 压 得 访 紧 ,青蛙 料 中 的 发 酵 过 程 也 就 进行 得 意 

加 良好。 
在 紧密 的 土壤 上 ， HUBERT RET) (SEL; A b, BE 

FM HAR, RRM ABA REY RAS 

BABS  WERS_L TU — Papa LS RK OD, | 
FEA BEEZ URE LAD OT HF TTL HE RE 

5 Deh 2 
REFN ESTE ATES AOR IE. AROSE, OF 
PENSAR OKA, AGRE RHEE B. 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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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E PERS a ky AAEM Ber Yr RIDE TT PS HF 

PRT Ay A MATHS 70% WAKA; SKA, WAL 

TDS, ABEL » AFR AE PS Tn PK AS CEB BG JO IR. EP 

eB) » HUZE DM AF fal} —— “FR SER TET PE 

PAL BSS CA sea SE ABT) 5 WA ELE AE BE El EL CARA 

FEY 0) SEER). PER ABD IE Pe ST AP BS CE BR 

FAT A BAR, ARCOM, SUPT ARB sw 

ABB. SRS APRA ORAL; 切 

PLLA BY. 

PEATE EB SHA A, FRPP ESA, FESR EST Ae 

Ab AT AS ESD WW HE RBA, FER YA ART AB ABT 

PEAT SESE: HUAN 12 A ESE EF 2 一 3 日 sir 

1 5E38., 

SCRUM ME nH BUR 出 边缘 ， 因 为 青 迪 物质 是 会 收 

MAAS 5 GAC n BR Se ALLE ER ES 充分 装 满 

了 的 坑 和 壕 瓦 ,于 上 面 盖 一 层 5 一 6 OK AOE SE VEE HR 

后 涂 上 一 层 12 一 15 厘米 厚 的 粘土 。 在 最 后 封 盖 青 且 料 时 ,于 粘土 

之 上 再 撤 一 层 泥土 :在 南部 地 区 厚 达 30 一 40 厘米 ， 在 北部 地 区 可 
达到 70 厘米 。 在 冬季 特别 严 赛 的 地 方 , 泥 土 之 上 再 复 以 蔓 程 或 糙 

糠 。 为 了 保护 青 崇 料 免 受 雨 淋 ， 可 在 青 了 建筑 物 上 面 搭 起 窗 栅 或 

SEED) ,而 在 它 们 周围 则 要 挖掘 排 水 兆 。 

在 青 崇 塔 中 ， 青 有 物质 也 是 按照 上 述 方 式 复 盖 。 只 是 不 用 沱 

十 而 用 束 莹 或 装 满 糙 糠 或 锯 恨 的 袋子 来 封 盖 。 

正确 地 调制 的 青 脏 料 具有 一 种 香味 PRR RA SR 

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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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k 

1. 为 什么 要 采用 青 几 的 方法 ? 
2. 可 以 栽 坛 哪些 作物 用 幸 导 制 青 彤 料 ?如 何 栽 坛 ? 
3. 你 们 知道 有 哪些 青 避 建筑 物 ? 屁 们 是 怎样 布置 的 ? 
4. 如 何 讲 制 和 存放 青 辟 物质? 
5. AGRE Se ss A? PY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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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田 翰 作 和 位 料 翰 作 中 收 革 的 播种 ， 是 获得 一 切 农作物 高 牢 
而 稳定 产量 的 基础 ， 同 时 也 是 建立 巩固 的 蚀 料 基地 的 基础 。 党 和 
政府 对 手 多年生 收 草 的 栽培 , 答 予 极 大 的 注意 。 
在 第 十 砚 次 党 代表 大 会 关于 苏联 发 展 第 五 个 五 年 计划 的 指示 

中 ;规定 在 五 年 期 间 要 大 大 增加 外 料 的 生产 。 干 草 产量 应 提高 
80 一 90%。 在 1953 年 苏 共 中 央 九 月 全 会 “关于 进一步 发 展 苏 联 农 

业 的 措施 ”的 决 凡 中 强调 指出 : “Bae ARR Ee 
伺 料 的 生产 和 储备 工作 的 落后 造成 的 ”。 接 着 在 决 凡 中 指出 :“ 在 许 
多 集体 农庄 中 牧草 播种 发 展 得 不 够 ， 天 然 乌 料 和 种 植 的 牧草 的 音 
位 面积 产量 非常 低 >。 根 据 这 点 公 会 提出 了 下 烈 的 任务 :扩大 播种 
面积 井 和 从速 提 高 多 年 生 收 划 和 -一 年 生 收 草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 我 们 
Eye SHE A Ee HFS EES OE, TBR 
Ph HS 1 i A A 
eRe eh AM bs ALAA EE 

裁 培 的 多 年 生 收 草 属于 禾 本 科 和 豆 科 。 在 经 济 方 面 它们 是 农 
将 的 高 度 营养 的 务 料 植物 。 在 天 然 备 料 地 (草地 和 收场 ) 仙 过 或 为 
数 不 多 的 地 方 , 收 草 的 作用 特别 巨大 。 

在 农业 技术 方面 播种 多 年 生 牧 草 之 所 以 有 价值 ， 姨 因为 它 能 
帮助 提高 士 壤 肥 力 ， 改 善 士 壤 的 物理 特性 和 化 学 特性 。 种 过 多 年 
生 牧 草 的 地 里 留 下 有 许多 的 根 和 残 楼 ， 写 们 能 使 士 壤 富 于 腐殖质 
井 恢 复 土壤 的 结构 ， 提 高 士 壤 肥 力 。 结 果 就 使 得 大 田 作物 的 产量 
有 所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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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年 生 禾 本 科 收 划 与 豆 科 收 草 的 混 播 ， 对 土壤 的 特性 影响 特 
别 好 。 多 年 生 禾 本 科 植物 生 有 (主要 是 在 耕作 层 中 ) 大 量 分 枝 的 损 
根系 。 须 根系 的 为 数 众多 的 幼 根 贯 穿着 土壤 ， 将 分 成 炙 小 的 团 
粒 。 幼 根 每 年 都 死亡 井 分 解 ， 留 下 大 量 的 粘 附 在 这 些小 团 粒 上 的 
腐殖质 。 这 样 就 建立 起 土壤 小 团 粒 结 构 的 基础 。 

多 年 生 豆 科 牧草 具有 深入 土壤 中 的 直 根 。 因 此 ， 泡 们 能 从 很 
深 的 士 层 中 吸取 石灰 和 其 他 的 营养 物质 。 此 外 ， 在 多 年 生 豆 科 牧 
草 的 根 上 形成 根瘤 ,上 面 带 有 -一 些 克 菌 ,它们 能 从 容 气 中 吸收 为 植 
物 所 必需 的 氮 素 。 aah 

AERA ED IRL IG» BE PUES ABE LEP DOR 
C5 FI )SBUAL TY . FESR ARAL FS Te ce FARA AB 
MAMIE HOSE ee A EE, Ae To 
粒 的 巩固 性 。 

多 年 生 禾 本 科 牧 草 与 豆 科 牧草 的 混 播 ， 可 以 建立 起 土壤 的 现 
固 小 团 粒 结构 ， 从 而 为 获得 种 在 牧草 之 后 的 大 田 作 有 的 高 额 产量 
创造 了 条 件 。 同 时 ， 禾 本 科 和 收 革 与 豆 科 收 划 的 混 播 又 能 显著 地 提 
高 干草 的 产量 。 在 奔 节 州 的 库 花 涅 蒋 克 试验 站 中 ， 在 利用 三 叶 草 
转 区 的 二 年 中 , 全 获得 单 播 三 叶 草 的 产量 为 每 公顷 96.8 ZA, 而 
=o AAU BEEPS ET fl 110.6 AH, A BA 

AUR S 66.9 At ME BAKE, HY 82.3 公 担 。 

SEEMS PAR MiP: AAS 
HE ASARE SHAME, 网 

1. =e 

PEARSE UL Sh eA SE ASR 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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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LSA CORD WSPT HE). AMR AC ARAL SAT 
特别 重要 的 意义 。 

AL = 

村 三 叶 草 (图 73) 是 非 黑 土 带 和 中 央 黑 土 带 北部 分 布 最 广 的 同 
时 也 是 最 有 价值 的 一 种 外 料 作物 。 就 三 叶 草 播 种 面积 的 大 小 来 遂 ， 

苏联 在 欧洲 居 第 一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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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S OEE RO, TERI SAE ETE 

Fj =e PRS AAR WA (Plan, SESE 

HEY RUE), K][HRTRPLSAAR EAA OW 

13% ARIE (2.2%). 

=H ERR AEE, 并 且 可 用 作 青 扎 料 。 三 时 草 的 

再 生 草 可 用 来 铀 制 青 时 料 。 三 叶 草 碾 种 时 所 获得 的 种 壳 ， 是 猪 的 

优良 创 料 。 

除 具 高 度 的 蚀 料 价值 外 ,三 叶 草 还 具有 巨大 的 农业 技术 意义 : 

生物 学 特性 

冰 三 叶 章 的 根 为 直 根 ， 在 有 利 的 条 件 下 入 土 深 达 1.5 米 。 由 
主根 发 出 许多 的 幼 根 ,在 幼 根 上 形成 根瘤 一 一 租 菌 此 活 的 地 方 , 这 
PHAR MER PRR. HE DO RIE FE, = 
Heo AZ SEL Pe PAL BR, 5 
30—40Mti BEE 3 Pt AA AAA Li Be AS 

三 叶 草 的 地 上 都 分 ， 是 由 发 育 不 强 的 主 鞋 和 许多 侧枝 构成 的 
植株 装 , 这 种 侧枝 从 基 生 时 的 叶腋 中 形成 。 叶 具 栖 , 为 三 出 复 叶 。 
HE EREME HASH ER, Hb, 聚集 成 球形 的 花序 一 - 头 _ 
状 花 序 。 异 花 传 粉 ， 主 要 由 太 花 蜂 和 蜜 峰 来 进行 。 果 实 为 单 粒 种 
FFE, PEA) EKG, SRI. BOC BS 
1.5 一 2 毫米 。 

并 三 时 具 有 两 个 类 型 : 晚 获 型 (一 次 浏 荐 型 ) 轴 早熟 型 ( 雨 次 浊 、 
I) 。 | 

DASH AEN TES, TERRI ae BRT AE 
#8, Ti EIRENE, “EY BULLI SACHS 8 PY 
BAA LAE Cl 74 @) We A EASE OSS — AE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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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O ESSER 12 一 15 日 。 它 比 早 苑 三 叶 草 的 生活 期 要 长 些 ; 芽 具 

清高 度 的 越冬 能 力 。 在 济 割 后 比 早 元 三叶草 再 生得 慢 ， 井 且 在 夏 

季 内 只 能 浊 制 一 砍 。 在 一 欢 浊 制 中 干草 的 产量 较 早 熟 三 叶 草 为 高 ， 
但 就 营养 价值 来 说 则 砍 于 早熟 三 叶 草 。 
早 数 三 叶 草 具有 春 性 的 发 育 形式 。 在 生活 的 第 一 年 于 复 盖 作 

图 74. ATS PAE: 
A, 一 次 浊 制 型 6, F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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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I, ERE RSE AA, Leah BARE IT 

46, “ERODE PRA A = 740) 

A=MHETKAERAE, SBR, HREM RNS 
=K, 

GAAS nA STEAL RROD AR CARN TE EA 

西伯 利 亚 的 大 森林 地 区 ; PROM BREE SEER 

LARS, 5S 斯 和 全 洒 基 全 和 

义 共 和 国 的 西南 部 。 

在 栽培 三 叶 草 时 ,很 重要 的 一 点 是 不 仅 正 确 地 选择 它 的 类 型 ， 

而 且 还 要 正确 地 选择 品种 。 多 年 来 的 实践 确定 ,有 一 些 古 老 的 当地 
三 叶 草 比较 能 很 好 地 越 和 和 丰产 。 这 些 在 当地 栽培 了 多 年 的 三 叶 

草 , 适 应 了 芯 地 的 条 件 , 井 产生 干草 和 种 子 的 比较 高 额 而 稳定 的 产 

量 。 列 宁 格 勤 州 博 罗维奇 区 “ 赫 梅 列 沃 德 > 集 体 农 庄 ， 在 多 年 之 内 

播种 三 叶 草 未 全 更 换 过 种 子 , 它 于 1936 一 1938 年 的 期 间 内 获得 干 

草 的 平均 产量 每 公顷 锡 合 70 公 担 。 
三 叶 草 是 一 种 温暖 气候 带 的 作物 (不 能 忍耐 干燥 的 气候 )， 喜 ， 

湿 。 当 存在 着 充分 深厚 的 和 均匀 的 雪 锥 时 ,能 很 好 地 越 条 。 
_ 三叶草 可 以 生长 在 各 种 各 样 的 土壤 上 ， 只 要 它们 含有 是 量 的 

水 分 和 营 状 物质， 并 且 酸 度 不 高 。 三 叶 草 在 肥沃 的 下 士 上 能 良好 
ADE, SOE RR Le ERB HY. 

在 输 作 中 的 地 位 

he BCS ES EES PF. ER 
(PKR, ERT A TRAD. TEX 
MEK ANE EE AHO BE ER EY, VERY, KAY 
土壤 上 ,把 三 叶 草 播种 在 春 性 作物 之 下 能 产生 优 和 良 的 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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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播种 于 冬 性 作 愧 之 下 时 ， 必 须 把 三 叶 草 配置 在 距离 施 研 肥 
时 间 不 久 的 田 区 中 ( 属 肥 是 施 在 休 闵 地 里 )， 这 点 对 写 的 发 育 来 迟 
非常 重要 。 春 季 在 把 三 叶 草 播 于 冬 性 作物 之 下 时 ， 要 上 比 播 于 春 性 
作物 之 下 ， 可 以 大 为 提早 。 早 播 能 保证 植株 较 快 地 发 育 和 较 好 地 
生根 ， 因 此 植株 在 夏季 干旱 的 年 份 就 可 以 少 受 水 分 不 足 之 害 。 此 
儿 ; 允 性 作物 比 春 性 作 由 收 获得 早 ， 因而， 播 在 冬 性 作用 之 下 的 三 
EEE, BY BEAN AEE EW FRE OK, FE BAER BE 
发 至, 从 而 就 能 更 好 地 越冬 。 下 列 情 况 也 能 促进 这 一 点 ， 即 :在 冬 
性 作 申 收获 后 通常 留 下 较 高 的 豆 楼 ， 写 能 很 好 地 积 雪 。 对 于 积 雪 
不 厚 的 地 区 来 说 这 点 特别 重要 。 

SHRM EAE Fit, HR ASR ZETA EEF 
HEMT AR, LORS MEE BEBE DAE, 7S 
仅 在 撒播 时 是 如 此 ， 而 且 在 条 播 时 也 是 如 此 。 可 是 当 种 子 复 土 过 
浅 时 ;三叶草 便 不 能 很 好 地 生根 ， 因 而 它 的 一 部 分 幼苗 就 会 死亡 ， 
特别 是 在 春季 前 定期 降水 不 足 的 情况 下 。 
三叶草 的 最 好 的 复 盖 作 物 如 下 : 冬 性 作 有 物 中 有 冬小麦 ; 春 性 作 

Wy PA PDB SEK AAKE EPIRA, FREE 
- 25th HE, 

ABE =e RRP HSS 8 BE ERE 
到 第 三 年 三 叶 草 就 十 分 稀疏 了 。 在 单 播 地 里 会 出 现 许多 杂 草 ， 在 
收 划 混 作 的 情形 下 则 能 观察 到 禾 本 科 牧 划 占 优势 。 

把 三 叶 草 回 复种 到 原先 栽培 它 的 地 点 ,必须 在 汪 过 5 一 6 年 以 
后 。 如 果 不 是 这 样 ， 则 干草 和 种 子 的 产量 将 因 出 现 病 虫 嘎 而 显著 
地 降低 。 

输 作 中 的 晚熟 三 叶 草 或 者 是 两 年 都 用 作 千 草 ， 或 者 是 第 一 年 
用 作 王 草 ,而 第 二 年 则 用 来 收 种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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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栽培 早熟 三 叶 草 时 , FE ON AB ERE, BRAS 
第 一 次 浏 项 量 用 作 干 草 , 而 第 二 次 划 用 来 收 种 子 ; 到 第 二 年 ， 则 只 
AFI, FAP, 

+ Sai ter 施肥 

条 性 或 春 性 作 斩 的 二 坟 焊 作 ， 同 时 也 就 是 播种 在 这 些 作 有 下 
面 的 三 叶 草 的 土壤 耕作 。 在 把 三 叶 草 播种 于 冬 性 作 愧 复 盖 下 了 时; 须 
分 葵 冬 性 作 胸 以 很 好 施肥 和 澳 净 无 杂 草 的 春耕 体 并 地 或 秋 耕 休 冻 
Yh, FCS RP ee Ee Tit, BR ae el ae 

EG ES RE EU Be YE 
“ESIOBE EP HEF NEO IORE #8 EERE. 春季 ， 

在 播种 之 前 进行 松 土 并 地。 三 时 草 对 深 翻 耕 反 应 很 大 ?因此 ; 孝 
本 翻 耕 的 深度 应 与 耕作 层 的 整个 厚度 相等 。 此 外 ， 三 叶 草 要 求 十 
分 四 碎 的 士 寺 ,因为 它 的 种 子 很 普 小 ;而 幼 萌 则 把 子叶 带 到 地 面 上 上 

来 。 
在 进行 三 叶 草 的 扰 复 善 作物 的 春季 播种 时 ， 可 采用 土壤 的 秋 

PHBE 
施肥 “三叶草 对 说 肥 具有 很 大 的 反应 。 由 于 土壤 气候 条 件 之 

ARTA, BENE HE AEA 20—40 吨 不 等 。 当 集体 农庄 中 缺少 夺 

肥 时 ,可 用 泥 央 压 肥 堆 肥 或 泥炭 粪便 堆肥 来 代替 。 
三 叶 草 对 无 机 磷 钾 肥料 也 具有 豆 大 的 反应 ， 在 它们 的 影响 于 

三 叶 草 不 仅 能 提高 产量 ,并 且 还 能 更 好 地 抵抗 不 良 的 越冬 条 件 。 无 

论 是 有 机 肥料 或 无 机 肥料 ,都 必须 施 答复 盖 作 物 * 施 在 体 六 地 中 或 

者 于 翻 耕 时 施 到 秋 耕 地 里 。 肥 料 用 量 决定 于 土壤 肥力 ， 并 决定 于 

过 去 全 和 否 施肥 和 肥料 用 量 的 多 寡 。 一 般 的 施用 量 如 下 : BED 

每 公 荐 6 一 8 公 担 (在 生 草 灰 化 士 和 北方 黑土 上 磷 灰 石粉 的 肥效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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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 SRR SHEA 3 一 4 A, BPR 1.5 一 2 公 担 。 作 为 钾肥 可 

利用 炉 灰 ;其 用 量 为 每 公 贰 5 一 8 公 担 。 
有 机 和 和 无 机 肥料 在 它们 齐 合 施用 时 能 产生 优 和 请 的 效果 。 
除了 施 输 复 盖 作 物 的 基肥 以 外 ， 还 应 用 妃 肥 。 妃 肥 于 春季 以 

及 在 每 灵 测 荐 之 后 施用 。 必 须 把 易于 溶解 的 肥料 用 作 妃 肥 : 磷肥 
申 可取 用 过 磷酸 钙 ( 每 公 鞠 2 一 3 公 担 )， 钾 肥 中 可 取 用 钾 跨 (每 公 
项 1 一 1.5 AHA), 

在 把 三 时 草 栽培 于 酸性 土壤 上 时 ， 应 施用 石灰 。 石 灰 系 施 于 
PRP HO POR Hee OED. FIR EN 3 一 3 吨 。 

施用 石膏 对 三 叶 草 干草 的 产量 具有 和 良好 的 影响 。 通 常 是 在 春 
季 把 石膏 施 答 第 一 年 利用 的 三 叶 草 一 土 表 施肥 ， 用 量 为 每 公顷 
抽 -4 公 担 。 在 栽培 用 作 和 干草 的 地 段 上 刻 须 施用 石膏 ， 因 为 蕊 能 促 
seh Cn RINE A 
FESPA EARP AE ABR EBLE Eb 

PAD AGE, SANE USE EAR ASH FD, FRE ME 2 一 8 ZA 

PAR, HLA EAL SLAC ASTIN 5 URL, PR FHS 2 
肥料 的 洲 液 喷射 三 叶 草 植株 的 方法 ,也 能 产生 优良 的 效果 。 

种 子 处 理 ,播种 和 田 闭 管理 . 

种 子 处 理 ”预定 用 来 播种 的 三 叶 草 种 子 ， 发 芽 率 应 不 低 于 
90 匈 (第 一 级 播种 标准 ) ,并 且 不 能 含有 杂 草 种 子 EE RR 

那样 匈 恶 的 寄生 杂 草 种 子 。 种 子 和 纯度 应 不 低 于 98 匈 。 播 种 之 前 在 

专 亲 的 “ 费 赫 子 ? 选 别 机 中 或 在 电磁 机 中 请 选 种 子 材料 ， 井 愉 验 其 
发 芽 率 。 为 了 提高 种 子 的 田间 发 芽 率 ,应 使 其 受到 空气 加 温 处 理 。 

三 时 草 的 优良 种 子 应 具有 光 巢 , 平 请 ,紫色 微 黄 ,并 旦 很 饱满 。 
币 三 叶 草 具 有 许多 具 硬 膜 的 种 子 。 这 些 种 子 在 土壤 中 仅 能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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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L UES ALE LAWN, AURA ARS 
之 前 必须 在 专门 的 机 器 中 划 破 种 子 材料 ,或 者 用 砂 磨擦 种 子 材料 ， 
以 便 了 破坏 种 皮 的 完整 。 如 果 在 该 地 段 中 条 初次 栽培 三 时 华 ， 播 种 
之 前 所 用 根瘤 菌 剂 处 理 种 子 。 

feeb HL AGITAR RCRA EAT, SISO 
(eB, FLLBERST. HERZ BLE A CEL) BE 
田地 。 | 

PEACH EIR PAE EMO FM REE FJD RL HE 
ELAR ADE (rR SUZ» 5 RARE PLE BD Se RTE AT 
种 。 

在 把 混合 牧草 播 于 冬 性 作物 之 下 时 ， 必 须 在 秋季 与 冬 性 作 由 
同时 播 下 禾 本 科 牧 草 ， 而 三 叶 草 则 于 早春 播种 。 秋 季 播种 猫 尾 草 
而 春季 播种 三 叶 草 的 集体 农庄 ， 能 获得 高 额 琵 谷 定 的 产量 。 莫 斯 
科 州 德 米 特 罗 夫 区 “新 生活 ”集体 农庄 ， 许 多 年 以 来 获得 的 干草 产 
量 平均 为 每 公 处 35 公 担 。 

在 把 三 叶 草 播 于 春 性 作物 之 下 时 ， 是 利用 复合 播种 机 (C3T- 
19 和 C3T-4727 和 ! 条 播 机 来 进行 ， 卉 且 是 其 跟 在 复 盖 作 物 播 种 之 后 

或 者 是 与 它 同时 进行 播种 。 在 这 方面 不 万 许 有 任何 胸 节 现象 。 三 
叶 草 的 播种 应 在 3 一 5 日 内 千 束 ， 从 早期 春 性 作物 的 开始 播种 算 
起 。 在 复 盖 作 愧 的 播种 行 之 间或 者 是 横着 播种 行 播 下 三 时 草 。 为 
了 进行 牧草 的 行 间 播 种 ， 最 好 是 应 用 专 站 的 复合 (谷物 牧草 ) 播 种 
机 。 如 果 没 有 这 种 机 器 ， 则 用 硬 仪 把 两 台 普 通 的 条 播 机 过 结 在 一 
起 ,其 中 前 面 的 条 播 机 播 下 谷类 作物 的 种 子 ;而 后 面 的 条 播 机 则 把 
收 草 种 子 播 到 复 羡 作物 的 行 间 。 

三 时 草 的 种 子 非常 硼 小 ;因此 ,它们 不 应 复 上 过 深 。 在 湿润 的 
FURY LEE, 复 士 深度 应 为 .0.5 一 1.0 厘米 , 在 中 质 土壤 上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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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 2 厘米 ;在 干燥 的 和 轻松 的 土壤 上 为 2 一 3 厘米 。 
雨 种 成 分 的 混合 牧草 中 三 时 草 种 子 的 播种 量 如 下 〈 当 它们 的 

发 芽 率 为 90% 和 和 纯度 为 98 儿 时 ) :晚熟 三 叶 草 为 每 公 硕 10 一 12 公 
Fr BA=jR AGA 11 一 13 公斤 。 

在 无 复 盖 作 物 的 情形 下 繁殖 三 叶 草 用 来 留 种 时 ， 可 以 进行 袖 
行距 条 播 ， 行 间 袖 度 为 50 厘米 。 这 时 的 播种 量 为 每 公顷 3 一 4 公 

斤 。 
如 果 三 叶 草 是 同 禾 本 科 牧 草 混 播 ， 则 在 播种 量 中 每 公顷 加 入 

4 一 6 公斤 猫 屁 草 或 10 一 13 公斤 草地 羊 苦 。 

“对 于 外 料 轮 作 来 途 , 最 好 是 利用 三 种 成 分 的 混合 牧草 , 即 包括 
Witt ELE At RABE 

BARES ARRAS AES RAY OE ae PO HE 
LLB, HIEP RRA, BADR EEE A SESE 
时 开始 。 

在 三 叶 草 不 能 很 好 越冬 的 地 区 ， 复 盖 作 物 的 留 楼 须 不 低 于 
12 一 15 BK, 以便 很 好 地 积 坟 。 复 盖 作 申 的 禾 束 或 莞 种 必 须 至 部 

地 从 田间 收拾 干净 ,因为 三 叶 草 处 在 它们 下 面 就 可 能 缺 关 ,或 甚至 

FATE TE) « 
Se NCAR 5 VAR RA = TH SE PL 

SLi ER LAO TATE FP . a0 re PE ch BIC A 5 
BPE EH ATE FEMA TION. MATT ARAB 
ARAB TORE EDI” FBG FP SP HD 

ALF, WE BNE AE SEAN AE Sy RAC BE AR PEAR BO 
区 ,必须 进行 积 雪 。 

随 着 春季 的 到 来 ,在 第 一 年 利用 的 三 叶 草 播种 地 中 ,应 除去 复 
fe REM SHARD, I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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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或 普通 码 来 进行 。 在 重 质 的 \ 泥 深 的 土壤 上 , 当 形 成 板结 层 的 时 

候 ， 应 进行 把 地 ;如 果 发 现 播种 地 上 的 冰 害 现象 , 则 应 馈 压 国 地 。 
振 哗 是 第 -一 年 利用 或 第 二 年 利用 的 牧草 的 进一步 的 管理 ， 在 

于 除去 杂 草 ， 施 用 追肥 ， 以 及 在 每 一 次 浊 制 后 或 性 音 放 收 竺 束 后 
(在 甸 料 输 作 中 ) 的 三 叶 草地 的 起 地 。 在 宽 行 距 条 播 的 情形 下 ， 要 

进行 行 间 耕 作 。 

收 OR 

用 作 干 草 的 三 叶 草 是 在 孕 莲 期 收 制 一 一 不 能 晚 于 开 姑 开花 
期 。 过 退 收割 就 会 获得 粗糙 的 ̀  营 养 价 值 不 高 的 和 干草。 此 甸 ; 在 过 

迟 收获 时 ;三叶草 到 秋季 来 不 及 充分 生长 ， 这 就 使 得 它 不 能 很 好 直 

A, SH Pye Bl, 
是 用 马 拉 的 或 机 引 的 

制 草 机 来 进行 。 
三 叶 草 干 草 的 览 

量 在 蚂 大 程度 上 决定 图 75. 于 爆 三 叶 草 用 的 支架 

于 干燥 ， 亦 即 决定 于 
JAS ERE HOE TT Pe: 
iA APB Fe SAE FF 
和 叶子 ， 因 为 这 些 都 

是 植株 的 最 富有 营养 
的 部 分 。 三 叶 草 的 叶 
子 干燥 得 特别 快 ， 当 
不 很 好 地 或 草率 地 进 

行 干燥 时 ， 叶 子 容易 
Dr br APE KR. A FE 图 76. Ae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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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 时 必须 尽 可 能 少 翻动 三 叶 草 。 
割 倒 的 收 划 通 常 在 原 制 草地 上 存放 到 次 日 ,以 便 把 旋 晾 干 。 到 

第 二 天 将 收 草 夸 祭 成 疏松 的 长 堆 或 小 堆 , 以 便 最 后 进行 干燥 ,然后 
HITHER ULE 

在 西部 各 州 ,可 能 因 天 雨 之 故而 使 干草 受到 损失 ,应 该 在 小 堆 
中 或 在 支架 上 干 爆 三 叶 草 ; 在 干燥 的 森林 草原 地 区 ,最 好 是 在 乓 堆 
中 进行 三 叶 草 的 干燥 。 通 常 ,在 西北 部 和 北部 温润 的 森林 地 区 ;以 
及 在 其 他 地 区 当天 气 恶 劣 和 久 雨 时 ， 则 把 在 原 割 草地 上 了 晾 干 的 三 
时 草 放 到 特殊 的 木 支架 \ 图 75)、 塔 形 架 (图 767 或 栏 架 ( 图 772? 上 ,使 

其 充分 干 透 。 

VS 
NA 

| » 

ny = : = e 

Wes » {2 YA 

Ri \*. 一 et a ie i> 
下 Ar 7 二 人 PAS o 了 ry j 六 y PR . 站 \\’ P j 

> 7 Aas mj AV SY pie EA s. a NN 

ee ere Sle \w< ha ee) PARI Seas 
AS arty \ pe CL E S. 

和 i< SN AR 
c Sy way a Noe a 

Mi MER AY Baan Pars a! i te Tate RS 
Se ies =, . Ne SS 

昌 AVR 
SN | 

mA 民 
ae ' “ PAY 一 as"! gig 

DAE HOT 
CBI a rh EO 

fal77. ARPS ie 

三 叶 草 种 子 的 获得 

苏联 部 长 会 蔗 和 联 共 ( 布 ) 中 央 于 1948 年 10 月 决定 :“ 在 集体 

农庄 和 国营 农场 中 组织 多 年 生 豆 科 牧草 与 禾 本 科 牧 草 种 子 的 繁 

育 ; 以 便 依 舍 在 州 , 边 区 和 共和 国内 部 生产 为 充分 运用 坦 作 制 所 必 

需 的 足 量 的 牧草 种 子 ， 来 保证 集体 农庄 和 国营 农场 在 这 方 硬 的 需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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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Fy A, 47S Ae EF EA BR EA 

APS Bee. 

农业 先进 工作 者 采用 正确 的 安 业 技术 ， 在 任何 天 气 条 件 下 所 

坊 培 的 三 叶 草 都 能 获得 种 子 的 高 撩 产量 。 里 亚 鞠 州 米 洛斯 拉夫 区 

“伊里 奇 之 路 ”集体 农庄 , 于 1948 年 每 公顷 介 获 得 三 叶 草 种 子 3.3 
公 担 而 于 1949 年 划 获 得 4.1 AHR, FER RESERV EEK SE 

区 夏 伯 阳 集体 农庄 中 ,社会 主义 劳动 英雄 普 留 希 涉 组 ,在 竺 公 引 面 

PL, SHEAR AEA BOA CREAMS 

HE 6.4 公 担 。 岛 克 兰 苏维埃 社会 主义 共和 国 苏 考 州 格 鲁 雹 夫 区 

“ 佐 夫 捷 涅 娃 克 服 2 集体 农庄 , 在 32 公顷 连 成 一 片 的 收 革 地 上 ， 于 
1947 年 获得 两 次 测 割 的 三 叶 草 种 子 产 量 为 每 公顷 2.76 公 担 。 

白俄罗斯 苏维埃 入 会 主义 共和 国 莫 吉 寥 夫 州 哥 烈 欧 克 区 布 开 

尼 集 体 农 庄 , 于 1951 年 在 10 DARL BARREN aH 

子 3.6 公 担 。 和 白俄罗斯 苏维埃 社会 主义 共和 国 波 列 谢 州 霍 伊 尼 蒋 - 

HK “MRK ERR, 于 1950 年 在 7 公顷 面 积 上 ， 每 公 续 

佛 收 获 三 叶 草 种 子 5.6 A, FER METS VASA 

阿克苏 巴 耶 沃 区 恩格斯 集体 表 庄 中 ,于 1951 年 在 27 BO BLE, 
三 叶 草 种 子 的 产量 为 每 公顷 3.7 BH; MERRIER 

会 主义 自治 共和 国 伊 热 夫 斯 克 区 “条 利 - 饲 朗 ?集体 农庄 中 ， 伊 万 讲 

夫 工 作 队 于 同一 年 在 40 公顷 总 面积 上 , 则 获得 三 叶 草 种 子 的 产量 

为 每 公顷 4.45 BHA, 

杂 三 叶 草 和 白 三 叶 草 

杂 三 叶 ， 在 建立 长 期 利用 的 人 工 浊 草场 和 收场 时 是 播种 杂 三 
PEAR ,因为 尼 可 以 在 同一 地点 生长 45 年 ;而 当 条 件 有 利 时 ,其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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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生长 7 一 8 4, REHAB RAHI. AEA 

作 中 可 以 把 播 种 在 潮 钥 的 、 寒 论 的、 地 下 水 位 高 的 土壤 上 ， 也 欧 

是 遂 ， 能 生长 在 红 三 时 草 所 不 能 生长 的 地 方 。 杂 三 叶 草 的 干草 

质量 很 高 , 但 是 它 的 滋味 微 苦 ， 不 过 对 于 这 点 性 瘟 能 迅速 地 虱 司 。 

通常 杂 三 时 草 产生 一 次 浊 制 量 和 优良 的 再 生 草 。 它 在 刘 合 牧草 中 

的 播种 量 为 每 公 邯 2 一 3 公斤 。 

自 三 叶 草 ”和 白 三 叶 草 是 牧场 混合 牧草 中 基本 的 豆 科 作物 ， 因 

ERE HORN BE. AS BAER PR 

By, “ER DEWAR 5 一 6 年 ， 而 当 很 好 地 管理 收场 时 ， 

则 甚至 可 生长 8 一 10 年 。 

2 BH is 

a 

8 AOS OBR LE RE AE, EL 
SE ROAUPE IEA. FAL btn FP ec FT iad ad — Bi 
aR. | 
REEMA  AERRAKKFENS BEOEM'E. A 

. 藉 含 有 多 量 的 蛋白 质 、 栈 类 ,无 机 物质 和 和 维生素 。 首 蒂 在 开花 以 前 
含有 最 大 量 的 营养 物质 。 CHT PERRIN ZOQ2%), HE 
花旦 何 种 状态 都 为 性 冀 所 喜 食 ;但 是 它 具 有 下 述 重大 的 缺点 : 牛 在 
ie Pit SAY TABOR Js» PB SES I). A AE 
We al ES FR A ZB yb A ES HE EE 
Wn thy ERR. 

HR WAABKWRERAE XL, MEME, “EAT 
HIM RENE DR, HW ERE RA, RISER 



118 大 作 ay. 

ARB AE— ROHS H IT » ATE RE DCSE LENGE AEE SE HONE DY 5 Ta 
PEE BA AE EE ZO AEP. PEO, ERR AE 
中 的 根系 和 从 很 深 的 土 层 中 吸收 大 量 水 分 的 能 力 ， 因 而 能 防止 十 
下 的 晶 沉 化 ,降低 地 下 水 的 水 位 ,促进 土壤 的 脱 朵 作用 。 

在 采用 高 度 的 农业 技术 时 ， 首 送 在 济 割 后 又 能 迅速 于 生长 起 
Ky AE SHENAE FA, ARATE , 浊 制 灵 数 可 以 达到 
5 或 6 次 。 

和 三 时 草 比较 起 来 ; 首 蒂 对 冬季 塞 痊 反 应 不 大 ;因而 它 是 一 种 
APRA, AM Ee. AIR, HEL 
水 分 反应 也 很 大 。 

音 荐 主要 分 布 在 中 亚 得 亚 和 南 高 加 案 的 各 共和 国 ; 北 高 加 案 ， 
岛 克 苦 的 森林 草原 和 草原 , 沃 罗 泪 日 州 \ 古 比 雪 夫 州 和 莉 拉 托 夫 州 
的 南部 地 区 , 西 值 利 亚 西部 和 沿海 边区 。 

童 蒂 的 生物 学 特性 

首 蒂 具有 很 发 育 的 根系 ， 在 优良 的 条 件 下 主 直 根 于 播种 的 当 

年 伸 入 土 中 深 达 1.5 一 2 米 , 而 到 以 后 的 几 年 则 深 达 5 一 6 AK. Ba 

的 植株 闭 由 大 量 的 仁 构成 ;到 收割 时 这 些 荃 高 达 70 一 100 厘米 。 叶 

A=, HSH RAFAEL, ABP RDP ee OU 

ATTA AAS HE, FISH RR, ADPAIB ARB. FER 

总 区 花序 。 开 花 过 程 是 从 总 状 花 序 的 下 部 开始 。 

传粉 作用 的 进行 先是 开花 ,而 开花 过 程 是 借助 于 旺 囊 来 进行 ; 

但 是 ,依靠 其 他 的 机 械 作用 也 容易 达到 开花 的 目的 ， a fa 

KE» ALE AA BATE XS. 

AAWRRE SHH, Steam , BI. RII 

带 有 2 一 3 个 螺旋 式 的 旋 。 种 子 针 小 ,多 牢 呈 腰子 形 ,无 毛 黄 色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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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PEE CH 1,000 eM eA-—he) 为 

(2-2. SEGRE AM 1-1. 5 RCRA). | 
FERRE 2422 BEES, 因此 ，, aR eS 

- 草 ); 它 可 能 被 杂 草 压抑 。 到 第 二 年 它 便 发 育 旺盛 ， 从 而 本 身 就 能 

压制 杂 草 。 | ) 
— ALARA BE EE RE eS Bd AR 

# A fa» 

Fe Te 78.0) FLAT ESR UAE, ELAR MEI AEE 

AE hy BEE. SERS TE BR RTI ZE , Pee Pe) 

Sk, WE BK, Be EA TEE PO REA 

量 降 水 的 地 区 , ABSA RS BRUTE 

当 采 用 正确 的 农业 技术 时 ， 首 基 的 每 公 革 产量 在 南部 淮 浙 的 

地 区 可 达 200 AHH, 在 充分 进 油 的 地 区 为 60 一 70 AHH, 而 在 干旱 

fal 78. 首 划 的 花序 和 果实 : 

2&, 紫 萌 蒋 ;6. 黄 首 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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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 划 为 30—40 公 担 。 

在 中 亚 薄 亚 各 共和 国 和 南 高 加 案 , 当 进 行人 工 淮 溉 时 二 禾 本 

PAW ULE AS Be Ae EE BAB RED, 

LARISSA. 
黄 昔 藉 ( 图 780) 具 有 黄色 的 花 ， 这 种 花 聚 集成 拓 的 ROE FF. 

Laer we RABRERORES., RA EENARRKA 

fa FEALASNS . ERP AL EAU Bea He Ss A AK BE HZ A 

Alm HER HIS LAB bk, RAR Mss, A 

Bey PY DAF ER SAE Se St AR FS J 

区 (冬季 严寒 和 气候 王 燥 )。 在 这 里 ， 条 项 圳 于 全 和 和 — 

FA ae VE i PEARED. 

AAT A Fed Se Ea Fes UNS es APR AR CH TT Ry PBL 9" 

FEST BET 5 Pa ema ve ALF fe HA BE RR 

eM rR EH. REM, RR RGEAS th, (AS ee BS 

BieAvh, AHA BAA RAMA. HER aah git aioe 相 

当选 远 地 分 布 到 北部 和 东部 。 

分 布 最 广 的 首 蒂 品种 如 下 : 札 伊 开 蕉 奇 〈 紫 杂种 童 项 一 紫 

音 蒂 和 杂种 音 带 之 间 的 中 间 类 型 ) ,叶片 繁茂 ,丰产 ,具有 高 度 的 越 

冬 力 和 抗旱 力 稍稍 会 感染 芙 菌 病 ; 卡 鞠 64/95， 耐 冬 和 抗旱 ; 马 鲁 

新 425， 具 有 很 好 的 耐 和 性 ,能 抗 春季 霜冻 ,稍稍 会 感染 病害 ,以及 

靖 多 其 他 的 品种 一 “如 波 尔 塔 马 256、 塔 什 干 3192， 和 一 些 当 地 

品种 。 

草 攻 可 以 生长 在 最 多 种 多 样 化 的 土壤 上 ， 但 为 了 顺利 地 进行 

SHS EE BRR AS EEA RE EK HEA YE ,这 为 它 强 大 根系 

的 发 育 所 必需 。 首 蒂 完 至 不 能 忍耐 酸性 土壤 。 也 不 能 忍耐 较 高 的 

Me PKL Be eK els Gat 25 一 30 K). BRWM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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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 at eee Tee cee 。 用 来 栽 

AMR RL, ARES SE, CER 

坊 土 和 在 灌溉 地 区 的 各 种 土壤 上 ERE PEAR RO 

首 蒂 在 辆 作 中 的 地 位 

: 首 基 要 求 良好 耕作 的 、 澡 次 无 杂 草 的 土壤 (特别 是 在 生活 的 第 
一 年) 在 播种 时 需要 具有 足 量 营养 物质 和 水 分 。 在 大 田 输 作 中 ， 
TCE TS FURIE AS PH EAE ESF, EE 
etn EF AE i SRE ES HL; 或 者 混 播 在 春 性 作物 的 
BEEF TSS PEEVE (ce ERR Bh EEE EE EB TE 
RATA ESM, TORRE SEIS PE 
ARBROATH A RENT, EARL DELETE 
于 在 很 好 耕作 过 的 秋 耕 休闲 地 上 ， 于 夏季 进行 首 镑 的 无 复 盖 作 愧 
的 密 播 。 

在 灌 浙 的 棉花 栽培 区 IO I RS 
(eSB RA BSE, REN HER, FEE 
至 在 利用 的 第 一 年 就 能 有 较 高 的 产量 。 | 

昔 荐 比 三 叶 草 的 生活 期 要 长 些 。 在 大 田 翰 作 中 ， 它 可 徐 利 用 
2 一 3 年 》 而 在 刨 料 输 作 中 以 及 在 江浙 地 区 ， 则 利用 期 限 更 加 长 得 
多 , 首 藉 在 生活 的 第 二 年 或 第 三 年 产生 最 高 额 的 产量 。 三 年 利用 
的 童 蒋 当 产 量 很 高 时 在 农业 技术 方面 也 表现 出 最 有 利 的 影响 。 屁 
用 葡 楼 和 根 的 有 机 胸 质 来 丰富 土壤 ,其 数量 (每 公 贰 ) 相 当 于 60 一 
70 吨 属 肥 中 有 机 岗 质 的 含量 。 首 葬 本 身 (特别 是 在 同 禾 本 科 植 
物 混 播 时 ) 是 春小麦 、 棉 花 和 其 他 谷类 作 岗 与 技术 作物 的 优良 前 
作 。 

AAUAEMT 66 年 后 ， 才 能 回复 种 到 以 前 栽培 过 的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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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 

预定 用 来 种 首 蒂 的 地 段 应 很 好 地 施肥 .必须 施 用 有 机 肥料 ( 属 
肥 堆肥; 而 在 中 亚 条 亚 , 则 施用 不 宜 于 用 作 甸 料 的 棉籽 馆 ) 和 I 舞 机 
肥料 一 一 磷 钾 肥料 。 肥 料 是 在 基本 耕作 时 施 答复 盖 作 物 过 斐 酸 
钙 可 以 在 春季 松 土 之 前 施用 ,而 在 灌溉 地 区 
前 施用 。 无 机 肥料 也 可 以 在 播种 时 施 于 行 

肥料 用 量 决定 于 土壤 气候 条 件 。 plies 大 
HE, 18 一 20 吨 , 过 磷酸 钙 4 一 6 ATH , GRE 1 一 2 AHH . 

“ 萌 着 在 酸性 土壤 上 生长 不 良 井 迅速 死亡 ,因而 ,这 类 土壤 的 施 
用 石 藉 便 具 有 互 大 的 意义 。 石 灰 应 预先 施用 ; 即 施 输 前 作 由 5 

为 了 获得 干草 和 种 子 的 优良 收成 ， 用 斐 钾肥 料 对 首 蒂 施用 筷 
肥 是 很 重要 的 。 追 肥 是 于 浏 割 后 丰 地 之 前 施用 ,而 在 进行 灌 浙 时 ; 
则 于 浏 制 后 灌溉 之 前 施用 。 

士 表 施用 石膏 对 于 首 攻 也 能 起 良好 的 影响 。 

Beh My MEH 

HEHE MAAR CORT: RAGRF 90%, RT 
ETRE 85% . ARID AULA AEE RRR TAB AE 
HBATERMM ST: RABE 8%, 黄 彰 着 不 低 于 
97 务 (第 一 般 )。 当 存在 着 大 量具 硬 膜 的 种 子 时 ,必须 进行 划 破 种 皮 
的 工作 。 为 了 使 得 首 基 根 部 根瘤 菌 更 迅速 的 繁殖 ， 种 子 于 播种 之 
前 可 用 根瘤 苗 剂 处 理 。 首 藉 种 子 在 温度 为 1 MPA HEE 
所 吸收 的 水 分 数量 几乎 相当 于 自己 重量 的 90 多 。 首 荐 幼苗 能 忍耐 
需 下 3 一 4 的 霜冻 。 因 此 ,春季 必须 尽 可 能 早 地 播种 背 攻 , 好 使 种 



Sue Bee 123 

NA 

和 wa? a Ss ee eh NG en Bhd Eek a ss 

SASS Se SS 

79. FasL Ba 

FRE AUTEN, AS RES FE Sh FOE SS FI 
PAC, LB, WAR A A OE 
HAE F, RENEE, ES ee, 
秋 播 种 也 能 产生 优 和 良 的 效果 。 

播种 首 蒂 是 使 用 C3T-19 或 C3T-47 型 的 谷物 牧草 播种 机 。 行 
间 播 种 能 产生 优良 的 效果 。 为 了 获得 整齐 的 幼苗 ， 必 须 锁 压 播种 
地 ， 或 者 采用 带 有 固定 在 开 沟 器 后 面 的 镶 压 器 的 播种 机 (图 79)。 

” 兵 有 在 播种 到 潮湿 的 土壤 中 时 和 在 雨天 才 不 用 钙 压 。 
音 送 种 子 的 复 土 深度 如 下 :在 具有 有 足 量 水 分 的 地 区 为 1 一 2 I 

米 , 在 干旱 地 带 为 3 一 4 厘米 。 
BRS REALE 10 一 20 公斤 之 问 , 须 视 栽培 地 区 和 播 

种 方法 而 定 .在 干旱 地 区 , 比 在 具有 相当 高 的 湿度 的 地 区 和 进行 洪 
流 时 ,播种 量 要 小 些 。 在 宽 行 距 条 播 时 ， 播 种 量 为 每 公顷 5 一 6 公 
斤 . 为 了 较 均 匀 地 播 下 首 蒂 的 种 子 ,特别 是 在 播种 量 不 大 时 ,通常 
在 种 子 中 加 入 钙 压 物 一 一 季 壳 、 句 导 等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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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D MERIC ESRABHIDI NS, TE MAR 
种 禾 本 科 牧 草 。 在 蚀 料 翰 作 中 则 应 播种 三 种 成 分 的 或 更 加 复杂 的 
RAGA, FRSA RSE ADK AIRE: 对 中 央 黑 圭 

带 和 西伯 利 亚 来 靓 一 一 无 根茎 冰 草 ， 对 乌克兰 苏维埃 社会 主义 共 
和 国 的 森林 草原 带 来 说 -一 -草地 羊 荐 ， 对 高 克 兰 苏 维 翅 社 会 主义 

SERIE ARE CAE — SER, AHA — 290M 
荐 的 黑 麦 草 和 稀 脚 草 。 

管理 “在 生活 的 第 一 年 童 蒂 发 育 根系 。 地 上 部 分 发 育 绥 慢 ， 
因此 ， 第 一 年 植株 的 管理 应 在 于 除去 杂 草 。 在 无 复 盖 作 物 的 袖 行 
距 条 播 地 上 (用 来 收 种 子 )， 除 了 在 行 中 除草 以 外 ， 还 需要 进行 行 
间 耕 作 。 这 种 耕作 在 夏季 进行 3 一 3 次 : 第 一 灰 二 _- 在 清楚 地 辩 
疯 出 播种 行 之 后 ， 其 余 几 次 一 一 根据 杂 草 出 现 的 程度 。 悉 季 在 实 
行距 条 播 地 上 ， 为 了 保 墙 起 见 ， 必 须 进 行 行 间 深 耕 ， 砷 预先 施用 
肥料 。 | 

TE BEER RL, AREER EER, WOR 
SMG, ALIS CSILIG Pg AC oe REA SSE MA 
ee, RELATES WIE AE TT RS KT RP 
Fh th TE EEA BAS A ES 

PEDRMAE BWA LAPSE ERE Ya | 
ASE, TEBE RBA DAIS BE SEIT) » ERE 5 Bi 
ij BIkS 7 HAH 39.9 公 担 , 不 进行 积 雪 时 ， 每 公 硕 产量 只 有 
6.3 248, 

春季 ， 在 第 一 年利 用 的 (生活 的 第 二 年) 音 着 播种 地 上 ;各 理工 

- 作 \ 首 先是 用 局 拉 搂 存 除 去 玖 杰 。 Fe REALE OS, 
为 通常 有 害虫 在 其 上 过 冬 

得 _ 步 的 管理 在 于 系 _ 次 浊 市 后 播种 地 的 施用 这 肥 和 破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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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 Pe AIBC AAA BK AROSE: 过 磷酸 钙 每 公顷 用 

2 一 3 公 担 ; 钾 踊 每 公顷 用 1 一 1.5 公 担 。 也 可 以 用 草木 灰 来 作 追 肥 ， 

用 量 狗 为 每 公顷 3 一 4 公 担 。 

以 后 各 年 , 彰 蒂 的 田间 管理 与 第 一 年 利用 时 相同 。 

在 人 工 灌 浙 的 条 件 下 栽培 首 蒂 时 ， 生 长 期 淮 新 〈 在 植株 生长 

RAPT HEATHER) 具有 巨大 的 意义 。 在 孕 曹 前 到 开花 这 段 时 期 

内 首 蒂 对 水 分 的 需要 量 特 别 巨大 。 灌 浙 期 的 长 短 , 由 于 划 特 年龄、 

CARH AHA, UR RE LRA LA, 

其 升降 幅度 在 5 一 30 日 之 间 。 一 次 的 江浙 量 同样 由 于 上 述 条 件 之 

不 同 为 每 公顷 600 一 1;500 立方 米 , 这 是 指 在 每 公顷 水 分 总 消耗 量 

为 3,000—11,000 立方 米 的 情况 下 。 

在 有 复 盖 作 愧 的 首 蒂 播种 地 上 ， 必 须 于 复 盖 作 有 物 收 获 之 前 至 

步 进行 2 一 3 次 灌 浙 。 收 获 之 后 还 要 灌 浙 一 次 ;这 次 灌溉 能 促使 首 

蒂 在 除去 复 盖 旷 后 良好 地 发 育 。 以 后 ,如 果 没 有 雨水 ,必须 重复 滩 

溉 。 

在 进行 音 蒂 的 夏秋 季 播 种 时 ,土壤 十 分 干燥 ,在 最 初 的 2 一 3 星 

期 肉 ， 应 每 隔 5 一 6 日 即 用 少量 的 水 淮 溉 一 次 。 以 后 ， 灌 浙 次 数 划 

可 减少 。 

三 草 蒂 生活 的 第 二 年 和 以 后 各 年 ， 春 季 于 孕 董 时 期 而 夏季 则 于 

每 一 砍 浊 割 后 进行 灌 浙 。 

通常 岗 为 ， 生 长 期 汐 溉 的 次 数 应 超过 首 蒋 或 它 的 混合 牧草 的 

浊 制 次 数 1 一 2 倍 。 

收割 ， 如 果 用 作 和 干草 的 音 蒂 是 在 充分 孕 攻 时 期 一 一 不 晚 于 开 
始 开 花 时 期 一 一 进行 收割 ;那么 所 获得 的 和 干草 将 是 最 有 营养 的 。 延 

退 收 制 会 降低 干草 的 质量 。 

By FA AS DASE ALS Ay IEE LYE AT AO, FHA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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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应 不 低 于 5 一 6 AK TERI MUS EI, APS RE EIR RE 
地 和 更 好 地 生长 起 来 。 制 倒 的 收 革 在 原 地 存放 若干 小 时 ， 使 其 防 

OF Ua SPER HED NIE ZK BREE PE, Ua 
HERMES: Hb HDR, PASH, 
PEF PES, IETS, EUR NPT 
(植株 的 最 有 价值 的 部 分 ) 的 损失 尽 可 能 减少 。 

在 具有 大 量 降 水 的 地 区 ， 可 以 把 逢 倒 的 和 晾 过 的 收 草 放 在 塔 
形 架 `\ 支 架 和 其 他 类 似 的 东西 上 ,使 其 最 后 干 透 。 

进行 最 后 一 次 浊 割 时 ， 应 郑 虑 到 能 使 在 冬季 到 来 之 前 首 藉 来 
得 及 长 起 来 和 变 得 千 实 。 

萌 蒂 种 子 的 获得 

REMIT ES CARTED ,在 采用 正确 的 农业 技术 时 ,可 以 在 
任何 天 气 条 件 下 获得 多 年 生 牧 草 种 子 的 高 拔 产 量 。 在 茵 拉 托 夫 州 
赫 无 偷 斯 克 区 “斯 大 林 格 惑 拖拉 机 制造 厂 集体 农庄 "中 ， 于 干旱 的 
1949 fF, ASR ACEE EE RARE 5 AD EER J 4.4 

DAES. PR BAAS, Ml PR Re eS May BIH 
雄 的 称号 。 

用 来 留 种 的 首 蒂 可 用 条 播 机 播 在 复 盖 作物 下 面 ， 或 者 是 无 
盖 作 物 。 可 采用 蜜 条 播 、 宽 行距 条 播 或 灾 播 的 方法 。 在 寅 行距 条 
播 地 上 , 当 正确 管理 时 ,可 栽培 出 种 子 的 高 络 产 量 。 在 基 洛 沃 格 勤 
WNDU IB “SV Se ee HEH, Po T+ eR A ete 
物 的 寅 行距 条 播 法 并 进行 行 间 耕作 ,于 播种 的 当年 在 2.63 BT 
积 上 每 公 硕 便 收获 首 荐 种 子 6.4 公 担 ,而 在 下 一 年 即 194 好 年， 每 
公 绰 则 收获 种 子 8.08 公 担 。 

李 森 科 院 士 指出 ， 大 田 输 作 中 混合 收 草 的 普通 密 条 播 应 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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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 收 划 种 子 的 主要 源泉 。 袖 行距 条 播 和 实 播 ， 只 有 在 暂时 种 子 

还 很 少 为 了 加 速 繁育 童 蒂 和 其 他 牧草 的 种 子 时 , 才 必 须 采 用 。 

留 种 区 的 位 填 具 有 重大 的 意义 。 先 进 集体 农庄 从 牧 革 混 播 地 

_ 中 划分 出 水 分 充 是 的 地 段 用 作 留 种 区 ， 或 者 是 把 留 种 区 布 喷 在 地 
势 低 的 地 段 上 。 沃 罗 泪 日 州 罗 案 什 区 “列宁 逝世 六 周年 "集体 农庄 ， 
在 位 于 记 汪 地 上 的 留 种 区 中 ,每 公 基 便 获得 4.5 公 担 彰 蒂 种 子 , 而 

在 位 于 高 处 的 地 段 上 ( 当 农 业 技 术 水 平 完 至 相同 时 ) ， 每 公 藉 所 收 

获 的 种 子 则 还 不 到 2 公 担 。 
首 攻 的 高 领 产 量 也 决定 于 留 种 植株 的 年 龄 ， 特 别 是 在 不 充分 

湿润 的 地 区 。 通 常 都 把 幼 龄 的 首 攻 用 来 留 种 ， 理 由 是 在 老龄 的 彰 

蒂 上 聚积 着 许多 严重 损害 到 屁 的 害虫 。 先 进 集体 农庄 的 实践 却 磋 

斥 了 这 种 意见 。 当 很 好 管理 留 种 区 时 》 就 是 在 老龄 的 首 攻 地 中 也 

能 获得 正常 的 产量 。 
在 1951 年 里 ， 伏 米 娜 从 1947 年 播种 的 首 蒂 地 段 上 每 公顷 收 

获 了 3.2 公 担 种 子 。 这 种 成 续 工 不 是 偶然 的 。 小 组 进行 了 早春 邦 

地 、 圆 般 帮 地 :施用 了 当地 肥料 和 无 机 肥料 ,实施 了 多 次 的 除草 , 进 

行 了 人 工 传粉 以 及 采取 了 一 些 其 他 的 措施 ， 才 同时 与 害虫 进行 了 
参 强 的 斗 等 ,四 次 用 太太 太 对 植株 喷 粉 。 | 

ABP MANIK AB RE, SERESE He 
| REM SES, WSN 

rR CLEFT EME), A hi AON EAP 
SMERWA, HAKKASGH SHS, PPR AED NS 

南部 地 区 ;第 二 次 测 制 量 也 可 用 来 留 种 。 
APES Fes EE ,辅助 传粉 是 非常 有 利 的 。 

当 大 部 分 贡 果 变 祝 色 时 ， 可 用 简单 的 收 制 机 或 联合 收 制 机 进 

行 留 种 划 攻 的 收获 。 和 所 有 其 他 的 收获 方法 比较 起 来 ， 以 利用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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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收 荐 机 进行 收获 为 最 佳 。 
在 干旱 地 区 ,不 应 把 割 倒 的 首 蒂 捆 顷 起 来 ;最 好 是 将 其 留 在 堆 

中 进行 干燥 ， 然 后 再 运往 股 粒 场 进行 腹 粒 。 音 藉 是 在 三 叶 草 腊 粒 
机 中 或 普通 的 谷物 觅 灶 机 中 脱粒 ， 最 好 是 在 干燥 天 气 进行 这 一 工 
作 。 遇 潮湿 的 天 气 ,就 往往 须 使 首 莲 多 次 地 通过 肌 粒 机 ;而 如 果 种 
FATEH SER PIE, BDZ SORES A SSI 
ECB REAL. | 

BERS ESE BE RK 
$e AOR SSR AR, RIE, 
Hea, AP RIN PP A A ST «12%, 

38. FFE 

st PRY (GIRS EE, RRR ARE 
2A UMAR, OSAMA BIW AA. Ub PES 
eT PE CRAP REA, REN ORR, PEE 
超过 首 蒂 。 诉 喜 豆 主要 在 下 型 地 区 进行 栽培 : 高 克 责 \ 下 伏尔加 河 
流域 、 罗 斯 托 夫 州 、 北 高 加 索 和 南 高 加 案 。 

Bp st PAK 50—70 厘米 。 叶 为 奇数 列 状 复 叶 , 具 有 狭 窗 的 - 

小 叶 。 枇 星 玫瑰 色 或 红色 ， 聚 集成 总 状 花序 。 异 花 倩 粉 。 果 实 为 
不 开裂 的 单 粒 种 子 的 区 果 ， 这 种 蒋 果 也 可 用 来 播种 。 根 系 非常 发 
育 , 伟 入 土 中 深 达 2 米 或 更 深 。 

拆 喜 豆 在 草 层 中 具有 和 良好 的 稳定 性 ,很 少 缺 苦 。 抗 旱 ,但 越冬 
ER, BRATS SE, PAAR MWHOR RAE, H- 
BUEF KER, KATIA EME. RE KBR + 
BEALE POAC AS-EME, SPE RELA, PS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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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 疏松 的 和 富 于 石灰 的 黑土 上 生长 得 特别 良好 。 
在 栽培 中 分 布 最 广 的 有 乓 索 豆 的 下 列 三 个 类 群 :普通 味 喜 豆 、 

砂 地 原 喜 豆 和 南 高 加 案 原 喜 豆 。 砂 地 诛 喜 豆 是 最 善于 越 科 和 丰产 
FY SEE AEH PE BAHU SS PB AEP FAY 
Hh, HAPS DUSS DALR eee AED RF, HEF AE 2 一 3 RH 

BL PERERA. 2 
IOS DEA EE EE PF. BIS 

SF FERRE ERE BAL ARIF HE, BLE AT ATE 
OSH RAPES BPE 26 PRE. FE VE DR MERIT BH 

fu, 
a 

or ae 

图 80. PE: | 

a. MARA; 6. PF SS ACE)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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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F RAR , PRR TETS D KES Oe ee 
FO, RTPA EEE RPA, ESP a 
PEM LIT EA IOS Ps BPE, PRY 
FZ Jag FA BF RE AP i 

(3 REDE EARAK OSI EG BW LEA 能 

产生 可 为 良好 的 效果 。 

蚊 喜 豆 的 栽培 ”可 以 用 新 收获 的 种 子 进行 睹 喜 豆 的 播种 。 
1948 年 ;在 基 洛 沃 格 勒 州 阿 德 扎 姆 卡 区 捷 尔 仁 斯 基 和 集体 安 庄 中 ， 当 - 

用 新 收获 的 种 子 进 行 夏 播 时 , 原 喜 豆 种 子 的 产量 为 10 公 担 。 在 这 
同一 个 州 的 齐 司 科 夫 卡 区 站 卡 洛 夫 集体 农庄 中 ,于 1950 年 ， 在 6 
公顷 面积 上 每 公顷 全 收获 煌 喜 豆 种 子 15 A, 

” 匠 喜 豆 的 播种 是 用 密 条 播 法 进行 。 播 种 量 为 每 公 泵 60 一 80 公 

斤 。 复 土 深度 为 3 一 4 DK. 
碑 喜 豆 的 管理 在 于 除去 杂 草 和 邦 地 。 为 了 防止 断 喜 豆 遭 受 冻 

害 ,在 复 盖 作 物 收 获 时 必须 留 下 寺 高 的 楼 ,以 便 进 行 积 才 。 
诉 喜 豆 的 根系 能 很 好 地 吸收 土壤 的 磷酸 ,因此 ;下 对 磷肥 反应 

不 大 。 为 了 获得 高 度 营养 的 干草 ,必须 在 开花 时 期 收割 原 喜 豆 : 诛 
BUT BRESCIA, 

2 Eb APS AR A BER SE EE 
GF, PRUARSURAB ACE, SATURN YABB), tee 
ALA RE GIR) RBA Te 
wR TEE RL 中 进行 胸 粒 。 

4.” 猫 尾 草 

称 杰 “在 大 田 作物 和 但 料 作物 的 草 田 输 作 中 ， 通 常 是 把 猫 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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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和 三 叶 草 混 播 。 | 
猫 屁 草 对 水 分 要 求 很 高 ,因此 , EAE TE DEAD He RBA 

高 客 的 产量 。 它 主要 分 布 在 非 黑 土地 带 。 猫 昆 草 具有 良好 的 耐寒 
性 。 在 三 时 草 由 于 严冬 的 影响 而 长 得 非常 稀疏 的 年 份 ， 猫 尾 草 却 
能 产生 合 人 满意 的 产量 。 猫 尾 草 不 能 很 好 地 忍耐 干旱 和 夏季 的 高 
温 。 FEF ADE MT SAAS AA TE SORE I AEA 
RAPE. 
‘WESEREM ERICH). RRXAAR, EHD 

AE LRP. 26/526 BRIE IE GU EISEIE SD) 5208 
Re PFA), ED ALE BaP, ATR 0.5, FE 

六 月 底 或 七 月 初 。 人 
ee ee 25% « 辅助 传 
粉 最 好 是 在 早晨 时 候 进 行 。 

在 生活 的 第 一 年 , 猫 尾 草 发 至 得 很 慢 ,不 形成 槛 种 并 且 不 能 济 
割 。 在 生活 的 第 三 年 和 第 四 年 ， 它 产生 最 高 铬 的 产量 。 在 同一 地 
VENA 5—6 年 或 更 久 。 

猫 尾 草 对 土壤 短 严 格 要 求 尼 可 生长 在 各 种 各 样 的 灰 化 土 北 、 
REESE DRAG ALRITE OME He 

BEI. 
猫 尾 草 的 栽培 “通常 ee 

春 性 作物 的 复 盖 下 。 因 而 ， 它 在 输 作 中 的 地 位 以 及 二 坟 耕 作 与 施 
肥 , 也 和 三 叶 草 相同 。 

狂 届 草 单 播 时 主要 供 留 种 用 ,但 是 ,通常 种 子 都 由 与 豆 科 牧草 
混 播 的 共同 播种 地 中 获得 。 猫 昆 草 的 种 子 比 三 叶 草 的 种 子 要 小 得 
多 和 轻 得 多 ,因而 在 选 别 时 很 容易 把 心 们 区 分 开 求 。 

与 冬 性 作物 同时 或 稍 迟 地 进行 猫 尾 草 的 秋 播 ， 能 产生 优良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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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 当 秋 播 时 ,植株 到 下 一 年 便 能 十 足 地 发 育 。 当 奉 播 时 ， 猫 尾 
草 的 充分 发 育 只 有 在 第 二 年 利用 时 才能 达到 。 

- 猫 尾 草 是 用 C3T-19 和 C3T-47 牌号 的 谷物 收 草 复合 条 播 机 
进行 播种 。 种 子 应 具有 不 低 于 90 多 的 发 芽 率 (第 一 般 ) AAR 
97 匈 的 纯度 。 Af | 

SEIS WPS PRR dF : 4 ERE 8—12 公斤 , 当 与 三 叶 
草 混 播 时 为 4 一 6 公斤 。 猫 
尾 草 的 种 子 复 土 深度 应 不 
超过 1 一 2 厘米 。 

用 作 干 草 的 猫 尾 草 的 
收获 ， 是 在 圆 雏 花序 抽穗 

_ 时 期 (开花 之 前 ) 进行 ;这 
时 干草 具有 优 和 良 的 蚀 料 品 
质 。 如 果 收 获得 较 迟 ， 干 

“ 草 则 变 成 粗糙 的 和 营养 价 
值 不 高 的 。 | 

PERTH JARO MJB BE 
是 在 花序 变 黄 色 时 进行 收 | 
K, EMO 
作 干 草 时 要 高 得 多 ， 以 便 
”不致 大 量 地 把 痣 叶 夹杂 到 
， 草 束 中 ,因为 这 种 称 叶 会 葵 草 束 的 干燥 带 来 困难 。 在 过 退 收获 时 ， 
猪尾 草 的 种 子 很 容易 散落 ,因此 ,收获 工作 应 在 很 短 的 期 间 内 进行 
完 垂 ， 并 须 在 一 切 收 获 过 程 中 采用 防止 损失 的 有 效 方法 。 留 种 用 

” 猫 尾 草 的 收获 最 好 是 应 用 联合 收割 机 。 
在 测 割 枚 程 供 留 种 用 之 后 ,再 补充 收 梨 残 株 用 作 干 草 。 

图 81. Sia, 秆 株 和 花序 ( 左 ) 的 人 名 



DN, MRR 1.45—2.2 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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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ee 

CE BREE HAT MMSEARA ARE, RE 
FEB ERKF AR AOR APS, 在 禾 本 科 收 划 中 , BAT 
最 多 量 的 蛋白 质 。 

1900 年 ， Or reer ces 这 种 

植物 是 土壤 的 优良 结构 形 成 因素 。 
在 大 田 输 作 中 ;通常 将 它 和 音 送 ( 主 

| SARS, bn RE 
AERA, SOLE 
粒 小 麦 的 优良 前 作 。 

铬 观 草 较 其 他 的 多 年 生 禾 本 科 

| BRL EAE AE FEUD HP RE 
的 条 季 。 这 一 作物 主要 分 布 在 苏联 

东部 ` 南 部 和 东南 部 各 州 。 
PAIS (182) EN EAE 

禾 未 科 植 物 。 宛 的 根系 为 非常 发 育 
的 须根 系 ， APRIK.1.5--2 米 ， 而 

大 部 分 的 根 都 位 于 耕作 层 中 。 植 株 
BBA. PwoF, Mii, HE: 
REMAN, SHE, HE 

RARE SE, REA 

MNS 5 AG » BER URI AS. 4ne Fe Be AY } 

oe REF JANG AE 7 As See a 图 82， GDL PRM 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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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产量 , 然后 , EROS, RMLLATE LE AE — Ab 
可 以 生长 10D A. BEIGE "ESE i BALA 06 年 ;在 
AB Bete + » FFA 2 一 3 年 。 - 

AE LOTR. EAA ETE, SUA 
潮湿 的 和 沼泽 化 的 土壤 除外 ;能 很 好 地 忍耐 土壤 的 攻读 化 。 ，、 

ERR AIOE RAE AH Mee ART ATTN 
AL — 

全 村 - 

宽 穗 狼 观 草 (图 830) 具 有 宽 关 的 、 或 多 或 少 紧 密 的 、. 具 芭 的 穗 。 
抗旱 和 耐 果 。 喜 妥 栗 钙 士 \ 棕 色 士 、 碱 化 士 、 也 可 以 生长 在 深 位 柱 
RAL. 
FERRE LAE rere 
Mitt, ARTA, SRR EMAL. WTA 

PURER AEE IK LD, UL, ARE MRE LIE 
FERN EP, MIA RLS BSA BS 

HATE PEE ARLE PE THRE, Zi aE 

施肥 的 完全 休 闵 之 后 ;而 春 性 作物 则 应 播 在 中 耕作 有 愧 之 后 。 
Gh CUES AAR, BL, EME SA 

ABM], RMN EAB SSL AVE, TESS 
要 求 多 量 的 水 分 ;因此 必须 对 播种 前 的 土壤 耕作 特别 加 以 注意 。 

肥料 (有 机 肥料 和 扰 机 肥料 7 对 狼 观 草 的 产量 无论 干 草 产量 

或 种 子 产 量 ) 具 有 互 大 的 影响 。 旋 们 必须 在 秋季 进行 基本 耕作 时 施 
到 体 闵 地 里 或 者 是 施 葵 秋 耕 地 。 此 外 ， 还 必须 把 无 机 肥料 施 在 收 
草地 的 土 表 面 上 ， RRL BE, 于 牧草 济 割 后 施 以 追肥 。 . 
BEIM F 8 TSB IAD, URIBE 

ASHER, RELI NGAGE AEE Es SO AAR BH , WB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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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的 效果 。 Rees if 
-种子 复 土 深度 应 不 超过 1 一 2 厘米 ,而 在 轻 质 士 壤 上 不 超过 3 

JAG, FERRE LS PRN ES BS BE. 

5 
| 83. AREER ECO) 

.在 采用 密 条 播 法 单 播 时 ,每 公 奈 一 般 种 子 的 播种 量 如 下 :在 森 
林 草 原 的 南部 为 12 一 15 公斤 ， 在 牢 干旱 的 草原 地 区 光 10 一 12 公 

斤 , 在 干草 原 中 为 8 一 10 公斤 ;在 严重 干旱 的 草原 上 为 6 一 8 公斤 。 

匾 观 草 的 无 复 盖 播 种 地 的 管理 开始 于 消除 土壤 板 粘 层 一 一 如 
果 形 成 了 板结 层 的 话 。 在 出 苗 之 前 是 用 于 毁 除 板结 层 ， 在 出 苗 之 
后 则 使 用 锁 压 器 。 当 忽 观 草 上 出 现 最 初 的 南片 小 时时， 植株 在 
1 一 1.5 个 月 内 几乎 停止 生长 ,主要 发 育 着 根系 .这 时 候 杂 草 对 篇 观 、 
草 来 说 是 特别 危险 的 。 人 无 论 在 钴 复 盖 的 或 者 是 有 复 盖 的 播种 地 上 ， 
都 必须 进行 除草 。 在 宽 行 距 条 播 地 上 ， 还 必须 借 行 间 耕 作 来 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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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草 。 这 : 
FRE, 在 牧草 状况 不 良 的 情形 下 ,用 杰 钙 肥料 进行 施 追 肥 ; 篇 

观 草 的 单 播 地 还 要 追 施 氮肥 。 秋 季 妃 肥 能 促使 篇 观 草 良好 地 分 慕 ， 
在 谍 的 地 下 器 官 中 积累 起 大 量 储备 的 营养 物质 ， 这 种 物质 对 于 良 ， 
好 越冬 和 春季 返青 来 衣 是 必需 的 。 冬 季 须 进行 积 雪 。 

“到 第 二 年 和 以 后 各 年 ， 铅 观 草 的 管理 在 于 每 一 次 测 割 后 进行 
邦 地 和 施用 追肥 。 此 外 ,在 袖 行 距 条 播 地 上 要 进行 行 关 耕 作 ， 

精 劝 传粉 对 狼 观 草 种 子 的 产量 具有 银 好 的 影响 ， 这 一 工作 是 
在 大 量 开花 时 期 进行 。 
“收获 EE ARMA PANES (不 退 于 开始 开 

花 时 ) 进 行 收割 。 在 开花 之 后 收 籍 时 ,干草 的 质量 天 大 降低 , 变 成 
粗糙 的 和 营养 价值 不 高 的 。 一 般 是 用 制 草 机 进行 收 制 。 荐 个 的 入 
观 草 均匀 地 和 迅速 地 干燥 。 在 夏季 期 间 内 篇 观 草 通 常 产 生 一 次 浏 
HIE | 

2D AS LAE 1 FEU ACHAT. dS 
机 ( 收 荐 机 、 转 臂 收割 机 )， 必 须 在 开始 蜡 熟 时 (未 完全 成 熟 ) 收 制 ， 

用 来 留 种 。 所 以 需要 这 样 做 ， 是 因为 再 观 草 的 种 子 在 完 训 时 很 容 
易 落 粒 ,并 且 它们 能 在 捆 束 中 良好 后 熟 。 为 了 城 少 种 子 的 损失 ,在 
用 简单 的 机 器 收 籍 时 , 宜 于 在 早晨 或 傍晚 时 候 进行 收 籍 工作 。 

狼 观 草 的 觅 粒 是 在 普通 的 股 粒 机 中 进行 。 当 具有 大 量 不 良 觅 
粒 的 穗 子 时 , 则 须 使 它们 通过 三 叶 草 研 种 机 。 

ee 

1. PS EAE RE LAREN 

2. 为 什么 多 年 生 禾 本 科 牧 草 需 要 与 豆 科 牧草 混 播 , 而 不 是 进行 日 播 ? 

3. 多 年 生 牧 草 高 额 产 量 的 获得 会 怎样 影响 到 士 壤 的 肥力 ? 



pum eA BE 5; oe a 

A, AO EEE PH eI Sh eh EI yA AEE ARE? 
5. 多 年 生 牧草 在 输 作 中 占 怎样 的 地 位 ? 
6. 怎样 进行 土壤 耕作 以 便 播 种 多 年 生 牧草 ? 
7. 何 时 播种 多 年 生 豆 科 牧 草 ? 何 时 播种 多 年 生 斤 本 科 牧 草 ? 
8. 用 作 干草 和 用 来 留 种 的 多 年 生 牧 草 的 播种 方法 是 怎样 的 ? 
9. 豆 科 牧 草 与 用 本 科 牧 草 单 播 或 混 播 时 的 播种 量 是 多 少 ? 
10. 在 栽 场 多 年 生 牧 草 时 , 须 施用 哪些 肥料 ? 何 时 施用 ?用 量 多 少 ? 
11. PERSE SAE AEC eT EB RY BIL, 怎样 进行 田间 管理 ? 
12, JH (EF RE Bs OF A BCH (ATES SSR FLO J EBA? 

”了 3. 队 雨天 怎样 进行 干草 的 干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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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多 年 生 收 草 外 ， 一 年 生 收 草 对 于 建立 瘟 收 业 的 贡 固 徊 料 基 
地 也 具有 巨大 的 意义 。 分 布 最 广 的 一 年 生 蚀 料 作物 如 下 : 豆 科 收 
草 中 有 春 蘑 荣 ( 箭 管 玉 豆 ), 禾 本 科 收 革 中 有 苏丹 草 和 外 用 栗 。 

1, HAS 

at RRS RET, AL 
料 。 

苏丹 草 (图 84) 是 高 株 、 大 量 生 叶 的 装 生 植物 。 在 有 利 的 条 件 

下 高 达 2 一 2.5 米 。 蕉 直立。 叶 互 大 , 实 阔 。 花 序 为 圆锥 花序 。 果 

SEG, BRIE 发 育 的 须根 系 ， 由 大 量 玫 小 的 分 枝 的 幼 复 

构成 ,这 种 幼 根 伸 入 士 中 深 达 2.5 米 以 上 。 

在 及 时 收 逢 时 ,苏丹 草 产 生 质 量 很 高 的 干草 BERRA 

来 说 ， 这 种 干草 大 大 超过 草地 干草 。 苏 丹 草 在 浊 割 司 和 放 收 牧童 

嘲 食 后 能 良好 地 再 生 。 依 靠 深入 士 中 的 根系 ， 它 具有 特别 高 的 抗 ， 
时 能 力 ， 井 且 甚 至 在 天 然 草地 和 收场 枯 焦 时 也 能 产生 炉 色 物 里 的 “ 

产量 。 这 点 使 得 苏丹 草 在 草原 干旱 地 区 成 为 不 可 代替 的 播种 用 牧 

草 。 同 时 ,苏丹 草 对 湿 凋 反应 甚大 ,在 森林 草原 地 区 和 非 暴 土 带 也 
能 有 和 良好 的 产量 。 但 是 在 非 黑 土 带 苏丹 草 不 产生 种 子 , 因 为 要 达到 

种 子 的 充分 成 熟 需 要 140 一 185 天 的 时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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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 草 是 很 喜 温 的 作物 ， 对 霜冻 有 反应 。 可 以 生长 在 各 种 各 

样 的 土壤 上 。 把 苏丹 草 栽培 在 黑土 和 轻 壬 壤 士 上 ， 能 产生 最 优良 

的 效果 。 

苏丹 草 会 使 士 壤 变 得 十 分 干 操 ,因此 , 忆 是 其 他 作 愧 的 不 良 前 
作 。 在 大 田 输 作 中 ， 把 它 作 为 最 后 

的 作物 配置 在 完全 休 冻 之前。 在 进 

RATER, WIE eee 

耕地 里 。 苏 丹 草 可 以 栽培 用 作 青 后 
料 ， 也 可 以 作为 卉 开 作 由 一 -种 在 
早期 收获 的 作 有 物 后， 特别 是 在 灌 浙 
地 。 

苏丹 草 对 土壤 耕作 要 求 严 格 。 
对 深度 秋 耕 和 精 组 的 播种 前 耕作 反 

应 其 大。 冬季， 在 指定 用 来 播种 苏 
FENNEL, WATE, TER 
卡 洛 夫 州 五 一 试验 场 ， 由 于 进行 积 
者 代 使 苏丹 草 的 干草 产量 培 加 了 一 
倍 : 从 每 公顷 16 .2 公 担 增加 到 32 

Bia, | 
PIT REA AT PLAID LEASE BZ I 

基 大 。 肥 料 应 在 秋季 基本 耕作 时 施 
用 。 

rain) 和 

局 MT 

lenge ats adc 

oe o2 S 

on om 

Rn > > a 
ys : . cj 

SAIS 2 f . ly sw 
Ad 一 一 

图 84. 苏丹 草 

苏丹 草 的 播种 是 在 土壤 回 暧 到 12 一 14"C 时 进行 .苏丹 草 的 幼 
苗 对 春季 霜冻 反应 甚大 ;在 一 4《 时 就 会 死亡 。 

苏丹 草 的 播种 期 通常 是 跟 对 和 玉米 的 播种 期 相同 。 

苏丹 草 的 播种 是 用 条 播 机 进行 密 播 或 袖 行 距 条 播 。 后 面 一 种 



140 Se 田 TE 1] 

SG Hy eB PAE ART EB Me EE PE EE 
FA. FEST BARTS ATE PC Ba 47 FA OE DH 330 —45 悍 

米 ,在 播种 用 来 收 种 子 时 , 行 间 寅 度 应 达 60 厘米 。 

播种 用 的 种 子 应 具有 不 低 于 90 匈 的 发 芽 率 (第 一 级 ) 和 不 低 

FI DAE, BAR HH (Re) an PFET Se 

- 行 密 播 时 为 20 一 25 公斤 FET ARI H 10-15 A FEF RH 

- 区 ,实行 密 播 时 为 12 一 巧 公 斤 , 写 行距 条 播 时 为 8 一 10 公 斤 。 

由 于 土壤 气候 条 件 之 不 同 , 种 子 复 土 深度 为 2 一 4 厘米 不 等 : 
为 了 加 速 种 子 的 发 芽 ， 宜 于 (特别 是 在 干旱 地 区 ) 用 环形 饶 压 

器 或 平 请 锁 压 器 鱼 压 播种 地 ， 然 后 并 用 轻便 起 邦 地 。 播 种 前 的 钙 

肘 也 能 产生 优良 的 效果 。 

在 生活 的 初期 ， 苏丹 草 发 至 甚 慢 ;这 时 必须 通过 仔 和 的 除草 将 

播种 地 中 的 杂 草 完 公 除去。 在 宽 行 距 条 播 过 上， 除了 行内 除草 过 

外 还 要 进行 行 间 耕作 ,在 浊 割 之 后 也 须 进 行 行 间 耕作 。 

收获 ， 用 作 王 草 的 苏丹 草 是 在 花序 抽穗 之 初 收割 。 如 果 延 退 
收割 ， 干 草 的 质量 将 会 降低 ， 变 成 比较 粗糙 的 和 营养 价值 不 高 的 

《蛋白质 的 百分率 降低 )。 当 早期 收 制 时 ， 苏 丹 草 在 有 利 的 条 件 下 
于 营养 期 内 能 产生 2 一 3 ANB RE RE, EF 
草 用 的 苏丹 草 是 利用 马 拉 的 或 机 引 的 制 草 机 来 收割 。 

用 作 青 饲料 的 苏丹 草 是 在 它 高 达 50 一 60 悍 米 后 收割 ,根据 集 

体 农庄 中 对 光 的 需要 程度 来 决定 。 
”苏丹 草 可 在 良好 生根 后 〈 植 株 高 度 为 30 一 40 厘米 时 ) 用 来 进 

行 放牧 。 但 是 ,最 好 是 在 再 生 草地 上 进行 放牧 。 
”通常 是 将 大 量 开花 时 期 最 后 浊 制 的 牧草 用 作 青 有 崇 料 。 
留 种 用 的 苏丹 草 是 在 主 荃 上 贺 猴 花序 成 熟 时 进行 收获 。 苏 丹 “ 

OOHRS IER, AEN AG eS. ALi O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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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 种 子 产量 的 提高 。 
种 子 在 胸 粒 后 必须 很 好 干燥 ， 因 为 在 角度 提高 时 它们 会 迅速 ， 

UES, AE TUE LE FR 
RENN RA ek» DPR HE PA OR BR TEI Re EAS 

Perea Tate 或 者 是 用 来 收割 干草 。 

2. EFAs 

HE fad SE EH OAR 
er 

Pie fal SEL EP TG A PR, Der 
取 子 粒 。 乌 用 栗 的 干草 具有 很 高 的 饲料 价值 ,为 牛 和 局所 喜 食 。 整 
BLN Ga ASAT PERS AURAL, ERE Nas AL Oe OR 

精 料 。 nines | 

SASS Cl 85 ) Hen MARS, AIA 125 

Ko ec? 
花序 为 稠密 的 穗 状 圆锥 花序 。 根 系 是 须根 系 ， 深 深 地 伸 入 土 

中 。 2 

fi ARPS EE, ERAS ERE RZ - 
#, ARNE A 90 一 130 天 。 

蚀 用 粟 对 土壤 无 严格 要 求 。 对 它 来 说 优良 的 土壤 是 轻 质 砂 塘 
土 。 蚀 用 栗 在 重 质 粘 土 、 滔 泽 化 土壤 和 碱 化 土 上 生长 不 良 。 

蚀 用 桶 会 严重 地 使 士 壤 发 干 ; 在 输 作 中 通常 是 把 它 作为 最 后 
的 作 岗 配置 在 完 至 休 闵 之 前 ,或 者 是 配置 在 中 耕地 里 。 

刨 用 村 的 土壤 耕作 与 苏丹 草 相同 。 它 对 施用 肥料 反应 贡 大 。 

乌 用 桶 是 在 早期 春 性 作物 播种 之 后 士 壤 很 好 地 回暖 时 进行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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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 用 作 干草 、 青 饲料 和 青 瞧 料 的 
fal ATA, MICA. 
AUR ASE IRE, APH 
算 度 为 50 一 60 厘米 。 播 种 用 的 种 子 
应 具有 不 低 于 80% 的 发 芽 这 

”每 公顷 的 播种 量 取决 于 气候 条 
件 。 在 充分 进 泗 的 地 区 播种 量 为 
25—30 BI > FERIA AH 
为 15 一 20 公 斤 , 在 干旱 地 区 为 10 一 

12 公斤 。 在 干旱 地区， YRS 

距 条 播 用 来 留 种 时 ， 播种 量 为 每 公 
硕 8 一 10 公 斤 。 种 子 复 土 深刻 为 
2 一 3 厘米 。 播 种 后 必须 钱 压 田地 。 RS 

在 东 昔 出 现 后 的 最 初 3 一 4 星 ， 一 
SA fA GS, 因此 ，, Es 
BAG. ELIMI UST, AIEZIS fa Gs 
FEES SEE, ATT AS SRR RES EE STA 
FERNY ETE, PRETRIAL SRA StH TEBE. | 
ee; FRET Fes fl FE SE J UR EH ER; BOE 
SR SBOE EL, RRRAMAREA SR, 本 
夏季 只 产生 一 次 测 制 量 。 只 有 在 湿 油 地 区 才能 获得 两 次 测 荐 量 。 
ee YR AER EDR, 

be ieicteieiteee etipeeiacnbctenmemer 
PE Pane 2 Ai BAT Bt, FERRIC RRO PRAY 
蚀 用 聚 。 蚀 用 桶 很 容易 落 粒 , 因 此 ,不 能 延迟 收获 。 留 种 蚀 用 标的 



" 第 十 五 章 “” 一 年 生 牧 草 it 

。 收 蓝 是 用 收 荐 机 、 转 篆 收 币 机 和 联合 收 荐 机 进行 。 很 好 干 如 过 的 
蚀 用 栗 可 以 在 普通 的 肌 粒 机 中 进行 胸 粒 。 

各 轨 用 正确 的 家 业 技 术 时 ,向 用 到 的 干草 产量 每 公 厌 可 达 40 
”一 50 公 担 , 种 子 产量 每 公顷 达 14 公 担 。 

E ce 

4, 一 年 生 收 章 在 农业 上 的 豪 义 如 何 ? 

-2. 你 们 知道 哪些 一 年 生 牧草 ? 规 举 出 它们 的 栽 才 区 。 

3. 一 年 生 牧 草 在 输 作 中 占 怎样 的 地 位 

4. 苏丹 草 栽 坛 的 农业 技术 是 怎样 的 ? 

5. 个 用 村 栽 坛 的 农业 技术 包括 哪些 措施 ? 

HE 



第 十 六 章 ， 烟 草 与 黄 sei 

烟草 与 黄花 烟 供 吸烟 用 。 此 外 ， 黄 花 烟 双 是 化 学 工业 的 有 价 ， 
值 的 技术 原料 ,因为 从 它 这 里 能 获得 梯 傍 酸 、 休 果 酸 和 一些 其 他 的 、 
有 机 酸 ， 而 从 尼 的 种 子 中 则 可 获得 油 。 烟 草 与 黄花 烟 中 所 含 的 烈 、 
性 毒物 烟 瞪 ， 在 医学 和 兽医 学 上 被 用 作 医 萝 。 烟 草 粉 可 用 来 防治 
农业 植物 的 害虫 。 

第 十 九 光 党 代表 大 会 关于 苏联 发 展 第 五 个 五 年 计划 的 捐 示 规 
_ 定 ,烟草 的 总 产量 须 增加 65—70% 

生物 学 特性 和 品种 

烛 草 与 茧 花 烟 都 是 一 年 生 植物 , 属 苘 科 。 蕊 们 的 叶子 很 大 ， 多 

牛 旦 近 图 形 或 卵 圆 形 。 

Be AE ID OR a sk Bs Be HE I 黄色 黄花 烟 和 巴 昆 黄花 烟 。 ke 

eee Oa ee, eee Ses oe ee 
£8 AE THE SUAS 6 HP. EL ERSTE PR I, 

具有 独特 的 香气 。 黄色 黄花 烟 和 巴 昆 黄花 烟 的 烟 味 不 如 入 色 黄花 
烟 强烈 。 

| SRE ACE SD A dF RRS BCH — I 

上 的 品种 。 AL AB SE ca sas 、 赫 梅 列 夫 卡 125- C、 斯 大 林 格 勤 

条 其 他 的 当 十 品种。 

烟草 区 分 为 知 烟 类 人 K WN se. yy IRR 恰 VEE. eH ats RK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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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等 品种 ) 和 委 放 类 ( 古 吉 品 种 )。 
-烟草 与 黄花 烟 都 是 喜 温 植物 ; 应 该 把 它们 配置 在 南面 和 西南 

面 的 群 坡 上 。 黄 花 烟 对 春季 霜冻 的 反应 较 烟 草 为 小 ， 寒 冻 到 雳 下 
3 "都 乱 扣 于 黄 花 烟 的 植株 。 在 土壤 温度 大 狗 10° IE FERAL 
”烟草 与 黄 检 烟 对 土 下 水 分 有 严格 要 求 。 对 它们 来 说 优良 的 土 

BRE I 3 
SFE ISA RW ATE PP i BREE LEE AY, CR 

| SPI BE, BEER IN SUT IN DEFER NE 

WEIN Pe EK H.W Ae SAS ET DR ESR TL Se Sz SEA 

在 输 作 中 的 地 位 , 士 壕 耕作 和 施肥 

在 轮作 中 应 读 把 种 过 多 年 生 豆 科 与 禾 本 科 混 合 收 划 、 夫 根 及 
HLA (ely, ANE PEM BL AEE, PE rey EE 
HK Vile GAS PYAR AP IS 5 ETE I, PRL AA eee A Pe Ss — Fa. 
4 — Ay feb, FETE HUBE TRIAS St, BORNE HE 
一 个 地 方 生长 2 一 3 SE PETE MAS LAR) BEARD EB 
作 。 

SBE THER SORE, BORE 

行 深度 秋 耕 ,并 须 预 先 浅 耕 灭 楼 。 秋 耕 深 度 为 25--27 JM, PERE 
竹 的 土壤 上 , 秋 耕 深度 等 于 耕作 层 的 厚度 。 早 春 , 一 当 能 够 下 田 工 
作 时 横着 型 壤 将 秋 耕 地 邦 1 一 2 光 , 然 后 用 中 耕 机 或 无 壁 多 钙 殊 进 

” 行 耕 作 ， 井 随即 码 地 。 播 种 前 夕 进行 浅 度 松 士 (4 一 5 厘米 ) HAE 
地 。 | 
WEI TRAE SIENA, MRA Se 
AUIS. ERK BF er Be EH i J, — IB Fe 2 FAT 40 吨 。 
BFA 5 De BED TID EAC De SE DLUE tH Be HOVE DHE MI,» H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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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 的 效果 。 对 烟草 来 襄 ， 属 肥 用 量 应 该 减低 到 每 公 萝 20 Wt Th 
压 肥 本 身 必须 是 腐 亚 和 泛 了 的 。 最 好 是 把 它 施 给 前 作物 。 

扰 机 肥料 是 在 秋季 秋 耕 时 施用 。 黄 花 烟 对 氨 素 特别 有 反应 ,在 
它 的 影响 下 能 增加 血 叶 的 数量 和 重量 ， 井 能 提高 烟 龄 的 含量 。 对 
烟草 来 说 , 质 素 不 宜 过 多 ,因为 它 能 降低 烟草 的 质量 。 每 公 贰 播种 

地 无 机 肥料 的 用 量 如 下 : 2 一 2.5 HOARSE 4.5 AUTRE, 
这 是 对 黄花 烟 的 施用 量 ,对 烟草 来 说 则 城 牛 ;过 磷酸 钙 一 -4 公 担 ， 
钾肥 一 一 2.5 公 担 ( 呈 硫 酸 钙 状 态 )。 必 须 避 旭 施 用 氢化 太 类 ， 因为 。“ 

氟 能 降低 烟草 与 黄花 烟 的 烟 味 质 量 。 

播 ” 种 

”烟草 与 黄花 烟 可 用 种 子 或 秧苗 培育 。 用 秧 昔 培 育 对 北部 地 区 

具有 特殊 的 意义 。 
黄花 烟 往往 是 用 种 子 播种 。 播种 期 与 早期 春 性 作物 相同 。 可 

用 特殊 的 播种 机 或 普通 的 谷物 播种 机 播种 ，8 只 是 普通 的 谷物 播种 

机 上 扎 装 置 用 来 播种 烟草 与 黄花 烟 的 设备 。 播 种 量 为 每 公 硕 2.5 一 

3.5 公 斤 ; 复 土 深度 不 超过 :厘米 。 为 了 获得 整齐 的 幼 昔 ,在 播种 

BLUFF Tate Jet (i SEL Bit Ps a 9 "ETC F He MB) ACES 播 

种 是 按 45—50 厘米 的 行 间距 离 进 行 。 

秧苗 可 以 在 温床 中 或 畦 中 (加 温 畦 或 痊 畦 ) 培 育 。 在 温床 和 了 蛙 

Git —JAE LO 米 的 堆肥 或 腐殖质 。 为 了 获得 秧 昔 , 工 公顷 面积 

需要 100 一 130 平方 米 的 畦 地 。 

在 昔 床 中 播种 是 用 轻 过 催芽 的 种 子 。 为 了 进行 催芽 将 种 子 浸 、 

Fuk, Kt 8 一 10 小 时 ;, 当 种 子 已 经 膨 乃 时 ， 将 水 倒 出 ， 种 子 

则 铺 在 防水 布 上 时 于 温 蛤 的 房间 中 (20 一 25"C)， 才 用 潮 退 的 麻袋 
布 复 盖 。 当 种 子 已 经 破 皮 时 , 伟 止 催芽 。 这 时 把 种 子 散 铺 成 3 一 4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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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 ne ee ee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ee -一 -一 

SRILA. FRESE: AL EWE RUBLE. 

| WFAA L777 9.058, AANA, AI 

PUR BMI, MBL oT Re 

FAS a GM Gh VETTE. SB LH 2 一 3 eat, 

ZEEE, BELA MIA AMIR (BIE CAR AA. APR SE 

过 35 一 40 KK, ADA HEAT pe HOHE 
移植 前 12 一 14 KA IR BO, OE 

自然 条 件 。 为 此 目的 ,要 将 温床 框 和 席 子 除去 ,开始 时 每 天 除去 数 
不时 ;然后 ; 则 使 秧苗 完 至 露天 生长 ， 只 有 在 十 分 塞 论 时 才 将 它 盖 

在 需 冻 移 止 之 后 移植 秧 划 ， 要 立即 进行 这 一 工作 ,不 能 延缓 。 

在 栽植 之 前 ,地 段 必须 保持 疏松 状态 ， 并 洗 净 无 杂 草 。 移 植 之 前 ， 
应 充分 灌溉 畦 好。 运 运 秧 妾 时 ,是 将 其 填 于 盖 窗 的 优 或 箱 中 。 

用 划 印 器 进行 裁 植 。 行 内 植株 间 的 距离 为 25 一 30 厘米 不 等 ， 
这 须 视 烟草 或 黄花 烟 的 品种 及 土壤 肥力 而 定 。 对 晚 郝 品种 来 遂 , 每 

公 藉 的 植株 数 应 为 50,000 一 55,000 株 ; 对 早熟 品种 来 襄 ， 则 要 达 

到 100,000 栋 。 移 植 后 的 秧苗 须 进行 灌 浙 。 

ne 

在 用 种 子 播种 时 ， 地 段 管理 方面 的 第 一 项 措施 在 于 消除 土壤 
板结 层 , 这 种 板 千 层 可 能 在 雨 后 形 成 。 当 植株 上 出 现 一 对 芙 叶 时 ， 
进行 播种 地 的 间 昔 并 除去 行 中 杂 草 。 

可 以 借助 于 中 耕 机 进行 机 械 化 的 间苗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 留 下 
LE 5 一 8 厘米 的 昔 笠 , 答 间距 离 为 12 .5 厘米 。 留 下 的 昔 饶 用 手 
工整 理 。 当 出 现 4-5 片 叶子 时 ,进行 最 后 一 次 间 东 ， 在 昔 筷 中 留 

下 一 个 植株 , 卉 使 株 间距 离 为 25 一 30 厘米 。 在 用 秧苗 进行 培育 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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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不 需要 问 昔 。 
进一步 的 管理 在 于 有 条 统 的 松 土 和 除草 。 et 

HER SME HT BETA BAAS A: EH — FHA EAE HE Ba 
K WALA MIE 2 一 3 厘米 。 Wes | 

随 着 第 一 批 花 的 出 现 ,将 顶部 花序 加 同 2—3 Fe Fede 
-一 打 尖 (图 860) 。 在 黄花 烟 方 面 ? 打 尖 时 还 除去 一 部 分 下 面 的 叶 
子 。 Mest eee 

打 失 后 在 叶腋 中 出 现 侧枝 一 一 副 梢 。 这 种 副 梢 也 应 除去 Gil 
常 称 之 为 打 权 )( 轩 866) ,因为 侧枝 会 从 叶子 方面 夺取 营养 物质 , 城 
低 叶 子 的 重量 和 强烈 度 ( 烟 齿 的 含量 ) ,并 延迟 成 熟 。 

< 项 aay 

Lig 

-图 86. 黄花 烟 的 打 尖 Co 和 打 权 (6) 

打 尖 和 打 权 在 夏季 内 进行 若干 丈 ， 取 决 于 花 与 副 档 出 现 的 程 
“Be 在 植株 上 留 下 8 一 12 JAP, AAT TOE Se 
品种 要 多 些 。 

夏季 ， 必 须 施用 2 一 3 次 追肥 。 第 一 次 追肥 是 在 形成 4 -5 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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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时 施用 ， 以 后 各 砍 则 在 铀 地 时 施用 ; RSE Z LAB 10 一 12 

天 。 施 用 追肥 时 应 利用 无 机 和 有 机 肥料 溶液 、 太 液 〈 每 公 质 5 一 6 . 

吨 ) 和 禽 闭 ( 每 公顷 10—12 公 担 )。 

烟草 与 黄花 烟 的 收获 和 干 如 

“黄花 烟 的 收获 是 在 工艺 成 熟 度 时 期 进行 .这 时 叶子 开始 下 垂 ， 
成 为 容易 析 汤 的 ,在 叶子 上 面 出 现 微 白 色 班 点。 但 是 ;时 中 烟具 的 ， 
积聚 还 在 粕 车 进行 ,因此 ， 预 定 用 来 获取 榨 檬 酸 、 鞭 果 酸 和 其 他 酸 
类 的 黄花 烟 , 要 比 吸烟 用 品种 的 黄花 烟 , 晚 几 天 收获 。 

-收获 黄 检 烟 是 用 刀 或 特殊 的 答 子 砍伐 植株 〈 图 87c) 。 砍 伐 前 
3 一 上 日内， 将 每 一 烟 董 从 上 往 下 辟 开 成 两 征 ， 臂 至 高 地 面 差 3 一 4 

厘米 处 (图 876) ;这样 能 加 速 黄花 烟 的 干燥 。 砍 倒 的 烟 莹 留 在 田间 

直至 傍晚 ,以 便 使 其 晾 干 。 
AFF AE AE ME FP SE ob UE BFS 18 一 20 小 时 .为 

Pe AVEHEMIEHE, FERED 0.5—0.75 2K, WEI 2 植株 。 在 变 黄 
处 理 时 ,植株 发 热 , 但 直至 温度 高 达 40°C BS DFE SE ER . AUTR tin BE HH 

竹 蒜 增高 ,原料 就 将 腐 坏 。 

图 87. 生长 着 的 黄花 烟 的 砍伐 7 和 劈 开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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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过 变 黄 处 理 后 ,将 原料 捆 缚 成 东 , 然 后 每 两 束 在 一 起 悬挂 于 

”本 杆 上 ;以 便 使 其 微 底 干燥 。 由 于 天 气 条 件 之 不 同 ;干燥 期 长 15 一 

35 天 不 等 。 当 原 糙 的 温度 不 超过 35—40% Pt PEER SR, 

干燥 完 学 后 ,将 指定 用 于 吸 类 目的 的 黄花 烟 分 级 ,并 泛 往 采购 

站 。 在 这 里 使 原料 发 酵 ， 以 便 改善 黄花 烟 的 烟 味 质量 和 扰 少 其 中 
URGE, BAER I-38 星期 | A 
eapnmemenitrern rr 
烟草 的 收获 也 是 在 工艺 成 热度 时 期 进行 ， 这 时 候 烟叶 具有 最 

大 的 重量 。 时 子 到 收获 时 具有 南 淡 的 茵 色 PR I PAT 
按照 叶子 成 熟 的 程度 进行 烟草 的 收获 〈 捕 时 ) 一 “分 层 收 著 

5 一 7 灵 。 开 始 时 先 摘 下 面 的 叶子 ,， 最 后 才 摘 取 上 面 的 。 上 等 的 商 
品 烟草 是 从 上 屠 叶 子 中 获得 的 ;因此 ,在 收获 时 不 能 将 各 坎 摘 取 的 
(不 同 层次 的 ) 烟 叶 混 在 一 起 。 应 在 早晨 或 傍晚 收获 烟草 ; 自 天 ;在 
RAW FASE NKD, Be, BiB DARL 
下 。 信和 
APA RAE THE pA, SEERA IESE 

Sete a 49 Bo) / KARR, TSA 
Pri Ame LANCE LSD. MASE R 
可 相隔 一 日 ,不 能 隔 得 太 久 。 

穿 稳 的 烟草 ,首先 使 它 黄 凌 , 然 后 进行 干 操 。 变 黄 处 理 是 在 棚 
舍 中 进行 ,并 且 是 把 缉 子 悬挂 到 具有 脚轮 的 架子 上 ,这 种 脚 输 可 以 
WEEMS AMES. ARR AER, 那么 烟草 
DPE — asp PD WAS HEHE, FESP RRR ATE RRB RCE 
fi, aU AR He LBS Fr EE BR J 9 
EMER FATA SHA LE, hk BER 

”的 烟叶 时 柄 朝 下 放 成 一 列 ， 必 须 选 择 干 燥 的 地 点 。 变 黄 处 理 的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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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长 短 取决 于 天 气 。 RARER ACC ART 而 当天 
CURE BET LAE EK 

ZS BE ALIS HOHE AT PER BRASH EAS CES 
HP HETE TE RRA ES EA IB OB) BLS CRESS ASE 
FENCES ES SHUREBAB PR, CREB RE | 
“进行 先期 的 变 黄 处 理 。 

在 日 光 下 盯 干 ， 是 于 露水 消失 和 空气 变温 暖 时 将 烟草 架 从 棚 、 
舍 中 推出 。 到 傍晚 的 时 候 ,又 重新 将 烟草 架 推 入 棚 合 中 。 

如 果 和 集体 农 讨 中心 有 烘 干 室 ， 烟 草 的 干燥 或 者 只 是 在 烘 干 室 
中 进行 ;或 者 先 在 太阳 下 干 澡 ,然后 再 在 烘 干 室 中 使 叶柄 和 叶脉 微 

， 底 干 迁 。 在 烘 干 室 中 ， 圭 燥 与 变 黄 处 理 千 合 进行 。 干 操 过 程 的 时 
fel Se Be CO Fh BE He MOTE ST ZED) ,为 70 一 80 小 时 。 

PURSES HERA EEN 并 捆 铺 或 特殊 的 小 拥 ”。 
TEAL IE VEER ITS, DAHER 

先进 的 集体 农庄 不 断 地 获得 黄花 烟 与 烟草 的 高 额 产量 。 阿 尔 
素 边 区 斯 摩 悉 斯 克 区 “社会 主义 灯塔 ?集体 农庄 ， 1950 年 获得 了 质 
量 优良 的 黄花 烟 ,平均 产量 为 每 公 贰 31.3 公 担 ,而 在 某 些 地 段 上 ， 
SSM SUCRE 33 和 37 公 担 黄花 烟 。 在 波 尔 塔 无 州 契 尔 鲁 享 区 
“RIK RB RARE LSE MF PAE HFRS 

| RAL, 1949 年 在 3 DAM LRA ES 80 公 捍 黄花 烟 。 在 波 
尔 塔 马 州 鲁 宾 区 “ 妖 尔 沃 娜 游击 队员 ” 靠 体 农 庄 中 ， 沃 伏 克 在 2.2 

公顷 地 段 上 每 公 藉 售 收 获 70 公 担 黄花 烟 。 

格鲁吉亚 苏 稚 埃 和 社会 主义 共和 国 加 格拉 区 斯 大 林 集 体 农 庄 的 

工作 队长 ， 两 次 获得 和 社会 主义 劳动 英雄 称号 的 斯 马 尼 兹 ， 从 1947 

Oh? —rananna ye Uae AR ab i —/ IB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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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起 不 断 地 获得 烟草 的 高 害 产 量 。`1949 年 ;他 在 13 公 藉 面积 上 每 
BG SRS 29.5 公 担 烟草 ， 而 在 1950 年 ， EZ RS 20.3 

公 担 烟草 。 Sie ae 
麻 尔 达 维 亚 苏 维 埃 和 社会 主义 共和 国 卡 明 斯 克 区 伊里 奇 梨 体 农 

庄 中 于 会 主义 劳动 英雄 波 亚 尔 斯 基 的 工作 队 ，1951 年 在 22.52 ZB 

项 面积 上 每 公 艳 全 收获 烟草 23.1 公 担 。 在 这 一 和 军 中 集体 农庄 烟 

草 的 平均 产量 在 45 公顷 面积 上 为 每 公顷 21 公 担 ; 

Rok 

1 SE OB? 

2, Ee EERE FA ACE 
3. REE TEN? 

4. 为 何 进行 打 尖 和 打 权 ? 
5. 黄花 烟 的 “ 劈 开 "是 怎么 一 回 事 ?为 什么 要 这 样 做 ? 
6. 如 何 进行 和 为 什么 要 进行 黄花 烟 的 变 黄 处 理 ? 
7. 发 酵 的 目的 何在 ? 

8. 在 你 们 区 中 是 否 播种 烟草 或 黄花 烟 ?它们 怎样 进行 芒 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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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种 子 潜 育 学 原理 

育种 学 原理 

达尔 文学 说 和 米 丘 林 农业 生物 学 

—_ 

育种 学 一 一 这 是 一 门 关 于 培育 新 的 、 优 良 的 农作物 品种 的 科 
”学 ; 径 过 培育 出 来 的 品种 ， 在 一 定 的 地 方 条件 下 ,能 产生 扰 论 就 质 
量 和 数量 来 说 都 肯定 是 很 好 的 收成 。 从 拉丁 钙 翻 经 过 来 的 育种 学 
这 个 说 ,就 是 “ 精 选 >“ 选择 ”之 意 。 
.现代 育种 学 ， 在 选 至 新 的 植物 品种 的 同时 ， 还 研究 品种 选 育 

的 方法 ,以 及 探讨 关于 遗传 性 及 其 变异 的 学 届 。 
旱 在 更 前 时 期 人 类 就 开始 从 事 植 物 的 选择 。 但 原始 人 做 这 一 

工作 时 是 无 意识 的 ,没有 坚定 不 移 的 目的 ,而 仅仅 是 因为 已 经 会 状 
别 好 坏 。 但 逐渐 地 ， 随 着 人 类 知 戴 的 墙 长 ,植物 的 选择 就 开始 服从 
于 一 定 的 目的 : 获取 更 多 的 种 子 、 更 大 的 果实 或 更 长 而 坚韧 的 给 
ME, : 

PAR BR ROHL LORS HSS AR, PEE, ASR 
地 改变 着 植物 的 本 性 。 就 这 样 创造 出 了 大 量 的 植物 当地 品种 ， 也 ， 
就 是 喜 , 创 造 了 大 量 适应 于 一 定 地 方 的 气候 、 土 壤 及 其 他 条 件 的 品 
种 。 后 来 ,一 直 等 到 很 晚 的 时 候 , 才 开始 运用 杂交 的 方法 来 培育 杆 
胸 的 新 品种 。 实 行 杂交 大 大 地 加 速 了 植物 新 品种 的 培育 过 程 ， 提 
使 这 一 过 程 起 于 完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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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HOA, ARICA RAE RARE RA RA 

在 自然 条 件 下 ,每 一 个 有 机 体 都 在 不 断 地 变化 ,适应 于 ' 尼 所 生活 于 

其 中 的 那个 环境 。 各 种 不 同 的 动 植物 种 就 都 是 这 样 产生 的 : 

达尔 文 的 关于 自然 选择 和 物种 起 源 的 学 说， 对 于 整个 农业 生 

_ 胸 学 的 发 展 具 有 决定 性 的 意义 。 这 个 学 裔 粉碎 了 数 士 们 的 “理论 ”， 
煞 士 们 断言 ,世界 是 不 变 的 ， 井 且 还 在 葵 苇 下 去 ,仍然 是 像 上 硕 最 ， 
初创 造 的 那 樟 。 根 据 这 些 “ 理 论 "， 反 动 的 大 产 阶 般 生 胸 学 家 备 德 ，， 
尔 、 魏 斯 曼 ,摩尔 根 就 创造 出 自己 的 伪 学 说 。 他 们 和 他 们 的 追随 者 
(这 种 人 不 仅 在 产生 上 述 “ 学 襄 ” 的 外 国信 丢 有 过 ,而 且 在 我 个 这 里 
在 苏联 也 信 有 过 ) 坚 持 ， 有 机 体 遭 传 性 状 和 遗传 特性 的 载体 ,不 是 
整个 有 机 体 , 基 至 也 不 是 性 盔 胞 ,而 是 所 衣 一 种 特殊 的 存在 于 性 厅 
胞 中 的 遗传 物质 。 他 们 训 为 ,新 质 的 出 现 , 不 是 由 于 受到 周围 环境 
的 一 定 作用 的 影响 ,而 是 偶然 地 ， 由 于 一 些 未 知 的 原因 所 造成 的 
因而 ,人 们 不 可 能 通过 改变 有 机 体 的 生活 条 件 来 控制 有 本体。 

达尔 文 的 追随 者 一 伊 万 . 弗 拉 基 水 罗 条 奇 . 米 丘 林 和 畦 罗 菲 
姆 . 捷 尼 案 维 奇 李 球 科 一 一 粉碎 了 这 种 伪 学 忌 。 他 们 揭示 了 控制 
自然 办 的 规律 , 扬 示 了 性 状 遗 传 的 规律 ,并 且 技 到 了 定向 改变 村 罗 
以 及 动物 有 机 体 的 方法 。 

HEE BS Ay ER FRR ACN SASS 
A, WORE APL, BAUR. KE 
的 研究 ,以 及 后 来 李 森 科 院 士 所 进行 的 研究 ,全 淘 确 定 ， 在 植 牺 周 
围 的 外 界 条 件 的 作用 下 ,特别 是 在 营养 的 作用 下 ?在 植 牺 有 机 体 中 
能 产生 变异 ， 并 且 还 能 使 植物 的 遗传 性 发 生变 化 。 揭 示 出 变异 的 
原因 以 后 ,苏联 的 科学 家 们 便 制 定 了 一 些 方法 ,利用 这 些 方法 能 惫 
迫使 植物 顺从 人 的 意志 ,向 着 所 要 求 的 方向 转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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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RER AQUSHLOMNO TRAM, VES TARE 

ee ee ee oe 
PME OMLAER. th ROMA J LEH ROR 

BE PA el FAZER Ae Ep SES 

BRR 

PROACH EL AL AN aes tm 
Hy Yas» BRAS a AE » PIELER I TA 

> PORE LAE AUS AIR By oe Ze ht — BAe ERE HE RE 
“ROMA RB MDE KRESS. URLS, ak ALE 
Bit po SRE 55 — in Bh AYER lee) Re BI — RA PY 
kD BRA AGRE BERR IR REAR, AEG IB 
BSA ei HS IEA | 

- ”为 了 改良 果树 的 品种 , 米 丘 林 制 定 了 -= 种 很 有 效 的 、 被 他 命名 
为 “ 莹 导 法 ”的 方法 (六 导 者 即 培育 者 、 改 良 者 )。 在 一 个 品种 的 幼 
树 欧 树 扼 上 ， 嫌 上 另 一 品种 果树 的 接穗 ,这 另 一 品种 是 树龄 比较 
大 的 、 更 加 定型 的 并 具有 被 巡 搂 品种 所 不 具备 的 那样 一 些 性 状 和 
特性 。 这 样 妖 接 的 结果 ， 婷 接 品 种 的 有 价值 的 特性 便 传 珀 和 输 被 寻 
接 的 品种 了 。 

炎 承 米 丘 林 的 工作 , 李 森 科 更 进一步 发 展 了 改造 谷类 作 网 、 技 
术 作 有 愧 和 其 他 作 觅 本 性 的 方法 。 李 菏 科 在 变 小 麦 的 和 性 品种 为 春 
性 品种 及 变 春 性 品种 为 多 性 品种 方面 的 工作 ， 可 作为 怎样 动 的 旧 

的 遗传 性 并 创造 新 的 草 传 性 的 例子 。 

BES it 

Pee PRL AUDEN dor FOLEY: FEARS RE EO ASTER R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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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 ANE HORE, SEPA OE APE em EERO TE PR 
RASA AT: EDR PERKS AUAR EBT I POF Pe Wy 
PAWL THON, BURRE RR, RAE, NTE 

自己 的 发 育 过 程 中 一 -从 种 子 的 播种 到 成 熟 ， 要 通过 著 干 个 阶 
| Pec 

第 一 阶段 一 -者 化 阶段 。 为 了 通过 这 一 阶段 ， 植 物 要 求 一 定 
的 温度 、 空 气 湿度 及 其 他 条 件 。 冬 性 作 胸 春播 时 遇 不 到 它们 所 必 
需 的 低温 ,可 见 , 必 须 专 门 创造 这 种 温度 。 并 且 事 实 表 明 ， 如 果 用 - 
低温 来 影响 已 经 萌动 开始 生长 的 冬 性 作物 种 子 ， 可 使 在 春季 不 同 
时 期 内 进行 播种 的 多 性 谷类 作物 ， 也 像 春 性 谷类 作物 -一样 粘 实 和 
繁殖 。 冬 性 作 帕 在 这 种 情形 下 获得 它们 通过 第 一 阶段 一 春 化 阶 

” 段 一 -所 必需 的 条 件 。. 用 上 渡 方法 来 影响 ,在 轻 过 2 一 3 世代 后 , 便 

可 获得 具有 春 性 作 有 物 的 稳定 遗传 性 的 植物 。 
春 化 阶段 之 后 是 光照 阶段 。 这 一 阶段 中 , 光 薰 (和 天 的 长 度 或 

MMR) 在 植物 发 育 方面 起 着 主要 的 作用 。 随 着 自己 的 更 进 
一 步 发 育 , 植 物 还 须 通过 一 些 其 他 阶段 ,但 是 ， 对 于 这 些 阶段 人 全 
研究 得 还 很 少 。 

以 自己 所 创造 的 阶段 发 青学 说 作为 指南 ， 李 森 科 作出 了 一 邓 
列 有 价值 的 发 明 ， 并 创造 了 一 些 新 的 农业 方法 。 植 物 春 性 类 型 的 
转变 为 稳定 冬 性 类 型 是 具有 互 大 的 实 跤 意义 的 。 改 变 春 性 类 型 的 
遗传 性 和 使 它们 转变 为 冬 性 类 型 是 通过 晚秋 播种 来 进行 的 。 采 用 
这 种 方法 人 缀 使 春小麦 获得 了 冬 种 特性 ,并 把 它 他 固定 下 来 。 

品种 问 杂 交 和 品种 内 杂交 

进行 品种 问 杂 交 , 是 为 了 在 育 苞 的 品种 中 ,把 两 个 挑选 出 来 进 

行 杂 交 的 杂 本 的 有 利 特性 结合 起 来 。 与 更 有 的 品种 相 上 比较， 新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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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LE EE EMAL OA Ob, MRA TAO RIT 
且 品 质 优 息 。 要 达到 这 点 目的 ;必须 很 好 地 选择 供 杂 交 用 的 亲本 ， 

并 正确 地 培 青 杂种 有 机 体 。 
品种 内 杂交 自 花 传 炉 守 物 的 品种 ， 久 而 久之 就 会 赤 失 自己 

的 优良 品质 和 退化 。 李 森 科 院 士 查 明了 这 一 现象 的 原因 ， 并 捐 出 
THRE REE, 
LBUAET fe TE UB EI AE A AZ 

间 很 少 差别 。 当 长 期 自 花 传粉 时 ， 这 种 本 来 就 不 显著 的 差别 就 更 
加 业 小 ,可 是 大 家 知道 ; 雄 秋 胞 和 败 条 胞 芒 加 相像 ， 划 由 于 这 两 个 
秋 胞 并 合 而 获得 的 有 机 体 ,其 生活 力也 登 加 能 ;, 意 加 不 善于 适应 环 

“ 境 条 件 。 8, ? 
在 创造 出 比较 不 同 的 外 界 环 境 条 件 的 时 候 ， 也 就 可 以 创造 出 

同一 品种 的 比较 不 同 的 植物 体 。 自 然 ,性 下 胞 也 将 是 不 同 的 了 。 在 
用 某 种 作 愧 的 一 个 品种 播种 的 田地 上 ， 没 有 也 不 可 能 有 完 至 相同 
的 人 外 界 环境 条 件 。 因 而 ， 也 就 不 可 能 有 完全 相同 的 植株 。 如 果 各 
个 精 物 体 有 所 不 同 ， 那 么 宅 个 的 性 条 胞 也 是 各 不 相同 的 。 由 这 样 

OFh 全 入 本 站 

EC cea ARIE AH NG A BEB 
法 ,小 麦 的 品种 内 杂交 的 方法 如 下 。 在 每 一 个 芒 中 , 用 剪刀 剪 下 2 
一 3 和 个 下 部 的 和 2 一 3 个 上 部 的 小 芒 。 在 每 一 个 留 下 的 小 入 中 , 用 

BTR LAE, RAE Fah MRO. YORE 
RSS AT SEES, BE IER A HES ESE OE ICA AE 

PRAGHE DM Sees FE BL — ii _L Ad IE TE RI GET SEAMED, 
Pe» PRS ERIN 33 — TRE LAER PACHA AG RIE 22 
色 时 施行 。 



青 种 性 选择 

选择 在 育种 学 上 占有 主要 的 地 位 。 各 种 选择 方法 中 ， Peas 

acer yee 进行 单 株 选 择 时 ， 从 大 量 植株 中 挑选 

则 一 个 植株 或 其 到 是 植株 的 一 个 禄 。 这 种 选择 在 以 后 的 各 个 世代 

中 可 能 还 要 重复 进行 ， 以 便 在 植株 方面 把 需要 的 性 状 和 畦 性 固定 

下 来 , 或 者 ,如 果 进 行 一 欢 选 择 就 可 以 达到 预期 的 目的 , 那么 就 不 

MBE, 

利用 混合 选择 是 把 许多 植株 区 分 出 来 ， 这 些 植 株 在 一 定 的 具 

ATE 济 价值 的 性 状 方面 互相 近似 RE PEA ALA Fr. 

a SRA RTE PASI, BRAT REA ABORT ER, RUSS 

个 品种 的 种 子 交 痊 国 家 品种 试验 委员 会 进行 试验 。 

种 子 繁育 学 原理 
PFS ie IES 

”种 子 繁育 的 任务 如 下 : SOA RAL BR 
纯净 状态 ,通过 品种 内 杂交 、 系 统 的 选择 和 采用 高 度 的 安 业 技 术 来 
进一步 改良 品种 。 第 十 九 次 党 代表 大 会 关于 第 五 个 五 年 计划 的 指 

示 规 定 ， 要 改善 集体 农庄 和 国营 农场 中 农 作 电 的 种 子 繁育 工作 。 

我 国 计 划 性 的 种 子 繁育 的 基础 ， 是 在 停 大 的 十 月 直 会 主义 革 - 
命 以 后 质 定 的 。 在 1921 年 颈 布 了 由 烈 宁 签 署 的 关于 种 子 繁育 的 特 
别 法 命 。 这 项 法 仿 规 定 要 建立 国家 品种 迪 备 折 ， 在 每 个 州 中 分 发 
种 子 农 场 ， 广 泛 地 发 展 青 种 站 中 的 育种 与 种 子 繁育 工作 。 由 于 建 

立 了 种 子 繁育 制度 ,各 疤 显 著 地 扩大 了 品种 播种 地 的 面积 。 

育种 站 在 1937 年 6 月 29 日 人 民 委 员 会 “关于 改良 谷类 作 



ELM ABARTH 5 HT SR EM 189 

pee HORE TRH TEE Be fk OR 
SEAMING» HIE AMR MH, A 
Sew T 72 个 育种 站 。 

青 种 站 的 责任 在 于 ; 
1 不断 十 供 痊 农业 以 在 各 好 可 划 定 裁 培 区 的 谷类 作物 、 豆 站 

Peta UE EDDA A ALB SHE ER BR AEF | 
2. (bE SAAS 25 HN RUN A We ES RR SEERA BE 

Be Sie FF BEI FP BIA BE ETE HR PRT A HE 
8. AEDS HAT RT Be, SOME TE REE 

OPE TS EW OE i RPE 
Ree Sy EM Ri 种 子 而 建立 了 区 种 子 繁育 声 

网。 诛 种 种 子 第 一 年 在 区 种 子 繁 至 场 的 留 种 区 中 繁殖 ， 从 而 获得 
GAIN ACOH B=, BARRA Pe 

(第 二 代 ) 的 种 子 。 

第 二 灵 繁 殖 的 种 子 便 们 到 集体 农庄 和 国营 农场 的 留 种 区 中 进 
” 行 繁 殖 。 这 些 留 种 区 的 收 痪 移 一 第 三 代 的 种 子 -再 拿 到 秆 体 

-家 庄 和 国营 农场 的 生产 地 面 上 使 用 。 在 区 种 子 繁育 场 的 留 种 区 上 ， 
每 年 都 进行 种 子 的 复壮 ,而 在 集体 农庄 和 国营 农场 的 留 种 区 上 ， 则 
四 年 进行 一 次 。 

从 青 种 站 的 青 乔装 开始 直至 集体 家 讨 和 国营 农场 的 留 种 区 ， 
到 处 都 必须 采用 最 优良 的 农业 技术 ， 为 获取 质量 优良 的 高 贪 产量 
创造 一 切 条 件 。 李 森 科 院士 指出 :“ 笨 牺 和 动物 的 优良 品 秘 ， 在 实 
感 中 过 去 是 而 且 现在 还 是 只 有 在 优 和 请 的 农业 技术 和 优良 的 动物 蚀 

“ 养 技 术 的 条 件 下 才能 创造 出 来 。 在 不 良 的 农业 技术 之 下 ， 不 仅 从 
不 良 的 品种 中 扰 险 何 时 都 然 法 获得 优良 的 品种 ， 而 且 在 许多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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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甚至 优良 的 栽培 品种 故 过 若干 世代 后 也 会 变 成 为 不 良 的 ”。 

谷类 作物 种 子 繁育 的 特点 

SASS BR PEE + He ASEH 788 eM RPO 

HEASUCIS RAMREE, 6 THERE ARERR, TERR 

中 划分 出 面积 为 0.2 一 0.5 公顷 的 一 些 地段 , 在 这 些 地 段 上 播 下 在 

不 同 条 件 下 获得 的 \ 访 品种 的 混合 种 子 , 但 这 些 种 子 必须 是 大 比较 

丰产 的 地 面 上 采集 来 的 。 在 这 些 地 段 上 也 进行 品种 内 杂交 。 

到 第 二 年 ， 用 从 进行 品种 内 交配 的 植株 上 采集 来 的 种 子 播种 
于 所 届 选 种 围 ， 井 在 营养 期 中 对 每 一 植株 进行 仔 帮 的 观察 。 收 获 

时 将 优良 的 植株 挑选 出 来 并 分 别 股 粒 。 挑 选 出 的 植株 的 种 子 再 播 ， 

于 留 种 园 中 的 各 个 小 区 内 。 以 后 , 匠 续 进行 选择 ,直至 获得 原 种 种 

FH 1k. 

留 种 转 是 种 子 繁育 系统 的 基本 环节 。 在 这 里 检验 所 进行 的 选 

摆 的 正确 性 , 井 为 进一步 繁育 供应 种 子 。 

留 种 区 “在 每 一 个 集体 农庄 和 国营 农场 中 都 须 划分 出 留 种 

区 ， 儿 的 任务 是 供应 本 埋 位 以 一 级 的 品种 种 子 。 留 种 区 的 规定 的 

大 小 对 作 帆 播种 面积 的 比例 如 下 : 冬 黑 麦 和 冬小麦 12 色 ， 攻 老 和 

大 麦 13% , HB. BG. RW 15%, MABSS, EK 
3% : Aree 

划分 留 种 区 的 程序 如 下 : 

1 在 输 作 的 每 个 田 区 中 ,在 最 好 的 土壤 上 ,划分 出 罚 种 区 。 

2. 根据 当地 条 件 , 可 以 把 留 种 区 划分 成 单独 的 输 作 。 

3. 划分 出 来 的 留 种 区 交 给 一 个 工作 队 固 定 鱼 责 。 只 有 在 个 别 

情形 下 ， 根 据 田 区 的 位 于 ， 可 以 把 留 种 区 交 和 给 两 个 工作 队 固 定 鱼 

责 , 但 不 能 再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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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ERL A ARI eI FEE RBI LEE : 

— fF FE Al A RP 

5. BEML EL EP K, BHR 

eA. | : | 
在留 种 区 中 必须 条 用 最 完善 的 农业 技术 方法 。 其 中 ， 在 异 花 

传粉 作物 一 一 时 老 、 藉 麦 、 向 日 蓝 及 其他 一 一 的 播种 地 上 ， 必 须 进 
” 行 多 次 辅助 传粉。 
“我 国 宰 会 主义 农业 的 高 度 机 器 装备 ,和 拥有 大 量 的 肥料 ,使 得 

”能 很 好 地 和 适时 地 进行 留 种 区 的 耕作 。 

”种子 繁育 的 基本 规则 和 方法 

” 秋子 繁育 农场 的 最 重要 的 任务 ， 是 使 繁殖 的 种 子 保持 纯净 状 
“te te a iss 

种 子 的 混杂 分 为 两 种 : HUME ALE, ULAR ARR 
”是 在 该 品种 种 子 中 混杂 有 其 他 品种 的 种 子 或 普通 的 种 子 、 其 他 栽 
培 作 物 的 种 子 和 杂 草 种 子 。 当 同一 作 愧 的 但 系 不 同 品 种 的 种 子 混 
杂 到 该 品种 中 时 ， 陨 形 成 品种 混杂 ;混杂 有 堆 他 作物 和 杂 草 时 则 形 

成 种 的 总 杂 。 
大 襄 亲 中， 品种 混 来 特别 危险 ， 因 为 这 种 说 条 比 较 难 于 防 

止 。 种 的 混杂 无论 在 种 子 中 或 播种 地 中 都 较 易 发 现 ， 因 而 避 驶 这 

PETE ALAN AR BS ME . 7 EVE ASS 广 法 之 一 是 种 的 去 杂 s 和 品种 去 杂 Ae ;这 

些 将 在 后 面谈 到 。 
品种 的 生物 学 混杂 ， 是 由 于 一 个 品种 由 其 他 品种 花粉 传粉 的 
结果 而 发 生 的 ,而 在 某 些 情形 下 ,可 能 是 其 他 种 植物 的 花粉 传粉 的 ， 
车 果 。 当 某 些 植 物 退化 时 也 能 看 到 生 愧 学 混杂 。 

为 了 使 品种 保持 纯 浴 状态 ， 必 须 于 繁殖 时 在 各 个 工作 阶段 中 



162 | Ripe 田 作 ty 

Pest AST FPA IN 

ear tc a 
集体 农 庄 接收 种 子 时 , Bt ete 毛病 , 铅 封 

是 否 损坏 ， 每 个 袋子 外 而 的 标签 是 否 与 附件 一 一 育种 站 的 还 单 
一 一 相 符合 。 利 用 取样 器 ， 从 每 一 袋 中 抽取 出 种 子 样品 ; 工 且 在 检 
查 过 样品 后 ， 辐 制 出 接收 文 据 。 将 全 部 抽取 出 来 的 样品 连同 文 据 
一 起 运 到 种 子 检 查 献 验 室 ， 以 便 检 驮 所 收 到 种 子 的 品种 厌 度 和 质 
2 人 

AT RMe —TRRe, x eR 
EER. AUPE FL ee EE I ee 
事 。 委 员 会 检查 代 中 的 标 铀 是 否 与 外 面 的 标 敏 相 符合 。 匣 果 种 子 
不 肛 进 行 春 化 或 择 种 , 则 可 原封 运往 田间 ， 到 那里 再 拆除 谷 封 , 解 

FAS FFE REE. PA SUE L. fe ABE A | 

加 之 下 进行 。 CaS 
按照 现行 的 规程 ， SLT AR RE 

和 已 圾 的 地 板 上 进行 。 
” 春 种 是 护照 苏联 农业 和 和 采购 部 定 出 的 规程 进行 。 
铀 付 种 子 伞 去 播种 时 ,应 使 用 原来 的 袋子 ;这 些 袋子 也 同 祥 要 

”进行 消毒 。 RAUNT» MATAR ERODE : 
进行 消毒 。 

播种 前 的 次 备 和 揪 种 

为 了 把 各 个 品种 配置 于 田间 ， 有 所 预 先 确定 每 一 品 入 的 播种 部 
APES BS), SER ein SIMA 
A-RELGMIEM, TRADI, a TBE 



Bri KEMPE SPS 1638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或 同一 作 愧 各 个 EA AB A SE 须 规定 播 下 一 条 中 赫 作 胸 ， 
“其 寓 度 为 2 一 3 米 。 

播种 之 前 ;要 很 好 地 清扫 播种 机 , 芽 仔 站 进行 消毒 。 通 过 检查 
必须 诞 实 ,在 播种 机 内 没有 留 下 任何 一 是 谷物 。 
播种 时 ,必须 遵守 下 列 规则 : 

1. 首 先 使 用 高 级 种 子 播种 ; 
“Ae 为 便于 进行 蝇 种 去 杂 ， 408 1.2—1.3 米 就 留 出 一 条 30 [i 

来 寅 的 外 路 ;为 此 ,应 在 相应 的 位 置 上 将 播种 宁 的 排 种 器 关闭; 

3. 用 拖拉 机 播种 时 ， 不 要 欧 出 播种 田 区 的 境界 之 外 和 在 放 的 
边界 上 转弯 ; 播 福 完 学 后 ,再 耕作 边界 井 用 同样 的 种 子 进行 播种 ; 、- 

4 在 进行 播种 和 土壤 的 播种 前 耕作 时 ， 只 紫 用 胡 碎 的 谷 几 蚀 
1 : | Page 
RETR, RS IRAE RBIS ， 
PEATE AR, A ISS HET SLSR Ba RR 

种 的 去 杂 和 品种 去 杂 

在 营养 期 内 ,品种 播种 地 必须 系统 地 进行 除草 ,以 及 进行 种 的 
”去 杂 和 品种 去 杂 。 在 进行 种 的 去 杂 时 , 仔 粗 地 除去 其 他 种 的 植株 ， 

。 这 些 祯 栋 的 种 子 在 基本 作 岗 清 选 时 是 很 难 区 分 出 来 的 。 属 于 这 类 
ROMA: DBE AGE ERE PAA ARR PHY 
ASE Bi GP NFO IR Vb ST AY BIR, 

 REATERA DER, A226 T Wa Ph Me PROS. 
HAAN, AAPA ABET PH. 

对 小 麦 来 说 ,第 一 交 品 种 去 隶 是 在 充分 抽穗 之 后 进行 :从 无 世 
品种 中 除去 所 有 具 芒 的 类 型 ， 从 坎 数 小 索 中 除去 硬 粒 小 过， 或 相 

反 。 小 者 的 第 二 灵 品 种 去 杂 赶 在 开始 蜡 苑 时 期 进行 ， 这 时 穗 和 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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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 BRR BSE SN IAS RR 
”植株 不 同 的 一 切 植 株 。 

KGB —K ih Hh A wseeenennal ee 
SORA A A PLDI Te LHR, A AR 
RAR ALARAN EE BORA _LAZEZS Ah PP EC I] BO SER, 

FRESE a ee 2k TTR) 9 ESL 
Ze tis PER AR FEAR FCA TZ a FPR HETT 5 这 时 ;除去 具有 

AMIGA HOT AUS BS nb UY 的 一 切 植株 《和 基本 品种 胡 比 
- ®. < : 

shane HE Se Se BD ee SAS EP Ba TE 

2 3h 

从 小 局 AL A NR 

色 , 而 小 局 辟 TL ESHE A BR 青色 或 白色 。 

HERR EL , BERY ih 别 

必须 特别 仔 彰 地 和 } 尘 择 最 恰当 的 农时 进行 留 种 区 的 收割 。 为 
了 保持 品种 纯度 ,必须 做 到 以 下 各 点 : 

1 .首先 从 遍 级 的 播种 地 中 开始 收割 ; 

2 .在 开始 收割 每 堪 留 种 地 之 前 , 先 收割 周 轩 边 界 (2 一 4 注 寅 )， 

FFE Sl BRS APRIL LAD IEE 5, PLE BS 

SALTER RAZA, BAFTA RCHLP 
BED , EN FEMS EAI 

4. ANIC SFA AC A REHEARSE A AEE 5 

5 AER HOA HESES WE BE WCRI 面 搬运 谷物 时 ) 

Ane REAT REICH sc 的 田 区 ; ~ 

欧 豆 于 开花 之 前 ,第 一 亦 从 其 中 除去 野 芝 豆 (野餐 豆 这 时 在 托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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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EB CR HEN 2h SE BIC RICA ty RBS 
TAT AHORERL, ALE: AABN Le» fesSaki OB BIE 

池上 进行 ; 
8 .把 从 联合 收割 机 喜 股 粒 机 下 来 的 种 子 远 到 谷 含 中 应 制备 

Hy AEE VEO Hy BP REESE WE FO; 
9 .在 开始 对 死 一 个 品种 进行 工作 之 前 ， 一 定 要 将 袋子 翻 面 并 

(FERS; | 
| 10 AEA FSM CRC EI AE RR OT 
PHA A AES. HERR JSR RE BI Bem AA 
HIRES, FEMME ARATE)» ISRO. SORDUL. TEPRBLAD 
SA IU ARETE. A LESSOR AR ET IE BL 
a eae 

HPA Ait SEI: BAT A 
SUSIE REE , ESP Hae ESC, Sh, 
BE PP EAP Se SOA IAP gO EB A 

HAA EL RT WETTER AT, PRI He Ze FR; — 
- 在 防水 布 上 或 低 的 台地 上 进行 。 将 种 子 铺 成 5 一 15 厘米 厚 的 一 层 
BMH ED , 芽 且 每 一 小 时 翻动 一 多 。 没 有 干 透 的 种 子 , 夜 间 将 

” 鞭 堆 成 圆锥 状 的 堆 子 ,并 盖 上 防水 布 或 粗 席 以 各 如 雨露 。 
- 谷 屹 的 通风 是 乘 温暖 而 干燥 的 天 气 在 清 选 机 中 进行 。 

ARE ae ae We 

EERIE CLE AREAL, ERA 
ARIA BAERS, LSE EE Fy REE, BEA 
FT ri BEE Ae Fe CRAY AE BIE AR, TCR BLAS oie be Se» FF 

FPR ey RA. DBA, BUPA IEIE BOG Be Fu HA yeh AN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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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 tees. | ‘4 

| BE DAO BEFT RR S-RORE, FEIPERTE RET, AZ 
FES LPR , VE TE ELE AVE MA. WO 

过 的 种 子 的 地 方 必须 铺 上 防水 布 。 在 开 寻 工 作 之 前 ; 须 清扫 机 器 ，， 

”之 后 ;农艺 师 银 种 子 繁育 学 家 应 对 机 器 进行 检查 。 

等 一 棚 清 选 过 的 种 子 , 须 分 别 壬 号 。 将 种 子 倒 太 清 深 的 袋 中 ， 
在 每 个 袋 内 放 甘 一 个 规定 式样 的 标签 . 在 袋 外 还 要 附 上 一 个 局 样 

xi 
签 上 签字 。 袋 子 须 加 俩 封 。 
在 把 种 子 交 到 谷物 采购 总 局 或 者 是 在 将 种 子 直接 斤 和 给 集体 农 

庄 时 ， 每 组 种 子 必须 附 上 一 份 规定 式样 的 品种 让 明 书 。 在 把 种 子 

交 和 给 铁路 运 软 时， 运 货 日 上 应 载 明 作物 名 称 品种 ` 等 级 和 第 开交 
oe : | = 

Aiceicpeieieatialreliaiabi 直人 

The BRR SE BLAS EE 程 在 生体 家 庄 中 应 建立 的 种 子 储备 和 保 

Riri » MAP DIOR. ETS :能 用 于 种 用 目的 。 

Ah 

DOF Ri SRR IE peng RNS: 

1. 完成 品种 种 子 生 产 方面 的 国家 许 划 任务 ; 

2. 最 这 几 年 商 农 庄 ( 场 ) 发 展 的 前 途 。 

种 子 繁 胡 葵 作 应 保证 全 品 种 保持 夭 深 ,不 徐 它 的 前 作 混 末 . 条 
性 作 曰 应 配置 在 秋 闻 体 并 .早期 中 赫 作物 和 一 年 生 豆 科 作 起 之 后 。 

禁止 在 同一 地 点 连 奈 雨 年 播种 谷类 作物 ， 如 果 其 子粒 同 前 作 的 子 

粒 很 难 区 别 的 话 , 例 如 禁止 在 早老 后 播种 小 麦 ,或 者 相反 ,在 小 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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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DA RAEK EE a Pt A Be, FERMABAV Baa RE, 

“等 等 。 在 输 作 的 中 赫 田 区 中 ,只 能 配 秆 中 耕作 物 。 

”在 区 种 子 繁育 场 中 实行 草 田 输 作 。 

杂种 种 子 的 生产 

在 1947 年 联 共 ( 布 ) 中 央 二 月 公会 “关于 提高 战 后 时 期 农业 的 
措施 ”的 决 凡 中 ,指出 应 在 2 一 ?年 内 大 大 扩展 玉米 的 杂种 种 子 播种 
地 ,办 便 进一步 过 淡 到 用 杂种 种 子 进行 玉米 的 大 规模 播种 。 | 

SEA OAS PE REF Dt RR FEE TAT PP 
FEE ZH , SESE EA TAO eh Et Eg 
部 贺 猴 花序 除去 。 去 掉 了 圆锥 花序 的 母 本 植株 的 峻 性 花序 ， 接 受 
罗 所 带 来 的 花粉 ， 这 种 花粉 是 从 未 去 掉 圆 雏 花 序 的 一 些 镇 株 的 开 
花 的 圆锥 花序 上 ( 父 本 行 ) 吹 来 的 。 

母 本 植株 一 定 要 实行 打 权 。 玉 米 开花 时 期 ， 在 杂交 地 段 上 要 
进行 辅助 传粉 。 

PANT HIRE, SERRE ACTOS, HEI 
其 运往 进行 挑选 的 地 点 ; 这 是 供 次 年 生产 播种 用 的 有 价值 的 杂种 
种 子 。 父 本 行 植株 上 的 果穗 则 后 一 步 进行 收 获 。 

苏联 育种 家 们 的 研究 表明 ， 最 适应 于 当地 条 件 的 玉米 品种 的 
GR ;在 进 守 一 定 要 求 的 情形 二 ,在 以 后 的 各 个 世代 中 都 能 产生 优 、 
祖 的 竺 果 。 这 些 要 求 就 是 :在 肥沃 的 优良 地 段 十 栽培 植株 ,选择 优 
复杂 种 植株 上 的 优良 果 生 用 来 留 种 ,实行 辅助 传粉 。 此 外 ,还 查 明 
了 品种 间 杂 交 方 法 的 巨大 效能 , 划 且 , 这 种 效能 不 仅 表现 在 玉米 方 
面 ;而 且 也 表现 在 一 些 其 他 作 易 方面 ,如 :冬小麦 和 春小麦 、. 黑 麦 及 
ay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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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E NT SAE 

2495 7 RTA SOT TUBER, TELAT 

eH SRA BEE is, DRA A, CE ATR 

FARRIS HORT AY ,而 有 时 并 缩小 行距 。 

为 了 诡 得 地 种 材料 ， 可 子 大 月 未 播种 向 用 莫 其 ， 以 便 防 正和 
长 。 用 秧苗 栽植 根 油菜 时 YEE 20 厘米 。 第 一 年 植株 的 管理 几 
手 同 一 般 的 管理 无 任何 区 别 。 早 抽 芳 植 株 "必须 除去 。 

为 了 更 好 地 保存 种 根 ( 母 根 2 可 在 画 夜 平均 温度 不 超过 8"L 但 

箱 冻 还 未 到 来 时 进行 收获 。 在 北部 地 区 ,是 于 九 月 未 开始 收获 ;在 

南部 地 区 , 则 于 十 月 间 开 始 收获 。 
将 挖 出 的 根 持 去 泥土 井 进行 选 别 。 挑 选 出 的 根 必 须 符合 下 列 

条 件 :具有 和 典型 的 世 色 和 形状 ,中 等 大 小 ， 收 获 时 未 受 机 械 损 伤 和 
“充分 完好 的 。 比 较 有 价值 的 种 用 材料 应 院 藏 于 地 秆 中 。 

糖 用 甜 茶 的 种 子 繁育 工作 集中 在 育种 站 和 国营 农场 中 进行 。 
在 育种 站 中 每 年 进行 原 种 根 的 选择 。 从 依次 选择 的 母 根 方面 获得 
的 种 子 , 用 来 播种 在 繁殖 地 区 中 。 

这 藉 播 种 中 于 秋季 挑选 出 的 根 ,到 第 二 年 便 可 产生 原 种 箱子， 
将 这 种 tT REARS PIUMHAD SARS STR 

Babies, Skah PPAR ELE BR EP, PSE BRIE 

种 子 繁 青 场 中 ,以 更 进一步 繁殖 。 第 一 年 ,从 播 下 的 种 子 那里 获得 
HEAR, 第 二 年 ,从 栽种 的 母 根 获 得 种 子 将 这 种 种 子 散发 到 甜 从 种 
汗 集 体 农庄 和 国营 农场 中 ,以 便 进行 所 谢 工 业 甜 荣 的 播种 :也 就 是 - 

“BE ET Ze PEL PEL AER OTE 

A, ARI AYA HHT RATA ARO 

eS en ite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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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5 OL Raa 
| hy TSE HHA LE Bh EA SE, Bee LE 
SEs BLAS Be BF BUSI FASB) DS BU BF BSF 
AE AAA POR, ACER ARE 2 公里 
以 上 的 地 方 。 

种 用 甜 荣 栽培 的 基本 措施 

完好 而 整齐 的 种 用 甜 某 的 根 是 获得 甜菜 种 子 高 护 产 量 的 基 
碍 。 种 用 甜菜 应 配置 在 一 般 的 输 作 中 。 为 了 保护 种 用 甜菜 溃 锡 感 
染病 虫害 ， 应 将 其 安排 在 距离 工业 甜菜 播种 地 和 旧 甜 荣 地 较 远 的 

BE | | 
PA BIARROLE RIERA, AE REI 

PLS SAO LSE ES, SAR 
翻 地 也 是 种 用 甜菜 的 良好 前 作 。 

秋 赫 时 应 施用 有 机 和 无 机 肥料 。 底 肥 用 量 为 每 公 奈 30 一 40 吨 。 
泥炭 堆肥 及 其 他 堆肥 能 产生 良好 的 效果 。 泥 央 可 以 和 粪便 、 底 液 
及 草木 灰 混 合 制 成 堆肥 。 凌 便 堆 肥 的 施用 量 为 每 公 顷 10 一 12 吨 。 

除 底肥 或 其 他 有 机 肥料 外 ,还 应 施用 无 机 肥料 ;在 黑 士 上 首先 
须 施 用 过 磷酸 钙 ， 用 量 为 每 公顷 3.5 一 3 公 担 。 当 不 施 底肥 时 , 寿 
7A ARIE 3.5 一 4 公 担 。 

此 外 ， 还 施用 氮肥 (每 公 藉 用 1 一 2 DH BRR SR) Ke ORIECO.75 
-—1.5 AFH 30% ASB 1.5—3 APA). 

AE WEWE HY CE , FH AHS A TELA ae He CEE ERE He BE Be 
PREM WOE, AE ——-UD EE LAB NTR Bh AAS TD PAC IR 4A 

BL 2—3 公 担 ) 及 其 他 当地 肥料 。 在 酸性 士 壤 上 ， 深 赫 时 施用 石灰 
或 番 糖 证 析 几 。 施 过 肥料 应 很 快 掩 至 起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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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用 甜菜 的 土壤 耕作 与 工业 甜菜 相同 。 ok 
a ABR RET. AAR Sa 
RAM, EERE KN NRE, BR 
甜 荣 时 547 sl LW 36 或 45 厘米 ,而 在 灌溉 地 区 , 则 为 50 一 60 厘 

米 。 播 种 量 每 公顷 在 32 公斤 以 下 ,这 须 秽 种 子 (小 球形 时 ) 痪 量 及 

“地 区 条 件 而 定 。 

种 用 甜 茶 播种 前 种 子 的 处 理 、 种 子 复 土 深度 及 田 nose ana 
栽培 工业 甜 茶 时 相同 。 应 特别 仔 厅 地 进行 党 理工 作 。 ie 

WEE BI EAE Hy CE 8° IP ACER A ZR 
FEPRVE NICAL LAR | 

Nea FA EHARINE , 255 BUAPAINE 意 保 持 根 的 完整 ， 控 据 时 不 
能 使 根 受到 损伤 。 

把 控 出 并 除去 泥土 的 根 堆 成 小 堆 ; 并 开始 进行 切 创 和 清理 。 创 
去 叶子 时 须 切 到 距离 根 头 部 0.5 一 1 JDK Ab BRE SE, 

节 时 井 进行 根 的 第 一 次 淘汰 。 
甜 茶 根 的 吉 藏 通常 是 收藏 在 春季 里 将 进行 栽植 的 男 地 所 珊 置 

的 已 凉 中 。 要 在 母 根 院 藏 前 2 一 8 星期 内 将 壕 坑 按 好 ,以 便 使 密 的 
. NESS BREF | 

eM eee Ure eae meee se ae 
NARGIS, TERR HOA BE i 
在 50 FE FARR, DRA 

ZENE GTR ARPT ASHORE, 

PISS 基本 措施 

甜 荣 栽种 地 有 振安 排 在 种 用 甜 荣 地 的 附近 ， 为 的 是 便利 和 加 速 

根 的 运 流 。 为 了 栽种 甜 荣 ,必须 分 配 土 导 最 肥沃 的 、 很 好 施 过 认 肥 



Bon AAPOR TSS TAS ee mee 

FBR PRI Se A ON BB, FERRE URE BAS EA 
SEMIN BEN HH ie EC PE HSE 

A EE BAPE WZ a HE EAE TL OS A 

PEPE AE SAP SA al FS A 2 公里 以 上 的 地 方 。 
” 糖 用 甜 荣 栽种 地 的 秋季 土壤 耕作 与 种 用 甜 茶 的 耕作 相同 。 
“秋季 深耕 时 ， 必 须 施 用 广 肥 和 无 机 肥料 。 认 肥 用 量 为 每 公 艳 

20 一 50 吨 ;而 在 不 施用 扰 机 肥料 时 志 至 40 吨 。 糖 用 甜 荣 栽种 地 的 

无 机 肥料 用 量 与 种 用 甜 茶 大 致 相同 。 

糖 用 甜 荣 的 栽种 应 该 很 早 地 和 在 很 短期 间 内 进行 。 一 当 能 下 
“ 田 工 作 时 ,就 进行 松 士 (或 用 施 列 蚤 皂 板 笠 十) 和 起 地 ,然后 进行 
HU AU RUE. Jal iPS RIED BEER RS PARE EAs LR RAR 5 
出 栽种 点 。 

区 aie 70 fest raed 

Gs: acicnuaesranuaeuin 
印 器 第 一 次 通过 田地 时 ,是 沿 着 拉 直 的 网 子 前 进 。 

尽 可 能 提早 进行 栽种 ， 不 必 等 待 整个 国 区 的 划 线 完 蛙 。 早 期 
栽种 时 成 熟 也 较 早 ,并 能 产生 较 高 额 的 产量 。 A 

: 崇 藏 甜 茶 根 的 塘 壕 应 在 进行 栽种 的 当天 打开 ， 只 有 在 特殊 情 
形 下 才 于 前 夕 打 开 。 必 须 在 栽种 的 当天 才 从 塘 带 中 将 根 挑 选 出 来 ， 
YR ARM HT HATE. 挑选 根 时 ， 可 应 用 来 端 平 鳃 的 
SAGE. ah er 

徐 查 挑选 出 的 甜 某 根 ,并 将 其 分 类 ， 除 去 所 有 不 适用 的 根 , 包 

括 腐 烟 的 、 冻 伤 的 .血色 不 正常 的 等 筹 。 挑 选 出 的 供 栽种 用 的 根 ; 须 

RSS AYA BOSE CE ES 6 厘米 ) , 卉 切 去 未 映 ( 粗 乡 在 
大 毫米 以 下 的 ) ;切割 处 须 撒 上 草木 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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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种 时 应 给 每 个 根 在 突 中 施 下 200 FE ETE 10 一 12 set 

SGA 4 一 5 FER. FERUEN SRA RAL HE THES AT ELE 、 

合肥 料 . 就 在 这 里 将 根 栽 下 。 栽 种 者 沿 着 行 前 进 ， 用 铀 或 色 把 肥 

BEALE PETE BI He AA IE RED toe 

BET hh PETAR BAR 
栽种 后 的 第 6 一 8 KR, BART ARTESE BERENS BRET PDE PE 

FSFE ALY JE BET SEAS Lg od HO SEER SE SE I 
在 中 耕 和 整 昔 后 ,用 中 耕 机 沿 着 栽种 行 的 皆 横 两 向 进行 松 土 * 第 一 
砍 松 土 深 为 10 一 12 厘米 。 以 后 的 行 间 松 士 掖 需要 情况 进行 ;也 就 

是 说 ， MOET AANA a 
6 一 8 厘米 。 
夏季 内 进行 2 一 ? 次 行 间 松 上 ,并 同时 进行 除草 和 玖 松 副 荣 根 a 

附近 的 土壤 。 

第 一 次 松 土 时 ， 施 用 当地 肥料 或 扰 机 肥料 作为 追肥 。 fas ; 

) TG AER 3—-5 Pi, APT SS 1 公 担 ,或 者 是 施 Haas: 每 公 

项 5 一 6 公 担 。 3 
开花 前 4 一 5 日 内 要 进行 摘心 -一 -除去 2 一 3 厘米 长 的 a 

i, HENCE SETIEM, CP LR 
TAY RE RARE, HE FY AB | | 
栽种 的 糖 用 甜 茶 对 水 分 要 求 很 严格 。 为 了 获得 种 子 的 高 轿 产 

量 ， 甚 至 植株 的 最 轻微 的 枯 妆 也 都 是 不 尤 许 的。 在 千 旱 的 年 分 须 
漆 浙 栽种 地 。 在 发 芽 、 抽 苯 和 开花 时 期 以 及 在 种 子 成 熟 时 期 淮 浙 
栽种 地 ,这 一 点 是 非常 重要 的 。 linea | 

”对 治水 塘 洲 。 

BS FH BUSBY FRAN ST] Bt AY» ALB 种 株 的 收获 须 选 择 进 

行 : 开始 时 一 一 当 大 狗 三 分 之 -- -的 小 到 地形 果 变 黄色 时 ,然后 一 -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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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 --—- 

逢 子 成 熟 以 后 .成熟 了 的 植 称 装 或 个 别 的 从 用 鲜 刀 小 犀 地 御 断 ,要 
三 二 上 > 和 
HARES | 
汪峰 一 起 实地 了 而 和 籽 的 二 上 

(FER BRA 2 一 3 KA 10 米 。 干 爆 后 将 甜菜 束 运往 砌 吉 
点 。 井 寅 2 一 2.5 米 ;高 3 一 人 

的 台地 上 ,最 好 是 堆 在 省 着 而 平滑 的 地 板 上 。 
干燥 的 甜 某 来 经 过 觅 粒 ， 然 后 在 普通 的 选 别 机 上 进行 种 子 的 

预选 。 徽 底 地 清 选 种 子 是 在 特殊 的 布 面 清 种 机 上 进行 ,然后 ,再 在 
装置 有 2 毫米 节 的 选 别 机 上 复 选 。 种 子 清 选 工作 必须 在 潮 温 天气 

“ “( 移 在 九 月 中 ) 到 来 之 前 精 束 。 
院 藏 糖 用 吞 茶 及 其 他 块根 类 作物 种 子 用 的 房间 ， 必 须 是 干燥 

的 ,具有 木质 地 板 并 且 通 风 良 好 。 种 子 放 甘 成 散 堆 ; 屠 厚 0.5 一 1:5 
米 , 观 种 子 湿度 而 定 ; 堆 的 宽度 大 狗 为 2 IK, 
“种子 湿 度 不 应 超过 14--14 5 % 。 (EBA AIBA Ah 

FRE ATE EFAS FW S 
APSE TAL» EASES EGF BAR 如 果 发 现 温度 升 高 ， 旭 必须 

将 种 子 翻 动 。 
el 

形成 ， 霸 为 提高 根 的 舍 糖 这 创造 条 件 。 种 株 的 根 双 可 用 来 加 工 制 
糖 。 ; 

Sie FSA 

ine SAN 

BPE Ce eB AAR Fs JE 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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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载 种 的 方法 ， 对 于 培育 质量 优良 的 局 铃 募 种 子 具有 巨大 的 意 
Me | . | Ae 

TERE GSE, RRR: PS 
| BEES Pee eS 

AMMO aI 

ob TOE RITROAN EARL, ZALRIMIRNORREY ERE IEISSE . 
BHR » TREATED IES aE 

Al, JER ERB A, OM 
为 了 进行 留 种 区 的 栽种 Ti Oh BB SER 

ALD MOCK, WLR MP, NE 

SEA HE AE TE i BE RR BS SE TAP ET EAA 
SOA FA IEE : 
RARER K RE. SE: 行 间距 离 为 70 I 
米 , 株 阅 距离 为 30 一 35 HK, WRAL: 在 北部 地 区 的 重 时 
EE 2) 4—6 厘米 ,在 中 央 地 囊 为 6--10 JK, 在 干旱 地 带 为 :10 
一 过 厘米 。 留 种 区 的 管理 与 马铃薯 的 一 般 播 种 地 相同 。 
六 种 区 牛 细 蓝 的 收 区 应 在 震 冻 到 来 前 千 求 ; BRERI 

进行 收获 工作 。 Rey 

VCE AP AMULET GGA, TRUSSO 
年 用 来 栽种 EAD 3.5 一 3 WSF RE RE 
挑选 时 很 重要 的 一 点 是 除去 退化 的 顽 鞋 ， 这 种 块 划 芝 至 在 进行 过 
田 冰 初步 清 选 的 情形 下 都 还 可 能 蕉 发 现 。 退 化 的 志 攻 比 静 痢 小 , 呈 
RAE CBR” —RBIG), Li ASTI HBC IE RHE 

 BEWS, MES. KARRI TRA AAP IL 
AB RE: RAY PSB TREY FR SRB AE BIE 



ER A SER Ve 

DERE ME RABE 

SNR UNI RALRO RR, ORR 

SESE MDA AAD BAR DEAD EP bb, tedh 
PRET SAVARARHH, LHMIHAERHNNER. 
EAT TAREE THE GG ee A A ALTER EA. 
RTA NGG ETE ACO INTE FFE ELA - 

ot | 
| me IO NE: CAREERS, aR 

Wy ALE Ve JAAS HOMER RE BUD HUIL PASE Ot 5B 
至 远离 耕作 田 区 的 地 方 。 

在 董 时 开始 着 凌 之 前 ,开花 之 后 ;必须 再 一 次 进行 初步 清 选 。 

炎 初 步 清 选 后 再 进行 精 选 。 在 每 条 犀 讼 中 ,从 这 头 到 那 头 ;把 
完好 的 \ 发 育 特别 强 的 植株 六 找 出 来 ,在 每 个 植株 闭 65 3h gw 
MABE CML. FEWER ZA WE EER 了 

EVER; Ho EATER | Use BOREL. 

“在 普通 杀 用 的 时 期 内 进行 收获 ， 但 开始 时 只 收获 做 了 标 划 的 
HARE PRGA BETS BCR, | 
ESSE, DA BREN ARUN BL PA BB 
MM, SAT MM, EET 

BEMIS, KHMER, 
PON 2 公顷 以 下 的 地 展 上 ， 取 15 个 样品 ， 每 个 样品 包括 20 HC 
疆 ; 也 就 是 珊 ,总共 为 300 植株 六 

| SAFRAN CEREAL IR Deseo tae A RSE eH 
FE —— FRI SR Ie AEB AS LISS, HEEB 
WERE IVER. WLRGs Sea a, 品种 鉴定 MAM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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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AH Se eA, ATHENA AIEEE 
LHe. | 
LI A A ME 

fn FES £3 SSH) DDS 

Wit NG Si SE AAG SEES EE BEN SE Oe SR 
Be, AGE ARE DES DOME, FH 
的 加 速 繁殖 法 EEA RA AE DR LBA ， 
有 1 一 2 个 芽眼 。 另 一 方法 是 分 闭 法 ,实行 栽种 用 块 八 的 预先 催芽 。 
RASA, SA OK ILS, BBY Hy 
中 。 当 幼苗 高 达 8 一 12 BARI 5 AR > BP, APH 
中 分 出 1 一 8 PE, 井 且 一 定 要 附 有 幼 恨 ， HEIL TAR BA 
在 2 个 以 上 。 

AE RAEN ALAIN SFA ROLE, CREO T SU | 
“A GSESR SACRA AY AL ASU SN BP ESB 
HESS, BARE 1°, MAMTA, Ree 
Pe PRAT ERR ERS BRA) » EATS 
PRES AYR EE TEP i RE » ee 
"2 REE 

在 把 秧苗 移植 到 田间 之 前 ， 先 进行 田地 的 划 线 。 eA 
位 于 划 印 器 线条 交叉 处 的 小 实 中 。 栽植 之 前 在 每 个 小 灾 中 施 一 报 

腐殖质 。 

多 年 生 牧 草 种 子 繁育 的 特点 

”由 隆 掌 握 草 田 翰 作 湖 和 采取 进一步 发 展 畜 收 业 的 措施 ， 国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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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AVE eRe HE EAS Bh AAMT 
HE 1946 425 AT AGRE SREMKP ERK EMER 

场 中 扩 天 收 草 种 植 和 提高 多 年 生 收 草 单位 面积 产量 的 措施 ”的 决 
Seth 对 收 划 种 子 的 生产 作 了 重要 的 指示 。 主 要 的 注意 力 应 梨 中 
党 
5 _ ia (oa | 

he TAS ENON EF BP FUN Bh Ee PS BE 
繁 青 场 外 ， 青 种 试验 农业 机 关 和 学 校 的 农场 也 进行 繁育 有 价值 的 
多 年 条 收 划 品 种 方面 的 工作 。 所 有 的 集体 农庄 和 国营 农场 都 必须 
从 事 培 育 多 年 生 牧 草 的 种 子 , 以 便 满 足 本 身 的 需要 。 | 

”1953 年 苏 共 中 央 九 月 至 会 号 召 :“…… 消 除 多 年 生 和 一 年 生 收 
草 良 种 繁育 工作 扰 人 耻 管 的 现象 ， 采 取 措 施 保证 每 一 个 集体 农庄 
和 国营 农场 的 多 年 生 和 一 年 生 牧 草 种 子 可 以 自 锥 自足 ， 同 时 要 钥 

ey URE ee 
一 向 很 高 的 地 区 进行 ……2* 。 

JA TRATION, SSL Awe RORCURIR 
种 地 中 (为 此 ; 须 分 出 一 部 分 播种 面积 用 作 留 种 区 ) ,或 专门 布置 的 ， 
留 种 区 中 获得 牧草 种 子 。 这 些 地 段 的 面积 为 牧草 播种 面积 的 10 一 

805 不 等 ,取决 于 所 提出 的 种 子 生 产 计 划 。 

虽然 各 种 牧草 对 栽培 条 件 的 要 求 是 非常 多 的 ， 但 是 在 培育 写 

们 用 来 留 种 时 须 有 一 柔 列 共同 的 农业 技术 措施 。 
1. 为 了 种 用 目的 ,最 家 于 栽培 出 不 很 茂密 的 草 层 。 Bil ten 5 AE 

fe BE AEP BT LAY J A EEK 

100 4, 亦 即 10 一 20 植株 发 ; 在 不 很 干旱 的 地 区 ,为 200 HPD 

20 一 50 植 株 症 ;在 森林 草原 地 区 和 淮 溉 地 上 ,每 平方 米 为 300 一 400 

SEAT ARM NRAE 1957 年 版 :关于 农业 问题 的 决 纹 ,第 30 真一 _ 福 者 。 



- Bue. 

178 oie 盏 fe & Beret 

#, WOM BOS, BAY HG 4 EPH HK 200—400 K. 

WATS AAR WE, RU2OEE-BOT AK 400—800 荃 。 与 密植 相 比 ,在 称 

玻 生 长 时 植株 多 开花 ， 更 好 地 传粉 ,并 且 更 好 地 车 实 。 因 此 ， 留 种 ， 
时 应 采用 较 尾 的 播种 量 ,并 进行 寅 行距 条 播 或 灾 播 

2. 留 种 履 划 对 水 分 的 要 求 比 栽培 用 来 收 制 干草 时 要 低 些 。 
5 CERES» 

rR ky RE 
TSH. 

HoT RARER Has SLO FA 
中 。 

EM EMHTES 

aC RAL = EH DL BT ee 
SSH REP ATR E, AMET HK, 种 子 产 量 很 
1 BMS eZ BCT PT AT 
Be, RAE RE AS AU HL 
BESS. MICRA ERE UAI , ZE HE 
WILT BAG PIV E SED YA ES 

 DTHRHSNSME TL, YOM 
FAUCRIE, AIRE NCE — FO RINO F, MRE RACE 
期 ) ARREARS ETA 
地 。 Ya 
AES , PAS OR VR 

HE PK , Ee RES 
RFE. HE DAU — SR. BE 



RL aR HHP ES Se 499 
i i pene 

程 消 奖 贰 将 子 的 发 源 地 。 很 重要 的 一 点 是 防治 三 叶 草 的 害虫 ， 例 
如 籽 象 虫 。 这 种 害虫 会 和 第 一 次 滑 拓 的 收 草 一 志 从 地 里 带 走 。 由 
手 草 操 中 跑 出 的 籽 象 虫 , 用 毛 鞍 酸 钠 制 成 的 放 钙 将 其 杀 灭 ; 委 虫 的 
BB hs A AEP REST SEE BE. 
测 用 塞 峰 传粉 对 三 叶 草 的 种 子 产量 具有 互 大 的 良好 影响 。 在 
提高 三 时 草 种 子 的 党 位 面积 产量 方面 ， 基 本 措施 之 一 就 是 把 峰 房 
搬运 到 留 种 播 补 地 上 。 蜂 房 (50 一 /0 个 ) 分 布 在 互相 之 问 相距 2.5 
一 2.7 肥 里 处 ,排列 在 留 种 区 的 反 角 上 ,或 者 是 排列 成 雨 对 面 雨 行 。 

为 了 吸引 赛 蜂 到 三 叶 草地 里 来 ， 最 好 把 密 源 植物 播种 在 尽 可 
能 远离 三 叶 草 留 种 区 的 地 方 ,并 且 到 三 叶 草 开花 时 ,在 留 种 区 周转 
富 径 2.5 公里 之 内 荐 去 至 部 开花 的 牧草 。 

利用 特殊 的 员 养 法 能 加 强 蜜蜂 对 三 时 草 的 采 塞 。 当 三 叶 草 上 

SN 

FHSS HSE FES, SRT WE ERE ES EE OT SE ， 

AAMAS SSE RA, BAA, TAB 
特殊 装置 的 小 室 , AEDIFEN SA BUM BI AE 

| BR SPP RAO REAR RANE PSE BEAT SE 
PEM SALERRO RE, SHAME RAS 
AFR PREV ARE, THERA, BRAK 
PPLE EL SE = YR, J ETE 
CHER, MOORULES LES IRAE. BIOS oh 
PLA, FASB UM PAA BIS LET FEO. & 
SBE DAR Ate BABES , DARE BAR ame 

SHEE SRO ERENT, PERL LORS 
RUIHD, SORIEF ER, 然后 , FERPA SOPRA, 
BME PAR eS, Lee EIR, #8 
SMA LLM, ARR URAL, 划 可 在 谷物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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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 机 上 研 出 三 叶 草 的 种 子 ;为 此 只 的 ,应 在 谷 愧 腹 粒 机 王 装 上 本 种 
Co | eae 

FE PRS = SRO Fi EE SE ee EE 

下 ,可 以 进行 寅 行距 条 播 , 行 间 宽 度 为 40 一 45 JK, ORE, 
播种 量 可 缩减 到 每 公 荐 3 一 5 公斤 :也 就 是 说 ， 较 比 进行 普通 条 播 

或 撒播 时 ， 播 种 量 可 适 减 到 1/ 一 !/s。 但 同时 所 获得 的 种 子 产量 
却 较 高 。 

寅 行距 条 播 是 在 复 盖 作物 播种 过 后 立即 进行 。 在 播种 的 当年 ， 

通常 不 需要 进行 任何 管理 工作 。 次 年 春天 ， 用 马 拉 搂 友 收 拾 复 盖 
作 收 的 忌 楼 ,而 当 播种 行 显现 为 交 色 时 ， 便 要 除去 行 中 的 杂 草 井下 

松 行 间 。 在 开花 初期 ,进行 手工 除草 ， 这 时 如 果 发 现 药 秋 子 的 郝 ， - 

EER, = -~ oe 

“ 教 草 留 种 区 的 农业 技术 

收取 收 草 种 子 的 主要 源泉 ， 是 大 田 输 作 中 混合 收 草 的 普通 密 
播 地 。 在 利用 收 草 田 区 为 期 两 年 的 草 田 输 作 中 ， 几 乎 所 有 的 牧草 
AD IE KBE, EP, 
SN = wR Fy AH LRH 

Ho M4 ATRL JED ANE SS 

VEAP EME, Jb ARSON ASS 
RBI ALI EI, 

AG EE BOE he DEAR ER OR a es 
ou 

的 复 盖 下 。 My 
PEACE eA STE FER BRAD AOCLT , Webb 

行 有 复 盖 播种 ,种子 产量 要 高 得 多 了 。 此 外 ,无 复 盖 播 种 能 使 得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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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ATI 

ALS HER AL ee EE OK Ee Ea 

种 不 能 产生 稳定 的 种 子 产量 ， 这 里 培育 种 子 的 基本 方法 是 进行 首 

蒂 的 夏 播 。 人 ia 

并 地 中 间 ; 须 位 于 距离 旧 首 蓝 播 种 地 很 远 处 ， INES AE WR 

sh nih, ine 7—wEIeZN, SRN 

种 5 

对 于 种 在 整理 好 了 的 休 闵 地 里 的 多 年 生 禾 本 A Ab HE 
Bt, HOGA RIE, IRMA HAI MOH 
SUB AAE IBEDS FA te RI Jt EAE ON BEC AE 
南部 地 区 播种 得 早 些 。 

留 种 收 草 的 管理 措施 ， 主 要 在 于 第 一 年 利用 的 春季 将 复 盖 作 
_ 牺 的 区 杰 除 去 ,以 及 进行 春季 的 和 汶 制 后 Py AE HY» 常 地 除去 杂 草 

拭 于 春季 和 [秋季 施用 追肥 。 秋 季 和 春季 的 追肥 能 促使 获得 豆 科 和 与 
RARER LY ES BR. 人 

。 留 种 秒 本 科 牧 革 的 辅助 传粉 具有 巨大 的 意义 。 进 行 辅助 传粉 
时 ,可 利用 一 条 绚 子 ;或 者 是 利用 由 缚 到 一 根 小 链子 上 的 两 米 长 的 
轻 便 未 板 构成 的 拖 板 ;在 俘 到 花序 的 时 候 ， 木 板 就 会 将 花序 翻动 。 
在 首 蒂 播种 地 上 应 用 拖 板 也 能 产生 良好 的 结果 。 开 花期 间 ， 在 相 
反 的 方向 中 重复 进行 若干 次 人 工 传粉 。 

牧草 留 种 区 的 收 荐 是 用 简单 的 机 器 或 联合 收割 机 进行 ;用 灸 
刀 进 行 手工 收获 会 使 种 子 受到 很 大 扣 失 。 为 了 不 延 于 收 获 ， 必 须 
每 天 观察 留 种 区 的 成 熟 过 程 。 为 了 防止 皂 失 ， 在 用 收割 机 收获 时 
须 应 用 罩 子 。 这 种 童子 收集 从 收 荐 机 台面 上 抛 下 制 断 的 植株 和 把 
旋 合 摘 缚 成 束 时 散落 的 种 子 。 在 用 联合 收 制 机 收获 时 ， 必 须根 据 
BEN HUD RE SOLES 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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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简章 机 器 收割 下 来 的 留 种 收 草 ;将 其 捆绑 成 束 ， HET 

HEATHER 2 BY A: vr BN ZEFT DAL 

MERLIS ,ARD OH AE FS 并 进行 干燥 。 晴朗 天 气 ,最 好 

是 进行 在 日 光 下 晒 干 。 ec 
BHA SCR SAL» CAA PIR : 

RHE FARR DEED 
APSHA eR FR A MALT, 

a 

1, 在 青 种 学 和 种 子 繁 青学 面前 提出 了 什么 任务 ? 
清关 明 育 种 学 和 米 丘 林农 业 生物 学 之 关 的 关系 。 

3， 多 

4. 划 分 留 种 区 船 程 序 如 何 ? 

5. 品种 内 杂交 和 品种 关 杂 交 之 关 有 何 差别 ?怎样 进行 品种 内 杂交 ? 
6. 种 子 混杂 是 怎样 引起 的 ?怎样 避 觅 种 子 混杂 ? 
7. 怎样 区 别 品种 去 杂 和 种 的 去 杂 ? | 

8. 试 述 谷 类 作物 种 子 每 育 的 特点 。 
9. SALSA TET 的 特点 是 怎样 的 ?用 什么 方法 来 实现 品种 导 细 
ee 

-二 

AR TNE EA NI 
何 ? 



第 十 八 章 “ 农 作 哆 病虫害 及 其 防治 方法 

“农作物 的 病虫害 输 国 民 经 济 带 来 很 大 的 损失 。 这 种 损失 在 沙 “ 
” 俄 时 代 是 非常 瑟 大 的 ， 例 如 许多 地 区 狼 蝗 虫 吃 掉 的 禾 谷类 作 帕 往 
EDIE SMT RNP, RERIRGKWSAA RED 
HATADBE, 

RETR MESRIK MEE A WT SRR OR A T ZH 
”区 的 安排 ， 防 治 病 虫 害 的 措施 制度 收 到 和 良好 的 元 济 效果 。 防 治 农 
作 胸 病虫害 是 苏 共 中 央 和 苏联 政府 一 致 认为 具有 峙 殊 重 要 意义 的 - 
国家 大 事 。 

作物 的 害虫 

契 大 多 数 的 作物 害虫 局 昆 虫 壮 ， 主 要 是 产 卵 繁殖 。 虫 芳 钥 化 
后 幼虫 的 发 育 有 两 种 变态 类型 : 一 类 昆虫 ， 如 蝗 科 昆虫 \ 椿 象 \ 时 

RE RE, MAUS HN, Ae EI 
幼虫 , 其 构造 形态 与 成 虫 相 似 ， 只 不 过 身体 小 些 和 人 缺少 翅膀 而 已 ; 
另 一 类 昆虫 ,如 甲虫 蝶 蛾 , 晶 峰 等 ,由 虫 卵 贱 北 出 后 为 蠕虫 形 的 幼 
Hh, SEA ASSIA, HAIR REE AS LAWL BE 
ZEih, ASAP RDG RARE. EL AEMEIR GE, 
FRI » MSE CRE oh, WAVE BE OE HH | 7 

| REBELS LU) AY BE MAA RSE) j BEEN» EA 



184 | 大 田 作 - im 

REF LR HRI HE, RE ole FE he AIT a YO oh PS 
Fo AUS OER MO Ee ye —— 
PY BR FRc, SALA 1S fy LE a wh i SH By 
PEE, AL AT LA Pe MILO 1 EE ote, BE ote AE Re BU Be SAMUI al 
OBL C1 AP sy "AAR SEA BL A J A eB 
取 植物 的 液 计 。 

叔 齿 目 动物 对 农业 的 包 AH wR AL, MPLA AUNT 

”作物 的 病害 

大 多 数 传 布 最 广 的 农 作 胸 病害 是 由 时 苗 引 起 的 。 其 菌 是 低 竺 
植物 ， 自 己 不 能 制造 养分 。 其 中 的 一 类 就 是 才 生 性 芙 菌 ， 如 标 穗 ” 
病 \ 锈 病 等 , 萎 们 从 活 的 植物 硼 积 中 吸收 养分 ; 另 一 -类 是 腐生 性 趴 
菌 , 屁 们 寄生 在 死亡 植物 的 到 体 上 。 除 这 两 类 而 外 ;还 有 后 寄 生性 
SAIS AP a, PARE ERB ETH LEH, 
af PH Lh 5 AP A 
菌 有 时 也 能 感染 活 的 植物 。 

其 菌 的 菌 体 由 菌 秩 体 和 生殖 器 官 构成 。 Sc TBR RE 
yi AL, DURUM, Be A NTA ESE 
PUIG, HERBAL) 5B th Ok, BSE ATE 
+, AAP RO AGUA RRS TO : 

AU] Jeon 8 — ene I, EM 
FE AON BD-RE ART AB SRN Bo BSH 
Ze ACH a Hs LF RIES BEA UALS EAE PEG 
GLARED. | 



SAR Act DS Bt | 485 
—————— ooo 

OS eet eee te 

HEEL, LL NOZ ITN NL EI. REE 
FRAT ATH i J BS CYS RATE AIR YB Se HIG A 

Hh RAMEN SER 定 物 由 于 病毒 的 感染 往往 受到 严重 的 抑 

” 制 , 因 而 产生 矮 生 和 分 药 筹 现象。 
安 作 物 也 同样 遭受 野生 显 花 祯 物 一 一 药 将 子 和 列 当 的 感 ， 

By “EMM FAS SAS Rem SEA EAR EMO 这 些 

寄生 植物 是 用 种 子 传 布 的 。 

少 多 病害 都 是 不 良 的 气候 条 件 和 十 壤 条 件 影 响 的 绪 果 。 

Hepsi Be 台 方 法 

EN 
机 械 防治 法 生物 学 防治 法 和 化 学 防治 法 。 

农业 技术 防治 法 

农业 技术 防治 法 的 实质 ， 即 在 于 为 农作物 的 良好 生长 和 发 育 
创造 条 件 , 以 预防 病 虫 的 出 现 和 传 布 。 从 这 个 观点 看 来 , 例如 ， 使 

体 关 地 保持 清洗 无 草 状态 就 非常 重要 。 

“EMPTOR An AE RAL RARER ET RI ONL, tL 
ie ee HS OY Sk th SETA ERE, RRA PA sre HE PE sic Hil Ful OK 

Hb WY PFC a Be FAC HRS Se | 

| BTS DH RITE OUR TE » i A PUI LIE 
和 提早 播种 期 , 均 可 减少 春 性 谷类 作物 \ 冬 性 谷类 作物 \ 糖 用 甜菜 、 
亚麻 和 其 他 作物 的 病 虫 威 染 度 。 选 育 抗 病 虫 嘎 的 不 同 农 作 愧 品种 

“具有 最 重要 的 意义 。 春 化 处 理 非常 有 利 ， 因 为 它 在 加 速 植物 发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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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 同 时 ,可 使 家 作物 多 浊 病 虫 的 威 桨 。 

庄 称 收获 之 后 在 田 商 进行 徽 底 的 清除 工作 ， 也 是 竺 取 作物 储 

康 发 育 的 措施 之 一 。 进行 微 底 的 清除 时 ， 可 以 消 灭 在 残 楼 上 和 在 

ERK LIBS ee AS El o LEMP FG AE 

| ARRIVES a EAE , MIC BAR, me 

AERIS BME, Pim BIRR ERENS 

MLAS, TEARS RANA. EERE 

4 bib TR] BS AS HB 7s St ASTER | 

MBG RE 

25 etn Eo NIL BRIS YES eRe SE BORD 
法 的 一 种 辅助 措施 。 机 械 防 治 法 中 包括 : paket: 

1. RFS; | = 

2. FRLD 7a (Hake Pada oe A FA ARG hE ty EAR; 
3. 9, J iy eh 
4. FEF SRA aR WH Sh Be A 
SZ AIORTR REIL A I | 

机 械 防 治 法 的 一 种 。 

生物 学 防治 

防治 害虫 的 生物 学 方法 ， 就 是 利用 害虫 PT eS eG 站 
峰 寄生 晶 等 ) 求 消灭 它们 。 人 工 培养 出 求 的 称 蚜 寄生 峰 常 用 来 消 
灭 危害 芋 果 树 的 稿 是 ;把 艺 峰 的 孵 寄生 虫 均 到 农田 内 可 用 来 防治 

FRR BLAH EBM AIL HT AA 2 SB A . 

. Wi — BUBB. 

FABGIRTA ICE Sh ARAL ROR , A EEE EER ARR 



| aaa Beene BE EKG AR a |) a 

虫 和 其 他 害虫 。 

PRP ANG RP HOPE VD HES ee ar 
FUE th FE BL GEA RETAIL. BAA 

(PRUE AH SAC AE AR Bh | MEI AE BUT AHO TE 

ARR 

BENT SE SAE DG TR, RIE AE BRE RSI ARIE 
害虫 和 病原 菌 。 用 来 防治 害虫 的 化 学 莉 剂 称 为 杀 虫 剂 ， 防 治 病 原 

。 菌 的 化 学 莉 剂 称 为 杀菌 剂 。 按 杀 虫 剂 的 作用 方式 可 分 为 胃 毒 杀 下 
剂 ,接触 杀 虫 剂 \ 万 能 杀 虫 剂 和 气态 杀 虫 剂 。 

胃 毒 杀 旧 剂 ( 内 部 作用 的 ) 有 下 面 几 种 化 学 者 物 : 
白 础 “白色 或 淡 灰 色 ， 通 常 是 结晶 状 的 粉末 ， 仿 三氧化二砷 

97 一 99 匈 。 在 没有 其 他 毒 莉 时 ,把 它 摔 和 在 诱 镀 中 使 用 。 
RARER RG SUPRA ANNI, =A P 52%. A 
ih Sc ONE At FAH SCG AEA 
BHR AER RAR BREN, 含 五 氢化 二 砷 38 一 
纪 匈 。 广 泛 地 庶 用 于 喷 扩 在 农作物 上 和 制 请 全 。 | 
ERR RRA MA, 含 三 氧化 二 砷 51—53 % Fl Ah Hb Se 

28.5%. 

TR ERK Ce AK SEN % FULL. 6 % 
使 用 时 其 用 量 应 高 于 巴黎 综 ( 高 15-20%), 

TERIA 灰色、 白色 或 黄色 的 粉末 ;不溶 于 水 。 
NCI “灰色 粉 未 , AUER 83 和 % 。 由 于 喷 粉 性 不 良 ， 故 多 

宇 用 于 喷射 
RAC AGRE HMA, ARG 站 匈 。 只 有 在 二 

爆 天 气 才能 收 到 良好 的 效果 。 : 



488 REIS Pe er 

2 THRE BRS ERMC. } 
efi FP OLE FAL) AB FGI 1a We, CRB ah 这 -一 类 

化 学 莉 剂 有 以 下 斤 种 。 
wee EHEC Vic CS A CHINE) 要 使 

这 种 溶液 具有 良好 的 粘着 性 和 展 布 性 ,可 在 每 10 升 溶液 中 加 入 20 妃 

| EE ae 40 克 液 态 肥 钳 或 新 鲜 消 石灰 。 
烟 龄 粉剂 ” 粉 未 状 的 杀 虫 剂 。 由 新 鲜 消 石灰 和 其 他 具有 良好 

“GRE BOK De 路 座 等 制备 而 蕊 .把 这 些 物质 BARE 

王 撞 器 中 达到 其 容积 的 三 分 之 一 ，- 再 用 必需 数量 的 硫酸 烟 瞪 以 背 

负 式 喷 需 器 均匀 地 喷射 粉剂 。 为 了 能 更 好 地 混和 ， 应 把 排 种 器 来 
加 转动 15 分 钙 。 粉 剂 的 成 分 季 负 测 成 .5 一 7 多 。 
烟草 浸 剂 ”由 烟草 和 黄花 烟 的 各 种 文物 制度 ， 把 这 些 让 物 加 
AGERE ASHIK CR IR BRIE OK) EHO 24 一 48 小 时 , 邯 可 得 到 烟草 
BH, HEAL, Meee. 为 了 提高 烟 - 
草 浸 剂 的 粘 油性 ,每 1 升 浸 剂 最 好 加 上 液态 肥皂 4 克 。 
烟草 粉 ” 仿 烟具 1 多 ,有 时 售 到 2 外。 

“烟草 杀 虫 剂 可 以 防治 许多 害虫 ,使 用 的 方法 不 外 乎 喷 撤 、 叶 身 
和 1 重 蒸 。 

FEAL EIB 还 使 用 破 酸 木 烟 瞪 、 wate 
rr © 9,8  @€ “¢<¢..S. SS) eee 

FA CE RTT is ( TL ) BF FA BLA eo PER a LR 2 

(SRA 5p ATES ACR) » MeL A— Kk —=A 

CE(5 %) SURE (95 % AIL i; wok A 

Wy ies FL » AT Te 20 % , WADA AE 10 FPK IN ALF 100—300 克 。 

PN7STS Wiss ARR EP EAS BOR EE RITA 5 SE 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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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的 粉 未 , BAA CLEP A)1L% ME MOR BE 88% 5 
AAP ANDHERI — REE ALI — AA 
WRK eA 

“hee 人 、 Alea aR 
"Set Es Ter +6 

ABATE. 

EVER BEADRRAEREM, RRS 

ANE De ARS TAA PENCE FY SF Bg EAI AF 
掉 种 时 常 使 用 阿 伯 CAB) ii, ARE Y Ho 制剂 ) 

Se NE REO) ORM | 
成 。 

防治 农作物 病 晶 害 所 应 用 的 化 学 莉 剂 对 人 和 动物 也 有 毒害 作 
玫 。 对 于 这 些 莉 齐 的 使 用 、 有 茂 和 运输 都 应 当 按照 严格 规定 的 程 
序 进行 ， 霸 遵守 一切 安全 规则 。 有 关 这 些 化 学 莉 剂 的 工作 不 许 少 
年 人 参加 。 

谷类 作物 和 豆 类 作物 的 病虫害 

和 谷类 作物 和 豆 类 作物 的 害虫 

黄 鼠 “分 布 很 广 ， 主 要 分 布 在 苏联 南部 、 东 南部 、 东 部 的 草原 
和 牢 莞 并 地区。 属于 哺乳 动物 。 在 它们 的 生命 中 ， 焰 大 部 分 时 间 
在 洞 突 中 生活 ,只 有 早晨 出 洞 活动 。 仲 夏 , 黄 鼠 进入 冬眠 。 

BEB IESE ANE IE AEA EW HIE AD TENE 
Riya PR PIN PES EA EAS, ELE ALN A I A 
重 。 
防治 黄 鼠 的 办 法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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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PHRASE NAAR SEM ; 
2. 保护 捕食 黄 鼠 的 篇 类 和 善 类 ; 

3. FUEL ABCA, BLAIKIE RS 
4. FAS ALI Sak CR IR CS 

AP AE 2 SERIE LAC — 8 8 HH — 8 SEDO PED 
BL eee eee = 

RAE shy ORAS aE. bah tip —te pa 
仔 若 干 次 ,每 胎 可 产 仔 6 一 8 RA, BATSMAN, SEERA 、 

作物 ,尤其 是 在 成 熟 期 。 们 在 合 良 和 谷 合 内 则 损害 隐藏 的 产品 。 
”防治 鼠 科 叔 此 动物 的 办 法 是 : 

1. FAR BURA BE; 
2. HEP FUG BEB WiC Bs SO | ek 
3. 1 FABER, BUTE €2 A ik AR SS 

VR AO RHE AG RS HOH REA | 

20—30 分 ); | 

4 FS ACRE SI AS DE RE 

OS ELSE AU AS RS : 

nes eT ure ee CHE AAS ae a) Arte 
居 型 的 《西伯 利 亚 屿 、 十 字 尊 及 其 他 种 类 )。 蝗 昌 危 害 的 作 肠 非 常 “ 
多 ;也 包括 谷类 作 肠 EME BAEC FRNA IE A 
MLA. | 
“oR 8 如 生 必须 配合 应 月 农业 技术 方法 .机械 方 法 和 化 学 方法 ， 

“并 应 在 凰 自 超 受 未 成 之 前 采取 这 些 措施 。 
IeiRick the RNS SAN 

地 ,提早 春 性 作物 的 播种 。 
在 化 学 防治 法 方面 可 采用 以 下 玫 种 方 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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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FASE AS; eA LT Bh A O12 

公斤 ,群居 型 蝗虫 每 公 贰 16 一 20 FT. HRCI RE RRS LE 
EASA, FER 10 SP PEA PD A RE OREN 200 克 , 或 加 入 氨 硅 

酸 销 400 克 。 BF AIRY RFS SS EE EB FEAR pee. 在. 

ATT RE AL A Ha A 
ie 2, AE AS FEU As A OT, ABE ESR 
LAVREDNELEG RY TEL SHH 1:1, AS ALE By 10— 
“1A GA COURIER A 3.5 一 4 公斤) OH TEE He 
ZSERIES BAAR 10 一 12 

公斤 ， 用 砷 酸 钙 一 -每 公 贰 8 一 10 公斤 。 喷 粉 工作 最 好 在 清晨 圳 
”水 未 干 前 进行 : 

8. CL SE hie. 溶液 的 配合 量 旺 每 1 FOI 
VEAL Bike 3 克 ; 同 时 必须 再 加 新 鲜 消 石灰 6 克 ( 每 公顷 需 这 种 溶 
ite 300 一 500 Fr); FARULIN IES IS , 4: 10 FOR PRA 

a 35—65 克 ( 氟 化 

SUA WR Sy oh Ze 

量 的 苏打 或 碳酸 钾 。 氢 
化 销 中 不 能 加 石 藉 ， 因 
:为 石灰 会 减弱 氛 化 锁 的 
作用 。 | 

uae wy Ye) Fa RB 
cu oe } 

AE A ALB TR 图 88, 蔓 地 老 红 
有 :在 播种 地 周 图 掘 沟 ， WR 2, 孵 1 3. silico alata 

| 用 捕虫 网 拖网 等 捕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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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地 老虎 幼虫 〈 轩 88) 危 害 谷 类 作 上 网 ， 特别 是 黑 才 小麦， 以 

BIE RARE THEE SRE AL TE To Ee 〈 南 

高 加 索 \ 中 亚 硼 亚 )* 黄 地 老虎 一 年 可 繁殖 三 代 。 

黄 地 老虎 的 预防 办 法 是 : 汪 时 体 并 地 的 厚 翻 划 和 保 圭 体 半 地 

的 无 草 状 态 ， 采用 宇 体 阅 ， SIE OR HNESE PACD. 

在 化 学 防治 措施 右面 ,可 采用 涌 码 BF Nh 

WES, DAF AARSE ME, 

Ap ZEEE (TH 89) 深 灰色 或 褐色 的 昆虫 形状 估 玖 子 ， 长 可 达 
3.5 毫米 。 在 大 量 繁殖 的 年 份 ， 小 麦 疗 蝇 的 幼虫 危 嘎 谷类 作用 , 特 

~ 别 是 春小麦 的 软 粒 品 种 ;秋季 , 屁 们 危害 冬 性 作物 。 

图 89. 小 麦 首 蝇 : 

1, capa; 2. pane 3. FP ALA ARE POY _E RUS; 4. 30th; 

5. ee Boi fee FE AG pA 

Sin SATE Chal 90) errr 大 小 在 工 ;5 一 2 REM, 

SREB BAKA, 
ASB SRA Sin BOA FBT TAB 125 

—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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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5°42 (lac He Fal i EAT I 
if 

Ee PATAB RIE ARE ANN ie 
生 时 《南方 干旱 地 区 )， 反 所 有 的 “| 
ERIE: \ VW 

0, RAT ABHE RPE (WDC \ ¢ 
种 期 ; SS 
Poet rie esse HANS 

Rete Be BEB EH 5 I 6 
&, FEROUR AK BLAH ATA th 4 

“= 地 上 播种 冬 性 作物 ; ana ; 

5. Ait BY NEBR CPR Pr res 
期 ， 在 为 当地 所 规定 的 期 限 内 播 。 1. 幼虫 ?2. 补 幼虫 危害 的 黑 麦 幼苗 ; 
种 冬 性 作 愧 。 3. 成 里 。 

让 统 说 蝇 和 瑞典 杆 媚 的 化 学 防治 法 是 用 5% ROTA BERIT 
撒 , 每 公 荐 用 量 20 一 25 公斤 ,或 用 12 多 的 太太 天 粉剂 喷 撒 ,每 公 项 
用 量 10 一 12 公斤 。 喷 粉 可 采取 飞机 喷 投 或 地 面 喷 撒 的 方法 ,在 这 

| PEM SAT CM EAT. FTA BE Ah OLB FL COA PS a 
VAC ARM, RT LAUER 1-2.% 。 
FEES > Eth EAE 2.2 毫米 以 下 ， HEAL HEARN 
栽培 区 域 区 有 分 布 。 

这 种 害虫 的 防治 方法 如 下 : 
1 在 远离 生 雳 园地 和 远离 去 年 种 季 的 田地 上 ， 提 早 播 种 并 在 

很 短期 限 内 播种 完 时 ; 
2. 在 系 田 里 进行 纸 常 的 除草 ,夏季 除草 不 能 少 于 三 次 ; 

_ 3. PUKE PROSE MD AL; 
4, Zi aOa . FF ao _L yr BE S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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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一 一 

Mie 8 害 所 有 的 谷类 作 in ERE SE bh REMIABE. 在 幼 

虫 时 期 噬 食 RAI ARM ,到 作物 成 熟 的 时 候 , 彼 足 伤 的 鞋 便 析 籽 。 荔 

sh BEEBE PARAS AEN PYAAR rt LIS BE AE 

防治 措施 : 

1. WORRIES 并 进行 秋季 深耕 

2. 在 大 量 发 生 时 ORB; 

3. 提早 春 性 禾 本 科 作 物 的 播种 期 

BING oR BN TEU, 受 

SKN ES DRADER BR, SER ALTER RED. 及 -一 

Ee hee RS RIOR METAR AAA » FEILS FER ZEEE HEAR 

MEBAUR 头 椿 象 最 为 可 怕 。 

宕 象 的 成 虫 在 奔 林 和 林带 的 落叶 下 、 灌 木 闭 中 .果园 Ra 

(EN Dee RA RS PRS aE ORL FF 
EDU, RMR MM RARE, RBBB - 
PERI T DVR, BE PLAT SS ee HE 

KM aH AAT 

AcE DH YADA BERN FLAN BR HE | 

害 作 胸 上 。 HE PRAGA FL IM HL A AE ae RGA 20 YEA DR 30 HE, 

-水 10 A+ CEAEAAE LEAR GPO, TERRRRESR RE: 

飞机 喷 撒 时 每 公 艳 4 一 5 公斤 一 一 效果 最 佳 ;地 面 喷 粉 每 公顷 6 一 8 
公斤 ， 同 时 须 加 等 量 的 仔 灿 饰 过 的 麻 土 或 石灰 。 防 治 初 龄 的 麦 检 
和 象 幼虫 最 好 是 用 8% 的 涌 涌 涕 粉 剂 一 用量 每 公顷 莉 50 公斤 。 

机 械 防治 法 

1. nein 2 sore 点 把 落叶 扫 成 小 堆 ， PRG AVIS : 

2. TEBE SE SW ARE IKE 5 

3. LEGS Fe tah BS Fk BSB 

: : : 

’ 

r 

> 

ayer ee ee ee ee Soe Be A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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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D ENB TATE : 

: 1. REAESIBEER, ERIIT FAO RTL FP AE 
Ropes; 

2, AU ASRR RA OPA eT Ee. : 

WSK BR ES FE TT ME INT Sk oh Sh th PRS Hh, BHA 
都 有 分 布 。 成 虫 为 黑色 或 瞄 福 色 ; AS PTE fd ST» BE 

- RPGR REE Fa EHH ROS | 
MSI ARH OBA, EK AES BOR EIA 

PAE, 防治 它们 可 用 化 学 防治 法 : | | 

1 EH. MOA A SSE A 

ie Se HDR SAO REA 
2. FAN ANN SEE EE EC 10 ZS RTD) 

3. AANA AB HEEL AC AIM JB SACRE BEAT LIE. 
BE FAS Se AGUS AREY HLL» ER A AO 

“和 增加 播种 量 。 
SEMA er eee 16K, DAPI 

“HY RE SAH 在 需 冻 来 临 之 前 ， 已 长 成 的 幼虫 以 冬 性 作 “ 

Wri Fe EVEL IRA ERA, ERR BE 
SoBe AP EIR, Th oH) FEE EES 。 

对 这 种 害虫 的 预防 法 ,是 把 中 替 作 胸 引 入 输 作 中 ,因为 中 耕作 
物 不 会 受到 考 地 旦 的 伤害 。 

化 学 防治 法 : Te Lee On 

配 量 为 10 升水 中 加 入 20 克 巴 黎 生 和 40 KD; FUSES, 
10 升水 中 加 入 50 一 60 克 这 种 寒 莉 ; AES RRS ah HERRERA 

用 量 为 每 公 藉 8 一 10 公斤 。 ace 

RAPA the EDK RE PE NRA 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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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R) Aaa Weak 口 器 的 稼 色 昆虫 群体 ,往往 把 植物 先 
BBB, ABA DIES RBA I RTE. 
在 预防 措施 中 ,效果 很 大 的 是 尽 可 能 提早 播种 春 性 作 愧 。 在 万 

_ 桨 蚜虫 严重 的 地 区 ,应 播种 禾 谷类 作 脾 的 早 玖 瑟 稳 。 ， 
HAA Da ie is re Wn Fn eh ee | — eM I 

用 除 虫 东 或 黄花 烟 的 浸 剂 和 煮 剂 。 
。 BUR AM etree te rk eye | 
Dns, ROKAMMACRA MEELIS Hm. 
WET LRA, AR EMBL, CHA 
Ry RERIAY, oh se BURP RASA ALI AY. se 

防除 跪 豆 象 鼻 虫 可 采用 化 学 防治 法 。 幼苗 可 用 5% BHR BE 
粉剂 或 12 匈 的 太夫 夫 粉剂 喷 撒 ， 用 量 每 公 奈 1520 公斤 或 者 用 ， 
PRGA, AEA 8 一 10 公斤 。 感 染 琉 豆 象 鼻 

- 虫 的 田地 也 可 喷射 氧化 绢 (10 升水 中 加 入 400 一 500 FE), 二 
RU CHS, ARE. 

HE HERE AUTEN TE, RETO, WUE — 
Ph ATA LER ALO SSE 

化 学 防治 法 与 防治 禾 谷 
类 蚜虫 相同 。 
跪 豆 豆 象 ( 国 9I) 这 种 

甲虫 (长 狗 5 毫米 ) 开始 产 
孵 时 期 与 枕 豆 嫩 英 出现 期 相 
同 。 幼 虫 贸 化 出 后 便 阻 嚼 豆 

- Sek BEANE , FES ol. BEER 

CES, REMANDED ks 2, 晤 ;3, 功 虫 ; 上 SRR 
J, RAW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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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一 + se 

PASO PETERS 7 NOH IRLTENE. BEBE RAE ti 

BOD RCA JRC AA A BS 3 

家 业 技 术 防治 法 : 
L. 罗 早 收获 并 在 最 短期 限 收 完 跤 豆 , 放 移 到 田间 ( 收 获 后 立即 

放 ) 吸 食 酌 豆 落 粒 , 灭 楼 并 随即 进行 深耕 ; 
2. 欧 豆 收获 后 立即 就 地 股 粒 ;并 马上 在 坑 内 进行 气体 消毒 

coh 本 ARE STA SE a YET FR SR. 

“GHA; 

4. FY PUES fa SG PPR Re MP J ES 

除 机 器 SH ey ,清扫 并 翻 耕 股 粒 场地 ; 
5. 在 播种 前 一 个 月 用 完 一 切 剩余 的 艾 豆 鞋 、 豆 菊 和 其 他 副 产 
品 ,清除 及 藏 处 所 ; 

5 IRA SSR Mt NCAR RE. 

谷类 作物 和 豆 类 作物 的 病害 

Jee NF TE HEHE 它 感染 入 SEE SE A BUNS 

FRAN LEAR EZ BS SIL AGREE en - PRAT BE t A 

Ze) BRAS 

TE RAI (fal 92 

: a) Mie IERIE 

子粒 内 部 ， 使 之 变 为 
AA AURIS 

了 的 黑 粉 。 禾 谷类 作 

物 感染 各 种 坚 黑 穗 病 图 9?， 小 麦 籽 粒 发 芽 时 坚 黑 穗 病 (O 和 
和 杆 黑 粉 病 ， 是 在 收 散 黑 穗 病 (6 的 发 育 图 ; 
RAUL AT AO IT RE : 4 1, BEA ERAT 2. RRR ARR 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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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GO RET AUP ALOR RE, SEF RYTON ESR 98 BY HF 

Ak, /hSEAUASE A EIEN Ss (92.0), FIERA 
布 到 田间 ; SEBIMOTE RAY Lit, ECE BSP ARE 
‘cian edie Sie 

FED BRA, BA HE seb PHRF 

拌和 用 漫 渴 消 考 种 子 , 以 及 采用 各 种 农业 技术 措施 。 
EPPA FARA IPR 〈1 分 40 多 的 往 尔 马 林 加 300 分 

水 ) ,这 种 方法 可 以 防除 小 麦 、 Ae BEAU Be NY I ois Ra HINER 

MANKEROA URE. 

种子 消毒 是 使 用 AB-2 或 TY-1 型 消毒 机 ， SAT. 

#6. 
Ree WNENSAOMIR, ICRC: CUNENE 

2, ZAERO, RHA RARE MAL. AS 

MERCI) 30 厘米 的 一 堆 后 ， AURA SUES LIBR Go, HH 
链子 翻动 种 子 ， 直 到 种 子 完全 温 漂 为止 eine 

PET URE. 

ue aN es ee eT Pet, RAPT 

EBA RAIA BE TH THIS ZAERO, MEDS 
2 小 时 之 后 再 进行 干燥 。 
PREP DEIR DH. vee esse FSA Ve A By mit 

病 。 使 用 的 化 学 药剂 有 : 谷 仁 乐 生 制 剂 ， 阿 伯 制 剂 和 很 少 应 用 的 
波 德 粉剂 (普罗 特 拉 斯 )*， 其 用 量 为 每 吨 种 子 1 一 2 公 厅 。 

按照 苏联 农业 和 和 采购 部 所 批准 的 谷类 作 有 物 撞 种 规程 ， 用 蔡 处 
理 过 的 种 子 , 除 波 德 粒 剂 外 ,还 可 用 上 渡 几 种 制剂 进行 消 考 ; FB 

* peep ( 即 IL ») CR Hh, IRA SL 与 亚 砷 酸 钙 混合 而 
成 ， 含 三 氧化 二 砷 9 一 11 狠 编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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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 详 和 坟 夫 到 粉 剂 ( 双 称 “TXIIT2) 处 理 过 的 种 子 ， 在 预先 也 去 白 
于 的 条 件 下 ， 可 用 一 切 干 燥 制 剂 进行 消毒 。 

-于 井 摔 种 可 采用 AB-2.01Y-1 (-1), MICTI-0.5 42 P RP HL; 

ALA APE ARE SEA PETER FPP BB AUC SE A 
ATA a SE OD Be AR 
(PRD SERI A ZENA ERB Rk se 
Hh, AVES INE OETA, MELB ARE be 
KBE A ARS EAE AL OH, 
PPE JAF BG A ASEM ALI A EL A I 
玉米 感染 黑 粉 病 和 符 黑 穗 病 。 
RAEN LA, PE LMR EAN 

HR, HAA AIRLIFT AIR TOT ASP A ， 
HIRD FFARR ERD RBA i» WOR AE TU AAD 
根源 。 
ti 到 

为 了 防治 玉米 的 黑 穗 病 , 必 须 实 行 下 烈 措施 : 
了 工 . 用 阿 伯 制 剂 迭 种 ， 每 吨 种 子 用 1.5 一 2 公斤 ,或 用 谷 仁 乐 生 

ITER EH EM LR 1 公斤 ; 
”2 避免 在 4 年 之 内 再 行 播种 玉米 ; 
ee ANWR, REE 

深耕 ; | 

WT ee ee ees te ee 
FF ARB Z Bi, ESA AA 

5. FEW RZ AF LE PE. La A its RS 

ANZ , HIM ATE. 
麦角 病 《 图 93) CP A Bs BEAL NYE OR EAE » 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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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ng RELIES RE 

SE Ce Fe IT I SEE REN. 
防治 麦角 病 可 应 用 下 烈 方 法 : 
1. 用 谷物 请 选 机 或 者 将 子 苯 洒 于 由 4 

公斤 中 加 10 升水 制 成 的 浴 液 中 ,及 清除 种 

用 子粒 中 的 麦角 ; FIPS Se FU Hd 
出 来 :然后 用 清水 冲洗 并 加 及 干燥 ; 

2. 实行 正确 的 输 作 制 ; 
8. 用 复式 弄 进行 秋季 深耕 ; 

故常 消灭 杂 草 ， 特 别 是 感染 索 角 病 
的 杂 草 ( 冰 草 、 誉 考 等 ) ,因为 病害 会 从 这 些 

_ 素 草 转移 到 栽培 作物 上 ; 
5. FERIA BARE, SESS 

PREMIER; B90. 
6. 从 感染 黑 重病 的 田 | ATS ARE 与 未 4: 的 谷 

物 ;, 须 分 别 进行 股 粒 、 请 和 挝 和 有 崇 藏 。 
GEIR PIU, HE RLUGE SE IE AREAL DREN 

feet AEE TEE SEMI". ASE BELA I EE 其 
”中 有 种 锈病 和 时 锈病 。 

ApH BS AU ARP A AE 
德 子 。 he 

ARAL ZERO PRIA TEM TE LIBRE 8 RY 
ME; SIAR CERT HP BR HE NEE AF. 可 

RIT EIDE, ATR TERE, AN3E RZE MARA 
1A, KEM BA 
ant ue 



AT Rie RICA ae 

RA: AR C6 1 AES a 5 EE II 
BS EMD BE 5h 2 fi EF I PR 5 AR AP ERR 
se fyi Pes PSE SP atin AG EOS BEA 3S | DURA 5 TE 
BE HE i HEAT RRB AGT SRI 5 ARE en 5 YR IY 
se, | 
CO a ee, ge eee es 

(LARISSA A Nn. it TUTE IAB ESA BAY Ae ALA BH CT 
| FEL. EHIME IO , Ha PIER FERS CS, 同时 根 腐烂 , FLIR 

A, ADEA IEE GR LR. Bk 
FAST R BED ; 

a 
4, HE WOO etln RANE WERLA FAR, FET AAR 

速 进行 股 粒 ; 
2. 烧 掉 收获 后 的 残留 物 ; 

“8, FF NTE EERE 

+ 必须 在 播种 前 用 机 器 请 选 种 子 ， 或 者 在 80 % hy ee 
浸种 ,以 分 离 感染 鳞 刀 菌 病 的 种 子 。 
5. ASE TEBE FUR ENG ZEEE EB 3 

A), HMA 2 公斤 ; 
6, 26 FDS TEI AO aR 

7. 实行 正确 的 输 作 制 ,提早 播种 期 ; 
8. 施用 磷酸 肥料 。 

此 外 ,也 可 实行 温 渴 拌 种 。 
| BS SELLING, ARAL AEA ER 

WR ARAB HW. FER TRE BE BOSE, PF Hh 

HEC, EB B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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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 法 : 

1. 不 尤 许 和 性 作 申 的 连作 ; 
2. PAS fl BY HE A eR Ee a BGK 

UR 

3. HERA YURIS RTE AEE 
+ 当 春 天 来 得 太 晚 时 ， 要 在 地 面 上 搬 秩 泥炭, 草木灰 等 ， oo 

“ 速 融 雪 ; 
5. 融雪 后 立即 输 科 性 作 易 追 施 当 地 肥料 和 幼 机 肥料 ; 
6. 进行 冬 性 作 上 蚁 的 春 友 ， 收 集 井 从 田间 除去 衰亡 的 植株 和 时 

子 (连同 菌 核 ) 一 -必须 把 它们 烧 掉 或 埋 入 士 中 
7. 进行 痉 常 性 的 除草 。 

AMIR HIRED, 染 上 这 种 病 时 ， (EAE NR, 
STONER, AME LEATHER. Bias 
下 列 方 法 : 
a. SEIT RAE AE FESCT-LRURIRIE I CHMIBEIE BE 
水 等 ); 

2. 播 种 优质 种 子 ,严格 得 守 播种 量 , 不 尤 许 有 缺 划 ; 
3. 消灭 杂 草 和 泛 座 子 , 因 为 这 些 是 病害 的 媒介 。 
RUBS BRAM, RAED LR EB 

RUA GHEIDER , DEMS. BRAS RU RAB 

ee pee eee 
RU A BR BER RS 
BHISDS UL BMOAISIN Tree: 消灭 感染 这 类 病 咯 的 植株 

和 收获 后 的 残留 电 ,播种 完好 的 种 子 , 过 密 播种 地 的 及 时 间苗 ， 确 
定 正确 的 输 作 制 和 用 复式 犁 进行 秋季 深耕 。 党 
Bi 是 其 菌 引起 的 ,其 菌 的 春子 子 发 至于 杂 草 大 戴 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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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A FW L. 
防治 法 : 1 os 

1. as 因为 寄生 物 即 在 它们 上 面 越冬 ; 
2. 消灭 大 载 ; 

3. 用 1 多 的 波尔多 液 喷射 哆 豆 ,或 尽 阿 伯 制 剂 喷 撤 ， 每 公顷 用 

10—15 公斤 。 

首 项 和 三 叶 章 的 主要 病虫害 
“lariat RiAeeauses 

局 于 最 常见 的 豆 科 收 草 害 虫 列 举 如 下 : 
HBARAR—“ RRM, HE, Pere ort 

A, PRLASAM BIRGER, LER IERIE 
ARM OAM AKUBHBER, HE I-12 EK, ji 

it os FESS HR Abb BHD YRS A BT 
HE. SACHA , SFA. 

BRR —_KRORA MD RAAF 

Kk, SHBKAE, E57 EK, KARAM. WHR 
AWA LA Bene, HR, eR eR 
A, WHA OMCER ERR | 
Bi DI USEA BASE RAPE OE a REE 

HSE AU Sh oh, TERMS AE RE US ESE DRTC A RDG LB 
A PAU ATE HOSE POE FR Sh Me 

APS ISL LT eh HEA TT 
很 大 的 损害 。 肉 虫 产 孵 于 纺 英 内 ， 而 发 育 中 的 幼 中 则 伤害 种 子 ， 
时 甚至 毁灭 达 播 种 量 的 一 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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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94， 三 叶 草 象 臭虫 : 
1, us 2. Ss 3. 三 叶 草 头 状 花 序 的 受害 。 

三 叶 草 象 鼻 虫 \ 圈 94) ”伤害 三 时 草 的 头 状 花序 。 
Seth ”是 一 种 最 可 怕 的 害虫 。 除 首 TAAL, wh ss 

fe Fe hi. i) SE FESR AAG 2 PE BE SE 
A A AUT RDU HLA RE. CARICA BY TEE 
是 在 南方 地 区 ,在 那里 一 年 可 发 育 两 代 。 

萌 蒂 和 三 叶 草 留 种 区 的 病害 

感染 首 基 的 铺 病 ,在 首 蒂 的 叶 上 ,主要 是 在 时 的 背面 形成 淡 神 
色 的 ,随后 变 为 深 神 色 的 粉 状 附 生物 。 这 种 渍 也 威 染 划 .叶柄 和 果 
x, nh a FH PARE OT DSR Aas | 
半 达 到 最 大 发 展 。 
白粉 病 MMOL, 时 上 出现 白色 粉 层 ， 

节 往 入 把 梳 感染 部 分 的 整个 表面 和 半 起 来。 病害 从 七 月 本 出现 ,从 
月 we wer 

(GOED IA US EE BEL fem AOE RE | 
人 ja EAE BRUCE 

前 出 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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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NEAN Sel PH 1 AE SRE MLAS RUE 
PPS HARA SENS ILE ARIAL MAC CRUSE HHL 
RAW, 

Kare cK EE TE IL LR AR "EIA 

AVM HA EHDA CTRL IR DOA EMMONS HS AE 
PARE A 20 多 种 ATS TE ER REA 
Pie PO RE Pl HSH BARS). 

A TOG AO AE ARAL Ae AR 
下 的 综合 措施 : 

1. SEALER RRR HE, DIE 
RRB REE LOTR, | 
Sree rennet, ORME He 

远 些 。 

3. 当 动 苗 上 出 现象 鼻 虫 成 虫 时 ,要 用 下 列 毒剂 之 一 喷 猎 幼苗 : 
SD 15 公斤 酒 酒 详 粉 剂 ，10 公斤 六 大 六 粉剂 ，18 公斤 氛 娃 酸 
SAI, 18 公斤 氛 硅 酸 销 和 砷 酸 钙 (1:1) 合 剂 。 

本 当 首 蒂 上 出 现 各 种 椿 象 时 ,每 公 艳 喷 撒 25 ZS TBD FH 
“或 20 公 斤 大 大 夫 粉 剂 。 喷 搬 粉 剂 应 于 开始 开花 前 智 束 。 当 首 落 开 
花期 间 大 量 出 现 椿 象 时 ,用 捕虫 器 捕 抢 ，3 一 4 天 进行 一次 。 
“所 防治 首 送 蚜虫 ， 是 用 3 多 的 硫酸 安 那 巴 辛 险 粉 剂 喷 投 感染 
束 害 的 播种 地 ,用 量 每 公 贰 在 40 公斤 以 下 。 

6. 进行 经 常 性 的 除草 ,消灭 首 基 地 及 其 附近 的 末 草 。 
对 往年 播种 的 阁 蒂 必须 采用 以 下 措施 : 
1. 在 牧草 留 种 区 上 ， 5245 JE BUNDL CAT WSR aM AE PM 

$143 TD BESTA BRE 5 ET UA ; 
2.26 TIRE LNGHER IPA ERLE TERRE, D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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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DS A BIG AOA Rn SPR BEE AT TAT PB 
Bee. AIAN SH EL RP eS oh BS ， 
FEES FE REACTS ZB. FRY AB MEI 
AIOE RRL RA, ET 

工作 。 

， 竺 防 治 白粉 病 采 用 硫黄 粉 和 石 WEAR (每 公顷 30—40 

公斤 ) WAZ PRESS ee ue 
天 进行 。- 

so RM PEE, UGA oe 
5. 在 生活 第 3 一 4 SE YRC A RA ARR th FICE 

Oe LR BHC RRR. | 
6. 防治 上 述 害 虫 和 其 他 种 类 害虫 PEN TERME EA: 

长 时 ;每 公 藉 使 用 12 一 15 Zh FT BNET RA HABE 20 公斤 12% 

AAA AUR OAA ASO), TEBE NN IH 
地 上 ;禁止 放 稀 。 

7. 在 划 蒂 孕 荔 时 期 利用 喷 撤 一 种 胃 毒 剂 , 例如 每 公 贰 喷 撤 12 
一 瑟 公 斤 砷 酸 钙 的 办 法 ,来 消灭 童 蒂 叶 象 鼻 虫 \ 籽 象 虫 的 幼虫 和 各 
种 鳞 翅 目 幼虫 。 如 果 这 时 期 在 萌 蒂 上 出 现 楼 象 , 旭 每 公顷 喷 撒 20 
公斤 12 儿 的 太太 六 粉 剂 或 25 DIP SORA, 

8. 在 孕 萝 和 开花 时 期 ,利用 捕虫 器 捕捉 首 蒂 的 害虫 。 
9. BH BARRE ER a | 

a eIAIMF ‘ 

eto: 收获 、 腊 粒 和 选 别 后 剩 下 的 一 切记 物 必须 在 冬 寺 期 间 用 

FESTA Zo 

11. 8 TFA RF DEAE HRTF TE BIR AS FCB 
CHER) ETE ER TIA. ICE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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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MPO SH RRS, RN 
FERRE NOT ATE aI 40% CEE AT 750 It), WHINE 
机 陆 射 时 每 升水 加 150 克 ( 总 量 每 公 项 200 升 )。 

防治 三 叶 草 的 病虫害 , 建 访 采用 以 下 方法 : 
1. 在 播种 前 三 天 用 谷 仁 乐 生 制 剂 进行 三 叶 草 的 干燥 拌 种， 每“ 

公 担 种 子 用 150 克 ， 而 混合 有 猪尾 草 种 子 时 ， 每 公 提 混合 种 子 用 
200 克 。 

ee ee ee ay 

用 石灰 。 
5 RSPR LO .2 SRR AA ERS veL 

15 BR , FEEDER AY RL PSP AAR 
hE RTF ARE, ZEEE RS 

5. 出 现 三 叶 草 象 鼻 虫 成 虫 时 ， 用 5 AG Te 
”区 ,每 公顷 20 BF SBT ZANE RENTER es ae 

时 期 用 捕虫 器 捕 所 成虫 。 
6. 在 三 BER TE AER SOS IIE SRE PHRASE IN 

RAY 

7. ERATOR BP EM RAUF ER PE ER JB J BEAT 

防治 三 叶 草 播种 地 苑 奉子 的 方法 ， thea le ERAT: 

的 方法 相同 。 ， 

棉花 最 主要 的 病虫害 . 

DEAR EAA REHM LSI ARO oh ISH EB 
FEB We AIS Wee AL BK SE oh 
RAS TG Wk , UB 8 RAE 8, eb 0.2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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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RK. EAE LEM Fe 
MEMES 50 至 180 VB MRSS 47 FH At Hh a 它们 以 植株 计 Mie 

BABS FS 10 KG EE AALS, 

ALOR RDI 因而 在 棉花 叶子 的 上 部 更 出 深 币 色 

的 斑点 ,而 至 夏 末 时 整个 时 片 变 成 红色 ,然后 干枯 而 胸 落 。 当 大量 : 

叶片 被 感染 时 ;, 花 履 和 功 验 也 腊 落 ,往往 整 人 和 优生 全 

baie Asya Bide 

1 HYAEMCOR IE TCM UAE ASEAN KE SEGA» LEED 
IAF RUSE PR EAT UR 25 一 30 JANUAR, : 

2. PAVE ROI, LICE RAE AAA TEMERE 
渠 ,这 些 渠 道 往往 杂 草 装 生 ,成 为 棉花 害虫 的 发 源 地 an 

8. ES CHEMI, FIRE 0.8% GE 

打 ) 的 肥 所 庆 在 液 或 0.5" 的 石灰 硫黄 合剂 CGCO) WAST, 或 者 用 

2% 的 粘土 重油 乳剂 喷 射 ; 

4. 在 四 月 初 用 上 述 的 药 液 喷射 棉田 附近 感染 疆 蜂 蛛 的 AE, 

SEA iss Bees HY PHA; 

5. 在 棉花 出 苗 时 期 , 沿 田 界 SL 5 PASS FO Oe 
6. 在 整个 营养 期 关 , 仔 硝 除 去 棉花 地 上 及 其 周转 的 杂 草 ; 

7. NIE RAB DARE, AAEM Ae 

Ws. | 
.化 学 防治 法 : 

1. 以 0 5 的 石灰 硫黄 合剂 或 1. > 

射 棉 株 ; 每 公 项 用 十 00 至 2， 000 升 。 

2. HY RULRT HRM 10 76 PUBS » ED 80 升 ;或 

FAY Tr) EY DSA DX EE TE TR ERK 

8. JE RBLAP HE VERO AIA SSCL: DAA, E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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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 , 或 作 地 面 喷 撒 这 种 合剂 ,每 公顷 30 公斤 。 

在 是 刘 中 ， 使 棉 株 受到 最 大 损害 的 是 豆 蚜 ,为 黑色 或 量 褐 色 ， 

ke (QE AIR ET) DAB ASE RUI ( 棉 蚜 )， 二 者 、 

” 均 为 节 色 夹杂 黄色 。 

遭受 蚜 害 的 鼻 株 生长 缓慢 ,叶片 知 超 来 ;有 时 干 相 并 腹 落 。 By 

YAH Ay RAR LE PSY SH 15 一 20 代 。 秋 季 蚜 虫 的 为 害 特别 

GF, ARPES» TEBE LI “A 
A, PEEK HME ES a, ME 
OWE A SERA”. bk ae pT AAT 
黑 点 的 籽棉 ,包装 时 把 黑 点 棉花 特别 标明 。 

对 是 虫 的 预防 法 ， 与 防治 红 贬 蛛 相 同 。 化 学 防治 法 中 建 芒 采 
FA: 

1. 在 棉 疆 吐 加 之 前 ;感染 虫 嘎 的 植株 , MA I 
甬 洲 液 喷射 ， 或 者 用 烟草 粉 浸 剂 或 12 多 的 六 六 六 粉剂 的 1 和 水 
池 液 喷射 ; 

2. 播种 地 用 12 匈 的 太太 大 粉剂 喷 撤 ， 每 公顷 15 公斤 。 
为 了 防治 蚜虫， 也 可 以 给 棉 楷 喷 撤 石灰 硫酸 安 那 巴 尝 龄 埠 剂 

或 含 烟 草 瞪 的 粉剂 。 
a KA ACE AROS, EL 

Re THRE RE HUGO) eA HERE BIER 

AE MCEE DG 1 BRST 5 FT 08 A Ta OE oe AES AA, FAA 

同 。 此 外 ,建议 用 5% FAD TS i) AP OS ok SERA Hy 每 公 

HH 20 公 斤 。 

AoA A ABS ES IL BF ee Os AY SS oh GR en BR th ai 

BS), SE MADRS NE O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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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 。 ee a Cree ee AES 

虫 相同 。 
制备 硫黄 安 那 巴 辛 瞧 溶 液 的 手 态 如 下 。 由 石灰 硫黄 尽 齐 制备 

0.5" 的 工作 莉 液 ,然后 倒 大 硫酸 木 烟 龄 或 硫酸 烟 碱 ,并 时 时 提 拉 洲 、 
液 。 每 10 升 石灰 硫黄 合剂 工作 莉 液 加 5 克 中 多 的 硫酸 本 烟 齿 或 
4 克 40 匈 的 硫酸 烟 瞪 。 地 面 喷射 的 用 量 每 公 项 500 至 2,000 Fr. 

棉 答 虫 ”或 者 叫做 棉花 夜 蛾 ， 是 一 种 神 黄 色 蛾 。 这 种 蛾 的 第 
一 次 飞翔 是 在 五 月 初 。 过 了 2 一 3 天 ， EME SBP AR EMD 

EBA, 5) GSU ELAR LI TT GB 
= , AR AUMEDS LB ETL BRA se, FEM AS 

AMA SUR Hes h— TS HAR : 

Ain 5 BS TA Ba: 
1. Woe a PTA BAR POR; - ; | 
2. SAARE HA GER BH) JER E98 eI 

5 th BYE Hy BB HE 5 2 BET ARZEVERE , Ma EET EA 

3. FES) ATE Ca BEAT SE 54 HE; 

A, MTA LAER; 
5. 在 棉花 栽培 区 禁止 播种 广 嘴 豆 ; 
6. 播种 招引 作 几 秋 蕉 ， 在 秋 葵 上 的 棉铃 虫 幼 虫 可 喷 撒 砷 酸 钙 

来 消灭 之 。 为 了 全 部 消灭 幼虫, 应 把 招引 作物 深 副 太 士 , 然 后 灌 上 

水 。 
化 学 防治 法 有 : 
1. BY, 染 棉 给 下 幼虫 的 杂 草 春季 用 砷 酸 甸 (每 公国 10-12 

Ott 
2. 杭 花 播种 地 用 毒剂 处 理 , 每 季 2 —7 砍 , 观 感染 程度 而 定 。 可 

DIAG. WORSE ORR, ESSE O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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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IDR CROSE ATH. FRA CUS RN 8 AN 地面 
eS 10-12 Ar FMB 5-6 A. 

Sa He we Hh se 5 TN BA HA 96 TAD BD PARIS 20 一 25 公 - 
斤 ) 或 12 匈 的 六 六 大 粉 剂 (每 公 硕 15 一 20 DIT 

”也 有 应 用 飞机 给 棉花 喷射 10 多 的 砷 酸 钙 蕙 温 液 《每 公顷 5 公 

斤 砷 酸 钙 加 水 50 升 ) RL 10% Arm I (每 公顷 50 至 
100 升 ) 的 。 

aR BER JHA, MRR A AL LAT 
AUGMEMANRB ENDL, PUES, WARMED. 

| RRR AEE, SORA A TE 
FPA S HRA, MRM AAR, A 
TK BAES BAEAL UES BEAT. 

ATE RE FROME ERA 
BAL WA HAM LE RE EE CS oy VA AS AD 
PA MAP SESE sh RODE ALAA 

: 在 棉花 最 主要 的 病害 中 应 举 出 角 班 靖 SL — AP AS 5 FE 

有 的 产 棉 地 区 都 有 传播 。 威 染 这 种 病害 时 ， 植 标 上 形成 特别 的 泪 
质 斑 点 。 这 种 病 对 帮 征 维 品 种 棉花 的 损害 特别 严重 。 角 斑 病 危害 
棉花 的 地 上 各 个 部 分 : FH ERA ME, EP 

”时 棉 给 不 吐 架 MEL RA, WANNA eRe. 
角 姓 病 的 化 学 防治 方法 ， 就 是 在 播种 前 用 圾 尔 马 林 (1 Th 40% 

的 福 尔 马 林 加 水 90 升 ) 或 滤 硫酸 进行 棉 子 的 排 种 。 
Phi: BARRA TREK OETA, ALTE 

AE AB heh I OER HOLES. BES TERE 
BREA ES, pF HELE Bae He AP, ves Beh Mh 2 
FEEL, CROP ARIS M24 AD BUM PAT AIT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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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ERA 这 种 病害 在 所 有 的 产 棉 地 区 都 有 传播 。 除 棉花 
外 ， ERLE SE ASH AM. Is HAS ARR 
”外 )。 

剧烈 的 病 邓 出现 在 营养 期 未 ,这 时 时 片 并 未 失去 炉 色 ， 但 是 油 

Ze, BRK FAK HET EAU A LE 

色 。 

防治 法 : 

1. 播种 抗 这 种 病害 的 棉花 品种 ; 
2. 输 作 中 采用 不 感染 黄 凌 病 的 作物 ( 禾 本 科 慎 物 、 首 蒂 ); 
3. 收获 后 连 根 拔除 作 愧 楼 ,收集 一 切 残 留 物 并 加 以 消 毁 ; 

4. 棉 甸 只 施用 腐熟 得 很 好 的 度 肥 ; 

5. 严 重 感染 黄 姜 病 的 棉花 播种 地 ,在 较 早 时 期 追 施 无 机 肥料 。 

棉花 压 芒 病 AER PE EEN TRAD. 
FARBER GO). HMR BA, Bes 

TPC. EZR AIFAE MS Ph AOR AEE 

预防 法 如 下 : 

1. 禁止 把 种 子 . 籽 棉 、 以 及 局 纺 蓝 和 其 他 顽 墓 \ 块 根 类 retin Bb 

_ RAPPER ZOE; | 
”2. SRAFARSE TK BOWE; | 

3. AE EOFS OE HLA DEIR TEAAG 5 

TRARY. 
根 腐 病 危害 克 花 植 株 ? 从 幼 昔 期 开始 至 3 一 4 对 鞭 叶 出 现 为 

” 止 。 这 种 病 为 里 菌 和 和 菌 所 引起 ,它们 从 土 中 侵 大 到 业 物 体内 。 

”化 学 防治 法 中 可 应 用 : 在 播种 前 用 硫酸 录 ( 每 吨 种 子 用 50 公 

斤 ) 或 谷 仁 乐 生 处 理 种 子 。 -预防 方法 列举 如 下 : 

1. 播种 棉花 用 发 车 SPN RAE OD THE RTH 建 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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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前 加 温 处 理 种 子 )， 
2. 及 时 破坏 播种 地 上 的 土壤 板 车 座 ; . 

3. 播种 前 仔 硼 地 进行 平整 土地 ,以 免 沐 浙 时 地 面积 水 ; 

4. 发 生根 腐 病 时 ,立即 进行 松 土 ， 棉花 幼苗 低 培 土 , 用 湿 土 压 

oe she 

5. Bemba BN Ra ah a HBC 5 

6. 奶 施 无 机 肥料 。 

SAHA SS 

AEM SUT TAN ETS, WN ERT 

RARER , PL BE ho BIL BLAM IGN Oy OAS RR KS a 
地 的 混杂 程度 而 定 的 。 

防治 害虫 的 基本 防护 措施 是 : 
1. 仔 兢 迎 清 除 种 用 材料 中 的 杂 草 种 子 ; 
2. 尽 可 能 提早 播种 ; ; > 

3. 行 帮 地 进行 亚麻 和 和 大麻 的 除草 ， 以 便 消灭 产 在 杂 草 上 的 出 

Op; - 

二 使 用 扰 机 肥料 和 当地 肥料 ， 以 提高 亚麻 和 大 麻 对 害虫 的 托 
ee : 

5. 消灭 植物 残留 物 ,提早 进行 秋季 深耕 ; 
6. 发 现 跳 曙 时， 每 公顷 喷 撒 毛 硅 酸 钠 10 一 12 Brak wees 

8 一 10 公 斤 ; 或 者 喷 撒 5 一 7 包 的 破 酸 安 那 巴 注 上 芥 粉剂 或 烟草 数 粉 

. 剂 , 每 公 项 用 50 公斤; ， 
7. 用 跳 贱 捕捉 器 捕杀 跳 归 ,而 幼虫 则 用 幼虫 捕捉 器 捕杀 ; 

8. 发 现 夜 蛾 时 ， 喷 射 氨 化 钠 洲 液 10 升水 中 深入 10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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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AL SPATE C10 Fok PY A 400 一 500 克 ) ,或 者 是 喷射 巴黎 
WAV CO 升水 中 深入 15 一 20 HEBER 30 一 40 RRA 
灰 ); 

9, eer Tie eae sin OS A : 
10. 73S HH BHP oy — OE 

11. 利用 大 麻 种 作为 燃料 。 
在 亚 廊 的 病害 当中 ， 镀 刀 菌 痿 凋 病 带 来 的 损失 很 大 。 感 染 这 

HIS DARE WORE TH, WER FERRIER 
ARM ERAUR, KHUN R-LRE. - 

Baie: | | sh 

1. 亚麻 在 播种 前 2—3 天 用 达 稚 省 夫 制剂 ( 即 “ 波 德 粉剂 5) HP 
种 (每 吨 种 子 用 1.5 公斤 ); 或 播种 前 2 一 3 个 月 用 谷 侍 乐 生 制 剂 迭 

种 ; 
2. FERRARA HG ARTE 
3. GEESE WENO PEPE 
inet ee (ea eyes eT eee 
要 隔 上 6 年 ; 

- 巨 不 得 将 亚太 播种 在 极 湿 的 低地 上 。 
Sig STIPE Ch LAL, WAR 

Ages ey —— JO, SURRR, SEA 

BRIERE ELC ATO. ROS TEI CN EMC BE 
Bi ERE. | 

: Wy Se BH Heh EB 26% 的 猛 病 的 防治 法 : 

1. ORDA AWB Sw; 

2. (FAMILIE Bb AD; 

3. 提早 播种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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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URA HOIBAN 

ER BAL WOU PPA NRE; IE 
HRS, “ELI EK SE 7S GSE PE SB SAME At 

(alin MT tity Eh — 
防治 玉米 蜡 的 主要 方法 是 预防 法 ; 即 把 它 消 灭 在 越冬 阶段 内 。 

为 此 ,在 玉米 和 高 梁 的 播种 地 . 上 必须 做 到 ; 

1. MR GAS EMRE, 楼 高 不 得 过 过 10 一 12 

米 ; 着 仔 夺 地 从 田间 把 们 运 走 ;至 迟 在 下 年 五 月 一 日 以 前 把 著 
es: | : : | 

2. HES A ty Fan HH eB Hy BE FZ SEHR IK, HH AT BE 
VS» RESEDA AB SSSI EA BE AY LE HO 

SE RITA EE LICR BE) 
在 政 获 大 麻 和 季 之 后 ;提早 进行 rt, FON 

WEA Wn Ht PEK ARREARS LAER SAS ABET » 3B 

在 下 年 五 月 一 日 以 前 完成 。 
。 “ 列 当 (多 枝 的 ) 属于 寄生 物 。 在 大 麻 的 根 上 发 育 ， 能 够 形成 
10% FEM PER. 
RAR AR a: 

1, 用 由 未 路 病 的 田 卉 上 收获 的 种 子 播种 ; 
2. FFAS REA LANE; 
3. FER 24 EAE NE WA AB RBs RE EAT BR 
4. FE RAYE TERE. 
和 白 腐 病 Hh GS ERE AC ERE IB, PE A OP 

RCT. BAA AES AIK, 
Keb STE WT 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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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 用 甜 荣 的 病虫害 

ft IAS WLR a SE PAE, EM Bi 
ee Ripe a ae ee eee a ee 
HS A IR EAR A NO AAA 

甜 茶 象 鼻 虫 “成虫 浅 灰 神色 ,长 12 一 16 毫米 ， 前 起 中 间 有 一 
MR ES: CA SSR KE een ee 

。 写 们 在 子叶 下 咬 吃 绾 昔 , 4 Bt CBA aE: 

+. 它们 嘲 咬 叶柄, 吃 掉 叶 特 。 幼虫 在 根 的 表面 上 咬 成 孔洞 ;有 时 
咬 断 主根 尖端 。 

防治 法 : if is 

1. SEPIA ATAHOTEL PE IC AEE UH, 
执行 各 种 耕作 措施 和 管理 措施 ; 

2. 在 甜菜 地 和 粳 用 甜菜 地 四 周 控 捕 捉 沟 ， 沿 光 底 每 隔 5 米 掘 ， 
一 个 深 30 厘米 的 阱 。 汪 底 喷 撤 涌 涌 说 粉剂 或 大 大 大 粉剂 ,每 米 滞 
Se FAR FT FE 

3 .用 手 捕捉 甜 茶 植株 上 的 象 鼻 虫 
4. 在 旧 甜菜 地 .上 和 糖 用 甜菜 地 -上 放 移 吸食 象 鼻 虫 ， 每 公顷 地 、 

放 10 ARG; 
5. 给 甜 茶 播种 地 喷射 毛 化 绢 溶液 ， 调 配 量 为 10 Stok EA 

400 32 SALA FDL 100 克 糖 塞 ， 也 可 喷射 巴黎 烁 (10 升水 中 溶 
入 35 FEEL KAN 70 VET DR) 或 毛 化 钠 (LO 升水 中 溶 和 100 HEE 

PFI 100 WORN) ,或 者 喷射 扎 硅 酸 钠 (10 升 水 中 深入 70 克 毒 莉 )。 
-用量 每 公顷 400 一 500 升 ; 

6. FAMERS CARA EL Lo 公斤 ) 或 砷 酸 钙 (等 公 奈 8 公斤 )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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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A Dea 这 是 _ 种 不 大 的 〈 晨 度 在 3.2 REIS) 黑色 四 

ih, Beh era GA GRRE. ROEHL FE Se Lae 

PA TBE ES: ARIEL, DBASE TEER KR 

发 生 时 功 站 便 完 全 死亡 。 

防治 法 : 
1. 消灭 甜 某 好 四 周 的 杂 草 ， 特 别 是 在 早春 时 期 ; 用 0.15 多 的 

Te BR ESA ST AS AE 

2. 用 跳 师 捕 所 器 捕捉 跳 归 ; 
3. 用 氟 硅 酸 钠 或 砷 酸 钙 陡 撒 或 喷射 甜 茶 植株 ; 每 公 贰 8 公斤 ， 

或 者 用 5 多 的 硫酸 安 那 巴 洗 齿 粉 剂 喷 撒 (每 公顷 20 公斤 )， 或 者 用 
清 涌 涕 或 六 六 六 粉剂 喷 撤 (每 公 引 10 一 12 BIT). 
“也 可 以 用 0.75 多 的 硫酸 木 烟 瞪 洲 液 或 0. 5 7o fe cI Ya 

TNE FH HRS 

甜 茶 金 花 虫 “成虫 长 度 在 7 了 RT, WPCA 
护 盖 , 头 隐 藏 在 前 背 板 下 面 。 成 虫 或 幼虫 都 能 危害 甜菜 。 

防治 这 种 害虫 的 方法 ;与 防治 甜 沫 象 鼻 虫 丰 同 。 
HASHES SLE CE Sy BRON a TEE aE 

RAP AILOPEAE Re, MER P EB UBER. DFTA HE 

- 害虫 可 采用 以 下 方法 : 

1. 在 整个 营养 期 内 仔 亲 地 进行 除草 ; 
2. 在 收获 的 同时 灭 除 谷类 作 胸 楼 ; 
3. 用 捕虫 网 捕捉 棒 象 
4. 用 5 多 的 硫酸 安 那 也 六 具 粉剂 ， 或 4% 的 含 烟 草 上 的 粉剂 ， 

或 5% 的 洱 涌 说 粉剂 (每 公 硕 20 一 25 公斤 ) 或 12 为 的 六 六 大 粉 剂 

(AGS 15—20 公斤 ) 喷 射 或 喷 搬 植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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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用 硫酸 木 烟具 或 硫酸 烟具 溶液 喷射 植株 ， 制 备 这 种 溶液 的 
讲 配 量 如 下 : 10 Fok PRA 9 一 12 克 毒 莉 , 井 加 40 克 肥 音 一 -用 
«FPA; 10 升水 中 深入 50 一 76 cs 200 Fe AE 

用 于 防治 成 虫 。 
甜菜 是 i eRe 

(222%), PE ESAS MT LAE pas i HBO TALL 
防 方法 是 有 效 的 。 

1. 主要 的 寄主 植物 ( 生 矛 、 Jem Se nee emu CPI os 
喷 搬 莉 粉 或 喷射 莉 液 ; 了 

2. 消灭 杂 草 ; 

3, 采取 能 保 暨 荣 良 好 生长 与 发 表 的 至 套 农业 技术 方法 。 
在 化 学 措施 中 可 采取 : 用 硫酸 木 烟具 溶液 (10 升水 中 深入 10 、 

克 考 新 和 40 IE) 或 硫酸 烟 瞪 深 该 《〈10 升水 中 溶 大 了 克 毒 莉 
和 40 Ye NEE, AST LOT te AOR AEN, Be FH] 50 多 的 硫酸 慨 那 巴 

“ 辛 春 粉剂 喷 撤 ,每 公 丰 制 糖 甜菜 用 40 公斤 ， 或 每 公 艳 移植 工业 甜 ， 

AE J] 60 一 80 公斤 .也 可 以 使 用 稀 滁 了 的 烟草 粉 或 黄花 烟 粉 浸 剂 或 
肥 龟 (液体 肥皂 或 家 用 肥皂 ) 洲 液 喷射 。 

叶 褐 班 病 ”是 甜 芝 的 芙 菌 病 ， 叶 子 严重 遭受 这 种 病 的 危害 时 
EP. AMR RR Le, TEP 
Py ABRESE DISA EOE SIAR IOP RE OR 
GU ARCAWO FOMCE EGR, Te 

WeR ROHR FA RALER A Lob : 
化 学 防治 法 是 用 HUAN SOR, PIE et 

则 喷射 四 、 五 灵 。 第 一 欢 喷 射 在 下 部 叶子 上 出 现 个 别 斑点 时 进行 ， 
第 二 灵 在 第 一 灰 之 后 隔 了 十 天 ,第 三 灰 在 第 二 灵 之 后 隔 了 三 二 天; 
HOF EA 50 一 76 公斤 ……2 公 帮 应 系 克 之 起 一 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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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余 每 隔 十 天 转 射 一 灵 。 在 干 爆 而 炎热 的 天 气 ， 可 喷 撤 阿 伯 制 剂 
EAB 15 一 20 公斤 ,时 期 与 喷射 莉 液 时 期 间 ), 以 代替 喷射 莉 液 。 

TA 是 各 种 芮 菌 的 作用 所 引起 的 一 种 帝 。 屁 主要 感染 知 
荣 的 幼苗 。 防 治 立 枯 病 建 芒 采用 以 下 方法 : 
sd GLO RSE RE 2 一 8 年 后 才 回 到 原 地 .上 种 植 的 输 

5. oan | ; | 
2. MEAT RATT AHR;  、 

3. 施 用 足 量 的 有 机 肥料 和 手机 肥料 ; 

-二 陈 草 ， 畦 别 是 在 多 全 有 来 播种 糖 用 大 荣 的 休 半 地 条 狂 作 
物 前 作 地 上 ; 
汉江 提早 播种 期 ;并 在 播种 时 施 人 人 较 多 量 的 磷 和 am; 

6. HiT il HIRES, DADE IRS ; 

™~ 

运 走 ; 
8. 进行 潮湿 的 沼泽 化 土 更 的 讲 水 。 
在 化 学 防治 方法 中 ， 建 访 用 谷 仁 乐 生 制 剂 进行 甜 茶 的 播种 前 

摔 种 ,每 吨 种 子 用 5 公斤 。 摊 种 在 播种 前 雨天 进行 。 

局 铃 昔 的 病虫害 

多 这 司 从 蓝 的 者 由 比较 少 ， SEP HAT HAH ESE MI se PH A 
BaF Sh se DR AIRE PSH ah, 

局 给 昔 甲 虫 是 一 种 可 怕 的 害虫 ， 发 生 在 西欧 和 中 欧 的 许多 国 
家 中 。 消灭 这 种 害虫 是 按 特 殊 的 规程 来 进行 。 BOLE BE RS 
YATE BI AY HS hh RE on BOE EE Es TO A BG PREP 

BLZSRELAK. BULA E 

TRV PARA ES, Jo—-DwE a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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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S SHAE , (aH Ak LS — BA, , 

BE CZEP Cll 95) EASE 

SR REIS, CE RRs 

SUSIE AH He AE TRA ml ak 

SAID, 

图 95 RRR Berea - 

eee ae ee 
病 时 时 上 出 现 加 形 的 福 色 班 点 ， FA Ges 局 名 蓝调 项， 

ei 

5 SES ES A BLABY » ES I RR 

FEA Lime eA, FEI HOR ABE — RE, Jae EE 

Aly (i eG RE 

iia ein SH: 

1. GA RSE DE es EBS My Sis at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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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 ARR Bh ACV SE EA ME 
aie : 

3. AE Ete CAA ATI AN RT 
4, SESE FA A HG RTT, DA FETA | 
5. AEH RUE THE MM 

“6. PER BIT Ge ER AR PH I BE 
7. BRS PE ML OIA SEITE JAR AEG EE 

FERRET, GESIAERINU ARE. WP RAY REMY Fis Rem OBE 
不 退 延 地 从 田间 运 走 ; 

8. FF ADE IG Os EERIE 
9 SSLSH—- HEME LER BeAPSBHE ALINE, JTL 1.% 的 波尔多 液 喷 

NGO RE MEM SET 15 FEAR AHL LS AE 
WONG); 

10, SARA — IE ER NAA HO 
Je FEM FA PHS a CA SEIMEI) ; 
在 康 存放 居多 闭 之 前 FRUIT, SEA 

类 和 剔除 一 切 有 病 的 和 受 损伤 的 块 莹 ; 

” 12. 预 先 清 扫 彤 藏 室 ,并 进行 通风 消毒 和 干燥 。 

在 苏联 南部 ;防治 局 铬 募 调 关 病 和 防止 马 给 暮 退 化 的 方法 ,最 
。 好 是 较 照 李 厅 科 院士 的 方法 于 夏季 才 种 马 给 昔 。 

阀 题 

E. WIDE Be BB WY BR FS EAN SC Ae SEAS ANCHE SEAS? 

2. 农作物 最 普通 的 病害 是 什么 引起 的 ? 

3. 防治 农作物 害虫 的 方法 有 哪些 ? 

4. 在 你 们 区 中 有 哪些 害虫 危害 谷类 作 物 和 豆 豆 类 作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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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pilleaspeciaes 
6. AEM eth ERIE? 

1 LEMPIRA ES LCRA? 
8. 为 什么 要 进行 排 种 ? 
9. 怎样 防 洽 谷 类 作 胸 的 诱 病 ? 
10. 在 你 们 区 中 大 害 多 年 生 禾 章 的 安 业 害 旧 和 病 嘎 有 哪些 

11. 应 当 用 仕 么 方法 来 防 洽 牧 草 的 病 虫 雪 ? 

12. 试 列举 棉花 的 主要 害虫 和 主要 病害 。 
13. AEG RRR? 

14. ER MT ZG RBBB ATES? 
”天 .在 你 Pee ee ee ee 
了. Ave ORT +} ARAB Se oh BLS Ae 
17. 用 什么 方法 未 防治 甜菜 象 鼻 虫 ? 
18. 危害 马 给 薯 的 害虫 和 病害 有 哪些 ? 哉 壕 防 治 它 们 的 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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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 ee 

hy THAT BG RAEI UA GaN TTT FR LAR Ha A eR 
Wo AS BR 5 GAPE | 
EWE EPA IPR, SEARS ARBEIT 

6b 2 fy — 2A WP EM, SSCP RMR oe BE 
PULA, RUEBEN MBM, EAE DIES 
BSE 25 GUTS BCE TE AE RY 

为 了 在 集体 农庄 中 建立 巩固 的 蚀 料 基 节 ,必须 做 到 以 下 各 点 : 
1. 把 计划 性 贯 微 到 蚀 料 生产 中 来 ， 在 天 然 的 和 播种 的 浊 草 场 

与 收场 的 管理 及 其 利用 方面 消灭 短 人 负责 现象 ; 
©. 保证 按照 饲料 娠 划 以 质量 优良 的 利多 种 多 样 的 务 料 供应 性 ， 

次 计划 总 数 的 需要 ;以 求 提高 性 畜 的 产品 率 ; 
3. 正确 地 配合 农业 中 的 两 个 基本 部 门 一 一 植物 栽培 业 和 瘟 牧 

He SCT HH Ze Et | 
Se MEA Hs Ae HE RYT ASE IM, PERE EON GDS TEMG A Hy ERE 

AEE ES RIE RPE Hy BRAS 

PHRASE. ARAL INI Ane GI AE RE, LT 
世上 所 要 求 的 各 点 SESE RCH LAS DTH ERA 100 公 提 以 上 的 

干草 。 在 布 里 亚 特 蒙 古 自治 共和 国 ， 优 和 请 的 曹 地 栽培 宗 从 巨大 面 
积 二 每 公顷 获得 40 一 -50 公 担 干草 ,而 在 个 别 的 地 段 上 ,期 获 得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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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担 或 更 多 。 

甸 料 莫 地 是 在 一 定 的 家 业 地 段 上 建立 起 来 的 。 名 料 基 地 的 区 
分 如 下 : 3 — 

- “1 工 .天 然 的 浊 草 场 与 牧场 ; ee | 
2. SEP Aa ial Lie HE 5 

3. Hig (EZ SEE ESE BE MY EIS 5 BS 5 | 

4, kc FER Ye HE 2-4 ASAE RSI 
5. 林 园 牧场 。 

每 一 向 料 基地 的 地 段 成 分 取决 于 已 的 自然 条 件 和 婚 济 条 件 。 

ASRS PR Arr 和 保证 浊 草 场 与 收场 的 高 度 生产 

率 ， 必 须知 道 : 4. 基 本 的 甸 料 灯 物 和 泡 们 的 栽培 特点 ; 6. 各 种 类 型 

的 浊 草 场 与 牧场 ,改良 它们 的 方式 与 方法 ; 6. 建 立 播种 的 浊 草 场 与 

牧场 的 方法 ; Vr. 正确 利用 六 草场 与 收场 的 方法 。 

- 

® 

多 年 生 牧草 

”在 天 然 的 浊 草 场 与 收场 上 ， 人 生长 着 许多 种 多 年 生 收 草 。 在 瑶 、 
济 上 肖 常 把 它们 分 成 四 类 :1. 禾 本 科 收 草 ;2. 豆 科 收 草 ; 3. 杂 类 收 
草 ;4. RCE, 
i FRAMES WALA MRR: ARMIES 
RS MR MARES: te | 

SIE ite IA ER BF PRR PROSE , BAKA TEAS Be 、 
2A Ms FEY EE FPR TT WE ES HO PERE, 
RARER, LMR AREER AE 
FRIEZE, ABATE RNAV ME,. ZF RM AE PRAM AR 
1, ERA UE TART > OIE ISIE AEI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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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ENIESR, AAR Rae: AURA PH 
9 ERAT REREAD ERA HD 
FERRARI (196 a), Be SRA Aw 

W FEELERS RRR (0.5—1 HK), KPA 

AS, TE RES, PRL L eh, Be 
Hi AE BIR LAR, HERR RARE 

FORRES). 
在 在 松 的 . 非 生 草 土壤 上 ， ee WEL TE Ta BTL HE De AE 
HARMEN, TEESE, EPP RRIURNY 
SEV. AKZEAR REALE 10 ea A, Ak, “EASE HE 
47 RAF AAAI EEE EL. 

LIKE ARAL UPLB: 无 艺 誉 麦 \ 伏 枝 冰 草 、 分 枝 冰 
Se OEE IE IEA, | 

在 朴 装 禾 本 科 植 物 方 面 (图 966) ee LHRH PE EA 
‘AUPE ALE Ak, APSE OY. BERRA 
MARDEN MU LH AAS SE SORE TE LI 
SIGARCH MBAR EH I 多 年 生 的 疏 装 用 本 科 植 物 

的 存活 期 为 3 一 6 年 或 更 长 。 
， 政 闭 禾 本 科 植 物 类 群 包括 下 烈 一 些 植 愧 : 猪尾 草草 地 羊 茅 、 

SEU ES MASE OS AR ESE ARIEL SR EEE ICH 
BARRED HE AAR BAAS, PURE AAA, 

EM MSE EZ UR, ER 
PIERS ET RRR, CE UR EM 
慢 ( 等 到 第 三 或 第 四 年 )。 作 为 牧 电 植物 它 具 有 特别 高 的 价值 ; 能 
ARE 10 年 或 更 和 久 。 

根 状 荃 朴 装 禾 本 科 植 物 计 有 : SAR GER)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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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EN. 

2 和 图 96 6) 具 有 位 于 土 面 上 的 分 蓝 节 ， 因 此 ,已 

(i is 图 96. 禾 本 科 植 物 的 
oo: 5y Semis: 

m7 Vo OT a. UREA 
.8 A, | 6. Gite AAR 5 

iy B. FEB ARAR 

AWW 
PES R AS BAVA: HASSE BE TS 

RAR BA AR: 生殖 枝 ( 带 有 FHA AV 

Sebe OAR IRIE RIE 的 枝条 )。 

按照 植株 的 外 形 又 可 区 分 为 以 下 三 类 ; 

上 繁 禾 本 科 社 物 ”它们 的 时 沿 着 整个 节 程 分 布 (无 世 汰 考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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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E GSR RE OEE RL SE EE); sf 
FeRAM 蕊 们 的 时 多 后 是 根 生 叶 ， 具 有 少量 的 生殖 

HGS AA ESE ES BD; 
ESR AE “EINE LRA RLS PR 
Hi 2 P28 ESE EIS 

BR SAL + A Rr ORE 
| GRAPE ERE > FEB UAE EE 
28 DL LT UE LES HZ FARE ARE 
的 营养 物质 为 禾 本 科 禾 草 的 一 倍 定 。 这 类 收 草 的 缺点 ， 是 在 干燥 
和 在 收获 时 时 子 容易 散落 和 破碎 

只有 当 壤 高 度 肥沃 时 ， 才 能 获得 豆 科 履 草 的 稳定 产量 ， 因 
此 ;性 须 应 用 严 钾肥 料 , 而 酸性 土壤 则 必须 施用 石灰 。 豆 科 清 物 能 
借助 于 根部 的 根瘤 从 空气 中 吸收 氨 素 3 井 用 它 来 丰富 土壤 。 

“ 核 照 分 幕 的 方式 , 豆 科 植物 分 为 以 下 四 类 :1. SE BL 
RLSM AN SH Ae SE EAE ITE PE 52. BUR RC PHL 
CER WE) 53. REE AGE) 4 草 生 性 豆 科 
植 昼 ( 自 三 叶 草 )。 

为 了 建立 播种 的 草地 ,可 根据 气候 条 件 播种 以下 的 豆 科 情 物 : 
= —_ f= =H AEN, AE—ZBEK 
HAMA AE RE, MPR A ROR PAE Be 
AA fH 2 J (Ly RO FES PRA BAO X 
RR RAR PASE, Bri A 

的 多 年 生 牧 草 都 称 为 杂 类 牧草 。 在 浏 草场 和 收场 上 ， 这 类 植物 并 

非 人 所 期 望 的 ,因为 节 们 的 存在 于 草 层 中 ,使 得 大 部 分 的 干草 产量 
. 成 为 万物 , 粗 贬 的 划 不 为 性 冀 所 喜 食 。 当 放 收 利用 时 ,也 有 许多 的 
植物 是 性 音 所 不 唤 的 ,例如 ， 窗 酸 模 \ 女 揽 苦 。 许 多 的 植物 是 有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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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 AHN BSLIn eer ak 
BAR BARES). | 

FEF RHE, Fee ON IG Oot RE HD 
SPAT: (HUE ERE EER EIR, FE 
带 中 ,为 性 冀 所 喜 食 的 填 有 : 葛 缕 子 、 薄 公 英 、 闭 属 和 莫 著 。 

水 草 科 收 划 与 杂 类 收 草 一样, 通常 也 产生 不 很 适口 的 \ 含 有 少 ， 
量 钙 和 磷 的 蚀 料 。 但 是 ， 在 这 类 钙 物 中 (包括 灯心草 才 ) 也 具有 外 

半 品 蛙 优 良 的 植物 ,例如 ;北部 的 水 昔 和 早熟 荤 ， 干 捍 地 区 和 山区 
Poco 
成 性 冀 的 季节 性 的 牧场 馈 料 。 

由 于 收 期 用 作 干 草 的 时 间 之 不 同 ， 或 者 是 由 于 在 愧 场 上 哨 收 
时 间 之 不 同 , 多 年 生 收 草 蚀 料 品质 的 变化 是 很 大 的 。 在 开花 后 收 草 
的 营养 价值 和 适口 性 显著 降低 ， 因 为 蛋白 里 和 和 扰 机 麻 类 的 数量 减 
少 了 ; 胡 臣 下 素 的 含量 早 在 开花 之 前 (于 形成 蓝 程 后 ) 即 显著 减少 。 
在 延迟 济 贿 干草 或 延迟 嘲 牧 时 ,多年生 牧 草 所 含有 的 营养 牺 质 ; 志 
之 在 从 抽穗 到 充分 开花 时 期 ;要 减少 三 分 之 一 至 一 富 。 

3 

1. 试 列举 草地 草本 植被 的 各 个 类 群 并 对 它们 进行 沟 济 评价 。 
2. 禾 本 科 植 物 的 分 化 过 程 是 怎样 进行 的 ? ae 

8, RRR E HIE SF AE RL DO EI SEE 
AERA PERM RAR HD Benes 

4, FBR HOPS A? iui 
5. CE OO SEC ES PTS LET ES TS EY 

AA E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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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草 场 与 牧场 的 基本 类 型 

在 我 国 广大 的 儒 士 上 自然 条 件 是 非常 多 种 多 样 化 的 。 由 北 往 
南 存在 着 苦 原 带 、 森 林 草地 地 各 .草原 地 带 和 莞 漠 地 带 。 在 它们 之 

_ 间 还 具有 过 滤 带 :森林 苦 原 、 森 林 草 原 和 定 幕 沟 。 在 每 一 地 带 中 , 按 
照 自 然 环 境 条 件 存在 着 自己 的 一 定 类 型 的 测 草 场 与 收场 。 

在 地 要 的 影响 下 ,在 一 个 地 带 的 范围 内 ,甚至 往往 在 一 个 牺 体 
农庄 土地 利用 的 范围 内 ， 环 境 条 件 都 会 显著 地 不 同 。 由 于 六 草 声 
或 收场 所 处 的 位 置 不 一 样 (位 置 于 高 地 上 、 竺 坡 上 或 低地 上 ), 草 地 
植被 获得 水 分 、 营 养 物 质 光线 和 热量 的 程度 也 就 有 所 不 同 。 因 面 ， 
在 草地 桔 蕉 的 种 类 成 分 、 单 位 面积 产量 和 蚀 料 品质 方面 也 就 显得 
有 差别 。 
在 森林 草地 地 带 和 在 其 他 地 带 的 河流 泄 油 地 上 ， 主 要 是 四 多 

年 生 草 本 植物 构成 的 草地 植 稚 形 成 的 。 草 地 的 草本 植被 可 用 求 收 
PR, BREIL. 

Sere sib aA Bi 

护照 自然 条 件 可 将 草地 分 为 以 下 两 类 :1. 大 陆 草 地 ,2. YA 
草地 。 sere 

大 陆 草地 双 区 分 为 干 谷 草地 和 低地 草地 (图 97)。 
握 谷 草地 占有 地 旁 高 起 的 部 分 和 条 坡 。 这 里 的 地 下 水 位 很 深 ， 

不 能 为 植物 的 根 所 吸收 ,因此 , 植 秆 只 能 靠 大 气 降水 来 湿 油 ， 工 且 
这 种 降水 是 不 均匀 的 。 这 些 草地 的 士 壤 是 缺乏 营养 物质 的 竺 草 灰 
化 十, 往 往 为 淋 溶 土 , 酸 性 土 。 

干 谷 草地 中 ， 可 区 分 出 移 对 干 谷 和 正常 干 谷 。 前 者 分 布 子 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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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 上 ; 后 者 则 分 布 
于 对 坡 上 ， 或 具有 
BF SE Die Ay 
土 ， 或 不 浸水 的 谷 

地 上 。 oe 
Tea «OT. RHE Lee 

oe 草地 的 分 布 图 式 
bh, AVERY 3 
RAP: RACES. DA WERE UH, . 
SEMEN AOU NUT BSS 4 一 8 PE RE 
ian ea Bese 

ETA ES SEE 白 三 叶 草 和 用 三 叶 草 ， 
末 类 收 草 中 则 可 见 到 黑 蕊 菊 属 、 斗 莲 草 局 、 酸 模 属 。 干 草 产量 为 每 
BH 10 一 15 A, FEAL ie fF FER BARA 

ESE MG Rr He BE A , FESS Hh Hi Be Ga FES RAG EARL 
opt es 

SEER RS BIAS, FEES RR 
BUSWKD, KHPTSERSAM HOS ER, Bee 
其 他 的 牧草 。 这 样 的 草地 在 进行 了 不 很 互 大 的 土壤 改良 工作 后 ;应 “ 

将 其 包括 到 蚀 料 输 作 的 成 分 中 ， 和 在 其 上 建立 播种 的 浊 草 场 与 牧 
| 

REAP YG I A OTT AE BE 
ALIA WAS AHO. TES BURGER AR OK, bok A 
FRA RMA LURID, TETRA EEE 
MOA FAP BE 5B UN Ae AEBS 8 A HER sR 
ERE ELS. SOS Fave, BI FERC 
FAAS SMA RES RD RE RR 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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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S MAE AR FRE FA AB Se Be: BE IE TE 
REE SHE OG AE UR Se 
CEB. WM LPR EA 10-15 A. FRE 
料 价值 不 高 。 为 了 在 这 种 地 上 引入 栽培 证 物 ， 应 将 低地 草地 上 的 
seagate 

澄 地 草地 最 有 价值 的 天 然 划 草场 和 收场 是 分 布 在 春季 稚 
ae TETRA 
APRIL Ke EE 
狐 积 ， 这 样 就 能 用 营养 物质 来 丰富 土壤 。 渡 没 时 期 的 长 短 和 深度 
DRUM RAHEEM, TESOL KR 
FARE BEEK EK AAA LEAD, WEE 
中 的 营养 物质 要 多 得 多 。 

UVC HOLE AVE RUE EA Le TE 
ABRBML RIAA EN L, -LEFORE, TAT ES Ha et 

he PETRIE Ab BBY BAS — RIL AEG 3 厘米 或 更 
JB) FERIA FAR REE 
RURAL, HETERO 

.起 着 巨大 的 作用 。 沁 证 地 上 地 下 水 的 水 位 决定 于 河水 的 平常 水 位 

《高 度 )。 因 此 ， 某 一 地 段 的 湿 油 条件 是 以 它 所 处 的 位 置 平常 水 位 
的 高 度 为 转移 的 。 

按 从 河床 到 基 岸 的 横断 面 来 衣 , 可 以 分 成 河床 附近 的 .中 央 的 
和 阶地 附近 的 泄 讨 地 [图 97) 。 

河床 附近 孔 小 地 在 大 多 数 情形 下 都 是 高 起 的 ,因此 ,春季 有 时 
完 至 不 浸水 ， 或 者 是 短期 地 寥 一 浅 层 洪水 流 没 。 这 里 的 淤泥 层 为 
砂 质 的 或 砂 壤 质 的 。 地 下 水 的 水 位 处 于 2 一 5 米 深 处 。 直 于 地 下 水 
药 毛 管 上 升 作用 不 存在 ,这 些 水 分 只 能 被 具有 直 根 系 的 、 深 深 地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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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的 植物 利用 。 HEB APRIL ENS, CHEER ta 

件 。 

| SETAC HISICICARES LAS DUO: Sie ESE DEUS. 

REE AEE I , FREA 10—15 公 捏 。 

Fe STC SE AL Hh A BS HT, BSA PAC 

位 于 1—2 REESE VAUERVE HOBURY EL AY UL PETER BLAY HE 
SUR RATROEAR IE, ERRATUM, EE 
BM STRBKENE PA, WR EBERT A 

娘 . 草 地 羊 荡 、\ 猫 尾 草草 艾 ̀ 草 原 山 牧 豆 、 红 三 叶 草 和 杂 三 叶 草 - 杂 : 
类 牧草 中 则 生长 着 (往往 是 大 量 地 ): 密 酸 模 、 白 芷 局 、 那 芹 及 其 他 。 
干草 产量 为 每 公顷 2 一 5 Mit, 
gece ORG -F TORE em 3 
ULI WEE EE, AFR A 
RE RE SVEREATA. ECAC, SEM. 
+E FER WA AA PKA SZ Loy RSE BBE 
A OME RS AR A EES RAF Be os BE: 

BMRA BSB SB aD. BAA 
His (2 KE SE A ZENO (ST 
Beh ES , EEE tn AEAE AT SETI : ETE REE) 

SAIETERIAR CR SEER TATE LI RE 
fa EHR EP ASAT OME BY WES 5 BB, 

森林 草原 与 草原 的 天 然 计 草场 与 收场 

森林 草原 与 草原 地 带 的 浊 草 疡 与 牧场 ,也 分 成 于 谷地 \ 低 地 种 E 
“如 误 地 三 种 。 对 于 这 些 地 带 求 谤 ， 甚 特点 为 在 大 部 分 营养 期 间 肉 
缺少 水 分 。 结 果 是 : 草 |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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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村 焦 ， 草 层 中 高 生 的 和 宽 叶 的 禾 本 科 植 物 的 数量 显著 减少 。 
森林 草原 与 草原 地 带 中 的 干 谷 浊 草 场 与 收场 ， 是 分 布 在 高 超 

-的 分 永江 地 眉 上 、 科 坡 上 和 平地 上 。 志 个 的 温 油 是 依 先 大 气 降水 。 
在 这 一 类 里 双 可 区 分 为 下 烈 各 种 类 型 的 浊 草 场 与 牧场 。 

黑 十 上 的 未 本 科 - 杂 类 草草 原 ” 它 们 分 布 在 平坦 的 分 水 界 地 
区 。 在 森林 草原 与 草原 地 带 的 欧洲 部 分 ， 这 些 草 原 多 定 已 经 开 脏 

.出 来 了 。 宅 们 的 天 然 草 层 的 成 分 包括 下 列 各 种 植物 : 直 梗 誉 麦 . 草 
REA AAR, RAR WS, SRA ， 

EAR, FREAD 15 MIL. 
FRE LASSER EAM ATER eH IA 

HUH BEEP BU a OE : EH SESE SESE VR SAT 
ATEN ZRIR BS, REIN ISL EER 
HEPES EMME Re ROS LAE 

_ 主 上 占有 大 量 的 面积 。 这 里 的 基本 植 蚁 为 沟 叶 羊 茂 、 俄 斜 茅 、 篇 观 

草 、 海 营 。 仲 夏 时 候 植被 枯 焦 。 沟 叶 羊 荡 - 针 东 草 原 在 春季 和 秋季 

用 作 收 场 。 干 草 产量 为 每 公 藉 5 一 8 公 担 。 
rch RMA TM: 1. BARRE, BA 

$F BAHIA ES (FE LAE 6 SSB RB BA) HE 

收 划 主 要 用 作 青 崇 料 ;2. 冰 草 -分 枝 冰 草 熟 范 地 ， 在 它 的 草 层 中 伏 : 

枝 冰 草 和 分 枝 冰 草 占 优势 ,这 种 范 莞 地 是 优良 的 浊 草 场 , 每 公 硕 能 

产生 15 一 20 公 担 干草。 

本 

答 耸 布 以 及 从 布 于 分 水 界 的 低地 上 。 们 之 中 可 区 分 出 沿 漂 地 和 

we. | 
沼泽 地 旋 们 主要 分 布 在 西西 伯 利 亚 的 森林 草原 中 ， 位 于 河 

流 之 问 的 广 关 而 平坦 的 低地 上 。 在 这 里 草地 与 别 土 沼泽 相 更 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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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此 ， 草 地 的 植被 在 成 分 方面 也 是 多 种 多 样 化 的 。 在 沼泽 地 的 中 
RR ARBRE RAR ESKER, RARE 、 
是 : REAL AURA AerKES OHA TDR BAM 
TZERD 2S 2 BCS, WEES JE SE HE 

Be ESTER RB, ae 
HEY, SPAKE LPO RS EE HE 
BAR AAR Bee we Nl k$— PER MBA 
DRA, TER PIU, RIAL A 、 
CES MITE EN ESL) ALR BRB 
防 观 草 、 蓄 属 和 猪 毛 荣 马 。 溺 谷 草地 作为 浊 草 场 是 很 有 价值 的 ; 根 
PIRATE ATA ;这 里 的 千 草 产量 往往 为 每 公顷 20 一 30 Bt. 

GREED ABE AAR BORE A 
HAE CE EAST M-TH 

Br SO= Be. TY UT Ae EE By, TAO 
PREG HOS MUA TREY Fe EEE FERRARI 
TH FIT TT EVE PUM , ATR ke PRAY BAZ 
BU FS ARCH ACER Pa AL SOK BERR TEC 、 
TEER NE, | : 

SOME HORE EY TCH EEE FUER KBE 
PUGET PMY Re ERIE 

PA Fee BG 

FEES ROS b, EBV AEP, ee 

，” 欧 草 层 稀疏 ,夏季 严重 顶 焦 。 按 照 草 层 的 成 分 ;可 区 分 出 下 列 各 种 

类 型 的 牧场 。 

禾 本 种 - 蔓 属 禾 塌 这 种 牧场 分 布 于 严重 区 演 化 的 栗 士 带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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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RBI Jee LAL PLE HSER IM iri 
BF 4-6 公 担 干 草 。 

RAAB “EPSP USE MER TL SE SE 

FUR, WR EELS YEA RAW 
‘LSE IEA ASE EE AP ET Hh A, PE 
oF Bil Ss A RL SESE BR ESE TEE. 

ERB BERR, HE, BARRA 3 一 5 BHF 

草 。 
芒 扁 - 猪 毛 荣 属 收场 这 种 收场 具有 很 明显 的 季节 性 。 春 季 ， 

在 这 种 收场 上 下 列 植物 占有 优势 : 球 花 早熟 禾 、 草 原理 一 年 生涯 
SB KE B kS—EBWHEARB; 夏季 植被 枯 焦 。 主 
要 用 作 羊 和 厂 陀 的 秋 条 季 牧 场 。 产 量 很 低 , 每 公 贰 仅 能 产 1 一 3 公 
担 干 草 。 

山区 刘 草 场 与 收场 

在 我 国 的 高 加 案 、 多 山 的 哈 莫 克 斯 坦 \ 吉 尔 吉 斯 \ 塔 吉 克 斯 坦 、 
饲 兹 别克 斯 坦 和 阿尔 素 具 有 许多 的 山区 草地 。 根 据 至 苏 位 料 研究 
所 的 材料 ,山区 禾 声 的 面积 大 网 为 40;000;000 公顷 ， 而 山区 刘 草 

SB AYIM BAHIA 25500, 000 UE, 
出 区 草地 的 特点 如 下 : ERA UR BRR 

Ge APA LEAS) ,地 势 非 常 多 种 多 样 化 , 光 厂 状况 和 热量 状 观 
很 特殊 。 | 

山区 草地 中 可 区 分 出 : 山葵 草地 和 低 山 草地 一 位 于 山 的 下 ss | 

at, 
低 山 草地 分 布 于 南 上 拉 尔 \ 阿 尔 泰 山 、 天 山 和 帕 米 尔 。 在 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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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润 的 地 带 中 ,在 这 种 草地 上 形成 高 生 的 草 层 , 这 种 草 层 由 下 烈 各 
植物 构成 : 移 脚 草 、 无 世 誉 麦 、 拂 子 茅 属 、 草 地 羊 茅 . 早 熟 禾 属 和 铬 

OE, BAP AE Se ee 
RUA SEB. RRB Rah. EATEN AR 
有 价值 的 。 

”在 干旱 地 区 低 山 草地 的 擎 层 由 下 列 各 植物 构成 : 沟 叶 羊 苦 草 
原 猫 昆 草 、 燕 麦草 、 移 脚 草 ̀ 坟 月 禾 。 这 些 草地 可 用 作 收 场 。 
高 出 草地 区 分 为 亚 高 山 草 地 和 高 山 草地 雨 种 。 
亚 高 出 草地 分 布 于 1;800 一 2,500 米 高 处 。 其 特征 为 收 革 的 种 - 

MATE ae, ASTER EF AE ES SE 
BB AVBEAO TS AER ARB, AEAERLATE TS UE, BAS 

SER ESERIES HEAL; TLE AIR AEE Sea 

b, RAS Stee EF 

"Gey LR SAO TFA 5 ab J Pe UE, I RE 

层 成 分 如 何 而 定 。 干 草 的 平均 产量 为 每 公 希 8—15 BH, 

高 由 草 地 位 于 出 地 的 最 高 处 ， 扩 展 到 雪线 和 冰川 境界 。 这 里 
的 草 屠 很 低 65 一 15 厘米 ) ， 在 下 屠 中 为 花 丢 。 收 革 中 计生 长 着 租 
ARS RAL EU ORE LE, PAR eS, PRUE 
SLATTED 5 一 8 ZH RS ai A Ob BS ROPE SCH 
Brome 

草地 类 型 和 草 层 的 变化 

为 了 硼 积 对 草地 的 正确 管理 和 最 好 地 进行 利用 ， 不 仅 忆 须知 
道 理 地 的 类 型 和 它们 的 位 置 ， 而 且 还 应 该 了 解 在 自然 力量 和 人 类 
活动 影响 下 在 草地 上 所 约 生 的 各 种 变化 。 例 如 ， 位 于 具有 重 等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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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的 平原 上 的 干 谷 草地 ,由 于 春季 和 秋季 过 分 湿润 的 和 结果 ,开始 沼 . 
漂 化 并 可 能 转变 为 高 位 泡 泽 。 低 地 草地 核 不 同 的 方式 发 生变 化 。 由 
于 坏 面 还 流 的 水 分 使 湿 油 程度 增长 〈 在 砍伐 尽 分 水 界 地 区 的 森林 
时 ,能 观察 到 这 种 增长 现象 )， 随 着 湿 酒 程度 的 增长 在 重 质 土壤 上 
发 生 水 河流 的 泊 积 ,这 样 就 能 导致 沼 译 化 ,然后 并 形成 沼泽 。 在 轻 
硅 土 壤 上 ， 沟 全 可 能 引起 河床 的 加 深 和 加 寅 。 这 种 天 然 的 排水 作 
用 促使 低地 草地 转变 为 正常 干 谷 。 河 泌 泥 浅 地 上 沁 泥 屠 的 每 年 沉 
积 , 河 床 的 迁移 及 形成 河床 ,可 导致 草地 类 型 的 根本 的 变化 。 

所 有 这 些 变化 往往 引起 不 良 的 后 果 ， 降 低 草 地 的 生产 力 。 因 
此 ;必须 经 党 地 注意 草地 的 状况 ,并 采取 及 时 的 措施 来 防止 草地 的 

te. 
i iccticinnains.spscamaer 1. 季 

节 性 的 和 水 年 的 变化 ，2. 与 生 草 过 程 相 联系 的 草 层 种 类 成 分 的 变 
化 ;3. 由 于 利用 的 影响 而 发 生 的 变化 。 

草 屠 种 类 成 分 的 季节 性 变化 在 干旱 地 区 表现 得 最 为 明显 。 这 
里 在 春 初 区 小 的 禾 本 科 秆 物 与 荡 草 科 慷 牺 开 始 发 育 ， 而 在 春 未 则 
SEAWARD FIES , ADD RAR -5 oA 
圳 亡 。 多 年 生 禾 本 科 慎 物 于 夏季 前 后 期 达到 充分 发 育 后， 同样 也 
告 烙 美 。 悉 季 双 重新 长 出 一 些 禾 本 科 慎 牧 , 良 好 发 育 , 特 别 是 营 属 ， 
AVSIM RAAB al EH 

FLEE; PMO POE AED, WOE GREE, 3x 
点 影响 到 草地 的 种 子 产量 和 总 的 产品 李 。 在 干旱 的 年 分 产量 降低 ， 
倡 收 齐 的 向 料 价值 有 所 扣 高 ; 

个 生活 过 程 中 , 屁 的 地 上 的 和 地 下 的 器 官 不 断 讼 亡 ,并 形 丰 新 的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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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BRE. AR, CEES BR LOHR BEB He 
分 。 威廉 斯 把 在 植 愧 和 微生物 生活 活动 的 影响 下 在 草地 土 吉 中 积 _ 

“ 累 有 机 物质 的 这 一 过 程 ， 称 为 土壤 形成 的 生 草 过 程 。 土 壤 中 积累 
的 植 电 豆 余 愧 越 多 ,土壤 结 持 得 越 加 严重 , 则 空气 和 水 分 越 难 进 大 
土壤 中 。 有 机 物质 分 解 胡 慢 , 供 植 愧 用 的 扰 机 营养 物质 越 来 越 少 : 

植被 开始 发 生变 化 。 
FEHR RESIDE EH LIPTON, ARSE 
出 高 条 的 杂 草 : BRP ADE SS DEE I EA, 
阶段 称 为 高 杂 草 阶段 。 帮 过 2 一 3 年 后 ,高 杂 草 植 丢 为 下 列 的 根 状 
LEAR TRE RAE ESE EE EH 

yk — Mt BPR KEE TBE. SK BA, BRA 

草 层 。 随 着 有 机 残余 物 在 土壤 中 的 积累 和 土壤 的 逐渐 密实 化 ， 根 
状 莹 的 发 育 日 丛 靠 近 地 面 ， 在 这 里 它们 慢 慢 地 误 亡 并 从 草 层 中 退 

出 。 这 一 阶段 的 植 稚 可 用 来 制 草 。 
根 铸 莹 植物 的 地 位 后 来 秆 疏 闭 有 秒 本 科 植 物 占据 《 朴 娄 禾 本 科 
植物 如 : 猫 尾 草草 地 羊 菠 、 夕 观 草 、 落 草 及 其 他 等 ) ,这 时 便 开 始 草 
地 的 疏 装 阶段 。 上 述 的 禾 本 科 植 物 在 草地 表面 上 形成 草 装 ， 才 过 
6 一 8 年 后 ,这 种 草 闭 非常 强大 ， 以 至 使 空气 和 水 分 很 难 透 和 土壤 

中 。 玻 装 禾 本 科 情 物 的 生长 条 件 变 坏 ， 它 们 乏 渐 地 稚 下 列 的 密闭 
禾 本 科 植 物 所 代替 :在 森林 地 带 中 为 甘 松 荡 、 撩 草 ， 在 草原 地带 为 

SEB EME. | 
HON FERRE ASE Be. PT TARA RATE 

SRO AER, TEE SEALE 生 草 过 程 进一步 
发 展 的 粘 果 ;, 过 分 湿润 的 草地 开始 沼泽 化 。 

在 经 济 方 面 最 有 价值 的 草地 阶段 ， ree ee 

EDL AAR ED BE RZ MAO DET BL, Ba A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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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密闭 禾 本 科 植 物 的 出 现 ， 草 地 的 产品 这 显著 下 降 。 这 种 草地 必 
须 用 重 耕 和 建立 播种 的 浊 草 场 与 牧场 的 方法 ,根本 加 以 改良 。 

在 利用 的 影响 下 所 发 生 的 草地 植被 的 变化 ”各 种 利用 和 管理 
草地 的 方法 ,按照 不 同 的 形式 影响 草 层 种 类 成 分 的 变化 。 在 主要 的 

” 禾 本 科 植 物 开 花 和 豆 科 植物 孕 昔 的 时 期 及 时 制 草 ， 便 会 排斥 这 些 
植 愧 和 许多 杂 类 收 划 的 自动 播种 的 可 能 性 。 闽 夺 了 自动 播种 可 能 
性 的 植 旷 , 在 才 失 了 屁 们 的 营养 繁殖 (分 药 ) 的 能 力 后 , 便 从 草 屠 成 ， 
分 中 退出 。 开 始 时 装 生 的 豆 科 植物 (例如 ， 类 三叶草 和 杂 三 叶 草 ) 

退出 ， 然 后 疏 装 的 禾 本 科 植 物 退 出 。 旋 个 的 地 位 惟一 些 价值 不 高 
的 牧草 所 占有 ， 这 些 笋 划 的 种 子 能 在 济 割 之 前 成 熟 。 

OUR NII EEL OR oh RE 这 
种 增加 情况 在 迟 割 和 低 制 时 特别 显著 。 - 
ERB BT EHR ER DN HT SR 
ma DAES RE AU-LBE, ALAN TE a Soh RE Ht AST BBE 
PK, SRL RS, RL LKR 
HME BEA LEP HE BRS. OMAR A 
EARL BORAT & CORRE TAR. ROR OBOR RUE T 
的 牧场 。 
“干旱 地 区 中 低地 草地 上 的 过 度 放 收 可 导致 土壤 的 中 演化 ， 而 

PE WL SUE: Se | RE AES FALE BE HBL 
AER 23 ky WIR Se BBY EA A: 7 ELT Ey. 

PED BSH LER AERA, FES HS A LETHE 
Ky AUER HET HEE, 以 及 把 这 些 措施 与 施肥 、 生 草 层 的 更 
新 、 防 除 杂 草 筹 配合 起 来 ;是 可 以 按照 人 合 所 希望 的 方 向 根本 改变 

“草地 的 类 型 和 植 稚 的 种 类 成 分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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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d 

1, 森林 草地 地 带 的 草地 分 为 哪儿 关 ? 
_ 2. 哉 说 明 森 林 草 地 地 带 的 草地 类 型 HE PE ERED, 
3. 对 草原 地 带 和 莫 江 地带 及 山区 草地 作出 如 上 迹 的 说 明和 评价 。. 
4. 何 疆 土壤 形成 的 生 章 过 程 ? 它 的 各 个 阶段 是 怎样 的 2 
5. 割 草 和 放牧 怎 衬 影响 到 草地 和 草 层 的 种 类 成 分 ? 
6. 季节 性 的 和 和 逐年 的 变化 对 于 草 层 具 有 怎样 的 影响 ? 

1. 草地 各 阶段 的 更 奉 、 季 节 性 的 和 逐年 的 变化 对 于 草地 的 正确 币 用 具 

有 何 种 意义 ? 

天 然 浊 草场 与 牧场 的 改 复 

EGE fits AR NES 与 牧场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的 基本 措施 如 

下 : 1 水 分 钛 如 和 答 气 然 刀 的 调节 2. 草 地 表面 的 平整 和 请 除 ,3. 

SRE SE i. 施肥 。 

水 分 状况 和 空气 状况 的 讽 书 

- 草 层 中 主要 为 多 年 生 禾 本 科 植 物 的 一 公 蒜 草地， 在 营养 期 内 
HB 50,000—70,000 升水 分 。 但 是 ， 土 坟 中 水 分 过 多 ， 或 者 甚至 
偶而 遇 到 相当 长 久 时 期 水 分 停 沾 在 草地 表面 上 ， 也 都 会 导致 草 层 
EH, 使 得 出 现 许多 营 局 植物 灯心草 局 植物 和 杂 类 收 划 ， 降 低音 
位 面积 产量 。 此 外 ， 水 分 的 长 期 过 剩 能 熔 短 作为 收场 的 这 种 草地 
的 利用 期 限 ,而 且 还 能 引起 病害 ,有 时 甚至 引起 性 音 的 中 考 。 这 是 
pia PEM Jab oh HBT Aa SA, HEE eB 
他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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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水 分 不 足 时 ,许多 有 价值 的 植物 从 草 屠 成 分 中 退出 ,或 者 
个 的 生长 十 分 差 , 以 至 地 上 部 分 的 产量 往往 每 公顷 至 多 只 有 5 一 6 
ZH | : i> 

水 分 过 多 主要 发 生 在 森林 地 带 ， 那 里 降水 的 数量 超过 植物 所 
薰 发 的 水 分 的 消耗 量 。 相 反 ? 在 干旱 地 区 ,植物 所 蒸发 的 水 分 超过 
植 愧 由 降 永 而 获得 的 水 分 数量 。 人 无 论 在 哪 一 种 情况 下 ， 为 了 获得 
PORE ENUF ,都 必须 进行 土壤 改良 和 水 利 技术 工作 。 

so ERIKA BERR 

AMM REAR AS IL, AE 
FEARS RAB TEARS, SPER VETER Al. AEM HAE 
Mi FAAS LAAT BISA TS, FB 
TR. SUELO EOE RET» PPAR A 
RBH , BSE A hE CR | 

aA TI Ba FUER RE TBE AES 
水 草地 和 低地 草地 上 往往 会 发 生 流 没 和 沼泽 化 。 要 消除 草地 上 的 
这 种 不 良 现 象 ,首先 可 采用 除去 提 寺 的 方法 (如 果 这 种 坦 雯 没有 重 
PLGA EARS) SLICES LA 

”草地 的 灌流 

在 干旱 地 带 夏季 缺 雨 的 情况 下 ,和 在 其 他 的 地 区 ,为 了 获得 稳 
定 的 产量 ， 必 须 进 行 补充 灌 浙 或 在 土壤 中 积累 水 分 。 目 前 具有 各 ， 
种 各 样 的 江浙 方法 , 花 烈 举 如 下 : 

工 . 毒 水 淮 浙 (在 干 谷中 闭塞 的 低地 上 及 河谷 中 ); 
2. 借助 于 专门 的 人 工 降 雨 设 备 ; 
3. 通过 用 堤 场 和 排水 洲 来 提高 地 下 水 的 水 位 ( 涂 透 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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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an atl 

留 融雪 水 ， Re. 

在 最 近 的 10 一 15 年 来 ;我 国 社 会 主义 农业 的 先进 工作 者 制定 
了 一 些 最 简单 的 灌溉 方法 ;并 正在 顺利 地 运用 ,这 些 方 法 便于 干旱 
地 区 或 温 油 状况 不 稳定 地 区 的 每 一 个 集体 农庄 加 以 采用 。 

春季 草地 的 暂时 渡 浸 ”高尔基 州 达尔 谣 - 康 斯 坦 丁 诺 沃 区 的 
一 些 集体 农庄 ， 按 照 下 迹 方 式 实现 这 一 措施 。 在 有 小 河流 流 帮 的 
河谷 草地 上 ,春季 用 木质 的 或 土质 的 坦 均 反 水 ,这 种 埋 雯 位 于 小 滩 
双 河 的 河口 之 下 。 巨 大 面积 的 草地 就 这 样 琢 漠 浸 。 水 流 带 来 从 田 
Hh LI ERICEIRA UA ELE BOR, FERIA BE 
JAR TEES a 5 ES ORE DUE RAE BP HANS 
TABATA, TEL oRAy PEs Eb, ART RAE 
A 50 公 担 或 更 多 的 质量 优良 的 干草 。 

Bil Are At SI ALR”. “ORL. “BR. BR”, 

“ 基 洛 夫 ” 及 其 他 等 集体 农庄 ,在 捷 沙河 上 建筑 了 坦 雯 ,在 长 达 16— 
20 公 里 的 草地 贞节 了 水 位 。 这 里 草地 的 江浙 是 按照 从 下 面 诅 混 

的 原则 来 进行 的 。 夫 家 知道 ， 妃 效 地 河谷 地 下 水 的 水 平 是 与 平水 
位 一 -河流 中 的 水 位 -- 一 相 适 应 的 。 随 着 平水 位 的 提高 ， 泄 小 地 

ae: ee 
FS T AHOLD. 
SCREW ERA BIE Hee FERRER ET DIGSBIBESE, a0 

ee ea ER BRA PREKRAE ERA WARES 

AAR NAD PSE AL ME ERT Hs 

WE PIL bh eB BID 很 有 趣 的 一 点 是 ， 草 ， 

层 种 类 成 分 的 更 换 在 第 一 年 就 已 交 很 显著 了 。 
但 是 ;必须 注意 , 在 大 量 坪 水 直接 降落 到 草地 表面 的 时 期 )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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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PRWRAY AE PRCA 1, PERCREAU EIU, DA ZRIT FPSB A PS Ho 
SRK, BHKASRAKARE-M EA, TEP 
PUI PSE FA ;以便 把 水 位 提高 到 必需 的 高 度 。 
建立 冰 堆 “这 一 措施 是 淮 浙 实 践 中 的 一 种 完 至 新 的 措施 。 在 

布 里 亚 特 蒙古 苏维埃 社会 主义 自治 共和 国 中 普 融 应 用 这 种 措施 ， 
在 这 里 首先 由 著名 的 草地 栽培 家 格拉 西 莫 夫 实现 了 这 一 措施 ， 他 

是 半 烈 庚 区 “ 联 共 ( 布 ) 第 十 八 次 党 代表 大 会 > 集体 农庄 中 的 成 员 。 
通过 建立 冰 堆 以 求 积累 水 分 的 措施 如 下 :横着 河床 ,在 具有 不 

易 讳 而 的 河岸 的 狭窄 处 ,打下 一 烈 木 本 ;它们 之 间 互 相距 离 25 一 230。 
潮 米 。 顺 着 永 流 的 方向 ;在 木 椿 附近 将 掉 有 广 肥 的 莹 穆 沉 入 水 中 ， 

| 用 这 种 办 法 来 筑 成 坦 寺 。 当 河上 灶 冰 时， 在 冰 中 造就 高 于 坦 坟 的 

环 窒 窒 , 而 浴 出 到 冰 面 上 来 的 水 , 则 均匀 地 流 注 广大 面积 。 在 冬季 

期 关内 ZA 3 一 4 AHMAR, HELV BT 

到 冬季 未 期 ,积累 了 大 量 的 冻 水 , RK, 这 种 冻 水 在 融化 后 可 用 来 

蕉 溉 广大 的 草地 面积 。 

先进 的 草地 坊 培 案 把 这 种 洪 浙 方法 和 草地 的 施肥 及 清理 配合 

起 求 运用 ,在 广大 面积 上 获得 每 公顷 30 一 50 公 担 的 干草 产量 。 在 

:全 别 的 拒 段 上 ,干草 产量 甚至 超过 每 公顷 100 公 担 。 

限 留 融雪 水 “这 一 措施 在 森林 草原 和 草原 地 带 ， 特 别 是 在 苏 

联 的 欧洲 都 分 ;可 以 广泛 地 采用 ,人 们 可 以 利用 这 里 所 具有 的 许多 

干 谷 和 于 塞 的 低地 。 在 合并 过 的 集体 农庄 中 ， 有 可 能 建筑 大 型 霸 

Sak Ae YALE 

CH GERAD AYR SEK, SOA DARE BL DERRY ES 

HW, WSC AME BH 10-15 米 。 | 

RB EET Me ROKR 
PreK, BABAR. TERCERA oR 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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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AR, WIE, 聚积 起 来 的 雪 是 补 输 水 的 源泉 ， 这 种 
_ 补 输 水 使 得 有 可 能 获取 更 高 额 的 产量 ， 井 延长 供 放 收 用 的 炸 被 的“ 
利用 期 限 。 其 灵 , 由 于 在 土壤 表面 上 具有 深厚 的 雪 盖 居 , 有 价值 的 

” 刨 料 植物 就 不 至 于 冻 死 。 

在 比较 丰产 的 天 然 草地 和 播种 草地 上 必须 运用 积 雪 措施 。 实 
Fk HAVER BA, A, RE 
RE A RES ED | 

Sis HMPA 

天 然 浊 草场 与 收场 的 广大 面积 ,由 于 不 正确 地 利用 的 苦果 , 往 
往 变 为 生产 牵 不 高 的 ， 而 有 时 则 甚至 变 为 “要 不 得 的 " 士 地 。 不 及 
时 的 放牧 利用 、 乔 用 过 分 晚期 荐 草 和 缺乏 管理 一 -所 有 这 些 都 可 
导致 草地 上 灌木 半生 ,草地 为 小 草 丘 复 善 ,而 有 时 则 可 使 生 草 层 完 
至 破坏 。 在 生长 灌木 的 地 方 ， 也 就 是 末 草 的 发 源 地 和 性 冀 各 种 病 
害 的 源泉 。 小 草 丘 阻 淆 水 分 ,加 速 沼 泽 化 过 程 。 

我国 优 秀 的 草地 栽培 家 ， 在 布 里 亚 特 蒙古 苏 维 二 社 会 主义 自 
治 共和 国 ; 在 高 尔 基 州 的 阿尔 查 马 斯 区 ,在 莫斯科 州 的 拉 薄 斯 科 耶 

区 和 德 米 特 罗 夫 区 以 及 在 一 些 其 他 的 地 方 , 全 开始 改良 草地 ,清除 
草地 上 的 灌木 ̀  树 椿 和 石 顽 ; 霸 除去 小 草 丘 。 

在 天 然 草地 上 清除 小 草 丘 而 不 进行 重 耕 ， 只 有 在 下 殉情 形 下 
才 是 适宜 的 , 即 在 草 层 成 分 中 具备 有 蚀 料 价值 的 植物 种 ,同时 小 草 
丘 双 不 很 多 ( 占 复 盖 面 积 的 10 一 15 多 )。 如 果 在 草 层 中 主要 为 交 闭 ， 
的 禾 本 科 植 物 ， 井 且 在 草地 上 具有 多 量 的 小 草 丘 ， 则 应 将 草地 重 
FERIA RRR EP 

草地 上 的 小 草 丘 可 能 具有 不 同 求 源 。 WEEE A FAB. 
RERUN AUS Ee ”这 些小 草 丘 开 始 时 通常 生 草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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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AS AAU, ORAL yb be BU A 

FHM RMA RID, HEF, AER 

LL SHO, VEE ARE J EEA HBR 

BEASEORE TARE AARC CLUES A HS 
WAHL TIER) SA ASE PLSEER, ARRON 
去 以 后 ,将 所 获得 的 草 运 到 地 段 境界 之 外 , FER HE, FASE 

堆肥 。 | : 
PAS Fe US RIZER PUB Mb ea Fe ALTE AY 

丘 。 ae a 

根 机 将 其 除去 。 
BA EE Ir APACE ARMOR; 这 种 闫 石 有 时 是 

很 大 的 。 除去 这 种 小 草 丘 的 方法 如 下 : 在 通 石 附近 控 一 个 很 大 的 
坑 洞 , 把 通 石 翻 倒 于 其 中 。 坑 洞 的 深度 ,应 使 通 石 处 于 其 中 距离 士 ， 

表面 在 50 厘米 以 上 。 

在 任何 情形 下 ， 键 除了 小 草 丘 的 地 点 必须 用 当地 肥料 或 无 机 

肥料 施肥 ,， 井 在 集 荣 素 麦 混 作 的 复 盖 下 混 播 多 年 生 收 革 。 
清除 草地 上 的 小 草 丘 ,不 仅 能 帮助 提高 童 位 面积 产量 , 井 且 还 

能 提高 攻 草 时 的 劳动 生产 率 。 在 莫斯科 州 一 些 集体 农庄 中 所 进行 
的 获 计 表明 ,在 清除 了 小 草 丘 的 浏 草场 上 ;和 在 未 清除 小 草 丘 的 六 

草场 上 上 比较 起 来 ;, 收 制 牧草 时 所 需 的 人 工 几乎 减少 了 25 匈 。 
在 灌木 不 多 , 井 且 只 是 一 些小 淮 木 而 又 稀 玻 的 情况 下 ,清除 灌 

木 宜 于 借 手 工 来 进行 。 在 相反 的 情形 下 ， 则 必须 对 草地 进行 根本 
的 改良 ， 所 应 用 的 机 具 为 灌木 镑 除 机 或 特殊 的 灌木 型。 用 这 些 机 

具 处 理 过 的 草地 ,可 将 其 划 太 乌 料 输 作 中 。 

砍伐 灌木 时 有 撩 连同 根 红 一 起 链 除 。 这 样 就 能 很 好 地 防止 治本 

的 再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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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木 和 乔木 作为 -一 种 林 分 条 鹃 ,是 具有 保藏 水 分 的 作用 ,并 能 
四 止 土壤 的 冲刷 的 ,因此 在 下 列 地 点 不 应 进行 采伐 : 

1, 河流 沿岸 和 在 沪 勤 地 上 上 一 一 在 和 遭 受 冲刷 的 地 点 3 
2, BEANE BLE L 5 | 
3. EF RM RAAF REM 
SEMEN MAIER RT BODE EE AZo EE 

I LAP RI Fa Sh SEER 
ACA Hh bBo aT RP SHE. 

在 森林 牧场 与 浊 草 场 上 , 损 清 除 枯 倒 树木 .树叶 和 树木 碎片 ; 

生 草 奢 和 草 层 的 管理 

ASS Fey es TL RIK 
ee eee ae Lae aoe 

"RSP YCREAORAIR IMR T BERN AVE GAAP EEE BRR) 52 
FE PEM SE SERA AE Lp IR Ts 
2p BUD ALI RENO — IE, LSP AS HB ASE ORR 
3653.24 TABS EAVEGE, FESCRLAUTIE TT ETN Be 
他 的 农业 技术 措施 相配 合 ,所 请 其 他 措施 是 指 :施肥 、 补 播 收 草 等 。 

在 “更 新 ” 伏 枝 冰 草 -分 枝 冰 草 芍 荡 地 和 老龄 的 首 蒂 播 种 地 时 ， 
进行 圆 盘 翅 地 。 在 森林 草 诛 和 草原 地 带 , 当 把 耕地 作为 落体 地 时 

”在 它 上 面 于 最 初 ?一 3 年 内 ,生长 高 杂 草 ( 蓄 属 、 关 局 及 其 他 ); 而 在 
多 后 的 《一 5 年 内 ， 草 层 成 分 中 占 优 势 的 则 是 伏 枝 冰 草 或 分 枝 冰 
草 , 或 者 是 这 两 种 植物 共 占 优势 。 此 时 ,这 将 是 上 述 地 带 中 最 有 价 
值 的 济 草 场 。 以 后 , 则 出 现 密 半 的 禾 本 科 植 愧 一 一 沟 叶 羊 茅 、 针 鞠 
遇 , 这 些 征 物 显著 地 降低 草 层 的 价值 及 单位 面积 产量 。 下 

hy TARE AUER AEA AR EDT Be EAR AM AES 



Ste Xie Ste . 247 

中 也 用 型 进行 重 耕 ,深度 为 10—15 厘米 , PHS EG ELAINE 
| 天 然 浊 草场 与 收场 的 草 层 的 改良 ， 可 借助 于 下 列 方 法 来 达到 
目的: 首先 是 防止 杂音 ;工区 是 补 播 收 划 ;再 丈 是 消灭 有 的 章 层 (去 
年 的 未 被 利用 的 草 层 )。 

防止 素 章 “在 天 然 草地 上 往往 可 以 遇见 大 量 的 杂 草 ， 其 中 还 
包括 有 毒 的 磁 草 , 屁 们 能 引起 农 音 的 病害 ,有 时 甚至 能 引起 致命 的 
ji, AMA BEET a, 能 损坏 畜牧 业 的 产品 : 牛奶 \ 羊 毛 
和 皮 。 Se 

FAZER, BADR AT OM PAS 
量 的 水 分 和 养料 另外, CADE DERE, SULA E 

_ 蕉 属 、 那 芹 、 女 其 莹 、 独 活 属 及 其 他 。 它 们 在 进行 干草 的 干燥 时 会 
造成 铬 外 的 困难 ， 因 为 它们 的 粗 攻 长 久 不 易 干燥 。 当 大 部 分 收 草 
已 经 干燥 并 准备 砌 操 时 ,上 述 的 那些 植物 还 合 有 830 一 40 匈 的 水 分 。 

在 干草 堆 藏 时 ,它们 便 开 始 把 水 分 过 答 干 燥 了 的 植物 ,因而 在 长 抬 
车 便 形 成 发 老 的 或 腐烂 的 干草 层 ， 性 冀 完 至 不 吃 这 种 干草 。 在 拍 

草草 地 的 草 层 中 存在 着 大 量 粗大 的 杂 草 ， 往 往 可 导致 有 长 操 或 园 志 
PRA 

BG LAE BSE PEAR, MR IE ea 
的 材料 ;在 奥 卡 河 的 浸水 草地 上 ， {His} EGA 15;0 000—115 ,000 

株 害 酸 模 , 占 产量 总 重 的 10 一 57 匈 。 
先进 的 草地 栽培 家 在 防止 杂 草 方面 配合 采用 各 种 各 样 的 措 

施 。 这 些 措施 就 是 :1. 除草 ;2. 施肥 ,3. 及 时 市 草 ,4.: BIR 

未 嗅 尽 的 残 株 ;5. 调节 水 分 和 空气 状况 ,6. 清除 灌木 。 
在 许多 集体 农庄 中 ， 当 清除 草地 上 的 杂 草 时 ,只 除去 植株 的 地 

上 部 分 ,这样 的 除草 并 不 能 消灭 杂 草 ,特别 是 高 生 的 和 粗 荃 的 杂 草 。 
这 些 杂 草 具有 深入 心 士 层 中 的 直 根 系 ， 屁 人 在 除草 过 后 能 迅速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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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 生长 ,并 且 代 替 原 来 的 一 个 枝条 ,能 发 出 五 个 或 更 多 个 新 枝 。 对 
隆 具 有 直 根 系 的 素 草 ,除草 时 必须 在 10 一 15 厘米 深 处 将 根 切断 。 

除草 是 在 春季 当 草 层 中 末 草 已 经 看 得 很 清楚 的 时 候 进 行 。 因 
为 手工 除草 是 一 项 很 繁重 的 工作 ， 只 有 在 杂 草 数量 不 多 时 才 和 采取 

这 一 办 法 。 如 果 杂 草 甚 多 , 则 在 它们 高 达 20 一 25 厘米 时 进行 测 制 ; 
此 时 ,有 价值 的 收 草 的 高 度 不 超过 10 厘米 

许多 春季 浏 制 的 植物 ,在 当年 已 泛 不 再 生长 ;因而 ,也 就 不 能 千 
种 子 。 SRE en ees ie 

”地 上 的 杂 草 清除 干净。 
er er eT 

作为 牧场 。 ERT, HS RADARS TE 

出 。 
在 收场 上 可 用 故常 浊 梨 未 狼 性 青 食 尽 的 植株 的 方法 来 防止 杂 

草 。 把 收场 改作 浏 草场 使 用 2—8 年 ,也 能 产生 优良 的 效果 
在 下 烈 情形 下 便 要 进行 牧草 的 补 播 : 1. 在 控 除 治 木 和 树 楼 之 

后 ,及 在 键 除 小 草 丘 之 后 ; 2. 在 稚 路 毁 的 牧场 上 ; 3. 在 清扫 园林 收 

” Saleh 5 4. 在 蚀 料 植物 草 层 稀 玻 的 草地 上 。 

在 补 播 收 草 之 前 ,应 在 草地 上 施用 故 肥 ,用 量 为 每 公顷 10 一 15 ， 
Di ERE PEE LIZA 2 一 3 OD, HR IS, ES 
A 1 一 1.5 公 担 氮肥 和 钾肥 及 2-3 ANS, SAA 

质 无 机 肥料 可 以 用 草木 大 来 代替 (每 公顷 5 一 7 公 担 )。 
EEE Ee RE CE Eb A 

SL ASHE PR» A FS LET IE 
FERPA ANTE PML A ALS eS EE 

SEMA BOR; 每 公顷 的 播种 量 相应 地 为 6 公斤 、5 一 6 公开 和 
6 一 7 公斤 。 在 低地 草地 和 沌 汪 地 草地 上 ， 混合 牧草 的 成 分 包括 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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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叶 草 (3 一 4 公斤 ) 或 杂种 黄 首 蒂 (5- 一 6 ZF) EMRE (5 一 6 公 
JF) BB C4—D BP) BEER (每 公 项 8 一 10 AIP). HE 

原 地 带 , 补 播 的 误 合 收 划 包 括 首 蒂 ( 6 一 8 A AREER 
誉 麦 (8 一 10 公斤 ); MERHM RAKE MRM RA (5—6 
BAER A 6 一 7 公斤 ) 构 成 。 收 革 的 补 播 是 在 早春 或 
夏季 进行 。 

消灭 旧 的 草 层 ,作为 - -种 管理 草 层 的 方法 来 瑶 , 对 于 收场 具有 
特别 重 天 的 意义 。 在 前 一 年 未 被 间 逢 或 未 被 哺 笋 的 草 层 能 显著 地 
降低 草地 的 生产 率 。 根 据 契 卡 洛 夫 气 肉 畜 收 业 研 究 所 的 材料 ， 草 
层 趾 目 草 层 的 存在 使 它 的 适口 率 降低 了 47 匈 。 
或 者 是 用 扎 拉 搂 邦 和 梳 的 方法 ,或 者 是 用 焚烧 的 方法 ,来 链 除 

卓 草 层 。 在 雪 盖 层 不 厚 的 干旱 地 区 ,可 于 融雪 后 经 过 5 一 6 天 焚烧 

旧 草 层 。 在 雪 盖 层 很 厚 的 地 区 ， 就 要 在 秋季 焚烧 旧 草 层 。 这 一 工 
作 须 在 无 风 的 天 气 或 风力 甚 弱 时 进行 , 并 且 ， 首先 损 和 采取 措施 ,以 
求 防 下 火苗 草 延 到 处 理 区 的 境界 之 外 。 为 此 ， 损 环 替 焚烧 地 段 的 
边界 ;或 者 是 沿 着 边界 烧 竣 实 度 为 5 一 10 米 的 一 条 地 带 , 并 用 机 引 
型 赫 翻 这 一 地 带 的 边 称 。 

草地 的 施肥 

在 进行 草地 施肥 时 ， 所 施 入 的 营养 物 览 不 仅 将 会 影响 到 当年 

的 产量 ， 并 且 还 能 对 以 后 各 年 的 产量 发 生 影 响 。 大 量 存在 于 草地 

十 塘 中 的 根 和 根 毛 能 防止 营养 元 素 迅 速 淋 深 到 心 土 深 处 ， 这 点 也 

就 使 得 能 施用 易 深 态 的 肥料 。 

在 天 然 浊 草场 与 牧场 上 ,是 进行 土 表 施肥 。 因 此 ,在 这 里 正确 

地 选择 肥料 的 形态 及 其 掩埋 方法 是 特别 重要 的 。 有 机 肥料 于 春季 

施用 ,均匀 地 将 其 撒 在 草地 上 , 芥 用 由 本 条 做 成 的 拖 板 把 它 压 信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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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BYZEZS IB, SERLIDR RARER, tt 

SURAT PARE, TOE PAUL 

YET, 

FEB FL — BIL HENE We AS 101mg; 
RELIEVER: REBBATAER, HESEAA 1.52 Dt 
M2 公 担 ， 过 磷酸 钙 每 公顷 3 一 4 AE OT 公 担 。 当 
有 机 肥料 侧 乏 时 ,可 应 用 大 液 或 凌 液 ,用 量 为 每 公 硕 10 一 1 吨 。、 
基肥 每 4 一 5 年 施 一 交际 基肥 外 ;必须 每 年 施 志 追肥 ,所用 肥 

料 为 气 肥 和 和 钾肥 (每 公顷 各 施用 1 一 1.5 YH) SE EO 
2 公 担 )。 追 肥 应 分 两 次 施用 ,用 量 相等 ,第 一 部 分 于 早春 禾 本 科 杆 
物 分 药 之 前 施用 ,第 二 部 分 于 第 一 次 测 割 或 哮 牧 之 后 施用 。 

低地 草地 ”基肥 一 一 用 水 稀释 过 的 属 液 或 凌 液 《前 者 与 水 的 
比例 为 1:2;， 后 者 与 水 的 比例 为 1:5)， 用 量 为 每 公顷 10 一 15 吨 ;过 
.磷酸 钙 每 公顷 2 一 3 AT, ORE AE 3 公 担 。 每 隔 一 年 分 雨 次 施 
用 追肥 , 划 可 施用 过 磷酸 钙 (每 公 项 2 一 2.5 AS 
1 一 2 公 担 )。 = 

浸水 地 草 TANNER KES, IOI 
RSPR RUA FBP Lee: BURSA 1] 一 

1.5 公 担 ， SB AUPRIMEA A 1.5 一 2 公 担 。 这 些 肥料 分 两 次 对 草 
地 施用 :早春 和 第 一 次 测 制 后 。 每 公 项 施用 10 一 15 公 担 多 液 能 产 
生 良 好 的 作用 。 1 : 

ALICE ERAS, PIR AA LS 
一 样 。 

Fla 

1. RAI BM HER HK.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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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怎样 从 草地 上 排除 过 多 的 积 水 ? 
3. 目前 具有 哪些 最 简单 的 草地 灌 波 方法 ? 
4 小 草 斤 要 用 哪些 方法 来 通 除 ? 
5. 怎样 除去 灌木 , 树 椿 知 石 块 ? 
6. 怎样 进行 生 章 层 和 草地 草 层 的 管理 ? 

“不 用 什么 方法 来 防止 草地 与 牧场 上 的 杂 草 ? 
8 在 于 谷 草地 ,低地 草地 和 沁 潘 地 草地 上 须 施用 哪些 肥料 ? 何 时 施用 ? 

播种 的 旭 草 场 与 牧场 的 建立 

新 地 的 开 且 

新 十 的 开 旦 ;特别 是 在 厅 林 草地 地 带 ,需要 进行 一 采 列 的 初步 
工作 ;其 中 包括 : 1. 调节 水 分 状况 和 空气 状况 ，2. PETRIE ATS 

FB CHT ;3. 生 草 履 的 初步 耕作 。 
“位置 于 过 分 湿 泗 地 带 的 许多 集体 安 庄 ， Si ALAS eM F 

nce Lace ae See ea Paeeth Cie anak eo 
SE, AYA Aiba Be T 3,493 公顷 的 面积 。 从 气 去 港 木 
等 之 后 进行 播 冲 的 地 段 上 , 屁 们 获得 的 产量 为 每 公顷 30--60 公 担 
优良 干草 。 

水 分 状况 和 空气 状况 的 铜 节 ”为 了 调节 过 分 湿 油 的 和 沼泽 化 
的 草地 上 的 水 分 状 驶 和 空气 状 驳 ， 应 运用 排水 流 ， 为 了 修筑 排水 
He, 可 利用 当地 的 材料 ， 如 :灌木 \ 小 圈 木 \ 石 塌 。 甚 至 在 森林 草地 
HOA, 当 实施 蚀 料 输 作 和 为 此 而 建立 覃 水 网 时 ,也 损 力 求 建立 排水 

“的 醋 认 系 敬 ， 以 重 于 水 的 流出 和 该 大 。 量 洲 使 得 能 充分 利用 一 苇 
现代 药 农业 机 器 ， 水 分 的 两 方面 庆 节 使 得 可 能 轻 常 拥有 足 量 的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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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a TIBET , ZURORREAO IE CAE BOK. ABP 

旱 时 期 将 关头 关闭 ,这样 就 能 保证 水 分 的 积累 。 
“” 乔 除 灌木 ( 互 大 的 灌木 小) 撩 利用 灌木 各 除 机 ， 秋 小 的 灌木 则 

用 特殊 的 灌 林 型 耕 起 。 天 然 草地 上 所 存在 的 树 枯 须 用 撤 根 机 章 除 。 
石 志 必 须 搬 走 或 深 深 地 埋 入 土 中 ， 好 使 它 不 至 于 妨碍 士 坟 的 进 一 
步 赫 作 。 

生 草 层 和 土 苇 的 初步 耕作 “开县 天 然 浊 草场 与 收场 时 必 不 可 
少 的 这 种 初步 耕作 ,具有 以 下 三 个 目的 : 1 消灭 现 有 的 天 然 植 被 
2. 为 积累 于 生 草 层 中 的 有 机 觅 质 的 分 解 创造 最 优良 的 条 件 ，3. 充 
Ab Ss Fil FS FEI EN | : 

为 了 进行 初步 耕作 ， 应 用 各 种 各 样 的 农具 。 泥 炭 质 的 和 沼泽 
化 的 土 幸 ,在 排 千 积 水 之 后 可 用 土壤 旋转 殊 耕作 (i 98)。 生 草 属 
深厚 的 草地 则 要 用 特殊 的 灌木 犁 耕作 ， 这 种 灌木 犁 具有 螺旋 形 犁 

— A 

AN 

tL » 

= ay 

: \ ae 
- ¢ SN 

o> < 
or < 一 - 本 Ee ia 
EY OW a rai i EDs 

Z PH je aa = Sh 
&% Se a ye AS a ae eet 7 AERA 

Li ROTA 二 ( 
eee hi ey 二 3 afi 

PER EC ac | 
HEDGE a ae aaa pts Nyt ae F 4 : Bes a Ha Be ri . PT : split: 过 站 ey iit 

mee / s a BAYS a jE BHT 
: : Rhy 4 让 Sa ae | fl s =A lag. See Bull 2 
F K 有 i = pas SS 5 : | 
Nis: j dg ak rte Nee — | lille - 
Sy: t 7. | Sa : y . VM 

‘ OS Es } = a ee en ee 

re = 7 LE ea ‘<= ee eK leant) Wireman (1)! Pa 
< 天 Hi 

Sa ae wah- tne 2 See Wiles = . : p = 
~~ = 

5 ee 一 — Sad YE We .. 
“ Law 一 一 — ~— CE 

we- = “ 一 一 人 一 = 
ome _ - ao: & 本 一 二 一 > im 

= —— eel om - pe: ~_— 

图 98. EWE aise Faby ate eR 

REAP RS ie GB EE Cl 99)， SRPERUZE REDE HE HSC SS PR 

FS AAR LE. VERA ARHETTIZ EAE a,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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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 镇压 器 锁 压 。 对 于 生 草 层 厚度 不 超过 10 RRO EE 
| EFM RE, 

DRILL Fe SUAS WE ASAIN SAE RL: oA 
FL4y Wi LAE EY LAE ELBE. 

矿质 土壤 初步 翻 耕 的 深度 应 在 18 一 20 OK 
和 深 位 碱土 则 改 例 外 ， 它 们 初步 耕作 的 深度 相当 于 整个 土 层 的 厚 
RE, 县 后 每 进行 一 次 基本 耕作 时 ， 则 加 深 1 一 2 厘米 。 a 

ELAN LUE , MUPHE EE 4 25—30 厘米 。 
ARATE SHSM A NRE EL Ar HLH ELS BE 

BEA URA FRAC, REVERT TETAS Ee EF 

fl 99. 7A EE REARAL 

FM, FRA RBA AeA eee, FEE 

Weert LABEL, ART RST. BA 

RED BEBE eA EERO ER eR, ER PR TS BOVE 

Deak , ARE PRS ATA Hb , VA Be BE JER Hs Be , AL ERK EAE 

f 4 Be TF 

ARSC A SEES ET , A PAR TBP: 1. 大田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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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0), PERC mE SUI 28 (lly 4 AE BH El Be REI 
Helio VA BAB AEE ety 52. 草地 时 期 ， 在 这 个 时 期 栽培 多 

- 年 生 收 草 。 大 田 时 期 的 长 度 为 2 于 4 年 ， 蚀 用 时 期 的 长 度 为 4 一 8 
年 。 已 

在 大 田 时 期 ， 应 根据 集体 农庄 的 计划 任务 ， 输 换 裁 培 各 种 作 
Wn ALA SE SR EEE ADT 1 一 2 TARE EAHA 

20) BASIE F STM BREE ERS. 
[AS , CBee A oT eB — Lee OR EBA el, SHORE 
Wy SE Hse ESSE , LSPS PSP eK Be i 
Dh FB SSIS fel HP E28 95 4 FEW AK AE 
tn, $= 42 — ULI PEAK PEW), HSA -—— Fee we 
BSI HAN Zoe Aa BS 

FEE REID FUSE BUH ElD PEPE AT BBP BE BRB hs 
KR RIED, BAPE RE PH AR RE: 第 一 年 一 -合用 大 
Se SAAR | fal AE $8 — 4 se AK FUER fe, 第 三 
4. —— BASH MILA IR SEAMS, HER 用 作 复 盖 作 有 物 
PUREZE, SAS FRED Da REBEL LE HEIL Cl FETE BAY» 
VAL A 34 Ae EE PRR, PE 
们 能 良好 发 育 。 

苏联 各 个 地 带 铅 料 输 作 举例 

非 黑 土地 带 “” 在 分 水 界 地 区 : 第 一 田 区 一 一 小 霉 、 叶 从 类 ̀ 亚 
i, $8—K WBE, BUC, BR, BRE, 第 
=~ —eE Ein INB SEA, BM RRL 
HS—Hoee, TESS DIM ACAD GLEE, FERGIE IER 
PAE, Te BAM YA AREF ERED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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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耕作 物 。 

FRAG MACH ERE ITE Ls 8 — AE — ApH, 

Sit. Fe PARE, FR — KET ED » B= —— RAE 

iy eR 一- 春 性 作物 并 补 人 第 五 区 至 第 八 区 或 第 

九 区 一 一 牧草 。 

。 森林 草原 地 带 和 草原 地 带 的 较 温 洱 地 区 。 在 冲刷 士 - LCE HS 
近 的 土地 ): 第 一 田 区 一 一 一 年 生 收 草 或 春 性 谷类 作物 ， 第 二 
区 二 一 春 性 作 帕 并 补 播 多 年 生 收 草 的 混 作 ， 第 三 区 至 第 七 区 田 
地 一 -多 年 生 收 革 。 在 这 种 刨 料 输 作 中 ， 在 把 牧草 供 作 放 牧 用 的 
情况 下 ， 应 不 早 于 混合 收 草 播种 后 的 第 四 年 。 应 当 正 确 地 丰 躺 放 
和 收 ;不 万 许 在 牧场 放牧 性 畜 过 多 或 遭受 严重 践踏 。 

在 碱土 和 碱 化 士 上 :第 一 田 区 一 一 春 性 作物 ;第 二 区 、 第 三 
区 一 一 一 年 生 牧 草 ， 第 四 区 -一 一 春 性 作 旷 并 在 复 盖 作物 下 补 播 多 
年 生 牧 草 的 混 作 ， RAMA lily BREE BEA: 

BEE 

在 比较 肥沃 的 土壤 上 :第 一 田 区 —2 GR hI HB 
类 ) 第 二 区 一 一 一 年 生 牧 草 青 及 作物 ， 第 三 区 一 一 块根 类 和 者 董 

类 作 电 ， 第 四 区 一 一 春 性 作 秽 并 补 播 多 年 生 收 革 ， 第 五 区 至 第 八 
区 一 一 牧草 。 
”在 浸水 草地 上 :第 一 田 区 一 2B AMEE HK — 

院 作 申 \ 谷 类 甸 料 作物 .蔬菜 ,第 三 区 一 外用 和 食用 的 块根 - 境 葵 
EME. —-Se Ast BS , SES DO EE ——ARRE EW HEE BE AE HE FR 
作 ; 第 五 区 至 第 十 区 田地 一 一 牧草 。 

草原 地 带 和 干旱 地 区 。 在 这 些 自然 条 件 下 ， 人 饲料 输 作 多 和牛 应 
配置 在 天 然 收场 附近 ， 因 为 在 这 里 创 料 轮作 不 仅 是 获取 干草 的 来 
Ui FF ELSE AY AE KR BBB FE ER ERS ABC 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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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天 然 收场 相当 充足 的 集体 农庄 中 ， 可 以 采用 下 列 的 七 区 和 
Aare hil: 1 Kf FDR Fp 12 BA ASE ;2 一 3 区 一 年 生 

收 草 ,4 二 5 区 多 年 生 救 草 。 

- 在 天 然 收场 不 很 多 的 靠 体 农庄 中 ， or 
作物 ,第 二 区 一 一 谷类 作 FE 先 ， 第 三 区 和 第 四 区 一 一 一 年 生 牧 革 ; 第 

五 区 至 第 九 区 一 一 多 年 生 收 草 。 
在 东南 部 的 干旱 地 区 ， 在 具有 发 达 的 养 羊 业 和 养 马 业 的 集体 

农庄 中 ， 可 实施 下 面 这 样 的 坦 作 : 第 一 田 区 一 一 硬 粒 水 麦 ， 第 三 
Kk — $e, $= — HERR MEES, BOR AR 
K-42 BOS, SK EE PEE 
BEL DIE KB A 

另 一 个 方案 是 :第 二 田 区 一 一 瓜 类 ,第 二 区 一 一 供 放 收 用 的 苏 
丹 草 或 高 粱 ;第 三 区 一 - 供 放 收 用 的 冬 黑 麦 或 大 考 , 第 四 区 一 一 供 
放 收 用 的 苏丹 草 ， 第 五 区 至 第 九 区 一 -多年生 收 草 。 这 一 输 作 最 
适用 于 北 高 加 这 的 养 羊 国营 农场 。 

供 鲁 料 翰 作 用 的 混合 牧草 

在 饲料 翰 作 中 , 收 草 应 生长 4-8 年 并且 ， 根 据 集 体 农庄 的 计 
UES, BELA ARIZA HAN. (BE, EKER 
下 收 划 的 利用 方式 是 可 变动 的 : 收割 干草 , 供 放 牧 利用 ;及 用 来 采 

种 。 由 于 利用 方式 和 利用 期 限 长 短 的 不 同 ， 混 合 牧 草 的 成 分 包括 

3 一 5 HAE, 它们 在 生物 学 特性 方面 是 各 不 相同 的 。 混 合 牧 草 的 

标准 钥 合成 分 ;如 表 5 所 示 。 
为 了 计算 播种 的 种 子 ;必须 知道 每 一 种 牧草 各 自 的 播种 量 。 这 

些 播种 量 如 表 6 所 示 。 因 为 这 些 标准 是 按照 100 多 的 种 子 用 价 规 

定 下 来 的 ,而 在 生产 条 件 下 ;种子 用 价 扰 芥 何 时 都 不 等 于 100 儿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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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AE 7 REUSE TT BEIE 

ESS Sa EBSD #2 5 

-#He k SIM KAGCKERHE DH 

J. aia | we RAFT EAR AE 

RRC4e) | 丁 物 总 数 eee (HARA AFD 
3 杰 科 丁 物 “| 总 数 的 百分比 ) 

汪 庆 的 …………… 3 一 3 50 a ass 

长 期 的 
割 草 的 ……………… 4 一 6 | 25 一 40 | 75 一 60 10 20 一 30 
可 变动 的 ,…………: 4 一 6 | 25 一 35 | 75 一 65 | 10—20 20 一 30 

多 年 生 的 : 

1: 0 8 一 10 | 10—20 | 90—30 | 10 一 15 40 一 50 
可 变动 的 .……………: 8 一 10 | 10 一 20 | 90—80| 35—40 40 一 55 

准 揪 种 量 ( 当 种 子 用 价 为 100% By) x 6 

揪 种 时 每 公顷 的 种 子 数 量 ( 公 斤 ) 
植物 种 类 

m | & ww | 痪 行距 条 揪 

浊 割 一 次 的 … 17 14 6 
XIBIA~RHY--- 18 15 7 
= pp waehvenes 12 10 5 

自 三 叶 草 saekaien an 10 8 5 

Aig: 
ee iS decgecceoces — 14 :看 

SAB Te 过 8 一 10 6 
[a= 一 - 8 一 10 6 

Fee Pe SobedoccncosSunacccecs — 80--90 40 

牛角 花 aaasessesssesessessesseso。 10 8 5 

&, 23 Diiicetasancuscvsheatsces 18 15 8 

sR Cee sedecvccccuccvcccvecs 15 15 5 

HIE mea asacedan=aese5= 30 24 9 

ie 26 22 8 

Sze asessaeeoesesesieseoooo。 28 24 8 

mie Te 30 27 12 

草原 看 麦 媒 0 30 24 8 

FEE Ra 30 27 12 

SPP Ore 4-1 Sa Rbaspanereesionass. 10 8 5 

大 月 条 15 12 6 

Ee ESS pUhaeddaedpoeveiiecqucans 30 26 7 

FCA EE Vk BE dreccvedcpevesees> 30 27 10 

Ha Da A pec vecaceccceceeccsocens 15 12 8 

西伯 利 亚 野 圳 0 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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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REP Areas #8 

植物 种 类 ， ile PS 

ae a 一 一 一 

24 | 28 | 24 | 28 

一 一 一 | 一 一 |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24 | 30 | 24 | 28 | 24 28 

PURE AEP RLMLL, BUSS CORRAL, AYRE CR 
REO BA oe HAS rE MEL), A RR BSR CRS 

AEFI ta MEM Ae, ADS Pe PR OP, 
He PS EFF EE HC SUA RA AT), E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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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 欧 浏 部 分 和 东南 部 的 霖 RES HORS res Da 
供 饮料 翰 作 用 Se SIL #9 

| “森林 草原 草 oe 奈 部 地 

ie iis Br 草 

wads 3 
mae | mee! | areleres | cae, , kee lame 

pease) 7 lero el BES lane rs . 
|| eee | Bae | Ey ee) +4) 

每 公顷 播种 景 ( 公 厅 ) 人 

FASE 6| 4 sf 34 an PE 
草地 羊 芒 …| 10 | 6 8 
Fetwe#H-| 10| 6| 6| 8 和 8 9} 8 | 10 
Fey 25 | 25 | 25 25 

Tradeae Be 6 
ARSE Vk 8 | 8 
Ath IC A 6 eh 5 6 
> 

4 6 4 6 gre 

* HE a ee Be OSI RAAT SH RIS ** TDA 
SEW REICH, REX 可 [以 用 无 根 董 冰 草 来 代替 (每 公顷 10 公斤 )。 

BRR 2PM EASHLME ,高 山 章 地 上 和 出 区 
BUR Rae Sale Wi ES eS #10 

东部 地 区 | 。 高 山 草 地 | CCAR mes 
混 合 Bh 4 

Tare : ; 
rae 1 | 2 | 3 1 | 2 | | as 

BANG TBP ECA IT ) 

FEPPAE EY Fe cece eee ees 6 6 6**** 4 6 

西伯 利 亚 野 麦 ……… 10** 
FERRE Vk 草 2 

草地 羊 芒 卫 下 本 只 4 各 和 Q*** 6 8 

CBE oo 10 6 6 10 8 10 8 

Reg SBucvoacsveacceves 25 95 

采种 黄 首 蒋 下 4 6 

AAR - RB ee 4 4 

w= eB has 0 acloewn emp we 6 

高 燕麦 草 pans secebacbecs 

ws 区 6** 5 ] 5 

BS ia eae sate apes 8 闪闪 类 类 兴 

* ”在 河流 泄 涛 地 上 和 具有 灰 化 士 的 二 谷地 上 ， 混合 牧草 与 在 森林 草地 地 带 中 同类 
型 草地 上 的 相同 。 可 以 代 茶 的 : 
wee 可 用 一 尾 草 代 笠 。 。 FE 
FRB. \40 

BY RRA TARAS (EAHA 10 公斤 )。 
TARR AF xxx” BAZ RAV 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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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S 8, FeO 和 表 10 中 》 引述 了 各 个 地 带 和 各 个 草地 类 型 的 
标准 混合 收 革 ; 这 些 收 草 是 用 来 收 戎 干草 ,或 者 是 制 草 银 放 收 的 。 

WFR 6 和 帮 7， 可 以 确定 参加 到 混合 收 草 中 的 每 一 种 本 
牺 的 播种 量 ;计算 公式 如 下 : 

FE=- 全 关公 斤 /公顷 
在 这 里 : 

1 一 这 种 植物 参加 在 混合 收 草 中 的 百分比 
。 已- 一 在 种 子 用 价 为 1008 的 情形 下 ， 单 播 时 的 播种 量 CS 
F/B; 

X 一 一 种 子 的 实际 用 价 。 
“人 料 输 作 中 多 年 生 牧 草 混 合 种 子 的 播种 ,多 中 是 在 春季 进行 
将 其 播 在 燕麦 ̀ 集 荣 - 藻 考 混 作 、 者 小 麦 或 大 麦 的 复 善 下 。 i ania 
SPRINT ula ER RH. RARE PAA 
yi LTDA TIEN 

MR SHE RK 

在 大 田 翰 作 中 具有 天 然 浊 草 场 与 收场 以 及 播种 的 收 草 的 集体 
农庄 中 ， 可 以 通过 对 产量 不 高 的 浊 草 场 与 收场 进行 加 速 草地 促成 
的 办 法 来 巩固 饲 料 基地 。 

这 一 方法 在 于 ， 在 天 然 草地 重 耕 后 立刻 将 收 草 的 混合 种 子 播 
到 复 盖 作 快 下 面 。 复 羡 作 电 与 实施 奥 料 输 作 时 相间 , 生 草 层 的 耕作 
久 及 这 一 -耕作 的 日 期 也 都 相同 。 当 加 速 草地 促成 时 ,在 稚 小 草 丘 复 
盖 的 矿质 士 和 泥炭 于 上 应 该 采用 的 士 玉 旋转 弄 的 作用 就 提高 了 。 

基辅 州 德 梅 尔 区 “ 秆 色 游击 队员 ”集体 农庄 ， 在 位 于 德 驯 伯 河 
泄 小 地 的 退化 了 的 草地 上 (这 里 每 公顷 只 能 收获 8 一 10 ZS HH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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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干草 )， 实 施 了 加 速 草地 促 应 的 措施 。 1047 EE, BET 
NM AEA MES, WERKE SSAA 

hh, ZELAK PAT SSK MD, MS Be 

pret e, HRT ME eA RNR Re. 

是 采用 条 播 机 手 种 FG ES Sa 到 秋天 ,全 部 收 划 都 发 育 

良好 ;幼苗 出 得 很 整齐 。 

1948 年 早春 ， gage ] 部， 末 作 汪汪 和 全 

Bap aay 

FEE RE HEAEFR AS BLD FEET T OA, 每 公 

项 获得 了 38 BFE. BIKE AD BABr TH 22 

DSH, SORE, EUR HA SE SER, 
获得 了 优良 的 干草 达 60 A, MAMA Re EF 

草 的 产量 每 公 荐 不 超过 9 公 捍 , 工 且 还 是 质量 低劣 的 。 

播种 的 刘 草 塌 与 牧场 的 施肥 

在 鲁 料 输 作 中 建立 播种 的 浊 草 场 与 收场 以 及 加 速 草地 促成 的 
匈 阶 表明 ,除了 排水 、 控 除 淮 木 和 基 他 措施 外 ， 王 确 的 施肥 制度 对 
于 增加 单位 面积 产量 也 具有 巨大 的 意义 。 在 才 11 He SIS Tt 
的 浊 草 场 与 收场 的 施肥 方案 ， 这 些 方案 是 由 至 苏 威廉 斯 间 料 研究 
所 提出 的 。 | 

饲料 翰 作 中 的 施肥 方案 oct 
RR 输 作 田 区 | fe w BEB FSA TE) 

ERS + Aaa ARAB WERKAM 4—6 0 FESTA ES 磷 
谷 草 地 RAH 4—-5 AFR; SPE 1 一 1.5 公 担 。 
的 涝 的 :到 于 下 

ES PRVERHEIS 20 一 30 mi; SR 1 一 1.5 公 
$8 ( Ap ae A Vem GE) 



met ue i aebhe 
. 968 

. 

a ee 

J 

(HR RIZE) 

eyes ERR) fF . AM BEG ATH) ae 

不 施肥 。 

$n 1 一 1.8 Ate 

不 施肥 。 

舒 踊 1 一 1.5 公 捏 。 
1 

不 施肥 。 
企 上 。 

过 磷酸 钙 2 一 2.5 AFH; SHES 1 公 担 。 

不 施肥 。 

全 上 。 

HE BEREGE 2 一 2.5 AGH; SHER 1 一 1.5 Atle 

4 
5 
6 
7 
8 
9 ap Sen a 

过 滤 沼 冬 ” 1 pe EAE] BOCA BUI 2—4 Ws ERA bE 

2 
3 

4 
5 
6 
7 
8 
9 

$5 5 CRBS 1,5—2 Lyte 

中 耕作 物 jae AB 20 一 30 吨 。 

wee ak 磋 灰 石粉 5 AIH; PRER ?一 3 公 担 。 

不 施肥 。 
倒是 1.5 公 担 。 

过 磷 栈 后 2 AFH; OH 1.5 Bio 

He 草 《4| SHE. AHH 

: | 与 第 6 区 相同 。 
| 与 第 5 和 和 7 区 相同 。 

| \| “与 禹 6 和 第 8 区 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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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总 

1. 鹿 料 翰 作 中 新 地 开 胜 以 前 必须 进行 哪些 工作 ? 

2. 在 各 种 类 型 的 草地 上 何 时 进行 生 章 层 的 知 耕 ? 
3. 怎样 建立 蚀 料 输 作 ?在 大 田 时 期 中 怎样 输 换 作物 ? 
4. 哉 举 出 于 谷 草地 \ 沁 浅 地 章 地 和 低地 草地 的 翰 作 例子 。 
5. 怎样 按照 利用 期 限 的 长 短 和 利用 方式 区 分 混合 牧草 ? BAHL EE 

割 章 和 放牧 利用 的 混合 牧草 例子 。 
6. 播种 的 牧草 怎样 施肥 ? 何 时 施肥 ? 

届 草 草地 的 利用 和 干草 的 收割 

草地 的 利用 

正确 利用 草地 进行 制 草 或 放牧 ， 能 促使 长 期 保持 草地 的 高 客 
章 位 面积 产量 ,而 草地 的 胡乱 利用 则 能 使 它 迅 速 破坏 , 井 显著 地 降 
低产 量 。 

在 许多 集体 农庄 和 国营 农场 中 ， 对 测 草 草地 的 利用 都 不 合 
理 。 这 里 ,在 同一 个 营养 时 期 中 ,实行 着 牧 攻 一 一 浏 制 干草 一 放 
We. FEEL, 放 收 是 在 早 奉 开关 进行 ,这 时 植物 仅仅 开始 生长 ， 也 就 
£3, SAD, CNIS SAE, 

害 。 

理由 是 不 难 理解 的 。 在 禾 本 科 植 物 春季 分 蔡 时 ， 植 原形 成 新 

枝 ， 这 种 新 枝 是 生长 鞋 叶 的 初 端 。 新 枝 是 从 越冬 母 枝 的 分 更 节 的 

芽 中 长 出 ， 霸 且 最 初 是 依靠 母 枝 的 峙 备 营 养 物 览 进行 营养 。 这 样 

一 直 延 徐 到 新 枝 发 育 出 自己 的 足 量 的 叶 和 根系 时 为 止 。 邦 过 了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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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 Be EGE a LE DOR SR 
由 此 可 见 , 在 嫩 枝 还 不 能 独立 进行 营养 时 就 改 性 冀 咬 断 ,使 得 

天 部 分 嫩 枝 的 不 能 发 育 , 因 而 许多 有 价值 的 植物 死 掉 ,从 草 屠 中 退 
出 。 宅 全 的 地 位 被 一 些 不 可 食 的 草 类 所 占据 。 

早春 帮 收 性 辫 还 能 引起 一 些 其 他 的 不 良 后 果 : 使 草地 的 士 壤 
精 持 ; 稚 坏 草地 的 生 草 层 。 在 草地 上 形成 意 来 意 多 的 小 草 丘 ;结果 
使 草 并 成 为 生产 力 不 高 的 ， 甚 至 往往 渝 为 “要 不 得 的 " 士 地 。 由 于 
草地 类 型 .春季 放 收 时 收 期 长 短 和 帮 收 性 冀 的 多 少 有 所 不 同 ,干草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可 能 降低 到 50 儿 。 同 时 干草 的 质量 也 会 变 坏 。 这 

是 因为 ,在 放 履 的 影响 下 ,有 价值 的 (首先 是 根 效 攻 的 ) 禾 本 科 植 迄 
NAIR DF FAR BOE BCE RE 

FEN FEZ SAREE i, Sy BL BP 
量 和 质量 也 有 不 良 的 影响 。 通 常 是 在 禾 本 科 植 物 开 花 的 未 期 ， 或 
FREE ES BRET RIA, BETTE US CES 
EMG HOR FLT, ARE RSD 
WET URS EE, IRATE EM PRAGA RS 
的 是 量 的 营养 物质 。 这 些 植 愧 就 会 从 草 层 中 退出 。 
”当年 复 一 年 地 条 用 这 种 不 适当 的 浊 草 草地 利用 方式 上 时， 甚至 

”是 浸水 的 草地 也 会 遭 到 破坏 。 
优 和 良 的 浸水 草地 应 用 作 浏 制 二 灵 的 汶 草 场 ， 在 任何 情形 下 都 

不 能 在 上 面 放牧 竹 畜 ， 特 别 是 春季 和 在 第 二 次 济 割 后 的 再 生 草地 
上 。 如 果 第 三 次 济 制 后 生长 出 比较 茂盛 的 再 生 草 ， 应 在 不 晚 于 震 
冻 前 25 一 30 AA XI PAE CRE, Be RES 

料 。 
在 浊 割 一 次 的 干燥 的 草地 上 ， 可 以 把 第 一 次 浊 割 后 的 再 生 草 
用 来 放牧 。 在 这 种 情形 下 , 当 再 生 草 的 高 度 至 少 达 到 12 一 15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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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 FERED 5 Ti ER De HE EL OF 45 厘米 高 度 
时 但 不 能 晚 于 霸 冻 到 来 之 前 的 25 一 30 日 。 为 了 使 植物 能 够 重新 

Aske SPALL ES PRM PRR ERA A 
的 营养 物质 (主要 是 酶 ) 3k LIE =o TE 

草地 利用 的 这 一 方式 称 为 配合 利用 的 方式 ， 它 与 另 一 方式 

”一 一 变 化 利用 的 方式 一 -有 所 不 同 , 采 用 变化 利用 方式 时 ,草地 于 
一 年 .两 年 或 三 年 期 间 内 用 来 割 草 ,并 于 大 狗 同 样 长 的 期 关内 用 来 

BL. 
FER GABE ABP Fa SR 60-70%, A 

ii» ABE yZE yas ERE LURE PA, PY 
EPEC GN LUE Ph BD PORCH ES Bal SC 
FUP RAR. UC, NUP Ay See ERR 
FRU AR, UREA RNS ATES 

25 YN Ay AL EH, 

ss a opt 3) 

确定 制 草 日 期 时 ， 必 须 保 证 集体 农庄 能 获得 一 定 的 利 丛 。 这 
些 利 丛 是 指 :1. 从 单位 面积 上 获得 干草 和 营养 物质 的 最 大 产量 2. 
在 济 割 二 次 的 草地 上 一 一 获得 最 大 的 总 产量 ，3. 最 大 限度 地 利用 

有 利于 收 币 的 气候 条 件 ;4. 再 生 草 的 良好 生长 以 便于 越冬 。 
最 有 价值 的 营养 物质 一 一 粗 蛋 白 览 、 灰 分 脂肪 ， 是 在 植物 发 

育 的 最 初 各 时 期 大 量 地 存在 于 炸 愧 体 中 。 在 包括 分 幕 期 和 定 个 或 
整个 开花 期 的 期 间 内 ， 植 物体 中 营养 物质 的 总 量 达 到 最 大 限度 。 

因而 , 草 层 济 逢 的 最 好 日 期 ,是 从 主要 的 有 价值 植物 种 的 充分 抽 入 
BYE PTFE EAR BERS | 
WAR TRE, AER — 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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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 DA RE ZI, A 
AUREUS, do: BEES FS VELA AS RR SFE 
3, WALTER AS ORE TA 

BUS Hee HE AG A CAS] 8 BO Hy B 
AT REE ARLE EI, WS 
NE MIT EAT EH LAS, ANAL ， 
fy BEES AUS D9, BE ESAT ESE SSA. IE 
K FE NL RET ELE 

制 草 高 记 具 有 巨大 的 意义 。 当 高 制 时 会 降低 产量 。 根 据 创 料 ， 
研究 所 在 誉 霉 - 早 娄 禾 草地 上 所 进行 的 试验 ,蛋白 质 的 每 公顷 产量 
如 下 : 当 六 割 高度 为 4 厘米 时 一 4.5 公 担 ,6 厘米 时 一 一 4.2 公 
担 ，10 厘米 时 一 一 3.3 公 担 。 

过 低 测 荐 同样 也 不 好 ,因为 能 降低 以 后 各 年 的 产量 。- 
大 多 数 的 草 层 须 采 取 5 一 6 厘米 的 济 割 高 度 .对 于 草原 和 山区 

的 草 层 , 正 常 的 剂 割 高 度 为 4 一 5 厘米 , 浏 割 二 次 的 草 履 为 6 一 7 厘 

米 。 发 育 旺盛 的 播种 收 草 , 在 生活 的 第 一 年 , 须 采 取 8 一 10 厘米 的 
Aids BE 

WT URUA, RU Le A NE 司 拉 
割 草 机 、 寅 幅 机 引 的 和 自动 的 制 草 机 ( 园 100)、 转 臂 收 制 机 . 制 草 时 
还 必须 利用 大 镰刀 ,这 首先 是 在 机 器 无 法 进行 工作 的 地 点 使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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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 ee 

LAE PR Be PLAS AEF DDI FF HE Fe 
$F TRE EWS FEB) 15—17 % AYES FRO ACR Lom ee ae 
FR. FRAME PE BH HOCH, BIAS 
SE MRD IAW SE b SA. RARE WB Oe 
草草 位 面积 产量 的 不 同 ,在 各 地 带 中 采用 着 不 同 的 千 爆 方法 。 

在 草原 地 区 和 干旱 地 区 ， 当 收割 每 公顷 产量 为 8 一 10 公 捍 的 
天 然 笋 场 时 ， 须 立刻 将 制 倒 的 牧草 起 集成 长 堆 ， 使 牧草 在 堆 中 于 

燥 。 为 了 城 少 捐 拓 ， 应 横着 割 草场 邦 草 。 乓 堆 中 的 干 透 了 的 干草 
直接 古来 砌 操 ; 这 时 可 用 托运 器 (图 101) 运 到 砌 操 处 所 。 

图 101. 供 收 集 于 草 用 的 托运 器 

在 草原 地 带 收 逢 每 公顷 产量 为 12 一 15 公 担 或 更 多 的 播种 收 

草 和 低地 六 草场 时 ,首先 将 牧草 在 原 荐 草地 上 了 晾晒 5 一 6 小 时 。 然 
a FUSES HOE, 使 之 在 堆 中 干 舟 。 在 森林 草地 地 带 , 在 生 

BARA RBM TA AA Lies bk, SRE lA 

时 SEN TR, A SRE TEE, AIA 1-2 次 翻 

Se, AAPL SWE SPR ETRE RAE. 

FER ARE i HE as HB A Re A i a, URS 

HR, A Ra 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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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小 时 后 ; 便 可 丰 集 成 长 堆 ， RS RBI KEE 
入 成 重量 药 1.5 一 2 公 担 的 高 大 的 草 堆 ,在 这 里 使 收 草 最 后 干 透 。 
为 了 加 速 干燥 ,应 翻动 长 堆 中 的 牧草 。 

“KARR EAS, CERCA LAURE ee Fae 
尽 可 能 紧 池 积聚 成 堆 。 在 雨 停 了 的 时 候 ; 再 把 草 维 邦 开 干燥 (如 果 
REAPS). ARIE, AAS 

D102) ERASE TBO LIE, SEM RRR ROE 

fl 102. PEF bP ES 

方向 是 由 北 往 南 。 当 湿度 为 50—60% Bt FSR LSE F 

爆 ; 禾 草 上 不 应 有 表面 水 分 。 Dre wate 

“FAD RT ist 

HERE RE I ER 超过 1517 % SA ROR 
SLI NE, LA TS LEY, JRL 
觉 湿润 和 清 泳 ,但 是 ,如 果 干 草 没有 干 透 ， 则 会 有 如 上 的 感觉 。 扎 
得 杰 松 的 干草 束 欧 宪 很 快 就 会 散 开 。 

PRL RUE Sh EF SARS, PEGE 
RETF RAT HE AERTS 多 露天 气 和 在 太阳 洲 山 
之 后 ,干草 会 从 容 气 中 吸收 水 分 。 在 干旱 的 地 区 , 豆 科 干 草 最 好 是 
在 早晨 和 傍晚 堆 藏 ,此 时 干草 稍微 “ 混 油 ”在 这 种 条 件 下 能 更 好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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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 叶子 。 | 
SRM 45k, 高 6 米 ， 长 15 一 20 米 。 这 样 的 长 操 重 绝 4 

吨 。 力 吉 的 规模 如 下 :直径 ( 寅 度 ) 4 一 5 米 ; 高 5 一 6 米 。 最 好 的 长 
坷 和 转 吉 的 形 拓 是 基部 入 小 ;上 部 具有 屋顶 状 的 或 园 雏 状 的 失 顶 。 
长 操 或 图 坷 的 中 央 部 分 应 高 出 边 称 之 上 1 一 1.5 米 。 中 央 部 分 要 比 
边 入 部 分 踩 得 更 紧 。 

ER RAE TRA, Ob RPE, 应 把 
FP RZ Le ROR a EH A 
ARES NT ok, RPE ELENO Te y 还 要 盖 上 质量 不 好 
的 和 尺寸 不 大 的 干草 。 

把 干草 堆 运 往 长 操 或 图 霹 的 地 点 ;在 不 超过 500 米 的 距离 内 ， 
是 用 托运 器 来 进行 , 当 距 离 加 大 时 , 则 利用 机 引 的 或 局 拉 的 货车 。 
为 了 提高 劳动 生产 这 ,在 堆 藏 干草 时 可 应 用 砌 操 机 。 

Hem yw PERE UB A RE PAB 

re 

1. EEE HEA AAAI RAY FH? 

2. 4 RAMSAY EAH? SRE A SA XL Ze 

怎样 利用 洗 ? 

3. 怎样 确定 割 草 日 期 ? 

4. AMAIA Wa? 

5. 在 各 种 类 型 的 草地 上 怎样 干燥 牧草 ? 

6. 怎样 正确 地 堆 藏 干草 ? 

牧场 的 利用 

收场 在 我 国 国民 痉 济 中 的 意义 是 很 巨大 的 。 没 有 播种 的 或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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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的 收场 ,不 做 到 收场 的 正确 利用 ;就 不 可 能 硼 碾 生产 效力 很 高 的 
Bec. 
为 了 正确 地 相 笑 收场 的 利用 ,必须 做 到 以 下 各 点 : 
1. 精确 地 将 计 ( 钴 查 ) 僵 部 现 有 的 牧场 ; 

| 把 全 部 现 有 的 性 音 划分 为 各 个 畜 群 ， 井 指定 一 定 的 收场 归 

每 一 个 瘟 群 利用 ; - 
3. 制订 整个 放牧 时 期 的 乌 料 计划 ; 
和 制订 收场 利用 的 逐日 言 划 ; 
5. 在 收场 上 修建 通道 房 舍 和 了 咀 水 处 ; 

6. 系 航 二 实施 收场 的 精 租 管理。 

刘 草 场 与 牧 蕊 的 调查 及 乱 制 位 料 平衡 事 

铜 查 ， 这 一 工作 应 该 在 每 一 个 集体 农庄 和 国营 农场 中 进行 ， 
因为 缺乏 对 全部 士 地 的 精确 统计 ， 就 不 可 能 实行 奸 划 经 济 。 绸 查 
时 应 估计 济 草 场 与 收场 的 面积 \ 它 们 的 质量 、 干 草 的 昔 位 面积 产量 
及 整个 放 收 期 的 和 按 月 的 收场 生产 这 

PIE FE Ll AB — MENU OR ALAND DK 
长 情形 有 没有 小 草 丘 及 其 特征 \ 水 分 状况 。 

根据 导 查 材料 ,按照 利用 的 方式 ,进行 天 然 地 段 的 整个 卉 域 的 
分 配 ， 也 就 是 髋 ,划分 出 导 草 地 段 、 浊 草 放 牧 十 用 地 段 、 放 收 地 段 、 
ROHAN RSS, WALI Mth ERA OER 
MT 
SAREE! HOMER, Bee 

种 性 冀 和 不 同 凋 龄 的 冀 群 来 进行 ， 并 使 之 与 冬季 伺 养 的 饲料 计划 
相 适 应 。 在 三 制 饲 料 平衡 表 时 ,首先 根据 性 冀 的 活 重 和 产品 率 , 寻 
算出 对 青 所 料 的 需要 县 然后 ,再 查 明 从 各 种 类 型 的 收费 上 能 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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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DR. | 
FY A, GB GES PB RY: Se HE A-GB 

FE AMC ADD ROCA). ASR BEE CB , Ti BSE 
要 按 月 来 计算 外 料 平衡 才 的 每 一 部 分 。 其 所 以 需要 这 样 做 ， 是 因 
为 在 放牧 期 的 各 个 六 御 时 期 内 阐 料 的 收入 ， 以 及 在 放 收 期 内 各 种 

冀 群 的 产品 率 与 活 重 ， 是 不 相同 的 。 丝 将 证 实 这 种 情况 的 数字 列 ， 
在 第 12 ER 

Petia aes 3212 

aR oo: RR” 牧草 需要 量 ( 公 斤 ) 
母 牛 
MEFS: 

300 /ASs eee 18.3 

350 WI eawecrcccvesessessecsseseeesssessssssstessass 20.6 

活 重 F PP eacareccrccenecescesscccaccscsessasseeessrss? | 22.2 

500 力 wavnaccntancccsccccscesccccccescsusssstersees 25.6 

生产 个 料 ( 按 1 Fp SARA 4.2% MAWES) oe | 3.0 
57 SA A Ea: OF: - 9 |) |) ee 6.5 

小 重 
TI00 Av Jy cceeccecccccccencvcecseccccccscsescseeseccucs 10.0 

活 重 | DOD -7 .veeooooveosseseooosooooooooooeoooosesoos oo 14.4 

按 音 龄 的 增加 量 : 
从 6 个 月 到 1 Beveecccccccecsceccccccecccccsesccssssccees 17.6 

OF) Be eee Succuasees dvepousee 22.2 

KR 1 BAP BY 2 Bi eveerecvcccceccecccccccsvesccscssevsescess 26.1 

是 
400 Zo Jperrtereeseceesccsaeeneececccccssesessenceoss 42.2 

重 E | co IP sesanccccescesceccescesreseeeenscarsecsecsees 52.8 

怀孕 的 母 羊 : 
50 人 公斤 ee9oeeeeeeveeses + 5.6 

重 Sb PP ca waneesrerecesessessasesessstacsessastsssessace 78 

TAG PLAS) BEDE + +++ se eer ececeeeeevecenecsccecsccsesssessceseesseesens 8.2 

留 种 羊羔 
按 每 100 BT YE BRE: 

q JA 6 AS BBY 8 FN A ceeeccsececceccecensassensaeeres 14.7 

将 {Re ice denaeseerecsacsaccccccetaeccuccess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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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 这 样 计 算 时 ,通常 每 100 公斤 质量 中 等 的 收 划 舍 有 18 4H 

料 单 位 。 
除 计算 出 的 便 料 总 需要 量 外 ;必须 加 上 15-20% 的 保险 人 能 各 

量 。 

最 后 的 统计 ， 可 按照 第 1S 表 的 格式 进行 。 

Pye gals} RASS F213 

月 tt 

| es | | |S TT 

在 从 天 然 的 与 播种 的 收场 上 收入 的 铀 料 感到 不 足 时 ， 应 指定 
“ 碟 播 种 的 一 年 生 收 草 与 瓜 类 用 作 补 充 个 料 ;在 蚀 料 有 熏 余 时 , 则 可 
划 册 一定 地 段 用 来 市 干草 。 

BAH ie BTS HE 

组 织 畜 群 井 把 玫 场 固定 划 归 各 个 畜 群 利用 “在 每 一 个 集体 农 

FES, AME SRA AST SHER ERB). SHERI 

Bb 5 sp GH EE SE AS Ee, IE i 

劳动 力 的 要 求 。 

瘟 群 是 按照 性 冀 的 产品 率 和 瘟 龄 而 组 成 的 。 病 冀 应 秀成 单独 

的 瘟 群 ,并 分 给 用 单独 通道 隔离 开 来 的 收场 。 牛 群 、 羊 群 和 局 群 的 

性 冀 头 数 如 下 : 

A ee Ce 100—-150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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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 a ees 50 冻 以 下 

羊 : 
母 苇 和 处 女 污 ee seeeo。 400 一 700 头 

一 切 悍 龄 的 去 势 持 oooeeeooseeseeeesesooeooeo。oio。 600—1,000 头 

> Oe eo eee oe 100 —200 3 

St papen at abt cia ahimaccascacanes ee 

考虑 到 各 种 收 划 对 于 各 类 性 冀 的 适口 性 。 对 牛 来 局， 最 好 是 分 给 

ph BERRA PASH EME; eR 

主要 生长 着 禾 本 科 牧 草 的 地 段 ; 对 羊 来 说 一 -主要 生长 着 杂 类 牧 

ERNE AA BCE EY FRO. EERIE SM AS, BE 

STEP TE Ee LAY ATO. FRE MA Re 

优良 草 层 的 \ 距 离 羊 圈 不 远 的 地 段 。 

政 竟 利用 的 逐日 许 划 ”在 各 种 类 型 的 禾 场 上 ， 收 草 生 长 的 时 

间 各 不 相同 :在 干燥 的 高 地 上 ， 牧 划 的 生长 要 早 得 多 ;而 在 低地 上 

或 森林 中 旭 过 迟 。 为 了 保证 在 整个 放 收 期 内 均匀 地 供 答 性 辫 以 青 

蚀 料 ,必须 于 计划 中 正确 地 规定 在 各 个 收场 上 进行 放牧 。 

先进 的 畜 收 业 工 作者 在 放牧 季 车 内 合理 地 利用 牧场 ， 不 断 地 

获得 了 巨大 的 成 就 。 社 会 主义 劳动 英雄 斯 塔 夫 罗 疲 尔 边区 107 号 

国营 农场 的 工作 队 有 长 列 遍 斯 ,把 所 有 的 牧场 分 成 三 部 分 :低地 部 分 、 

中 于 部 分 、 斜 坡 和 小 丘陵 。 首 先 ， 他 在 高 地 上 进行 放 禾 ,等 到 仲 复 

期 间 ， 则 转 至 低地 上 放牧 。 由 于 很 好 地 硼 穿 放 笋 ， 列 局 斯 同志 于 

1949 年 草 使 每 头 竺 牛 的 一 画 夜 卉 重 达到 900 FE 1,000 HERES. 

险 卡 斯 自治 州 波 格拉 德 区 “新 生活 ”集体 农庄 的 收入 社会 主义 

劳动 英雄 马尔 金 ， 也 采取 翰 换 利用 牧场 的 方法 。 同 样 于 1949 年 ， 

在 150 天 的 放 收 期 内 ,他 货 使 每 头 惯 牛 二 重 达 153 BAERS 

和 群 中 ， 一 共有 130 KW. 

eee esses YAPRAK,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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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L, MPEP ISL, OR ARO kK Wk Jez RK eka 

MEK, SAP SPHERES Sh AE oP: BORE 

4: 45—50, —BU PRR+ 10—15, —F BMP A )4 20—35 ; 

成 龄 的 马 45—5O ,马克 25 一 30 ;成 龄 的 羊 3 一 5 5=F5R 1 一 2 。 

Hy TAME FES REE BIR RS SAREE KA, 以 
BAA BBE — 7B CH BBE BBB, UF 
建筑 便利 的 冀 道 。 冀 道 的 实 度 ( 米 ): 100 % 1205 的 牛 群 为 20 一 
25; 600 至 700 头 的 羊 群 为 30 一 35; 100 头 猪 为 15; 100 KH BH 

为 20。 主要 冀 省 应 贷 得 更 加 寅 关 ， 固 为 和 其 他 畜 道 比较 起 来 主要 

辫 道 利用 得 更 加 频繁 一 些 。 
在 性 冀 出 笋 侧 养 和 营 舍 蚀 养 时 ,收场 上 应 准备 固定 的 停 殉 处 ， 

在 这 里 进行 性 冀 的 挤 忽 和 补充 喂 蚀 ， 夜 间 划 供 性 冀 体 息 之 用 。 这 
PERERA MAES A BE ENO OR BRE RD, 

性 瘟 交 配 室 、 普 医 站 IS IRB. APPL, FE Bde 
风 的 中 棚 ; 在 冬季 牧场 上 供 全 部 性 冀 利 用 ,而 在 夏季 牧 扬 上 则 供 幼 

BAA EF AA RAAF ORAZ. SRK 
处 在 300 一 500 米 以 上 距离 的 地 方 , 安 排 有 性 音 的 墓地 。 

在 森林 草地 地 带 ; 当 牧场 近 收 利用 时 ,往往 是 在 收场 上 专门 建 
锁 的 音 圈 中 ,直接 进行 日 关 挤 怨 。 这 里 还 供 作 性 冀 和 白天 休息 之 用 。 
这 种 冀 圈 的 地 点 必须 每 隔 5 一 6 日 调换 一 次 ,并 将 聚积 在 那里 的 畜 

2698 7B. FEB, 100 头 牛 的 冀 群 可 以 为 10 一 15 公顷 面积 提 
供 肥 料 。 这 种 肥料 能 促使 提高 牧场 的 生产 率 ， 井 减轻 性 畜 的 蠕虫 
病 。 

牧场 的 正确 利用 

性 冀 夏 季 的 产品 牵 只 有 在 下 列 情 形 下 才 可 能 很 高 * 即 : 牲 音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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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 放 收 时 期 内 能 充分 获得 多 计 而 富 子 营养 的 蚀 料 。 这 二 条 件 在 
每 二 个 舍 Bipeeincniode: commen: 
收场 。 

这 方面 首要 的 措施 是 硼 秋 分 区 放牧 为 了 进行 这 样 的 放 收 ;将 
收场 的 全 部 面积 划分 成 一些 个 别 的 ,大 小 大 致 相同 的 分 区 (地 段 )， 
每 一 分 区 按照 一 定 的 秩序 于 夏季 内 利用 若干 次 。 开 始 时 将 性 辫 赶 
到 一 个 分 区 放 收 ; 当 这 里 的 全 部 证 堆 已 被 嘲 食 时 ,再 将 性 青 赶 到 第 
二 区 ， 然 后 至 第 三 区 等 等 。 当 所 有 分 区 都 哺 收 完 时 后 ， 又 将 性 将 
赶 至 以 前 首先 怜 吵 收 的 那个 分 区 上 来 。 在 每 个 分 区 进行 嘲 收 的 灵 
RETR EW AEA BEES, Ea TT 
Hie 3 一 5 次 ,在 森林 草原 中 3—4 次 ,在 草原 中 9-3 Fe | 

FEE AR FE HP AUR AUER RS 
RHEE SAO HE ED A, FERS ee” 

和 集体 宏 庄 中， 把 收场 划分 为 11 个 分 区 AAHETI, ERR 
前 全 期 ;全 经 利用 了 6 个 分 区 ， 每 区 利用 3 灵 。 在 其 余 的 各 区 , 开 
始 时 只 是 济 制 干草 ;这 里 等 到 长 贞 了 良好 的 再 生 草 才 进行 放 收 。 当 

WES 5 PART ;在 其 余 的 6 PAR, ALBEE ML BS HE 
产生 供 秋季 放 履 用 的 良好 的 再 生 草 。 

这 样 很 好 地 利用 收场 的 车 果 ,在 实施 修 区 放牧 后 的 第 二 年 ; 挤 
乳 量 就 已 经 提高 了 44.2%, veoh, M5 埃 割 草 的 地 段 上 ， 共 歼 得 | 
Ty 240 AFH, 

SIRKETI RR, REO RROAS A 

be, 所 获得 的 收场 蚀 料 计 多 出 24%, MBSE ES 
34 儿 。 根 据 蚀 料 研 究 所 土库曼 分 所 的 试验 ， 在 进行 扰 系 统 的 放 收 
时 ,每 一 头羊 需要 6.6 公 引 的 牧场 ,而 在 分 区 放 收 时 只 要 2.7 公顷 

RT. RANA RP REP, PS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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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营 舍 蚀 养 和 夜间 帮 收 埋 严 格 地 按 分 区 利用 收场 ， 每 头 怨 牛 的 挤 

SUREHER TY 1,300 公斤 。 

Baw Ay Ba, 4 TE eh Re, EAE ZR Se RE A 

反 ) 而 是 增长 了 。 这 样 做 的 辕 果 , 农 冀 的 产品 率 大 见 增长 。 
收场 分 区 的 数目 向 地 带 而 异 。 建 广 采 取 如 下 的 安排 :在 森林 地 

带 中 8 一 10 区 ， 森林 草 原 地 带 12 一 15 区 ,草原 地 带 20 一 24 K, 

Te H a 24 一 30 区 。 

每 一 个 分 区 的 面积 决定 于 收场 的 寓 量 和 癌 妊 中 性 音 的 头 数 。 

确定 面积 时 须 考 虑 到 ,使 性 冀 在 放牧 时 不 致 互相 斤 混 在 一 起 ,并 能 

获得 足 量 的 蚀 料 。 实 践 诞 明 ,在 单位 面积 产量 中 等 的 收场 上 ,每 公 

荐 可 黎 放 10 一 巧 头 牛 ,而 在 播种 的 和 沪 往 地 的 优良 收场 上 , 则 可 收 
WX 20 一 25 头 。 因 而 ,在 第 一 种 情形 下 ,分 区 的 一 般 画 积 就 是 7 一 10 

28 ;而 在 第 二 种 情形 下 则 为 全 -5 公顷 。 

下面 引 述 了 在 各 种 类 型 的 收场 上 供 100 头 牛 用 的 分 区 的 标准 

面积 (公顷 ): 

Pie bec ceceerenedscvevesdsnacestesdecteceeseeceesecces 12—20 

 -9 ed 70) oC eS oa 6 一 8 

FEY 7 PRE IES TK ALES oe eee e eee eeeeceveeereessceneecueees 8—15 

”低地 牧 志 和 8—12 

条 林 牧 声 pp 15 —25 

TERPS SEALE cee sc eeeeecccserseceeeeresteeersseneeeerness 30 —25 

ie Be eee 0 60 —80 

BTA HE FN TK BEES ----eeeererecescessecesceceneeeces 15 —-20 

RS Ae Ee AS os ahs ss saan sncakannns»sarenenpasss 4—T7 

FEF I KEG SE 5 一 6 天 。 牲 冀 在 一 个 分 区 里 长 期 

饲养 可 导致 蠕 虫 病 的 传 布 , 此 外 ,还 能 引起 牧场 产品 牵 的 下 降 。 因 

此 ,应 根据 适口 牧草 的 总 最 各 性 音 的 数量 ,分 给 每 个 分 区 如 下 的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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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A FES LIE ONO BME 6 天 。 
REFUSE RIE 3 oh EA CB GFR TBD) 
村 将 牙 区 隔 开 BLAS AAPA — ANT ESE, 

严格 遵守 开始 放 收 和 车 束 放 收 的 日 期 具有 重大 的 意义 。 从 春 
季 起 , 当 土 坊 已 缀 干燥 和 草 层 高 达 10 一 12 厘米 时 ?也 就 是 履 ; 须 在 

“” 禾 本 科 杆 物 孕 乱 时 期 开始 放 收 。 早 期 放牧 (在 土壤 温 酒 或 潮湿 时 ) ， 
可 导致 土壤 的 粘 持 ,或 由 于 兽 蹄 的 践踏 而 形成 坑 洞 ,导致 符 草 屠 的 

断裂 和 小 草 丘 的 出 现 。 秋 季 ; 必 须 在 猎 常 霜冻 来 临 前 25-30 天 内 

EE BUHL. 
HCE WOE, OCR TERT I. Se Br FESTA 

OS So ey AOA APE PRBS aE FER OE 
(ES BEL 4 Sa HERES By I EO PN 6 一 7 厘米 
Gt EFAS LPB) 4 KS, BREE 
EARS —- KB, Oh FEA A A SB 

BEBE BEB HH ATES. bt BAER EE 
BOT » Ti Ay BOF AU ZE Ja RETA IES 

UPR ERT ARE, BI ARE 
KPA EAVGGRIE, MRF HEI, BZ 
KEIR IS BESS — BFE HE BA 5 TE BU DBDs HS 5 
SHE. 

在 一 年 的 类 热 时 期 ; 当 出 现 许 多 吸血 的 昆虫 时 EE ， 
不 好 ,因而 产品 这 便 下 降 。 在 这 时 期 中 , 改 为 进行 夜间 放 收 具有 蕊 

大 的 意义 。 先 进 集 体 农 庄 的 实践 胡 明 , 当 正确 地 调节 放牧 时 时 时 ， 
PERERA HET A A RSH. FELON 
NRE EIR WE REA Se” SE Re EH REE dA PE 
SRD LS ;而 在 早晨 10 点 链 将 其 赶 问 养 冀 场 。 竹 音 留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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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B LAUER AO DUAN CREAR. HPA EERO » FEKAL 

+ — KT FBitm f 2 一 3 公斤 。 

RB AEB. 

| eT AER BAST EN BERET LOB 
BREA TAKS, 
GIVETH, TBR LORE PE FBR RHE 

iy, TEAS BARBIE F , SRE — PORE Ae RY , RIE 
收场 上 ,以 后 可 能 进行 天 然 播 种 ,更 加 严重 地 使 草 层 混 杂 。 为 了 不 
至 如 此 ;必须 在 分 区 放 收 结束 之 后 立刻 浊 割 公 部 芯 余 的 收 草 ( 划 币 
高 度 为 6 一 7 厘米 ) ,并 将 其 用 作 青 时 料 或 者 用 作 补 充 蚀 料 。 

在 收场 上 性 瘟 遗 留 下 大 量 的 烤 便 。 在 粪便 的 周围 ,生长 出 苗 壮 
的 量 烷 色 多 计 草 本 植被 ;但 性 冀 是 不 吃 这 种 植 临 的 。 桔 果 使 牧场 草 

层 的 利用 这 降 低 15 一 20 移 。 此 外 ， 凌 堆 所 在 地 上 ,在 媳 贱 的 生活 活 

动 指 影响 下 ,往往 形成 小 草 丘 , 这 种 小 草 丘 会 更 加 严重 地 损坏 收场 。 
为 了 防止 和 消灭 这 些 不 良 现象 ， 在 性 畜 转 移 到 另 一 牧区 和 制 

SBS ME TG A ARG oa (RQ A eh 
BEATA SAAD, AIM BY A) CR AR BS HIE 

PEROT PERE T AYIA ERA, LORIE AE NOTE RERE 
SE APE BOB WAPOA , FA A RRRB EE EERO, SE 
Sih RELIES 14 表 中 。 

> = 

PSE SFE AB 3214 

Fa ns eS ae 
a = ana i | Pee n/a) rae 

ih 2 Bee 四 55.1 33.5 100 

why G7 Noga viite ale aehicoide een 57.0 36.5 110 

刘 制 残余 收音 61.1 45.1 | ene 
XI) BPR FEE PS FE 64.9 51.2 ) 140 



win 
2 

1. aft ZA QFE FT RE Mis aAe BaF) AEE RE I PEP 
2. 怎样 可 以 保证 收场 的 正确 利用 ? i 
fu 9 Wy ACA BE AGH LSE? 
WHE BIB EERE MEAS? 
AE RESLIRL 5) OR WHC? Ba Ue Ade? 
.怎样 进行 牧场 的 日 常 管理 ? 

~ 3 

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