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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RE LEX 
就 至 世界 而 言 , 稻 的 播种 面积 仅 构 为 小 麦 的 一 秆 ,而 与 玉 
RARE 但 由 于 单位 面积 产量 远 高 于 小 老 ， 卉 相当 的 高 于 玉 

Ok, RIMMER ER, 而 相当 的 多 于 玉米 ， 下 
，” 玫 是 二 次 世界 大 战 以 前 1934 一 1938 年 五 年 的 世界 平均 数 

FO, I, 我 国 种 稻 面 积 、 每 军 产量 及 总 产量 , 年 有 很 

| 面积 ( 百 万 亩 ) ， 产 量 ( 斤 / 宙 ) | MPFRULAD 

2494.5 - 
1258.5 
1213.5 

132 
235 

177 

3296 
2954 
2152 

(RS. CO ARR LUI, 企 国 粮 盘 年 产量 由 1952 年 
的 3088 亿 斤 增 长 到 1957 年 的 3700 (Zr, Bee ok RINT 

， 363 (LIT, 占 59.3%), 1958 年 我 国 农业 汪 产 大 跃进 ,估计 水 
舟 一 硕 的 总 产量 便 可 达 :3000 亿 斤 左右 。 就 全 世界 来 说 , 这 个 
”数字 已 经 超过 了 二 灵 世 界 大 战 以 前 全 世界 的 水 稻 总 产量 。 这 
“对 我 国人 民主 要 在 粮 的 比重 必 将 发 生 重 大 的 影响 。 获 语 一 书 
FPR SERN’ WOE AEA, 现在 已 经 实现 了 。 

1958 年 的 情况 来 看 , ARB rs, TK FA BAB AT. 所 以 和 白米 

水 稻 与 小 麦 同 为 我 国 古老 的 作物 ， 也 同 为 我 国 主要 的 站 

BEM. (BRIS a REPO PE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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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 在 我 国 仍 将 较 面粉 为 廉 。 舟 米 的 蛋白 盾 含量 较 小 麦 为 
> EAM, WARING TET, ROR 
明 , BAS, ARE, Midis 
白米 又 较 糙米 为 易 。 
特别 值得 _ 提 的 是 :水 和 不 仅 是 高 产 作息 而 旧 是 稳产 作 

“有 物 。 只 要 水 源 有 保证 , 通常 水 稻 的 收成 是 比较 稳定 的 。 
在 副产品 方面 , 舟 草 在 我 国 南方 是 牛 的 主要 但 料 , 也 是 主 、 

Ne 7 

Pe 

7 ae, or oe 

”要 燃料 和 肥料 , HGR EO 
这 在 北方 , 除 作为 草 袋 、 草 垫 和 草 强 等 副业 的 原料 外 , HIP 
始 作 为 近代 工业 中 的 j 告 疾 及 其 他 方面 的 原料 。 此 外 ， 米糠 是 

我 国 重 要 的 猪 合 料 , HAE, APRS EARL, EDR i 
是 培育 秧苗 的 良好 复 盖 物 之 一 。 

EPROM, Sia, ARERR. : 
SRB, RAG KL WS. 1958 Se FE 
”插花 人 民 公 社 开展 稻田 养 鱼 ， 鱼 稻 齐 放 卫星 , 3.9234 
x5 <p SEL 412" HERS I BIL EAE BT 尾 ， ae 

HPA 4543 Jr, PDT ER 1704 JF @, 

REL 光 全 i 

世界 稻米 生产 购 有 95 务 集中 于 东南 亚 的 季风 区 域 s 在 此 | 
区 域 之 内 , LILES RAR, 

近年 世界 各 主要 产 往 国 家 的 面积 、 每 雪 产 量 及 总 产量 如 
“下 卖 (9。 其 中 我 国 1958 年 总 产量 已 跃 十 至 3000 (ZT. WAS 
亿 雷 计 , SETH PEL 620. 厅 。 可 见 葵 面积 已 在 印度 之 巧 me 

7 yi 



Deeresreeek ke), warwnewannar 
Ec ie 
量 的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 在 极 大 的 面积 上 上， 我国 水 稻 的 每 调 产 量 

peace’. 意大利 之 上 。 Rear 

: jar) Nese 
1955. {1953/1954)1955 1953 | 1954 | 1955 1953|1954 

1 etree ge ak PN ey er 

SE: 一 国 | 424,815] 430, 830] 437,595] 836] 329| 356/1425)141711560 

ong 印 - ie 467, 595| 451,770] 462, 870| 189] 163| i68| 40 738 176 

aes EL ae mF 8) 148, 920| 143, 865| 138, 915| 187| 179| 171] 279] 256| 238 ， 

fal] 60,060| 58,965] 60, 300) 187| 197| 149] 112] 46| 90 

印度 尼 西 亚 | 97, 425] a | ss 2 |) 219] wi 

50| 80, 970] 185| 168| 20 引 165 ial 154 

i ae “el 43, a 45, 多 了 | 143 149 时 是 

欧洲 : 意 大 Al 2, 625 2,685, 2,535! ?1 640 677| 19| 17 

‘A me | nom] nod | te 765 788 | 3 8 

美洲 : 美 国 | 12,930| 14, 595| 11, 145| 369| 365 435 48 i 

. 巴 36, 到 | 36, 420) 185| 213] 67 ec 

3,780 488, . | 6711 i3f | 25 
| < | het 

“i: SE were. 

; 世界 稻谷 的 年 产量 1934 一 38 e785 25 2954 As 1945 

车 为 站 06 亿 开 ，1946 年 为 2764 亿 斤 ，:947 年 为 2814 亿 
FrCD, 站 1948 年 至 1957 夺 世 界 稻谷 年 产量 常 在 3000 亿 帮 以 
EG), 据 此 推算 , 我 国 在 1957 “ARIUS ERA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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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 世界 总 产量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 从 来 是 世界 的 第 二 位。 得 在 解 
“ 克 前 的 一 百年 当中 ,我 国 是 世 鼻 白米 输入 最 多 的 国家 之 一 。 
”大 狗 在 1867 一 1886 年 的 二 十 年 间 , 洋 米 进口 数量 年 在 荆 亿 斤 

(100 万 担 ) 以 内 , A t887—1920 的 三 十 四 年 之 加 大 和 致 年 在 2 

亿 斤 (1000 万 担 ) 以 内 ， 而 自 1921 年 以 后 旭 在 10 亿 斤 至 26 
亿 斤 (1000 一 2600 余 万 担 ) 之 加 。 历 史上 洋 米 输入 最 多 之 一 年 

”为 1932 年 的 27. 16 亿 斤 。 这 种 情况 , 直到 解放 以 后 , 才 有 划 时 

代 的 改变 5 + 
“FUBESE ARRAS OVE 412 5 FT E®, mae 

SRE ARS AS, 但 由 于 每 雷 产 量 较 我 国 为 低 , 在 总 产量 ， 

方面 一 直 低 于 我 国 , 特别 是 1958 年 。 近 抑 十 年 来 ， 逢 们 每 竺 
IAEA EEG RA 20 StL (LM) AK 
1951 2RED ERAS, 我 国 在 1952 RP RSEAIE A 10 
亿 斤 (5 ORAM), 及 时 的 帮助 他 们 度 过 了 灾荒 。- ies 

日 本 也 是 有 人 的 产 米 国家 ， 同时 也 是 重要 的 白米 办 大 国 
家 。 自 1924 AE AMR AMA, 每 年 有 20 余 亿 斤 (一 百 
JUTE) BORATRR A, - PAR PEY ERS, A 
分 之 一 至 三 分 之 一 依 先 台 淤 。 二 鼠 世 界 大 成 以 后 ， 主 要 是 优 
HAE, 素 实 上 已 成 为 美国 剩余 农产品 的 倾销 市 场 : 

以 上 襄 明 世界 三 个 主要 产 米 国家 (中 国 、 印 度 和 日 2), BA 
KHLERSTERMARRADR, 其 中 只 有 我 国 ， 在 解 、 
放 后 迅速 的 提高 了 生产 , 井 有 一 定数 量 的 办 出。 -2 
”巴基斯坦 的 稻米 产量 狗 与 日 本 相当 ,1956 年 我 国 全 供应 
他 们 工 亿 2 千 万 斤 (6 万 吨 ) 大 米 , 帮助 他 们 克服 粮 荒 56 

竹 甸 :越南 和 泰国 的 稍 米 总 产量 虽 不 多 ， pepe Fass 
a 

% 



. oa i aes 
BEAKER RINER, 至 仿 依 然 。 战 前 的 一 、 三 十 年 
之 中 ， 这 三 个 国家 狗 共 每 年 办 出 80 至 100 余 亿 斤 (四 百 至 五 
FIL TINE), 其 中 大 狗 个 数 是 由 胜 甸 核 出 ， 越 南 和 泰国 各 点 
下 四 务 之 一 。 在 解放 前 很 长 的 时 期 内 , 我 国 上 海 广州 等 大 城市 ， 
BSR RUSS + REED OPO, ff 

于 鞭 他 的 南洋 国家 如 印度 尼 西 亚 、 非 律 窒 、 马 来 等 国都 生产 
RS DR RAS 
BASES E12 亿 斤 (40 一 60 万 吨 )。 此 外 , 战 前 锡 兰 亦 是 每 年 一， 
err 12 (Z JF (40—60 Fmt) eo RO, 1952 年 中 
RATT EACLE, SUERTE ARE EE 
WSR SALLIE 2 7 万 吨 ) OK, 2S ARE 1 LIE 
a Fi Wi ARIE, e: 
美洲 的 二 要 产 米国 是 巴西 和 美国 , 美国 VP RRR, 

(6 WR WOH RS IOKAOKIMES:, aE 
PRE TR RRL 
PREIS, TE UHTE EF ANE 
Al, EFFI, CET AEP SE, ete 
GAS, MA ABR 

1 过 联 稻 丰 栽培 面积 1936 年 为 210 77H (14 7H AN), 1940 
年 为 295 WH (17 万 公 结 j。 近 年 有 很 大 的 发 展 , HE ED 
See eeaeR ey. CLEARER ADSM ETE 
苏维埃 社会 主义 共和 国 。 在 远东 各 地 , 自 1918 年 起 才 开 始 种 

FA, 现 以 治 海边 区 种 植 较 多 。 苏 联 稻 作 栽 堵 历史 虽 短 , 但 在 旱 
请 入 及 调度 方面 及 在 生 青 期 和 最 商 产 量 方面， 过 去 儿 年 和 
我 国 的 局 示 都 很 大 , 在 稻 作 栽培 的 机 械 化 和 电气 化 方面 ,更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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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今后 学 习 的 小样。 | 

称 在 我 国 的 分 布 

水 稻 在 我 国 分 布 很 广 , 除 青海 外 , 南北 各 地 都 有 ， 沿 闭 江 “ 
河 湖 海 的 平原 单 湿 之 地 固然 很 多 在 丘陵 机 珊 地 带 的 数量 也 
-很 大 。 过 去 我 国 水 稻 的 主要 分 布地 区 大 致 以 秦岭 浴 河 一 舌 为 
FR, 009-5 750 mm 年 雨量 线 相 符 , (OR 

。 的 主要 产地 。 近 年 北方 种 稻 有 飞跃 的 发 展 , 情况 已 经 不 同 。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期 间 ,全 国 水 稻 面 积 增加 也 5700 7H, SEP 

AeA IMT 1200 7, 是 一 个 大 成 续 (272 = 7 

: AMES WAICREMRAS STR, eM ， 

— RPA MAL AR, HAAR, 

Ais TN MARGWEH, 1955 SRS - 
ABU 35%, AEE ARIS TELA 293 JF. 中 部 水 稻 区 包括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  四 川 和 上 海 市 1955 4289 
田 面 积 鹊 占 公 国 的 60%7 ARH 3944 IPS aH 

” 水 稻 区 包括 黑龙 江 \ 吉 林 ̀  辽 宁 、 内 蒙 : 河 北山 东 ̀ 山 西 ̀ 河 南 、 
陕西 上 甘肃、 新疆 和 北京 3; 天 津 西 市, 1955 竺 地 吉本 全 本 

二 公国 稻田 总 面积 的 5%, 每 吉平 均 产 量 欧 为 356.8 FFD, 

RSET MBC LERELE STAR Ob, CHO RRILASTE 
的 分 布 划 分 为 华南 、 华 趾 、 华北、 东北 、 BAR Bite | 
hk; 点 便 于 研究 (8)。 

a: BLAS IR ww, amen ane 

HE LL 3 Pes, SAREE RR 过 去 主 



4 eee ei < SS ie 

EEA, MAR BH CeCe 
De AAR PS, 温度 最 高 。 雨 量 年 平均 达 15001 以 
"4 eS 

如 ”有 。 只 源 南 包 西 部 特 少 ， 仅 700mm。 温 度 在 稻 作 生长 期 间 鸭 
: 为 80%。 天 部 为 冲积 十 ,部 分 是 正 寻 区 和 在 区 的 梯田 。 

ae 

六 

_ 华中 区 包括 长 江水 域 及 钞 塘 江 流 域 的 浙江 、 江苏 、 安 徽 : 

a 湖南 、 湖北 和 四 川 。 豫 南 和 陕 南 ， 实 际 上 也 以 归 在 本 区 

BR 7D DEAS I ASA 2 亿 . 6 FTI, HEAL a 

| SRT BE, 1958 年 水 入 的 播种 面积 已 由 1957 年 的 107 万 

—- S07 Hw. EK 1958 48 FF HRT Ta. BA WEE 

“ 海 等 四 个 早 帮 千斤 省 市 。 AER, BERRA | 
é 3. 过 去 主要 是 和 稻 ， CAFR KG ALM AER | 

=. io PEAR SCT AU APRA ER 

ERA 夏 稻 冬 并 改 夏 稻 冬 作 以 及 其 他 重要 改革 的 重点 地 

区 ， 也 是 我 国 水 稻 生 产 的 最 主要 地 区 。 近年 双 季 溃 作 稻 有 很 

TR, RARE LES, 并 有 后 来 居 上 之 势 。 其 中 

。 成 都 平原 以 及 沿 湖 治 江平 原 ， 都 是 我 国 最 富康 的 地 区 。 稻 作 
和 夏季 温度 很 高 ， 年 雨量 葛 在 

1000 mr 左右 ,但 在 此 区 的 北部 一 般 仅 700 一 800 mm， 其 中 

“四 川 的 春 早 而 秋雨 过 条 较为 特殊 。 湿度 在 80 多 左右。 稻田 

多 : 于 江湖 沿岸 的 冲积 瑟 原 或 山 问 釜 地 ， 但 在 所 中 与 出 岳 

“地 天 ,本 田 到 处 兰 是 。 
， 华北 区 包括 河北 、 内 蒙 西南 部 .山东 \ 河 南北 部 、 陕 西 中 者 
FAG NH, UHRA ARM, 1958 年 种 稻 面 积 已 在 
2500 万 青 以 上 。1958 年 河南 省 种 稻 面 积 由 1957 年 的 592 万 
HAH 区 志 万 亩 ， 亩 产 亦 由 350 斤 跃 至 947.5 Fe CREP),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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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 398 Ty WH PRS ASHS TH ASK 1392 FF, 实现 了 早稻 千斤 省 。 
1958 年 山东 省 种 稻 面 积 亦 达 152 WH, BaP AU BY 
上 , 单产 估计 在 600 FUL, EERE, DUO, Bek 
现 信 有 少量 秋 稻 。 稻 作 生 育 期 狗 150—190 KK; UR, HB 
温差 较 大 。 年 雨量 一 般 在 400 一 600 mm SMSO PFE, A 
月 。 因 此 本 区 水 稻 多 集中 于 有 灌 泊 水源 的 平原 低洼 地 区 ， 工 
有 很 多 是 盐碱地 。 生 长 期 间 的 湿度 在 60 一 70 匈 之 间 ,， 显 较 华 
南华 中 华东 为 干燥 。- ge 

| MAC S.A, ORI RPL ER 

1958 年 稻田 面积 已 在 1500 万 亩 以 上 ,和 辽 吉 黑 三 省 面积 相近 ， 
A AECRRRES, BSH, SE. ARE 
一 般 较 短 ， 在 南部 可 达 160 一 170 K, 但 在 北部 一 般 仅 达 110— 

120K, REAM, BREA, WI 600— 
700mm, 与 朝鲜 及 与 苏联 远东 地 区 楼 于 的 地 方 雨量 较 多 ， a 

到 西部 仿 少 ; KAAMSRE. WEE 60-70%, 稻田 多 

分 布 于 沿 河 低 潍 地 区 , 其 中 不 少 是 盐碱地 。 一 2 
西北 区 包括 新 疆 他 部 及 甘肃 的 西部 . SEA TENA, 1958 

年 新 疆 稻田 已 在 158 HLL. 本 区 稻 作 生 青 期 较 短 ， 但 温 
度 较 高 ,阳光 充 是 。 主 要 特点 是 雨量 稀少 , BEM 40%, 
URGE TR, 昼夜 温差 特大 , 土壤 的 盐 碱 性 也 重 。 水 稻 栽 培 ， 

在 南 疆 较 多 , 以 阿克苏 、 库 车 、 沙 雅 为 主 ， A ET 

R BBA eb, | 
RAL re eer eT AIT 

gfe 2000 FHULE, PUES, TEBE GRR 
«HOTT, 炎热 多 雨 》 有 水 稻 栽培 )， 青 海 在 1956 AERA, 本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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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 和 条 SHE, Pil RRS, Ib AN, 生育 期 在 本 区 南 
ALE, 但 一 般 夏 季 温 度 不 高 。 雨 量 欧 1000 mm, 云南 十 月 到 
于 月 为 旱季 。 境 内 地 势 起 伏 ， 品 种 亦 特别 复 架 ;云贵 不 仅 温 、 
MEA, SOKA, 产量 亦 高 。 多 分 布 于 
500 一 2400 公 尺 的 山 问 和 盆地、 河 边 冲积 土 及 山上 梯田 。 云 南 过 

“， 丢 无 灌 浙 水 源 的 望 天 田 很 多 ， 也 是 我 国 陆 稻 栽 培 的 中 心地 区 
ee | | 
于 由 此 可 见 , 就 全 世界 而 言 , 稻 的 分 布 集中 于 亚洲 季风 区 域 

的 各 地 。 就 我 国 而 言 ， 也 与 稻 作 生育 期 间 雨 量 的 多 少 有 密切 
区 关系 。 但 从 过 去 我 国 若干 地 方 的 稻 棉 分 布 以 及 从 南北 酚 大 
。， 农 区 各 有 明显 的 分 界 来 看 ， 土 壤 的 砂 粘 也 有 一 定 的 关系 。 在 
”丘陵 面 呈 地 区 , 几 千 年 来 我 国 农民 克服 了 地 势 地 形 的 限制 , 侧 
和 了 无 数 的 梯田 ， 大 大 的 提高 了 这 些 地 区 稻田 的 密 记 。 解 放 

ieee 

3 “ 

a bets 

‘ ’ 

sae ‘ 
mle 3 ar. oxy 

a aan > , 

ee Lk, 特别 是 农业 合作 化 以 来 , 兴修 农田 水 利 , 改变 栽培 制度 ， 

秋 舟 的 面积 更 有 互 大 的 增加 。 可 见 这 些 发 展 的 过 程 都 是 战胜 
FRAGT, FMB, 气候 土壤 等 自然 条 件 ， 只 是 部 分 的 条 

te, 今后 的 发 展 ， 在 新 的 社会 条 件 下 , 将 向 自然 征 取 远 较 现在 
be endian 

RETIN 

el 入 会 条 件 的 改变 ， 保证 了 我 国 水 稻 栽培 面 积 的 不 断 扩 大 ， 
二 志保 证 了 每 让 水 稍 产 量 的 不 断 提高 。 就 公国 来 裔 ， 早 已 由 食 
PAIR AEC ARH EA, LALO, “Wa AACE” HONEA, 也 
， 已 有 很 大 程度 的 改变 。 就 各 省 来 设 ， 著 名 的 缺 米 省 分 如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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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T. 亦 已 微 到 自 Ea ABM. eed ee eat 3 

HORT, RES AAUE, 244 能 更 合理 的 利用 主 地 和 劳力 更 

”有 效 的 提高 各 方面 的 生产 , 从 而 更 多 的 增加 收 俭 。 

人 

我 国 水 稻 栽 培 面积 在 解放 前 较 小 麦 为 少 ， 现 在 如 将 一 亩 
违 作 稻 作 二 军 计 算 ， 则 比 小 才 为 多 。1962 年 公国 种 稻 面 称 原 
计划 在 1957 年 4 亿 8 千 万 雷 的 基础 上 扩 天 到 8 (LH, BS . 
(L2H, MPRA PRAM AMA, BCE 

ACH, BRAG 21,7 千 万 亩 到 3 亿 雷 , BOAT 
国 面 积 将 占 北方 萎 伪作 物 面积 的 和 0 多 左右 (2)。 但 失 1958 车 农 
业 生 产 大 跃进 的 情况 看 来 ,，“' 少 种 高 产 多 收 ?是 售后 的 发 展 浪 
向 , 稻田 实现 园田 化 有 其 比较 优越 的 条 件 。 所 以 从 公国 淖 末 ; 
南方 的 趋势 是 适当 稿 小 面积 、 悉 续 提 高 产量 ‘Ti a 
Wy ATE ARB | 

KONE HEAL AT BIEL, 和 AR 
涨 之 下 ,从 1955 dee 10 月 到 1956 年 5 A 底 完 成 的 农田 水 利 工 

程 达 工 亿 5 TUL, 大 大 超过 了 五 年 计划 的 指标 , RS 
THAAD, BRR A 
栽培 提供 了 必要 的 条 件 ， 也 提高 了 原 有 稻 区 的 水 稻 压 产 的 稳 

| 定性 与 改变 栽培 制度 的 可 能 性 。1958 年 我 国 农田 水 利 建 设 ， 
在 双 面 大 跃进 的 高 潮 里 , 更 获得 史无前例 的 巨大 成 绩 * 共 1957 

9610 38195842 9 月 的 一 个 年 度 中 , 扩大 灌 浙 面积 在 人 8 于 
万 亩 , baw 2121 +7, HEMEL 10 亿 

A, 占 耕 地 面积 的 59.52， 占 世 界 灌 浙 总 面积 的 三 分 之 一 以、 

、 上 。 拓 发 展 速度 和 完成 数量 上 省, 75 RE AAU AOS 
HF AEA, (RRR MHI 300-400 01a, 同时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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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 : xtra 
‘ hat CH) MRT AT 1700 477 H, 很 多 历 更 上 的 低 
PERRET HINO. 例如 河北 交 安 县 文安 洼 是 历史 上 
有 各 的 灾区 , 1958 年 种 稻 近 40 万 调 ,平均 宙 产 618 Jr, 总 产 
HARE 1957 4538 10 倍 ， 在 大 潍 中 心 的 司 吉 城 村 平均 每 户 可 分 

。 得 稻谷 3 万 斤 。 北 方 大 构 有 1L 亿 2 千 多 万 雷 的 低洼 地 , 可 以 改 “ 
| ROKR, KOKA, ;北方 并 有 大 片 有 水 源 的 盐碱地 ; 可 以 
«BAO, 一 方面 是 土地 利用 , 另 一 方面 也 是 土地 改良 。 天 津 
spp 

#EG 10), 天 津 专区 1955 年 水 稻 面 积 仅 3000 余 万 雷 ,1958 年 

BIR 210 AH. 
oa innenccime,. 4 
mening 即使 是 很 小 的 提高 , 也 是 一 个 很 大 的 数字 。 

.苏联 沙 哈 耶 夫 ， 在 1950 Ae ASA a 
a, 获得 每 亩 2,293.3 斤 的 产量 ( 合 每 公顷 172 公 担 )。 这 是 公 

| 喜 的 世界 私 录 多 年 以 来 ， 日 本 的 竞赛 千 果 都 在 这 个 和 录 之 
下 。1950 年 我 国 新 疆 建设 兵团 某 部 在 南 疆 硅 城 首先 创造 了 军 
F220. TR, - 
CE RUE AAR 1951464 育苗 秘 栽 的 方法 oe 
eedabe 1,620 Fr, 

-同年 江苏 松江 陈 永康 ， 移 栽 的 一 季 粳 稻 亩 产 1.433 FF; 
到 了 19592 年 我 国 蛙 新 里 的 人 民 解放 军 革 部 竺 仿 交 营 二 

于 林村 协 下 均 产 若是 1,700 斤 。 
LAE NE He He i, £61) 2 URRITE TA 1,200 

1953 午 新 疆 建 收兵 团 基部 在 北齐 5 4 Ite 194.78 73 i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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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 Lis ATER 1242. 33 Fry" ao 

1955 年 广 IBM, EES AA, ee 

fr 2s012 FS 

FREE ETH PRATT EMER RAR SN, 因此 有 
可 能 在 大 面积 上 出 现 很 高 的 平均 数字 ; 例如 1955 AeA 
AT WK Ge WMH) TTB, 1956 年 又 有 揭阳 .普宁 : 
MRE AANA WIN REET, WARE, BS 
1EF A Ub, 1957 PRS BBs 1957 TW 
AB) 1, 233 Jr, 湖北 孝感 县 在 80 SH xX AT LRAT 
1, 002 斤 的 平均 产量 。 就 在 195744, TEL OEM R 
有 :40 FU ESET SHO REE SRR 

1958 年 是 我 国 工农 业 年 产 全 面 大 跃进 的 一 年 。 -这 二 年 

我 国 农作物 产量 的 跃进 是 震惊 世界 的 ， 水 稻 的 产量 更 是 突出 。 
公国 工 亿 4 千 多 万 亩 早稻 共 收 稻谷 870 BALI, Be 1957 年 

(887 亿 斤 ) 增 产 125%。 1 (LS FEE EPR, 估计 可 收 稻谷 
1, 130 亿 斤 以 上 , 比 1947 年 增产 40 和 以 芋 5 就 无 月 底 以 前 ERS 

报道 的 数字 来 说， 平均 亩 产 千斤 以 上 的 有 河南 (398 Wi, A 
Hy 1392 Fr) HA (612.9 万 军 , 平均 005 Jr) WGK (264 二 万 

BE, 平均 1040 Jr) Wat (462 万 调 , 平均 1033 Jr) fee. 94 
万 雷 , 平均 1,019 斤 ) 五 个 省 市 ;115 MRR PBI, 其 中 还 
有 许多 2.000 斤 3.000 斤 的 县 市 .总 计 储 国 早稻 每 雷 产 量 达 千 

斤 以 上 的 级 有 1 500 万 雷 。 值 得 补充 - 提 的 是 河南 话 世 从 县 

一平 均 雷 产 达 6.000 斤 以 上 (92,226 TH, 平均 6365.5 Jr), WIRES 

， 城 双 县 平均 调 产 达 5,000 斤 以 上 (68,000 亩 ;平均 5500 Jr), taf 

” 南 复 邑 休 县 平均 亩 产 达 丽 000 Fev 9 Ty 7B 4812 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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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Nev 1,000 FF (RG 264.4 万 雷 ， 平 均 
1,040 Fr, "PF 1920.8 77 1,78 1,093 斤 ,晚稻 1242.8 万 亩 , 预 

”三才 可 达 忆 了 0 斤 ): 广 东 在 鼓 足 于 动力 等 上 游 之 后 , 3, 400 77 HH 
、 SEEM AEE le, 预计 平均 雷 产 可 能 达到 1, 100 斤 , 比 1957 
”年 的 300 Fry 2.6 倍 多 。 

了 “由 上 可 多, 我 国 水 稻 的 每 亩 产量 已 经 转 和 一 个 新 的 时 期 ， 
。 部 在 很 多 省 县 不 再 是 几 百 斤 , 面 是 几 千斤 ,而 且 今后 仍 将 不 断 
跃进。 因为 从 今年 各 地 所 放出 的 非 寄 秧 卫星 来 看 ， 不 论 南 广 
北方 ,不论 山区 平原 洼地 不论 老 舟 区 新 稻 区 ,不 论 和 稳 粳 稻 
FERS, Aa PAP AIRS, 不 论 普通 的 水 稻 还 是 深水 稻 ， 不 葵 
AFUE, 也 不 论 直 播 还 是 移 栽 ,都 可 以 亩 产 万 斤 以 上 。 例 
向 河南 庆 电 县 有 34,111 亩 水 稻 平均 调 产 10,182 Fr EAL” 
二 和“ 银 坊 ?7)， 湖 北 孝感 专署 有 330 块 万 斤 以 上 的 早稻 (多 数 为 
Pal aS RS 16S”), PURER RAS 
AU BAR EMP OPAL), J RILBALH A BZ iit 

969.89 Tei A CAR) EH FSA 17,031 FZ, RE 
HAT FRIAR, 山西 韦 长 县 红 旋 人民 公 社 引种 东北 的 “元 

FSB A 11,147 FO, 

二 1958 年 我 国 农业 生产 上 的 大 跃进 是 史无前例 的 ， 也 是 书 
， 本 上 所 没有 的 。 我 们 已 可 看 到 今后 在 很 多 水 稻 栽 培 措施 方 
二 面 以 及 对 刘 多 问题 的 看 法 方面 , 都 将 有 相应 的 重大 改变 , 并 将 
BRUCE. EBA, 它 的 内 容 又 将 是 丰富 多 条 , 在 运用 
| 正 更 要 故 让 地 掌握 。 首 之 ， 新 中 国 的 稻 作 学 在 党 的 镇 导 下 已 
MMSE MDA RAT. “EMAIL, BRET 
© 和 在 1955 征 所作 的 古音 “将 来 出 现 从 来 没有 狼人 人 下 

Sone ’ oon 

nore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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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过 的 事业 , UE UE DS JU PSCC 
PER’. 我 们 相信 ， 它 的 发 扬 光 大 将 是 全 世界 劳动 大 民 的 家 
音 。 所 以 .1958 年 我 国 农业 天 跃进 的 历史 意义 和 世界 意义 是 

无 可 限量 的 。 

一、 办 的 生物 学 特性 

称 属 植物 

RAB B (Oryza) 有 二 十 余 个 种 。 .根据 染色 体 数 可 分 

为 十 二 对 及 二 十 四 对 两 天 类 。 栽 培 种 只 有 一 个 ， 部 O. sativa, 

BAIR, (REL RA oh He, BPE 

Sy ATM IEA DON SR UHR WEAN, Step O.gla- 

是 生 ee 通 性 | 载 6 Oe 

Lge. BEF | La TSP RE, Baa 
| 

2. 对 不 月 环 葵 的 丘 抗 力 强 
3. 各 分 药 比 赤 分 散 而 不 紧 忠 。 有 不 能 
直立 的 于 生 种 

A. ETS ee 
5. MARA OS 

2. ARRAS BEB 
3. 各 分 药 紧 次 而 不 分 散 。 都 能 直立 -、 

| dekh ae a 
5. 植株 各 部 分 无 色 或 稍 有 色 

6. MILB, BD ALD 6. RTL LSE, ARMA 
7. 抽穗 极 不 整齐 , FECERIE— PA | 7. CAE EMTS 

8. Bah Sibi 8. BRR BM 
9. Bib, 色 深 ， 有 芒 ( 最 近 云南 发 现 9. SRK, ASEM ASHE 
的 野生 称 无 艺 ) ase, ee | 

0. kin 5 10. BRAS RO 
—ALBi ASE” ? AL, Spb eerie | 

ee 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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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 

ale eee eS ee 

Pee ee eo are ene 
- 5. . - a 

i. - 516 = 

ae 在 非洲 西部 亦 稍 有 栽培 我 国 的 广东 、 JWG tra 

双击 和 全 后 必 现时 上 和 我 国 水 专家 打下 

“野生 稍 与 裁 堵 舟 的 架 交 后 代 中 至 成 新 品种 “中 由 一 号 

我国 的 栽培 稻 起 源 于 我 国 的 南部 ， 并 非 从 印度 、 日 本 直 

ae HI, 日 本 的 稻 种 倒是 在 公元 前 一 、 THA HEE] de 

th, REL PERRET A, Diskaewband st 

5 RAIARTENUIER (Zizania) PHY Z. ag aquatica, "ERIS 

WTAE, LORE, RT IN, ER (SR 
BB, 不 宣称 为 “时 大 米 "或 “ 训 泽 大 米 ")。 我 国 江苏 北部 的 湖沼 
“a 地 区 生产 很 多 ， 华中 、 华 北 及 东北 也 都 有 野生 。 原 产 北美 之 谣 

BRE, 

Pe eae ee ee eee 

G78 ELAN ELE SOLS), SCOR MIRAE ACR, 
ee (coped gi (ANd 5 ASE ARE HE 

ee RE RERBEME AU, 根据 花 太 和 每 小 禄 的 - 

x | Asa te 便 忆 容易 分 开 。 

ROR 

SORE Ry rE Rea a, AT Jase nee ARE, 

BALM, 我 国 稻 作 栽培 开始 于 公元 前 三 千年 的 神农 时 代 , 是 世 
FRR AERO, 

那些 是 野生 性 状 ， 以 及 那些 野生 性 状 在 一 定 的 条 件 下 对 我 们 
AR, PART Bein Ee, AREER, ALTA 

+ PEARL EBSE TEPER, SOA AISERANI IRS S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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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MA ERS CCR SL, RICHER RU 
多 , FER ACH AS TP A ORO, 

”栽培 稻 的 分 类 ; 丁 颖 先生 主张 分 和 舟 型 和 粳稻 型 .早稻 型 
和 了 晚稻 型 .水稻 型 和 陆 稻 型 、. 粘 和 型 和 燃 稻 型 等 四 各 类 型 。 他 

。 和 南 为 和 粳稻 和 早晚 稻 主 要 都 是 气候 生态 型 ， 水 随 稻 主 要 是 地 
“土生 态 型 , 粘 糯稻 只 是 一 种 淀粉 性 变异 的 栽培 种 型 , 而 莉 稻 是 
从 秋 稻 分 化 出 来 的 , 早稻 是 从 晚稻 分 化 出 来 的 , 随 稻 是 内 水 稻 
分 化 出 来 的 ， 糯 稻 是 从 粘 稻 分 化 则 条 的 。 Mie > 2 
Fan FAD; 

wd 
fli 亚 种 on 

了 8. Subsp. oe as oe 

KK (a = 
ins te 

.- 8, L. Spontaneas - ; 

ae es BiG {eg 

SO. s. subsp. Kéng) - ee ete 

a wg (iE 
= \ 舌 逢 

-此 和 外, 我 国 在 广东 高 要 、 云 南 昆明 -湖北 的 湖沼 她 区、 河北、 
“的 淮 淀 有 和 型 与 粳 型 的 次 水 稻 , 能 随 未 的 加 深 而 迅速 伸 长 ; 植 

高 自 七 、 ARBs XK, 1958 ERAS A ROL 

HEA ae (BED) 并 获得 惊 大 名录。 同年 天 津 地 区 演 

FAH BBE “Td SEE (HEKED HP y = Jr tt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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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REER 
普通 的 栽培 稻 都 是 属于 O. sativa, 在 很 多 禾 谷 类 作物 之 

tas 不 同 种 之 问 的 杂交 后 代 千 实 这 往往 很 高 , 而 栽培 稻 之 中 和 

WG SL MR RASA MORN, BUR 
d “这 一 点 来 看 ， 和 型 和 寿 与 三 型 稻 之 南 铭 当 粕 距离 可 能 相当 大 。 

” 目 本 加 茧 茂 苞 氏 (1928， 1930) 根 据 他 当时 所 搜集 的 材料 ， 

全 从 形态 、 架 交 千 实 率 、 血 清 反应 及 条 胞 等 方面 把 世界 上 的 栽 
_ 培 稻 分 为 两 个 WF, Bl) O. sativa Japonica (A RALAA) 与 

‘O.sativa Indica (印度 型 型 稻 )。 印度 型 稻 未 必 仅 起 源 于 印 By 

百 本 型 稻 则 决 非 起 源 于 日 本 而 是 起 源 于 我 国 ， 而 后 由 我 国 引 
”天目 本 。 我 国 在 1, 800 FLARED AUT, SRR 
黄河 流域 所 秘 的 稻 种 是 炸 稻 ， 现 在 仍然 币 熄 并存， 在 东北 、 
华北 、 西 北 从 来 都 是 种 的 粳 舟 , 在 太湖 流域 也 从 来 以 粳稻 为 主 

(1956 年 江苏 有 了 二 600 多 万 军 晚 粳稻 )， 云 贵 高 原 从 来 是 种 

RFRA, Be AS AREAS. ULL, AS Bs BK 

hela 10 % REALE AA, 则 分 布 于 各 地 。 日 本 的 粳稻 肯 定 是 

二 出 我 国 引 去 的 ， 其 他 各 国 的 粳稻 也 是 直接 或 间接 引 自 我 国 。 

和 合意 过 的 全 名 TA BRA EAT 5 A a 

eh. BERNIE RS, ARERR 3 PPE ATE OD, 也 

_ maar sreNte FFE Au I EG SEZ BRS 

”至于 在 形态 特征 方面 的 区 别 ， 加 芯 氏 原著 仅 列举 五 点 ， 有 如 下 

BR, 显然 很 不 全 面 , 也 未 必 十 分 可 靠 。 

ME Bes, fe RN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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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e | © 8 om 

Lape Re TED PR Bees AL 
2 Et Geet sie) ge | he ; 
所 成 之 角度 gates 

BHI AS, KORRES Sn Rine oR | 
, Me. Ae Phe BR oe 

Zee, SA 
lala, season! 

<a ee 横断 面 其 近 于 网 形 Hos (Ne Rene 
1 LAER KS HKEBEE BASE: EV Ae 
5. APPLES KIER BR | SRK MB «eats 

- 较 狂 而 叶 色 亦 较 深 。 最 上 叶 与 全 所 成 的 角 庆 , ARES A, 
只 能 向 为 品种 的 特性 ,在 中 和 之 中 便 有 角度 特大 的 “ 齐 头 黄 ” 
与 角度 很 小 的 “Hi PIR” Sine OE EE RS | 

的 , JAWS PATS HB 1, REALL PISA DRE 

的 。 REDEEM, 那 是 很 少 例外 的 。 =e | 

JE RBCS, HSER HE. 

SLR RUC B, ssc REREMMLARLD 
的 水 生 习 于 吃 稍 舟 草 ); RELATE 

JJ 

(ESE Be i LIRR RG, 太湖 
BCA AREA 8 品种 多 数 也 比较 高 大 ， 所 坟 不 能 一 概 而 论 ; 

在 内 部 解剖 方面 ， AUREL RAL MEY 

: ke ERUARUOPET TE, POMERAT 、 
可 能 的 。 EPA MDT ER MPLAYER, 和 

稻 也 未 必 是 两 个 。 ， 

“在 生理 特性 方面 , 与 村 关系 重要 的 比较 如 



[a mF 

able | Ra. Heme cidielalinatias 
ie ii ee 
em 12 Re Daa RNB, SMR | 较 不 抗 塞 , 但 南 抗 热 
iy : | TS Ue Hs Ae I we tat 
>> Aen eae tae ’ 
BTA AMIE | THE Es, HK BR CH, WIG 

A ER RE GEE, SH BER ge iG TB BR. A 

ss 我 国有 不 少 比 较 耐 反 不 易 人 多 
iS) eee : 十 伏 的 和 稻 品 种 
| 5 mere | i, Mom: ;| ERE, tae 
ae oe Kee HERA RA. MAA 
| Sa HOE ME AL RS 
| CRUE ED, | RR. HS ANREE 
aS aS ”| 得 也 有 抵抗 性 强 的 :云南 | ERE 
ere : tA eA iA } 
ee | i 
we 出 灯 率 较 高 ， 碎 米 少 。 粘 HPRARRIE, BRR. BE 
as | aR Bet | 其 ,但 县 性 大 . 

PRR RE, 叶 狂 而 较为 插 直 ， 分 药 较 为 紧凑 , 秆 
后 而 强 (下 部 节 问 较 短 ), THIS, Ti LGD, 所 以 比较 

PR, RSET MAIER. 
es “aLih FARRER EMR ARAL Wei, SLATE 
rE 和 对 生育 的 影响 较为 明显 。 {Bin Fi ANA, 反应 亦 

“Fine. a 

HTS a 
a 9. 

se 
| RU SR AF RHEE RMR 

a eine. FEL), 或 以 1% BRB APE 
ee SR CMAES ME, WA KHE ERE), 或 向 种 子 、 

-. 

] , 

‘E 

The t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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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 ii et NOR WOE Ty (AGS, HGR) 12), ABIL AE BS WPS 
We BN AUT Ay De, ALARA 5d FT SE ‘ , 

SAS FUE SS HOE NE PRIS II Ee, ALLE RUE DA 
TAS LRARR RM LMC WAURE, Fella AS 
HARE LS AE RIE), APA IR ZEST, 
其 他 地 方 亦 所 常见 。 如 自 朝 鲜 引 种 东北 的 “ 京 租 ” A, ee 

” 色 和 抗 塞 性 都 是 粳 型 , 但 粒 形 和 肌 粒 性 又 很 象 和 型 。 
为 了 适应 不 扬 提高 的 土壤 肥力 , 为 了 改善 米 盾 , 为 了 适应 
机 械 化 作业 的 要 求 ， 以 及 为 了 充分 利用 各 地 可 能 利用 的 生育 、 

期， 一 部 分 的 各 稻 改 为 古 稻 是 我 们 今后 的 努力 方向 。 得 从 各 
> 种 特征 特性 来 看 , 秋 粳 是 各 有 优 缺 点 的 .和 稻 的 (1 生长 迅速 、 
易于 繁茂 (2) 较 为 抗 病 ( 稻 盖 病 ) (3) 较 为 抗 热 (4) 和 米 胀 性 较 
大 等 可 以 视 为 和 舟 的 优点 。 类 稻 的 (1) 秆 矮 而 强 、 耐 肥 难 倒 
(2) 较 为 抗 塞 、. 可 以 提早 播种 (3) 较 难 胸 粒 收获 的 时 候 损失 较 
少 (4) 出 米 率 高 、. 米 质 较 好 等 可 以 视 为 粳稻 的 优点 。 如 何 从 栽 ， 
培 技 术 上 发 摊 优 点 的 作用 与 减 驳 缺点 的 影响 “我 国 农民 确 有 
Sane Aen: SAE AREAS THD 
是 理想 的 稻 种 。 | 

BSI 

| 稍 有 单 季 稻 . 双 季 稻 、 三 季 稻 之 别 。 单 季 稻 之 中 各 地 各 有 
早 中 晚熟 相差 很 大 的 品种 ， 在 双 季 稻 之 中 各 地 各 有 特别 适宜 
手 作为 早稻 与 晚稻 的 很 多 品种 。 不 同 的 季 别 以 及 不 同 成 葡 期 
的 昆 种 ; 在 各 个 地 方 的 温度 .光照 和 水 分 条 件 是 大 不 相同 的 。 

~ 



' ae | | | ae 

eR NIRICR, AE RMS ER 
SpA HE FLAN “ReUAEHE Has 
FERRI“ HE 16 3° AUR) BOE PA 

PES AR RE LD WS G1) eA 
RA SARAE RAG SESE a; 0) ER RAE 
RATE PG; WS ES LL AEA “AK 
Ab” SAE AA ESSER TORS, ARAL HX ES 

”品种 现在 有 很 多 作为 长 江 流域 及 华南 的 连作 早稻 ， 太 湖 流域 
“的 一 季 晚 粳 品 种 现在 有 很 多 作为 长 江 流域 的 违 作 晚稻 。 当 

OR, 在 互相 引用 时 要 通过 生产 实践 才 可 上 第, 否则 是 不 一 定 适 合 
eae | : | s 

HER an a LT 4 PRY SE 
SBI, REE 1958 年 , AES YE EO RRR, 在 
RRA, PRATAP SR, BIBS SUR 5 eM 
Ais aA? Re, (A fe TE Re. 
这 在 福建 称 为 “ 例 种 春 ” ESI SE HK. EIR 
晚稻 称 子 的 一 个 办 法 , 可 以 早 收 ， 也 是 繁育 良种 的 一 法 ， 并 让 

为 来 年 再 作 早稻 可 以 增产 。1958 年 福建 直播 “ 倒 秩 春 "“ 南 特 
号 "及 “了 睹 财 号 "( 南 特 号 中 选 出 ) 雷 产 有 达 5000 一 7000 斤 以 上 
a, ARK. EE”, 除 易于 达到 密植 要 求 外 ，， 
二 并 有 节省 秧田 .节省 劳动 力 、 错 开 农 时 等 优 真 。 
RaW, 早稻 (东北 地 区 的 稻 种 大 多 属 早稻 类 型 ) 都 是 
ne 早稻 的 生育 
， 期 与 积温 的 关系 是 很 密切 的 。 写 们 的 生育 期 的 长 短 主要 决定 

竺 温 广 的 高 低 Gi9)。 例 如 “ 南 特 导 ” 在 长 江波 域 的 生育 期 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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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0 天 , 在 华南 锡 在 100 天 左右 ， 在 东北 及 云南 期 达 130 

天 以 上 。 在 同一 省 区 亦 常 因 温度 条 件 不 同 而 生育 期 大 不 相 
， 同 。 在 南方 同 - 地 点 亦 常 因 播 种 期 不 同 而 生育 莉 下 同 呆 全 种 - 
ROE OR, WH, 只 要 温度 合适 和 生 青 期 是 够 , 它 “ 
没有 因 日 照 长 短 而 引起 的 光照 阶段 能 知 通过 的 问题 ， 因 此 它 
可 以 在 任何 时 候 播种 。 这 便 是 早稻 有 时 可 当晚 稻 用 并 能 里 收 
ROA, ASA AUER, 晚稻 都 是 感 温 性 弱 而 感光 性 强 的 类 型 ;很 
WIIG A EO), EIN: SE UE Re 
短 , ATR AT AER (1 — MRA) 还 是 、 
夏 播 (作为 连作 晚稻 或 迟 栽 一 季 晚 稻 )， 它们 的 抽 午 成 熟 时 期 
相差 不 远 , 但 如 向 北 移 种 , 则 日 照 转 短 之 时 , 由 于 气温 已 低 , 往 
往 不 及 成 熟 ， 甚 至 不 及 抽穗 。 例 如 广东 的 “中 出 二 号 ?不 能 移 
种 湖南 , 太湖 流域 的 “ 老 来 青 " 不 能 移 种 华北 , NT RR TS 
能 移 种 沈阳 。 由 于 以 上 原因 ; 倚 将 早 中 晚 稍 同 在 早期 播 秆 ; 它 
们 的 抽穗 时 期 相差 甚 远 , ESR, SERB, 
RARER BAER. 5 RESET RU 
a YI le 

| ee ee 
FARE, 但 东北 各 地 品种 的 熟 期 相差 甚大 。 fk 
et et ee te 

收 。 在 南方 , BRED UR, HEIL, HES, AK 
条 件 平稳 ， 可 望 年 年 丰收 。 所 以 提高 夏收 早稻 的 比重 是 我 国 ， 
今后 水 稻 生 产 上 的 战略 性 措施 。 由 于 以 前 对 早 舟 有 不 能 高 产 
ae, LMA, 1958 年 大 跃进 已 得 无 数 事实 证 ”， 
RRA AT, LEC aR 

~ 



ae Pas = tk 、 四 

oe % ; ; - 

HG, SITIES IAORENICR, MRR ACAI, COE 
BR, BAT EMSRS, Ti A ESL, TOR 
RETR WAI AR— i, Fa ee 
ERT ES-ES, 高 度 密植 , BAPE 
”多 肥 等 等 措施 , 预料 早稻 的 产量 还 将 一 跃 再 跃 。 首 之 , 早熟 而 

”和 才 产 的 栽 菩 研究 在 我 国 是 新 闻 题 , 也 是 重要 问题 。 
除 普 通 的 单 和 地籍 之 外 ， 在 两 广 南 孝 还 有 冬季 栽培 的 “ 冬 

RE AERO”), 在 桂 面 大 新 、 天 等 等 县 亦 有 10 万 
at data 一 般 11 RR, Kae 5 DK PAM, iit 

站 2 IVT 0 

RASS eee 

PoP PR ALARIS HORTA, CRE ER A en TA 

FER RAPT, BERT CRAKEAR BRE KE OP PB 

| PUREE ARE A, KS RRR 
OBR, 现在 东北 地 区 有 以 “水 稻 旱 种 "的 , EB 
OS AAAS, IEA AOA PRS, TS 
EPROM, AM SMM RM, Me 
SBE, PT EAS, AAR: 水 稻 与 陆 
FARE, 即使 水 分 供应 不 太 缺 乏 , 二 者 繁茂 性 仍 有 阴 显 
HUD, REEL DE SLA IGE, 植株 矮 水 , 产量 大 减 ,而 

‘ 

WFAA, TRAY eo, TEST EB Se, ILENE A OH Bee EL, 这 就 有 必要 选用 水 
RAR ACTEM, WET RRR Ly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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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的 散 ， 亦 罗 用 水 卫 丙 用 和 种 汉 宣 。 可 网 全 后 理想 的 和 和 
AREAS AEP ROOD, 而 且 最 好 要 能 水 随 两 用 。- 

水 稻 之 中 有 币 型 与 冰 型 ， 陆 稻 之 中 亦 有 和 型 与 炸 型 。 在 
河北 的 陆 稻 有 和 有 粳 ， 在 东北 各 地 的 陆 稻 都 是 粳 型 ， 在 店 东 、 
广西 、 云 南 、 台 潜 等 地 的 陆 稻 和 型 居多 。 陆 稻 中 亦 有 旱 晚熟 ，- 

并 且 有 不 少 陆 稻 品 种 是 糯稻 。 
陆 和 在 形态 上 很 难 与 水 稍 区 别 。 陆 和 在 旱地 区 根 毛 ， 在 
水 田 旭 无 , VESTA, FM, a 

。 陆 稻 也 有 通气 租 积 , 正 说 明 陆 稻 是 由 水 稻 分 化 而 来 。 
就 东北 地 区 的 陆 稻 而 言 ， 在 形态 上 的 特点 如 下 《 甘 型 陆 稍 

SPEIER): | 
1. 陆 稻 植 株 比较 高 大 而 易于 倒伏 , BOLT A BEB, Hl 

BK, 粒 亦 较 大 ; 
2. HRPM BRR, PRB Fae, a 
3: 在 旱地 栽培 条 件 下 ， FT IE I 
4, WARE APB; ) va 
5 Bi RARE: | : 

«6. BPR URLS, 出 米 李 较 低 ; I i 
(BR, 人 
itera 
速 , 生育 较为 繁茂 , 植株 较 高 , LATEST, 
实 率 较 高 及 根系 较为 发 达 等 。 此 外 ， 央 稻 在 低温 下 发 着 较 水 “ 
稻 为 快 以 及 水 陆 稻 生 根 时 对 氧气 波 度 的 要 求 不 同 民 陆 舟 要 求 ” 

BER), 亦 值得 注意 。 印度 疯 根据 地 上 部 与 地 下 才 的 比率 来 帮 
定 抗 时 性 比 牵 为 0.4 MATER. 



La 
二， 2. 以 盗 液 培养 刚 发 荐 的 种 于 

8. SWE aE 5—6 om 高 度 的 幼 贡 

其 Ah 全 于 we 

就 随 相 对 稻 间 病 的 抵抗 力 ms, 一 般 固然 较 差 但 此 有 比 

4 “pe BR, do BEE WI SAR RA Seo 

: 永 陆 稻 生 理 的 鉴定 方法 ， 实际 为 稻 种 而 旱 力 的 监 定 太 法 

“于 令 仍 以 入 子 及 幼 昔 对 氧 酸 钙 溶液 的 抗 毒 力 ( 山 时 1929) 一 法 

”最 为 简便 ， ART SRA, THE EAT AS ese ee 

% 2 F & | a e | arm | mm 

48 小 时 

20 或 40 小 时 

7—10 天 
1% | 

0.1% 

a SR 

sie eee) Ar HEE, PERI AEB, AUR 

PAPI ESCRE, HORERIRR CREOLE, EAU 

REMAP ERI 1, —PRZRINIE INA ATE . AW ALi | 

“” 稻 在 云南 栽培 较 多 四川、 湖南、 广西 江西 等 省 都 有 ， 除 粘性 

“和 外, 一 般 特 征 特性 都 与 和 稳 相 似 。 

粘 稻 与 糯 舟 的 主要 区 别 在 于 粘性 的 大 小 。 粘 性 的 大 小 次 

定 于 所 合 糊 精 成 分 的 高 下 。 不 粘 者 为 和 , HERES OE, Bi 

SRE URE, 这 裔 明和 米 以 合 淀粉 为 多 , 烽 米 以 合 糊 精 及 可 
，， 淤 性 淀粉 为 主 。 粘 性 的 大 小 适 与 者 饭 的 胆 性 相反 。 所 以 各 米 
RHINE, BPE TIRES, 炸 米 适 居 其 中 。 但 无 区 

HAPS, 都 与 品种 有 一 定 的 关 系 , 亦 与 成 熟 时 期 的 气候 条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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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L MMM, be ea Ae ON 
ASE PIs AP ALRBHR, ch HLS TARR, 影响 产 
_ 量 。 炉 米 碘 反应 为 棕 红 色 ， 非 糯米 为 深蓝 色 。 这 主要 是 磺 政 
着 量 的 关系 ， 因此 碘 液 省 度 较 大 或 处 理 时 间 较 长 时 ? 糯米 的 碘 

MIRE, TEMPO ESSE AAI, 
糯米 食品 素 为 我 国人 民 喜 好 。 今 后 烽 希 必 有 其 一 定 的 更 

位 。 | 

种 

-所 千年 来 , 在 我 国 农民 世 赴 代 代 的 培 育 与 选择 下 , 至 国 永 
”多 品 种 达 好 几 万 。 这 是 祖国 的 互 大 而 宝贵 的 遗产 。 

从 全国 来 谣 ， 季 原 地 区 的 水 稻 品 种 沙 较 丘 陵 轴 项 地 区 要 
-简单 一 些 , 粳稻 要 比 和 稻 少 得 多 ; knee Re 
”生产 糯稻 不 少 ， 有 特殊 用 途 , 各 地 世 有 各 地 的 品种 ， FFARR 

FEHR ER en ERT LAL A A ERY 1958 AEE 
-万 斤 以 上 的 水 稻 序 为 糯稻 , ARH EADS 283 粒 ) 与 著名 的 产地 - 
《如 江苏 的 金 坛 、 四 川 的 梁 册 等 地 )。 
在 备 原 地 区 , 由 于 狐 境 条 件 的 天 致 相间 ， 不 同 的 品 秋之 间 

亦 有 其 类 似 之 点 , 特别 是 成 熟 期 植株 高 度 及 米 质 等 重要 区 游 ， 
性 状 。 例 如 两 湖 治 湖 治 江 地 区 , ARE ORR” 一 类 的 品种 ， 
居于 主要 地 位 , 通常 在 立秋 前 后 收获 ; 能 避免 作 月 守 旬 鼓 区 可 ~ 
能 发 生 的 水 灾 ; 成 都 平原 从 来 是 “水 白条 ?”“ 大 时 子 ;- 类 郧 种 

. 居于 主要 地 位 ， 称 高 穗 大， 比较 耐 肥 ， 收 期 不 妨碍 种 精 们 作 。 
把 验 指出, 在 品种 性 状 之 中 最 saps 这 一 性 状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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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i A 情况 、 病 虫 祥生 时 期 以及 输 作 制度 等 等 都 

wae. 
4 a Ps SS el — FE AO I EBT 2 如 成 

we, 易 否 烂 身 、 STH SS OK, BSR MES BP 

SEF eh RS ERR) Oe RRR 
| | BAA HENLE, BS ROR RZ DVI Be Mo 
 , HEM FREKRE ama 
 HURIERE, TRUER SAREE PA, EK 
| SPRACHE Ao See TR” RS A PR CET A. 

At 

“小 暑 发 标 , 大 暑 发 粗 ， 立 秋 长 穗 "的 规律 ， 才 获得 高 额 产 量 。 
广东 的 林 炎 城 、 埋 林 的 鹤 竹 松 等 , 都 是 一 样 。 在 把 一 个 品 称 的 
特性 摸 清楚 的 基础 上 ， SPR HEALS, MAREE ATI Hh 

AR, 优良 的 水 稻 品 种 很 多 ， Ema, 这 方 

“ 面 的 工作 ， 广东 是 做 得 较 好 的 。 从 1958 年 的 高 产 事 例 来 看 ， 

西川 的 “ 廊 谷 儿 ”、 秋 徽 的 “大 叶 早 ? 都 是 突出 的 地 方 良种 。 解 
获 愉 弱 ， 在 良种 推广 方面 已 收 到 明显 的 成 效 。 省 际 调 运 的 种 

: THE, 8 1956 4FUK—iBIRK. . ， - 

~ 3 

_ 

BAIA EE RAY 名称 如 下 卖 ， 其 中 若干 品 和 
ORR : | 

SEER BURY ki, AHS FUN? HS 
ae ce . 
eS ri, 2 Ap Lee HY RAN, tk 

etree 400—600 Fr, HAIR AFI, 1958 年 湖北 省 的 

“ 南 竺 号 "多 在 千斤 以 上 ， 万 斤 以 上 的 亦 不 少 。 在 华中 比 各 地 



ok i | ees. i 

| # | BRS FH), 28738, 广场 BS GAD, BA 16 
fe 号 ( 早 中 和 ), AA 18 SCF PA), 2 SCRA, S17 

5 (BAN), 新竹 8 SCFM), 卫 国 ( 早 中 粳 ) 
西 | EPPA SA, ASE SFA), BEA SHA), ASA 

18 号 (早起 和 ), BIE 516 号 ( 晚 和 和 ), DER) 
区 | 福建 | Bes CHAD, 陆 财 号 ( 旱 币 )， 农林 16 (SUBD) 3 

co 2B eee 150 SBE) 

wi I ee CHD, , 浙 场 9 SCRA), EDC BD, 1050908 8) 
-江苏 | 南 特 号 ( 早 币 ) 中 农 34 SChA), ERR EM), RRS 

we | H (RHE), 314 C4 BR), 412 (中 粳 )， ERB BBD, 853 (RR), 
(1 | SEE FACED | 
et | FS RAN), AOE CAND, BEALS Al), ARC AN), 小 

$L7A (MA), AED BPM), BS HR), ERD 
Foor pg | SSD, MAA CEAD, 99 SCRA 

湖南 | 南 特 号 ( 早 和 ) RERANCH AL), DAA CPAD), MLS CHAD, - 
PECL HAL)» BEF AH), ALA CHEAT, 10509 BED, 

区 EE (HBO 
4b | WEBER, RASCH, HHS SD, FERRE 

BE), 10509 CRB), ZARB, WA CRA, PEARED) | 

we | dt mig pipet orient me ope 

de] 是 西 nie 190), SEF RD Wea 
I Ze | BSC, ASD See 

区 | 河南 | EAC AD, BCR coer a 

Para. LHRH), FGF, RAKED, ERE 这 
HD), RRMA, WER) 
元 于 2 FD), BRS SER 1 2 二 
Bie BS( SD, Be SBD, deme 1 CGM, AIC I 598) 
青森 5 E(B), 77132 FH), 5 HRD, AANA 

3a ot AS 

HK 
一 

西 
北 i 

Be py | S55 (BT) HERI ALCH A) 



| an | iss AW, BRE ILOH AD, BAA CRA, MBE 422 Or 
All), WS 3S CRRA), Wes 9 SCRA), RGB), NAR 

: FAC BD, 10509. (HE) 

a 南 BK AEC), 昆明 小 白 谷 (中 粳 )， 少 子 谷 (中 上 入 )) ABZ 

(中 各) 

黔 农 5782 (中 和 )， AAC 

PPE. ARAL TTEE, 穗 大 粒 大 , TH 
力 亦 不 了 。 人 缺点 是 易于 烂 秧 , 仍 易 倒伏 ， 易 于 落 粒 ,在 长 江 流 

”| 城 作 为 连作 早稻 一 般 亦 嫌 迟 熟 。 这 一 品种 变异 较 多 ， 目 前 各 
地 所 栽培 的 已 不 一 样 , 在 广东 推广 的 序 系 经 过 重新 选 育 的 “ 南 
16S”, 福建 的 陆 财 号 "也 是 从 “ 南 特 号 ”中选 出 的 。 现 在 
广东、 福建 浙江、 江西 、 湖 南 、 湖 北 、 四 川 、 安 徽 等 省 多 作为 速 “- 
作 早稻 用 。 在 广东 翔 油 地 区 及 福建 龙 滩 ̀  海 沾 等 处 的 早稻 , 百 
”分 之 及 、 九 十 是 这 一 品种 -在 江苏 北部 低 尘 地 区 作为 一 季 早 中 

“ 稻 栽 培 。 在 沈阳 狗 与 当地 品种 “农林 1 号 ”生育 期 相当 。 
“胜利 币 ? 原 产 湖南 的 湘潭 , 乃 从 访 地 “ 茶 粘 * 中 选 出 , 是 比 ， 
REP PA ABR ABT, 可 达 千 斤 。1958 年 
ART TOES. FREED, BKM. Be 
分 布 于 湖南 、 湖 北 、 安 徽 .江苏 、 浙 江 等 省 原来 栽培 早熟 中 和 的 

«Hk, EUR THE ROA, 在 沈阳 几 不 能 抽穗 。 
”“ 浙 声 9 号" 原 产 浙江 宁波 , 系 由 “ 晚 青 ” 中 选 出 , 是 晚 竹中 
HRPM, PERRO AT, SHR, 早熟 而 

> HERES, THAR ARR, (EAL, MAKER, 次 
于 一 般 晚 稻 。 现 在 长 江 流 域 各 地 推广 双 季 连作 ， 多 以 之 作为 
和 违 作 晚稻 之 用 。 四 川 丘陵 地 区 因 旱 不 能 及 时 起 铁 时 ， 作 为 返 
REID, 但 各 年 面积 多 少 不 定 。1958 年 长 江 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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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R RR ERO ML, Se 
减少 之 势 。 

“ 银 坊 ” 原 自 日 本 引进 ， BE IR, red ae 
HE”, TERMI IVERS, HUTTE, MT 
产 五 ,六 百 厅 , 千斤 的 很 多 。 在 东北 南部 及 朝鲜 、 日 本 都 有 栽 ” 

。 培 。 强 健 难 倒 , 米 盾 很 好 , 为 “小 站 大 米 ” 的 主要 品种 。 缺 点 是 
对 稻 间 病 的 抵抗 力 差 , 1952 年 在 天 津 地 区 即 合 因 此 竹 收 。 解 放 

后 全 引种 长 江 流域 各 好 , LUE, AS 
.成熟 期 稍 迟 , 在 安徽 .湖北 与 “胜利 和 "的 成 熟 期 相近 ， 在 四 诈 
WA RAAT RK, 19505 ULMER TRA 

BO) ANAL NP A TRE, LEVEE, 
此 外 , (TEM BRERA PABST, BO 

”的 大 米 往往 是 很 有 名 的 。 天 津 附近 小 站 的 大 米 不 必 品 ， 山东、 
的 济南 、 明 水 和 曲 皇 的 大 米 、 五 原 河套 的 大米 Wik 
MARES, KAMER, URS TS, 也 与 各 地 的 A 
a ee nd | 

+ 1958 年 的 大 跃进 ; HERRERA AB ae 
影响 。 各 地 都 要 求 耐 肥 不 个 而 适 于 高 庆 密 植 的 品种 。 这 不 仅 

将 加 快 和 稻 改 粳 舟 的 速度 ， 对 各 地 原 有 品种 亦 会 重新 族 价 各 
速 的 大 穗 品种 , 如 广东 澄海 的 “ 千 粒 称 ”、 必 徽 移 阳 县 的 “大 时 “ 
早 TT IN eK I BARB”. LO AR 江苏 青 

， 浦 的 “ 孔 淮 背 ”河北 的 “ 叶 里 藏 花 过 辽宁 的 “ 安 东 凉 未 ”< 铁路、 
” 稻 ?). 已 引起 很 天 的 重视 。 Zev Hohe PBT HORE 
种 , Bn) FRET A TERS Va BERR” JR AG HT 

aR Oe alee aE, 3 TS ERE FBR AC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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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RA ORE TION, 1958 ete 

RUE. WUE SRR, HUE RTOS | 
WE BE TE GBEUE OIL HASSE lt FR > RIS 

“CAMA ESR AT, 就 特性 方面 来 说 ， 最 好 是 在 多 肥 
“这 下 了 叶片 不 易 下 垂 而 且 伸 其 有 限 ( 醒 肥 性 )， 在 密植 之 下 植 高 
SMA a A. PAH Hy A Re AME), ERT TR 
WPT FLOR AE), TER BITE RUE 
A PARE RECN SE (TEE), EE 
仍然 重子 很 大 而 且 和 结实 率 高 ， 粒 粒 蚀 满 ( 丰 产 性 )5 至 于 熟 期 
iE, BRSMRREES SERRATE, 12 
AL SPECI RT, PALATE ERAN 
fee REM). Se aa shee 

errs 生 青 时 期 

ROMER ELS LUNES. é 
于 水 舟 春 化 所 需 的 温度 , 据 苏联 的 研究 , 是 18 20°C, 时 期 
须 长 于 四 天 我 国 科学 院 与 华东 农业 科学 研究 所 最 近 应 用 较 

“多 材料 研究 的 结果 ， BAe 15—30°C ISK, 处 理 时 期 可 少 

FPR? RAE er Be, 而 需要 较 高 的 温度 (16)。 
早 稍 杰 在 很 大 的 温度 范围 内 通过 奉化 阶段 ， 也 可 以 在 不 _ 

“再 的 日 长 条 件 下 通过 光照 阶段 基态 南方 在 四 月 亚信 月 的 任 
“- 何 时 期 模 种 都 可 能 抽穗 桔 实 。 - 了 
FERRIES, ARAB ABET I JO 适 过 春 化 阶段 ， 
ce ee Ven ee Ree re ee 

ae 
> 

$ - . -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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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产量 的 影响 不 大 ， 三 仿 在 生产 上 很 少 应 用 。 短 光照 不 理 对 
混 早 中稻 晚 和 机 德 确 有 显 落 效果 ， 但 在 生产 上 应 用 衔 有 困 
XE. : 

sefatoe ts 从 播种 到 收获 ， BT ‘ 
Sg 

直播 otis me eRe HERE, BCI | 
ACR — SM (秧田 期 )、 转 青 期 《 回 青 期 、 返 青 

SO) Soe ZN PE sa 
— ASEM EARLE — EOE 、 

BHBAK, DRG ARE, —P GREED Ee 
奉化 和 光照 阶段 是 不 成 问题 的 , 但 要 确保 丰收 与 稳 收 ;我们 有 - 
必要 密切 注意 不 同 生育 时 期 在 不 同情 况 下 的 种 秋 措 施 ，- 方 

， 面 尽量 满足 各 个 生育 时 期 对 环境 条 件 的 要 求 ， 一 方面 还 要 尽 
量 控制 它 的 生长 发 育 , 使 其 符合 人 的 意志 向 人 个 希望 的 方向 ” 

RIE, ie ees Bet ee OR nee 

«OR ARREARS, 
— HH, AMAR, 播种 之 前 通常 都 经过 其 种 处 理 , 所 
DORR RUMI Bee, 所 播 下 的 种 子 能 否 
大 都 长 成 幼 昔 并 其 成 健壮 的 秧苗 , BREE LM, 
由 于 水 稻 栽培 通常 都 要 经 过 浸种 这 一 工序 ; -所 以 各 种 有 利于 去 

生 青 的 秋子 处 理 方法 ， KREIS LESTER. 

a ACRE REMC Ree 
BORE. ARKGETER, KEBRKGELR ESA. 

8 apedsbivianelaipcamposebliga® amin 
Bee PBA, SEI ATE ARR He a. RT 

~ 



eee 

ST oh ae 一 na 

Ce ee oe 
PRS, 不 仅 与 秧苗 未 身 生 长 的 强 弱 有 关 ; H#: GRP, WB 
ee HPL AR IK Ba 
REN EBAR. 在 实行 高 度 密植 以 后 , BR ARB 
PDT IS 都 有 必要 按 密 植 程度 重新 计划 。 

-« RH DRS MED, Gi MARS RL 
 AERGAMAR ORT 4% AE 4B IA 4B APPR SEE AR) AL AT 1090 、 
RAAT, MR MMT LITE, ee 
WE EERE, 称 为 第 一 刀 分 莫 , BATT LA . 
二 分 药 称 为 第 二 次 分 药 ,- BORAT LARA RAB 
SRA. 在 理 葵 上 可 以 无 限 发 展 ， 实 际 上 草 以 第 一 次 分 给 

roy, HERI SEAMS CAT BR, AARNE ARSENE 
MTR, | 
FE ORF EI, aaa 

DTS, RAAT ET OER EMR, 由 下 
BA, 自 上 而 下 可 能 有 分 幕 的 最 高 分 药 节 是 第 三 节 , RE 

eT ETT. Fle rips Bi TE ie OD BE FI IY es BS, - 晚熟 品 

”种 一 般 要 低 些 ， Uf El We hats ay BET EE PRB, MERE 

eect eps toa 数 有 密切 关系 ， 有 的 品种 仅 2 二 5 节 , A 

二 的 达 4 一 10 节 。 大 扩 分 药力 强 的 品种 ， 分 碍 的 期 Mp Ha 

| SNE BRR. 区 因 分 药力 不 同 而 有 不 

BL 
a 分 药 之 有 效 与 否 与 生成 分 更 的 节 位 高 低 有 关 ， 以 中 部 的 
RGN A RARE RGA KT ABS — KAR 

che diemaala AF BS A, ARARARRIE, — 
coal 

> - ar 
“元 ar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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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 ARTE 60% 8 80 匈 之 问 为 多 。 大 所 本 村 开间 

Ph RS, 成 熟 也 整齐 : 二 - 

过 去 只 为 共 药 强 是 优良 性 状 。 HT MEME, wer 

HAS, PAOLA, ASR RASHAL, IRE, MET 
EG, BOKER K, WR RS, BRR, 
也 会 短小 ， 所 以 控制 分 药 是 过 去 水 稻 栽培 二 的 关键 问题 。 通 “ 
常 认 为 孕穗 开始 的 时 候 大 锡 与 有 效 分 丝 的 浆 止 期 相当 ， 但 着 
不 是 孕 重 开 始 以 后 便 停止 分 葬 ， 旱稻 尤其 如 此 。 PRA FT 
Erk 2. est 

2a 一 -一 

插秧 ， Aes am ses! 

图 2. 水 稻 分 革 情 况 图 示 。、 | : 

1958 FPA GIT ae a tos ee Te 

aeHLRESE TTL” es CERO aH A, RO 
ARR LORAUCE, RRR NIK 4 EERE, ~ 

未 仅 将 天 大 入 小 行 栋 距 离 ， 而 且 将 不 再 条 玫 “ 示 标 ( 科 ) 效 植 ”” 

钠 田 播种 是 最 亦 将 有 一 定 的 十 加 。 所 以 今后 不 仅 分 药 的 有 无 多 

TRA HER CBE) HTT, SUS, Ee, 

~ 



Se 二 

ay ee 

不 本 是 个 和 要 间 题 条“ 小 棵 密植 了 Co “Hoy Be 

= Be ees lta aha HENS As Str 

P 2 Rega Matt Tee ye aces 
> Reh BENTO 35 RITES, 随 品 种 的 早晚 而 不 同 。 
pa 12 天 前 后 稻 穗 的 伸 长 最 快 , JE SAIS EL 
Deh AIK 140% , TERESI DET ABST BE, AMIE 
ARI 8 KM aT IEE, 大 网 抽 穗 前 4 RAK ERE 

| BRAM CSS IETS, 含义 与 孕 

| KS. : | 
ee ee a ae eee ate : 
| FMEA. FT BEI SARA T Me, 
“时 期 之 所 以 重要 ， 乃 由 于 稻 穗 形成 的 开 姑 时 期 通 当 也 就 是 有 “ 
RT RAAT, RE ART SAT RN I; 
Fis, aba PERK TIA ET A HY oe, Ha DEFY Se, 穗 数 、 
“和 总 粒 数 都 是 大 臻 在 这 一 时 期 确定 的 。 通 常 每 德 平均 结实 粒 
数 多 在 50—200 粒 之 问 ， 大 致 早 熟 品种 及 分 给 较 强 的 | 品种 的 

乔 子 较 小 。 如 何 谢 求 栽培 技术 ， BAS FORBES HEAR, yas 
BER ARLE 此 外 ， 如 果 在 这 一 时 期 遇 到 水 . 旱 、 
AS MR EE, 一 般 影响 较 大 , 而 且 届 法 补救 也 较为 困 
， 难 。 在 抽穗 前 10—15 天 如 遇 和 低温 , FEMA, BER 
。 北 地 区 以 及 长 江 流域 种 植 训 作 晚 稻 的 地 区 必须 充分 注意 。 长 
， 汪 流域 引种 东北 过 于 早熟 的 品种 亦 可 能 遇 到 同样 问题 《1958 Z 
i:jilacbaaibiacagentanels 
RTE AOA, MUMS, RAT 



Se, : ! : 

35 KE 10 天 不 等 : FPR 后 开花 的 也 会 相差 

> 

Sea a 1 Daas 

45K, FRAGA ASAE SRR, 通常 以 中 车- 
。 前 后 的 几 小 时 为 多 , RE PPR 2—3 小时。 开花 顺序 下 

_ 有 一 定 规律 , 大 致 自 上 而 下 , 而 以 开 到 一 重申 部 的 时 候 在 一 天 、 

-之 中 开 的 花 最 多 。 但 在 外 界 条 件 不 适 御 时 , IEE, 
自 开花 至 于 合 通 党 所 需 时 间 锡 为 15 一 25 小 时 ， 授 粉 作用 通 ， 

常 在 开花 的 当时 或 在 开花 当时 的 前 后 几 秒 钊 进行 ， 受精 作用 

船 在 一 天 之 内 完成 。 如 受精 顺利 ， 内 外 颖 便 会 金 速 得 很 好 。 水 

稻 的 自然 条 交 率 通常 在 1 多 以 下 , Hees RE %, 要 看 当时 

当地 的 气象 条 件 、 所 用 品种 及 栽植 距离 等 而 定 。 现 行 温 次 杀 

雄 的 温度 是 45 一 46 °C, SEALY Tal Zt 8—10 Ay $i 

稻 的 开花 对 温度 的 变 求 很 严格 , 一 般 要 达到 oo 二 
适合 , 但 不 同 品 秆 之 问 多 少 有 些 出 了。 
在 这 一 时 期, in ISI AC, TE TE RE sire 
认为 稻 秀 之 前 ; WA 
= BMRA ASUS, NSIS 
MEERA, PAPERS, FERRITE 

Bee 我 国有 经 验 的 农民 都 很 重税 这 一 点。 the - 

BURAEA KR RTE a R25 40K, 通常 利禄 

RRO, 早稻 也 较 晚 稻 为 得 。 与 其 他 禾 谷 类 作 胸 相同 , 亦 
可 分 为 乳 熟 、 蜡 熟 : 完 熟 和 枯 熟 等 各 期 。 米粒 的 长 度 较 寅 度 厚 3 

| 度 的 增加 为 快 ， 受 精 后 7 天 序 已 达 最 大 限度 。 粒 重 的 十 加 下 
“是 初 克 \ 中 速 而 后 期 又 变 绥 慢 , SWEAR, fl 

稻 千 粒 重 通常 以 22 一 26 Yi, MFA 25—30 HS, 但 

BIE 2 AUTH, 亦 能 达 30 克 以 上 , TRB DRA, TEM, 
- =, 



ace AB 

ee ee eee 
| ER, 2 SUE AREA, Ze h 
PAPE RUE PEE, ALLS, 粒 重 减轻 , optibee 
RRS, AEH PT 月 以 上 时 便 已 达 很 
“高 的 程度 。 歹 熟 以 后 ， 稻 谷 与 稻草 的 产量 相距 不 远 ， 通 常 则 
“ 芒 稻 草 稍 多 。 但 这 与 稻 种 类 型 、 裁 培 技术 及 产量 水 平 关系 甚 
- 大 。 ASSET RPI, AKO RE RRs. 

~ 
~ ， 

对 环境 条 件 的 要 求 

PRBS, hT BERMAN 
BIER, B 因此 我 国 种 稻 特 别 适 宜 , 并 有 广大 的 发 展 前 途 。 

a... ,世界 上 水 稻 的 分 布 主要 集中 于 东 

南亚 季风 区 域 。 尼 高 产 性 与 稳产 性 与 水 的 关东 非常 密切 ， 
te 
Re We oKtt3e RT, ARIE RT OR MEPS HERE 

| ka, BEA, PE RRA 
Ib, REBEL) SS, 有 一 定 程度 的 差异 性 ， 
， 租 有 共同 的 特点, 那 就 是 耐水 耐 湿 或 好 水 好 湿 ; 也 就 是 它 的 一 
Rutile, sean mt 2 hy TB eee EE PBR 
| AS SORTED EAST TA ETE RE ep 

PARE, 在 水 田 没有 根 毛 , HEME AKEMAET ERR 
3, 但 深 淮 对 它 的 生 青 一 般 是 不 利 的 , BRAS RRMA 
”能 存活 ， 所 以 我 们 暂 拟 称 为 “ 牢 水 生性 注 一 方面 与 许多 其 正 的 
AHH, 3 另 一 方面 也 包含 了 所 有 湿 生 性 与 沼 生 性 的 类 

es 
di 

Py 

a) 

— 



ee eS 

水稻 虽 然 好 水 好 湿 ; 总 需 水 量 虽 然 较 天 ; (eT 
耗 的 数量 是 并 不 太 多 的 ， SABE IAEA RIA ACO 
“1 ee 

ae AFAR th ZILLES ORB, “KR 
上 上 的 首要 理 花 问题 与 实际 关 题 。 我 们 有 充分 理由 相信 : 国 面 
积 水 决 不 是 仅仅 为 了 供 答 植 物 以 必要 的 水 苏 ， 而 是 另 有 一 定 … 
的 作用 。 也 就 是 水 层 在 水 稻 栽 培 上 的 作用 ， 不 仅 是 水 稻 对 水 
分 的 一 个 生理 要 求 问题 ， 同 时 也 是 农业 技术 的 重要 租 成 部 
eS 和 

首先 , 有 了 水 层 , REIT RRA, VEL, 
就 保持 地 温 、 缓 和 昼夜 温差 及 提高 地 面容 让 湿度 来 看 , 水 

在 水 稻 栽 培 上 不 仅 是 土壤 因素 ， 而 且 是 气候 因素 。 在 气温 变 
化 大 以及 县 夜 温差 大 的 地 区 ， 永 晨 的 作用 尤为 明显 中 在 田 面 、 
保有 一 定 的 水 层 的 时 候 ， 对 温度 及 湿度 的 作用 是 显著 的 记 因 
此 水 层 的 有 无 与 丰产 有 关 , WRB - 
Sai 
学 界 至 今 还 缺乏 充分 的 研究 。 我 国 稍 田 的 整地 ， 通 常 必然 机 
ee we DOK), EA 
EH SOR GEE (ROR, EE 
Me? ARATE, ROWE RE 
SER, TERRA WISE AT PRY BIE TRE 

。 FR EE, 要 不 然 ， AER OAS 
的 发 展 , 漏水 的 情况 便 可 能 很 严重 。， ”5 

| HISAR ITCH, TRE BOR IL, e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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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T, BOE MRM, SOP TE 
ERE HARE, RTH, 确 酸 态 的 气 将 在 几 天 
。 两 双 部 畏 变 为 气态 的 氮 , 而 气态 的 气 是 适宜 于 水 稻 所 吸收 的 ; 
FEAR ANIME Tet Bi, 也 易于 为 土壤 胶体 所 吸着 , 这 在 
“于 分 的 保持 和 利用 上 是 重要 的 。 再 讲 詹 三 价 的 铁 亦 将 转变 
”为 二 价 的 铁 : 这 不 仅 使 士 壤 的 颜色 加 深 ; 也 使 然 的 盐 类 的 溶解 

天 有 所 提高 ， 这 样 便 有 可 能 供 痊 水 稻 更 多 的 钛 和 了 酸 (Fos 
(Po BE FoPO, 的 洲 解 度 大 )。 就 鳅 而 言 ， 在 有 水 层 的 条 件 
之 下 也 大 大 的 提高 了 溶解 量 。 ee as 
二 男 面 积 水 当 然 会 降低 二 壤 溶液 的 省 度 。 由 于 水 稻 灌 浙 水 
RR, HEC are ey (AREER A P.O, #9 0.5 
"ppm,  K;0 #) 0.8 ppm, 合 丁 量 因 水 源 而 异 )。 而 水 稻 又 具 . 
有 能 在 较 淡 的 十 下 溶液 中 较 快 地 吸取 养分 的 能 力 。 所 以 在 一 
证 程 度 上 水 源 也 是 肥 源 之 一 。 我 国 古来 便 有 “江水 肥 而 宜 稻 ” 
之 融 。 在 高 度 密植 之 下 应 用 一 般 施肥 方法 困难 时 ， 除 可 条 用 

很 外 施肥 外 ， 亦 可 将 肥料 溶 混 于 灌溉 水 中 ， 随 水 流入 田 内 ,但 
“” 镍 注 意 均匀 一 致 。 四 川 的 条 水 田 以 及 其 他 丘陵 山岳 地 区 的 稻 
7, 是 很 少 施肥 的 ， 千 百年 以 来 它 之 所 以 还 能 保持 一 定 的 肥 

Hi, 不 能 不 认为 与 水 源 中 的 养分 含量 有 关系 。 
如 及 其 他 车 物 的 活动 方面 来 看 除 以 水 层 来 抑制 架 草 外 

APB, 便 人 为 的 制造 了 嫌 气 条 件 ， 由 于 排水 干 田 ， 
ABD AVNET REE, 并 且 还 可 能 运用 灌流 的 深浅 、 排 水 “ 
RIA BE EWI BEAK PEI eB A HEE PP 
EGTA NE HOI IE, 以 适应 水 稻 生 育 上 的 需要 。 正 
RRR, 我 们 才 可 能 灵活 的 运用 稍 田 的 水 层 ,有 

= 

ir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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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的 控制 土壤 的 嫌 气 与 好 气 条 件 ; 从 而 保证 水 稻 的 圭 产 。 
此 外 ; 由于 田 面 可 以 积 水 , 建筑 梯田 称 舟 在 水 二 保持 上 的 
作用 是 朋 显 的 。 在 淮北、 华北 、 七 和 和 国人 
WIKIA HE, 也 有 -一定 的 意 Sy, 

在 另外 一 方面 ,水 层 在 永 稻 栽培 上 又 有 eaowor, 如 田地 

必须 高 度 平坦 .总 用 水 基 较 多 .不 便于 输 作 、 不 便于 机 械 化 操 

作 等 等 。 在 高 度 密 植 通风 透 光 不 良 之 下 ; ARS BR 

湿度 过 大 , 引起 徒长 倒伏 与 病 虫 为 害 。 eects the 

我 们 应 该 另 有 一 套 江 浙 制 度 : 

就 我 国 实际 情思 来 训 , 0 T ECAR, CORI 
PEW AZ, HATE, SERENA TRI 
io WRITE aT A, 在 华东 始 于 五 A, eae 
3B, BALA, BALA RRA. HERS BERT BR 

GA Be OAL HA OO FH AR BK 但 梅雨 有 夫 有 

小, 来 得 有 早 有 迟 ; 所 以 如 何 谢 求 水 利 ; 在 保证 水 稻 栽 说 面积 
与 稳定 水 稳产 量 方面 ; 航 关 重要 : 自 西南 猎 西 北 而 至 华北 与 东 

AG, 春 旱 央 题 , 都 很 严重 。 如 何 开 源 , 如 何 节 用 ; 忆 及 临时 如 何 
应 变 , 在 这 些 生 区 过 去 是 重要 的 问题 .但 在 1957 年 冬至 1958 

年 春 的 大 兴 水 利之 后 , 情况 已 天 不 同 a 1958 年 各 地 旱情 甚 重 , 
“得 仍 普 副 而 大 大 的 提高 了 产量 , 便 是 有 力 的 证 明 5 

ROAM AMATO, SE ARA 
A, BARS Te, CN BTR IEF”. 过 去 有 “ 稻 

NERF”, 可 以 想见 这 个 时 期 干旱 的 严重 性 ,但 今后 在 
“以 城 培 早 稻 为 主 的 战略 性 措施 之 下 ， ERIE 
下 ， 这 些 问 题 都 已 经 是 历史 上 的 问题 Wo 



RUE ATE, 在 高 温 河 多 阳光 的 条 件 下 ， 通常 是 卡 收 
§ Piatt 1953 年 及 1958 HAR). ESHA, 固然 比 一 般 、 

二 旱 作 收成 较 稳 , 但 由于 阳光 不 足 ， 温 度 较 人 区， 生育 情况 亦 常 较 
“ 喜 关 可 能 下 名 

在 另 一 方面 ， 由 于 称 杆 水稻， 空中 fia 

A ms, 并 可 能 再 成 为 降水 。 

-第 二 , 稻 是 过 温 作 物 。 屁 的 最 低 发 车 温度 是 1012"0, A | 
， 矶 高 而 竹 模 低 。 寒 地 种 稻 要 如 求 种 种 提 高 水 温 的 方法 nae 

| RANT F25 °C, FEM AA MRF 20°C, BLE 
”苏联 有 80—95 KB, SEH 2, 000°C 的 积温 , Ee 
| PRAMVLAM ER RRS, 黑龙 江 省 各 地 的 生育 期 亦 都 
BRE, 所 以 在 我 国 东北 扩 种 水 生 ， 这 点 应 该 是 不 成 间 
OS), 
RCS ASE PRK OES RU be 

fi 或 三 百 天 左右 ， 长 江 流域 各 更 亦 在 二 百 天 以 上 或 二 百 天 左右 ， 

| ACACIA A LTR, ALA 
RK, UM AK, Kes RAIA 
‘ = Ko IE FR AA HE RP MAK A i 

KBR, RUMI TT ABT ARM 

王 季 稻 ，. 疝 作 稻 改 连作 舟 。 由 于 各 个 地 方 在 生育 期 的 长 短 以 及 

+ | 生育 期 癌 的 温度 等 方面 有 一 定 的 差别 因此 在 栽培 制度 . 扩 用 : 
品 秘 以 及 栽培 方法 等 方面 亦 有 所 不 同 。 目 前 生育 期 该 长 的 节 

人 旦 晚稻 过 作 时 ， 晚稻 的 产量 常 较 高 (广东 违 作 晚稻 产量 相 -， 
| SiG TERR, MAE OS BEM a 
Meee 20% VE, 湖南 连作 早晚 舟 产 量 相差 不 和 多， 多 安徽 

4 
vi 

a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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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 FRAT BE 2 RAB AM, JFL ATMBRGANI, AAG 
RR ABEM, A EL AE IE - 

(“ 南 特 号 "及 “和 白 谷 糯 16 号 "在 广东 都 同 为 过 作 早稻 )。 BER 
FALE PRE .晚稻 采 用 寄 秧 方法 或 培育 老 壮 秧 等 等 栽培 技术 ， 

在 生育 期 较 长 的 地 区 仅 是 一 些 有 效 的 增产 措施 ， 而 在 生育 期 、 
较 短 的 地 区 则 不 仅仅 如 此 , 通常 还 是 保证 收成 的 必要 办 法 。 

一 个 地 点 的 温度 高 低 与 变化 ， 各 年 是 不 一 样 的 。 因 而 生 — 

育 的 起 泥 日 期 乌 及 生长 速度 ， 也 就 多 少 有 些 不同 。 一 个 品种 : 

-在 一 个 地 方 的 播种 适 期 的 确定 ， 要 看 当年 当地 春季 的 气候 特 

gee: 27 ZEA AL HALE GAZ, 播种 期 也 可 稍 有 上 下 。 2 

于 在 不 同 的 栽培 技术 条 件 下 ， 播 种 期 更 可 以 有 较 大 程度 的 相 、 
差 。 过 去 平均 气温 达 15*0 左右 是 我 国 南北 各 地 一 般 的 水 稻 - 
播种 期 。 但 在 今后 早 播 早 播 之 下 , 平均 气温 15°C RAY 
为 我 国 南 北 各 地 粳 舟 丰产 田 的 插 身 期。 以 下 是 我 国 15 个 地 
点 的 平均 气温 达 135"0 的 时 期 〈 可 视 为 比较 的 播种 期 或 比较 
的 话 负 期 以 及 地 区 与 地 区 之 问 有 比较 间 的 收获 期 和 生育 
期 (18)。 

“和牛 照 二 十 四 节气 进行 ARORNEH, EUR 
BOR, WETTER LE Te, 
当地 当年 寒潮 来 临 情况 , GRRE BS BY ID, 最为 可 千 。 、 
APR EW, 很 多 裁 培 措施 , mo 
池 、 屋 置 风 隆 、 施 用 草木 灰 日 排 夜 灌 、 晒 秧 以 及 本 田 期 江 水 灌 
浙 等 等 ， 都 与 提高 温度 有 关 。 在 温度 较 低 的 地 方 或 在 温度 较 

READE, 为 了 水 舟 生 至 的 繁茂 从 耐 宇 取 丰产 , 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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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生 Epo re ; 

iF K # 10g Kg | 160 
Pe SORE 104) 145 

» Rk > 110.5 53.7@ | 170 

ze fH] 9 :10 月 天 | 145 
ae: Sie ae “9 AF [125 

olgk enpeweRR 29 55 BQ). d | 9 OAR | © 185 
pir SAM) 34 A 5 9 月 下 角 | 120 
BBR A | 47.10 | 和 7 上 9 AFA | 120. 

提高 温度 的 措施 外 ， A. cette sea sei te 
“等 等 一 柔 列 的 栽培 技术 。 

”第 三 ， 稻 是 对 于 光照 加 四 的 作物 cm AHR EM 

: areal 

a BERKS, 在 春分 SAB PARLE, ace 
aA 

E, Sek), RIA Mak RS, AEP PEM IG BRA SE 
eee 由 于 水 稍 对 于 光照 温度 等 气象 因素 
a ie 或 在 互相 引种 时 , ” 定 要 浊 当 考虑 到 生育 期 的 改变 多 



= 52 二 2 IRD, 

及 生育 情 驶 的 好 坏 。: i ret aR { 
东 的 重要 推广 品种 , TOME PA BORER 
HER FE LER, AE 
地 区 的 间作 晚稻 品种 ; 辽 南 的 “陆羽 132” 引 种 到 天 津 ; ALE. 
A, 但 在 宁夏 和 太原 都 认为 很 好 , 在 长 江 流域 中 下 游 各 地 表现 
AEE; 东北 的 粳稻 品种 在 两 湖 地 区 一 般 生 青 期 夭 短 很 多 , 植株 、 
较为 矮小 , 但 实行 早 播 早 播 ， wishin oo x: 
Wis, weer ‘ 
SSA HOT OIG PASI ETT FE syn Bes 

”等 而 异 。 我 国 各 地 云 量 华南 年 平均 为 70， Hae 40, HAL 
_ 新 疆 为 36。 支 多 则 日 照 强 度 减弱 , 影响 气温 , Wee NAN AE 
发 。 北 方 云 量 较 少 , 日 光 充 足 ， 应 访 截 为 是 一 个 有 利 的 因素 。 
贵州 有 “天 无 三 日 睛 ?之 蓄 , 在 这 种 情形 下 , RE 

BES, 茸 叶 也 较 繁茂 高 大 , 外 来 品种 往往 很 不 适应 。 云 南 昆明 
一 带 虽 多 晴天 ， 但 由 于 夏季 温度 较 低 ， 情形 也 和 贵州 有 近似 之 

处 。 
阴雨 而 塞 淮 的 天 气 ， 容易 发 生 惨 各 SARS, AAS 

RASH RAS DEN, MOREA A, 所 以 " 旱 年 丰收 ”性 
阳光 充足 亦 大 有 关系 。 a 

' JLB MARSH, BET AS IEBRATHIS, - awe se 
oo ba eRe TPE BR PLD RABE ALE, 都 会 减低 - 

| ALVES HIG HRA TE 7K A eq, 水 面 当 然 也 不 宜 有 漂 Zi 

PER 植株 生长 过 于 茂密 的 时 候 ， 灾 必 然 影响 通 光 ， 因而 

RA, 软弱 易 倒 。 所 以 高 度 密植 下 的 通风 透 光 问题 ， 

RAF 



= “第 四 , 水 稻 栽培 因为 田 面 要 积 水 , PR ae EHO 
Serres 
aed 就 是 在 老 稳 田 , 要 进行 整理 , 也 要 投入 很 多 劳动 。 建 筑 临 - 
“时 性 的 田 十 , 以 保持 各 个 田 块 的 水 深 一 致 , 我 国 各 地 农场 试行 
BALE, 只 是 费 工 太 多 , 有 必要 向 机 械 化 的 方向 努力 。 

在 我 国 南方 及 中 部 水 稻 区 ， 由 于 我 国 劳动 人 民 几 千年 来 
二 的 努力 ,在 很 大 的 范围 内 ,只 要 能 种 稻 ， 几 乎 所 有 的 丘陵 山岳 
”都 已 贷 上 了 层 达 如 梯 的 梯田 。 这 一 仿 大 制造 不 仅 大 大 的 增加 
“了 我国 的 和 猪 田 面积 ,也 在 水 二 保持 上 起 了 互 大 的 作用 , 从 而 有 
“ 力 的 减免 了 江河 两 岸 及 湖沼 低地 的 水 患 。 因 为 山高 水 长 的 关 

si 我 国 相当 部 分 的 梯田 在 水 源 方 面 是 很 好 的 。 其 中 的 一 部 
“Frit FMR, MEANT, TEMDWERE, TLR”. AE 

AIMSemVnneeeeNeAeet, ime CBSIIR LaRO HO 

—53— ae 

AOKI RE, 甚至 于 是 “ 望 天 田 ”。 正 因为 环境 条 件 复杂 ,一 
。 表 在 我 增 抽 度 及 所 用 品种 方面 水 较 平 原 为 复杂 

乍 平原 和 寿 区 ， 地 形 虽 然 平 坦 ， 但 田 与 田 之 问 还 是 有 高 有 
“ 松 。 我 国 自古 久 来 的 经 验 是 : (1) 保 持 田 水 一 定 的 速度 ， 勿 使 
。 床位 下 跌 过 快 (成 都 平原 都 江 反 滞 区 是 一 范例 ) (2) 各 块 稻田 
。 的 进 水 口 宣 稍 高 ， 出 水 口 宜 稍 低 ; (3) 在 同一 一 田 块 之 内 必须 力 

RR, VG PRB, REET, 当然 也 同 祥 适 用 于 梯田。 
第 五 ,水 稻 虽 能 在 一 般 十 壤 上 栽培 , 但 通常 以 在 较为 粘 重 

站 的 土壤 裁 培 为 宣 。 在 我 国 南方 及 中 部 水 稍 区 ， 由 于 千 百 年来 
。 灌 浙 、 ate. sia ATE SIE Yh A I — 
= 方面 ,已 有 相当 研究 。 从 这 里 ,可 
以 看 出 入 的 作用 对 于 二 壤 的 影响 WARES sot 

e 66 +? 

bes e ‘ 4 

Be . ~ yaa a 



ais LCR Re ee 

4 EMER: | 
LESTE, ENE, os 

vis > 在 四 面 有 水 层 时 ; 除 二 地 表面 很 瑟 - 层 黄色 层 是 氧化 
oh, 下 面 是 还 原 层 。 
err a WR KI 
层 。 pe | 

不 论 南 北 , RR AL, ARTA MAE”, ae 
BASIE REE SAME UE 
HAMIL, HUGH AEE LK, SPR 
WRAL, Wo AA NE PMP HID the, HE EI RNR AS | 
.注水 分 及 空气 对 水 稻 的 关系 与 其 对 一 般 旱 作 的 关系 不 同 ， 因 
此 水 舟 田 的 肥力 概念 还 有 待 于 进一步 的 研究 。 en 

Uc FA KR EE, kiss 1 
BAL, AAP IU BR AMO: = a 

1. 改善 水 热 条 件 人 
江西 南城 县 在 山区 和 守山 区 进行 了 了 大 水 改 小 水 、 活水 改 
死水 ,冷水 改 热 本 .无 水 改 有 水 等 四 改 , 结合 二 施肥 料 ,合理 密 

” 植 等 措施 , 过 去 雷 产 260 斤 左 右 的 低产 田 , 1958 年 一 季 早 稻 雷 、 
产 达 810 乒 。 并 讨 为 山区 痊 水 田 施 用 新 烧火 士 灰 每 实 300— . 

400 担 ，* 可 提高 主 温 水 温 8 EHR FE, Aili 

“F, KAPALPE, PU EVES. 3 

2. KS 2 : he 

RS Ae LAEN ny 45H A $8 VE 700 一 1200 rs % 

“增产 80—-200%, Bk A ERSINTEIET™ 250 一 8009s JR BRT 
¥ 三 角 洲 的 沙田 , RTT OL: - 百 余 帮 ， 猎 改良 以 后 ， 结合 其 他 

Pa 

= 



a i aes a , - - 5 = BB 

; 。 措施 ， 1958 年 有 亩 产 万 斤 的 。 云 南 有 “沙土 垫圈 施 于 站 上 粘 
LAP” RR, LA RHR oh AB 

; | 
RES. | 改善 营养 情况 人 全 
， “， 粘 重 的 水 稻 土 如 缺乏 腐殖质 ， 生 产 力 是 不 高 的 。 水 稻田 
-施用 庄 肥 、 堆 肥 和 和 烁 肥 的 肥效 很 高 。 江 西 水 乡 新 村 入 认为 施 
。 用“ 安 够 灰 "是 改造 粘 重 的 青 夹 泥 转 的 重要 措施 ， 在 洽 水 田 和 
痊 浆 田 施 石灰 100 斤 可 二 产 稻谷 150—200 Fre 

至 改 进 栽培 制度 和 方法 ，  ， - 
。 二 江西 认为 “天 棵 密植 "是 针对 山区 低温 下 水 稻 分 药力 能 所 、 
二 作 叶 的 二 产 措施 。 又 改 中 稍为 早稻 , 不 仅 能 减免 干旱, 并 在 收 

_ 后 能 种 大 豆 , 提高 主 开 有 机 质 。 

| SER, BRA PEW SG RIN AE RIG, BEE 
DOO ARINTENEHEREK, LAR EP EE BEL BLE ARIE 
RAR, BE nF 20). 
”二 从 国外 水 稻 生 产 的 情况 来 看 ， 印度 最 尼 美 的 水 稻 七 是 
微 酸性 到 俭 碱 性 反应 ,有 本 最 肥美 的 水 稻 土 是 中 性 的 。 
2) ERE Bea, 农民 从 来 有 施用 石灰 的 习惯 (最 好 
是 施 草 末 灰 不 施 石灰 , 其 灵 是 施 稻草 加 少量 石灰 , 不 得 已 时 始 

。 MUBAIR), 所 以 访 区 较 守 的 稻田 实际 上 酸性 程度 并 不 很 大 。 
了 3. 长 江上 游 四 川 谷 地 紫色 水 稻 寸 ，pH 值 在 70 一 80 之 
。 面 ,长 江 下 游 产 稻 地 区 的 冲积 土 都 是 微 碱 性 反应 。 | 

， ， 汪 华 北 \ 西 北 及 东北 新 坚 的 稻田 ,很 多 是 盐碱地 但 产量 。 
RAE | 
: AREER A ICT, 证 
a 

有 

i 

Se 

aa 



a 

— 56 — | 

er oe 

至 于 盐碱地 种 稻 ， SRE RIERA aR, ete 

ATM RT RR EF) Re 

T seeseh lamb) diya KE BM (ARE 
PATA, 含 盐 量 的 在 1 多 以 上 ， 在 开明 洗 碱 以 - 

。 后 盐分 降 至 0.2 多 以 下 时 , 栽 稻 即 可 丰收 1958 年 天 津 小 站 在 
重 盐 地 的 试验 田 在 开 荡 第 一 年 便 亩 收 三 千 余 斤 。 同 年 河南 很 

多 “ 碱 荡 改 稻田 、 Ae Pe”, 7S RN AL” ES 

— FR LIKAA, HA 455. 6 斤 。 栽 培 水 稻 可 在 种 植 之 前 和 

生育 期 间 洗 盐 ,. 而 且 宣 乎 保持 一 定 水 层 ， 这 样 不 仅 冲 痰 了 盐 

分 , 另 一 方面 也 防止 了 “ 返 碱 ”所 以 水 稻 栽 培 在 这 些 地 方 不 仅 
“是 收 丛 较 多 的 高 产 作物 , FLA Eh 

”这 样 土壤 利用 与 土壤 改良 相 和 结合 ， hE 
作物 , 实行 水 旱 输 作 。 
BAR TE EER: 穆 子 如 不 能 生长 ， 便 必 须 继续 洗 ， Fe 

HAR APRA. 

Se MVEdh CE, 根据 需要 情况 SNE AER siti 13 Ie, a 
在 实行 旱 直 播 的 时 候 , 只 能 在 播种 后 进行 :和 
士 块 要 大 ， 要 晒 得 透 , 要 用 大 水 冲洗 。 盐 分 越 大 ,: AEBS - 

= 越 少 ,以免 妨碍 洗 盐 。 Via ASL, Sh MRI ER EK 

“的 含 盐 量 。 -- 般 稻田 通常 的 标准 是 不 超过 千 分 之 三 , REXTAS ， 

宜 超 过 千 分 之 五 (已 能 尝 出 有 威 味 )。 盐碱地 种 稻 的 灌 浙 水 含 

盐 量 要 求 不 超过 千 分 之 一 。 在 生育 期 间 ， 可 适当 应 用 流水 港 
WE, 或 根据 稍 苗 生长 情况 进行 换 水 。 在 盐 嘎 发 生 期 间 , 灌水 要 
TE PREP. REET iF, DADS SER 

a ‘ 



Ren | 1 

as © teen, ARSE 138%, 影响 转 青 ， 其 至 使 水 稍 不 能 
gb, Pr AER SUN SEA PEE A, FE ERE I PL DU JB 
， 秘方 法 以 及 多 施 基肥 等 等 20)。 在 严重 情况 下 , 可 和 采用 水 直播 
方法 。 不 葵 移 栽 或 直播 , 都 宜 加 大 密度 。 

: 我国 北方 的 慧 碱 地 很 多 而 水 源 有 限 。 如 何 猎 游 用水、 如 
何 适 生 水 时 答 作 钠 及 如 何 利用 夏季 的 雨水 来 洗 盐 等 等 者 是 重 
“要 问题 。 

| Sy BORER 

SIE 
: AM tn te A SM IDE LARD WL 但 

” 我 国 的 水 稍 , 很 入 己 来 便 有 两 季 乃 至 三 季 的 栽培 制度 。 

二 年 之 中 能 收获 两 季 的 水 稻 称 为 双 季 稻 。 可 分 为 连作 

RS ERA. 混 作 稻 及 再 生 稻 等 四 个 类 型 。 SAUTE 
RR EMS Fo 

5 FA (SE RPE) CRE EI EAR, ERS 产 

“上 的 重要 措施 之 一 。 1955 年 全 国 的 栽培 面积 条 有 7,900 余 万 

宙 。 在 合作 化 高 瀚 到 来 以 后 ， 1956 年 已 达 工 万 万 军 以 上 。 如 

以 每 雷 增产 200 Frat, 是 年 所 扩展 的 3,000 SF RARE 
产 稻谷 达 60 亿 斤 以 上 。 原 来 就 有 双 季 稻 的 广东 、 广 西 、 郝 建 、 

1 湖南、 湖北 、 江 西 、 浙 江 等 地 都 有 很 大 的 扩展 。 解 放 前 很 少 双 
SERS A Rete LER eH. 江苏 ， 在 1956 年 便 已 有 
， 很 大 面积 的 栽培 ( 据 报导 , 四 川 欧 450 万 再 , ZEROS 900 万 雷 ， 



Perv | ci 

RA FD. A858 TAA | 
SEREKMAY ASRS, SARTRE — 
Ay, ROT AAT MIE. } | 

THERA (Soe IE, ey re 
布 于 广东 的 大 部 , 广西 的 东南 部 及 南部 , MAM BM Ri 
<A, <icemmktn Se 
TMS, GUAR, ERATE ， 
“县 , 原 亦 有 少量 栽培 。 此 外 , We IL PT SA ORE 
、 很 多 的 地 方 , 从 来 也 就 有 少量 违 作 稻 的 栽培 。 这 是 我 国 双 季 稻 
中 的 主要 类 型 , 也 是 近年 所 扩展 的 双 季 稻 中 的 主要 类 型 它 的 ， 

~ 

Be eae ees Es ene 
ATRL RE. eT PRE ATER 
得 稳定 的 高 领 产量 ， 除 水 源 地 力 及 人 工 等 方面 有 必要 充分 准 ， 
GSW, 由 于 生育 时 期 较 短 , 在 栽培 上 还 应 采取 一 系列 的 

措施， 主要 是 (1) 应 用 种 种 方法 提早 早稻 的 播种 期 与 插 身 期， 
晚稻 要 用 寄 秧 或 项 播 的 老 壮 秧 ， 以 使 晚稻 退 插 时 不 影响 或 少 ， 
影响 产量 。 一 般 晚 帮 苗 齿 达 40 一 60 天 ， 视 品种 而 异 5 (2) 
REALM Re, AE TEA 
HEA, LTS. TEE RAR ALT a 
RAMEE, LEAT LRT RARE, 7 
FP REPRE, EPR 
ROR RS”, Tr7RLMG Ke, WABI AO REE EO 
RR, TEU, LAR RMON feu Pe PRR PE 
REALE SURE EPA 
ME, (3) SU I EAB Bi la, FEEL A = : 

~ 

一 



ARO MORE, SMA PRE 3, 待 早稻 收 

后 再 行 移 栽 ( 最 好 不 要 分 植 )。 MMP SERIE 
EUR OPRAH, 并 能 翻 剂 劳力 的 不 足 ,而 ” 
得 和 是 在 很 多 地区 扩展 双 季 稻 栽培 范围 的 有 效 易 行 的 措施 ， 

“ 秆 得 研究 提倡 : 吞 悉 在 原来 的 连作 舟 区 沿用 也 已 很 入, 如 广东 
BATRA ORR”, AIL WER EEO BORE 
AMOR, 2 NFER. 湖北 在 提高 复种 指数 及 因 量 不 

能 及 时 宪 秋 时 亦 党 用 寄 秧 法 ,人 en“ dB”) 

HPA GRERIEM, REM UMERSAT .- 
ee eae ere 江西 的 宁都 、 广 昌 ̀ 浙 
FR Ue RE, 阅 东 的 国 侯 、 南 平等 县 ,以 及 广东 “淡水 
IGE 咸 水 早 到 ”的 中 山 、 RASA, BORER 
- 状 分 布 的 。 这 原 是 我 国 仅 灵 于 天 作 稻 的 双 季 稻 的 类 型 之 一 。 
现在 有 些 地 方 的 间作 和 糙 都 已 逐步 的 改 为 违 必 移 ， 也 有 些 地 方 

将 单 季 稻 改 为 双 季 间作 稻 。 笨 建 省 认为 间作 早晚 稻 之 问 有 矛 
“ 盾 , 也 不 便于 操作 ， 应 该 淘 汰 。 它 的 坊 培 特点 是 早稻 先 栽 , 预 “ 
| Bis, BET RMR APPR ERM RSI) 
genera alpamagesppeanseiginean 
RZD) i EP ERE AD ce, 间作 晚 

CEPT PNee. whe Cremer AnD 
FPR, CM AEASH RE, 过 早 会 影响 早稻 分 药 , Lh 

了 

SMA OMS SRA. (3)58S SP RGAS EE FB LEAL. (4) 

BUUREN ENE Ta BAS AE TENE BP RHR. 

Sp RSE TEI sh Spee nie Fe Pa se es 

enone BERS RU. 6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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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的 一 a pe 

k, ARAKI EA ASE, is EC AR 
有 间作 稻 。 由 此 可 以 想见 ， 乏 作 稍 与 周作 稻 在 所 需要 的 条 件 、 
方面 必然 有 其 不 同 之 处 。. 在 生育 时 期 方面 ， 连 作 稻 较 问 作 稻 ” 
”为 长 ; 在 产量 衣 面 , 连作 稻 则 通常 较 因 作 稻 为 高 租 在 新 地 区 
HM, 有 必要 充分 注意 连作 晚稻 收成 的 移 定 与 提高 。 在 实 、 
行 机 械 化 方面 ， 连 作 稻 又 显然 较 问 作 稻 为 容易 。 此 外 ;在 栽 
PROP PRU Hi, 连作 稻 都 较为 容易 。 但 在 国 地 的 选择 方 
面 , 间作 征 的 要 求 较 低 , 在 人 工 的 翻 配方 面 ， 问 作 舟 的 问题 也 - 
Mh, REG, 在 单 改 双 之 后 , BRAM; MS 
后 , 有 可 能 反而 减轻 (如 1955 年 夭 建 地 区 )。 但 在 很 多 地 方 (如 
RUS HL, WADE, WLS), Re 
BG ATL UDG, Wi. WE 

_ VERS, HFA (Em PRB SK te, ARERR A AS | 

” 待 水 返 之 后 栽 身 ; 但 也 要 看 情形 , 多 样 化 3 re 
IRIE (GiRs ROR (ERA, SEHR) IER ane 

GAGES (EERO) BRIN, SHIR, UNAS 
TARE. “EMBL RUE (GZ ， 
-于 晚稻 ) 混 播 , DERE A, 将 来 早稻 先 收 ;晚稻 后 收 , 2 
晚 收 期 相距 欧 达 120 天 。 此 法 虽 较 省 工 , 但 较为 粗放 ， Be ; 
FEAL MMV, 3 
FHL RA CRAG ROEA!) RDI bMS 4 
多 。 1954 年 证 淮 大 水 之 后 全 在 治 长 江 各 地 大 量 推行 EDR 

BORE. EE BCT, 好 的 可 收 100 FP 
”这 是 由 于 稻 的 再 生 能 力 很 强 , 只 要 稍稍 提前 收 制 ， 留 桂 近 民 ， 
- 制 前 注意 施肥 , SST P RHE, 便 能 在 各 个 有 生机 的 地 上 - 



2 ‘ = ‘ae 
ees re ; Keay 

; Ps 
= 

a. 下 : .. 7 
pom fr: F ; - Mee 

3 oe wii, RIOR eT ARS | 
ARS HE AFI, 必 必须 考虑 有 体 条 件 , RABE 
提倡 eae ES ‘ 达 3 二 记 

ae: 得 作 制 度 

“我 国 坎 水 稍 为 主要 作物 的 输 作 制度 就 改制 以 前 来 说 可 
”大 致 分 为 以 下 几 种 主要 方式 : 

-第 一 种 是 夏 稻 ( 单 季 稻 或 双 季 稻 ) 多 作 或 科 开 - 这 是 我 国 
ema, BATRA, 1a 
季 可 以 有 很 多 种 类 的 早 作 , tb AK WR EG , | 
FEAT ARPES, WS LARCENY, 或 以 一 部 分 田地 著 水 
越冬 (如 四 川 的 冬 水 田 、 苏 北 的 源 田 )。 因 此 , (1) ae ee 
数 可 长 可 短 ， (2) EI RAPE HT LARA Bh SR PE BH TS AS ~ 

HE, ORSON AKIN, (LE IE 
- 永 稻 ( 单 季 或 双 季 )。 可 见 这 样 一 种 轮作 制度 的 机 动 性 极 大 ， 
一 乃 是 我 国 发 民 光 千年 来 的 信 大 创造 的 一 部 分 。 

正和 由 于 这 种 轮作 制度 具有 很 大 的 机 动 性 ， 这 无 年 来 才 有 : 

“可 能 利用 冬天 国 秆 植 绢 肥 hk eee rey, 作为 二 产 模 析 及 
油料 作物 的 重要 途径 之 一 。 - 

| ABSA EE ERS A RE KG 
3%, CMBR", 在 增进 稻田 肥力 上 有 极为 重大 的 
BX. IMEWEBE DAR EI, BEREIER, SFR 
| GPA TRE, PE RH, 又 能 提高 
| ESET, VEAP ROE, “EASE 
: 7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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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RP; SHOAIB TERT, 

bo SPB Be EAR, 
面积 较 多 , 也 比较 早熟 。 考 子 的 适应 性 很 强 , BS 

。 黄 为 繁 莽 ， 过 去 以 成 都 平原 及 洞庭 湖广 湖 各 地 种 植 最 多 ， 陕 
A RK At, REE ASR 
 PERUILUPRAKRS, OER RI, WE 
KSA, IER ORMPRE, WRI 

-与 潇 园 兹 混 播 的 习惯 , MRAVRERSBA IO. 
VESTAS (ERED MAH, MSMR 

— A 24, BEE IO TT TH, U1 EL BRT ALB AT ws 
RMSE, LER LK SRM RBS 1958 
FEE AIRSET 3,000 Tt, WARE. WUE ISL PRAT EE 
WARP JENCAIE, BRAILAB he 2 
> BIH BEG (ASB) ME SMS RL, 

浙 、 国 偏 南 地 区 的 重要 输 作 方 式 ; TEE PAA HK 
KIN BAD BRS. SESSA SATE ” 
方式 相似 。1958 年 湖南 衡阳 地 区 秋 大 豆 ( 禾 根 豆 ) 亩 产 达 千 斤 
SUES, 在- 般 水 源 较 差 的 田地 , 夏季 都 是 栽培 单 季 和 , 而 在 “ 
BGS IOP DS BADER AT, 
到 其 籽粒 以 为 食用 , 生长 不 好 时 , USF ERIE, ERR 
-主要 是 夏 稻 冬 作 ; 一 年 两 驳 ， 过 去 在 部 分 地 区 有 春季 种 植 烟草 0 

或 大 麻 、 ee EAA EA II (SF LT) AE SS 
: 2, KORA P EE, 

”第 三 种 是 隔年 种 稻 的 方式 eT ee 

PHMERAT MEI. 1 LISA Be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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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 Ce ees tT oe 
WERE NOR IT TRE, ARS KLE) 
ARIMA, PLU. ALA erie ta Pd 
SET Ir, ABSKERSMMMARE CEE, 

.在 所 上 三 种 轮作 方式 中 , ZEEE RE BE, 4 
别 是 在 实行 第 一 及 第 三 种 输 作 方式 的 地 区 。 在 实行 第 一 种 及 
第 二 种 输 作 方式 的 广 大 地 区 之 内 ,和 并 田 的 面积 极 大 ， 如 何 改 

善 利用 , 增 种 乡 肥 、 was BE, Fe TRAP eA HEA 
问题 。 

RRR kr Ae RHR UEFA 
之后, OEE RT, 49h, ACARI, BREE PRCA 
ARLE, FL 大 豆 输 作 方 面 , 亦 已 获得 初步 结果。 全 
后 东北 亦 将 成 为 我 国 重 要 舟 区 之 -应 否 实行 以 及 如 何 实行 
水 旱 输 作 应 是 这 一 地 区 的 重要 研究 如 题 。 至 于 东北 地 区 要 和 否 

“提高 复种 指 Hi, 从 1958 年 的 情况 看 来 ， 已 没有 必要 投入 太 多 
“的 力量 。 

、 障 世上 所 举 的 几 种 方式 之 外 ， RES AEBE KFA 与 棉花 、 
天 和 大吾 者 有 此 加 所 末 的 办 人 和 度 。 

. ~ 全 

改制 问题 

REP EH EI Re Ame 方面 的 重大 问题 。 
在 新 的 历史 条 件 和 物质 条 件 下 ， 我 们 也 已 看 这 方面 做 出 互 大 
“的 成 本。 JOP (1) AE RET. 在 以 前 主要 
| 是 局 成 水 期 相当 而 比较 研 肥 丰产 的 粳稻 代 震 一 部 分 的 和 稻 ， 

鹿 > 



i oe 

a a 

HULEERUS MNS, ii ASF me a a 问题: 但 近 和 
-推行 粳 和 宪 ， 常 与 推行 双 季 稻 、 泥 改 旱 等 同时 进行 ; PA 
HE, 尤 受 很 多 地 区 欢迎 ，1958 ERE, ARTE 

， 引 起 南方 币 舟 地 区 普 吉 的 重视 ， 巴 计 在 几 年 之 内 很多 二 区 将 
很 快 的 灶 稻 化 。 在 早 丢 方面 , 看 来 将 以 原 产 东北 的 青森 5 号 、 

- 元 子 2 号 、 宁 站、 卫 国 等 品种 为 主 , 中 炸 主 要 是 原 产 天 津 焉 区 
的 银 坊 水原 三 百 粒 \ 水 原 85 等 品种 及 大 淹 流域 的 黄 壳 早 ̀ 二 
等 一 时 兴 等 品种 , 晚 粳 划 多 系 太湖 流域 的 10509、 老 来 青 、853 
等 品种 。 广 东 近 年 引种 台 汶 的 嘉 南 2 号 .高 礁 10 号 : BATS 
号 表现 很 好 。 由 此 可 见 “ 热 地 不 宜 种 植 莉 稻 ”显然 是 一 种 迷 
信 。 此 外 ;还 月 (2) 单 季 稻 改 双 季 舟 (南方 水 稻 医 各 省 和 中 部 
水 稻 区 各 省 ); (3) ERASERS FR 
江 等 省 ); (4) 币 稻 改 早稻 , 收 后 再 种 秋 作 ( 汪 西 六 (3) 旦 田 改 水 
田 (淮河 流域 以 北 各 地 ); 《6) 南 方 夏 稻 条 并 疏 夏 稻 冬 作 ( 如 四 
诈 的 条 水 田 改 两 用 田 、 苏 北 的 涯 田 改 旱 田 );(7) 北 万 稻 区 提高 
复种 指数 等 等 。 可 见 改 制 问题 的 互 大 性 和 复 架 性 3355 具有 、 

“充分 发 动 群众 .依靠 群众 , 各 地 才能 找到 正确 的 改制 途径 。 
”改制 的 万 向 是 正确 的 。 但 要 “两 条 腿 走路 ”1958 车 中 共 起 
央 关 于 肥料 问题 的 指示 便 指出 : “ 随 着 粮食 的 天 量 增产 ， 单 “ 
位 产量 的 迅速 提高 ， 就 不 必 强 调 复种 ， 就 有 可 能 利用 条 季 或 ” 
者 麦收 以 后 休闲 的 田地 种 植 燥 肥 作物 ”"。 就 水 稻 而 昔 , 今后 南 : 

 FHEBMAARBURKOED, Pa; 可 从 事 深耕 再 ， 
RATE, BMH FAIL, FORTE REDE 

as 在 园田 化 的 前 担 下 ， = Ar I As PA eee 
Fi 多 -本 

2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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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RE | 

这 是 提高 产量 的 重要 措施 之 一 ， 但 我 国 在 这 方面 的 研究 、 
“是 很 少 的 。 在 我 国 南方 及 中 部 水 稻 区 , 水 稍 收获 之 后 ,不论 冬 
季 是 否 种 植 作物 ,一 般 是 进行 秋 耕 的 ,只 有 在 收获 前 播种 称 肥 
的 田 吉 不 进行 秋 耕 。 在 华北 , 秋 耕 大 至 无 间 题 。 在 东北 , 这 是 
大 问题 ， Pe du PARA He AR ATER MRE 

Em. 
aey WA TAC ee ae eee 
WERE PRIUS. 这 又 是 一 个 问题 。 1 
1; 条 耕 温水 或 春耕 浸水 在 蜡 才 严重 的 浙江 、 江 西 、 广 东 竺 
省 ， 是 防治 嵌 虫 极为 有 效 的 安 业 技 术 。 近 年 华东 很 多 地 方 在 
型 头 安装 链 稻 根 器 进行 秋 耕 时 ， 夫 为 也 可 切 死相 当 部 分 的 蝇 
虫 。 此 外 ,结合 冬 耕 春耕 , 消灭 钉螺 , 在 防治 血吸虫 病 上 也 已 
在 很 多 省 区 取得 了 很 大 的 成 策 。 
1958 年 大 跃进 ， sa TR RAE 
SREPARENRAA eRe TRO: 

PRE | 主要 根系 分 
- Gt). | 布 深度 ( 寸 ) 

a co 

=e 
& 
“ae 丰产 田 。 亩 产 6487 

ae 
| | | 

> { aos |. mo. 

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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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 ae aes 

可 见 深耕 大 大 扩大 了 营养 面积 有 助 于 防止 倒伏 ， senate 

力 , 井 对 消灭 架 草 与 病 束 害 有 --- 定 作用 。 而 且 ， 赫 到 多 深 , 施 
肥 便 可 多 深 ， 因 此 加 深耕 层 便 能 大 量 施用 肥料 。 所 以 深耕 的 
SEF, 它 旗 使 增 施 大 量 肥料 成 为 可 能 , 又 使 加 天 密度 
有 了 依 先 。 据 同年 湖北 孝感 黎明 入 试验 ， 耕 5 AP HOBUT ER 4 

一 寸 增产 16.7 %, 6 寸 的 增产 66.7%, 7 FRAT 167%, 8 可 
的 增产 183 %, 10 寸 的 增产 233 6, Hee, MS 
是 今后 极为 重要 的 努 为 方向 “三 寸 寸 便 不 可 能 翻身 ”5 

过 去 我 国 一 般 耕 深 仅 3 一 5 +h, SAE Kw, Bee 
肖 应 用 。 郊 拉 机 下 水 田 也 无 问题 。1958 年 秋季 在 大 夺 收 之 后 ， 

”又 批 起 了 应 用 稳 索 率 引 型 与 多 丰 进 行 深耕 的 热潮 。 亿 万代 的 
。 辛勤 劳动 , 都 是 为 了 “在 今后 两 三 年 内 把 一 切 可 能 深耕 的 土地 、 

SWS IA, 在 水 整 时 还 要 进行 田 志 的 涂 技工 作 。 

2A 8", PRE RYE, PRR 
RURAA ED ERE LAO ATS, OO 

pea ESTES 
工 水 稻田 整地 ， 要 充分 注意 到 的 是 “平整 ”“ 贷 更 ”与 <“ 开 

”… 淘 。2 稻 田 要 保持 一 定 水 居 ， 所 以 在 整地 时 要 求 达 到 高 度 平 坦 ， 
的 程度 ， 最 好 在 同一 块 田 里 高 低 相 差 在 五 公分 珊 下 。 这 在 干 整 

的 时 候 是 很 难看 得 出 的 , 只 有 灌 上 水 以 后 , ST 
Ho REA LBS HEE, 
响 也 较 大 。 因 为 田地 高 低 不 平 ; 灌水 和 排水 便 很 难 掌 握 得 好 ， 
因而 保苗 困难 , 生长 不 一 和 致 alain ony ag 
BREST A, add oA 

SETA I RKO RB EE BAN art o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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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e ene, CASE 
ee 
“ 讲 疝 其 了 学 习作 已 取得 初步 三 只 

“2 在 移 栽 的 水 稻 与 进行 水 直播 的 水 稻 ， HEAR et 7k 

, SEAM A KS MERE, HOHE 
peeve 不 管 是 那 一 类 ， 总 要 在 灌水 以 后 反复 的 未 存 
“通常 耕 邦 相 随 ， 一 般 达 3 一 4 次， 要 求 没有 僵 块 ， 肥 料 拌 匀 ， 

漏水 ， 而 士 壤 膨 软 ( 泥 烂 如 Be”) De Ra AE 良好 的 重 

“要 和 条件“ 

3. 在 移植 的 水 稍 ， 根据 我 国 农民 的 经 验 ， eB 

BBC TBE 0, RATE RE ENOL ME, 
POE BER; TEAK, PR PUT, 

” 速 卉 满 栽 秧 时 所 形成 的 小 穴 , 可 使 身 HAR BRR, EATER 
PAAR 

ATE PAE. 0a 2, A 

APRAMRE, SAKE, PROSE 
3 sige | 8 fs a) 

AA SES VERRY, ee 
(pS ARAM HR AA, FB EIA ew I 

| Wize: CL) PEART A, BD TAR 干 干 湿 温 ， iene 

| PIE, (3) RD ALALAN PHA, 

. 整 (或 称 湿 整 ) 的 过 程 。 稻田 整地 ; 大 凡 灌 水 后 整 二 的 ; 称 为 水 

sg SKIER AY 5 PAE, HEE FRR TEE, Tn er He RAE 

FRIES, EMILE. SHE 
PLU. Ain, ARE 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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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我 国 云南 、 湖 北 、 江 苏 等 地 农民 都 有 干 耕 曝 晒 的 经 
验 。 这 在 冬 水 田 、 涯 田 、 冷 水 田 及 其 他 轻 常 积 水 的 低 汗 稻田 
是 一 重要 的 改良 土壤 的 措施 。1958 年 江苏 松江 五 星 社 坚 持 深 
耕 晒 鸽 及 其 他 措施 ， SAT MBER, KARE, 公社 平 均 、 

 AF* 2301 JF. - 
A SHEILA ARCS SE AH Fy ALIBI RULES : 

量 来 衡量 , 田 块 长 度 以 1,000—1, 500 公 尺 为 宜 。 此 外 ;在 田间 ， 
道路 及 沟渠 的 设置 上 , 在 规划 的 时 候 也 应 惯 重 考虑 。 

HT ROB, 四 川 省 提倡 新 法 泡 田 , 很 收成 效 = 工 
有 可 能 增产 。 主 要 是 灌水 与 犁 起 结 合 ， 尽 量 在 短 时 间 内 做 好 
本 田 的 整地 工作 (23)。 Somes | 

种 子 选择 和 处 理 

目前 我 国 各 地 在 种 子 选 择 和 处 理 方面 已 有 不 同 程度 的 握 “ 
高 。 

首先 是 合作 化 高 潮 到 来 之 后 ， 各 地 高 级 农业 生产 合作 入 
届 立 留 种 田 的 已 经 很 多 。 水 稻 的 开花 和 成 熟 是 有 先后 的 ， 先 “ 
成 熟 的 一 般 比 较 蚀 满 而 有 撞 粒 比 较 容 易 。 所 以 湖南 农民 < 先 打 
下 的 作 种 ”的 克 验 是 正确 的 。 根 据 这 一 道理 , 在 应 用 脱粒 机 肌 
粒 时 , 应 适当 降低 转 数 , 把 轻 轻 打下 的 种 子 作为 种 用 :最 好 在 
这 个 基础 上 再 应 用 届 格 的 比重 选 种 法 ， 以 达到 精 选 狠 选 的 目 
的 。 这 都 有 待 于 我 们 今后 作 进一步 的 努力 3 
MEADE, SAA, week 

地 区 尤其 值得 注意 。 1955 4B RIL URE fies SP 
: | 2 | 

局 ~ 



se vs 

BG KAW L, 但 还 缺少 很 好 的 研究 。 一 般 可 旺 四 、 五 天 , 果 
HEA AS, UPC EDA), BRIS 

‘fer RES 气候 条 件 有 关 ， BEBE -F LARA, 似 可 考 让 
LH RA, 

有 兰 的 种 子 不 便 播种 , 特别 是 应 用 机 械 播种 , 必须 先行 除 

2. AMAR UE, MR EE 
P, 有 短 芭 或 长 世 的 品种 甚 多 。 这 在 种 子 数量 很 大 而 又 必须 
PRERY, 应 考虑 应 用 动力 肌 世 机 或 腹 芭 精 选 机 。 

在 以 前 ， 我 国 农民 多 应 用 风车 及 清水 清远 禾 种 。 稻 谷 不 
诡 轻 重 ， 其 天 水 则 相差 不 多 。 因 此 从 来 认为 以 用 液体 的 比重 
选 潜 为 好 ,“ 盐 水 选 种 法 ?在 日 本 倡 用 已 入 ， 解 放 后 在 我 国 扒 
SF, 庆 有 一 定 成 策 。 此 法 清 选 种 子 的 效果 很 高 , 它 的 缺点 是 盐 

“ 永 用 过 之 后 就 不 能 食用 , 殊 不 经 济 , 而 且 盐 水 清 选 以 后 必须 清 
洗 灰 子 ， 这 在 大 量 进行 时 也 可 能 不 容易 做 到 。 因 此 我 国 农民 
近 和 车 创 用 “ 泥 永 选 种 法 ” 就 地 选取 粘土 ， BUC, BRB 

蛋 能 都 芬 学 出 水 面 , PRG UEATIPBE, VERE OO RUE, 但 在 操作 
正 境 为 费事 ;请 移 效果 亦 有 一 定 限度 ;此 外; Ba A 
其 水 选 种 法 HT, STR HI FA a ER, HER ALB 
BP LAE AS AF PRINT FN te Bie HET Be) TA SEE 0, PR | — 
Be Be aves ee HS MEP Gh 7K (14—16 % ie BEAK BD Sk HO - 

108-1. 09, AY 12—13 多 盐水 或 鸡蛋 的 比重 , 30 % Bie 
发 永 通常 达 1. 14, RSF 23 匈 的 盐水 比重 )， 但 由 于 

硫酸 铂 的 溶解 度 远 高 于 食盐 (在 20°C 时 ， 克 酸 铂 的 溶解 度 是 
75.4, 食盐 是 36. 0)， 屁 的 选 种 效果 还 可 能 比 盐水 选 种 法 更 

本 

高 ; 人 7S Itt Be SK AT 仍 可 当 作 肥 



me 

poe te ate | 

8 HOPE RAR BUUEE NE, FH 
盐水 及 泥水 选 种 法 简单 。 据 研究 , 如 能 利用 80% Fe Aa ta EE 

~ Ik (100 Fra In 30 开 硫酸 钞 ) 进 行 清 选 , 便 有 到 能 淘 沁 所 有 、 

OE SORA, 但 被 淘汰 的 种 子 要 很 好 清洗 ,才能 作为 . 
Qo 此 法 据 最 近 报导 ; 苏联 亦 已 应 用 。 | 办 

消毒 应 在 清 选 种 子 以 后 进行 ， 这 样 在 清洗 时 稚 淘 汰 的 种， 
子 便 可 在 清洗 以 后 放心 作为 食用 。 稻 种 的 消毒 通常 应 用 大 尔 、 
马 林 浸 种 ， 可 针 用 清水 证 .12 天 再 浸 在 驻 尔 亏 林 的 50 倍 
稀释 液 中 SONAL, 然后 清洗 ; 再 进行 普通 的 证 种 。 消 毒液 可 如 

_ 续 应 用 10 坎 左右 ， 但 后 来 应 掺 入 25 倍 的 稀释 液 以 次 持 一 定 ， 
RE. 稻 种 消毒 现在 改 用 示 制 剂 1 号 (高 斯 普 隆 ) 沽 种 的 渐 
多 , FL FAL TP RG5E 1, 000 斤 水 的 省 度 , 在 18°C 时 到 6 小 时 , 在 

15°C HIRE 9 AIT, 4E 12°C 时 经 12 小 时 ,然后 进行 普通 的 证 、 
种 或 不 经 清洗 即便 播种 。 注 意 勿 用 金属 盛 器 。 消 毒 波 可 用 寺 ， 

Sev, 但 后 来 应 酌 加 500 倍 的 稀释 液 。 HEH 1,000 斤 的 莉 

WAT AL 500 斤 的 稻 种 。 莉 剂 消毒 时 应 注意 以 棍棒 揭 动 种 予 ， 
水 出 附着 在 种 子 卖 面 的 小 气泡 , 浸 后 井 须 注意 莉 液 的 处 理 , 以 
RE. ALERTS MEE 
其 他 很 多 病害 也 多 少 有 效 。 
“于 尖 线 虫 病 在 河北 、 山 东 、 MILT BOE, UML 
eB MEM ARB Ae, 可 以 消灭 些 病 , 并 对 恶 苗 病 

亦 有 明显 效果 。 方 法 先 将 种 子 在 冷水 中 浸 24 一 48 水 时 ,再 用 ， 
45—47°O WIKIS 5 yh, RGB 52—54°0 Wk Ae 10 分 - 

Sh, 随 序 投入 痊 水 渝 却 。 可 用 三 缸 违 环 灶 法 维持 温度 , FEES 
工作 效率 。 1958 年 天 津 专区 推行 此 法 ; BARE), | 



sd 

EES Soe eae 4 Bikar asta —1— ” 

有时 本 病 是 江西 。 安 全 和 省 的 量 和 要 病害 。 在 里 和 和 
”时 < 和 中稻 孕 午时 发 生 。 江 西 省 根据 群众 提供 的 线索 , 破除 了 日 
， 闪 种 子 处 理 无 效 的 迷信 ， WAT oy SRE RK (15 vit 

Rm: 7 毫升 WELW, M100 斤 清 水 。 最 好 事先 配 成 母液 浸种 

LAVA HE. et 48 DN, 然后 清洗 催芽 播种 ， 千 合 亩 

- 施 看 灰 60 一 100 Ir, 淡水 勤 灌 及 换 种 等 措施 ，1958 年 已 使 jie 

-丰县 历史 性 的 严重 病 嘎 频 于 消灭 同年 安徽 药 湖 专区 应 用 上 

| EDT ESE, FDARZRE HRSA 

HOTELS, du PETA LTA BNA TR 
FS RPO, MLAS, RE 
RE REESE, PTT BMS EO, 
FERS LSE ys HEI, 1958 AEH RET 

De ee te eat ee oe 
UC RETR), AFB EEETERHLAARE 

| CTL AMA RAE UTE), LADLE 
AU SAAMI. HUET A, ISR ROE IR 

” 子 幅 理 (3)。 本 年 在 应 用 大 其 水 防治 和 间 病 上 也 普通 取得 一 定 

的 效果 (1:30, BIW). 
: 温 温 溉 种 是 种 子 消毒 中 最 有 效 的 方法 ， 可 以 杀 灭 种 子 内 

Pte Aih, OMNES, Tem RONNIE 
”要 很 好 掌握 。 就 水 稻 而 车, 55 一 56”0 温 水 处 理 10 HAA 

| REA BW, 但 在 57°C 下 处 理 10' 分 钟 便 有 可 能 降低 很 
os 

SARA, BAT, EL AE ER 
Fh, FER MR, eM, 都 应 先行 省 种 。 一 般 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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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SE RUE, ACERS Bei PRS eB A 

BRIN A OR FA EAT BE 

五 天 , 有 时 达 十 天 上 下 , MRE RAMOS, AR 

| FE 25°C 的 温度 只 要 一 二 天 , 在 15°C 时 便 要 三 、 五 天 。 在 同 
PEE PE I ER Ba RL A I EES LIS 
在 第 二 天 以 后 须 注意 换 水 。 袋 装置 于 河水 池水 中 时 可 不 必 换 
水 , 但 须 注意 勿 使 着 泥 , BHR WRK, BRR A 
实践 , Ab a ART, EN SERS, SSE, 1 
HAGEL, LIARS RE RE” 
Tr iS HOSA, FARE, PRE A 
化 。 东 北 一 般 光 浸种 一 昼夜 ,然后 捞 出 袋 装 ; FAAP 
向 阳 之 处 ; 其 下 宣 稍 垫底 , 以 利通 气 洪水 , 其 王 宜 有 复 盖 :9 防 
HGAIN-F, FUR Ak, KER EP BEE 
(QUA, BERT, LRA 
致 ,并 防止 发 热 与 发 生气 味 。 从 生理 的 角度 来 看 :这 应 该 是 有 

。 发 展 前 途 的 方法 : ER 
- 省 事 。 

在 混 种 时 应 用 疡 激 鞠 剂 或 肥 分 的 种 子 丰 再， 已 避 起 产 滋 
PERL. CEBU NL ABLE HST ICO ERE 
2,4-D ABBE, ILA MRSA Ee - 

«CRAIN, RAR RAR- E, ER AR 
| 展 可 能 的 。 因 为 水 稍 本 来 要 证 种 , 如 果 多 少 有 效 药 部 在 推行 
上 应 该 是 比较 容易 的 。 

在 浸种 以 后 ， 进一步 应 用 温 热 催芽 在 比较 塞 疹 的 华北 及 
东北 很 是 多 见 ， 但 在 南方 早 中 稻 地 区 也 很 普通 。 方 法 各 地 很 



ape eee. ees 

Kk, 可 利用 种 子 呼吸 时 自发 的 温 热 或 用 浙 温 水 等 方法 加 
强 , 卉 注意 复 盖 等 保温 措施 。 值 得 注意 的 是 东北 等 地 现 已 开 
始 应 用 的 “低温 催芽 法 沁 通 常 催芽 以 芽 长 达 0. 2 一 0. 3 公分 左 
看 为 宣 ， 蕊 长 而 不 能 播 条 时 应 实 即 晾 开 ,以 抑制 其 继续 伸 长 ; 
HAR, RAB HoT RE 10 公分 上 下 的 秧田 ， 
和 否则 芽 将 陷入 泥 中 而 腐烂 。 儿 年 来 的 实 路 证 明 ,， 大 量 种 子 进 

行 催芽 需要 特别 小 必 ; BAHT, AAR A—E 
MRO, FBLC, MRE KET, HE 
MRE, HATO LER, MEP PERS RCE 
有 把 握 , 因此 今后 如 何 使 其 规格 化 , 提高 安全 程度 , 是 值得 我 
们 注意 的 。 日 本 有 放 在 30°C 左右 的 温水 中 过 夜 的 办 法 , 可 以 
Sn ieee ae 
SST em WO” 

Wi), 还 应 进一步 研究 与 总 千 。 
PORTERS 2036 HE, ANT IER ADE, 

BRAS Popes, AAA Hea RO EGR BRIE ZT 

米 甚 多 。 在 收获 以 前 , PE ARS EE 
或 易 否 倒伏 进行 去 杂 ; 亦 可 在 收获 或 腹 粒 时 穗 选 以为 留 种 繁 - 
殖 之 用 ; 在 不 得 巴 时 , 亦 可 在 浸种 之 后 ， BATEMANS IE cH 
除 , 作为 留 种 四 的 种 子 。 

; i ; : 

ws 
RAVER ALTER, REM 
RORWTIE RISE, PRAGA RRA ARAL, 日 本 的 北海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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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有 相当 的 直播 水 稻 外 , HN EAE SR 
且 从 发 展 历史 来 看 , 水稻 栽培 是 先 有 直播 ;后 有 青草 移植 。 可 
REMFE-ER CORA, RREMS, SRM RAT 
WERT A AOR, HER ERR, AERC 
ULSI OK RY RS TE RES PEI, 
因此 , RRMA, WESTER, Re 
季 连 作 稻 的 屯 区 , 晚稻 可 提前 育秧 , ART ARE 
作 舟 栽 培 的 区 域 。 可 见 青 昔 是 进一步 利用 作物 生育 时 期 的 有 
数 方法 。 在 这 一 点 上 与 间作 的 意义 相同 ; 得 在 各 种 作物 划 位 - 
面积 产量 大 大 提高 以 后 , 这 一 意 名 将 有 一定 程度 的 降低 

HK, ROHR, CROMER BS SELL, Bit 
 PRABAP AID), ROROUAT ARES, ARES We iby 
秧苗 。 印 使 在 不 良 的 自然 条 件 之 下 ; AER RRR, 上 
或 减少 烂 秧 以 及 其 他 病虫害 。 
第 三 ,在 本 田 时 期 ; Hi Hi ARK RRA RS, sath 

整 "对 抑制 杂 草 有 决定 性 作用 , LON, H BAIA 
BSS Aas, “水 整 " 后 漏水 亦 少 。 据 苏联 研究 ， eC RTT La 
> 35—40%, - hah 

EFA ROS, RA ARAB 
RLSM, PRES, 18 1958 Se RS at Se 
RCRA ERO, 可 见 “直播 低产 论 > 是 迷信 。 

在 另 一 方面 , 青苗 移 栽 亦 有 其 缺点 : 
一 , 育苗 和 移 栽 都 很 交工 。 洁 人 手 移 栽 水 稻 , 在 以 前 稀 

HEAT, 每 天 每 工 通常 只 能 完成 一 雷 左 右 , BB, HB 
在 这 时 期 需要 劳力 较 多 。 这 是 它 的 主要 缺点 。 在 大 面积 经 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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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 问题 更 天 , 往往 延 强 栽 秋 时 期 。 而 应 用 机 械 直 播 时 ， 每 人 

_ 每 日 可 播 秆 五 十 雷 乃至 百 雷 以 上 。 现 在 南 105 式 插秧 机 已 经 

研究 成 功 ， 可 插 2 hx 6 十 改装 后 可 揪 2 + x 5 PBEM, 

UBD, BEETS. -一 人 管理 供 身 每 天 可 插 20- 
踊 雷 。 确 是 1958 年 我 国 农业 大 跃进 声 中 重要 创 造 之 一 。 湖 -. 
OARS TSE ABUL, 构造 简章 , 价值 低廉, 并 可 自行 调节 密植 

_ 程度 ;效率 亦 可 较 手 插 提 高 数 倍 , 有 可 能 迅速 普及 : 
BO 移 栽 如 明天 旱 缺 水 , 便 难 及 时 栽 秧 , 甚至 影响 栽培 
面积 。 HPPA, HEN LMNS, 栽 后 不 够 繁茂 , H 
APR, 从 而 大 大 影响 产量 ; 在 实行 旱 直播 时 , 固然 在 
WATTLE LE LAER, ESR IG 
法 ”可 以 作 到 及 时 播种 。 | se 
“第 三 RAW, BEA, seen 晚熟 。 
所 以 时 龙 江 很 多 直方 不 用 移 栽 方法 。 但 在 实行 保温 育苗 以 后 | 
裁 秧 地 区 有 向 北 移 的 可 能 。 

: ANAM OL ATTRA, 18 
SER ASLO A WRI, HERR, 8 
PAL BES ENCE ARE EA, BR 
汪 农 民 在 这 方面 所 积累 的 经 验 异 常 丰富 ， 各 地 的 农业 科学 机 
半 和 学 校 也 有 一 些 研究 结果 。 它 的 要 点 可 包括 : 1) 选择 秧田 ， 
和 做 好 秧田 ; (2) 精 选 种 子 与 进行 各 子 处 理 , (3) 适 时 播种 , H 
“ 厅 取 各 秘 保温 措施 ,提早 播 种 ，(4) 落 谷 稀 匀 ，(5) 注 意 灌 排 
66) 施 用 是 够 的 比较 速效 的 肥料 等 等 方面 。 

于 ”关于 选择 秧田 ) 最 好 要 符合 三 个 条 件 , 即 (1) 向 阳 ， (2) 灌 
PEA, 3) 淋 草 较 东 ;至少 要 灌 浙 便利 。 向 阳 而 能 避风 , 当然 



ww 

ees 

Reet, SRAM, Ste ORT EA, 至 于 架 草 
问题, 在 前 一 年 印 应 选 定 次 年 的 身 田 ; 注意 除草 工作 。 现 在 各 ， 
地 多 已 集中 青苗， 由 有 痉 验 的 农民 负责 管理 ， 本 

pee por a 过 去 在 

Jr ai eb 1 CyB BERS, REL. 
度 也 有 必要 格外 提高 ， 所 以 同 样 面 积 的 秧田 所 能 移 栽 的 面积 - 
较 少 。 Jc IR RRNA SHE, 应 根据 实际 需 秋 数 字 , 计 
算 秧 田 面积 。 

要 做 好 秋田, 首先 要 在 整地 .施肥 上 充分 注意 . pe” 
以 外 , ERAN ARR “URE” AC AN TR EN 
畦 宽 四 至 五 尺 、 畦 间 沟 道 一 尺 、 哇 长 视 可 能 而 洗 药 “合式 身 
田 ”。 这 是 解放 以 来 在 全 国 推行 的 一 种 秧田 区 划 方 法 。 旋 的 好 
处 是 播种 比较 均匀 , 灌 浙 排水 :除草 施 肛 以 及 病 训 防治 都 较为 ， 

> 便利 , 哇 面 比较 容易 整 平 , 也 便于 播 征 较 多 品种 。 黎 点 是 走道 
所 占 面积 较 多 。 可 适当 加 袖 畦 幅 , 并 充分 利用 这 秧 (近年 各 地 - 
实践 证 明 ，, 边 秧 是 可 用 的 壮 秧 )。 秧田 整地 有 水 整 举 整 之 别 
《东北 称 为 水 作 床 与 旱 作 床 ) 以 水 整 的 质量 较 好 。 播 时 一 般 
要 求 种 不 陷 泥 , 所 以 有 田 面 如 无 水 层 应 待 稍 王 之 后 播 关 如 有 水 
层 旭 应 在 5 公分 以 上 为 宜 。 全 : 

© BURSA KS 28 (1) BRIN L2) AFR HOS) BER 
(4) RR ROO, A PRE RA, 
种 田 为 多 。- ORERVREMS, WLM a 

”三 类 秧田 的 根本 区 别 在 水 分 状况 。 由 于 筷 田 水 分 状 驶 不 同 ， 
在 保温 的 措施 上 也 就 有 出 和 .我国 的 水 秧田 ”党 然 各 地 亦 不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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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 相同 ， 但 有 以 下 -_ 些 共同 的 情况 ， 即 播 补 时 不 宣 使 稻谷 陷入 
TA, RUMP, ER RMT 
Je HERE BE AK, FRO RMR, EMOTE 
水 与 排水 在 初期 主要 是 为 了 提高 地 温 与 绥 和 温度 激 变 ; 这 种 
秧田 在 适 期 播种 时 , 一 般 相 当 整 齐 , 生长 也 快 。 缺 点 是 秧苗 不 
Gk, 特别 是 在 提早 播种 时 容易 发 生 烂 身 , 在 北方 还 容易 发 
HERA, 现在 各 地 对 水 秧田 已 提出 一 些 改良 的 方 、 
法 , 值得 分 别 总 结 提高 * 旱 秧田 散 见 于 南方 丘陵 地 区 ， 近 年 广 
Gh, 福建 . 安徽 等 地 对 早 秧 有 较 好 的 评价 , 特别 是 要 在 高 温 下 
栽 秧 的 了 永 舟 如 连作 晚稻 ， 常 应 用 此 法 。 一 般 选 择 沙 性 较 重 的 
田地 进行 ,播种 之 后 要 复 士 , 田间 妈 获 不 保持 水 层 , 但 须 时 常 
WK, SOMBER, WRT CAR Hoh, BO 
易 , PURI, WATE, AER EE, 也 易 受 到 
气候 影响 和 鼠 央 等 为 害 。 湿 酒 悉 田 在 播种 后 要 稍稍 复 士 或 盖 
谢 。 据 华东 、 华 中 及 浙江 等 农业 科学 研究 机 关 的 试验 及 总 千 
结果 ,都 以 在 初期 保持 畦 面 旭 泣 ( 有 人 主张 称 之 为 折 中 秧田 )， 
出 昔 现 青 以 后 保持 浅水 为 好 , WTO RB” “PBR? “BK 
PLR, 过 去 东北 推行 有 效 的 “ 早 育苗 "方法 , 实际 是 先 湿 后 
水 , WEAR BMH, BI WE 
止 烂 秧 的 有 效 方法 ,各 地 实践 结果 已 得 充分 证明 , HATS 
FAP. ALAC TT AR A A EI AEG BE BL 
EROWOE, 在 北方 并 易 发 生 立 枯 病 。 
EST WE, So sea RT, HAE 

We CRA LR SA, 1957 SLU BL FR WARS 
MARIE. ISSAC TAMA MATE TH A B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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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0 亩 ,同年 吉林 省 亦 有 很 大 扩展 。 它 的 好 处 是 早 播 (可 以 提 
”时 播种 10—20 天 ) 早 插 早熟 , TEAL IT eS, 在 南方 早稻 可 

因 生 育 期 延长 而 大 大 增产 , 并 且 完 全 控制 了 烂 秧 , 也 调节 了 劳 
_ 力 。 油 绝 宜 与 床 面 有 一 定 距 隔 ; 以 稻 和 昼夜 温差 并 使 幼苗 生 
长 不 受 妨 得 。 一 般 在 苗 高 1--2 寸 时 在 午后 揭 耗 5 揭 耗 前 要 防 
KML, RPE SAN WAR BA RENE 
化 。 FRACS HE OIE RE, FEAL SB BE SEAT HE 
AAS SE FOS. UC BS PEG PR UB CEE A Js TA RE AR 
PEAR CBE Is BABI TONE TS RHE SE AE wT, 宣 用 
桐油 亚 襄 油 等 植物 油 (3)。 

DEA, 1958 年 浙江 尝 德 和 四 川 semen fast THe 

PBR AT OK TE” SSE BE “ 热 性 秧田 ”: 
等 方法 达到 了 加 速 青 昔 的 目的 。 也 有 应 用 " 容 惠 青 菌 法 ?水 
面 育苗 法 ”及 “旱田 间作 法 ?等 方法 来 解决 悉 田 问题 的 (3). 

` “从 生理 方面 来 看 , 在 发 伞 及 幼苗 初期 ; 地 上 部 通气 组 积 人 
RARE MAB, HY Pa SR RAE Sh Re 
BWA, PEE k, Hee Ase ae 
BE, ATMA, 生长 软弱 , LIBR IR 
件 时 , 近年 在 东北 及 华北 其 易 发 生生 理性 立 彬 病 。。 
关于 精 选 种 子 与 进行 FHF HL, MBMWR, 8 Na 

在 播种 时 期 方面 ， 我 国 农民 有 长 时 期 的 经验 .水 稻 的 播种 
时 期 如 果 死 板 的 根据 水 稻 的 量 警 发芽 湿 度 行事 是 不 委 当 的 。 
我 们 一 定 要 考虑 到 当地 当时 的 展 夜 温度 变化 忆 及 气温 方面 发 、 

” 生 激 变 的 可 能 性 , 解 要 掌握 季节 ， 也 要 考虑 当年 当地 的 气象 特 : 
点 以 及 提 FLFR Rh ND AY RAR YE, REI ACA OIL ie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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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清明 蓝 在 前 三 月 清明 莫 在 后 ”的 习惯 训 法 , HE 
过 去 对 国 各 地 实际 情况 来 看 ， 过 去 一 般 的 早稻 播种 期 要 气温 
达到 15"G 堪 右 。 现 在 看 来 ， 如 果 地 表 温 度 能 够 稳定 在 :12"0 
Vib, 就 可 以 开始 播种 。 如 应 用 保温 育苗 方法 , 还 可 提早 。 因 
此 ， 1958 年 各 地 的 播种 期 普 双 提 早 了 10=-20 天 5 * 

但 品种 之 半 的 耐寒 力 是 不 同 的 ， 特 别 是 和 型 稻 种 与 粳 型 “ 
APPS EI, 即 在 同样 条 件 下 ); 往往 币 稻 发 生 严重 
HORSE, 而 炸 稻 烂 秧 很 少 。 所 以 釉 稻 地 区 改 种 粳稻 以 后 芯 般 
都 可 提前 |6 一 10 天 播种 4 比 外 , 我 国 农民 对 于 如 何 提早 播种 而 
THEE ILE, 各 地 有 各 地 的 整套 轻 验 :北方 的 一 
SAE AiR, 如 四 周 设置 风 障 ( 风 降 内 外 温度 钩 相差 IC 以 
芋 冯 初期 夜 关 盖 上 草 帘 ( 盖 与 不 莹 温度 攀 相 差 23°C) 等 等 ， 
效果 非常 明显 ; KEP RIE KART. LH Wa 
08, ERNE IORI, LAURIE REACH 
PE PARAM 10—20 RISA REND, AAA ml 
TH, HRGE, 发 育 过 快 ,难以 繁茂 高 产 。 所 以 提早 播种 是 进 
却步 提高 旱稻 产量 的 重要 途径 , 在 东北 地 区 更 是 提早 成 熟 、. 稳 
定 收 成 的 有 效 途 径 。 

我 国 三 般 永 稻 播 种 期 过 去 在 三 月 底 以 前 的 有 站 南 、 桂 南 、 
6. MH Ran, SS; SAP Eee 
Sb PRR Ew; OAM, ER 
MSA AR, RA, 在 湖南 衡阳 及 浙江 永嘉 一 带 
的 一 般 播 种 期 是 四 月 上 和 旬 ; 在 长 江 中 下 游 各 地 是 四 月 中 旬 , 可 
渴 南 北 相距 甚 远 而 播种 期 相差 不 大 ， 五 月 间 播 种 的 区 域 是 西 
Ab WHE ALAR, 除 黑龙 江北 部 要 到 五 月 下 旬 -- 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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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播 种 以 外 , 多 数 在 五 月 中 和 旬 即 可 播种 (48)。 
1958 年 在 公国 范围 内 已 普 逼 提早 一 个 节气 播种 。 已 积累 

的 经 验 是 (1 掌握 塞 半 规律 EAR MEH, FES, ‘a 
” 播 下 (2) 应 用 湿 油 秧田 。 

在 北方 不 能 及 时 播 神 的 可 能 性 较 大 。 RTT, Me 
Bice, 以 如 食 青 晚熟 。 

一 我 国 过 去 的 秧田 播种 量 ， 多 的 如 江西 南城 每 雷达 上 000 - 
PLE, Does, WIE 100 FU, eRe 
200 一 300 Jr sf; mm lA FETE BI FEE 20—30 THAR WEB 
计算 ,每 盏 需 用 种 子 数量 狗 为 10 斤 ,实际 上 过 去 二 般 还 不 到 10 - 
斤 。 稀 播 是 培育 壮 秧 的 重要 关键 , CNL SB, Be 
HOHE EEL ESS 50 一 150 开 的 范围 3 1958 年 天 跃进 ， 创 立 、 
了 高 度 密植 的 高 产 经 验 。 与 高 度 密植 有 连带 关 和 柔 的 问题 有 (1) 

留 种 数量 问题 ,(2) 技 秧 插秧 费 工 问题 ,(3) 秧 田 面 积 问题 等 等 。 
今后 亩 插 100 万 秧苗 将 总 来 僵 多 ， 所 以 一 般 亩 留 种 子 100 斤 
已 有 必要 。 费 工 问 题 在 公社 化 与 机 械 化 之 后 ， 也 不 是 不 能 解 、 
决 。 秧 田 面积 问题 亦 可 以 垣 多 播种 量 及 直播 等 方面 大 手 很 
据 1958 年 各 二 经 验 , 如 用 缴 毯 或 链 秋 早 播 ,播种 是 一 般 可 增 _ 
38 300—400 Jr, 如 亩 插秧 苗 100 HK, —HF BREE AR 300 Fr 
EMR AOHKHRL A, WRENS 
同时 条 用 , REBATE, RD, MASS 
栽 两 用 青苗 方法 , 适时 间苗 移 栽 , 当 亦 可 减少 秧田 面积 He 

_ REI. Pmiiahiitmtiabebleese xs 
” ”是 我 们 努力 的 方向 。- 

为 了 适应 返 插 (包括 速 晚 的 老 壮 秋 ) 的 需要 ， n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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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 南方 连作 晚稻 老 壮 秧 每 宙 仅 播 50_70 斤 。 因为 顶 播 不 
仅 可 获得 壮 身 ， 在 昔 苍 上 亦 可 有 较 大 的 伸 精 HE HERB IE 
SIE ALO, FTE NR A, AE 
PAPURLT, MRR OR, WATE 
个 月 , 旭 不 仅 应 考虑 育 昔 方 法 和 播种 量 , 还 应 考虑 分 期 播种 以 
及 应 用 比较 早熟 的 稻 种 ， 井 在 栽培 上 采用 其 他 种 种 措施 ， 力求 . 

PBI 
PLD, 要 求 均 匀 一 致 , 所 以 需要 有 熟练 的 技术 。 应 用 

播种 车 效率 大 有 提高 ,播种 质量 也 好 , 并 可 用 同样 工具 进行 

”至 于 秧田 的 灌流 与 排水 ， 这 是 十 分 类 致 而 必须 及 时 的 工 
fe, RRMA HRS, ERAT, 印 {1) 利 用 水 层 来 提高 温 
庆 与 级 和 温度 的 变化 , 但 (2) 同 时 也 要 考虑 到 水 浸 部 分 的 呼吸 
作用 。 这 三 者 之 间 昌 有 一 定 了 矛盾 ; ALS VAR SAR 
青 成 壮 秧 与 防止 烂 秧 。 在 应 用 油 组 保温 育苗 方法 时 ， 在 揭 和 级 
以 前 必须 注意 通风 及 尽 可 能 建立 水 层 , 以 达到 锻炼 的 目的 。 . 
i 秧苗 是 相当 通 强 的 。 秧 昔 的 死亡 通常 是 由 于 多 种 原因 使 
秧 昔 反复 受到 折磨 的 千 果 。 因 此 六 如 何 从 灌 排 上 使 其 生长 正 

党 与 健壮 ， 非常 重要 。 前 述 三 种 悉 田 所 培育 出 的 秧 萌 , MS 
有 不 同 ， 主 要 印 由 于 港 掩 措施 不 同 。 北 方 近年 应 用 湿 油 身 田 
FA, 由 于 水 分 供应 失 导 及 其 他 原因 而 发 生 立 枯 病 时 , 立即 灌 
DK, GY Hal REE HE, 并 促使 一 部 分 得 病 植 株 仍 能 恢复 。 
旧 南方 很 多 地 区 以 及 日 本 有 在 播种 后 当天 近 晚 或 次 苦 排 水 
县 施 陈 狠 草 灰 复 盖 种 子 的 习惯 。 这 除 供应 鲁 肥 以 及 其 他 肥 分 

PR RARE DEP WORN NA Hh AE PRE ARH RD), AA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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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保湿 等 作用 , PLS, Bk, 秧 下 好 技 。 em | 
湿 ; 最 有 利于 秧 昔 扎根 , LAT Roky Mn ye, EAR ORE 
验 , 如 何 才能 适用 于 盐碱地 区 是 需要 进行 三 究 的 ;但 据 东北 鼻 、 
AW SEDCRERS, 在 “ 黄 RL SR cil | 
显 。 7 pes 

SR BLIESBes 要 的 一 项 措施 , SIS 1-3 所 二 

“的 时 候 排水 “ 晒 秧 "( 晒 床 ; 放 露 )。 应 访 晒 秽 的 时 候 而 深 污 Bk 

苗 便 不 能 很 好 扎根 ; 甚至 发 生 “ 澶 秧 ”。 芝 在 永 直播 : 时 直播 是 
同样 重要 的 。 因为 在 初期 ， 棚 部 不 可 能 从 基地 上 部 获得 足够 
的 氧气 , 也 就 是 必须 从 其 外 转 嫉 得 。 在 这 二 时 期 评论 身 昔 , 不 
是 看 高 度 , 也 不 是 看 时 色 , ERM BAUER, MFR 
培育 壮 秧 、 防 止 烂 秧 \ 防 止 立 枯 病 的 重要 关键 过 一 。 秧 昔 在 由， 
BBO TOT, ER Lae Se AMIE RT Se a 
藏 的 养分 快 用 完 的 时 候 , 所 以 管理 最 要 当 必 8 WRIT RE 

RB, ENT BLE RP”, EU CAAT A RAEE B 
是 促使 迅速 发 根 , BLT ZED LEARNER 
大 , AGE WE BL”, BE ERE TET “Pee”, ER MLL RL 
ATS RK AMT, THER, ASE Asa ae 
时 对 氧气 的 要 求 较 高 , CER, “ Be: 
FET FARR AP I, —A 2 A, 夜间 的 温度 更 低 。 HT 
提高 地 温 , EPIL BEAK; 6 TRIS, FS ACR MEM ZK, FE 
应 加 深水 层 至 车 -6 公分 。 A RRA 
Ay, (SB RSI 4e M7 GB ee; i S847“ A 
灌 夜 排 ?以 防 秧苗 乱 头 的 。 无 葵 南 方 北方 ; BOR RES 
CRW LE, MHP EONS REGRET, BE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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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 能 提 旱 出 昔 ， 生长 迅速 ， 从 而 达到 提早 插秧 的 目的 。 MEM 

j 

< 
3 

稻 播 种 时 期 ， 正佳 高 | DEE, TA bRby ae, Ve 

HELA. 

为 了 保湿， 在 恶劣 的 天 气 下 ， 深 灌 是 对 的 : ‘4a KEIN, 

时 间 过 长 ， 秧 昔 的 呼吸 作用 乃至 光合 作用 都 将 受到 很 大 的 妨 

得 , 反而 会 创 弱 秧 昔 , 加 大 烂 秧 的 可 能 性 。 总 之 ,不 要 只 顾 到 

“Ra SAT BI RA, SEA MRAZ, 

ee ETRE T PEK, NAT Aa“ EE 
27 

4°] 

-利用 4g TH Il zk (1954 年 东北 安 东 调 查 栖 水 池水 温 较 沟 永 

(8 9°0) BE ACER LE 水 温 ," 是 有 好 处 的 在 盐碱地 
JARS IB 2k, 并 有 明显 的 压 碱 作用 ;水 稻 生 长 一 定 很 好 。 若 赏 
aw, 立 印 换 水 :也 有 必要 。 至 于 保持 自 水 清洁 ,， 在 防止 
RRA Boab sb EE ARE, ARAKI EZ 

_ 和 电 手 施肥 不 当 而 田 水 污浊 、 薄 类 大 发 生 时 , 必 ivr BAPE, 

PRIA 7K 5B 的 伟 长 速度 关系 甚大 。 aT BAK, A 

应 用 适当 的 深 灌 ; 为 了 抑制 生长 ， 可 及 时 排水 干 田 。 (BAER 

KIKI 公分 以 前 灌水 总 以 念 浇 念 好 。 深 灌 催 苗 通常 tell 

弱 的 主要 原因 。 

AT ISR, UG PROR BEE BRIDES “ARH 

Je A ACF EDC, 也 一 再 为 试验 所 证 明 。 用 同样 肥 

PPR, “EMRE ESE HE TEAR TWEE, Bidet J 
| or REF AR TA, 通常 可 能 增产 3 一 6 FA, ba RE 

时 常 有 可 能 增产 10 FY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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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B HAL DSC HH I PE THE, ASIC aR JT PY SL 10— 
20 斤 ( 锡 合 硫酸 铁 50 一 100 斤 )。 除 施 基肥 外 , 应 追肥 2 一 3 坎 。 
SERA OLE CR, 追肥 宜 少量 多 芯 ， Ss — 
速效 氮肥 过 多 ， 引 起 徒长 。 在 肥力 较 关 的 田地 或 在 塞 渝 的 地 

秧田 应 洗 用 片 较 速效 的 肥料 ， 并 且 要 握 磷 印 生 前。 施肥 “ 
’ 
人 

x, 此 数 还 可 提高 一 、 二 倍 ( 天 津 地 区 秧田 施 气量 每 雷达 20 一 

30 斤 , 沈阳 地 区 亦 达 此 数 )。 通常 宜 亩 施 三 、 POP RARE ， 

Ay HE EIEN BAP Be ROTOR, HEE TREN, FRE 

15 Fr Hs FARIS, Be HA HE I, 
近年 应 用 2 一 3 多 过 磷酸 钙 作 为 秧田 时 期 根 处 追肥 之 用 ,全 有 

很 好 结果 , 值得 注意 。 在 裔 方 培育 连作 晚稻 秧苗 时 , AE 

酌 减 施肥 量 , 甚至 不 施肥 , 以 抑制 生长 。 四 川 石柱 县 王 电 和 衬 并 

主张 选 瘦 田 育苗 (9)5 看 来 这 些 都 是 消 航 办 法 ， 应 该 加 以 改进 。 

“在 移 栽 前 的 5 一 7 KML GARR, A 
BREE 10 斤 左 右 , 或 用 大 屎 亦 可 。 称 为 “ 选 妖 肥 或 “起身 肥 交 
这 志 亿 肥 对 于 栽 机 以 后 的 转 青 过 度 关系 护 大 ， 因 此 官 的 肥效 

通常 很 高 。  - 

至 于 疏 置 风 障 (最 好 是 四 面 贡 置 neAaRee 

PIS ICRUA METS) RS Ah ES, MS 
AAT, AREAS b, SDE SPARES RR 

殉 提 出 有 效 可 行 的 改进 办 法 ,是 我 们 农业 科学 工作 者 的 责任 。 

ta | 

BR 
o-4 

BNR <i, 有 作者 

7 

. ee i 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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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 MIRE RR NG, AHIR 1008 年 大 诸 进 的 经 
验 , SCT OLAS” OEE MA AL, AR BE 
DEMERS A, LAE PATE TT PTS 

1. 自 eR EARN A BACHE AES 20-80 7. ota 

在 北方 一 般 官 达 040 KATE. du MRR ERT, 
RY $e 5 10 RY bo Reis aa, Wibin Cette Be Nh ae, 22 See 

时 宣 长 , WPAN FRAT IE, 稀 播 亦 可 延长 。 在 夏天 青苗 ， 如 果 不 

“是 晚稻 品种 ， 应 考虑 纵 短 。 台 浒 及 长 江 流域 各 地 引种 粳稻 亦 
i ESE a RETO HEED, HED I He I SE 

ERI RW EER UR TO, BT 
PORE OH, A oh, AANA, Buh 
HOMER AEE, RR RE, BEE. RBA, 应 尽 
IERIE. 

2, Wi 15S —20 公分 ,具有 四 .五 片 叶子 ;从 未 起 节 。 通 常 
苗 高 在 1 公分 上 下 ) 只 要 好 技 而 栽 后 不 至 于 没 顶 , WTA, 
但 超过 25 公分 时 ， 转 青 又 比较 不 易 ， 可 项 酷 的 去 掉 叶 端 再 行 

栽 下 。 起 节 与 否 ， 在 生产 实践 上 非常 重要 。 大 所 起 了 节 的 身 
蓝 ( 可 以 分 明 看 到 节 间 的 秧 昔 》%， 由 于 在 性 质 上 已 转 人 生殖 生 

长 时 期 , 栽 后 分 药 少 而 植株 矮小 , 穗 小 粒 少 , PRE 

“ 子 的 数目 可 依 品 种 星 晚 而 稍 有 上 下 ， 但 这 是 与 昔 高 及 起 节 分 

不 开 的 。 为 了 提早 栽 秧 , 有 三 四 片 叶子 序 可 。 划 肯 过 短 , 苗 高 
仅 达 10 公 分 左右 时 , 技 秧 困难 , 栽 后 死 昔 亦 多 。 如 有 必要 在 此 

WEAR, 应 采用 后 述 的 链 秧 方法 。 
， 3. 昔 时 畏 商 而 坚强 。 秧苗 转 黄 与 否 ,显然 与 肥 分 的 供应 



a hoe 

有 关 。 fH BN, EN sea 7 i 

NTE 了 

4. Ha CEN ERB LBD, LNRM Os RB 

ERS, RZ, IS BERN, EBL EOS 
_ 播 而 苗 获 较 长 之 下 , 裁 时 可 有 3- 十 个 分 药 。 在 这 种 情形 下 每 
穴 用 秧 量 自 可 适当 减少 。 六 西 玉林 容 县 的 几 企 丰产 社 二 二 和 致 
认为 早稻 秧苗 要 粗壮 ; GREY EE RB 

” 老 壮 秧 。 

“二 栽 秧 必须 及 时 。 通 常 亦 不 宜 洒 用 已 执 节 的 老 和 酚 5 看 在 很 ” 
多 地 区 ， 栽 秧 工作 往往 迁延 个 个 月 乃至 一 个 月 5 在 这 些 地 区 

” 替 取 在 一 定 日 期 以 前 插秧 完毕 是 增产 下 的 重要 措施 5 BE 
“ 步 兴 修 水 利 保证 水 源 外 ， 这 在 一 浪 面 应 考虑 开展 插 秋 竞赛 与 
开展 “人 人 会 插秧 ” 泛 动 , 另 一 方面 应 大 搞 插 秧 栅 , DARIN BO 
栽 好 ， 并 在 限期 以 内 尽 可 能 进一步 密植 。 寄 秧 方 法 是 一 种 可 
a oe ARI KE 
CMTE SABA BET, PSE) HE RR (2) 

- 

ie Je CATHAY SHE, 作为 (9) 和 到 交谊 的 一 
PATE AA ERM, NERS 

由 于 提早 青苗 ; ER ai, Pe OL TSE TF | \ 

问题 , GU TEIPL RNIB BEARER AT ITPA Be, HE 1958 Ae AA 
| Bin mt SPROUEDLTIS, TESUBIE 15°C AAUP, 

， 移 栽 的 第 一 步 工 作 是 起 秧 。 通 常 是 镍 技 秧 法 二 为 了 技 身 
VERA CWEDEVEK, RSE ROG BE APACHE 
一 根 的 技 , 根部 要 整齐 ， 且 拔 目 洗 世 可 双手 进行 吕 每 束 夫 水 以 - 
HBCU: 300 左右 为 好 。 REAR FARA 

多 

一 



; ee fi ue os 

ROR, REO, RTA ORME, 3 
| RAO, BORAT ER, bu THR PHD TH 
SE, 都 应 摘除 。 an RAL, DECEIT Hi FE, — AA, 
通常 可 供 一 至 二 人 播 秧 之 用 。1958 AE TI, TC 
AER, 其 中 有 不 少 是 妇女 , GREE AK IA 7X, 
AS ARS 广西 、 四 川 和 人 台湾 等 地 应 用 链 秧 法 起 秧 的 很 多 。 

四 川 省 观 在 正在 推行 之 中 。 这 是 应 用 嫩 秧 、 提 早 插秧 的 经验 
让 法 5 条 用 这 种 方法 的 时 候 , 事先 应 很 好 排水 , 达到 可 以 行走 
的 程度 ， 己 便于 带 土生 十 以 上 用 链 刀 链 起 。 通 常 在 钾 前 几 天 
施用 肥料 很 多 ; 因此 这 样 做 法 还 有 集中 施肥 的 好 处 。 由 于 秧苗 
AEA RE PROM, 栽 后 转 青 极 快 , 甚至 根本 不 用 
转 青 。 又 由 于 栽 时 乃 成 块 裁 下 而 不 是 成 束 栽 下 :植株 之 问 稍 
有 距离 裁 秧 也 可 较 庶 ， 因 此 生育 条 件 也 较 好 :此 外 ,也 可 以 
APA RPT. TE MERI, IS FPR 
Bt, 秦 圭 后 酒水 。 所 以 一 般 认 为 此 法 能 提早 分 葛 , 能 延长 本 田 
生育 期 ,其 而 提高 产量 , 并且 在 一 定 条 件 下 ， 也 是 防 旱 措 施 之 
—, 按 钾 秧 法 以 前 多 应 用 于 栽 秧 时 期 较为 寒冷 ( 两 广 及 吝 淤 ) 

或 地 力 瑚 薄 而 缺少 肥料 的 地 区 (四 川 安顺 ,内江 等 县 ), 确 有 了 明 
BORK, 主要 缺点 在 于 秧苗 运 办 较为 费事 ， 所 以 一 般 带 记 
不 宣 过 多 ， 并 应 在 接近 本 田 之 处 青苗 : 所 幸 应 用 此 法 有 可 能 、 | 
PAB EATER SEEN, 所 以 其 酌 条 用 

| PRR IAS BAG, DLL hy BAL RAO BR, Bet 
Ae PRE NALH ROO AMEN sR eh 
PRB, 酌 量 应 用 此 法 , 大 有 推广 前 途 。- 从 实行 高 度 密植 的 角 

Ra, 锋 身 在 解决 高 温 下 死 苗 现象 亦 有 一 定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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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E, 1 MTSE EER, BR 
”背风 后 退 式 的 从 柄 方法 。 在 新 舟 区 如 应 用 一 定 工具 (如 东北 
的 标准 行 栽 秧 法 , 先 拉 御 依 标 记 插 好 标准 行 ,中 隔 两 大 应 宪 的 
By $a ASE 尺 或 一 个 三 FRR, RAR BAAR E 

NREL, ETERS RRUETT Aa AROS), DRS 

PERE IM AE, (2 —-AR APRA AER, ‘EA aE REA 

‘EAE RMA’ 2S, 可 见 自古 以 来 我 国 农民 便 有 a 

Revs, APRA, THT item, Aimee, 

READ Ts, IU ABE” EGE TE HILT, 据 1958 竺 实 

BES, MURR, WERT EA, 通常 、 
| RRRU BERET, RE RIAR RORIKB, 267 ABER 
的 目的 , 除 熟 练 技术 外 , SNK ARR EHE, 

我 国 酒 东 双 季 稻 区 的 农民 创 用 划 行 器 先 划 行 再 栽 秧 的 办 
法 , 由 来 已 入。 东北 地 区 的 标准 行 裁 秧 法 , 亦 能 按 一 定 的 行 株 

距离 栽 秧 。 虽 然 我 国 大 部 地 区 的 农民 都 不 习惯 划 行 或 利用 简 
单 的 工具 , 但 就 武 秧 质量 看 来 , 这 些 方 法 仍然 值得 提倡 
OR a, 
BMPAWEA THE, METRE, SH 
要 增加 单位 面积 内 的 总 诛 数 ， 同时 又 要 求 这 些 秧苗 有 适宜 的 

分 布 情况 。 从 实践 的 角度 来 看 ， 作业 上 的 种 种 问题 亦 有 考虑 

的 必要 : Sik Si Sea 
在 解放 以 前 及 解放 后 的 初 年 , REA AT, 

ERE AUT, 只 有 少数 地 方 如 湖北 孝感 云南 、 
是 明 、 江 苏 高 邮 等 地 较 密 。 1958 年 以 后 , 在 农业 合作 化 的 形势 “ 

”下 ,学 习 了 苏联 合理 密植 的 经 验 , 各 地 在 原 有 基础 凸 狂 小 了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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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 BURR AR TIA 1-2 TK. VIRB, 1952 年 

RE RABI, ETH RT SPX, 1953 SHAT IA ERE 
fo ATTA, 1954 年 扩 至 1,200 WH, 1956 年 大 

5,007 H, 出 现 了 千斤 县 ，1957 年 已 达 水 稻 总 面积 的 90%， 
COREE HATE BE 6 Px Oop, OE Th, SX 7 

Abe SHA, Seb we TE eM TE, 
PERT LETS, 

1958 年 在 大 跃进 的 形势 下 ,水 稻 密 植 又 有 了 飞跃 的 发 展 ， 

”一 路 而 达 每 军 2 一 4 万 爱 5 急 多 省 区 在 大 面积 上 实行 了 3 4 x 
bat 《每 亩 4 WR), WALSH BALE TP FAH 10 TX 

400 FWY ESF 10, 000 FU LMT RES, BBE, 这 - 

“是 大 胆 的 创造 ; TT, 这 是 史无前例 、 书 无 记载 的 奇迹 。 总 
之 ; 那 是 农业 科学 中 开天辟地 的 新 闻 。 这 可 以 孝感 专区 330 块 
BD LAA iy 20 块 典 型 番 查 为 例 ( 高 产 纪 录 与 复查 后 核 
实 的 数字 内 容 有 出 入) 人 ): 同年 广东 省 在 湖北 早 镍 高 度 密植 

KEFPW RRL, 4H 3, 000 多 万 HE (EMR IE eTT » eae 

1 XS3h, 1X4 3h, 25) x8 寸 等 等 高 度 密植 的 万 式 方 

is, 一 般 亩 插 50 一 60 万 昔 , 又 获得 了 普 逼 大 丰收 。 从 1958 年 
的 天 跃进 经验 看 来 :虽然 各 地 稀 植 亦 有 高 产 的 , 但 如 实行 高 度 
RST. STARRETT EDK, 因此 我 们 说 
PALA IRN i, A PLATE 
Sy, VA 1958 年 的 水 平 来 看 1957 AE LLB TNO RSE 

| BROS EAGER”, “ROH AR, “ODER AR, “BARB BE 
F 不对。 我 们 今后 要 实行 的 是 “大 标 密 植 ”” 密植 程 度 当 不 下 于 

25 x5 sh (4H 6 7X) 与 但 X FABER 10 根 左右 ， 在 有 条 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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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和 夫 百 万 昔 ” 的 高 度 闪 植 以 及 更 高 度 的 密 
ea 
Bei ASM LIA In RAW Re, HEX 10 苗 看 来 已 经 不 少 。 
二 在 今后 生产 实践 中 太 量 应 用 的 高 度 密植 的 方式 方法 可 能 
Fe AAT (AT RA Pay SSL, SAR BR “HE A EH”) | 双 行 ( 双 行 ， 
式 单 向 密植 广东 称 为 “双龙 出 海 ”)、 寅 幅 式 密植 ( 幅 寅 3 一 5 
行 ) 及 秧田 式 密植 ( 幅 寅 达 3 一 4 尺 ， 满 天 星 栽 插 ,无 所 放行 株 ， 
距 ; 略 如 秧田 ) 等 几 种 。 单 行 双 行 , 几 年 以 来 各 处 已 有 实行 , 袖 

” 幅 式 及 秧田 式 密植 主要 是 1958 年 的 创造 。 等 距离 的 高 度 密 
Hil, 容易 引起 早期 封 行 , 在 通风 泛 光 不 良 之 下 , 易于 徒长 倒伏 ， 
\ 也 易 引 起 病害 ， 缺点 较 多 ,- 看 来 2 寸 x5 寸 ( 每 雷 .6 万 福 大 1 

Oo GEE 12 7X) Be Sh x ah CT 指 万 实 ) 的 单行 和 
— 29h x 2b x 5b APTS. 57 万 实 ) 的 双 行 了 是 比较 简 而 易 行 的 
方式 方法 Pea ee 

PRET, eee ts are 后 可 能 比较 常用 的 几 
Fi HTL AC, BULTIC) 
eee re a a 

47 \ 下 
ge \[safeaitalsa] ea] 13 3 本 | 2 寸 | 1 二 83| 2 十 | 1 - 

sm pelo [|= |* |-|-* |-|- 
43 [5 | 7-5[15| — |10 | 24 | — [11.25|30 — [12 ie 

Sat le |e |x2 | 8.57] 20 J 45/10 . ps. a 71/10.$ 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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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H, 株距 2 十 大 允 属 于 中 度 密植 株距 LSPS RPA 
BERT, 由 此 不 难 想见 , AcOH IYER ESE AF 1 sh Bee 
插 ”是 今后 的 发 展 方 向 。 当 然 在 实际 运用 上 应 与 规划 指称 联 

| RIVE, 根据 1958 年 部 分 地 区 的 经 验 , 雷 产 3.000 斤 , 最 好 要 
_ 播 5 一 6 万 突 .50 一 60 万 苗 ; HAF 5,000 斤 , 最 好 要 插 6 二 1 万 
60100 万 苗 ; 亩 产 1,0000 FEAL, Hk BEA 10-20 万 a 
x. 100—200 万 苗 43)5 

密植 之 后 是 否 重子 变 小 印 每 穗 粒 数 是 否 减少 的 问题 。 2 
1958 年 在 结合 深 赫 、 增 施肥 料 以 及 其 他 措施 之 下 ; 我 国 劳动 大 
民 已 经 以 无 数 的 事实 打破 了 传统 的 迷信 , 大 天 解放 了 思想 前 
全 下 让 的 全 已 可 看 出 在 高 度 密 炸 下 每 各 粒 数 仍然 很 
”高 (20 扎 的 平均 数 是 .129 Hr), 甚至 比 过 去 要 高 得 多 。 下 卖 是 

同年 河南 鹿 昌 县 六 块 乐 同 的 密度 “胜利 和 ?与 穗 数 、 粒 数 的 关 
系 以 及 与 产量 的 关系 。 由 此 可 昂 , 每 穗 粒 数 的 潜力 极 大 。 粒 重 

与 稀 密 虽 无 大 关系 , 但 提高 粒 重 亦 大 有 潜力 , eee RK 
”的 憾 查 已 可 看 出 “es 7 2 HIT ALISA PHBA 80 克 
YE®, - : 

行 株距 (十 )| FEAR | 每 究 苗 数 oa SRE .| 产量 ( 斤 / 亩 ) 

9 3x6. | 33,388 | 7-10 | 938. [tet f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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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KR 10 DLE RGIE IS, TES Fi BE AIRS 

RERRTEDR, WC NMNARAD ae 
当主 穗 而 不 至 于 分 散 。 而 由 于 深耕 增 肥 种 种 措施 ， 根 系 非 党 
BK, 又 都 是 主 莹 的 根系 。 可 见 在 高 度 密植 依靠 主 荃 之 下 ,无 
葵 地 上 部 与 地 下 部 都 是 为 主攻 服务 。 RAE 
BRIE LAMB By SH ls RE 
aE LE PSE URES 5 EE REt 

IR RRA, IE LE Se, ELE BAER 

BULB IIE, 力求 每 穗 粒 数 的 增多 、 和 结实 这 的 提高 以 及 粒 

“ 重 的 增加 。 过 去 黎 植 的 时 候 , ESSE SEAT ER, 但 因 种 种 外 办 『 

- 

荣 件 都 对 分 葛 有 很 大 影响 , 计划 很 难 实现 ;甚至 不 可 能 。 所 以 

优先 分 蔡 确 有 几 分 <“ 靠 天 吃饭 ”。 高 度 密植 豚 然 在 保证 达到 一 

定 的 穗 数 上 具有 决定 性 的 作用 “ERR RMA RTE 
-的 革命 性 措施 。 根 据 1958 年 大 跃进 的 故 验 , 高 度 密 植 不 仅 高 
起 而 县 依 计 划 行 事 , 可 以 稳产 。 

观 在 我 们 已 能 预见 到 今后 我 国 的 水 稻 产 量 大 部 分 将 在 千 

CO i AURAURRO FR, FEES 
SIE, FPR ATTICS A, ITT UL Be 
此 表 的 左边 一 行 及 上 边 一 行 可 任意 间作 为 每 亩 穗 数 (单位 万 穗 ) - 

Bi AR ESCH, rl Seman 25 Ye (—#e PW ET — 

BOR 30% (PT BOM ATE, divested Ay 

ath, WRAP ACTE ELAS, SRT JT, BET 

要 在 200 万 穗 左右 。 

Bee UPR I, RFR HA 

AAG Peas ELA, PL Aa ora, TUR AREA ATE, I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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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 60 | 0 | a0 | 20 100 130 | 140 | 450 | 160. 10 | 120 

40 rae 1200/1400| 1600] 1800 2000] 2200] 2400; 2600 2800] 3000; 3200 
1200} 1440) 1680} 1920} 2160} 2400} -2640} 2880) 3120) 3360) 3600; 3840 — 

50 本 1500|1750| 2000| 2250| 2500) 2750) 3000, 3250| 3500) 3750| 4000 — 
1500) 1800 4200) 4500) 4800. 

60 11300 1890/2100) 2400) 2700]. 3000| 3300] 3600) 3900! 4200} 4500; 4800 
1800/2160/2520} 2880] 3240) 3600} 3960} 4320). 4680} 5040} 5400} 5760 

70 5100 2100|2450| 2800| 3150] 3500] 3850) 4200 4550) 4900) 5250). 5660 
~~ |2100}2520/2940} 3360] 3780] 4200} 4620; 5040 5460) 5880} 6300) 6720 
30 2000/2400/2 3200{ 3600) 4000] 4400) 4800! 5200] 5600|.6000}- 6400 

2400) 2880/3360} 3840] 4320! 4800} 5280} 5760} 6240} 6720} 7200} 7680 
30: oe 3150] 3600| 4050) 4500] 4950, 5400] 5850{ 6300) 6750).7200 

2700|3240|3780| 4320] 4860} 5460} 5940} 6480] 7020] 7560] 8100} 2640 
100 后 01300013500 中 4000| 4500) 5000; 5500} 6000) 6500/ 7000 7500; 3000 . 

3000/3600/4200 
119 [2750i3300|3850| 4400/4950 

" |3300,3960/4620} 5280] 5940 

4800} 5400! 6900} 6600} 7200} 7860} 8400} 9600} 9600 
5500! 6050] 6600] 7150| 7700] 8250) 8800 — 
6600} 7260} 7920} 8580} $240} 9900}10560 

120° 3000/3600/4200| 4800). 5400{:6000} 6600] 7200] 7800 caer 9600 | 
3600}4320/5040} 5760] 6480} 7200} 7920) 8640} 9360)10080|10800)11520 

130 3250/3900/4550) 5200} 5850] 6500| 7150] 7800] 8450; 9100) 9750)10400 
3900j4680j5460| 6240} 7020} 7800} 8580} 9360]10140)10920/11700|12480 

“140 500/4200)4900 ests 6300}. 7000] 7700] 8400| 9100] 9800/1 11200 
4200'5040/5830| 6720) "7560}-8400} 9240|10080/10920}11760}12600}13440 _ 

“450 te ee 5250{ 6000| 6750] -7500} 8250] 9090] 9750110500/11250/12000 - 
4500/5400/6300} 7200} 8100} 9600) 9900|10300{11700)12600/13500)14400 

160 4000|4800/5600/ 6400] 7200| 8000) 0560| 9600/10400/11200/12000/12800 
4800|5760)6720} 7680} 8640} 9600) 10560/11520/12480)13440}14400/15360 

170 4250/5 100/5950| 6800|- 7650} 8500 eae 11050/11900/12750|13600 
~ |54£00|6120/7140] 8160} 9180)10200}11220}12240 13260) 14280}15300)16320 . 

130 4500/5400/6300| 7200) 81007 ~9900/10800]11700/12600/13500/14400 ~ 
~_ }2400}6480)7560} 8640} 9720/10800) 11880) 12960) 14040) 15120)16200}17280 
190 4750 Ar 7600| 8550| 9500 reg Hots pe pe 14250|15200 

| 15700 §6840}7980} 9120/}10260}11400}12540) 13680) 14820: 15960}17100)18240 
200 5000|5004 7000| 8000) 9000 DOGO LI3900/4400 13000/14000/15000| 16000 

6000}7200:8400} 9600/10800}12000}13200/14400}15600) 16800] 18900}19200 - 

310 局 250|5300[7350| 8100) 9450 eds SS 0/12600)13650/11700[15750| 16800. - 
3300|7560|3820} 10080) 11340]12600|13860] 15120|16380| 17640} 18900| 20160 
Sn 8800], 9900 |11000)12100/13200| 14300) 15400] 16500/176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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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RLD, REARS, He Re 
已 经 破除 对 于 过 去 的 迷信 ; 但 仍 待 进一步 研究 。 2 

从 栽 接 方面 看 ， 在 一定 的 条 件 下 应 该 有 其 最 适宜 的 最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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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MS TO EE, SCHL 
秧田 式 密 植 的 最 高 密度 便 不 一 料 , FETE SE, WAT 
研究 。. 高 度 密植 之 后 ， 随 着 植株 的 长 大 ,互相 萌 蔽 越 来 越 其 ， 

“所 以 需要 有 相应 的 新 的 措施 如 “ 获 药 整 nf" 来 改善 通风 透 光 条 
。” 件 ; 而 一 个 稻 穗 究竟 要 有 多 大 的 叶 面积 便 是 一 个 新 课题 。 移 
PERI TRAE, 从 来 应 用 从 植 的 方法 ; 那 确 是 提高 密度 的 一 种 简 而 

| BRE, Pa RRA, ME RAZ, 如 
TAREE A TRS TELA, US EN An fF EE A HL 

。 有 比较 平衡 的 发 展 ,是 一 问题 。 所 以 “ 南 -105” FH BLE — 
“安身 昔 播 成 局 形 应 读 看 做 优点 ， 而 不 应 访 看 做 缺点 。 根 据 实 ， 
| BAC, 分 化 身 潭 来 双 有 利于 高 度 密植 , 直播 与 终身 又 都 有 助 
于 提高 密 废 。 从 自然 条 件 方 面 看 , 湿度 较 低 .日照 较 长 , 云 量 
较 沙 、 湿 度 较 低 、 士 壤 渗 透 性 好 等 等 ， 又 较 宜 于 进一步 密植 。， 
从 品种 方面 看 ; 亦 有 其 特 适 于 高 度 密植 EE CEL 

AR ERLE as BE 有 待 从 速 研究 的 问题 是 “分 
蓝 究 珊 还 要 不 要 "如果 亩 播 :100. 万 苗 不 可 必得 200 77 HE, 为 什 
入 一 定 要 靠 分 药 而 不 直接 播 200 万 昔 ? 孝感 专区 20 HGF 
DEAS, 已 经 可 以 看 出 , 在 高 度 密植 之 下 依然 可 能 有 

HY IAT BE (20 RAPES BK PRG 8.2 根 平均 每 突 141 ~ 

Bi) WIEBE, DRTC, AERP E ABI HT HE 
” 菌 程 度 时 ”是 否 生 青 不 够 让 好 因而 主 种 难于 达到 穗 大 粒 多 ? 
”而 在 有 三 定 煞 量 的 分 茧 时 是 否 生 青 比较 健壮 容易 达到 积 多 料 

“多 的 目标 ? ORISA MEA, FEA AE PAR 
IS ARIES VA eB VAS LT 2S HY BH EJ 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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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BE AD AAP 
_ 高度 密 植 的 生理 问 是 ， 实 际 便 是 作物 的 高 产生 理 。 retin 

产量 的 高 低 取 决 于 光合 作用 : MRO E A ae A 
率 (地 上 部 与 地 下 部 , 谷 与 草 ) 等 等 。 就 光合 作用 来 说, 与 作用 
的 期 间 、 面 积 及 效 这 都 有 关 了 系 。 决 不 仅仅 是 面积 问题 Me 
积 , 亦 决 不 能 仅 限于 叶 面积 ; 它 的 地 上 部 的 很 多 部 分 都 厚 进 行 
光合 作用 。 假定 与 一 个 重子 有 关 的 光合 作用 面积 为 100 BA 
公分 ， 每 亩 100 万 种 的 光合 作用 面积 便 达 10,009 BAHAR, 
REAM BERKEL BUR 100 斤 的 于 物质 。 如 以 8 天- 
Bt 便 是 8,000 斤 干 物质 , 网 合 风干 物 10,000 Fr, nse 
为 稻谷 便 是 5.000 斤 5 所 以 从 植物 生理 的 角度 来 看 , BHAT 100 
RAN, 宙 收 5,000 斤 不 仅 可 能 ,而且 应 该 很 有 把 握 。 PEAR 

， 有 此 ， 每 重 粒 数 也 就 应 在 .100 狂 左 右 (100 77 FREES 100 ype 

重 25 YEA 5,000 JF). HHULTT RL, “HNL, 
~~ 

密度 增 大 之 后 , 严格 的 要 求 相 应 的 配合 条 件 ; 配合 不 上 ， 

“， 便 示 能 二 产 ， 并 有 减产 可 能 ; 配合 得 好 EAE MAILER, JU 
番 。 高 度 密植 具有 高 度 辩 证 性 在 此 。 这 当中 最 重要 的 是 (了 
深耕 千 合 分 层 施肥 ;扩大 营养 范围 ; (2) 增 施 大 量 有 机 肥料 为 
基肥 ; 应 以 基肥 为 主 , 追肥 次 数 要 多 而 每 亦 施 量 要 少 ER 
PRT ARERR, Te LIE ERS 

| UNE; CUCM, Ue LUBE Hs ODT 
A RO LORE, TNR, BRIT 
: “以 密植 为 中 心 ” 的 正确 性 。 如 果 各 项 工作 没有 做 好 ; 当然 醒 、 

会 发 生死 昔 、 徒 长 、 ER. ERE, 我 们 在 1958 年 已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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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peace pe ee ee 7 ae 
| SACU, HAT 田 面 有 水 层 ; 旱 直播 指 不 经 “水 
“ 整 ”播种 时 通常 须要 复 土 有 如 播种 小 麦 的 一 种 直播 方法 。 在 
南方 ,水 稻 旱 直播 通常 是 一 种 防 时 措施 , 作为 水 源 不 足 或 田地 
水 性 较 重 时 的 一 种 播种 方法 。 在 水 利 条 件 很 好 的 十 方 ， 如 江 
苏 的 奉贤 .南汇 、 川 沙 等 县 ( 邹 所 谓 浦 东 地 区 )， 至 今 仍 有 应 用 

。 直播 方法 的 (水 直播 撒播 )。 广 东 、 广 西 、 福 建 等 地 原 也 有 水 直 
-. 播 在 甘肃 银川 附近 的 和 寿 田 ， 在 东北 北部 以 及 东北 其 他 若干 
地 方 ,过 去 - 赴 是 应 用 直播 方法 ， 过 去 多 数 亦 为 水 直播 ， 而 且 
PUREE SE, “ ea ves 

解放 后 , 就 东北 而 车 , 除 一 部 分 原来 的 直播 改 为 青苗 移 栽 
Bhs 巨 有 天 量 的 水 直播 撒播 改 为 水 直播 条 播 (黑龙 江东 部 、 四 ， 
大 灌区 和 水 直播 点 播 ( 黑 龙 江西 部 ); 此 外 ， 也 有 一 部 站 实行 
了 机 械 时 直播 。 我 国 第 一 个 集体 农庄 一 -星火 系 体 农庄 ( 樟 

JWR) 自 1953 年 旱 直播 成 功 以 来 ， 在 东北 地 区 一 让 保持 了 
旱 直 播 高 额 而 稳定 的 产量 (25)。1954 年 HALAL HL A 
面积 序 达 48,960 亩 , 其 中 梭 川 灌区 在 /25;500 军 的 而 积 上 全 获 

。” 得 每 亩 650 斤 左右 的 平均 产量 。 
JUV, 无论 在 水 直播 或 早 直播 方面 , 都 已 积累 了 相当 
的 克 腑 (26)。 在 南方 由 于 播种 时 节 多 雨 ,及 烁 肥 须 灌水 源 腐 等 
ER, 在 水 直播 的 机 械 化 方面 已 摸索 轴 >… 套 办 法 。 在 北方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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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IM LACE KWLD) Sera NNO 
” 越 。 近 年 在 华北 :东北 、 西北 , 都 已 在 大 面积 上 进行 RAT 

并 蕊 推行 到 很 多 高 级 社 。 7 

RRA PACE ETERS IR, TOR 

“的 条 件 下 ,* 要 想 以 有 限 的 水 源 尽 可 能 扩展 水 稻 ; BAR IK 
直播 以 及 时 直播 在 很 多 地 区 殊 有 并 用 的 必要 。 因 此 ， 刻 不能 ， 

ZO TLE BARS A AB: 忽视 直播 方法 中 的 水 直播 : becasue’ 

种 稻 , 如 果 盐 碱 很 重 , WOK, 7 

直播 原 是 一 种 古老 的 种 植 方法 ， 但 不 同 的 时 代 有 不同 的 

内 容 和 效果 。1958 年 福建 、 广东 \ 厂 西 、 湖 北 、 安 徽 等 地 都 有 直 

播 的 高 产 经 验 , 已 友 破 除了 “直播 低产 论 ” 但 今后 所 推行 的 水 
reeked euiandennnneene 
Dt Eee, He Sa AA 
工 (高 度 密植 下 每 工 仅 插秧 2 一 3 分 ; MATS 28 TH, 和 让利、 
用 机 具 可 达 20--30 军 ); 适 于 机 械 操作 ,无 扯 秧 损伤 : MUTE 
HSE, AGE 虽然 杂 草 问题 及 倒伏 问题 都 比较 严 
恒 , 但 决 不 是 不 能 克服 。. 因 此 1959 年 很 多 省 的 直播 计划 面积 ? 

_ RBARVE. 

根据 1958 42085 77 4 Mat aT, 水 直播 的 第 一个 重要 
关键 是 整地 , FEMS MR, VERE’, VORA 
去 那样 的 粗放 作法 ; 下 就 是 一 切 要 和 秧田 差不多 ,所 以 根本 没 ， 

。 有 保苗 问题 ， 基 本 上 也 没有 土 进 雪 理 性 问题 。 在 播种 的 谎 式 

方面 , 条 播 点 播 都 有 , 但 条 播 密度 较 大 , 易于 均匀 , BBP 
化 , 今后 似 有 以 寅 幅 条 播 为 主 的 趋势 , 行 向 应 芯 是 南北 向 吕 在 

播种 的 方法 方面, E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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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h, BAHT IC RAARERAL, 姑 此 在 培 二 之 后 可 以 防止 个 伏 。 播 幅 

一 般 是 2 -5 xf, WEEE 3 一 6 寸 。 播 种 量 一 般 是 40 一 80 

斤 。 这 与 过 去 播 幅 2 一 3 寸 ， 幅 距 工 尺 贞 上 ， 播 种 量 10 一 20 
i, CAWMAMET. 在 苗 期 管理 方面 ;也 与 湿润 秧田 相 
过， 而 特别 着 重 提早 除草 中 耕 与 间苗 定 苗 。 直播 对 密度 的 要 
求 是 较 移 栽 为 高 的 ， 在 播 幅 之 中 志 要 求 “中国 稀 、 两 边 密 的 在 
MRE, LS Ai AR, 意 预 防 倒 
ARs > 4. 

水 稻 的 机 械 旱 直 播 , 有 特殊 的 地 方 ; Ub RS, A 
ORM QR) LMHS NOE, MELE, 我 

| ERA RS, IER A 
保苗 技术 ; 目前 对 保苗 已 有 相当 把 握 的 各 场所 最 关切 的 是 杂 
en, 至 于 土壤 物理 性 问题 现在 还 没有 引起 天 家 的 重 向 
eas a eM, 主要 是 在 整地 : 播种 及 出 苗 时 

期 ;这 二 时 期 的 中 心 问题 是 保苗 问题 。 在 大 面积 的 旱 直 播 田 
P, 有 许多 不 利于 保苗 的 条 件 , RAMS BORNE RS 
补救 认 法 ， 才 有 可 能 保 址 至 苗 。 时 直播 的 保苗 技术 可 分 为 
地 \ 播 种 与 灌溉 非 水 等 三 个 方面 (25)。 

整地 是 旱 直播 的 首要 关键 问题 。 因为 整地 不 好 ， 播 种 质 
量 便 孙 能 和 好， 灌水 排水 也 就 难以 掌握 。 旱 直播 整地 ， BR 

| LAE”, BORLA HEAR, JS A Be ITE BE lL wea 
PRM, PUbAT A, 要 想 旱 直播 整地 质量 好 ; ney 
“是 非常 重要 的 。 所 以 为 了 旱 直 播 整地 的 容易 以 及 有 可 能 达到 “ 
很 高 的 质量 , 实行 “水 时 轮作 ”十 分 必要 ; 在 过 一 点 四 Hes 
REDE Tn seat, S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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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 AARON, 应 委 取 秋 翻 秋 起 。 东 北 收 和 climate 
期 ; Sot) PN AMER RB LK, 一 般 比 较 困 难 。 在 这 个 问题 

_ 上， 主要 解决 的 途径 , 不 外 (1) 改 进 排水 设施 ， 适 当 提 早 排 水 
日 期 , (收获 肌 粒 全 部 机 械 化 , (3) 应 用 早熟 品种 。 夺 北 北部 “ 
的 秋 翻 时 间 很 得 , 如 上 年 不 能 秋 恶 , 由 于 春季 机 器 可 以 下 地 的 
时 候 已 是 为 时 过 迟 , 只 有 实行 两 区 交替 , PRES TE 
Hh, 在 东北 北部 可 进行 夏 翻 ( 伏 翻 ), 深度 以 15 公分 左右 为 袜 。 

土地 的 平整 是 一 件 非常 艰巨 的 工作 ， 目 下 一 般 仍 条 才 划 “ 
分 小 区 的 办 法 , 要 求 每 小 区 内 田地 的 高 芍 不 超过 5 公分。 - 

关于 旱 直 播 播种 的 准备 工作 , AON Ph eRe 
MARK, 据 近 年 实践 经 验 ， 先 浸种 几 天 ， PATE A, 2 然后 
i Fae, 可 以 稿 短 出 苗 日 期 。 
播种 小 麦 的 机 器 , 种 子 落 在 一 条 线 上 ， 行距 很 窦 。 水 和 在 

我 国 是 中 耕作 物 ， 必 须 加 寓 行 距 。 为 了 在 单位 面积 内 达 汉 一 
定 的 植株 数目 并 有 较 好 的 分 布 情况 ， 所 以 又 敢 须 加 宽 播 幅 。 

。 加 宽 幅 距 不 难 ， 而 加 宽 播 幅 刚 大 有 研究 余地 。 过 去 戎 台 合 用 

“22 公分 十 8 公分 ( 幅 距 十 幅 寅 ), 现在 一 般 庆 为 22 公分 的 幅 距 
HER, 8 公分 的 播 幅 也 嫌 宽 ， 有 汉 渐 改 用 20 公 分 二 5 公分 ( 幅 
«H+ SHE) Ba 18 Aste + 3 一 公分 之 势 。 Se A BELAY 

星火 集体 农庄 由 于 草 少 ， 至 仿 仍 应 用 15 公分 的 窄 行 播种 法 ，、 
SALA AMET A, (EET, Ue 

“播种 机 , 放宽 枉 距 , HRT, 确 有 必要 。 2 
AT RBG. kh, 章 碍 播 通常 有 必要 复 二 。 - 

”但 近年 以 来 各 地 的 实践 经 验 , — HE RS, A, 
最 好 在 工 公分 左右 , 振 且 复 盖 要 严 。 和 过渡 露 子 多 , B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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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 RAAF, WOR HOSA EAEREH, I AEN 2 
ER, RETR SS Dk) BHR, 如 果 播 种 深 达 3 一 5 公分 , 那 就 2 
应 在 昔 齐 后 再 灌水 , ENDER SIS”, 决 不 能 积 水 很 入。 目 

”正在 条 哇 机 的 开 沟 器 土 装 上 了 深浅 控制 器 或 控制 圈 ， 在 一 定 
| UE ARE TE, 效果 良好 。 如 土质 过 松 ， 播 前 还 应 锁 压 ， 
DSCNS, 保证 播 深 ;此 外 , 也 有 献 用 “种 子 附 泥 播种 法 ”的 

“通常 100 开 种 予 可 附 泥 30 斤 , 加 永 狗 18 JP), 这 样 可 以 不 复 
FETS ERIC HO ANTE, | 
CRORE RENT REPRE, Bk 

LEAR, OLN ety 50-60%, ae an Fi 
| THAD 100 7 PRIPR NAR 50%, GENE 播种 200 77, 

HEP EE 25 4, Be 100 斤 种 子 ; fu FRAT 25 3, 则 
“播种 量 应 在 100 斤 以 上 。 过 去 旱 直播 播种 量 每 亩 仅 达 20—-30- 
Fr, 今 音 相 较 ; 相差 达 3 一 5 倍 。 
Pe 前 面 已 经 提 到 ， 水 稻 直 播 最 易 做 到 高 Me, Se 

的 经 验 也 一 和 致 认为 早 直播 保苗 株数 与 产量 有 密切 的 关系 ， 与 
HAI BERGE PO, 不 如 从 密植 着 手 为 好 , BOE 
较 短 的 东北 内 蒙 各 地 , 尤其 重要 。 但 过 去 天 津 地 区 时 直播 的 每 
亩 播种 量 达 80 万 粒 左右 , 大 致 每 雷 只 能 保苗 20 万 株 上 下 , 分 ， 
药 后 每 雷 只 有 稻 穗 30 万 个 左右 。 SAAR AACA HH EK 
及 南部 的 盘山 灌区 以 前 保苗 只 80 Fy PK Ze, 每 亩 只 有 830--40 
TAFE, 600 斤 以 上 的 产量 5 这 些 老 看 法 , 拿 现在 的 眼光 来 
衡 共 的确 是 太保 守 了 。 大 概 品 来 ， 水 直播 的 密 诬 可 大 于 移 
栽 , 时 直播 的 密度 又 可 大 于 水 直播 。 加 以 北方 是 熄 舟 , 气 候 条 
件 也 适宜 于 更 高 度 的 密植 。 因 此 今后 东北 及 华北 时 直播 的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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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至 少 应 三 倍 于 现在 的 密度 。 1958 年 东北 地 区 两 均 水 直播 的 

高 产 筷 录 是 3,741 斤 和 3,305 斤 , 每 宙 播 种 量 都 是 60 乒 ,前 者 、 
4G MBE 60 万 穗 ,后 者 是 73 万 穗 ( 暴 龙 江 集 里 县 集 时 大 民 
公社 )， 可 供 参 考 。 - 

华北 地 区 不 用 教 ， 东 北 地 区 的 水 稍 下 均 产 最 过 去 是 高 了 
全 国 水 舟 平 均 产 量 的。 在 东北 ， 草 然 生 青 时 期 较 短 因而 每 穗 
粒 数 较 少 , 但 因为 密 记 可 以 较 高 , ORL PRET Be Te PA 
多 的 穗 数 , 弥补 了 每 德 粒 数 较 少 的 缺点 ,斯 所 产量 仍旧 可 以 很 
Bo: PESR SOF 2 号 ?在 山西 可 以 雷 产 万 斤 以 上 我 们 相信 “元 
子 2 号 "种 植 较 久 较 多 的 东北 了 地区， 应 该 也 可 能 调 阁 万 斤 以 

直播 的 水 稻 另 一 个 重要 的 优点 是 施肥 与 播种 可 以 同时 进 
行 ， 而 且 最 便于 应 用 颗粒 肥料 集中 的 施 于 播种 行 两 。 根据 近 
SPRUE AL RAL OR, DRE 
WES SL. CAPM, BES 
a SRE 是 :30 At OA 10 Fr ISR ME 

YI H8 
播 后 的 灌 浙 技术 ， 是 保苗 与 防止 困 章 的 重要 关 链 ,如果 

仅 保 持 土壤 湿 油 , 待 出 萌 整 齐 后 再 灌水 : 通常 保苗 很 努 ; 下 能 
大 基 节 省 灌 浙 用 水 ; 但 杂 草 较 多 ; 初期 生长 较 慢 5 下 在 沈阳 殉 
BRT RAM RTL EA, HEELS IOS 

| 有 很 多 优点 : (1 在 出 苗 前 后 机 器 都 可 下 田 除 草 , (2) 解决 了 前 

期 水 源 不 中 的 困难 , (3) 出 苗 好 , DAMS D, ©) PURE 

插秧 , 更 轻 于 水 直 撕 。 但 要 在 冬 前 灌水 傈 博 piicces mci 

is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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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mAPEWISEA, 在 出 苗 前 
RWB”, 以 后 汉 渐 加 深水 层 . HEHE ARES, SUBS 
” 播 后 朗 灌 ， 亦 可 保持 5 一 6 公分 水 层 ， 井 随 幼苗 的 生长 而 适当 
加 深 , 以 抑制 架 草 , 但 同时 秧 昔 也 有 所 创 弱 , 所 以 现在 看 来 ; 这 
不 是 最 积极 的 办 法 。 在 盐碱地 , 旱 直 播 初 灌 是 结 从 洗 盐 的 , 洗 

” 盐 在 播种 之 后 , 与 移 栽 之 在 播种 之 前 不 同 。 一 般 要 进行 2 一 3 
“ 卖 上 天津 地 区 及 盘山 地 区 国营 农场 认为 “ 落 干 ”是 旱 直 播 保苗 
中 的 重要 措施 ,应 该 从 种 子 开始 萌发 到 幼苗 大 部 分 出 土 为 此 
时 间 过 短 会 影响 出 苗 , 时间 过 长 又 影 响 幼苗 生长 ， = 

| AURORE Ky, WEEN BE 
EBT BARE SSR ARR. 但 对 水 稻 种 子 发 荐 有 ， 
利 的 条 件 ， HERE SP 
件 。 播 后 长 期 浸水 , 草 固然 较 少 ;但 保苗 率 也 低 , 苗 也 不 健壮 。 . 
SRAM, WIR, WR RE ARK 
REALMOFE BSR PWREM 

” 有 待 出 苗 达 到 所 需 密度 后 (最 好 是 稻 苗 生出 第 一 片 叶子 
的 时 候 ) 加 深水 层 ， 进 行 所 谓 “ 钦 来 海 穆 ” 的 。 牧 子 与 水 稻 在 
硬 海 性 上 存 在 着 一 定 的 差别 (与 种 子 的 大 小 有 关 ),。 选 择 一 定 
PLETE, Bah SB ENS, REI INE) 
都 认为 确实 有 效 , 水 深 可 达 10 一 15 公分 , VEAP HE 
PF LB 公分 为 宜 。 济 灌 的 天 数 则 应 视 温度 高 低 而 定 ， 
FEAR 18—22° CY AL MEE 8 昼夜 左右 ; 温度 在 15—19° C 
时 宣 延 长 至 10 天 》 总之, 温度 高 时 应 稍 短 。 据 桦 川 地 区 的 观 

” 察 ; 深水 济 穆 应 在 夏至 前 结束 ， 因 为 夏至 以 后 水 温 过 高 /对 水 
AURRAR, HSC LMM, 稻 昔 亦 必 受到 一 定 影响 ,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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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ET. BTA ie PR J RM EK, 以 防 倒伏 + 
| EERE: PRR SOUNTEE, O, 还 应 车 合 浸 、 
种 和 深耕 ， 以 使 水 稻 出 苗 迅 速 整齐 ， 井 使 穆 子 处 于 不 利 地 位 。 
击 于 《名 水 海 穆 " 不 能 保证 水 稻 不 受 一 定 影 响 ， 此 法 不 能 秆 为 、 
一 种 积极 的 方法 。 

et eee 所 年 以 
来 ,国营 芦 台 农场 旱 直播 水 稻 每 宙 平 均 用 工 8 一 9 个 (我 国 移 

栽 的 水 稻 过 去 一 般 每 亩 用 工 欧 15—20 4); SOP BRET ED 

占 一 个 。 这 在 盘山 ' 查 哈 阳 等 地 , RS eal 

题 是 目前 直播 方法 中 的 首要 问题 。 

这 是 一 个 必须 应 用 和 综合 的 农业 技术 才 能 解决 的 困难 间 

题 。 但 在 干劲 冲天 的 今天 ， 当然 也 算 不 了 什么 问 题 。 ene . 

Py SR AOR, 有 以 下 一 些 办 法 : 
LSI, REAR REA vent 

PHORUM RR UTR, ee 
2. 秋季 深耕 。 = 56 “oF sh ae 

3. 严格 请 选 种 子 。 二 更 
“二 aL, 以 便 在 播种 前 或 邓 和 钠 前 进行 除草 。 

5- 采用 适当 的 灌 浙 制度， BE “3 aR 可 尝 沁 守卫 Ruy 

”不 兵 期 晒 田 。 

6. 早期 间苗 , 结合 除草 补苗 。 

7. 在 朵 草 过 于 严重 的 田地 ， aim siden meres fe 
STAIRS TER AON, HEBER AEEA 

BLA. ae 

9. Fear a ACR TI, EVO, 这 对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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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at rs 在 水 稻 生 青 期 间 , 应 用 2.4-D 

除草 苏联 及 日 本 现 已 证 明 有 效 ， 可 省 很 多 大 工 。 但 在 时 期 、 
用量 以 及 如 何 结 合 排灌 与 耕作 等 等 , 必须 先行 了 试验 。 

“关于 早 直 播 的 士 漆 物 理性 问题 , 首先 是 土壤 板结 问题 , 这 
-得 老 稻田 特别 明显 ; 往往 旱 直播 出 昔 很 好 , 杂 草 也 无 问题 , 施 
- 肥 直 和 移 栽 的 一 样 , 就 是 土壤 板结 , 稻 昔 生长 不 旺 。 在 这 种 情 . 
GF, 及 时 仔 痢 中耕 便 成 为 丰收 与 否 的 重要 措施 。 

泽 直 播 这 一 缺点 的 克服 ; 一 定 也 有 束 于 许多 技术 措施 。 主 | 

要 的 应 该 是 (切实 行 水 星 输 作 , (2) 增 施 各 种 有 机 肥料 , CLI 
肚 在 办,(3) 注 意 保持 水 层 或 不 使 土壤 过 王 ，(4) 提 早 中 耕 ,并 
增加 中 赫 立 煞 等 等 ee 
Re S se, 关键 仍 在 于 土壤 有 机 析 的 合 量 。 在 

-东北 北 部 新 旦 未 入 的 黑 钙 十 如 樟 川 灌区 ， 问 题 是 比较 不 大 
的 3 由 此 也 可 见证 壤 有 机 愧 合 量 对 水 稻 生 育 的 关系 是 多 方面 
的 ， 主 六 有 机 有 物 的 多 少 常常 是 决定 水 稻 生 产 力 的 重要 因素 。 

” 旱 间 播 的 土 让 物 理性 的 另 一 个 方面 是 漏水 回 题 。 与 漏水 
“问题 相 巡 的 一 个 问题 是 肥 分 的 损失 问题 。 上 上 述 提早 中 赫 并 二 
DP PEAK, 在 减少 水 分 肥 分 的 损失 上 也 有 一 定 的 作用 。 

二 
KARR, 要 看 天 土地 看 苗 而 次 定 施肥 

RIS BR AT, AE, RAE 
到 了 什么 季节 等 等 。 例 如 在 晴朗 高 温 之 下 , 吸 氨 较 快 , 但 光合 

”作用 亦 快 , BTL TT i FABER; 又 如 在 北方 温度 较 低 的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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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和 6 二 NE 

件 干 ， BA BBR, FDL ADLER BAR ATIES 
Kh, AWE ALMA, PRESS, FETUS 
看 根部 的 活动 能 力 , ORS ANI AE BHT A. aE 
土壤 通气 不 良 、 连 年 施用 硫酸 包 之 下 , 破 酸 根 将 还 天 为 硫化 二 . 
氨 , WERE EB, HCA HSA, PRR, BES 

FECA 0.2 ppm BIAS), BBR 4REAW, KBB 

种 、 生 青 时 期 等 等 。 BEC OE NRE, A”, ARE - 

PERE AER” (DEAIERE). ANITA 搞 病 性 也 

HL, MATE vba koe 种 而 车, prone 

水 稻 生 至 的 需要 , 合理 的 施肥 ， 是 稻 作 栽培 上 主要 间 题 之 
1951 年 劳模 陈 永康 便 是 掌握 了 "小暑 发 棵 : KE BOL, 这 秋 长 

A HOHE NERS, 才 获 得 每 雷 - 上 433 斤 的 高 额 产量 (28)5 AIA 

” 油 于 作物 生 青 的 影响 来 姓 ; 由 于 生长 中 心 的 转移 养分 的 分 配 ， 
显然 是 有 重 必 的 (29)。 要 是 过 背 了 水 稻 生 育 的 需要 ; 象 1952 年 

于 

多 而 稻谷 产量 反而 会 减低 (879.4 JF) CMs 所 以 坪 施 肥料 ， — 、 
“ EERE, ONTO, 稻谷 与 稻草 的 比率 (通常 以 稻 、 

apes, Wee 1:1 9 151.5 AONE BR) ME oe 
否 的 主要 标准 。 在 1958 年 的 高 产 事例 中 , 我 们 可 以 而 到 稻谷 
的 产量 可 以 较 稻 草 的 产量 为 高 ap ; 
就 水 稳 一 生 吸 肥 情 况 而 高 初期 所 吸收 的 以 所 及 钙 较 多 s 

但 论 吸 收 各 种 肥 分 的 数量 ; 是 以 孕穗 到 抽穗 的 一 个 月 中 最 多 
”其 中 吸收 磷 镁 的 速度 都 较 氮 素 为 高 ， 对 硅 酸 的 吸收 在 此 时 期 
特 多 ， 在 这 时 期 的 后 衬 期 吸收 辆 质 也 很 多 ; CERNE 



a : | ”一 区 一 

ie 1958 Se SERIES, He HI”, 亦 有 利于 籽粒 的 充实 : 

水 稍 的 有 效 分 从 区 目 期 多 在 孕 德 开始 期 以 前 儿 天 或 天狗 

-与 之 相当 。 所 以 在 这 一 时 期 以 前 供应 的 肥 分 ， 主 要 是 关系 于 

单位 面积 内 入 数 的 二 加 及 稻 乔 的 大 小 ; ea RATE HHT et 
WERE, BESS Ke FF AGA AAD IYI Be ARG 
STAM GMM EMD, ERLE RES 
AULT I; 如 在 抽穗 以 后 仍 有 相当 的 肥 分 供应 时 , 通常 稻 
MH, ARH AT AE LEELA 
EL bak aor 

_N?P,05:K,O=100:50:120, “Figitu—2eaeeF, 具体 的 说 明了 - 
永 稳 ( 粳 舟 ) 对 三 要 素 的 吸收 量 ( 每 雪 斤 数 ) 和 三 唐 素 在 稻谷 与 、 
称 草 中 的 分 配 情况 (27)。 但 这 个 比 牵 决 不 是 固定 的 * 由 于 地 上 
部 与 地 下 部 的 比 奉 不 是 固定 不 变 ， 又 由 于 和 糙 谷 与 舟 草 的 比率 
后 不 是 固定 不 麦 ; 所 已 氮 磷 加 的 吸收 比率 随 着 产量 的 提高 而 
Ss, HUBRIS, MRK TET ROLE 
Bh, WIR MATFT ME T PIE Lae ( DARE 1,000 rp sag 
需 肥 量 来 简单 地 推算 几 万 斤 产量 的 需 肥 量 )。 | 
GREAT, EO SET FARE Bk 

LUPRORE HUG, RA ORE A, 
bi FARIS 4) 2k FIN SH awe BR, Sint Ga 
方法 区 后 数 果 亦 好 4 BN, TURE, 1H 
说 法 是 不 全 面 的 ， 和 
要 ， ESA 2 HEE cI — : 

“施用 大 量 有 机 肥料 ,是 我 国 种 稻 的 优良 传统 。1958 年 大 
跃进 , IAB IS PE HE HE He SE A Bh HIE 19 PY 



—108— 

f 
rit esha ait sss eit shal 

吸收 量 : 

ite 

Be Ue SR a 

面积 肥 ( 安 徽 提 出 )， es EFA — i on sai 
BB, 卫星 田 已 达 数 十 万 斤 。 根 据 1958 SRT, TH 
万 斤 忆 正大 锡 要 施 氮 素 300 斤 左右 , 并 要 重 施 钾肥 ; AL 
性 极 大 ; 下 者 是 -1958 年 湖北 等 扣 省 40 sntehissiniime, 
C7 ATO), - -、 ia te 

“fs 天 7 in 

meee | 18 | | 361.6 | 95.0 | a 

四 川 成 都 平原 | 1k | | 187.7 | 157.2 | 457.7 

河北 定 县 等 县 | 4 | | | 181-3 | ke 

wanes | 2 | | | 485 

rch ashe 
ens | a 

FE aT ARES HD ME TE , 1958 SS ASRS 

EG. PT RE eae sepia 本本 

OTE ORE te AS eR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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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een seen, MAE, EME 
二 同 遇 ,也 共有 深耕 才能 增 施 大 量 农家 有 机 肥料 。1958 年 
汪 苏 伪 省 每 亩 平均 施肥 量 已 达 千 担 (10 万 斤 ) 左 右 , 比 1957 年 
者 加 3-5 向 , PAE AB ET TE, 
BK APPT AEB HRT EA 176 FS 

| TRAE RRR BE SET BEE i 
SRR: 
Re oe -7 一 12 

施肥 是 折合 站 灰 ( 担 ] ‘ 108. 6 | 130.7 he 209. 6 | 340, 7. 

Moos cL See Sg AR mR a aia REN i 

2 .在 高 度 密植 的 高 产 栽培 下 , 基肥 的 比重 更 应 加 大 ,一 般 
要 占 到 七 成 以 上 。 要 利用 赫 翻 炒 翅 各 种 机 会 , 分 层 施 肥 , 分 其 
施肥 , HES BA, 做 到 处 处 有 肥 。 成 都 平原 14 BATA Lae 
AMAT: 
ee et ae ee 
FIR, 现在 只 三 、 四 天 , RBI LAT ARR, A 
在 高 产 裁 培 下 要 施 足 基肥 。 

“8. 要 以 农 家 肥料 为 主 。 农 家 肥料 的 好 处 是 (1) 有 机 槐 多 
HELE, CaM AHI, (3) BASRA, (4) NET 

BB KB ARRIO E1958 ARB TE ETE 、 
SA SAAS Ae Ae Ha 
ADRS 
er tee eae re ee 

ite, PRUE BEBE WSN: GLE AEE PT 
-~ 



eRe oF |S % 
N | Pios| Ko | w [P,0, K20. 十 

一 | 产量 | 帮 深 
| eva | ot 

mene i [oa 
MLAxe eI | 10354] 8 [Sx3] 45.9 15.6 62. 89 | 

AMY eG | 11020) 10 人 4 35. a : 9.8) 34.0| 56 F 17 人 36 

wees 13% | 11073| 12 |A<4} 175.0] 130.0] 745.9) 70 | % | 92° 

165.5] 109.2 658.8) 85 94 | 97 BEERS Sat } spe 10 2x4 

enone aa 11 Pel = a = 73 | 98 [93 

的 肥料 。 河 . 塘 、 BIER AE 01-03%, RAGA, LE 4 
AONE — JER, 1958 年 湖北 孝感 专区 20 块 万 斤 以 E 
的 早稻 田 便 有 I0 HG TT AEE WHER 400 8, 最 多 “ 
6,000 担 ;条 数 在 1000 担 上 下 ), 并 有 4 欣 施 用 了 大 基 的 陈 墙 证、 

”最少 50 担 , 最 多 2,500 11), TIKI 
WBE SERS, ARERR OTR | 

氮 02 一 0.3 匈 ), THA SHB Ay 25%, 1958 ASE 
s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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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 ie 57,608 Jr, 46 4.86 雷 中 便 施 塘 泥 30,000" 
401, WIRE 301 担 (1 担 抵 50 担 塘 泥 )。 
二 在 有 机 肥料 中 数量 很 大 而 质量 很 好 的 是 将 肥 。 豆 科 称 肥 
通常 合 氮 移 达 0. 5% tei TH hi FARE 1,000—2 000 Fr, EB 

“不 过 3,000 Fr, 但 1958 年 有 施用 7;)000 斤 红 枪 草 ( 紫 云 黄 ) 及 其 
估 朋 料 而 仍然 获得 13,863 斤 高 产 的 (湖北 武昌 同 力 竹 )3 在 南 

Fi, 紧 云 英才 子 、 金 花 荣 等 称 肥 作 物 是 重要 的 肥 源 , 在 北方 也 
AAA, WORSE. RIE EA, 亦 可 
AAs A AT I a DeLee A, PWR, DS 
湖南 、 辽宁 以 及 其 他 地 区 都 有 很 好 的 径 验 。 湘西 兄弟 民族 讽 - 
本 nannies “年 就 能 条 肥 , 看 来 很 有 发 展 
ise. | 
he hehe eae. 浙江 及 湖南 ， 从 来 寺 汶 早稻 的 “区 草 还 图 ? 
是 解决 晚稻 肥 源 的 有 效 措施 , 近年 尤为 重 观 。 稻 草 舍 N0.63%; 
AP.05 0.11%, AUSF 0.85%, 'I EIS AR TER LEA 

Hs FARAH 42.28%, ArH 0.63%, HALAS 67.1; RAE 
(PYAR 16.37%, BR 268%, RAIA 17.3), PERS 
SATAY, MACS ih AER, RCS 
JE, AAI TH FARE HY i eK, 26 T BERG SE IR, 在 
Far Se BCG a DK (ARE TH 50 斤 ), FIERA 
HERE. FARIA: SiO, 达 80% Fei, A Ka0 5 多 左右 ; . 舍 
P:0; 2% A, 工 含 有 其 他 很 多 重要 元 素 ， 特 别 是 合 狠 较 多 。 

SiO, ERK ELS, 亦 能 增强 对 稻 瘟 病 的 抵抗 力 , 并 
. 有 其 他 很 多 生理 作用 , 值得 重视 。 但 新 鲜 的 稻草 灰 奏 性 较 大 ， 
PERG, AEM, DRAWS SiO, 极 消 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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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WAAR ABS, 由 这 一 点 来 看 ， TSR 

$3 HE DRYAS SEA FORFAR, 0 25071553 

PED, RRM ACER HEIE ERE ZTE ABR, x 

一 本 灰 、 SHR S EN ME Ce 
EYRE RENE ELIE, 

: FG ERE eh LATE OEE LOE AE. ina, 

TEE ESE) PEA REA HF OSI EAR, 雷 

施 100 斤 通 常 可 增产 稻谷 200 Fr, 1958 年 泣 北 孝感 专区 20 

:万 斤 以 上 的 早稻田 有 17 BAT SAE, dep 1b BOR EIEIE, ~ 

-一 

一 块 作 追 肥 , 一块 生 作 基 妃 肥 , 最 多 施 到 ,1000 Ir, ST 
200400 斤 。 饼 类 施用 要 先 配 碎 源 烂 ， 一 般 柔 作 追 肥 。 施 用 

石灰 在 我 国 南方 其 是 普 逼 , 山区 农 社 多 能 自行 烧 制 ; -- 般 多 作 : 
追肥 7 亩 施 葛 100 一 200 斤 ， 实 行 隔年 施用 者 不 步 , 但 1958 年 ， 

施 到 500 一 600 FFM BAER BARTER 
600 斤 , HF 14,603 FF), | ee 

gE EE CALLA eR, wen eas AT WEER, te 
| ENTS F ERITREA, 1958 Zee | 
XWRATULERD EA 18 Hi OES (12—200. ar 

多 数 30 一 60 Fr), BEB SENG BARES A 12 $e(5—32 ir, 2 

20-30 斤 )。 此 外 , Ti RIL RIK ABBE, SUC AD 
SRR RRL, BBRU RSAC, ERS 
AEE A THB DL, 而 在 1958 年 旭 都 是 供 东 应 求 。 但 据 1958 
生 天 的 带 实 ， 南 产 玉 交 不 能 以 匹 机 的 商品 有 二 而 诺 
-以 有 机 的 安家 肥料 为 主 。 

+ TERESA 195A T SR 

i 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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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未 仅 基肥 种 类 多 7 筷 肥 种 奖 亦 乞 : SEAS, BASE - 
Ais NAAT A TT ILA GS, SANE ATE ACIL FE HH, 
ACHE SRE Sk LTB, MATER. 
ESR ARI Aa ET EF PAILS IESE. 
RARE ICH AACR, IR, 明 、 iS. Be 
cs Rt BESSA, REKKRARM BRR, 
MORVWT, SNAP i PRE AE, 由 来 
BA, SRW EIS I, L958 RIAL SE RLS KY 20 He 
DAU ERRE PES 3 块 施用 了 食盐 (5 Jr 10 Fr 80 FF 1 
BE). AES ils AL 45 斤 。 群 众 反映 , 施用 食盐 之 后 ， 
MPR, 稻 杆 粗壮 , ARE 8 
MERC, 4 > a RRL, PIR, FEIKEE - 

FLY ROLE, He RTE HIE OT 
安家 肥料 。 

广东 省 提出 的 1959 年 亩 产 节 ,000 玫 的 施肥 计划 是 称 肥 往 

Hem 1,500 Ji, EMT 500 4H, wy Y¥FVE 500 18, RET 500 Jr, 

ADR 200 Fr, HEYER 20 Hl, A IERBHLEAER 400 Fr, reat: 

WR, RAAB RELIES, RRS, APU 
2, 而 且 种 类 也 是 多 种 多 样 。 Bs 
SHIRES. TRB, MILES, WRB 
ak, LEGA, BPE SA, 3 IK TEDLR LRU 
PGES, HESS LE LK, Rare, - 

(3) 叶 不 长 袖 ; (4) BPE RARSS, BAER 
产 , 就 有 六 要 应 用 大 量 农家 肥料 , 这 就 有 必要 以 基肥 为 主 并 与 
VERGE, SCAT EE. MYR 1958 年 的 经 验 ， 间 题 的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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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TO, RAAT FIRS 
EULA, SERA JURE: 0 
ATR AMIEL se AE, BMT ie. 

1 AT AS EE SS 
相距 过 近 , 引起 徒长 , 早期 倒伏 。 a 
”第 三 ,由 于 施用 时 期 过 退 过 多 , ere, 
第 四 ， 由 于 施用 未 腐熟 有 机 肥料 很 多 ， ARORA, | 

引起 死 昔 。 MS . 
在 有 徒长 征象 时 ; 根据 “排水 即 黄 ” 的 道理 ， 要 断然 立 剂 本 

TRF, LEST Ini HL. 在 已 有 明显 的 徒长 征象 而 有 

SEVER AG a, 除 排水 于 田 外 ， 本 
病 5 

“A Ao SSO ME J J ! 
8, HR REE St SE TE 
SERIE, BDURSRAREE MEL >, ABER INS BE it 
多 时 , 又 容易 吸收 过 量 ; BRIER NEN, 成 为 走 产 栽培 上 
的 关 刍 问题。 所 以 庆 求 各 种 肥 分 的 供应 , 特别 是 氮 素 的 供应 ， 

” 始 黎 适合 水 稻 生 育 的 需要 而 不 超过 它 可 能 忍受 的 程度 ， 志 就 
ESM RAM MERE Be “TERRIER A PO 
高 要 求 。 

除 志 上 过 此 高 施肥 起 内 外 ， 几 和 区 来 和 四 早已 注 间 油 
各 种 沟 济 的 施肥 方法 BD。 Seo ASH SEI ESL AE: 

1. 磷肥 与 有 机 肥料 温 施 作为 基肥 。 、- oe a 
2. 2678 PLD MGI, AER) 

3, 集中 施肥 * 如 链 秋 可 以 顺便 入 中 施肥 ， eR iee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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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是 集中 施肥 简 而 易 行 的 方法 。 nT ay 
A PAE, BERBORHENE, BUENA, 过 几 天 再 上 

To 

8. cena 20—95 Fe ( ob) sh'25—30 天 (晚稻 ) 施 用 
AE, 可 以 十 加 有 效 穗 数 、 提 高 每 穗 粒 数 、. 提 高 结实 率 、 提 高 料 
重 与 提高 子 实 合 氮 量 。 通 常 在 这 时 候 军 施 破 酸 然 10 一 20 Jr, 
记 的 氮 素 利用 率 可 塑 达 60 一 70%, 

| 195 ARG PAL RA, 全 后 在 经 济 施肥 方面 的 
新 闻 题 是 : ae : 

t. 上 上 中 下 层 肥料 的 配合 问题 

， 在 有 水 层 的 条 件 下 ， 部 分 的 气态 上 在 卖 面 的 筑 化 居中 将 
元 硝化 作用 而 成 硝酸 罕 氮 ， 下 渗 到 下 面 的 还 原 层 以 后 将 因 友 . 
生化 检 用 变 成 游离 欧 筑 素 而 散失 。 因 此 直子 深耕 而 深 孝 肥料 

在 减少 肥 分 的 损失 上 旺 然 是 有 利 的 但 上 中 下 层 配合 不 当 , IS 
_ 有 可 能 利用 不 于 、 供 应 不 上 或 者 是 供应 过 多 。 河 南 谭 邑 座 为 ， 
底层 必须 施 足 ， PBZ, 上 层 应 亦 最 少 。 

二 二 2. 有 机 与 无 机 肥料 的 配合 问题 
“二 有 机 肥料 是 主 , 充 机 肥料 是 畏 , 这 是 明确 的 。 但 我 们 要 求 
“有 机 肥料 的 分 解 速度 能 够 掌握 与 促进 ， 也 要 求 无 机 肥料 的 肥 
SAUER ARE OIE, FRA “PAL AN, wR” 
WRI, FEAST Re UE RE, BUTT HE 
OMB TE | 

3. TE SHAS 

do SHEAR, 可 实行 “肥水 灌 洲 法 ”使 肥 分 随 水 流 大 
” 国 审 ， 这 样 便 解决 了 在 高 度 密 ; 逢 下 后 期 施肥 的 困难 半 如 与 培 

mp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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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 相 结合 , PSE SE ETB A, ER RED AL ABU, CREE 
生育 。 如 与 防治 病 虫 打 莉 相 精 合 ， 也 可 以 同时 达到 根 外 追肥 
的 目的 。 所 以 施肥 与 其 他 作业 相 和 结合 是 诈 安 全 而 又 逃 济 的 施 
肥 法 , 应 访 抓 住 机 会 就 十， SRNR Soe 

洪涛 和 排水 ， 

ates ene eae aie nae a 
AF Se A ELSIE WA, 水 稻 在 雨水 少 而 有 灌 洲 的 地 方 是 高 声 的 。 
IPE, GRO REWER, 它 也 是 相当 高 产 的 作物 。， 
水 稻 的 灌 浙 ; 一 般 又 不 同 于 其 他 旱 作 的 灌 汗 :在 相当 长 的 、 

时 期 内 ,= “EERE KBR, 雨水 的 分 布 诈 然 不 - 
可 能 调匀 ; 这 在 田 面 能 保持 一 定 水 层 应 访 夫 为 是 一 个 有 利 的 
条 件 。 我 国 丘陵 稻 区 在 干旱 之 年 一 般 受 早 较 早 哉 重 的 是 旱 作 
而 不 是 水 稍 ， 部 与 田 面 能 否 积 水 有 关 。 ANE TIE 
PET, 主要 的 根据 在 此 。 He . 
eee 

决 不 是 没有 缺点 。 所 以 灌 浙 必须 与 排水 相 结 合 ， 灌 浙 水 也 次 
不 是 越 多 越 好 , 越 深 越 好 。 我 们 栽培 水 稻 , 经 常 要 衡量 灌 排 的 “ 
利生 得 失 , 决定 灌 还 是 排 , ELSE, 排 又 到 什么 程度 ; 要 淘 过 ， 
多 少时 间 ; 要 否 结 合 中 耕 除草 和 施肥 , KSB LEA IE 
等 。 和 施肥 一 样 , 在 一 定 程度 上 也 是 要 看 事 行 事 的 :可 网 栽 墙 “ 
作物 必须 有 充分 的 径 但 ， 研 究 作 物 栽培 必须 多 与 实际 接 仍 来 “ 
提高 我 们 的 衡量 能 力 。 Lurk 

SEHR, HIRE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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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K. 就 年 来 我 国 各 地 实际 总 GM IER SG, 栽培 水 
稻 一 般 每 直 需 水 600 4 1,300 立方 公 尺 ( 吨 ) 之 间 ， 多 的 也 有 达 

3000 HAR. E 下 的 5 可见 若干 地 方 的 用 水 指 狂 很 有 可 能 天 
; AMEE : 
TRAVEL WITBRE, RCL) REO HEN. (2) ki (Bi 
面 ) 东 发 (3) WT Bi, (4) 渠 道 损失 ; ( 习 排 水 等 五 个 方面 。 就 

PENG BABIES, 栽培 一 季 水 稻 通 常 每 南 的 需 300 一 500 立 方 
BR, 因 地 不 同 , 也 因 年 不 同 , 沽 然 也 与 品种 的 早晚 有 关 。 例如 

1952 年 东北 地 区 为 早年， SEP PRD FLA ACI BE NTE BK I 

” 推算 到 等 亩 为 537 立方 式 尺 ， 辽 字 的 盘山 农场 为 620 立 方 人 ” 
Fe; 1953 46 FRAC Hae, SUSE 318 立方 公 尺 , Bl 
农场 为 385 演 方 公 尺 。 

9 RE FE ANB TAI, ABA RHA. 但 在 
Hy WOFFA ID, 蒸腾 和 蒸发 的 水 量 是 主要 的 , 渗 漏 的 永 量 一 般 
ALT: 20% FEA HR, MIRAE AE FF TIM, ETT NEA, 
到 了 后 来 , KG RLM) MERLARDF Korine 
# MARIE RILISTR, ARIE REE ME 

Ke, BBA RAI, Bs SR, ER 
AAUP RE, AEBSF EMME, ALT TER, BHT 
FSB, SPREAD Verk, (ATE IRAL SE LH A KI 
i i. , 

“在 后 困 必 永田 及 非 低 潜 地 区 的 新 星 稻 田 的 初 年 ， 漏 水 间 
wore, HEACHEDCAN RS, ZR ALLE PAVE APRS, 近年 都 有 此 

FER, TERE PRESTO) BB 
FB, ARE UE OETA 恰恰 相反 , 土壤 渗透 性 良 



"aes AE Bee 2 

是 天 的 和 要件 。1958 和 淮北 与 亲 南 抽奖 忆 舟 

彻底 破除 了 这 个 迷信 。 ea 
CER SAT AMT, Bk — PH 

PUT PRAT DUP BEB 
关于 水 稻 的 燕 腾 系 数 阅 题 , 赵 去 女 献 中 BRM AME, i 

据 最 近 比较 可 化 的 试验 结果 来 看 ， 大 托 在 300 至 .500 的 范围 
cs 
1K. 

“水 称 的 灌流 排水 近年 各 国营 ee 

| FEAR JAE ark” 工作 。 PUA AAAI Le EEE 

”东方 面 的 经验 ; ERMA HER ee 

1. Fe tare i LANG, (EP OAM AB 
EWR TERR, 以 利 托 根 。 因 为 在 这 上 时候, 水 稻 的 根部 必 

须 从 外 围 获得 是 锣 的 氧气 以 为 呼吸 之 用 。 TERS ink, oe 

fp FE EA SUN ea Pa ESS SE EE 只 有 初期 有 

必要 应 用 深水 来 保持 温度 的 时 候 才 实行 bid ciel 

Mes BEE, WA ERIKA 

我 国 农民 对 苗 期 灌水 深度 ALO”, 

5TH RR A a sy ST msn 

2. FEDPOMIT, 2 T BEAL UE, VENEERS, 除 在 
aia FR RAMA, ATR 高 插秧 的 质量 和 速记 ， DE BSHE; 

BN YS ih PLLUa, MA ae TREE, IIE RATS RAEI 

~ BEE, 但 天 昔 且 在 晴天 或 大 风 的 情形 下 ， 宣 灌 较 深 的 水 ， 以 保 

RO AICHE, 使 其 转 青 还 速 : 3 Seg ie 

3. FEMA i COREE, 这 可 以 提高 地 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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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UL, 提高 上 如 溶 液 波 并 项 而 促进 永 稻 有 可 能 多 吸 ， 
WORD 锡 早 分 克 。 在 永 稻 栽 培 上 ， 如 何 促使 早 分 药 , 以 提高 
ABARAT, LE: Re WEES EH | 
“ 早 分 给 的 措施 之 一 。 除 此 之 外 , ME BA RR SE RA 
前 用 天 秧田 施肥 、 栽 前 本 田 施 用 沁 效 肥料 、 提早 中 赫 等 等 ,对 - 

”提早 分 集 亦 各 有 一 定 效果 。 | | 
ae 为 了 便利 破 输 ( 耘 是 除草 、 EPO yee te ve 
A PERS MU, 从 而 促进 分 给 ， SPICER BEATS, FE 
PURSE, Lb PE AEA RT MEA TE, - 
ARAKI, 在 施用 追肥 时 , 通常 是 先 排水 、 后 施肥 ， 然 
后 中 耕 除草 ， 并 在 相当 时 期 内 保持 淡水 。 可 网 河源 排水 不 仅 
”要 与 中 耕 除 草 千 合 , 还 有 必要 与 施肥 和 结合。 ” 
ee ee ee 

SAMAR BEBE ED” GH. FARE _ 

定 程度 , 然后 洪 深 水 , 多 见于 华东 ` 华 南 及 华中 。 Baio 9 
二 站 到 抽穗 以 后 , SAT EAR AL, MEAT 
和 防 正 倒伏 等 显著 效果 , 是 水 稻 裁 培 中 非常 重要 的 措施 , 也 是 
RAGES, MARIS, BORN Be 
AK ane | 

6. RMTRETEMME AES, WEBS FR, 
”天 风 等 影响 而 引起 结实 率 的 降低 5 通常 宜 保持 较 深 的 水 层 , 不 
， 王 断 水 。 陈 永康 合 强 届 自 始 花 至 齐 花 需要 排水 寺田 。 他 的 田 
ORR, SARS, 地 下 水 位 高 , 于 干 湿 湿 有 利 无 害 at 
到 了 后 期 。 = 

TET, enue TR, 即 可 逐渐 降低 水 层 。 通 党 



> 

相生 < 丰硕"( 在 排水 的 地 方 开平 淘 排 水 i GRE SN 

; BE WO 7k EASES AIA) PRE EMOTE, VAR MBS 

- 或 不 惯 而 排水 过 多 。 通 常 至 黄 熟 期 开始 ， 邹 排 于 4 大凡 排水 
” 环 易 及 地 下 水 位 高 的 稻田 ; 应 考虑 提早 排水 ; 而 天 见 易 于 漏水 “ 

上 

及 地 下 水 位 低 的 稻 用 ， 以 及 盐碱地 ， 又 应 考虑 延 退 排水 的 日 
期 。 在 汉 季 稻 栽培 , 当 早 稍 成 熟 时 期 则 不 宜 排 水 s 二 

YL STARE 7k, IEE 2-8 公分 到 36 BOE, 
SPARK, 一 般 是 指 10-15 Ask, a 

1958 42K ERME, AARHUS, 我 们 打破 了 “水 和 
CH HO EBD. DLL TE, sclaliieaslal 

3 PEAT FATT RBO: ， 

1. EE ean | uk ef , 

除 烤 围 以 外 ， AARP. et a 

_ 深 RNIN BE, RITE ALR, HE Ae aM, 
如 四 州 成 都 平原 的 万 斤 田 便 是 这 样 灌溉。 
人. 潜 湿 相间 灌流 法 

-汉人 分 此 结束 前 灌 准 水 6 一 7 分 ， cise pause 

- Bok 7 一 10 分 , TRE Ree, HEH HE, 7-8 分 水 。 

如 江苏 松江 劳模 BA HET EHR FLA Be SE i, a e 
(A CRT TERE” 

3. KRERBAE - 

IA SU EB CHEE, ine | 
诬 、 测 阳 的 丰产 田 大 都 是 这 样 一 PERS 

4. Der ees 

RS SEN YE, seme OTe ASN 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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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 后 进行 江浙， 保持 田 面 湿润 。 如 在 水 源 便利 的 地 方 , 多 采用 随 
“ 沾 随 排 的 方法 ( 灌 “ 瑰 局 水 ”)。 又 如 在 水 源 困难 的 地 方 , RAI 
Bk, HARADA (Plt 
RGA, BRARI, CRA ML Rk 
| SpE), 这 是 1958 年 广东 省 新 的 灌 排 经 验 。 

上 上 述 第 工种 沐 浙 法 SS ARB ASR VEE ER 
Fl 及 第 8 PAPER EES PS OR 
BA PhS TE a Bee DS Ee ee (SEE. 

SURETY AR, HEARS TA), Wome (1) IBA 
ARPES, (2) IE PRE EE, (8) (RHE CAS LAR 

” 布 较 狭 )，(4) 促 进 昔 秆 粗 汪 (植株 较 矮 ),(5) 有 利于 通风 透 光 排 
BABAR, AA 1958 Sey AR SUG WA, ddl eee 
ie ee pe | eee ee ran 
的 说 泊 技术, FEE 4 JA kn | 

在 深耕 及 大 量 施 用 有 机 肥料 之 下 , 士 廊 保水 力 极 强 ; 齐 以 
| RUA, RESO ATK ATR. TS ER 
植 之 下 , SBE GRAAL, “Berk RUE RR” “UR Asia 
RRBRALET. | 

es AP ee 但 这 在 高 产 栽 墙 中 
是 契 成 问题 的 问题 。 水 田 施肥 肥效 大 , 所 以 水 稻 大 于 陆 稻 , 也 
大 于 旱 作 。 但 宪 疯 湿润 灌 浙 的 施肥 肥效 如 何以 及 应 训 如 何 施 
IC, 期 从 有 待 进一步 研究 。 玛 于 在 盐碱地 区 、 Ae HD BT 
地 区 , 则 有 必要 灵活 运用 。 

为 了 在 多 肥 密植 之 下 更 好 的 防止 倒伏 , 及 时 烤 田 ， 1 $e 
FRING SANSA, WERE 5 REAR ERP 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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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 —H, AGIAN SA TRIAS, I 
| HIRST RE PUT, BS ANSE 
-分 葛 期 、 技 节 孕 穗 前 、 抽 穗 前 后 、 灌 桨 前 后 进行 。 Rie Ke 
, 少 , 拔节 抽 乔 前 的 一 次 是 必 不 可 缺 的 , "EAE 

烤 田 的 程度 要 看 生育 时 期 及 土壤 性 质 而 异 。 分 竟 后 期 披 
15 RAE BI WJ, FL AEA SL, EOS ET 
SEILER EMER, BAIS, HARARE 
又 烤 。 肥 田 、 低 洼 田 、 洽 水 国 及 粘 重 土壤 田 可 重 烤 长 烤 ; 相反 
的 情况 则 应 又 烤 少 烤 甚 至 不 烤 。 TB 

PLO rok AIRAKI TL, AEA RI BE 
沟 排 水 , 否 划 不 可 能 达到 烤 田 的 要 求 。 
在 多 种 高 产 作 物 的 号 召 下 ， 我 国 东北 地 区 近年 利用 地 下 

RHEE ESS EBA ERO EE OCU, 、 
BITE AA URE 15°C 以 下 。 如 何 提高 本 温 , MR 
”重要 间 题 ; 并 与 稻 瘟 病 的 发 生 有 关 。 过 去 的 沟 验 有 (JJ 靠 河沟 
FES, (2) BRAK, B) AIK, (4) SPREE OO) 
SGRERIEM, (6) KER, (7) EME, ES 

_ 产 栽培 下 ， HES PR WUBI IK, 井 实 生 aiaisiinsessic 机 
推行 。 | 

FIRMED, CITE ROE AIRE. 除非 - 

| PPA BACHE: ith BME), 通常 可 以 不 实行 流水 灌溉 ; 陈 非 排 
AAR AMMA, 通常 亦 无 必要 保持 过 深 的 水 层 - 泽 于 因 
为 水 污 或 发 生 青 若 , 实行 换 水 或 短期 流水 灌 浙 , 那 当 然 是 正确 
的 。 ~ ER ee ae 

EDL WLER RS, SSE BERR”, FERAL IDE 
+ Sears 

‘ 



Y 
af 

oe 

ok PEEK, 基于 条 用 流水 江浙 方法 。 天 津 地 区 稻田 的 洗 破 
| ROE (1) EE (2) ALMA, (3) 硒 得 干 ，Gd) 玫 大 水 洗 
BRAK, 水 存 实 数 应 越 少 ,以免 妨 碍 洗 盐 。 在 生育 时 期 换 

OK, IE, 水稻 生育 时 期 及 气温 高 低 ( 天 凉 旭 可 少 换 ) 
而 定 , AW MBS 2 一 3 天 一 换 ， 轻 则 5 一 7 天 一 换 , 到 

了 秋天 可 十 几 天 一 换 。 换 水 过 勤 , 不 仅 水 温 较 低 , 养 疗 流失 地 
RS ERT SI, 灌水 要 稍 深 , 井 宣 停止 中 耕 ， 以 减少 

| Es 蔓 短 地 通常 也 不 宜 干 田 。 到 了 成 熟 期 一 般 也 不 宜 落 水 
”过 时 ,以 葛 引 超 反 碱 。 双 为 了 充分 利用 水 源 , 这 种 排出 的 水 分 - 

在 覆 混 淡 未 后 能 和 否 再 度 利用 ， 箱 得 很 好 研究 。 除 二 述 各 点 以 
By AAA RATE ke, EL, SE 
WER, MARIA ik TARA AEE, RAC 

” PRU RRS, HERAT RE, 有 好 几 个 
FF Gm MCE) ER WASP. 
OTRRESPRHULAUE SALE RPESNE, LST 4H 
农民 的 热烈 欢迎 -| 到 1954 年 全 国 计 有 抽水 机 9,000 2, BF 

- 16 7 SEN Dy, 受 答 农 田 达 55977 TH, ARIS ARTE HS AIT 
” 担 4 HATE. 1955 年 以 后 进展 更 快 。1958 年 大 

PRE, 计划 生产 港 排 枇 械 达 205 万 马力 , 比 原 有 的 全 部 灌 排 机 
械 允 两 向 还 多 守 同 年 江苏 省 的 机 电 灌 浙 面 积 从 原 有 的 700 多 
FBTR 180 FHL, HUI HDS 
Ath 1957 42 50 HEIR] 120 万 雷 ， 人 每 个 流量 灌 田 15;000 
Ho BK, 在 苏 南 、 天 津 地 区 等 地 ; 都 已 取得 不 少 杷 验 ; 是 
”今后 发 展 的 方向 。 和 
FARAH Mi, DT GUTS ARB, ARS) B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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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 实行 水 旱 脸 作 ， 不 仅 要 注意 输 作 区 不 家 过 小 ， 还 要 只 求 排 ” 

IK, 努力 降低 地 下 水 位 , 不 同 的 旱 作 及 其 不 同 的 生育 时 期 要 求 、 

不 同 的 地 下 水 位 ， 这 是 当前 答应 研究 的 问题 。 在 架 草 (特别 是 

穆 子 ) 较 多 的 田地 还 要 充分 注意 旱 作 的 播 前 与 播 后 除草 。 队 收 

FERRI, | ECHR TOS LR A RO 

KK, 特别 是 大 豆 。 Wes ee 

FETS TESA Be iS CLT BRE TY AC BR A), 自古 以 

来 便 很 重 秽 。 江 河 受 海水 倒灌 的 影响 , 盐分 必然 卉 高 , 能 否 作 “ 

- 岂 
‘ 1 和 

ii bie Th 

on Fe 

- 为 灌 浙 之 用 , 不 仅 应 从 当年 的 收成 着 眼 , 还 应 为 长 远 的 利 丛 打 
SE, UEP 1958 年 建成 , RAI, “EE 
保证 天 津 地 区 水 稻 灌 新 上 的 意义 也 很 大 。 SST KALI 

-在 计划 之 中 。 

在 解放 以 来 的 短 短 几 年 中 ， Ti ite 7 oes cree 

AEE RS, Dido, ARLE 
APT iL JER ak, Be iE, at 
配水 ; 大 降低 了 地 下 水 位 , DEAE ja 
源 , RAST BA, 从 而 扩大 作物 的 种 杆 面 积 与 扫 高 草 位 面 租 、 
By ot FH | + ale Re ae 

， 半 积 秋冬 雨水 的 冬 水 田 ， 1.29 NAH 2,000 

i INR, ATG SNL Bee me HE 
量 。 为 了 提高 复种 指数 及 减少 水 分 燕 发 , STOP, BE 
LAB. Uh, HTT AMR BE RR, feat 
Ff SAFER DAA PAE ST BRAN, DIE 
-对于 灌 浙 水 的 需要 , 显然 大 可 注意 研究 。 地 下 水 的 利用 ; 虽然 ， 
在 我 国 历史 已 经 很 入， 年 在 北方 并 已 起 很 大 作用 但 还 入 

%,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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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BA ATE ATE), HE 

了 印 使 在 春 时 之 年 亦 能 如 期 fi BE. 

a es 
FPA AREER PROSE, 

“是 到 58 年 的 天 跃进 , REIS RK LR, 
“因此 本 节 的 重要 性 , 今日 与 过 去 已 不 能 同日 而 证 。 

水 稻 不 怕 天 旱 , 而 怕 没 有 江浙 水 ， 王 旱 对 水 稻 的 威胁 , 在 
“我 国 北方 主要 是 春 旱 ”在 南方 主要 是 秋 旱 。 水 濠 对 水 稻 的 威 
Hh, 主要 是 在 6 一 8 月， 但 一 般 仅 限 于 江河 沿岸 及 湖 襄 低 汗 
OK, FROME TS, Rw Smee 
ERS, BR KR EE FBI, SCHR EAN 
药 害 地 区 的 广大 以 及 为 害 的 可 能 性 来 看 ， 我 国 过 去 水 稻 生 产 
由 于 干旱 的 威胁 而 遭 到 的 损失 是 十 分 重大 的 。 ros: 
午时 问题 的 解决 途径 不 外 三 个 方面 , 郎 (IT) 开 源 , (2) 节 用 
与 (3) 改 种 。 在 开源 方面 ,我 国 南方 过 去 投入 的 劳动 是 很 可 观 
的 ， 近 年 以 来 的 成 就 更 是 瑟 大 。 至 于 从 节 用 与 改 种 两 方面 来 
.考虑 我 国 水 舟 裁 培 上 的 防 旱 问题 ， 也 可 以 看 到 我 国 农民 在 向 
BRST RE EO ERA PALL. BLE 
FAB) BESS, THE BK” SST AR, 便 可 解 
决 很 大 的 问题 。 | ah 

1. PETRIE”, ALO 5S REA, Mir, wee 

3H 在 漏水 的 FEI REIN SANE I, SISTER. 

eas 并 

y i Fe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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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R A ERE 

ferry PE DES = 

- 5 4 

1 r => of ak a EN Fs Pane, ne cael 

2. RAEN ANB, AON; BRIA AH | 
LAE AMOI AAA HA, 继续 整地 栽 身 ; 或 采用 寄 秧 方法 
PAAR, DRED, MABE BRD 
寄 秧 法 ， 芽 有 可 能 增产 。 湖 北 诡 水 县 有 应 bi ice, ; 

及 稻 过 两 收 的 经验 。 “i |S eee 

4. 在 不 可 能 及 时 栽 秧 时 ， 考虑 利用 时 身 、 志和 机 ibe : 
改 种 晚稻 , UREA 在 生长 季节 较 长 的 地 区 ， 

， 应 用 这 些 方法 仍 有 可 能 获得 相当 高 的 产量 Be ote 

ipckeittenaietieimmmenipielibiptice ie! 
LL, URSRK. Ma eT PH, DSI. 

人 PRA EEIROCKUIM, 尽 速 进行 中 耕 RIESE 
“ 科 报 际 ; 使 将 来 怨 裂 时 列 币 不 至 于 经 过 稻 科 , 以 减轻 龟 裂 伤 根 、 
的 影响 。 二 

7. 选 用 耐 旱 品种 或 陆 舟 , SOTTO, PEL, 可 能 
时 序 便 莹 水 。 FEBS ZIAD, SCE HE a, J 

各 免 干 时 2 ith. 

8 HEAT APRA RAM, ore | if 
“ 米 及 豆 类 等 杂粮 。 er er a 
LMM, ERAUTS AS EAIKAS_ 

| Sacsnmowectiaasa hapa eae 
WA. AU ECE — MEA OO), 

1 FR RAB, DB 
2. 水 退 后 立 部 直播 生育 期 较 短 的 晚 舟 品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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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 OU eis heen SONI RY. tet 
| een, 此 法 天 可 广 为 推 行 
“在 如 水 退 较 快 ， 稻 苗 未 死 ， WA MANDA, “ .扶正 个 

. 调 SBE 施肥 等 一 系列 栽培 措施 。- : 

5 改 用 可 以 避 计 的 早熟 品种 或 可 以 抗 论 的 陆 稻 。 

6. 改变 裁 培 制度 , 改 种 泛 前 能 收 或 泛 后 能 种 的 作物 。 
TREAT HEF” Ca ats) an tee BLAS” CUA) Sp TEAS 
MRO RRS Sie ‘ 

SOPIUONLA, ERS, TARR 
SOAS, ARTE, MBE TE CL) A 
OSs SB, (2) WEA OR MRUORND, (9) HA OBEA PM RR 

”技术 ， (DRE (5) 是 否 影响 冬 作 等 。 长 江 流域 各 地 从 来 的 

ERMA, BOREALIS. (LAP 
ORNS, TRIAS AT EAS 
* RAT BLN, 或 每 隔 几 福 采 取 公 祥 , 分 而 散 裁 。 一 般 以 后 法 为 
BB, ACERT RS, 分 昔 则 应 尽 可 能 在 较 密 之 处 进行 , DUK 
Hee FER ALIKE, REE Ree Pe we, 也 比较 

便于 进行 分 昔 。 

i FFG Det SEA, OT AF BSH EN. {AAG ik 

FPR, ARBEIT RIA EMS EA Shit AMS, we 
Rap RAUF 3, WEAN BEN HE | 

就 是 中 用 稻 来 看 ， 早 稍 显 然 较 中 稻 晚 和 为 安全 。 Ma 
于 早稻 产量 不 高 ， 所 以 栽培 较 少 。 近 年 早熟 而 丰产 的 栽培 技 
术 , ERG RR LSS. ASAE, 早稻 决 非 不 可 能 高 
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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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 EAB 

RA CLM AAO eR, a 
伏 问 题 是 一 个 最 为 复杂 与 严重 的 问题 。 

昌 于 个 伏 而 引起 的 损失 , 要 看 倒伏 的 时 期 、 eum ee 
” 国 春 的 千 湿 情况 等 等 。1958 年 劳资 陈 永康 所 种 的 "“ 老 求 青 " 古 
高 达 130 公分 以 上 ， (Lp FEET HEE BH) 

AR, 仍然 基本 上 没有 倒伏 , BN EAA A, 为 时 亦 已 接近 成 熟 ， 2 ——— 

影响 不 大。 由 此 可 网 ， 全 人 是 至 成 为 网 题 人 的 作用 居于 决定 

性 的 地 位 。- 

在 防止 倒伏 的 方法 方面 ‘REA a, i 

BE 1958 年 的 发 扬 光 大 ， 有 以 下 的 有 效 的 方法 和 途径 GD)(39: » 

pe 1. 实行 Fe sae MOTB, EON 

的 彻底 改革 , 促进 根系 下 扎 。 

选用 耐 肥 秆 强 的 熄 稻 品 种 。 AE TA | 

PEO TK MDS ARSE 一 般 陆 稻 易 于 倒伏 , BERRA, 

3. 讲求 施肥 技术 ， 施用 足够 的 以 稻 草 为 主 的 堆肥 后 肥 ， 分 

BAIL, >Re oBE, 抓紧 氮肥 施用 , 注意 磷 钾 配合 等 

等 ， 结合 烤 田 ,保持 稻 昔 苔 移 < 老 兰 ?。 各 地 创 用 的 “ 防 伏 素 2 a 
BERT APTI, HR ARIYIHIG TV JE 20% GHRBON, 20% 4H, B%IL > 
磷酸 全 和 52% 438. AT RO aS i 
BAB, 

4. OR FAME PME Bete MD ee, Spi DRAM, ar 

RMR RUN LAR RN, SKIMEL, ADDL, 2 



hie? re 

. LIE. 

Epa, WC BEAK a, 二 田 比 湿 油 好 ， eon ae 

NRE HE, {EBS a IE BE 

本 讲求 插秧 方式 ， SOT ai Can 1h x SP Isp x 45h 

。 南北 方向 的 章 行 ), 不 要 株距 ,只 要 行距 ， 以 利通 风 透 光 , 降低 
0) ~ 

CiseLuRAmmp LoS. ame 
” NE, BAIN RRR, 以 便 将 来 进行 培土 。 内 蒙 及 宁 
BARN OSI, ARATE, 施肥 及 培土 防 例 等 方面 

”的 丰 用 。 
Ras 。 特 别 是 稻 瘟病 、 CHS SAE Ee “ 

到 密植 之 下 , 更 有 必要 预防 病害 的 发 生 。 
在 已 有 明显 的 倒伏 征象 时 ; 应 蔽 条 取 如 下 的 补救 措施 : 
下 赤 刻 排水 烤 田 , 直到 叶 色 转 黄 为 止 ,以 后 也 只 能 随 淮 随 

排 井 在 必要 时 还 要 实行 烤 田 。 
”2 制 呼 及 清除 黄 叶 。 制 叶 在 防止 倒伏 上 非常 有 效 ， 但 在 

早期 逢 叶 过 甚 将 影响 穗 大 ， 后 期 御 叶 过 甚 亦 将 影响 结实 率 和 
” 糙 重 。 由 于 上 部 的 叶子 与 下 部 的 叶子 在 光合 作用 方面 的 强度 ， 
不 同 ， 又 由 于 去 掉 一 部 分 叶片 会 使 另 一 部 分 的 光合 作用 加 强 
6 互相 补 偿 作 用 )(352 戎 叶 时 要 者 和 守 “ 多 割 下 部 少 割 上 部 、 去 和 
哇 留 第 呈 2 的 原则 。 这 种 工作 在 广东 称 为 “前 禾 尾 ”, 与 清除 下 

| 部 黄 叶 , AD MO A, 在 高 产 栽培 中 可 能 成 为 中 期 改进 通 
“ 风 透 光 条 件 的 有 效 办 法 。 
“3. 搬 施 黄土 这 在 施 握 过 多 显得 猛攻 的 情况 下 ; 可 千 合 烧 
国 等 疝 时 进行 。1958 年 湖北 孝感 五 四 社 便 应 用 见效 。 
A 打 露 水 , 早晚 速 粮 进行, 以 利通 风 透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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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UE ,以 提高 光度 ret, 

6. 搭 架 , 家 在 未 个 以 前 进行 .1958 ETT SRR: amet | 

RKB R, 不 扶 损失 大 ， 反复 扶 减 产 更 多 。: 

"a5 29, 入 工 通风 透 光 ， Fi ST IER. PA REA 

择 开 、 鼓 风 等 等 办 法 。 2 

EERE 

a Oey ee 

7m re S me Sha ree 

- ~ ' 

ee ee i 

AT PPR. SET MAA Mi T ARAYA IS, 93—T7 

ASKER, SNR A 
重要 的 工作 , MBIT Hw yg Set re eek 

PP PEMEND B ATE AP: ae 
LARA, AOU A 

7 FEAR TS BE WY ae a ae <i a3 Xi Hie a | 

2. EAE LN ORAS, Daur. eR Bes eRe oS 
3 将 追肥 混 大 士 中， 以 减肥 分 的 失实 
AIBC, 去 4 

时 中 可 昂 中 关 除 昔 有 必要 与 流失 和 施肥 相 灶 合 。 在 实行 
_ 洲 水 河源 与 施用 速效 肥料 之 下 ， 各 再 能 提早 本 赫 当 能 有 利于 

， 根 又 发 育 ,提早 分 葛 ， 不 仅 穗 多 粒 多 ,而 且 不 易 便 伏 ;分 葛 的 “ 
“早晚 与 单位 面积 内 的 穗 数 .有 效 分 募 率 及 每 古 粒 煞 都 有 关系 ) a 

~ RRR TRENT AME EI GE, 
直播 之 所 以 通常 产量 较 低 就 是 因为 分 莫 延 到 SBR F ATE 
RAR, 因而 穗 子 小 , eS,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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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ve Rss La Ae, 在 我 们 国家 一 般 不 成 问题 。 + 

， 王 地 区 这 一 问题 的 解决 应 MAAHA+, BERR, 

ae 稻 国 荣 草 主要 的 有 十 余 种 436)， 最 重要 的 是 穆 子 (了 Cjizo- 

= chload rusgalli), EM) KREME, 13 DHE. HERE RE 
与 水 稻 相 近 而 较为 强健 、 所 需 发 芽 温 度 略 低 、. 耐 旱 : 耐 小、 繁殖 
.过 速 、 落 粒 容易 再生 力 强 ,发 苦力 不 易 消失 、 多 数 的 穆 子 当年 

“ 落 在 地面 不 能 发 六 等 等 关系 ; EF OTK EARL 
形态 言 ;通常 的 穆 子 无 叶 耳 叶 天 , 中 脉 发 白 ; 叶 较 柔软 , 到 技 秧 
时 期 植株 较 高 而 颜色 略 淡 ， ASME, 在 移 裁 的 水 稻 ， fied HE DA . 

CD) PATER, (2) 48 ARSE ACE MERI, 注意 除草 ， 
(3) BRINE a PG IRE PSE, BRIN BEAD 

ali 这 样 就 比较 容易 彻底 清除 。 - 

二 ， 除 穆 子 而 外 ， 上 比较 普 逼 而 重要 的 有 落 草 科 的 三 楼 草 (Cy- 
exgS spp)F EE (Eleocharis acicularis) IK (Scirpusspp), 

BPS PIES (Alisa spp), 8FREIE (Sagittaria spp), REA — 
BIR PAR Ok LE, 水 案板 (Potamiogeton spp), 槐 叶 蔡 科 的 

4 “Wil AC Azolla imbricata) . int 38 (Salvinia natans), SEB 

四 时 草 (MXarsilea quadri folia), GYEPLWIEH (Spirodela sp 

 ReLemna sp), REE EAB (Ceratophylum demersum), - 

TAMAR (BM) (Anabaena sp), URED 
最 为 种 网 的 莫 科 的 黄 颇 菜 (Suaeda ussuriensis) SE, AE 

| eet 5RMSHABEL, 能 园 定 空中 氮 

素 。 此 在 印度 较 多 ， 越南 太平 省 及 我 国 往 建 、 浙 江 等 省 农民 有 

ESE WITT ACHETER CBE ACEH 1955 年 推广 了 20;006 

BH, 195647 KF) 80,000 AGB FKRAMAKM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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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 ey UNE WEAK FAS 30-509 0m ACER ARES 4 
江 秆 生成 的 多 消 来 街 量 土壤 的 肥力 ,并 认为 最 肥沃 的 稻 丁 应 
FURR DOPE, WERE EPRI, 对 幼 萌 危 怖 性 很 天，， 
在 秧田 应 用 排水 压 沙 (或 于 土 ) 法 , 在 本 田 应 用 排水 中 耕 法 ,都 二 4 
有 一 定 效 果 。 BY HR EZ eh, TAR ESA ABI 

施 0.5—0.8.% WIVES, 都 能 有 效 = 

中 耕 除 草 工作 的 进行 行 , 移 栽 的 水 稍 应 在 转 青 以 后 ,时 hs 
asp git 直播 的 水 舟 宣 在 齐 昔 以 后 , FRB | 

。 一 般 进 行 2 一 3 K. SEE REREAM, Sie ak: 
Awami , - 

rennin 面 ， PEAT HES MRI 

ia A EH AL, ABA) BAC WHS ) BAP SM 

用 鞋 形式 工具 ， POR, 在 铁 制 转 输 武 中耕 陈 草 器 之 中 , BE 

多 用 手 推 4H RAR A ES ER, O57 提高 中 耕 

除草 的 效率 ， 人 与 动力 , 应 该 是 我 们 今后 努 

力 的 方向 。 

劳模 Wie Acie HEI RM HEE aL >, 以 除去 杂 草 和 

使 土 松 坎 为 原则 ”中耕 除草 一 定 要 仔 胃 是 正确 的 , RD PBR “ 

Peer tit eee 

WS we (TEES = OE ), # TRAE 

ATR EL, SUES HRB TEE “cone 
Bub ASE RK, 不 可 不 事先 注意 

ve ee ee eee ee 
栽 后 30 天 应 用 ， 每 公 夺 用 莉 400- -500 克 。 石 灰 氮 宣 在 播种 
前 或 栽 杰 前 十 几 天 从 用， 每 雪 用 量 狗 30 一 50 JF, MEENA “ 

i 

a 



ADs) ha i 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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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 fest 9-3 时 时 ， HERCULES BATE 

_ 中欧 10 天 以 后 再 灌水 。 福建 云南 都 有 应 用 寸 农 攻关 草 的 ; 也 

值得 注意 (5 

OR 

ee ee ee are 其 中 时 

ae Pt tae te 25 天 左右 ， BEATE AL AALS i BSE 

B40 FET, aA A Ph 2S, AUR 
BRAGS SEIT, ARUN Cm), Ale 
手 脱 粒 容 易 , UCBETT HORT. MERA a FE RRERE, 后 
熬 克 天 井 能 卉 大 粒 重 , 所 以 一 般 都 是 割 后 曝晒 几 天 再 行 采 粒 。 

年 四 川 省 有 浊 早 荐 稻 加 强 后 熟 作用 的 经 验 。 
RRB EGET. CE 
: “Ae A BE AC ELIE AAI UNL CHEESE) BAL 
A WRIA A, 1958 4218 NIRA, WSK 
民 欢 迎 , 不仅 提高 了 效率 , LTA 

苏联 用 改装 后 的 0-6 联 合 收 荐 机 收 逢 水 稻 的 班 定 额 是 2.5 
一 公车, 但 先进 工作 者 常 能 收割 4—5 公顷 。 新 型 的 CO-4HP 水 稻 

“ 恕 各 收割 机 的 优点 趴 多 37)。 在 觅 粒 方 面 ; 解放 以 来 在 南方 各 
地 推行 各 种 脚 路 式 觅 粒 机 极 受 各 地 农民 欢迎 ， 在 很 多 地 区 已 

EER: 亦 有 应 用 畜 力 腊 粒 机 的 。 大 型 的 动力 脱粒 机 ， 现 在 
在 东北 各 地 亦 已 有 不 少 地 方 应 用 。 

大 型 收割 踢 粒 机 械 的 改装 以 及 干燥 机 的 仿造 与 简易 仓库 

的 设计 等 等 都 需要 研究 推广 。 
<= 



”一 了 4 一 

在 很 多 地 区 ， Pun eM, ANN 
_ /化 农场 , TOMER DT BRS HE. | ve 

现在 在 公国 范围 内 , ES BAST, BRR pete 3 
ALAS HE, 由 于 收获 方法 的 粗放 和 品种 的 关系 ， BABS EH vy, 

SAPeH8—5%, FGWLAA(L) POPE : 
二 我 ,以 便 及 时 收获 ，(2) 选 译 不 易 落 粒 但 股 粒 亦 不 过 难 的 品 
Fi, (QUE RRR HAF, St JB BRR PIER, 

SF Ra He HE EE, 
。 保育 再 生 称 等 等 都 有 关系 ( 齐 泥 割 稻 在 防治 蜡 息 方面 有 三 定 
.效果 六 也 牵 涉 到 燃料 、 蚀 料 和 稻草 加 工 闫 题 ; 各 地 不 可 能 强求 
fit, ECR HR, CHL BP Re 
HBS Hi, AS A EAS) 
当年 气象 条 件 , I ADEE ACT BRA BER, 西南 zs 

; SAS cP APY ESE MESA TR HAG, fe LE, ae 
RRR. RAMEE AOR, eT 

下， 也 容易 因 低温 影响 而 失 却 发 省 力 或 影响 发 医 势 二 所 以 必 
OER TIB, 在 水 分 较 大 时 更 应 采取 有 效 的 保温 措施 < 舟 种 的 
HB, LRA OLB, TRS SES, 今后 决 不 能 、 
只 注意 发 兽 率 而 不 注意 发 着 势 。 hh ee 
fH, SAKE ESHER RE 

Baan 要 应 用 各 种 先进 的 机 械 胎 粒 方法 ee Ae 

8, we AURA nae | 

陆 稳 (I HR ATA, ERE oi R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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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SIC itn FRE? pba {SOF tae. 
ERA RAE, AERA MH 500 AH, ET 
了 河北. 云南. 广东, 广西、 吉 淤 等 地 为 多 ， 其 他 各 省 也 有 另 星 分 
Fi. ' 蕊 是 而 入 极 强 而 可 以 旱 种 的 作物 。 尼 的 硬汉 力 性 于 称 
本 FF). TT, BAIR 
 HINMSAS LO T, 高 产 的 亦 可 雷达 千斤 项 上 EER 
季 雨 水 稳定 的 地 区 栽培 ， ee EE SK GARE RK.” 

merle dens alenerantens 
RRR nA A, FH 

| Si PE, BLAS AE WOE” 
Scars a 等 (3587 ZEBRA, ADRS, ORM AT 
FAR OBL, (I RB, JPA HK AE BE 
ORME LAE EM, MEEK, ORE 

- 同 源 王者 着 无 明显 界限 , BBE PACE Pai, 只是 陆 稻 
王立 而 旱 而 已 : 为 了 适应 新 稻 区 部 分 水 稍 皇 种 及 机 械 旱 直播 
3 - FIVE Bek WORE SE, 最 好 是 选用 水 陆 两 用 品种 。 三 
RE LTS ROT 
! Peet pes sen 后 后 必须 实行 灌溉 , 特别 是 
。” 孚 惩 及 希 穗 开花 时 期 。 此 外 ， 所 用 品种 的 孕穗 抽穗 开花 时 期 
| 是 否 与 当地 的 雨季 有 很 好 的 配合 ， 以 及 在 保 埔 抗旱 方面 的 耕 - 
.了 作 栽 培 技术 ( 秋 耕 秋 存 、 提 早 播种 、 开 沟 或 开 福 播种 、 播 前 播 后 
SUR Ah JEL EE), 都 值得 很 好 重视 而 且 要 注意 四 作 ， is 
用 肥 地 。 次- 
ere er eee 2 RA 
RRA CR A TO. FART 

>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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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e ee 
Fo. BPH SB AE, 所 愉 抽 种 加 水 碍 肝 刘 灶 入 本， 
般 达 3 一 5 AS, 最 深 可 达 6 一 7 公分 SO 

在 选 振 田地 方面 , Ob CLOT KER, ee ee 
Mis (Ae Ay) RAG KSAT SEH LH TT) BE ARO, 

一 适 与 谷子 相反 , MAR LAA. 但 今后 都 有 必要 实行 园田 化 > Bye 
ATH bt 

陆 稻 在 保苗 上 最 以“ 草 其 2 Sc REAR Leto. ye 
MS, HbA Th, RAST RL, AE 
谷子 。 一 般 中 耕 除草 需 工 远 较 高 有 滩 、 玉 米 . 大 豆 等 为 多 。 OB 
AR TW, 并 且 常 因 保苗 数 不 通 而 减产 。 在 这 些 广 | 
HEALSRR OF EKER, 
RPS Aa ES yh cae 
措施 , 最 好 在 必要 时 进行 江浙 。. 在 雨季 田 面 能 积 水 当 然 更 好 

淮北 种 稻 在 水 十 保持 于 的 意义 很 大 ， ce Le 。， 
容易 漏水 的 条 住 下 , 是 否 以 种 植 随 稻 较为 合适 , MABE. 
“及 总 的 趋势 看 来 ， 今 后 的 陆 稻 高 产 栽培 将 从 不 江浙 走向 、 

«BEE, SEK REAR ERE 
PEE. BIR, ERATE RIE 水 随 不 分 ” . 
lciaiiahaadinks Rtas Ps 

. fi He ww ae C a 了 

ies RETRIAL RA 
Sa a 



~~ 

ee a Pris | pee’ io 

oe ee ee 
— PEAIVEEER, 1958 年 在 总 路 线 的 光 泾 照 癣 下， 工 农业 生产 全 

a idee’ 农 作 网 产量 的 跃进 震惊 了 全 世界 , RRSP 
一 突出。 现在 ; 我 国 的 稻 作 栽培 已 经 炉 大 了 一 个 新 的 历史 时 期 。 
于 今后 我 国 的 水 稍 每 再 产量 将 不 再 是 几 百 斤 而 是 由 下 斤 其 至 几 
BIT 

| fe MAE PIER Sam, 7k RATE Ba 4A 
。 其 他 作物 走 前 一 步 。 一 急 消 极 的 做 法 , 粗放 的 做 法 ,都 将 也 速 

a tt HRS Rs pe CUE BRBERE A, 从 1958 
| ERT, BUM ER ERR TRS RT, 

PRU PRT API MRR, SRE 
来 , 就 本 书 提 到 的 至 少 有 以 下 各 个 方面 : 

六 | 要 geese | RKB 

ee ze ES 
: — SE 

BRAGLBES Ee sesnoey a 

破 高 产 依 第 化 肥 花 ，， : | eRe 党 农家 肥料 葵 

BARE | RRR KLE ROR OPR 
RARER SERTKG | LOR TBR RAM 

TRUE Ree | sake a ae okie | 



Bee Se 1 a ea 

mae OT ~ | emma f 
BAER ERI 一 | 建 弄 底 可 以 破坏 论 
RRA RENEE | eR “ 
BONE ey | ee Owe Fe m 

| Ea | ai aR em 

破 北方 不 能 高 产 葵 | 建 北方 也 能 高 产 芥 

BU ABI | cw Fa 

or | MEE 

mame <  -. | mmm 2 
jesacre - . |eamnware Fee firs 

maT | es eee 
pea ean RAHA ee, ee 

a oe 、 LAER MOAR, « 
erm 8 - | (RR : 
BRTARTELARERED ES Se 

Ran Lehane [RRR 

a Bia : 
| wea “， | mR 

| aera [eM eS 
BERNE Ee ee eee 
vc. ee ee 
RELA - RB LS be 

破 秧 四 播种 最 不 宜 提 高 葵 .， “| 建 秧田 播 币 县 可 以 提高 论 

a 



ae 

| pe KB sem 
8 | ane Ke 

| 三 自 呈 千 病 种 于 处 理 无 效 葵 

| 玻 高 度 密植 毋须 中 赫 脸 

由 上 可 昂 , 破除 陈腐 观念 是 获得 高 产 的 重要 前 提 。 现 在 全 

4 

| ates on ew 
| LA Heh TH as 

| | ee 

UEP PIES | eRe OLR RRS 

ba lieth | 建 符 落 甘 身 船 矣 秧 很 好 论 

/199 

er eee ae pore 

Fe Tes BEG HE 9 OT ia 

ee | aeRO 

| aoe i ESET UR 

¢lammare | Rie re 
ees te Eerie 

aA 

RB ARAHG: STREET, DING RS 25d 
| 想 , 贯彻 全 党 全 民办 科学 的 方针 , bea, RAM, ， 

和 evi Ra Hee ee 的 可 捧 保 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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