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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在 农 轨 资源 与 生产 情况 调查 方面 ， 主 要 为 “西藏 安 业 考察 报告 9 oe fe gent: 3) 3 
《中 路 ) 农 鸭 生 产 情 况 及 其 发 展 前 途 ” Al SE RK RSA”. HEB 
报告 中 介 疗 了 西 减 高 原 的 自然 环境 与 区 划 ， 对 闪 植 物 的 种 类 与 分 布 、. 土 壤 的 类 型 .性 
KRESS ANT MAA: 对 人 礁 主 要 农 区 的 分 布 、 作 物 的 种 类 、 分 布 “Tua 
BPE RIEHL, MARE MARA SA. RK, MERE SIRT RA 
BPR SIME T ARM ARGE VMSA, LA RR 
意见 。 

在 几 业 滤 验 研 完 方面 ，1953 和 1954 南 年 创始 了 安 作物 、 蔬 荣 和 果树 的 引种 和 栽 
培 研 究 , 对 恭 新 的 农作物 (包括 冬 种 物 )、 蔬 荣 作物 种 类 和 品种 的 试 种 与 加 化 栽培 , 利 
用 温床 ， 痊 床 促成 塌 增 的 研 完 等 已 经 取得 利 步 烃 验 和 成 果 ， 也 积累 了 一 定 的 科学 次 

本 报告 集 可 供 进一步 调查 康 焉 高原 的 农 、 林 、 牧 业 资 源 、 i eet ai 
研究 工作 的 参考 。 

西藏 农业 考察 报告 

物 四 者 西藏 工作 队 农 业 科 学 组 

Dc a 科 学 出 版 和 
北京 裔 阳 门 大 街 117 号 

Ae os MEF WR MR BF PE 0614 

印刷 者 | 2 

总 经 售 PT 华 i 店 

1958 年 6 月 第 一 版 ®G:1183 字数 : 630,000 
£ 1958 年 6 月 第 一 次 印刷 开本 :787X1092 1/16 

{© 2 0001-457 AH: 331/2 MA: 7 

定价 ; (10) 5.30 元 

本 报告 全 是 前 中 央 妇 化 到 育 委员 会 西 台 工作 队 灾 灶 科学 相 1961 年 至 1954 征 在 西 
PDT ARTE AE FMR MAROTTA T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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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 Babee: oe Ma ssniensdncncaeidg vers aps 5 We ss a Man eds ess Aeecewaay Mies peiea ete ( 60 ) 

甘孜 农业 生产 座 诸 会 记录 ee “+ (140) 

二 “对 昌都 附近 农业 生产 的 几 点 意 赐 ee 人 (156) 

ABE PESEAE PETE BIL REL ee (172) 

四 “昌都 拉萨 闻 (中 路 ) 农 牧 生 产 情 况 及 其 发 展 前 途 cores rete e etre eeeeeeenes 和 (194) 

Fa. FRE ELS PRE HK ARERR ceeeeeeeeeceseeeseneeneneeeceesecsessnerserveteeeserseeenenes (241) ‘ 

FS 江 禾 附近 地 区 农业 生产 上 的 几 个 问题 ee (275) 区 

NS oH 对 日 喀 则 附近 农业 生产 的 几 项 意见 ee Ce (280) 4 

T\ SBE ACAESA RIB 1953 EAC CIEABR VE BRR cece eeeeeereeeseeeseeetenenecneesneeessnsanees (289) is 了 

Fu FAB REAESRERIS 1953 年 蔬 某 作物 坛 验 工作 总 藉 0 (318) | 4 

Ah RYBE ASRS 1959 年 森林 果树 苗 围 繁殖 工作 总 缚 mo (358) ; } 

My +- 拉萨 农 业 坛 验 场 1954 TESRBR ME cree ee eeteeeceeeeeeeensseeseeserseesecsenseneensessensntsanees (370) ye 

2 tok a Se SNES ate 3: eeeeeneoeonnneeoon (467) i 

EE BASINS UTED Ne (469)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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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a 十 五 江 攻 农业 试验 揭 设 计 草 守 (473) 和 

A 首 疫 防治 人 员 制 业 阵 总 精 报 告 eenrnnnnnennneerenoinsssssnsnstessss (TRY 35 is 
. DE 1952 年 6 月 至 1955 年 2 月 的 农业 工作 简 精 mm (48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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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ee 

一 .工作 经 过 
1951 年 5 月 中 央 人 民政 府 和 西藏 地 方 政府 签订 了 和 平 解放 西 藏 办 法 的 协 广 以 后 ， 
为 了 初步 了 解 西藏 一 般 情 况 , 作 为 帮助 西藏 兄弟 民族 发 展 政治 、 移 济 、 文 化 等 厌 建 发 事 

“ 业 的 参考 ,中 央 文 化 教育 委员 会 组 织 了 西藏 工作 队 。 1951 年 入 藏 , 共 分 5 组 ,其 中 有 1L 

MERE SM”, ILIA: 

ABE 2 )(ZEESE. SORE). TH 3A GHB ULE GE RR), A 1A GE 

BC) ,牧草 工人 ( 屠 惯 修 ) ,森林 LA Bea) . KAI LAE). 

SEE AME HS 9 月 中 旬 分 两 队 出 发 工作 。 第 一 队 由 李 连 捷 等 8 人 粗 成 ,南下 到 罕 

雅 左 页、 邦 达 等 地 考察 星 殖 问题 。 第 一 队 同志 返 抵 昌都 后 , 因 交 通 及 供 葵 上 有 困难 ,而 ， 
工作 季节 也 不 合适 , 除 痕 前 椿 . 王 鞭 二 同志 去 波 密 工作 7 个 月 ,然后 粕 乔 西 进 外 ,其 余 同 
志 回 北京 。 第 二 队 由 页 惯 修 同 志 一 人 担任 ,他 的 调查 路 线 如 下 ; 

先 去 三 十 九族 和 黑河 牧区 进行 调查 畜牧 问题 , HS 1952 年 2 月 抵 拉 际 , 协助 部 队 开 
幕 ,建立 作 一 农场 。 后 赴 后 藏 考察 ,经 曲 水 、 李 宗 ̀  天 隆 、 郎 嗓子 到 江 孜 ,、 帕 里 、 亚 东 。 又 沿 
年 楚 河 到 日 喀 则 ，, 沿途 协助 曲 水 , 江 孜 、 日喀则 等 地 解决 农 收 生产 上 的 一 些 问题 ， 又 由 
日 喀 则 西行 , 径 通 梅 几 卡 、 梅 康 阵 财 卡 , 北 行 越 念 青 唐 拉 信 藏 北 光 塘 牧区 。 东 行经 雅 巴 格 
BK , 查 藏 沼泽 区 、 岳 加 错 至 先 扎 宗 、 佳 林 错 , 径 新 格 尔 牧 区 (ONE), 训 如 宗 南部 牧区 
至 吉 错 ( 即 腾 格 里 海 ) 。 径 古 陵 拉 雪山 口 , 复 越 含 青 唐 拉 南 行 , 沿 十 陵 河 经 洋 景 桑 巴 ( 即 洋 
ASF) FE 1952 年 10 月 返回 拉萨 2， 与 农业 科学 查 大 队 会 合 。 同年 12 月 因 工作 关系 东 
返 ,经 太 昭 循 尼 隐 河 南 行 ,向 东信 雪 卡 牧区 , 转 则 拉 宗 , ROCHA DER, 经 倾 多 、 松 

， 这, 滤 怒江 至 八 宿 , 竺 查 作 宿 牧 区 ,再 至 恩 达 。 后 北 行 入 青海 二 十 五 族 区 ( 现 已 恢复 为 四 
十 族 ), RAT Bet EE RS), 调查 玉树 藏族 自治 区 各 族 草原 及 畜牧 情形 。 南 行 

”到 邓 柯 , 番 查 拉 多 牧区 情形 。 东 滤 金 沙 江 至 林冲 ,人 经 康 候 、 人 竹笋 而 返 甘 孜 。 认 1953 年 5 

月 返 北京 。 

回 北京 的 同志 后 在 李 连 捷 同志 的 合 导 下 , 又 重新 组 积 农 业 科 学 组 ,人 员 增 加 到 12 

WA 

土壤 2 A (ZEEE GE. BEER IE). HL AGAR). 植物 夺 人 (食补 求 ) , 农学 2 ACE 

1T) :原名 灾 业 气象 组 ,经 全 体 同 声讨 论 后 改 为 农业 科学 钥 。 
2) Se Pein (1952 42 11 A): Peak ree Ae Pee (Mae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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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AE BASE) PA LA RACHA) ,畜牧 2 A GHW, ZEB), PEE 1 ARBRE), ZAI 

1 \ (ERR), EAE 1 A GEHERR) 

Bl ESSAI. a IS 1952 年 6 A HERR, BRIA SE LEDS Ke A HE Hk 

部 队 及 机 关 进 行 农 收 生产 工作 、 和 解决 当地 农 笋 生产 上 所 存在 的 一 些 问 题 以 外 ,对 认 西 茂 

高 原 与 家 笋 生产 有 关 的 自然 环境 、 农 、 林 、 牧 得 源 和 农 收 业 生 产 情 况 做 了 稍为 系 业 的 、 糙 

合 的 考察 。 终 过 甘孜 和 昌都 时 ,部 全 举行 农业 生产 座谈 会 ,对 当地 生产 工作 提供 了 二 些 
意见 0; 由 中 路 抵达 拉 蔷 后 又 总 结 了 自 昌都 到 拉萨 这 一 段 农 收 生产 情况 的 届 查 工作 9 
[1953 年 3 AMIDE IT EAT ARM, AMARA Mae EW CERO] 

FDR EL EA FEARS. BUP EN EMT RRO aR EH ) SP EI 
ZEEE ABER MBE, ACM AEE AEC TE ES "OS P, 
PB ICT ALE SERRE, GAS T SWAT REE EAE REESE 

是 在 1953 4615 AES, 4 月 26 日 结束 , 为 期 3 月 又 24 天 。 由 西藏 各 地 区 部队 及 
PLATA BIE 63 人 前 来 学 名, 蛙 业 后 留 下 22 ATER BBB BITE 

西藏 各 地 区 的 农业 试验 场 准备 了 一 批 初级 农业 技术 干部 。 
fee ERB WRB LEB He. RARE BS, Pe ACARD BBP, EE 

束 后 , 由 张 乞 增 和 庄 巧 生 二 同志 负责 , GSA SIE BE GT EE, 
培 方法 和 引种 的 试验 研究 , 包括 作物 24 种 (内 牧草 3 Bh), 162 品种 , BRAS 33 种 159 品 
种 ,果树 \ 林 木 20 种 , 初步 得 到 一 些 成 果 , 对 锥 仿 后 拉 节 地 区 发 展 农业 生产 的 一 些 技术 

性 问题 ,有 了 粗略 的 认 夫 9。 | 
FER REP AN SIRES ILLS, 25 VBE HY TRUE DL SLED BR PE 

AB SRE, AM RPAH — Ae ER ES METERS TE, 

陆续 到 达 , PMA, BGI 8 4 A SMT 67 名 藏族 兽 防 干部 "。 同时 ， 协 

助 筹 划 拉 节 兽 疫 生 物 药品 制造 厂 的 建立 ,当时 建筑 完工 的 房屋 约 芋 4 fl, 等 公路 通 后 ， 

绸 运 去 制 血 清 设备 开工 制造 。 

其 他 同志 共 8 AO Ges 5 月 芭 日 由 拉 蔷 出 发 ) 去 西 藏 的 主要 农业 区 一 一 后 藏 地 区 

考察 农 牧 业 。 先 南 行 缀 曲 水 滤 雅 重 藏 布 江 到 郎 嗓子 ,指导 当地 兵 站 试 种 牧草 , 赣 转 道 打 

1) 见 甘孜 安 业 生产 座谈 会 忆 录 (附录 1 ) 和 对 昌都 家 业 生 产 的 几 点 意见 (附录 2 )。 
2) 昂 昌 都 拉 蓝 剧 ( 中 路 ) 安 牧 生产 情况 及 前 途 发 展 (附录 4 )。 
3) 见 对 和 阵地 区 安 业 生产 工作 的 几 点 泪 见 (附录 3 )。 
4) SBE RAGS 1953 年 灾 作 物 武 验 工 作 总 糙 , 蔬 荣 作 牧 武 验 工 作 总 精 及 果树 柬 林 苗 围 工作 总 糙 ( 附 录 8.9, 

10 )。 
5) 见 普 次 防治 人 员 济 嫩 班 总 糙 报 告 (附录 16 )。 
6) MPR NE ery AE 6 8S SER SOP HE SIE Rt HE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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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E, MIA BUSIS SLIM ETED, SRE KAD, IAB 
WRITE, 嘎 年 楚 河北 行 於 6 月 8 日 抵达 日 喀 则 ,到 日 喀 则 附近 的 佳 庆 则 、 

春 巴 卡 和 试验 场所 在 地 进行 调查 09, 六 提 出 日 喀 则 试验 场 的 计划 9?。 其 后 , 庄 巧 生 同 志 

经 仁 布 宗 回 拉 蔷 主持 试验 ,其 余 同志 亦 7 月 5 日 离 日 喀 则 重 返 江 孜 ,为 江 孜 试验 场 确定 
场 址 和 工作 5) 计划 。 再 南下 考察 帕 里 附近 草地 和 亚 东 地 区 的 森林 和 植物 与 土壤 后 , 便 

由 由 里 西 去 康 巴 牧区 一 带 调 查 , 更 西行 经 舵 不 榨 、 基 隆 . 撤 迦 等 地 区 而 到 小 麦 产地 拉 和 孜 ， 

为 拉 和 孜 宗 制定 修 河 坦 计 划 。 后 沿 雅 重 茂 布 江东 返 日 喀 则 ,在 途中 又 考察 了 豆 错 林 、 通 梅 

Sh KASH E , BRIT, 9 月 底 回 拉萨 , 完成 后 藏 考察 任务 ， 共 历时 4 个 牢 月 )。 

在 同时 期 内 张 志 增 、 吴 耕 荣 二 同志 亦 全 赴 后 藏 作 短期 考察 。 

为 了 工作 需要 , 李 致 勤 同 志 决 定 留 西藏 长 期 工作 , 张 纪 增 同志 则 糙 续 留 在 拉萨 农业 
试验 场 主持 试验 工作 92。 

1953 年 11 月 初 , 我 们 从 拉萨 情 程 东 返 时 分 南北 两 路 ,南路 共 7 AS), SORE YE 

重 藏 布 江 到 则 拉 宗 ,再 经 东 久 、 通 麦 而 到 达 松 宗 。 沿 途 对 雅鲁藏布江 中 下 游 流域 主要 农 

区 的 家 , 牧 生 产 情况 和 森林 、 植 物 、 土 壤 奉 源 进行 考察 ,着 重 在 山南 著名 家 区 泽 当 一 带 做 
些 希 查 了 解 ,北向 马 本 兵 站 和 波 密 分 区 ( 松 宗 ) 分 别提 出 有 关 农业 生产 和 试验 场 计划 的 
ER, ACRES EME A, RES TBAT HY. SRB RETAKE 
HE Ve BAK RNS BAB AYE. BEALS 1954 4e 1 AEB MSA, BB AD 

RG OLE AEE, AMIS 月 6 日 返 京 。 LG LAER Bh 

子 到 西藏 各 分 区 宏 场 。 

PAE PLT ER Ja DS TY 2 年 牢 , 考 察 了 西藏 的 主要 农 区 和 东部 的 主要 牧区 ,协助 

西藏 驻军 和 机 关 部 分 地 解决 了 一 些 宏 业 生 产 上 的 技术 问题 (包括 修 汇 、 修 埋 、 勘 测 等 )。 

探 集 了 五 百 多 个 土壤 标本 , 两 千 多 号 植物 标本 ,， 八 百 多 个 作物 蔬 荣 地 方 品种 种 子 .与 标 

本 ,和 一 百 多 个 畜产 标本 。 播 制 照片 狗 6000 张 ,电影 900 尺 。 测 给 由 倾 多 到 松 宗 和 帕 里 
到 拉 和 孜 再 到 日 喀 则 的 五 万 分 之 一 地 形 圆 , 由 倾 多 到 乍浦 二 万 分 之 一 地 形 圆 , 当 丘 的 二 千 

1) 见 江 玫 附 近 地 区 农业 生产 上 的 几 个 问题 (附录 6 )。 

2) 上 见 江 孜 ̀ 卡 卡 地 区 的 安田 了 水利 问 题 ( 附 录 12 )。 

3) 见 对 罗布 钛 采 农 场 的 几 项 建议 (附录 13 )。 

4) 昂 对 日 喀 则 附近 农业 生产 的 几 项 意见 ( 附 示 7 )。 

5) 见 日 喀 则 农业 武 验 场 设计 草案 (附录 14 )。 

6) Aimee RRS eat BAe 15 )。 

7) 见 由 拉 蓝 赴 后 藏 地 区 农业 考察 报告 ( 附 孙 5 )。 

” 8) HERMES 1955 年 工 月 离 拉 蓝 ，3 月 返 北 京 。 这 一 时 期 的 工作 见 “ 拉 蓝 农 业 武 验 场 1954 4ERRER ME” (附录 

11 ) ATR ALS : “PERIL ER AS 1952 年 6 月 一 1955 42 2 A) (tHE 17), 

9) BARN AS PEs Az AB ASSES 2B Pho, SL eHE EERIE 

下 作 As 过 eae 

ss i= 7 2 a 
ee ye a Bs r; “f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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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百 分 之 一 地 形 周 ,以 及 千 分 之 一 及 二 千 分 之 一 平面 图 40 幅 D2。 此 外 , 随 队 医 生 沿途 诊 

治 病 人 五 百 六 十 九 人 砍 。 

这 两 年 多 的 工作 虽然 局 限 讼 行军 考察 、 农 场 试 验 和 训 杯 干部 ,对 於 及 时 协助 地 方 具 

体 解决 粳 食 与 畜牧 生产 问题 所 起 的 作用 不 大 ,但 是 在 积累 西藏 地 区 家 、 林 、 牧 生产 的 科 
学 碍 料 和 负 定 高 原 农业 科学 研究 工作 基础 方面 是 起 着 一 定 的 积极 作用 , 在 科学 颌 域 中 
也 有 其 一 定 的 意义 。 这 些 工作 上 的 收获 ,是 和 西藏 地 区 和 >x x 军 的 颌 导 与 大 力 支持 以 
及 西藏 人 民 和 进 藏 部 队 、 机 关 工 作 同 志 的 热忱 帮助 分 不 开 的 。 

在 考察 过 程 中 是 遇 到 一 些 困难 的 ,主要 是 证 言 的 隔 阅 。 虽 然 带 有 翻译 人 员 , 但 大 都 

分 时 间 是 去 交涉 交通 运输 和 日 常生 活 的 一 些 事 务 ,这 样 便 不 能 多 做 访问 。 在 途中 候 性 
口 比较 困难 , 常常 为 了 性 口 要 等 上 一 雨天 , 甚至 於 几 天 ,再 加 上 人 地 生 朴 和 行军 番 查 方 
式 所 带 来 的 不 方便 ,不 能 很 好 掌握 工作 时 间 , 有 时 在 途中 发 见 了 问题 , 也 不 能 及 时 作 深 
入 一 步 的 了 解 。 促 管 如 此 ,我 们 还 是 想法 区 服 了 困难 。 当 然 ,我 们 在 工作 上 的 缺点 还 是 

很 多 的 。 
今天 , 安 业 科学 组 同志 返回 北京 的 ,一 方面 经 常 和 西藏 家 收 生产 机 构 取 得 联系 , 萎 

顷 了 解 西 藏 的 安 收 生产 发 展 情况 。 另 一 方面 把 带 回 的 种 子 及 标本 分 发 有 关 单 位 进行 起 
种 多 定 和 研究 ,根据 已 经 了 解 的 西藏 情况 和 祖国 其 他 地 区 农业 生产 与 农业 科学 发 展 的 

成 果 , 随 时 和 间 上 毅 和 有 关 单 位 反映 提出 具体 建议 ,以 供 参考 。 

1) 水 利 调查 报告 见 王 葵 (1952 年 7 月 ): 波 密 区 水 利 概要 (附录 19 )。 



二 . 西藏 高 原 的 自然 环境 .与 

自然 区 域 的 划分 

对 自然 环境 进行 了 解 是 发 展 农 牧 业 及 一 切 生 物 生产 事业 所 必需 的 ,因为 生物 与 环 

境 呈 级 一 的 体系 存在 讼 具体 的 空间 之 内 。 

A HUE AR (尤其 是 植物 ) 和 土壤 等 现象 都 是 自然 环境 最 主要 的 组 成 部 分 , 写 

们 在 不 同 的 程度 上 都 反映 着 地 带 性 或 区 域 性 。 如 果 一 般 情 况 趋向 一 致 ,如 一 定 的 气候 

条 件 在 一 定 的 地 形 条 件 配合 之 下 产生 了 某 种 生物 、 土 壤 现象 , 这 就 构成 了 革 一 区 域 特 

性 而 可 以 划分 为 一 自然 区 域 。 

很 明显 , 自然 区 域 是 以 生物 - 气 收 特征 为 指标 ,而 它们 的 产生 或 形成 ,除了 时 间 因 素 

Bh, 必须 首先 考虑 到 和 综 度 和 地 形 因素 。 因为 绰 度 决定 了 太阳 热量 在 地 面 上 总 的 分 布 情 

况 , 而 地 形 则 又 决定 了 局 部 的 情况 。 所 以 自然 地 带 或 区 域 作 为 空间 面积 的 生物 - 气 想 现 

象 , 有 水 平分 人 和 垂直 分 做 的 法 则 。 西 藏 高 原 的 自然 区 域 , 就 是 在 这 样 的 法 则 之 下 划分 

的 。 

这 里 我 们 首先 分 析 高 原 的 地 形 和 气候 条 件 , 东 在 这 些 次 料 的 基础 上 进行 自然 区 划 。 

一 . 地 理 位 置 和 地 形 
西藏 高 原 在 广义 上 铬 ,包括 西藏 全 部 ,青海 和 原 西康 的 四 大 部 分 ,甘肃 的 西南 角 , 四 

川西 北 和 云南 西北 部 ,面积 钓 220 ST AHAB, EASE, BCE PRE T9°~104°, dL 
QT°~40° 之 间 。 双 境 海拔 一 般 在 3000 米 以 上 ，, 平均 海拔 达到 4000 米 以 上 ,这 是 环球 

中 综 度 地 带 海拔 最 高 而 面积 最 大 的 高 原 。 它 的 存在 ,阻止 了 印度 洋 暖流 向 北 进入 ,也 摘 
佳 了 西伯 利 亚 重 压 向 南侵 邢 。 EE AR rp RE ROA TA ASE AEA 
流 的 影响 。 所 以 它 的 存在 ,好 似 一 个 独立 的 地 理 体系 ,同时 也 是 干旱 与 湿润 地 带 的 分 界 。 

高 原 基 本 的 组 成 部 分 为 几 条 主要 山 有 版 : 东 有 晶 巾 山 有 版 的 南 支 一 一 唐古拉 山 阪 作为 
澜 沦 江 与 怒江 的 分 水 疆 ; 念 青 唐古拉 山 且 横 瓦 认 中 部 , 折 而 向 南 与 倾 多 拉 相 接 ; 国 底 斯 
出 有 瞩 分 伤 在 念 青 唐 古 拉 与 雅鲁藏布江 之 间 , 由 西向 东 将 高 原 分 制 为 南 、 北 二 部 ; SSH 
雅 旦 版 西 起 帕 米 尔 山 千 , 篇 延 太 西 藏 南 声 , 平 均 高 度 超 过 6000 米 。 

高 原 河流 主要 分 佑 在 东部 , 论 属 认 太 平 洋 水 系 。 自 东 至 西 计 有 金沙 江 、 漳 沦 江 及 经 
江 ,在 境内 均 由 北向 南 访 。 高 原 北 部 及 西部 朗 欧 唐 地 区 ，, 为 内 陆 水 系 , RA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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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HE PEAKE. ESR PABA HE SG eA TLL LI AHO ae, a PRB, REVERE 
LE FE ay os Se Se HS HELL WE A ES PH I ET EAD ERE, Dk OD 

为 印度 斯 河 , 5 HEA CA TL AD AGT BEA ED ERE 
西藏 高 原 地 形 的 形成 
西藏 高 原 ( 指 二 郎 山 以 西 的 天 高 原 ) 的 生成 ,在 地 质 史 上 是 相当 新 的 。 从 新 生 代 开 

始 的 剧烈 的 上 升 运动 , 在 不 断 上 升 的 内 营 力 影响 下 , 外 营 力 的 冰雪 和 流水 的 切 鲁 作 用 ， 
因为 基准 面 的 升 高 而 加 剧 。 上 升 运 动 是 不 会 以 同一 速度 ,或 按照 同一 基准 面 作 等 高 的 

上 升 的 。 巾 於 部 分 地 区 较 速 的 上 升 ,而 影响 到 水 系 的 分 伤 以 及 河流 的 缆 夺 。 
。 西藏 高 原 的 东 面 和 南面 , 受 着 强烈 的 季风 吹 搁 , 也 受 着 剧烈 的 冰雪 和 流水 的 侵蚀 作 
用 ,所 以 在 东 面 形成 的 金沙 江 、 雅 碍 江 和 怒江 三 大 河谷 , 都 深 列 地 切割 了 高 原 。 在 南部 

的 喜马拉雅 山 , 是 上 升 最 快 而 最 高 的 地 带 。 虽然 山 的 南 坡 雨 雪 量 大 ,河床 比 降 大 ,而 向 

源 侵 鲁 的 力量 , 仍 胜 不 过 上 升 的 力量 ,不 能 深 列 地 切割 高 原 。 而 布 拉 马 普 特 拉 河 的 上 测 

发 展 成 雅鲁藏布江 流域 ,可 能 主要 的 是 由 放下 面 三 种 原因 : 

1. 白马 岗 一 带 ( 雅 移 藏 布 江 由 东西 向 而 惫 转 成 南北 向 的 地 区 ) 上 升 的 时 代 较 早 , 剧 

烈 的 向 源 侵 鲁 作用 发 生 时 间 较 长 。 因为 白马 岗 和 波 密 一 带 的 高 山 , 山 崇 海拔 高 度 在 
6500—7000 >, 原始 基准 而 定 在 7000 米 左右 ， 到 现在 切 鲁 成 了 海拔 1000 一 2000 米 的 
mS, ELREVE T 5000 一 6000 2K, 这 是 一 件 自然 界 的 伟大 工程 ,需要 相当 时 日 才能 完成 
的 。 在 白马 岗 一 . 带 ,也 没有 发 现 过 较 新 的 地 层 。 内 外 营 力 的 时 间 条 件 是 相合 的 。 

2. 白马 岗 一 带 正面 对 强烈 的 西南 季风 ,喜马拉雅 山 和 野人 山 又 排列 呈 人 字形 , 致 有 
大 量 的 冰雪 和 流水 作用 而 发 生 剧 烈 的 向 源 侵 刍 ,区 把 高 原 切 制 开 , 芷 把 原 有 水 系 的 一 大 
RAVAGE, | $3 

3. 雅鲁藏布江 的 东西 向 河谷 ,是 沿 一 个 东西 向 的 断裂 地 带 发 生 的 。 因为 它 是 在 地 
层 薄 红 的 部 分 发 育 的 一 条 河流 ,在 较 短 的 时 间 内 和 较 小 的 外 营 力 下 ,河床 的 继 剂 面 就 成 
为 平缓 的 曲 穆 , 所 以 流速 比较 小 ,冲积 的 台地 也 比较 平坦 。 雅 生 藏 布 江 原来 很 可 能 向 西 
He ASRS I, "EH BREA BE Ach HB BLK ASE AD APT TA A 
PL 24a HD te HE A es RIS GE IFLA AS Te fh Ty BR Be TBE ZF, 

SRE RMSE DE ARIE ES REE MINA, TESS, 
APL (0 Bs SP A GD ES J A A : 

1. PDE 7K AFAR RH OT : EE TK RE EDT, ERR 
— PRR ALIEN AC RN BPS, | FUP GT SRR 

rei 3S AS THE LL A EAS TERS (BT BRAD, 
2. PFE ALAS BD AEs FR EE a A Ie ee, MB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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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滤 地 带 。 降水 量 的 大 小 ,决定 着 侵蚀 作用 的 天 小 ,而 河谷 的 宽 窗 ,也 决定 着 治 河谷 上 

WAR BAS, FERRARI ARE, EVER T IR. TE 

江河 谷中 更 为 明显 , 因为 这 条 河谷 中 有 三 个 峡谷 区 : 

GQ) 德 木 宗 以 下 到 白马 岗 的 峡谷 ; 《〈2) 和 线 和 甲 查 宗之 问 的 峡谷 ; (3) 仁 布 乏 到 

” 妃 索 之 间 的 峡谷 。 

第 一 峡谷 最 为 潮湿 ,估计 平均 年 雨量 在 1000 毫米 以 上 ; 第 一 .二 峡谷 间 , #y 700 BE 
米 ; 第 二 、 三 峡谷 间 , 400500 EK, HLL, 可 能 比 400 毫米 更 少 了 。 所 以 上 游 部 分 是 
一 牢 干旱 地 区 。 读 地 区 的 气温 月 较 差 大 ,因为 高 原 上 的 太阳 辐射 强 , 侵 印 面 所 受 的 温差 
一 定 还 要 天 ,因此 加 速 了 岩石 驻 粒 的 崩 解 和 成 片 的 籍 落 。 干 季 的 时 间 特 别 长 ,雨季 时 - 
般 的 降雨 量 都 小 ,就 是 一 场 雨量 较 多 的 雨 ,都 成 了 暴雨 形式 。 下 雨 多 在 下 午 , 地 面 晒 得 
灼热 后 ,落下 来 的 雨 先 要 被 蒸发 一 部 分 , 薄 为 当地 的 岩石 矫 隙 和 士 壤 所 吸收 , SEER 
限 , 所 以 搬运 量 也 有 限 。 在 拉 阵 和 日 喀 则 等 地 区 ,可 以 看 到 很 寅 广 的 河谷 , 雨 岸 傍 山 地 
区 都 是 属 庆 沉积 地 区 。 假 如 把 这 区 域 中 海拔 4500 米 以 上 的 山 些 都 便 平 的 话 , 这 里 还 是 
一 个 内 陆 水 系 。 

在 每 一 段 峡谷 的 上 面 , 可 以 说 是 一 个 河流 侵蚀 的 交叉 点 , 峡谷 中 坡度 即 变 陡 , 河床 
又 很 窄 。 紧 接 峡 谷 的 上 游 及 下 庆 地 区 ,河床 比 降 刻 小 ,流水 面 又 寅 ,所 以 流速 大 减 ,而 河 
流 中 所 携带 的 泥 沙 就 大 量 沉积 。 至 冬 春水 落 时 , 实 广 的 沙 潍 露 出 水 面 , 那 时 风力 比较 强 
态 , 由 风力 搬运 堆积 ,而 形成 沙丘 。 沙 丘 的 绥 坡 面 就 是 迎风 面 ,都 是 向 下 游 的 ,证 明 碟 行 
风向 是 由 下 游 向 上 游 吹 的 。 在 大 雪山 之 下 ,也 有 受 冰 川 风 的 影响 ,而 风向 相反 ,使 沙丘 
向 下 涛 移动 的 。 例 如 绒 对 岸 的 沙丘 , ORAS SEI, 曲 水 到 泽 当 一 带 沙 
丘 最 多 ,这 样 发 展 下 去 ,沙丘 面积 一 天 天 增加 ,有 许多 耕地 会 被 它 掩盖 。 至 认 如 何 防止 ， 

请 参天 下 文中 林业 概况 中 的 沙 幕 造 林 一 节 。 
在 牢 干旱 的 气候 下 生成 的 局 形 地 , 士 层 比较 厚 , 沾 人鱼 很 厉害 。 
KRALL AAEM Gh, 在 日 喀 则 和 仁 布 宗 一 带 ,可 分 为 五 层 ,只 

有 第 一 .二 层 台 地 可 以 引水 加 以 利用 。 再 上 面 的 几 层 台 地 引水 困难 ,而 且 也 被 制 切 得 支 

离 破碎 一 些 。 在 甲 查 宗 到 德 木 宗 一 带 的 台地 ,可 务 分 为 三 层 ,因为 这 区 域 中 还 流量 大 ， 

由 痢 近 山 波 中 引水 还 不 太 困 难 , 所 己 较 高 的 各 地 ,还 能 有 些 引得 上 水 的 。 各 支流 的 情况 
变化 较 大 ,不 在 此 枚 举 。 

APM ME, TUS SE Me. 那里 雨量 大 , 逐 流 量 也 大 ， 

EL RHI BRIS, LS LL OTE GAN TEE, 河谷 雨 岸 的 山坡 坡度 都 很 陡 , 这 和 地 壳 的 不 

稳定 有 关 。 
VDE RO WOR, 高 山上 雨 雪 量 很 大 , 冰 咱 很 多 。 当 冰 用 作用 极 磺 时 期 ， 在 波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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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三 条 较 大 河流 . RHE ET AT BAR AT TAT AEP, AD LL AE. UR SR i 

Jar, Fa RC AEP ap Ae Ee A ce eR AT AE EF ES Se 

沉积 ,所 以 有 许多 平缓 肥美 的 农 地 。 在 波 密 区 还 流量 大 ,灌溉 水 源 是 很 充沛 的 。 那 些 雪 

山顶 上 堆积 的 冰雪 , 荔 集 到 春天 , 便 深 化 流下 ,可 以 引水 庶 地 ,所 以 水 源 是 很 方便 的 。 可 

普 这 种 出 溶 化 的 坟 水 ,温度 太 低 ,对 作物 幼苗 慈 不 适宜 。 

西藏 高 原 的 地 貌 , 由 亦 强 烈 的 流水 向 源 侵 人 鱼 作 用 和 冰 略 作用 ，, BE es Jk LSP, Ke 

构造 断裂 地 各 , 产 生 了 海 扩 校 低 的 寅 而 下 的 河谷 。 这 对 高 原 上 的 农业 生产 ,是 一 个 有 有 惠 

条 件 。 

PMs TR 

(—) A te : We Fee res ES , AA SRNL RATA ,一 般 高 度 都 在 海拔 3000 KY 

_E, MAB KR HR STE 4000 KYL, RB, 高 原 上 空气 层 薄 ， 合 微 座 少 ,水 汽 也 

少 , 因 而 空气 的 透明 系数 也 大 。 太 隅 辐射 中 的 短波 光 乏 , 受 散 射 而 损失 的 少 。 和 平地 来 

比较 , 高 原 上 的 直接 辐射 强 , PEAR ZB] ETE 3000 米 高 度 内 的 低 气 层 中 , 高 度 每 上 升 

1000 米 , 直 接 辐 射 强 度 增加 10 色 ,但 在 3000 米 以 上 ,就 增加 得 组 慢 了 25, 所 以 康 藏 地 区 

是 日 光 辐 射 最 强烈 的 地 方 。 在 高 原 上 生长 的 植物 ,是 不 会 感到 日 光 不 够 的 。 沁 议 紫外 

光 绢 强 了 ,或 直射 光 强 了 ,往往 对 植物 有 害 2， 可 是 在 高 原 综 合 的 自然 环境 中 ,还 不 易 觉 

察 出 其 对 植物 有 怎样 不 利 的 倾向 。 

咒 原 面积 很 大 ,就 西藏 高 原来 说 ,南北 锡 估 和 综 度 7” , 东西 狗 估 轻 度 15 。 以 这 样 广 

大 的 地 面 , 来 接受 较 强 的 太阳 辐射 , AN EHO THERESA, 在 数量 上 有 很 大 

PIPE SE, Pill Ao Wes 1 TA eC 3000 AK ZEAL, “UR EL RAR. ANE AER EE I rea ER 

中 部 4000 米 的 地 方 ,还 有 相当 温度 来 供 青 释 的 生长 成 熟 。 

(二 ) 气 压 和 风 : 高 原 上 还 有 一 个 特色 ,就 是 气压 低 。 一 般 地 区 气压 ,已 降 到 海平 面 

气压 的 一 舍 ; 水 的 沸点 也 从 100°C 降 到 70°C, 使 豪 侯 工作 感到 困难 。 至 认 植 物 生长 在 

(SUE, 对 它 的 光合 作用 和 呼吸 作用 有 什么 影响 , 过 去 很 少 研究 过 。 在 高 原 上 4000 

米 的 地 方 一 一 也 就 是 450 毫米 气压 的 地 方 ,还 有 农作物 ,倒是 一 件 值 得 注意 研究 的 事 。 

河谷 中 平均 风速 小 , 较 大 风速 又 多 在 冬 春季 , 所 以 因 风 而 致 作物 倒伏 的 问题 ,在 家 

KATE, (ALTER AERA 8 级 以 上 的 风雨 次 ,一 次 把 房 顶 吹 走 ,一 刀 

把 观测 场 的 百叶 箱 吹 倒 。 可 是 这 种 风 是 很 局 部 的 。 

《三 ) 容 气温 度 和 士 温 : 因为 高 原 上 太阳 辐射 强 ,， 所 以 下 扫 面 在 白天 增加 温度 很 快 ， 

1) LC. I. Kocrmf， 气 象 学 与 气候 学 原理 。 中 华 书 局 虱 本 ,第 67 页 。 
2) FA. IL IIemaaxop， 植 牧 生 态 学 (新 安 出 版 社 )。 第 23,3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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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产生 较 强 烈 的 对 流 D。 从 空气 的 混合 和 热 的 对 流 上 来 看 ,除了 对 流 外 ,因为 河谷 中 的 
风速 较 小 ,动力 渴 动 不 强烈 。 但 是 因 地 面 复 盖 物 的 不 同 (如 冰雪 面 \. 水 面 和 陆地 面 ) 以 及 
地 形 的 关系 ,使 士 壤 和 空气 的 增 温 程度 也 不 相同 。 其 间 的 差 机 ,更 因 太阳 辐射 的 强烈 而 
加 剧 。 高 原 的 春 夏 天 ,是 热力 渴 动 最 活动 的 时 期 ,下 午 随 时 可 以 看 到 夹 着 灰 砂 的 小 龙 答 
(HS) ADH); AT LEAL, EDT BABE, 有 一 次 这 样 的 风 , 刚 刚 经 过 观测 场 百叶 
箱 的 位 置 , 箱 中 温度 表 立 刻 开 高 55C。 所 以 在 高 原 上 生长 的 植物 ,在 渴 动 风 阵 中 受 着 洽 
热 空气 的 交 迭 影响。 当然 ,植物 的 温度 ,在 极 大 程度 上 决定 截 太阳 辐射 的 强度 。 在 高 原 
上 ,气温 比较 低 , 而 太阳 辐射 强 。 主 要 是 植物 本 身 温 度 还 高 ,能 达到 其 生理 上 的 需要 , 受 
气温 的 变化 影响 不 大 。 不 过 直接 在 太阳 辐射 下 ,和 在 队 影 之 中 的 变化 ,对 植物 的 生理 作 

用 , 则 起 契 对 不 同 的 影响 。 元 其 是 高 原 上 夜间 的 温度 低 , 只 要 不 下 降 到 雳 度 以 下 ,是 对 
植物 的 生长 有 好 处 的 。 植 物 因 低温 而 呼吸 作用 微弱 ,代谢 作用 缓慢 ,也 更 有 利 认 营养 物 
质 的 积累 ,这 是 一 个 值得 注意 的 问题 。 

另 一 显著 特色 ,是 日 较 差 大 。 日 较 差 大 的 原因 ,是 因为 日 间 有 强烈 的 太阳 辐射 ,而 
高 原 的 夜间 又 是 晴朗 平静 , 下 热 面 辐射 失 热 后 , 寒 兴 面 所 接触 的 空气 也 就 冷却 ; BEALS 
气 本 身 也 直接 因 辐 射 而 沦 却 。 不 但 是 河谷 中 平地 的 空气 进行 洽 却 ,而 在 较 高 的 山坡 和 山 
崇 上 也 以 更 大 的 速度 进行 着 ,使 地 面 空气 温度 降 得 很 低 ， 密度 很 大 , 因而 成 为 山 风 向 下 
移动 , 下 沉 到 谷底 ,和 致 谷底 夜间 的 气温 降 到 更 低 。 如 昌都 的 台地 上 ， 日 较 差 可 达 28 一 
29°C, A2BS3 BEA HABIBI 18—19°C, FE 4000 米 左 右 的 河谷 , 凡 雨 旁 有 较 高 山 崇 的 地 
方 ,台地 上 就 易 受 霜 害 。 如 果 在 靠近 台地 的 山坡 上 去 耕种 , 那么 只 是 山 风 过 境 , 不 像 台 
地 上 冷 空气 集 辕 ,比较 之 下 ,是 可 以 少 受 一 些 霜 害 的 。 不 过 利用 山坡 的 地 形 来 减轻 霜 害 
有 一 定 的 限度 。 据 沿途 观察 的 结果 ,常常 不 能 超过 台地 以 上 100 米 的 范围 。 

从 昌都 、 倾 多 、 则 拉 宗 和 拉 阵 四 地 的 短期 纪录 来 看 ,和 绝 对 最 高 温度 只 在 30°C 左右 ， 
所 以 :一 直 保 持 在 525°C 之 间 的 有 3 一 和 个 月 。5--25"C 这 种 低温 的 环境 ， 对 青 释 、 小 

麦 的 生长 是 有 利 的 。 
因为 河谷 中 冬 春 没有 积 雪 复 盖 , 底 扰 雪 的 辐射 来 消耗 热 , 在 春天 也 不 致 因 融 雪 吸 收 

天 量 的 热 而 使 气温 降低 。 这 样 , 土 温和 气温 在 春天 都 很 快 地 增高 。 所 遗憾 的 是 夜间 的 

低温 ,直到 4 月 甚至 到 5 月 ,还 有 下 降 到 雳 度 以 下 的 时 候 。 在 这 种 气候 情况 下 , 荔 荣 作 

物 只 要 能 在 夜间 用 复 盖 保 护 得 好 , 便 可 在 3 一 4 月 间 开 始 正常 的 生长 和 发 育 。 

在 河谷 农 区 中 ,即使 在 冬天 ,和 白天 的 温度 也 常 在 雾 度 以 上 ,所 以 工 2 月 冻 土 的 深度 ， 

常 不 超过 20 厘米 ;每 到 下 午 , 径 日 光照 射 后 都 部 分 地 解冻 。 6 FS 4000 米 以 上 的 高 原 ， 

， 1) 在 河谷 中 常常 可 以 观察 到 强烈 的 谷 风 ,可 忆 表 未 对 流 的 强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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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 is BEY (AE 

DURE ERE Da, FE RA Ss CH 8860 米 ) 工作 过 ,得 到 下 烈 

fst”: Fa FPA AS Yat SSE HP BY AE Se BARE, AAS ALAR Et ts A TR YE 

碳水 化 合 物 和 脂肪 ,因而 大 大 地 提高 了 它 的 抗 塞 抗旱 性 ; 特别 是 牧草 类 ， ER RT 

SAP HAY 25% 或 更 多 。 他 又 观察 到 植物 在 温度 变化 比较 强烈 的 环境 条 件 下 所 产生 的 

新 的 适应 性 。 平 原 地 区 的 马 耸 暮 引 进 到 高 原 上 去 种 植 ,在 生育 的 第 一 年 , 叶 组 秩 条 胞 中 

出 现 了 几 育 油 类 ,第 二 年 的 含油 量 大 狗 增 加 了 1 倍 , 第 三 年 还 在 炎 入 增 加 。 我 们 在 拉 际 
所 做 的 禾 本 科 和 蔬 荣 作物 的 试验 工作 ?2， 只 有 一 年 的 结果 , 而 且 工作 也 比较 粗放 , 但 从 
此 亦 可 看 到 巴 拉 庄 夫 千 论 的 正确 性 。 
(四 ) 降 水 : 高 原 上 雨量 的 分 做 主要 是 由 水 汽 供 给 的 途径 和 地 形 的 机 械 哲 高 作用 来 

决定 的 。 高 原 的 东南 雨 面 , 受 着 强烈 季风 的 影响 ,迎风 坡 上 雨量 最 高 , 常 在 1000 毫米 以 

上 。 季 风气 流 越过 山脊 后 ,就 顺 坡 下 沉 , 常 带 有 焚 风 性 质 , 使 得 那 地 区 特别 干燥 。 因此 

二 邹 山 的 西 坡 和 喜马拉雅 山高 举 的 北 坡 ,都 形成 一 个 干旱 稀疏 的 短 草 地 和 芝 漠 景观 ,与 

迎风 面 的 茂密 森林 成 一 个 强烈 的 对 比 。 这 种 雨量 较 高 .生长 森林 的 地 区 , 沿 着 几 条 大 的 
河谷 ,更 深入 到 高 原 中 心 : 这 主要 是 由 芯 强 烈 季 风 常 循 河谷 , 把 水 汽 输 迁 到 高 原 上 去 的 

荫 故 。 每 条 河谷 的 季风 所 能 达到 的 深度 和 雨量 分 念 , 都 有 所 不 同 , 这 要 看 河谷 的 方向 和 

谷口 的 地 形 来 决定 。 例如 雅 餐 茂 布 江 谷口 正 对 强烈 的 西南 季风 ,所 以 使 潮湿 的 季风 能 

深入 到 它 的 主 支流 上 去 。 
4000 米 以 上 的 高 山 ,在 冬 未 春 初 寺 有 较 大 量 的 降水 ,造成 “正二 .三 ( 队 历 ) 雪 封 山 ” 

的 现象 , 那 时 河谷 中 还 是 干旱 少雨 。 在 下 游 ,由 3 月 就 开始 雨季 , 越 向 上 游 雨 季 开始 得 
越 迟 ,到 了 拉 茧 、 日 喀 则 ,雨季 就 延 到 4 月 底 才 开始 , 9 月 结束 ;而 下 游 的 雨季 ,西边 可 以 

METH) 11 月 。 从 短期 妈 录 和 植物 、 土 壤 等 自然 现象 来 推测 ,平均 年 雨量 为 : 通 麦 在 1000 

KYL, (HB 700 毫米 , 则 拉 宗 550 Bk, ABE 450 毫米 左右 , 日喀则 400 毫米 以 下 ， 

MOAR EA TUE LUE, | 河谷 两 旁 的 山坡 高 处 , 因 坡度 大 ,雨量 也 较 多 ,雨量 ， 

的 分 优 也 不 像 河 谷中 那样 集中 在 雨季 。 河谷 底部 气温 高 ,蒸发 量 大 , 除 下 论 雨 量 特 多 ， 
J) HE BUTE AN BRAK URAL, ABBE BAUR, DBA RARE iia, Tae 

有 灌 浙 就 没有 农业 。 从 下 面 的 试验 奏 料 ( 见 下 页 ) 可 以 看 到 春 旱 对 产量 的 影响 很 大 。 

上 升 气流 特别 强 厨 时 ,会 形成 冰 夫 ,但 冰雹 为 害 , 只 限 认 几 亩 到 几 十 亩 的 小 面积 上 。 
降水 有 成 为 暴雨 形式 的 ,不 易 为 土壤 和 植物 所 吸收 。 根 据 过 去 纪录 , 拉 阵 的 雨量 很 多 年 
超过 1000 毫米 ;而 解放 后 两 年 的 纪录 都 在 四 、 五 百 毫米 。 邹 使 过 去 售 有 过 大 量 暴 雨 ,但 

1) 尤 里 耶 夫 :田间 作物 育种 学 及 良种 繁 表 学 (上 册 )。 第 28,37 页 。 
2) SUPT BR Ae RR BS 1953 年 安 作物 武 验 工作 总 烙 和 蔬 荣 作物 试验 工作 总 精 ( 附 孙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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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 流 对 青 梨 小 麦 产量 的 影响 〈 拉 蓝 , 1953 年 ) 

=: 清明 和 谷雨 播种 的 青 牺 , 因 受 省 害 和 和 地力 不 鱼 的 影响 ,不 如 后 两 期 播种 的 产量 高 。 

是 这 数字 也 有 可 以 怀疑 的 地 方 , 因 为 那样 的 雨量 不 是 现 有 河道 所 能 容 勒 5 

(A) 72: EUR LRH, 这 从 野外 可 以 观察 到 。 在 干 季 , 河 谷 较 低 的 地 面 上 都 

辕 有 和 白色 鉴 结 皮 , 而 在 田间 , 春 时 的 情形 也 比较 产 重 。 我 们 以 一 般 气 象 刀 录 中 的 箱 内 外 

水 面 蒸 发 纪录 , 来 代表 自然 地 面 蒸发 的 情形 是 有 一 个 相当 大 的 距离 的 。 但 若 以 十 个 地 

点 的 水 面 蒸发 量 互相 比较 ,也 还 可 看 出 一 个 强 弱 的 趋势 来 。 葡 举例 如 下 : 

拉 节 与 北京 箱 外 水 面 蒸发 量 比较 (毫米 ) [1953 年 1 一 10 月 ] 

。 | aa 
221.7 

133.4 

209.1 

171.3 

312.7 

240.5 

154.5 

49.2 

211.4 
一 一 -| 

146.2 

260.1 

248.5 

253.8 

239.9 

Di bee A ARE ARAL CFE 1,2 月 份 高 达 3 倍 之 多 ,这 足以 说 明 高 原 上 河谷 

Jee WARES HERR EH, | 
FS) REI: PUP UR 来 划分 西藏 高 原 的 自然 环境 ,主要 任务 是 解决 安 林 

收 生产 问题 。 可 是 高 原 的 测 候 站 台 饶 少 ,而 气候 分 做 情况 又 特别 复杂 ,所 以 气候 环境 的 
区 划 , 还 须 从 植物 和 士 壤 的 分 伤 来 着 手 。 植 物 能 具体 表现 小 气候 的 分 伤 ,所 以 在 命名 上 
也 以 气候 为 主 ,而 在 具体 内 容 上 则 用 植物 和 士 壤 的 分 伤 来 表现 。 简 述 如 下 : 

1. 第 一 区 : 塞 漠 及 蜂 破 沼泽 区 一 包括 藏 北 羌 圭 和 藏 南 喜马拉雅 山 雨 影 部 分 ,都 属 
内 陆 水 系 ,海拔 高 度 在 4500 UAE, SIRES (ELT AT ASW IY BEAR at A 

1) Tl. AL. bat ee: PRA REL, TART EERE HWE) 1952 4e 1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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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温 在 0°C 以 下 , 冬季 最 低温 度 达 — 48°C 左右 ， JRA PERE SA 30°C 左右 。 大 部 分 
地 区 降水 量 在 100 毫米 以 下 。 夏 季 常 降 冰 起 。 每 年 9 月 到 次 年 4 ABM, 以 西北 风 
为 主 ,差不多 每 天 下 午 都 副 风 , 气候 干燥 塞 准 。 地 势 高 的 地 方 是 塞 漠 , Ce 
和 内 陆 湖 。 

2. 第 二 区 : 塞 兴 高 出 草 甸 区 一 一 包括 各 河流 的 最 上 游 部 分 ,还 包括 一 部 分 上 区 边 纤 
上 面积 小 的 内 陆 水 系 , 海拔 高 度 在 4000 米 以 上 。 气 候 纪 录 少 , 惟 邦 达 一 地 的 纪录 也 可 
代表 一 部 分 情况 ( 圆 工 )。 年 均 温 在 5 以 下 , 冬季 最 低温 度 , 可 能 低 到 —30°C 无 者 。 
最 天 日 较 差 也 可 达 25°C 左右 。 降 水 量 是 200 一 400 毫米 , 各 地 不 等 。 因 为 塞 痊 而 蒸发 
量 小 , 加 以 降水 量 已 相当 增加 , 故地 面 水 分 比较 充足 。 但 冬季 冻 土 时 期 较 长 ,对 植物 秒 
谣 , 生 理 干 旱 期 还 是 比较 长 的 。 降 冰 埠 的 次 数 比 上 区 的 少 , 风 亦 减 弱 。 

3. 第 三 区 : 牢 干旱 灌 未 草原 区 一 包括 几 条 大 河 的 河谷 地 带 , 以 及 少数 滨 湖 地 区 。 
现 有 气象 站 都 店 在 此 区 (图 2 )。 年 均 温 高 亦 5“C, 可 达 17"C。 冬 季 最 低温 度 在 一 202C 
以 下 。 降 水 量 为 300 一 500 毫米 , 降水 量 高 的 地 方 , 也 是 温度 高 ,蒸发 特别 强 庶 的 地 方 ， 

Ek 

L.  Re dy Oi DS 

图 1 那 达 的 温度 和 降水 量 ，1953。 fa] 2 昌都 的 温度 与 降水 量 , 1953, 
图 例 : …… 月 平均 最 低温 

vv 月 平均 

月 平均 最 高 

= - ‘ 多 a 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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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过 还 是 属 庆 全 干旱 气候 的 范围 。 降 冰 示 的 机 会 很 少 ,在 海 技 低 而 卷 近 森 林 的 河谷 中 ， 
PRALAES, ASR), MHS, 

4 第 四 区 :温润 森林 区 - -一 这 一 区 的 主要 特点 是 气候 大 多 不 塞 冷 而 地 耐水 分 充足 ， 
。 是 足 供 森 林 成 长 的 地 区 。 有 的 地 方 降水 量 有 显著 的 增加 ,例如 波 密 和 白马 岗 一 天 ;有 的 
地 方 则 比 上 区 的 增加 有 限 ,而 蒸发 量 则 显 落 降低 。 例如 河流 中 上 游 的 山坡 上 就 是 因 
蒸发 减 少 而 保存 了 水 分 。 再 按 温暖 和 潮湿 程度 的 不 同 ,分 成 三 个 亚 区 : 

(GD) 第 一 亚 区 :寒冷 湿润 森林 区 -分 估 在 河谷 5 中 上 游 雨 岸 的 山坡 上 。 在 狭窄 河 
谷中 一 直 可 达 谷 底 , 而 在 很 宽广 的 河谷 中 , 河谷 底部 因 受 太阳 照射 时 间 较 长 .蒸发 较 强 
盛 ,所 以 谷底 那 一 部 分 还 是 属於 第 三 区 的 范围 。 无 气候 记录 估计 年 均 温 为 5--10*C, 冬 
季 最 低温 度 可 达 一 25"C, 降水 量 500_800 毫米 。 

(2) 第 二 亚 区 : YUE MET PP REL, RE a 
可 达 河 谷底 部 。 混 无 气候 纪录 。 但 只 就 倾 多 纪录 ,可 作为 一 例 (图 4) :年 均 温 10-15"0， 

15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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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则 拉 宗 (中 关 气 象 站 ) 的 还 度 4 (HA AU BEMIE AREY, 1953, 
和 降水 量 ， 1953, 

1) 些 处 称 河谷 上 、 中 、 下 游 的 分 法 ,是 以 高 原 边 纤 部 分 的 河谷 为 下 游 来 分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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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 最 低温 度 — 10°C 左右 ,降水 量 狗 600—1000 22K Ke. 

(3) 第 三 亚 区 : 温暖 湿润 森林 区 一 一 分 佑 在 河谷 的 下 游 ， 也 就 是 在 高 原 边 篆 部 分 下 

切 最 深 、 海 拔 最 低 的 河谷 中 。 无 气候 纪录 , 估计 年 均 温 在 15°C 以 上 ,冬季 最 低温 度 不 

(Kit 一 5"C， 降 水 量 在 1000 毫米 以 上 。 

西藏 高 原 气 收 的 复杂 性 , 给 高原 上 宏 、 林 、 牧 的 生产 提供 了 多 方面 发 展 的 可 能 性 。 至 

於 具体 的 分 人 情况 ,还 要 从 植物 和 土壤 的 分 优 中 去 了 解 。 

2 区 

(一 ) 第 一 区 : 塞 漠 及 碱 地 区 一 一 这 个 区 域 十 分 辽 关 的 , 除去 了 藏 布 江 流域 的 安 区 
外 ,南北 几 估 作 度 之 多 。 恤 主要 部 分 ,就 是 拔 海 最 高 而 受 大 自然 改 前 较 少 的 天 面积 的 鞠 
塘 高 原 。 那 里 有 极端 严 酶 而 刘 长 的 冬季 , 极 少 的 雨量 , 极 大 的 风 , 很 高 的 画 夜 温差 ,和 大 
AR BAER TE HOLE; 这 些 比 较 苛 烈 的 条 件 , 使 得 能 够 适应 这 种 环境 的 植物 ,为 数 很 
少 。 据 庆 查 不 过 五 十 多 种 而 已 。 

除了 这 个 大 高 原 外 ,在 喜马拉雅 山北 昔 下 面 , 还 存在 着 一 狭 条 面积 不 大 而 技 海 都 在 
四 千 公 尺 以 上 的 高 原 。 这 一 条 高 原 , 除 了 有 几 个 面临 印度 洋 的 较 低 的 山口 一 一 像 亚 东 
光一 之 外 , 大 部 的 地 方 ,因为 直接 在 喜 局 拉 雅 山 险 耳 之 中 ,所 以 虽然 在 竺 度 上 是 靠 南 
了 许多 ,但 是 环境 条 件 , 却 和 羌 塘 没有 大 别 , 而 生物 的 种 类 ,也 就 很 类 似 。 那 里 生长 着 野 
ER (Equus hemionus hemionus Pall.) Fy HoFE (Pantholops 1odgsonii); 而 植物 

种 类 ,也 是 少 得 可 情 。 而 在 距 这 种 寒 漠 很 近 一 一 甚至 只 有 二 .三 十 里 的 南 向 的 低 山 口 下 
的 高 原 , 例 如 帕 里 高 原 , 旭 植物 种 类 伺 多 而 且 性 质 也 大 不 同 了 。 其 次 在 各 高 山上 部 4500 
米 以 上 的 塞 漠 , 也 应 归 入 本 区 中 。 

在 这 一 个 区 内 , 恩 论 南北 ,在 植被 上 认 来 ,大 兔 可 以 分 为 两 个 较 大 的 环境 型 ,一 个 是 
生 在 广大 的 平川 和 高 出 平原 上 的 山坡 上 的 植物 玫 落 ,一 般 都 是 比较 低 矮 ,具有 粗大 的 宿 
根 的 植物 或 生成 垫 状 ,以 抵抗 劲 风 的 吹 届 ,可 以 称 为 塞 漠 植 物 型 。 另 一 个 则 由 薄 草 科 植 
物 ,在 湖泊 旁边 或 水 流 的 岸 旁 或 洲 上 ,生成 形式 不 同 的 热 志 , 再 合成 大 片 玛 落 ,里 面 其 他 
组 成 分 子 , 虽 因 地 区 的 不 同 而 有 婴 , 然而 其 为 喜 水 植物 旭 薄 无 例外 , 这 种 可 以 称 为 沼泽 
河岸 植物 型 。 

在 芜 塘 的 塞 漠 内 ,唯一 较 大 的 木 本 ,要 算 矮 栓 (Juniperus squamata Hamilt.) 了 ， 
它 合 被 见 生 在 胜 格 里 湖岸 的 小 山上 ,长 成 局 球形 的 小 堆 ,而 合成 灌 林 。 其 他 的 灌木 , 则 
AR ii) BEAK AHA (Myricaria prostrata Hk. f. et Thoms.), Daweh te (Lphedra Ger- 

ardiana Wall.) 和 西藏 菊 艾 (Tanacetum tibeticum Hk. f. et Thoms.)。 草 本 植物 ， 

DREW TAR Hurotia ceratoides C, A, Mey. 为 多 , 散 佑 平川 与 山坡 上 ，, 供 旋 人 人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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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 柴 之 用 。 其 他 植物 , 胸 四 十 余 种 ,如 渴 氏 蔷 鞠 《Capsella Thomsonit Uk. 人 )， 喜 马 拉 

_ 牙 桂 竹 香 (CHetzramntjas himalayensis Camb.) , Bj RR (Astragalus Malcolmit 

et A. Arnoldii Hemsl. et Pearson)、 西 藏 野 决 明 (T'hermopsis inflata Camb.), 

BAKER (Pedicularis cheilanthifolia Sehrenk)、 前 胡 (Peucedanum Malcolmit 

Hemsl. et Pearson), # FE 3¢ (Artemisia Wellbyi Hemsl. et Pears)、 荣 状 紫 草 (Mi- 

croula tibetica Bth.) PEKKA (Huphorbia tibetica Boiss.) PVPS Ki (Urtica hyperborea 

Jacq.) , Fi FEF Ae (Allium senescens L. et A. Semenovii, Regel) 、 两 种 泥 胡 药 (Sawsswrea 

tridactyla Sch.-Bip. ex Hk. f. et S. Wellbyi Hemsl.) #n3thh ay Bais BE. WBS 

《Crepis)、 垂 头 菊 (Cremanthodium) 等 。 禾 本 科 植 物 则 有 酬 忆 草 (Stipa AH), Wie 
(Agropyron) , /}\#E2% (Poa BSAA) IE (Elymus) , ye Festuca) By, 

FE VARS PURGE AK SEES , EERE OS HE (Cobresia Royleana), Hite pE7K 

不 良 的 地 方 , 成 大 片 而 生 。 BRR. RA=REB (Ranunculus tricuspis 

Maxim.), 7K# (T'riglochin palustre 二 .) 、 曹 氏 灯 心 草 (Juncus Thomsonit Buch.) 

等 少数 种 类 。 在 有 些 兴 水 湖泊 中 , 则 有 角 果 蔬 〈Zammicjelia palustris var. pedicellata) . 

FEDEDK BE RS Nb Ao Bip SESE, 包括 几 种 芒 草 属 物 , 有 莫 氏 芯 草 (Carex Moorcroftiana 

Falconer) 及 其 他 种 类 (Carex spp.)。 

在 喜马拉雅 山北 蓄 下 面 ,我 们 合 经 走 过 自 帕 里 至 康 巴 宗 的 一 段 高 原 , 完 全 为 寒 漠 最 

像 , 这 里 面 尤 其 是 从 林 部 至 公 巴 札 佑 铺 的 一 段 , 雨 面 是 山 , 中 间 是 一 条 二 、 三 十 里 宽 , 七 、 

从 十 里 长 , 4700 米 以 上 高 的 大 平原 。 因 为 处 在 喜马拉雅 山 的 下 面 , 南 来 的 云 ,都 被 抽 持 
高 降雨 ,到 这 里 来 的 是 下 沉 的 干燥 气流 ,所 以 是 牢 沙 漠 性 的 碎 石 潍 。 这 里 的 植物 里 面 , 垫 

状 的 很 多 ， ARR (Thylacospermum rupifragum Schrenk), #4kE HE (9tellaria de- 

umbens Kdgew.), 4k RuHE (Androsace Tapete Maxim.)、 拖 状 紫 云 黄 (Astragalus 

nanellus Tsai et Yul?) S$, HAH, WA RSA eo RAY RO FE (Pot 

entilla? sp.). ROH— FH. APT YEHIAE (Sausswrea graminifolia Wall. ex Hk.) 等 。 

ALY. AR TE—PBR (Phlomis roiata Bth.), BERR (Rheum sp.), aR K (Sedum 

tibetrcum Hk. f. et Thoms.), F2 (Allium sp.) S, 7ZERRIR FERS HEE. BURAK 

VASA. AA DD WADA SEE PAB BRIA FP 

| RESCH URW REND , ZE PARES FUSE 9 PRL, ETAL ARABS OI, HAS 
5 TSS BR Bi AE AY LSE ee, TEP AEP. GL a eR OK, FESR EE A, ES 

REF ER ee Fn BY ES KI 

在 距 由 里 七 、 从 十 里 的 成 多 附近 草原 上 的 低 出 坡 , 598 BB APP SAS Be. TAL 

物种 类 ,也 不 很 多 。 在 上 层 高 原 和 多 山 坡 上 ,主要 成 为 社会 的 是 铸 泥 胡 某 «= (Saussurea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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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ilis Ostf.2), Hig RA AM YEW. HEA IE (Delphinium chrysotrichum Fin. 

et Gagnep.) S75 RFE, FEMTTSEILIRE NS AE (Thylacospermum rupifragum — 

Schrenk), lk (Leontopodium alpinum Cass.), #4 (Polygonum ef. perpu- 

sillum, Uk. f.). BR-#h Cledysarwm sp.). HER EEIRBSE (Stipa Hookert Stapf), 

西藏 紫 云 英 (Astragalus tibetica Bth. ex Bak.)、 小 龙 胆 (Gentiana cf. squarrosa), 

EEIG-ER, (Pedicularis longiflora var. tubiformis Pennell)、 猫 冠 草 一 种 (Agro: 

pyron sp.) 等 。 

FESS HERE FW ARE SF, AE Fe a SBE, HE A AE, RABE 

Wath Die SD , HA AWA wa A Fi HB 2 (Polygonum sibiricwum Laxm.) 等 标 消 的 种 类 而 | 

已 。 

(二 ) 第 二 区 : 塞 沦 灌木 草原 区 一 一 本 区 的 地 位 ,主要 在 河谷 上 游 先 近 芜 塘 及 卷 近 青 - 

海边 系 的 地 区 ,而 第 四 区 森林 上 部 的 高 山 灌木 带 和 高 山 草 原 带 也 属 放 本 区 的 范围 。 在 喜 

马 拉 雅 山北 蓄 的 寒 漠 带 中 ,有 一 些 南 向 的 缺口 ,因为 受 印 度 洋 暖气 的 影响 ,所 以 植物 就 

大 大 不 同 ,如 像 亚 东 沟 上 面 的 由 里 高 原 , 就 是 这 种 情形 , 虽然 植物 的 种 类 ,性 摘 与 河谷 上 

游 森 林 区 上 层 的 高 山 草 原 带 ,有 所 不 同 , 但 也 应 归 和 人 本 区 内 。 至 认 第 三 区 中 有 些 高 山 的 

上 部 ,也 有 部 分 地 属於 本 区 范畴 的 , 像 内 陆 湖 亚 区 内 的 章 喀 错 拉 山 ,就 应 放 在 本 区 之 内 。 
在 本 区 内 的 主要 地 区 , 如 黑河 、 三 十 九 等 族 地 方 , 仅 仅 本 组 担任 考察 畜牧 方面 的 同 

志 前 去 , 故 对 帮 植 被 情形 ,缺少 较 详 的 观察 。 现 在 将 森林 区 上 部 的 灌木 带 和 草原 加 以 介 

狠 , 在 理想 上 植物 分 佑 的 情形 ,与 黑河 等 处 是 相去 不 太 远 的 。 

在 她 江油 洽 江 上 游 林 区 上 部 的 草原 带 , 其 下 部 多 大 片 草原 ,为 夏季 放牧 的 一 个 重要 

地 方 , 上 部 接近 冰川 的 地 方 ,只 有 少数 植物 , 散 生 乱 石 了 别 中 或 岩 鲜 中 。 升 得 很 高 的 ,要 算 

APM, WVHA AS, 尤 以 前 者 为 最 多 。 其 他 分 做 较 低 的 , 则 有 狸 一 味 , 龙 胆 

(Gentiana nubigena) 75 7F2E (Swertia sp.), PHL HE (Lagotis decumbens Gaertr), 

Ais (Meconopsis integrifolia). yk 3¢. EBA BEE (Silene), BANG IES 

(Pedicularis rupticola FWranch.), JLPP3esi (Corydalis spp.), ZbE4E (Potentilla 

spp-). “G#e#X (Delphinium glaciale), fj (Aconitum), ， 也 生长 近 平 雪 稼 或 稍 下 

处 ,这 些 植物 ,在 植物 学 上 浅 来 ,是 比较 有 兴趣 的 ， 然 而 在 经 济 上 , 现在 却 还 没有 价值 可 
— 

Bill C 

但 是 尾 纤 的 草原 ,是 在 草本 带 的 较 低 处 的 。 里 面 最 主要 的 成 分 ,是 骨 草 属 和 几 种 芯 

草 。 前 者 纵 维 较 粗 ,但 生长 较 高 ,多 生 在 次 旁 水 分 比较 充 是 之 处 ; Ja aE EAM, AES El 

复 低 ,多 生 在 排水 恨 好 之 处 ,和 在 第 一 区 中 一 样 。 禾 本 科 植 物 , 在 此 赣 不 重要 。 此 外 还 

AG PBB Hy te BALE BE «= (Polygonum sphaerosiachyum Meisn.), 22°F 



FH (P. viviparum L.) 也 是 草原 组 成 中 的 重要 份子 , 常 杂 生 在 水 草 科 草原 中 , 有 
时 也 成 为 天 片 的 单纯 社会 。 这 雨 种 苑 ,牛马 都 喜 吃 , ATS AER, BOR 
值 。 

在 草本 带 下 为 灌木 带 ， 这 里 面 升 得 最 高 的 是 聚 枝 杜 胸 (Rhododendron fastigia 
tum)。 这 种 灌木 , #549 20 厘米 左右 , 性 耐寒, 所 以 灌木 带 上 层 , 几乎 完 人 至 是 息 的 地 位 。 
EWN AU WEEP, 其 他 植物 种 类 是 比较 稀少 的 . 木 本 植物 ,只 有 一 两 种 柳树 .在 靠近 滩 河 的 
地 方 , 有 皮 氏 柳 (Sa1iz Biondiana Seem.) ,长 得 比 杜 赐 高 些 。 在 山坡 上 的 杜 胸 小 中 ,全 在 
边 均 至 嘉 黎 一 段 中 , 见 到 一 种 没有 直立 的 董 , 贴 地 而 生 的 小 柳树 (Saliz cf. flabellaris), 
与 帕 里 看 见 的 一 种 相 类 而 站 不 完全 一 样 。 

在 杜 鹏 林 下 的 草本 ,种 类 也 不 很 多 ,最 普通 的 还 是 圆 序 昔 。 另 一 种 是 高 山 火 艾 , 也 
常见 。 去 参 科 的 附 地 允 耳 草 和 毛 盔 马先蒿 (Pedicularis trichoglossa Hk. f.) 也 都 有 ， 
而 后 者 则 在 干 海子 和 怒江 以 西 地 区 多 见 。 还 有 一 种 生成 热 状 的 委 陵 菜 (Potentilla sp.) , 
在 过 了 丹 达 山 后 至 嘉 黎 附近 的 山上 ,分 佑 不 少 。 

和 聚 枝 杜 胸 分 做 不 相 上 下 的 ,有 雨 种 灌木 , 金 县 梅 (Potentilla fruticosa L.) 和 高 山 
Mig (Spiraea alpina Pal.)， 相 当 普 逼 , 尤 其 是 前 者 , 常 在 某 些 地 方 自 成 纯 林 ,如 像 

香 母 拉 至 杂 一 带 , 冰 川 湖岸 山坡 上 的 情形 ,就 是 例子 ,至 於 后 一 种 , 则 以 与 他 种 灌木 混 生 

的 时 候 为 多 。 

有 很 多 地 方 ,山坡 上 上 比 较 湿润 的 环境 中 , 和 滩 流 雨 旁 及 水 中 洲 上 , 生长 许多 圆锥 花 

昔 的 靠 落 ,十 分 茂密 ,经 霜 之 后 , 呈 饼 拖 的 紫红 色 , 像 在 丁 清 岛 和 富 布 巴 拉 山 上 所 昂 。 

因为 康 藏 高 原 的 自然 环境 , 天 部 未 经 人 工 摧残 , 所 以 在 植物 选择 环境 的 严格 一 点 
上 ,似乎 比 内 地 显示 得 分 外 明显 。 这 对 堆 阳 光 的 向 背 方 面 为 尤 然 。 所 以 险 阳 坡 上 , 常 为 

不 同 的 植物 社会 的 估 据 着 。 在 灌木 带 上 层 的 聚 枝 杜 路 ,是 一 种 队 性 植物 ,不 能 生长 在 向 

阳 坡 上 ,所 以 估 据 着 所 有 的 险 坡 。 在 这 种 海拔 高 记 上 ,相对 的 阳 坡 , 因为 没有 一 种 灌木 ， 

能 够 升 得 这 样 高 而 与 杜 赐 对 立 , 所 以 草原 就 下 降 到 灌木 带 中 来 而 与 杜 鹏 对 立 了 。 不 但 
SORE, 在 杜 骨 所 估 的 险 坡 中 , 每 一 个 向 阳 的 小 面积 ,也 为 草原 所 估 有 。 常 在 东西 向 的 沟 

年 ,因为 山坡 的 凹凸 , 使 得 小 片 的 西向 坡 和 小 片 的 东 向 坡 交 互 地 存在 , 那样 使 杜 肪 和 草 

JONES ets AUR ,也 互相 交替 了 。 这 样 的 例子 很 多 ,如 在 丁 清 岛 附近 的 山上 ,极为 明 

显 。 芝 样 的 草原 ,在 灌木 带 上 层 , 估 有 很 大 的 面积 ,成 为 重要 的 牧场。 

在 草原 带 和 灌木 带 中 , 当 河 流 倾 匀 度 较 小 而 河谷 又 广 关 的 情形 下 ,一 般 都 造成 较 寅 

的 砂 质 河床 和 台地 ,在 这 样 的 地 方 ,大 都 是 草原 。 这 草原 也 清晰 地 分 为 两 种 ,在 台地 上 

长 着 一 种 叶子 很 普 的 蔓草 的 至 装 , 这 和 社会 里 很 少 别 的 植物 , 参 录 其间。 在 台地 之 下 ,就 

是 河床 的 两 岸 , 那 里 的 情况 ,就 和 台地 不 同 了 。 那里 有 许多 或 大 或 小 的 死水 潭 ,在 这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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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 

TA AES SEE, 因为 是 半生 的 , STUER RAS BS, 而 草根 旭 浸 润 在 永 里 。 

当然 因为 水 分 充足 ,而 且 温 度 稍 高 , 答 了 许多 植物 以 生长 的 机 会 ,是 以 这 种 才 闭 里 ,种 类 

的 变化 就 较 多 。 奥 氏 马 先 萝 (Pedicularis Oeaeri var. heteroglossa Prain) 和 西部 马 先 

ta (P. tangutica Bonati)， 虎 耳 草 一 种 〈Saxifraga sp.)、 梅 花草 (Parnasia palustris) , 

和 小 米 草 (EHuphrasia Jaeschket Wettst.) SE, B28 ARTESIA SS eb TT, 

FE Fel as rs BRAY OE 7K TEE AP, BE Ss A hy 2 SE FETE, «TERK AAA 

(Eriocaulon sp.). BERR (Carer spp.)、 水 车 前 (Limosella aquatica L.) SS, FE 

TK REPRE tb AAR EIERE (Ranunculus aquatilis var. trichophyllus), 3x Fh, WEE 

HALE SLL (Potamogeton pectinatus 1.) 同 生 。 

在 灌木 带 的 下 层 , 聚 枝 杜 朋 就 为 几 种 柳树 所 代替 ， 其 中 以 皮 氏 柳 为 最 多 ， 而 变色 柳 

(Saltz variegata Franch.) 也 不 少 。 在 柳 林 中 ,灌木 的 种 类 ,自然 要 比 杜 鹏 六 中 多 些 , 这 

里 有 一 种 引信 注意 的 树木 一 一 雷 色 花 岂 木 (3orzus Rehdertana 玉 oehne)， 个 体 数量 很 

多 。 在 初冬 时 由 的 大 列 状 复 叶 纸 霜 变 红 ,十 分 鲜 移 ,其 他 如 西藏 忍冬 (Tonicera tibetion 
Bur. et Eranch.)、 毛 鬼 见 愁 和 一 种 牢 灌 木 状 的 车 稚 科 植物 一 一 鲜卑 花 (Stbiraca 

laevigata) 都 相当 多 。 

现在 再 来 介 络 一 下 帕 里 高 原 的 植被 ,以 代表 喜马拉雅 山北 太 南 向 缺口 的 情形 。 在 

植物 分 做 上 自 到 的 ,从 亚 东 兆 上 来 的 印度 洋 蚂 气 的 影响 , 最 远 可 以 达到 距 帕 里 四 、 五 十 

里 的 察 卡 大 草 翅 。 那里 地 方 , 地 势 很 低温 ,有 很 多 的 沼泽 , 佑 满 嵩 草草 潍 , 这 里 的 种 类 ， 

已 经 带 有 帕 里 高 原 的 色彩 了 。 这 表示 在 两 种 很 小 的 报 春花 (Primula spp.) , skpememe 

4 (Veronica cephaloides Pennell)、 虎 耳 草 (Sazifraga sp.), Pleurospermum stellatum 

Bth. et Hk. f.. efi b2E (Campanula aristata var. longisepala) “Fhe, BAG 

ALES GEL (Aster heterochaeta Bth.?), ABE? (Potentilla anserina?), WiFheE RE 

(Draba sp.) jie (Taraxicum sp.) 等 。 

BT MER, BR SERA EK OH, WRASSE ST. FEMS 

4500 米 山坡 上 ,生长 着 雨 种 小 杜 胸 (Rhododendron spp.) HEH. JebIGA— Bea ABW 
小 柳树 (Salia flabellaris Anders.) AIG IRN. FEAL AG AB, MAB ABA 

Cassiope selaginoides Hk. f. et Thoms. fi HALA Mth P Hy, pa, 是 在 亚 

REE PIR LI, FARES (Pedicularis Elwesii Hk. f.), 4i8—if 

(Swertia sp.). WHE b BH Morina —Fh, BAR—FhH (Viola sp.), 孝 金 花 一 种 

(Trollius sp.) WG {fi FI TERE Bay (Geranium sibiriowm 1.) (RRS (Chesneya 

nubigena Lindl.), FIZZ (Pedicularis lyrata Prain) 等 种 类 。 

tpt is RAS Sy A Jet EA Ee, BPEL ARE A, BBR T > BHD ARE 

rt 

ee Ce ee ed 

Yh. NPs dik patente s an 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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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E (Pedicularis gibbara Prain)， 在 次 流 旁 的 毛 瘀 (Ranunculus sp.) EERE 

马 草 等 自 成 较 和 纯 的 居 落 外 ,其 余 的 种 类 ,都 是 个 体 数 目 不 多 ,生长 分 散 ,不 易 看 出 很 估 优 

Hay, HAC HWE. BA Pleurospermum stellatum Hk. f.、 景 天 一 种 Sedum 

‘sp.). #Aii—#r (Anaphalis adnata. var. petiolata Marq. et Shaw?), BAF ez 

WEBER. ABE (Pedicularis integrifolia Hk. 1 )、 南 芥菜 一 种 〈4rabis sp.), 

4034 FS (Tanacetum gracile Hk. f. et Thoms. ex HKk.f.)、 紫 董 一 种 《Coryaa1is sp.)、 

BAF (Viola sp.)、 虎 耳 草 (Sacijraga sp.)、Oreosolen ungwiculatus Hemsl.、 享 

氏 青 苦 (Dracocephalum Hemsleyanum Prain), Cyananthus Hookeri, $a Whe. 
PHS HE b} Ft (Scabtosa sp.)、 Hypecoum leptocarpum Hk. f. et Thoms. 

SAA AME, REMEBER (Pedicularis siphonantha Don) 很 是 普通 
的 。 

在 帕 里 平原 的 水 流 旁 和 永 矿石 带 中 的 岗 草 笃 六 , 其 组 成 中 的 其 他 种 类 ,也 远 过 认 前 

面 所 述 的 同样 社会 。 AMER (Euphorbia altotibetioa), 3 76 WUE Hy HEI I 
(Leontopodium nanum). 24>tE—Bh, th—PBR, HE A — Fh Pleurospermum stellatwm 

Bth. ex Hk. f.. BRA—Fh (Lithospermum sp.)、 最 天 一 种 等 种 类 。 

申 里 以 南 , 直 到 高 原 的 边缘 ,面临 亚 东 谷 的 地 方 , 地 面 平 坦 , PA AMC, Hash SAL 

震 装 ,不 过 那里 又 增加 了 一 . 些 与 亚 东 种 类 相同 而 在 帕 里 看 不 到 的 植物 ,如 一 种 高 大 的 开 
黄花 的 锡金 报 春 花 (Primula sikkimensis Uk. f.) 和 美丽 马先蒿 (Pedicularis bella 

Hk. f.), KeTVEHZE (Saussurea bracteata DC.), FARE RFE (Soroserzs Hookeriana) , 

ARE IIE ET EM, Oh, TERMED, KEES, 
FAB. RU EPR ATK, WO. RSA ALBEE 
小 相 去 不 远 ,然而 植物 的 性 质 , 5 Se DEL EAE RT 

在 湖区 的 郎 嗓子 与 热 隆 间 的 章 喀 错 拉 山 , 是 比较 高 的 , HAS Ree, 已 在 6000 米 以 

上 ;现在 还 存在 很 大 的 冰川 。 因 为 冰川 的 存在 , 所 以 大 气温 度 , 显然 较 其 他 相距 不 很 远 
的 了 ,如 马 雅 的 单 格拉 、 和 白 堆 附近 的 康 巴 拉 山 等 没有 冰川 的 山 充 足 得 很 多 。 这 很 容易 在 

植物 的 种 类 和 数量 上 看 出 来 。 这 个 山 的 下 部 ,大 多 为 粗 茵 陈 蒿 的 涯 闭 ( 下 部 应 属於 第 三 

EE) ,岩石 上 为 渝 检 林 。 至 4500 米 的 地 方 , 草 本 就 变 为 草草 举 装 了。 这 里 南北 雨 坡 , 均 
为 同样 私 闵 所 掩盖 ,表示 本 山 湿 度 之 高 。 不 过 北向 之 坡 ,土质 仍然 较 厚 而 更 湿润 。 在 峡 

项 以 西 的 谷中 , RITE 4600 米 左右 , 芯 草 短 装 上 , 生长 着 金 腊梅 替 装 。 在 再 高 的 冰川 下 谷 
底 的 次 注 上 则 芯 草 符 闭 上 ,生长 着 纯粹 的 毛 鬼 见 悉 (Caragana jubata Poir.) B%, 
这 种 涯 装 , 到 了 峡 顶 ,海拔 更 高 处 ,在 北向 的 坡 上 ,有 大 面积 的 存在 。 不 过 在 次 旁 岸 上 ， 
则 不 是 纯 林 而 与 刺 忍 冬 (Lonicera spinosa) FI4RGAZE, 在 这 里 的 山坡 岩 上 ,多 三 



又 时 次 陵 某 (Potentilla sp.), RK, BBL, WAM IRB (Polygonum tibeticum 

Maxim. ex Hk. {.)、 驶 儿 缴 一 种 (Cacalia sp.), Fk (Aconitum sp.) HSE wie 

PPE, FEIRTA ARO A , ES ASE 2K ZORA, eS 

RAR, AAR. RRNA AMAD SLATE 

(三 ) 第 三 区 : 牢 干 旱 灌木 草原 区 一 一 这 一 个 区 域 , 按照 地 势 气候 等 条 件 的 不 同 , 可 

以 分 为 两 个 亚 区 , 即 中 上 游 河 谷 亚 区 和 内 陆 湖 流 域 亚 区 。 

1. 中 上 游 河谷 亚 区 一 一 这 一 亚 区 ,又 因 自 然 条 件 不 同 ,可 以 分 为 三 个 小 区 : 第 三 小 
区 以 藏 布 江 主流 , 西 自 拉 和 孜 , 东 渤 吉宗 的 一 段 为 主 , 也 包括 它 的 主要 支流 拉 陈 河谷 和 年 

楚 河 分. 还 有 怒江 中 流 的 一 些 地 带 。 第 二 小 区 则 自 囊 宗 起 东 至 则 拉 宗 为 止 的 二 段 . 第 
三 小 区 旭 为 怒江 与 油 洽 江 雨 河 之 问 的 地 区 (昌都 附近 及 以 西 地 区 )。 5 

(1) 第 一 小 区 一 一 这 一 小 区 内 , 沿 藏 布 江 家 业 发 达 , 城市 很 多 , BERT Dee 
之 外 ,大 部 的 山 , 都 比较 低 。 河 谷 安田 ,多 在 技 海 3900 米 以 下 , 按 垂直 分 佑 来 认 , 应 该 是 
在 乔木 带 中 ,不 过 因为 大 部 为 石 碟 地 带 ,蒸发 很 烈 , 气候 干燥 , 不 利 基 森林 的 发 青 ,所 以 
PRT TBE EWS (CHER, 和 曲 水 以 西 的 宫 巴 巴 吉 山 , 以 及 江 孜 烧 周 等 处 , 见 有 一 些 
Aa (Suniperus pseudosabina Fisch. et Mey.) 林 外 几乎 看 不 到 自然 的 森林 。 这 里 所 见 的 

树林 ,天 都 由 人 工 青 成 或 以 中 人工 牢 自然 的 情况 存在 着 的 。 人 工 培 至 的 林子 ,主要 包括 
a FEE A} ——7F 48 (Populus cathayana Rehd.) 和 银 和 白杨 (Populus alba L.), FIL 

种 柳树 一 左旋 柳 (Salix sp.), SEHD (Salix sp.) 和 垂柳 (Salix babylonica L.), Ke 
T ESR BHAA, TRS (Ulmus pumila Linn.)、 光 核桃 (Prunus mira 
Koehne), 4a F0BIm— Hasse (Sophora japonica L.) GF (Ailanthus altissi—_ 

ma Swingle) ， 这 些 林子 ,有 时 也 在 山上 庙宇 旁 看 到 , 不 过 很 少 超过 3900 KU EE. F 

自然 的 林 卡 ,， 则 为 醋酸 条 (〈 互 ippophae rhamnoides 工 .) 所 成 的 纯 林 ,在 江洲 河 湾 等 涉 

生长 ,沿江 河 都 很 普通 ,而 在 下 面 所 述 的 森林 区 (第 四 区 ) 内 ,也 是 极 常 见 的 。 在 那里 如 

果 河 床 比较 寅 关 而 且 多 冲积 卵石 潍 时 ,就 长 这 种 林子 。 栈 酸 条 在 正常 情形 下 ,是 能 长 成 

乔木 的 ,不 过 在 缺 水 的 干 潍 上 , 它 的 生长 就 受 限制 而 停留 在 灌木 状态 中 。 因 此 在 三 漠 的 

Toh BARE, cA Se AN BR, 就 随 着 河道 的 主流 而 发 生 。 我 们 只 要 看 到 度 麻 的 

”醋酸 条 林子 ,我们 也 就 能 知道 河道 的 所 在 了 ! 

在 酷 酸 条 林 中 ,其 他 木 本 植物 ,也 不 很 多 。 普 通 有 一 种 胃 叶 柳 和 一 种 水 柏 枝 《My- 

ricarta 8p.)。 

除了 上 济 的 乔木 之 外 , 其 余 的 自然 植物 堆 装 , 都 由 灌木 和 草本 构成 ,按照 自然 条 件 

的 不 同 ,可 以 分 为 下 列 数 种 : 

1) Jap HE VR EE TAH HELE 一 在 这 些 比 较 低 温 的 地 方 , 一 般 都 是 顺 草 (Cobre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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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lei) Hants, FETA RETR (Carex spp.) 外 , 最 常见 的 植物 ,在 江 

和 孩 久 东 技 海 稍 低 的 地 区 中 ,是 储 侏 报 春花 (Primula pygmaeorum), ， 它 的 红色 的 花 , 点 

PBR ENE, WIRE, 由 江 和 孜 往 西 ,尤其 日 喀 则 以 西 以 北 披 海 稍 高 的 地 区 , 它 的 

” 位置, 在 同样 的 环境 里 ,就 为 球 花 马 先 项 (Pedicularis globifera Hk. f.) 所 代替 了 。 

罗 河 岸 卵 石 潍 植 物 季 装 一 一 匈 石 湾 在 藏 布 江 正 流 和 支流 的 岸上 , 都 是 很 普 吉 的。 

因为 反射 强烈 , 所 以 不 但 特别 干旱 而 且 画 夜 的 温差 也 标 天 , 不 适 芯 一 般 植物 生长 的 条 

件 。 这 里 只 有 一 种 石 潍 紫 云 英 (Astragalus sp.) 长 着 厚 毛 , 可 以 抵抗 不 利 的 环境 ,所 以 

生长 蝎 茂 ,而 成 为 标 单 纯 的 答 半 。 物 向 下 一 直到 高 水 位 时 的 水 乏 , 向 上 则 第 常 接着 西藏 

RAH (Astragalus tibetica Benth.) 的 社会 ,在 交替 处 多 少 呈 重 三 现象 。 TERRA 

Shi, RA A (Pennisetum flaccidum Griseb.) 和 一 十 种 其 他 禾 草 ,在 年 楚 河 

流域 , 闻 或 看 到 一 种 外 地 句子 草 (Lactuca sp.) AIAMA KS (Artemisia sp.)。 

3) 河 潍 农 田 植物 王 闭 一 一 在 这 一 个 亚 区 内 的 安田 ,是 由 好 几 种 不 同 的 植物 双 装 开 

晨 而 成 的 。 在 曲 水 以 东 拉 陡 河 谷中 ,有 许多 地 方 是 由 醋酸 条 的 林子 和 西藏 狐 牙 刺 《oo- 

phora Moorcrofiiana Benth.) 的 灌 闭 开 出 来 的 ,也 有 一 部 分 是 由 帆 草 和 茸 草 的 到 六 所 开 

成 的 。 前 者 的 土壤 比较 干燥 而 带 碱 性 , 而 后 者 则 比较 进 酒 而 较 多 腐 殖 摘 , 2 Ee 

壕 , 在 曲 水 以 西 , 藏 布 江 主流 的 农田 ,尤其 是 江 孜 附近 , 则 天 部 由 繁花 金 牲 多 (Caragana 

ertnacea Komar.) fii; hi Cris lactea L.) 的 社会 开 出 来 的 。 这 两 种 植物 ， 大 部 混成 

一 个 和 社会， 像 在 江 孜 一 带 湖 积 粘土 地 带 , 都 是 那样 ; 在 同样 的 环境 里 , 依 地 A 的 不 同 ， 

生长 这 两 种 植物 , 在 稍稍 高 出 的 地 面 , 没有 水 涯 的 地 方 , Ae Re, 而 低 而 有 水 的 地 ， 

， 方 , 则 长 马兰 。 在 曲 水 一 带 , 因 地 势 稍 稍 高 燥 , 则 为 纯 金 奖 儿 和 且 装 。 在 这 种 短 六 中 , 其 他 

RNA AE (Sonchus uliginosus 工 .)、 荫 草 、 醉 马 紫 云 英 、 环 豆 、 西 藏 野 决 明 (ZKer- 

mopsis inflata Camb.) 奥 氏 马先蒿 (Pedicularis Oederi Vahl)、 小 龙 胆 (Gentiana 

ef. sguamata Ledeb.), 423 (G. macrophylla Pall.)、 短 穗 侣 耳 草 (Lagotis brachysta- 

chya Maxim.) 等 。 在 水 温 处 , 则 有 人 参 果 (Potentilla 8 L.) .=REE (Ranun- 

culus tricuspis Maxim.)， 假 通 泉 曹 (Lancea tibetica Hk. f. et Thoms.) 等 种 , 像 短 

入 多 耳 草 和 人 参 果 ,都 是 沿 着 将 干 的 粘 质 土壤 的 龟 裂 的 终 中 ,以 旬 枝 向 外 延伸 。 繁 花 金 

多 儿 短 闵 ,在 拉 陆 奉 原 和 德 庆 灌 内 的 宗 吉 附近 ,也 售 见 到 ,不 过 不 如 这 里 的 普 逗 。 再 西 

在 日 喀 划 附近 年 楚 河 岸上 的 农田 ,， 旭 多 由 童子 (Phragmites communis) 塘 改 成 的 。 这 

种 划 塘 ,有 撩 经 改 种 好 几 年 后 ,才能 把 性 的 根 株 去 掉 , 成 为 很 好 的 安田 。 这 种 曹 田中 ,其 他 

植物 标 少 , 所 注意 到 的 只 有 苦 荣 较 多 。 另 有 冉 粟 科 的 角 商 香 (Aypecowm leptocarpum 

Hk. f. et) 多 生 田 边 路 旁 。 

在 本 小 区 中 ,农田 附近 和 和 被 荒 素 的 农田 中 ,最 常见 的 一 种 禾 草 , RL GE (Pen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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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um flaccidum), TENLREW AP B— is NGAI, Ho —Fhsn IIE (Eragrostis sp.) 多 
ALTE ABER SEWEL. ; 
Bebe @— ABE, 河谷 中 有 很 多 或 大 或 小 的 沼泽 和 池塘 , 里 面 的 

水 ,大 多 是 绥 绥 的 流 着 ,但 也 有 死水 的 。 这 种 沼泽 ,以 在 拉 际 河谷 里 较 多 ,也 有 面积 很 天 
的 。 这 里 面 主要 的 成 为 宙 会 的 有 水 葫 草 (Scirpus Titioralis Schrad.), ZARA, IEBE 
少 些 的 有 鞋子 ,和 香 薄 (Toyppha angustata Bory et Chaub.), 5—#-2I Ew (Hip- — > 

puris vulgaris L.), SR BeS Ay, KAS BR ASH FE 7k Tl LAA aA Ale CPoly- 

gonum sibiricum Laxm.), }iHEZ2 (Polygonum amphibium f. aquaticum), IRF2E 

(Potamogetum Teppert Arth.-Benn), 3 Fit FE7K PH, WAS AM (Uyriophyllum 

spicatum 1L.), SERRGLYK (Potamogeton pectinatus L.), w3e (P. crispus L.), REAEWE 

(Ranunculus aquatilis L.) 等 。 在 藏 布 江 主流 的 浅水 塘 中 , WA Sd a PE KES 

(Triglochin maritimum L.) 及 几 种 薄 荣 ,这 表示 这 里 土壤 的 碱 性 要 比 拉 蔷 河 里 的 高 
此 
二 

5) 河 岸 沙 注 , 台地 及 山脚 植物 短 痘 一 一 在 藏 布 江 流域 中 ,很 多 河 注 , AD THE 2S 

这 种 沙 涨 ,往往 一 直 延 伸 到 小 山 的 低 坡 上 ,形成 一 个 很 寅 的 沙 带 。 沙 铺 得 很 厚 , 在 新 形 

成 的 地 方 , 还 是 流动 性 的 。 环境 是 十 分 干旱 , 在 这 里 生长 着 的 是 西藏 狐 牙 刺 CSophora 

mooreroftiana Bth.) WE, 这 是 一 种 有 和 刺 而 多 毛 的 小 灌木 , 与 昌都 一 带 常 见 的 狐 牙 : 
刺 (Sopjora vicii folia Hece.) 有 极 近 的 亲缘 , 只 是 这 一 种 是 高 原 干旱 环境 所 造成 的 一 种 

特殊 植物 。 物 常常 生长 在 河 潍 及 低 山 坡 上 , 然而 有 时 也 升 到 3900 米 左 右 的 高 度 去 。 
在 沙 潍 秆 固定 得 较 久 ,成 为 沙壤土 的 时 候 , 就 在 西藏 狗 牙 刺 的 社会 里 生长 起 二 种 西 
藏 紫 云 英 (Astragalus tébetica Benth.) 时 间 一 久 , 邹 取而代之 ,成 为 纯 季 落 了 。 在 证 积 
的 台地 上 , 也 是 性 所 估 据 的 地 位 。 这 种 紫 云 英 的 适应 力 婴 常 的 大 , 在 干燥 的 沙 性 壤 士 

中 ,在 低 进 的 粘性 土 中 , 在 温度 极 高 的 河 潍 上 , 在 寒 准 的 高 山 草 原 上 ,都 有 由 的 踪 踏 ,不 
过 这 种 环境 是 竹 的 理想 环境 ,所 以 长 成 茂 态 的 震 落 。 这 种 社会 ,下 部 接近 石 潍 处 , 常 与 

ARRAS, 上 部 则 合 形 纯粹 。 在 西藏 狗 牙 刺 与 西藏 紫 云 英 混 生 的 短 落 中 , 也 常见 
男 一 种 植物 , 自 成 小 片 , 挨 杂 其 中 , 那 就 是 西藏 野 决 明 (Terrzopsis inflata) 

生 在 类 似 环境 中 的 另 一 种 奇特 的 植物 , 是 黄花 天 南星 (Arisaema flavwm Schott) 
在 拉 阵 河谷 中 , 密生 锥 灌木 状 的 酯 酸 条 林 下 ; 在 年 楚 河 流域 江 孜 一 带 , 则 生长 在 多 羞 的 

山脚 上 ,也 在 田地 中 成 为 一 种 韦 固 的 (因为 复 灌 ) 杂 草 。 当 开花 的 时 候 , 田中 一 片 黄色 。 
在 藏 布 江 中 流 , 曲 水 至 吉宗 ,尤其 是 商 昌 到 泽 当 的 一 段 ,情形 大 大 的 不 同 , 那 边 因 为 

有 宽广 的 河谷 ,而 在 吉宗 以 下 , 河谷 县 窄 而 成 狭 谷 , 所 以 这 一 段 的 江水 , 流 得 特别 慢 ,在 
夏季 水 大 时 由 河岸 岩 壁 及 其 他 石上 冲 激 下 求 的 普 沙 , 多 沉积 於 此 , 一 到 冬季 水 位 一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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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潍 完 全 露出 。 因 为 这 里 的 辐射 强 而 蒸发 请 ,图 风 吹 聚 而 成 沙丘 的 。 SR AS 
达 数 十 尺 。 在 这 种 流动 性 沙丘 上 ,有 儿 种 固 未 植物 ,一 种 是 最 普通 的 白 薄 , 另 一 种 是 比 
较 高 大 的 老 艺 麦 (Bymus) 和 一 种 有 和 刺 的 蔡 科 是 最 先 出 现 的 。 次 来 的 种 类 , AEN 
ROT T , 在 已 经 固定 的 沙丘 上 , .差不多 都 是 它 的 和 社会 。 待 年 代 较 入 , 则 猴 牙 刺 社 会 

内 ,就 杂 生 出 白 午 芒 来 ,而 成 一 种 训 生 社会 。 在 这 一 带 ,不 但 沙丘 如 此 ,未 开明 的 地 和 

莞 秦 的 安田 ,也 是 生长 这 种 混合 社会 的 。 
另 一 种 较 稀 罕 的 植物 符 装 ,是 一 种 长 成 圆 形 的 马 氏 水 柏 枝 (Myricaria Wardit) 的 

ME, WARE ARNE LABIA LEM 
6) pL Be oy ERE — Ais UA A BE Bi, FE MR UL, CLARA 

过 4500 米 以 上 ; AER TE AE AUD, 像 大 部 拉 阵 河谷 和 一 小 部 分 年 楚 河 和 藏 布 江 主 
BERTI, 拉 阵 河 因为 有 这 条 件 , 所 以 水 流 获 年 是 请 的 ;也 有 由 页 岩 组 成 的 , 像 大 部 年 楚 
河和 藏 布 江 主流 两 岸 的 山 ,所 以 这 两 条 江 , 尤 其 是 前 者 ,水 中 含 泥 沙 的 量 很 大 。 

前 面 已 经 谣 过 ,在 这 些 山 上 ,除了 有 水 的 山沟 里 , 寺 店 附近 有 人 造林 ,其 余生 干旱 性 
蛙 的 山坡 ,很 少 有 林子 。 昂 到 的 木 本 ,最 多 只 有 灌 半 了。 灌木 的 种 类 也 不 很 多 。 因 为 地 
质 和 气候 多 少 不 同 , 所 以 拉 际 河谷 的 花岗岩 棚 成 , 比较 干旱 的 环境 里 所 生长 的 灌木 ,很 
明显 地 与 年 楚 河谷 页 岩 组 成 , 水 分 稍 多 的 情况 下 , 所 生 的 有 所 不 同 了 。 在 曲 水 以 东 , 最 

特殊 的 , 生 在 岩 终 里 可 以 为 代表 的 , 而 且 不 再 在 西 面 看 到 的 是 西藏 醇 鱼 草 (Budaleia 

Aibetica Smith) 和 和 红 花 莱 莉 (Jasminwm sb.)。 至 放 最 主要 的 灌木 , HE DBE (Berberis 

Sp.) 和 刺 忍 冬 〈(Zomnicera spinosa) ,前 者 在 小 山 的 阳 坡 , 后 者 在 队 坡 ,构成 纯 居 落 。 至 放 

HER (Rosa sericea), AHI (Cotoneaster multiflora Bge.) Wa Fh, TES Bag he 

要 地 位 , 然而 在 年 楚 河 流域 的 小 山上 , 却 成 了 主要 的 种 类 了 。 FEA, BPA Re 

成 灌木 林 , 有 时 单独 自 成 天 落 。 此 外 年 楚 河 和 藏 布 江岸 的 小 山上 ,还 有 铺 地 蝇 旺 (Coto- 

neaster horizontalis var. perpusilla Schneid.), S7E4-S854. 4-iRHE (Potentilla fruti- 

cosa Li. vars.) 也 常常 看 到 。 西 藏 狐 牙 刺 有 时 也 上 升 到 小 山上 。 

除了 上 述 的 偶而 一 见 的 乔 林 灌 闭 之 外 ,这 亚 区 内 的 小 山 , 大 部 是 为 草本 娠 凌 所 估 

据 。 草 本 短 闭 中 ,最 估 优 势 的 是 粗 菌 陈 芒 (Artemisia sp.) AAD, CHIR, aA HH 

BOA thi. 幅 的 最 理想 环境 ,是 在 低 山 脚下 , 复 有 石灰 性 冲积 土 的 局 形 地 及 训 地 ,在 那里 

生长 极其 蝎 茂 ,在 低 册 的 坡 上 , 则 体格 就 变 为 低 小 了 。 在 拉萨 河谷 的 花岗岩 山上 ,偶而 

一 见 , 不 成 且 落 。 在 比较 和 纯 的 蒿 子 双 闭 里 , 其 他 植物 ,以 猴 毒 (Stellera chamacjasme 工 .) 

为 最 多 ,而 东方 威 灵 仙 (Clematis orientalis var.) WAS, Ves MAA He BR Gg. (Dzytro- 

pis ttbetica Bge.) pul hpsEK3 JERS (Pedicularis alaschanica Max.) 点 地 梅 一 种 (And- 

rosace 8p.) 、 和 蚀 枝 铝 子 草 (Lactuca sp.) 与 蒲公英 〈Taraactceuw sp.) 等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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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兰 除了 上 壕 在 河 潍 上 与 金鸡 旬 硼 成 社会 外 ,也 在 江 孜 以 西 的 山上 看 到 。 AE 
去 烧 轿 的 道上 , 由 年 楚 河岸 转 入 狂 谷 时 ,和 狗 3850 米 的 地 方 , APRA WG SEE, 这 是 
一 个 极 湿润 的 环境 ,里面 有 高 大 的 紫色 报 春花 (Primula sp.) AER (Rumer 
nepalensis DC.) 等 喜 水 植物 。 在 契 对 相反 的 情况 下 ,也 人 见 局 苦 自 成 纯 社 会 ,里 面 几乎 
没有 其 他 植物 。 那 是 在 公 巴 森 桑 铺 下 去 将 到 康 巴 宗 的 道上 , CARE, Be 
可 以 表示 马兰 的 适应 性 的 强大 了 。 

在 同一 地 带 内 , 另 一 种 常见 的 草本 ,是 高 原 蔓 麻 (Drtica hyperborea Jacq. ex Willd.) 
一 般 喜 生 村 子 附近 与 山脚 上 ,然而 在 风化 甚 烈 的 页 岩山 坡 上 ， 因 为 碎片 的 流动 ,他称 粳 
物 不 能 立足 之 处 ,这 一 种 先锋 就 在 那里 自 成 纯 考 装 。 

在 藏 布 江 中 流 特 别 干 旱 的 情形 下 , 低 山 的 植物 符 闭 ,就 也 大 大 的 改观 了 。 这 里 北向 
之 坡 , 多 生 小 蔡 , 刺 忍冬 及 其 他 灌木 ,只 杂 有 少量 的 翘 刺 蓝 芙 蓉 (CeratoAigmza Griff ithit 
©. B. Clarke)。 在 南 向 的 坡 上 , 则 为 密生 的 秋 刺 昔 芙 蓉 和 粗 茵 陈 蒿 合成 的 天 闭 所 复 秆 ， 
这 种 植物 草 装 ,充分 地 表示 出 气候 的 讽 旱 来 。 

这 里 还 要 提 及 -点 , 序 是 怒江 河谷 ,在 某 些 地 方 ,气候 也 显得 十 分 干旱 ,有 类 似 这 一 
带 的 情形 , 低 山 上 满 长 西藏 酵 鱼 草 和 和 刺 蓝 革 蓉 的 等 闭 ,在 性 质 上 也 应 归 俐 到 这 一 区 里 
来 的 。 

(2 第 二 小 区 -一 本 小 区 的 范围 , 因为 已 进入 森林 区 中 , 出 上 已 或 多 或 少 地 复 守 有 
森林 ,所 以 _ 般 气候 条 件 , 要 上 比 第 一 小 区 稍 优 , 虽然 有 小 部 分 山谷 较 寅 的 地 段 ,还 显示 与 
第 一 区 类 似 情形 , 然 -… 般 说 来 ,种 类 已 然 比较 丰富 ,性 里 也 有 不 同 了 。 

在 学 村 的 附近 , 也 有 纯 金 匆 儿 的 社会 ,还 是 与 拉 莉 河谷 所 见 的 相同 。 在 里 障 的 小 四 
坡 上 各 地 上 ,也 长 着 西藏 狗 牙 刺 和 粗 英 陈 蒿 的 邓 闭 ,很 类 似 年 楚 河谷 里 的 同样 短 装 。 
不 过 西藏 狗 牙 刺 ， 从 这 里 往 东 , 就 总 求 仿 少 了 , 而 豆 科 有 和 刺 的 灌木 , 就 以 另 一 种 金 多 名 
(Caragana sp.) HT, WHAM RRS AMM T 

PEA _ESX— CE , SE AAT TL EWE SEF A SEGRE HE DAF 28 9 SDE 
TO BABA ELIE LSD AE, MEET Ee 
{EAE (Plectranthus villosa), 44% (Hypericum patulum L.), HEARBIERIE (Spiraca 

sp.) BBS BLA, TE JP ES Ea eS BE AC VEER: AB Set SE, BEV, 
前 所 未 见 的 种 类 。 

在 於 松 、 洞 多 一 带 , 才 秆 火 然而 傈 未 重 种 的 农田 里 ,多 生长 毛 棒 雏 (Ferascuma ZNaD- 
sis L.) ,在 幕 秦 的 田中 , 则 多 生 硼 毛 茧 蕉 , 它 不 但 在 芝 地 上 昂 ,而 在 山坡 上 也 是 常见 的 灌 
A. FER A SEGA UG, BU 56 AEE — FRE (Rhamnus dahuricus Thunb.? )， 差 不 

多 自 成 纯 替 装 。 这 里 面 还 有 一 .种 常见 的 桂 森 , 则 为 野 海 党 (Malus spectabilis), 4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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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R AWA FABLE CT BS FFE. 
(3) 第 三 小 区 一 这 一 小 区 , 干旱 的 情况 ,一 般 不 如 第 一 小 区 , 因为 这 里 的 山上 , 常 

常 存在 着 片段 ， 一 一 有 时 也 有 相当 大 片 一 一 的 森林 。 所 以 这 里 的 植物 ， 也 与 第 一 小 区 
和 第 二 小 区 不 同 。 这 里 的 小 山坡 上 ,有 几 种 灌木 和 草本 琴 闭 ,为 那 边 所 不 见 的 ,列举 如 
FP: . 

1) 77 SH —$ BASE VEG a — FES A, Ta A SE WE 
ii MRA RIFE, PB PERSE, SARE a Ye 

Jeb, HANRAHAN A BB TH 
能 生 在 流动 的 沙 潍 上 。 狐 牙 刺 一 般 多 估 阳 坡 以 及 较 旱 的 队 坡 , 与 他 相对 的 ,在 昌都 附近 
JE — BME BE (Wakstroemia canescens Meisn.) iy, TEV MIE, MOTE ALT 
TESS, FES IRA MLS HP ALL PEAR, LTA WY BHA, 40 HG (Caryopteris tangutica 

Max.), #965155, TEWIH2 CREEP h, WZES Mc (Cotoneaster multi flora Bge.) ; 
FETE LMA A (Salweenia sp.), BARLM MEE, HITHER (Aster 
altaicus) 和 酬 马 草 等 几 种 。 

2) 鬼 见 愁 双 装 一 一 似乎 比 前 雨 种 更 耐 旱 的 一 种 灌木 是 鬼 见 悉 。 这 是 一 种 多 毛 的 锦 
PSE AH, 在 特别 干燥 的 页 岩 风化 的 山坡 上 , 像 快 到 洛 隆 宗 时 的 3800 米 的 一 些 出 
上 , 几 完 公 为 鼻 的 纯 社 会 所 估 有 。 其 他 在 岗 拖 的 阳 坡 上 ,也 见 过 同等 的 情形 。 至 於 他 所 
生长 的 地 位 ,原来 却 是 属於 梭 柏 的 地 稻 。 

3) 木 本 香 项 替 闭 一 一 在 西康 的 森林 带 中 , 最 常见 一 种 灌木 至 于 是 木 本 香 项 (BI 
sholizia fruticosa Rehd.)， 恤 虽然 也 散 生 在 林 边 隙 地 ,然而 大 多 是 在 干旱 的 局 形 地 的 沟 
S, 自 成 茂密 的 震 落 ,差不多 随处 可 以 见 到 。 

弘 冬 麻 且 阑 一 一 在 澜 洽 江 和 怒江 之 问 的 地 区 中 , 复 被 着 许多 砂 芮 岩 红 色 岩 层 风 化 
所 成 的 瞄 和 红色 土壤 的 山坡 ,有 一 种 西藏 特产 的 植物 ,就 是 冬 麻 。 定 一 种 小 灌木 ,有 着 

被 毛 而 常 称 的 羽 状 复 叶 , 和 黄色 的 花 。 在 由 的 纯 对 法 里 , 其 他 植物 不 多 。 
5) ABER — 16 ZUG YE, 3000—4100 米 的 地 方 , 生长 着 大 片 的 天 

黄 (Rheum palmatum L.) 泽 半 ,有 时 一 直 自 山脚 升 至 小 山上 部 , 因此 在 西康 有 大 黄山 
之 称 。 

2. 内 陆 湖 流域 亚 区 一 一 这 一 个 亚 区 , 包括 四 个 大 湖 , 最 大 的 是 羊 卓 张 湖 ,其 次 是 多 
金 湖 , 夏 拉 湖 和 卓 森 泽 登 湖 , 和 竹 们 周围 地 区 。 此 外 还 有 基隆 喜 卡 ,虽然 由 的 水 是 直接 
南 流入 印度 的 ,但 是 根据 自然 情况 ,也 可 归 太 这 一 亚 区 。 这 里 的 海拔 ,一 般 都 在 4200 米 
以 下 。 这 里 虽然 帮 近 喜马拉雅 山北 蓄 下 的 塞 漠 ,然而 植 物 的 成 分 上 却 看 不 出 十 分 高 塞 的 
性 质 来 ,反而 与 中 上 游 河谷 亚 区 藏 布 江岸 的 植物 ,表示 较 多 的 亲 乡 关系 , 这 显然 是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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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水 能 调节 气候 的 原故 。 

在 这 一 亚 区 内 , 尤其 是 较 低 的 地 方 , 还 可 看 到 生长 良好 的 林 卡 。 就 是 较 高 处 如 能 

上 生长 的 醋酸 条 林子 ,一 种 是 低 山 坡 上 的 沦 检 林 ,不 过 这 十 种 林子 ,是 极 稀 见 的 ;前 者 如 

郎 嗓子 至 热 隆 道 上 ,后 者 如 郎 咀 子 附 近 所 见 。 

除了 林子 之 外 , 其余 的 植物 , 按 自然 性 拉 的 不 同 , 可 以 分 为 : 

(1) 湖岸 涂 岸 水 远 地 植 物 用 六 一 一 这 种 社会 的 组 成 是 相当 简单 的 , SE SE 

Aika. KB, RAL, Bitty, 在 拔 海 较 高 (43800 米 以 上 ) 或 

离 湖 较 远 的 地 方 则 有 喜 水 的 浇 黄 未 豆 (Oxytropis sD.)， 在 这 用 六 里 最 估 优 势 。 长 花 马 

FERS (Pedicularis longiflora var. tubi flora Pennell), BPA BRK LSK, 

SEERRE (Aster sp.), WIRATERIG TRIS LAURIE, 其 余 较 少 的 , STASIS FE 
% (Pedicularis rhinanthoides var. labellata Prain)、 喜 水 蒲公英 (Taraxicum palustr 

DC.) »7EABS. FER IEPA, A ae LS) Hr Bee A Fee SE, TEK 

湖 的 边 上 , 则 因为 气候 比较 温暖 , 里 面 的 植物 ,就 与 藏 布 江 流域 同样 至 装 中 的 相近 了 。 

里 而 最 模式 的 种 类 ,就 是 和 拉 旗 河流 域 一 样 的 估 侏 报 春花 ,而 上 述 的 种 类 ,就 不 再 见 了 。 
SX AMR FE BME, BEE FE Fe LE Ie 

(2) Fw 7k AEH a sks —— TEA BEAK P , Fe PANT AL AL RSL TA, WeMESE 

Be. SOPPVAAS, Mom PAK ABE PIS REAR, HARM, Waele, HATE 

PEAR AL 15 VERT ASE PH BEAL RS 0 UE ORAE HEU Fe ETB , Ae — Be tg it (Bleo— | 

charts sp.) AYES, PRR FERRARIS A, ICRU PORES fal BY, AE FERIA SL. 在 

Wi, A ne BI — Fh EE TRE, 浑 在 水 面 , HU R EAS BORER 

冒 着 鲜 朱 的 地 方 ,才能 看 到 。 

(3) 干 酒 湖底 的 植物 村 装 一 一 在 卓 木 泽 登 湖 的 东 端 , 有 一 片 极 大 面积 的 湖底 ( 欧 三 ” 
万 亩 ) 已 经 干 泗 。 在 这 种 灰色 的 湖底 的 咯 读 士 上 ,生长 着 西藏 少见 的 山 草 地 。 这 是 一 种 

#26 (Calamagrostis sp.)， 高 达 工 米 余 , 可 以 收 制 为 饲料 。 因 为 面积 很 大 ,所 以 成 为 一 

个 很 好 的 牧场 。 在 将 来 , 这 个 痢 近 的 , 已 经 行将 枯竭 的 夏 拉 湖 ,可 能 也 会 生长 同样 的 对 

se, 

(4) wich — TE SES DBR, A RK Ie, A EBB AS 

沙 堆 上 密 盖 着 西藏 金 册 多 (Caragana tibetica Komar.) Wyk, 那里 面 差不多 没有 别 

的 植物 存在 。 

(5) 湖区 山坡 植物 地 装 一 一 在 湖区 内 , 低 山 上 的 植物 浴 烤 , 除了 上 面 说 过 的 两 各 

林子 一 一 醋酸 条 和 冷 榕 外 ,是 波 有 其 他 乔木 的 。 主 要 的 植物 符 闭 , 可 以 说 也 是 由 粗 芮 陈 

, tes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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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E RES, TAK Sean a LE A SE 这 也 是 与 藏 布 江 区 相似 的 一 点 。 在 

比较 潮湿 的 山脚 上 ,这 种 蒿 子 , 就 与 刺 忍 冬 (Tomicera spinosa), ， 东 方 铁 稼 着 和 界 峙 花 一 
种 (Delphinium sp.) 等 共生 。 

(四 ) 第 四 区 :森林 区 一 一 整个 康 藏 地 区 ,除了 上 述 的 三 个 区 域 之 外 , 其 余 的 地 方 ,多 
少 都 有 森林 被 复 , 所 以 可 以 和 统称 为 森林 区 。 不 过 康 藏 地 区 的 森林 , 角 估 有 这 样 大 的 面积 ， 

那么 受到 了 不 同 地 势 , 气 候 等 等 条 件 的 影响 ,森林 的 性 质 , 自然 亦 有 所 不 同 。 我 们 根据 
这 些 不 同 的 性 质 , 把 整个 区 域 ,划分 成 三 个 亚 区 。 这 三 个 亚 区 ,就 是 :河谷 上 游 森林 亚 区 ， 
藏 布 江 下 游 森林 亚 区 和 喜马拉雅 山南 昔 森 林 亚 区 。 这 里 有 -一 点 要 附加 说 明 的 ,就 是 这 三 
个 亚 区 的 界限 , 因为 我 们 所 走 的 只 是 一 条 精 而 没有 作 公 面 的 调查 , 所 以 有 些 地 方 , 是 目 
见 的 ,确切 的 , 也 有 许多 地 方 一 可 说 是 很 大 一 部 分 , 是 腾 断 的 , 也 有 些 连 腾 断 都 很 为 

难 。 在 后 两 种 情形 ,只 可 以 留待 以 后 再 去 ,或 者 等 候 后 去 者 来 加 以 让 实 和 补充 了 。 
1. 河谷 上 游 森林 亚 区 一 一 这 是 一 个 很 大 的 地 域 , CLE EMIT, VIL LA 

江 的 上 游 , 还 有 一 小 部 藏 布 江 的 支流 拉 阵 河 的 上 游 地 区 。 和 的 界限 , 暂 可 定 为 :北面 连 
接 第 二 区 , 东 面 起 自 折 多 山 的 西 坡 , 西 面 泛 蕉 宫 布 巴 拉 山 的 西 坡 的 乌 西 金 , 南 面 是 沿 着 

北 入 29° 90' 上 下 的 一 条 穆 , 不 过 在 太 昭 附近 , 北 到 拉 和 鲁 , 西 到 下 局 通 的 一 井 地 方 ,因为 
受到 循 着 太 昭 河上 来 的 印度 洋 暖气 的 影响 ,所 以 有 藏 布 江 下 流 森 林 亚 区 的 种 类 侵入 ,应 
BIA BI, 

fEISEC, FEW Hh ON KIRA FH RR 342K i BNI, AEE BA 
it ABA] A , VS) aH ACR SS ST PA, LUBE GL, VAI 
AA B— EK (GU) A. 

从 四 川 出 发 , 沿途 小 山上 所 昂 的, 大 部 是 人 工 栽 成 的 马尾 松 (Pinus Massoniana 
Lamb.) 为 主 , 偶 有 刺 杉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Hook.) 的 林子 。 和 经 过 雅安 ,到 二 

郎 耻 脚 的 小 池子 ,就 可 以 说 到 了 川西 个 地 的 边 罗 了 。 在 浅 池 子 以 上 ,树木 的 种 类 ,渐渐 
加 多 ,下 部 有 很 多 常 罗 的 雅 州 石 柑 (Titjocarpus viridis Rehd et Wils.) 最 为 明显 。 
上 部 刚 有 云 杉 , 这 是 一 种 暖 温带 的 森林 情形 。 

三 郎 山 阻止 了 西 进 的 带 着 多 量 水 汽 的 空气 ,所 以 一 过 二 郎 山 ,就 在 滤 定 一 带 显 示 出 
牢 千 旱 的 情形 来 。 因 为 海 技 低 (1200 米 左右 ), 所 以 气候 很 温暖 , 而 干燥 的 空气 更 助 基 
了 这 一 点 ,在 这 样 的 环境 里 ,就 生出 在 国内 他 处 不 见 的 一 种 植物 一 仙人 掌 (Opuntia 
sp.); 源 伤 由 坡 和 田园 ,造成 类 似 热带 沙漠 的 景致。 

过 了 康定 (2288 米 ) 就 到 了 折 多 山 , 这 个 山 的 东 坡 , 在 3000 米 左右 的 地 方 , 我 们 看 
BI Tr IM] (Quercus semicarprifolia Smith), ， 这 是 荐 布 江 下 流 森 林 亚 区 中 的 主要 关 叶 

树种 。 物 在 那里 分 作 , 扰 疑 是 与 云南 和 四 川 所 有 的 有 联系 。 因 为 自 折 多 山西 坡 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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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太 昭 以 上 的 常 多 ,再 不 见 这 种 树木 ,性 的 分 仿 一 定 是 由 此 折 而 向 南 了 。 这 个 山 的 东 
坡 , 还 有 一 种 树冠 很 圆 的 比较 低 小 的 落叶 松 (Zariz Mastersiana Rehd. et Wils)， 也 
是 康 藏 区 其 他 地 方 的 森林 所 不 见 的 ,所 以 我 们 说 芙 算 的 河谷 上 游 森林 亚 区 ,是 从 折 多 由 
西 坡 起 的 。 

这 一 个 亚 区 ,因为 有 三 条 大 江 , 水 流 切 怨 很 深 , 所 以 高 佑 的 山 举 和 深沉 的 河谷 ,替换 
存在 ,谷底 和 高 顶 的 拔 海 高 度 ,往往 相差 到 1000 ZK, SRS INE, 在 植物 的 二 
直 分 侯 上 表现 得 十 分 明显 。 各 屠 植 物 分 侯 界 限 , 虽 因 各 河流 的 局 部 环境 不 同 , 而 有 所 差 
SR, 然 总 的 说 起 来 ,还 是 相去 不 太 远 。 现在 先 说 一 说 这 界限 :草本 的 分 伤 ,天 旬 如 来 ,可 
以 升 到 5000 米 以 上 , 因为 一 般 高 山顶 部 ,由於 不 完全 的 风化 作用 ,多 为 变化 不 定 的 碎 石 
潍 所 掩 ,植物 比较 难 扒 立足 ,在 这 些 塞 漠 地 带 , 可 能 有 个 别 的 草本 生 认 其 问 ,此 次 观察 蕊 
晚 ,高 山顶 部 , 多 为 雪 掩 ,草本 究 能 升 至 若干 高 度 , 难 认 肯定 。 草本 带 之 下 为 灌木 带 ,其 
极限 锡 在 4600 米 左 右 。 上 面 的 情况 已 在 第 二 区 中 介绍 。 下 而 接着 森林 带 , 大 狗 限 亦 

S800 米 以 下 的 地 方 。 这 些 分 佑 的 高 度 , 因 局 部 地 势 的 不 同 ,和 日 光 向 背 等 因素 ,发 生变 

化 ,各 屠 均 有 犬 牙 交错 的 情形 ,而 非 一 直 穆 分 做 的 。 
在 这 一 个 亚 区 内 ,我 们 的 路 穆 是 由 东 向 西 的。 在 整个 路 程 中 ,森林 中 的 主要 成 份 是 

有 改变 的 ,前 年 段 从 折 多 山 至 巴里 朗 , 是 属於 金沙 江 , 澜 洽 江 ,和 把 江 流域 的 。 在 这 守 外 
中 ,气候 比较 湿润 ,所 有 森林 以 巴 氏 云 杉 (Picea balfowriana Rehd. et Wils.) 为 主 。 
可 以 称 为 云 杉林 小 区 。 后 秆 段 则 云 杉 完全 不 见 ; 而 森林 改 以 四 川 白 梭 (Betula mand- 
shwrica var. szechuanica Rehd.) 为 主 ,可 以 称 为 权 木 林 小 区 。 

这 雨 个 小 区 ,在 垂直 分 做 上 ,站 没 有 大 区 别 , 为 便利 起 见 ， 仍 然 可 以 合 起 来 申述 ;, 现 
在 将 所 有 植物 社会 ,分 成 雨 类 ,一 类 是 普 副 分 做 的 ,按照 季 直 高 度 来 廊 , 另 一 类 是 另 星 而 
比较 特殊 或 不 常见 的 植物 天 装 , 都 归 借 在 一 起 来 蘑 。 

(1) 去 杉 小 区 一 这 一 个 小 区 以 巴 氏 云 杉 为 主 其 林子 的 种 类 ,可 以 分 为 下 烈 雨 种 : 
1) 对 叶 林 一 一 这 纯粹 的 针 叶 林 是 由 两 种 松柏 科 的 树木 所 组 成 ,一 种 就 是 巴 氏 云 杉 ， 

FER. BIA, ZIRE PDE A, 然 以 澜沧江 为 主要 分 仿 地 区 ， 钴 
疑 是 因为 澜 洽 江 流域 的 上 游 , 比 其 他 河流 为 湿润 的 多 故 。 

在 一 般 情形 之 下 , 因为 环境 选择 的 不 同 , 云 杉 与 枪 柏 是 分 估 着 山谷 雨 对 面 的 除 阳 坡 
的 , 云 杉 生 除 坡 而 栓 柏 生 阳 坡 , 与 灌木 带 中 聚 枝 杜 网 与 草原 雨 者 分 佑 的 情形 类 似 。 不 音 
在 很 大 的 队 阳 坡 有 着 明显 的 界 划 , 就 是 一 个 大 坡 一 - 队 坡 或 阳 坡 一 这 里 面 的 较 小 的 
面积 的 除 阳 面 ,也 是 如 此 -所 以 在 云 杉 林 中 的 小 阳 面 ,也 有 栓 柏 存在 ,而 栓 柏 林 所 估 的 阳 
坡 中 的 小 面积 队 坡 ,也 被 云 杉 侵 估 , 一 般 说 求 , FESPA, 似乎 云 杉 强 亦 检 柏 ,所 以 先 
面 的 例子 ,比较 少 些 。 在 这 两 种 林子 中 间 , 一 般 常 有 河流 间隔 ,如 时 河谷 的 坡度 ,相当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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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SUPA PRR, 就 比较 分 明 。 如 果 河 流 的 两 岸 , 有 着 相当 宽 半 的 平 渡 ,， 或 徐 坡 

时 , 则 两 种 林子 就 发 生 交 杂 的 情形 了 。 有 两 面 河 潍 或 缓坡 上 混 生 着 云 杉 和 检 柏 ;一 到 坡度 

TSM, 环境 改易 ,这 种 情形 ,也 就 立 歼 停 止 ,两 种 树木 , 又 各 自 成 为 纯 林 了 。 在 山谷 转 

成 南北 向 时 , 因为 日 照 在 两面 坡 上 上 比较 均等 的 多 故 , 两 面 坡 上 就 时 常 看 到 生长 着 同样 的 

林子 。 至 认 林 子 是 属 认 检 柏 或 是 云 杉 , 那 就 要 看 当地 的 气候 情形 来 决定 了 。 在 稍为 二 

” 旺 的 地 方 , 则 雨 坡 均 长 榴 柏 ,反之 则 长 云 杉 。 

在 纯 业 的 针 叶 林 底 下 , 因为 环境 少 有 变化 ,下 层 植物 ,无 花 灌 木 或 草本 ,种 类 却 比 较 

简单 。 在 云 杉林 中 , 常见 的 灌木 ,有数 种 红 枸 子 〈Cotoneaster multiflora Bge. 45 C. 

gracilis), 二 、 三 种 栈 栗 (Ribes spp.)、 营 蕉 属 植物 , 尤其 是 峨 岂 蔷 蕉 (Rosa omeiensis 

Rolfe) 及 其 半 刺 变种 (var. pteracantha Rehd. et Wils.), 8 (Berberis sp.) 和 柳树 

SS BAA I, ABR. AI (Polygonum spp.) 龙 胆 属 〈Gentiana spp.) 和 马 先 

fais (Pedicularts spp.) 等 植物 。 TAKE, 因 林 地 上 比较 干燥 , 植物 种 类 ,似乎 更 少 。 

在 柏林 上 部 , 杂 生 几 种 灌木 , 内 以 小 更 为 最 多 。 在 下 部 生长 良好 的 柏林 下 , 则 灌木 就 少 
见 而 草本 也 不 多 。 像 在 查理 铺 亚 证 足 家 道上 的 一 段 比较 典型 的 柏林 中 有 一 种 高 大 的 慕 

麻 科 植物 (Laportea sp.) ARTE RA Zihh, TEREF IR, HA LEAR ARBOR ee HE 

(Agropyrum sp.) 等 植物 。 | 
2) SEA fil PLY CHK 3 — AY BR REL BARE EE hid PP 

WRAEK, 这 种 混交 林 , A, PONV HEANL (Populus tremula var. Dawidiana 
Schneid.) A, CHS Pifel Piet, 1k Bi th 5 SATE AE ARTE AHS A Bel oe bE, Wy 

RBI STAI. TERR PE, EI SEAR, pci a 都 喜欢 湿润 

的 环境 , 所 以 在 云 杉 林 中 , 都 估 有 水 江 ( 滩 润 ) 及 浅 旁 若干 距离 的 范围 ,而 在 山脊 上 是 没 

有 它们 的 踪 踊 的 。 因 此 物 个 常 治水 汪 构 成 狂 条 或 小 片 。 

在 这 混交 林 中 , 树木 的 种 类 很 为 丰富 。 在 拔 海 3500 KO PSL, ABA wR 

野 樱 桃 ,一 种 是 红果 的 【Prwnas serrula) 最 为 普通 ;一 种 是 黑 果 的 ,比较 少见 (Prunus 

ef. plewroptera), SHURE, 有 多 种 柳树 〈Saliz) HERA (Lonicera chrysantha 
Turcz.) 、 甘 肃 海 党 (Walus kansuensis Schneider), eM (LH vonymus lancet f olta 

Loesen.) 等 等 。 较 小 的 灌木 , 则 以 酷 栗 (Robes alpestre) eo. AWWA Ok. Fi 

毛 忍 冬 (CZEonicera hispida Pall)、 四 豆子 CPramas tomentosa Thunb.) 等 。 野 杏 (Prunus 

armeniaca var. ansu Maxim.) ASG (CP. mira Koehne) 都 在 第 一 亚 区 内 生长 ,前 

者 在 嘉 玉 桥 以 东 , ARR COIR, ROR, 然而 一 过 嘉 玉 桥 序 不 复 见 ， 

其 地 位 即 为 光 炉 桃 所 代替 。 

在 有 些 地 方 , 上述 的 正常 的 针 叶 天 叶 刘 交 林 ,发 生变 化 。 那些 地 方 , 云 杉 因 为 某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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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c (FU REE BPR ER, 不 过 也 未 必 确 实 ), 为 雨 种 大 型 的 灌木 或 小 乔木 所 代替 ;因而 
形成 椎 柏 与 灌木 对 立 的 现象 。 像 洽 泥 专 至 南 栈 拉 一 段 中 所 见 的 , 原 为 云 杉 林 下 灌木 层 

中 份子 之 一 的 垂 枝 红 枸 子 ,发 育 特别 良好 , UREA, HAMAR. 
树 生成 球形 , 远 望 很 像 柳 树 。 物 的 分 人 高 度 ,也 侍 与 云 杉 相等 。 也 有 一 些 地 方 ,柳树 替 ， 

代 了 云 杉 和 樟 木 , 也 同样 形成 一 种 不 相称 的 对 立 。 这 些 柳 树 , 在 森林 带 的 上 部 , 是 由 灌 
木 带 下 部 延 下 来 的 种 类 ,而 在 此 地 , 则 长 成 乔木 状 了 。 

(2) 棒 木 小 区 一 一 这 一 小 区 , 因为 没有 云 杉 , 所 以 它 的 位 置 , 完 公 为 树木 所 代替 。 
气候 比较 塞 沦 干燥, 林子 主要 是 梭 木 和 栓 柏 相对 立 。 在 大 阳 坡 上 的 小 除 坡 和 大 除 

坡 上 的 小 阳 坡 ,也 形成 樟 栓 刘 交 情形 。 在 此 地 棒 木 林 中 坎 要 的 树木 ,就 是 山 枢 。 检 柏 林 

中 , 几 上 无 其 他 树木 ; 亦 因 天 气 干 沦 , 栓 柏 本 身 , 多 生长 不 良 而 且 很 是 疏 寥 。 BRAT i 
ARS SBE, FEIT TE. 

在 樟 林 小 区 里 , 比 桦木 稍 低 的 地 方 ;也 有 一 种 密生 的 柳 林 ,里 面包 括 好 几 种 柳树 ,性 

质 和 第 二 区 高 山 灌 木 带 下 部 的 柳 林 相 类 似 。 这 种 柳 林 ;我 们 在 仁 进 里 附近 看 到 后 ,后 来 

又 在 德 庆 越过 夏 拉 山 时 看 到 。 阔 且 那 里 也 有 一 二 片 梭 木 林 。 另 一 种 比较 少见 的 灌木 地 
LE (Juniperus squamata var. prostrata Hornibr.) 常 在 高 山坡 上 成 圆 片 生 长 。 

与 性 共 生 的 是 小 蔡 。 在 秋 深 时 小 给 红 叶 与 洒 攻 的 矮 杷 圆 垫 相 掩映 ,十 分 美丽 。 这 种 检 柏 

小 葵 的 混 合 灌 闭 , 也 全 在 过 和 夏 拉 和 波 密 地 区 的 然 屋 ,342K 等 处 见 到 。 这 是 在 分 傣 上 很 
有 意义 的 事情 。 因 为 德 庆 距 仁 进 里 狗 50 公里 , 这 一 路 在 治 拉 节 河 谷 的 北 坡 上 , 已 经 不 

UAT REA FETE PB BC HELE AS, PEA A IEE, FZ 

射 很 强 ,空气 干燥 , AMSA EE SRILA YA 

空间 里 还 是 山 周 重 县 ,所 以 河谷 的 干燥 空气 ,仅仅 影响 到 面临 河谷 的 山坡 , 而 在 比较 靠 
里 的 山 , 就 不 生 多 天 关系 了 ,所 以 同仁 进 里 相同 的 林子 ,还 是 糙 续 向 西 分 售 。 这 样 第 三 

和 第 四 区 的 分 界 ,表面 上 虽 是 在 仁 进 里 ,但 是 实在 却 在 过 夏 拉 或 者 还 要 稍稍 向 西 。 当 然 

在 拉萨 对 面 的 山上 , 却 看 不 见 有 柳 林 的 存在 。 至 放 波 密 地 区 的 然 屋 , 342K 等 处 , 已 近 
八 宿 草 地 的 边缘 ,在 林木 的 分 做 上 ,也 是 应 该 属 放 第 一 亚 区 而 不 属於 第 二 亚 区 的 。 

2. 茂 布 江 下 流 森 林 亚 区 -一 一 这 一 个 森林 亚 区 , 面积 也 相当 的 大 , 西 起 富 布地 区 的 

吉宗 ; RC BME KA RBG), 北面 与 第 一 亚 区 接壤 ; 南面 则 与 属 认 第 三 亚 
区 的 罗 玉 至 察 阳 地 区 相 毗 卷 。 这 里 有 两 个 特点 , 须 加 指明 的 是 :第 一 ,以 前 已 然 说 过 的 ， 

因为 太 昭 河 带 太 的 暖气 ,使 这 一 亚 区 的 地 盘 , 向 北 延 伸 二 十 余 公 里 ,以 达 拉 短 ,又 向 西 推 
进 50 一 70 公里 到 下 马 通 ,侵入 第 一 亚 区 的 地 位 中 。 第 二 是 在 曲 水 以 东 的 一 段 ,属於 第 三 

区 的 河谷 砂 丘 地 带 , 表 面 上 一 直 东 延至 吉宗 为 止 ,但 事实 上 这 只 是 沿 着 藏 布 江岸 的 山坡 
( 南 向 坡 ) 是 如 此 ,在 走 入 北 沟 里 面 不 远 , 藏 布 江 寅 谷 的 干 空气 , 邹 渐 渐 消 失 其 干燥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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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 里 面 的 山沟 内 , 也 照样 生长 着 与 吉宗 以 东 一 样 , 而 契 不 能 在 第 三 区 内 看 到 的 树种 
一 一 密 叶 赤松 。 这 个 情形 , 也 和 前 面 说 过 的 第 一 亚 区 的 西 界 ,表面 上 止 藕 仁 进 里 ,而 实 
际 上 一 直 在 隔 拉萨 河谷 稍 远 的 山坡 上 ,延伸 至 德 庆 的 过 夏 拉 山沟 内 ,还 和 凰 夭 存 在 的 情 
形 ,完全 一 致 。 

这 一 亚 区 ,在 地 理 , 气 候 和 地 势 的 条 件 上 ,是 大 大 优越 於 第 一 亚 区 的 。 不 但 在 综 度 
上 靠 南 , 而 且 在 地 理 上 , 因为 距离 由 喜马拉雅 山 最 东 的 高 尝 南 却 巴 华 雪 些 (7756 米 ) 和 
云南 高 原 的 西 和 多 之 问 所 形成 的 缺口 很 近 ,使 阿 塞 密 平 原 的 温 温 的 气流 容易 湖 江 西 上 , 因 
而 大 大 地 提高 了 雨量 和 温度 。 另 一 个 特殊 的 条 件 , 就 是 在 地 势 上 , 南 却 巴 华 雪 府 以 东 , 技 
海 高 度 豚 然 降下 ,有 低 至 2000 米 以 下 的 地 方 ( 春 隆 1720 米 ), 这 对 於 温暖 带 植 物 生 长 ， 
是 个 极 有 利 的 条 件 , 所 以 这 一 亚 区 内 的 植物 种 类 , 不 但 比 前 一 区 大 大 的 丰富 了 , 而 且 在 
色彩 上 也 增加 了 许多 蚂 温 带 和 亚热带 的 成 份 。 

不 过 , 因为 本 区 的 西端 , MS ARIS, 受 着 强烈 的 干燥 空气 的 中 
Al, 因而 大 气温 度 大 大 沽 低 ,不 适 於 险 性 植物 的 生长 。 在 东边 , 旭 因 卷 近 八 宿 高 原 的 边 
入, 地 势 气候 也 显得 高 塞 , 暖 温 带 植 物 , 无 法 生存 ; 最 特殊 的 是 中 间 间 隔 着 拔 海 很 低 CR. 
JERS 3526 226535 1830 米 ), 雨量 特别 高 的 一 段 , 为 暖 温 带 或 甚至 认 有 些 亚热带 植物 
的 理想 园地 。 这 些 特 点 ,都 很 明显 地 表现 在 植物 的 分 优 上 。 植 物 的 种 类 ,也 明显 地 由 西 
往 东 渐 渐 增 加 ,到 了 中 间 的 一 段 ,达到 高 尝 后 ,再 向 东 又 渐渐 地 淫 减 ,因此 在 较 短 的 一 段 
GL, RABE. 

EAA A i, UME — EA, SAS, 都 是 比较 低 的 (这 一 亚 区 内 ,有 很 
多 的 高 山 , 不 过 一 方 因 时 值 隆冬 ,一 方 亦 上 东非 专门 调查 植物 , 致 未 登临 ) ;而 且 这 十 个 山 ， 
都 在 西端 , 第 一 小 区 范围 之 内 ,不 足以 代表 公 个 亚 区 ,所 以 待 廊 到 这 两 个 山 的 范围 内 时 ， 
BTM. 

在 特殊 分 佑 情形 之 下 ,本 亚 区 可 以 分 为 雨 个 小 区 。 第 一 个 小 区 是 分 为 两 段 存在 着 
的 ,原因 是 中 间隔 着 一 个 第 二 小 区 。 这 雨 段 中 的 雨 边 一 段 ,是 由 训 宗 到 重 浪 的 东边 一 、 

”三 十 里 的 地 方 , 东边 的 一 段 , 则 从 通 远 与 邓 之 问 的 某 一 点 开始 而 止 於 米 块 公 。 第 二 小 
ERE PAE, NE RATES SS, BR, 气候 比较 干 
Re, HURSTK Ze BP, LZ ORES (Pinus yunnanensis Eranch.)、 密 时 赤松 (Pinus tabu- 

laeformis var. densata Rehd.) Aug hil, AVATAR ERTS DX, SAU, 气候 
比较 湿 暖 , 物 的 代表 树种 ,是 华山 松 ”(Pinws armandié Franch.) 和 石 机 (Lithocarpus 
sp.)， 也 可 简称 为 华山 松石 检 小 区 。 

(1) 赤松 青 国 小 区 一 一 这 一 小 区 的 界 划 , 前 面 已 经 悦 过 ,这 里 可 以 加 以 补充 的 就 是 
这 几 种 主要 的 树木 和 一 些 坎 要 的 树木 ,在 本 区 内 分 人 的 情形 。 密 叶 赤松 在 本 区 内 的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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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S, BUNA (SLE) AOAC A EB, A Sn 
的 树冠 ,一 望 就 能 与 云南 赤松 的 尖塔 形 的 树冠 区 别 。 

云南 赤松 虽然 在 富 布 额 拉 就 看 到 ,但 是 一 直到 扯 敏 ( 则 拉 宗 前 一 站 ) 才 往 分 售 合 低 ，” 

在 江岸 低 山 上 成 松林 带 ,接着 上 面 的 落叶 松 或 痊 杉 云 杉 林 。 从 此 以 东 , 有 很 多 地 方 , 从 

坡 上 一 直 延 下 到 易 形 地 或 台地 上 。 在 幕 大 多 年 的 农田 里 ,长 起 广 瘘 的 森林 ;直抵 江岸 ， 

这 种 情形 ,一 般 多 在 队 坡 , 然而 在 阳 坡 比较 湿润 的 地 方 ,有 时 也 可 看 到 , 像 在 帕 路 丁 至 马 

奔 一 带 及 其 他 地 方 所 见 。 这 种 松树 的 皮 特 厚 ,能 耐 高 热 ,一 般 野火 ,多 将 青 辣 大 树 烧 死 ， 

THe FET PIKE, MRD ARE CHS, DSRNA RSS LAS I, PEAS 

ELEM RES, | 
IVEY EROS th, WE WES ASE RAS A BONERS, AU TEE AR Ze 

MCHA RMR. EMS ARK, HET PRM SAR, TERA 

PPR AO HLTT , HUAI 5A RAK, HUMES RE, 经 过 火烧 ,大 树 死亡 ， 
(ALARM MAAS, KUED GS REEMA BERRA, RORRAAS, 所 以 一 般 都 是 

灌 半 ,很 少 看 到 大 林 , ER, TERE LAW EELe BI AOS MK, OD SET 
FER AUD PATHE PF , AUSSI, 主干 不 但 很 高 ,而 且 也 很 直 , 可 以 生产 极 好 

的 材 木 。 

在 本 小 区 的 东 段 , 则 青 国 与 一 种 析 柏 (Jamniperls sp.) IRZEKAK, "EAR IRI, 
也 就 等 评 小 区 的 东 界 ,到 米 块 公 以 后 ,就 不 再 见 了 。 

云 杉 在 过 了 富 布 额 拉 以 后 ,看 见 的 多 在 由 的 上 部 。 由 在 河谷 下 面 的 分 佑 ,是 在 里 陈 

以 东 的 地 区 。 在 里 陈 只 在 村 旁 见 到 一 株 。 一 直到 德 木 宗 以 东 , 才 分 做 到 河岸 上 来 。 

喜马拉雅 圆 柏 ,多 见 蕉 过 了 富 布 额 拉 之 后 的 沿江 一 带 。 和 都 生 在 江岸 高 水 位 界 入 
上 ,而 且 雨 岸 都 有 ,长 成 大 树 。 过 了 这 一 段 后 ,只 偶而 在 林 中 看 到 (BIS eh) 在 那里 
AR BILE AK, Bik 6 KDE. 

以 上 所 述 的 林木 的 分 伤 ,可 以 看 出 天 部 分 的 树木 , ABEL ARSESE A Ui 

总 低 , 这 当然 表示 出 这 一 带 气候 的 特殊 情形 来 。 

为 了 对 垂直 分 作 有 一 个 概念 , 这 里 再 将 在 本 小 区 内 茎 过 的 十 个 较 高 的 山上 的 植 牺 
带 来 申述 一 下 。 这 十 个 山 , 一 个 是 襄 宗 东 面 的 宫 布 额 拉 高 4230 米 ， 另 一 个 是 德 木 拉 ， 

高 4203 米 。 前 面 一 个 是 靠近 藏 布 江 袖 谷 的 ,后 一 个 是 靠近 第 二 小 区 的 植物 ,因而 也 不 

KEE, A ABATE BE, 
在 宫 布 额 拉 的 西 坡 , 片 麻 岩 的 阳 坡 上 ,从 山顶 (4230 米 ) 到 4210 米 为 灌木 带 , 主 要 

为 低 矮 的 小 杜 驳 (Rhododendron fastigiatum +5 R. anthopogon D. Don) 的 灌 灶 所 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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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 在 4210 KU PHA ARTS (Zariz griffithiana CarTr.) 林 。 在 落叶 

RATE BUA REEL (Rhododendron taliense) 的 高 灌 六 ,这 种 林子 的 下 部 ， 就 渐渐 杂 

”有 梭 、 杨 等 关 叶 树 ,一 直到 3420 米 以 下 , 则 落叶 松 不 见 , 而 全 为 樟 林 了 。 这 些 混交 林 下 ， 

EA RARE (Rhododendron yunnanense Fr.), SFE (Prunus rufa Wallich), 

«2 Fh BIGEAEB (Polygonum paniculatum) .4-$65L—#h (Caragana sp.) 等 种 类 ， 

a Peal Ales (Cotoneaster multiflora Bge.?), HERE (Ribes sp.), ABE (Sambucus 

adnata Wall.) (33). #IZEKK (Sageretia theecans Brongn.), Py RRR AR, [ly HERA — Fp 

(Desmodium sp.). #5235 (Spiraea mollifolia Rehd.), ASEH (Abelia triflora 

Br.) 等 种 类 ,还 有 一 种 很 普 逼 的 菊 科 灌木 ,在 上 下 部 都 有 的 ,是 Microglossa albescens C. 

B. Clarke, 在 阳 坡 上 则 为 与 吉宗 一 样 的 石灰 岩 ( 略 变质 ), 坡度 极 陡 , 那 上 面 生长 着 与 

吉宗 同样 的 植物 社会 , 邹 喜 马 拉 雅 圆 柏 (Cuppressus torvlosa D. Don) 的 林子 与 黄杨 

(Buaus sempervirens L.) 的 灌 收 ,与 队 坡 的 植物 ,很 明显 的 分 开 来 。 虽 在 4000 米 左 右 ， 
在 阳 坡 的 队 面 上 ,也 有 些 落 叶 松 侵入 柏树 范围 中 。 

在 宫 布 额 拉 的 东 坡 ,上 部 为 落叶 松 和 柏树 ,下 部 则 为 杂 林 ,里 面 有 许多 光 核 桃 及 其 

他 灌木 ,如 长 叶 符 篇 木 (Lvonymus Janceifolia)、 山 里 蝗 、 红 花 茉 莉 等 。 在 山顶 向 南 远 

望 , 则 南山 北 坡 上 ,有 云 杉 或 瀹 杉 林 存 在 。 

德 森 拉 高 4203 米 , 这 里 的 气候 显然 已 径 比 宫 布 额 拉 要 潮 涧 些 。 它 的 西 坡 , 下 部 全 

是 青 回 ,在 这 里 有 两 种 在 第 一 亚 区 (河谷 上 游 森林 亚 区 ) 中 很 常见 的 灌木 ,在 潮 润 处 成 为 

灌 闭 ,是 木 本 香 苦 和 珍珠 梅 。 至 3100 KM, MSH SMEG (Abies Webbiana 

Lindl.) 的 混交 林 , 里 面 亦 有 云 杉 与 少数 的 落叶 松 和 柏树 。 在 潮湿 处 则 有 醋酸 条 和 柳树 

的 杂 林 ,也 常见 云南 牡丹 《Paeonsa Delavayi Franch.), JA#RA S/F ABE SE, AZ 

Cassiope fastigiata DC. 过 山 后 则 公 为 沦 杉 与 杉 混 交 林 ,直到 3600 米 处 , 则 青 国 再 度 开 

始 。 这 些 林 中 , HAAR ARES, ANSE TERK AR (Sorbus sp.) 等 。 治 滩 则 多 醋酸 条 自 

成 林带 , 内 有 野 樱 桃 , 柳 等 杂 树 。 

这 里 还 要 介 络 一 种 在 本 小 区 内 最 常见 的 灌木 ,这 就 是 一 种 白 干 的 树 莫 (Rubus sp.) 

从 过 了 扯 敏 之 后 ,一 直到 宋 宗 (本 小 区 的 东边 一 段 )， 都 能 见 到 ,而 尤 以 帕 路 丁 至 马 奔 一 

带 为 最 普 逼 。 鼻 的 白色 的 灌 装 ,常常 点 级 着 松林 焚毁 的 地 方 ,因为 性 的 生长 环境 几乎 是 

与 云南 赤松 相同 的 ,是 本 小 区 内 的 灌木 的 标 惧 。 

在 松林 的 底下 草本 层 , 最 主要 的 是 一 种 羊 贞 ,为 现 瑚 菜 属 (Glejhenia) 物 , 季 不 但 在 松 

林 下 复 盖 地 面 ,而 且 在 松林 区 内 所 开辟 的 农田 边 乏 及 已 荡 秦 的 农田 里 成 极 茂 的 天 落 , 是 
本 区 内 草本 的 代表 。 | 

(2) 2 MAHAR —EARDE A, 主要 的 林木 , SBEABASH, S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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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ARES TL RANE eK ES FETE A IRE, RAR 

HHI ASE ENTERS ME. BITE Hy A py 8 —— READ A AS SB ESE 

BOK, TEA LEN, PYKARERK, SHLAA, TAHOE, 

PERTORE FEAR BRS, BSA USER IOR, 而 也 有 类 认 云 南 高 原 的 西北 

BT! 

在 本 区 的 西端 , GRE KABA MK, BS DMA TASS aE 

(Picea Morinda Link.) fis BSR (Tsuga Brunontana Carr.)。 这 里 林地 上 的 

湿度 标 大 , BER AK DP is SLT 瑚 荣 (Glehemta) 238, MK ZU — AAS aE 

植物 层 , 在 里 面 生 长 着 很 多 的 儿 儿 风 (Ainslaea pieropoda DC.)。 在 这 种 林 中 ， 如 偶 

有 降 地 , 则 往往 有 落叶 松 治 着 林 边 生长 。 其 他 关 时 树 , 只 见 有 一 种 与 石灰 寿 相 类 的 水 检 

(Sorbus Folgneri Rehd.?) #l—Fh RE (Aesculus punduana Wall.) 以 及 一 种 喜 马 扩 

HE= RL KMS (Benzoin heterophyllum) 等 。 灌 木 的 种 类 很 少 ,有 西藏 秆 球 花 (Hydranger 
heieromalla D. Don) lke Yt (Deutzta corymbosa R. Br. ex Royle) 林 下 草本 也 

RZ, REBAR IHRE (Rodgersia aesculifolia) WF, KU ER EER 

(1907 米 ) 以 西 的 情形 。 

从 印尼 马 至 服 峪 一 段 , 情 形 又 有 不 同 。 在 邱 尼 马 以 东 不 远 的 地 方 (2900 AK) FFAG BE 
见 到 了 华山 松 (Pinus Armandii Franch.) 与 云南 赤松 共生 ,直到 2500 KY PF, SHR 

松 又 源 渐 的 多 了 。 这 里 林地 上 , 仍 为 现 瑚 某 (Glehenia) 所 掩 复 。 乔 木 和 灌木 方面 ,又 增加 

了 不 少 种 类 ,乔木 有 臭 毛 洪 树 ( 忆 ols succedania var. acuminata DC.) FA RRB (Rhus 

Wallichii Hook. f.), #75 (Ilex aquifolium L.) 等 种 。 灌 木 则 有 可 为 本 小 区 代表 

种 的 长 稍 局 核 本 (Prznsepya utilis Royle)、 木 本 香 稳 五 加 一 种 (Acanthopanaz sp.), 

ALT (Pipianthus bombycinus Marq.)、 太 平 花 一 种 (Philadelphus sp.), &#epk, ZB 

PRGA — Fate AE RAT EP KBE A, Justicia Atkinsonit T. Anders. , AHIR 

F/B (Holboellia latifolia Wall. var. latifolia DC.)， 多 枝 常春 芯 (edera nepalensis 

K. Koch) 和 两 种 金银花 、 大 金银花 (Lonicera macrantha DC.) 和 股 毛 金银花 ( 工 . 

glabrata Wall.) 等 。 

从 腊 峪 己 东 到 通 迈 ,可 以 说 是 本 小 区 中 的 另 一 个 单位 ， 从 腊肉 以 东海 拔 狗 2200 米 

处 开始 ,在 华山 松林 中 , 又 二 加 了 一 种 新 的 松树 ， 乔 松 (Pinus excelsa Wall.)。 主 要 的 

常 绿 关 叶 树 , 也 由 青 国 变 为 石 样 了。 其 他 乔木 ,种 类 更 加 丰富 。 其 中 有 刺 冬 青 、 玉 桂 一 种 

(Cimnamomum sp.). Withee. HOA RR OFS. Beet. RAR Clagnolia | 

Campbellit, Hk..f. et Th.) , BRET HI FT. = BED HEDR (Acer Campbellia Hk. f. et Th.), 

SAF (Acer pictum Thunb.)、 喜 马 拉 雅 香椿 (Cedrela Toona Roxb.)、 法 氏 杜 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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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ododendron Falconert Hk. f.). SAGAS 2X EMEAIALICWS EK (Schefflera 

x Wardit Marg. et Shaw) 等 。 

FEARS, RELIES WBC 2 BE OK 
a — (Justicia Atkinsonit, J. Anders.) 2 fe EW det , RIFE BPR OK PEAR AS i 

REMAN ALTL TT. AW ACENGHE AC, SAT TE BEA, SERA (Ilex Thomsonii 
Hk. f.), HEHE (Berberis Wallichtana DOJ)、 喜 马 拉 雅 十 天 功劳 “ (Majonia 

nepalensis DC.)、 大 果 紫 金牛 (Ardesia macrocarpa Wall.)、 DI BEER (Pieris for- 

mosa D. Don), = RHE SETE (Enkianthus himalaicus Hk. f. et Thoms.)、 刺 冻 

kk. HIN— FE (Acanthopanax sp.), PHIRBIERIE. Bikit—Ft (Vaccinium sp.)、 小 竹 

子 一 种 (Arundinaria sp.) $5, PACHA MEI se (Parthenocissus sp.) , AMEE 
BIE Kae RAAF (Clematis sp.), BAST PSE, RF 
样 的 网 竹子 等 。 

Pah LEAR EAA (Phryma leptostachya L.), EH) (Paris polyphylla 

Smith), »»$s4— (Leptocodon gracilis Hk. f. et Thoms.)、 一 种 吉 冬 草 (Reneckia? 

1 | sp.). BBR wa (Campanumoea celebica Bl.), PAH (Streptopus simplex D, Don) 

' 

0 YS BORE 

RSME LA LIOR, TE LUA BEA (Fragaria), SU (Bul- 
bophyllum sp.). AH (Dendrobium spp.) 等 。 

’ PBL, 因为 时 常 地 震 ,， 又 因 雨 量 特 高 , POR, Hes P| 那里 的 山 
静 , 不 是 小 量 , 却 是 大 片 地 ,有 时 甚至 整 片 的 山 , 同 时 场 下 来 。 山 上 的 森林 ,也 尽 容 摧毁 ， 

| AZ bt HENS. 在 这 种 声 山 的 地 方 , 另外 有 一 批 植物 , 在 那里 生长 ,最 模式 的 种 
3S, AA (Alnus mepalensis Don), FET HORE HEL, MMA SRM BM 

| PAPE, EN eo HO RT I, BAEZ, GK, CET REASTER Pt 

EE: (Populus cilita Wall.o) WaShii3, R'E RBS A AIS. 
| 在 场 山 的 地 方 ,其 他 的 植物 ,有 青 国 柳 (Sa1iz viminalis 工 .)、 酬 鱼 草 一 -不 是 西藏 

EA AAAS, 而 是 普通 的 醇 鱼 草 (Budadleia lindleyana Fort.) 了 。 喜马拉雅 获 
子 (Miscanthus nepalensis Hack.) 也 是 引信 注目 的 一 种 。 

在 通 近 附近 ,山上 的 林子 ,似乎 已 惟 妈 很 多 , 地方 比 较 蝎 朗 。 那 里 又 有 几 种 植物 ,为 
a 森林 中 所 未 见 的 , 须 加 提 明 。 一 种 是 木瓜 (Chaenomeles lagenaria var.) 相当 的 多 , 几 

卑 成 林 , 虽然 里 面 也 生 少 数 甘肃 海棠, 与 比较 高 大 的 见 风 二 (Carpinus sp.)。 还 有 一 种 
岂 是 蓝 果 英 掏 (Viburnum atrocyaneu C. B. Clarke)。 这 种 常 称 的 大 灌木, 自 成 高 灌 林 ， 
AAS ARRE, SOG BRAD (Indigofera sp.) 也 只 在 此 地 看 到 ,另外 与 他 处 相同 的 

有 山 是 蝗 、 常 季 电 核 本 ̀ 妃 色 小 蔓 、 长 叶 秋 和 绵 木 .了 香 一 种 等 。 

“ aaa tes a eee ee ar ee ae ys = 

et is Se 



. 喜 马 拉 夏 山 南 蔓 森林 区 -一 -这 一 亚 区 的 范围 是 很 大 的 , 不 过 我 们 亲自 到 过 的 只 

是 一 个 亚 东 小 ,只 可 拿 性 来 当代 表 了 。 亚 东 尖 我们 所 走 的 是 从 帕 里 高 原 的 边 稼 下 ,一 直 
到 阿桑 为 止 (国境 人 条 在 阿桑 以 南 30 公里 的 地 方 , 治 河 下 去 ,一 定 仍旧 是 片 森 林 。 高 山上 

是 一 片 草地 名 叫 阿 桑 夺 朗 ) 距 离 欧 55 公里 ， 由 海拔 4200 米 , 下 降 到 2600 米 , 在 短 短 的 

里 程 中 ， 高 度 相 去 至 1400 多 米 。 

亚 东 沟 在 垂直 分 众 上 说 ,上 部 靠近 帕 里 高 原 的 一 段 , 大 胸 4000 米 久 上 处 ,是 属 基 灌 

木 带 的 。 这 种 灌木 带 , 主 要 仍 系 小 杜 鹏 (Rhododendron anthopogon D. Don 与 五 lap- 

ponicum L.) 和 小 柳树 (Sali sp.) 所 组 成 。 在 这 以 下 , 则 为 乔木 带 ,， 而 是 属於 喜 马 拉 

雅 山 南 蔓 温 带 植物 层 的 。 和 怕 的 特征 ,就 是 不 像 第 二 亚 区 的 具有 中 间 性 质 , 因而 还 杂 有 四 

川西 康 的 种 类 , 像 青 加 ,甘肃 海 党 等 等 的 种 类 ,而 是 纯粹 的 喜马拉雅 出 南 坡 的 种 类 了 。 这 

个 森林 区 , 可 以 分 针 叶 间 叶 混 交 林 和 天 叶 林 两 个 带 来 申述 : 

(1) 圣 叶 关 叶 混交 林带 一 一 这 一 个 带 内 的 树木 ,主要 的 间 叶 树 只 有 一 种 , 就 是 糙 皮 

HE (Betula utilis Don)。 物 是 林 中 升 得 最 高 的 一 种 。 这 一 混交 林带 的 分 售 , 是 以 亚 东 
沟 的 北端 4000 米 涉 起 ,一 直到 仁 庆 闽 附 近 葛 2900 米 处 为 止 。 不 过 在 北端 4000 米 的 地 
方 ,还 大 部 是 灌木 地 位 ,而 桦木 是 多 少 以 灌木 状态 生存 扒 狭 润 的 两 旁 , 而 山 面 上 仍 为 灌 
木 所 估 有 。 一 直到 第 雹 以 上 3800 KAA, IFA BE RO EAC AUG 
交 林 存在 。 不 过 这 里 有 一 点 值得 注意 的 地 方 , 就 是 亚 东 附近 的 春耕 塘 高 达 4000 米 以 

上 ,不 但 魏 氏 冷杉 还 生长 得 十 分 惕 茂 ,而 且 棒 木 也 完全 以 乔木 状态 出 现 的 。 这 表明 植物 

垂直 分 做 , 靖 不 完全 以 海拔 为 准则 , 而 当地 的 地 形 的 位 置 , 也 会 发 生 极 大 的 影响 的 。 在 

亚 东 狭 讼 里 , 因为 地 势 影 响 气候 又 转 而 影响 植物 分 带 的 高 度 。 因为 这 里 总 不 像 在 平原 

上 的 山 一 般 , 四 周 的 环境 ,大 致 相同 ,而 是 处 在 西藏 高 原 的 南 夭 , 北面 有 雪山 存在 , 而 南 

向 则 面临 印度 洋 的 暖气 ,所 以 虽然 相距 甚 近 (〈 路 程 虽 有 40 IB, SAT ABER ie, RA 

RBM), HAKKAR, 是 以 一 样 的 树木 , 在 较 南 的 地 方 , 要 比 帕 里 下 面 升 得 高 

些 。 

这 个 混交 林内 人 圣 叶 树 除 了 魏 氏 疮 杉 之 外 , 估 同 等 重要 位 置 的 是 华山 松 ; 大 狗 从 3400 

米 开 始 ,一 直到 仁 庆 岗 左 近 混 交 林 终止 处 为 止 ( 狗 2900 米 ), 自 成 相当 纯粹 的 林 相 。 此 外 

还 有 一 种 云 杉 (Piceu sp.)， 分 做 与 渝 杉 相 伯仲 , 不 过 在 数量 上 不 如 沦 杉 为 多 ,在 痊 杉 

林 中 ,还 有 喜马拉雅 圆 柏 (Juniperus Wallichiana Hk. f.) 也 佑 相当 重要 的 地 位 。 再 

REAM AE Zs AAT HS, EST Mites Be, 下 面 和 沦 杉 相 平 而 上 升 高 度 , AU EFS 3700 

KAA, "ES -ERNR BEM TENE LAIR, RAR KP. 最 后 还 有 李 

FE GEA , FEE RE LIRIAS, i es PRIME id kB BE PA Pb RA. 

了 这 些 树木 外 , 其 他 乔木 要 算 长 尾 械 〈4cer caudatum Wall.) T, TERM FF, HAE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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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RENE. . 

在 这 林 中 的 灌木 ,最 高 大 而 作 乔 木 状 的 是 一 种 糖 球 花 CEVydramgea hetermalla Don) , 

在 开花 时 闻 , 标 引 人 注 目 。 其 他 灌木 , 则 多 成 林 下 灌木 层 。 最 多 的 是 一 种 柳树 , 十 种 矮 

ALAS Ts HBA, 也 有 几 种 高 大 的 杜 胶 , 如 华氏 杜 鹏 (Rhododendron Wightit Hk. 

f.) 与 渴 氏 杜 胸 (RA. Thomsonit Hk. f.) F, HWA AREER BPH (Rosa 

Sp.). RAL (Piptanthus bombycinus Marg.). fiz (Vaccinium Numularia Hk. 

f. et Thoms.)、 金 腊梅 等 。 

这 个 林带 中 的 草本 植物 ,在 种 类 上 更 为 复杂 了 。 有 很 多 的 种 类 ,都 自 成 短 落 ,而 且 

大 多 在 水 湿 的 地 方 。 这 里 面 最 显著 的 是 一 种 BE (mpetiens arguta Hk. f. et 

Thoms:)， 成 为 十 分 天目 的 大 短 落 。 另 一 种 则 为 锡金 报 春花 ,也 很 美丽 ,此 外 有 尼泊尔 

” 羊 蹈 (Rumex nepalensis Spreng.), IFEEZ (Polygonum paniculatum 了 BI)、 絮 儿 和 缴 

一 种 (Cacalia sp.) 等 ,也 都 自 成 天 落 。 其 他 的 种 类 有 管 花 马先蒿 , 反 瓣 悦 牛 儿 苗 (Gera- 

nium refractum Kdgew. et Hk. f.)、 卵 叶 党 参 (Codonopsis ovata Bth.)、Morina 

betonicoides Bth. HAPTAE YH (Helenia elliptica), #3 IB HLHEXE 2H (Veronica himalensis 

D. Don). AEBZER (Pedicularis megalantha D. Don), KIS (P. Pantlingizt 

Prain), ABS (P. furfuracea Wall.), 2278 IB5ERS (P. excelsa Hk. f.), 

Rie (Meconopsis robusta Hk. f. et Th.)、 石 芥 某 (Cardamine macrophylla Willd.) , 

- Smilacina pallida Royle), 紫花 唐 松 草 (Thalictrum Chelidoniit :DOCJ、 一 种 黄连 

(Coptis Teeta Wall.)、Morina polyphylla Wall.? 4% #25} (Salvia campanulata Wall.)、 

WEB (EHlsholizia eriostachya Wall.?)、 一 种 糙 苏 (Phlomis sp.), HAE (Lepto- 

codon gracilis Hk. f. et Thoms.), Matricaria?, BiiRe (Polygonum nepalense 

Meissn.)、 一 种 大 戟 (Euphorbia sp.), Pleurospermum sp.、 一 种 灯 荡 草 (Juncus sp.)、 

FEMS 56% (Pedicularis lachnoglossa Hk. 1 )、 拟 百 部 (Streptopus simpler D. Don), 

FAEBKA (Anemone rupicola Camb.)、 山 梗 某 (Lobelia erecta Hk. f. et Thoms.) , 

We h—# (Scabiosa sp.). FMB (Polygonum runcinatum Ham.). 3B 

(Drosera peltata) 等 及 其 他 种 类 。 在 石上 HUA ARIZ «(Polygonum vaccinii f olium 

Wall.) 4 7K4E (Pilea sp.)、 楼 梯 草 (Elatostemma sp.) KAA (Potentilla Sib- 

baldit Hallerf.) 及 一 种 兰 科 、 谢 氏 败 车 (Valeriana Satamansii Jones) 等 ,都 自 成 天 小 

不 同 的 二 落 。 羊 丙种 类 也 不 少 , Be — Fh AMT SERREX (Adianthum sp.)， TEA EEG AY 

He se Pde ine, Hee ae ae 

(2) Ral —— se — 4 PY RARE SE) OB BORE, 不 过 Bere Ana 4 Bae 

他 树木 ,这 些 包 括 几 种 柳树 (Salix spp.), Es. HA (Prunus Padus Linn.)、 海 

: - { ae. ee Le ee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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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nk ligt Marws baccata Desv.?) WaFHRESE (Viburnum sp.) 等 。 在 杂 林 中 灌木 

的 种 类 更 多 ,最 主要 的 有 一 种 柳树 ; LS aS, ZED, | BS 

(Xolysma ovalifolia Rehd.)、 刺 冬青 、 长 昔 菜 色 林 (Zeycestferia formosa var. stenosepala 

Rehd.)、 尼 泊 尔 马 桑 、 一 种 太平 花 (Philadelphus coronalius 工 .? )、 一 种 清风 划 (Sabia 

sp.) .— FAs i (Rosa sp.)、 一 种 树 莓 (Rubus sp.), AAG. —BOE (Meliosma 

simplicifolia Walp.), #32 (Ribes. sp.). 一 种 迎春 (Jasminum sp.), —FAA 

(Lonicera sp.), PARNRESE (Viburnum spp.) 和 一 种 小 竹 (Arundinaria sp.) SF We 

AAA ME ge (Parthenacissus tricuspidata Planch.) 和 草本 的 缴 房 牛皮 消 (Cynanchum 

corymbosum Wight?) Fev (Cuscuta europaea L.) 等 。 

这 杂 林 中 的 草本 植物 也 不 少 , A BR SRC hs HP Al , en EMI AE. FPS 

HEEB, BAAR Lee 2S, TE Ia] A BK Hh SRE, LG PN 4S: 

Miscanthus, Agrostis, Agropyron “E32, 2ph IX 7 HABER (Oxalis corniculata L.), 

EAB (Panaa pseudoginseng Wall.) = IR ALHEM A 5LZE (Aletris nepalensis Hk. f.), 

小 时 薄荷 (Origanum vulgare L.). FEW LAE (Campanula sylvatica Wall.) , eh 

(Dipsacus inermis Wall.), Ft (Astilbe sp.)、 一 种 紫 云 英 (Astragalus sp.), TIGRAE 

(Picris hieractoides 工 .)、 落 草 (Rubia cordifolia L.), 唐 松 草 两 种 (Thalectrum 

spp.)、 一 种 灯芯 草 (Juncus sp.)、 好 几 种 芯 草 等 。 

区 

未 池 所 探 用 的 土壤 分 类 系统 如 下 : 
(一 ) 塞 并 及 鼎 碱 沼泽 区 
1. a EWE: 
2. 高 山 荡 并 草原 十 
3. 高 山 草原 十 
4. A cys yy Baie +: 
(=) See ee 
L. 高 山 草 名 土 

2. Hs VERE PLA y+ i 
(=) PF RAE 
1. 淋 溶 褐色 二 
2. 典型 褐色 十 及 山地 栗 钙 二 
3. BEE 66 

a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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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ee. Ab i Bip BAL 

5. Be fa) a 9 

(四 ) 湿 润 森林 区 

1. LAME 

A. BeBe AE OKRA 

B. RACERS 

2. Yin UR Re iE Pel BRAK a LK —— Fe 

3. Yin GS Ud I BRAK te EK —— IRAE 

工 LRA RAT RE 

(—) FTE dk 5 ETE 
Wa NE ID A Al Pa HE — fs SSR IEE WCE, HHS TSA SR ES Ay SA), 

仅仅 是 时 间 极 长 ,范围 极 广 的 统一 的 运动 过 程 中 一 些 静 止 的 瞬息 ; PSNR, BD 
一 的 土壤 形 成 过 程 中 各 个 发 育 时 期 或 阶段 ,所 以 各 个 土 类 都 是 以 过 滤 的 形式 (发 育 的 程 
度 ) 彼 此 联系 着 。 显 然 , 芋 壤 不 只 是 有 时 间 上 的 概念 ,而 且 还 有 空间 上 的 概念 ,不 只 是 有 
把 它 当 作 一 个 过 程 ,而 且 还 要 把 它 当 作 一 个 质 体 ,所 以 七 类 乃 是 主体 的 相对 稳定 形式 。 
在 每 一 个 成 为 相对 稳定 形式 的 土 类 上 ,有 着 与 它 相 应 的 ̀  也 成 为 相对 稳定 形式 的 植被 乡 
成 。 

由 基 十 壤 形成 和 发 展 与 植被 的 演 替 之 问 存在 着 辩证 航 一 的 关系 , 各 种 类 型 的 士 壤 
上 ,都 有 潜 特 殊 的 植被 。 褐 色 廿 上 旱 生 型 的 植被 是 稀疏 的 灌木、 牢 灌木 和 少量 的 禾 本 科 
草 , 而 高 山 草 名士 上 则 生长 着 紧密 的 落 草 科 植 物 。 这 些 例子 ,都 说 明了 植被 足以 表示 土 
EASA PE RE, 因为 植物 和 土壤 及 其 他 自然 环境 因素 的 不 可 分 离 的 关系 ,更 因 植 物 
的 显而易见 ,使 得 用 植被 的 类 型 千 合 气候 区 域 , 如 寒冷 亚 温 油 森 林 区 、 牢 干旱 灌木 草原 
区 等 名 称 来 命名 自然 区 域 ,成 为 可 能 而 合宜 的 了 。 

植被 在 某 一 个 空间 的 存在 , 薄 非 是 百 吉 不 变 的 。 现 在 生长 着 森林 的 地 面 , 最 初 没 有 
森林 ,而 将 来 也 未 必 有 森林 。 以 苦 衣 为 主 的 冰 沼 土 ; 亦 不 可 能 永久 停留 在 苦 原状 态 下 。 

_ 根据 高 原 上 第 四 气 地 形 与 气候 发 展 的 历史 ,土壤 和 植被 是 随 着 时 间 与 空间 在 不 断 地 转 
化 着 、 演 替 着 的 。 更 具体 地 说 ,土壤 和 植被 在 某 一 地 面 上 的 发 生 和 变化 ,是 从 这 一 地 面 
胸 畜 冰 复 时 开始 的 ,而 由 冰川 退却 到 现在 , SRM RAL SIRES, SEL eee 
的 形成 过 程 。 

当然 , 在 一 切 的 自然 区 域 里 , 植被 的 演 替 与 土壤 的 形成 不 可 能 循 着 同一 条 路 稼 前 
进 , 而 向 前 发 展 的 速度 ,也 不 可 能 是 一 样 的 。 HEPA, RE SA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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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 , 在 第 四 罗 的 历史 过 程 里 , 它 的 土壤 形成 与 植被 演 替 的 圆 式 ,大 致 是 这 样 的 : 
冰 厂 母 持 一 一 冰 沼 十 (以 苦 久 类 为 主 ) 一 一 生 草 潘 青帮 渍 十 (以 东 草 为 主 ) 一 一 高 山 

草原 土 及 高 山 荒漠 草原 土 ( 稀 朴 灌木 及 东 漠 草原 植物 )。 
这 里 的 于 燥 与 寒冷, 不 尤 许 (至 少 在 第 四 思 后 期 ) 乔 木林 的 存在 ,因此 冰 沼 土 无 法 转 

ARR, HALLS ABE, EPKRROERT WES WARE. AS 
DK FAB PEAT REBELS, TATE BRUTE Bae PET PME , 

EF 5S J Fa ae AS JR IS, J HE AG BEAT UL _L ie Ay BH HT de, LIE 
es HANIA ABA TP: 

Dk HSE BE AE — i 1 Sie I RA By WJ 7 YA 5 OE 2 (VA AAS 
主 ) — Be 6 EL (LUE i BEA AEE RHE), (ATE DK IE, Ee 
及 植被 的 转化 演 替 , 则 稍 有 不 同 , 应 为 冰川 湖沼 沉积 母 质 一 一 草 名 沼泽 士 〈 以 退 生 植物 
为 主 ) 一 一 生 草 湾 青 矿 汪 十 一 一 高 山 荒漠 草原 土 。 

藏 北 大 草原 上 , 如 西部 的 阿里 、 东 部 的 丁 青 等 地 , 是 寒冷 灌木 草原 。 这 里 的 温度 比 
秆 干旱 草原 为 低 * 蒸发 量 也 就 小 一 些 。 植物 生长 受 着 每 年 6 一 7 个 月 以 上 冰冻 的 影响 ， 
完 公 没 有 乔木 林 , 而 仅仅 生长 比较 抗 塞 及 早生 的 草本 植物 和 少许 矮小 的 耐寒 灌木 。 

草原 地 带 里 存在 着 各 种 土壤 类 型 及 植被 情况 。: 从 土壤 和 转化 与 植物 演 替 的 角度 看 : 

DR BEE EE EL (Fa EAS, 生长 种 类 少 而 稀疏 的 植物 , 如 高 山 黑 栗 、 马 先 蒿 及 一 些 菊 科 植 
物 ) 一 一 冰 沼 二 (生长 比较 茂密 的 灌木 , 如 金 腊梅 .杜鹃 等 及 落 草 科 \ 禾 本 科 和 区 属 等 草 
本 植物 ) 一 一 高 山 草 名 十 (植被 是 以 巷 草 为 主 的 草本 植物 ) 一 一 山地 栗 钙 土 (生长 着 禾 本 
科 植 物 ) 及 褐色 二 (灌木 草原 )。 

在 这 一 个 自然 区 域 里 ， 森 林 植 被 的 出 现 ,以 塞 涝 环境 和 海拔 高 度 ( 风 ) ER, He 
较 困 难 , 因而 由 冰 沼 土 的 阶段 直接 转 入 高 山 草 名 土 的 阶段 和 山地 栗 钙 十 与 神色 主 的 阶 
Br, 

康 东 狂 谷 地带 ,以 地 形 复杂 ,包括 海拔 5000 KI EWU SEE LMA AE 
底 , 最 足以 说 明 高 原 土壤 形成 与 植被 演 替 的 关系 。 这 里 土壤 和 植被 的 类 型 ,及 各 个 阶段 
的 连续 是 明显 的 。 其 演 替 的 图 式 大 致 如 下 : 

冰 沼 土 一 一 高 山 草 旬 士 一 一 生 草 灰 化 士 (灌木 沼泽 ) 一 一 棕色 森林 土 一 一 神色 士 及 
(Ly ES, 

68 PE Vek EF dP VS Be RS, EAE YE A J TE > SS HP SEY ZS HR 
件 的 影响 , 与 高 原本 部 不 同 ,因此 它 有 另外 的 成 十 方 式 〈 因 为 大 部 地 区 不 在 调查 范围 以 
内 , 故 不 详 论 )。 这 些 地 区 受 外 漳 暖 流 的 深刻 影响 ,在 冰川 盛 时 水 分 应 该 比较 多 ,所 以 山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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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 EA WR IDA TE CEL DA JU) SEES EE vs RP, TH EWE Sk RAT, 
TULANE GEOR SS RRA, HEAP: 

Ui Ha ces ABBE DALE BBS Bek AE — Dee $a —— 0, ES, 
(=) ED Hi SE (ZS TAS OF BUA) 
Eile AR RAG ETS HD, LA) BL AE Se HE, TET 

的 形成 标 革 着 长 时 期 里 地 质 构 造 运动 与 环境 条 件 变 化 的 复杂 的 历史 。 高 原 上 土壤 的 发 
生 与 分 人 ,是 与 自然 区 域 的 形成 和 发 展 的 历史 有 着 不 可 分 离 的 关系 。 换 句 话说 ,土壤 在 

高 原 上 各 个 自然 区 域内 的 分 伤 ,是 特殊 的 、 空 间 与 时 间 条 件 的 关系 所 造成 。 
折 多 出 以 东 和 喜马拉雅 山 以 南 的 地 带 , 受 太平 洋 与 印度 洋气 流 的 影响 大 , 它 的 空间 

条 件 与 高 原本 部 很 不 相同 ,而 这 样 不 同 的 空间 条 件 , 对 土壤 的 发 生 当 然 有 不 同 的 影响 。 
在 不 同 的 自然 区 域 里 ,冰川 消长 的 范围 和 时 间 的 迟早 都 是 不 同 的 ,这 些 对 土壤 发 展 的 阶 . 
段 也 是 决定 性 的 因素 。 我 们 大 臻 可 以 这 样 推 葵 : 和 纺 度 低 、 海 技 低 、 受 暖流 影响 大 的 地 区 ， 
王 壤 的 绝对 和 相对 年 龄 ,要 上 比 继 度 高 、 海 披 高 、 受 蛤 流 影响 小 的 地 区 的 土壤 为 老 。 依 各 
种 土壤 的 年 龄 来 讲 , 褐 色 土 与 栗 钙 土 是 觅 离 冰 川 影响 最 久 的 土 , 同 时 也 是 狠 对 年 龄 与 相 
对 年 龄 最 老 的 土 . 冰 沼 土 与 高 山 草 名 土 是 股 敲 冰川 影响 最 近 的 土 ,也 就 是 契 对 年 龄 与 相 
对 年 龄 最 幼 的 土 。 而 棕色 森林 土 旭 是 介 平 这 几 大 类 之 间 的 土壤 。 西 康 东 南 及 喜马拉雅 
耳 尽 南 等 地 区 海 技 较 低 之 处 , 因 觅 离 冰 川 影响 为 时 较 久 , 所 以 有 灰 化 棕色 森林 土 、 黄 坪 
及 秆 壤 等 。 而 在 高 原本 部 , 股 离 冰 川 影响 为 时 较 短 , 冰 后 期 的 具体 空间 条 件 也 与 西康 东 
南 及 山南 地 区 不 同 ,有 的 地 区 在 海拔 5000 米 以 上 的 地 方 还 有 冰川 存在 ,所 以 有 冰 沼 土 、 
高 出 草 甸 士 \ 灰 化 棕色 森林 土 、 褐 色 土 、 条 钙 土 等 。 而 这 种 坎 序 ,也 就 是 高 原本 部 土壤 竺 
直 分 售 的 具体 情形 ,大 致 在 4000 米 以 上 的 山地 是 冰 沼 土 与 高 山 草 甸 士 ,3500-4000 米 
地 带 , 是 灰 化 棕色 森林 士 ，3500 米 以 下 是 褐色 土 , 到 了 2500 米 以 下 ,靠近 雅鲁藏布江 下 
游 , 则 是 棕色 森林 土地 带 。 虽然 各 带 问 仍 有 穿插 交错 的 情况 存在 ,而 地 形 、 竺 度 的 差别 
又 使 得 士 壤 垂 直 分 做 的 海拔 高 度 发 生 一 些 变化 ,但 土壤 发 育 及 分 售 的 规 象 ,是 不 会 超出 
上 述 的 一 定 范围 的 。 

(三 ) 士 壤 肥力 问题 
前 面 已 襄 过 ,今天 我 们 所 见 到 的 土壤 与 植被 只 是 无 限 的 运动 与 转化 过 程 中 的 瞬息 。 

同时 每 个 十 壤 的 类 型 或 发 育 阶段 ,都 有 它 特 殊 的 肥力 特性 。 因 为 植物 的 生存 ,反映 着 十 
壤 的 肥力 状 驶 ,所 以 植被 的 类 型 ,也 往往 襄 明 土壤 的 各 种 肥力 特性 。 这 里 还 要 介 铝 高 原 
王 壤 的 一 般 肥 力 问题 : 

土壤 天 然 肥 力 的 大 小 ,最 主要 在 它 的 千 风 上。 良好 的 千 构 是 团 粒 车 构 , 它 是 借 腐 殖 
质 胶 体 和 石灰 质 来 腰 千 十 壤 矿 物质 而 成 的 。 SORE AE AB L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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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MSHA ALG BEE RAPE, RN RRP S B APE re RR AT A 

SHES , In SLPS ARACEAE eT, ESL TEE ee eee. BT RSS 

TE, ARGH ILE BRIER TR ERPS E A HARD , ESE EL hs 

CBR AL. ti GE. 1 AL re EE I eB es LL a) AK, Ba ee 

培 的 肥力 ,分 述 如 次 : 

Le. 高 出 荒漠 草原 土 :是 在 高 原 各 种 土壤 中 肥力 最 低 的 。 尤其 是 内 陆 湖 沼 地 区 的 高 

山 荒 漠 草 原 土 的 有 机 质 缺 乏 , 氮 素 含 量 低 , 千 构 不 良 。 质地 粗 轻 的 土壤 和 砂 副 土 , 常 分 

散 而 无 千 构 。 粘 重 的 土壤 如 粘土 . 粘 壤土 等 旭 腰 结 成 大 块 ,使 整地 工作 困难 。 洲 水 面 稍 
高 之 地 ,土壤 又 多 呈 层 状 千 构 , LIL}, 这 一 些 的 性 质 和 千 枯 ,都 说 明 它 不 是 肥沃 的 
土壤 。 

2. 神色 士 的 肥力 :在 排水 较 好 、 常 年 温度 稍 高 的 地 带 ,如 高 原 各 大 河谷 的 冲积 阶地 ， 
是 褐色 士 的 分 伪 区 域 , 它 是 高 原 上 主要 的 安 耕 地 。 吴 渍 士 和 冲积 土 两 种 土壤 ,也 是 神色 
士 区 里 必然 存在 的 土壤 , 目前 开明 的 新 东 , 就 在 这 些 土壤 上 。 对 这 些 农业 生产 须 加 利用 
的 土地 ,我 们 应 加 以 注意 。 

为 了 改良 土壤 , 以 增加 作物 产量 , 必须 实行 下 烈 措施 : (1) 选 择 适当 地 点 试行 草 田 
输 作 制 ,以 增加 土壤 有 机 实 , 促进 团 粒 千 构 的 生成 , 供 输 作物 生长 以 优良 环境 而 保证 丰 
f°, WIRES A ATS A; (2) 营 造 防护 林带 ,防止 风沙 的 侵害 , 兹 降低 过 高 
的 注水 面 ; (3) 作 好 灌 浙 及 排水 设备 ,灌流 不 可 过 量 , 以 如 引 起 茵 渍 化 和 冲刷 作用 ; (4) 
施用 有 机 肥料 和 矿物 肥料 的 混合 肥料 (在 可 能 范围 内 ) ,以 补 地 力 之 不 足 。 

3. 棕色 森林 士 的 肥力 : 棕色 森林 土 是 指 高 原 狭 谷地 带 具 有 云 杉林 植被 的 棕色 森林 
士 和 雅鲁藏布江 下 游 包括 波 密 地 区 ,具有 灌木 林 、 检 木 林 ̀ 、 青 杠 林 、 赤 松林 及 人 针 叶 与 关 叶 
混交 林 植 被 的 棕色 森林 土 。 这 一 切 的 土壤 ,从 形态 上 看 都 不 显 灰 化 现象 ,在 层 交 上 没有 
明显 的 A, 层 的 存在 ,这 有 待 将 来 通过 化 学 分 析 才能 肯定 。 但 它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其 化 ,是 
可 以 从 组 成 \ 质 地 、 颜 色 、pH 值 来 推 葵 的 ,可 以 称 为 隐 灰 化 土 。 

棕色 森林 土 是 中 性 至 微 酸性 的 士 壤 , 土 表 复 有 一 层 厚薄 不 等 的 森林 残 落 物 层 ;剖面 
中 的 石灰 质 一 般 都 已 淋 失 。 在 比较 干旱 地 区 ,下 层 仍 稍 呈 石灰 质 反 应 , 膝 体 分 散 作用 不 
很 明显 , 灰 化 层 中 铁 锰 氧化 物 淋 失 不 多 ,因此 淀 积 层 不 很 发 达 。 

我 们 可 以 推论, 棕色 森林 土 的 存在 ,是 与 生物 气候 ` 地 形 的 关系 十 分 密切 的 。 去 杉 
林地 带 , 因 常 年 温度 低 , 有 机 慎 分 解 慢 , 克 连 酸 的 生成 不 盛 , 地 面 又 都 有 相当 坡度 ,所 以 
藉 化 作用 进行 得 不 深 。 而 关 叶 林 所 在 区 域 以 温度 较 针 叶 林 区 域 为 高 ,同时 森林 匹 落 易 
层 的 灰分 含量 高 , 沽 弱 了 酸性 淋 溶 作用 , 灰 化 作用 不 易 发 展 对 波 密 地 区 除 以 上 原因 外 
可 能 温度 更 高 而 蒸发 量 亦 大 ,使 得 酸性 淋 溶 作用 沽 低 。 

ee. eee ee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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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以 上 的 性 质 , 棕 色 森 林 十 合 有 相当 多 的 有 机 持 ， 与 矿物 质 部 分 密切 千 合 , BAL 
酸性 至 中 性 反应 , 宜 放 多 种 植物 的 生长 。 再 加 征 生 物 的 系 殖 与 活动 旺盛, 土壤 表层 形成 
比较 好 的 团 粒 千本 ,同时 植物 养料 亦 丰 富 ,所 以 它 是 相当 肥沃 的 十 壤 。 

这 种 土壤 ,目前 稻 大 部 分 的 面积 上 , 生长 着 森林 。 从 人 区 的 气候 \ 水 源 及 森林 愉 源 
长 远 利 丛 的 观点 看 , 仍 以 生长 林木 为 宜 。 且 以 地 形 论 ,都 是 狭 谷山 坡 , 冬 陡 要 常 ,不 宜 农 
星 , 否 则 易 基 引起 侵 亿 , 扬 息 水源。 谷底 及 局 形 地 可 以 适当 旦 范 , 增 加 作物 生产 ,但 仍 所 
注意 培养 肥力 及 施肥 。 整 地 的 操作 ,应 引用 能 够 防止 使 优 的 方式 ,否则 亦 易 招致 失败 。 

和 高山 草 句 士 的 肥力 : 这 种 士 壤 的 有 机 实 含量 极 多 ,表层 有 机 实 含 量 往往 在 20% 
以 上 ,可 称 为 有 机 质 士 。 但 这 蓄 不 等 放 肥 力 高 ,因为 不 分 解 的 或 未 售 很 好 矿物 实 化 的 有 
机 计 , 不 能 解放 出 灰分 元 素来 供 答 植物 以 所 需 的 养料 。 很 明显 的 ,这 些 地 带 的 有 机 质 能 
得 以 大 量 聚 积 , 正 因为 常年 温度 太 低 , 征 生物 活动 不 旺 的 称 故 。 在 塞 洽 而 排水 不 良 的 地 
方 ,有 机 持 大 多 由 嫌 氧 分 解 ,而 生成 沼泽 态 的 有 机 硅 , 肥 力 亦 不 高 , 士 壤 是 酸性 的 。 

高 山 草 旬 士 一 般 比 冰 沼 土 排 水 较 好 ,但 生 草 土 的 性 质 十 分 明显 ,表层 为 厚 构 10 一 20 
厘米 的 草 垦 子 , 通 气 透 水 的 情况 , 亦 不 太 好 。 

高 山 草 名 土 是 天 然 的 夏季 收 原 。 由 记 常 年 温度 低 ,不 适 大 一 般 作物 的 生长 ,只 宣 放 
收 。 在 适当 的 人 烟 密集 的 乡 什 ,可 作 少 量 的 旦 殖 , 但 应 注意 作 防震 及 防 埠 的 设施 。 为 了 
利用 夏季 极 短 的 生长 季节 ,可 作 温床 及 痊 床 ,以 养育 蔬 全 幼苗 。 

Tl. 土 壕 分 傈 和 土地 利用 情形 

(一 ) 塞 资 及 虹 碱 沼泽 区 ， 
这 个 地 区 包括 藏 北 羌 塘 高 原 湖区 和 喜马拉雅 山北 蔓 的 山 问 内 陆 湖 区 , 海 技 都 达 

4200 米 以 上 。 因 高 塞 干旱 , 植物 生长 稀疏 ,只 有 簇 近 湖 边 的 低 罕 部 分 ,植物 生长 比较 笛 
密 , 但 亦 限 庆 草 装 。 大 部 土壤 属於 高 山 莞 并 草原 土 及 生 草 湾 青 旧病 十 类。 

1. 土壤 的 主要 种 类 、 性 状 及 分 伤 概况 
(1) 高 山石 在 荒漠 土 喜 马 拉 雅 山北 坡 , 雪 和 缚 狗 在 6000 米 左右 。 在 5000 米 以 上 ， 

由 基地 势 高 塞 及 气候 干旱 , 除了 得 菌 、 地 胡 和 昔 久 类 等 一 些 低 等 值 物 能 够 生长 外 , 高 等 
植物 分 佑 极 少 。 岩石 风化 很 显著 的 以 物理 风化 为 主 ; 石 志 粗 碟 , 堆 积 认 山 蔓 ,土壤 发 育 
极为 组 慢 。 

(2) 高 山 芝 漠 草原 二 :由 5000 米 以 下 直至 山区 , 渐 有 较 多 的 高 等 植物 生长 。 向 阳 ， 
的 山坡 ,一 般 土 壤 的 整个 剖面 都 含 石 灰 , 而 且 碱 性 颇 强 ,与 车 发 剧烈 而 淋 溶 微弱 的 气候 
AL. EUAN WLP EIR, LIE) (Artemisia spp.) 及 紧 云 英 属 (Astragalus 
spp.) 植物 为 主 , 间 有 少许 禾 本 科 植 物 。 地 玫 秃 裸 , TASES FEHR, FBT 



< am ek BR RH 

PEA DUEL, SRS CAL ATS FE HD BaD LABS PI TE, 再 往 

Pet RS , Be AE A 

剖面 性 态 (OLE LS AR OT Ue FL AS Fo) 

士 层 深度 ( 厚 米 ) | 性 ook | 石英 时 | pA | ， eR ti AO Hi Ye I) 
0 一 10 fees esmcnemanlt+-+++| 8.8 | 。 海拔 4350 ears inc RB, HA Ie 
10—36 a ee Le see. a8 
36—60 黄 榜 灰 、 砂 土 十 十 十 | 8.8 | 20°, 排水 良好 。 

《38) 高 册 草 原 士 :冰川 堆积 上 发 育 的 土壤 ,靠近 雪山 的 山 翡 ,成 士 母 质 是 冰川 玲 积 。 
这 种 地 带 受 雪 山下 沉 的 冷气 的 影响 , 常年 气温 甚 低 , Ze A IL 
月 。 在 生长 季节 中 , 心 土 虽 然 由 其 融 零 下 活 而 含有 相当 水 分 ,但 是 土 表 石 碟 很 多 , 地 面 辐 
射 强 ,温度 高 ,而 大 气温 度 低 , 又 因 焚 风 的 影响 ,所 以 植物 的 种 类 很 少 ,而 且 大 多 是 多 年 生 
VE ARH , BORK, BY SEEK, WR HOE ( Androsace Tapete) . JEHIAE (Saussurea 

spD.)。 TASaA— PP BORA «(Anaphalis sp.)， 每 年 中 心 部 分 死亡 而 向 外 扩展 ,长 

成 圈 状 。 这 些 植物 均 矮 生 伏地 ,以 抗 焚 罗 、 寒 风 和 沽 少 蒸发 。 土壤 各 层 均 无 石灰 里 ,而 
蛙 地 粗糙 ,成 为 夺 砂 十 或 碟 质 砂 坟 士 。 在 数 厘 米 的 庆 色 表层 下 , 有 一 层 深 棕色 的 土 
层 , 舍 有 大 量 有 机 质 。 植物 生长 虽然 不 旺 ,而 每 年 由 土壤 下 层 吸 取 养 分 ,死亡 的 地 下 部 

分 於 严 塞 环境 下 不 易 进行 激 底 的 矿物 质 化 ,所 以 有 机 持 得 以 累积 。 | 
冰川 堆积 一 般 都 有 一 个 微小 的 坡度 , 坡 向 盆地 中 心 。 加 以 土质 粗 ,排水 好 ,所 以 在 

台地 及 局 形 地 上 端 , 底 土 虽 含 有 相当 水 分 ,而 洲 青 化 作用 不 显 。 
花 烈 帕 里 以 西 公 巴 札 盒 铺 的 土壤 剖面 性 态 如 下 : 

自 然 环 境 土 层 深度 ( 厚 米 ) | 性 

0 一 2 RIO | 一。 | 7.4 | ， 喜马拉雅 山北 蓝 , 海 拔 4300 米 的 移 二 边 焰 
PERE, MDE A 地 面 微 有 坡度 ,排水 好 ,生长 垫 伏 植物 和 楼 少 

opie MEE WS 一 “| 7-5 | seanuices ace iain, wa 2S EE PUM REN 及 
16—36 浅黄 灰 , 砂 土 , 松 散 a 7.3 Fa Bh os , Fe bP LEAK. 

SE HE HEALD 
36—50 ERE eR 三 6.3 

(4) 生 草 海 育 嘱 渍 土 :分 优 礁 郊 塘 高 原 的 内 陆 湖 边缘 及 湖 边 宕 地 ,和 喜马拉雅 山北 
和 医 高 原 上 的 渤 浮 中 。 由 四 过 雪 山 冰 川 流 下 来 的 水 ,聚集 蕉 湖 中 或 塞 地 中 , 带 来 了 大 量 的 
EMR. 由 基地 下 水 矿质 化 的 程度 很 深 , 而 湖 边 塞 地 的 地 下 水 位 高 ,在 干旱 季节 , 地 下 水 
HSE MEAL Th FEBS, FE Me eS Fa TE HE 

BA AEH PB, RF BONE BZ BRT AED, Be a EST Fa C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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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S, FCC a EST Py AAS AEE. 

FRAP FE AE , HA LEBER OE Te AL BS EY (Cobresia) y— Fh 

Rept (Carex sp.) ,草根 都 分 人 在 20 JBKUAL. 1 EIR (Cobresia) Wy 78 BE A ese, 突出 

地 面 而 成 一 个 个 的 堆 状 , BERT MIA ZB, Mle TARAS, HAR ANE SES , 相互 交 

答 , 千 成 紧密 而 有 弹性 的 草皮 层 ， 吸 收 大 量 水 分 , 所 以 在 这 种 草地 上 ,常常 蕾 有 很 多 水 。 

加 以 略 年 地 下 水 位 高 ,小 至 化 作用 很 深 。 表 土 通常 呈 深 棕色 ,很 轻 ,大 部 分 都 是 有 机 质 。 

自 表 士 20 厘米 以 下 ,土壤 便 呈 灰色 , BAKE, BET IKE RR TM AK 

在 第 四 氟 过 程 中 , 随 着 时 间 的 延续 , 湖 盆 地 四 过 山头 ,不 断 遭 受 闽 便 和 风化 ,水 源 减 

少 ,湖面 不 断 短小 。 地 形 和 水 文 地 质 演 变 的 结果 ,这 类 土壤 也 逐渐 向 低 处 退缩 。 老 的 湖 

积 往往 比 现 在 的 湖面 高 出 《一 8 米 , 大 部 的 老 湖 底 变 干 后 已 受到 风 鲁 ， 而 成 为 石 块 满 复 

BER A Da PEAS, RAE SS RS AAT TTS SD, 由 敦 舱 至 帕 里 治 途 便 是 这 种 情形 。 

南 咀 子 湿 草地 土壤 的 剖面 性 状 

土屋 深度 (厘米 ) | 性 m [ae | pH | a wR 环 Mi 
0 一 23 Fe me, |+++4| 8.2 | ， 羊角 政 湖 边 ,海拔 4240 米 , 地 下 水 位 高 ; 粮 

活 根 及 腐 根 多 。 HUSA Cobresia 属 植物 为 主 , % 
人 EO ETH) St | pepe, LER MORI 
a vere wecee, | + | ao | SSH mA Deters zm 

SR 3 Da ABE, LARA. 

LAAN hi, 根据 一 般 情况 推测 , SES A a eB :,, ITE 
BB ADT GD RAN BET] TB EP a7 AE Es EF Hh. 

= SDE WALLA el ER ER th, A BEAL ALR BORE: 自 林 部 

EAE ALR HAF ADS res WL aA re HE A rs Le YS, 而 在 帕 里 高 原 及 公 巴 札 桑 

SH PATERE RE SUG AE BEL | 
2. 利用 : 

这 风 种 类 型 的 土壤 , 因 所 处 之 地 海拔 过 高 ,种 植 庄稼 不 易 有 收获 。 但 内 陆 湖 边 篆 及 

浅 泽 中 , 满 佑 但 草地 ,尤其 在 综 度 靠 南 的 地 方 ,可 作 很 好 的 牧场 ,以 及 栽培 生长 季 短 的 蔬 

FR BBE, ey 
(AGE Wwe: 

本 区 是 河流 的 上 源 地 带 , 海拔 高 度 大 致 在 4000 米 以 上 。 地 势 开间 ,坡度 平缓, 气候 

ROMA, 植被 以 多 年 生 水 草 科 植物 为 主 , 落 杂 有 点 地 梅 等 鞋 状 植物 。 在 排水 

SCRAP HSE DE. FETE AER AALAG (Rhododendron fastigiatum). 、 小 灌木 柳树 (Salia 

Spp-). Bre LESHRHE (Potentilla fruticosa), /\é (Berberis spp.) 等 灌木 ,穿插 和 

DER SP. FEMA HU ASE ,还 有 榆 柏 伏地 而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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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区 草本 植物 大 多 在 七 、 八 \ 九 三 个 月 进行 开花 结实 。 植物 为 了 要 在 这 气温 低 , 冰 

并 期 长 的 环境 里 生存 , 将 大 部 分 养料 崇 藏 在 根 里 , 因此 根部 发 达 , TE OSHA, Ania 

MA AR HAR. mA (Polygonum spherostachywm) 等 植物 。 村 根 的 发 达 ,分 割 

ZK AM WARES BMA A, OREM, UAB MKS 

PATER LP, (EMS BIBER. 

1. HRS APE PER RAD MER, 

GD 高山 草 名 土 : FARMS RAR BHT PO 4 A RE, Bk 
tee Rae, BRD BOA, A PR LEER, TET (Gentiana 

spp.)、 高 山 火 艾 (Leontopodium spp.) (Artemisia spp.), ii. Pe ve_b HIGEFE 

生长 相当 密 的 矮 生 灌木 。 土壤 表层 有 机 质 含 量 很 高 ,草根 的 腐殖质 化 进行 不 澈 底 ,而 多 

保存 着 形态 学 上 的 特征 。 在 密生 敌 灌 木林 下 , ARABS ERA, AX 

排水 较 好 , 小 表层 的 发 育 程度 没有 下 述 高 册 泥 痰 摘 草 旬 土 的 深 。 

阳 坡 以 蒸发 较 态 ,土壤 干燥 ,有 机 时 的 矿物 质 化 进行 得 较为 迅速 ,表土 层 比 队 坡 色 

庶 而 有 机 质 售 量 亦 较 少 。 在 这 类 土壤 上 ,居住 着 大 量 的 草原 帮 贞 动物 一 一 地 驶 ,人 刨 控 士 

培 , 北 使 有 机 持 与 土壤 矿物 部 分 混和 ,使 表土 层次 往往 变 为 不 规则 。 

打 咀 拉 亲 阳 坡 台地 的 土 下 剖面 性 态 

士 导 深度 (厘米 ) 状 | ARR) pH | a 然 环 
0 一 8 me yee | 一 “| 6.7 | 海拔 4000 米 久 上 的 高 币 , 玻 度 移 15", 排 未 
ae pean | gag | 向 是 。 天 士 有 贞 袖 认 积 臣 多 ,下 层 楼 员 而 至 

Bl tc et “5 | ye Ar OE TEE AAP Bil LT 
pean: eye women | | 0.5 | P0703 MEARS es ea 

多 。 灌木 和 大 量 地 去 类 植物 。 
30 一 40 RIEL ARES. 一 6.7 

(2) reese AR tat : TE 4000 米 以 上 的 地 带 , HOT Hee I, PK ERI 

7K Ht FS 52 BK NAPE , Be BEAR AR AS HL =, AB Re es EI (Cobresia ) a see pHs 

FAR BAE , ILIAC 5 Ye BACHRACH RE BHD HOARE SE TR ARH 
He JA, IASC SS BEA TE PLLA, BE HET aR TE, PH6.0 
—6.5, BRR. WERE ETE, HNMR PAZ. 

2. Bi 
(1) 澜 洽 江 流域 :在 4200 KLE ANE BE EER Mi AT TE 3700 一 4200 米 的 森林 

RZ 
(2) 怒江 流域 : 
1) ARYL IE BE : TE 4000 米 以 上 , 洛 隆 宗 以 西 打 嗓 拉 杂 一 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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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 江 上 游 打 咀 拉 亲 好 态 的 土壤 痢 面 性 态 (高 山 泥 痰 质 草 多 芋 ) 

4 i BEE Cae) | 性 nx axe] ot | a 1B 环 i 
0 一 8 深 标 .草根 紧密 . 间 | 一 6.0 | 海拔 4000 2KLA_Eiy yk Jil 234i We EZR, 

tig pit 3° +RR RAO AAR, 

ie 6 Soha |. 6-1 | HABE AAR FL SURE, HONS LIE 
14—25 ie. oe oe Is 二 本 6.3 | HERI. 植物 以 小 草 科 的 Cobresia 属 为 主 , 其 

CBE. 他 只 有 少许 金 WHE A ABB (Potentilla 

25 一 40 RBH. ae 6.6 | sp.)。 

大 从 40 Reet. = 6.3 

2) 445 AGA HATE WR RAGE (COTES ASHE SEIT HL. AE ESA SHE eb, 
母 拉 至 嘉 拉 ) , DAHLIA WES , Ot 

(3) 藏 布 江 流域 : 
1) SEIT (BEAL, HW Ae HH): 分 做 在 4200 一 4700 米 之 间 ， 最 大 面积 为 嘉 拉 

至 嘉 黎 的 河谷 ,次 为 阿 杂 湖 一 带 。 
2) 太 昭 河 谷 : 庆 马 风 至 工 部 巴 拉 一 带 ,为 其 主要 分 佑 地 带 。 
3) 茂 布 江 主 流 : 分 优 在 海拔 4100 米 以 上 的 队 坡 组 坡 上 ， 且 以 高 山 草 旬 土 为 多 。 由 

ATIF, 气候 较 干 , 土壤 湿度 较 怒 江 流域 以 东 地 区 为 小 ,下 层 受 当 育 化 的 程度 浅 得 
a 
支流 在 4000 KLE AREA Ahi, SESE WERE BE , RUE CE Ds SEH TE RA SIR 

LTE, HD A A HAA 
4) SRE: TE EL ES IL RAF, 海拔 胸 在 4000 米 以 上 。 

3. Fil FA: 

这 雨 种 土壤 分 念 地 带 是 西藏 高 原 最 主要 的 夏季 收 原 ,农业 面积 的 比重 很 小 ,只 局 限 
在 海拔 低 而 人 口 集 中 的 河 边 。 作 物种 类 亦 限 认 青 牺 等 少数 耐 塞 而 生长 季 短 的 种 类 。 

(三 ) 牢 干旱 灌木 草原 区 : 
此 区 主要 分 做 在 雅 重 茂 布 江 流域 , 东西 分 仿 很 长 , 自 工 布 地 区 德 木 宗 向 西 ,沿江 而 

上 ,过 日 喀 则 至 拉 和 孜 ,以 至 藏 布 江 支流 的 蔷 加 等 地 ,都 属於 这 区 。 而 金沙 江 、 澜 洽 江 及 把 
江 等 河谷 底部 , 亦 属 本 区 范围 ; MRE, LARIMER, SNARE, 
上 且 以 笑 旱 种 类 为 多 ， 如 豆 科 的 数 种 灌木 ,如 繁花 锦 芍 儿 (Caragana erinaceu) 、 莫 氏 槐 
(Sophora mooreroftiana et S. viciifolia) 和 草本 的 紫 云 英 等 , 禾 本 科 植 物 不 多 。 这 样 
的 植被 情况 ,使 土壤 有 机 质 的 累积 进行 得 很 慢 ,而 分 解 则 很 磺 。 同 时 因为 燕 发 盛 认 其 他 
各 区 ,所 以 除 局 部 地 区 以 外 ,土壤 大 都 旦 石灰 硅 反 应 。 

1. 土壤 的 主要 种 类 、 性 状 及 分 售 概 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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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淋 溶 褐色 士 : 这 是 以 灌木 为 主 , 混 生 草 本 地 带 的 土壤 。 就 气候 情况 论 , 比 本 区 

其 它 土壤 分 念 地 段 气温 较 低 而 湿度 略 大 , 致 士 壤 剖面 中 不 含 石灰 质 ,而 呈 中 性 至 微 酸性 

JZ, SPAREN ABE ALA. SES DESEO, A SMP AE BAK 

ARBIRIE, FEAR IKKE EIR ARE , PLM ch POH = Bi ME +, CE, BS, 

厚 可 达 20 RK HARPER, LEED HEARED OS, WOME SEE, RA AC 
石井 ,土屋 多 不 厚 ,在 50 一 60 厘米 以 内 。 

在 茂 布 江上 游 及 其 支流 的 这 类 土壤 上 ,只 有 少量 农田 , 不 估 重 要 地 位 ; EE A 
泊 积 阶地 ,如 江 中 磅 以 下 至 则 拉 宗 , 则 面积 大 , 且 土 层 大 多 深厚 。 

花 以 曲 水 附近 公 巴 巴 则 以 上 7 公里 的 土壤 剂 面 性 态 为 例 描述 如 下 : 

土 层 深度 ( 厚 米 ) | 性 状 |aRR| pH | A 然 环 i 
0 一 10 Witt, MMB) — 6.6 | waa UR, 海拔 3900 米 的 西 坡 , HEBER 

为 25" AKL AE AC ESTE ASHE AS) HO 
vet 似 上 有 层 而 植 根 少 , | — | 6.7 | SMe aie, 冰 有 部分 才 本 科 草 天， 

SE DLR AT HF AHS VERE 
20—30 RH WE Hi | 一 6.7 

HU. 
30 一 60 UK, AME | — | 7.0 

BS BOIL 

(2) 7 Hy 5 WHEE: 各 河流 和 支流 的 两 岸 ,， 淋 溶 神色 土 带 的 下 面 ,高 差 ， 

大 和 致 在 500 一 800 米 的 山坡 。 因 为 海拔 升 高 ,温度 略 低 而 湿度 较 高 ,植被 便 发 生变 化 , 改 

变 了 土壤 的 发 育 。 最 明显 的 是 表土 有 机 质 比 河谷 中 的 土壤 增加 了 。 

在 这 士 带 里 ,开始 有 稍为 稠密 的 灌木 生长 , 禾 本 科 等 草本 植物 亦 稍 多 。 主要 的 灌 林 

7A RAE HS tk (Rosa sericea), AHI (Cotoneaster spp.) 等 。 在 灌木 六 下 ,有 时 复 盖 着 数 

厘米 厚 的 有 机 桂 层 , 玫 士 为 棕 至 深 棕 色 , 厚 移 10 一 20 厘米 , 略 呈 鼻 团 粒 千 构 。 往 下 颜色 
Wi, AR Be. 在 50 厘米 左右 的 深 处 有 石灰 质 聚 积 层 , 土 层 厚度 大 多 在 工 米 以 

内 ,在 这 土 带 的 上 人 定 部 , 有 时 还 有 少数 的 落叶 乔木 生长 ,灌木 以 红 桐 子 《Colomneaster 

spp.), /»# (Berberis spp.),. #ifR4 (Spiraea spp.),. ETE (Wekstromia spp.) 等 

Ae FFAA (Populus spp.) SF ALR PEAK OO He a REAL Et, FEL 

Br, 厚度 可 达 30 一 40 厘米 ,含有 大 量 有 机 质 HR MOBS AA. 底 土 由 黄 棕 至 

KA, BEATE, BAR BATE 90 或 100 厘米 以 下 , 它 的 形成 与 石灰 性 母 质 亦 有 关 ， 局 

部 向 可 有 锈 竹 , 受 湾 育 化 影响 而 稍 呈 灰 蓝 色 。 

如 果 地 势 比较 开关 平 绥 , 则 大 多 不 生 灌 木 而 长 草本 植物 ,生成 栗 钙 土 。 禾 本 科 植 物 ， 

的 根 , 将 土壤 分 割 成 小 团 粒 , 东 初步 被 腐殖质 和 石灰 奢 胶 和 结 , 但 不 稳固 。 

43) 河谷 碳酸 咯 神 色 士 :河流 生成 后 ,由 於 地 壳 上 升 , 便 不 断 向 下 向 旁 切 鲁 和 冲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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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江 主 流 嘉 玉 桥 险 披 的 芋 副 剖面 性 态 (典型 褐色 工 ) 

主 层 深度 (厘米 ) | 性 状 | 石灰 裤 | pH | OB wR 环 ii 
0 一 10 深 桂 色 , 有 机 次 层 ，| 微量 | 7.7 | SiS 3800 米 之 除 玻 上 ,植物 以 灌水 及 、 

PH 草本 植物 为 主 HARES RH. 
nis GPRS | ++ | 8-1 | ey aR ATR) Vek 
50—90 : ke, MDE, 有 本 -所 导 G 8.6 好 。 PR AAAAIKA » 由 此 往 上 HRAKA 

MBA 云 杉林 之 牙 作 。 
90 一 140 Kas aAso ++++| 8.6 

OS KA PER (1A SS) 

土 层 RE DR) | 性 m | ae | pH 自 然 环 Hy 

0 一 5 Beis wees Rive | 十 十 二 | 7.8 | 站 江上 源 的 咱 积 阶地 及 局 形 地 上 , 海 
Hi AE L- 3900 米 , 地 势 比 较 开 天 ;而且 向 阳 , 所 以 干旱 

wa Reem 十 十 | 8:2) Fait ER, DSR IER AA 
16—25 PLL AHS | 十 十 十 8.9 科 的 画眉 草 (Eragrostis sp.) 等 为 主 , 不 生 

| Wik. 
25 以 下 sree cee eos | 二 | 8.2 | 

芯 雨 岸 山坡 造成 数 层 阶地 。 靠近 河 槽 的 两 三 层 阶 地 ,是 高 原 上 主要 的 安 耕 地 慌 。 除 地 
下 水 位 高 的 内 地 和 砂 石 过 多 的 碟 潍 外 , 凡 能 引水 灌溉 的 地 ,大 多 种 植 作 物 。 

这 种 土壤 的 野生 植物 稀疏 ,只 有 少许 禾 本 科 画 眉 草 、 白 芽 (Pennisetum flacsidum) 、 

紫 云 英 \ 西 藏 狠 牙 刺 、 麻 黄 等 。 土 质 一 般 比 较 粗 轻 ,为 砂 士 至 和 砂 店 士 . 剖 面 各 层 都 旦 石 
灰 性 反应 ,有 明显 的 石灰 里 聚积 层 。 FES HVA NS, Hite Pe BK BE AE, 
结构 。 底 土 颜色 略 浅 , 亦 优 千 构 。 如 靠近 地 下 水 面 , 则 受 济 育 化 作用 而 生 层 状 千 构 的 灰 

RARE RABE BBE 
局 形 地 : 由 山沟 流 进 河流 的 水 , DIESE K, FOR TG Er, — HA Be 

RIE, 砂 石 王 粒 便 沉积 而 复 盖 认 山 前 平原 ,生成 局 形 地 。 由 蕉 引 水 方便 ,在 碟 石 不 多 、 
士 层 深厚 而 面积 寅 广 的 地 方 ,大 多 作为 梯田 ,种 植 庄稼 : 

局 形 地 的 野生 植物 生长 情况 , 与 阶地 的 差不多 ,只 在 有 流水 的 沾边 略 多 些 灌木 及 其 
他 草本 植物 。 土 质 一 般 是 局 形 地 上 端 和 中 部 较 粗 ;下端 和 雨 侧 较 租 。 变 化 甚大 , 由 碟 石 
质地 至 粘 塘 士 都 有 , 视 其 在 局 形 地 上 的 部 位 及 水 流 改变 的 情况 而 定 。 整个 剖面 亦 均 合 
BRA LBS, 

比 现在 水 面 高 10 KERR, TERETE AKT A, 但 因 受 
水 的 切 急 , 已 支离破碎 ,逐渐 崩溃 。 除 售 近 小 沟 能 引水 灌流 者 外 ,多 已 不 能 种 植 。 而 且 
地 下 水 位 甚 低 , 植 物 生长 不 茂 , 复 受 风 的 刊 创 , 土 表 为 大 大 小 小 的 碟 石 所 复 盖 。 土 层 可 
厚 达 五 ,大米 以 上 。 表 土 因 含有 石灰 质 , 上 且 燕 发 剧烈 , 千 成 天 为 坚实 的 一 层 。 L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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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 状 ,石灰 质 沿 土 志 裂 颖 沉积 ,或 聚积 成 略 带 灰白 的 层次 。 
有 些 老 的 阶地 和 老 的 局 形 地 下 层 , 往 往 聚 积 有 砂 姜 ( 石 灰质 和 结核) 相互 烙 千 ,成 为 很 

明显 的 一 层 。 在 年 楚 河流 域 江 孜 以 下 和 茂 布 江上 游 的 拉 孜 ,都 可 看 到 这 种 情形 。 
年 楚 河 自 需 西 以 下 , 浙 渐 有 组 成 物质 类 似 湖 积 物 的 台地 出 现 ,可 能 是 受 河流 破坏 的 

旧 的 湖水 沉积 。 植 被 主要 为 马兰 (Tris ensata), 3B9852 (Caragana sp.) FEA HIRE 
MER (Poteniilla sp.) 等 植物 。 因 为 表土 逐年 沉积 ,植物 为 了 要 免 被 掩埋 , 便 伸 长 

植 蕾 ,所 以 地 面部 分 往往 只 有 很 少 几 片 小 叶片 ,而 地 下 则 有 很 长 的 莹 部 。 
这 种 土壤 颜色 发 灰 , 质 地 烙 重 ,表土 由 粘 壤土 至 二 粘 土 , 而 且 和 结构 不 良 。 各 层 因 受 

水 作用 的 关系 , SHIR, 影响 了 土壤 的 透水 性 和 通气 性 。 下 层 的 死亡 植 根 ,往往 轻 过 
好 几 年 侍 未 激 底 腐烂 ,植物 生长 甚 受 妨碍 。 翻 白 草 的 走 曹 , 多 顺 着 地 面 光 滑 土屋 的 裂 秋 
而 伸延 , 将 根 末 入 裂 颖 内 的 下 层 土壤 中 ,以 取得 水 分 和 养分 。 其 分 佑 以 江 孜 附近 面积 为 

最 大 ,日 喀 则 年 楚 河口 两 岸 亦 有 。 

TOPS MEMS Be a i BYERS 

土屋 深度 (厘米 ) | 性 状 | 五 灰质 | pH | A eee... 境 - 
0 一 8 ee me | 十 十 十 十 |。 8.2 | 年 楚 河 中 游 的 江 玫 里 子 ， 海拔 3850 米 ,二 

片 状 , 植 根 少 , 粘 肥 。 BE, WARE, HERA, ARE 
sala ee 植 | 十 十 十 十 8.2 | eee me RS, De. BLAM IED HEE, meee 
13 一 22 ee, wat iae | 十 十 十 站 | 8.0 | RARE. 

4S RULAL HZ, 
22 一 31 WERE, 粘土 , 片 | 上 + 二 二 十 8.2 

WR, TERE, 

河流 两 岸 山坡 的 下 段 , 大 和 致 高 差 300 米 以 下 的 一 个 范围 内 , 仍 受 河 谷中 地 面 辐 射 的 

影响 ,气温 较 高 而 湿度 低 , 植 物 生 长 稀少 。 表土 淡 棕 或 灰 棕 色 , 厚 葛 15 OK, APL 

量 低 , 质 地 粗糙 ,是 砂 壤 士 或 矶 质 砂 培 士 ,松散 或 千 成 志 状 ,结构 不 良 。 下 面 为 灰白 色 或 
黄白 色 的 石灰 质 聚 积 层 , 中 间 杂 有 石井 。 这 层 有 时 可 达 60 一 70 JKT, SREB ER ORT, 
可 用 以 代替 石灰 , 修 莫 房 舍 。 

年 楚 河中 游 罗布 江 孜 的 士 壤 剖 面 性 态 
土 层 深度 (厘米 ) | 性 状 | 石灰 改 | PH | A OR 环 $8 

年 楚 河 中 游 ,海拔 3830 2K, WS 干旱 状 
而 邢 露 。 野 生 植 物 只 有 稀疏 的 紫 云 英 。 下 面 

十 十 十 十 8.3 $37 ERE RG o 

棕 灰 ， ea , 

RAF 5 WALL » 
aioe 

14—34 TR, PRET, 
UE TED 

34—95 KA, AM, BRA | 十 十 十 十 | 8.5 
ARF RAAF o 

95 以 下 |, Ete, ABA | 十 十 十 二 |。 8.6 
| +L RSID BBWS Ad 



西藏 高 原 的 自然 环境 与 自然 区 域 的 划分 51 

这 类 土壤 , 因 位 蕉 山 坡 王 部 ,加 以 野生 植物 稀疏 ,每 到 雨季 ,容易 遭受 雨水 的 冲刷 而 

形成 许多 深 继 的 蚀 沟 。 
(4) 烙 渍 土壤 一 一 草 名 启 渍 士 : 本 区 的 地 下 水 , 由 认 自 然 地理 条 件 的 关系 ,具有 相 

当 程 度 的 矿 蛙 化 。 在 地 下 水 位 高 之 处 ,排水 不 良 , 又 以 气候 干旱 ,蒸发 剧烈 ,使 士 中 九 分 

逐渐 增高 ,而 生成 馈 渍 土 。 

A, AS PE, DH 可 降 至 7.5 左右 。 BPR, 

水 上 升 , 积 千 地 玫 , 有 时 可 形成 3 一 4 厘米 厚 的 白 蔬 皮 , DH 亦 升 至 8 以 上 。 

在 地 下 水 位 略 低 的 地 方 ,生长 稀疏 的 禾 本 科 及 水 草 科 植物 , 东 有 一 片 片 醋酸 条 ( 玉 ip- 

pophae rhammoides) 矮 林子 。 如 地 下 水 位 高 , 则 有 六 状 萤 蓄 草 、 荐 草 、 报 春花 (Primula 

sp-). ME (Potentilla Chinensis), Lancea tibetica 等 多 种 植物 及 苦 志 、 菠 类 。 
总 的 说 来 ,这 类 土壤 与 塞 漠 及 嘱 碱 沼泽 区 的 世 渍 土壤 相似 。 但 植被 情形 稍 有 不 同 ， 

嵩 草 属 〈Coyresia) 植 物 较 少 ,而 长 有 酯 酸 条 、 醇 角 草 (Buddleia sp.) 等 牛 乔木 及 灌木 。 表 ， 
土 有 机 硅 的 累积 亦 少 得 多 。 因 地 下 水 位 的 变化 大 ,雨季 地 下 水 位 甚 高 ,干旱 而 蒸发 剧 列 

的 季节 , 则 地 下 水 位 颇 低 ,草本 植物 生长 亦 不 茂 态 。 TA Pk a eRe, 

BOE pH 亦 较 前 者 为 低 。 

SE AAA ES EEE, 或 以 受 水 作用 的 关系 而 呈 层 状 。 表 土 为 灰 棕色 砂 壤 十 , 合 

有 相当 多 的 有 机 硅 , 厚 可 20 厘米 。 疙 土 受 深 度 的 洲 青 化 作用 ,颜色 棕 灰 以 至 灰色 , 杂 有 

点 状 或 条 状 锈 班 , 亦 为 砂 壤 土质 地 ,下 面 为 卵石 层 。 土 层 厚 度 不 一 ,可 自 50 JOKE 1 

Dk. 在 局 部 的 河流 潍 潍 上 ,如 拉 节 河 墨 竹 工 卡 , 土壤 剖面 中 有 泥炭 状 士 层 ,累积 了 大 

量 由 水 草 在 嫌 气 环境 下 分 解 , 兹 综合 而 成 的 腐殖质 ,颜色 灰 黑 。 

这 种 土壤 分 人 在 拉 节 河 墨 竹 工 卡 以 下 ,至 曲 水 的 河 潍 宕 地 ,面积 甚 广 。 日 喀 则 年 楚 

河 边 , 亦 有 水 面积 的 分 佑 。 雅鲁藏布江 主流 由 则 拉 宗 至 德 木 宗 的 治 江 塞 地 上 , ORT 

到 。 而 康 东 狭 谷底 部 , 尤 以 较 干旱 的 怒江 ,分 佑 亦 较 广 。 

利用 :可 以 排水 又 能 灌溉 的 地 方 ,只 要 土 层 稍 厚 , 士 质 稍 好 ,都 已 开垦 为 安田 。 排 水 

稍 差 的 湿 草 地 , 则 作为 优良 的 牧 地 。， 

WBE RASTER, MBA AGE RES AHS ILE, 蓄 使 之 适当 通气 分 解 , 便 
是 很 好 的 有 机 肥料 。 

(5) 碟 涨 砂 丘 及 冲积 土 : 只 在 雅鲁藏布江 分 售 最 广 , 其 他 各 河 因 限 认 狭 谷 内 , 潍 地 
BIE MAMA. 

MEE BERT TM Te ENG , ML RT BAA, 2078 A, 当 河 水 

SELVA HOD 7 IE EAB I, Ee CE EEE 5 FR, TI EL ALE TR, YE _ESHEE 

ARE Ze, AREA EAR AT OAL, on ETI B—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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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茧 灰色 的 植物 ,而 且 稀 牙 。 
ASSEN CAB A RIDER, CL CIE TSS TAT AC TE ER, 由 共 长 时 期 的 堆积 和 风化 作用 的 
关系 , 土 层 较 厚 , 渐 形 成 阶地 , 生长 豆 科 的 紫 云 英 属 及 西藏 狐 牙 刺 (Sophora moorerof - 
tiana), 483% (Stellera Chamaejasme) 和 少许 的 禾 本 科 植 物 。 这 种 渐 已 形成 阶地 的 潍 
地 ,是 本 区 主要 安 地 之 一 。 土壤 富 含 石灰 硅 ,局 部 地 下 水 位 高 而 排水 不 良 的 地 段 ; 则 县 
AP BNTE LAPT, 凡 整 地 工作 做 得 好 、 灌 溉 适当 、 且 石 大 合 量 不 太 大 的 地 方 ,种 植 庄 乏 
都 能 得 到 较 高 的 产量 , 拉 降 家 业 试 验 场 邹 为 一 例 。 过 去 拉 阵 一 般 的 潍 地 易 受 泛 雍 的 侈 
害 , 且 无 水 利 , 故 少 开 晨 , 仿 日 潍 地 已 为 发 展 新 星 地 的 主要 对 象 。 ZERIT AB 
土 直 剖面 为 例 : 
土屋 深度 (厘米 ) | 性 pH | og we 环 i 

0 一 20 Pee wwe | 十 十 | 8.3 | RBM i RONEN a AR Be 
bef ames Sg 7 AA, HUNGER, MISERY BAR HR 

ar exit wee | 十 十 十 | 3.1 | 2: RRA, 草本 植 蚁 为 才 本 科 - 
ti ASE A CRAM BRIER. MIR, SS 
Be Tak Jay SU y= 7 

45—57 HIG» ++ 7.5 ; 

57 F IR WA | t+ | 7.5 
ti, APSE 

沙丘 为 河流 冲积 物质 被 风力 移动 堆积 而 成 的 。 在 藏 布 江 转 弯 处 ,风势 受阻 ,将 夹带 
的 大 量 砂粒 堆积 放 旬 风 的 山坡 ,有 了 时 可 堆 到 数 十 米 高 的 山坡 上 。 | 

i Fe AG AYRE ATTA, 主要 的 植物 有 狐 尾 草 (Pennisetum sp.), RAB 
属 的 几 种 、 英 氏 槐 等 植物 。 但 大 部 分 仍 是 寸 草 不 生 的 沙漠 。 

2. Spi : 

(1) 淋 溶 褐色 土 :在 湿度 较 高 的 区 域 ,可 以 分 伤 在 海拔 较 低 的 地 方 。 例 如 在 藏 布 江 
的 中 下 游 则 拉 宗 一 带 , 可 低 至 3000 米 ,， 且 大 面积 分 佑 。 而 在 中 游 曲 水 以 上 , 则 分 念 在 
3900 米 的 山地 上 , 工 部 巴 拉 东 面 的 鹿 马 党 附近 , 则 达 4000 米 , 成 为 狭长 条 带 分 做 放 山 
坡 上 。 

(2) 典型 褐色 士 及 山地 栗 钙 土 : 在 澜 洽 江 流域 分 估 至 3600 米 左右 , 怒江 主流 至 
3900 米 , 边 寺 、 加 拉 一 带 则 可 高 至 4000 米 以 上 。 

藏 布 江 流 域 在 太 昭 以 西 庆 马 周一 带 山坡 ,有 小 面积 的 分 做; 拉 苏 河流 域 的 山坡 自 仁 
进 里 以 下 , 亦 有 小 面积 的 分 做 ; 藏 布 江 主流 桑 伊 宗 以 上 ,多 呈 狂 小 的 条 带 , 蕉 碳酸 蓝 福 色 
士 上 面 , 桑 伊 宗 以 下 直至 囊 宗 ,分 伤 较 广 。 

(3) 河谷 碳酸 卓 褐 色 士 : 河流 阶地 在 金沙 江 、 测 洽 江 及 怒江 各 河谷 苦 有 了 明显 的 三 个 
阶地 , 距 河面 高 度 锡 为 20.40 .60 米 。 但 以 河谷 狭窄 , 除 在 支流 与 主流 交 险 之 处 外 ,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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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狭小 ,因此 安田 有 限 , 村 落 分 散 。 支 流 及 支流 上 源 ， 则 有 比较 寅 广 的 局 形 地 及 阶地 ， 
如 测 瀹 江 支流 的 因 东 寺 子 .怒江 流域 的 紫 拓 山谷 等 。 
雅鲁藏布江 流域 河谷 袖 广 ,阶地 面积 也 大 ,所 以 拉 茧 、. 江 孩 日 喀 则 等 地 成 为 高 原 的 
安 业 中 心 。 藏 布 江 支流 碳酸 区 褐色 土 的 分 售 可 达 4000 RE Sn), FEAR 
般 的 河流 雨 岸 , 由 河面 起 至 300 米 左右 的 山坡 ;都 是 它 的 分 人 地 带 。 险 坡 与 阳 坡 上 ,此 
十分 做 高 记 略 有 不 同 , 阳 坡 以 温度 较 高 ,蒸发 剧烈 , 士 壤 水 分 较 少 , 植物 生长 不 旺 ,所 以 
这 类 土壤 的 分 伤 比 队 坡 升 高 100 米 以 上 ,土壤 齐 面 中 石灰 质 的 聚积 情况 亦 较 明 显 。 

(4) 碟 潍 砂 丘 :雅鲁藏布江 沿岸 ,除了 几 处 峡谷 以 外 , 均 有 碟 潍 的 分 作 , 沙 潍 沙 乒 雳 
BADGES, 而 以 拉 陈 至 曲 水 一 段 ， 及 桑 伊 宗 以 东 沿 雅 咎 茂 布 江 一 带 面积 为 大 ,但 以 
永源、 地 势 等 等 关系 ,沙丘 街 少 利 用 ,初步 工作 , 似 宣 在 如 何 国定 沙丘 。 

3. Fil FA: 

(1) IAPR AE: HE SGA THU, PERRIS A Ry BEG eR, DE 
麦 及 青 称 为 译 。 由 大 土壤 具有 上 比较 良好 的 千 构 ,而 且 反 应 近 平 中 性 ,加 以 地 形 平 坦 , 圭 
层 深厚 ,大 部 分 卦 子 又 有 一 定 的 水 源 ,因此 成 为 优良 的 农 地 。 

Phi we He LAVA EK, AAR, TE BEAK, 
(2) sae ee, A= Be Ly ESE: MIA Oe ERNEST EAP, DEERE, TA LIRR 

Ave LAH AGM RIEDEL, OAR ALT BAT HEAR OE, AE Ye Hy, Bh 
植 庄稼 。 但 总 的 说 来 , 除 局 部 地 区 外 ,所 佑 面积 是 极其 有 限 的 ,而 且 冲 刷 剧 烈 , 安 地 易 受 
BRI, PRA RAG TEBE DS RAR RK Ei, HLS BER 
Mh, RS, BEREAN BE, 

在 一 般 地 区 ,本 类 型 的 土壤 大 多 处 蕉 坡度 较 大 而 气候 干旱 的 地 段 ,只 宣 种 植 果树 或 
林木 。 

(3) 碳酸 茧 褐色 士 : 是 康 藏 高 原 主要 的 农 地 , 栽种 的 作物 以 青 释 、 小 麦 、 圆 概 等 为 
He, (ALAMEDA, RL LOGE PE, 土壤 肥力 大 多 甚 低 , 千 构 不 良 。 藏 民 每 用 休 
天 的 方法 以 恢复 地 力 。 

区 类 土壤 的 侵 包 情形 相当 严重 , 因为 地 面 都 有 一 定 的 坡度 , 同时 一 般 士 层 的 下 部 ， 
LAWERBIRG, WHI, 或 当 雨 季 时 , 即 可 酸 成 表 士 的 流失 和 下 部 的 漏洞 。 沿 
油 瀹 江 、 怒 江河 谷 以 及 茂 布 江 主 流 与 支流 上 ,都 可 见 到 因 冲 刷 过 重 而 荒 素 的 农田 。 
在 这 些 地 区 ,还 有 面积 颇 大 的 莞 大 的 阶地 ,由 於 引水 困难 而 且 士 中 石 矶 较 多 ,或 部 

ALR ATO. | 

(19) PAE 
森林 区 土壤 的 发 青 与 上 述 三 区 都 不 同 , 是 受 着 很 明显 的 森林 植被 的 影响 。 这 个 区 



BA Pa HK EHO RO 

域 的 特点 是 气候 潮湿 ,空气 的 相对 湿度 大 , RE, EARS PTS, 

中 穿插 着 一 些 灌木 林地 和 草地 。 在 郁 于 的 森林 复 盖 下 , 土壤 进行 着 淋 溶 作用 。 因 为 郁 
并 的 树冠 下 ,散光 非常 微弱 ,不 能 生长 植物 ,或 只 生长 苦 久 类 低 等 植物 ,或 截 个别 空间 生 
长 极 少 数 的 耐 蓝 植 物 ， 土壤 表层 往往 复 盖 着 枯 枝 落叶 , 这 一 层 死 的 有 机 物质 是 朴 松 而 
富有 弹性 的 层 艾 ,所 以 具有 高 度 的 苗 水 性 和 透水 性 ,雨水 和 和 雪 水 都 能 全 部 透 入 艾 余 物 层 
内 部 ,而 不 致 在 地 面 形 成 急速 的 逐 流 。 这 些 大 量 透 到 下 面 的 土 屠 中 的 水 分 ,到 达 不 透水 
层 后 ,再 治 斜坡 绥 慢 地 流入 山谷 中 ,成 为 四 季 都 比较 均匀 的 次 流 。 
森林 伺 余 物 的 分 解 , 惧 菌 起 着 重大 的 作用 ,所 生成 的 克 连 酸 使 士 壤 中 的 大 部 灰分 元 

素 都 变 成 可 溶 状态 , 被 下 降 的 水 流 带 到 下 面 的 土 层 。 首 先是 剖面 中 的 碳酸 钙 和 被 带 走 ;其 
FACE RAIL Be SF TWAS , AMA IRAP TC HE AS HE SE , CL EAE TI 
BALSA Pr BIRT, RPE Ly, ET ee. 46 
BPI SE BINI A A S E PFY AR, ATE aH AE DERE io BB ROBES HP kw 
母 质 影响 的 例外 ) ,但 灰 化 程度 则 很 不 一 致 。 就 形态 上 看 , RATED AS ALE 
木林 下 , 队 湿 郁 于 ,水 分 充足 , 方 观察 到 比较 明显 的 灰 化 现象 。 但 因 在 4000 米 尽 上 的 地 
区 ,第 年 有 八 个 月 以 上 的 冰冻 ,所 以 淋 溶 作用 不 会 太 强 。 云 杉 及 赤松 林 土 壤 的 藉 化 程度 

更 轻 。 总 起 来 可 以 称 之 为 棕色 森林 土 , 属 氏 隐 灰 化 十 类 型 。 下 面 再 为 话 述 。 
.根据 生物 气候 条 件 , 这 个 区 域 可 分 为 三 个 亚 区 ; 
1. 寒冷 亚 湿 泗 森 林 亚 区 : 
分 佑 在 气候 比较 湿润、 常年 温度 不 高 的 高 原 东 部 ,及 靠近 河流 上 源 和 支流 的 狭窄 山 

谷 。 本 区 土壤 , 除 和 穿插 在 林地 中 的 高 册 草 名 土 和 分 水 周 附 近 的 山地 冰 沼 土 以 外 ,人 向 可 分 
Sy HEAR AL Bi SRA SY PK RAE BY 

(1) 主要 土壤 类 型 和 性 状 
LY RR A ett AL: 
在 海 披 4000 米 左 右 的 狭 谷山 坡 , 空气 的 相对 湿度 和 降水 量 都 大 些 。 除 坡 上 生长 比 
较 高 的 灌木 , 如 性 脐 、 屠 树 灌木 等 , 林 间 有 禾 本 科 草 本 植物 。 地 面 复 姜 一 层 数 厘米 厚 的 
Bee UR AAO, 尤其 在 杜 肪 林 下 , 这 屠 落 叶 层 相当 厚 , 而 且 能 吸收 大 量 水 
分 。 在 雨季 ,这 些 有 机 物 的 下 层 於 嫌 气 环境 下 分 解 , 生成 岛 明 酸 。 到 比较 干旱 的 季节 以 
通气 性 变 好 , 则 有 大 量 芮 菌 和 好 气 性 亲 菌 进行 分 解 ,而 产生 克 连 酸 与 胡 敏 酸 。 由 放 干 湿 
季节 的 交互 影响 , 表 士 便 含 有 大 量 的 腐殖质 而 呈 深 棕色 。 一 般 的 植物 根 很 多 , Sper 
千 构 。 但 以 不 含 石灰 质 , 团 粒 容易 松散 。 心 土 多 为 浅 棕 黄色 , 石 矶 甚 多 , 亦 不 含 石灰 质 ， 
呈 轻 度 的 灰 化 作用 。 整 个 土 层 其 薄 , 在 50 厘米 以 内 。 大 叶 杜 鹏 林 下 的 土壤 灰 化 程度 较 
深 。 土 壤 章 面 性 状 见 下 页 第 一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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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VETL FUERA EVE RRS BE Ae ER 

主 屠 深度 ( 厚 米 )| elm |p| m | 自 aR 环 境 
0—10 ARE — | 一 “| 调 论 江 下 游 支流 , Hate 2900 米 的 除 直 , 坡 

10 一 20 = 深 村 ,大 部 为 腐 大 | ”一 “| “4.3 | 诬 绝 为 25*， 野生 西 物 以 半 叶 杜 胸 休 为 主 ,本 
ee | Ri oS I A ME ABD 

ma” RAR ae | 一。 | 人 5 | eaaRReeRA— RMP. UNI, 
aes 下 面 岩石 为 酸性 火成岩 。 

30—50 = RL BA 一 5.0 人 

50 一 70 Hie Met A | 一 5.1 
项 多 。 

AN 

在 海拔 高 度 相同 的 阳 坡 ,因为 温度 较 高 , 燕 发 剧烈 , 土壤 干燥 , 生长 伏地 的 栓 柏 、 小 

雍和 一 些 禾 本 科 草 本 植物 ,有 时 炙 长 一 些 金 旺 梅 、 聚 枝 杜 肪 等 矮小 的 灌木 。 表 土 多 呈 棕 

MS AAA, GUS, EE. BPE SSK, BPR UTE Sai 

Be Fe 7B WYP A PO res SBT Pe Sv ACE Fi AB PRS. 

EA i Sl At A eB Td PEAS A: 

士 层 深度 (厘米 ) | 性 状 | ae | pH | A wR 环 8 
0—12 pei wes, | — | 6.2 | ， 调 洽 江 下 游 支流 , 海 授 3900 米 的 阳 坡 ， 坡 

HES » MS LEH EW) 30°, 主要 植物 有 检 粕 (伏地 )、 小 获 、 金 
和 ee RE | | uel Roem AT (Anaphalis sp.) i 
24—40 mez, were | — | 5.9 | 草 类 及 秒 本 科 草 等 草本 植物 。 

40 一 60 _beoei, eame a | 一 “| 5.5 

60K _ Bee wT | 一 “| 6. 

2) RACH : 5 Blt EEE ALTE SL TAK PD SERA EAB AK SEAR EE 

队 性 树 ， 需 要 空气 的 相对 湿度 及 土壤 水 分 都 比较 高 , 所 以 只 在 3500—4000 KAS TK 

谷 及 山谷 的 队 坡 上 分 伤 多 些 。 

因为 云 杉 和 冷杉 的 树冠 都 是 塔 形 的 , 在 长 得 稍为 稀疏 的 时 候 , 森林 下 不 是 完全 郁 

于 ,而 可 以 生长 少数 耐 队 植物 。 一 般 情 况 下 , 在 这 种 森林 下 面 还 有 两 层 植被 , 就 是 几 种 

FLAG A— Fa BOK AEE SAR Te ER OEE AE AS MOI SE aE te Se AM 

SPIES ABH ACI OT Tet, TARA ASA EE ES, EEK REED AT, 这 种 环 

Rife HI LISS AR RANA ATE. (Ai BA, APL RAE ae, 

PET PIR ACBRA SES 

32 FER AS Ze Jet ES IR 5 ED Dy ERP ERG, 形成 疏松 深 棕色 的 表 
Ets Psd ae Be eRe AO AE: RAR ty IE RIE BY OR 



+E HE CBDR) | 性 状 = or; A 然 环 i 
0-15 PORE, tae | 一 “| 7.0 | 把 江 支流 , 海拔 3750 米 的 除 坡 , Me Hee 

BRE ey eid ih | 25°, 生 乓 繁茂 的 云 杉林 , FIM AD aPRLAME 
15—25 Ee PAWEL, 学业 | 4.9 Ko LRA REPENS RMD Z2E G79 

RAR RLIR. 页 岩 及 砂岩 。 
‘ 25 一 35 AME. | — | 5.2 

35—45 BK RRL. 二 5.5 

a ’ FETE BE CD BE DEIK. 4s Abe IRB 

(2) Atti 
1) ee AES Dep es SUL VERE: Eh LD, a AE 
ULB: BABE EER, AAS, PE AE PIE 3800 米 的 队 坡 和 

Yi (3800 米 ) 分 伤 较 广 。 
怒江 流域 : 嘉 王 桥 附近 这 类 土壤 亦 不 多 见 , 至 丹 达 山东 坡 的 土 基 卡 方 有 较 多 的 分 

(fii, FE AS aa BE es Hi ak eee a Zs WE, AK He 
eG RA LER: KI LUE S, HET _LU 4, iE. 

SBE G5 PEE AT LG SE BALE, HELL 4300 K EAT, 都 有 这 种 土壤 分 做 。 

PERU) BPEL EES. 
it 2) 灰 化 棕 壤 :植被 以 云 杉 林 为 主 。 

金沙 江 流域 : 链 霍 以 东 的 松林 口 , 甘孜 至 玉 隆 的 松林 口 , 侍 儿 山 西 坡 , 德 格 3700 米 
以 上 的 山坡 。 
测 瀹 江 流域 :昌都 附近 3600 米 以 上 的 北 坡 及 东 坡 , 杂 西天 三 站 3800 一 4000 米 的 东 

| 坡 。 
ae. Ae 34 8 ABAD 69 BL A OWRD , KSAT 

RTT AES AL Ay Be BG AA EB Ms SE PETS EB 

f 碎 ; 念 青 唐古拉 北 坡 以 海拔 均 在 4,200 KLE AB 
HE AG AS THES: 吉宗 以 西 未 见 其 分 伤 , 豆 宗 以 东 分 作 在 海 技 3600 一 4000 米 的 狂 

秦山 治 和 主流 的 险 坡 上 。 阳 坡 则 区 3800 米 以 上 有 钦 条 的 分 作 。 
(3) 利用 
本 亚 区 所 估 地 段 ,由於 海 拔高 ,气候 寒冷 ,坡度 复 大 ,只 宣 生 长 林木 。 簇 近 河谷 底部 

GT IA PTS PEI TOM. 
2. HRD EE TY SRK AE Hh 
雅 符 茂 布 江 中 下 游 及 其 支流 ,海拔 大 致 在 2000—3600 KATANA ee BN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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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印度 洋 季风 的 影响 ,气温 和 雨量 都 比 以 前 所 提 到 的 各 区 为 高 及 大 。 这 区 内 的 主要 植被 

是 乔木 林 , 但 是 树种 则 和 上 区 不 同 , 闪 叶 林 和 人 对 叶 林 都 有 。 在 海拔 3500 米 左 右 , 阳 坡 的 

Hee tL (Quercus sp.) 与 险 坡 的 四 川 自 检 (Beta manchurica var. szechwanica)4#A Xt . 

2000 一 2900 米 主要 是 亦 松 (Pinus sp.) 的 分 做 地 带 , 队 坡 上 往往 为 赤松 与 云 杉 混 生 。 

在 不 同 海拔 高 度 和 地 形 上 , 目前 有 着 不 同 的 植被 分 念 。 各 种 植被 对 土壤 的 发 育 ,发 
生 着 不 同 的 影响 。. / 

(1) ESP APE : AK DB AGE, FY AH: 

1) 发 育 在 青 杠 林 下 面 的 标 壤 : FAL — PRADA RH, EET ERD, APT RTE 

本 ,在 各 个 季节 里 都 有 树叶 枯 落 复 盖 地 表 。 因 为 叶 面 有 一 层 角质 ,树叶 里 亦 可 能 含有 不 

少 砚 曲 , 而 且 阳 坡 土壤 水 分 较 少 , POU MR, 在 表面 和 表土 层 里 积存 了 大 量 的 有 

机 夺 。 在 这 坚硬 的 落叶 复 盖 下 ,虽然 还 有 阳光 透 过 树 障 照 下 来 ,， 亦 不 易 生 长 其 他 植物 ， 

只 偶而 见 到 三 数 株 天 门 冬 (Asparagus sp.)、 黄 金玉 竹 Polygonatum sp.)、 唐 松 草 

(Thalictrum sp.) > HF HED 

TEX PERI AR SE PE IRA, =P OK, | 下 面 有 一 10 厘米 厚 的 

WSR, BR REE deb 5 一 8 JORIS IEA A, Be eR ST 

结构 , ES. bE, ORAS, KPREAEEL EER AS. 

三 十 厘米 厚 ,而 在 局 形 地 和 阶地 上 , 则 可 达 工 米 驴 上 。 Baa HIKE, BYE 

pH 5—5.5 ffi. 

ACRES STERPRLAKF Sto PES 
土 层 深度 (厘米 ) pH |g 然 环 8 

0 一 4 落叶 层 。 一 FE RRA EVENS IT, 3600 KE RAY 
4 一 9 ee ume Re | 一 “| 5.8 | 合 局 形 地 上 ,坡度 多 为 5*。 植物 以 常 称 青 杠 

BER ABLEL 7 2 o Inds, OK AADARALHSENRS 
9—14 ME EEDR HOTU RAE | 一 “| 55 | ee ae ESSE LE 0 ETAT AE ch, PRED AL 

ReDim | 一 | 5.0 | Me 
ao 

Tae as hs 一 4.9 

2) 发 育 在 樟 木 林 下 的 棕 壤 : 樟 木 林 生长 在 除 、 阳 坡 的 向 队 部 分 。 在 这 种 林子 里 , 往 

往 还 条 生 一 些 灌 木 , 如 车 蕉 、 那 .忍冬 \ 杜 肪 、 红 柚子 和 一 些 禾 本 科 草 。 土 壤 湿 度 比较 大 ,- 

而 且 棒 木 及 其 他 灌木 的 叶子 比 青 杠 容易 腐烂 。 表 面 复 盖 一 层 狗 3 一 5 厘米 的 落叶 ,下 面 

”是 6 一 8 厘米 厚 棕 黑色 的 表土 , 移 砂 下 土质 地 , IPA AH. 表土 以 下 便 是 黄 标 及 

br EME, ARE MSE, MR EK, 土 层 不 厚 , 多 在 六 、 七 十 厘米 左 

在 。 下 面 与 风化 的 岩石 相 接 。 



es -nc nt se， Ve 

58 aM ke BR HR OY 

NBR BEAK F BY 
ee a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土 层 深 度 ( 厚 米 ) | 性 状 | 石灰 里 | pH | A wR 环 a8 
0 一 3 落叶 层 — | — | 发 育 失 3600 米 之 背 除 山坡 ,坡度 锡 为 30。， 
3—10 oo Sa ”一 6.3 | RPI TE EES, HUI LARP Hal OER A OS 

pig tnd a 川 白 樟 为 主 外 ,从 有 蔡 蕉 、 著 灌木. 到 冬天 站 
10—20 al alia a pod 6.1 % FLAY F KE (Vicia sp 小 -及 一 

RAGE 
20_31 eae | — 5.9 

Si iLL 
31—53 Pk, BANE. mY 5.9 
53—70 eR HE 壤土 ， 一 6.0 

ele ABZ Hk 

3) 发 育 在 亦 松林 下 面 的 棕 壤 :在 亦 松林 下 面 发 育 的 土壤 ,最 大 的 前 面 特 征 是 表土 层 

甚 汪 , 而 且 和 底 土 在 色泽 上 有 明显 的 区 别 。 表 层 复 盖 着 1 —2 厘米 厚 的 松针 ,下 面 是 2 厘 

米 碎 断 腐 精 的 棕 黑 色 人 针 叶 和 枯 枝 , 紧 接 表 士 层 。 表 士 很 水, 往往 只 有 二 -2 JK, SR 

标 或 深 棕 灰 色 ,而 且 和 上 面 的 腐烂 有 机 暑 屠 往往 结合 很 紧 , 不 易 清 晰 地 分 开 。 Bek 与 下 

面 浅黄 灰 或 浅 灰 黄 的 底 土 , 则 成 为 明显 的 雨 层 ,容易 分 开 。 

FS Bt rc EE MIE, BPE MW TSH, 土壤 排水 又 良好 ， 且 松 叶 含 灰分 少 而 在 土 面 造 

成 透气 和 良好 的 酸性 环境 ,最 适 於 趴 菌 的 发 至。 其 他 高 等 植物 ,在 这 种 环境 里 大 部 不 能 生 
长 或 生长 不 良 ,在 空间 的 松林 丢 复 下 ,只 有 极 稀少 的 禾 本 科 植 物 生 长 。 

给 以 洽 万 山沟 赤松 林 下 的 土壤 剖面 为 例 ,描述 如 下 。 

土屋 深度 ( 厚 米 ) | 性 “ 状 | oe) pH | a e aoe 
0—2 未 腐 松 叶 。 Ae 藏 布 江 辟 宗 包 下 的 Se 流 WL A, 海拔 3000 

2 一 4 深 棕色 个 府 枝叶。 | ”一 ky AAG RSENS 4。 生 长 纯粹 的 亦 松 林 及 
4 一 5 ae , eg 棕色 认 DARA RE » 地面 复 盖 一 层 松 叶 。 

yD 

5—15 ERG » WD Sk, is 
松 。 

EH , 石 碟 及 砂 。 

在 赤松 与 青 杠 林 混 生 的 地 方 ,土壤 剖面 性 状 便 发 生 改 变 , 表 士 层 变 厚 , 有 机 硅 含 量 
增加 。 

(2) Hi 
雅鲁藏布江 囊 宗 以 下 的 主 ̀ 支 流 , 包括 尼 阳 河 自 太 昭 以 下 至 则 拉 宗 , ELAS AREA 

宗 的 主流 山坡 , 德 木 拉 东 西 坡 3600 米 以 下 和 波 密 地 区 2000 米 以 上 的 河谷 ,如 拉 札 至 那 
玉 、 邓 及 松 宗 , 都 是 本 区 各 种 棕 壤 的 分 仿 地 带 。 

《8) 利用 



西藏 高 原 的 自然 环境 寺 自 然 区 域 的 划分 59 

出 坡 上 由 共 坡 度 大 ,不 宣 种 植 作 物 , 只 适 蕉 培植 森林 , 河谷 底部 比较 平坦 的 寺 子 则 
ZRH A, ALM HHA, TAR RAK. 

3. 温暖 湿润 森林 草地 : 灰 化 棕 壤 。 
喜马拉雅 山南 坡 3500 米 以 下 ,和 波 密 地 区 海 技 2000 米 以 下 的 山谷 ,是 康 藏 高 原 上 

温度 和 雨量 最 高 的 地 方 。 在 这 种 地 区 ,植物 被 复 十 分 稠密 ,而 且 往往 有 二 、 三 层 以 上 的 

植被 ,种 类 更 是 复杂 而 繁多 。 
， 喜马拉雅 山南 坡 的 春 丕 谷 , 直 接受 着 印度 洋 季风 的 吹拂 ,植物 为 对 叶 和 关 叶 乔木 及 
HEAS, AN ZAG RAG TEMES AE BEARS LBB. 289K, 茂盛 的 禾 本 科 草 与 其 他 草本 植物 ， 

如 大 喜 属 一 种 (Euphorbia sp.) IGE CEA EBA. EE MEE ARS, Ot 
乔木 的 种 类 和 数量 比 针 叶 树 要 多 。 

波 密 地 区 是 雅 特 雅 布 江 下 游 支流 的 流域 , 比 上 游 接受 更 多 的 雨水 , ME oe 
高 。 由 那 玉 至 秀 龙 、 通 麦 及 邓 , 是 海 技 1800 一 2000 米 的 峡谷 区 , LAPS, 山坡 的 坡度 
大 , 木 本 和 草本 植物 亦 均 茂 厅 。 在 这 种 以 木 本 植物 为 主 的 .多 种 植物 的 共同 作用 下 , 形 
We RAL ESE, 
ACHES TR PEK: Se EEE EE, MU, SUT HK, IAS 40 厘米 ,有 机 质 均 

EV MRE, MARC BIA ESE BEAKER ES, MI HE LE MU RE 
AL FESR, RAKE. AEST ICAL RAN Ae, 在 木 本 植物 作 
用 较 大 的 地 方 , 则 下 层 咯 有 灰 化 的 跻 象 。 

ARAN rt ARB BL Bea a PERS 

4: BE BE ik) | 性 状 [woe | pH | A we 环 i 

wis 深 标 AOE A | ”一 5.7 | 喜马拉雅 山南 坡 者 丕 谷 下 外 ,海拔 2800 

10 一 35 ir aio ES ee Jk, WERE, FE 4B° 以 上 。 兰 石 为 片 麻 岩 ， 

MEA WRED, °°) PORES TERE, Stet MOT YS YK. BEAR 

35—85 BE, MDL, an 6.9 | hibARS , RRA 

ALR SD , EE 

en a, fae ee 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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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农 区 与 作物 的 分 佑 概况 

(一 ) 安 区 的 分 人 
西藏 高 原 的 家 业 区 大 都 分 做 在 河流 的 雨 岸 和 滥 湖 的 地 方 。 雅鲁藏布江 上 、 中 游 从 

拉 和 孜 附 近 ( 日 喀 则 西 狗 300 里 ) 到 则 拉 宗 一 段 的 寅 谷 区 ,和 光 的 大 支流 如 苏 迎 促 激 河 、 年 
楚 河 、 拉 陆 河 、 雅 拉 星 布 河 , 太 昭 河 等 河谷 .是 西藏 的 农业 精华 所 在 。 AIL. RU LE 
流域 ( 除 三 十 九族 外 ) 农 田 面 积 很 小 , ASA, 实际 上 雅 重 茂 布 江 主 流 雨 岸 的 农田 薄 
不 多 ,而 拉萨 河 \ 太 昭 河 的 田地 也 多 位 扒 距 河道 稍 远 的 冲积 台地 和 局 形 冲积 地 上 。 这 与 
河道 的 发 至、 土 层 厚 度 . 水 位 高 低 和 灌 激 条 件 等 都 有 关系 。 距 离 主流 太 近 的 地 方 低 的 地 

, 常 有 遭 水 淹没 的 危险 ; 高 的 地 方 灌溉 也 不 三 便 , 因为 主流 的 落差 小 ,引水 工程 天 ,不 
是 个 别 安民 的 力量 所 能 胜任 的 。 这 鼠 届 查 所 径 过 的 地 区 大 锡 包 括 了 西藏 居 业 区 的 十 之 

七 .从 ,其 中 安 业 生产 比较 发 达 的 有 下 列 各 地 区 : 
1. 油 洽 江 流域 的 上 游 :安田 较 少 ,大 都 分 佑 在 针 近 昌都 下 游 的 薄 到 加 嗓 一 带 和 上 游 

的 俄 洛 桥 至 浪 藩 (3300 米 ) 一 带 。 训 地 的 无 霜 期 ) 狗 为 160 天 。 
2. 怒江 流域 的 上 游 : 昌 都 至 拉萨 “中 路 ” 沿 乡 的 安田 也 不 多 ,如 怠 日 (3750 米 )、 洛 隆 

宗 (3800 米 )、 紫 拓 (3600 米 )、 硕 板 多 (3650 米 )、 嘉 拉 寺 (3750 米 ) 等 由 。 紫 拓 附 近东 

南 -西北 向 寅 二 、 三 里 ,长 五 .六 十 里 , 技 海 在 3500 一 3600 米 之 间 , 有 许多 梯田 ,是 这 条 乏 
上 最 大 的 一 个 安 区 (AGES), 上 述 各 地 的 扰 霜 期 狗 为 130 一 160 K, Babe aren 
“ 北 路 ” 所 经 过 的 丁 青 至 索 宗 一 带 ， 邹 “三 十 九族 地 区 ”耕地 也 还 不 少 , ATH (3800 
米 ) 色 则 宗 (3900 2K) AMR (8800 米 ) 等 处 农田 较 多 。 这 一 段 的 无 霜 期 很 短 , HIS 
99 

3. 雅鲁藏布江 流域 是 西藏 的 主要 农业 区 域 ,给 分 述 认 下 : 

(1) BEBE: 自 仁 进 里 (3900 米 ) HE Wa Mh HAZE Wak (3450 米 , Di BE 河 SEG RR 
布 江 匿 合 之 处 )， 再 加 上 洲 多 下 求 的 那 条 刻 汽 和 林 则 宗 那 条 山沟 , VEO A EC 
长 300 里 的 范围 内 , 气候 温和 , 地 势 平 给, 士 层 较 厚 ,水 利 方 便 , 田 畴 交错 ,村 沙 相 户 , 是 
西藏 地 区 农业 最 发 达 的 一 条 河谷 。 无 霜 期 狗 为 120 一 160 天 。 

1) 扰 霜 期 系 调 查 后 的 估计 ， 可 能 有 出 大。 西 减 地 区 的 主要 农作物 如 青 称 、 小麦、 咬 豆 等 ,可 以 在 晚 刹 前 一 个 月 
下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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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 楚 河谷 : 自 硕 西 (4000 2k) EAL AMT, MEL (8850 2k) WARE FERN (3750 
AERTS HAGA LEAL), OE SS 250 SB Pes AT BAW TB, eR 
ART BET. EAE FARK, PW PULA ERO Ht 6 FE) Ee ea 
CREA, 75 DETR BRL) , 5H AE WD TEL ARI, Be HE 5 HNN EE, 
TRH MIT . HAIN 120-140 天 。 

(3) 雅鲁藏布江 主流 的 上 游 地 区 : 自 拉 和 孜 (3820 米 ) A%e A PE AWEESE (8750 米 ) , 东 
西 长 300 里 的 范围 内 ,是 后 茂 主要 安 区 之 一 。 较 大 的 寺 子 ,在 江北 岸 有 通 梅 (3760 米 )、 
当 拉 (3750 2), ARE (3740 米 ) ,在 江南 岸 有 拉 和 孜 、 列 日 ( 锡 8800 米 )、 日 喀 则 \ 边 《3740 
米 ) 等 。 此 外 还 有 几 条 支 汉 , 如 茧 迦 (4140 米 ) 玛 拉 入 的 萨 迎 仲 激 , 晒 宗 至 曲 儿 接 炳 的 夏 
汶 ( 或 旺 淋 ) 和 江北 岸 的 通 梅 东 洒 与 香河 河谷 , 也 是 安 业 很 发 达 的 地 方 。 上 述 地 区 的 无 
霜 期 狗 为 130 一 150 天 。 

(4) 山南 区 北部 :从 大 吉 崔 和 借 吉 宗 D PALEY (3540 米 ) 入 江 的 雅 拉 星 布 河 
的 两 个 支流 流域 ,是 雅鲁藏布江 中 游 流域 的 主要 农 区 之 一 。 较 大 的 块 子 章 栋 宗 和 泽 当 。 

_ HEAR 180—160 天 。 
(5) eg BeAr CL Ba APS WS WLP SPA TB AW BS, PA TB 

的 比例 求 说 长 狗 800 ANTE IA MERA, 较 大 的 有 甲 查 宗 (3160 米 )、 中 恩 附近 
(3090 米 )、 于 松 (2900 9k) SEA (2860 米 )、 南 伊 (2860 米 )、 学 嗓 (3000 >) ABIL (3000 
米 )、 惟 路 丁 (2860 米 )、 夺 蕊 (2860 米 )、 色 依 (2860 米 )、 仲 沙 (2860 米 )、 则 拉 宗 (2900 
米 )* 德 木 宗 (2970 米 ) SE MEH 160—180 天 。 

(6) 太 昭 河谷 :从 太 昭 (3550 米 ) 至 则 拉 宗 沿 河 雨 岸 宽 二 、 三 里 长 300 里 的 范围 内 ， 
安田 相当 多 。 较 大 的 已 耕 填 子 有 觉 木 宗 (2690 2) ANE (8300 2) HEA (3100 米 )、 
阿 沛 (3250 米 )。 扰 霜 期 狗 为 150 一 170 天 。 太 昭 河谷 下 游 和 拉 莉 河谷 相似 , 河道 曲折 
EIB, ko RM A, SARS HOT AY BEIT BS 

(7) 波 密 地 区 : CIA TRA DER MA LAS Be. 由 放大 部 地 区 地 形 
险峻 ,坡度 陡 ,水 流 惫 ,耕地 面积 不 大 。 较 大 的 寺 子 有 胡 页 (2400 米 ) 的 仲 白 (2400 米 )、 
Bcf (2400 米 ) 倾 多 附近 的 仲 那 , 当 丘 (2750 米 ) 和 鲁 浪 (3000 米 ), PIE MAG 
HE, HEARN HII 150 一 220 天 。 气候 温暖 ,两 雪 充 沛 , 分 做 比较 均匀 ,所 以 能 够 生长 的 
作物 种 类 也 比较 多 。 从 西藏 的 农业 生 产 说 可 自 成 一 个 小 区 域 , 实质 上 这 是 一 个 森林 地 
区 。 

1) KGMS ARRAN ABS » RS), FES HY 30 里 ， 从 沿途 地 形 和 观察 当地 了 解 的 情况 ， 知 道 这 
两 个 支 讲 农 田 不 少 。 

2) AA 1 RAR Fed A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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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重 藏 布 江 流域 主要 安 区 的 自然 环境 ， 除 波 密 区 和 部 分 的 工 部 区 以 外 ， 大 体 上 是 
差不多 的 。 它 具有 温暖 盾 干旱 性 的 气候 ,气温 和 雨量 由 西 往 东 略 见 增高 ,作物 生长 期 间 
(4 一 9 月 ) 的 平均 温度 为 18.3—14.6°C, 平均 雨量 锡 为 400 一 500 毫米 ,多 集中 在 6、7、 
8 A, 但 其 分 做 从 西向 东 也 稍 趋 均匀 些 。 全 年 期 间 太 阳 辐 射 强 , 蒸发 量 大 ,上 游 地 区 在 
冬 春雨 季 时 有 风 , 一 般 作物 在 播种 前 后 至 幼 昔 生 育 期 间 应 加 灌溉 。 土壤 大 部 为 石灰 性 
冲积 土 和 栗 钙 土 , 表 土质 地 粗 松 ,多 是 砂 壤 士 。 土 层 不 厚 , 有 机 质 少 ,保水 力 低 。 在 这 个 
区 域 里 , 作 物 种 类 和 生长 情形 大 致 相似 。 

4. 喜马拉雅 山北 部 山地 : 这 是 夹杂 在 藏 南 牧 区 里 的 农 地, 多 在 演 湖 的 地 方 ,其 分 信 
WEAR, 由 於 自然 条 件 相似 , 故 列 为 一 个 区 域 , 如 羊 卓 比 湖畔 的 白地 (4800 米 )、 
郎 夏子 (4360 2k) ABE (4350 米 )、 帕 里 〈4100 米 ) 以 北 的 堆 纳 (4290 米 )、 多 金 (4250 
米 )、 夏 拉 〈4200 米 )、 康 巴 以 西 的 卓 木 泽 登 湖畔 (4250 米 ) 等 。 海 拔高 ,气温 低 。 无 霜 期 
狗 为 90 一 100 天 。 此 外 流 轻 基 布 隆 (4050 米 ) 和 人 印度 的 基 布 隆 藏 布 河 , 沿 河 雨 岸 安田 面 

积 也 不 少 ,是 一 个 比较 富 能 的 农 区 。 

5. 亚 东 地 区 : 自 帕 里 南下 到 阿桑 (2600 K), 是 喜马拉雅 山南 蓄 的 森林 地 区 。 山 谷 __ 

狭 窗 , 水 流 汕 和 急 , 农 田 很 少 。 但 气候 温暖 ,雨量 较 多 , 适 认 作物 生长 。 无 霜 期 狗 为 120 一 
200 天 。 

一 般 的 农 区 多 在 4000 KITE, 大 部 分 做 在 3400—3900 米 问 的 寅 谷地 带 。 但 在 康 
巴 宗 高 达 4400 KASD , SOG PR AE) AR GE AEE (SH) WV. 

(二 ) 农 作物 的 种 类 与 类 型 
在 西藏 地 区 安民 已 经 种 植 的 作物 种 类 (不 包括 蔬 荣 ) ,有 青 释 ( 春 、 秋 播 )、 DE ( 春 、 

SHE) Da. ( 春 、 秋 播 )、 WAS FEE HIRE). FEW. AR IS SSSR. A FRE (Avena 
sativa L.), EBB IGM IRB HA HT (Lens esculenta), KW. TTR ET 
ABR So+RE, 据说 在 白马 岗 还 有 水 稻 和 棉花 3 DOP BCR SE, PEER 
IONE. Ae LANDED AL, WH BT AMR LAL, HWA 
种 植 而 已 。 

| ERT WRECKER, 以 圆 根 、 青 牺 分 伤 为 最 高 ,可 以 说 是 限界 作物 。 
在 技 海 4300 米 的 羊 卓 雍 湖 、 多 金 湖 、 复 拉 湖 湖畔 和 4400 米 的 康 巴 宗 , 青 释 几 乎 是 唯一 
的 作物 。 贺 根 的 垂直 分 做 幅度 很 大 ,在 温度 较 低 青 牺 不 能 正常 成 熟 的 条 件 下 , 根 革 还 能 
级 慢 的 生长 ,其 大 小 视 生长 期 的 长 短 而 定 。 所 以 居住 在 4000 米 以 上 的 牧民 常 种 植 它 做 

1) PINBRBASBIW”, MARIA WOT. 
2) BRERA SR’, 44% Trigonella foenum-graecun,—4F +h) GHKe. 
3) FeRAM LESH 1952 年 派 员 到 苞 地 区 了 解 情况 ,这 是 参加 工作 人 员 向 我 便 报 导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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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主食 之 一 。 
小 麦 分 念 远 不 如 青 牺 善 台 , 虽 然 各 处 都 有 种 植 ,但 数量 不 多 ,以 拉 茧 、 日 喀 则 、 曲 水 、 

泽 当 、 德 木 宗 、 嘉 拉 寺 、 紫 拓 等 处 较 多 。 嘉 拉 寺 和 紫 拓 块 子 一 段 ,小 麦 种 植 面积 比 青 称 还 
多 , 是 一 个 突出 的 例子 。 ERT E FAT: 4100 米 〈 基 布 隆 嗜 卡 的 豆 ), 但 一 般 多 在 
3800 米 以 下 。 上 述 几 个 生产 小 麦 较 多 的 地 方 ,都 是 位 庆 自 然 条 件 比 较 优厚 之 处 。 

Ba LA ND Re LAD PH, 以 拉萨 河谷 、 年 楚 河谷 日喀则 至 拉 孜 一 带 山南 地 区 
索 多 ,分 佑 比 小 麦 为 高 。 在 羊 卓 秦 湖 畔 的 耶 希 和 察 局 研 高 度 都 在 4280 米 左右 ,也 还 有 
生长 (虽然 只 是 个 别 田 块 )。 

油茶 在 拉 茧 河 下 游 河谷 和 曲 水 附近 较 多 ,年 楚 河 下 游 河谷 日喀则 上 游 附近 和 太 昭 
河谷 也 吴 有 种 植 的 。 日 喀 则 西 80 里 的 当 拉 , 是 后 藏 出 产 油菜 籽 最 集中 的 地 方 , Bab 
近 麻 油坊 就 有 三 十 多 家 年 销 日 喀 则 锡 一 万 多 斤 , 但 在 太 昭 以 东 地 区 则 很 少见 到 。 ea 
生 青 期 较 短 , 的 分 佑 限界 在 基 布 隆 茂 布 的 曲 实 , 可 高 达 4270 米 。 

蚕豆 多 生长 在 拔 海 较 低 之 处 ，3700 米 上 下 的 地 方 也 还 有 种 的 ,以 德 庆 (3650 米 ) 至 
曲 水 (特别 是 东 夏 (3600 米 ) 至 前 当 (3510 米 ) MEM TMM ARS, BOR 
也 有 ;其 他 地 方 则 很 少 。 太 昭 以 东 渤 昌 都 中 路 沿 粮 ,没有 见 到 。 

项 麦 在 后 藏 地 区 雅鲁藏布江 之 主流 流域 都 有 筋 星 种 植 , 波 密 地 区 也 有 不 少 分 作 , 高 
达 4400 米 , 如 康 巴 宗 (4400 米 ) 便 是 一 例 。 

大麻 在 前 后 藏 雅鲁藏布江 主 支流 流域 和 亚 东 一 带 ,分 布 更 为 雳 星 ,多 种 在 村 舍 附 近 
或 屋 院 向 阳 的 凋 角 , 生育 限界 在 3900 米 上 下 (在 慢 激 河 谷中 游 的 集美 )。 马 维 募 的 分 途 
5 AURA), (ARR A EARS SI, 而 且 局 铃 昔 幼 苗 期 怕 霜 害 , 所 以 不 如 圆 根 种 的 
普 逼 ,生育 限界 兔 在 4400 米 以 下 [ 康 巴 宗 的 菜园 里 , 耶 希 (4280 米 ) 的 青 释 地 边 ]， 称 豆 
在 昌都 至 拉萨 的 中 路 沿 稼 如 马 日 、 洛 隆 宗 、 紫 拓 、 硕 板 多 等 处 。 都 有 少量 的 种 植 ， 与 青 
释 、 小 麦 襄 作 (也 有 单 作 的 ,如 在 紫 拓 ) ,不 待 成 熟 即 行 青 浊 , 晒 干 作 创 料 。 但 在 拉 节 及 曲 
水 , 则 可 留待 成 熟 探 取 种 籽 , 以 供 食用 。 以 上 十 种 是 西藏 地 区 种 植 数量 较 多 或 分 做 较 广 
的 作物 。 以 下 几 种 作物 种 植 得 很 少 ,而 且 只 局 限 蕉 某 些 地 区 。 

EBA MALE) RA DIN AU, 在 波 密 区 2400 米 以 下 的 地 方 如 衣 页 (2400 
Ak) AEE (1800 >.) , 58888 (2000 米 ) FSH (2200 米 ) 等 地 稍 有 种 植 ,以 衣 页 附近 寺 子 大 ， 
种 植 较 多 。 玉 蝇 季 在 亚 东 和 工 部 区 的 叭 路 丁 (2830 米 )、 马 本 (2860 米 ) 也 偶 有 栽植 的 ; 
后 雨 个 地 方 还 有 烟草 的 栽培 。 这 两 种 作物 可 以 分 伪 到 2900 米 ( 上 述 这 几 种 作物 中 龙 扑 
PURE OIE) HE, PUN AEE BER AIBA LG, RRM, 
fs $s BAS BAS HOH a PE SDE A Ag SG, He Se WT 
RAE ADE fs (4050 米 ) 农 田中 ,发 现 夹杂 有 亚麻 一 二 棵 ,估计 这 个 作物 品种 是 新 从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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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 452 FY AE EE We AL ERE IEG EY HEF BAA HL BE PR LE AB 
外 ,二 般 安家 没有 种 D。 年 楚 河 下 游 河谷 ( 班 那 岗 3800 2K) 日喀则 附近 ( 列 日 3750 2k, 
边 3700 米 )、 拉 茧 西 郊 ( 东 政 ) 曲 水 附近 、 桑 伊 和 泽 当 少数 安家 中 , 还 种 植 有 一 年 生 的 坦 
科 收 草 , 叫 葫 蓝 巴 , 哩 种 或 与 青 释 混 播 在 一 起 。 

安田 中 , 普 逼 的 杂 生 有 野 燕麦 (Avena fuiua L.), 以 青 称 小 麦 地 为 最 多 ,一 般 安民 
蓝 不 根除 或 根本 不 铀 , 优 其 生长 到 开花 , WRK, ARIANA ST PR. FEM 
割 时 , 穗 上 部 的 成 熟 种 子 便 自行 胸 落 到 地 上 , 明年 春季 灌水 整地 后 又 发 着 出 土 。 因此 ， 
野 燕麦 在 西藏 地 区 也 可 况 为 是 一 种 御 栽 培 的 蚀 料 作物 。 但 是 栽培 种 燕麦 , 除 亚 东 区 略 
有 种 植 做 为 蚀 料 以 外 ,在 广大 的 其 他 地 区 都 未 见 到 。 

除 工 部 和 波 密 地 区 的 南部 以 外 , 西藏 大 部 地 区 是 一 年 一 熟 的 春 作 区 。 更 具体 的 说 
4p FA TE LK, 邹 春 天 播种 秋天 收获 。 工 部 区 西 自 慌 路 丁 东 至 德 林 宗 附近 奋 
ME, ALSE HP GARI RR 120 里 、 技 海 2800 一 3100 米 的 范围 内 ; MRK RES BH 
至 衣 页 、 通 麦 至 宿 乱 卡 以 东 的 巴 哈 、 雷 焉 通 、 沿 衣 真 藏 布 河 与 波 堆 藏 布 河 两 岸 , 长 三 百 多 
里 、 技 海 1800—2600 米 的 范围 内 2， 除 一 年 一 熟 的 春 作物 外 , OS FH ED, 
以 德 木 宗 附近 为 最 多 。 其 中 以 冬青 释 为 主 ,冬小麦 较 少 。 后 者 在 德 木 宗 较 多 。 在 那 斑 
(2235 米 ) 看 到 一 志 冬 青 释 地 ,里 面 夹 生 着 许多 晓 豆 , 欧 族 当地 农民 ,说 是 秋 未 与 青 释 混 
合 播种 的 ,越冬 生长 良好 ,显然 是 冬 跪 豆 。 后 在 宿 巨 卡 (2310 米 ) 访 问 时 , 知 藏 语 中 也 有 
相当 於 “ 冬 哎 豆 ”这 个 名 鹿 。 发 明 这 个 地 区 以 前 是 有 种 植 冬 哆 豆 的 ,但 只 见 到 上 述 的 一 
块 地 ,不 敢 巡 作 断 疆 。 冬 作物 是 10.11 月 关 播 种 ， 开 年 6 一 8 月 间 收 获 , 时 间 因 地 而 要。 
UDR MD Ay WOME SE ACHES, USER. bE (IRE) LIS A A 
A, ES EV MABE, ite A BEA LSE 
还 有 许多 仍然 是 一 年 一 作 的 。 在 工 部 有 冬 作 的 地 区 还 是 一 年 一 熟 ， 比 春 青 释 早 收 不 了 
几 天 ,个 别家 家 也 有 在 冬青 释 之 后 种 一 季 圆 根 的 。 

上 述 这 两 个 地 区 有 冬 作物 的 栽培 这 事实 ,特别 是 冬青 释 的 栽培 ,在 今后 西藏 高 原 的 
作物 栽培 上 具有 很 天 的 意义 。 目 前 冬 作物 的 分 人 还 只 局 限 认 技 海 3100 米 以 下 的 地 方 ， 
而 且 是 在 比较 粗放 的 条 件 下 种 植 的 。 但 一 般 冬青 牺 的 抗 寒 耐 旱 能 力 是 不 如 小 麦 的 。 就 
PRA TE A FEA SSE WH “> HW RE TI, 当地 种 植 的 冬青 释 品 种 ,在 幼苗 形态 上 是 属 
蕉 哲 直 立 型 ,虽然 幼 昔 的 生长 慨 性 或 多 或 少 要 受 环境 的 影响 ,而 且 与 越冬 性 兹 不 存在 着 
契 对 的 关系 ,但 这 个 品种 的 抗 塞 性 , 估计 不 会 很 强 的 9。 将 来 可 以 从 引种 选 种 ( 选 表 更 为 

1) EDEMA RSPB ANI (Medicago minima), $1 Be BL 族 车 仁 家 园 和 日 喀 则 功 觉 林 卡 内 
有 有 人 少量 的 种 植 做 为 饲 草 。 

2) 里 数 柔 从 地 图 上 测 货 出 来 的 。 
3) 1954 一 55 年 在 北京 华北 农业 科学 研究 所 原始 材料 闭 田 试 种 ,发 现 鼓 等 地 方 品种 冬 性 很 弱 ,越冬 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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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MABE. SPER) MURS RED AF, 把 冬 作物 的 种 植 扩 大 到 高 原 
的 其 人 地 区 ,打破 3100 米 的 分 人 界限 。 1952 一 53 年 在 拉 节 农 业 验 试 场 试 种 华北 ,东北 

的 入 小 麦 和 苏联 科 黑 麦 品种 ,越冬 良好 , 生长 发 育 正常 。 一 般 冬 小 麦 产量 (小 区 估计 ) 多 

在 五 .大 百 斤 , 品 蛙 也 显 赤 本 地 春小麦 为 好 。 苏 联 彼得 古 斯 194 号 冬 黑 麦 的 生长 高 度 可 

。 起 200 厘米 ,每 雷 估 产 为 1000 斤 左 右 。 这 些 事实 说 明 在 拉 医 河谷 种 植 冬 作物 是 有 希 齐 
的 。 当 然 ,如 何 促使 冬 作物 躲 过 雨季 而 成 熟 , 是 一 个 相当 艰巨 的 宪 研 任务 5。 
藏族 安民 对 作 几 品 种 类 型 的 观念 还 相当 模糊 , 除 少儿 地 方 个 别 安民 对 品种 特性 (如 

早晚 载 ,抗旱 性 ) 略 有 认 馈 外 ,一 般 避 惯 多 把 不 同类 型 的 青 释 都 叫 青 释 , 对 各 各 小麦 也 -_- 
视 同仁 , 所 以 访问 调查 颇 咸 困难 , 单 小 目 力 做 片段 的 观察 很 难得 到 系 各 的 了 解 。 很 多 家 
民 把 未 同 作物 混 种 在 一 起 ,同一 作物 的 不 同 品种 也 不 加 以 分 别 , 但 也 有 许多 农民 是 分 别 
种 植 的 。 YES CRA RD EEE HED BB BB pA 850 

AS BRR REISE) op BEALS, FE OER RR, 
— AY ey Ba BLE I,’ DAES ead. BL RG PR RMR, be 

4s RA Be, 各 地 青 释 在 穗 型 (Pp DOE” ANE”), A, BS (长 、 
短 ) 穗 密度 ( 稀 、 密 )、 颜 色 ( 白 、 褐 、 紫 等 )、 芒 色 ( 同 颖 色 ) ERE). CI ( 直 、 约 全 

”部 有 六 ,中 部 有 芒 等 )、 粒 色 〔 白 、 白 底 紫 攻 、 褐 . 灰 蓝 、 蓝 、 白 底 紫 班 、 SESE) 粒 大 小 (大 、 
中 ) JAE APE) AEBS CFP). RR eS) AER, BBY 
内 地 的 类 型 为 复杂 。 SPORE LE ae ER ERA, 
至 凄 灰 昔 粒 ,中 大 粒 ,中 间 质 ,中 等 植株 高 度 ,中 熟 的 9， 这 一 类 型 估 契 对 多 数 , 他 如 “大 
ep Sia A i PE EE ARS BE, WE 

BL A, OAT I, PRETENSE, LED) 17 种 不 
同 的 式样 ,加 上 沿途 所 见 到 的 ,为 数 当 在 20 种 以 上 。1953 4a FeRAM RRL EY BERL 
AT IKE = HERE, 初步 印象 是 , 在 灌水 条 件 下 ,和 白 粒 型 产量 较 高 ， 
紫 粒 型 吉之 , 昔 籽 型 较 低 ,三 者 差别 不 大 9。 白 粒 者 千粒重 大 ,质地 硬 ; 紫 粒 者 植株 较 高 ， 
RAE, 成熟 稍 晚 ,但 粒 小 ,品质 不 及 白 青 释 为 硬 。 佳 庆 则 老乡 说 : REM, 
耐量 , 宣 南 砂 地 旱地 播种 。 在 昌都 货 听 到 该 地 区 青 牺 地 里 常 杂 有 不 易 觅 粒 ( 序 内 外 绒 与 
HWA ABBA (ALAR RA) AMR, BUA RARER. 因 已 收割 我 们 未 合 深 
AMA. USEWA RBA ORAZ) ABN, OE RIBAS 
WH BL ABT ORK EWES. 

1) SBMS 8 , WEARERS 1953 年 农作物 哉 验 工 作 总 糙 。 
2) BR Hordeum sativum var. coeleste #th, HEMI AB BKE EE. 

3) SRM K 3, 

es eS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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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麦 的 类 型 也 不 少 , 绝 大 多 数 都 是 普通 小 麦 种 (Triticum vulgare) 的 品种 。 但 

1953 年 在 拉 降 西 郊 家 田中 发 现 有 几 个 混杂 的 波兰 小 麦 种 “( 似 polonicum) 的 重子 。 同 
时 在 1955 年 春季 张 纪 增 同志 带 回 来 的 麦 穗 与 种 子 样本 中 ,发 现在 拉萨 西 郊 东 政宗 西北 
的 桂子 里 有 一 坤 地 种 植 硬 粒 小 麦 种 ,老乡 名 叫 长 艺 小麦 (意译 ) ,据说 是 专 为 供 佛 分 用 的 
(因为 它 的 麦 穗 长 大 、 考 粒 长 大 而 沂 白 的 穆 故 )。 此 外 还 在 康 藏 公路 怒江 桥 附近 家 家 找 
BIAS (LT. turgidum) 的 种 子 样本 , 1956 年 华北 农业 科学 研究 所 向 西藏 波 密 地 
区 征集 地 方 小 麦 品种 做 为 阶段 分 析 研究 的 材料 中 , 也 发 现 有 园 锥 小 麦 种 的 品种 。 AED 
鼓 地 区 除 普通 小 麦 种 外 ,还 有 圆锥 小 麦 种 的 栽培 。 在 普通 小 麦 种 中 ,沿途 观察 到 的 积 部 
aS, 也 有 20 种 左右 。 分 属於 下 烈 几 个 变种 : T. vulgare var. milturum, erythrosper- 
mum, ferrugineum, velutinum, pyrothria, hostianum, barbarosa, #l—. —/ (ARE 

SAH, 以 牢 长 芭 或 无 世 , 红 颖 或 白 颖 , SURE AORTA BEM (AEE) 
估 多 数 ,没有 和 白 粒 种 。 密 穗 型 的 株 植 高 大 , 葵 程 强健 ,重子 粗大 ,紧密 长 方形 ,一 穗 粒 数 
多 , 粒 天 他 满 ,成 熟 中 晚 , 确 是 一 个 丰产 的 地 方 品种 。 但 种 子 嫌 软 , 易 染 条 精 病 ,是 其 缺 
Ho SAS A ETB AIS DL, LAA A). NASA ee 
WESC AVES, TR LAOS, MT, Soe 
TE RATE WERE, TERE RRA TEE, Bane 
AA ALE IRA CRE, 分 做 不 多 。 工 部 区 及 波 密 地 区 气候 条 件 与 前 
后 藏 不 同 , 我 们 全 在 麦 草 中 看 到 与 上 述 雨 种 都 不 一 样 的 类 型 , 估计 在 生态 上 是 有 差别 
的 。 该 二 地 区 有 冬青 释 , 冬 小 麦 的 栽培 , 据 老 乡 反映 , 冬 播 的 产量 比 春播 的 高 ,品质 也 较 
Sf, PEATE VIE EI, HD EET RD, 

5 PLE ASE, RELA KR, RSA 51K, 显 较 内 地 种 

Hideo KR. SORE, (AE IK, 2B FEEL 
254g 1952—54 ERR ER. bE RAI, BIE SE 

Ei Bb PDIP DATE (IRAP AL BEA EE AAT) RAT, AEB 

考 。 
TAME ART, 仅 工 部 及 波 密 地 区 夹杂 有 白花 种 (如 倾 多 、 达 兴 、 松 宗 等 

处 )。 按 种 皮 色 泽 分 有 黑 褐 、 灰 褐 、 麻 得 、 麻 禄 与 白 粒 等 。 粒子 大 小 中 等 ,以 曲 水 所 产 者 

籽 实 最 天 。 拉 头 黑 跪 豆 为 中 晚熟 草 生 种 ,植株 较 高 , 较 早 熟 甜 晃 豆 品种 (如 阿拉 斯 加 ) 开 

花 晚 狗 一 个 月 。 
油 某 有 大 粒 、 小 粒 之 分 。 大 粒 者 估 契 大 多 数 , 曲 水 桑 伊 所 产 者 籽 实 特大 , 比 内 地 的 

1) AER RB BES AE HOR EE SL EA, EE AE AE 
2) 1954—55 Ae FEAL HAAG FEAT EE He i PAL PN, HE ah PMR PEE , EEE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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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HORE DIES VAR RE Ph, BOIS RED, CORTE RPE 
有 之 。 
RUSS RMS, WB RD. 拉 茧 品种 植株 较 高 , 为 中 晚熟 型 ,都 是 中 粒 

种 。 项 麦 为 苦 攻 种 , 粒 色 深 初 至 福 , 长 短 水 有 变 机 。 日 喀 则 西 的 佳 庆 则 还 种 植 有 极 少 量 
HE, ECAH RII. HEREC SORT Pr 

FEDER EACH TSE ND SS LBV Ba Be BR sR EL 
AIBA, ARAB, BAER, HP, FT AB ASH “BR” HP A 

ft, RARBG SRB RM, 以 前 者 为 主 , HK, RARE ETE DR, ob 

WE, MBH A, KREG, HE PEE). 3 

| ESRI, ERROR EH FRIAS AK, 圆 形 ， 

Se eats, PH 66.) HORE RE ERE A Js PES ER “VE” CRP ELIE AP BE, fis 

ALE TRE ANTS” (PRA do Te” FABLE, RE, I RR), RTE 

晨 的 幕 地 上 做 为 补充 食物 。 后 二 种 已 在 北京 播种 ， 从 幼苗 形态 上 小 似 属 蔡 科 植物 。 以 
上 三 种 植物 的 名 称 有 待 以 后 针 定 。 

(三 ) 影 响 安 区 与 作物 分 佑 的 因素 
西藏 大 区 和 作 物 的 这 种 分 佑 情况 , 是 人 类 和 自然 作 斗 征 中 找到 了 自然 环境 的 分 人 

法 则 ,而 运用 这 法 则 来 把 各 地 区 的 作物 栽培 作 了 一 个 适当 负 整 的 结果 。 土壤 对 帮 作 物 

KARE): 

作 m | 最 高 | 最 低 | ze 均 RK 数 

青 R 
小 xz 51 & 25.6 & 

HFK %): 

5.06 

1.51 

2.50 

3.51 

0.19 

1.91 

1.82 15 

2.74 

1.23 

1.91 
一 | 一 一 

3.16 

0.13 

1.02 
| 

1.04 14 

1.27 

2.23 2.14 

| 

| 2.80 

* A—PARRIKE RUBEN o AA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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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关系 ,在 土 层 浅薄 的 西藏 农 区 表现 得 格外 明显 。 Aaa Rw eM AMER T Bey 

原因 ,而 仅 只 是 由 放 土 层 太 薄 的 原故 。 一 般 安 耕 土 地 的 有 机 质 少 ,质地 粗 而 肥料 的 来 源 

又 十 分 人 缺乏。 这 些 现象 都 与 气候 和 生物 因子 密切 联系 着 的 。 

目前 西藏 高 原 上 碟 行 种 植 的 作物 种 类 , Ane RDB. HR. AS, MB 

发 芽 时 需 热 较 少 、 幼 划 期 比较 抗 塞 、 花 序 形成 和 开花 期 间 ( 甚 至 於 产品 形成 和 成 熟 期 间 ) 

需要 适当 的 (中 等 的 ) 温度 的 春 谷类 和 豆 类 植物 。 由 队 霜 期 长 而 不 定 和 夏季 和 平均 温度 

低 , 只 能 种 植 一 些 生长 期 短 而 不 需要 高 温度 的 植物 , 青 释 便 是 这 种 具体 情况 下 最 理想 的 

作物 。 虽然 它 不 如 小 麦 抗 塞 耐 星 , 但 能 够 在 比较 低 汶 的 气候 和 了 略 带 碱 性 的 土壤 条 件 下 

很 好 地 成 长 发 育 , 所 以 单位 面积 的 产量 比 小 麦 要 高 出 也 10 左右 。 从 播种 到 收获 的 目 数 ， 

短 , 播 种 期 的 弹性 大 ,所 以 分 佑 得 广 。 SERA AIRE, RET ERB EAA AR 

食 作物 。 

温度 的 高 任 , 和 技 海 高 度 与 地 面 接受 太阳 辐射 的 角度 等 都 有 关系 ,而 受 街 度 的 影响 

be), PKA eS, ARG, 单位 面积 产量 也 高 些 。 从 拉萨 河谷 的 

岛 西江 (3900 米 ) 到 曲 水 (3450 米 ) 四 百 多 米 的 拔 海 差 , 就 造成 作物 分 佑 及 其 生育 表现 

HERA A IF 

险 阳 坡 和 周围 环境 等 地 形 因素 具有 很 大 的 影响 , 很 多 农田 都 位 於 癌 阳 的 地 方 。 阳 

坡 的 农田 比 除 坡 分 佑 得 高 , 4000 米 以 上 的 耕地 , 邦 大 部 分 是 向 阳 的 。 在 三 十 九族 的 索 

宗 至 丁 青 以 渤 类 岛 齐 ̀ . 恩 达 的 ,一 般 庄稼 都 种 在 斜坡 上 ,而 不 是 在 坡 底 的 阶地 上 ,主要 原 

因 是 避 邵 霜 害 ,这 种 做 法 的 效果 当然 也 是 有 一 定 限 度 的 。 周 围 环 境 的 影响 ,在 高 原 上 更 

显得 突出 。 羊 卓 雍 湖畔 的 大 面积 农田 都 在 4300 米 上 下 ,种植 的 青 释 大 致 上 可 以 保 收 ， 

这 与 广大 湖面 和 调节 附近 地 区 的 温度 有 连带 的 关系 , PAT 地 区 的 年 温差 和 画 夜 温差 应 较 

同 续 同 高 的 地 方 为 小 ,所 以 感受 霜 直 等 意外 人 入 害 的 威胁 也 较 小 。 帕 里 的 青 牺 只 能 收 划 ， 

主要 是 受 了 在 它 附 近 的 高 达 7200 KERSTIN, BARES WAR 

口 向 阳 的 小 山谷 ,所 以 种 植 冬青 生 、 冬 小 麦 的 比重 较 工 部 区 同 海 拔 的 其 他 地 方 为 大 。 有 

几 瑰 冬青 释 地 生长 得 很 好 ，12 Ap ay Bek, MAB, AN ARETE 

米 , 类 似 这 样 的 例子 很 多 。 

降水 量 和 灌 浙 条 件 也 是 影响 农 区 和 作物 分 做 的 主要 原因 之 一 。 西 藏 地 区 除 东南 部 

的 波 密 、 和 白马 岗 、 罗 玉 和 喜马拉雅 山 且 南 坡 的 沿 缚 山地 以 外 , 契 大 部 分 是 比较 干旱 的 ,如 

果 没 有 永利 条 件 , 作 物 的 收成 则 毫 恩 保 障 。 很 多 土地 没有 很 好 的 利用 , 就 是 因为 扰 力 引 

水 或 缺 水 , 如 江 孜 附近 的 车 仁 寺 子 和 卡 卡 山 沟 便 是 例子 。 作物 生长 期 间 水 分 的 供应 与 

利用 ,也 大 大 地 影响 到 收成 ,灌水 与 不 灌水 的 产量 可 以 相差 到 四 AE FT RAR 

民 在 一 系列 的 耕作 管理 当中 ,特别 重视 汐 流 ,有 些 地 亩 的 休闲, 完全 是 为 了 储 苏 水 分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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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有 许多 田地 仍然 是 在 等 十 下 种 , 靠 天 吃饭 的 。 
目前 西藏 高 原 上 所 生长 的 作物 种 类 与 品种 , 和 它们 的 栽培 方法 都 是 藏族 农民 世 世 ， 

代 代 在 征服 自然 的 斗 竺 中 积累 下 来 的 成 果 。 另 一 方面 , 社会 环境 也 或 多 或 少 地 影响 到 
作物 的 分 做 。 由 炒 过 的 青 牺 所 麻 成 的 大友 面 清香 可 口 , 吃 起 来 也 方便 , 薄 且 由 蕉 紫 火 的 
困难 , DAE PR WAY, 适 芯 蕊 族人 民 在 山地 环境 过 着 定居 或 游牧 的 生活 ,加 以 青 称 本 
身 在 生物 学 特性 上 的 有 利 条 作 , 便 决定 了 它 在 高 原 蜡 食 生产 上 的 地 位 。 很 多 地 方 的 气候 
条 件 是 足够 春小麦 生长 的 ,但 小 麦 的 种 植 仍 然 有 限 。 因 为 它 吃 起 来 比较 费事 ,收获 稽 程 
不 如 青 称 多 ,食用 时 费 燃 料 , 而 且 不 是 所 有 的 藏族 安民 吃 得 起 的 。 项 麦 的 生长 期 短 , 产 量 

Bo 2 ”1953 一 54 年 搜集 的 西藏 各 地 区 青 牺 ̀ 、 炊 犯 面 及 小 考 面 攀 等 化 学 成 分 (95) 分 析 糙 果 

| ot | mae | wee | eRe 
#2 #@ 面 | 康 定 8.85 5.06 | 3.06 13.36 2.51 
= ft ww ren 都 8.53 3.10 1.49 14.06 2.05 

eS fF | & bz 8.60 2.32 0.47 14.30 2.53 

me a Ce Se By | 10.37 1.63 1.61 13.20 2.48 

e of Wl w He 8.56 1.51 1.18 12.86 1.85 
+ of wil ¢ 8.83 2.32 1.48 11.99 一 

= f | & Su 9.25 1.82 0.19 11.08 3.10 ~ 

“@ # Wf a ae 8.68: |. phegs 3.42 7.10 3.43 

a 和 Wi sé 巴 8.87 2.95 1.99 8.88 | 2.16 
¢ ff = | iE 4 8.79 2.50 1.81 14.86 2.58 

ee TR ON ee ae a 2.69 1.04 12.79 2.30 
糙 8 ff | 大 宗 8.43 一 2.41 15.00 — 2.57. 
« HH Wi Wy th & 8.52 2.76 3.51 12.94 3.24 

w @ Ws) we A 和 汪 9.25 1.78 2.01 15.01 2.64 
me i -@ | & am 9.47 utr VBE 3.35 11.31 _ 1,82 
WRATH AM | 甲 = 8.76 2.23 2.14 14.19 2.31 
» £ Wi H# |] 定 11.90 1.65 0.34 16.95 1.05, 

» ZW we | | 都 11.16 1.30 1.87 13.51 | 2-20 
ne wR | oH 3 11.60 1.69 0.17 10.94 » i 
»h #2 WH | x te 11.32 2.74 0.35 10.06 1.28 
Ws zw et} A S MW |} 10.78 2.30 | 0.70 10.35 1.13 — 
BW BH.) 家 宗 11.59 1.85 | 0.79 12.46 1.64 

mn WR | 拉 K 11.37 1.82 | 0.78 11.17 1.24 
小 HB iW wt | ee Be 10.96 2.70 1,99 11.88 2.22 
yy & h M ) eS 当 11.62 1.82 0.15 9.10 1.07 
yy 2 We fp 4 & 11.04 1.37 0.13 9.12 1.06 

» # ht 粉 a2 * 8.42 1.82 3.16 10.71 2.37 

mn 2 Ww we | BR em 11.75 1.86 0.86 10.88 1.28 

小 -去 面 粉 :| BA 案 11.81 1.23 0.69 10.65 1.22 

» 2 te eM | Bt we 11.02 2.58 2.34 8.87 2.49 

4M (2) & | 通 x 11.95 1.27 7.46 2.62 
TT 

‘ 

Se a a ee So e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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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AE EE, AS EMEP EARNER, EMRE 
AIRE, 有 时 很 难 加 以 区 别 。 安田 的 放牧 , BEDE RE, 以 及 

_ 野 菠 麦 的 普 吉 存 在 ,是 与 蚀 料 生产 分 不 开 的 。 有 些 地 区 如 交通 孔道 上 的 帕 里 ,因为 来 往 

ESSN S, 蚀 料 缺乏 ,种植 青 牺 牧 草 变 成 慨 作 栽培 的 唯一 目标 。 | ERE 
i, RADA, Boe Es LA aE Ro OM (种 子 和 豆 移 的 产量 
in’), BAAR, ALLAH (4000 米 ) 海 拔高 , 霜 期 长 ,夏季 温度 低 , 时 

ARES, 当地 农民 明知 青 穆 的 收成 没有 保障 , 但 还 是 每 年 种 它 ， 就 是 收 不 到 种 子 也 

可 以 收 到 草 。 这 些 情况 说 明 在 高 原 上 发 展 冬 种 一 年 生 和 多 年 生 牧草 ,是 很 有 必要 的 。 

=. 耕作 栽培 概况 

西藏 高 原 的 农 区 , 虽然 在 东西 长 1000 公里 , 南北 寅 200 公里 的 范围 内 ,包括 了 不 同 

的 技 海 高 度 、 地 形 \ 气候、 土壤 和 其 他 的 环境 条 件 , 但 就 作物 的 耕种 方法 说 ,基本 上 是 差 

不 多 的 。 一 般 说 来 ,耕作 相当 粗放 , 这 主要 是 因为 解放 前 帝国 主义 的 工业 品 输入 西藏 以 

后 ,各 邮 的 炼 铁 炉 粉 粉 倒 于 了 ”。 现 在 那 怕 是 做 一 件 小 农具 的 铁 ,都 得 从 国外 输入 ,再 加 

Dit BA SGBAMVER AVE . WASEB ina, 便 从 原来 由 农奴 来 生产 出 封建 主 所 消 

费 的 克 大 部 分 东西 ,而 改变 为 由 农奴 供给 封建 主 购 秆 国外 输入 的 消费 品 的 费用 ,这 样 也 

增加 了 章 创 量 , 所 以 农民 的 生产 情 竺 一 天 天 低落 ,耕作 也 就 侣 加 粗放 , 甚至 耕地 一 天 一 

天 荡 车 ,人民 的 生活 也 就 更 困苦 了 。 但 这 落 不 等 基 说 ,藏族 劳动 人 民 的 农业 生产 技术 是 

很 落后 的 。 相 反 地 ,他 们 在 与 高 原 特有 的 艰苦 条 件 做 强 斗 等 的 过 程 中 , 确 是 积累 了 不 

OWS i, 在 这 次 极其 短促 而 粗略 的 调查 中 ,我 们 就 看 到 一 些 比 较 合 乎 科学 原则 

的 耕作 方法 。 当 然 从 整个 耕作 情况 说 来 ,有 待 改 进 和 提高 之 处 还 是 很 多 。 现 将 沿途 调 

查 了 解 的 耕作 情况 ,依照 操作 顺序 ,扼要 和 丛 述 如 下 : 

《一 ) 输 作 制 度 

输 作 制 度 ,在 西藏 地 区 是 存在 的 , 不 过 不 够 明确 。 一 般 雾 星 的 小 农 区 ,可 能 是 受 了 

地 让 面积 和 气候 条 件 的 限制 ,几乎 是 年 复 一 年 地 种 植 青 释 ; 因为 地 亩 少 , 只 好 全 部 来 种 

植 最 主要 的 食 粳 作物 。 同 时 青 板 的 生长 期 短 ,. 抗 塞 力 强 , 在 一 些 高 塞 的 地 方 , 只 有 种 植 

青 牺 , 才 是 最 合适 且 轻 济 。 不 过 前 后 藏 的 主要 农 区 ,差不多 都 有 一 些 粗 路 的 坦 作 和 体 六 

制度 。 一 般 有 输 作 加 惯 的 地 区 ,多 把 跪 豆 作为 青 种 的 前 作 。[ 这 说 明 藏 族 安民 早 就 认 欠 

到 豆 科 作物 和 禾 本 科 作 物 交 互 轮 种 的 好 处 。 TERA, WH 

种 植 是 非常 重 入 的 ;他 们 注意 青 牺 地 的 施肥 管理 ,或 把 青 释 种 植 在 比较 肥沃 的 土地 上 。 

下 面 是 不 同 地 区 的 几 个 输 作 例子 : 

ee eee er ae) 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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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名 都 地 区 ew HRD, 
cp KM WE S46 HR wR, 
my ew EK =e HAUG AE. 
ae APES w OOH DLE NE ORI 

二 五 年 一 输 OPER RS UE 
WES =A HEBEL, 

| TE HUH RAE WOREX, 
波 密 地 区 =F HR wT eR, 

=2—- FREE. 
在 这 些 实例 中 ,要 算 日 喀 则 地 区 年 福地 方 的 五 年 输 作 制 比较 完善 。 BAILY. 

TERS PRATT, 而 且 还 有 一 年 休闲 和 一 年 豆 科 的 蚀 料 作物 ( 戎 昔 巴 ) 的 栽培 。 但 在 休闲 
之 后 ;种 植 项 瘟 巴 , 不 如 再 加 种 一 年 青 牺 或 小 麦 为 好 。 四 年 一 输 的 例子 中 , 也 有 类 但 的 
情形 ,如 果 把 小 麦 种 在 休闲 地 上 ,整个 轮作 的 功效 就 会 提高 一 些 。 
西藏 地 区 的 安田 , 大 多 数 是 混 作 的 , 青 牺 地 里 可 以 看 到 小 麦 、 跪 豆油 荣 等 ,后 藏 的 

青 牺 小麦 地 更 时 常 混 生 着 脑 豆 。 单 独 栽 培 冰 豆 和 油菜 的 很 少 . 日 喀 则 地 区 的 荀 蓝 巴 , 也 

是 和 青 释 混 播 在 一 起 。 这 种 不 同 作物 的 混 播 情形 ,除了 禾 本 科 作 物 和 豆 科 作物 的 有 诈 
划 的 混 作 以 外 ,是 不 够 科学 的 。 此 外 , 输 作 和 体 并 与 社会 条 件 也 还 有 连带 关系 。 比 较 复 
杂 的 轮作 方式 ,只 有 在 地 亩 较 大 、 赫 作 比 较 集 狗 的 大 安 区 中 , 才 有 条 件 实行 。 

卓 一 般 分 散 的 小 安 区 , 扰 所 谓 休闲 。 一 块 地 连续 种 了 几 年 , 不 能 再 事 生产 时 , 便 放 素 
& 不 种 。 过 些 时 候 , 再 恢复 耕种 , SEARED, TOPE REUSE MITA EP 

别 是 后 藏 日 喀 则 地 区 , 则 有 休 冻 制度 。 休 并 地 狗 佑 耕地 的 十 分 之 一 二 。 有 的 是 为 了 恢 
复 地 力 而 休闲 , 有 的 则 是 为 了 储 昔 水 分 。 一 般 旱地 的 休 闵 ,主要 是 储 昔 水 分 。 拿 塔 拿 和 

ih FER UT D7 BE, PE 4 — BK, MK ERS, 水 浇 地 的 休闲 ,多 视 
ip 地 力 的 肥瘦 而 定 。 很 肥 的 地 , BS ASA: WAT, WKS, AA 

前 西藏 地 区 的 几 田 , 限 於 肥料 来 源 也 不 充裕 , 施肥 情形 也 比较 差 。 所 以 邹 使 水 浇 地 , 进 
行 适 当 的 休闲 和 轮作 , 也 是 完全 必要 的 。 

这 里 值得 提出 的 是 ,后 藏 地 区 的 休闲 大 部 分 是 艳 对 休闲 CRUE PS)». RUE 
在 作物 生 至 期 间 , 利 用 空 开 耕 软 地 ,从 三 、 五 次 甚至 到 九 、 十 次 之 多 ， 如 此 则 松 土 茧 水 
和 中 赫 除草 的 作用 ,都 能 同时 笨 硕 。 有 的 还 在 休 闵 地 中 灌 上 十 三 次 水 , 更 好 地 茧 积 土 
款 水 分 ,以 供 明 年 春季 播种 之 需 。 事实 上 , 日 喀 则 地 区 很 多 的 休闲 地 ,也 都 是 非常 整齐 
清 癌 的 。 

上 述 琴 种 耕作 的 方法 一 一 避 科 与 禾 本 科 作 物 的 输 作 和 稳 对 休闲 , 就 西 藏 地 区 现 有 

<< “oF — —a , 
+= ss — i re /_ i 
& « 了 RE 站 

< 

li alk LTE hg 

te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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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慨 业 技 术 水 平 来 说 ,是 相当 合乎 科学 原则 的 ,应 该 在 已 有 的 基础 上 ,了 以 普及 和 提高 。 
前 面 所 咒 的 是 一 年 一 熟地 区 的 情况 , 在 工 部 、 波 密 和 亚 东 地 区 ,有 些 地 方 是 可 以 一 年 十 
收 的 。 在 一 年 雨 收 的 情况 下 ,前 作 大 都 是 冬青 释 或 春 青 牺 , 而 后 作 都 是 生长 期 比较 短 的 
BRAM, WEEK HE eS, ABR OURS, SER 
WAGE. . 

(二 ) 整 地 
西藏 家 民 的 整地 ,都 是 探 用 “二 牛 拍 杆 式 "的 耕 则 。 所 谓 “ 二 牛 哲 模式 "的 开 地 ,是 将 
Ale RIM SPORE A, 直接 映 系 在 两 只 牛 的 牛角 或 牛 疆 套 上 ; BEARER) 1.5 米 ， 
Re, 雨 端 各 峡 一 或 雨 个 洞 ,用 皮 炖 或 毛 绚 绒 在 牛角 或 牛 杠 套 上 , 横 木 杆 的 中 部 有 一 个 
小 槽 ,型 于 的 先端 也 有 一 个 小 孔 , 以 便 用 先 子 将 这 雨 部 挫 在 一 起 。 弄 地 时 ,人 在 后 面 扶 
敢 柄 ,在 田地 上 来 回 的 进行 顺 耕 。 其 中 特别 是 把 横 木 醒 挫 在 牛角 上 的 做 法 ,运转 很 不 方 
便 , 在 来 回 顺 耕 的 急 转 淤 动作 中 售 里 面 的 一 只 牛 , 电 转 得 非常 吃力 。 如 果 把 横 木 杆 架 在 
WEL, 不 仅 可 以 多 使 上 劲 , 转 湾 时 也 稍 较 灵活 方便 。 把 杆 架 在 牛角 上 的 型 法 ,在 边 填 

以 东 地 区 绪 较 盛行 , 太 昭 以 西 的 前 后 藏 主要 农 区 , 则 大 都 是 把 杆 架 在 牛 绒 上 。 
这 些 耕 硬 都 是 木 制 的 ,而 有 条 件 的 地 方 ,多 在 醒 床 的 前 端 装 上 一 个 铁 型 颖 。 粽 合 前 

后 藏 及 其 他 地 区 的 耕 型 构造 ,可 以 简单 地 分 为 下 烈 四 种 形式 : (模式 圆 ) 

7} (四 ) 

ee. 
1. BCH AAA AV — SE A, 木料 制 成 的 犁 。 BARA ta AN we 

AES MIB, 用 旧 了 可 以 整个 替换 新 的 , 没有 一 点 金属 制品 装配 在 上 

面 。 这 是 比较 原始 的 形式 ,使 用 的 地 区 不 广 。 

2. 一 种 和 前 种 不 同 的 地 方 ,是 在 型 柄 下 部 斜 一 洞 孔 , 孔 中 穿 入 一 个 前 端 创 成 尖 形 的 

TH, TERS. MEE AM A ie, 全 部 都 是 木 制 的 。 这 一 种 形式 也 比较 简 

单 , 使 用 的 地 区 不 大 。 我 们 在 金沙 江 流域 的 岗 拖 , 合 见 到 这 一 种 形式 的 型 。 

3. 在 前 后 藏 用 的 最 普 逼 且 估 契 对 多 数 的 犁 ,是 犁 柄 和 开 床 (或 型 底 ) 由 两 根木 头 做 
成 , 允 床 的 上 部 与 醒 柄 贴 合 为 一 ,下 千 部 则 索 折 延长 , 旦 相当 的 角度 (49 90。 以 上 ) abtE 
FERRI te — TRAE, 在 制作 上 也 比 以 上 雨 种 翘 致 千 实 些 ,! 在 松 土 效 能 和 耐久 性 
Fi Wi, BERGE. (ATV PRE ABBE (GLE) AB AB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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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UAE TLRE MAMBO RAH, 看 到 另 一 种 形式 的 犁 。 全 部 构造 为 
+ Be UG BRST, BU AN EEL, WEAR HENY, BS 

i Bas See, LPB HE AR). 
人 上 上 烈 四 种 形式 虽然 有 些 出 人 ,但 基本 的 形式 可 以 说 是 一 样 的 , 性 能 大 致 差不多 , 以 

第 (三 ) 种 比较 好 些 , 但 也 仅仅 是 型 内 ,而 没有 翻转 耕 土 的 作用 。 一 - 般 弄 耕 太 土 的 深度 和 

1h ALY en ay ® Be 4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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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度 ,也 都 不 过 是 二 三 寸 左右 , 因此 性 能 不 好 , 所 以 耕地 的 作用 也 只 是 松动 士 面 而 已 。 
在 西藏 地 区 , 除 江 孜 附 近 的 粘 壤土 以 外 , 契 大 部 分 的 耕地 都 是 比较 带 沙 性 的 或 轻松 的 
十 壤 , 所 以 耕 型 起 来 比较 省 劲 。 像 这 些 构造 简单 的 犁 具 , 也 能 勉强 应 用 。 在 弄 耕 时 ,也 比 
PHL, 可 以 看 到 一 些 遗 漏 的 地 方 , 不 像 内 地 那样 一 型 靠 紧 一 型 的 整齐 。 据 粗 略 估计 ， 
一 个 型 具 一 天 可 型 地 1.5 一 2 i, 

在 前 后 藏 四 大 部 分 地 区 ,都 有 “ 秋 耕 灭 状 ”的 驾 惯 。 尤 其 是 在 后 藏 ,差不多 一 收割 完 
SB, GY AVE. (AERA CEN REP, 也 还 有 不 少 在 秋收 后 放任 素 革 的 情形 。 
当然 , 也 有 些 时 候 是 受信 力 、 物 力 和 和 社会 痉 济 条 件 的 限制 ,不 能 抓紧 时 间 及 时 进行 秋 耕 。 
但 我 们 可 以 肯定 的 说 ,藏族 安民 对 认 “ 秋 耕 灭 磊 ?的 合理 措施 ,是 有 深切 的 体会 的 。 有 些 
像 在 后 藏 的 农民 ,竟然 有 在 秋收 后 连 耕 两 .三 逼 的 。 日 喀 则 地 区 的 佳 庆 则 , THE Ek 
Haat. 山南 地 区 的 泽 当 和 允 栋 宗 , 在 广大 土地 上 几乎 引 无 例外 地 进行 秋 赫 灌浆 水 的 
优良 耕作 驾 懂 。 他 们 在 秋收 后 , 先 在 地 里 每 隔 一 尺 远 ,用 型 作成 小 沟 , 然后 加 灌浆 水 , 稍 
干 后 再 耕 翻 一 次 ; 或 先 秋 耕 一 逼 ,然后 灌 冻 水 越 务 , 一 直到 第 二 年 春季 播种 前 再 行 春耕 。 
这 样 包 可 御 防 冬 春 季 的 土壤 风蚀, 又 能 增加 春季 播种 前 后 的 土壤 水 分 ,这 种 措施 值得 在 
广大 地 区 上 提倡 普及 。 

春耕 整地 的 时 间 , 因 地 区 和 作物 而 机 , 留 在 “播种 ” 一 节 内 猎 述 。 型 地 的 次 数 也 不 

等 ,一 般 只 型 一 次 ,有 的 进行 两 、 三 次 (不 包括 播种 后 的 型 地 复 土 )。 除 部 分 的 波 密 邮 区 
以 外 ,一 般 有 灌溉 条 件 的 土地 ,都 在 春耕 之 前 灌 一 次 水 , PS EMT BU, 不 这 样 做 , 则 发 
芽 毫 恩 保 障 。 人 无 论 是 春耕 或 秋 耕 ,基本 做 法 是 一 致 的 , 深 涂 也 没有 什么 差别 。 

一 般 情 形 下 , SERGE ROR BETTER, 仅 在 拉萨 河 下 游 地 区 和 后 藏 的 多 数 地 区 ， 
-如 江 和 孩 .日 喀 则 等 地 ,在 春耕 播种 前 和 后 有 进行 把 地 的 。 起 的 形式 也 比较 简单 ,大 致 有 
“P Bil Fa FH 

1. AE FUROR, JEL, A, JE Hehe, HA ee 
和 和 铁 质 两 种 ,分 做 地 区 不 大 。 如 年 楚 河中 游 的 卡 卡 地 区 ,就 有 这 种 和 。 

2. 双 排 友 : 友 长 多 两 米 许 , 雨 条 木 棍 的 距离 有 大 有 小 ,大 的 为 15 厘米 ,此 长 5 厘米 ， 
oH 20 厘米 左右 。 两 排 此 的 排列 是 前 后 交错 , MEARE, 应 用 时 也 是 上 压 石 
i, SBA, ASE, 分 售 地 区 比较 广 , 如 拉 苹 河 下 游 地 区 和 后 藏 的 日 喀 则 
地 区 ,都 有 这 种 形式 的 友 。 

除 上 壕 雨 种 形式 外 ,在 拉萨 河 下 游 如 东 夏 一 带 ,我 们 也 看 到 过 用 单 板 或 双 板 无 元 的 
破 , 进 行 匀 平地 表 的 ,人 力 畜 力 两 用 。 ELAM A, BRIE MSL HE 
田中 击 碎 赫 后 所 泪 留 的 大 土 志 的 情形 ,这 是 代替 友 来 进行 碎 土 操作 的 另 一 方式 ,比较 原 
始 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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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的 说 来 , TG TTB, PRA ESE PW EP A TE 
(9 SE BRIT Jes HU CX BD A-SELECT 
BEL REGIS KAP FE BE RAE PH — BE EEE OR 
(三 ) 播 种 
除 个 别 地 区 如 吉宗 和 波 密 区 有 点 播 或 实 播 的 情形 以 外 , 西 茂 地 区 安 作 物 的 播种 ,都 

是 探 用 撒播 方式 。 在 水 浇 地 上 , 一 般 操 作 程序 是 先行 灌水 湿润 士 壤 , 然后 异地 。 在 型 
ELM, AHMAR, REI OR, TO 
ROBE CEHE URRYEAT TS 22 A-. JEREMY, TEHE TK 2k, Se 
PANEL, ICALSETERE, 地 面 邦 平 , 再 行 播种 (如 拉萨 西 郊 的 东 咀 )。 播 种 以 后 , BREN 
些 短 友邦 平 地 面 , 同时 按 地 面 坡度 渠道 位 置 和 水 流 方向 ,作成 一 排 排 的 或 放射 式 的 灌 
永 畦 ,以 便 日 后 引水 灌溉 。 大 畦 之 中 又 分 小 畦 ,小 畦 之 间 冰 留 缺口 ,使 小 畦 内 流水 迁 绥 ， 
地 面 可 以 灌 得 更 均匀 些 。 畦 的 天 小 秽 地 形 而 婴 ,有 近 平 方 格 的 ,也 有 长 条 形 的 ;, 狭 者 三 、 
四 尺 , 寅 到 一 浆 左右 。 作 峙 完 蛙 ,播种 工作 乃 告 千 束 。 在 年 楚 河流 域 的 江 孜 .日喀则 等 
地 区 以 及 拉萨 河 的 下 游 地 区 ,有 使 用 和 具 驾 惯 的 地 方 ,多 在 播种 之 后 用 带 此 的 破 公 面 存 

平 ,然后 用 铁 狂 做 成 小 畦 ,方式 同上 述 。 太 昭 以 东 的 农民 ,是 先行 耕地 后 灌水 ,然后 再 弄 
一 次 , 随 着 型 沟 撤 籽 , 冰 有 用 石 志 压 在 树枝 上 来 磨 平 地 面 的 。 但 是 有 些 地 方 ( 太 昭 以 东 
“中 路 " 沿 粮 比 较 普 逼 , ESE RETA SIL UL SLB), 对 芯 型 地 前 的 灌水 操作 过 
南 粗 放 , 只 在 田 边 挫 一 渠 口 ,地 里 作 了 几 省 极其 简单 的 槽 道 ,听任 滩 水 乱 流 ,随处 温浴 而 
不 加 清理 , 土壤 肥 分 的 流失 是 很 严重 的 。 在 这 些 播种 操作 中 , 除 型 地 是 由 男人 扶 弄 以 

外 ,其 他 工作 大 都 是 妇女 担任 。 播 种 与 型 地 同时 进行 ,三 四 对 牛 同时 “ 拷 醒 ”, 依 坎 尾随 
PT. ANP, AE TL, Sm ir RF AL 50 一 60 人 之 多 。 
一 边 工作 ,一 边 唱歌 ,极为 壮观 。 

播种 期 早晚 , WK Ey TRAIAN, DRT RES Bl eGR I 
中 下 游 的 旭 拉 宗 (2900 米 ) ,阳历 2、3 月 问 播种 , 8 、9 ARCS: Tae MERE ANE 
(4400), HIZE 4.5 ARE, 9 月 下 名 收 获 ; 拉 了 日喀则 以 及 很 多 其 他 地 区 ,也 多 

在 四 .五 月 间 播 种 , 九 月 间 收 获 。 总 的 说 来 ，4 月 种 9 月 收 的 地 方 估 契 大 多 数 。 工 部 及 
波 密 的 冬 作 区 , 青 穆 、 小 麦 在 10 一 11 月 间 下 种 ,翌年 至 8 ASR, SE AMET OO 
6 AMA REE BA. 

不 同 作 物 的 播种 期 也 稍 有 不 同 , 但 差别 不 大 。 有 些 地 方 的 操作 比较 粗放 。 不 管 什 
么 作物 ,都 差不多 同时 下 种 。 但 在 前 后 藏 农 业 上 比较 发 达 的 地 区 , 作 由 播 种 的 先后 还 是 有 
些 规律 可 循 的 。 一 般 而 论 , 先 种 鼻 豆 小 麦 , 砍 种 跪 豆 , 再 次 种 青 释 、 油 荣 、 圆 根 . 荐 考 , 最 ， 
后 播种 锡 在 5 、6 月 间 。 波 密 区 一 年 两 熟 的 地 方 , A) 3 一 6 ARE, 5 、6 月 种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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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ABE, 6 、7 ARAES, 1958 年 拉萨 安 业 试验 场 的 结果 : SE 4 月 上 旬 播 种 为 
fi, HERP: LS ERA, 自生 月 中 旬 至 5 AP ey, aE ER, 5 月 
中 名 以 后 旭 不 大 相宜 。 但 高 原 上 安 作物 的 播种 期 ,时 间 很 长 ,同一 地 点 从 4 月 上 旬 到 6 
月 下 名 ,都 有 播种 青 释 的 。 除 旱地 等 雨水 地 等 水 来 播种 另 做 别论 外 , 春 夏 之 交 , 气 温 上 
异 组 慢 , 麦 类 作物 停留 在 分 药 的 时 期 较 长 ,就 是 晚 种 一 些 , 仍 能 得 到 适当 的 分 药 , 也 是 播 
种 期 拖 长 的 二 个 主要 原因 。 至 帮 因 为 宗教 风俗 关系 ,而 延 请 喇嘛 占 封 择 吉 播种 ,或 是 有 
些 田地 可 以 优先 用 水 ,因而 早日 播种 ,而 另 一 些 则 遥 等 待 等 情况 ,也 或 多 或 少 地 影响 到 
作 有 物 的 适时 播种 。 

工 部 区 有 些 地 方 的 冬 作物 , 延至 10 月 底 1 月 播种 , 麦苗 越冬 时 , 只 有 1 2 片 叶 

西藏 各 地 区 青 称 及 其 他 作物 的 播种 期 与 收获 期 

地 Rea Te ee. a ee ee ee 
+t te 3100 ma A Rv hh 月 
5 都 3150 Sy NR nh 月 
拉 3 3560 四 Au 月 
a. \ ae 4360 四 Au 月 
日 喀 AY 3780 四 A 月 

者 >A 2800 = + 月 

康 臣 宗 4400 四 AA FMA bg 
拉 He 3820 四 KA FRA bg 
x & «kk 3510 = Ku 月 

八 月 

ee T 月 
名 
月 

月 德 >A 
这 有 

月 
月 
月 

通 # 月 
月 
月 
月 
月 

松 宗 月 
月 

替 宗 月 
春 明 公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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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 未 旭 失 之 太 晚 。 推 其 原因 , 除 水 源 不 充裕 延迟 下 种 以 外 ,种 子 后 熟 期 可 能 是 个 问题 。 
这 个 地 区 冬 作 的 成 熟 , 都 与 春 作 差 不 多 , 也 在 8 ACE, 如 提早 播种 , 可 能 新 收 的 种 
子 来 不 及 公 部 完成 其 生理 上 的 后 熟 作 用 ,因而 发 芽 有 问题 。 是 否 如 此 , 有 待 以 后 查 鞠 。 
上 表 是 几 个 不 同 地 区 的 作物 播种 期 与 收获 期 : 

西 赢 地 区 没有 明确 的 地 调 单 位 , 只 用 播种 量 或 犁 具 工作 日 来 表示 。 如 播种 一 “ 克 ?” 
种 子 的 地 (多 以 青 称 为 衡量 标准 ) BL PLE A BSE (一 克 青 释 重 攀 26 一 28 
斤 ,各 地 的 “ 克 ” 大 小 也 有 差别 。 据 估计 , 一 “ 克 ” 地 大 狗 相 当 於 一 亩 左右 )。 但 同一 作 易 
的 播种 量 ,是 因 地 域 .土壤 肥力 和 种 子 本 身 大 小 等 而 机 ,所 以 同样 的 一 “ 克 ?” 地 ,在 不 同 的 
地 块 ,面积 大 小 可 能 就 很 不 相同 。 因 此 各 种 作物 的 播种 量 ,就 很 难 正 确 地 加 以 估计 。 就 
春 青 得 来 说 ,每 亩 播种 量 ,在 自然 条 件 较 差 之 处 或 地 力 稍 差 的 土地 上 ,估计 为 80 Fea 
或 30 斤 以 上 。 在 拉 蔷 河 下 游 和 年 楚 河 下 游 地 区 ,中 等 地 力 的 田地 ,根据 播种 时 的 观察 和 
作物 生长 发 青 情形 的 推测 ,每 亩 播种 量 大 多 不 超过 30 斤 。 这 样 的 播种 量 , 比 起 内 地 来 ， 
似乎 稍为 多 一 些 。 (APRN LORE A, 一 般 安 家 种 植 的 青 释 种 子 , 千 粒 重 都 在 35 
克 以 上 ,好 的 可 达 45 克 上 下 ,所 以 也 不 见得 太 密 。 在 农具 缺乏 、 播 种 及 耕作 都 很 粗放 的 
条 件 下 ,增加 播种 量 自然 可 以 弥补 一 部 分 意外 的 损失 , 但 如 果 稍 事 精 耕 狂 作 , 作物 的 播 
种 量 还 是 可 以 酌 减 一 些 的。 1953 “RAED RE RRS, 春小麦 的 播种 量 , 在 行距 
1 尺 条 播 的 情况 下 , 每 雷 16 斤 便 已 够 用 , FRR BES) 18 一 20 Jr, 如 行 撒播 , 则 可 酷 加 几 
斤 。1953 年 拉萨 机 关 部 队 的 生产 地 上 , 春 青 释 、 春 小 麦 的 播种 量 也 多 在 18 一 20 斤 之 间 。 
从 出 昔 的 情形 看 来 , 芷 不 算 稀 。 

至 蕉 乔 豆 、 跪 豆 、 油 荣 等 的 播种 量 , 根 据 出 苗 期 间 的 观察 ,一 般 家 地 确 是 相当 稠密 。 
特别 是 虱 豆 和 油菜 ,这 些 作物 也 都 是 一 律 撒播 的 。 撒 播 的 复 土 情况 不 好 ,各 种 作物 的 种 
子 入 土 深 浅 不 一 , 太 深 了 幼 昔 出 土 不 良 , ALE 9G, SPREE; 太 羔 了 裸露 地 表 , 不 能 发 
芽 。 再 加 上 没有 防除 虫 马 为害 的 避 惯 , 所 以 成 长 昔 数 与 播种 粒 数 之 间 , 是 有 一 些 出 人 
的 。 此 外 ,根据 鄂 夏 宗 宗 本 谈 ,他 合用 温水 催芽 播种 春 青 生 ( 该 涉 有 温泉 ) METH A  , 
收获 量 增加 狗 为 播种 量 的 八 、 九 倍 , 较 一 般 老 乡 的 为 优 。 温水 催芽 这 一 操作 , 确 具 有 创 
造 性 的 意义 。 此 外 在 塔 部 地 区 的 圳 宗 , 有 用 小 钩 铀 控 实 点 种 青 牺 、 小 麦 、 跪 豆 等 春 作 有 牺 
的 , 波 密 区 也 有 实 播 玉 蜀 稚 , 获 草 站 移 植 龙 爪 各 的 做 法 。 这 些 情况 , 都 只 限 基 极 少数 的 
Hit, ZE7R Healt. | 

(四 ) 田 天 管理 ; 

一 般 说 来 ,藏族 农民 对 欠 作 物 生 长 期 间 一 系列 的 田间 管理 工作 ,除了 灌水 以 外 , 是 
不 够 重视 的 。 也 就 是 说 ,播种 以 后 ,为 了 防 旱 灌水 几 次 以 外 ,就 只 等 收获 了 。 不 过 也 有 
少数 的 地 区 管理 比较 仔 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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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P PER RIS » TG LL 9 EY LP, PR A EI PAE, 

RTE FE ES PRP, IRI ET PH I, RM i A, 可 
分 为 前 后 雨 期 。 拉 萨 地 区 和 山南 地 区 ,有 在 作物 生育 初期 ; 幼苗 二 、 SI gs 
或 手 ,拔除 杂 草 一 次 ,除草 后 邹 行 淡水 。 这 一 时 期 的 杂 草 ,以 野 燕 麦 为 最 多 。 例 如 拉 陡 西 
郊 东 夏 村 的 调查 千 果 , 在 工 平方 米 的 蚕豆 田 上 , 计 有 鼻 豆 40 一 60 株 ,而 野 屯 麦 则 有 150 一 
200 株 之 多 ; 其 他 杂 草 如 灰 某 .次 等 ,也 有 二 、 三 十 株 左 右 。 又 如 太 昭 以 东 雾 星 安 地 上 的 
圆 根 地 里 ,几乎 分 辩 不 出 主要 栽培 作物 的 面貌 来 , 杂 草 之 多 由 此 可 见 。 所 以 在 农田 中 实 
行 除草 是 完 公 必要 的 。 但 限 基 撒播 和 其 他 条 件 , 也 仅 只 在 幼 昔 期 举行 一 次 而 已 。 一 般 
在 田间 的 禾 本 科 未 草 , 前 后 藏 普 台 生 有 野 燕麦 (Avena foina) F¥EX (Bromus sp.), 
IAA HERB KER (Agropyrum sp.) AA (Elymus sp.) 等 。 在 日 喀 则 地 区 和 

TBE, REP MARDI LE (Setaria wiridis) ， 其 他 像 蓝 科 的 灰 茉 , 和 锦 黄 科 的 

冬 葛 某 ,以 及 旋 花 科 的 大 宛 花 , 也 是 相当 普 逼 的 。 又 在 后 藏 某 一 些 地 区 中 , 如 通 梅 西 卡 ， 
的 农田 中 ,从 有 一 些 豆 科 杂 草 ( 首 藉 Medicago， 紫 云 英 Astragalus, MAE Ficia) 等 。 大 
部 分 地 区 ， 则 在 作物 的 生育 后 期 ,拔除 野 燕 考 及 其 他 杂 草 ,作为 牲畜 刨 料 。 有 的 在 抽 生 
后 披 取 , 也 有 的 拔除 较 晚 ,大 部 分 的 杂 草 种 子 ,都 已 成 熟 落地 。 在 后 一 种 情形 下 ,田间 杂 
草 有 增 无 减 ,到 最 后 ,只 好 放 莞 一 年 , 专 收 野 菩 麦 等 杂 草 作为 饲料 。 除 草 用 具 , 大 致 有 下 
列 雨 种 式样 ,以 第 于 型 为 较 普 台 。 

SBE HK BK BB As FU 9 ARB 

2. 施肥 : IRA S WG CSE AE ESE TE NOP, RI A 

FENN A, ORGAN, EF IGIERIA EEO RAR, AL RTHEIBATIRE, LRA 
温 赤 低 ,不 容易 腐烂 ,还 没有 很 好 的 合用。 所 以 一 般 小 农 区 的 土地 ,都 是 听 其 自然 不 施肥 
料 , 在 一 些 主要 家 区 中 , 虽然 都 重视 施肥 , ARERR, 施肥 量 少 得 可 性 。 估 诗 
每 雷 地 不 过 施 几 百 斤 的 草 烤 肥 而 已 。 拉 阵 郊 区 ， 有 用 城市 垃圾 和 塘 雇 作 肥料 的 。 后 茂 
地 区 的 一 般 农 家 ,都 有 或 大 或 小 的 灰 土 坑 ; 江 孜 以 南 的 少 岗 , AT CME AEE 

并 交 互 层 积 ,作为 积 肥 的 ; 拉 和 孜 宗 有 烧 草 坏 作 肥料 的 ; 工 部 地 区 有 烧毁 田中 杂 草 役 种 .和 
牛马 凑 干 作为 灰 肥 的 。 这 些 事例 都 说 明 藏 族 农 民 是 想 尽 办 法 来 积 肥 和 施肥 的 。 

在 山南 和 前 后 藏 地 区 的 农民 ,多 在 冬 未 春 初 将 积 肥 措 运 田 中 分 列 小 堆 ,在 播种 前 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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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RIE, RA, 很 少 有 施 追 肥 的 。 仅 在 工 部 区 谎 路 丁 播种 冬青 穆 时 ; 除 施 

大 量 基肥 外 , 兹 在 苗 高 尺 许 时 ,加 施 追 肥 一 次。 又 波 密 区 种 玉 唱 么 时 也 有 在 生育 前 期 稍 

施 些 牛 羊 姜 做 追肥 的 。 后 藏 康 巴 宗 不 另外 施肥 , 仅 在 春季 播种 前 放牧 羊 琴 芯 宏 田中 ,分 

其 自由 便 溺 忆 境 地 肥 。 而 多 数 地 区 则 在 秋收 后 将 牲口 放牧 田中 ,对 锥 施肥 虽 无 大 效 , 但 

WARE. 除 此 以外 ,就 是 利用 休 并 或 放荡 来 恢复 地 力 了 。 从 以 上 的 积 肥 施 肥 情 驶 

看 来 , 增 辟 肥 源 是 提高 西藏 农业 生产 的 关键 问题 ,应 该 多 方面 的 考虑 解决 

3. 灌 浙 : 在 纸 大 部 分 是 咎 干旱 气候 的 前 后 藏 地 区 , 农田 水 利 是 农业 生产 的 先决 条 

件 。 事 实 上 ,藏族 农民 在 这 一 方面 和 上 自然 作 斗 委 的 轻 验 是 相当 丰富 的 。 就 拿 一 般 作 物 

的 灌 浙 时 期 来 说 ,大 致 可 以 掌握 基本 规律 。 像 麦 类 作物 的 灌 浙 时 期 , 除 由 天 和 气 干 旱 的 具 

体 情形 求 决 定 灌溉 裕 数 外 ,在 幼苗 二 三 二 高 的 分 药 期 , 株 高 及 尺 的 技 节 期 ;孕穗 抽穗 期 

和 灌浆 期 等 需 水 时 期 ,一般 都 进行 灌溉 。 前 后 狗 灌 三 、 四 次 水 ,个 别 安家 也 有 灌 到 七 s 从 

次 的 。 至 於 像 乔 豆 、 跪 豆 这 一 类 作物 ,特别 是 番 豆 ,灌溉 的 砍 数 要 多 一 些 。 灌 溉 的 方式 ， 

基本 上 是 漫灌 方式 ,有 的 分 成 小 畦 ,有 的 不 分 畦 。 在 耕作 比较 站 致 的 地 区 , aoe. 

则 、 泽 当 等 地 ,有 些 畦 做 得 很 小 很 整齐 ,从 做 畦 的 工作 中 ,就 可 以 看 出 藏族 安民 对 於 灌溉 

是 十 分 重 秽 的 。 每 次 灌水 都 足够 应 用 ,但 一 般 田 地 多 不 是 很 平 的 ,所 以 灌 起 来 难免 有 十 

湿 不 匀 、 浴 流浪 费 的 现象 。 同 时 因为 灌溉 条 件 影 响 收成 很 大 ,所 久 在 用 水 权利 上 也 存在 

着 一 些 不 合理 的 情 驶 , 如 芙 族 庄园 和 喇嘛 庙 的 土地 有 优先 用 水 的 权利 ,而 一 般 老 乡 则 须 

付 子 相当 代价 闪 有 相当 时 间 上 的 限制 等 。 

波 密 区 的 南部 ,雨量 较 多 ,分 佑 亦 匀 , 春秋 播种 之 前 兹 不 需要 灌水 。 但 在 北部 如 倾 

多 一 带 地 方 , 春 播 时 也 不 耶 灌 水 , 等 麦苗 生出 几 厘 米 时 ,， 便 用 雪山 融化 下 来 的 水 灌溉 田 

地 ,因为 过 苹 早 灌 , 水 温 太 低 ,对 认 作物 发 碍 .出 土 和 幼苗 开始 生长 都 是 不 利 的 。 在 工 部 

区 谎 路 丁 . 中 十 等 地 方 ,种 植 冬青 释 时 兹 不 灌水 , RU. SIN (GG 12 月 间 ) 才 开 

始 灌水 。 原 因 不 详 。 据 谣 那 些 地 方 在 秋收 以 后 ,土壤 还 是 比较 干燥 的 。 

另外 一 点 可 以 提出 的 是 ,一 般 农 田中 石 块 较 多 , 尤其 是 农田 较 少 的 地 区 , 有些 地 块 ， 

从 表面 上 看 ,就 像 甘肃 的 “ 砂 田 " 一 样 ,全 销 满 了 大 小 石子 。 藏族 农民 只 把 大 石头 ， 失 出 

堆 成 一 围 , 作 为 转 壮 ,而 中 小 形 的 石头 则 任 其 留 在 田间 , 不 加 收拾 ,有 的 甚至 说 “一块 石 

SVG wah”, RT AR. 事实 上 , 田间 石头 对 於 整地 播种 等 一 系列 的 耕作 管理 和 作 

物 生 长 (特别 是 幼苗 期 ) 是 非常 不 利 的 ,应 亦 子 以 清除 (许多 主要 农 区 的 土地 还 是 比较 干 

当 的 )。 产 生 这 种 现象 的 原因 可 能 有 二 : 1) 地 上 石子 太 多 ,一 一 抢 取 实在 不 胜 其 烦 ;(2) 

石头 很 多 的 田地 也 就 是 土 层 谊 薄 的 地 方 ,如 果 把 上 面 的 小 石子 全 都 挫 掉 , 则 底下 那 薄 薄 

的 一 层 粗 轻 土壤 很 容易 破 风 吹 走 邱 , 或 被 雨水 冲刷 掉 。 同 时 有 了 石子 复 盖 ,对 欠 保 持 十 

温和 沽 少 表土 的 水 分 蒸发 也 是 有 好 处 的 ,所 以 也 可 以 不 失 。 不 过 从 提高 耕作 水 平 上 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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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都 地 区 的 镰刀 拉 茵 河谷 的 镰刀 

BADE FRR. 

(五 ) 收 获 

西藏 地 区 收获 作物 ,基本 上 用 镁 刀 制 取 。 铂 刀 的 构造 形式 , 除外 表 上 有 些 粗 笨 外 ， 

和 内 地 的 差不多 。 常 用 的 有 下 列 雨 种 形式 (模式 图 ): 

(一 ) 式 的 义 刀 ,主要 是 在 昌都 地 区 使 用 ,前 后 藏 地 区 用 的 不 多 , 木 柄 稍 长 刃 鱼 。 
(三 ) 式 鳞 刀 在 西藏 地 区 估 契 对 多 数 , 木 柄 稍 短 , 刃 口 也 很 钝 , 但 相当 长 大 , BEM 

Hi, 

— ACR FAST) BUGS DIE, 个 别 地 区 也 有 用 手 拔 取 的 。 AE REWER 
区 , 当 青 牺 生 长 不 太 好 时 ,大 都 用 手 拔 取 。 不 过 在 太 昭 河谷 和 雅鲁藏布江 中 下 游 的 工 竹 
区 以 至 波 密 区 , 则 用 青 杠 木 棍 或 竹 片 夹 取 重子 。 这 种 收获 方法 主要 是 这 些 地 区 在 收获 

青 牺 、 小 麦 前 后 常常 有 雨 , 户外 不 好 描 晾 ,只 好 将 重 制 下 堆 在 屋 里 , 这 样 可 以 少 估 地 方 ， 
再 用 焕 获 股 粒 时 也 比较 省 事 。 有 些 地 方 ( 如 拉 和 鲁 ) 因为 成 熟 期 间 时 有 雨 雪 , ARE 
伏 雾 乱 , dn ALI Bl, He ASR TIS ELE, 
MBE TALS AEA EP PF. SRE I RSE AL BDH (4 

1, Bi 1—2 Ok, MSOC, WARS) Bebe, ILE Bk 
处 , AWB a, ATE ES I) FEST , BP BSL, AS HE 
P. REN, ERE RR APA RT RAS, WRB PERE, 除 取 一 部 为 
PRLS AC REISE AH, RENE, US PE AE ARS 

拉萨 、 山 南 和 后 藏 地 区 ,大 都 在 雨季 将 近 千 束 或 已 经 千 束 时 开始 收获 。 塔 部 、 工 部 、 
波 密 及 亚 东 地 区 的 收获 期 , 则 或 多 或 少 的 要 遇 上 雨水 。 亚 东 地 区 七 月 底 收 获 麦 类 时 正 值 
雨季 ,小麦 “ 穗 发 芽 ” 的 现象 相当 严重 ,应 该 设法 改 种 不 易 在 穗 上 萌发 的 小 麦 品种 。 由 芯 
宗教 屠 俗 的 关系 和 播种 时 一 样 ,作物 的 收 制 期 也 都 要 当地 的 喇嘛 让 求 占 封 决定 ,因而 造 
成 了 许多 不 必要 的 损失 。 当 然 ,喇嘛 贵族 田地 上 的 庄稼 总 是 在 合适 的 时 期 收 制 的 , 收 籍 
后 田野 上 郎 可 自由 放牧 ,所 以 如 不 及 时 收割 , 则 容易 遭受 人 壳 残 害 的 损失 。 由 放 种 各 起 

OO — a —_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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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环境 的 影响 ,加 以 高 原 禾 谷类 作物 成 熟 缓慢 的 情形 (气温 已 低 ) ,一 般 作 物 多 有 提前 收 

制 的 倾向 ,特别 是 拔 海 碎 高 、 霜 期 不 定 的 地 方 为 然 ( 各 地 区 的 收获 期 见 前 表 )。 一 - 般 青 称 
跪 豆 、 油 荣 先 收 ,小 麦 后 收 ;前 后 可 差 一 二 星期 。 

EAM AWE CRIT US, IG EEE IR, HOES NZ ERO, 而 在 拉 荐 
PIPER ANS LK , AS RENE S DORE He Kb. UA RISB 
WAS EHER AGE, DEA SHETIERL. ZR KUNERA—, 一 般 都 是 穗 头 向 下 向 里 ,如 

受 岛 害 和 雨 淋 。 在 工 部 、 波 密 及 沙场 以 东 的 许多 地 方 , 多 将 收获 的 作物 堆放 在 特 哉 的 森 

柱 支架 上 ,最 简 埋 的 是 堆放 在 屋顶 边缘 或 圆 特 艇 乞 之 上 。 ; 
SIBCHR Rt FE PL SEL a a Sk AUS HE BI AR A eS, ALE Tae RAE AE 

Ti) he BR 7A TEC Bs AC AE: Fae BE A ne 
46 ERAGE By ht Se BSI, A DE TSB), aA Ee RB 
一 个 晒 场 的 (如 日 喀 则 地 区 )。 ATL SAO RU REE EE BBB TEATS, eR AK 

就 是 这 样 。 从 收 制 到 胸 粒 时 间 可 以 拉 得 很 长 ,在 这 期 间 的 收效 物 听任 风 欧 日 晒 \ 雨 打 、 

雪 球 或 岛 吃 、 虫 性 .人 畜 精 踏 等 , 确 有 不 少 损失 。 

觅 粒 方法 和 视 收 获 物 数量 多 少 而 届 。 BSCE. ER RSPR, 

RUN BEST; 数量 少 的 在 场 上 直接 用 焰 效 打 。 山南 及 塔 部 地 区 如 始 哥 、\ 波 藏 等 小 ,还 
FA ea HE EAL: RS Bea AS, BERNA ES, 只 有 在 拉 
AAR OTT HE. WOR BE MATES iF: 

BS HMR ARE Sa Ste DE Aad | 

JA REP RLOS SHRI LED SR, ESE ARIE AT, = ARTA BE, 
PRAISE SSAA ILL. POUR SUN NTE BCR, UL Be Hey ETA, ORD BCR BE 
用 牧区 的 耗 牛 求 股 粒 ,在 晒 场 上 把 要 股 粒 的 作物 铺 成 一 、 二 尺 高 , RARE S RR, 
四 周 有 几 个 人 入 赶 驱 呼 ,使 天 咎 求 回 树 奔 践 踏 ,以 行 胸 粒 。 这 种 踩 场 工作 多 牢 是 在 深夜 
或 清晨 举行 ,因为 畦 牛 怕 热 , 不 各 惯 放 日 中 天 热 时 来 回 奔跑 。 FEE EE 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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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 TRS a PERE OTR, BA TE a OB BSS 

A— TAMA MBCA ih, PE AEA, ERE BEE ANIL, FE De RE 

李 地 区 还 没 见 到 。 

腹 粒 后 的 作物 种 籽 都 是 混杂 的 ,不 仅 作物 种 类 混杂 ,而 每 种 内 的 品种 类 型 也 是 五 花 

AFA. ARR. IRR RIA EY BIA, OCF Be SE ob BI 

ERE TE, a MA ER, RTL, 而 早 地 宜 种 特 早熟 
种 ;油茶 也 有 早熟 种 和 晚熟 种 等 等 。 这 只 是 一 种 极其 粗略 的 认识 , 慈 没 有 什么 特殊 的 广 

上。 法 和 操作 。 除了 油菜 因为 用 泛 不 同 在 胸 粒 时 多 用 蓄 子 入 下 另行 处 理 以 外 ,一 般 的 作物 
在 普通 情形 下 都 不 进行 节选 。 

十 立 神 会 情况 特殊 ,度量 衡 观 念 和 单位 都 不 明确 , 作物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很 难 调查 ， 

只 能 于 观察 印象 来 估计 。 沿 途 各 地 作物 的 生长 情形 和 产量 高 低 大 有 出 大。 在 农家 的 青 积 

地 上 , 环 的 每 亩 估计 可 收 数 十 斤 ， 好 的 可 以 超过 三 、 四 百 乒 。 一 般 说 来 ,每 雷 产量 狗 在 

” 珀 0 措 友 吉 肥料 不 足 、 雨 水 不 均 、 圭 层 谊 薄 、 耕 作 粗 放 是 其 主要 原因 ,在 高 塞 地 区 气温 

不 够 ,生长 期 短 ,也 大 天 限制 了 作物 的 生长 。 在 这 些 作物 中 , 青 释 的 产量 最 高 , 东 且 比较 

党 稳定 ; 呈 辟 、 小 麦 、 蚕 豆 等 不 相 上 下 ,但 都 不 如 青 释 为 高 ,相差 狗 一 、 二 成 。 根 据 芒 问 调 查 ， 

青 穆 年 成 好 时 一 “ 克 ” 可 收 8 一 10“ 克 ” 舱 收 时 只 一 、 二 “ 克 ”, 平 常年 头 多 为 4 一 5“ 克 ”。 

如 每 亩 平均 播 量 以 30 斤 计算 (一 “ 克 ? 为 26 一 28 JE), 则 产量 也 不 超过 150 斤 。 这 个 数 

岂 。 字 刀 与 内 地 的 平均 产量 相 比 较 , 似 乎 又 嫩 大 一 些 ,但 是 高 原 上 所 特有 的 气候 条 件 对 亦 青 

梨 、 小 麦 这 一 类 不 需要 高 温 也 能 很 好 生长 发 至 的 作物 ,在 新 陈 代谢 的 生理 过 程 中 可 能 起 
着 有 利 的 影响 ( 画 夜 温差 大 、 日 射 强 、 昔 积 物 览 较 多 )。1953 年 在 拉 际 宏 业 试 验 场 进行 青 

牺 : 水 麦 的 品种 与 栽培 试验 时 ,在 中 等 的 情况 下 ,整个 试验 地 (四 亩 多 ) 的 平均 每 亩 产量 ， 

TPR 415 FP, 小麦 为 362 斤 。 又 据 1953 年 西藏 军区 江 孜 分 区 山南 访问 团 , 在 山南 地 

ERAT, 了 解 到 该 处 青 释 产 量 很 高 ,如 年 成 好 时 ,可 收 60 倍 之 多 。 这 些 现 

象 都 退 明 西藏 高 原 的 青 牺 、 小 麦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是 可 以 大 大 提高 的 。 

夫 ) 病 虫 及 其 他 代 害 (自然 秋 害 见 气 候 部 分 ) 藏 族 农民 对 於 宏 作物 的 病 虫 嘎 虽 有 一 

Heat, ALAS Fs EP OL TL BR SE RK AE AERO 

后 开展 病 虫 防治 工作 时 , Sh TES “RT PEE , 逐步 推进 , 才 

能 收 到 效果 。 这 次 调查 ,因为 没有 病 虫 咱 专业 人 员 参 加 ,只 能 报道 一 些 简单 情况 。 

1. 病害 : 主要 是 麦 类 黑 重病 和 锈病 , 其 他 病害 不 大 普 逼 , LAR, RHEE 

TERED WOMB. TEM, Es (J TEE EP) TE BBE KR EA 

好 的 田地 上 发 生 , 相当 普通 , ARORA, PEN ARLHS AEE Be A 

多 ,安家 地 里 旭 较 少 ,可 能 是 与 种 子 来 产 有 关 。 条 锈病 也 略 有 人 发生, 但 不 如 小 麦 普 汤 。 

生 or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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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洛 隆 宗 及 紫 拓 附近 , 合 见 到 几 志 地 发 病 特 烈 ,显著 地 影响 到 产量 。 

小 麦 方 面 的 有 散 黑 重病 、 胆 黑 穗 病 、 条 锈病 、 查 锈病 、 稼 虫 病 、 黑 点 病 (? ) 等 ， 其 中 以 

散 黑 重病 及 条 锈病 为 最 普通, 到 处 都 有 发 生 。 散 黑 重病 在 亚 东 地 区 的 发 病 率 可 以 高 达 

20 匈 左右, 腥 黑 重病 在 波 密 的 伊 页 也 很 严重 ,有 的 可 以 减 收 一 什 , HAAR RS 

区 的 个 别 田 霹 。 由 帮 生 长 期 间 的 低温 、 后 期 的 雨水 多 和 本 地 品种 的 抵抗 性 , A EARS 

病 是 比较 普 逼 的 ,但 不 严重 。 除 非 是 低温 肥沃 的 地 方 ; 棍 锈 病 也 略 有 发 生 , 但 很 不 善 逼 。 

在 昌都 和 甘孜 地 区 便 见 到 少许 的 称 虫 病 、 鼻 豆 的 锈病 、 以 及 油菜 的 白人 锈病 、 霉 班 病 和 霜 “ 

75 LA BR. 

2. HP ee, A AS LB ha. PSG, Mek 

害 也 重 , 因为 没有 标本 不 敢 肯 定 。 后 藏 地 区 的 佳 庆 则 发 现 草地 上 的 一 种 黑色 的 肉 虫 [ 麦 

nya! (Apophylia sp.?)], ii KAR ERIE BO es (Borathra bras- 

sicae) ] 也 相当 严重 。 在 技 海 较 低 的 波 密 地 区 松 宗 附 近 , 据 说 有 蝗虫 为 害 , 颇 为 严重 。 

在 拉萨 郊区 新 开辟 的 荒地 上 , 7、8 月 间 地 上 都 有 淡 神 色 和 棕色 的 肉 虫 (行军 虫 何 

在 钱 定 中 ) 为 害 各 种 蔬菜 与 杂 粮 作物 ,发 生得 很 普 逼 ,农家 地 里 则 很 少 。 一 般 襄 来 ,高 原 

上 ,病害 与 虫害 的 种 类 还 不 算 很 多 。 

此 外 , APE a Ho BARE, 如 到 处 穿孔 作 洞 的 地 老鼠 (Pika), feo 

WSF. AB RSS ie APR ESR SE, A RAI. Uk 

EM SOA RAG RE. PRL ASK Wi, SE EC IG, AAR . 

HET EEA FREE, iS EE BAT RB, HIF 

上 述 是 西藏 高 原 农 作 栽 培 的 概况 ,其 中 有 待 改 进 和 提高 之 处 颇 多 , 留 在 另 节 诗 花 。 

关於 1953 年 在 拉 隆 农业 试验 场 进 行 农 作物 品种 及 栽培 方面 的 试验 结果 , 请 参阅 附 孙 

7 D ea aa ass ee ae ea w，、，， 



四 .森林 概况 

(一 ) 森 林 分 做 概况 

西藏 高 原 ( 广 义 的 ) 东 南部 ,是 一 片 广大 的 森林 ,和 云南 的 森林 相 衔接 。 根 据 这 次 所 

考察 的 森林 立地 环境 类 型 ， 可 大 和 致 分 为 三 个 森林 型 : (1) 定 寒 疮 湿润 的 林 型 ;(2) 温 和 潮 

油 的 林 型 ;\3) 温 暧 潮 湿 的 林 型 .从 地 区 上 的 分 作 来 看 ,可 分 为 三 大 林 区 : (1) 河 谷 上 游 森 

林 区 ,包括 雅鲁藏布江 的 支流 、 怒 江 、 油 洽 江 、 金 沙 江 的 中 上 游 。 因 为 这 里 河谷 的 下 切 ， 

使 树枝 状 的 流域 系 称 中 , 能 有 一 个 比较 暖和 而 湿润 的 环境 来 供 林 木 的 生长 。 主要 林 型 

属 上 壕 第 一 种 ; (2) 7S RIL PUKE , 属 第 二 种 林 型 ; (3) 喜 马 拉 雅 山南 太 林 区 , 包 

括 南 布 巴 华 崇 以 南 的 藏 布 江 下 流 地 区 , 主要 是 属 第 二 、 三 两 种 林 型 ; 落 且 是 和 藏 布 江 中 

游 森 林 区 相 衔接 的 ,但 各 有 其 地 域 环境 特点 。 现 将 三 宁 区 分 述 如 下 : 

1. 河谷 上 游 森 林 区 一 一 因为 我 们 所 进行 的 是 入 路 考察 , 对 亦 森 林 型 的 分 伤 区 划 自 

然 不 可 能 十 分 确切 。 从 我 们 走 过 的 路 线 上 , 可 以 找 出 下 列 几 个 点 : 东 自 折 多 山西 坡 开 

始 , 西 到 工 部 巴 拉 西 坡 的 岛 西江 为 止 ; 南 界 之 东 是 以 八 宿 草 地 为 界 , 西 面 我 们 经 过 最 南 

端的 一 点 是 太 昭 以 北 的 拉 重 ; 北 界 是 三 十 九族 草地 。 我 们 可 简略 地 划 出 此 点 间 的 界限 

区 划 。 

林 型 中 的 树木 ,大 多 是 针叶树 。 最 主要 的 有 巴 氏 云 杉 (Picea bal fowrtana Rehd. 

et Wils) , 升 高 达 海 拔 4250 9k, EAH, ABE KERTH (Abies Squamata Mast.) 和 紫 
果 云 杉 (Picea purpurea Mast.) ， 与 巴 氏 云 杉 混合 成 林 。 以 上 三 种 针叶树 都 是 险 性 树 

种 , 估 着 北向 的 坡 。 在 南 向 坡 上 生长 的 是 一 种 阳性 树种 , 渝 栓 (Jumniperws pseudosabina 

Fisch et Mey.) 的 纯 林 ,所 佑 面积 也 很 大 。 不 过 因为 阳 坡 上 蒸发 强 席 , 比较 干燥 , 因 受 

水 分 的 限制 ,只 是 一 种 “稀疏 ?的 森林 。 

林 区 内 也 有 两 种 比较 重要 的 关 叶 树 ， 其 中 主要 的 一 种 是 四 川 白 梭 (Betula mand- 

shurica var. szechuanica Rehd.)， 在 林木 数量 上 也 估 有 相当 的 地 位 。 另 一 种 是 山 枢 

(Populus tremula var. davidiana Rehd.)， 比 较 次 要 。 这 两 种 树 都 是 混 生 在 人 针 叶 林 中 

2. 雅鲁藏布江 中 游 林 区 一 一 林 区 的 范围 , 北 与 河谷 上 庆 林 区 相 接 塘 , 东 和 云南 林 区 

ATER, EDS, 南 为 罗 玉 、 察 隅 地 区 。 那 边 已 处 在 喜马拉雅 南 布 巴 华 高 内 以 南 , 据 说 

产 有 柑橘 `、 香 划 等 , 蚂 温 带 和 亚热带 的 果品 .那里 的 森林 插 疑 是 属於 温暖 潮湿 林 型 的 -不 

过 因为 我 们 没有 到 过 ,这 两 个 林 区 究竟 在 那里 分 界 , 很 难 腹 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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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一 林 区 ,一 方面 因为 破坏 较 少 , 另 一 方面 在 综 度 上 比较 靠 南 ,， 受 着 顺 藏 布 江 而 来 

的 印度 洋 星 气 的 影响 ,不 但 气候 要 温暖 得 多 , 而 且 雨 量 也 很 充沛 , 标 有 利 於 森林 的 自然 

更 新 ,所 以 这 里 的 森林 部 是 物 延 数 百 里 而 少 间 断 。 不 过 藏 布 江 在 南 流 入 印度 之 前 ,是 完 

全 东西 向 的 ,上 游 的 地 方 , 江 流 较 半 , 多 石 碟 地 区 , 蒸发 甚 烈 ; 东 端 则 已 靠近 从 入 高 原 的 

ee, UR eRe Es 而 中 间 一 段 则 直接 受 印度 洋 暖 气 东 的 吹拂 , 十 分 湿润 和 暖 。 这 种 

强烈 的 环境 变化 ,都 影响 到 林木 的 种 类 和 泡 们 的 分 佑 。 

这 一 林 区 内 的 树木 ,有 一 部 分 与 云南 和 喜马拉雅 山 种 类 相同 ;不 过 仍 保留 着 一 部 分 

PS) RoR EE, RAPT APRS (Pinus fabulaeformis var. densata Rehd.), 9 JI GE. 

(Quercus semicaprifolia Smith) 等 种 类 ， 不 像 下 面 一 个 林 区 ， 完 全 为 喜马拉雅 的 种 类 

所 朝 成 。 这 里 森林 的 坦 合 成 分 ,主要 仍 是 针叶树 。 依照 林木 的 重要 性 ;有 紫 果 云 杉 、 喜 
局 拉 雅 瀹 杉 (Abies Webbiana Lindl.)， 在 队 坡 和 阳 坡 湿 记 较 高 的 汉中 , 钥 成 茂密 的 针 
叶 林 。 这 两 种 树木 , 仅 分 售 在 德 木 拉 ( 山 ) 以 东 的 地 区 。 沦 杉 可 以 升 到 4100 米 的 高 度 ， 
云 杉 则 比较 低 些 。 云 南 赤松 (Pinus yunnanensis Franch.) 也 是 一 种 十 分 重要 的 树种 ，， 
干 修 直 ,高 达 四 十 余 米 , 径 达 工 米 的 也 很 多 。 在 吉宗 以 东 , 比 较 干 燥 , 不 宜 放 生长 渝 杉 和 
云 杉 的 地 方 ,都 自 成 纯 林 ,有 时 一 直 自 局 形 地 下 延至 江岸 。 也 还 有 许多 分 散 混 生 放 云 杉 
林 中 。 华 山 松 (Pinus Armandéi Franch.) 旭 分 伪 在 东 和 久 宗 以 东 的 地 区 , 海拔 2900 
米 ) 以 下 比较 湿润 温暖 的 地 方 。 云南 落叶 松 (Larix Griffithiana Carr.) 比较 次 要 ， 
主要 分 做 在 工 布 额 拉 ( 山 ) 和 德 木 拉 ( 山 ) 的 高 山上 3420 一 3700 米 之 间 的 地 方 ,和 其 他 痊 ， 

杉 云 杉林 中 , 毁 林 后 的 障 地 边缘 上 。 生长 良好 ,是 很 好 的 材 木 , 不 过 在 数量 上 上 比重 是 较 
轻 的 。 此 外 还 有 一 种 喜马拉雅 柏 (Cupressus torulosa D. Don) ,为 极 大 的 林木 , 在 世宗 
的 工 布 喀 拉 ( 山 ) 的 东边 ,在 江岸 沿 高 水 位 处 生长 很 多 ,也 偶而 杂 生 在 其 他 林 中 。 最 后 还 
有 一 种 分 伤 最 狭 的 松树 一 一 乔 松 (Pinus excelsa Wall.)， 仅 在 波 密 地 区 海拔 2200— 
2300 米 的 东 久 至 那 玉 一 带 看 到 。 在 关 叶 树 方面 ， 第 一 区 里 很 多 的 四 川 白 梭 , 在 这 里 是 
微不足道 的 , 仅 散 生 在 针 叶 林 中 。 此 区 内 的 闫 叶 树 种 ,最 主要 的 是 青 国 木 ,全 在 侍 儿 山东 
坡 , 海 技 较 低 的 地 方 见 过 。 在 此 区 内 , 它 的 分 做 差不多 与 云南 赤松 相同 , 不 过 它 多 生 在 
南 向 的 坡 上 ,海拔 高 度 可 达 3700 米 ,一般 在 3400 米 以 下 生长 最 好 。 其 余 的 关 叶 树 ; 有 
山 杨 和 毛 稍 杨 (Populus ciliaia Wall?) , we} )y BE, Mi TE TSE SS. EYE ZA FES BET 
it 2200—1830 米 一 段 , 常 各 的 闫 叶 树 种 青 国 已 不 再 见 , ii REY (Lithocarpus sp.) 
代 之 , 成 为 关 叶 杂 林 中 的 主要 树种 。 蒙 自 楼 木 (Alnus nepalensis D. Don) 旭 是 一 种 
分 佑 更 为 狭 害 和 乔 松 相 伞 , 只 在 东 久 至 那 玉 一 段 看 到 的 闫 叶 树 , 常 在 山 岩 崩塌 处 新 堆 成 
的 乱 石 潍 上 密生 幼 昔 , 随 即 很 快 地 成 为 一 种 过 滤 林 。 

3 引 .喜马拉雅 山南 蓄 林 区 一 一 这 一 林 区 的 范围 很 难 确定 , 沿 康 藏 南 境 , 几 在 喜 骨 拉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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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 南 蔓 的 地 方 ; 像 亚 东 ,日 阿 "、 罗 玉 、 察 阳 等 地 , 大 都 属於 这 一 林 区 。 我 们 只 能 以 杀身 

去 到 过 的 亚 东 区 的 森林 来 做 代表 , 简 述 如 下 。 

亚 东 讲 有 着 和 藏 布 江 流域 完全 不 同 的 地 形 , 它 不 但 有 南北 向 的 沟 , 而 且 距 离 很 短 ， 

所 以 在 海拔 高 度 变 化 上 ,也 是 很 急剧 的 。 在 这 沟 里 ,森林 可 以 分 为 雨 个 林 型 带 ,温和 剖 

润 的 针 叶 、 间 时 混交 林带 和 温 蚂 瀚 旬 的 间 叶 林带 。 兹 详 述 如 下 : 

CL) 温和 潮 油 的 对 叶 间 时 混交 林带 一 一 由 帕 里 下 面 4000 米 处 起 ,到 仁 庆 阁 附近 狗 

2900 米 止 ,其 间 树 木 是 针 叶 间 时 混 合 的 。 人 针叶树 种 类 , 按 重 要 性 的 裕 序 , ASHE 

杉 分 佑 到 森林 的 标 限 ,华山 松 划 分 售 在 3400 一 2900 米 的 高 度 , 自 成 相当 和 纯粹 的 林 相 。 喜 

EHOW (Juniperus wallichiana Hk. f.) 和 云南 落叶 松 , 是 两 种 混 生 在 汾 杉 林 中 

数量 不 多 的 针叶树 ,前 者 在 海拔 高 度 上 与 痊 杉 相近 , 而 后 者 则 可 异 至 3700 米 。 在 关 叶 

树 方面 ,也 有 一 种 与 沦 杉 同等 重要 的 树木 ,就 是 糙 皮 梭 (Betula utilis D. Don), ARRAY 

At tin 4000 ab, 一 直下 延 到 闪 叶 林 的 上 部 , 尤 以 3800 米 以 下 的 一 段 生 长 最 好 , 自 成 

片段 纯 林 。 

(2) 暖 温 潮湿 的 关 叶 林带 一 一 自 仁 庆 岗 以 下 的 林子 ， 都 局 认 这 一 带 。 这 里 面 的 树 

本 是 很 杂 的 。 由 上 一 带 里 下 来 的 糙 皮 梭 ， 也 已 不 很 多 了 , 里 面 又 加 入 了 许多 关 叶 树 , 如 

PAR (Prunus padus Linn.), yl? (Malus baccata Desv.?)。 ESBS (Populus 

ciliata Wall?)、 柳 树 CSalia spp.) 及 多 种 小 乔木 。 ‘ 

(二 ) 森 林 现 驶 

第 一 林 区 的 气候 比 其 他 两 种 的 为 塞 痊 干旱 些 。 又 因 它 为 内 地 通 康 藏 的 主要 大 道 所 

经, 治 途 人 口 较 多 ,尤其 在 海拔 稍 低 的 宽 谷 里 ,农家 多 ,这 一 切 不 利 的 条 件 , 使 得 森林 自 

然 更 新 ,十 分 困难 。 所 以 这 一 区 内 的 森林 , 虽然 也 有 大 片 的 存在 , 像 人 党 儿 山 东西 沟 , 由 额 

拉 至 然 多 一 带 , 和 察 拉 松 多 附近 等 等 的 地 方 所 见 到 的 。 但 也 有 很 多 的 地 方 ,已 经 草原 化 

或 有 草原 化 的 趋势 。 在 第 二 ,三 林 区 内 ， 因为 气候 利 於 森林 的 自然 更 新 ,人 为 破坏 也 比 

较 少 些 , 所 以 藏 布 江岸 的 森林 ,常常 连 闹 数 百 里 而 无 间断 。 

“ 在 目前 康 藏 地 区 的 焚 林 现象 还 是 十 分 普 逼 。 林 火 的 起 因 ,有 些 是 为 了 开辟 农田 ,或 

行 猎 的 ,也 有 的 是 因为 余 火 不 懂 , 也 有 的 是 因 扰 意 识 扰 目 的 放火 的 。 一 般 的 情形 , 多 是 

焚毁 一 、 二 片 大 山坡 后 ,就 自行 熄灭 ; 然而 遇 到 冬季 风 大 的 时 候 也 有 焚烧 数 天 不 熄 的 。 

火势 之 大 , 葛 连 附近 数 十 里 内 的 空气 都 为 烟 圳 所 迷 漫 ,其 浪费 国家 礁 财 的 严重 性 可 想 而 

知 。 例 如 这 鼠 我 们 经 过 松 宗 时 , 修 路 员工 不 慢 而 引起 的 火 作 ， 延 烧 三 日 三 夜 , 待 我 们 走 
时 , 火 仍 未 熄 。 火 代 之 外 ,不 合理 砍伐 的 情形 也 很 常见 。 成 片 光 伐 , 不 留 幼 树 , 伐 时 贪图 

省 力 ,常常 留 下 2 尺 左 右 的 树干 等 情形 ,十 分 普 逼 。 

1) 日 阿 是 在 羊 卓 歼 湖 的 南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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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上 述 人 为 破坏 之 外 ,寄生 植物 的 途 嘎 也 是 一 个 很 大 的 问题 ,可 能 比 人 为 的 破坏 更 

难得 解决 。 寄 生 植物 重要 的 有 两 种 。 一 种 是 松 划 , ER Soe to ABBE Be AE, BEE 

RAED GAZA. TERA. ACB, 其 为 害 剧烈 的 地 区 ,在 林 中 差不多 有 人 千 数 

WARE SMC. KER ATE, ASH BRM, 就 是 这 种 情形 。 林 中 

AGE EH WA, BA Ra ZS, Mita BB, A eH AE 

有 死亡。 云南 亦 松 虽 也 遭 其 害 似乎 不 其 厉害 。 第 二 种 是 又 寄生 科 的 Viscum articulatum? , 

OHTA AS HPL ESB Li RB), SREP See, 
ATT ASER ICES, TERRE, HAS AAEER BL, BEA do 

AeA ee, 生长 虽 受阻 碍 , 还 不 至 於 完全 死亡 。 其 他 还 有 几 种 桑 寄生 的 Loranthus spp. 

ApH es ERY Viscum spp.， 寄 生 在 关 叶 树 像 杨 、 宛 等 ,比较 次 要 。 

在 雪山 下 的 森林 , 常 受 强烈 的 冰川 风 的 破坏 , TEE BEM, 各 树种 的 根系 也 

浅 , 很 容易 被 风 吹 倒 。 这 种 情形 在 波 密 北 部 常 有 人 发现 。 

在 五 .六 月 间 , 有 大 批 婴 哥 由 下 游 到 波 密 区 来 吃 松 子 , 在 撒播 种 子 方面 ,起 一 定 的 坏 

作用 。 

在 康 藏 林 区 里 ,针叶树 除了 密 叶 赤松 、 沦 栓 及 其 他 几 种 栓 树 外 ,一 般 都 是 挺 直 , 高 达 

40 余 米 、 径 在 工 米 以 上 者 ,比比 此 是 。 (ARASH AR, (BRK, se Bsc 

种 林子 已 成 为 过 熟 林 。 
(三 ) 森 林 副 产 

副产品 在 林业 上 ,是 估 有 极其 重要 的 逻 洲 地 位 的 。 康 藏 高 原 的 森林 , 因为 面积 广 亡 ， 

所 以 副产品 亦 标 多 。 有 的 已 加 以 利用 , 惟 未 尽 其 利 ; 有 的 还 未 利用 。 芍 分 项 引述 如 下 : 

1. 单 宁 植 物 一 一 康 藏 地 区 ,皮革 的 出 产 极 丰 。 现 在 所 有 和 后 革 , 除 制作 藏 胞 所 需 的 皮 

MRAP EACH AR AAA, 因而 造成 柄 大 浪费 。 西藏 制 革 工厂 , 仅 在 帕 里 

BLA A PREM NA, Wa AA. BRA BOE, 首先 需 用 单 宁 ,而 造 制 厚 革 ,需要 分 子 较 大 

的 单 宁 。 此 类 单 宁 多 由 山 毛 标 科 植物 的 壳 斗 中 提取 。 在 藏 布 江岸 的 森林 中 , 盛产 青 闭 

RAE, 其 壳 斗 可 能 提取 单 宁 。 在 上 河谷 森林 中 , 多 产 大 黄 , 其 根 皮 亦 为 单 宁 之 原料 。 

其 他 向 有 汾 杉 、 云 杉 、 黄 花 柳 及 某 种 柳树 之 皮 , 亦 命 有 单 宁 者 , 均 可 试 提 烤 腰 。 其 中 最 有 

价值 的 是 巴 氏 云 杉 。 我 们 人 请 中 央 人 民政 府 林 业 部 森林 工业 司 , PATHE A 

皮 标 本 , 结果 证 明 这 种 云 杉 的 干 树 皮 中 , 合 儿 茶 属 单 宁 量 为 16.138 色 ,纯度 为 47.772 ， 

已 经 在 一 般 标 准 以 上 。 目 前 国家 发 展 疾 皮 工业 ,需要 生产 大 量 烤 胶 ( 田 含 单 宁 原料 加 工 

制 成 ), 巴 氏 云 杉 在 原 西 康 分 佑 很 广 ,对 这 项 植物 答 源 的 利用 ,应 特别 加 以 注意 。 

裤 造 绝 原 料 植物 一 一 康 藏 高 原 的 一 般 用 邦 , 系 由 两 种 瑞香 科 植 物 一 一 一 种 小 灌木 ， 

Ke B2 (Wikstroemia canescens Meisn.) 和 一 种 草本 , 狐 毒 (Stellera chamaejasme Lin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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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成 的 。 这 两 种 植物 的 筱 维特 长 ,是 造 钞票 颖 的 标 好 原料 。 雁 皮 在 昌都 附近 棕 多 ,而 猜 

毒 则 更 为 普 台 。 

”当然 森林 本 身 , 材 用 未 必 能 尽 其 利 , 以 后 水 电 事业 发 展 后 , BH. COKE, 

yy Fi) FAK, 

RARE PENG EE (Stipa conferta Poir.), pee Pa HEALAK— AB, HK (Miscan- 

thus nepalensis Hack.) Ryf'p (Anundinaria spp.) PVE BRE , IP Bea, WE 

藏 胞 发 展 文化 之 用 。 
3. 吏 材 一 一 康 藏 高 原 的 森林 中 。! 出 产 的 药物 极 多 , 据 调 查 有 三 百 余 种 之 多 。 康 茂 

区 内 出 产 不 少 贵 重 的 药品 , 兹 择 其 重要 者 列 下 。 

1) B&—ARABE ee chrysogaster?) 一 名 香 子 的 腊 下 ， 此 普 在 康 茂 

森林 中 相当 多 , 每 年 出 口 不 少 。 

(2) ESE — EPH AAs th se, EAE (Cervus spp.) 新 角 未 老 , 上 有 昔 毛 时 探 

取 的 。 西 藏 森林 中 产 诈 颇 多 ,每 年 收获 之 鹿 昔 出 口 亦 不 少 。 

(3) 虫草 (Cordyceps sinensis Sace.) 为 一 种 相当 贵 的 补 更 。 原 系 一 种 肉 座 菌 科 

的 下 等 植物 , 胞 子 落 在 一 种 蝶 类 幼虫 的 身上 , 至 春天 发 芽 , 吸 收 虫 体 养 分 而 虫 死 , 故 名 冬 

虫 夏 草 , 简称 虫草 。 此 物 康 藏 出 产 极 多 ,不 过 有 许多 地 方 因 为 喇嘛 迷信 ,不许 掘 取 , 所 以 

产量 大 受 限制 。 

(4) ARE (Fritillaria Roylei HKk.) 一 一 是 百合 科 植 物 , 多 生 在 原 西 康 的 灌木 下 ， 

为 上 等 药材 , 胜 於 川 具 和 象 贞 。 每 年 亦 出 产 不 少 。 

(5) AH (Rheum palmatum Linn.) 一 一 为 艺 科 植物 ,在 原 西康 常 成 大 片 纯 科 会 

因 其 量 多 , 可 制 为 成 品 出 口 。 

(6) SIG tC BE (Podophyllum Emodii Wall.)- 一 -在原 西 康生 产 很 多 。 

(7) 343i (Coptis Teela Wall.) 一 一 产 亚 东 及 相 类 的 森林 除湿 处 ,生长 标 好 。 内 地 

Wasi (Coptis Chinensis) 出 产 的 不 多 ,此 种 印度 人 多 探 用 之 , 当 亦 可 利用 。 
(8) 2B (Bulbophyllum sp.) 一 一 在 波 密 通 迈 一 带 , 生 共 石 上 甚 多 。 

(9) 4835 (Gentiana macrophylla Pall) 一 一 在 原 西 康 境 及 前 后 藏 均 极 普 逼 ， 每 年 

有 大 量 出 口 。 

(10) 麻黄 (Bphedra spp.) 一 一 在 康 藏 高 原 上 , 分 做 甚 广 , 尤 在 河岸 沙 潍 上 为 多 ,是 

一 种 固沙 植物 。 在 拉 蔷 河 潍 上 也 很 多 , 亦 有 五 种 以 上 ,可 提取 麻黄 素 。 

此 外 ,在 波 密 海 拔 较 低 的 地 方 盛产 一 种 马 氏 洪 树 (Rhus Wallichit Hk. f.), deaf 

能 可 以 制 潜 , 应 予 注意 。 

4. 毛皮 类 一 一 康 藏 森林 中 感 产 森 林 动 物 , 其 中 也 有 不 少 有 价值 的 皮毛 , 现 略 举 数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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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下 : 

(1) 水 狂 (Lutra sp.) 一 一 西藏 地 区 出 产 甚 多 ,前 后 藏 及 波 密 地 区 都 有 。 

(2) 4538 (Martes foina Erxleben.) 在 拉 话 市 上 收集 原 多 ,产地 不 群 ， ij: BEY 

fti 25 万 元 ( 现 为 25 元 )。 

(3) BERS] CLyns isabellinus Blyth) 一 一 分 做 其 广 ， 4 LEK AEA 

bh, 4 BRI 20 至 80, 40 万 元 ( 现 为 20—80, 40 元 )。 

(4) £95 —%aH (Ponthera uncia Schreber) 

36 F125) 2, BRIE T IRA, RTS A 

(5) 草 狐 (Vulpes filchnert Maischie)——4:7F Wet Re ii eb iy_k, KE 

宁 中 不 常见 。 年 产 亦 不 少 ,每 皮 值 5 一 8 万 元 ( 现 为 5 一 8 元 )。 

(6) 沙 狐 〈Pwpes sp.) 一 一 有 些 地 方 很 多 , 如 甘孜 附近 的 松林 口 特别 多 , 藏 民 用 来 

做 皮 帽 带 , 价 每 只 2 万 元 ( 现 为 2 元 )。 

(7) 西藏 铝 (Lepus sp.) 一 一 西藏 之 铝 尾 部 有 标 美丽 的 灰色 毛 一 片 , 毛 稍 省 曲 , 色 

多 黑 润 , 有 光泽 , 多 和 线 毛 ,是 很 好 的 皮毛 。 MAB OMA ARE ARPA 

es 

Fey SERRE AS, EES 

: 

5. Sei —— FE RHR, RD Be a RAR EB LR aT, PRE RR A EAH, — 

PRIA LBL ZBL. MUR eA RE ATL, SEE a 
野生 的 果树 很 多 ,种 类 有 光 核 桃 (Prunus mira Koehne?), ply 4s (Prunus armeniaca | 

var. ansu. Maxim.)、 山 豆子 (Prunus tomentosa Thunb.)、 野 樱桃 CPrans spp.), 内 

Ori Alt, OSI, ACE, ASL) AF (Malus baccata Desv,?). Fit ZR i 
“= (Malus kansuensis Schneid.), #32 (Ribes spp.). Bef (Rubus spp.) 等 等 | 

Fp Vee EY RY BE RE AER, SAK ARE REA He, IMA EA A , 

使 嘎 民 生活 得 以 改进 。 
西藏 南部 雅鲁藏布江 的 中 游 地 区 ,出 产 很 多 核桃 ， 因 为 该 地 气候 与 土质 ， 扰 疑 是 适 

合 堆 种 植 那 种 果木 的 。 而 那里 的 核桃 中 , 像 加 查 宗 出 产 的 壳 薄 仁 甘 , 是 很 好 的 品种 , 值 

得 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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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牧区 的 区 划 

畜牧 业 为 西藏 人 民 的 主要 生产 ,天 然 牧场 估 高 原 的 极 大 面积 ,大 高 原 的 北部 就 是 主 

要 收 区 。 安 业 耕 地 大 部 在 温暖 .平坦 的 河谷 及 排水 良好 的 台地 , 牧 业 则 利用 高 原 . 山 答 、 

坡地 及 排水 不 良 的 地 区 。 现 时 宏 、 牧 业 的 经 营 , 揭 以 海拔 机 200 米 的 高 度 为 分 界 , 但 以 面 

积 广阔、 地 形 复杂 以 及 局 部 气候 、 土 壤 的 影响 , 农 笋 业 的 界限 ,不 易 清 晰 的 区 分 。 有 些 地 

“区 , 姿 作物 的 栽培 能 超出 此 界 以 上 ,而 各 地 农 区 也 普 副 存 有 大 片 的 自然 草地 作为 牧场 。 

森林 区 与 牧区 的 分 界 , 亦 相交 错 。 波 密 区 及 尼 洋 河谷 的 队 坡 ,森林 茂密 ,气候 润 湿 ， 

林地 的 畜牧 利用 ,了 略 受 限 制 。 而 在 森林 地 带 的 阳 坡 、 天 然 之 疏 林 区 域 以 及 由 森林 转 入 灌 

林 的 地 区 , 则 可 充分 为 性 畜 利 用 。 河 流 上 游 的 寅 谷 及 森林 附近 的 森林 草原 ,更 是 优良 的 

BUR. 即 在 森林 地 区 ,一 部 分 常 稼 树木 , 亦 常 为 牲畜 的 重要 刨 料 。 OER, UR ME 

清晰 的 界限 。 一 般 而 论 , 森林 与 草原 的 分 界 的 在 海拔 3,800 米 左 右 。 

康 藏 高 原 的 牧区 ,就 考察 所 沟 过 的 地 区 来 说 ,可 以 暂时 划分 为 : 

PALME WHE. HTK RHE. BAK. EWES, 

(一 ) 藏 北 牧区 

PALA , NTA SE EK. 但 与 现 有 的 行政 区 划 , 略 有 不 同 。 雅 重 藏 布 江 北岸 、 

MTNA, 包括 , 湘 等 农 区 ,行政 区 划 属 日 喀 则 区 。 其 东部 ,黑河 以 南 、 拉 

节 以 北 的 地 区 ,包括 彭 多 、 林 祖宗 、 达 智 宗 各 地 ,， 属 拉萨 区 。 但 以 草原 性 质 , 牲 畜 种 类 茂 

北 划 为 一 区 , 易 於 人 说明。 同时 , 藏 北 为 西 茂 的 主要 收 区 ,如 依 行政 区 域 划分 为 日 路 则 区 、 

FE ARORA REE A, ARK. 

藏 北 地 区 , CE Wa FH Hs Be AF Te FT, BS 7 SES AL Ahi, 

AA SFG. BE DT ETE FAL HS Hb DS : 

1. 2 BE 
2. is Ae 

wee 1. APIECE CE WB) 
SENDA ARI | 2. 三 个 直属 希 卡 《2. FES AE SHE AE AD) 

3. 梅 康 茵 希 卡 ( 农 区 、 牧 区 雨 部 ) 
3. D+ airs (ii BU) CLI EO SE 

1. 二 个 直属 收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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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AL MEK A, PH RAT SHE, 面积 不 大 , PRUE SE 

Sh, FIAT BSA BE HWE (EE AS BY Kk PERN 
括 日 喀 则 基 宗 在 藏 北 所 属 各 宗 (如 那 林 宗 等 ) 以 及 直属 牧区 如 甲 错 、 拉 布 等 牧区 , BE 

宗 , 邦 布 宗 , 乔 曲 宗 , BE (WE) , 豆 如 宗 , 黑 河 以 南 的 地 区 ,如 商 头 \ 达 木 永 等 牧区 , 拉 

BER. DAL MEK, 如 墨 竹 页 卡 宗 、 达 子 宗 、 芯 多 宗 等 ,古林 河流 域 的 敦 龙 德 度 宗 、 洋 景 
宗 、 北 藏 宗 ̀  马 将 宗 等 7。 

以 上 地 区 ,在 国旗 斯 念 青 唐古拉 山 县 以 北 , 都 属 收 区 , 为 西藏 最 重要 的 收 区 。 草原 
以 苦 草 草原 为 基础 , 草 丘 类 型 散 伤 认 各地。 森林 缺少 , 仅 在 山 除 ,如 那 木 湖 〈 腾 格 里 湖 ) 
等 附近 险 坡 偶 有 灌木 装 林 。 家 畜 以 米 羊 、 犊 牛 为 主 。 BARRE, BURRS. 
意向 羌 塘 ,山羊 分 做 渐 少 。 

雅鲁藏布江 以 北 及 败 底 斯 、 念 青 唐古拉 山 有 版 以 南 地 区 ,主要 为 农 区 ,分 佑 认 拉 萨 河 、 
古林 河 等 主流 及 支流 的 河谷 。 牧 区 分 佑 於 河流 的 上 游 , 如 拉 际 河上 游 的 达 木 永 收 区 、 热 
振 以 南 的 草原 .古林 河 ( 亦 流入 拉 革 河 ) 上 游 的 洋 景宗 等 ,都 入 放牧 区 。 这 一 区 性 畜 的 种 

类 上 比较 复杂 。 牧 区 主要 为 旦 牛 \ 绵 羊 、. 马 , 此 外 有 宏 区 的 役 畜 及 外 地 输入 的 家 畜 。 

黑河 为 藏 北 羊毛 酥油 及 其 他 畜产 品 的 集散 地 。 畜产 品 经 此 , 大 部 运往 拉萨 ,小 部 
运 至 日 喀 则 ,然后 经 帕 里 出 口 ,小 部 经 定 日 输出 。 在 羌 塘 牧区 中 、 东 北部 ,临时 集中 认 香 

沙 宗 , 然后 过 念 青 唐古拉 山 有 版 ,经 洋 景宗 , 运 至 拉萨 。 西 北部 畜产 品 , 大 致 径 任 亲 则 希 卡 
及 轩 门 希 卡 运 至 日 喀 则 。 西 北 一 部 畜产 品 运 至 拉 孜 宗 。 梨 中 在 拉 阵 、 日 喀 则 的 畜产 ,都 

由 帕 里 出 口 , 牺 中 在 拉 孜 的 一 部 , 猎 定 日 可 以 出 口 。 

(二 ) 江 南 区 (雅鲁藏布江 南岸 区 ) 
雅鲁藏布江 以 南 喜马拉雅 山北 蔓 广 大 的 地 面 ， 属 於 这 一 区 。 但 东部 自 江 南 吉 巧 区 
以 东 及 西部 自 定 日 以 西 ,在 此 范围 以 外 , 应 包括 西藏 地 方 政府 的 江南 吉 巧 区 (所 塌 十 
八 个 宗 内 , 达 布 区 除外 )、 江 和 孜 区 、 日 喀 则 基 宗 区 (江南 部 分 ) 及 所 属 亚 东 区 , 亦 附 基 此 

区 。 

本 区 为 西藏 的 主要 农业 区 , 尤 以 易 洞 宗 及 日 喀 则 一 带 , 农 产 丰 富 ,居民 稠密 。 收 区 

大 部 分 售 於 喜马拉雅 山北 葛 的 高 坡地 带 , 由 则 拉 宗 以 西 、. 楚 和 灿 宗 一 带 的 高 地 ,向 西 至 羊 
卓 雍 湖 周围 的 草原 , 帕 里 附近 ,如 敦 纳 草原 、 帖 里 以 西 的 康 巴 草原 等 , 大 致 为 天 然 牧区 。 
(BAEK LA SUR BR, FE POP TE RA Ze HD. 

AIS ABO PME FIRS YI, 东西 漫长 , WEA. WK RSA 
流 砂 、 涨 地 及 侵蚀 阶地 。 西部 草原 如 康 巴 等 地 ,或 因 缺 水 , 草原 不 能 利用 。 东 部 渐 有 

1) 参 并 附录 18 贾 饶 修 (1952 年 11 月 ):8% 西 总 和 煞 农业 生产 考察 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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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 分 做 ,在 草原 地 区 以 地 形 不 整 ,草原 类 型 变化 很 大 ; ALM, FEE ANAK Os Hi TR 

PEERS Hi TEE ORE EE, 安 区 以 役 畜 、 怨 黄牛 .绵羊 为 主 。 以 气候 环 
境 、 自然 草原 的 变化 ,性 畜 的 类 型 ̀  生 产 性 能 略 有 变化 。 江 南 区 可 称 定 普 毛 羊 ,羊毛 站 蔬 
油 汗 发 达 ,不 同 庆 北 部 牧区 的 粗毛 羊 。 

本 区 为 西藏 南部 边境 ,对 外 交通 方便 ， 西 茂 畜 产品 及 其 他 物 次 的 输出 , 输入 多 由 此 
带 轻 过 。 如 拉 戎 ( 楚 条 宗 )、 帕 里 、 定 日 . 江 孜 及 日 喀 则 等 地 ,都 是 货物 集散 地 点 , 畜 芋 往 
返 频繁 , 因此 家 畜 种 类 颇 形 混杂 。 输入 的 品种 ,如 蛇 闪 牛 ,锡金 的 扎 山 羊 、 猪 ,尼泊尔 等 
地 输入 的 性 冀 , 以 及 西北 输 往 的 黄牛 局 、 嘿 等 , 散 见 於 各地。 家 畜 疫 病 , 亦 以 这 些 交 通 
繁杂 的 地 点 为 传播 的 媒介 ,都 应 逐渐 增添 家 畜 防 疫 治 疗 的 说 置 。 

亚 东 区 春玉 河谷 周转 的 地 带 , 气 候 为 喜马拉雅 山南 坡 气候 ,潮湿 多 雨 。 依 自然 植物 
的 生长 ,属於 森林 地 带 。 河 谷 间 上 至 噶 达 ( 邮 站 ) 一 带 , 都 有 森林 分 念 (海拔 3,800—4,000 
米 )， 在 狂 涛 的 山谷 .山中 , 有 农业 生产 ,不 能 自 答 。 亚 东 为 西藏 地 方 与 印度 交通 的 要 省 ， 
运输 的 性 冀 往返 很 多 。 本 地 气候 潮湿 ,温暖 ,已 不 宜 蕉 舌 牛 .篇 羊 的 分 人 ,仅见 其 河谷 上 
WER, BRAS, 当地 乌 养 的 性 冀 , 主要 为 刀 、 局 供 运输 工具 , 乳 用 的 山羊 .黄牛 旭 
渐 多 饲养 。 

(三 ) 三 十 九族 区 

在 唐古拉 与 倾 多 拉 问 的 地 区 ,东部 大 致 以 唐古拉 支 尝 无 合 山 与 昌都 地 区 为 界 , 嘉 王 
桥 以 上 的 怒江 流域 。 本 区 大 部 为 收 区, 主要 为 苦 草 草原 , RS RAR, oR 
本 科 草 原 。 怒江 流域 河谷 的 山坡 为 森林 及 灌木 林 , 农业 分 售 於 入 藏 中 路 及 北 路 沿途 附 
近 , 海 拔 多 在 4,000 米 以 下 的 土地 。 收 区 主要 分 做 芯 北 路 及 其 余地 形 稍 高 的 地 区 。 

三 十 九族 与 玉树 二 十 五 族 为 毗 卷 之 地 ,， 原 为 八 十 二 族 , 清 初 将 四 十 族 划 归 青海 ,其 
余 四 十 二 族 由 清朝 驻 藏 大 臣 便 导 。 其 原 有 之 四 十 二 族 ,其 中 三 族 早 划 归 拉 莉 俩 导 , 现 属 
索 宗 , 故 一 般 称 为 三 十 九族 。 在 三 十 九族 中 , 过 去 的 封 职 共有 十 六 个 “ 百 户 "、 二 十 三 个 
“ 百 长 "分 做 北 路 的 六 个 宗 。 因 长 期 历史 变化 ,各 族 中 已 有 衍生 的 分 族 。 
SIRI MG, BSR ie IE”, KITE 1940 年 , 由 西藏 地 方 

政府 改 为 宗 本 制 ,将 各 族 分 属 蕉 丁 青 、 色 榨 、 赤 鱼 、 巴 琴 、 那 雪 比 如 及 阿 扎 伯 索 ( 亦 称 是 荣 
宗 ) 等 六 个 宗 。 解放 以 后 增加 索 宗 、 嘉 歼 宗 、 边 寺 宗 及 沙 丁 宗 等 四 个 宗 , 共 十 个 宗 , 移 称 
为 丁 青 区 。 以 地 理 情况 相似 , 故 列 艾 同一 区 。 

三 十 九族 区 的 牧区 分 做 如 砍 : 
#2 AM BASES 族 
8 — ARE 2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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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A ARE 13 族 
巴 琴 宗 一 一 有 朱 学 本 等 4 族 
上 比如 宗 一 - 有 大 朱 本 等 9 族 
阿 扎 伯 宗 一 -有 索 保本 等 6 族 ,以 上 夫 宗 奸 114000 A, HAF 55,000 A, 
本 区 之 巴 琴 宗 、 阿 扎 伯 索 宗 及 嘉 黎 宗 为 主要 收 区 。 沙 丁 宗 、 壹 翅 宗 .比如 宗 等 ;主要 

为 农业 , 其余 各 宗 在 现行 交通 道 傍 为 安 区 , 稍 远 则 为 收 区 。 
ROG Wai EEE ARE. DASE ZEEE FA. BB DR fn 

丁 青 之 上 下 从 宿 . 巴 琴 宗 .比如 宗 等 ,数量 较 多 。 
粗略 估计 ,家 冀 的 数量 大致 四 和 盾 有 400,000 VLE, HE 1,500,000 J, 
(四 ) 波 密 区 
本 区 为 雅鲁藏布江 流域 的 下 游 区 。 应 包括 倾 多 拉 山 版 以 南 的 波 藏 布 江 流 域 的 波 密 

区 、 尼 洋 河 流域 的 工 部 区 ,及 雅鲁藏布江 北岸 的 塔 部 区 。 

波 密 工 部 及 塔 部 区 , 依 植 物 的 生长 情况 , 应 属於 森 林地 带 。 森林 区 内 稍 平坦 的 谷 

地 ,已 星 为 农田 ,居民 以 家 业 为 主 。 只 有 河流 上 游 的 宽 谷 .森林 区 中 森林 已 秆 破坏 的 阳 

坡 及 高 山 掩蔽 的 地 区 ,为 畜牧 业 发 展 的 地 区 。 牧 草 为 森 宁 草原 及 河谷 上 游 的 苔 草原 。 

本 区 所 属 三 部 , 波 密 区 有 倾 多 宗 \ 曲 宗 ( 松 宗 ) 及 衣 页 宗 ( 东 久 宗 ) 三 个 宗 ,， 主 要 为 宏 

业 生 产 。 RRS A ASU, RAE BRR, 波 密 区 的 自然 环境 为 生 

PD Be ZE ARMA RA, Ark, WREATH 10,000 人 左右 。 BED 

WIT , MAN EL SRE EAE. PEA REE RPE. EDR, SA BR 

骗 、 黄 牛 等 ,一 般 农 家 都 鲍 养 猪 及 家 禽 。 波 密 区 家 畜 数 量 不 多 ,大 家 冀 锡 20,000—25,000 

只 , 羊 25,000 一 30,000 只 。 

工 布 区 属 则 拉 宗 、 江 达 宗 、 零 卡 宗 及 觉 木 宗 等 四 个 宗 。 居 民 以 务 家 为 主 。 工 部 区 以 

雪 卡 宗 为 主要 牧区 , 亦 为 西藏 地 区 的 优良 典型 牧区 。 次 为 江 达 宗 。 则 拉 宗 为 丰富 的 安 

EK URSA. 

TARE PER ANS. BR GEE EF ERAS, BOBOR UR. 马 主 要 出 产 世 雪 

卡 宗 , 体质 强健 ,结构 紧凑 ，, 为 西藏 著名 产 马 区 。 BUI RATA db Ke, 繁殖 

Sin Fo 

塔 部 区 ,包括 鄂 嘴 宗 、 桑 仁宗 、 拉 加 和 宗 及 甲 查 宗 等 四 个 宗 。 以 农业 为 主要 生产 。 北 

MK BERRA, WKAR, PARK (ARE, KR ORE. 

塔 部 区 牲畜 , DU BR. SEG E. HEAR. BAEC AS OP SK. 

GRR We A, He MCE GA IE, EBS 

波 密 区 所 包括 的 波 密 、 工 部 、 塔 都 三 部 分 , 属 认 森林 地 带 , 主 要 为 农业 生产 。 河 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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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 潮湿 多 雨 , 渐 不 适 欠 绵羊 、 特 牛 的 生活 , PERS LISS, BRO, FECE MBE, OP Mi 
山区 。 | | 
(五 ) 昌 都 区 
昌都 区 包括 金沙 江 以 西 、 怒 江 以 东 (怒江 以 西 的 硕 督 、 洛 隆 宗 亦 属 此 区 ) 的 广大 地 

区 ,南北 狭长 ,从 境 十 三 个 宗 ( 宗 数 新 有 区 划 ) ,物产 分 佑 为 宏 收 混 作 区 。 安 业 狗 估 315， 

芬 仿 认 南部 察 雅 各 地 ,畜牧 生产 狗 估 2/5, APACE, 东北 部 拉 都 一 带 , ARIS 
各 地 ,北部 较 多 , 江 达 北部 生 达 拉 都 、 邓 柯 一 带 较 多 ,有 大 片 木林。 

昌都 区 的 畜牧 区 ,以 拉 都 一 带 及 八 宿 为 主 , 其 他 散 做 於 各 地 , 与 安 业 区 相 混 。 HAD 
是 牧区 ,现在 试行 农业 栽培 。 MATHURA RS, SAIL RBA ND, dn 
“ 色 喜 拉 ” 及 “ 折 都 拉 ? 为 山地 过 口 , 亦 常 期 积 雪 。 拉 都 过 去 是 土司 制 ( 现 改 宗 制 ), 土 司 以 

下 有 二 四 个 甲 本 , 狗 3000 人 左右 。 拉 都 相 卷 的 生 达 ( 江 达 县 北部 过 去 属 德 格 土司 ) 及 昌 
都 的 北部 , 亦 多 牧区 。 

ii DLE LS, 在 怒江 东 岸 , 面积 广大 ,地势 西 部 较 高 ,向 西南 倾斜, 草 
原 估 天 年 以 上 。 双 宗 分 十 三 个 区 , 居民 八 、 九 千 人 ,有 3/5 是 牧民 , 故 一 般 称 作 窒 为 牧 
区 ,也 是 西康 著名 牧区 之 一 。 牧区 逼 及 全 宗 , 主要 分 做 记 北 部 , 如 待 马 、 格 日 . 买 局 CON 
上 、 中 下 三 区 ) 及 寺庙 , 头 人 所 属 牧 区 都 是 广大 的 草原 。 作 宿 牧 区 , 亦 属 放 苦 草原 类 型 。 
潮湿 的 草 丘 类 草原 分 伤 认 各 地 ,数量 不 少 。 此 类 草原 中 的 “ 国 锅 >”“ 茶 真 " 都 是 八 宿 苔 草 
PMR ESR YEA GMS OST AEE RS. REA 
WES. PIL SPS, Pa 

(天 ) 玉 树 区 

由 西藏 返回 途中 , 全 经 类 物 齐 入 青海 省 境 , 至 训导 、 玉 树 纸 月 余 时 间 的 简略 调查 玉 
树 藏 族 自 治 区 情形 ,然后 释 邓 柯 返 回 甘 孜 。 亦 划一 区 。 

”玉树 区 在 青海 省 的 南部 ,为 西藏 高 原 的 一 部 分 。 包 括 称 多 .玉树 (A). BERS 
BROS. 现 称 玉树 藏族 自治 区 ,玉树 区 地 势 由 西北 向 东南 琢 渐 借 斜 。 山 有 版 以 大 
和 致 自 西北 走向 东南 , 是 澜 洽 江 、 金 沙 江 (通天 河 ) 及 雅 苯 江 的 发 源 地 。 NATE LUE HE, 
吉 井 是 二 训 铬 呈 的 上 中 寺 ( 多 马 )、 下 中 寺 ( 买 马 ) 流 出 ; 杂 曲 由 玉树 县 的 扎 填 、 昂 震 流 出 ; 
植 曲 由 玉树 县 拉 休 流 出 ; 通天 河上 游 由 玉树 县 西部 的 雅 拉 、 宗 举 、 郝 美 等 区 流出 。 He 
LEW, HRS AMAR SESE, MEK, 

玉树 区 南都 与 三 十 九族 区 接壤 ,一 般 称 为 二 十 五 族 区 。 最 初 原 为 四 十 族 , 由 青海 西 
宁 便 导 ; 私 过 长 期 的 历史 演变 ,或 由 亦 受 压迫 、 死 亡 逃 移 ,部 族 消 灭 , 受 强迫 迁移 ,成 立新 
族 , Sar Sh AGE Rs 或 由 亦 部 族 扩 大 ，, 形成 新 族 ,如 扎 武 族 . 分 成 拉 达 族 , 布 庆 族 ,演变 成 为 
二 十 五 族 。 解 放 以 后 ,各 族 获得 新 生 , 又 恢复 为 四 十 族 。 各 族 分 作 情 形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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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 以 前 解放 以 后 

玉树 优秀、 格 吉 多 11 族 玉树 \ 格 吉 、 雅 拉 等 革 族 

BER. PIG. ERS 8 族 Be. Aik ERE 12 族 

称 多 、 年 错 、 固 察 等 6 HK 称 多 、 拉 布 \ 称 多 等 世族 

全 区 人 口 狗 77000 人 。 

玉树 区 西部 为 苦 草草 原 地 带 , 草 丘 类 型 分 做 其 间 。 偏 西 草 丘 区 增多 ,如 于 久之 中 塌 

区 (多 马 、 买 起) 玉树 之 那 售 , 偏 东 草 丘 减少 , 苔 草原 增多 , 如 囊 铝 之 国 迁 、 玉 树 之 拉 体 等 

Who ZARB AUS Sy PS Re, ACH TE AE BE Ji, BARA BBE J 

玉树 区 的 草原 估 极 大 面积 , BRE OEBAT WET. FE. PEE, 

马 次 之 ,全 区 和 鸥 有 马 五 .六 万 匹 ,为 康 藏 一 带 著 名 产 马 区 。 

RRL. =H, SRRBRES, 农田 面积 不 大 , 据 调 查 全 区 安田 狗 三 、 四 万 亩 。 

安 业 多 在 河谷 温暖 地 区 , PROSE, 在 通天 河沿 岸 及 圳 说 温暖 地 区 ,出 产 小 麦 、 豆 类 、 

油 荣 等 。 

BAMA HBA, 由 西康 和 玉树 区 已 渐 减 少 , ia. 测 洽 江上 游 的 杂 曲 、 

植 曲 . 吉 曲 ,森林 较 多 , EASE eR ASL, 玉树 县 的 布 庆 、\ 称 多 县 

的 年 错 略 有 和 森林 。 

和 

(一 ) 草 原 的 类 型 

念 趋 认 西藏 高 原 大 陆 的 中 心 , 大 陆 性 的 寒 沦 干燥 气 忌 〈 植 物 生长 期 内 的 低温 、 微 量 

和 不 均匀 的 降水 等 ), 所 发 生 的 作用 仍 为 明显 。 表 现在 草原 植 彼 上 的 特征 , EPR 

原 的 类 型 。 由 放大 部 的 土壤 粗 松 浇 薄 ,排水 不 良 , 适 应 生存 的 主要 植物 大 都 是 能 耐 筑 浓 

与 排水 不 良 的 粗糙 苦 草 及 潮湿 的 草 丘 植物 。 一 方面 ,家 畜 的 长 期 放牧 及 往复 践踏 ,形成 

植物 的 过 度 利用 ; 另 一 方面 , 由 共 植 物 对 家 畜 的 适口 性 低 , 有 的 草原 植被 未 被 利用 而 能 

旺盛 的 生长 。 这 些 条 件 的 综合 作用 使 草原 发 生 了 根本 的 变化 。 

西藏 高 原 的 自然 草原 ,以 东 草 科 的 若 草 、 骨 草 (Coresia) RAR HAS LBP 

植物 为 基本 的 草原 植物 。 随 着 环境 条 件 的 改变 ,高 原 的 西部 兰草 原 增 加 , AAR, 

草原 减少 ,而 禾 本 科 草 的 成 分 渐 趋 增加 。 南部 比 谷 的 两 岸 ， 燕 发 量 超过 降水 量 , 生成 年 

干燥 的 杂 草 原 。 

西藏 高 原 复杂 的 环境 条 件 , 在 高 原 的 一 定 环 境 条件 下 , 植物 径 过 长 期 的 适应 ,形成 

一 定 的 植物 琴 落 ,具有 一 定 的 种 类 成 分 及 外 貌 特 征 。 这 些 已 经 形成 的 植物 琴 落 ,在 高 原 

的 类 似 环境 条 件 下 则 重复 出 现 。 故 在 广大 的 草原 面积 上 , 可 以 获得 植物 分 人 和 和 骏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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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FE UE , TES EER A FB BE PRUE 

1. ID | 
He res AR FE Be AS I, Fa SHUI TA ZK, BEBE AKA BU De ea Fl Fs 

HE TER , TE SRE Be AS AS YS, ZZ FS TG BUR FS FEZ, BSE SEAS PER 

枯竭 。 高 地 的 草 丘 区 , 或 在 斜坡 , BITE LL MAS ak UL SE BSE RTT TE I, 地面 
和 经 常 湿润 ,或 有 时 存 水 。 这 些 草 丘 都 是 沼泽 水 分 逐 源 减少 时 的 地 形 滨 变 阶 段 , 它 已 经 股 

BRE Wine RB BY, EK PAS Ae UWyriophyllum spica- ， 

tum L.); YRRPAYAYAAE (Potamogetion crispus), ARI-AS (P. amphibium) ; 下 部 浸水 的 

Aiki (Typha angustata), KASH (Scirpus littoralis). ZX (Phragmites communis) . 

13% (Halorrhagis) %-.. 此 类 水 草 虽 在 湖滨 及 沼泽 地 区 常 能 发 现 ， 但 供 家 畜 利 用 的 意义 

很 小 。 散 见 在 日 喀 则 ,拉萨 各 地 淡水 滨 的 芒 昔 (Phragmites communis) 当地 常 浊 割 为 
青草 ,但 数量 不 大 。 

”已 淘 腹 离 沉 没 水 下 的 地 形 ,或 只 在 某 一 时 期 内 , 草 丘 植物 的 葵 部 仍 诈 在 水 湿 中 。 适 

玄 这 种 环境 条 件 的 是 落 草 科 的 嵩 草 属 (Cozresia sp.) EES ats RA 

的 根系 ,牢固 的 保持 着 草 丘 的 土 层 , 构 成 较 单 纯 的 优势 植物 天 落 。 其 他 植物 很 难 侵入 。 低 

Ja tS SES ARE (Primula), Hae Andiasace), (Polygonum sibirtcum), ABE, 

委 陵 茶 、 浦 公 黄 、 灯 心 草 (Juwmncvs Thomsont Ham.) . KAT riglochin palustre) 245 , 

草 丘 区 因 地 形 及 水 分 条 件 的 不 同 ,在 各 地 区 呈 雾 散 的 分 伤 。 在 高 原 的 西部 ,从 能 形 

BOM ROK Be, 在 高 原 的 东部 ， 则 较 雳 散 , 面积 短小 , 在 分 水 等 地 带 可 以 形成 汉 浪 

iro 

草 丘 区 地 形 不 平 , AK, EE PIA, 家 畜 不 易 进 入 牧 食 , 大 量 的 牧草 ,未 能 充 

分 利用 。 在 草 丘 区 人 工 割 草 亦 极 不 便 ,每 个 单独 的 草 丘 ,面积 狂 小 , 狗 在 一 、 二 和 平方 米 左 

右 , 形 成 草地 利用 及 交通 上 的 标 端 困难 。 

山 草 类 一 般 高 度 30 KYL, 在 藏 北 草原 可 达 45—60 厘米 , 产 草 量 很 高 ,每 平方 米 

可 产 草 一 公斤 左右 ,但 草 株 下 部 坚毅 , 残 莹 太 多 , 故 利 用 棕 低 。 山 草 有 极 密 的 六 生 株 桂 ， 

RAH PG, GOES, ARNE, 不 易 消化 ,家畜 多 在 开花 之 前 探 食 梢 部 , 开 

花 己 后 ,和 维 币 搓 增加 ,适口 性 降低 , 故 在 枯黄 之 后 , 谷 存 有 大 量 伺 株 ,冬季 草原 , 仍 一 片 枯 

褐 草 色 。 但 在 枯草 期 关 , 短 草原 中 大 家 畜 不 易 获 得 蚀 食 , 嵩 草 的 枯草 仍然 是 重要 的 蚀 

草 。 藏 北 草原 的 牧场 , 笋 民 偶 在 八 月 间 收 割 青草 , 此 时 已 媒 过 迟 , 应 在 六 月 花期 制 草 , 底 

富 於 营养 成 分 , 又 便利 收割 。 

2. FRR 

it (Carex sp.) RAHWE RE EU EATER Be. RAST Mh VCR, 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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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 岩 恨 和 不 整齐 的 冲积 层 上 已 经 生成 薄 层 的 土 壕 ,形成 比较 平坦 的 地 面 。 兰草 区 的 于 

层 , 虽 已 胸 离 水 进 的 阶段 ,但 其 构造 仍 有 排水 不 和 良 的 现象 。 

苦 草 以 生长 期 间 温 度 及 湿度 不 够 , 地 上 部 生长 短小 , 植株 的 平均 高 度 蜀 10 一 20 厘 

米 ,生长 期 间 的 同化 生成 物 ,多 运 办 在 地 下 部 分 ,使 条 长 繁 密 的 根系 充分 发 青 , 竺 成 深厚 
的 草皮 层 。 草皮 的 厚度 ,一 般 达 10 一 20 厘米 , pa EK, AE iA RR, APL 

物质 不 能 大 量 的 进行 分 解 , 所 以 苦 草 区 的 土壤 含有 标 手 富 的 有 机 物质 。 

在 广大 的 若 草原 面积 上 ,有 稍 干燥 及 稍 湿润 的 两 种 类 型 ,湿润 的 地 区 , 草 株 稍 密 , 生 
Fe PERMA WAL PE KB. 在 各 地 所 作 草 地 分 析 , ESA BR 

类 成 分 为 : FE OR) ABR. APE. BVM. ABS. ROK ORR 

(Thermopsis inflata) . PAB IRAE (Primula pymaeorum,) =F (Ranunculus sp.) . iG 

# (Rubia cordifolia), WIE (Stipa mongolica), 2-336 (Festuca ovina), FF (Poa 

sp.). ZH (Gentiana squarosa), F532 (Pediculoris sp.), Hip (Plantago sp.), 蒲公英 

(Taraxacum, Cremanthodium) , ¥¥2i(Alliwm senescens) , 3) (Urtica joypotorea)、 优 若 

32 (Eurotia ceratoides), bikie, REAM, AUR ee ee 

的 概况 。 在 取样 范围 以 外 ， 局 部 环境 条 件 的 改变 , 则 有 其 他 常见 的 种 类 成 分 。 

EK HI ABIE ALK, 已 渐 稳定 , 故 在 广大 的 高 原 上 ,在 相似 的 环境 条 件 下 ， 都 能 重复 

出 现 。 宅 估 有 高 原 草原 的 最 大 部 分 , 尤 以 高 原 西 部 发 展 更 广 。 

兰草 在 春季 萌发 最 早 , 3、4 ATA, EPR EAE, 形成 草原 早春 的 黄 缘 季 相 ,秋季 

枯 凌 亦 早 ,9、1I0 Al, BSH. 

兰草 株 小 , 产 草 量 低 ,放牧 的 畜 短 中 大 家 冀 不 易 饱 食 ,因此 ,限制 着 家 畜 的 生产 和 分 

作 。 黑 河 地 区 的 苦 草 短 草 原 区 ,及 藏 北 短 草 原 区 ,为 西藏 地 区 牧羊 生产 的 中 关 。 

(3) ORE, ACRE AE RY 

高 原 东 部 地 区 , 受 海洋 季风 的 影响 ,降水 量 较 大 ,植物 在 较 多 的 湿度 供 答 下 , 略 能 充 

分 生长 , 喜 湿 润 的 植物 ,在 这 里 也 能 得 到 发 育 。 但 降水 多 为 夏季 吨 雨 的 形式 , 十 后 水 分 ， 

流入 低 容 的 地 方 , 未 能 充分 利用 ,因而 草原 在 生长 期 间 亦 呈 干 燥 现 象 。 

这 一 地 区 草原 植物 的 短 落 是 混 生 的 类 型 ,水草 及 几 种 禾 草 是 优势 的 植物 , 关 时 类 的 

杂 草 ,也 能 获得 志 充 分 的 生长 。 一 般 植株 较 高 而 稍 密 , 产 草 量 较 大 。 在 驮 落 的 组 成 上 种 

类 亦 渐 增 多 ，, 每 一 平方 米 的 面积 上 植物 的 种 类 可 达 20 种 以 上 ,形成 水 草 、 禾 草 混 生 的 外 

Bee WHAT Fes) AS A a PRAY PAPE Se HE, RE Ye PS at HT BY Je BE A TA PTE SR 

混 生 草原 类 型 ,所 佑 面积 较 大 , 在 小 面积 中 的 植物 种 类 , ZEC pS , TEER IT. ee 

江 及 测 洽 江 流域 草地 植物 的 类 型 分 析 , 包 括 有 : 

He OLE). ae. WS (Festuca sp.), RxE RE (Agropyron 8p.)、 消 公 英 、 柴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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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er sp.). VEHIAE. RPA (Leontopadium alpinum), HR. WAS. Hh (Oxytropis 

sp.), SFUEAA(Thermopsis sp.). ABR. AFA (Polygonum sphaerostachyum). R556 

(Pedicularis siphonantha), 7¢fih (Gentiana sp.) , a (Geranium sibiricum), BR 

(Sedum sp.) 3. 

在 混 生 类 型 中 , 禾 本 科 为 高 株 的 植物 , ROS A re, BK, 亦 生 长 较 “ 

高 。 禾 本 科 草 的 高 度 鸥 在 45 厘米 左右 ,兰草 的 高 度 为 15 一 20 厘米 左右 。 

高 原 东部 的 地 形 较为 复杂 , 刘 生 草 区 多 生 在 险 坡 ,或 迎风 多 雨 的 山坡 以 及 河流 上 游 

灌木 草原 地 带 ; 混 生 草原 植物 种 类 较 多 ,植株 柔嫩 、 营 养 成 分 稍 高 ,是 为 康 藏 高 原 的 优良 

高 草原 , 阳 玻 及 平坦 地 形 区 则 常 为 苦 草 的 短 草 原 。 可 划 为 优良 的 割 草 场 及 放牧 场 , 以 供 

BEF ERG RENE Lio 

4 ARBRE 
RABBS AE. FERRI OE, Merk RS, (Bi 

EAR, RAE MARK RAMA AAR RATS. TEAM, AEB , 

有 森林 分 佑 的 河谷 阳 坡 ,森林 早已 消失 , 降水 量 虽 多 , (Ace Be, AAR 

射 强 ,蒸发 量 大 , 生长 期 间 亦 现 干 燥 现 象 , 此 类 地 区 ，, 亦 为 禾 本 科 骏 落 所 侵 佑 。 

在 出 蓄 、 谷 口 和 新 形成 的 局 形 冲 积 地 , 上 下 层 为 堆积 的 石 塌 , 上 面 复 盖 砂 层 , 表 层 为 

澡 薄 的 砂 土 ,生长 着 粗糙 耐 旱 的 禾 本 科 才 落 , (TE ATE YP ABRIL, ESS BENE 
的 禾 本 科 植 物 短 落 。 河 谷地 带 的 河床 冲积 , 砂 性 疏 松 的 土 层 , 也 是 禾 本 科 肚 落 繁 生 的 地 

EK. BRL, KPA BIR, AAR AA SE. 

bps eK ay La, SHAS, HDR, RAR ILI ERA 

BY, AIRE (Pennesitum flaccidum), G3¢(imperata) , HH (Calamagrostis) RR 

BARKER, MHUMANK, Kh, AMBALA, FE LAK. 

5. PF ERI AR EY 

BP RIE TRA eA 发 生 在 地 面 受 严重 使 他， 水 分 与 土壤 条 件 不 Bis 4 he 

植物 生长 需要 的 地 方 。 地 面 的 情况 或 为 表层 土壤 冲刷 闲人 鲁 殖 尽 而 使 砂 碟 裸露 , 或 在 石 

悉 堆积 上 表面 被 复 薄 层 的 土壤 ,或 为 湖底 沉淀 , 形成 紧 实 致密 的 不 良 土 层 和 结构, 或 是 碱 

性 较 重 的 地 区 。 在 这 些 地 区 , 植物 短 落 的 组 成 ,显得 十 分 稀疏 ,在 小 面积 上 的 植物 种 类 

已 经 很 少 ,一般 都 有 旱 生 的 现象 。 主 要 的 植物 : 

B.S SE VER. HS. SER (Lontopodiwm sp.). FBR. Th 

—Pk(Phlomis rotata) , 53% (Stellera Chamaejasme) , 

FEE SA ER RIE ASE. 主要 的 种 类 , 在 河谷 中 有 酷 酸 条 

(Hippophae rhamnaides) , /}% (Berberis) , HiZ8%8 (Caragana erinacea) , FFA (Co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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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er multiflora) 等 。 在 干燥 的 阶地 及 沙 潍 上 ,， 有 白 刺 (Sophora 'moorcroftiana) , iH 
(Ephedrs) 5, 1 7E WU He AAT ALG (Rhododendron fastigiatum) #4235 (Spiraea alpina) , 
金 腊梅 (Potenfilla rwuticosa) 等 。 在 灌木 六 中 生长 各 种 的 草本 植物 , PY BEE Bs Baca). 

这 一 类 型 的 草原 ,植物 稀 朴 , 产 草 量 低 , 而 且 在 娠 落 中 生长 较 盛 的 植物 多 不 适 芯 家 
” 畜 利 用 ,所 以 草原 的 利用 价值 不 天 。 

(二 ) 草 原 分 作 
根据 草原 植物 琴 落 的 种 类 成 分 和 外 貌 变 化 , 康 藏 高 原 的 草原 分 优 , 可 区 分 为 四 个 

地 带 : 

1. 藏 北 若 草草 原 地 带 ; 
2. 水 草 、 禾 草 混 生 草原 地 带 ; 

3. PRGA ET RSS J 

4. 森林 区 禾 本 科 草 原 地 带 。 

相关 草原 地 带 之 间 , 界限 阔 不 显明 , 常 有 中 间 水 渐 过 滤 的 草原 地 带 , en RL SS 

原 地 带 与 三 十 九族 区 范 草 , 禾 草 混 生 草 原 地 带 间 有 兰草 草原 过 滤 地 带 ,森林 区 禾 草 草原 
地 带 与 东 草 ,用 草 混 生 草原 地 带 间 有 灌木 草原 地 带 , 牢 干 燥 草 原 地 带 与 藏 北 苦 草 草原 间 
有 灌木 草原 地 带 。 过 滤 地 带 的 关 度 亦 因 地 形变 化 ,而 有 不 同 。 各 地 带 的 界限 , 常 受 地 形 

及 气候 影响 ,而 延伸 入 另 一 地 带 ,使 草原 外 瑶 , 随 地 发 生 混杂 、 穿 插 的 现象 
1. 藏 北 苦 草草 原 地 带 : 
PAC REASON SIT WL RS AR, 其 东部 ， ma 

Hh ( iy) ATG, EDR “SEE” 区 , 是 大 高 原 的 中 心 。 ARES Bea Se, Wd CR 
河 ) 一 带 ,水 渐 向 东 倾 斜 , 变 为 外 陆 水 系 区 。 

依 植物 短 落 的 分 佑 情况 , 自 索 宗 ( 三 十 九族 区 ) 西 面 的 郭 线 噶 拉 以 西 的 草原 ;与 藏 北 

高 原 应 成 一 区 ,同属 认 苔 草草 原 地 带 。 
三 十 九族 区 的 北部 及 其 所 属 阿 扎 伯 宗 . 巴 琴 宗 及 二 十 五 族 区 圳 说 西部 的 中 塌 族 等 ， 

玉树 西部 的 那 盒 族 , 扎 者 族 等 , 依 草 原 的 类 型 , 亦 应 划 太 这 一 地 带 。 
藏 北 高 原 的 地 形 ,大致 为 起 伏 的 山 划 ,环线 着 小 形 的 健 地 , Ti AEG WL BAA 

OZ, 常 兹 排 地 东西 向 伸展 , 或 能 相互 联系 。 黑河 以 东 , 环线 盆地 的 地 形 渐 不 显著 ; 

FORTE SE ABD, Ts TPE, 或 为 逐渐 润 竟 的 湖底 , 或 被 水 分 侵 鲁 为 断 续 的 草 丘 。 
低 宕 地 面 的 水 分 , 常 因 季 节 略 有 涨 落 ,冬季 枯水期 间 , 草 丘 间 形 成 干 泗 的 深 治 ; 或 者 地 面 

交 常 存 水 ,形成 高 原 中 的 沼泽 地 区 ,在 夏季 常 为 放牧 交通 上 的 障碍 。 
藏 北 高 原 区 的 草原 分 伤 , 苦 草原 ( 短 苦 草原 类 型 ) 狗 估 2/3, 是 最 基础 的 草原 类 型 ， 

营 草 原 移 估 7 一 10 和 多。 草原 类 型 的 分 售 , 随 地 形 而 略 有 变动 。 随 高 原 向 东 , 芒 草原 区 乏 



Ss * BW sh 403 

wD SSAA, SEK A i, TER PK BE Be, ee 

齐 , 那 木 湖滨 , AA Hi, RRR, 形成 连续 的 草 丘 地 带 。 渐 向 东部 以 渤 黑 河 
周围 , 地 形 开 扩 , 低 山 漫漫 ,为 广 冰 的 若 草 原 区 。 

“从 车 草原 的 自然 条 件 及 利用 情形 上 看 , 大 和 致 为 纯 牧 区 , 如 后 藏 区 的 雅 巴 、 图 门 等 牧 

区 ,前 藏 的 黑河 、 囊 如 、 那 分 等 牧区 都 是 西藏 的 重要 牧区 。 三 十 九族 区 北部 的 巴 率 、 阿 扎 

伯 , 二 十 五 族 区 圳 说 之 中 坪 , 玉树 之 扎 赛 、 那 盒 等 若 草原 区 都 是 重要 牧区 。 即 在 莎 草 禾 

草 混 生 草 原 地 带 中 , 如 昌都 地 区 的 拉 都 \ 八 宿 之 围 钦 亦 为 重要 的 苦 草 原 牧 区 。 
在 各 地 若 草 原 进行 分 析 的 千 果 , 每 平方 米 的 产 草 量 葛 为 0.15 一 0.22 公斤 ,各 地 的 差 

ERK. 根据 放 M 牧 的 情况 , 依 天 家 畜 的 体重 估计 , 每 天 多 需 青草 35 一 45 公斤 , 则 苦 草 
草原 平均 全 年 160 一 240 市 亩 ,可 以 养活 一 头 大 家 畜 。 如 以 先 羊 计算 , 则 需要 35 一 45 市 

i. | 

2505 BASHIR SURE EAU. eMC WF PHA SK 55 —60 % (大 限 

FE) HEAP DR AY es 45—55 % , FG BUR SSA RE SE, RE Be, 黑 
ii J RD PR, RSA BES AL SS J BRE OE ELE BRE BES 

2, PSI, ARLE AHS J Ha 

USS AALS A AS, BR, RWB 2 PS RR, EE 
SASSI, AS EE DT A (EL A DBS BA) , 西 自 三 十 九 

族 区 索 宗 以 东 的 地 区 。 南部 则 地 形 复 杂 ， 森林 地 带 及 灌木 草原 地 带 的 分 做 , AEE 

Wa ey Ta ATi Ve AL. EA, 介入 混 生 草原 地 带 的 内 部 ,北部 出 西康 境界 而 入 青海 省 的 
玉树 二 十 五 族 地 区 如 可 说、 玉树 等 均 有 一 部 草原 属於 此 种 类 型 。 

本 地 带 内 的 河流 属 外 陆 水 系 , 雅 碍 江 、 金 沙 江 、 澜 洽 江 、 怒 江 族 大 河流 ,支流 艇 横 , 地 

FAB. JAMES, 河流 上 游 寅 谷 平坦 , 但 向 南 则 河谷 深切 , EEE, ESS 
地 ,形成 悬崖 深谷 。 由 共 地 形 显著 差 届 以 及 随 伞 而 来 的 自然 条 件 的 变化 , 虽 在 同一 地 

区 ,草原 类 型 的 分 做 , 则 显然 不 同 , 震 落 中 的 成 分 比例 , 因 地 而 有 变化 。 草原 由 西向 东 ， 

营 草 局 植物 的 比例 逐渐 减少 ,而 禾 本 科 、 植 物 则 有 相对 增加 的 趋向 。 草原 的 东 端 , 延 及 
WIL HLM, SEM USERRA ARNT. 由 於 草原 降水 量 的 增高 ， 

喜 湿 油 的 关 叶 类 杂 草 , 亦 渐 能 充分 发 育 , 硼 成 浴 落 中 的 重要 成 分 。 

混 生 草原 地 带 与 西部 的 苦 草 原 地 带 相 比 ,地 势 已 然 降 低 ,温度 相 随 增高 。 降 水 量 受 
地 形 的 影响 ,显然 较 西 部 为 高 ,土壤 虽 受 降水 的 严重 侵蚀 ,但 土 层 仍 显 较 若 草 原 区 为 厚 。 

所 以 植物 生长 茂盛 , 即 同一 落 草 科 植 物 , 生长 则 较 西 部 为 高 , 草原 的 产 草 量 , 亦 相对 的 

增高 。 

FHSS AER PE HSE DY, HERTHA BE Be WG Ab YR AY HE HK IN SE (Achnatherum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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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lendens.)， 伸 入 康 藏 高 原 。 现时 的 分 伤 , FET ERAS HER TC Bie tae a TEA, 
其 所 扩展 的 范围 , 似 竺 未 能 西 滤 怒 江 。 

本 地 带 的 东部 气候 条 件 逐 渐 适 放 植 物 的 发 至 , 草原 植株 增高 , 种 类 密度 加 大 ,已 能 
生成 中 度 的 高 草原 类 型 ,个 别 的 种 类 及 地 区 ,已 成 为 高 草原 类 型 。 温润 的 山坡 ， 且 可 制 

草 , 即 在 西部 地 区 ,如 三 十 九族 区 的 西部 , 巴 达 松 多 ,雅安 多 ,及 索 克 河 一 带 ,牧草 都 生长 

RE, PLAIN, fA ASTI GE PT HA 150 公斤 青草 。 关 叶 类 杂 草 , 虽 亦 为 草原 硼 成 的 
重要 种 类 ,但 因 适 口 性 不 高 , 易 於 变化 ,上 且 调 制 困难 ,难以 崇 存 ,未 能 充分 利用 。 

混 生 草 原 可 供 马 、 和 后 、 羊 适当 利用 ,各 种 家 畜 的 自然 分 售 , 亦 能 适当 配合 。 禾 本 科 高 

草原 的 增加 ,对 於 马 的 繁殖 如 玉树 马 、 西 康 马 ,都 是 优良 的 条 件 。 
家 畜 的 蚀 养 , 除 放牧 以 外 ,冬季 可 以 补充 干草 , 印 养 方法 已 稍 进 步 。 草 地 分 析 ; 每 平 

方 米 平 均 产 草 量 为 0.22 一 0.28 公斤 ， 以 大 家 冀 计 算 , 平均 公 年 锡 需 草原 面积 160 一 200 
市 亩 ,小 家 畜 为 30 一 40 Wit. 

”3. 森林 草原 地 带 
在 西藏 高 原 东 部 、 南 部 ,森林 与 草原 接壤 的 地 带 ， 常 穷 插 着 钳 术 的 森林 草原 。 
西藏 高 原 的 东部 , 金沙 江 流域 的 森林 , 沿 生 达 、 西 邓 柯 而 入 青海 境内 , 过 朝 午 拉 以 

北 ,在 通天 河流 域 ,森林 只 偶然 出 现 ,或 变 为 灌木 阶段 。 澜 洽 江 上 游 日 曲 , 吉 曲 * 杂 曲 、 植 
曲 各 支流 谷地 , 在 西康 境内 、 类 物 齐 一 带 及 训 狠 南部 都 有 森林 。 怒江 在 三 十 九族 区 内 ， 
直至 索 宗 附 近 沿 江 谷地 , 都 有 森林 。 森 林 的 边缘, 逐渐 变 为 灌木 阶段 ,或 森林 草原 。 森 
林 常 在 草原 的 围绕 中 , 延 夭 到 草原 内 部 ,如 怒江 东 岸 的 作 宿 ,已 属 若 草 原 地 带 ; 而 怒江 河 
谷 森 林 , 则 西 达 索 宗 。 

雅鲁藏布江 下 认 ( 转 境内) 各 支流 ,如 尼 洋 河 ̀ 波 藏 布 江 及 其 支流 流域 ,所 谓 波 密 区 ， 

属於 森林 区 ,其 河谷 阳 坡 ,如 尼 洋 河北 岸 及 河流 上 游 ,渐变 为 森林 草原 ,地 势 更 高 之 凸 游 
寅 谷 , 双 变 为 苦 草原 。 

Yl A PRPK_L WES BEAK (Betula mandshurica var. szechuanica) FARES, ane PE 

LVR IEIG AE: AT MK (Quercus semicaprifolia) 草原 , 如 尼 洋 河 下 游 及 波 密 一 
带 。 或 更 延 为 山 柳 (Sal1iz sp.)、 红 枸 子 (Coloneaster roultij1ora) 等 灌木 草原 。 HR 
阁 树 叶 及 果实 ,在 冬季 均 为 家 畜 的 良好 钼 料 。 

森林 草原 ,以 禾 本 科 且 落 为 基础 植物 ,更 混 生 各 种 关 叶 类 杂 草 。 森 林 草 原 之 禾 本 科 
Hite, OEE SBOE, 各 森林 草原 区 ,如 西藏 之 尼 洋 河流 域 及 波 密 区 RI 
好 繁 殖 区 。 西 康之 德 格 区 ,三 十 九族 区 ,也 都 繁殖 一 部 分 西康 马 和 于。 

森林 草原 区 内 , 尤 以 包围 在 森林 内 的 草原 , 降水 量 大 , 已 不 是 痢 羊 自然 分 做 的 理想 
区 。 区 内 的 温度 增加 , 亦 渐 不 宜 放 和 晨 和 牛 的 生存 , 驮 牛 的 自然 分 人 ,逐渐 减少 , 渐 为 黄牛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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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 。 由 德 林 宗 太 波 密 区 的 河谷 草原 及 波 密 区 的 其 他 河谷 ,气候 环境 及 草原 类 型 , 均 适 

RU ALAR EH 
4, 牢 干燥 的 杂 草 草原 地 带 : 
分 仿 在 雅鲁藏布江 继 谷 雨 岸 的 草原 地 带 , 一 般 植物 都 具有 早生 的 特征 。 这 一 个 干 

燥 地 带 的 草原 , BED Fe ICH AE PE A PH. SE EA 
类 的 耐 旱 种 类 。 生 长 稀 朴 、 产 草 量 小 、 载 畜 量 低 。 

=. 家 音 种 类 及 性 能 

TG HES SCE EBA, RB MARU ME EAS. HAIER, 

FRR MRE AE A ZK , AWE thi, NEE AE HEAP es RH 
畜 , 暖 热潮 湿 , 渐 不 适宜 , 旭 拉 宗 以 东 波 密 区 的 谷 里 , 潮 进 多 雨 ,分 佑 减少 。 Hae R FE ee 
区 边界 ,繁殖 较 多 , 黄牛 为 农 区 主要 性 畜 , 安 区 的 扎 畜 主要 为 黄牛 。 山 羊 主要 供 肉 用 及 
扎 用 ,分 佑 於 安 区 , 仿 向 牧区 ,数量 仿 渐 减 少 。 

马 普 逼 分 优 在 农 区 与 收 区 , 疏 数 量 不 多 , 专 供 畸 乘 之 用 , 西康 区 及 尼 洋 河流 域 的 森 
林 草 原 地 带 及 水 草 、 禾 草 混 生 草原 地 带 分 售 较 多 。 

AMG AMRRE , UGGS, ROK Hi BSE, DASHES. 
Sb LAO EIR, PMR RE BO WOME Pi RO FEE 

GRAIL FUELED WEA WE FE 
(—) #84 
1. HEA A PERE 
#64 (Bos grunniens) , 主要 分 做 於 高 原 , 善 能 适应 高 原 寒冷 气候 ,在 西藏 落 草 原 上 

分 佑 极 广 ,由 康定 以 西 的 高 原 上 , 序 为 大 双 特 牛 的 分 佑 区 域 。 
用 牛 的 主要 特征 是 房 涯 突起 ,第 五 琼 状 突起 的 为 27 厘 米 , 较 杆 椎 高 1 厘米 。 头 大 ， 

HOE. BU TRA, ACE AK, Sh LE RR, BE Pa, 角 输 显著 , 亦 有 无 
$45, USPEREBIIR, HESS FEA ST, EAB WE Ja RK, MI PLB, 

公牛 军 九 圆 实 而 小 - 腿 短 四 肢 强健 ,关节 粗 实 筋 腹 发 达 ,中 坚实 ,路 壁 高 , 适 克 山地 行走 。 
毛色 磋 杂 ,普通 为 黑色 ,或 为 神色 、 灰 青色 ,或 为 黑白 毛 磋 杂 , 忆 端 腹 下 毛 长 狗 27 厘米 。 
HEE HK RAO: 

! 体 尺 (Jai 米 ) 

2on ef | tema | 人 | Da 
is 6 132 124 141 186 
母 | 107 

t 别 WW) eK RK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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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F PY, SRM AER TERROR, UL LUE] PIKE EF, ae 

BK, AEE a. WE TLE, HE, eS Ba 

Bs J 5 32 BG TE WAL AE, A PAE, FY A SEA, 但 无 确实 

PUB, RARE SORE BBS. | 

2. 畦 牛 的 生产 性 能 : 

HEP SEE, BAS. ETHER, 以 蹄 部 坚实 ,可 用 一 面 蹈 甲 ,站 立 兰 按 ， 

REYE URL IK, SABRE AT KEI LE , WCE IR AB. | 
ARG), AER, DEEL ERA AL ECP ig A ae 4 一 6 NE, ON PY HE 

A AREER, YEP, TRB, DAHER 120 Jr, 47 30—40 BEA 

DAP. (BASSINE. 

Ee /P TE LA BARR OME PT RPL FB SB HEAP SLED fe 

未 进行 精确 调查 。 普通 一 个 泌乳 期 狗 5 一 6 个 月 , 每 日 产 乳 量 二 、 三 斤 到 四、 五 斤 不 等 ， 

含 脂 这 较 高 , (AEA ADL 据 请 狗 在 T—9% , 普通 一 个 泌乳 期 间 , 产 酥油 量 各 地 不 

同 ,大致 为 15—24 斤 ( 牧 民 交 和 给 畜 主 数 )。 产 肪 量 随 牧草 生长 情况 不 同 , 6 、7 月 奶 量 较 

ZB, Tu. A wR | 

FAKE RREWERA Ri, AEWA, TR, CR, WA 

美 。 
犊 牛 於 每 年 夏季 ,由 局 端 腹 下 剪 取 长 毛 一 次 ,每 头 可 得 毛 2 Te, AD, 

袋 ,雨具 , 和 藻 悉 等 。 生 尾 输 出 ,大 量 牛皮 亦 舍 未 能 适当 利用 常 作 包 蓉 外 皮 。 

3. 配种 名 惯 : Fi 

Ea Sas RZ URI FEE, YEP PEFR. 青年 牛 锡 在 三 、 

四 岁 开 始 配种 ,但 请 从、 九 岁 后 ,性 机 能 即 渐渐 琶 退 。 

FEAF Bets EY 20 日 左右 。 配种 期 常 在 6、7 月 问 ,型 年 3、4 APH, REID 

为 九 个 月 。 治 途 调 查 各 地 与 咎 配种 情形 如 砍 : 

6 7 IS 

地 chee Ue 其 (月 ) 

mvc | eee = 
雅 多 安 ( 农 区 5 一 6 3 

者 九 族 区 | ER ee) 5 一 8 3 一 6 

VENER AE) 5 3 
SABRE | MEE HCE ) 5 一 6 is 
从 URE) 6 一 7 一 
后 藏 自 利 (类 区 ) 二 6 一 8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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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牛 繁殖 这 很 低 , 沿 途 调 查 , 普 通 两 年 产 一 各, 根据 八 宿 牧区 的 调查 , 待 马 牧 区 ( 八 

宿 草原 的 最 北部 ) , AR RT ER AS BREESE , BEAG 318 Sh, BF 239 5k, HAP 144 Sk, AR 

TEI — BEF, AAP EAP ASE Bi , BN ESSER I 25.8 7, 

Fa ane ee PAE IE OK: 

地 点 | We ae ie, a ee | ee eT | 成 年 对 特征 比例 多 (繁殖 率 ) 

夏 拉 有 页 巴 20 27.3 

BR 通 7 23.3 

Warr LALA 58 32.2 

BRAS 20 27.3 

ela HE (UMA LSS HEE PREC WEE RBC 23—32.% . (AHEM IE SENT 
PEA EECA. 根据 上 述 作 宿 待 马 牧 场 的 调查 , 在 144 SHE 
5K TB Ske, AOE PREY AERC CAR HTS 52%. 如 以 成 后 三 (不 计 其 死亡 ) SBA 
之 成 活 者 相 比 ， 则 屋 牛 增殖 李 不 过 10.715 %, 牛 埋 每 年 消耗 於 肉 食 , WISE, RHI 
12%, ESA ATER, 每 年 之 消耗 李 葛 15 多 。 依 此 光 字 推算 , Wa RUNS HEAR LR 
i, 惯 牛 的 死亡 数字 ,由於 饲养 管理 不 同 , 各 地 区 或 有 差别 。 但 死亡 率 最 低 亦 达 25 一 
30% 。 

牛 涯 的 增殖 ,首先 是 母 牛 的 繁殖 这 提高 ,及 惯 牛 的 死亡 率 减 少 。 此 二 者 发 生 的 主要 
原因 , 大 致 由 大 包养 条 件 不 够 , RSM, 故 西藏 性 冀 之 改进 , 首先 在 使 草 原 充 分 利 
用 ,及 进行 合理 的 包养 管理 , 瘟 替 才能 获得 增殖 。 

(=) Fi4F 

RAPER AEF PERE: | 

HBS CES ERODE AE, AIBA ZI, AN 2g EE me 
者 较 多 ,产生 之 篇 牛 , 藏 语 名 “ 芙 坐 "， 体 大 能 耐寒 洽 , 尾 似 黄牛 尾 , 尾 梢 有 30 厘米 长 毛 。 
公 败 后 与 母 黄牛 交配 产生 之 旷 牛 , 藏 证 名 “天 坐 ", 尾 较 性 牛尾 长 , 体 小 不 能 耐寒, 死亡 率 

° ah; 

强健 有 力 。 PAGE ,但 较真 牛 略 长 。 Adin HF, ERE. 一 般 毛 色 黑 ,或 为 碰 色 ,或 为 

活 和 白 毛 。 体 尺 ( 按 五 头 牛 的 平均 ): 

52 A Ey 127 厘米 

Tite 124 厘米 

HB 133 厘米 

Fea El 183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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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RS ZA BEE, 或 公敌 牛 返 交 产生 御 牛 , 藏 语 名 “都 坐 ”或 “ 果 亚 ”青海 藏 证 称 “ 杂 

里 巴 "。“ 果 亚 ” 发 育 不 正常 ,或 不 易 成 活 。 一 般 谓 秘 公 牛 无 生殖 能 力 。 往 公牛 与 咎 母后 

交配 ,或 与 黄 母 咎 , 兰 母 个 返 交 ,不 能 生殖 。 ARPES HAE, SIC IBD 

成 活 。 

西藏 以 母 自 牛 与 公 黄牛 ,或 公 犊 牛 交配 ,每 代 的 名 称 如 次 : 

公 黄 后 BEFEAE (SRM x FER) 

BEGG xX 3a (BRAVE) 

ie x BBE (BRAVE) 

BERR X AGG (GRAMME) 

BES EE Xx BB (RNB) 

BENG BE x ZS 8G (GRY) 

a 
FR ARG PSAP REMI 28 9 A. BH 5 EAE RIO 8 

Ay A ARES, HAP Bee, = 8 AT ee , 

HG EAT PERE BEES. 4k SLR ATs 8.5 一 4 斤 , 在 一 个 泌乳 期 中 ,7 个 月 可 制 酥油 

35 AeA. $4 PESM, EPR PE, SSE HR, HE 120 斤 , 可 日 行 70 一 80 里 。 西藏 
旷 牛 的 出 产 ,以 后 藏 定 日 一 带 所 产 体格 较 大 , 供 雅 重 藏 布 江 谷 地 耕 田 之 用 。 

在 西藏 地 区 ,提高 役 用 能 力 及 产 乳 量 ,现时 应 注意 利用 杂交 ,繁殖 咎 牛 。 

(三 ) 黄 牛 
西藏 黄牛 属於 蒙古 型 牛 。 体形 瘦小 , 后 绕 及 乳房 都 不 发 育 。 毛 色 破 杂 , 多 黄 神色 ， 

或 为 黄白 ,黑白 , 黑 褐 等 色相 间 。 黄 牛 体形 ,各 地 略 有 变化 ,日 喀 则 一 带 体格 稍 大 。 体 尺 
情形 如 次 : 

体 尺 (= 2) 
地 xk la He HW | woe ee 

mn Oe | 体 长 | 网 Bl 

公 5 91.5 | 103.1 112.8 

+ | 
HE 15 93.5 108.6 129.1 

A 0g By 母 16 106 | 114 146 

BOP CHAE AAS, EDA REARS ENA, ARE Ae, 

WEEE FE EERE ARN ATE , tn AC i Fi), ES BF WIE, MBAR s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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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牛 ,配种 期 ,各 地 亦 不 一 致 ,一 般 在 "一 9 ARCH, 3B—5 AEP, WFR TEA, 

月 间 ,普通 泌 殷 期 六 个 月 ,长 者 可 延至 一 年 , 产 乳 力 低 ,普通 每 日 2 一 3 斤 , 在 一 个 泌乳 期 

中 ,六 个 月 可 制 酥油 八 \ 九 斤 。 在 雅鲁藏布江 南岸 嘴 拉 湖区 , 产 奶 量 高 者 , 每 日 可 达 12 斤 。 

BEA MAE ,主要 为 供 乳 用 , 笛 牛 耕 田 ,或 策 作 驮 运 。 乳 用 黄牛 ,在 农 区 所 估 数 

量 , 在 后 藏 ,三 十 九族 区 及 昌都 等 地 调查 情形 如 次 : 

地 区 Oe me ( 头 ) | WF & Ce) | 重信 (雪人 

后 藏 江 攻 农 区 Me, BR, BH=IMK 
民 550 8 755 638 45.81 

+HtuiK RES, KEK, 50 ARR 64 132 67.3 

昌都 安 区 察 雅 105 295 73.7 - 

EMRE RAT 30 32 51.6 

由 上 表 和 统计 ,黄牛 在 农 区 有 重要 的 经 济 价值 , 乳 黄 牛 估 牛 二 总 数 的 一 定 以 上 。 
(四 ) 输 入 的 牛 种 : 

在 拉 际 日喀则 各 地 ,有 由 西北 输入 的 天 黄牛 , NES OEE, 主要 供 耕 田 用 ,数量 不 
多 。 

1. 5b 4F 
日 喀 则 及 周围 农村 , Bi ARSE AZ, BOND ERR AIM, HE 

$3 Ora PAA A, BE RAR A AY, fl FEEL ILD IB), RBA IES, BBE 
2 PAYER RETR, DEWEY, BEART BVA RIZE. 
BEAAEAS IRIE, LIE, MB, PURE, 向 外 开展 , POSER SS ARIE BR, HIER 
著 的 特征 , WHENRIE. SE-ACEIRIEREK, 但 输入 的 一 部 分 体格 不 大 , EIR, AR 
AB AIK: ( 按 公 母 各 5 头 的 平均 ) 

公 

母 

怠 岸 咎 与 当地 小 黄牛 杂交 ,所 生 之 牛 ,体格 大 而 圆 实 ,无 肩 罕 ,泌乳 能 力 稍 差 。 以 杂 

种 后 与 母 黄牛 返 交 ,可 生殖 。 驼 岩 牛 与 母性 牛 交配 ,所 产 之 牛 ,体格 较 小 ,以 杂种 牛 与 母 

片 咎 或 母 黄牛 返 交 ,不 能 生殖 。 以 驼 源 牛 与 当地 黄牛 杂交 ,所 生 之 杂种 牛 ,体格 二 大, 役 

用 力 强 ,有 助 於 日 喀 则 一 带 宏 村 的 赫 畜 问题 , (ME SFE SLE, 旭 收效 不 大 。 怨 产品 

为 藏 民 生活 的 必须 品 , 故 改进 牛 种 , 怨 役 策 用 ,或 乳 肉 生 用 则 必须 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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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A 
FE De HE VE A LLB HG eR FENN — APPR 5 EG EAI Fe (FD EE 

Bp AS HONG PHL I) LTT a KAR” (Bos frontalis) , AIGA IA ie “GR” AF 
AB LANE, EK, ARS ES, STE SR 

大 额 牛 是 一 种 山地 ,沼泽 地 野生 的 天 型 动物 , 体 长 达 3.5 米 , 体 高 工 5 米 ,强健 勇猛 ， 
可 与 虎 斗 与 此 斤 小 姑 顺 的 “ 泛 ” 牛 ,相差 很 远 。 苏 联 里 斯 肯 ( 了 . ®. JInewn) gs 
PSH PULLER SERBUE. TERRES HAE (Bos 如 urina) 可 以 秦 交 
生 后 代 ,而 峻 性 的 杂种 是 能 青 性 的 。 由 此 ， 此 种 耕 牛 可 有 
期 的 历史 演变 , 形成 现在 的 类 型 。 RE, GR” 地 大 额 牛 是 居民 由 雅 重 茂 布 江 下 
游 、 白 局 岗 一 带 输入 。 由 此 牛 的 体形 及 输入 的 地 点 , 亦 合 於 里 斯 肯 的 记述 ,今后 可 再 铬 
加 调查 。 
3.“ 洛 流 " 牛 
在 波 密 区 波 堆 藏 布 江 流域 , 通 麦 以 至 借 多 ,居民 包养 的 一 种 耕 牛 ,毛色 油 黑 , 体 稍 大 

而 紧 实 , 角 长 ,先端 尖 钢 ,性 情 灵 敏 SERIE. 
(i) APE 
PHILA Ab ED, FED HEIE., ARIE 4 厘米 , 长 7 一 12 厘米 ,为 藏 弄 

羊 之 主要 特征 。 
TRE TE I AME, 现 拟 由 体形 及 毛 质 方面 , 大 臻 试 区 分 为 两 类 ,以 便 

说 明 。 在 一 般 收 区 及 安 区 中 的 狐 羊 ,有 局 平 长 角 , 向 外 上 方 螺旋 弯曲 , 体 呈 长 方形 ,四 肢 
GE ER, 此 种 可 称 为 大 角 粗 毛 种 。 因 各 地 区 的 环境 变 婴 ,牧羊 性 状 也 略 有 变化 。 
收 区 的 大 角 米 羊 , 角 长 而 锐 , 体 格 高 大; 安 区 的 大 角 和 绵羊 , 角 稍 粗 钝 , PEELED, 

在 雅鲁藏布江 谷地 ,及 南岸 一 带 , 安 区 的 纺 羊 . 公 羊 有 小 弯 角 ，, EINE, ELBE 
形 , 毛 硅 徐 外 ,类 似 改 良种 。 东 自 庆 马 贵 , 西 至 拉 孜 宗 , 狗 600 AE AL, eS 
帕 里 宗 , 的 800 公 里 宽 。 在 此 范围 以 内 ,篇 羊 为 小 弯 角 竹 毛 种 (简称 小 角 条 毛 种 )。 因 地 “， 
区 环境 的 变化 ,小 角 竹 毛 种 穆 壮 的 体形 , ERD, 羊 卓 雍 湖 及 江 孜 附近 的 物 羊 ， 
ABI, METRE, 毛 和 弯曲 多 , 油 汗 发 育 , SUIS. SAE, SE 
形 , 体 被 乒 毛 散乱 ,后 腿 部 毛 粗 而 长 。 

拉萨 西 二 十 里 的 补 宗 及 后 藏 与 拉 孜 之 间 , 有 一 种 圆柱 状 粗 角 羊 ， 角 向 后 线 耳 弯 转 。 
今日 之 小 弯 角 移 毛 羊 是 否 与 此 种 粗 圆 角 羊 有 历史 关系 应 加 研究 

1. 粮 羊 性 状 及 生产 性 能 
Wal RE, 因 地 区 而 体型 天 小 不 同 ,与 青海 接壤 地 方 的 入 羊 ,体格 较 大 。10 RE 
平均 体 尽 (厘米 ) 如 下 : 



此 种 篇 羊 多 黑头 ,或 民 黑 色 , 或 为 黄 神 色 , 纯 白 者 不 过 1/10 。 
PBB RE ES Pek To RS aE EE EPR 
PALME EES, i4e AL AR, 如 拉 孜 宗 一 带 , 换 回 食 

HAE EE BOTS TES 、9 月 将 语 袋 缚 在 羊 背 上 ,成 涯 放牧 而 走 , 中 途 放 M 牧 ， 
BASIE. fee ch LAL SE HET Mb $e HY 180,000—200,000 斤 , 换 回 青 释 。 每 
42 Ab, AFR, ERBILLEC, BEE LSE Tk, 其 他 地 方 亦 
Al A MPERET ECS. 

SHAG EAR TLIO FEB) IEE, PRK, IRL, HOBEIT A, 羊 体格 较 
Ap, ES REECE , AR HI, ES HIE LN ACES ELE BK, TER 
HR : 

ME | 测量 体 尺 UH HK) 体 重 
地 区 _ 测定 月 份 

别 | sek lee 总 :| tere |e | mm] (aR) 
日 喀 则 -一 嘉庆 子 8 S 15 54.1 _ 53.1 68.8 — 

( 鼻 医 站 测 ) 51.0—60.0 53.0—67.0|64.0—76.0 
母 15 51.6 一 59.9 62.3 a 

-|47.0 一 54.6 49.0 一 60.0|52.0 一 76.0 

兴 卓 政 湖 -一 一 溪 噶 子 9° 公 10 61.4 63.6 69.5 78.3 33.2 
54.0—68.0/56.0—68.0/58.0—75.0|66.0—87.0|26.3—40.0 

fit 10 

Sat a ee Te eee SB REL es 7 67.2 68.9 82.0 
64.0—70.0|65.0—71.0|68.0—82.5/72.0—86.0] 

a — TES, HALDANE, PASH ARRE, FATES BY Se 

例 ,调查 情形 如 下 : 

地 区 | menace) | SABO * | og a | mem (e) | Were 
wa 158 10 6.30 3 1 

0 co bo ont oo 

SD cO jot 心 Co OX 

11] Ieee l I I 

ww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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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s fi 3 — BSE Ep, AYE SE RS Bey L015 % . WEIR RA HE PL, 

Be LEB 15—20%, 

BY: SERS PGR DE 2, 最 高 可 剪 5 斤 。 EIR ERA 

KA, WH 36 厅 。 这 一 带 所 产 羊毛 ,不 输出 ,多 自行 纺 微 。 WK, Ae REL 

SOREN. DIM Ss BRAARA. A 80% CRE. 

在 藏 北 牧 区 , 及 雅鲁藏布江 以 南 , 纺 羊 都 有 挤 奶 镶 惯 , 大 致 是 三 月 产 盖 , 5、6 月 挤 

奶 : 产 奶 量 很 低 。 

在 西 弓 各 地 探 取 羊 毛 样品 , 猎 纺 从 工业 部 织 维 检验 所 分 析 毛 样 组 度 如 下 表 : 

表 2， 藏 南 黑色 绵羊 羊毛 组 度 

ete RE HA) 分 4 fi & H (%) = % MW E = 3 

- | 1953 年 | = = 
| 地 alum) lm ela ele 所 ta tle 所 a) Ee cae) 
| | 

| 

HES ABIL A HY aie 6/5 | 3 | 24.33 60 _ 

Yah A Ht (22.18—26.19) (64—58) 

WAM | wk 7/10 | 1 “ie | 10.16 | 89.84 34.15 46 6.0 

江南 ALR | U8 A 1 | 95.54 4.46 := 30.83 52 5.0 

| | | 

卖 3 BAK PASE RES 

说 区 分 析 次 数 | a C22) an: ee 67) 

| 

藏 黑河 牧区 2 13.75 30.68 

ie: 43() frase tome Ba 1 5.88 18.18 

北 虽 都 地 区 3 10.26 34.98 

x aS / 12 | 8.70 29.28 

WAH K | 1 6.61 29.17 

| 江南 - see | 1 | 6.44 23.81 

Fa) — ee | 1 | 13.63 46.59 

ae | 波 密 地 区 | 1 15.68 47.73 
| 

a Ec Ee a ee a ee ee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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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 藏 南 黑色 牧羊 身体 各 部 毛 闭 组 度 

Loe & S0R (多 ) = # mm £ a nee 
| 村 毛 -| as 毛 | « % | P | 新 合 支 数 ('S) 
ei 97.39 0.84 Ley 25.96 58 

腺 例 98.15 一 1.85 23.82 60 

Led 87.11 9.75 3.14 30.71 50 

HE: 1953 年 6 月 3 日 在 江 攻 深 取 两头 票 母 羊 的 毛 样 。 
羊毛 共 析 附 填 : 
(1) 各 类 型 毛 除 黑 花 毛 外 ,此 系 按 照 翻 度 划 分 : 

0 一 3.0 u (#ME), 30—25.5 uw (4P HE), 25.5—75.0 (HL), 

75.0 u 以 上 ( 死 毛 )。 
(2) 花 毛 毛 激 分 白 毛 、 花 毛 . 黑 毛 三 个 类 型 , 窟 以 色泽 区 分 ,不 计 著 度 。 
(3) 上 表 所 列 之 各 种 普度 是 以 长 维 欠 法 测定 的 。 
(4) 毛 准 翻 度 是 以 各 类 型 含量 乘 以 各 类 型 半 度 租 加 后 之 精 果 。 
(5) 上 雪 所 列 各 种 毛 灶 折合 支 数 是 按照 苏联 中 毛 种 壮 庆 标准 规格 折合 的 。 

Z1—3 RMN MEEAAMVE, MMS, 且 有 一 定数 量 的 死 毛 。 在 藏 南 儿 个 点 上 所 
FRE, Rie EE, 其 毛 样 彰 度 平均 为 52 3 (36 一 60), 其 中 以 河谷 地 带 的 毛 较 
和 ,河谷 以 南 地 区 (江南 ) 毛 质 较 逐 ,可 见 藏 南 和 毛 羊 主要 分 伤 在 河谷 地 带 , 将 来 研究 稿 
羊 品种 时 可 加 注意 。 这 些 探 集 点 分 散在 河谷 至 喜马拉雅 山 山地 各 地 区 , KET 
表 这 一 地 区 的 毛 质 情况 。 

从 附 表 4 及 5 可 知 藏 北 牧羊 腹 侧 及 臂 部 的 毛 较 粗 ,但 各 部 位 的 粗毛 含量 还 不 多 。 
PRTG RE AL ESE ABE 50'S 以 上 , WUE,“ LE 
SB. FAA, PUPA TELL PE RAE, HEMT ET AMEN, BAER, 其 
mH Be dF: Si 60'S, Jey 50'S. fy 56'S, NLA 56'S FF 56'S HF 56'S、 后 腿 40'S, HY ASAT 
REAP, 当地 驾 惯 上 在 6 月 初 第 一 次 制 取 杜 腹 部 的 毛 , ERED MEA 
MW. REGED KE RERMLULKEAES F, ANECKM, 毛 半 中 杂 有 花 毛 及 白 
毛 ,这 也 是 将 来 品种 选 青 上 值得 注意 的 问题 。 

(2) $82 WS SEH | 
ERA KAS IEMA, AAA, ELE RETIRE 

APRA AIA: A HES AE Ai a CLA A, SREP MIE, BURA TE 8 月 后 ,将 包 
SIRFE SEAT HOP: , ZB 4e 1—2 PEA, FENLBENT A EEL, EA, STEER 
一 季 产 美 。 
雅 重 茂 布 江 以 南 , 羊 玫 比 较 集中 , 公 母 羊 分 奉 放 牧 , 亦 8 一 10 月 问 ,合肥 配种 ,至 2 一 

3 PH, AVENE ARE: ASE 20 一 30 HK, LPAI. 
i822, KREBS 10—11 月 配种 , 3 月 间 产 美 。 其 中 有 在 8 ARO AR, AcRIF 

包 森 ,合生 放牧 , 产 盖 期 仍 在 3 月 天。 可 见 农 区 穆 羊 发 情 旺 盛 期 在 10-_11 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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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MAE EE), 可 能 较 早 , HE, ZEEE, 1 一 2 ee, 在 索 宗 
(= AUR BB) AD BREA ASR HL, UTE 12 月 产 盖 。 牧 区 和 绵羊, 可 能 在 十 月 后 

SKIL, 这 时 草原 将 入 认 枯 草 时 期 。 在 收 区 届 查 。 绵羊 受胎 达 很 高 , 但 羔羊 成 活 李 
任 , 如 配种 期 延 后 ,或 接 美 工作 ,更 加 笨 心 ,成 活 达 可 以 增高 。 

拉 茧 河谷 (家 区 ) 公 母 羊 长 期 合 寿 放 牧 , 春 秋 二 季 产 美 , 索 宗 , 文 庆 (三 十 九族 牧区 ) 

IRA REE AEC (RE 1 -2 月 产 羔 。 可 见 配种 , 产 羔 与 气候 ,草原 有 关 。 所 网 
锦 羊 双 肪 极 少 。 工 部 南部 扯 敏 ,一 年 可 雨 欢 产 盖 。 各 地 穆 羊 配种 、 产 羔 期 调查 情形 如 下 ， 

海拔 高 度 
Qk) 月 

虽 都 eK 3,087 1 eredl 3 EES 
洛 降 宗 安 区 3.800 AA 3 = 

se i ARE 3,500—3 , 600 不 明 3 一 

LS RIK 4,225 ABA 1 | 一 

re we | 安 区 3,700 一 2,8 Beeb 
i 马 | 3,700 一 2,8,9 DERE 

马 it 3,900 = = HK DEAK 

al = 7 2,7 BALE 
tia 3,760 一 2 一 4 DEK 

嘉庆 则 3,700 9 2 a2 SSA 

x | 2 岗 3,950 一 4 “| RRS 
a a 凌 4,290 8 3 | 公 母 分 煞 
藏 康 巴 4,400 9 2, 12509 AEA 

布 扎 喜 岗 4,000 10 | 3 ETA 
im | me 4,200 Ban ant 3 BRK 

一 南 | aateK 3,790 . ‘0. | 3 | TRIM 
Fe a+ 4,360 10 | a3 M4 公 母 牙科 

aX 黑 河 4,400 9 | 1 ASTRA} ai SS 

| alah 4,200 9 1 | 公 导 从 收 或 包 和 
区 多 拓 4,100 元 | 1] 一 2 | ARK ARAL 

si 所 站 单 关 eK * 3,800 9 | 3 AFBI 

+. 雅安 多 牧区 -- 11, | 3,4 BEALS 
SL aH is 牧区 -一 | 1 BEAR 

a) eins 收 区 — | tyme | 45 | BROS 
° SHE | Fe 3,800 11,pR23 3 / Le 

区 色 iF FARE 3,900 11, 除 袋 | 4 | AXAR 

HELA RAK 4,300 一 | 2—3 / RAB 

波 FR ss KEK a 1—2 不 明 

学 | Pex 3,004 一 | 不 明 

+ .: 区 2,883 | 一 | 9 | 不 明 

扯 敏 KER 2.860 一 | 2,9 不 明 

Ce: 主 农 区 2.710 Mette 6 | 不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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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H AS OR, IRE, 
PRAGA IA], 或 因 调查 未 能 普 逼 。 黑河 牧区 繁殖 率 达 100%, 幼 冀 死 亡 率 高 。 

— fie EE HAE 40—50% , 
HE AG RAT UL PAE MRE SAE HE 60 % , TEAK 30 多 ,最 高 88% 
(A) 

马 为 西藏 高 原 的 重要 交通 工具 ,分 做 很 广 , 安 区 与 牧区 都 饲养 供 乘 畸 之 用 。 但 以 自 
然 草原 、 蚀 养 条 件 及 经 济 情况 的 基础 差 ,繁殖 数量 不 多 。 西藏 高 原 马 的 分 佑 ,西部 不 如 
东部 ,在 水 草 短 草原 上 , 不 如 落 草 禾 草 混 生 草原 及 禾 本 科 草 原 。 TRIE 
地 区 而 言 ,西康 北部 及 玉树 区 南部 , 产 马 数量 较 多 , 高 原 南部 、 工 部 区 产 马 较 多 , 惟 地 区 
不 大 。 

西藏 局 与 西康 马 体 形 相似 ,大 致 为 同一 类 型 。 体 色 一 般 以 镶 色 、 青 色 为 主 , EM 
养 不 良 ,体形 千 构 差 , 头 部 比例 较 大 , 获 甲 低 , 民 部 短 匀 ,后 腿 不 正 ,四 肢 强健 , 足 质 坚实 ， 
善 亦 攀登 山路 。 PEM ITF ,能耐 粗 伺 , 善 页 草原 牧 食 , 力 强 ,可 乘 黔 笨 用 。 ALD 
粗略 测定 ,体高 最 多 不 过 127 厘米 。 

马 一 般 在 七 .从 月 配种 ,三 、 四 月 间 产 胸 , 受 胎 率 高 , 常 有 流产 现象 。 西 康 北部 , 喜 用 
南 香 志 配种 ,局 的 体形 已 较 混 杂 。 西 藏 已 硬 不 挤 乳 ,所 以 幼 驳 发 青 从 好 。 

(+5) Be 
BSD HST LC A “5 HL BAI ET, HAE > 3} 

Wii EAA. Milt, AM RA. CA, 
E16 IRS (6 BAS UE, BAL ES , RTD, DORA, ECAR. 头 部 

天 , 额 广 , 耳 长 ,四 肢 短 小 强健 ,中 小 坚实 , 默 运力 很 大 , 常 能 超过 其 体重 。 日 喀 则 附近 驴 
WERKE: 

| 体 RR (st 2K) 
& H SM | Ww KR - 一 

= 甲 高 体 & | Fg} il 

从 11 94.7 | 103.3 | 100.7 
(91—117) | (91-130) (94—115) 

母 13 | 99.8 | 103.4 | 110.2 
; (86.0—112.5) | (87—119) (95—125) 

& 9 91.5 102.2 | 108.1 
(90—96) (90-115) | (100—113) 

zi: TAHA oSe RNG 

Sas |B file) EEK, BH, 为 农 区 短 距 高 的 重要 运输 工具 ,农民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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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Sy tie KE , EERE ZA I RES, EE EZ, 

DO. ABs Ses ay im vA 

(—) fa 

Bek AE ER SEU AB a LTE PE OS ES JL PME, TO 

PBR AEA A, ARES Ce LR, 在 安 区 虽 有 

Hey ERE YY FS BATES, AB PE TRG BB, IF ci BE EAS ME 2k BS. PLA fd FD, FESS BG 
Sits Mb KS He EAS SEAT, ZEUS EI eR 5 

AD APOE De. RIA, WE FR, 

PRACB RTE HIE F , RR Ue LORE, AR 2S Be HP A op BE 

1. Wee: ; 

IRC RIRISE, SOME MSMR, plaemit 
PSB SB , Ae We AIS BES EAH, ZBI BRAID, LI Zr KAR PR SET BS, 
eR SPE LAT FALE US, AST EPR, BAAR I 
寻找 高 草 收割 的 。 所 找 的 高 草地 ,多 定 是 以 前 建 过 牧场 的 地 方 ,因为 积 有 装 肥 所 以 草 长 

得 比较 感 。 不 论 如 何 探 法 ,所 收 的 干草 东 不 多 ,只 够 补 候 乘 马 之 用 。 

农 区 探 草 办 法 也 因 地 而 不 同 ,一 般 是 在 田野 湖滨 探 收 野草 ,同时 在 耕作 上 不 注意 中 

耕 铀 草 ,听任 田间 杂 草 ( 主 为 野 燕 考 ) 伺 生 ,等 到 青 牺 小 考 , 抽 午时 或 以 后 刚 在 田间 技 取 

杂 草 , 备 作 干 草 ,这 是 农村 中 普 逼 的 探 草 办 法 。 在 东部 接近 林 区 的 安村 ,秋季 在 稀 环 的 山 

林 中 , 探 收 林 地 野草 如 禾 示 科 冰 草 属 及 天 油 芒 等 高 草 , 也 有 收集 落下 的 青 疾 树叶 充 作 蚀 
草 的 。 在 沙 湖 地 区 如 羊 卓 雍 湖 咕 的 安民 夏季 在 湖 边 打捞 狐 尾 薄 等 水 草 补 马 乳牛 .另外 在 

农 区 也 有 轿 定 探 草地 的 办 法 , 如 拉 际 以 东 接 近 山 林 的 安民 , TE A Be ae AB 
地 ,用 森 栏 圈 起 来 ; 也 有 在 草地 上 施 以 装 肥 的 促进 牧草 生长 , 所 长 的 草 以 禾 本 科 冰 草 局 

的 草 为 主 。 在 雅 乔 藏 布 江 以 南 的 阵 迎 地 区 有 在 耕地 中 留 出 一 块 探 草地 ， 用 石 块 转 起 短 

iS, Di PERE, ALARA BA SEE 

不 论 笋 区 与 农 区 ， 人 UY SE REA A OSES SHE LU A AE A 

UK ALBA TI PRA oi Fe, A ASG BOE NT HR A, FEMS TL 

=F SAKE WE A A EY, SCR AS i, PER BR PCR ZS, 每 年 定时 

FE BOE 

2. fil TEDW AH 

Fis EWE dn RY CP 4,400 He) SER (Me 4,200 米 ) 地 方 因 作 物 生长 期 短 , 青 

行 不 能 成 熟 , 当地 牧民 则 由 别处 购买 种 子 播 种 ,不 收 古 食 ， 单 为 收 革 ,由 了 乌 草 缺 乏 ,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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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特别 贵 ( 五 斤 青草 要 卖 一 元 银 种 ) , 收 草 也 很 合算 ,三 十 九族 地 区 的 牧民 也 有 在 帐 轿 附 
AAC , HE FIM. 

EAS WBA TA PSB eS Ps, FE Se 2 ap RE TR 

204 PB BCR AEE A (Lrigonella foenwm-graecum L.) , PRICATRE FE RSE Ral AE 
SLA AB EAS TS. TERS TORE AR Ra PA PEW BE es, 夏季 在 此 放 马 , 秋 后 旭 收 
IFILL, RLS RE RTE SH SE A 也 是 
单 为 收 划 , 也 有 种 禾 本 科举 麦 属 牧 草 的 。 

日 喀 则 市 郊 的 寺院 内 种 有 杂种 首 基 , 据 说 是 很 早 以 前 由 外 地 引进 的 ; HE PE HR ad 
Hs AU aE eH HGS A AB IIS ATA 

3. 干草 的 处 理 办 法 : 

KARA TANG ISS PS EAL, 制 后 随即 以 手 搓 揉 使 之 柔软 ,然后 村 成 划 

束 , 晒 千 打 捆 ,以 备 鲁 用 。 家 区 也 有 软化 干草 的 办 法 : 拉 了 河谷 的 安村 -部 分 青 释 的 胸 

粒 是 用 咎 践踏 的 ,把 青 种 各 草 荫 在 晒 场 上 , en ee eco t ae ee eae 
称 香 亦 就 路 碎 了 。 罗 践 路 过 的 移 草 家 冀 喜 食 , 可 能 是 利 套 蛆 咽 消 化 的 关系 .一 般 家 家 对 

放 晒 制 干草 特别 注意 ,每 家 屋顶 都 司 晒 草 架 , 割 草 都 要 搭 在 架 上 晒 干 ,也 有 险 干 的 ,使 其 
BONER REE. 在 山林 地 区 探 梨 的 山 曹 , 就 此 和 结 成 草 束 措 在 树干 上 了 晒 干 , 冬季 随时 取 

用 。 
总 之 西藏 安 笋 民 充 分 认 埠 到 得 料 对 攻 牧 安 业 的 重要 性 ,但 是 由 基 自 然 条 件 和 和 社会 

泛 济 状况 等 原因 ， 蚀 草 栽培 及 供应 问题 集 未 得 到 合理 解决 , 今后 应 对 牧 原 的 管理 、 放 牧 

制度 的 建立 , 蚀 料 作物 的 栽培 及 其 与 粳 食 作物 的 翰 作 等 问题 加 以 研究 ,以 求 改进 。 
(RACER 

WRIT XK, AEA Ba BOS EAA ES SHS, POKES --PE, FEAR 
帮 收 期 内 , ARPS ER ES, BM RRS, HERB, 只 为 放牧 的 过 滤 
阶段 。 

1. 春季 牧场 

WAH. BH EE REM MORES, 在 四 月 天 气温 暖 之 后 , Sw 
高 平坦 开关 的 草原 移动 ,大 致 是 从 冬季 牧场 , MT LUA), 春季 兰草 草原 ,最 
先 萌发 ,牧民 放牧 时 让 性 畜 最 先 牧 食 苦 草草 原 ,然后 移 向 山坡 。 春季 风 大 ,性 畜 的 移动 
很 慢 。 

如 以 三 十 九族 丁 青 地 区 的 情形 而 膏 , 三 月 间 逐 渐 零 融 冰 开 , DARA, 牧草 。 

萌发 ,这 时 牧 昔 逐 浙 离开 冬季 牧场 而 入 春 场 , 由 丘 尼 一 带 的 寅 关 谷 地 移 向 北部 高 原 上 的 
湖 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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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夏季 收场 

性 畜 自 平坦 的 裤 谷 地 区 ,逐渐 移 向 地 势 高 ,比较 请 淳 的 地 区 ,一 般 是 在 高 原 或 山上 。 

夏季 期 长 ,都 在 高 山 放 牧 。 有 的 移动 距离 较 短 , 如 丁 青 的 畜 王 ,只 移 向 北部 的 调 区 ;有 的 

牧 程 较 渤 , 如 彭 多 的 畜 理 要 越过 尼 拉 到 拉 龙 吐 目 草原 放牧 ;后 藏 酒 河 河谷 的 畜 玫 则 人 兰 

Be De 

3. 秋季 牧场 

秋季 牧场 是 夏 冬 天 的 过 滤 牧 场 ,地 段 不 很 明显 。 西 藏 高 原 的 东部 ,每 年 十 月 初 常 有 

大 雪 , 这 时 畜 理 已 渐 由 高 原 向 下 移动 ,在 山腰 或 近 冬 季 的 牧场 放牧 。 

4. 冬季 牧场 : 

冬季 牧场 是 夏季 保留 的 草原 ,一 般 都 在 向 阳 和 避风 的 河谷 。 东 部 的 牧区 ,冬季 牧场 或 

ABR, 春季 出 谷 时 , AGHA, DERE, PALE, MALE eM sy. 

— ELA EPRI KU, BEEK DR, FRE 40 一 50 只 ,到 100 余 

只 , KBB) 200-300 A, BR BAM BABAK, FRM T0—80 只 到 200—300 

只 , 亦 有 五 百 只 以 上 的 大 符 。 

(三 ) 各 种 家 畜 的 管理 情况 
1.2: 

牧区 的 特 牛 , RFE SE, EK URE AER, BI A 

场 ,夏季 移 至 高 原 山 周 清 凉 地 区 ,冬季 迁 回 温暖 的 河谷 。 牲 畜 的 发 育 、 繁 殖 , 依 天 然 草原 
HAE EAE. HS RBS, 偶 或 增 蚀 少量 的 干草 ,一 般 都 不 喂 精 料 。 

BRINK, EAP ERE, 放牧 的 草场 ,在 帐 棚 附近 ,每 日 按 方 向 调换 。 放 

Hoibh , Bi aE A ASS) WIE EAE, 或 至 扰 人 管理 , 任 其 自然 。 中 午 在 草场 体 息 ， 

偿 晚 枢 回 ,或 冀 震 临 晚 自 行 回来 。 

西藏 草原 ,随地 有 湾 水 流出 , 牧区 很 少 有 缺 水 现象 (雅鲁藏布江 南岸 高 原 偶 有 缺 水 

草原 )。 竹 畜 能 水 ,不 成 问题 。 

WM JEAN LS , AINE He HA eR RD, 全 年 日 夜 露天 生活 。 在 停留 时 间 较 长 的 

BOS BCS is FAP AR ke 工 米 高 左右 的 围 由 ,作为 露宿 的 牛 图 , 主要 可 以 阻 抄 夜 晚 的 

寒 风 。 如 三 十 九族 区 的 牧场 ,在 冬季 牧场 ,常用 石 块 筑 起 矮 糖 , 作为 冬季 牛 图 。 在 定居 

放牧 的 地 区 , 常 有 分 王 的 牛 图 , 幼 畜 偶 或 有 答 蔽 的 天 棚 ,比较 注意 管理 。 

牛 验 傍晚 归来 ,停放 杠 栅 附 近 。 在 矮 竺 围 起 的 牛 圈 里 ,地面 钉 置 长 毛 种 。 每 条 长 锯 
在 一 定 的 距离 分 别 系 有 短 绚 , 将 牛 右前 腿 控 起 。 每 条 长 狗 可 将 10 一 20 头 敌 牛排 列 挫 
AL, WEA SME, PERE, 

KK RAE, EBA GUA A, See, ASW RE PR, 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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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 都 留 有 自然 草场 ,以 便 夏 季 放 牧 。 西藏 地 区 的 房屋 建筑 , APA OOS. IE 
BESS. 

eK FL RL, SE PR , BE NE, SEH FRE 
FILA EEG MRA, 挤 乳 开始 的 时 间 , 农 区 、 牧 区 各 地 不 能 一 致 。 有 些 地 

”区 ,在 产 惯 四 、 五 日 后 序 开始 挤 奶 , 征 牛 不 能 获得 足够 的 母乳 ,发 育 不 良 。 有 些 地 区 如 雅 
重 茂 布 江南 岸 地 区 , 则 在 产 屋 一 个 月 后 开始 挤 奶 , 转 牛 可 以 多 顺 一 段 时 间 的 母乳 。 

挤 奶 工作 都 由 妇女 担任 ,一 般 用 湿 手 挤 奶 。 先 将 奶 湿润 手指 ,双手 工作 , 或 以 酥油 
涂 护 乳房 轻 轻 揉搓 ,或 先 用 屋 牛 听 乳 ， 然 后 挤 奶 。 RUE, 
干草 蚀 咀 ,同时 挤 奶 。 挤 奶 后 ,使 小 牛 晚 吸 余 奶 ,然后 与 母 牛 分 开 。 

初生 的 慎 牛 , 供 葵 母 牛 的 初 乳 。 初 乳 富 有 演 性 ,可 使 慎 牛 体内 的 辩 便 排 出 。 征 牛 产 
后 的 最 初 5 一 10 天 , 是 用 母 牛 的 全 筷 , 在 此 以 后 , 逐渐 章 喂 胶 脂 乳 ， 或 觅 脂 乳 中 混合 糙 
邯 , 接 日 增加 蚀 养 。 此 时 觅 脂 乳 中 亦 配合 少量 食 龟 ,每 日 供 葵 。 安 区 及 牧区 中 的 幼 畜 ， 
一 般 都 发 青 不 良 。 
a 

羊 是 放牧 的 家 畜 , 特 别 能 利用 天 然 的 牧草 。 草原 上 的 植物 , ESE ILSPABAE Im LL Al 
用 。 在 杂 草 草原 中 , 杂 草 对 於 其 他 家 畜 , 适 口 性 较 低 ,但 对 於 羊 生 都 能 适当 的 利用 。 入 
羊 山 羊 都 善 放 利用 灌木 , 故 在 雅鲁藏布江 南岸 的 来 草草 原 灌木 地 带 ,许多 关 时 性 的 杂 草 
及 灌木 ,不 适 於 其 他 家 冀 的 放牧 ,而 羊 验 善 认 利用 ,在 这 些 地 区 , 反 能 繁殖 生产 赤 好 的 定 
MEX Fh, 
WEGNER RH, 西藏 高 原 的 短 东 草原 , PLB, RRB 

BERR. (AGATE Se, 旭 善 攻 利 用 这 种 短 落 草 ,所 以 在 西藏 高 原 的 牧区 中 ， 
“和 炉 羊 能 分 做 极 广 ,而 为 放牧 区 及 农 区 主要 的 家 畜 。 水 草原 中 的 营 属 植物 ,篇 羊 常 探 其 稍 
部 。 但 草 丘 地 区 ,潮湿 多 水 , 易 亦 倩 染 寄生 虫 病 ,及 使 足 受 病 , 影 响 牧 羊 对 草原 的 利用 。 

羊 生 主要 为 放牧 饲养 ,牧区 中 盏 时 不 另 增加 补助 乌 料 。 农 区 的 羊 双 , 在 冬 春之 间 ， 
BBVA, 偶 或 补充 一 部 干草 ,森林 地 区 ,如 波 密 、 工 布 , 则 探 用 常 称 的 青 国 枝叶 ,作为 补 
充 饲养。 

BR EL, ROB IRE HE Kp SEES HAG BEI FD (I TE 
布 江 下 游 , 食 蓝 缺少 ,补充 困难 。 

收 区 羊 生 均 为 露宿 。 回 羊 地方 , 一 般 用 和 牛 凌 量 成 短 将 转圈 ,地面 销 厚 厚 的 羊 妆 。 这 
样 可 以 避风 ,防止 潮湿 ,增加 羊 圈 温 度 , 但 不 易 进行 清 混和 卫生 , 易 引 起 羊 理 的 疫病 传染 。 
安 区 及 定居 放牧 的 地 区 ,一 般 都 设 羊 圈 , 分 大 管 理 。 

初生 的 羔羊 , 先 放 在 人 住 的 帐 棚 里 ,加 以 照管 ,羊羔 稍 大 ,夜晚 放 在 牛 美制 的 半 本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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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X AEIEIE, WANA a. RAC EMER GEE AK. 
ASSEN MATE, FE BUSEFL. OVARIES BEE OR SE, Boe 

乳 , 每 天 咏 乳 三 、 四 次 不 等 。 按 天 气 情况 、 羔 羊 发 育 情形 ,羔羊 生 后 一 月 左右 ,可 以 跟随 
母 羊 放 收 。 在 这 时 以 前 ,生产 的 母 羊 , 在 幅 棚 附近 放牧 ,每 日 赶 回 二 ,三 芯 , 哺 乳 羔羊。 
闵 羊 一 般 在 产后 三 周 月 左右 断 乳 。 断 气 以 后 ,如 在 雅 重 赢 布 江 南岸 地 带 ,对 称 羊 仍 进行 
EFL, FRR. 

临产 的 母 羊 , 常 预 先 隔 出 , 留 在 帐 棚 附 近 , 不 随 羊 任 放 牧 。 产 后 的 母 羊 , 留 在 羊 图 休 
息 一 、 二 日 ,这 时 但 咀 峙 备 的 干草 ,在 安 区 附近 ,或 饲 喂 将 芭 做 成 糊 状 的 外 料 。 一 般 对 庆 ， 
生产 前 后 的 母 羊 , 常 不 增加 补充 包 料 ,特别 是 牧区 ,大 致 与 平时 乌 养 相同 。 
藏 北 一 般 在 7 ABE, WELW F,— EME, 一 手 用 刀 制 下 。 制 

下 的 毛 长 短 不 一 致 , 控 成 一 束 ,不 分 部 位 ,混合 放 在 一 起 。 太 昭 以 东 地 区 ，5 、6 BIE 
—K, Vie, hAMMCE, 7.8 月 割 第 二 次 。 

HEA A LAR A BAL RAE, 一 般 在 5、6 月 先 蔓 颈 部 及 腹 下 的 毛 , 未 满 过 龄 的 幼 
# MARE. 这 样 盘 毛 ,一 方面 可 以 多 剪 毛 , 另 一 方面 可 以 诚 免 局 虱 寄 生 。 至 7 月 
问 第 二 次 盘 毛 ,将 全 身 羊毛 剪 下 。 剪 下 的 羊毛 ,每 头 撑 成 一 束 。 BARAT EM, 
REDD, WRARE. 

CRGE CN, LMT AT BARTER. SPA E, ARTA 
痛苦 。 ASAT), 在 牧区 中 已 经 不 是 每 户 牧 民 都 能 具备 , 所 以 在 畜牧 生产 的 改 
进 , 一 方面 使 畜产 品 能 合理 消 售 , 同 时 还 需要 生产 香料 的 充分 供 葵 。 
PAMELA WS, HEAT TL. GA, AR RET A, EMITS AS 

HF AEE ST BED FARRAR, 搞 完 可 以 同时 放 开 , ERE EL We AN, BRE A SE 
奶 , 很 感 方便 。 

3. BR 

15 ys RW EE HT Wi Ne De A, SG ARSE. TELS ER 
PAUSE, REVERE, NSREPRIT AAS BOR TSI BARE ALD, 西藏 高 
JERS RE JR ROS EW ESS ARM, BEAR I, HIS AAR PP PR 
VERSA, GARD, AB OE MG NSA, LO IME UR GW HE BE A AAR EM 
Vi BEARER ALTE RG EHDA, 

局 为 乘 畸 役 用 的 家 畜 , 常 需 补充 精 料 , 收 民 乌 养 ,感到 困难 ,限制 着 马 至 的 繁殖 。 现 
在 马 的 饲养 管理 , 安 区 比较 精 徊 ,数量 较 多 , 意 趋 蕉 牧区 ,数量 减 少 。 

牧区 的 局 玫 ,全 和 肚 放 牧 ,四 季 都 在 草原 上 牧 食 , 科 季 偶 或 补充 一 些 昭 备 的 干草 ,或 乞 
喂 少量 的 精 料 。 收 区 的 主要 精 料 是 议 豆 、 圆 根 (十 字 花 料 ), 由 安 区 换 来 ,或 探 一 部 分 董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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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种 2 但 补充 精 料 数量 极 少 ,或 完全 不 补充 精 料 。 PD ea 3 HA SE, OR, 

不 知 探 食 。 
教区 的 马 奉 ,与 其 他 牲畜 一 样 ,一 般 都 乱 圈 棚 , 和 经常 乘 畸 的 马 , 夜 晚 在 背部 史 羡 特制 

”的 毛布 或 兽 皮 ;放牧 的 马 且 , 旭 夜 晚 完全 露宿 ,不 加 复 盖 。 
一 般 牧 户 ,多 然 马 三 。 富 容 的 牧民 蚀 养 少数 的 马匹 , Be AAG, PCB RL 

成 奉 , 放 牧 藉 幅 棚 的 附近 。 AKIRA ASE, 200—300 匹 组 成 一 寿 ， FARE, 
不 加 管理 , 画 夜 放牧 ,只 在 冬夏 季节 , 明 至 移 换 收场 。 如 藏 北 热 振 卡 的 马帮 ,夏季 在 尼 拉 

以 北 的 草原 放牧 ,冬季 赶 到 拉 陡 河谷 的 灌木 草原 中 过 冬 , 亦 不 加 管理 。 
改 区 对 马 的 饲养 ,主要 为 舍 饲 ,一 般 在 安田 附近 , 留 有 天 然 的 草地 , 休 闵 时 ,进行 放 

Ki, Shit BEE. MORK TES, EE, EAE 

ET. HE AES, BEAR, EEN, UL, BRR SE 

APT. 

在 赤 昭 以 东 地 区 , 喜 用 圆 根 GEE) OO). RHA, RE a Pt 

OVE KIA, aR, ROT, 用 酥油 溶 水 中 打 作 稀 糊 状 , 灌 马 。 每 艾 酥 油 用 
量 锡 4 一 6 雨 左右 ,可 以 增加 体力 ,恢复 疫 劳 。 

配种 用 的 公 马 ,在 配种 期 前 即 开始 增加 精 料 ,在 每 交配 种 时 , 常 喂 多 蛋 二 、 三 枚 。 收 
民 中 有 专人 饲养 公 纪 的 ,每 配种 一 艾 ,收费 三 、 五 元 不 等 。 怀 孕 未 期 的 母 局 , 亦 略 增加 精 料 

数量 。 

马 在 两 岁 以 后 , 开始 调教 。![ 市 锁 附 近 轻 常 乘 畸 的 马 , 只 有 前 足 装 修 足 铁 , 牧区 及 农 

民 自 用 的 马 , 不 装 踊 铁 。 较 具 简 单 ,只 有 前 肚 带 与 后 雪 绚 , 较 座 不 稳 , 易 现 较 伤 。 

(四 ) 冀 产品 的 加 工 利用 
由 藉 社 会 环境 及 设备 条 件 的 限制 ,各 项 产品 不 能 罗 洲 合理 的 利用 ,一 部 分 停留 在 原 

始 的 加 工 方 式 上 ,一 部 分 还 不 能 在 当地 利用 而 把 原料 运往 国外 , 因而 阻碍 了 畜牧 生产 的 
RE. | 

SLi NTA A, ESET RR, BU AREEFLMGL AGL, IAA RSLS 
FL, EIB) A ACHR (AEE). Be AS Ae ) BE UH PR) RP, EPL 1 PRE 
SEM RARTN TEATS, Bebe ASS Oh FE 6 ee Ae 18, TP BN 
A, RAE MOEA, EG SRA ER, 

WGK Js OWT A, BEE EE, WS eA, RE, 
经 提取 奶 洁 子 后 ,奶水 取 以 喂 狗 , 有 用 胸 脂 酸 乳 加 糖 考 后 成 糖 乳 干 的 , Ih ERE KE 
酸奶 豆腐 者 。 | 

羊毛 的 加 工 利用 ,牧区 的 粗 羊 毛 大 都 外 销 。 WIT, Bip K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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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 #3 80,000—90,000 44 (494349 60 斤 )。 黑 河 羊毛 白 而 长 ,有 光泽 ,拉力 强 ;其 次 是 后 
TCE Be EK WIAEE , EAR, POE SAB MEE, 年 产 50,000 一 60,000 包 。 FEWER KAYE 

价 比 黑河 的 毛 价 锡 低 15% , ABR, SHRBUEELERD RMT. BBR 

扣除 ,一 般 的 标准 , 白 毛 鞠 为 60 一 75 匈 ， 黑 花 毛 狗 为 10 一 15 匈 ， 拉 寻 河 谷 及 雅 重 茂 布 江 
流域 农 区 的 羊毛 ,多 数 是 个 硼 羊毛 , BY ME TA A, RE BB EA, HE 
产 狗 10 万 斤 。 据 帕 里 市 场 报导 , RAPE, 在 帕 里 四 少 及 江 孜 的 甲 希 冬 希 、 云 掌 、 

税 庆 等 处 所 产 较 好 ,有 少数 运 售 印 度 。 浴 格拉 ( 属 孟 加 拉 省 ) 地 方 纺 秩 毛 入 。 

山南 泽 当 地 区 的 羊毛 , YS REE LURE) 及 妇女 围裙 料 。 江 孜 上 日 喀 
HULK ZS FAB ARE REE, 在 江 孜 等 地 有 80 和 以 上 的 人 口 参加 积 古 生产 ,各 种 

手工 积 品 多 销 往 印 度 . 青 海 、 昌 都、 云南 \ 西 康 等 地 ,近年 澡 销 。 
jE iE TRESS, ESE RT IE, RS FA RT, VER LI 

atk It, A AGRI RES, IRS PAS A SER, ACY 
ALAM, HAWREAT ER BERDES , Yee FESR BE AL adc 
6, —RELGRED, SRA GAB A, TELE, Ge 

19 x 6.25 AGREE, 纺 乏 需要 50 个 工 , MEME E112 个 工 , 计 成 本 122 FE, 原料 费 估 
46.16% i LAR # 53.84%, 

AE Bi BENT A FAN, A 2 JE REE AL, , BH: CNY BS RAE, 
ME eC PRLS, HUCRE, WA AS BB BL, RE BO A 

RRHASER A. 22 RS oat RIN, SALAS ABA, TLL, 
EIT. BERK, EATS LT, AS TAS ERY, 近日 有 小 规模 的 硝 制皮 

商 。 
晨 牛 的 长 毛 , 在 夏秋 问 用 刀 制 下 (每 牛 年 可 得 一 斤 多 毛 ) , 搓 成 粗 秋 不 等 的 稳 索 或 入 

秩 帐 房 ,或 和 羊毛 统 积 雨具 ( 波 密 地 区 )。 特 牛 尾 大 部 输出 , FETE Fl HE HY 1,000 BK, 

五 ， 家 音 病 疫情 况 

(一 ) 一 般 的 病 疫情 妃 : 

西藏 高 原 的 主要 家 畜 是 供 繁殖 用 的 晨 和 牛 和 藏 羊 系 入 的 小 尾 和 绵羊 ， 甚 次 是 乳 用 的 黄 

生 、 措 牛 和 役 用 的 赫 牛 及 骑 驮 用 的 马 、 妊 、 驴 、 牛 等 ,再 次 是 无 足 轻重 的 小 量 猪 、 效 。 

西藏 的 劳动 人 民 积 办 了 千 百 年 丰富 的 生产 经 验 , 根 据 区 内 不 同 的 生产 环境 和 需要 ， 

来 蚀 养 各 种 家 畜 , 进 行 多 种 多 样 的 畜牧 生产 。 各 种 家 畜 因 自然 环境 负 养 目的 、 甸 料及 但 

管 方法 等 之 不 同 而 有 不 同 , 的 病 疫 发 生 。 甚 至 对 於 某 些 病 疫 的 治疗 ,也 创造 了 简便 而 有 

AY Tr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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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牧区 家 畜 的 病 疫情 刀 : 

PE BLE BWSR ERLE fil HEP EE RE) AD Be 

ER. $E4ER ZEAE HORE EA KES FE REP DRAA A Aion, 

SAFI FABRA 4 “FET Gs Er 

bw KM ERA, 所 蚀 牛 羊 完全 入 自然 草原 进行 放牧 管理 , 因此 

在 冬 春草 枯 时 ,一 般 多 现 营 养 不 良 ， 如 遇 天 旱 草 短 冬 春 大 雪 等 兴 , 襄 老 及 幼小 家 畜 常 可 

引起 大 批 死亡 。 

牛犊 常 因 缺 乏 母 甩 而 自行 贫 食 粗 草 和 其 他 杂 物 引起 各 种 消化 系 病 ,但 母 畜 的 不 孕 

病 和 生殖 系 病 还 少 发 见 。 

寄生 虫 较 为 普 副 的, 除 牛 晶 幼 虫 . 羊 鼻 晶 幼虫 外 ,还 有 后 的 肺 包 里 ,后 羊 的 肺 畦 虫 及 

APSE 

传染 性 病 , SEEM IA. HAAE Re , PEER RAE RRR BRIA 

Pe Ve (DH sf PEW HH iE ) 5, 

2. 农 区 家 冀 的 病 疫情 驶 : 

KEK, Ata RIG El. AS ERS, TERS A EAE 1 一 3 hk, HF 

SLB A, theta ES AE ERS UE, TE AK, BE EE: 较 

AG AE BRAD BEE, & AE BHA: FE CI Be, A EB) Re A FP Ee & A 

Hh, SRR EKS— AR SR AE a BF. A i BS ER, A) FERRER AF Se (EE 

”是 工 布 及 波 密 地 区 ) RNG ERE PE SS ARE OR IN. FS. BR RA BET. 

HEM, BESET WIS, AAR ERD, PEAR ADEE SEAR, OAS A LK HORE AE 
WoT ANREP , AOL ERIM TE AE ATA 

役 冀 所 患 的 普通 病 ,主要 是 较 伤 足 病 ,也 有 消化 及 呼吸 系 病 。 
除 牧 区 有 的 寄 后 虫 外 ,更 以 性 畜 底 舍 的 低温 和 放牧 范围 的 狭小 ,各 种 内 隘 寄 生 虫 也 

PUR, LIM GS, BERR IE Re 
(898 300 BEAR EY EE, BPI. MARE, A > Be. 
3. 城市 的 畜牧 生产 和 家 冀 利用 情况 : 
拉 际 、 江 和 孜 ` 日 喀 则 、 昌 都 等 较 大 城市 , 有 专 养 三 数 黄 母 牛 挤 奶 做 酸 乳 出 售 者 , AE 

营 长 途 默 运 业 的 奋 帮 ,有 上 层 和 贵族 畸 乘 用 的 马 鱼 ,也 有 小 量 的 猪 由 , OA EHR GS 

硅 来 城 的 笑 牛 、 黄 牛 . 小 响 及 马 , 以 及 供 履 宰 用 的 晨 牛 和 篇 羊 。 
根据 拉 际 等 地 各 家 畜 门 珍 所 的 工作 ,报导 运 珍 的 家 畜 , 主 要 是 局、 曼 的 壕 伤 蹈 病 . 和 

其 他 的 内 处 科 病 以 及 少数 的 马 鼻 瘦 、 忆 腺 疫 等 症 。 
(二 ) 几 种 重要 的 博 染 性 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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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 PLUS Wa iL Zs Be SRR, FAS PIL gS RAIS ie om BS tg 
RE SPAR AEA ES RIED A ITE, BA ER RE 
Pe HT Fe Ry (LAE CNN, 性 冀 比较 集中 , 46H AS heges J BS 
BOAR ABARAT 8 LARC LEI 
Ce T Meo BLSMMEN TRIG ABER IAV-RSE , EEAR ITE HB 

生 和 流行 , 牛 传染 性 胸膜 肺 类 已 经 成 为 地 方 的 常 在 病 ; LI ETRE DL LH 
性 败血症 马 鼻 癌 马 腺 座 传染 性 淋巴 管 类 破 伤风 焦 虫 及 疑似 雏 虫 等 症 , 有 的 是 地 方 流 
行 ,有 的 是 散发 ,但 没 了 解 到 家 畜 千 核 和 传染 性 流产 。 

1. 牛 瘤 的 发 生 情况 
1953 年 2 月 在 拉萨 近郊 先后 发 见 三 批 。 第 一 批 是 在 西 郊 锡 三 十 里 处 洞 巡 地 方 , 是 

DAE PASTAS AA, 才 由 北 路 收场 赶 到 安 庄 来 饲养 , AIR FECA Se (Be 
尿 ), 余 作 头 没 病 。 但 附近 老少 创 有 黄牛 ; 虽 多 接 邮 机 会 ,可 是 都 没有 人 发病。 第 二 批 是 在 
东部 四 十 里 涉 德清 波 内 一 足 族 家 的 牛 场 ,得病 的 多 是 三 年 来 未 繁殖 的 三 十 多 头 小 性 和 牛 ， 
病 是 由 北 路 盼 装 汪 逃难 牛 所 引发 ,结果 公 部 死去 。 但 在 三 年 前 灌 过 新 耐 过 牛 的 血 ( 藏 医 
Fee) WHEELIE. SAE A SAAR, SE BIE 
安 庄 包养 ,结果 死去 二 头 。 PASE RH EA EE, SE ae GLB ALR 
节 ) 不 能 下 乡 进一步 深入 了 解 。 葛 经 一 月 再 往 北 路 林 周 宗 旁 多 宗 了 解 ,以 在 三 月 间 当 地 
发 病 牛 只 很 多 ,在 近 交 通 缚 处 死 的 多 是 小 牛 , 远 处 的 牧场 大 、 小 牛 多 有 死亡 。 病 是 由 北 
路 往 南 传播 的 。 

据 洞 邓 老 乡 说 这 病 经 常 发 生 。 据 军区 同志 了 解 ,在 拉 阵 德清 以 东 , 从 1949 年 起 每 
age by eae 据 黑 河 老乡 说 , 过 去 每 隔 三 、 五 年 发 生 -次 ,最 近 径 常 改 

» REGTET BF. BAD EEE TAR, 1952 年 已 在 青海 玉树 发 生 , 1953 年 初 痢 近 玉树 
jig 1 Seale: SILO WF EA A 
又 扩大 发 生 。 
REGIS WC A, Bl Amb BAS Be, DSO WARE IEE, 

5 BY PIAL BE UY, AEH MY PK, EY DBDs EMP AR, DA TSE RAS AS 
>, 1958 年 正二 月 间 , AEBEAL HSE MRE AoE TRAE, 昌都 地 区 在 1988 年 
从 大 流行 -- 灵 ; 有 些 地 区 十 死 几 \ 九 ,至 今 还 没有 恢复 。 据 拉 阵 刘 生 班 藏族 同学 说 ,各 地 
家 收 民 多 怕 牛 疝 的 发 生 和 死亡 。 从 这 些 情况 看 , 黄牛 的 发 病 李 较 旦 牛 、 往 牛 为 低 , 灌 过 双 
VENI AAA RAED), 没 灌 过 和 邓 波 的 小 牛 扰 驶 疫 力 。 在 交通 便利 的 地 方 ,传染 机 会 多 ,但 
每 忒 死亡 这 低 ; 在 交通 不 便 处 , 倩 桨 机 会 少 ,但 每 藉 死 亡 这 高 。 如 以 整个 西藏 地 区 (甚至 
整个 藏族 地 区 ) WAS, 似乎 逐年 多 在 发 生 ,， 隔 儿 年 来 -次 广大 的 流行 , 主要 视 各 地 的 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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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环境 与 牛 只 本 身 抗 病 力 的 不 同 , 致 形成 不 同 程度 的 传染 和 死亡 。 最 近 因 为 各 地 物质 

交流 , 黑 运 频繁 , 病 疫 的 发 生 次 数 也 就 增多 了 。 

2. 牛 ̀ 羊 口蹄疫 发 生 情 况 

1952 年 秋 我 们 由 昌都 到 拉 式 , 走 的 是 中 路 , 自治 降 宗 经 太 昭 到 拉萨, 见 到 沿途 的 牛 

ESM. TE TR, PAPE BIA RES, IRA REC, SE 

A>, ATEN ERIE I, IE IS. TEES IRS, RH 1952 
年 春 到 1953 年 春 , 到 处 多 有 发 生 和 流行 , 有 些 地 区 过 去 二 、 三 年 间 也 全 长生 ,但 没 这 区 
普通 。 中 路 农家 的 猪 \ 北 路 支 授 来 的 略 驼 多 染 到 鼓 症 。 后 返 经 康定 了 解 , 1953 年 康 北 
各 地 也 都 发 生 蔷 症 。 

3. 牛 传染 性 胸膜 肺 类 发 生 情况 
1951 年 在 甘孜 、1953 年 秋 在 帕 里 及 黑河 、1952 年 秋 军 医 同志 在 拉 阵 以 东 地 区 , 多 

eG BE LL SE HE IRI, 在 前 后 藏 各 地 及 昌都 地 区 和 康 北 各 县 多 有 也 入 
发 生 。 据 老乡 们 的 八 验 让 明 ,， 读 症 的 性 质 与 牛 次 口 足 疫 不 同 , 虽 不 广大 流行 ,但 一 纸 伟 
ARE, ARAL, REA, 尤其 在 气候 特 变 、 冬 春 雪 后 及 草 村 季节 ,死亡 特 多 。 — 
般 得 病 的 多 是 答 乳 母 牛 和 牛 种 ,不 过 最 近 运 输 用 的 旦 公牛 也 多 发 生 。 

4. 局 鼻 冲 的 发 生 情况 
据 帕 里 老乡 报导 , 在 1952 424 1953 年 春 , RAE EI EU a SoS LE AF 

HET BE, RI TAKE, EMER BAO MEM SM, PERS 
症 。 因 此 联想 到 国境 检疫 的 重要 。 

5. 其 他 传染 性 病 的 发 生 情 况 
军医 同志 报导 , 传染 性 淋巴 管 从 、 家 冀 关 瘦 及 类 似 出 血性 败血症 , 在 个 别 地 区 散发 

或 流行 。 羊 癌 每 隔 三 、 五 年 发 生 一 灵 ; 牛 的 血尿 多 发 帮 小 牛 , 或 在 牛 瘟 期 间 的 重病 牛 只 ; 
马 的 血尿 多 在 帕 里 以 南 ; 破 伤风 多 发 蕉 创伤 之 后 ; IRIE SIRE 

(三 ) 牛 . 羊 寄 生 虫 的 发 生 情 况 ; 
我 们 了 解 的 重点 是 在 绵羊 ,其 次 是 性 牛 。 但 因 条 件 的 限制 不 能 大 量 的 剖 验 、 及 时 普 

汤 地 检 发 ,只 可 襄 是 一 般 性 的 了 解 。 
1. PRBS AE 
A YS ARaIIT A BAe Hy IG a ER Ae, RSI HG ale YT a IG a 

BS, APSE BS Hie He Ey PE , Oy SERGE ASA fh FEI AE BS ERA 

2. SARA th 
个 别 地 区 , 因 蚀 管 不 善 ,有 玲子 及 疗 癣 , (KE BERRE SS, (ARSENY ELMER 

地 区 及 黑河 的 老乡 芍 称 之 日 羊 病 , 是 可 见 其 善 沁 而 严重 。 牛 蝇 幼 虫 也 是 普通 发 生 , 虽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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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的 生命 没 直 接 危 害 ,但 对 牛皮 的 利用 价 香 影响 很 大 。 
(四 ) 常 发 的 几 种 普通 病 : 
Pts BBE, SEP A SOS ERTL OER HI, ZI A 

260015 AE OREN BET KIB BURRIS, SOPRA, IRE RRR, 政 区 ， 
AL STEIN Int IE HH HOLE EAE RB A BAR, BS BH AL BB RE HE, PRE DR tek 
乏 草 料 , ABU, 但 在 进 藏 后 , DUPULIERR DK BEALS RISER, aE 
To 在 牛 的 饲养 方面 , 主要 由 庆 只 着 任务 突击 , 没 顾 到 应 有 的 休息 和 反 锣 的 需要 ;在 羊 
的 乌 养 方面 , FR EIT ee, 没 天 到 草 的 质量 及 瘦弱 的 母 羊 在 产 羔 前 应 有 的 护养 , 竺 
果 形 成 多 种 性 营养 缺乏 而 死亡 。 

(FL) 387K. EIR: 

HEE S RAHM, 在 收 区 的 草原 地 上 很 少 毒 草 , 而 在 狭 谷 森 条 地 区 称 类 很 多 。 
据 符 众 印象 较 深 而 能 指认 的 伺 为 草 饲 头 . 飞 燕 草 、 醇 马 草 三 数 种 。 主 要 是 为 才 远 不 求 的 
牛马 和 年 轻 的 幼 过 ,尤其 在 夏 初 草 才 发 首 不 能 辩 训 或 因 负 俄 所 副 而 吞 伪 , 千 果 引 起 中 毒 
死亡 。 至 共 毒 水 , 一 般 不 能 确切 指 静 , 只 说 有 自 和 红壤 中 流出 微 温 的 水 ; 有 说 自 兰 审 或 树 
根 中 流出 者 ,有 说 洛 隆 宗 、 沙 丁 . 丁 青 等 卡 有 毒 水 ,但 未 见 到 , 容 后 熏 查 。 

(FS) SE Spe REA PS HR BB TE 
1. SEARS A APE ER — EAE IAI FUE BBY EE 

Bea ie Bak LCE A) , Het SBE AEA & A, AP Be PE 

eT HE, BBR MK (AER iS ee TO Oe. AR 
膜 肺炎 为 地 方 性 病 , 传 入 后 不 易 清 除 , 意 后 还 可 复发 。 痰 冶 可 危害 人 畜 , 发 见 后 多 驱 畜 
远 避 。 寄 生 虫 如 肝 是 与 池水 有 关 , 有 些 虫 是 与 灌木、 林 犬 及 环境 有 关 。 普 通病 与 草料 及 
fl EAE, 如 营养 性 病 与 当地 草 的 质量 有 关 , 呼吸 系 病 多 因 受 塞 而 发 , Webs BR REIL 
装 钊 载重 路面 及 咕 赶 方法 等 有 关 。 虽 然 信 仰 喇 麻 教 的 知 天 安 命 学 说 , HS ABS 
答 南 前 世 不 修 、 今 世 之 果 , 但 对 医药 的 防治 也 很 迫切 需要 。 

2. 地 方 兽医 及 缆 品 情况 一 -西藏 在 过 去 多 少年 代 中 没有 兽医 学 校 , 也 没有 一 个 正 
式 开业 的 兽医 ,所 以 家 畜 病 疫 只 有 任 其 自然 发 展 。 不 过 在 传染 病 方面 ,如 预防 牛 瘤 及 牛 
傅 桨 性 胸膜 肺炎 , 听 说 有 些 藏族 人 医 也 能 交代 些 灌 血 及 灌 烟 肺 和 胸水 等 方法 。 在 昌都 
地 区 的 拉 多 地 方 ,有 一 娘 钳 家 是 专 代 老乡 的 牛 灌 血 (对 波 ) 来 预防 牛 瘦 , 余 除 负 帮 处 治 自 
己 尼 、 妈 的 普通 病 外 ,不 论 在 安 区 或 收 区 都 没有 一 个 兽医 ,也 没有 兽医 药品 。 

3. 地 方 轩 有 的 防治 方法 一- 寿 众 因 妆 教 信仰 和 物质 条 件 的 限制 , EI ee 
估 人 冀 平 安 , 在 传染 发 病 时 ,多 请 喇嘛 念 镍 解 秋 , 但 破 大 多 数 还 希望 用 医药 或 其 他 方法 
来 帮助 防治 。 但 由 芯 医 药物 品 的 缺乏 ,只 有 在 生产 过 程 中 摸索 出 些 痉 验 ， 想 出 些 办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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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L RT BRIBE He RD aE AVE AE. A AAR YR AE SR EA hs Se eS PERE TERK E 

fi) BRS TE FE A BB TR fd“ BE, EE) AE, 在 牧区 气 

A FS EU WCE FETE AEE EAE. FREE Ee, TER 

PASE Hak BRILIHILS. HEARTS, RST: KG TBE, MERE RES BS es He, 

筑 策 梯 查 。 为 防 冬 春 缺 草 , 在 狭 谷 保留 阳 坡 , TERS PR UR EE, AK UT I ae Estee 

及 元 根 叶子 等 。 为 防 较 伤 足 病 , 注意 AR SE, Wie BY, Be A 5 He PETE UY 

BERD PEA SRE RS RE RAAB, FRIAR XK Ia a Be 挪动 。 

效 丫 病 肉 ,一 般 多 不 吃食 ,个 别 在 都 熟 后 才 利 用 。 驶 疫 预 防 仅 限 於 牛 瘟 及 牛 传染 性 胸 胶 

肺炎 。 

(1) 牛 瘟 及 牛 传染 性 胸膜 肺炎 的 驶 疫 及 预防 方法 : 

1)PRREBMHH: 在 昌都 、 三 十 九族 等 地 区 、 多 靖 拉 多 地 方 ， 娘 错 家 来 灌 血 

(RUE) ; 较 远 地 区 ,多 是 在 牛 瘟 流 行 时 , WARNS SERS Eh AR 

不 要 血尿 以 台 危 险 ) 或 探 取 病 黄 羊 (野山 羊 ) 的 血 来 灌 健 牛 ( 每 牛 一 小 硫 ) » BEBE BE es 

过 ,再 从 各 新 耐 牛 的 红 间 或 眼 脸 下 血管 割 取 血 液 (每 牛 的 血 狗 可 灌 十 后), 如 此 循环 灌 服 

FAP AE SS HE, PE HE, PREPARE FB EE AEA BE, FETS UE 

坏 , 区 别 很 天 。 好 的 在 驶 疫 过 程 中 ,很 少 死亡 , 坏 的 死亡 很 多 。 但 这 简单 而 有 效 的 方法 ， 

行 之 亦 过 去 康 藏 地 区 医药 极端 缺乏 的 情形 下 , 是 具有 一 定 的 应 用 价值 。 RRR 

及 工作 性 质 , 未 能 深入 作 进 一 步 的 了 解 ， 诸如 该 项 柔 波 究竟 是 强 毒 还 是 弱毒 ; 娘 钳 家 是 

要 能 毒 , 怎样 致 能 及 其 保存 方法 。 另外 , FESR TEEPE AF BS Sie BEAD he HE, RAE TEI 

后 为 最 合适 的 时 间 。 

2) 牛 傅 染 性 胸膜 肺 类 的 免疫 及 预防 方法 : ”有些 地 方 依 照 喇嘛 医生 的 办 法 , 自行 探 

FEF A Be BB Hits AU he IHS Je UIC OU Ae ls RS (A a BE ca BS AR se FA td 

FR MEIC REE) ACK ARAB R 4 R 4 B). HH 

选择 病 牛 肺 需 要 白色 不 要 红色 ; 胸水 需要 黄色 清亮 , BEIKALE, (ARORA on P 

免疫 来 得 好 ,有 时 反而 引起 死亡 。 

(2) 寄生 虫 的 防治 方法 : 

且 众 因 宗 教 信仰 ,一 般 不 原 杀 害 成 虫 生命 , 故 对 瓯 子 , 壁 竹 及 牛 蝇 幼 虫 等 的 捉 杀 , 似 

FREEBIE, BAUR, TP SE A A REE, RR EA I KS 

TS SAE SB SEARS ER TEMS, RATHER, ABE ASP E, TEI 

PEPE , BE AE TD SE, (A EAL AR RE EE BA AEE A Hh hk 

Be is, Aah EPS PEE BY Fh HH 

(3) 普通 病 的 防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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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Z , RA IMT 2 ARR Fy A I OR, BR 
FRAN ER IG TESS ih ER, PSE, MIBRR. SA Te OE 
EF AAEM ok ERE OKIE, FJ UE a MOA RE PRE, PRS 
i RRR. AIC NR, OGRA BRA. Bye Asati et 
PEAY HK BE ARO REE AL RAE, ATER ERK iH 

(4) SEK. SEMI A 

AR YEA AR ROR, AAA SIA, HE AEA TA EE ES, 一 般 的 探 取 当 地 的 毒 

te SEK, sesh. TEM TOR ERIS, RAB SOR, 灌 服 健 畜 (尤其 是 幼 畜 

RARER SS? WALA AE, DORR Pee? 在 中 毒 后 ,一 般 是 灌 

R 青 牺 酒 来 解毒 ,但 效果 不 确 。 

西藏 地 区 家 畜 病 疫 的 治疗 工作 , 解放 后 有 很 大 的 发 展 。 在 拉 莫 成 立 了 兽医 生物 药 

品 制造 厂 , 正 在 准备 开工 制造 ;昌都 设 有 兽医 院 ,拉萨 、 江 和 孜 日喀则、 曲 水 、 帕 里. 丁 青 等 

地 设 有 家 畜 门 诊所 ,已 经 开展 了 家 畜 普 通病 的 治疗 工作 ,在 竹 众 中 取得 良好 的 反应 。 但 

因 工 作 初步 展开 , 目前 还 局 限 於 城市 和 解决 支 授 运输 的 牲畜 病 疫 问题 。 将 来 还 应 面向 

牧民 、 农 民 ,面向 生产 ,为 广大 的 牧区 、 农 区 解决 生产 上 的 安全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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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对 西藏 高 原 农 林 牧 生产 事业 
的 几 项 建议 

西藏 工作 队 安 业 科 学 钥 两 年 多 来 考察 了 西藏 高 原 的 主要 农 区 、 林 区 以 及 高 原 东 部 

的 主要 牧区 ,又 在 拉萨 参加 了 一 年 哉 验 场 的 工作 >)， 这 对 芯 西 藏 高 原 上 的 自然 规律 和 入 

BREA BAT OCI TH. 回 北京 后 我 们 又 参 酌 了 农 、 林 、 牧 生产 方面 的 许多 

新 措施 ,再 结合 西藏 的 具体 情况 , 经 过 一 番 考 虑 后 , 我 们 对 高 原 的 农林 牧 生产 事业 提出 

下 面 几 项 建议: 

—. RR EB 

PAE T= SR PENSAR Del, BEEPS RR AEF AREA AEP ARS TES Ty TERR 
(一 ) 一 般 安民 的 安 业 生产 
一 般 安民 生产 中 所 表现 的 粗放 性 , 是 和 帝国 主义 和 封建 主义 的 压 锯 分 不 开 的 。 BR 

封建 主 有 较 齐 全 合用 的 耕 具 、 耕 牛 和 相当 量 的 肥料 以 外 , 大 多 数 农民 极端 缺乏 种 子 、 安 
具 和 肥料 。 解放 后 两 年 中 央 重 点 地 试行 发 放 宏 贷 , 通过 贷 种 或 贷款 方式 来 部 分 地 解决 
贫苦 农民 在 生产 套 料 上 的 困难 , 已 经 获得 了 一 定 的 成 续 和 良 好 的 反映 。 今 后 更 应 在 已 
有 基础 上 水 步 扩充 , 著 广 大 农民 全 众 都 能 体会 到 党 和 政府 是 如 何 关怀 与 支持 他 们 的 生 
产 ,也 为 以 后 的 一 系列 技术 改造 创造 条 件 。 

1. 改良 农具 
安 具 种 类 简单 和 铁 质 农具 的 缺乏 ,是 西藏 农村 主要 特点 之 一 ,今后 提高 安 业 生产 技 

术 , 还 得 先 从 改良 工具 着 手 。 目 前 使 用 的 宏 具 其 性 能 好 就 很 有 差别 , 譬如 说 , 拉萨 河 
下 游 和 年 楚 河 下 游 地 区 带 铁 刍 的 黎 具 和 双 排 的 木 元 丰 或 铁 元 丰 , 就 是 比较 进步 的 工具 ， 
fA FE AAA PABST. 有 了 齿 邦 ,无论 整地 平 土 或 是 播种 后 的 复 土 以 及 昔 
期 的 保 墙 等 工作 都 方便 得 多 。 加 寅 太志 的 打 板 以 代替 常见 的 单 根 式 砾 获 , 无 疑 地 要 大 
大 提高 股 粒 的 效率 , 邹 便 是 进一步 探 用 友 轴 代替 因 牛 压 场 ,也 不 是 难以 实现 的 事情 。 至 
於 将 来 引用 适合 当地 条 件 的 新 式 耕 歼 和 其 他 安 具 , 如 密植 粮 . 耘 铀 . 中 耕 器 .和 麻 、 雁 也、 
局 车 等 那 就 输 进 一 步 的 精 耕 租 作 提供 了 很 大 的 可 能 性 。 根据 目前 西藏 的 社会 径 济 情 

1) 在 写 这 一 殷 告 时 张 志 增 同志 价 在 拉 蓝 移 续 主持 武 验 工作 。 
2) 贿 开 西 吕 工 作 队 社会 粗 报 告 。 



ae Am RE SBR 

RICA » PETE TE RAL AME TW SR AR LN, TA ic BAe BT PE an iB TE: J Ee — a — 

WE ADEE rs » We RE A YK EPR ie he RT EE, Fe RAAB 

| BRAS SER, MOR A A 8 EO TA Be OE. BS. RT. ARSE 

AEBS ARTE HR RR OR USE TAL es BU PE SEE 
有 一 点 应 该 着 重 指出 : RS ALR PARE ARM, BB AH, BEB: 

使 用 新 式 复 具 达 到 深耕 翻 士 , 对 堆 提 高 宏 业 生 产 具 有 极 大 的 意义 。 西藏 地 区 的 土壤 奢 
地 过 了 於 粗 轻 ,主要 是 由 帮 气 候 条 件 的 影响 ; 但 是 缺乏 适当 的 黎 具 进行 耕 翻 , 致使 表层 土 
壤 年 复 一 年 的 重复 串 痊 ,而 心 土 的 肥力 旭 没 有 很 好 加 以 利用 , 土壤 结构 也 不 容易 得 到 改 

良 , 这 可 以 说 是 一 种 浪费 ,应 该 人 快 地 予以 改进 。 
2. 兴修 小 型 水 利 

西藏 高 原 的 家 区 契 大 部 分 是 属 基 牛 干旱 地 区 ,没有 灌 浙 也 就 没有 稳定 的 收获 。 

(1) 修建 水 渠 藏族 农民 对 坝 宏 田 水 利 方 面 的 措施 是 有 相当 基础 的 , 器 材 的 限 
制 , 一 遇 有 五 方 工程 ,不 能 线 道 而 行 ,就 得 放 秦 , 甚至 一 顽 大 石 阻挡 的 地 方 , 也 妨碍 了 水 
路 。 所 以 因 石 方 工程 所 产生 引水 上 的 困难 而 未 开 的 荒地 ,不 在 少数 ,同时 因为 有 大 石 阻 
OE BOARS Lh THER. 车 能 运 来 司 石 工具 和 炸药 , 配合 工程 技术 上 

的 指导 ,就 可 以 多 修 几 条 水 汇 , 多 开辟 一 些 农 田 。 最 重要 的 是 早春 播种 前 的 谋 地 和 冬季 
灌 冻 水 都 是 在 枯 水 位 时 间 , 引 水 工程 比较 大 ,必须 就 现 有 若干 渠道 加 以 改建 扩充 来 增加 
水 量 ,以 保证 春 冬 有 是 够 的 用 水 。 这 一 类 的 工程 ,也 需要 政府 加 以 协助 。 

(2) 修筑 护岸 工程 : 西藏 地 区 的 河流 都 是 没有 轻 过 整理 , WRB IEVUE, 在 
洪水 位 时 可 能 被 淹没 的 土地 ,就 扰 法 耕种 ,车 是 筑 上 埋 防 , 就 可 增 辟 耕地 。 雅鲁藏布江 
有 几 处 河 袖 流 组 的 地 方 , 如 拉 孜 对 河 的 一 大 片 草地 、 拉 和 孜 到 彭 错 林 中 途 的 一 大 片 沙洲 、 
通 梅 网 卡 和 浦东 札 西 岗 间 的 河 潍 等 都 是 比较 大 片 的 土地 , 倘 圩 围 田 后 ,就 可 增加 数 万 雷 
耕地 。 再 者 ,河水 任意 冲刷 河岸 ,护岸 工程 做 得 很 少 ,也 很 简陋 , 每 年 被 河水 冲刷 走 的 田 
岸 为 数 也 不 少 。 单 就 日 喀 则 附近 的 一 片 机 关 部 队 生产 地 来 看 , 在 一 个 夏天 里 沿 河 就 秆 
ih de POH) 2 米 的 一 条 地 。 河流 来 回 冲 刷 , 河 潍 中 碟 石 沉 积 起 来 越 宽 ,而 耕地 日 丛 减 少 ， 
所 以 护岸 工程 的 修建 和 加 强 是 很 重要 的 。 

3. 提倡 精 耕 竹 作 
(1) 及 时 秋 耕 灭 共和 灌 冻 水 :秋收 后 抓紧 时 间 秋 耕 灭 在, 保持 土壤 水 分 , 促进 土壤 

风化 , 蓄 在 枯 水 以 前 灌 一 坎 冻 水 ,使 表土 冻结 , 防止 秆 冬 春 季 的 强风 吹 跑 ,以 储存 水 分 为 
来 年 春耕 播种 准备 良好 条 件 。 这 种 措施 在 后 藏 的 部 分 地 区 (及 时 秋 耕 灭 在 ,有 的 边 收 边 

复 ) 和 山南 地 区 ( 秋 耕 灌浆 水 ) 都 已 实行 ,应 蔷 迅 速 推广 到 其 他 地 区 。 如 果 能 够 探 用 新 式 

复 具 翻 耕 , 则 效果 更 为 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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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 撒播 好 条 播 ; 西藏 的 田地 侍 是 撒播 的 ,即使 是 玉米 和 谷子 ( 波 密 地 区 ),， 也 
是 漫 地 搬 将 。 一 般 的 播种 量 相当 大 , 植株 生长 也 还 稠密 。 但 是 撒播 后 复 土 深 诸 极 不 一 
致 ,至 少 有 -部 分 种 子 是 暴露 在 干 圭 层 中 ,而 且 撤 播 地 里 杂 草 滋生 ,中 耕 除草 极 不 方便 ， 
影响 作物 的 正常 生育 ,今后 要 汉 步 地 改 撒播 为 条 播 。 在 未 能 探 用 密植 太 前 ( 因 士 质朴 松 
可 以 用 粮 播 种 ) SE IEE, MRO BE, PERCH EGE PRR TE 
eG A RT ESE AeA SL IK, F/T A, WLS I EE 

(3) HEATH OERRRE: MARE AU a) SLE 1 EASE 3, AIL Fw ERA AR 
重视 ,进行 的 也 不 微 底 , 往往 发 现 许 多 田地 杂 草 与 青 各 平分秋色, 这 种 把 醒 食 与 但 料 生 
产 混 为 一 谈 的 栽培 制度 是 不 符合 科学 原则 的 。 应 读 订 立 合理 的 轮作 制度 , 在 作物 生长 
发 育 期 间 及 时 进行 中 耕 除 草 , 特 别 是 要 把 苗 期 的 杂 草 如 野 燕麦 、 苦 菜 、 回 回 荣 、 打 碗 花 等 

清除 掉 , 以 保证 水 分 与 养分 的 供应 。 
(4) 改进 输 作 制 度 : 在 目前 提出 多 年 生 收 草 输 作 似 嫌 过 早 ,不 易 为 藏族 安民 所 接 

受 。 可 以 根据 西藏 已 有 的 轮作 制度 加 以 改进 , 阔 在 干旱 地 区 推广 合理 休 闵 求 培养 地 力 。 

作 愧 种 类 以 青 称 为 主 ,适当 地 配合 禾 本 科 作 物 和 豆 科 作物 ,例如 : 
青 释 一 一 碗 豆 或 乔 豆 一 青 牺 或 油 某 。 这 种 轮作 方式 为 西藏 某 些 地 方 已 有 应 用 ， 
值得 介 帮 推 广 。 久 后 在 试验 的 基础 上 再 添 步 考虑 加 和 一、 二 种 一 年 生 牧 划 和 创 料 作物 ， 

如 栽培 种 燕麦 后 藏 忆 有 的 葫 意 巴 和 晃 豆 等 。 根 据 各 重点 地 区 试验 场 试 种 首 基 情 况 , 推 
广 音 荐 的 释 植 , 蓝 把 它 加 入 到 轮作 制 中 去 是 极 有 可 能 的 。 此 外 , 还 要 提倡 在 田 边 、 渠 途 
种 植 防风 林 ;, 以 防止 么 、 春 的 风 鲁 来 保持 水 土 。 

4. 开辟 肥 源 
西藏 各 地 的 安田 ,都 有 肥力 不 足 的 现象 ,在 御 干 旱 河 谷地 带 更 为 显著 。 除 上 述 实行 

轮作 制 及 艳 对 休闲 能 增加 肥力 外 ,在 目前 还 可 提倡 下 烈 三 点 : 
(1) SHEE GER: “一般 藏 胞 不 名 惯 使 用 人 凌 尿 ,而 人 数 尿 的 肥效 很 高 。 音 以 

RSS, 每 人 每 年 的 美 尿 中 含 氮 量 就 相当 放 100 斤 豆 饼 。 可 从 部 队 机 关 生产 中 示范 
HET ASS RAGHEB 

(2) 改良 凌 肥 的 赂 存 ;  FSIMETE REAR EERIE HB, SIL IE Ae 
BES Aa, VAWE SIGHT , AS BEB A ILI BABAK , SEE BE SUE Fe BI IE 

(3) FIRS PERSIA: ERRPKERDIGR, ENA RE CEB A UES RG 
SEAR UBMORL . PERE RE UEIRUCT OR PL, BERT BACT AE ELE A Yee ART, SRNL 

— RUUR AT Lie pe ey ee EL HR PRE 2 
SETA NE. RRR sl HE ESSE, SFE Be BB A LSE AE HB Oe a HED 

5. 5 Ae A fais. PED REST Ee ES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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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 ABU Bg WAAL AS, TTP BRA ES SLA, PA 
Bley 2AHEL, SDes WEES FS LAS ELIAS dE ti EF (有 计划 的 混 种 不 在 此 限 ) ,再 
ESRD RH, HR DR ASE, AR ETB. 

ite fl PERDUE EAE. 在 低 湿 而 肥沃 的 土地 上 ，, 本 地 小 麦 品种 极 易 威 
染 锈病 ,试验 场 应 注意 引种 抗 锈病 品种 ,站 进行 选 种 。 虫 害 的 防治 因 受 藏族 宗教 如 俗 的 
限制 ,还 要 和 经 过 相当 时 期 的 说 服 教育 ,稳步 前 进 ,因此 “ 防 重 认 治 ?是 很 重要 的 。 

(二 ) 部 队 机 关 的 生产 
部 队 机 关 的 生产 是 有 一 定 成 绩 的 ,但 还 存在 一 些 缺 点 ， 因而 没有 完成 高 AM 

自 答 的 计划 。 现 针对 过 去 存在 问题 ,提出 下 列 几 项 建议 
1. BARE SK 
Hla Fos Bs 4 PHA, BBA LIE A AEF ah EE BoE TD Ae ate Dy SRI EAP, 

(HE PAG SS HAG EAGT BW AK, BE BERR OMI, AS ESS BIDAR A 
Fa OY SSS BURMA, VR ATOR: 

(1) 834 — 6 BAA PUGH, PH ER AK, 一 定 要 
从 生产 到 加 工 自 成 一 套 。 

(2) 生产 地 点 的 选择 一 一 应 在 自然 条 件 好 而 交通 便利 的 地 方 ,如 波 密 地 区 的 倾 多 、 
胡 真 , 工 部 地 区 的 尼 阳 河流 域 和 拉 蔷 附近 地 区 ,地 点 要 比较 和 集中 ,以 便 管理 及 交换 狐 验 。 
后 藏 地 区 的 农业 发 展 前 途 也 很 大 , 待 公路 修 通 后 再 讨论 。 

小 麦 。 为 了 
ie ra YE, ai nae Sele paula qi. er 亚麻 、 马 给 暮 \ 首 逢 

等 ,同时 也 可 考虑 荡 麦 、 萌 蓝 巴 和 冬 黑 麦 等 的 栽培 。 
2. 提高 栽培 技术 
(1) 重视 整地 及 修 渠 工 作 一 一 耕地 一 定 要 整 平 , 水 要 浇 匀 , 阔 保 证 水 渠 定 能 在 春播 

RUE RIK, Fee RE LAE TERK HE a HE RK. 

(2) RSPEI SL BA Di) ROSCA BER AR GRRE, RTE SEA NG He UW Ze BB BE 
不 

yy 

Me Ae Pe BLA SE PEA LB 
Dy 8 ACR Ae ie re, EBON Re, 4D — eA ae BPD 
GA AY ek ACHE Bis REDE RAS, DEW JQ SH A AE LE, 

3. 注意 积 肥 
(1) 注意 人 畜 娄 尿 的 崇 存 与 利用 ( 见 前 )。 
(2) 利用 骨 肥 :西藏 地 区 每 年 屠宰 的 牛 羊 很 多 , 房 骨 到 处 抛 奉 , 未 全 加 以 利用 。 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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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 20-23 7 HS DENE is FADER MOREE REE eA, BER THU. 在 河谷 地 带 ,土壤 
rf Br BESS LEAS TG TE TE, Aen PRA Ss I PA EY AS EL BS 
原 地 区 的 丁 青 等 地 , EE ARERR ATT AE LEED, be ABE IES CBI ER 

用 简单 机 械 把 骨 磨 碎 , 制 成 骨粉 . 蒸 考 骨粉 ,或 用 石灰 与 草木 灰 源 成 骨粉 都 可 。 
(3) SRI: CEE SAY, 包括 拉 陡 、 江 和 孜 、 日 喀 则 等 地 ,因为 冬季 气温 

不 太 低 ,华北 能 够 生长 的 紫 穗 槐 ,在 上 述 地 区 生长 的 可 能 性 甚大。 根据 华北 农业 科学 研 
究 所 的 分 析 ; 紫 穗 棉 的 青 枝叶 含 氨 量 为 二 329 ,计算 起 来 每 600 斤 青 枝叶 相当 放 100 斤 
豆饼 的 肥效 。 春季 培育 的 当年 生 苗 木 ,到 秋季 每 雷 可 收割 站 000 斤 青 枝叶 ,第 二 年 经 过 
移植 , 夏 、 秋 割 十 因 ， 每 雪 可 制 青 枝叶 二 、 三 千斤 , HU Le AT Ir, ee 
三 、 四 雷 地 的 肥料 。 源 肥 时 收 制 下 的 青 枝 叶 切 成 一 二 寸 长 源 制 堆肥 。 

紫 穗 槐 含有 丰富 的 有 机 质 , 能 改良 土壤 ,而 且 耐 碱 耐 旱 , 可 以 在 不 能 种 庄稼 的 荒地 
上 上 种植 , 既 可 解决 肥料 问题 ,又 可 保持 水 土 , 防 止 土壤 冲刷 。 如 夏季 不 割 条 ,秋季 只 割 上 
部 青 的 枝条 做 肥料 ,能 收 大 量 的 青 枝条 用 来 灶 公 篮 或 做 为 燃料 ,对 芯 燃 料 缺 乏 的 拉 茵 等 
地 区 更 为 合宜 。 

HE A IE An AS BES, ZEEE RIE, 可 能 适合 在 西藏 个 别 地 区 生长 , 宜 按 自然 “ 
条 件 分 区 试行 种 植 。 但 翻 耕 后 可 能 由 放 低 温 的 影响 而 延 绥 腐熟 过 程 ,值得 深信 研究 。 

(4) 制造 堆肥 :西藏 各 地 都 有 可 以 制造 堆肥 的 原料 ,如 树叶 、 营 子 、 杂 草 等 , 尤其 
是 含 氮 较 多 的 豆 科 杂 草 , WEAR BY ESR, 为 了 克服 低温 环境 对 世 涯 制 
过 程 的 影响 ,可 以 应 用 高 温 通 气 速 成 法 堆 制 。 详 和 方法 参阅 “农业 科学 通讯 ”1954 年 第 
3 期 第 184 B@, 1954 年 第 5 期 第 241 页 , 1954 年 第 6 期 第 298 页 ,1954 年 第 10 期 第 

BLT 页 , 安 业 学 报 第 6 矢 第 4 期 第 430 页 ,或 刘 导 初 、 马 复 冬 : 高 温 速成 堆肥 (1955 年 6 
ASU BRB WEED) 

(三 ) 试 验 场 的 工作 
1. 场 址 
建议 在 拉 陡 日喀则 、 波 密 (或 工 部 )、 丁 青 等 四 处 起 立 农业 试验 场 , 而 以 拉 苏 、 日 喀 
划 为 重点 。 

2. 方针 

ALENT WAR SPE RA SSR ART, DUB RHE RAS. 
3. 工作 重点 
(1) 总 结 三 众 轻 验 ,在 试验 场 中 加 以 整理 提高 后 ,再 普及 到 全 众 中 去 。 
(2) 耕作 技术 的 试验 研究 : 
1 新 安 具 在 西藏 的 使 用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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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A Pe py Re AUR ABBE AR 
3) BU Bs BS EL) PE. 
(3) PMR AGE POE, WR AER AR, tee 

低 的 地 方 注意 丰产 性 状 和 品质 。 

(4) 收 草 输 作 制 的 建立 , 由 简单 的 输 作 制度 着 手 ,来 创造 适合 於 当地 条 件 的 牧草 输 

作 制 度 。 
(5) 引种 新 的 作物 (包括 冬 作物 ) 与 品种 ， 成 功 后 根据 当地 条 件 巴 以 推 FE 

(6) 干部 人 员 配 备 及 学 驾 问 题 。 
1 由 内 地 选派 和 就 地 培养 来 充实 干部 。 
2) 干 部 应 输 流 到 内 地 参观 学 习 , 以 不 断 提高 技术 水 平 。 

关 芯 蔬 从 方面 的 工作 意见 ,参阅 附件 第 20 号 ,1955 年 5 AISA WAI: 西藏 工作 

报告 (1952 年 6 月 一 1955 年 2 A), ACPA EE 

二 . 林业 方面 

关於 林业 方面 ,可 分 三 项 求 谈 : 

(一 ) 森 林 利 用 与 管理 

康 藏 地 区 的 森林 , 刻 然 如 此 广 瘘 ,今后 当 为 国家 建设 提供 大 量 的 林木 质 源 。 不 过 目 

前 因为 交通 条 件 的 限制 ,不 能 天 量 利用 , 如 木材 造 狐 、 提 制 木 醇 、 配 合 人 造 橡 爵 及 木质 给 

维 工 业 等 , 均 有 待 於 水力 发 电 问 题 的 解决 。 目前 可 利用 的 有 波 密 地 区 与 工 部 地 区 的 青 

闫 。 那 里 的 青 闫 , 穆 延 分 做 在 河谷 的 底部 。 青 辣 烧 炭 之 火力 仅 次 於 煤 , 如 能 把 这 些 青 闫 

烧 央 用 在 波 客 到 拉 节 一 段 比较 没有 高 山 的 地 带 ,以 行 觅 木炭 汽车 , 则 一 年 可 以 节省 大 量 

汽油 。 HERA SHAUL, 性 能 很 好 ,就 更 合 蕉 我 们 的 使 用 了 。 另 外 ,有 了 

背 国 炭 ,在 拉 阵 及 其 他 城市 制造 铁 质 农具 用 的 燃料 , 亦 可 同时 解决。 

在 森林 管理 方面 , 刻 然 现在 森林 火炎 十 分 普 台 , 而 不 合理 探 伐 也 随处 可 见 , 因此 我 

们 必须 划分 林 区 , 派 人 管理 。 不 过 康 藏 面积 太 大 , 全 部 派 入 铠 不 可 能 ,可 在 交通 路 稼 上 

多 林 的 地 方 ,成 立 林 区 ,加 以 管理 。 一 方面 切实 通信 各 级 部 队 、 地 方 机 关 及 筑 路 员工 , 舞 

花 藏 汉 , 均 须 大 力 宣 传 森林 的 宝贵 ,严禁 故意 粥 火 , 注 意 熄灭 取暖 和 炊事 用 的 玖 火 , 以 避 

免 森林 火 作 。 如 果 利 用 青 国 木 , 则 需 派 人 监 坑 探 做 。 因 为 青 加 为 组 长 树木 ,现在 大 树 极 

多 ,足够 利用 ,如 懒 为 选 伐 , 则 可 用 之 不 竭 ,否则 如 促 性 砍伐 ,不 留 小 树 , 则 将 扰 久 为 铂 。 

(二 ) 造 林 
康 藏 城市 的 燃料 问题 非常 严重 。 因 为 在 城市 附近 , 森 宁 大 都 破坏 已 尽 , 像 甘孜 、 昌 

都 \ 拉 陆 等 地 ,至 少 要 到 50 一 100 华里 以 外 的 地 方 , 才 有 林子 ,而 在 交通 这 样 阻 塞 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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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薪 柴 供给 确 是 非常 困难 , 所 以 一 般 都 用 牛 装 。 自 从 部 队 和 地 方 工作 入 员 来 藏 之 后 ， 

和信 口号 二 ,燃料 问题 更 加 严重 , 牛 凌 价 格 不 但 昂贵 , 而 且 不 易 买 到 。 这 个 实际 的 困难 问 

题 ,即使 在 汽车 通行 之 后 , 仍 将 难 芯 解决 ,因为 这 条 唯一 的 公路 , 将 为 国防 和 建设 事业 服 

务 ,运输 燃料 ,增加 运输 上 的 负担 太 重 , 非 就 地 造林 来 解决 燃料 问题 不 可 。 | 

ZERLEE. FMS TCA BK, PLS O I PERE: 一 种 是 先 造 速 成 林 , 材 料 主要 

可 用 杨 树 和 柳树 。 这 合 经 在 拉 蔷 农业 试验 场 实验 过 ,用 筷子 粗壮 长 15 厘米 的 条 子 , 春 

“未 播 条 ,至 当年 秋天 序 高 2 米 余 。 如 能 发 动 部 队 及 机 关 人 员 , BEE 
插 条 数 十 万 株 , 型 年 移 栽 定植 , 原 有 昔 围 稳 绫 插 条 ,定植 后 三 年 , 铝 去 上 部 ( 狗 2 AID) 

MLA, UE ASRS. 康 藏 高 原 冬 春 二 季风 很 大 , 主要 农田 均 在 

实 河 谷 里 ,冬季 大 风 吹 走 普 士 , 康 藏 肥料 本 来 就 很 困难 ,车 表 士 吹 失 , 则 不 久之 后 肥 话 土 

地 将 成 沙 东 。 如 能 速成 造林 , 栽种 防风 林带 , 土地 肥力 亦 可 永久 保持 。 其 次 ,还 须 开辟 

昔 围 青 成 中 槐 、 臭 椿 、 松 树 、 栓 柏 、 光 核桃 (Praunus mira Schneid.)、 栈 酸 条 (五 ippopjhae 

rhammoides) 等 树苗, 以 供 良 好 木材 ,做 为 建筑 材料 之 用 。 同 时 还 部 分 地 解决 了 牛 羊 馈 料 

问题 。 据 观察 , 拉 苗 附近 的 羊 邓 ,在 秋冬 季 人 缺 草 季节 ,就 有 很 长 的 一 段 时 间 佬 醋酸 条 的 落 
时 为 生 ; 光 核 桃 的 叶子 牛 、 马 亦 都 喜 吃 。 至 於 实地 造林 方法 ,已 在 “对 拉萨 地 区 安 业 生产 

工作 的 几 点 意见 "和 “由 拉 攻 赴 后 藏 地 区 安 业 考 察 报告 "两 本 小 册子 中 详 述 , 此 不 再 述 。 
此 外 , 康 藏 高 原 塔 部 、 工 部 、 波 密 地 区 有 许多 山地 适 放 栽植 核桃 ,如 甲 查 宗 所 产 的 ， 
ASL, SEE MBER, 惟 因 不 能 外 销 , 所 以 藏 胞 无 心 多 种 。 现在 植物 油 类 用 途 
极 大 ,而 核桃 油 为 食油 的 上 品 ,如 果 现 在 朗 大 力 推广 , 则 若干 年 后 郎 可 在 那里 语 厂 棒 油 。 
另外 核桃 本 为 最 好 的 检 栖 材料 ,以 后 国防 上 也 将 大 量 需要 ,所 以 更 是 一 举 雨 得 的 事情 。 

在 雅鲁藏布江 中 流 桑 伊 至 泽 当 一 带 , 有 很 多 沙丘 , 因为 风 吹 侵 急 农田 , 变 为 沙 荒 。 
现在 应 蔷 利 用 自然 的 植物 种 类 ,来 做 固沙 的 工作 。 在 河 潍 较 高 处 有 土 层 的 地 方 ,应 候 量 
用 杨柳 等 树 造 成 防风 林 , 以 阻 风 势 。 在 流动 性 的 沙丘 上 , 则 应 另 用 苗 转 ,至 成 大 量 西藏 
猴 牙 刺 (Sophorce hoorcroftiana) 幼苗 , 在 雨季 开始 时 , BHU EL, 数 年 后 , 在 较 低 
处 责 行 种 植 柳树 , 旭 沙 丘 不 再 发 展 , 一 部 分 可 以 变 为 农田 , RAK BoM 
Ee 
(三 ) 茶 的 问题 
茶 是 藏 胞 日 常生 活 必 需 品 , 不 可 一 日 缺少 。 这 今 都 是 由 内 地 输入 的 。 最 好 是 能 当地 

生产 茶叶 。 在 昌都 家 牧场 和 八 美 农场 里 ,都 售 试 种 过 茶树 , 不 过 不 是 当年 邹 死 ,g 便 是 生 
长 不 良 而 渐 形 死亡 。 茶树 需要 温暖 的 气候 (最 冷 不 能 过 雳 下 15")、 很 高 的 大 气 湿度 和 
与 这 些 条件 相 关连 的 相当 酸性 的 土壤 (pH6 以 下 )。 在 上 述 试 种 的 地 方 气候 土壤 条 件 
不 相合 , 当然 不 易 成 功 。 在 波 密 地 区 胡 页 附近 , 以 及 察 隅 地 区 和 罗 玉 地区, 气候、 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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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ER UAE, SAAC NZ CUR RE eT ARES, 待 种 成 茶 林 后 , 随 名 
FLA REBAR MSs, IE, 一 方 教授 茂 胞 种 茶 、 制 茶 的 方法 。 数 年 后 , 藏 胞 学 成 
者 渐 多 , 茶 田 日 从 推广 , 康 藏 茶叶 的 需要 可 以 水 渐 由 本 地 来 供 葵 。 
(四 ) 其 他 
康 藏 地 区 ,出 产 很 多 含有 单 宁 的 植物 ,已 如 上 述 。 西 藏 的 皮革 ,每 年 出 产 不 在 少数 ， 

因为 没有 制 革 工业 ,大 部 都 用 来 包装 运输 箱子 ,造成 浪费 。 制 革 工 厂 一 般 不 如 其 他 重工 
， 业 的 工厂 难 基 建 说 , 故 应 在 可 能 范围 内 及 早 筹 发 烤 肌 及 制 革 工 厂 , 如 烤 爵 生产 出 来 ; 当 
可 供应 内 地 的 制 革 工 业 。 这 样 也 可 为 国家 增加 不 少 财 富 。 

=. 牧 业 方面 

西藏 畜牧 业 的 发 展 应 先 从 保护 现 有 家 畜 协 助 增殖 着 手 。 
(一 ) 草 原 的 合理 利用 
在 现在 的 草原 管理 制度 下 ,可 以 改进 的 地 方 还 很 多 ,如 在 草原 上 进行 有 计划 的 、 顺 
序 的 输 收 , 注意 冬 草 的 迪 备 , 因 草原 种 类 的 不 同 而 在 已 有 基础 上 水 渐 发 展 不 同 的 牲畜 
等 。 在 世 草 短 草 地 上 是 以 发 展 纺 羊 及 上 牛 为 主 , 炉 羊 着 重 毛 肉 往 用 的 品种 , 笃 牛 着 重 在 
SERA, 藏 南 牧 区 着 重 发 展 牢 区 毛 种 的 穆 羊 , 安 区 应 着 重 发 展 役 
BRE. 上 仅 系 大 致 方向 ,至於 如 何 进行 具体 设施 , 还 要 经 过 话 区 的 调查 研究 ,根据 
各 地 区 的 具体 情况 来 制定 办 法 。 

(=) HERS 

一 

栽培 。 试 拟 场 址 如 下 : 

繁殖 场地 二 
iit — WIESE ACD) 

5 eee, 
i” #6} Sook ARE 

if “RC ean UES 

. (三 ) 防 治 家 畜 病 疫 
i 1. Fe ATG DS IF 
ul, BREDA AGT IR AA UTS, De ROLF JON HEEFT A HO 

JD AY YL, BRIE JL He HH, EAR IMATE RE 
区 的 牧 业 发 展 , SOFT RAE 7. 牛 传染 性 的 胸膜 肺 类 , ala EY PE aE 

选择 适当 地 点 ,逐渐 设立 闹 羊 、 晨 牛马 及 乳牛 等 的 繁殖 场 , 赣 在 各 场 中 注意 牧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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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DAML A ARSE HEATING. TEAR TETRA, 对 藏族 地 区 的 牛 只 在 输入 

其 他 地 区 时 ,应 加 强 检查 预防 。 至 於 其 他 传染 性 病 , RRR IER IA. 

2. Fe HS 

HAY BRIE AS Oh VE REE BS PE A 

染病 传人 ,应 该 重点 发 立 家 畜 检 疫 站 ADIT SIGE TRE AWS LIE. 
3. 按照 性 畜 分 伤 情形 , BERKEL, 现 有 家 畜 门 诊所 都 起 在 农 区 城 

市 中 ， 主 要 是 治疗 娜 马 的 普通 病 ， 以 后 应 逐步 充实 工作 内 容 及 扩大 对 象 。 在 牧区 的 黑 

河 ̀ 仁 庆 则 等 地 ,可 以 建立 工作 基地 , 从 现 有 单纯 诊疗 的 基础 上 ,进一步 调查 了 解 本 区 内 

BWA RIE ER, AT a, 指导 验 众 进行 有 关 畜 牧 增产 的 技术 , 逐渐 成 为 畜牧 兽 

医 工 作 站 。 

4. 制定 兽医 生物 药品 制造 厂 的 工作 任务 。 根 据 现 在 检 发 的 病 讼 种 类 和 具体 情况 来 
看 , 病 疯 种 类 多 而 产品 质量 也 有 限 , 因 此 首先 要 把 工作 任务 明确 ,来 配备 设备 和 人 员 。 

5. 民族 善 疫 防 治 干部 的 培养 。 应 视 工 作 开展 上 的 需要 ,到 步 培养 地 方 干部 。 

(四 ) 发 立 慷 易 机 构 
以 合理 的 价格 收购 畜产 品 , 如 羊毛 \ 皮 划 、 和 牛尾、 酥油 等 , EOP BHR BCR BARB 

用 品 ,来 改善 牧民 生活 。 

(五 ) 以 贷款 结合 技术 指导 的 方式 , KEEL MR ERASE LY, we 

拉 功 、 日 喀 则 发 展 制 革 工 业 和 羊毛 纺织 工业 。 



七 附 录 
一 “甘孜 农业 生产 座谈 会 记录 

农业 生产 是 人 类 向 自然 界 十 取 食物 及 供应 品 的 一 种 方法 , MSS, 是 人 类 征服 自 

然 , 叫 它 为 入 类 服役 的 过 程 。 因为 要 征服 它 , WERE. BT Se TE, RE, 

“知已 知 彼 , 百 成 百胜 "例如 我 们 想 吃 藉 荀 , 写 偏偏 抽 兰 ,而 不 长 缆 葡 ;我 们 想 吃 花生 ,种 

下 去 , 它 连 芽 儿 都 不 出 来 ,这 就 说 明 还 未 能 征服 它 。 我 们 下 了 力气 开 地 、 平 土 ,也 上 了 凑 ， 

有 的 工作 成 功 了 ,有 的 没有 达到 预期 的 千 果 。 失败 的 原因 很 多 ,有 的 是 种 买 具 了 , 或 者 

种 的 方法 不 好 ,经 营 不 得 当 , 都 应 当 仔 竹 检 查 。 但 是 首要 的 一 点 , 在 开明 以 前 就 应 当 考 

虑 到 的 , 而 往往 为 人 个 所 忽略 的 大 事 是 了 解 与 分 析 生 产 的 条 件 或 环境 。 所 谓 环 境 条 件 

大 和 致 包括 气 收 、 地 形 、 土 壤 、 水 利 等 。 不 了 解 情况 就 进行 生产 ,很 容易 犯 了 宣 目 的 错误 。 

生产 事业 在 社会 主义 的 国家 里 ,不 能 看 作 一 个 单纯 的 技术 性 的 事业 ,今天 任何 地 区 

的 生产 事业 ,不 论 是 什么 单位 .部门 负责 搞 的 ,必须 与 全 国 农业 生产 总 的 方向 相符 合 。 在 

少数 民族 地 区 ,更 要 注重 少数 民族 的 利 丛 及 其 加 惯 。 

中 央 派 壮 我 们 农业 科学 工作 者 ,到 康 藏 地 区 进行 调查 研究 . 了解 一 般 的 生产 情况 ， 

落 协 助 孝 队 进行 农业 生产 事业 ,能 够 与 你 们 一 起 工作 ,我 们 党 得 十 分 光荣 。 同 时 我 们 体 

会 到 你 们 的 轻 验 , 无 花 是 成 功 的 ,或 是 失败 的 ,都 是 宝贵 的 。 因 为 都 是 从 实践 中 得 来 的 。 

它们 是 今后 宏 业 生 产 中 的 主要 根据 。 这 砍 座谈 会 我 们 要 依次 的 将 这 些 问 题 指 出 , 兹 尽 可 

能 地 将 上 次 会 福 所 提出 有 关 宏 业 、 森 林 、 畜 牧 、 兽 医 的 问题 给 以 初步 的 解释 .有 些 我 们 还 

搞 不 清楚 , 暂 不 解答 。 盼 望 你 们 悉 续 努力 ,在 现 有 的 基础 与 成 千 上 更 进一步 的 向 前 发 展 。 

一 。 自 然 条 件 的 分 析 

(—) UK 

We AA a CB Ct JLT) ELSE, Abt ZR EE, ORES RY. BAAS Ae Se 

AAD EE EBS BH Mil FBS BE SHE 5 HE CH AB ess Jk UW, i, Be AP ARE RJ, TT FB EB 

大 。 它 没有 华北 标 塞 渝 的 冬日 ,也 没有 那样 炎热 的 夏 日 。 全 年 平均 温度 在 6.4°C, AA 

个 月 的 冬季 ,而 没有 一 个 惧 正 的 夏季 , 温度 不 够 高 。 全 年 降水 量 为 610 毫米 〈1951 年 )， 

但 蒸发 量 为 807.4 毫 米 , 超 过 了 降水 量 。 根 据 1951 年 的 纪录 , 4 A 23 AR, 9 月 好 日 

早 霜 ,无 霜 期 为 五 个 月 。 可 是 这 个 数字 兹 不 一 定 可 先 。 因 为 高 原 地 带 , AE AR TL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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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此 地 气候 情形 , 农业 生产 的 主要 困难 是 温度 不 够 。 任何 能 够 增加 温度 的 耕作 

方法 ,如 低地 排水 .向 阳 起 陈 \ 利 用 温床 及 风 隐 进行 促成 栽培 等 ,都 是 值得 注意 的 。 

二) 地形 

甘孜 是 雅 划 江 中 上 六 的 一 个 小 型 谷地 ,东西 长 ,南北 窗 。 海 拔高 度 3,3380 米 ,实际 上 

比 二 郎 山 顶 还 高 出 300 多 米 。 南 面 雪 山谷 峙 ,北面 山 势 比较 组 和。 此 地 常年 风向 以 西风 

为 主 ( 由 9 月 至 型 年 5 月 ), 只 有 六 、 七 ̀  八 三 个 月 为 东风 。 早 春 西 来 之 寒 风 , PANE LL ERS 

阻挡 ,对 作物 、 蔬 荣 生 长 均 不 利 , 宜 选择 避风 地 形 , 或 探 用 减 少 风 害 的 栽培 方法 。 

甘孜 的 河水 利用 ， 颇 值 研究 , 尤 宜 注意 其 春季 化 雪 的 流量 。 喇嘛 寺 以 上 能 否 筑 水 

扎 ,可 加 考虑 。 机 场 南端 的 小 河 似 亦 可 利用 。 这 两 条 水 都 是 由 北向 南 ,居高临下 ,或 可 

AERIALS Bh, 

(< 三) 土壤 

PRAM RE SHIKAI MARA, MAS RR, FB aay 

作物 及 蔬菜 都 能 在 此 地 生长 。 新 机 场 以 上 地 面 的 土壤 是 粘性 的 , PLB LP 2 nege— ay 

则 是 砂 性 的 。 旧 机 场 一 带 大 致 是 砂 质 壤土 , 河 潍 新 星 地 大 部 是 砂 士 , 稍 带 培 性 。 河 潍 土 

壕 厚 度 不 一 ,凹凸 不 平 , 卉 沙 较 多 , 需 整理 卉 平 , 才 便 论 利用 。 

一 般 而 花 , 此 地 土壤 腐殖质 缺乏 ,粘性 低 , 因 此 保持 水 分 的 能 力 低 , 肥力 也 低 。 种 地 

必须 上 凑 , 尤 其 是 底 业 。 不 宜 提 倡 特 肥 ,因为 土壤 的 温度 与 水 分 都 不 足 促 使 有 机 质 分 解 。 

河 潍 地 小 水 面 高 ,为 了 竺 取 早 种 早 收 ,如 受 霜 害 ,应 当 施 行 起 塘 排 水 ,增加 士 温 。 

=. 生产 政策 的 商检 

这 个 问题 很 大 , 我们 只 是 简要 地 提出 几 点 ,以 供 商讨 与 参考 。 

《一 ) 观 点 与 态度 

在 高 塞 地 带 搞 农 业 生 产 , 是 存在 许多 困难 的 ,但 是 我 们 不 应 当 和 被 困难 怠 倒 。 我 们 要 

吸取 苏联 先进 农业 科学 的 和 经验 , 明确 训 哉 到 一 切 的 土地 都 是 可 以 利用 的 ,大 部 的 植物 都 

是 可 以 栽培 的 。 有 人 说 瓜 类 在 此 地 不 能 生长 ,这 是 不 合乎 科学 事实 的 。 我们 不 预备 在 甘 

孜 栽培 香花 或 其 他 热带 的 划 木 ,但 种 植 一 般 的 杏 、 桃 .胡桃 、 李 、 革 果 等 ,是 有 希望 的 。 事 
在 人 为 ,我 们 不 能 等 待 自然 的 因 蝎 ,我 们 要 向 它 去 年 取 ! 在 这 里 要 特别 指出 的 是 ,一 切 

的 引种 ,要 克 过 试验 的 过 程 ,畜牧 作物 、 蔬 荣 都 是 一 样 。 试 验 摸 索 是 必要 的 科学 的 态度 。 

(二 ) 政 策 | 

HB 2M ZA PER ME ACS G2 5 EEE SE SL QB RRL 
是 由 新 民主 主义 渐渐 地 走向 社会 主义 。 我 们 的 农业 生产 是 由 个 体 的 经过 合作 的 ,再 进 为 

集体 的 。 今 天 我 们 的 部 队 生 产 , 虽 不 是 转业 生产 , 不 过 站 在 全 导 工作 上 , 应 开始 向 这 美 

Sk eT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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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 的 远景 注视 了 。 安 林 牧 三 位 一 体 的 安 业 政策 ,是 完全 正确 的 ; 在 少数 民族 地 区 , 尤其 
是 畜牧 地 区 ,这 个 政策 更 是 契 对 需要 。 我 们 应 当 重视 它 ,小 切实 地 推行 它 。 

(=) Hak BES BEI: 
明 种 广大 面积 土地 , 要 有 俩 导 、 计 划 与 步 又 。 辟 如 要 种 多 少 蔬菜 、 作 物 、 能 养 多 少 ， 

人 ? 养 何 种 性 畜 ? 养 多 少 才 合 适 》 如 何 整理 、 分 配 和 利用 工具 ?如 何 添 填 新 式 安 具 ? 如 
何 分 配 劳 力 ?行政 单位 与 劳动 单位 如 何 散 一 安排 ” 凡 此 种 种 ,都 应 该 有 明确 的 目的 、 精 
密 的 计划 、 完 善 的 硼 压 和 艇 一 的 后 导 。 

=. RRR BAE SALE Bs EAS JL ise 

(一 ) 农 作 园艺 方面 
1. 农 作 栽培 
(1) 适当 的 选择 作物 根据 所 了 解 的 情况 ,马铃薯 、 青 释 、 跪 豆 三 种 作 愧 在 此 地 区 生 

长 很 好 ,目前 仍 应 以 它们 的 主要 对 象 , 汞 应 着 重 在 马 锥 募 方 面 。 但 是 为 了 使 大 地 作物 生 
SAP REALL HERE A UE PED AL, DRL, 从 明年 开 茹 以 
SEW K, DU Ee SE, BRP a BY AA Beha, UE ERE 
物 的 起 始 。 SYR EAIASE MEAG, SSR TE Ty Ay, 我 们 希望 
将 求 能 以 大 豆 代替 豌豆 ,这 里 面包 括 许多 技术 问题 ,需要 摸索 经验 , 克服 困难 。 从 明年 
起 ,可 以 考虑 多 方面 搜集 材料 ,研究 栽培 管理 , 喜 种 一 些 大豆 品 和 。 

(2) 切实 执行 精 耕 翻 作 和 选 种 ,对 对 今年 部 队 生产 情况 ,切实 抠 行 精 耕 壮 作 是 非常 
必要 的 。 中 央 农 业 部 号 石 各 地 安民 生 众 、 国 营 农场 大 力 注意 丰产 栽培 ,以 便 提 高 单位 面 
积 产量 ,部 队 生产 也 应 该 配合 这 个 政策 。 在 具体 拓 行 精 耕 壮 作 中 ,首先 磋 到 的 是 安 具 问 

题 ,这 是 亚 待 改善 的 。 不 过 我 们 应 该 强调 在 现 有 的 安 具 条 件 下 ,也 可 以 达到 上 比较 精 和 耕 
作 的 程度 。 主 要 几 点 如 下 : 
注意 整地 ,整地 是 生产 过 程 的 开始 ,影响 以 后 作物 生长 很 大 。 一 般 作物 秋收 后 应 

即行 秋 耕 , BPRS EWA EHIME), 耕 的 次 数 在 二 次 以 上 。 MRR 
多 ,可 以 不 靶 , 以 利 茧 水 和 心 土 的 风化 ,否则 起 一 逼 。 秋 耕 时 可 以 施 一 部 分 基肥 ,以 防 春 ， 
旱 土 干 , 肥 料 施 不 下 去 。 翌 春 进行 春耕 宜 淡 , 耕 时 施 基 施 , 耕 后 丰 平 ,准备 播 币 。 此 地 安 
民 耕 后 印行 播 币 ,未 加 起 平 ,对 种 子 发 新 和 幼苗 生长 影响 很 大 ,应 钛 币 正 。 

2) 及 时 播种 和 作 畦 栽培 。 播种 应 及 时 , 春 麦 十 取 适 当 早 播 。 现 用 播种 方式 均 系 撒 
播 , 撒 后 不 管 , 只 待 收获 , 实 太 粗 放 。 宣 改 为 条 播 或 实 播 ,以 利 中 耕 除草 和 田 问 管理 (小 
麦 、 青 释 、 跪 豆 可 以 条 播 ,也 可 以 福 播 )。 行 距 穴 距 力求 适中 , 便 能 充分 利用 地 力 ,发 青 成 
长 。 根据 此 地 气候 情况 ;有些 作物 如 马 偷 募 可 以 适当 地 作 峙 栽培 , 畦 东西 向 ,如 此 可 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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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士 温 ,促进 发 育 。 
3) 中 耕 除 草 及 时 进行 除草 中 耕 , 尤 其 在 作物 生长 初期 ,随时 保持 田地 清光 。 此 地 田 

间 杂 生 野 油 荣 、 野 燕 麦 和 草 类 很 多 , 安民 为 要 利用 杂 草 做 饲料 , 每 做 其 成 长 到 开花 阶段 
时 , 才 行 除 技 , 如 此 做 法 是 很 不 科学 的 。 短 食 和 蚀 料 作物 的 生产 ,应 该 以 合理 的 牧草 翰 
作 制 度 求 得 解决 。 
约 训 守 选 种 “ 除 适当 输 进 外 地 作物 种 类 或 品种 时 必须 加 以 选择 外 ,当地 的 现 有 品 

种 也 应 随时 进行 选 种 。 选 种 目标 着 重 在 早 训 、 丰 产 和 抗 病 三 方面 。 现 有 农家 品种 中 良 
落 不 一 , 径 过 选 种 后 作物 的 生长 发 育 必 趋 健壮 整齐 ,产量 品质 都 能 提高 。 

(3) 提倡 积 肥 和 防治 病虫害 “适当 地 保存 人 凌 尿 和 牛 、 马 、 猪 、 羊 装 。 中 央 农 业 部 
在 1952 年 安 业 生产 的 指示 中 着 重 指出 ;“ 家 家 修 围 , 养 猪 积 肥 ”, 这 是 非常 正确 的 。 妊 凑 
尿 确 是 良好 的 肥料 , 宣 大 力 提倡 。 田间 拔除 的 杂 草 和 作物 荃 叶 等 , 都 可 以 涯 妆 做 堆肥 。 
PEO ROK. PAPE 4 ASOT, AE CARRIE, Re, EAU BUIE, 64 
物 生 长 供应 必要 的 营养 。 

发 生病 虫 后 时 要 及 时 防治 。 FUME, 在 未 播种 之 先 ,应 举行 种 子 消毒 ,以 
驶 传播 新 的 病虫害 。 田 间 发 现 病害 ,如 青 牺 坚 黑 穗 ` 裸 黑 穗 ` 小 麦 散 黑 穗 病 等 ,应 及 早 技 
除 。 地 下 害虫 厉害 之 处 ,应 在 播种 前 撤 用 666、DDT 之 类 的 毒饵 或 药剂 。 引种 外 地 作 
物种 子 时 ,最 好 通过 有 关 农 业 坛 验 机 构 , 以 驶 遭 到 意外 的 损失 。 

(4) 使 用 新 式 安 只 。 土 黎 性 能 不 好 ,普通 农具 都 甚 缺乏 , 宜 大 量 添置 让 使 用 新 式 安 
具 , 如 步 复 .中 耕 器 等 。 有 了 好 农具 后 ,耕作 自 会 精 租 。 本 地 农民 整地 时 只 用 木 复 翻 耕 , 耕 

RARE, LK TI ARB, A PR A OM CR PR 
FER . Ey AEE IU, DEAT AK PAS DP MERE, DUE PARE RS, BRAS L, DERE 

(5) 着 手 考虑 收 草 输 作 制 ,从 长 远 的 计划 着 想 , 这 个 地 区 的 农业 生产 工作 , 应 该 是 
安 林 牧 三 位 一 体 的 。 所 以 在 作物 栽培 的 制度 中 , 必须 加 入 牧草 的 轮作 ,一 面 供给 蚀 料 ， 
二 面 保持 地 力 ,这 是 苏联 和 社会 主义 先进 安 业 技术 中 最 成 功 的 一 种 。 我 们 应 访 努 力学 各 ， 
吸收 他 个 的 先进 径 验 , 来 建立 一 个 适合 认 康 北 高 原 地 带 的 耕作 轮作 制度 。 因此 我 们 建 
讨 有 明年 开始 划 出 几 亩 地 试 种 首 藉 及 其 他 可 以 在 此 越冬 生长 的 牧草 ( 究 应 种 植 何 种 牧草 ， 
有 待 试验 ) 。 如 果 试 种 成 功 , 邹 可 参考 下 列 程 序 进行 输 栽 。 
i—46 — ATR GRRE, 燕麦 对 首 藉 幼 划 有 保护 作用 , PRECISE 

BBX, 
$=, Wa4¢ — eR By RAE = 4F, 49 CL, EE SOY RE 

i. RULE, PULLER IE, REMOTE. 
HA — FBR EME BUCY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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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此 七 年 一 循环 ,四 年 牧草 ,三 年 庄稼 ,收成 必 有 保障 ,站 可 水 渐 提高 。 在 试行 这 个 

制度 时 ,可 将 土地 划分 为 七 个 小 区 , 每 年 开始 种 一 小 区 牧草 。 按 上 述 程序 种 植 , 从 第 五 

年 起 ,每 年 都 有 征 食 和 牧草 的 收获 。 在 实行 这 种 耕作 技术 中 , 应 有 和 良好 的 灌流 排水 系 

主 , 故 要 着 手 考虑 如 何 利用 地 形 和 水 源 , 规划 今后 田地 的 灌 浙 排 水 渠道 , 使 将 来 大 面积 

轮作 区 的 周围 都 有 灌溉 排水 道 , 范 在 道 旁 种 植 防 护林 , 以 减 风霜 为 害 。 

2. HABE 

(1) 加 强生 产 计 划 “目前 生产 以 自给 自足 为 原则 ,依照 现 有 人 数 和 每 人 每 日 需要 

蔬 茶 数量 来 制订 生产 计划 。 根 据 一 般 营 养 标准 ,每 成 年 人 每 日 需 新 鲜 蔬 荣 2 TH, 

地 蔬 革 平均 产量 以 2000 斤 计算 ,大致 可 敷 6 人 一 年 之 需 ， 换言之 邹 ARBRE. 

设 以 连 为 一 战斗 单位 (标准 过 为 180 人 ) 则 每 一 连 即 须 有 30 亩 左右 之 荣 园 。 

(2) 提倡 种 植 生 产 效 率 高 及 营养 价值 丰富 的 蔬 荣 种 类 ra AE RN Pe 
同 为 2000 斤 之 产量 ,但 就 总 的 营养 价值 来 看 ,2,000 斤 之 胡 划 下 远 较 2000 斤 之 甘蓝 ( 连 

花白 ) 为 高 , 2,000 斤 之 甘蓝 又 较 2000 斤 之 小 白菜 及 蓝 下 (当地 种 ) 为 高 。 同 时 ,部 队 战 士 

一 般 营 养 最 缺乏 者 为 甲 、 丙 种 维生素 , 钙 、 铁 、 燃 等 矿物 质 。 人 对 对 此 种 情况 及 甘孜 气候 土 

壤 条 件 , 今 后 应 提倡 种 植 下 烈 各 种 蔬 荣 ,而 将 小 白菜 及 普通 慕 下 的 栽培 面积 适当 粹 减 。 

菠菜 (特别 是 无 刺 种 的 洋 菠 菜 ) 一 一 富 含 甲 \ 丙 种 维生素 及 铁 钙 质 。 

AME b} —— AH MEAS, ROOKILA WD. 

H+E— BSH. Z. AERA. 

BREA b — BSAA WH. 

REE —— BAZ. WME RMA. 

洋葱 一 一 含 甲 \ 丙 种 维生素 及 糖分 。 

番茄 及 辣椒 一 富 含 甲 \ 丙 、 乙 种 维生素 ( 宜 记 促成 栽培 ) 。 
以 上 数 种 蔬 荣 不 仅 营养 价值 高 , FLARE, WEST, BRAS PEE bE 

甘孜 已 有 栽培 ,其 他 数 种 可 先行 试 种 ,如 试 种 成 功 , 则 宜 提 倡 栽培 。 

(3) 提倡 促成 栽培 “利用 特殊 改 备 ;变更 自然 环境 ,提早 或 延续 蔬 茶 之 生长 季节 , 栽 
培 一 些 在 自然 状况 下 不 能 生长 之 项 荣 种 类 。 一 般 所 应 用 而 比较 简便 的 有 下 列 雨 种 方式 : 

1) 温 床 栽 培 一 一 最 好 为 玻璃 窗 , 如 来 源 困难 , FT AM ETE, 用 以 栽培 蕃茄 辣 相 

及 矮 生 四 季 豆 等 ( 瓜 类 栽培 技术 较 复 杂 , 且 营养 价值 较 低 ,不 必 提 倡 )。 

2) 风 路 栽 培 一 一 在 冬季 及 早春 迎风 方向 树立 揣 风 之 隐 , 利用 太阳 幅 射 热 落 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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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SS MATE, PRP RARELY, ILA BEAS In UA BRS, TER 2 一 3 遇 

成 熟 应 市 。 
(4) TIER OPV PEAT IE BRA, Be A OES ARIE PE A ETT A 

用 加 工 崇 藏 方法 以 翻 剂 蔬菜 供应 。 

巧 加 工 一 一 可 适当 种 植 芥菜 、 醇 食用 划 卜 、 雪 里 塌 及 球 荃 甘 蓝 等 芯 荣 , 以 供 酰 制 天 
头 茶 及 成 荣 之 用 。 小 白菜 合 水 分 过 多 ,上 且 营 养 价值 较 差 ,不 宜 提 倡 晒 制 干 薪 。 

2) 峙 藏 闫 题 一 一 如 以 上 所 提倡 种 植 之 胡 塌 卜 、 甘 蓝 、 洋 萤 头 青皮 青 肉 蓝 下 等 均 系 
容易 崇 藏 之 蔬菜 , 当地 均 已 有 崇 藏 径 验 。 此 外 ,菠菜 亦 可 崇 藏 , 供 冬 季 食 用 

(5) 选 种 与 探 种 。 | 

1) 26 Fh — He Sat BRAS, 19 WZ ede 5 AG ABA RE CER BA 
£5. GEL. SE) ZS Br, A EO BL BA BIL BB 

2) 48} ERE, TRIE RAR ARES, Ho sha 
JE, BARBARA, SAS, ZEST REAR EE Pd PE 
ARRKE RRS, MA PRE: | 

(FH) AEM —_— FEAR Whe (EP UNAE ALTE PS). SEER PEAR. DG II RARE, 
hs Bt 53 RE es 

(2) HE BREE EAP, ARE CAE RAR). FEE (GEAR) SE 
种 间 , 均 易 杂 交 串 种 。 

(两 ) 划 小 组 一 一 各 种 臣下 ( 胡 相 小 为 缴 形 花 科 植 物 ,不 包括 在 内 ) 品种 问 均 易 
杂交 串 种 。 

以 上 三 组 .组 与 组 之 间 彼 此 不 杂交 ,但 各 组 内 品种 间 均 易 杂 交 , 今 后 探 种 时 , 钥 与 碍 

之 间 品 种 可 栽植 在 一 起 ,而 各 组 内 品种 问 不 能 栽 认 一 地 ,应 尽量 届 法 隔离 探 种 。 至 饼 隔 
高 距离 ,在 可 能 条 件 下 以 总 远 仿 好 ,一 般 隔 离 如 能 在 500 OK ( 即 工 华里 ) 以 上 ; 即 大 臻 可 

保安 双 。 此 外 关 帮 精 耕 竹 作 、 严 防 病 虫 韦 之 引进 与 草 延 等 , 与 安 作 栽 培 同 ,给 不 准 述 。 
(二 ) 森 林 植 物 方面 
1. 植树 问题 
植树 之 先 ,对 康 树种 的 选择 ;有 两 个 先决 条 件 , 应 加 以 明确 。 
(1) 种 树 的 目的 ， 种 树 的 俭 处 是 多 方面 的 ; 也 许 缺 少 柴火 ,我 们 要 造林 ; 也 许 觉得 

庭园 太空 了 ,我 们 要 美化 它 ; 也 许 因为 风沙 太 大 ,妨碍 安 作物 生长 ,我 们 要 栽 树 揣 风 ; 也 
许 夏 天 在 烈日 下 走路 ,不 每 服 ,我 们 需要 行道 树 的 蓝 凉 ,同时 也 可 美化 街道 。 

在 甘孜 ,有 三 类 树 可 以 供 我 们 选择 : 第 一 类 是 检 树 、 云 杉 和 落叶 松 。 这 些 树 生长 比 

PEE , 至 少 要 30 一 50 年 才能 长 得 相当 高 ,它们 的 寿命 一 般 都 超过 一 、 二 百年 这些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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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主干 向 上 直 长 而 不 分 枝 , 下 部 树枝 长 而 横 展 , 或 者 下 垂 , Lay ReaD, 形 

状 大 都 是 “人 金字塔 形 ” 的 , PRE LIK, 所 以 就 没有 树 萌 。 没有 树 蓝 的 树 ， 当 然 是 不 宣 种 
於 路 傍 作 行道 树 了 (现在 甘孜 街 傍 ,种 了 很 多 云 杉 做 行道 树 , 这 是 不 相宜 的 )5 如 果 我 们 
利用 这 几 种 树 来 伤 填 庭 园 , 却 是 最 合宜 的 ,因为 它们 有 着 美丽 的 万 势 、 长 各 的 叶子 (落叶 
FRESE) 

ALT BY, A A HERE ADB, Le EAE EPR, 

尤其 是 杨 、 柳 一 类 的 树木 为 然 。 它们 的 主干 在 离开 地 面 以 上 某 一 高 度 后 , 就 开始 分 枝 ， 
一 分 二 ,二 分 四 ,到 了 顶部 就 分 不 出 那 是 主干 那 是 枝条 了 。 ROOMS, UA 
一 个 园 顶 树冠 , 宜 认 种 在 马路 两 偿 , 做 行道 树 。 因为 它们 生长 比较 逃 速 , Ta At 
林 、 防 风 林 等 等 ,也 都 以 探 取 这 类 树 为 宜 。 

第 三 类 是 一 种 长 不 很 高 的 灌木 。 这 类 树 中 又 有 常 录 的 (冬天 不 落叶 ) 和 落叶 的 。 其 

.中 有 许多 美丽 圆 球形 的 树 形 , 也 有 能 开 美 丽 花 条 的 ;都 宜 认 作 藩 能 和 佑 置 庭园 之 用 。 

(2) 了 解 栽 树 地 方 的 自然 环境 ”环境 与 植物 生长 有 密切 的 关系 。 如 果 环 境 不 适 
合 ,植物 就 是 不 死亡 ,也 不 能 得 到 正常 的 发 育 。 植 物 大 别 有 二 类 ,一 类 是 除 性 的 ,喜欢 其 
在 潮湿 而 背 蓝 的 地 方 ,要 求 酸性 土壤 。 这 一 类 树木 的 小 树 , 不 会 在 没有 其 他 树木 这 蓝 的 
地 方 自动 成 长 。 上 壕 的 检 树 、 云 杉 等 都 属於 这 一 类 。 BOLE, EBB, 
只 要 有 相当 的 水 分 供 葵 ,是 不 怕 大 阳 的 ; 对 芯 土 壤 的 要 求 不 严格 。 有 很 多 关 叶 树 ,如 杨 、 
柳 、 检 等 都 属於 这 一 类 。 如 果 我 们 把 除 性 树 栽 在 阳性 的 地 方 ,或 反之 ,都 不 大 合宜 。 甘 
KAHL, 自然 是 阳性 的 。 所 以 我 们 应 以 阳性 树 造林 为 佳 。 

根据 上 述 原 则 ,从 整个 造林 计划 来 说 , 我 们 如 果 直 接 造 险 性 的 树木 如 云 杉 等 , 一 定 
ARAB. BALE Bt Eh, POPS, RB EE 
HS MEE LUE) WA, 因为 它 生 长 最 快 , 其 后 再 青松 BESSA, SEER Ag ede 

-后 ,再 育 云 杉 、 权 等 昔 ,移植 於 小 梭 树 林 下 〈 宣 找 队 坡 )， 则 树林 依次 成 长 ,成 为 永久 的 森 

林 。 至 於 薪 材 方面 ,因为 我 们 先 青 杨 苗 ,也 能 在 较 短 的 时 间 内 ,解决 燃料 问题 。 如 果 需 

要 防风 林 , 我 们 也 须 利 用 杨 树 和 柳树 , 就 是 行道 树 也 还 是 它们 。 这 是 因为 在 高 原 上 树种 

we D Aik, RTE, 我 们 不 妨 栽植 云 杉 ,但 在 移植 小 昔 时 ,应 注意 用 其 他 种 树 
或 棚 架 给 予 萌 蔽 ,在 成 活 生 长 良 好 后 ,再 行 撤消 。 庭 园 道路 雨 旁 , 此 地 已 种 有 栓 树 ,但 树 

形 不 好 ,而 且 太 稀 , 似 不 很 合适 。 附 近 山 上 ,有 许多 常 称 杜 网 花 , 树 形 整齐 , 圆 而 密 , 如 果 

密植 成 行 ,一 定 很 美观 。 其 他 还 有 太平 花 、 小 给 等 灌木 ,可 供 一 般 庭 园 佑 置 之 用 。 
除了 选择 树种 之 外 ,还 要 注意 栽 树 的 季节 ,各 地 气候 不 同 , 应 该 因地制宜 。 此 地 十 

季 是 五 月 开始 ,去 年 3 一 人 月 种 的 树 , 死 了 许多 , 而 在 5 月 里 种 的 则 成 活 很 好 ,这 是 一 个 

好 的 例证 。 高 山上 阳光 特 强 ,在 无 雨季 种 树 , 因 易 蒸发 而 致死 亡 ,所 以 以 后 植树 ,最 好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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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雨季 初 开 始 时 栽植 。 TERS, 尤其 是 移植 关 叶 树苗 的 时 候 , 要 注意 去 掉 一 些 枝叶 ,以 

减少 蒸发 ,否则 易 致死 亡 。 

此 外 ,我 们 建议 不 要 到 山上 去 找 昔 木 ,因为 这 是 “ 挫 肉 补 瘤 "。 将 来 甘孜 一 带 的 造林 

工作 ,一 定 会 逐渐 展开 ,我 们 应 该 及 早 发 立功 园 , 自 己 育 划 ,而 给 山上 的 树苗 以 成 林 的 机 

Bo 

2. 田间 杂 草 问题 

此 地 田间 杂 草 的 种 类 ,在 河 潍 _ 带 ,主要 是 总 科 的 野 百合 和 菊 科 的 前 。 在 较 高 的 普 
通 农 地 上 , 则 为 野 油菜 、 野 燕 才 和 冬 葛 某 等 。 去 除 杂 草 的 方法 视 种 类 而 枫 。 有 些 种 类 如 

野 百 合 , 将 其 拔除 或 剧 去 后 , 留 在 地 下 的 根部 , 仍 能 发 芽 成 为 新 植物 。 应 该 在 整地 时 , 连 

根除 去 。 他 如 野 燕 才 、 野 油 荣 、 荀 等 大 都 先 种 子 散 佑 , 则 须 把 握 时 机 ,在 种 子 未 成 熟 前 拔 
铠 ,以 免 再 度 繁殖 。 一 般 避 惯 , 均 以 及 早 铀 除 为 好 。 

关 艾 除草 ,在 甘孜 存在 着 一 个 特殊 的 社会 问题 。 一 般 老百姓 的 青 释 地 里 , 养 着 野 油 

荣 及 燕麦 ,等 到 开花 结实 后 , 才 拔 掉 去 泛 和 给 喇嘛 寺 当 牲畜 外 料 。 因 此 老百姓 不 能 中 赫 除 

草 , 必 待 草 长 成 了 交 公 草 。 KLAN MMR, 不 是 马上 办 到 的 ,要 等 待 兹 促进 社会 
制度 的 改革 ,而 促进 这 种 衬 会 改革 是 与 我 们 推行 牧草 栽培 、 推 进 安 林 牧 三 位 一 体 的 生产 

政策 是 密切 相关 的 。 

(三 ) 慢 牧 方面 

1, 饲养 牛 羊 应 有 明确 目的 
种 类 与 数量 亦 宜 惯 密 考虑 。 如 一 开始 就 蚀 养 过 多 则 易 得 失 败 ,应 接受 革 师 的 教训 ， 

惯 重 从 事 。 就 旧 机 场 的 条 件 悦 ,可 以 养 奶牛 30 5h, As 1 5k, HEE 100 kL, BES KY 

此 为 基础 逐渐 繁殖 扩大 ,吸收 经 验 改善 管理 , 达到 示范 的 作用 。 在 沟 营 管理 中 , 尤 应 注 

意 优 良 畜 种 的 选择 。 各 

2. REE Bal ET BA 并 

(1) 崇 存 冬 草 一 一 及 时 浏 青草 晒 干 后院 存 , 以 备 冬 春之 需 , 如 系 养 猪 ,可 以 利用 农 

TED BARBS SEY BFA Ae OA Ho EP AS. BERS. FLAP. FLEES GD CRY. 

(2) HEAP EY TABLE LA Be —— BA SB, ORT, WSR Ew 
TE ES A aS PE Tl, RES PAE ESE PEEP, MRR EE, BS 
AGE AMEE RAR. POA, ARWAEPET Ha (Medicago ruthe- 
mica), HEF (Medicago suaveolens) i RH, AREF HL ARR, BHR 
AR BBR ASH UA AES 8 EP EAP ESS, PLAS DESIR (4gropyron) 和 小 糠 
草 属 (4grostis) 的 几 种 , 均 可 探 用 。 SEERA HYD RreK HOR, DERE BEA SETEAR bit 
积 上 试 种 ,以 观察 牲畜 对 这 些 蚀 料 是 否 受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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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建 牛 羊 棚 舍 , PRAHA SWE, ESD SER SEE Tg BB RE, 力 
求 宽 做 每 适 。 以 牛 舍 论 ,一 头 牛 所 估 的 地 方 应 为 长 25 米 . 宽 工 米 。 随时 注意 棚 作 的 清 
Weare. 

4 EMER REE, PARA SEMA, 目前 可 根据 实际 
需要 ,由 嘛 兵 师 酌 调 普 医 人 员 进 行 此 项 工作 。 

(四 ) 兽 医 方 面 
1. 清除 牧 地 范围 内 的 家 畜 死 骨 , 径 常 保 持 畜 舍 请 澡 干 燥 。 
2 随时 与 当地 普 疫 防治 机 关联 系 ,交换 疫情 。 
3. 附近 地 区 如 发 生 善 疫 , 应 注意 隔 高 消毒 , 汞 管制 人 畜 来 往 。 
4. 对 径 常 可 能 发 生 的 传染 病 , 酌情 施行 预防 注射 , Bee DO. 出 血性 败 奋 病 

等 。 
5. 选 聊 刁 母 \ 乞 母 咎 时 ,应 防范 传 入 传染 性 胸膜 肺 类 , SRIF AS BE AS we 

ARSE 

6. 养 猪 应 访 注 意 乌 养 管理 卫生。 
(1) 全 姜 须 先 过 滤 , 挟 出 刍 刺 、 普 骨 及 其 他 藤 物 ,如 可 能 ,加 以 考 沸 ,消毒 更 好 ;然后 

FARTS ARERR FE FRESE 
(2) ATE HLT ZEBRA af, _ Sy ese EB 

SLAY EH Aa , BY LIE 
(3) SiN AG fl, AIS ET YB il, EWEN VE AN Be 
7. FEE WLP R BH We EE a AE a, 
(1) 在 远 处 选择 羊 只 时 ,应 绥 绥 赶 行 , 务 使 中 途 获 得 饮食 ,有 足够 的 休息 。 
(2) 选择 较 好 牧 地 , 搭 盖 棚 舍 ,使 羊 三 到 后 , 居 息 放牧 均 有 定 处 。 如 条 件 许可 ,可 探 

用 输 牧 制 (即将 牧 地 划 成 三 或 四 区 , 输 流 放牧 ), 一 . 面 维持 牧草 的 迅速 生长 ， 又 可 各 如 寄 
Ash Hy THY 

(3) 如 可 能 , BOWIE MTB TE DTIC HO TEE ATED, TEBE BEE, BY 
BF I UHR, DATABASE HTH ZE 

8. HEME LEP RIE WY SEAR SOME. CEREAL Dial, TEETH 

四 . 问题 解 谷 

(一 ) 农 作 园 艺 方面 

1. HHS EA GR. EK RRA (FE HH BS) 与 瓜 类 《黄瓜 \ 西 

瓜 等 ) 等 作物 ,何以 在 此 地 生长 不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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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地 区 气候 塞 洽 ,生长 季节 甚 短 , 早 霜 特 早 , 日 较 差 甚大 (一 日 中 忽 洽 忽 热 ) ,一 方面 平均 
温度 不 够 , 另 一 方面 生长 日 数 也 不 驶 ,因此 生长 的 不 好 。 例 如 茄 果 类 蔬菜 生长 最 适 宣 的 
温度 在 20 一 24"C 之 间 , 至 少 须 两 个 月 (北京 58 四 个 月 平均 温度 在 21 一 26*C IB, Ht 
孜 5 -8 AH 11—16°C, 几 相差 一 倍 ) 。 AAAS PP RNA BE LS 

“种 作物 及 蔬菜 ,如 果 我 们 根据 苏联 米 丘 林 改 造 大 自然 的 精神 ,大 规模 造林 来 改造 甘 私 的 
自然 环境 ,选择 抗 塞 的 品种 和 应 用 防寒 的 栽培 措施 ,还 是 有 希望 的 。 最 低 限 度 , 如 果 我 

个 利用 温室 及 温床 设备 ,可 以 栽培 茄 果 类 的 蔬菜 。 

2. 起 锥 暮 方面 的 几 个 问题 

(1) 53338 (FEE) TE ea DAR beer 

Ho GaSe PES SEWN UR Ua CTE ER DI EES CD 

培土 ) ,也 很 适合 洋芋 的 生长 ,如 注意 选择 优良 品种 ,讲究 施肥 ,改善 栽培 方法 , 则 单位 面 

积 产 量 还 可 以 提高 。 

(2) 洋 柱 地 上 生长 旺盛 ,但 地 下 千 董 甚 小 何故 ? 

马 铃 蔓 在 生长 初期 需要 适量 的 氮 素 肥料 ,但 一 到 开花 千 昔 时 , 序 需 要 较 多 磷肥 及 钙 

肥 ( 与 叶 荣 类 不 同 )。 如 果 生 长 期 间 施 用 氮肥 过 多 ,就 要 发 生地 下 部 千 昔 很 小 , 地 上 部 生 

长 很 旺盛 的 徒长 现象 。 

(3) FEO ASEAR ECARDS: 种 洋芋 都 是 种 募 块 ,就 是 将 洋芋 切 成 四 、 五 志 , 当 作 

种 子 来 种 植 。 一 般 悦 来 , 都 是 留 十 三 个 伞 眼 ,因为 留 一 个 不 太保 险 , 如 果 这 一 个 全 眼 不 

出 ,这 一 窟 就 睹 了 。 但 特别 宝贵 的 品种 , 想 多 繁殖 时 可 留 一 个 ,而 这 个 伞 眼 必须 是 很 健 
全 的 。 普 通 都 是 选择 中 等 大 小 、 健 全 无 病 的 种 昔 来 作 种 子 , 太 大 不 和 经济, 过 小 发 育 不 良 ， 

最 好 是 四 、 五 雨 大 小 的 种 暮 , 每 个 切 四 、 五 块 , 每 块 重 一 两 许 。 切 的 时 候 , 还 应 特别 注意 : 

头 尾 头 上 的 芽 容 易 发 ,未 端 部 分 的 芽 不 容易 发 , 因此 切 时 必须 平均 切 , 使 每 一 种 块 都 带 

有 一 个 以 上 的 顶 芽 。 

(4) 马 锥 蔓 崇 藏 方法 :收获 以 后 先 晒 2 一 3 日 ,将 水 分 去 掉 一 部 分 ,外 边 附着 的 一 

些 病菌 也 可 消灭 。 但 晒 的 日 子 不 可 过 久 , 过 和 久 则 皮 色 变 缘 ,品质 变 劣 , 味 麻 而 且 还 有 毒 

BE (EBL AC Ay) 。 晒 好 以 后 应 猎 过 挑选 ,有 病 伤 的 都 要 失 出 来 ,然后 将 健全 扰 病 

的 予以 了 时 藏 。 崇 藏 条 件 是 低温 (固定 少 变化 ) 干燥 ,通风 , 放 在 害 洞 里 ,不 要 放 在 亮 的 地 

方 ,或 在 地 势 较 高 燥 处 控 害 也 可 。 最 适宜 的 温度 为 3" 一 一 2"0,， SBI, 低 认 一 2"C 

时 易 生 冻害 。 在 崇 藏 初期 , 因 温 度 较 高 , 宜 每 隔 10 日 检查 一 次 ,将 有 病 虫 者 挑 出 ,以 后 

湿度 渐 低 ,可 不 必 检 查 。 春季 温度 渐 高 ,还 要 和 经 常 检查 , 北 除 去 腐烂 的 和 发 芽 的 。 

(5) 巨 答 蔓 第 一 年 长 的 好 ,如 过 年 栽植 以 后 一 年 不 如 一 年 何故 原因 如 下 : GD) 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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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 HES BARS BT, (ii) WIE, PTE BE URES , SE AERP AE BE 
SEW (An AS eh he REE —RE) RSI, UE he, =e AE, 

(6) 马 给 蔓 之 用 途 : SSS DE 1520 2S, TEE TE LEH, 
RZ. TEA ER RMFR B. AWARE EAD TT A, FRI ER PETE. 

3. MUD MAMA DZ, AJNR AACE ME, 秋 未 理 入 土 内 , 分 其 发 
SE, 明年 取出 播种 的 问题 。 章 3 | 

(1) RAL: ADR, MOK AKA EL, DG RR Re 
地 区 现在 都 可 以 种 植 冬小麦 , FES MLE TAA, MEG RRA) 
麦 的 ,自然 条 件 上 的 限制 很 天 ; 但 不 能 因此 而 放 秦 尝试 。 我 们 要 创造 条 件 来 改造 生物 有 

机 体 。. 这 坎 我 们 带 来 一 点 东北 吉林 、 察 办 、 山 西 中 部 、 河 北 北 部 的 耐 塞 冬小麦 品种 , 准 
备 分 一 点 在 这 里 试 试 ,做 一 个 小 小 的 试验 。 拿 这 个 地 区 说 , 冬季 的 温度 蓝 不 太 低 ( 比 北 
京 暖 和 ) ,低温 萌 不 是 限制 冬小麦 生长 的 主要 原因 。 但 是 温 长 的 冬季 ,从 10 月 至 第 三 年 
3 月 ,土壤 都 是 在 冻 千 的 状态 下 , 而 且 冬季 空气 温度 和 土壤 水 分 都 非常 的 少 , 冬小麦 的 
麦苗 在 这 样 不 良 的 条 件 下 是 不 容易 越冬 的 。 因为 干旱 更 可 以 促成 冻害 的 发 生 (川西 的 
品种 耐寒 性 差 , 越 冬 希望 不 大 ) ,所 以 这 些 品种 究竟 能 否 在 此 越冬 , BLAMED, 只 好 
试 试 再 看 。 试 种 冬小麦 的 时 候 应 考虑 以 下 各 点 : (品种 耐 塞 性; (ii) 播种 期 早晚 (过 ) 
沟 播 深浅 ; (iv) 酌 量 增加 播种 量 ; (v) 避 有 驶 秋冬 土壤 太 和 二。 但 是 收 完 冬 麦 后 是 否 来 得 及 
再 种 冬 麦 也 还 是 一 个 问题 。 和 

(2) RUSE SER SCENE HP BEAL PORES RR, WIAA AH STE 
AT REOER EA ERO, U CEE LER (Or HRA Es, 任 其 在 王 
HP BESE AAAS HH A+, DIGh SE PEND ERAS, YESS FEAT BE, WIE IF ARRAS , Hh AES 
HEME AR, SO RES Be 29, HEE RE. AY 
BS NG He TET, BASSE NUE FARE PT CRESS, TDC d A PEL A BE SE 

提 播 种 时 间 , 播 早 了 冻 死 ( 春 麦 ) WET BAAN, Py ER A, EA 
种 的 极 少 。 我 们 想 , 用 冬 麦 种 多发 一 点 点 药 后 埋 入 士 中 或 雪 中 ,北方 品种 45 天 左右 、 川 
西 品种 15 一 30 天 左右 (在 春天 举行 ) 到 期 后 取出 播种 一 一 就 是 在 自然 状态 下 春 化 处 理 

可 以 和 普通 春小麦 比 一 比 。 ASE DRE SPR I BP Ta LP SUR, 还 是 不 容易 成 
活 〈 除 非 有 灌溉 条 件 )， 应 该 趁 化 冻 地 湿 时 播 下 才 好 。 

4. 安 作 蔬 菜 出 土 后 ,不 能 浇 水 的 问题 
种 庄稼 最 怕 “ 阅 居 水 "( 即 种 后 未 出 土 就 治水 之 意 )， 普通 农民 咎 不 会 这 样 做 。 in 

地 干 先 灌水 油 地 ,然后 开 滞 撒 籽 。 一 般 在 种 闻 出 士 未 出 齐 以 前 也 不 宜 灌水 , 怕 千 地 皮 ， 
顶 不 出 来 。 但 在 种 闻 出 齐 以 后 ,灌水 也 就 扰 妨 ,不 过 一 般 没 有 这 个 必要 (如 果 地 太 干 , 那 



Ne hell 

22 tad (> 

BS HC ASAE ea ea 151 

公 应 该 在 种 以 前 灌水 , 灌 过 水 出 士 以 后 的 短 时 间 以 内 似 扰 再 灌 的 必要 )。 假若 一 定 要 
灌 , 也 没有 什么 不 可 以 。 每 次 灌水 (作物 生长 期 间 ) 以 后 , 必须 中 耕 松 松 十 ,减少 水 分 消 
耗 ,便利 根部 吸收 。 

5. 野 油菜 是 否 可 以 利用 ? 食 后 有 毒 否 ? 
SF WA AB UA HE (油茶 所 属 的 这 一 属 还 没有 有 毒 的 起 载 ), 不 过 野 油 荣 与 

莽 荣 很 相似 ,可 能 有 后 味 。 种 子 含油 量 高 低 未 径 分 析 , 化 验 不 能 决定 。 我 们 想 搜集 一 些 
种 子 拿 回去 分 析 。 野 油菜 是 一 种 杂 草 ,妨碍 作物 生长 ,同时 易 同 其 他 十 字 花 科 植 物 如 白 
荣 等 杂交 串 种 ,在 目前 未 发 现 它 的 应 用 价值 前 应 该 去 掉 。 

6. 川西 臣下 抽 营 原因 何在 ?奉化 后 能 否 生长? 
川西 气候 较 暖 ,其 品种 的 温 期 阶段 铠 怕 较 短 , 移 到 此 地 春季 播种 ,温度 较 低 ,容易 满 

KEINE TS, 因而 抽 营 开花 。 一 般 植物 由 生长 到 生殖 要 猎 过 一 个 温 期 (低温 或 高 温 ) 
阶段 , 温 期 阶段 的 长 短 随 品种 而 没 。 如 果 我 们 从 较 塞 准 地 区 引进 品 入 ， 可 能 不 会 抽 若 。 
就 攻 上 品种 特性 膏 , 如 果 是 春 臣下 抽 营 可 能 性 较 小 ,如 为 秋 蓝 上; 春 种 时 一 定 要 抽 昔 。 

春 化 不 理 多 用 大 促成 开花 千 果 方面 , 可 以 促进 早熟 , AB Jn LGA, SE MOUSE 
此 , 则 不 希望 它 开 花 结 实 ,因此 区 下、 白菜 等 均 用 不 着 春 化 涉 理 。 对 钛 吃 上 来 说 , 春 化 是 
用 低温 由 理 ,如 将 川西 臣下 春 化 涉 理 , 更 可 促进 它 的 抽 营 开花 。 

7. 吐 花 白 不 移植 不 包 心 , 移 晚 了 包 不 好 ,何故 ? 
一 般 都 要 移植 。 移 植 有 两 种 作用 : (Gi) 促 进 颖 根 发 青 ,形成 了 强大 密集 的 根 愉 ,可 以 

增强 它 吸收 养料 与 水 分 的 能 力 ,增加 产量 。 (ii 抑制 幼 苗 期 的 徒长 一 一 如 不 移植 昔 子 条 
长 , 根 对 稀疏, 吸 肥 能 力 弱 , 且 对 低温 及 干旱 适应 力 较 小 。 所 以 不 经 移植 ,得 花 白 不 容易 
its, 序 能 包 心 也 是 极 小 的 。 因此 道 花 白 、 夫 监 、 西 币 柿 等 都 需要 径 过 一 欣 到 雨 欢 的 移 
植 。 甘 孩 地 区 生长 季节 较 短 ,一 般 径 过 一 均 移 植 印 可 , 暖 地 多 为 两 艾 。 
移植 晚 了 昔 已 过 大 ,不 容易 成 活 , 印 成 活 以 后 温度 渐 低 ,生长 日 数 渐 短 ,还 未 及 包 心 

SMALE, LAND), 而 停止 生长 。 一 般 长 到 6 一 8 叶 、 高 3 下 寸 时 移植 (也 可 称 定 
植 ) 最 好 。 

8. 小菜 留 种 去 准 株 间 题 
藻 全 是 雌雄 暴 株 植物 ( 即 公 母 不 在 一 个 植株 上 ), 偶 有 雌雄 同 株 者 ( 称 作 二 胰 子 ) ,但 
百 不 见 一 。 普 通 雌 雄 株 比例 , 扰 刺 洋 小 全 多 为 1:1, 中 国有 刺 小 薪 多 为 4:6。 有 的 人 及 : 
不 去 雄 下 代 种 子 多 雄 栋 ,这 不 一 定 正确 ,因为 雌 难 性 站 不 决定 在 这 个 问题 上 。 不 过 多 留 
礁 株 急用 , 徒 艳 地 方 ,， 故 应 该 及 早 地 适当 去 维 ,去 夸 一 于 即 可 (HEPES IIE, ARLE 
me), 

O. ORE OR A A Tc Pe AE He ALA HE 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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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2 A PY AE 2  , AEBS, WEE, ARS RAI 
霜 , 因而 不 能 成 熟 。 但 我 们 可 用 特殊 管理 方法 延长 生长 期 ,在 此 地 也 许可 以 收 得 种 子 。 

10. 病虫害 问题 
此 地 常见 的 几 种 病害 虫 ,其 防治 方法 如 下 : 

(1) $e BEM OR PRALR) —— JH] 0.65 7% 666 My} aK 3.0% DDT HPO, Heat LB A 
3 bd I= HRA. 

(2) 药 蚜 一 一 用 0.65 匈 可 湿性 666 喷 射 ,或 用 烟草 水 (1:20) 或 烟草 石灰 水 (1:1:60) 

亦 可 。 

(3) 土 蚕 (金龟子 幼虫 ) 及 金针 虫 ( 另 民 虫 幼虫 ) —— i] 2.5% 666 BITS HAAR 

部 附近 。 

(4) 青 各 坚 黑 重病 一 一 用 0.3% 赛 力 散粉 或 0.4 匈 克 酸 铀 或 碳酸 铜 粉 拌 种 朗 可 。 
11. 未 能 回答 的 问题 

(1) 二 郭 出 尽 西 的 划 下 经 移植 后 长 的 好 一 一 臣下 为 直 根植 物 ,一 般 不 宜 移植 , 移 后 
ASAI WEBS, TERS PO YS SAR, AR, ARE be HS 

的 好 ,不 知 是 何 道理 。 

(2) 划 下 留 种 要 对 切 立 栽 一 一 北京 栽种 大 形 臣下 (长 1.5 一 2.0 尺 ) 种 时 , 因 地 未 解 
冻 , 挫 掘 费 工 , 故 用 对 裁 法 。 短 形 种 (在 工 尺 以 内 者 ) 均 立 栽 。 此 地 余 切 立 栽 ,道理 何在 ， 

不 得 而 知 。 

(3) 溃 花 白 留 种 株 要 斜 栽 一 一 原因 不 明 。 
以 上 三 者 必 有 其 道理 ,我 们 对 此 地 情况 了 解 不 够 , Sen i AR, 未 能 子 以 

解答 。 

(=) SKA 

1. PERE HS 

ea BERENS BIE AS, E21 AL, ,如 过 期 不 出 ,可 能 是 : G) 母 难 体 型 小 , 抱 窟 的 蛋 过 
多 , 盖 不 住所 抱 的 蛋 。 按 当地 母 允 体型 , 抱 蛋 最 多 不 能 超过 415 个 蛋 。( 芝 多 蛋 生 出 时 间 
过 久 , 或 搬运 时 受 剧烈 振动 。 记 蛋 产 出 不 能 超过 两 星期 , 产 出 三 .四 天 后 ,每 天 要 减 低 孵 

MAE 4% 。( 辽 ) 小 驹 体能 ,不 能 破 壳 。 此 乃 由 於 孵 化 温度 不 够 ,胎位 不 正 。 故 线 蛋 在 旷 
化 前 每 隔 一 日 要 翻转 一 次 ,否则 胚胎 将 与 蛋 壳 粘 着 。 蛋 的 温度 不 能 超过 70°F, (ivw) 有 
未 受精 的 卵 。 原 多多 公 歼 少 ,或 由 论 其 他 原因 产 出 不 受精 蛋 。 

及 夷 时 应 注意 的 事项 : (i) 要 惯 重 选 购 种 蛋 ,明了 其 来 源 及 鳞 生 历史 。(ii) 母 购 抱 帘 

第 二 天 放 入 骨 蛋 ,以 后 於 第 4.7、14、19 日 为 四 次 检查 ( 照 蛋 ,用 竹简 在 灯 下 照 之 )。 Gi) 
康定 、 滤 定 的 驹 种 很 有 名 ,可 以 选 购 , HAE RTE FT f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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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挤 牛 奶 的 问题 
产 小 牛 后 5 一 6 天 即 可 开始 挤 奶 。 挤 奶 时 ,把 小 牛 柔 在 甩 牛 旁 , 如 果 挤 不 出 , 先 使 小 

LMR TF. 搞 奶 之 前 用 温水 浸 温 布 所 乳房 ， 搞 奶 人 用 奶水 润滑 手指 , 先 用 一 手 搞 , 熟 
SUG. WFR, 拇指 、 食 指 控 乳头 基部 ,手腕 不 动 , 雨 指 搜 挤 , 不 要 上 下 移动 。 挤 奶 “ 
时 务 使 乳牛 安静 ,不 使 惊 愁 ,这 与 泌 扎 很 有 影响 。 如 开始 时 乳牛 不 天, 可 用 罚 组 后 腿 ( 茂 
胞 组 前 腿 ) HEN ENTER, HEAR A RA SB) 8 一 10 斤 者 , 合 脂 肪 6 多 ,11、12 
月 奶 质 最 泪 , 4—6 月 旭 较 淡薄 ,青草 萌芽 期 间或 以 前 要 补 输 饲料 。 开 始 挤 奶 时 ,在 早晨 
7 时 挤 一 次 , 头 天 晚间 应 将 小 牛 与 乳牛 隔 开 。 如 果 小 牛 体能 ,又 无 补 是 饲料 时 ,可 留 十 
个 纺 不 括 , 供 小 牛 食 ; 但 最 好 仍 以 糙 攻 或 豆 面 、 酒 精 等 补 僻 小 牛 。 如 小 牛 已 有 充分 精 
料 , 以 后 可 逐渐 改 为 二 次 或 三 次 挤 奶 。 
(三 ) 普 医 方面 
1. 牛痘 ”根据 蒲 老 少 所 说 的 牛 出 总 子 ， 很 像 牛 瘦 (四 川 叶 作 “ 烟 肠 疝 ”， 北方 叫 作 

“ 传 牛 ”， 藏 胞 叫 作 “ 海 那 ") 。 这 病 在 康 区 从 来 没有 中 断 过 , 每 隔 10 年 、8 年 总 有 一 坎 大 
的 流行 。 主 要 是 由 反对 运 中 的 流动 , 染 毒 牛 的 随便 放牧 , 染 毒 产品 的 运输 。 当 春 夏 间 开 
始 物 硅 交 流 时 , 常 把 甲 地 的 病 带 到 乙 、 丙 地 。 正 因为 它 的 傅 染 性 大 ,死亡 这 高 ,山上 黄 羊 
也 能 传染 死亡 。 至 於 说 以 死 了 的 黄 羊 血 肉 来 灌 好 牛 , 以 套 预 防 ,这 种 方法 很 危险 , 常 易 
引起 牛 瘟 的 流行 。 现 在 政府 已 有 多 种 防治 药品 ,同时 在 康 南 、 康 北 各 县 , ERATE AL 
构 , 划 派 有 防 阁 人 员 指 导 防 治 ,今后 如 有 发 生 ,可 逐 报 当地 行政 机 关 办 理 。 

2. 疗 籍 子 “ 根 据 报导 , 发 生 的 快 , 死亡 的 快 , 薄 能 传染 给 入 ,这 病 很 像 是 家 畜 央 冶 
(JES OE SEE” EDR LOR”), 这 病 常 在 低 湿 地 及 雨季 发 生 , 同时 在 某 一 地 
区 发 生 后 ,随时 都 可 再 发 ,主要 由 於 炭 冶 病 病菌 不 易 死 亡 之 故 。 如 不 把 驳 畜 深 埋 , 或 消 
毒 工作 做 得 不 好 ,病菌 就 在 当地 土壤 中 束 伏 , 待机 再 度 侵入 畜 体 。 这 病 不 但 危害 牛 只 ， 
其 他 如 马 、 奋 、 怠 、 羊 多 可 感染 , 薄 传 染 认 人 。 像 间 牛 皮 、 硝 制 牛皮 及 洗 羊毛 的 人 ,可 在 工 
作 中 感染 本 症 , 手 上 背 上 发 生 和 红 腹 疼痛 ,一 般 叫 作 疗 将 , 藏 胞 多 知道 这 病 的 厉害 ,不 敢 接 
近 而 怡 傅 染 。 至 放 说 可 用 树 桔 尖 穿刺 脾 胁 来 治 此 病 ,也 是 很 危险 的 ,可 能 把 病菌 传 做 开 。 
现在 政府 也 有 多 种 防治 药品 ,可 资 防治。 不 过 ,最 要 紧 的 是 病 驶 家 畜 不 能 章 皮 , 务 须 束 
ABA 6 尺 深 的 地 下 , 薄 将 沾染 用 具 及 茶 草 烧 灯 ,一 同 埋 入 地 下 , DE KR. 

3. 牛 背 生 让 ”这 是 一 种 牛 营 蝇 的 师 ,， 在 牛 的 背部 成 长 ,其 后 晴 破 皮 而 出 ,又 蚂 化 
为 蝇 , 再 在 牛 腿 上 下 子 而 侵入 牛 体 寄 生 。 这 种 寄生 的 结果 ,影响 牛皮 的 品质 其 大。 元 其 
是 放牧 的 牛 , 多 数 都 有 该 种 牛 蝇 寄 生 。 预防 方法 : TEE KE EAM, 或 随时 洗 
沪 牛 腿 和 腹部 ,使 蝇 子 不 能 侵入 牛 体 。 否 则 在 初春 时 用 10% HAE DK (WEE: FEB) 
工 公斤 、 水 9 Fh, HORE 24 小 时 ,然后 每 公升 液体 加 坎 肥皂 25 克 ) HEE AB, 隔 2 一 3 



154 西 me KR He Be RR 

RIFE ARK MARGE 0 ERE FA aS RB 4 SF HE APE BRE 

Fe fi FES AONE iE 

4. FSi GRACIA PREP BTS TRL, 介 AL i , 希 参 照 试 治 。 

药方 : DDT 1 

peat 9 两 

来 沙 儿 1 

水 19 if 
配 法 : LA DDT 1 AYA 9 雨 煤油 中 , A 1 RL aS 19 ok, HGS 

PARES RATA. FAG: 每 隔 3 一 5 KRER—K, MAE ORS, ERA MS 

H1/3, Ame, UP. Ra DRA, 不 宜 晒 在 太阳 下 , DRI 

Bo AREA, ESE IE BATE i EARP Ra ESS, 以便 吸收 。 

i=“. MRP PRAC RAE HOF Naa GE (毒素 ) MIRE, 

Fei SAR BBE AAR LIT. ANOS HEIR AME, a BR. JS TE AR SE 3K 

SPH WGER SET EVR, 乃至 死亡 。 BAN A iP. BH 

的 猪 , 可 服 催 吐 剂 ,分 其 吐出 毒物 ,或 注射 硫酸 镁 强 心 剂 。 

辣椒 素 溶解 点 为 625O, 加 温 不 分 解 , 易 溶 於 酒精 及 瞪 性 溶液 中 。 辣 椒 因 品种 不 同 ， 

所 含 毒 素 的 作用 亦 有 差 暴 。 若 水 ( 玖 凌 ) 中 除 后 相 外 ,还 有 其 他 不 混 东 西 , 例 如 温 猪 肉 制 

成 之 腊肉 、 腊肠 残 物 等 ,最 好 考 沸 后 消毒 杀菌 喂 答 较为 安全 。 更 有 染 有 毒 菌 之 属 骨 肉 称 

政 食 后 易 致 各 种 疾病 , 故 应 特别 注意 猪 围 之 清 深 及 包养 管理 生生 。 
至 认 (1)“ 和 猪 肺 生 禾 粒 虫 ", 是 否 由 於 肺 糙 虫 寡 生 於 肺 小 枝 气管 所 引起 的 病状 ， 或 是 

格 重 布 性 肺炎 的 病症 ? (2) Re AE th ES pA BRIG ARE, BE IS Sy Hd BA YE 

R? OU tee te ee ee ne 

见 当 时 期 相 , 难 以 确定 其 原因 。 
6. 大 塘 块 牧区 东 谷 副 区 长 所 提出 的 五 种 畜 病 ,大 抵 如 下 ;: 

(1) 牛 瘟 一 一 牛 厂 中 最 多 的 敌人 , 此 病 流 行 千 果 , 使 牧民 倾 家 落 产 。 

(2) 牛 传染 性 胸膜 肺炎 一 一 得 病 以 后 , 一 个 牧区 或 牧 笠 就 不 得 安静 , 随时 陆 午 死 

亡 , 有 时 也 能 天 批 死 亡 。 

(3) 炭 外 一 一 发 生 和 死亡 都 很 快 ,又 可 傅 染 认 人 及 其 他 牲畜 。 

(4) 口 踊 痉 一 一 大 牛 死亡 率 低 , 小 牛 死亡 这 高 。 

(5) 出 血性 败血症 一 一 随时 可 发 生 , 死 亡 也 很 快 。 
对 这 几 种 病 藏 胞 虽然 也 有 一 些 防治 方法 ,但 多 是 古老 的 ,不 科学 的 ,效果 不 大 。 

7 马 、 刀 鼻 丫 是 一 种 慢性 传染 病 ,现在 还 没有 方法 治疗 ,可 说 是 一 种 邦 症 。 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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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 BANK REBELS, BERK, De, 如 果 不 可 能 ,就 必须 很 好 地 
隔离 饲养 ,不 要 与 其 他 马 忆 在 一 起 ,以 台 倩 染 。 | 

8. FRB RAE GUE) 也 是 一 种 传染 病 ， 虽 然 有 药 能 够 治疗 , 但 传染 起 求 相 当 快 速 。 
家畜 患 了 ,皮毛 也 不 美观 ,同时 又 很 龊 瞪 ; 治 起 来 , 底 费 贸 , 又 很 麻烦 ,但 预防 却 是 一 件 容 
OBER, 只 要 平常 注意 家 畜 皮 持 的 请 澳 就 能 了 。 如 果 有 和 患 鲍 癣 的 , 契 对 不 要 和 健康 的 

在 一 起 ,尤其 是 便 用 的 家 具 ,更 要 分 开 , 不 能 混用 。 
关於 上 还 的 几 种 善 疫 , 西康 省 藏族 自治 政府 已 经 在 甘孜 成 立 康 北 兽 疫 防 治 工作 队 ， 

专门 办 理 鼓 项 兽 闪 防 治 工作 。 该 队 现 设 在 甘孜 县 人 民政 府内 ,牧场 冀 主 均 可 前 往 联 系 ， 
洽 商 防治 办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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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RST HRASH 

HCE RBIS ZO CHES 

HEE PUB LL HK , 海 技 在 3,500 米 以 下 , 长 狗 80—90 里 , 均 有 安 作物 栽 
St UPPERS, bBKL, BERKS, WA EUR, 一 般 情况 与 甘孜 县 郊 相 若 , 越 
OBA UDG, HAWES, 扰 家 作物。 裕隆 至 姚 子 寺 、 甘 海子 一 带 ,地形 虽 戟 平坦 , 主 层 亦 
AB AHL, 且 海 技 较 高 (3,700 一 3,800 米 ) ,气候 变化 无 常 ,时 有 雪 霜 为 害 。 目 下 何 乱 安 作 栽 
培 , 仅 兵 站 及 工程 局 方面 略 有 少量 臣 卜 小 白 革 及 圆 根 之 种 植 , 生长 短小 ,臣下 、 RL 
普通 发 生 抽 苦 现象 。 训 地 区 如 和 欲 勉强 种 植 蔬菜 , 可 试 择 向 阳 温 暖 之 地 , 探 用 冷 床 栽培 ， 
WHARE, UES, 

TLE GE OSLER, PERT SHUT 8,600 KIN, 22) NT BA AB, SP 
ULAR MACHR (HEA 3,600 米 )、 柯 罗 洞 (3,400 米 )、 德 格 (3,200 7K), FLEE (3,100 米 ) 
及 金沙 江 以 西 之 岗 拖 (3,050 米 )、 矮 拉 村 (3,400 米 )\ 无 拉 寺 (3,250 >) FAME (3,260 米 )、 
江 达 (3,330 米 )、 然 多 (3,400 米 )、 卡 页 (3,520 米 )、 测 所 棍 巴 (3,660 米 ) 等 地 。 澜 洽 江 流 
域 所 见 到 者 只 热 亚 (3,680 米 )\ 大 布 卡 (3,780 米 )、 昌 都 (3,170 米 ) 数 处 ,都 以 青 牺 为 主 ， 
间或 有 少许 小 麦 地 。 人 金沙 江 以 西 跪 豆 艳 少 ,此 点 与 甘孜 附近 不 同 。 海 技 志 低 之 处 ,蔬菜 
生长 颇 佳 , 然 亦 只 限 共 根菜 及 叶 荣 类 。 例 如 德 格 县 郊 汉人 帮 营 之 某 园 , SERIE IE 
AE WE) KS ARSE, 岗 拖 兵 站 的 菜园 因 有 专人 负责 经 营 , 耕作 精 
区 ,注意 施肥 、 灌 流 、 中 耕 、 除 草 、 选 种 .站 破除 迷信 检 除 石子 等 ,一 般 蔬 菜 栽 培 成 业 优 良 ， 
是 为 其 他 兵 站 之 范例 。 江 达 、 然 多 间 之 山谷 平声 地 ,部 队 开 尽 若 干 茶园 ,种 植 小 和 白 全 、 划 
AAS, PLATE, REE, MMAR, HAR BARNS, VE, TH. 党 
HARES, ARIS, WR SEITEN, RATER BO, J 
流 不 息 , 水 温 甚 高 , TY BR YAS eS ASE UL, AC UG Yk Ag AA FN EH IR BE 
PUSIEAE WORE LE , FT EEE. ) 

EVE DG , SUBS AUREL pa RAO i a, SL RAS TE 
3,500 米 以 下 : 卡 真一 带 3,600 KY RMS, 及 到 昌都 附近 之 大 布 卡 3,800 米 左右 ， 
山坡 仍 有 青 释 种 植 。 沿 义 青 释 、 小 麦 栽 培 极为 粗放 , 滋 耕 密 撤 ,不 加 耘 负 , 士 层 谊 薄 而 缺 
水 之 处 ,大 都 提早 成 熟 , 收成 大 减 。 播 种 收获 均 无 定期 ， 即 同 在 一 地 亦 参 差 不 齐 。 品 种 
分 仿 比 较 简 单 ,各 地 大 和 致 相似 ; 麦田 中 类 型 混杂 几 恩 例外 。 青 牺 坚 黑 穗 、 裸 黑 穗 病 、 小 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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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黑 重病 颇 为 普 逼 ,条 锈病 略 有 发 生 , 极 轻 , 但 昌都 附近 小 麦 腥 黑 重病 颇 多 , 宜 加 注意 。 

果树 方面 , 治 途 很 少见 到 栽培 的 。 但 野生 果树 ， 如 杏 (Prunus armeniaca), FH 

(Prumus Dersicu)、 野 樱桃 (aff，Prwmais pseudocerasus) , lj F-( Prunus tomentosa) .-H Ft 

W535 (Malus kansuensis) AER (Ribes sp.), 3 (Pyrus sp.) WRB A A CH BHD 

(Rosa omeiensis) 等 ,在 河流 两 岸 及 山脚 随处 可 见 。 果树 轻 营 今后 应 以 野生 品种 为 母 

树 ,选择 内 地 或 其 他 合适 地 区 之 优良 果树 ,进行 嫁接 或 杂交 育种 , 逐 潮 改进 之 。 此 等 工 

作 可 先 以 甘孜 及 昌都 十 地 区 为 重点 。 

SUL SALIBA RRB KR. Ra HARB WIE Be aS hes BE i Ee 

3,600—4,000 米 是 云 杉林 主要 分 人 地 带 , (AA APE, AU BK, 3,400 米 之 处 ， 

MARR. 自任 儿 山 以 西 一 直到 江 达 的 金沙 江 两 岸 , 断 续 地 都 有 森林 存在 , RK 

8300 华里 。 油 沦 江 流域 的 森林 分 佑 普 在 海拔 3,700—4,200 KZ, UA AE. HAA 

分 侯 与 云 杉 相 若 ,但 缘 在 阳 坡 。 梭 木 的 分 做 昔 在 云 杉林 之 下 ,树木 不 天 ,多 弯曲 , 且 不 成 

BAK. | 
自 甘 和 孜 到 昌都, 因 系 大 路 , 且 雨 年 来 支 前 工作 毛 牛 默 运 频繁 ,路 旁 草地 哺 食 过 重 , 较 

好 的 牧 原 大 部 分 佑 在 海 披 3,600—4,200 KZ. HKU, 以 裕隆 至 一 里 通 一 带 为 主 

要 牧 原 5 金沙 江 以 西 则 以 夏 热 业 为 主要 草原 ; BAL HE. ZZ A, IP 

一 良好 牧 地 ,一 切 牧 原 此 以 芯 草 为 主 。 海 拔 较 高 之 山坡 (4,000—4,700 米 ), 夏季 的 主要 

BE WOBAR A =, fie RE GA MBE (Poteniilla sp.) KZ, WSF BBB 

Hh PSEA 

二 .自然 条 件 的 分 析 

(一 ) 气 候 

-从 甘孜 到 昌都 ,公路 里 程 只 500 余 公 里 , 但 就 农业 生产 的 自然 条 件 来 说 , 这 两 个 地 
区 已 有 明显 的 不 同 。 一 路 上 安 作 物 的 分 人 渐渐 卜 高 了 。 甘 孜 的 青 释 最 高 在 3,500 米 ,而 

昌都 则 可 以 在 3,800 米 的 地 方 栽培 它 , 这 是 表示 澜 洽 江 流域 的 常年 平均 温度 比 雅 机 江 为 
高 。 另 一 方面 ;在 昌都 附近 ,种 地 不 江水 作物 是 无 法 生长 的 ,说 明 澜 洽 江 流域 的 雨量 ( 山 

ArH) HHA, 短期 的 气象 忆 录 , 可 以 引用 来 证实 上 述 这 一 事实 : 

地 名 | 高 度 Ok) | SECC) | 年 雨量 (毫米 ) | Me om 其 

了 | § . 4 月 24 日 一 9 月 33 日 ,5 个 月 
革 iss 3330 | 6.4 610 (1941,1942,1951) 
iS} 76 " 6 3 月 34 日 一 9 月 25 日 ,6 个 月 划 都 31 | 9.8 46 Guin 

2b: 1951 eat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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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霜 期 一 项 , 1951 年 的 记录 ;昌都 一 年 可 以 有 近 坟 个 月 的 生长 期 ;不 过 在 高 原 地 带 
的 扰 霜 期 是 很 难 确定 的 。 

根据 1952 年 昌都 解 委 会 在 云南 场 上 的 生产 叙 验 , 市 果 类 的 蔬菜 已 经 开花 了 (为 了 
保证 若 果 类 的 成 熟 , 温 床 培 青 还 是 必须 的 ) , DIE AE TG, HR EE 
很 容易 过 了 冬 , 都 证 明 昌都 附近 蔬菜 及 作 有 物 发 展 的 前 途 很 大 。 换 句 话 避 , 此 地 的 温度 条 
件 是 够 的 。 
昌都 附近 雨量 不 足 , 是 安 业 上 的 威胁 。 今 年 春 旱 , 自 正 月 到 8 月 中 旬 才 有 90 eR 

的 雨量 , 致 一 般 涛 不 上 水 的 青 释 、 小 麦 大 部 舱 收 , 邹 山 坡 草原 亦 受 缺 雨 的 影响 ,而 旦 枯黄 
RR, SRE, AMIE. 

(二 ) 土 壤 

1. 土壤 的 一 般 性 质 ” 澜 沧 江 河谷 地 带 的 土壤 ,一 般 的 说 是 含 石灰 质 , BR 
质 与 砂 质 土壤 。 在 土壤 学 上 叫 它 “ 淡 栗 钙 土 或 棕 钙 土 >。 因 为 它 的 来 源 是 澜 洽 江 过 去 的 
河流 沉积 ,或 雨 旁 山地 的 堆积 ,所 以 质地 较 粗 ,保持 水 分 的 能 力 不 强 。 

在 排水 优良 的 台地 上 (台地 相当 狭 宕 , 且 下 部 为 碟 石 , 肝 流 及 地 下 水 均 易 流失 ), HL 
物 生长 受 土 壤 水 分 的 限制 ,此 不 茂盛。 在 平 卦 上 ,寺院 人 户 密集 ,放牧 过 繁 , 草 未 受 苞 过 
重 , 概 呈 一 片 重 秃 。 土 壤 受 不 到 深厚 的 植物 影响 ,吸收 不 到 腐殖质 ,因此 ,大 部 平 坊 上 的 
土壤 保持 水 分 较 差 。 

就 肥力 及 一 般 性 质 说 , 它 冰 不 是 太 坏 的 土 ,酸度 在 8.0 以 上 , 气 素 缺 乏 , 磷 酸 亦 缺 , 钾 
素 含量 (经 简单 速 测 ) 每 雷 锡 为 25 JF, SES, 为 了 一 般 的 植物 及 蔬 革 栽培 , BO 
有 条 件 的 ,也 是 比较 径 久 的 土壤 。 深 耕 尊 耕 增加 土壤 的 有 机 质 和 保水 能 力 ,是 锥 持 安 作 
物 生 长 及 丰产 的 首要 任务 。 

2. 防止 侵 创 澜 洽 江 雨 岸 耕地 的 土壤 , 受 严重 的 冲刷 威胁 ,有 许多 地 考 的 农田 因 冲 
刷 过 重 而 毁 秦 了 ,农民 也 搬 了 家 。 在 红色 泥 质 页 岩 区 域 ， 这 种 现象 更 为 普 逼 而 显著 (如 
青 泥 渡 马 、 因 东 \ 加 洛 等 地 )。 因 为 土壤 富 含 石灰 质 , HAE PSR, 如 灌溉 
水 充足 , 极 易 通 过 滩 透 作 用 而 造成 漏洞 。 沿 着 江岸 发 生 漏洞 之 后 , “Eee a YT oP 
SB GW REE, 狭窄 的 台地 是 经 不 起 违 年 消减 的 , 这 首先 要 加 以 防止 。 因 为 一 般 
的 台地 都 有 坡度 便 向 河流 , 如 整地 不 得 当 , 护 士 方法 不 周密 , 土壤 要 被 冲刷 的 。 同时 天 

”都 台地 的 土 层 (以 云南 专 说 ) 昔 在 工 米 上 下 的 厚度 ,下 部 即 为 卵石 层 。 雨 水 ,特别 是 暴雨 

时 的 山 浊 及 过 剩 的 灌 浙 水 ,如 任 其 流失 ,都 必 引 起 表土 的 冲刷 。 如 果 表 土 一 年 损失 工 厘 

米 , 则 二 十 年 的 时 间 , 云南 十 子 的 表土 可 以 大 部 消失 , 所 剩 下 的 只 是 下 部 灰白 色 的 石灰 

览 底 土 。 同 时 土壤 侵 人 鲁 在 开始 阶段 是 慢 的 ,到 了 底 土 阶 段 已 是 “水 到 深 成 "难以 遏止 了 。 

因此 在 我 们 整地 、 作 境 , 都 要 注意 到 坡度 的 方向 。 最 好 塘 畦 方向 与 坡度 呈 垂 直 , 借 使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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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永 分 渗入 土 中 而 不 流失 。 山 太 地 带 , 宣 注 意 山 洪 宣 漫 方 法 , 最 好 不 使 其 水 流 笔 中 , 水 
流 所 轰 之 处 尽量 种 植 灌木 及 杂 草 ,灌溉 水 渠 雨 和 应 即 栽植 杨柳 树木 , 借以 稳定 渠道 , Ae 

pair Ril. 
3 耕地 面积 “ 澜 洽 江水 流 的 落差 很 大 , BRS 1A LRAT. RBI 

向 下 切 鲁 的 工作 ,超过 了 沉积 的 工作 , 因此 沿江 的 寺 子 极 宪 而 且 雳 星 , 耕地 及 可 耕地 的 

面积 极为 有 限 , 限 制 着 农作物 面积 的 扩大 。 为 了 够 吃 够 穿 ,我 们 应 抓紧 现 有 的 摆 地 , HE 

行 精 耕 勒 作 , 施 肥 选 种 ,年 取 单位 面积 产量 的 提高 , 汞 要 注意 水 士 保持 , 符 取 土地 的 长 期 

使 用 。 要 受 护 土壤 ,时 时 记 住 我 们 的 耕地 面积 是 有 限 的 。 
三) 水利 

昌都 一 带 种 地 必得 有 水 利 ,这 是 个 定论 。 昌 都 解 委 会 1952 年 初 朗 投 次 修了 一 道 引 

水 渠 ,解决 了 部 分 的 灌 泊 问题 。 但 整个 水 利 的 兴修 应 请 各 种 水 利 专 家 来 查看 , 如 搞 小 型 

水 利 的 、 水 利 发 电 的 .农田 水 利 的 甚至 十 木工 程 师 , 因为 现在 这 里 存在 着 这 些 问 题 。 
”从 地 屠 、 王 琅 等 条 件 上 看 ,昌都 附近 沿 山 昔 修 水 渠 是 相当 困难 。 主 要 的 困难 是 透水 
BAMA. AMER EEA OLED RHR, SOK, RHO, ES 
之 下 ,这 类 堆积 厚 只 数 十 厘米 至 1 一 2 米 , 下 面 即 为 岩石 。 著 水 渠 通过 其 上 ,流水 渗 到 兰 

层 土壤 之 间 , 即 可 翰 进 滑 面 作用 ,引起 志 场 。 今天 用 木 槽 引水 是 很 好 的 方法 , 但 木 槽 的 
街 接 还 要 研究 。 因 为 目前 发 生 的 问题 是 木 槽 漏水 ;水 育 到 醒 下 , 很 快 的 发 生 冲 刷 、 志 声 
现象 ,致使 槽 架 倒 毁 。 如 这 个 现象 凰 和 续 发 展 ,非但 水 渠 不 通 , 沿 耳 行道 亦 将 冲 毁 ,因此 应 
对 木 槽 漏水 问题 加 以 研究 改善 。 

平坦 的 河流 台地 ,十 层 较 厚 的 地 方 仍 存 有 透水 问题 ,但 不 致 引起 拥 场 现象 。 可 以 引 
小 渠 通 过 其 上 ,而 节省 些 木 工 。 

从 雨量 (降水 量 ) 及 蒸发 量 来 分 析 , 昌都 地 区 种 作物 必须 引用 水 利 。 除 用 各 种 工程 
引 永 之 外 ,在 耕种 方法 上 , 应 研究 如 何 使 水 分 保存 在 土壤 里 , 在 引种 作物 方面 也 要 注意 

”到 品种 的 耐 旱 性 。 

=. 农业 生产 政策 及 方法 的 商检 

(一 ) 重 点 发 展 的 问题 
1 食 粳 作物 及 蔬 芝 引种 试验 ,应 是 工作 重点 。 引 种 成 功 之 后 序 可 繁殖 推广 ,研究 兹 

提高 生产 技术 。 在 食 粳 生 产 中 ;不 能 忽视 农 牧 共同 发 展 的 前 途 。 
2. 森林 业 。” 康 藏 高 原 的 林业 砍 源 极 富 。 目 前 问题 是 如 何 保护 及 合理 的 使 用 , 而 不 

Rbk, WHT ,护士 防 冲 , 应 当 提 倡 。 

(1) 保护 森林 一 一 由 康定 至 昌都 沿途 , 发 现 多 处 严重 森林 火 贷 , 尤 以 道生 松林 口 之 



MOE a eh < SF Rat SO 

AO 

renee 

160 西 藏 农业 考察 报告 

ARAL ZS, BU MRR AEA (包括 部 队 、 工 程 队 及 藏 胞 )， 加 强 蓄 

提高 他 们 对 宜 国 森林 套 源 的 认 哉 
(2) 合理 使 用 一 一 如 何 合理 使 用 木材 ,同时 能 达到 青 林 的 目的 ,是 我 们 在 康 藏 地 区 

工作 同志 个 应 当知 道 的 , 俩 导 单 位 重视 这 件 事 , 站 可 与 中 央 林 业 部 联系 , ER SE 
理 。 

3. 畜牧 业 ， 康 藏 高 原 , 尤 以 康 北 一 带 , 畜牧 是 主要 的 生产 车 业 。 目前 我 们 限 大 党 
提 的 材料 不 够 , anh SCOR ROE , 在 这 方面 不 能 具体 地 帮助 藏 胞 , 自己 也 没有 多 大 力量 
从 事 畜牧 生产 。 但 是 我 们 应 当 重税 这 件 事 , 不 能 访 此 地 畜牧 生产 停留 在 原始 的 游 牧 阶 
段 上 。 因 此 , 我 们 要 加 紧 调查 , 小 选择 小 规模 地 区 进行 蚀 养 . 选 种 、 畜 产 加 工 等 工作 ,来 
模 索 猎 验 。 对 整个 地 区 的 畜牧 生产 ,应 注意 畜产 品 如 绒毛 、 皮 革 、 稣 油 的 加 工 及 外 销 问 
题 。 如 处 销 顺利 ,价格 提高 ,畜牧 生产 必 随 之 提高 ,对 藏 民有 利 , 将 起 良好 之 政治 作用 。 

(=) eS 
Fh) RE MEM, BAA, BARS SEE. Sith SDRR 1, 7 

多 少 人 ,如 何 养性 冀 , 养 多 少 才 合适 , ATER, 如 何 分 配 劳力 , 在 机 关 生 产 中 
行政 单位 与 劳动 单位 如 何 统 一 等 等 。 整 地 、 规 划 、 种 植 .试验 都 要 有 明确 的 目的 ,精密 的 
计划 ,完善 的 组 积 和 入 一 的 颌 导 。 
根据 我 们 沿途 所 见 ,及 从 各 同志 报导 的 材料 中 所 得 的 经 验 , 无 论 部 队 或 机 关 生 产 ， 

专业 化 比 大 家 随便 闹 搞 强 的 多 ， 几 处 成 功 的 典型 痢 是 专业 化 的 。 当然 ,专业 化 也 有 失败 
的 , 那 是 条 件 与 技术 的 问题 。 

昌都 附近 作物 蔬菜 及 果木 的 生产 事业 ,除了 炳 一 俩 导 与 专业 化 以 外 ,我 们 提出 以 下 
数 点 , 供 解 委 会 参考 。 

1. 注意 引种 试验 “这 种 工作 应 由 安 林 处 专人 负责 ,如 入 力 不 足 应 尽 可 能 增添 协助 
工作 人 员 。 现 在 可 以 襄 社 会 主义 民主 阵营 里 的 人 民 , 特 别 是 苏联 农业 科学 工作 者 ;很 重 
视 我 们 此 地 的 工作 。 在 科学 战 穆 上 , 平 泳 的 冬小麦 在 此 过 了 冬 , 落 能 提早 成 熟 ; 是 相当 

专 一 个 胜利 的 昌都 咸 役 。 今 后 我 们 应 当 加 紧 工 作 与 配备 ,在 引种 罗 济 作物 及 优良 品种 ， 
和 改善 耕作 技术 的 试验 上 ,获得 完整 的 科学 记录 。 

2. 农具 问题 ”这 个 问题 应 朗 时 解决 。 我 们 带 来 的 五 寸步 犁 在 此 地 试用 成 功 , 给 大 
家 增加 了 生产 信心 ,是 一 件 可 喜 的 事 。 为 了 抗旱 , 施行 深耕 ， 我 们 可 以 项 酌 添 填 七 寸步 
复 , 畜 力 差 的 地 方 可 使 用 五 寸 的 。 除 犁 以 外 ,还 要 选 购 其 他 新 式 安 具 ,如 弥 、 友 、 炎 、 中 赫 
器 等 。 

8. 水 利 问题 “应 谢 法 与 西南 水 利 部 联系 , 派 求 专家 协助 解决 此 地 灌溉 事业 。 
(=) 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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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都 附近 及 昌都 地 区 的 生产 事业 ,无 颖 地 应 与 全 国 总 的 生产 事业 的 方 斜 是 一 致 的 。 

自然 , 康 藏 少数 民族 地 区 存在 着 特殊 社会 问题 。 因此 , 我 们 在 生产 方法 与 进行 步 腔 上 ， 

必须 惯 重 考 虑 。 但 是 , 农 \ 林 、 牧 三 位 一 体 的 政策 是 正确 的 。 我 们 的 农 旦 ,应 当 照 厦 到 畜 

禾 问 题 。 牧 草 的 栽培 ,不 只 可 以 解决 牲畜 的 冬季 甸 料 , 兹 且 解决 了 王 坊 肥力 的 大 事 。 在 

畜牧 地 区 ,这 是 钨 对 需要 的 。 我 们 要 正 秽 这 个 方法 , 慈 切实 地 推行 它 。 

四 . 关 套 农 和 收 生产 技术 的 几 点 意见 

(一 ) 农 作 栽 培 方面 
1. 昌都 附近 栽培 小 麦 、 青 释 应 注意 的 事项 : 

昌都 附近 耕地 很 少 , 惟 其 如 此 , 更 应 精 耕 狂 作 , 提高 单位 面积 产量 。 根据 此 间 气 候 
条 件 ,可 以 提倡 种 植 小 麦 , 芒 代替 一 部 分 青 牺 生 产 。 纶 将 小 考 、 青 梨 栽 培 中 应 注意 之 点 
简 述 如 下 : 

(1) PME: URE EA, BERET, PIPE I, 深度 在 5 寸 以 上 。 
| ADEM ANE, PHB ED AST ALAL Z, Ae IPE, 对 保 移 防 旱 碎 土 养 苗 作用 很 大 。 内 

HAE PEE FE TG, ARP TR”. ER, ER RS, HR TT AE TR 

PRR AD — ASP Ww ROPE AL, ene Ae, STA AR, PERE, 以 期 达到 精 耕 
IME, IE IB RTE 

(2) 4B PR: MAK RRR, AS PP, BM, 
WMI AMBER. Ate PURE AEE: 产量 低 。 在 春 旱 的 情况 

下 ,土壤 水 分 蕉 雨季 未 到 前 有 新 减 之 势 , 晚 播 实 多 不 利 。 BRD EAU TEED, Sri 

”期 间 花 不 怕 霜 ,可 能 适当 提早 播 奈 , 小麦 上 比 青 释 还 可 以 早 些 。 早 耘 早 收 , 减少 后 期 示 霜 
威胁 , 且 分 从 多 , 收 量 大 , 收 后 还 可 以 种 一 季 圆 根 。 据 调查 ,今年 昌都 地 区 老乡 有 认 3 月 

«LAR, 7 月 中 旬 收 获 者 ,值得 参考 。 

(3) 窗 行 密植 :今年 解 委 会 的 青 释 、 小 麦 均 系 条 播 , 中 耕 除草 便利 ,可 为 附近 农民 提 
倡 。 但 播 幅 稍 宽 ,种 子 密集 一 处 ,未 能 充分 发 育 , 且 行距 在 二 2 尺 以 上 亦 失 之 太 寅 , 行 间 

空隙 多 ,蒸发 量 大 ,在 干旱 气候 和 保水 力 不 好 的 土壤 条 件 下 ,对 作 牺 生长 发 育 是 不 利 的 。 
EMD AT IRE 7 一 8 寸 左右 ,每 行 种 子 量 稍为 稀 些 , 播 量 照 旧 , 使 每 个 麦 粒 均 有 上 比较 充分 

发 青 的 机 会 。 根 据 苏 联 的 经 验 , 小 麦 行距 为 15 厘米 , 每 米 下 种 80 粒 左右 ;可 以 提高 产 
量 。 这 种 客 行 密植 的 方法 ,可 供 我 们 参考 。 

(4) 中 耕 除草 : 此 地 农民 为 要 利用 杂 草 做 蚀 料 , 每 任 田 问 杂 生 时 燕麦 及 其 他 草 类 ， 
ELS EE BY FETE BERET, 如 此 做 法 殊 不 科 学 。 业 食 与 收 草 生产 应 探 用 合理 的 牧 
草 轮作 制度 取得 解决 ,不 能 刘 种 一 处 ,两 相 妨 碍 。 我 们 提倡 中 耕 条 播 ,后 在 中 耕 除草 ,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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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 保持 田地 清 混 , 尤 其 是 在 干旱 条 件 下 ， 勤 施 耘 铀 , 对 促进 根部 发 育 与 防止 水 分 蒸发 
均 有 良好 作用 , 农 谤 云 “ 温 铀 了 旺 , 旱 铀 壮 ”, 便 是 明证 。 

(5) 适时 深 浇 : 江 水 时 期 鼠 数 与 分 量 因 地 而 遇 。 此 间 气 候 干 旱 , 土质 不 粘 , Zee 1 
尺 以 下 , 含 石 灰质 较 多 , 呈 灰 白色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 轻 浇 、 淡 漠 易 使 水 分 蒸发 与 漏 失 , 且 
将 心 十 石灰 里 引 上 地 面 , 影 响 作物 生长 。 故 适时 深 广 , 宁可 灌 的 次 数 少 些 , $A TE 

些 ,使 石灰 质 往 下 走 。 根 据 此 地 气候 情况 和 麦 关 作物 生长 的 需要 , 应 在 小 麦 、 青 释 整 地 

前 灌 一 次 透水 ,然后 耕 邦 播 三 ,保证 种 子 的 发 着 出 土 ， 幼苗 生 长 发 青 的 健壮 。 昔 高 5 十 
左右 拔节 期 间 灌 第 二 次 水 , 以 促进 分 攻 成 长 。 孕 穗 抽穗 期 间 灌 第 三 艾 水 ,， 因 该 时 小 麦 、 

青 释 正 准 备 开 花 和 结实, 需 水 甚 裔 。 灌 览 时 再 灌水 , 促进 植物 体内 养料 运输 ;， APR Fe 

实 饱 满 。 

(6) 防除 病害 : 此 地 青 释 坚 黑 穗 、 梨 黑 穗 病 \ 小 麦 腥 黑 穗 ̀ . 散 黑 穗 病 较 多 ,应 加 防除 ， 

Ver. MELE: 人 田间 及 早 拔除 ; Gi) SEH EE es) ea ke 

Fh (PLA BCR BU). MEATY FA 0.3% 赛 力 散粉 或 4% HRT ROTA. Ur 

KBE A RISE ETEK Hp 4 -5 小 时 ,然后 浸入 54°C 温 渴 中 10 Oe GB 

52°C), IMS HAGA HN, BEBE EE, ABE AS ZB, FETE BR ae il J 
A 12°C 之 温 渴 中 浸 1 2 SPS UE LE, 

(7) 注意 选 种 : 解 委 会 种 的 青 释 、 小 麦 、 系 以 征收 公 辣 为 种 子 , KUL, RIA 

“ 齐 。 据 在 田间 观察 , BRATS, 小 麦 亦 近 10 种 ,早晚 不 一 , WPM 

者 ,应 在 成 熟 前 举行 田间 选 种 。 选 种 目标 以 丰产 .早熟 , 耐 时 抗 病 为 主 。 

2. 发 展 新 作物 ,提倡 牧草 轮作 制 

(1) 秋 夭 试 种 冬小麦 :昌都 地 区 现 然 冬小麦 栽培 。 去 年 西藏 工作 队 揣 来 少许 甘肃 

APA, RAS RA, 说 明 此 地 种 植 冬 麦 极为 可 能 。 从 土壤 水 分 上 小, 秋收 后 

整地 播种 冬 麦 , 较 在 春季 种 春小麦 发 芽 出 土 更 有 保障 。 去 秋 所 种 冬 麦 ,今夏 5 A 25 

左右 印 开始 抽穗 , 7 月 中 旬 可 以 成 熟 , 较 一 般 青 释 、 小 麦 早 收 一 个 月 以 上 , 比较 有 把 所; 

收 后 还 可 种 圆 根 。 今 年 本 队 双 人 带 来 许多 华北 、 东 北 冬小麦 品种 ,耐寒 抗旱 能 力 均 佳 , 如 哉 

”种 成 功 ,将 来 大 量 推广 ,对 坝 康 藏 地 区 安 作 制 度 的 改进 必 有 所 帮助 。 种 植 冬 麦 时 ， 除 应 

注意 品种 的 耐寒 性 外 , 从 应 考虑 : (播种 期 早晚 ; (比较 汉 播 ( 沟 深 酌 定 , 复 土 后 比 地 

Woe 1.5 寸 左右 ) 与 平 播 的 生长 情况 ; 〈ii) 灌 冻 水 (在 地 上 冻 前 一 星期 左右 灌 一 次 透水 ， 

使 冬季 地 温 变化 小 , 春季 返青 良好 )。 以 上 三 点 对 越冬 均 有 影响 ,值得 研讨 。 在 海拔 较 

高 的 地 区 ,可 以 考虑 试 种 冬 黑 麦 ， 因 黑 麦 耐寒 旱 力 较 冬小麦 为 强 , 且 可 充 做 小 麦 的 代用 

(2) 扩大 马 铃 蔓 和 油茶 将 的 种 植 ; Sb SEA TN AOE HE AH A AS SP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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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产量 大 , WHEN, Sa REED, RS eS eth, 均值 得 提 

倡 。(〈 现 在 种 植 的 小 叶 红 皮 马 谷 蔓 品种 ,产量 低 ,应 淘汰 ) 

(3) 试 种 玉米 谷子 ( 票 或 小 米 ) 与 大 豆 : 据 解 委 会 试 种 玉米 结果 ,如 播 耘 适时 ,可 以 

成 熟 。 国 内 玉米 品种 繁多 ,生长 期 长 短 不 一 ,如 能 选择 早熟 品种 ,予以 适当 的 栽培 管理 ， 

当 无 大 困难 ， 和 谷子 "情况 与 玉米 相似 。 亦 二 作物 如 能 扩大 种 植 ,可 以 增加 钙 食 种 类 。 大 

豆 用 途 至 广 , 且 富 帮 营养。 目前 在 此 地 区 生长 傈 有 困难 (今春 种 植 者 ,高 已 及 尺 , 全 未 开 

花 ), 但 值得 努力 研究 自选 种 、 剧 化 和 栽培 各 方面 ,来 改造 其 特性 ,使 其 逐渐 适应 生长 。 

(4) 建立 牧草 输 作 制 :在 畜牧 地 区 进行 农 作 生产 , BBLS RD SESE, i FES 

通 作物 栽培 制度 中 , 必须 加 入 牧 革 的 轮作 ,一 面 供 葵 蚀 料 ,一 面 增进 地 力 ,保障 赣 提 高 农 

作物 的 产量 。 我 们 建议 立即 划 出 一 部 分 十 地坛 种 首 蒋 或 其 他 可 以 越冬 生长 的 牧草 .( 何 

种 政 草 或 何 品种 有 待 试验 , 根据 冬小麦 在 此 间 越 冬 的 情形 , 种 植 牧 草 当 无 甚 困难 ) 坛 种 
成 功 后 邹 可 与 普通 作物 轮作 : EE (四 至 五 年 ) -一 小 麦 或 青 释 ( 一 年 ) — SSE 

某 ( 一 年 ) 一 一 小 麦 或 青 释 ( 一 年 ) 一 一 彰 菠 。 如 此 七 .从 年 一 循环 ,四 、 五 年 牧草 ,三 年 庄 

稼 ;, 收 草 、 粳 食 收 成 均 可 提高 。 试 行 这 个 制度 时 ,可 将 二 地 划 为 七 或 八 个 小 区 ,每 年 种 一 
小 区 牧草 ,至 第 五 或 大 年 起 每 年 均 有 业 食 与 收 草 的 收效。 至 走 收 草 究 为 春播 或 秋 播 , 持 
续 几 年 才 翻 耕 等 ,应 视 具体 情况 研究 解决 。 

(二 ) 园 艺 方面 
1. 关於 昌都 附近 蔬 荣 栽培 的 几 点 建 广 

(1) 移 择 适合 高 原 地 区 栽培 的 蔬菜 种 类 ”在 高 原 地 区 种 植 蔬菜 , 应 选择 生长 季节 

短 、 耐 塞 性 强 、 栽 培 方法 简易 、 营 养 价 值 高 、 合 甲 种 及 丙种 维生素 比较 丰富 的 种 类 和 品 
种 ,适合 以 上 条 件 的 计 有 : 

HRA —— HE b SCAR REE) WE bE ele 
MEARE —— $4 7E TEAR, AR (CdS AAR) WAR IRAE Be Sha, 
WE Ae -— FREE (BRE EE) IG S088 (FRE) A 
Jp AK — A ED. a A ed JIE). 
我 们 强调 提倡 种 植 生产 效率 高 及 营养 价值 丰富 之 种 类 。 所 施 生 产 效 李 者 ,， 系 计算 、 

每 亩 地 产 营 养 价值 之 总 和 , 其 营养 价 总 和 大 者 , 即 生 产 效率 高 。 如 每 雷 地 同 为 2.000 FF 
的 产量 , 但 就 营养 价值 来 看 , 2,000 斤 胡 查 下 远 较 2,000 斤 之 第 花 白 为 高 ,而 2,000 Frat 
花白 又 较 2000 斤 之 小 白菜 及 和 白肉 种 厚 下 为 高 。 一 般 部 队 中 营养 上 最 感 缺乏 者 为 甲 、 丙 
种 维生素 ,及 钙 、 铁 、 磷 等 矿物 质 , 上 列 各 种 蔬 荣 除 白菜 .普通 群 下 ( 青 皮 青 肉 意 下 含 丙种 
共生 素 高 ,可 以 种 植 )、 元 根 、 南 瓜 、 马 锥 蔓 外 ,营养 价值 均 较 高 ,应 该 提倡 。 
(2) 切实 执行 精 耕 亲 作 “” 关 芯 整 地 、 播 币 、 中 耕 、 除 草 、 防 治 病 下 省 等 项 ,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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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作 栽 培 方 面 。 方 式 方 法 虽 各 有 不 同 , 但 基本 原则 完全 一 致 , 兹 不 准 述 。 

施 堆 肥 时 应 特别 注意 使 用 腐熟 的 底肥 , 因 生 底肥 不 但 效率 低 , 不 易 为 植物 吸收 利 

FA, PAA SSA th HF AS BE BE Ae) 之 卵 及 幼虫 ,如 径 过 发 酵 , 可 将 大 部 虫 卵 及 

幼虫 杀 死 。 

(3) 提倡 促成 栽培 “利用 特殊 设备 ,变更 自然 环境 ,提高 或 延缓 蔬菜 之 生长 季节 以 

栽培 一 些 在 自然 状况 下 不 能 生长 而 又 为 我 们 所 人 迫 切 需 要 的 芯 荣 种 类 ,如 番茄 、 辣 椒 等 。 

昌都 一 带 较 女 和 孜 为 温 蚂 , 故 促 成 裁 培 更 具有 有 利 条 件 。 一 般 常用 且 简 便 的 有 下 列 雨 种 

BH: 

1) iit AR ARIS — FHF ABS, An HEI FY FAR RS, FAS a. HR 

概 及 矮 生 四 季 豆 等 ( 瓜 类 栽培 技术 较 复 杂 , LA ASMABUE, FEI). 

2) 风 了 栽培 一 一 在 冬季 及 早春 迎风 方向 ,树立 挡 风 屏 隐 ,以 御寒 风 , 兹 利用 太阳 幅 

射 热 ,会 高 地 面 温度 ,可 提早 蔬菜 之 供应 。 加 用 风 隆 较 不 加 风 降 者 ,一 般 可 提早 2—3 过 

应 市 。 至 放风 了 材料 ,可 因地制宜 ,就 地 取材 。 北 京 一 带 多 用 高 梁 棍 及 蔓草 等 。 

(4) 加 工 与 崇 藏 ”为 了 适当 供给 所 需 之 蔬 荣 , 除 合理 届 配 忒 荣 种 类 外 ,可 利用 加 工 

时 藏 方法 以 届 剂 蔬菜 之 供应 ,站 防止 蔬 荣 之 损失 。 

1) 加 工 一 一 当 种 植 芥 茶 、 醇 食用 臣下 、 胡 落下 、 余 蓝 及 雪 里 功 等 ,以 供 酰 制 大 头 荣 及 

酰 荣 之 用 。 此 外 , 蓝 修 、 元 根 及 巷 划 等 的 叶 ( 过 老者 除外 ) PCT AE hd Se Se FA SY 

WS til FE, 备 不 时 之 需 。 

2) i ik — D_L SPR Pe b IER. FRA AM b RABAS. BRE 

INF FZ, SHAT LAT RS, PTR. BE RASA) AE) KENT He BE 

冬季 食用 。 

(5) 选 种 与 探 种 问题 | 

1) 26} — GRAB E ose PS , DEE E TO. PRR AE ZAP, 选拔 具有 原 品 

种 优良 特性 (ATK PAE EL RSS). 而 无 病虫害 之 单 株 或 单果 留 种 。 例 如 此 

地 菜园 中 ,种 植 有 十 个 马 谷 蔓 品 种 ,一 种 为 叶 形 较 寅 , 淡 竺 色 , 和 白花 的 白马 谷 蔓 (或 称 “ 大 

BAe”), B—MOPPIB RE RD, PERE, 车 节 薄 呈现 淡 紫 色 的 红 皮 马 谷村 (或 称 ̀  小 红 

洋 芒 四 。 募 块 大 小 亦 悬 殊 。 今 后 在 荣 园 中 种 植 ,以 选 留 大 自 洋芋 为 好 。 

2 探 种 一 一 一 般 蔬 荣 探 种 方法 较为 简单 , 惧 十 字 花 科 种 类 废 繁 ,， 且 为 虫 媒 花 ， 故 容 

易 杂 交 串 种 ,引起 变 轴 。 仿 将 十 字 花 科 蔬 荣 探 种 时 应 注意 之 点 介绍 如 下 : 

按 十 字 花 科 蔬 荣 依 其 亲缘 之 远近 可 分 为 三 组 : 

白菜 组 :芥菜 、 油 某 (包括 野 油茶 )、 冬 油 某 、 拉 蒜 白 荣 、 白 荣 , 棕 菜 、 雪 里 莫 ̀ 四 川 厚 皮 

茉 等 ,品种 关 易 杂交 串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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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 BEL: HE BEE EDT EE, ARE CHE BIAS). SEA TAR (SEF) SE, i UT] 5 

交 串 种 。 

臣下 棚 : 各 种 臣下 ( 胡 划 小 为 缴 形 科 植物 ,不 包括 在 内 ) ,品种 间 易 杂交 串 种 。 

以 上 三 组 , 硼 与 组 间 之 品种 彼此 不 杂交 串 种 ,但 各 组 内 品种 间 均 易 杂 交 串 种 。 今 后 

探 种 时 , 碍 与 组 之 问 品 种 可 栽植 在 同一 地 点 。 如 白 某 、 甘 蓝 、 幕 仆 三 种 的 种 株 虽 同 在 一 

地 ,彼此 不 会 杂交 串 种 ,但 各 碍 内 品种 间 不 能 栽 在 一 起 ,应 尽量 设法 ,隔离 探 种 。 至 放 隔 

离 距离 可 灵活 决定 ,在 可 能 条 件 下 , 以 总 远 仿 好 (一 般 隔离 为 500 米 , 即 工 华里 以 上 ,大 
EA RBA) 

此 外 ,在 选 种 子 时 ,应 派 内 行 专人 到 气候 条 件 与 康 藏 相近 之 地 区 探 购 , 例如 向 巴 安 

RPE TE DS NNT AG, EAA OR RE, DHA, 

(6) 可 食 的 野 荣 种 类 康 藏 高 原 可 食 的 野 荣 很 多 , TE Bi AS RRS OR HE ye ER 

下 , 可 以 补充 代替 , 惟 须 惯 重 , 以 免 中 毒 。 自 甘孜 至 昌都 治 涂 所 见 的 可 食 野 茶 和 多 有 下 列 

10 种 。 

百合 科 之 于 厅 、 野 荐 、 野 非 荣 。 
PERLE RHA. 

SUE BL LOPE EAR, 

BALA EAR, 

BEAL ZIMA. 

蔓 芒 科 之 蝎子 草 ( 藏 民 食用 其 嫩 荣 ) 。 

2. 提倡 培育 果树 与 花卉 

昌都 为 西藏 重要 城市 ,人 口 日 增 , 水 划 需 要 随 人 民生 活 的 提高 亦 日 趋 迫 切 ， 且 气候 

较为 温暖 ,发 展 果 和 树 实 大 有 前 途 。 目前 虽 扰 栽 培 果 树 , (EPA BRK AEP Ay EPR BEF 

秽 桃 及 小 栈 栗 等 ,随处 此 有 。 今 后 可 以 当地 野生 果树 为 砧 未 ( 即 母 树 ) ,与 其 他 地 区 的 优 

良品 种 进行 嫌 或 杂交 ,以 求 质量 的 改进 。 巴 安 盛 产 永 果 ， 且 有 不 少 优良 品种 , 可 试行 

引种 ,收效 或 可 更 快 (附近 地 区 所 产 胡 桃 , 皮 蒲 仁厚, 品质 优 请 )。 康 藏 高 原 奇 花 轨 开 ,种 

燃 繁 多 , 木 本 花卉 如 大 叶 杜 胸 、 金 腊梅 、 及 各 种 车 蕉 花 , 草本 花卉 如 飞 燕 草 、 狠 毒 及 各 种 

菊花 等 , 均 甚 珍 贱 。 令 后 如 精 选 良种 ,注意 栽培 , 饶 能 美化 庭园 , 又 可 将 秆 子 输 往 内 地 ， 

亦 为 经 济 来 源 之 一 。 

3. 几 个 固 题 的 解答 根据 在 昌都 各 药 园 的 番 查 观察 , 及 座谈 会 上 的 报道 ,下 烈 几 个 

问题 的 说 明 , 可 能 对 今后 蔬菜 生产 有 所 帮助 。 

(1) 川西 划 下 白茶 当 年 抽 苦 开花 问题 “川西 或 内 地 其 他 地 区 莽 下 、 白 荣 在 此 栽培 

郎 行 抽 若 开 花 , 这 是 康 藏 高 原 目前 普 逼 存在 的 一 个 问题 。 川 西 气候 较 暧 , 与 康 藏 气候 油 



然 有 别 ,其 地 直下 、 白 从 品种 的 温 期 阶段 [植物 从 营养 生长 到 生殖 生长 都 要 径 过 一 个 不 
同 长 短 时 期 的 温 期 (低温 或 高 温 ) 阶 段 ] 丽 怕 较 短 , 移 到 此 地 春季 播种 ,温度 较 低 ,容易 满 
足 其 温 期 发 育 的 需要 , 接着 气温 一 天 天 增高 ,因而 抽 营 开花 , 温 期 阶段 的 长 短 常 随 品种 
i 38, 

UcHE SUE: Ses ASE BERS TH SIDER AY, PT AAS enn es. BENE b aE 
2, WRK AAT, URS NS AT RE EERE), 如 原 系 秋 播 品种 ,春播 一 定 要 抽 
若 。 关 元 这 个 问题 , 作 一 些小 型 的 观察 和 试验 ,是 会 有 很 大 帮助 的 。 

(2) 茄 果 类 及 瓜 类 蔬 荣 在 此 地 生长 不 好 的 原因 “ 茄 果 类 (番茄 .茄子 辣椒 ) 及 瓜 类 
(FEI, TH NSE) IS BRA, ATG, 番茄 须 在 8"C 以 上 才能 发 芽 ,， 生长 最 适宜 的 
温度 在 20—24°C HH. 黄瓜 须 在 10°C 以 上 才能 发 芽 , 生 长 最 适宜 的 温度 在 24—30°C 
SH, 较 番 茬 所 需要 的 温度 还 要 高 些 。 昌 都 地 区 气候 较为 塞 洽 , 早 霜 早 , 而 晚霜 迟 , 生 
长 季节 较 短 ,， 因 此 番茄 及 黄瓜 等 在 此 地 长 不 好 。 不 过 昌都 附近 , 比 起 廿 孜 求 要 温暖 些 ， 
如 果 我 们 能 够 运用 米 丘 林 改 造 大 自然 的 经 验 与 方法 ,就 地 选 青 抗 塞 品 种 , 兹 注意 栽培 天 
化 , 划 以 上 几 种 蔬菜 的 栽培 , 还 是 很 有 希望 的 。 最 低 限度 利用 温床 及 温室 备 ,一 定 可 
以 栽培 的 。 

(3) 现在 田间 生长 的 疆 小 为 什么 会 糠 必 “现在 收获 田间 生长 的 臣下 , Fy AB ee 
上 或 夏 萌 下 品 和 和。 一 般 说 来 , 春 夏 播种 莫 卜 品种 , 成 熟 玩 早生 长 达到 一 定 日 数 及 体积 
达到 一 定 大 小 时 ， 邹 应 及 时 收获 , 诊 期 不 收 , 任 其 凰 续 生 长 , 则 鼻 胞 数目 不 再 增加 ,而 渐 
WARE, AURA, 水 分 散失 , 即 发 生 糠 心 现象 。 水 分 过 分 缺乏 时 , 亦 易 糠 心 。 
不 过 ,此 地 菜园 中 臣下 糠 心 最 主要 的 原因 , 则 系 收获 过 迟 所 致 。 一 般 言 之 , ORE b 
A BERRIES. PVG, 如 对 外 来 品种 的 成 熟 期 不 太 明 了 时 , 最 好 的 办 法 就 是 在 莫 下 
生长 到 一 定 大 小 时 ,经 常 进行 检查 , 如 有 糠 心情 况 发 生 ,应 即时 收获 。 

(4) 甘蓝 及 吵 下 的 贮藏 闫 题 “ 廿 募 在 崇 藏 期 间 发 生 抽 苦 现象 , 主要 原因 是 由 共 未 
将 球 下 部 老 根 切 去 。 一 般 崇 藏 甘草 , 除 拟 留 种 株 者 外 , 均 应 将 老 根 切断 ,只 留 叶 球 ,如 此 
可 不 致 抽 若 。 

臣下 崇 藏 时 ,容易 糠 心 , 除 地 害 干 燥 、 土壤 温 度 不 够 易 引 起 糠 心 外 , 另 一 主要 原因 是 
SS b EAI. RR AAS, UEC ME b , 均 应 切 去 头 部 , 勿 留 生长 并 点 , 刚 不 易 粮 
心 。 此 外 , 还 应 放 记 温 度 较 低 之 处 , 兹 有 通风 设备 。 

(5) FREE (CURR) HEEL MSHS, BRRES ERR, AE 
上 部 的 叶 营 光合 作用 , 制 成 养料 , MOAR A. APSO eB Dede, ERIN AS He 
莅 曲 去 叶 , 不 仅 扰 丛 ， 且 足以 妨碍 其 生长 ,尤其 在 生长 初期 ,车 球 幼小 时 去 叶 最 属 不 利 。 
如 但 球 已 达 相 当 大 小 ,同时 种 植 过 密 , 下 部 阳光 不 易 透 射 ,空气 不 流通 , 则 可 酌 将 下 部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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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 生 长 技能 已 渐 误 退 ) 摘 去 二 、 三 校 ,以 流通 空气 , 兹 减少 病虫害 之 发 生 。 除 此 情形 外 ， 
”一 般 均 无 去 叶 必 要 。 

(6) 大 藉 抽 技 荐 苦 后 是 否 还 千 大 藉 此间 藏 民 茶园 中 所 种 的 大 藉 , 其 藉 苦 长 达 1 
尺 余 , 有 的 且 已 硬化 ,不 卉 供 食 ,但 均 未 抽 披 。 据 藏 民 说 , HALE, Peek 

。 忒 。 此 话 与 事实 相反 。 一 般若 之 ,植物 营 生长 作用 最 盛 时 , 生殖 作用 即 相对 减弱 ,反之 ， 
营 生殖 作用 最 盛 时 , AEE ONT WIS. BRANES, USAGE J, ou LOE ERR SAE 
长 不 加 抑制 时 , MA PREY SRI, BSS. AOE PRE, ITT 
促进 其 生长 。 内 地 大 藉 产 区 ,每 雷 地 除 可 探 收 若 若 200 ITAL, TAT RAE 800—1,000 
斤 , 藉 苦 的 价值 常 可 抵御 让 的 大 蒜 。 

(7) 小 白 荣 等 的 移 栽 方法 ，” 藏 民 移植 拉 阵 白 荣 , 系 自 苗 团 中 拔 取 荣 划 , 然后 用 手指 
粗 普 之 小 木 棍 猎 实 ， 将 菜 苗 投入 实 中 ,切断 12 的 叶子 , 且 钴 一 定之 株 行距 。 此 种 栽植 
方法 标 不 合理 , 荣 昔 用 手 技 取 , 侧 根 大 部 伤 损 , 栽 植 不 易 成 活 。 即 使 能 成 活 , 旭 折 根 去 叶 
ERAGE SAI, ABH, MERIT PGR, 均 宜 保留 土壤 , 少 报 幼 根 , 不 
去 枝叶 , 掘 实 栽 植 , 慈 宜 有 适当 栋 行 距 。 藏 民 此 种 栽植 幼 划 方 法 , 实 太 粗放 ,五 应 改善 . 

(8) 流 芝 留 种 去 雄 株 问题 ” 解 委 会 薪 园 中 小 革 种 株 , 一 后 为 峻 株 , 一 定 为 雄 株 ,未 
加 去 雄 。 这 种 作法 不 大 经 济 , 因 只 有 定数 能 千 籽 ， 且 峻 株 生 长 羽 弱 ,种 实 不 丰 。 小 菜 为 
峻 雁 要 株 之 植物 ， 普 通 峻 雄 株 比例 常 为 1:10。 一 般 中 国有 刺 种 落 荣 , 雄 株 较 肉 株 略 多 ; 
而 西洋 扰 刺 种 小 荣 , 雌 株 常 较 雄 株 为 多 。 雄 株 只 有 供 欠 花 粉 作用 ,多留 雄 株 ; @BREACT 
地 力 , 故 今后 留 种 时 , 应 在 早期 适当 地 拔除 雄 株 , 至 少 可 去 掉 原 有 的 11/3 一 1/2， 目 对 留 
种 蓄 无 不 良 影 响 。 奴 株 叶 和 长 ,植株 直立 , 抽 苦 开花 较 早 ,其 易 戴 别 。 

三 。 畜 牧 方面 

1. 性 冀 品 质 与 使 用 问题 : 
沿途 所 见 的 牛 、 马 、 电 、 驴 ,其 体型 及 营养 状况 优 劣 互 见 。 一 般 而 论 \ 以 黄牛 及 鞭 驴 的 

体型 比较 瘦小 , 例如 12 岁 的 黄牛 ,体高 只 90 余 厘 米 ,， 体 长 110 厘米 ,胸围 130 JK, 
高 莉 100 厘米 。 驴 的 体高 不 过 80 余 厘 米 , 显 旦 退 化 现象 。 

PCR AMAT, ARENA, 老少. 壮 弱 、 伤 病 同 般 待遇 , ees 
不 良 ̀ 配 种 时 期 太 早 等 , 均 能 促使 性 口 品 质 的 吉 落 。 今 后 勿 使 幼 畜 及 体能 或 腿 腹 负 伤 之 
性 畜 和 负载 过 重 , 培 至 幼 畜 时 注意 营养 , 适当 地 补 输 印 料 (OE 
AWE), 以 促进 发 育 , 避 免 有 病 及 妊娠 的 母 畜 拿 来 使 用 。 配 种 时 注意 种 畜 的 健康 情况 。 
据 调 查 , WEE FL GCA D , BEEAOO RR, HAART 120 斤 , 可 日 行 90 里 ,而 疾 牛 不 过 
830 一 40 里 。 仿 后 应 选择 公 、 黄 牛 求 进行 杂交 改良 ,限制 公 特 牛 与 母 黄牛 杂交 , 因 后 者 所 
产 之 杂种 (俗称 假 镶 后 ) 负重 能 力 低 。 在 竺 牛 与 黄牛 的 杂交 中 ,一 般 藏 胞 不 留 母 憾 愤 ,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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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HER TED AG AB BIN, EARL, et DT PERE A EE. 
2. 畜产 加 工 的 改进 : 

稣 油 与 羊毛 为 康 藏 地 区 之 畜产 ,如 能 讲究 加 工 ;, 境 加 销路 ,刺激 生产 ,对 藕 藏 民生 活 
USS, PARK, BR. 

(1) 酥油 一 一 为 藏 民 的 主要 食品 , 富 放 营养 ,应 该 提倡 食用 。 但 一 般 在 加 工 制造 过 
程 中 ,发 酵 过 度 、 香 味 俱 速 。 制 好 后 装 在 牛皮 包 内 ,容器 不 党, 易 致 酸败 ,使 一 般 部 队 及 工 
作 同 志 不 喜 唉 食 。 如 能 加 以 改良 , 饶 合 乎 营养 标准 ,又 可 刺激 产销 。 我 们 建议 针 易 公司 
及 合作 衬 收 购 稣 油 后 ,和 经 过 一 番 洗 泽 工 作 。 法 取 木 槽 , 放 稣 油 认 其 中 ,加 入 清水 后 ,用 太 
配 木 棒 滚 压 稣 油 , 如 是 三 次 ,可 将 不 光 的 酷 乳 成 分 清洗 出 去 。 然 后 加 入 5% TH BEES, 
再 用 油 级 包 好 装 信 小 铁 负 内 (用 开水 南 过 的 铁 负 )。 崇 藏 的 温度 不 要 超过 20*C, 否则 容 
BWR, HH, BRA Rh, TA, WWI. REE, 得 积 当地 
FPA RA BBE HPL ABET HT.» 

(2) 358 EE ——4r- 4, Bs A YB ZS) IP EE TE MM 
毛 , 惟 数 量 向 不 多 。 据 初步 调查 , 昌都 县 城 有 羊毛 手工 业 户 76 家 , 估 工 商户 32%。 > 
后 通过 贸易 公司 的 合理 收购 , 羊毛 产销 与 加 工 可 以 日 趋 发 展 。 羊毛 品质 与 色泽 及 着 色 
部 位 关系 很 大 ,沿途 各 地 所 见 羊 玫 中 , 浮 毛 者 估 极 少数 ,应 提倡 选 青 纯 自 种 羊 ,繁殖 推广 
之 。 同 时 在 剪 毛 时 要 把 黑白 杂 色 及 部 位 不 同 的 粗 乡 毛 分 别 包装 , 东 放 剪 毛 前 洗 毛 ; 齐 后 
不 可 再 洗 。 一 般 藏 民 此 以 刀 剃 毛 ,这 样 的 毛 质 长 短 不 齐 ， 是 钛 羊 体 不 宜 , BERR 
毛 草 , 机 关 部 队 应 起 带头 示范 作用 ,然后 进而 逐步 推广 恩 毛 机 、 毛 秩 机 等 ,借以 发 展 毛 纳 
业 。 关 放 皮 革 加 工 方面 ,目前 均 系 十 法 制造 , 质量 均 差 ， 将 来 公路 修 通 后 应 酌 开 小 型 制 
eT) Ure. 

3. HEE PONE IS ROBO 
EAP BB) ABN LY RPE BRIAN &, 应 分 段 探 草 ， 输 流放 牧 。 

同时 在 农田 耕作 中 ,加 入 牧草 的 专业 栽培 , 做 为 作物 输 栽 制度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环 ， 借 以 
保证 全 年 草料 的 供应 , 薄 可 改善 土壤 、 提 高 农作物 的 收 量 。 我 们 建议 : 1) shee ST ERR 
小 麦 分 别 种 植 ,以 普通 碍 麦 代替 田 问 杂 生 的 野 燕 麦 ,使 生食 作物 与 牧草 都 能 得 到 合理 的 
栽培 ; 2) 多 方 引 种 首 藉 品种 , 择 其 优 者 繁殖 之 ; 3) 调 查 研 究 现 有 野生 牧草 种 类 , 如 野 答 
32 (Bromus sp.), Wie2L BHI (Vicia unijuga) KAA (Vicia sativa) SHAR AVE 

及 利用 价值 ,以 便 汲 步 改进 牧 原 。 
此 外 ,关於 某 些 部 队 进行 畜牧 生产 工作 , 由 共 经 验 缺乏 , 乌 养 管理 不 良 , 过 去 的 死亡 

这 很 高 。 今 后 应 与 有 驾 验 之 藏 民 合 作 猎 营 ,吸收 他 们 的 成 功 经 验 , 徐 图 改进 ,以 期 达到 

示 汽 的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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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家 瘟疫 病 及 防治 情况 
RRS RIA, 限 认 工作 性 质 和 时 间 的 关系 , 未 能 展开 治疗 和 深入 调查 。 同时 

昌都 地 区 的 机 关 部 队 人 未 大 量 进行 畜牧 生产 工作 ,所 以 了 解 的 情况 不 多 ,只 是 雳 星 的 报 
” 道 一 些 疫情 ,提供 参考 。 

1. 部 队 与 机 关 在 进行 畜牧 生产 中 的 问题 : 
昌都 解 委 会 由 认 在 各 宗 个 别 进行 生产 的 家 畜 数 目 很 少 , Me 且 是 与 当地 老乡 合伙 蚀 

养 的 , 所 以 问题 还 少 。 根 据 在 丁 青岛 某 师 师 部 畜牧 兽医 座谈 会 上 所 了 解 的 材料 是 存在 

有 问题 的 。 
(1) 晨 牛 的 病 疫 ” 访 师 全 在 去 年 冬天 ,陆续 在 康 北 石 渠 探 购 笑 牛 240 多 头 ,在 裕隆 

地 区 饲养 。 五 个 月 当中 先后 死去 140 多 头 。 所 看 到 的 症状 有 大 种 : (1) 发 病 时 不 吃 草 ， 
“只 喝 水 , 肚子 朋 ， 患 病 后 队 地 不 起 ,直到 死亡 。(2) 病 四 、 五 天 腹 演 CSOs A 

ABR) , 略 吃 草 ,三 、 四 天 病 后 邹 臣 地 而 死 。(3) 上 山 时 好 好 的 , 下 山 就 死 了 , 死 后 心里 
Ai nk, ERIS IEE ORS (iM), (DFR BBE, IEA, (5) BEAL 
i, WKAR. 6) KAEKS, OHA, BAKKEN, STHAAPHRE, F 
i HUA Hs, A no FS SLi. EP BERS A WOE TD AURA AB 

(2) 9H RMF 154 5k, 死去 50 多 头 。 死 的 症状 不 显著 。 大 羊 只 看 到 拉稀 屎 ， 
死 后 记 肺 发 腊 , 变 成 淡 和 红色 ; 小 羊 多 在 生 后 个 把 月 死亡 ,看 不 出 什么 显著 病状 和 病 痕 。 

(3) AS 不 久 以 前 , 常 发 生 消化 系 病 及 呼吸 系 病 。 消 化 系 病 以 风气 疝 为 多 ， 
SEBEL ra WOR al FEAR ORC, DLN HH TES EVES PP TT A MAL 
BLOAT RL, ARE es, 很 可 能 与 饲养 管理 有 

关 。 例 如 从 远 处 购 运 牛 羊 ,中 途 饶 缺乏 水 草 , 到 目的 地 后 又 没有 草料 补充 (裕隆 的 水 草 
WARE) ,这 样 家 畜 身体 必然 逐渐 赢 弱 。 加 以 蚀 养 管理 的 不 当 , 杂 病 六 生 , 当然 就 扰 法 避 
免 了 。 例 如 ,羊子 生前 局 稀 尿 、 死 后 心肺 发 月 、 色 变 淡 红 , 邹 是 营养 不 息 的 症状 。 自 入 夏 
以 后 病 就 减少 ,这 更 证 明 与 蚀 料 有 关系 。 这 一 个 教训 告诉 我 们 ,今后 选择 家 畜 的 时 季 和 
牧场 的 准备 应 该 提高 警惕 

2. RBG 4b 
BAAS GA, BAR ERS, ROT ER 

生 外 ,从 有 下 列 各 病 : 
A) SS RIE TO, PRR, ch HES) IG MRR, 也 常 遇 此 
Hie 

(2) 疑似 红 尿 病 ， 在 无 拉 寺 兵 站 及 江 达 兵 站 , ARE FE HE AHEM 
(有 一 头 在 耳 部 及 眼皮 检 有 咎 局 ) , 仅 给 肠胃 消毒 棵 和 少量 健 胃 剂 ,旋即 自 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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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SIG Es BRIS, 1 SEAL AA I a 

3. 浴 众 方面 (各 牛 厂 ) 的 畜 病 问题 : 

据 各 兵 站 防疫 工作 同志 和 在 妥 寺 、 昌 都 访问 个 别 老少 的 情况 : 

(1) 牛 疯 ” 据 昌都 商人 说 ,1933 年 昌都 地 区 各 地 全 大 流行 牛 瘟 一 次 ( 察 雅 除外 )，, 死 

和 牛 很 多 , EA PVE TEAC EARS, TA TAOS Bap 

感到 非常 痛心 。 最 近 还 没有 听 到 什么 疫情 。 

(2) 牛 传染 性 胸膜 肺炎 近 据 防 疼 队 了 解 , 去 年 江 达 地 区 、 国 德 等 地 车 厂 , Pre 

发 生 此 病 。 最 近 在 距 江 达 三 十 里 的 牛 场 , 还 有 这 病 的 发 生 , 养 咎 六 十 多 头 却 死去 三 十 多 。 

在 离 觉 比 雨天 路 去 拉 多 宗 路 上 的 牛 场 ,以 及 入 翅 附 近 的 牛 场 , 据 避 也 发 生 过 这 病 。 昌 都 
的 拉 都 牛 场 ,在 去 冬令 春 也 有 此 病 发 生 。 

(3) 炭 冯 及 出 血性 败 血 病 各 地 都 有 这 两 种 病 发 生 ,不 过 时 发 时 息 , 不 如 牛 疯 和 持 

传染 性 胸膜 肺炎 等 那样 严重 。 至 认 其 他 病 疫 , 因 没 有 深入 调查 ,情况 不 知 。 
4. 当地 兽 疫 防治 工作 情况 : 

(1) 部 队 中 的 兽医 机 构 和 配备 ”解放 军 各 师 在 和 卫生 处 下 已 善 逼 设立 普 医 股 , 配 备 

兽医 干部 , 除 进行 军马 卫生 勤务 外 , 还 协助 供给 部 门 解决 畜牧 生产 中 的 兽 病 问题 。 

(2) 支 前 蒜 运 牛 只 和 牛 瘟 预 防 工作 ”为 了 使 支 前 运输 任务 能 顺利 完成 ,和 保障 藏 胞 

家 畜 的 安全 ,增强 民族 间 的 团结 和 友谊 ,今年 仍 物 乱 1951 年 的 工作 , 在 金沙 江西 至 昌 

都 、 洛 隆 宗 .经 通 . 丁 青 等 地 区 ,开展 兽 防 工作 。 兽 防 队 是 由 西南 农业 部 与 解放 军 卫 生 部 

共同 组 成 的 ,全 队 人 员 共 80 名 。 由 解放 军 各 办 事 处 、 兵 站 具体 便 导 。 主要 工作 是 预防 

支 前 对 运 牛 只 的 牛 瘦 , 对 於 其 他 疫病 ,也 作 适 当 的 防治 。 总 的 任务 是 预防 125;000 头 , 预 

防疫 苗 是 驳 化 山羊 适应 牛 疯 血 毒 。 在 进行 注射 之 前 , 先 作 区 域 坛 验 。 但 为 了 掌握 时 间 ， 

保障 昧 运 , 在 试验 还 没有 得 出 千 果 时 ， 印 探 取 血 清和 血 毒 同时 注射 的 方法 (对 默 牛 进行 

注射 )。 同 时 为 了 货 定 今后 地 方 兽 防 工作 的 基础 , 所 以 一 方面 通过 上 层 ; AEB 

会 ,一 方面 在 工作 中 用 不 同 的 方式 ,培养 地 方 青年 , 以 便 今后 担任 畜牧 兽医 工作 。 由 区 
各 办 事 处 、 解 委 会 、 军 分 区 的 负责 首长 们 的 重视 和 积极 的 扬 导 , 以 及 各 地 上 层 人 物 的 狼 

烈 支持 ,所 以 这 项 工作 在 南路 的 无 拉 寺 、 江 达 、 觉 秦 、 人 翅 、 昌 都 等 地 , TEAL 

省 、 类 岛 齐 等 地 , 都 已 次 第 开展 , 顺利 进行 。 不 久 印 将 向 洛 降 宗 、 WSR. TSE Hh BE HE 

进 。 

(3) 验 众 性 的 普 防 工作 ”西康 省 藏族 自治 区 人 民政 府 , 今年 在 康 东 、 康 南 、 康 北 各 
ete EFPIA DA, 痉 常 进行 一 切 有 关 兽 疫 的 防治 工作 。 康 东 队 部 设 在 康定 , 康 南 巴 塘 ， 

康 北 甘孜 。 昌都 地 区 辆 所 转 各 宗 过 去 兹 没有 畜牧 兽医 机 构 和 人 员 , 现在 正 准备 向 内 地 
EBA, 计划 推进 工作 。 PADRE APE BESTE, 也 只 有 暂 由 支 前 默 牛牛 竟 防 治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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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兽 防 队 ) 促 可 能 的 办 理 。 
(五 ) 存 在 的 问题 
1. 当地 利用 原 毒 ,预防 牛 瘦 的 问题 
昌都 科 都 地 区 有 一 娘 优 家 , 专 以 牛 瘟 原 毒 代 各 地 和 牛 场 施行 预防 。 方法 是 用 病 牛 的 

血 灌 答 好 牛 吃 , 使 它 发 病 后 获得 驶 疼 性 。 这 种 方法 在 理论 上 蘑 是 原始 的 、 危 险 的 , 很 可 
能 引起 牛 瘟 的 发 生 和 流行 。 但 它 的 处 理 径 过 、 发 病程 度 以 及 驶 疼 效 力 究 费 怎样 ,是 值得 
研究 和 分 析 的 。 

2. 牛 传染 性 胸膜 肺炎 的 防治 问题 
根据 初步 了 解 ,这 病 在 昌都 地 区 普 逼 存在 , 汞 不 断 地 发 生 和 流行 。 这 病 的 防治 工 

fe, 在 技术 上 说 是 比较 困难 的 。 因为 它 是 慢性 传染 , 病 首 的 牛 只 可 能 是 长 期 的 带菌 者 ， 
肉眼 却 无 法 诊 判 。 这 样 洗 众 对 它 容易 忽视 , 所 以 施行 预防 也 就 发 生 许多 困难 。 但 这 半 
题 必 须 解 决 。 应 该 进 行 必 要 的 调查 和 试验 研究 。 

最 后 ,昌都 地 区 (包括 所 畦 各 宗 ) 应 积极 筹 司 兽 防 机 构 , 多 方 罗 致 人 员 , AR 
治 的 原则 ,协助 藏 民 解 决 畜牧 生产 中 的 兽 病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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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车 PO. eae RTE 
二 . ALR A 五 . 植树 造林 

=. 食粮 生产 KK. REAR 

—. 前 = 

我 们 从 内 地 来 的 工作 干部 对 农业 生产 ,可 能 都 是 把 它 看 为 “种 地 打 粳 食 ,” 芝 种 看 法 

没有 什么 太 大 的 错 愤 ,只 是 不 太 汶 底 ,也 不 全 面 。 因 为 就 是 在 内 地 ,我 们 还 要 种 些 获 草 、 

麻 、 棉 花 以 及 为 了 耕 畜 吃 的 草料 等 等 。 著 在 西藏 及 东北 、 西 北 的 少数 民族 地 区 “年 产 , 
二 字 差 不 多 就 专 指 “ 养 性 畜 ”。 

和 地 、 养 性 畜 二 种 事业 ,在 我 们 几 千 年 历史 里 创造 与 累积 了 丰富 的 径 验 。 但 是 在 今 

天 ,事实 证 明 ,许多 有 关 安 业 生 产 的 技术 还 得 向 外 人 人 学习。 过 去 我 们 是 羽 自 欠 自 足 的 小 

农 方 式 搞 的 农业 ,所 以 只 注重 了 “ 够 吃 ” 的 一 方面 。 今 天 我 们 要 走向 合作 与 集体 逃 营 的 

方式 ,所 以 就 必须 学 习 新 的 农业 政策 。 换 句 话说 ,我 们 必须 学 习 苏 联 。 除 了 极其 特殊 的 

环境 ,如 温度 过 低 不 尤 许 一 般 作物 及 林木 生长 , 只 能 在 夏季 短期 放牧 ,因此 也 就 乱 法 推 

进 全 面 性 的 、. 印 农 . 林 、 牧 三 位 一 体 的 农业 政策 以 外 , 凡 能 种 庄稼 的 地 方 我 们 就 应 当 分 析 

推行 新 社会 安 业 建 设 所 需要 发 展 的 、 科 学 的 生产 方法 。 

”这 里 我 们 不 强调 机 械 化 及 高 深 的 科学 理论 研究 。 相反 的 , 我 们 只 是 就 目前 情况 及 

需要 ,根据 通俗 的 科学 理论 ,在 农业 技术 方面 提高 一 步 ,同时 在 政策 方面 也 前 进一步 。 

种 庄稼 要 养性 口 ,还 要 种 树林 ,为 了 什么 ?主要 是 使 土地 能 够 长 期 保存 ,长 期 肥沃 、 
利 更 经 济 的 利用 我 们 所 栽培 的 作物 。 我 们 知道 ,植物 的 生长 是 利用 了 太阳 的 光 、 热 及 十 

壤 里 的 水 分 与 养分 变 成 有 机 质 。 但 一 棵 青 释 长 成 之 后 , 合 认 人 类 食料 的 物质 ,只 估 侍 部 

组 成 的 1/4。 其 余 3/4 是 种 叶 、 糠 根 等 等 。 如 果 把 这 些 剩 余 物 资 当 作 刻 物 、 当 作 燃料 ， 

那 是 不 正确 \ 不 轻 济 的 。 这 些 东 西 应 当 通 过 分 解 利 用 , 退还 到 土壤 里 去 ,再 做 作物 生长 

的 养分 。 竹 畜 是 利用 剩余 物资 的 活 机 器 , 它 不 但 输 土 壤 补 偿 了 许多 肥 分 ,同时 也 供 答 入 
类 以 营养 丰富 的 食料 ， 所 以 说 ,畜牧 是 安 业 径 济 里 不 可 缺少 的 一 环 , 农 与 牧 是 钴 法 分 开 

的 。 

多 少年 慨 业 轻 营 的 历史 告诉 我 们 :森林 的 消灭 \ 草 原 的 扰 限 制 开 旦 以 及 缺少 正确 的 

输 作 制度 , 会 使 土壤 及 其 复 盖 物 失去 了 对 於 风 、 水 侵蚀 的 抵抗 力 。 风 砂 与 流水 不 断 的 

冲 急 着 土壤 , 刮 跑 了 一 些 庄稼 ,也 淹没 了 另 一些 庄 稼 。 总 的 千 果 是 河流 洪 塞 ,水 源 枯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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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 EN , PRA LOH EE ALT™,, TPR I, PRE -L HAR EE 
SUR AR EAU IER AS A, PPE, FEO Lk EEA 
Fe ue Eg FA BP HSA BS, AR HL ORS, OCR, RR RSE 
业 和 畜牧 业 的 发 展 。 

今天 拉萨 河谷 的 宏 业 情 况 ,恰恰 说 明 “ 家 林 牧 三 位 一 体 ” 的 生产 方 人 儿 , 在 这 个 地 区 的 
特殊 重要 性 。 拉 节 河 雨 岸 重山 漆 瀑 ,一 片 光 秃 , 平 南 上 的 士 层 也 帝 薄 婴 常 。 EE 20 厘 
米 以 下 便 是 砂粒 和 岩石 ,有 的 地 方 甚至 卵石 裸露 , 寸土 不 附 。 就 是 这 薄 薄 的 一 层 地 皮 ， 
其 质地 也 很 粗 轻 , 有 机 质 少 ,保水 力 低 ,更 经 不 起 夏天 暴雨 的 冲刷 和 冬 春 季 狂 风 的 吹 届 。 
看 到 拉萨 西 郊 山头 上 的 沙 乓 ,和 入 冬 以 来 一 阵 阵 疾 风 漫 矢 谭 砂 ,， UB RSET BE! 至 

PURER BEB) RATERS, 蚀 料 不 足 限 制 了 牧 畜 的 生产 , 更 是 不 可 避 如 的 后 
果 。 茂 族 农民 在 这 种 情况 下 ,只 好 实行 轮流 的 “ 素 并 ?”( 还 谈 不 上 “休闲 ”) ,但 这 是 古老 没 
落 的 安 业 技术 。 在 新 民主 主义 的 制度 下 ,不 能 再 听任 如 此 下 去 ,我 们 要 用 积极 的 科学 的 
FE, RSA IKK, BEAR KEE 

IRIE B SESE Eh As EBAY , SS HA eS A SY POEL Bee BB Se, 
以 及 正确 地 建立 灌溉 排 水 系统 和 栽植 防护 林带 , BY SE, SAT Re fir 
一 体 的 牧草 输 作 制 ", 也 就 是 说 , 肖 期 性 的 混合 播种 草 科 与 禾 本 科 的 多 年 生 牧 草 , 和 其 他 
连带 措施 ,不 但 能 够 在 短期 内 潮 渐 恢 复 土壤 的 团 粒 千 岩 ,保证 作物 随时 获得 充足 的 水 分 
与 养分 , AMEE Se SRA, 同时 也 解决 了 性 畜 的 蚀 料 问题 , 促进 畜牧 生产 事 
业 的 开展 。 另 一 方面 ,栽植 防护 林带 还 可 以 源源 不 断 地 供应 燃料 和 其 他 猎 济 产品 。 

PUP RE BEB BE LHL EN REPRE, 必须 从 种 植 牧 草 着 手 。 千 万 不 要 满足 
放 去 年 的 生产 成 炳 ,或 是 墨 守 着 过 去 内 地 “种 地 打 粳 食 ” 的 古老 经 验 。 衬 会 是 发 展 的 , 科 
学 和 技术 也 是 发 展 的 。 只 有 在 正确 的 观点 上 ,运用 新 的 科学 技术 ,我 们 的 宏 业 生 产 任 务 
才能 胜利 的 完成 ! 

这 冬 拉萨 地 区 举行 第 一 坎 农 业 生 产 会 福 , 是 有 历史 性 意义 的 ,一 个 良好 的 开端 就 会 
输 令 后 的 工作 带 来 有 利 的 条 件 。 我 们 原意 本 着 “农林 牧 三 位 一 体 ” 的 观点 ,和 结合 着 这 个 
地 区 的 实际 情况 , 就 土地 利用 、 食 类 生 产 、 蔬 荣 栽培 、 植树 造林 和 家 冀 蚀 养 等 方面 ,提出 
一 些 意见 , 供 大 会 的 参考 。 

二 .土地 利用 

土地 的 合理 利用 ,是 农业 的 基础 。 宣 目的 使 用 土地 , 不 根据 自然 环境 条 件 , 也 不 考 

虑 径 营 方法 ,可 能 和 遭 受 失败 。 这 里 我 们 只 就 土壤 、 施 肥 与 灌流 等 问题 ,提出 作 讨 论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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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Am KR Ee RH 

1.— AEA SEE AES, ESE SCH, POR Ee 

SEAT AE VEIT CH, EA ARUP PT EE EL, AB 

AARBUE TRA BI A i. ET OT HH SA, 因此 大 河 的 主 

Bie, PY AGES OSH SE BL ETE ST. SEVERED MRK, TAMARA 

BE, SLE BRS OAR, > nt i 我 们 今天 掘 下 去 与 表面 上 所 

见 到 的 沉积 现象 ,就 是 这 样 来 的 。 

今天 已 经 开 了 的 荒地 , 表 士 天 部 是 砂 览 壤土 。 “PAR ATW, TE AT 

TERA AD, et AE ORAL Se, YAR TE Be BBS. SBT AAA , He 

帮助 砂粒 风化 , 才 生 成 了 砂 质 培土。 一 般 的 说 , 拉 阵 附近 这 层 表土 只 20 厘米 厚 , 其 下 是 

原来 的 河 砂 ,常常 是 50 一 70 厘米 厚 ;再 下 就 是 石 矶 。 “AR” “ER” RA 

情形 大 和 致 一 样 。 这 薄 薄 的 一 层 表 士 , 是 我 们 今天 农业 生产 的 砍 源 。 它 的 存在 与 否 , 大 致 

决定 了 我 们 的 成 功 与 失败 。 

由 土壤 性 质 来 属 , 拉 并 河 谷 里 的 土 是 碱 性 的 ,但 巧 不 是 碱 士 。 酸 度 最 高 在 8.0, 算 是 

微 碱 性 。 缺 雨季 节 土 壤 水 分 上 升 , 表 土 存留 清 层 苔 碱 皮 ,但 帮 一 次 灌溉 或 落 一 次 大 雨 就 

ABST. ERR RAED. 

IEA ear ase, ERS RAN, 从 一 般 表 土 颜色 推测 , 它 伟 微量 腐 

殖 摘 。 因 扰 法 测定 , 磷 与 钾 的 含量 很 难 估计 。 一 般 的 论 , 在 雨量 不 包 的 秆 干旱 地 区 , 钾 素 

BMG BREAD ABH, KLAR AB, EK PERSE, 则 钾 素 极 易 淋 失 , 可 

能 存量 不 大 。 若 径 长 期 灌 订 , 则 钾肥 流失 当 更 严重 。 磷酸 的 含量 ,由 一 般 作 物产 量 看 

来 ,可 能 低落 。 

2. 这 样 的 土壤 适宜 何 种 作物 ”划一 地 区 适宜 某 种 作物 与 否 , 主要 决定 的 不 是 土壤 

而 是 气候 。 拉 阵 从 植物 与 土壤 的 存在 现象 看 ,是 个 咎 干旱 气候 地 带 ,全 年 生长 季节 在 5 

个 月 以 上 。 因 此 大 部 塞 泳 .干旱 地 区 的 作物 可 以 栽培 ,如 马 丛 蔓 ( 洋 苹 )、 蓝 下 世芳 许多 

根 葵 类 的 蔬菜 作物 ,不 只 可 以 生长 ,北上 且 长 得 很 好 。 食 簿 作 物 如 青 牺 (大 麦 )、 小 麦 、 吏 豆 、 

蛋 豆 也 都 可 以 生长 。 据 说 去 年 种 的 大 豆 、 花 生 此 未 成 功 , 蕃 茄 、 茄子 收获 亦 不 太 好 , 这 不 

能 说 是 土壤 不 好 ,很 可 能 是 温度 不 够 。 一 种 微 碱 性 的 砂 搁 壤土 ,再 加 上 灌流 与 施肥 ,是 

相当 理想 的 土壤 条 件 。 但 这 慈 不 等 蕉 说 , 这 里 的 作物 对 土壤 没有 一 点 选择 性 与 适合 性 

的 问题 。 

— ABC HE, 这 里 土壤 的 厚度 不 够 , 对 栽种 浅 根 的 瓜 果 及 颖 根 的 禾 谷类 作物 是 可 以 

的 ;车 为 深 根 的 作物 ,如 划 蒂 、 甜 某 和 其 他 豆 科 作物 , 则 应 当选 择 土壤 较 厚 的 地 方 , 不 能 

随地 种 植 。 果 木 树 的 裁 培 , 伺 有 问题 , 主要 还 是 士 层 太 淡 。 可 能 在 幼 除 时 期 生长 良好 ; 
但 年 龄 较 高 后 , 根 扎 得 深 了 . 一 定 达到 深水 面 , 可 能 会 因 空气 不 够 而 发 生 问 题 。 果 林村 

Ee a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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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栽种 还 是 以 选择 山坡 地 带 为 妙 。 
3. 我 们 如 何 长 期 利用 这 里 的 土壤 ”去 年 拉 陈 地 区 生产 很 有 成 续 , 得 到 此 地 及 公国 

各 地 的 好 评 。 我 们 一 样 热 戴 地 庆祝 这 样 对 国家 对 人 民有 丛 的 功绩 。 同 时 我 们 也 抱 着 兄弟 
般 的 心情 指出 ,此 地 生产 上 存在 的 问题 相当 复杂 严重 。 首 要 的 问题 是 这 里 土壤 太 海 , 质 

”地 也 轻 , RAS RE BWA OP ,我 们 必得 想 尽 一 切 保 青 土壤 的 方法 ,来 维护 农业 生产 的 基础 。 
古人 说 “ 皮 之 不 存 , 毛 将 焉 附 ", 假如 我 们 将 仅仅 厚 狗 工 尺 的 表 士 叫 风雨 侵蚀 ,我 们 

将 在 秆 公 地 方 种 庄稼 ,养性 著 9 在 解放 以 前 , 砂 士 已 经 飞 到 年 山 上 去 了 。 我 们 来 了 又 将 
许多 树木 砍伐 ,大 面积 的 草地 被 翻 起 , 地面 上 沽 少 了 风 隐 ,土壤 失去 了 复 羡 , 因 此 在 这 干 
旱季 节 , 我 们 眼看 纸 过 千 百 年 来 所 风化 的 一 点 租 士 未 , 被 风 刊 到 天 空 , 而 剩 下 的 是 石头 
FSH, FUCA, 据说 是 雨水 相当 集中 。 从 目前 山坡 或 牢 山坡 存在 的 现 
象 , 足 可 起 明 拉萨 土壤 所 受 雨 水 的 侵 钥 亦 相当 严重 。 如 果 听 其 自由 发 展 , 我 们 的 农业 生 
产 将 大 受 影响 ,也 不 全 得 藏 胞 拥护 的 。 

| FUP LBS Ah, 就 不 种 地 吃饭 了 吗 9 不 ,我 们 要 想 办 法 。 
从 保护 土壤 方面 , 有 (i) 防护 林 的 种 植 ; (ii) 耕作 法 的 改进 ; (iii) 复 盖 植 物 的 栽 

培 。 
从 保 青 土壤 方面 ,有 (i) 合理 的 轮作 制度 ; Gi) 收 划 的 栽培 ; (iii) 积 肥 、 施 肥 等 。 

这 些 都 有 专题 报告 , 於 此 不 加 状 述 。 
《二 ) 施 肥 

拉 阵 河谷 的 土壤 一 般 都 相当 瘦 户 ,而 且 是 砂 质 土 , 保 水 与 保 肥 能 力 都 低 。 为 了 提高 
作物 的 产量 、 改 良 土 壤 性 质 , 目前 只 有 从 施肥 着 手 。 

1. 可 利用 的 肥料 
在 这 里 我 们 要 着 重 提出 堆肥 ( 草 辩 ) 和 性 畜 凑 .这 两 种 都 是 含有 机 质 相当 多 的 肥料 ， 

如 果 大 量 施 於 地 中 , 非但 提高 肥力 ,而且 增 加 土壤 的 保水 、 保 肥 能 力 。 这 里 , TANS Hy 
草 来 源 不 多 ,但 扬 场 时 剩 下 的 碎 考 移 、 糠 壳 、 地 里 人 未 千 籽 的 野草 ,都 可 以 弄 来 池上 。 

(1 ) 垃 圾 “ 拉 节 城 里 和 城 边 的 垃圾 数量 甚 多 ,其 肥料 成 分 高 低 不 一 ,有 的 2 斤 可 顶 
1 斤 大 装 , 有 的 也 许 10 斤 也 顶 不 了 1 斤 。 这 种 肥料 在 一 雨 年 以 内 是 拉 际 郊区 的 主要 肥 
源 。 除 垃圾 外 , 城 里 低 塞 地 的 黑 泥 ,也 值得 掏 出 来 上 地 。 

(2)AZIR 也 是 主要 肥料 。 人 美 尿 的 肥力 和 它 处 理 得 好 不 好 有 关 。 一 般 是 避 巡 
阳光 直 晒 , 减 少 空气 流通 ; 而 所 里 千 万 不 能 挨 进 灰 去 。 

人 尿 的 肥力 很 高 ,而 我 们 往往 忽视 它 。 根 据 化 学 分 析 , 2 TUR ARIE 工 斤 大 凑 使 用 。 
如 果 铝 存 得 好 , 肥效 相当 高 。 ALBEE, LW BRD LE; 惟 不 能 掺 入 肥皂 水 .草木 
灰 ̀ 石 灰 等 碱 性 物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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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尿 不 易 单 独 保 存 , 可 以 掘 坑 用 碎 草 和 十 吸收 尿 液 ,或 淡 入 草 数 中 。 

(3 ) 牲 畜 凑 ”是 康 藏 主要 肥料 之 一 。 马 姜 、. 羊 烤 比 牛 装 肥 力 大 。 
(4 ) 属 骨 ” 康 茂 地 区 性 畜 属 骨 随地 乱 拓 , 容易 腐败 变 臭 或 滋生 虫 蝇 ， A 

生 。 而 骨头 中 含有 一 种 肥 分 ,可 以 使 庄稼 发 芽 生 根 好 , 提早 成 熟 , 所 以 收集 属 骨 制 成 肥 
料 , 具有 双重 的 意义 。 

方法 : 掘 坑 , 依 次 放 入 骨头 草木 灰 及 石灰 , 重 伙 数 层 加 水 使 完 公 湿 透 。 C=. 

ARIA IE FSA RAM. 可 直接 施放 地 中 作 基 肥 , 或 和 入 堆 肥 中 一 同 湄 ， 

效力 更 快 。 
(5 ) 草 木 灰 “能 使 庄稼 长 得 结实 ,淀粉 质 多 (例如 局 铃 蔓 ) -施用 时 不 能 和 人 类 尿 同 

用 ,可 早 一 、 二 日 施 认 地 中 ,开光 撒 灰 ,淡水 ,然后 再 施 人 数 尿 。 

(6 ) Jes. BIE (GE): 颜色 发 黑 的 一 层 , 含有 机 质 很 多 ,可 以 增加 肥力 ,增高 
士 温 , 改 良 土 壤 性 质 。 它 的 性 质 和 内 地 的 河 泥 、 塘 泥 近 似 , 而 肥效 更 高 。 

2. 怎样 施肥 

(1 ) 一 亩 地 上 多 少 “内 地 土改 以 后 , 翻身 安民 的 生产 积极 性 大 大 提高 ， 精 耕 锈 作 ， 
多 施肥 料 。 下 面 举 出 1951 年 十 个 丰产 模范 的 丰产 刀 录 和 他 们 的 施肥 量 (其 他 关於 品 种 
及 栽培 技术 从 略 ) ,以 作 参 考 : 

1) 陕西 圩 城 史 安福 , ARTF Ze 810 JT, FETTER: 前 作 种 包谷 , 施肥 12000 
斤 , 种 麦 时 上 2000 斤 黑豆 粉 作 基肥 , 浇 “ 冻 水 "后 再 撒 6000 斤 土 装 , 第 二 年 清明 后 ;小 考 

快 吐 穗 时 再 .上 6000 斤 土 数 。 

2) 河北 大 名 张 希 顺 互助 硼 ,每 亩 产 谷子 1117 斤 。 每 亩 施肥 量 : 豆饼 150 J, 1B3E 

1000 斤 ,米糠 20 斤 ,过 磷酸 石灰 15 斤 ,石膏 巧 斤 ; 追肥 、 草 木 灰 巧 斤 , 过 磷酸 石灰 15 

Ire 
这 样 高 的 施肥 量 , 在 这 里 目前 当然 办 不 到 。 但 是 我 们 要 从 思想 上 打破 过 去 保守 的 

数字 ,将 来 条 件 许可 时 , 替 取 要 和 内 地 的 丰产 记录 看 齐 。 这 样 便 须 注意 精耕细作 和 大 量 
而 适当 的 施肥 了 。 

目前 ,一 雷 地 至 少 上 土 妆 (垃圾 ) 600 一 1000 斤 作 为 基肥 ,如 果 可 能 的 话 , 在 苗子 长 

起 来 以 后 ,结合 雨季 或 蛮 水 ,用 数 稀 或 尿 作 追 肥 。 

(2 ) 施 肥 方 法 

1) 分 期 施用 : CP) SENS USE) FEAT RTI. 用 劲头 长 的 , ete 

类 骨粉 等 肥料 。( 乙 ) 追 肥 在 庄稼 生长 发 育 期 中 追加 的 ,使 生长 人 茂 ,结实 创 满 , 用 速效 
肥料 ,如 人 状 尿 .草木 灰 等 。 

2) 集中 施用 ，” 沟 类 或 坑 灶 ,尤其 在 这 里 肥料 少 ,土壤 是 砂 性 ,更 应 当 注意 这 一 点 。 



附录 三 ， 对 拉 苏 地 区 农业 生产 工作 的 几 点 意见 oie 

(=) ee 

拉萨 地 区 ,生长 季节 的 雨量 不 够 作物 生长 所 需 , 所 以 兴修 水 利 是 完全 正确 的 。 不 过 
我 们 应 如 哉 到 ,“ 水 " 址 不 是 养分 ,植物 是 需要 它 来 完成 合成 作用 , 靠 它 输 渤 养分 ,但 也 就 
是 在 这 些 过程 中 , 土壤 中 大 量 的 养分 随 水 流失 掉 了 。 同时 灌 浙 不 等 芯 将 水 放 到 地 里 就 
完事 。 灌 水 不 足 , 对 作物 不 起 作用 ,灌水 过 多 , 则 引起 养分 的 流失 及 土壤 的 冲刷 ,所 以 灌 
Pr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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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E RRS WNT RRS, LAE LRA. EZ 
子 , C4BROVENE, WRK SERA. LOE BERR, 
可 能 高 低 不 平 ,如 果 不 是 太 突出 ,应 当 卉 平 。 同 时 ,尽量 不 使 水 通过 地 表 有 石 碟 的 地 方 。 

这 里 ,一 般 的 曙 地 都 有 水 渠 , 但 四 大 部 分 此 未 整理 好 , RAE AMEE. 
地 可 以 省 水 , 灌 浙 时 省 工 , 少 出 麻 闫 ,保证 丰收 。 限 认 人 力 及 工具 ,整理 大 面积 的 土地 要 
费 很 大 的 工 ,但 这 是 不 可 以 节省 的 工 。 

2. 施 水 方法 
天体 分 为 得 灌 法 与 漫灌 法 雨 种 。 

(1) 迎 灌 法 ， 凡 地 势 较 陡 、 地 面 不 太平 的 ,可 用 袖 黎 开 成 各 波 , 水 从 这 中 流 。 假 设 土 
壤 极 为 政 松 透水 ,地 势 双 较 陡 , 则 包 沟 应 密 , 12 尺 距离 。 REI EL, 
用 汕 灌 法 就 应 当 是 密 迎 ,不然 的 话 , 灌 的 水 沙 到 下 层 而 不 能 沙 达 两 边 。 (PRA WOE, ok 

下 屠 已 有 粘 层 的 ,多 沟 的 隔离 可 以 是 3 一 4 尺 。 用 这 样 的 方法 是 省 水 , BE 
冲刷 。 

C2 ) 漫 灌 法 ” 凡 地 势 比较 平坦 、 坡度 不 过 天、 水 量 充足 、 土 壤 不 过 粘 重 者 , 多 用 此 
法 。 顺 着 坡 向 将 地 亩 分 为 若干 单位 , 隔 以 士 坊 , 引水 灌 浙 。 单 位 之 大 小 、 袖 窄 决定 於 坡度 ， 
坡度 大 的 单位 小 ,水 量 也 小 。 这 样 灌水 法 灌 得 快 ,可 以 达到 省 水 、 沽 轻 流失 的 目的 。 

在 拉 苏 河谷 , MES Att A EWES We, 都 应 当 注 意 不 使 灌溉 池 波 或 漫灌 单位 过 长 , 否 
则 入 水 的 一 头 ,水 已 过 剩 ,而 顶头 从 未 温 透 。 

为 了 防止 旱季 风 吹 , 灌 冬 水 似 值得 考虑 。 同 时 为 保护 水 渠 旭 受 地 秘 过 究 ,水 渠 冬 季 
灌水 上 冻 亦 可 考虑 。 

3. 土壤 怎样 影响 用 水 
大 家 都 有 这 样 的 经 验 : ARES IK, 粘土 正 相 反 。 水 灌 到 土 里 , 不 论 砂 士 、 壤 十 

或 粘 士 ， 都 是 蚀 和 了 以 后 才 有 剩余 的 水 , 滩 到 底层 去 。 灌 当时 ,为 了 避 如 土壤 养分 的 流 
BSG AAS, 灌 到 比 田 问 特 水量 稍 低 一 些 即 可 。 通 常 襄 为 1 尺 深 的 砂 士 , 可 以 
保持 工 寸 左右 的 水 ; OME 1—1.5 寸 折 的 水 ; 粘 壤土 工 5 一 2 寸 的 水 ; 烙 土 可 达 3 寸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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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过 是 作 上 比较 参 考 用 。 同 时 也 应 当知 道 粘土 本 身 吸水 力 大 , 帮 和 给 植物 需要 的 水 ,不 像 砂 
十 那么 大 方 。 

通常 锯 定 土地 是 否 应 该 滨 水 ,多 中 是 将 作物 根部 土壤 气 出 用 手 拱 握 一 下 ,吉成 团 则 
可 稍 缓 ,否则 和 行 灌 源 ( 粘 土 拱 担 成 团 ,要 上 比较 湿 才 行 )。 灌水 时 灌 多 少 ,应 根据 植物 根 
部 分 做 的 情形 。 最 好 的 方法 是 气 洞 查看 灌 的 水 是 否 已 达 大 部 份 根部 伸展 的 土 层 里 。 

4. 灌水 与 作物 的 关系 
(1) 作物 需 水 量 ， 植 物 生长 所 需 的 水 量 是 互 不 相同 的 可 以 例 举 各 种 不 同 作 胸 , 在 

制造 工 厘米 干 物质 时 所 消耗 的 立方 厘米 的 水 量 。 这 些 数 字 是 从 文献 上 引 来 的 , 各 地 数 

值 颇 有 出 入 ,但 可 说 明 作物 需 水 的 不 同情 况 。 

作物 | 工 悍 米 千 物 需 水 量 (立方 厘米 ) | 作 物 | 工 厘 米 干 物 需 水 量 (立方 厘米 ) 

ne 293 FR 5 587 

5 = 322 棉 花 646 

=x FB #F 368 5B # ® 637 

ait 茶 397 要 & 685 

大 x 434 8 #8 831 
jh # 513 a aa 910 
车 x 578 . 

TE AU TS Fel tis AK ete & , FE BaZa 7K FAK) PREG. 植株 壮大 、 枝 叶 繁茂 者 , 需 水 

多 ,生长 最 快 时 需 水 多 , 快 成 熟 时 需 水 少 。 PARA KES, (RR 

后 不 用 常 小 ,使 它 尽 量 向 下 札 根 ,利用 底层 土 里 的 水 分 。 

(2) 灌水 的 时 期 、 次 数 和 深度 ” 灌 多 深 与 灌 多 勤 , 上 面 已 提 到 , 完全 要 根据 具体 情 

驶 。 作 物 根部 伸展 到 那里 , 就 应 当 灌 到 那里 。 最 好 灌溉 时 在 地 头 挑 铭 一 、 雨 棵 正常 的 慎 

株 掘 根 查看 。 从 作物 叶子 的 颜色 也 可 以 知道 需 水 情形 , 当 叶 子 变 成 瞄 蓝 和 糙 色 时 , 就 应 当 

Bik HES EME PHA. 

禾 谷 类 : VE a ER. D2. AP. BADE RF, I He SE 

需 水 少 。 在 播种 时 , 土壤 里 应 有 充足 水 分 ,保证 出 土 全 苗 ; 技 节 前 后 需要 水 ,使 有 是 够 的 

ELIS BE; 抽穗 、 开 花 与 灌浆 时 ,需要 充足 的 大 量 水 分 ; HERR BE, 除非 是 特殊 

干旱 条 件 。 

一 般 的 蔬 荣 ( 瓜 类 在 内 ) 是 渡 根 植物 , DOA BES 特别 是 叶 荣 类 如 克 、 白 荣 、 小 白茶 等 

要 的 是 叶子 ,有 了 粪 必须 常 浇 。 马 欠 蔓 (洋芋 ) 一 样 的 不 能 缺 水 ,尤其 在 志 葵 的 生长 期 间 

不 能 缺 水 ,否则 会 影响 它 的 形状 和 产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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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蔷 地 区 现 有 的 农作物 种 类 以 青 牺 为 主 , 跪 豆 ` 小 老 、 鼻 豆 、 油 荣 等 灵 之 。 一 般 栽 培 

都 很 粗放 , 每 亩 产量 很 低 。 以 青 牺 小麦 来 说 , 平均 也 不 过 100 PEP, 上 比 起 1952 年 全 ， 

” 国 小 麦 最 高 产量 衣 录 1373 斤 / 亩 来 , 差别 悬殊 。 这 个 对 比 说 明 拉 陆 地 区 农作物 的 产量 

二 待 提高 ,同时 也 指出 了 大 有 改进 的 可 能 。 如 果 能 够 选 择 适 当 的 作物 和 品种 , 探 取 上 比较 
精 和 的 栽培 方法 , 运用 合理 的 轮作 制度 , 则 单位 面积 产量 的 增加 是 毫 无 疑问 的 。 现 在 先 
就 粳 食 作物 栽培 方面 提出 几 点 意见 。 

(一 ) 扩 大 小 麦 和 马 欠 昔 的 种 植 
青 释 、 小 老 、 哆 豆 、 马 铃 蔓 在 此 地 区 生长 都 很 好 ,目前 仍 应 以 它们 为 生产 的 主要 对 

象 ,着 重 在 小 霉 和 局 铃 蔓 的 扩大 种 植 上 。 BOARS SRR DE, 1B See 
性 耐寒, 喜 朴 松 土壤 ,每 吉 产 量 高 ,是 一 个 良好 的 补充 业 食 ,值得 提倡 种 植 。 西 藏 地 区 所 
以 多 种 青 释 少 种 小 麦 的 原因 , 一 方面 是 由 南 藏 胞 的 饮食 轰 惯 和 轰 济 条 件 的 关系 , 另 一 
方面 青 释 的 生长 期 短 , 可 以 提早 收获 ,播种 期 也 比较 有 伸 籍 性 。 不 过 我 们 可 以 选择 比较 
旱 训 的 春小麦 品种 来 种 植 。 如 果 能 够 多 种 小 麦 , 旭 对 钛 拉 革 地 区 机 关 部 队 的 食 粳 供应 ， 
确 是 很 大 的 帮助 。 在 这 里 可 以 提 一 下 ,在 将 来 的 糊 食 生产 中 ,估计 种 植 冬小麦 是 有 可 能 
的 。1951 年 秋 西 藏 工作 队 带 答 昌 都 地 区 少许 甘肃 平 泳 冬小麦 , 试 种 结果 越冬 良好 , 提 
时 成 熟 一 个 多 月 。 去 年 秋天 “ 独 支 农 场 ” 试 种 一 些 西北 的 冬小麦 , 因 种 得 太 淡 和 没有 灌 
水 的 关系 ,只 有 部 份 越冬。 西藏 工作 队 在 “ 八 一 农场 "也 种 了 一 些 华北 的 冬小麦 品种 , 虽 
然 种 得 很 晚 ,越冬 仍 都 很 好 。 根 据 这 个 冬季 对 基 拉 节 地 区 气候 条 件 的 体会 , 秆 植 华北 、 
西北 的 冬小麦 越冬 生长 是 没有 问题 的 ,只 要 是 有 灌溉 的 条 件 。 如 果 能 种 冬小麦 ,对 庆 拉 
BE HAD Hee AT" AOE UAL. 

1. jab 48 $835 fy He JL hk —— HORE I ER BG, 如 果 冬 季 地 面 有 
Fei A, WY A se -L wy CHL, 

2.7—8 ARIA, 8—9 月 间 土 壤 还 相当 潮湿 ， 此 时 种 植 冬小麦 较 在 春季 种 春 小 
麦 、 青 牺 , 在 同样 情况 下 ,发 着 出 土 更 有 保障 些 。 这 些 估计 有 待 进一步 试验 证 实 。 

3. 可 能 变 一 年 一 作为 二 年 三 作 一 一 冬 麦 收 后 也 许 还 可 以 种 一 季 蔬 薪 或 荐 麦 。 
(=) HT BHM HE Fs HH 
Shot A RPTL BEN WUE AETHER, DIST IIE BE, 这 里 当然 

Shi) AAU EA, ERE TR, 不 过 , 在 现 有 的 安 具 和 积 肥 的 条 件 下 ， 
我 们 也 可 做 到 一 定 程度 的 精 耕 壮 作 , 以 提高 单位 面积 产量 。 

1. 早日 秋 耕 ”秋收 后 印行 秋 耕 , 合 早 .总 深 仿 好 , 深度 在 5 寸 以 上 。 春季 播种 前 先 



LES SHEIK, AGRE, PAGED ASTRAL, 以 沽 少 水 分 燕 发。 新星 地 草根 很 
多 ,应 多 夸 几 逼 。 蜂 蕉 冬 春 期 间 狂 风 旨 天 地 面 ,如 芯 秋 耕 后 秋 以 灌 冻 ,水 使 才 土 在 冻 千 状 
态 下 越冬 , 似 可 沽 轻 为 害 ,值得 试 引 与 研究 。 碍 耕 时 期 应 与 播种 相 结 合 ,不 必 太 旱 , 否 则 
影响 发 芽 出 土 。 在 整地 时 , 促 可 能 使 用 新 式 安 具 ,如 步 犁 、 钉 邦 等 ,以 为 一 般 农 民 示范 。 

2. 及 时 播种 ”一般 农民 对 播种 期 不 很 重视 ,不 论 何 种 作物 大 都 同时 下 种 ,这 是 不 合 
理 的 。 按 作物 特性 说 , 春小麦 播种 最 早 , TOUT BAT. IOUT, MN, 
YRS, DW IEAM, EAE PE EP, 早 种 早 收 , 用 将 少 ， 
分 给 多 , 收 量 大 。 青 称 、 蚁 豆 的 播种 期 可 较 小 麦 晚 狗 一 个 星期 。 马 验 蔓 怕 霜 打 , 最 好 在 
4 月 下 名 5 月 初 播种 。 但 高 原 的 霜 期 每 年 不 定 ,不 能 一 概 而 论 。 

普通 老乡 种 植 青 牺 、 小 麦 、 哎 豆 都 是 撒播 , 撒 后 不 管 , 只 待 收获 。 这 样 实在 太 粗 放 ， 
应 改 为 条 播 ,以 利 中 耕 除草 。 小 麦 、 青 牺 的 行距 锡 在 七 .人 败 寸 ,如 能 用 内 地 的 三 脚 粮 则 更 
好 。 每 亩 播种 量 锡 在 20 斤 以 内 (内 地 10 斤 便 足 ,此 地 土 瘦 ,操作 粗放 些 , 应 加 倍 计算 )。 
根据 苏联 的 经验 ,小 麦 行距 为 匡 厘米 ,每 米 下 将 80 粒 左右 ， 可 以 提高 产量 。 他 们 最 先 
进 的 集体 宏 庄 ,都 以 上 述 的 尺寸 施行 交叉 播种 。 这 种 窗 行 密植 的 方法 ,可 供 我 们 参考 。 
因为 行距 小 ,每 行 种 将 较 稀 , 使 每 个 麦 粒 都 有 比较 充分 发 青 的 机 会 ; 在 干旱 的 春季 条 件 
下 ,更 由 世 封 坊 较 早 , 可 以 减 少 水 分 的 燕 发 。 BUTI 15S 尺 , 条 播 , 每 雷 播 量 欧 35 Jt 
EF. SSO XH, 47 2 尺 , 株 距 工 尺 , 每 雷 播 量 多 为 100 一 120 斤 。 

3. 中 赫 除草 “此 地 农民 每 任 田间 杂 生 野 燕 才 和 其 他 草 类 ,等 到 开花 后 才 行 拔除 ,做 
为 饲料 ,如 此 做 法 很 不 科学 。 古 食 和 收 草 的 生产 ,应 该 探 用 合理 的 收 草 输 作 制度 求 得 解 
决 ,不 能 混 种 一 起 , 雨 相 妨害 。 我 们 提倡 条 播 , 旨 在 中 耕 除草 , 故 应 随时 保持 田地 清洁 。 
小 麦 、 青 牺 在 抽穗 以 前 ,至 少 进行 一 次 中 耕 除草 ; 马 验 蔓 在 两 姑 以 上 ,每 浆 中 耕 时 随 带 培 
士 。 中 耕 深度 视 作物 种 类 和 生长 发 至 情况 而 定 , 由浅 而 深 。 拉 草地 区 在 雨季 未 来 前 是 相 
EBAY, Whe B), HMDA MLA SILAS RE, ARE, RE 
ALS: “TINE, POHL” , PL DIAL, 

4. SERRE TIBET AIR, Pk b, AEM BARAT yA, EE 
SEM PERE, FAD BE, HPICHE THRE, BERD, AS EE EE a 

mt BIZ. WAVE GEM —Ie, HERE. A RK, AE SE 
ni SECT PARSE ARAL BE, ANIME, PLEO EL, aS AE 
a BUPE SAE EE ALD, 21S AES FO SO 田地 得 水 均匀 。 整地 时 的 

ce ee ee ee 
i HA MEAGRE BL, IEEE RAE RAT ESE He SESE ESTE. PBR AEE 

: BIN RHE AK UE LAI BITCH AT. 抽穗 开花 时 期 ， 需 水 很 般 , 估 计 那 
时 正 是 雨季 ,可 以 酌情 办 理 。 



ee 

附录 三 ”对 拉 著 地 区 农业 生产 工作 的 几 点 意见 181 

5. ERER BRR, FRR S, BP, PS IE 
AS, DE SA TE EAT ARE, PRIA, 做 为 留 种 之 用 。 如 此 可 提高 产量 和 品 
说 。 有 许多 特性 不 容易 从 外 表 上 上 局 上 观察 出 来 ,必须 经 过 有 系 航 的 比较 ;但 也 有 一 些 特 
性 是 可 以 从 外 表 形 态 上 揣测 的 。 以 小 麦 . 青 穆 来 说 ,可 以 挑选 植株 强壮 、 鞋 各 粗 健 、 分 给 
多 、 穗 子 长 大 紧密 、 每 德 种 子 多 而 重 的 穗 子 ; 同时 注意 ,早熟 和 抗 病 。 青 释 的 种 粒 颜 色 有 
Bi (BRA) IRE RS, AFC, 而 其 他 的 特性 是 差不多 的 话 , 应 以 黄 (或 
自 ) 色 者 为 佳 。 拉 蔷 地 区 的 马 耸 蔓 有 大 狗 两 种 不 同 的 类 型 ,一 是 白 皮 的 ,一 是 红 皮 的 。 白 
皮 种 产量 高 , 蔓 块 大 ; 红 皮 各 产量 低 , 蔓 块 小 。 在 普通 情形 下 ,应 该 选择 白 皮 的 种 植 。 总 
之 ,这 个 地 区 现 有 作物 的 选 种 目标 ,是 以 丰产 、 抗 病 ̀ 抗 塞 .而 旱 为 主 ,品质 与 早熟 为 次 。 

(三 ) 合 理 的 输 作 
一 般 作 物 都 忌 连 作 。 尖 作 使 地 力 曾 减 ,病害 .虫害 草 延 ,产量 品质 欠 减 ,尤其 是 像 忆 

铬 蔓 、 亚 麻 、 甜 荣 之 类 的 作物 。 从 长 远 的 计划 着 眼 , 要 想 保持 土壤 的 肥沃 性 ,保证 作物 能 
够 获得 充足 的 水 分 和 养料 , 在 输 作 制度 中 应 该 包括 多 年 生 牧 草 的 种 植 。 这 是 苏联 农业 
技术 中 最 成 功 的 一 种 ,利得 我 们 学 慨 的 。 拉 蔷 河 谷 土壤 砂 性 很 重 ,质地 粗 轻 , 有 机 质 少 ， 
肥力 瑚 薄 , 冬 春之 交 表 土 风 鲁 情 况 非常 严重 , 伺 料 供应 也 极 感 缺乏 ,更 应 实行 收 草 轮作 ， 
VaR TE, 供 给 饲料 。 这 个 问题 目前 国内 正在 摸索 试验 中 , 我 们 也 要 开始 
研究 , 因为 这 是 一 条 正确 的 道路 。 我 们 可 以 肯定 地 襄 , 要 想 大 大 提高 拉 阵 地 区 的 农作物 
生产 ,必须 改良 土壤 的 肥沃 性 ,而 改良 这 个 地 区 的 土壤 , 则 非 实 行 牧 草 轮作 不 可 。 

1. 过 滤 期 间 的 轮作 .牧草 输 作 有 许多 技术 问题 需要 就 地 摸索 ,目前 还 不 能 序列 运 
用 到 大 面积 生产 上 来 。 在 这 过 渡 期 间 , 可 以 探 用 以 下 轮作 方式 : 

跪 豆 ( 或 蛋 豆 ) 一 小 麦 一 青 梨 、 大 考 或 燕麦 一 马 铃 昔 或 油菜 。 这 个 轮作 的 原则 ,是 营 
科 植 物 和 禾 本 科 或 其 他 作物 相间 ,使 土壤 中 所 肥 有 合理 的 利用 。 密植 作物 〈 如 小 麦 、 青 

BE HEE) AU BE ey (dG SBR AS) AA , 可 以 减 少 杂 草草 生 ; BR BE Ce 
HEE, 可 以 解决 一 部 份 的 蚀 料 问题 。 

2. 收 草 轮作 制 ”牧草 轮作 制 和 其 他 轮作 制 的 主要 不 同 之 点 在 於 遇 期 性 的 播种 多 年 
AS, 这 些 牧 草 是 草 科 和 禾 本 科 植 物 混合 播种 的 , 荡 且 和 一 年 生 的 作 物 与 休 闵 或 牢 
休闲 地 翰 流 的 。 除 了 正确 地 利用 土地 ,合理 地 耕作 管理 和 施肥 以 外 ,还 要 根据 当地 的 水 
利 条 件 , 建立 良好 的 灌溉 排水 系统 ; 赣 在 轮 栽 地 上 或 地 边 、 河 沟渠 道 雨 旁 .山坡 和 窄 地 、 

池塘 周围 种 植 防 护林 带 ,以 保护 安田 ,防止 风力 \ 水 力 的 冲 俩 , 沽 少 水 分 的 蒸发 。 种 植 多 
年 生 牧 草 的 目的 ,在 蕉 恢复 土壤 的 团 粒 结构 ,保证 水 分 和 养分 的 充足 供 葵 。 能 够 发 生 光 

种 团 粒 千 构 作用 的 禾 本 科 植物 , ASHEN GRE eS Se A BL 
物 的 根 可 以 巩固 团 粒 千 构 ,使 它 持 久 一 些 , 一 般 常 用 的 有 首 蒂 、 车 轴 草 、 紫 云 英 等 。 在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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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业 生产 为 主要 目标 的 牧草 输 作 中 , SARA ON 2 7P (A SI A, ELS, MORE 
植 二 年 牧草 后 就 子 翻 耕 , 改 种 一 年 生 的 庄稼 , 隔 四 、 五 年 后 再 种 多 年 生 牧 草 。 BORNE 
后 ,第 一 年 的 地 力 是 很 肥 话 的 ,应 该 种 植 需 气 较 多 而 释 济 价值 较 高 的 作物 ,如 春小麦 ;在 
以 后 的 种 植 程序 中 ,也 要 注意 到 中 耕作 物 和 密植 作物 的 翰 作 ,以 及 收 草地 与 休 半 或 特 休 
并 地 的 间隔 时 间 。 开 始 种 植 收 草 时 ,最 好 间作 在 冬小麦 或 春 作物 地 中 ,使 其 幼苗 可 以 得 
到 保护 。 

试行 这 个 翰 作 制度 时 ,有 许多 问题 需要 从 头 摸索 。 例 如 探 用 什么 牧草 种 类 和 品种 ， 
履 草 要 种 植 几 年 ,各 种 作物 如 何 配合 , 防护 林带 如 何 建 立 等 , 都 得 就 地 试验 研究 才 行 。 
在 这 里 ,根据 拉 蔷 地 区 宏 作 栽培 的 情况 , 我 们 很 主观 地 提出 以 下 的 轮作 方式 (DO AE 
FPA) ,做 为 将 来 工作 上 的 参考 : 

() 休 并 或 牢 体 立 〈 人 生体 冻 指 种 植 生长 期 短 的 作物 或 供 青 浊 的 乌 料 作物 ， 如 综 豆 、 
FEW. HARES); ( 2 ) 春 小 麦 或 和 小麦 单 作 或 间作 多 年 生 牧 草 ; ( 3 ) 第 一 年 利用 的 
多 年 生 牧 草 ; ( 4 ) 第 二 年 利用 的 多 年 生 牧 草 ; ( 5 ) 春 小 麦 ; ( 6 HERE: CT) GSES 
Ae; (8 ) 春 小 麦 。 

把 田地 分 为 败 块 或 区 ,分 别 种 植 上 述 各 种 作物 , 蓄 按 照 上 烈 顺序 进行 轮作 ， 每 及 年 
为 一 循环 。 

尽 上 所 谣 的 都 是 关 均 粳 食 作物 生产 方面 。 应 该 补充 提出 ， 黄 豆 是 值得 坛 种 的 。 黄 
豆 用 途 广 且 富 营养 。 目前 在 此 地 区 生长 还 有 一 些 困难 , 但 可 从 选 种 和 栽培 各 方面 着 手 
试验 研究 ,也 许可 能 成 功 。 至 於 工艺 作物 方面 虽 非 目前 生产 的 重点 ,但 油菜 在 此 生长 良 
好 ,应 访 提 倡 种 植 ,以 求 植物 油料 的 扩大 供应 。 亚 麻 是 相当 耐 塞 的 ,种 将 可 以 棒 油 , 供 食 
用 和 工业 上 用 途 也 是 一 个 很 好 的 崔 维 作物 。 大 麻 也 可 能 在 此 地 区 生长 的 炽 维 作物 之 
一 。 此 外 , 甜 全 可 能 适应 山地 气候 , 如 能 生长 ,可 以 解决 一 部 分 食糖 的 供应 。 以 上 这 些 
作物 都 值得 试 种 , 在 发 展 西藏 的 轻工业 上 具有 很 大 意义 的 。 花生 和 棉花 是 喜 高 温 的 杆 
物 , 拉 莉 地 区 夏季 温度 不 高 ,不 利 庆 它们 的 生长 发 育 , 以 目前 的 家 业 技 术 条 件 来 说 ,种 植 
花生 和 棉花 困难 还 比较 多 。 总 而 言 之 ,我 们 可 以 探 取 稳 步 前 进 的 方式 ,逐步 发 展 和 丰富 
西藏 地 区 的 作物 栽培 。 

四 . Be FR Be HG 

Hi OBR, PA AE ARS bide FR BES), {HAR RARE BARS CAR, 

GOS HEA RBA, MBA RCLAS, RARE AR, 所 栽种 的 蔬菜 种 类 也 极为 简 

单 , 且 价格 高 昂 , 远 不 能 解决 我 们 日 常生 活 上 所 需 的 芯 菜 。 因 此 进 藏 机 关 部 队 所 需 的 蔬 

荣 ; 大 部 份 须 仰 靠 自给 。 现 据 初 步 了 解 拉 陆地 区 自然 环境 、 社 会 情况 及 在 1952 年 的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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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基 础 上 ,提出 下 烈 几 点 意见 ,作为 今后 在 拉 苗 地 区 从 事 蔬 荣 生 产 的 参考 。 

(一 ) 加 强 组 钠 全 导 及 生产 计划 性 

| SDL BER RAE, 应 有 组 织 、 有 鲁 导 、 有 计划 地 进行 , 才能 获得 圆满 的 结 

果 。 有 目前 关 认 整个 西藏 地 区 的 安 业 生产 建设 , 已 成 立 专门 机 构 颌 导 进 行 。 但 各 部 队 及 

机关 单位 也 应 有 专门 人 员 和 负责 ,负责 蔬 药 生产 事宜 。 根 据 具 体 情 况 ,在 年 图 制定 来 年 生 

产 计 划 ; 如 本 单位 共有 多 少 人 员 、 公 年 需要 多 少 蔬 某 、 应 种 植 多 少 亩 蔬 革 .应 种 植 那些 种 
类 、 现 有 土地 情况 如 何 、 肥 料 准备 入 当 否 、 种 子 有 无 问题 ……: 等 ,在 年 初 应 由 颌 导 机 关 召 
开会 凡 , 进行 讨论 。 然 后 由 俩 导 机 关 根 据 具 体 情 况 ,全 盘 考 虑 , 如 种 植 面积 的 多 少 、 栽 培 

”种 类 是 否 合适 、 没 有 生产 条 件 的 单位 , 吃 荣 问 题 如 何 解决 …… 等 间 题 ,然后 再 提出 修正 
及 指示 意见 , 交 由 各 单位 按照 批准 计划 施行 。 在 生产 过 程 中 , GGL, 对 各 单位 生产 
情况 应 随时 派 人 进行 检查 ,各 单位 也 应 随时 上 报 所 存在 的 问题 ,以 求解 决 。 这 样 进 行 ,就 
可 避免 生产 过 剩 或 供 葵 不 足 ,而 能 很 好 地 解决 问题 。 

(二 ) 怎 样 制订 生产 计划 
首先 估计 一 年 中 我 们 可 能 增加 或 减少 的 人 数 , 然后 根据 实际 需要 制订 全 年 生产 计 

划 。 根 据 一 般 营 养 标准 ,每 成 年 人 每 日 需 鲜 蔬 菜 至 少 工 市 斤 。 然 后 再 估算 每 雷 地 可 产 多 
少 斤 某 , 这 样 应 种 多 少 雷 某 。 以 拉 阵 地 区 而 言 , 因 受 气候 条 件 的 限制 ,一 般 情 况 ,一 年 只 
能 生产 一 季 , 亩 产量 平均 暂 以 3000 斤 计 算 , 这 样 一 雷 地 年 产 的 蔬菜 ,大 概 可 供 葵 大、 七 
个 人 吃 。 换 句 话说 ,一 亩 个 地 所 生产 可 够 十 个 人 一 年 吃 了 。 如 果 悦 每 人 能 再 增 三 、 五 分 
地 ,我 们 的 生活 就 有 条 件 可 以 改善 。 

(三 ) 应 芒种 植 那些 蔬 茶 种 类 
应 根据 下 列 条 件 考虑 : 
1. 提倡 种 植 生产 效率 及 营养 价值 高 的 蔬 某 ”所谓 生产 效率 者 ,就 是 单位 面积 内 所 

生产 蔬菜 营养 价值 的 总 和 。 例如 ,每 雷 某 地 虽 同 为 3000 斤 的 产量 , 但 就 营养 价值 的 总 
和 来 看 ,3000 斤 的 胡 幕 仆 , 远 较 3000 斤 的 甘蓝 为 高 , 而 3000 斤 的 甘蓝 又 较 3000 斤 的 
小 自 革 或 本 地 种 臣下 为 高 。 部 队 中 ,一 般 最 易 感 营养 缺乏 的 为 甲 \ 丙 种 维生素 ,及 钙 、 詹 
Si yA, 据 拉萨 市 人 民 医院 一 年 来 检查 病人 的 初步 千 果 , 藏 民 缺 乏 营养 的 情形 更 为 
严重 。 除 普通 缺乏 以 上 各 种 营养 成 份 外 ,而 维生素 乙 ， (B;) 尤 感 不 足 。 我 们 应 根据 以 
上 这 些 情况 来 考虑 与 选择 我 们 应 种 植 的 蔬菜 种 类 。 

2. 根据 当地 气候 情况 选择 适合 基 高 原 地 区 生长 的 蔬菜 种 类 “有些 蔬 荣 营养 价值 虽 
RARE (in ULE) ,但 受气 候 条 件 的 限制 , 长 不 好 , 小 面积 武 种 信 可 ,而 大 量 生 
产 时 只 能 选择 可 靠 的 .比较 有 把 握 的 一 些 种 类 。 
根据 上 述 二 项 在 拉 茧 地 区 应 种 植 的 蔬菜 种 类 有 : 



184 am KR SRR 

(1 )ARASIE— ARE bE ARE ba RES A SSE) 
Hb CAR GE) 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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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促成 栽培 法 。 
1) 鞠 果 类 一 一 荣 醇 豆 ( 吃 嫩 粒 )、 四 季 豆 (人 菜豆) 下 豆 、 鼻 豆 ( 吃 嫩 粒 ) 等 。 
2) 茄 果 类 一 一 番茄 .茄子 、 甜 椒 、 辣 椒 等 。 
3) 瓜 果 类 一 一 南瓜 西瓜 、 甜 瓜 、 黄 瓜 等 。 

(Ke SEL BE EI RIPE PHAR EAE IEA, 大致 没有 甚么 问题 。 瓜 果 类 则 
较为 困难 , 惟 其 营养 价值 不 高 ， 虽 不 必 大 力 提倡 栽培 , 但 适当 种 植 一 些 还 是 必要 的 。 一 
方面 可 以 解决 我 们 夏季 所 需 的 水 果 间 题 , 另 一 方面 在 政治 上 也 会 起 一 定 的 作用 。 这 是 
我 们 提出 瓜 类 栽培 的 主要 目的 。 

3. 春 、 秋 雨季 播种 的 蔬菜 应 合理 的 配合 ”依照 蔬菜 播种 的 季节 ,大 致 可 分 为 春播 蔬 
荣 及 秋 播 蔬菜 两 大 类 ， 也 有 的 是 春秋 雨季 或 一 年 四 季 都 可 种 植 的 ,这 只 是 一 些 个 别 例 藉 

而 已 。 春 季 播种 的 多 在 夏 、 秋 收获 ,也 有 的 到 冬季 才 收 获 ; 秋 播 的 冬季 收获 ,也 有 第 二 年 

春季 收获 的 。 因 此 在 我 们 拟订 种 植 计 划 时 。 应 考虑 那些 蔬 茶 应 在 何 时 种 植 , 何 时 收获 ， 

务 须 周详 考虑 ,合理 调配 能 作 到 过 年 供应 扰 缺 。 大 体 说 来 , 一 年 中 , 千年 多 吃 的 是 新 饼 

蔬 荣 ,而 将 近 牛 年 , 旭 吃 的 是 崇 藏 蔬菜 。 

假定 某 单 位 有 100 人 , 现 拟 天 20 亩 土地 种 荣 , 以 自给 自足 为 原则 ,春秋 播种 的 土地 

狗 各 估 一 定 , 那 么 春 、 秋 季 各 应 种 植 些 甚么 蔬菜 呢 ? 
根据 以 上 1, 2 两 项 所 谈 ,我 们 裔 为 可 多 种 植 一 些 甘蓝 、 洲 荣 , 大 巷 、 大 藉 及 番茄 ( 夏 

秋 可 代替 一 部 分 水 果 ),， 留 下 1/3( 锡 3 亩 左右 ) 的 土地 再 种 植 一 些 如 萝 敌 、 小 白 荣 、 藤 

EER LER. ABS, 这 样 , 春季 10 亩 地 就 差不多 了 。 其 中 还 应 恋 提 出 来 

的 , 如 甘蓝 、 小 荣 、 小 白 荣 等 叶 荣 类 的 蔬菜 ,可 分 两 .三 期 分 批 播种 , 也 就 是 说 ， 可 以 分 期 
收获 ,合理 供应 ,因为 这 些 荣 都 是 不 容易 崇 藏 的 ( 指 夏 、 秋 而 言 ), RAHAT WAS 

pee 

秋季 的 10 THY LL LEE Zee (有 些 荣 在 内 地 是 秋季 播种 ,在 拉 陆 地 区 ,可 
能 在 夏季 就 需 播种 。) PPA RO BE aT Eb CET IOI) Eb 

DLAC HE b WS). PIB ets RAS RACE b RL BASED 4 fk 2/3 的 土地 , 留 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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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季 可 以 院 藏 )， Bebe TMT EAS FA BS hn Se FE, Sa RE BE 

o ESAs RAN ct RRA ZT 

(四 ) 提 倡 促成 栽培 

拉 苹 地 处 3600 多 米 的 高 原 , 生 长 季节 较 短 ,平均 温度 低 ,因此 植物 生长 自然 受到 相 

当 限 制 。 根 据 过 去 栽种 蔬菜 的 情况 看 来 , PAAR AR. PAS RE AREY Bt FE KB FY 

题 ,但 栽培 一 些 果 荣 类 就 比较 困难 了 。 如 果 我 们 能 提高 栽培 技术 , A in a A, 或 温室 

的 设备 ,栽培 一 些 果 荣 类 及 露地 栽培 不 容易 成 功 的 蔬 茶 ,还 是 很 有 可 能 的 。 影 响 植物 生 

长 最 重要 的 因素 是 温度 ,现在 可 从 拉 革 的 气温 来 分 析 一 下 这 个 问题 。 为 便 认 人 筱 说 起 见 ， 

我 们 将 拉 革 生长 季节 的 月 平均 温度 , 同 北京 来 作 一 比较 。 

北京 生长 季节 将 近 一 8 + (AW 4-10 A) ,而 拉 著 不 过 五 个 月 〈5 一 9 月 ) 左 右 。 

北京 四 月 份 月 平均 温度 (13 "9 左右 ), 同 拉 苹 5 月 份 平 均 温度 差不多 ; MELE AAS 

7B lin, 又 同 北京 10 月 份 相近 。 这 说 明 拉 卫 生 长 季节 是 较 北 京 纵 短 了 两 个 月 。5 一 8 

月 四 个 月 (是 植物 生长 最 重要 的 月 份 ) 月 平均 温度 , 拉 际 较 北 京 低 了 将 近 10°C 左右 ,这 

说 明 拉 萨 夏 季 温 度 是 相当 低 的 。 由 於 拉 节 气 钼 有 这 两 个 主要 特点 ， 就 限定 了 拉 节 地 区 

农业 生产 的 一 年 一 作 制 及 栽种 作物 的 种 类 。 

_ 园 一 种 蔬 茶 (如 南瓜 )， 虽 同 在 一 天 播种 , 在 北京 7 AP PT eA ME HL Be PT 

要 延迟 到 8.9 A, 甚至 10 月 才能 收获 。 如 果 能 提前 在 温 冷 床 青 苗 或 直接 在 温 冷 床 、 温 

室 中 栽培 , 那 就 可 以 提早 我 培 。 同 时 防 冰 雹 的 问题 也 就 可 以 获得 适当 的 解决 。 

一 般 促成 栽培 ,所 常 应 用 的 ,比较 简便 的 有 下 列 三 种 三 式 : 

1. 温床 栽培 一 一 挖掘 床 孔 ,铺设 马 北 等 酸 热 物 ,， 兹 有 玻璃 窗 盖 及 知 毯 、 草 宿 等 复 盖 

物 ,主要 供 茄 果 、 瓜 类 及 甘蓝 等 早春 育苗 用 。 

2. 准 床 栽培 一 一 不 铺设 马 数 等 栈 热 物 , 有 玻璃 涂 盖 、 知 毯 、 草 帘 等 复 盖 物 ,可 供 移 植 

幼苗 及 直接 栽培 , MR, WR. RHPA RA. 

3. 风 隆 栽培 一 一 在 早春 , 朝 迎 风 方 向 ,树立 挡 风 的 屏 隐 , 利用 太阳 辐射 热 及 防御 塞 

风 的 作用 ,可 增高 地 面 温度 ,提早 蔬菜 供应 时 期 。 一 般 加 说 风 降 较 不 加 风 隐 者 ,可 提早 

供应 2 一 3 遇 。 一 般 风 隐 材 料 华北 多 用 高 梁 查 及 赣 革 等 , 各 地 可 因地制宜 ,就 地 取材 。 

[ra] PES Yim. Hs AR ARIS , IP Ae Sie BE ELBE 

以 上 促成 栽培 法 比较 简单 ,在 拉 革 地 区 , 目前 条 有 条 件 进 行 , 各 单位 可 小 规模 试行 

2 aia 

《五 ) 怎 样 种 某 

以 上 谈 了 一 些 应 提倡 种 植 的 蔬菜 种 类 ,但 这 些 蔬 荣 究 应 如 何 种 植 , 何 时 播种 , 怎样 

育苗 ,一 亩 地 需 多 少 种 子 …… 等 问题 , 现 依 种 植 方法 及 季节 的 不 同 ， 将 一 些 主要 蔬 薪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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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o 春播 露地 育 东 及 直播 的 主要 蔬 茶 种 类 种 植 方 法 简 雪 

种 类 | 播种 量 (两 ) | 行 距 Gh) | 可 能 衣 成 幼苗 株数 ( 株 ) | 定 fd SN | 定植 适宜 株 行距 ( 尺 ) 

H & 1.0 2 2000 四 月 中 下 旬 2.5X1.0 

‘Re ge 1.0 2 2000 四 月 中 下 包 2.5X1.0- 

花 OE 3/, 2 2000 四 月 中 下 名 2.5X1.0 

af ia 3/ 2 2000 五 月 上 中 名 2.5X1.0 
市 子 hy 3a 2 2000 A by 2.51.0 
3K AR 2.0 2 4000 五 月 中 上 名 2.01.0 

a # 2—3 2 8000 四 月 中 下 名 _ 1.01.0 

BH 瓜 6 一 8 3 4000 五 月 上 中 各 2.0X1.0 

any | (—) RMR -S. 〈 二 ) 播 种 期 为 二 月 中 名 至 三 月 中 名, 移植 期 为 三 月 下 名 至 四 月 

72 ti 47 tk JE 
收获 期 (月 ) 种 类 | 播种 期 | 播种 法 | 等 雷 播 种 量 二 

Gb) | 行距 ( 尺 ) | 株距 ( 才 ) 
K RM | 三 月 中 .下 旬 洽 4—6 Ft 3.0 1.8—2.0| 2-3 9—10 

= & 4 一 6 斤 3.0 0.8 4 一 5 9 一 10 

ce 4—6 FF 3.0 0.4 2 一 3 9 一 10 

re 守 2 一 4 两 2 一 3 0.4 '2 一 3 7 一 9 

#& F&F | =A Pye 6—8 0.8 二 4 一 6 

播种 8 一 10 斤 

夏 BR 6 一 8 两 itt 0.8—1.0 4—6 

a Hb 上 2 二 3 斤 0.5 一 0.6 4 一 6 
Fel 50 Se ig 500 一 600 斤 0.8 一 1.0 3 一 4 6 一 7 

Tw ‘ 25—35 1.2—1.8 6—7 

Bm BG | 四 月 中 、 下 名 露 10 一 12 两 播 4.0 一 5.0 20 7 一 9 

地 播种 。 

10 一 12 斤 

ES ” 秋 播 露地 播种 主要 蔬 茶 种 类 种 植 方法 简 雪 

种 类 | 播种 法 | 每 亩 播种 量 | 行距 ( 尺 )| 株 距 ( 尺 )| 优 息 品 种 (北京 现 有 者 ) 

HE ee lie | 播 1 一 1.5 斤 1.5 一 2.0 | 1.0—-1.2 | »HR, KER RFA S 
Bi Eh ae if 1.5 一 2.0 斤 0.5 一 0.6 TERA bs 
内 地 包 心 白茶 | 点 播 3 一 4 两 2.0 一 2.5 | 工 .5 一 2.0 | 大 青 口 , 抱 头 青 , 青 白 口 等 
地 里 莫 条 播 4 一 6 两 0.8—1.0 | 0.5 一 0.8 | ALR ER 
芥 x | 条 播 4 一 6 两 1.0 一 1.5 | 0.8 一 1.0 | KALGF, ZIEIF 
元 w | ok is 2—3 Hi 1.21.8 | 0.8 一 1.0 | ye 

aE | 播种 期 为 7 一 8 HBA 10—11 Ff 

LAS TRA VAC ATR Hate, KET EME SS 

Co 



附录 三 ”对 拉 皮 地 区 农业 生产 工作 的 几 点 意 忆 187 

单 种 植 的 方法 分 别 烈 成 表 工 表 2、 表 3 FV (TRIAL BH). 
(A) ee ee 

HRM, 除 有 计划 种 植 及 合理 调配 蔬菜 种 类 外 , ENTERING 
久 提 高 蔬菜 的 风味 , 延续 蔬菜 的 供应 期 。 

1. 加 工 PPG PASE AR, SERB BEE RE ASHE b, 以 供 酰 制 大 头 菜 、 戌 
BRA ‘ 

2. SEF Hk — dn PIR AEP HE Eb AEE bP LS AS DRS PR AES 
头 , 均 为 容易 崇 藏 的 蔬 茱 。 特 别 应 多 崇 藏 一 些 生食 用 的 蓝 下 ,如 心里 美 .大 青皮 等 ,以 解 
决 冬季 所 需 水 果 。 小 荣 亦 可 崇 藏 ,以 补充 维生素 及 钙 铁 。 

(七 ) 选 种 与 播种 问题 
1. 选 种 “在 拉萨 地 区 ,所 种 植 的 一 些 蔬菜 种 类 , 大 部 份 自 内 地 引进 , 选 优 去 劣 的 工 

作 龙 为 重要 。 选 种 时 应 注意 选择 早熟 丰产、 品质 优良 、 无 病虫害 及 能 保持 原 品种 优良 
特性 的 单果 ,或 单 株 ,如 此 优良 品种 得 以 保持 而 不 致 退化 。 

2. 探 种 “今后 拉萨 地 区 蔬 荣 种 类 , ZEA, 对 於 探 种 问题 , 应 有 颌 导 、 有 计划 的 
DEAT PIEPER, 品种 饶 繁 , 又 为 虫 媒 花 容易 杂交 串 种 ,引起 劣 变 , 宜 集中 分 
区 探 种 , 航 一 供应 。 至 其 他 蔬菜 ,杂交 串 种 可 能 性 较 小 ,各 单位 可 自行 探 种 。 现 依 亲 篆 远 
近 , 将 十 字 花 科 蔬 荣 分 为 下 烈 三 组 : 

( 工 ) 自 革 组 :包括 各 种 白菜 芥菜 、 油 荣 、 才 里 塌 ̀ 四 川 青 荣 等 ,品种 问 易 杂交 串 种 。 
(2 ) 甘 蓝 组 :包括 甘蓝 、 功 茧 、 花 宛 某 、 花 叶 甘 蓝 、 元 根 等 ,品种 间 易 杂交 串 种 。 
C3 ) 藉 下 组 :包括 各 种 类 型 的 蓝 卜 ( 胡 划 下 不 包括 在 内 ) ,品种 间 均 易 杂 交趾 种 。 
Y= $i, MLS HZ AS Zee (ALA PO BT RE PT AR, AS 

SEAS, = LP AL RB BT HAS, TG ALP AR, 一 般 至 少 
应 隔离 500 (1 460) LE, TET RARE FU see 

五 . 植 PY 造林 

拉 苏 地 区 , 因为 要 改造 气候 、\ 保 持 土壤 、 美 化 风景 、 供 葵 燃料 , 所 以 造林 是 很 迫切 需 

要 的 。 不 过 在 造林 之 前 ,我 们 一 定 要 对 此 地 的 环境 条 件 有 一 个 正确 的 认识 , 方 能 选择 适 
当 的 树种 和 合宜 的 操作 方法 ,使 我 们 胜利 地 达到 植树 目的 。 

拉萨 处 在 西藏 高 原 ( 姜 塘 ) 的 边缘 上 , 年 雨量 鸥 为 500 毫米 左右 。 然 此 地 多 石碑 草 

地 ,而 河谷 又 寅 闫 ,所 以 蒸发 甚 烈 。 年 中 相对 退 度 只 有 30 一 40 男 ,土壤 大 部 是 砂 质 壤土 ， 
所 以 蔷 水 性 能 也 不 很 高 。 

竺 上 所 壕 , 我 们 就 可 以 断定 , 如 在 这 样 地 区 造林 成 功 ， 就 不 应 选用 队 性 好 湿 的 树木 。 



西藏 农业 考察 报 此 

艾 如 , 康 藏 地 区 构成 最 大 森林 的 云 杉 、 检 树 等 树木 ,如 果 引 进来 ,一 定 会 吃力 不 计 好 的 。 
在 副 产 林业 方面 ,种 茶 就 很 少 成 功 希望 。 

IS EASA PE, 所 能 用 以 造林 的 树种 是 有 限制 的 。 现 可 列举 比较 合适 的 树 
种 有 : 栓 柏 、 侧 柏 、 槐 、 洋 槐 、 臭 椿 、 检 、 杏 核桃 . 杏 、 甘 肃 海 党 EH AIDE AS EERE, 
ABE 5 FEE BAKES. 

以 上 的 种 类 ， 因为 性 质 不 同 ,适应 环境 也 有 不 同 。 LF dust, HH AE PEG AaB 

Asi $2: Fe BETSEY, Ti 00 HI ERE, BE TE PRE AEE ARS , PLES SER. BE 
BER KAR. AOE (4B Mh, EME LAPS, 不 能 往 山 上 种 。 其 余 的 种 类 ， 
可 以 在 河 注 . 平 地 和 局 形 地 ,甚至 在 有 水 的 山沟 两旁 种 植 。 当 然 , 耐 旱 的 树木 , 如 有 较 多 
的 水 份 供 欠 , 会 长 得 更 好 ,所 以 也 可 以 在 平地 和 河 潍 上 种 树 。 

我 们 也 须 选 择 与 我 们 目的 相符 的 树种 。 艾 如 检 柏 和 侧 柏 , 因 为 冬天 常 季 ,所 以 是 很 

好 的 风景 树 。 而 它们 的 生长 特别 慢 ,我 们 是 等 不 及 的 。 所 以 我 们 应 该 先 繁殖 速 长 的 树 ， 
AWS IE, BT EE AER AK, 因为 它们 可 以 持久 不 败 。 

现在 我 们 可 更 进一步 了 解 怎样 繁殖 这 些 树木 。, 在 拉萨 地 区 , 最 合适 的 繁殖 方法 有 
十 种 ,一 种 是 托 插 , 一 种 是 播种 青苗 。 现 话 述 如 下 : 

拭 插 也 叫 揪 条 ,是 用 在 易 於 长 后 生根 的 树种 里 的 。 这 里 只 有 杨 树 和 柳树 。 拉萨 地 
区 的 杨 树 有 两 种 ,一 种 是 青 杨 ,一 种 是 银白 覃 。 前 一 种 叶 不 开裂 ,也 没有 毛 ; 后 一 种 叶子 

” 像 手 掌 一 般 地 有 五 个 裂片 ,背面 , 尤其 是 幼 时 , 有 银色 的 毛 。 这 雨 种 杨 树 ,在 林 卡 中 最 

多 。 泡 们 的 性 能 和 材 用 相 衍 , 都 可 作 火柴 查 之 用 。 柳树 芍 有 三 种 , 一 种 是 左旋 柳 , 主 干 
向 左 扭曲 ,能 长 成 三 大 的 大 树 ; 一 种 是 垂柳 ,比较 少见 ,也 长 成 大 树 , 枝 条 下 垂 ,是 很 好 的 

风景 树 ; 一 种 是 红柳 条 ,长 在 河 潍 上 ,是 一 种 大 型 的 灌木 。 这 三 种 柳树 , 在 造 防 风 林 时 ， 
各 有 不 同 的 用 处 ,以 后 详 述 。 

插 条 的 用 材 , 可 以 在 第 一 年 的 秋季 树木 落叶 后 探 取 , 埋 在 牛 湿 的 沙土 中 越冬 , 也 可 
在 当年 春季 未 发 芽 前 砍 取 应 用 ; 如 时 间 不 合 , 亦 可 稍 埋 蕉 土 中 。 在 柳树 中 , 因为 生活 力 

强 , 所 以 很 粗 的 甚至 比 臂 还 粗 的 枝条 ,也 可 做 插 插 之 用 。 TES, 则 粗 枝 不 能 插 。 如 
用 较 粗 的 枝条 ,， 则 可 直接 插入 要 造林 的 孔 实 中 去 , 较 站 的 枝条 也 可 先 在 苗 半 中 托 插 ,成 

活 后 再 定植 。 
合宜 的 插 条 是 一 年 生 枝 之 发 至 坚 实 而 充 份 成 熟 者 ， 或 两 年 生 的 , 直径 在 2 一 4 厘 

米 粗 租 的 枝条 。 砍 时 成 斜面 , 勿 伤 树 皮 。 长 度 要 看 处 理 方 法 如 何 ， 如 直接 造林 ,而 枝条 

较 粗 , 则 可 长 至 工 米 以 上 ,如 何在 昔 园 中 托 插 , 则 20 一 30 Jak EN FY , 
插 条 的 地 方 ,无 论 直 接 造 林 或 昔 半 , 均 以 比较 低 湿 而 易 放 灌 浙 的 地 方 为 宜 ， 因 为 槛 

柳 都 是 过 水 的 植物 。 在 直接 造林 时 , 控 穴 径 攀 30 厘米 , 深 60 厘米 ,如 树枝 特长 ,可 以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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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 TEN AI H.R, HUE LOK, 掘 好 后 另 加 
VELBA RA AIRE. 

FEST PIG PTA SE AA Se A PBX TH AR A EER 

行距 狗 40—60 JK, PEER 10—20 厘米 。 揪 条 必须 大 部 插入 土 中 , RAD AEA, 

RRESS, KAKI. 

Hi ASE PY eSB, FERS EIR ERE, 普通 狗 长 20 米 , FY 1.25 
1.5K, TRE RE, WERE RACK, BAUR. SERRE, TE 30 
厘米 左右 的 通道 。 

草木 在 苗 围 中 成 活 后 移植 时 , 须 在 春天 发 伞 前 或 雨季 前 ,不 可 在 发 芽 后 或 天 旱 时 移 
植 。 在 冬天 地 冻 前 移 裁 亦 可 。 如 铠 蒸发 太 烈 , 亦 可 酌 量 去 叶 。 

RUA AMARA. EMR Le, RAE. 
过 在 必需 时 ,可 以 适当 施肥 , 如 已 经 发 酵 过 的 马 凌 或 其 他 堆肥 等 。 所 用 的 种 子 , 应 探 取 
成 熟 者 。 如 不 知 其 已 否 成 熟 时 , 则 可 多 探 几 次 ,看 其 发 首 和 结果, 就 能 决定 何 时 探 种 为 宜 。 

探 取 的 种 子 , 最 好 先 晒 干 而 后 保存 。 有 些 林 木 的 种 子 , 邵 、 柳 、 检 、 青 国 木 等 , 於 探 取 后 
十 余 日 间 , 或 季 晒 干 后 , 邹 失 去 生活 力 , 故 最 好 探 取 后 即行 播种 。 普 通 种 子 晒 干 后 , 宜 在 
队 泳 通风 处 保存 ,以 待 来 年 播 币 。 探 种 的 树木 ,以 中 年 的 为 佳 ,种 子 旭 久生 藕 树 之 中 部 
者 为 佳 。 

播种 时 如 为 实 播 , 则 每 诺 中 可 放 种 子 2 一 3 BF; 如 为 条 播 , 则 可 控 汉 沟 以 播 种 。 如 为 
竹 小 的 种 子 , 则 可 用 撒播 法 . 撤 人 种 子 应 求 均匀 .种 子 上 面 的 复 土 , 狗 为 种 子 本 身 厚度 的 
两 倍 左右 , 太 洒 则 种 子 易 饼 露出 , 太 厚 则 妨碍 种 子 出 七 。 有 些 种 子 , 如 侧 柏 , 是 在 播种 后 
殖 年 ( 朗 隔 一 年 ) 才 发 芽 的 ,不 可 然 当年 未 见 发 芽 , 就 以 为 不 再 发 芽 , 而 别 种 他 物 。 当 然 ， 
在 播种 后 要 看 情形 ,应 常 灌 浙 沦 及 时 除去 杂 草 。 

ESR AYER HO PERE RR AES: 
1. 薪 材 林 A PERL. AOR. EERE, OH FETED. RRSE, FI ZE 2—3 米 处 伐 
去 树 的 上 部 , 使 其 成 为 夭 木林 , 每 隔 二 、 三 年 伐 去 所 有 枝条 , 以 为 薪 柴 , 留 其 主干 ,使 其 
再 发 。 如 在 洋 槐 , 则 可 伐 去 主干 ,使 从 根 上 再 萌 新 条 。 在 灌木 为 红柳 条 , 则 每 隔 一 、 二 年 
可 伐 去 公 部 树枝 ,只 留 短 干 ,使 其 重新 发 芽 。 

2. 行道 树 ” 要 有 较 高 的 主干 和 较 圆 的 树冠 。 这 里 可 应 用 的 是 : BO, PERE RSE 
柳 、 青 覃 等 。 在 较 低 湿 的 地 方 ;应 用 枢 、 柳 类 的 树木 。 如 用 洋 槐 等 所 年 的 树 , 则 以 后 可 在 
PEPLAO PA EE RS HE BRE, Ge 80 年 左右 , 洋 槐 死亡 时 , 槐 已 长 成 ,可 以 比较 永久 。 

3. 范 租 ” 防 牛 羊 之 踩 蹦 林木 幼苗 及 其 他 作物 , BT RR, NE TR Bh EB ET 
能 。 在 人 行道 两 旁 , 亦 可 栽植 范 猴 ,以 增 美 观 。 此 以 小 莹 为 宣 , 以 其 在 晚秋 时 时 变 深 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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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分 美丽 ,而 其 果实 亦 甚 美观 。 此 外 , 侧 柏 、 栓 柏 因为 是 常 稼 树木 , IRQ ERR, NE 
须 加 以 修剪 。 

4. 保安 林 “可 用 洋 槐 ,用 以 固 二, 其 性 最 而 旱 , 且 生 长 亦 速 。 
5. 提防 林 “在 石 筑 的 坦 防 ,小 时 醇 鱼 草 是 最 合宜 的 ,因为 它 喜 生 芯 石 阶 , 其 根 穿 生 

Sob UBT. TEA, NUR RACK RUA, 
6. BBP —HLBE IA, 9S EM, AILS, ERE Eh TBE 

PMS OL -BEES THE, AAERS, 
ALE IRE RLAR TESST ELS HP REED, — By Sy BTL SE BEES , SESE 

身高 度 的 22 (7c 7a, BN 1 Ka PUA, FLO 22 米 。 如 以 此 处 最 高 之 杨柳 达 20 米 

计 , 则 其 有 效 距 离 当 为 440 米 。 然 以 此 处 土壤 较为 朴 松 ， 易 受 风 全, 故 各 带 距 离 不 宜 太 
3, KIVA 150 一 200 米 为 宜 。 
探 用 数 种 树木 配合 种 植 方法 ,使 其 完全 阻 风 , 用 太行 树木 , 最 外 和 最 内 的 雨 行 种 灌 

木 , 以 阻止 靠近 地 面 的 风 , 中间 靠 雨 边 的 雨 行 , 则 种 乔木 而 用 头 木 作业 的 办 法 ,使 其 成 为 
圆 头 状 树 冠 ,以 阻止 中 部 的 风 ; 最 内 雨 行 则 种 乔木, 使 其 高 长 ,以 阻止 上 部 的 风 。 

外 面 的 灌木 ,可 用 小 蔡 、 红 柳条、 醋酸 条 、 小 叶 醇 鱼 草 。 中 间 雨 边 可 种 左旋 柳 或 垂 
柳 , 在 2 一 3 米 处 ,将 主干 截断 ,使 其 多 发 长 条 ,形成 头 形 ,最 内 两 行 , 则 声 密 地 栽植 杨 树 ， 
蓄 多 去 下 面 枝条 ,使 其 升 高 。 
树木 的 种 植 ,都 探 取 交 又 种 法 ,而 不 可 相对 ;以 收 较 大 的 阻 风 效 力 。 种 植 的 距离 , 灌 

木 与 柳树 间 的 行距 ,可 用 工 5 Ok, SSS TT FA 2 Ok, BS ST, 亦 为 2 米 。 株 
距 则 灌木 为 工 米 ,柳树 2 2K, BEBE 1 OK. 

在 目前 情形 下 , 因 树 未 长 成 , 欲 收成 效 ,必须 适 短 各 带 间 的 距离 ,大 狗 每 100 米 种 一 
防风 林带 , 待 树木 长 成 后 ,可 以 酌 量 每 两 带 中 伐 去 一 带 。 行距 可 照 上 述 者 栽植 , 然 株 距 

则 因 系 揪 条 ,起 初 几 年 ,枝叶 不 茂 , 北 须 预 防 死亡 , 故 可 逢 减 一 全 , 亦 序 多 种 一 倍 之 植株 。 

如 此 则 如 有 死亡 ,可 以 移 补 ,再 有 多 余 , 则 在 长 抱 后 ,加 以 选 伐 。 

N Be a ff) ZF 

if Be HK Bg a Be AEP SET. PY oP BL i BHU 

(—) fl Bike 

4B fa Be AEP SESE EE LR SD BRE ETRE, 而 农 

VDT AER BPRS fall 7 ih SRA RR, 因此 各 机 关 部 队 的 伙食 单位 ， 或 各 个 牧场 所 繁殖 

的 后 羊 , 大 部 份 因 缺 乏 鲁 料 而 招致 大 批 的 死亡 。 如 “七 一 农场 ” 养 禾 羊 200 只 ,入 冬 以 

来 , 怀 肪 的 母 羊 死 亡 70 一 80 只 。“ 作 一 农场 "的 苇 ,也 有 同样 情况 。 我 们 剂 鲜 死 羊 千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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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 没有 一 点 脂肪 , 骨骼 油 质 液化 。 由 此 推断 , OCA ARS BP, ES FE 

不 良 。 此 外 购买 时 , 羊 体内 可 能 湾 伏 病原 ,加 上 新 到 一 个 地 区 , 生活 上 不 适应 也 有 关系 。 

PROSE, 但 料 是 养 畜 的 基本 条 件 。 斯 天 林 同 志 在 联 共 第 16 次 代表 大 会 上 指出 :提高 畜 

禾 业 ， 和 解决 肉 类 问题 ， 其 方法 就 是 保证 那些 区 内 有 充分 的 五 谷 产品 和 草料 "。 这 一 候 

大 英明 的 指示 ,在 苏联 畜牧 事业 , 获得 了 辉煌 的 成 就 。 我 们 学 加 苏联 的 先进 径 验 ,应 研 

究 如 何 解决 当前 的 外 料 问题 。 MRA SRE. KAD hoe. ARH 

区 , 因 地 势 气候 的 限制 ,燕麦 、 青 牺 不 易 成 就 (如 嘉 黎 ), 但 还 能 生长 到 抽穗 、 开 花 和 灌 

兹 ,可 以 做 为 铜 料 。 又 如 黑河 兵 站 ,种 植 青 牺 ,做 为 青草 出 售 ,一 元 钞 5 PAA, UR 

ae Uh BR See In AE, BRP. KE, 

ira — Fy A ie SE USE RS a AE, RA, FERRO 

BSE, 应 尽量 的 “ 少 而 精 ”, 把 少数 牲畜 养 好 , ER a DAR YD. Da PR 

有 限 , 要 尽量 发 动 大 家 收集 山 攻 野 草 和 树叶 。 据 本 生 部 届 查 雁 料 ,解放 军 部 队 所 养 的 246 

匹 马 屋 ,非常 健 半 , 这 是 由 於 发动 了 大 家 探 草 94 万 斤 , 解 决 了 蚀 草 问题 的 和 结果。 西藏 地 

区 究 黄 应 该 生产 那些 蚀 料 为 宜 , 是 值得 研究 的 。 (ARE RE Ba IS) SA 

今年 农场 准备 哉 种 首 荐 和 其 他 牧草 ,车 生长 良好 , 可 就 地 探 种 , MOGUL IE RET ET 

的 途径 ,昌都 去 年 试 种 的 首 蒂 结果 很 好 。 根据 此 问 气 候 、 土 壤 条 件 ,栽种 曹 攻 可 能 适合 。 

种 曹 蒂 应 在 土 层 深厚 、 下 扰 石 层 、 排 水 良好 的 土地 栽种 。 车 试 种 甜 某 成 功 , 利用 制 糖 副 

* WER REA BEE, BMA, 利用 榨 油 后 的 油 荣 饼 , 同 样 也 是 很 好 的 蚀 

料 。 

二) 家畜 管理 

1. 养 马 一 一 改善 马 的 个 养 管理 制度 。 

(1) 刷 拭 工 作 。 现 在 乘 骑 的 马 旦 ,一 般 体毛 不 整 , YEAR HE, 应 加 强 刷 拭 工 作 。 刷 

拭 北 不 是 单 求 体 表 整 省 美观 ,而 是 马 体 发 育 健康 问题 。 刷 拭 可 使 皮 良 血液 循环 惕 旺 , 增 

进 皮 表 呼 吸 作用 。 和 希望 每 日 定时 刷 拭 ,保持 马 体 清 尘 。 

(2) BAER ARP LTE, PEATE ERA PERE EAR (ARRAS, 

PAZERA KE, AM TBA IRE, BOAR, RE RMB RA 

RAE RK, PEN BY EIN BAER BIS , I Re BB TE WA SA AB IE, BG PE 

HE GEDA PA. EK) 0 

(3) FEM IR SHB, HUE TERA TK, RAIN, FETS Ga ERE FE. ERE, SR 

+, eit 2A. 老 乡 也 有 ” 灶 草 三 分 料 ” 的 说 法 。 喂 时 要 勤 添 草 , 慢 加 料 , 精 料 与 粗 草 混合 

乌 咀 ,可 以 帮助 消化 ,也 沽 少 蚀 料 的 损失 。 规 定 早 槽 、 午 模 、 晚 槽 的 时 间 , 及 乘 马 鱼 责 制 。 
(4) 繁殖 。 把 母 马 集中 起 来 蚀 养 ,以 公 马 工 匹 、. 母 马 20 匹 为 比例 进行 交配 。 配 种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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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2-7 A PSPS PMS DG ON PT eRe, PRA (2—6 个 月 ) 应 注意 流产 。 
2. 养 牛 

(1) 母 牛 要 一 律 挤 奶 。 EERE. 苏联 科学 院 院士 李斯 坤 17 年 前 
SEN: “ME WARE Att AW, 年 产量 少 蕉 1000 公斤 呢 9 主要 是 但 养 管理 
不 合理 ”。 又 说 :“ 母 牛 产后 应 一 律 搞 奶 , 照常 工作 。” 挤 奶 前 可 用 布 及 温水 洗 氛 括 摸 及 
房 , 雨 手 由 乳房 下 部 摸 至 上 部 ,再 由 旁边 顺 乳 静 县 按摩 , 主要 是 促进 乳房 发 至。 HELA 
乳头 上 涂 以 酥油 ,如 此 猎 常 进行 ,可 增进 产量 ,改变 体质 。 所 天 “ 奶 出 在 和 的 口 , 及 镜 奶 
人 的 手 ”， 这 是 完全 正确 的 。 

(2) 配 种 。 母 牛 要 按时 配种 。 康 藏 尾 往 牛 发 情 期 (来 潮 ) 为 3 Je, 基 发 情 后 12 
小 时 内 配 第 一 坎 , 过 .12 小 时 再 配 一 次 。 公 牛 半 头 、 母 牛 20 头 为 比例 进行 交配 。 

(3) 产 期 管理 。 产 前 如 发 现 乳 房 膨大 , 邹 将 生产 ,应 分 隔 蚀 养 ,不 输 精 料及 食 嘱 ,只 
痊 以 干草 。 生 产 时 牛 常 发 生 及 赤 不 下 的 情形 ,可 用 一 物 系 其 胎 胡 ,使 其 自然 嘻 下 。 自 后 
产后 一 月 郎 可 挤 奶 ,种 牛 补充 部 份 蚀 料 即 可 。 一 般 在 第 二 个 月 产 奶 量 最 高 。 但 如 果 喂 
腐 烟 的 甘蓝 (洋白菜 )、 董 叶 或 洋芋 的 果实 ,会 影响 产 奶 ,应 加 注意 。 车 突 然 改变 蚀 料 ,也 
同样 的 使 奶 量 减 少 。 

3. FFE: 

(1) SERRE SAE, WUE TAR RRA, Sb TRE, 可 
HOG 2E OT EJ AGRA DOKUEIE, (AER IR14 市 斤 , 硫磺 24 市 斤 , 加 水 20 升 ,混成 糊 
状 ,再 加 水 150 升 ,者 1 bt, FEB K 500 升序 可 )。 

(2) 放羊 要 雇 “ 伏 赶路 , 秋 下 沟 ",“ 冬 放 阳 坡 , 夏 放 背 ,” 均 为 老乡 的 放羊 方法 。 初 春 
要 随时 检查 寄生 虫 。 夏 秋 应 避 如 在 露水 草地 放牧 。 放 羊 时 应 散 开 慢 行 为 宜 。 

(3) 配种 。 公 羊 1 Sk, BEBE 20 头 、 母 山羊 30 头 为 比例 进行 交配 。 公 母 混 放 时 ， 
A ARAL TY ATi As AG, DS HIE Re (AEE RT AR). SE 
HAGA, DEAE , ERMINE, WT IB, DARE, ZNSE CRN Oe Im Bae 
5 PEI BEETE DZ, 应 加 精 料 。 

4. 养 猪 
(1) 蚀 养 。 老 乡 很 重视 培育 幼 盏 ,也 有 一 套 经 验 。 小 猪头 3 个 月 应 该 喂 好 , 因为 这 

时 容易 改变 个 体 的 发 育 , 自 3 一 6 个 月 天 可 以 稍为 粗放 蚀 喂 ,使 其 增长 骨架 。 6 一 9 个 月 
序 可 肥 青 上 采 了 .“ 从 一 安 场 ” 全 发生 小 猪 压 死 的 情形 ,可 共 特 的 边 绝 设 一 横 栏 防 如 之 ， 
HABE MMA, 上架 木 榜 , 距 特 8 寸 。 

(2) 配种 。 猪 称 年 可 以 交配 , 故 需 记 明 配 种 期 ,预定 分 娩 日 期 ( 猪 怀胎 114 天 ), 以 
GEESE, TEBE MOR BED, 可 引进 外 种 进行 杂交 改良 。 著 外 种 与 本 地 种 体型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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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R, ZEROES RIL, BRON, 助 其 交配 。 最 后 ,应 强调 HELA 

Wt”, EG eR “ABO, FRA”, BA ee, 

5. Fe HERG 8 . 

FERS YA AAT in Bem a Fe ME, BR FE SE LIS, A Re AMR A 

Fil, REREts 21K, WMG is 28K, A ARES. Aa, Pee, ES 

PMT ONES RET. FERRER] AGE 12—15 个 , WG 8 一 10 个 。 REE RAR BD, 

PERRMLA BMUS a TER SEEN Rit, FA. AAS eT 1-2 R 

AOE, kiz— ae, ADK, 或 其 他 热源 , 使 器 内 温度 保持 在 45 一 58"C,， 第 二 星期 可 

。 逐 潮 降低 温度 至 20°C, MERRILL IES eH 

are rer: 

种 类 | 发 情 周 期 | 开始 配种 年 签 | me) | 断 奶 其 
7 K 母 

+P 3 通 三 岁 舍 对 三 岁 14 一 20 个 月 8.97% A 1—4 

5 6 38 = #8 14-20% 11—11.57 9 3 一 4 个 月 

， 羊 16 一 17 天 一 FP 一 岁 至 一 岁 个 150 一 巧 4 天 IT 一 2 个 月 

iG 21 一 22 天 Atk 8 一 12 个 月 114 一 128 天 4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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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 

—. Haz =. FED 

二 。 自 然 情况 Po. 蔬菜 作物 
(一 ) 地 形 五 。 畜 牧 生产 
(=) Chm A. REBWRE BR 
(=) 植物 从 从 七 几 点 建议 
(四 ) 土 于 分 俐 

= 

中 央 文 委 会 西藏 工作 队 农 业 科 学 组 包括 土壤 、 植 物 、 农 艺 ̀ 园 艺 、 畜 牧 、 关 医 \ 水 利 及 

医药 卫生 等 部 门 工作 者 十 一 人 ,在 昌都 进行 调查 , 了 解 当地 农 牧 情况 告 一 段落 后 , BN 

SER AL BE, 原 拟 取道 北 路 或 南路 波 密 地 区 前 进 , 借以 考察 康 藏 牧区 或 农林 区 域 的 实 
际 情况 。 惟 以 人 数 较 多 , 随 带 器 材 物 品 亦 略 多 ,分 段 前 进 诸多 不 便 , To URE eR 

驮 运 。 而 刀 帮 一 般 名 惯 均 走 中 路 , 取 其 路 程 近 而 给 养 便 利 ,不 得 已 乃 改 走 中 路 。 夫 8 月 

29 FS, PUTS a RE A, 茂 文 干事 工人 及 警 生 勤 杂 人 员 9 人 ,总 共 

25 A, 10 月 14 AHL BE. 

昌都 为 康 藏 通 内 地 之 门户 , 居 漳 洽 江 上 游 杂 秋 与 鄂 木 秋 二 河 虑 合 之 处 , fH HE 

97°10", 4b## 31°09", ALBEE A ANE H) 1,980 |, JARRE 91°02", JAR 29°48", 两 地 

DLR EE 1S SEAS Foe, AL EAT LL RA BS AS, Aaya LL RA bid BAR, J AB 

ATI SME, SES Da TTT. ROMA BE IRE. ES, SESE ESE, Jay 
USAW TVET. LN BARI BAITS es PA BSH, EG SEL, 乃 自 察 拉 

松 都 折 向 西北 , 沿 念 青 唐古拉 山 有 版 北 ( 南 ?) 季 , PPE ER, BBE 

比较 艰 困 , 山 高 路 窗 , 人 烟 罕见 ,到 嘉 黎 后 改 向 南 行 ,经 阿 杂 、 古 里 、 常 多 、 拉 答 而 达 太 昭 ， 

后 复 西行 ,经 顺 达 、 庆 马 周 、 马 西 金 . 仁 进 里 、 墨 竹 工 卡 、 德 庆 而 到 拉 他 。 全 程 锡 2000 里 ， 

历 47 日 ,中 途 停留 6 日 ,实际 行程 仅 圣 日 。 治 涂 历 程 及 拔 海 高 度 详 见 附 圆 。 所 释 各 地 

PLEAS 3,200 米 上 下 ,高 者 5200 米 左右 ,一 般 多 在 3,500—4,000 KE, 山谷 为 家 

区 ,山顶 为 草原 ( 零 稼 以下 ) ,中 间 地 带 为 森林 或 灌木 林 。 沿 煌 地 形 起 伏 不 定 ; 安田 牧 地 

极为 雳 星 , 可 谓 牢 安 个 牧 或 安 牧 问 有 之 地 区 。 攀 越 山头 大 小 共 18 个 , 嘉 黎 以 东 几 每 日 

一 山 , 就 中 以 线 道 三 大 奔 页 以 南 的 三 个 雪山 口 为 最 高 , 均 在 5,200 米 上 下 。 过 去 行人 都 
以 丹 达 山 为 最 艰险 , 藏 人 迷信 篇 深 , 每 在 办 该 山 之 前 夕 ,在 山 聊 丹 达 塘 吨 拜 丹 达 王 分 , 生 

ee “was 

—— 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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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 目 信 畜 安 全 通过 。 其 实 该 山葵 不 太 高 ,山口 仅 4900 米 上 下 。 

BRIS ELBE Hit, SIA REACHED US, 故 疆 择 水 草 较 适宜 之 处 休息 ， 因 

此 我 们 自 昌都 出 发 以 后 , 沿途 均 系 逐 水 草 而 居 。 910A, 气候 较为 晴朗 ,露宿 野外 ， 

PEEP, ap, (AEE ib, mute 4,000 米 以 上 地 区 ,气候 变幻 扰 常 , 时 有 

(AE EE. FILET, EI, A, 冰川 之 旁 , EE 

面 ,手脚 为 僵 , 冷 不 可 耐 。 一 般 农 牧人 民生 活 艰苦 ,作风 淳朴 ,衣着 、 人 饮食 居所 均 极 简陋 。 

每 见 拔 海 和 000 米 以 上 之 高 山 草 地 ， 农 作 森 林 不 能 生长 之 处 ,牧民 张 搭 牛 医 , 餐 风 重 露 ， 

牧牛 羊 为 生 ; 或 在 山谷 田野 家 外 季节 , 安 人 披 星 戴 月 ,抢收 青 释 , 苦 足 臣 实 我 藏 胞 吃苦 耐 
Lh, AMEE KE, 此 种 不 合理 之 闲 亨 制度 , 在 政教 合 一 的 封建 社会 _ 

里 , 其 严重 情形 实 有 仿 人 想像 不 到 者 。 
HAP REESE, 中 途 不 便 久 留 , 且 工 作者 门 多 , 性 质 互 机 ,而 翻译 人 员 只 一 

As 加 以 交通 困难 ,环境 复杂 ，, HEAR, TRS IRM RU, eR 
Pals SET EAC IRS DAB HE ITA HL, SUV TE ANY BIE Ss, 邀请 部 队 生产 同志 及 当地 农 收 
民 参 加 , OT ACA Ha AT REG WAAR, SIGINT ESS. ETE BY AB YEE 
St Rte He A AGE HERE RE LUE, URAC S PON Le 
LHGSER, 以 及 植物 士 壤 间 的 相互 影响 。 在 农 作 地 区 调查 、 了 解 作物 与 品种 的 分 

Hi DEER. ACGME WH ERO. 在 畜牧 区 域 观察 牧 原 情况 , RS TEE 
与 繁殖 数量 ,以 及 畜产 加 工 情形 ; 兽医 方面 则 访问 调查 沿 糠 畜 病 种 类 , MOE 
士 法 防治 等 。 但 以 行程 细 促 ,观察 座 江 ,遗漏 与 错误 之 处 ,在 所 难免 , 容 以 后 随 加 更 正 。 

=. BR 

(一 ) 地 形 
1 地 理 概述 
《1 ) 方 位 地 势 ” 由 昌都 经 中 路 至 拉萨 , 大 致 为 东西 方向 , HALE 29°48'—31°9" 东 

区 91 "2 一 97"10' 之 间 , 全 程 网 2000 华里 , 估 北 稼 1?21'， 东 轻 6*58'。 北 接 高 塞 内 陆 流 

” 域 草 厦 , 南 连 温 暖 的 峡谷 地 带 。 本 区 适 居 高 原 的 中 南部 , CORRS, 河流 中 上 游人 年 农 

人 年 牧 的 地 区 。 就 全 国 的 地 理 形 势 花 , 与 扬子 江 中 部 流域 地 区 同 绰 。 但 其 整个 地 理 环境 

“ 友 近 似 西北 ,与 华中 南 很 少 相 同 之 处 。 
(2 ) 地 形 分 区 “全 程 2,000 华里 中 ,包括 三 个 水 系 : 即 澜 洽 江 、\ 怒 江 及 雅鲁藏布江 。 

三 大 出 甩 : 邹 唐古拉 、 念 青 唐古拉 及 轿 底 斯 山 且 。 

1) porn [与 怒江 的 分 水 得 。 AR AAS, MPA LZ 
强 本 秋 与 杂 秋 二 河 , 中 隔 南 酷 拉 ( 拉 真 山 )。 杂 秋 与 怒江 之 分 水 冉 为 巨 合 山 , 是 唐古拉 山 



it See i wt KR HE HR 

Wie EE He bls Ee WES Ac Bie 5 A SEB, WL WTI HEC A HE), “ORB LL OR” BR 

东西 行 旅 , 势 须 频 拔 山 涉 水 之 苦 。 

2) ie a DE RL ATS TTL. RT Leia, DBD 

十 拉 出 队 坡 者 居多 ; BORE PRR, UB A ALL OR, A ES 

bh, ROR BPI, KD K, ALE AIL, MLS, A ALE = AE 

FE, SUT 5 AR TL BHC Sn TWAT, ESL Bl BE BEA SN A HE 

0 JA Fe aD LLL, 2 HSS SB BEDE (SERA 80 里 ) 的 一 段 , 如 东西 走向 , 虽 非 横断 形 

势 ,但 以 海拔 隆 高 ,第 四 拖 的 冰川 已 将 4000 一 5,000 米 高 度 侵 鲁 成 深谷 。 主 崇 山 标 分 向 

”南北 伸延 ,东西 向 的 行 旅 , PPAR KO, BAP BORK UG. Hee Re 

带 , 和 雪山 冰川、 湖泊 到 处 贿 是 。 
3) 阅 底 斯 出 且 是 茂 布 江 主流 以 北 的 山 版 , 在 念 青 唐古拉 与 藏 布 江 之 间 。 工 布 巴 

拉 为 此 二 天 是 有 版 具体 分 界 地 点 。 太 昭 河 与 拉 际 河 序 流 经 此 二 大 山 有 版 之 间 。 
闫 底 斯 山 在 拉 节 以 南 地 带 的 存在 , 光 蔽 了 从 印度 洋 过 来 的 脸 下 的 一 点 湿 气 ,这 样 影 

啊 了 拉 蔷 河谷 的 湿度 和 雨量 。 

2. 地 形 特 征 
(1 ) 册 地 冰 月 (mountain glacier); 今天 的 康 藏 高 原 , 仍 存在 着 多 数 耻 地 冰川 。 我 

PULTE SHER, 凡 海 拔 在 5,000 米 以 上 的 山 举 , 泰 定 系 罗 年 雪 顶 。 积 
甸 随 重力 下 移 , 而 成 冰川 。 其 侵蚀 力量 及 方式 ,此 与 雨水 之 侵蚀 不 同 , 而 造成 冰川 特有 
之 地 形 。 故 这 种 地 区 雪 顶 冰川 及 湖泊 之 存在 形式 ,都 是 国内 任何 地 区 鲜 见 的 。 

过 去 的 冰川 范围 , 似 较 今日 更 为 广泛 , 它 所 在 的 海 技 平面 , 亦 较 今日 芒 低 。 今 月 冰 
川 的 退缩 (上升 ), 可 能 是 受气 候 变 迁 所 致 (常年 温度 升 高 ,或 长 年 降水 量 随 温度 之 升 高 
而 降低 ) ,其 原因 於 此 不 装 。 但 冰川 侵 创 地 形 概况 ,直接 关系 生物 生产 〈 安 业 生 产 ) 的 分 
伤 与 发 展 前 途 , 故 特 为 论述 放下 : 

(2 ) 侵 侧面 ( 几 个 大 的 侵 鲁 地 面 或 侵 鲁 阶段 ): 
1) 6,000 米 是 念 青 唐 古 拉 最 高 的 侵 鲁 面 。 雾 星 的 高 峻 雪 顶 , 似 今日 筑 公 路 时 为 计 

算 土方 留 下 的 土 堆 ， 告诉 我 们 以 前 地 面 是 那样 高 的 。 这 个 6,000 米 以 上 的 地 而 ,可 能 是 
很 古老 的 地 平面 了 。 

2) 5,000 米 以 上 的 侵 鲁 平 商 :在 丹 达 山 与 嘉 拉 之 闻 ,一切 十 口 都 在 海拔 5000 米 左 ， 

右 的 高 度 ,同时 也 是 冰川 悬 谷 , 冰 围 . 雪 斗 及 石 碟 (OK) 堆积 最 厚 的 地 带 。 它 代表 着 
冰川 最 盛 时 期 ,一 个 侵 鲁 与 沉积 的 广大 地 面 。 但 今天 只 有 5500 米 以 上 的 背 除了 山坡 才 长 
年 积 坟 。 如 面积 宽广 ,和 雪 源 丰厚 , 始 生成 冰川 ,点 缕 着 这 个 高 塞 . 芝 泳 的 侵蚀 地 面 。 

3) 4,000 米 以 上 的 侵 创 平面: 澜 洽 江 及 怒江 主流 的 雨 岸 ,以 4000 ok es SL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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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估 面积 最 广 ,同时 在 这 两 江 流域 的 通行 十 口 ， KERIB, EMS 
GhZRTH, WW UZ REIL. HARE 把 江 杂 秋 间 的 无 合 山 及 估 江 以 西 的 巴里 
山 ,都 是 实例 。 

4) 3,000 米 以 上 的 侵 鲁 平面 “这 是 今天 主要 河谷 的 海拔 高 记 。 它 的 形成 是 受 了 过 
”去 的 冰川 \ 冰 河 的 侵 全 ;和 今日 雨水 的 侵 钱 作 用 。 在 这 样 河谷 的 上 部 ,存在 着 冰 圈 、 雪 斗 
及 小 型 悬 谷 。 在 河谷 底部 , 则 堆积 着 局 形 地 及 河流 台地 。 

这 个 地 形 代表 着 今日 流水 侵蚀、 切 利 最 劾 的 地 面 。 河 流 惫 清 , WEBS, SEA 
少 的 农 作 区 。 

(3 ) 河 流 上 源 是 寅 谷地 带 “” 由 上 述 的 侵 鲁 平 面 计 算 , 康 藏 高 原 最 大 的 、 semen” 的 
地 面 ,在 海拔 生 000 米 以 上 。 康 北 的 大 草地 ,如 三 十 九族 、 二 十 五 族 , 都 在 怒江 的 上 游 。 

如 将 康 藏 全 区 地 形 比较 , 东南 部 是 狭 谷 区 ,西北 部 为 寅 谷 区 。 
本 区 河流 都 导 源 芯 雪山 冰川 。 冰 咱 在 长 远 年 代 所 成 的 可 形 谷 ,即今 日 河流 的 上 源 ， 

都 比 它 下 游 之 河谷 为 寅 。 这 是 冰川 地 区 特有 的 地 形 现象。 
3. 地 形 与 生产 条 件 

( 工 ) 高 谨 : 在 同一 地 点 ,因为 海拔 高 度 的 悬殊 ,出 项、 山坡、 山谷 在 同一 时 间 内 ,过 着 
很 不 相同 的 季节 。5000 米 以 上 的 地 带 , 丽 是 长 年 过 着 冬季 。4;000 米 左 右 的 地 带 , 就 温 
度 说 ,也 是 有 宛 长 的 寒冬 ,而 无 惧 正 的 夏季 。 炎 夏季 节 , 也 不 过 如 它 处 的 春秋 季 。 这 是 
“ 夏 " 季 的 牧 原 。 山 坡 比较 除湿 温暖, 因此 森林 茂盛 。 这 里 四 季 明显 , 与 山谷 相近 。 山 谷 
则 上 比较 温暖 而 干燥 , 赣 且 燕 发 特 盛 。 几 乎 是 无 灌溉 印 扰 安 业 的 情形 。 一 般 的 说 ，3,000 
—5,000 米 的 由 从 及 山坡 的 夏季 , 正 是 山顶 的 秋季 , 山 岩 的 冬季 。 就 几 千年 的 生产 方式 ， 

来 说 , 骨 在 山谷 里 , 林 在 山坡 上 , 收 在 山顶 上 。 
《2 ) 险 阳 坡 向 ”在 -- 年 之 中 或 一 日 之 内 ,向 着 太阳 时 间 较 多 的 阳 坡 (如 北 拔 、 东 坡 ) 

与 背 着 太阳 的 队 坡 (如 南 坡 、 西 坡 ) ,生长 着 不 同 的 植物 。 在 相同 的 海拔 高 度 ,， 队 坡 生长 
着 队 性 的 、 高 天 的 人 针 叶 林 一 一 去 杉林 , 阳 坡 则 只 生长 阳性 的 、 矮 生 的 枪 树 和 灌木 杂 草 等 。 
因为 日 光 辐 射 的 程度 强 能 影响 土壤 温度 及 水 分 的 蒸发 ,所 以 植物 似乎 是 受 着 地 形 的 支 
配 而 分 优 。 同 样 的 情形 ,在 同一 地 点 , 阳 坡 的 青 牺 可 以 收获 , 险 坡 上 的 常 得 不 到 成 熟 。 

(3) RATA “在 同一 海 技 高 度 情 况 下 , 山谷 狭窄、 岩 壁 陡 直 与 山谷 寅 路 、 山 坡 
办 坦 ( 谷 寅 超过 工 公里 ) , 其 植物 生长 情形 很 不 相同 。 前 者 是 林木 半生 ,甚至 队 阳 坡 的 关 
系 亦 不 显著 ( 因 受 阳光 辐射 的 情形 差 机 不 大 ) ,后 者 旭 林木 相当 缺乏 ,同时 险 阳 坡 的 关系 
也 比较 明显 。 

(=) 气候 
1. 本 区 气候 特征 

od : 

‘ “4 a a oe. 上 Eg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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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 为 一 地 区 天 气 长 期 的 平均 现象 , HK LI (ALE 30—31°) , 海 技 隆 高 

(3,000 一 6,000 米 )， 居 西藏 高 原 之 中 南部 (就 青 康 藏 高 原 整 体 地 形 论 ), 为 低 综 高原 , 常 
称 世 界 屋 符 。 总 的 情形 ,为 大 陆 性 季 忽 风气 候 。 但 因 地 势 婴 常 高 舍 , 它 所 受 西伯 利 亚 寒 

流 及 太平 洋 、 印 度 洋 暖流 影响 的 程度 ,情况 较为 复杂 。5,000 米 以 上 的 地 带 ,可 能 形成 自 
己 狸 特 的 性 质 , 所 受 外 来 的 影响 可 能 相当 微弱 。 但 蓝 非 说 5000 米 以 上 的 念 青 唐古拉 
山 脾 ,与 其 他 同等 隆 高 广大 的 雪 吐 ,在 气候 上 是 孤立 的 。 以 理 推 之 , 这 类 高 地 自身 应 形 

”成 渝 气 团 ,成 为 临时 高 气压 中 心 ,分 向 气压 较 低 之 处 流动 ,在 印度 洋 西 南 季风 梯 强 时 , 余 
波 侵入 康 藏 高 原 南部 , 生 夭 北 进 当 与 沦 流 相遇 而 臻 雨 。 

AK ARB, SEB DOAN, Ss LAL, ERE: +B, BAIL”, 

概要 地 说 明了 一 年 的 气候 情况 (以 农历 计 )。 -BERSABER, H—4e ee, 至 少 有 后 年 
(1 月 至 翌年 4 月) 冰雪 特 麻 , 而 雨季 多 在 春 夏 之 间 。 但 本 区 幅员 广大 , 地 形 地 势 极为 复 - 

杂 , 不 能 一 荞 而 包括 所 有 的 气候 情况 。 
2. 气候 区 域 (平面 分 人 情况 )， 

(1 ) 澜 沦 江 区 ”本 区 东部 系 受 太平 洋 哈 流 的 影响 ， 虽 为 强 妈 之 未 , AA EIA THE 
域 ; 仍 可 由 其 土壤 、 植 物 之 分 伤 稍 儿 其 概况 。 此 地 高 山林 木 赐 茂 ,大 致 为 云 及 栓 柏 ,分 作 

私 广 。 土 塘 大 致 为 酸性 ,只 河谷 及 较 低 之 山坡 始 见 钙 实 土壤 ;在 这 一 区 ,干旱 带 与 亚 湿 

润 带 大 致 以 海拔 3,700 米 由 为 界 。 宅 比 怒 江 流域 寒冷 湿润 ,作物 生长 季节 亦 较 和 促 。 

(2 ) 怒 江 区 ”这 区 很 少 受到 太平 洋 吗 流 的 影响 , 它 能 受到 印度 洋 湿 气 的 机 会 亦 为 

含 青 唐古拉 山 县 中 薇 着 ,进入 到 怒江 河谷 的 湿 气 很 少 ,而 湿度 可 能 高 。 所 以 在 这 个 区 域 
里 ,林木 不 惕 茂 ,至 少 在 嘉 玉 桥 及 其 以 西 的 地 带 , 除 较 狭 的 山谷 外 ,很 少见 到 森林 。 同 时 

在 这 一 地 区 , 干旱 带 与 亚 湿 润 带 的 分 界 大 致 提高 到 币 000 米 。 土 壤 里 的 石灰 质 未 淋 洗 

掉 。 这 种 情形 ,在 念 青 唐 古 拉 山 以 北 的 地 带 更 为 明显 。 
( 3 ) 藏 布 江 区 ”喜马拉雅 山东 端 , 是 比较 低落 的 地 方 。 藏 布 江 在 这 里 络 过 ,同时 在 

山 之 南面 , 阿 阵 密 广 大 的 平原 向 北 伸 层 ,该 处 西南 季风 特 强 , 因而 输 印度 洋 咀 流 造成 了 
侵入 内 地 的 机 会 。 所 以 这 一 区域 的 温度 和 雨量 , 比 康 藏 其 他 地 区 均 高 ,应 视 为 温暖 湿 油 
区 。 

印度 洋 暖流 进入 藏 布 江河 谷 之 后 , 泛 向 北 进 , EO AEE HLURB, 造成 地 形 

雨 。 因 此 在 这 一 带 , 林 木 茂 感 , 旦 种 类 繁多 。 自 拉 重 至 太 昭 , 青 杠 、 赤 松 都 可 见 到 。 这 是 

念 青 唐古拉 山 有 版 以 北 及 单 达 山 以 东 所 未 见 者 。 同 时 在 这 一 地 区 ,土壤 都 是 酸性 的 , 薄 以 

棕 壤 为 主 。 
高 山地 区 (4,300 米 乌 上 )，, 一 般 与 前 二 区 相同 , 亦 可 指出 内 陆 高 原 所 受 外 界 影响 志 

少 的 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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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BEETS SHEE TAT EAT CE BR, (FR WS HE BL AEE a, 
则 大昭 为 湿 油 , 拉 蔷 为 干旱 。 当 印度 洋 暖 流 进入 藏 布 江 下 游 后 , 西 进 力量 薄弱 , 再 受阻 
REINA, RARER Ia SEB PIR, A ELE, SURE AIA, 都 
呈 干 旱 现象 了 。 

3. 气候 带 (气候 垂直 分 做 情 驶 ) 
本 区 因 地 势 起 伏 悬 殊 , 气候 环境 要 常 复杂 。 但 以 处 庆 边 疆 , 缺乏 气象 筷 录 , 一 切 气 
候 情 况 ,此 只 由 土壤 植物 及 其 他 自然 现象 推定 。 

(1 )SE@R 5,500 米 以 上 的 地 带 , ABER BSE, 罕见 生物 ( 雪 粮 可 因 地 区 而 不 
同 )。 

(2 ) 塞 漠 带 :4700 一 5,500 米 上 下 , 一 年 之 中 有 守 年 以 上 的 时 间 积 雪 , 只 夏季 冰 
SRM. SARE, 因 地 形 陡 峻 ,上 且 多 突出 , We REBEL, 只 
七 ̀ 信 \ 九 三 个 月 里 的 温度 可 供 少数 高 山 植物 生长 ， 如 马先蒿 (Pediculars sb.)、 假 加 栗 
(Meconopsis sp.) 及 野 虎 麻 (Saussuria humilis), (ABER, IEE DLR ERK 
BM WORT 

(3) REPRE EERE EAS DCE HSER TLE DRA_L Ew D 
BURECHE 3,900—4,300 米 之 间 ， 因为 怒江 流域 上 游 是 比较 干燥 的 。 由 去 南侵 太 的 湿 气 
流 , 猎 过 怒江 下 涛 河谷 , 几 坎 上 升 , 瀹 凝 臻 雨 。 到 了 较 高 的 海拔 平面 ,所 含水 气 为 量 已 极 
4k, FEU HD HIE SE ALAMEDA LT, 降雨 的 机 会 便 少 。 林 未 不 见 , 只 有 短 节 草 及 比较 搞 
PEGE WK ZEN (Elymus sp.) NG 8 (Stipa sp.) 和 贴 地 生长 的 蒿 子 及 委 陵 菜 (Potentilla 
sp.) 等 。 积 水 或 排水 不 良 的 地 方 , 生长 着 芝 基 属 的 草 (Bleocharis sp.) 这 也 是 夏季 牧 
原 。 
《4) 塞 渝 亚 湿润 带 

1) 高 寒酸 性 草原 带 :在 4,300—4,700 米 之 间 ， AT RWI IEW, 无 葵 为 起 伏 之 丘陵 或 
” 南 蓝 山坡 ,此 为 水草 及 灌木 生长 地 带 。 排 水 不 良 的 地 方 ,以 学 闵 属 及 灌木 为 主 。 排 水 优 

良 的 地 方 ,以 蕊 草 、 KX (Leontopodium sp.)、 龙 胸 (Gentiana sp.) 等 为 主 。 这 里 冬季 积 

雪 ,7、8、9 三 个 月 为 夏季 牧 诛 。 
2) 亚 高 塞 灌木 草原 带 ”3,700 一 4300 米 之 间 的 垂直 距离 内 , SEAR HP HE Be RY 

的 四 境 。 海 拔高 的 地 方 , 寒 汾 的 威力 胜 於 湿润 , 灌木 虽 能 生长 , 但 此 贴 地 或 闭 人 第 以 维持 

AE AT, AO HAH Salix sp.) 及 聚 枝 杜 胶 (Rhododendron fastiaium) %, FTP MW is AZ 

HEAR , an BR (Spiraea sp.), SEEM (Salia Biondiana) RAF hte (Potentilla f raticosa) , 

KUTA ALHB (Rhododendroh sp.) , FERAL (Sorbus sp.) S3esorpk, TRIE fay Be BCR 

FAD TL Be He Jee Ge FTE, 4,000 KEP Ut BERT RE RET , FE RL HEE HY 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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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 FRAHIIR, PEMA WOK, FEWIR TL RTL, 多 为 云 杉林 , FREER Bh 
fA. (RAE EN PEWS ABE HE RAN LER, AAAS, HAP a Ps 8,500 米 
(AMZ). SUR, EBB AME, 

(5 ) 温 暖 牢 干 旱 带 “本 气候 带 大 致 在 8,000—3,700 KE, IIR TRAE BEIT 
谷 其 较 重 要 的 支流 ,都 在 海 技 3,000 米 以 上 。 这 种 气候 带 , 在 念 青 唐古拉 山 以 北 的 怒江 
Be BEBE HE (PAVE TAM SRILA BE). TEA EP ELI AI 
应 不 划 入 此 带 , 因 后 者 受 印度 洋 湿 暖气 流 影响 较 重 ,可 能 是 温暖 亚 湿 润 情形 了 。 

油 洽 江 、 怒 江 是 分 向 通 太平 洋 与 印度 洋 的 孔道 , 但 以 猎 过 高 原 长 远 的 陆路 , 温暖 的 
气流 ,不 像 季 风 盛 流 进 入 藏 布 江 那样 容易 ,所 以 没有 那么 湿润 。 一 般 的 说 , 河流 坡度 不 
天 ,十 岸 受 日 光照 射 的 热 ,在 谷底 不 易 分 散 ,加 上 南 来 的 暖流 ,温度 更 为 提高 。 暖 流 中 所 
含水 汽 不 能 在 这 里 凝结 成 雨 ,结果 邹 成 为 温暖 牢 干旱 带 。 

就 温度 说 ,这 样 的 地 带 宜 放 家 收 的 生产 。 同 时 稍 高 的 地 方 , 亦 宣 蕉 果木 栽培 。 因 为 
WATE, 地形 上 升 , WET, eH, 雨露 亦 相 对 的 二 加 。 而 高 山 洽 下 来 的 沿 
水 ,更 增添 这 段 地 面 的 潮 进 。 这 是 灌木 及 一 般 关 叶 树 与 果木 生长 的 地 区 ,乔木 如 杨 、 梭 、 
柳 ; 果 未 如 樱桃 . 山 桃 、 山 杏 、 海 棠 ;灌木 种 类 更 为 繁多 ,但 以 忍冬 科 及 蔷 蕉 科 为 主 。 

(三 ) 植 物 分 布 
自 昌都 至 拉 蔷 共有 2,000 里 , MS TRAIL. BILAL 

一 些 支流 。 这 一 路 线 所 和 经 的 地 方 ,主要 可 分 为 两 个 区 域 : 第 一 个 可 以 称 为 “森林 地 区 ”， 
是 以 昌都 起 渤 工 布 巴 拉 山 止 。 这 里 面 有 很 多 冰川 雪 举 ,气温 较 低 , 山谷 又 多 狭 夫 , WOR 
>, URGE, ARABI, SHE. HURL A AS 
AE: 2,400 Fk, UR BIA, Mi HAZ LARS EL EIR, 

BR TY ARR o HEA HAS”, AB A TG BS CL (EBT 2 WO 
1k, ARLE WAR, ABU). 7 a RR, WR, TAS 
HG fi, ALY AR TA AEA AH, TR, PEERS, 形成 中 干旱 的 气候 。 故 虽 温 度 
较 高 ,而 在 自然 环境 中 , 除 河 雳 及 人 工 栽培 外 ,很 少 乔木 生长 。 而 山坡 之 上 ,只 有 少数 种 
类 的 灌木 ,形成 灌 装 。 且 地 形 缺 少 变化 ,所 以 一 般 植物 种 类 也 比较 简单 。 现 在 就 依据 上 

述 雨 个 区 域 分 述 如 下 : 
1. 森林 地 区 
在 这 一 地 区 内 ， 因 为 有 利 的 天 然 环 境 条 件 , 除了 少数 特殊 情形 如 人 工 破坏 和 局 部 

的 环境 不 宜 外 ,大 部 分 面积 均 伤 满 着 森林 。 这 些 森 林 , 正 等 着 合理 的 探 做, 为 国家 轻 济 建 
设 增加 力量 。 除 了 森林 之 外 ,区 内 大 气 进 度 较 高 ， 所 以 草地 也 比 “ 灌 木 地 区 ?为 良好 , 利 

Pi, NLT WAS Es ORL, PEW RK, KORE. DY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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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以 利 用 森林 为 主 。 

这 一 区 域 里 面 , 因为 都 是 高 山 , 而 且 丁 物 社 会 也 大 都 处 於 原始 状态 , 所 以 植物 的 垂 

Bh AERIS. Heh, TOOK. SSR, 虽 因 各 河流 的 

SA Alin AES, 然而 总 的 说 来 , 还 不 至 相差 太 远 。 根 据 一 路 的 观察 ,草本 的 分 佑 ,大 

— RIFTB) 4,800—4,900 米 。 因 为 在 一 般 高 山顶 部 , 由 於 不 完全 的 风化 作用 ,多 为 变化 不 定 

ORRIN RENE, TEER UY ANAS, DEAE PANACEA, Uo 
RARE TS Oe, RAPER RADSS EME. MAP 

灌木 带 , 其 极限 狗 在 4,600 米 左 右 。 PRL PEAKS, APIS 4,300 米 以 下 地 方 。 这 

些 分 人 的 高 度 , 因 地 势 不 同和 日 光 向 背 等 因素 ,而 发 生变 化 ,各 屠 均 有 犬 牙 交 错 的 情形 ， 

”而 非 呈 一 直 稼 分 做 的 。 

在 这 地 区 中 ,又 因 气 候 环境 等 因素 的 不 同 , 又 可 分 为 两 个 亚 区 : 人 从 昌都 至 巴里 

朗 , 是 属於 油 洽 江 和 怒江 流域 的 。 在 这 个 亚 区 中 ,气候 比较 温 油 ,森林 以 巴 氏 云 核 (Picea 

Balf owriana) 为 主 ; (这 ) 巴 里 朗 至 工 布 巴 拉 山 ,这 里 云 杉 完 全 不 见 ,而 林木 改 以 四 川 白 棒 

本 (Betula mandshurica vay. szechuanica) 为 主 。 这 种 分 法 ,完全 是 依据 沿途 所 见 , 只 是 

一 种 称 的 观察 ,而 不 足以 代表 公 面 。 

SERS iP EK, MRR AAA, 主要 树种 的 不 同 ,可 以 

合 任 起 来 ,再 依 分 做 之 高 低 来 申述 。 因 限 认 篇 幅 ， 比 较 不 重要 的 植物 , AFR, RA 

康 藏 高 原 植物 ,有 许多 比较 生 醇 ,只 能 以 属 名 代表 ,留待 以 后 狂 定 补充 。 
〈 工 ) 高 山 草 原 带 ”此 带 中 的 下 部 ,多 大 片 草原 , 为 夏季 放牧 的 一 个 重要 地 方 。 上 

和 部 接近 塞 并 之 处 , 则 只 有 少数 植物 , 散 生 基石 加, 无 经 济 价值 可 言 。 带 中 植物 ,草原 的 主 

要 棚 成 者 为 水 草 科 的 莹 著 属 和 薛 草 属 的 植物 ,， AA A, BASS ALHNRSS, Beaks 

充 是 之 处 ,而 后 者 多 生 帮 排水 良好 的 地 方 。 禾 本 科 植 物 , 比 较 不 很 重要 。 此 外 还 有 两 种 

BRD .— FAFA (Polygonum sphaerostachyum.) , —Fliy 2A FB (Polygonum 

wiviparwim) , WAL HE AL Se SE BED, is 28 AE FE USER (广义 ) 中 ,但 有 时 成 为 相当 大 
Fra MALS, CWP BE, 4215 ARS He AED WO ROM. BA, 

因 地 处 河谷 上 游 , EE ERS, ERR 5 PUA eS ML. ATTEN 
WEB, BT oe i Ps A OH fo Ee PK , AYER AEI (Saussurea) 的 种 

ARATE. Ly BTR IC ID A RS 《9ertia)、 独 一 味 属 (Phlomis) HL 

果 底 斯 属 Lagotis), EH AIR (Sanifraga). PGs J (Meconopsis) . 4K 308. EWA 

(Sausswrea), faj Jas (Carsium) . 83 ts (Anaphalis) . eK JB (Sedum), 5 F673 IB (Pedicularis) 

和 委 陵 荣 属 等 植物 多 种 ,分 佑 在 这 高 山 草原 带 中 。 
上 述 种 类 中 , 分 伤 最 高 的 以 菊 科 植物 为 最 多 ， 如 泥 胡 荣 、 荀 人 某 , PUVA 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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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 灌 木 带 ”灌木 带 中 分 伤 最 高 的 种 类 ,是 聚 枝 杜 鹏 (Rododenadron fastigiatum) , 

高 不 过 1/3 米 左 右 ,性 耐寒 ,所 以 灌木 带 的 上 层 , 几 乎 完全 佑 满 。 在 它 的 灌 闵 中 , 其 他 植 、 

物种 类 比较 稀少 。 木 本 植物 ,只 有 一 、 二 种 柳树 。 在 靠近 滩 河 的 地 方 , 有 一 种 皮 氏 柳 
(Saliz Wiondiana)， 长 得 比 杜鹃 高 些 。 在 山坡 上 的 杜 胸 闭 间 , 还 有 一 种 小 柳树 ,没有 直 “ 
立 的 但 , 贴 地 而 生 。 这 种 元 树 只 见 放 第 二 亚 区 的 边 声 至 嘉 黎 一 段 中 的 高 山 灌 装 中 。 

在 杜鹃 林 下 的 草本 ,种 类 也 不 很 多 。 ESAS, 另 有 一 种 火 艾 也 很 党 
KL, KB PWD EAE EGE (Pedicularis trichoglossau) 也 都 有 ,多 昂 於 怒江 以 西 
的 地 区 。 还 有 一 种 长 成 垫 状 植物 的 委 陵 荣 ,在 第 二 亚 区 内 ,过 了 丹 达 山 后 至 嘉 黎 附近 的 
山 凸 ,分 做 得 不 少 。 

和 聚 枝 杜 人 鹏 分 谷 不 相 上 下 的 ,有 两 种 灌木 , 印 金 且 梅 和 高 山 糖 缚 菊 (Spiraea alpina) 
相当 普通 。 尤 其 是 前 者 , 常 在 草 些 地 带 自 成 纯 林 ,如 像 香 母 拉 至 维 一 带 , 冰川 湖岸 山坡 
的 情形 ,就 是 个 例子 。 至 认 后 一 种 , 则 与 他 种 灌木 混 生 的 时 候 较 多 。 

有 很 多 的 地 方 , 尤 其 是 比较 湿 油 的 环境 中 , 在 聚 枝 杜鹃 分 做 的 范围 内 ,， 生长 了 许多 
的 圆 雏 花 苑 (Polygonwm panienlatwm), 这 种 植物 在 杜 鹏 社会 将 至 极限 的 地 方 的 次 流 
南 旁 ,及 水 中 小 洲 上 ,成 为 茂密 的 社会 。 轻 霜 之 后 , 呈 鲜 晤 的 紫红 色 。 

因为 康 茂 高 原 的 自然 环境 ,大 部 未 经 人 工 摧 忌 , 所 以 观察 所 及 ; 在 植物 选择 环境 严 
格 的 一 点 , 比 起 从 前 在 内 地 所 见 ,倍加 明显 。 这 对 芯 阳 光 的 向 背 为 尤 然 。 所 以 在 队 阳 起 
上 :; 常 有 不 同 的 植物 分 伤 着 。 在 灌木 带 上 层 的 聚 枝 杜 跑 ,是 一 种 队 性 植物 , 不 能 生长 在 
向 阳 之 处 ,所 以 它 所 估 的 是 险 坡 。 在 这 个 险 坡 上 , 薄 没 有 一 种 阳性 的 灌木 , 能 分 做 得 与 
聚 枝 杜 鹏 一 般 高 , 估 居 其 相对 的 阳 坡 上 。 在 这 种 情形 下 , 草原 就 下 降 到 灌木 带 中 , 而 与 
杜 鹏 相对 而 生 了 。 印 使 在 杜鹃 所 估 的 队 坡 中 ,所 有 小 面积 的 阳 坡 也 为 草原 所 估 有 ;这 样 
的 例子 很 多 ,如 在 丁 青岛 附近 的 山上 , 极为 明显 。 同 一 队 坡 上 ， 黑 棕色 的 杜鹃 林 和 和 粽 色 
的 草原 ,交互 生长 着 ,成 为 清晰 的 对 照 。 这 些 草原 在 灌木 带 中 , 估 着 重要 的 位 置 RUE 
大 ,为 很 好 的 牧场 。 

如 上 所 述 , 发 现 蕉 草原 与 灌木 带 之 间 ,灌木 带 与 乔木 带 、 乔 木 带 中 ,对 叶 林 与 关 叶 林 
等 ,使 得 各 层 发 生 贿 差 交错 的 情形 。 

在 灌木 带 的 下 层 , 聚 枝 柱 跑 的 地 位 源 为 儿 种 柳树 所 代替 。 其 中 以 皮 扩 柳 为 最 普通 ， 
i b ISP (Saliz Bockii) 也 不 少 。 在 柳 林 中 , 灌木 的 种 类 , 自然 要 上 比 仁 膛 林 中 多 些 。 这 
里 有 一 种 引 人 注 意 的 树木 , BHEIR AE, ACHK (Sorbus rehderiana), 其 大 玖 状 复 叶 ,在 初 
冬 时 变 成 红色 ,十 分 鲜明 夺目 。 其 他 如 西藏 忍冬 (Lonicera tibetion), se KR (Carag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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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D.) 和 一 种 件 灌 木 状 的 景 天 科 植 物 扯 根 某 (Panihorumz cuinense) 等 ,都 相当 普通 。 

《3 ) 森 林带 ”这 一 带 内 ,森林 的 面积 相当 广泛 ， 而 植物 种 类 , 也 比较 丰富 。 琳 林 的 
秋 类 可 分 为 对 叶 林 和 针 叶 间 叶 混 交 林 雨 类 。 不 过 在 第 一 、 二 亚 区 中 ,林子 构成 的 树种 和 

分 人 ,不 完全 一 样 ,可 以 分 述 如 下 : 
1) 第 一 亚 区 ( 云 杉林 区 ) 一 这 一 亚 区 内 的 林子 ,以 巴 氏 云 杉 为 主 。 至 大 林子 的 

种 类 , 则 可 分 为 下 烈 雨 种 : 

( 甲 ) 针 叶 林 一 一 纯粹 的 针 叶 林 是 由 两 种 松柏 科 的 树木 所 组 成 ,一 种 是 巴 氏 云 杉 ,一 
PBA (Juniperus incurva), ASAI, St AVAIL RAIL We aR, 8 
ZAGREB Hi HULK, SHEE WL HL ea Pe UR, FEET AS TR, 

一 般 的 情形 下 , PSG GSR IAG ESE AB I , ZoAS SA EL oh a OTS 
阳 坡 地 上 的 ,去 杉 长 在 队 坡 ,而 栓 柏 长 在 阳 坡 , RHE AAS HEIR BEAL OE JRL ASD Ai 
的 情形 相 类 似 。 不 单 是 在 很 大 的 队 阳 坡 有 着 明显 的 界限 ,就 是 

坡 一 一 里 面 较 小 面积 的 队 阳 面 ,也 是 如 此 。 Ae RMA 

MARAE MPA DI WATE. 惟 就 觉 委 能 力 上 说 , 似乎 云 杉 
强 於 栓 柏 ,所 以 前 面 的 例子 比较 常见 些 。 在 这 两 种 林子 中 间 , 一 般 常 有 河流 间隔 着 ， 如 

果 河 谷 的 坡度 相当 陡 峻 , 划 两 种 林子 的 分 界 就 比较 分 明 。 如 果 河 流 的 雨 岸 , 有 着 相当 袖 
关 的 平 潍 或 徐 坡 时 , 则 这 十 种 林子 就 发 生 交 杂 的 情 形 了 , 两面 的 河 湾 或 徐 坡 上 刘 生 着 云 

杉 和 栓 柏 ;一 到 坡度 稍 惫 处 , 环境 改易 ,这 种 情形 就 立刻 停止 ,而 雨 种 林木 , 各 自 成 为 纯 

林 了 。 和 
在 山谷 转 成 南北 向 时 , 因为 日 照 在 两 面 坡 上 多 少 成 为 均等 的 缘故 ,两 面 坡 上 上 就 时 常 

可 以 看 到 长 着 同样 的 林子 。 至 放 林 子 是 属 认 云 杉 还 是 恰 柏 , 那 就 要 看 当地 的 情形 求 决 
定 了 。 如 果 在 比较 干旱 的 地 方 , 则 两 坡 均 长 栓 柏 ,在 湖 油 的 地 方 则 长 云 杉 。 

” 得 柏 是 一 种 比较 耐 旱 耐 塞 的 树木 , 在 温度 适合 的 条 件 是 能 长 成 大 树 的 。 然而 在 海 
技 异 高 而 气温 降低 ,或 者 在 比较 寻常 更 为 干旱 的 地 方 , 旭 其 生长 就 受到 影响 ,而 成 为 灌 

本 状态 , 贴 地 而 生 。 前 一 种 情形 很 普通 ,而 后 一 种 情形 ,在 庆 马 赞 村 (4,000 米 ) 的 附近 ， 

就 十 分 明显 ( 庆 马 党 村 属於 第 一 个 亚 区 ,有 过 栓 柏 在 那 边 ,也 是 普 逼 生长 的 )。 

TE BLE EL ES PF, 因为 环境 少 有 变化 ， 下 层 植物 , 扰 论 沾 木 或 草本 , 种 类 都 比较 

简单 。 在 云 杉林 中 ,常见 的 灌木 ,有 几 种 红 枸 子 (Cotoneaster spp.)、 二 、 三 种 栈 栗 (Redes 

spDp. 八 车 筱 属 植物 ,尤其 是 峨眉 蓄 蕉 (Rosa omeiensis) 及 其 变种 ,小 攻略 (Berteris) 和 柳 

树 等 。 草 本 方面 , 则 为 袭 (Polygonzxwz)、 龙 胆 、 独 一味 (PHlomxis) 及 马 先 营 等 属 的 植物 。 在 

栓 柏 林 下 ， 因 为 林地 比较 干燥 ,植物 种 类 似乎 更 少 。 在 枪 柏 林 的 上 部 比较 稀 获 的 地 三 ， 

杂 生 几 种 灌木 , 内 久 一 种 小 莫 为 最 多 。 在 下 部 生长 良好 的 柏林 下 ,灌木 就 少见 ， 而 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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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AURAL HE AFSL — Pe te Bese py Kp ERECTA , AP 
BSE bic YA) 3¢ Wi (Lapoctea) , FERBET Eb BUA ARAL AS DK AE (Agropyron spp. ian 

的 植物 生长 。 

云 杉 除了 建筑 之 用 外 ,为 造 匈 最 好 的 材料 。 这 种 利用 的 方法 是 比较 易 基 为 力 的 ,将 
ZAHA, 大 多 良好 ,然而 有 一 种 毛 曼 状 的 地 胡 , 寄生 其 上 , 受害 很 

> AN FEE, AE AR. SEERA Sb 
De HOPPE, 远 望 了 然 。 问 题 严重 , RAR, BAAN, ERS 

上 者 ,为 顶 寄 生 科 植 物 , BIER AIT ROMA), OE ARE, ORE 
ERMA A. BWA BARE HSAs AE BL AE, BEN PR RH, 每 
见 有 成 片 柏 林 , PL EE CI WY SC ASS, VR RRA. 

( 乙 ) 云 杉 梭 杨 混交 林 一 eT > BSL TE BOS PK AL, CES BK PUK AB 
有 天 叶 树 混交 的 。 与 云 杉 混 交 的 , EBT JI BEAU ILS (Populus tremula var. da- 
vidiana)。 这 雨 种 树 在 较 少 的 情况 下 ,单独 与 云 杉 混 生 , 大 部 分 是 同时 与 云 杉 混 生 的 。 如 
像 俄 洛 桥 附近 有 一 段 山坡 , 山 杨 差不多 就 单独 与 云 杉 混 交 , 不 过 这 情形 是 较 少 的 。 恩 论 

棒 杨 ,因为 欢喜 温润 的 环境 ,所 以 在 云 杉林 中 ,都 是 占有 水 沟 及 沟 旁 若干 距离 的 地 方 ,而 
FEW HOUR ERS, RELATE POE BE LLG EPS SACI EEE BR AD Ho 

在 这 混交 林 中 , 树木 的 种 类 , 最 为 丰富 。 在 海 技 低 攻 3,500 米 以 下 的 河岸 上 ， 
有 两 种 枝 秋 桃 (Prunns spp.), 一 种 是 红果 的 ,最 为 普 逼 ,一 种 是 黑 果 的 ,比较 少见 。 上 

他 们 同 生 的 ,是 多 种 宰 树 和 黄花 忍冬 (Zonicera chrysantha), Hit ie (Malus td 

sis) .—-FgehfiA (Boonymus spp.) (少见 ) 等 。 灌 木 则 以 栈 栗 (Ribes spp.) Ms. 
AWA KH EBA (Lonicera hispida), MHS (Caragana spp.) 等 。 在 野生 果 

树 厂 面 , 除 上 述 雨 种 樱桃 和 甘肃 海棠 等 外 , 野 杏 (Prunus armeniaca) 和 柳 桃 ( 树 形 类 柳 ) 
(Prunus spp.) 的 分 人 天 能 意义 。 前 者 在 嘉 王峰 以 东 , ALE, UT. Be 

带 为 然 。 然 而 一 过 嘉 玉 桥 , 即 不 再 见 , 其 地 位 即 为 野 桃 所 代 。 这 种 野 桃 在 第 二 亚 区 的 条 

与 兆 、 下 局 通 一 带 最 为 普通 。 这 一 点 也 表示 测 洽 江 和 怒江 虽 同 涉世 第 一 亚 区 内 ,而 植物 
分 伤 还 是 多 少 有 所 区 别 。 

2) SND (MEAGRE) 一 一 这 一 亚 区 内 的 林子 ,因为 没有 去 杉 ,所 以 蕊 的 地 位 完 。 
公 为 梭 木 所 代替 。 在 这 一 亚 区 内 ,从 巴里 朗 起 至 太 昭 附近 的 拉 和 鲁 地 方 (海拔 3,700 米 ) 为 
止 ,再 从 下 马 通 起 至 岛 西 金 止 , 这 两 个 小 区 域 都 属於 一 个 类 型 。 这 些 地 方 , 气候 寒 闪 而 
比较 干燥 ,林子 主要 是 樟 木 和 栓 柏 相对 立 。 在 太阳 坡 内 的 小 队 坡 ,和 大 队 坡 内 的 小 阳 坡 

上 , 则 形成 权 栓 混交 的 情形 。 
在 此 地 的 樟 林 中 ,次 要 的 树木 就 是 山 杨 。 在 枪 柏 林 中 , 则 狠 其 他 树木 ,因为 气候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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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r AY AAS EA ASE AS BL ,而 且 十 分 朴 茸 , 杂 生 其 中 的 小 碍 则 反而 估 着 优势 。 
从 拉 每 南 至 太 昭 ,再 折 向 西行 百 余 里 至 下 马 通 , 则 为 另 一 小 区 域 。 这 一 小 区 域 的 气 

候 , 可 以 导 是 在 第 二 亚 区 内 ,也 是 人 森林 地 区 内 的 一 个 特殊 地 带 。 因 为 向 东南 流 去 的 太 
昭 河 , 却 带 来 了 亚 鲁 茂 布 江 的 温 湿 气 候 。 与 之 同 来 的 ,就 有 长 在 那 边 的 各 种 植物 。 因 为 

， 有 这 样 的 新 成 分 参加 ,所 以 形成 了 下 面 的 两 种 误 交 林 。 

OP OME Dt 

CH) BEAR ROK —— TAC, ETHEL RS EB, BR BNE 
SRASTEAS, 3S LUAU TT ETS UDR. AM 5 ZR SEDI ZS SLI TR 

WBE GRE) FEMI AT PEE AE Be OE TE BA, 

AE RM ACF (WHO BBY, RDU AG Sn EFS ELPA 
CRUDE, IM -SPERR ASHE ACA IE, PATE TER E oe WORE, 显然 不 如 栓 

柏 , 所 以 在 3,700 米 驴 上 的 地 方 , Fe Babe SEAS ESA tS ATE EB FP BE GEC 

混 生 的 ,仍然 是 榴 柏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就 形成 樟 、 柏 、 青 加 的 混交 林 。 

在 纯 青 装 林 下 , 因为 它 有 着 特别 茂密 的 林 荫 ,和 的 叶子 腐败 后 所 成 特殊 性 览 的 腐 

” 殖 质 ,所 以 只 利 於 它 自 己 种 子 的 发 芽 ,而 别 的 木 本 植物 ， sagacganadiai 就 是 草本 , 也 只 

有 百合 科 和 禾 本 科 的 窒 密 数 种 而 已 。 
这 里 有 一 个 有 趣 的 现象 ,可 以 与 枪 柏 作 一 对 比 。 前 面 说 过 , 海 按 全 高 则 栓 柏 合成 灌 

木 状态 。 相 反 地 ， 青 岗 在 海拔 较 高 、 大 气 湿度 较 大 的 地 方 , 就 生长 良好 , 而 成 为 乔木 状 
态 。 在 太 昭 附近 的 平 潍 上 , 反 因 气候 干燥 而 为 灌木 状态 的 青 岗 灌 木 闭 了 。 

在 这 种 混交 林 中 的 樟 木 所 佑 的 部 分 ,和 青 岗 所 估 阳 坡 中 的 险 面 ,生长 着 一 种 高 大 且 
HAASE MT ADELAS (Rhododendron spp.)， 数 目 上 估 有 克 天 优势 。 屁 估 居 梭 林 中 混 潮 的 兰 

石 , 上 升 至 4000 米 左右 ,但 在 山 势 渐 低 时 ,就 渐渐 减少 ,所 以 在 到 达 太 昭 之 前 ,已 然 不 见 
了 。 这 种 杜 胸 ,大 御 也 是 与 青 岗 同 ,是 由 南方 侵入 太 昭 地 区 的 。 

( 乙 ) 粮 、 青 岗 、 松 混交 林 一 一 只 有 在 太 昭 对 面 的 山坡 上 , 狗 3,600 米 由 ,与 青 岗 同 一 ， 
来 源 , 生 长 着 几 十 株 密 叶 赤 松 (Pinus tabulaeformis var. densata)， 成 为 一 个 两 种 润 叶 
树 一 一 梭 、 青 岗 和 一 种 针叶树 一 一 松 的 刘 交 林 。 在 这 山坡 上 , 青 岗 与 松 同 估 着 阳 面 , 四 
川 自 棒 则 估 居 队 面 。 在 河谷 上 游 内 ,是 一 个 特殊 的 例子 , 在 下 游 地 区 , Ak Bee ae 
HAN. 

在 这 个 混交 林 的 底下 , AREA LEAS, AB BRL BG: — BEET, 和 Rho- 
dodendron purdomit 相近 的 种 类 ， 一 种 小 叶 的 ;和 Rhododendron yanthinum 相近 。 此 

外 有 一 种 小 欧 , 一 和 和 和 孔 氏 忍冬 相近 的 忍冬 (Ionicera aff. kungeana), BAT, BIG 
以下 的 几 属 : 紫 云 英 属 (Astragalus), RTH (Pencedanum) Je /NB. IS FES BEB 

(Polygonatuma) BRB. 2B (Alliwm) 和 禾 本 科 与 苦 苦 科 的 植物 各 - -种 。 在 整个 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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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内 , 除 上 述 森 林 分 做 情形 外 ,还 有 许多 特殊 环境 ,为 特别 干燥 的 山坡 、 河 岸 及 河流 中 

的 潍 地 等 ,都 有 适应 这 种 特殊 环境 的 植物 , 自 成 社会 。 此 外 还 有 一 些 成 因 不 明 的 植物 分 

- 信 现 象 , 现 在 分 别 说 明 如 下 (这 些 艳 目 中 , 除 河 潍 的 植物 至 半 一 项 中 的 大 部 是 第 一 ` 二 旦 

区 所 先 有 ,而 西藏 忍冬 短 壮 则 为 第 二 亚 区 所 特有 者 外 ,其 余 的 属 放 第 一 亚 区 ): 

1, 乔木 和 灌木 对 立 现 象 
2. HALTER APES, 像 激 泥 雹 至 南 栈 拉 段 所 见 的 《在 昌都 内 东 也 常见 

到 ) 一 种 现象, 就 是 : 原 为 云 杉林 下 灌木 屠 中 分 子 之 一 的 赤 枝 红 析 子 (Cotoneaster gracilis) 
生长 得 特别 让 好 ， EMTPAMR, 完全 取 云 杉 的 化 身 而 代 之 。 它 生 长 旺 球 形 , SEED 

bob, 分 作 高 度 也 完全 与 云 杉 相 等 。 Pi DATES Be Oy HL BAR Hh GAL Hd AL, 也 就 是 

乔木 与 灌木 相对 的 情形 了 。 至 蕉 这 特殊 的 红 枸 子 才 闭 形 成 的 原因 , 也 难 确 定 。 虽然 

在 去 杉林 被 焚 之 后 , 可 能 有 这 种 过 滤 时 期 的 灌木 在 装 ， 然 依 观察 所 及 都 没有 焚 林 的 壮 

Bh. | 
3. NSE BLE BIBT AE TAINED, 因而 也 形成 一 种 不 对 称 

的 对 立 , 栓 柏 与 柳 林 的 对 立 。 这 些 柳 树 在 海拔 较 高 的 地 方 (森林 带 上 屠 ) ,是 灌木 带 下 层 

的 种 类 ,而 在 海拔 较 低 之 处 , 则 有 长 成 乔木 的 种 类 ,如 毛 柳 (Saliz amygdalina) BAe 
中 。 

4。 特 殊 环 境 中 的 几 种 植物 理 六 。 
5. FRE Liye | 

(1) BEE paae— JAB Ape VeIG LI a ETE ES PS, TE SE 2 ly BE 
上 , 满 佑 着 一 种 昔 花 槐 (Sophora victifolia) HARK, ELH ASHE AL, AEB 

地 方 ,所 以 估 着 阳 坡 和 较 旱 的 险 坡 。 与 它 相 对 的 ,在 昌都 附近 有 一 种 雁 皮 属 〔Fajstroe- 

mia spp.) HUPHIFEI, WIT TESMIE, WIDOSE be 红 枸 子 符 装 。 在 这 草花 槐 震 业 中 ， 

有 儿 种 灌木 , 也 是 醒 旱 的 种 类 , 如 毛 落 (Caryopteris incana) FIBRES, FEL REY 
处 , WA SAE, MARE (Elsholizia fruiticosa), WALA MHEG 
(Artemisia sacrorum) , RAW GEER (Aster altatus)、 当 更 属 和 酬 马 草 属 (SWpa) 等 几 

种 植物 。 

(2) Se SAAR (USPC BEE BRE SRE ET LP LAK (Caragana) 沽 装 。 这 
WSR BASH, RRS IR, Atk — MOREA MERE. “KE 
eRe PUT AIA. HEA AS A SE (Hetty 4,000 米 和 察 
拉 松 多 4300 2), HAMNER We AAS, HU TEE ie, BRP 
Bk _L, 像 快 到 洛 隆 宗 3,800 Ki —2E IE, BRSE Ae’ HAS (CECA a LL) 
PE WOW BE LWA ORES. EME PT a A WU, JOR AY AB H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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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械 叶 酬 鱼 草 符 落 ”这 种 美丽 的 醇 鱼 草 (Buddleia spp.) 具有 类 似 杨 树 而 多 人 缺 
刻 的 叶子 ,全 体 被 有 淡 褐 色 的 拭 毛 。 和 绒毛 的 作用 , 以 它们 生长 环境 来 推测 ， 也 是 用 以 搞 
旱 的 。 到 嘉 玉 桥 很 干燥 的 怒江 主流 的 山坡 上 ，, 才 昂 到 这 种 灌木 形成 震 落 。 形成 这 种 洗 
落 的 原因 , 自然 是 本 地 的 地 形 一 -宽广 的 河谷 , 南 向 而 多 石 的 山坡 一 加 上 沿 怒江 上 

“ 行 的 较 高 的 气温 所 致 。 与 这 双 落 相连 的 一 种 低 小 亚 灌 木 , SL BN BETES By 

(Plumbago) ,无 疑 这 也 是 一 种 醒 旱 的 植物 。 因 为 一 路 来 在 比较 干旱 的 地 方 ,时 常 可 以 看 
SAE, 且 在 鬼 见 愁 涯 装 中 也 有 放 的 踪 中 。 这 一 种 酬 鱼 草 在 拉 灌 河谷 的 拉 母 和 拉 灌 河 潍 ， 
见 有 栽培 和 件 野 生 的 ,在 山坡 上 也 有 野生 的 。 拉 节 河 谷 是 属 放 高 原 边 乡 区 的 ,气温 比较 
高 ,蒸发 亦 烈 , 现 亦 有 此 植物 ,可 知 嘉 玉 桥 附近 的 气候 情形 , 与 拉 了 河 谷 有 所 类 似 了 。 

(4) 河 潍 的 植物 地 闭 ”包括 雨 种 不 同 的 植物 邓 闭 如下: 
1) 西藏 忍冬 二 装 ”西藏 忍冬 是 一 种 小 灌木 。 它 对 本 环境 的 适应 性 相当 的 强 , 所 

以 分 信也 相当 的 广 。 在 海拔 高 度 上 , 则 灌木 带 中 和 森林 带 中 ,都 有 它 的 分 念 。 在 环境 上 
SL, 则 干燥 的 山坡 和 温润 的 河 潍 上 都 能 遇 到 它 。 不 过 只 在 一 个 地 方 , 才 看 到 大 面积 的 
AE, SLMS DA, ABI WHAT LATTE 上。 那里 在 海拔 和 000 米 的 高 
度 上 。 治 着 芯 草 社会 的 边 称 ,形成 十 分 整齐 的 社会 , 估 地 数 十 雷 。 其 中 除 先 近 芒 草 潍 的 
地 方 ,生长 几 株 醋酸 条 (Hippopho: rhamnoides) 外 ,不 见 有 别 的 灌木 参 杂 其 间 。 这 样 广 
RN RAAB, 所 以 在 别处 未 见 的 称 故 , 也许 是 环境 限制 所 致 。 因 为 在 海拔 4.000 
米 的 地 方 , 像 上 述 这 样 寅 间 而 平坦 的 砂 潍 河 床 是 很 少见 的 。 

2) WEBBER ZE 4,000 米 以 下 的 地 方 (主要 在 3,900 KLE), 如 果 河 床 比较 
广 关 , 里 面 多 冲积 的 卵石 潍 时 ,就 长 着 醋酸 条 的 考 闭 。 这 种 植物 ,在 水 分 供 葵 充足 时 ,是 
能 长 成 四 \ 五 米 高 的 乔木 的 。 不 过 在 缺 水 的 干 潍 上 , 它 的 生长 就 受 影响 ,而 停留 在 灌木 
状态 。 因 此 在 广 漠 的 沙 潍 上 ,乔木 状态 的 酶 酸 条 和 社会, RIMINI eC, 是 随 着 河 
道 的 主流 而 发 生 。 它 的 存在 ,也 就 告诉 我 们 河道 的 所 在 了 。 

EXER AIM AA WARS. YS PMOL HY BDH (Salix cf. cheiro- 
Piza), 和 一 种 水 柏 技 (Myricarius spp.) , —PLy WATE _L EEG, RE 
AAMT AE LDA AEN, EWE, ASSORTED 

3) 河谷 草原 ， 在 河流 倾斜 度 较 小 、 且 河谷 广 关 的 情形 下 , 一 般 都 造成 很 实 的 砂 
潍 河 床 和 人 台地 。 这 样 的 地 方 大 都 是 草原 , 草原 很 清晰 地 分 为 两 种 。 在 间 十 上 长 着 一 种 
叶子 很 秋 的 茧 草 ( 这 是 一 种 养 份 比较 好 的 牧草 ,不 过 因 为 太 短 ,只 有 与 牛 能 哮 食 , ASE 
BG), RSA MIMS I, 在 台地 之 下 , 就 是 河床 的 雨 岸 , 情形 就 各 地 不 同 
了 。 那 里 有 许多 或 大 或 小 的 死水 潭 , BG 疹 形 状 不 一 的 曹 二。 在 水 分 的 供 共 上 ,自然 比 
较 充 足 。 所 长 的 草 主 要 是 萤 著 属 的 植物 (这 种 草 的 稚 维 比较 多 , 营养 成 分 较 差 , 但 是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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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长 的 很 高 大 ,所 以 牛马 都 能 吃 它 )。 这 些 草原 在 不 同 的 高 度 上 沿 河流 间 发 生 , 面积 很 “ 
广 ,所 以 是 主要 的 牧 原 。 

当然 ,水 分 充足 给 与 许多 植物 以 生长 的 机 会 。 这 个 社会 里 ,种 类 变化 较 多 ,有 奥 氏 
BS JES (Pedicularis oedri var. leteroglossu) 和 西部 马先蒿 (P. tangutica) . He bt HAH Saat— 

fraga spp.) METER (Parnasia palustris) 和 一 种 小 朱 草 (Uphrasia) Se, agate IRIE 

草 (广义 的 ) 才 中 。 
在 间隔 着 水 草 乾 的 死水 潭 中 , 存在 有 另 种 植物 堆 装 。 在 浅水 此 有 一 种 谷 精 草 

(Briocanlon spp.) .— FH. 7RALRG (Limosella aguatica) 等 ;在 水 较 深 不 , 则 有 梅花 藻 ， 
这 种 植物 所 在 组 流 中 与 租 叶 落 草 (Potamgetom pectinatum) |, 

2. 灌 林地 区 ” 乌 西 金 区 这 个 区 域 , 可 以 说 是 在 翻 过 了 工 布 巴 拉 山 到 乌 西 做 之 后 起 
BHR. FERS THAT, 因为 海拔 较 高 (9100 米 以 上 ) 受 拉 殿 河谷 干燥 气候 影响 傈 少 ,所 
VA BET SAL EEE, 而 队 坡 旭 为 柳树 地 装 。 在 饲 西 金 附近 也 已 发 现 小 片 梭 森 
林 , 如 果 生 在 森林 地 区 的 话 , 扰 疑 地 是 要 在 乌 西 金 以 下 , 骸 续 发 展 繁茂 的 ; 然而 事实 上 只 
TE SER, A, LAE SUP EC HERO, 
宽 间 ,而 气候 也 更 干燥 , ALS ES EMEA AER OE, Ti EL 
TY. TUE, RURAL LALLA SRR, 很 明显 地 表现 气候 已 进入 高 
原 边缘 区 了 。 

在 拉 阵 河谷 尤其 是 在 拉 阵 附近 ,显然 由 於 人 工 破坏 关 系 , 除 有 人 工 保护 (喇嘛 寺 ) 的 
地 方 有 树 以 外 ,其 他 处 所 都 已 莉 秃 。 现 在 把 各 种 环境 内 的 植物 社会 情形 略 述 如 下 : 

( 工 ) 山 坡 入 工 林 和 灌木 林 “ 拉 荐 附近 山坡 , 有 林 者 其 高 度 不 超过 3,900 米 以 上 。 
几乎 全 都 是 人 工 造成 的 。 这 种 人 造林 ,是 围 线 寺 宇 和 庄 院 栽植 的 ,有 的 形成 各 式 方 圆 的 
大片 ， 也 有 少数 散 植 的 。 树林 与 树木 的 种 类 ， 主 要 有 雨 种 杨 树 一 一 青 杨 (Populus ca 
lasana)、 银 白杨 (Populus alba) 和 雨 种 柳 树 一 一 左旋 柳 、 垂 柳 (Salir babylonica) ,以 及 
其 他 少数 树林 , AL (Prunus spp.) k(Ulmus pumuila) 等 。 

除 人 工 林 外 ,只 在 汉 光 雨 旁 有 些 企 人 工 的 林子 ， 此 外 就 没有 天 然 的 树林 ,而 只 有 灌 
木林 了 , 仍 以 小 莫 为 主 。 不 再 见 有 栓 柏 小 硫 所 佑 的 位 置 仍 在 阳 坡 。 与 小 敖 同 生 的 ,有 了 虐 
眉 鞋 窜 、 雨 种 醇 鱼 草 一 一 柳 叶 酬 鱼 草 和 木 械 叶 酿 鱼 草 , 前 者 是 在 拉 陡 河 潍 所 初 见 ， 而 后 
者 在 怒江 流域 见 过 。 这 几 种 灌木 的 存在 , 已 充分 说 明 这 些 山坡 的 干旱 性 。 如 再 看 一 下 
灌木 下 的 草本 , 更 能 感觉 到 这 个 特殊 性 。 这 些 草 本 中 , 最 重要 而 普通 的 要 算 麻黄 (Zp 
jadra spp.), HARE AMS GA OTE VCH RAE BA (Sophora viciif olia) HE — EF 
MEAS HE ACTEZS Tin (hat EAHA SE ILE, USL BESE IBY Eh (Plumbago spp.) 在 

PROT TLS HORA ih EY WNL TE RRA ESS. TEV UE WF 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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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 (Salta ef. cheilopholia), MI—F (Spiraea spp.)、 锅 多 多 一 种 等 儿 种 灌 

本 ,和 秦 菊 .(Genliana macpophylla), 55 HFN. AL HWE, (Androsace spp.) . R22. 

> (Astragalas spp.) FEMA (Lpilobium hirsutum) 等 草本 植物 ,表示 这 些 环境 

的 险 性 , 或 具有 足够 的 水 分 。 

BBE VE SPE BER A, 却 是 一 种 有 刺 的 落 草 科 。 灌 木 , 大 狗 是 虎 刺 

(Damnacanilus indius) ,在 相当 稠密 的 这 个 灌 装 中 ,不见 有 其 他 灌木 存在 。 而 下 层 社 会 

5 GER RA HS WY BHI (Selaginella involvens) iE. 

《2 ) a a-Si RBS KS” — TE Tay AA a Eg Jia 5, FE 2. JB) EE a ZS SE 

CFS eS ea A”, 其 杨柳 种 类 与 山坡 上 者 同 。 惟 其 中 组 合 , 则 不 网 

有 榆 柏 存在 。 除 杨 和 柳 外 , 最 主要 的 要 算 乔 木 状态 的 栈 酸 条 。 TESLA, AE 

长 同样 乔木 状态 的 柳 叶 醇 鱼 草 。 这 些 林 下 灌木 的 种 类 极 少 ,有 了 路 由 车 蕉 和 粗 刺 锦 允 儿 

(Caragana crassispina) 等 二 种 。 

《3 ) 河 潍 中 植物 二 业 一 一 河 潍 中 在 河流 水 位 低落 、 兴 做 着 卵石 的 地 方 , 生 长 着 一 种 

水 柏 枝 和 柳 的 社会 (Mgyricaria-Sa1iz Association), 333 PAREN, 

的 河沟 生长 。 在 这 种 者 装 里 ,有 几 种 草本 ,最 多 的 是 一 种 狗 牙 根 (Cynodon spp.) ,其 次 是 
知 风 草 一 种 ( 吾 rgrosWis spp.) , Aik (Artimisia sacrorwm) , Wa25 Ae (Sonchus devaceus) , 

SAR—Fl (Graphalium spp.) Al— Fi Ree, TELL RRR, AS VEE (Ranunculus 

tricuspts 7-7 rT AES. TE PE EB te Mh, OK ARS ASS AE Be, WAR 

APMED EMM (Ephedra spp.) Ai (Oxytropis spp. BEA. 
7A WIAA ts BOAT , ON A ESS PA HELD re, HUES Wi BE AU EY PE AE BE HE (BP phedra- 

Hippophae Association)， 风 积 沙 即 , AS 1.5 Kk, 上 多 生 麻 黄 , ACE, TEV RE 

而 卵石 从 有 裸露 处 , 则 多 生 栈 酸 条 ， 两 者 和 有 侵 估 的 情形 。 酶 酸 条 在 这 环境 中 , 显 以 水 

分 不 足 ， 而 成 灌木 状态 《此 处 狗 牢 斗 水 位 低 , 水 位 低 时 沙 潍 甚 干旱 )。 ZEEE AE 

长 着 粗 刺 锦 允 儿 , 惟 势力 不 及 醋酸 条 为 已, 在 有 些 处 也 有 柳 叶 醇 鱼 草 潍 生 。 草 本 植物 则 
APkIL— Fi (Oxytrapis spp.)、 狗 尾 草 一 种 (Pennisetum spp.), 和 偶尔 发 现 的 天 此 去 参 
(Sorophularia aentat) 等 。 

C4 ) 池 沿 中 水 生 植 物 短 闭 ”将 到 仁 进 里 起 , De BE a AL, I, ake 

办 乃 形成 很 多 面积 大 小 不 同 的 地 治 和 水 泽 , 其 中 植物 有 许多 为 进入 康 藏 地 区 之 后 所 没 

有 见 过 的 。 在 绥 流 的 沼泽 中 ,有 童 (Phragmitis communis) . B38 1 KH FE (Juncus 

SPP-). Siti (Typha angustifotia), IN EX (Myriolohytlamilum verticillatum). {as 

(Petamogeton crispus) 2, StI Be it AT WA BE, EM OR (Hippuris 
vulgaris) . 1K# Se (Veronica Anagallis-aquatica) 等 。 在 feo AIRE RE RES, BIS A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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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k mannia erucaeforms), #2 LA = VBEAL) SE (Poa annua), 

Eis: eh BOBS He BES “PT AL HE, PO ES, BE 
TRA PATEL, FEHR SIU A AER (PUA), RDB Bae 
籍 ,留待 以 后 再 加 申述 。 

(20) £38 5 ti 
1. 土壤 特 征 
就 整个 区 域 的 土壤 情况 论 , 本 区 土壤 与 至 国 同 竺 地 带 , 尤其 是 康 藏 高 原 以 东 , 受 太 

平 洋气 流 影 响 深 厚 的 内 地 ,是 很 不 相同 的 。 总 起 来 说 , 它 存在 三 个 主要 特征 : 
( 工 ) 质 地 粗 轻 ”因为 地 处 高 塞 ,日 夜间 温度 较 差 极 大 ,矿物 岩石 受 和 急剧 的 热 涨 冷 夭 

的 影响 ,促成 分 裂 骨 溃 的 机 会 频繁 。 但 是 长 年 温度 低落 , 不 足以 进一步 行 分 解 作 用 , 生 
成 粘土 矿物 。 所 以 除了 少数 森林 及 水 湿地 带 以 外 ,一 般 的 河谷 和 山坡 上 的 土壤 ,成 分 大 
都 为 石 碟 砂粒 ,而 粘 粒 含量 极 向 。 

(2 ) 士 层 洒 薄 “冲积 及 堆积 物质 ,可 能 深厚 。 但 因 分 解 风化 的 力量 微弱 ,成 士 不 厚 。 
又 因 地 势 陡 惫 ,即使 为 森林 地 势 ,土壤 亦 比较 江 薄 。 甚 至 因 地 势 过 陡 , 土壤 根本 不 存 。 这 
样 的 地 面 估 总 面积 很 大 的 分 量 。 

( 3 ) 有 机 袖 丰 富 “本 区 地 势 隆 高 ,温度 低落 。 在 高 山 春 顶 或 背 险 山坡, 戎 以 冰雪 常 
BEDE, 土壤 水 分 较 多 ,植物 茂 蝎 。 若 水 湿地 带 , 无 论 高 山 春 顶 或 低谷 平原 ,水 分 
亦 充 足 ,水 草 更 为 丰 太 。 但 均 受 低温 或 排水 不 良 的 影响 , 缺乏 空气 。 有 机 质 分 解 、 氧 化 
极为 迟缓, 故 落叶 草根 咕 大 量 存 蕉 土 中 。 至 基 一 般 河流 低地 , 限 放 干燥 环境 ,不 在 此 例 。 

上 述 三 种 区 域 性 的 土壤 特征 ， 实 为 高 塞 地 带 土壤 共有 之 情况 。 康 藏 地 区 不 只 为 至 
国 最 高 之 地 , 且 为 全 世界 之 屋 春 。 因 和 雪山 冰川 之 存在 ,温度 之 低落 ,生长 和 李 之 短促 ,大 部 
HH LYE, SARTO BE CRE, (HA BSL, 地 形 复杂 ,土壤 种 类 繁多 , 自 非 
一 、 二 种 特征 所 可 包括 。 

2. 土壤 种 类 
土壤 的 种 类 及 其 分 部 情况 , 与 其 他 自然 情况 一 样 ,是 很 复杂 的 。 它 随 着 地 形 、 气 候 、 

植物 而 变化 。 但 是 一 切 的 变化 都 有 系 纹 可 查 , 有 规律 可 掌握 。 因 为 农 、 林 、 收 各 种 生产 
事业 的 发 展 ,都 直接 或 间接 地 关联 在 土壤 利用 这 一 个 环节 上 。 根 据 它 的 存在 情况 ,计划 
如 何 径 洲 而 正确 地 使 用 它 , 是 值得 说 明 的 。 

( 工 ) 石 碟 了 地带“ 塞 漠 环境 
1) 自然 环境 :这 类 地 带 一 般 分 人 在 海 撤 和 700 一 5,500 米 之 间 。5,000 米 高 度 在 这 

个 地 区 ,代表 第 二 个 古老 的 侵蚀 平 面 。 这 区 全部 是 山地 冰川 所 切 鲁 的 悬 谷 ,堆积 着 大 小 
不 一 、 多 毯 角 的 石 矶 。 一 部 分 石 碟 , 常 因 冰 川 之 融化 堆积 在 沿 悬 谷 以 下 的 惫 陡 山 坡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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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 因 海 拔高 而 气温 低 , 且 风 力 强大 , 同时 一 切 地 面 的 水 分 都 沙 到 石 碟 下 层 ,成 为 深水 ， 

流 到 低 塞 山谷 ,所 以 它 是 个 寒冷 干旱 地 带 。 除 了 局 部 坡度 轻 绥 或 低 塞 地 形 , 生 长 些 研 塞 

Ain dust Fr He (Ajuga spp.)、 泥 湖 菜 \Sawsswreu spp.) eRe Delphiniam spp.) AM 

¥z (Meconopsis sp.) 等 之 外 ,大 都 量 秃 无 物 , 只 呈 一 片 矶 或 贡 岩 石 星 露 。 

2) 分 人 及 利用 :全 区 海拔 5,000 米 左 右 的 地 方 都 是 这 种 地 带 。 但 就 分 优 情 驶 论 ， 

则 以 怒江 有 以 西 、 念 青 唐 古 拉 至 拉 卫 附 近 山 地 为 最 广泛 。 此 种 地 带 ， 不 具 今日 农 作 、 森 林 

及 畜牧 生产 之 条 件 , 但 所 长 之 少数 耐 塞 植物 ,如 具有 特殊 药物 之 功效 , 当 可 深入 研究 。 

(2 APLAR CE WS) : 湿 塞 环境 ”有 机 墨 壤 是 一 个 试用 的 名 润 ,过 去 称 高 山 

草原 土 , 是 指 在 高 寒 地 方 草地 上 的 土壤 。 它 未 能 像 其 他 土壤 名 己 如 “ 黑 钙 土 >、“ 灰 

棕 挝 "说明 该 土壤 的 特征 和 性 质 ,， 只 用 植物 环境 来 命名 土壤 , FRIAR. AML 

BRE IEE, APL Ra (AGB 20%) 的 酸性 土壤 。 

有 机 黑 壤 大 致 分 为 三 亚 类 : (1) BR, TER; (i) BA AEN, FAKE 

PaaS; (iii) BA ABER, “he BEA. 

1) 自然 环境 :有 机 黑 壤 发 育 在 以 短 草 为 主 , 间 有 稀疏 灌木 的 草原 地 带 , 海拔 高 度 

大 和 致 在 4300 一 4,700 KZ, 但 局 部 情形 下 可 达 3,800 米 。 就 地 形 说 , DEERE, 大致 

是 向 阳 的 山坡 ,或 寅 关 的 河谷 台地 。 上 接 石 碟 地 带 , 下 接 灌木 带 ， 或 穿插 在 灌木 森林 之 

fal. FURIE FFU. IG aE , Unt BE Be ZS EAE, ABI EDR APE, TER 

地 带 ， 雨 雪 的 总 量 可 能 远 超 过 1,000 毫米 以 上 , 但 大 部 都 蒸发 及 流失 掉 。 温 度 颇 低 , & 

年 平均 应 在 0"0 以 下 , AMESLIE MILE, 只 有 近似 春秋 的 季节 。 一 般 短 草 开花 千 实 , 搜 

取 在 /、8、9 三 个 月 的 时 间 内 进行 , 植物 要 长 期 在 冰天雪地 中 与 艰苦 环境 作 斗 等 , 为 了 

自身 生存 , 将 大 部 的 养分 邮 藏 在 根 里 ,因此 根部 发 达 , 形成 密实 网 状 , AEN, 或 多 肉 的 

SHAR An FZ (Polygonum sphaerostachyum) , 

2) 土壤 性 状 :本 类 土壤 的 通 性 ,是 表土 有 机 质 的 成 分 大 多 超过 20% (包括 植物 
AR), 不 舍 石 矶 ,质地 为 土壤 ,厚度 常 在 5 一 !0 OK, FR, ELA, AYE 

水 情况 的 优 劣 而 机 。 排 水 优良 的 地 带 为 棕 黄 色 , 粘 壤 士 , 富 石 碟 , Fy 30 厘米 ,， 紧 接 兰 

层 。 排 水 不 息 的 地 带 , 为 灰 莫 色 带 锈 得 的 粘土 , 厚 达 工 米 。 

就 构造 说 ,本 类 土壤 , 因 表 层 未 分 解 腐化 的 有 机 质 成 分 过 高 ,， 鲜 呈 膝 体 状 态 。 虽 有 

困 粒 构造 ,但 为 量 标 微 。 底 层 土壤 则 多 扰 裤 造 。 同 时 排水 不 良 地 带 ,底层 土壤 为 粘 团 状 
as 

就 肥力 说 , 本 类 土壤 为 酸性 ,其 pH fi KBE 5.56.5 2H, A AWAKE 

在 ,小 在 肥力 可 能 很 高 ,但 限 於 寒 疮 环境。 农业 生产 不 是 单纯 的 土壤 肥力 问题 。 

3) 分 作 情 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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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 Re Bie BR : ARK EEA LER BE (EN ea BAZ ALATA) HERA Hh 

地 段 是 在 4,200 KE, ARTA RAAT, BR AOA Hh BT HE 
3,700—4,200 米 的 森林 空隙 之 间 。 

( 乙 ) 经 江 流域 : 
(i) 在 怒江 正 流 附 近 (以 嘉 玉 桥 为 中 心 , 东 起 无 合 山 , 西 至 硕 都 ) ,以 地 势 较 低 ,分 

佑 面积 不 广 。 只 洛 隆 宗 以 西 、 打 咀 拉 杂 一 带 可 以 见 及 。 在 这 一 段 中 , 4,000 米 以 下 的 一 
切 土壤 都 为 钙 质 土 , 鲜 见 本 类 有 机 酸性 的 土壤 。 

(ii) 在 念 青 唐 古 拉 山 的 正 版 及 北 坡 ( 仍 为 怒江 上 游 的 支流 , 包括 马 拉 、 察 拉 、 作 里 
山 、 单 达 山 、 尊 拉 、 沙 拉 、 香 母 拉 至 嘉 黎 以 南 的 嘉 拉 ) ,以 地 势 隆 高 , 本 类 土壤 分 做 极为 广 
活 。 但 马 拉 察 拉 一 带 , 林木 分 做 地 位 索 高 (降水 量 及 温度 提高 ,局 部 山谷 狭窄 的 原因 )， 
本 类 土壤 大 致 与 森林 、 灌 木林 相互 宅 插 存在 ,八里 山 至 拉 孜 为 一 较 大 之 分 做 区 域 。 但 自 
FPR DIG BITRE, 大 部 在 海 技 4200 KUT, 分 部 面积 极为 有 限 。 土 基 卡 以 后 , 直 
至 嘉 拉 ( 嘉 黎 以 北 80 |B) APRA TRA, TE 4,200 米 以 上 。 本 类 土壤 估 此 地 段 最 

大 面积 , 但 其 存在 则 与 灌木 林带 的 棕 塘 互 相 错 综 , 尤 以 队 坡 为 然 。 一 般 估 颌 的 地 形 ,是 
面 阳 的 山坡 及 河谷 平声 子 等 。 

( 丙 ) 藏 布 江 流域 : 
(i) 嘉 黎 河 ( 嘉 拉 、 嘉 黎 、 阿 杂 、 常 多 ) :这 一 地 段 ,本 类 土壤 分 做 在 4,200—4,700 米 

之 间 , 最 大 面积 为 嘉 拉 至 嘉 黎 的 河谷 , 欢 为 阿 杂 湖 一 带 。 常 多 以 下 , 即 不 多 见 。 

(ii) ABW: ABE EG, RRA, BAS CE Hh, ORE 
Shi WAT 

(ii) FRA: hb THOME RHR OEE i. eR 
AK, CHEB, BREN, BRAT, 4 4,000—4,700 米 地带 。 

4) 利用 情况 :本 类 土壤, 过 去 及 现在 的 利用 ,都 为 畜牧 生产 。 因 地 处 高 塞 ,只 能 生 
RUMP APRA, 且 生 长 季节 较 短 促 , 故 只 用 为 夏季 放牧 ,以 牛 羊 为 
主 , 海拔 4,000 米 左 右 的 地 带 ,， ALE, BIRR, BRB 
式 , 农 明 亦 极 粗 放 实 以 霜 期 不 定 , 收 舱 难 保 而 然 。 

农 牧 生产 事业 ,在 此 种 地 带 如 何 提高 一 步 , 当 基 安 、 牧 二 节 内 详 为 论 及 。 就 收 业 论 ， 
要 以 改善 经 营 管理 制度 ,严禁 草原 哺 食 过 度 。 因 土壤 本 身 的 改良 ,要 加 植 物 土壤 间 的 互 
相 作用 互相 影响 。 如 地 面 量 秃 , 土 壤 本 身 即 将 受 严重 的 风 十 侵蚀, 更 谈 不 到 改良 了 。 谓 
多 水 湿地 带 ,如 果 海 拔 不 太 高 , 似 凤 可 进行 排水 发 施 而 加 以 利用 。 此 类 土壤 如 得 到 充足 
空气 , 土 温 增高 ,微生物 活动 亦 大 为 加 强 , 进 行 分 解 作用 , 增加 肥力 , 则 将 可 供 抗 低 温 的 

蔬 荣 的 栽培 。 上 比较 干燥 ,生长 短 东 草 地 带 , 似 可 引用 山泉 ,局 部 进行 灌 浙 , 草 可 能 长 得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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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L LIRA ABET. 

(3 ) 棕 壤 : 亚 湿 油 环境 “” 棕 壤 这 一 名 说 ,在 土壤 科学 书籍 上 ,都 少 有 详 罗 记载 ,原因 

是 标 培 的 地 理 、 性 状 都 乱 定 花 。 过 去 只 依据 美人 梭 颇 氏 的 意见 ,说 我 国 的 三 大 土地 

境内 , 只 有 近似 棕 壤 的 “山东 棕 壤 "”。 这 砍 在 康 茂 地区, 我 们 发 现 大 面积 的 棕 壤 。 对 放 

"ERY FFTE, PEAKAN’'E -5 BRE AA nid ck, BOA TS AR EA BR BE 

AK BEBE, RPE ARE SS BRE Oo Ath BS SE, 2 = ME, (1) RES (2) PHBE; (3) HR 

tro 

1) BPR: APE, AA TE 3,500 —4,300 米 地 带 的 山坡 与 山谷 地 形 与 黑 

坊 共 同 存在 , 湿润 地 带 可 高 至 和 500 2K, fe 4000 米 以 上 的 地 证, 棕 壤 发 育 在 标 矮 生 兹 

ee WHE AR 5 28 HEP, 4,000 米 以 下 , 它 发 育 在 密实 的 灌木 及 乔木 林 下 。 由 复杂 的 植 

物 环 境 推 测 , 标 壤 发 育 的 气候 环境 ,大 和 致 应 为 寒冷 亚 湿 润 与 温 泳 亚 湿 润 二 区 。 和 常年 平均 

温度 可 能 在 5—10°C 之 间 。 降 水 量 似 应 超过 600 毫米 。 

2) 性 状 :本 类 土壤 一 般 的 通 性 有 五 点 。 

《里 ) 表 土 为 棕色 至 有 瞄 棕 色 , 有 机 里 《包括 腐 精 及 未 腐 糯 的 ) 含量 高 , 土 层 厚 蒲 不 一 ， 

可 5 一 20 厘米 。 

〈 乙 ) 底 土 棕 黄色 , OO, 富 石 碟 。 士 层 厚薄 不 一 , 但 很 少 超过 40 Jp 

米 。 

《两 ) 一 般 的 剖面 形态 , 大 体 具 下 列 明 显 的 层次 : 4o 落叶 层 ; 4 PIRSA DLE et 

《超过 高 塞 地 带 , 4,300 KAA, RIAL Jet); Ar 棕色 表土 层 , HRS IL, 团 粒 构造 , 保 

,水 力 强 , 常 呈 军 湿 油状 态 ; B eee EL, 可 能 夹杂 标 色 土 层 , 下 部 多 石 碟 , 局 部 可 显 锈 

BE, PEAR TEAK BI, ABE 

(TV) A Sh ABET A Fa DE , 4 PEE EE CY AER 89 AL, BRR BY 

淋 洗 层 。 此 为 本 类 土壤 与 灰 棕 壤 形 态 上 最 大 的 区 别 。 

( 成 ) 根 据 一 般 的 物理 性 状 和 腐殖质 的 存在 情形 ,本 类 土壤 应 视 为 本 区 最 肥沃 的 土 

i, 

3) Arti: 

CF) RRL BR: BABE AL A TA BABE, EE BEF a WAH, ZERELL3,800—4 000 

米 的 去 杉林 下 ,和 4,000—4,300 米 的 灌木 林 下 。 所 以 拉 页 山 的 东西 坡 顶 〈 南 醋 拉 ) 玉 秋 

FS Be th AS. BSA) BAA Hite 

( 乙 ) 怒 江 流域 : 

Ci) 在 经 江 主流 附近 (以 嘉 玉 桥 为 中 心 , 东 起 巨 合 山 , 西 至 硕 督 ), 本 类 土壤 分 佑 不 

广 。 推 其 原因 ,可 能 系 此 带 地 势 低落 ,温度 较 高 ,蒸发 特 评 (与 拉 陆 附近 有 相似 的 情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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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KP APPA LE; 4,000 米 以 上 的 地 带 ,， 及 因 温 度 甚 低 ， 而 为 草原 sR CED 

数 险 坡地 形 有 之 。 

(ii) WABI: BIG HL Beh VBI. tj 4,000 米 以 上 的 山坡 ,有 本 类 土壤 

的 分 佑 ,面积 不 三 。 

Gi) 念 青 唐 古 拉 山 的 正 胀 及 北 坡 〈 力 江上 游 的 支流 ,包括 丹 达 山 至 嘉 黎 以 北 嘉 拉 

地 区 ); 这 一 地 段 棕 壤 分 伤 面积 最 为 广泛 。4000 一 此 500 米 的 山坡 山谷 ,， 虽 无 乔木 森林 ， 

但 灌木 洲 生 ,所 以 都 有 棕 寺 的 分 伤 。 有 的 较 高 地 区 ,生长 聚 枝 杜 鹏 及 贴 地 柳 ， 也 生成 了 

薄 层 的 棕 壤 。 这 种 地 区 , 它 的 高 度 已 超过 一 般 标 壤 地 带 800 KT, 

(两 ) 藏 布 江 流域 : 

Ci) 嘉 黎 河 ( 嘉 拉 、 嘉 黎 、 阿 杂 、 常 多 拉 和 忽 ) :这 一 地 段 , 棕 壤 分 佑 在 3,500—4,500 米 

地 带 , 同 时 种 类 繁多 。 灌 木林 地 和 乔木 林地 ,无 论 是 山坡 或 台地 ,都 有 棕 培 的 分 做 。 

(ii) ARB (AN AEE): 3B ils, 与 嘉 黎 河 一 段 相 似 。 由 大 

昭 向 西 , 渐 行 渐 高 ,一 般 山 谷山 坡 均 林木 法 生 。 土 壤 性 状 , 戎 近 棕 壤 类 。 28 EES Ga, 始 稍 

fe 254 PE AB ea ES a LAT, A A He ae, 2 RE. 

(证 ) DEBE) (VEE RL. HEF. AC GIL CEE) : SR BR REA Hi FE3,900—4, 500K 

地 带 , ERATED (AiR) BA IL, HEA, 只 限 局 部 向 险 山 坡 ,， 而 仁 进 

里 附近 亦 限 放 较 高 的 山坡 地 ， 仁 进 里 以 下 ,土壤 渐 由 酸性 变 为 镶 质 土壤 ,不 再 有 棕 壤 出 

现 。 

4) 利用 :这 种 土壤 因为 发 育 在 不 同情 涡 的 植物 生长 地 带 , 过 去 及 现在 的 利用 情形 

亦 多 不 同 , 但 都 因地制宜 ,就 所 昂 到 的 情况 ， 数 千年 来 仍 维 持 着 原始 粗放 形式 。 在 灌木 

与 草原 交错 地 带 , 畜牧 为 主 业 , 灌木 只 供 少 数 游 收 人 家 及 过 住 行商 的 薪 柴 。 森 林地 带 之 

利用 , 亦 只 限 少 量 桥 棵 屋宇 及 简单 农具 的 木材 , 大 部 仍 伐 探 为 薪 柴 。 但 在 今日 ,建筑 材 

料 的 需要 扩大 , 钴 食 生 产地 面 的 需求 亦 急 ,多 处 地 区 人 存在 激 伐 及 毁 林 为 田 的 现象 。 关 帮 

林木 的 利用 , 当 於 森林 利用 一 节 内 详 组 讨论 ,不 再 堆 述 。 

棕 坊 是 一 种 肥力 较 高 的 土壤 , 它 的 肥力 是 由 枯 枝 落叶 聚积 而 来 。 如 果 破 坏 它 肥力 

HUAI AKE , IEF IPIR A BK. 

本 类 土壤 大 部 分 做 在 山坡 地 形 ， 坡 度 常 在 15” 以 上 ， 有 的 可 达 80° 以 上 。 只 宜生 

长 林木 ， 而 不 宜 开 旦 。 如 量 为 农田 , HPA DR BE sek, 最 易 引 起 严重 土壤 侵蚀 或 冲刷 ， 森 

林农 田 终 至 同 归 共 尽 。 而 且 康 藏 地 区 ,农业 重点 都 在 较 低 的 干旱 山谷 中 , HEWEZK A, :全 

秆 森林 储 水 的 调剂 。 森 林 毁 灭 , 将 影响 束 个 安 业 生产 。 所 已 今日 棕 壤 的 利用 ,应 从 培育 

木林、 合理 使 用 森林 木材 着 手 。 地 势 较 平面 积 寓 广 的 棕 壤 地 区 ,可 以 开 旦 , Wee. HK 

加 一 这 ， 从 远景 上 和 看, 可观 为 一 及 好 的 农 收 地 区 。 同时 林木 供应 不 缺 ,， 而 芯 荣 的 轻 营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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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和 条件。 . 

(4) R54: 亚 湿 润 一 个 干旱 环境 “ 栗 钙 土 是 咎 干旱 地 带 的 土壤 。 在 我 国境 内 北 
92° 以 南 , 只 康 茂 高 原 有 之 。 其 分 伤 最 南 地 区 丽 亦 不 越过 北 Re 29°, 即 藏 布 江 雨 岸 。 
因为 南部 接近 印度 洋 潮湿 的 咀 流 ,已 经 不 是 牛 干旱 环境 了 。 

ARGS, 大 部 分 伤 在 较 低 山谷 中 。 在 经 江 主 流 附近 , 亦 有 分 优 在 较 高 山地 上 
面 。 因 各 地 植物 生长 朴 密 不 一 ,土壤 腐殖质 含量 不 同 ,又 可 分 : 淡 栗 钙 土 .条 人 钙 土 及 卫 栗 
合 土 三 亚 类 。 

1) AAR: BRL LSE LAE, CARRS, 因 
地 形 高 低 而 影响 空气 湿度 , SACHA RES, SOLU Oy ee ee 
山坡 的 森林 或 密 装 灌木 林 下 , 栗 钙 士 旭 发 至 在 稀疏 的 灌木 林 或 高 草地 带 ; 淡 栗 钙 土 则 发 
青 在 更 干旱 的 山 檀 或 河谷 台地 之 上 。 或 已 开 为 农田 ,或 为 植物 生长 极 稀 的 地 带 。 一 般 
的 气候 现象 仍 是 冬 塞 痊 ， 夏 炎热, 年 雨量 少 者 不 及 300 毫米 ,多 则 可 达 600 毫米 。 森 林 
地 带 年 平均 温度 较 低 ,在 S—6°C SA, SCS, 灌木 及 高 草地 带 年 平均 温度 
ES, PAE 8 一 10*C SM, RBH PLE TRA, : 

EP FREE EGG, HURTS ER, SRLS 
AWE IE. ASAE, ERE OI, HABE, Smee 
MARANA SERIE. 在 冬季 , 微生物 的 活动 可 能 有 五 个 月 以 上 的 时 间 停 

| 游 。 夏 季 温 度 虽 高 , 但 又 受 土壤 水 分 缺乏 的 影响 ,其 活动 亦 受 限制 。 所 以 有 机 质 的 分 
«ORR, AN A ZI, 直接 而 迅速 的 达到 矿物 览 化 (Mineralization)。 相 反 地 , 有 

机 实 之 聚积 与 有 机 质 之 分 解 ,可 能 达到 近似 平衡 的 状态 。 赫 星 地 区 ,人 工 将 这 种 平衡 破 
坏 , 所 以 虽 为 栗 钙 士 , 亦 已 不 存在 丰富 的 腐殖质 。 

2) 土壤 性 状 :本 类 土壤 含 腐殖质 比较 丰富 ,为 其 特征 之 一 ,所 以 卖 土 近乎 中 性 。 颜 
XE URE. BRERA. 雨水 将 石灰 蛙 洗 至 下 层 ， 蒸发 的 力量 又 将 它 
HDL, PAA SLI td, SESE ES 
团 粒 或 近似 团 粒 构造 。 底 土 灰 黄色 ,如 排水 不 良 可 呈 黄 灰色 , TASER, HARBOUR 
ROBE, pH (RTE 了 .0 一 8.3 (中 性 至 碱 性 ) 之 间 。 一 - 般 土 层 深厚 , 锡 在 50 一 100 
KZ. 

CR) PEGG: 
(i) 淡 棕 色 表土 , 厚 移 15 厘米 , LAPEER, Pooch 8 CSS BUET 
(il) 表土 呈 团 粒 或 近似 团 粒 构造 , 底 士 划 为 志 状 ,但 易 雁 裂 。 

(iii) PAULA ALTL AB AHS 1.5% 
(Z) R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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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表土 棕色 , 厚 狗 20 厘米 ,上 复 有 有 机 质 层 , 可 在 3 一 5 DR, BARE 
AUR RITE 50 厘米 处 显 合 实 层 。 

(41) Se: SBE AO HER, EIU SRR, TES 7 LEE). 
(iii): 腐殖质 含量 可 能 大 於 2% 
(75) WEES: 
(i) PEW JE) 30 ERTL, LIC RES AT BU. SS BURR TE 90 

一 100 厘米 以 下 。 
(41) Je 2 OE ROD ARSE, EEO SUR Ie, a ABE, EY 

iy, TH RAE IKEE 
(iii) ERLE ART ABA 3 % 
3) atti: 

CF) IBD RP LE BR ES, ABS (ON oa ESTE PRADA EAT. GSE UE 2 DL 
Se ES5 LM his, B) 3,800 KAS. VACUA RTH. IE, 3,500 
— 3,800 EAI EGG AEH, HEFT. ESAS (ONE BR LAT RS, BG 
AWE) ESSE MED, FL RNIB BL, #IAE 3,500—3,700 KIB. 

( 乙 ) 怒 江 流域 : 

(i) 怒江 主流 附近 (以 嘉 玉 桥 为 中 心 , ALIA, 西 至 硕 督 ), 是 本 类 土壤 主要 
。 分 伪 地 带 ,其 高 度 可 达 4000 米 。 匹 合 塘 、 马 里 问 狭 害 的 山谷 ,及 洛 隆 宗 河 通 至 外 江 的 次 
谷 , 大 部 以 栗 钙 土 及 瞄 栗 钙 土 为 主 。 KEE RL RARE, CY 
紫 拓 山谷 ,地 势 袖 暑 ,为 此 段 安 旦 中 心 。 淡 栗 钙 土 估 更 主要 的 面积 。 

(ii) FREE, RAVES, 故 扎 腰 松 都 .八里 朗 一 带 无 栗 钙 土 。 拉 和 孜 以 后 边 志 、 加 
拉 寺 萌 为 票 钙 土 分 信之 区 ,高 度 可 在 4000 米 以 上 。 

(iii) 章 达 山 至 嘉 拉 ( 即 念 青 唐 古 拉 山 正 县 或 北 昔 ) ,以 地 势 隆 高 , 非 和 栗 钙 土 环 境 , 未 
售 见 其 踪 跻 。 

〈 丙 ) 藏 布 江 流域 : 

Ci) PERRO, 沿 向 阳 的 山 蓝 , 有 小 面积 票 钙 士 。 太 昭 以 西 庆 忆 是 一 带 山 
坡 , 旧 冰 石 屠 上 有 小 面积 的 栗 钙 土 。 其 他 各 地 很 少见 到 。 

(ii) 拉 蔷 河流 域 分 伤 极 广 。 仁 进 里 以 下 ,直至 拉 茵 , 技 海 大 胸 在 3,800 米 以 下 的 山 
坡 及 河流 台地 ,都 是 栗 钙 土 及 淡 系 钙 土 的 分 伤 地 带 。 

4) 利用 : 栗 钙 土 在 过 去 及 现在 ,是 康 藏 主要 农业 作物 的 生产 地 带 。 栗 钙 土 是 肥沃 
的 土壤 , 同时 气候 环境 宣 基 农作物 的 栽培 。 所 以 今日 主要 的 农作物 区 , 都 分 念 在 澜 沦 
江 、 怒 江 及 拉 陈 河 几 条 大 的 河谷 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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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S LARK, 土壤 分 类 上 也 有 称 它 为 木林 棕 钙 土 的 。 它 的 利用 似 应 
培 青 森林 , 这 是 最 猎 济 最 合宜 的 办 法 。 一 般 的 栗 钙 土 灌木 地 带 , 有 多 种 果木 存在 , 如 山 
查 ̀ 山 桃 、 海 常 及 胡桃 等 。 这 样 的 地 区 ,大 都 是 山 太 坡地 , 明 殖 安田 , 易 引 起 冲刷 ,应 该 着 
重 果木 的 栽培 ,发 展 前 途 亦 大 。 

一 般 的 河流 训 地 , 效 栗 钙 填 区 都 是 安田 。 但 都 经 营 粗放 , MAEM, 所 以 表 士 有 机 
里 含 量 甚 低 ,肥力 已 经 答 枯 ,良好 的 构造 已 不 存在 ,保水 的 能 力 亦 极 籁 薄 。 因 此 ,一 般 的 
收获 都 很 平 唐 , 十 倍 的 收成 便当 作 是 丰年 ,平常 都 在 三 、 五 倍 左右 。 

更 可 注意 的 ,是 土壤 冲刷 的 情形 。 URS LAER. A 
为 地 面 有 倾向 河流 ,同时 一 般 的 土 层 下 部 多 为 石 碟 及 石灰 质 , 灌流 水 如 过 量 ， DERE RGD 
节 , 即 可 配 成 表土 的 流失 和 下 部 的 漏洞 。 沿 测 洽 江 及 怒江 河谷 的 安田 ,已 章 受 到 这 种 威 
MA, ASO SOT A, ASABE, 扩大 开荒 面积 , 多 
处 地 区 在 开 芝 生 产 中 ,对 土壤 侵 他 问题 警惕 不 通 。 

栗 钙 十 的 肥力 基 藏 量 , 比 有 机 黑 壤 、 棕 壤 为 高 , 可 以 痉 得 起 较 长 期 的 安 业 使 用 。 但 
利用 的 方法 应 访 改 进 。 这 是 禾 谷类 , 特别 是 麦 类 最 适宜 的 地 区 , 间 时 也 是 放牧 的 地 区 ， 
特别 是 旦 马帮 收 的 地 区 。 在 昌都 浪 落 间 的 河谷 及 拉 攻 河 谷 , WIA Bae 
式 。 广 除 隔 一 年 或 二 年 休 冻 一 坎 的 方法 ,市 将 十 地 改 播 收 草 ,实行 轮作 , 则 地 力 的 增进 ， 
性 口 的 繁衍 ,都 可 预 下 。 

(5 ) 启 总 十 :干旱 - 牢 干 时 环境 “” 昌 涡 土 是 碱 性 土壤 ,没有 很 明显 的 剖面 层 姑 , 土 中 
CaF, 险 雨 季节 , 随 雨 水 上 下 ,均匀 分 散 士 中 。 干旱 季节 则 因 燕 发 关系 , WO 

集聚 上 部 , 结 成 灰白 色 嘱 皮 , 复 放 地表。 本 类 土壤 碱 性 不 强 ,其 b 英 值 天 锡 在 7.5 一 8.3 
ZA ARE) 
AEB ASC OMI, HEMMER OB: 
(1) ARERR; (2) DRE BELO. 
1) ARR AKO BE RE PS ENTE IS GR, EPR IE 

SOR AIE HOE KTH MS HBA RWIE, ADIN SOWIE WAT ARENT RAISE. DUB. 
侵蚀 等 作用 ,这 类 土壤 经 常 受到 环境 上 的 变动 。 

就 气候 环境 葵 , 语 请 地 是 干旱 及 全 干旱 地 区 的 土壤 。 雨 量 不 至 超过 500 毫米 ,而 落 
改 量 则 远大 於 降水 量 。 低 四 山谷 地 带 (海拔 3,000 米 ) , 素 发 可 能 受 高 温 的 影响 ; BEY 
SCORE J (4,000 米 上 下 ), 则 可 能 雨量 更 为 稀少 ,一 切 土 壤 水 分 关 求 自 尖 水 ,所 合 旧 分 较 
多 , 故 生 成 曲 渍 土 。 
植物 生长 ,以 而 呵 和 耐 旱 植物 为 主 , 如 禾 本 科 的 白 苦 草 , 菊 科 的 营 局 、 麻 黄 及 豆 科 桨 

云 英 与 白 刺 等 。 排 水 不 良 地 带 , 则 以 东 草 科 为 主 。 



218 awh Ee RR 

2) APH: ALE APPEAL it, LAL KF SK HE RD, RAR BE 

的 分 佑 。 怒 江 流域 以 比较 高 塞 少 雨 , 局 部 地 形 低 塞 ,排水 不 息 的 地 带 为 多 ,如 怒江 上 游 

邦 达 一 带 的 平顶山 谷 、 边 块 上 下 的 河谷 等 水 湿地 带 ; 都 是 深 卫 色 的 曲 涡 士 。 拉 蔷 河 谷 是 

本 类 土 廊 分 伤 面积 最 广泛 的 地 带 , 墨 竹 卡 以 下 ,直至 曲 水 ,到 处 都 有 存在 。 

3) 利用 :大 部 嫩 汪 土 是 用 於 农垦 及 少量 的 放牧。 同时 以 地 下 水 位 较 高 , 栽 树 易 认 

RG. HBR POSE, RK, LF SA, ELBE A, ,在 解放 以 前 , 因 广 

大 地 面 常 受 洪水 泛 广 , 故 都 秦 为 荒地 。 UR BELAY BJA, PCED A TB 

地 ,应 该 注意 几 件 基 本 工作 : 

(HH) ARF: A TE, 更 应 注意 到 排水 。 许 多 水 湿地 带 ,， 必须 有 排水 的 沟渠 。 不 但 

宣 波 山洪 , 且 可 排除 过 剩 的 灌溉 水 ,以 及 轻 常 降低 洲 水 面 。 使 水 湿地 带 在 春季 播种 期 

Bl, 土壤 水 分 适中 , 可 以 操作 , 士 温 提高 ,能 促进 种 子 发 芽 与 幼 昔 生 长 。 

( 乙 ) 防 护林 带 的 培育 : 拉 陡 以 西 的 河谷 , 显 出 气候 的 干燥 性 。 河 谷 两 岸 山地 , BE 
人 无物, 只 见 瑟 石 责 岩 。 而 风 砂 的 移动 ,和 华北 \ 西 北 的 情况 都 近似 。 新 农场 附近 ;河床 里 

的 砂 土 受 风 力 移动 , 堆 到 距 河 面 数 百 米 的 山坡 。 这 种 土 移 现象 , 显然 为 解放 前 的 事实 。 

今日 大 面积 高 草 东 地 都 用 为 农田 , 草 极 和 毁 , 土 乱 复 盖 ， 比 以 前 当然 更 易 受 风力 的 侵蚀 

移动 。 如 不 发 法 防风 护士 , 几 年 以 后 , 序 成 不 可 收拾 的 状态 。 

防护 林 的 培育 ,最 好 探 取 苏联 的 办 法 。 按 地 亩 单位 , 四 周 都 种 林木 , 对 长 年 为 嘎 的 

风向 ,加 厚 林 入 。 流 水 渠道 的 防护 ,更 宜 特别 注意 。 至 於 树种 的 选择 , 则 当地 易 生 的 杨 、 

柳 配 合 一 些 矮 生 的 灌木 最 宜 。 

(两 ) 牧 草 输 作 制 :许多 砂 士 地 带 ,肥力 不 高 , 而 且 水 分 亦 不 充足 。 对 一 般 作物 的 栽 

培 ;不 易 获 得 高 产量 。 每 年 春耕 秋 耕 , 必须 经 营 得 法 ,因为 在 这 类 干旱 、 小 层 的 砂 质 土 

上 ,容易 引起 风力 侵 鲁 。 所 以 这 类 地 带 , 应 先 引种 牧草 数 年 , 待 地 力 提高 、 构 造 改良 后 ， 

再 改 种 作物 ,渐渐 摸索 出 本 地 区 的 优良 输 作 制度 。 

(6 ) 沼 涅 环境 的 土壤 : 

1) 腐 泥 土 及 泥炭 土壤 :本 区 以 地 处 高 原 , 温度 低 落 , 几 低温、 排水 不 良 的 地 方 ， 都 

生长 原生 水 生 植 物 和 粕 生 的 湿 生 植物 。 因 空气 、 温 度 都 不 足以 促成 有 机 质 的 大 量 分 解 ， 

积 年 累 月 , 便 生 成 厚 层 的 泥 炭 土 壤 。 大 部 为 瞄 棕 色 , 酸性 、 厚薄 不 一 。 同 时 泥 痰 层 在 一 

地 带 , 可 分 成 数 层 , 与 石 碟 层 相 互 交 普 ,埋藏 地 下 。 

这 类 土壤 以 治 雪山 山 楷 .面积 较 大 而 坡度 不 大 陡 的 局 形 冲积 地 为 主要 分 做 地 带 s 浴 

次 为 河源 曲折 之 处 淤塞 成 湖 , 林 木 半生 ,小 草 丰 茂 , 亦 生成 泥 关 土 壤 。 在 康 藏 地 区 , 泥 

土壤 似 估 相 当 重要 地 位 。 但 因为 观察 不 详 , 不 能 作 和 结论 。 

2) 利用 :在 过 蕉 高 塞 地 带 , 傈 乱 法 谈 到 利用 。 如 地 势 较 低 , 大 多 已 有 农作物 地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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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能 将 腐 泥 土 及 泥 痰 土地 带 加 以 排水 , 则 可 成 为 优良 的 蔬 荣 栽培 的 土壤 。 

(7) 棕 镶 土 :干旱 环境 

SLE TESA, TERE RAK A EMSA Zk 以 

RIL PRAMU MA hiAaZ. 

3. 土壤 种 类 实例 ( 见 下 页 表 ) 

=. 农作物 

(一 ) 农 区 及 作物 分 做 
治 浅 安 区 分 售 及 其 面积 大 小 ,随地 形 、 海 拔 、 温 度 与 水 利 条 件 而 定 。 地 势 较 在 、 拔 海 

稍 低 的 山谷 和 河流 雨 岸 , 有 江浙 条 件 之 处 ,一 般 均 有 农作物 的 栽培 。 Nee EIT. 
江上 涛 流域 或 拉 阵 河流 域 ,没有 水 利 , 作物 是 很 难 生长 的 , 尤其 是 在 春季 播种 前 后 和 幼 
曹 生长 期 间 。 安 区 分 做 很 雳 散 ,面积 也 小 。 最 大 者 当 推拉 萨 河 流域 的 南 子 。 自 仁 进 里 
往 西 以 渤 拉 茧 , 沿 河 雨 岸 南北 寅 三 、 四 里 ,东西 长 200 里 田 范围 内 ,地 势 平 坦 ,十 层 较 厚 ， 
水 利 方 面 , 海 技 在 3.550 一 3,900 KAM, 有 大 面积 的 安田 。 田 畴 交错 , ORR, 每 隔 
二 、 三 里 便 有 村 落 , 塘 称 时 正 的 家 业 区 域 。 惟 因 拉 阵 河 河道 渤 角 曲折 , 极 不 规则 ,一 般 家 
田 多 位 共 距 河道 稍 远 之 潍 地 和 小 山沟 的 局 形 冲积 地 上 。 次 大 者 为 紫 拓 块 子 , 东南 - 西 
北向 , 长 达 百 里 , 寅 三 、 四 里 , 海 氢 在 3,500 一 3,600 KIN, 有 许多 梯田 。 此 外 洛 隆 宗 

(3,800 米 )、 俄 洛 桥 (3.250 米 ) 加 拉 寺 (3.750 米 ) 等 地 区 ,也 是 较 大 的 家 业 据点 。 从 开发 
利用 上 和 淖 , 拉 蔷 河 流域 的 寺 子 最 有 希望 , 将 求 河道 整理 后 还 有 许多 地 调 可 以 开 星 。 一 般 
HE LTE 4,000 米 以 下 , 4,000 米 以 上 也 有 一 些 ,但 为 数 极 少 ,而 且 很 小 , 自然 条 件 也 差 。 
沿途 所 径 的 地 方 ,也 有 一 些 大 草 块 ,但 或 以 海拔 太 高 ,或 受 附 近 地 区 地 形 的 影响 ,气候 塞 
渝 ,不 宜 农 星 ( 局 部 地 方 种 植 根菜 类 及 时 荣 类 的 蔬菜 是 可 能 的 ) ,例如 巨 合 山西 脚 (4,400 
Aes) BBA MSE (4,000—4,100 米 ) .巴里 朗 至 拉 孜 途中 (4100 一 4800 9k), HEB 
边 雹 途中 (4000 米 )、 虽 至 嘉 黎 途中 《 嘉 黎 以 北山 沟 4,200—4,300 米 )、 阿 杂 至 古里 途中 
(4,300 3), 5 WH 4A 7E (4,400 米 ) 等 地 便 是 。 

AE MARAE KE ERAS, BERS, DRS, DET. UR 
W.. Wha. Wo Sa Se. hha (Lens esculenta) , BFR (Avena jatua) 等 又 次 之 。 野 燕麦 普通 

自然 杂 生 在 其 他 作物 田中 , 尤 以 青 释 、 小 麦 地 为 多 , BRA RALITIEM LS, CoRR, 
专 状 种 植 者 极 少 。 青 牺 到 处 都 有 ,分 从 也 高 。 小 麦 则 雳 星 有 之 , 但 有 几 处 比较 和 集中 , 例 
如 俄 洛 桥 玛 浪 落 途中 (3,330 米 ) . 紫 拓 寺 子 (3,600 9k) , BEE HE (3,250 米 ) UHL (8,800 

| AR). TABLA EIST BUS SE EDI, BET 
TEACHER AWG cL UHH, OLR BR TE ENG BA AHS Ee Be 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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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BME RUG MEMS AMUN. 小 局 豆 也 很 少 , TENA. MER 
LER BAM, SERIE, BRAVE, 晒 干 后 充 做 蚀 
料 。 圆 禄 到 处 都 有 种 植 , 众 面 积 很 小 , 多 供 自 用 。 局 给 蔓 仅 兵 站 及 少数 农户 稍 有 种 植 ， 
三 般 藏 胞 扰 种 植 此 作 愧 之 如 惯 。 在 德 广 至 拉 芝 途 中 , ORAM SRR, ER 
A, (APRS, HEE NAT A, EARS, BATA A ROE, WR 
RAAB MIE, HARA SOK, i AE. WN, AE, RAE 
米 、 委 豆 , 除 蚕豆 生育 淋 佳 可 尽 成 熟 外 ,其 他 数 种 作物 生长 发 育 均 劣 ,不 易 成 长 。 硕 都 的 
玉米 与 向 日 著 发 至 迟缓, 有 徒长 趋势 ,烟草 则 生长 线 小 ;而 边 坊 的 玉米 生长 不 及 2 3 尺 
ECHR, 除 气 候 环境 影响 外 ,播种 过 了 晚 或 探 用 品种 不 当 , 也 是 可 能 原因 之 一 。 上 

甫 各 种 作 及 均 系 春 播 ,但 据 拉萨 作 一 家 场 一 位 工作 同志 报导 ,他 全 在 嘉 玉 桥 (怒江 上 游 ， 
海 披 3 200 2K) 看 到 老乡 有 亦 秋 季 播 种 青 穆 、 小 麦 (BE), ERROR, HR 
过 该 由 时 虽 售 稍 做 笛 查 访问 , 惧 未 提 及 有 种 植 冬 麦 之 事 ,， 然 而 证 族 诗 蔷 地 青 释 、 小 麦 之 
收 种 期 (7 月 底 8 月 初 ) 此 说 极 有 可 能 。 

SEED His, TVS TE 4,000 米 以 下 , 但 海拔 4,200 米 上 目下 的 向 阳 册 坡地 

LWA RAMBO. HAT RS WCRI RE), 例如 丹 达 山腰 之 土 基 卡 、 
马 利 山西 侧 、 加 拉 寺 附近 山头 等 涉 。 园 根 的 分 伪 较 青 牺 尤 高 ,有 些 地 方 种 植 青 生 不 能 成 
熟 者 还 可 以 种 圆 根 。 BURA WEE 4,400 米 处 只 一 家 住户 , ROAR, Ab ANGE, 

。 贺 根 虽 小 (9 月 下 旬 ) ,可 以 充饥 ， 有 能 充当 甸 料 ,是 为 沿 涂 所 见 种 植 贺 根 
最 高 之 处 。 小 麦 分 做 限 认 生长 期 较 长 不 及 青 称 为 高 (虽然 每 乾 青 释 地 里 都 杂 生 有 小 麦 )。 

一 般 多 在 3,800 米 以 下 ,但 在 3,950 2K Ab ae ee, Laver) Wye A Bp 
地 。 在 巴里 朗 和 嘉 黎 (海拔 4,000 米 ) ,— PLAT EE, AE ES, J RAR TE 

` 技 相 若 之 拉 和 孜 , 边 声 则 能 成 熟 。 此 中 原因 从 待 探讨 ,可 能 与 附近 地 区 的 地 形 (nH IK 
| 川 之 大小、 多少、 远近 等 ) 有 关 。 嘉 黎 附 近 老少 由 芯 青 称 不 能 成 元 ,多 所 青 黄 不 接 时 探 取 
BE Aw BB TM BY PT RR (EL BEE) 

EH AAT ALE A. SE RR PE NR, 只 有 生长 期 短 ， 

比较 抗 寨 、 耐 旱 的 少数 作物 和 少数 品种 类 型 ,才能 在 此 地 区 做 经济 裁 培 。 但 一 般 农民 对 

现 有 栽培 品种 的 认识 还 相当 模糊 。 田间 类 型 的 混 末 极为 普 逼 ,与 甘孜 昌都 一 段 情况 相 
落 。 青 和 方面 仍 以 四 毯 、 白 颖 、 长 世 、 白 粒 型 居多 数 , 其 他 类 型 较 少 。 有 一 、 二 地 方 如 局 
Al AB BE PE OHMS BaP BIE, CRS ERR 
ZEBRA EARE ME PRE PR. “AU (ERR, 
ALM) MMe, MEP AR, ABE. EHUB, HEAD EE. HE 
REM FELT, RRS. NED VANE (RAE) PR, E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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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EO ANTS RL A PEK PE ROR RAE RA 

RERWEA RARER AB TCNKA, MAAR TER GT PRRMIBRA KZ RY 

的 )。 小 麦 的 品种 分 佑 ,在 太 昭 以 东 地 区 全 为 长 世 、 红 颖 、 棕 边 、 红 粒 型 ( 芭 上 了 略 旦 兹 灰 

色 )。 每 块 麦 田中 虽 均 杂 有 和 插 蔚 或 白 颖 的 ,但 刘 杂 程度 很 小 。 太 昭 以 西 小 麦田 中 , BA 

许多 类 型 者 颇 为 普 逼 。 翻 越 页 布 巴 拉 山 以 后 , 这 种 趋势 更 加 明显 。 在 仁 进 里 附近 有 一 

See MiB Ah RM RE AA RE ARE A. EAA), 分 不 出 何者 为 

主要 类 型 , 且 穗 形 很 紧 , 与 以 前 所 见 者 不 同 。 在 拉 母 也 看 到 长 艺 、 和 白 颖 的 小 麦 地 ,重型 长 

大 而 紧 , 也 是 以 前 所 未 见 到 的 。 德 庆 、 拉 陡 一 带 扰 苦 红 颖 型 及 白 宁 型 也 比较 普 逼 。 世 土 

事实 说 明 雅 重 藏 布 江 流 域 的 拉 著 河谷 ,从 小 麦 品种 的 适应 性 上 来 说 ,与 边 声 以 东 沿 中 路 

BEG ER TREE POAT. PRATER KE ABR EME WIL. HERTS EWI, PYRE 

FEAS AE] BD Pea pS Bo TPT Be Jae HSA HH, HES BE, “RHE eS , AEFI Re , SEE 

也 稍为 多 些 , 所 以 能 够 在 此 地 区 生长 的 小 麦 , 类 型 也 比较 多 些 。 跪 豆 以 黑 皮 品种 为 主 ， 

闻 亦 杂 有 和 乡 神色 带 花纹 者 。 油 菜 则 有 大 粒 、 白 小 粒 种 之 别 。 

(=) ReaR 

4S WAM EARS HERE, STKE RK DR, Ale AAEM, ' 

PRE. HAIMA AN, EAE HE AR 20 一 30 +p, TRAE RA ERE 

惯 。 WEWEINS RE SFE — TS, 地 里 修一 些 极 简单 的 水 道 , 听任 次 水 乱 流 ,不 加 管理 。 

多 数 地 区 麦 熟 时 期 温度 不 高 ,为 避免 意外 慌 害 , 均 有 提早 收获 之 名 惯 ,尤其 是 在 海拔 较 

高 之 处 为 然 。 总 的 说 来 ,栽培 方法 极其 粗 简 。 不 过 春季 整地 前 一 般 均 耶 灌流 一 次 ,以 保 

aE PAT BE SF SSW AER ,秋收 后 亦 多 能 等 取 时 间 耕 斧 一 次 ,防止 田间 土壤 水 分 之 过 度 蒸 

发 ( 砂 土 地 很 轻松 , FADE A EEE A)», 是 甚 优 点。 虽然 各 地 的 耕作 方法 无 甚 差 遇 ， 

但 在 某 些 田间 操作 和 农具 使 用 上 , 仍 略 有 出 人 人。 例如 : 

收获 方法 一 一 边 声 以 东 地 区 及 拉 蒜 河流 域 收获 青 牺 、 小 麦 时 , 系 用 灸 刀 自 麦 御 基部 

割 取 , 捆 成 小 束 , 而 拉 和 鲁 \、 太 昭 、 顺 达 一 带 旭 蕉 腰 问 系 一 灸 刀 , FE AR ACHE CES 1 2k) 

夹 取 麦 穗 ,然后 移 向 灸 刀 制 断 之 , HE ASRS A SEB, Ze BR EA FF, ERAS Wi 

割 打 捆 后 即 以 牲口 黑 运 回 家 , 搭 放 在 屋顶 晒 架 上 。 拉 阵 河 流域 则 先 分 堆 堆 放 在 田间 , He 

王 数 日 后 用 人 力 或 畜 力 将 运 回 堆 场 操 放 。 制 穗 的 原因 不 详 , 晒 的 地 方 不 够 ,可 能 是 原因 

> 

W538 -547 33 i DR AR, TER. be AEE, 其 式样 有 二 :; 

— FE A TA_b NASER SBR — ABE ZEW LEGER ATE AY), PRS AR A ZETA EAH 

(AS 8 AED (an HULSE ) CWS. BENS Se — 8 A 4 “ZG, ERC Jes BN HE ICAE 

BK, MAE beh, Ab TE TA EATS. 1A Rise AE 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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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 域 , 则 将 收获 物 授 放 截 田间 或 空地 上 ,就 近 平 地 为 打 场 。 大 概 是 拉 陡 河 雨 岸 农业 上 比 

ORE, 田亩 较 多 ,屋顶 地 方太 小 , 堆放 不 便 , 打 场 更 加 不 便 , 故 改 为 坷 放 , 沙 专 设 打 晒 

之 场 。 
安 具 样式 一 一 边 韧 尽 东 地 区 , 复 地 是 二 和 牛 哲 杆 式 。 将 殊 畏 前 端的 横 木 头 ,直接 栓 在 

牛角 上 ,运转 非常 不 便 。 太 昭 及 以 西 地 区 , 则 稍 形 改良 , 改 用 木 制 套子 套 在 牛头 上 , 如 此 

EAT GE), 转 淤 时 也 较 轻 便 。 同时 在 殊 的 构造 上 也 略 有 不 同 。 太 昭 及 以 东 地 

区 ,有 的 是 复 柄 和 复 本 身 用 一 根木 头 做 成 的 , 下 端 弯 曲 成 一 角度 , IE AG IIE eA 

锋 。 有 的 是 下 端木 头 较 粗 ,修成 黎 头 状 ， 再 讼 其 中 屋 一 孔道 , RLU, Ae 

尖 用 坏 时 可 以 更 换 。 此 二 形式 都 比较 简单 。 在 拉萨 河 一带 , 复 疆 与 柄 系 二 委 木 冻 做 成 ， 

标 部 木头 上 端 与 蓝 柄 贴 合 为 一 ,而 下 盾 部 则 索 曲 延长 成 一 定 角 度 , 然 后 钉 铁 面 黎 甸 认 其 

未 端 。 这 在 松 土工 作 和 耐久 性 方面 ,是 比较 进步 一 些 。 太 昭 以 东 地 区 股 粒 用 的 耕 帮 ; 其 

打 板 都 是 用 一 根木 条 做 成 的 ,长 与 柄 相 若 ; TE DLE TAT TS EE, BEIT REL 

“而 短 , 系 用 几 根 短 木 条 糯 成 的 ,使 用 比较 灵 便 , 肌 粒 功效 也 提高 得 多 (不 过 在 拉萨 附 近 也 

a UE ARTE BS LORRI). 在 拉萨 河流 域 , 见 到 有 使 用 多 此 及 少 此 的 木 和 ， 
在 田间 破 集 麦草 或 在 打 场 时 使 用 ,这 也 是 在 太 昭 以 东 地 区 所 未 见 到 的 。 上述 利 种 现象 ， 

都 可 以 说 明 拉 萨 河 流域 确 是 个 农业 区 域 ,在 耕作 上 上 比较 其 他 地 区 为 进步 些 。 

各 地 播种 期 收获 期 早晚 不 一 ,每 随 气候 与 名 惯 而 机。 一 般 家 民 对 替 取 及 时 播种 不 

够 重视 。 故 同 在 一 地 播种 期 相差 牛 月 至 一 月 者 其 为 普 逼 。 HL PERS ER 
= A , 狗 为 阳历 4 月 , 早 者 藏历 二 月 底 , 晚 者 四 月 。 拉 蔷 德 大 一 带 春季 温度 薄 不 太 低 ， 
但 播种 期 亦 延至 阳历 四 、 五 月 间 。 按 作物 特性 说 ,小 麦 播种 最 早 ; 欢 力 青 释 、 跤 豆 、 油 荣 ， 

圆 根 又 灵 之 。 惟 一 般 安民, 不论 何 种 作物 ,多 一 和 视 同仁 ,同时 播种 。 治 途 所 经 各 地 , 青 牺 
收获 期 最 早 者 为 嘉 斑 桥 ,阳历 7 月 底 8 ARENT AR (HE); 次 为 昌都 附近 地 区 , MITE 
8 月 中 名。 拉萨 河流 域 则 在 9 月 中 名 至 10 月 初 。 小 麦收 区 期 一 般 较 青 牺 晚 10 日 上 下 。 

一 般 襄 来 ,病害 方面 不 很 厉害 。 由 放生 长 发 育 期 间 温 度 较 低 , 青 各 小 麦 以 条 锈病 为 
最 普通 ; 但 影响 不 大 。 不 过 有 儿 处 特别 严重 , 例如 洛 隆 宗 及 紫 拓 附近 的 少数 安田 。 此 
外 , 青 牺 坚 黑 穗 、 牺 黑 穗 病 \ 小 考 胆 黑 穗 、 散 黑 穗 . 黑 点 病 (Septoria?) WARS TEE 
青 牺 地 里 发 生 一 种 叶 斑 病 ( 待 饮 定 ) 颇 重 , 惟 敲 处 青 牺 主 为 出 料 ,关系 不 大 。 和 蛋 豆 以 锈病 
为 最 普 逼 。 AME UES BRA, 每 年 变 婴 不 大 ,但 在 恩 达 、 嘉 黎 ̀  巴 里 朗 、 士 
FERAL IN ASE, 引致 倒伏 。 

沿途 各 地 庄稼 生长 情形 , 优 劣 互 具 。 一 般 说 来 ,不 算 太 好 ,气温 不 够 、 土 层 状 薄 、 肥 
| RAS. 雨量 稀少 、 耕 作 粗 放 是 其 主要 原因 。 估 计较 好 的 青 释 麦田 , 每 雷 产量 不 过 250 
| 斤 上 下 ,一 般 多 在 100 斤 左右 。 据 调查 报导 , 青 行 产量 年 成 好 时 可 收 8—10 倍 , 革 收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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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K HG ORR IR RB BA se” SRR 

5 FE Fe RISERS 36 斤 ); THI RAS IO, 故 估计 的 每 雷 产 量 ， 

当 与 实际 情况 相差 不 远 。 然而 生长 发 育 期 间 随 时 遭遇 人 冀 践 害 , 收割 黔 运 堆放 时 亦 甚 

粗放 , 收 后 晾晒 期 间 了 听任 风 吹 雨 打 , 虫 星 易 吃 ,实际 收获 量 钨 俏 不 及 此 数 。 以 上 所 述 , 系 

昌都 拉 莉 间 治 中 路 线 上 的 宏 作 栽培 概况 , 此 中 有 待 改进 与 提高 之 处 颇 多 , AE 55 8 at 

论 。 

By. BARE 

(一 ) 蔬 荣 分 侯 

依据 地 势 海 技 、 气 钻 及 生长 季节 长 短 等 情况 ,沿途 所 经 地 区 的 蔬 茶 栽培 ,可 分 为 下 
Jil = 74> HAS: 

1. 高 塞 地 带 
此 带 地 势 较 高 ,气候 塞 沦 ,人 烟 稀少 。 海 拔 4,000—4,500 米 。 包 括 念 青 唐古拉 山 侧 及 

高 达 拉 山 以 西 地 区 ,为 巴 利 郎 、 拉 考 边 去、 士 基 卡 、 嘉 黎 、 阿 杂 、 古 里 、 常 多 鹿 马 黎 及 饲 海 

金 等 。 BERAKERE OE, 生长 季节 甚 短 , 由 5—6 月 间 开 始 至 9 月 上 旬 为 止 , 狗 
100—130 HEA. 

DAHA A 4, RARE, ERT RO, E4400 RB 

APTS MAB BRK, PRG OU RIORAE ES AR, 4,400 米 以 下 
至 4,000 米 地 带 , 除 元 根 外, 1 PT ELBE AR RE b , 4,000 2k Whe AY ILS 9988, 

‘BE HET _E OVA FS EAA HG OSE , A AE ERIS TG Ue, BRP J HL — BEM ARK RAR AE 
类 的 蔬菜 种 类 。 

2. Wa Seve Waa 

HAS LS BERT AS UG, SEEDS MA ERE. PEK 8,600—4,000 米 。 每 20 一 30 里 朗 可 发 

现 人 烟 , 包 括 思 达 、 马 利 、 洛 降 宝 、 加 拉 寺 、 拉 和 鲁 、 下 马 通 仁 进 里 等 地 。 WAAR 
生 , 惟 生长 季节 较 长 ,由 5 月 中 旬 开 始 至 9 月 中 下 旬 为 止 , 约 有 120--150 日 左右 。 

此 地 带 蔬 荣 种 类 较 前 者 为 多 。 除 元 根 、 荡 上 仆 、 拉 萨 白 荣 及 马铃薯 可 普通 种 植 外 , JE 

有 四 川 青 菜 .内 地 黄 伞 和 白 及 大 新 等 之 栽培 ,但 亦 不 过 仅 限 放 根菜 及 叶 荣 类 蔬 某 而 已 。 如 

能 改善 栽培 方法 、 提 高 栽培 技术 赣 利 用 冷 床 及 风 障 等 设备 , 除 可 增加 根 某 及 叶 荣 类 的 蔬 
某 种 类 而 外 ,还 可 增加 一 些 革 菜 类 的 蔬 荣 ,如 匣 敌 、 薛 蓝 等 。 

3. 温暖 地 带 
此 带 海拔 较 前 两 地 带 为 低 ,气候 亦 较 温 暖 。 海 拔 3,200 一 3,600 米 。 人 烟 较 为 稠密 ， 

每 三 、 五 里 邹 可 发 现 一 村 庄 , 为 沿途 所 经 地 带 的 主要 农业 地 区 , 包括 昌都 、 澜 泥 坊 、 演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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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玉 桥 紫 拖 、 硕 督 太 昭 、 墨 竹 工 卡 、 拉 母 、 德 庆 等 。 后 四 处 海拔 虽 略 超过 3,600 米 , 但 因 

位 於 太 昭 河谷 及 拉 苹 河谷 , 受 印 度 洋 暖 流 之 影响 , 故 气候 志 暧 , 特 列 人 温暖 地 帝 。 

BRERA BS, 蔬 荣 种 类 还 志 前 两 地 带 为 多 。 BRR RIP AOR GRAY] Bie 

种植 外 , 董 荣 类 、 果 叶 类 (包括 黄 果 、 若 果 及 瓜 类 ) 亦 可 种 植 。 现 有 之 蔬 药 种 类 , 有 元 根 、 

性 下 ARE b S35 RARE HEAR, ESE AR, DOTA, HE 
Ae FER SER SER GE EMA WT A HH RS, 

KAS Z ALARA, DEP SARE APR OE b CARE BE 

EE FERRARSS, FUBEALIRAREWOSERE, HE DLW ARR A EEE AK IR, ede 
PRE, AABUR RIE: RIGOR RIA KR UEL RA, 则 一 般 茄 果 及 
WEBRSS. 

(=) FERRO RPRERRS Hi 
SRA IN HS SSS _L BOR, ARAB EMEA SES TR DADE AL mT eR 

后 ,田间 种 植 的 蔬菜 , 大 部 均 已 收获 , 没有 获得 实地 观察 的 机 会 。 仅 就 治 涂 所 见 简 述 如 
下 : . 

二 根菜 类 
(1 ) 元 根 一 -有 和 红 皮 、 白 皮 及 红 白 皮 三 种 。 
1) 竹 皮 种 一 一 皮 淡 紫 红色 ,白肉 , 根 贺 球形 或 局 圆 球形 , 以 圆 球 形 者 居多 ,丰产 ， 

耐 崇 藏 。 昌 都 解放 委员 会 , 今年 所 种 植 的 元 根 , 大 者 每 个 重 达 19.5 JF, 为 内 地 所 罕见 : 
高 塞 地 带 如 察 拉 村 都 谭 足 家 荣 地 元 根 , 大 者 不 过 牢 斤 ,产量 亦 低 。 由 昌都 至 拉 莫 治 途 均 
有 和 红 皮 种 元 根 之 种 植 。 

2) 和 白 皮 种 一 一 皮 和 白色, 白肉 , RMS, 或 局 圆 球 形 。 肉 质 棚 密 , 崇 藏 能 力 较 差 。 
大 多 混 植 於 红 皮 种 中 ,所 估 上 比例 数 甚 小 。 

3) 红 白 皮 种 一 一 皮 大 部 分 为 白色 , PAY SRT, 根 形 多 为 局 
圆 球形 。 一 般 元 根 田 中 均 可 发 现 ,可 能 系 红 皮 及 白 皮 种 之 杂交 种 , 惟 所 估 比 例 数 葡 少 。 
(2 ) 划 下 
1) 并 皮 种 一 一 分 春秋 雨 种 苇 沾 
CF) $88 | ——BRERACAKME b , 皮 水 红色 , 根 圆 雏 形 , 和 白肉 , 肉 里 竹 嫩 ,含水 分 较 多 ， 

宜 饼 泳 拌 生食 。 多 锥 早春 播种 ,夏季 收获 ,所 需 生长 期 较 短 。 昌 都 及 拉 蒜 较 大 城 饶 有 种 
植 者 。 

( 乙 ) 秋 查 下 一 一 皮 和 红色, 长 圆柱 或 辆 雏形 ,白肉 ,肉质 较 秋 , AOE, aE RT 
醉 制 成 荣 ,丰产 ,而 院 藏 。 夏 季 播 种 冬季 收获 。 拉 阵 作 一 宏 场 今年 所 产 者 , 每 个 重 达 20 
斤 者 屡见不鲜 。 为 冬季 最 主要 之 蔬菜 。 由 昌都 至 拉 茧 ,沿途 多 有 称 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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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 SBE b RA RSF A AIRE b 
(FF) SBGHE |b — 6 Be ARSGIRIGETE, A BONNE EASA, A, DV, AE 

RS, ARE LAK CRAM ALA, URS, AMAT, BGG, BE 
5 Ht TEES HAZ, i 
。 ( 乙 ) 内 地 象牙 和 白 牙 下 一 一 白 皮 , 根 长 圆锥 形 近 似 象 牙 故 名 。 肉 白色 , AVEO, 含 
水 分 较 多 ,品质 甚 佳 , 炒 考 或 生食 均 可 。 沿 途 甚 少 发 现 , 仅 拉 莉 偶 见 有 栽培 者 。 

(3) BASE b 
1) $e BEF Je, INGE, Le ASA, ETE ATS , PI PRES, Da BE ET 

EF, BAB BES LZ 
2) 4K F}— RATE GINA FETION, WRAL, SRBEEE, BADELBE EH 

De ak 
2. 叶 菜 类 
(1) 828 
1) HB aA — PPI PERS AAS OL HE, ARAB BE BRS, JE I 

KES ZAR. AWA, MAAR, HEMMER, 品质 欠 佳 。 由 昌都 至 拉 际 

沿途 均 有 种 植 。 亦 为 藏 民主 要 蔬菜 之 一 ,以 在 硕 督 所 见 者 最 大 ,每 株 重 达 十 余 斤 。 
2) 内 地 黄 伞 白茶 一 一 叶 缘 色 , 植 株 直 立 , 呈 全 千 球 状 ,内 部 稍 有 嫩 忆 ,播种 时 期 不 

适当 时 , 每 发 生 抽 苦 现 象 。 黄 芽 白 菜系 新 自 内 地 引进 之 品种 ,在 昌都 、 洛 隆 宗 、 硕 督 、 拉 

茵 等 地 见 之 。 
3) 四 川 青菜 一 一 叶 深 煌 色 而 肥厚 ,叶柄 多 弯曲 生长 。 味 鲜美 , 炒 食 或 作 酰 荣 用 均 

可 。 种 子 多 由 四 川 引进 ,昌都 、 硕 督 、 拉 际 等 地 有 栽培 。 
(2 ) 甘 蓝 - 一 .又 称 唱 花白 或 洋 白 茶 , 大 致 可 分 为 马 圆 球形 及 圆 球形 雨 种 。 
1) 局 圆 球形 种 一 一 叶 深 各 色 , 叶 背面 有 白 霜 , 叶 球 呈 局 圆 球 形 。 成 熟 较 晚 ,丰产 ， 

HSH. ALE ARB ETT, ASE BESS 20 斤 ,每 个 重 在 10 斤 左右 者 则 屡 见 之 。 
2) 贺 球 形 种 一 叶 弥 色 , 叶 球 呈 圆 球 形 ,早熟 , 重 者 每 个 可 达 56 斤 。 
以 上 雨 种 类 型 的 品种 ,在 昌都 \ 硕 督 、 拉 疼 等 地 均 有 栽培 ,其 种 子 大 部 来 自 印 度 。 
(3 ) 菠 荣 - 一 沿途 所 见 均 系 有 刺 种 中 国 小 荣 , 叶 柄 和 长 , 叶片 薄 , SRE BIE. 

拉 阵 从 一 安 场 今年 售 试 种 扰 刺 种 西洋 沙 荣 。 
(4 ) 芹 荣 一 一 叶柄 中 空 , 合 织 维 质 较 多 ,为 中 国 莉 荣 , 昌 都 、 硕 督 , 太 昭 、 拉 茧 等 地 均 

ABS 
(5 ) SES ——_ RBA AS AT EPR, LAD PE ESS 
(6 ) SEAS — Peete EAB 68, 1 AB HL ED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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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生 荣 一 “有 花 叶 及 竺 球 两 种 , 仅 拉 阵 一 地 见 之 。 
3. MA — fades LE WEE RE, 
(1) 55 9438-— TERE, ARG RR 
1) KA — KS, AW, MES LMA RAI, SUR TER, 

SIAL BED, ROEM VARAL ES IRATE, SERRE ETE 10 DLE, 多 者 每 
ACT 80 4, (AEB TRS, BOREL, AV EURREE SEA, 在 4,000 米 以 下 地 带 ， 
均 有 栽培 。 

2) 和 白 皮 种 一 一 皮 和 白色 ,白肉 , 志 昔 多 为 风 圆 形 ,芽眼 少 而 洒 , 叶片 较 大 , RS A 
生长 ,时 淡 粮 色 , 开 自 花 。 每 实 千 募 上 上 \ 作 志 , 丰 产 ,成 范 略 晚 。 含 水 分 较 多 , WR, 及 
HE, 4,000 米 以 下 地 带 均 有 栽培 。 

(2 ) 萝 箱 一 叶 和 绝色 , 叶 面 有 折 希 ,仁和 长 ,昌都 、 硕 督 、 洛 隆 宗 、 边 寺 , 太 昭 、 拉 阵 竺 
地 均 有 栽培 。 

( 3 ) 巷 蓝 一 亦 称 球 荃 甘 蕊 。 贺 球形 ,外 皮 淡 入 色 , 肉 白色 , 宣 炒 食 及 泳 拌 ,让 可 栈 
制 成 茶 。 拉 隆信 一 安 场 今年 所 产 , 大 者 每 个 可 达 10 余 斤 。 昌 都 及 拉 阵 两 地 均 有 栽培 。 

(4) KR—#HHEX SERS R= Hh, 
1) BERR, K LMU, FO, EMTS, MORE, 类 似 北京 高 

BISA, AAU BEY LBL, 
2) Si BEA — mbes, BE, SES EG, RPE, HOR EIS IAL EI 

i, BAMA. 下 
3) SEA — re, EA ER RR, ER, 下 粗 上 和 抽 ,每 株 有 分 

HLA 个 , 仅 拉 蔷 见 有 栽培 
(5) K#—AMKRG KWH, LAA TE ERS, TCE AT 

READ AE SS, ALBERT RAS, SANABAN SS LAA IE SR Ot, EP 
4. SEI 
(1) BA — ATOR T OPERA Ae LIN AL, MELE AWE TERETE 4,000 2K 

DAE BUST, QRS AD GL OLESALBE LZ 
(2)8U—APRETRMIERV WT, PAU, 种 皮 黄 宰 色 。 印 

度 蚕豆 分 枝 较 多 , 种 皮 褐 紫色 。 中 国 乔 辟 在 昌都 \ 硕 督 及 拉 阵 均 有 栽培 ,印度 蚕豆 仅 在 
Hie RS, 

5. 瓜 类 
在 昌都 \ 硕 督 及 拉 际 三 地 均 合 走 种 南瓜 , 以 拉 攻 成 本 最 好 ,大 者 每 个 可 达 十 余 斤 。 

品种 有 长 圆 形 及 局 转 形 两 种 ,以 长 圆 形 类 似 西 萌 划 者 居多 , 皮 为 青 丢 色 之 花 皮 。 在 昌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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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A RAN, APRA 2-3 条 , 长 不 过 3 一 4 寸 。 TERE ARMM 
等 , 惜 在 千 瓜 初期 朗 为 冰 埠 所 摧毁 。 

6. 茄 果 类 
在 昌都 和 拉 阵 均 人 试 种 番茄 .辣椒 及 茄子 。 昌 都 今年 因 青苗 较 晚 ,成 续 不 佳 。 拉 绪 
所 种 辣椒、 茄子 均 为 冰 志 所 摧毁 , 仅 番茄 得 侍 锡 ,成 续集 好 。 其 品种 大 臻 可 分 为 红粉 和 
及 黄色 三 种 颜色 之 品种 。 

(三 ) 沿 泛 所 看 到 及 听 到 有 关 蔬 荣 方面 的 主要 问题 
1. 臣下 、 白 全 抽 营 问题 “这 是 康 藏 高 原 上 一 个 普 逼 存在 的 问题 , 特别 是 自 内 地 新 

引进 的 品种 ,多 发 生 抽 苦 现象 。 关 截 抽 苦 原因 , 交 向 各 方面 调查 千 果 有 如 下 几 点 意见 : 
(1 ) 株 行距 太 小 ,种 植 过 密 ; 
(2 ) 种 子 陈旧 ,为 三 年 以 上 之 陈 种 ; 
( 3 ) 播 种 时 间 不 适当 ,种 植 过 早 ; 
(4) 内 地 引进 品种 ,其 原 栽培 地 与 此 地 气候 环境 不 同 。 
以 上 的 各 种 解释 你 不 扰 相 当 理由 , 惟 推 其 根本 原因 ,还 是 植物 的 阶段 发 青 问 题 。 按 

植物 均 有 其 一 定之 温 期 阶段 , 自 内 地 (特别 是 自 川西 ) 引进 之 蓝 下 、 白 荣 品种 , 温 期 阶段 
i Sa, FES HUE , REE, 因 温 度 较 低 , 容易 满足 其 温 期 发 育 的 需要 , 因 
而 提早 基 当 年 抽 苦 开 花 。 防 止 抽 苦 的 办 法 , 除 注意 上 列 各 点 外 ,应 尽 可 能 自 气候 较为 塞 
痊 的 或 与 当地 自然 环境 相 接近 的 地 区 引种 ,站 注 意 其 原 地 之 播种 期 。 

2. 栽培 技术 落后 ,管理 粗放 ”西藏 本 非 蔬菜 产 区 , 藏 民 亦 无 食 菜 名 懒 ， 因此 对 大 芯 
ARIE, LABOR, WCE A BUG, REMEBER ALI, BUR ER 

5 AREER 8 IG eR A ae es ARSE, 而 任 其 自然 
Pe ee 大 量 肥料 , RSMAS, 
猪 情况 , 虽 非 家 家 如 是 ,但 区 一 普 逼 存在 之 事实 。 

3. 蔬菜 种 类 及 品种 过 蕉 简单 ”西藏 地 区 原 有 栽培 蔬菜 , 只 不 过 元 根 、 中 下 及 拉 孜 
白菜 等 少数 种 类 而 已 。 解 放 军 入 藏 后 ,由 内 地 带 进 许多 蔬菜 种 子 , 蔬 菜 种 类 与 品种 始 水 
渐 增 多 。 此 种 现象 的 形成 ,一 方面 由 於 藏 民 平时 生活 方式 简单 , 缺少 吃 荣 的 避 惯 ; 另 一 
考 面 则 由 认 交 通 困难 ,内 地 优良 蔬菜 品种 不 易 引 进 。 今 后 交通 逐渐 便利 ,人 民生 活 需要 
提高 , 宣 自 内 地 引进 优良 品种 ,丰富 现 有 的 蔬菜 种 类 ,以 提高 一 般 生活 水 平 ,而 有 助 谎 身 
体 的 营养 与 健康 。 

4. 院 藏 加 工 间 题 ” 藏 民 种 植 芯 荣 甚 少 , 故 谈 不 到 加 工 制造 及 崔 藏 闫 题 。 各 地 兵 站 
虽然 提倡 种 植 蕊 荣 ,但 对 芯 加 工 制造 及 上 藏 之 知 哉 亦 甚 缺乏 。 今 后 宣 加 提倡 , 蓄 介 炙 加 
工 制造 及 辽 藏 方面 的 知识 与 技术 , 佛 对 目前 生活 有 所 改善 ,以 及 增加 农民 径 济 利 俭 。 



附录 四 “昌都 拉 蓝 间 ( 中 路 ) 农 牧 生产 情况 及 其 发 展 前 途 231 

5. 探 种 问题 MRR eR ZS, BR = PRA, 个 别 安民 有 自行 留 

种 外 ,大 部 分 所 需 蔬 荣 种 子 均 仰 输 论 外 地 。 外 来 种 子 除 新 旧 不 一 、 种 子 不 纯 外 ,同时 对 

当地 环境 亦 多 不 能 适应 , 常 遭 失败 。 今 后 宜 提 倡 当 地 自行 留 种 。 在 条 件 较 好 如 昌都 、 拉 

库 等 地 宜 谢 立 探 种 围 , 以 供 葵 毗连 各 站 所 需要 的 蔬菜 种 子 。 

Hi. BUCHER 
(—) Sinai : - 

Babe tbe (PHS) PREAH RB PARES DERE RL AEA ea 

PAR IRR, Zor hte tee 4,000—5.000 >k Fi LL ee (CLT AS LU), 4 

LAS EAA) BREE RAEI AE, FERRARA ( 滴 

洽 江 与 怒江 流域 的 分 界 ) ER TTS. EL, Se SLs BE HL RS 

都 . 夏 拉 页 巴 。 属 亦 雅 重 藏 布 江 流域 者 , 有 嘉 黎 、 北 山沟 、 阿 杂 湖 , 拉 备 西 附近 的 布 落 达 
SLA NS Wa a, 

bike Hh, BRED S AD EES ILS BE EBRD, eB FE AEE, 

Hae Be HO RR BBE Be, 作 一 初步 估计 ，, 平均 密度 为 70 亩 一 头 牛 ,15 一 20 

亩 一 头羊 。 由 於 对 牧 短 移 动情 形 不 详 , 草 地 面积 及 产 草 量 不 明 ,未 能 精确 地 测 出 该 等 草 

地 的 载 畜 量 。 但 自 以 上 数字 可 以 推 知 ,其 数值 一 定 很 小 。 我 们 人 在 打 咀 拉 杂 取样 估计 ， 

访 地 的 每 亩 产 草 量 为 80 市 斤 , 只 及 内 地 的 1/5,， 其 他 各 处 也 不 相 上 下 。 所 以 沿 乏 牧 场 

虽 甚 辽 关 ,而 探 草 数 量 很 少 , 草 质 很 劣 (估计 一 个 刨 料 单位 约 在 80 市 斤 以 上 , 狗 为 内 地 

之 4 倍 六 扰 怪 乎 草地 驶 野 ,而 后 羊 乱 多 。 何 驶 每 年 在 此 交通 和 线 - 上 ,通过 的 默 运 牲畜 不 下 

数 万 ( 据 调 查 拉 蒜 与 内 地 间 的 物 痊 交流 ,每 年 鸭 有 4 一 5 TK, SCH ORE Be AR 

计算 在 内 ) ,对 放 草 地 的 路 食 消 耗 是 相当 可 观 的 。 

一 般 草 地 以 东 草 科 植物 为 主 , 1K 90%, 一 部 分 是 荫 草 属 , ARR kB ZA 

地 及 高 山 平地 上 。 一 部 分 生长 在 河 潍 及 低温 地 带 者 是 阐 蒋 届 。 前 者 为 短 草 类 ,高 仅 5 

厘米 左右 , 叶 质 条 嫩 , 牲 畜 喜 食 之 , 惟 太 短 不 宜 便 马 。 后 者 高 达 15 一 16 JK, SEM AA, 

BME UA BSE, Us iA AEA AEP. viviparum) , LZR (Potentillu spp.)、 

fii (Cirsium spp.) VEmIARS:, AAPA ALAA HH, EA, ERS LE 

地 上 (不 是 典型 草地 ), TY PE He PLEA INAS, 除 上 壕 外 , ASME. SAE (Vicia 
spp.). BEB (Hedysarwm spp.)、 蓝 花 槐 (Sopjocau vicitf olia) , By Ke AES (Agrostis spp.) , 

狠 尾 草 属 oe I mperata spp.) 等 。 

至 论 毒 草 种 类 ， 沿 途 慨 见 者 有 : 乌 头 属 Aconitum’ spp.) 、 飞 燕 草 属 (Delphinium 

spp.)、 天 南星 属 (4risaema spp.) {es BARB (Meconopsis spD.)、 紫 草 属 (Coryda1is s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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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 le(Stipa spp.) 6 $e) (Ranunculus spp.) xB “Euphorbia spp.) , Mee (Stellera 

Chumaegasme) 3% 23%) (Astragalus spp.) GR (Oxytropis spp.) 等 。 一 般 性 冀 均 能 
辨识 ,自觉 避 食 。 

(二 ) 家 瘟 的 分 做 
沿途 我 们 侣 对 所 见 的 家 畜 数 目 ; 作 粗 略 的 记载 , 虽 不 精确 , 可 供 参考 。 计 共 见 犊 牛 

7,309 头 , 穆 羊 6293 只 ,山羊 5.753 只 ,来往 过 路 之 驮 马 633 PC, BR 1,630 PC, HEALS 
PLP FRA _LASEE 3,318 头 , 余 旭 分 散在 安田 及 小 志 草 地 上 。 从 禾 牛 的 分 售 可 以 
看 出 ,中 路 沿 缚 实 为 安 牧 混 作 的 区 域 。 一 般 地 区 受 铅 料 限制 马 、 忆 极 少 。 大 部 是 安家 繁 
养 作 乘 骑 用 的 。 仅 在 打 咀 拉 杂 上 见 有 40 匹 成 大 的 局 。 但 越过 责 布 巴 拉 山 , 进 太 拉 蔷 河 流 
域 后 , 因 系 农 耕 区 域 , 有 作物 副产品 充 作 蚀 料 , 故 吁 、 局 较 多 。 

一 般 安 区 多 以 黄牛 为 乳牛 ,上 晤 牛 , 徕 牛 驮 运 。 ACID A ULE, 安田 耕 
作 多 用 小 黄牛 , 委 作 怨 用 。 沿 途 所 见 尾 牛 、 牺 后 在 体型 上 无 甚 差 届 , HEAP TA 118—136 
JK, HAF 125 一 127 厘米 ,而 西藏 黄牛 较 内 地 瘦小 , 仅 100 厘米 上 下 , 似 另 属 一 型 。 二 
般 而 论 , 草 原 好 的 牛 羊 体型 较为 肥大 。 例 如 夏 拉 松 都 三 岁 之 葛 羊 ,可 履 肉 骨 98 斤 12 十 
者 序 为 明 例 。 山 羊 与 篇 羊 的 分 售 , 因 地 势 与 猎 济 条 件 而 有 所 不 同 。 出 势 崎 同 之 处, 宣 亦 
AFUE, AAV HR, SEAL PR, AZ i Hh, RES 
主 。 例 如 察 拉 松 都 至 嘉 黎 一 带 的 高 地 , MER AL A, 山羊 不 过 10% 左右 ， 但 括 阵 
河流 域 是 一 个 较 富 诺 的 农 区 ,一 般 轻 济 条 件 较 好 , 故 纺 羊 亦 显 较 山羊 为 多 ,其 实 此 等 羊 
BRAINY RAIA. 
YER EE EAT BR, FE, AIRE IE, BOA SERA, HM pS 

JE GEIS RISE, EIS, ELI, HE 4—6 寸 ,大 者 体重 120 FF, ARSE 
Hi EPRI, AFD Fe, EFERE, FGM PE EAE, ES WR, 间 
亦 有 黑白 班 者 ,年 产 卵 50 一 100 枚 。 

(三 ) 饲 养 管理 与 繁殖 情况 
Aa) BOE AE ARES TERRE BC IE MED EN Bees, PL PRP SVL 

BSA APS WEE JAD EEL RL, FEET EI ILS, (REGGIE, SRS EIESRPEIR, OEE 
WE WS LAB), WARTS ML, REBUM ERAS, SEA Sve EP, RAE 
RIE, Pani aK, ABR Kee, 牛 莲 内 部 极为 简单 , 有 固定 之 

门 宿 出 大 ,中 间 露 天 尽 通 烟火 ,四 周 陈 放 队 具 、 食 具 、 牛 闭 ( 燃 料 ) 以 及 枞 奶 潭 .酥油 简 、 晨 
牛 灶 、 较 具 等 。 家 区 的 住 屋 楼 下 大 问 概 为 说 ( 也 有 在 屋 前 建 棚 舍 ) US, VGH, 
ABA AIEEE, TRAILS, 邹 牺 合成 震 , 赶 到 山野 间 自 由 放牧 。 IL 
MEME EH, SHE 5 一 6 月 间 , 每 只 羊 产 一 、 二 斤 , 太 昭 以 西 在 5 月 及 8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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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5 AMA AFB MME. 
SERA a, RK PRB AES ER. PEPE RCH HT 

— WE Se T— 8 ARIE EL. RW PREPS, NAL WOE AR TE Be LO 
SEEDCME, SAM D THR AR GERD. LER Bl in 
G2 HH BN -S eRe, 因 地 势 高 ,气温 低 , 生 长 期 短 , 一 般 老 乡 仍 种 植 青 释 , PROP AE a OO 

蚀 料 。 诽 马 山 以 东 地 区 ,未 见 有 探 草 习惯 , AE EG A I, 则 有 专 赴 山 野 割 青 

草 (MER WES) , 呆 干 后 储备 做 干草 之 举 。 一 般 安 耕地 的 作物 蔓 程 均 储备 之 以 做 
ABA AAPG ANNE, AE, TIERS ABT, Be 

WIE, SAA BERL, PRB EEF, TEE LRIR AS PBR, MAE BH EE 
AURA, A Ee UE EK EE IN, IRR 
PE, SRA A ATER, BRM, HAA ER. BEIT 

EERE BE. CAPRI, ERA WAT. TERME SE a, 
fPEPEIE, WER Gh BAS fel EAA EE, PRESET. FER BL, AB 

TA FLL, RR I, WE RE SAP RSL, BREE. 
我 们 限 於 时 间 与 语言 及 其 他 原因 ,沿途 未 能 对 牛 羊 的 繁殖 这 做 比较 正确 的 了 解 。 但 

” 据 一 些 收 民 说 ; FEA HI 50%, AE 40%, WIE. 兹 举 沿途 数 处 所 网 
的 成 畜 及 仔 畜 的 比例 如 下 : 

We PE BIE HME 

地 点 着 别 成 年 冀 ( 头 ) Mh GB (%) gf 殖 率 

察 拉 极 都 te | 73 20 27.3 

下 马 通 hE 4 30 7 23.3 

SHARE HE) SP 73 20 27.3 

Wal AG 10 4 4 40.0 

Wa] 4S ai + 10 6 60.0 

格 列 母 松 都 fe: oF 180 58 32.2 

RS 入 省 96 10 10.4 

巴里 蝴 mam 86% 3 1 33.3 

RS an = 59 12 20.3 

— DEBS, RBS. PEAS R are Beer AAFP ZK, 留待 “ 

以 后 深入 调查 更 正之 。 iE STE 5 一 9 AREF, ISTE 5 月 ,篇 羊 在 7 一 8 月 间 。 后 

三 岁 开 始 配种 , 马 四 岁 , 羊 一 岁 。 憩 牛 配种 时 ,以 三 数 头 牡 牛 配 一 冻 民 牛 , 配 种 后 朗 用 稀 

牛 凑 涂 背 上 作 刀 号 。 此 种 二 重 交 配 法 是 很 合乎 科学 的 ,不 但 受胎 率 高 , 且 所 产 御 牛 比较 

健壮 。 为 了 控制 羊 的 配种 ,多 用 布 条 将 牡 羊 生殖 器 的 部 分 围 住 , 限制 其 在 平时 自由 交 

配 , 待 适当 的 配种 时 期 来 到 时 ,再 将 布 条 解 开 ,如 此 可 以 控制 产 盖 期 ， 便 共管 理 , 不 至 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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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R, AER PRAIA, WTB EK, BRA RH BS Pee 

WR Been, APRS FEBS 5 Fo, Bia FE 5 元 。 

FEI. THER BE EA a UR ZS, 牧区 虽 广 而 草原 不 裕 ,， Fe SE 

极端 粗放 ,以 致死 亡 率 高 , 境 殖 率 小 ,产品 质量 均 较 低下 ,影响 牧民 的 经 游 收 丛 很 大 。 除 

受 自 然 条 件 的 限制 和 社会 传 称 的 束缚 外 , 畜牧 技术 的 落后 也 是 一 个 主要 原因 ,应 变法 逐 

步子 以 提高 。 

A. RSA 

RBA ORR ISEB, 自 洛 隆 宗 饭馆 拉 陆 治 交 通 缚 地 区 ， 均 有 

此 病 流 行 。 对 姑 众 的 收 丛 和 支援 运输 任务 影响 很 大 。 次 为 牛 传 桨 性 胸膜 肺炎， 散发 在 

KBD BP. 牛 瘟 在 这 次 行程 所 经 各 地 虽 未 闻 有 所 发 生 , A AERK “IAEA RK 

IE SARE CES. HEA RETO, RB BA tn Ei se 
WEA, EDC ED, UR AG RRS, CoE AAX 

Fea D thi BG WOT ATER P 
1. 牛 羊 口 跌 疫 : 此 症 PRR BS TM, 死亡 率 虽 不 高 , (Bt 

作 效 率 颇 大 。 康 北 地 区 的 牛 羊 1950 年 亦 售 发 生 此 症 。 此 次 访问 所 得 , 自 洛 隆 宗 以 渤 拉 

BEVERY, Ae MEA SEG TA I ee RIA, St RAL. SES 
PHSER ARE TEMR, 又 据 丁 青 军 分 区 兽 防 队 方面 的 报导 , 该 分 区 本 年 
PIECE =H sk, SY LOS, ME BALI BE, BAER RAE 
VEE AT LRT. AEG AAS AER, REITER, HES 
特 重 。 或 调 每 年 秋 后 必 有 此 病 ,今年 夏季 干旱 故 发 生 尤 烈 。 另 有 人 反映 ,当地 和 牛 只 自 参 
加 支援 默 运 工作 回来 后 , 便 把 此 病 带 来 。 从 以 上 的 报导 , 发 生地 区 除 中 路 沿 稼 外 , HA 
北 路 及 拉 耶 附近 各 交通 沿 入 的 广大 地 区 。 同 时 由 於 当 地 牛 只 分 伤 饲养 和 使 用 的 避 惯 ， 
时 有 病 畜 自由 流动 , 底 舍 用 具 产 品 等 概 不 消毒 ,这 些 都 是 输 予 病 疫 传人 的 良好 机 会 。 每 
年 夏季 在 各 地 交通 运输 蝎 通 后 ,可 能 将 甲 地 之 病毒 带 至 乙 地 , 而 在 乙 地 草 延 滋长 ， 然 后 
又 传 至 丙 地 。 此 种 地 转 交错 的 传染 ,可 能 是 康 藏 地 区 牛 羊 口 踊 疫 经 常 存在 的 一 个 原因 。 

至 於 损失 情 况 ,一 般 来 说 ,此 病 如 发 生 在 春 塞 草 枯 的 时 候 , PCE pe FL 
牛 屋 ,其 死亡 率 可 高 至 20 一 330 多。 据 硕 督 兵 站 其 运 牛 只 的 登记 材料 ,在 3,600 Shek, 
因 患 口 踊 疼 而 死亡 的 有 400 多 头 。 边 声 宗 喇嘛 寺 才 放 在 各 牛 场 乌 养 的 牛 只 ， ASAE 
此 病 流行 ,母后 得 病 ,小 牛 死亡 ,不 但 没有 增殖 , 反 有 沽 少 趋势 。 又 据 太 昭 兵 站 报导 , 不 
久 前 有 100 头 默 牛 自 太 昭 西行 , SEES AIDE 16 头 , 另 有 一 批 50 Sk, FERIA Sk, MM 
以 上 雾 星 报导 , 口 足 疫 的 死亡 多 在 10% 以 上 ,直接 .间接 对 大 支 授 运 输 的 影响 很 大 。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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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T IE AR AR AA EER, SRT 
KER S BCE, A Ye BSI CASL OORT , BS EAT RL, 
SAH ES A RNR Ae, SSBC A EE, IE ATE OL 

“时 ,只 好 请 喇嘛 念经 , 求 神 护 佑 , 但 亦 有 用 士 法 或 草药 治疗 者 。 硕 督 老乡 有 以 红土 涂 牛 
特 角 , 和 白土 涂 口 部 ,再 用 铁 针 刺 杆 天 和 四 足以 放血 者 。 边 声 老 乡 有 以 麻 香 灌 病 牛 者 , 效 
RARE AAEM, SUB BIA ERK, 也 知道 应 予 隔离 , 但 
对 隔离 原理 了 解 不 够 , 故 其 施行 亦 不 微 底 , 只 能 说 是 病 建 分 到 分 牧 而 已 , RABI eh 
管制 、 讼 区 的 封 镇 以 及 弃 舍 用 具 产品 等 之 消毒 。 一 般 老乡 每 於 发 现 较 多 疫 畜 时 , 才 分 别 
放牧 , 将 病 畜 另 放 远 处 ,以 示 隔 离 , 其 实 为 时 以 晚 , 不 但 收 不 到 隔离 预防 的 效果 , 反而 把 

| RGB, 我 们 在 历次 座谈 会 上 都 指出 本 症 的 严重 性 , 说 明 隔 离 消 毒 的 原理 及 
其 施行 方法 , 希望 行政 便 导 与 短 众 扩大 宣传 , 使 未 病 区 预防 传 入 , BARA, 限制 其 行 
动 , 薄 酌 情 了 予以 治疗 ,以 期 早日 痊 瘦 但 一 致 的 要 求 : 希 望 上 航 便 导 赶 派 兽 医 人 员 揣 带 药 

。 械 分 赴 各 地 ,具体 的 防治 指导 (已 转 请 西藏 工 委 农业 部 考虑 办 理 )。 
2. 4H: 我 们 所 径 地 区 本 年 未 并 有 雯 症 发 生 ,但 一 猎 谈 及 , RRR. BE 

歼 宗 丁 本 说 , 大、 七 年 前 该 宗 撒 玛 村 有 17 家 千 厂 ,因为 传染 牛 疯 全 部 牛 只 死亡 。 在 太 
昭 、 乌 西 岛 了 解 时 , 亦 说 前 年 发 生 过 一 欢 , 沿 途 牛 只 死亡 其 多 。* 芝 种 惨痛 的 教训 , 深 列 地 
印 在 每 个 养 牛 者 的 腊 筋 中 。 仿 年 虽 扰 此 病 , 但 仍 随时 提心吊胆 。 

”下 攻防 治 方法 , 除 请 喇嘛 念经 外 ,与 昌都 地 区 相似 ,也 喂 给 牛 瘦 毒 血 。 其 原始 毒 种 ， 
据 硕 都 得 众 说 ,是 探 自 病 瘦 的 野山 羊 (AEF), SHARAD CRE, 但 有 时 仍 多 死 
ooh | 

3. 后 傅 染 性 胸膜 肺 类 : MELA WK ARSE At Hd EB (> ER, 也 许 
是 调查 对 像 不 合适 ,也 可 能 是 发 生 较 少 , 未 加 留意 。 据 说 十 年 前 嘉 歼 代 发 生 过 此 症 ， 今 
年 太 昭 附近 的 夏 声 治 的 牛 厂 也 发 生 , 已 死 三 十 多 头 。 据 在 高 西 金 的 了 解 鲜 军区 和 卫生 部 
的 调查 , 自 岛 西 金 察 木 朗 远 西 以 及 沿 拉 际 河 雨 岸 耻 后 各 小 牛 厂 均 散 发 本 症 , 乱 有 死亡 ， 
当地 脊 无 适当 的 防治 方法 。 

4. RAS: 据 报导 , 俄 洛 桥 、 硕 督 . 嘉 黎 、 岛 西 金 等 处 均 有 雳 星 发 生 , PRM. 
TET. SEAR Wh ALA AERIS WO, WTAE, HER, RE RAE. 
We & SnSLAE PS, WES ER BA AT SE BE, BI EE, 
5. APOE: 此 病 除 喉 厢 外, WE THEME AAEM, ARN ESE. ARNIS I 
Wi ABU SEER PENCE. JERE WE WS HE. YEARS EM, BA HE 
SR VEL RSs A GET AB | BES A i PEC AS ES 

6. 其 他 家 畜 传 染病 , HERR TR, 绵羊 总 次 病 略 有 发 生 , 多 不 重视 。 但 另 有 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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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 EI AOS” ERA ADAM CEE. BR 
KT RABE Me, HAIRED GK, RGAE, HENNE, ATER 
BIZ. FAG BIL IRE FARRER BAAS AS, BEER 

ABE ELA EER] BEBE PE 
7. 常见 的 几 种 役 畜 病 伤 , Ee RG EE BH Ee 

病 。 较 伤 多 由 鼠 较 具 不 良 及 装置 不 称 或 乘 畸 不 异 所 致 。 且 得 病 后 不 会 休养 ,也 不 子 治 
疗 , 而 仍 粕 夭 役 使 , 致 有 形成 漏 管 者 。 但 此 病 一 经 处 治 , 多 很 快 症 交 ( 明 帮 通常 先 剪 除 串 
部 周围 灶 毛 ,再 以 热 水 洗 海 干 尽 , 涂 烧 热 的 酥油 )。 此 或 由 共 碌 藏 地 区 地 势 高 燥 , 紫 外 粮 
强 ,使 患部 笨 苗 不 易 繁 殖 之 故 。 ZN, WIS HRI, AER, BME NSE 
类, 间 有 为 乱 石 护 伤 表皮 者 。 RTE, HT 
身 健康 。 另 有 因 误 食 毒 草 中 毒 者 。 据 通才 之 经 验 , 当地 怕 畜 均 能 辩 记 毒 草 ; 自觉 避 食 。 
中 毒 者 多 来 自 远 处 ,少数 系 被 仙 俄 逼迫 。 一 般 中 毒 季节 多 在 春草 初 萌 和 冬 雪 草 枯 的 时 

K.—FE RRMA, 一 个 也 是 辨认 不 清 所 致 。 普通 在 长 期 驮 运 中 或 以 后 , 须 有 一 定 
充分 时 间 的 休养 ,否则 杂 病 闭 生 ,尤其 是 晨 牛 这 类 的 反 锡 动物 ,如 不 充分 休息 ,可 能 因 反 
锣 不 完全 而 引发 各 种 消化 系统 的 病害 。 

七 : JURA 

根据 上 述 , 昌都 拉萨 问 中 路 沿 煌 可 以 说 是 牢 农 咎 牧 的 地 区 。 因此 这 个 地 区 的 安 业 
(广义 的 ) 生 产 更 应 训 是 安 牧 策 郑 的。 也 就 是 说 ; 要 本 着 农林 牧 三 位 一 体 的 原则 。 Sh 
说 , 拉 蔷 河谷 是 一 个 主要 安 业 区 域 ,但 因 气候 干燥 , 土质 粗 轻 , 冲 他 严重 ,肥力 创 减 ,如 不 
种 植 牧 草 , 实 行 输 作 , 赣 建立 防护 林带 以 恢复 地 力 ,保护 土壤 , 则 土地 的 长 期 利用 是 不 可 
能 的 。 目 前 拉 攻 河谷 普 逼 有 肥料 与 乌 料 缺乏 的 现象 , 因而 影响 到 家 业 生 产 , 主 要 是 由 放 
过 去 把 农业 从 林 牧 生产 中 孤立 起 来 的 后 果 。 同样 的 , i ABBE AAS 
题 ,如 果 不 从 人 工 栽 培 产 草 量 较 丰 的 牧草 种 类 ,做 为 补充 蚀 料 入 手 ,是 不 容易 解决 的 。 由 
蕉 自然 条 件 的 限制 和 社会 制度 的 束缚 ,目前 沿 绢 的 安 牧 生产 是 存在 着 许多 问题 的 ,从 技 
术 观 点 看 ,有 待 改进 之 处 从 多 。 现 在 简要 地 提供 几 点 如 下 : 

(一 ) 关 於 农 作 园艺 方面 
1. 牧草 轮作 制 和 防护 林带 的 建立 
一 般 安 区 肥料 蚀 料 都 很 缺乏 ,安民 所 以 不 行 中 耕 除 草 , 为 的 是 多 得 一 些 蚀 料 。 但 这 

种 做 法 是 不 科学 的 。 同 时 , YER, BBCI Ah HUD PRK, 肥力 低 
落 。 为 了 保证 土地 的 长 期 利用 , 稳定 莫 提 高 农 园 作物 的 产量 , TEE ID a PES, 
应 该 提倡 实行 牧草 轮作 制 , 坦 建立 防护 林带 ,尤其 是 拉 际 河谷 为 然 。 这 种 工作 国内 正在 

lS m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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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B. SRR RRA, 这 个 制度 的 推行 更 为 迫切 需要 的 。 首先 要 知道 

那些 笋 革 和 树种 最 能 适合 这 种 条 件 ,其 灵 ,研究 牧草 种 类 应 如 何 配合 ,要 种 植 多 久 , 牧 草 

之 后 如 何 输 作 ; 或 者 是 树种 的 配合 ,林带 的 厚度 及 其 分 佑 密度 等 。 这 些 问 题 都 需要 调查 

研究 ,摸索 试验 。 我 们 初步 裔 为 ,一 年 生 牧 草 中 的 苏丹 草 、 菩 麦 ( 带 壳 的 栽培 种 ) .天 生菜 
和 三 年 或 多 年 生 的 红 车 轴 草 , 杂 车 轴 草 .白花 草木 棵 、 喘 脚 草 、 举 麦草 、 猪 尾 草 、 猫 冠 草 、 

首 荐 药 , 均 可 在 此 地 区 试 种 。 为 了 改良 土壤 ,多 年 生 禾 本 科 牧 草 应 与 豆 科 种 类 混 种 在 
安 作 地 区 的 输 作 制 中 , 多 年 生 牧草 的 估 有 年 限 以 不 超过 二 年 为 好 , 但 在 开始 时 似 可 延 

长 些 。 牧 划 后 紧 接 着 种 植 需 氮 志 多 的 作物 ,如 春 小 麦 和 蔬 荣 , 青 释 也 可 以 种 植 ,但 宜 各 如 

栽植 忆 铃 蔓 和 豆 类 作物 。 至 认可 能 用 做 防护 林 的 树种 , 自 以 杨柳 为 最 方便 ,他 如 胡 枝 子 、 

AOI Bik HE. PS BEER EP BERTIE Fy AHL 

2. BRE a BPA HE ATE Bh 

现 有 西藏 高 原 的 栽培 作物 种 籽 和 品种 非常 贫乏 简单 。 CREAR RAE Ob 

Bi TRE WR HEF RSE, 果树 则 都 是 一 些 野生 的 种 类 , BORER 

培 。 因 此 要 发 展 这 个 地 区 的 农业 , 应 该 大 量 地 引进 外 来 的 优良 农 园 作物 品种 , HEAT 

化 、 选 择 、 改 良和 利用 。 输 种 时 应 考虑 原 产 地 的 自然 环境 和 各 该 作物 品种 的 特性 , 要 以 
BR TERESA, TRE. Ab ABE AG. EK AE RB 
HE SAAS ISS AWE, MERAH ADS, EA 

抗 病 性 均 有 待 改进 。 RRO UT ARAM, DCRR BT. 
重点 地 哉 种 冬小麦 、. 大 豆 和 某 些 徐 和 维 作物 ,如 果 能 够 和 植 冬 小 麦 ,不 但 改变 了 耕作 制度 ， 
而 且 可 以 减轻 土壤 在 春季 所 和 遭 受 的 风 鲁 (这 在 拉 革 河谷 是 很 有 意义 的 )。 根 据 在 拉 际 近 
郊 的 初步 了 解 , 只 要 水 利 条 件 好 ,冬小麦 越冬 是 没有 问题 的 。 大 豆 的 用 途 广 , 营养 价值 
高 ,虽然 在 栽培 条 件 上 有 一 些 困难 ,但 仍 值得 尝试 摸索 。 线 维 成 品 过 去 均 仰 输 国外 ,今后 
为 减少 外 虑 计 , 应 及 早 改 法 栽培 崔 维 作物 ,以 求 自 答 : 蔬 革 方向 ,内 地 的 优良 种 类 和 品种 
很 多 ,利得 介绍 。 应 访 提 倡 种 植 生 产 效 这 高 且 营 养 价值 大 的 蔬菜 种 类 ,如 菠菜 、 胡 幕 下 、 
HES. PRED EE FES. Bi EMAAR OAS. RAE, 果树 方面 则 应 促 量 
引进 国内 外 优良 品种 和 砧木 , 与 本 地 区 现 有 的 野生 果树 进行 嫁接 或 杂交 。 目前 可 以 重 
点 地 武 种 伴 果 、 梨 、 葡 萄 、 桃 、 右 、 楼 桃 等 。 

现 有 栽培 的 作物 蔬菜 品种 良 秀 不 一 ,应 加 选择 ,以 提高 产量 品质 和 抗 病 性 。 十 学 花 
科 蔬 荣 探 种 时 宣 注 意 隔 离 为 原则 ,以 驶 串 种 退化 。 

3. 提高 栽培 技术 

农民 对 作物 蔬 荣 的 栽培 极为 粗放 。 举凡 整地 、 播 种、 施肥 、 灌 洲 、 中 耕 、 除草 、 Fal ya 

移植 、 收 获 等 都 是 因 陋 就 简 , 不 加 名 究 , 有 待 改 进 之 处 很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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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ABRE BUSSE LEB PR AETK AD URE EE RE BE 
HM, SL FEE WU PRIS FEMI WO A BOT, (ety AES NS ET 

HAA KS. BTA E, ZR ee ET 
BYTE ARES BOM Y— BK, 

(2 ) 及 时 播种 :各 种 作物 均 有 适当 的 播种 期 ,过 早 过 时 都 非 所 宜 。 一 般 安民 对 播种 
期 不 够 重视 ,应 子 头 正 。 就 沿途 观察 所 及 , 青 牺 、 小 麦 的 播种 每 失 之 太 晚 ,在 有 水 利 条 件 
下 应 该 提早 , 尤 以 小 麦 为 然 ,春季 解冻 以 后 即 可 播种 。 早 播 早 收 , 沽 少 后 期 雹 霜 的 威胁 ， 

Ti AES WRK. 
(3 PR ARIS, Fl FIER REA A RR YR BAL ly BSB He SCE A I FB 

早 或 延 夭 蔬 茶 之 生长 季节 ,及 培育 一 些 在 自然 条 件 下 不 易 生 长 的 苘 果 、 英 果 、 茧 果 类 蔬 

荣 。 
(4 ) 注 意 积 肥 “肥料 缺乏 已 帮 严 重地 影响 了 西藏 地 区 的 宏 业 生 产 。 除 提倡 牧草 栽 

BOL, DURE BUI, SE AUR TE SERA ESE. ee 
Wy FBS, APY ASE, SCS. 堆肥 的 制造 可 能 不 如 内 地 方便 ,但 那 是 可 

DBR ; 
(5) Dee PEERS Se, A EN) ABS ea i 

th 2 gy EEE BIG, SEI EOE EAE A IG 95 SE I, Be ET Eh 
A SEAS HRSA RIS RT AK. TERRE SB RR 
ht, FEAR PE 2 AT STE TI SE 

4. 使 用 新 式 安 具 和 病 虫 防治 药械 
土 复 木 铀 工作 效率 低 , 应 改 用 新 式 步 复 、 码 具 、 耘 铀 、 中 耕 器 、 风 车 、 硬 轴 ( 压 场 用 ) 

等 。 尤 其 是 步 称 ,其 性 能 较 土 复 优 越 得 多 。 政 府 应 大 力 宣传 示 范 , 负责 供应 或 制造 , 站 

ASMA, 使 安民 得 到 使 用 新 式 农具 的 好 处 。 至 攻防 治 病 虫 用 的 药械 ,如 喷 圳 器 、 
DDT、 坟 太夫 、 赛 力 散 等 ,可 以 有 重点 的 示范 使 用 。 

(二 ) 关 於 亩 牧 生产 方面 
1. 冬 草 问题 
扰 论 牧区 或 安 区 ,冬季 草料 缺乏 是 一 个 严重 问题 ,尤其 是 牧区 ,完全 靠 天 然 牧 料 。 每 

当 冬 季 草 枯 时 , 许多 牲畜 都 在 后 似 俄 状 态 下 越冬 , 影响 健康 , 增加 死亡 ， 这 是 亚 待 解决 

的 。 安 区 有 作物 鞋 程 和 安 产 品 做 为 补充 蚀 料 , 著 干 地 区 还 可 以 制 取 青 草 储备 冬 用 ,情况 
稍为 好 些 。 如 实行 牧草 轮作 制 , 安 区 的 冬 草 供给 当 扰 困难 。 一 般 牧 区 多 在 4,000 KY 
上 ,地 势 高 塞 ,天 然 的 东 草 生长 很 慢 , 曹 质 也 差 , 势 须 选择 有 灌流 排水 条 件 而 土 层 稍 厚 之 

处 。 开辟 农 地 , 人 工种 植 生长 较 速 的 一 年 生 牧 草 如 丝 麦 . 黑 才 \ 大 考 \ 苏 丹 草 , 甚 至 於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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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生 的 禾 本 科 与 草 科 牧草 。 这 里 需要 做 一 些 摸索 工作 。 不 过 我 们 售 在 4,400 KALE 

家 看 到 有 种 植 青 释 、 小 麦 做 为 乌 料 者 (可 以 抽穗 开花 ) , 在 4,000 米 上 下 种 青 释 为 个 料 者 

则 更 普 表 。 这 说 明 在 牧区 里 进行 人 工 裁 培 收 草 是 可 以 储备 一 些 草料 供 过 冬 之 用 的 。 

2. VERE MAH EEE 

一 般 牧 民 对 家 畜 的 蚀 养 管理 不 够 重视 。 KELAMS TH PER. (ASST SNS 
湿 ,恶臭 拥挤 ;而 牧区 则 完全 放牧 户外 , 毫 天 过 护 。 这 对 然 性 冀 健 康 和 安全 都 有 影响 。 晶 

常 乌 料 亦 多 不 够 营养 标准 , 除 幼 畜 外 ,一 般 性 口 很 少 补 粉 精 料 。 使 用 时 也 不 轻 心 , 老 弱 

壮 幼 伤 病 者 一 视 同 仁 ,每 有 过 度 劳 役 而 致 伤亡 者 。 遇 有 病 疾 也 未 能 及 时 诊治 ,或 给 以 适 

SAFE. 针对 以 上 现象 , 应 该 保 可 能 的 在 有 条 件 的 地 方 , (SMI SIRE, 以 策 安 至 。 

讲求 饲养 管理 方法 ,保护 幼 畜 病 畜 , 欠 以 适当 照料 , 如 此 方 能 提高 性 畜 的 品质 。 在 牧区 

草原 上 应 实行 轮 牧 制 , 勿 使 草皮 过 度 的 路 吃 。 

3. ABRIL ALS KS 

EHS AS BL PBI SS TE SBR HD BE A a TS SAL 4 RB 

BPR. ARBRE AT AAS FN GLE , PAS fed FEE SE RS RV 

EB. PARSE. RFE ZEIT FL OE. HORA EEA ATL ae 

BEATS , IER BB — ABS A SEE AAAS BH, BE APE ie, HET ERE, DI FL 

AAR, SE, SUA ET A RIAA, BYR IDG S| HE RK 

Flt, EE ABS ERG AE, 进行 品种 改良 , 加 以 提高 。 同 时 也 可 以 引进 青海 南 番 马 或 大 通 

马 , 以 及 青海 刀 、 贱 等 ,做 为 改良 本 地 区 役 畜 的 准备 。 

4. 改进 畜产 加 工 

酥油 和 羊毛 为 西藏 二 大 畜产 ,如 导 究 加 工 , 改 进 成 品 品质 ,可 以 刺激 生产 。 一 般 在 栈 
油 制造 过 程 中 ,发 酵 过 度 , ORE HERTS ARERR ASE, Sh BRU DY EEO EL 

脂 分 离 器 ,增加 提取 效率 。 酥 油分 离 后 加 以 洗 潍 ,， 将 不 源 的 酷 乳 成 分 除去 ， 然 后 加 5 % 

精 包 捍 与 ,再 装 入 干净 的 感 器 中 。 在 收 剪 羊毛 时 , 提倡 使 用 毛 剪 , 使 其 长 短 整 齐 。 在 剪 

前 把 毛 洗 闫 , 剪 后 将 黑白 杂 色 毛 分 别 包装 。 这 样 不 但 可 以 提高 成 品 品 压 与 价格 ,还 能 促 

进 粮 羊 品种 的 选择 。 关 於 加 工 用 具 的 推广 和 酥 漂 、 羊 毛 的 收 , 可 成 立 畜 产 合 作 科 办理 
sg | f , 

5. TASHA EEL BA DIG BRE eh ea 
| ARTE SAE OT A ARTE BE TE MLE HET. BCE ea ae 

AUR AIGCZ TR. Sb TR EAA SESE AE LEIA A RE IE 
SRS TEBE AE ACHE REP BR AL BR BH EE = A) 22 Be 
BURNIE LWIA SH HEI , tS PENS. AUR. DE. AEH PE ie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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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隔离 与 治疗 。 西南 农林 部 及 x x 军 后 司 自 1951 年 起 售 组 织 普 防 队 ， 分 散在 金沙 江 
两 岸 , 沿 驮 运 各 站 进行 对 运 牛 只 的 防疫 工作 , 现 已 抵达 昌都 及 丁 青 地 区 。 估 计 明 年 度 昌 
都 以 西 地 区 的 黔 运 任务 将 更 繁重 。 SRE TOE LPR BS sees, 宜 
早日 与 有 关 部 门 商 洽 联 系 ,以 便 加 强 工作 力量 。 此 外 , TERE RRB MBM, 进行 一 
般 的 诊疗 工作 ,做 为 开展 尝 众 工作 的 开端 。 在 可 能 范围 内 ,也 要 注意 国境 交通 统 上 国外 
疫病 的 傅 入 。 

(三 ) 关 於 林业 方面 
庆 马 网 以 东 的 怒江 、 澜 洽 江 及 一 部 分 雅鲁藏布江 支流 的 上 游 流域 , BE, BEAK 

THAN (ARE RE EER AS, 沿途 时 见 烧 山 毁 林 和 激 意 砍伐 的 现象 。 
越 页 布 巴 拉 山 进入 拉 隆 河谷 以 后 , 则 多 为 稀疏 灌木 , 有 的 甚至 是 一 片 量 秃 , 主要 是 气候 
干燥 的 称 故 。 所 以 在 已 有 森林 的 地 区 , 应 该 注意 如 何 保护 森林 和 合理 的 利用 。 这 是 一 
A RRR, 需 杰 大 力 地 宣传 教育 的 。 在 森林 稀少 和 重 秃 地 区 , 则 应 赶 早 青 昔 选 
林 , 尤 其 是 拉 蔷 河谷 ,关系 农业 生产 的 前 途 很 大 ,不 容 忽 和 视 。 目 前 就 要 着 手 设立 昔 轩 ,大 
量 培 青 杨柳 等 容易 成 活 的 树苗 ,以 及 述 梭 、 侧 柏 等 , 以 供 大 面积 莞 山 造 林 的 需要 。 千 万 
不 要 到 山上 去 找 昔 木 , 那 是 控 肉 补 瘤 , 不 解决 问题 。 同 时 引进 其 他 可 能 在 此 地 区 生长 的 
Be Fl, EHS. BEA LL SE RE Be BA BS TR 
WS FRAIL RSA. BK ARES, I. 
AER BAT BE LAB KBE) 为 较 合 适 。 除 树 种 的 选择 以 外 , 还 要 注意 栽 树 
季节 , 因地制宜 ,在 雨季 开始 时 栽植 较 易 成 活 。 

以 上 所 述 的 安 林 牧 生 产 工 作 的 改进 ,需要 一 定 的 人 员 、 物 力 和 时 间 。 应 该 千 合 着 各 

地 区 的 具体 情况 ,在 航 一 俩 导 和 入 一 计划 之 下 , A. APR. SRB 
的 配备 方面 , 除 南 请 中 央 和 西南 区 翻 派 各 级 技术 人 员 前 来 参加 工作 外 , 应 以 就 地 取材 ， 
刘 糠 大 批 的 藏 胞 青年 及 机 关 王 部 或 部 队 同志 , 从 事 各 种 的 生产 改进 工作 。 最 后 我 们 再 
BI, 农林 牧 的 生产 事业 是 不 可 分 制 的 。 任何 的 仿 庆 或 忽 坑 都 是 足以 引起 工作 上 
的 损失 。 苏 联 在 农业 科学 上 的 先进 径 验 和 俱 大 成 就 ,是 值得 我 们 努力 学 署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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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l —, Bi 

PERE T EBA ZEAE ALE ALTE BE ORE AL SUE AE SE OLE er 2 

22S BA 14 a ELBE BE. ESN CAT A UO HBA LSE APB HH HE 

EF VE PAD RF SERRE WO A (eh AF Dy EAT SR YT BAIR 

Hz) ST FLO 日 , 由 日 喀 则 出 发 考察 , 经 江 孜 、 帕 里 到 亚 东 , SHEE IR SR 
8 BE HEE SMES, 9 月 工 日 回 到 日 喀 则 , SO 月 底 回 到 拉萨 , 共 历 时 
四 个 后 月 。 

我 们 这 次 考察 ,希望 对 后 藏 地 区 的 农 收 业 有 一 个 初步 融 规 , 薄 对 今后 农林 牧 生产 建 
说 的 发 展 方 向 提供 一 些 意见 。 我 们 所 走 的 路 乏 仅 仅 是 广大 地 区 中 的 一 条 穆 , 沿途 所 网 
到 的 也 不 够 完 人 至 ,所 以 看 到 的 现象 是 不 是 有 代表 性 ,有 人 待 深入 一 步 的 考察 研究 。 现 在 仅 
就 我 们 沿途 所 见 所 闻 , 略 加 整理 三 繁 出 来, 借 供 地 方 工作 人 员 的 参考 。 

目前 的 政治 区 划 比 较 雳 乱 , 插 划 地 也 很 多 ,在 这 报告 中 ,我 们 以 自然 情况 来 分 区 , 自 
然 条 件 相 同 的 地 三 , 安 业 生产 情况 天 致 相 同 ， 即使 有 个 别 特殊 情况 , 也 可 依次 列举 。 同 
时 对 生产 建设 上 的 建议 ,也 可 按 各 地 区 的 具体 情况 来 提 。 

这 坎 考 察 中 所 搜集 的 资料 , 因为 缺乏 屋 备 和 参考 书籍 , 还 没有 经 过 详 秋 的 审核 和 束 
理 ,其 中 难免 有 不 少 遭 漏 和 错 强 的 地 方 ,从 有 待 芯 将 来 回 北京 后 再 加 以 修正 和 补充 。 

=. BOR ea 

Fe DBE ADE. PLB , HABA AR. ALB EAS HAA IT A ee — PH, ET BY 

ay Wi i HAE VU es SS AE LE AG BT TL eR AS He VL SL eB 

在 5000 AY_E., CFD BAe Aw ie Ae Ae BEL EE BY Fs, TATE SS BS He LL Ps RE 

的 亚 东 地 区 ,能 直接 受到 印度 洋 季 风 的 影响 。 雨 量 达 到 1,000 毫米 以 上 , 气温 也 要 高 一 

HE HW AE Fe SATS» 河流 的 逐 流 量 〈 每 平方 公里 土地 上 流出 的 流量 ) 大 。 河中 水 流 得 很 

管 ,两岸 的 坡度 陡 , 没 有 大 片 土地 供 农 业 上 的 发 展 , 这 是 一 个 森林 地 带 。 

喜马拉雅 出山 地 是 由 南北 两 排 山 有 版 所 和 组 成 ,两 条 山 版 之 间 有 一 些 较 低 的 地 方 , 但 都 

在 4000 KY_E. WAI —PEWIIP RAS RE IC nf — SES Ae AB te MCE os JR 

来 , 康 巴 宗 面 临 着 较 低 的 山口 ， 高度 虽 在 4360 3k A FAs NEL eS Se TT Be te B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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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HL AS PESORE BA, HWE Ae Ze BE I WS EI, BRR, bt 
在 大 雪山 北面 的 地 区 JER TM BK, FPRR ES. PERL TER 
HRS SEAR AD TAD TSE. ALANA, BES SPELL RAR Bs — BE VL es LL 
AAP. SBR LAA , OL AETE I ANIA HEIR DR, An KEW BATE 
WISER AACA BAT, TS AE ksh RS eB, DAES 
KR 7PBAIG I BE Hs. PAC WE oT WKB Sill, 5 TE 4200 米 以 上 的 高 

EAE ATE, Bil YE HEWN YE BB AST SEM, PLA ES 
比较 好 ,是 好 的 牧场 。 

在 第 二 排 高 山上 发 源 的 河流 ,都 向 北 流 ,流入 雅鲁藏布江 。 惟 有 流 沟 基 隆史 卡 的 基 
布 隆 藏 布 是 向 南 直 接 流 到 印度 去 的 。 这 些 河流 的 河谷 比较 寅 ,流速 不 大 ,引水 灌 浙 也 方 
便 , 常 是 宏 业 比 较 发 达 的 地 区 ,例如 年 楚 河 、 夏 沐 、 萨 迦 仲 激 等 沿 河 都 是 村 落 相 望 ̀  人 烟 
比较 稠密 的 地 区 。 

雅 重 茂 布 江 的 主流 河谷 中 ,年 雨量 欧 400 一 500 毫米 ,河谷 虽然 很 寅 广 ， 但 村 落 的 密 

度 薄 不 大 ,中 间 常 夹杂 着 大 片 的 划 地 ,有 的 是 因为 土质 太 坏 , 是 碟 石 地 和 沙 地 ,可 是 多 数 
地 是 淡 不 上 水 ,或 是 大 水 时 被 渡 没 的 地 方 。 现在 的 耕地 只 局 限 蕉 能 引 河流 灌溉 而 又 不 

易 遭 水 渡 的 ,和 能 引 支 流 及 小 山 滩 的 水 灌溉 的 地 方 。 
a: SE JG-HeLL WRIA EEN, ERATED ERE ene eA LA 
: 念 青 唐 古 拉 山 有 版 中 ,也 发 源 了 几 条 河流 。 这 些 河流 也 有 几 条 源远流长 的 如 通 梅 东 泊 、 当 

拉 泊 、 东 咀 注 、 香 河 、 拉 蔷 河 等 , 沿 河 安 业 也 比较 发 达 。 
7 LTH TRANSL PAY RK SP, FPA A HL HAP BR 

界 的 各 个 因素 相互 影响 ̀  相 互 制 狗 的 关系 。 

1. 喜马拉雅 山南 蓄 ( 森 林 区 ) 
这 地 区 包括 由 帕 里 附近 到 阿桑 为 止 (国境 从 在 阿桑 以 南 30 公里 的 地 方 , 沿 河 下 去 

一 定 仍旧 是 片 森林 , 高 山上 是 一 片 草地 , 名 叫 阿 桑 夺 朗 ), 距离 狗 SBN, pa REPL 4200 
米 , 下 降 到 2600 米 。 雨 边 山 坡 很 陡 , 坡 度 常 超 过 45"*。 因 为 坡度 大 ,有 些 出 坡 , 容 由 上 面 

滚 下 来 的 片 麻 岩 所 复 盖 , 可 是 自 石 颖 中 还 是 照样 生长 林木 。 
+38: 树 下 生长 的 草本 植物 和 羊 丙 类 \' 若 碎 类 植物 都 很 茂密 , 士 壤 便 被 植物 蓝 蔽 

着 。 亚 东 附 近 的 土壤 是 属 认 灰 化 棕 培 类 , 表层 是 一 层 极 薄 的 腐殖质 , Be EL, 
土 色 由 棕色 到 深 棕色 ; PURE MEL, 土 色 由 深 棕 黄 、 桂 黄 到 浅 棕 灰 ， 土 层 不 

厚 ; 再 下 面 就 紧 接着 刚 风 化 的 岩石 。 整 个 剖面 都 没有 石灰 质 , 是 以 证 明 这 地 区 的 雨量 是 

相当 大 的 。 
沿 河 边 有 小 片 的 非 石灰 性 的 冲积 土 , 土 色 发 黑 , 士 层 疏 松 , 和 结构 和 良好 ,从 上 游 森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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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士 的 冲积 以 及 原 地 生长 的 植物 腐烂 所 聚积 的 有 机 质 不 少 ,是 一 种 肥沃 的 土壤 。 
植物 : 亚 东 沟 在 垂直 分 伤 上 说 ， 上 部 舍 近 帕 里 的 一 段 , AME 4000 米 以 上 处 是 属 

REAR ARAN; 这 以 下 则 为 乔木 带 , 而 是 属於 喜马拉雅 山南 蓝 温 带 植 物 层 的 。 这 个 森林 

”区 ,可 分 为 针 叶 间 叶 刘 交 林 和 关 叶 林 两 个 带 来 然 述 。 

—— ss) 圣 叶 闸 叶 混交 林带 ”这 一 带 内 的 树林 , 主要 的 间 叶 树 只 有 粗 皮 权 (Betula 

utilis) 一 种 , 它 是 在 林木 中 上 升 得 最 高 的 一 种 。 这 一 混交 林带 的 分 伤 ,是 以 亚 东 沟 的 北 

Mit 4000 米 处 起 , 一 直到 仁 庆 岗 附 近 移 2,900 米 处 为 止 。 不 过 在 北端 4000 米 的 地 方 ,还 

大 部 是 灌木 林 的 地 位 , 梭 木 只 是 多 少 以 灌木 状态 生存 在 狂澜 的 两 旁 , 而 一 般 山坡 则 仍 
为 灌木 所 估 有 。 一 直到 告 饲 以 上 狗 3,800 米 左右 处 , 才 开始 有 发 育 良 好 的 梭 木 和 魏 氏 兴 
AB (Abies Webbicina) 的 混交 林 存 在 。 不 过 在 亚 东 附近 的 春 丕 塘 高 达 4,000 米 以 上 的 
山上 ,不 但 魏 氏 冷杉 还 生长 得 十 分 赐 茂 ,而 且 梭 木 也 完全 是 以 乔木 状态 出 现 的 。 这 表明 

植物 的 分 带 赣 不 完全 以 海 技 为 准则 ,而 当地 的 地 形 位 置 ,也 会 发 生 极 大 的 影响 。 在 亚 东 

WEG FB, 因为 地 势 影响 气候 , 又 转 而 影响 植物 分 带 的 高 度 。 因 为 这 里 站 不 像 在 平原 上 的 

山 一 般 , 四 面 的 环境 大 致 相同 ,而 是 在 西藏 高 原 的 南 统 ,上面 有 大 雪山 存在 ,而 南 向 则 面 

是 印度 洋 的 暖气 ,所 以 虽然 相距 不 远 ， 也 会 有 很 大 的 差 届 的 。 所 以 一 样 的 树木 ,在 较 南 
的 地 方 ,是 比 帕 里 下 面 要 升 得 高 些 , 这 是 很 有 意义 的 。 

这 个 混交 林内 的 针叶树 , PETRA A, 估 同 等 重要 地 位 的 是 华山 松 (Pinus 
如 manadi)， 这 种 树 大 狗 从 3,400 米 开 始 ,一 直到 仁 庆 岗 左 近 混 交 林 带 欧 止 的 地 方 为 止 

CH) 2900 米 ) , 自 成 相当 纯粹 的 林 相 。 华山 松 与 魏 氏 洽 杉 是 林 区 中 最 主要 的 森林 雁 源 

To WADA HAH (Picea sp.) ,也 是 有 径 济 价值 的 树木 。 其 分 信和 痊 杉 相 伯仲 ,不 
过 在 数量 上 不 如 沦 杉 为 多 。 在 洽 杉 林 中 ,有 一 种 栓 柏 (Juniperus inour?)， 也 是 很 重要 
的 一 种 林木 。 再 次 要 的 一 种 针叶树 是 云南 落叶 松 (Zarir Griffithiana), 其 分 作 高 度 ， 
下 面 和 痊 杉 相 平 ,而 上 升 的 高 度 则 正 亦 3700 米 左右 。 TE SAREE, 而 山坡 上 是 

— CROW, RES RW, BUSCAR (Tuga Brwnoniana) ， 在 数 的 比 
重 上 是 最 灵 的 ,分 售 也 局 限 於 仁 庆 岗 上 玛 夏 居 富 巴 下 的 一 小 片面 积 内 点 除 这 些 树 木 外 ， 

， 其 他 乔木 ,最 多 的 要 算 长 尾 械 (Acer caudatum var. ukurwnduense. Pratti) 了 。 在 滩 流 的 

WF, HK (Populus sp. Maximoweiezii) 及 垂柳 (Salix apoy1onica) 等 。 

在 这 些 林 中 的 灌木 ,最 高 大 而 作 乔 木 状 的 是 一 种 作 个 花 (Hydrangea heteromalia) , 
在 开花 的 时 节 最 引 作 注目。 其 他 灌木 则 多 成 林 下 灌木 层 , 最 多 的 是 一 种 柳 (Saliz sp.)、 
两 种 小 杜 路 , 常 成 密集 和 琴 落 ,一 、 二 种 比较 高 大 的 杜 鹏 、 哦 岂 车 薇 、 募 氏 车 蕉 (Rosa Mo- 
es) . ROP He Hy (Rosa sericea), MRRP. WAEA (Piptanthus bombycinus), 4 

腊梅 等 种 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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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个 林带 中 的 草本 植物 ,在 种 类 上 更 为 复杂 。 ARS HIK, AAA HAS 

在 水 湿 的 地 方 。 其 中 最 显著 的 是 一 种 妃 仙 花 (Impetions arguiar), EHIASERTS 
局 目的 。 此 外 有 高 大 的 黄色 报 春花 (Primula Farinosae sp.), Jie (Rumex 

nepalensis) .[B\SEFEZA (Polygonum cf. Paoiceuiatu)、 侣 多 缴 一 种 (Cacalia sp.?) 等 ， 

也 都 自 成 三 落 。 其 他 种 类 则 有 管 花 马 先 蕊 (Pedicularis siphonantha), 2 Heyer Shit 

(Geranium polyanthes), SNWHZ3s (Codonopsis ovata), HA-AERE (Helenia elliptica) , 

SEH HEME VEY (Veronica himalensis), KAERZER (Pedicularis megalantha), ¥ 5% 

B76 (P. panilingit), Ktri376 CP. oxcelsa), AHR (Meconopsis integrt— 

folia), AiZFAE (Cardamine macrophylla), K#ERFRS7 (Thalictrum sp.), Morina 

betonicifolia, J-#—F (Salvia sp.)、 米 造 苏 一 种 (Phlomis sp.). %WB—# (Co-. 

donopsis? cf. Bulleyana), k}#E*—#h (Juncus sp.), Matricaria? sp., Polygonum 

mepalense、 大 载 一 种 (Euphorbia sp.), Plewraspermum sp.、 羊 亩 时 马上 先 葛 (Pedicu- 

laris lachnaglossa), FES (Anemone sp.), AE (Lobelia sessiléflora). Wi He 

下 一 种 (Scabiosa sp.), Polygonum runcinatwm, 367548 (Drosera peltata), Ke JLFBE 

BY, MEAS ME, FEB LAR, WARP Ae BS Pilea, WRB 

Valeriana sp., W_ELJLARADE RARE, RA ERA (Polygonum Emodii) 和 西 

KMA Rs (Potentilla sibbaldii) 则 是 成 片 生 长 。 

羊 郊 的 种 类 也 很 多 ,其 中 以 一 种 狂 叶 詹 线 草 (Adianthum sp.) ,在 小 石 南 灌 镶 下 成 

片 而 生 , 上 比较 重要 。 

(2) 半 叶 林带 ”这 一 带 内 的 树木 ,主要 的 为 料 皮 梭 , 不 过 其 中 杂 生 相当 多 的 其 他 树 

木 , 包 括 柳树 、 杨 树 «(Populus cf. Maximowiczit), 杏 核 桃 〈Prawls sp.)、 稠 梨 一 种 

(Prunus subg. Padus sp.)、 海 党 (Malus spectabilis), FARRRESE (Viburnum spp.) 

等 。 杂 林 中 的 灌木 更 多 ,最 主要 的 是 一 种 柳树 ,其 他 有 Leycasteria formosa var. stenose— 

pala, els} (Pieris formosa)、 蓄 蕉 一 种 (Rosa sp.)、 树 莓 一 种 (Rubus sp.). aif 

尔 马 又 〈Coriayia mepalensis)、 刺 时 冬青 (Ilex sp.)、 石 南 一 种 (在 林 下 自 成 笃 落 ) 池 

春 一 种 (Jasminum sp.)、 酷 栗 一 种 (Ribes sp.) EERE? (Lonicera cyanocarpa? ) . 
AAA (Lsholizia fruitcosa)、 太 平 花 一 种 (Philadelphus sp.)、 清 风 世 一 和 《Sawia 

sp.) 和 一 种 小 竹子 (Arundinaria sp.) 等 。 芯 本 则 有 爬山 虎 (Parthenocissus tricus- 

pidata) FALTER (Cynanchum auniculutum) WWF, | 

这 些 杂 林 中 的 草本 植物 也 不 少 , AG EES EL a tal , de AINA 

丹参 、 圆 雏 花 更 等 。 这 里 禾 本 科 的 植物 似乎 比较 多 些 , 有 A/tscanthus? sp.. Agrostis 

sp., Agropyrum sp. 等 。 其 他 草本 有 兰 科 的 两 种 、 土 人 参 (Penaa pseudoginsen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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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FH (Pieris sp.)、 紫 云 英 一 种 (Astragalus sp.). MAGA (Aleris sb.)、 千 至 一 

种 (Origanum WU1gare? )、 景 天 三 、 四 种 (Sedum spp.). W-hZe—Ft (Campanula sp.) , 

顷 断 一 种 (Dipsacus sp.)、 唐 松 草 两 种 (Thalictrum spp.), pa yet (Rubia cordifolia?) . 

草莓 一 种 (Fragaria sp.)、 升 麻 一 种 (Astilbe sp.)、 灯 心 草 一 种 (Juncus sp.) Fil apse 

等 。 此 外 还 有 一 些 若 信 类 植物 。 

2. 喜马拉雅 出山 地 (高 山 草 原 区 ) 
这 个 区 域 都 属於 喜 局 拉 雅 山 有 版 范围 内 ,其 中 包括 几 个 内 陆 湖 流域 ,如 夏 拉 错 、 多 金 

钳 、 卓 木 泽 登 湖 、 羊 卓 雍 湖 等 。 其 中 羊 卓 兢 湖面 积 很 大 ,这 样 大 面积 的 水 面 , 对 调节 气温 

起 的 作用 ,可 从 植物 分 侯 上 看 到 ,和 其 他 高 山 草 原 地 区 有 显著 的 不 同 , 而 和 雅鲁藏布江 

流域 植物 相近 。 

这 里 的 山 也 有 特别 高 的 ,在 帕 里 附近 的 赏 姆 出, 高 达 7200 米 。 在 雪 源 附近, 面 迎 南 

来 气流 , 雨 才 量 增多 ,大 气温 度 增高 , 画 夜 温差 小 ,这 些 都 是 有 利 认 植物 的 生长 。 那 里 所 

生长 的 植物 , 双 要 比 雅 重 藏 布 江 流域 相当 地 区 丰富 的 多 。 

从 整个 山地 地 区 谣 来 , 5000 米 以 下 的 地 方 大 部 分 是 一 个 干燥 而 塞 瀹 的 地 区 ,雨量 
DED, WA Wt LE LIN OY, PEEK, SEK, 飞 砂 走 石 , 这 都 是 对 植物 生 
长 不 利 的 。 

BB: 这 地 区 的 士 壤 可 分 下 列 五 个 类 型 : 

(1) ASR: 在 内 陆 湖 流域 地 区 内 ， 岩石 慢 慢 风化 , 分 解 出 钙 、 钢 、 合 等 

可 洲 咯 类 ,被 雨水 溶解 而 带 入 湖 中 ,因为 湖水 没有 出 口 ,水 分 能 被 蒸发 走 ,而 曲 碱 仍 留 在 

湖 中 。 这 样 日 子 从 了 ,湖水 所 含 蜂 碱 的 滤 度 越 来 越 大 。 羌 塘 区 域 的 虽 湖 、 碱 湖 便 是 这 样 
| 形成 的 。 喜 马 拉 雅 山 山 地 的 内 陆 湖 , 虽 未 达到 这 样 地 步 ， 可 是 湖 边 低地 , 常 存 积 了 大 量 

(RR, MRR LET. TS, 

BELLS PEAS Hy Ke RENE, PAT — PETAR, RNB, FATEHPUR EROS, 

AGES, BOO HEBER, PEATE OK HL RS ERE BEM 
RELA AA A IAA SO ELA LARS, BURR 

下 面 是 带 黄 色 锈 班 的 灰色 湾 青 层 , STA PKA Ee, El in BE RE 8.0— 
上 3.3， 

(2) 高 山 荡 漠 草原 土 : 发 育 於 山坡 残 积 及 坡 积 物 上 的 土壤 ,属於 此 类 。 因为 气候 
和 干 塞 ,土壤 的 化 学 过 程 进 行 很 慢 ,植物 也 稀少 。 土 壤 质 地 粗糙 ,表土 多 为 砂 士 、 夸 质 砂 十 
和 碟 质 砂 壤 土 , 呈 棕 灰 色 。 含 有 机 质 不 多 ,松散 无 结构 。 下 层 士 呈 红 棕 及 黄 棕 灰 色 。 整 

个 剖面 各 层 都 舍 有 大 量 石灰 质 , 酸 瞪 度 为 8.0 左右 。 

(3) AZO: 发 育 在 冰川 堆积 上 的 土壤 , 在 地 势 较 高 、 排 水 较 好 的 地 方 ， 

4 
iy | 

ee a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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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 SUBSEA SEY CARAS, LSE IDR , FREI, eK Ee 
Ab, ALE HEL RD , RA ES 

这 里 的 冰川 堆积 本 身 , 12> BIA. ES LSA, 只 
有 在 低 塞 或 靠近 石灰 岩 的 地 方 ， 旭 进 行 轻 度 至 中 度 的 复 钙 作 用 。 一 般 的 土壤 酸 瞪 度 在 
pH 6.8—7.6 2 fil. 

(4) 高 由 草 旬 土 ” 海 技 在 4700 RIE ROSA ENO MS RO Ab 

山 草 名 土 存在 。 表 土 聚积 相当 多 的 有 机 质 , 旦 棕 黑 色 ,剖面 的 酸 瞪 度 近乎 中 性 。 相 里 的 

土壤 属於 此 类 。 
(5) 五 帮 地 带 “ 海 技 在 4800 米 以 上 的 地 方 , 植物 更 为 稀少 , 有 许多 地 方 是 常年 各 

雪 不 化 ,气候 严寒 ,地 面 尽 是 沙 碟 和 石 块 。 

植物 : 

(1) 高 山 草 原 亚 区 “区 内 植物 垂直 分 佑 ,已 经 超过 乔木 带 了 , 所 以 见 到 的 只 有 灌 

木 。 这 里 的 灌木 种 类 , 像 在 帕 里 觉 姆 雪 源 下 4500 米 山坡 上 所 昂 的 ， 也 码 不 与 雅 重 藏 布 

江 流 域 的 相等 。 这 里 由 两 种 小 杜鹃 合成 的 社会 中 , 不 但 有 Cassiope? Ti HSA WA FIBA 

科 植 物 杂 生 其 间 , 是 我 们 进 藏 以 来 所 首 见 的 。 其 他 植物 有 一 种 贴 地 而 生 的 柳树 及 金 腊 

梅 ,和 很 多 草本 植物 如 有 要 氏 马先蒿 (Pedicularis Blauuesii)、 龙 胆 科 的 Suertia、 紫 云 英 

— Flt URE b BI Morina sp.. AE (Viola sp.)、 孝 金 花 (Trollius sp.), HEAP wi 

一 种 (Geranium sp.) AE=FAMENG HH (Pedioularis deltoidoa) 等 。 这 与 章 喀 错 拉 山 

的 植物 相 较 ,就 成 为 一 个 很 有 趣味 的 对 照 了 ! 

在 帕 里 附近 水流 旁 与 冰 奢 石 带 中 的 粗 伴 蔷 草 社会 , 植物 的 租 成 种 关 也 远 过 巩 其 他 
地 区 的 同样 社会 。 这 里 有 西藏 大 戟 (upjhoryia altotibetica?), YeUuAi—F (Veronica 
koelzit), 2A FE—F (Trollius sp.)、 独 一味， (Phlomis tibetica), kK 3¢ (Leontopo- 

diwm nanwm), ZPRAR—Fh JEHI—Fh (Savi fraga sp.), WEBS Pleurospermum 
Hedini, BRA—F (Lithospermum sp.)、 最 天 一 种 (Sedum sp.) 4, 

帕 里 以 南 , 直到 高 原 边 缘 , 亚 东 谷 上 面 的 地 面 平坦 , AeA, Wat ae 
HA, 不 过 那里 又 增加 了 一 些 帕 里 附近 所 看 不 到 的 种 类 , 如 一 种 高 天 的 黄花 报 春 花 
(Primua Farinosae sp.), 34 3535 7 %5 (Pedicularis bella), KAAS (Sausswrea 

bracteata), HAE F-AE (Lactucavel crepis), 这 种 黄色 的 报 春花 , 常 在 萤 薄 草 衬 会 中 自 

成 王 落 ,在 绿色 的 草 湾 中 , 表 开 黄色 。 至 放 在 雅鲁藏布江 流域 常见 的 小 报 春 花 和 球 花 马 

FEE, WAARKAN SE LT 
rae DHE, LAG TEE Wa IEG AU HE Y_E: BE: SEP ATE A. ABER 

REINA: VEU REAP AME eed, eb TCE, ED A 40 里 的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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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卡 大 草 声 ,就 有 石竹 科 Thylacospermum rupifragum ASK. = VEE (Ran- 

unculus tricuspis), Safi AE] (Lagotis brachysiachya), RAPE (Lancea tibetica). 

AA PENA BENS RR (Draba spp.), Wi-Fi (Aster 

ef. alpina), JEsHAk—Ft (Sausswrea sp.). SSBB HAE (Campanula aristata var. 

longisepala) 3, HSRKL—tR, Plewraspermum Hedini, 1k KES BALE, MI ALE, 

在 距 帕 里 狗 80 Fe A Ae AS ESE, UT A PE, 而 且 有 近乎 河谷 区 内 

同样 社会 的 趋势 。 因 为 这 里 面 估 优 势 的 也 是 浅黄 环 豆 〈Ozytropis sp.)。 

除了 低温 地 的 粗 萤 蔷 草 和 社会 外 ,就 是 惧 正 的 喜马拉雅 山北 蔓 的 大 片 高 山 草原 ,草原 

自 帕 里 一 直到 康 巴 的 南部 。 同 粗 莹 蒜 草 社会 变化 一 般 , FES JARS He EK Hy Bh we 

多 外 ,距离 较 远 的 地 方 , 则 登 来 侣 呈 牢 干旱 的 情况 , C5) BA AL BS ei RC, 

在 帕 里 附近 的 高 山 草 原 中 , 植物 种 类 是 很 丰富 的 。 不 过 除了 少数 植物 自 成 较 纯 的 

ARE ANGIE FER (Pedicularis gibbera)、 在 滩 流 旁 的 毛 项 (Ranunculus sp.) 等 
外 ， 其 余 都 是 个 体 数目 较 少 、 生 长 分 散 、 不 易 看 出 有 佑 优势 的 种 类 ,; 可 以 代表 植物 社会 

的 。 这 里 面 有 Plewrospermum Hedini、 景 天 一 种 、 夭 莆 一 种 (Anaphalis odnata vay. 

petiolata?), A4xF28 (Polygonum winiparum)、 三 角 叶 马先蒿 、 公 时 马先蒿 (Pedi 
cularis ZieoiFoli) 、 南 芥 某 一 种 (Arabis sp.), Tanacetwm gracile?、 紫 昔 一 种 (Cory- 

Ga1is sp:)、 昔 荣 一 种 、 虎 耳 草 一 种 (Saxifraga sp.), Oreosolen ungwiculatus, Dracoce- 

phalum Hemsleyanum?, Cyananthus Hookert, $eii WW »3E (Campanula aristata var. 

1ongisepala)、 虎 氏 醇 马 草 ? (Stipa Hookeri?), Cerastiwm sp.、 灰 时 拉 果 蒂 司 (Lagotis 

glauca)、 山 藏 下 一 种 (Scabiosa sp.) 等 。 在 滩 流 旁 ， 管 花 马 先 芯 (Pedicularis siphon- 

antha) ALAR Tie hy 

相反 地 在 距 帕 里 仅 四 、 五 十 里 的 查 卡 至 春 多 道上 ,那些 草原 上 的 低 山 就 显 出 牛 干旱 
的 情形 ,而 植物 种 类 也 少 得 可 情 。 FERRELL, RANGER, MGA DSS, Bh 
(Hedysarum? sp.)、 矮 火 艾 \ 虎 氏 醇 马 草 等 ,少数 种 类 组 成 的 植物 入 会。 在 靠近 低 山脚 

处 , 则 渐 见 有 矮 泥 胡 药 (Saussurea humilis) BARC, MVEA, 到 了 低 山 坡 和 上 

层 高 原 上 ,就 成 为 植物 社会 的 主要 成 分 了 。 FVM AUAP, MRED, RARE 

淮 花 (Delphiniwm chrysotrichum) 及 另 一 种 禾 叶 混 胡 茶 (Sausswrea graminifolia) 和 

一 种 十 字 花 科 的 植物 而 已 。 

从 林 部 至 公 巴 杞 念 铺 一 段 , 是 可 以 代表 标准 高 山 草 地 的 植物 玛 半 的。 这 是 喜 马 拉 
攻 。 雅 山北 翡 下 的 高 原 , 雨 面 是 山 ,中 间 有 一 寅 二 三 十 里 ,长 七 . 八 十 里 的 大 草原 ,除了 少数 

水 流 侵蚀 的 玖 沟 外 ,大 部 平坦 。 这 是 一 种 定 沙 漠 状 态 的 干旱 寒冷 的 碎 石 潍 , 能 在 上 面 生 

长 的 植物 很 少 。 因 为 风势 大 的 和 绝 故 , 所 以 最 显著 的 象征 这 种 气候 的 茶 状 植物 , 估 着 最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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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的 地 位 。 AMAA TE Thylacaspermum rupifragum, #4 Rew (Stellaria 

decumbens). FFAKRASAE (Arenaria fusciformis), HAR AHH: (Androsace Tapete) 

Fo PWN WARS RK, cn RPT HA RE (Potentilla sp.) APTVEMIAR. Bie. 

紫 云 英 -种 等 。 此 外 尘 有 景 天 一 种 、 野 划一 种 (4Uinm sp.)、 黄 氏 天 黄 ? (Rhewm 
Moorcroftiana?), 狸 一 味 (Phlomis tbetica?) 和 几 种 禾 本 科 篇 冠 草 属 及 野 麦 属 

(Elymus) 草本 植物 。 在 较 低 塞 的 沙 地 上 , 则 有 紫 草 科 类 似 白 荣 状 的 植物 。 

在 这 高 原 的 涝 汪 中 ,在 治 底 和 近 底 的 徐 坡 上 ,水 分 比较 多 些 的 地 方 ; 生长 着 一 种 笛 

密 的 莫 氏 水 草 (Carex Moorcroftiana) 的 纯 社 会 。 这 种 社会 在 这 种 和 干枯 的 环境 里 ,显现 

昌 一 片 片 的 油 乡 闫 色 ,在 这 一 地 区 内 成 为 牲畜 、 野 驴 和 黄 羊 等 的 主要 食料 ， 因为 这 雯 会 

在 这 高 原 中 是 相当 普 逼 的 。 

(2) 内 陆 湖 流域 亚 区 ”这 一 亚 区 包括 四 个 大 湖 , 最 大 的 是 羊 卓 雍 湖 ,其 次 是 多 金 

湖 、 夏 拉 湖 与 卓 未 泽 登 湖 和 周围 地 区 。 此 外 还 有 基隆 器 卡 , 也 可 归 入 这 个 亚 区 。 虽 然 这 

里 的 水 是 直接 南 流 入 印度 的 。 这 里 的 海拔 一 般 都 在 4200 KU PF, FER LAS Eo 

所 让 的 高 山 草 原 亚 区 相去 不 远 , 但 在 植物 的 成 分 上 却 看 不 出 十 分 高 塞 的 性 质 来 ,而 反 与 

雅鲁藏布江 流域 的 植物 表明 有 较 大 的 杀生 关系 。 这 显然 是 因为 湖水 能 够 调节 气候 的 特 

- Wo 

{5X—-EMAKKE RRMA, EY ABA REA, Bi Bes aE PE 

WME SE , Le RATE. 3 SIA RAE KTS RA Bt, a eH 

上 生长 的 醋酸 条 (Hippophae rhamnoides) FE Ud EM (Juniperus sp.), 这 

十 种 林子 ,都 是 极 少 见 的 , 前 者 如 郎 嗓子 至 热 降 道上 , 后 者 如 郎 嗓子 附近 及 江 孜 南面 的 
少 岗 等 处 首先 看 到 。 人 工 造 成 的 林 卡 , 则 有 青 杨 和 一 、 二 种 柳树 。 

除了 林子 以 外 , RTE PE AAI], 可 以 分 为 : 

1) 湖岸 滩 岸 水 进 地 植物 短 六 “这 种 和 社会 的 组 成 是 相当 简单 的 。 主要 是 由 一 、 二 

Meee ae (Hleocharts spp.) MUM. PEAS AE REE, 一 般 是 很 潮湿 的 。 里 面 

的 其 他 植物 ,在 海 技 较 高 (4300 KOE) 或 高 湖 较 远 的 地 方 , 则 有 喜 水 的 浅黄 地 束 

(Oxytropis sp.) fExx we Bin {httA, Fete (Pedicularis longiflora subsp. 

tubi flora) 雳 星 散 生 或 密 聚 成 小 琴 落 。 高 山 铁 程 芒 (Aster cf. alpina) 也 混 生 在 里 面 而 

是 常见 的 种 类 。 其 余 较 少 的 则 有 大 展 马 先 萝 (Pedicularis rhinanthoides var. labellata) , 

pee (Toraxicum dealbatwm?). A»JzZ IH (Gentiana ef. squarrosa) 3: FE aye He 

ZENER SRT 7A ISA SLB Bris ve (AF eae (Polygonum sibiricum) Hype. 

Healt Ue, By Ae Ee ae im IE, ETD Ly 5 EAS Ti UL ae BRAY Ia] PEAS SE AIE, 

蛙 面 最 模式 的 种 类 是 一 种 小 报 春花 ,而 上 述 的 种 类 则 不 多 见 。 RR TEM EF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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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EW EE LT LAS, 

”2) RW PH AW ih, He ESE TH ARLE (Potamo- 
geton pectinatus) #1 AEME, MOPAR, 在 停 水 和 流水 中 均 能 生长 。 其 次 是 狐 尾 藻 
(Hippuris wulgaris)， 也 能 成 为 纯 圣 闭 , 不 过 多 在 死水 而 有 活 泥 的 环境 中 才能 生长 。 此 

外 在 羊 卓 歼 湖 的 岸 旁 汇 水 中 ; 生长 着 一 种 长 蓉 立 草 (Hleocharis sp.) WISH, PLR ERK 
来 的 时 候 ,把 它 浊 下 作为 乌 料 ;是 在 他 处 所 未 见 的 。 TERS Sek, 有 时 或 能 

见 到 一 种 由 两 捷 蓝 «(Polygonum amphibium) 所 千 成 的 答 子 , 不 过 是 在 有 多 数 泉 眼 而 

冒 着 鲜 泉 的 地 方才 能 看 见 。， 
3) AWS TEI, 有 一 个 极 大 面积 的 湖底 ( 狗 三 万 

雪 )j 蕊 径 干 酒 ,在 这 标语 渍 土 上 ,生长 着 西藏 少 有 的 吉 草 地 , B— HE (Calamagrostis 
sp.)， 痪 达 工 米 余 , 可 以 收割 做 为 铜 料 。 因 为 面积 很 大 , 所 以 成 为 一 个 很 好 的 牧场 。 这 

个 现 已 行将 酒 章 的 夏 拉 润 , SOIT AE th Ze AES FADES, 
4) WCAG HE TET PR IL ERE, 除 上 述 两 种 林子 一 一 醋酸 

RSH, 是 没有 其 他 乔木 的 。 主 要 的 植物 社会 , 可 以 说 是 由 粗 菌 陈 划 (Artemisia 
cf. capillaris) 所 形成 。 在 低 山坡 和 局 形 地 上 ,成 为 极 茂 盛 的 单纯 至 闭 。 在 比较 潮湿 的 
鱼 堵 上 ,这 种 车 子 就 与 忍冬 一 种 (Lonicera cf. tibetica) . 4277 BERR (Clematis orientalis 

vaig)、 强 淮 花 一 种 等 共生 。 

在 基隆 斤 卡 的 附近 山上 , 则 此 蒿 虽 也 存在 ,但 却 不 估 重 要 地 位 。 如 马甲 的 巴 拉 山 上 

(4200 ied) , 出 此 营 序 与 精 自 营 (Artemisia’ salsoloides?). fA3KAE (Artemisia sacro- 

rum)、 茧 美 其 (Plumbago sp.)、 西 藏 旋 复 花 (Inula? sp.) SARE, 

5) AUS TMK, 一 般 较 低 的 高 山 , 如 果 士 层 较 厚 ,， 则 都 为 一 种 四 
SREB TA, MHRA, 我 们 所 径 的 高 山 , 要 算 郎 嗓子 与 热 隆 间 
pa Beis Ny MGS. EP A ELE 6,000 KLE, 现在 从 存 有 很 大 的 冰川 ,可 为 
此 区 肉 高 昌 的 代表 。 这 个 出 因为 有 冰川 的 存在 , 大 气温 度 显 然 较 同 区 中 其 他 的 山上 为 

高 PARAS A EB, TEU ER, KS OME, (oe 
石上 为 输 柏 林 。 至 4500 米 的 地 方 , BE ARE BE as oy AEE RL, 3 OB IE Py Ask 
Pee ress REM, ARM, 在 峡 顶 上 以 西 的 谷中 , #4600 KF 

右 的 地 方 , 229528 LAR BSNS, TERE IKI PROD ERE LHe Meee 
ALES SURE AS 2 LAK (Caragana horrida) XE, BIT WIE. WB, aL AE 
上 ,这 种 王 装 有 大 面积 的 存在 。 不 过 在 次 旁 岸 上 , 则 不 是 纯粹 灌木 林 , I SR 
(Lonicera tibetien) 和 人 金 腊梅 同 生 。 这 里 山坡 兰 上 ,多 三 又 叶 委 陵 某 、 景 天 一 种 , pros 4 
中 则 有 西藏 歼 (Polygonum tbeliowma) 、 驶 名 从 一 种 (Cacalia sp.), (3k (Aconitum 



这 些 草本 植物 的 种 类 , 与 章 喀 错 拉 的 相 较 ,也 有 显著 的 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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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Shi (Urtica hyperborea) 等 植物 。 在 峡 顶 以 东 的 谷中 , 则 鬼 见 愁 琴 装 朗 不 复 见 ， 

而 取而代之 的 是 西藏 忍冬 的 短 闭 了 。 这 娠 六 在 海拔 较 低 处 , 渐 与 粗 茵 陈 蔓 相 混 生 , HS 

WK, MASLAK. 

ESR BE HD > Hi OTE Le BEAR, PGE Bk — EY BY TR EP 

AVINASH eR SS DAs EE 2B Be HERE BL, ee E. 

面 的 单 格拉 等 ,高 度 都 在 5,000 米 左右 ,山顶 都 还 不 到 雪线 , 因为 雨量 低 ， 所 以 风化 也 不 

SEA, Li SOE ARETE. URE PE BE, 所 以 植物 生长 ， 无论 在 质 与 量 方面 ， 

都 与 章 喀 错 拉 的 相去 很 远 。 这 十 个 山 卜 散 的 峨眉 蔷薇 灌 林 ,可 以 上 升 至 4,550 米 。 这 

$5 FE SEIT HI JB LAKSERETT BI) 4,800 米 左右 ,差不多 与 雪 岩 基部 等 高 的 情形 相 较 , 是 差 

得 很 远 了 。 在 灌木 带 上 的 草原 中 , 则 多 为 菏 状 植物 ,里 面包 括 石竹 科 的 了 Hacospermz 

rupifragum 有利 热 状 繁 缕 (Stellaria decwmpens) ， 及 报 春花 科 的 垫 状 点 地 梅 。 其 他 的 植 

物 , 也 因 气 候 条 件 的 不 利 , 多 为 贴 地 而 生 , 或 者 十 分 绪 小 ,不 如 章 喀 错 拉 的 生长 茂 僻 。 其 

种 类 有 菊 科 的 Cremanthodium sp.、 训 香 一 种 (Ligularia sp.)、 支 参 科 的 Oreosolen 

unguiculatus 以 及 形态 和 宅 十 分 类 但 的 狸 一 味 、 景 天 一 种 和 龙 胆 一 种 〈Geniiana sp.) 等 。 

3. 雅鲁藏布江 流域 : 这 个 区 域 东 起 拉 茧 , Wa te be tk, 中 间 有 曲 水 、 江 孜 、 日 喀 则 、 
BESET, 是 西藏 的 主要 农 区 。 一 般 海拔 较 低 ,主流 河谷 从 拉 孜 的 3820 米 到 曲 水 的 
3450 米 , 支 流 上 的 农田 可 分 做 到 4,200 米 左右 的 地 方 。 山 顶 多 在 4500 一 4800 米 左右 ,高 
ERB. 

土壤 
(1) 石灰 性 冲积 士 : 主流 和 支流 上 的 新 旧 局 形 地 和 冲 积 台地 都 属 此 类 。 海拔 由 

3450 米 ( 曲 水 ) 到 4140 9k (BES) , 主要 的 安田 都 分 人 在 这 类 土壤 上 。 表土 质地 一 般 较 
粗 , 除 江 孜 附近 有 和 帮 的 壤 粘 土 以 外 , 其 余 的 是 由 石 质 砂 壤土 到 和 站 砂 壤 士 , 和 少数 的 条 砂 
粘 培 士 。 除 新 生成 的 沙洲 外 ,土壤 都 还 厚 , 适 认 一 般 作物 的 生长 。 以 肥力 来 说 ,只 能 算 
中 等 ,土壤 酸 齿 度 在 7.9 一 8.2 TH 

旧 局 形 地 和 冲积 台地 , 因 河 水 几 入 向 下 切 包 ,已 经 支离破碎 。 除 近 山 沟 口 的 地 方 能 
引 到 一 些 水 灌 浙 外 ,不 能 成 片 的 来 利用 。 同 时 地 下 水 位 低 , 士 壤 干燥 ,野生 植物 也 稀少 ，， 
地 表 为 石 碟 所 复 盖 , 有 些 地 也 人 艰 绝种 植 过 一 段 时 间 , 后 求 因为 严重 的 土壤 侵蚀 而 放 秦 了 
的 。 

(2) 褐色 土 ， 海 拔 3,400 一 3,900 米 山 坡 上 的 土壤 属於 此 类 , 士 色 PEAR 
Ky BARNA RA KAS, 整个 剖面 都 有 石灰 盾 。 有 的 地 区 在 表土 下 
30 一 100 厘米 之 问 , 石 灰质 聚积 成 层 , 藏 语 称 为 “ 阿 噶 ”， 可 用 以 代替 石灰 , 作 建筑 上 的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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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 。 因 气候 干旱 ,山坡 上 植物 不 多 ;只 长 少许 灌木 和 稀疏 的 草本 植物 。 土 中 有 机 质 很 少 ， 

THE A BUI, 所 以 土壤 质地 一 般 都 很 粗 ， 地面 大 多 裸露 , 士 层 厚度 多 在 60 一 80 

厘米 间 。 土 壤 酸 碱 度 在 8.0 一 8.2 左右 。 

靠近 山脚 的 地 方 , 因 坡 上 土壤 冲刷 堆积 的 关系 , REL, 可 以 引水 的 地 方 也 有 开 

旺 为 农田 的 。 但 是 这 一 类 的 耕地 ,面积 很 有 限 。 

(3) 棕 壤 “ 雅 重 藏 布 江 支流 上 面 、 海 拔 3900 一 4200 米 了 山坡 上 的 士 壤 是 棕 壤 。 土 色 

Bhs, BLA MRLs PM, 含有 相当 多 的 有 机 质 。 必 土 质地 

稍 粗 ,为 凄 灰 黄 和 读 黄 灰色 。 整 个 剖面 都 不 含 石灰 蛙 ,反应 近乎 中 性 , b 互 在 6.8 一 7.0 之 

间 。 因 为 海拔 增高 ,雨量 增多 ,空气 温度 也 大 。 所 以 灌木 及 草本 植物 也 长 得 比 下 面 要 笛 

蜜 些 , 士 中 所 含有 机 质 也 随 之 增多 。 

这 类 土壤 在 本 区 分 佑 不 多 ,海拔 也 高 ,很 少 导 为 农田 。 
(4) 高 山 草 旬 士 ”雅鲁藏布江 支流 的 中 涂 、 海 披 4200 米 以 上 的 山坡 土壤 属於 此 

类 。 因 海拔 高 ,气温 低 , 相 对 湿度 旭 较 大 ,所 以 生长 一 些 短 草 ,以 逆 草 为 主 ,和 一 些 热 状 杆 
物 , 草 根 互 相 和 穿插 , 紧 千 成 层 。 生 长 季 很 短 ,一 到 秋天 草 就 变 黄 。 气 候 寒冷 , 征 生 物 停止 
活动 ,植物 的 艾 体 便 不 容易 分 解 ,所 以 表土 聚 和 俩 有 大 量 的 有 机 质 。 

这 类 土壤 分 做 在 太 昭 以 东 , 因为 降水 量 较 多 , 空气 的 相对 慢 度 也 高 , HLA KE 

的 水 分 ,植物 王 体 得 以 部 分 分 解 。 表 士 呈 棕 黑 色 , 剖面 酸碱度 为 DH 5.0 一 6.2。 而 分 售 

在 本 区 的 ， BRE Ts, 植物 死 根 大 量 聚积 在 表土 上 层 , 而 难以 进行 分 解 。 表 士 呈 深 

棕色 ,以 植物 根 为 主 。 千 构 好 ,疏松 。 下 层 土 的 颜色 由 棕 黄 到 灰 黄 , 剖面 酸碱度 反应 在 
pH 6.0 一 6.2 2 fi, 

这 类 士 壤 分 佑 的 地 区 虽 都 属 认 牧区 ,但 兹 不 是 怎样 好 的 草地 。 
(5) 高 山 草 原 士 : 雅鲁藏布江 各 支流 的 上 游 、 海 拔 在 4600 米 以 上 的 山口 , 因 沿 河 

谷 上 漳 的 水 汽 到 达 这 里 ,已 经 在 沿途 消耗 得 很 多 了 ,所 以 雨 夫 极 少 ,植物 稀 疏 。 柄 草地 的 
表土 含 石灰 质 比 较 下 面 士 层 要 多 一 些 , 是 由 於 降水 量 小 , 淋 洗 不 态 , 而 蒸发 又 很 剧烈 ,下 
层 土壤 的 石灰 质 溶 解 在 雨水 中 , 后 又 由 毛 物 管 作用 而 上 升 到 表土 层 的 结果 。 质地 为 组 

黑色 。 表 土 的 下 部 亦 聚 积 有 相当 的 有 机 质 。 下 面 土 层 质地 为 砂 览 粘 壕 土 ， 
士 色 由 浅黄 棕 到 棕色 。 

在 这 类 士 壤 上 草 类 稀少 ,放牧 也 比较 困难 。 
植物 ; Xe) SESE MLO, 自然 是 在 乔木 带 中 。 不 过 因为 环境 气候 的 不 

利 * 在 山上 的 情形 与 内 陆 湖 流 域 亚 区 很 相似 ,在 山上 除了 曲 水 以西 的 囊 附 近 见 有 枪 柏 林 
外 ,几乎 见 不 到 一 点 自然 林 。 只 有 在 水 分 比较 充足 的 坡 上 和 有 润 的 犹 沟 中 , 才能 见 有 和 
河谷 平原 -上 一 样 的 人 造 的 林 卡 ,其 中 种 类 与 内 湖 流 域 亚 区 中 的 没有 什么 区 别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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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林子 之 外 ,其 他 植物 替 闭 也 可 按 环 境 的 不 同 分 为 : 2 
(1) 河 湾 农 田 植物 天 闭 ， 在 这 区 内 的 农田 , 是 由 好 几 种 不 同 植物 于 装 的 地 带 开明 

而 成 的 。 在 拉 攻 河 谷中 ,有 许多 地 是 由 酷 酸 条 的 林子 和 英 氏 槐 (Sophora Moororoftiana) 
HOWE SEIT Hise, 也 有 一 部 分 是 由 粗 的 或 组 的 莹 其 草 开 成 的 。 前 者 的 地 是 比较 干燥 而 多 
沙 性 ,后 者 则 比较 低 刘 而 富 腐殖质 。 在 雅鲁藏布江 流域 的 安田 ,大 部 是 由 锅 芍 多 和 局 戎 
(Iris ensata) PY aEHETE HENS, CHI AMR ERIE AE PE, 在 江 孜 一 带 都 是 这 
FE, WAIN) SEL, RE KA, TERE, 其 他 的 植物 有 : 苦 
HE (Sonchus uliginosus), HiME RAI WW. (Oxytropis sp.)、 野 决 明 (Lhermopsis 
lanceolata?),. FAR R35E%5 (Pedicularis Oeder)、 小 龙 胆 (Gentiana cf. squarrosa,) . 

HEX (G. macrophylla), SADIE] (Lagotis brachystachya), FET, MAAS 
=A (Ranunculus t 困 icuspis)、 兰 西亚 (Lancea tibetica) 等 。 

在 日 喀 则 附近 的 年 楚 河岸 上 , 则 有 很 多 的 农田 , 由 草 子 (Pjragnitis vulgaris) 塘 
改 成 的 。 这 种 草 塘 须 改 种 好 几 年 后 ,才能 把 它 的 根 株 除去 ,而 成 为 很 好 的 农田 。 现 在 那 
里 还 留存 很 多 没有 改 种 的 曹 塘 ,将 其 荃 叶 作为 饲料 之 用 。 

(2) i ASN WEN ESE: SNE EAS BEA IT BR EK We BY Bee 
的 。 这 种 石 潍 因 为 反射 强烈 ,所 以 不 但 特别 干旱 , 而 且 画 夜 的 温差 也 极 大 , 不 适 於 普通 
植物 生长 的 条 件 RUC, BR AREF (Oxytropis sp.)， 长 着 厚 毛 ,可 
VRE A A SE, ARIE RO ME, “EAE Bik, 上 面 
PRAM BREMNER, SOSBAMBR, TED, 其 他 的 植物 , RAE 
(Pennisetum flaccidum) Fl—. FRSA, FEAR AE IO MEd, HBA ABI BR 
子 草 (Lactuca sp.) AULA. 

(3) ARDEA FHA AT TLE ARS Tay BE Bo Me PT He 
ie. WEEE I LFTB) REL, 形成 很 寅 的 一 个 沙 带 。 有 些 地 方 , 这 种 沙 很 
厚 ,而 且 是 流动 性 的 沙丘 ,所 以 也 是 相当 干旱 。 这 种 环境 里 生长 着 一 种 英 氏 槐 笃 闭 。 这 
是 一 种 有 刺 的 小 灌木 , 生 着 很 厚 的 和 白 毛 。 这 与 昌都 一 带 常 见 的 艺 花 攀 (Sophora vicii- 
Soli) ,是 槐 属 中 两 种 很 亲近 的 种 类 ,只 是 葛 氏 模 仅 见 讼 拉 际 以 西 的 地 区 ,分 明 是 在 这 高 
原 沙 潍 中 长 成 的 一 种 特殊 植物 。 这 种 莫 氏 槐 常 长 成 很 茂密 的 竹 落 , — WADARS FEE 
及 低 山 坡 上 ,然而 在 有 些 地 方 也 能 升 到 相当 高 的 山上 去 ( 狗 8900 米 左右 )。 

在 土质 较 厚 的 同样 环境 里 ,常见 的 植物 地 闭 , 却 是 酬 马 紫 云 英 (Astragalus sp.) ,在 
西藏 也 是 最 常见 的 。 酰 马 紫 云 英 的 适应 性 最 大 ,在 干燥 的 沙 性 土壤 中 、 在 低 湿 的 粘性 十 
中 、 在 温度 极 高 的 河 潍 上 、 在 塞 洽 的 高 山 草 原 中 , 都 能 看 到 它 的 跌 跻 , 不 过 在 这 里 , 它 才 
得 到 最 理想 的 环境 ,而 成 为 茂盛 的 雄 落 。 PORES, 下 部 接近 石油 处 常 有 环 豆 混 生 ,上 

ERO 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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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则 十 分 纯粹 。 

英 氏 槐 与 醇 马 紫 云 英 的 短 六 ,一 般 都 是 各 适 其 可 的 。 不 过 在 某 些 中 间 型 的 环境 中 ， 

这 两 种 植物 ,就 组 合成 为 一 个 王 闭 。 在 这 两 种 且 六 中 ,常见 有 小 片 的 野 决 明 (Thermop— 

sis Vanceolata)。 在 多 沙 的 地 方 ， BRIE EC PURE ZA Fi— FLERE hi 2 EK SR 

Pi LAK (Caragana sp.) AY pizE , 像 在 基隆 分 - 上 与 苏 迦 之 闻 的 囊 附 近 所 网 的 一 般 。 

这 种 委 装 ,虽然 在 环境 上 是 与 茧 氏 槐 相 类 似 的 ,然而 其 海拔 比较 高 些 CK) 4100 一 4200 

米 )。 

FDL BE IME UEP, 生 帮 灌木 状态 的 醋酸 条 政 林 下 的 , 有 一 种 黄花 天 南星 
(Arisaema flavwm) ,极其 普 逼 。 这 种 植物 在 年 楚 河流 域 的 某 些 地 方 ,能 生长 在 多 岩石 的 

山脚 上 ,而 在 田地 中 ,成 为 一 种 极 不 好 的 素 草 。 当 放 开花 的 时 候 , 田中 成 为 一 片 黄色 。 

(4) 河 潍 湖 岸 水 湿地 植物 短 疲 “在 河谷 中 及 大 湖 边 比较 低 进 的 地 方 ,一 般 是 粗 莹 

其 草 的 邓 装 。 这 种 社会 的 组 成 相当 简单 。 除 一 二 种 交 萤 著 草 外 ,最 常见 的 植物 是 一 种 

“小 报 春花 ,多 见 於 拉 节 至 江 孜 一 带 地 区 。 Fe RETR pines globifera) , 
ZS We HA WD GAH 

(5) WE PHS SME PMR ERR, ik, Ae 
(Hippuris wuilgaris), yi 3% (Potamogeton crispus), 4I¢RGLYH (P. pectinatus), AR 

AE (P. Tepyeri, Fh SAAN OEMIE AME) SEAR AES 1a FAIRER WEEE (Poly 
gonum amphibium), 34 (Polygonum hydropiper) 等 。 其 中 以 薄 某 和 两 楼 苑 比较 少 

见 ，, 而 红 穆 儿 薄 则 最 多 , 因为 它 不 但 生 共 静止 的 水 中 ,而 且 也 喜 生 共和 急流 中 的 和 缘故 。 

(6) (Kit BH HE REIL RAR HE, Wie PRU ASIL .  EALZE fi 

es HEL BCBS » (58 Ae BD HL BE THY ZF A — 7] BB SP A 5 HE AG BA EB EAL EE 

BD PRA BREA TOY ALE AG CT TL I RAS, FG UCR EAS Tal , ra BS A Ag PE 

的 士 层 , 有 些 山 是 由 页 岩片 所 堆 成 的 ,也 有 完全 裸露 的 火成岩 。 

灌木 种 类 也 不 多 。 这 里 因为 环境 的 不 同 , 似乎 可 分 为 相当 显著 的 亚 区 。 一 个 是 曲 

水 已 西 的 地 区 ,包括 雅鲁藏布江 主流 及 年 楚 河流 域 , 一 个 是 拉萨 河流 域 。 在 前 -一 个 亚 区 

Al, 山上 很 少见 到 灌木 , 在 水 分 较 多 之 处 , 可 以 见 到 几 种 主要 灌木 , wee CAH 

(Cotoneaster cf. multiflora), 3 WF AMALIE MIRAE, Hse SAG. SR 
HEPA HLUREA (Cotoneastor horizontalis), $k3E44 (Plectranthus excelsus?) 等 , 旭 是 比较 

4 EMS AS, Aba Se Pe Pe ETB ILE, eg AE, 

; TEMA — STEAL, 种 类 就 完全 不 同 了 。 这 是 生 在 花山 岩山 上 的 两 和 模式 
种 类 ,在 曲 水 己 西 是 完全 看 不 到 的 。 有 械 叶 醇和 所 草 (Buddleia sp.， 与 忽 江 流域 所 见 者 
同 ) 和 和 红 花 茉莉 花 (Jasminum sp.), 其 他 种 类 则 有 小 区, 常 在 寺庙 旁 自 成 灌 半 , ME 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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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 (Cotoneaster gracilis?) KAMMERER, PAM AE (Lonicera sp.)， 则 仅见 

FeAk PHR_E. 

FE AE AE I) Pe A HEA HA UL TT ee SE LE. , BEAR SE Re BET Be 

“ 子 草 (Lactuca sp.) 生 在 石 颖 中 外 ,很 少 其 他 植物 , 像 在 马 雅 及 其 他 地 方 的 低 山 上 所 见 
的 一 般 。 除 了 这 种 特殊 的 环境 外 ,一 般 土 层 较 厚 的 山上 , 则 仍 以 粗 英 陈 蔓 的 地 盖 为 主 。 

其 他 种 类 则 有 猴 毒 (Stellera chamaejasme), Poy EAE (Inula sp.). RAGE - 

(Clematis orientalis vars.) 等 。 在 磊 西 至 热 隆 的 一 段 , 则 见 到 类 似 基 降 多 卡 附近 山上 的 
WARE, HMMS AG SS. 西藏 旋 复 花 等 种 类 中 的 二 至 多 种 ， 互 相交 杂 成 为 
ARAN ANSE, 

NS HDR T TERE 5 SHAG TE ALE, TELL A OO RR AORTA. FETT 
BEAD PAL, 由 年 楚 河 转 入 狭 谷 时 ( 海 披 3850 米 左右 )， AA BSE, 这 是 在 
一 个 多 水 湿 油 的 环境 里 。 这 里 面 生长 着 一 种 高 大 的 紫色 报 春花 (Primula Farinosae 
sp.) 和 尼泊尔 酸 模 (Rumer nepalensis) 等 喜 水 植物 。 在 需 西 至 热 隆 道 上 上 绪 较 干燥 的 山 
BEE, WATCH BY SHS, 当然 生长 不 如 多 水 由 为 蝎 茂 ， 然 而 也 足以 才 示 马兰 的 适应 
环境 能 力 之 大 了 。 

在 岩石 裸露 的 低 山 上 ,在 岩 面 上 贴 生 的 有 一 种 苦 昔 苦 科 与 北方 常见 的 牛 舌头 (Boea 
hygrometricha) 相 类 似 的 植物 ,为 最 常见 。 在 于 旱 的 时 候 , 它 的 生 有 厚 毛 的 叶 背 就 反 
ABS, DD RE, RBA. 与 它 同 生 的 , 有 一 种 贴 地 而 生 的 泥 胡 荣 也 极其 

普 逼 。 另 一 种 很 多 的 植物 则 是 景 天 。 至 认 知 柏 则 上 比较 少见 ,只 是 在 拉 革 附近 的 山上 为 

大 
(7) 高 山 植物 和 王 闭 ”在 雅鲁藏布江 和 年 楚 河流 域 中 比较 高 的 出 上 ,植物 种 类 极 少 。 

像 马 雅 的 单 格拉 高 度 狗 在 5000 米 左 右 ,山顶 高 不 到 雪线, 因为 雨量 低 , 所 以 风化 也 不 完 

Ar, KMS OE AMET HC, URM TAFE, 所 以 十 分 不 利 放 植物 的 生长 。 在 灌木 带 以 

上 的 草原 中 ,多 为 热 状 植物 ,里 面包 括 石竹 科 的 Z7Zo1osper7zal7z rupifragum FURR 

继 (Stellaria decumbens), KARATE RLS BAK At He Hg (4narosace Tazpete) 等 。 其 他 种 

ABB Cremanthedium sp.、 宫 和 一 种 (Ligularia sp.), KAW Oreosolen un- 

quiculatus 和 形态 与 它 十 分 类 似 的 狸 一 味 、 景 天 一 种 和 龙 胆 等 。 
在 风化 较 好 、 土 层 较 厚 的 山上 ,尤其 是 北向 的 坡 上 , 则 几乎 全 为 组 莹 六 草 允 和 壮 所 掩 ， 

里 面 植物 种 类 也 较 多 。 这 里 就 有 金 腊梅 的 灌 闭 , 里 面 更 有 Cacalia sp、 最 天 一 种 、 

九里 的 一 种 (Senecio sp.), Sagina 8D.、 龙 胆 、 虎 耳 草 (Sazifraga sp.), FBEAk— Fr, 

Cyananthus Hookert?, wy Wk 3, Swertia sp. 等 。 

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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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 BHR 

| (ORs tcreuniant 
: AME “从 帕 里 南下 到 阿桑 海拔 逐步 下 降 , 到 下 司马 海拔 已 在 3000 米 以 下 ,地 

势 较 低 ,从 农业 生产 的 条 件 上 来 悦 是 比较 好 的 。 但 是 因为 河流 比 降 较 大 , 山谷 狭窄 ,所 
以 站 积 志 子 也 比较 小 ,农田 不 多 ; 仅 在 小 坛子 和 平和 级 的 山坡 上 从 事 家 作 。 这 个 地 区 的 作 

。 。 物 生 长 期 狗 自 120 日 至 180 日 左右 。 较 低 的 地 方 生长 季 长 ,一 年 可 以 收 雨季 作物 , 像 收 

PSF gee EAE) RIAU, HE bh. AER RRP, BH 
| TRE WAR HE ERE AW ATE AE, PEASE. 
4 告 扁 以 下 , (EW AESE BES WEE, EH RS HE 工 米 左右 ,重头 也 较 长 大 。 因 为 这 个 
地 区 处 在 来 往 交 通 要 道上 , 从事 农 作 以 收 草 为 主 , 有 不 少 格 麦 株 高 在 工 米 以 上 ,也 是 作 
| “为 向 料 。 另 一 特点 就 是 栽培 马 给 募 较 多 , 意 有 部 分 产品 版 卖 出 口 , HEALS EMEA ARE, 
| 位 平 有 疫病 发 生 情 形 。 格 林 岗 以 下 气候 较 暖 ,作物 生长 发 至 较 快 ,成 熟 期 也 较 早 。 在 青 
RR AES EE, AR SE, ESE A SA IES OF VE RK 
: 同时 病害 也 渐 增 多 , AKI 30% 左右 ( 散 黑 穗 、 坚 黑 穗 胆 黑 穗 ) , HELTER IA 

蔬菜 方面 种 类 也 较 多 , 生长 发 育 也 稍 好 , 如 白 荣 、 划 下 SEE AEE AAR 
良好 , 病 虫 星 有 发 生 , 然 从 不 甚 严重 。 惟 山地 雨水 较 大 , 似 应 注意 排水 问题 , 址 且 整理 梯 

> 一般 安 作 可 探 用 “等 高 条 植 " 办 法 进行 栽培 ,以 防止 土壤 侵蚀 。 
(二 ) 喜 马 拉 雅 山地 区 
1. 内 陆 湖 流域 “ 羊 卓 张 湖西 北面 较 大 的 村 落 有 白 堆 . 郎 咀 子 、 打 扒 等 , 湖面 海 技 

4250 米 , 所 以 一 般 农 作 地 带 的 小 寺 子 和 局 形 冲积 地 也 都 在 海拔 4250 米 以 上 。 RS 
苋 高 塞 ,作物 的 生长 期 多 在 120 日 左右 。 耕种 作物 大 都 是 青 牺 , 生长 发 育 还 好 ,产量 不 
高 。 最 好 年 成 也 不 过 是 播种 量 的 6 倍 左右 。 但 因 这 一 地 区 为 交通 要 道 , 草 价 很 贵 ,一 般 

老乡 只 要 能 收 草 也 就 能 维持 生活 。 过 风机 
BEIG SSE. (AUR HE} ARSE, 生长 发 青 情形 也 很 平常 。 今年 兵 站 所 种 园 根 也 有 长 到 
四 、 五 斤 一 个 的 。 这 个 地 区 如 拿 海拔 高 度 来 讲 , 是 比较 高 的 农 作 地 区 , 限界 作物 仍 为 青 
役 。 但 因 地 势 高 寨 和 受 了 大 面积 湖水 的 影响 , FUME, 又 时 常 有 冰 夫 为 党 ,所 以 在 农 

量 。 作物 的 收获 上 是 很 不 稳定 的 。 
帆 里 以 北 的 堆 纳 、 多 金 夏 拉 也 有 一 些 沿 湖 安 田 , 一 般 属 来 作物 的 生长 期 狗 在 90 一 

120 日 左右, 因为 海拔 较 高 , KITE 4200 米 左 右 ， 所 以 也 只 能 种 植 青 释 , 生长 发 青 情形 也 
比较 差 一 些 。 

2， 帕 里 ”这 个 地 区 地 势 较 高 , RITE HELL 4300 米 左右 ， 加 以 东 临 觉 姆 天 雪山 ,所 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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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E ArH —2e Te EAI MAR, 但 因 地 势 高 塞 , AS Ba TT AAR, HE RC 
种 将 ,同时 因 当 地 处 交通 要 道 ,一 般 老乡 也 都 是 以 收 草 为 主 。 

3. 康 巴 ( 附 卓 木 漂 登 湖畔 ) 康 巴 地 区 契 大 部 分 为 牧区 , RA, te 
DHE 4400 米 左右 。 作 物 生 长 期 多 有 90 一 120 日 左右 , 依 海 技 的 高 度 来 划 ， 比较 羊 卓 
夷 畔 傈 高 ,但 因 烷 度 稍 偏 南 , 薄 且 南 面 有 开关 的 山口 ,所 以 作物 方面 的 青 牺 可 以 保 收 , 油 

某 也 稍 种 一 点 ,其 他 作物 旭 均 难得 收成 。 同 时 因 受 水 源 限制 ,安田 面积 也 很 小 。 在 康 巴 
以 东 的 卓 木 泽 登 湖畔 限 於 地 形 和 水 源 , 农田 面积 也 不 大 , 落 且 也 是 以 青 释 为 主要 安 作 
tn, BA MOS AR. HE. BSS, i EARS, 生长 发 青 也 很 下 
党 。 

4, 基隆 藏 布 流域 “基隆 藏 布 是 向 南 流 径 印度 入 海 的 , 也 直接 受 季 人 局 风 的 影响 , 所 
以 地 势 虽 高 ,但 是 农作物 的 生长 发 青 情形 则 远 较 康 巴 为 好 。 生 长 期 间 在 120 日 左右 , 作 
物种 类 则 有 青 牺 、 小 麦 、 油 荣 、 跪 豆 等 。 收获 情形 最 好 的 能 收 到 播种 量 的 10 倍 , 一 般 都 
在 3 一 7 倍 左右 。 站 且 在 安田 中 还 合 发 现 一 、 二 株 亚麻 。 由 此 地 向 西北 到 豆 地 区 ,看 到 

”小麦 和 哎 豆 的 生长 发 青 限界 , 可 高 达 海 拔 4100 米 ; 油 荣 的 生长 发 青 限界 在 曲 实 ， 可 高 
SSW 4,270 米 。 在 基隆 藏 布 沿 河 坪 岸 农田 面积 较 大 ,是 一 个 比较 富 廉 的 农 区 。 

(=) HES RAB LHe ok 

KR FHT HK we AB Hie HE AG AG Ee FEE HE AG 

Ais TL BAD FS = Ee Be SAE HY A AM, UNS Be He BE SA EK , A PA 

主要 农业 区 域 , 现 在 分 述 如 下 : 

1 雅鲁藏布江 主流 ( 附 萨 迦 仲 汶 流 域 ) 

( 工 ) 农 业 分 佑 概况 藏 布 江 主流 地 区 为 后 藏 主要 农 区 之 一 , 一 般 海 拔高 度 在 4000 

一 3500 米 左 右 。 作 物 生长 期 间 锡 在 120 一 150 日 之 间 。 农田 分 伤 多 在 江 流 雨 岸 冲 积 地 - 

或 局 形 地 上 , 较 大 的 志 子 有 拉 和 孜 、 通 梅 . 当 拉 、 有 日喀则 。 作 物种 类 方面 仍 以 青 牺 为 主 , 其 裕 

MBE, ERA WAS, BET, THN WARD WHE HE (TEE) ,在 日 喀 则 近郊 慈 种 有 亚麻 一 小 

片 。 各 地 生长 发 育 情 形 稍 有 出 入 , RES REE, 在 各 种 作物 中 又 以 青 称 

为 好 。 小 麦 植株 虽 也 有 上 比较 高 大 的 ,但 重头 都 比较 小 , ERIE 10 一 50 粒 问 。 个 别 地 

区 油 某 种 植 较 多 , 一 般 油 茶 、 酌 豆 贿 系 混 种 於 青 牺 田中 。 在 日 喀 则 附近 地 区 有 混 种 甸 

料 作 物 胡 钻 巴 GRYSEBE Trigonella forenum-graceum) 在 田中 的 。 又 在 彭 错 林 宗 以 下 

安田 中 全 发 现 有 狗 尾 草 (Seleria viridis?) 一 类 的 杂 草 ,发 展 新 种 作物 或 有 可 能 。 在 此 

区 内 产量 较 好 的 可 达 播 种 量 的 10 倍 , 而 普通 情形 则 均 在 3 一 7 倍 左右 。 在 这 些 地 区 内 

不 仅 安田 面积 较为 广大 , 即 在 一 般 农 事 操作 上 也 较 其 他 地 区 为 精 组 ,可 以 称 得 上 家 业 生 ， 

产 上 的 精华 地 区 。 蔬 荣 方 面 在 数量 上 也 较 其 他 地 区 为 多 ,有 和 白药、 划 下 \ 黄 昔 、 兹 \ 东 、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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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 很 少 ,不 过 在 今后 的 发 展 前 途上 似 很 有 希望 。 

(2 ) 作 物 耕 种 情形 “这 一 个 地 区 是 后 藏 的 宏 业 中 心 , 一 般 悦 来 ,接近 日 喀 则 的 地 区 

在 耕种 技术 上 较为 精 移 ,而 距离 稍 远 的 上 游 地 区 则 又 较 粗 放 。 应 用 的 安 具 大 致 相似 ,如 

RNA AER Teh, 殊 的 形式 大 致 和 拉 旗 河流 域 的 相同 。 HERI 

缆 汪 撒播 ,深浅 不 一 ,过 深 的 情形 仍然 很 普 逼 。 从 作物 的 生长 情形 上 来 看 ,播种 不 算 很 

” 蜜 ,施肥 辕 惯 也 比较 普 逼 ,有 的 在 播 利 前 在 田中 放牧 牛 羊 理 , 合 其 自由 烤 便 在 田中 ,此 外 

还 有 的 在 小 土 坑 中 用 灰 十 或 田 土 与 牛 羊 凑 分 层 积 源 。 在 拉 孜 , 因为 寺 子 大 ,缺乏 肥料 ,有 

烧 草 皮 来 施肥 的 情形 。 在 灌 浙 上 也 是 依 降雨 情形 来 决定 灵 数 多 少 , 一 般 的 灌溉 次 数 大 

HME 3--4 其 至 6 一 7 次 问 ,灌溉 时 期 也 大 致 和 其 他 地 区 相似 ,大 部 重视 苗 出 土 后 及 抽 稳 
前 的 灌溉 。 因 为 在 这 个 时 候 一 般 都 还 没有 进入 雨季 ,田中 比较 干旱 ,在 普通 情形 下 都 多 
多 少 少 受到 一 些 春 旱 的 威胁 。 AMAT, 有 的 是 由 芯 水 源 不 惕 ,有 的 是 由 区 冰冻 ， 
情形 不 一 。 在 作物 生长 期 间 很 少 中 赫 除草 等 田间 管理 操作 , 仅 在 个 别 情形 下 有 技 取 素 
草 ( 芒 野 燕麦 、 稚 麦 为 主 ) 作 为 性 瘟 饲 料 的 。 在 这 个 地 区 内 普 逼 的 有 鞭 地 各 惯 , 鞭 地 面积 
估 公 部 耕地 面积 的 十 分 之 一 、 二 左右 。 这 种 坎 地 是 “ 契 对 休 冻 ”( 清 党 休 闵 ), 像 在 佳 庆 则 
的 具体 实例 ,是 水 涛 地 三 、 四 年 一 于 , 旱地 (GEE EHD) BERRA, HATER SEO 
如 :第 一 年 , 酌 豆 ; 第 一 年 , 青 穆 ; 第 三 年 ,小 麦 ; UAE AK. 在 现 有 作 帕 秆 类 情形 下 ， 
这 也 是 一 个 比较 合理 的 四 年 轮作 制 。 不 过 在 一 般 情 形 下 , 青 释 田 中 鸭 常 混杂 器 豆 、 油 人 

| BUS, 如 果 从 另外 一 个 角度 来 看 , 这 也 未 必 不 是 一 种 比较 有 利 的 栽培 方法 。 在 秋收 

a es 

Jat» A SEH ET MS BORE RK, TEE DK HUH AS LEAT ABE, EBL. 

Mie RAK Th ERE TES 7 LA EP, RO RAS, 不 过 已 经 略 

7A Jk RET ERP AS BA nh BE, 60 FEA) ABT hr 6 BE BAS) 
Bi CL Se I) PE CRE SEE) WAR AE, LE, 则 都 视 若 固 闻 ,不 

MGI. FERRO HEE RAE BRO RA NS”), MERE 
BRITA ROT AE, PRAMS T . NE EE Boa MN”) 

2. 年 楚 河 流域 

〈 工 ) 安 业 分 佑 概况 ” 南 自 夏 拉 以 北 , 西 达 日 喀 则 的 年 楚 河 流域 , 安田 面积 比较 天， 
在 沿 主 ̀ 支 流 的 雨 岸 都 有 或 大 或 小 的 冲积 台地 或 局 形 地 。 在 这 个 地 区 内 ,作物 种 类 方面 

除 青 牺 、 小 麦 外 ,也 有 跪 豆 、 油 某 ( 大 部 分 是 混 种 在 青 释 田中 ,单独 播种 的 比较 少 ) 和 项 麦 
Ca 2s) ,而 在 年 楚 河 下 流 接 近日 吵 则 的 地 区 , 则 有 甸 料 作物 胡 虞 巴 (RAG SRE) Ze BE 
牺 田 中 ,不 过 面积 比较 少 。 各 种 作物 的 生长 发 育 情 形 还 好 , 产量 互 有 出 信 , 最 好 的 可 以 
收 到 播种 量 的 10 倍 ,而 一 般 的 情形 都 在 3 一 7 倍 间 。 作 物 的 植株 生 势 以 渐 近 下 游 渐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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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头 有 大 有 小 ,估计 每 穗 粒 数 大 狗 在 50 BLA PY , HAZE 431) BORA EP Ap BL ABS: 10 粒 
左右 。 这 个 地 区 的 气 全 仍 属 牛 干旱 性 ,作物 生长 发 青 的 好 坏 常 要 依靠 灌 浙 情形 来 决定 。 
在 夏季 , 中 午 的 气温 也 相当 高 , 汞 且 在 白浪 宗 的 农田 中 也 发 现 有 狗 尾 草 类 的 杂 草 ,如 果 
试 种 栗 、 季 、 稳 等 类 作物 或 有 成 功 的 可 能 。 老 乡 栽 培 蕊 菜 的 数量 不 多 , 仅 有 和 白人 、 臣 下 、 转 
RBS SEA BSL, 生长 发 育 情形 亦 甚 平常 。 不 过 在 海拔 较 高 的 热 隆 地 区 
(海拔 4300 米 ), 也 有 栽培 马 谷 蓝 的 ,但 产量 很 低 。 

(2 ) 作 物 耕 种 情形 ”一般 说 来 ,后 藏 地 区 在 农业 生产 的 耕种 技术 比 前 藏 精 彰 ,不 过 
在 耕作 程序 上 则 与 拉 蔷 河流 域 大 致 相似 。 至 认 应 用 的 农具 , 除 一 .二 件 小 型 安 具 稍 有 夫 
DL ARATE SAAN RETR, AER BDA FE AE 
(EARS: 3 Acs PSAD ETE BPE SE A, PRS RE OE BEA 
一 ,在 个 别 情形 下 有 深 达 2 寸 以 上 的 。 一 般 还 注意 施用 肥料 ,多 数 安家 都 有 小 型 的 灰 士 
坑 , 和 集聚 灰 土 东 括 杂 牲畜 北 便 ,在 播种 前 堆放 田中 ,再 用 水 农 具 搬 施 田中 ,纯粹 作为 基肥 
来 用 。 在 作物 生长 发 育 期 间 , 都 没有 施用 追肥 的 名 避 。 至 认 灌 溉 的 裕 数 ,也 是 看 雨量 的 

多 少 来 定 ,普通 自 2 一 3 RAB 5 一 6 次 不 等 。 除 去 播种 前 的 灌溉 外 ,通常 在 幼 昔 出 土 2 
$HBE—A, 4 一 5 寸 时 再 淡 一 次 , 拔节 到 1 RAM, 抽穗 前 再 汉 一 次。 在 
作物 生长 发 青 期 间 , 邦 少 中 耕 除草 等 管理 事项 , 仅 在 个 别 情形 下 有 在 野 菩 麦 抽 稳 后 技 来 
作为 饲料 的 , 但 是 在 这 个 时 候 已 经 有 部 分 成 熟 的 野 荡 麦 股 粒 落 地 。 这 个 区 内 也 有 “ 软 
地 ? 玖 惯 ,一 般 吹 地 胸 估 全 耕地 面积 的 1/10。 睦 地 翰 换 时 间 扰 定 ,多 看 地 力 、 人 力 和 水 

源 求 决定 。 这 里 的 软 地 都 是 “ 契 对 休 并 ”( 清 混 休 并 ) ,很 合乎 科学 原则 ,而 且 在 个 别 情形 
下 不 仅 进行 犁 耕 至 7 一 8 次 到 十 余 次 之 多 , 同时 还 进行 灌溉 3 一 4 灵 。 虽然 知道 作物 病 
害 对 产量 有 影响 ,但 都 不 加 防治 取 除 ,所 以 黑 重病 很 多 。 SET, 或 多 或 少 也 有 
SOME, 而 在 个 别 情 形 下 也 有 配置 得 很 合 科学 原则 的 。 像 在 年 楚 河 下 游 年 租 地 区 的 
一 个 轮作 实例 如 下 : 

第 一 年 ,小 麦 ; HEB SER: 第 四 年 , 休 阅 ; 第 五 年 , RE. 
个 比较 完善 的 五 年 输 作 制 ,很 值得 作为 范例 来 提倡 。 在 秋收 后 有 的 进行 秋 耕 ,也 有 不 赫 
的 ,一 方面 是 由 於 人 力 、 物 力 条 件 的 限制 ， 另 一 方面 也 是 一 种 习惯 。 普 通 在 秋收 后 不 灌 
冻 水 ,而 多 数 是 在 第 二 年 春耕 整地 前 进行 灌水 ,因为 这 地 区 的 气候 是 站 干旱 性 , 所 以 在 
春季 水 源 缺 乏 时 , 常 受 “ 春 旱 ?的 威胁 。 按 一 般 情 况 来 看 , EAB EAE BB de kA 
和 栽培 技术 的 话 , 前 途 还 是 有 很 大 发 展 的 。 

3, 拉 阵 河流 域 
( 工 ) 农 业 分 伤 概况 “这 一 次 到 后 藏 去 考察 ,是 从 拉萨 出 发 。 沿 拉 阵 河西 岸 南 进 至 曲 

水 的 一 段 ,是 拉 降 河 的 下 游 地 区 ,主要 农田 分 念 地 区 除 拉萨 西南 郊外 ,再 向 南 进 有 允 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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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KI T. ABE DR BT. WARE, HA TERESI UGS BD 
(Lens esculentum) 的 , TER EOWA IK AISA EAS, 比较 特别 的 是 在 拉萨 以 西 的 
AEM HEGRE, 生长 发 青 情形 均 估 良好 。 CBR eR 
麻 , 生 长 发 至 情形 也 很 好 。 在 这 些 作物 里 , 仍 以 青 释 为 主 , 小 麦 等 较 次 。 一 般 在 这 个 地 
区 的 作物 生长 期 , AKA 120 一 150 日 左右 , 安田 中 杂 生 野 燕 麦 和 黑 穗 病 仍然 不 少 。 田 
间作 物种 类 混 夫 和 齐 播 的 情形 也 相当 普 逼 , 邹 在 同 种 作物 田 内 ,品种 也 有 参 杂 的 现象 。 
另外 就 是 沿途 所 网 的 青 释 播 种 期 拖延 甚 长 ,其 他 作 愧 旭 大 致 有 一 个 定时 ,不 像 青 释 那 样 
早晚 可 以 差 得 很 久 。 蔬 荣 方 面 仍 以 白人 ,臣下 为 主 ,其 他 有 茄 昔 、 甘 蓝 、 滤 菜 \ 苞 、 荐 等 ,种 
类 不 多 ,生长 发 育 情形 还 好 。 

(2 ) 作 物 赫 种 情形 ”这 一 区 域 是 前 藏 安 业 生产 的 精华 所 在 , 所 以 在 一 般 的 耕作 程 
序 上 都 比较 精 硼 。 整 地 仍 用 “二 牛 哲 醒 式 ” 的 黎 , 播种 也 是 撒播 。 普通 是 在 春季 先行 灌 
水 , 然后 翻 地 稀 撒 种 痒 一 逼 ,再 用 犁 翻 , 沙 顺 复 汪 再 撤 一 台 种 籽 ,， SRS AAR, Ie A RE 
畦 ,上 便 灌 浙 。 根 据 作物 的 生长 发 育 情形 来 说 ,从 不 算 密 , 估计 播种 量 站 不 多 。 又 在 幼 
草 期 间 稍 有 鳄 草 要 惯 ,不 过 这 要 看 人 力 和 物力 的 条 件 来 决定 。 灌 溉 次 数 多 少 不 定 ,但 在 
一 般 情形 下 都 重视 幼苗 期 和 抽穗 前 的 灌 浙 , 这 也 是 比较 合乎 科学 原则 的 。 施用 肥料 的 
情形 也 很 普 逼 ,但 从 施用 的 数量 上 来 看 ,还 很 不 够 。 在 作物 的 选 种 和 轮作 制度 上 也 不 太 
Fife, BRP ATOR AME, 可 以 参考 昌都 至 拉萨 的 考察 报告 中 , 这 里 不 再 准 
Bio 

mB BE Hh 

RABBI EK , LT A — TERRE E , BIRGER TES fel FOR RG 

FABAEB HE, Fhe — Ae RAY BB a ESR, th Fe 7 ERS, EE 

很 多 。 BMELA—AB WER, SESH KOE AD i BE SK BY EE BOY BE Dy i iH 

做 作 一 番 了 解 。 

(一 ) 帮 牧 地 的 性 质 及 其 分 佑 情形 

这 地 区 有 一 部 分 是 农 区 ,一 部 分 是 牧区 , 农 区 除了 开辟 为 农田 的 土地 外 , 余下 的 山 

坡 和 河 潍 , 也 都 作为 放牧 地 来 利用 。 先 就 放牧 地 的 性 质 及 其 分 佑 情形 来 全 述 。 

1. 在 河谷 中 的 放牧 地 分 做 在 两 岸 山 坡 较 高 的 或 土质 坏 的 台地 和 局 形 地 及 低温 

的 河 潍 上 ,山坡 上 及 高 地 上 生长 的 草 是 蓄 属 的 草 ( 藏 名 “ 娶 毛 ”), 只 可 供 羊 哺 食 , 而 在 较 
低 的 台地 和 局 形 地 上 , 只 生长 很 多 黄 氏 槐 、 醉 马 紫 云 英 、 锦 稀 儿 等 。 Se DART AE BR 

HF RABE 'E , SEAT BHD RE ANE HP BEL ABT IRA, (ERT AO 

PCREAR AS. PELE ARRIBA Tm EL AE Be 5 ig AE , DR RG RD wg I, Tk MEM REZ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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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吃 。 栈 酸 条 林 卡 ,在 冬天 才 慢 慢 的 开始 落叶 ,有 一 部 分 羊 竹 就 靠 吃 栈 酸 条 的 落叶 来 滤 

冬 。 这 些 放牧 地 都 紧 靠 农村 ,有 相当 数量 的 牲畜 , 需要 在 这 些 地 上 放牧 , 尤其 在 农业 较 

' 发 达 的 地 区 如 日 喀 则 到 江 孜 一 段 ,放牧 地 上 的 载 畜 量 已 经 达到 人 饱和 的 程度 ,有 时 要 到 较 

远 的 山 汉中 去 放 场 来 解决 放牧 地 不 够 的 问题 。 
2. 在 喜马拉雅 山地 中 的 牧场 可 以 分 为 下 列 三 种 草地 类 型 : 

( 工 ) 高 草地 ” 卓 木 泽 登 湖 露 出 的 湖底 是 一 片 生长 高 达 70 厘米 的 青 荡 草 的 高 草地 ， 

叫做 马 娘 ,有 一 片 狗 工 万 雷 , 隔 了 五 里 多 路 的 短 草 地 又 有 -一片 高 草地 , 狗 3 万 让, 共计 4 
万 亩 ,估计 每 亩 能 收 干 草 100 斤 , 每 年 能 收 干 草 400 万 斤 , 大 概 可 以 养 到 500 POPE Be 

在 这 片 草 地 中 放牧 的 性 口 不 多 。 到 了 9 月 间 , 康 巴 、 舵 棒 和 了 晒 宗 三 个 地 方 的 老少 都 要 到 

那里 去 割 草 ,可 是 在 草 装 中 还 见 到 许多 去 年 到 留 下 求 的 枯草 ,足以 证 明 这 片 高 草地 还 没 

有 充分 的 加 以 利用 。 

在 夏 拉 湖 的 东南 、 多 金 湖 的 东 面 也 有 一 片 高 草地 ,叫做 当家 塘 。 我 们 考察 的 路 线 没 

有 轻 过 这 片 草地 , 隔 湖 远 望 草地 上 放牧 的 性 畜 很 多 。 至 认 草 的 种 类 和 生长 状况 ,就 扰 法 

知道 了 ,证 然 这 片 草地 紧 靠 着 交通 稼 ,估计 也 不 会 有 剩余 的 草 来 供 收割 。 

据说 在 阿 和 鲁 河 ( 定 结 宗 南 面 ) 和 羊 卓 比 湖 南岸 也 有 高 草地 ,是 值得 加 以 勤 查 的 。 

《2 ) 低 草地 ”在 山地 中 较 温 泗 的 地 方 ,例如 湖泊 的 边 乡 、 沼 泽 地 区 以 及 雪山 底下 受 

溶化 雪 水 所 诈 油 的 地 区 ,都 长 有 低 的 粗 莹 菩 草 等 和 和 确 莹 著 草 等 。 一 般 的 粗 莘 其 草 ,给 和 维 

KBAR, PEORIA OPED BEM, 

SIE HP REY eer 

PAK BG Fe He EE A BL SDE FE ABIL BI HE AAS) 120 BA — A ER. SSE RR 

来 往 的 牲畜 很 多 ,都 可 以 在 这 里 放牧 。 

帕 里 附近 的 草地 和 堆 纳 的 草地 仅 隔 一 条 低 的 山 岗 , 可 是 草 的 种 类 较 多 ,也 有 一 些 禾 

本 科 的 草 。 主 要 的 还 是 萤 著 草 。 帕 里 是 一 个 大 的 转运 站 , 常 集中 很 多 牲畜 , 因为 有 这 样 

一 片 草地 , 便 解 决 了 放牧 地 的 问题 。 

(3 ) 稀 疏 草 地 ”这 类 草地 处 在 气候 干燥 的 地 区 , 又 缺乏 水 流 的 浸润 , 植物 很 稀 朴 ， 

其 中 只 有 几 种 禾 本 科 的 草 可 供 牲 畜 哺 食 。 而 在 比较 潮 油 的 涛 汉中 , 生长 有 成 片 的 莫 氏 

秒 草 的 草地 , 那 是 野 羊 和 野 驴 常常 留 在 的 地 方 。 

从 推 攻 以 西 直 到 康 巴 拉 一 路 上 的 四 大 部 分 地 区 是 属於 这 种 类 型 ,在 这 类 土地 上 , 放 

牧 的 畜生 很 少 。 过 了 康 巴 拉 , 营 子 属 的 草坪 多 , HAMAS, 据 康 巴 宗 宗 本 谈 ， 

EE ILA 5 万 头羊 ,而 牛 只 有 2000 LAA, AOE HN HF LSS, HS 

牧羊 ,而 牧牛 的 地 方 只 限 撩 雪山 底下 山沟 的 缘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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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EH ME fe IL AEP, HER RE 
区 , 蚀 草 还 不 成 什么 问题 , 而 在 主要 交通 穆 上 的 地 区 , AEC DORWY, RIE 

“ 季 人 缺 草 最 严重 的 时 候 ,在 热 隆 等 安田 面积 小 的 地 区 ,常常 造成 很 贵 的 草 价 。 在 一 宿 之 间 
要 喂 鲁 一 头 性 口 , 需 要 五 .大 块 银元 之 多 。 

单 拿 青 牺 草 笛 来 喂 性 畜 , 养 料 是 不 够 的 .各 地 方 的 牛 、 驴 在 冬 春季 都 是 体质 瘦弱 , 毛 
色 无 光 , 直 到 草 青 以 后 , 才 开 始 慢 慢 恢复 过 来 。 我 们 在 马 雅 地 方 , 访问 到 每 年 在 冬季 因 
缺 草 而 死亡 的 羊 数 估 储 体 羊 数 的 6 多 。 一 般 说 来 , 草 竺 的 质量 较 差 ,在 数量 上 也 不 够 。 

Pbk = tele beh Me, 也 有 许多 地 方 在 地 里 种 植 牧草 。 上 述 的 田间 野 屯 考 
时 常 技 来 做 伺 草 , 那 是 未 经 播 种 自 落 自生 的 。 还 有 在 日 喀 旭 近郊 的 许多 蘑 鞋 田 , 也 是 把 
野生 植物 在 有 意 扰 意 间 留 下 来 做 蚀 料 的 。 播种 的 牧草 在 日 喀 则 地 区 有 一 种 胡 虞 巴 ,是 
HAHEI TAYE A CSE GE” ROLLML UY AHL, TERE BERD 
SMC A iy, SCE Ph ob TE Be SEL, 3 SA AS eB RHC 

GES) LBP L , 很 多 农家 在 比较 潮湿 的 地 方 留 下 一 块 地 , BPE A tee 
(Pennisetum flaccidum) 以 供 收割 。 羊 卓 湖 咱 的 居民 在 夏 初 就 上 湖 里 去 探 集 狐 尾 藻 
SIA: PRBS WIA BY Es FEIN ABI, 这 些 都 说 明 因为 农家 缺 草 , 所 以 想 保 种 
种 办 法 来 解决 条 季 的 草 荒 。 

虽然 缺 草 的 现象 很 普 逼 ,大 家 都 司法 种 牧草 或 培植 野草 ,但 是 除 亚 东 有 合适 的 牧草 
PF MRD, RRNA AMS ASABE Hl et, 胡 上 钻 巴 每 年 只 能 收割 一 次 , 产量 有 

限 。 关 划 虽然 是 任 其 洲 生 ,在 幼 嫩 时 可 以 放牧 ,又 因 附近 都 是 农田 , 怕 性 口吃 了 庄 穆 , 便 
把 性 口 用 孝 纯 在 木 椿 上 ,在 竹 长 能 够 得 上 的 地 区 ,草草 哺 食 尽 产后 再 移 一 块 地 方 。 这 样 
利用 蓄 不 经 济 。 到 九 月 间 芒 草 长 到 1 米 多 高 , 便 把 它 收割 晒 干 , 可 是 质地 太 粗 ,不 能 算 
是 好 的 蚀 草 。 所 以 介绍 合适 的 牧草 品种 来 试 种 推广 ,也 是 目前 的 一 件 重要 工作 。 

(三 ) 性 冀 情况 : 
RAPE BPO HK BBE AGRE BL BOE Hs Ae ES, EOE ER 
没有 作 什么 了 解 。 而 对 农 区 家 冀 和 羊 的 情况 ,还 搜集 了 一 些 材料 , 今 分 述 如 下 。 

1. 农 区 家 畜 ”接近 牧区 的 安村 , MESA TEE, 例如 热 隆 在 春播 和 秋收 
时 ,都 有 收 民 把 性 牛 赶 下 来 ,以 畜 力 来 交 换 一 些 安 产 品 。 在 天安 区 中 对 赫 牛 的 饲养 都 很 
注意 ,不 但 自己 冀 养 耕 牛 和 小 毛驴 ,而 且 常 以 黄牛 和 陀 源 牛 杂 交 而 得 到 一 种 体型 很 大 的 
牛 - 例 如 拉 和 孜 和 豆 错 林 的 安家 常 到 很 沈 的 定 日 去 买 旦 牛 ,或 把 自己 的 母 牛 牵 去 配种 ;在 
日 喀 划 和 江 孜 的 农家 也 有 鲁 养 印度 蛇 闪 牛 ,以 求 得 体力 强大 的 耕 牛 。 有 了 好 的 耕 牛 ,将 
来 用 效率 较 高 的 步 黎 也 就 有 条 件 了 。 安 家 多 包养 小 毛驴 来 供 默 运 ,因为 它 吃 得 少 ,而 对 
运 的 重量 不 见得 比 其 他 牲口 要 轻 多 少 ,是 比较 饲养 其 他 性 口 要 合算 的 .但 是 在 一 般 使 用 

sey 4% ey ro Se ee eae oe Pe ae FE eR | et Te OPE, SEP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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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 ADRES ae AE, TI LPI FEAS OS, PEFR RE, SE BK USE Ea ie, 

ARS ARIA FEA BAS, BORE BE BEY JB, ZEROES Bs Ba dE BK 
等 地 , 怨 牛 的 体型 好 , 怨 房 发 达 , 产 奶 也 多 。 安 家 常用 青 牺 草 和 上 酒糟 来 喂 乳 牛 , 有 时 还 

加 上 一 把 糙 和 面 ,这 是 比较 合理 的 蚀 料 。 

安村 中 马匹 不 多 ,一 般 的 马匹 都 是 体型 小 ,营养 不 良 , 出 差 的 负担 过 重 。 例 如 在 白浪 
宗 规 定 每 匹 忆 一 个 月 出 差 20 He, 再 加 上 蒋 具 都 是 因 陋 就 简 很 不 合适 , 所 以 很 多 的 启 匹 
都 是 有 较 伤 和 皮疹 。 峡 马 产 胸 时 间 , 多 在 3 一 7 个 月 间 , 和 内 地 差不多 。 

2. 羊 “ 后 藏 南部 的 羊 与 北部 牧区 的 大 角 羊 , 在 体型 和 毛 摘 方面 都 有 所 不 同 ， 而 是 

茂 羊 中 的 另 一 个 品种 。 它 的 特征 是 母 羊 乱 角 ; 公 羊 生 小 而 向 后 弯 的 角 , 额 部 生长 和 毛 ， 

黑头 的 羊 臂 端 也 生长 黑 毛 , 黄 头 的 羊 臂 端 也 生长 黄 毛 ,体型 近 圆 柱 形 。 在 河谷 安 区 的 
羊 ,体型 小 ,而 分 佑 在 夏 拉 湖 洲 西 到 古 马 的 羊 体型 大 (RINBAB ES, WRAP 

说 那里 的 羊 和 夏 拉 湖 的 羊 相同 )。 芍 将 平均 体型 大 小 和 平均 体重 列表 比较 如 下 : 

me | | 前 高 (厘米 ) | 后 高 ( 厚 米 ) | HCW) | ARCH) | 体重 ( 帮 ) 
he GE 60.4 61.9 69 

maa | eee 
公 羊 61.4 63.6 72. 

= th WH | & + 67.2 68.0 82.0 缺 

RELA, REM, SHS, SIC HEEL ASE 

9 50 3K ANG) , WERE RB ADB) 56 WAM, VRE ROME. AER 
角 羊 羊毛 为 高 ,而 且 和 内 地 的 塞 羊 , 同 羊 的 羊毛 来 比 , 也 要 超过 它们 。 aie 

不 过 就 是 毛色 杂 , 因 羊 王 中 常 杂 有 黑 羊 , 黑 羊 狗 估 羊 总 数 的 718%, BRN 
杂交 后 ,生出 的 羊毛 色 混杂 , 有 的 羊 身 上 的 毛 是 黑白 相间 ,有 的 羊 身上 的 毛 是 在 自 毛 中 
夹杂 少许 黑 毛 ,结果 在 一 短 羊 中 花 羊 和 褐 羊 估 80% 左右 。 各 部 分 毛 长 度 如 下 表 : 

部 a [Ww heR[ RN ER RP RER| SM eR 
Ke ME OR) | 7 5.5 | 6.8 | 5.7 

再 从 毛 产 量 上 来 看 ,平均 每 羊 每 年 只 能 产 毛 1 斤 , 也 是 很 低 的 。 

这 种 羊 的 总 数 难 以 估计 ,以 康 巴 宗 一 宗 有 五 万 头羊 来 看 , 如 果 这 个 数目 确实 的 话 ， 
总 数 当 不 在 少数 。 一 般 羊 天 的 繁殖 这 在 60 一 70% , FE HEE WEF , PUM A BI— SAE 

繁殖 率 达 80 色 。 估 计 除 去 死亡 ,每 年 增殖 这 不 会 超过 40%。 在 河谷 农 区 中 各 家 养 羊 头 

WARS, EMEA TERA IAT, WRI REA, 又 有 挤 奶 的 习惯 ,所 以 

把 公 、 母 羊 分 开放 牧 ,每 年 十 月 间 将 公 羊 放 入 母 羊 天 内 交配 ,在 三 四 月 间 的 一 定时 期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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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A PME OB ET, CEI EOD RA, RABE 
SLADE, LWIA LE, BILKBAMTE RADLS ARE RWERS, 

8。 羊毛 市 场 及 毛 积 业 ”由 里 为 西藏 羊毛 出 口 关 卡 所 在 地 , PROC HT BEE ERA 
此 ;出口 的 羊毛 都 要 经 过 检查 。 商 家 在 此 地 设 有 羊毛 打包 机 和 羊毛 盒 闫 , 据 估计 每 年 输 
出 的 羊毛 狗 列 000 包 。 毛 分 三 级 ,以 黑河 毛 为 第 一 级 , 拉 隆 河谷 毛 次 之 ,而 以 后 藏 毛 为 
最 差 。 后 藏 羊毛 价格 比 其 他 航 毛 要 低 到 15% 以 上 。 不 过 我 们 沿途 剧 查 后 藏 安 区 羊毛 多 
供 自家 纺 答 , 一 部分 卖 到 江 孜 供 当地 的 毛 炽 业 , 很 少 有 外 销 的 ,所 以 外 销 的 就 只 剩 下 和 
等 毛 ,而 所 锅 后 藏 毛 , 灵 怕 还 是 由 牧区 芜 塘 运 来 的 居多 。 

后 藏 的 毛 积 业 以 江 孜 为 最 发 达 。 江 孜 主要 的 是 机 千 手工业, 徐 户 有 400 BSS, we 
ET AMIS B ALBA 1/10; HACE He SUR HB) ath ETE 24.6% + 此 外 拉 
BSE Sik As AEE He BEDE USE Ly , HT BEA SA NEE 2000 42, HEEL SAA 
GEE TE MRE, ASK, ECORI SS, EA 
FETT BARB 2.25 x 2.95 KET, HW PIO, ARB, 需 时 14 
天 。 如 以 原料 和 工钱 求 计算 成 本 , 就 要 45.8 元 。 RA RRR, 

“从 入 民 银 行 实行 工 货 后 , 毛 绪 业 产量 虽 增加 ,而 销路 仍然 有 问题 。 所 以 要 由 内 地 派 技术 
工人 来 指导 提高 技术 ,由 沽 低 成 本 ,改善 友 品 来 扩大 销路 。 毛 织 业 的 发 展 才 会 有 前 途 。 

五 对 农林 收 生产 建设 上 的 各 项 建议 

根据 我 们 考察 途中 所 观察 到 的 现象 ,对 今后 这 个 地 区 的 农林 牧 生 产 建 设 , 提 出 一 些 

初步 意见 。 现 分 还 如 下 : 

(一 ) 安 田 水 利 

后 藏 安 区 属 认 牛 王 旱地 区 ,没有 灌流 也 就 没有 骨 业 ,所 以 发 展 水 利 是 发 展 农业 的 一 

个 先决 条 件 。 上 外 还 有 保护 田 岸 兴修 护岸 工程 ,以 及 利用 水 力 发 电 求 解决 燃料 、 动 力 及 
照明 等 问题 ,这 都 是 当务之急 。 

1. 兴修 灌 浙 工程 ,以 求 扩大 耕地 面积 , 兹 保证 每 年 能 有 充分 水 量 来 进行 灌溉。 

淮 浙 的 水 源 大 和 致 分 两 种 ,一 种 是 山泉 , 另 一 种 是 河水 。 在 山沟 里 都 是 引 上 山泉 来 种 地 

的 ,所 种 地 的 大 小 由 泉源 大 小 来 决定 。 一 般 只 就 泉源 附近 开 点 地 来 种 ,所 以 常 开 的 地 是 

坡地 或 是 士 壤 较 差 的 地 方 。 泉 源 轧 大 的 地 方 还 可 以 引 到 较 远 、 土 摘 较 好 的 地 方 去 种 ,在 

康 巴 宗 就 有 这 样 一 条 长 400 米 的 渠道 , 把 山泉 引 到 平坦 而 肥沃 的 寺 子 上 去 。 在 马 雅 附 

近 的 一 条 山沟 里 ,有 三 、 四 个 蕾 水 池 , 增加 蔓 水 设备 ,当然 也 可 以 增加 灌 浙 地 亩 ,这 是 值 

得 别处 效法 的 。 

引 河 水 灌溉 的 工程 ,因为 河床 的 坡度 平缓 ,所 以 引水 渠道 也 需要 修得 很 长 。 雅 鲁 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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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ER, WS CRE, 较 高 的 台地 常常 引 不 上 水 ; 而 支流 河 的 坡度 
壕 大 ,两 专 很 多 地 都 能 汉 上 。 尤 其 在 支流 和 主流 相 会 的 地 方 ,所 有 的 土地 都 可 以 引 支流 
的 水 来 汉 , 常 是 安 业 发 达 的 地 方 ,例如 通 梅 、 当 拉 、 东 鹃 等 地 是 。 在 目前 , 藏 胞 引水 工 
程 一 遇 到 石 兰 , 印 无 法 进行 , 遇 到 悬崖 陡 壁 的 地 方 ,甚至 只 是 一 块 大 石 胃 挡 的 地 方 ,下 洲 
的 土地 就 不 能 引 大 河 里 的 水 或 支流 的 水 来 淡 地 了 。 所 以 因 石 方 工程 而 未 开 的 葛 地 实在 
不 少 ;, 才 能 运 来 大 批 炸 药 及 璧 石 工具 ,配合 工程 技术 上 的 指导 ,就 可 以 多 修 几 条 水 渠 , 多 
开辟 一 些 农田 。 有 考 干 较 高 台地 ,面积 少 ,引水 工程 大 ,以 应 用 水 车 车 水 较为 适宜 ,内 地 

新 式 水 车 能 介 铝 过 来 ,很 难 引 上 水 的 高 地 也 可 以 耕种 了 。 

2. 修筑 护岸 工程 来 保护 农田 , 增 辟 耕地 。 

西藏 地 区 的 河流 都 是 没有 经 过 整理 的 ,河流 任意 证 灌 涡 注 ,在 洪水 位 时 所 济 没 的 土 

地 ,就 扰 法 耕种 ,若是 筑 上 堤防 ,就 可 以 增 及 耕地 。 在 雅鲁藏布江 有 几 处 河 艳 流 组 的 地 

方 ,如 拉 孜 对 河 的 一 大 片 草地 , 拉 和 孜 到 喜 错 林 的 中 途 也 有 一 片 大 沙洲 , ER ERE 

和 浦东 札 西 岗 关 的 河 潍 ,这 都 是 比较 大 片 的 土地 , 贷 干 围 田 后 可 以 增加 狗 5 万 调 左 右 的 

耕地 。 

.再 者 ,河水 任意 冲刷 河岸 ,护岸 做 得 很 少 ,工程 也 很 单薄 ,每 年 被 河水 冲刷 走 的 田 岩 

为 数 一 定 不 少 。 可 拿 日 喀 则 附近 一 片 生 产地 来 看 , 一 个 夏天 沿 河 就 被 冲 走 宽 狗 2 米 的 

一 地 列 ,河流 来 回 冲 刷 , 河 潍 中 碟 石 沉积 越 来 越 宽 ,而 耕地 日 丛 减 少 ,所 以 护 岸 工程 的 修 

建 和 加 强 是 列 不 容 组 的 。 

3, 水力 发 电 可 以 解决 锯 切 的 动力 和 燃料 问题 ,解决 了 这 个 问题 ， 附 带 也 增加 了 灌 

溉 地 区 。 

白浪 宗 的 北面 有 一 条 低 平 的 山沟, 顺 沟 进 去 走 到 届 觉 ， 路 者 是 外， 敢 党 的 北面 

有 一 条 陡 的 山沟 ,下 去 是 一 片 有 三 、 四 万 亩 荡 地 的 春 巴 卡 寺 子 。 若 修一 条 运河 把 和 白浪 宗 

附近 年 楚 河 的 水 引 到 届 赏 放下 去 , 流 到 雅鲁藏布江 , 以 落差 100 AK. Be Bt 10 立方 米 / 秒 

.来 计算 ,可 以 发 电 10,000 千 无 。 电 力 可 以 供给 日 喀 则 和 江 孜 两 城市 之 用 ,废水 还 可 以 湾 

春 巴 卡 的 四 ̀ 五 万 亩 荡 地 。 仅 从 地 形 上 看 ,有 上 述 的 可 能 性 , Soi BEE AY PR ET. 

程 的 效 宜 。 

另 一 适 认 修建 水 力 发 电站 的 地 方 , 是 在 亚 东 地 区 东 咀 共 巴 山下 的 那 座 桥 开 始 到 下 

司马 ,多 有 200 米 的 落差 、 饭 平均 最 低 流 量 为 5 立方 米 / 秒 来 计算 , 可 以 发 电 .10000 F- 

A, PY AE AS EARS BRE LU HZ A} 

(=) 土壤 肥料 

土壤 肥料 的 问题 有 其 地 域 性 。 对 各 地 区 农业 生产 上 的 一 些 土壤 肥料 方面 的 建 广 ， 

我 们 也 都 按 地 区 分 别提 一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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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 MABE, BRS, 表 士 租 粒 ( 亦 即 最 肥沃 部 分 ) 随 风 飞 走 。 加 以 上 收 | 
获 庄稼 ,地 力也 损失 很 大 , Eh ER, 也 弥补 不 了 多 少 。 土 地 生产 力 
渐渐 降低 ,过 不 了 几 年 , 便 会 达到 毫 扰 收 获 的 地 步 。 故 应 及 时 建立 一 种 良好 的 牧草 田 翰 
作 制 度 , 自力 培 肥 , 改 良 千 构 ,增加 土壤 有 机 质 , 提高 作物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 土壤 表层 也 

VUE, ASS a, 
今年 新 星 的 地 ,有 部 分 草皮 未 全 很 好 打 碎 ,影响 了 草根 分 解 和 保持 水 分 的 能 力 。 今 

冬 应 蔽 在 可 能 范围 内 灌 冻 水 ,促进 草皮 风化 , 则 来 春 整地 较 易 ,草根 也 较 易 分 解 ,供给 作 
物 大 量 养分 。 -| 

拉萨 肥料 缺乏 ,而 附近 耕地 又 多 ,应 该 多 多 考虑 开源 及 合理 使 用 的 问题 。 根 据 初 步 
观察 , 有 雨 种 肥 源 值得 注意 。 

(1 ) 腐 泥土 ” 德 青 以 上 ,拉萨 河 实 间 的 河 潍 上 , 长 着 一 片 草 子 ,在 这 草 塘 下 面 有 一 
层面 积 睛 大 ,相当 厚 而 有 臭 味 的 黑土 。 这 种 士 舍 有 大 量 养分 , WRAPS, BE 

人 粪 尿 , 便 成 很 好 的 肥料 ,尤其 适用 於 砂 质 土壤 上 。 
《2 ) 士 装 ， 宁 牛 场 附近 常 堆积 大 量 血液 浸润 的 土 及 宰 牛 时 的 广 秦 物 。 如 果 每 隔 定 

月 清理 一 次 , 超出 湿 土 堆 填 , 另外 十 入 干 土 , 如 内 地 起 猪 圈 的 作法 , 则 每 年 当 亦 可 积 妆 
三 、 三 十 万 斤 以 上 。 这 种 凑 的 肥效 , 比 拉萨 街 上 一 般 的 垃圾 要 高 。 

2. 日喀则 地 区 ”这 里 近年 楚 河口 的 土壤 , 质地 较 好 , 是 四 砂 壤 士 ,操作 容易 , 土 层 
也 厚 。 而 佳 庆 则 生产 地 ,是 雅鲁藏布江 上 的 冲积 台地 , 才 士 有 一 层 草皮 ,土质 站 ,是 朝 砂 
培土 至 站 砂 粘 壤土 ,本 来 比较 能 抗 风蚀 , 但 开明 时 大 多 已 将 草皮 除去 , 下 面 的 砂 壤 士 成 
HRA, AGL, 肥力 也 不 如 玫 土 。 应 将 表土 草皮 分 次 施 回 地 中 ,否则 肥料 问题 也 

不 易 解 决 。 
试验 农场 新 址 的 士 质 ,主要 可 分 为 十 种 ,一 种 是 碟 质 培 士 , 除 灌水 外 ,问题 潜 少 ; 另 
ALE I AEA, 是 由 破碎 的 旧 冲积 台地 冲 下 来 堆积 而 成 。 这 种 士 壤 的 物理 性 
状 不 好 , 湿 时 紧 粘 , FSS, 不 易 打 碎 , 防 碍 植 根 发 育 。 所 以 在 耕作 上 应 特别 注 
意 ,春耕 时 灌 足 水 后 ,一 待 地 里 可 以 下 足 , 立 朗 耕 歼 , 紧 接着 存 碎 , TEU. 如 果 整 地 
不及 时 ,表土 便 千 成 大 碧 ,不易 起 碎 , 刻 影响 种 将 出 土 ,又 加 速 了 土壤 水 分 的 蒸发 。 对 状 
这 种 土壤 ,应 多 施 有 机 肥料 ,以 改良 土质 。 尤 其 是 菜 地 , 径 常 要 灌水 ,如 果 有 机 肥料 施 得 
少 ,土壤 和 结构 不 良 , 很 难 长 好 蔬菜 。 日 喀 则 老少 的 革 地 ,土质 本 来 也 不 好 , PSE 
天 量 有 机 肥料 ,已 变 成 朴 松 ̀  有 和 结构 的 棕 黑 色 熟 十 ,是 值得 向 老乡 学 习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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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 所 以 及 时 耕 友 播 种 、 精 耕 壮 作 最 为 重要 , 还 要 多 施 有 机 肥料 。 BARTER, 

He HP SN BEA LEMURS , LEASE RE. 
HRAHPOKAP, VLA BA, SRE PICK RO SHE, 4 

季 , 多 易 被 水 淹没 , WRETENVERE PEAK EZ DG, 局 部 地 势 太 低 的 地 ,如 果 排 水 不 易 ;, 还 是 不 “ 

种 的 好 。 

试验 农场 的 新 址 车 仁 塌 子 ,土质 亦 紧 粘 ,肥力 不 高 , FRM, SHILA 

破坏 它 的 层 状 千 构 ,多 施 有 机 肥料 ,也 是 改良 这 种 土壤 必要 措施 之 一 。 这 种 土壤 和 一 般 
的 砂 质 土壤 不 同 , 如 果 赫 作 粗 放 , 肥 料 又 少 ,一 定 招致 失败 ,所 以 在 开 旦 种 植 的 头 几 年 要 

多 加 注意 。 
4。 亚 东 地 区 ” 坡 陡 沟 狭 , 宣 於 种 植 果 树 和 培育 森林 ,如 果 勉 强 开 旦 , 则 在 比较 陡 的 

山坡 上 ,丧失 了 蘑 蔽 的 植物 复 盖 。 在 如 此 大 的 雨量 情况 下 , 土壤 很 容易 受 侵 便 ,过 不 了 
几 年 ,土壤 便 会 全 被 冲 走 而 露出 下 面 的 岩石 来 。 本 地 区 植物 生长 茂盛 , 土 层 中 聚积 有 机 

质 养 分 丰富 ,表土 带 棕 黑 色 , 一 般 说 来 , AAR A, APE ge pep 
露出 棕 黄 色 底 土 ( 黄 腰 泥 ) ,土质 又 瘦 又 发 粘 , 耕作 困难 , 作物 及 蔬菜 的 生长 也 不 好 。 对 
PEM AML, ABATE EMIS, 使 士 质变 松 变 肥 , MIRE. SESE 
地 上 应 当 注意 排水 工作 。 

5. 一 般 的 肥料 问题 : 

(1 ) 土 凌 的 积存 “ 土 灶 是 康 藏 大 城市 中 可 以 利用 的 主要 肥料 之 一 ,成 分 不 定 ,路 旁 
汉 边 、 城 里 的 塞 地 水 坑 , 都 可 积聚 大 量 土 装 。 士 装运 到 地 里 后 ,应 分 别 堆 起 ,外 面 用 稀 泥 

糊 住 , 如 果 任 其 日 晒 雨 淋 , 肥 分 便 易 蒸发 和 流失 。 
(2 ) 凌 尿 处 理 “ 人 闭 尿 是 目前 最 值得 重视 的 肥料 。 现 底 没 有 化 学 肥料 ,也 没有 油 狂 

类 肥料 ,牛马 烘 又 要 作 燃 料 , 只 有 好 好 利用 人 装 尿 。 数 尿 的 保存 和 处 理 又 会 大 大 影响 闭 

RAS WES, FAA BBWS EEA SER. WRAL HBR, 也 就 是 间接 的 增加 了 肥料 。 
我 们 利用 做 尿 ,最 主要 的 是 它 的 氮肥 。 这 种 氮肥 遇 到 戌 性 物质 , Bil aA IR. 

灰 之 类 ,氮肥 便 会 变 成 氨 气 而 跑 掉 。 我 们 看 到 老乡 往往 将 灰 倒 到 厕所 里 ,这 样 便 大 大 损 

失 了 氮肥 ,而 且 爆 灰 里 的 钾肥 ,也 就 容易 流失 了 。 

合理 的 处 理 , 便 是 各 召 将 瞪 性 物质 混入 数 尿 中 。 清理 耐 所 时 ， 将 稀 并 拌 士 堆 起 ， 外 

面 用 稀 泥 糊 住 , 用 时 再 打开 撒 坎 地 中 ,人 尿 可 摊 入 士 凑 内 或 另外 用 帮 士 吸收 。 这 种 尿 士 

可 以 用 作 妃 肥 , 上 荣 地 、 作 物 地 都 可 以 ,但 是 施用 后 一 定 要 小 水 ,肥效 才 容易 发 挥 。 

(3) 利 用 兽 骨 ” 兽 骨 中 含有 大 量 磷 质 ,磷肥 可 以 促进 庄稼 提早 成 熟 ,果实 种 将 千 得 

创 满 。 现 在 内 地 各 处 多 设 有 骨粉 厂 , 制造 骨粉 供 安民 使 用 或 外 销 。 康 藏 安民 没有 施用 

崩 材 的 名 避 , 兽 骨 随地 素 秆 ,可 收集 制 成 蒸 考 骨粉 ,或 於 池 中 加 石灰 和 草木 灰 源 成 骨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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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推广 应 用 。 
(三 ) 对 作物 方面 的 建议 
1. 精 选 息 种 ”西藏 地 区 农田 中 的 作物 种 类 混杂 为 极 普 逼 的 现象 ,一 般 的 都 在 青 称 

田中 混 种 醇 豆 、 油 荣 、 就 是 音 种 青 牺 或 小 麦 的 田中 ,也 或 多 或 少 的 混杂 一 些 玉 豆 、 油 茶 。 
再 者 就 是 青 释 田 中 粒 也 有 白 、 蓝 、 紫 的 不 同 ,小 麦田 中 以 秃头 乱 世 估 契 大 多 数 ,但 也 混杂 
不 少 御 芭 的 。 按 这 种 现象 ,不 仅 在 生长 间 上 早晚 不 一 , 即 在 产品 质量 上 也 有 不 少 影响 。 
固然 像 加 庆 则 地 区 老乡 也 略 有 选 种 事例 , 但 距离 选 种 标准 和 田中 纯 深 程度 则 仍 相去 其 
远 。 今 后 应 先 由 农业 试验 场 自 各 地 选取 良种 良 穗 , 进行 比较 观察 , PU URE Te Se 
乡 进行 田间 选 种 。 愉 此 以 外 , 站 应 在 播种 前 进行 选 别 良 粒 。 一 般 可 用 泥水 选 或 中 水 选 
别 ; 驶 得 劣 昔 生长 发 硼 , 徒 耗 地 力 ,影响 产 品质 量 。 双 在 亚 东 地 区 ,何须 选 择 后 熟 期 较 长 

的 作物 品种 进行 栽培 , 驶 受 “ 生 发 荐 ?的 损失 。 
2. RM RMR HERA DE. BO. WAR. BES 

种 。 当 地 气候 环境 虽 属 高 塞 ,不 过 根据 现 有 的 具体 条 件 , 试 种 新 种 人 有 不 少 的 可 能 性 。 
这 里 应 当 首 先 提 出 的 , 即 冬小麦 在 拉萨 的 哉 种 成 功 。 这 不 仅 是 一 种 新 作物 的 试 种 成 功 ， 
翡 且 由 此 可 以 改变 部 分 的 耕作 制度 , 最 低 限 度 可 以 将 一 年 一 收 ( 季 ) 改 为 二 年 三 收 ( 季 ) 
[可 以 在 收获 冬小麦 后 加 种 生长 期 短 的 作物 , WAZA], 根据 这 一 次 所 经 过 
的 地 区 和 所 了 解 到 的 情况 , AGAR, SLRS, 可 行 试 种 冬小麦 。 HMI 
PME, 旭 撩 做 下 游 地 区 试 种 成 功 后 再 行 向 上 推展 。 vob anise RE), A 
MTR, RAVES RR REMIT, WH A Tu LRA. 
PEAR ARS ATR , 在 年 楚 河流 域 白浪 宗 以 下 、 雅 重 藏 布 江 流域 自 彭 错 林 宗 以 下 ,都 

在 安田 中 发 现 有 狗 尾 草 , 抽穗 接 近 成 熟 。 根据 这 种 情形 , 似 可 进行 试 种 生长 期 较 短 的 
栗 、 和 、 稳 等 类 作物 。 此 外 在 基隆 农田 中 发 现 一 .二 株 亚 麻 ,而 在 日 喀 则 近郊 也 种 有 小 片 
亚麻, 所 以 哉 种 亚麻 似 无 问题 , 如 此 就 可 以 增加 一 种 油料 及 维和 维 作物 。 大 厅 在 很 多 地 方 
都 可 以 生长 ,今后 也 可 以 选择 低温 地 进行 试 种 。 

3. 改良 农具 ”西藏 地 区 家 业 生 产 较 为 落后 的 一 个 原因 ,就 是 农具 的 欠缺 ,根据 “ 工 
和 欲 善 其 事 , 必 先 利 其 器 ”的 原则 , 如果 要 改进 这 个 地 区 的 农业 生产 ,首先 应 当 改进 农具 ， 
天 量 推广 新 式 安 具 ,以 进行 精 耕 普 作 。 后 藏 地 区 的 耕 复 大 致 与 拉 阵 河流 域 相同 , 翻 土 小， 
效率 低 。 仿 后 应 在 现 有 基础 上 提倡 用 “ 套 歼 法 "深耕 多 耕 , IVETE, RPE EADS 
再 推广 内 地 的 新 式 步 复 。 至 区 一 般 小 型 安 具 ,在 后 藏 地 区 似 稍 较 前 藏 为 多 ,间或 可 见 到 
小 匀 、 小 钢 、 小 银 等 ,不 过 大 部 是 短小 粗 笨 , 枉 应 改进 。 凡 自 播种 以 至 收获 脱粒 应 用 的 家 

FL, 如 条 播 器 、 新 式 步 黎 、 中 耕 器 、 胸 粒 用 具 等 ,都 应 先 子 示范 应 用 , 然后 再 廉价 推广 。 
4, 积 肥 租 作 及 适时 播种 ”后 藏 地 区 除 个 别 情形 外 ,一 般 施 肥 也 不 过 聊 胜 认 扰 。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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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BRIAR BIBI, BRSSIE, AREA BE, ILRI. “THM 

RDA” Fh RE AGH EAB BRE TTAB, QUI “SEARLS SE BE” (24 He 

可 以 养 猪 ) BRBAKTAB. wht +R, 大 概 是 缺 肥 征象 。 如 能 施肥 得 

当 , 改 良品 质 , 增 加 产量 一 定 没有 问题 。 又 在 施肥 习惯 上 , 一 般 仅 施 基肥 ,不 用 和 追肥 ,如 

能 大 量 积 肥 、 及 时 施用 追肥 ,产量 当 可 增加 不 少 。 
在 耕种 技术 上 大 都 偏 认 粗放 ,尤其 在 播种 时 拖延 基 长 ,生育 成 熟 各 有 早晚 。 所 以 形 

成 这 种 现象 的 缘故 , 当然 也 有 不 少 的 限制 条 件 。 但 是 为 了 作物 生长 发 育 及 时 , 羽 须 抓紧 
时 机 适时 播种 ,万 勿 过 早 或 拖延 甚 迟 ,在 整地 上 应 求 “ 深 耕 、 竹 耕 、 多 耕 ”, 站 上 且 在 秋收 后 

尽 可 能 的 年 取 早期 灭 疮 、 早 耕 及 秋 耕 , 及 时 的 灌溉 冻 水 ,如 需 保 水 肖 应 < 条码, 多 靶 "。 现 

行 播种 方式 此 为 撒播 , 田间 操作 很 多 不 便 , 今后 应 在 其 他 条 件 的 配合 下 , 提倡 条 播 和 进 

行 中 耕 除草 作业 。 又 在 收获 时 ,也 应 该 及 时 收 制 ,或 早 或 晚 对 於 产品 质量 都 有 影响 。 庆 
其 在 亚 东 地 区 ,在 作物 收获 期 恰 值 雨季 ,收获 过 晚 时 发 生 大 量 的 “生发 荐 ” 现象 ,影响 产 

品质 量 甚大 。 
5. 防除 病 虫 “西藏 境内 作物 虫害 较 少 , 这 次 所 人 经 过 的 地 方 除 在 幼苗 期 稍 有 虫害 。 

外 ,在 通 梅 财 卡 发 生 豌豆 的 害虫 ( 虫 名 不 详 )。 观 其 形体 可 用 胃 毒 剂 杀 死 ,而 一 般 地 区 则 

较 少 。 病 害 反 较 普 逼 最 多 的 是 锈病 及 黑 穗 病 ,小 麦 、. 青 释 的 锈病 在 生长 发 育 后 期 都 有 发 旺 

现 ,而 在 个 别 地 区 也 有 相当 严重 的 。 防 治 方法 除 用 祖 治 办 法 应 用 抗 病 品 种 外 ,其 他 方法 

效果 则 较 小 。 黑 重病 的 发 生 以 小 麦 . 青 牺 的 散 黑 穗 、 青 释 的 坚 黑 穗 较 多 ,而 小 麦 的 腥 黑 

穗 旭 较 少 。 克 其 在 亚 东 地 区 特别 严重 ,发 生 李 锡 在 20 一 30 和 % ,其 他 地 区 也 有 5% 左 右 ， 

今后 亚 应 设法 防治 。 通 常 在 病 午 刚 抽出 时 , 应 发 动 老乡 在 田间 拔除 病 穗 来 烧 燃 , WD fa 

喂 牲 畜 , 灵 其 病菌 传 作 ,或 用 冷水 温 浊 浸种 法 杀 死 散 昧 重病 的 病菌 。 至 亦 坚 黑 重病 及 朋 

黑 穗 病 的 病菌 ,， 因 系 附着 种 迎 外 表 , 可 用 赛 力 散 . 古 仁 乐 生 等 药剂 拌 种 杀 死 。 如 此 积 年 

防治 , 序 可 根除 ,否则 必 日 丛 草 延 ,日 甚 一 日 ,影响 产品 质量 甚大 。 
6. 提倡 输 作 “后 藏 地 区 在 农业 生产 上 除 利用 帮 对 休 半 的 软 地 办 法 来 恢复 地 力 以 

外 ,在 各 地 区 亦 或 多 或 少 有 一 些 输 作 方 式 。 今 后 为 增进 地 力 , 从 事 生 产 ,应 提倡 轮作 。 

除 前 述 个 别 地 区 较 合 乎 科学 原则 的 具体 实施 事例 应 行 提 倡 外 ,在 原则 上 应 将 豆 科 和 作物 
与 禾 本 科 作物 、 深 根 作物 与 浅 根 作物 轮流 种 植 ,如 下 烈 的 四 年 输 作 制 ; 

第 一 年 ,小 麦 ; 第 二 年 , 跪 豆 (或 油菜 ); 第 三 年 , 青 释 ; 第 四 年 , 休 阅 。 
现在 首 项 、 燕 麦 等 新 种 作物 在 拉 蓬 试验 成 功 , 即 可 返 用 苏联 “牧草 田 轮 作 制 2 的 先进 

经 验 ,进行 试用 下 烈 的 八 年 输 作 制 ; 

第 一 年 , 攻 蒂 、 菩 过 混 种 ( 亦 可 用 鸟 完 草 代替 燕麦 收 为 钼 料 ); SAE, ETF CIBER RE 

麦收 为 外 料 ); 第 三 年 , 首 菠 (秋季 全 部 复 翻 ) ; 第 四 年 ,小 考 ( 或 垦 种 ); 第 五 年 , 跪 豆 (或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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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 ); 第 关 年 , 青 穆 (或 小 麦 ); 第 七 年 , 休 并 ( 清 灌 休 并); 第 作 年 ,小 麦 (或 青 称 )。 
这样 不 仅 收获 了 粳 食 ,北上 且 可 以 条 硕 到 性 畜 的 饲料 及 培养 地 力 ,如 果 再 从 事 种 植 防 

| 拓 林 、 护 昌林 、 薪 柴 林 , 即 可 往 收 安 、 林 ̀ 收 三 位 一 体 的 巨大 效果 。 
《四 ) 森 林 方 面 的 建 凡 

牧区 因为 地 势 高 塞 , 根本 没有 树木 , 所 以 也 不 宜 於 造林 ,其 他 两 个 区 , 都 与 林业 很 

| 有 关系 。 这 两 个 区 域 ,因为 气候 土壤、 地 势 等 条 件 的 不 同 , 兹 分 述 如 下 。 
1. REE “在 这 个 区 里 ,一 般 河谷 寅 广 ,多 沙 潍 石 矶 地 ,所 以 反射 强烈 ,气候 干旱 ， 

不 利 基 树木 的 生长 。 所 以 除 河 潍 上 的 酯 酸 条 林 和 少数 山上 有 榆 柏林 之 外 ,可 以 襄 没 有 

”和 什 乞 自 然 林 。 如 此 在 这 个 区 域内 就 只 有 售 人 工 的 帮助 ,才能 有 森林 。 
为 了 使 这 里 的 风景 优美 ,固然 需要 尘 林 , 此 外 还 有 更 重要 更 迫切 需要 林木 的 地 方 。 

我 个 的 燃料 ,大 部 用 肘 牛 凌 , 而 人 口 增加 , 牛 美 供不应求 ， 价格 腾 贵 , 所 以 薪 材 的 供给 是 

需要 大 量 造 林 的 。 为 了 护岸 ,防风 等 原因 ,我 们 也 需要 大 量 造 林 。 

这 里 造林 , 在 技术 方面 可 说 没有 什么 困难 ， 因 为 我 们 有 好 几 种 容易 成 活 的 树木 ,如 

。 杨 闭 之 类, 只 要 插 条 就 可 繁殖 。 问 题 位 平 在 庆 如何 保护 上 。 据 观察 所 及 ,此 区 内 的 林 卡 
插花 大 小 ,都 需要 围 糖 来 保护 ,否则 性 畜 为 害 ,树木 是 乱 法 生长 的 ,成 林 更 是 无 望 了 。 在 

。 这 种 情况 下 , 我 们 应 访 利 用 一 切 机 会 , 来 指导 藏 胞 , 使 他 们 知道 林 木 的 重要 , 来 要 护林 

i 

on Per er eee 

本 。 一 方面 在 每 年 的 初冬 初春 , BEBE AK AGA, PR ES J LTE 

和 抬 林 , 锈 的 揪 在 昔 围 里, 待 以 后 移植 ,这 样 才能 获得 造林 成 效 。, 如 果 沿 雅鲁藏布江 两 岩 

的 城市 乡村 ,都 能 每 年 造林 育苗 十 万 株 以 上 ,， 则 不 但 高 原 不 久 可 以 绝 化 , 而 且 其 他 问题 

也 可 以 随 而 全 部 或 者 分 地 解决 了 。 

在 横 柳树 外 ,其 他 组 长 的 娠 木 可 以 选取 适 认 本 地 情况 的 , 在 苗 轩 中 慢 慢 地 培 青 起 

来 ,及 为 长 入 以 后 ,取得 木材 ,以 供 修 建 之 用 。 
2. PKA ”我们 知道 在 这 地 区 内 的 所 谓 森 林 区 , 只 是 由 帕 里 高原 下 面 起 直到 阿 

双 奔 郎 附近 为 止 的 一 条 狭 兆 而 已 ,虽然 长 着 很 好 的 森林 ,然而 狭 沟 面 积 基 小 , 所 以 一 年 
中 的 材积 产量 也 比较 有 限 。 FESR SEP KA LE, 其 重要 是 远 过 於 造林 工作 的 。 
因为 在 这 狭 谷 内 ,雨量 极 高 ,山上 有 很 厚 的 酸性 腐 殖 十, 极 宜 讼 树木 种 子 的 发 芽 , 所 以 森 
林 的 目 然 更 新 是 将 毫 不 成 问题 的 。 问 题 只 在 扰 铀 的 破坏 和 不 合理 的 探 伐 。 森 林 面 积 虽 
ASK» 而 我 们 还 希望 它 在 高 原 的 建设 工作 中 起 一 个 相当 天 的 作用 。 现 据 观 察 , 亚 东 方 
面 , 扰 谓 的 焚 林 和 不 合理 的 探 伐 均 有 发 现 。 因此 , 一 方面 应 积极 做 些 宣传 工作 ,唤起 茂 
胞 的 注意 ,引起 他 们 护林 的 热忱 ; 另 一 方面 至 少 须 由 内 地 炙 取 少数 林业 八 材 , 来 合理 管 
PEP EE. TASTE TB), 选取 优良 的 种 类 ,以 代替 木材 比较 次 的 种 类 , 则 我 们 的 森 
林 前 途 , 是 有 大 作为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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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UBS PA SEB AE SEPA, BT TG BB EE PH PS 
位 ,那么 在 这 小 小 的 面积 中 ,土地 是 十 分 宝贵 的 。 我 们 再 不 应 该 毁 了 林子 来 种 庄稼 。 事 
情 是 十 分 明显 ,西藏 地 区 种 作物 的 莞 地 , 现在 还 是 可 以 成 万 雷 的 找到 , 只 要 我 们 去 开 蔓 
就 成 ,可 是 能 够 生长 森林 的 地 方 , 却 只 是 这 小 小 的 一. 坤 。 这 一 比例 ,就 很 容易 使 我 们 知 
道 在 亚 东 波 中 种 作物 的 不 合算 了 。 

至 认 果 树 方面 ,在 这 一 带 也 是 没有 大 问题 的 。 首 先 在 培育 果树 的 苗木 方面 ,我 们 有 
很 丰富 的 材料 可 用 , 接 芋 果 我 们 有 野 海棠 , 拉 莉 方面 有 甘肃 海棠, 亚 东 方面 也 有 长 得 很 
好 的 野 海棠, 接 桃 我 们 有 长 得 和 柳树 一 般 高 天 的 可 核桃 , 接 梨 我 们 也 有 野 梨 , 拉 蔷 很 多 。 
这 些 我 们 都 可 以 探 取 种 子 , 先 将 砧木 培 青 成 苗 ,然后 扰 论 向 内 地 或 印度 方面 收 得 好 果树 
的 接穗 ,加 以 婷 接 , 则 三 、 四 年 后 , 我 们 就 有 大 量 的 桃子 可 吃 , bE, RR 
将 源源 供 输 了 。 

(五 ) 畜 牧 方面 的 建议 
1。 试 种 新 种 牧草 ”以 今年 在 拉 蔷 试 种 首 落 和 砷 麦 的 成 绩 良 好 ; IE A TE 

林 卡 原 有 的 萌 蒂 生长 情形 来 看 ,在 雅鲁藏布江 主流 附近 求 大 量 试 种 首 东 和 习 麦 ,是 不 会 
遭受 失败 的 。 只 是 在 海 技 4000 米 以 上 的 地 方 能 否 试 种 成 功 , 还 有 一 些 问题 。 在 郎 嗓 
子 ,今年 5 月 18 日 播种 的 首 蒂 生长 到 株 高 20 厘米 , 根部 深 达 20 厘米 , 未 开花 ,缺少 根 
瘤 菌 , 若 能 接种 上 根瘤 苗 , 今 冬 又 能 安 储 滤 过 的 话 , 在 海 技 4200 米 左右 也 可 以 种 植 了 。 
外 地 牧草 的 引进 ， BETTIE AN IE EDL, 还 有 一 种 多 年 生 的 牧草 一 - 猫 尾 草 一 也 值得 -- 
试 。 

除 引 进 外 地 牧草 外 , 本 地 的 野生 收 草 中 品质 较 好 、 产量 较 高 的 也 可 引 来 栽培 ,水 当 
繁殖 推广 。 就 我 们 沿途 所 见 的 野草 而 论 , 有 下 烈 五 种 可 以 试行 栽培 。 

(1 ) 栈 属 草 ， 生 长 在 彭 错 林 以 东山 地 (在 庆 马 巅 一 带 也 生长 此 草 ) ,产量 较 丰 ,性 畜 
也 受 吃 ,就 是 昔 穆 粗 硬 一 些 ,但 值得 试 种 推广 。 

(2 ) 梨 某 是 一 年 生 的 豆 科 牧草 ,在 功 党 林 林 卡 中 生长 较 多 ,品质 好 而 产量 低 。 
( 3 ) 小 黄花 彰 攻 “在 有 些 紫 青 牺 地 和 小 麦 地 里 有 ,就 是 产量 差 一 些 ( 通 梅 财 卡 )。 
(4 ) 青 荡 ， 在 卓 木 泽 登 湖 傍 的 马 墙 生长 很 多 , 新 于 泗 的 湖 边 如 夏 拉 湖 及 多 金 湖 傍 

可 以 试 种 。 
(5) BFS (GEIL) ， 亚 东 地 区 有 这 种 草 , 生 长 良好 ,可 加 以 栽培 。 
2， 勘查 高 草地 ,了 解 产 草 情况 , 将 每 年 剩余 高 草 在 秋季 收 制 后 用 捆 草 机 (我 国 东北 

出 品 ) 每 天 可 以 打 成 30 Jp ANH 300 HH, 一 个 性 口 可 以 默 到 4 HA, PE SERRE 
能 解决 交通 称 上 一 部 分 草料 缺乏 的 问题 。 

3。 后 藏 穆 羊 所 产 羊 毛 的 品质 好 , 将 求婚 过 选 衣 改良 , 能 使 毛色 不 杂 , 产 毛 量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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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羊毛 生产 前 途 是 很 有 希望 的 。 将 来 能 在 多 金 或 是 郎 嘎 子 地 方 设 一 篇 羊 选 青 场 , 先 进 

行 土 种 选 育 ,对 短 众 养 羊 起 一 种 示范 作用 。 

4. 注意 乳牛 的 改良 工作 , 应 先 在 拉萨 和 日 喀 则 的 试验 农场 中 刨 养 一 部 分 乳牛 ,由 

内 地 或 印度 引进 优良 乳牛 品种 和 本 地 牛 杂交 改良 。 一 方面 能 供给 医院 和 儿 重 以 新 鲜 牛 ， 

奶 , 同 时 对 生 众 的 孔 牛 蚀 养 也 起 一 些 示 范 作用 。 

5. FEL BAEC EF LE, 应 由 内 地 聘请 伺 毯 技 术 工人 来 帮助 提高 技术 , 沽 

低 成 本 ,再 由 贸易 公司 来 协助 解决 销路 问题 。 

We 

EE REP ARSE MERE, HT LA By BA HI I PR RA DC AE 
业 上 存在 的 若干 问题 ,以 及 这 些 问题 的 相互 关系 。 根 据 这 种 训 规 ,我 们 可 以 有 计划 地 运 
用 这 些 自然 法 则 来 为 藏族 人 民 恋 霜 利 。 

在 安 、 林 、 收 生产 建设 中 ,农业 、 林 业 、 收 业 的 建设 是 相互 关连 的 ,是 不 可 分 的 。 为 了 
增加 土壤 的 肥力 、 改 良 土壤 的 构造 ,我 们 就 要 吸取 苏联 的 “牧草 田 输 作 制 ”的 经 验 , 因 地 
制 宜 地 加 以 探 用 , 这 样 可 以 连带 解决 畜牧 业 在 冬季 缺乏 蚀 料 的 问题 。 造林 也 保护 了 田 

土 旭 受 风 鸳 ,同时 在 畜牧 业 发 达 的 情况 下 方 能 积 到 大 量 的 弃 肥 ,所 以 农林 、 收 的 生产 只 
有 在 适当 的 配合 情形 下 , 才能 达到 最 高 的 效果 。 

虽然 我 们 所 径 过 的 地 区 都 在 海 技 3000 KIL, 环境 条 件 是 有 些 不 利 的 , 但 是 藏族 
人 民 是 有 高 度 劳动 热情 和 创造 性 ,他 们 已 沟 想 了 许多 办 法 来 初步 克服 环境 上 的 困难 。 
如 在 高 原 安 业 技术 上 ,他 们 已 建立 了 一 些 轮作 制 的 习惯 ,解决 了 许多 江浙 上 的 问题 。 有 
的 地 方 也 有 了 一 些 初 步 选 种 的 知 哉 , VS ESA RAT AR, 加 以 整理 ,再 介 帮 
一 些 内 地 的 安 业 技术 和 苏联 的 先进 农业 生产 纸 验 来 提高 一 步 。 例 如 气候 干燥 是 环境 上 
的 一 个 不 利 条 件 , 我 们 大 力 兴修 农田 水 利 工程 ;气温 低 , 生 长 期 短 ,我 们 就 培 至 耐寒 的 和 
生长 期 短 的 作物 品种 。 

今天 在 西藏 还 有 大 片 的 土地 可 以 开明 ,很 多 新 的 作物 可 以 试 种 ;很 多 的 地 方 可 以 炉 
化 ,更 多 的 牲 冀 可 以 在 这 里 畜 养 ……。 从 安 业 生 产 上 来 看 ,西藏 是 可 以 变 成 一 片 富 能 的 
土地 , 容 秽 更 多 的 人 口 。 藏 族人 民 的 生活 也 会 一 天 天 的 提高 ,来 共同 建设 我 们 繁荣 富强 
-的 新 中 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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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THUMAMRBEtE LOST 

TBR ASB ARR, 水源 不 惕 、 气 温 较 低 . 霜 期 不 定 ,所 以 现 有 的 
农作物 种 类 很 少 ,一 般 生 长 情况 也 差 一 些 。 我 们 部 队 机 关 的 开幕 生产 ,目前 都 是 利用 妆 
地 老乡 况 为 没有 开明 价值 的 荒 寺 子 , 土 搓 粘 重 千 实 , 水 利 条 件 不 好 ,本 来 就 不 适 於 种 庄 
稼 ,加 以 人 力 、 畜 力 和 农具 的 缺乏 ， 耕作 难 驶 失 之 粗 放 , 所 以 作物 的 生长 情形 ;一 般 褒 来 
是 赶不上 老乡 的 。 在 这 种 情形 下 , 要 想 提 高 我 们 的 生产 工作 , 似乎 应 该 着 重 在 精 耕 效 
作 、 发 展 水 利和 改良 土壤 三 方面 。 精 耕 笨 作 是 比较 容易 办 到 的 ;而 改良 土壤 旭 需 要 相当 
长 的 时 间 , 但 薄 不 是 没有 办 法 的 ; 至於 发 展 水 利 , 虽 是 当务之急 ,但 也 需要 根据 具体 情况 
来 汲 步 开拓 , AERA, TARE AE A, UALS A BAK 
Al) AVI UAT EE, TRB, Wests BIT 
地 区 的 发 业 生 产 工 作 ,提出 几 点 初步 的 意见 。 

一 .车 仁 及 年 楚 河 西岸 蝎子 的 农田 水 利 与 土质 问题 

(一 ) 农 田 水 利 方面 
1. 车 仁 西 南 幕 地 的 灌溉 问题 ”根据 测量 队 所 测 的 地 形 圆 ,车 仁 附近 的 几 千 亩 昔 地 

消 未 包括 在 内 , 所 以 原来 计划 要 修 的 那 条 水 汇 ， 就 不 能 很 好 地 利用 来 灌流 这 片 地 方 ,这 
MH PIE, 但 是 整个 修 汇 都 很 费 工 , 如 果 有 充分 的 人 力 和 时 间 来 绝 营 ,这 块 地 方 
才 可 以 喜 到 开明 。 否 旭 还 是 把 已 种 的 地 整 好 种 好 , 待 将 来 条 件 够 了 再 说 。 就 目前 的 情 
驶 看 来 ,似乎 还 是 组 办 ,比较 父 当 些 。 

如 果 要 引水 的 话 , FLA HEREC ARB, SABI HERE be, ae 
处 是 稍 把 旧 渠 整理 扩充 一 下 ,就 可 以 引水 ,省 时 间 也 省 工 。 坏 处 是 和 老乡 共 一 条 泄 。 我 
们 在 水 汇 的 下 端 ̀ 水 渠 上 端 径 过 好 几 个 庄子 ,随时 会 秆 截断 ,用 水 量 和 用 水 时 间 都 受到 
很 多 限制 。 只 有 在 开明 少量 土地 时 ,可 以 暂时 借用 旧 渠 一 下 。 

另 一 个 办 法 就 是 自己 开 一 条 新 渠 , 用 水 量 和 用 水 时 间 都 不 会 受 限制 。 ANS RIE 
就 要 比 原来 计划 的 那 条 提高 几米 ,才能 使 幕 地 都 浅 得 上 水 。 详 攻 的 渠 乏 和 施工 计划 , 需 
要 作 精 密 的 测量 后 才能 订 出 。 现在 仅 就 原来 的 测 图 做 一 概略 的 估计 : BIBER TERE I 
的 边缘 ,最 高 高 度 为 97 米 。 塌 子 里 面 先 山坡 的 地 方 很 可 能 又 高 出 三 、 四 米 ,那里 的 高 度 
就 有 100 米 多 一 点 。 原 来 的 摘 水 埋 高 度 是 100 米 , 比 要 小 的 地 低 一 些 ,所 以 反 水 坦 还 要 
向 上 游 移 0.5--1 公 里 ,使 盾 水 坦 的 水 位 比 寺 子 上 莞 地 最 高 地 点 能 高 出 两 三 米 才 行 。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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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的 长 度 大 概 在 6 公里 左右 ,因为 地 面 是 粘土 , 汇 道 的 比 降 为 1/2000-1/1500 就 行 了 。 
需要 做 滤 档 的 地 方 只 有 二 、 三 处 , 可 以 用 木 架 支 牛皮 来 做 。 引 到 车 仁 寺 子 上 来 的 余 永 ， 
利用 西 侧 的 小 石山 山坡 做 跌 水 放下 去 , 放 到 老乡 的 汇 里 就 行 。 这 个 跌 水 将 来 可 以 利用 
来 发 电 。 一 方面 把 放 到 老乡 的 渠 里 的 水 , 根据 旧 汇 的 分 伤 情形 ,逐步 加 以 整理 和 调整 ， 
以 提高 用 水 的 效率 。 不 过 在 对 水 权 、 地 权 等 关系 未 弄 清 楚 以 前 ,调整 灌溉 系 议 是 会 遭 到 
许多 困难 ,不 如 稍 绥 一 步 再 做 。 

水 源 的 大 小 是 一 个 基本 问题 , 若是 有 一 年 缺 雨 , 第 二 年 一 定 感到 水 量 不 足 ;, 上 游 的 
地 涝 了 ,下 游 的 地 就 浇 不 上 。 在 江 孜 的 三 条 泄 上游, 如 果 我 们 修了 条 渠 ; 把 水 截 去 了 , 老 
乡 漠 不 上 水 时 ,一定 会 向 我 们 提出 意见 的 。 

2. 邦 斑 的 地 ,利用 老乡 的 水 渠 , 水 量 不 够 , 渠道 需要 扩大 。 淡 水 时 间 一 月 才 输 到 五 
天 五 夜 , 200 多 雷 地 和 铠 怕 不 能 很 好 的 蛮 逼 浇 透 。 一 月 汉 一 次 间隔 时 间 太 长 ,庄稼 容易 受 
旱 , 最 好 讽 法 与 老乡 协商 ,十 取 一 月 之 内 能 江上 雨 次 水 。 

江 孜 附近 气候 干旱 , 燕 发 量 大 ,而 粘 士 之 下 每 有 一 层 粘 即 ,不 易 渗水 ,所 以 在 雨季 未 
来 之 前 ,一 般 的 土地 很 容易 得 旱 。 我 们 部 队 机 关 的 生产 地 又 多 是 低 塞 之 地 , 排水 不 良 ， 
AERA Se, 因此 要 随时 注意 灌溉 和 排水 的 问题 。 目前 工 委 生产 地 的 排水 澡 
为 60 x 30 厘米 ,似乎 嫌 太 狭 ,水 的 去 路 应 访 很 好 的 计划 一 下 。 

至 大江 孜 城 冬季 用 水 的 问题 ,目前 引水 到 江 孜 城 附近 灌流 农 地 薄 附 带 供给 饮水 的 
一 共有 三 条 汇 , 秋 收 以 后 就 任 牛马 足 踏 ,水 渠 坏 了 也 不 管 ,所 以 冬季 常 有 断水 十 .三 个 月 
的 情形 ,一 直到 春耕 前 整理 一 次 后 才能 放水 。 要 供给 江 孜 城 的 用 水 , ABE, A 
在 冬季 和 初春 地 里 不 用 水 ,安民 不 管 渠 道 的 时 候 , 发 动 大 家 来 维护 渠道 的 欧 年 通 惕 就 可 
解决 。 渠 道 的 水 很 混 , 可 以 利用 地 形 挖 雨 个 蔷 水 池 ,把 水 淖 清 一 下 , 专 做 饮水 之 用 ;倒是 
必要 的 。 

(二 ) 土 接 方 面 

1. 土质 概况 “这 个 地 区 机 关 部 队 的 生产 地 和 准备 开明 的 地 , 按 其 土壤 性 质 可 以 分 
为 十 大 类 : 

(1) BAB: ASTRA RUA SRW, HRSA RE RABI, HEAR, 
BALLS SENG MAN EESTI, HSE US BM: KS RE, 土壤 紧 
Hi ELH MUD RY HEL 2S BOR A, 8 EIR, PE ED, PLAS, IRS te 
干 时 易 千 成 硬块 酸 瞪 度 在 8.08.2 左右 。 

一 般 赫 殊 深 度 多 在 7 一 10 厘米 之 间 , 正 是 这 种 土壤 的 表层 ,由 共 耕 友 不 适时 ,表面 
FE AIA, BENS BENE IEE BK. 

(2) VRS TCHAD RPS, SSW, 在 近 山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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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形 地 处 比较 厚 些 , LCR RERA, HG SEEN Sh ih EET A, PE ate 40 J 
HAAG WAR KAS, HABE) 10 JR, BEL MAE, He 1 
JK AEA) SR, OTE 20 厘米 厚 的 粘 盘 , HARA, HARI PSP LI 
We PERE RAT Gh, ee LS , ERIE AE 8.0 
一 8.2 Zi, MEER, ES 1°, MEE RTZEDH IL bab Poi e 
UPSET ACA HWREAM, 但 因 地 下 水 位 低 , 而 且 紧 接 在 表层 底下 有 -一 层 粘 盘 , 水 分 不 

- 易 滩 和 信心 十 ,土壤 干燥 , 容易 受 旱 ,所 以 植物 稀少 。 

依 目前 的 土壤 条 件 ， 这 个 塌 子 的 开拓 困难 很 多 , 计 : G) 表 士 不 厚 , PARE, 1a 

不 算 好 ,植物 不 易 禁 根 ;〈 开 ) 须 深 耕 在 20 BAKU LAR BRS HK, UPR, 

而 且 前 的 条 件 如 此 深耕 是 办 不 到 的 ;〈 这 ) ZEEE, HS, WAAR EK, TEAS 

裕 的 今天 是 有 一 些 困 难 的 。 

2 改 腿 土质 的 办 法 ”土质 粘 重 ， 严重 影响 江 孜 地 区 的 安 业 生产 。 公 面 的 改良 需要 

相当 长 的 时 间 , 正 因 其 收效 较 缓 , 更 应 该 及 早 着 手 。 改 良 的 办 法 有 治标 的 与 治本 的 十 

种 。 

(1) 治标 的 ， 粘 士 地 里 渗 胃 砂 , 可 以 部 分 改良 土壤 的 物理 性 质 , 使 其 通风 良好 , 便 

利 植物 根部 的 发 育 和 养分 的 吸收 。 AOS ABE DAME, 可 酌 量 施用 直径 在 工 厘 米 以 内 

“的 碎 石子 ,夹杂 秋 砂 反 和 十 中。 至 欠 一 调 地 要 挨 多 少 租 砂 石 ,要 做 试验 比较 才能 确定 
此 外 多 施 吁 、 马 、 羊 凑 , 增 加 有 机 质 , 也 可 使 土壤 变 松 。 

(2) 治本 的 ”实行 牧草 输 作 制 ,在 普通 作物 的 栽培 程序 中 ,定期 的 加 入 多 年 生 禾 本 
科 和 草 科 牧草 的 刘 合 种 植 , 由 两 年 到 六 七 年 不 等 ,如 此 可 以 逐渐 改 息 土 壤 的 构造 ,使 成 
为 松 碎 的 小 困 粒 ,不 致 千 成 大 硬块 ,而 且 大 大 地 增加 土壤 肥力 ,解决 了 肥料 缺乏 的 问题 。 
同时 每 年 又 可 以 收 制 大 量 的 牧草 , 牲畜 的 蚀 料 特别 是 冬 草 供应 也 有 了 和 着落, 一举 数 得 ， 
值得 提倡 。 我 们 建议 分 区 安 业 试验 场 少量 试 种 猫 尾 草 和 首 藉 , 小 注 意 收 策 本 地 野生 的 
不 本 科 、 豆 科 牧 革 种 子 试行 栽培 ,从 有 成 果 后 再 推广 种 植 。 这 是 今后 发 展 江 孜 地 区 安 牧 
生产 的 关键 ,值得 我 们 努力 从 事 的 。 

二 .对 僚 江 和 孜 附 近 地 区 农业 生产 工作 的 几 点 意见 

除 业 述 水 利和 改良 士 质 的 问题 以 外 ,对 放 目 前 这 地 区 家 业 生 产 工作 ,还 有 以 下 几 丰 

(一 ) 蔬 荣 为 主 粮 全 为 辅 的 目前 生产 方针 
前 已 提 及 , 我 们 机 关 部 队 的 生产 地 段 , 都 是 老乡 们 秦 甘 不 用 的 剩余 莫 地 ,如 用 粗放 

的 方法 在 大 面积 上 进行 生产 而 得 到 好 的 收获 ,就 目前 的 气候 、 填 琅 . 人 力 、 农 有 具 等 条 件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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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是 比较 困难 的 ,不 如 集中 人 力 、 时 间 在 较 小 土地 上 实行 比较 的 精 耕 竹 作 , 底 可 提高 音 
位 面积 的 收获 量 , 又 能 加 强 同 志 们 的 工作 信心 。 另 一 厂 面 , 江 孜 附近 地 区 的 日 常 蔬菜 供 
应 很 缺乏 ,部 队 机 关 的 战士 .干部 对 庆功 荣 的 需要 很 迫切 , 目前 似 应 以 蔬菜 生产 为 重点 ， 
保 量 设法 改善 干部 的 伙食 和 营养 问题 。 不 过 ,此 地 初春 气温 较 低 ,为 了 提早 供应 蔬菜 ， 
可 以 探 用 温床 、 冷 床 青苗 , 待 气候 瑟 暖 没 有 霜 害 威胁 时 ,再 移 到 大 田 里 栽植 ; 或 者 直接 利 

用 温床 促成 栽培 , 以 供 早 春 的 需要 。 种 植 的 蔬 薪 种 类 以 意 下 .小 白人 荣 \ 遵 花白、 菠菜 ̀ 萝 
HIE. BRE, 

(二 ) 精 耕 租 作 上 可 能 做 到 的 几 项 工作 
1. 及 时 整地 ”我 们 机 关 部 队 和 一 部 分 老少 地 里 的 耕作 程序 , 是 不 够 紧凑 的 。 灌 

水 \ 帮 地 \ 播 利 , 友 地 等 工作 ,都 或 多 或 少 有 些 拖 拉 现 象 ,前 后 操作 失掉 嘲 接 ,不 是 失 之 过 
早 , 便 是 过 晚 。 当然 , 形成 这 种 现象 的 客观 原因 很 多 ,不 过 今后 我 们 还 是 抓紧 时 间 及 时 

整地 播 币 , 尤 其 在 粘性 土壤 上 , 耕 友 更 需要 及 时 , 过 早 过 晚 都 会 千 成 大 卉 。 灌 水 之 后 ,一 

待 不 烙 歼 ,立即 用 殊 赫 翻 地 , 紧 接 着 趁 土 块 不 干 不 湿 的 时 候 , MERA LAC. $C ERA, 
SR GAC AGI RGA. URE LISTS, PR TERE FP OE A, WI, 
DARA, duit, LEER AM, REDE ERE ABE, A 
“EAS — FAY WS ALE SE, BY AR EAE EW CHE Bl BE Pk DEB 

RF A RH. 

2. HEBRAIC Be — 7A BEE BK, ZEEE SRR REICH, PRT AE 
Ae PSE fg AR Te D7 RA, EE ZEST VEE, SE RS AB 
等 亦 须 尽量 训 究 。 在 可 能 范围 内 可 以 挑 沟 条 播 ,以 利 中 耕 。 因 为 此 地 土壤 粘 重 , 光 灌水 

而 不 松 土 ,对 於 庄稼 的 生长 ,尤其 在 初期 是 很 不 利 的 。 同时 条 播 比 较 省 籽 , 播种 深度 一 
致 ,幼苗 出 士 生 长 发 青 整齐 。 高 原 地 区 温度 较 低 ,作物 生长 迟缓 ,气候 干 , 蒸 发 快 ,随时 
都 可 能 发 生 旱 象 。 正 因为 如 此 , 在 整地 前 应 把 地 浇 透 ,而 在 幼苗 未 开始 拔节 前 , 促 可 能 
不 予 庶 水 ,使 往 下 扎根 ,锻炼 其 耐 旱 的 能 力 。 总 之 ,在 这 个 地 区 的 一 切 农事 操作 ,都 要 转 

和 线 着 如 何 保 温和 保证 不 缺 水 这 两 个 主要 环节 。 
3. ASABE dye de FAIA AS FR, EWR BIS ARE, ATE 10 厘米 左 

Ai, RACHH EWR PF, MEE LIER A AIAY, KER REPRE 2S, HIE 
下 的 土 翻 上 来 ,充分 风化 后 可 以 增加 肥力 ,同时 也 能 促进 作物 的 根部 发 育 。 我 们 建议 在 
可 能 范围 内 用 套 犁 的 方法 深耕 , 印 用 复 先 耕 一 逼 ,然后 顺 着 邓 灌 再 复 一 次 。 

4。 秋 赫 后 灌 冻 水 “春耕 时 期 每 有 缺 水 之 虞 , 所 以 此 地 部 分 老乡 在 秋收 后 有 灌 冻 

水 之 举 。 不 过 灌水 之 前 未 予 翻 耕 ,是 其 不 足 之 处 。 我 们 建 广 秋收 后 深耕 一 逼 ,然后 灌浆 
水 ,如 此 可 以 促进 七 壤 的 风化 ,使 其 土壤 受 一 冻 一 化 的 作用 而 变 松 。 同 时 秋 埋 后 地 面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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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塌 高 低 不 平 , 容易 存 水 , 对 放 来 年 春季 用 水 和 耕地 工作 是 有 好 处 的 。 估计 此 地 士 质 粘 
重 ,冬季 的 风 虽 大 ,但 还 不 至 於 发 生 严重 的 风蚀 现象 。 

以 上 几 点 意见 是 我 们 在 很 短 时 间 内 观察 的 初步 印象 ,可 能 与 实际 情况 有 所 出 人 ,只 
提供 参考 而 已 。 



七 “对 日 哮 则 附近 农业 生产 的 滔 项 意见 
日 喀 则 是 在 年 楚 河和 雅鲁藏布江 会 合 的 地 方 ,这 十 条 河 都 有 很 寅 的 河谷 和 平坦 的 

台地 。 这 地 区 是 一 个 牛 干旱 地 区 , 一 般 说 来 没有 灌流 也 就 不 会 有 农业 。 BST 
的 水 量 很 大 , 台地 秋分 起 来 ,可 以 分 做 四 层 , 而 面积 最 大 的 第 一 .二 层 训 地 , 可 以 大 部 分 
引得 上 水 来 浇 地 ,所 以 在 日 喀 则 附近 能 有 大 片 的 宏 田 和 较 密 集 的 村 落 。 

农业 科学 组 在 日 喀 则 主要 地 考察 了 佳 庆 旭 生产 地 、 春 巴 卡 南 子 和 试验 宏 场 的 场 址 
三 处 。 现 在 分 别 把 这 三 处 地 方 的 问题 和 我 们 的 看 法 谈 一 下 。 

—. 佳 庆 则 生产 地 

佳 庆 则 生产 地 , 原 是 班 神 放 马 的 牧场 ,也 是 雅鲁藏布江 的 一 层 比较 新 的 冲积 台地 。 
-因为 过 去 引水 不 方便 ,就 任 其 自然 生长 一 些 短 草 , 如 茧 草 ̀ 、 人参果 和 芝 蔷 草 等 。 在 表 士 
REAR ZC ERI LK) 10 一 15 厘米 左右 。 土 质 为 极 鼻 砂 粘 壤土 ,肥力 高 , 甚 适 蕉 一 般 作 
物 的 生长 。 下 面 寺 有 70 厘米 的 士 层 , 士 监 较 粗 ,是 一 种 砂 壤 十 ,肥力 也 远 不 如 上 面 那 层 
表土 ， 地 下 水 位 比较 高 , 河 边 只 距 地 面 1 米 ,台地 中 部 也 只 深 ? KAA, 雨季 时 地 下 
水 面 还 可 升 到 距 地 面 70 一 90 厘米 的 地 方 。 除 冬 春 受 旱 以 外 ,其 余 季节 生长 作物 还 可 受 
到 地 下 水 的 接济 .不 会 受 早 。 

今天 日 喀 则 大 队 部 和 班 简 警 生 营 把 这 片 草地 差不多 全 部 开明 出 来 ,所 播 的 种 子 也 
AMEE, 但 是 水 利 问 题 还 没有 得 到 全 般 解 决 , 有 许多 地 因为 太 旱 而 生长 不 好 。 
又 有 部 分 发 生 虫 害 , 同 时 在 耕种 方法 和 积 肥 上 也 有 许多 问题 。 现 分 别 伍 述 如 后 。 
(一 ) 耕 种 方面 
大 体 说 来 , 都 很 粗放 , 而 且 蓄 不 是 在 那里 精耕细作 ,开明 大 片 莞 地 时 很 难 避 驶 的 这 

种 缺陷 。 可 是 今后 我 们 不 一 定 要 求 耕 地 面积 扩大 ,而 应 把 已 开 的 地 整 平 、. 赫 好 、 种 好 、 以 

十 取 单 位 面积 产量 的 提高 。 
现在 地 里 留 下 很 多 草皮 ,没有 打 碎 , 地 面 不 平 , 耕种 也 不 方便 。 为 了 补救 这 种 缺点 

而 进行 的 实 播 ,都 还 恰当 。 不 过 因 每 实 播 种 粒 数 过 多 ， 发芽 出 士 有 拥 搞 现 象 ,尤其 在 瘟 
WO LAA RA ASS, 加 以 播种 深度 不 一 , 一 般 说 来 还 是 太 深 了 一 点 。 播 种 深度 以 
1 寸 为 度 ,过 深 或 过 浅 都 不 相宜 。 一 般 青 牺 、 小 麦 生 长 得 还 好 ,今后 如 不 缺 水 ,还 可 以 有 
相当 收成 。 

(=) HART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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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 庆 则 离 日 喀 则 虽然 比 静 远 一 点 ,用 皮 船 运 下 所 种 植 蔬菜 ,还 是 方便 。 仿 年 所 种 蔬 
茉 的 面积 不 大 ,可 按 机 关 、 部 队 伙食 营养 的 需要 加 以 扩大 ,通常 以 每 人 二 分 菜 地 来 计算 。 
AGB ARRIBA PEE AEE BEE EER EE SEE 
等 都 可 以 种 植 , 除 南 瓜 外 , Hh RAS, REE KAR BURA, IE BA 
温 、 淮 床 来 衣 苗 ,其 他 如 番 匣 、 辣 椒 等 果 荣 类 也 可 利用 草 坏 , 屋 置 高 屋 温 床 进行 栽培 。 机 
关 和 部 队 在 日 喀 则 近郊 开 有 荣 地 , 可 以 多 种 些 鲜 菜 , 而 储藏 的 而 大 量 种 植 的 菜 蔬 ,可 以 
在 生产 地 来 种 植 。 

(三 ) 病 虫害 问题 
佳 庆 旭 地 区 的 小 麦 . 青 征地 上 都 发 生 有 虫害 ,未 径 狂 定 是 一 种 什么 虫 。 这 种 虫 的 幼 

虫 和 成 虫 都 是 黑色 , 属 咀嚼 口 器 , 早晚 出 来 吃食 幼苗 , 中 午 则 隐伏 土 中 。 这 种 虫 原生 在 
杂 草 中 ,把 草地 开明 后 , 它 就 出 来 吃 青 释 和 小 麦 。 现 在 只 有 勤 所 和 灌水 淹 死 雨 种 方法 。 
这 种 客 虫 妃 然 是 咀嚼 口 器 ,就 要 用 胃 毒剂 来 药 杀 ,可 用 0.2 一 0.3% 的 666 和 DDT, 选 择 
虫害 列 开始 和 集中 的 地 方 撤 侯 。 小 麦 、 青 释 长 大 后 可 忍受 虫害 ,在 虫害 发 生地 方 应 多 洲 
水 ,进行 中 耕 除草 ,以 促进 发 青 减 轻 受 害 程度 。 

又 在 小 麦 、 青 称 幼 昔 上 人 见 到 有 类 伺 叶 斑 病 的 一 种 病害 ,这 种 病 在 干旱 地 方 特别 显 
著 。 一 般 生 长 良好 的 地 方 就 不 会 发 生 , 故 对 比较 干旱 的 青 牺 地 ,应 注意 加 强 栽培 管理 。 

(四 ) 肥 料 问 题 
在 生产 地 离 城市 较 远 ,上 且 在 上 游 ,肥料 双 很 缺乏 的 情况 下 ,如 能 适当 地 利用 草皮 ,还 

可 稚 持 地 力 到 三 、 四 年 之 入 。 现在 有 用 和 牛 烘 来 烧 草 皮 的 ,固然 比较 省 工 ,容易 把 草皮 弄 
碎 , 但 草皮 是 整个 土 层 中 的 精华 , 含有 机 质 很 丰富 , 如 用 火烧 ,只 剩 下 钾肥 , 铠 怕 供 植物 
一 年 生长 以 后 肥力 就 要 感到 不 链 。 而 且 下 面 一 层 士 多 砂 , 保水 、 保 肥力 都 差 , 双 易 受 风 
人 馆 ,更 应 好 好 利用 表层 壮士 和 所 含有 机 袖 ,以 补救 这 些 缺 点 。 

已 经 把 草皮 翻 过 来 而 没有 下 种 的 地 , 这 种 地 数量 不 多 , 应 该 在 雨季 中 多 翻 .多 丰 几 
鼠 ,使 土 志 变 碎 , 植 物 根 容易 腐烂 ,分 解 出 大 量 养料 ,明年 的 庄稼 就 可 长 得 很 好 。 

有 些 把 草皮 已 堆 成 士 堆 的 ,雨季 时 最 好 取 一 部 分 堆 在 低 蹇 的 地 方 ,或 是 另 控 一 个 浅 
坑 来 源 它 。 明 年 春天 取出 用 作 基 肥 , 分 三 年 源 完 。 

(五 ) 安 田 水 利 问题 
这 片 生产 地 估 地 狗 卫 3875.8 亩 ,内 日 喀 则 大 队 部 狗 546.2 雷 , 班 神 警 本 营 欧 829.6 HH 

现在 大 队 部 的 地 都 可 以 引水 来 浇 , 警 生 营 的 地 没有 汉 。 没 有 淡 的 原因 主要 是 水 源 不 够 ， 
HHRMA. 老乡 有 一 条 小 渠 , 可 以 江上 -部 分 地 。 论 高 度 ,这 一 股 水 是 可 以 引 
到 警 生 营 开 的 幕 地 上 求 的 ,可 是 水 量 太 小 ,老乡 的 那 塌 地 也 放 不 逼 , 且 轮 流 休 阅 , 那 就 没 
有 富裕 的 水 引 到 下 面 来 浇 这 作 \ 九 百 雷 地 了 。 



282 西 ik KR He HAR 

FUNDER Lies TF EK AF eo ec A Be, A 
HOKE, FBI AA ET DEK RS = EO, ACER RU 
相当 寅 度 , 1-2 米 , 有 相当 深度 ,只 有 少数 地 区 渠 身 稍 狭窄 一 点 ,但 加 寅 、 加 深 工程 没有 
什么 困难 。 只 有 一 处 因 有 大 石 阻 捞 , 渠 道 在 石 边 绕 过 , 汇 身 狭 害 , 不 去 此 石 即 扰 法 加 袖 。 
去 大 石 之 法 ,可 以 把 石 底 泥土 掏 空 , 兹 让 水 渠 中 的 水 顺 大 石 底 冲刷 , 土 一 掏 松 , 就 可 使 大 
石 滚 到 河 潍 边 ,再 以 大 石 为 基础 来 加 寅 渠道 。 渠 道 到 了 佳 庆 则 山沟 中 ,因为 每 年 山水 发 
时 要 把 渠道 冲 断 一 次 , 冲 断 后 , 老乡 就 在 春播 前 因 陋 就 简 地 修一 下 ,这 一 段 渠道 深浅 寅 

涛 不 一 ,渠道 又 迁 迎 曲折 ,下 游 水 量 就 打 了 很 大 折扣 。 这 段 渠 道 必须 截 直 加 次 ,才能 使 
下 面 的 大 片 土地 得 到 充分 水量 来 灌溉, 所 以 这 一 段 渠道 不 能 利用 旧 渠 ,而 需 另 修一 条 新 
iB, Je LP 6 公里 ， 稍 加 培 修 就 可 以 用 。 这 一 段 新 渠 约 2 公里 长 ， 测 了 一 条 汇 
线 , 薄 把 士 方 工程 计算 了 一 下 , 只 有 6,285.5 方 修 到 佳 庆 则 村 为 止 ;由 佳 庆 则 向 下 ;也 有 
老少 的 一 条 渠 , 过 去 引水 成 功 , 可 以 利用 旧 渠 渠 底 加 以 培 修 , 这 段 原 有 渠道 甚 小 , 长 狗 
2.5 里 ,估计 士 方 也 在 6,000 方 左右 。 其 计 土 方 12,000 方 左右 ,以 平均 每 人 每 日 工作 雨 方 
士 方 计 , 100 人 需 工 作 十 月。 上述 是 主 渠 工 程 , 支 渠 及 进 水 口 工程 伪 不 包括 在 内 。 

+ PRIMERS AL ARLE LES, 但 以 渠 首 下游 阻 塞 ， 提高 水 位 境 
加 水 量 , 徒 然 增加 上 游 渠 道 的 负担 ,而 下 游 仍 得 不 到 充足 水 量 。 根据 这 鼠 克 验 , BEKO 
的 工程 是 不 大 的 。 支 渠 工 程 则 由 各 生产 单位 在 散 一 计划 下 分 别 担任 。 

干渠 引 过 佳 庆 则 以 东 的 山脚 时 ,再 引水 到 大 队 部 生产 地 ,有 工 米 以 上 的 落差 。 可 以 
利用 这 落差 ,以 山脚 岩石 为 基础 ,修建 一 般 水 磨 , 则 生产 地 征 食 可 用 水 力 来 加 工 ; 磨 成 糙 
RUB ANH. 

测算 施工 说 明 : 
全 渠 长 10 公里 以 上 ,我 们 所 带 小 水 准 仪 做 10 公里 长 距离 的 比 降 在 112000 堪 右 的 
水 准 测量 , 是 不 够 用 的 。 HPAI, 可 能 使 所 测 全 久 比 降 与 实际 比 降 有 相当 出 
入 ,所 以 在 原 渠 引 水 没有 流速 过 惫 、 过 和 绥 的 情形 下 ,只 择 需 要 另 修 新 汇 的 一 段 加 以 测算 。 

我 们 所 测 的 一 段 是 从 佳 庆 则 村 的 西端 开始 ,向 西 横 过 山沟 到 另 一 山脚 为 止 。 因 为 从 
此 山脚 向 上 , 渠 是 偿 山 而 贷 , 受 地 形 和 石 方 限制 , 汇 身 寅 罕 和 深度 ,大 致 与 设计 渠 断 面相 
近 , 需 要 加 寅 、 加 深 的 地 方 不 多 。 若 在 地 形 和 石 方 条 件 许 可 下 ,可 按 屋 计 断 面 加 以 整理 。 

新 修 的 一 条 渠道 长 1920 米 ,应 控 的 士 方 都 计算 在 所 附 的 表 肌 上 , 施工 时 可 按 野外 
椿 子 号 数 及 所 列 应 挖 深度 进行 。 

我 们 所 测 的 一 条 渠 稼 是 一 条 直 杯 , 若 向 北 稍 移 10 米 至 百 余 米 , 可 以 利用 一 段 旧 汇 
省 ,能 省 去 一 部 分 七 方 。 在 同样 情形 下 ,渠道 可 依 关 近 低 地 来 修 , 稍 加 弯曲 ,主要 是 为 节 
省 土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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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段 新 渠 要 径 过 三 道 河 槽 , 冬 \ 春 都 没有 水 流 , 雨 季 时 才 有 山洪 下 来 。 现 水 渠 在 河 楼 

底下 ;山洪 冲 下 来 时 , 河 槽 中 的 一 段 定 会 章 到 冲 坏 , EEE RK, Ten BHI 

可 擅 一 些 乱 石 , 芒 束 洪 护 渠 ,使 得 每 年 娶 修 的 那 段 渠 给 到 最 小 限度 。 

=. BERT 

FEE ASG OBR AAI HL”, WIAD. EG AN sh “ORR HY” 
(HA, BRUSHES A RINSE, OVE BREE JERE YT, WIEBE TIS, 
春 巴 卡 距 日 喀 则 大 概 有 130 24 BARE TE, ACTA FE 

AAG HE EL pa SE CBE LE Oh, A AIRS, Be EE Fe 
仁 才 开始 的 。 

这 片 志 子 是 雅鲁藏布江 的 冲积 台地 。 由 於 生成 的 年 代 不 同 ,从 河 边 向 上 ,大 致 可 分 
为 四 层 台 地 ,一 层 比 一 层 高 ,直到 山 蓝 为 止 

工 第 一 层 各 地 ,靠近 河 边 , 是 最 新 的 冲积 台地 ,高 出 现 有 水 面 1 米 多 ,比较 寅 的 地 
方 都 引 上 了 水 ; 开 了 农田 ,例如 安仁 、 降 巴 卡 和 卡 嘎 莫 ,三 个 村 子 的 大 部 分 耕地 都 在 这 层 
训 地 上 。 tee 

2. SNe ie HRA kid 5 一 10 米 , 过 去 是 雅鲁藏布江 主流 所 和 经 过 的 地 方 ， 
地 面 不 甚 平整 ,而 且 士 层 很 薄 , 地 面 大 部 分 为 卵石 所 复 盖 , 野生 植物 以 莫 氏 槐 (Sophora 
Moorcroftiana) 为 主 ; 地面 大 部 分 裸露 , 草 类 稀少 。 

3， 第 三 层 台 地 距 水 面 网 10 米 , 是 一 屠 较 老 的 冲积 层 , 表面 也 大 多 为 积 砂 或 卵石 
所 复 盖 , 下 面 是 红 棕 色 的 砂 壤 士 ,地 表 也 只 有 一 些 莫 氏 槐 。 
比较 低 平 的 地 方 , 由 亦 雨 季 时 雨水 的 冲积 , 形成 层 状 、 灰 白色 的 粘 壤 士 , 士 层 比较 

JE, ESHER IRE (Stellera Chamejasme) 和 少许 禾 本 科 草 。 这 种 草地 的 面积 很 小 , 例 
如 春 巴 卡 村 西北 有 一 片 草地 ,不 过 10 雷 左右 。 就 是 这 样 小 的 草地 ,我 们 也 只 看 到 两 允 。 

这 层 台 地 上 士 层 比较 厚 的 地 方 , ES BREA ER, 完全 靠 雨水 来 生长 ,收成 党 
常 是 很 坏 的 。 

4 第 四 层 台 地 距 河水 面 20 米 以 上 ,为 最 老 的 河流 冲积 。 地 势 太 高 ,在 利用 和 灌 浙 
上 也 就 最 困难 。 

5. 靠近 山 蔓 的 局 形 地 上 , 可 以 利用 山泉 来 浇 到 一 部 分 地 , 所 以 在 雯 子 南面 的 山脚 
下 还 有 一 些小 的 村 落 。 

Da, 以 第 二 、 三 层面 积 最 大 , 但 大 多 为 卵石 和 积 砂 所 复 盖 , 地 面 也 不 下 
整 ,估计 比较 容易 整理 和 开明 的 面积 不 会 超过 3,000 亩 。 LURE IF A Hr WWE, 

质 也 还 是 相当 差 的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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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三 十 多 年 以 前 , 由 品 桂 引水 渡 第 三 层 台 地 没有 成 功 , 现在 还 留 下 许多 旧 渠 的 痕 

跻 。 以 第 三 层 台 地 高 出 水 面 40 米 来 看 ,这 渠道 的 进 水 口 至 少 得 在 20 公里 以 外 ,要 径 过 

几 个 山脚 石 方 工程 。 实际 上 所 能 开明 以 种 作物 和 牧草 的 地 亩 苹 不 多 , 在 目前 条 件 下 是 

应 亦 芹 绥 举 办 的 。 

=. 日喀则 试验 农场 

试验 农场 在 日 喀 则 北面 ,高 城 网 6 华里 , 紧 先 年 楚 河 , 涉 於 年 楚 河 的 第 一 层 冲 积 各 
地 上 。 土 壤 厚 度 在 80 厘米 以 上 ,未 全 发 育 , 质 地 为 组 砂 壤 士 ,适合 於 一 般 作 物 的 生长 。 

地 位 适中 ,土质 好 ,是 试验 农场 的 优越 条 件 。 
现存 问题 是 引 不 上 水 来 , 缺 水 灌 浙 , 靠近 年 楚 河 主流 而 没有 护岸 届 备 ,每 年 要 冲刷 

4 一 5 尺 寅 的 一 光 土 地 。 加 以 虫害 很 严重 , 试验 地 受到 很 大 的 损失 。 现 就 这 三 个 问题 加 

DR: 

1. KAUR HLS BI, TEAS BACK Sl, MSR 
引 老乡 地 里 水 渠 的 水 没有 成 功 , 还 得 要 自己 修一 条 支 汇 向 干渠 的 上 游 去 引 。 引 过 水 来 

浇 地 是 没有 什么 问题 的 ,就 是 支 渠 的 长 度 得 在 2 公里 左右 , 工程 比较 大 , Se GH 
地 很 多 ,在 农忙 时 期 农场 也 没有 余力 来 修 这 一 条 渠 , 修 渠 的 事 悉 怕 要 到 秋 后 去 了 。 我 们 

准备 做 一 个 水 渠 的 计划 ,来 把 水 渠 修 好 。 
现在 雨季 即将 到 来 , 缺 水 问题 就 不 天 严重 了 。 一 般 的 作物 地 可 以 不 淡水 ,而 武 验 地 

和 蔬菜 地 单 舍 雨水 还 是 不 够 的 。 我 们 现在 正 制 造 一 个 用 牛皮 做 水 斗 的 木 输 水 车 , 如 试 

验 成 功 就 可 以 解决 这 一 个 问题 。 因 为 所 用 材料 简单 , 将 来 还 可 以 示范 推广 。 
紧 靠 农场 耕地 北面 和 西北 面 ,有 雨 片 低 蹇 草地 ,表土 带 粘性 , IK. 雨季 可 能 

BAKE, LEAN, 把 水 排 到 河 里 去 。 这 样 排 掉 了 水 , 草地 就 会 长 好 。 我 们 在 附 

近 放 牧 时 ,牲口 就 可 以 吃 到 更 多 的 青草 。 

2. 护岸 问题 ”农场 的 这 片 地 , 正 受 着 年 楚 河 主流 的 冲击 。 年 楚 河 雨 岸 都 受 着 河水 

冲刷 侵蚀 ,需要 筑 护 岸 来 保护 的 情形 下 , 宏 场 这 块 地 可 以 称 得 上 首当其冲 。 为 了 要 保全 

这 据 地方, 护岸 工程 是 惫 须 举办 的 。 
现在 可 以 先 抛 乱 石 护岸 、 在 冬季 低 水 位 时 再 把 乱 石 修成 整齐 的 护岸 坦 。 护岸 提 长 

500 9k, 5 45° 斜坡 , 寅 3 米 计 算 ,需要 铺 卫 500 BAK RMI, USK 

料 能 铺 两 平方 米 来 计算 , 单 石料 一 项 需 大 洋 2250 元 。 
3. 害虫 问题 ”此 和 害虫 需要 以 胃 毒剂 (如 666 0.2 一 0.3 9% 的 配 剂 ) 求 毒 杀 。 建 议 

SAE Nia) i HE PE Bg KMS, EI HE 

EFT A RB TR EAR A, RRB AE kN ER 

“ eat ele: Aten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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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处, 日喀则 地 区 植树 造林 和 种 植 牧 草 的 问题 ,也 须 特 别提 出 来 谈 一 下 。 
(一 ) 日 喀 则 地 区 植树 造林 问题 

. 造林 的 环境 与 树种 的 关系 
日 喀 则 地 区 , 因为 供应 修建 ,制造 . 薪 柴 和 防风 、 护 岸 等 用 途 , 扰 论 目 前 和 将 来 ,都 需 

要 天 批 的 树林 和 木材 ,所 以 造林 确 是 一 种 紧要 的 工作 。 
在 本 区 内 造林 , 因为 环境 的 不 同 ,应 读 分 为 山地 造林 和 平地 造林 两 种 。 山 地 造林 还 

算是 线 赦 容易 的 , 因 下 部 士 层 相当 厚 , 原 本 也 都 生长 莫 氏 槐 的 灌木 寿 落 , 薄 非 不 毛 之 地 。 
而 且 有 些 山坡 上 ,这 种 三 落 还 升 得 相当 高 ,再 上 去 岩石 即 裸露 ,干旱 枯 , 造 林 便 难 於 着 
E46 

(1) 山坡 造林 “在 中 下 部 士 层 较 厚 的 地 方 , 可 用 与 平地 相同 的 关 叶 树 , oO. 
检 、 槐 、 棒 等 树种 。 至 认 上 部 , 则 只 有 侧 柏 、 枪 柏 雨 种 耐 塞 耐 旱 的 针叶树 才能 立 是 。 在 雅 
生 藏 布 江 流 域 的 寅 半 河 谷中 , 山地 造林 十 分 重要 , 因为 大 部 分 是 农业 区 ,人 口 稠 密 , 需 要 
木材 特别 多 ; 另 一 方面 , 因 天 气 干旱 ,所 以 葛 山 也 特别 多 。 如 果 造 起 林 来 ,不 但 增加 了 砍 
源 ,而 且 也 多 少 能 改良 气候 。 但 是 HME eA RE RCRA 
来 实行 。 惟 现 应 先 做 青苗 的 预备 工作 。 。 

(2) 平地 造林 “以 成 效 的 绥 速 和 目的 之 不 同 ， Lh) Ue PRUE EAR 为 
了 防风 、 护 岸 和 取得 薪 材 ,必须 先 造 速 成 林 。 速 成 林 的 树种 有 杨 和 柳 。 日 喀 旭 地 区 有 -- 
种 杨 树 和 两 种 柳树 ,栽种 得 极 普 逼 。 这 几 种 树 的 繁殖 方法 ,都 可 用 插 插 法 ,成 活 饶 易 , 生 
长 也 极 迅 速 , 几 年 后 都 能 成 荫 , 而 收 造林 之 效 。, 至 於 为 了 取得 修建 和 制造 安 只 .家具 等 
坟 好 的 木料 ,我 们 就 不 能 仅 以 种 植 杨 、 柳 为 满足 , 我 们 一 定 要 造 生长 较 绥 而 木材 坚 致 的 
树林 。 在 这 地 区 ，, 合适 的 种 类 要 推 栓 、 梓 等 几 种 树木 。 这 和 山坡 下 部 的 造林 一 样 ,必须 
先行 青苗 ,生长 后 再 行 植树 造林 。 

. 造林 实施 
(1) 揪 条 的 来 源 “ 杨 、 柳 的 插 条 可 向 藏 胞 的 林 卡 中 去 购买 , 在 早春 时 砍 取 拭 插 。 

根据 今年 在 拉萨 插 条 的 经 验 , 购 买 条 子 后 , 由 藏 胞 自己 一 次 砍 下 迁 来 , 以 至 人 求 不 及 加 
工 , 所 以 很 多 租 条 干枯 而 死 ,而 后 来 插 的 条 子 成 活 率 也 较 小 , 因而 损失 很 大。 故 应 在 价 
RRALE, 由 我 们 自己 派 人 和 牲口 陆 乱 砍 取 运 回 , 便 和 插 条 工作 取得 同一 步调 ,如 去 
损失 。 插 条 的 工作 在 秋天 叶 落后 地 未 上 冻 前 和 春天 开 冻 后 树木 和 未 发 芽 前 的 这 段 期 间 
都 可 进行 。 秋 冬 时 没有 家 事 , 可 以 利用 时 机 来 做 插 条 的 工作 。 春 天 插 条 依照 拉 阵 首 验 ， 
在 可 能 范围 内 , 合 提 早 合 好。 因为 时 间 晚 就 会 和 其 他 安 事 相 冲 突 , 甚 至 认可 在 开 冻 前 就 
SUH BT RE TAKE, BEAU eb (48) 2 月 初 序 可 动手 ), 等 到 开 冻 后 就 进行 整理 苗 并 ,随时 
取出 所 埋 枝 条 ,插入 地 中 ,再 加 以 灌 浙 。 在 这 时 期 内 ,其 他 农事 傈 未 动工 ,可 以 发 动 琴 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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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日 喀 则 地 区 可 以 完全 精 化 。 

(2) 树 木 种 子 的 来 源 “ 今 年 由 内 地 运 来 的 树种 ,日 喀 则 也 分 得 若干 ,由 学 员 带 回 。 下 

种 的 现在 已 有 洋 槐 、 梓 树 等 发 芽 , 内 中 亦 有 中 槐 种 子 。 至 失 检 树 , 因 种 子 在 成 熟 后 10 天 

左右 就 失去 了 人 发芽 力 , 故 不 能 由 内 地 运 来 。 此 地 托 什 偷 布 寺内 ,有 大 松树 几 株 ; 朋 春 应 
派 人 切实 注意 探 取 , 立 序 下 种 。 在 种 子 快 开始 落下 时 , 就 可 以 探 取 。 探 取 种 前 , 必 先 将 

车 寺 畦 子 做 好 ,一 经 探 得 , 立即 下 种 , 以 更 失效。 侧 柏 在 亚 东 方面 颇 多 ,拉萨 附近 也 网 

到 大 树 ,可 以 探 种 。 栓 柏 在 公 是 巴 拉 山 下 部 也 有 , 此 出 是 由 中 路 、 南 路 到 拉 荐 必 径 之 地 ， 

应 注意 探 种 。 

(3) 莫 转 经 营 及 其 注意 事项 “用 以 插 条 的 苗 转 ,以 低 刘 的 地 方 为 宜 , 可 以 省 去 春天 

治水。 即使 在 凑 河 波 中 ,冬季 扰 水 而 夏天 泗水 的 地 方 ,也 没有 什么 妨碍 。 因 为 二 等 夏季 
水 淫 , 树 已 成 活 ,发 出 新 条 ,即使 水 涨 , 枝条 仍 能 露出 水 面 ,不 致 被 沽 死 。 至 於 播种 育苗 

之 昔 转 , 则 应 选取 无 水 淹 之 虞 而 治 浙 便利 的 地 方 ,才能 得 良好 结果 。 

根据 西藏 如 惯 , 杨 柳 插 条 一 般 只 用 较 粗 之 枝条 , 而 于 枝 旭 均 舍 秦 不 用 ,原因 是 粗 枝 

成 活 后 生长 得 快 。 不 过 得 枝 为 数 有 限 , 不 能 大 量 繁殖 , 舍 素 小 枝 , 实 局 浪费 。 我 们 应 把 
所 用 枝 促 量 托 插 , ATG 90% 计 , 如 能 假 量 繁殖 ， 则 三 、 于 年 后 大 量 昔 林 长 成 , 则 防 

风 、 护 岸 ,所 遥 树 木 , 就 不 会 感到 缺乏 了 。 

本 地 播 的 条 子 都 带 有 许多 小 枝子 -起 插 , 发 芽 后 蒸发 太 厉害 ,又 行 枯 死 。 故 播 条 的 
粗 枝子 ,最 多 只 能 留 一 、 二 条 小 枝子 ,条 枝子 则 只 留 3 一 5 PSE, BEY RE PEN RE, 
也 不 会 因 蔡 发 太 烈 而 死亡 。 

(4) 造林 的 种 类 、 地 点 及 方法 ”长 成 的 昔 木 , 可 按 目的 与 种 类 、 分 别 移植 到 固定 造 
林地 点 去 。 移 植 时 间 ， 杨 、 柳 一 年 就 可 以 , 其 余 树 木 可 按 生长 情形 ; 在 二 年 或 三 年 后 移 

植 。 移 植 时 每 株 苗 木 仅 剩 下 小 枝 二 、 三 条 ,以 减少 蒸发 。 
凡 河 岸 有 和 被 水 冲刷 鹃 塌 希 险 的 地 方 ;应 沿岸 密植 获 树 ,以 固 土壤 (A SEE EBB Ty 

林 卡 的 一 段 )。 凡 有 风 砂 之 处 , 则 应 与 风向 成 直角 至 45° 角 栽 植 防风 林 , 以 阻止 风水 侵 
慰 田 地 。 树 木 也 是 以 杨 、 柳 为 最 合适 ,其 他 树 森 如 检 、 槐 、 梓 、 洋 槐 等 鞋 木 綦 成 后 ,可 选取 
不 适 认 种 植 作物 的 土地 及 山坡 下 部 土 层 较 厚 的 地 方 造 林 。 至 蕉 山坡 上 部 , 那 就 要 移 种 

DUA ARISE HE BRIAR TT 

(二 ) 日 喀 则 地 区 种 植 牧 草 的 问题 

在 日 喀 则 地 区 多 养 性 畜 , 就 会 感到 你 料 的 缺乏 。 普 通 只 售 青 牺 草 称 求 做 乌 草 ,在 青 
黄 不 接 的 时 候 , 就 要 发 生 草 莞 , 草 价 也 特别 趴 。 

现在 我 们 又 开 量 了 许多 草地 ,放牧 地 的 面积 因而 适 小 。 开 莞 后 我 们 还 要 提倡 种 植 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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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来 解决 饲料 问题 。 多 种 牧草 不 但 可 以 把 草 芝 的 情况 扭转 过 来 ,而 且 可 以 逐 步 走向 苏 
联 的 政 划 田 轮 作 制 ,对 土地 进行 合理 经 营 而 达到 增进 土地 肥力 的 目的 。 | 

PRET Ph SE PMRAB MAX BRT S DONE A BS EBS 

BLP FE, PUP RATE HEE UAE HARB FEB WHT RE SH, BREE OK 

PE 78. TGR ES ANALY HB, 6 月 13 日 播种 , 7 RSE. DK AS FR 

BE RUBERKZ. 

— AEA RRS AES EL KL. , RELA PB OR EIA, om 

地 不 灌 好 , ASCE ADEE. BRS FRAN BB ESE, Ty TERRI AE PEK AL TEBE PO BT Be 

FER LARP, ARRIETA MRAP ORA 
ASE HH Ae, HA T_E A — Sy SE ADL EAR _ bot EB, BOE EY FEE ER 

FES FE ZS RE EPH TE EH SY FE, IR, ME RT HR 

BY Hh TE SS — AKER AIS, ELM, BIT 4.5 月 播种 时 ,， 先 用 水 把 

地 里 江 透 了 ,等 到 土 不 粘 复 就 翻 它 一 逼 , 打 土 顽 促 量 打 碎 。 除 尽 草根 ,随即 把 地 翅 平 ,用 

PRUETT, DLAI — Se 5 分 深 的 浅 沾 来 播种 。 行 距 1/2 尺 左右 ,播种 量 每 亩 2.5 

斤 , US RAGE SERRE, BERR LR, 等 到 长 到 10 厘米 左右 而 
土地 过 王 时 再 淡水 。 中 耕 除草 的 时 间 和 次 数 , 要 看 野草 生长 的 情形 来 决定 。 秋 未 灌 一 

次 并 水 ,可 以 增加 萌 藉 的 越冬 能 力 ,或 者 是 在 行 间 培 土 , 也 能 帮助 它 越冬 。 
引进 外 地 萌 蒂 种 子 来 试 种 , 从 须 长 期 观察 才 知 道 它 是 否 适 於 本 地 生长 。 现在 最 好 

是 探 本 地 生长 的 彰 藉 种 子 来 种 。 例 如 在 功 党 林 卡 内 ,有 几 种 阁 藉 经 过 多 年 的 气候 剧 化 ， 

已 经 适应 了 本 地 环境 ,生长 得 很 好 。 6 月 初 就 开花 , 高 达 70 厘米 左右 , 6 月 24 日 在 功 

党 林 卡 中 任意 选择 了 几 处 萌 藉 地 来 计算 产量 ,每 亩 平均 可 收 1,000 PP AEA. HE 

Ak 13% 计算 ,每 雷 可 收 300 斤 左 右 干 草 。 根 据 开 花期 来 看 ,一 年 至 少 可 收 两 次 ,估计 

每 年 每 雷 至 少 可 收 干草 500 斤 。 就 在 这 几 种 首 藉 中 选取 生长 良好 、 产 量 高 的 品种 来 繁 

殖 推广 。 

除 间 项 以 外 ,本 地 还 有 雨 种 草 科 牧草 。 SPD REN, 在 功 赏 林 卡 内 就 有 , 6 
月 初 千 实 。 这 种 牧草 比较 低 矮 , 荃 叶 繁茂 , 宜 作为 放牧 地 的 下 繁 草 。 BOHRA, 

为 牲口 所 爱 吃 ,内 地 已 经 把 它 当 牧草 来 种 ,此 地 也 可 以 试 一 坛 。 

禾 本 科 牧 草 中 最 普通 的 是 燕麦 。 在 内 地 已 学 慨 苏 联 的 先进 径 验 , 大 量 种 植 燕麦 来 

(BS BRAGG, TEDLEE 4 月 初试 种 的 西北 燕麦 ,长 得 比 青 释 还 要 茂盛 一 些 。 燕 麦 在 西 

藏 生长 妍 没有 什么 问题 ,今后 就 应 大 量 推广 。 

在 西藏 野生 的 禾 本 科 牧 草 有 猫 冠 草 , 在 功 觉 林 卡 中 有 长 达 70 厘米 的 , 这 也 是 很 好 
的 牧草 ,值得 探 种 子 以 繁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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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植 牧 草 应 以 禾 本 科 与 豆 科 牧草 来 混 种 ,这 样 种 法 可 使 产量 提高 ,而 且 对 改良 土壤 

的 构造 和 增加 士 壤 肥力 也 最 易 见 效 。 在 西藏 可 拿 燕麦 和 首 荐 来 混合 播种 , 种 首 藉 当年 

不 能 收割 ,而 当年 可 以 收 到 燕麦 。 同时 , 长 成 的 燕麦 也 保护 了 彰 项 的 幼苗 ,使 其 不 受 强 

烈日 光 的 曝晒 ,而 能 生长 和 良好。 这 两 种 牧草 混合 播种 时 的 播种 量 , 应 以 每 雷 燕 麦 10 斤 、 

Bits 2 斤 来 计算 。 

在 日 喀 则 附近 的 老乡 ,也 有 在 青 牺 地 里 混 种 胡乱 巴 ( 藏 名 雪 刹 尹 专 供 作 和 乳牛 蚀 料 。 

这 种 牧草 的 种 子 , 我 们 也 应 该 收集 一 些 来 繁殖 。 

今后 日 喀 则 的 试验 农场 和 各 机 关 部 队 的 生产 地 , 都 应 逐步 扩大 种 植 牧 划 面积 。 一 

方面 探 集 当地 种 子 来 繁殖 , RAE, 如 功 觉 林 卡 内 的 小 黄花 童 藉 、 紫 花 ̀ 红 紫花 、 黄 

FET Te PAE TE KS TRS. KIRA RA, I ENR 

5K , 2 ep TRENT. UO, RARBG ERO, LY ERA ZA, AH 

Ted, DY AWG AL PRUE EY 78 PGE DEK RE ITE. = 46 EAE RR 

缺乏 的 问题 。 

上 述 只 是 在 一 个 月 中 , 我 们 在 日 喀 则 地 区 所 看 到 所 想到 的 , 有 很 多 意见 是 不 够 深 

入 \ 不 够 全 面 。 我 们 就 应 深入 到 后 藏 的 农业 地 区 去 做 一 番 调 查 工 作 。 回来 时 我 们 希望 

能 带 一 些 具 体 意 见 回来 , 供 后 藏 地 区 农业 生产 工作 方面 作 和 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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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次 

一 。 一般 情况 1. 冬 小 考 与 冬 黑 考 
=. RR 2. AS See PARA 
(— AHO TS ERED ES SPE ah FHA PER 3. SEE EK DH SAR BE 
《三 ) 本 地 春 青 牺 、 者 小 去 播种 期 与 播种 量 问题 S. he 
(=) RAE OAH 

1953 “FE SePi ee Pea ET SET ee ARS LE, BRIE DRA 

一 次 。 HADR RRM ILS BAUR. A707 E PEED EAS AE BR 

AFD SPADE TESTS > FLEE ATH. ES SHR Zh MEO 

就 一 年 来 农作物 方面 的 工作 情况 和 试验 结果 ,扼要 陈述 如 下 。 

一 ,一 般 情况 
安 作 物 的 验 试 工作 着 重 在 : CL) AAR ER PERE). PERSE in AS Ee: 

《2) 本 地 春 青 各 、 春 小 麦 播种 期 与 播种 量 问题 ; pea ae KRAZE, 供 试 

的 作物 种 类 和 品种 有 ; 

wy 

—— a od 

He 1) 4853 年 试验 作物 种 类 与 品种 数 目 

作 物 品 种 数 备 十 

本 地 区 已 有 栽培 者 : 
Ai Oe 10 ALAR Ab WAR SA th Fo 
RE INBE 57 包括 华北 -西北 苏联 美洲 澳洲 等 处 早熟 、. 抗 锈 品种 。 
Be. 6 Berge pn VE FA an Ft 6 
#7. 4 北 及 印度 品种 。 
THA 2 pede RRS Fi — 
Ait 2 同 o 
BB 4 西北 品种 。 
fa. 1 fe 25 

试 种 外 来 的 新 作物 : 
冬小麦 22 包括 华北 ̀ 东 北 、 TUK SEN SH iE St ah Ho 
RS 3 KH 
#F (8) 7 华北 -、 .西北 品 

、 程 3 ete DS 品种 各 一 。 
玉米 6 华北 西北 ̀ 范 联 * 印 度 等 处 品种 。 
rate 1 西北 癌 种。 
Ti 8 4B. 西北 及 东北 品种 。 

SRG. 1 西北 品种 。 

小 豆 1 西北 品种 。 
mr. 1 西北 品种 。 
亚麻 3 FUE OT. 
烟草 4 ye lal Baise. 
棉花 1 ae 
Hie 4 苏联 及 西北 品种 各 二 。 
猪尾 草 1 苏联 品种 。 
FESS PTE 10 华北 -西北 及 美洲 品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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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24 种 作物 162 AEN, BRITE ERE BRAD (RAL RS, ARAB 
3 UE, Ti TF EE TESS ELT BE, BW SE AER 

BGARRTUU—-L TRA RMEMRE ME, 这 项 试 种 新 作物 的 的 工作 , 着 重 在 冬 

NH AG. RA. EK RGA, 在 栽培 方面 , 因为 语言 不 通 , 谤 会 情况 特殊 ,没有 
做 比较 深入 的 贡 查 了 解 , 只 是 对 本 地 区 机 关 、 部 队 开 莫 生产 上 的 一 般 性 问题 ,如 播种 期 
和 播种 量 等 ,做 了 简单 的 试验 。 许多 新 作物 视 种 子 数量 和 土地 面积 分 1 一 3 期 播种 , 参 

考 内 地 的 种 植 密度 酌 予 加 密 , 希 望 能 够 提早 成 熟 。 
试验 地 面积 狗 为 9.5 调 , 其 中 春小麦 、 春 青 牺 估 5 亩 ,冬小麦 0.5 TT, FORE 2 亩 ， 

牧草 2 雷 。 土 壤 是 拉 攻 河 畔 的 砂 质 土壤 , 系 石灰 性 冲积 土 , 表 士 厚 狗 20 厘米 , 往 下 就 是 
原来 的 河 沙 , 厚 狗 70 RK, BE PE, LP EE EE, WA 

性 ,酸度 在 8.0 左右 。 从 表 寸 的 颜色 推断 , ERMA RD, 一 般 的 肥力 是 不 够 好 

的 。 同时 , 地 面 不 平 、 肥 力 尔 均 ,在 灌流 条 件 下 表现 得 更 加 明显 ， 虫害 的 分 信也 很 不 匀 ， 

EEE RK, 因 之 试验 差 误 也 较 大 。 
田 关 管理 工作 如 整地 、 播 种 施肥、 灌水 .中 赫 、 除 草 、 捉 虫 、 收 效 、 股 粒 等 工作 ,一 般 

的 说 ,都 还 能 依照 原 定 计划 进行 ;但 是 施肥 量 不 够 ,地 下 虫 (金色 子 之 类 的 幼虫 ; 待 钥 定 ) 

为 害 , 以 及 有 些 作物 如 黄豆 小豆、 于 豆 等 由 南 不 知 种 子 的 发 芽 情 况 , 一 般 均 子 多 播 , 事 
后 未 及 间苗 ,因而 影响 生长 发 育 。 防止 岛 害 和 牲畜 为 害 的 保护 工作 , ARMIES, 

仍 是 做 得 不 够 。 这 些 情 况 都 或 多 或 少 地 造成 试验 工作 的 损失 。 
根据 一 年 来 的 了 解 , 拉 蔷 河谷 的 气候 条 件 范 不 如 一 般 人 想像 那么 差 。 SHAR 

期 说 ,虽然 霜 期 不 定 ,尤其 是 晚霜 ,但 在 2 月 下 旬 就 可 以 种 植 春小麦 、 春 青 穆 这 一 类 上 比较 
抗 塞 的 作物 。 不 过 在 实地 生产 上 不 需要 这 么 早 种 就 是 了 。 一 些 草 类 在 2 月 中 .下 旬 就 

开始 返青 ,湿润 的 地 方 还 要 早 些 。 一 直到 10 月 上 、 中 句 才 有 早 霜 ( 虽 然 有 个 别 年 份 在 9 
月 下 旬 就 下 霜 )。 ARAB. A TEE, 在 秋季 初 霜 之 后 
还 可 以 炎 夭 生长 一 个 时 期 。 这 样 的 生长 期 不 能 说 是 短 的 。 问题 是 夏季 温度 不 高 , 画 夜 
温差 大 ,许多 喜 温 的 作物 不 能 得 到 良好 的 生长 发 青 ;雨量 过 共 集 中 ,初期 缺 十 ,后 期 又 嫌 

多 些 ;雨季 一 过 接着 就 是 七 个 多 月 的 连续 干旱 ,没有 河 浙 条 件 则 不 可 能 有 好 的 收获 。 冬 
春 期 间 径 常 耳 大 风 , 座 土 飞 扬 ,， 灰 砂 满 天 , 对 认 薄 薄 的 这 一 层 土 壤 的 长 期 使 用 是 一 个 严 

重 的 威胁 。 在 这 些 地 方 ,更 可 以 体会 到 种 植 多 年 生 牧 草 和 植树 造林 的 重要 性 。 一 句 话 ， 
高 原 上 的 农业 是 与 畜牧 和 林业 不 可 分 割 的 。 

TBH TI, LASHER RRR, 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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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N tS 

- > 

#2 1953 年 拉 蔷 西 郊 气 象 记录 揣 要 

有 全 “a A °C) 相对 湿度 降 水 & | RE SE 

= a 3 狂 对 最 高 铬 对 最 低 (%) (2 ®&) (S kK) 

1 -2.5 12.2 一 16.2 44 | 0.3* 120 
2 0.5 17.1 一 14.8 40 0.0 154.5 
3 5.4 23.8 —8.8 41 | 1.2% 211.4 
4 8.0 21.3 4.9 TS 2 .7 260.1 
5 12.8 25.1 一 0.9 50 Makerere 312.7 
6 15.2 26.6 3.5 58 50.2 253.8 
7 15.5 25.7 6.5 71 125.4 209.1 
8 17.0 25.6 8.2 65 56.2 221.7 
9 13.5 ORG * 3.9 67 36.6 184.3 

10 8.6 22.1 53 222 199.3 

11 2.2 17.1 53 0.0 = 
12 t.7 12.6 45 0.0 r. 

年 平 均 7.9 村 so] (286.2 = 

3: * FS, 5 月 12 AHA, 10 月 18 AHA. 

, =. Ripe 

按 问 题 性 质 的 不 同 (不 一 定 按照 试验 厌 目 ) 分 述 如 下 : 
(一 ) 本 地 春 青 牺 、 春 小 麦 与 外 来 品种 的 比较 : 
1. 本 地 品种 类 型 的 分 析 :本 地 春 青 各 的 类 型 相当 多 , 在 重型、 EE. ee, BI, 

HE HA) HP ES HS BE, AE (BE) EL, Be BR 
AR MEME LE, BREED, AE UIERE LH MOREA FBI LFE: 

(1) SE (OE) BE ME GRAVE IR Be, 
(2) SE (OE) REM. GVO IR Gee. 
(3) S(O) Ee. BEVEL RE. 
(4) SE (OE) EM. GC EVOE IR eRe. 
(5) See (OE) BE BA (hee) 2H Ee eM, 
(6 ) SBE (DORE). Ee AVE ST (ha RE) EE BER, 
(7) SBE (DORE) EE OR A Dee, 
(8) SE (OR) BE Me eee, 
(9) SBE (DUBE) SoU ER DEA BL, 
(10) SBE (WORE) ee A EVER. ee. 
(11) SBE (WORE) EO VCE IRE, CE. 
(12) SBE (DORE) Se. HB PRE 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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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PR (DIRE) ee RR BL PR, 
(14) SBE (DORE) EAR, EVEN, BRE BO. 
(15) 2 BS (DORE) Fee RR BR 
(16) FEE (ABE) ie HR SI 
(17) SBE (SBE). Ge BR BI. RI 
长 艺 者 穗 多 下 垂 , 短 世 者 多 直立 。 颖 色 及 粒 色 过 渡 的 式样 很 多 。 
以 上 猪 类 型 杂 生 在 一 起 ,究竟 每 一 类 型 在 生态 上 和 家 艺 特 性 上 有 那些 不 同 的 表现 ， 

还 未 进行 各 别 的 观察 。 今年 秋季 我 们 才 把 它们 分 离 出 来, 留待 明年 比较 。 今年 春季 播 
种 前 全 就 种 子 的 色泽 粗放 地 分 为 白灰 蓝 与 紫 粒 三 型 种 杆 比较 ( 因 当时 只 有 种 子 样本 )。 
初步 的 印象 :在 灌水 的 条 件 下 , 白 粒 型 产量 较 高 , ER, ROR, = aE IE 
不 很 大 。 在 生长 避 性 和 病害 反应 方面 ,也 没有 什么 大 的 差 嫌 。 白 粒 者 千粒重 较 大 些 ,种 
子 硬 些 ; 紫 青 牺 植 株 较 高 ,但 棍 稍 健 ,抽穗 成 熟 稍 晚 , 但 闻 实 较 小 , 食用 品质 不 及 白 青 称 
为 硬 。 做 为 食料 来 看 ,还 是 多 种 白 青 释 为 好 。 

#3 SPAT RAMI 

x a |” #/ 2eRe | 2 rable. 植株 高 度 | Pere | 容 重 | 种 子 
| Or / Ba) (%) | RTT | 月 /日 )| 月 /日 ) CHK) | Ge) | Or/2F)| Bo 度 

Cae | 488 -15.6 109 | 6/23 | 8/13 102 | 47.0 | 16.3 rg 

SE HI | 460 -5.5 109 | 6/27 | 8/19 112 | 44.6 | 15.8 中 

白 粒 型 | 533 = 119 | 6/21 | 8/14 102 | 49.7 | 16.4 gi 

* $5 EA RE RA 
** 1 ORPRACAGT IA 1 RAY 1 KEE AASB, DURST 5 whl. 

AR HY AE AD BEE AN TP ALAS STS ER. RAE FA ADA 4 EAS , HART RAS FF Hh 

RER—, MAMAA PRATER: 

(1)ReE (PRE ). ALAA E. ADK AT. vulgare var. barbarossa. 

C2) (PRE ). ALAM E. AOR. RAT. 0. var. ferrugineum. 

(3) (AYE), ABUSE. AOR, AVE ——T. 0. var. hostianum, 
C4 ee (PERE). AEE. ADK. AT. 0. var. erythrospermum. 

(5) 6 (PRE ). ALAA E. ADL. RT. vulgare var. barbarossa. 

(6) AE (PRE). ABURE, AL. 

CT)Ae (FRE). AAA E. AL. RT. v. var. hostianum. 

T. v. var. ferruginewm. 

1) AEH AMEMPE, AEM, CHAMBRE, MA cea 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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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有 芒 ( 牢 长 艺 )、 白 颖 无 毛 、 红 粒 、 密 重型 一 一 全. w var. erythrospermum. 

(9 )FRCE . ALAA =. AD EA 一 一 全 0. var. pyrothria. | 

(10) ECE. AL AASRE AE . ADE. FA 

(11) 48 A AE. ADE. A TT’. v. var. velutinum. 

(12) ee . a AEE. ADH. AAT. v. var. lutescens. 

Dae FRIES Be, AAAS AE, ER AER PEK LAE Id HR 

现 , 今 年 未 分 别 种 植 比较 。 
密 穗 型 植株 高 天: 革 穆 强健 ,重子 粗大 紧密 , 将 实 肥 硕 馆 满 , 成熟 期 晚 , 确 是 一 个 丰 

产 的 类 型 ,但 种 子 贤 地 嫌 软 (植株 之 问 略 有 不 同 , 可 加 选择 )。 稀 重 型 中 以 红 颖 者 居多 ， 

抽 重 成熟 较 密 穗 者 为 早 ,种 子 略 瘦 而 长 ,质地 较 硬 , 估 计 产 量 不 会 高 於 密 穗 型 。 

全 . v. var. militurum. 

B24 PRS SHIA HDA) RRA 

类 型 same | we | “GNe | ar aia | ft F we 

ea ae 10.3 17.3 44.3 2.1 47.9 中 硬 

密生 型 8.2 . 21.9 61.8 2.8 45.4 ip— Fie 

AB MASTS PR AED AES ET TR SB IE 25—30 之 

间 ( 指 中 等 证 地 适 期 播种 的 试验 地 说 ) ,每 穗 粒 数 在 75 一 100 之 闻 ,千粒重 为 45 一 50 克 ， 

而 每 穗 有 百 粒 上 下 的 种 子 者 北非 军 见 之 事 。 春小麦 的 穗 子 也 很 大 , 表 生 的 数字 只 是 代 

表 中 等 的 生长 发 育 情 况 。 但 本 地 春小麦 除 品质 较 遵 外 ,还 有 一 个 缺点 ,就 是 不 抗 条 锈病 ， 

尤其 在 肥沃 低温 的 土壤 上 , 感 病 特 烈 ， 影响 到 千粒重 和 产量 。 此 外 ,小 麦 散 黑 穗 病 和 青 

牺 坚 黑 穗 病 , 牺 黑 穗 病 大 多 也 是 本 地 品种 的 一 个 缺点 。 

从 植株 形态 和 生长 销 性 如 蔡 程 粗 半 、 晚 熟 、 重 大 而 窗 、 穗 加 易 断 、 不 易 掉 粒 、 种 子 肥 

大 等 来 看 , 拉 卫 地 区 的 春小麦 在 形态 上 与 有 些 欧洲 或 澳 闹 的 品种 相似 ,和 内 地 的 一 般 春 

小 麦 品种 铠 怕 不 是 一 个 来 源 , 也 就 是 说 , 拉 卫 地 区 的 春小麦 品种 当初 可 能 不 是 从 内 地 输 

入 的 。 另 一 事实 可 以 说 明 这 一 点 的 , ALTE BBP LSE AE PT Jp eB AP a ie HH, 

全 罗 找 到 几 个 夹杂 在 本 地 春 小 考 中 的 无 艺 的 波兰 小 麦 种 的 穗 子 ( .polonicuwm) ,而 这 些 

本 地 麦 种 是 1952 年 从 附近 农村 中 收购 来 的 。 这 个 论断 不 一 定 正确 ,还 有 待 考 证 。 

2. 外 来 品种 的 评价 ”今年 引种 国内 外 的 春小麦 品种 57 个 , 包括 华北 \` 西 北 ̀  苏 联 、 

加 拿 大 、 涡 洲 、 美 国 等 由 品种 。 这 些 外 来 品种 生长 都 很 良好 ,没有 什么 不 适应 的 现象 。 

ink BS sary Blt a BRS i BI) AAD GE AH A UE BD BG IS BY oes Plas HS, PT LA AB A Hl 

HARE. PAA, OPERAS HRS, Ba, FE SEAT RE PS B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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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 这 些 品种 抗 锈病 性 的 表现 和 内 地 的 差不多 ,例如 有 些 美国 \ 加 拿 大 和 澳洲 品种 在 内 
地 表现 为 抗 锈病 的 , 在 此 地 也 仍 能 抵抗 条 锈病 或 查 锈 病 。 少数 品种 ， 特 别 是 抗 锈 耐 肥 
的 ,产量 很 高 ,超过 本 地 标准 (用 对 比 法 试验 ) ,例如 武功 17 号 、 武 功 794 号 中 安 166 号 
AU fle (Montana), Behe 51 SU s2 60 号 .兰州 和 傈 头 、 澳 洲 19 号 、 卡 列 库 蔓 283 
号 等 ,分 药 较 强 ,产量 与 本 地 品种 差不多 ,或 稍微 低 些 。 

BS 外 来 春小麦 与 本 地 品种 的 比较 

产量 (OUI) 1 | 池 南 基 成熟 期 | 植 炼 | 千 栓 重 等 ” 重 | 蚀 | 种 子 
8 : 米 ae 品 ”种 产量 的 | 入 wea BE 满 备 

e/a og | 数 | 月 /日 | 月 /日 (厘米 )| Ge) | 斤 / 斗 | Be | 硬度 |. 

本 地 品 457.6| — | 14 | 7/6 |8/28 | 108 | 48.4 115.6 | 中 上 | 软 | 33 个 小 区 的 平均 
外 来 品种 

高 2 多 3 8/2 | 124 450g 16.41 kb ie 

最 低 160.2 92 | 6/12 | 7/31 | 85 | 28.2/15.3|) BF | pi 

盏 均 | 404.2/-11.7| 158 | 6/21 | 8/17 | 100.6] 38.2 | 15.9 | 中 上 | 中 硬 “| 饱满 度 多 为 中 上 ,硬度 

TUES Da —t 一 而 gam, 
的 品种 : 

武功 17 号 s) 1137 | 6/27.) 6/28.) 111. | bey 115.6 1. b 中 

武功 774 号 .0| 十 24.0| 148 | 6/28 | 8/238 | 107 | 45.23 | 15.6 | 上 中 

中 农 166 号 161 | 6/23 | 8/19 | 104 | 40.0 | 15.9 | 中 上 | pa] . 

ak Fl 60 号 .4| 208 | 6/15 | 8/10 | 103 | 32.1 | 16.1 | 中 上 | 中 | 在 另 二 武 验 内 比 本 地 

品种 的 产量 高 。 
涡 洲 19 号 107 | 6/19 | 8/14 | 90 | 40.8 115.7 | 中 上 | igi 

“BPA EE 283 
有 153 | 6/21 | 8/19 | 85 | 48.6 | 16.23 | 上 | sg 

jaz 171 | 6/24 | 8/18 | 93 | 32.4|16.4] E iv 

Shs 一 一 |6/17 | 8/14 | 100 | 站 .6 | 16.2 | 上 中 “| Ah, RA 

产量 ,一 股 农艺 性 状 

良好 。 

圾 内 外 来 品种 "最 高 %"“ 最 低 " 山 内 各 数字 ,是 指 各 个 性 状 的 最 高 或 最 低 数值 。 

这 一 方面 说 明 本 地 品种 的 优越 性 , 另 一 方面 也 可 能 与 挑选 早熟 的 材料 带 来 有 关系 。 

因为 事先 对 蕉 拉 隘 地 区 的 自然 条 件 不 够 了 解 ， 以 为 高 原 上 生长 期 很 短 ， 内 地 中 、 晚 熟 的 

品种 在 此 未 必 能 够 成 熟 , 所 以 都 是 挑 取 在 北京 气候 条 件 下 早熟 或 中 早熟 的 品种 带 来 。 

事实 上 , 北京 在 春 麦 生长 期 间 的 气候 情况 和 拉 席 地 区 是 颇 不 相同 的 。 华北 一 带 春 夏 之 

交 温 度 上 升 很 快 ， 许 多 晚熟 的 品种 生长 发 育 迟 缓 , 在 分 蔡 期 间 就 已 遇 上 相当 温暖 的 气 

候 , 到 种 子 形成 的 后 千 期 更 由 认 气 温 太 高 \ 雨 季 来 临 , 不 能 正常 的 成 熟 。 不 抗 锈 病 的 品 

种 在 湿热 的 条 件 下 很 容易 感染 棍 锈 病 , 只 有 那些 发 育 阶段 较 短 的 品种 才能 及 时 成 熟 而 

丰产 。 但 拉 障 地 区 自 春 至 夏 温度 上 升 很 慢 , 适 放 温 期 阶段 长 的 品种 生长 ,而 早熟 的 内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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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t, pe RSA BE FE APA BESS 9 AES IUD IE TEESE ALE ASE WS , 所 以 产量 就 显得 低 些 。 
在 高 原 上 作物 生长 的 边际 影响 , 比 在 内 地 明显 得 多 , 同一 小 区 的 边 行 或 行头 植株 ,往往 
比 中 行 或 行 中 植株 晚 很 多 天 才 成 熟 ,产量 也 高 一 些 。 从 这 些 情况 看 来 ,如 果 要 在 拉 耶 地 
区 引种 外 来 的 春小麦 、 春 青 释 品 种 ,挑选 中 、 晚熟 丰产 的 类 型 , 可 能 比 早 熟 的 表现 得 

好 些 。 
上 述 是 在 适 期 播种 情况 下 如 此 。 如 果 因 故 延 迟 播种 ,这些 早 熟 类 型 ,一 般 的 表现 都 

比 本 地 品种 好 。 本 地 品种 由 於 播 币 太 晚 , 生 长 发 育 更 加 延迟 ,感染 条 锈病 . 查 锈 病 特 烈 ， 
产量 与 品质 和 途 显著 降低 。 这 在 5 月 1 日 播种 的 一 个 观察 区 中 看 得 非常 明显 。 

BEG 外 来 春小麦 硅 晚 潘 情况 下 与 本 地 品种 的 比 
*A AS HEX tom tik se ee | # yo z e ae Rh ALIS age | iH FS | ke PA BI | RIP 

(it / fi) (%) (12k) | (月 /日 ) | (月 /日 ) | 重 率 (多 ) 

本 地 春小麦 327 注 7/30 9/28 90 

外 来 春小麦 : 
KBE 570 十 56.6 7/7 9/14 60 
北京 西柳 村 小 麦 478 十 39.3 7/6 9/14 50 
ay 602 478 十 26.8 7/3 9/8 50 
IT-39 一 72 346 十 8.8 7/7 9/17 0 
KE (Pilot) 357 410.5 7/9 9/21 0 
Way 19 号 504 +34.8 7/8 9/17 0 
+h 96 B 655 +96.7 7/19 9/22 0 
¥ES 390 +4.8 7/7 9/17 0 

HMB . 377 +7.7 7/7 9/17 0 
” 七 九 小 麦 235 一 10.3 7/5 9/14 50 

2: AMEHLReP DEWEY, Hh het AeM—-TP)Ee 

AS AE AD EP IY in ARS, PR PK EP Ta, 5G ARR A Be, WB 

成 熟 时 间 的 延长 以 及 抽穗 以 后 正 赶 上 雨季 等 , 都 有 连带 关系 。 但 在 同一 气候 与 土壤 

的 条 件 下 , 所 有 外 来 品种 的 籽粒 品质 却 都 超过 本 地 种 。 表现 得 比较 突出 的 是 加 涅 麦 

(Garnet) ,籽粒 硬 而 泛 明 ,有 光泽 ,估计 其 面粉 品 夏 一 定 不 钳 。 他 如 卡 列 库 萝 283 号 ( 苏 

联 品 种 - Ghraecum 283), #43: (Quality). Ae 166 FS . I 17 Ss. Beth BX (Montana) 

MARA, AK AS PAT LEE PEAK, aap Se a AG aE RI Td AS , PERE RAL 

以 后 进一步 改良 本 地 品种 的 材料 。 

青 释 方面 只 引种 五 个 河北 、 山东 早 熟 品种 。 一 般 的 表现 与 小 麦 的 情形 相 衍 佛 , 分 

BES MIE, BS) ESD. 有 的 产量 较 好 ,有 的 稍 差 , 差 届 不 如 小 麦 那样 芝 殊 。 以 军 

PIRKKE. RARKAKA PRS, 在 两 个 试验 中 ,产量 都 超过 标准 。 TAKARA 

不 错 。 在 晚 播 的 情形 下 , 外 来 品种 也 比 本 地 的 产量 高 ,但 其 表现 的 程度 不 如 小 老 明 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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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7T 外 来 春 青 称 与 本 地 品种 的 比较 ( 适 期 播种 的 ) 

1 

Ed 

FB" ii 

(0—3%%) 

Pk 

CF /) 

rl gg 

较 Ze (@) 

TERI) | 成 熟 期 

《月 /日 )| (月 /日 ) 

干 粒 重 | 容 重 

《 克 ) 

HEUER fear BE 

(厘米 ) 

二 个 小 区 的 平 
1 

AU TR 504 

PRU KKB 399 

BBKKE 440 

BEAKKE 422 

SEER KB 440 

TmeR KAR! 520 

16.4 

16.5 

16.0 

在 另 一 武 验 产 16.6 | 量 此 标准 高 

* ABUT 0 一 3 Mh, 0 HHA, 3 为 染病 较 多 。 

值得 提出 的 是 : 外 来 春小麦 的 品种 在 此 地 种 植 后 所 收 到 的 种 子 , 比 原来 旧 种 子 ( 在 

TE PARE Ra 一 般 增 加 10 一 32% 不 等 Cra 2%) ° 

青 释 也 有 类 但 的 现象 , 因 无 上 日 种 子 , 未 做 比较 。 

这 个 现象 使 我 们 联想 到 拉萨 地 区 春 青 BRA 春小麦 一 般 产 量 都 相当 的 高 不 是 没有 根 

据 的 。 在 春 麦 试验 地 里 (包括 走道 和 灌水 畦 , 两 排 44 尺 的 畦 子 之 间 留 走道 2 尺 )， 本 地 

春 青 称 的 产量 是 415 斤 / 亩 , 本 地 春小麦 是 362 斤 / 亩 , 这 个 数字 是 比较 保守 的 ,因为 在 

实际 生产 上 我 们 不 需要 在 两 排 芭 尺 之 问 留 2 尺 寅 的 走道 。 

BES 1953 年 春 青 牺 、 春 小 麦 试验 地 的 产量 估计 

‘: 4 | Hoh EK ake A CR) | eI ES See OT) 

| @ a TK 2* m 1 | R mm 2° 

7 | 直 动 

本 地 春小麦 458 

SHAE INE 404 

| 421 

As | 

400 

* 3s 2 有 一 全 土地 是 延迟 播种 的 。 

从 田间 生长 情形 .小 区 产量 的 估计 以 及 整个 试 欢 地 (包括 走道 和 灌水 畦 的 面积 ) 的 
收获 量 数字 ,使 我 们 相信 , 高 原 地 区 的 气候 对 蕉 春 青 释 、 春 小 麦 这 一 类 不 需要 高 温度 也 
能 生长 成 熟 的 作物 ,特别 是 春 青 牺 , 是 比较 有 利 的 。 可 能 是 因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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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 播种 到 收获 的 日 数 长 (一 般 多 在 135 一 150 天 ) ,植株 停留 在 各 个 发 育 时 期 的 

时 间 也 长 ,可 以 从 容 地 分 葵 , 组 盆地 生长 , 逐步 走 癌 灌 紧 ,以至 成 熟 。 如 此 ,制造 营养 物 

质 的 时 期 拉 长 ， 体 内 积累 的 东西 较 多 , 运输 工作 也 能 从 容 不 迫 地 顺利 进行 ,产量 因而 得 

以 提高 。 已 往 的 工作 指出 :分 葵 期 间 的 较 低 温度 ,对 於 麦 类 作 物 的 产量 表现 是 有 利 ” 的 ， 

这 种 情况 似乎 在 整个 高 原 地 区 都 存在 。 

(2) 高 原 上 太阳 辐射 强 , 在 大 气温 度 是 一 样 高 的 情形 下 ,生长 在 高 原 上 的 植物 的 体 

温 , 比 在 平原 上 的 要 高 出 一 些 , 这 就 有 利 於 光合 作用 在 较 低 气温 条 件 下 的 进行 。 

(3) 由 於 平 均 温 度 低 ,特别 是 夜里 ,植物 的 呼吸 作用 要 微弱 一 些 。 在 白天 光合 作用 

强 而 夜里 呼吸 消耗 小 的 情况 下 ,植物 体内 的 营养 物质 就 可 以 逐渐 积累 起 ?) 来 ,其 数量 和 

FA SAY Fl PY BC IE SE. 

上 上述 三 点 在 西藏 高 原 上 是 否 存在 ;值得 深入 研究 。 这 里 只 做 为 问题 提出 , 以 供 参 

oe 

(SAR AR BE AED A-SI 

在 高 原 上 同一 作物 的 播种 期 ,前 后 相差 较 大 , CI ER. A eg be A 
下 旬 都 有 种 植 。 为 了 研究 这 个 问题 ,以 及 不 同 的 播种 期 和 灌水 条 件 对 於 春 青 牺 、 春 小 麦 
生长 发 育 的 影响 ,我 们 做 了 两 个 试验 ,一 个 是 播种 期 、 播 种 量 的 试验 , 另 一 个 是 过 期 播种 
生长 发 育 的 观察 。 前 一 试验 分 4/1 (月 /日 )、4/15、5/1、5/15 四 期 播种 ,每 期 又 分 春 小 
麦 每 亩 12、16、20、24 斤 (千粒重 为 性 克 , 相 当 蕉 1428 万 粒 ) ARES BR ABT 15, 20,25, 
30 斤 (千粒重 为 48 克 ,相当 蕉 16 一 32 万 粒 ) 四 种 不 同 播种 量 。 后 者 自 清明 节 起 (4/5) 每 
隔 生 月 按 节气 播种 , 青 释 \ 小 麦 合 种 一 畦 内 ,一 畦 灌水 ,一 畦 “不 灌 ” 水 (只 在 整地 时 灌水 
— A) ,播种 量 按 每 雷 18 斤 计 算 , 行 距 工 尺 。 
试验 的 千 果 , RAAT RIS LIE 4 月 中 名 乃 至 5 月 上 句 。 4 月 上 

名 播种 的 产量 可 能 比 中 旬 的 还 高 些 ( 武 验 千 果 中 第 一 期 播种 的 产量 不 如 第 二 期 的 高 ,二 
者 相差 扰 几 ;但 第 一 期 者 在 出 土 时 及 收获 前 有 不 少 小 区 受 了 乌 害 ) 。 不 过 ,种 得 太 早 可 能 
FEMA T WENA I, 那么 田间 收获 和 抬 放 就 不 很 方便 了 。 由 於 春 夏 之 交 温 度 上 
升 迟 组 ,分 蔡 时 间 长 ,从 4 月 初 一 直到 5 月 初 都 可 播种 , 前 后 播种 在 产量 和 品质 方面 没 

.有 大 差别 。 当 然 , 晚 种 的 稍为 差 些 。 但 是 播种 期 延迟 到 5 月 中 旬 时 ,产量 与 品质 则 有 显 

落 的 降低 。 

春小麦 的 情形 与 春 青 释 略 有 不 同 。 本 地 春小麦 品种 是 中 晚 郝 型 ,生长 发 育 迟 和 组, 播 

种 期 弹性 小 。4 月 初 种 的 比 和 月 中 的 生长 好 ,产量 高 ; 5 月 中 播种 的 产量 还 不 及 4 月 中 的 

1) SRABEA :“R Ei HE TE” , he BERET 
2) 参半 妊 尼 阅 夫 ( 王 汶 经):"“ 杆 物 生态 学 2 第 18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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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 不 同 播种 期 与 播种 量 对 本 好 春 青 牺 的 产量 和 生长 发 育 的 影响 

播 种 期 | 播种 量 | 产 时 | 收获 |1 工 米 | 耻 株 高 度 | ah | me) | 千粒重 | 容 ae | Que 
(月 /日 ) ，|( 斤 / 雷 )|( 斤 / 亩 )| 倍数 | Be 数 | CE) H/F) (月 /日 )| GE) |UR/E)] (%) 

4/1 4/15 5/1 5/15 15 20 25 30 

544.1 560.9 528.5 264.6 | 510.6 540.6 466.7 480.2 

48.4 47.8 47.7 41.1 48.0 46.8 45.3 44.9 

499.5 产量 ( 斤 / 亩 ) 

于 粒 重 ( 克 ) 

F210 不 同 播种 期 与 播种 量 对 本 地 春小麦 产量 和 生长 发 育 的 影响 

播 种 期 | 播种 基 | 产 量 | 收 稳 | 工 米 | 填 株 高 度 | 抽 硕 期 | 成 熟 期 | 千粒重 ,| 容 重 | 饱满 度 
(月 /日 ) |( 斤 / 雷 ) |( 斤 / 亩 )| Be | BRB | CBDR) |( 月 /日 )| 月/ 日) Ge) | Or/sh)] 0%) 

4/1 12 551.0 | 45.9 139 121 | 7/9 9/9 43.3 | 15.1 | 94.4 
16 568.2 | 35.8 120 115 | 7/8 9/7 44.0 | 15.1 | 94.3 
20 507.2 | 25.4 138 107 | 7/7 9/7 44.6 | 15.2 | 96.8 
24 529.7 | 22.8 133 110 | 7/5 9/7 43.8 | 15.4) 98.9 

4/15 12 430.2 | 35.9 116 1184 - F/40 4. O/T 40.0 | 15.1 | 95.3 
16 547.7 | 34.2 133 119 | 7/12 | 9/9 38.5 | 14.8 | 94.3 
20 446.7 | 22.3 130 109 | 7/11 | 9/7 44.1 | 15.1 | 97.8 
24 510.2] 21.3 142 141 | 7/10/9777 40.2 | 14.9 | 95.7 

5/1 12 361.2 | 30.1 108 114 | 7/20 | 9/15 | 37.1 | 14.6 | 92.7 

16 354.5 | 22.2 134 119 | 7/20 | 9/17 | 35.5 | 14.5 | 86.1 
20 351.7 | 17.6 119 106 | 7/19 | 9/14 | 32.6 | 14.5 | 82.1 
24 401.5 | 16.7 139 116 | 7/19 | 9/15 | 35.4 | 14.5 | 89.3 

5/15 12 198.5 | 16.5 122 114 | 8/5 9/22 | 30.9 | 13.6 | 76.3 

16 220.2 | 13.8 124 113 | 8/14 | 9/22 | 30.1 | 13.5 | 76.6 
20 215.0 | 10.8 108 106 | 8/2 9/22 | 33.3 | 14.0 | 85.8 
24 210.2] 8.8 135 118 | 8/1 9/22 | 30.0 | 13.8 | 77.0 

eR nda abe 

r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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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t MW (CA/A) | 每 Hi ft fe OF) | ay 

12 16 20 24 

385.2 422.6 380.1 412.9 

37.8 37.0 38.6 37.3 

af. A/IK ., , B/4.. «. E718 
539.0 483.7 367.2 211.0 
TSG 1 Sy 

400.2 

37.7 

产量 ( 斤 / 亩 ) 
FALE CE) 

——, FRELE—E, PEM ERR, PERRI RRR 
像 青 牺 那 么 明显 ,没有 在 雨季 成 熟 的 危险 (外 来 的 早熟 品种 则 有 此 可 能 )。 所 以 还 是 里 
种 为 妙 ,以 4 月 上 名 播 和 较 宜 。 

晚 播 的 本 地 春小麦 条 锈病 发 生 较 烈 ,植株 正在 抽 生 时 叶 上 和 即 已 满 优 孢 子 堆 ,在 同等 
{SEA BE EMR PF, 寄主 所 受 影响 比 早 播 者 为 大 。 晚 播 的 麦 粒 千粒重 与 他 
满 度 之 所 以 不 如 早 播 者 ,锈病 影响 也 是 一 个 原因 。 Fe PS Ee, 但 程度 很 轻 ， 
没有 这 种 现象 。 5 月 中 旬 播 的 春小麦 ,在 种 子 成 熟 的 后 个 期 气温 已 经 下 降 ,成熟 进 展 很 
慢 , 瘤 子 较 多 ,而 且 在 一 般 庄 稼 收获 后 才 成 熟 , 易 章 岛 从 与 性 口 为 害 。 

在 过 期 播种 生长 发 育 观察 试验 中 ,小 满 (5/21) 播 种 的 春小麦 印 不 能 很 好 的 成 熟 ; 世 
种 (6/6) 播 种 的 虽 能 抽 齐 重子, 但 至 本 年 初 霜 (101/8) 时 大 部 分 还 在 乳 熟 期 , 有 的 种 子 向 
未 灌 满 痛 , 成 熟 不 了 。 春 青 牺 的 收获 期 较 春 小 麦 为 早 , 比 同期 播种 的 春小麦 先 收 10 一 15 
AA. 六 月 初 ( 苦 种) 种 的 春 青 牺 还 可 以 勉强 成 熟 ,但 不 正常 ; 重子 已 变 黄 白色 ee 
叶 仍 呈 黄 称 色 ,成 熟 的 情况 较 小 满 种 的 春小麦 为 好 。 夏 至 (6/22) 播 种 的 春 青 释 , 抽 穗 还 
正常 ,大 部 分 在 糊 熟 期 ,少数 已 达 糊 熟 后 期 ,虽然 在 下 霜 之 后 还 可 以 水 渐 成 熟 一 点 ,但 不 
能 收获 。 以 上 襄 的 是 “灌水 ”区 的 情形 ,“ 不 灌水 ”区 的 成 误 期 早 些 ,但 生长 发 青 很 劣 。 

与 播种 期 有 回 带 关系 的 是 霜 害 和 者 旱 问题 。 今 年 4 月 23 日 晨 下 了 一 场 霜 ,许多 部 
队 、` 机 关 生 产地 在 4 月 上 ,中旬 播 种 的 春小麦 、 春 青 牺 刚 出 土 不 久 ; AR Bet 
就 遭 霜 打 。 一 般 的 都 恢复 过 来 ,只 有 少数 整地 极其 不 好 , 土 志 很 大 的 局 部 士 地 上 ,由 认 
Di SH, ER MA, 因此 有 人 说 春 青 释 、 春 小 麦 不 能 种 早 了 。 这 个 姐 
法 不 完 公 正确。 一 般 而 花 , 春 小 麦 、 春 青 释 在 幼苗 期 可 以 耐 过 -4 一 -5*0 py RETA 
态 2)。 同样 的 这 一 场 霜 ,我 们 试验 地 上 4 月 工 日 种 的 春小麦 、 春 青 牺 , 比 其 他 生产 地 早 
种 一 个 多 星期 ,没有 受到 损失 ,因为 试验 地 的 整地 和 灌水 条 件 都 较 好 些 。 另 外 ,我 们 在 2 
月 中 日 种 的 一 点 春 青 牺 , 到 4 月 23 日 已 经 长 了 几 个 分 蓝 , 也 没有 被 霜 打 坏 。 这 些 事实 
PLN ARR MAEDA, 麦苗 长 得 不 太 弱 , 春季 的 晚霜 对 认 春 小 麦 、 春 青 牺 是 没有 多 
天 关系 的 。 为 了 躲 过 晚霜 而 延期 播种 是 不 必要 的 ,何况 高 原 上 的 霜 期 不 定 ,例如 今年 5 
月 12 日 还 有 一 场 薄 霜 呢 ( 日 喀 则 6 月 45 日 也 还 有 一 场 莱 霜 )! 

1)“ 灾 作物 发 育 阶 段 的 妓 定 2 第 64 页 ,财政 痉 济 出 版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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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 | 16.2 84 

2 43.4 

谷雨 
1 47.8 

2 110 | 42.2] 14.6 53 

WE 
1 634 | 38.9| 15.7 | 123 

2 144 | 34.8] 15.2 91 

小 满 
1 581 | 38.6] 15.6 |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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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59 | 35.0| 14.2 79 

立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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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熟 期 

《月 /日 )| (月 /日 ) 

6/28 

7/15 

7/15 

7/25 

7/25 

8/22 

8/21 

FARRIS » FERRI. 

TEKH 0 

全 数 抽穗 ,不 齐 。 

大 部 抽 硅 ,在 灌 将 中。 

7/15 9/12 160 

7/8 9/22 170 

7/15 | 9/16 149 

7/8 9/7 140 

7/20 | 9/22 139 

7/15 | 9/22 139 

8/17 | 10/7 139 

8/8 9/22 124 

8/22 

8/21 10/7 123 

THERA TF » KEREFME 0 

HERAT » KERZEFLI o 

大 部 拔节 ,个 别 抽 秆 。 

PHF 

sk: 1* 代 才 灌水 区 ,2 TARA A, Dia AHA)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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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种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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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是 ,在 整地 和 灌溉 条 件 不 好 的 情况 下 , 延迟 播种 是 可 以 考虑 的 ,特别 是 春 青 牺 。 在 

遇 期 播种 生长 发 青 观察 “不 灌流 ”区 可 以 看 到 : 早 种 的 小 区 中 特别 是 清明 和 谷雨 种 的 春 

青 牺 , 很 多 分 碍 在 雨季 未 来 之 前 (今年 雨季 来 的 晚 ) 先 后 枯死 ,下 过 一 、 雨 场 雨 后 ,又 长 出 
新 的 分 葵 来 ,以 后 收获 的 大 都 是 再 生 分 葵 上 的 种 子 。 春 小 麦 的 抗旱 性 比 春 青 释 强 些 ,很 

多 分 药 没 有 死亡 ,再 生 的 分 莹 不 多 ,只 是 生长 得 不 正常 而 已 。 所 以 在 “不 灌溉 "的 条 件 下 ， 
春小麦 的 产量 一 般 均 比 春 青 称 为 高 ,而 后 播 的 春 青 释 又 比 先 播 的 为 好 。 清 明 、 谷 雨 种 的 

HT PR, 每 雷 只 收 100 斤 左右 , 立夏 、 小 满 种 的 每 雷 收 140 斤 左 右 , 芒种 种 的 每 直 收 

158), Rae ER, 生长 不 久 猎 过 一 个 较 短 的 时 期 后 便 可 接 上 雨季 。 从 

1 米 穗 数 的 记载 也 可 看 出 。“ 不 灌水 ”的 春小麦 也 是 立夏 ,小 满 种 的 , 比 清 明 、 谷 雨 种 好 ; 
芭 种 种 的 虽然 更 接近 於 雨季 ,可 是 时 期 已 晚 , 麦 穗 不 能 很 好 的 成 熟 。* 有 些 人 反映 说 ,今年 

机 关 、 部 队 的 生产 地 播种 比 去 年 早 , 青 释 的 产量 反 不 如 去 年 ,而 小 麦 则 比 去 年 打 得 多 。 这 

可 能 是 事实 。 我 们 机 关 、 部 队 的 生产 地 一 般 都 只 在 播种 前 庶 一 次 水 , 以 后 就 没 再 省 ,和 
“ 肖 期 播种 试验 "不 灌水 ”区 的 情况 是 相 类 似 的 。 

上 述 是 关 共 播种 期 方面 。 至 失 播 种 量 , 春小麦 每 雷 12 一 24 斤 , 春 青 释 15 一 30 斤 ， 

对 锥 生长 发 硼 和 产量 赣 没 有 多 大 影响 。 可 能 的 原因 有 二 : (1 播种 量 本 身 的 影响 不 大 ， 
尤其 是 高 原 地 区 春 夏 之 问 温 度 上 升 缓慢 ,幼苗 停留 在 分 药 时 期 较 长 ,播种 量 稀 的 也 有 充 
分 的 时 间 分 给 ,所 以 差别 不 大 。(2) 试 验 地 的 土壤 差 轴 大 ,人 为 的 差 屎 也 大 ; 由 从 试验 差 
误 所 引起 的 变 婴 , 比 播种 量 所 引起 者 为 大 , 看 不 出 差别 来 。 从 产量 数字 上 看 ,春小麦 的 
播种 量 以 不 低 於 每 雷 16 斤 、. 春 青 牺 在 18 一 20 斤 为 宜 ( 晚 播 的 看 情况 酌 增 , 整地 条 件 好 
的 也 可 以 不 必 境 加 )。 超过 20 斤 的 ,在 袖 行 条 播 的 条 件 2 下 似乎 没有 必要 。 搬 播 的 每 
亩 20 一 25 斤 便 已 够 用 。 播 种 期 与 播种 量 之 问 的 相互 作用 也 不 明显 ,但 在 4/1 日 播种 的 
春小麦 与 春 青 释 , 每 雷 播种 量 超过 16 斤 与 20 斤 的 ,产量 有 降低 的 趋势 。 这 说 明 早 种 的 
分 葵 时 期 长 ,用 不 到 太 多 的 种 子 。 千 粒 重 的 数字 也 表明 同一 现象 。 

(三 ) 南 种 冬 作物 、 牧 草 和 素 精 特 作 

ES EA i elie ae ee 问题 
的 。 1952 年 前 七 一 安 场 ”工作 人 员 自 西北 带 来 一 些小 麦 品种 ,在 10 月 8 日 播种 , 播 时 
士 干 ,以 后 也 未 浇 水 , 除 乌克兰 、 太 原 小 才 和 甘肃 昔 麦 三 品种 是 冬小麦 外 ,其 余 都 是 春播 
型 ,所 以 大 部 冻 死 早死 。 上 述 三 品种 也 只 有 部 分 越冬 ,越冬 时 有 二 、 三 分 葛 , 越 冬 以 后 的 
生长 还 可 以 。 从 越冬 前 的 生长 发 育 情况 推断 , 10 月 8 日 播种 可 能 嫌 晚 。 同月 ,西藏 工 

2) PRISE, ARENT ART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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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 ACMA AE AA SE TAAL PE (RUSE). ABI SERLER, 如 冬小麦 19 
ft, AS 3H, 讼 10 月 22 日 及 1 ALAMO A”. HR 
才 出 土 , 越 冬 时 只 有 两 个 叶子 ,没有 分 药 , 冬 黑 麦 生长 稍 佳 , a PR GE 
A). 3 月 中 旬 开 始 返青 ;4 月 下 名 早 的 品种 开始 拔节 , 5 月 上 旬 大 部 均 在 拔节 中 ,只 有 
吉林 、 内 蒙 (前 级 远 ) 和 部 分 的 河北 品种 仍 在 分 药 状 态 。 6 月 上 、 中 名 抽穗 ,了 月 23 日 序 
开始 有 收获 的 ,一 直 收 到 8 月 29 日 .抽穗 较 早 的 有 1885、 早 洋 麦 .胜利 X1817( 红 、 白 粒 ) 
l= AHA, 其 中 以 早 洋 麦 及 胜利 X1817 MOBO, BE. WP IRS 
次 之 ,吉林 及 内 蒙 (前 给 远 ) 品 种 较 晚 , 冬 黑 考 成 熟 期 中 等 。 分 药 较 多 的 冬小麦 品种 为 钱 
BEEK CHER CEMA, 7 月 上 名 试验 区 内 生长 发 青 较 级 的 小 区 开始 发 
现 条 锈病 , 至 7 月 下 名 鼓 病 发 展 得 相当 普 逼 , 品种 的 抗 锈 病 性 与 在 内 地 所 见 者 大 锡 相 
同 。 感 染 志 烈 的 有 茧 家 、 吉 林 、 龙 并 、 弘 远 、 敦 化 . 燕 大 1817、 北 系 革 号 等 ; 几 个 美国 品种 

仍 能 抵抗 锈病 ;三 个 苏联 冬 黑 麦 品种 对 锈病 是 驶 疫 的 ; 添 庆 冬 小 麦 对 条 锈病 是 高 度 抵 搞 
的 ,但 不 抗 查 锈病 。 

MER EBS RK, 播种 后 没有 很 好 地 加 以 管理 ,只 是 在 开春 后 施 一 次 羊 凑 ， 
HFK HIME KAS, 所 以 同一 品种 在 不 同 的 小 区 中 表现 很 不 一 致 。 小 区 
之 内 缺 株 很 多 ,试验 差 误 是 很 大 的 。 但 从 一 般 品 种 的 生长 情况 ,特别 是 在 抽穗 后 的 植株 
高 度 、 分 药力 和 各 部 形态 等 看 来 ,第 一 年 试 种 的 冬 作物 确 是 相当 和 良好。 小 麦 的 生长 高 度 
都 在 150 厘米 左右 ,而 黑 麦 的 生长 较 小 麦 尤 佳 ,高 达 200 厘米 。 
根据 小 区 产量 的 推算 ， 每 雷 收 量 高 的 慰 人 , 一 般 都 在 五 .大 百 斤 左右 , 高 的 到 七 \ 及 

百 斤 ,而 别克 多 斯 克 亚 194 号 冬 黑 D 麦 则 可 达 二 000 斤 。 冬 小 麦 品种 中 则 以 刍 交 、 起 交 ， 
eek. DIRE ALK 4 SLR SSR, Be RE BL 
PEAS YEAS AAT IR AIA PE CA EERE CP TRS 
在 上 述 族 品种 之 下 。 下 面 是 供 试 品种 的 生长 发 育 情况 和 产量 估计 。 

因为 边际 影响 天 ,从 小 区 估计 出 来 的 产量 可 能 高 一 些 , 不 过 每 个 小 区 都 有 人 缺 栋 , 而 
且 缺 得 相当 厉害 ,二 者 互相 抵消 , 则 上 表 的 产量 数字 还 是 可 以 做 为 参考 的 。 MEET, 

冬小麦 在 拉萨 地 区 的 产量 似乎 要 比 内 地 的 为 高 。 可 惜 今年 春天 没有 把 本 地 春小麦 种 在 
试验 区 内 做 为 对 照 ”。 

至 状 秋 子 品质 方面 则 都 较 本 地 春小麦 为 好 ,以 起 交 才 为 最 突出 , 粒 大 质 硬 ; BEE 
也 不 错 。 一 般 的 种 子 都 很 全 满 。 新 收 种 子 的 千粒重 比 旧 种 子 有 显著 的 增加 ( 见 表 12), 

1) ASMA WIRE aE 194 号 ? 系 中 央 农 业 孝 散发 种 子 时 的 虱 名 , TEA RRA Jy Mernyccnaa 194, 似 可 去 为 “彼得 
古 斯 194 5”, 

2) 冬 小 支 、 冬 黑 去 播种 在 前 “ 八 一 农场 9, 与 以 后 成 立 的 拉 苏 农业 武 验 劣 有 十 里 之 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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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Ay)R ARR MMVLRRA WAS wtih 

Fo 量 | HERI) | ee) | NAR RE| ABR) 干 粒 重 ( 克 ) ig yas 
na : 种 子 硬度 备 af 

( 斤 / 军 ) | (月 /日 )| (月 /日 )| O82) | BrIGerR) CAR) 

燕 天 1801 562 | 6/14 |8/13,29| 140 | 感染 | 36.9 一 中 一 中 看 Ci PRD, FHA 

Kits 
: eK 1817 581 | 6/13 | 8/7,26| 130 | 感染 | 37.9 — | 中 -一 中 硬 (1) RARE, — 

. RAF 2—4 RM, 
1885 513. | 6/6 |8/7,28| 128 | 感染 | 42.6 35.7] 中 硬 一 硬 _|(iii) 在 另 一 处 的 早 洋 

3. HE FI X1817 HH 
» ? BH 7/23 0 IPAS 

收藏。 
ALK3B 477 6/13 | 8/7,27 143 | 感染 | 32.4 30.9 中 硬 

| R48 570 | 6/8 |8/5,26| 141 | 感染 | 34.9 30.3 | 中 硬 一 硕 “ |(iv) 植 株 高 度 在 6/27 
FDA ee A RA 
量 , 而 大 部 品种 在 8 

EH 11 F 594 | 6/10 | 8/7,29 145 | 感染 | 39.0 32.6] 中 硬 一 硬 “ 上 月 里 收割 ,所 久 数 字 

失 之 太 低 。 

一 座 塔 496 6/14 |8/13,29| 134 | 感染 | 36.5 29.7 | 中 一 中 看 - 

HAAS 732 | 6/17 |8/13,29| 188 | 感染 | 31.3 27.4 rag ( v ) ARF ES 

= 7a PRS BG 

= 
BHAE 801 | 6/17 |8/13,26| 142 | 感染 | 32.8 28.0 | 中 一 中 硬 - 

LAE 393 | 6/18 |8/13,29| 137 | 感染 | 26.2 28.7 | 中 -一 中 肆 

KRAE 482 | 6/12 |8/13,29| 131 | 抵抗 | 35.6 — | h_—m@ 

Rimes 668 | -6/20 |8/17,29| 141 | 感染 | 32.3 30.8] 中 -一 中 硬 

BER SE 462 | 6/20 |8/13,29| 141 | Rey | 32.5 .— | p_—m@ 

EAI X1817 3 535 6/2 |7/27-8/3| 118 | Hee, | 39.5 32.6 中 硕 

胜利 XI1817 4 591 6/7 8/6 127 | 抵抗 | 40.9 — ae 

RES 417 | 6/3 |7/27,31| 117 | xe | 41.6 31.3 中 硕 

SRE 681 | 6/3 | 8/3,19 119 | 抵抗 | 42.2 33.2 | 中 硬 一 硕 

ERE 620 | 6/16 |8/11,16| 135 | HE | 46.8 39.8 | ipm—@ 
SEE 722 | 6/15 |8/11,29| 120 | we | 45.5 — 中 

> ae 620 | 6/7 8/4,7 127 | He) 41.5 — rf i — agi 

194. .Aey7sy | «2576 | 6/12 | 8/8-22| 133 | — | 37.4 一 HK 

别克 多 斯 克 亚 “| 1,132 6/3 |8/17,29| 188 | fx | 31.6 — | iha_—m 

SWE SEM eB 797 | 6/1 |8/20,28; 189 | xe | 33.4 — ri — i 

APE | 463 | 6/4 18/17,29| 186 | Re) 28.4 一 rp Ag 

三 个 总 种 的 平均 | 797 6/3 |8/18-29| 188 | R# | 31.1 — | 中 帮 - 一 左 

平均 增加 16.0 % ,这 种 情况 在 春小麦 中 已 经 提 到 。 从 印象 上 回忆 ,千粒重 增加 得 最 突出 

的 是 别克 多 斯 克 亚 冬 黑 麦 。 

如 果 植 物 的 新 陈 代谢 作用 和 环境 条 件 的 关系 是 如 前 面 所 述 的 那 几 个 现象 存在 的 

记 , 高 原 上 冬 黑 麦 .冬小麦 的 高 产量 是 不 难 理解 的 。 这 是 同一 规律 的 持续 。 此 外 ,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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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 地 下 、 地 上 部 分 的 提早 生长 , TGR T APA ES DY 5 而 提前 生长 拔节 、 

抽穗 的 结果 ,使 植物 可 以 促 先 地 (与 春小麦 比较 ) 将 土壤 中 的 氮 素 转变 为 体内 的 舍 氮 物 

质 ,源源 地 输 向 种 子 。 因此 , 冬小麦 的 麦 粒 品质 就 比 在 雨季 即将 开始 时 进行 拔节 、 抽 入 

的 本 地 晚熟 型 春小麦 为 好 。 

由 上 述 冬 小 麦 的 生长 发 青 情况 产量 和 品质 各 方面 看 来 , 拉 功 地 区 种 植 冬小麦 是 很 

有 希望 的 。 如 果 能 种 冬 麦 ,不 仅 可 以 部 分 地 解决 春 麦 品质 问题 ,更 重要 的 是 冬天 地 面 上 

Ai FEW EE FEAL A EAA, SY ILS PRAY Bs A PB 

但 是 ,第 一 年 试 种 的 结果 很 好 ,站 不 能 证 明 拉 了 工地 区 种 植 冬小麦 没有 问题 。 初 步 考 

虑 到 的 是 成 熟 期 问题 。 根据 今年 的 表现 , 最 早熟 的 品种 是 7 月 23 日 收获 的 , 那 时 雨季 

正 要 开始 。 若 按 往年 的 情形 , 7 月 下 千 月 的 雨水 就 逐渐 的 加 多 了 。 不 过 有 些 晚 熟 品种 

是 在 8 月 下 名 收割 , 那 时 今年 的 雨季 已 经 过 去 了 。 但 是 , 1953 年 雨季 来 得 晚 ， 去 得 早 ， 

而 试验 的 冬小麦 又 播 得 太 晚 ,管理 粗放 ,这 些 情况 都 不 正常 。 这 些 品种 的 成 熟 进 庆 和 雨 

季 的 配合 情况 如 何 , 它 们 成 熟 时 是 否 能 向 过 雨季 沙 不 敢 肯 定 , 有 待 下 年 炎 夭 观察 。 除 伙 

绫 引种 更 为 早熟 或 晚熟 的 品种 外 , 一 方面 及 时 灌 冬 水 与 春水 , WTAE EA 

使 早熟 品种 在 雨季 未 来 临 前 便 已 成 熟 ; 另 一 可 能 就 是 千 合 秋 春 放牧 , 分 期 施肥 ,使 晚熟 

品种 能 够 渡 过 雨季 之 后 成 熟 ,估计 后 一 可 能 性 较 大 。 这 个 地 区 的 作物 成 熟 期 拖 得 很 长 ， 

早 收 一 星期 与 晚 收 一 星期 没有 什么 大 的 差别 , 今年 旱 年 是 如 此 , 雨水 多 的 时 候 更 是 如 

此 。 1952 年 秋 前 “七 一 安 场 ”种 的 乌克兰 小 麦 种 时 稍 晚 ,表土 也 于 ,以 后 亦 未 灌水 ,越冬 

期 间 旱 死 一 大 部 分 ,早春 又 遭 性 口吃 ,因而 延缓 生长 发 育 , 直到 雨季 过 后 很 久 才 成 熟 。 

这 些 现象 瞄 示 我 们 只 要 探 用 适当 的 品种 和 合理 的 农业 技术, 用 人 为 的 力量 来 控制 冬 小 

HAAR A RPE Fy REA. 

种 植 冬小麦 还 有 两 个 问题 应 予 注 意 : 

(1) 灌 冬 ,春水 与 施肥 ”此 地 秋收 以 后 以 渤 次 年 5 A, 没有 什么 雨水 , 这 样 漫 长 的 

干旱 冬季 对 蕉 冬小麦 的 越冬 和 春季 生长 是 不 利 的 。 应 蔷 在 地 冻 前 灌 一 坎 冬 水 , 开春 时 

进行 邦 麦 ,分 期 追肥 汞 灌 春 水 ,以 促进 其 春季 生长 。 如 果 播 种 适时 , 麦 萌 根 部 在 越冬 前 

发 育 很 好 ,只 要 在 地 冻 前 灌 -- 次 透水 就 可 以 维持 到 明年 3 月 。 

(2) 种 子 的 后 熟 与 播种 期 ”由於 从 收获 到 下 一 次 播种 的 时 间 短 , 只 有 一 个 月 ,部 分 

新 收 的 秋子 来 不 及 完成 生理 上 的 后 熟 作用 ,因而 发 芽 率 低 , 不 能 如 期 播种 。 今 年 就 遇 到 

这 个 问题 许多 美国 品种 如 钱 尼 、 起 交 、 钱 交 考 后 熟 得 很 慢 , 发 芽 不 好 , 千 果 延 至 10 月 上 

名 才 勉 强 播种 。 不 过 不 同 的 品种 完成 生理 上 后 熟 作用 的 速度 很 不 一 样 , 塞 准 地 方 的 品 

种 如 苏联 冬 黑 麦 、 久 克 苦 冬小麦 ,吉林 、 蓝 家 、 添 让 、 太 原 小 麦 等 ,在 收获 后 一 个 月 便 已 正 

常 后 熟 ,发 芽 李 在 90—100 % As 北京 一 带 的 品种 也 在 5 和 以 上 。 BR TEST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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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促 进 后 熟 之 外 , 我 们 还 可 选择 后 熟 作用 快 的 品种 种 植 。 如 果实 在 没 办 法 ,就 把 第 一 

” 年 收获 的 种 子 留 在 第 二 年 播种 之 用 。 总 之 ,不 要 为 了 种 子 的 后 熟 而 延迟 播种 。 

这 是 目前 试 种 过 程 中 所 已 考虑 到 的 栽培 技术 问题 , 如 果 试 种 成 功 以 后 将 来 大 面积 

生产 时 当然 还 有 许多 问题 , 例如 播 前 灌水 与 否 ， 播 种 越冬 与 成 熟 期 间 防 名 篇 兽 成 需 等 ， 

都 得 一 一 研究 解决 。 

B13 冬小麦 、. 冬 黑 麦 品种 种 子 后 熟 速 度 的 测定 

日 期 wer Oe | 了 让 

ae 种 8/31 A 9/21 日 10/12 日 备 三 

(月 /日 ) | 改革 率 (多 ) 发 芽 势 | 发芽 率 ( 儿 ) 发 车 势 发 车 率 ( 多) 发 芽 势 | 
Mea WEA! 8/20 = = 99.0 97.5 | 98.5 96.5 |( i )@#3%9/27 HRS WH. 

BEBE 8/ 中 oe 64.0 59.5 | 99.0 98.5 定 的 。 
Keb 8/ 中 pi 2 92.5 88.0 | 100.0 98.0 |(ii) 1o/12 日 开始 测定 的 ， 
一 座 堪 8/13 a — |100.0 99.5 | 100.0 100.0 因 气 温 已 低 , 4 PIA 
PRA 8/13 a, a! 99.0 97.5 | 99.0 99.0 BESET SAA Bt BEE 
RRAE 8/13 一 一 94.5 92.5 | 100.0 100.0 率 。 其 他 两 次 为 第 三 日 

HARE a — | 100.0 100.0 | 99.0 99.0 PASE, 1 8 oe 
He 1817 8/7 ties ee 99.5 95.0 | 100.0 100.0 AREF ZE 
EFI X1817 4 8/6 hag a 99.0 86.0 | 100.0 99.0 
北 系 3 号 8/7 is ma im —/)} 98.0 90.0 
北 系 4 号 ”| 8/4 42.5 31.0 | 89.0 61.5 | 100.0 100.0 
AL 115 8/7 62.0 47.0 | 87.5 53.5 | 99.5 99.0 
He 1885 8/7 — ss 77.0 48.5 | 96.0 91.0 
REA X1817 Xr 7/23 70.0 62.5 80.5 54.0 98.5 96.0 

Baz 8/ 上 -一 一 一 一 71.0 63.0 
Byes 7/23 43.5 25.0 77.0. 63.5 | 89.5° 86.5 

起 奖 麦 8/7 15.0 4.5 | 62.5 31.0 | 94.0. 91.0 
mee | 8/4 pa ce 49.0 25.0 | 86.5 56.5 
Nea 7/23 | 29.0 1.0 | 44.0 12.0. | 98.5 97.5 
SEE 8/11 ss as bBo. ee 40,0. 89 

FESS BY ge P RELA De ih AE BL EK RB, BY AE BR 

件 下 完成 其 温 期 阶段 。 2 A 25 ARAL Lit, REBAR BEA, 

其 余 的 全 部 抽 齐 , 6 月 底 、7 月 初 抽穗 , 8 月 底 、9 月 初 成 熟 ,生长 很 正常 ;而 对 照 区 的 本 . 

地 春小麦 则 在 8 月 底 成 熟 。 但 是 , 4 月 工 日 种 的 兰州 北山 小 麦 则 已 娃 晚 ,不 能 抽穗 。 美 
国 品种 在 秋 播 时 比 东 北 品 种 抽穗 早 , 而 在 春播 时 比 后 者 晚 ,这 说 明 供 试 的 美国 品种 的 温 

期 阶段 , 比 中 国 品 种 要 长 一 些 。 

RANI RAR, 提供 了 做 为 二 年 生 牧 草 的 可 能 。 | SRE AE AROMAS 

如 燕 索 ,但 它 能 够 在 较 低 温度 条 件 下 生长 得 健壮 高 大 , 产 草 量 一 定 是 很 高 的 ; 同时 由 队 

冬 性 强 、 分 给 多 、 抗 塞 、 而 旱 和 恢复 生长 力 强 等 特性 , 更 适宜 讼 秋 春 雨季 放牧 之 用 ,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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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过 后 还 可 以 收获 种 实 和 干草 。 ARLES en, Eg 
候 播 种 。 

2. PE SIE LAN REE 
BOSH WHAT = RR, 一 个 是 对 牧草 品种 的 观察 , CLE 

草 、- 种 称 豆 、 九 种 栽培 季 麦 。 第 二 个 是 首 藉 播种 期 的 试验 ,从 4 OO 
牛 月 播种 一 次 。 第 三 个 是 首 荐 、 猫 尾 草 、 青 称 、 翘 麦 的 单 、 混 .间作 栽培 。 

， 从 今年 音 藉 鼓 验 区 地 上 、 地 下 部 分 的 生长 发 青 表 现 ,以 及 1952 年 前 “七 二 安 场 ”在 
春天 撒 下 一 点 首 藉 种 子 所 盛 存 的 植株 的 越冬 和 恢复 生长 情形 , 再 参考 华北 冬小麦 品种 
的 越 条 和 生长 情况 ,我 们 况 为 , 首 项 在 西藏 地 区 的 栽培 是 很 有 前 途 的 , IEEE, 
事实 上 , 拉 阵 河谷 的 安田 中 也 生长 着 许多 野生 小 萌 菏 (Medicago minima), 个 别 的 贵族 
dE aA AR Be ls BR AE UY EERE HE a (AE EIB, HB EK 
卡 内 )。 
BREE, AROSE, 因为 供 试 的 品种 不 多 , 而 且 只 是 第 一 年 

观察 。 初步 的 印象 , 现 有 品种 中 青草 产量 较 高 的 是 苏联 一 号 首 项 ,每 雷 可 收 青草 生 000 
斤 , 且 枝叶 鲜嫩 , 草 磋 较 好 ,做 为 青 料 似 比 其 他 三 品种 为 佳 . 猫 尾 草 第 一 年 生还 只 在 甸 伏 
状态 , 个 别 植株 抽 了 穗 , 一 般 生 长 很 好 。 称 豆 可 以 生长 ,附近 安田 便 发 现 有 种 植 者 , 曲 
水 也 有 ,但 极 少 , 6 月 下 名 开始 开花 ,花期 很 长 ,9 月 中 名 成 熟 ,成 熟 时 青 重 (HEBD) 为 
2,181 斤 / 亩 , 干 重 为 1077 斤 / 亩 , 闻 实 重量 为 6382 斤 / 亩 。 这 是 小 区 推算 出 来 的 产量 ,可 
能 失 之 太 高 ; 从 另外 一 小 片 地 力 较 差 的 地 上 推算 出 来 的 种 子 产量 为 179 矿 / 雷 , 二 者 相 
差 颇 大 , 做 为 牧草 而 论 , 称 豆 的 产 草 量 是 不 高 的 。 RSNA, BAMA 

#14 各 种 牧草 的 生长 发 育 观察 和 产量 估计 

开花 始 期 | 开花 盛 期 | 成 熟 期 | 收割 期 [AR RE] 产量 ( 斤 / 亩 ) | Fe 
种 a FF / HEE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厘米 ) | 青 重 Fae a | (%) 

Bkpe er7e 7/26 | 8/21 a 10/8 | 85 |3,253 843 一 | 25.9 二 
KISS 7/31 | 8/23 ae 10/8 ' 78 | 4,338 950—!| 21.9 ms 

HK 2B NH 7/29 | 8/16 一 10/6 | 77 | 3,434 1,068 一 | 31.1 -一 

西北 称 豆 ,小 区 D 2 — 二 9/16 一 — | 2,181 1,077 633| — 1:1.7 

西北 称 豆 ,小 区 2 6/25 | 7/1 |9/2-16|  — 38 | 一 一 179 一 — 

mee 一 一 一 一 l14 | 一 一 一 一 

八 个 燕麦 品种 的 平均 3? | 6/19 — |S — ey ae Se OER fe 1:2.4 

(F820) ) 至 9 月 上 

名 

#: 1) PRABAH D, BA— THOME”, LEWES RA eH, RAM. 
AGAR, ARSE, APRESS. 

2) MLTR ARAM ra. 
3) FRAP EH RK , ERB RE fh an O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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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品种 的 平均 产量 每 雷 可 收 657 FF SAF SSF ROLE AI 122.4, Bea EAE AE Se ae 
FREE HDPE 2 米 , 产 草 量 及 将 实 产量 均 高 , 每 亩 可 收 闻 698 斤 。 高 原 上 的 气候 特别 
适宜 森 考 的 生长 ,无 怪 乎 整个 西藏 地 区 的 安田 中 都 把 野 匣 麦 (Avena Jatua) 留 在 地 里 收 
青草 或 干草 。 如 果 栽培 种 燕麦 的 产 草 量 和 草 质 比 野 节 考 为 好 的 话 , 可 以 提倡 种 栽培 种 
HE. 

4 FA_E-A Fl eA UG EY FS HELA SHE 90 厘米 左右 ,主根 长 达 90 厘米 以 上 , 粗 如 
Mi RSE, 今年 试 分 雨 期 收割 , 第 一 灵 在 7 月 29 日 及 8 月 10 日 ,第 二 
次 在 9 月 17 日 。 

播 种 期 产量 ( 斤 / 亩 ) ae, ee 8 xk 8H 多 
kok & He El hy KR 

(月 /日 ) fT 重 (%) (RFRA) 

4/5,4/15 7 2,500 430 17.2 61.3 

4 1,719 272 | 15.8 38.7 

4,219 702 Di 100.0 

这 是 第 一 年 生 的 植株 ,第 二 年 生 以 后 , 佑 计 一 年 可 以 收割 2 一 3 KR, 产量 更 可 以 多 

考虑 到 大 面积 种 植 背 蒋 时 何 时 下 种 最 合适 ,我 们 做 了 一 个 播种 期 试验 ,从 4 月 5 日 

起 至 9 月 中 名 止 ,每 和 月 种 一 次 。 根 据 田间 生长 发 育 情 况 , 在 灌水 的 条 件 下 以 4 月 上 、 中 

旬 播 种 的 为 好 , 产 草 量 高 , 开花 千 葵 早 ;4 月 5 日 比 4 月 20 日 的 千 蒜 早 ,成熟 也 早 。 如 

果 地 力 肥 、 管 理 好 , 5 月 里 种 也 还 是 很 好 的 ,但 开花 和 结 葵 晚 些 , 第 一 年 要 是 收割 两 次 就 比 

志 勉 强 些 。 如 果 灌 水 条 件 不 好 ,就 不 能 在 四 、 五 月 问 种 ;因为 此 地 春 旱 ,在 雨季 未 来 之 先 

ERIE FAS, BS PE), DEP AER IE EAB EE, FR AE AE ESF ,所 以 春季 播种 出 

#15 首 蒂 播种 期 试验 的 生长 发 育 情 况 和 产量 估计 

播种 期 | 13k alma ees 收割 期 | 收割 | 产量 ( 斤 / 亩 ) | 千 物 质 ‘ 

(月 7 日 | #8 | (月 /日 | 月/ 日)| (厘米 ) | (月 /日 )| ae | FT | (%) 
4/5 >| 2/3 7/28 90 7/29 2 |(3,938) 638 | 16.2 | 4-R BRK FE Fe 

9/17 学 和 柔 取 样 收割 的 产量 。 

4/20 93| 7/7 8/8 88 10/8 1 | 2.633 587 | 22.3 | 4/20 播 种 者 有 一 小 区 柔 取 样 

收割 的 数字 。 

1 | 2,349 721 | 30.7 | 同 区 收割 ,以 下 同 。 

1 | 1,730 531 | 30.7 | 有 一 区 虫害 重 , 产 量 低 。 

1 | 1,186 297 | 25.0 | 同上 

1 

1 

5/1 114} 7/20 8/12 73 10/6 

5/15 85 | 8/1 8/28 63 10/6 

6/1 113 | 8/28 = 53 10/6 

6/15 165 | 8/28 = 38 10/6 1,469 331 | 22.5 

7/1 137 一 二 18 10/6 1,429 253 | 20.5 | 只 改 割 一 修 区 。 
ec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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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LE, MERTEN ZI EG i 6 月 已 经 有 雨 ,可 趁 雨 后 播 
种 )。 今 年 七 . 共 月 问 雨季 中 播种 ( 播 前 未 灌水 ) 的 , 出 土 和 幼苗 生长 都 很 正常 , 但 要 注 
Es PRY, 9 月 工 日 播种 的 似 已 嫌 晚 ,因为 9 AD aie, mS fa FE 

生长 比较 和 缓慢, ARARA BIER, 地 上 、 地 下 部 发 育 还 不 够 健 半 ,可 能 影响 越冬 的 

能 力 。 
32 15 所 列 数 字 系 两 个 小 区 的 平均 ，7/ 上 日 以 后 播种 者 未 收割 。 取 样 收割 的 数字 , 失 

之 略 低 , 因 9/17 LU ARH 
章 作 的 音 藉 第 一 年 产量 花 不 见得 比 首 项 与 猪尾 草 混 播 的 首 藉 求 得 高 (SE 16) , 5H 

尾 草 出 土 迟 ,幼苗 生长 非常 缓慢 , 在 同期 混合 播种 的 情况 下 , 长 不 过 首 项 ,所 以 音 荐 、 猎 
尾 草 混 作 区 中 的 猪尾 草 生长 发 育 很 坏 , 地 上 、 地 下 部 都 长 得 不 好 。 至 认 两 者 间作 的 情况 、 
如 何 , 今 年 没有 试验 过 。 从 猪尾 草 单 作 和 与 彰 项 混 作 小 区 的 生长 情形 上 看 ,在 灌 浙 的 条 

件 下 , 猫 尾 草 还 是 早春 播种 为 宜 , 否则 在 雨季 中 播种 。 秋季 播种 怕 不 太 好 ,因为 秋 后 温 
度 低 ,而 整个 冬天 和 第 二 年 春天 都 很 干旱 ,生长 发 青 会 受到 影响 。 春 播 时 还 可 能 有 缺 昔 
的 现象 ,如 为 小 面积 种 植 ,可 以 在 雨季 中 (7 月 ) 用 分 根 的 方法 ,把 一 株 的 猪尾 草 苗 按 分 莫 
和 根部 发 育 情 况 分 为 若干 小 株 ,移植 在 缺 昔 处 ,不 久 后 它们 便 很 快 地 恢复 生长 了 。 

在 高 原 上 试 种 首 藉 还 是 第 一 次 ,起 初 怕 此 地 春 旱 、 风 大 , 首 基 的 初期 生长 不 好 ,所 以 
用 青 各 、 燕 霉 与 首 项 间作 或 襄 作 ,以 为 青 释 、 攻 麦 在 高 原 上 生长 很 好 ,可 能 在 初期 时 对 
音 藉 幼 苗 有 保护 作用 。 事 实 的 表现 与 想像 大 不 相同 。 出 土 时 混 作 的 首 蒂 出 昔 就 不 如 青 
#E VERO TS FE See, (ASR RE) 10 厘米 开始 分 蔡 时 , 首 荐 的 生长 便 
受到 障碍 。 后 来 青 称 、 菩 考生 长 迅速 压 过 首 项 ,所 以 首 送 缺 苗 很 多 , 苗 长 得 非常 闻 弱 , 特 
PESOS AE OR. PSOE SIL BR ES A 
AON, TAREE, AI, 如 果 我 们 把 间 、 混 着 的 燕麦 , 青 释 在 生长 到 一 定 的 
高 度 后 制 去 , 可 能 会 好 些 。 从 首 项 播种 期 试验 的 生长 情形 , 我 们 认 埠 到 根本 不 需要 这 
样 做 。 

麦 16” 首 攻 单 . 刘 - 间 作 栽 声 的 生长 发 育 和 产量 估计 

区 
数 

WHEW 4 | 7/24 s/or | 88 — |2,920 596 |20.4| — 
ne eee | 8 | 7/19 s/o | 86 16 |2,719 604 |22.2| — 
ae epee “| 2 | 8/15 Ase] 58113: | 1,133 213 | 18.8 | 422 | 只 有 一 朴 区 可 以 收割 
478 iy RE 2 8/29 KF) 50 1138 885 166 | 18.8 | 380 | 同上 

748 RZRE 2 |RIFREIFERSI EM «653  I50 和 = 一 — | 589 

上 述 的 观察 结果 明确 地 表明 , ESAT ROR Ap Pie ek S A We es JE, P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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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 及 其 他 可 以 生长 的 多 年 生 牧 草 是 有 必要 的 。 但 是 阁 基 的 种 子供 应 可 能 是 个 问题 。 4 

月 5 日 播 的 7 月 中 .下 旬 开 花 , 花 期 很 长 ,成 熟 的 进度 很 慢 , 到 10 月 上 、 中 旬 下 霜 时 能 够 

成 元 的 英子 还 不 到 5%; 而 4 月 15 日 播 的 则 完全 不 能 成 熟 。 第 二 年 生 及 以 后 的 开花 和 结 

葵 和 成 熟 会 提早 一 些 , 但 可 能 提早 得 有 限 , 因 为 夏季 的 平均 温度 不 高 。 如 何 促进 萌 箱 留 

种 区 的 种 子 成 熟 是 一 个 值得 注意 的 问题 。 今年 试 种 的 品种 很 少 , 除了 从 栽培 条 件 上 来 

考虑 解决 之 外 ,也 可 以 试 试 其 他 更 为 早熟 的 品种 (本 地 野生 的 小 黄花 首 蒂 在 9 Ef BD 

FI RICE) 

3. S226, TK. 5 He EE 

Ay Se RE ATED BE Est JUPPSL  A SE. AR B. FEOK. BR, BR, RR 

(Vigna cylindrica) 、 白 小 豆 、 烟 草 、 亚 麻 、 棉 花 等 。 除 烟 草 、 视 花 外 ,都 在 5 月 8 日 播种 ， 

粟 、 玉 米 在 5 AS ARK, REE, MARR: 

(1 生长 不 良 的 : 

棉花 (斯 字 棉 ) 一 一 5 月 初 在 冷 床 内 种 了 几 实 ， 幼 萌生 长 极为 迟缓 , 8 月 工 日 开花 ， 

不 千 桃 ,开花 时 高 度 为 26 厘米 。 BIS 月 16 DAR, 出 划 后 陆续 的 死亡 (可 能 

是 虫害 ) ,没有 长 起 来 。 

高 梁 ( 西 北 品种 ) 一 一 幼苗 在 很 长 的 一 个 时 期 中 旬 伏 在 地 面 上 进行 分 葛 , 不 往 上 长 ， 

PSLRA RES, 最 后 在 9 月 下 名 极 少数 植株 的 主 蔡 抽 出 穗 来 , 抽穗 时 的 高 度 

IDS 100 厘米 , 刚 抽 不 几 天 还 未 完全 出 叶 畏 便 被 霜 打 了 。 在 内 地 以 为 肯 长 玉米 的 地 方 

就 可 以 长 高 粱 , 事实 不 然 , 能 长 玉米 的 地 方 未 必 能 长 高 粱 。 在 高 原 上 高 梁 变 成 “ 矮 梁 ” 

Fs 

SL (WA EL.) — DUAR RE, WR RRAM PRES, EO 月 下 旬 才 有 

AP BTR FE AE MERE TY WBE (FGREFH) , 初 霜 后 全部 枯死 。 在 另 一 处 蔬 荣 试验 地 种 的 

某 用 焉 豆 , 突 播 , 种 得 比 前 者 稀 , 也 只 有 少数 植株 开花 和 结 英 。 这 些 豆 英 都 不 能 成 熟 。 虽 

然 灶 贡 多 少 与 种 植 密度 有 关系 , 品种 不 同 可 能 也 是 个 原因 。 

自 小 豆 、 烁 豆 ( 西 北 品种 ) 一 一 生长 矮小 , 8 月 上 旬 开 花 , 高 仅 15 厘米 ,只 有 少数 村 

栋 结 成 成 熟 的 鞠 ,每 一 花 往 上 千 鞠 一 、 二 个 , 初 町 后 全 部 枯死 ,产量 很 低 。 虽 然 生 长 的 不 

好 是 与 试验 地 肥力 低 、 虫害 重 有 固 带 关系 ,但 基本 上 是 不 适宜 於 高 原 气 候 的 表现 。 

棉花 和 高 梁 都 是 原 产 在 热带 的 植物 ,它们 在 生长 和 发 至 的 超大 都 分 时 期 内 需要 相 
当 高 的 温度 ,在 拉 旗 地 区 是 没有 种 植 的 价值 。 丈 豆 和 稼 豆 也 是 比较 喜欢 暧 和 的 气候 , 虽 
然 在 栽培 管理 上 可 以 促使 它们 生长 得 稍 好 一 些 , 但 目前 要 在 拉萨 地 区 做 经 济 栽培 是 有 
困难 的 。 

(2) 生育 不 太 理 想 、 还 待 稳 德 试 种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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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RA T = BAERS (Nicotiana rustic) AI—AMBINGE (IV. tabacum), FeAERE - 
ALES WYER NBEO DR, HOP EK ee TE ASE WOE), BH We EAE, 

DEREK, Taare BSE, RES AER, ER AR 
果 可 以 成 熟 , 惟 叶片 很 小 。 各 品种 的 生育 情况 见 下 表 : 

FE1T LAN SSI APRA TE 

A te 每 ” 株 

(月 /日 ) mr 数 

开花 期 

(8/48) 

ig PRT AE 

(56) 

HALA ies BE 

( 厘米 ) | 
Fea | 
《月 /日 ) ot se (MK) 吁 寅 

Pa BEE BS 7l | 8/31 | 9/23 | 9/25 18.4 | 42.9 30.9 ”24.8 

黄花 获 2 号 70 | 8/20 10/7 | 9/25 18.0 | 24.2 32.4 23.6 

BAERS B 100 | 8/1 | 8/18 | 9/25 | 10.2 | 27.7 26.6 28.7 

; wee 93 | 9/7 oo | 0/8. | gad |) tale 34.4 16.2 
| 

zt: 取样 很 少 , 上 列 数字 可 能 失 之 过 高 ,只 供 参 考 。 

获 草 栽培 的 问题 是 叶片 不 能 及 时 成 熟 。 本 年 下 霜 时 黄花 黄 只 有 下 部 和 部 分 的 中 部 
叶子 可 以 探 收 ,还 有 许多 叶子 不 能 成 熟 , 而 兰州 忒 旭 在 下 霜 后 才 收 的 。 今 年 的 种 植 管理 

比较 粗放 ,生长 发 至 不 算 顶 好 。 此 外 ,起 害 可 能 影响 到 获 叶 的 完整 和 商品 的 品质 。 如 果 
意 中 耕 施肥 ,随时 摘心 去 权 , 这 些 品种 可 能 生长 得 更 好 些 , 叶片 成 熟 也 早 些 。 虽然 种 

子 不 能 成 熟 , 但 获 草 种 子 小 ,每 雷 用 量 也 少 ,从 内 地 运 种 子 来 种 是 没有 困难 的 ,只 要 能 名 
生长 到 叶片 成 熟 。 从 今年 的 情形 看 ,黄花 获 的 生长 还 是 不 错 ,成 熟 期 也 可 能 提早 ; 但 普 
通红 花 种 获 草 是 否 能 够 生长 到 有 轻 济 栽培 价值 的 程度 , 因为 今年 只 种 有 兰州 烟草 一 个 

品种 , ATE, 还 待 龙 续 试 种 。 同时 , 在 工 部 区 的 怜 路 丁 、 马 本 和 波 密 区 的 通 麦 等 地 

(海拔 2,900 米 以 下 ) ,老乡 已 有 茧 花 获 (只 见 种 子 未 见 植株 ,种 名 待定 ) 的 栽培 ,估计 引用 

这 些 地 方 品种 的 种 子 到 拉 际 地 区 种 情 还 是 很 有 希望 的 。 拿 西藏 地 区 郊 烟 的 消耗 量 来 

说 , 坛 种 芯 草 是 值得 注意 的 。 

(3) 可 能 种 箱 的 作物 
本 年 试 种 七 个 栗 、 二 个 季 、 一 个 称 ̀  太 个 玉米 和 八 个 黄豆 品种 ,初步 观察 结果 训 为 这 

些 作物 在 拉 陈 地 区 可 以 生长 , 但 要 挑选 适当 的 品种 种 植 才能 成 熟 。 这 些 作物 的 不 同 品 
和 对 於 温度 日照 的 反应 和 生长 期 长 短 的 表现 差别 很 大 ,在 同样 的 条 件 下 ,有 的 能 熟 ,' 有 

的 就 熟 不 了 。 供 试 的 黄豆 品种 中 只 有 东北 的 “ 克 霜 ”能 够 完全 成 熟 , 7 AL. FE, 

9 月 6 日 收获 ,从 播种 到 开花 为 70 天 ,生长 日 数 为 121 天 。 由 蕉 地 下 虫害 (金龟 子 类 的 
幼虫 ) 严 重 , 交 常 咬 吃 根部 ,所 以 植株 矮小 , 高 仅 20 一 25 厘米 ,平均 一 株 结 葬 12.5 个 ,一 

PERTH 2.43 克 , 百 粒 重 为 12.0 克 。 从 小 区 推算 出 求 的 产量 为 每 雷 56 斤 。 如 果 没 有 

SSE, 酌 量 条 短 行距 实行 密植 ,再 了 予以 根瘤 菌 拌 种 ， 则 每 亩 产量 一 定 可 以 提高 。“ 泪 仿 

第 一 次 探 收 的 二 十 叶 平均 

B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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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金 "的 生长 发 育 情 况 较 “ 克 霜 "为 好 ,植株 高 度 为 30 厘米 左右 ，8 月 上 旬 开 花 , 10 月 10 日 
初 霜 后 收割 ,只 有 牛 数 的 种 子 完 全 成 熟 , 青 粒 估 43.7% ,平均 每 株 千 英 18.2 个 ,每 英 土 9 

粒 , 成 熟 的 种 子 百 粒 重 亦 为 12.0 克 。 由 於 缺 株 太 多 ,没有 推算 每 亩 产量 。 如 果 没 有 由 

害 , 兹 改进 裁 培 条 件 , 还 有 希望 成 熟 。 其 他 的 大 豆 品 种 如 “昌平 黄豆 ”“ 亚 东 黄 豆 " 只 有 

极 少数 植株 开花 ,未 千 鞠 ;“ 西 北 黑 油 豆 ”“ 西 北大 青豆 "“ 西 北 黄豆 "“ 内 地 黄豆 ”( 来 源 

ABBA) AUR DERE OOS, RIOR BRE RE, SANS TIT, Bae 

不 过 百 余 斤 ,而 且 种 子 都 未 长 满 。 这 些 品种 没有 种 植 的 价值 。 不 过 黄豆 是 一 个 很 好 的 

RY WEA. BAA Man PTE DCRR GEE Fe me HA, 说 明 以 后 还 有 可 能 长 得 更 好 一 

些 ,值得 多 加 注意 。 明年 可 以 多 种 一 些 “ 克 霜 ”“ 满 合金 和 其 他 早熟 品种 《如 紫花 四 号 

Dales. 
#18 三 个 黄豆 品种 的 生长 发 育 观察 

___ | APR TBE) 开花 期 | 成 熟 期 = 量 [一 栋 粒 重 | 一 RR | ORE | ASE | 青 粒 
an FH HE Ye (Fr / i) 

(厘米 ) CH/ 昌 )| (月 /日 ) | (日 数 ) | ee 种 子 | CGE) | BE OR RE 数 | CG) % 

克 霜 ”东北 23 7/16 | 9/6 190 fae BES As! | 18.5 1.2° |. 1220 0 

mAs 东北 29 8/7 10/10 ae ee ea 302 18.2 1.9 |. 19.0. | 4887 

黑 油 豆 西北 39 “| 少数 开花 | ”一 — sa = 16.3 1.8 sa 100.0 

聚 类 作物 品种 的 表现 也 很 不 一 样 。 RA BREAN PPS. ADHE WERK, A “ps 

H ABE” Bear, 7 AP ahh, 9 月 中 名 成 熟 。“ 苏 联 红 乘 ” 抽穗 、 成 熟 也 早 , 但 因 地 下 

里 为 害 ,植株 生长 矮小 ,产量 不 及 前 者 。 波 密 区 的 “ 伊 黄 么 子 " 生 长 最 好 ,可 惜 成 熟 稍 晚 ， 

8 月 下 名 抽穗 ; 10 月 上 旬 成 熟 , 如 果 霜 期 来 得 早 些 , 可 能 不 会 很 好 的 成 熟 。 栗 品种 问 生 

长 发 育 快 慢 差 得 很 多 , 早 的 如 “小 黑 折 腰 ”“ 小 早 谷 ”在 7 月 下 名 抽穗 、9 月 中 旬 成 熟 ,中 

等 的 如 “一 尺 自 ”"“ 小 日 月 谷子 "在 8 月 中 旬 抽 穗 、10 月 上 名 成熟, 晚 的 如 “西北 谷子 ” 

“AGAR 了 2 号 “北京 )“ 彰 德 黄 谷 "在 9 月 中 下旬 才 抽穗 ,不 能 成 熟 。 这 些 品 种 中 以 “小 黑 

折腰 "比较 好 ， 重头 中 等 ,成 款 早 , 如 酌 予 密植 ,产量 可 以 提高 。“ 小 日 月 谷子 "生长 健 , 午 

头 大 ,抽穗 成 熟 稍 晚 ,临时 还 有 很 少数 的 重子 不 能 完全 成 熟 。 但 这 一 地 方 品种 的 类 型 颇 

多 ,成 熟 早 晚 不 一 ,如 进行 混合 或 个 体 选 择 ,估计 产量 不 会 差 。“ 小 里 谷 ”和 “一 尺 白 ” 生 子 

RRA, SABRE TE TP ABU BCH, 如 行 密 植 ,产量 还 可 高 些 。 抽 穗 较 早 的 谷子 植株 ,一 般 在 重 

子 顶 端 有 不 孕 的 现象 (一 抽出 来 就 很 明显 ) ,可 能 与 穗 分 化 期 夜间 的 低温 有 关系 。 

聚 作 试 验 区 内 遭受 地 下 虫害 最 烈 , 缺 株 极 多 ,有 大 90% 以 上 的 ,就 是 勉强 能 够 生长 

到 成 熟 植 栋 , 地 下 部 的 主要 里根 都 被 虫子 咬 断 ， 芙 是 不 移 如 缕 ,， 如 果 用 手 把 植株 轻 轻 往 

上 一 提 , 便 连 根 拔 出 士 面 来 , 扰 怪 乎 植株 矮小 ,很 多 重子 结实 不 饱满 , 瘤 子 也 多 (这 种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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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以 七 . 作 月 最 烈 )。 许 多 小 区 由 於 缺 昔 太 多 , 撼 法 估计 产量 , 才 上 数字 只 供 参考 。 从 生 
长 情况 和 成 误 早 晚 来 看 ,如 果 没 有 地 下 虫 韦 , 栗 、 委 、 稳 这 三 种 作物 在 拉萨 地 区 的 扩大 种 “有 

植 是 很 有 希望 的 。 

#219 £2. BB AAR 

“f 种 子 | 植株 | TREO | AI | Ae | 产 量 | | P| 容 重 

来 源 |( 厘 米 )| (月 /日 | (月 /日 | 日 数 | ( 斤 / 雷 ) | 厘米 ) Ge) | ( 克 ) | ( 斤 / 习 ) 
PAAR | AE] 72] 8/12 | 10/7 14.9 | 10.2} 3.0) 11.5 

RIHBAF | 北京 | 54 | 7/27 | 9/19 一 | — | 2.8| 12.4 | Seppe me, 

计算 产量 
小 早 合 AGH | 54] 7/27 | 9/28 12.7| 2.0| 2.7| 11.4 | Bee 

1RAAF 北京 65 | 8/10 10/9 10.9] 4.3] 2.2} 12.5 | Seed 

PERF 853 | HK | 54] 7/22 | 9/19 — | — | 6.1) 13.2 |heRaee 

产量 
REAR 西藏 | 100] 8/26 | 10/9 =o) => PS. 81 tie eee 

. RE ° 
小 日 月 麻子 西北 83 | 7/21 9/19 134 =- 过 6.6| 13.4 | WE 

玉米 方面 , 5 月 8 ARRAY HEALER”, “eS A AE PORE O, 一 
般 成 熟 的 情况 不 如 内 地 的 好 ,“ 苏 联 黄 马 牙 " 只 有 极 少数 的 果穗 成 熟 ,“ 小 粒 红 ” 则 不 能 成 
熟 ,“ 印 度 硬 粒 "( 来 自 印度 ) 植 栎 高 达 3 米 , (HERE, PR SRI, 这 
些 品 种 除 “ 印 度 硬 粒 ?外 , 一 般 生长 都 比 内 地 的 矮小 , 高 在 180 厘米 左右 ,所 以 棒子 都 千 
得 低 。“ 小 粒 红 ?” 植 株 虽然 不 高 ,棒子 却 千 得 大 ,部 位 也 合适 ,可 惜 不 能 成 熟 。 能 够 成 熟 的 
品种 生长 日 数 为 154 天 , 成 熟 种 子 的 百 粒 重 比 内 地 的 低 。 5 月 20 日 播种 的 只 有 “华安 
2 号 " 私 少 数 的 果穗 勉强 能 够 成 熟 ,其 余 的 都 不 成 熟 。 12 天 的 差别 居然 这 么 大 ,可 见 在 
这 个 地 区 种 植 玉 米 应 该 促 可 能 的 提早 播 息 。 但 如 在 早 基 5 月 的 第 一 星期 播种 ， 则 晚霜 
的 威胁 很 大 。 在 试验 区 定苗 时 有 一 实 一 株 与 一 实 两 株 之 分 (不 是 正式 试验 )。 从 数字 上 
看 ,密植 的 比 稀 植 的 每 实 产量 高 些 , 值得 进一步 的 观察 。 一 个 在 内 地 不 常见 到 的 现象 ， 
是 此 地 生长 的 玉米 ,每 株 上 的 雌 穗 特别 多 。 在 开始 抽穗 期 间 每 株 四 、 五 个 的 很 普通 ,到 
GRAB TERE, Fp PEATE ERE, 第 二 个 旭 很 差 ,而 且 熟 得 晚 。 
因为 第 一 年 种 植 旨 在 观察 其 在 自然 状态 下 的 生长 情形 , 没有 把 多 余 的 果穗 去 掉 。 如 果 
选择 早熟 植株 的 利 子 种 植 , 明年 抽穗 时 再 把 多 余 的 果穗 剪 掉 , 只 留 最 上 面 的 一 个 , 则 成 
熟 期 和 果穗 的 发 育 都 要 更 合适 一 些 。 由 认 春 夏 之 交 气 温 不 高 , 玉米 的 初期 生长 非常 绥 
慢 , 7 月 中 旬 以 后 才 长 得 快 一 些 。 一 般 品 种 在 8 月 10 日 前 后 抽雄 穗 , 峻 穗 比 雄 重 晚 五、 
六 天 至 十 天 不 等 。 同 一 品种 内 不 同 植株 的 抽穗 期 也 很 不 一 致 ,加 以 抽穗 期 间 正 逢 雨季 ， 
所 以 应 读 进 行人 工 辅 助 授 粉 ,促进 受精 。 另 外 ,此 地 玉米 果穗 吐 纤 时 期 食 穗 虫 ( 芹 定 名 ， 

ed 

ee ee ee ee ee ee ee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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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 行军 虫 , 待 狠 定 ) 十 分 猩 儿 ( 可 能 是 新 开 的 葛 地 关系 ), 此 时 应 喷 撤 666 或 DDT, ase 
” 常 捕 担 。 今 年 因为 不 了 解 情况 ,事先 朴 堆 防范 , 事后 虽 勤 加 捕捉 也 嫌 稍 晚 ,差不多 每 个 
果穗 都 或 多 或 少 的 裕 害 。 

#20 三 个 玉米 品种 的 生长 发 育 情况 和 产量 估计 
1 f. 

an | Fe | #H | SBR | 收 | AE 人 | 最 生 | 果穗 成 熟 度 | — | |) | | — | | — | — | Oe | : 
植 获 te # 

ei | 高 | (月 /日 ) | 期 (%) BIEBIE a; ae?) i ; 

A 月 =i herr Te ba 重 vill) al toe | 二 eC Nad OO had Reale Ye 
a | ge | S| ae | we | B mw |) R) | S| el ae] me | me | 

a 3 34.5/46.5] 1.3 ss 0s8.680.12.7 292/13.98|17.30|39.0 

ie VG OE ESS Roi rae ae ancl Se some ce at eg el ioe Pe 
it 80.7/13.3| 296|12.28] 一 |39.7 

35.3/55.5) 1.3] 332/11.5/10.4/50.9 

———— EE ee 

ie ee! | ees) ee ee SS eee eee 

81.7/13.1} 29612.96/17.72/41.6 

SS EE ee ee 

— | SO | | 一 -一 | 一 -一 | 一 一 | 一 一 | 一 一 | 一 -一 |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 一 一 | 一 一 | 一 -一 | 一 一 一 

(i ) 行 距 2 尺 中 实 距 工 尺 。 部 份 每 实 两 株 者 桑 一 行 每 实 一 栋 与 一 行 等 实 两 株 相 癌 。 
〈 皇 ) 果 穆 成 熟 度 柔 将 一 般 成 熟 的 糙 果 穗 护 其 成 色 好 坏 分 为 上 、 中 、 FSR, RAS a MMR, HREBAS 

别 。 
(ii) 20 个 果 稳 的 考 种 和 拢 取 成 熟 稍 好 (站 非特 别 好 ) 的 果 入 做 的 , 故 其 数字 较 全 区 的 平均 值 略 为 高 些 。 
Civ) AM ERE 

的 。 我 们 可 以 从 引种 、 先 
种 和 改善 栽培 技术 各 方面 来 提高 产量 ,促进 早 裔 。 为 了 增加 菜 蔬 种 类 ,可 以 坛 试 碘 粒 种 
玉米 ,不 过 今年 在 试 吃 嫩 玉 米 时 发 觉 玉米 的 种 皮 似 略 嫌 厚 且 带 毅 性 , 这 就 有 待 以 后 进 一 
步 的 改良 和 提高 。 事 实 上 在 工 部 区 的 有 路 丁 (2900 米 ) 及 波 密 地 区 的 伊 页 、 通 霉 、 所 通 
等 地 (2,000 一 2,400 米 ) ,就 已 有 种 植 王 米 的 。 

(@ BEA RIE As ee) — a 
拉萨 地 区 没有 种 植 亚麻 的 。 5 月 8 日 播种 的 “苏联 亚麻 “武功 白花 ?和 " 繁 时 秆 关 

麻 " 三 个 品种 ,生长 都 很 不 错 ,以 “苏联 亚麻 ”植株 较 高 . 昔 查 稍 粗 、 成 熟 早 “武功 白花 ” 
HEBER. 成熟 整齐 (可 能 是 种 得 太 密 的 关系 ),“ 繁 时 什 胡 麻 " 生 长 发 青 较 组、 成 熟 晚 、 下 
霜 时 收获 还 有 14.6 多 的 青 粒 种 的 平均 种 子 产 量 为 497 斤 / 雷 (这 个 数字 没有 握 
除 小 区 的 边际 影响 ,可 能 失 之 略 大 ), 风干 的 莹 址 产量 平均 为 255 斤 / 亩 , 每 栋 移 有 三 个 
分 枝 , 平 均 高 度 为 95 厘米 ,种 子 千粒重 为 47 克 ,相当 的 大 而 重 , 估 计 其 产 油 量 也 不 差 。 这 

根据 以 上 的 情况 看 来 , 玉米 在 拉 卫 地 区 的 种 植 是 很 有 可 能 已 

?7 《人 
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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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作物 比较 抗 塞 , 10 月 上 名 连 打 几 场 霜 ,都 还 活着 。 第 二 期 5 月 20 日 播种 的 ,生长 发 青 

迟缓 , 霜 后 途 不 能 成 熟 ,所 以 应 该 早 播 , 估计 可 以 比 粟 类 和 王 米 早 种 几 天 。 不 过 亚麻 在 

此 地 种 植 开花 期 很 长 ,从 7 月 上 旬 到 9 月 下 旬 都 有 开放 的 ,以 7 月 中 下 旬 为 最 磨 , 所 以 

种 子 的 成 熟 度 很 不 一 致 ,就 是 同一 品种 的 同一 植株 , 上 下 辫 果 的 成 熟 早晚 ,也 颇 有 差别 。 
这 对 放 以 探 收 种 子 为 目的 的 栽培 多 少 , 会 增加 一 些 不 方便 。 在 植物 性 维和 维 比 较 缺 乏 的 

西藏 地 区 , 在 不 影响 粳 食 生产 的 原则 下 , 特别 是 秩 稚 用 或 微 稚 油料 条 用 的 品种 ,是 值得 

注意 的 。 

表 21 三 个 亚麻 品种 的 生长 发 育才 现 和 产量 估计 

ax | MERE 奸 伦 姑 其 | 开 丰 底 基 | pata | ese | a PRAT ok) 百 站 eas [Pea] Ht 
(厘米 (月 / 惠 )| (月 /日 ) | (月 /日 )| 日 数 | FR |( 斤 / 亩 ) area] 粒 数 | GE) | GE) | % 

HITE i 85 7/6 7/19 9/16 | 131 | 166 357 4.2 | 士 0 

武功 白花 60 未 记 7/20 9/29 144} 310 402 

eit 0A Si 80 7/I7 Rt ad 155 
| 

SE: FREE MERGES» 

(5) AIZE.DiT. WAR WE EN ALS TE 
TBAT. WA Kiwis BEANE AVA BL, WE AE, 后 二 者 较 少 。 我 

们 引种 了 少数 的 外 来 品种 ,一 般 生长 都 很 良好 , 产量 有 高 过 本 地 品种 的 , 也 有 不 及 的 。 
一 个 共同 的 表现 就 是 开花 里、 成 熟 早 。 
PERAK DLA RAR AR, 一般 的 产量 都 比 本 地 种 高 , 以 “阿拉 斯 加 "车 英 最 早 ， 

BiB, 6 月 下 旬 至 7 AAEM ET ERAS, 7 月 下 旬 成 熟 , 那 时 本 地 黑 跪 豆 ( 谷 实用 ) 
还 在 开花 。 训 品 种 成 熟 种 子 的 产量 为 288 斤 / 亩 , 比 本 地 种 增产 51.6%, Ph “HERB 
BSAC DE” (FEB) 也 都 不 错 。 但 是 本 地 种 位 叶 繁茂 , 估计 产 草 量 要 比 外 来 的 
高 。 在 食料 蚀 料 都 很 重要 的 拉 莉 地 区 , 本 地 品种 还 有 它 存 在 的 价值 。 外 来 品种 比较 而 
肥 , 在 低温 和 氮肥 较 多 的 土壤 上 不 像 本 地 品种 那样 有 徒长 的 现象 。 做 为 一 种 蔬菜 或 补 
充 食 粳 来 看 ,以 后 可 以 扩大 种 植 菜 跪 豆 。 

蚕豆 在 拉 蔷 河谷 的 下 游 地 区 是 个 主要 的 作物 。 供 试 的 两 个 东北 品种 和 一 个 印度 品 
种 开花 千 贡 都 比 本 地 种 里, 每 株 分 枝 多 ,智英 多 , 但 植 宾 的 生长 健 势 不 如 本 地 种 ， 英 小 ， 
籽 实 也 小 ,产量 则 不 相 上 下 。 委 豆 的 生长 发 青 期 较 长 ,要 比 青 和 种 得 早 些 。 

油菜 在 拉 诈 河谷 生长 很 好 , 在 好 的 土地 上 可 以 长 到 一 人 多 高 , 我 们 种 了 一 点 “西北 
油菜 ”和 本 地 油菜 ,点 播 (老乡 是 撒播 很 蜜 ) 行 距 15 尺 ,[ 株 距 5 寸 ,一 般 的 生长 高 度 都 在 
150 厘米 以 下 ,平均 每 株 产 量 为 46.2 克 ( 本 地 种 )。 从 小 区 推算 出 来 的 产量 ,“ 西 北 油菜 ” 
是 360 斤 / 亩 , 本 地 油 荣 是 434 斤 / 雷 。 ANE EB Ce. BIS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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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 ,以 后 可 以 选择 生长 强健 ,将 实 中 大 而 他 满 的 植株 混合 种 植 。 
“西北 大 麻 ? 比 本 地 大 麻 开 花 早 ,特别 是 雄 株 ;因为 试 区 的 地 力 太 瘦 ,生长 尔 佳 ,但 在 
另外 一 处 生长 好 的 天麻 地 上 , 一 般 植株 高 度 都 在 10 RULE, 最 高 的 达 12 一 13 R, Ae 

| 的 积 稚 产量 一 定 很 高 。 可 见 拉 了 地 区 应 读 提 倡 多 种 大 麻 。 雌 株 开花 比 雄 株 晚 三 、 四 个 
星期 , 雄 株 在 9/17 日 收 制 ,而 雄 株 饼 下 霜 时 还 只 有 部 分 种 子 成 熟 ,但 是 勉强 成 熟 的 种 子 
| 也 能 够 发 芽 做 种 用 。 种 子 成 熟 期 间 崔 害 严重 ,大 麻 的 抗 塞 力 比 一 般 的 杂 粳 作物 为 强 , 下 
| 霜 之 后 还 能 生活 一 个 时 期 ,但 那 时 气温 已 低 , 对 芯 种 子 的 成 训 没 有 什么 帮助 。 

今年 没有 收集 本 地 的 苦 攻 麦 品种 种 植 ,外 来 的 甜 著 麦 在 此 生长 都 很 不 错 ,但 每 个 花 

22 AEP TR AMBER RA AR SP ew hat 

5 播种 期 | 植株 | 开花 期 | 成 熟 期 | 生长 | 产量 | PRBS | BE | 一 RAE 容 重 

(月 /日 )|( 厘 米 )| (月 /日 ) | (月 /日 )| 日 数 | ( 斤 / 雷 ) | BGR) | Hae Bem] GE) | ( 斤 / 洁 ) 

{ 西北 芒 考 5/8 77| 6/18 8/28 112 275 一 一 一 —| 2.4] 13.8 

HAGE 6/10 68 | 7/8 Ya as (i ie dB a 二 一 | 一 一 
PAG REZE 7/10 15| 8/16 | 10/10 | 92 ES iy Soe Pa 一 | 一 一 
AAG | 5/8 Wer O/iF 3) *8/28)| Tia BBY tay —|.3.0| 13.8 
#2 137 5/8 78 | 7/6 O/15 ih TaD: es s2OS Pe ee 一 | 2.3| 13.4 
HERBIG | 4/2 170] 6/30 | 9/7 75S 5300) i 13.6 — | 23.4] 15.6 
bal | 4/2 BD | 0/20 -| “7 /2b °F 7108 |e -28e fe —|19.1} 15.1 
FRED. 4/2 49| 6/2 7/29 | 118| 220 | — — } 4.4 一 | 28.3) 13.6 
ACR. 4/2 | 50| 5/28 | 7/25 | 114} 269 | — — | 3.0 —|19.3| 15.8 
EKMBG | 4/2 | 49) 6/2 1/2 | M8 | APPS «= "pas 一 | 26.4] 14.0 
KAD 4/2 | 88| 6/18 | 8/20 | 140); 160 | — — |3.0 | —| 28.7] 14.0 

3.2 |100.8 | 15.4 

5.4 | 80.6| 14.9 

95 | 6/7 9/21 172 754 |23.4 47.9} 1.96 

84] 6/5 9/19 170 719 |36.8 56.2| 2.14 

HEAD 4/11 | 100] 6/29 | 9/9 151 | 477 |11.4 32.0) — —|96.6|] 15.0 

FAG RAD | 4/11 65| 6/i9 | 9/2 144| 432 |12.9 21.5] — —|93.5| 14.4 

AAG RE) 4/11 75 | 6/9 9/2 144| 447 |13.3 24.8) — — | 88.8] 15.0 

PLS ties 4/14 6/29 | 9/3 c= bOedth lw 19.3 

(Fit) 

内 地 油 荣 一 | 2.30 | 13.0 

(Fit) 

4 植株 高 度 | we tk) RR 期 | 生长 日 数 | PROS 
有 种 CK) 开花 期 TEE / HE 

ithe (4/5) BERS = HER 

9/16 131 157 135 496 |47.8/52.2 10/12 

9/16 41.8/58.2 10/12 

1. PRALAE 7/10 播种 者 ,地 力 灰 首 生 长 不 正常 。 
2.。 拉 旗 及 东北 径 豆 在 4/11 播种 者 种 在 另 一 志 地 FEF。 . 
3. 地 力 太 差 ,植株 生 其 狠 小 , 故 查 沪 量 低 ,不 足以 代表 一 般 情况 。 种 子 成 熟 期 间 才 严重 ,数学 不 可 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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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BIMNSUERS, 5 月 8 日 播种 者 , 6 Ao SIE, 8 月 下 旬 至 9 月 中 名 成 熟 , 平 
均 每 雷 收 243 Jr, 6 月 10 日 播种 者 , 7 月 上 名 开花 , 9 月 中 旬 成 熟 ,每 雷 产 量 为 187 斤 。 
7 月 10 日 播种 者 , HSA ACRE, ARSE EOL 15 厘米 ,虽然 成 熟 ,产量 很 低 。 供 试 品种 
中 以 “西北 蒂 麦 "生长 发 育 较 好 , 5 月 8 日 播种 者 ,每 雷 收 275 斤 。 7 月 底 和 麦 开 始 收获 
后 种 了 一 点 “小 日 月 矿 麦 ", 生 长 发 青 很 好 ,高 度 为 70 厘米 ,每 花丛 上 结 的 种 子 较 前 几 期 
播种 者 为 多 ,种 子 也 大 ,但 在 下 初 霜 时 只 有 一 -部 分 成 熟 , 青 粒 估 DA, 从 今年 的 生长 
发 青 情形 和 产量 上 看 , 甜 贰 麦 品种 在 此 地 还 可 以 种 植 。 虽然 在 开花 结实 期 间 雨 水 多 些 
(可 以 进行 人 工 辅 助 授 粉 ) ,一 般 产量 也 还 不 错 , 而 且 播 种 期 强 性 很 大 , 从 5 月 初 至 7 月 
上 旬 都 可 以 种 植 ,在 因 故 失掉 农时 不 能 种 植 青 牺 的 情况 下 ,可 以 考虑 种 甜 鞠 麦 。 

=. hi oe 

1953 年 我 们 在 拉萨 做 了 一 点 本 地 区 春 青 牺 、 春 小 麦 的 栽培 研究 , eS BOT ER 
的 作物 种 类 和 品种 。 初步 千 果 指出 : 本 地 区 的 春 青 释 、 春 小 麦 品种 确 是 相当 优良 的 类 
型 ,在 中 等 肥力 的 土地 上 每 亩 可 收 400 斤 以 上 ; 说 明 只 要 稍为 精 耕 壮 作 一 些 , BERD 
产量 的 提高 是 完 公 可 能 的 。 在 引种 新 作物 和 品种 方面 也 提供 了 很 大 的 可 能 性 :华北 ` 东 
北 的 冬小麦 和 苏联 的 冬 黑 麦 越冬 与 生长 发 育 表现 都 极 良 好 , 冬小麦 的 小 区 推算 产量 平 
均 为 每 雷 576 斤 , 冬 黑 麦 的 小 区 产量 估计 最 高 的 每 雷 为 1182 斤 。 许 多 地 区 的 春小麦 和 
青 牺 品 种 在 此 地 的 生长 发 青 表现 很 好 , 没有 什么 不 正常 的 现象 (种 子 品质 都 比 本 地 

强 ); 个 别 品种 还 比 本 地 种 的 产量 高 。 第 一 年 生 的 萌 藉 虽然 种 子 不 易 成 熟 , 但 每 雷 可 收 
青草 4,219 斤 , 亚 廊 的 种 子 和 秩 维 产量 也 都 很 高 。 不 但 上 述 这 些 抵抗 寒 洽 、 通 过 温 期 阶 
段 需要 低温 、 生 长 发 青 期 间 需 要 较 少 积温 的 植物 ( 首 藉 除外 ) 较 适宜 高 原 气候 条 件 外 ,就 
是 一 些 较为 喜 温 而 能 忍受 轻微 塞 洽 .通过 温 期 阶段 需要 高 温 的 作物 如 玉米 、 栗 类 和 大 豆 
的 个 别 品种 ,特别 是 早熟 的 类 型 , 也 能 生长 成 熟 ,产量 还 不 差 。 种 植 多 年 牧草 和 冬季 作 
物 的 可 能 性 ,对 蕉 拉萨 地 区 地 力 的 培养 、 土 壤 的 保护 、 刨 料 的 生产 和 枉 食 的 质量 等 惫 竺 
解决 的 问题 具有 一 定 的 意义 ,值得 进一步 的 试验 研究 。 

在 一 年 的 观察 哉 验 过 程 中 ,使 我 们 倾向 於 一 种 想法 : 高 原 上 的 温度 条 件 (只 要 不 太 
WS) REA Hy dn KBE (包括 青 牺 )、 燕 考 、 黑 考 、 小 麦 等 的 生长 发 青 是 比较 有 利 的 。 
它们 的 产量 高 , 狩 粒 肥 硕 可 能 与 级 慢 的 生长 和 发 育 分 不 开 。 白 天 太阳 辐射 强 , 可 以 补救 

一 部 分 由 於 气温 低 而 影响 到 光合 作用 强度 的 现象 ; 而 夜间 的 温度 低 , 呼吸 作用 微弱 ,也 
许 更 有 利 认 营养 物质 的 积累 。 在 空气 稀薄 、 阳 光 强 感 、 光 质 不 同 、 气 温 较 低 的 环境 条 件 
下 , 麦 株 的 新 陈 代谢 作用 应 该 与 平原 地 区 有 所 不 同 ,这 也 值得 我 们 做 深入 的 分 析 研 究 。 

苏联 科学 家 巴 拉 诺 夫 在 3.860 米 的 帕 米 尔 生 物 试验 站 的 工作 报告 中 说 ,由 共生 长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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焰 慢 性 , 禾 本 科 和 蔬菜 作物 的 体内 积累 了 大 量 的 可 溶性 矶 水 化 合 物 和 脂肪 ,因而 大 大 地 
提高 了 它 的 抗 寨 、 抗 旱 性 ,特别 是 牧草 类 , 它 的 合 柄 量 可 达 干 重 的 25 狗 或 更 多 D 。 他 还 
观察 到 植物 在 强烈 变化 的 环 访 下 所 产生 的 新 的 适应 性 : ZB BS OS FEB BLS 
种 植 后 ,在 生长 发 青 的 第 一 年 , AL TLE, 第 二 年 的 含油 量 大 锡 增 
加 了 1 工 倍 。 第 三 年 还 在 粕 和 续 的 增加 。 

任 苏 植物 栽培 研究 所 的 许多 奉 料 也 指出 类 似 的 情况 : 很 多 亚热带 草本 植物 在 北极 
围 内 的 生长 落 不 比 原 产 地 的 坏 , 各 种 地 中 海 的 大 麦 和 燕麦 在 北极 试验 站 的 条 件 下 都 能 

回转 地 成 熟 好 几 年 等 等 。 这 些 事实 促使 巴 拉 庄 夫 写 道 :有 机 体 遇 到 了 新 的 居住 环境 兹 
诗人 

”丰富 起 来 。” 

” 拉 蔷 的 作物 试验 工作 虽然 才 做 了 一 年 ,而 且 是 在 很 粗放 的 条 件 下 进行 的 ,但 其 结果 

似乎 也 在 说 明 巴 拉 庄 夫 的 结论 是 正确 的 。 我 们 相信 :一 个 生态 类 型 在 原 产 地 的 名 性 ,站 

不 预先 规定 它 在 新 条 件 下 也 表现 同样 的 避 性 , 新 条 件 物 具有 更 大 的 影响 作用 。 明确 了 

这 个 观点 ,西藏 的 主要 作物 栽培 是 很 有 前 途 的 。 

1) JUNK: 田间 作物 家 种 学 及 良种 繁 青学 (上 册 )， 第 28, 3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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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 

一 . 一 般 情况 《= 三) 下 类 试验 部 分 
二 .试验 经 过 和 工作 总 车 (0a) ¥E ba EER 

(—) Hi HF TATED (FH) FERRER 
(= yee EB) eRe 

ERE) TERR 

蔬菜 作物 与 安 作物 试验 研究 工作 ,我 们 蕉 1958 “TE TEBE TT HEE AE JE 
展开 , 这 是 建设 西 茂 安 业 的 先 声 。 但 由 帮 西 藏 高 原 与 内 地 交通 上 的 阻塞 及 自然 环境 的 
特殊 , 加 以 语言 不 通 与 各 方面 情况 的 不 熟悉 , 因此 在 进行 试验 研究 工作 时 ,可 以 说 极 少 
可 次 参 考 和 借 证 的 材料 。 同时 在 人 力 及 物质 条 件 方 面 ,也 受 一 定 程度 的 限制 。 所 以 在 
许多 试验 的 设计 及 实施 步 联 方面 , 都 是 因 陋 就 简 , 有 的 试验 小 区 面积 小 ,重复 灵 数 不 能 
多 和 缺 乏 周密 的 计划 ,在 这 种 情况 下 , 试验 序 难 达 到 理想 的 要 求 , 而 错误 的 地 方 自然 也 
PIELER, 今后 的 各 项 试验 工作 ,只 能 襄 是 展开 今后 试验 研究 工作 的 一 个 开端 。 弥 
窗 精 确 的 试验 研究 工作 从 有 待 基 将 来 交 菱 进行。 现 将 第 一 年 初步 观察 试验 的 千 果 简 述 
如 下 : 

1953 年 蔬 荣 试验 项 目 、 种 类 品种 数目 、 估 地 面积 葬 计 卖 

x 验 或 繁殖 项 日 蔬 茶 种 类 及 品种 数目 估 地 面 积 

者 季 露 地 播种 蔬 荣 品种 观察 哉 验 包括 25 种 蔬 茶 60 个 品 2.0 亩 

ARE ERE ER ah HS RT 3 种 蔬 荣 11 个 品 1.0 

Fee RE oh FLEE 1 ABER 4 个 品种 0.25 亩 

Thi iF TA ARERR | 3 ARBRE 45 个 品 1.0 雷 
番茄 、 单 双 干 整 技 及 单干 密植 试验 包括 5 个 品种 0.1 南 

FE AO HR LA REA | 5 ARR 32 个 品种 0.66 fi 
EDT oh Ha ”| 2 BRA 6 个 总 种 0.16 调 

FAD SR 10 个 品种 0.1 

Feit iF RE RAT 3 GEA 17 个 品 0.04 fi 

Hb 8 RHR 2 种 蔬 荣 14 个 品 1.10 if 

RHE b ah PRE ERR Eb 12、 白 荣 8 个 品种 

q 
i 
1 

i 
{ 

{ 
{ 
| 

pe Oe 



附录 九 “拉萨 农业 坛 验 起 1953 年 蔬 茶 作 物 坛 验 工 作 总 和 结 了 3 的 

一 .一般 傅 交 
蔬菜 方面 的 试验 研究 工作 着 重 在 : 

(—) BaP OMS REGIME K, 为 一 般 人 所 嗜好 。 外 来 蔬菜 品种 的 坛 种 如 番茄 、 番 

椒 ̀ 上 甘蓝 、 花 椰 荣 、 共 蓝 、 荣 用 哆 豆 及 各 种 瓜 类 等 。 

SRA ALB A Swe 

类 OB | oR OR FE | 品种 数目 (个 ) a 种 来 源 

= 3 24 包括 国外 及 北京 西北 著名 品种 。 

we 子 4 包括 西北 2 个 品种 .北京 及 印度 各 工 个 品种 。 
果 e wy 12 LIRA Th oh aR ARE 6 个 品种 。 

a On 8 包括 苏联 \ 北 京 、 河 北 . 东 北 及 西北 等 地 之 耐寒 品种 。 
mB Oo 10 (IESE 4 SOA IAL) epee zRAG 6 个 。 

a “x OD 5 包括 东北 西北 及 苏联 之 早熟 品种 。 
at ok 5 包括 新 疆 、. 甘 肃 、 美 国 及 苏联 品种 。 
ee om i 西北 

类 ee DM 1 西北 
ADS. 7 包括 北京 及 西北 早熟 丰产 品种 。 
四 季 豆 5 包括 北京 及 西北 早熟 丰产 品种 。 

ae HE BI 10 LTR AG. RAG AEG RR RA 

i ®VE i 12 包括 北京 8 SBE 3 PHBE 1 AFH 
ce m 普 3 包括 北京 1 个 .西藏 3 个 品种 。 

sk HR 3 FRAG 1 Pia 1 ELBE 1 A 
a, WW Bi 5 包括 西北 2 TS AGH 1 EL BE 2 个 品种 。 

at OO 2 TIARAS 1 1h 

a x 10 包括 北京 4 个 西北 4 个 .印度 工 个 . 拉 蓝 工人 个 。 
+e Gee) 6 OLGA 4 PEO 1 db 1 PAA 

3 xz x 5 包括 北京 3 个 、 沈 阳 工 个 .西北 及 拉 陵 各 工 个 品种 。 
k R 2 FARES 1 7, 
= x 1 西北 工 个 。 
(ie 2 西北 3 个 。 

‘a ae 1 西北 工 个 。 
OR 1 西北 工 个 。 
a 2 1 西北 1 个 。 

类 eR 2 苏联 及 印度 各 '1 个 。 
雪 里 莫 1 西北 1 个 。 
Bi 荣 1 西北 1 个 。 

a BEBE (SRE IEE) 1 HIRE Fle 
区  f 2 西北 及 拉 蓝 各 工 个 品种 。 

a 2 苏联 及 西北 各 工 个 品种 。 
关 洋 + 3 HIDES ERC 1 

TERA PRALTERWAS 1 西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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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上述 各 种 蔬 荣 播种 育 昔 的 时 期 及 栽培 方法 的 研究 。 

(三 ) 番 茄 、. 茄 子 、 番 椒 及 瓜 类 等 ;促成 栽培 的 研究 。 
《四 ) 外 来 藉 人 下 及 和 白 某 品种 ,对 认 高 原 特 殊 气 候 钱 境 的 适应 情况 及 与 本 地 品种 的 

比较 。 
(五 ) 外 来 一 般 蔬菜 在 此 地 生长 情况 ,及 对 放 高 原 特 殊 气 候 的 适应 情况 。 

wm KB hi oe SS FH AE CH) 品种 数目 (个 ) 备 考 

果 共 类 10 82 

ALE ‘ 6 36 

nf ARK 12 32 

花 荣 类 1 
EOE AE 4 

ae 计 ， 33 159 

以 上 计 茄 果 类 3 种 40 个 品种 , 瓜 类 6 种 30 个 品种 , 豆 类 2 种 142 个 品种 , 根 某 类 6 
种 36 个 品种 , 叶 荣 类 12 种 32 个 品种 , 节 菜 类 4 种 8 个 品种 ,花菜 类 工 个 品种 ， 共计 ”类 
33 种 159 个 品 

起 种 的 蔬菜 达 33 种 , 包括 159 个 品种 之 多 , 其 中 至 少 有 1/2 以 上 在 拉 萌 当地 还 没 

有 和 名字, 也 可 能 是 拉 耶 历史 上 没有 的 东西 。 如 千 球 甘 蓝 、 番 荐 ,南瓜 等 只 有 在 几 家 贵族 

庄园 中 偶然 可 以 发 现 。 
试 种 这 样 多 的 蔬菜 种 类 和 品种 ,一 方面 是 由 从 西藏 的 蔬菜 种 类 太 简 单 , 以 现 有 的 蔬 

荣 种 类 和 品种 , 焰 不 能 满足 我 们 日 常生 活 的 需要 及 所 须 的 营养 。 另 方 面 还 可 看 出 各 种 

蔬菜 对 高 原 气 候 的 适应 情形 以 及 了 解 高 原 气 候 环境 的 特点 。 例如 番茄 、 MASE AS we HH 

及 留 种 的 问题 , 碍 下 、 白 某 的 提早 抽 若 问题 ,都 是 值得 特别 注意 和 研究 的 。 因 此 ,在 这 里 
RASH, RIAA DEIN. 

在 工作 进行 当中 , PRES ASS, 以 及 有 些 蔬 荣 在 拉萨 历史 上 基本 就 没有 种 植 过 ， 

因此 就 无 从 吸取 姑 众 的 狐 验 。 大 体 上 我 们 是 根据 内 地 的 种 植 方法 ,再 参考 当地 气候 、 土 
培 等 环境 因地制宜 如 何 克 服 气候 条 件 的 困难 ,进行 栽培 的 。 

在 试验 土地 方面 , 全 部 蔬菜 用 地 面积 狗 7 亩 以 上 , 这 些 土 地 在 农场 现 有 土地 来 说 ， 

大 体 是 种 过 一 年 的 熟 荡 。 但 由 於 地势 不平 , BOBS, PE Ny AES ae 

的 厚薄 也 不 一 致 。 因 此 在 土壤 差 婴 方面 极为 显著 , 致 影响 试验 千 果 的 准确 性 。 
所 有 哉 验 地 均 威 士 壤 肥力 不 足 , 特 别 缺 乏 有 机 桂 肥 料 。 在 施肥 方面 ,只 作 到 一 般 要 

求 , 还 不 能 达到 合理 的 施肥 量 。 因 此 有 些 蔬 菜 未 能 充分 发 挥 其 品种 的 优 息 特 性 。 此 外 ， 
虽 有 拉 节 河 引 渠 灌 溉 .但 常 因 渠道 失修 , 不 能 径 常 供应 。 蔬 荣 为 需 水 较 多 的 植物 一 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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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缺 水 ,生长 邹 受 一 定 程度 的 限制 ,因而 也 影响 到 试验 结果 的 准确 性 。 
| ”有关 田间 管理 刀 载 ,如 整地 青苗、 温床 管理 、 移 苗 整枝 、 中耕 除草 ,施肥 等 工作 , 虽 大 
|】 体 可 按 寻 划 进 行 , 但 因 人 力 不 足 \ 技 术 不 链 熟 生 ， 且 工作 人 员 多 为 临时 留 家 场 的 实 丢 人 
| 员 , 因 此 管理 工作 不 能 达到 十 分 完善 的 地 步 。 

拉 蔷 河谷 的 气候 有 其 特点 。 根据 19521953 两 年 的 记录 , 晚霜 大 致 在 5 月 上 、 中 
名;, 早 霜 则 平均 在 10 月 上 、 中 名, 全 年 足 有 五 个 月 的 无 霜 期 。 这 样 长 的 扰 霜 期 ,足够 一 般 
BRACE RAMEE, 即便 是 生长 需要 高 温 的 儿 种 果 荣 , 如 能 提前 青苗 , 加 以 防寒 下 
备 ,也 能 克服 生长 期 不 足 的 限制 。 

温度 方面 , 6.7、8 三 个 月 平均 温度 在 15 一 17*C 之 间 , 契 对 最 高 温度 为 2 一 25.7"C 
左右 。 根据 过 去 一 般 理 葵 , 茄 果 及 瓜 果 类 生长 最 适宜 的 平均 温度 为 20 一 24*0, 但 事实 
证 明 ,在 拉 节 自 然 条 件 下 , 某 些 喜 高 温 的 蔬菜 , 也 生长 的 很 好 。 产量 及 品质 薄 不 低 记 气 
候 温 蛤 之 地 , 仅 是 生长 期 长 ,成 遍 期 较为 延迟 而 已 。 这 吉 明 植物 本 身 有 其 适应 环境 的 一 
定 能 力 。 如 能 粕 千 在 当地 选 译 早熟 耐寒 的 品种 , 赣 在 栽培 方法 与 技术 方面 予以 提高 和 
改进 ,有 许多 喜 高 温 的 蔬菜 还 是 能 适应 高 原 气候 而 生长 的 。 

拉萨 河谷 的 雨量 有 过 共和 集中 的 现象 ,致使 植物 生长 所 需 , 有 时 不 足 有 时 嫌 多 。 不 过 
拉 库 河谷 的 灌流 条 件 好 ,只 要 是 沟渠 适 溶 ,用 河渠 灌溉 还 是 能 补救 雨量 之 不 足 。 在 雨量 
集中 的 月 份 , 须 注 意 排水 防洪 ; TUR RECUR ZL, 则 应 避 录 栽种 蔬菜 之 类 ,如 瓜 类 、 番 匣 
等 。 | 

拉 蔷 河谷 气候 的 另 一 特点 ,就 是 早春 季候 风 很 大 。 多 为 西南 风 或 西风 , 自 工 月 份 起 
FERRE, 每 过 中 午 大 风 序 起 ,以 后 风势 念 强 ,，3、4 月 为 风 次 最 多 风力 最 强 的 月 份 , 到 
五 月 份 风 坎 较 少 ,直到 6 月 上 、 中 名 , 风 讯 始 渐 告 千 。 最 大 风 可 达 八 级 , 直径 达 30 厘米 
的 福 树 ,有 时 为 狂风 折断 。 因 此 修筑 围 穆 或 树立 莫 查 等 防风 设备 ,是 迫切 需要 的 。 

。 另 一 特点 邹 为 起 秋 的 问题 。 根 据 拉萨 过 去 的 气象 刀 录 ,每 年 "一 9 月 份 都 有 降 冰 填 
1 一 3 刀 的 可 能 。 根 据 今年 的 情况 ,在 安 场 附近 , 於 8 月 25 日 .9 月 23、30- 日 降落 大 如 跑 
豆 粒 的 冰 起 三 灵 , 所 幸 每 鼠 历 时 仅 3 一 5 PE, IRE, 因而 在 栽培 
蔬 荣 时 ,应 选择 冰雹 不 径 常 降落 的 地 区 。 在 若干 栽培 方面 ,如 玻璃 温床 和 温室 脊 须 防 冰 
ERA, MST AA IMATE, BOT | 

PES WE we BPE RB A Hy & , ABLE AE EA EE 
— AE Eh TARE ORME IEE, UR, 病害 方面 
— APLAR AN Hs >, ATLIEG BEY IPG AER 7 aL PADI 2 EI LE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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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 HF. FRRBBS 
SOAs FEE HY OK , 极 少 栽培 番茄 ， LTE HEAT, RAGES He Bad Ep BH ad 

DER. 但 就 番 苘 营养 价值 及 一 般 哮 好 而 言 , 实 为 一 值得 大 力 提倡 的 蔬菜 。 因此 本 年 
我 们 合 自 北京 等 地 引进 24 个 著名 品种 , 分 别 进行 播种 期 、 品 种 观察 及 单 双 于 整枝 等 试 
验 。 现 将 试验 经 过 及 和 结果 等 列 述 如 下 : 

1. 番茄 品种 观察 和 至 划 时 期 试验 
(1) 试验 克 过 及 试验 方法 一 一 供 试 材料 共 为 24 个 品种 。 第 一 期 葬 个 品种 , 3 月 

27 日 於 温床 播种 育苗 , 4 月 10 一 并 日 移植 长 渝 床 中 , 5 月 23 日 晚霜 过 后 定植 故 田 间 。 ， 
第 二 期 六 个 品种 , 於 3 月 18 日 在 温床 中 播 秘 , 6 月 5 AABN, HS 
期 4 个 品种 谎 5 AL AOR, RAMS, BO 月 18 日 定植 於 田 间 。7 月 
LADERA 24-D BA. TH LWH RR, 株距 工 尺 分 别 探 用 东西 及 南北 行 种 植 , 在 
生长 期 间 蓄 进行 灌水 、 施 追肥 ,整枝 捆 蔓 及 朴 叶 等 工作 於 10 月 id 日 全 部 收获 。 

(2) 试验 千 果 一 一 现 将 三 个 不 同 青苗 时 期 品种 观察 试验 结果 列 表 悦 明 帮 下 : 

香 贡 品 种 观察 试验 第 一 期 播种 12 个 品种 产量 翘 计 才 (1) 

霜 前 产量 霜 后 产量 小 区 | 每 雷 推算 
(1V50 亩 ) | j= 量 品种 名 称 时 各 考 

产量 (市 斤 )| GBT) 亩 / 斤 百分率 调 / 斤 百分率 

狐 英 雄 274 13,700 | 50,690 37.0 8,631 63.0 (1) 0B PE 

落地 黄 239 | 11,850 | 54,747 46.2 | 6,371.3 | 53.8 品种 果实 太 小 , 产 
二 量 未 列 信 。、 

238 11,900 ,962.7 33.3 7,937.3 6.7 (2) 西北 1 号 番 荔 仅 种 

Se PG 232 | 11,600 | 4,036.8 34.8 | 7,563.2 65.2 植 两 行 , 且 柔 种 在 

eC 223 | 11,150.| 4,237 38.0 | 6,913.0| 62.0 FR EE RM 
HRERE RK, A 

PRL AE 215 10,750 5,462.6 50.8 5,287.4 49.2 此 产量 未 子 列 了。 

uy J ae 203 10,150 5,125.75 50.5 5,024.25 49.5 

ED 201 10,050 2,803.95 27.9 7,246.06 72.1 

FEAR 197 9,850 4,028.65 40.9 5,821.35 59.1 

RRB 182 9,100 2,529.8 27.8 6,570.2 72.2 

植木 桃色 165 8,250 2,747.25 33.3 5,502.75 66.7 

小 波 德 104 5,200 2,636.4 50.7 2,563.6 49.3 

合 et 471.2 728.8 

平 均 39.3 60.7 



ey =o 

BSR IL | ABE ARSESAERIS 1953 “ERR PAR ER th 323 

Ai 5 AES Ph in PRA Ss TR (2) 

考 
% eer 

31.5 | 5,925.25} 68.5 ARH KE. HEME D 2,724.75 

HAUG 2,864.88} 36.5 | 4,710.12} 63.5 | exh. stRL1 Seth 

ao ee | 68.0 132.9 | 四 品种 均 系 单 行 未 耶 
| 

平 均 | 34.0 66.0 

霜 后 产量 

B/ Jr % 

BETS 180 9,000 | 2,295.0| 25.5 | 6,705.0| 74.5 
erat 139 6,950 | 1,688.85) 24.3 | 4,261.15) 75.7 
粉 儿 早生 =| 138 6,900 | 1,856.1 | 26.9 | 5,043.0} 73.1 

& 8 76.7 223.7 

my 25.57 74.43 

FEB R- 

日 #& 

定植 日 期 

《月 /日 ) 

移植 日 期 

(月 /日 ) 

播种 日 期 

(月 /日 ) 

2/27 4/10-11 5/23 70—110 | 170—190 39.3 60.7 (12 个 品种 ) 

3/18 © 一 6/5 80—95 | 180—190 34.0 | 66.0 (2 个 品种 ) 

5/11 6/18 6/18 75—85 | 150—170 25.57 74.43 (3 个 品种 ) 

番 荔 品种 观察 试验 第 一 期 播种 的 双 干 整枝 南北 行 与 东西 行 霜 前 成 熟 果实 产量 狠 比 较 才 (5) 

南北 行 果 实 成 熟 ( 儿 ) 东西 行 果 实 成 就 (多 ) | ' 备 考 

62.7 34.8 (1) HALT HATE 5D RATS 尺 的 短 
55.2 37.0 行 , 四 行 平均 产量 。 
40.9 38.0 (2) 东 西行 为 行 有 长 24 尺 .株距 2 尺 长 

63.5 51.6 行 ,两 行 平 均 产 量 。 
59.6 33.3 

281.9 194.7 

56.38 | 38.94 

从 上 烈 五 表 可 得 知 ; 自 各 品种 产量 而 言 , 在 第 一 期 12 个 品种 中 , 以 红 英 雄 产 量 最 
高 ,每 亩 产量 达 11,900 斤 。 依次 为 落地 黄 、 西 北 工 号 、 王 格 罗 博 、 粉 红 甜 肉 、 粉 币 早 生 及 
桥 黄 嘉 反 等 品种 。 

如 仅 就 霜 前 产量 而 言 ,以 落地 黄 产 量 最 高 ,每 雷 可 达 5,474.7 JF. COO RPATLAR, 

ie ay bia 9 die NA a Ee NS ia i + , yy ita ‘ ’ ry i "4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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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 A RASHES PA, ATR AF AT ey BY Us 5,000 斤 左右 。 这 襄 明 以 上 四 品种 

By FFP Bh (LAE EG AL Hae, 为 华北 安 业 科 学 研究 所 选 出 的 早熟 品种 , 但 因 
其 枝叶 生长 茂密 ,未 子 打 叶 , 获 得 阳光 照射 的 机 会 较 少 , 故 霜 前 成 熟 果实 百分率 , 反 不 及 
其 他 三 个 品种 为 高 )。 

自 果实 形状 及 品质 而 车 ,在 红色 种 中 ,以 红 英 雄 、 普 利 早 红 及 天 格 罗 博 三 品种 为 佳 ; 
粉红 色 品 种 中 ,以 粉 籽 甜 肉 、 粉 和 早生 十 品种 为 佳 ;在 黄色 品种 中 , 桶 黄 嘉 反 则 较 落 地 黄 

就 三 期 播种 的 产量 而 言 ,一 期 最 高 , 二 、 三 期 次 之 。 一 期 番茄 第 二 段 果 天 部 可 以 成 
熟 , 二 期 番茄 二 段 果 仅 有 个 别 可 以 成 熟 , 三 期 番茄 第 一 段 果 有 一 部 分 可 以 成 未 。 这 三 
期 番 苘 霜 前 产量 以 百分比 来 看 , 差 届 更 为 显著 。 第 一 期 霜 前 成 熟 者 39.3% , 狗 为 总 产量 
的 4/10 左右 ; 第 二 期 为 34.02% ,1/3 强 ;第 三 期 为 25.52 ,1/4, 

在 拉 际 地 区 夏季 平均 温度 较 低 , 但 太阳 辐射 甚 强 , 因此 种 植 行 间 , 与 果实 成 熟 退 时 
及 霜 前 果实 成 熟 百 分 李 ,有 密切 的 关系 。 就 第 一 坎 播种 的 红 英 雄 等 五 品种 求 看 , 虽 同 一 
天 播种 , 种 植 地 点 、 管 理 方 法 完全 相同 , 只 是 行 间 不 同 ， 霜 前 果实 成 熟 百 分 牵 就 相差 很 

大 ,南北 行 霜 前 成 喜 的 果实 佑 总 产量 的 56.38% , 东西 行者 仅 佑 38.94% ,前 者 较 后 者 成 

熟 的 果实 高 出 17.44% . 
2. 番茄 单 双 干 整枝 试 喉 
(1) 试验 释 过 及 试验 方法 一 一 供 试 材料 为 红 英 雄 等 五 品种 。 播种 移植 及 定植 时 

间 ,与 品种 观察 第 一 期 的 完 公 不 同 。 五 品种 各 种 植 一 小 区 (1/50 TH) ,每 小 区 种 也 行 ( 南 
北 短 行 ) ,每 4 行为 一 处 理 , 共 分 为 单干 . 双 干 及 单干 密植 3 种 整枝 方法 。 单 双 干 每 行 各 
种 植 4 栋 ,行距 为 2.0 尺 ,株距 1.25 尺 。 单 干 密植 者 每 行 种 植 PR, PP BS 
干 者 均 相 同 。 其 管理 方法 与 前 述 品 种 观察 试验 相同 , 认 10 月 1 日 降 霜 , 艾 日 公 部 收获 。 

(2) 试验 千 果 一 一 现 将 试验 结果 列表 说 明 如 下 : 

番 市 单 双双 整枝 试验 每 直 产 量 芒 计 才 (6) 

单干 整枝 RT MK aT PM a HF 
总 种 名 称 一 一 一 -一 一 考 

wr | 多 | wr | @ | wR | % | Ca/R)| CRT) | 
PEE 9,750 | 26.7 | 13,050 | 31.7 | 13,650 | 41.6 | 36,450 | 12,150 | (1) 亩 产量 是 据 小 
Sh Te 7,500 | 23.8|10,050| 31.9 | 13,800 | 44.3 | 31,350 | 10,450 | Xj HEMI. 
PPR AS 7,200 | 23.2 | 11,250] 37.2] 11,700} 39.6 | 30,150 | 10,050 | (2 多 和 柔 指 各 整枝 

WAL AE 7,650 | 26.4 | 11,250| 38.9 | 10,050 | 34.7 | 28,950) 9,650 | 处理 在 平均 产量 中 
植木 桃色 6,000 | 24.7| 9,000| 35.1| 9,750| 40.2 | 24,750 8,250 | 所 个 多。 

38,100 | 124.9 54,600 | 174.8 | 58,950 | 200.3 151,650 | 50,550 

7,620 | 24.98 8,670 | 34.96) 11,790 40.06 10,110 | 1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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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 单 双 干 整枝 试验 各 处 理 霜 前 产量 估 总 产量 分 析 才 (7) 

aE, BaP | aE, see He | Rat 
ta 种 名 称 | 个 总 产量 (多 ) | BRS) | RECS) | 。 各 考 

狐 英 雄 75.0 55.2 57.2 BMPS A = 

HRSG 68.0 62.7 41.4 自 第 三 耻 果 以 上 留 三 个 叶 , Bl 

PA 61.0 40.9 34.6 TD, 
Bt LAE 72.0 63.5 68.6 

植木 桃色 65.0 59.6 49.2 

合 a4 341.0 | 281.9 281.0 

平 均 | 68.2 ey eae | 59.38 56.2 

由 两 胡可 得 知 : 以 产量 而 言 , 在 供 试 五 品种 中 以 红 英 雄 产 量 最 高 ,三 处 理 混 合 亩 产 

量 达 12,150 斤 , 依 钦 为 玛 格 罗 博 、 粉 条 甜 肉 、 粉红 早生 及 植木 桃色 。 产量 顺序 与 品种 观 

察 相 同 , 这 可 放 明 各 品种 在 当地 产量 的 稳定 性 。 

就 三 种 整枝 处 理 看 来 , 单干 整枝 者 产量 最 低 , 双 干 整枝 较 高 ， 单干 密 植 产量 最 高 。 

五 品种 各 处 理 平 均 产 量 , 单干 为 每 雷 7620 斤 , 估 混合 产量 的 24.95 色 ; 双 王 为 8670 斤 ， 

134.96 % ; 单干 密植 为 1790 Fr, 7h 40.06% 。 

从 霜 前 产量 看 来 ,在 三 个 不 同人 理 中 ,以 单干 产量 百分率 最 高 , 佑 平均 产量 68.2% ; 

RFRZ, 1h 59.38% ;单干 密植 估 56.2% 。 霜 前 成 熟 的 多 少 , 与 阳光 照射 的 多 少 有 窗 切 

关系 ,阳光 照射 的 多 少 ,又 受 整枝 方法 的 影响 。 单 干 密 植 的 整枝 方法 , 因 枝叶 繁 密 , 阳光 

不 易 透 通 , 因 此 霜 前 产量 较 双 干 、. 单 干 者 均 低 。 

自 成 熟 期 及 果实 个 体 大 小 而 言 ， 单 干 束 枝 者 果实 成 熟 较 早 , 个 体 大 果 形 亦 较 整齐 ， 

但 产量 较 低 就 束 个 沟 洲 价值 看 来 ,以 探 取 双 干 或 单干 密植 整枝 为 宜 。 

3. 草皮 床 番茄 促成 栽培 “在 举行 露地 栽培 试验 同时 赣 在 草皮 床 内 作 简 单 的 品种 

观察 试验 ,播种 移植. 定 植 的 时 期 、 管 理 方法 等 ,与 第 一 期 露地 栽培 者 大 致 相同 ,只 是 夜 

” 晚 盖 以 草 人 能 或 秸 在 防寒 防 曙 方面 条 件 较 佳 , 现 就 4 个 品种 的 产量 烈 表 认 下 : 

BEBE ASE AER an) Be ita tBe (8) 

种 植 | PRR | 每 株 平均 | 产量 
品种 名 称 备 考 

株数 | 实 个 数 RA) CHT) 

wee Fi] FE AT 32 455 14.24] 76.7 | 115.05 | 5,752.5) 2.40 一 以 上 产量 全 部 成 

PALA 16 232 | 14.5 | 52.0 | 156.00 | 7,800.0} 3.25 — | 熟 。 

桶 黄 嘉 层 32 312 "9.8 99.0 | 148.50 | 7,450.0} 3.10 |1 2h 

粉 狐 一 号 16 234 14.6 80.5 | 241.50 |12,075.0| 5.10 |1 7 3m 

自 上 表 看 出 ,以 粉红 工 号 产量 最 高 , 每 株 可 收获 5.10 Jr, A HE AY HA 12,075 Jr; 粉红 

甜 肉 、 橘 黄 嘉 辰 及 普 利 早 红 次 之 。 就 果实 个 体 而 言 , 粉红 工 号 每 果 可 达 工 斤 3 两 以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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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R RTE 1 PO be. 
PENS eS 10 月 上 旬 初 霜降 落后 , AR, RRS 

寒 发 备 , 供 应 时 间 延 长 至 11 月 上 旬 , 同 时 全 部 果实 均 可 成 熟 。 
和 经验 教 训 ; 

由 专 我 们 对 当地 气候 不 够 了 解 ,大 部 分 番 荐 种 植 方法 均 探 用 东西 行 , 致 霜 前 大 部 果 ， 
实 不 能 成 熟 。 在 高 原 地 区 , 因 气 温 不 足 , 应 特别 注意 利用 太阳 辐射 热 的 问题 。 

在 生长 结果 期 间 , 未 注意 及 早 摘除 下 层 的 老 叶 , 使 光 精 透 通 , 以 促进 果实 的 着 色 成 

熟 。 大 部 分 果实 不 能 在 霜 前 成 熟 与 摘 叶 过 晚 有 关 。 

试验 计划 书 及 记载 项 目 未 能 及 时 作 好 ,和 致 有 许多 记载 项 目 ， 如 番茄 开花 期 、 成 熟 期 

等 未 能 及 时 记载 ,使 试验 记载 方面 未 能 完善 。 

在 整枝 方面 依据 今年 情况 应 留 两 段 果 即行 摘心 去 顶 , 汞 进行 疏 花 朴 果 及 打 叶 工作 ， 
则 天 部 果实 均 可 成 熟 。 

和 结论: 
(1) 根据 今年 一 年 试验 情况 ,在 拉 蔷 及 与 拉 际 自然 情况 相近 的 地 区 ,露地 均 可 种 植 

Biii. | 
(2) 根据 今年 试 种 的 24 个 品种 看 来 ,其 中 以 红 英 雄 、 粉 红 早 生 、 落 地 黄 、 桶 黄 嘉 搬 、 

粉红 甜 肉 、 普 利 早 红 、 粉 红 工 号 等 品种 ,最 适宜 在 拉 蔷 种 植 。 
(3) 在 西藏 高 原 种 植 番茄 ,以 探 用 南北 行 最 合宜 ,与 提高 番茄 霜 前 产量 大 有 关系 。 
(4) 整枝 方法 以 探 用 双 王 或 单干 密植 整枝 法 为 宜 。 同 时 宜 进 行 适当 摘心、 疏 花 、 政 

果 及 打 叶 工作 。 
(5) 播种 青苗 时 间 应 提早 到 2 月 中 名, 定植 时 间 以 在 5 月 20 日 ,晚霜 过 后 较为 安 

至。 小 面积 有 防寒 、 防 霜 设备 者 ,再 提前 於 5 月 上 名 定植。 
(6) 在 番茄 开花 期 间 , 可 试用 2, 5-D 喷射 ,以 促进 番 若 早熟。 
4. 茄子 品种 观察 试验 “茄子 是 拉 阵 地 区 历史 上 所 没 种 植 过 的 蔬菜 。 我 们 合 自 西北 

引进 两 品种 ,北京 一 品种 及 印度 一 品种 共 四 品种 ,分 别 在 露地 及 温床 种 植 。 现 只 将 露地 
所 栽种 的 三 个 品种 观察 结果 简 述 如 下 : 

西北 长 茄子 与 圆 茄 子 雨 品种 , 堆 2 月 27 日 在 温床 中 播种 , 5 月 19 日 第 一 次 移植 ， 
6 AS AHI, FUSS 月 8 ARERR, LEDER RO 月 18 日 
直接 定植 蕉 田间 。 以 上 三 品种 行距 均 为 25 尺 ,株距 工 尺 , 行 长 24 尺 , 双 行 区 , 每 小 区 

FINE 48 株 , 三 品种 因 幼 昔 株数 不 同 , 分 别 种 植 1 一 3 小 区 。 生 长 期 间 合 施 追 肥 灌水 、 培 
十 .整枝 . 打 叶 ,至 8 月 下 名 果实 已 可 探 食 , 10 月 日 降 霜 后 全 部 收获 。 现 将 观察 灶 果 
列表 放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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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in PPR ARAL Fee EE aE (9) 

| 播种 日 期 | 种 植 日 期 | 定植 日 期 开花 日 期 | 开始 供 食 | 果 实 成 | 开花 到 探 
-品种 名 称 nm) Alaa 

(日 /月 ) | (BZA) | (日 /月 ) (日 /月 ) | (日 /月 ) | (日 /月 ) 数 

西北 长 曾子 27/2 + 19/5 

Dict ell= phe 27/2 19/5 

“印度 曾子 8/5 

23/6 55—60 20/8 9/10 

3/8 30/8 

30/8 

9/10 

14/8 9/10 

曾子 品种 观察 试验 产量 统计 表 (10 ) 

种 植 数 小 区 | 推算 每 雷 产 量 | 体 个 最 大 之 
《IV50 亩 ) 
产量 (市 斤 ) | (市 Jr) | 重量 (两 ) 

品 种 名 称 果实 个 数 | PRG) 

西北 长 曾子 28.6 9.50 475.00 3.0 

isla lb ie 25.7 12.90 645.00 9.0 

Ep an 34.2 39.10 1,955.00 4.0 

(1) 三 种 茄子 品种 特性 

西北 长 茄子 一 一 植株 直立 高 2 尺 5、6 寸 。 HALE. RBS. MMR 

形 。 果 实 羊角 形 , 略 呈 弯曲 ,长 6、7 寸 , 粗 狗 寸 许 。 肉 质朴 松 , 产 量 低 。 

西北 圆 茄 子 一 一 植株 较 矮 ,高 2 RA. AT, RR. RE 

形 。 果 实 圆 球形 , 茶 褐 色 , 大 者 每 果 可 达 牛 斤 。 肉 质 较 坚实 ,产量 较 高 。 

印度 茄子 一 一 植株 较 绪 ,高 2 RAGA DEE. 节 间 短 而 粗 。 PRE 

椭圆 形 。 叶 之 主 甩 处 密生 刚 刺 。 果 实 长 圆 形 果 昔 绿色 ,果实 炮 色 或 略 带 茶 色 , 老 熟 后 变 

为 淡 茶 色 。 成 熟 早 、 适 应 性 较 强 。 
根据 以 上 观察 试验 结果 , 以 印度 关子 产量 最 高 ,每 雷 可 达 1,955 斤 , 次 为 西北 圆 匣 

子 , 每 雷 645 斤 ; 西北 长 苘 子 475 FE, PALE HCE, 8 月 中 旬 序 可 探 收 嫩 果 供 

食 。 品 质 方面 ,以 西北 圆 茄子 肉质 坚 厚 ,种 子 少 , 品 览 佳 。 
轻 验 教训 及 和 结论: 

(1) HEPES TI SE 
(2) 茄子 在 拉萨 地 区 , AF AUS RET, EAE AT IR, ae 

可 探 收成 熟 的 种 子 。 

(3) 茄子 在 拉 阵 虽 可 生长 结果 , 但 生长 不 十 分 旺 态 , 产量 甚 低 。 其 经 济 价 值 及 营 

养 远 不 及 番茄 。 

(4) 在 拉 功 地 区 ,茄子 只 宣 小 面积 栽培 ,没有 普 逼 栽培 的 必要 。 

5. 番 椒 品种 观察 试验 “在 拉 阵 发 现 出 售 的 新 鲜 辣 椒 , 系 由 亚 东 、 拉 南 及 白马 岗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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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运 来 。 今年 自 北 京 及 西北 引进 番 椒 12 PR, HS 2 A 27 日 在 温床 播种 , 5 月 19 日 

移植 一 次 , 6 月 5 日 分 别 定植 田间 及 草皮 床 内 ,株距 二 25 尺 , 行 距 二 5 尺 , 探 用 南北 短 行 . 

种 植 。 在 生长 期 间 全 进行 整枝 、 灌 水 、 施肥、 中 赫 、 除 草 等 工作 , 认 10 月 苦 日 降 霜 后 全 

部 收获 。 草 皮 床 延 到 芯 月 7 日 结束 。 现 将 试验 结果 列表 放下 : - 

番 椒 品 各 观察 坛 验 产 量 记 载 才 (11) 

| 种 植 数 小 区 | 推 咎 每 雷 
an tH OR Me BRO Be | Fe TEC) | (1/508) = 

(#k) 产 He GB) | 产量 (市 斤 ) 

黄色 甜 椒 14 53 60 276 86.9 前 两 品种 为 甜 相 ， 
Fa SHAR 14 124 69 317 98.0 R= BOHR. 

i PRA 16 27 55 220 70.0 

BRAM 14 44 16 74 23.0 

西北 小 冻 椒 14 46 55 253 | 79.0 

BLAS RARE Be aca (12) 

3 小 区 (1V50 亩 ) | PART 
总 种 名 称 | 种 植株 数 | 收获 个 数 y= & GHA) 

产 量 (市 斤 ) Gir) 

FR AR 27 221 17.0 20.4 1,020.0 

桑 早 甜 椒 18 258 14.0 25.2 1,260.0 

Bi ATR 19 169 7.0 11.9 595.0 | 

ut BR 10 498 2.0 6.4 320.0 

根据 以 上 试验 结果 ,露地 栽培 者 , DB Rs BE ES RH de PR 

fo HEI; 朝天 椒 产 量 最 低 ,每 亩 只 合 23 斤 。 在 草皮 床 中 所 栽 者 ,在 桑 早 甜 彼 产量 

最 高 ,每 雷 可 达 1,260 Jr; 世界 大 甜 椒 黄色 甜 板 次 之 ; WH RK, 每 亩 为 820 斤 。 

己 桑 早 甜 椒 成 熟 最 早 , 果 形 虽 较 世 界 大 甜 株 为 小 ,但 平均 重量 较 大 , 肉 厚 , 味 甘 。 

经 验 教 训 及 结论 : 

1. yi 30) fal BE 

2. FE i ae Hs APY FE in Ra, BE EH, Be WR Se HY Le A 

3. AN TH AAP Ze ae EP AL, BRP et RS MAK A PM 

4. Fp AMR Te ae, IN PR, PEE PL 

(=) HPEGEEA) RET E HE) RIERA 

1. 甘蓝 品种 观察 及 株距 试验 

甘蓝 适 认 在 西藏 地 区 栽培 , 拉 苏 已 有 相当 长 的 栽培 历史 , 惟 品 种 数目 较 少 ,成熟 较 

晚 。 仿 年 自 北京 引进 四 个 品种 ,西北 一 个 , 北 用 安 场 1951 年 自行 探 种 的 甘蓝 作对 照 , 共 

计 六 品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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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期 五 品种 於 2 月 27 日 在 温床 中 播种 至 昔 ,4 月 10 RNA, 5 月 13 日 

定植 田间 。 小 区 面积 长 对 尺 , 寅 5 尺 , 东 西行 ,每 小 区 种 植 3 行 , 行距 为 15 尺 , 雨 个 小 
区 之 相关 行距 为 2 尽 。 各 品种 因 成 熟 期 、 结 球 大 小 等 类 型 不 同 , 乃 探 用 不 同 的 株距 。 丹 
京 早 千 球 分 为 1 尺 、15 尺 及 2 尺 3 种 株距 , 成 功 甘蓝 分 为 15 尺 .18 尺 及 24 尺 三 种 
株距 ,其 天 晚 甘 蔓 \ 西 北 得 花 菜 十 品种 分 为 2.0 尺 、2.2 尺 及 2.4 尺 3 种 株距 。 每 处 理 各 

甘蓝 品种 观察 试验 各 品种 生长 期 簿 计 雪 (1) 

Hi 球 AB 

(%) 

播种 日 期 | 移植 日 期 

《日 /月 ) 

定植 日 其 

《日 /月 ) 

FF ke 
期 
播种 到 收 

获 日 期 | 获 所 需 
(日 /月 ) A 数 

总 种 和 名称 

Pe eR 27/2 10/4 13/5 21/7 145 早熟 种 
PAM BE 27/2 10/4 13/5 22/8 中 熟 种 

西北 莲花 白 27/2 10/4 13/5 22/8 中 熟 种 
10/4 13/5 26/9 

甘蓝 品种 观察 试验 第 一 期 产量 竹 计 表 (2) 

每 亩 理 mn BB He Se 每 个 体 平 | 个 体 最 
总 种 名 称 | 株 行距 | 种 植株 数 1/50 亩 ) | 亩 产量 | 均 重 量 | 大 重量 

am PR F PR 数 | 产量 (公斤 )| 〈 公 斤 ) (Ar) (Ar) 

Sem ese | 1.5X1.0 3,600 144 136 276.4 6,920.0 2.03 

Jem Peek | 1.5X1.5 2,400 96 95 231.2 5,771.0 2.43 

Fem iteR «|: 1.5x2.0 1,800 72 68 190.2 4,755.0 2.80 6.25 

& 3} 697.8 | 17,446.0 7.26 

平 y 232.6 5,715.0 2.42 

西北 莲花 白 1.51.5 2,400 96 96 328.4 8,210.0 3.40 

西北 莲花 白 1.5X1.8 2,100 84 81 267.0 6,675.0 3.20 

西北 莲花 白 1.5X2.2 1,650 66 63 218.0 5,450.0 3.46 

合 计 813.4 | 20,335.0 10.16 

平 均 271.13 | 6,773.3 3.39 

协 天 晚 甘蓝 ”| 1.5x2.0} 1,800 72 72 340.9 | 8,522.5 4.73 
PAM HE «| 1.5X2.2 1,650 66 66 289.7 7,242.5 4.40 

PAH EE “| 1.52.4 1,500 60 59 287.6 7,190.0 4.88 és 

& 计 918.2 | 22,955.0 14.01 

平 均 306.07 | 7,651.6 4.67 

peo ee 1.51.5 2,400 96 |. 91 364.0 9,100.0 4.00 

成 功 甘 芒 1.5X1.8 2,100 84 79 324.0 | 8,100.0 4.10 
moe 1.51.2 1,650 66 66 310.0 7,750.0 4.70 6.25 

合 21 998.0 | 24,950.0 12.8 

平 均 332.07 | 8,316.6 4.27 
a 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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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AAR A Bist at (3) 

播种 日 期 | 移植 日 期 定植 日 期 | 播种 至 收 种 Milk 获 | 小 区 产量 小 区 面积 折算 和 开始 下 
品种 名 所 需 产量 | 获 日 期 

(日 /月 ) | (日 /月 ) | (日 /月 ) |B) BR | RR 数 | (公斤 ) | 〈 亩 ) Ge) (日 /月 ) 

175.5 
51 48 | 142.7 
78 78 | 288.5 
39. | 37 | 123.5 

17.5 

PAM E 18/3 三。 

FER KERR 18/3 

BPAHHE 18/3 | 27/5 

WRI BE 18/3 | 27/5 

PYRE HEE | 21/7 a 

200 

160 

160 

200 

75 

1/40 

1/48 

1/24 

1/48 

1/200 

5,925.0] 15/10 
3,500.0} 15/10 

附 : 丹 京 再 生 甘 蓝 的 播种 日 期 驴 其 再 生日 计 。 

重复 雨 次 。 第 二 期 四 个 品种 , 蕉 3 月 18 日 播种 ,其 中 协 大 晚 甘 意 因 昔 床 中 盖 有 玻璃 , 共 
5 月 24 日 定植 ; 丹 京 早 千 球 等 三 品种 , 仅 夜 间 盖 以 证 钨 ,延至 6 月 13 日 始 定植 田间 。 在 
生长 期 间 ,全 进行 灌水 、 施 追肥 、 中 赫 除草 等 管理 工作 , #10 14 日 田间 工作 完 公 千 
束 。 现 将 千 果 列 如 表 ( 了 2, 3)。 

根据 上 列 三 表 (1, 2, 3) , 特 说 明 如 下 ; 
自 成 熟 期 而 言 , 第 一 期 播种 的 甘蓝 以 丹 京 早 结 球 成 熟 最 早 ,第 一 灵 於 7 月 工 日 收 

获 , 由 播种 至 收获 仅 需 145 日 左右 ; 协 大 晚 甘蓝 及 西北 泣 花 白 均 放 8 月 22 日 开始 第 一 
FWA; EI BE CIE, RO 月 26 日 开始 收获 ;前 者 由 播种 到 收获 , 须 180 日 左右 ， 
而 后 者 旭 须 210 日 之 久 。 

在 第 二 期 播种 的 甘蓝 、 丹 京 早 结 球 及 北京 青白 口 甘 蓝 , 由 播种 到 开始 成 熟 须 160 日 
左右 , 协 大 及 成 功 均 需 200 日 左右 ,此 与 第 一 期 播种 到 开始 收获 的 日 期 大 致 相同 。 如 与 
北京 情况 比较 , 由 播种 到 收获 平均 攀 晚 30 一 50 日 ,此 襄 明 拉 革 气候 甚 适合 甘蓝 的 生长 。 

自 产量 方面 看 可 分 两 种 情形 ,就 品种 问 比 较 , 第 一 期 播种 的 4 个 品种 以 成 功 甘草 产 “ 避 

量 最 高 ,每 雷 可 达 83 /6.6 公斤 (16,633.2 市 斤 ) ; 协 大 晚 甘蓝 为 7,651.6 公斤 ;西北 第 花白 

为 6,773.7 公 斤 ; 丹 京 早 结 球 为 5715.3 公 斤 。 在 第 二 期 播种 的 四 品种 ,以 协 大 晚 甘 蓝 最 高 ， 

每 亩 产量 为 7.000 公斤 ;北京 青白 口 为 6,924 公斤 ; 丹 京 早 结 球 为 6,849 公斤 ; OOH HE 

为 5925 公斤 。 在 四 品种 中 以 成 功 甘 蓝 最 低 , 从 表面 上 小 似乎 与 第 一 期 的 相 了 矛盾 , 其 产 
量 所 以 低 认 其 他 三 品种 。 主 要 原因 是 成 功 甘 蓝 为 一 晚熟 品种 ,需要 生长 日 数 较 长 ,可 能 

aes Sh vi 30) FA FEI, 定植 晚 ,未 能 发 挥 其 品种 特性 ,因而 产量 较 低 。 
如 就 株 行距 而 言 , 栋 距 仍 小 产量 和 仿 高 ,如 丹 京 早 结 球 株距 工 尺 较 2 尺 者 产量 高 出 

2,175 公斤 , 估 3 红 多 左右 ， 四 个 品种 产量 完全 一 致 。 此 悦 明 株距 登 小 ,单位 面积 种 植株 

数 合 多 ,产量 亦 侣 高 。 这 在 各 种 作物 中 如 实行 适当 密植 ,大 体 均 能 提高 产量 。 但 就 各 品 
种 个 体 大 小 而 车 , 株 行 距 意 小 ,个 体 亦 总 小 。 在 同一 品种 中 , 此 种 事实 也 很 明显 ,如 丹 京 

早 结 球 株距 工 尺 者 ,每 个 平均 重 2.03 公 斤 ;1.5 尺 者 重 2.43 公 斤 ; 2 尺 者 重 2.8 公 斤 。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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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方面 以 协 大 晚 甘蓝 个 体 最 大 ,每 个 平均 重 4.67 公斤 ; RAB LOA ROH 
甘蓝 ,每 个 平均 4.26 公斤 ;西北 得 花白 为 3.889 公 斤 ; 丹 京 早 结 球 为 2.42 公 斤 , 凡 京 早 结 
球 个 体 最 大 者 为 6.5 公斤 , 较 北 京 栽培 的 高 出 3 倍 以 上 。 

自 各 品种 的 千 球 这 而 言 , 以 丹 京 早 结 球 为 高 , 四 品种 均 在 90 多 以上, ALE, 
PFE EE AUS TE 98 匈 以上, 此 说 明 自 内 地 引进 的 各 品种 , 均 不 失 为 优良 品种 。 但 所 

探 用 的 宏 场 甘蓝 标准 品种 , 在 8 月 下 旬 检 查 时 98 多 以 上 不 千 球 , 认 是 不 得 不 公 部 拔除 ， 
和 结果 是 徒劳 无 功 , 一 无 所 得 。 此 说 明 甘 昔 探 种 时 , 契 不 能 与 功 茧 栽植 在 一 起 ( 按 农场 甘 

BATH 1952 年 与 坊 划 种 株 同 栽植 一 地 所 探 得 的 种 子 ), 如 不 注意 隔离 ,必然 引起 高 度 
的 杂交 。 

各 品种 的 抗 病 能 力 ,在 田间 以 成 功 甘 蓝 较 强 , 收获 时 狠 少 腐烂 病 株 现象 ; 协 大 及 西 
ALSHAE AE , 腐烂 者 较 多 ,在 豁 中 检查 时 与 此 相同 。 

FER ERS T 月 21 日 开始 第 一 次 收获 ,这 可 能 是 拉萨 市 成 熟 最 早 的 甘蓝 。7 月 
21 日 收获 尽 后 , 自 其 切断 的 根 莹 处 萌发 腋芽 四 、 五 个 , RE EA, Pee, RO 
月 左右 ,又 千 成 坚强 的 小 球 最 大 者 可 达 2.5 公 斤 ， 此 种 甘 蔓 特 名 “更 生 甘 芒 ” 在 内 地 固 
然 也 有 这 种 情形 ,但 每 个 码 少 能 长 到 四 、 五 市 斤 者 。 

CREA: 3 

(1) 第 一 期 播种 的 甘蓝 在 幼苗 期 间 管 理 一 致 , 但 第 二 期 播种 的 在 幼苗 期 间 则 条 件 
相差 悬殊 , 因此 定植 日 期 相差 很 渤 。 同 时 小 区 面积 大 小 不 一 ,影响 试验 之 准确 性 。 

(2) 所 选用 之 对 照 品种 “农场 甘蓝 ”, 因 事前 不 了 解 其 探 种 情况 ,到 千 球 时 发 现 几 乎 
全 部 不 千 球 , 始 明了 已 与 芒 茧 杂交 串 种 , 致 失去 对 照 之 意义 。 

(3) 有 个 别 小 区 地 力 尔 佳 , 均 未 注意 施肥 加 以 翻 整 , 亦 影响 试验 千 果 的 准确 性 。 
(4) 各 品种 收获 未 能 及 时 ,有 些 品 种 如 丹 京 早 结 球 、 协 大 晚 甘 昔 常 待 发 生 崩 裂 情 形 
以 后 才 进行 收获 ,因此 在 食用 、 院 藏 .品质 方面 受到 损失 。 

(5) 在 定植 时 株 行距 均 较 小 ,未 注意 特别 培植 留 展览 用 的 标本 区 ,因此 未 能 培育 出 
个 体 特 大 的 标本 。 

faim: 

(1) EMRE SE BAER. BP Se ROMS AE 
西藏 提倡 种 植 的 蔬菜 。 

(2) 自 内 地 引进 的 各 品种 ,未 轻 过 刷 化 ,第 一 年 即 能 适合 当地 的 土壤 ,气候 ,这 说 明 
甘 芒 适应 风土 的 能 力 极 强 。 

(3) 自 单 位 面积 的 产量 及 个 体重 量 而 车 ,在 公国 范围 而 言 , 拉 茧 栽培 的 甘蓝 可 能 是 
产量 最 高 、1 个 体 生长 最 天 的 了 。 丹 束 早 结 球 原 品种 名 为 “Copedhagan market” ,根据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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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特性 记载 ,最 大 个 体 不 过 84, 在 北京 生长 者 仅 3_4 市 斤 , 但 在 拉 阵 每 不 可 长 
到 13—14 斤 重 (市 ) ,这 更 属 明 拉 了 气 候 特 别 宜 基 甘草 的 生长 。 

(4) 自 内 地 引进 的 四 个 品 秆 ; 千 球 率 均 在 96% 以 上 , 不 失 为 优良 品种 。 丹 京 时 车 
球 及 北京 青白 口 雨 早熟 品种 ,如 能 提早 种 植 ,年 取 在 7 月 上 旬 收 获 , 则 其 径 济 价值 更 天 。 

(5) 如 种 植 目的 为 冬季 崇 藏 , 成 功 、 协 大 \ 西 北 芝 花白 三 品种 均 可 种 植 。 SERRE 
及 醋 病 能 力 而 车 ,以 选 种 成 功 甘 茧 为 最 适宜 。 

(6) 除 己 培 植 标本 为 目的 外 , 株 行距 不 宜 过 大 ,否则 产量 降低 。 一 般 早 衣 种 ,每 军 
以 栽植 2,400—3,000 株 最 宜 ， FB AF Fy: FY -2,000—2,200 PEGE, HR AFH IA 1,600—1,800 

HE. 
(7) RESEDA SN EAE SES CH, BE PR, POEM rh 2 

月 中 旬 至 4 AE tay WY URS PT ES OS Ay BB WR, 
(8) PERS ASER SS Ae HEART EE” TED BUM RE SEAT ULAR Bs, RE: 

地 上 可 以 生产 雨季 , 实 有 一 定 径 济 价值 。 (AAD De Se SE BEAT HIE 
灌水 等 管理 工作 , 始 能 有 和 良好 的 收获 。 

2. BREE (AEBIAR) (BRAE) Ah FOL ERR | | 
本 年 就 农场 1952 26 3B 4 A Bh OBE AR BPR GAL BEATE RAR Bn BE 
TERE A i DCE IE SPER, Ab I A ER 8 
管理 事项 也 大 致 与 甘蓝 同 。 现 将 试验 结果 简 述 如 下 : 

薛 蓝 品 种 观察 试验 产量 纺 计 卖 (4) 

需 种 日 期 | 移植 日 期 | 定植 日 期 | 种 植 | 糙 Rl oe 获 | 推算 小 | 小 区 面积 eee | eR 
期 别 产 量 量 雷 产 量 

(月 /日 ) | (月 /日 )|( 月 /日 )| 株 数 | 株 数 | (公斤 ) | (公斤 ) | Ga | (到 斤 ) | 《多 ) 

I 2/27 4/10 5/13 156 76 236.5 | 485.013) 1/50 8,085.0) 48.7 

II 3/18 | 一 5/24 60 38 89.5 | 148.00 1/48 75104.0, 51.3 

15,229.0 100 

自 上 表 可 知 ,农场 甘蓝 在 探 种 时 , PSH ec Te] AR FEB, BCS | LAS AC EB A RAB IL 

达 50% ,其 余 50 % WEFE HY BE CIEE RE ZEB BT, APR ELE Be FB Mio 

第 一 期 播种 者 较 第 二 期 者 产量 为 高 , 平均 每 雷达 7,614.5 公斤 , 大 体 与 甘井 相似 。 

此 说 明 甘 碍 与 芒 昔 同 为 适宜 拉 孙 地 区 生长 的 蔬 荣 。 

荣 花 在 成 熟 千 苗 期 间 , 系 随 熟 随 收 , 没有 产量 记载 。 但 就 生长 情形 看 来 ,在 产量 及 

品质 上 东 不 低 认 内地。 其 最 大 个 体 , 每 个 直径 可 达 20 厘米 , 重 在 工 公斤 以 上 ,成 熟 期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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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播种 的 丹 京 早熟 甘 昔 傈 早 收 一 个 月 左右 。 根据 今年 试 种 情形 ,第 一 次 收获 在 6 月 

25 A, 由 播种 到 收获 仅 需 120 AA EAU Le 

和 经验 教训 : 

茧 蓝 及 花椰菜 只 各 有 一 品种 ,品种 并 的 优 劣 乱 从 比较 ,明年 应 再 收集 一 些 新 品种 ， 

加 入 试验 。 花 构 荣 产 量 未 作 刀 载 , 致 单位 面积 产量 亦 扰 从 分 析 。 其 他 缺点 与 前 述 甘 蓝 部 

分 同 。 

和 结论 : 

(1) 花 蓝 、 花 椰 某 与 甘蓝 同属 ,此 三 种 蔬 荣 所 需 之 气候 、 土 壤 等 条 件 大致 相 同 , 由 今 

年 试 种 千 果 亦 可 证 明 此 一 理论 的 正确 。 

.(〈2) HEE REE. AE = REL, BEE REMARK EEE, 此 三 种 蔬菜 

PREPRESS Be ACHE TE A] — WO , 5 AE ARC EBA a PAS, 1952 AER BE. BRE 

= FPR AA ae , AR ARK LAP ZR 2S. BERIT PRAPA 50 多 的 千 球 率 , 而 农场 甘蓝 则 

全 部 未 和 结 球 。 这 说 明 蔗 茧 在 开花 时 , SHS REED aH RA 50 色 的 可 能 性 ; I BE 

， 在 开花 时 ,对 上 藤 昔 花粉 之 感受 力 达 100%, 这 一 事实 可 充分 证 明 , 在 进行 探 种 甘蓝 工作 

时 , 邦 不 能 和 巷 训 栽植 谎 同 一 地 点 ,理论 的 正确 性 。 

(3) BERET ais, 而 迪 藏 ,营养 价值 也 很 好 ,可 酰 制 车 豆 蓝 ,冬季 阔 可 生食 , 今后 可 

适当 的 提倡 种 植 。 

(4) 西藏 花 椰 某 的 千 球 率 甚 高 ,可 达 90 多 以 上 , 赣 且 成 熟 早 , 为 一 良好 纯正 品种 。 

(5) EMAL TEMA RIC AK, aR GER, TET ALES 

46, 8 月 中 名 邹 可 收 得 种 子 , 每 株 可 收 100 克 左 右 , 超 过 内 地 四 、 五 倍 以 上 。 在 内 地 探 种 

花椰菜 志 为 困难 ,大 都 在 第 二 年 才能 收 到 种 子 。 据 今年 情形 看 来 , 拉 卫 不仅 在 探 种 产量 

上 超过 内 地 ,同时 在 当年 外 可 收 得 种 子 , 实 不 失 为 花 邦 荣 探 种 之 理想 地 区 。 但 所 收 种 子 

之 结 球 达 及 品质 纯正 度 如 何 , 谷 待 来 年 试验 证 明 。 

(=) MRR 

今年 试 种 的 瓜 类 计 有 : FAD Se I RES, BREA is AS 

” 宣 评 当地 气候 条 件 未 能 千 瓜 外 , 其 余 四 种 均 获 得 初步 成 功 。 现 将 各 试验 辕 果 分 述 如 下 : 

1. 南瓜 品种 观察 试验 

南瓜 在 拉 节 哉 种 成 绩 甚 佳 ,今年 自 北京 苏联 等 地 引进 7 个 品种 , 第 一 期 於 3 月 18 

日 在 温床 播种 青苗 , 4 月 上 旬 移 植 论 冷 床 ,第 二 期 於 4 月 30 日 进行 浸种 ,5 月 8 日 播种 

於 田间 。 行 距 均 为 25 尺 ,株距 因 品 种 不 同 而 分 为 2 尺 及 3 尺 十 种 , 畦 长 25 尺 , 宽 5 尺 ， 

双 行 区 ,每 品种 各 种 植 一 小 区 。 生 长 期 间 全 进行 整枝 压 蔓 ̀ 、 人 工 授粉 及 中 耕 除 草 、 灌 水 、 

施肥 等 工作 , 於 10 月 8 日 降 霜 后 全 部 收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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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 PS Wi EH RL BPR, SA 10 日 左右 邹 开始 开花 , 6 
月 25 日 第 一 次 收获 ,每 个 重 在 工 5 公 斤 左右 。 由 播种 到 收获 仅 80 Zee, a 

”第 二 期 露地 播种 的 北京 短 草 西 胡 蘑 等 四 品种 , 第 一 次 在 7 月 381 AR, 此 时 瓜 已 

AAG OTA, GPR LS 斤 左右 。 现 将 其 产量 列表 如下; 

南瓜 品种 观察 试验 品种 特性 记载 卖 (1) 

成 熟 日 期 

(月 /日 ) 

FACES 

收 日 (日 ) 

叶 的 

形状 

开花 日 期 

(月 /日 ) 

第 一 次 

\ 月 /日 ) 

PAGER) Shy 
RAPT 
需 日 (日 ) 性 状 

品种 名 称 瓜 的 形状 颜色 及 品质 

北京 短 蔓 西戎 蓝 | 7/5 | 7/31 | 10/8 26 63 | AS | DBI) 长 圆柱 形 深 黑 炮 花 麻 | 《6.25 
等 色 品 质 中 等 水 份 多 

CERRO) 6/26 | 7/31 | 10/8 35 73 | RS 的 贺 维 形 女 果 灰 白色 | 4.00 

老 果 黄 白色 品质 中 等 
西北 蓝 瓜 6/30 | 7/31 | 10/8 a 100 | ee 短 贺 柱 形 黄色 

aac ra 8/15 | 9/3 10/8 19 53 | ES WMAABBRAKA! 3.50 

BEA ah PR 
Out AL 7/5 9/3 10/8 38 63 | RS Wi EDR TEL SE) 。 5.25 

an 1h DAL 5 AR 

aki S EMA a | 
HK AC DB 7]7 9/3 10/8 58 65 | sk ”| BRAK AA SHA 15.50 

RL, ah EH 

mR | «(6/26 | 67/31 | 10/8 35 73 | RASS 短 圆 柱 形 浅黄 色 品 质 | 3.50 
中 等 

南瓜 品种 观察 试验 产量 狂 计 表 (2) 

PRAT | 小 每 小 区 .| 小 区 产量 | 每 爪 平 | 每 雪 推 | 每 HOHE | 每 栋 平 
种 名 算 产 量 | SO 

(市 尺 ) | & |] DB 数 | (公斤 ) | (公斤 ) | 算 个 数 | (公斤 ) TaD 

ALTE Aa 2.5x2| 21 36 | 137.75| 3.83 | 1,800] 6,887.5] 1—2 
AERIS 2.5%2) "22 40 77.8 | 1.95 | 2,000] 3,890.0 2 

Care eg) 2.5x4| 12 25 36.25 | 1.45 | 1,250] 1,812.5] 1—2 

西北 南瓜 2.5x4] 12 27 54.5 | 2.20 | 1,750| 2,725.0} 2-3 
OAT aD Sb XE) Dit 43 90.0 | 2.81 | 1,600] 4,500.0} 2 一 3 
HIE ACH 2.5x3| 16 17 | 107.0 | 6.30 850 | 5,350.0 1 

Ae AD 2.5x3| 16 43 76.5 | 1.78 | 2,150] 3,825.5] 2 一 3 

由 上 列 雨 表 可 知 : 

(1) 以 上 供 试 七 品种 中 , 以 北京 短 草 黑 皮 西 胡 瘟 成 熟 最 早 , 在 草皮 床 栽 培 者 , 6 月 

25 日 即 可 探 收 供 食 , 露 地 者 7 月 下 旬 亦 可 供 食 。 次 看 希腊 .公主 秆 铝 足 \ 西 北 箱 瓜 等 , 西 

ALTA IN > HAF BIE FE A IN BC A 

(2) ADRS RT Ra, ER B12 个 ; RHHRKAC HOARY 

PTI; RY lL Hj AL J ese 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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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就 品 压 市 言 ,如 以 供 荣 为 目的 , WDA RAS HRs 如 以 熟食 代替 一 部 

分 业 食 为 目的 , 则 以 沙 锋 子 南 瓜 最 佳 , 肉 组 味 甘 ,含水 分 较 少 。 

和 经验 教训 : 

(1) 在 今年 2 月 27 日 第 一 次 温床 育苗 时 ， 便 播种 一 部 分 南瓜 , 4 PB HRA 

床 , 当时 因 气 温 低 , 大 部 未 能 成 活 。 

(2) 宜 苹 蒸 食 可 代替 主食 的 优良 品种 引进 的 太 少 。 

(3) 在 品种 特性 的 记载 方面 皮尔 详尽 。 

(4) 对 於 引进 品种 的 特性 不 够 了 解 , 为 沙 疆 子 南瓜 及 苏联 司 托 南 瓜 均 系 长 草 种 ,但 

播种 时 均 按 得 草 种 种 植 , 致 影响 其 发 育 。 

(5) 收获 后 因 处 理 不 当 , 多 堆放 什 露天 之 房 舍 中 , 待 发 生 冻害 后 , 才 移 入 荣 审 ,使 其 

We FTI TAK. 

和 结论: 

(1) 根据 拉萨 气 候 情 况 ,南瓜 生长 甚 宜 , 产 量 阔 不 低 於 内地。 今后 可 根据 实际 需要 

” 庆 当 种 植 。 

(2) 据 今年 供 试 品种 来 看 ,如 以 早熟 供 菜 为 目的 , 以 北京 短 草 西 胡 其 为 佳 ; mF 

食 汶 目的 , 则 以 沙 贰 子 南瓜 为 佳 ; 若 以 丰产 果 形 大 , 则 以 苏联 司 托 南瓜 最 为 理想 。 其 他 

品种 栽培 价值 不 大 。 
(3) 南瓜 如 进行 促成 栽培 ,3 月 中 旬 播 种 育苗 ,露地 栽培 可 在 4 月 底 或 5 月 初 播种 。 

(4) 早春 风 之 地 ,露地 宜 进 行 压 草 , 千 实 后 应 常 翻 瓜 , 以 促 其 早熟 及 果实 的 整齐 度 。 

(5) 西藏 高 原 气候 塞 准 , 峰 蝶 稀少 , 开花 期 间 必 须 进 行人 工 授粉 , 否则 必 致 落果 。 

在 峻 花 先 开 的 情况 下 ,可 涂 以 2 4-D, 有 防止 因 不 授粉 而 落果 的 功效 。 

2. 黄瓜 品种 观察 试验 

今年 代 自 东北 及 西北 引进 属 认 中 国 黄瓜 系 萄 的 三 个 品种 , 自 苏 联 引进 西洋 系 入 的 

十 个 品种 共 五 个 品种 进行 观察 试验 , 4 月 30 日 浸种 , 5 月 8 日 各 在 露地 播种 一 小 区 

但 因 帮 常 探 收 供 各 方面 之 需要 , HOT RAP, 草皮 床 栽培 者 分 别 认 5 月 5 日 及 7 

月 23 日 播种 ,第 一 次 系 直 播 ,第 二 鼠 先 至 昔 而 后 定植 。 第 一 次 者 认 7 月 15 日 即 开始 收 

获 , BOAR 月 4 日 开始 收获 。 在 生长 期 间 介 进行 整枝 捆 蔓 .人 工 授粉 、 洒 水、 施肥 

及 中 耕 除草 等 工作 。 现 将 试验 结果 列表 如 下 页 ( 表 耳 2, 3)。 

据 以 下 三 表 可 知 : 

(1) 以 上 供 试 五 品种 ,以 公主 嘻 水 黄瓜 成 熟 最 早 , 其 次 为 西北 黄瓜 、 苏 联 嫩 沈 黄瓜 ， 

由 播种 到 收获 均 需 70 日 左右 。 

(2) 自 产 量 而 言 , 在 草皮 床 中 以 公主 周 水 黄瓜 产量 最 高 , 自 第 二 叶 起 序 开始 开花 ， 



t. eo ees At Bs ih rh A Pati ic? is ey : 

336 Ph tk RHE HR BR 

黄瓜 品种 观察 试验 品种 竺 性 记载 卖 (1) 

开花 日 期 | 第 一 次 | 由 开花 到 由 播种 到 
品种 名 称 Ro | OR 实 特 性 、 精 果 @ -性 | 峻 收 所 须 

(月 /日 )| 日 期 时 a 日 

公主 内 水 黄瓜 6/30 7/15 15 RAHPRRERLAM a Ss rh Sp CTT PEE 70 

白 刺 点 成 熟 后 为 黄白 色 肉 厚 |1 一 2 个 糙 果 其 潮 
FasG 7/1 7/23 22 LOWRMMAMA Z| A B=op ite Be AIPHEE) 78 

起 1 一 2 个 

西北 地 黄瓜 7/1 7/23 22 HS ITMRER A | A B= eB RPREE] 78 
1-27 

苏联 白 尔 利 黄瓜 | 6/30 7/23 23 LEMMERA +) 自 子 草 1 一 3 节 开 始 糙 果 | 78 

1-2 个 

somes. | 6/30 | 7/15 | 23 | Bae Ree] 自 子 艺 1-3 节 开始 糙 果 | 70 
RinaeeceM +e BF|1—2 个 
肉 湖 稍 有 酸味 。 

草皮 床 黄 瓜 品 种 观察 试验 产量 统计 表 (27) 

种 植 探 收 -| PRO | 平均 等 栋 | 众 算 小 区 | 推算 等 亩 | 每 三 个 平均 
nn 种 名 称 & 2 工 斤 推算 tt i= 

行 数 | PRB | 次 数 He EO Bie UO ARO ha OT) . 

公主 中 水 黄瓜 4 | 20 9 110 | 5 一 6 330 | 16,500 | 5,500 | 前 三 者 每 个 以 3 rat 

西北 黄瓜 2 | 10 4 SA} gee 204 | 10,200} 3,400 
PRALAN AE 2 | 10 3 33 | 3-4 198 | 9,900 | 3,300° | 苏联 2 个 总 种 

苏联 白 尔 利 黄瓜 | 2 | 10 5 44 | 4-5 264 | 13,200| 3,300 | 每 个 以 0.35 市 斤 计 

SETI DB. 2. |. 40 5 66 | 6—7 396 | 19,800} 4,950 

SOE BEAR EMAL SE GK BAI Bb ta TE (3) 

Fr | 第 一 次 探 人 的 探 hi R h| eR EB 
栽植 床 号 tH ee A Ae BR ae ‘ 

(aya) (月 /日 ) 日 数 (日 ) 次 数 Gi) 

1 ag | 2/20), S720) eee 5 93 | 59 1 Fae A 120 株 平均 精 果 

2 40 4 | 139 | 79.95 | 2. 每 个 平均 重 0.553 FF 
(49.458 

3 40 4 | 135 | 82.06 | 3. 每 雷 推 筑 产 量 为 73.5X50 三 
大 :生生 二 和 

fat, |. 220 | 13 | 376 | 220.31 Ee a ee 
|_| ——_ }—__|___ ——_|__| 31.25 1.84 
平 “ 均 40 | 4.5| 122.3] 73.5 une 15 Di paces 斤 

每 株 可 平均 结果 3 一 5 个 ,估计 每 亩 留 可 千 瓜 15,000 条 , 35 5,000 斤 左 右 。 其 次 为 西北 黄 

瓜 与 西北 地 黄瓜 ,其 产量 大 致 不 相 上 下 。 

(3) 就 品质 而 言 , 以 公主 周 水 黄瓜 为 佳 , 皮 色 淡 糙 , 形 状 整齐 美观 , 肉 厚 质 脆 ; 其 次 

为 西北 黄瓜 及 西北 地 黄瓜 。 苏 联 的 两 种 黄瓜 ,果实 短 粗 , 肉 薄 心 室 大 ,所 合 种 子 甚 多 , 稍 

带 酸 味 , 老 熟 后 皮 变 为 土 和 红色 ,不 合乎 一 般 食用 名 惯 。 

(4) 黄瓜 生长 期 较 短 ,如 条 件 适 宜 , 播 种 后 钩 70 日 序 可 供 食 。 在 拉 陵 温床 内 一 年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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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植 雨 软 ,7 月 25 日 播种 者 , 10 月 上 旬 邹 可 收获 , 产量 蛤 不 低 於 春播 者 ,' 因 气候 关系 ， 
瓜 形 多 变 短 而 粗 ,但 对 食用 站 无 妨 。 

MERA: 
(与 南瓜 的 耳 3 雨点 相同 。 
(2) 黄瓜 探 种 较为 困难 ,今年 所 留 种 瓜 ,可 能 由 基 人 工 授粉 不 完 休 , 含 种子 极 少 , 目 

多 未 成熟 。 今 后 留 种 者 应 早 播 币 ,进行 充分 的 人 工 授粉 , PS), 以 提高 种 子 的 收获 

量 。 
(3) 黄瓜 需 水 较 多 , 须 充 分 灌水 ,否则 产量 减低 , 果 多 畸形 ,品质 变 劣 。 

(4) 黄瓜 能 够 < 单 性 千 实 ", 如 不 以 留 种 为 目的 ,可 不 进行 人 工 授粉。 
(5) 如 和 欲 瓜 形 整齐 美观 ,有 必要 搭 黄瓜 架子 且 可 提高 单位 面积 产量 。 
结论 : 

(1) 根据 今年 试验 千 果 , 在 拉 际 地 区 的 自然 情况 下 , 除 冰雹 可 虑 外 ,黄瓜 完全 可 以 
生长 。 且 在 草皮 床 内 可 生长 两 季 。 

(2) 在 露地 种 黄瓜 以 4 月 下 旬 5 月 上 旬 播 种 的 为 最 适宜 , 如 在 草皮 床 进行 促成 栽 
培 ,在 3 月 下 旬 可 进行 播种 ,秋季 可 在 7 月 初 播种 , 均 可 保证 收成 。 

(3) 在 拉 蔷 如 要 探 种 黄瓜 ,必须 提早 青苗 , 进行 人 工 授粉 \ 政 花 、 朴 果 人 为 管理 , 否 
则 难以 得 到 充 从 成熟 的 种 子 。 
(4) 根据 今年 试 种 的 情形 ,公主 巾 水 黄瓜 生长 最 佳 ,其 次 为 西北 黄瓜 及 苏联 的 雨 种 
黄瓜 。 苏 联 的 两 种 不 合 一 般 食用 加 惯 ,种 植 价值 不 大 。 

(5) 如 有 温室 设备 ,在 拉 阵 地 区 一 年 四 季 可 有 黄瓜 供 食 。 
3. 西瓜 品种 观察 试 输 
西瓜 可 襄 是 拉 了 地 区 历史 上 所 未 种 植 过 的 植物 。 今 年 自 西北 及 苏联 引进 了 10 个 

品种 ,我们 以 极 大 的 勇气 和 信心 进行 了 观察 试验 。4 月 30 日 进行 浸种 处 理 ,5 月 5 日 
播放 草皮 床 中 , 5 月 8 日 站 在 露地 进行 播种 ,行距 2.5 尺 ,株距 4 尺 , 行 长 24 尺 ,每 行 种 植 
6 HE, WATE, 每 品种 各 种 植 一 小 区 。 在 生长 期 间 全 进行 整枝 压 蔓 .人 工 授粉 、 翻 瓜 、 施 
肥 、 灌 浙 及 中 耕 除草 等 管理 工作 。 栽种 於 草皮 床 者 8 月 27 RSE, 栽培 於 露地 
者 谎 初 霜降 落后 公 部 收获 。 现 将 试 只 结 果 列 表 如 下 。 
根据 下 列 (4, 5, 6) 三 表 可 知 ( 见 下 页 ): 
(1) TENE RETR WARIS, SEAT ARE ROR, 在 露地 如 能 提早 播种 , 在 

幼 昔 期 间 加 以 适当 的 防寒 设备 ,可 千 成 6 斤 重 以 上 的 西瓜 , 薄 可 收 得 成 熟 的 种 子 。 
(2) 自 成 训 期 而 言 , 在 温床 中 以 麦 王 、 克 里 木 及 同 州 西瓜 成 熟 声 早 ,由 开花 到 成 元 

平均 在 70 一 80 日 左右 ,露地 栽培 才 , 平 均 在 100 日 左右 , 其 所 需 时 间 较 内 地 延长 一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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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R in APS AR Be its FE (4) 

. 株 | wR | 第 几 | 开 花 及 收获 日 期 Rm 实 大 oh | Fete | Bement 
到 
an 种 名 OR Hades Al 4 £5 / 08 重 成 熟 所 | a OR 

| 号 | 节 数 | Bt 《月 /日 ) 上 月 /日 ) 《厘米 ) | O82k) | Git) | # 日 | (厘米 ) 

Ae Yee or es Bg 1 19 3 7/18 | O/2e a Ay.. | 18.8 6.0 一 

杂 莫 洛克 斯 西夏 2 25 3 7/13 | 9/28 | 22.3 | 20.3 9.8 y 345 

PRAISE HE BPG OD 1 26 1 7/15 |. 9/28 18.1 19.0 6.75 467 

PRAIIC EE BG 2 12 | 2 7/15 — | 19.0 | 18.9 5.0 -一 

饲料 者 东 37 号 西瓜 1 22 1 7/6 9/28 | 38.5 | 22.2 19.25 = 

6A 37,5 2 37 3 7/18 | 9/28 41.5 | 29.9 | 31.25 893 

35 OARREFI 5 a 1 13 2 7/5 9/21 16.6 | 18.8 6.5 228 

: SED 1 14 1 7/2 9/21 | 19.0 | 18.4 6.5 一 

ZEBL 2 17 1 7/7 9/28 | 20.2 | 21.6 9.5 514 

54 Fl Be a 1 16 1 7/20 | 9/28 °|.22.6 | 20.4 8.9 338 

eee 1 11 1 7/30 | 8/27 一 一 10.0 424 

Fal 1.J.—.| — | vis | .— 一 一 一 a 
Ira) J OD. 2 一 1 6/22 | 8/27 一 一 7.5 350 

二 2 长 短 
Pa AR cise. Dia 
mm 种 名 OR 授粉 日 | 日 ”期 BASF i 四 an ALE le iE 各 考 

着 节 | (月 /日 )| (月 /日 ) eB BORK) ORR) CEA) 节 数 厘米 ) 

WRF FEE GO 12 8/15 10/9 54 | 14.9] 16.2 | 3.8 33 | 240 

饲料 者 东 37 FED 12 7/19 9/24 65 | 25.7 | 17.5 | 7.25 | 38 | 460 Fries I eS 

床 保护 
克利 木 胜利 者 10 | 8/15 | 10/9 54 | 13.3 | 14.7 | 3.0 48 | 291.0 

oe 9 3 BE 15 | 8/9 10/9 60 | 16.8 | 16.3 | 4.5 32 | 170.0 

虎 皮 西瓜 13 | 8/15 10/9 54 | 18.0] 19.1] 6.0. | 43 | 380.0 

同 州 西瓜 13 一 一 — | 14.5 | 13.9 | 2.8 30 | 270.0 

Bex sD. 11 一 一 一 |16.9| 16.2| 4525 站 3404 让 37529 

AOL 9 8/3 一 66 | 12.1 | 11.9 | 1.50] 50 | 275.0 

(3) 以 苏联 东 37 号 个 体 最 大 ,每 果 达 30 斤 以 上 ,可 能 品质 太 劣 ,不 能 供 食 。 其 次 为 
威 利 托 、. 虎 皮 等 西瓜 , 大 者 每 个 可 达 10 斤 左右 , EAA EE NSS EB, 
每 果 可 达 7 一 8 斤 。 

(4) 就 其 千 果 部 位 而 言 , 据 仿 年 试 种 结果 头 瓜 成 熟 较 早 , 但 千 瓜 不 大 。 如 东 37 号 种 
植 两 株 ,一 株 留 冻 瓜 着 生 在 第 22 节 , 所 千 瓜 只 有 19.25 斤 ; 另 一 株 留 第 三 瓜 ( 第 37 节 )， 
所 和 结 瓜 重 达 31.25 Fr, PERE APR, 

(5) 由 露地 栽培 试验 千 果 小 求 ,以 虎 皮 西瓜 个 体 最 大 ,每 个 可 达 6 斤 重 ; HEIR 
ARAN RAPE EA RI, EMS OE a | 

(6) 根据 西瓜 生长 速度 测量 结果 ,以 7 月 下 名 到 8 月 上 旬 生 长 较 快 , 此 与 外 界 气温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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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in PRIOR (6 ) 

mH 名 t | 果实 形状 皮 色 及 厚 注 及 肉色 | ft FIG WR Be NB 

7 EMRE ie BA RAAT | ae 
Wer FEB RIAA ETL TY | APE AT, BURL Zeit 

we 光滑 

乌 料 者 东 37 号 圆柱 深 炮 色 条 狼 皮 厚 肉 为 | AFORE SE | RY MEET UA MH 
fc BLE 起 也 像 有 些 像 冬 下 种 子 。。 | 只 可 供 饲 料 用 荣 用 

克 里 森 胜利 者 贤 劣 同 减 利 托 仅 个 体 小 花 | FOAM RRR | 。 果 内 粉 粕 色 其 鲜美 皮 湾内 
MARI HE Da BI 脆 甘 味 不 省 

EBB 长 圆 形 黄白 色 其 它 不 详 。” | ”种子 黑 褐色 种 子 小 

虎 皮 西 到 长 圆 形 肉 氏 色 较 脆 远 度 甘 | ”种子 较 大 全 部 为 白色 种 皮 | * 
Def SF 

_ ee ee a tee 

黑 钢 皮 西瓜 构 圆 形 金色 皮 注 肉 厚 肉 为 | ， 种 子 中 等 大 全 部 为 金色 种 | “ 
a BPTI 

同 州 西瓜 MS Bite RR FF BABA oe th | * 
SMA HVA APA MIZE RL 

SBS | ROE BR | TAU KB eM | 
它 未 详 AF IN 

7 DE 圆 形 皮 麻 入 色 及 淹 肉 白色 | 。 种 子 边缘 金 色 中 部 白色 宽 | RAKAEAR MRE 
而 大 子 仁 亦 大 宣 作 瓜 子 用 | 多 有 甘酸 味 品质 较 东 37 号 

为 佳 

HE: 品质 项 内 凡 带 * HS HEA SRA A Ae Bk A Kiko 

高 低 关 系 最 为 密切 。 同 时 夜间 生长 速度 较 白 天 大 34, AOE LL AS EL AE Be 

情形 ,大 体 均 系 循 此 生长 规律 。 

经 验 教 训 : 

(1) 与 南瓜 二 3 两 点 相同 。 

(2) 在 草皮 床 中 种 植 西瓜 数量 太 少 ,形状 及 成 熟 较 好 的 瓜 , 均 泛 拉 蔷 城内 及 日 喀 则 

作为 宣传 统战 乱 品 , 故 示 能生 定 其 品质 等 特性 , 且 种 子 多 未 收回 ,影响 试验 甚大 。 

(3) 最 初 以 为 西藏 气候 塞 痊 ,栽植 西瓜 成 功 的 可 能 性 不 大 ,因此 对 於 露 地 栽培 重视 

ME, KEES), ABO 月 问 始 发 觉 露 地 所 千 西 瓜 条 有 食用 及 栽培 价值 。 

(4) 苏联 克 里 木 、 威 利 托 及 杂 贡 洛斯 克 三 品种 , 在 授粉 期 间 发 现 有 峻 奴 同 花 , HERE 

套 袋 后 , 迹 明 自 花 不 能 授粉 ,在 西瓜 中 发 现 峻 雄 两 性 同 花 者 过 去 从 乏 记 载 。 

(5) 在 了 旦 藏 的 几 个 西瓜 中 发 现 凡 未 充分 成 熟 者 ,多 不 耐 赃 藏 ,又 皮 薄 的 品种 也 不 耐 

HY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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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1) 如 能 选择 早熟 耐寒 的 品种 , ZG IL, TEIN EES, RTOS 
高 ,但 仍 有 栽培 价值 。 | : 

(2) 西瓜 以 留 第 二 第 三 瓜 为 宜 , kB, 但 个 体 太 小 , 价值 不 大 , 同时 每 株 
仅 宜 留 一 个 瓜 。 ee 

(3) PME MRM, TORE PARR BR, 
(4) 在 拉 阵 地 区 露地 栽培 西瓜 ,应 选 土 层 厚 、 富 含有 机 质 的 肥 话 土地 上 , ae i 

基肥 ,可 蕉 4 月 中 旬 进 行 催芽 播 币 , 出 土 后 幼 昔 期 间 可 用 互 盆 等 加 以 复 盖 , 腑 防 霜 冻 。 如 
能 说 立 风 障 , 更 可 促进 其 生长 ,提早 收获 。 

(5) 中 国 品种 , 麦 王 、 虎 皮 西瓜 及 苏联 杂 英 洛斯 克 、 克 里 木 等 西瓜 均 可 种 植 。 
4 甜瓜 品种 观察 试验 
甜 反 也 和 西瓜 一 样 , SHEN BSE LARS, 今年 自 西北 及 苏联 引进 华 

菜 士 等 七 种 甜瓜 , 进行 观察 试验 。 在 草皮 床 及 露地 播种 方法 、 播 种 日 期 与 前 述 黄 瓜 相 
同 , 惟 在 生长 期 间 训 载 其 为 简单 。 现 将 观察 的 大 臻 情况 简 述 如 下 : 

(1) 华 菜 士 甜 瓜 - 在 草皮 床 栽培 者 6 月 29 日 开花 , 8 AMEE, Re 
EE, ERA, AE, MERE AEE iy 2 一 6 节 , 所 生成 的 孙 草 上 精 瓜 
2 一 3 个 , 病害 较 少 。 露地 生长 者 亦 有 达 牢 斤 以 上 者 。 今年 试 种 的 各 甜瓜 品种 中 ,以 华 
HAS LEBER US. q 

(2) 戎 州 青皮 醇 瓜 一 一 在 草皮 床 栽培 者 , 於 6 月 30 日 开花 , 8 A ie we eH. 
MEE SE ATS 2 一 4 ESAT BL, 果实 较 华 菜 士 为 大 ,有 重 达 工 斤 左右 者 。 但 
抗 病 能 力 较 低 , 果 实 多 易 腐 烟 , 每 株 可 千 瓜 .2 个 。 
(3) 哈密 甜瓜 一 一 开 枪 期 大 致 与 前 述 者 同 ,雌花 多 着 生 於 子 草 所 生 的 孙 草 上 的 

1 一 2 节 处 ,每 瓜 重 亦 可 达 工 斤 左右 , 瓜 无 香味 。 
(4) 金 塔 寺 甜 瓜 一 一 植株 生长 势能, 开花 结果 甚 晚 , 对 气候 适应 能 力 低 。 降 霜 前 才 

千 成 小 瓜 ,未 能 成 熟 ,不 适宜 在 拉 攻 栽 培 。 
(5) 黄 香 瓜 及 和 乡 香 瓜 一 开花 结果 甚 晚 ,植株 生长 不 旺 厅 ,所 千 之 瓜 形 小 ,产量 低 ， 

(ERAS ARASH Pk, OL PERLE, OMAK | 
(6) FREESE Hs FEE] — He Ble RIES LED , BRAG BE, ROMS AE 

JS. ATR, APPR, ALAR, AERP 3—4 7} ELBE SU ESE DZ, ES. 
(7) 西北 长 某 瓜 一 一 结果 驾 性 与 甜瓜 同 , 需要 摘心 , ARIE, 每 株 可 千 瓜 二 、 三 

个 ,大 者 可 达 11 斤 以 上 ,代替 一 部 分 黄瓜 。 
EGHAM LM LA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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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瓜 果实 特 隆 记载 玫 (7) 

an fF BA 果实 形状 及 皮肉 颜色 an 4 备 考 

PRD MARA, RRERAARE.| VK ARK MRA LS 

BEB BSR ek AR Ri | As PRR RR 
Hee 

west DB. ARR Ai 2A A! fe 
, 为 黄白 色 。 

Ste at AGRE, NR BM h.| AE OE, ah 
等 。 

HED MLK, RRR AMS. 同上 
tee 短 圆 形 , 皮 炮 色 ,内 为 黄 称 色 。 同上 
女 集体 庄 员 图 球形 , 女 果 为 深 条 色 , 成 熟 后 变 为 | AE LAD A VT ( 同 黄 香 于) 

Hike, ARNE. | 
MAGE MD ERA Ee ARGRARAMA AA Ma, LAME 

有 和 白色 者 肉 为 白色 。 PEK DWE. 

(OD) b. BRB 

_ 工 臣下 播种 期 试验 
在 拉 茧 所 见 到 当地 的 冬 划 下 只 有 雨 种 ,一 为 著名 的 拉萨 大 藉 下 ,一 为 短 图 雏形 类 似 

的 大 头 菜 的 藏 缆 卜 。 前 者 品质 从 可 ; GORE, CORB, OL 
生食 。 本 年 自 内 地 引进 了 9 个 品种 进行 播种 期 试验 , 供 试 材料 共 10 个 品种 ,以 拉 际 大 划 
上 为 对 照 , 行 长 20 尺 ,行距 2 尺 , 株 距 因 品种 而 机 ,分 为 12 尺 .15 及 2.0 尺 3 种 , 作成 
高 七 .及 寸 的 塘 双 行 区 。 每 品种 种 植 雨 行 , 探 用 裂 区 顺序 排列 法 , 自 5 月 16 日 起 每 隔 全 
月 播种 一 次 , 直到 8 月 工 日 为 止 共 分 6 期 。 在 生长 期 间 便 进行 间苗 、 中 耕 除草 、 灌 水 等 

OB LEK 10 月 10 日 田间 工作 全 部 和 结束。 现 将 试验 结果 列 下 : 

蓝 下 播种 期 试验 各 品种 抽 苔 日 期 炙 查 表 (1) 

(1) 5/16 (2) 6/1 (3) 6/16 (4) 7/1 (5) 7/16 (6) 8/1 

tt gs 8 | Cis) | O178) | Ove) | O/B) | Gi7a) | O78) 

Fir EK b 8/28 | 72 — as = =a = = 一 -一 | 一 

北京 圳 从 分 7/2 46 | 7/4 45 | 7/31; 45 |8/19| 48 | 8/24] 38 | 9/10; 40 

武功 一 号 6/24| 38 | 7/7 | 36 | 8/1 46 | 8/9 38 | 8/25| 39 | 9/ 中旬 | 一 

BEM ATK 7/2 | 46 |7/13| 42 |8/3 | 48 |8/8 | 87 | 8/23) 37 9/44) — 

AG RAF A (1) 6/25 | 39 | 7/8 | 37 |.7/29| 43 | 8/20} 50 | 8/21 9/13 | 42 

北京 心里 美 6/22" 1 38625277 36 | 7/234 | 38 | 8/6 35 |8/ 中 名 9/ 中 名 | 一 

PoE b 6/26 | 40 | 7/11 | 40 | 7/26} 40 | 8/20 

西北 冬 藉 小 8/16 

Zi: 一 .为 抽 苦 日 期 ;二 、 播 种 到 抽 苦 之 日 数 。 

根据 上 表 可 说 明 以 下 各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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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一 期 播种 的 (5 月 16 日 ) 8 Pin PSA Th RR , NED BE GAL HE bh Has 

(LAS FIAR, #9 1h 10 一 20 多 左右 ; 由 6 1 A eR SRR s Sh 6 品种 由 5 

月 16 日 到 8 Al Aaa eS. RANA eee TS 

(2) 除 拉 际 及 西北 冬 划 下 外 ,各 品种 由 播种 到 抽 营 虽 不 相同 ,但 各 品种 在 各 期 所 表 

现 者 大 体 傈 称 一 致 ,如 北京 露 八 分 、 菜 州 青 头 \ 西 北 稼 藏 下 等 ,一 般 均 在 40 一 全 日 之 间 ; 

武功 一 号 、 北 京 象牙 白 则 在 40 日 左右 ; 心里 美 抽 芝 最早, FRR aK 35 日 左右 邹 发 现 

HH. 
(3) 各 期 均 抽 苦 的 6 PAT, BRA ABM AMAR, Fhe, 万 

VAT Al ARK. AE RR, BEA ERM 
Enea: : 

(1) 播种 期 的 次 数 可 再 增加 ,由 4 A 1 ARR RRIF YE Ja GD IE RAGE AE bath 

25 PHY SA FREAD, RUE bs Se BE OME 

(2) 在 抽 苔 日 期 及 株数 方面 的 记载 ,不 够 完全 , 仅 记 载 了 抽 营 的 初期 日 期 。 今 后 还 

应 记载 其 全 部 抽 齐 的 日 期 ,及 详细 调查 抽 兰 株数 及 未 抽 蔡 株数 等 所 估 百 分 数 。 

(3) 自 内 地 所 引进 几 个 优良 的 经 下 品种 , 洪 种 子 天 都 为 1950 年 所 探 的 陈 种 ,至今 
已 相隔 3 年 。 利 用 陈 种 作 坛 验 , 极 不 合理 ,特别 在 高 原 地 区 ,更 有 助 於 旨 卜 的 提早 抽 苦 。 

结论 : 

(1) 根据 今年 试验 证 明 , 拉 蔷 大 蓝 下 及 西北 冬 臣下 ,在 6 月 工 日 以 后 播种 则 无 抽 苦 
现象 。 | 

(2) 自 内 地 引进 之 6 POE HE ban, 在 抽 若 问题 未 解决 之 前 , AN RE FE 8 it RR 
$e 

(3) FG SRR ARE EA OE BARE b ane HEAT RR RY IED S BY RE es PER 
区 引进 ,如 东北 \ 西 北 及 朝鲜 等 地 。 

(4) 应 注意 选 留 抽 若 品种 中 个 别 不 抽 苦 的 根 株 , 留 作 种 株 ,在 当地 进行 探 种 逐年 厦 
化 ,经 过 一 相当 时 期 ,可 能 育成 适合 座 当 地 生长 不 易 抽 苔 的 优良 品种 。 

(5) 解决 抽 若 问题 的 第 一 途径 ,今后 应 从 事 杂 交 育 种 工作 , 邹 将 内 地 易 抽 苦 的 品种 
与 当地 不 易 抽 苦 的 品种 进行 杂交 , 希望 能 获得 品质 优良 而 适合 当地 生长 的 新 品种 。 疏 
此 种 工作 非 一 、 二 年 所 能 奏效 ,从 有 待 於 今后 专门 的 研究 及 葬 续 不 断 的 努力 。 

2. 白茶 播种 期 试验 
拉 节 当地 只 有 拉 蔷 白菜 及 青菜 十 种 ,拉萨 白菜 莹 直立 , AREER MES, HELE 

本 年 自 北京 \ 西 北 等 地 引进 优良 包 心 白茶 等 5 品种 进行 播种 期 试验 ,试验 方法 大 致 与 前 

迹 蜂 下 播种 期 试验 相同 。 现 将 试验 和 结果 列表 从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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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VA ARS mn PhS Bhs a tate (2) 

(3) 6/16 a, | (4) 7/1 
eae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5) 7/16 
(4/8) A (月 /日 ) 

RS 

ak: 一 为 抽 若 日 期 ;二 为 由 播种 到 抽 若 之 日 数 。 

据 上 表 可 说 明 如 下 几 点 : 

(1) 第 一 期 播种 的 6 Fh AR (LIBRE AR) , 除 西北 长 白 某 外 ,其 余 5 品种 全 部 认 
7 月 中 旬 抽 苦 , 较 同一 时 期 播种 的 莫 下 欧 迟 15 一 20 日 。 白菜 抽 苦 后 条 有 食用 价值 , 不 
过 品质 变 劣 ,产量 减 低 。 

(2) 第 一 期 播种 的 白 某 , 其 中 北京 大 青 口 西北 包 心 白菜 有 一 部 分 植株 已 千 成 坚实 
的 叶 球 , 当时 未 收获 , 稍 后 又 行 抽 若 , 亦 有 个 别 植株 先 发 现 抽 苦 , MEET OLA, 
后 又 再 度 抽 若 。 此 可 说明 气候 变化 的 不 正常 ,为 一 值得 研究 的 问题 。 

(3) 各 品种 由 播种 到 抽 营 时 间 无 显著 区 别 ,在 各 期 所 表现 者 大 致 相同 ,不 像 臣 下 各 
品种 间 抽 车 时 间 有 显著 的 区 别 。 

和 经 验 教 训 ， 

CL) 播种 日 期 应 再 提早 及 延迟 ,次 数 增多 , 希 能 获得 一 白菜 阶段 发 至 完整 有 价值 的 
材料 , 伟 对 解决 白菜 抽 若 问题 更 有 所 根据 。 

(2) HAM RHA eS. 
(3) 供 试 品种 之 种 子 多 系 1950—1951 年 所 探 收 , 今后 宜 再 引进 较 新 的 种 子 , Meee 

进行 试验 。 
和 结论， 

(1) 根据 今年 试 利 情形 看 来 ,内 地 除 西北 长 白 某 抽 苦 较 迟 集 可 种 植 外 ,其 他 品种 均 
不 大 适宜 在 当地 生长 。 惟 西北 长 白 荣 系 直立 不 千 球 之 品种 ,与 拉 莉 白药 类 似 ,栽培 价 香 
不 很 大 。 

(2) 各 期 播种 的 白菜 ,一旦 在 发 现 抽 苦 时 应 及 时 探 收 从 可 供 食 ; 否 旭 致 消耗 叶 部 养 
分 ,产量 减低 ,品质 变 劣 , 扰 食 用 价值 。 

(3) 今后 宜 自 青 、 宁 、 东 北 、 朝 鲜 等 地 塞 痊 地 区 引进 耐寒 千 球 品种 , 稳 德 试 种 。 
(4) 与 臣下 相同 ,也 应 进行 杂交 育种 工作 ,以 求 溅 底 解决 抽 苦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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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和 白茶 品种 的 比较 试验 

与 播种 期 试验 的 同时 ， a ee wreiaigis 供 试 材料 计 10 品种 , 包括 北京 

5 品种 西北 3 品种 .印度 1 品种。 以 拉 藤 白菜 为 对 照 , 行 长 24 尺 , 株 行距 均 为 2 尺 , 每 

行 种 植 12 4 次 。 一 、 二 十 区 为 平 畦 ,三 、 四 两 区 为 高 畦 。 有 从 6 

月 10 日 播种 ,各 品种 蕉 7 月 初 陆 车 发 现 抽 苦 ,至 8 月 初 各 品种 全 部 抽 苦 。 现 将 试验 观察 

结果 列表 如 下 : 

特 荣 品种 比较 试验 各 品种 播种 及 抽 营 旦 期 狂 计 玫 (3) 

6 月 10 浊 播种 第 二 次 补 种 及 抽 若 日 期 种 子 

Sie | ee | 播 种 到 ee kets bona oe 
& | (月 /日 ) | ase | (月 /日 ) | (月 /日 ) | 苦 所 需 日 

印度 白 荣 7/9 29 7/26 8/18 22 未 详 

北京 抱 头 青 7/25 45 害 种 元 根 1951 

北京 大 青 口 白菜 | 8/2 52 | 补 种 元 根 1951 
RB 8/3 53 | 补 种 元 根 1951 
北京 青 麻 叶 荣 8/4 54 补 种 元 棚 Ae 

ABR 8/4 54 | 补 种 元 根 1951 
Ee AES 8/4 54 | 补 种 元 根 未 详 
西北 包 心 荣 8/4 54 | 补 种 元 根 未 详 
boa aes 一 一 记录 不 详 。 
EU NEES 8/3 53 补 种 元 根 

据 上 玫 可 襄 明 以 下 几 点 : 

(1) 6 月 10 日 播种 的 10 个 白药 品种 ,其 中 印度 白菜 於 7 月 9 日 播种 后 不 到 一 个 月 

ATS ,为 一 抽 营 最 早 的 品种 ;7 月 26 日 补 种 后 , 8 月 48 日 又 行 抽 营 。 从 其 外 形 

WAFERS ER AE HAS AMT Se , IE SE PRAL ES , EMERG EGER, BY RETR — PS SR, 

无 种 植 价值 。 

(2) HEA FY ALS BH AL BLUE NY AB, LISS RENE ,说明 自 内 地 引进 的 品种 ， 

ARSE AH HE UR. 

(3) PLB BAER Ee EB ANAS EDEL EE ER RR 

时 将 征 子 混杂 所 和 致 。 

KES EC Al Res ite: 

C1) Ba EERE Ae , ASRS EB 9 Ft to BE TB eS I Nb , 生长 之 前 不 宜 即 作 

nn PTE Bee. SMe b ant Le Ree tale), AR ae Ze 

(2) Pema AZ, AG 77 ie TL, an AY SE FY SEAR A. an ae AR 

th ia 4 DBE PG AE, ADs ARE 

(3) Pag RZ VEER, HDT APR, FG Ty ETE 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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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臣下 品种 比较 试 欢 
在 进行 厅 下 播种 期 喜 验 的 同时 ,小 进行 臣下 品种 比较 试验 。 供 试 材料 来 源 与 播种 

期 试验 相同 ,共计 10 NAD, DAHA POOR. THE MR, GHAR, Baw 
塘 。 各 品种 因 类 型 大 小 不 同 ,株距 分 为 1 尺 (包括 北京 心里 美 \ 武 功 一 号 、 莱 州 青 头 及 丁 
北 冬 引 下)、12 尺 (唐山 抽象 牙 白 及 西北 炉 蓝 卜 ) 及 15 尺 ( 拉 茵 大 臣下 、 露 八 分 及 美 流 
早生 ) 三 种 株距 , 双 行 区 随机 排列 ,重复 四 灵 , 蕉 6 月 10 日 播种 。 除 抽 营 品种 外 , 拉 茧 大 
HE) WHALE b SEI PALE AAAS 10 月 44 日 降 霜 ,次 日 全 部 收获 。 现 将 试验 结 果 
刘表 如 下 : 

蓝 下 品种 比较 试验 各 品种 播种 抽 苔 日 期 统计 表 (4) 

6 月 10 日 播种 第 二 次 补 种 及 抽 营 日 其 

Nl 拍 芝 日 期 | 播种 到 抽 | 补 种 日 期 | 抽 营 日 期 | 播 补 至 抽 
"种 名 称 | (月 /日 ) | 昔 之 日 数 | 〈 月 /日 ) | 〈 月 /日 ) | 车 之 日 数 

a 1952 年 (种 子 年 度 ) 

& 考 

北京 心里 美 7/10 36 1950 年 (种 子 年 度 ) 

武功 1 号 7/16 37 1950 年 (种 子 年 度 ) 

PHA b 7/21 39 RH 

北京 象牙 白 7/22 39 1950 年 

SRL 7/24 36 195048 

BEM FT MEP 7/24 36 195042 
iB RAE 7/26 AW | 19514 

MeA\SP 7/26 36 195048 

PALA Eb HE 

evi ih Nile Sa ati 
rensiee HEMET M |e ayy] 产 是 fea le | Gn) ae vib IF (市 斤 ) ee ne (市 斤 ) 

32 375 23,437.5 10,927.5 36 

2 30 176 10,990.0 10,525.0 139 

3 28 160 10,000.0 11,062.5 78.5 

4 . 32 307 19,187.5 12,968.8 34.5 

合 2 122 | 1,018 63,615.0 45 , 483.8 288 .0 
ee ee ee 一 | 一 一 

15,906.0 11,371.0 

一 一 | 一 | -一 一 下 

ARGS EA Ze) SE An 

(CD 供 试 10 品种 中 , 除 拉萨 天蓝 下 \ 西 北 冬 蓝 下 未 抽 苦 外 ， 其 余 均 有 抽 苦 现象 。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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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 PF a He Bh es ZB K-HEPES A] 

(2) TSHR a. eT A. PR eb OR DEA 8 月 下 旬 补 种 

之 各 品种 依然 抽 苦 th a ABN ZA ae, KES 6 月 10 日 所 播种 

者 相似 。 

(3) 由 第 生 表 可 知 , 除 拉 曙 大 臣下 外 , 大 部 为 1950 年 之 陈 种 , 虽 非 促成 各 品种 抽 昔 

之 主要 原因 ,但 与 抽 苔 不 能 无 关系 。 

(4) 拉 莉 冬 臣下 产量 最 高 , 平均 亩 产量 达 15,906 iy; 西北 冬 蓝 下 亦 颇 适合 此 地 

生长 ,平均 亩 产量 也 达到 11,371 i. 

BE ie 4 alll: 

(1) 在 播种 期 试验 未 获得 正确 和 结论 前 , 即 进行 品种 比较 试验 , 实 有 操 之 过 惫 之 咸 。 

(2) 今后 扰 论 作 任何 试验 ,对 试验 地 之 选择 必须 力求 合理 ,避免 土壤 差 婴 。 

(3) 今后 牙 下 白菜 之 种 子 , 应 力求 选用 新 种 ,可 提高 试验 的 精确 度 与 成 功 的 可 能 。 

和 结论: 

C1) 品种 比较 试验 , 必须 种 子 纯 正 可 靠 ,具有 高 度 发 芽 李 ,有 相当 把 握 时 始 可 供 作 

试验 材料 。 

(2) 林 下 品种 比较 试验 ,今后 可 和 结合 播种 期 试验 进行 

(3) 拉 节 及 西北 冬 划 下 ,根据 今年 情况 看 来 , 颇 能 适合 当地 气候 情况 , 只 要 在 6 月 

10 RUHR tr, OATS ,产量 高 ,收成 且 稳 定 。 

(4) Sa AEM 下 如 在 7 月 中 下旬 播种 ,大 致 不 会 抽 若 。 MAMA, PRT 

RR. Kan Fy MAME, 生食 、 熟 食 均 无 不 可 ,今后 可 设法 引进 此 品种 竹 续 种 植 。 

(5) 根据 今年 本 场 时 藏 蓝 下 损失 颇 大 ,今后 关 攻 蓝 下 之 崇 藏 方法 竺 值得 研究 。 

(五 ) 零 星 蔬 荣 试 验 邵 分 

这 部 分 蔬菜 包括 22 种 , 傈 观察 性 质 , 因 此 在 田间 设计 方面 婚 较 简单 ,而 管理 工作 也 

比较 粗放 。 现 将 初步 观察 结果 简介 如 下 : 

1. 根 荣 类 

(1) 48H b 

FE] GAG. ALIAS 苏联 东北 共 引 进 7 OE 4 AO BE Ee 20 RATS T, 

小 区 寅 5 尺 , 每 小 区 种 植 6 45, 4 a ENS BH PK Ie 5 28 日 开始 收获 。 

试验 结果 及 和 结论 : 

1) 根据 上 表 得 知 , 因 品种 类 型 不 同 , 收获 期 也 不 一 致 。 苏联 水 红 厅 下 及 东北 早 红 ， 

球 成 就 最 早 , 播 种 后 40 一 50 AANA, PARAL, mH. 

2) 西北 白 红 天 狼 蛋 两 种 幕 下 成 熟 较 早 , 播 种 后 钙 一 50 日 左右 邹 需 探 收 。 过 晚 炙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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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昔 下 各 品种 收获 日 期 及 根 叶 百分比 重 葬 计 才 (1) 

10 SE b Mint AEG | 收获 日 期 播种 至 收 
恨 叶 全 重 | AL le 个 获 之 日 数 

抽 营 日 期 

(月 /日 ) 

播种 日 其 

《月 /日 ) 
品种 名 称 

Gz) | GE) | (%) (4/8) 

BRET b 660 | 390 | 59.0 | 4/9 | 5/28 | 49 | 6/20 | ie AD 
PRAGA ALE be 420 | 240 | 57.1 | 4/9 | 5/28 | 49 | 6/22 | BARE 
FRAG LER 690 340 49.0 4/9 5/28 49 6/15 | HORE AE 

AGREE ARRE 384 186 | 48.4 | 4/9 6/8 60 6/14 | WERE SIE 

PHAGE b 594 405 68.1 4/9 6/8 60 6/21 | RRESHE 

Pek BRE 546 450 82.4 4/9 6/8 60 6/14 | 收获 稍 晚 发 现 有 空心 者 。 

PoAG ET RE 556 385 69.2 4/9 6/8 60 6/14 

发生 空心 现象 。 
3) 北京 春水 蔓 下 \ 西 北 水 红 牙 下 及 西北 洋 意 下 ,播种 后 50—60 日 左右 即 可 探 收 。 

过 晚 品质 变 劣 。 
4) ee eee anna epi: ae ee 

Bk HT FC AA 
5) AT SRS GACPERE b . DaaL KEE b ACFE be. 其 中 以 西北 洋 

EP RIEREK, TISE RE b ABER, ALTAR RE b aR AS, BREE CE FP 

eR MEATS, RIS IMERK. 

6) ARARRE | HR Arn AAR ELD He Ta, ESI) (5 FA 28 Hl ) eas, DUDE ACA 
BE PRES ARAM ay 59%; ALK b ORAL, HIG 月 8 日 ) 收 
获 者 , ARW ERG, PRAM 93.4%; KH RAL PACH, 1h 113%, ARB E th 
69.2 匈 ;北京 春水 臣下 最 低 , 根 只 估 48.4% 

7) 播种 春 昔 下 必须 及 时 收获 ,应 重 质 不 重量 。 因 收获 晚 形状 虽 大 ,但 空心, 扰 食 用 
价值 。 2 

8) HE bARAR RE, TORR OK, BESS BE EI 
长 , 径 常 可 吃 到 质 鼻 肉 脆 的 慕 卜 。 

9) 春 划 小 一 年 四 季 均 可 种 植 ,若干 地 区 不 及 种 植 冬 划 卜 时 ,可 种 植 春 划 下 。 
(2) BIE b . 
Ante ASK, Wide. ALI SBE 4 TER, 4 9 ARR, 6 14 日 又 播种 一 

Ke WHR. AE 20 尺 , 行 距 8 寸 , 每 小 区 (20x5 尺 ) 播 种 5 行 。 现 将 观察 千 果 简 述 
如 下 ( 见 下 页 )。 

试验 结果 及 和 结论: 

1) 根据 上 表 可 知 ,4 月 9 日 播种 的 4 种 胡 蓝 直 品种 ,苏联 及 西北 弛 胡 攻 下 产量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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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E b 品种 观察 试验 播种、 抽 营 及 收获 日 期 业 计 表 (3) 

第 一 次 播种 收获 日 期 第 二 次 播种 及 收获 日 

品种 名 称 
eet Al) 抽 苦 日 期 | 收获 日 划 播 种 到 收 | 播种 日 期 收获 日 期 | 播种 到 收 
(月 /日 )| CA/8) | (月 /日 ) RZ CA/B)|CA/B) | 获 之 日 数 

SERIE Pb 4/9 = 8/28 |120—140; — 一 — | 个 别 抽 苦 。 

西北 胡 莫 下 4/9 8/1 将 — | 6/14 | 10/15 | 120 | 抽 苦 确实 日 期 未 刘 载 。 

FRAGT BAKE b 4/9 抽 苦 开花 | 8/28 |120—140} 6/14 | 10/15.) 120 | MPs. 

ACB b 4/9 6/14 | 10/15 120 the A Reta. 

BASE b in PRS ABR tn PEE IAS eo Ba te (4) 

十 个 个 体 的 平均 大 小 | 小 区 | HE F 

品种 名 称 重量 亩 产量 根部 形状 三 颜色 品 a 

Gre) Ge) (se) | 产量 | GET) 

4.6 | 234.0| 44.7 | 2,992.9] ”长圆 雏形, 头 尾 略 钝 , 根 淡 | brea a, 7 PALS b | 19.1 
LH, MIBRAAD BRIS, WER. 

| REIT 
4.4 | 234.0| 47.0 | 3,760.0 SIRI ERD BR] DP Beka fe, A 

i, IM, oe MN He, AA EES 
PaAGHE BA SE b 17.6 

i» Sate >. . 

AGE 12.3 20.0 | 2,400.0] 圆 维 形 或 短 圆 维 形 , HLA] REP RARE HB, 水 

MRME, 不 均匀 ， 多 大 有 裂 分 

口 , 根 多 粗糙 。 
HE \— Bb | 23.2 

苏联 胡 藏 下 二 

i AR, MAA, SHEAR. 

mf, STE ,播种 后 120—140 日 朗 可 收获 , 适 共 春 、 夏 雨季 种 植 。 

2) 西北 及 北京 胡 藉 直 两 品种 , 根 形 甚 小 , 於 7 月 中 旬 即 发 现 抽 苦 ,不 适 基 春季 播种 ， 

6 月 以 后 始 可 播种 。 

3) 以 品质 而 言 ， 无 论 春 播 或 夏 播 , HU WALLA E b ORE b OEE, FE aK 

齐 , 肉 多 览 脆 , 冰 有 甘 味 ,可 提倡 种 植 。 

4) 以 产量 而 言 , 以 拉 陆 八 一 胡 划 小 产量 最 高 ,每 雷 可 达 4332.9 斤 ;西北 红妆 站 下 裕 

之 ,每 雷达 3,760 Fr; TEACH ME b 2,992.9 斤 ; 北京 胡 查 下 仅 达 2,400 Jr, IROL, tn 

WIKF « 

5) BME b ARSE PE, ERAN, 营养 价值 高 , 崇 藏 方便 ,用 途 三 , 生食 熟食 均 

可 , 且 适 宜 拉 蔷 地 区 生长 ,单位 面积 产量 其 高 , 宜 多 提倡 种 慎 。 

(3) 甜 荣 品种 观察 试验 

PHAR TEDL EE RRA. 今年 自 苏 联 引进 糖 用 荣 用 各 一 品种 , H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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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播种 。 小 区 长 20 尺 , 寅 5 尺 , 每 畦 播种 四 行 , 条 播 每 品种 各 播种 一 小 区 。7 月 24 日 
将 在 直播 小 区 中 多 余 之 苗 , 各 移 栽 一 小 区 ,行距 芋 6 尺 , 株距 工 5 尺 ， 每 小 区 移植 48 株 。 

10 月 16 日 直播 及 移植 者 全 部 收获 。 现 将 观察 结果 襄 明 如 下 : 

甜 荣 品种 观察 试验 移植 小 区 产量 业 计 卖 (5) 

an 种 名 称 

1.50 

3.10 

1/50 

1/65 

3,500.0 | Heh eR 

HAAR 

TR BE AER 

TR AAAS 7,605.0 

十 个 个 体 平 均 大 小 

ATE | HITE 
CHK )|O# 2K) Gir) (市 斤 ) 

12.30| 10.0 | 1.55 | 2.50 | SEWED. Sef nt] SE, BS] SRN. HRD 
WRK. WRAMEF » EID 9 lite 

“SBE Bh AAR 

TU AE 10.20) 15.01) 3.10 | 3.50 | S2HRIAlTZ. ot Peek) AUSTEN i A») a ae 
. 色 , 叶 柄 叶 有 版 为 此 狂 | 根 形 整 齐 , 皮 肉 均 为 装 | 美 。 

REE RR: 
1) ARB _E BUSSE PT Sa, BE ARE FANART es AS AAR A THT Ss 7,605 

斤 , 糖 用 种 为 3,500 斤 。 
2) 就 田间 观察 ,苏联 糖 用 甜 茶 经 移植 后 , 根 形 发 青 不 旺 , 蜂 根 多 ,产量 减低 ,不 宜 移 

植 。 某 用 甜 荣 则 反 是 , 当 移 植 后 ,发 育 健 旺 , 根 形 二 大 ,产量 提高 。 
3) 苏联 糖 用 甜 荣 个 体 较 小 ,每 个 平均 重 在 十 5 斤 左右 ,最 大 个 体重 可 达 2.5 GAR 

用 甜 荣 每 个 平均 重 2.5 斤 ,最 大 个 体 可 达 3.5 斤 。 
4) 人 某 用 种 红 甜 荣 只 可 作 渴 用 或 西 豆 鲜 食用 ,不 能 作 炒 食 。 荣 用 红 甜 菜 可 作 和 无 毒 疆 

色素 的 来 源 。 
5) 刻 用 天 荣 以 制 术 为 主要 用 泛 ,其 次 可 作假 猪 辣 料 。 因 含有 较 省 植物 齿 质 无 毒 

BAS HRA BSR. 
(4) (BUR aR PRR 
UR OTS Ne, Ae ERE Ese, Ay DEAL ALIA ELBE 3 个 品种 ， 

西藏 局 日 1 品种 , 共 4 品 种 。6 14 APE PATHE 1.5 R10 15 BR, BA 
罕 记 载 和 结果 简 述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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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 根 品种 观察 试验 个 体 性 状 镁 查 才 (7) 

人 人 ies 

AGHA SR ARES | 10.60) 12.40] 2.10) 4.70 | 118 | 贺 球 或 遍 球 形成 熟 后 | Aeks, AH) 4 月 9 日 播种 ,8 月 

RAR AE. | 味 , 过 熟 为 空心 。 |7 日 收获 。 
Ab AREA | 18.90| 21.90] 7.90 | 9.20 | 120 | 圆 球 或 忆 球 形成 熟 后 | Ake, AH) 6 月 14 日 播种 ,10 

RSI AH. | 味 , 过 熟 为 空心 。 [AISA HR. 

PAL DRA 20.90) 20.7 | 7.40 | 9.00 | 120 | KBE. Pisa &, AH) 由 西北 避 进 ,可 

tk, TAA, [se SREB. 

BABAR 8.70| 19.7 | 4.30 | 5.60 | 120 | #mAK.O¢.4 | AMks, AH) 自 马 日 引进 。 ” 

味 , 过 熟 为 空心 。 
西北 大 头 荣 | 12.0 | 10.6 | 1.60 | 2.10. | 120 | Ase we MK KRRER EB 

试验 结果 及 结论， 

1) 自 上 表 可 以 看 出 ,以 个 体 大 小 而 论 , 北 京 紫 头 药 闭 及 西北 圆 根 最 大 ,10 个 平均 重 
量 为 7.5 斤 , 最 大 个 体 可 达 9 斤 以 上 。 照 上 述 株 行距 , 每 雷 可 种 1,800 个 , 每 个 平均 以 
7.5 斤 计算 ,每 雷 可 收获 13,500 斤 。 忆 日 圆 根 可 达 10,000 斤 ,西北 大 头 菜 可 达 4000 斤 。 

2) 转 根 生长 期 较 短 ,有 100 日 邹 可 探 收 , 供 食 。 寿 播 者 宜 早 日 探 收 , 肉 普 质 佳 ; 如 探 
收 过 时 ,容易 空 忆 ,品质 变 劣 。 夏 播 者 可 待 至 降 霜 后 收获 。 

3) 贺 根 品质 大 体 与 臣下 相仿 ,但 肉质 较 尊 ,者 食 或 炖 食 口味 较 臣 卜 为 佳 。 
4) 上 述 四 种 圆 根 ,以 北京 紫 头 苞 鞭 的 品质 及 产量 为 佳 ,可 作为 径 游 栽培 的 品种 。 
5) 不 论 春 播 或 秋 播 圆 根 均 不 抽 苦 ,即便 不 熟悉 当地 气 侠 、 土 壤 情 况 , 亦 可 种 植 , 收 
成 较 稳 定 。 

2. EAR 
ARBRE BS RRS, BOORIM R, NER. ARBIAKE GE 

AMAR, PRAGA S SAWS AP: 
(1). FESS 38 Ba BAERS 
HG 5 SE BER PEE, FEAL BEDE BREDA A LL BIOL Ze. 4 FY BA SHE AT J IR 

51 BERG BR ZL BEE HY BL SP TB AD AB BAT J BS AU = BAS I 
PEPE MEU EEE, MILAN MEUIIg 2—4 I, FL LE AOR ESE AR, 然后 涂 以 草木 
DR HPO HE, — RAMEY, GIELOR ATRL R, 5 AG AER, 
fi RAR 120 斤 左 右 ， 两 明 以 后 开始 出 土 , 7 月 上 旬 开 花 ，7 月 上 旬 及 8 AE 
各 进行 中 耕 培 土 一 次 ,施肥 一 次 ;, 认 10 月 15 日 全 部 收 珠 。 现 将 观察 记载 结果 列 下 ; 



附录 九 “拉萨 农业 试验 声 1953 “AREA PR LE 351 

Boos PPR hate 

WEB SFE BA | OR | 每 实 平 | 推算 每 
品 种 名 均 产 量 | 亩 产量 考 

(月 /日 )|〈 月 /日 ) | 获 之 日 数 | 株 数 | CHT) | GBT) 

xKAW 8/25 7/9 60 74 1.23 | 2,460 | 1. HR PAH 2,500 at 

ERY 8/25 7/9 60 72 0.87 1,740 . 

ARERAA 8/25 7/9 60 68 0.90 1,800 | 2。 每 实 播 鞭 1 一 2 境 。 

BHA 8/25 7/9 60 15 2.53 4,460 

试验 结果 及 结论 : 

1) Sees 5 月 10 日 播种 后 28 日 出 土 , 播 后 须 径 雨 届 始 出 土 。 北 京 的 认 4 月 中 

旬 播 种 后 , 亦 需 逻 年 月 才能 出 土 。 以 此 看 来 ,拉萨 5 月 份 气候 大 体 相 当 认 北京 的 4 月 份 

UR. 

2) RUBE ER KS SESE AI, FELL BEE, IGSSELITE 4 月 下 名 

EMCEE A, WAS M EM, MH ER. 

(8) ARG W RTE ES BE EAR Bh AY 12 倍 ,和 白 皮 种 每 雷 可 产 4,160 

Feo PRWEB, SE I, SB TRAC EI, FLO 
ANEFSRHAEN, FAERIE SAIS BLO ARB, PEE AT 

6,000—10,000 Jr, AA SRH-3E, HU_E BFS SCHR 

4) 洋 荆 适 认 在 西藏 栽培 , 耐 崇 藏 ,为 冬季 主要 蔬 荣 ,站 上 且 可 代替 一 部 分 主食 。 但 关 

PERE EL ROSS, 今后 应 进行 栽培 方法 、 品 种 比较 及 丰产 等 方面 的 试验 ， 
YAS BRE BREA HHA MEMS SAE. 

(2): ASAE BERTHS 
Pi RAS, 今年 自 西北 引进 一 品种 , JIE AL 4 OO BRT, 6 

月 13 日 定植 , 7 月 19 日 摘心 去 顶 , 7 月 30 日 开始 收获 。 

由 播种 到 收获 共 厉 时 100—110 日 。 现 将 初步 结论 列 述 认 下 ， 

1) ABE HERA MERI Se ORR, WALES RE 
RE, MOHERARKTEH. 。 

2) 自 产 量 而 言 , 基 同 日 收获 (8 月 14 AE), ALS ETH PM 3,822 Ay, HEE 
BF 2,321.4 Ap, GALA SR EAS LFS 30%, 如 以 去 皮 后 鞋 肉 计算 , 则 高 出 
HL BE ESS 50 允 左右 。 

3) 以 品质 而 言 ,西北 葛 筹 非但 皮 薄 肉 厚 ,同时 鞋 短 而 粗 , 肉 租 质 脆 , 品 质 甚 佳 。 

4) BAAR 3 月 直至 6 月 均 可 播种 青 昔 , 当年 邹 可 收 得 匣 敌 ,冬季 兹 可 崇 藏 ,为 
一 大 众 化 的 蔬 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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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iBE RP ALA ERLE SAE RE. 

6) 功 敌 在 幼 昔 及 成 长 期 间 均 无 病虫害 发 生 , 抗 病虫害 能 力 较 一 般 蔬 荣 为 强 。 

3. MEARE 
Ap eR ANH AEE BEAR, EAT EE. EAL, SRR. AR. FEAR, SEBREEAR AE 

OE, WAP AS, SET RE SEBS 12 Fh AGS 12 PARA ERA FP 

(1) GEAR aA | , 
AEG ALIN ARAL WG ALE EVER 4 AR, DEBE EAR dR, 

面 观察 各 品种 的 性 状 ,及 对 当地 风土 适应 情况 ; 另 一 方面 繁殖 探 种 , 以 供 大 面积 种 植 之 

用 。 试 验 地 小 区 长 20 尺 , 寅 5 尺 ,每 小 区 种 8 行 , TH 6 寸 左右 ,条播 每 雷 播种 量 狗 
合 4 一 5 斤 , 认 4 月 9 日 播 认 田间 。 现 将 观察 千 果 列 下 : 

1) 菠菜 播种 后 欧 猎 1014 日 邹 可 出 土 , 惟 拉 莉 有 刺 种 小菜 播种 后 交 28 日 始 行 出 
土 , 可 能 与 种 子 成 熟 度 及 发 芽 势 有 关 。 

2) REG HR 40 一 50 日 左右 邹 可 开始 探 收 供 食 ，50 一 55 日 始 抽 苦 , PRBS 
时 期 只 有 10 一 15 日 左右 。 过 此 时 期 以 后 , 邹 陆 芒 发 现 抽 苦 。 AULA RA, 
HES, BRU, KAMAE 

3) ESRD) we ALAN A PE, HR, 色 人 鲜美 , BEAD AIOY EE, 
同时 抽 若 一 般 较 有 刺 种 晚 , 供 食 期 较 长 ,可 提倡 种 植 。 

4) 由 开花 到 种 将 成 熟 ,各 品种 虽 不 完全 一 致 , 大 狗 须 经 50 一 70 HAA. ES, 
种 子 轰 受精 作用 后 , 至 少 须 经 过 南 月 左右 始 可 成 熟 。 同时 种 子 由 开始 成 喜 到 收获 完 旦 
也 要 历时 十 月 , 均 较 内 地 所 须 时 间 为 长 。 

5) 单 株 种 子平 均 探 种 量 ， 以 北京 扰 赣 小菜 最高 , 每 标 可 达 96.8 es RAH BAL 
Bae AS) A; WG Ae AN Be HE aA ATE APR 5 RAHA , 
VE SS Aa ed BBY SST AG WAL SE) BEA) PBR, HEY AB 45 RE BRIE 

6) LAG PRET FS 5 HL BEA WE Pl Fb TT PY PR 103.7 ZN FF 5 BEAL AH Ah 

刺 种 , 均 在 90 公斤 以 上 ; 与 内 地 单位 面积 种 探 种 量 大 致 相似 。 
7) 落 荣 春秋 季 均 可 播种 ,拉萨 地 区 春播 可 欠 3 月 中 .下 句 开始 , 秋 播 可 然 了 月 中 和 
直播 到 8 月 上 名, 当年 均 可 收获 , 落 可 供 冬 季 赃 藏 用 。9 月 以 后 播种 者 当年 生长 过 小 ， 
不 能 供 食 ,可 供 来 年 早春 食用 。 

8) 关 截 蒲 荣 播种 时 期 、 产 量 、 上 藏 方法 等 问题 ,从 有 待 基 秋 夭 试验 研究 。 
(2) 小 白菜 、 球 儿 荣 、 葛 杆 荣 及 雪 里 红 观 察 试 验 。 
4 月 9 日 播种 白菜 8 品种 , 球 儿 荣 , 葛 杆 匠 及 雪 里 红 各 工 品 种 。 条 播 ,行距 二 25 尺 ， 

行 长 20 尺 , 每 品种 各 种 一 小 区 。 现 将 观察 部 分 简单 结果 列 表 如 下 ; 

SE re 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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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白茶 等 发 芽 抽 营 日 期 及 各 种 情况 调查 记载 卖 

ee 册 齐 日 期 抽 营 日 期 开花 日 期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大 青 口 白 某 | 4/14 | 5/5 6/21 | RCH xe mba, | 供 食 部 分 为 同 叶 糙 球 品种 
wae | 4/14 | 5/5 6/21 | WRI See mt Ate, | GAARA eR a 
西北 包 心 白茶 | 4/14 | 5/5 6/29 | REMMI, Ket, 叶 A] 供 食 部 苍 为 缴 叶 , 原 为 糙 

种 a AM + 8% 及 RB B 备 考 

Eo 球 品 种 。 

FARA 4/14 | 5/5 6/29 | SARE. PEA ERA 7 bet » UR 79 5 

球 品 种 。 
香河 白 小 白 荣 | 4/14 | 5/5 6/30 | Al Ee, SAS. | 供 食 部 分 为 嫩 叶 ， 原 为 精 

球 品 种 。 
6/29 | mA RE, SMALE. 

6/29 | FAA ERR.) PAM Abt RR. 
6/18 | Py aKet Hr aii) eb A He] 供 食 部 为 嫩 叶 。 

TRE. 

青 麻 叶 白 荣 | 4/15 | 5/5 
fA AR 4/14 |- 5/5 
“WAZ | 4/14 | 5/5 

wR 4/14 | 5/5 6/18 | 叶柄 发 达 而 是 , 叶 多 直立 生 | 供 食 部 为 叶柄 。 
aes 52, mbH COMMIT 

emm | 4/15 | 5/5 6/11 | mt. APRS Wines] eee Io Ment eT 
EEE 后 亦 可 供 食 。 

试验 结果 及 结论: 

1) 上 烈 10 种 蔬 茶 均 属 讼 十 字 花 科 叶 荣 类 蔬 荣 ,大 青 口 等 6 种 白菜 原 系 结 球 种 , 凡 

ARM ARAM DAA, EGA ALAR RR, BAT 

FRE HG GES EASE, Se BE HR, PPAR EDR A 

2) EBA BBE ME Aha WRN ERS ESE, SAARI, HBR GSO— 
60 日 为 主要 供 食 期 间 ,60 日 以 后 序 陆续 抽 苦 ,品质 变 劣 。 

3) 今年 4 月 24 日 气候 突然 转 塞 , 降 霜 其 厚 , 最 低温 度 降 至 一 4"C ,小 白 某 及 春 划 下 

等 彼 冻 死 大 部 分 。 播种 时 复 土 较 深 者 ,第 二 次 发 芽 出 土 从 未 发 生 缺 苗 现 象 。 自 此 次 霜 

害 中 , 发 现 满 水 地 受 冻 害 轻 ,未 灌水 地 表 士 干燥 者 受害 较 重 。 故 早春 灌水 实 有 防御 和 诚 

轻 霜 害 的 效果 。 

£) DARA ARE, HTM, 不 宜 大 面积 种 植 ,可 与 春 慕 卜 相 同 , 实 行 分 期 播 

种 。 随 种 随 收 ,也 可 避 驶 生产 过 剩 发 生 抽 苔 的 损失 。 

(3) 芹菜 

自 西北 引进 空 杆 及 实 杆 芹 荣 雨 品种 , 於 和 月 9 日 播种 至 昔 , 几 历时 一 月 , RO 月 7 

日 始 出 土 ,7 18 日 定植 於 田间 。 小 区 长 20 尺 , 寅 5 尺 , 每 畦 栽植 4 行 , 於 9 月 下 旬 开 

BAR, HE ERT] We 80 一 100 Fr (连带 出 土 根部 ), 估计 每 直 地 可 收 所 000 一 6,000 Fr, 
10 月 24 日 将 露地 芹菜 全 部 假 植 认 草皮 床 内 ,以 供 冬季 食用 。 现 可 得 下 列 千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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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ERSE PPE AE ET, Bh ERR, Bowne TSE, 4 
FH FY 5,000—6,000 Jr, IAT RRIZ OMI. 

2) FEAS A — PEAR, SERA, Ph TG BUF ARE Se SEE. 
3) 芹菜 性 耐寒 ,在 露地 生长 ,直至 10 APPAR EE. 10 Ab) A BK 

床 中 ,夜间 用 茹 能 复 盖 ,一 直 可 供应 到 年 底 , 青 粮 芳香 ,其 质 不 变 。 
(4) see | 
今年 自 苏联 引进 千 球 荃 某 1 品种, Ph 4 月 9 日 播种 青苗 , 6 13 日 移植 , 行距 工 5 

尺 , 株 距 1 尺 ,7 月 21 日 开始 收获 。 可 得 如 下 和 结论 : 
1) 由 移植 到 千 球 葛 需 35 一 40 日 ,由 播 利 到 收获 锡 需 90—100 日 ,为 生长 较 快 、 供 食 

较 早 的 一 种 蔬菜 。 
2) 此 荣 於 春秋 雨季 播种 , 秋 播 可 讼 7 月 初 播种 青苗 , 10 月 上 、 中 旬 即 可 收获 。 
3) KAUR LE BERLE, 冬季 收获 者 可 崇 藏 备 严 冬 食 用 , 青 饼 可 

口 , 助 消化 , 止 唉 喘 。 
(5) KA PEAR BAER 
Fy AL EAR PER AEA 1 VB, IU SIERRAS 1 Be 4 AO 日 播种 青 

划 。 行 长 20 尺 ,行距 8 寸 ,条 播 , 10 月 23 FA EAB RAS, BRR 
舍 未 结束 ,明年 再 进行 试验 总 结 。 现 仅 将 发 芽 及 假 植 日 期 等 列表 世 下 : 

KB AERA BF Be SMe BAS 

开始 发 | MF El eA BL Bh) HLH 
品 种 名 称 | FAD 皮 床 日 期 ”移植 时 生长 情况 各 考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YB KA 4/21 | 4/28 | 7/21 | 10/23 | eK | Lea a 
POAC IRR 4/21 | 4/28 | 7/21 | 10/23 | Aaekin hp a th 以 明 春 再 定植 田间 
西北 洋 殴 4/28 | 5/9 | 7/21 | 10/23 | 营 头 如 素 大 价 未 形成 鳞 球 | 乌 明 春 再 定 炸 田间 
HG EL TERE 4/28 | 5/7 | 7/20 | 10/23 | ASW TATE MLMMER | 以 明 春 再 定 祯 田间 
西北 韭 荣 5/7 | 5/18 | 7/25 | — | ARS m ARICA ARI MeMEER | 以 明 春 再 定植 田间 

(6) fii. BI RSER (LRG) 

X= MRR RAGA UR, HA RSRER SD AKI, 用 途 不 大 , = AR 

Fed hs 50 Se Lal FE PAE ARS 

开始 发 | 出 土 抽 营 日 期 | 开花 日 期 种 子 成 | 由 开花 到 
Bi Et 芽 日 期 | 齐 日 和 日 期 | 种 子 成 熟 考 

(月 /日 ) Cie) (8/8 )|CH/8)|C 

41 ae TA 75 6/17 | 8/7 1. #hF RFK BWR APO Bs 

ese i 6/26 | 7/15 | 10/11 85 | 2. 茄 香 种 子 成 熟 极 少 ,大 部 未 成 熟 。 
7/15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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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由 西北 引进 。 小 区 长 20 尺 , 寅 5 尺 , 茄 香 、 疝 蒿 每 小 区 播种 6 行 , THM ST. CR 

每 小 区 种 8 行 , 行距 6 寸 , 认 4 月 9 日 播种 。 现 将 观察 记载 初步 千 果 列 表 ( 见 上 页 )。 

试验 结果 及 和 结论 : EN 

1) 上 述 三 种 蔬 某 均 非 主要 蔬 荣 , 以 调味 用 为 主 。 

2) 上 述 三 种 蔬 药 如 管理 过 到 , 当年 均 可 收 得 成 熟 的 种 子 , 特 别 是 凋 蕊 植株 高 大 , 花 

BB, PUR RA We 

8) 茄 香 种 子 除 供 香料 用 外 ,从 可 作为 更 用 。 SRE RS tind, 可 适当 

探 种 以 供需 用 。 

和. 果 荣 类 

茄 果 及 瓜 果 类 蔬 某 , Wi LU, RARE ZR ROE (Aw) 两 种 

BPs ; ’ 

1) Bee AR eR 

DL BET ZB RA hr Riv PE, ARE, RE, 不 宜 作 荣 用 。 今 年 自 北 

Ih. ARAL SIZE ABi. 5 品种 , HS 4 AO 日 播种 ,小 区 长 20 尺 , 寅 5 尺 , 因 品种 类 型 及 

哆 豆 品 种 观察 试验 发 芽 、 开 花 及 种 子 成 熟 日 期 炉 计 表 (1) 

FE 最 早 开 [MARE TF RE att PRK FRE BME ES eh BR 
品 种 名称 | FAR 花 日 期 峻 收 日 期 | 收 日 期 | 熟 日 期 | 获 嫩 蒋 之 | 子 Eig lan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CHa) (月 /日 ) 上 日 数 | 需 日 Hk 

46 BP. 4/21 4/25 6/2 6/27 7/8 8/5 25 63 115 

沈阳 早生 白 粒 豌豆 4/21 | 4/25 | 6/1 6/27 | 7/8 8/5 25 64 116 

Ra PG. 4/21 | 4/25 | 5/27 | 6/30 | 7/5 7/31 27 62 114 
FEA TAD. ‘| 4/21 4/25 | 5/30 | 6/30 7/10 | 8/4 30 64 116 

RELA T 4/21 | 4/25 | 5/30 | 6/30 | 7/10 | 8/3 30 63 115 

1 Se A. 4/21 | 4/25 | 7/1 一 - 一 一 一 一 于 

PET ti PPAF ae Pry Bt at (2) 

种 植 | 产 量 | 小 区 平均 调 产 量 | 收获 干 粒 中 Nene Oe 区 全 全 = 
WEB | CIT) | 量 (公斤 )| 公斤) 的 倍 数 

北京 白 粕 驴 豆 4 4.40 | 1.10 66.0 6.0 们 左右 

(132 Tir) 
沈阳 早生 白 粒 总 豆 2 1.25 | 0.63 37.8 3.2 EA 

(75 市 斤 ) 
阿拉 斯 加 殉 豆 14 12.00 | 1.09 60.0 5.0 倍 左 右 | 内 有 两 小 区 , 探 收 嫩 菊 , 以 12 小 区 

(120 市 斤 ) 计算 。 
$35 Az KKH AT. 14 12.60 | 1.05 63.0 3.3 倍 左右 | PAP)  PRBGRE, VL 12 小 区 

(126.0 fir) ate. 
KATAG. 14 42°70 |}. 1.05 63.0 4.4 倍 左 在 | PAR DX PRB RE, DL 12 小 区 

(126.0 市 斤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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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粒 大 小 不 同 , 分 为 二 2 一 1.6 尺 的 行距 ,每 小 区 种 植 3 一 4 FF, 播种 量 圆 粒 种 较 消 , 仇 粒 
种 较 多 ,大 抵 由 22 一 38 斤 。 现 将 田间 记载 及 试验 结果 列表 如 下 。 

据 以 上 和 结果 ,可 得 如 下 和 结论: 

1) 豌豆 每 亩 播种 量 , 普通 圆 粒 种 大 致 在 22 一 24 Jr; 绒 粒 种 在 30 一 836 斤 左右 。 如 
种 子 陈旧 或 因 虫 害 有 碎 破 者 ,播种 量 应 酌 耶 增加 。 

2) 早熟 荣 用 跪 豆 , 如 以 探 食 嫩 蒋 为 目的 时 ,4 一 6 月 份 内 均 可 播种 ,播种 后 锡 绝 10 一 
1 日 邹 可 全 部 出 土 ,75 一 80 日 即 可 探 收 嫩 英 ,100 一 110 AARP HL. TREK, 
JAE ROSIN BES, 收获 嫩 贡 及 干 粒 时 间 较 退 。 拉 际 黑 玉 豆 轼 阿拉斯加 等 早熟 品种 

晚熟 至 少 在 一 个 中 月 以 上 。 

3) 就 各 品种 之 品质 而 言 ,以 矮 生 大 粒 及 菜 氏 跪 豆 最 佳 , 鞠 厚 粒 大 , RAR, Hk 

HB, APA ESE, bins (A KIA EE. 阿拉 斯 加 品质 亦 佳 , 为 制造 包头 

ARR, HAUL RES BY. EBT. UPR, PAR, DRE 

用 为 主 。 

4) 以 干 粒 种 子 产量 而 言 ,5 品种 中 以 北京 白 粒 最 高 ,每 亩 产量 为 66.0 公 斤 ; 次 为 菜 ， 

氏 、 矮 生 大 粒 及 阿拉 斯 加 ,每 亩 产量 均 在 60 公 斤 以 上 ; 演 阳 早生 每 亩 只 产 37.8 公 斤 。 如 
以 播种 量 的 倍数 而 言 , 仍 以 北京 白 粒 跪 豆 最 高 ,可 收 到 种 子 的 6 倍 ;阿拉 斯 加 5 Es HEE 
Die. 4.4 倍 ; EA RV PAE 3.3 倍 , 平 均 较 北京 产量 低 20 多 左右 。 TEE 
种 植 如 土 层 过 薄 , 天 旱 多 干 死 而 无 收获 , 故 产 量 无 从 统计 。 

5) 自 北京 引进 的 几 种 酵 豆 ,种 子 内 均 寄 生 有 耽 豆 象 ,其 中 尤 以 阿拉 斯 加 为 甚 ,但 仿 
年 跤 豆 成 熟 时 未 发 生 此 种 虫害 , SEs RA ESE JR Tk, SE 
豆 的 有 利 条 件 。 

(2) 菜豆 品种 观察 试验 
某 豆 双 叫 四 季 豆 , 过 去 在 拉 蔷 可 能 未 种 植 过 ,今年 自 西北 及 北京 引进 5 品种 进行 观 

| 察 南 验 。 小 区 长 24 尺 , 寅 5 尺 ,每 小 区 种 植 4 行 除 北京 矮 生 法 兰 豆 实 距 为 12 尺 ,每 小 
区 种 植 80 实 外 , 其 余 草 性 山西 白 等 5 品种 均 系 荆 5 RAAT, 每 小 区 播种 64 实 ， 每 实 

荣 豆 品种 观察 试验 嫩 欧 性 状 探 收 日 期 等 钴 查 卖 

seas i 嫩 茨 个体 调 查 THR i BE a 性 eae 

GOODE)! Ge |aeee | OO Meare ltsen| 2 形 及 颜 色 | 收 日 其 
北京 法 苦 豆 15.9 | 1.1 | 8.23 |5 一 6 粒 | 535 3 1 一 2 | 乡 色 棍棒 状 , 略 恋 。 7/23 

祝 色 白 嘴 地 龙 刀 豆 | 12.6 | 1.3 | 7.5 | 3 一 5 粒 | 552 3 1 一 2 | 乡 色 ,长 扇形, 茨 平 直 无 变 曲 。| 7/23 

SPE A 10.1 | 1.1] 6.4 |4 一 6 粒 | 567 4 1 一 2 | RH, REMMI. 8/26 
5 Dose 11.1] 1.1] 6.7|4—7%#) | 516 4 1 一 2 | A, RA HE. | «8/26 

白 子 刀 豆 17.0 | 1.5 | 12.2 |4 一 6 粒 | 969 5 1 一 2 | 同上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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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点 播种 子 3 一 5 粒 , 5 月 8 日 播种 , 7 月 23 PSR, BPR IER: 
试验 结果 及 和 结论: 

1) 荣 豆 本 喜 较 温暖 的 气候 。 据 今年 生长 结 英 情 形 , 荣 豆 傈 能 在 拉萨 地 区 生长 , 在 
露地 播种 完全 可 以 千 贡 , 冰 可 收 得 成 熟 种 子 。 

.2) 以 革 豆 各 品种 成 熟 时 期 而 车 ,北京 法 天 豆 及 褐色 白 嘴 地 龙 刀 豆 , 均 於 7 月 23 日 
序 可 探 收 供 食 ; 草 性 山西 白 等 三 品种 成 熟 较 晚 ,到 8 月 26 日 始 行 收效。 大 体言 之 ,一 般 
EARTH, PE PDR OR A 70 一 75 日 , 草 性 晚熟 种 须 100—105 日 。 

8) 荣 豆 由 7 月 下 旬 开 始 探 收 , 陆 纺 开花 千 英 , 一 直 可 供 葵 到 9 月 中 .下 句 , 供应 期 
SAM AZA, | ; 

4) FFT FERIA URL, ETC, BORAR HET. 然 根 据 
收获 嫩 贡 统计 ,每 小 区 可 收 5/6 斤 , 每 亩 至 少 在 300 FUE, AS HEESEOMILES PRIEEE, 
故人 符 有 提倡 种 植 的 必要 。 

5) 菜豆 在 玻璃 草皮 床 内 ， 傈 可 秋 播 , 7 月 23 日 播种 至 萌 的 北京 法 兰 豆 , 8 月 上 和 旬 
定植 , 10 月 初 序 探 收 嫩 莱 供 食 , 一 直 可 以 供应 到 11 月 初 。 荣 豆 亦 为 冬季 促成 栽培 蔬菜 
的 一 种 。 

6) 就 营养 价值 而 论 , 荣 豆 为 一 种 重要 蔬 某 。 关 芯 播 种 期 、 株 行距 、 栽 培 方 法 及 产量 
等 ,从 有 待 於 来 年 龙 续 试验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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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和 森林 苗 围 繁殖 部 分 

(一 ) 繁 殖 的 种 类 和 种 子 的 来 源 
本 年 在 拉 蔷 安 业 试验 场 繁殖 森林 苗木 ,有 中 槐 、 洋 槐 、 侧 柏 、 梓 树 \ 苦 杯 、 宁 确 \ 梧 桐 、 

臭 椿 、 女 真 、 漆 树 、 晓 良 木 . 刺 柏 等 12 树种 , 均 用 种 子 繁殖 。 种 子 由 西北 运 来 , 妖 罗 地 址 
不 明 。 用 插 条 繁殖 的 , 仅 柳树 一 种 , 插 条 是 在 拉 蔷 当地 购置 的 。 

(二 ) 种 植 日 期 及 播种 方法 ， 

森林 划 树 种 植 的 时 间 共 分 三 个 时 期 : 
1. 柳树 是 用 拭 插 方法 繁殖 的 ,将 健 至 的 一 年 生 枝条 剪 成 长 狗 18 厘米 左右 的 小 

段 ,每 小 段 上 均 有 3 一 5 个 健全 芽 子 ,然后 将 此 小 枝 作 45。 角度 插入 整 好 的 畦 中 ,株距 4 
十 ,行距 5 寸 。 插入 地 内 的 一 端 是 斜面 与 土壤 接 佑 面 较 大 , 可 以 多 吸收 水 分 及 多 生 新 
根 。 露 藕 外 面 的 一 端 是 平面 ,目的 是 在 减少 蒸发 。 插 入 土 内 的 深度 网 2/3, FISHY 
3 月 5 一 15 日 , 共 拭 插 10 日 。 

2. 洋 槐 是 用 条 播 法 ,行距 工 尺 。 ACUI ARS, 故 密植 。 种 植 时 间 是 3 
月 26 日 , 复 土 厚度 狗 工 厘米 左右 。 

3. 中 槐 、 侧 柏 、 梓 树 、 臭 椿 等 LL 种 树木 , 播种 方法 及 株 行距 均 与 洋 槐 同 。 复 土 厚 
度 大 粒 种 子 狗 2 厘米 ,种 子 较 小 的 狗 工 厘米 。 播 种 时 间 , 均 为 5 月 13、14 A 

以 上 三 个 播种 日 期 虽 有 先后 区 别 , 但 由 於 各 种 树木 的 耐 塞 力 不 同 , 且 土 地 肥力 有 
械 , 因 未 作 播 种 期 的 试验 ,目前 人 难得 出 那 一 时 期 种 植 最 为 适宜 的 千 论 。 但 根据 拉 阵 地 . 
区 的 欧 霜 期 来 说 , 洋 槐 播种 时 期 似 早 一 些 ,以 柳树 耐寒 力 较 强 ,不 怕 霜 冻 , SEEPS 
称 适合 。 

(三 ) 各 种 树木 种 植 的 面积 及 成 活 的 数目 

1. 今年 择 插 的 柳条 长 的 很 好 ,成 活 李 也 很 高 。 共 托 插 柳 条 锡 20,000 PR, (HHH 1 
亩 4 分 ,其 成 活 李 达 18,000 株 , 估 计 其 成 活 李 在 90% 以 FE。 

2. 洋 槐 播种 锡 3 亩 2 分 , 因 地 力 不 均 , 灌水 不 匀 , 出 昔 不 够 整齐 , 加 以 发 生 虫 害 ， 
EMD BL He, 但 幼苗 刚 一 出 士 郎 得 虫害 , Oe KE, 故 至 冬 初 做 防 塞 假 植 时 , 仅 余 
8,200 Fk, 

3. 中 槐 播种 面积 狗 5 分 ,由 共 该 地 土 层 太 薄 ,出 苗 很 稀 , 假 植 时 仅 有 4000 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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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侧 柏 播种 面积 移 工 亩 2 分 ,可 能 因 种 子 陈旧 , DUAR, BoD AE 
步 , 且 生 长 属 弱 , 假 植 时 仅 1,000 PR, 

5. 臭 椿 播种 面积 攀 2 分 左右 ,出 土 幼苗 株数 120 BR, 
6. 苦 标 、 播 种 和 分 ,出 土 幼苗 57 BE, 
7. 梓 树 播种 面积 2 分 宁 , 出 土 株数 仅 15 BR, 
8. SPEER 5 Op, ERENT A cL, MS. LEERY 工 _3 分 ,可 能 因为 种 子 

过 度 陈旧 ,全 部 未 发 芽 。 
(四 ) 生 长 情形 及 病虫害 现象 
拭 插 的 柳条 ,一 般 避 求 整齐 健壮 , 扰 虫 韦 , 亦 无 病害 。 但 部 分 幼苗 由 蕉 地势 低 罕 , 当 

今年 雨季 时 水 位 提高 ,全 部 植株 被 水 尖 没 , 整 雨 画 夜 , 部 分 浸 於 水 中 达 雨 旬 余 。 幼苗 虽 
ARC AAAS BI, AMZ AL, | 
洋 槐 生长 良好 , 自 出 苗 至 冬 初 防寒 假 植 期 间 ， 从 未 发 现 病害 。 NEM ENS, 
虫 雷 很 严重 。 当 幼苗 出 土 达 1L 寸 左右 时 , 常 在 夜间 秆 虫 像 吃 , 言 受 虫 害 的 幼苗 狗 估 1/6。 
至 於 工 寸 以 上 的 幼苗 , 因 枝 叶 健 壮 , 且 生 小 刺 ,虫害 很 少 。 

EHH BANE BOG 3 种 : (1) 黑色 硬 壳 长 网 工 2 1.5 厘米 的 一 种 小 象 鼻 虫 ， 
为 害 最 严重 , 画 伏 夜 出 ,主要 在 夜间 为 害 ; (2) 缘 色 , 大 小 形状 与 黑 虫 同 , 常 在 白天 活动 为 
害 , 夜 间 很 少 出 见 ; (3) 红 色 硬 壳 有 黑 班 ,身体 很 大 ,长 多 84 厘米 ,动作 迟 绥 ,是 常 在 白 
KD. — WHER, 以 上 三 种 虫 嘎 , 均 是 成 虫 为 害 。 对 这 些 虫害 的 处 理 , 一 方面 在 夜 
间 用 手 捉 ,主要 的 是 喷射 可 湿性 的 666, 效果 甚 著 。 

中 槐 生长 速度 比 洋 槐 慢 , 一 方面 是 因为 中 槐 生长 速度 本 来 就 比较 稻 慢 ; 另 方面 也 可 
能 受 土壤 的 影响 , 因 中 槐 昔 轩 地 土 层 很 薄 , 一 般 的 仅 有 3 一 6 寸 。 惟 中 槐 无 病虫害 发 生 。 

便 柏 和 梓 树 出 土 很 少 , 主要 原因 可 能 是 种 子 过 蕉 陈旧 , 同时 土 层 太 薄 ,土壤 水 分 不 
足 ,生长 速度 很 慢 。 
.车 标 、 臭 椿 出 土 也 较 差 ,但 生长 情形 侍 好 。 
Sh SOE. BRAS Ac LSS 8 种 树木 , 可 能 是 种 子 过 基 陈 旧 , 加 以 地 力 太 差 ， 

公 部 未 出 土 。 
(五 ) 各 种 树木 生长 速度 及 其 特征 
森林 苗 围 生长 速记 的 调查 记载 , 蕉 7 月 份 开始 , 每 月 刀 载 1 ke, 至 10 月 上 名 为 止 。 

花 将 各 月 记载 千 果 列表 ( 见 下 页 )。 
六 ) 管 理 方 法 

森林 昔 转 的 管理 方法 , 由 鼠 我 们 对 各 种 树木 生长 如 性 不 能 了 解 ,加 之 对 高 原 上 的 气 ， 
候 、 土 壤 也 很 生 朴 ,因此 ,一 切 都 是 在 摸索 中 ,难免 有 许多 不 恰当 及 管理 不 过 的 地 方 。 所 



7 +. Th os ee x 

和 
3 

特 点 

360 aw HE BBR HR 

CATES a we (nok) | mat HD | m i 8) aye 

7/3 130 0.5 10 个 左右 Feit ih, AAR IR, ARTA 

8/3 200 1.0 13 个 以 上 猎 水 流 次 两 日 ,浸泡 水 中 两 名 。 

9/3 266 ) 15 FUE ALR PRS, (EE. 

10/8 300 1.5 20 FUE Fae Ot 2,19 ABR » i FE 5G, 

CERES iy AE ee BE A BASE 

名 称 | Gy) | 高度 (厘米 ) | weAEC MLE | FH | a 

¥ 7/3 2 es 0.3 8 Az ie he » HEISE © 

8/3 34 0.5 9 ALE RGF EKER AE Ble 

9/3 50 0.7 il AKG, Ant FF BAER. 

Bh 10/8 57 0.8 12 nt FARRER, SET Hh EM 

中 7/3 16 0.15 8 ARS, Het Biv), 18 RE. 

8/3 23 0.2 10 Ae HR RE} 

36 0.3 12 SFE REIS, , EMEA © 

Bi 53 0.4 12 HEIN WHA BE 

ar Te REE ea AS t 

8 a | 日 期 (月 /日 ) | 高 HE Ok) | 横 E UEK) 生 ee 

 % 8/3 6 0.14 AB RE, EL, HERG, BRAY 

9/3 ee 0.2 ize. me 
if 10/8 9 0.3 

= _ 8/3 6 0.1 MB RK, EAR IR, RRS, (RE 

9/3 9 0.23 Ke 

tk 10/8 10 0.3 

fal 8/3 1.5 0.1 hE, ARAN Sh Hi BE BR 

9/3 2.9 0.13 Ay, RAM, HEETFS 7A» Fa 9 te 

柏 10/8 3.8 0.15 

i” 8/3 0.8 0.1 HARM AAA, 且 不 耐寒 ， 见 霜 后 枝 

9/3 2.0 0.14 叶 枯 蓉 。 
it 10/8 3.0 0.2 

VARS Fe BACH AL Se EE» 大 都 受到 了 不 同 程度 的 影响 。 BE ASA Bl AAS BD EE a SL 

述 如 次 : 

1. 洋 槐 苗 转 地 在 种 植 以 前 便 灌 大 水 一 次 , EAE ME, pS NIA eR ARB, 

地 形 双 不 整齐 , 所 以 所 做 的 畦 子 大 小 .长 短 顺 不 一 致 。 种 植 后 至 防寒 假 植 前 , 共 灌 水 8 

次 ,中 赫 除草 9 次 。 当 昔 高 达 2 TAGGIN, WILK, 施 追 肥 工 次 。 虫害 最 其 时 ,喷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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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 HK HAE 1 次。 直至 10 月 28 日 始 将 幼苗 挖 起, 假 植 在 准 床 中 , 业 在 露地 中 剩 

留 一 了 畦 ,分 别 用 马 辩 、 土 培 效 及 不 处 理 三 种 方法 ,以 灌 察 其 越冬 的 情形 。 
2. 中 槐 、 侧 柏 、 臭 椿 等 1 种 树木 ,播种 后 共 灌 水 6 Je REREAD He, 施 追肥 工 次 ， 

#10 月 27 日 假 植 基 草皮 床 内 越冬 ,中 槐 亦 在 地 内 留 一 畦 , 观 其 越冬 情形 。 处 理 的 办 法 
与 洋 槐 同 。 

3. MUTE, HG VEIT EL, 共 中 耕 除草 4 次 , 整枝 3 次 ,灌水 1 
鼠 。 由 大 柳 苗 的 一 般 生长 健壮 ,耐寒 力 强 ,露地 越冬 不 成 问题 , 故 未 做 防寒 处 理 。 

(七 ) 一 些 径 验 教训 
种 子 陈旧 。 很 多 树木 的 种 子 大 部 失去 发 芽 能 力 , 因此 出 土 不 均 , 刺 柏 、 宁 巷 、 课 

太 木 .女真 、 洪 树 等 浪费 了 不 少 人 力 、 地 力 。 今 后 在 播种 前 宜 先 作 种 子 发 荐 试验 ,以 作为 
播种 密度 及 是 否 值得 播种 的 依据 。 

2. 土 层 过 薄 。 中 槐 等 11 种 树木 均 播 种 在 不 到 6 寸 厚 的 土地 上 , 有 的 土壤 不 到 3 
sb, SEERA SBI, 

3. REF RMR, ROR ERED, 工作 粗 枝 大 叶 , 故 使 部 分 畦 子 高 低 不 平 ， 
在 灌溉 时 往往 发 生 高 处 无 水 、 低 处 过 多 的 现象 , 因此 高 处 的 苗子 往往 得 不 到 充足 的 水 
分 ,长 得 很 坏 。 
4A 播种 时 间 不 及 时 。 因为 不 了 解 此 地 的 气候 情况 , 有 些 树木 播种 较 早 ,如 洋 槐 庆 
3 月 26 日 播种 ,而 本 年 拉 了 地 区 的 移 霜 期 是 在 5 月 13 日 , 因此 幼苗 出 土 后 , 或 多 或 少 
受到 了 冻害 。 

5. 施肥 过 晚 。 场 内 因 运 输 困难 ,肥料 问题 不 能 及 时 解决 , 芯 9 AMA HIE, 
因 气 温 日 降 , 生长 作用 渐 训 ,肥料 没有 起 到 大 的 作用 。 

6. 中 检 用 处 甚 多 ,木材 良好 ,你 适合 在 拉萨 地 区 生长 ,应 提倡 种 植 。 今年 春季 在 检 
树种 子 成 熟 期 间 , 全 计划 收集 ,准备 播种 ,但 以 重视 不 够 , 抓 的 不 紧 , 故 未 能 探 到 种 子 。 

7. MRL, 很 多 事项 没有 及 时 讲 查 记载 , 又 播种 择 插 时 也 没有 种 植 计 
KBE, 

8. PURSUE eR SU RE BR, Sa RR BT HK 
9. ORUTISEDG, DIA SE TEAR BM, ee RK 

=. AP Ea SS 

—. 自行 播种 繁殖 的 果苗 

1. 繁殖 种 类 

ARSE SATE AR BP ARS, Sg BB. WLR. FESR. BR. A. ER TES, 其 中 除 胡 桃 、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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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 、 沙 否 系 由 本 场 直接 播种 繁殖 外 , 其 余 均 系 由 印度 引进 的 苗木 。 芍 将 各 种 果树 种 植 方 

法 、 管 理 情况 略 述 放 砍 : 

胡桃 : (1) 播种 日 期 及 播种 方法 

1) 播种 日 期 1953 年 3 月 31 日 。 

2) Hea: MAST ADH SPEAR, HD, SOR, RK 

2R.— eM ,— ety, 共 4 -5 层 。 层 积 时 间 狗 2 个 月 后 至 3 月 下 旬 , 层 积 的 种 

子 裂 开 发 新, 从 坑 里 取出 播种 於 露地 苗 转 中 , 均 用 条 播 ,株距 5 寸 , 行 距 工 尺 。 

3) 移植 ” 因 胡 桃 出 土 不 齐 , 每 畦 缺 株 很 多 。 为 便 评 管理 起 见 , 6 月 9 日 移植 并 畦 

一 灵 。 移 植 前 宜 灌水 , 少 伤 根部 ,然后 将 幼苗 栽植 认 气 好 的 实 中 ,株距 工 尺 ,行距 工 尺 5 

寸 , 共 栽 植 二 500 株 。 

(2) 出 土 后 生长 情况 ” 因 种 子 陈 旧 , 所 以 发 芽 率 较 低 。 同 时 幼苗 出 土 很 不 整齐 , 共 

SALE, 直 延 续 雨 2 个 月 之 久 , 7 ALAA MERE, BIS 

出 土 早 者 。 友 霜 害 冻 死 后 ,又 从 根部 萌发 的 新 人 芽 且 生长 速度 较 慢 , TARR BRIA, 枝叶 较 

BET. ZF T—1O 月 份 调 查 记 载 生长 速度 列表 如 下 : 

《共和 | BRECK) | BLONDE) 生 号 特 征 

7/3 10 0.5 BAMA AEE TER. 

8/3 13.5 0.53 A] ARE BF aR RS IS ,喷射 六 六 天 后 稍 见 功效 。 

9/3 17 0.57 AA AB YS, 虫害 较 多 , 叶 受 害 重 者 甚至 枯死 。 

10/8 18 0.7 本 月 叶子 狠 大 部 分 转变 为 淡 黄 色 生 长 渐 停 。 

(3) 虫害 为 害 情 形 及 防治 沟 过 

1) 害虫 种 类 及 为 害 情 况 
胡桃 自 8 月 份 起 便 发 生 虫 害 ,部 分 叶子 在 夜间 被 虫 像 食 。 此 虫 白 天 多 藏 在 土 中 , 主 

要 在 夜间 活动 为 害 , 使 人 不 易 看 见 。 该 虫 的 形状 为 一 种 小 黑 壳 虫 , 体 长 狗 二 2 厘米 ,为 小 
象 鼻 虫 的 一 种 ,至 9 Ab Ay MS, HATHA IIE, 为 害 很 严重 。 重 者 死 
去 , 轻 者 叶 部 多 呈现 淡 黄色 。 9 月 下 旬 又 发 生 一 种 壤 虫 (Obl), 为 嘎 更 烈 , 受 
害 植 株 叶子 大 部 分 不 正常 ,有 的 幼苗 根 秆 咬 伤 一 牢 , 惟 未 死去 , 但 生长 很 有 能。 有 些 根部 
全 部 唉 断 ,立即 枯死 。 据 航 计 , 因 遭 虫 坟 而 枯死 的 估 10% Fez, 受害 较 轻 的 60 和 左右 ， 
正常 未 受害 的 仅 有 30 匈 左右。 害虫 确 实 的 名 称 谷 待 研究 。 

2) 害虫 防治 经 过 
地 上 害虫 经 喷射 666 和 而 酸 欠 后 , 稍 见 功效 。 ”地 下 害虫 用 铀 头 将 受 虫害 的 

植株 掘 起 , 捉 去 壤 虫 。 有 的 幼苗 因 根 部 受伤 过 重 , 因而 死去 。 
(4) 现 将 中 赫 除 草 灌流 等 工作 进行 时 间 及 次 数列 表 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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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t ST Wi Be Sh RB | 施 和 追肥 次 数 @ 水 次 数 | et ER BR | 喷射 666 次 数 

«WE: (1,200 株 ) 

(1) 播种 日 期 及 播种 方法 
1) 播种 日 期 4 月 1 日 。 
2) 播种 方法 “ 山 桃 沟 蕉 元 月 5 日 将 种 子 与 湿 砂 混合 , 层 积 处 理 方法 同 胡 桃 。 亦 用 

点 播 法 播种 , 栋 距 5 寸 ,行距 工 尺 , 6 月 间 公 部 出 土 ,出 土 狗 二 200 BK, 
(2) 出 土 后 的 生长 情况 
1) 而 桃 幼 昔 开始 出 土 , 整 齐 且 健壮 ,生长 较 胡 桃 快 ,高 达 3 一 4 寸 时 ,主干 横 径 很 少 

SAK, Metis BREA PAAR BA , WEAR Eo 
2) ALNL-EBRRIS:, 1} 2S Ber BE PRO 2E, (AAR, ARAL, SERS 

SAME LL Wi Be PA OT ACES J BAUER 
Pree WIPER ABLE 7 一 10 A yA BE IAAT eS 

生 Fe 特 点 
a 

a HH 
ie teu BE EK ) | 横 径 (厘米 ) 

7/3 FLEW PE 28 0.4 AHR, MAR RBERR, HES, Bil 

后 仍 死 去 不 作 。 

7/3 AyH-LPE 31 0.42 SOF th es AL ESE, AER BRIE IR. 

8/3 PrBE LWP 34 0.41 本 月 生长 良好 ,但 不 及 内 地 桃 佳 。 

8/3 Py BEE 38 0.43 ALR RF AS LEA CAB, 叶 宽 大 , BART 

而 粗 。 

9/3 i BE IL PE 45 0.45 AR ARR Wee ee te , Beat EE 

9/3 Ay HUE 53 0.58 AE Fee SLE EA BF, neg RE, 

10/8 AY ERBELLPHE 57 0.59 生 插 和 良好 ,叶子 还 未 变 黄 。 

10/8 Ay Bub 69 0.67 iis Fa BE Fa A ZZ GR OW) FEF A Ee ST 

(3) Fa Rs SHB 

1) bree E44 ALP, AKA, SRS ESAK, REM 

BWC SRA, Wh BRED, ABSA ARH BE. 

2) 内 地 土 桃 不 如 当地 品种 耐寒 力 强 , 出 土 较 迟 ,但 以 晚霜 未 过 , 因此 早出 土 的 幼 

昔 顶 端 也 被 冻 死 二 部 分 。 

3) 霜 害 防止 法 ” 拉 陆 山 移 和 内 地 士 桃 在 晚霜 未 断 前 廿 余 日 , 於 每 天 下 午 将 出 土 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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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 用 土 培 盖 之 。 上 午 9 时 左右 再 将 培 盖 之 士 去 一 小 部 分 , 使 顶 芽 露出 ,以 吸收 阳光 ,下 

午 再 行 复 土 。 工 作 虽 较 肪 烦 , 但 幼苗 不 致 遭受 冻害 。 

(4) 管理 轻 过 

出 士 后 在 生长 期 间 , 人 沼 进 行 灌水 3 次, 施 追 肥 工 次 ,中耕 除 草 5 一 7 次 。 

二 . 由 印度 引进 的 果树 幼苗 

1. 处 理 方 法 今年 3 月 由 印度 购买 一 部 分 果树 幼苗 ， 计 有 茸 果 、 犁 、、 李 、 胡桃- 

等 ,合计 400 百 株 左右 , 因 包装 不 善 ,路 途 舟 搁 时 间 过 久 , 故 芯 3 月 26 日 运 抵 安 场 后 ,天 
部 幼苗 已 经 干枯 。 MK PR ROR, 另 假 植 在 较 润 湿 之 背 险 地 沟 内 , #4 A 23 
日 据 起 , 假 植 在 果树 苗 转 内 , 株 行 距 各 多 2 尺 。 

(BEALS ALJ REAM MG 9 SESE ARE, NOIR 5 AL sh WAR BD > 
Fe CARER, BERN TOMUPK, ACE RTAR ABE A CLE RARE PAR BAR 
装 好 , 致 受 很 大 的 损失 。 四 百 多 株 苗 木 中 , 仅 胡 桃 、 杏 、 李 等 成 活 九 十 余 株 , 华 果 及 犁 全 
部 未 活 。 

2. 管 理事 项 ”果树 幼苗 假 植 后 , 灌水 8 2c, 中 赫 除草 8. Fc, 施 追 肥 1 欢 。 在 幼 时 
RAE, DRE, EATER, aR A Hf 666 药 3 Ra, 始 全 部 消 

Re 
纸 验 教训 及 结论 : 
(1) 今年 的 果树 昔 围 试验 ,由 蕉 各 种 条 件 的 限制 ,种 类 很 少 。 其 中 有 希望 的 为 拉 草 

山 桃 与 内 地 士 桃 ,生长 健壮 , 恩 病 虫害 。 拉 了 山 桃 生长 速度 不 及 内 地 土 桃 快 , 但 较 内 地 
土 桃 而 塞 ,今冬 降 霜 后 ,内 地 士 桃 大 部 叶子 枯 谢 ,但 拉 阵 山 桃 叶 子 依 呈 烁 色 。 

(2) 内 地 士 桃 及 拉萨 山 桃 健壮 高 大 , 混 植 基山 桃 畦 内 ROL ABAE, CH BIA 
有 繁殖 ,作为 嫁接 砧木 的 价值 。 

，(8) 胡桃 虽 受 虫 嘎 ,但 成 活 这 很 强 , 适 於 在 拉 阵 生长 。 令 年 所 播种 的 拉 卫 山 桃 及 胡 
桃 ,由 於 我 们 不 了 解 当地 的 气候 情况 , 层 积 过 早 , 在 3 月 下 旬 序 开始 发 芽 , 播 种 时 有 的 已 

生出 幼 根 , 苗 长 达 /一 8 厘米 不 得 不 提早 播种 。 出 土 后 因 霜 期 未 过 ,部 分 幼苗 受到 冻害 ， 

生长 点 被 冻 死 。 虽 狐 每 日 培土 保护 ,但 有 一 部 分 幼苗 仍 难免 受 冻害 。 根 据 今年 试验 ,在 

拉 阵 播种 时 期 以 4 月 下 名 到 5 月 上 旬 为 适 , 层 积 时 间 应 参照 播种 日 期 。 因果 树种 类 不 

同 , 以 在 2 月 下 旬 3 月 上 旬 为 宜 。 

(4) 在 管理 方法 上 , 由 故 不 熟悉 各 种 果树 的 生长 习性 , 致 将 山 桃 和 胡桃 同样 灌水 处 

理 。 对 胡桃 竺 合 适 ,但 对 山 桃 则 有 过 多 之 感 , 因 而 生长 贤 受 影响 , 枯死 数 十 株 。 又 因 施 

追肥 过 晚 , 肥 料 施 下 后 没有 被 充分 使 用 。 

(5) 今年 自 印 度 运 来 的 萃 果 、 梨 等 果 昔 , 均 未 成 活 。 今 后 除 应 设法 由 内 地 或 印度 引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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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I eH EA BR ES (俗称 板栗 或 毛 栗 ) 等 果树 。 sa 印度 
或 锡金 引进 时 ,应 派 专 人 亲自 包装 萌 运 以 策 安全 而 保 成 活 。 

(6) 除 应 发 法 购买 上 述 接 好 的 优良 苗木 外 , IMEEM 拉 南 及 内 地 搜集 沙 果 、 海 
棠 、 沙 梨 、 酸 束 、 梨 等 砧木 种 子 , 先 行 繁殖 砧木 , 作 好 婷 接 前 的 准备 工作 。 

CT) Ae ASIA Se BU AL, 一 切 管理 工作 必须 作 到 及 时 ,否则 好 
难以 获得 优良 精确 的 结果 。 

(8) 根据 拉 蔷 的 气候 、 土 壤 情 况 , 在 华北 一 带 能 种 植 的 果树 ,如 仁 果 类 、 核 果 类 、 坚 、， 
果 类 、 柿 . 涌 及 葡萄 等 果树 ,在 拉 革 地 区 大 体 亦 均 可 栽培 。 惟 宜 选 早熟 耐寒 的 品种 ,如 全 
果 中 的 红 魁 、 黄 爸 及 葡萄 中 的 玫瑰 香 等 。 

附 : 全 年 气象 记载 工作 总 精 

一 .气象台 的 设置 及 管理 情况 

Dh be RS an RE AKG» HS 1953 年 元 月 工 日 建立 的 , 地 点 在 拉 莱 西 郊 谐 堆 林 ”， 

卡 , 距 拉 茧 市 狗 20 华里 。 其 地 当 东 帮 90"07 , 北 综 29"40 ,海拔 3,600 米 。 设备 颇 为 简 

陋 , 器 材 缺乏 。 当 褒 立 之 初 , 仪器 方面 只 有 干 进 球 手 的 温度 表 工 支 , 最 高 最 低温 度 表 1 

支 , 空 盒 气 压 表 工 个 , 电 传 风向 风速 器 工具 , 临时 蔷 做 雨量 简 、 蒸 发 焉 、 百 叶 箱 各 工 个 。 

除 雨 量 简 、 燕 发 四 .风向 风速 器 、 气 压 玫 外 ,其 余 仪 器 均 冒 谎 百 叶 箱 内 ， 兹 於 元 月 工 日 开 

始 正式 观测 记录 。 由 於 人 力 不 足 ,每 日 只 记载 三 次 , 邹 认 地 方 时 间 6, 14, 21 时 各 记载 1 

次 (北京 标准 时 为 (8,16, 23 各 时 )。 计 载 项 目 计 有 气温 温度 气压 ` 风 向 ̀ 风 速 、 降 水 量 、 

”降水 时 数 、 燕 发 . 云 状 、 云 量 、 云 高 ,能 见 度 以 及 各 种 可 能 刀 入 的 天 气 现象 等 。 

一 年 来 在 气象 业务 方面 ,观测 人 员 傈 称 熟 缚 , 蓄 很 热情 负责 , 特别 表现 在 对 观测 时 

间 的 坦 和 守 及 定时 观察 记载 的 工作 , 获 年 如 一 日 。 这 是 气象 记录 正确 的 唯一 保证 。 其 次 ， 

在 观测 记载 方法 上 完全 是 依照 规定 , RET. 但 在 一 年 的 工作 中 也 存在 不 少 缺 点 与 

困难 。 首 先是 由 攻 仪 器 的 缺少 ,对 某 些 刀 录 的 正确 性 或 多 或 少 受到 了 不 同 程度 的 影响 。 

例如 在 3 AUR, 因 还 没有 一 个 准确 的 最 高 最 低温 度 表 , DY ng 1 ERE K, 

无 法 订正 ,结果 挑选 定时 观测 坎 数 中 ,最 高 与 最 低 的 气温 代替 。 从 3 月 份 起 补充 了 1 支 

Hi, FOE TRB, 又 如 将 手 的 温度 表 损 坏 以 后 , 今冬 10 一 1 Ap aS 
冻 ;, 致 影响 了 湿 球 温度 准确 性 ( 虽 提前 涂 水 补救 ,但 总 不 及 手 的 温度 帮 准 确 )。12 月 初 借 

到 了 1 支 新 表 后 , 才 弥 补 这 一 缺点 。 

另外 在 农业 气象 刀 载 方面 .地 温 表 、 日 照 计 、 最 低 草 温 表 都 很 重要 , ASR AED, 

该 项 记载 只 有 从 缺 。 在 仪器 设备 不 完善 的 情况 下 , 观测 记载 方面 所 花费 的 时 间 与 人 力 

虽然 相同 ,但 收效 兹 不 大 。 为 了 弥补 这 一 缺陷 , 希望 贷 导 上 能 重视 这 一 工作 , 添 填 必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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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器 材 ， 使 本 场 气象 有 能 成 为 一 个 较 完 善 的 右 站 ， aOR NEN eS TH, 
WERE RAK. 

=. HEE | 

HERE RRRERA—F, ESA PRY, | TERS 
BRL, TRESS, HME RAE RIERA BER SOO, HB 
气候 还 很 难 作出 比较 至 面 和 正确 的 结论 。 现 根据 航空 气象 站 1952 APE HEBER RP WY BE 
RRAH 1953 HARM, PAM BaP ESS. 

(—) SRE A UR 
BE LB ZR RE 91°08", ALE 29°41 , DUTT SKULL , PLEA EME 4,500 Kez. HL 

Bae Til Zs We PE SEL , WELLES ED 3,600 2K, 1952 年 的 气象 记录 年 平均 气温 为 了 9"0, & 
年 以 1 月 平均 气温 为 最 低 ,为 —2.5°C, 8 AIR, 28 17°C, Wa, RS BE 

” 还 算是 比较 温暖 的 地 区 ,冬季 不 甚 寒冷, 夏季 不 太 炎 热 。 两 年 的 记录 , 契 对 最 低 气 温 在 
1 月 ,为 6.4°C, 邦 对 最 高 气温 在 6 A, 24 29.4°C, 年 较 差 为 25.72*C。 四 季 扰 特别 显著 
HIE BI, AEH REA TK MAREK, 固然 从 有 其 他 因素 ,但 主要 还 是 拉 茧 河谷 冬季 气候 兹 
RAE HRI. | 

PLBEA EAR ESE EID , UMS, DTG LSS, ALA LTE PEER 
侵入 ;其 次 是 拉萨 河 进入 藏 布 江 , FUE EERE BAK ELE, A 
射 特 强 ,气温 容易 增高 。 
Va UE HCE, HOE EE ARs, 照 理应 访 很 热 ,但 夏季 气温 却 很 低 ,这 可 能 与 海拔 高 度 

及 雨季 有 关 。 高 山上 上 比 平地 要 沦 , WARE EB, Ho RR, 以 气温 垂直 ,有 到 
WAAR, EE THE 1,000 米 ,气温 大致 降低 6"C。 拉 茧 河谷 海 披 3,600 米 , 当 然 不 可 能 
太 热 ,与 同 续 度 较 低 的 重庆 、 九 江 、 钙 江 比 较 , 气温 相差 悬殊 。 另外 雨水 过 艾 集 中 ,多 降 
在 一 年 内 最 热 的 季节 ,因此 抑制 了 气温 的 异 高 。 以 常理 来 说 , 契 大 部 分 地 区 ( 北 咎 球 ) 月 
平均 最 高 气温 在 7 月 , 但 拉萨 1952 年 在 6 月 , 1953 年 在 8 A, 这 主要 是 了 月 份 雨量 较 
多 ,雨水 集中 所 致 。 这 可 证 明 雨 水 是 可 以 调节 气温 的 。 

其 坎 在 温度 变化 上 还 有 一 个 特点 , 即 年 较 差 小 ,而 日 较 差 大 。 雨 年 来 年 较 差 未 达到 
过 20*0, 而 日 较 差 最 大 的 葛 达 27*C。 如 上 所 述 , 一 年 问 沦 热 变化 不 很 显著 , 但 一 日 内 
温度 变化 旭 玉 剧 烈 。 这 种 现象 对 作物 生长 影响 很 大 ,使 许多 外 来 的 安 作 物 及 园艺 作物 ， 
在 短期 间 内 很 难 适 应 。 

气温 日 较 差 大 的 原因 与 高 原 量 秃 不 毛 及 土壤 性 质 有 密切 关系 。 tw, 大 
ADIL, BaD eek, 同时 拉 际 河谷 的 土壤 大 部 系 砂 土 或 砂 渍 壤土 , 这 种 土壤 的 特点 
和 四 周 的 秃 山 一 样 , 吸 热 快 放 热 也 快 ,太阳 辐射 力 强 , 地 面 反射 也 快 而 强 ,有 太阳 时 需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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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 ,无 阳光 邹 感 塞 谅 ,因此 在 一 日 之 踊 渝 双 热 ,此 种 现象 以 冬季 最 甚 ,这 说 明 拉 际 是 
属 评 高 原 大 陆 性 的 气候 。 以 上 的 看 法 是 否 正 确 ,从 可 考虑 。 

(=) HEA ARSE 
AL Be) 7 ANF A we 1952 年 为 524.3 毫米 ,1953 AER RED Oy 286.2 FB, we 1952 

年 减少 几 近 11%. ER, HEE NETS ER, ee 
PD SAITAMA, O—9 FG ME, AE AE HER SE A 90 7 
以 上 , 计 1952- 年 估 92 匈 ,1953 年 估 80% , MIKA AME HD, HMR SAS, TEBE TT 
谷 的 小 麦 蛋白 质 含 量 较 低 , 食 之 发 粘 , 成 熟 期 间 雨 水 过 多 , 温度 不 足 , 可 能 也 是 主要 原 
因 。10 月 至 次 年 5 月 为 干旱 季节 , 在 此 季节 内 , 雨 雪 较 为 稀少 ,降雨 量 仅 估 公 年 降水 量 
的 6 一 7 多 。 由 此 可 见 雨 量 分 售 不 均 的 情形 。 

冬季 降雪 量 尤 少 ,1952 年 至 年 仅 降 过 蒲 坟 3 次 , 估 公 年 雨量 的 工 4 多。 
在 雨季 , 由於 日 射 强烈 ,对 流 旺 盛 , 故 多 降 阵 雨 , 且 往 往 降 在 午后 及 夜间 , 尤 以 夜 二 
为 最 多 。 在 此 期 间 , 有 时 也 降 冰 起 。 根据 过 去 两 年 的 记载 ,一 年 中 有 起 85 He, 8,9 
WARS, SAMA 35 GE, RAAB. FORK ERED, 故 对 家 作物 影响 不 
大 。 MEET HG I EYE, 如 1952 年 8 HBR ALANA IK He UL FARE 
HAVES — AAAI EE, WSR RAKE RE, Ee 
近 峻 山 , 太 阳 直 射 及 反射 非常 强烈 , 空气 直 升 对 流 特 别 旺盛 , JECT REPRE KK EO 
件 , 因 此 该 处 所 受 者 秋 的 损失 也 较 其 他 地 区 为 严重 。 

。 订 起 是 空气 直 升 对 流 旺 盛 的 产物 , 拉萨 河 谷 的 气候 正 是 这 样 每 年 都 有 降 冰 起 二 -3 
坎 的 可 能 。 因 此 在 选择 作物 种 植 地 区 时 ,不 能 不 注意 避 高 起 区 ,尤其 是 温室 、 温 床 栽培 ， 
必须 有 防止 冰 需 的 设备 。 

(三 ) 拉 蔷 河 谷 的 霜 期 和 生长 季节 
作物 生长 季节 的 长 短 , 多 受 霜 期 长 短 的 限制 。 拉萨 河谷 雨 年 来 的 霜 期 ,1952 42% 

霜 为 5 月 10 日 , 初 霜 为 10 月 3 日 , 扰 霜 期 为 145 A; 1953 年 区 霜 期 为 5 月 12 日 , 初 霜 
为 10 月 8 ASEH Bb 148 日 。 扰 霜 日 期 将 近 5 个 月 ,以 生长 季节 来 说 ,还 不 算 短 。 
至 共有 很 多 作物 如 棉花 s 高 梁 、 花 生 、 黄 豆 等 , 所 以 不 适合 在 拉 蔷 种 植 , EE 
(也 就 是 生长 季节 ) 平均 温度 太 低 , BAS ARR EKER, BSD 
AEH MH, VILAGE, SARA 
定时 期 的 剧 化 作用 ,还 是 有 成 功 的 机 会 。 

(四 ) 拉 苏 河 谷 的 风 
拉萨 河谷 的 风 也 是 高 原 气候 特征 之 一 。 依 记录 来 看 , ARK 1/3 的 时 间 可 算是 

风 季 。 每 年 1 一 4 月 , 虽 不 一 定 每 日 必 有 风 , 但 至 少 在 1 个 月 内 有 2/8 的 日 子 会 感 风 。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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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TS FDS es HK 12 ae RE KU EE. ATT EAR ZEA, J 

ARAURK. (eB A. ED, KASS A, A, ie EI 
KE, MARMARA, TEMALAR, 冬季 气候 又 很 干旱 ,今后 如 不 大 规模 

植 造 防护 林 、 种 植 多 年 生 牧 草 及 兴修 水 利 , 今后 拉 节 河 谷 的 土壤 损失 ,将 一 年 比 一 年 严 
重 , 而 慨 业 的 发 展 也 将 受到 很 大 的 威胁 。 

PLBE TI 7 Ay WOIE ee BEA, PALE, 因此 其 风向 以 东风 、 东 南 风 、 西 风 、 西 南 风 

1952 “EAE EAR AER) 

& = 

: .各 月 最 高 最 低 气 温 是 指 
iA ARES 1, JER 
均值 。 = 

SS eS EEE ee eee, eee ee ee 

1 | —2.5 | 12.2 4.2 
2 0.5 | 17.1 4.7 
3 5.4 | 23.8 4.6 
4 8.0 | 21.3 5.9 
5 12.8 | 25.1 5.1 
6 15.2 | 26.6 3.5] 58 50.2 | SW 3.5 6.6 
7 15.5 | 25.7 6.5| 71 125.4| ENE | 2.6 7.6 
8 17.0 | 25.6 8.2 | 65 56.2 | SW 2.0 6.9 
9 13.5 | 24.6 3.9| 67 36.6| W 2.7 5.7 

10 8.6 | 22.1 | —5.2|] 653 2.2| SW 2.0 1.1 
11 2.2 | 17.1 | -12.3] 53 0.0| SW 有 这 1.6 
12. | -1.7 | 12.6 | -13.9| 45 0.0| E BB 41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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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最 多 ,其 他 风向 较 少 ,南北 风 更 属 罕见 。 如 在 安 作物 及 园艺 作物 等 方面 设 贰 小 型 防风 
设备 时 ,应 根据 上 述 风 向 因地制宜 , 始 可 起 防风 作用 。 为 便 於 比较 和 说 明 起 见 , 兹 将 十 

“年 来 气象 记录 已 列表 如 上 ,以 春 参考 。 
经 验 教训 及 改进 意见 : 
1. 注意 防止 风 串 

拉 阵 河谷 的 风 , 在 风 季 里 夜间 风势 尤 大 , 其 风速 最 天 时 可 达 8 级 以 上 。 今年 春季 
合 吹 翻 了 休养 所 新 建 房子 的 屋顶 , 6 月 23 日 夜间 吹 倒 了 本 场 气象 台 的 百叶 箱 ,损坏 了 
温度 表 , 其 风力 之 强 可 想 而 知 。 因此 在 今后 的 建筑 工程 中 , 必须 力求 坚固 锡 遭 意外 损 

失 。 

2. 4 Hy AEE ey TRI RLA RES IMBARAA 

康 藏 高 原 过 去 很 少 发 立 气象 台 站 ， 元 其 是 西藏 在 站 更 少 ,因此 有 关 西 藏 的 气象 材料 
极为 缺乏 ,未 到 过 西藏 的 人 ,对 高 原 气候 方面 都 很 生 芷 ,特别 是 在 研究 西藏 自然 状况 时 ， 
更 感到 没有 参考 的 依据 。 今 为 西藏 建设 事业 打下 基础 , 赣 为 发 展 安 林 事业 创造 有 利 条 
件 起 见 , 今 后 西藏 各 地 农业 试验 场 都 有 谢 立 小 型 农业 气象 台 站 的 必要 。 

” 3. 本 场 充 实 气象 仪器 增加 气象 要 素 的 记载 
AMBRE ARG, 由 艾 器 材 缺乏 ， 故 今年 的 气象 记载 很 不 完善 ,部 分 的 气象 要 

素 无 法 记载 ,如 地 温 、 草 温 、 日 照 等 。 今 后 为 安 业 建设 方面 能 提供 更 重要 的 气象 碍 料 计 ， 
应 发 法 添 冒 地 温 胡 .最 低 草 温 表 日照 计 、 温 度 计 、 燕 发 磅 称 等 仪器 ,以 利 工作 。 

4. 与 气象 业务 俩 导 机 关 应 取得 密切 联系 

气象 事业 在 内 地 普 涡 增 设 站 , 提 高 业务 水 平 ,同时 在 记载 方法 上 有 许多 新 的 改进 
和 规定 。 ABER DKS RM SUES LAIR, 所 以 对 观测 妃 载 上 
PLE ADs LES IFS, 完全 应 用 1950 年 兢 作 的 老 一 套 。 为 与 全 国 取得 一 致 , 薄 使 
本 场 气象 记载 合乎 新 的 标准 和 规定 起 见 ; 今 后 应 和 中 央 军 委 气 象 局 ,西南 气象 管理 处 取 
得 联系 ,一 方面 可 取得 上 角 便 导 机 关 的 便 导 ,同时 在 器 材 补 充 上 也 可 得 到 解决 。 

5. 迁移 观测 地 点 节省 人 力 及 时 间 
气象 台 向 来 对 观测 时 间 的 规定 特别 严格 , 定时 观测 成 为 气象 记录 正确 之 命 版 。 本 

BRAS ERE, 观测 颇 感 不 便 , 加 以 扰 警 生 人 员 , 仪 器 在 夜间 很 有 可 能 章 到 不 
良 份子 的 破坏 。 今后 为 节省 观测 往返 时 间 ， 及 保护 便利 计 , 拟 於 1954 年 1 月 工 日 将 观 
测 台 移 放 温室 附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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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 的 情况 -一 拉萨 农业 试 台 场 概况 介 烙 

《一 ) 建 场 目 的 和 经 过 

西藏 农业 生产 落后 , 食 征 不 足 自 给 , 这 是 不 可 荐 言 的 事实 。 fem RRA KAM 

事 宏 业 建设 工作 , 必须 以 农业 科学 的 理论 和 先进 的 农业 技术 为 基础 。 龙 其 是 在 高 原 的 

特殊 环境 情况 下 ,这 一 家 业 科学 理论 和 技术 的 研究 ,就 更 加 重要 了 。 这 就 是 上 胃 便 导 机 

关 决 定 创 办 这 个 农业 试验 场 的 主要 目的 。 

ARTE LRA ST, PRA RET BS Be 派 来 的 十 几 位 科学 工作 者 的 霓 

助 , 讼 1953 年 1 月 工 日 正式 成 立 。 同 时 还 开办 了 一 个 “农业 技术 干部 训 梧 班 ”， 训 生 了 

几 十 个 青年 干部 。 在 4 AE, 农 训 班 辕 束 , 大 部 分 同学 都 分 发 到 各 分 区 工作 ,一 部 分 同 

志 则 留 在 本 场 工作 。 同 年 6 Re Ae” SA A i TED HE ER 

验 场 ", 在 科 工 队 同志 的 指导 协助 下 ,展开 了 安 作 物 、 园 艺 及 森林 果树 的 试验 研究 和 繁殖 

THE. 

(=) 自然 环境 

拉 革 农 业 试 验 场 处 在 拉 酚 河北 岸 广 间 的 诺 堆 林 卡 的 温 潍 上 , HHS Ae Hee 29°40", FR 



人 a) 

附录 十 一 ”拉萨 农业 试验 场 1954 年 试验 总 结 371 

$5 109°7" 的 地 方 。 海 披 3,600 米 。 土 壤 属 久 高 原 冲积 沙 壤 士 , 略 带 瞧 性 , 土 层 最 厚 不 过 
工 米 ,大 都 在 40 一 60 厘米 之 间 。 

2 月 下 旬 土 壤 开始 解冻 , 冬 麦 及 宿根 杂 草 开始 返青 。 晚 霜 在 5 ALL, RS 

在 10 月 初 旬 , 植 物 的 无 霜 期 恰 是 五 个 月 。 气温 最 高 月 份 在 6.7、8 三 个 月 , 各 种 作物 的 
FER BRIA, 都 靠 这 几 个 月 来 完成 。 这 三 个 月 平均 温度 在 15 一 17"C 之 间 , MRE 

529 27°C 左右 。 一 年 最 低温 度 在 1 月 ,可 降 至 一 17?"C, 年 平均 温度 为 8"C。 a 

公 年 雨量 三 年 来 (1952 年 一 1954 年 ) 平均 为 440 毫米 左右 , 夏季 雨量 有 高 度 集中 
现象 ,如 今年 雨量 只 7 月 一 个 月 的 降雨 量 , BSS 200 余 毫 米 , 估 人 至 年 降雨 量 的 39.1%, 
5 一 9 月 的 雨量 估 全 年 雨量 99.0% , 10 月 至 来 年 4 月 的 雨量 只 估 全 年 雨量 的 荆 0 匈 , 冬 春 
干旱 情形 可 想 而 知 。 
每 年 5 一 9 月 可 能 降落 冰 起 3—5 次 ,一 般 大 如 酌 豆 ,时 间 亦 仅 8—B APE Le Hey 

ARRAS. 
早春 多 西南 风 。1- 一 4 月 为 季风 , 4.5 月 季风 渐 少 , 但 风势 加 剧 ， AMAA, 

对 早春 植物 颇 为 有 害 。 

SEM Ey Ae CAE BH EAE Bh SE, EE I HE ER RSE, BE 
试验 遭受 到 一 定 程度 的 损失 。 

由 套 高 原 农作物 及 园艺 作物 种 类 简单 ,看 来 病 虫 吉 好 像 很 少 ,实则 不 然 。 在 病害 方 
面 ,如 麦 类 的 锈病 . 黑 重病 , 首 荐 的 叶 班 病 ,番茄 、 葛 下 白菜 及 瓜 类 的 腐 病 , 甚 为 普通 。 

在 虫害 方面 ,如 天、 小 金色 子 , 成 虫 及 幼虫 , BEBE Ae Sh ae EGE ah A eB th WP AE, oy 

害 亦 极为 猩 猴 。 尤 以 金色 子 之 幼虫 、 土 蚕 几 乎 没有 旋 不 为 才 的 植物 ,只 是 为 壤 程 度 有 轻 
重 不 同 而 已 。 

(三 ) 现 有 规模 和 设 

本 场 在 业务 方面 ,分 作物 及 园艺 (包括 森林 果树 及 气象 等 部 分 ) 两 组 ,全 场 共有 三 十 
多 个 工作 干部 , WEE THR, 已 开辟 的 土地 鹊 500 TH, JAERI 
60 HAH. 

两 年 来 修建 的 房屋 已 有 50 Si, CIR SSE SRE. BIR IRE UK IRS 

及 荣 豁 等 ,还 有 一 个 一 般 规 模 的 农业 气象 站 、 篮 、 排 球场 。 在 国务 院 养 猪 积 肥 的 号 召 下 ， 
最 近 完 成 了 一 个 积 肥 坑 和 备 圈 ,每 年 可 积 肥 20 万 斤 。 

试验 地 全 部 均 用 刺 铁 糙 或 詹 秋 网 保护 , 还 有 从 了- 里 外 从 拉 阵 河 引进 了 一 条 天 . 
3B, AEH) 4,000 多 米 。 

距 试 验 场 以 东 狗 500 米 处 ,用 石头 和 草皮 还 建筑 了 一 条 长 达 80 SOK WOVEN, BERS 
拉 隘 河 的 支流 ,足够 灌溉 500 雷 地 的 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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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 BH, TE ERE IEE AE ER KE, RES EE, 
4s SARE RAR, SHAH BSMRER ESE, RTA EM 

EAL AEE RHEE, 
本 场 虽 已 粗 具 规模 ,但 还 存在 着 不 少 的 困难 , tm DHA, SERRE TS 

专人 指导 、 分 析 化 验 的 设备 还 没有 建立 .肥料 的 来 源 困 难 、 乌 兽 径 常 为 害 \ 病 虫害 善 逼 的 
发 生 、 未 来 机 械 化 的 使 用 和 管理 等 一 系列 的 问题 ， 芒 且 还 要 和 高 原 恶劣 的 气 司 作 长期 的 
WSR, 

(四 ) MERRY ae 

雨 年 来 献 验 的 安 作物 、 蔬 傈 及 和 森林 果树 等 其 大 84 Fh, 406 个 品种 ,包括 来 自 东 北 、 
“华北 及 西北 等 地 的 和 春小麦 . 青 牺 \ 牧 草 、 蔬 茱 和 森林 果树 等 , 以 及 来 自 苏联 、 印 度 和 澳 
洲 等 地 的 冬小麦 、 黑 麦 及 瓜 类 等 。 

在 安 作 物 方面 ,冬小麦 的 试 种 是 完全 成 功 的 。 各 局 克 兰 小 麦 每 亩 可 收 到 800 一 900 
斤 ; 别克 多 斯 克 亚 冬 黑 麦 每 雷 可 收 到 1,100 多 斤 ; 武功 1 号 及 774 号 春小麦 每 南 也 可 
We 800 FF, 

SATS HH, SED) 2 KE, EWE, LTT, REALE 
REGUS 2.5 OK, AE BRE TR SA A 

VA_E EAE FV BE AEH BR BD BLD, Ty TT AE" ER, DA 
AWE Jes BENE BE a TST BY EA s SPS TES IB Dy RH TA Al 
造 了 有 利 的 条 件 。 

此 外 在 杂 业 和 工艺 作物 方面 ,如 玉米 大麻、 亚麻 、 烟 草 等 ,在 这 里 生长 得 也 还 不 错 。 
蔬菜 方面 , 试 种 成 功 的 种 类 就 更 多 了 , 番茄 过 去 在 拉 萨 只 有 一 、 二 贵族 家 中 可 以 种 

植 ,现在 我 们 利用 各 种 先进 的 栽培 技术 和 科学 方法 , 使 番茄 可 以 在 露地 生长 , 每 雷 可 收 
得 工 万 斤 的 产量 。 

拉 阵 冬 臣 下 、 利 花白 每 雷 可 收 到 2 万 斤 的 高 额 产 量 。 30 一 40 Jr RANE, SEP 
是 很 常见 的 事情 。 

南瓜 完 公 可 以 在 露地 生长 ,每 个 可 千 到 20—30 斤 重 。 温 床 种 植 的 西瓜 最 大 的 可 长 
到 36 斤 重 ,黄瓜 和 甜瓜 也 都 能 种 植 ,在 品质 方面 兹 不 次 於 内 地 。 

局 谷 蔓 在 西藏 可 分 念 到 4,000 米 以 上 的 地 区 ,每 亩 可 收 6,000 Jr, ASIA BY Ey 
蓄 可 为 工业 上 制造 淀粉 及 酒精 的 原料 。 
苏联 的 糖 用 甜菜 , 在 这 里 每 雷 地 可 收 五 .六 千斤 。 轻 初步 分 析 含 糖 量 可 达 20% 以 

上 ,对 夫人 后 设 厂 制 糖 提 供 了 有 利 条 件 。 
以 上 蔬菜 、 瓜 果 试 验方 面 的 成 功 ,对 长 改 善人 民生 活 、 增 进 身 体 健康 、 和 营养 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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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会 起 一 定 的 作用 。 
森林 果树 方面 , 洋 槐 .中 槐 、 臭 椿 等 在 这 里 都 能 生长 。 杨柳 的 短 枝 拭 插 ， 成活 李 高 、 

生长 迅速 、 树 形 整齐 ,胡桃 . 山 桃 不 经 层 积 扑 理 直 接 播种 ,成 精 甚 佳 。 雨 年 来 繁殖 的 森林 
果树 苗木 ,已 有 五 万 株 。 自 印度 引进 的 位 果 、 旬 \ 右 、 李 等 果树 ,在 这 里 生长 也 很 适宜 。 

多 种 多 样 森林 果树 试 种 的 成 功 ,对 藕 今后 天 规模 植 造 防 护林 、 习 节气 候 及 发 展 经 济 
方面 ,也 是 有 很 大 帮助 的 。 

”在 安 业 气象 方面 , 雨 年 来 已 学 握 了 一 些 关 芯 雨 量 ̀  气 温 、 风 向 等 变化 的 规律 ,已 经 在 
实际 猎 营 种 植 方面 提供 了 有 价值 的 材料 。 

KK, 在 与 生 众 联系 方面 ,两 年 来 我 们 已 在 东 卡 宗 及 内 五 宗 交 了 不 少 的 安民 朋友 ， 
人 开 过 三 坎 农 业 技 术 座谈 会 , 彼 下 交流 了 不 少 的 经 验 。 在 夏秋 季节 里 ,附近 的 老少 经 党 
到 农场 来 参观 ,要 种 子 , 要 求 指导 他 们 种 荣 。 在 春耕 秋收 期 间 , 家 场 工作 同志 也 时 常 到 
乡下 进行 调查 和 访问 工作 ,吸取 农民 的 特殊 经 验 , SORA, 以 作为 农场 试验 研究 的 对 
象 。 

(五 ) 从 拉萨 农业 试 驴 场 ,展望 西藏 农业 建设 的 前 泛 
_ 根据 上 述 , 雨 年 来 已 用 事实 说 明 , 西藏 这 块 祖 国 的 土地 , 也 和 祖国 其 他 每 一 块 土地 

是 一 样 的 可 要。 扰 论 从 气候 、 土 壤 的 分 析 或 试验 的 结果 ,都 说 明 农 作物 、 森 林 、 果 树 、 蔬 
荣 都 有 着 辽 关 发 展 的 道路 。 庄 堆 林 卡 原 是 一 片 荒野 , RE, 一 幢幢 新 的 房屋 、 

1954 年 度 农 作物 试验 名 称 及 估 地 面积 业 计 才 (1) 

作 mK Sil 试 验 名 称 | fa 3h FR Ca) | & 三 

BENZ RRR A i RA 0.50 aa 

BINA Roh HIER 

F a ————s$| es 

4h ARE ts AA RARE 
| 冬小麦 品种 比较 试验 : 1.16 

Fe TSH HEH BRR 0.36 

EINE, PRR 0.49 

FE EE i] 5 

FEARS 

HB |S 

AE th RRR ; 0.10 

Bait LR 1.50 

RAKE PARR 1.46 EFS 

Hi SK _ 8.5 ae 

FE Pa 

tp i 
二 -qq 

“ 

ARTA an Ft 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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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 年 度 蔬 荣 试 验 名 称 及 佑 地 面积 葬 计 卖 (2) 

He 2E 类 别 aR 验 名 称 | 佑 地 面积 ( 亩 ) | & # 

PR Th APE GT LR 0.28 
im oR 类 番茄 单 双 干 整枝 品种 及 2-4-6 处 理 比较 试验 0.58 在 东 男 描 蔬菜 区 

AF wh Ft WARES 0.10 

合 计 0.96 

; ; TRE ACRE AER 1.00 
2 tt ow 类 | BEBE emezesten | 0.35 aie 
: SRAG th FES RIB . 0.35 

, 合 计 | 1.70 

A I 类 露地 下 类 品种 观察 武 验 | 1.00 AER LB BEAR EX 

Mb ee | AP AER ee | Ene 
4 
| 6 ® »® | BOR ALOR EERE | a: oF 

CLA A LE aE SR 
| ye ogee | APMED eR We bs ote 

FR TER TERRA SIGE Be PRR 
HY ALAR JESS AIR 2K Oe 

合 a 

. 探 种 He | RARER 

. ea ieee FEAMGYBTRS 

1954 4A BEEP TA ACS Peat SE (3) . 

ek BR HH HH OK % 殖 名 称 佑 地 面 称 ( 亩 ) & ee 

PEHLYRLEX 2.12 1 
探 种 繁殖 区 | 中 攀 繁 将 区 0.52 Ae AR WO) a a MX | 

iG ; 18 & 1 

& et 2.82 ‘ 

BBA shi LX 3.45 . { 
ie MK | HR - 0.45 Ae Ze) Bote PR OL ; 

Awan K 1.28 ; 

合 at 5.18 ; 

胡 ik 0.65 7 

播种 繁殖 | 由 视 0.40 在 东 团 场 果树 苗 半 区 
沙 束 及 印度 奋 李 等 0.15 - 

合 | 1.20 

已 开辟 未 来 林 下 地 15.00 FEAR 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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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 SF BEAR SP ADIT BUH (4) 

项 目 | fe 地 面积 ( 亩 ) & # 

作 物 | 13.96 | 
Be 荣 12.45 
me hk EB HR 24.20 

总 Pee i | 50.61 

1954 46 EEE PPR A ee (5) 

类 3 种 类 品种 数目 | 品 种 “来 源 

#  #B 10 60, ELBE ole Ze EH 
x “7: ee 57 包括 拉 蓝 、 国 内、 苏联 及 澳洲 等 地 品种 

& hh # 25 FRG edb Pale EE 
ee 3 均 系 苏联 品种 

| 合 2+ 4 种 95 

8 i 7 (FRIES 
i x 9 包括 华北 西北 及 美国 等 地 品种 

鸡 «| ® 尾 & 1 自 苏联 引进 
BHR 2 xk # 
me ae #, 1 REA LE 
BA A 和 草 13 自 亚 东 及 后 总 地 区 引进 

合 ar 6 类 33 

Fs 豆 5 包括 拉 茧 .东北 及 印度 等 地 品种 
Hi 豆 4 包括 东北 及 西北 等 地 品 秤 
he 豆 3 自 西北 引进 

合子) 5 包括 华北 及 西北 等 地 品种 
8 iE 3 包括 西北 、 波 密 地 区 及 苏联 等 地 品种 
#§ # 3 自 西北 引进 
高 梁 1 自 西北 引进 

合 计 8 种 29 

大 Wit 2 JEREZ AGE 
: 亚 Wik 3 包括 西北 及 苏联 品种 

油 aE 3 ORT Sao ed 
特 作 mM A 1 自 西南 引进 

B Ihe 1 自 西北 引进 
烟 草 3 包括 西北 玉 南 美 品种 
A ges USE 2 自由 东 引 进 

合 2 7H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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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 蔬 荣 供 试 种 类 及 品种 数目 狗 计 卖 (6) 

类 别 种 类 品种 数目 | an 种 Hj 源 

包括 北京 及 印度 等 品种 

6 包括 北京 \ 西 北 及 印度 等 品 

6 包括 北京 及 河北 沙 轿 子 品 种 
一 | 一 | 一 -一 -一 

Fhe St AG, BR oth 

包括 东北 \ 西 北 及 苏联 品种 

包括 西北 及 苏联 品种 

包括 西北 苏联 及 印度 等 品种 

包括 西北 及 西南 等 品种 

自 西南 引进 

up le 

(FEE BE ALAR GE 
包括 北京 及 西北 等 品种 Hw S Fal} 

op ab 

SAH ER Pit Sin 

CU FHT BEAL Ze PAG Sa 

LAG EYE Be PAGS ah FH 

FERRI th FH 
FSH RAG FH ah 

自 印 度 引 进 

a 5 糙 ¥E Bi te 

| BBS BE AR te we RTT 7 

a> oi 

4a, FADE REN HEE Hh 
PRE 
包括 拉 蓝 及 西北 品种 
包括 西北 及 苏联 品种 
拉 蓝 当地 品种 
包括 拉 蓝 及 西北 品种 - 
自 西北 引进 

bat 并 we 

tk +e rhe aS SS Se We AR 

a> = | nS 

包括 北京 \ 西 北 及 印度 品种 。 

包括 北京 及 西北 品种 

包括 拉 革 及 北京 品种 

包括 拉 蓝 北京 及 西北 总 种 

自 西北 引进 

自 西 北 引进 

TERI OED BE wh FH 

自 西北 引进 

自 西北 引进 

自 西 北 引 进 

自 西北 引进 

at bed oe 

EGaoeek te RR Th Xe OO OO OE roe Rr Oe wd wv 

i as a a i i we。 er 

ee ee 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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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at | 27 
花 OR 1 | 自 西北 引进 

Rh OR 1 | eae 

& +f - 
总 计 37 种 142 总 种 

1954 年 繁殖 及 引进 森林 果树 及 观赏 林木 种 类 及 品种 数目 攻 计 玫 (7) 

拉 著 当地 品种 

拉 著 当地 品种 

合 计 
包括 术 阵 及 印度 品种 
包括 拉 阵 、 西 北 及 印度 品种 
自 西北 引进 

ARR 自 印度 引进 
mF 
自 锡金 引进 
自行 播种 繁殖 

合 at 

自 亚 东 引进 
同 “上 

观 党 bk ma “上 
拉 茵 当地 品种 
0 OE 

1954 4E A/F GAS RAR RIDE APR PPR A aT (8) 

部 nN | 种 3 | 曲 种 数目 | as zt 

TE 物 26 172 包括 上 年 品种 及 今年 新 增加 品种 

aR 37 142 同 LE 

RKB RAR 17 27 同 a 

3p 80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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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农业 发 展 和 建设 前 途 的 给 影 。 TERA Ee AE GASP, 我们 有 充分 

的 信心 和 决心 ,将 西 藏 变 为 入 国 的 新 西藏 ,使 西藏 人 民 也 和 祖国 其 他 地 区 的 人 民 一 样 ， 

走向 美好 幸福 的 神 会 主义 直 会 。 

=. BR 
(一 ) 农作物 部 分 

I. 春小麦 试验 
今年 进行 的 春小麦 试验 , 包括 原始 材料 昔 转 观察 和 品种 比较 两 个 献 验 。 试 骏 的 主 

BARI: 

RAPER TM, 在 1953 年 试验 的 基础 上 , MESES TE PTS LEW ih BERL 
PETAL AH ALES BE PNR MERIC ILS BO EAR, ME AESE 4 RRA, HEHE 
— DPPH ESE. 

品种 比较 试验 , 在 1958 年 试验 的 基础 上 , LeU AREAS TA AEG PEO Bt 
性 状 是 否 移 定 ,同时 比较 各 品种 的 产量 及 考察 其 对 当地 气候 的 适应 程度 ,以 作为 今后 进 
KERR MANET POUR. 

1. 试 又 村 料及 方法 

在 原始 材料 昔 轩 中 ,包括 北京 西柳 村 、 武 功 卫 号 ̀ 改 良 下 号 . 南 青 8 号 、 蒙 他 麦 、 
澳洲 19-53 MV SE MERE 6 2S SEAR Be Ok REESE 54 个 品种 ,小 用 拉 功 和 颖 稀 
重型 春小麦 作 标 准 。 

品种 比较 试验 共有 22 个 品种 , 公 部 包括 在 原始 材料 昔 围 的 下 个 品种 中 。 Se 
国 系统 的 , 计 有 北京 西柳 村 、 改 良 50 BL 号 、60 号 、 桑 保 16 号 中农 166, kK WERE Bl 
州 和 人 头等 ; 属於 澳洲 系 议 的 计 有 澳洲 39 号 、 武 功 17 号 、 武 功 774 号 ; 属 大 美 系 的 计 
Al, Wh BBE HHA. ALIFE, Be 60-3 96 号 .IIL-39-64.Cl-12316; HIKE A MEE; MEK 
BMI SEs 印度 普 萨 6 SS, Ui BE AUR AL BC A BRAS, He REA Ao 
在 田间 规划 方面 ,原始 昔 园 行 长 3 市 尺 , 行距 15 厘米 ,每 行 点 播种 子 40 粒 , 株距 

2.5 厘米 ,太行 区 ,顺序 排列 ,每 隔 九 小 区 设 一 标准 ,重复 两 次 , 於 生 月 工 日 全 部 下 种 。 品 
种 比较 试验 行 有 长 15 尺 ,行距 工 太 ,每 行 播种 量 因 品种 、 种 籽 大 小 、 发 幸 李 而 有 不 同 ，16.8 
一 26.7 克 ,每 行 粒 数 攻 为 5148 粒 。 四 行 区 ,对 比 排列 法 ,每 隔 2 小 区 敲 一 标准 ,重复 4 坎 ， 
#4 2 日 下 种 。 

种 植 地 系 连 作 两 季 之 春 麦 地 ,在 播种 前 全 部 充分 灌水 一 次 ,每 亩 施用 拉 蔷 土 娄 一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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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GREIAE). FCT ARTE, BIBS 5 月 26 日 全部 拔节 后 施 下 , WEbH ENNEAT 
灌水 中 耕 ,由 4 月 20 日 起 ,每 隔 个 月 即 灌水 一 次 , 於 全 部 生长 期 共 灌 水 5 次 〈6 月 底 最 
aK). PREAH. BIT 月 雨季 来 临 ,灌水 工作 也 告 千 束 。 

了 月 2 日 去 杂 一 次 , 自 4 月 于 2 日 下 种 后 狗 二 星期 ,幼苗 全部 出 土 , 5 月 1 日 开始 

2. RRR et oe 

8 9 A 13 BBR TRS, ENE AT IGE FECT PE AR IAS 

随 收 随 股 粒 。 至 9 月 25 ABR, AAR, GH EDBET ERIE RS BLE. 

现 将 供 试 各 品种 生长 发 育 性 状 及 试验 结果 ,分 别 列表 放下 〈《 见 表 .2)。 

Bt 
4 B "a a 油 
功 774 号 

i. 2 
Cl-12316 

改 HR 中 号 
II-39-64 

2 
澳洲 19 号 

= 合 

a | 

春小麦 品种 比较 试验 各 品种 生长 发 育 性 状 刀 载 雪 (1) 

植株 高 虐 
(厘米 ) 

1953 | 1954 

108 | 133 
111 | 132 
107| 129 
104 | 128 
100 | 128 
102 | 124 
109 | 130 
103 | 126 
85 | 116 

111 | 136 
118 | 140 
107 | 131 
102 | 137 
93 | 191 
90 | 132 

106 | 132 
103 | 129 
93 | 126 

103 | 135 
96 | 123 
89 | 122 

103 | 142 
90 | 128 

2333 | 2847 | 3605 

101.4| 129.4| 156.6 

拔节 期 

6/1 

5/30 

5/28 

5/28 

5/25 

5/25 

5/11 

5/20 

5/28 

5/27 

5/28 

5/26 

6/1 

5/23 

5/28 

5/29 

5/10 

6/1 

月 /日 

6/1 
5/25 
5/25 
5/28 
5/22 
5/25 
5/17 
5/17 
5/17 
5/26 
5/28 
5/25 
5/28 
5/17 
5/26 
5/27 
5/17 
5/28 
5/25 

1953 | 1954 

7/6 
6/27 
6/28 
6/13 
6/18 
6/17 
6/17 
6/15 
6/21 
6/25 
6/29 
6/26 
6/27 
6/12 
6/23 
6/25 
6/13 
6/24 
6/30 

1 KR 

1953 | 1954 

114 | 214 
137 | 174 
148 | 184 
161 | 212 
201 | 226 
179 | 311 
210 | 267 
208 | 271 
153 | 226 
161 | 246 
135 | 215 
164 | 222 
im | 217 
196 | 293 
141 | 165 
175 | 207 
168 | 259 
171 | 257 
145 | 228 
194 | 248 
141 | 203 
139 | 225 
107 | 186 

4942 

224.6 

ARR Eth Hb, BY, 1953 年 产量 高 低 为 顺序 。 

6/26 
6/22 
6/28 
6/19 
6216 
6/15 
6/14 
6/11 
6/12 
6/21 
6/24 
6/22 
6/25 
6/12 
6/18 
6/22 
6/14 
6/23 
6/23 

| 1953 

8/28 
8/28 
8/28 
8/19 
8/19 
8/10 
8/10 
8/10 
8/19 
8/19 
8/28 
8/11 
8/25 
8/6 
8/28 
8/20 
8/9 

8/18 

8/28 

8/3 

8/14 

8/28 

8/14 

fi EO | PA 

| 1954 

9/9 
9/11 
9/11 
9/1 
8/30 
8/26 

8/25 
8/22 

8/28 

9/7 
9/11 
9/9 

9/9 
8/26 

9/1 
9/10 
8/27 
9/1. 
9/13 
8/20 

拔节 , 自 6 月 工 日 至 部 拔节 , 6 A 10 日 开始 抽穗 (最 早 改 良 60 号 ) ,至 6 A 29 日 爹 部品 

种 抽 齐 ,8 月 20 日 开始 收获 ,至 9 13 日 收获 完结 。 

Ae A Be 

1953 | 1954 

150 | 162 
150 | 163 
150 | 163 
141 | 153 
141 | 151 
132 | 147 
137 | 146 
132 | 143 
141 | 149 
141 | 159 
150 | 163 
141 | 161 
147 | 161 
127 | 147 
150 | 153 
142 112 

131 | 148 
140 | 153 
150 | 165 
125 | 141 
136 | 161 
150 | 160 
136 | 155 

3242 | 3566 

141.0)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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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 春小麦 生长 发 育 情况 

根据 表 (\1) ,在 植株 生长 高 度 方面 , 1954 年 各 品种 均 较 1953 年 生长 为 高 。 在 供 试 

23 品种 中 , 1954 年 的 平均 较 1953 年 高 出 28.0 厘米 。 每 米 穗 数 , 1954 年 比 1953 年 平 

均 多 出 -68 FRE 43 双 。 这 就 是 今年 春小麦 种 迎 虽 瘤 瘦 ,而 在 产量 上 比 1953 年 为 高 的 主 

要 因素 。 

在 生长 初期 拔节 及 抽穗 期 , 1954 年 较 1953 年 略 早 , 但 成 熟 期 恰 相 反 。 1953 年 从 

播种 到 成 熟 , 在 22 个 品种 中 平均 需 141 日 ,而 在 1954 年 需 155 日 , 序 1954 年 比 1953 年 

WEA 2 周 左右 。 

上 述 仿 年 植株 生长 的 明显 增高 .单位 面积 内 穗 数 增多 以 及 成 就 期 的 延迟 , 均 与 今年 

气候 及 田 问 周密 管理 等 有 密切 的 关系 。 

春小麦 品种 比较 试验 产量 及 千粒重 等 比较 才 (2) 

产量 ( 斤 / 南 ) | a Seaosie | PRC) | 两 年 | 容量 ( 斤 / 斗 ) | 两 年 
1953 | 1954 | 平均 | 1953 | 1954 | 1953 | 1954 | 平均 | 1953 | 1954 | 平均 

+1 Ke 水 “过 458 | 463 | 460.5 — | — | 48.8| 35.5| 42.0| 15.6| 15.o 15.3 
a ee Pa eee 595 | 898 | 736.5 24 |115 | 45.2] 44.0 15.6| 15.8] 15.7 

es wow 8 611 | 875 | 743.0) 98.2] 104 | 50.7] 50.8 15.6| 15.5] 15.6» 
Ss  f 16 is 490 | 804 | 647.0; 3.1] 66.4} 26.4] 34.2 15.8| 15.3) 15.5 
eon 8 Ss 363 | 790 | 576.5|-16.6| 92.6] 30.9] 28.8 15.9] 15.4} 15.7 
中 fe 166 550 | 778 | 664.0| 11.1] 52.8| 40.0] 38.0 15.9| 15.6) 15.8 
“ae oR 6 8 474 | 778 | 626.0\— 6.4| 74.2! 32.1] 30.2 16.1] 15.5 15.8 
或 | :让 a es 399 | 749 | 574.0|- 5.4| 78.9| 32.7] 30.3 16.1]~15.4| 15.8 

II-39-64 347 | 738 | 542.5] 33.3| 50.6| 39.0| 37.3 16.3| 16.1| 16.2 
er 博 # 391 | 729 | 560.0|— 4.8| 35.6| 37.8] 36.8 16.0| 16.0| 16.0 
me wi +s 261 | 710 | 485.5/— 6.4) 45.1] 40.8] 43.3 15.7, 15.6) 15.7 
- wm Bt 468 | 649 | 583.5|— 5.7 30.1] 48.6) 43.7 16.2} 15.6) 15.9 
美 96 号 390 | 698 | 544.0\-18.1| 37.0| 35.8| 34.5 15.6| 15.3| 15.5 
火 it # 477 | 698 | 587.5|- 5.8] 61.1] 36.3] 33.5 15.5) 15.1] 15.3 

Cl-12316 364 | 689 | 526.5|-11.3] 41.6] 37.6] 37.5 15.9| 15.9] 15.9 
必 93 x 429 | 678 | 553.5|-10.0| 56.5] 36.1| 35.2 15.7| 15.6) 15.7 
% 60 5 426 | 674 | 550.0|— 7.6| 50.9| 38.6) 37.5 15.4} 15.7) 15.6 
来 iid 过 318 | 665 | 491.5|— 7. 中 55.0| 43.6| 39.5 15.8| -15.6| 15.7 
普 ie 8 520 | 661 | 590.5} 9.2] 29.1] 34.3) 32.5 16.3; 15.8) 16.1 
加 a HE 368 | 638 | 503.0|—10.3| 30.8} 32.4] 29.3 16.4! 16.1) 16.3 
Mow om of & 452 | 611 | 531.5|— 6.3| 30.7} 42.6) 42.2 15.5] 15.6] 15.6 
4 京 西柳 村 386 | 591 | 499.5|- 183| 35.8| 32.5| 29.5 16.0| 15.6| 15.8 
koe eR BR 433 | 574 | 503.5|— 0.4 39.9) 39.4] 41.3 15.8) 15.9| 15.7 

合 计 9950 | 16.88| 13080| 一 32.23|1213.7| 895.8| 839.8| 862.4) 364.7| 359.0| 363.4 

平 均 433 | 704) 569 |— 1.5) 55.2) 38.9| 36.5) 37.7) 15.9| 15.5| 15.7 

本 开除 标准 品种 外 , 柔 久 1954 年 产量 高 低 为 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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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在 生长 过 程 中 ,可 以 看 出 ,大 概 披 节 早 者 ,抽穗 及 成 熟 亦 早 。 这 在 改良 50 号 、 
60 号 等 品种 最 为 明显 。 反 之 ,拔节 晚 者 ,抽穗 成 熟 亦 晚 , 如 拉 蔷 春小麦 是 。 

(2) 春小麦 千粒重 及 容重 产量 | 

根据 表 (2) , 自 产 量 方 面 看 来 ,如 同 标 准 品 种 作 上 比较, 在 供 试 之 23 个 品种 中 ,全 部 外 
来 品种 均 较 本 地 者 为 高 。 其 中 产量 最 高 者 为 武功 774 号 、17 号 两 个 品种 ,超过 标准 品 
Fy FE 400 斤 以 上 ; 其 次 超过 标准 品种 在 300 斤 以 上 者 , 计 有 中 农 166、 桑 保 16 号 、 改 

fa 51, 60 号 等 四 品种 ; 超过 200 斤 以 上 者 , 计 改 良 50 4S, fe Fi) ERE Bk ETE LL 4 
品种 ;超过 100 斤 以 上 者 , 计 有 普 阵 6 号 及 兰州 和 条 头等 5 个 品种 。 PU KERB 

低 ,但 脊 高 基本 地 标准 品种 1 斤 。 

如 就 外 来 品种 比较 ,其 中 亦 以 武功 17、774 号 及 桑 保 16 号 ,在 产量 上 为 最 高 ,每 亩 产 

量 均 在 800 斤 以 上 ; HAM 166, 改良 50, 51, 60-4, RATS, fe HH TE 700 

FUL, AAA AG TE 600 FAA, 3 

HR 1953 K 1954 年 平均 产量 而 车 , 品种 间 的 产量 高 低 略 有 变动 , 但 在 顺序 上 ,大 部 

分 品种 还 是 有 其 一 致 性 的 ,如 武功 74、17 号 , 雨 年 产量 都 列 居 首 殿 位 ; 其 次 中 农 166、 桑 

R16 SU 60 号 等 ,两 年 来 亦 均 保 持 其 高 额 产量 。 

就 1953 及 1954 年 产量 的 对 比 看 来 , 1954 2A Rye 1953 年 为 高 。 供 试 的 23 

品种 ,平均 产量 为 704 斤 , 较 1953 年 各 品种 平均 产量 高 出 58 匈 以 上 。 

PERS SEA 1954 年 雨水 丰沛 ,在 耕作 及 管理 上 较为 及 时 ,有 利 小 麦 生长 发 青 。 

在 供 试 之 23 个 品种 中 , 两 年 产量 全 部 平均 为 569 斤 ,， 此 数字 可 认为 外 来 的 春小麦 

在 拉萨 地 区 生长 较为 可 靠 的 产量 。 

各 品种 产量 与 相 隘 标准 产量 比较 , 在 1953 年 除 武功 17 号 、 武 功 774 号 及 中 农 166 

等 少数 品种 能 较 标 准 品种 为 高 外 , 其 他 契 大 部 分 品种 则 均 较 标准 为 低 , 外 来 22 品种 较 

标准 低 工 5 和 多。 但 在 1954 年 则 完全 相反 ,所 有 外 来 品种 均 比 标准 品种 为 高 ,武功 774 号 

超过 标准 达 115% , HEE 6 号 超过 标准 最 低 , 但 亦 达 到 29.1%, 合共 22 品种 超过 标准 品 

种 达 55.2%, 此 说 明 今年 雨 涝 情况 下 ,外 来 大 部 分 品种 均 能 适应 此 种 环境 ,而 拉 阵 当地 
品种 ,显然 有 不 耐 雨 湛 、 不 能 适应 今年 特殊 气候 的 情况 。 

自 种 将 千粒重 和 鸳 满 度 看 来 , 今年 外 来 和 本 地 品种 均 有 显著 降低 的 趋势 。 其 中 差 

Sie BSE AV ALBE AD, 1953 年 千粒重 为 48.8 克 , 今 年 则 降 至 35.5 克 , 相差 13.3 克 
之 多 。 卡 烈 康 枕 、 求 福 麦 、 兰 州 和 傈 头 则 相差 了 3.5 克 。23 品种 1953 年 平均 为 38.9 克 ， 

1954 年 则 降 至 36.5 克 , DY 2.4 克 。 主 要 原因 是 今年 雨水 过 多 , 条、 杏 锈 病 严重 以 及 在 

成 圾 时 期 中 地 下 虫害 等 ,使 种 将 交 瘦 。 不 过 就 今年 种 料 千 粒 重 而 言 , 同 一 品种 仍 是 高 亦 
其 在 内 地 的 千粒重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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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今年 特殊 气候 与 春小麦 的 生长 关系 
在 作物 生长 季节 里 ,雨量 多 而 且 又 很 集中 ,这 就 是 拉 阵 河谷 的 气 柜 特 点 。 而 今年 世 

界 性 的 雨 涝 ,在 高 原 上 同样 也 表现 出 来 。 仅 7 月 份 的 一 个 月 雨量 就 有 200.2 BER Ze, 
儿 佑 全 年 雨量 的 38.0 多 , 这 种 情况 就 对 芯 农 作物 发 生 了 莫大 的 影响 。 

现 将 春小麦 的 生长 长 青 情况 论述 如 下 : 
首先 由 芯 雨 水 过 多 ,地 下 水 位 升 高 , 在 7 月 份 试验 地 中 , 几乎 成 了 泥 浏 状态 。 土壤 

中 排水 不 良 , 加 以 阳光 照射 不 足 , 因 之 植株 生长 得 弱 , 至 抽穗 以 后 穗 部 加 重 ,又 在 降雨 同 
时 伸 以 急 风 , 因而 造成 了 严重 的 倒伏 ,同时 董 查 也 有 折断 的 现象 。 

因为 倒伏 的 关系 ,对 包产 量 及 品质 方面 ,都 产生 了 极为 不 良 的 影响 。 在 本 地 春小麦 
方面 ,表现 尤其 严重 , 而 外 来 品种 中 的 武功 1 号 、774 rp He 166、 卡 烈 康 功 及 美 系 的 
几 个 品种 , 荃 查 坚 贰 ,在 风雨 集中 的 于 击 下 ,表现 了 一 定 程度 的 抵抗 性 ,同时 这 些 品种 在 
产量 上 也 是 比较 高 的 ,这 就 说 明了 倒伏 与 产量 的 关系 。 同 时 这 几 个 品种 不 但 能 抗 游 ,站 
且 也 能 耐 肥 。 

” 殿 刀 由 灵 雨 水 过 多 , 险 多 晴 少 ,空气 相对 湿度 太 高 ,而 且 这 种 现象 为 时 太 久 ; 精 株 倒 
KR. BREE BIC, 这 就 答 黄 锈病 大 发 生 一 个 极 有 利 的 条 件 。 因此 今年 小 麦 除 普 
肖 地 发 生 了 不 同 程度 的 严重 倒伏 外 , 另 一 特点 就 是 普 逼 唑 有 条 、 杏 锈病 。 在 雨季 开始 时 
首先 发 现 有 条 锈病 ,至 7 A A RE, WP SA 30-40%, 在 原始 蓝 
围 中 的 5 个 外 来 品种 中 , 几乎 没有 不 感染 的 , 但 程度 比 本 地 种 为 轻 。 一 般 训 为 对 大 条 
查 锈 病 ,具有 高 度 抵抗 性 的 硬 粒 种 小 麦 , WKE RE. KES, ROR aA 10— 
20%, 此 外 本 地 春小麦 从 发 生 腥 黑 穗 及 散 黑 重病 , 在 外 来 品种 中 契 大 部 分 是 高 度 抵 抗 
的 。 

再 坎 ,今年 春小麦 的 成 熟 期 ， 由 共生 长 季节 雨水 连 米 , 对 蕉 灌浆 及 成 熟 是 起 了 延迟 
和 阻碍 作用 。 在 雨季 未 来 前 , 技 节 和 抽穗 均 比 1953 年 略 早 , 但 在 成 熟 期 方面 却 较 1953 
年 延迟 了 牛 个 月 。 这 样 就 很 容易 造成 落 粒 、 掉 穗 和 荃 棍 折 断 等 现象 。 

在 种 子 千粒重 及 他 满 度 方面 ,由 於 倒 伏 及 病害 等 原因 , 远 腕 蕉 去 年 ,一 般 均 瘤 瘦 ; 且 
色泽 岛 瞄 。 特 别 是 本 地 品种 , 因 锈 病 的 严重 影响 ,种 皮 均 有 黄色 ,锈病 胞 子 附 庆 其 上 ,在 
麦 粉 品质 和 出 粉 李 上 自然 会 受 很 大 的 影响 。 

(4) 虫 咱 与 春小麦 产量 的 关系 
今年 春小麦 在 生长 期 中 不 仅 遭 受 雨 让 和 病 祝 的 影响 ,同时 虫 凡 发 生 的 普通 和 严重 

程度 , 亦 较 1953 年 厉害 。 在 春小麦 生长 期 中 所 发 现 的 虫 嘎 , 计 有 士 蛋 (金色 子 幼虫 )、 麦 
荃 蛆 ( 暂 名 )、 金 针 虫 和 蚜虫 等。 

DE JU MSE, RESO, 主要 为 害 时 期 是 在 小 麦 成 熟 期 间 , 吃食 根部 ,对 

‘a. 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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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麦 灌浆 和 成 熟 都 有 很 大 的 影响 。 在 收获 时 ,有 好 些 慎 株 轻 轻 往 上 一 得 , 就 能 连 根 撤 

起 。 据 初步 统计 ,在 240 平方 市 尺 (1/25 亩 ) 面积 上 , MAK DA 937 条 。 如 是 推 
算 , 每 亩 就 有 两 万 三 千 条 以 上 ,其 严重 危害 的 程度 可 想 而 知 。 HAREM, EDR 

节 前 寄生 在 莹 部 节 间 , 吸 喧 小 麦 兹 液 ,而 形成 莹 查 枯 凌 致 死 , 惟 该 虫 为 数 不 多 。 USM 
Ai — FS Sh se (GEL) ,为 害 根部 ,如 把 根部 咬 断 ,幼苗 即行 枯死 ,为 数 亦 不 多 。 此 外 在 
小 麦 成 熟 期 中 , 发生 了 密集 的 蚜虫 , AAO AUER, RR LZ, ERAS, 

认 小 麦 的 生长 发 青 方面 造成 很 不 利 的 影响 。 
在 春 霉 中 见 到 的 虫害 ,主要 有 四 种 。 话 帮 情 况 ,全 在 总 千 病虫害 一 节 时 再 为 详 述 。 

(5) 外 来 与 本 地 春小麦 品种 的 总 估价 
根据 雨 年 来 观察 试验 的 和 结果, 虽然 还 是 初步 的 , 但 大 致 可 看 出 , 在 供 试 不 少 外 来 春 

小 麦 品种 ,是 颇 能 适应 高 原 气候 环境 的 。 特 别 是 在 今年 高 原 特殊 气候 情况 下 上 般 外 来 
品种 均 表 现 节 查 坚 鄞 .而 肥 、 能 抗 倒伏 、 植 株 生长 极为 旺 健 、 子 粒 较为 饱满 .出 粉 这 高. 早 

熟 、 能 抵抗 锈 病 和 黑 病 等 优良 特性 ,这 些 都 是 本 地 品种 所 不 及 的 。 如 武功 17 号 、 武 功 
TTA Ap Fe 166 等 品种 ,在 今年 安 业 生产 座谈 会 中 ,都 售 引 起 不 少 藏族 同胞 的 注意 ,将 
来 这 几 个 品种 上 玛 有 推广 的 前 途 。 其 它 品 种 在 产量 方面 ,今年 亦 全 部 超过 本 地 标准 品种 。 

本 地 标准 品种 春小麦 , 可 初 分 为 红 颖 稀 穗 型 及 和 白 颖 密 穗 混合 型 雨 种 。 红 颖 稀 穗 型 

具有 早熟 性 分 药力 强 、 穗 头 亦 比较 稠 ; 白 颖 密 重 型 成 熟 较 晚 ,分 葵 力 稍 弱 ,但 穗 头 硕大 ， 

将 粒 数 多 。 因 之 在 产量 方面 两 者 都 在 460 Jr (Te) Fee HET BBR, 

3. RBBB 

(1) 根据 两 年 来 的 观察 试验 , 高 原 气 候 对 放 春 小 麦 的 生长 和 发 育 具有 极 有 利 的 条 

件 。 外 来 品种 轻 过 雨 年 的 串 化 栽培 ,也 证 明 能 完全 适应 高 原 的 特殊 气候 。 
(2) 外 来 试验 品种 中 ,如 武功 17 号 .武功 974 号 中安 166 号 、 桑 保 16 号 、 改 良 60 号 、 

Be RS WO 19 号 等 品种 ,植株 生长 健 旺 , 荃 查 坚 贰 , DURE DR 
重病 是 基本 抵抗 的 , 籽粒 千粒重 都 较 大 , 品 览 较为 优良 ,分 药力 强 ,丰产 。 在 产量 上 ,十 
年 都 很 高 , 均 超 过 本 地 品种 ,为 外 来 品种 中 具有 繁殖 与 推广 价值 者 。 

(3) pases BARA RIS ERAS, 春小麦 生长 成 熟 时 间 较 长 。 在 内 地 
一 般 由 播种 至 成 救 锡 需 90 一 100 日 ,而 在 拉萨 旭 需 141 一 155 日 , 较 内 地 延长 35 一 55 日 。 
生 其 日 数 延 长 ,对 芯 小 麦 池 粒 饱满 .千粒重 增 大 、 产 量 提高 方面 均 为 有 利 条件 , 惟 在 品质 
方面 则 不 及 内 地 为 好 。 

4. 高 原 气 候 夏季 雨水 过 共和 集中 ,同时 多 是 风雨 交加 , Ae ee AE 
倒伏 及 雨 兴 等 特性 的 品种 ,就 成 了 主要 的 目标 。 其 次 , 倒伏 和 十 浴 的 后 果 , 会 引起 桂 锈 

和 条 锈病 的 发 生 , 因 此 选用 对 攻 锈 病 抵抗 力 强 的 品种 ,也 是 主要 目标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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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RYE WARS Wy ZEEE US, AAS a PE AS, He As 反之 ,其 

BOG WAS th CW, Ve EF PAA BIS TEE IES Dy BEARS BE, 

(6) 精 耕 壮 作 是 提高 单位 面积 产量 的 重要 因素 , 周密 的 管理 是 增加 试验 千 果 正 准 

性 的 必要 步 且 。 今 年 在 春小麦 的 试验 中 , 由 於 整地 较为 均匀 ,而 在 施肥 量 和 时 间 上 也 较 
适宜 , 故 各 品种 今年 在 生长 发 育 方 面 的 表现 , 就 比 1953 年 为 好 。 而 且 在 产量 上 也 比 上 

年 有 一 样 程度 的 提高 。 

4. SB aa 

(1) 4p ape hk SHEP, SATE SMBIOG He, 今后 土地 必须 实行 深耕 、 冬 

Pt, WAS A A “666” VER LA, 薄 在 其 成 虫 活动 期 中 , 用 可 湿性 “666”， 

喷 杀 或 人 工 捕捉 ,以 防 其 产 卵 。 
(2) 岛 、 鼠 、 腕 害 应 及 时 而 有 效 的 防治 , 岛 害 租 加 看 管 。 小 面积 的 高 角 坛 验 应 作 三 

4 UCSHE RRS, WR URS SE, HAE, WS, me 

lal 357%, SSE, DRE TKIR ETERCE ILIE. 

(3) Fe J AREA RE , CPR NTU DY IE HE, — J AEN TR, SET 
藏 室内 MEM EH, Ue TE FB Soh TT TS, ET AB, SE 

REFURB IL BER IE ETE, 必须 加 强 计划 性 和 周密 性 。 

Il. 春 青 牺 试 验 上 
春 青 牺 试 验 , 包 括 原始 材料 昔 轩 观察 和 品种 比较 雨 个 试验 ,主要 目的 大 体 和 春小麦 

的 试验 同 ， 亦 系 稳 秆 观察 其 生长 发 译 性 状 及 选 至 适 大 高 原生 长 的 优 舟 品 种 ， 以 作为 令 后 

繁殖 推广 及 改良 现 有 品种 的 依据 。 
1. 试 月 材料 及 方法 
在 原始 材料 苗 围 试验 中 , 计 包 括 军 粳 城 米 大 麦 、 泰 安 米 大 考 津浦 线 米 大 麦 , 共 为 5 

个 外 来 品种 ,及 就 拉萨 本 地 品种 中 分 离 出 来 的 白 、 蓝 、 紫 及 揭 艺 大麦 及 长 世 黑 颖 , 共 为 堪 

个 品种 。 品种 比较 试验 所 用 的 材料 完全 与 原始 材料 昔 转 各 品种 相同 , DEI As 

PAPA, } 

以 上 雨 个 试验 均 用 本 地 和 白 青 牺 为 标准 品种 。 

春 青 释 试 验方 法 ,原始 昔 转 与 春小麦 相同 , 行 长 8 ATR, 行距 15 厘米 ,每 行 点 播种 
子 40 粒 ,株距 2.5 厘 米 ,太行 区 ,顺序 排列 ,每 隔 9 小 区 裔 一 标准 ,重复 2 次 , 认 4 月 工 日 

播种 。 品 种 比较 试验 , 行 长 巧 市 尺 , 行 距 1 尺 ,四 行 区 。 播 种 量 因 品 种 、 种 籽 大 小 、 发 医 

这 而 有 不 同 ,每 行 由 20.5 一 28.6 克 , 粒 数 狗 为 580 粒 左 右 。 对 上 比 排列 法 与 每 隔 雨 小 区 裔 

一 标准 ,重复 两 次 , 讼 4 月 12 日 至 部 下 种 。 

种 植 地 系 违 作 两 季 之 小 麦 地 ,在 播种 前 进行 灌水 施肥 (施肥 量 同 小 麦 ) ,5 月 26 日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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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 OK, 在 4 月 工 日 播种 者 , RE: 4 月 12 日 播种 者 , 因 气 温 渐 高 ,在 4 
月 16 日 邹 储 者 出 土 , #85 AAT APH, 5 月 30 日 全 部 拔节 完 旺 。 WOR SEM 

FR, RO 月 8 日 开始 抽穗 , 至 6 月 28 日 供 试 各 品种 至 部 抽 齐 , 津 KE 
时 ,8 月 9 日 朗 已 成 熟 ; 本 地 紫 青 称 成 熟 最 晚 ,至 9 月 6 SEA, 

9 月 上 旬 圣 部 试验 收获 完 蛙 ,田间 工作 乃 告 一 段落 。 
2. 试 欢 站 果 及 讨论 
春 青 释 原始 材料 苗 转 及 品种 比较 试验 , 於 8 月 份 开 始 收获 , 随 收 随即 进行 腹 粒 ,至 9 

月 中 旬 公 部 脱粒 工作 告 一 段落 , 泛 进 行 称 重 、 和 葬 计 分 析 及 考 种 工作 , 认 10 月 底 全 部 结束 。 
现 将 观察 及 试 具 结 果 列 两 表 如 下 ,以 便 说 明 。 
(1) BRERA 

。 根据 表 (1), 从 植株 生长 高 度 看 求 , 1953 年 10 品种 平均 为 100 JK, 1954 年 平均 
为 109 厘米 , 较 1953 年 增高 9 厘米 。 个 别 品种 如 津浦 系 , 增 高 了 15 厘米 。 

就 各 品种 的 生长 发 育 过 程 来 看 ,大 抵 拔 节 早 者 ,抽穗 及 成 熟 也 较 早 ,如 津浦 穆 、 军 征 
城 是 : 凡 技 节 晚 者 ,抽穗 及 成 熟 亦 晚 ， 这 在 拉 茧 本 地 品种 最 为 明显 。 就 雨 年 生长 发 青 情 
驶 比较 , 1954 年 各 品种 拔节 抽穗 ,一 般 较 1953 年 为 早 ,但 成 熟 期 却 反 为 延迟 。 1953 年 
各 品种 生长 日 数 平均 为 126 日 , 1954 年 为 182 日 , 1953 年 比 1954 年 早 6 日 。 个 别 品 
种 还 有 延迟 18 天 之 久 的 ,如 本 地 紫 青 释 。 一 般 言 之 ,外 来 品种 多 为 早熟 型 ,而 本 地 品种 
则 多 为 晚熟 型 , 如 以 青 牺 与 小 麦 在 生长 日 数 上 相 比 , 春 青 牺 生长 日 数 较 短 , 平均 较 春 小 

| 麦 早熟 本 至 23 日 左右 。 

(2) 春 青 释 产 量 千粒重 及 容重 
根据 表 (2) 来 看 , 今 供 试 之 5 个 外 来 品种 中 , 除 军 类 城 大 麦 外 ,其 余 5 品种 均 较 标准 

品种 为 高 。 其 中 以 津浦 线 大 考 产 量 最 高 ,每 雷 可 达 582 Fr, YY 1953, 1954 年 平均 产量 

来 看 ,津浦 系 大 麦 每 亩 为 551 斤 , 仍 列 居 首位 ; 其 次 为 泰安 及 茶 淀 米 大 麦 等 。 

PERNA. EERE 4 种 青 释 而 言 , 在 产量 上 以 其 中 作为 标准 品种 的 本 
”地 白 青 牺 为 最 高 , 1953、1954 两 年 平均 为 506.5 FT, KORG ARWE RE, USF 

产量 最 低 。 - 
全 部 供 试 品种 如 就 1953、1954 两 年 总 平均 产量 比较 时 ,1953 年 为 459.1 斤 , 1954 

年 为 524.7 Jr, 1954 年 比 1953 年 高 出 65.6 Fe, BERRA AE RG KARR, ERIE LAB 
适应 春 青 释 的 生长 的 。 同 时 这 和 精 相 耕作 及 周密 田间 管理 也 是 分 不 开 的 。 

BERRA 9 品种 ( 连 标 准 在 内 ), 两 年 的 总 平均 产量 为 491.9 斤 ， 此 产量 记录 可 闹 为 春 
青 牺 在 拉 茧 河谷 较为 稳定 上 且 可 靠 的 产量 。 



386 Ph ome Cia EO OB 

i 2 A HF R He 101 | 107 | 6/1 | 6/2 

#HhRKE 88 | 103 | 5/20 | 5/19 

HH KKE 97 | 109 | 5/22 | 5/20 

BRRKKE 101 | 111 | 5/23 | 5/19 
BoE < 三 三 96 | 105 | 5/20 | 5/18 

ZeRM KE 107 | 113 | 5/20 | 5/18 

ee FT BR 102 | 108 | 5/27 | 6/2 

DB We KE 一 112 — | 6/2 

it eR FR 109 | 109 | 6/3 | 6/2 

合 计 801 | 977 

= 126.0} 132.0 

自 各 品种 与 相关 标准 品种 平均 百分比 而 言 , 1953 4¢ 4 a Bh BY Be HERA BIR 6.7% , 

1954 年 则 较 标 准 品 种 高 出 3.4 匈 ， 此 可 谣 明 外 来 品种 , 在 今年 特殊 气候 情况 下 , 适应 环 
境 之 能 力 较 本 地 品种 为 强 。 

ESP REIS ME RS, 气温 不 足 , 所 以 均 不 如 
去 年 ,此 与 春小麦 的 情况 大 致 相同 。 其 中 最 明显 的 是 拉 阵 白 粒 青 牺 , 去 年 千粒重 为 49.7 时 
克 , 今 年 则 只 有 40.3 克 ,降低 了 9.4 克 之 多 。 以 各 品种 的 两 年 千粒重 总 平均 看 来 ;1953 年 ” 导 
为 39.0 克 , 而 1954 年 为 36.8 克 , 平均 降低 2.2 克 , 其 他 满 度 也 远 不 如 去 年 。 以 容重 看 ， 
每 斗 减 轻 0.8 斤 , 这 些 都 是 受 今年 特殊 气候 影响 的 千 果 。 

a ey es 南 年 产量 与 相 和 Pi 产量 ( 斤 / 亩 ) aise eaeaie 千粒重 ( 克 ) | 两 年 | 容重 ( 斤 / 斗 ) | 两 年 
1953 | 1954 | 79 | 1953 | 1954 | 1953 | 1954 | 平均 | 1953 | 1954 | 平均 

i £A re F 504 | 509 | 506.5) 一 — 

# Rk # 520 | 582 | 551.0| 一 7.5| 15 | 
ee Kees 440 | 564 | 502.0| 三 22.5| 17.3 | 

= £Be* Kk 考 440 | 557] 498.5) 3.9] 2.2 

Ww 2 Ke Kk. =e 422 | 532 | 447.0] 一 6.2| 4.4 | 

BHM kK EF 399 | 508 | 453.5} 6.4| —3.0 | 

ie & Tr F 488 | 506 | 497.0/-15.6| —0.2 

me AtkeZe 一 490 | 490 — | 一 6.9 | 

i: + F BF 460 | 474 | 467 | 一 5.5| 一 1.5 

合 3} 3673 | 4722 |4442.5| 47.0] 145.2] 311.9] 331.3] 339.8] 130:7| 139.1) 142.7 | 

平 均 |459.13524.67| 491.9| —6.7| 3.4| 39.0| 36.8| 37.8| 16.3, 15. 

#: £32(1) (2), BRARHERL A ARIE 1954 年 产量 高 低 为 顺序 。 

NS See Ree 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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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今年 特殊 气候 与 春 青 牺 生 长 的 关系 
今年 在 作物 生长 季节 雨量 过 多 ,上 且 又 高 度 集中 的 特殊 气候 下 ,在 春小麦 试验 部 分 业 

已 钱 及 。 此 种 雨量 过 共和 集中 的 情形 ， RAE EBA PR A Se MA 其 利 嫩 完全 相 
同 。 现 分 述 如 下 : 
1) 在 植株 生长 及 发 育 上 看 来 , 在 雨季 未 求 前 , 植株 生长 较 去 年 为 健 旺 , 但 到 7 月 
雨季 来 临 ,同时 穗 部 重量 增加 ,在 降雨 同时 又 伴 以 符 风 ,因此 倒伏 .折断 等 现象 印 相 稻 而 
至 。 有 的 因 穗 头 掉 落 地 上 ,及 倒伏 下 压 过 重 ,而 臻 发芽 老 灿 。 此 种 情形 对 今年 青 牺 产 量 
方面 影响 甚大 。 

2) 由 套 仿 年 温度 高 , 湿度 大 , 为 条 杜 锈 病 的 发 生 创 造 了 有 利 的 条 件 。 因 此 今年 春 
上 青 牺 感 染 锈病 是 很 严重 的 , 几 达 30 % 左右 。 所 有 供 试 品种 均 有 感染 , 尤 以 本 地 种 为 重 。 
"Were IR 3 psu opeRUMT NESTE BE AE, 
—s«88) AMER, ENTER, xR eT EAR EI, Aan th 

BESS EMR HORE ASS, SRY Hy Fes, 
4) ERATE RA A, PPR SEH YASIR, 见 阳光 太 少 ,土壤 潮 

| 湿 等 , 因 之 种 将 色泽 众 佳 ,在 粉 质 及 出 粉 率 上 , 当然 也 有 影响 。 RRMA 
x, 

(4) 虫 嘎 与 春 青 程 产 量 的 关系 
| 今年 可 能 由 蕉 特殊 气候 关系 , 虫 雪 问题 显 较 1953 年 为 严重 ,在 生长 期 中 ,初步 发 现 

Ay er BEEN Be SE, BE AR. AH he (GY) JF a 
SR EE PE HE, TEE PE EAR, RGR BALE 
WEA BRAS I, 收获 时 , 在 春 青 牺 的 试验 Hh HEE HO -EZE, 
ISS eB, 在 180 平方 市 尺 面 积 内 即 扶 出 大 、 小 土 居 580 条 , 如 以 此 推算 , FETT RY 
20,000 条 以 上 。 此 系 最 低 数字 , 其 为 害 的 严重 情况 不 难 想见 。 

PREM CEA, ERASER IRA, RR yeep, WE ee 
为 害 较 轻 。 | 

(5) SKS A RUA EE BI 
ARTE PA SPREE R 5 SHAR PEM ESE IY IRAE, TE 1953 AEE 

WARS, HOR MAL A RE, JPEG AOE, 两 年 产量 的 超过 标 
准 ,而 在 1954 年 夏季 雨水 特 多 的 情况 下 , 外 来 品种 在 产量 方面 仍 能 超过 本 地 品种 。 狼 
过 今年 特殊 气候 的 考验 ,证 明 外 来 品种 在 荃 查 坚 贰 、 能 抗 倒 伏 、 抗 雨 渗 等 特性 上 ,在 锈病 
及 条 较 病 和 时 竹 病 方面 ,外 来 品种 虽 有 感染 ,但 程度 较 轻 。 ERE ROE, 外 来 品种 儿 公 
部 抵抗。 

Ey Rl Gre Ce 

Ra iter A it Ty, 



外 来 品种 感染 病 嘎 坟 轻 ,这 和 位 查 坚 贰 、 能 抗 倒伏 实 有 密切 关系 。 这 种 抗 倒伏 、 搞 
病 及 早熟 等 优良 性 状 旭 为 本 地 种 所 不 及 。 
HARRAH CHE SRA RWERED + i SY es, 

ESN os Ey IRS, SO EE, FARE, 
在 今年 雨水 过 多 而 高 度 集中 情况 下 的 玫 现 。 但 根据 雨 年 来 的 试验 情 况 证 明 , 本 地 春 青 
牺 对 然 高 原 气候 环境 从 有 一 定 的 适应 能 力 , 如 种 粒 大 且 他 满 ,产量 高 等 。 

BEACH MAE HERE, Seep LA a RPT. AYE, GPEC; DEFER 
A—--RREE, LUE EEE: HP ESRB, 在 拉 阵 河谷 一 般 藏 民 
PHBE, 

3. RRB 
(1) SORUFAZPRRER, MARR, DG OCETRIR ES, 雨 年 平均 雷 产 达 

551.0 斤 ,超过 标准 品种 ,具有 示范 推广 和 繁殖 的 价值 。 其 次 为 茶 淀 泰安 等 品种 。 
(2) 帮 两 年 观察 试验 证 明 , 外 来 品种 能 适应 高 原 气候 。 特 别 在 今年 雨 兴 情 况 下 ,外 

来 品种 更 表现 了 高 产 和 抗 倒伏 等 特性 , 混在 感染 病害 上 也 较 轻 。 这 些 优良 性 状 光 为 仿 
后 高 原 选 至 品 种 最 主要 的 目标 。 

(3) 本 地 品种 以 白 青 释 产量 最 高 , 品质 亦 佳 , 对 高 原 适 应 能 力也 强 。 今后 家 加 精 
选 ,各 绫 提高 其 优良 特性 。 

(4) 春 青 牺 生 长 期 较 春小麦 为 短 ,在 高 原 气候 情况 下 ,由 播种 至 成 熟 ,多 需 120 一 140 “ 
Hi, BYPa URES) 30 一 35 日 。 

A. 38 BR Fo dB) 
(1) Me Rn Fah Ley BPE, UT A EIN, SERB R Hh, 

应 进行 冬 耕 、 深 耕 及 用 “666” MAIER, 与 春小麦 方法 相同 。 
(2) 今年 雨水 太 多 , 在 雨季 集中 时 , 低 宕 地 已 有 积 水 , 因 而 对 倒伏 及 条 杜 锈 病 的 发 

生 是 有 关系 的 。 今 后 应 注意 排水 沟 的 设置 ,以 排出 地 中 过 多 的 水 分 。 
(3) FERRER MEMES, 明 后 年 必须 易 换 地 点 ， 小 进 行 有 计划 的 收 划 输 作 

Te = 

制 。 

(4) 春 青 牺 供 试 材 料 较 少 , 而 青 牺 为 藏 胞 最 主要 的 食 征 。 人 

优良 品种 ,以 提高 试验 之 效能 。 

(5) 加 强 铁 称 殉 设备 迅速 修建 移 室 ,以 保证 今后 试验 的 精确 性 ,关於 防除 驴 害 及 牲 

畜 为 害 的 工作 , 同 认 春小麦 部 分 。 

III. Zp RR 

由 1952 年 秋 起 ,开始 在 拉 苹 地 区 进行 冬小麦 的 试验 。 轻 过 一 年 试验 以 后 , 证 明 在 



附录 十 一 “拉线 农业 就 验 场 1954 FARR 389 

HERE PRR, 冬小麦 是 完 圣 可 以 栽培 的 。 但 冬小麦, 星 竟 还 是 高 原 上 的 一 种 新 作 
物 ,我 们 对 大 冬 作 物 还 有 很 多 问题 ， AAS ZC, TEASE ANDERE, 今年 进行 了 原始 

。 昔 转 .品种 比较 .播种 期 和 播种 量 三 个 试验 , 现 将 三 个 试验 结果 分 过 如 下 - 
1 冬小麦 原始 材料 昔 围 和 品种 比较 的 试 骏 

原始 材料 苗 围 和 品种 比较 试验 的 目的 , 在 炎 续 观察 自 国 内 外 所 引进 的 冬小麦 品种 

。 在 拉 蔷 自然 条 件 下 的 生长 发 至 情 况 , 及 对 环境 适应 的 能 力 等 , 站 以 本 地 春小麦 作 标 准 
( 拉 寻 春 小 考 红 宁 及 混合 型 ) 比 较 冬 小 麦 的 栽培 价值 ,研究 在 栽培 过 程 中 所 发 生 的 问题 ， 

及 比较 供 试 品种 问 的 产量 ,希望 能 找 出 适合 拉 隙 地 区 的 冬小麦 品种 ,以 作为 今后 在 高 原 

开展 冬 考 种 植 的 依据 。 

1 ARHARAE 

RASA RGB, dE A ENSHEK 1885、 北 系 4 号 、 北 系 侍 号 .吉林 等 , 苏联 的 

Fa bebe » BSE AT LE BEC. AY PSG 25 品种 ,及 苏联 的 别克 多 斯 克 亚 等 3 种 冬 黑 麦 , 共 

at 28 品种。 这 些 品 种 均 系 自 上 年 试验 材料 中 选 出 。 

品种 比较 试验 计 包 括 北 系 4 号 、 攻 大 1885、 早 洋 、 煞 交 , 可 字 及 岛 克 瑚 等 共 17 个 品 

Fh DL be FEA AS i Blt, 两 试验 均 以 拉 陈 春小麦 作为 标准 品种 , 慈 均 在 来 年 3 月 29 日 

播种 。 

在 播种 方法 方面 ,原始 材料 苗 转 为 行 长 3 尺 , 行 距 15 厘米 ,每 行 点 播种 粒 40 粒 , 六 

行 区 ,每 隔 9 小 区 谢 一 标准 ,顺序 排列 ,重复 4 次 ,全 部 品种 均 於 9 月 28 日 播 和 完毕 。 

.品种 比较 试验 , 行 长 芋 尺 , 行距 工 尺 , 每 行 播种 20 FE, 44) 600 粒 。 每 亩 播种 量 为 

芭 市 斤 , 四 行 区 ,顺序 排列 ,每 隔 四 小 区 惟一 标准 区 , 重复 4 次 。 除 美 系 、 钱 交 等 数 品 种 

因 后 熟 阶 段 较 长 ,延至 10 月 6 日 播种 外 ,其 他 各 品种 均 於 9 月 30 日 播种 , HK 10 一 13 

RX re 10 月 中 旬 先 后 出 土 。 

雨 试 答 在 播种 前 均 施 基肥 , fe THe 25,000 斤 计 , 基 肥 按 18,000 Frat, 共 播 种 前 施 

| 下 ;追肥 按 7000 斤 计 , #85 月 29 日 至 部 技 节 后 施 下 。 在 生长 期 间 构 每 隔年 月 灌水 1 
次 ,全 部 生长 期 共 灌 水 中耕 和 除草 各 7 次 。 

2. ARERR at te 

SE bszehe 8 A 18 A Ca BI EAT IRL AE, 3 9 月 上 名 RL ERT 

LEAR, PUA RRA Bl ZENE at ie do PF 

pe 

(1) 冬小麦 生长 发 育 情 况 及 病害 问题 

冬小麦 在 第 一 年 秋季 播种 后 , 因 各 品种 种 将 后 熟 阶 段 不 一 , 故 出 土 迟 早 很 不 一 致 。 

惟 当 年 冬季 全 部 出 土 ,至 12 月 中 旬 士 壤 公 部 千 冻 ,地 上 部 生长 也 芹 告 停止 , 径 过 近 雨 月 
的 休眠 状态 , 至 翌年 2 月 中 旬 兄 开始 返青 生长 。 此 时 地 表 也 添 渐 解冻 , 大 部 分 品种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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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 月 初 开始 技 节 ，5 月 下 旬 开 始 抽穗 ，6 月 上 、 中 旬 开 花 , 狗 径 两 个 月 左右 朗 公 部 成 
熟 。 

从 表 (1) 看 来 ,在 植株 生长 高 度 上 , 当 以 别克 多 斯 克 亚 黑 考生 长 最 高 平均 高 度 为 
1.74 米 ,个 别 植株 可 过.95 米 。 其 灵 为 兰州 北山 麦 , BEATS LB 米 左右 ， 岛 克 兰 个 别 行 ， 
植株 亦 有 达 LD 米 以 上 者 。 本 地 春小麦 标准 品种 植株 平均 达 工 38 米 ， 较 车 干 冬 麦 品种 | 
为 高 。 全 部 供 试 冬小麦 品种 平均 慎 株 高 度 为 工 28 3K, BE RAE 5 

冬小麦 原始 材料 苗 弄 及 品种 比较 试验 .各 品种 生长 发 青 性 状 刀 载 云 (1) 

(月 /日 ) 

开花 期 

(月 /日 ) 

抽 一 期 
(有 7/ 昌 ) 

拔节 期 
A /B) 

ha PRES EE as 生长 日 数 | 倒伏 程度 we = 

iH BE Kb = 138.0| 5/25 | 6/26 | 7/3 8/31 4. - 
. wee hs 126.5 | 5/5 6/1 6/8 8/4 Ln; 3 
( rr a 131.3| 5/15 | 6/7 | 6/13 | 8/13 a 愈 

起 HE 123.3 | 5/10 | 6/5 6/11 | 8/18 a 
: 早 = 120.0 | 5/3 5/25 | 6/12 | 8/1 af 愈 

o& 交 119.0 | 5/4 5/30 | 6/5 8/6 on oe 
Be 尼 -115.5 | 5/9 6/8 6/13 | 8/18 mS | 
RE 利 x1817 新 116.3| 5/3 | 6/26 | 6/5 | 8/1 #@ & . 
He 大 «(1817 121.0 | 5/5 5/31 | 6/9 8/2 eo “ 狼 
天 原 123.3 | 5/5 6/2 -| 6/10 | 8/11 ho 锈 . 
RE 利 x1817 4 120.1 | 5/4 5/28 6/6 8/2 OE 

% 林 122.3 | 5/7 6/5 6/12 | 8/17 wi 6g 5 
KR fi 118.3 | 5/3 5/28 | 6/6 8/16 Ho 做 
ro 家 12255 | 5/6 | 6/7 | 6/11 | 8/16 HA 锈 
1 2 U 号 123.3} 5/7 | 6/1 6/8 | 8/8 % 6S 
oe 座 He 122.0 | 5/2 6/3 6/9 8/14 查 锈 
a8. 玉 = 132.0 | 5/5 5/28 | 6/6 8/12 He S&S 
West # 146.0 | 5/6 6/9 6/13 | 8/16 查 锈 

龙 并 139.0 | 5/7 6/6 6/14 | 8/19 Ge 

Cae eee 133.0 | 4/29 5/29 6/8 8/16 F & 

4 Re 4 «6 135.0 | 4/27 | 5/31 | 6/8 8/5 wo 锈 
别克 多 斯 克 亚 黑 才 174.0 | 4/25 5/13 5/31 8/15 ew 锈 

BR B: 4fe 

Ze(1) HE: 1. 本 琢 除 标准 品种 〈 拉 蓝 混 合 型 春 小 考 ) A, SE ft th PELE RRSRER 15 个 品种 ， 均 柔 依照 产量 高 低 顺序 “ 
排列 。 

2. ARAB ERY, FAY 6 个 品种 , 柔 取 用 原始 苗 转 武 验 的 记载 材料 。 
3. 品种 比较 试验 中 , 供 武 之 燕 大 1885 及 北 柔 4 号 两 品种 , 因 在 腕 粒 时 发 生 错 届 , 产 量 不 可 靠 , 故 素 而 不 用 。 

4。 本 胡平 均 项 目的 数字 , 柔 指 全 部 冬小麦 品种 而 车 ,未 包括 标准 品种 在 内 。 
5. KRRA BABE» Ui tate F : 

0= 不 创 伏 ; 十 = 倒伏 轻微 ; 十 十 = 创 伏 较 重 ;) 十 十 十 三 倒伏 严重 。 

RC BY BAF Sc At Bebe BY, 一 般 披 节 早 者 , 成 熟 亦 较 早 ,如 早 洋 、 可 字 、 胜 利 X 

1817 BEBE. HAE PEAT Be bE i Bl (AR AR 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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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小麦 原始 材料 苗 转 及 品种 比较 试验 ,产量 及 千粒重 容重 比较 玫 (2) 

rf 7" 量 = i 粒 重 (8) 容 重 

2 CF /H) 1953 年 1954 年 两 年 平均 \ 斤 / 斗 ) 

HERG  - 383 a 31.3 31.3 14.7 

站 攻 尖 环 字 : 768 41.5 40.7 41.1 15.4 

a ee 755 44.8 39.5 42.2 TOR Tel 
起 交 739 46.8 42.5 44.7 15.8 

早 滋 733 41.6 39.2 40.4 15.1 

$& BE 681 42.2 35.5 38.9 15.3 

3% 尼 639 5 36.3 40.9 15.4 

RE 利 Xl817 #4 509 39.5 32.0 35.6 15.6 

1 506 87.9 31.1 34.5 14.4 

太 原 471 39.5 32.3 35.9 14.7 

RE #) <1817 4 444 40.1 33.7 37.0 14.8 

吉 林 441 31.3 28.1 29.7 15.0 

uK i 391 35.6 32.3 34.0 14.8 

— & 家 378 32.5 28.1 30.4 15.0 

= 348 39.0 32.3 30.7 14.1 

os 座 塔 332 36.5 29.8 33.2 14.9 

2 E Bom 672 ”一 45.8 45.8 15.7 

BMW 4+ ih ze 586 = 37.4 37.4 15.8 

龙 江 482 32.8 28.6 30.7 15.1 
He 大 1885 396 42.6 33.7 38.2 14.7 

= Ss 350 34.9 28.2 31.6 14.7 

VU ae 2 ik a 806 31.6 28.2 29.9 14.5 

平 ae 504.1 38.8 34.1 36.5 15.1 

Ze(2)2:: 1. ARR ME, ART BEI. 
2. ARBELU F 6 et, MVR oA MERC  B 
3. AZAD BCE RIB Nth AMS > MA LIRA HLA REM Ao 
4. 产量 及 容重 均 系 指 1954 年 记录 而 言 。 

冬小麦 播种 到 成 熟 ,早熟 种 大 狗 需 300 日 ,如 早 洋 、 可 字 、 镀 交 及 胜利 x 1817 等 ;中 

SEN Has 310 日 左右 ,如 燕 大 1817、 起 交 、 眉 玉 等 ; WE BAER ANTE 320 日 SEK. 

Eee 3 7B Wits 312 日 左右 , 较 内 地 平均 晚 郝 鸥 两 个 月 左右 。 

今年 雨季 早 , 同 时 在 7 月 间 由 於 雨 量 的 高 度 集中 , 致 造成 冬小麦 的 严重 倒伏 现象 。 

者 干 品种 如 蓝 家 、 一 座 塔 、 北 系 革 号 等 品种 ,在 6 AEN EAE BK, 7 月 雨季 来 临时 倒 

伏 丛 为 严重 , 几 至 不 可 收拾 。 美 系 品 种 一 般 鞋 棍 较 为 坚硬 ,但 今年 亦 发 生 倒伏 , 如 钞 交 、 

RE RRS, 亦 相 当 严 重 。 仅 岛 克 兰 . 早 洋 、 可 字 二 三 品种 倒伏 略 轻 , 邹 别 克 多 斯 克 

亚 黑 麦 亦 有 到 微 的 倒伏 ,基本 上 没有 一 个 能 完全 抗 倒 伏 的 。 

其 倒伏 主要 原因 , 猎 分 析 讨 论 后 认为 有 以 下 四 点 : 

1) 今年 的 雨水 过 然 集 中 ,日 照 不 足 , 土壤 松软 , 根基 不 固 , 同时 在 降雨 时 双 什 以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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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 此 为 造成 倒伏 的 主要 原因 。 

2) 今年 在 早春 灌水 过 早 ， 机 械 的 应 用 每 牢 月 灌水 一 次 的 经 又， 未 根据 小 麦 的 需要 

及 土壤 水 分 情况 进行 合理 的 灌水 , BOK SESE , SPN GG, 土壤 松软 , IIA ER SE 

造成 普 逼 的 倒伏 现象 。 

3) 播种 量 过 大 。 播 种 量 系 根据 种 糙 发 芽 这 而 来, 但 在 进行 种 镑 发 芽 试 验 时 ， 由 从 

收获 不 入, 车 干 品种 还 未 能 完成 其 生理 之 后 熟 作用 , RU OT ESE AE, 加 天 了 

播种 量 。 但 据 在 播种 后 的 调查 , 当时 以 为 其 发 芽 率 低 的 种 郊 , 轻 过 一 段 时 间 后 种 籽 又 全 

部 发 芽 ,这样 植 株 自 然 生 长 过 窗 , SNA BR, HER CML» SRS EAE RAR, 

4) pe ARIES (STIL DELS, URLS), 在 播种 前 , 全 以 18,000 Fr 

的 标准 作为 基肥 施 下 , 3 A UA ig HH 7,000 斤 的 标准 施 追 肥 一 次 ; 另 一 方面 前 作 系 荣 

地 , 凑 底 较 厚 ,加 以 早春 灌水 过 多 , 荃 埋 织 能 , 涂 成 徒长 现象 ,因而 极 易 倒伏 ， 董 棍 断 折 ， 

重头 落地 。 

由 共 今 年 雨水 高 度 集 中 ,播种 量 过 大 ,植株 过 密 , 通风 透 日 不 良 , 跟 随 而 致 的 是 黄 锈 

aN BEAK EGA E, ABW SAE, BE I E2030, SFE 

Sy HS Be PE EIS PY VA He BE ANI 9g i es SBE AS, BEE. REE. A. eS 

not AASB BR, KEES MER, RA eH Bie 

的 , 而 今年 也 有 10 多 Hk. RE. 这 一 事实 就 充分 谣 明 了 病害 的 发 生 和 气候 的 

关系 。 

(2) 冬小麦 的 产量 .千粒重 与 容重 

由 於 今年 特殊 气 外 及 施肥 、 灌 水 经验 的 不 足 等 关系 ， 让 二 二 二 全 全 

象 。 在 8 月 问 收获 时 甚至 有 些 品 种 的 攻 查 折断 , 考 穗 掉 地 、 落 粒 者 有 之 , 茎 焊 倒伏 地 面 、 和 

SANGER BASE ACIS. I LAZAR GEIS ND BESTE I HS, BORED AEH AEN IE, 
AR LES MEAG FORSHEE 

从 (2) 表 看 来 ,今年 产量 最 高 者 为 可 字 小 麦 ,每 雷 可 达 768 斤 ; EI EE. 
早 洋 等 ,此 四 品种 在 700 斤 以 上 ,高 出 本 地 的 标准 品种 在 1 倍 以 上 。 钞 交 、 钱 尼 雨 品种 
均 在 600 斤 以 上 。 在 中 国 系 芋 的 品种 中 ,以 胜利 x1817 红 产 量 最 高 ,可 达 509 JP, SEA 
为 燕 大 1817、 太 原 .吉林 等 品种 , 均 可 达 400 斤 的 产量 。 添 庵 、 莫 家 、 一 座 塔 及 北 系 族 品 
种 的 产量 最 低 , 均 在 300 斤 左右 。 

BEAU TAHT, 系 根据 原始 材料 昔 转 计算 而 来 , 因 小 区 面积 过 小 ,只 可 作 
为 参考 。 

其 中 别克 多 斯 克 亚 冬 黑 麦 , 各 小 区 产量 推算 为 806 斤 , 个 别 小 区 推算 产量 可 大 
1,200 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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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PA BABS FEB 544.10 斤 ,其 产量 超过 当地 标准 品种 30% 以 上 。 
自 种 子 的 千粒重 而 车, 各 品种 均 坟 去 年 为 低 , 如 去 年 钞 尼 千粒重 为 45.5 克 , 今年 减 

为 36.3 i, WHE 9.2 克 , 较 去 年 降低 20%, 去 年 各 品种 平均 千粒重 为 38.8 克 , 今 年 为 
34.1 克 ,平均 降低 12% 左右 。 各 品种 千粒重 两 年 平均 为 36.5 克 ， 此 数字 仍 较 内 地 一 般 
标准 为 高 。 

在 容重 方面 ,去 年 乱 考 种 材料 ,但 由 种 子 外 形 瘤 瘦 、 无 光泽 及 千粒重 的 降低 来 看 , 必 
较 去 年 为 低 。 

3.28 
(1) AANAEDL BEAL AERA OE. eR ERE ER ASAER, 

(BAB RIS WS Aer PERRIS Ey TG, EPI HGS , Hn ES YEO A Be AS HT 1.56 
米 ,为 他 处 罕有 的 纪录 。 

(2) IRS 4E 7, 8 月 间 雨 水 高 度 集中 , 造成 严重 倒伏 现象 。 别 克 多 斯 克 亚 黑 麦 革 
样 最 为 坚硬 , 亦 有 轻微 倒伏 ; 美 系 品种 倒伏 较 轻 ;而 中 国 系 的 小 麦 如 吉林 、 一 座 塔 、 蓝 家 、 
北 系 霸 号 等 倒伏 最 为 严重 , LBC RAS. 高 原 应 以 丰产 、 抗 倒伏 等 优良 性 状 为 主要 
选 种 的 目标 。 

(3) 由 堆 雨 水 过 多 、 倒 伏 等 原因 ,条 、 查 锈病 也 大 为 发 生 。 从 病害 感染 程 谨 看 来 , 别 
克 多 斯 克 亚 黑 麦 极 轻 微 ,而 中 国 系 纺 之 蓝 家 一座 塔 , 北 系 1 号 等 最 重 。 

(4) 从 产量 方面 来 看 ,别克 多 斯 克 亚 黑 麦 最 高 , 平均 每 雷达 800 多 斤 , 个 别 小 区 可 
达 了 200 YE, HII SE ALK 1 号、 一 座 塔 产量 最 低 。 

凡 产 量 高 者 ,其 倒伏 也 较 轻 微 ;而 其 最 低 者 ,其 倒伏 亦 较 重 ,病害 也 相同 。 因 此 事实 
完全 可 以 刘 明 ,倒伏 重 者 ,病害 重 . 产 量 低 、 品 质 劣 。 

(5) 今年 千粒重 产量、 容重 有 直接 关系 , 凡 千 粒 重 和 容重 大 者 , 产量 也 较 高 , 反之 
千粒重 ,容重 小 者 ,产量 亦 低 。 

4. 18 i 9 | 
(1) 今年 雨水 特 多 , 在 试验 地 的 一 排水 已 升 至 地 面 , 访 排 的 试验 倒伏 霉 烟 也 较 重 ， 

今后 宜 注意 排水 沟 的 设置 。 
(2) 对 蕉 施肥 应 根据 地 力 善 为 掌握 。 如 今年 试 地 前 作 系 菜 地 ,地力 甚 肥 , 然 双 施 肥 

过 多 , 故 形成 氮肥 过 多 ,这 也 是 促成 徒长 和 导致 倒伏 原因 之 一 。 
(3) 在 灌水 的 时 期 ,应 看 试验 的 需要 , 阔 千 合 雨量 及 士 壤 水 分 而 合理 进行 。 今 年 只 

是 机 械 的 按 生 月 一 次 的 定期 灌水 ,而 未 考虑 实际 需要 及 土壤 水 分 的 具体 情况 等 , 千 果 是 
促成 土壤 水 分 的 过 多 、 湿 度 过 大 、 植 株 生长 租 弱 , 故 倒伏 严重 发 生 。 同时 土壤 的 过 度 潮 
湿 对 然 病 的 发 生 , 也 是 一 极 有 利 的 条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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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 堆 播种 量 和 人 发芽 李 的 问题 。 
去 年 冬小麦 播种 量 , 系 根据 发 芽 这 计算 而 来 。 但 因 收获 后 距 播种 时 间 太 短 , 一 般 种 

将 均 不 能 完成 其 生理 之 后 熟 作 用 , 故 相对 地 加 大 了 播种 量 ,造成 植株 过 密 、 莹 桂 秋 弱 、 通 
风 尔 佳 及 光照 不 足 , 促 使 倒伏 现象 的 加 重 。 
因 之 ,在 收获 的 冬 麦 种 迎 , 短 时 间 内 即 需 播种 的 情形 下 ,只 要 是 新 收 的 种 将 , 扰 显 著 

的 不 充实 或 病害 等 情形 下 ,可 免 作 发 芽 哉 验 , 而 根据 种 闻 的 具体 情况 ,估计 其 发 着 李 , 答 
以 适当 的 数字 。 

(5) 根据 今年 情况 , 关 堆 所 用 肥料 性 质 应 进行 分 析 化 验 , 同 时 对 蕉 肥料 标准 应 进行 
肥料 比较 试验 ,以 求 获得 合理 的 施肥 量 。 

从 小 专 播种 期 与 播种 量 的 试验 
在 西藏 高 原 上 试 种 冬小麦 可 能 休 系 第 一 次 ,初步 试验 ,， 虽 马 获得 成 功 , (IE 

展 冬小麦 的 种 植 , 则 为 一 较 复 厅 的 问题 , 需 作 进一步 的 研究 。 而 播种 期 播种 量 试验 , 邹 
基 蕉 此 种 精神 进行 的 。 因 在 高 原 究 应 以 何 时 播种 为 宜 , 播 最 如 何 ,不 能 将 内 地 的 一 套 低 
验 搬 来 ,而 须 在 当地 进行 试验 研究 , 此 为 本 试验 之 主要 目的 。 

1. 试 欢 村 料及 方法 
本 试验 探 用 抗 倒伏 、 抗 病 ,丰产 及 适应 性 强 的 岛 克 兰 小 麦 为 试验 材料 , HSS 月 间 整 

地 ,每 雷 施 拉 陡 土 装 按 15,000 斤 计 , 基肥 9,000 Fr, 堆 播 种 前 施 下 , 追肥 6,000 Fr, Hee 
年 3 月 3 日 全 部 返青 后 第 一 软 的 中 耕 除草 前 施 下 。 

关 放 种植 方法 ,播种 期 分 为 9 月 16 日 及 :110 月 6 日 雨 期 。 第 一 期 播种 量 分 4 斤 及 

12 斤 雨 种 处 理 ,第 二 期 分 16 斤 及 20 斤 两 种 处 理 , AE IDR, AHIR, 8 行 区 , 小 区 
面积 为 120 BHR (1/50 Fr), 

第 一 期 播种 者 , 狗 经 一 过 后 论 9 月 23 日 至 部 出 土 ; 第 二 期 播种 者 经 8 日 后 , 认 10 
月 芭 日 全 部 出 土 。 第 一 期 者 当年 灌 冬 水 3 次 ,第 二 期 者 灌 冬 水 2 艾 ， 最 后 一 次 冬 水 在 
12 月 1 日 进行 

ne 15 Aiki, 3 月 7 日 灌 第 一 次 春水 ,至 6 月 26 日 正 共 灌水 7 
砍 , 中 耕 除 草 7 次 。 

2. 试验 招 果 及 讨论 
ABU EE 9,10 两 月 分 别 播种 后 , 狗 轰 306328 FLARE 8 月 上 名 即 公 部 成 

熟 , 8 月 下 名 觅 粒 称 重 ,工作 始 告 千 束 。 
现 将 试验 千 果 列表 赣 诗 论 如 下 。 
(1) 冬小麦 的 生长 发 青 情况 
从 上 表 可 看 出 ,播种 量 登 大 者 ,植株 生长 意 高 * 如 第 一 期 於 9 月 16 日 播种 者 ,16 斤 

‘ 

_ Oe va ee ww ee ee aa ， 

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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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小麦 播种 期 播种 量 与 生长 发 育 情 状 及 产量 比较 表 

播种 基 | tk | 拔节 期 | Be 
抽穗 期 开花 期 成 熟 期 | 

( 斤 / 雷 ) (ORD AD 日 数 
140.3| 5/2 | 6/6 327 

5/9 | 6/7 | 6/15 | 8/10 | 330 

5/5+ | 6/6 | 6/14" 328 

143.8) 5/2 | 6/10 | 6/13 308 

148.5) 5/8 | 6/9 309 

146.2) 5/5 | 6/10*| 6/14 309 | 44.8 

143.7) 5/5* | 6/8* | 6/14* 318.5) 44.8 

E12 RAR LT 厘米 ,第 二 期 10 6 FR BS, 20 斤 较 16 斤 平均 高 47 厘米 ,第 
二 期 年 均 较 第 一 期 高 5.0 厘米 。 HEFT ROARK, 植株 乱 徒 长 。 同时 根据 田间 观 
察 情况 ,播种 密度 念 大 者 ,倒伏 亦 较 严 重 。 

自 抽穗 及 成 熟 期 三 面 比 较 ,第 一 期 播种 者 , 较 第 二 期 播种 者 , 仅 早 抽穗 4 日 , 早 成 
熟 2 日 ,此 襄 明 播 币 早 者 , 仅 可 略为 提早 成 熟 一 二 日 而 已 。 如 再 从 总 生长 日 数 看 来 ,第 
一 期 播种 者 生长 日 数 平均 为 328 天 ,而 第 二 期 平均 为 309 天 ,相差 19 日 ,此 差 数 恰 为 提 
早 20 日 播种 之 差 数 , 故 提 早 播 币 与 成 熟 期 集 不 能 成 为 密切 之 相关 。 

(2) 冬小麦 产量 .千粒重 , 与 播 币 期 、 播 种 量 的 关系 
HRA, DRAPE. RU, 自 表 中 可 以 看 出 ,乌克兰 小 麦 ， 

1953 年 千粒重 为 44.8 克 , 1954 年 平均 为 40.3 克 , 千 粒 重 1954 年 较 1953 年 降低 45 友 。 

就 仿 年 第 一 期 与 第 二 期 比较 ,前 者 平均 为 和.0 克 , 后 者 为 839.5 克 , 相 差 1.5 克 。 BEANE 
种 量 小 者 ,种 子 较 为 包 满 。 

就 产量 方面 比较 ,第 一 期 每 雷 播 16 斤 者 ,产量 较 12 斤 者 多 116 斤 , 锡 高 出 18% Ze 

Ais HELIER 20 斤 者 , 产量 较 16 斤 少 162 Jr, MURS 16 斤 者 20% Fez. WILE 

ey LETH 16 斤 者 产量 为 高 。 此 员 明 适当 密植 可 以 增加 产量 , ARE, OO 

所 请 合理 密植 。 

自 播种 期 方面 比较 , 9 月 16 日 播种 者 , 每 雷 产量 平均 为 627.0 Jr, 10 月 6 日 播种 

者 ,每 直 平 均 为 741 斤 ， 第 二 期 较 第 一 期 产量 高 出 114 斤 , 狗 估 15% 左右 。 邹 播种 晚 

者 较 播 十 早 者 ,产量 为 高 。 早 播 所 以 沽 产 之 原因 ,主要 系 第 二 年 春 早 播 者 有 徒长 现象 。 
全 试验 平均 雷 产量 为 684 斤 ,此 为 岛 克 兰 小 麦 在 拉萨 河谷 较为 稳定 可 信之 产量 。 

3. RRB 
(1) 乌克兰 小 麦 在 拉 际 以 在 9 月 下 旬 及 10 月 上 名 播种 为 宜 , 10 月 6 日 播种 者 ,每 

HIB] 822 斤 的 产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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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VE RIAD EDL BE SUR RABE PERERA 16 市 斤 为 最 宣 。 
(3) 播种 较 早 及 播种 量 较 小 者 ,千粒重 较 大 , (Re. A IK ae 

不 能 作为 产量 高 低 的 依据 。 
(4) 播种 量 较 大 者 ,植株 平均 较 高 ,但 多 徒长 现象 。 植 株 高 间 不 完 公 有 助 放 产 量 之 

增加 。 
4. 48 BR a Bl 
(1) HE GIL RES 5S DEMIR 
(2) 供 试 品种 只 有 一 个 , 宜 配合 品种 比较 试验 结果 , HEAR Re, 

二 个 优良 品种 ,作为 供 试 材料 。 | 

(3) 播种 期 可 自 9 月 中 旬 起 ,每 牢 月 播种 一 次 ,分 三 期 ,直播 至 10 月 中 旬 为 止 。 
(4) 播种 量 可 分 为 三 种 ,同时 在 各 期 播种 量 处 理 , 均 宜 完 至 相同 ,， 始 可 得 出 志 为 全 

面 的 千 论 。 

IV. 笋 草 试验 

1 燕麦 大 区 繁殖 试 奏 
发 展 牧 草 的 栽培 , 在 西藏 是 一 件 十 分 重要 的 工作 。 去 年 自 北京 引进 一 些 栽培 种 菩 

麦 , 仅 作 小 面积 的 观察 。 在 今年 改作 大 区 哉 验 , 在 比较 粗放 管理 情况 下 观察 其 对 风土 适 
应 能 力 、 生 长 发 至 情况 及 栽培 价值 如 何 ,以 作 令 后 发 展 牧 草 栽培 之 依据 。 

1 试验 村 料及 方法 
本 试验 供 试 品种 , 计 察 北 杰 麦 、 北 京 127、 北 京 125, IN REE BRA 

73 号 、 美 149、 美 156 共 8 个 品种 ,站 以 察 北 燕麦 作为 标准 ,随机 排列 ,重复 四 次 。 
3 月 20 日 播 币 ,条 播 行距 工 尺 , 行 长 15 尺 , 八 行 区 。 播种 量 按 每 雷 15 斤 计 ,在 播 

种 后 狗 工 旬 左 右 出 士 , 5 月 半日 施 追 肥 一 次 , #9 5,000 后/ 亩 ; RAE 
PE, ABET PPE, 5 月 27 日 全 部 拔节 , 6 月 13 一 19 日 抽穗 ( 察 北 较 晚 牛 日 ), 8 月 中 
旬 开 始 收 获 。 

2. RRR RRB 
Aye: FA ZE SE WAR, REIS AE HE, HE DUS TKS , UO BE BB BRE AER ERS 

EGA a BR Bled F GLP) 
BLUE F SOAK, MOPS EMG S DURA MERE IES BIG 2.4, PNT 

过 2.5 米 者 。 
自 产量 方面 比较 ,位 查 产 量 以 美 149 最 高 ,每 雪 可 达 4,543.8 斤 ; 其 砍 为 北京 127 号 

及 美 156 号 等 , WH 73 号 最 低 ， 每 雷 只 2856 斤 。 将 实 产量 以 北京 127 最 高 ,每 雪 合 
850 斤 ; SRB WEA PELE SE 149 号 , PERE 73 号 最 低 ,每 雷 为 612.5 斤 。 BER BORPSE 



II 

es a 

附录 十 一 “拉萨 农 业 坛 办 场 1954 年 试验 总 结 .39g7 

HEAEK SAAR bite 

植株 | 产量 ( 斤 / 雷 ) | sepeer | 籽 实 / 人 
‘rata LEA 1953 年 1954 年 PARE 

(厘米 ) | 实 合计 | seen | 带 帝 | 籽 实 [ee 壳 | FS 
CF) |( 带 沉 )| 全 重 | aE | 全 重 多 | 全 重 | 重量 | 全 重 多 Z 

ye 4 3% 32 | ?40|3850.0|725.0| 4575.0 | 1:5.3| 26.4 | 17.4 | 72.1 | 27.2 | 21.1 |77.6 | 74.4 
美 149 “号 一 4543.8 | 750.0| 5293.8 | 1:6.1| 29.2 | 17.4 | 59.6 | 28.4 | 20.4 | 71.8 | 65.7 

dh Fe 1a TS 一 4106.3 | 850.0| 4956.3 | 1:4.8| 27.5 | 19.8 | 70.0 | 27.8 | 21.1 | 75.9 | 74.0 

% 156 # | — | 3968.8 | 731.3) 4700.1 | 1:5.4| 29.5 | 16.7 | 56.6 | 30.2 | 22.8 | 75.5 | 66.1 
4h i. 125 号 一 - 3662.5 | 712.5) 4375.0 | 1:5.9) 23.3 | 16.4 | 70.4 | 22.9 | 16.9 | 73.6 | 72.0 

BMWA Ks 一 3462.5 | 693.8] 4156.3 | 1:5.0) 27.1 | 19.4 | 71.6 | 27.2 | 20.2 | 74.3 | 73.0 

z= ye KK 一 3325.0 | 768.8| 4093.8 | 1:4.3| 29.6 | 20.8 | 70.1 | 30.2 | 22.5 | 74.5 | 72.3 

Rm # 7 号 一 2856.0 | 612.5) 3468.5 | 1:4.7) 25.3 | 19.6 | 77.7] 30.2 | 22.4 | 74.2 | 72.0 

aft BS] 240 | 3722.0 | 730.5), 4452.41 1:5.1) 27.3 | 18.4 | 68.7 | 28.0 | 20.9 | 74.7 “71.2 

RH: 1. ee ee ee 2. SARTO ER 5 AES 

时 收割 后 ， 在 自然 情况 下 ， 晒 千 三 、 四 日 后 称 得 之 重量 ; 3. 植 栋 高 度 , 除 察 北 燕 考 外 ,其 他 各 品种 均 然 记录 。 

总 产量 ,以 美 149 Sp, AAT 127 号 ̀ 美 156 号 等 。 此 三 品种 产量 均 高 放 察 北 
燕 考 ,其 他 四 品种 均 较 标准 品种 为 低 。 

种 籽 千 粒 重 方面 ,各 品种 在 1953 及 1954 两 年 所 表现 者 略 有 出 人 ,就 1954 年 比较 ， 
以 美 156 SABAH RH 73 号 最 高 , 均 可 达 30.2 克 。 去 壳 后 的 种 将 重量 ,在 22.4 
FL, MURA 15 左右 。 各 品种 两 年 平均 、 将 实 估 带 壳 种 将 全 重 712% Je 
右 。 

3. RRR 
(1) 根据 两 年 来 的 观察 试验 , 麦 完全 能 适应 拉 攻 的 气候 与 士 壤 , 在 植株 生长 高 度 

方面 ,可 能 是 世界 各 地 罕见 的 纪录 。 
(2) 各 品种 风干 节 查 ,每 雷 产量 平均 为 3722 Jp, ESC 730.5 斤 ,但 柏 将 实 平均 产 

量 为 4452.5 斤 。 自 甸 料 观点 而 言 , 实 具有 重大 的 纸 游 意义 。 
(3) 美 149 号 、 北 京 127 号 、 美 156 号 及 察 北 菩 麦 , 均 适 合 在 拉 阵 地 区 生长 ,有 大 面 

积 种 植 的 价值 。 
(4) 菩 考 不 仅 可 作为 僻 料 ,从 可 供 人 食用 。 
4. 1S Be ak 3 
(1) REPAIRED BER, 今年 3 月 间 播 种 , 在 4 Uh eo ee 

极为 轻微。 
(2) HESS AEG WE IMIR , BLE BS EE aR, USP NEE NE a EPR, EUR A BOE BE 

Al, SIGMA, FE GLE WEMUE AT REPPIN, ROTOR, B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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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今后 试验 宜 加 入 当地 燕麦 品种 ,作为 标准 品种 ,以 套 对 照 。 

DA 
区 wee ese 2 S SP, oe 

营养 价值 很 高 的 豆 科 牧草 , 在 牧草 轮作 制 中 佑 很 重要 地 位 。 去 年 试 种 

ce jeri 

EAM EAR , SAFES AE ie, DEAT AE I a, 比较 各 期 青 

草 之 产量 。 

上 年 越冬 首 项 ,在 2 月 18 日 开始 返青 , = APPR. WS AL TERE REA, 

以 后 视 土 壤 的 干 湿 情 况 酌 甩 蛮 灌 。6 AS 日 第 一 次 浊 制 ,8 月 9 日 第 二 灵 , 10 A148 

第 三 裕 , 每 立 浊 制 后 即行 灌水 中 耕 。 

LARGAR SG 

10 914 A =a. 田间 工作 大 致 可 告 一 结束 。 

现 将 青 干 草 产 量 列表 如 下 : 

“ “ 首 葡 浊 制 日 期 :青草 产量 及 风干 物质 百分率 和 统计 卖 

5/15 

第 2/18 | 2/18 | 2/18 | 2/18 | 2/18 | 2/18 | 2/18 2 

Xue) ey EE CK) 78.0 | 77.5 | 76.0 | 75.0 | 72.5 | 83.0 | 80.0 | 75.0 75.8 

Ss xy 8 A 6/5 6/5 | 6/5 | 6/5 | 6/5 | 6/18 | 6/18 | 6/18 = 

青草 产量 〈 斤 / 亩 ) 4,040 | 3,818| 3,041| 1,487| 2,220| 4,551| 3,885| 3,730| 2,731| 3,389 

次 i Tt (GB) 23 | 24.5 | 23.5 | 24.0 | 24.5 | 25.7 | 28.1 | 25.2 | 23.5 | 23.3 

第 XI) 制 日 期 高 度 107.0 | 103.0| 94.0 | 94.0 | 83.0 | 102.0l100.0.|-105.0| 105.0| 101.4 

ah xy 2 A ww 8/9 8/9 | 8/9 | 8/9 | 8/9 | 8/20 | 8/20 | 8/20 | 8/20 he 

Ag Ff 8B f= FB 3,706 | 3,641] 3,508) 2,309] 3,152] 2,553) 2,886) 2,309] 3,064] 3,014 

次 i Ft & (%) 20.5 | 21.9 | 19.1 | 18.5 | 19.3 | 22.3 | 22.5 | 23.6 | 23.4] 21.4 

第 一 、 二 两 期 青 重合 计 7,746 | 7,459| 6,549| 一 — | 7,104) 6,771| 6,039| 5,74 

第 日 期 10/14 | 10/14} 10/144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起 
次 ee ee 1,111 | 1,221)1,111) — | — | —] — | — 1,148 

ae 青 草 8,857 | 8,680] 7,669 — | — | — | — |] — 8,399 

量 | 折合 于 物 冤 1,923 | 3,014| 1,632} 807 |.1,177| 1,705| 1,713] 1,475| 1,358| 1,544 

2 / + th @ 7 (B) 21.8 | 23.2 | 21.3 | 21.3 | 21.9 | 24.0 | 25.3 | 24.4 | 23.5 23 

各 | 全 遭 金 | 同 左 

考 | | oF) 虫害 

根据 今年 田 问 观察 情况 , 彰 薪 在 2 月 中 名 即 开始 返青 ,初期 生长 ,较为 缓慢 ,6 月 上 

旬 开 始 刘 制 第 一 砍 ,此 时 各 期 植株 平均 高 度 达 75 厘米 左右 ; 轰 三 个 月 后 第 二 次 浊 制 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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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株 又 增长 到 1 米 左 右 。 第 二 期 生长 较 第 一 期 为 快 。 
从 浊 割 青草 总 产量 比较 时 ,以 第 一 期 4 月 5 日 播种 者 , 产量 最 高 , 每 雷 可 达 8,857 

JR SIs DIR ERAN GEE EPA EE, 
mA. SWAPO RE RAR, 仍 以 4 月 5 日 及 巧 日 雨 期 播种 者 产量 最 

高 ,其 次 为 6 APR 月 初 播种 者 产量 为 高 。 

自 各 期 青草 干 物质 百分率 看 来 ,以 6 月 15 日 以 后 播种 者 ,百分比 较 高 ,平均 在 24 匈 

以 上 ,6 月 以 前 各 期 平均 为 21.9% 。 如 自 各 期 播种 者 的 总 平均 看 来 , Thy ASB 

23% 左右 。 自 收割 艾 别 比较 时 , 6 月 初 浊 割 者 , 干 物 质 平 均 舍 量 为 21.2% ， 此 盖 由 基 第 
KU AMGEN, HER, FHS ko RE. 

A tes ERLE, TIES) HEPREE BUR, 107 EE EAE, DU 
ENS ABO LMG, FHA, BCE TRIE 

2. RRB é 
(1) EMEA RR SEAM UAE, TRAM, MAREN TT RE ace 

FN =A, HFA I 8,000 多 斤 , HAF Hy ASE 2,000 斤 左右 。 
(2) 根据 雨 年 来 的 试验 观察 情况 看 来 , 如 灌流 条 件 便利 时 , 可 钛 早春 四 、 五 月 间 播 

种 ,如 灌 波 困难 时 ,可 延至 六 、 七 月 问 雨 季 时 进行 播种 ,发 伞 李 高 ,生长 良好 , 8 月 间 播 种 
AAT, 9 ARMM. 

(3) SEAR, 在 拉萨 一 年 可 浊 割 三 次 , 第 一 次 可 在 5 月 底 或 6 月 初 进行 ,第 二 
次 可 在 7 月 上 ,中旬 , 第 三 次 可 在 9 月 中 下旬, 如 此 可 避 如 雨季 发 生 倒伏 、 零 烟 情 形 。 

(4) 三 年生 音 送 探 种 ,必须 早 作 计 划 , 其 行距 需 在 50 厘米 以 上 。 根据 今年 多 雨情 
驶 ,以 60 一 80 厘米 为 宜 ,播种 量 不 宜 过 大 ,每 雷 工 5 斤 左右 邹 可 。 

在 开花 期 间 , 冰 宜 进行 人 工 辅助 授粉 ,以 提高 千 实 李 。 
3. SBR 
(1) 今年 浊 割 时 期 未 掌握 好 , 第 二 鼠 浊 割 时 适 在 雨季 进行 , SCHERER AEE 

FE. =A, HSS AEA RE ARAL Oy AE 
(2) FRAT, AMA OAT ER, 在 雨季 傈 应 注意 倒 翻 其 植株 , ZS RUE A 

HSE RAL. TS FEAF IL SHOT PE SRR, 及 收 得 纯 省 的 种 闻 , 亦 为 今后 值得 研究 之 
问题 。 

(3) 冬季 首 藉 地 中 鼠 害 甚 烈 ,每 小 区 最 多 者 有 22 PRX, 在 均 在 10 个 左右 ,每 让 
Ms. 三 百 个 。 每 实 平 均 楼 居 三 鼠 计 , 每 雷 地 至 少 有 七 、 作 百 支 鼠 整个 冬季 吃食 首 荐 
根部 ,对 来 年 产量 影响 很 大 , 须 规 法 水 杀 。 

(4) 今年 五 AAD, 在 首 藉 开 花 时 期 中 , 发 生 大 量 金 介子 的 为 害 , 吃食 花序 及 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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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 今 后 宜 备 以 充分 杀 虫 更 剂 如 “666” 等 进行 喷射 杀 除 。 

HAE NLR ) 
Jae bc es Ji EP PE fa EF AE 8 ee, PRES, AL BAY, TERRA Be 

集 来 的 野生 杂 草 数 种 ,进行 人 工 栽 培 , 观 察 其 是 否 有 栽培 的 价值 ,为 建立 牧草 基地 、 发 展 

畜牧 业 创 造 有 利 条 件 。 另 外 ,加 入 栽培 种 首 藉 及 燕麦 等 若干 ,以 克 比 较 。 

1 试验 村 料及 方法 

试 骏 材料 包括 自 亚 东 等 地 搜集 的 野生 禾 本 科 牧 划 7 种 、 豆 科 杂 草 5 Bh ACHP ERs 

1 种 、 春 播 型 黑帮 2 品种 、 栽 培 种 首 蒋 7 品种 及 燕麦 9 品种 ,共计 .33 品种 。 

各 种 牧草 均 认 4 月 5 日 播种 , 行 长 3 尺 , 行距 1S 厘米 除 小 弯 穗 外 。 其 余 均 为 6 行 

区 ,播种 密度 视 各 品种 种 将 的 多 罕 而 定 。 未 施肥 料 。 视 土 壤 的 干 温情 况 , 酌 量 灌水 , 随 

en Pat. 

2. RRR at we 

AR GGT Sa, FA, WS SE RR TER, Bhs 

ERA BAR AG EAE PS EBS. 

主要 栽培 及 野生 种 牧草 生长 发 育 情 况 记载 表 : 

主要 裁 才 及 野生 种 牧草 生长 发 育 情况 记载 卖 

an 种 出 十 日 其 | KT Hy | ah 期 | 开花 期 esa em 青草 济 割 期 | 种 籽 成 熟 期 

met H 获 

KRRE26 8 

A. xg Se 8 
A Bl) te 46 i 

3 HE PH Bh BH 1E 

本 dh BF HR 
党 BE 
13 iO RB 
重 不 禁 

10/8 

以 上 的 11 FPR Rue Rt 10 A AEN. REA HHA ERE EARS 

Fa Feb ArHH ARBER , #986 17—18 日 以 后 始 出 土 。 

根据 田间 观察 ,印度 童 荐 在 初期 生长 其 为 健 旺 , 叶 宽 而 密 , 叶 省 缚 色 ，5 A ESC 

害 , 根部 大 部 被 咏 断 , 以 后 印 禾 止 生长 。 苏联 及 西北 音 藉 在 开花 时 遭受 金色 子 虫 嘎 甚 

烈 。 日 喀 则 黄花 及 紫花 首 藉 ,5 月 间 发 现在 叶 部 边 糙 逐渐 变 为 黄白 色 , MEET, 是 否 

为 病害 和 消 待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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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过 自 田间 的 生长 情况 看 来 ,印度 首 藉 完全 能 适应 拉 茧 的 气候 。 

小 黄花 萌 藉 系 拉 陈 日喀则 等 地 原 产 ,对 本 地 风土 适应 性 甚 强 ,生长 旺盛, 镁 实 及 青 
草 产量 向 高 。 惟 蚀 料 价值 如 何 ,向 待 稳 续 研究 。 

经 初步 观察 后 ,本 地 野 燕麦 的 植株 高 度 、 共 得 、 最 实 产量 均 不 及 六 北 及 其 他 入 培 各 
HEED HERE OMAK. 
BIH MASH, PRS ER, (RAE UR, RB 
实 产量 亦 相当 高 ,今后 可 进一步 的 作 观 察 试验 。 

| IRAE DR, AR RIE, FB EA ARS PR, 
BRERG READ AME LF, RRR, BRR EE 

Orie MERC POSER, 其 根部 有 根瘤 菌 寄生 , 估计 有 增强 地 力 
之 效果 。 

小 弯 穗 为 原野 生 禾 本 科 收 草 之 一 ， oe AEE EP RRS TE ALAR BE 
Spb HAY, OAK AER. HES RUE, FARES. 

3. REREREBKD 
(1) 西藏 野生 植物 的 种 类 甚 多 。 据 今年 初步 观察 , 已 发 现 其 中 有 不 少 种 类 如 小 黄 

JE. BRE DRE, BARE ME 
(2) 现 有 野生 种 牧草 , EMAAR TURRRER SL, IENZ ARTS Se TARE RABE WAY 

FERRE 
(3) #446) EU, EDIE EY SSE ABA HE RSI, PS TEAR 

验 项 目 内 , 作 进一步 之 试验 研究 。 
(4) 本 试验 地 汞 未 施 基肥 , 也 未 施 追 肥 , 同时 其 他 管理 刀 载 亦 较为 粗放 , 故 未 能 得 

出 较 精 确 的 千 论 。 今 后 无 喻 大 小 试验 ,必须 以 认 芙 的 精神 来 处 理 , 始 能 获得 正确 的 结果 。 
(5) 畜 害 、 鼠 害 及 虫害 ,今后 必须 说 法 防止 , 始 可 保证 试验 的 成 功 。 
V .杂粮 品种 观察 试 允 

GM RRR, RHE DER BOA, 再 难以 找到 其 他 食 粳 作 
Wy. 1958 年 本 场 售 自 内 地 引进 一 批 杂 耘 作物 品种 ， MRR EDS, 证 明 某 数 种 作物 从 可 在 
拉萨 生长 。 今 年 又 萎 续 进行 试验 一 年 ,已 初步 选 青 出 能 适应 高 原 特 殊 环 境 的 一 些 品种 ， 
为 丰富 高 原 食 粳 作物 种 类 打下 了 一 些 基础。 

1. 试 又 村 料及 旋 法 
供 试 材 料 计 有 玉米 、 栗 各 五 品种 , 季 、 订 、 蒂 麦 各 三 品种 ,高 梁 一 品种 ， 恤 豆 、 大豆 各 

五 品种 , 称 豆 、 小 白 豆 各 一 品种 , 共 种 15 品种 。 供 试 各 种 作物 除 蛋 豆 、 因 不 怕 霜 冻 於 3 月 
下 旬 播 种 外 ,其 余 各 品种 均 专 4 月 下 旬 至 5 月 上 名 播 种 。 播 种 方法 条播. 点 播 及 株 行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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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小 等 , 均 因 作物 种 类 而 要。 每 一 品种 为 一 小 区 , 各 有 2-4 PR, SE 

力 之 土地 ,每 让 施 以 10,000 斤 左 右 的 肥料 , 在 生长 期 间 合 进行 周密 之 灌水 ,中 耕 除 草 及 

“ER HY aca TE, HS 10 月 上 旬 田 问 工 作 和 结束 。 

在 供 试 各 种 作物 中 、 以 首 麦 成 熟 最 早 , 8 ARDENT; HAR, TE 8 月 中 、 

PD PPAF EDA AD. ER EK SALES 9 月 下 旬 至 10 月 上 名, 降 霜 后 , 始 收获 完 

举 。 现 将 田 问 生长 情况 及 试验 结果 列表 放下 : 

玉米 ` 谷 ̀ 季 及 送 麦 等 生长 发 育 情况 导 查 表 (1) (月 /日 ) 

播种 日 期 HAA | at 株距 

GBR) 

早熟 黄 马 牙 玉 米 4/16 | 4/26 | 5/1 |5/9 |2.0x1.5| — |7]7 | 7/30| — |10/8} 177 

: 1.5X1.0 

西北 硬 粒 玉米 4/16 | 4/26 | 4/29 | 5/9 | 2.0x1.5| 二 | 7]7 | 7/30| — |10/8| 177 

1.51.0 : 
KR 马 牙 玉米 4/i6} — |5/1 | — |1.5x1.0| — | 7/7 | 7/29] — | 10/8) 177 

my eH OE OK 4/16| — | 5/2 | — |1.5x1.0| — | 7/20} 8/9 | —.4 10/8) 177 
FD EB XE 沙 一 | 4/26] 一 |5/9 |1.5x1.0| — | 8/9 | 8/28} — | —> | aaa 

小 早 谷 5/6 | 一 |5/13 | 一 |1.0X0.25| 6/30 7/7 一 | 10/14} 151 

小 黄 谷 5/6 | — | 5/13} — |1.0x0.25) — 9/2 — | — | 3% 

一 尺 白 5/6 | 一 | 513 | — | 1.0Xx0.25 — 7/22 — |10/4| 151 

小 日 月 谷子 5/6 | 一 |513 | — | 1.0x0.25) 6/30 7/2 —'|10/6| 153 

Ih HR 谷子 5/6 | — | 5/18} — | 1.00.25) 6/30 7/14 ‘— | 10/3 | 150 

x KH F 5/6 |- — | 5/138} — | 1.00.25) — 7/7 — |9/16| 130 

uz se HE F 5/6 | — |5/13{ — |1.0x0.25) — 8/6 一 | 10/6] 153 

小 日 月 -麻子 5/6 | — |5/13 | 一 :|1.0X0.35| 6/30 7/7 一 |10/3| 150 

ma +t eB SF 4/28| 一 |5/8 | 一 1.0 一 一 6/11 | 8/19 | 113 

% 才 137 8 4/238 | .一 15/8 | 一 1.0 二 一 6/16 | 9/3 | 128 

» HH : 雪 4/28 | — | 578 | — 1.0 到 — 6/9 | 8/4 98 
高 ME 5/8 | — | 5/16} — | 1.0x0.5 10/12 一 | — | xm 

TERA PERE FRE IIA (2) 

T KR BB | Ml PR tS EE RAE RE — TREE 

GER) GS) (HK) | (32) (32) 

2.0x1.5 | 154 39.8 115.7 66.6 
早熟 黄 马 下 

1.5X1.0 172.0 40.8 138.8 65.7 

x 均 163.0 127.3 66.2 18.2 

2.0x1.5 | 199.5 14.8 40.2 
西北 aD 

1.5x1.0 | 158.5 76.1 42.2 

在 均 179.0 | 70.5 | 41.2 14.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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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BS EKER BIER (3) 

植株 高 度 | 种 长 | 种 重 
品 种 

(DK) (厘米 ) 

n= Se 93.0 14.7 6.9 3.2 10.9 121.9 

yb BHR SF 90.0 13.8 4.1 3.1 11.3 85.9 

人 小 早 # 64.0 11.2 12.1 2.7 11.0 25.9 

= Ae 84.0 11% 1.5 2.4 11.1 17.9 

x KB WH 74.0 13.1 6.1 7.0 13.3 162.5 

x Fe RK F 140.0 22.2 2.9 4.3 12.2 125.3 

小 日 月 麻子 134.6 21.3 5.1 ee 13.5 215.6 

BEAKER lias (4) 

47 栋 距 
播种 日 期 | 出 土 日 期 

。 GBR) 

HERR ET 3 月 /26 日 | 4/15 | 1.3x0.5| 5/27 5 6/10 | 8/28 155 

ARLHKRED 3/26 4/15 |1.3x0.5| 5/23 3 6/4 8/28 155 

ARR ED 3/26 4/14 |1.3x0.5| 5/26 4 6/12 | 7/29 125 

FoF wR RT 3/26 4/16 |1.3x0.5| 5/27 5 6/15 | 8/28 155 

HEF RR Ew 3/26 4/13 | 1.3x0.5| 5/27 5 6/20 | 9/16 170 

ae OS Say 4/27 5/9 1.30.15} 6/17 一 7/8 9/23 149 

Maeke 4/27 5/9 | 1.3X0.15] 7/1 一 7/19 | 10/16 172 

aoe 青 豆 4/27 5/9 1.3X0.15| 8/29 一 一 - 一 KR 

可 vk 豆 4/27 5/9 |1.3x0.15) 8/29 一 一 一 未 熟 

yy 黑 豆 4/27 5/9 | 1.3x0.18| 8/9 = 8/19 | 10/16 172 

wet ee ajar | 5/9 |1.3x0.15) — as a+ a 未 熟 
小 白 豆 5/9 ”| 1.3X0.15| 8/17 一 一 一 未 熟 

# GA REA KRY BIER (5) 

Pk Fr 均 

% | semce) | mm | . 粒 重 ( 克 ) ( 斤 / 调 ) 

HEM R AD 11.7 34.2 2527 26.3 102.2 905.3 

ED eR ET 26.7 53.4 60.1 45.9 70.6 806.3 

RAMKED 12.7 40.6 26.2 29.5 94.4 740.0 

HE ak EW 31.8 60.0 71.6 46.8 68.4 | 600.0 

AR tb RE ET. 12.8 30.2 20.0 19.0 83.4 218.8 

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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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玉米 、 谷 .和 及 荐 麦 等 生长 发 育 情况 与 产量 问题 
FURGNIOK7E 4 月 中 旬 播 种 ,历时 年 月 始 出 土 , 7 月 中 名 至 8 月 上 名 抽 穗 , 直 于 0 

月 上 旬 降 霜 以 后 , 始 告 成 熟 。 由 播种 至 成 熟 需 时 180 日 左右 ， 生 长 日 数 较 内 地 延长 达 
: 80% Vb. EK RCH BEG ASAE ILE HOPED 5s 1.5 米 , 果穗 亦 不 算 小 ,每 

株 平 均 可 千 雨 穗 。 
至 放 晚 熟 种 ,如 印度 玉米 植株 高 达 2.5 米 以 上 , 穗 形 硕大 ,只 是 成 熟 太 晚 ， BARU 

AE SCAN TE HEME FERRITE LAREN A. PTT eT IH : : 
Ap SEE RSA HG FBR DE AL ER PS EK HE 了 单 株 密 植 及 双 株 稀 植 观察 。 根 据 

田间 生长 情况 及 考 种 千 果 旋 明 , 单 株 密植 者 生长 较 佳 ,种 将 及 荃 查 产 量 也 较 多 。 
谷子 、 委 及 魔 等 在 5 月 初 名 播种, 痉 一 过 左右 邹 可 出 土 。 早 熟 种 如 小 日 月 谷子 及 苏 

ALAS, TE 7 月 上 、 中 旬 邹 可 抽穗 , 9 月 中 旬 及 10 月 上 旬 可 成 熟 。 生 长 期 需 130 一 153 
日 , 较 内 地 延长 70 多 左右 。 晚 熟 种 如 小 黄 谷 , 9 月 初始 抽穗 , 10 ALM BOR 
未 成 熟 。 | 

谷子 植株 生长 高 度 一 般 在 80 一 90 厘米 , 波 密 季子 最 高 可 达 M40 厘米 。 但 就 每 赴 产 

量 看 来 ,小 日 月 谷子 不 过 12 斤 左右 ;苏联 红 季 产量 最 高 , 亦 只 有 160 斤 , 远 不 及 小 麦 、. 青 
牺 的 产量 。 

高 梁 在 去 年 气 候 情况 下 , 虽 未 千 种 实 , 但 植株 条 生长 达 11 米 多 高 ,而 在 今年 至 10 月 
上 和 旬 植 株 高 不 过 50 一 60 厘米 , 甫 沟 抽 穗 , 印 遭 霜冻 打 死 。 

(2) RU. AV REUSALE ARS RAS 
V5 is RRB — heey, 3 月 下 旬 播 种 , MSE, 5 月 下 

旬 邹 见 开花 ,大 都 由 3 一 5 HIF, LUG WERE, FLA RS, 7 月 下 
ANON TY TERME, AGERE BL RACE EEN EE R= AS 8 月 下 旬 成 熟 , 印 度 自 皮 退 

至 9 月 中 旬 始 见 成 熟 。 其 生长 期 125 一 170 日 ,早熟 、 晚 熟 品种 , 葛 相 差 一 个 年 月 之 久 。 
就 乔 豆 千 鞠 驾 性 及 产量 方面 比较 ,印度 白 皮 及 紫 皮 种 , 千 贡 最 多 ,每 株 可 千 20 一 30 

AKG, HEH AYE 12 个 左右 。 每 英 平 均 只 有 2 一 3 HEAT. ARAL A FEAR 
均 祭 不 及 雨 粒 种 籽 。 百 粒 重 以 拉 阵 黄 皮 最 高 ,可 达 102.2 克 , 其 它 多 在 70 一 90 克 之 问 。 
每 雷 产 量 以 拉 阵 黄 皮 种 最 高 ,其 次 为 印度 紫 皮 、 东 北 红 皮 等 , A, 
认 其 产量 数字 , 则 因 小 区 面积 小 ,不 够 精确 ,未 了 予 引用 。 

黄豆 只 有 “ 克 霜 ”品种 傈 收 得 一 些 种 将 ,其 他 品种 多 未 千 英 , 大 青豆 等 在 初 霜 将 降临 己 
I ARIE AE 乏 豆 及 小 白 豆 降 霜 时 , 亦 未 开花 。 

项 麦 生 长 期 较 短 , 播 种 后 多 经 90—120 日 即 可 收获 。 惟 产 量 不 高 , 食用 品质 较 差 ， 
可 用 作 救 范 作 物 。 

a ae 

1 

SLE COL OL ND EEN 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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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REBRERHKA 3 
~ @) SPER, 4URER AMS. PRADEARRP, 提高 栽培 方 
法 ,以 期 单位 面积 产量 能 够 提高 。 

(2) 玉米 在 拉 功 土壤 气候 情况 下 ,你 可 种 植 ， 其 种 实 可 作 点 心 食用 , 蕉 查 可 作 旬 料 
及 燃料 。 

(3) ARG. BRE ARES, UST ORG ei. ii Ba 
BEEBE ARTI SE DARHT FAH BRD ABH, DAU ABEL 

(4) ZS RE HY ASSES AHA BE IE Dp , FoR, 目前 未 获得 适宜 高 原 特 殊 环 境 的 优 
良品 种 前 , 扰 大 量 种 植 的 价值 。 

(5) 克 霜 大 豆 , 可 稳 德 研究 ,提高 其 产量 。 其 他 大 豆 品 种 、 乡 豆 、 小 豆 及 高 梁 , 根 据 
现 有 材料 喜 种 成 功 的 可 能 性 很 小 。 今 后 如 能 设法 再 引进 早熟 、 抗 塞 品种 ,可 煌 续 观察 。 

VIL. 特 用 作物 品种 观 赛 试 验 
西藏 不 仅 是 精 食 作物 种 类 简单 , 特 用 作物 种 类 尤为 缺乏 。 1953 年 合 自 内 地 引进 烟 

草 、 麻 棉 等 作物 进行 武 种 。 今 年 又 灼 德 观察 试验 ,希望 能 选 青 出 适应 高 原 特 殊 气 候 的 种 
类 和 品种 , 慈 希望 摸索 出 适应 高 原 特 殊 气候 的 一 套 栽 培 方 法 。 

1. 试 又 方法 及 材料 
供 哉 材料 包括 大 麻 雨 品种 ,亚麻 、 烟 草 及 油菜 各 三 品种 , 草 麻 及 向 日 著 各 一 品种 , 共 

计 6 种 , 13 品种 。 大 麻 、 油 荣 均 系 3 月 26 日 播种 , 亚麻 於 生 月 叶 日 播种 , 苑 麻 及 向 日 
” 蓉 则 於 和 月 中 旬 播 种 ,烟草 认 4 月 9 日 在 温床 中 播种 青苗 ,5 月 下 旬 至 6 月 上 旬 分 别 定 
植 田间 。 各 种 作物 行 株距 大 小 , 因 种 类 不 同 而 要。 每 吉 地 均 以 10,000 斤 肥料 为 标准 ,分 
ESE MAE, 生长 期 间 合 进行 治水、 中耕、 除草 .整枝 .去 权 及 除 虫 等 过 密 管 理工 
作 。 

2.RRERRAD 
播种 大 麻 后 ,7 4 A BRE CA BE Wi AS Be AE I 4 EASES SAL, BO 

FAVA WE RA, 10 A fay BB ERS REE 
现 将 观察 记载 千 果 讨论 如 下 ( 见 下 页 表 )。 
FAS RGR HS 3 月 下 名 即 可 播种 ,一 旬 左 右 可 出 土 ,至 秋 未 降 霜 时 ,植株 可 生长 

达 3 KUL, OPE, Fy Pe 
TAA BER, 4 月 下 旬 播 种 , 一 过 后 即 可 出 土 , 6 月 下 旬 开 花 ,，10 月 上 旬 降 霜 
后 种 籽 成 熟 ,每 雷 可 探 收 种 迎 300 斤 左 在 。 以 油料 作物 而 言 ， BRET RW AAS, Fd 
FE fT PY ETP BS ER, 

全 二: 惟 因 榨 酒 技术 落后 ,出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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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ile. AD. 7S EEA Ae IS Peek De PB RE (1) 

ht OW 
= oF 

行 株距 

GBR) 
开花 期 | 成 熟 期 | 生长 日 数 

西北 大麻 月 /26 日 | 4/26 | 4/5 5/5 |1.51.3} -6735 仿 | 10/16 204 < 

东 时 大 麻 3/26 | 4/26 | 4/5 5/5 {1.50.3} 7/152) 10/16 204) ‘hoa = 

武功 白花 亚麻 4/24 一 5/1 一 |1.3x0.3} 6/30 | 10/16 175 387 

% we OB hh 4/24 一 5/1 一 |L.3x0.3 7/2 | 10/16 175 279 

苏联 亚麻 4/24 一 5/1 — {1.3x0.3} 6/24 | 8/28 126 299 

tr BE XC oh AN 3/26 一 4/3 一 1.51.0) 6/2 8/15 142 610 

内 th & oh A 3/26 一 4/3 — {1.51.0} -6/4 8/15 142 615 

Py Hy #0 oh 3/26 — | 4/3 — |1.5x1.0) 6/2 8/27 154 440 

ER TE RK 3/26 | 4/9 一 4/20 |11.5X2.0| 7/25 | 9/15 157 一 

ER 2 号 3/26 | 4/9 一 4/20 |1.5x2.0| 7/16 | 9/15 157 一 
HERS 号 3/26 | 4/9 — 4/20 |1.5x2.0| 7/20 | 9/15 157 = 

gf Ik 4/6 4/26 | 5/11 | 5/19 |2.0x1.5| 7/7 | 10/21 188 — 

1.5X1.0] -« 

POAC i ATE (2) 

植 栋 高 度 | ot HIP 每 株 叶 重 叶 大 小 及 重量 
品 种 每 株 叶 数 一 (厘米 ) | 探 政 期 GE) ”于 且 (厘米 )| 叶 寅 (厘米 FE 
me ay 2eY FE 96.0 | 98/158 25.1 1.8 
HE OR 2 74.0 9/15 22.7 2.6 

£5 2.3 

BARAK, HATE BRR VERA, 故 油 菜 的 种 植 面积 其 小 。 ROR ER 

察 的 和 结果, 油菜 植株 高 大 ,分 枝 茂密 ,和 结 鞠 繁 稠 ,每 亩 可 收 600 斤 左右 的 荣 籽 , 远 较 内 地 

产量 为 高 。 

获 草 本 系 热 带 原 产 , 但 在 拉 试 试 种 两 年 ， 生长 发 育 情况 洁 佳 。 4 月 上 旬 在 温床 播种 

育 昔 ,10 日 左右 可 出 土 ,6 月 上 、 中 旬 可 移植 蕉 田间，7 月 中 、 下 名 邹 可 开花 ,9 月 中 旬 种 

籽 可 成 熟 。 植 株 高 达 3 米 上 下 ,每 株 可 抽 大 叶片 16 一 20 片 。 叶 片 大 者 禾 横 径 可 达 工 尽 

左右 ,可 用 以 制 烟 叶 及 藏 民 所 嗜 吸食 之 鼻烟 。 
向 日 鞭 系 一 种 油料 作物 其 种 多 可 作为 干果 供 食 。 植株 高 达 3 Ok, 花 盘 直径 大 者 可 

Us 25 厘米 ,生长 发 育 情况 甚 佳 。 本 年 在 开花 期 中 , 正 值 雨季 , 因 未 进行 人 工 辅助 授粉 ， 

故 辕 实 率 很 低 。 

过 去 在 高 原 上 傈 未 种 植 过 艺 麻 。 今 年 首次 试 种 ,村 长 从 好 。 霜 前 60% 以 上 的 种 锌 

可 以 成 熟 , 惟 产量 不 高 。 
—— err 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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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 和 芝麻 对 气候 条 件 选 择 颇 严 , 完全 不 能 适应 高 原 的 气候 , 故 两 年 试 种 均 未 成 

功 。 如 棉花 虽 在 温床 播种 育苗 ,但 至 10 月 上 句 霜降 时 , 棉 株 高 不 过 20 厘米 , (RIF ADB 

花 , 和 结 二 、 三 个 如 查核 大 的 小 桃 ， 基本 上 来 不 及 吐 棉 架 。 芝麻 在 自然 条 件 下 甚至 不 能 发 

芽 , 其 对 温度 要 求 条 件 , 似 较 棉 花 为 高 ,基本 上 不 能 在 高 原 上 生长 。 

3. AR OE RA a 

CL) 165 JRE BME Ein PAS Hi ike Si WT ESS AS LW US EE. 

可 根据 需要 ,适量 地 种 植 。 RESEND 箱 麻 及 加 工 利用 等 技术 和 方法 , 俏 需 进一步 的 

研究 , 芝 宜 引进 洋 麻 品种 试 种 。 

(2) 油 革 及 亚麻 种 将 产量 很 高 ,特别 是 油 药 闻 , 亩 产量 可 达 600 FE, PENNA 
价值 很 高 ,今后 可 加 研究 ,如 能 开设 植物 油 厂 ,利用 机 器 棒 油 , 则 颇 有 发 展 前 途 。 这 样 不 

但 可 生产 大 量 植物 油 供 食用 及 工业 用 , 其 附 产品 —— ahve FY PEE RES SB 

好 甸 料 。 本 

(3) 蒸 草 如 能 提早 在 温床 中 育苗 ,其 产量 及 品质 方面 均 可 提高 一 步 ,可 解决 西藏 烟 

叶 及 鼻烟 之 原料 。 

(4) MATE PR, 供 副食 茶点 需要 ， 今后 可 试行 引进 优良 品种 ,站 进 行人 

工 辅助 授粉 可 获得 丰收 。 

(5) 草 麻 用 途 不 大 ,在 高 原 虽 可 生长 千 种 ,但 产量 甚 低 。 棉花 、 芝 麻 基本 上 不 能 适 

应 高 原 的 自然 环境 ,今后 试验 价值 不 大 。 

(=) Be A BD or 

I Shi HF MEAG 

”看 茄 品种 观察 试验 
“本 哉 验 之 目的 是 为 观察 比较 自 印度 引进 的 十 个 番茄 品种 , BL re 

选 出 的 两 个 新 型 品种 之 生长 发 育 性 状 及 对 当地 气候 之 适应 性 , 以 作 今 后 推广 栽培 之 依 
据 及 进一步 试验 研究 的 材料 。 

1. 试 又 村 料及 方法 
品种 观察 试验 计 包 括 1953 年 自 印 度 引进 的 印度 工 号 (Home Seeds), 印度 2 号 

(Early market) 雨 品种 , 及 自 本 场 品种 观察 试验 中 选 出 之 农场 自封 顶 及 普 利 、 早 红 自 
封顶 雨 品种 ; 另 加 入 粉 皇后 、 玛 维 罗 秒 \ 桶 黄 嘉 反 及 沙 地 黄 4 品种 ,共计 8 AAA, TELE 
皇后 作为 标准 品种 。 
试验 分 两 期 播种 ,第 一 期 粉 皇后 天 难 罗 纱 、 落 地 黄 及 彬 黄 嘉 技 等 生 品 种 , 於 2 月 18 

日 在 温床 播种 育苗, 4 月 10 一 14 HMR HR, BAR URIS AE, ASS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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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POMME1SR2S KRBAHAREAPA AHS MHS AC A 
种 , 4 月 22 ABH, 5 RENN 4 品种 同 放 5 月 20 AER, 行 长 24 
尺 ,行距 2.5 尺 ,株距 工 尺 , 双 行 区 ,小 区 面积 为 1/50 TH, 每 小 区 栽植 48 PR, HOMER. 
权 黄 嘉 搬 、 普 利 早 红 自封 顶 及 印度 2 号 等 4 品种 , 因 幼 苗 不 敷 应用, 乃 栽植 为 单行 区 , 共 
种 植 六 小 区 ,顺序 排列 ,无 重复 。 供 试 各 品种 均 探 用 双 堤 整枝 法 ,生长 期 间 苹 进行 整枝 、 
NES ATP BAER OIE HEA. PDE REE TE, 8 月 中 旬 开 始 收获 ,各 品种 
先后 探 收 3 一 1 RAPS, 10 月 5 日 初 霜 后 ,连同 植株 全 部 拔除 , CERN 

2.R2RRRRHS ; 
自 5 月 20 FSi et A US, BED RIS FE, KRESS Al EN ARTE TE, 8 

月 中 旬 , 早 熟 品 种 序 开始 成 熟 , 大 部 分 品种 果实 在 霜 前 成 熟 达 70 以 上 。 现 将 各 品种 
开花 、 和 结果 加 性 及 霜 前 霜 后 产量 等 分 别 列表 旗下 : 

番 荔 开花 苦果 刚性 调查 忆 载 者 (1) (月 /日 ) 

os — Ee # 党 < 三 :限于 第 三 ' 假 滁 三 假 果实 

时 of : " pee he OE |, En -人 ih 种 名 称 | 最 早 开 | 最 早 成 | 由 开花 到 | 最 早 开 | 最 早 成 ETE PB OE TE Le sng 
aes a 训 

AEE) | 熟 日 期 [de BA Fl ION}4E F308 Oy ELD) AE BR Se | 

ah = 后 6 月 /14 日 | 8/25 7248 6/20 | 9/8 82H 80.3 

S 0M FF 6/21 9/7 78H | 7/3 | 9/10 68H | 71.0 

Mo He lok. 必 6/21 | 9/12 | 83H | 7/8 | 10/5 83H | 85.0 

落 地 Ni 6/14 | 8/18 | 658 | 6/23} 9/1 84H | 73.0 

ve Fi) ae A Sy 6/3 8/15 | 73H | 6/10 | 8/25 84H | 77.7 

ZY 自封 顶 6/3 8/15 73H | 6/10 | 8/15 71H | 69.7 

Ble os 27 6/3 8/16 | 74H | 6/9 |.9/1 90H | 82.7 

Br. fe 号 6/2 70H | 70.3 

合 3 609.7 

平 ， 

(1) EIR AB AIF TEER BE eh - 

1) 从 上 表 看 出 , Pekan baa, SBR  6 7A 2. 3 A EDAD IRAE, "POR 

6 月 中 下旬 开花 ,开花 最 早 与 最 晚 者 相差 19 日 。 第 二 段 果 穗 开花 最 早 者 在 6 A 9, 10 

日 前 后 ,中 晚熟 种 於 6 月 下 旬 及 7 月 上 旬 始 开花 ,相差 几 达 一 月 之 入。 第 三 段 果 穗 开花 

最 早 者 在 6 月 中 名 ,最 晚 者 在 7 AP A), 相差 葛 达 38 日 。 同时 兹 可 看 出 早熟 种 如 农场 

自封 顶 第 二 三 段 果 重 已 经 开花 ,但 晚熟 种 如 桶 黄 嘉 搬 , 第 一 段 果 穗 从 未 开花 ,早熟 种 第 

一 段 至 第 三 段 果穗 开花 期 相 忠 仅 13—16 日 ,中 晚熟 种 则 相距 18—31 日 之 入。 

2) 自 各 段 果 午 由 开 枇 到 成 熟 所 需 日 数 看 来 ， 第 一 段 果穗 早熟 种 需 65 一 70 日 , 中 

晚熟 种 需 72 一 83 日 ; 第 二 段 果穗 早熟 种 需 65—70 日 ,中 晚熟 种 需 67 一 87 日 ;第 三 段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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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 早熟 种 需 70 一 84 日 ,中 晚熟 种 需 68 一 89 日 。 
3) 自 供 试 至 部品 种 平均 看 来 ,第 一 段 果 穗 由 开花 到 成 熟 需 74 日 ,第 二 段 75.6 A, 

第 三 段 78.4 日 。 全 部 供 试 品种 三 段 果 穗 平均 为 76.3 日 。 由 此 大 致 可 看 出 第 一 段 果 入 

RMIT BAR, BOERS, 第 三 段 所 需 日 数 最 长 。 此 种 发 育成 长 情况 , 完 公 合乎 

气温 变化 及 季节 转换 之 规律 。 

4) 自 各 品种 供应 时 期 而 言 , 早熟 品种 於 8 月 中 旬 邹 可 开始 收获 , MWe HO RE 2 

8 月 下 旬 及 9 月 初 ;第 二 段 果穗 早熟 种 於 8 月 下 名 开始 收获 ,中 晚熟 种 则 遥 延 至 9 月 上 

旬 ; 第 三 段 果 穗 早熟 种 专 8 月 下 旬 或 9 月 上 旬 开 始 收 获 , 而 中 ,晚熟 币 则 延至 9 月 下 旬 

始 有 成 熟 者 。 且 大 部 分 果实 多 不 能 在 霜 前 成 熟 。 
(2) 番 苘 各 品种 产量 及 霜 前 霜 后 产量 

1) 自 各 品种 霜 前 产量 百 分 这 看 来 , 以 安 场 自封 顶 为 最 高 , 霜 前 成 熟 者 估 1009; 
其 次 为 普 利 早 红 自 封顶 、 粉 皇后 、 落 地 黄 , 印 度 工 号 及 印度 2 Ss PAR 
yh Hi FES, ARTE Rh 47.4% ,而 有 52.6% 果实 在 霜 前 未 能 成 熟 。 

2) 如 以 粉 皇后 作为 标准 品种 ， 霜 前 果实 成 熟 百分率 超过 粉 皇后 者 , 只 有 农场 及 普 
利 早 红 自 封顶 南 品种 ,其 余 品 种 均 低 庆 粉 皇后 。 供 试 8 品种 中 ,平均 霜 前 成 熟 百分率 为 
74.25% 。 

3) 就 供 试 各 品种 产量 而 言 , 亩 产量 以 印度 工 号 最 高 , 其 次 为 普 利 早 红 自 封顶 , 2 
Ye He 7,000 FUL, 桶 黄 嘉 搬 及 农场 自封 项 产量 最 低 , 平均 都 在 3,700—3,800 
SRA, 超出 标准 品种 产量 者 , 计 有 印度 工 号 .印度 2 SEPALS HA 

ME GS 5D 品种 。 BERR 8 品种 平均 亩 产量 为 5329.40 斤 。 今年 亩 产量 远 较 去 年 为 低 ， 
此 与 今年 夏季 生长 季节 、 雨 量 过 帮 集中 及 留 果 段 数 有 密切 关系 , 容 后 再 兰花 之 。 

香 荔 霜 前 霜 后 成 熟 果实 及 产量 夕 计 才 (2) 

霜 前 产量 ( 斤 / 亩 ) 霜 后 产量 ( 斤 / 亩 ) 总 产量 ( 斤 / 亩 ) 
mf 名 Ie A Te i ST, MARIS ae SA Vs SR mC 考 

重量 | 多 重量 % 个 数 *| mR 

it & 后 3,812.5 80.53 925.0 19.47 30,300 | 4,737.5 

tt 罗 和 欠 3,075.0 60.78 | 2,000.0 39.22 20,800 | 5,075.0| 单行 区 

as ee = a i 1,810.0 47.44 | 2,050.0 52.56 15,600 | 3,860.0} 单行 区 

落 地 ti 3,955.0 75.00 | 1,325.0 25.00 23,600 | 5,280.0 

ae Fi] SLAC A PT A 5,969.0 85.10 | 1,050.0 14.9 55,400 | 7,019.0 | 单行 区 

33 AF -sp eR 3,769.9 100.00 0 0 27,810 | 3,769.9 

i ie Aaa Eee 2 5,668.5 73.45 | 2,050.0 26.55 35,050 | 7,718.5 

fey fe ae 3,725.0 72.00 | 1,450.0 28.00 27,200 | 5,175.0] “学 行 区 

合 2 31,784.9 594.30 |10,850.0 205.70 235,760 | 42,634.9 

平 二 3,973.113| 74.25 | 1,356.25 25.75 29,470 | 5,3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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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1) 在 拉萨 河谷 种 植 番茄 ,由 温床 青苗 ,晚霜 过 后 定植 田间 , 6 月 初 可 开花 ,8 月 中 
旬 可 成 熟 。 由 开花 到 成 熟 , 早熟 种 狗 需 65—70 日 ， 中 区 和 70 一 75 A, We ¥khh 75 一 85 
日 ,各 品种 平均 为 76.2 日 。 

(2) 希 贡 果实 由 第 一 段 果 水 渐 和 间 上 成 熟 ,第 一 段 果 成 薰 最 快 ,第 二 段 果 平 均 玉 第 一 
BUR MBSA 2 日 ,第 三 段 果 平均 又 较 第 二 段 果 晚 三 日 ,第 三 段 果 有 大 部 分 品种 在 霜 前 邹 不 
能 成 未 。 故 在 拉 蔷 自然 情况 下 ,栽培 番茄 最 多 不 宜 超过 三 段 果 。 如 果 留 四 段 果 时 ,不 但 
不 能 成 熟 , 且 影响 第 二 、 三 段 果 的 成 熟 。 

(3) 供 试 8 品种 中 ,以 成 熟 期 而 言 , 以 农场 自封 顶 成 熟 最 早 , 权 黄 嘉 搬 为 最 晚 。 
(4) 就 吉 产 量 看 来 , 以 印度 1 号 最 高 , 如 仅 计 算 霜 前 成 熟 果实 产量 , 则 以 农场 自封 

顶 成 熟 百 分 率 最 高 。 安 场 自封 顶 植株 矮小 , 株 行距 可 再 短小 1 倍 , 不 失 为 温床 温室 一 
促成 栽培 品种 。 ey, 

(5) JOB HAH Ih RA, HSH ERs RM, 即 自 行 封顶 ,不 
Fi LAC, MAME SAE, SARAH POSE, BER, SHA 

— Eee) ASA i BERRA, FE 1-3. 2 SARE, BUN SCE 
AK, ANAS, HET BEM, RA. AS ER ERB 

4. © BAG 

(1) 供 试 品种 至 昔日 期 迟早 及 小 区 面积 大 小 不 一 致 ,为 本 试验 最 大 缺点 。 Sa 
验 必 须 力求 其 处 理 一 致 。 

(2) 精 耕 壮 作 、 精 密 之 管理 为 试验 成 功 之 先决 条 件 。 ett 较 去 
年 为 精 崩 , 尤 以 整枝 、 拥 草 、 施 肥 、 灌 水 中耕、 除草 . 打 叶 、 朴 花 、 政 果 等 工作 ,大 致 均 按 计 、 
划 进 行 , 故 今年 霜 前 果实 成 熟 百分率 得 以 提高 。 

(3) 第 一 期 品种 育苗 技术 未 掌握 好 。 根 据 雨 年 来 温床 青苗 轻 验 ,如 播种 青 昔 过 早 ， 
外 界 气 温 脊 低 , 出 土 既 困难 ,管理 亦 不 易 ; 过 晚 亦 影响 果实 成 熟 期 , 故 以 2 月 下 旬 或 3 月 
初 最 为 适宜 。 

ii iain BO RA 
eS 5 HOES REA ATA) PRR ET, vt AG ER Jr Os Be PRE 

同 , SSF BG RTA SWB ATT SS fd AS Ue], 以 求 得 适合 当地 气候 之 整枝 方 
法 。 

1. RRHBRAE 

本 试验 材料 为 红 英 雄 及 粉红 早生 雨 品种 , 认 2 月 18 日 在 温床 育 昔 , 4 12 日 移植 
keV KK, 5 月 20 日 定植 田间 。 行 长 24 尺 ,行距 2.5 尽 。 株距 分 为 雨 种 , 单干 密植 者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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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 0.5 尺 ,每 行 栽植 48 株 , 双 行 区 ,每 小 区 栽植 96 株 ; 双 堤 整枝 者 , PRE LOR, RAT 
植 路 株 , 双 行 区 ,每 小 区 栽植 48 株 。 每 一 品种 单干 密植 及 双 干 整枝 法 ,各 种 栽 一 小 区 ， 
共 种 植 四 小 区 ,顺序 排列 ,无 重复 。 | 
栽植 方法 探 用 南北 行 ,单干 密植 者 ,每 株 各 留 一 主干 , RRR, EPR SE 

堤 , 每 株 均 留 三 段 果 邹 实行 去 项。 生长 期 间 其 他 一 切 管 理 方法 , 均 同 番茄 品种 观察 斌 
验 。 

2. RAZR 
番茄 定植 后 , 欧 终 二 遇 后 序 开始 开花 ,和 结果 实 , 至 8 月 中 旬 邹 开始 探 收 。 各 处 理 先 

后 收获 1113 Je, HS 10 月 5 日 霜降 后 ,全 部 收获 完 蛙 。 现 将 霜 前 霜 后 成 熟 果实 及 产量 
和 统计 比较 表 列 后 。 

Fan EB RPA FAB 4H a RECA BE tat 

FRR SENET 霜 后 果实 信 总 产量 之 Boe OR OF/E) 
on FH 名 称 fh" #2 将 

1953 年 | 1954 两 年 在 交 | 1953 | 1954 两 年 平均，1953 | 1954 两 年 平均 
新 英雄 | 单干 密植 | 57.2 | 80.2 | 68.7 | 42.8 | 19.8 | 31.3  |13,650.0| 6,515.6|10,082.8 
a 3 om | mw. 堤 |55.2|78.5| 66.9 |44.8|231.5| 33.1 |13,050.0| 6,115.6| 9,582.8 
oo 新 & | 单干 密植 | 68.2 | 70.0 | 69.1 | 31.8 | 30.0| 31.9 |10,050.0| 5,525.0) 7,787.5 
粉 并 早生 | 双 # | 66.3| 75.4] 70.9 | 33.7| 24.6| 29.1 |11,250.0| 5,156.3| 8,203.1 

153.1 | 95.9 | 125.4 |48,000.023,312.5135,656.2 合 = 246.9 |304.1 | 275.6 

平 4 区) 61.7 | 76.0 | 68.9 

(1) 番茄 单 双 干 整枝 处 理 与 霜 前 霜 后 及 总 产量 问题 
根据 上 表 , 就 霜 前 成 熟 果实 估 总 产量 百 分 李 看 来 , 雨 品种 在 单 双 堤 整 枝 之 平均 百 分 

率 中 , 1958 年 估 61.7% , 1954 年 估 76.0%, 1954 年 果实 成 熟 百分率 较 1958 年 为 高 。 
此 与 田间 打 时 、 朴 花 、 政 果 及 改 用 南北 行 等 促进 早熟 措施 有 关 。 

雨 品种 单干 密植 及 双 干 整枝 , 霜 前 成 敦 果实 百 分 这 的 两 年 平均 为 68.9%。 以 个 别 
品种 而 言 , 红 英 雄 雨 年 单 密 整枝 者 , 霜 前 成 熟 果 实 百分率 均 较 双 干 整枝 者 为 高 ,粉红 里 
生 则 雨 年 互 有 出 入 。 此 可 能 由 於 今年 特殊 气候 关系 , 同时 襄 明 粉红 早生 之 生长 发 育 性 
TRA RARE. WIRES SAUER, HAR ARSE AE A, 

ARTE SBT ee AK, PF in PT ae REE, 1953 AER PETER EE, BH 

产量 为 12,000 Fe, SAE Ay 5,828.1 斤 , 较 去 年 几 降 低 工 倍 , 雨 年 平均 产量 为 8.914.1 斤 。 
VER) Rh OE es RR OUR PROB ERT ER, 

BR BAAR Ty He or Be HERE, AC BE BB SESS SS, Te AE 

有 出 入 , 惟 差 机 不 算 显著 。 

38.3 | 24.0 | 31.4 |12,000.0) 5,828.1) 8,9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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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今年 的 特殊 气候 与 病害 问题 
根据 去 年 试 种 番 苘 情况 , 训 为 在 高 原 上 的 病害 较 少 。 但 今年 情况 则 不 然 ,在 七 .人 

月 雨季 期 间 , 番 茄 果 实 发 生 一 种 腐 烟 病 ( 芹 拟 名 称 ) 。 果 实 呈 现 黑 褐色 , 表面 凹凸 不 平 ， 
先 由 局 部 渐 扩 及 全 果 ,完全 不 能 供 食 。 据 初步 观察 , 此 病 发 生 与 空气 及 土壤 湿度 有 密切 
关系 。 在 队 雨 违 稿 、 土 壤 积 水 过 多 之 时 , 番 匣 果实 容易 感染 此 病 。 

在 不 同 整枝 方法 处 理 中 ,病害 程度 也 表现 不 同 。 单干 密植 者 , PASM aC, BREE 
较 重 ,如 红 英 雄 及 粉红 早生 ,在 单干 密植 中 , 病 果 率 达 全 部 产量 的 19.75 匈 ,而 双 干 整枝 
者 ,平均 只 有 8.25% 左右 。 

以 红 英 雄 及 粉红 早生 雨 品种 比较 , 红 英 雄 被 害 率 达 16.1 匈 ,而 粉条 早生 只 有 12.4 匈 ， 
SEU PAP ARPA HES HLA, KHER, 与 其 植株 较 矮 、 枝 叶 茂密 亦 有 密切 的 

3. 试验 招 论 
(1) Bai Pee RAPE A, RAR, 单 密 产量 虽 较 双 堤 为 高 ,但 差 

婴 不 显著 。 在 霜 前 果实 成 熟 李 方面 , 雨 者 亦 不 太 悬 殊 , 故 在 幼苗 不 充裕 情况 下 , 仍 以 探 

用 双 干 整枝 法 为 宜 。 
(2) 今年 由 基 高 原 雨水 过 多 ,番茄 各 品种 产量 均 较 去 年 为 低 , 此 说 明 番茄 不 适宜 过 

PL LAU, 但 两 年 平均 产量 仍 达 8000 斤 以 上 , 亦 可 襄 明 拉 茧 地 区 在 一 般 气 
候 情 况 下 , 傈 能 适宜 番茄 的 生长 。 

(3) 今年 番 苘 发 现 果 实 腐烂 病 , 秆 害 重 者 达 20% 左右 , 轻 者 在 6% 左右 。 BERET 
重 与 品种 、 整 枝 方 法 及 田间 管理 等 ,有 密切 的 关系 。 

4. 既 验 教训 
(1) 本 试验 供 试 品种 过 少 ,小 区 亦 缺 少 重复 , 故 试验 所 得 效果 不 大 。 今 后 如 再 进行 

访 项 试验 , 宜 增加 供 试 品种 及 重复 姑 数 。 
(2) 根据 今年 气候 情况 ,今后 番茄 试验 , 宣 挖 排水 沟 , 以 防 雨 涝 , 薄 候 可 能 选择 地 势 

Pe PEAK AEH, 
(3) RIG MBS ASAD EAR, AES, PE 
RABY TERE RAE. BOT MASE EE ICE, WERE Se Fe DH AG HRT, 
Dib ji5 BAL, 

ULL ah 4 Te I eo ie : 
AEE MARTHA HEE SAE PAA Ht, 但 因 夏季 生长 季节 温度 不 足 , I 

有 60% 左右 的 果实 在 霜 前 不 能 成 熟 , 变 红 。 因此 研究 应 用 一 切 可 能 的 方法 和 处 理 ,以 
使 番茄 稻 大 部 分 果实 能 够 在 霜 前 红 熟 , 乃 成 为 番 若 栽培 技术 中 最 主要 的 问题 。 195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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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扰 意 中 发 现 南北 行 与 东西 行 种 植 , SHEER RBH MARAWER, 根据 此 种 
情况 ,今年 乃 展开 一 新 的 行 向 试验 , 以 观察 比较 不 同行 向 种 植 法 , 对 锥 果实 成 熟 及 产量 
方面 宪 有 何 种 差 届 , 借 以 获得 成 敦 李 高 及 产量 高 之 栽培 方法 ,以 作为 今后 推广 提倡 栽培 
番茄 之 依据 。 

1. 试验 村 料及 方 注 | 
本 试验 材料 为 红 英 雄 及 粉红 工 号 雨 品种 , 於 2 月 18 日 播种 育苗 , 4 月 12 日 移植 区 

eR, 5 月 20 日 晚霜 过 后 定植 田间 。 其 处 理 方法 为 每 一 品种 各 分 为 正 南 北 行 向 及 正 东 

-南北 行 及 东西 行者 ,每 品种 各 种 植 两 小 区 ,顺序 排列 ,重复 2 K. MH SHEE, 

WOH, MAIL LK. PLEA 5,000 斤 。 施 追 肥 2 砍 , 第 一 次 在 6 月 28 日 ， 

第 一 段 果 大 部 座 果 施 下 ; SAE 7 A 26 日 ,第 一 ` 二 段 果 大 部 座 住 ; 第 三 段 花 谢 后 施 

下 , 雨 实 均 为 加 水 之 人 美 稀 。 施 用 量 每 立 狗 合 每 亩 5.000 斤 左 右 。 生长 期 间 灌 水 4 次 ， 

中 赫 除草 6 HK, GM A 4K, HAE. HERG 2K, 其 他 一 切 管 理事 项 大 和 致 同 番茄 品 

种 观察 试 又 。 

2. 试验 站 果 及 讨论 

鼻 茄 定植 后 至 6 月 初 朗 开始 开花 ，8 月 中 、 Fa, cH RAPA 1 5 BN ABR CRA, 10 

月 5 日 降 霜 后 邹 全 部 收获 。 现 将 不 同行 向 处 理 , 与 果实 成 熟 期 及 霜 前 霜 后 果实 成 熟 百 

BETS NBR F 

Br An ANIA FT Rh BIRSE RAAT LSE (1) 

SRR 

SSE GRA) FF AE BR | RAR 

所 需 日 数 | 早日 期 | 早日 期 

a —- ER 

ae & & | 行 向 处 理 | 开花 最 | 成 熟 最 

早日 期 | 早日 期 

第 三 届时 re 
ST RFE AE HA RS 
日 数 “| 早日 期 | 早日 期 日 数 “ 上 日 数 

73.78 

74.78 

79.08 

87.75 

44 |6H/1H| 8/13 | 728 | 6/14 | 8/25 | 728 | 6/29 
西 6/3 | 8/15 | 73H | 6/14 | 8/25 | 72 日 |6/29 
北 6/9 | 8/27 | 79H | 6/21 | 8/31 | 718 | 7/3 
西 6/3 | 8/27 | 85 日 | 6/14 | 9/7 6/29 

均 6/4 | 8/20.5 | 77.38 6/15.8 8/30 | 758 | 6/30 78.88 

CL) 番茄 种 植 行 向 与 果实 成 熟 期 的 关系 

ARGS SS (1) Ze, 番茄 品种 的 其 他 管理 条 件 完 全 一 致 ,但 仅 由 旗 东西 及 南北 行 向 之 不 

同 ,在 果实 成 就 期 方面 即 有 所 不 同 。 如 第 一 段 果 , 红 英 雄 南 北 行 较 东西 行 早熟 工 日 ,第 

二 段 果 同 为 72 日 ,第 三 段 果 早 熟 2 日。 在 粉红 工 号 中 ， 人 

6 日 ,第 二 段 果 早 熟 4 日 ,第 三 段 果 早 熟 6 日 。 

” 自 三 段 果 果实 成 熟 所 需 平 均 日 数 看 来 , 红 英 雄 南 北 行者 为 73.7 日 ,东西 行者 为 (4.7 

he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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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 不 同行 向 处 理 霜 前 霜 后 果实 产量 比较 表 (2) 
| HRA RAR FH | RAMSAR | ae OE 

Beh 名 称 | 行 向 处 理 
个 afenon] 2 | 个 wlanon] 多 | 个 m | 重量 () 

x 英 Ot «| 南北 |24,690.5|5,479.5| 81.5 | 6,550.0| 1,250.0] 18.5 | 31,225.0| 6,729.5 
并 英 雄 «| AR BR [22,700.0| 5,312%) 61.0 |14,350.0| 2,625.0] 39.0 | 37,050.0| 7,937.5 
#} RL 1% | BH Ak |15,325.0 3,800.0, 67.0 | 9,150.0) 1,637.5) 33.0 | 24,475.0) 5,437.5 ， 
e 401% | ® PW |11,450.0 2,742.2 50.2 |13,100.0| 2,744.5] 49.8 | 24,300.0| 5,454.7 

合 2 74,145.517,334.2 259.7 43,150.0 8,225.0! 140.3 | 117,050.0) 25,559.2 

76 4 18,536.4 4,335.0 64.93 10,787.5, 2,056.3] 35.07 | 26,762.5| 6,389.8 

ZE: FLITHER PAL 1 SALT A, AS, CE 

日 ,南北 行 较 早 工 日 。 粉 红 工 号 南北 行者 为 79 日 ,而 东西 行者 为 87.7 日 , 竟 相 差 8.7 日 
之 多 。 红 英雄 为 一 早熟 品种 ,粉红 工 号 为 一 中 晚熟 品种 , 由 此 可 看 出 ， Ar POA 
品种 关系 尤 大 。 . 

第 一 段 果 最 早 开 花期 平均 在 6 月 4 A, 第 二 段 果 在 6 月 15 Ae, SPR GEC 
月 30 A; 如 留 三 段 果 去 顶 ,三 段 果 均 可 在 6 月 问 开 花 。 第 二 段 距 第 一 段 开花 期 狗 为 10 
日 ,第 三 段 距 第 二 段 开 花期 鹊 为 2 尝 。 此 种 开花 加 性 之 了 解 与 掌握 ,对 今后 杂交 青 种 、 
2,4-D Ree RHE. BERET HE, ASR OM 3 

Fa ER PRE ANIL 45 ig SE, SPR SRSA A BAR 77.3 A, HEBER 75 
日 ,第 三 段 果 为 引 日 ,三 段 果 平均 成 熟 期 为 78.8 日 。 与 品种 观察 试验 , MATH. 18 
可 看 出 ， 第 一 、 二 段 果 果 实 成 熟 所 需 日 数 相差 甚 少 。 而 第 三 段 果 成 熟 日 期 所 需 日 数 较 
长 ,此 与 气温 变化 之 规律 入 称 一 致 。 

(2) 番茄 种 植 行 向 与 霜 前 果实 成 熟 百分率 的 关系 
根据 第 (2) 玫 看 来 , 霜 前 成 熟 果 实 , 红 英雄 南北 行为 81.5 多 ,东西 行为 61.0 匈 ,南北 

行 较 东西 行 高 出 20.5% ; 粉红 工 号 南北 行为 67.0%, 东西 行为 50.2 和 ,南北 行 较 东 西 
行 亦 高 出 16.8 驳 。 霜 前 成 熟 果 实 , 雨 品种 南北 行 较 东 西行 着 , BGA 18.7%, SEER 
KYA BE. 
就 雨 品种 南北 与 东西 行 处 理 、 产 量 看 来 , 东西 行者 较 南 北 行者 均 略 高 ,估计 与 土壤 
差 慷 有 关 。 因 南北 行 所 处 位 置 ,地 势 较 低 , 同 时 地 力 较 户 瘦 , 加 以 今年 雨量 高 度 集中 ,所 

以 红 英 雄 及 粉红 工 号 雨 品种, 在 南北 行者 产量 均 较 东西 行为 低 。 如 就 雨 品种 平均 亩 产 

量 比 较 时 , 红 英 雄 为 7334.5 斤 ,粉红 一 号 为 5446.1 斤 ， 红 英雄 较 粉 红 工 号 高 出 卫 888.4 
斤 。 此 说 明 红 英雄 不 失 为 一 早熟 丰产 品种 。 但 粉红 工 号 果实 个 体 大 ,品质 佳 ,同时 抗 病 
能 力也 较 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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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RA 
(1) 根据 两 年 来 试验 观察 ,果实 成 熟 期 南北 行 向 ,平均 较 东西 行 向 者 早熟 2—6 日 ， 

晚熟 种 探 用 南北 行 向 栽植 ,促进 早熟 之 效果 尤为 显著 。 
(2) 在 果实 成 熟 百分率 方面 , 红 英 雄 南 北 行 霜 前 成 熟 者 达 80% 以 上 , 较 东 西行 者 

高 出 20% ; BLL SISAL ATH, 为 67.0 移 ,高 出 东西 行 16.8%。 此 说 明 无 论 早熟 种 
或 晚熟 种 ,南北 行 均 可 促进 番茄 之 早熟。 

(3) 根据 高 原 气候 情况 ,栽培 番茄 ,促进 其 在 霜 前 大 部 分 果实 能 够 成 熟 为 最 主要 之 
目标 。 探 取 南 北 行 向 栽植 ,为 使 番茄 提早 成 熟 期 最 有 效 的 办 法 之 一 。 

4. 经 验 和 教训 
(1) 供 试 材料 过 少 ,今后 试验 宜 增加 供 试 品种 数目 及 重复 砍 数 ,以 求 获得 更 正确 的 

结论 。 
(2) 应 选择 土壤 肥力 及 地 势 高 低 一 致 的 土地 作 坛 验 ,力求 避 台 土壤 之 差 殿 ,以 增进 

。 试验 效果 。 

(3) 今后 在 促进 番茄 提早 成 熟 坛 验 方法 方面 , 除 探 用 南北 行 向 喷射 24-D 及 提早 

育苗 等 手段 外 ,可 增加 翻 果 及 立 架 向 阳 整 枝 法 等 处 理 , 以 增加 阳光 照射 向 及 照射 果实 之 
时 间 , 可 能 对 番茄 早熟 亦 会 起 到 相当 之 效果 。 

让 看 区 品种 比较 与 24- 了 处 理 比较 二 办 
本 试验 目的 为 : 、 

(1) 比较 各 品种 产量 .成 熟 期 及 适应 环境 之 能 力 ; 

(2) 比较 各 品种 经 用 24-D 喷射 与 不 喷射 者 ,对 产量 ,成熟 期 及 品质 等 方面 所 发 生 
的 效果 如 何 ; 

(3) 将 24-D 水 溶液 滤 度 子 以 固定 ,测验 各 品种 所 适宜 之 省 度 ; 

(4) 观察 各 品种 , 罗 两 年 刷 化 栽培 后 ,其 生长 发 至 性 状 及 生理 生态 方面 有 何不 同 表 
现 。 

1 试验 村 料及 方法 
试验 分 雨 期 进行 ,第 一 期 於 2 月 18 日 在 温床 播种 ,育苗 ,包括 红 英 雄 、 粉 红 早 生 、 粉 

红 甜 肉 、 善 利 早 红 等 四 品种 (此 4 品种 均 系 1953 年 在 拉 蔷 当地 所 探 的 新 种 子 ) ,及 普 利 

“ 早 红 旧 种 (1951 年 在 北京 所 探 的 种 子 ) 作 为 5 个 品种 ,以 红 英 雄 为 标准 品种 。 第 二 期 於 

3 月 6 日 在 温床 播种 青 昔 , 包括 粉 皇后 、 粉 红 早生 、 粉 红 甜 肉 、 玛 格 罗 博 、 桥 黄 嘉 搬 及 落 - 

地 黄 等 6 个 品种 ,其 中 除 粉 红 甜 肉 及 橘 黄 嘉 发 雨 品种 系 去 年 在 拉 功 当地 所 探 收 的 新 种 

子 外 ,其 余 4 品种 均 系 应 用 1951 年 在 北京 所 探 收 的 旧 种 子 。 

第 一 期 2 月 8 日 播种 后 , 4 月 10 AK, 5 月 20 日 定植 田间 。 第 二 期 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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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6 日 播种 5 月 5 日 移植 放 沦 床 , 6 月 并 日 始 定植 田间 。 
雨 期 播种 、 移 植 及 定植 时 期 虽然 不 同 ,但 在 田间 定植 方法 均 属 一 致 。 行 长 路 尺 , 行 

FH 2.5 尺 ,株距 1 RR WATT, 每 小 区 栽植 48 株 , 南北 行 栽植 , 均 探 取 双 干 整 枝 法 ,每 品 
种 各 种 植 两 小 区 ,顺序 排列 ,重复 2 坎 。 

自 定植 后 至 收获 前 ,全 灌水 4—6 Jk, PBR O Je, 整枝 14 Te IMS 6 He, 84 BE 
果 , 摘 心 去 顶 , 朴 花 、 朴 果 及 打 叶 224 次 ,6 月 28 日 了 月 16 日 、8 月 4 日 及 8 月 18 日 ， 
各 施 追 肥 2 Ie H5 AS LASER, HAA AE TH 5,000 JF, 

FES —, IE RPT LTD OP AE RARE — PREG 2,4-D 处 理 。 
2,4-D se) ALTERAC Hl, DUE TK 20,000 4%, 稀释 为 50ppm MIB, 第 一 期 由 
6 月 8 日 起 至 9 A 6 日 止 , 共 喷 射 18 KR; HIG 月 18 日 起 至 9 月 6 日 止 , 共 喷 身 
15 次 。 喷 射 时 间 在 每 日 10--15 时 以 前 进行 ,每 隔 3 一 5 日 喷射 1 次 。 其 他 一 切 管理 工 
作 同 番茄 品种 观察 试验 。 

2RREERRE 
BHR 5 月 20 日 及 6 月 1 日 分 别 定植 后 ,第 一 期 喷射 24-D 者 於 8 月 9 日 朗 开 始 

收获 ;第 二 期 於 9 月 3 日 开始 收获 ,至 10 月 5 日 初 霜 后 田间 工作 公 部 千 束 。 现 将 第 一 、 
二 期 番茄 品种 及 2,4-D 处 理 产 量 比较 表 分 别 列 下 。 

第 一 期 番 荔 品种 及 2,4-D 处 理 产 量 比较 才 (1) 

3 gail ce i nails Be GD 

品种 名 称 (2,4-D Abst J ul 备 # 

PRB) % | 产量 斤 / 军 多 + eae 

Fe 雄 未 6,028.0 79.60 1,550.0 5 31,850 7,578.0 

x 英 雄 net 6,018.5 | 94.93 322.0 . 25,800 | 6,340.5 

we Fi] SE XT 4,189.0} 80.50 | 1,015.5 : 36,800 | 5,204.5| 新 种 

Be gy ae | 、 喷 6,418.8 | 82.63 1,350.0 : 43,450 | 7,768.8 种 

we i) AL Xr j 4,934.4 72.20 1,900.0 45,150 6,834.4] 旧 种 

ne Fi A ar met 4,734.4 74.70 1,600.0 . ‘43,100 6,334.4| 旧 -种 

wt HL AE AE < 4,234.4 67.38 | 2,050.0 : 31,350 6,284.4 

By Re A HE 4,465.5 69.50 1,965.5 ; 27,300 6,431.0 

ey x0 at Eo 2,950.0 | 68.60 | 1,350.0 ; 23,950 | 4,300.0 

+ XC AS 3,856.3 | 65.29 | 2,050.0 ; 26,650 | 5,906.3 

平 ty | sett | 4,782.93] 75.533 | 1,515.3 33,540 | 6,298.23 
平 ty 喷 | 4,467.16} 73.656] 1,578.1 5 33,820 | 6,040.26 

ze 均 5,098.7 | 77.41 1,457.5 ‘ 33,260 | 6,556.20 

(1) 各 品种 未 径 24-D 处 理 与 产量 的 关系 

根据 表 (1)、〈2) ,在 第 一 期 各 品种 未 克 24-D 处 理 者 , 霜 前 产量 以 红 英 雄 最 高 ,每 亩 

合 6,028 Fr; 其 次 为 旧 种 之 普 利 早 红 \ 粉 红 早 生 、 新 种 之 普 利 早 红 ,而 以 粉红 甜 岂 最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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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期 番 曾 品种 及 2,4-D 处 理 产 量 比较 表 (2) 

霜 前 产量 及 佑 总 产量 | 霜 后 产量 及 佑 总 产量 Me ER GH) 
% % 品种 名 称 (2,4-D shat 

| ema] % | 产量 斤 / 定 多 Se POR 

et 2 i | 2 3,096.0 | 57.90 | 2,250.0} 42.10 | 27,900 | 5,346.0 

. 2:5 2,960.0| 48.36 | 3,150.0| 51.64 | 26,250 | 6,110.0 

#5 BG 3,990.0} 55.60 | 3,200.0| 44.40 | 27,250 | 7,190.0 

HG HE BG 4,410.0| 53.00 | 3,900.0} 47.00 | 25,750 | 8,310.0 

Ht A 3,740.0] 77.50 | 1,500.0| 28.50 | 28,050 | 5,240.0 | 新 种 

wt HC Ht By 3,150.0 | 59.43 | 2,150.0| 40.57 | 24,050 | 5,300.0 | 新 种 

By LE AE 2,595.0} 70.60 | 1,080.0} 29.40 | 19,700 | 3,675.0 

粉 狂 早生 2,328.0 | 58.91 | 1,625.0| 41.09 | 21,650 | 3,953.0 

iH HO 1,996.0| 48.17 | 2,125.0 51.83 | 14,700 | 4,121.0 新 种 

BREE 1,881.0} 38.80 | 3,000.0| 61.20 | 16,200 | 4,881.0 | 新 种 

落 地 黄 4,148.0| 77.08 | 1,237.5 | 22.92 | 25,700 | 5,385.5 
% 地 # 4,445.0| 71.20 | 1,800.0] 28.80 | 26,150 | 6,245.0 

平 均 3,228.25| 59.21 | 2,251.5| 40.79 | 23,612.6| 5,479.708 

平 ty 3,260.80} 63.48 | 1,898.75, 36.53 | 23,883.3) 5,159.58 

2p iy 3,195.70, 54.95 | 2,604.2) 45.05 | 23,341.8) 5,799.83 | 

在 第 二 期 各 品种 看 来 , 以 落地 黄 产量 最 高 , SB TET Us 4,148.0 Fr, SEIU BT ACH 
肉 ; Wii UG Be HEIL. 

PRILIG RAR C1 PP LEE, 在 SS ISB RA 
百分率 最 高 , 达 80.5% ; HICHHAME. AAEAIBRAL: 而 粉红 色 种 均 较 低 。 第 二 期 则 
以 落地 黄 所 估 百 分 李 最 高 , 达 77.08 匈 ; HICH ATH, AURAL, BGR BES: 而 以 
HE SESE OAR, 只 估 48.17%, 此 可 说 明 普 利 早 红 、 红 英雄 等 为 早熟 种 ,落地 黄 、 粉 红 
早生 、 粉 红 甜 肉 及 粉 皇后 等 为 中 熟 种 ,而 玛 格 罗 博 及 桶 黄 嘉 搬 为 晚熟 种 。 此 与 今年 番 贡 
其 他 各 项 试 界 所 表现 者 ,完全 一 致 。 

就 霜 前 霜 后 总 产量 来 比较 ,第 一 期 以 红 英 雄 最 高 ,每 雷达 7578.0 斤 ; 其 次 为 旧 种 普 
利 早 红 、 粉 条 早生 等 ;以 粉红 甜 肉 最 低 第 二 期 以 表格 罗 博 最 高 , 每 雷达 7,190.0 斤 ,其 
次 为 落地 黄 、 粉 皇后 ,粉红 甜 肉 、 橘 黄 嘉 搬 等 ,而 以 粉红 早生 为 最 低 。 

(2) 各 品种 交 2,4-D 处 理 后 与 产量 的 关系 
AREAL WARE, 在 第 一 期 各 品种 经 24-D 喷射 者 , 总 产量 以 新 种 普 利 早 疆 产量 最 

高 ,每 亩 可 达 7,768.8 斤 ; 其 砍 为 粉红 早生 、 红 英雄 、 普 利 早 红 之 旧 种 。 第 二 期 以 静 格 罗 
博 最 高 ,每 雷达 8,310.0 斤 ,其 次 为 落地 黄 、 粉 皇后 等 。 

就 霜 前 成 熟 果 实 百 分 牵 比较 ,第 一 期 以 红 英 雄 最 高 , 估 公 部 产量 94.93 狗 ; 其 次 为 新 
种 之 普 利 早 红 及 旧 种 之 普 利 早 红 ,而 粉红 色 种 较 低 。 第 二 期 以 落地 黄 较 高 , 估 71.2 多 。 
但 就 供 试 6 品种 看 来 , 霜 前 产量 反 较 未 喷射 者 所 估 百 分 比 为 低 , 此 与 第 一 期 情形 完全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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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3) 2,4-D 处 理 后 与 果实 腐烂 病 的 关系 

令 年 夏季 雨量 过 多 , 致 引起 番 苘 果实 发 生 一 种 腐烂 病 。 根 据 田间 观察 刀 载 ,其 病害 

程度 除 与 整枝 方法 及 地 势 高 低 有 关外 , 2,4-D 处 理 与 否 与 果实 腐烂 病 亦 有 密切 关系 。 

在 第 二 期 供 试 6 品种 未 喷射 24-D 者 , 其 果实 平均 被 害 率 为 人 25 匈 ; 喷射 24-D 者 ,为 
3.07%, GNM St 24-D 者 ,可 沽 轻 果实 腐 烟 病 。 其 病害 所 以 沽 轻 的 原因 , 亦 有 其 理论 根 

HR, FARE 2,4-D 处 理 之 果实 果 膀 较 小 或 不 显明 ,而 未 处 理 者 果 膀 不易 首 合 ,多 留 有 较 大 

BENS, SETHE ARLE. WAST 2,4-D 可 以 减轻 病害 的 原因 , 可 能 与 此 有 关 。 HS 

2,4-D 是 否 有 直接 杀菌 效果 , 傈 待 进一步 研究 。 
3. 2% 

(1) 就 第 一 、 二 雨 期 各 品种 之 产量 看 , 各 品种 24-D 处 理 者 恒 较 未 处 理 者 产量 为 

高 , 需 前 产量 亦 以 处 理 者 为 高 (第 二 期 者 例外 )， 此 悦 明 24-D 确 有 提高 产量 促进 早熟 

的 功效 。 

(2) 据 今年 看 , 2,4-D 有 减 轻 番茄 果实 腐 烟 病 的 功效 。 

(3) 喷射 24-D 可 千 成 扰 种 子 的 果实 ,或 使 种 子 含量 减低 , 且 果 腾 小 ,疤痕 无 或 小 ， 

形状 亦 志 为 整齐 , 味 较 甘 。 总 之 24-D 有 增进 品质 之 功效 。 

(4) 红 英 雄 . 落 地 黄 、 普 利 早 红 均 为 早熟 丰产 品种 。 粉 皇后 ,粉红 早生 、 粉 红 甜 内 为 

中 熟 产 量 中 等 之 品种 。 玛 格 罗 博 为 晚熟 丰产 品种 。 权 黄 嘉 帮 为 产量 低 之 晚熟 品种 。 

(5) 2,4-D 使 用 失 番 苘 ,对 促进 早熟 、 提 高 产量 ,增进 品质 及 减轻 病害 等 功效 甚 著 ， 

AYR RAI. STARE. ERA RABAT. 

4. £8 & 3) 

(1) BwitEHE WE, Hl 月 中 .下 旬 为 最 适宜 。 过 早 床 温 不 足 , 出 土 不 齐 , 幼 

苗 管 理 困 难 , 如 在 3 月 上 、 中 名 , 则 霜 前 成 熟 果实 产量 降低 。 

(2) 根据 今年 第 一 灵 使 用 2,4-D AK, 50 ppm 的 滤 度 ,对 其 他 品种 傈 称 合适 。 惟 

对 儿 英 雄 则 感 淡 度 稍 大 , RU BH. 似 发 生理 害 。 4S a AS 

MTT FE 

(3) 2,4-D 以 每 隔 一 日 喷射 1 坎 为 宜 , 否 则 仍 易 结 成 有 种 子 的 果实 , 且 宜 注意 枝叶 

下 部 的 花草 ,以 吾 漏 掉 。 

(4) 2,4-D 处 理 试 验 , 明 年 宜 粮 续 进行 , 北 应 增加 其 重复 次 数 。 

v. 番 椒 品种 观察 试验 
和 

HES 1953 年 试验 , 观察 番 椒 在 不 同年 份 对 蕉 拉 著 河谷 自然 环境 适应 之 情况 ,以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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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S Ae PER SAE EERIE BA iB, AE > RE EIR 

1 RRHERHE | 

BERR A PAE A Sete PUES BE, BE ORS Be 

等 5 品种 外 , 另 加 入 自 印度 引进 工 品 种 , 共计 6 品种 。 於 2 月 18 日 在 温床 播种 育 划 ， 

4 月 22 A BAAR IR, 5 月 26 日 定植 田间 , 株 行 距 各 工 尺 , 每 行 栽植 4 株 ,四 行 区 , 顺 

序 排列 ,无 重复 。 生 长 期 间 便 进行 施肥 、 灌 水 及 中 耕 除 草 等 工作 。 

2. ARERAW 

自 5 月 26 日 定植 田 半 后 , 6 月 间 雨 季 来 临 , 7 月 间 雨 量 尤 为 集中 。 番 椒 栽植 的 地 

点 ,地 势 较 低 ,排水 不 良 , ERE AERA REE, 现 将 生长 发 育 性 状 及 产量 统计 

和 结果 列表 如 后 : Ny 

PDE RRB PERRIS itat ze 

平均 每 

PRT EL 

每 果 平 均 

重量 ( 克 ) 

pone 

ir / i 

由 开花 到 | 中 播种 到 

可 食 日 数 | 可 食 日 数 
开花 期 | 可 食 期 | /成熟 期 

1,763 

125 

250 

1,350 

1,163 

1,247 it eB eS 

a ie 出 

ae 5 3 ee ew eae 

根据 上 表 , 番 椒 在 5 月 下 旬 定 植 田间 后 , Se RU AF BU 6 AH) BNF AE; Fl 

Be RAR FF FE Sach TS 7 月 中 旬 始 开花 ;至 月 下 旬 , 桑 早 及 黄色 甜 椒 即 可 探 摘 青 果 供 食 ; 

里 早 及 黄色 阁 椒 及 印度 甜 椒 ,至 8 月 中 旬 始 可 探 收 供 食 。 

由 播种 到 摊 食 青椒 时 间 看 来 ,早熟 种 如 又 时 及 黄色 甜 椒 需 150 日 左右 ,中 晚 吉利 则 

ta 170—180 日 , 供 食 期 间 大 和 致 与 番茄 相似 。 

番 椒 结果 这 不 高 ;各 品种 辕 果 钻 性 虽 有 不 同 , 但 每 株 千 果 数 目 大 都 在 3 一 5 个 ,个别 

植株 亦 有 6 一 8 个 者 。 就 果实 重量 而 论 , 大 者 可 达 70 克 , 一 般 在 50 克 左 右 。 

调 产 量 以 印度 甜 椒 最 高 ,每 亩 可 达 了 二 763 斤 ; ARS, 每 雷 可 达 了 二 350 Fr; 

里 早 及 黄色 甜 株 亦 各 在 1,200 斤 左右 ; 沙 簿 子 及 黄色 辣椒 产量 最 低 , 每 雷 不 过 200 Jr, 

3. Ae oe te ROR KG 

(1) Be 2 APSE A, AA Te ea Je EA EB), a LA LB, TE Be 

完全 可 以 生长 ,但 其 选择 气候 条 件 较 严 ,在 高 原 上 生长 情况 但 不 及 番茄 适应 能 力 强 。 

(2) 番 椒 营养 价值 很 高 ,具有 特殊 口味 , 为 一 般 人 所 嗜好 。 在 露地 栽培 ,每 亩 可 获 

得 763 斤 之 产量 。 如 再 提高 栽培 技术 , 选择 早熟 品种 ,估计 每 雷 地 达 2,000 斤 产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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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番 椒 品种 中 , 甜 椒 较 辣 椒 , 适 应 能 力 为 强 ,早熟 ,丰产 , 品质 佳 。 今后 在 高 原 
栽培 番 椒 应 以 甜 椒 为 主 。 

(4) 番 眼 在 高 原因 受气 候 限 制 ,植株 较 小 ,今后 可 实行 疡 植 ,行距 1 尺 , 标 距 0.5 尺 ， 
eH LG TENE | 

(5) APARNA Hy HE LI HM — , GR” (2,4-D) HET LIC, STA TAD 
种 植 面积 以 增加 试验 之 准确 性 。 

ee 
L 试 咸 村 料及 方法 
本 试验 供 试 材料 ,有 北京 图 匣子、 西北 圆 茄 子 、 长 茄子 及 印度 圆 茄 子 、 长 茄子 共 5 品 

种 , 讼 2 月 18 A, 在 温床 中 播种 至 昔 ，4 月 22 HSK, 5 月 26 日 定植 田间 。 生 
长 期 间 全 进行 灌水 施肥、 中 赫 除草 及 整枝 等 管理 工作 。 

2. RB ERS RG 
(1) 5 ARSE H EDGAR A, ARAB ON BEZEL ee, MALE See, REML IRE 

茂 , 千 果实 后 发 青 甚 慢 ,每 株 仅 结 一 、 二 小 果实 ; 重 者 至 株 枯死 。 
(2) 7 月 间 雨 季 来 临 ,茄子 地 较为 低 罕 ,生长 不 良 。 正在 开花 千 果 期 间 ,植株 又 改 

现 蚜虫 为 害 , 虽 痉 人 工 捕捉 , 然 仍 煌 和 续 发 生 。 故 生长 情况 极为 不 良 , 若 干 植株 未 能 千 果 。 
(3) 根据 雨 年 来 试验 观察 之 结果 ，, 茄子 在 拉 阵 地 区 虽 勉 强 可 以 种 植 , 但 产量 不 高 ， 

营养 价值 亦 低 , 只 可 小 面积 促成 栽培 , 扰 大 量 种 植 的 价值。 
(4) 根据 今年 虫害 情况 看 来 , 定 值 幼苗 时 宣 在 实 内 撒 伤 有 效 的 毒 钙 ,如 “666>”, 以 防 
治 地 下 虫害 。 

(5) 根据 雨 年 来 观察 试验 的 初步 结果 , 供 试 各 品种 中 以 印度 茄子 及 北京 圆 茄 子 生 
RPE, ABBE A IE RR, 

IL #2. RET E (BE) RRERE 

ie EP ike tn 52 wate 
1. 试验 村 料及 方法 
本 试验 萎 逢 上 年 试验 ,希望 能 选 青 出 早熟 、 丰 产 的 品种 , 以 作为 试验 研究 及 推广 演 
殖 的 依据 。 供 试 材料 除 协 大 、 青 白 口 及 丹 京 早 千 球 3 品种 外 , 另 自 印度 引进 工 品种 , 共 
计 4 品种 , 薄 以 丹 京 早 结 球 为 对 照 品种 。 

2 月 19 日 在 温床 中 播种 青 戎 ，4 月 10 日 移植 基准 床 中 ，5 月 13 日 定植 田间 。 行 
株距 十 2 一 2.0 尽 , 因 品 种 不 同 而 机 , 每 品种 各 种 植 一 小 区 。 每 亩 施肥 料 标 准 按 12;000 斤 
计算 , 基 、 追 肥 各 定 , 基 肥 锥 定植 时 施 下 ,追肥 在 甘 芒 开始 千 球 时 施 下 。 生 长 期 间 赣 进行 
灌水 中耕 除草 、 除 虫 等 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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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RERABEAA 

各 品种 自 5 月 13 BERS, RK 26 日 左右 早熟 种 ab ERAS ED FT 

球 , 至 7 月 初 已 可 探 收 供 食 。 惟 结 球 期 间 正 值 雨季 , 且 地 势 低 窄 ,排水 不 尺 , 故 就 生长 发 

BRAK, FRESE. 9 月 关 田 问 工 作 全 部 结束 。 现 将 试验 观察 结果 列表 

如 下 : 

甘蓝 品种 的 观察 试验 生长 发 育 情 交 及 产量 统计 雪 

Ree. am qeeen | peer | eRe | 由 播种 到 收 | 产 量 | 开始 收获 

es : GER) 日 “期 % 获 所 需 日 数 | Ora) | 日 期 

Aw Ee 1.5x1.2 | 6 月 /9 日 100% | 1518 5,400 FF 7/10 
th kK ft # 1.5X2.0 6/8 91.7% 2018 7,330 斤 8/29 
LR fA oO 1.51.5 6/6 84.4% 1518 3,930 Fr 7/10 

A FE FH £ 1.5X2.0 6/5 87.5% 1519 ”4 680 斤 7/10 

(1) 根据 上 表 供 试 4 品种 , 以 丹 京 早 结 球 成 就 最 早 , 到 7 月 上 旬 丹 京 早 结 球 、 北 京 
HAD RABE 3 品种 虽 均 可 收获 ,但 丹 京 早 千 球 全 部 个 体 均 已 结 球 ,其 他 各 品种 妈 

ATMA AREER, 协 大 甘蓝 至 8 月 下 旬 始 可 收获 , BEE fh 3 品种 均 晚 融 50 日 左 

右 。 

(2) 就 千 球 百 分 李 比较 , 其 中 以 丹 京 早 结 球 的 结 球 百 分 李 最 高 ,可 达到 百分之百 ; 
其 裕 为 协 大 甘蓝 , 可 达 91.7%; 北京 青白 口 及 印度 甘 昔 均 尔 纯正, $e ER RK 85% 磊 
右 。 

(3) 自 产量 方面 看 来 , 以 协 大 甘蓝 产量 最 高 ,每 雷 可 达 7,330 斤 ; 其 次 为 丹 京 早 结 
球 ,为 5400 Jr; EVE HES 4,680 斤 ;北京 青白 口 产量 最 低 ,每 雷 只 有 3,930 FF, 

(4) 各 品种 产量 高 低 与 千 球 率 有 密切 关系 。 除 协 大 甘蓝 系 一 中 熟 种 、 产 量 较 各 品 
种 为 高 外 ,其 他 三 个 早熟 品种 的 和 结 球 百 分 这 高 者 ,产量 亦 高 ,如 丹 京 早 千 球 ; 而 北京 青 
DPR BANE, PI. RHO RAE TERS PAR, PEER 
FC kee ie RHR. 因此 , SR AOI PRE 
的 工作 ,必须 让 芙 处 理 。 

(5) 根据 雨 年 来 观察 试验 的 结果 , 丹 京 早 千 球 不 失 为 一 早熟 、 千 球 李 高 .丰产 的 优 
良品 种 ,今后 可 提倡 种 植 。 

(6) 今年 由 放 雨 水 高 度 集 中, 甘蓝 生长 发 育 情 况 不 及 去 年 , 今后 除 应 i FR BA Wt 
Tea 5 PEELE PZ BOA , NE PE BETK BE, 

ii. “HEE an Pa LEBER 

THE Sb TEBE ND EB RARS —, Ze 1953 年 品种 观察 试验 基础 上 , 进一步 举行 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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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试验 ,以 求 获得 更 可 先 之 试验 结果 ,而 能 选 表 出 具有 早熟 .丰产 等 优 和 良性 状 的 品种 ， 
以 作为 将 来 推广 生 殖 的 依据 。 

1. 试 台 村 料及 方法 
供 试 品种 包括 农场 甘 芒 西北 荐 花 荣 、 协 大 甘蓝 、 成 功 甘蓝 及 有 丹 京 早 结 球 等 5 品种 。 

第 一 期 於 2 月 19 日 定植 , 4 月 12 日 前 后 移植 蕉 洽 床 ,5 月 13 日 定植 田间 ,行距 二 5 尺 ， 
株距 2 尺 ,小 区 长 2t 尺 , 寅 5 尺 , 三 行 区 ,每 小 区 种 植 36 株 ,顺序 排列 ,重复 3 次。 第 二 
Wirt 4 月 工 日 在 温床 中 育苗 , 5 月 6 日 移植 在 渝 床 ,5 月 27 日 定植 在 田间 ,行距 二 5 尺 ， 
株距 18 尺 ,小 区 长 24 尺 , 寅 5 尺 ,每 行 栽植 14 株 , 三 行 区 , 每 小 区 栽植 包 株 , EYE 
列 , 重 复 3, 雨 期 试验 均 以 每 雷 2,000 斤 为 施肥 标准 , JE, 追肥 各 御 。 生 长 期 间 售 进 
行 灌水 .中 赫 除草 、 施 追肥 等 工作 。 

2. 试验 丫 果 及 言论 
本 试验 自 5 月 中 下 旬 分 别 定植 田间 后 , 早熟 种 如 月 京 早 千 球 , HOT AON ALPE 

Hei, 10 月 中 名 田 间 工 作 全 部 千 束 。 现 将 试验 千 果 列表 如 下 : 

甘蓝 品 和 比较 试验 工 Tabet ats 

开始 精 球 日 期 | 开始 攻 获 日 期 | 寂 揪 种 到 此 | ge 球 绍 me ie C/A) 

97.5 | 97.7 | 97.6 |10,350|10,950l10,650 

99.0 | 84.0 | 92.0 |12,950/11,550/12,250 

bh K HH # 6/8 6/16 | 8/29 | 9/14 | 201 | 167 | 98.0 |100.0 | 99.0 |11,000)13,250)12,150 

ma 蔓 6/9 6/16 | 10/11} 10/9 | 244 | 192 | 96.0 | 93.0 | 94.5 | 9,276/10,350) 9,813 

Pt OP. AG RR 6/9 6/15 | 7/10 | 7/30 | 151 | 121 | 94.0 |100.0 | 97.0 | 8,700] 9,500) 9,100 
一 一 | 一 | 一 一 | 一 | 一 一 一 一 | -一 | 一 | | 

95.0 | 95.3 | 95.2 |10,455)11,120)10, 788 

农田 甘蓝 |6 月 /35 日 6/16 
de EE HE | 6/9 |6/15 

10/4 | 10/9 

8/29 | 9/14 | 201 | 167 

(1) 品种 成 熟 迟 早 问 题 
EBS 品种 中 尽 丹 京 早 结 球 的 千 球 期 最 早 , 第 I 期 播种 者 7 Aen yaa, os TL 

期 播种 者 7 月 下 旬 即 可 供 食 ,由 播种 到 收获 仅 需 121--151 日 。 西 北 这 花菜 及 协 大 甘蓝 
十 品种 为 中 熟 息 ,由 播种 到 收获 需 167 —201 日 ; 成 功 及 农场 两 个 品种 为 晚熟 种 ， 需 192 
一 244 日 。 早 熟 种 与 中 熟 种 ,在 成 熟 期 方面 相差 一 个 千 月 左右 ; 中 熟 种 与 晚熟 种 相差 4 
日 左右 ;而 早熟 币 与 晚熟 种 之 问 相差 几 达 三 个 月 之 久 。 

(2) 品 种 千 球 这 及 产量 问题 
BERR 5 品 秆 的 千 球 这 ,以 协 大 甘蓝 最 高 ,可 达 99% Wb SEI ASE 

千 球 ;西北 第 花菜 及 成 功 甘 蓝 略 低 。 但 各 品种 平均 在 95% 以 上 ,最 低 者 亦 可 达 92% 
就 产量 方面 看 来 ,以 西北 车 花菜 最 高 ,每 亩 可 过 12,250 斤 ; 其 砍 为 协 大 甘 芳 及 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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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E, FE 10,000 斤 以 上 ,成 功 次 之 ; 丹 京 早 结 球 最 低 , 每 雷 只 有 9,100 斤 之 产量 。 

如 就 播种 期 比较 , 第 UL 期 较 第 工期 平均 产量 高 出 665 斤 , 即 第 工期 生长 较 第 工期 

者 为 佳 。 其 原因 系 由 於 土壤 差 婴 所 致 ， 因 第 工期 所 栽植 地 点 ， 砂 性 较 大 ,保水 保 肥 能 力 

1%; BU MSL, WH BE. 

446 aie Kis BEEP, EERE, Be TA EH BR REA o 

今年 5 个 品种 的 亩 产量 , 平均 为 10,788 Jy, 而 1953 4 PPAR TT BY 14,226 Jr, pk 

少 3438 Fr, KIGK 257% - 

3. ARBRAER SAD 

(1) PERE 5S RAPS ER, BAR PS ANT RE, 

且 千 球 这 甚 高 。 如 以 早熟 为 目的 , 当 以 选 丹 京 早 结 球 栽培 之 。 

(2) PRR PEALE EAE RK EE. 播种 后 五 个 牛 月 至 六 个 千 月 邹 可 探 收 供 食 。 

协 大 甘蓝 叶 球 千 坚实 后 , 须 及 时 收获 ,不 然 易 於 月 裂 、 抽 苔 、 影 响 食用 价值 及 耶 藏 品 览 。 

(3) 如 以 院 藏 冬 荣 为 目的 , 当 以 栽培 农场 及 成 功 甘 蓝 为 宜 。 中 熟 种 宜 晚 播 ,使 在 霜 

前 完成 其 辕 球 及 生长 过 程序 可 。 如 与 晚熟 种 同时 播种 ,成 熟 早 ,不 便 迪 藏 。 

(4) 今年 肥料 不 足 ,明年 宜 厚 施 基 妃 肥 ,以 提高 单位 面积 产量 。 
(5) 以 抗 病 能 力 比 较 , 西 北 利 花菜 及 炭 大 甘蓝 抗 病 能 力 均 较 差 ,田间 及 荣 窘 所 表现 

者 完全 一 致 。 成 功 甘蓝 因 叶 片 厚 , 故 抗 病 能 力 极 强 , 纵 稚 质 钥 ,叶片 不 易 股 落 , 惟 食用 品 

Ae, 

(6) 来 年 试验 地 宜 控 排水 沟 , 以 防 雨 涉 。 

AEA SS BEA 75 DRA UR, 它 之 在 西藏 为 唯一 的 花椰菜 类 蔬 某 。 ESE HEAT 

种 ,成 炳 傈 佳 。 今 年 在 1953 年 试验 基础 上 , 再 进行 观察 试验 , 比较 内 地 旧 种 及 1953 年 

拉 隘 所 探 收 的 新 种 ,彼此 间 有 何 区 别 及 适宜 之 株距 ,以 作 将 来 汉 游 栽培 及 推广 种 植 之 依 

a : 

LABHARAE 

供 试 品 种 计 有 西北 花椰菜 上 日 种 (1952 年 自 西北 引进 的 种 子 ) 西北 花 邦 荣 新 种 (1953 

年 在 拉 暴 当地 所 探 收 的 新 种 子 ) 及 印度 花 杰 荣 2 个 品种 。 各 品种 分 两 期 播种 , ss 1 

2 月 19 日 在 温床 中 播种 育苗 ，4 月 12 日 移植 认 痊 床 中 ，5 月 12 日 定植 田间 。 第 工期 

於 4 月 工 日 播种 ,5 月 6 ABR, 5 月 27 日 定植 田间 。 小 区 长 24 只, 寅 5 尺 , 行 

BES RR, PREB 1.0.1.5 及 2.0 尺 ,的 为 三 行 区 。 西 北 花枝 革新 旧 品 种 ,每 一 株距 处 

理 各 种 植 一 小 区 , 重复 2 次。 印度 花 夯 药 每 品种 只 种 植 一 小 区 ,生长 期 间 合 进 行 施肥 、 

灌水 .中耕 除草 及 束 叶 等 管理 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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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RR RR SBA 
PERMA 5 12 日 及 27 AP EAE PN, FUE AERA ER A EH, BEB 
WEG JB Ads , TEAST AAS ED THE IEE, BIRO Arba, WI 
IDG ACAE AKASH 6 月 20 FEN TP IEAM HE ee; Se TL IOS 7 月 19 日 开始 收获 供 伪 ,至 
8 月 10 A MCARSESE, FAIRE OR, BUG ARIS Ee Ped 

FERIA cry PERERA RE FBS VED Tit aS 

行 PR 距 | 开始 收获 | 由 播种 到 收 关 量 | 个 体 平均 | 个 体 最 大 
ah 种 名 称 | 播种 期 别 

GER) | 日 “期 | 获 所 需 日 数 斤 / 亩 | 重量 ( 斤 )| 重 量 ( 斤 ) 

PEAGAEBINZR 〈 旧 ) I 1.5x1.0 | 69/209 131 78.3 | 1,100] 1.06 | 1.42 

PHAGTEMMAS «= (IA) I 1.5X2.0 6/20 131 78.3 800 1.70 | 3.30 

西北 花 奢 荣 〈 新 ) I 1.51.5 6/29 140 79.2 1,300} 1.40 | 1.40 

PRAGTERBAS 〈 旧 ) I 1.5x1.5| 6/20 131 78.3 | 1,080] 1.388 | 1.80 

AGERE (IB) II 1.5xX1.5| 7/19 110 78.3 | 1,260] 1.54 | 1.70 

FU HE 76 BN BE II 1.51.5 — — 

(1) 西北 花椰菜 为 一 早熟 品种 ，6 月 20 ANAL IF aOR, oe 118 eB aR ts 

131 FL, 9 TL Wyeae 110 日 邹 可 。 | 
(2) 西北 花椰菜 结 球 这 平均 为 78.3 多 ,和 结 球 率 还 不 算 很 高 。 今后 一 方面 探 种 时 应 
注意 保 纯 工作 ,同时 在 栽培 方法 上 亦 应 注意 其 中 最 天 蓄 球 可 达 3.3 JT 

(3) 西北 花椰菜 用 当地 探 收 的 新 种 同 西北 旧 种 初步 比较 可 看 出 , 5 Pe PRIA 

种 子 均 晚 收 10 日 左右 ,但 结 球 率 较 高 ,可 达 79.2% 。 在 产量 方面 ,新 种 产量 较 高 ,每 亩 可 
We 1,300 斤 ; 相同 处 理 之 旧 种 只 收 1,080 斤 , 每 雷 相差 220 斤 。 故 今后 进行 经 济 栽培 时 ， 
当 以 探 用 在 拉 阵 当地 所 探 收 的 新 种 为 宜 。 

(4) 自 株距 方面 比较 , PEER LO 5 5 RAS, 产量 扰 大 区 别 ; 但 株距 2.0 尺 者 , 产 
量 显然 较 低 , 每 雷 只 可 收 800 斤 。 今 后 以 探 用 二 5 尺 之 株距 为 宜 。 

(5) 印度 花椰菜 雨 品种 ,在 温床 中 邹 发 现 抽出 花 萤 , 形 大 如 查 , 毫 无 经 济 价值 ,此 避 
明 印 度 菜 花 不 能 适应 高 原 气候 。 自 此 经 验 教 吕 中 ,可 知 自 印度 或 其 他 与 当地 气候 过 页 量 
殊 地 区 所 引进 的 蔬 荣 品种 , 必须 先进 行 小 面积 试 种 , TASH A CEE BW SERRE 
上 的 重大 损失 。 

(6) 今年 种 植 花椰菜 的 地 点 , 士 层 薄 , 肥 力 不 足 ,今后 应 选择 好 地 及 增 施 肥料 。 
(7) 花椰菜 可 分 期 播 币 、 表 苗 , 分 期 收获 , 伸 可 延长 供应 时 期 。 

Vie 麻 音 品种 的 观察 及 株 中 试验 
在 去 年 全 进行 其 蓝 的 观察 试验 。 今 年 除 农场 幢 划 外, 另 加 入 印度 藤 莫 11 品种 ,共计 

Want; HL 月 19 日 、3 月 6 日 及 4 月 工 日 三 期 播种 青苗, 各 狗 经 过 一 你 补 月 移植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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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W S A 12H KIT 日 定植 田间 , 行距 为 荆 5 尺 , PR 1O RIS RRR, 
7 月 80 日 序 可 探 收 供 食 。 现 将 试验 结果 及 经 验 教训 简 述 如 下 。 

(1) BREST, WEE 6 个 月 左右 邹 可 探 收 供 食 。 

(2) 就 供 试 两 品种 比较 ,农场 藤 蓝 成熟 虽 较 晚 ,但 形状 整齐 美观 ,无 病害 , 品质 亦 较 
佳 , 惟 产量 较 低 ,每 雷 狗 可 收获 5000 斤 左右 。 印 度 藤 昔 成 熟 较 早 ,个 体 大 ,为 短 熏 绎 形 ， 
皮 为 黄 稼 色 ,形状 极 不 整齐 , 球 外 部 生 有 瘤 状 突起 ,品质 欠 佳 , 容易 糠 心 , 自 顶 叶 部 发 生 
崩 裂 现象 ,雨水 容易 治 入 , 因 之 发 生 腐 精 情形 。 产 量 较 高 ,每 军 地 可 收获 七 . 作 千 斤 。 但、 
鸭 洲 价值 不 大 不 宜 天 面积 种 植 。 

(3) 前 年 因 杂 交趾 种 关系 ,农场 基 蓝 千 球 率 只 有 50 匈 左右 。1953 年 实行 隔 高 探 种 
之 千 果 ,今年 结 球 这 序 提高 到 96.2%。 印 度 协 茧 千 球 李 为 86.3%。 以 结 球 李 看 来 ,印度 
订 茧 从 不 算 纯 正 。 

(4) 播种 期 及 株距 与 产量 无 显著 区 别 ,就 今年 情况 看 来 ,以 15x1.5 尺 者 较为 适宜 。 
如 栽培 目的 在 供 九 汗 用 ,以 3 月 上 、 中 名 播 种 为 宜 ; 如 以 冬 藏 为 目的 时 , 则 以 在 4 月 上 旬 
播种 为 宜 。 

(5) 今年 试 欢 地 的 士 屠 谊 蒲 ,肥料 不 足 , 故 产量 甚 低 。 来 年 宜 选 较 好 土壤 , 痊 应 施 以 
充足 的 肥料 。 

ITI. MARR EE 

JRE ABR ELIE FH. EIN AN I AR BAAS 6 和 ,所 进行 试验 的 内 容 均 系 
品种 观察 性 质 , 薄 上 且 是 在 1953 年 基础 上 进行 的 。 ORR ANGERR L, 现 将 各 种 瓜 类 品种 
的 观察 试验 和 综合 钱 述 如 下 。 

1. 试验 目的 
观察 比较 各 种 瓜 类 在 露地 自然 栽培 情况 下 , 对 高 原 气 候 、 土 壤 适 应 情况 , 品种 问 在 

适应 性 方面 有 何 区 别 , 在 拉 蔷 当地 所 探 收 的 新 种 与 自 内 地 所 引进 的 种 子 在 生态 上 有 何 
不 同 , 以 选 育 适合 高 原 栽培 的 品种 ,及 研 求 适合 高 原 的 一 套 栽培 技术 和 方法 。 

2. RRRE RHE 
试验 材料 包括 南瓜 等 Flt, Bt 40 品种 。 
南瓜 一 一 北京 短 草 西戎 蓝 、 公 主 簿 腕 足 南 瓜 、 沙 吐 子 红 皮 及 青皮 南瓜 (长 草 )、 苏 联 

司 托 南瓜 (长 蔓 )\ 西 北 敌 瓜 (长 蔓 )、 杂 种 敌 瓜 (长 蔓 ) 及 西南 饼 子 南瓜 (长 草 ) 等 。 
黄瓜 一 一 公主 唤 水 黄瓜 \ 西 北 黄瓜 西北 地 黄瓜 、 白 尔 利 黄瓜 、 嫩 沈 黄 爪 及 印度 黄瓜 

等 ， 
甜瓜 bel Nes SEPA. SEE, ASS FE, EU, FE SU Rea 

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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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 J, —— pe J. BN EE 2 STDIN BI 2 SIDE AS, PROB AE 
HUA SIH BIE AEAE 37 号 等 10 FAA 

4. —— RAL .. PHHA NRG BREADS. 

#1. — BF. BEMIS, 
以 上 南瓜 等 6 BUR 398 4 A 1 日 浸种 催产 。 其 方法 系 先 将 各 品种 种 子 分 别 装 

入 小 布袋 中 ,然后 用 45°C 的 温水 浸泡 , 再 将 布袋 置 认 磁 盆 中 , JERR FP 
晚 各 换 水 一 次 ( 仍 用 45*C 左右 的 温水 ) , MISE 6 日 左右 ,黄瓜 、 甜 瓜 已 出 攻 ,南瓜 、 西 瓜 等 
已 将 裂 嘴 , 乃 於 和 月 .27 日 分 别 将 各 种 瓜 种 点 播放 气 好 的 实 中 。 

瓜 地 在 整地 时 , 先 施 人 每 亩 多 5.000 斤 腐熟 的 版 肥 , 播 种 时 用 实施 法 施 入 每 亩 吕 000 
Fr RRUEWSHIBE LSE, EEE 24 尺 , 寅 5 尺 ,南瓜 长 草 种 行 株距 为 25X40 尽 , 短 草 种 为 
1.5x 3.0 尺 ,黄瓜 、 甜 瓜 、 西 瓜 、 冬 瓜 及 茜 瓜 等 均 为 15x 3.0 尺 ,公主 风 水 黄瓜 密植 栽培 
者 旭 为 15x15 R, 每 实 点 播种 子 3 一 5 粒 , 探 用 三 角形 或 梅花 形 点 播 。 播种 后 复 十 
2 一 3 厘米 ,然后 将 点 播 折 实 堆 成 小 圆 堆 ,周围 围 成 圆 涂 , 以 便 雁 灌水 等 管理 工作 。 

各 品种 大 都 播种 一 小 区 ,顺序 排 烈 , 视 土 地 多 少 , 亦 有 播种 两 三 个 小 区 者 ,以 后 人 进 

行 治水、 间苗 、 中 赫 除 草 、 施 肥 、 整 枝 、. 压 草 、 授 粉 及 除 虫 等 工作 。 
3. RRRERHS 
HOH AOE, Aa 8 AT 4038 7 HE AOSTA, RANA le 

Sw HMRI OI 7 AK 8 月 上 旬 嫩 果 即 可 供 食 。 
黄瓜 因 遭 受 士 虱 为害 ,生长 衰弱 ,以 后 芷 全 移植 件 畦 。 公主 贰 水 黄瓜 未 受 虫害 者 ， 

於 7 月 中 旬 邹 千 有 20 厘米 长 的 嫩 瓜 。 
今年 生长 的 西瓜 亦 不 旺盛 。 由 巩 雨 水 高 度 集 中 ,日 照 不 足 , 气温 低 渝 , 大 都 分 品种 

认 7 APS 8 ALE, RRA LED BARR, BOSE, HOM 
到 9 AMAR, AREER, TURK 37 号 。 西瓜 , RO AL AMAT 
授粉 ,至 10 月 上 旬 霜 降 时 ,大 者 每 瓜 可 达 10 余 斤 ,展品 质 低 劣 ,不 宜 供 人 食用 。 

甜瓜 在 7 一 8 月 间 , 地 下 发 现 土 天 , 独 狂 为 害 ,根部 被 咬 断 者 达 95 % 以 上 ,几乎 公 部 
死亡 。 即 玛 留 10 一 20 株 ,生长 亦 极 吉 装 不 振 。 至 下 霜 后 , 仅 华 菜 士 瓜 \ 女 集体 庄 员 及 西 ， 
ALA DARE WERE IBN 

冬瓜 至 下 霜 时 , 蔓 长 不 过 十 余 厘 米 , 渤 未 开花 , BURGE 2H. AER, eed 
大 拇指 粗 、 笔 查 长 之 果实 数 个 。 罗 济 价值 不 大 。 

现 将 成 熟 较 佳 、 试 验 成 功 之 南瓜 及 黄瓜 ， 及 其 生长 发 育 情况 与 产量 等 列表 及 明 如 
站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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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瓜 生长 发 育 情 况 及 产量 葬 计 雪 (1) 

Bama Tr) 产 量 〈( 斤 / 亩 ) 
人 SB 38 tt 

A LL Aa EO 
|}-|= mM Vie ic | (市 斤 ) | 1953 年 | 19544 [vara 

4—.—h .| 由 开花 
闭 生 池 数 ”| 开花 授粉 | 成熟 | 到 成 熟 

”北京 短 苞 西戎 芒 
Des tt pn 
Owe 
ORT TLR 
KO wD 
Bk ew 
fe He eh SOD 

下 均 

黄瓜 生长 发 育 情 驶 及 产量 烽 计 表 (2) 

第 一 、 二 三 压 着 生 节 数 第 一 下 开花 期 比较 和 cm 

i 用 大 1954 Fi 
ees | = | = | 195342 | 195442 losses 个 数 / 雷 | RE 

8 BR 

公主 性 水 黄瓜 6 月 /30 日 | 7/9 2,160 | 1,238.1 

南 4a 7/1 — 一 

mk wh Rw OD 一 7/1 — 958.1 

mK RU HG 二 划一 节 | 三 营 一 节 | 一 莹 一 节 | 6/30 7/13 5,760 | 2,835.0 

RIK AA DB = |e. 6/30 7/14 3,480 | 1,680.0 

全 4 一 一 3,255 | 1,677.8 

WE: (L) SSH ZERY she zee SEL. 

(1) MEDS, See: 
1) 就 供 食 期 方面 而 言 , IS MRA RIG, BOER, 播种 后 大 

狗 四 个 秆 至 五 个 月 郎 可 探 收 供 食 。 五 个 月 以 后 , HEAD RM, REM REA 

皮 、 青 皮 及 苏联 司 托 南瓜 ,五 个 守 至 六 个 月 朗 可 成 熟 供 食 。 
2) 在 产量 方面 ,根据 今年 情况 ,以 公主 周 驼 足 南 瓜 产 量 最 高 ,每 雷 可 达 7,156.3 斤 ; 

SEI PUTER RS WB, 
AEIBE PAE ZB 57 BG, ZN BAREIS, ER ALS WB IE VC ES 
ia Pt, 4976 5,000 斤 以 上 , 沙 周 子 产量 较 低 。 

3) 就 食用 品质 方面 , WARE Ee EER, 以 沙 贰 子 南 瓜 品 质 最 佳 , 特别 是 沙 千 
子 疆 皮 南 瓜 的 水 分 少 ,肉质 面 , 而 口味 甘甜 , RR, BOHRA, Wee, 
口味 亦 甜 , 惟 水 分 较 多 。 短 意 种 各 品种 , 崔 维 质 较 多 , 甘 味 淡 , 只 宜 作 荣 用 。 

(2) 根据 (2) 表 可 得 出 如 下 结论: 
1) 就 供 食 各 品种 、 供 食 期 而 言 , 以 公主 山水 黄瓜 最 早 ; 其 次 为 西北 黄瓜 及 西北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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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 , 7 AP AVON YG ae; SUPER A RS BEM, ES 月 中 旬 始 可 供 食 。 
2) 在 产量 方面 ,以 苏联 嫩 沈 黄瓜 最 高 ,每 雷 可 达 2,835 JP: SER TRIE A ALTE ! 

BAH BOK BIN; tt BRE 
3) ERED, USAR A, ALE, A, BE: 

苏联 种 肉质 薄 , 上 且 带 酸味 ,不 合 我 国 一 般 人 口味 。 
4) 就 适应 风土 能 力 而 言 , 苏 联 雨 种 短 圆 形 黄瓜 适应 能 力 最 强 , 抗 土 委 能 力 亦 较 强 。 

而 中 国 系统 的 公主 周 及 西北 黄瓜 , 因 遭 受 士 乔 为害 , 致 造成 严重 缺 株 现象 。 
4. RRR SRB 
(1) AYE Wi SEED AR LS, FH SE ESE DORs J DS , 2 SP BES 

FAs SS Bh anh AEA EN, PRR EE: 自 西南 引进 之 长 蔓 种 包子 
PAN, PAE OG, AVEC TEAL BE HK AEE, 

(2) 黄瓜 亦 能 适应 高 原 土壤 ,气候 ,可 在 露地 栽培 。 在 拉 茧 地 区 以 选用 中 国有 刺 其 
形 种 为 宜 , 较 塞 渝 地 区 以 栽培 苏联 种 为 宜 。 印 度 黄瓜 以 种 子 少 , 株数 过 少 , 未 获得 正确 

结果 。 
(3) 苏联 黄瓜 在 露地 栽培 , 绝 人 工 辅助 授粉 , 即 可 收 到 多 量 的 成 熟 种子 。 而 中 国有 

刺 种 长 形 黄瓜 , 虽 和 绝 人 工 授粉 ,但 种 子 难以 成 熟 , 且 千 种 量 极 少 ,必须 在 温床 中 进行 探 种 。 
(4) 今年 以 雨水 高 度 集中 , 西瓜 栽培 成 绩 甚 差 , 只 苏联 蚀 料 者 东 37 号 千 成 十 余 斤 

之 瓜 。 食 用 种 西瓜 须 设 置 风 障 ,三 可 吸取 保加利亚 先进 轻 验 , 用 雏 眼 嫁接 法 将 西瓜 嫁接 
在 南瓜 上 。 估 计 露 地 栽培 西瓜 大 有 可 能 。 

(5) 冬瓜 、 赫 瓜 在 露地 栽培 成 功 之 可 能 性 不 大 , 今后 必须 提高 栽培 技术 ， BI 
法 始 有 成 功 之 可 能 。 

(6) 西瓜 、 甜 瓜 可 哉 行 先 在 温床 中 青苗 ,5 月 中 、 下 名 再 移植 田间 。 估计 较 直 接 播 
种 在 田间 者 成 绩 为 佳 ,来 年 可 试行 此 法 。 

(7) 今年 瓜 类 的 地 下 虫害 较为 严重 , 使 试验 方面 遭受 很 大 损失 。 来 年 播种 或 移植 
黄瓜 、 甜 瓜 时 , 宣 先 撒 播 “666” 等 有 效 毒 钙 。 在 播种 时 ,种 子 不 宜 过 认 分 散 ,出 土 较为 容 
She 

(8) ARE PHAR SUA, DEBE Ia 4 ee EE KE. 三 次 , BaD. 
Feb, ELAS HI BESSI , EE ALE | 

IV. 臣下 RAR 
RSL A URES, PEACE, PU Pa BI GE OSE b ee 

fl 7 RE KARE PSR, AER Ans, TERA Ce aie, 
EG BRIS FL ASR» EPA Eb Bical ARTE eS HE On, 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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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 ,及 满足 生活 名 惯 上 的 需要 。 

1. 试验 村 料及 方法 

试验 材料 ,在 牙 下 方面 为 北京 必 里 美 及 武功 工 号 两 品种 , 前 者 青皮 红心 ,后 者 青皮 

称 肉 , 质 脆 味 甘 , 均 系 内 地 著名 ,可 代替 水 果 之 生食 品种 。 白 荣 方面 为 西北 包 心 白 集 及 北 

京 大 青 口 白 荣 , 亦 均 为 搓 佳 、 耐 崇 藏 著名 之 包 心 白 荣 。 划 下 白菜 各 分 为 6 月 5 日 及 20 日 
雨 期 播种 , 行 长 巧 尺 ,行距 2 尺 , 株 距 芋 5 尺 , 南北 行 向 , 厚 施 基肥 ,每 雷 合 10,000 斤 。 

划 下 为 高 畦 , 白 某 为 平 畦 , 每 行 点 播 10 突 , 单行 区 , 共 种 植 5 小 区 ,东西 两 边 行为 对 昭 
区 ,中 间 3 行为 光照 处 理 区 。 现 将 光照 处 理 时 间 列 表 如 下 : 

光照 处 理 时 数 及 起 永 时 间 襄 明 玫 

遮光 起 旋 时 间 wm He T 

= Awe B® WR At foe. 标准 区 ,不 加 处 理 。 
10 上 午 8:00 一 下 午 6:00 | eh AER FRAME | ERB, 面积 膨大 ， 不 

能 全 部 盖 住 。 
8 上 午 8:00 一 下 午 4:00 同 业 同 a 
6 上 午 10:00 一 下 午 4:00 同 +: 同 a2 

光照 处 理 , HM ea BNI ET SHESE , 以 后 站 进行 间 昔 灌水 .中耕 除草 .去 苦 等 管 

理工 作 。 
2.ABRERAW 

ARGS 10 AP RGR BASH b A SS RR GE 9G bh BR J BS AE Se A He ed 

Ps 

SE | SERRE EG RITA (1) 

” 抽 苦 后 食用 价值 
in 个 数 个 数 [emery 

过 D allaololaloolaoljlollaolojap 
oe M2 Bb | 人 全 20|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20120 |124|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北京 心里 美 碍 下” | 全 日 10 | ?月 /7Bjs/2 | 35 | 45 8B/4 (8/11) 一 | 一 | 一 | 一 | | 6 112.0 9.2 
同 as 10| 10} 8/5 [8/17 61 | 58 /4 9/15) — | —| —|—| 3 | 6 116.419.1 
同 ip 8| 10] 7/20 |8/18| 45|59|—|—J| 1] 1| 5.5)0.75] 7 | 6 |28.3|16.5 
同 6|10| 8/4 js/31| 60 | 62 |9/15j9/19) 一 | 一 | 一 | 一 | 5 | 9 113.9116.0 
人 
武 功 1 号 |B] 10] 7/11 [8/3 | 36] 45 8B/4 9/4 | 一 | 一 | 一 | 一 | 5 | 7 [21.4120.0 
同 上 10|10| 8/6 |8/25| 62 | 66 9/13} 一 | 一 | 3| — |] 3.1] 4 | 6 20.517.5 
同 2 8|10| 8/13 (8/27) 69 | 68 | 一 | 一 |23 | 1| 7.3] 2.2) 5 | 7 |15.2116.0 
同 £ 6| 10} 8/21 |8/28| 77 | 69 | 一 | 一 |2 | 2] 1.5] 3.1) 8 | 6 [16.1]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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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ARE ICABA RBG TAR aI (2) 

CS. 

a Rm 车 上 日 好 | 术 最 大 个 人 is 

GD [ao oH Ora, [a] 
Att @ ob AR 全 日 | 10 |8 月 /18 日 | 8/28) 1 75 a 10.5 

同 并 10 | 10} 8/21 9/15) 10} 5 | 77 87 — 。 50 

in) “ie 8/10] 9/4 10/16, 10 | 57) 91) 118) — 50 

i Ap 6/10); 9/19 | 10/17; 6| 3 | 106) 119} 4 30 

HR KBPABZ (4H 10| 8/5 8/17, 10 | 10} 63) 60) 一 

fal 10} 10| 8/18 | 9/13}10| 7| 74) 8b) — 

| 10 | 8/23 9/14 10| 9| ?79| 88| 一 

6|10| 9/15 | 10/7| 9] 3] 102! 108] 1 are | auanp 

ea 

ee a aia 

oo 

(1) 划 下 光照 处 理 与 抽 营 的 关系 

bike He b7E6 月 5 日 及 20 日 播种 者 ,直至 10 月 上 旬 收 获 时 全 部 未 抽 营 ,最 大 者 每 

个 可 达 24 斤 重 。 RIL SR PAIR, 第 (T) 期 播种 抽 苦 的 估 100 多 ,由 播种 期 
到 抽 若 日 期 为 35 日 ; 第 (ID 期 抽 苦 者 亦 为 100 匈 ,由 播种 到 抽 苦 为 45 日 。 此 与 1953 
年 蓝 下 播种 期 试验 所 表现 者 完全 相同 。 ， 

SEHR 10 小 时 者 ,第 CD、 (11) 雨 期 雨 品种 播种 后 , 狗 经 60 日 印发 现 抽 苦 , 惟 北 京 心 
里 美 较 武功 1 号 削 早 抽 苦 三 、 五 日 。 心里 美 第 (1), (I) 雨 期 播种 者 , 至 收获 时 无 一 不 
抽 苦 者 ,其 抽 苦 率 达 100 匈 。 第 (IT) 期 武功 1 号 , 至 收获 时 符 有 三 个 未 抽 苦 , RSA 
SpE 10% iS 

光照 8 小 时 者 , TB SEE b ME 45—57 日 陆续 发 现 抽 若 , 至 10 月 中 旬 收 获 时 ,第 
(D、(ID 期 播种 者 只 各 有 一 个 未 抽 若 ,重量 达 5.5 市 斤 ,而 抽 苦 者 达 90%, HRT 1 
BORE b 8868 日 左右 发 现 抽 苦 ,第 (T) 期 抽 苦 者 2 个 ,第 (IT) 期 只 有 11 个 。 

光照 6 小 时 者 ,心里 美 划 下 轻 60 日 左右 陆续 抽 苦 ,第 (D. (IL) RO Apa 
发 现 抽 苦 , 抽 苦 者 达 100 多 。 武 功 1 SKM bw 69 一 77 日 开始 抽 苦 ,到 收获 时 为 止 ， 
未 抽 苦 者 (1), (ID) 期 各 有 2 个 , 抽 苦 者 估 80% 

(1), (10) 雨 期 播种 者 ,在 公 日 照 及 10 小 时 几 理 者 , 有 的 未 千 查 下 或 千 很 小 的 臣下 
邹 发 现 抽 苦 ，8 及 6 小 时 处 理 者 ,多 和 结 成 -…、 二 斤 重 的 蓝 下 后 , 於 9 月 上 、 中 旬 始 再 行 抽 
若 , 后 求 乃 将 苦 芽 用 利 刀 创 除 。 查 下 从 能 秋 夭 扩大 增长 ,有 的 可 长 到 五 .六 斤 重 , 恰 头 部 
叶柄 装 生 颇 不 美观 , 稚 维 质 增 多 ,品质 变 劣 ,站 有 的 自 头 部 发 生 骨 裂 现象 ,因而 腐 烟 者 有 

(2) 和 白 荣光 照 处 理 与 辕 球 及 抽 苔 的 关系 

SL 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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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 扰 包 心 种 白菜 品种 , 故 扰 对 照 品种 ,在 光照 方面 只 有 对 照 处 理 。 
根据 (2) 玫 全 日 照 者 ,西北 包 心 白 革 及 北京 大 青 口 白菜 , 在 第 (T) 期 播种 者 , AW 

63 一 75 日 左 丰 即 开 始 抽 若 ,至 收获 时 全 部 均 抽 苦 。 第 (II) 期 播种 者 ,西北 包 心 白 茶 有 

两 株 未 抽 营 ,北京 大 青 口 白 荣 10 株 全 部 抽 苦 ,由 播种 到 抽 若 时 间 为 60 一 68 日 ECL) 
期 播 秆 提早 抽 营 1 过 左右 。 

光照 10 小 时 者 ,在 第 (1) 期 ,西北 包 心 白 荣 及 北京 大 青 口 , 经 75 日 前 后 开始 抽 苦 ， 
BUG SARIN AS, HS (UL) 期 西北 包 必 白菜 及 大 青 口 , URS 85 日 左右 始 发 现 抽 营 ， 
到 收获 时 西北 包 心 白 某 有 5 株 未 抽 苦 ,大 青 口 只 有 工 株 。 

光照 8 小 时 者 , 第 (T) 期 西北 包 心 白菜 及 大 者 口 狗 经 80—90 日 开始 抽 苦 , 到 收获 
Mf, HAGEL ts RA © 株 未 抽 苦 ,而 大 青 口 未 抽 苦 者 仍 仅 有 1 BR, 

光照 6 小 时 者 ,第 (TD) 期 雨 品种 锡 经 102 日 堪 吉 即 发现 抽 苦 ,至 收获 时 未 抽 苦 者 , 西 
Af GRA 6 株 , 大 青 口上 只 有 1 株 。 第 (IT) 期 两 品 种 图 108 一 119 日 后 , 相 萎 发现 抽 
苦 , 至 收获 时 , 2 品种 各 有 3 株 未 抽 若 ,但 生长 不 旺 厅 。 至 收获 时 全 部 均 未 包 心 。 

3. RRP SRO RAD 
(1) APR AF RES, A HOE b RA Ran Ae Se PRs IE BR SF EG Wh BB 1B Eh 

SRS MERA, RMA LI, OA RGA BER nhs A, 
虽 有 未 抽 苦 者 , 但 因 光 照 不 足 , Hie b RA RBAR ES SRR, ME bai 

苦 者 最 大 不 过 工 斤 左右 ,而 白 荣 则 多 未 和 结 球 。 足 已 证 明光 照 长 短 与 抽 基 有 窗 切 的 关系 。 

(2) 就 品种 适应 性 看 来 ,武功 1 号 蓝 卜 抽 苦 较 晚 , 个 体 发 青 亦 较 大 ; 西北 包 心 白菜 
抽 若 亦 较 晚 , 千 球 情况 亦 较 好 ; 心里 蓝 下 及 大 青 口 白菜 ,对 高 原 适 应 能 力 较 差 。 

(3) St MATER, 在 初期 大 小 侍 合 用 , 至 9 月 上 名, 蓝 下 白 荣 植株 面积 扩 
大 , 致 不 能 全 部 让 光 ,影响 试验 和 结果 之 正确 性 。 今 后 关於 路 光 用 具 , 必须 大 小 合适 ,能 将 

植株 全部 盖 住 。 
(4) FE DANE. PA AAR, SIP STIRS SEE, THERE PD 

EE TM, 品质 也 不 致 变 劣 。 
(5) 根据 令 年 情况 , 蓝 卜 \ 白 荣 如 能 延至 7 月 上 名 播 种 ,个 体 虽 较 小 ,可 能 从 有 -此 

收获 。 
(6) 内 地 的 蓝 下 、 白 某 为 高 原 所 迫切 需要 者 。 关 於 防止 提早 抽 若 问题 , 仍 应 根据 米 

丘 林 生物 科学 的 原理 , 科 逢 加 强 研究 试验 ,以 求 获得 解决。 
(7) 今后 可 自 东 北 及 西北 气候 较 塞 准 地 区 ,再 引进 新 的 雅 下、 白菜 品种 ,进行 观察 

试验 ,以 求 获得 适宜 高 原 栽培 的 品种 。 

(8) 今年 在 拉 阵 红 皮 冬 蓝 下 种 植 区 中 , 发 现 数 个 青皮 白肉 币 雅 卜 ,估计 季 195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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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A AGEM b-SHNE LHR 1 SARE, 来 年 可 实行 有 定向 之 人 工 素 
交 或 回 交 工作 ,以 求 获得 适合 高 原 栽培 的 新 品种 。 

V. ESHER RSE | 
局 给 蔓 适 宜 包 高 原 的 气候 , 可 分 念 在 4,000 米 地 带 生长 。 ROL 

量 及 株距 三 部 分 ,主要 目的 是 在 认 了 解 志 人 铃 蔓 在 拉 阵 河谷 最 适宜 之 播种 期 、 播 种 密度 ， 
同时 引 较 红 皮 、 白 皮 雨 品种 以 何者 产量 为 高 ,以 作为 推广 栽培 之 依据 。 

1. 试 码 村 料及 方法 
供 试 材料 为 拉 蔷 白 皮 及 红 皮 洋 芋 坪 品种 , 均 引 自 拉 攻 郊 区 。 播种 期 共 分 为 4 月 20 

日 .5 月 5 日 及 5 月 20 日 三 期 。 小 区 长 中 尺 , CSR, 三 行 区 , 株距 二 0 尺 ,每 行 种 植 
24 Xe, AE AA 72 实 , 顺 序 排列 ,重复 三 坎 , 共 种 植 18 小 区 。 

播种 量 试 险 供 试 材料 亦 为 白 皮 及 红 皮 雨 品种 , HEP OE LO, 小 区 
面积 及 行 株距 与 播种 期 试验 相同 oe 4 月 20 日 播 币 , 三 行 区 , 裂 区 顺序 排列 ,重复 4 
次 , 共 种 植 32 HE, \ 地 

在 株距 试验 方面 , 供 试 品种 ,小 区 面积 ,行距 与 播种 期 试验 相同 。 株 距 分 为 土 0、1.5 

及 2.0 尺 , HE 1.0 尺 者 , 每 小 区 种 植 72 实 , 1L5 尺 者 种 植 48 实 , 2.0 尺 者 种 植 36 He, 
每 一 株距 处 理 各 种 植 一 小 区 ,顺序 排列 ,重复 3 灵 , 共 种 植 18 小 区 。 

在 播种 数量 方面 , 红 、 白 皮 种 暮 ,每 切 块 平均 重 20 克 左 右 。 每 小 区 播种 72 AHA 
1,500 克 , 每 雷 播种 量 为 150 市 斤 ; SEACH WORSE 

SREB AURIS AREER, 整地 时 每 雷 施 入 底肥 5,000 斤 左右 ,播种 时 在 实 沟 中 
Rie Ai BE ZS 5,000 Jr, 共 施 入 基肥 狗 10,000 AIRE SRF, 依照 一 定 距离 点 
播 . 复 土质 压 , 出 士 后 蓄 进 行 灌水 中耕 除草 培土 及 防治 班 悉 虫 嘎 等 工作 。 

2. RB Rae | 
4 月 20 日 播种 的 白 皮 种 洋芋, 5 A 14 BPA, 25 日 全 部 出 齐 , 6 25 A 

开花 ; 5 月 5 日 播种 者 , BERS 5 月 24 日 开始 出 土 ，6 月 4 日 出 齐 , 6 月 28 日 开花 ; 
5 月 20 日 播 利 者 , 白 皮 种 6 月 了 日 开始 出 十 , 23 日 出 齐 ,7 月 8 日 开花 。 在 各 期 播种 
的 洋 莘 , 出 十 及 开花 日 期 , 红 皮 种 均 较 白 皮 种 略 迟 3 一 5 A, RRS 7 月 上 旬 归 可 开 
始 供 食 。 PKA 1 WHEAT, 9 月 20 日 全部 试验 收获 完 里 。 现 将 试验 结果 列 如 
下 ( 见 下 页 )。 

在 4 月 20 日 播 币 的 白 、 红 皮 种 马 给 蔓 , 售 利用 保护 区 作为 收获 期 观察 试验 , 每 隔 
10 日 收获 一 灵 。 现 将 观察 结果 列表 如 下 ( 见 下 页 ) ,以 供 参考 。 

(1) 马 铃 募 播种 期 与 产量 的 关系 8 
IG SP AETE 4 月 下 旬 播 种 ,大 锡 需 20 日 左右 印 可 出 士 , 一 般 60 日 开花 , AAR 

a as 人 



由 播种 到 出 | 由 播种 到 开 | 产 量 
品 种 | 播种 日 期 | 出 土 日 期 | 开花 日 其 “4, 

土 所 需 日 数 | 花 所 需 日 数 ( 斤 / 亩 ) 

I(4 月 /20 日 ) 6/25 244 66H 
4G je &h 11(5/5) 6/28 198 54H 

III(5/20) 7/8 18H 495 

平 均 es 20+ H 56+ H 

1(4/20) 6/28 248 69H 
1 KOR II(5/5) 6/30 31 日 56 日 

III(5/20) 7/11 218 52H 
| | | 

2248 

=| 皮 种 1 皮 种 

收获 日 期 | 收获 所 收获 | 全 重 | BE | 个 体 最 收获 | 全 ae | ep | 个 体 最 
均 重 量 | 大 重量 均 重 量 | 大 重量 

个 数 | 〈 克 ) | Ge) ( 克 ) 个 数 | Ge) ( 克 ) ( 克 ) 

7 月 /10 日 28 375 37.5| 31.25 15.6 

7/22 91]|1,906 119.0) 93.8 46.9 

7/31 4,250} 250.0) 109.4 93.8 

8/10 | 7,000| 389.0] 188.0 78.1 

8/20 8,500} 405.0} 391.0 78.1 

8/31 15,000) 1,071.5] 391.0 78.1 

9/10 14,500, 906.0) 297.0 

9/20 250.0 

& a 68,281) 4,224.5]1,751.45 

oP aes 8,535  528.1| 219.0 227.6) 391.78 | 187.7] 84.0 

平 He UF/ FA) 
at 下 均 

2 ih | a oe ae | ae oe Ae | ea ok a | a ea 
中 

I 4,690 4,465 1,750 2,160 9,155 3,915 4,578 1,958 

II 4,300 4,600 1,325 1,750 8,900 3,075 4,450 1,538 

III 4,350 4,425 1,040 1,390 8,775 2,430 4,388 1,215 

& 计 13,340 13,490 4,115 5,305 26,830 9,420 13,416 4,711 

ae 的 4,447.0 | 4,497.0] 1,371.7 | 1,768.3 | 8,943.3 | 3,140.0] 4,473.0} 1,570.0 

A SSE ES TE TE TG ES SRC SSE A RC PC A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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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 QD SEP YESA BR EBGERTSE (4) 

. Po ae, U7) 区 
Pe Fe AR) ee | | A a) ah 〈 斤 / 亩 ) F 8 

BS Ke 种 eS a 种 

1.0 R 5,300 Fr 1,250}F 6,550 3,275 

1.5 R 5,250 1,242) 6,492 3,246 

2.0 R 5,150) 980 FF 6,130 3,065 

> ns 15,700 FF 3,472 斤 | 19,172 9,586 

下 均 5,233 斤 1,1577 | 6,390.7 ， 3,195.3 

PEG RA EES A. PRR 1 Oy RS. A 3,650 J, ALK 

Fi 1,450 Fr; WAS, 第 III 期 产量 最 低 。 品 种 方面 ,各 期 播种 者 均 以 自 皮 种 为 高 。 

白 皮 种 较 红 皮 种 产量 高 出 134% 以 上 。 

(2) 马 耸 募 收 获 期 与 产量 的 关系 Soe 

IG SS S276 4 月 中 名 播 种, AW 80 日 左右 , HT ALON IRE KE. MR | 

据 分 八 期 收获 结果 , 以 在 8 ARAB IST BE. in ARTE 8 月 尘 日 收获 者 ， 

每 株 平 均 为 1071 Ya, 红 皮 种 为 334.2 克 ，, 均 为 各 期 单 株 平均 最 高 之 产量 。 收 获 时 再 延 ， 
SR TARAS SS. 在 拉 茧 河谷 ,如 在 4 AP ORE KO A 

RGSS ZAREE. 

就 白 、 和 红 皮 种 产量 比较 , 白 皮 种 单 株 平均 产量 为 528.1 克 , 红 皮 种 为 187.7 HE, 自 皮 

种 产量 较 红 皮 种 高 出 在 180% 以 上 。 

(3) 马 耸 蔓 播 种 量 与 产量 的 关系 

马 谷 蔓 每 实 播种 一 切 块 与 播种 两 切 乾 种 暮 者 ,与 产量 的 关系 ,在 白 皮 种 看 来 无 何 区 

别 ; 红 皮 种 播种 两 乾 较 一 块 者 产量 高 出 400 斤 左 右 , 但 差 轴 亦 不 算 十 分 显著 。 但 自 皮 种 

与 红 皮 种 品种 问 差 晏 , 则 非常 悬殊 。 如 和 白 皮 种 平均 雷 产 量 为 4473 斤 , 红 皮 种 只 有 二 570 

斤 , 白 皮 种 产量 高 出 红 皮 种 在 180% 以 上 。 

该 献 验 各 处 理 均 以 第 重复 最 高 , IT、III 重复 灵 之 。 其 原因 主要 是 由 於 今年 夏季 

雨水 高 度 和 集中 , 局 铃 蔓 最 忌 雨 。 第 工 重复 地 势 较 高 ， 排 水 情况 较 好 , 故 产 量 亦 最 高 。 

此 说 明 地 势 高 低 与 产量 方面 亦 有 密切 关系 。 

(4) 马 铃 蔓 株 距 与 产量 的 关系 
根据 (4) 表 , 马 狗 蔓 禄 距 与 产量 方面 乱 密 切 关系 ,特别 在 白 皮 种 ,密植 者 每 雷 不 过 拼 

产 150 Fede: AUK PMS ES. IP OL APIA 270 eae, 但 品种 差 婴 则 极为 显著 ,和 白 皮 种 

每 雷 平 均 为 5233 斤 , 红 皮 种 平均 只 也 157 斤 ,相差 达 4,076 斤 , 白 皮 种 高 出 红 皮 种 葛 在 

350% 以 上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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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B BRR 

(1) 7EALBERWE , HESS 82a TE 4 月 415 一 20 日 播种 为 最 适宜 。 因 在 此 时 期 播种 , 5 月 

10 日 以 后 始 可 出 十 ,此 时 晚霜 已 过 去 ， 如 播种 过 早 , 有 章 晚 霜冻 杀 之 危险 。 | TEAR EE 

情况 下 , 播 期 以 意 早 总 好 。 
(2) 在 拉 阵 地 区 ,局 欠 昔 在 4 月 中 下 旬 播 种 后 , 扰 论 白 皮 种 或 红 皮 种 , 均 以 在 8 月 

底 9 月 初 朗 播 种 ,四 个 牢 月 前 后 收获 , 产量 为 最 高 。 过 早 则 生长 发 育 期 不 足 ,过 晚 则 生 
长 发 青 停止 , PE} OA BS TA, 

(3) 在 拉 蔷 地 区 生长 初期 , 地 下 虫 韦 较 少 , ARR, UAE HE 
两 块 者 , 恩 何 区 别 。 今 后 以 探 取 每 实 只 播种 一 志 序 可 。 

(4) IGSSSETE 1.5 行距 下 ,株距 十 0.1.5 及 2.0 尺 ,与 增加 产量 无 密切 关系 。 每 雷 总 
DAE RU 2,400—3,000 实 为 适宜 。 

(5) hee AL ARIE, 产量 可 高 出 3 一 4 倍 之 多 ; 今后 应 促 量 多 种 植 白 皮 
种 , 红 皮 禾 仅 保留 其 品种 而 已 。 

(6) 拉 蔷 天 给 昔 品 种 过 芯 简 单 ,今后 可 自 国内 外 设法 引进 优良 品种 。 
(7) 马 耸 莫不 怕 塞 沦 , 但 忌 水 洲 , 如 遭受 水 渡 后 ,不 但 产量 减低 、 不 耐 赃 藏 ， 旦 容易 

退化 。 今 后 宜 选 择 地 势 较 高 .排水 便利 之 地 种 植 。 
(8) 局 给 昔 适 宜 在 高 原 地 区 生长 。 今 年 在 个 别 区 集中 ,平均 雷 产量 可 达 5.500 斤 以 

上 。 467.8 月 正当 生长 季节 , 一 方面 遭遇 水 涂 , 同时 发 生 斑 荔 为 害 , 虽 全 大 力 捕捉 及 喷 
射 <666" 药 剂 ,但 因 气 候 关 系 ,受害 仍 甚 严重。 特别 是 红 皮 种 ,所 受 损失 甚大 。 

VI. 零星 蔬 荣 试验 
本 部 分 包括 春 碍 下 、 春 白菜 、 小 菜 、 胡 藉 卜 、 流 豆 、 荣 豆 等 品种 观察 .品种 比较 及 播种 

期 试验 ,此 外 从 有 克 、 非 藉 、 芹 菜 ̀ 葛 荣 等 一 般 栽培 。 现 分 别 简 述 如 下 。 

1 春 获 下 \ 春 白 集 品种 比较 及 播种 期 的 试验 
春 臣下 及 春 白菜 为 早春 主要 的 蔬 茶 ,在 拉萨 地 区 、 一 般 对 播种 期 及 收获 期 多 不 能 很 

好 的 掌握 ,因而 带 有 生产 过 剩 , 致 发 生 抽 若 的 现象 。 本 试验 主要 目的 是 解决 何 时 播种 、 
供 食 期 间 长 得 及 以 何 品种 最 为 适宜 。 

1. 试验 村 料及 方法 
供 试 春意 卜 包 括 红 天 狼 蛋 、 红 棒子 及 洋 蓝 下 三 品种 。 春 白 荣 为 拉 阵 青菜 、 北 京 香河 

白 \ 西 北 葛 杆 菜 及 西北 束 儿 某 等 品种 , 播 利 期 分 为 3 月 25 日 .4 月 10 日 .4 月 25 日 .5 
月 10 日 及 5 月 25 日 五 期 ,行距 0.6 尺 条 播 ,每 期 每 品种 各 播种 一 期 , 裂 区 顺序 排列 , 优 
重复 。 生 长 期 间 合 进行 间 昔 中耕 除草 、 灌 水 等 工作 。 

2. RBA wT 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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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牙 下 及 春 白茶 在 3 月 25 日 播种 者 , 至 5 ALPE, 现 将 试验 和 结 

RAZA: 

ABBE b ARF AI A A BRINE 

Zo | # gb 看 bw 

| 

en EME b | MOET ar NTA Pitches | we 

Hes # &@ A MM |[5A/10H} 5/20 | 5/16 | 5/7 

3 月 /25 晶 0 6/4 6/18 | 6/18 | 5/30 

由 播种 到 供 食 日 期 47H | 57H | 53A | 448 

37H 40H 

& +f 日 数 26 日 29 日 339 238 578 

开始 供 食 日 其 5/24 6/2 5/25 5/16 

4/10 qa) oR ot 6/17 | 6/20 | 6/30 | 6/16 

由 播种 到 供 食 日 期 459 548 46H 36H 

t 日 数 24 日 18 日 37 日 319 

开始 供 食 日 期 6/8 6/11 6/11 6/18 

4/25 mF A 7/20 | 7/21 | 7/22 | 6/26 

田 播 种 到 供 食 日 期 458 48H 48H 558 

tH F A 数 42 日 40 日 41 8H 

5/10 开始 供 食 日 期 6/15 6/19 6/20 6/11 

由 播种 到 供 食 日 期 37H 41H 42H 33H 

5/25 | 开始 供 食 日 期 6/30 7/3 7/3 6/19 

由 播种 :到 供 食 日 期 

(1) 春 塌 下 播种 期 与 抽 苦 及 供 食 期 之 关系 

供 试 三 个 春 幕 下 品种 ,由 3 月 25 日 至 5 月 25 日 ,每 隔 舍 月 播种 一 欣 , AE 37 一 

57 日 邹 可 探 收 供 食 , 一 般 经 45 日 左右 邹 可 供 食 。 三 品种 中 以 红 天 篇 蛋 成 长 较 快 ， 供 食 

用 期 间 大 锡 30 日 左右 ,再 晚 印 陆续 发 现 抽 苦 现象 ,品质 变 劣 ,不 堪 供 食 。 

5 月 中 名 以 后 播种 者 , 邹 不 再 抽 苦 , ERMA WTA ZA, 惟 此 时 食用 价值 已 

FART AE. 

(2) 春 白 荣 播种 期 与 抽 若 及 供 食 期 之 关系 

春 白茶 供 试 4 品种 ,由 播种 到 可 食 日 期 大 体 与 春 划 卜 相近 似 。4 月 间 播 种 者 ,有 一 

个 月 左右 朗 可 供 食 。 除 葛 杆 荣 不 易 抽 若 供 食 期 较 长 外 , 其 他 三 品种 供 食 期 均 较 春 划 下 

为 短 , 特 别 是 西北 球 儿 菜 , 供 食 期 只 有 2 SEAR. 

3. RR RRSRKA 

(1) F888 b EBA 3 AP HED AT ER IE, OMe +, 5 月 上 

旬 部 可 供 食 。 如 能 加 设 风 障 , 提 前 锥 3 月 上 名 播种 ,估计 4 月 下 名 印 可 探 收 供 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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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春 引 下、 春 白菜 在 同一 时 间 不 宜 大 面积 种 植 , 宜 根据 实际 需要 分 期 播 币 , 由 3 

月 中 名 开始 ,每 隔年 月 1 次 ,可 播 至 4 月 底 ,可 供应 到 7 月 中 旬 。 5 月 以 后 不 必 再 播 , 因 
7 月 下 旬 有 多 种 新 鲜 蔬 菜 均 可 开始 供应 。 

(3) 春 蓝 下 及 春 白 荣 应 及 时 灌水 , 划 施 以 速效 肥料 ,生长 可 加 快 ,此 可 增进 品质 。 

(4) 如 珊 生 产 过 剩 时 ,应 及 时 收获 。 春 臣下 可 以 酰 制 供 冬季 需 用 , 春 白菜 可 晒 制 成 

革 干 子 以 时 藏 。 如 收获 过 时 , 待 发 现 抽 营 后 ,品质 变 劣 , 邹 不 堪 供 食 。 

让 法 药品 种 的 比较 及 播种 期 的 试验 
菠菜 为 营养 价值 极 高 的 蔬 茶 之 一 , 拉 蔷 过 去 只 有 在 夏季 可 以 供应 ,冬季 及 早春 极为 

缺乏 。 二 试验 目的 在 研究 何 时 播种 可 解决 早春 及 晚 冬 小 荣 供应 问题 , 小 观察 各 品种 在 
分 期 播种 情况 下 ,对 气候 之 适应 情况 如 何 ,以 作为 今后 推广 栽培 方法 之 依据 。 

1. 试 司 村 料及 方法 
供 试 材 料 包括 拉 萨 有 刺 种 、 北 京 及 西北 乱 刺 种 菠菜 共 3 品种 , 自 3 月 25 日 起 每 隔 

PAG 1 HBS 9 月 10 日 为 止 , 共 播 种 12 期 。 小 区 长 20 尺 , HOR, 每 小 区 播 
种 5 行 。 条 播 乱 刺 种 每 雷 播种 量 约 3.5 斤 , 有 刺 种 2.5 斤 , 裂 区 顺序 排列 ,无 重复 。 生 长 
期 间 人 进 行 间苗 、 中 赫 除草 及 灌水 等 工作 。 

2. RB RRRE 
WA 3 月 25 BERS, RR, 5 ANT Eee 

均 可 探 收 。 第 二 -4 期 , 除 间 收 一 部 分 外 , 均 留 作 探 种 用 。 自 第 五 期 起 , 全 部 探 收 供 食 ， 
11 月 8 日 公 部 收获 ,田间 工作 序 告 千 束 。 现 将 生长 发 青 情况 及 产量 列表 认 后 。 

(1) 沙 革 播种 期 与 供 食 期 的 关系 
3 月 下 旬 至 5 月 上 旬 播 利落 某 , KY 12 一 14 BENE: 5 月 下 旬 至 7 月 下 旬 播 

种 者 ,7 一 10 日 可 出 士 ; 8 月 间 播 种 者 ,五 .大 日 朗 可 出 土 。 此 与 气温 及 今年 特殊 气候 情 
如 有 密切 关系 。 

落 革 在 4 月 份 以 前 播种 者 , KW 40 日 左右 始 可 供 食 ; 5 月 上 名 至 9 月 上 旬 播 
种 者 ,以 气温 较 高 ,有 20 一 30 日 郎 可 探 收 供 食 。 各 期 平均 有 1 个 月 左右 朗 可 供 食 。 

供 食 日 数 方面 , 抽 若 早 者 供 食 期 短 , 抽 苦 晚 者 供 食 期 长 。 拉 革 有 刺 种 容易 抽 苦 ,在 
5 月 底 以 前 播种 者 , 供 您 期 只 有 1 Aes, BASEL PEARY 15 日 左右 ,北京 扰 刺 种 
为 2{ 日 左右 。6 月 以 后 播种 者 , 拉 茧 有 刺 种 供 食 期 为 30 日 左右 ,西北 无 刺 种 为 37 日 
左右 ,北京 乱 刺 种 为 47 日 左右 。 从 3 月 下 旬 至 9 月 上 旬 播 种 者 , 供 食 期 拉 阵 有 和 刺 种 在 
均 为 20.4 日 ,西北 扰 刺 种 为 24.3 日 ,北京 乱 刺 种 为 31.0 日 。 

(2) 菠菜 品种 播种 期 与 产量 的 关系 
久 供 试 品种 比 增 时 ,北京 扰 刺 种 最 高 ,各 期 平均 每 雷 产量 为 2513.5 斤 , 西北 无 刺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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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Be 有 刺 种 ak Me 4h i ik OO 

| 开始 供 | amas (EGPAM eae | 开始 供 | 抽 苦 (EHP ae | 开始 供 | sires [SE ee 
食 日 期 | 日 期 PRA) 日 数 | 会 日 期 日 期 | 外需 日 | 日 数 | 会 日 其 日 期 | 用 起 | ae 

3 月 /25 晶 | 78 5/16| 44 | 10 |5/7 |5/17| a4 | 11 155-1531| 42 | 27 
4/10 5/i9 | 6/31| 40 | 18 | 5/19 | 5/31| 40 | 13 | 5/19] 6/7 | 40 | 20 

4/25 6/1 |6/10| 38 | 10 | 6/1 |6/11| 38 | 11 | 6/1 | 6/21] 38 | 21 
5/10 6/8 | 6/15 | 30 8 | 6/7 | 6/20] 29 | 14 | 6/7 | 6/23] 29 | 17 
5/25 6/18 |'6/28| 25 | 11 | 6/11|7/3 | 18 | 23 | 6/17] 7/8 | 24 | 22 

6/10 7/10 | 8/5 | 30 | 27 |'7/8-|8/8 |.28 | 31 | 7/8 | 8/8 | 28) SL 
6/25 7/13 |8/13| 19 | 31 | 7/13 | 8/24| 19 | 42 | 7/13] 8/24| 19 | 42 

7/10 7/28 |9/10| 29 | 14 | 7/28|9/25| 29 | 29 | 7/28] 10/3| 29 | 68 
+7/25 @ 8/18 |9/29| 25 | 42 |8/18|10/2] 25 | 45 | 8/18 | 去 抽 若 | 25 [Rie 

8/10 8/30 | 10/7| 21 | 38 | 8/30 eas] 21 | 未 抽 苦 | 8/30 | 局 上 | 21 | wt 

8/25 9/25 | 未 抽 若 | 32 [aH] 9/25 | 同上 | 32 | 同上 | 9/25) 同上 | 32 | WE 

9/10 10/3 | 同上 | 24 | 同上 | 1075| mE! 26 | ME | 1075 BE] 26 | BE 

zB ty 二 - — | 29.8] 20.4) — — | 29.0 | 24.3| — 一 | 29.4] 31.0 

HER in ALR HARA EeataT Se (2) 

8/2519/10) ALT oh # n 260) 4/10 : 4/25) 5/10 Pan 6/10} 6/25 | 7/10 | 7/25 | 8/10 

i BEA i RH 825 | 1,545 |2,070) 600/1,830)/1,200/2,610 |i,710 |2,775 (2,850 960) 300 1,606.2 

PoAG MH FH «| 1,998.8) 2,385 |2,400/1,080/2,280| 870\2,958.8/2,598.8/3,397.5)3,000/1,620, 660) 2,104.1 

AGE A «=| 1,203.8) 1,717.5/3,780| 810/3,735/1,710/2,700 |2,520 [4,530 |4,095)2,460) 900) 2,513.5 

KZ, HEA Hl PBA, A 1,606.2 斤 。 
以 各 期 比较 时 ,以 7 月 25 RR ANAS I RS a ANE BY 2s 4,530 斤 , DAL A 

PAZ, HEA ME RA 2,775 斤 。 各 期 以 9 月 10 日 最 未 一 期 播种 者 产量 最 低 , 3 品 

平均 为 620 斤 。 

3. 试验 丫 果 及 友 月 教训 
(1) 在 拉 莉 自然 情况 下 , 3 月 上 、 中 旬 至 10 月 中 旬 在 露地 均 可 播种 落 荣 , 惟 芒 早春 

及 晚秋 播种 者 食用 经 济 价值 较 大 。 8 AMIR, M1 月 上 句 收获 冬 藏 ， 备 春节 食 

用 。I0 ARIES, 1 月 上 旬 当 可 探 收 供 食 
(2) 就 供 食 期 品质 及 产量 等 方面 而 言 ， pure essa ante, 西北 无 刺 种 次 之 , 拉 

阵 有 刺 种 最 差 。 扰 大 种 植 价值 ,可 子 以 淘汰 。 
(3) 在 早春 播种 之 沙 某 , 除 以 留 种 为 目的 者 外 ,应 在 供 食 期 间 及 时 收获 。 如 收获 过 

BA, 即行 抽 若 , ned 2B G5 , AS Hit 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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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 以 探 种 为 目的 者 ,可 在 3 一 人 ARE, 当年 可 收 得 成 熟 的 种 子 。 5 月 上 和 旬 

播种 者 , 虽 何 可 收 得 种 子 , 但 产量 低 , 成 熟 亦 从 蚀 满 。 

(5) 菠 某 需要 肥沃 土壤 ,出 土 后 宜 厚 施 速 效 氮 肥 , 如 人 入 凌 尿 及 硫酸 全 等 化 学 肥料 。 

如 肥料 不 是 ,叶片 等 颜色 淆 ,产量 及 营养 价值 均 低 。 

胡 划 下 亦 为 营养 价值 较 高 蔬 荣 之 一 。 本 试验 目的 在 寻求 供应 夏秋 食用 适当 的 播种 

期 ,及 比较 各 品种 的 品 斤 及 产量 ,以 作为 仿 经 济 裁 培 之 依据 。 

1. 试验 村 料及 方法 

Pee ASE LF EE b ABE b ROACH HE b 3 品种 。 自 3 月 25 晶 起 

fe haF APSE 1K, 7 A 10 日 为 止 , 共 播种 8 期 。 小 区 长 20 尺 , 寅 5 尺 , 每 小 区 

播种 6 行 , 条 播 ,每 亩 播种 量 的 2 斤 左 右 。 播 种 前 每 亩 施 基肥 狗 5,000 Fr, FE FE 

烈 ,无 重复 。 生 长 期 间 全 进行 间 昔 、 中 赫 除 草 及 灌水 等 工作 。 

2. RRR at 

3 一 5 月 间 播 种 胡 藏 修 , KES 3 过 左右 即 可 出 土 ; 6 一 7 月 间 播 种 者 , 2 过 即 可 出 土 。 

第 一 、 二 期 播种 者 ,大 锡 经 90 日 左右 邹 可 供 食 。10 月 20 日 的 田间 试验 ,全 部 收获 完 星 。 

现 将 胡 牙 卜 生 长 发 育 情 况 及 产量 列表 如 下 。 

胡 莫 上 品种 比较 及 播种 期 试验 的 生长 改 胡 情况 记载 才 (1) 

ty Be ww 下 N — We bP FA ak aw OP 

播 条 © | 由 播种 | 由 播种 由 播种 | 由 播种 | -| ,| 由 播种 | 由 播种 t 期 | 开始 供 | 抽 苦 到 了 nites 开始 供 | Fs sits ie 开始 供 | Fs ste aie 
a? An < n yrs 

| 日 期 数 日 数 食 日 期 | 日 期 i 日 数 Aw) 日 期 数 日 数 

3 月 /25 日 74/14) 6/30 99 98 | 7/1 | 6/30 99 98 | 7/1 | 未 抽 苦 | 99 | 未 抽 若 

4/10 7/24 | 7/29 | 106 | 111 | 7/24] 7/14| 106 96 | 7/24 | 8/15 | 106] 128 

4/25 7/30 | 8/30 97 | 128 | 7/30 | 8/25 97 | 123 | 7/28 | 未 抽 若 | 95 | 未 抽 若 

5/10 8/18 | 9/12 | 101 | 126 | 8/18|9/12| 101 | 126) 8/4 | WE 87 | 同上 

5/25 8/31 | 9/20 99 | 119 | 8/31 | 9/16 99 | 115 | 8/31 | 同上 99 | 同上 

6/10 9/12 | 10/10) 95 1239/12] 10/20) 95] 133 | 9/12 | 同上 95 | 同上 

6/25 10/9 | 10/5| 107 | 103] 10/9 | 10/10} 107 | 103 | 10/9 | 10/13) 107] 111 

7/10 | 10410 | 未 抽 营 | ”93 | RAH) 10/10) RAB] «93 | 未 抽 若 | 10/8 | 未 抽 营 | ”9! RTS 

(1) 胡 基 下 播种 期 与 供 食 期 的 关系 

由 3 月 下 旬 至 6 月 下 旬 播 种 者 ,， HERA MH bMS AAR, 除 第 一 

期 3 月 中 日 播 种 者 抽 若 较 多 外 ,其 余 各 期 仅 系 个 别 情况 , 大 部 分 均 未 抽 若 。 PAGAL 

me PER 4 10 日 及 6 月 25 日 播种 者 ,有 个 别 抽 若 现象 外 ,其 余 各 期 均 未 抽 若 。 

DE RABI HE b aA, 播种 后 大 狗 90 一 100 日 郎 可 供 食 。 西北 红 胡 亲政 成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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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 b on PRs RRR A RRA Rita t Ze (2) 

| 
4/10 | 4/25 | 5/10 | 5/25 | 6/10 an 种 3 月 /25 日 

9,060| 7,680| 3,840| 4,560) 3,900 | 2,520 4,642.0 276 1¥8 5/10 Hr BE BI HE Pb | 1,110.0) 4,470 

7,950) 9,240] 3,840] 5,040] 3,960 | 1,320 eee 5/25 N— WH Pp 960.0) 4,470 

Pa Ab ACH eb 198.8] 3,067.5) 3,120) 2,040) 5,400] 4,320) 5,200 | 1,320) 3,083.3) 1258 

一 -一 | 一 一 | 一 一 | 一 | 一 一 | 一 一 | 一 一 |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756.3| 4,002.5 6,710| 6,320| 4,360| 4,640| 4,353.3| 1,720) 4,107. 再 均 

较 快 ,为 一 早熟 品种 , 播种 后 80 一 90 日 邹 可 供 食 。 拉 划 及 作 一 胡 东 下 两 品种 ,从 其 植 
物 形态 生长 发 至 性 状 等 方面 看 来 , VRRP ME, BRST, 不 过 是 同 种 要 名 而 
已 。 

(2) 胡 藉 下 品种 播种 期 与 产量 的 关系 
就 产量 方面 比较 ,以 第 三 期 4 月 25 日 播种 者 最 高 ,三 品种 平均 为 6,710 斤 ; 5 月 10 

日 播种 者 次 之 ; 3 月 25 日 播种 者 因 抽 苦 者 较 多 , 故 产 量 最 低 。 HAT 月 10 日 播种 者 ，. 

由 亦 气 温 日 降 、 生 长 日 数 较 短 、 产 量 很 低 , 三 品种 平均 只 有 了 1720 斤 。 ABE PES 
月 10 日 播种 者 , 亩 产量 达 9,240 斤 ,为 各 期 产量 最 高 者 。 就 三 品种 总 平均 产量 而 言 , 搞 

孙 胡 蓝 下 最 高 ,每 雷 可 达 4,642.5 斤 ; 作 一 胡 划 下 次 之 ;西北 红 胡 臣下 只 有 3083.3 斤 。 

3. 试验 妇 果 及 经 验 教 部 
(1) 胡 莫 下 在 拉 节 奉 夏 均 可 播种 ;西北 胡 臣 下 由 3 一 7 月 上 名 播 种 者 ,大 体 不 抽 苦 ; 
拉萨 及 从 一 胡 划 下 ,以 在 4 月 以 后 播种 为 宜 。 

(2) 胡 藏 下 播种 期 不 宜 晚 於 6 月 底 。 6 月 以 后 播种 者 ,产量 低 ,经 济 价值 不 大 。 

(3) 就 品质 而 言 ,以 西北 红 胡 蓝 下 最 佳 ,外 形 整 齐 美观 ,内 竹 质 胞 , 亦 能 崇 藏 。 
(4) 播种 深浅 要 适宜 , 间 昔 应 及 时 ,不 然 会 影响 出 土 及 其 产量 。 

LV 跑 豆 品种 比较 及 播种 期 的 试 欢 
WOME, 生长 期 短 , 适合 在 高 原 栽 培 。 惟 拉 阵 地 区 过 去 仅 有 拉 阵 黑 跪 豆 一 

种 , 现 比 较 自 内 地 引进 的 一 些 , 优良 品种 适应 能 力 如 何 , 以 求 选 青 出 及 获得 适合 高 原 需 
要 的 菜 用 及 食 疣 用 的 优良 品种 ,及 其 适当 的 栽培 方法 ,以 作为 推广 篆 殖 的 依据 。 

1. 试验 村 料及 方法 
供 试 材料 在 品种 比较 方面 包括 拉 了 黑 酵 豆 、 菜 氏 酌 豆 、 丰 实 大粒 、 矮 生 大 粒 、 阿 拉 斯 

加 及 北京 白 粒 等 6 品种 。 播 种 期 试验 则 只 有 拉 节 黑 跪 豆 、 菜 氏 跪 豆 和 阿拉 斯 加 3 品种 。 

均 以 拉 节 黑 玻 豆 为 对 照 品种 。 

品种 比较 试验 於 3 月 24 日 播种 ,小 区 长 20 尺 , WOR, 除 矮 生 大 粒 为 四 行 区 外 ， 

a ee ee ee 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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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余 各 品种 均 为 三 行 区 。 条 播 , 播 种 量 25—30 斤 , AKAM. 顺序 排列 重复 2 

次 9 基 种 植 十 二 小 区 D 

播种 期 试验 於 3 月 24 日 起 , 每 隔 20 日 播种 1 期 , 至 5 月 24 日 止 共 播种 4 期 。 每 

”期 每 品种 各 播种 一 小 区 , 妥 区 顺序 排列 , 扰 重 复 , 4 期 共 种 植 12 小 区 。 

试验 地 便 施 底肥 狗 5,000 Fr, 生长 期 间 售 进行 灌水 .中耕 、 除 草 及 雨季 翻 草 等 管理 

工作 。 

2. RR EER at ie 

3 月 25 APE. 1T—18 日 始 出 土 。I、II、IV 各 期 播种 者 ,其 出 土 顺序 

15, 1. R10 日 。 由 播种 到 开始 开花 ,拉萨 黑 蚁 豆 因 播 期 不 同 ，70 一 90 日 , 菜 氏 及 阿 
拉 斯 加 为 36 一 64 日 。 品 种 比较 试验 亦 8 月 中 旬 全 部 收获 完 星 。 播 种 期 试验 ,第 四 期 播 

种 者 , 菜 氏 及 阿拉 斯 加 均 於 8 月 20 日 前 后 成 熟 ,收获 完 时 , 拉 蔷 黑 跪 豆 未 千 英 。 现 将 试 

验 辕 果 列 表 如 下 : 

Sin PAL AGRA RR PEK tat se (1) 

z Bee eee |e) RAE) 收获 种 子 售 数 
an 种 高 度 ,| 菊 数 目 | 种 子粒 这 

(厘米 )| (个 ) | 数 1953 年 | 1954 1953 | 1954 ere 1958 | 1954 [aes 

=! ww | 280 |8-11 5-6| 133| 146| — | 129.4| 120.4] — | 4.7 | 4.74% 
KR 63|7-9|5—6! 87] 100| 126] 253.1| 189.6| 4.4 | 9.4 | 6.4 倍 

a ee a 79 |14—1e] 45 | 128] 135| — | 393.8] 393.8| — | 13.0 | 13.0¢% 
we 生 ORL 54 10-12] 5—6 | 81| 92] 126] 311.3] 218.7|3.3 | 10.0 | 6.7% 
Se ee 142 | 8 一 10| 4 一 5 84 94'| 120] 311.3 | 215.7] 5.0 12.4 8.7 倍 

4h SH  # | .15 -13l5 -6| 83| 96| 132] 382.5| 357.3 | 6.0 | 15.3 | 10.7% 

平 均 — | = | — | 99.3 | 110.5) 126| 296.9 Gris) 4.68 | 10,63 A ae 

ROP ARE REA EK RP eta (2) 

由 播种 到 种 子 成 熟 期 产 沁 最 二 斤 /证 ) 由 播种 到 嫩 英 供 食 期 

(T) GD | GD | (IV) (1) | am | (a) | (Lv) (1) | (11) | (I) (IV) 

198.8] 168.8) 108.8) #¥A 

221.3) 330.0) 165.0) 228.8 

wee AD 1188| 109 

Ke KR 豆 73 66 

阿 拉 斯 加 74 67 311.3| 412.5| 330.0| 258.8 

112.7| 107.7| 106.7| 90.5 | 243.8| 303.8| 201.3 243.8 
| 

在 # | 88.3 | 80.7 | 81.0 | 78.0 

1) Bi MERA EKSTH RNR 

供 试 6 in APH, br eR Be HRA ei LIA 8K, RARAM ASM R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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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 , 高 度 在 于 25 一 1.42 KRY BERENS BE, JR ASS: 80 厘米 左右 。 
关於 成 序 期 , 拉 降 黑 玉 豆 由 播种 到 成 熟 需 四 个 定 月 至 五 个 月 ; 外 来 品种 有 的 3—4 

个 月 印 可 成 熟 ,其 中 以 矮 生 大粒、 阿拉 斯 加 、 北 京 白 粒 等 成 训 较 早 ; 丰 熟 大 粒 较 晚 。 
就 产量 方面 比较 ,今年 以 丰 熟 大 粒 及 北京 白 粒 最 高 ， 亩 产量 均 在 380 斤 以 上 ; Hebe 

黑 耽 豆 最 低 ,每 亩 只 129.4 厅 。 今 年 同 去 年 比较 ,去 年 4 品种 平均 为 126.8 斤 ,今年 6 品 
种 平均 为 296.9 斤 , 合 年 较 去 年 增高 1 倍 有 余 。 

(2) 跑 豆 播种 期 与 成 熟 期 及 产量 的 关系 
Peet 3 品种 中 ,播种 时 者 , 成熟 需 要 日 数 较 长 , 晚 播 者 反 是 。 HE Be TERE Ke 

奈 子 成 熟 方面 , 均 较 其 他 两 品种 晚 元 一 至 一 个 牛 月 。 
产量 方面 ,以 4 月 10 日 播种 之 阿拉 斯 加 为 最 高 , 亩 产量 可 达 412.5 Je, = ee 

各 期 平均 产量 而 言 , 则 以 4 月 10 日 播种 者 为 最 高 ,平均 为 303.8 斤 ; 其 次 为 第 工 III 期 ， 
第 IV 期 播种 者 最 低 。( 因 只 有 2 品种 平均 数字 , 故 看 来 较 第 III 期 为 高 )。 

3. 试验 寻 果 及 经 加 教训 

(1) 很 据 雨 年 试验 结果 , 拉 际 黑 殉 豆 除 革 蔓 生长 特别 旺盛 外 ,产量 很 低 。 除 以 收 革 

蔓 为 目的 外 ,种 植 价值 不 大 。 今 后 可 悉 午 再 试验 ,可 考虑 种 植 推广 外 来 品种 的 问题 。 
(2) 外 来 各 品种 成 熟 期 均 较 拉 际 黑 蚁 豆 为 早 ,产量 亦 较 高 ,平均 可 收 得 播种 量 的 8 

者 ,个 别 斧 有 高 至 45 倍 者 。 同 时 外 来 品种 品质 亦 较 拉 萨 黑 哆 豆 为 佳 。 西 藏 劳苦 人 民 多 

以 黑 酌 豆 粉 代替 青 称 糙 和 ,今后 可 水 渐 推 广 种 植 ,以 代替 黑 酌 豆 。 
(3) 在 播种 期 方面 ,以 3 月 下 旬 至 4 月 初 播种 者 为 最 适宜 , 过 早 、 过 晚 则 产量 均 有 

降低 情形 。 外 来 品种 5 月 下 旬 播 种 者 , PT RRA: 而 拉 陆 黑 跪 豆 晚 藕 5 月 上 旬 播 种 , 印 
AB AE HA 

(4) 雨季 应 注意 排水 问题 ， 长 草 种 在 雨季 应 进行 翻 蔓 工 作 , UR. BRT 
Hi. 

(5) S4E7E- SCORN TP , BER ARE, BABE. FOR AT RA, 来 年 可 
试行 繁殖 ,种 子 作为 今后 试验 的 材料 。 

vs I A es A a 
荣 豆 又 称 四 季 囊 ,为 新 引进 豆 类 蔬菜 作物 之 一 。 本 试验 目的 在 了 解 各 品种 对 高 原 

自然 环境 适应 情况 , 及 密植 对 增产 的 效果 如 何 , 以 作为 今后 推广 栽培 的 依据 。 
1. 试 欢 村 料及 方法 
供 试 品种 计 有 自 四 季 梅 豆 、 白 子 刀 豆 、 褐 色 地 龙 刀 豆 及 北京 法 苦 豆 二 品 种 5 前 雨 种 

系 草 性 种 ,后 两 种 为 矮 生 种 。 品 种 观察 试验 庆生 月 30 日 直接 播种 放 露 地 ,小 区 长 20 尺 ， 
寅 5 尺 , 四 行 区 , 突 距 工 尺 ,每 行 播种 20 实 , 每 小 区 其 播种 80 突 , 每 突 点 播种 子 3 粒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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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区 播种 240 #1, IA 85 一 90 He, 每 雪 播 种 量 为 10 斤 左右 。 每 品种 各 秋 植 一 小 区 , 顺 
序 排列 ,重复 2 次, 共 种 植 8 小 区 。 
密植 裁 培 武 验 仅 神色 地 龙 刀 豆 及 北京 法 兰 豆 十 品种 , 稀 植 者 与 上 述 播 种 法 完全 相 

同 , 密植 者 穴 距 为 0.5 尺 , 即 每 小 区 播 币 160 实 。 每 雷 播 币 量 加 倍 , 狗 20 斤 左右 。 每 品 
种 新 旧 种 子 各 种 植 一 小 区 ,重复 2 4 Seb, 共 种 植 四 小 区 , 亦 为 4 月 30 日 播种 。 生 

RI HET RE. PRR RHE KS TE. 

2. RRR HG | | 
GHA SAA AAT, EAR 7 AL. El RC REE: 

BMGT 月 下 旬 可 食 ; 白 子 刀 豆 最 晚 ,8 月 中 旬 始 可 供 食 ; 9 APTA, B 
将 哉 验 千 果 列 表 如 下 : 

ARF in PRBS RR PEK AIEEE (1) 

植 栋 高 度 |E Oe 十 播种 到 辣 由 播种 到 种 | F 的 大 小 
a 种 名 < fF RPA CER) 

(ROK) | 月 /日 英 供 食 日 数 | 于 成 热 B 数 。 乓 “| “页 

BH Ws wR Oe 130 | 7/30 9/6 91 129 13.0 | 1.0 

ED 135 8/12 9/17 - 103 141 Ae ee teat 

eM ezW T 30 7/10 8/22 71 113 14.0 1.2 

wR: BR 26 7/14 8/25 75 117 14.0 tA 

ALA in PRA SE PA aT SE (2) 

po +e 2 = Dow 7— “he 亡 -一 ) 王 ta ae me | MPRBE | 午 英 舍 种 子 | 每 100 英 种 | SHOOK EE Php a 

数 目 | 最 多 粒 数 | 子 粒 数 | 子 重量 ( 克 ) 稀 植 ee | 平 “ 均 ## 

HW ss eM 豆 15% 6 Ki 480 Ki 21.80 176.3 176.3 

ht 1. See ee 16% 9 Ki 56D KE 34.40 123.8 123.8 

宴 色 地 龙 刀 豆 21 个 6 kh 320K) 40.40 217.5 291.6 

t+ RK BT 164 5 368K 41.20 240.0 273.8 

= / 5S) 一 | 一 | =e = 228.8 一 

* 耕 均 产量 未 包 活 白 四 季 梅 豆 肥 和 白 子 刀 豆 两 党性 种 在 内 。 

”产量 柔 指 新 旧 种 子平 泡 数 字 。 

(1) 药 豆 生长 发 理性 状 与 种 子 成熟 期 的 关系 
蔓 性 菜豆 在 高 原 可 生长 到 4 尺 多 高 , 禾 生 种 只 有 8 一 9 寸 。 嫩 英 供 食 期 , 矮 生 种 播 

fia 70 日 左右 即 可 供 食 , 而 草 性 种 划 需 90 一 100 日 。 种 子 成 熟 方 面 , IRAE PHA 
Ai SVS PER URSA EARP, TEC DEK DT, SERRE, A 
子 刀 豆 可 达 21 厘米 ,其 他 3 品种 长 达 14 DK, IRATE 11 厘米 左右 。 新 旧 种 子 在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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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 HEBERT HM, L—-HE PEM, 
(2) AS REDE ES PARIS Ber IER 
荣 豆 在 高 原 千 英 甚 繁 ,各 品种 每 单 株 千 英 平均 在 15 个 左右 ， 褐色 地 龙 刀 豆 可 达 20 

个 以 上 。 每 菊 售 种 子粒 数 平均 在 4 -6 >, OE POE, 最 多 可 有 种 闻 9 粒 。 北京 
法 曾 豆 种 粒 最 大 ,每 百 粒 可 达 41.2 克 ; 袜 色 地 龙 刀 豆 略 低 , 可 达 40.4 克 ; 自 四 季 梅 豆 ,种 
粒 最 小 ,只 有 21.8 克 。 

”种 子 产 量 方面 ,以 品种 来 比较 , 矮 生 种 较 蔓 性 和 为 高 矮 生 种 稀 密 植 平均 为 282.7 
斤 , 草 性 种 只 有 150 斤 。 就 稀 植 同 密植 比较 , 矮 生 种 密植 者 ,可 达 336.6 斤 ,而 稀 植 者 只 
有 228.8 斤 ,密植 可 增产 42% 以 上 。 

3. RUE RRS AG 
(1) BRA TH AE OL Ee RR AI BO TE ALBEIT FE SRD ET ARS ELE 

长 情况 告 佳 。 
(2) 乡 生 种 早熟 丰产 ,在 拉 茧 以 探 用 褐色 地 龙 刀 豆 及 北京 法 二 豆 等 矮 生 品种 种 植 

为 宣 。 
(3) 适当 密植 可 提高 产量 ,行距 1 尺 , 祷 距 5 寸 , 较 实 距 工 尺 者 可 增产 4% 以 上 。 
神色 地 万 刀 豆 密植 者 ,每 雷 可 收 种 子 365.7 斤 , 相 当 播种 量 的 15 一 20 倍 。 

(4) 3S RPT Rw ois, HE OMA, PP 
WARY PB GI A Ae Fa A iS I FP), DIE 2 2 sR SZ 

(5) 种 植 茶 豆 ,应 选择 土 层 较 厚 、 有机质 含 量 较 多 的 土地 。 WIZE IRE 
量 ,应 子 详 和 调查 记载 。 

Vie RETR Kai BABA 
28. FE JEMEIGERE, EAL_LABSE NCIS JEAN UNRN-ESIE, FRYERERICARDL KAI 

藉 本 为 高 原 上 原 有 的 蔬菜 ,两 年 来 未 作 正 式 试验 。 SAGES AISLE ETH 
praia F 

1. 种 植 情况 的 概述 
(1) KA — PEBEWI AA 2 品种 ,区 为 短 革 ,外 皮 黄 色 , 味 极 辣 。 ARN ERT 

态 上 看 来 , 钴 显著 区 别 ,但 繁殖 方法 完全 不 同 ,一 为 种 子 演 殖 法 ,一 为 用 区 节 上 所 抽出 的 
小 鳞 球 繁殖 。 拉 隆 区 ,性 耐寒 ,冬季 用 士 培 歼 即 可 越 尔 。 此 处 自 西北 引进 的 近似 高 脚 折 
的 大 慈 , 亦 适宜 在 拉 藤 生长 ,当年 春季 播种 , 院 藏 越冬 ,第 二 年 可 开花 千 秆 。 

(2) 洋 慈 一 -有 苏联 及 西北 各 品种 , 去 年 4 月 9 日 播种 , 一 部 分 锥 7 月 20 日 定 
| ARTE EDTA, BRAS 著 月 间 假 植 在 冷 床 中 , SE RE CRIS EER, 今年 复 将 兴 

床 中 假 植 者 於 春 季 定 植 田 问 , 6 月 下 旬 开 花 ，"7 月 下 旬 检 查 时 , 在 露地 越冬 者 ,90 多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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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均 结 成 链球 : 部 分 未 抽 苦 开花 者 ,所 千 鲜 球 ,大 者 可 达 1 JTBE, PARAS INAS 
球 ,但 个 体 既 小 ,形状 亦 从 整齐 ,多 分 为 3 一 4 个 辩 状 链球 。 当 时 因 等 待 收获 种 子 , 待 10 
月 份 收获 包 球 时 , 稻 大 部 分 钙 球 又 生 芽 抽 叶 ,分 生 小 链球 , 原 千 鲜 球 养分 消耗 ,已 不 堪 供 
食 。 今 年 因 雨 水 高 度 集 中 ,洋葱 开花 虽 其 为 繁茂 ,但 因 授粉 不 良 , 收 获 种 子 数量 甚 微 。 
(3) 大 藉 一 一 拉 蔷 大 藉 有 两 个 品种 ,一 为 白 皮 蒜 ， 头 较 大 ; 一 为 红 皮 蔬 , 头 小 ;分辩 
多 。 去 年 10 月 初 人 播种 冬 蒜 一 部 分 , 今年 3 月 26 日 又 播种 春 藉 一 部 分 ,7 一 8 ARIK 
藉 已 千 成 卵 大 的 菩 头 ,分 权 甚 多 ,几乎 每 一 藉 辩 均 抽 一 荃 枝 , 有 多 至 15 个 以 上 者 。8 月 
中 旬 发 现 有 抽 蒋 车 者 。 冬 播 者 抽 营 李 较 高 , 钩 在 15 % ,春播 者 不 超过 10% ,春播 者 分 权 
BED, 10 个 白 皮 种 藉 头 分 权 132 个 ,春播 者 旭 为 191 个 。 AHR, 大 者 重 7 一 8 
雨 ,春播 者 不 过 3 一 4 两 而 已 。 在 抽 若 李 方 面 , 红 白 皮 种 无 大 区 别 。 

(4) 韭 夷 一 -韭菜 在 去 年 4 月 9 日 播种 , 秋季 移植 1 次 , 在 露地 天 然 越冬 ,今年 6 
月 下 旬 全 部 抽 若 ,7 ALIFE, 9 月 中 旬 种 子 成 熟 , 结子 甚 繁 。 韭 荣 每 年 可 收割 3 一 4 
艾 ,产量 甚 高 , 亦 无 病虫害 。 

2. WEBB RSH Bal 
(1) A2aRAOBRAS, TEND RHE SSAA CUB, ACR PES OR RRRE A AK, Feo 

Bo MHA Kae HAT Ue 3,000 FILE. 
(2) 洋葱 试 种 虽 已 成 功 ,但 关於 其 生长 发 育 性 状 、 千 球 避 性 等 食 未 掌握 好 , 有 待 凰 

MIRA, PSU AWS, 应 与 探 收 鲜 球 者 分 开 。 雨季 阔 应 进行 人 工 辅助 授 
粉 工作 。 

(3) ARS, 但 抽 苦 率 甚 低 。 根据 检查 结果 , 荃 枝 大 部 分 有 孕 若 ,但 多 
不 能 抽出 ,估计 与 画 夜 温差 过 大 有 关 。 今后 应 引进 内 地 品种 ， 同 时 在 栽培 方法 方面 ,应 
进行 研究 ,以 解决 抽 若 的 问题 。 

(4) 韭菜 系 多 年 生 , 栽 培 方法 简单 ,产量 高 有 特殊 风味 ,可 根据 需要 适当 推广 种 植 。 
利用 老 根 ,冬季 可 栽培 韭黄 、 及 冬青 韭 。 

(5) 糖 藉 口 味 甚 佳 ,为 一 般 人 所 喜 食 ,可 注意 大 藉 加 工 问题 ,以 扩大 大 藉 食 用 范围 。 

(1) 芹菜 一 -适宜 在 拉 阵 生长 ,早春 播种 ,秋季 可 供 食 。 产量 其 丰 , 晚秋 赣 可 移植 
於 草皮 床 , 可 保持 鲜 乡 , 供 冬季 随时 探 收 ,小 可 制 食 。 

(2) 3E9— TED BE KEE, IE ATI ERS TAM, RR 
用 。 

(3) 面 乔 及 结 球 生菜 一 -在 拉 著 生长 甚 佳 。 大 移 每 根 可 达 4 斤 重 , RIE RR ARR 
大 者 每 个 重 达 两 斤 个 。 今 后 宜 研究 冬 春 供应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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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 MGAR SPR ER, ARE, WETS RE. FREE 

ESSA, ACARI AEE 

Vill. BS 

4 te pi RAS ATHAS, 5 月 间 始 播种 , 因 播 期 已 晚 ,产量 不 及 去 年 。 惟 此 雨 种 甜菜 ， 

YE TEBE ARS, “根据 中 央 和 卫生 部 初步 分 析 , TRUDE BE BNR AS BRIA 20% 以 上 。 

今后 应 再 作 进 一 步 分 析 化 验 , 阔 应 考虑 设 厂 制 糖 问题 。” 另 据 保 加 利 亚 伺 料 蔡 革 的 生产 

记录 ,每 雷 可 收 4 万 市 斤 。 今 后 可 引进 刨 料 种 根 奢 人 某 , 进行 试 种 。 估 计 对 高 原 养 猪 、 养 

乳牛 等 蚀 冀 事业 及 积 肥 方面 ,将 有 大 的 帮助 。 
VII. 蔬 茶 探 种 

高 原 日 照 较 长 ,适宜 多 种 长 日 照 植物 的 开花 结 种 , 同时 有 很 多 外 来 蔬 荣 品种 ,以 其 

原 栽培 地 与 高 原 自然 条 件 差 届 很 大 ,不 能 在 短期 内 适应 高 原 特殊 气候 ,因此 就 地 探 种 和 

荣 种 自给 , 乃 成 为 蔬 药 栽培 事业 中 一 项 重要 工作 。 

下 烈 甘蓝、 冬 蓝 下 、 包 心 白菜 、 西 北 草 青 、 圆 根 、 胡 慕 政 、 芹 荣 及 甜菜 等 8 种 蔬 荣 , 均 

系 在 先 年 保留 种 根 或 种 球 , 扒 今 年 4 月 上 旬 根 据 不 同 杂交 组 合 ,予以 分 区 栽植 、 隔 离 探 

种 , 惟 因 地 域 等 条 件 所 限 , 类 组 间 彼 此 相距 不 过 300 米 左右 ,， 因此 有 杂交 串 种 之 可 能 。 

西北 茶花 、 红 白天 狼 蛋 春 缆 下 及 落 荣 等 3 种 蔬菜 , 均 系 当年 播种 者 。 各 种 种 植 、 栽 植 距 

离 及 面积 大 小 , 因 蔬 菜 种 类 及 种 植 多 少 而 届 。 均 合 厚 施 基肥 ,在 生长 期 间 线 售 进 行 中 赫 

除草 、 灌 水 除 虫 等 工作 。 现 将 各 种 蔬 革 开花 千 籽 等 习性 列表 认 后 。 

ERR GHMSRRAEBAA 

(1) TYRESE b. GL AE RIBRS, KERSITED 月 间 开 花 ，8 FMF Fea, 胡 

WE b THOS TEARS TE 6 月 间 开 花 , 种 子 在 8 月 下 旬 及 9 AP ey, 5 一 8 月 为 主要 生 

长 季节 ,说 明 植 物 开 花 千 种 需要 玉 高 气温 的 优良 气候 条 件 。 
(2) 一 般 植株 均 在 工 米 左右 , BCD RE HEBER b ALR E ERE Pb . 植株 可 达 

1.5 KYLE. 

(3) 今年 种 栋 在 抽 曹 期间 虽 遭 受 金色 子 成 虫 的 严重 为 害 , 1% AE A A 

RRDTER CHIE, FRE A WHO RS. 如 甘蓝 、 荣 花 及 意 下 、 圆 根 ,甜菜 等 。 西 北 汗 花 白 最 高 可 

Us 165.2 克 , 花椰菜 为 73.3 克 ; TEDESCHI b PTS 130 克 。 有 的 单位 拉萨 冬 蓝 卜 ， 每 株 可 

探 收 种 子 在 征 斤 以 上 , 某 用 甜 荣 单 株 可 达 265.6 克 。 

(4) 今年 由 於 雨水 高 度 集中 ,授粉 不 良 , 结实 率 低 , 另 一 方面 ,在 五 .六 月 间 金 多 子 

大 规模 为 害 , 将 甘蓝 、 雅 卜 等 花 芝 吃 食 甚 多 ,和 被害 极为 严重 , 故 今 年 探 种 产量 不 算 很 高 。 

(5) 十 字 花 科 植 物 , 如 旨 政 、 白 某 、 油 荣 等 , 种 子 产 量 其 高, 如 含油 量 能 达到 一 般 标 

准 , 可 扩大 种 植 面积 ,以 供 葵 棒 油 工厂 的 榨 油 原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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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蓝 等 12 种 蔬 荣 的 生长 发 育 及 开花 和 结 种 列 性 等 炙 查 卖 

seme] FEA | ease | 种 子 成 | FHP | 每 英 售 种 | PORT) AE |B TC pa 
区 均 产 量 | 高 产量 | 合 种 子 

成 日 期 日 期 | 日 期 REI em | ey | Gry Ieee 
an 种 名 称 | 抽 若 日 期 

FPR PERE 14 月 /26 日 | 5/7 | 5/34 | 6/20| 8/237 | 98 | 28 75 | 184.3/1,960| 5.1 

ALR AOE 4/30 | 5/16 | 5/27 | 6/25| 8/27} 119] 27 93.8] 122.8 | 2,600} 5.3 

bKH £ 三 月 闻 | 5/5 | 4/29 | 5/18 | 8/24) 109| 31 78.1! 145.9 | 2,190) 5.0 

We Ab EE 4/26 |.4/29| 5/7 | 5/19 | 8/30| 105] 31 71.9| 165.2 2,160) 4.2 
mo oH 蓝 4/25 | 5/17 | 5/24| 6/19 | 8/24| 145| 32 | 268.1) 132.5 | 1,790] 6.0 
We 4b 76 BM 4S ae ae ee eee ee a i a 59.5 73.3 | 3,010| 3.6 

tr He @ hb 5/9 | 5/21 | 5/24 | 6/22 | 8/23 | 159 7 75 | 130.5| 5870| 16.0 

abe Mb 4/25 | 5/19 | 5/19 | 5/24 | 8/31 | 105 5 aL = 850| 15.8 
At SE RG Eb 6/16 | 6/26 | 7/7 | 7/25 | 9/4 151 10 33.8) — 800] 14.0 

BKRRE hb 6/15 | 6/23 | 7/4 | 7/18] 8/16} 93 8 rv ae "ad 

a&» 8 4/20 | 4/29| 5/9 | 5/16| 8/30| 105] 22 — — | 2,050] 4.5 

Bt BR F — | 4/29} 4/29 | 5/17| 8/7 | 112] 17 te — | 3,300] 3.4 
BA Hi 4/23 | 4/29| 5/7 | 6/19|8/7 | 110] 23 50.0] 141.8 | 5,240} 2.2 

tr BE BI Eb 5/18 | 5/30 | 6/23 | 7/10] 8/16) 和 | 一 31.3, — | 8,410] 1.2 

Pe Ib OH Pb 5/18 | 6/12 | 6/21 | 7/16 | 8/27| 7m) — 37.5, -— > | 7,250! 1.5 

Hw KE PW ME b 5/19 | 5/28 | 6/8 | 7/12| 8/29; 7) — 71.9|. - =" *} 8,280} 1.3 

wm 北 OE 素 5/7 =| 6/24 |.6/7 |.— | 8/30| 121} — 56.3| — 22,320] 0.5 

He WE ZEA APE 5/7 | 5/28 | 6/18 | 7/20| 8/29} 198 | 一 | 365.6) 750 610] 19.0 

Di WE EA EE 5/16 | 5/25 | 6/21 | 7/20 | 9/16 | 176 | 一 ! 162.5 812.5 | 860| 14.0 

SBE A EAE 3/25 | 播种 | 一 | 一 | 8/15) 一 723.8 | ( 斤 / 军 )| 1,095) 8.8 
AGHA REP KE 3/25 | 播种 | 一 — | 9/1 a 367.57 waa cs at ne 9.8 

(6) 菠菜 在 拉萨 每 雷 可 收 700 斤 以 上 的 高 额 产 量 , VEE) AE BAR AE FE A AB, 

在 获得 适宜 的 自然 条 件 后 ,能 发 挥 其 高 度 千 种 的 生产 能 力 。 

VIII. RIZE 

高 原 缺 乏 蔬 荣 ,特别 在 远 途 旅行 时 ,无 荣 可 食 ,新 鲜 蔬 荣 体 积 订 大 , 7KGP A, HET 

感 不 便 , 因 此 了 晒 制 荣 干 , 供 旅行 需要 , 刀 有 其 特殊 的 意义 。 

。 今年 蔬 荣 盛产 季节 , 售 就 营养 价值 较 高 ,具有 了 晒 干 价值 的 蔬菜 ,进行 切片 晒 干 工作 。 

现 将 晒 制 蔬 荣 种 类 了 晒 王 后 干 物质 重 及 各 种 蔬 荣 合 水 百分率 等 列表 认 后 。 

nA 2 alr 
(1) 上 表 16 FP GhRIG-F AT A Be, 因 受 气候 情况 的 影响 , 4A -SAR AS E 

MEA TIA BOR, ABR b OR Aa 7c EN AY, ME HE PF 

RE GHW 7A. SPL, PSP Ae RAR Ak I PAR, 10 A ALG ED AYE 

Hee Ae, Sa el, SS eee 

(2) ARPES PES. ART i a, Dy A RR , CREF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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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种 蔬 荣 晒 于 所 需 日 数 及 含水 百 分 率 统计 表 

THA K| so ae FF ies HG 
ve ft 类 = BIG a & hk m BR 

FAM ge | Be (两 ) | (两 ) | 

eB «| on/4H) 8B | — | 80/ 12.5] 84.388 
A — Ww Pb 9/515) 8 | 80 | 13.0 | 83.75 

Bae b | 9/12 | BA} 一 80 | 10.0 | 87.50! 品质 及 颜色 俱 佳 。 

hi BM Pp | 8/2 | 288 | — | 160|12.0|192.50| 颜色 要 呈 黑 色 , 品 质 欠 佳 。 

拉 ME BH FF 8/14 | 16H | 16H | 165 | 8.0] 95.16) 开 未 浸 过 者 ,颜色 鲜明 。 

me Bo em Ss 9/1 | 24h | 一 | 160} 12.0 | 92.50] sam epee. 

印 a 9/1 |248 | — | 160 | 15.5) 90.31) fm + 

iY BE Be 2 FE 9/1 一 | 24H | 160 | 36.0 | 77.50) JPARIeR, Bie Anh CE. 

Pi BE 30 yk EE 9/1 — |24H | 160| 31.0] 80.63} fa £ 

AR PRT 9/1 24H | 24H | 160 | 11.5 sc ; 

bRrH & 9/1 | 24H | 24H | 160 | 12.5 | 92.19) >FPakisit 45, ut HAP BE. 

Ej) PE #5 BR AE OE 8/13 | 17H | 一 190 | 9.0 socet 

AGHA TER Fe SEE 7/5 (108 | 8H | 80] 5.5] 93.13} (8.24) 
PH AG 76 BK AS 8/13 | 169 | 169 53 | 5.3 | 89.91) 未 浸 开 水 者 ,食用 时 颜色 新 鲜 。 

at EB 8/13 | 16 | 16H | 80 |11.5 | 85.69] (eRnGr +s, hee. 
北京 短 莹 西葫芦 9/9 |16 日 | 16 日 | 80 | 9.0 | 88.75| 开水 浸泡 与 未 浸泡 者 , 急 显 著 区 别 。 

sk: 开水 浸 过 者 , 易 蕉 保存 ,用 水 浸泡 食用 时 ,以 不 用 水 浸泡 者 为 佳 。 

可 提早 二 、 三 日 ,但 不 宜 诈 泡 时 间 过 长 , 致 有 损 其 品质 。 

(3) 根据 物理 晒 王 方法 初步 分 析 的 结果 ,以 拉 蔷 世 简 含水 分 最 高 , 达 95.16 % , KR 

FAR. WE. DLE EME b BBR EE PE BRAS BEER AER. AL Bs DE FS, 

KGa AKA , Fie BEF RA T7.5% 。 

(4) 根据 某 干 颜色 、 品 质 、 营 养 价 和 值 及 实际 生产 等 情况 ,初步 认为 ,无 刺 种 菠菜 , 胡 

缆 下 甘蓝、 荣 花 及 洋芋 等 呆 制 的 价值 较 大 。 

(5) 冬 缆 上 下、 小 白人 等 如 生产 过 剩 、 无 法 保存 和 利用 时 ,可 切片 晒 于 时 藏 ， 供 人 食 

JA, ER Be I FT 

IX. 草皮 床 及 温室 栽培 

(DEREK 

+ BU I SD A 
黄瓜 为 夏季 主要 蔬菜 之 一 ; 西瓜 、 甜 瓜 为 瓜 类 中 最 重要 的 水 果 ; 冬瓜 去 年 在 露地 哉 

种 未 能 成 功 。 今 年 均 利 用 草皮 床 进行 栽培 ,观察 各 种 瓜 对 草皮 床 之 适应 性 ,研究 草皮 床 

栽培 方法 , 希望 在 去 年 基础 上 再 提高 一 步 , 比 进 行 中 国 西瓜 与 苏联 印 料 用 西瓜 杂交 ,以 

求 获得 耐寒 力 强 、 能 运 应 在 露地 栽培 的 新 品种 ,以 作为 今后 推 | 栽培 的 依据 。 

1. 试验 村 料及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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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ISAS Bh BERR i BY Be BNP: 

HM: BAEBOKHN, 
I: BENE BS RN a. Be AR 

及 刨 料 者 东 37 号 等 , 共 8 品种 。 ， 

甜瓜 ; 兰州 青皮 醇 瓜 、 哈 密 瓜 、 女 集体 庄 员 及 华 菜 氏 瓜 4 品种 。 

。 AM: 西北 冬瓜 西南 大 冬瓜 。 

EB 4 PMB 4 月 14 日 浸种 ,黄瓜 、 甜 瓜 於 4 月 24 日 播种 於 糖 高 2 尺 许 的 草皮 

床 中 , 实 播 ,黄瓜 、 甜 瓜 行 株距 为 15xt0 尺 ,西瓜 及 冬瓜 为 4xtL5 尺 。 黄 瓜 、 甜瓜 牙 搭 

短 架 ,西瓜 、 符 瓜 旭 沿 地 币 角 生长 ,生长 期 间 和 沟 常 进行 , 整 枝 去 草 , 授 粉 杂交 ,施肥 灌溉 及 

联 克 里 林 、 灭 利 托 、 杂 莫 治 斯 克 

中 耕 除草 等 工作 。 

2. ER HERR at ee 

MERGRKREIA PORE, BUS RARE RB Bert eae 

如 下 : 

草皮 床 黄瓜 生长 发 育才 性 及 产量 生 计 表 CD) 

| 总 重 量 | 最 天 个 体重 量 | EO ft 
种 Mi Wr 法 收获 株数 共 紧 获 条 数 i 

Gh) | Gir) | OT/) 

i if 6 月 /18 日 7/10 75 208 142° | ° °1.50 8,520 

移 hil 6.21 7/21 60 235 186.8 1.30 11,208 

2p 均 = ae be. 221.5. | 164.4 1.40 9,864 

We BZ ARPA OVAL RR PER SA BATE (2) 

Be». 开花 授 | 果实 成 | 果实 着 | a | Se | 全 总 尽 | 意 重 | 叶 重 | 
品种 名 : 叶 数 ft 上 

®t AB ART HK Cok) | ATH [CASH] CoE) | CHE) 

= FF GM 7 月 /5 日 | 9/28 | 28 | 8,000] 32 | 380 | 500 | 343.8} 31 

“2 wm 7/16 | 9/28 | 33 | 6,500) 52 600 | 500 | 304.0) 一 

BH xk x 7/12 |9/28| 30 | 8,384] 57 557 | 628 | 400.0} 56 

a Aa Ft 7/3 |9/28| 34 | 5,884] 47 | 625] 384] 192.0] 46 

es se 7/6 |9/28| 19 | 5,128] 65 499 | 250 | 288.0] 64 | 杂交 种 含 为 东 37 呈 

#2 we 7/7 | 9/28| 20 | 5,000} 55 | 500] 304] 192.0] 54 

faze AR 37 号 6/24 | 9/28 | 33 |18,000| 67 840 | 628 | 272.0] 66 | 杂交 种 含 为 克利 未 

(1) 气候 、 雨 量 与 瓜 类 生长 的 关系 

今年 雨水 高 记 集 中 , 凡 床 面 低 於 地 面 者 , 均 草 水流 ,黄瓜 生长 不 旺 。 甜 瓜 则 发 生 严 

重 的 病害 , 在 七 . 八 月 间 , SRS AE as RA EE ( 按 为 一 种 霜 霉 病 )， 迷 至 全 瓜 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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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 , 植 株 亦 多 枯死 。 冬 瓜 由 於 床 内 水 分 过 多 ，, 枝叶 徒长 。 峻 花 行 人 工 授粉 后 ,多 不 能 座 

果 。 西 瓜 床 面 高 ,排水 良好 者 ,生长 午 佳 , 床 面 低 者 ,有 两 床 大 部 分 被 沽 死 。 

(2) 高 床 . 敌 床 与 瓜 类 生长 的 关系 

低 床 容积 小 ， 吸 热 较 易 , 散 热 亦 易 。 高 床 容积 大 ,吸收 太阳 热 慢 ,温度 低 。 今 年 在 西 

瓜 床 中 ， 播种 兰州 胡 + EIN PK, 结果 实 6 个 , WATE POL, 最 大 者 达 2.5 斤 ,8 月 

间 即 成 熟 。 故 除 黄瓜 不 搭 架 果 实 易 腐 烟 外 ,各 种 瓜 均 以 探 用 低 床 为 宜 

(3) 整枝 朴 果 与 瓜 类 生长 的 关系 
瓜 类 在 生长 期 间 , 必须 进行 整枝 去 权 ， A WEBEL, AMR, 尤其 是 西瓜 ,如 留 

头 瓜 和 结果 甚 小。 根据 两 年 来 观察 试验 , 以 留 第 二 、 三 瓜 为 最 适宜 。 瓜 位 狗 在 19—35 他 

之 间 , 可 长 成 大 瓜 。 故 第 一 、 二 肉 花 可 去 掉 , 认 第 三 花 再 行人 工 畏 助 授 粉 。 

3. RRERABERAS 

(1) .黄瓜 \ 西瓜、 甜瓜 及 冬瓜 在 草皮 床 中 , 白天 盖 以 玻璃 窗 , 夜晚 盖 以 千 刻 ,完全 可 

以 栽培 成 功 。 

(2) 除 夏 黄 瓜 外 ,其 他 各 种 瓜 均 以 探 用 绪 床 为 宜 。 

(3) 瓜 类 最 怕 雨 水 , 床 面 必 须 高 出 地 平面 , 应 控 谢 排水 沟 , 以 备 雨 季 排 水 。  。 

(4) 除 黄 瓜 外 ,西瓜 等 必须 进行 人 工 辅 助 授粉 ,否则 不 能 千 瓜 。 授 粉 时 间 以 在 每 日 

10 一 12 时 为 宜 , 过 早 花 测 未 开放 ,过 晚 花冠 凋 著 。 黄 瓜 如 以 留 种 为 目的 时 ,， 亦 必须 进行 

授粉 工作 。 

(5) 今年 已 获得 耐寒 力 强 以 蚀 料 东 37 号 西瓜 为 父 本 , 以 虎 皮 、 克 利 木 及 杂 莫 洛斯 

克 等 为 母 本 的 杂交 当代 的 种 子 , 明 年 应 叙 为 试 种 ,组 心 观察 所 产生 的 第 一 代 杂 交 新 诈 。 

阔 克 和 顷 观 察 至 第 二 代 ,察看 其 分 离 情 况 如 何 ， een ee 

i PAPAL a 
今年 在 草皮 床 中 进行 番 椒 栽培 观察 试验 ，4 月 14 日 播种 育 昔 ，5 月 闻 定 植 在 草皮 

床 中 。 观 察 品 种 为 又 时 及 黄色 甜 板 两 品种 , 10 月 间 收 获 ,又 早 甜 椒 单 株 和 结果 最 多 者 ,可 

达 31L 个 , 重 在 1 斤 4 WA, KR a. 在 草皮 床 中 栽培 估计 ,每 床 可 收 50 

斤 左 右 , 每 亩 可 达 2,500 斤 。 黄 色 甜 椒 产 量 低 , 每 雷 只 收 二 000 Pr AEA, 

i, EPA LE 
a te Pe Be HOR BIAS 10 JA AS TEE BOAR, SEE GE, 2 AE 

PTH, HI ASERASEIE, 至 3 月 20 BARBER, BRU 3.5 Fr, 4 月 上 

旬 第 二 次 收割 和 5 斤 , 7 月 下 旬 第 三 次 收割 112 Jr, 8 月 下 旬 第 四 次 收割 50 Jr, 四 次 共 

Wee) 170 斤 。 草 皮 床 长 20 尽 , 寅 5 尺 , 估 1/60 雷 , 故 折合 每 南 产 量 时 ， 可 达 11,200 J, 

较 在 露地 栽培 产量 可 高 出 1 倍 , 供 应 时 期 亦 较 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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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ait Hi EP Ke Se HS, 去 年 11 ARE TER RAREST, 一 方面 观察 其 

在 冬季 是 否 可 以 安全 越冬 , 另 一 方面 观察 其 与 抽 蒜 苦 的 关系 。 今年 2 AEA, 开始 出 

土 , 中 间 合 进行 施肥 、 灌 水 中耕 除草 及 放风 等 管理 工作 。10 月 8 日 全 部 收获 。 ERB 

种 出 土 早 ,生长 快 ,产量 亦 较 高 。 红 \ 和 白 皮 蒜 在 草皮 床 中 , 每 再 均 可 达 5,000 斤 左 右 的 产 

量 。 和 白 皮 蒜 最 大 蒜头 可 达 叶 斤 左 右 , 红 皮 蒜 较 和 白 皮 薪 分 权 为 多 。 在 抽 蒜 苦 方 面 , 冬 播 者 

在 20—30% 左右 , 较 露 地 春播 者 抽 藉 苔 率 高 出 LO—15% , 

cia 
Ra 
ARIS in EHS 1953 年 10 月 动工 , 12 月 底 完 成 , SERIE TPA, 温室 为 3/4 

BARS, Bis BEAR. VG. ILS BE RAL BA AMR, BPR 

的 面积 为 680 2B TBR, SAL AA BOK, BA AEST RR SS, FEE 

PAZ, WHER 15°C 以 上 的 温度 。 RU RMS ARG RM, POE 
PY i ie BE IE 7 AS SEA. SRR AE . PTR SE EHS AKA. 

i RAR HR De 
在 温室 中 今年 观察 试 种 的 蔬 某 有 黄瓜 、 番 苘 及 番 椒 三 种 蔬菜 。 现 将 试 种 情况 分 别 

简 述 如 下 : 

(1) 黄瓜 一 一 供 试 黄瓜 为 公主 簿 水 黄瓜 、 西 北 黄瓜 。 2 月 中 名 先 在 温床 播种 育 划 

( 因 当 时 温室 内 部 的 土地 整理 等 工作 傈 未 凌 工 )，4 月 29 日 定植 在 温室 中 ,行距 5 尺 ， 

FREE 1.0 尺 ， 厚 施 基 肥 , 兹 进行 过 到 的 灌水 、 搭 架 等 管理 工作 。5 月 27 日 开始 开花 , 6 

月 20 日 第 一 次 收获 。 每 株 可 千 瓜 3 一 5 个 ,平均 可 千 瓜 4 条 ,每 瓜 平 均 重 9 两 左右 , 最 

RAWAL IW, ETO 多 平方 市 尺 的 面积 , 其 收获 黄瓜 262 条, 合 165.5 市 斤 。 至 

8 月 下 名 ,全 部 和 结束。 

(2) 番茄 一 一 供 试 品种 计 有 和 红 英雄 . 普 利 早 红 、 粉 红 早 生 、 粉 红 甜 肉 、 横 黄 嘉 搬 及 落 

Wise 6 品种 。2 月 18 日 先 在 温床 中 育苗 ，5 月 14 日 定植 在 温室 ,开花 期 当 喷射 50 

ppm 省 度 的 “2,4-D”。 8 Arp fy, Soe, PEAS ALAR HED BRA, AA PP HER 

BA. ARTE RAGE , ALBEE CE PO EPR TGA 4 斤 左 右 的 产量 ; 粉红 甜 肉 、 粉 

红 早 生 次 之 ;落地 黄 及 梢 黄 嘉 发 成 就 最 晚 产量 亦 最 低 。 以 果实 个 体 大 小 而 车 ies 

Kee KR KASYIE 1 4 

(3) AR — HERA Ro Se, HE EH 3 品种 。 2 18 日 在 温床 育苗 ， 

5 月 20 日 定植 田间 , 6 月 16 日 开始 开花 , 8 AP ENA ER. Herp se 早 成 熟 眠 

早产 量 亦 高 ,每 株 平 均 可 和 结果 3 一 5 个 ,最 大 个 体 可 达 219 ABE, BE 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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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ae Dae 

1, 试验 结果 及 经 验 教训 
(1) 根据 今年 初次 喜 种 黄瓜 、 番 茄 及 番 相 的 千 果 ,在 温室 均 可 栽培 ,成 熟 期 较 早 , 产 

量 及 个 体 均 较 露地 及 温床 为 高 旦 大 。 
(2) 西北 黄瓜 、 红 英雄 .粉红 甜 肉 番 若 、 桑 早 乔 椒 等 品种 , 均 午 适合 在 温室 中 栽培 ， 

惟 如 能 探 用 农场 自封 顶 等 矮 秧 早熟 品种 当 更 适宜 。 
(3) 番 若 用 50 ppm 的 2.4 D 喷射 后 ,可 防止 落果 , 薄 可 生成 , 籽 果实 , 品 时 增进 ， 

POE PERE MRSS, 7 
(4) 番茄 在 8 AND PP EE AEDT sb FE, REM HT “666” 后 ,效果 甚 著 。 瓜 类 则 不 可 用 上 上 

Pace oe 
(5) 黄瓜 灌水 不 匀 , HOARY, BE PR, Aa IR AR 

好 , 故 有 徒长 现象 。 
(6) 温室 屋 架 较 高 ,容积 大 ,同时 牛 数 热力 小 , 故 温 湿度 不 易 增 高 。 在 最 治 的 天 气 ， 
夜晚 升 火 加 热 , 亦 只 能 达 18°C 左右 。 | 

SAE RES BEI, 在 不 妨碍 植物 生长 及 操作 的 情况 下 , RASS AS, fl 
时 玻璃 窗 横 窗 框 亦 应 适当 沽 少 , 改 用 14 x 18 时 大 玻璃 ,以 增进 阳光 的 射 入 , 花 考 虑 按 届 
WA PKR RAS JE AY AGE 

X. ZEzE 

今年 9 ARES T BE “EER PIG”, 内 径 长 66 尺 , 实 10 尺 ,高 6 
尺 ,一 定 在 地 下 ,一 全 在 地 上 ,南北 方向 , 四 周 糖 壁 厚 2 尺 , 全 部 用 石 志 堆砌 而 成 。 屋 关 
有 IxX2.5 米 的 天 徐 三 个 , 匾 壁 四 周 每 隔 2 米 有 倾斜 入 气孔 一 个 ,可 随时 调查 漫 湿度 。 笠 
季 最 低温 度 在 1°C Wb ROHS ARR 3 一 5*0 左右 。 PII, 另 有 工作 间 一 大 间 , 与 
EPA, AERA BUE 5,000 立方 市 尺 , 可 瞧 藏 冬 某 50,000 FF, SHAE RRRE, PES 
可 崇 藏 至 来 年 三 四 月 间 , 仍 可 保持 新 鲜 。 番 椒 、 番 荐 ̀ 黄 瓜 、 西 瓜 、 南 瓜 等 , 10 DCA 
ACRE TS HE ETAT, LALA PRR AS BE AE, 

三 .森林 果树 部 分 ， 

1. Few 

(1) 繁殖 种 类 及 方法 ; 本 年 繁殖 的 森林 苗木 计 有 洋 槐 .中 槐 ,柳树 、 杨 树 、 臭 椿 等 5 

Bh PE LA Bl, ENP, ACD, AS 
繁殖 的 方法 共 分 2 种 : 
第 一 种 是 用 托 插 法 繁殖 的 .有 青 杨 及 白杨 两 种 。 欠 本 年 3 月 间 取 二 年 生 枝条 ,前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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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 20 束 米 的 小 段 ,每 段 网 有 8—B 个 弟子 ， 作 插入 土 中 。 SLASHED Rea, LOR 

加 其 生根 面积 。 上 部 创 为 尖 形 , 以 减少 水 分 的 蒸发 ; 地 上 部 分 狗 估 全 长 1/3, 入 土 部 分 
估 2/3。 行 距 8 寸 ,株距 5 寸 ,庆生 月 上 旬 托 插 完 蛙 , 托 插 前 施 基肥 , 每 雷 移 4,000 斤 。 

第 二 种 是 直接 播种 的 ,有 臭 椿 及 洋 槐 雨 种 ,放生 月 下 名 用 条 播 法 直播 放 露 地 。 行 距 

12 尺 。 播 种 前 每 亩 施 基 肥 4.000 斤 , 本 场 去 年 也 全 种 过 臭 椿 , 惟 出 士 的 很 少 ,可 能 是 

於 播种 较 深 所 致 。 加 之 去 年 的 森林 昔 轩 地 士 层 太 薄 ,影响 出 土 。 今 年 士 层 坟 厚 ;保水 力 

强 , 复 土 较 浇 ,出土 良好 。 
此 外 本 场 去 年 播种 的 洋 槐 及 中 槐 ,为 安全 越冬 起 见 ,， 合 假 植 放 草皮 床 中 ; ae 

月 问 移 植 亦 森林 划 转 中, 行距 芋 2 尺 , 株距 7 寸 , 移植 前 整地 灌水 ,每 亩 施 基 肥 胸 4000 

斤 ( 拉 陆 十 装 )。 另 外 去 岁 托 插 的 柳 昔 ,在 原音 畏 中 生长 有 过 密 现 象 ; 认 本 年 3 DY 

未 发 芽 前 全 部 控 出 ,部 分 移 栽 新 开 昔 园 内 ,部 分 仍 植 於 原音 团 中 。 行距 二 2 尺 , 株距 5 

sh, FPREVER) 6 寸 许 ,每 雷 施 基 肥 狗 4000 斤 。 

(2) 各 种 树木 种 植 面积 及 成 活 率 : 本 年 栽植 的 洋 槐 共 8,060 株 , 估 地 面积 工 12 TH, 
成 活 6,636 Pk, WAAR 82.3% , HABE 17.7% , 

中 槐 栽植 3,500 株 , 估 地 0.52 亩 , WIG 1,423 Pe, 成 活 率 为 40.7%， 枯死 及 未 活 者 

2,077 株 , 估 89.3 移 。 今 年 播种 洋 槐 土 01 亩 , 臭 椿 0.18 TE, PAST A A, PREC HED 

统计 。 
Pi AAR 15,751 KE, ye 3.25 亩 ,成 活 14.723 PK BYBAR YY 93.4% , FEFE 6.6%, 

白杨 托 插 5,000 HE, 估 地 0.45 TH, 成 活 1,880 Pk, 成 活 率 37.6% , 死亡 3,120 PR, fh 
62.4%, | 

TB 11,200 PK, Hh Ae 1.28 亩 ,成 活 5,025 PE, EYEE 44.8%, 死亡 6,175 株 ， 

估 55.2% , : 

BYRD LATE ANE AOE, 不 论 移 栽 或 插 插 的 ,其 死亡 率 都 不 算 小 ,其 中 万 

以 白 槛 及 中 槐 死亡 率 为 最 大。 推断 其 主要 原因 ,可 能 有 以 下 几 点 : 

1) 插播 的 杨 树 ,其 托 插 条 从 母树 上 砍 下 后 售 放 冒 十 余 日 始 购 来 , 没有 及 时 处 理 。 
因此 在 插播 时 已 有 不 少 枝 条 呈 定 干枯 现象 , 故 成 活 这 很 低 。 

2) .中 槐 似 不 宜 多 移植 ,同时 因 本 场 人 力 有 限 , 在 移 栽 时 长 工 均 参 加 此 项 工作 。 由 
於 技术 未 掌握 好 ,使 幼 划 根 部 受到 很 大 的 损失 , 因此 成 活 这 低 。 

(3) 虫 咱 及 生长 情况 : 森林 萌 木 方面 受 虫 壤 影响 很 严重 , 如 柳 昔 认 5 月 中 旬 正 当 

TBAT, ER AMA Fy Ee, EEK CR, 致使 柳 昔 在 生长 方面 受到 严重 的 

影响 。 该 虫 外 部 为 金黄 色 ,长 锡 2 厘米 ,每 放 日 莫 后 大 肆 活动 , 数目 之 多 其 为 惊人 人。 青 
柳 较 红柳 受害 较 轻 ,后 轻 全 场 动员 於 晚间 进行 捕捉 一 过 , 只 在 柳树 昔 轩 地 内 捕虫 即 足 



A ~ tte te 3. st uss 4 » 454 im KH SBR 

200 TUL, RBLEKMIBH YE, 当 虫 害 严 重 时 , 售 喷 射 过 666 Maz] 2 Ae, Hea 

间 喷 射 过 药 , 夜晚 印 秆 雨水 冲 掉 , 故 效果 不 大 。 

其 次 ,柳树 苗 转 地 部 分 地 势 较 低 , 认 7 月 间 因 雨水 过 共和 集 中 ,水 位 提高 ,柳树 昔 转 积 

7K HY 20 厘米 ,浸泡 水 中 月 余 , 至 8 月 中 旬 水 位 始 降落 , 柳 苗 浸泡 水 中 大 一 月 之 久 , BAR 

发 现 有 渡 死 现象 , 惟 浸 在 水 中 部 分 生出 许多 水 根 。 由 此 可 以 看 出 , 柳树 不 怕 水 小 ,在 抗 
Wr A PRANAB 

本 年 种 植 的 洋 槐 基 8 月 中 旬 亦 遭受 虫害 。 害 虫 为 小 象 鼻 虫 之 一 种 ,背部 纯 黑 ,腹部 
略 带 涝 红色 ,白天 躲 入 十 中 ,傍晚 出 外 活动 吃 洋 槐 嫩 叶 。 后 萄 喷射 “666” SMe zp], 虫害 产 
TX 0 

另外 青 杨 及 白杨 虽 未 发 现 虫害 , 但 因 人 力 不 是 ， 拭 插 不 够 及 时 ,和 致 成 活 李 不 高 。 自 

Bogart Reh, ACA. BBA, He Kw, MAB A 

HARD , FT LA aA i AK. 

SERVER ET » HEAT AEA AES EA EZR P ,以 供 参考 。 

FPR. PER Bs. A DE ERS 

‘ m= 6©= OE. m 径 
a a. Bo FE 调查 日 划 HERR he WR 

(厘米 ) | (厘米 ) 

% " 54/148 29.0 0.54 PART FARR AT» 1 LAL RE, 

10/1 126.0 1.30 PES PRE. 
ATAERE 97.0 0.76 

th 疯 5/1 14.5 0.31 耐寒 力 较 强 , NT Te TRAM » HEE RE 
10/1 39.0 0.90 FIR. 

ATAARM 24.5 0.59 

6 本 # 5/1 51.0 0.51 | 6 月 上 名 检查 , 地 下 部 已 生 枝 , 地 上 
10/1 80.0 0.97 PRES BiG MAREN 

五 个 月 生 搬 量 29.0 0.46 

和 Bs 5/1 69.0 0.67 = Meee 

10/1 107.0 1.28 
ATHARE 38.0 0.61 

% in 246.0 0.99 AL SEE Pe, Se SRR, 5 月 利 
294.0 1.83 oF BAH. 

ATA ARTE 48.0 0.84 

a in 5/1 282.0 1.03 AL RE RR, SARA SR ARBRE 
10/1 325.0 1.55 略 迟 。 

(4) 繁殖 结果 及 初步 千 论 

1) 依 两 年 来 的 繁殖 结果 来 看 ,在 拉 苏 河谷 里 一 般 的 森林 树木 都 可 以 种 植 , 尤 以 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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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E SE, OUR BRIE, 又 生长 迅速 。 TEASE MATHER, OR A He 
Bie Hk RUE EA MHA, BRR ‘ 

2) 臭 椿 及 香椿 同属 一 类 。 从 适 MORSE, 估计 不 会 有 大 的 区 别 。 现 种 植 自 椿 成 
” 功 , 今 后 可 由 内 地 引进 香椿 试行 种 植 。 

3) 中 槐 及 检 树 在 拉 阵 河谷 虽然 和 植 不 多 ,但 在 市 区 亦 有 种 植 者 , 慈 且 生 长 得 不 错 ， 
证 明 这 类 树木 倚 适 合 在 拉 降 河谷 生长 。 今后 宜 进行 繁殖 推广 种 植 , 以 为 将 求 储备 建筑 
及 家 俱 用 之 良好 木材 。 

4) 小 粒 树木 种子 , 播种 不 宜 太 深 , 复 土 宜 河 , 否则 出 土 困 难 。 去 年 本 场 种 植 的 自 
椿 ,一 方面 因 土 层 太 薄 , 水 分 不 宜 保持 , 另 一 方面 因 种 植 较 深 , 出土 率 笋 低 。 今 年 因 改 正 
了 以 上 的 错误 ,出土 整 齐 ,生长 良好 。 

5) 根据 雨 年 来 虫 嘎 发 生 的 情况 , 其 为 害 种 类 及 时 间 似 有 一 定 范围 , 而 最 怕 虫 串 者 
首 推 幼 苗 。 今 后 可 哉 行 分 期 播 币 , 找 出 能 逃避 害虫 为 害 的 播种 期 ,以 为 今后 大 规模 繁殖 
森林 苗木 创造 有 利 条 件 。 

6) 拉 茧 河谷 为 牛 安 个 牧 地 区 ,今后 无 论 播 种 造林 或 插播 造林 , 均 宜 由 点 及 面 , 由 近 
Ree WAAR LER, 有 培植 成 功 之 可 能 。 西藏 栽植 树木 ,多 探 用 
“ 林 卡 "方式 即 此 道理 。 

7) 杨柳 为 拉 茧 河谷 原 有 树种 , 抗旱 防 兴 , 对 当地 气候 、 土 壤 适 应 能 力 很 强 , 就 地 取 
材 ,繁殖 容易 ,生长 迅速 ,今后 大 量 繁殖 森林 苗木 应 以 杨柳 为 主 。 

8) 大 规模 造林 ,可 探 用 片 状 沟 植 方法 , 方 直接 引入 汇 水 灌流 , 较 章 穴 栽植 挑 水 灌溉 
者 成 活 李 底 高 ,管理 亦 较 为 方便 。 

(5) 试验 教训 : 
1) 据 去 年 观察 的 结果 , 在 拉 隆 地 区 繁殖 上 述 各 种 森林 昔 木 , 冬季 勿 须 加 任何 防寒 
处 理 朗 可 。 木 场 去 冬 露地 越冬 的 幼苗 ,今春 生长 情况 良好 ;而 假 植 於 草皮 床 中 越冬 的 苗 
木 , 今 春 移植 后 ,死亡 较 多 。 据 初步 观察 ,以 上 所 谈 各 种 树木 可 在 露地 越冬 。 

2) 购置 树苗 ,将 树枝 砍 下 后 应 及 时 进行 托 插 或 埋藏 幅 理 ,否则 径 日 栖 风 吹 ,水 分 车 
发 ,枝条 干枯 ,再 行 拭 插 即 不 易 成 活 。 本 场 今春 购买 的 树苗 ,未 及 时 运 回 , 运 来 后 又 未 及 
时 托 插 , 致 并 插 成 活 率 校 低 。 

3) 2,4-D 生长 素 本 有 助 於 植物 的 生根 作用 。 今 年 并 插 的 杨 昔 信用 2,4-D 处 理 200 
株 , 而 成 活 的 仅 5 多 左右 , 反 不 及 未 经 处 理 者 成 活 李 高 。 所 用 24-D 溃 度 为 上 000ppm， 
浸泡 达 36 ANIM, PYAR ke 24-D 省 度 过 天 及 浸泡 时 间 过 长 所 致 。 今 后 关 放 24-D 之 使 
用 方法 , 谷 估 进 一 步 进行 试验 研究 。 

4) 移植 或 插播 树木 ,应 在 树木 休眠 期 间 示 发芽 前 进行 ,过 晚 印 难以 成 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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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吾 地 要 平整 , 扶 沟 深度 要 适宜 ,栽植 时 根部 应 踩 紧 , 否则 浇 水 不 便 , 根部 露出 土 
面 ,幼苗 容易 发 生 倒伏 等 现象 。 

6) 初 栽植 的 幼苗 ,必须 充分 灌水 , 勤 加 管理 ,否则 会 影响 其 成 活 李 。 
7) 就 抗 涉 方面 比较 , 柳树 较 杨 树 抗 小 能 力 为 强 , AU ITED 

yl, (ARR SBR ROR. in EE. 白杨 同 在 一 块 苗 转 
地 中 ,在 雨 汉 期 间 和 白杨 入 淹 死者 甚 多 , EAE, 因此 今后 在 托 插 或 栽植 白杨 时 ， 
应 选择 地 势 较 高 ,排水 便利 之 地 。 

8) ehL B20 HF BLAS, — REMUS ESE I 2 青 柳 较 红 柳 为 早 ,白杨 又 较 青 
杨 为 早 。 故 在 托 插 或 栽植 杨柳 时 ,应 先 栽 柳 树 ,后 植 杨 树 。 

2. Ae 

(1) 繁殖 种 类 及 方法 “本 场 今年 繁殖 的 果树 昔 木 , 计 有 胡桃 、 山 桃 、 BF Ft 
AVS AN, 4 月 17 一 19 APSR WORD. Lk Beeb ABR a PS, 
小 区 长 中 尺 , 寅 5 尺 ,每 小 区 栽植 三 行 ,每 行 栽植 引 株 ,每 小 区 栽植 102 株 。 开 沟 5 十 
左右 ,混在 沟 内 施 基肥 ,每 让 欧 5000 斤 。 以 上 三 种 果树 的 栽植 方法 及 株 行 距 均 相同 。 

此 外 於 3 月 29 日 直接 播种 繁殖 的 计 有 拉萨 胡桃 . 山 桃 及 士 杏 三 种 。 播 种 方法 系 开 
浅 点 播 ,小 区 长 20 尺 , 寅 5 尺 , 每 小 区 播种 四 行 , 实 深 3 寸 许 , 每 行 播种 60 粒 ,每 小 区 播 
种 240 粒 。 胡 桃山 桃 、 士 查 的 播种 方法 均 相 同 ,播种 前 均 施 基肥 ,每 亩 狗 合 5000 帮 。 

(2) 各 种 果树 种 植 面积 及 成 活 率 ， 本 年 栽植 拉 蔷 胡桃 1560 株 , 估 地 0.3 亩 ,成 活 
1,404 株 , 成 活 率 为 90 多 。 

拉萨 山 桃 D140 株 , 估 地 0.22 亩 ,成 活 318 Pk, Were 27.8% , 
TG ACY AGB 82 株 , 估 地 0.02 亩 ,成 活 79 株 ,成 活 这 为 96.35。 
此 外 另 栽植 印度 李子 30 株 , 成 活 6 Pes EM BEAST 13 株 ,成 活 6 Pes 内 地 山 桃 40 BR, 

成 活 12 株 。 以 上 栽植 的 各 种 果树 ,其 成 活 率 以 西北 沙 束 为 最 高 , 拉 耶 胡桃 次 之 ,两 者 均 
在 90% 以 上 。 其 中 成 活 李 最 低 的 要 算 拉 陆 山 桃 及 印度 李子 ,二 者 成 活 只 有 20—30 % 

今年 播种 繁殖 的 拉萨 胡桃 及 山 桃 等 ,出 土 及 成 活 情况 如 下 : 
拉 蔷 胡桃 播 币 5,000 粒 , 估 地 0.33 亩 ,出 土 1,802 株 ,发 芽 率 为 36 多 。 
HCG ARI Fl 1,620 粒 , 估 地 0.12 军 ,出 士 665 Pk, SEAR 41.1% , 
ei ALAS SE ALL A) 6,720 粒 , 估 地 0.5 亩 ,而 出 土 者 仅 有 工 栋 。 
以 上 三 种 果树 , 除 土 耕 外 ,其 他 出 土 情 况 均 售 好。 惟 因 时 间 关 系 , 没有 及 早 调查 其 

发 芽 率 及 出 土 株数 ,而 成 活 率 大 部 是 生长 停止 时 调查 的 。 
(3) 里 圳 及 生长 情况 ， 拉 了 轩 溉 桃 自 移植 在 此 半 经 一 月 后 始 约 芽 ,枝叶 整齐 ,生长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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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 良好 。 惟 至 6 月 中 旬 , 发 现 小 象 鼻 虫 为 害 , 低 喷 射 666 MEFS RITA 
4 月 19 日 移植 山 桃 庆 苗 并 后 ,生长 即 不 大 旺盛 ,尖端 大 部 逐渐 干枯 ,成 活 数 很 少 。 

其 所 生 枝叶 天 部 是 从 植株 的 中 部 或 下 部 重新 发 起 的 ,而 从 其 生长 点 生长 的 则 很 少 。 
西北 土 查 因 种 子 过 认 陈 旧 , 人 部 失去 发 苷 能力 , 播种 后 多 日 不 出 士 , 经 多 次 检查 千 

果 , 始 发 现 杏 核 内 部 腐 烟 发 臭 ,个 别 种 核 内 兹 生 有 小 蛆 ;结果 出 土 的 仅 有 工 株 。 
西北 水 浇 及 印度 杏 李 生 长 均 可 , MEGA IE, 但 也 有 极 少 部 分 枝 梢 大 部 呈现 干枯 现 

象 。 
今年 播种 繁殖 的 胡桃 及 山 桃 ， 由 让 种 子 新 鲜 , BERS, WCBAR, ha 

Ff ASUS EME, ARE HIE APSE AREA, 
Sy ERE BERL, EATS BL ASE BS ER SENOIS , MR 

HLwE—. —4E ERIE RU PEAE etre AES 

BE Hie 
四、 种: 类 

(厘米 ) (厘米 ) 

一 年 生 播 种 的 胡桃 viele ey “ 
10/1 33.0 ‘ 0.73 

(5 +8 AES) 21.0 0.37 

: fe ASHE phy BE LV oe ae5° a 10/1 55.0 0.74 
(5 #4} ARE) 38.0 0.44 

二 年 壬 胡 桃 营 纸 假 植 过 的 us ho hs 
: 10/1 37.8 0.93 

《5 个 月 生长 量 ) 20.8 | 0.41 

=e A: NBER eA Kee eae aa 
10/1 36.7 0.86 

(5 TAR) 15.2 0.67 

=A A LV AEH Be ok a 
10/1 70.0 11.20 

(5 个 月 生长 量 ) 51.0 10.60 

=p A SURE he pies sai 
: 10/1 80.0 190 

《5 个 月 生长 量 ) 32.0 10.70 

(4) 古 验 教训 及 结论 
1. 根据 今年 的 观察 ,上 述 各 种 果树 幼 昔 在 露地 越冬 无 其 问题 , 且 生 长 良好 。 去 冬 假 

植 越冬 的 ,今春 移植 后 枯死 较 多 , 尤 以 山 桃 为 甚 , 村 死者 达 72.2% ,这 可 能 与 今年 雨水 过 
六 集中 有 关 。 今 后 栽植 山 桃 , 除 选择 地 势 较 高 ̀ 排 水 良好 之 地 区 外 , 冬 前 不 必 假 植 ,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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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BESS FF PDE PH AL PD EAE ATR DAES 

541/18 37.0 
10/1 126.0 

yb £& = F 

(5 个 月 生长 量 ) 

5/1 44.5 
10/1 50.0 

Le AR Paes 7 

(5 7H ARB) 

5/1 44.5 
10/1 27.0* 

B10 J) 1 BAAN Pe 

Bw elt 5 A 1 A AAG. 
印 度 胡 桃 

(5 个 月 生长 量 ) 
一 | 一 -| 一 一 

5/1 

10/1 79.0 
we t wb 

《5 个 月 生长 量 ) 

在 露地 越冬 朗 可 。 

2) ARASH 7K, 本 年 因 接受 去 年 的 经 验 , 灌水 较 少 , WOME YE RS. AB pat 

7 一 8 月 间 雨 水 过 共 牺 中 , 扰 法 排水 , 故 被 水 渡 死 者 仍然 不 少 。 

3) 根据 两 年 来 的 经 验 ,胡桃 及 山 桃 播种 期 均 以 3 月 下 旬 为 适宜 , 因 播 种 后 需 痉 50 
日 始 可 出 士 , 为 时 在 5 月 中 名， 此 时 已 避 过 霜 期 。 今年 第 一 次 播种 胡桃 . 山 桃 在 3 月 下 

旬 , 出 土 良好 ,第 二 次 在 4 月 下 名 ,出 土 率 很 低 。 两 次 所 用 种 子 相同 ,而 划 轩 双 属 同一 拨 

土地 ,后 播 者 发 芽 率 低 , 可 能 是 由 芯 播 种 过 晚 的 原故 。 

A) 大 量 繁殖 果树 时 ,应 在 播种 前 进行 种 子 发 芽 试 验 , 借以 决定 株 行距 及 种 子 的 应 

用 价值 。 本 场 今年 种 植 的 土 杏 ,， 因 不 了 解 其 发 芽 能 力 , 宣 目 种 植 , 结果 浪费 了 人 力 、 地 
Fd EMME. 

5) 每 月 调查 记载 的 植株 , 应 特别 标明 其 量 测 的 位 置 。 今 年 调查 记载 的 植株 , 事先 
虽 标 有 固定 的 位 置 ,但 不 十 分 明显 ,结果 因 测 量 位 置 错 乱 , 致 个 别 生长 速度 有 了 矛盾 现象 。 

最 后 只 好 将 5 月 工 日 第 一 次 测量 的 数字 , 及 10 月 工 日 终止 一 次 的 数字 列 入 材料 内 ,其 

他 各 月 所 量 的 数字 , 均 删 去 未 用 。 

6) 据 初 步 观察 ,在 华北 一 带 栽培 的 果树 ,在 拉萨 河谷 生长 汞 然 多 大 问题 ,只 要 从 较 

塞 渝 地 带 引 进 果树 品种 ,在 拉 际 种 植 成 功 的 希望 很 大 。 

7) 1953 年 培植 的 拉 孟 山 桃 ,现在 高 已 达 70 一 80 厘米 , 横 径 已 有 1 厘米 多 粗 , 明年 

邹 可 进行 嫌 ,有 盼 能 及 早 解决 嫁接 技术 人 员 问 题 。 所 需 用 的 接穗 , 亦 应 向 西北 ` 华 北 等 

有 关 方 面 进行 接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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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ERE SUE, EAT ENLIST, 
Hb AEST, SS REI AC, A J BBE RAPE rh 2d BALE SLE 
III AT AR FUR, BEAT RATA, BYE EAT 

9) WE, AUPE, 292 BEF IR EPR, SG RE ELSIE BE BH A EAT EE 
种 。 

10) 拉 隆 城内 贵族 庄园 中 ,大 都 有 华 果 、 梨 、 桃 等 果树 的 栽培 , 且 已 千 果 。 关 於 其 品 
fh, BRA, 管理 方法 等 , 宜 进行 洋 秋 的 调查 , 以 作为 本 场 今后 天 面积 栽植 果树 的 参 
考 。 

四 . 篇 兽 及 病 虫 嘎 部 分 

1. 扁 兽 害 
(GD) 饥 雪 一 -主要 可 分 为 下 列 三 类 ; 
1) Wee 8 — 4635 7.8 月 间 , VBR. ASE BCU, SREB HE BE LL 

BA ROA BNSF PI, De EMR SESEIS , UR EAI HEE HAS Eb 
Ae Keita SEAS, NT BUF SESE CT BU ATO, A RE DE 

ope HAE WES —— 46 2 FAB, AS AN BE AT ING HE AEB , DIME BENG OH We TTB 
Hi, AMAA, Apes. 

3) 岛 划 一- 认 早 春 作物 、 蔬 菜 播 种 后 ,有 喇 嘴 大 黑 岛 蓝 吸食 麦 类 、 豆 类 、 王 米 及 瓜 
类 等 刚 出 士 的 种 子 及 千 成 的 瓜 果 ,用 枪 射 洒 、 瑟 605 毒 杀 及 看 守 均 可 防止。 

(2) 善 害 一 一 主要 亦 可 分 为 三 类 ; 
1) BRS. 422 AEH AE RAEI, TE. AE BRIG 

255 i De AAA US) A BAIR HL STs TR AE, a TO EET AH 
2) HE— E23 月 间 冬 小 麦 行将 返青 时 , BAAR AE I, ERA. BK 

可 在 附近 进行 搜索 ,驱逐 射 杀 之 。 
3) SA — 有 一 种 短 尾 地 老鼠 ,在 冬季 及 早春 对 冬小麦 及 首 蒋 根部 为 品 甚 烈 。 首 

蒂 地 小 区 面积 不 过 1/60 亩 ; 则 有 24 个 县 洞 。 早春 温床 青苗 时 , BUST AK, SIAR 
HEA WK EI SEA PER RULE. 

2. 病虫害 
(1) Wi — (2 BARS A BRA NOS EZ EEE. BAe 

oP: | 、 

1) 麦 类 病 才 -一 主要 有 散 黑 穗 、 坚 黑 穗 、 条 锈 及 查 锈 等 病害, 今年 由 於 夏季 雨水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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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牺 中 , 麦 类 锈病 尤为 严重 , Ze IR — RE SEA EHS, Lea a sa 

AEE MUR. HELLER RTA EUR, PRIS LE 

2) BUMS — 466 ADR GH LRA SEN, WARE, EE 
豆 生 长 及 产量 方面 颇 有 影响 。 病 害 名 未 详 , 防 止 方法 和 肖 待 研究 。 

3) 玉米 、 栗 及 季 、 征 蔗 节 腐烂 病 壤 一 一 在 6 A SE OK ERS :及 大 稳 等 抽 入 后 ， 重地 
基部 或 穗 节 基 部 发 生 腐 烟 现象 ; 获 至 穗 部 完全 干枯 ,而 无 收获 。 病 名 未 群 。 发 现 此 种 现 

象 后 ,全 将 病 株 拔除 、 焚 笑 , 防 止 方 法 亦 舍 待 研究 。 

4) 彰 蒂 叶 枯 病害 一 - 5 AP ERE, WE BOP, OE 
枯 鞋 干 ,图 至 全 株 枯 死 。 病 名 未 详 , 防 止 方法 待 研究 

5) Amik Ses Ks = — IR 7 一 8 Ne Se 果实 发 现 灰 褐 色 病状 ， 先 

由 局 部 渐 扩 及 全 果 , 表面 甚 为 坚硬 , 切 开 后 果肉 干燥 , Aa, SR. HE 

察 ,此 病 之 发 生 与 雨水 过 多 、 阳 光 不 足 及 空气 不 流通 有 关 。 如 秆 英雄 双 查 整 枝 者 ， 被害 

李 为 6.2% , 而 单 棍 密 植 者 , 则 为 22.1%。 此 外 ,番茄 果实 肖 有 一 种 水 沽 状 病害 ; 受 才 果 
实 好 像 用 开水 责 过 一 通 , SOK, IER WT ENE. DLE aR EA 

治 法 , 均 脊 待 研究 。 
6) 南瓜 果实 腐 烟 病害 一 一 在 生长 期 间 , 有 时 亦 发 生 果实 腐 烟 ,不 堪 供 食 。 

7) 甜瓜 果实 褐 班 病害 一 果 面 发 现 褐色 斑点 , 有 时 北 生 灰色 及 金黄 色 氏 堆 , 先 由 
局 部 渐 扩 及 全 果 , 络 至 全 果 腐 烟 。 此 病 发 生 与 雨水 过 多 、 排 水 不 良 及 阳光 不 足 有 关 。 

8) 藉 下 根 腐 病害 一 在 收获 冬 蓝 下 时 , 发现 两 种 病害 , 一 种 根部 大 部 腐 烟 如 烟 泥 
WK TEA REO; BP AS, AR, RIA 

9) 5 ARIS Aas 2 —— DG AL GL aE AL A RE ER SRE 

枯 状 态 , 球 基 腐 烟 。 
-其 他 各 种 作物 病害 种 类 较 多 ,有 的 为 嘎 较 轻 , AMMAR, HARRIET 

作者 同志 的 研究 和 发 现 。 

(2) 虫害 一 一 高 原 的 虫害 问题 甚 为 严重 , 现 择 其 中 主要 者 介绍 如 下 。 
1) KAO (Gh A, ERB) 一 一 全 身 为 金黄 色 , 体 长 约 荆 8 JK, HERS BE 

雄 者 为 大 ,幼虫 及 成 自 对 植物 为 害 均 极 严 重 。 2 AP fy eR I EON 

下 层 向 上 移动 , 先 为 害 杂 草根 部 , 待 各 种 宏 作物 及 蔬 荣 播种 后 印 转 而 为 害 栽 培植 物 。 去 

年 所 种 植 的 栗 、 委 等 大 部 分 为 士 乔 所 叶 死 , 造成 严重 的 缺 株 现象 , 胡桃 幼苗 被 唆 死 者 在 

10% 以 上 。 今 年 在 春小麦 试验 地 240 平方 市 尺 的 面积 上 , 葛 控 气 出 大 小 士 蛋 937 条 。 
以 此 推算 , FE THON PY 2s 46,850 条 。 在 收获 春小麦 时 , 用 手轻 轻 拔 动 朗 可 将 麦 株 拔 起 。， 

谴 花白 每 株 根部 可 控 出 三 十 多 条 ,露地 甜瓜 及 茄子 全 彼 咬 死 , 致 整个 试验 失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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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_E Aa Ie a BEB Ae fF eas, EH EARS SHOE, HF IB, 4 EO 
人 及、 九 时 进行 交尾 活动 , CAEZSUP , 10 WEA ENT Hs_E ,进行 为 害 幼 嫩 枝 时 及 花 履 。 
PUEDE OID LIE TH Eb AR EEE RRR, MOAR ETH, 
HE RARE EMEA ABLE, ARSBRS 5S 月 20 日 前 后 动员 全 场 工作 人 员 欠 深夜 进行 
用 水 贫 捕 捉 ,突击 一 肖 , 捕 杀 金 色 子 成 虫 达 200 余 公 斤 。 每 公斤 移 舍 有 8,700 条 成 虫 , 估 
计 捕 获 成 虫 可 达 一 百 万 条 ,用 酸 酵 腐烂 后 为 良好 的 肥料 。 

6 AHA yy we ENR RRB, 湾 入 土 中 产 卵 。 8 月 间 可 及 化 为 幼虫 , 又 在 田间 为 

害 。 冬 季 湾 入 深 土 中 越冬 , 最 深 在 85 厘米 处 俯 可 发 现 , 第 二 年 春季 又 变 为 成 虫 为 

=. 

BAY FA “666” eR EAS, 成 虫 在 气候 条 件 许 可 下 ,用 可 湿性 “666" 喷 射 其 为 有 效 ; 

或 蕉 夜晚 用 水 贫 捕 所 ,收效 亦 甚大 。 

2) 小 金色 子 (或 称 称 色 金 旬 子 ) 一 一 成 虫 身体 为 金 缘 色 , 体形 较 大 。 金 公子 略 小 ， 

41.4 厘米 ,主要 在 画 间 活动 。 柳 、 杨 树 被 害 最 为 严重 , RI MUZLER te ER 

重 。 在 发 生 数量 方面 , 较 天 金色 子 为 少 ,用 “666" 了 喷 杀 或 於 白天 进行 捕捉 ,收效 甚大 。 

3) 斑 释 一 一 成 虫 身体 为 黑色 ,具有 和 红 \ 和 白色 斑点 , 体 长 在 2.2 厘米 左右 。 在 5 月 下 

旬 发 现 , 先 为 害 紫 花 豆 科 野生 杂 草 , 6 Ah. SABE BHR RAP oe 

吃食 嫩 叶 及 花 履 为 主 ,洋芋 白 皮 种 受害 轻 , 红 皮 种 受害 严重 ,一 直到 8 AB EO 
此 外 鼓 虫 圭 为害 蓝 下 、 白 某 等 十 字 花 科 植 物 的 叶子 , 可 用 “666” 喷 杀 。 访 虫 活动 笨拙 ,可 

於 白天 用 水 合 进 行 捕捉 。 今 年 全 在 马 耸 蔓 田 中 捕捉 50 公斤 ,每 公斤 狗 有 成 里 2486 条 ， 

估计 捕获 芒 昌 在 124,300 条 以 上 。 
此 外 和 示 有 金针 虫 为 害 麦 类 作物 的 根部 ,小 象 鼻 虫 为 韦 森 林 果 树 苗木 的 嫩 芽 及 蚁 、 居 

豆 的 花 虱 , 某 青 虫 及 花 青 虫 为 雪 杂 糊 及 蔬菜 , 吃食 廿 蓝 叶 部 及 玉米 昔 节 等 , 蚜虫 为 害 麦 
类 \ 萌 荐 、 茄 子 、 番 椒 等 。 可 用 “666” 及 甸 艇 粉 喷 杀 。 蝗 虫 在 高 原 亦 有 分 售 , 但 数量 甚 少 ， 

多 吃食 杂 草 ,对 家 作物 为 害 甚 微 。 

除 上 述 害 虫 外 ,从 有 士 峰 、 亲 腰 峰 、 野 黄 峰 及 各 种 若 蝇 等 ,在 植物 开花 期 间 楷 迎 放 花 

SETH , 探 食 花 粉 , 对 从 若干 需要 边 花 授粉 的 一 些 植物 则 有 传粉 的 作用 。 此 外 从 有 白粉 蝶 

BAGEL HORE CSE IESE) AB CRED, 

五 . FARE 

1. 成 立 农 业 气 象 站 的 目的 

在 农场 成 立 气 象 站 的 目的 ,是 在 於 了 解 当 地 的 气象 因素 及 其 变化 规律 ,利用 其 对 农 

业 生 产 有 利 的 方面 ,而 防止 其 对 农业 生产 有 害 的 方面 ,以 便 为 农业 生产 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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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BRAMS REMER 
AMIE Kah EY 1953 421 月份 成 立 到 现在 已 是 两 年 了 , 初 成 立时 仪器 很 缺乏 ， 

而 且 有 些 仪器 质地 烛 劣 , 严格 来 说 还 不 大 合乎 标准 。 FETE I CBE 
助 和 支援 下 ,大 部 分 的 仪器 都 更 换 为 精 和 而 合 标准 的 了 ,如 干 湿 球 温度 计 \ 最 高 .最 低温 
度 玫 以 及 蒸发 中 等 ,使 本 场 气象 站 在 设备 上 有 所 改善 。 

本 站 所 记载 的 气象 要 素 , 计 有 气温 .湿度 、 气 压 、 风 向 、 风 速 、 蒸 发 量 ,降水 量 .降水 时 
数 、 云 状 . 云 量 和 各 种 天 气 现象 等 。 观测 时 间 为 地 方 时 间 06、14、21 时 ,每 日 观测 3 次 
(北京 标准 时 为 08、16、23 各 时 )。 

一 年 来 在 观测 时 间 上 ,一贯 按 规定 时 间 进 行 记 载 \, 观 测 , 但 由 区 人 力 缺 乏 ,在 记载 的 
次 数 和 方法 上 祭 未 能 按 新 规定 执行 。 另 外 , 今年 地 温 表 补充 较 晚 ,记载 不 休 , 日 照 草 温 
IE. 

3. HEARSE 
HE HLH KS 1952 Ae TEAL BE AULA Re, 1958 年 本 场 亦 随 之 成 立 农业 气象 站 ; 

因此 在 拉萨 的 气象 记录 已 有 三 年 。 但 条 件 很 差 ,仪器 又 不 完备 ,所 以 记载 的 材料 不 够 齐 
2, RAEI RE, 同时 高 原 上 气象 台 站 稀少 , 故 对 拉 茧 气候 欲 作出 很 正确 的 千 论 ， 
事实 上 是 很 困难 的 。 现 根据 三 年 来 的 气象 忆 录 将 高 原 气象 要 素 八 进 如 下 ,以 供 参 郑 。 

(1) 拉 莉 河谷 的 气温 
三 年 来 拉 茧 河谷 的 气温 ,年 平均 值 为 8.0*0, 最 渝 月 份 在 12 月 和 1 月 , 平均 气温 达 

负 十 7。_2.6*0 ,其 他 各 月 平均 值 未 到 达 过 雳 下 。 极 端 最 高 气温 ，1952 年 6 月 为 29.4*C， 
其 极端 最 低 气温 , 在 1954 年 1 月 为 -17.1*0; 最 天 年 较 差 在 1958 年 为 19.5sC。 ee 
气温 平均 最 高 月 份 ,在 6 月 份 为 15.6*0, 7.8 两 月 均 为 15.1*C。 拉 莉 河 谷 , FERRE 
高 度 求 衣 , 还 算是 比较 温暖 的 地 区 ,冬季 不 过 严 沦 , 夏 秋 不 太 炎热 ,四 季 塞 暑 变 化 不 算 很 
局 烈 , 但 一 日 之 中 ,早晚 寒暑 变化 较为 剧烈 。 

冬夏 气温 变化 较 小 的 原因 ,推断 有 三 ; (i) 拉 阵 河谷 的 冬季 气候 甚 干燥 ,两 和 稀少， 
天 气 晴朗, 同时 由 认 地 势 高 .空气 稀薄 、 太 阳 辐 射 热 强 , POLAR ARTESIA; Gi) 因 拉 茧 
河 进入 藏 布 江 , 印度 洋 暖流 沿 藏 布 江 吹 入 拉 际 河谷 , 亦 为 冬 暖 因素 之 一 ; (ii) 四 面 环 
LN BAR BBA. 

SAB EA EBA, LENGE, PE > WT AB He MY, PC 
难以 增高 。 同 时 雨水 多 , 也 会 抑制 温度 升 高 。 这 可 从 6, 7 月 份 的 平均 气温 看 出 。 在 北 
守 球 契 大 部 分 地 区 ,最 热 时 期 应 在 7 月 , 因 7 AGP STA PRR BLE KAS, BB 
为 7 月 份 雨水 最 多 ; 故 三 年 来 ,月 平均 最 高 多 在 6.8 雨 月 。 

综 上 所 述 , 拉 了 虹 河谷 应 属 放 高原 大 陆 性 气候 。 因 此 有 些 特 别 喜欢 高 温 、 适 应 能 力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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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TED anti te . BE. HEAR. SAS AB SEL FE es JiR AE, (7 PEE in FEE. TE 

| AERA RRS, 均 长 得 很 好 。 两 年 来 在 拉 工 河谷 合 培 植 出 了 近 2 KA 

Aye ese, fe FT 1,200 斤 的 黑 麦 、40 斤 的 诞 花 白 、30 斤 左右 的 冬 牙 下、 南瓜 ， 以 及 含 

糖 量 达 20 和 以 上 的 糖 用 甜 某 等 ,这 些 都 是 内 地 罕见 的 奇 中 。 

(2) 拉 陆 河谷 的 雨量 

拉 革 河 谷 的 年 雨量 , 近 三 年 的 平均 值 为 公 1 毫米 。 雨 量 分 作 很 不 均匀 ,大 部 分 集中 

在 5 一 9 AA, 尤 以 7、8 两 月 为 最 甚 。 本 年 7 月 份 的 降雨 量 为 200.2 毫米 ， 估 全 年 雨量 

的 39.1%, 8 月 份 佑 32.5%, 5—9 月 份 估 99%, 10 至 必 年 4 月 七 个 月 的 降雨 量 只 个 

上 多。 冬 春 气候 干旱 的 情况 ,可 以 想见 。 

拉 评 河谷 的 雨量 ,根据 唐 潜 过 去 所 写 的 “ 拉 陆 之 气候 ”, 其 年 平均 雨量 为 1600 毫 米 ， 

了 36 年 葛 达 5035.5 毫米 。 据 我 们 看 这 个 数值 是 很 不 可 靠 ,其 理由 如 下 : 

1) 以 近 三 年 来 的 雨量 来 说 , 1952 年 拉萨 的 雨量 为 524.3 毫米 ,7 月 份 雨量 最 多 ， 

亦 只 达 204.2 毫米 。 据 当 时 在 拉 陡 河岸 上 水 位 负 查 的 和 结果, 河水 距 拉萨 河 堤岸 条 有 5 

it, HEBER KE ZR, 1953 年 雨量 较 少 ,本 年 7.8 月 间 雨 水 高 度 集中 , HE 

西 郊 布 达 拉 客 以 西 公德 林 以 东 成 为 一 片 汪 洋 , 交 通 断 稳 , 行 人 均线 道 慌 山 而 行 。 同 时 拉 

Be LAG AS) 20 里 东 嘴 宗 一 带 , 不 少 的 农作物 均 遭 雨水 渡 殖 ,而 城内 与 乡间 房 倒 屋 声 者 亦 

ABAD. TK. Ae I BEA ER ACA BAK, 但 今年 降雨 量 亦 只 不 过 有 512.6 oe 

米 而 已 。 

2) 根据 拉 贰 的 土壤 来 看 ,大 部 为 砂 土 及 砂 质 壤 士 。 此 种 土壤 的 物理 化 学 性 质 及 生 

成 , 平均 年 雨量 应 在 500 毫米 左右 ,如 果 年 雨量 能 达 1600 毫米 ,， 则 土壤 应 为 酸性 的 粘 

质 士 , 土 层 不 会 这 样 薄 , 树 木 不 会 这 样 少 ,而 植物 分 做 的 种 类 也 不 会 这 样 简单 。 

3) 据 我 们 数 次 访问 当地 老乡 的 结果 , 均 训 为 今年 的 雨水 在 拉萨 近 几 十 年 以 来 要 算 

是 最 多 的 一 年 了 。 据 东 嘴 宗 76 岁 的 老农 甲 堡 格 桑 遂 ,在 他 一 生 中 过 去 还 未 看 到 像 今年 

这 样 大 的 雨水 。 

根据 以 上 几 点 ， 可 以 说 明 拉 孙 平 均 年 雨量 不 可 能 达到 二 600 毫米 , 更 不 可 能 到 达 
5,000 KT, 

ib Bae TH] ZFS LIBS , SIAN , BEAD, De ED Tes JRE BY PEK , TERRA AEP 

AB Tite » TE ST A OES A A A A BE TO] 2 FEE AB PEK EBT BB 

Ase SERENE 4 KGS A 2TAL6 A 14, QOARIVAS ARK, HHL, 

三 分 尔 。 其 中 以 6 月 20 ARB LKB. IRE, BH Eh 

苗 如 瓜 类 及 藉 叶 等 稍 受 损失 。 

(3) 拉 陈 河谷 的 霜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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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霜 最 早 在 10 A 2 日 ,晚霜 最 晚 在 5 月 12 A 148 A, SEA 

An ERE A OO 个 月 , 它 和 东北 及 西北 甘 表 许多 塞 沦 地 区 的 生长 季节 相近 似 。 根 ， 

据 生长 季节 看 ,一 般 作 物 均 可 种 植 生长 , 有 些 作物 之 所 以 不 适 生 长 , 蓄 非 受 生长 季节 的 
限制 ,而 主要 是 夏季 温度 不 高 之 故 。 

霜 生成 迟早 ,与 所 在 地 的 高 度 与 缚 度 有 密切 关系 。 地 势 越 高 , 姜 度 越 大 ,生长 季节 
亦 越 短 。 日 喀 则 技 海 为 34870 米 , 1953 年 6 月 18 日 售 降 过 一 次 霜 , 许多 出 十 的 洋芋 、 
瓜 类 等 植物 都 被 冻 死 ,其 生长 季节 较 拉 阴 为 短 。 ev 

(4) HORE IN AI Se . 
拉萨 河谷 的 气候 ,在 一 年 之 中 可 以 分 为 雨季 和 王 季 , 已 如 前 述 。 在 干旱 季节 里 ; 云 

量 稀疏 , WE, 本 年 套 1 及 12 月 份 先后 共 降 薄 雪 3 欢 , 12 月 7 日 最 大 一 坎 为 二 0 
毫米 。 在 此 期 间 , 和 契 大 都 分 是 哮 天 或 里 天 , 相对 湿度 在 40—50%, 本 年 荆 月 份 哮 天 36 
H, BK 12 日 , 队 天 3 As AGS A, SKIT A, BRIA: 3 月 份 晴天 6/ 目 , 曼 
天 世上 日 , 险 天 3 日 ;4 月份 晴天 5 日 , 量 天 22 日 , 险 天 3 日 ; 10 月 份 哮 天 25 月 ;县 天 6 
日 ; 1 月 份 睛 天 站 日 , 量 天 5 日; 12 月 份 睛 天 IT 日 , 量 天 攻 日 。 由 上 所 述 , 可 知 拉 蔷 
河谷 在 冬 春 干 季 内 契 大 部 分 是 晴天 ,所 以 世人 称 拉 茧 为 太阳 城 , 实 乃 名 符 其 实 。 

(5) 拉 莉 河谷 的 风向 与 风速 
PETIA AL AL, 南部 稍 和 过。 因此 以 西南 风 为 多 , 西风 、 东 

北 风 和 东风 鼠 之 。 雨 年 来 西南 风 频 这 为 16.2% ,西风 为 13% ,东风 为 12.7%， WALI 
9.8 匈 ; 北 风 很 少 , 颖 率 为 31%; 南 风 更 罕见 , 仅 为 229。 
风速 年 平均 每 秒 3 米 。 1—4 月 份 为 风 季 , 一 月 之 中 有 2/3 的 日 子 为 吹风 日 ， 每 卓 

下 午 吹风 , 沙 庵 飞扬, 能 见 度 立即 减 小 , 行动 及 工作 均 感 不 便 。 最 大 风力 可 运 8 萎 。 杰 
年 6 月 10 日 全 吹 天 风 工 坎 , 当 时 吹 断 了 安 场 西北 的 小 树 好 几 株 ,罗布 林 卡 让 径 在 30 厘 
米 以 上 的 白杨 树 数 株 亦 被 吹 折 。 所 以 在 建筑 方面 ,必须 力求 坚固 ,以 防风 惠 。 

拉 阵 河谷 的 土 层 很 蒲 ,一般 狗 为 30 一 70 厘米 ,最 深 的 也 只 有 1 Hl 
风 林 ,种 植 多 年 生 收 草 ,兴修 水 利 ; 以 保护 农业 生产 。 

Ay (BER SMH HL, ESE AR EA GSA TIES RMA PTO 以 供 

参考 。 
4. MERA RAHA 
(1) 预报 霜 和 防 霜 的 经 验 
据 1936 Ze HO HRE TRAM, BABI 5 月 30 日 , 初 霜 最 早 到 过 9 月 20 日 。 本 

场 霜 期 预报 ,多 根据 以 下 一 些 气象 要 素 刊 断 的 。 在 5 月 中 ,下 名, 每 日 傍晚 10 时 前 先 观 
察 天 容 状 观 是 否 有 去， 再 看 风速 的 大 小 \ 气 温和 气压 的 高 低 及 温度 的 大 小 等 , 这 样 就 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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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 拉 陈 气象 记录 年报 志 
和 = . a mo |@ Fle = 克 bean r ‘ 

Zr 27E = Ze > = 在 汐 区 ns | Gem) | a es | 

1 一 2.6 6.9 |—10.8 0.2 E 3.8 3.2 | 经 对 最 低 为 一 17.1C”， 

2 28.9 11.8 一 6.2 0.0 SW 3.8 4.2 #181348. 

3 5.6 | 15.1 | —3.9 7 Ww 4.4 3.5 | #axtR Ei J 26.8C°, 

4 9.3 | 18.2 0.1 0.9 | SW 3.5 | 4.7 | 6H 16H. 
5 i 21.6 | 4.4 47.8 | SW 3.0 4.6 
6 16.2 | 24.1 9.8 37.6 | W 2.5 6.8 
7 15.2 20.9 10.2 200.2 SW 2.5 8.6 

8 14.1 19.8 9.5 166.3 NE 2.3 7.9 

9 13.9 20.2 8.2 58.6 NE 2.4 6.2 

10 9.3 | 18.3 0.7 0.0 | SW 2.4 1.0 
11 257 12.2 一 7.0 0.0 SW ae 1.0 

12 =0.7 7.1 | -9.3 1.0 | SW 3.4 | 2.3 

512.6 SW 3.0 4.5 FRRMEH| 8.3 16.3 0.5 

| 
ee | | eee ces, 考 
| 26 oi eer LE Fo | CBR) | 米 / 秒 | FH 

1 一 2.4 Ta 一 10.5 40 1.2 3.2 3.2 | 极端 最 低 在 1954 年 上 

2 1.6 11.0 —7.5 42 0.7 3.4 4.4 H,-17.1°C, 

Re 4.6 14.8 一 4.3 41 0.4 3.7 5.0 | mee ez 1952 年 6 

4 8.6 18.0 0.3 43 Sit 3.3 5.6 HW 29.4°C, 

5 13.1 7 We 5.0 50 "26.3 3.0 5.4 

6 15.6 23.4 9.1 58 80.7 2.7 6.1 

Z 15.1 21.7 9.5 68 129.0 2.5 7.5 

8 15.1 21.5 9.8 69 142.2 ans 7.7 

9 13.4 20.6 7.5 68 55.0 2.5 6.2 

10 9.3 19.0 0.4 50 1.0 2.3 1.5 

11 2.9 13.2 —6.6 45 1.0 2.5 1.4 

12 一 0.6 8.7 —9.4 41 0.3 2.6 2.4 

3.3 615 441.0 34.0 57.0 

0.3 

DOE TR RARAAR. SARWAN MEZA UL. BRA EL, SU SK 

降 , 气 压 高 (高 气压 无 风 ) , 湿度 大 等 ,在 这 种 情况 下 , 降 霜 的 可 能 性 就 会 很 大 。 两 年 来 事 

实 的 恋 明 ,本 场 过 去 对 霜 期 的 预测 大 部 分 是 准确 的 。 但 由 放 很 多 条 件 的 限制 ,还 不 可 能 

作 到 百分之百 的 准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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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报 霜 期 是 为 了 事先 做 好 防 霜 的 准备 工作 。 BARR URS. LEP A 
过 的 几 种 : (iD 如 估计 鼠 日 有 霜 ,在 偿 晚 对 植物 进行 灌溉 ,两 年 来 喜 验 的 结果 BOR Es 
(i) 用 复 圭 法 ,傍晚 估计 灵 日 有 霜 时 , 将 刚 出 土 的 幼苗 用 士 复 善 , 次 日 太阳 一 出 再 取 去 

Sis (iii) INE EY), ULM) SERRE TR, ETE, 次 日 再 行 取 去 , 惟 此 种 方法 

只 限 认 小 面积 的 保护 。 以 上 的 一 些 办 法 都 祭 切 合 实用 。 
(2) 增加 入 力 、 补 充 器 材 
本 场 气象 观测 方面 只 有 -人 , 且 稼 管 其 他 工作 , EEE, 气象 业务 扰 形 中 变 成 了 

次 要 工作 。 因 此 对 气象 刀 载 的 人 耐性 还 是 不 够 的 ,同时 对 各 日 的 气象 记录 ,也 多 不 能 按 ， 
月 先 计 整理 。 今 后 应 设法 增添 人 力 以 利 工作 。 

本 场 的 气象 器 材 麦 敌 , 大 部 分 是 过 去 由 内 地 带 求 的 日 有 的 表 竹 ,业已 告 正 。 另 午 缺 
日 照 计 、 温 湿 计 、 草 温 才 、 毛 肾 湿 度 表 等 , 均 醒 待 补 充 , 介 使 本 站 成 为 一 个 较 完 善 的 台 站 。 

(3) 加 强 预 报 工作 ,防止 天 然 僚 害 

本 场 气象 站 在 霜 的 预报 等 方面 , 虽 作 了 一 些 工作 , 只 限 认 局 部 的 气象 因素 , 很 难 作 
到 全 面 。 为 了 使 预报 能 够 准确 且 及 时 , 希 明 年 能 架设 有 缚 电话 ,与 拉 茧 城内 气象 台 站 取 ， 

得 联系 。 
(4) 与 气象 便 导 机 构 取 得 联系 
本 场 农业 气象 站 自 成 立 渤 今 , 始 移 未 能 与 气象 便 导 机 构 取 得 联系 , 因而 在 器 材 上 不 

能 得 到 很 好 的 补充 ,业务 改进 上 也 不 易 提 高 。 从 1954 年 起 , 内 地 所 有 的 气象 台 站 的 观 
测 时 间 、 方 法 及 仪器 的 按 填 等 , 均 依照 苏联 先进 的 新 的 规定 执行 , 本 站 则 仍 照 过 去 的 规 
定 进 行 。 从 1955 年 起 拟 亦 按 新 规定 执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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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 Th REWER EA 
卡 卡 地 区 是 在 江 和 孜 西 北 50 多 里 外 的 一 个 宽 谷 地 带 , 由 年 楚 河 北岸 进去 的 一 ' 条 主 

Fis, BUSAN ED A AA, ETRE RA. SH AB, BP ST RD 

FA WE LAA (Tid He Be BE EAR, 自 150 米 到 400 2k), SUR ARA EAE. TRH Te 
AYE, BEABK PH, MAW AML, MAAS OP. HE AE aS 

高 ,很 少 超过 5,000 KAY, MHA— PUI, MVPS HE HE A BL RAG, TRE 

AE — PABA PS, ALR PE ADA RE, TERA BB 7k 池 来 储 积 泉 
7K, EDRGERIRBL IT, 下 游 水 源 更 为 枯竭 ; FEDERATED a0 HE A, BR 

BA TIORMERE, i FB SER ORT. (SERA-TE_ LUD pS SR, DS 

河 引水 ,不 到 雨季 也 不 会 有 水 下 来 。 
FG Ne ENB, TEL LA, 可 以 引 湖 水 下 来 灌 浙 。 当地 没有 一 个 人 见 过 

此 溯 , 我 们 沿 狗 巴山 沟 登 到 海拔 5200 米 的 当 吗 拉 山 举 上 去 望 附 近 的 山内 ,都 比较 低 , 也 

BAAR, DANTE, TRAD, 品 话 的 人 也 没有 到 过 那 地 

方 ,四 面 都 没有 大 雪山 ,即使 有 湖 , 漳 里 的 水 源 也 不 会 大 ,也 仅仅 是 雨季 积 水 的 水 潭 。 引 
水 源 不 惕 的 湖 , 很 容易 使 湖水 枯竭 ,即使 有 大 湖 , 把 水 引 过 三 重山 来 , TERRORS, MATE 

山顶 施工 ,差不多 完全 是 石 方 ,需要 浇 的 土地 不 会 超过 5000 亩 ,是 不 是 值得 花 这 样 大 的 

工程 来 修 这 条 渠 也 还 是 一 个 疑问 。 
拿 一 般 的 土壤 情 况 来 看 ;除了 属 形 地 的 上 端 靠近 山沟 和 河床 是 石 矶 地 ,不 适 认 耕种 

驴 外 ,局 形 起 的 下 端 与 山区 堆 积 都 是 砂 质 下 土 , 老乡 多 已 开明 为 农田 , 不 过 因为 缺 水 而 
体 并 的 地 特别 多 , 河谷 开关 的 地 方 , 尤其 是 雨 支 沟 会 合成 寅 沟 以 后 ,沉积 了 一 片 很 平坦 ， 
的 名 地 。 在 马 雅 的 东南 就 是 一 大 片 草 翅 子 , 渴 麦 的 南面 又 是 一 大 片 草场 子 , 在 这 些 声 子 

上 仅 放 收 一 些 牛 羊 ,没有 好 好 的 利用 。 但 就 士 质 来 说, 是 比 江 孜 ,车 仁 寺 子 和 在 年 楚 河 
西岸 的 机 关 部 队 的 生产 地 都 要 好 得 多 。 

FES HUGS b, 士 层 很 厚 ， 地 下 水 位 也 比较 车 仁 块 子 要 高 一 些 , 所 以 能 生长 少量 蓝 
草 及 人 参 果 。 由 於 年 年 雨季 沉积 一 层 土 壤 , 又 在 雨季 时 故常 积 水 , 故 表土 皇 灰白 色 。 自 
FAB) 80 厘米 深 处 都 旺 层 状 ,有 锈 斑 , 其 中 大 臻 可 分 为 三 层 。 表 十 为 粉 砂 壤 十 , 干 时 可 
用 手 压 成 碎 粒 , 锡 25 厘米 深 ; 再 下 去 到 45 厘米 深度 便 稍 带 粘 性 ,为 极 秋 的 砂 烙 壤土 ;再 
向 下 到 80 厘米 就 更 粘 , 近似 粘 盘 。 由 25 厘米 深 处 的 土壤 起 , 才 开 始 有 一 些 潮气 ,野生 
植物 的 根 都 要 扎 到 这 一 层 土 的 底下 去 , 才能 得 到 相当 水 分 。 由 认 表 士 每 年 汽 积 加 厚 , 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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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 AS GEG SE ABA ARIE, RRA SIRE LR ARE, Bek 
SL TS ELS > , 士 壤 酸 碱 度 在 7.5 一 8 ZA, BREAN AR, WS EOE 4 BB. 

Fe ECR) AHS oA — BE PY, 我 们 要 注意 如 何 求 得 解决 。 因为 这 种 土壤 不 
WANES, BS AR GIALLO: 而 且 千 构 也 差 一 些 , 影响 到 通气 、 排 水 
不 息 。 开 旦 时 应 候 量 深耕 ,多 多 、 多 存 几 刀 , 以 破坏 它 的 层 状 组 积 , 促 进 土壤 的 风化 , 同 
时 也 增加 了 保持 水 分 的 能 力 。 

卡 卡 的 土壤 是 江 孜 地 区 比较 好 的 土壤 , 又 有 大 片 的 土地 , 引水 灌 浙 的 问题 不 能 解 
决 , 便 不 能 好 好 的 来 利用 这 片 土地 。 山 沟 里 的 水 源 是 有 限 的 ,和 仙 底 的 办 法 还 是 引 年 楚 河 

的 水 , 先 度 低 的 大 片 的 寺 子 , 赤 高 的 地 点 再 用 水 车 由 渠 中 来 引水 。 引 年 楚 河 的 水 , BGR 

较 长 ,工程 较 大 , 升 高 水 渠 有 许多 地 方 要 轻 过 件 山 坡 , 须 进 行 石 方 工程 ,目前 还 没有 条 件 

来 举办 。 待 我 们 能 运 来 大 批 炸 药 开 石 方 的 时 候 , 再 仔 秋 计划 一 条 渠道 。 将 来 修好 水 渠 后 

PRE BE SIS EH FI FF SS, 把 荡 沪 的 山沟 变 成 为 富 能 的 地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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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s AAC ILA F We, Bib 90 HE, eM Imp fn HEHE ALAR SE PY RAS OB 

HOG. SALE ETEUN, RATES ARE Se, TC: 1M RESCH Ih HEA 
SB AEE ASA, BU SP RWHL. FEE AE TO, 我 们 现在 就 利用 这 

FEMME T VELA EW WWAHEAT AEF, VOM ME RIES Bi SOREL BPE AS LAL 
THEE S RUHR SEB AEH, LORRI TAREE, AG DORE , Rep 
TAUB OIE De AAS A, BEL TERR ED TAL, BBA WEE Le A, 
EA AEA SES OAS I, ORS, LOREENA EE eat, 2k ESS 
EB) LARA PRL IATA FE PA, ko RP BEE PR AIIS 
NK , BIE BGR ORO EI. TEDL Sea BL: 
Eh, ORES IRR HESS LIB A, 7 Re 

26 HATE SHOHE SEH, 是 一 片 河流 冲积 地 ， 上 面 又 盖 了 -一 屠 风 积 的 厚 20 厘米 的 
砂子 。 下 面 的 土 丑 有 50 多 厘米 厚 , 为 砂 质 粘 壤 士 ,其 中 有 一 些 锈 斑 , 由 此 可 证 明 地 下 水 
位 论 不 低 , 只 要 作物 的 根 能 扎 到 30 厘米 以 下 就 不 会 受 旱 。 盖 上 这 样 厚 一 层 沙 生长 的 杆 
物 也 很 少 ,地 是 相当 瘦 的 ,要 注意 多 加 肥料 。 上 面 一 层 沙 士 保水 力 很 差 , 在 幼 昔 时 期 还 
得 多 江 几 坎 水 , 才 供 得 上 作物 生长 发 至 的 需要 。 

关 饼 试验 家 场 的 立 地 点 ,最 好 近 择 在 江 孜 附近 。 从 地 域 分 作 上 来 说 ,罗布 钦 采 在 
江 孜 和 日 喀 则 之 问 ,日 喀 则 已 设立 了 一 个 试验 场 , 罗布 钦 采 又 设立 一 个 , MBO ee 
近 , 且 十 地 的 自然 环境 的 差 机 也 不 大 。 而 江 孜 附近 农业 生产 上 的 问题 也 比较 多 ,大 片 十 
地 土质 太 粘 , 婚 须 改良 土壤 , 又 须 改良 耕作 法 方 以 子 补救 。 作物 和 芯 菜 的 种 类 甚 少 ,新 
的 作物 和 蔬 某 品种 的 试 种 也 是 需要 的 。 THOME AES SR, 栽培 牧草 解决 剑 料 问题 更 是 
刻 不 容 绥 的 任务 。 喜 验 农场 必须 设 在 江 孜 附近 在 , 地 方 首长 直接 便 导 下 才能 很 好 的 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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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日喀则 农业 试验 场 设计 草案 

(一 ) 工 作 任务 

未 场 以 雅 重 藏 布 江 流域 为 主 的 后 藏 地 区 宏 、 林 、 收 各 项 事业 的 调查 、 试 验 研 究 为 工 

(EERE ,在 各 项 事业 中 应 首先 就 日 喀 划 附近 地 区 进行 调查 了 解
 ,吸取 当地 生产 轰 验 和 技 . 

术 适 当 的 予以 提高 和 改进 ;试验 研究 方面 应 以 瑟 荣 、 小 麦 、 青 释 和 牧草 为 重点 , 蔬 芝 可行 

武 种 在 当地 可 能 生长 而 富有 营养 价值 的 种 类 如 蕃 罚 HEE. FERRE, HET AREA 

#2 SBE URES. Be AW SIE SIRE TAL. TET RRO A ， 

is HUSA VE BS BP BEAT HER AE ees yi, EC EY FE 

| Fa eh 4 4 AS REPEAL, SP AR ASE 。 林 木 方 面 , 除 大 量 繁殖 

当地 现 有 树种 外 兹 引进 外 种 予以 坛 种 推广 。 在 栽培 方法 上 、 农具 改良 以 及 农田 水 利 各 

方面 应 就 现 有 的 条 件 基 础 ,逐步 的 加 以 改进 及 示 汉 扒 ] aa 

(=)AB tae! 

正副 场 长 各 1 人 

技术 人 员 4 一 6 人 (包括 农艺 园艺、 森林 ,畜牧 各 方面 ) 

总 务 人 员 2 一 3 人 (管理 文书 、 会 计 、 保 管 .出 纳 等 事宜 ) 

技工 4—6 和信 (各 技术 部 门 1 一 2 人 ) 

长 工 12—15 人 (入 一 调配 使 用 ,不 分 部 门 ) 

短工 若干 人 (可 视 临 时 需要 便 用 ,如 便 用 短工 困难 可 酌 量 增加 长 工 名 额 ) 

(=) RR. 4B 

从 小 规模 着 手 EMT TCU A FE PY Fe 200 TH 

宏 艺 作物 (包括 牧草 \ 刨 料 作 物 ) 80 Hi 

蔬 茶 作物 (包括 温室 、 温 、 洽 床 地 积 ) 60 亩 

果 BY (ALTAR TATE) 20 Hi 

Re PR LTA KAR TTA) 40 亩 

役 畜 12 Pe (FR BENG 8 匹 , 公 妇 牛 各 2 PE) 

猪 站 头 ( 包 括 公 猪 五 头 , 母 猪 20 头 ) 

cae 50 R (MIG ASEAR , REREIS 15 RB ) 

= s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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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 Bex 

场 长 室 及 会 客室 3 间 PAIGE =. 工 栋 (长 12 米 ， 寅 2.4 
技术 人 员 办 公 室 3h 米 ) 
BSA BDA 2 fil BEE RE 1 (de 6 K, HE 24 
考 种 室 3 fal 7 

ae aE 3 fil 猪 圈 10 间 (每 间 长 寅 各 2.4 
sik SE 5 fi 米 ) 

农具 室 2 fal Fs 3 Tal (4 BABY 2.4 米 , 长 
i fia) SF 2 fel 4) 

ta & 若干 六 Wes 14 

(5) Ba s— aS RS 
2 FKP (AH) 6 个 Tes 3% 

BAT AS Ain itl ) 1,000 个 麻袋 30 个 
PEAS (BEAK ) 2,000 4 Fe 2A 
MMAR (KA) 24 AU 2 只 
Kp RE 24 + FAH 40 把 

KAGE > AYZB ARE 10 把 

BR (60 AR) bei Sk 20 个 
钢 尺 (2 公 尺 ) 6 4+ PEK 20 把 
KR (30 公分 ) 6 个 CAEL) 2 二 
TRE 6 个 ca: ae 2 ti 
大 小 剪子 6 把 ee iw 34 
Fu 6 把 $i) #7) 1H 
砍刀 4 把 刷 马 用 具 2 套 
By AEBS 5 把 挤 奶 桶 2 个 
切 接 刀 生 把 PER 2 个 

芽接 刀 4 #0 和 猪 去 势 器 1 套 
小 刀 4 $0 2 AH 5 个 
BSF KFS IM. 100 & Re Fly tl 3 个 

最 高 最 低温 度 表 只 GR TK 3 个 
雨量 简 人 PRR HA TOK) 60 9K 
划 行 豆 24 ASB fe 20 个 



472 am KR HE BBR 

PE ESBS 1 具 短 绚 第 套 及 收获 股 粒 用 具 ”酌情 制备 

HB Bie is 14 | 

( 附 ) 和 小麦 试 种 设计 草案 

(一 ) 冬 小 麦 品种 比较 观察 试验 
今秋 应 派 专 人 向 拉 陵 先 支 管理 局 索取 各 种 冬小麦 品种 ， fe kr 

RRA ORE MASE A, Aba eT DE , ABR 

APY FA AE AHR BA BEA IY PY $2 TD EAT AML, 47 12—15 Re EK) 4 

距 一 尺 条 播 ,每 行 播种 量 按 每 雷 16 FHA, BRKX, FEE, 每 第 三 区 或 第 五 区 空 “ 

四 行 ,留待 明 春 播种 本 地 春小麦 做 为 对 照 区 ,借以 比较 春小麦 和 冬小麦 的 生 至 产 量 和 品 
re 

(=) Sp HSM 
用 一 个 或 雨 个 种 籽 较 多 的 冬小麦 品种 进行 试验 ,试验 区 的 大 小 视 种 多 数量 而 定 , 播 

种 期 可 暂 分 为 四 期 ,或 将 最 后 一 期 取消 改 为 三 期 ,期 别 如 下 : 
(1) 9 月 上 名, 白露 前 ; (2) 9 月 下 旬 , 秋 分; (3) 10 月 上 名 ,寒露 ; (4) 10 月 中 ， 

霜降 。 E 
行 长 1 匠 _20 尺 , 观 具 体 情形 酌 量 订 定 ,行距 一 尺 , 每 小 区 10_20 行 ,播种 量 接 每 雷 

16 斤 言 算 ,条 播 ,重复 四 次 秋 未 应 进行 灌 冻 水 ,次 数 视 实际 需要 而 定 。 
(=) MARA REE 
共 分 四 个 试验 区 如 下 : 
(1) 冬小麦 灌 冻 水 ; (2) 条 小 麦 不 灌 冻 水 ; (3) 各 季 休闲 地 灌浆 水 ，(4) Zep 

开 地 不 灌 冻 水 。 
随机 排列 ,重复 四 次 ,小 区 面积 祝 具体 情形 酌 定 ( 锡 雨 分 地 左右 ) ,以 长 方形 为 佳 , 行 

距 -一 尺 条 播 ,播种 量 以 每 雷 16 斤 计算 ,和 小 麦 播种 期 多 在 9 月 中 旬 或 下 旬 。 
( OO) BBS AER KR be BRE BS | 
Ae CBW CHENG BRD) ERY, HERE SUPA RAE HE Die AS HE VK PRR, BI BAS 

EAT OBIE RK AUER. PTAR LK tice SF Rb ea BRA 
期 间 的 观察 和 产量 比较 。 小 区 排列 规划 参照 前 列 试 验 的 设计 情形 。 



十 五 ” 江 攻 农业 试验 场 设计 草案 

(一 ) 工 作 任务 

本 场 以 年 楚 河 流域 及 山南 地 区 农林 牧 各 项 事业 的 调查 、 试 验 研 究 为 工作 范围 。 在 

工作 步 又 中 ,应 先 就 江 孜 附近 地 区 进行 调查 了 解 , 吸取 当地 生产 茎 验 及 技术 , 适当 的 子 

以 改进 或 提高 ;试验 研究 方面 应 以 蔬菜 、 青 牺 、 小 麦 及 牧草 为 重点 , 除 就 地 取材 先行 搜集 

本 地 区 现 有 品种 进行 比较 观察 及 选 种 外 ,应 同时 自 外 地 引 达 新 种 试 种 , 北 示 范 推广 ,如 

be AE PASH i. HESS Pa De, PAE. EES, 此 外 针对 当地 外 料 缺 乏 情 况 ， 

应 行 大 量 试 种 、 繁 殖 曹 荐 , 兹 搜 集 当 地 野生 的 禾 本 科 、 豆 科 牧 草 进行 坛 种 推广 。 造 林 方 

面 ,应 重视 新 树种 的 试 种 推广 和 建立 防风 林带 。 至 如 一 般 栽 培 方法 .农具 改良 以 及 农田 

水 利 各 方面 应 就 现 有 的 基础 条 件 ,逐步 的 加 以 改进 及 示范 推广 。 

(=)AB Ril 

正副 场 长 各 一 人 

技术 人 员 三 至 四 人 (包括 农艺 、 园艺、 森林 、 冀 牧 各 方面 ) 

总 务 人 员 二 至 三 人 (管理 .文书 、 会 计 、 保 管 .出 和 纳 等 事宜 ) 

技工 三 至 四 人 (各 技术 部 门 一 至 二 人 ) 

长 工作 至 十 人 ( 航 一 调配 使 用 ,不 分 部 门 ) 

短工 若干 人 (酌情 候 用 ) 

(=) RES 

ARGS B BUI Ee HE ASG HLA A RE, DY FES EA TR, 地 积 150 亩 左右 

〈 房 舍 建 筑 地 基 不 在 内 ) ,各 种 作物 的 栽培 地 积分 配 如 下 : 

宏 艺 作物 (包括 牧草 及 其 他 但 料 作物 ) 50 i 

BRAVE (C5 lin SE U3 RADAR) 50 i 

RRC ELTA TATA) 30 Hi 

AOL TER TA) 20 TH 

AH 8 一 10 PU IGER KS 4—6 匹 , 公 母 牛 各 2 一 3 匹 ) 

BE ”20 头 ( 包 括 公 猪 四 头 , 母 猪 16 头 ) 

$5 ”40 只 (包括 公 稀 五 只 , 母 鸡 35 只 ) 

若干 头 (可 酌情 个 养 山羊 及 物 羊 ) 



(DO) Bees 

场 长 室 及 会 客室 3 fi fap 

技术 人 员 办 公 室 2 fil 宿舍 

总 务 人 员 办 公 室 2 fil Be NS We 

” 考 种 室 2 fal bats 

措 藏 室 3 fi 5 

Wey Fe SE 。 2 fil 晒 声 

农具 室 2 Rae 

(五 ) 建 场 应 购置 的 初步 设 | 

| AUER (KE) 4 4 FMB fe 

Pe AS AH) 1,000 个 最 高 最 低温 度 表 

MEAS 2,000 个 Mis ie 

发 芽 玻 璃 由 100 套 Ay 

MAE (KA) 2 个 fu 

BERR (K.b) 2 4 KAD 

 THER(K) 2 个 小 平 码 

皮 尺 ( 五 十 公 尺 ) 1 个 $k 

RAR (ZAR) 4 个 DER 

米 尺 (三 十 公分 ) 4 个 Kit 

TKR 4 个 小 土 车 

剪子 4 个 Be HY 

S54 4 个 出 草 刀 

I) 4 个 will HS FL 

BY ALB 4 把 +R 

切 接 刀 2 把 ng 

芽接 刀 ee : 

砍刀 4 把 AK HY ae 

划 行 器 2 个 Tet 50 米 | 

Peli (HK. Ar) 2 个 SEA MEAS BCH AL FB EL Tle, 

Whi AS 30 个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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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建 场 后 应 进行 的 初步 工作 

根据 车 仁 寺 子 范 地 的 情形 , 建 场 后 应 先进 行星 地 , 在 第 一 年 以 50 亩 左右 为 限度 ， 

精 整 后 准备 第 一 年 栽培 试验 作物 用 , 汞 将 可 能 发 展 范围 先 加 以 固定 以 及 修整 水 渠 , 此 外 

可 利用 余 眼 进行 附近 地 区 的 调查 了 解 工作 ,同时 在 江 孜 辖区 内 发 动 各 级 干 部 搜集 各 种 

安 、 园 艺 作物 及 林木 种 籽 , 在 第 一 年 先行 品种 观察 建立 原 种 围 , 落 试 种 比较 有 栽培 希望 

的 新 作物 种 类 如 冬小麦 等 。 在 秋 未 建设 温 、 沦 床 及 一 部 永久 性 高 屋 温 床 ,准备 来 春 育苗 

及 栽培 用 (温室 可 上 组 修建) 又 应 在 冬 未 准备 树木 插 条 ,以 便 春 初 大 量 插 条 繁殖 林木 ( 杨 

柳 ) ,具体 的 试验 设计 应 视 搜集 及 引进 的 种 类 和 品种 数目 的 情况 制订 。 



w a 本 vee eS > oh, > 5" ie, ee ey 7 ase ” 

TK BeBiRA Baley: SS 

Hee eS AW LT SA HE SAT A ARF WEY 
BSR SSR oh EDT ELSIE, 0 LR IIE TB. Be 
BEWARE 5 月 15 IESE, HHL 27 AGS 8 15 ASRS, SHE 4D JOS 11. A SE 
RS a AMR 18. J AVAIL INT Ae AF SLO AT EB 25 人 外 ,其 余 
43 PRES SH MEPIS HE. 

(—) 学 员 数 额 

日 喀 旭 各 宗 23 A, 江 孜 3 人 , 麻将 宗 2 人 , 林 则 宗 2 人, 羊 作 并 宗 2 人 ,过 多 宗 工 
AWS A, WARE LA BE A A, 三 十 九族 6 人, 黑河 5 人 , 拉 了 2 人 ,山南 了 人 ， 
汉族 5 人 ,共计 72 人 。 

ery) 学 员 区 分 

以 地 区 分 一 一 来 自家 区 53 A, HHA 78%; 来 自 收 区 14 A, fh 22%, 
以 性 别 分 一 一 男 学 员 70 人 , 估 公 体 97%; 女 学 员 2 NA, th 3%, 
以 年 龄 分 一 1247 岁 不 等 , 30 岁 以 上 者 4 人 入, 145%; 20 岁 以 上 者 王 人 ,个 

11% ; 20 岁 以 下 者 13 A, th 18%, 
以 文化 程度 分 一 -有 文化 者 38 人 , 估 53% ; 无 交 化 者 34 人 , 估 47 多 。 
(=) 教学 课程 
Bie BEAR 24 小 时 ,实习 10 节 ; 普 通病 24 小 时 ,实习 18 RE IE 16 小 时 , 实 轩 

6 节 ; 传 染病 36 小 时 , 实 屠 10 节 ; 解剖 学 18 小 时 , 实 避 8 节 。 
共计 学 加 118 小 时 , 实 改 52 45 (445 1—3 小 时 )。 

(四 ) 学 到 制度 
每 早 雨 小 时 小 组 讨论 ,早饭 后 上 课 雨 小 时 ,中 午休 息 , 下 午 一 节 实 履 , 晚 饭 后 集体 文 

娱 活动 及 一 小 时 集体 温 刺 ,平均 每 日 进行 了 小 时 学 如, 星期 大 补课 或 基 授 政治 如 程 。 
(五 ) SBE 
每 晚 由 教务 棚 召 开 荣 报 会 ,借以 了 解 研究 当日 学 习 生 活 事项 。 
每 星期 六 教务 组 进行 政治 学 习 及 生活 检 诗 会 议 ,每 天 由 主讲 教员 召开 小 组 长 联席 

会 议 , 收 集 学 如意 见 , 北 人 置 讨论 题目 ,不 定期 举行 点 名 ,以 批评 、 表 揭 求 教育 学 员 。 
(六 ) 教学 方法 
1, 探 取 形 象 教学 的 办 法 ,以 实物 实例 训 解 示范 ,学 员 亲自 操作 ,以 能 做 到 、 说 到 为 目 



te Pee eee eat eee Meee eo) Eee Se 
v 了 

BSN RESTA A BaD BRR ye 

PN. APF ERS A A SD a, AR ERB BIT RE 

疗 等 。 
2. pila RIBS, FICHE SE, ERE iE BA OAS 

25 ACE A aL IE US SCORE BA, SE BS HT OK 
推动 学 加。 

3. 认 课 时 除 配 以 茂 文 翻 至 外 ,从 翻 即 藏 文 府 义 辅导 教学 。 
(七 ) 课外 活动 
1. 每 日 午后 值 过 辅导 教员 便 导 文体 活动 , 计 有 : 
(1) URARAE; (2) 人 民歌 曲 ; (3) 足球 比赛 ; (4) 集体 游戏 ; (5) 自由 活动 如 搂 

克 、 乒 乓 球 、 克 郎 棋 、 游 泳 等 。 
2. 开学 典 乔 “七 一 ”及 毕业 典 乱 均 有 藏 汉文 版 壁 报 活动 以 碍 庆 祝 。 
3. 假期 中 组 积 师 生 和 集体 活动 , Wn RARE. AH. SIM SS, BALE EE 

干 学校 及 铁 木工 厂 等 。 
4. 放映 绿灯 灌输 一 般 科学 卫生 常 哉 , 介 帮 内 地 建设 及 革命 故事 , 进行 反 帝 妥 国 教 

fi. 
5“ 五 四 "“ 七 一 "“ 八 一” 及“ 和平 解 放 西藏 办 法 协议 签订 ”等 节日 , 师 生 均 参 加 了 
庆祝 会 , 落 共 解 节日 的 意义 ,使 其 对 革命 各 阶段 有 所 认识 。 
6. 粗 各 报告 会 以 提高 同学 们 的 政治 如 规 , 如 西藏 致敬 团 柳 霞 团 长 报告 内 地 情况 ,使 

同学 们 更 进一步 训 夫 祖 国 的 伟大 。 
7. 每 因 藏 历 节日 均 放假 , 兹 组 秩 师 生 集体 活动 ,如 游 林 卡 (公园 )、 看 藏 戏 、 朝 拜 达 各 

等 ,以 千 重 少数 民族 风俗 慨 惯 ; 搞 好 民族 间 的 团结 。 
8. 利用 课余 时 间 开 晚会 ,如 新 旧 同 学 联欢 会 ,演出 25 项 节目 ,“ 到 牛 场 去 ”一 剧 , 颇 

EAI, 
( 八 ) 生活 问题 

1. ADE BAG EIR RW RS, BEI SCE AAR RA 
EDERAREH, UR A RI BUES), 防止 不 良 习气 的 发 展 小 蘑 术 生 常 识 , 使 自 
党 的 改正 。 “ 

2. 以 表 揭 为 主 ,进行 实例 教育 ,如 拾 物 交 肥 、 勤 於 劳动 、 绥 力 学 避 者 均 得 到 表 提 ,站 
风 和 给 毛 主席 纪念 章 等 以 示 奖 励 ,以 期 培养 学 员 的 新 道德 . 

3. 藏族 学 员 妥 吃 酥油 、 糙 码 \ 肉 类 ,部 分 学 员 不 加 惯 吃 大 米 、 面 粉 及 代 食 粉 。 在 伙食 
方面 ,我 们 仆 量 调换 以 照 需 藏族 学 员 的 生活 避 惯 。 

4 学 员 的 保健 问题 , 轻 病 到 医院 治疗 , 重病 者 住院 , 薄 组 缕 同 学 检查 身体 、 接 种 牛 



478 PA Om HE OO HOO OR HE 

Fi VOORHEES SURE, 
(A) RR 
1. FHI BES BOE IMIR, KATES TIME BBLS 
2. BASLE BEST ROCHE, 
3. 早 来 的 学 员 学 会 汉 话 百 句 ,一 般 能 俩 会 汉 话 意 义 。 
4. 初步 懂得 卫生 常规 , 每 日 进行 洗脸 刷牙. 洗 头 、 洗 胡 服 .扫地 等 必要 的 清洁 ,站 以 

DDT BEER T e¥-. pone 
5. BABIN ABS ONCE AAT BA, 
6. BINT Bas IER), wo” “A A, EB 
7. 在 业务 课程 上 的 收获 : 
(1) 初步 懂得 了 家 畜 的 科学 管理 和 蚀 养 常识 。 
(2) 一 般 内 外 科 病 均 能 重点 医治 ,如 较 伤 , 肚 痛 等 。 
(3) 了 解 了 畜 体 构造 及 生理 作用 , 蔓 发 了 对 学 理 的 认识 。 
(4) 对 主要 的 七 种 传染 病 均 能 辩 哉 ,小 能 进行 打针 预防 。 
(5) 了 解 了 防疫 知识 ,对 消毒 . 毁 属 禁 运 等 方法 , 均 能 掌握 。 
总 之 ,学 到 了 应 有 的 防疫 知识 ,全 体 学 员 中 个 人 最 高 成 炳 平均 99 分 ,小 组 最 高 成 策 、 

平均 89 分 ,全 体 总 平均 86 分 ,为 发 展 西藏 畜牧 事业 和 质 定 了 初步 基础 。 
(+) 几 个 和 转 点 
1. 学 员 计 :西藏 过 去 有 人 医 没有 兽医 ,性 冀 受 到 很 大 的 损失 ,这 说 明 估 有 46 万 平方 

里 的 广大 牧区 是 如 何 需要 科学 技术 。 
2. 72 个 学 员 来 自前 后 两 藏 ，8 个 地 区 , 53 个 宗 ,几乎 奖 作 西藏 各 地 , 这 些 学 员 蛙 业 

回去 均 起 作用 。 
3. 由 共 年 龄 和 文化 程度 的 差别 , 探 取 相 互 辅 导 和 反复 教学 方法 ,以 期 达到 教育 的 目 

的 。 
4. 学 员 来 自 各 地 , HSMP, 翻译 工作 不 能 达到 详尽 理解 ,因此 组 积 翻 弃 小 组 

与 同学 交流 方言 ,以 期 达到 听 懂 为 原则 ,以 配合 教学 。 
5. 为 了 达到 学 驾 目 的 , 探 取 课 程 学 避 和 廊 娱 活动 落 重 的 原则 ,使 学 员 不 致 感觉 学 名 

REL. 
6. 藏族 同胞 很 重 感情 , FEE 2 AEG dT ee ERE RISE, 正 

如 学 员 所 说 ,先生 像 母 亲 , 我们 不 愿 离开 先生 ”, 这 是 表示 藏 胞 湾 厚 的 情感 ,也 表示 民族 
间 的 团结 。 

7. 阶级 在 学 员 思 想 中 是 显著 的 存在 着 ,对 趴 族 子 弟 生活 上 的 昭 郑 是 必要 的 ,否则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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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固然 感觉 不 痛快， estat aed 
(+—) ERRAl 

1. 搞 好 师 生 关系 是 保证 教 好 学 好 的 关键 。 师 生 间 建 立 了 感情 后 ,才能 彼此 个 重 和 
该 解 。 如 在 教学 上 ,教员 反复 耐 必 的 教授 , 在 生活 上 与 学 员 打成一片 , 学 员 有 病 时 教员 
拿 出 大衣、 毯子 站 亲自 下 手 做 学 员 肌 吃 的 家 乡 侨 一 一 糙 存 糊糊 一 一 晚 归 的 学 员 吃 人 饭 时 
先生 亲自 热 伺 的 行动 ,使 同学 感动 的 说 ; “先生 像 母 亲 ”。 星 业 将 分 手 时 ,学 员 训 “先生 到 
我 家 乡 去 吧 , 那 儿 的 牛 羊 比 这 儿 还 多 ”; 有 的 说 :“ 先 生 和 我 一 志 去 内 地 ,我 们 就 放 必 了 ?”; 
有 的 说 :“ 我 回去 后 一 定好 好 学 驾 , 仍 要 来 周 娃 ( 即 指 血清 厂 所 在 地 )”; 有 一 个 小 孩子 朋 
错 夫 走 说 :解放 军 要 办 这 样 的 学 校 ,我 还 来 "; ELBA 

2. 在 教育 上 应 依照 藏族 青年 的 特点 ， 进行 教育 , 青年 们 富 於 感情 ,尤其 是 和 人 与 人 的 _ 
CUA URL SESE MR MER, 好 动 不 好 静 , 对 芯 新 的 事物 善 认 效仿 ,所 以 给 我 们 确定 了 教 
SE ATE SORE — kA Sh, 才能 使 青年 得 到 一 定 的 收获 。 在 教学 上 促 可 能 的 以 实 
物 实例 教授 ,如 去 家 冀 诊 疗 所 实 慑 珍 断 及 较 伤 治疗 。 在 生活 上 对 学 员 嫖 赠 、 打 架 不 遵守 
校规 的 行动 , 促 量 加 以 劝导 , 如 绝 常 讲解 花 柳 病 知 识 及 观看 普 菌 图 片 等 ,以 科学 道理 计 
ARIES), “OPE WS, 在 文娱 ee 20 兰 , 举 行 对 外 足球 比 
HES 次 ,对 内 30K, 看 电影 10 其， 参加 “五 一 ”“ 七 一 “人 用- 一 ”十 一 "等 集会 晚会 ,小 
”由 学 员 自 己 三 导 "到 牛 厂 去 "一 剧 , 使 有 丛 基 青年 活动 的 行 nec A MSIE 

3. HEARD Be RAMEE DG RAK HEAR , WEAR AB JE Ta EE LY ee, 
IA GE ASAP, 西藏 民族 的 怀疑 , 加 之 政权 工作 未 开展 等 影响 ,工作 的 广泛 及 深度 条 
喜 不 到 。 故 在 蔷 班 中 对 学 员 管 理 形成 许多 困难 ,如 学 员 来 自前 后 藏 ,大 都 是 藏 政府 派 学 

。， 差 来 的 , 抱 有 怀疑 心理 及 观望 态度 ,突出 的 是 “ 怕 当 解放 军 "“ 怕 去 内 地 ”的 思想 估 主 要 
成 分 。 他 们 学 过 一 个 时 期 后 ,了解 “ 解 放 军 不 打 作 不 轧 人 ”， 由 不 安心 塌 为 任性 放 粥 , 嫖 

«SST ZAR, ASSP BBLS, TE OE Eg, RE BE IRB ABI A, AER BE 

道理 的 想法 ,造成 汉族 干部 “ 属 话 无 效 " 的 情况 。 如 果 有 藏族 干部 参加 管理 ,我 们 相信 

会 好 些 。 



十 七 “1952 年 6 月 至 1955 年 2 月 的 农业 工作 简 千 - 

一 。 工 作 情 况 概 述 

EAH 195226 6 月 有 机 会 参加 前 中 央 文 委 会 西藏 科学 工作 队 赴 西 藏 工作 ,当年 10 
月 问 随 队 到 达 拉 萨 。 1953 年 1 月 由 西藏 工 委 主 持 , 在 西藏 科学 工作 队 的 协助 下 , 成 立 
了 “ 拉 曾 宏 业 坛 验 场 ”笔者 由 1953 年 1 月 起 至 1955 年 1 A, 在 拉 划 家 场 工作 了 雨 年 
S— > A, A 1953 年 11 月 起 , 往 任 该 场 副 场 长 ,参加 了 读 场 建 场 工作 ,站 便 导 该 场 进行 
了 各 项 试验 研究 工作 。 

1955 年 1 月 22 日 笔者 在 拉 莉 家 场 的 工作 任务 已 经 告 一 段落 , BME BK RE 
FISHY 3 月 1 日 返 抵 北京 。 由 1952 年 6 月 到 1952 年 10 月 ,这 一 期 间 主 要 在 行军 调 
查 ,由 1952 年 11 月 至 1953 年 4 月 阔 在 拉萨 开办 安 业 技 术 干部 如 和 糠 班 。 在 这 一 时 期 笔 
者 和 科学 工作 队 同志 个 工作 生活 在 一 起 , 关於 这 一 阶段 的 工作 , 科 工 队 已 另 有 书面 报 
告 ,不 再 重 述 。 现 将 在 拉 库 农场 期 间 的 工作 简 述 如 下 。 

=. 工作 中 的 主要 成 果 和 轻 验 教训 

(一 ) 主要 成 果 
除 笔 者 在 进 藏 期 间 一 面 行军 ,一 面 沿途 考察 在 路 上 租 误 了 将 近 四 个 月 以 外 ,其 余天 

ABMS HLS HE ABET AR READE TE. WES DDK, 在 党 和 西藏 工 委 的 倾 
导 下 ,工作 上 主要 有 如 下 一 些 成 果 和 收获 。 

1. 25 种 以 上 新 的 蔬菜 种 类 在 高 原 试 种 的 成 功 一 - 拉 际 农场 自 1953 年 1 月 成 立 以 
后 ,我 们 序 展 开 蔬菜 的 引种 试验 。 1953 ~1954 年 中 合 自 东北 、 华 北 、 西 北 等 地 及 苏联 、 
印度 引进 蔬菜 40 种 ,法 180 个 品种 ,其 中 有 25 种 蔬菜 (包括 瓜 类 中 的 西瓜 、 甜 瓜 \ 黄 瓜 、 
MAL A IS HRA. HHT. PH: TORINO oT 
DARA PATA GRATE) BORE b ARIAS. BIER PESOS Hao NE Bh 
GEAR SORE FEAR. BGG AS ACT DH SAS) RR AEAR COAT AS SEUEBE a AS Pe 
及 花椰菜 等 25 种 以 上 ) ,包括 120 PAB, SUUBRAR ADE HLM SPE A BIE, 
Bev SP A de Bh» SS HE ESAT UO EL Id 
ROWED PEW ARIS, EDS RAEN BRCM) PRA MO, 
三 种 蔬 茶 因 需 温度 相当 高 必须 在 温室 或 温床 中 栽植 始 有 满意 的 收获 外 , HE Pe ABB 

* ， 张 乞 增 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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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可 在 露地 种 植 。 有 的 通过 温室 或 温床 育苗 后 , 印 可 在 田中 进行 生产 ,其 中 阔 有 不 少 种 

类 的 蔬 荣 如 番茄 、 PS. I ES A FERS UE ER A BSA ， 

通过 这 一 事实 , 悦 明 西藏 高 原 的 土地 和 祖国 其 他 许多 土地 一 ' 样 的 富 能 可 受 , 用 事实 蛙 斥 

了 过 去 一 些 人 对 从 西藏 自然 环境 方面 一 些 不 正确 和 钳 误 的 识 埠 ,不 但 加 强 和 提高 了 进 

藏 人 民 和 解放军 和 工作 人 员 建 设 新 西藏 的 信心 和 决 必 ,同时 也 担 高 了 践 族 的 自 符 心 ,在 政 

治 上 起 了 很 大 的 影响 ,进一步 提高 了 党 和 毛 主 席 在 少数 民族 中 的 威信 。 

2. 农作物 和 禾 革 试验 又 提高 了 一 步 - 

庄 巧 生 和 张 觉 等 同志 裔 计 的 基础 上 ,对 於 各 种 试验 产量 的 精确 度 与 稳定 性 方面 ,及 新 引 

进 的 许多 新 作物 品种 对 於 高 原 特 丈 气候 条 件 的 适应 性 及 栽培 方法 等 方面 ,又 得 到 了 进 

一 步 的 提高 ,明确 了 今后 高 原 上 农作物 发 展 和 努力 的 方向 。 同样 在 政治 上 也 起 了 很 大 

的 影响 ,为 今后 发 展 西藏 农业 提供 了 有 利 的 条 件 。 
A> 

REA MAL ATR IR MR. ZEDERUNR ABR WR 

oF bel 45H Ed py BEER Pk. ESE, 但 这 些 果 树 都 是 从 印度 或 锡金 等 地 引进 来 

9, 1953 ~1954 雨 年 中 拉萨 安 妃 用 播种 法 培育 了 大 量 桃子 及 胡桃 的 实生 苗 , IES 

引进 了 数 百 株 华 果 、 梨 等 嫁接 过 的 二 、 三 年 生 的 苗木 ,为 令 后 发 展 果树 事业 贫 定 了 基础 。 

在 培育 森 宁 昔 林 方面 , 1953 年 自 西北 引进 中 国 槐 、 洋 宰 、 臭 椿 、 合 欢 . 苦 栋 、 侧 柏 、 梓 树 等 

种 树 ,播种 后 在 1954 年 继 观察 结果 ,其 中 以 中 槐 及 洋 槐 生长 最 佳 。 1954 年 明 取 藏 胞 

植树 造林 的 轰 验 , 先 年 在 土 层 很 浇 的 石 矶 地 上 来 用 挖 灌 客 土 , 来 年 春季 进行 插 植 及 全 田 

灌水 的 方法 来 植 造 杨 、 宛 林 , ELBA RES UE RIE BI FA rR eA SEA 
“为 优越 。 芝 一 成 功 经 骏 , 为 今后 在 河谷 石 矶 地 带 植 造 防护 林 提 供 了 有 利 的 条 件 。 

4. 对 高 原 自然 环境 有 利 因素 的 初步 如 埠 一 一 在 雨 年 多 的 城 验 研 究 及 生产 实 足 中 ， 

我 们 发 现 西藏 高 原生 长 着 的 不 管 是 安 作 物 或 是 园艺 作物 ,都 是 长 得 那么 高 天 丰硕 ,而 产 

量 又 是 那么 惊人 ,我 们 就 会 联想 到 这 是 “为 什么 ?” 现 在 经 过 十 年 的 体会 ,我 们 初步 襄 埠 

到 , 这 是 高 原 特 殊 有 利 Ae oh weg 例如 高 原 的 长 日 照 Gee 
车 , 拉 际 赣 不 属於 长 日 照 地 区 ,但 由 钛 高 原 雨 量 较 少 ,全 年 天 气 暑 多 险 少 ,所 以 就 成 长 年 

晶 照 在 2,900 小 时 以 上 的 长 日 照 地 区 ) ， niaieteatinh Be a SE MC LE Aa 
Cig ERE 等 ,都 是 对 许多 植物 生长 有 利 的 自然 因素 。 而 这 些 有 利 的 自然 因 

素 , 也 正 是 高 原 农 业 生 产 上 淤 在 力量 之 所 在 ,这 就 为 今后 西藏 安 业 建 坡 方面 提供 了 最 有 
利 的 条 件 。 

5. 农业 技术 干部 的 培养 , 和 农场 试验 研究 基 磺 的 偶 BREA MEE 1953 
SREY 4M ALATA HY 7 me yer ma vcereacene 在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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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将 近 50 个 工作 人 员 中 , BR SEHR CSE ART Be RA JOBS , (TET ARSE SE BR 
“CREDO P. EIA APB, Scoble LA eee ae enh 
站 已 掌握 高 原 安 业 生产 的 特点 ， 及 适宜 放 高 原 的 一 些 特 殊 的 耕作 方法 。 ASIST 
10 余 个 藏族 男女 青年 , 如 女工 笃 仁 卓 玛 已 能 掌握 温床 青苗 及 番茄 等 整枝 技术 。 安 声 在 
短 短 的 两 年 历史 中 ,已 完成 了 宿舍 办公室、 标本 陈 烈 室 、 盒 库 、 褒 房 等 百 余 间 , 此 外 汪 建 
成 了 温室 、 温 床 及 园 定 菜 庆 等 一 系列 的 基本 建设 。 农业 气象 站 自 1953 年 1 月 1 日 建 
站 ,已 经 积累 了 十 年 的 气象 碍 料 。 在 技术 干部 的 培训 及 基本 建设 方面 ,都 为 农场 今后 内 
乱 向 前 发 展 质 定 了 基础 。 

6. 农场 雨 年 试验 研究 的 结果 ,对 锥 西藏 农业 生产 上 起 了 示范 和 推动 作用 一 一 雨 年 
来 必 场 的 许多 安 作物 、 蔬 菜 作物 及 森林 果树 等 的 试 种 成 功 , 在 入 藏 部 队 开幕 生产 及 藏 胞 
安 业 茎 营 中 ,都 起 了 积极 的 示范 和 推动 作用 。 如 丰产 、 抗 着 力 强 的 武功 774 及 了 号 春 
DE RULE ERE APRN, BEART ENN AUR AE EB A, Se 
民 是 不 懂 这 些 技术 的 , 进 藏 部 队 中 也 非常 缺乏 这 种 知识 和 轻 验 ,现在 拉 际 城内 的 藏 胞 及 
东 嗓 沙 帽 姑 朽 的 菜园 中 ,已 开始 用 温床 培 青 番 荐 和 甘蓝 荣 苗 , 几 家 热心 安 业 的 民族 大 产 
阶级 如 邦 达 昌 、 察 哉 等 已 经 集 碍 准备 和 我 们 合作 开办 机 耕 安 场 。 解 放 军 部 队 中 , 正 以 圳 
为 单位 迅速 推广 和 人 发展 温 床 青 昔 和 建筑 全 窘 的 工作 , 番茄 在 大 田中 已 普 吉 栽植 。 此 外 
由 芯 推 行 十 字 花 和 蔬菜 的 隔离 探 种 ,和 瓜 类 实行 人 工 辅 助 授粉 的 技术 ,已 大 大 沽 少 了 因 
PRE RE ME ba ACS ee HB A RAB HE MR SHE, 

7. LF es Be RE Bee A el —— EE 3% a FB Wy Be SEE TE WY ES 
下 ,两 年 多 以 来 在 拉 际 的 工作 阶段 中 , 和 安 场 公 体 同志、 各 狗 的 倾 导 及 农场 周围 的 藏 胞 
等 ,相处 咕 极 为 融洽 ,愉快 。 在 工作 中 员 有 困难 时 , 依 先 组 积 , 只 要 解释 请 楚 明 白 ,没有 
得 不 到 解决 的 。 所 提出 的 工作 计划 和 工作 建议 , 都 能 获得 上 狠 的 重视 和 孚 众 的 大 力 支 
持 。 因 此 雨 年 多 以 来 , 在 拉 阵 农场 的 工作 , 始 禾 是 在 顺利 和 谐 的 情况 下 进行 的 ,工作 效 

达 也 比较 高 , 这 主要 还 是 依靠 了 党 的 支持 、 西 藏 工 委 及 中 国 科学 院 、 华 北 安 业 科学 研究 
所 等 各 级 颌 导 大 力 帮助 指导 的 结果 。 

(=) se epeta 
ACHEBE ZB THe Wr BLP, TERRA: SLSR EH Pee A BIR, 

对 当地 许多 情况 都 不 了 解 , 加 以 物质 条 件 的 困难 和 特殊 的 自然 环境 , 痊 限 於 自 己 的 业务 

水 平 及 工作 经 验 等 关系 , 因此 在 工作 中 还 是 存在 着 不 少 的 缺点 。 现在 将 这 些 和 经 验 教训 

写 在 下 面 : 

1, 滞 藏 给 下 腐烂 的 原因 和 教 齐 一 一 崇 藏 臣下 本 来 不 是 什么 复杂 的 技术 ,但 是 幅 

对 当地 气候 .土壤 .土质 .水文 等 情况 的 不 了 解 , 也 未 参考 当地 的 经 验 , 朗 完 全 按照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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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 藏 层 积 蓝 卜 的 方法 来 进行 崇 藏 。10 AP 4) HE b ABER, TE 12 AP fee 
时 ,在 崇 藏 的 1 万 余 斤 查 下 中 发 现 有 二 、 SPORE b EAE IASI. 后 经 分 析 研 究 

其 腐 灿 的 原因 ,主要 是 由 灵 拉 功 地 下 水 位 高 (夏季 最 高 地 下 水 位 与 地 平面 相等 ,冬季 也 

FA 15S ~2.0 米 左 右 的 地 下 水 位 ) 、 土 壤 讲 湿 、 空 气 从 流通 及 蓝 下 皮 部 机 械 创 伤 过 多 等 

原因 所 和 致 。 这 一 问题 的 发 生 主 要 是 由 共事 先 没 有 很 好 的 了 解 当 地 的 具体 情况 , 组 心 的 

锣 研 及 和 许多 同志 进行 商量 ,即将 北京 的 一 套 赃 藏 方法 哲 来 , 轩 了 经 验 主 义 和 主 观 主 义 

的 钳 误 所 致 。 到 1954 RRA EE ING, 其 上 再 铺 一 层 粗 砂 , IE IM FS 

草 把 后 ,臣下 崇 藏 效果 甚 好 ,基本 上 币 正 了 这 一 缺点 。 
2. 温室 建筑 屋 计 上 的 一 些 缺 点 

在 1953 4a, 拉 疼 家 场 的 一 座 固定 的 玻璃 温室 竣工 了 , 这 是 出 现在 高 原 上 的 第 一 

座 加 温 的 温室 。 帮 过 一 年 的 生产 径 验 ,发 现 这 座 温室 存在 一 些 缺 点 ,如 屋 架 高 空间 大 、 

用 和牛 娄 加 温室 温 很 难 提高 。 另外 在 屋 架 及 玻璃 窗 千 构 方 面 ,由於 不 懂得 材料 力学 的 知 

识 , 只 注意 到 温室 的 坚固 ,所 用 材料 较 大 , 因此 就 影响 到 光照 强度 。 此 外 温室 玻璃 屋面 

的 角度 也 未 根据 太阳 高 射 角 加 以 计算 , 所 以 这 座 温室 还 存在 着 不 少 缺 点 。 这 主要 原因 

是 由 於 自 己 对 然 建造 温室 缺乏 经 验 , 同时 也 缺少 可 参考 的 春 料 。 1955 年 农场 拟 再 扩建 

温室 一 栋 ; 已 建议 安 场 儿 对 上 述 一 些 缺 点 ,加 以 改进 。 

3. 冬小麦 严重 的 倒伏 现象 和 影响 一 一 在 1954 年 夏季 农场 种 植 的 小 麦 试验 发 生 了 

倒伏 现象 ,特别 是 冬小麦 试验 , 倒伏 现象 尤为 严重 , ERB ARR TKRABM, 

分 析 研 究 , 裔 为 发 生 严重 的 倒伏 原因 , 一 方面 是 由 认 7 月 天 雨水 较为 集中 , 但 另 一 方面 

与 1953 年 冬季 施用 气 素 基肥 ( 拉 式 府 所 的 数 肥 ) 过 多 、 春 季 灌 春水 过 早 和 灌流 量 过 大 等 

原因 所 致 。 自己 虽然 不 是 研究 农作物 的 , 但 站 在 农场 业务 俩 导 的 岗位 上 来 看 这 一 问题 
时 ,自己 也 是 有 责任 ,已 建 广 慨 场 今后 应 加 强 配备 农作物 方面 的 侠 导 力量 。 

4. 安 场 安 作物 试验 设备 的 不 足 一 一 根据 西藏 农业 发 展 的 方向 , 拉萨 农场 试验 研究 
是 以 农作物 为 主 的 ,但 由 於 自己 对 共 安 作物 试验 研究 工作 相当 生 朴 ,对 共 农 作物 试验 研 
究 方 面 应 增加 那些 改 备 ,基本 上 是 外 行 。 因 此 十 年 多 以 来 ,农场 在 园艺 方面 基本 建 训 兴 

建 较 多 ， Hue Hct ATO IRA 这 一 方面 是 由 当时 客观 环境 上 对 於 解 决 

蔬 荣 供应 的 问题 方面 要 求 较 为 迫切 , 另 一 方面 也 是 由 於 对 农作物 试验 方面 外 行 ,在 农 作 

物 组 方面 也 缺乏 业务 水 平 较 高 的 干部 。 现 在 只 有 希望 今后 负责 俩 导 拉 际 农场 的 同志 
能 弥补 这 一 缺点 ,将 安 场 的 措 藏 室 , 业 蒸 室 、 种 子 库 等 基本 建设 充实 起 来 

5. 两 年 来 与 北京 组 徽 方 面 的 联系 倚 嫌 不 足 一 一 笔者 在 拉萨 农场 进行 了 两 年 工作 与 
中 国 科学 院 及 华北 安 业 科学 研究 所 方面 联系 是 不 够 的 ,请 示 和 报告 都 不 够 。 在 1953 年 
科学 工作 队 未 离开 西藏 以 前 , 部 为 自己 没有 单独 号 报告 的 必要 , 1954 年 科 工 队 返 京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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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又 党 得 农场 试验 研究 工作 未 告 结束 , 没有 甚么 可 报告 的 , 实际 这 种 想法 是 错误 的 。 

HAM Pasa ERS, 因此 得 到 硼 悉 方面 的 帮助 和 指示 也 就 不 多 , 在 今后 的 工作 

中 , 自己 应 努力 克服 这 一 缺点 。 

三 . 肯 前 西藏 农 末 生产 万 存在 的 问题 和 几 点 建议 

(—) 存在 的 问题 
根据 拉 际 安 业 南 输 场 试 验 研 究 的 调查 了 解 ,及 个 人 两 年 多 来 在 工作 实践 中 的 休会 ， 

癌 为 在 宏 业 生 产 方面 存在 着 如 下 一 些 较 重 要 的 问题 。 
1. 如 何 发 掘 高原 农业 生产 的 涯 在 力量 一- 自 拉 阵 家 业 试 验 场 建立 以 后 , 雨 年 来 的 

观察 试验 ,证 明 高 原 上 生长 的 农作物 和 蔬菜 作物 都 长 得 特别 高 大 ,如 察 北 燕麦 和 苏联 和 
黑 麦 都 可 长 到 2 米 多 高 , 薄 且 产量 也 很 高 , 拉 蔷 冬 雅 卜 ( 系 若干 年 前 由 西北 引进 的 品 
种 ) 每 个 可 长 到 30 FP, AREY ES) 46 斤 重 , 各 种 作物 的 种 实 都 特别 他 满 ， 
种 子 的 千粒重 都 显 落 的 增加 。 蔬菜 单 株 种 子 的 产量 特别 高 , 如 冬 蓝 小 每 株 能 收获 征 斤 
DEBS EF, Whe AEE RECS 7 百 多 斤 的 种 子 …… 芝 里 就 攻 定 有 其 特殊 的 有 利 自 然 因 
素 , 如 长 日 照 、 较 强 的 太阳 辐 射 热 , 较 显 著 的 画 夜 温差 、 缕 慢 的 生长 季节 、 排水 良好 的 砂 
质 壤 士 …… 等 。 像 这 些 自然 因素 ,都 应 进一步 加 以 分 析 和 研究 的 这 些 气象 因素 的 密 秘 ， 
也 正 是 高 原 农业 生产 的 洲 在 力量 。 

2. 冬小麦 在 西藏 牛 必 牛 牧 地 区 发 展 的 前 途 问 题 一 -过 去 拉 代 没有 种 定 过 冬小麦 ， 
1953 年 拉 际 农场 成 立 后 , 序 进行 冬小麦 的 引种 试验 。 两 年 来 的 试验 结果 证 明 , 2 Ze 
试 种 是 完 公 成 功 的 。 从 引种 冬小麦 的 角度 来 看 ,这 是 一 件 具 有 特别 意义 的 事情 ;但 从 生 
产 实 跤 来 看 ,冬小麦 在 西藏 有 扰 发 展 的 前 途 , 还 是 一 件 特别 值得 研究 的 问题 。 首先 ; 西 
藏 儿 个 主要 农 区 , 大 都 是 个 农 富 牧 地 区 , 春 麦 收 荐 以 后 一 直到 第 二 年 春天 播种 以 前 ; 疼 
田中 牛 、 羊 成 众 , 可 以 任意 放牧 , 这 对 於 冬 作物 来 说 ， 便 是 一 个 很 大 的 威胁 。 另 外 ,从 季 

煌 色 越 冬 的 植物 较 少 , 这 仅 有 的 埋 系 的 冬 麦 苦 ， 就 成 了 电 、 腕 、 雁 、 风 为 壤 的 对 象 。 在 第 

二 年 的 7 月 中 下旬, 春 青 梨 刚 开始 灌浆 ,而 冬小麦 即 到 了 成 熟 的 时 候 , 丰 厢 的 重头 又 成 

了 高 原 上 各 种 饲 八 吸 食 攻 击 的 唯一 对 象 。 另外 , 冬 麦 成 熟 的 时 期 适 值 高 原 雨水 降落 梨 ， 

中 的 月 分 , 邹 不 便 蕉 收获 ,也 不 利 於 打 场 腹 粒 。 从 产量 上 来 看 , 冬小麦 阔 不 比 春 小 麦 产 

量 高 多 少 , 虽 然 成 熟 期 较 早 , 但 冬小麦 收获 己 后 , 其 后 作 只 能 种 植 一 季 生 长 期 特别 短 的 

小 白 荣 及 小 对 一 类 的 茧 茶 , 还 不 能 达到 一 年 雨 熟 的 栽种 目的 。 就 径 游 观点 看 来 ,意义 实 

在 不 大 。 另 外 在 田间 管理 上 来 看 , 冬 小 老 管理 方面 远 较 春小麦 为 费 工 , 是 得 不 偿 失 的 。 

还 有 更 重要 的 ,西藏 人 民 是 以 青 称 为 主食 ,小 去 吃 得 较 少 , PELHAM vim A: PA EG AE 5 4 

或 是 从 经 济 意 义 等 方面 求 看 , 冬 小 支 的 发 展 前 途 是 受 一 定 条 件 的 限制 。 EAR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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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E RUPEE, BIT A DES, 当然 冬 作物 的 研究 ELA EH 
的 。 ERATE EMIS OPEB, 
8. 天 面积 生产 所 需 肥料 问题 含量 是 不 足 的 ,由 雪 许 多 
地 区 CRE IHS DUR EL) 燃料 的 再 乏 ， 所 以 许多 性 冀 妆 便 (如 牛 、 局 凌 ) 大 部 
分 都 用 作 燃 料 , 因 此 施用 到 田地 上 的 有 机 里 肥料 是 非常 不 中 的 。 但 另 一 方面 ,对 亦 谷 类 
He AT OMELET BET, JUG ISS, 没有 稚 利 用 。 今后 大 面积 开 莞 生 
产 , 必须 坑 法 开辟 肥 源 。 现 自 黑河 以 北 已 发 现 瓯 藏 量 相当 丰富 的 煤矿 ,应 积极 发 法 开 
探 ,供应 家 区 的 需要 ,以 减少 性 畜 凌 便 用 作 瞻 料 ,使 后、 马 妆 能 用 於 农业 生产 方面 。 另 外 
应 届 法 建立 一 座 骨粉 厂 ,将 大 量 兽 骨 搜 集 起 类, 制 成 骨 肥 , 以 供应 生产 上 的 需要 ,为 提高 
安 业 生产 刘 供 保证 。 
4 天 面积 开 星 与 农业 机 械 化 问题 一 一 西藏 是 以 畜牧 业 为 主 。 以 目前 情况 看 来 , 钼 
食 生 产量 还 是 不 足 的 ,每 年 还 需 从 内 地 运 进 相当 数量 的 粳 食 。 但 另 一 方面 ,西藏 有 许多 
地 区 还 有 大 量 的 土地 没有 开明 ,西藏 地 星人 稀 , 劳 动力 缺乏 , 令 后 大 面积 明 芝 生 产 ,必须 
依 先 安 业 机 械 的 力量 。 ARM SPURL AMOR AE SH, 今后 还 必须 培 
养 这 方面 的 干部 ,以 为 安 业 机 耕作 好 准备 。 

5. 病 害 防除 问题 -一 从 1953 年 拉 际 农场 成 立 的 开始 ,就 注意 到 农作物 病 虫 为 害 

的 情况 。 雨 年 来 发 现 安 作 物 芯 荣 方 面 虫 咱 是 相当 严重 的 ,如 各 种 金 公子 ( 包 括 成 虫 及 幼 
虫 )、. 象 鼻 里 、 斑 薄 、 蚜 虫 、 芝 青虫 等 都 相当 的 营 逼 。 病 雪 方 面 ,小 麦 的 条 锈病 , 程 狼 , 散 黑 
AS, MRIS. BNO, FOR RE SO OIA, WARIS 
Ji AGAVE SE BME ANAS, PEAR ET ROOTES, URE DER, TALIM 
SLE SAE AR OEY Sah, EDR, AS CTI BD TE ES BRR 

6. 大 力 植 造 防 护林 问题 一 一 西藏 高 原 大 所 环流 剧烈 季候 风 甚 天, AF WS AEG EE 
大 , 在 雪 区 应 有 计划 的 植 造 防护 林 , 以 保护 水 十, 减少 对 安 作物 的 为 害 , 划 可 调节 气候 ， 
涵 茧 水源, 增加 慰 富 : 

7. 发 业 增 产 与 兴修 农田 水 利于 题 一 一 西藏 高 原 纯 为 大陆 性 气候 , 约 大 部 分 农 区 降 
雨 不 足 , 需 要 人 工 引 水 江浙。 高 源 沟谷 地 区 ,多 有 河流 ,但 多 未 朴 导 利用 ,今后 应 屋 法 兴 
修 渠 道 ,将 可 利用 的 水 源 全 部 设法 利用 , 使 旱地 变 为 水 田 。 这 是 提高 童 位 面积 产量 , 增 
加 生产 的 关键 问题 。 

8. 茧 荣 生 产 中 的 一 些 问 题 -一 -两 年 以 来 拉 话 安 场 在 蔬菜 哉 验 研 究 方面 虽然 取得 了 
一 些 成 果 , 但 是 目前 在 生产 中 还 存在 一 些 问 题 没 有 得 到 解决 ,如 内 地 冬 蓝 下 及 北方 众 心 

大 白 革 在 高 原 上 提早 抽 若 的 问题 。 1954 年 进行 的 光照 处 理 试验 ,和 还 不 能 微 底 解决 提早 
抽 苦 的 问题 。 大 藉 在 高 源 上 荐 冻 ( 鳞 蔓 ) 虽 然 长 的 很 大, SPC RAS BR RSE 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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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EB RA, 西瓜 在 大 田中 还 不 能 很 好 的 长 生 。 Oy RA Te PE 

行 有 性 杂交 青 种 工作 ,希望 能 创造 出 耐寒 力 强 、 品 质 佳 的 新 品系 , 另外 应 吸取 保加利亚 

的 先进 径 验 ,根据 米 丘 林 的 科学 理论 , 将 西瓜 嫁接 在 南瓜 上 (以 南瓜 作为 砧木 ); 以 二 加 

西瓜 的 耐寒 力 ,使 西瓜 能 普 副 生长 在 大 田 里 ,以 提高 西藏 人 民 物 质 生 活水 平 。 像 上 述 一 

些 问题 ,都 是 值得 研究 的 。 

(=) 几 点 建议 

根据 雨 年 多 以 来 自己 在 西藏 亲身 的 体会 ,及 平时 与 西藏 各 级 负责 同志 谈话 交换 意 

见 时 的 一 些 反 映 和 意见 ,， 现 对 放 仿 后 西藏 安 业 科学 或 农业 发 展 方 面 , 再 提出 几 点 建议 ， 

Vt RAED HMAS, 
1. FE 0G RRB TERA PEALE ei —— De IR REED, Ss BN ESB HE, BL 

PBI, 科学 研究 工作 是 比较 落后 的 。 以 目前 情况 来 看 , 在 科学 研究 工作 方面 还 

是 一 个 空白 点 ,现在 有 很 多 问题 需要 进行 研究 。 根据 目前 我 们 所 了 解 存在 问题 的 性 质 
及 有 关 方面 的 一 些 反 映 ,希望 在 拉 蒜 能 够 成 立 一 个 “和 合 性 的 科学 工作 站 (或 研究 所 )”， 

这 个 站 或 所 应 根据 当前 客观 所 惫 钛 需要 进行 解决 的 问题 为 依据 而 改 立 ,其 中 至 少 应 鲤 

括 安 业 、 畜 牧 、 和 森林、 水利. 气象. 地质、 水文、 宏 业 机 械 、 水 产 、 化 工 、 建 筑 工 程 、 医 疗 本 

生 ……: 等 方面 的 专业 人 员 和 必要 的 襄 备 。 西 藏 有 些 负责 同志 要 求 有 些 问 题 希望 就 地 研 

宪 就 地 能 够 解决 , 这 个 意见 笔者 讽 为 基本 上 是 正确 的 。 希望 中 国 科学 院 及 中 央 有 关 部 

门 能 大 力 帮 助 和 支援 ,必要 时 如 果 条 件 具 备 , 还 可 成 立 专业 研究 所 。 

2. 加 强 及 补充 西藏 农业 技术 干部 一 一 西藏 自 解放 后 ,现在 已 创设 有 拉 际 、 日 喀 则 及 

昌都 三 个 农业 试验 场 , 这 三 个 农场 除 拉萨 基 础 较 好 外 ,其 他 两 尘 还 需要 大 力 支援 。 根 据 
目前 具体 情况 , 希望 中 央 能 届 派 农业 各 个 专业 的 技术 人 员 , 包括 农作物 、 森 林 、 果 央 、 蔬 

荣 、 植 物 保护 、 士 培 肥料 等 方面 , 慈 希 望 充 实 各 场 试 验 研 究 方 面 的 设备 ,以 使 今后 的 试验 

研究 工作 能 提高 一 步 ;同时 还 应 设法 培养 藏族 青年 干部 。 
3. 西藏 今后 应 提倡 种 植 的 蔬菜 种 类 和 应 注意 的 事项 一 一 西藏 过 去 所 种 植 的 蔬菜 种 

类 极为 简单 , 现 有 的 少数 光 种 蔬 茶 远 不 能 满足 当前 人 民生 活 的 需要 。 根据 过 去 雨 年 拉 

阵 农 场 试验 研究 的 结果 证 明 , 有 许多 新 的 蕊 荣 种 类 是 能 够 在 高 原 上 生长 的 ,初步 意见 观 

yA. BIL, AE. ARO. PARRA FEC AR, 此 外 ,西瓜 、 

FASE AY DASH SR HWE, Ss ELA HEA EB Eb SEAR A A HE 

Hl, LN ABR ASA AI ES ESE OMS AT ER, BT BO, BL 

AA) BES RF i AAP, 在 推广 种 植 这 些 蔬 茶 的 同时 , SRD ERS UK A AIS 

库 赃 藏 技术 的 推广 。 此 外 高 原 上 因为 自然 条 件 的 特殊 ,从 外 地 引进 的 许多 种 蕊 荣 不 能 

完全 适应 高 原 的 特殊 气候 , 因此 最 好 是 就 地 选 种 、 就 地 培育 、 就 地 繁殖 、 就 地 推广 , 这 是 

a 
“a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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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展 西藏 芯 某 栽培 事业 所 应 努力 的 方 癌 。 

4. 西 茂 仿 后 应 提倡 种 植 的 果树 种 类 和 应 注意 的 事 在 一 一 西藏 过 去 专门 栽培 果树 的 

标 少 , 攻 有 栽培 的 亦 仅 限 於 个 人 庄园 中 小 而 积 的 栽培 , 面 栽培 的 种 类 也 比较 简单 。 根 据 

拉 卫 农 场 雨 年 来 观察 试验 及 在 当地 调查 了 解 的 结果 ,初步 褒 为 蔷 果 、 梨 、 桃 ̀  葡 萄 等 这 些 

暴 树 都 可 以 在 拉萨 生长 。 干果 方面 , 可 以 提倡 种植 胡桃 和 板栗 等 , 鞋 果 、 梨 、 桃 .葡萄 等 

果树 可 在 内 地 引进 二 、 三 年 生 的 媒 接 此 木 . 结 果 早 .收效 快 \ 板 栗 可 由 内 地 引种 试 币 。 此 
外 , 还 应 就 地 培育 砧木 , 就 地 婷 接 繁殖 , 以 备 大量 推 广 的 需要 , 在 培植 新 建 果 园 时 ,可 
与 安 庄 植 造 防护 林 相 结合 。 关 南 发 展 高 原 的 果树 事业 , 还 有 待 芯 果树 专家 的 策划 和 推 
动 。 

5. 西藏 河谷 造林 应 提倡 种 植 的 树种 和 应 注意 的 事项 一 一 根据 拉 阵 家 场 雨 年 的 观察 
试验 及 在 当地 调查 了 解 的 情况 , 杨 、 柳 是 当地 造林 最 适宜 的 树种 , GBS RASS 
生长 迅速 。 此 外 中 松 、 洋 槐 等 亦 应 提倡 种 植 , 萃 果 、 犁 、 桃 . 李 等 果树 也 可 和 结合 防护 林 种 
fi, EPL A OTA CA, 在 造林 方法 方面 , 应 吸取 当地 成 功 的 经 验 , 探 用 片 状 或 带 
状 造林 法 ,周围 必须 加 以 保护 , 进 藏 初期 的 点 、 穆 植树 造林 法 CLE LALLA BSL) 必须 币 
正 。 关 於 造林 问题 ,还 有 待 於 林业 专家 进一步 研究 和 考虑 。 

6. 刊印 考察 西藏 的 专刊 或 报告 一 一 自 1950 年 西藏 和 和平 解 放 后 ,中 央 人 先 后 派 遗 不 
少 专门 工作 人 员 进 藏 考察 , 特别 是 中 国 科 学 院 所 组 织 的 西藏 科学 工作 队 ， 阵容 较 强 , 包 

括 地 质 、 土 壤 、 农 业 、 畜 牧 、 兽 医 、 杆 物 、 医 药 生 生 ̀ 、 社 会 教育 …… 等 方面 的 专家 , 进 藏 时 间 

较 长 ,全 在 西藏 进行 了 较 长 时 间 和 有 计划 的 调查 工作 , 荡 在 拉 晓 创办 了 西藏 第 一 个 安 业 

试验 场 , 有 系 盘 的 进行 了 十 年 试验 研究 工作 , 论 已 积累 了 不 少 的 偶 料 。 这 些 挫 料 都 是 相 

当 重 要 的 ,对 放 今 后 西藏 建设 事业 具有 一 定 的 参考 价值 。 因此 建议 将 各 个 专业 的 考察 

报告 或 研究 总 结 都 能 印刷 成 册 或 专刊 ,以 供 各 方面 的 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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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程 

1952 年 5 月 初 ,我 在 拉 节 春 季 农 业 工 作 , 已 暂 告 一 段落 ,和 途 向 后 藏 出 发 。 沿途 勘察 

宏 禾 场 址 ,帮助 部 队 生产 , 兹 及 时 作 农 收 业 考 罕 工作。 往返 146 日 ,途经 江 孜 、 亚 东 、 日 

路 则 , 北 至 先 扎 宗 、 帮 如 宗 及 腾 格 里 湖 等 及 藏 北 牧区 各 地 ,返回 拉 蔷 , 10 月 初 旬 ,正在 秋 

收 盒 促 草 成 报告 。 

曲 水 : 海拔 3,560 米 。 

Fe ANE Tir be Te =! TK, FEAR. AK a se) SANE AS CA TLE Be Nl, PSE Ae 

7B UVES eC LG 47, WS RE HEE Zh & RA, PART, TEAR ARI 

Wa BR BR Bb ite Bb 7 ME. bE, JL A Re As wh, BS EET Gt 3 EH PD A, 

FAR An ER (Pennisetum flaccidum) , x2 775% (Astragalus tibetica) , ei F. (Oxytropis) , HE 

本 有 自 刺 槐 (Sopzora moorcroftiana), $3 ¥854(Caragana erinacea), yi te (Ephedra gerardi- 

and) PEN RMN. BISWA, 主要 有 青 杨 (Populus cathayana) HIRI (/uglans) 

SS WMA WR, eR, SEA. 过 山 是 敦 龙 德 庆 宗 所 局 牧区 ,有 灌木 及 平坦 

草地 ,山路 地 形 已 高 ,由 拉 隙 至 曲 水 治 河 雨 岸 , 柳 宗 、 替 拍 宗 、 叶 当 宗 均 有 大 片 草地 , AE 

燥 河 床 冲 积 砂 性 土壤 。 近 曲 水 之 东 面 於 拉 达 、 礼 西 则 、 紫 西 妆 、 强 林 卡 、 玖 林 卡 、 相 丘 林 

RE, AVA TDD HEATER, 主要 灌木 如 酷 酸 条 (ippophae rhamnoides), ”$€ 

( Berberis) , $8 5k (Caragana) , (3 wal AR (Sophora) Ke¥j4-7x (Cotoneaster) 等 。 讼 色 猛 谷 过 

WL, A TEAS SEA DSRS, WUD GE CEG LSE). HRW OG AR ARSE ARE A, SER I 

FOROS HEAR CEE). AVA. PO RES, 在 

326 FPSB AS ate DP ce FS BS A Sie AL Py, AL Ste FE (Arisaema flavum) Bese Sere BA 

*# A IBAS ey ESS, AV IAS 1952 年 5 一 10 J] WIT PHAR. AR HE AI ove Bea Ab DX AE Hy 

$2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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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地 : wept 4,000 米 。 
5 月 22 日 过 雅鲁藏布江 , 翻 过 甘 巴 拉 ( 诲 拔 4783 米 ) 抵 羊 卓 比 湖滨 ,我 们 住 茶 居 龙 

村 。 西 行 至 和 白地, 住 二 日 , 乘 船 过 羊 卓 雍 湖 至 普 巴 再 至 浪 噶 子 宗 。 取 路 郭 木 错 湖滨 , 进 
及 羊 卓 湖 之 湖 中 山 , 十 字 穿 行 , 留 住 二 日 ,入 行 经 林 宗 ,至 大 隆 , 返 浪 噶 子 。 羊 卓 湖 是 环 
形 的 带 状 湖 , 洪水 期 , 低 山 沉没 , 环 状 可 能 响 接 (山顶 有 湖底 沉淀 )。 现 时 湖水 下 降 , 湖 形 

已 成 断 绫 。 湖 水 求 源 , 依 先 周 围 雪 山 融 水 。 羊 卓 湖 四 周 山 衬 环 峙 ( 惟 长 且 林 附近 为 高 起 
草地 ) WAS ERA ARS, 湖滨 草地 已 有 耕 利 , 多 在 土壤 排水 良好 而 能 引水 灌 浙 
之 地 。 可 吐 子 附近 之 湖底 草地 类 型 为 干燥 禾 草地 、 蔓 类 及 杂 草 地 、 和 交 短 落 草 地 、 丘 形 硼 

HUSA MY (Cobresia) Ss, PPAR TEM AER, 夏季 游牧 於 大 隆 、 林 宗 及 海中 
山区 , HEP BYE AE IKAR i (J uniperus squamata var. prostrata) . 

浪 嘴 子 : we 4,056 米 。 

5 月 31 日 高 浪 噶 子 , 经 卡 热 纳 雪山 (过 口 海拔 4670 米 )( 喜 马 拉 雅 山 分 支 ) 至 热 龙 、 
HE HAS, 沿 年 楚 河上 游 东 支 而 达 江 孜 。 年 楚 河 上 游 二 主要 支流 , 热 龙 曲 ( 东 支 )、 春 泊 
永 朱 曲 ( 西 支 ) HALA A WHER ABI, PEA KAA, HEE, ,沉淀 而 成 江 孜 
ih, 年 楚 河 南岸 黑 神 色 湖 士 沉淀 ,北岸 才 层 复 盖 黄色 粘 士 。 均 士 质 紧 实 , 构 造 不 良 ， 
水 分 、 空 气 不 易 流 通 。 草 地 主要 为 马 苦 草 (Iris ensata) 26% , ZEPEAR (Potentilla anserina) , 
RHR (Lagotis) 5 Ke HAE FRI (Thermopsis inflata), 江 孜 是 农业 区 域 , 草地 
多 已 耕种 。 现 有 之 草地 ,多 属 贵族 .寺院 所 有 。 进 行星 种 ,必须 注意 灌 浙 及 排水 屋 备 。 江 
和 孜 之 民用 水 渠 极 秦 乱 , 且 无 渠道 ,春季 一 方 苦 早 ,而 又 逼 地 流水 浪费 。 应 全 部 修整 ,施行 
适当 管理 。 江 孜 之 东南 数 十 里 , 士 质 可 制 陶器 。 江 孜 手工 秩 地 旗 是 居民 的 主要 副业 , 恰 

合 巩 藏 羊 粗 毛 之 用 途 , 现 时 仍 应 加 保护 鼓励 ,以 增加 产量 。 
江 孜 : 海拔 3,850 米 。 

6 月 8 日 由 江 孜 去 帕 里 , 沿途 有 藏 政府 鱼 站 。 沿 年 楚 河 上 游 西 支 , 春 泊 永 朱 曲 (上 
游 名 称 ) 前 行 , 狂 谷雨 岸 均 有 农田 ,至 阵 马 达 略 有 未 明 草 地 ,可 耕种 。 年 楚 河 支流 至 际 马 
达 西 ,主流 折 向 西南 ,源流 撩 喜马拉雅 山东 版 喀 日 拉 举 雪山 下 之 士 母 湖 , 西 来 之 小 支流 ， 
HF PYRE SR EAE, WE, TSE, 现时 湖水 枯竭, 湖底 升 陆 , ELAS ABS 
i. 

Wehr: wep 4,332 米 。 

Be NeW LZ), Wk A, ES LTE REZ, SIDKIBIS, 仅 相连 贯 ， 
喀 拉 之 安田 ,由 此 河 引水 灌溉 。 喀 拉 湖 东 端 之 噶 拉 塘 ,为 湖底 升 陆 之 土地 ,土壤 灰白 色 ， 

紧 实 致密 , 嗓 瞪 性 重 , 植 物 稀 生 ,耕种 不 易 。 惟 西北 面 卷 接 之 大 片 砂 性 士 ,生长 营 类 及 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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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如 引水 灌 浙 ( 可 自 隆 母 湖 流下 之 河水 引 渠 ) ,可 以 旺 种 。 ERAN, WIRE 
数 厘 米 厚 之 白 龄 层 , 下 为 黑色 洪 泥 , 仅 有 而 龄 之 栓 苦 (Puccinello)` 早 攻 落 (Poa) Beit fh 
Alt (Polygonum sp.) Bf MAGE HP AAL, BERNA BWP 297A IE (Halorrhagis) Be 
FAURE, WK LES PAE WI GOLEM) ASIN RE CURIS PH 
Sz (BERNE) BSG BE, OT FCAT IA. NEB ALARM, ARS I ,冰霜 
My Se HEM AEDES AVS SEK MEL BE lt, IE ALBAN EI 
多 金 ; 海拔 4865 米 。 HAN: HERR 4,420 米 。 
由 多 金 经 曲 米 必 过 教 簿 以 至 帕 里 , 为 大 片 相连 之 广 关 平 坦 草 地 。 亦 为 干 油 之 湖底 

十 ,下 层 是 湖底 土 , 上 复 尺 余 的 冲积 砂 士 , 河 流 冲刷 处 可 见 湖 土 ,路 傍 山 顶 存 有 厚 复 之 沉 
VER. PAE, LAME >. 教 册 一带 之 湖区 ,首先 升 陆 。 SUMP eB 
至 帕 里 中 途 , 帆 里 卓 木 拉 雪 山下 之 败 梁 名 党 拉 , 海 技 和 521 米 ,为 向 喜马拉雅 出 南 与 出 北 
流水 之 分 水 锥 。 教 稍 前 后 之 草地 ,可 分 为 环 草 草地 ,干燥 性 之 禾 草 与 蒿 类 及 杂 草 类 型 草 
地 。 此 耐量 性 之 植物 , 生长 不 密 。 春季 植物 初生 时 , Wo PET AT LDA KOE 
( 旋 花 科 ),， 仅 露出 地 面 之 角 蒿 (CTmoaroillea) 及 东 状 密生 小 花 之 狗 毒 (Stellera)， 最 能 引入 
ER, BAY PML BWA, NAG BM (Cobresia Royleana) =z, 47M KBAR 
5S SMB Zh ROARK ACHE CSE MNES, AAT RACAL OE BR 
草地 , ACS PERRIN (Elymus) MGS EE IN (Stipa), BN HEGRE IT 
的 优良 牧 马 草 地 。 每 年 SLO 月 间 , BAN ASML St wT 
ANT APLAR SE ATE TS BA, ARR, 风 雪 交加 , 则 引 归 雅 答 藏 布 江 河 . 

谷 温 暖 避 风 之 处 ,或 再 引伸 至 康 巴 一 带 , 更 可 大 量 容 钠 。 BON. WE, 栽培 青 称 可 以 成 

熟 ,众生 长 期 间 有 冰霜 为 害 。 敦 纳 住 区 以 西 、 山 坡 南 之 砂 性 土 ,引用 西 面 零 出 流 永 灌流 ， 

可 以 栽培 青 释 及 草 类 ,以 供 输 食 粳 及 此 路 缚 运输 用 性 畜 之 外 料 。 
Wi: 海拔 4,310 米 。 
ify EE SIS AONE RAHI, 卓 木 拉 ( 海 技 6,597 米 ) 天 雪山 之 直下 , 属 高 山 气 候 , 常 

有 雨 雪 。 南 临 多 打 拉 山 与 不 髓 相 接 。 所 通 山谷 ,植物 种 类 渐 多 。 西 临 大 草地 以 接 春 不 
河上 游 谷口 。 西北 接 康 巴 草原 ,有 温泉 ,可 从 事 家 业 经 营 。 其 栽培 之 马 耸 蔓 , 常 输 至 名 
爹 ,作为 种 蔓 。 由 里 是 西藏 货品 输出 输入 的 过 口 ,西藏 所 产 的 羊毛 、 皮 划 、 牛 尾 ̀ 藏 斌 等 
iG Ab VERE 
HAW «= - WARPING): tae 2,917 米 。 
阿 障 母 ， 海 披 2,740 米 。 

6 月 20 朋 由 帕 里 返 江 和 孜 , 复 返 帕 里 ,以 至 亚 东 。 春 Ain ie whfy EPS PAK Be A Te BK 

TK BA SENG HOE LL We, SESE Hs (il AE AN DTS) BR AAS JT, FE-PE EE ER A IE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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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布 江 。 春 不 河谷 气候 温和 ,潮湿 多 雨 , 受 印 度 洋气 流 影响 , 属 喜马拉雅 山 版 南 坡 气 候 ， 

ASEM RAKE. 谷口 为 组 短 莎 草 区 ,在 阿 康 〈 海 披 和 240 米 ) 入 谷口 后 ,渐变 为 灌木 林 。 

灌木 种 类 很 多 , 如 金 腊梅 (Potentzlla fruticosa) . ly Bi. BEAR. FLAG (Rhododendron antha- 

hogon) #8 (Rosa) , 2 (Lonicera) ,在 条 达 (海拔 和 060 米 ), 至 喀 屋 (海拔 3,440 米 ) 以 

上 ,河谷 则 为 梭 木 与 针叶树 之 混交 林 , EEA EET BEA (Juniperus wallichiana) , i$ 
是 去 杉 (Picea)。 由 喀 屋 以 下 , 旭 变 为 人 针 叶 林 之 原始 林 ， 主 要 林木 为 云 杉 、 痊 杉 (4bies)、 
PS (Pinus armaandii)( 有 数 种 如 华山 松 (五 叶 松 )、 喜 马 拉 雅 松 等 )。 由 谷 之 上 端 以 至 秽 
对 拉 ( 亚 东 龙 头 山 一 带 ), LARA AE PAT, PS TR EK, 应 行 森林 保护 及 科 
学 的 管理 利用 。 寿 下 为 狭窄 河 谷 , 水 流 汕 惫 ,河流 雨 偿 沿 山 昔 下 略 有 崎 贱 不 平 的 农田 。 
春玉 河谷 作物 的 生产 量 不 大 ,全 谷 年 产 食 业 欧 可 供给 居民 四 个 月 之 用 , 余 由 不 丹 及 锡金 
输入 。 上 司马 驴 下 ,居民 常 在 山顶 焚烧 森林 , 开明 栽培 农作物 。 春 在 河谷 的 农业 栽培 东 
喀 以 下 , 青 牺 、 小 麦收 获 以 后 , 舍 可 播种 闹 麦 。 ATTIRE, 亦 多 输 至 锡金 。 每 年 狗 
T=. VO EK, 蔬菜 种 类 较 多 , 桃 及 鞋 果 类 生长 良好 。 可 试行 栽 舟 纵 维 类 作物 如 桃 芒 
类 ,或 试 植 油 桐 树 。 由 仁 亲 辆 、 阿 阵 母 以 下 ,可 试 种 茶树 , 惧 须 注意 霜 震 。 东 喀 寺 以 上 之 
平坦 草地 ; 鞠 千 余 雷 ,为 春玉 河谷 中 现时 较 大 的 平坦 自然 草地 , 因 春 在 河 在 偿 流 过 ,草地 
中 虽 在 存 水 ,而 地 下 水 位 上 高 ,如 加 利用 , 必 先 朴 深 河 道 , 司法 排水 , 不 使 地 下 水 妨害 村 

， 物 根部 之 生长 。 

日 喀 则 : 海拔 3,668 米 。 

6 月 20 日 离 亚 东 返 江 孜 , 沿 年 楚 河 岸 至 日 喀 则 。 

年 楚 河 由 江 孜 而 下 ,以 至 日 喀 则 ,河谷 长 百 余 公里 , NEA, HA EWEEK, 

存 峙 於 此 狭长 谷中 ,成 为 带 状 的 湖 地 。 SAME AGT, 以 东西 行 之 山 有 版 ,与 雅鲁藏布江 

相隔 阻 ,使 上 游 流 水 泥 砂 ,都 贯 注 沉积 能 此 湖 中 。 其 问 日 喀 则 与 白浪 宗 问 的 布 卡 山 , 洪 

TAOS ea, HERR LR, BEA ASE Hh, LBS, WK SS, To AZ, 

BAA PRCT EAS FRAT TL 5 Hi EPR IS ED BEE 4e 48 Tal ii] FY, FUL AE A, Va PH, pe 

ASR UTZ DH, 海拔 相差 150—200 米 左 右 。 上 层 冲 积 的 砂 性 土 , 受 冲刷 侵蚀 ,已 

有 部 分 使 沉积 湖 土 露 出 ,影响 植物 生长 。 河谷 中 间 如 渴 麦 等 地 , AR RK, RE 

THE, TORE, ACEO PEEL, AURIS, ARE ise ih kh. A 

Me AY a le ARE, RAS EOLA a, AL a 

搁 草 地 ,为 砂 性 土壤 ,面积 广大 , SHEE, PT BP, HE ORCI OE EH, 

ho 5 Hi) (Sophora moorerof tiana) HEAC Hy HEEL Hy, HELIX (Pennesetum flaccidum) 

ACHES, 为 草地 之 主要 类 型 。 如 嘉 厌 子 希 卡 〈 荡 草地 )、 楚 桂 希 卡 、 色 下 远 及 和 柔 起 草地 

等 ,者 是 大 面积 之 优良 草地 ,或 晨 作 农 区 或 用 作 牧 场 ,都 可 开 引 水 渠 ， 加 以 利用 。 部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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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年 楚 河 与 雅鲁藏布江 会 合 河口 旦 种 之 安田 , 由 西端 山 角 ( 楚 下 村 ) 引水 灌 浙 , 颇 为 广 
(i, 惟 夏 季 雅 鲁 藏 布 江 涨 水 时 , 可 能 有 部 分 士 地 受 江 水 泛 注 , 应 修筑 防护 坦 。 此 片 草 
HOWE ABACK, 地 形 低 , 而 地 下 水 位 高 , BREA, 亦 应 有 排水 设备 , BEARS Te 
高 畦 。 

日 喀 旭 之 民用 治 波 水 汇 , 亦 不 足 应 用 。 其 在 市 区 以 南 瞻 东 林 卡 及 尝 礼 下 地 方 , 由 年 
楚 河 所 引 之 主要 水 汇 , 都 应 由 政府 全 导 ,加 以 修 治 ,提高 水 位 ,增加 流量 。 更 应 由 雅 重 藏 
布 江 引 汇 灌 溉 市 区 以 东 \ 以 北 之 农 地 。 沿 雅鲁藏布江 之 各 地 , 西 由 昂 仁 宗 、 拉 和 孜 宗 、 芝 错 
林 宗 ,及 图 门 希 卡 、 梅 康 阵 希 卡 、 达 那 仁 亲 则 希 卡 ,以 至 蕉 湖 谷 (包括 那 木 陵 宗 、 加 杂 宗 等 
Hh) , 均 为 后 藏 之 主要 农 区 。 

日 喀 则 的 耕 副 ,由 锡金 输入 的 驼 些 黄牛 ( 瘤 咎 ), 颇 估 重 要 。 母 牛 产 奶 量 略 高 ,但 多 不 
搞 奶 , 留 以 蚀 表 种 牛 。 欧 塘 区 的 藏 羊 偶 有 蚀 养 ,体形 较 大 。 日 喀 则 亦 为 藏 北 羊毛 之 集散 
地 , 摔 每 年 向 青海 一 带 输出 羔 皮 ( 尤 以 柴 羔 ) 数 万 张 。 

任 亲 则 ， 海 披 3,960 米 。 图 门 希 卡 : 海拔 3,820 米 。 
9 AS ARAM RE, | 
EF BD BEDSITS ACL, SE 1G A LG LL A A AT 

AeA IS BIOS HY LTT BBN, BK HABER ANTEHE, 由 达 那 安 区 , 沿 达 那 普 河东 
岸 ,向 北 至 任 亲 则 希 卡 (又 名 士 比 丹 ), 是 达 那 农 区 与 雅 巴 收 区 间 的 安 牧 交办 处 ; 亦 为 雅 
重 藏 布 江 北岸 与 范 塘 收 区 之 分 界 处 , 雅 巴 笋 区 通 向 安 区 之 出 口 在 任 亲 则 希 卡 中 ; 溉 区 称 
达 那 ,牧区 称 雅 巴 ， 分 十 天 部 分 , RY 60 个 楚 马 (小 头 人 ), 其 中 有 四 楚 马 在 训 错 湖 注 南 
i, AA HK, KY 600 一 700 牧 户 ,羊毛 出 产 为 藏 之 冠 。 西 行 越过 及 拉 山 口 , 滤 吉 
曲 ` 划 曲 ,至 圆 门 希 卡 , 希 卡 住 此 。 圆 门 希 卡 及 任 亲 则 希 卡 ,是 后 藏 政府 所 最 大 与 最 丰富 
的 安 区 , 宏 作物 的 生产 胜 过 日 喀 则 附近 之 农 区 。 

Fate: Wx 3,820 米 。 
BVP ieee We ee — wy 2 (ed REIL RE) 4 AI PH a se 
BED TERI, Le AP Ade, 牧区 名 “ 康 多 ”。 收 区 可 分 为 四 天 部 
分 ,每 大 部 落 有 错 本 一 人 , 是 其 部 落 长 。 公 部 圆 门 希 卡 收 区 , WATT DEA, JED 
1,200 户 左右 。 再 经 图 门 希 卡 牧 区 的 拉 母 齐 (高 落 草 牧区 ), ECE ER 
屋 牧 场 有 热 水 喷泉 数 十 个 )， LEP A, EU ls Beas HP ee HRA 
Sis» 加 人 肖 拉 山 举 附近 , TE eA AEH AL RO EMAL AT, 至 青 都 收 区 (大 部 为 短 东 草地 )。 
流 轻 梅 康 陈 希 卡 ,而 流 人 雅 乔 藏 布 江 之 竹 曲 ,其 上 流 的 二 支流 ,发 源 讼 加 肖 拉 雪山 下 的 
ABN, 及 发 源 於 奥 些 加 雯 山 及 后 加 雪山 下 的 觉 茂 布 , 都 在 青 都 草地 之 南北 雨天 雪山 
下 。 二 支流 至 青 都 草地 之 西南 端 左 合 ,而 流入 梅 康 阵 希 卡农 区 , 始 称 为 梅 曲 。 由 青 都 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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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GA, BASE ANTS AE a HL LU RAL A A Se, TE A, TARY 
aie hr i AL SEE AE 

Se AER CB ESE AE) SEE AR UB P 4s) 在 同一 草地 ,只 是 行政 隶属 不 
fl, AERO Ah EAA EE, 由 查 藏 湖 以 北 , WE TS Ak Be, — ee FLAK 

WIA HERI). VEE AURZEC RI), FAURE, RE, RE A 

岸 北 行 ,至 巴 托 牧区 ( 属 雅 巴 牧区 ), SB, ATLA be BK OB 
HOKE RSE BANA MBA. AOR Raw ARS. Bi 

RENCE Mi RNWST MAA, SRE, Pau BMA 

区 ,是 藏 北面 积 广 大 的 优良 牧区 。 RPSL. 由 拉 蔷 十 陵 拉 山口 通 新 疆 的 中 

路 与 北 路 ,都 经 过 香 沙 宗 ,而 芯 此 分 路 , 北 路 蕉 扎 林 湖 东 北岸 向 北 行 , 中 路 於 湖 之 西南 岸 

而 向 西北 行 ,由 巴 扎 更 可 向 东 过 得 来 拉 山 ,经 过 锅 节 草 地 ,过 由 医 草 地 而 至 春 布 牧区 ( 属 

HEE), Wek BE Pete) Behn APT, 过 山 可 至 马 麻 宗 ( 念 青 唐 古 拉 南 、 属 
PR). MALE SRE EA (CMA MESO. IRS ARO 

SAF, MIRE ALK EMA, ST EEE IR, ATE He 

FE ELH, BU ARO ee, AEE. 

新 格 尔 牧 区 

出 春 布 牧 区 东 行 过 党 母 拉 天山， 而 至 新 格 尔 笋 区 (或 新 津 收 区 ), AB a 

府 , 天 头 人 、 根 保住 新 津 查 藏 。 TAPER IN A ASHE) PTB AR Sk A), 

eH RH) 150 一 200 户 ,新 格 尔 笋 区 短 莎 草地 居多 。 东 行 轻 “将 尼 ” 草 地 ,再 至 落 郎 草地 

”( 均 属 新 格 尔 收 区 ) ,牧草 从 好 。 至 落 郎 草地 ,地 势 略 低 , 渐 临 囊 钳 湖区 ,气候 稍 暧 。 此 区 

植物 种 类 又 渐 增多 , 偶 见 金 腊梅 及 山 柳 等 小 灌木 。 两 傍 山 上 之 石灰 岩 , 冲刷 裸露 , 东南 

行 渡 序 曲 , 及 居 则 曲 , 为 由 南阳 流入 吉 错 的 二 大 河流 , 平时 水 深 均 工 米 余 。 渡 居 则 曲 而 
至 圳 如 宗 〈 属 前 藏 政府 ) 南端 的 得 金 牧区 , 其 所 属 套 噶 盖 不 降 草 地 是 由 古 陵 拉 过 山 入 茂 

AE Pe REA, SVE ESTE, 
HERE. WELL 4,630 米 。 
255, BERS BW. RKB HAW, WH BSSKE, SHR RI— 

般 高 及 40 一 50 EK, WW OME, 风势 颇 紧 , 多 有 风 吹 之 砂 乒 。 植物 稀 朴 , 小 灌木 有 
杜 鹏 (Rhododendron fastigiatum) 驶 作 险 坡 以 及 笛子 本 (Cotoneaster multiflora), 2% 

(Lonicera), # (Ephedra gerardiana) 等 。 草本 者 亦 多 为 醋 干 燥 之 砂 地 植物 , 如 演 草 、 
OU ES, WA EPH SES ERAS, PE 
CE , ATE EPA ESE OS, 有 四 头 入 , PPO, Dh SB 

SH. BMGT TP. Awe ACES. PAGER, 吉 错 湖水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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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 水 湖 , HEA RASS, BEE MSE Tk. SEW a a, A 

JRE, BAe RS ABE, RS UR, AR BESS ic (SHE) BE, HB AL aa 

WK , WATE RE (EASE) PEA. SRS TEMS ERT CE BEE 

冬 草 (牧区 一 般 在 9 AEE, RAS BOS ERAS, ANSE IFAC) 由 

套 嘴 盖 不 降 翻 越 古 陵 拉 大 山 〈 山 口 海拔 5,940 米 ) ,山南 坡 沿 古 陵 曲 下 行 , 雨 岸 山坡 渐 有 

15. AA BORLAG (Rhododendron) 等 的 灌木 闭 林 (中 间 有 小 温水 喷泉 )。 出 古 陵 山谷 口 为 谷 、 

口 每 地 , 即 洋 最 桑 巴 ( 洋 从 并), 有 禾 本 科 的 高 草地 及 高 水 草草 地 ,可 作 收场 , 洋 作 并 是 安 
HFN AEA RT EAT A, 由 此 西行 经 洋 景宗 、 马 将 宗 而 通 后 藏 ， 东 以 北 
藏 宗 . 达 木 永 草地 ,而 通商 头 塞 什 克 至 黑河 大 道 。 藏 北 牧 区 ,为 西藏 的 主要 牧区 。 在 念 
青 唐 古 拉 山 有 版 以 南 者 ,河谷 下 游 多 为 优良 农 区 , SHUM, WT Kis Re 

牧区 ,牧草 以 纱 草 类 型 之 草地 为 主 。 可 到 步 改进 藏 北 收 区 。 在 念 青 唐古拉 以 南 者 , 莉 以 
海 扩 4300 米 左右 为 农 收 交 界 之 区 。 后 藏 政府 在 藏 北 之 牧区 , 多 在 前 藏 政府 范围 之 
内 。 

藏 北 牧区 之 北部 , 尽 属 前 着 政府 , 有 所 谓 藏 北 四 大 吉 巧 ， 邹 黄 曲 卡 ( 黑 河 ) 赛 如 宗 ，， 

FEM VAG, BUR RR TEFL, 邦 布 , 在 唐 格拉 侈 穆 湖 以 北 , 此 湖 以 西 更 有 乔 

曲 宗 、 浪 疆 宗 ,. 尽 属 广大 的 牧区 。 
唐 格拉 依 穆 湖北 岸 , 略 有 小 片 安 区 , 大 概 是 羌 塘 牧区 中 之 唯一 安 地 , 未 能 走 

到 。 
ASHES, BREET, I BEER EMRE, BRR 

PT ELE, HULLS, EO ODLREME OR RK, TURE 10 月 初 ， 返 抵 拉 
BE. | 

AE HE St 

BA ih B 

OE Les JH LA PA SST AL. Aas AEG HL LA OAL, 1 SS I HE RR BE 
Weis RT ABE I, ACTS BP SERINE, HP RA REESE Ta 
“E724 FD AP SEF i EB, DELL AEH ts, LRA oH 
An VET, RATES AEE MY, RULE, AOR, MAILE 
PAEAEG , sae FY hy DAML, 是 西藏 能 按时 种 植 的 主要 农 区 。 RAL SRS PRE, 
合成 西藏 高 原 , 为 世界 的 屋 奉 。 

园 底 斯 山 、 念 青 唐 古 拉 山 与 喜马拉雅 山 县 之 间 , 是 海 披 狗 4000 米 左右 的 继 谷 ,向 东 
汲 渐 降低 。 两 岸 山 有 版 混 厚 , 流 疙 弈 水 ,都 倾注 蕉 峡谷 , 雅 答 藏 布 江 更 挟 许 水 迁 迎 曲折 , 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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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T AGE, TAREE WEE, HUIS, BET ME Ak, ROR ME, 土壤 水 少 : 
ZAP PH, AE BREEAM RED, 风化 所 成 ,土壤 比较 肥沃 ,更 含 腐 
殖 质 成 分 ,吸收 水 分 , 湿性 之 落 草 类 为 主要 之 植物 。 依 地 质 构 造 、 士 壤 性 质 及 自然 植物 
之 分 人 , 雅 生 藏 布 江 河谷 大 致 成 为 两 岸 自 然 情况 的 分 界 。 雅鲁藏布江 河谷 , a AY 
宗 、 拉 和 孜 宗 以 下, 其 两 岸 来 会 合 之 河流 ,多 发 源 於 夫 山 ,或 由 草地 活 出 , 翁 流 量 渐 增 ,河谷 
WH, 冲积 士 层 增 厚 之 地 区 ,大 致 都 可 为 家 业经 营 之 区 域 。 如 再 上 漳 , 地 形 增高 , 自然 
环境 发 生变 化 , 海 技 移 4300 KAA LM, ASPB. 地 形 更 高 ， 则 入 放牧 
区 。 治 江 谷 地 及 广阔 之 支流 河谷 ,以 气候 适宜 ,土质 肥厚 ,家 业 能 及 时 耕作 ,已 成 为 疯 茂 

人 口 虑 集 、 政 治文 化 的 中 心地 区 。 
河谷 南岸 流入 雅鲁藏布江 之 落水 ,多 源流 论 喜 马 拉 雅 山北 蓄 , 主 要 者 为 年 楚 河 。 其 

上 游 二 主要 支流 ,一 源 论 卡 热 酚 雪山 ( 热 龙 ) ,一 源 认 噶 日 拉 雪 山 ( 春 泊 永 朱 曲 )。 其 源 亦 
PWR He, AE LI, BK. LOSE AE PREECE 
2 VA TUES, SOK, Ue eK: RRA FP 
OS 65 132, HEELS, Th BIN BIOL, LEWD EVAR A HEA REA IL, PAS 2 HT PH 
AYE REE HEA REA TL ENTE, Ao RE ON EA , AAS 5 SA HET ak 
8, POA, 4925 SOK, SELES CEE, BLK ieZ> , WEST WI 
底 升 陆 , 如 羊 卓 湖 西部 , Bey AE PDL UC ABS | WEE 

MRL MELE, SAA COLA, 应 加 选择 。 此 一 带 湖 藩 多 风 , 亦 为 生产 的 
危害 。 

惟 春 丕 河 发 源 记 北 划 ,而 向 南 流 。 
雅 生 藏 布 江北 岸 的 河流 繁多 , 拉 孜 宗 以 下 均 发 源 认 念 青 唐古拉 及 固 底 斯 山 有 版 南 坡 ， 

如 西部 之 拉 喀 藏 布 发 源 於 固 底 斯 雪山 , 流 经 又 又 本 、 昂 仁宗 ,多 属 收 区 。 西 部 之 梅 曲 ,发 
源 放 图 门 希 卡 牧 区 的 查 藏 拉 及 青 都 拉 , 流 经 梅 康 阵 希 卡 安 区 。 研 曲 上 源 四 支流 由 西向 
东 河 名 为 (1 坛 曲 ,发 源 于 线 , 故 名 绒 曲 , 是 此 河 主流 ; (2) 杜 昂 曲 ; (3) 振 则 曲 ; (4) Bye 
曲 ; 都 源流 其 图 门 希 卡 山北 的 牧区 , 流 径 谢 图 门 希 卡农 区 。 则 曲 流 经 大 项 希 卡 。 达 那 普 
Hh, PRICE MK MEMES, UA SUE EDL, HERONS HS BEBE Ee BABE 
2) SEM, Ve WEWN BAU BELA, BERERE ASP BOE AEE Ro ALE, PLE AT_E 
Wea Be DEVE ATE A HRI RE, SEL A th, 河流 延伸 ， 
C2 VG BIE RETA Ae, 北岸 任 河 流 ， 都 在 念 青 唐古拉 山 有 版 的 南 坡 ,家 业 及 牧 业 均 较 
发 达 。 

藏 北 羌 塘 是 西藏 高 原 的 核心 。 周围 都 围 以 高 大 山 版 , 惟 向 东 癸 们 渐 低 , 山 有 版 交错 ， 
格 成 许多 块 状 山 及 互相 连通 的 盆地 。 这 许多 盆地 ,多 盾 都 是 古 时 的 湖泊 和 内 海 ,地 醒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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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水 分 别 虑 集 , MOR TA FED, 乔 曲 吉 巧 及 圆 门 希 卡 所 属 牧区 以 西 的 河 

流 ,多 流 注 唐古拉 湖 和 天。 中 部 图 门 希 卡 及 雅 巴 笋 区 中 间 , 查 茂 拉 大 雪山 附近 的 许多 河流 

如 张 夏 马 河 耶鲁 藏 布 河 等 ,及 扰 数 小 湖 王 ,如 查 藏 钳 . 岳 加 错 ̀ 牧 曲 错 等 ,都 汇 集 到 雅 宁 

WH. 对 东 部分, 在 雅 巴 牧区 的 东部 新 津 牧 区 、 吉 如 宗 南 部 得 吉 牧 区 ,及 唐 拉 大 雪山 北 

坡 ( 襄 错 湖 洲 的 南山 ) 等 地 的 河流 ， 如 昂 曲 ̀  居 则 汇 、 伯 兰 曲 等 都 贯 注 到 这 错 中 。 奇 林 测 . 

VAC, AWA SE WISE 

ee 

西藏 地 势 高 起 ,周围 大山 环 绕 , HOI AE, REO I, 喜马拉雅 出 

高 崇 屏 避 了 高 原 的 南面 全 部 边境 ,印度 洋 的 温暖 润 旭 气流 为 高 由 所 图 挡 。 图 底 斯 出、` 念 

青 唐古拉 山 版 又 屏 阻 在 高 原 的 中 部 ， 隔 稻 了 季风 , 使 芜 塘 高 原 成 为 强烈 的 大 陆 性 气候 。 

NEPA MEA HUF, 地势 较 低 , 印度 洋 的 季 雨 治 雅 鲁 藏 布 江河 谷 吹 入 ,气候 较为 温暖 而 泗 

Wit. 雨量 多 降落 在 6、7、8 AR, Se PR, RSE, 或 因 地 区 不 同 , 於 秋末 

冬 初 有 雪 。 但 因 印 度 洋 之 季风 关系 ,每 年 降水 量变 化 颇 大 。 冬 春 午 后 多 风 ,成 为 高 原 气 

AWA FR | 

西藏 高 原 , WRAL AA PRA S , ERE, HN EIA, BR 

的 短 草 地 可 以 保护 地 面 , 而 安 作 区 域 , 冬 春 之 季 , 地 面 完 全 暴露 。 当 晴空 之 际 , AG AT 

地 面 ,反射 极 强 ,使 书 问 温暖 迅速 增高 , 追 至 夜晚 ,岩石 、 土 壤 保 温 力 弱 ,地 面 温度 亦 迅 速 ， 

扩散 ,使 夜间 温度 变 然 降低 , 地面 燕 发 的 水 气 , 变 为 冰霜 。 在 农业 地 区 值 作物 生长 之 际 ， 

亦 常 遭 受 霜 害 。 霜 期 的 漫长 ,限制 作物 的 种 类 , 尤 限 制作 物 之 生长 发 育 ,影响 产量 。 西 

藏 地 区 ,从 抱 精 确 的 气 收 观测 记录 , 依 植物 的 生长 情况 , 估计 作物 的 生长 期 间 。 拉 攻 作 

物 生 长 较 长 , 欧 在 160 日 左右。 日 喀 则 狗 为 芋 0 一 160 日 , 江 孜 揭 为 140 一 150 A, EFS 

藏 布 江河 谷 , 自 拉 和 孜 宗 以 东 以 渤 泽 当 宗 以 西 的 地 带 ,此 次 所 经 过 地 区 , 作物 生长 期 狗 在 

145—160 日 。 其 中 曲 水 较为 温暖 ,生长 期 较 拉 了 了 略 长 数 日 。 但 温度 、 霜 期 , 常 受 各 地 芋 

培 及 其 地 形 之 影响 。 SA ABE, PADS ee, 狭 谷 与 小 盆地 , SURES 

同 , 邹 在 同一 河谷 盆地 ,而 在 此 短 水 草地 的 平地 与 慢 坡 地 , 亦 受 霜 不 同 。 藏 民 常 在 草地 

之 低 形 绥 坡 旺 种 ,此 不 仅 由 基 平 坦 草地 之 潮湿 地 下 水 位 高 ,而 低 坡 之 受 温 高 , 受 霜 轻 , 概 

亦 为 藏 民 多 年 耕种 经 验 的 收获 。 惟 坡 度 之 升 高 , 有 其 限制 。 如 海拔 增高 , 有 显著 的 差 

棱 ; 则 影响 作物 的 生长 ,不 仅 限 攻 霜 害 。 同 一 地 形 ,而 土壤 之 性 质 , 对 作物 的 生长 成 熟 影 

WRAL, 甩 喀 则 附近 ,年 楚 河 流 经 的 灰 褐 色 土 壤 , AE Re BES 5 雅鲁藏布江 河岸 砂 性 

士 起 ,生长 成 熟 较 快 , 作 愧 绝 营 栽培 的 方法 ,更 能 延伸 栽培 面积 之 垂直 分 念 , ANE 



附录 十 八 _ 西 藏 农 牧 生产 概况 泣 厚 497 

各 风 的 对 坡 , 或 加 以 围 糯 垣 包 , 及 特殊 之 整地 , 则 虽 在 高 塞 的 纯 收 区 地 , 亦 可 试行 作物 的 
BS. 

由 於 地 面 裸露 ,日 光 直 射 , 地面 发 生 强 烈 的 反射 作用 , 画 间 温度 增高 很 快 ,使 空气 脱 
MKB, 故 冬 春之 际 此 高 原 地 带 每 日 常 有 大 风 。 起 风 之 时 间 、 风 力 的 大 小 ,又 各 
地 略 有 不 同 。 在 安 业 地 区 , 此 时 植物 尽 已 枯 凌 , 地面 毫 无 复 盖 , 每 因 风 起 而 摩 砂 飞 扬 , 十 

壕 受 风力 之 侵 鲁 ,干燥 之 破坏 ,影响 请 为 显著 。 BCR, 必须 尽力 保护 士 壤 免 受 风 

馆 , 如 此 则 作物 栽培 的 种 类 、 翰 栽 之 制度 ,应 加 忆 重 选择 。 MEE, 冬 春 之 时 ,应 使 部 
分 的 水 士 ,有 植物 保护 地 面 , 最 好 按 各 地 的 气候 、 土 壤 , 栽 培 多 年 生 的 牧草 ,以 培 肥 地 力 ， 

保护 土壤 ,影响 气候 。 如 在 拉 阵 河谷 .年 楚 河谷 , 更 应 依照 风向 ,培植 防风 砂 林 , 以 保护 

土地 ,改变 气候 。 

因 空气 的 干燥 ,常年 雨 雪 稀 少 。 一 般 每 年 由 10 月 以 后 至 型 年 5 月 以 前 ,为 干燥 期 ， 

缺乏 雨 雪 , 平 地 偶 降 小 雪 , 随 降 随 融 , 很 少 能 长 期 复 盖 地 面 。 但 因 地 区 地 形 , 10 月 间 有 厚 

雪 , 亦 或 蕉 5 月 以 前 ,能 以 降雨 。 5 月 以 后 渐 有 雨 落 ， 共 继 谷 地 带 由 雅 鲁 若 布 江河 谷 吹 
来 的 印度 洋 季风 , 使 此 地 区 降雨 量 稍 大 。 雨水 大 者 降落 在 7、8 AR, 此 时 偶 有 连队 现 
象 ,但 帮 常 是 雨 过 天 卫 。 气 候 颇 受 地 形 影 响 , 夏 季 气 流 上 升 ,形成 奴 雨 ,有 时 因 气 温 变化 

SE, 认 午 后 降落 需 起 。 此 种 现象 尤 常见 於 山坡、 山上 高 地 , 而 以 藏 北 牧区 最 为 常见 。 

夏秋 之 季 , 共 午后 常 有 起 起 ,或 轻 或 重 , 极 影 响 家 畜 的 健康 。 夏 季 怠 雨 后 , 地 面 不 能 大 量 

吸收 水 分 ,洪水 癸 , 更 形成 表土 的 侵 鲁 冲刷 , 於 河谷 对 坡 土地 , 士 壤 侵 鲁 颇 重 。 故 在 降 

雨 之 后 ,水 分 不 渗透 地 下 ,农民 常 感 雨 水 不 足 , 每 於 田地 周围 修筑 坦 寺 峙 存 雨 水 ,以 深 灌 

过 基 干 燥 之 地 。 但 记 崇 藏 过 量 之 水 时 , 常 溃 坦 流失 ,使 者 士 冲刷 的 现象 更 为 显著。 
西藏 之 气候 ,一 般 为 强烈 的 大 陆 性 气候 , 干燥 , HE, Si, KES, HS TE 

定 , 影 响 作 物 的 生长 。 地 面 辽 关 ,地形 复杂 ,气候 常 因 地 区 地 势 而 有 变化 。 如 春 不 河谷 ， 

在 喜马拉雅 山南 坡 , 受 印度 洋气 候 影响 ,温暖 而 多 雨 , 适 於 植物 的 生长 发 育 ,成 为 茂 盒 的 

对 叶 森 袜 带 。 帕 里 一 类 地 形 , 治 喜马拉雅 山北 蔓 , EEE eI, 

除 云 ,日 光照 射 减 少 ,成 为 高 山 性 气候 。 其 他 河谷 发 地 训 地 ,一 般 都 是 大 陆 性 气候 。 疏 
如 引 生 蕊 布 江 流域 的 河谷 , 地 势 较 低 ,印度 洋 之 季风 可 沿 河谷 吹 来 , EUR ET 
湿 , 适 葵 植 物 的 生长 , 故 多 发 展 为 安 业 区 域 。 HAL, WA ewe, RAT eee 

而 多 风 , 气 忌 变 化 更 较 剧 烈 。 现 时 自然 情况 为 塞 漠 草 原故 仅 作 收 畜 的 利用 。 

土 净 

各 地 区 十 壤 的 成 分 .性质 、 构 造 , 常 因 生 成 之 士 壤 母 质 、 生 成 时 间 及 原因 而 有 不 同 ， 

叉 因 利用 情形 而 生变 化 。 雅 重 藏 布 江河 谷中 的 土壤 ,一 般 砂 性 疏松 ,下 部 有 普 日 冲积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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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 Hels, VBA BOE, LARS A CER, BREA ER 

局 ,多 有 乱 石 堆积 , TMs, 1 ee PRR, AAT i>. In Kee ee 

低 , 埋 日 沉淀 生成 之 河床 , 随 渐 次 受 河 水 的 侵蚀 冲刷 。 AT A, 使 河流 随时 变动 改 

道 , 己 生成 雅鲁藏布江 沿岸 现时 各 种 层次 及 形状 之 河床 阶地 ,表层 土壤 多 受 流水 冲刷 的 

影响 , 北 改 变 为 各 种 形状 。 雅鲁藏布江 河谷 一 般 的 土壤 , 若 能 引 深 灌溉 ,大 都 可 作为 安 _ 

业 之 利用 。 河谷 中 的 土壤 ,多 为 砂 性 朴 松 干燥 , 因 之 生长 深 根 耐 旱 性 之 砂 地 于 燥 性 植 ， 

物 , 主 要 的 草地 , 依 砂 性 干燥 之 程度 ,有 : Pec 

(—) PRG PRHEACHE, FAAS ASR, 1b I eS SR et. ARR 

HEAR, FE HUBS, FARE AR ABSA. OK TED UA A SERAR, Day PKS, GSR 

RYE. VE IY ALAR, HORACE WINTER HIE AS, ABP RD TK RE, HAAS 

植物 体内 水 分 的 平衡 。 白 刺 灌木 地 中 , Bi A>, Tal INS AE APA aE EL BS =. BY 

植物 的 紫 云 英 及 禾 本 科 的 白 坟 类 植物 ,但 都 生长 黎 朴 ,不 估 重 要 地 位 。 

(二 ) 紫 云 英 草地 , 砂 性 以 至 组 沙土 壤 , 表 层 如 散 砂 状 ,疏松 干燥 ,下 层 略 微 润 退 而 有 

团 粒 。 土 壤 售 狂人 砂 泥土 的 程度 , 颇 有 不 同 。 耐 干 煤 深 根 之 紫 云 英 、 棘 豆 , 其 多 枝 的 深 根 ， ， 

正 可 伸 达 下 层 的 前 湿 土 壤 , 忆 吸收 水 分 。 灰 白色 的 小 叶 及 和 白 毛 , 亦 可 以 减低 在 烈日 下 的 

KARE. 

(三 ) 和 白 菠 及 猴 尾 草 类 禾 草 地 , 土 盾 较 和 , AIO HAS, CASPER EE, | AR 

之 粘土 ,有 时 粘 结 。 白 薄 类 植物 ， 其 根 革 狂 长 , 饲 甸 认 下层 潮湿 之 士 层 , 草 延 力 大 ,再 生 

力 亦 强 , 借 此 以 适 应 表层 干燥 性 的 土壤 。 白 六 地 有 时 与 紫 云 英 千 成 雁 落 , 亦 有 时 与 其 他 

FASB AS EAA 

(DG ) Aine S.A RATE CR iy, BRECPEKAS RR, aR AE RAE RY 

RA, MRR, SANA WA TAS A, 构造 不 良 。 水 草草 地 ,长 期 

生长 而 不 翻动 , 千 成 坚硬 紧 实 的 草皮 ,使 水 分 不 能 下 沙 , 降雨 之 后 ， 随 而 流失 , 反 成 为 于 

旱 的 现象。 雅鲁藏布江 河谷 中 , 组 短 秒 草地 ,不 估 重 要 位 壮 。 

这 些 类 型 的 草地 ,在 草地 、 在 雅鲁藏布江 河谷 , BUA, S/R AibE, Aan 

SEB, 1 RE RS 

Hie EY EIA Bethe AME AS SAB TAAL eT TE, EE HF FB KREIS OE AS BA TL FA 

ESR, AROS TY AR BAT, AOE. RRS. PSR, NE. DEAK AS 2 EB, & TKS FRE 

Zi, PEMA RE Za AIK, SABRE D7 a, TO HC 

PEA AR i a. ABCOWM RAPE, FH - SHER BAT IL FE 1. A HE AS 

(Bleaegnus) , WARS A BENTO PE, PB BE NHEAS Hh, AES OTHE Aa EH , Ge 7S IB) , PH 

TRPESS , AN HE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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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楚 河 是 雅 得 藏 布 江南 岸 的 主要 河流 , ZOE, 湖 土 沉淀 ,为 重要 的 基层 土壤 。 

昔日 湖水 期 ,湖水 中 的 组 士 泥 砂 , 由 上 下 移 , 渐 次 沉淀 ,而 於 谷 身 广 闫 之 处 ,都 大 部 沉积 。 

是 以 江 孜 而 下 的 谷地 , 士 层 渐 深 , 湖 士 加 厚 。 故 年 楚 河谷 地 的 土质 ,基层 均 为 湖 士 , 紧 实 

致密 , 压 成 硬 层 ,无 千 构 ,排水 与 通气 不 良 。 上 层 的 土壤 , 受 雨 岸 山 坡 访 谷 之 冲刷 沉积 ， 

WACHTER, 或 训 湖 土 角 泥 沉 淀 , 近 山 翡 谷 口 ， 或 为 砂 碟 卵 石 堆积 。 谷地 经 长 久 的 侵 

鲁 冲 刷 , 或 使 湖 暴露 , 成 为 今日 生 营 的 安 地 。 此 类 土壤 ,表层 经 过 翻动 及 不 适当 的 利用 ， 
遇 大气 干旱, 龟 裂 坚硬 , 遇 渐 温存 , 则 成 为 泥 下 状 态 。 此 种 情形 ,常见 於 从 部 河谷 ,而 长 
江 孜 一 带 , 尤 为 显著 。 

年 楚 河 河谷 芯 湖 水 时 期 ,雪山 溶 曲 , 随 泥 砂 沉淀 ,现时 耕种 的 土壤 , 常 影响 植物 的 分 

伤 生长。 栽培 田中 ,影响 作物 之 生长 发 育 。 青 裸 之 幼苗 , 常 致 痿 黄 , 根 部 发 育 不 良 , 在 幼 
苗 期 间 , 与 生长 认 砂 性 土 者 ,有 显然 的 差别 。 此 或 由 於 整地 不 善 , 土壤 通气 、 排 水 不 良 ， 
亦 为 土壤 茧 类 阻碍 幼苗 发 育 所 致 。 年 楚 河 谷地 为 已 发 达 之 安 区 ,现存 的 自然 草地 不 多 ， 
偶 有 之 类 型 ,主要 者 为 马兰 草地 , FE RGAE BE, 适宜 认 此 种 构造 不 好 、 潮 湿 、 通 气 

及 排水 不 良 的 含 电 具 性 的 士 质 , 使 其 成 为 此 类 原始 草地 的 拔 势 植物 。 
此 带 已 酒 及 牢 干 酒 的 湖水 ,其 已 升 陆 的 湖底 , 如 仅 马 灰色 的 湖 土 沉淀 , 紧 实 坚硬 , 构 

造 不 良 , 则 成 为 幕 漠 不 毛 之 地 ,现时 不 易 利 用 ,如 噶 拉 湖滨 、 噶 拉 塘 之 灰 土地 。 若 讼 湖 土 

沉积 之 上 , 复 有 后 来 的 冲积 沉淀 , 则 有 能 适应 之 植物 发 生 , 如 嘴 拉 塘 之 砂 性 士 , 教 纳 前 后 

的 天 草地 , 虽 受 气候 的 限制 , 然 从 可 栽培 作物 ,而 成 熟 收获 。 aE EWR TT 

湖底 土 , 则 可 选择 其 土壤 构造 、 排 水 良好 之 砂 性 地 ,分别 利用 。 
芜 塘 牧区 , 地 势 高 峻 , 温度 、 湿 度 都 随 高 度 降低 ,致使 灌木 树林 狠 跻 ,而 成 为 纯 草 地 

牧区 。 其 受 侵 鲁 冲刷 的 土地 , RENE, ROP, 而 一 般 的 落 草 地 , A 

层 ,植物 之 竹 根 密 做 ,和 结 成 紧 实 的 草皮 。 上 层 土壤 富 含有 机 物 , 腐 殖 质 的 成 分 ,使 土壤 变 
WORSE ES, EHS PEER AEBS Hh, 其 根部 伸 达 40 一 50 厘米 。 稠 密 之 根系 , 充 塞 全 部 十 

中 , 儿 使 根部 数量 超过 土壤 成 分 。 在 此 稠密 优势 的 草 闭 中 , HA SE 
地 。 

植 i > thi 

by ek ls 3 pen WE, 虽 有 辽 关 地 面 , 植 物种 类 则 较 单 纯 。 但 因 地 势 、 气 候 、 土 壤 及 利用 情 

形 等 因素 的 作用 ,影响 植物 的 生长 及 分 伤 。 故 在 地 面 距离 不 远 , 而 植被 可 能 有 显著 的 差 

别 , 其 在 高 度 的 差 届 , 尤为 显然 。 如 在 春耕 河谷 ,可 见 植 物 自然 分 念 , 由 森林 而 灌木 , 由 

灌木 而 草原 ,有 显然 的 不 同 。 地 面 的 距离 不 远 , 植物 由 茂盛 的 森林 , 肤 然 变 为 短 株 的 草 

原 , 甚 或 变 成 石 矶 逼 地 的 沙漠 , 这 可 说 明 自 然 环境 对 植物 生长 的 限制 , 亦 可 表明 植物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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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分 做, 可 变化 以 适应 自然 环境 。 由 於 环境 因素 的 影响 , 形成 各 种 类 型 的 植物 琴 落 ,其 

变化 情形 亦 有 其 连续 的 阶段 。 如 依 生长 地 水 湿 的 程度 ,可 有 各 种 类 型 。 

(一 ) 水 生 植物 

这 类 植物 有 流水 植物 及 活 叶 植物 ,但 依 水 的 深度 及 水 的 清 肖 情形 而 种 类 亦 不 同 。 

例如 羊 卓 雍 湖 及 其 湖沼 小 水 中 , TAK ee AME CAlyriophyllum spicatum), qi Fe 

(Potamogeton pectinatum) , #L3X (Ceratohhyllus) 等 。 浮 叶 植物 如 AR-ZE (Potamzogetom 

tepperis) Hi BE(Polygonnm. ampjiliuon) 等 这 些 植物 的 保存 了 砂 士 及 植物 遭 体 堆 在 水 
底 , 使 后 缕 的 植物 , BMA. 

(二 ) 水 演 植 物 

此 类 植物 ,生长 在 浇 水 ̀ 湖滨、 沼泽 及 流动 的 水 滨 。 植 物 的 根部 伸 在 泥 沙 中 ,而 时 及 

SLA. PAA ADL VG Te AME, FRAP A EE (Scirpus triqueter) . Hii 

(Typha angustata) , ARI tH (Juncus effusus). IKEA (Triglochin maritinia) SS, 46 

BEAK BOA EEL UNTRUE, 则 有 片 状 的 蓝 草 六 (Phragmites communis), 多 收 制 呵 制 二 
草 。 

(三 ) 藻 草 类 植物 
此 类 植物 一 部 分 生长 水 中 , 或 夏季 涨 水 植物 省 在 水 中 , 冬季 变 成 陆地 ,大 部 生长 在 

潮湿 地 或 较 干 燥 的 二 地。 水 草 类 植物 主要 的 可 以 分 为 雨 种 类 型 。 
1. 粗 高 落 草 地 (Cobresia rogleuna) :植物 淄 在 沪 水 或 地 面 成 为 丘 状 , 夏季 浸水 ,条 

季 干 燥 。 地 下 坚 朝 笛 密 的 根部 ,坚强 的 把 持 着 土壤 。 
2. 和 得 落 草 地 (Carer) :生长 在 澜 湿 或 稍 干燥 的 土壤 。 士 层 厚 , 或 因 排 水 不 良 ,而 

STI, HEE SOR WOES, 将 玫 士 网 千 成 坚固 的 草皮 。 此 类 草地 , TORTURE, 
腐殖质 丰富 ,如 温度 适当 ,大 部 都 可 旦 作 安 田 之 用 。 

(四 ) 禾 草 及 厅 草 类 草地 | 
DE Hy AS PTE ESE ISE L-D EISE, SEBE ES PE SE HL 

FI ASLEEAR ASH i RE, SE BR SORA AE, MHS BC RAE 
和 组 成 植物 社会 。 SEAT HY dn ASE REIS ROE IE AE (Stipa) HEIN ANE (Festuca), 
FL PAR (Poa), (AH RAE He BURA SR oR, ES. A eK HE TES 4 

的 气候 环境 , 则 全 可 作 农 业 上 的 利用 。 

(五 ) 紫 云 英 类 及 灌木 地 
人 砂 士 、. 粗 砂 士 ̀ 石 耕地 ,土壤 干燥 , 疏松 。 主要 的 草地 类 型 是 紫 云 英 地 及 白 刺 灌木 。 

与 紫 云 英 混 合 的 草地 有 时 为 片 状 的 黄 华 野 决 明 草 地 (Termzopsis inflata), i RAK. IP 

或 为 麻黄 (Bopjedra) 闵 生 的 沙 莞 地 .在 很 多 灌木 半 下 ,主要 是 醋酸 条 下 生长 毒 芋 ,重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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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t , 7A ESHA BS AE Rae (Siellera chamaejasme), BRK (Clematis orientalis) 及 

PRG (Oxytropis)“#, WEE BINS, 这 些 都 是 深 根植 物 , 可 以 吸收 下 层 土 的 水 分 
其 地 上 部 分 枝 或 为 刺 状 ， 或 为 小 叶 , 或 密生 白 毛 , 用 这 些 变态 的 部 分 ,以 适应 干燥 的 环 
境 。 

(A) RBH ; 
WIA AWE WSL I ae EE, ATH, AOR 

BAERS b KeAR Ex (Puccinellia) , fi 3¢ (Aelwropus litoralis) , F347 (Poa), ZB (Polyponum 

sibiricumz)、 根 部 伸 在 瞪 性 的 淤泥 中 , TERE BETE ARE, 羊 卓 湖 演 、 及 际 母 湖 沙 的 
含水 淤泥 中 , 生长 杉 营 (Eippuris wulgaris) 的 植物 碍 落 。 年 楚 河 谷 的 紧 实 龄 性 土 , 旭 生 
7A MS AE Tris) WOH Ae 

SWAPS, SEAL EA HIE, FE AT SESE BS EL BSE, KE 
是 , 双 有 针叶树 的 纯 林 , 及 树木 与 针叶树 的 混合 林 的 植物 章 落 。 

植物 的 分 做 , 虽 依 地 势 、 气 候 、 土 壤 等 自然 环境 因素 而 有 不 同 的 情形 ,但 植物 的 种 类 

蓝 不 复杂 。 主 要 的 草本 植物 如 鼠 : 
238 (Cobresia) ge (Ligularia) 

HEF HL (Carex) fii (Circium) 

32 (Scirpus) Ta AE (Sonchus) 

+ (1mperata) ¥A ss YS 2X (Eleocharis) 

7A (Stipa) i JE 2X (Pennisetum 

AVERAE (Agrostis) REE (Agropyron) 
(Elymus) MSF (Festuca) 

fis A (Aeleropus ) BAA (Poa) 

Bp ne Ze (Avena) b Fe ress ( Puccinellia) 

BP is ae (Calamagrostis) #6 2S ( Brumus) 

3K (Miscanthus) JRE (Phragmiies) 

Ba 4E EF RW (Thermopsis ) RS 3 (Dactylis) 

2 Ft ( Astrogalus) BP Ze (Alliwm) 

Hi i) 5 (Sophora) . $B Seht (Caragana) 

Hi ta (Medicago) PRG. (Oxytropis) 

4 wis (Aster) FS ACHE (Melilotus) 

Bi MAE (Lactuca) $5 (Artemisia) 

VE AS (Saussurea) $GSzIX (Ceontodi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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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2 AE (Inula) {Ez 38 52 (Meconopsis) 

ii ABE (Taraxacum) ate Fh ( Rosa) 

FAS AK (Cacalia) 断肠 草 (Corydalis) 
PARR (Clematis) 2B 2R (Viola) 

& (Ranunculus) #8 (Stellaria) 

Ka5k (Aconitum) B (Polygonwm) 

AEF. (Potentilla) #2 (Chenopodium) 

SER (Spiraea) Be Gb SE (Saat f raga) 

#¢ (Capsella) Hee 5b fi (Geranium) 

KEE (Silene) 49 3 (Malva) 

BRR (Rumer) EP HARE b (Daucus) 

Kia (Rheum) 55 PBR (Galium) 
¥£ Hh (Tribulus) HE Bij (Plantago) 

KBE (Erodum) Ft HME (Androsace) 

Kak (Euphorbia) ji (Solanum) 

3 i] (Bupleusum) Rail] (Calystegia) 

PER (Primula) 54S (Pedicularis) 

RFE (Tteliotropium) A FE ( Elsholtzia) 

Kt 4', & (Cheiranthus) BEE (Prunella) 

BetE (Convolvulus) = bin. (U rtica) 

RHE (Lagotis) EAB (Gentiana ) 

Hh fy (Rehmannia) Wii = (Arisaema) 

3 UE Hy (V eronica) # iti (Typha) 

4a BEF. ( Leonwrus) 灯心草 (yamcus) 

Hh —-B& ( Phlomis) 6 Wg (Tris) 

I (Stellera) HB-2E (Potamogeton) 

tx K (Sedum) KE (Trigtochin) 

Ai 4E (Cotyledon) 4 fa i (M yriophyllum) 

“KR 28 ( Delphiniwm) 

ESD EAH 1 se BE 9 BS A, FE IRSA TS BA BLD, UE 1 

ABA ZEA. Fe ALIFE HD BE SE, , AC A, BI PS, 

灌木 种 类 更 较 简 单 , 远 不 如 西康 境内 种 类 之 复杂 。 灌 木 多 生长 在 河谷 及 较 低 山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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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A 7K tie Beit. BEE FH, IRAP MG TE WT, 在 此 一 带 之 森林 很 少 , FEAF AIR, BB 

栽培 ,主要 树种 为 青 杨 (Pompuwlus cathayana) , $s CP. alba) Kapp Salix babylonica) , 

SEBUM (S. dolichostyla), ABRAETE LEATHER WEAR Re =e BE i BR 
(Zippophae rhamnoides) , Fie vy we Hh =E ES GR (Sophoro moorerof tiana) HES. WI 

EZHEA AEE he (Juniperus squamata var. prostrate) 升 到 较 高 山上 ,已 变 为 候 

伏 状态 。 灌 木 类 植物 的 重要 属 如 次 : 

Kei (J wniperus) PEN Tamaria ) 

J 68 ( Berberis) : #3 (Populus) 

fi Salix) tHe (Rhododendron) 

Kx (Ulmus) Ae HE (P ofentilla) 

GER (Spiraea) #i)$-7x (Cotoneaster ) 

ity 40k (Rosa) LA 28 Rubus) 
BEI (Malus) $B, SARK (Caragana) 
AE MK (Sorbus) He bh ae (Saatf raga) 

白 刺 槐 4Soppora ) WBE (J uglans) 

Rise %& A ippophae) WEG Ae (Buddleia) 
LF (Elaeagnus) AME CT ydrangta) 

2 (Lonicera) iw 2 (Lurotia) 

FT & (Syringa) TAC HAK Myricarta’ 
Hon sa (Ephedra) 

ASAHI EBB TS FIAT A SATE (Malus), 32 (Pyrus) 及 桃 (Prumas)、 耕 等 属 的 
CRB, HAO LEH bk, FU LSE Le, 热 振 寺 周 围 山 上 阳 坡 , 受 寺 院 之 保护 , 保 

a ATK, AAPOR ETL SP His Da HSA. Ube. AES A Fa AS SR AS], AR A 

AZAD ii BSG HSE Ho INSEL, PIRES , WME GST A, 7 A BR. EAS AB Ld a, TT 

Levis BEAR SSR Hl, FE rs VL ea EH I, HEA ETP SE Ms 如 藏 北 牧区 , 念 青 

Fe De ae, Belk yew es ESTE 4,600 KE, Se RAE, Tr28 5,000 

KYL, BABAR, AR HAE (Androsace tapete) , #8 (Stellaria decumbens) , 其 

他 如 独 一 味 (Pomis rotara) PEMA (Sausswrea) SAAT hi. Be SATE AS HAE 

(Potentilla) Ke Wise. UW ISEAZE, 古 陵 拉 天 出 的 山坡 , MU LA ALABAMA 

HEU , TERK 4,000 K ACAI eae HAE, 无 植物 的 分 伤 。 

AS AY AY, UE, TU, HASTE EN SET, A RE SEHR, EEE 

做 的 情形 如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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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亲 周 、 阿 阵 母 以 下 , 海 披 狗 2800 米 〈 任 亲 国 海拔 2,884 米 , 阿 芽 且 2,740 2K), 

有 关 叶 树 之 落叶 乔木 与 针叶树 的 混合 林 , 但 仍 以 圣 叶 树 为 主要 成 分 。 

任 亲 峰 以 上 , 春 否 . 下 司马 、 上 司马 ,以 迄 嘴 屋 等 地 , 河谷 周围 的 山谷 ,以 及 旨 对 拉 、 

龙头 等 山大 部 为 针 叶 林 区 ,海拔 狗 为 2900 一 3,500 K (AEA 2,910 米 ， 上 司马 3,260 

HK , WS JB 3,440 3K , AA He LT 4,260 米 , 春 不 塘 3,920 米 )。 惟 林木 之 种 类 , 又 因 高 低 情形 

而 有 不 同 , PRR BSH (Pinus), LBBWW TAZ (Abies MEDbiana)、 云 杉 (Pen Balfour- 

sm0) 等 类 较 多 。 林 木 种 类 如 次 : 

46 yee Pinus ar7zzezQ2) IS ERS (Pinus massoniana) 

hts (Pinus tacbuformis) EAE (Picea) 
Ys kG ( Abies) ka (Junipervs wallichiana) 

HEA ( Betula) ( 见 蕉 山顶 上 部 混 生 ) 
HOS AL, 渐变 为 针叶树 与 梭 木 的 混合 林 ，, THERA 3,500—3,900 米 ， 林 木 的 分 

做 ,河谷 及 山坡 为 云 杉 类 (Pucen) 洽 杉 类 (42ues)， 上 部 为 栓 类 与 樟 木 类 (Befula utilis) 4 

混合 林 。 

此 界 以 上 ,以 至 都 达 以 下 \ 藏 政府 第 二 邮 站 , 海 披 4060 米 ) 旭 变 为 灌木 林 。 海拔 狗 

3,900—4,200 米 ， 主 要 之 灌木 如 山 柳 、 榨 (灌木 状 )、 樟 木 \ 灌 木 状 ) 杜 肪 〈 走 纳 对 拉 山 万 

为 显著 , 自 成 一 杜 葛 层 ) 等 树 形 低 奢 , 成 为 高 册 的 滤 木 林 层 。 人 意向 上 行 , 则 只 有 於 谷 底 河 

演 生 有 柳树 灌木 。 

由 都 达 第 二 邮 站 起 渐变 为 草原 带 。 但 草原 的 下 部 , 为 混 生 的 杂 草 草地 ,如 菊 科 、 禾 

本 科 、 豆 科 及 东 草 科 等 多 种 植物 相 混 生 。 草 原 的 上 部 , 由 阿 康 起 ( 藏 政府 第 一 邮 站 ) 海 技 

4,260 米 , 以 至 帕 里 (海拔 和 310 米 ), 虽 变 为 水 草 类 植物 佑 优势 所 形成 的 东 草 草地 。 

高 於 此 等 高 度 的 其 他 各 地 , A ACK. Ge A AM ZBI HT PAE Se AE; 

WOE WOE. 其 他 植物 ,在 此 以 上 的 高 度 ,能 形成 优势 之 草地 , 蓄 不 多 见 。 由 里 

东西 之 高 案 , 帕 里 紧 陷 之 卓 木 拉 山 购 ,海拔 为 6597 米 , 已 为 长 年 替 山 。 

Be RK Sy fi 

我 们 此 次 所 经 过 之 路 程 , 面 积 三 天 ,调查 材料 ， 雪 散 复 杂 ， 加 以 旅 途 时 间 谷 促 , 现 稍 

ARETE ACH EER, LEM RAL HK RE Be, RB, aa a 

BB, 另 作 报告 。 

西藏 高 原 . 草 地 的 分 佑 ， 亦 略 以 藏 南 之 东西 攻 谷 为 分 界 ,， 雅鲁藏布江 南岸 为 喜 马 拉 

雅 出 有 瞩 北 琅 的 斜坡 。 地 面 多 为 干 酒 的 湖底 ,及 侵 鲁 冲刷 的 砂 碟 东 地 所 估 据 , 牧 划 生 长 不 

密 , 且 常 为 多 种 干燥 性 的 杂 草 混 生 的 草地 。 牧 草 的 生 严 量 低 , 牧 区 的 分 佑 受 其 限制 。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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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K WA EEG RE ARS OE, A ABs Re OE SE 

BHR. MEGAN TLAL EAs PRL, SOU EEE, ACEC i Re OR AY 
HS A PUES OSIM, WE LUE BK BA BEL OE, KIEL 4,300 
HAR, MIR AER, ARE eS, 居民 不 多 。 

PACH , 7519 PLE LUE, eS BEG PARI ER Ee BAC 
2 GEMS 22 A MILI ie (或 噶 度 政府 ) BERR ee (SREB) HOH , 
MARE -. 
SARA RAL AN BE, 五 个 直属 希 卡 , 其 中 金龙 希 卡 在 康 马 宗 

萨 迦 之 间 , 蓝 龙 热 布 希 卡 在 雅鲁藏布江 南岸 仁 希 宗 附 近 。 除 此 之 外 ,许多 小 希 卡 都 包围 
在 噶 度 政府 所 属地 区 之 内 。 其 主要 的 牧区 ,如 圆 门 希 卡 、 任 亲 则 希 卡 、 梅 康 阵 希 卡 、 新 津 
Be AAR BEN EAS, APE REAL. 

Hr EBC HE TE IRA HE AG RA UL AA) WO ESE: 

1. APSE 
GD 国门 希 卡 ， 
| 【3. 康 多 故 区 

-1, 达 那 安 区 
(2) FEAR 

BK 2. HER 

(3) ‘MEHEBERS-K 

ee (4) 2B ERE RITES ) 

(5) RESe HORSE CIE) 

(1) PR BEDE 
ie BBP / 

(2) 新 津 多 区 

(一 ) 圆 门 希 卡 

图 门 希 卡 分 农 区 与 收 区 二 部 ,其 间 界 限 为 一 烈 山 版 , 一 部 山 些 名 振 则 拉 及 长 蛇 拉 。 

Tea eT RE, Ab kK, KREBS. APB, 包括 大 顶 希 卡 等 十 

BK, SET BE SRE, 牧区 在 北部 的 一 般 称 康 多 , 西部 称 达 古 拉 佳 ,或 称 

拉 佳 普 , 亦 有 时 分 为 四 部 落 , 有 时 亦 为 七 部 落 。 图 门 希 卡 牧 区 , 北 起 奇 林 湖 及 纳 藏 牧区 ， 

AR AD TEE BU , 西 痢 邦 巴 吉 巧 、 乔 曲 吉 巧 .唐古拉 依 穆 湖 、 陈 噶 宗 、 桑 桑 本 , 昂 仁 宗 及 梅 康 

了 晓 希 卡 等 地 , 南 以 谢 、 圆 门 希 卡 为 界 。 圆 四 希 卡 牧区 的 区 分 如 次 表 : 



LABS 
. PII gies che ae 

(CL) 南 拉 储 普 ， 3.48715 Wes A Satie 
. 4. Fi 

5. 夺 巴 
1. 巴 拉 
2b me 

(2) sonrteee 3. 拉 羌 
a a ty ft 4. IFEX | 
外 - OEE : ear 

(3) 大 都 5 eras 
(4) 丁当 fee 

35 + hot 

(5) Je EM Pie age. eye 
oe 

(6) RRR : SN a 
“5 

: (7) SB ke Be: 

(8) Wit nae 

PLR) 

4 
(1) 托 巴 买 八 部 Me) oh 

: sf , 
4.9025 

ie (2) BBA 

a 5. 力 热 

ts 6. 康 巴 落 

> 水 
8. 章 巴 

1. 滚 布 

(3) 拍 陵 四 部 
3. Bu 

4. RAS a 

a | eS LF 
Bee: | + on 

Re | | 3. ha 
ae. 康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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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ACK , EA GNA ( 官 名 ) 一 人 管理 ,其 下 各 小 部 落 , 层 层 都 设 官 

管理 。 
(二 ) 雅 巴 牧 区 

任 亲 则 希 卡 亦 分 农 区 与 牧区 二 部 , 农 牧 的 区 分 以 拍 拉 为 界 。 农 区 名 大 那 ,在 达 那 普 
曲 下 游 ， 附 近 有 阿 昂 希 卡 、 圆 桑 希 卡 等 13 个 小 希 卡 。 牧区 名 雅 巴 。 北 及 东 接 圳 如 宗 ， 
东 痢 新 津 牧区 及 圳 错 湖 , 西关 图 门 希 卡 所 属 托 巴 夏 牧区 。 南 至 达 那 改 区 , 是 一 狭长 地 
HB, AEE 60 小 部 , 其 中 四 部 住 吉 错 湖 西南 湖 洲 , 每 一 部 藏 名 楚 马 ,各 设 一 楚 本 管理 。 

雅 巴 牧区 所 属 各 部 落 名 称 及 头 人 情形 : 
HEE Bek GE HE 

1. 奶 拉 ( 从 部 ) 

2. 车 屋 ( 十 部 ) 

3. 龙 治 修 ( 关 部 ) 

4. 查 总 (四 部 ) 

5. 巴 札 (五 部 ) 

6. 目 的 (四 部 ) 

7. 春 布 ( 关 部 ) 

8. 他 马 ( 三 部 ) 

9. 加 容 ( 十 部 ) 

10. 32551) 2 (oe) 

雅 巴 牧 区 每 一 部 设 楚 本 一 人 , MIRE 10 AeA, OPEB HE TBE EE 
(=) KERR BEAR 
HG RE Bae hs 1S FE FEI PA ASAT, TBS, EK 5K BD AS AER, HPT 

以 圆 门 希 卡 牧区 的 拍 陵 牧 区 。 RK AG EGE, 分 三 部 , 梅 曲 流 贯 其 间 , 在 彭 错 林 宗 入 雅 重 

PAT. MECC, BME MARKEE, SPE: 
nop EL SBE RR OPH: 

1.4 ELSE 

Wit LAE (= EVE) ( 2. EELS 

3. 茶 道 

班禅 系 航 在 藏 北 的 牧区 , 除 此 从 有 新 津 牧区 ( 脆 格 里 湖 以 西 )、 丹 木 孟 迦 牧 区 ( 脆 格 
里 湖 以 北 ) 等 较 大 牧区 ,及 年 移 ( 北 藏 宗 ) 等 小 牧区 , 芹 不 详 述 。 

以 上 各 牧区 之 草原 , 牧 户 .性 畜 、 生 产 力 等 , 亦 不 能 话 述 。 
前 藏 嘴 度 政府 在 雅鲁藏布江 以 北 , 面 积 辽 闪 , 如 孝 巴 、 先 札 、 圳 如 、 ye 卡 , 即 所 谓 茂 

北 四 大 吉 巧 ,都 包括 有 广大 牧区 。 除 此 之 外 , TED TRS AS SS AH, 

雅 巴 牧区 (六 十 部 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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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青 唐古拉 山 以 南 的 北 藏 宗 . 洋 景宗 .下 将 宗 等 都 有 广大 优良 的 收 区 ,性 冀 数 量 亦 大 ,将 
料 繁 杂 , 待 以 后 整理 。 

西藏 牧区 牲畜 的 营养 ,全 靠 自 然 放 笋 , 即 无 精 料 供 葵 , 亦 无 粗 料 补充 , 依 屯 家 喜之 收 

食 能 力 , 以 生长 维持 , 故 在 西藏 牧 畜 生产 事业 中 , 首 为 天 然 牧 草 问 题 ， 较 族 公 国 其 他 牧 

区 ,尤为 重要 。 

西藏 之 自然 草地 , 主要 为 水 草 类 型 。 依 自然 植物 的 生长 , 东 至 所 宗 ( 三 十 九族 区 内 ) 

Pa a ACLs LA ae, fy SPE EB Lie, VASE EBS BA Te BIRR ZR 93*) 锡 为 康 藏 

[PRIMA WARE AL, HUES RECO ALP EF. TES RRM, APTI 

TEE, EAE AP URS OUR ERA IE, WS BR >, DEE 
AWE, ERM, SAPD ARI, KARO. HERAT 

Pa AEE SS GPE ALE, HUT SS AT, BENE, 砂 碟 混杂 ,水 草 在 草地 中 的 位 

置 , 常 为 干燥 性 的 禾 本 科 植 物 及 其 他 间 叶 杂 草 所 估 据 。 在 草地 植物 的 分 念 上 , 此 类 于 燥 

性 植物 常 侵入 东 草 地 中 ,而 呈 混 生 状态 。 依 草地 植物 之 分 析 ,， 则 仍 为 落 草 类 草地 ,但 植 

和 部 分 地 区 有 演变 而 趋 芯 沙漠 的 

驹 始 现象 。 藏 北 高 原 , 地 势 高 ,气候 塞 渝 , 土 壤 受 冲刷 之 现象 坟 轻 ,植物 保持 土壤 之 力量 

显著 , 故 艳 大 部 分 草地 仍 为 水 草 类 所 盘 据 。 惟 受 途 包 冲刷 之 地 ,或 上 层 复 盖 冲积 沉淀 的 

ADDS, US BEALS HAS IR, to RE, 在 藏 北 草地 中 , duel PY 

希 卡 牧区 之 青 都 草地 , 草地 受 雨 水 之 冲刷 侵蚀 , SEN Rh PL ZE RRA TRARY ME BW Ze 

草 , 是 草地 开始 演变 的 现象 。 故 依 自然 植物 之 生长 分 佑 ,西藏 的 草地 似 可 分 为 藏 北 高 原 

草地 类 型 与 比 谷 之 草地 类 型 ,而 以 雅鲁藏布江 为 不 很 显著 的 界限 , 江北 岸 为 其 边 入 

藏 北 草地 , 极 大 部 分 是 东 草 类 草地 。- 在 未 草 类 中 , 主要 成 分 有 和 引 短 落 草 类 (Cajez) 

及 粗 高 山 草 类 (Coiresia) 二 种 。 以 草地 之 面积 言 , MS IRIS, MMP RIS 
地 之 1/6。 著 以 产 草 量 论 , 粗 高 嵩 草 在 单位 面积 上 , 草 六 生长 稠密 ,发 至 强盛 , 夏秋 可 行 

制 草 , 而 下 得 东 草 , 叶 小 植 丽 ， 几 不 能 公 部 复 地 , 其 单位 面积 的 草 量 , BS oe 

为 高 。 然 以 放牧 价值 而 论 , 粗 高山 草 花 恒 所 估 成 分 多 ,而 叶 部 稀少 ,植物 成 分 维和 维 质 高 ， 

不 易 消化 吸收 ,营养 价值 低 , 血 短 荡 草 的 花梗 小 , 叶 部 稠密 , AAG, Bee TIL 

收 ,营养 价值 较 高 , 故 章 位 面积 的 草 量 虽 低 ,而 牧草 之 利用 率 则 高 。 
西藏 草地 ,以 自然 环境 之 限制 及 植物 之 适应 生存 ,水草 类 估 有 草地 的 优势 。 小 区 域 

环境 之 改变 ,限制 了 植物 的 分 作 , 而 植物 所 具 的 特性 , 正 所 以 适应 特殊 条 件 而 改进 环境 ， 
形成 植物 演进 圳 绫 阶段 的 基础 。[ 如 久 藏 北 草原 而 论 , 地 形 、 土 培 影 响 草地 的 水 分 ,水 分 

SNS A Re SEN CURE SE CIR E SMM ARTO ED oem Mh 



——— a 

: 

PYSEtAT\ | PER ARAAE HES 509 

BIB SE LR iY AD PS BS IA BL EAP DYE FE AS Td 9 REP 

类 型 。 车 就 草地 环境 而 进行 分 析 , FAL EH AR A, ZK Hi, So es PRE, 土壤 受 冲 刷 ， 

或 上 层 复 盖 冲刷 沉淀 ,而 土壤 仍 较 潮湿 ， 生 组 短 东 草 ,土壤 受 冲 刷 变 成 砂 性 ， 或 竟 为 砂 

碟 , 而 士 豆 减少 , 则 依 土壤 及 湿度 之 程度 ,而 生 禾 草 或 其 他 杂 草 类 。 

家 畜 对 牧草 的 嗜 性 不 同 , 及 对 各 种 牧草 的 消化 利用 亦 不 同 。 以 藏 北 的 草地 而 花 , 羊 

” 喜 食 柔 狂 的 短 落 草 ; 禾 牛 和 用 短 及 高 的 水 草 ; 马 虽 喜 食 短 草 ,但 不 能 饮食 ,不 如 高 水 草 的 

易 专 探 用 。 故 在 藏 北 牧 区 ,家 畜 种 类 之 分 作 , 以 羊 及 牛 为 主 , 马 估 次 要 位 置 ,在 草地 中 作 
片 状 分 做。 此 所 以 草地 之 类 型 ,决定 家 畜 各 类 的 分 众 。 现 时 藏 北 草地 的 管理 利用 , 应 重 
视 羊 及 牛 之 改进 。 牧 草 之 成 分 性 质 , 更 影响 家 畜 之 生理 ,而 及 基 家 畜 的 产品 。 家 畜 在 此 ， 
类 草地 ,必须 尽量 利用 ,改进 其 生活 机 能 ,使 此 类 牧草 的 效能 促进 体质 之 发 育 生长 ,而 能 
二 加 生产 。 故 家 畜 之 一 些 体形 性 质 , 为 适应 此 种 环境 而 发 展 变化 。 家 畜 亦 为 选择 罗 嫩 、 
哮 口 .营养 价值 高 之 收 草 ,而 使 草地 中 之 优良 牧草 ,不 能 发 青 ,逐渐 退出 ,以 至 基 契 踏 。 
草料 不 足 ,牧草 品质 低 , 是 西藏 畜牧 事业 改进 的 中 心间 题 。 有 繁盛 优良 的 牧草 , 才 

能 繁殖 大 骏 优 越 的 家 畜 , 体质 发 育 好 ,效能 高 ,畜产 品 的 质量 增进 。 西 藏 地 势 高 ,气候 塞 
冷 , 使 自然 生 的 东 草 根部 发 育 , 把 持 土壤 ,形成 坚硬 之 草皮 , 柔弱 优良 的 收 草 , 无 法 伸 入 
而 生存 其 间 。 草地 之 改进 , 须 依 草原 之 自然 环境 植物 社会 笃 落 ,到 步 试验 ;站 研究 改进 
中 之 植物 演变 现象 。 牧 草 之 种 类 , YARNS JE RAE, IE APR BATS Zt 

增进 牧草 , 当 不 限 鼠 一端。 牧草 是 农业 及 牧 业 中 同样 重要 之 作物 ,为 家 畜 的 饲养 基 
il, 间接 增进 入 类 的 健康 ,成 为 家 收 业 制度 转变 的 中 心 问 题 。 在 牧区 周围 , 安 业 区 以 及 
安 收 策 作 区 ,有 使 适合 的 栽培 条 件 ,当先 选 种 牧草 , 而 收获 其 优良 效能 , RE RE 
HEAT BRM. 在 牧区 内 部 ,可 选择 适当 的 地 形 ,向 阳 和 避风 ,使 土壤 肥沃 , 能 及 时 灌流 ， 
更 以 栽培 之 技术 及 屋 备 , 则 可 选择 牧草 种 类 ,依照 需要 , 试行 片 状 栽培 , 供给 需要 , 亦 作 
BEARER 推行 效果 。 如 饼 藏 北 牧区 达 木 永 ( 当 雄 ) 及 洋 八 并 牧区 ,是 农 牧 区 交界 区 的 
WK DS ARS OEE AA, HER PEATE, dE REE 
TMP SH, THEM  EAO ER, ERTS, TRE HD 
充 为 重要 间 题 。 若 能 选择 片 状 裁 培 牧草 , 亦 如 牧区 边缘 之 特殊 以 小 面积 栽培 青 释 , 则 对 
崇 备 冬 料 , 以 防 家 畜 在 冬 春 体质 还 渐 赢 能, 疫病 死亡 , 必 有 适当 的 供给 。 解 决 前 料 缺 乏 ， 
尤 以 崇 备 冬 料 ,如 实行 翰 牧 ,选择 割 草 , 都 是 草地 管理 的 优良 方法 , 即 能 供给 饲料 ,更 可 
借以 改进 草地 。 

家 将 种 类 及 管理 

西藏 家 畜 种 类 之 的 伤 , 午 未 获得 各 地 之 明确 界限 。 大 和 致 依 自然 环境 草原 情形 、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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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生 活 署 性 以 及 对 家 畜 的 利用 ,可 以 家 牧 的 自然 交界 区 ,作为 牧民 及 农民 对 家 畜 种 类 僻 。 

养 之 分 界 。 其 适应 环境 之 能 力 强 , 范围 广 牧 养 便 易 的 牲畜 ,分 做 的 界限 亦 较 混乱 。 收 区 

的 牲畜 ,以 编 羊 禾 牛 为 主 , 农 区 以 黄牛 、 彼 牛 、 小 贱 、 山 羊 为 主 , 猪 、 允 是 不 重要 的 农 区 副 

业 。 马 的 分 谷 区 域 很 广 ,牧区 及 农 区 各 地 都 有 牧 养 。 NRK, BEIGE, fl FEB 

不 多 。 由 他 处 输入 西藏 的 牲畜 ,如 青海 马 、 西 北大 刀 , ABUL EK, 每 年 仍 炎 和 续 输 入 。 由 锡 

金 输 入 之 驼 些 黄牛 ( 瘤 牛 ) , 专 作 役 用 ,饲养 於 日 喀 则 及 拉萨 附近 之 农 区 。 

西藏 区 之 和 绵羊, 尾 小 如 椎 形 , BME, BARA REE, 但 白色 种 多 有 

黑 褐 色 , 体 格 健 强 , 能 而 高原 塞 苦 生活 。 羌 塘 区 羊 , 体 格 较 大 ,牧民 所 蚀 养 之 羊 到 坟 大 之 

年 龄 始 出 售 或 属 宰 。 山羊 常 混 认 编 羊 王 中 放牧 , 亦 或 单 自 成 天 。 FEM Wak eR 

渐 减 少 。 山 羊 以 产 乳 及 肉 为 主要 用 途 , 一 般 之 牧民 多 食用 山羊 肉 ,贵族 及 富有 者 则 多 用 

EA. : 

EASES BC, TE. 西藏 地 形 较 高 之 草地 , 均 色 黑 或 宰 , 或 有 各 种 

Sm, AS A aE. AB RUS, ER, RIL 

ZA. ATARI HE AE, PL BES AB SEBEL ae ae 

ti P REA, 黄牛 间 的 杂交 种 , 杂交 优势 表现 颇 强 。 主 供 农 区 耕作 , MEPL, BK 

运 , 性 稍 剧 , 工 作 耐劳 , 产 怨 能 力 , 均 强 放 其 亲 代 。 毛 色 黑 . 神 , 近 共 毛 牛 。 

BEE PEP BERK FLA, 体 躯 瘦小 , 乌 养 粗 劣 ,而 对 其 梭 取 过 重 ,所 摄取 之 外 料 , 然 法 

维持 其 身体 的 需要 , 及 供给 分 量 的 生产 。 公 牛 役 用 。 黄 牛 多 为 神色, 间 为 白 神 间 杂 或 黑 

色 。 

GFA MIRE RAE, REF, MERA, 供 畸 用 ,为 藏 地 之 主要 交通 

工具 。 马 耐 苦 , 善 走 山路 ,适应 高 原 环境 , 优 扒 青海 区 所 输入 之 马 ,体格 形状 旭 不 及 青海 

马 壮 观 。 

贱 系 小 型 种 ,高 仅 工 米 左 右 。 体 色 大 部 为 灰 神色, 农 区 甸 养 作 蒜 运 , 妨 所 需 草 料 少 ， 

Wi ABA, CE RME A, RS FEZ. 

PBZ MISE, 牧区 全 小 自然 放牧 。  TERRRE PASE, 黎明 赶 出 , 傍晚 驱 回 。 

FERED ZK Ip A, 常见 寺院 之 大 生 马 匹 , 夜间 亦 任 其 漫游 草地 ,不 

Tin Hi PRE 7 

FE WO Z AIA, Be RMS See A AERC AR, PEAT EDE, fae ARE LH PER, 12 

SG i), WORN, In Hs LABEL He HEV EA, 冬季 雪 前 , GR IB AT HM He 

笋 边区 夏季 温暖, 常 喜 沿 山谷 向 山坡 放牧 , 冬季 回 到 平地 。 在 大 牧区 中 ,牧民 常 定居 一 

处 ,在 周围 放牧 , 偶 或 派出 小 帐 莽 ;临时 移动 ,以 使 工作 便利 。 牧民 居住 , 放牧 其 移动 有 

一 定之 限度 ,东非 全 家 移动 〈《 偶 或 有 之 ) ,只 在 部 分 时 间 派 出 一 部 人 冀 , 移 动 居 住 。 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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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分 划 ; 在 牧民 中 都 很 严明 ,不 准 任意 侵犯 。 其 分 划 之 界限 , 常 依 自然 地 形 ,或 以 河流 或 
以 由 咯 、 山 举 毗 连 之 处 , 则 以 分 水 铀 为 界 。 草 地 为 牧民 之 重要 奏 源 , 亦 如 农民 之 农田 , 越 
Fie, a ete, Pe 

BK De, WHE BEE AR IGA, EINE, FS EN RE PERE See, 

LKR, GBA MICC , RALRIMIE. RRO, BREA, ee 
部 分 牧民 , 制 草 崇 备 冬 料 ,如 念 青 唐古拉 山南 之 达 木 永 草地 山北 之 拉 母 齐 草 地 ,都 制 一 
MAM, 作为 冬 料 。 但 人 力 小 ,工具 简陋 , 制 草 量 极 少 。 

牧区 对 幼 畜 略 加 照顾 ,有 专 发 备 之 幼 畜 斌 舍 , 夜 晚 与 母 畜 分 开 。 幼 羊 舍 为 牛 凑 量 成 

ZR, LAH OHM RCE. BEAK). KS, Aa 

HRCA, ARGEIG I, ROR IROL EES RR EE, 小 牛 产后 , 隔 数 
A KEEN, BRA PSA, ene, HERRERO BIB eee, 3c 

ERAGE BER BR ER. 小 牛 除 挤 奶 后 之 吃 乳 外 , TRI. OE 奶 法 等 ， 
WM UR, CARES, 偶 或 给 以 酥油 或 其 他 精 料 。 

夜晚 圈 牛 的 地 方 , 三 面 用 牛 粪 或 草皮 围 起 ,犹如 圈 糖 , 档 住 风 口 。 中 间 铺 数 寸 干燥 

牛 羊 碎 粪 ,每 日 则 将 鲜 凑 检 出 , 圈 内 设 有 数 排 毛 缉 ,以 备 系 牛 。 羊 圈 周 围 转 将 ,只 留 一 口 

出 入 ,夜间 在 圈 内 , 任 其 自 直 睡 队 。 

牛 ,. 羊 ,一 般 每 日 朝 晚 扩 奶 两 次 ， 省 后 放 进 幼 畜 。 藏 民 惯用 湿 手 挤 奶 , 颇 不 清 党 。 常 
EE PIA, FCF HU FEE ESA VERA EDD PEMA ESS TY, Se AS SL, HEY 
颇 方 便 。 

安 区 家 畜 , 多 有 底 舍 , 富 者 利用 楼 房 底层 ,或 另 设 棚 舍 , 穷 者 亦 或 用 露天 转圈 , KS 

黑 虹 潮湿 ,有 碍 牲畜 之 健康 卫生 。 BEAM, PALA, 平时 不 喂 精 料 ,工作 
忙 时 , 刨 以 青 各 碎 料及 菜子 油 洁 等 , 亦 或 按时 葵 以 少量 食 熙 。 GIBB, 经 常 输 以 精 

料 , 偶 或 蚀 以 茶 及 酥油 。 

奶牛 每 日 放牧 , 搞 奶 时 间 以 兹 渴 泛 进 的 青 穆 查 草 , 汞 拌 以 少许 青 牺 酒 糟 。 

Ze a HE 

Ba AR ET, I BCH. AA, BNR See, EMEA IE A Bt. 

ASAT EA ES BBR Be A AH Et, BATE RE PAB, DAT ESR. 

雅 巴 牧区 ,在 藏 北 牧 区 的 中 部 ,为 藏 北 丰 富 牧区 , a RE HE. 雅 巴 牧区 的 制 
Pe, Bek wie 60 楚 马 ( 头 人 ) ,每 楚 马 管 10 户 牧民 ,每 户 平均 30 一 40 人 ,全 区 锡 计 600 户 。 
但 由 札 什 伦 布 寺 封 蝎 已 入 , 户口 人 数 必 有 变动 。 TRAE, 每 夭 人 平均 有 12 户 , 总 
计 狗 有 “00 户 左右 。 牧 区 居 查 不 易 精 确 ,依据 寻 间 调查 ,多 不 能 确实 相 告 , 焉 目睹 所 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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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 、 输 出 、 浪 费 以 及 闽 创 ,数字 亦 不 可 靠 。 现 时 综合 各 种 情形 , (het P ite BAA 4 

头 , 羊 (篇 羊 .山羊 合计 ) 70 只 , 以 观察 畜牧 的 生产 。 详 区 情形 及 工作 方法 , 待 整理 后 再 

作 报 告 。 

据 以 上 所 述 , 雅 巴 牧区 应 有 之 家 畜 数目 : 
700x40=28,000 3-4} 

700 x 70=49,000 只 羊 

一 般 计 算 , 羊 五 只 , 折合 一 牛 单位 , 则 雅 巴 牧区 ,应 有 之 家 畜 单 位 : 
37,800 428 fir 

oh . 

140,000 =F 8 fir 

上 列 数 字 仅 说 明 雅 巴 牧区 、 草 地 现 有 之 载 畜 量 。 牧 原 利 用 ， 如 用 科学 方法 管理 , 依 ， 

此 则 可 计算 此 草地 逻 济 发 展 之 可 能 性 。 
西藏 家 畜生 产 力 , 现时 很 低 。 如 物 羊 每 年 每 只 可 剪 毛 攀 1.5 一 2 市 斤 ( 过 去 和 统计 数 

A). 西藏 牛 的 产 乳 量 , fF Ae SLAY 3、4、5 斤 不 等 ,与 内 地 城市 所 养 乳 牛 产 怨 量 高 者 

相 比 , 则 相差 过 远 。 西藏 性 冀 , 生产 力 低 或 有 由 於 品种 ,可 输入 优良 适 认 当地 环境 之 品 

种 ,与 当地 品种 进行 杂交 级 进行 改良 。 但 主要 原因 , MRR SPA, 以致 营养 不 

良 , 管理 不 尽 合理 , 使 死亡 仍 频 , 生产 降低 。 此 尽 可 锥 牧区 之 己 养 管理 方面 , 研究 改进 ， 

以 击 加 生产 。 应 深入 了 解 草原 .家畜 生理, 收 区 社会 情形 ,说 养 管理 方法 等 ,以 求 能 在 现 

时 基础 上 进行 改进 ,而 获得 增加 生产 。 如 羊毛 的 生产 , 现时 估计 ,一 般 一 只 炉 羊 每 年 产 

EWE, 此 为 最 低 之 产量 。 藏 民 取 毛 , 或 用 手 撕 , 或 以 刀 割 ,所 收 的 羊毛 ,长 短 不 齐 ， 

或 部 分 留 於 羊 体 , 损失 颇 多 。 BREA RCE DEAD, 则 羊毛 之 损失 更 大 ,而 此 更 易 使 

ENE RICE, 致 品质 降低 。 如 能 改进 剪 毛 方 法 , 改换 剪 毛 工具 , 避 如 羊毛 的 

浪费 , 每 只 纺 羊 由 一 市 斤 个 增产 至 二 市 斤 羊毛 , 此 数字 认 公 西藏 计算 , 则 数量 极 大 。 更 

能 从 蚀 养 着 手 改进 ,使 羊 发 育成 长 良好 ,羊毛 增产 之 数字 更 可 加 大 。 

牧区 家 畜 , 繁 殖 这 不 高 ,但 幼 冀 死亡 率 很 大 。 在 雅 巴 笋 区 ,如 以 牛 羊 而 计 , PEER 

WAL RAEI Be 50% 左右 ,而 幼 畜 的 成 活 数 , 亦 不 过 生殖 数 之 一 宇 。 此 一 后 死亡 ,多 由 攻 

fil SELB RR, HLH, 与 蚀 养 及 当时 管理 情形 关系 极 大 ,车 能 鸳 食 温暖 ， 

自 可 沽 少 损失 , 相对 而 增加 生产 。 

上 述 雅 巴 牧区 草地 之 载 畜 量 ,及 家 畜 单 位 数字 , 如 牧 原 管 理 能 合 堆 科学 方法 ,可 裔 

明 此 牧 原 之 湾 在 能 力 ,更 可 发 展 。 为 便 於 计算 ,在 此 牧区 , 仅 用 一 种 家 畜 单 位 (折合 之 牛 
单位 或 绵羊 单位 ) ,以 估计 畜牧 生产 发 展 的 可 能 。 其 情形 如 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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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aE BEAR AR 2 50% , HELA 10% , EAE PDFEAEY 10%, hn 
IH, ARE 100 头 母 牛 能 繁殖 , 则 必须 有 200 AFF AEH 。 PIR, HEE 
BK ERIE ER ORK: 

‘FRR 母 牛 补充 这 MPa Be re i eer we 

Zo 7 CHE GE 120 Fr) CREAR RRA) 

FEU ZB 7 (4k4F 400 Jr) 

BEE 
5G Bm ANG. 2% 5% 10% 

50% 10 -4560 4,200 3,600 7,760 6,080 3,600 

依 理论 计算 , 每 母 咎 一 百 头 ,每 年 平均 产 肉 牛 活 重 3,600 Tr. 若 以 全 雅 巴 牧 区 而 

葵 , 其 改换 之 全 部 生 单 位 为 32800, 则 每 年 能 产 肉 牛 活 重 如 次 : 
37,800 机 S59 X3)600=680,400 市 斤 

在 雅 巴 收 区 , 牛 的 死亡 这 很 高 ,严重 时 达 25 一 40% ,如 牧草 不 足 ,说 养 不 良 , 使 牛 之 
”死亡 率 还 可 增高 。 如 小 牛 的 生产 ,在 寒冷 的 冬季 ,管理 不 良 , 亦 增加 牛 的 死亡 数字 。 若 
肖 疫 病 流行 , 则 死亡 数字 更 形 增高 。 

REAR HK ALPE AERP MAC, 雅 巴 牧区 , 牛 的 繁殖 李 葛 为 30% ， 此 繁 
殖 达 的 数字 不 高 。 如 繁殖 李 增 加 1% , 则 依 上 表 计 算 ,每 繁殖 用 母 牛 的 肉牛 生产 量 增加 
96 斤 。 如 以 公 部 雅 巴 牧 区 计算 , 则 其 总 产量 应 为: 

SS Say X96 = 18,144 ih Ft 

FARE EE ic AE a) SS OR, AT TRARY se, HER Ra SP, BEE ea SAS 

增加 ,生产 数量 邹 可 增高 。 若 繁殖 率 增加 20 7 , 则 雅 巴 区 每 年 因 繁 殖 率 之 增加 , 而 获得 

之 牲畜 生产 增加 应 为 : 

18,144x20=362,880 市 斤 

SAARI 50% 兹 不 算 高 ,以 科学 的 管理 ,更 应 超过 此 数 。 

如 以 雅 巴 牧 区 因 死 亡 率 及 繁殖 率 ,而 使 畜牧 业 所 获 致 畜产 品 的 损失 ssn, 推 葵 至 

全 西藏 区 , WERE A, 现在 西藏 对 牲畜 之 数量 , 无 确切 之 煽 计 , 不 必 计 

算 於 此 。 但 此 可 襄 是 由 於 饲养 管理 的 改善 ,而 可 使 牲畜 的 生产 能 增高 很 多 ,是 可 於 畜 牧 

业 现 有 之 基础 上 , 立 邹 可 使 生产 增加 。 

(三 ) 物 羊 : 

以 雅 巴 牧区 之 自然 草原 及 现时 家 冀 分 做 的 情形 , 则 笋 区 之 生产 篇 羊 极为 重要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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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ZER, EEE Ose, 现 以 羊毛 生产 的 情形 , HERR ULE MBE EE AR ea 
ENE ZB, WEAR, RAR UGC HL, PEAY 140,000 羊 单 位 。 一 般 对 西 
IR ALPS NE HOH Bb 8 ERB EET ITE, A IE 4b EEE ED: 
"140,000 x 6.5 = 210,000 Hi FF (MRE Be ABBE EN, , AT AEB) 

HEEL BK Be RCE HOT Be WEL AB, BT, SEB, EHR. RAB 
探 用 较 进 步 之 剪刀 工具 ,以 避免 羊毛 之 损失 , 更 能 善 加 处 理 , 则 每 篇 羊 每 年 生产 二 市 斤 
羊毛 ,不 为 过 多 。 以 此 定 斤 产量 的 数字 , 诗 算 全 雅 巴 牧 区 羊毛 之 增产 数量 为 : 

140,000 x 0.5= 70,000 市 斤 

dn BRB TE RE FEE EAT EI, PRA OCR, BERRA WT ER 
加 , 当然 可 有 更 大 量 的 羊毛 增产 。 

。 此 仅 就 雅 巴 牧 区 的 理论 计算 , 著 推 葵 至 全 西 藏 牧区, 则 增产 数量 更 大 。 据 英 帝 国 主 
义 过 去 发 表 的 数字 , 西藏 每 年 输 至 印度 的 羊毛 为 8,000,000 磅 。 羊毛 的 输出 不 仅 到 印 
度 ,而 西藏 羊毛 ,每 年 消耗 谎 自 用 , 亦 有 颇 大 的 数量 。 维 仅 以 8,000,000 磅 出 口 计 , 如 每 年 
每 只 绵羊 产 毛 量 为 165 磅 (1.5 市 片 , 锡 合 165 磅 ), 旭 8,000,000 磅 有 如 下 的 穆 羊 数量 : 
8,000,000 + 1.65= 4,848,485 只 穆 羊 , 如 每 只 穆 羊 , 因 利用 科学 方法 加 以 改善 管理 ， 

每 年 增产 羊毛 咎 市 斤 , 则 西藏 地 区 每 年 应 增产 羊毛 数量 如 次 : 
4,848,485 x 0.5= 2,424,242 市 厅 

Pe OC ARES =e PERE E HH OT BCT HERD BH, CURE Ty eT 
斤 以 上 。 著 就 西藏 全 部 之 羊毛 增产 计算 ,数量 更 大 。 

以 上 所 得 的 数字 , 系 就 一 牧区 而 推算 至 全 部 西藏 之 畜牧 生产 。 此 乃 就 草原 的 湾 在 
能 力 ,而 就 革 一 部 分 施用 科学 方法 而 获得 的 理论 数字 。 根 据 此 理论 数字 ,可 竟 雇 到 因 蚀 
养 管理 之 改善 ,获得 之 增产 , 而 引起 对 牧区 牧 畜 改 善 管理 的 注意 , 即 在 西藏 畜牧 业 现 有 
之 基础 上 , 蚀 养 管理 ,获得 科学 的 改进 ,立即 有 大 量 之 畜牧 增产 。 

背 牧 业 的 展望 

西藏 之 超大 部 分 ,属於 畜牧 区 域 , 即 河谷 的 农业 地 带 、 农 民 的 生活 习惯 、 食 品 需要 ， 
I SADR ABER, WOR ROIS SL, RIE. OR RE ， 
Fl EH ZCHIMS VARI BI PE EU) BEA UE RR BE, 
Ky BA, HALE WTR AN, DE BR Be. WORN RT 
BE HII ALT , BORE A RR EWU. (ED CES UGE, RRA OLE 
— bi ARE AEST. BONG BSE HE SERENE A) Pe >, Tf oe 

AK, SAR ACRE HbA, Sey, HEA, 形成 单纯 之 水 草地 , 营养 价值 减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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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 ILE HE ARE, ARTES ORD, a LO TTR SBS, HE 

BRIAR, BORAGE, HR PERS OCR ER er A ZEB 
PERT RAWAL ER. ENEMA, Ree. 丰富 的 生产 ,应 
AE SE OP GA HS. DARA CSE AES Jy, AT A REE ES A EAI, 
刺激 增进 生产 。 是 畜牧 事业 之 改进 ,相互 关联 ,不 能 仅 竺 一 端 。 ART BCR CGE, 

应 在 现 有 的 基础 上 求 其 提高 。 we, MMI, DURE, Hi SEAN 

PICU, KRABI, 而 畜产 品 更 能 适当 处 理 , 善 价 销售 , CREM AKRAEPH 

本 
西藏 畜牧 事业 的 改进 , 依 草地 情形 、 轻 济 的 观点 及 性 畜 种 类 ,应 以 羊 、. 牛 为 主 ， 马 属 

RE, 工作 的 进行 , 当 鞋 酌 力 量 , 依 靠 政 治 情况 , 逐步 进行 。 西藏 之 牧 业 , 过 去 了 解 极 
消 , 交 通 困 难 之 区 ,如 藏 北 牧区 以 至 所 谓 羌 塘 塞 漠 之 地 , 尤 少 接 印 , 儿 至 一 无 所 知 。 工 作 

进行 , 必 先 了 解 情况 ,使 有 所 根据 。 但 苦 查 了 解 又 必须 在 实际 辜 众 工作 中 进行 , 才能 深 
又 。 如 欲 改 进 西藏 之 畜牧 事业 , 则 应 首先 了 解 牧 原 , RUPE aE RE BIE 

,与 生产 力量 , 进行 家 畜 的 防疫 治疗 , 须 了 解 农 牧区 域 的 病 痊 与 发 生 草 延 之 情形 ,而 和 欲 现 
时 畜产 品质 量 之 提高 , 尤 须 使 其 现 有 产品 有 合理 之 市 场 , 得 善 价 出 售 , 牧民 生活 及 工作 
LEE, 能 充分 交换 供给 。 牧民 享受 到 政府 改进 牧 业 的 实惠 ,了 解 科学 的 意义 ,改良 之 

方向 , 自 可 依照 俐 导 计 划 进 行 ,或 更 考虑 牧区 情况 , 自 迹 改进。 故 目 前 改进 西藏 之 畜牧 

MSE, TPR. 依照 需要 , 分 期 分 区 , RA, 届 置 工作 站 或 工作 队 ,逐步 进 

西藏 收 区 ,面积 广大 ,交通 不 便 ,现时 之 工作 惟有 依照 需要 ,选择 重点 进行 。 如 亦 西 

藏 北部 牧区 ,牧民 与 外 面 的 接 便 极 少 , 对 放 自 身 之 畜牧 事业 虽 极 关怀 , 但 畜牧 普 疫情 况 

的 调查 科学 工作 及 改进 设施 之 推行 , 屋 然 深入 , 旭 未 必 容 易 接受 。 而 农 牧 区 域 之 需要 

不 同 ,疫病 之 发 生 亦 有 差别 , 故 工 作 的 进行 ,应 由 家 牧 之 边 荫 向 牧区 内 部 推进 ,了 解 的 情 

况 亦 借 作 研究 与 施行 的 根据 。 在 藏 北 牧区 ,如 考虑 到 说 置 畜牧 兽医 工作 站 ， 而 限 攻 力 
量 , 则 首 期 必 冒 。 在 后 藏 方面 ,可 发 专任 亲 则 ( 达 那 家 区 与 雅 巴 牧区 之 交界 ) ;前 藏 方面 ， 
可 裔 於 黑河 及 达 木 永 ( 亦 称 当 雄 , 安 牧 交 办 处 及 交通 孔道 )。 任 亲 则 南 临 沿江 安 区 , 北 接 

广大 上 牧 区， 西 接 圆 门 希 卡 、 梅 康 萨 希 卡 、 拉 佳 普 等 地 , 东 卷 雅 巴 牧区 南部 以 及 酒 地 的 数 

宗 , 交 通 便利 ,供给 容易 ,生活 上 需要 的 物品 均 易 获得 。 黑河 为 藏 北 重 钞 , 军政 重心 , 畜 
产品 集散 之 地 , 应 为 畜牧 业 改 进 之 据点 , BORED EB. USA ACL AL AE 

地 ， 虽 为 牧区 ,而 可 部 分 农耕 , 西 及 北 藏 宗 、 洋 并 宗 , 而 与 后 藏 地 区 接 , 东 及 拉 龙 噶 目 、 欧 

马 塘 、 商 厌 塞 什 克 一 带 , 北 去 喜 错 湖滨 牧区 , 南面 过 山 为 喜多 宗 的 家 牧 策 作 区 ，, 交通 孔 
道 ,工作 便利 。 如 此 说 置 , 念 青 唐 古 拉 山 以 南 收 区 的 情形 ,可 尽 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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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的 对 象 , 先 由 农 牧 的 边缘 , 推 及 评 念 青 唐 古 拉 山 以 南 的 牧区 ,工作 便 於 进行 ,更 

可 了 解 速 接 之 地 区 演变 的 情形 。 考察 牲畜 的 分 伤 、 数 量 . 草 原 类 型 及 刨 养 管理 .冬季 乌 

料 之 补充 、 牲 畜 的 繁殖 死亡 , 以 及 畜产 品 的 扑 理 加 工 , 牧民 之 生活 及 和 鱼 担 情形 , 分 别 进 

行 ,使 科学 知识 能 添 步 渗 人 牧民 之 工作 。 而 工作 应 精 罗 ,效率 要 高 ,使 科学 的 精确 效果 ，: 

能 在 牧区 逐渐 树立 ,以 达到 家 畜产 品质 量 提高 之 目的 。， 

在 后 藏 方面 , PYLE EE HK RAT PA SE BEES, BR TTT AALS 
BE hn EE OB Be, VES TA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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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 重要 ,希望 将 来 畜产 品 的 质量 增高 , 划 应 在 现 有 的 基础 上 加 以 整理 改进 。 如 羊毛 的 
剪 毛 涉 理 , 酥 油 、 内 、 皮 的 加 工 调 制 ,都 应 逐步 输入 科学 方法 , 使 合共 市 场 需 要 。 但 牧民 
生活 穷苦 ,工具 简陋 , 车 使 畜产 品 能 合 於 科学 标准 及 市 场 需要 , 则 必须 充分 供 答 牧 民 各 
种 工作 需要 的 现代 工具 。 牧 民 爸 和 穷 实 扰 力 探 娘 各 种 工具 ,以 改进 廉价 的 畜产 品 , 则 财 纸 
机 则 应 心 法 扩充 市 场 , 使 收 民 之 畜产 品 能 以 善 价 销售 ,改善 生活 ,刺激 生产 ,提高 牧民 的 ， 
探 购 力 , 换 回 改进 畜产 品 必 须 之 各 种 工具 , 以 促进 生产 力 。 但 自 於 现 有 的 政治 情形 , 收 
区 的 社会 制度 ,牧民 所 受 的 压 棒 利 亨 已 达 基 极点 ， 其 每 年 的 生产 所 获 , ASLAN BE FS 
乱 发 展 其 畜 收 事业 ,而 且 降 至 不 能 维持 最 低 生活 ,使 畜牧 生产 日 渐 趋 於 降低 。 故 政府 不 
仅 应 访 冀 产品 的 惕 销 , 更 应 使 牧民 确实 收获 其 畜产 品 应 得 之 价格 , 牧民 获取 应 得 的 收 
获 , 方 能 以 其 收获 ,投入 畜牧 事业 , BERET RET. 如 政府 对 毛 、 油 、 肉 \ 皮 的 收 野 ,必须 
取消 中 间 亲 创 ,使 其 应 得 之 价格 ,直接 达到 牧民 手中 。 此 等 工作 的 进行 , 亦 非 简易 。 财 、 
纸 工 作 机 构 , 亦 应 进行 起 站 CURT eu PTE AG ALS Be RE), 更 可 与 畜牧 普 医 工作 
者 ,混合 发 贰 , 宣 伤 政府 政策 ,使 牧民 能 以 深切 明了 ,直接 收 隧 ,确立 信用 ,使 长 期 受 残酷 
压迫 章 创 的 牧民 ,有 勇气 、 信 心 来 发 展 其 畜牧 事业 。 所 旋 的 工作 站 ,更 应 了 解 牧 民 的 情 
形 ,实际 供给 牧民 日 常生 活 及 生产 工作 之 所 需 , 或 规定 价格 ,或 竟 以 实物 折合 调换 , 则 更 
能 解决 牧民 的 实际 困难 。 各 种 工作 ,车 此 综合 进行 ,互相 依 助 , 工 作 效 能 可 以 提高 , 瘟 牧 
事业 之 增产 可 期 。 

在 安 业 区 域 ,应 以 役 畜 为 重 。 但 西藏 安 业 区 域 的 农民 生活 , 日 常 必须 大 量 的 畜产 
品 , 故 农民 常 为 安 收 业 笨 营 的 方式 , 农田 的 外 芷 铅 有 畜 芋 ， 且 输入 一 部 分 外 来 的 畜 种 。 
而 牧区 畜 帮 因 往来 运输 , 常 轰 过 交通 大 道 , 性 畜 的 疫病 极 易 发 生 蔓延 。 是 以 家 区 中 畜牧 
兽医 方面 的 工作 , 应 早 加 研究 ,计划 做 填 , 农 区 谢 站 应 在 农业 发 达 的 地 区 、 交 通 的 中 心 。 

依 现 有 的 力量 及 目前 之 需要 , 可 在 拉 陈 、 有 日 喀 则 、 由 里 等 处 设 喃 。 待 环 境 改变 ,条 件 发 

. 展 , 然 后 推 及 其 他 地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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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安 业 区 域 , 主要 在 雅鲁藏布江 流域 ,如 河谷 及 北岸 的 拉 阵 河 、 古 陵 河 ̀  湘 河 、 大 
那 河 、 研 河 \ 梅 河 及 美里 河 、 拉 喀 河 下 部 ,以 及 南岸 的 拉 施 宗 以 下 色 河 、 年 楚 河 等 河流 域 ， 
都 是 重要 农 区 。 北 岸 各 河谷 土壤 ,多 局 砂 性 , 芯 松 干燥 ,排水 良好 。 南 岸 河谷 土壤 ,如 年 

楚 河 流域 , 常 有 湖 士 沉淀, ESC. 合 瞪 质 ,排水 .通气 不 良 。 故 北岸 河谷 及 雅 鲁 茂 布 
江 和 谷地 ,多 有 程度 不 同 的 干燥 性 草地 , 南岸 河谷 则 存 有 耐 瞪 旭 、 紧 实 土壤 之 彬 物 。 

河谷 平坦 邮 , 整 地 便 易 ,而 能 引水 灌 浙 之 地 ,多 已 星 种 。 山 地 及 斜坡 ,过 去 似 亦 信 有 
-部 分 的 利用 ,雨水 冲刷 , 土壤 受 侵 鲁 , 而 已 莞 广 。 岩 石 裸露 ,谷地 边缘 、 河 谷 近 山 坡 之 地 ， 
BET AB LAG HERR, 其 他 或 因 引水 不 便 ,或 属 寺院 趴 族 的 草地 , 裔 计 引 水 灌 泊 .大 都 可 
栽培 之 地 。 

河谷 .盆地 及 由 答 斜 坡 的 草地 , 都 已 长 期 的 生存 着 多 年 生 草 本 或 木 本 植物 ， 繁 密 的 
根系 ME AE Hp, 长 期 的 落叶 败 枝 , 堆积 在 表 十 , 使 这 些 未 明 种 过 的 土地 ,都 保存 些 腐败 
的 有 机 物质 ,促进 了 土壤 的 因 粒 构造 ,改良 十 性 , 崇 存 植物 生长 所 怖 要 的 养分 。 在 这 些 
草地 上 开 旦 种植, 借 土壤 原 有 的 优良 性 状 ,利用 土壤 长 期 赃 存 的 养料 ,起 初 数 年 的 栽培 ， 
必定 是 丰盛 的 成 长 。 但 经 过 数 年 连续 的 栽培 一 年 生 作物 ， 将 使 士 壤 团 粒 破坏 , 养分 消 
耗 ,此 后 的 栽培 ,收获 将 趋 基 逐年 降低 。 部 队 开 莞 生产 ,对 欠 士 壤 培 肥 、 和 维持 以 及 提高 十 
壤 的 竹 策 生产 力量 , 随 成 为 对 土地 利用 的 重要 间 题 。 

”西藏 居民 对 土地 利用 ,施肥 很 少 ,肥料 多 供 作 燃料 。 多 年 的 经 验 感到 田地 休 阅 , 可 
以 恢复 地 力 。 西藏 所 实行 的 农田 体 冰 , 一 般 是 种 一 年 , 休 并 一 年 ,人 口 密 ,， 地 方 少 的 地 
区 ,种 三 年 ; 休 并 一 年 。 土地 和 经 一 年 休 阅 之 后 , 可 秋 乱 栽培 ,但 空 田 休 阅 , 更 可 促进 有 机 
物 、 腐 殖 质 的 分 解 , 以 及 其 他 土壤 课 类 的 消 失 。 在 日 喀 则 及 拉 了 农业 区 ,作物 轮 越 还 只 
是 便 有 的 现象 , 范 扰 系 统 的 作物 轮作 制度 。 有 由 蕉 社 会 制度 及 不 良 利 用 的 阻 牌 ,在 复杂 
的 地 形 中 , 亦 有 由 蕉 自然 环境 的 限制 。 

长 期 连续 栽培 同类 作物 , 其 共同 需要 的 养分 , SA OUR, 而 需 汲 年 施肥 料 。 连年 
栽培 , 及 种 植 一 年 生 作物 ,风雨 侵 鲁 ,人 为 破坏 ,都 促使 士 壤 团 粒 骂 造 的 破坏 ,而 须 恢 复 。 
新 开明 种植 的 草地 , 土壤 保 在 有 植物 需要 的 养分 ,及 优良 的 土 性 , 应 设法 长 期 保存 及 十 
进 土 地 之 生产 力量 。 在 长 期 消耗 的 安田 ,及 新 星 的 草地 中 ,都 应 建立 作物 及 牧草 的 轮 坊 
-制度 , 尤 以 栽培 多 年 生 禾 本 科 及 豆 科 的 牧草 , 其 腐 存在 士 壤 中 的 稠密 根系 及 页 落 枝 时 ， 

PEELE TR SIE, 使 士 壤 条 件 适 芯 作 物 的 生长 。 而 豆 科 牧 草 , 更 能 利用 
根部 站 菌 ,固定 罕 中 氮气 ,以 组 成 氮 素 化 物 , 供 给 彬 物 的 生长 ,站 促 进 土壤 性 状 的 改良 。 

轮 栽 制度 , 应 根据 精确 的 试验 研究 ,适当 伤 壮 , 在 固定 的 土地 面积 中 ,应 考虑 其 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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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 及 地 面 能 有 长 期 的 复 盖 。 牧 革 种 类 应 依据 环境 .当地 之 需要 及 试验 结果 ,加 以 选择 。 

首先 要 选择 当地 的 牧草 及 作物 , 在 雅鲁藏布江 、 拉 诈 河 及 年 河 下 游 ,野生 豆 科 植物 中 天 
(Medicago upitand) 的 品种 ， 及 黄花 木 根 CU elilotus suaveolens) 的 品种 ， 散 伤 广 ; 生 其 

优良 。 野 彰 基 用 作 混 合 牧 草 之 下 繁 草 , 可 能 适合 ” 野生 之 草原 植株 下 部 常 木质 化 ,甚或 

SHE AGIK, 且 微 有 气味 。 栽 培 的 草木 犀 , 在 此 邮 种 植 ,可 能 有 适当 发 育 。 如 以 拉 陈 河谷 、 雅 

SRILA Ais , 在 其 他 地 区 已 经 栽培 成 功 之 牧草 ， 豆 科 者 如 紫 攻 和 薪 属 (edicaugo)、 

草木 标 属 (3elirotfus)、 车 轴 草 属 (Lrifoliwm) 以 及 明 枝 子 属 (CLespedeza) 的 品种 ,都 可 在 此 

PATRI, 但 在 冬 春 长 期 干燥 及 寒 汾 地 区 , 则 在 栽培 时 应 加 注意 。 当地 栽培 的 一 年 生 

PREM, mig A. (Lrigonella foenum-graecwm) (Fe A We BU Mt Ht AR GS). YA (Lens 

culinaris) (FEL EI AHS) EL UE RS) Rl PL eS, ABT HEA 

AiG, PATE OSE OBE, HATER ZK A, OARS, ABET SLA Re 

ALTA GE» MEA TAG 

PARR BAZ Kin Bt, EDL ET A. HES RA LIT HE HAL ett A 9 iad ZF, 

在 自然 草地 中 及 作物 输 种 中 , 旭 可 大 量 种 植 。 在 年 楚 河 河谷 及 其 他 排水 不 良 之 地 , 则 应 
先 加 试验 或 改善 土壤 性 状 ,耕种 方便 ,及 排水 设备 ,否则 难 有 良好 之 发 育 。 

”自然 生 之 多 年 生 禾 本 科 草 ,如 产生 於 春耕 河 谷 及 西康 区 之 允 脚 草 (Dactylis glomera- 

ta), ASS PERG IMAG EPIHEZE (Avena fatua), PERLE 2 (Brumus tibetica), WERE (Agrop- 

ron)、 生 长 潮湿 期 的 穆 草 (Beinochloa) 等 ， 都 可 探 种 ， 先 作 试 验 , 考察 其 生长 性 状 。 在 

他 地 已 栽培 成 功 之 禾 本 科 牧 划 , 如 鸭 苦 (Dactylis)、 黑 麦草 (2olium)、 和 崔 麦 草 (Bromaus)、 

WHEL, BEER (Arrpenahern) , HF *s (Elymus) BIH eH (Phlewm) Ss, AVA 5 AeA 1A 
UNE EMER, IGG BIH, ETE CRRA AED, Wn EK, SE ES, 
可 引种 试验 。 

禾 草 之 种 类 ,应 依 各 种 牧草 的 生长 性 状 及 利用 情形 ,实行 混 种 或 单 种 ,如 作为 牧场 ， 

” 则 必须 混 种 ,如 个 别 探 收 和 干草 ,如 萌 蒂 ,可 行 单 播 ， 但 一 般 以 刘 种 为 主 。 牧 草 混 种 ,必须 

精 由 考虑 各 种 种 子 的 配合 量 。 牧草 的 生长 驾 性 不 同 ,栽培 利用 及 顺序 各 年 之 供给 利用 
不 同 ,应 有 种 类 的 配合 。 在 混 种 中 各 种 牧草 配合 不 当 , 则 易 引 起 生存 觉 委 ,不 合共 其 生 
长 条 件 者 , 则 生长 发 育 不 寂 ， 着 背 了 栽培 利用 的 目的 ,而 失掉 混 种 的 意义 。 有 计划 的 轮 

栽 , 则 可 按 计 划 的 时 间 , 而 收获 利用 ,及 循序 输 换 种 植 ,土壤 可 以 区 积 培 肥 , 作 物 的 产量 

可 以 增高 ,家畜 的 蚀 养 可 有 其 优良 的 乌 料 基础 。 西藏 高 原 草地 ， 青 牧 业 纸 营 估 和 大 部 

分 , 即 在 河谷 的 家 业 地 区 , 几 民 的 驾 惯 仍 是 安 收 繁 作 , 大 部 安民 都 外 有 成 雁 的 牛 羊 , 而 高 

原生 活 、 家 畜 的 产品 亦 为 农民 生活 驾 惯 上 不 可 缺少 的 食品 。 钼 料 之 供 输 优良 充足 , 始 可 



附录 士 八 “ 西藏 农 牧 生 产 概况 屠 查 519 

提高 家 冀 的 体质 ;改进 家 畜 的 产品 , 增进 入 民 体 质 的 健康 ; 是 此 生产 的 推进 ,为 国家 之 
天 计 , 影 响 家 收 业 制度 的 建立 。 ede ft 

iB JE ACI SU ik EL AR EAS EITC, WIGAN UR ERE, CIS Ei 
iis, 12 月 以 至 型 年 四 月 , 每 日 下 午 2.3 时 以 后 , BA 河谷 吹 来 的 西南 大 风 。 冬 
季 草 枯 , 地 面 缺少 复 盖 , 耕 种 的 砂 土地 已 经 两 个 月 的 干燥 , 每 至 大 风 吹 起 , KERB, 
培 受 到 严重 的 侵 侯 , 地 面 缺 少 植物 复 盖 , 水 分 车 发 迅速 ,使 气候 干燥 。 故 治 河 耕 种 地 区 ， 

-应 广泛 栽培 多 年 生 牧草 及 迅速 培植 防风 林带 ,以 改良 气 收 ,保护 士 壤 , 驶 受 侵蚀 。 
Ku FELL BEI Gy, 冬 春 干燥 季节 ,多 为 治 河谷 吹 来 之 西南 风 防 风 林 带 的 培植 ,应 迎 住 

风口 造 植 多 数 防 风 林 带 , 树 株 密植 ， 树 行 加 以 重复 ,以 减弱 风势 。 18 2,3 月 风势 强烈， 

RYN AD HE , 防风 林带 难以 阻 揽 座 砂 飞 扬 ， 则 可 植 洁 较 密 的 防风 林 网 。 应 依 当 地 情形 , 

计划 防风 林 网 的 大 小 形式。 防风 林 网 中 的 主 林带 , 应 与 主 风 向 成 直角 如 拉 蒜 河谷 干 
爆 季 的 主 风向 为 西南 风 , 则 主 林 带 应 为 西北 向 东南 , 副 林 带 应 与 主 林带 成 得 站 。 林 带 中 
种 植树 夫 行 ,中 植 乔 木 ,两 旁 植 灌木 。 密 行 种 盾 , 可 以 防风 、 防 沙 。 防 风 林 所 用 之 树种 , 乔 
木 可 以 杨 : 柳 等 为 主 ,灌木 则 以 灌木 状 柳 、 绷 箱子 (Baeagnas)、 白 再 槐 (Sopzora) 等 为 主 。 

此 行 所 经 农业 地 区 , 以 雅鲁藏布江 河谷 及 其 南岸 来 瞪 之 河谷 为 主 。 平坦 谷地 及 慢 
坡 册 蓄 , 几 加工 少 而 裁 培 容易 的 土地 ,已 部 分 选择 加 以 利用 。 惟 寺院 贵族 保有 的 十 地 ， 
仍 作 草 地 状态 ,得 作 放 牧 利用 。 此 类 河谷 草地 , 固 可 以 纸 营 畜牧 事业 ,但 自然 生 的 野草 ， 
仅 为 古物 向 自然 环境 及 利用 情况 党 委 而 获得 生存 的 表现 。 其 植物 社会 之 组 成 , HARI 
世家 冀 之 需要 ,性 质 粗 糙 , 营养 价值 低劣 难以 蚀 育 优良 家 畜 。 故 现时 保留 的 自然 草地 ， 

六 须 破除 原 有 之 植物 社会 ,进而 栽培 优良 牧草 。 仅 依 自然 的 供给 , 缚 物 生长 期 间 , 饶 威 
品质 之 低劣 ;而 冬季 草 枯 , 尤 苦 牧草 不 足 。 赢 弱 的 牲畜 ,与 饥寒 斗 征 , 仅 能 维持 其 生命 ， 
海 弱 的 生产 力 ,已 降落 至 最 低 限 度 。 

西藏 的 慨 业 地 区 ,在 河谷 平坦 地 带 , 虽 部 分 地 加 以 耕种 利用 ,但 耕种 制度 栽培 管理 
方法 己 及 工具 设备 ,多 任 其 自然 ,粗略 简陋 ,阻碍 近代 农业 的 发 展 。 如 此 行 所 经 农 区 、 水 
利 的 发 备 ̀ 士 地 的 培 肥 , 都 须 深 列 研 究 , 加 以 改进 ， 使 此 利用 不 善 ̀ . 已 频 论 最 低 生 产 的 靖 
省 土地 ,恢复 地 力 ,增加 生产 。 在 复杂 的 生产 情况 中 , 略 述 几 项 有 关 生 产 的 重要 间 题 如 
后 。 
(一 ) 灌 溉 设备 
西藏 的 农业 和 经 营 , 必 须 有 灌溉 设备 ,才能 保证 生产 。 各 农业 地 区 , oh SA WEEK 

汇 , 惟 设置 雳 散 ,系统 康 乱 , 扰 适 当 的 修 护 管理 。 有 权势 者 尽量 浪费 利用 , 实际 生产 者 ， 
容 户 禾 昔 枯 凌 。 每 至 干旱 , 互 等 灌 浙 , 极 感 水 量 的 不 足 , 而 因 渠道 失修 , 划 又 大 量 流水 廊 
费 。 如 江 孜 之 灌溉 水 渠 ,春季 ,有 势 者 可 使 灌 洲 水 在 大 片 草地 上 漫 流 , 而 农田 中 则 禾苗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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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ze. FARIS, 2 RST ORE, Se A il FFT, 泥 深 不 便 行走 。 HE LS RK 

A, FEE I, UK, Fe ERLE, 科学 管理 , 适当 分 配 利 用 ,使 水 量 合 

亦 作 物 生 长 之 需要 。 在 降水 分 伤 ,不 能 均匀 的 干燥 高 原 地 带 , 适当 的 灌溉 ， POSE A HEAR 

证 生产 。 

(=) Se 

DG TRIN RAE, BAS BAA AER. RBI AERA, ASE RETA A 

AUS BUAS 7 FB, APE A BS. IE ESE TAS ET, TRS RE FE IL BR ie 

所 需 的 养料 。 无 适当 的 输 栽 制度 , ES UY SGA ST] 2K ey, WEE) SSE ASL, A 

竟 。 农 田 经 长 期 的 利用 ,无 肥料 补给 ,地力 沽 退 ,生产 力 日 趋 降 低 。 现 时 玛 应 积 肥 , 或 利 

FASE E , 或 制造 肥料 ， 或 使 植物 腐败 ， 如 砂 士 生长 极 厅 的 紫 云 英 可 腐败 成 为 良好 的 有 机 

肥料 。 更 以 精细 的 耕作 方法 ， 及 多 年 生 的 牧草 输 栽 制度 ,改良 土壤 性 状 , 充 分 积 苗 植 物 

所 需 的 养分 ,使 土壤 的 生产 力 提 高 ,作物 的 质量 增进 。 

(三 ) 作 物种 类 : 

西藏 作物 之 栽培 ,多 不 重视 选择 ,有 优良 的 种 子 ,才能 希望 美满 的 生产 。 同 一 作物 ， 

应 依 作 物 生长 之 特性 及 需要 情形 , 进行 选择 。 即 同一 品种 ,充实 丰满 生活 强 的 种 子 , 才 

能 有 强壮 的 发 育 生 长 。 由 认 生 产 力 的 薄弱 ,栽培 避 惯 及 环境 条 件 的 限制 ,使 西藏 的 作物 

长 期 保存 着 极 少 的 种 类 。 TRATED, DER DA, Bi. BR A 

豆 、 马 锥 昔 及 圆 根 等 为 主 ,其 他 种 类 ,， 则 属 少见 。 依 气候 、 土 壤 等 自然 条 件 , 或 更 可 突破 

固有 之 长 期 栽培 加 惯 , 而 扩大 试 种 其 他 的 种 类 及 品种 ， 如 冬小麦、 春小麦 大麦、 黑 麦 及 

燕麦 等 麦 类 作物 , 栗 、 麻 、 玉 米 等 其 他 禾 谷 类 作物 ， 大豆、 下 豆 、 局 豆 及 其 他 豆 类 作物 , 增 

加 食粮 作物 的 栽培 范围 ,以 改进 食品 的 性 览 。 更 可 因 需 要 情形 , 试 种 维和 维 类 作物 ,如 天 

se 蔗 、 亚 蘑 , 糖 类 作物 如 甜 荣 ,及 其 他 油料 作物 、 刺 激 性 作物 等 ,以 便 评 应 用 。 而 牧草 作物 ， 

旗 此 广大 的 牧区 , 更 应 选择 当地 原 有 的 草 种 ,及 引进 其 他 已 试验 栽培 成 功 之 种 类 ,三 泛 

栽培 ,作为 主要 的 输 栽 作物 ,用 以 筑 定 家 冀 之 基础 钼 料 及 培 肥 ,防护 土壤 。 

藏 民 不 惯 种 荣 , 故 蕊 菜 种 类 不 多 , 现 有 者 多 来 自 内 地 ,一 部 来 自 锡 金 .印度 。 但 依 自 

然 情 况 , 一 般 的 低温 、 中 温 蔬 荣 ,都 能 生长 良好 ; 一 部 分 高 温 蔬 荣 , 在 加 温 设备 ,提早 育 

划 , 也 能 生长 成 功 。 在 拉 际 栽培 试验 的 情形 ,落下 .上 甘蓝、 南瓜 、 夸 蓝 、 花 椰 某 、 青 荣 ( 后 皮 

荣 ) AE. BS See FBT. AE EE, ABS BE AY AE, WME bE. FARA se 

Bi DEAE AEE BRAS, TR ABAERS RE UTE. SPY 5 | Bh AK , PE A 

蔬菜 品种 , 尤 能 发 至 成功 。 果树 种 类 , 野生 者 有 桃 、 杏 等 类 , ARAMA Be, WFR, 

BL PEE AR Sela, ULE HE, PTE TT SEA BY BR AS I Fd. RR aT, PT 

期 成 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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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 WEARERS TRE RZ EBC BHA, 以 波 堆 藏 布 为 例 , 洪水 流量 与 枯 水 流 量 约 

比 数 自 10 余 倍 至 30 余 倍 , 一 般 为 20 余 倍 。 另 以 泊 龙 藏 布 为 例 , ote BRITE 10 倍 以 

内 。 
3. 河川 流量 之 年 变化 鸭 自 4 月 底 '5 AK, E67 月 而 达 最 高 尝 , 8、9 两 月 仍 维 

HEE PUREE ELA, 10 月 之 后 ,水 量 汤 消 ,此 后 水 量 序 陆 顷 跌落 ,至 型 年 3、4 月 

之 交 , 狗 为 最 枯 时 期 , 4 月 底 5 月 初 水 量 陵 泪 河 床 , 河 水 涨 入 广 阅 沙 涨 。 

4. 波 密 地 区 河道 中 多 问 以 广 阅 沙 泼 河床 ,河水 小 入 广 阅 沙 涨 河床 后 ,流量 的 一 部 活 
A vp ite TE AY J ee EE, 当 河 沙 舍 水 量 达 人 饱和 状态 时 , 始 形成 河川 流量 。 因 此 在 

流 经 此 类 河床 时 , 流量 存在 相当 数量 的 变化 。 以 大 藏 布 左 支 乍 浦 溅 为 例 : 1952 年 3 月 

16 号 在 上 游 杏 便桥 测 得 流量 为 6.29 FAG, 而 在 1952 年 3 18 A EDL BE Pie 2.5 

里 之 正式 木 桥 上 测 得 流量 为 3.72 秒 公 方 , 在 此 二 和 括 间 河床 开关 , VED HE SE, APRA 

驴 下 至 河口 一 段 (与 右 支 类 泊 合 流 点 ) ,在 狭窄 峡谷 内 ,水量 双 形 增 大 ,估计 用 与 桥 最 上 

游 的 流量 相等 。 在 3 月 16 一 18 日 降水 阔 无 显著 增加 , 且 未 达 融 雪 季 节 ，, NEE hk 

RA Het, 因此 可 知道 河谷 流 径 广大 沙 忠 河床 , 是 会 使 一 部 分 流量 变 为 济 流 ,而 至 峡谷 出 

口 ,流量 又 稍 恢 复原 来 状态 。 

5. 泥 沙 来 源 之 特点 为 : 

(1) ASAE RSET WEA BE AN LZ ie, Be PACES BEE, eh PR UH WG OS IE HE 

ABER EGE PA RACY (dns ZL, A LEME AT). 

(2) OITBE LAPSE, ABBR eb BA Ueeb, RAE, IS 

ATAU , I BRP E HT (de HD HS BAD SRE OD 8 LL, RSE AD 

19 EE AAR), 

(3) Sk JN HE RATE wees A 1 Mh A FE (RAUL BA) A ic Bi ae AE 

Te ERP HED IE CLS oe FB AT, eRe ee CAE th SE KB 

流 内 有 此 种 情况 )。 

(4) 冲积 高 上 的 小 支流 (一 般 流量 变化 较 大 ) , 自 急 局 比 降 之 局 形 地 上 流下 ,局 形 地 

被 深切 ,两岸 壁 立 , 泥 沙 被 种 鲁 入 主流 内 (为 士 质 或 耐 冲刷 的 碟 石 或 乾 石 )。 

(三 ) 影 响 河 川 流 量 的 因素 

1. SMAI BES, 上 且 在 降雨 时 期 内 较为 均匀 。 降雨 期 独自 4 一 9 月 ,降雨 为 

间 砍 性 的 。 一 鼠 降 雨 可 连 檀 数 日 之 久 ,晴朗 数 日 ,又 秋 德 降雨 。 

2. 雨量 强度 疹 不 太 大 ,从 波 密 理 众 房 屋 随 意 用 木板 救 羡 而 成 由 此 可 见 雨 量 强度 不 

WK, DEK Ae FETE 1952 年 7 月 降雨 强度 锡 为 每 小 时 2.53 毫米 。 

3. EE EAGER HITE 3,000 米 , 昌都 地 区 雪线 狗 在 4,000 2K, SEGRE AEA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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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ARM REARS SERS AK VEE, BONER 
AMEE, URUK Ra, LI, 科学 管理 , SERA 
WADIA ZABBE, TEBE i, AN HELS SEN PRS WAY, 适当 的 灌溉 , ASR ATR 
证 生产 。 a 

(二 ) 土 壤 培 肥 

西藏 的 农业 栽培 ,多 不 习惯 认 利 用 肥料 。 RBA, J) SERA 
他 肥料 则 不 知 利用 。 耕 地 用 有 具 简 陋 , 耕 地 洒 而 不 能 翻 士 , 土壤 不 能 充分 风化 以 供 詹 作物 
所 需 的 养料 。 无 适当 的 轮 栽 制度 , LEU RIS TAZ ee, WEIL SEE, 
竭 。 农 田径 长 期 的 利用 , 扰 肥 料 补 欠 , 地 力 减 退 ,生产力 日 趋 降低 。 现 时 亚 应 积 肥 , 或 利 
用 美 便 ,或 制造 肥料 ,或 使 植物 腐败 , 如 砂 士 生长 极 麻 的 紫 云 英 可 腐败 成 为 良好 的 有 机 
肥料 。 更 以 精 移 的 耕作 方法 ,及 多 年 生 的 牧草 输 栽 制度 ,改良 土壤 性 状 ,无 分 积 苗 植 物 
所 需 的 养分 ,使 士 壤 的 生产 力 提高 ,作物 的 质量 增进 。 

(三 ) 作 物种 类 : 

西藏 作物 之 栽培 ,多 不 重视 选择 , 有 优良 的 种 子 , 才 能 希望 美满 的 生产 。 同 一 作物 ， 
应 依 作物 生长 之 特性 及 需要 情形 ,进行 选择 。 印 同一 品种 ,充实 丰满 ,生活 强 的 种 子 , 才 
能 有 强壮 的 发 育 生长 。 由 芯 生 产 力 的 薄弱 ,栽培 姥 惯 及 环境 条 件 的 限制 ,使 西藏 的 作物 
长 期 保存 着 极 少 的 种 类 。 BURSA, ER AE WT BE 
豆 、 马 铃 昔 及 圆 根 等 为 主 , 其 他 种 类 ， 则 属 少 见 。 依 气候 、 土 壤 等 自然 条 件 , 或 更 可 突破 
固有 之 长 期 栽培 习惯, 而 扩大 坛 种 其 他 的 种 类 及 品种 ,如 冬小麦 .春小麦 .大 才 、. 黑 麦 及 
燕麦 等 麦 类 作物 , 栗 、 麻 、 王 米 等 其 他 禾 谷类 作物 ， 大豆、 下 豆 、 属 豆 及 其 他 豆 类 作物 , 增 
加 食 粳 作物 的 栽培 范围 ,以 改进 食品 的 性 质 。 更 可 因 需 要 情形 , 试 种 肉 锥 类 作物 ,如 天 
oft. BE AE, HIE ton dar YAS, 及 其 他 油料 作物 、 刺 激 性 作物 等 ,以 便 於 应 用 。 而 牧草 作物 ， 
於 此 广大 的 牧区 , 更 应 选择 当地 原 有 的 草 种 ,及 引进 其 他 已 试验 栽培 成 功 之 种 类 ,广泛 
栽培 ,作为 主要 的 轮 栽 作物 ,用 以 提 定 家 冀 之 基础 饲料 及 培 肥 , 防 护士 壤 。 

藏 民 不 惯 种 匠 , 故 蔬菜 种 类 不 多 , 现 有 者 多 求 自 内 地 ,一 部 来 自 锡金 .印度 。 但 依 自 
然 情况 ,一 般 的 低温 、 中 温 蔬 菜 , 都 能 生长 良好 ; 一 部 分 高 温 蔬菜 , TED, 提早 青 
音 , 也 能 生长 成 功 。 在 拉 蔷 栽培 试验 的 情形 , 蓝 卜 .甘蓝 南瓜、 巷 昔 、 花 株 .青菜 (牛皮 
AE) AS GSE AEH AE EE, AEE. WUEE bE EE LEAR SE 
KRAUS RAR, INAS BLE, UR UTE, FY Bh A BP , Eg 
蔬菜 品种 , 尤 能 发 青 成 功 。 果树 种 类 , UPAR ASE, 栽培 者 偶 有 少数 ,如 全 果 、 
梨 、 寅 等 都 千 果 美满 。 如 拉 阵 河谷 ,可 进行 繁殖 革 果 、 旬 、 桃 、、 葡 萄 、 胡 桃 等 类 果树 ,可 
期 成 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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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 洪水 流量 与 枯 水 流量 之 比 数 是 较 低 的 , 以 波 堆 藏 布 为 例 ,洪水 流量 与 枯 水 流量 约 
HERE 10 余 倍 至 30 余 倍 , 一 般 为 20 余 倍 。 另 以 泊 龙 藏 布 为 例 ,此 比 数 欧 在 10 倍 上 

内 。 

3. 河川 流量 之 年 变化 狗 自 4 月 底 '5 月 初 淫水 ,经 6、7 月 而 达 最 高 滨 ,，8、9 南 月 仍 维 
持 高 案 , 可 能 流量 变化 不 大 , 10 月 之 后 ,水 量 渐 消 ,此 后 水 量 序 陆 入 跌 落 , 至 异 年 3.4 月 
之 交 , 狗 为 最 枯 时 期 , 4 月 底 5 月 初 水 量 陵 小 河床 ,河水 涨 入 广 阅 沙 淫 。 

4. 波 密 地 区 河道 中 多 间 以 广 闺 沙 涨 河床 ,河水 小 入 广 间 沙 涨 河床 后 ,流量 的 一 部 活 
AWM TE HE PEE. 当 河 沙 含水 量 达 人 饱和 状态 时 ， 始 形成 河川 流量 。 因 此 在 
流 经 此 类 河床 时 , 流量 存在 相当 数量 的 变化 。 以 大 藏 布 左 支 乍浦 激 为 例 : 1952 年 3 月 
16 号 在 上 涛 杏 便桥 测 得 流量 为 6.29 秒 公 方 , 而 在 1952 年 3 月 18 日 在 此 桥 下 游 25 公 
里 之 正式 木 恬 上 测 得 流量 为 3.72 秒 公 方 ,在 此 二 侨 间 河床 开 阅 ， 泥 沙 堆 集 , 自 下 游 木 恬 
DAR Bim BE (与 右 支 类 尖 合 流 点 ), 在 狭窄 峡谷 内 ,水 量 双 形 增 天 ,估计 用 与 桥 最 上 
游 的 流量 相等 。 在 3 月 16 一 18 日 降水 赣 扰 显著 增加 , 且 未 达 融 雪 季 节 ， 撼 日 变化 或 为 
HA ete, 因此 可 知道 河谷 流 径 广 大 沙 路 河床 , 是 会 使 一 部 分 流量 变 为 潘 流 , 而 至 峡谷 出 
口 ,流量 又 稍 恢 复原 来 状态 。 

5. 泥 沙 来 源 之 特点 为 : 

CL) 春季 融雪 季节 ,峡谷 耳 壁 崩 山 之 处 ,或 缺乏 林木 兰 壁 ,由 芯 融 雪 虑 成 小 股 水 流 ， 
自 陡 兰 上 流下 ,有 部 分 或 大 量 泥 沙 ( 如 通 考 上 游 ,大 河 右岸 是 泥浆 小 沟 )。 

(2) 直立 陡 岩 上 的 积 雪 , 大 块 跌落 河中 , 零 中 参 入 泥 沙 , 因 积 雪 的 融化 , 亦 随 之 而 加 
信 河 水 中 ,成 为 一 部 分 泥 沙 之 来 源 (如 普 拉 的 拉 珊 藏 布 , 曲 宗茂 布 的 角 罗 山沟 中 , 松 宗 的 
向 佑 龙 巴 有 此 种 情况 )。 

(3) 由 艾 冰 川 堆积 形成 特 处 的 沙 磋 地 层 (类 似 台 地 ), 地 下 水 或 融雪 降雨 揣 组 粒 粘 
主 目 室 隙 中 流下 ,形成 细 晶 池 流 , 摊 入 河内 ,成 为 泥 沙 来 源 之 一 (在 曲 宗 附 近 之 巴 注 卡 支 

流 内 有 此 种 情况 )。 

(4) 冲积 离 上 的 小 支流 (一 般 流量 变化 较 大 ), 自 息 剧 比 降 之 局 形 地 上 流下 ,局 形 地 
被 深切 ,两 岸 壁 立 , 泥 沙 臣 冲 创 入 主流 内 (为 士 质 或 耐 冲刷 的 碟 石 或 乾 石 )。 

< 三) 影响 河川 流量 的 因素 
1. 雨量 分 伤 的 时 间 较 长 , 且 在 降雨 时 期 内 较为 均匀 。 降雨 期 独自 4 一 9 月 ,降雨 为 

间 砍 性 的 。 一 裕 降 雨 可 连续 数 日 之 久 , 哮 朗 数 日 ,又 秽 德 降雨 。 
2. — SABRE AE ARI: Fa Wi SE FAC Ct 1 es BY a Je AS 
。 波 密 区 胡 真 在 1952 年 7 A Be A BR BE AI if IF 2.53 “EK, 

3. een 3,000 >, Fy ABH KE SESRAITE 4,000 米 , 才 和 缚 葛 差 至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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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 4 Dis tee ae ee ees | eee Te Soe 

4. UR BE AL ARK ME HE A EAD HIM AE HY 909 以 上 。 和 森林 以 松 、 杉 、 
为 主 , 其 他 如 杜 议 、 杨 、 胡 桃 、 桑 、 柏 、 桃 ̀  标 等 亦 俱 有 存在 (KARP, 至 通 ， 

麦 衣 页 为 最 盛 )。 在 林 区 内 ，, 败 叶 堆 积极 厚 , 枝 叶 对 降雨 之 榈 阻 使 蒸发 部 分 变 大 ,但 降雨 

积存 林内 则 融化 极为 缓慢 , 及 渗 滤 入 败 叶 内 ， 除 微量 部 分 蒸发 外 , MEK Mk IBA E 

内 。 从 年 降雨 总 量 上 看 ,如 拉 阵 年 雨量 为 467 毫米 (根据 可 南 民 族 通讯 创刊 号 ), 则 波 密 

河谷 中 年 雨量 ,从 植物 生长 情况 看 ,是 要 超过 的 。 而 因 林 区 的 存在 与 自然 环境 相同 的 其 

他 地 区 相 上 比较 ,雨量 又 要 稍 多 , 渗 滤 量 及 地 下 水 量 亦 是 比较 丰富 的 。 

5. 退 入 深谷 之 冰川 ， PaLCH Ake PASE REEDS, WE EE Hii Se rah eZ 

bey Fel (hn ZEIT) 

6. 波 密 区 均 为 冰川 冲积 河谷 ， 沉积 二 颗粒 较 棚 ,增加 活 漏 量 , 且 因 不 同时 间 之 沉积 ， 

”形成 变化 较 大 、 粗 网 不 同 之 地 层 , 对 地 下 水 的 保持 分 别 有 不 同 之 影响 。 

”7 了. 流域 形状 为 列 状 (如 玉 瑟 藏 布 . 易 秋 城 布 ) ,或 由 二 、 三 个 羽 状 集合 而 成 (如 泊 天 藏 

布 ), 因 此 有 蚀 减 流量 特殊 集中 之 可 能 。 

8. 湖泊 或 广大 沙漠 地 , 对 流量 之 平衡 起 了 决定 性 作用 。 Blin 

布 之 昂 错 湖 及 曲 宗茂 布 广大 沙 泼 地 之 搓 洪 作用 , 使 洪水 流量 与 枯 水 流量 之 比 数 较 波 堆 
藏 布 为 低 。 

9. 在 耕地 上 的 磋 众 ,大 部 均 有 水 土 保持 工作 径 验 ,如 种 树 、 等 高 种 植 等 方法 ,双全 区 
小 部 分 农 地 起 夕 鞋 降水 及 防止 水 土 流失 之 作用 。 

10. 从 活 漏 情况 上 看 , 生 莞 地 或 休 耕 地 较 耕 地 滩 渡 量 为 大 。 自 河道 之 下 游 上 测 , 泛 
漏 速 这 有 加 大 的 趋势 ,但 东 非 全 部 如 此 , 何 需 和 视 其 他 条 件 而 定 。 

Ze DR MERA YER , 渗 滤 速率 数值 烈 下 : 
(1) (A EDGR: ( 翅 子 沿 河 下 端 耕 地 ) 沙 壤 (1952 年 3 月 7 日 ), 0.01119 每 秒 

(2) 倾 多 宗 郎 旧 翅 子 (喇嘛 等 附近 开 莞 处 ) 沙 壤 (1952 年 3 月 4 日 ),，0.01327 4p Rb 

(3) 好 英宗 工作 组 背 河 后 面 耕地 , 碟 沙 起，0.03700 每 秒 毫米 。 
(4) 倾 多 宗 企 浦 山脚 耕地 , MPH (1952 年 3 月 7 日 )，0.07880 每 秒 毫米 。 
(5) 倾 多 宗 乍 请 河床 沙 士 (1952 年 3 月 12 FA), 0.02000 454 
(6) 倾 多 宗 乍 浦 ,高 台地 上 ,耕地 , 黑 灰色 和 沙 士 (1952 年 3 月 17 日 )，0.06080 每 

M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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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倾 多 宗 乍 浦 ;山脚 , 黑 沙 士 及 黄 沙 士 (1952 年 3 17 FL), 0.03025 每 秒 毫米 。 
(8) 倾 多 宗 普 拉 , 局 形 地 间 , 箱 沙 及 括 石 (此 处 系 生 长 杂 草 的 自然 地 面 )(1952 年 3 

月 29 日 )，0.01767 每 秒 毫米 。 

[十 : eet ear tee ci LARS eR 42 BOK went, (LB REE Tal AE FE AEE 

之 比较 ]。 

(09) SRA: 
DRIAL HE EE TEL FLEE 
(1) 河谷 台地 ; (2) 局 形 地 ; (3) 山 侧 坡地 (少量 ),， 其 中 以 (1), (2) RE K 

部 分 。 波 密 区 是 一 个 比较 适 於 农业 生长 地 区 , 尤 以 宿 无 卡 以 下 , 以 和 挝 通 麦 . 胡 页 为 最 适 

i. WED HE, 水 土 保 持 、 安 田 配水 等 方面 看 , 均 有 其 优点 。 但 由 於 过 去 整个 社会 制 

庆 的 落后 、 统 治 阶 航 的 过 分 闽 前 、 死 亡 率 增加 、 劳 动力 缺乏 致使 劳动 理 众 对 生产 闵 毫 不 

威 兴趣 ,成 为 严重 负担 。 因 此 即使 是 士 质 较 好 、 水 量 充足 , 水 士 保 持 或 沟 交 良好 的 寺 子 
(例如 郎 旧 ), 亦 秦 而 不 厦 , 这 是 宏 业 生 产 上 阻 汐 不 前 的 最 大 原因 。 

波 密 可 耕地 总 数 (目前 政权 地 区 ), 比 昌 都 地 区 较 多 。 据 我 组 再 草 测 及 估计 ,共有 
50,830 雷 ( 见 “西藏 家 业 考 察 报告 ", 安 业 概 况 后 的 附 表 )。 安 业 生 产 自然 条 件 ,也 是 比较 
优越 的 。 宜 在 数 年 内 提倡 开 芝 , 泪 提高 单位 面积 产量 ,为 沽 少 粮食 问题 的 困难 而 加 紧 

BH. 3 
Be FE HK HEAT TE TLR: : RTE BES HUE (R04 2,900 米 以 上 地 区 ) ,雨量 充足 不 需 灌 

PES, RHEE A 13 KML SAKE, UA, Blk 
情况 有 二 种 : (1) ARIE RSS EEK, PEARSE (2) 7 BL 
难 , 需 从 数 公里 外 引 取 , LATS ERROR BE ABAESEMLS, HOBBES Cat 

多 、 允 拉 等 坪 子 )。 耕 地 需 水 量 音 非 像 华北 \ 西 北 需 水 之 孔 急 ,只 在 雨量 缺少 之 年 分 或 拔 
闻 秀 午时 才 需 补充 水 量 , 用 以 增高 农作物 产量 , 因此 渠道 的 使 用 次 数 就 相对 的 减少 ,如 

He Ay PEAY RRS. 去 子 的 面积 除 倾 多 宗 桑 那 寺 子 购 有 7,655 TOL, AR 

卦 子 均 在 3,000 亩 以 下 ,因此 在 某 些 小 寺 子 上 引水 可 能 是 不 够 经 济 的 。 
已 走 过 地 区 的 较 大 翅 子 有 倾 多 及 松 宗 列 打 卦 子 、 倾 多 块 子 等 ,由 当地 植物 看 是 比较 

干燥 的 , 旦 土壤 沙 性 较 大 ,因此 如 和 欲 开 发 ,必须 进行 灌 浙 。 倾 多 寺 子 之 引水 ,只 有 从 易 秋 
藏 布 , 倾 多 桥 以 上 右岸 支流 ( 距 倾 多 6 公里 ) 上 引水 。 引 水 比较 困难 , 须 自 壁 立 陡 岸 上 粮 
过 ,敷设 较 长 距离 (可 能 有 2 公里 ) 之 渡槽 , 该 支流 两 岸 亦 为 陡 壁 , (AK REE, DY 
用 。 松 宗 列 打 块 子 ( 狗 2,000 TH) PORTER, CSE FEEL) 左 侧 , 引 水 需 线 过 右岸 支流 
陡 壁 ,再 引水 光 寺 子 上 屋顶 部 ,引水 相当 困难 ,但 水 量 充足 , 将 来 如 结合 南 佑 龙 巴 小 型 水 
电站 的 开发 , 多 引 一 部 分 水 量 做 为 灌 泊 用 水 , 或 用 电力 及 天 河水 量 或 支流 水 量 进行 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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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将 更 为 经 济 。 

将 来 电力 问题 的 解决 ,对 於 雾 若 寺 子 的 水 量 供给 是 一 项 饶 经 济 又 便利 的 办 法 。 

目前 在 一 些 自 然 条 件 较 好 地 区 进行 陂 塘 荔 水 《包括 雨水 及 堆 水 ), 注意 在 底部 铺 敷 “ 

不 适 水 层 或 透水 较 慢 的 土 层 , 借以 防 止 或 减少 渗 漏 损失 。 同时 在 一 些 水 量 缺 少 的 声 子 

上 注意 配水 问题 ,不 使 浪费 ,向 一 些 配 水 较 好 地 区 (如 松 宗 地 区 ) 吸 取经 验 , 荡 加 以 改善 ， 

将 能 起 一 定 作用 的 。 

融雪 时 期 , SERA S| ASK BERL, 也 可 在 一 些 自然 条 件 BERS HA a) 

萝 , 接 受 日 光 曝 晒 ,增高 水 温 , 再 行 浇 地 。 
波 密 地 区 虽 有 志 好 的 农业 生产 条 件 , 但 由 蕉 可 开发 土地 数量 上 的 限制 ,可 耕地 的 总 

数 花 不 算 很 多 ,上 且 分 散 庆 从 东南 至 西北 190 余 公里 ,南北 65 A MRS, Al 
河 路 行走 当 更 迁 远 ) 范 围 内 , 在 耕作 、 管 理 ,运输 上 是 比较 费力 的 。 此 外 ,从 整个 流域 水 
的 经济 利用 上 考虑 ， 上 认 是 应 该 做 为 摘 苗 水 量 的 地 区 ,用 以 保护 中 .下 诽 流域 内 安 业 生 
产 的 。 因此 我 们 可 望 在 河道 较 下 游 的 一 些 地 区 ， 从 长 计划 我 们 农业 生产 的 永久 姑 形 。 
我 们 迫切 地 希望 白马 岗 、 罗 域 早 日 获得 解放 , 回 到 祖国 剑 了 多 ,从 水 利 及 农业 上 看 ,其 意义 

就 是 如 此 。 

(A) EAH PE] 

由 基干 支流 之 比 降 过 大 (SE BE TEIL AY BLP EE EH 

百 分 之 一 ) ,因此 流速 师 大 ,或 苋 形成 伯 端 或 惫 瀑 。 除 昂 、 衣 页 湖 外 , 一 般 说 来 是 不 可 能 

通航 的 。 将 来 建 圾 蔓 水 , 回 水 是 可 能 增加 一 部 分 航路 ,但 路 途 不 会 长 远 。 因 此 利用 水 路 

来 扩张 运输 的 意义 不 大 。 航 运 的 经 济 效 丛 仅 能 做 为 动力 或 冉 洪 的 一 部 分 附属 效 丛 而 个 

波 密 在 可 通航 或 将 求 有 希望 通 航 的 地 区 如 下 : 

2. 泊 龙 藏 布 昂 错 湖 以 上 ( 峨 岗 附 近 ) 至 少 可 有 20 公里 ; 

3. JSG aK Eta CY 35 ZS HE); 

4. Ha PL CY 10 公里 ); 

5. HH s2E IR CH 2.5 BIB), 

(AS) ERS BARS AT BE 

ihe HE WK pa PS We BE Be Sk 5 He SY TE ABT SAN RS YY LEAS, PA he a Si 

水 流量 相差 较 少 , 对 发 展 活 水 厂 ( 小 型 电站 ) 是 较为 经 济 的 。 AIC) SU at Pe st 47 BS 

地 方 旺 较 易 解决 ,水 库 的 流 没 损失 也 较 少 , 经 将 来 详 鼻 研究 比较 后 , 可 能 有 些 地 方 是 有 

条 件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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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VE SE ASE ENS 
(1) 便 钛 建立 , 除 水 轮机 及 电机 外 ,引水 渠道 及 跌 水 管 均 可 利用 木材 , 而 森林 在 整 

不 波 密 地 区 是 婴 常 丰富 的 , 烧 制 碳 或 混 凝 十 也 是 有 条 件 的 ,因此 修建 材料 问题 上 , 是 有 
好 的 条 件 。 

(2) 从 整个 地 区 工作 的 开展 及 砍 源 开发 的 程序 上 看 ,首先 必 是 合 於 初步 需要 的 , 简 
单 的 ,其 次 才 及 於 永久 性 的 、 多 目标 的 。 

(3) 从 建设 水 力 发 电站 的 程序 上 看 ,为 了 建 大 型 水 唐 及 电力 站 ,首先 必需 先 建 小 型 
动力 站 (火力 或 水 力 ), 准备 施工 当中 的 动力 需要 。 再 从 劳动 力 的 缺乏 及 建 厂 器 材 的 运 
输 上 看 ,无 不 需要 先 从 小 型 电站 入 手 。 

(4) 波 密 河 谷 在 相当 高 程 处 ( 欧 生 000 米 以 下 ) ,如 1952 年 12 月 中 旬 翻 倾 多 拉 而 至 
波 密 区 时 即 雪山 脚下 亦 无 冰 涛 。 

2 BORE GE KH AE 
(1) FeREIS IEMA ENE Ay PY AE BD BE whe PL 
(2) Bokteve -Lwwieee>, BRACES BAMUe, ALTERS AR YE? 

MAME BSR: 
| (3) 波 密 区 之 石灰 岩层 ,石膏 、 粘 土 的 产量 相当 多 (BBW EMER AS), RUBLE 
可 无 问题 ; 

(4) 拟 行 建 坪 地 点 河 处 附近 是 否 有 古代 河川 行经 之 址 跨 之 调查 (例如 巴 卡 )。 
3. 电力 市 场 问题 
(1) 木材 工业 如 森林 及 其 他 维和 维 工业 和 森林 化 学 工业 如 桨 料 、 人 造 漆 、 防腐 剂 、 消 

SEF LGPL IATA, ERAS GAME WR WERE (PEPER, LG 2, 4-6 HPAL) Ree 
成 产品 ; 

(2) 金属 矿 的 开发 (参阅 地 质 组 的 报告 ) 如 钥 、 铁 、 谷 、 锌 \ 石膏、 陶土 砂 等 ; 

(3) 安 畜 产品 的 加 工 , 水 泥 的 制造 , 合 气 、 气 肥料 的 制造 , 制 漆 工 业 等 ; 
(4) 交通 运输 上 的 需要 (电力 铁道 ); 
(5) 安 业 上 的 需要 ,耕种 、 收 制 、 草 、 灌 浙 、 照 明 等 。 
4. 波 密 地 区 可 考虑 做 为 大 规模 苗 水 地 区 
(1) 泊 龙 茂 布 的 松 宗 水 库 
拟 考 虑 建 寺 位 置 在 曲 宗 藏 布 与 玉 瑟 藏 布 二 支流 汇合 点 以 下 深切 河谷 中 , MEER 
藏 布 桥 以 下 4.5 公里 ,最 狭 宪 谷口 成 直立 年 形 断面 , 水 面 以 上 40 一 50 米 均 为 花 岗 兰 

AE SEAS Is AE OL 20 米 ;, 右 岸 自 水 面 以 上 150 米 ; 均 为 直立 陡 壁 ,左岸 在 底部 50 米 为 花 
aM, 自 此 高 记 以 上 , HALA 45 倾斜 上 伸 数 百 米 , 在 距 水 而 以 上 150 米 高 程 处 ,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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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N AR Ke 200 Ke, HELIA AEE Pe WS EY ID, EE 7 BE De fig SKB TBR 4 
斜 。 

1952 年 4 月 中 旬 测 得 泊 龙 藏 布 流量 超过 50 0h eae oe TROT, #54 Hi 7k 

BETZ (GEL) , LEAP LA 50 £25 BOs if We RA EE 95% 以 上 时 期 之 流 

量 , 假定 在 谷口 可 以 哲 高 150 米 , MAB BARA, 倚 可 获得 75,000 马力 (或 56,200 

RE). a 

WBS TE 150 米 , 估 计 回 水 可 至 9.3 公里 ,以 昔 永 的 寅 1.5 AS ae ee IE BY 

变化 减少 一 牢 容 量 , 条 可 苗 十 亿 立 方 米 以 上 的 水 量 , 因 昔 水 所 多 产生 的 动力 数学 ;条 得 

进 --- 步 之 调查 研究 。 

松 宗 水 库 的 有 利 条 件 : 

1) 基础 良好 ,底部 均 为 花岗岩 ; 
2) 泥 沙 在 玉 开 藏 布 的 昂 错 、 曲 宗 茂 布 星 地 以 上 的 沙 派 河床 已 经 先行 行 沉积 一 部 分 ， 

水 内 合 沙 量 较 少 ; 

3) FPO PEF, TEAK TE 50* 米 高 时 , 仅 寅 20* 米 , 对 建 坦 材 料 天 为 减 省 。 
就 对 堤 高 与 昔 水 容量 上 看 , 苗 水 容量 或 威 稍 小 ,但 由 帮 王 瑟 藏 布 的 昂 错 及 曲 宗 的 沙 

涨 河床 ,已 起 一 部 分 摘 苗 作用 ,因此 松 宗 须 要 摘 茧 之 水 量 则 相对 熔 减 。 

(2) Bhai 
jy BALE Pe (AO), TER LAC 公里 。 在 倾 多 易 

I. VEE AS ON IE eR , AIA IL 
RE. 枯 水 时 期 , 河床 分 为 若干 歧路 , 洪水 时 期 , MBIA TTR, TR AY 1 

左右 , 卡 达 附近 河 寅 达 3.4 公里 , 卡 达 以 下 亦 保持 土 Re RET TSE es 

卡 。 

ELD AL SUKI Ea, 自 左岸 伸 入 河内，, 在 围 凋 根部 高 出 水 面 50* 米 , 临 

河 一 端 高 出 水 面 狗 20 OK, 惟 自 高 趋 低 其 变化 兹 不 均匀 , 中 间 止 下 部 分 最 低 处 高 出 中 水 

位 锡 10 K, MKB 60~100 K, HT A HW Brkt, I BS, 实 有 必 

要 。 

沙河 床 以 较 平 缓 比 降下 降 (i824 150/35,000 = 1/230) , 倾 多 巴 卡 间 35 公里 胸 降 

落 150 (ACFE RR) ,在 坦 高 50 米 时 堤 长 狗 60~70 米 , 可 萝 水 生 亿 立方 米 ， 如 坦 高 为 

100 9, SESE HITE 1,000 米 以 内 ( 巧 非 全 长 , 仅 需 在 冰川 围 糟 上 部 加 高 ) 可 茧 水 在 亿 立 

方 米 以 上 。 

朝 基 为 变质 的 花岗岩 岩石 , 在 河 雨 岸 从 不 能 见 到 岩 般 , 仅见 到 冰川 沉积 的 沙 石 。 

1952 年 5 月 HL 日 在 宿 达 卡 大 桥 估 浏 流量 要 超过 300 HAA, HALE ELE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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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II BEAK BEIM A, 5 月 上 名流 量 已 上 涨 。 据 探 欧 水 位 涨 落 情况 ,可 假定 300 秒 
BALE 50% 左右 时 期 之 流量 ,以 哲 高 水 位 50 米 计 , FLARE 50% 时 期 之 流量 所 
产生 动力 150,000 局 力 (或 112.000 无)。 建 库 戎 水 后 ,对 礁 公 年 苦于 时 其 之 流量 多 济 利 
用 , 舍 须 进一步 之 调查 分 析 。 

巴 卡 建 库 处 的 有 利 条 件 
1) AERIS, 沙 淫 河 床 形成 广大 某 水 地 区 , $A) 35 AM, I~ 公里 ， 

一 支 入 倾 多 ; 另 一 支 伸 入 松 宗 ( 自 巴 卡 以 上 18.5 公 里 )。 
2) 沿 河 均 为 扰 用 之 沙 派 地 , 邹 巴 卡 蔷 水 达 150 米 时 , 亦 仅 卡 达 嘲 裔 等 数 村 庄 、 部 分 

安 地 秆 海 , 仲 那 寺 子 可 保存 ; 
3) 利用 冰川 转 丹 可 节省 一 部 分 士 石 方 工程 ; 
4) 导 避 除 洞 (dioersion tunnel) 自 冰川 围 半 之 缺口 处 打 穿 ,是 否 经 济 可 加 考虑 。 
地 下 岩 盘 之 深度 及 冰川 转炉 缺口 之 处 是 否 古 代 河 床 遗 中 , 均值 得 特别 注意 调查 研 

Fe. HARA PSS, 可 考虑 自 草 水 高 程 引水 下 行 以 增加 落差 是 否 图 济 的 间 
题 。 

(3) 泊 蕊 茂 布 上 游 遇 错 湖 
昂 错 位 藕 泊 龙 藏 布 上 游 米 地 供 以 上 , 公 湖 分 为 七 部 分 , 多 上 一 部 分 称 为 昂 错 , 湖 水 

AMIS 公里 , 望 见 部 分 湖 长 已 有 10 公里 ,实际 从 更 远 。 WP Moe Be WK 
- #5 0.5 BB, Fey 10 公里 ,湖水 面 标 平 坦 , 几 不 见 水 流动 。1952 年 4 月 中 旬 最 高 水 位 高 

BRIS ARIAT 1.5 米 。 湖 口水 面 寅 从 不 及 20 米 ,南岸 (左岸 ) 为 陡 辟 , 北岸 为 冲积 局 形 
地 及 围 精 ,由 高 下 降 渐 艳 河中 ,上 层 冰 川 围 糖 高 出 水 面 SO~L00 米 ,底层 冰川 围 赃 高 出 
ARTHAS 20 米 。 湖 口 一 带 均 为 花岗岩 。1952 年 4 月 中 旬 流 量 罗 为 10 秒 立 方 左右 。 
WIT ATE RWE RAV 30~40 9, 据 所 诸 情况 , 在 提高 水 位 50 米 时 搓 昔 10 亿 立 方 米 的 
水 量 是 可 能 的 

昂 错 茧 水 之 优点 为 : 
1) 基础 为 花岗岩 , 建 寺 坑 压 无 问题 ; 
2) 坦 北 以 上 比 降 平坦 , 鞋 水 量 较 丰 富 , 对 平衡 流量 上 所 起 之 作用 较 大 ; 
3) BRAD PHU BABE. 
PA AA AB UA 
(4) 胡 页 湖水 唐 
胡 页 湖 的 形成 : 据 在 50 余年 前 《有 的 书籍 记载 为 1900 年 )#*， 由 认 湖 口 左 支 ( 乍 龙 

* 3, Botard, S. G. 著 4A Sketch of The Geography & Geology of The Hi maloya Monntains & Tibet,” 



530 am eRe Se BRR 告 

TR) EH AEA eb Ba HED _L., 7 MENT WE 
SUI LAR, C1 REE EE RIT AE ONDE TED, WEL RSE IG, TRIBES Te 

$24) 20 A WEN) 1.3 AZT VAS 10 平方 哩 )。 TEASE ADU ARER, RIE 
26 2K (1952 46 6 A) A REDE, ZARA UK HERAT. ACR HERA: 

JS Feb res HH TG AY) 50 米 左 右 , 顶 层 与 山脚 相 接 ,湖水 由 右岸 行走 ,左岸 即 突入 河中 之 冰川 

BIAS WH fic ey 50 米 时 ,可 崇 容 狗 20 亿 立 方 米 之 水 量 。 

”1952 年 6.7 月 在 胡 页 时 湖水 感 漏 ， Bie REET 如 与 泊 龙 藏 布 相 较 , 则 公 年 50 匈 

时 间 之 流量 可 达 200 秒 立 方 , AUPE KLE 50 Kk, 50% 时 期 之 流量 , 序 不 考虑 

因 兽 水 而 增加 之 动力 数 , 傈 可 产生 100,000 马力 (或 75,000 KE). 

RAM RPK, SRE AT, NERA HEE RIED wes 

FRAZER BI AA 

(5) 申 曲 宗 至 俄 怜 ( 星 地 对 岸 ) 一 段 沙 派 地 长 网 2.5 公 里 ,水面 寅 狗 400 一 500 米 右 

岸 为 陡 壁 , 左岸 临 中 一 段 的 岗地 有 小 山 起 伏 , TSHR ABE, ARCH 700—1,000 2K, 
“从 平衡 流量 上 在 所 起 之 作用 不 大 , La NRE BAR AACHEN, 将 来 在 流 
域 规划 时 ,可 加 考虑 利用 。 

(6) 波 堆 藏 布 动力 之 估计 ( 见 附 表 )。 

(7) 在 初期 建站 最 有 希望 之 支 沟 

1) BRA OMS) ”人 竹 滩 藏 布 系 由 较 近 之 雪山 供给 河川 流量 , 自 

源头 至 河口 路 途 虽 近 , 但 流量 增加 颇 大 , 自 雪 山 流 下 二 段 支流 , 把 东 一 支 在 1952 4p 4 

月 6 日 估计 有 0.1 AH A HEP 0.9 HAH, ILE 1.0 HAH, ASA 

行 7 公 里 , BLP MAHER, 同 A We 3.04 秒 公 方 , 1952 年 4 月 7 日 在 河口 森 

桥 测 得 流量 为 213 HAH. in AEP ois A SK TP TWA ORR, Ao 

Uy INAS S45 HE, (Lo th BY) FE ia] RAT 220 KEE (AUR), AHF PAE, 
不 和 久 即 成 深切 河床 , SERA Dein, 以 枯 水 流 量 3 A HBL, SUT AY A 6,600 FG 

71 (2& 4,950 BE). 

2) 松 宗 四 BAHAR ReMA 0.5 PA, REE 50K, HY 

可 产生 250 $577 (BK 188 KE), @ wR, 1952 年 4 月 19 日 在 距 河 口 木 桥 .6 公里 

测 得 流量 为 3.21 秒 公 方 , 距 河口 以 上 4.8 公里 河谷 为 河水 所 深切 , 左岸 为 陡 壁 ,右岸 有 

衣 入 河中 之 二 处 断崖 ,二 蕙 崖 问 最 狂 窄 处 仅 2 一 3 米 。 自 右岸 岸 顶 ( 大 路 项) 至 河口 落差 

为 400 米 ,以 枯 水 流 量 3 ATH EE, 落差 400 米 计 , MI BAA 12,000 马 力 。 初 期 为 

(EIS FE BE TY UE HET BRE —- P50 米 落差 ,可 产生 1.500 马力 (1250 RE) 的 动力 。 

如 沿 左岸 ( 东 岸 ) 引 水 ,可 分 引 一 部 分 流量 ,用 以 解决 烈 拉 南 子 的 农田 用 水 问题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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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有 抽水 司 备 ,用 电力 抽水 进行 高 地 灌 浙 , 当 过 轻 济 。 
8) RM DO 自 通 麦 沿 胡 页 藏 布 上 湖 5.75 公里 , 有 一 飞 瀑 , 估计 流量 移 有 0.5 秒 
| 公 方 ,最 大 流量 可 至 2 秒 公 方 , 自 望 见 崖 顶 至 木 桥 可 有 80 —100 米 的 落差 ,而 以 80 米 计 
可 产生 400 马力 (或 3,000 RE), MMR RHE HEM A, «=O AEE 

— MEE ARERR, 因 未 深入 未 能 比较 , 但 均 为 有 开发 希望 之 支流 。 自 宿 达 卡 

上 咏 下 久 党 胡 页 之 支流 , 较 福 无 卡 以 上 的 支流 比 降 剧烈 ,在 建立 小 型 电站 的 条 件 上 看 是 较 
” 好 的 。 

(8) 支流 活水 厂 与 干流 昔 水 厂 的 关系 
EEE HEE, 比 降 惫 剧 ， 是 年 流量 变化 较 小 , 水 量 均匀 ， 因 之 小 型 活水 厂 是 

有 希望 的 ,但 如 欲 绝 济 的 利用 较 大 流量 ( 印 不 仅 引用 村 水流 量 , 再 酌 量 提高 引用 水 量 数 
=) , 则 必须 辅 以 蔷 水 厂 ,因此 著 水 库 问 题 , 即 仅 从 动力 开发 上 考虑 亦 属 必 要 。 

(七 ) 与 水 利 工作 有 关 的 其 他 问题 
1. 森林 治水 及 对 森林 奏 源 的 利用 
SEM DALE BOGE DRS VE AR TKO, SOE I 

LMP, REMI RELA, LAH T, NIE Re 
is (BAC) SE, HPSS IL ARSE DE SOE PR ACEE HE, WO — AA 
GAEL SETA RRB), 但 其 影响 却 相 当 大 , BA Pde fa EGE EE 

PAE EE AAR RPK, NET AL, DE RPK EE, PEPE VANE A He HEA 
BR BEARS EL He darth BRA RA HEISE, aL a SR DB dt BE 
Fi) RSS, He ABU Sb Ws EG SER. 

2. 水 产 问题 

Ue NK BA EAS ATP RR OKI, 气温 及 水 质 等 因素 的 影响 , IE REE 
生长 。 波 密 肉 食 较 少 ,畜牧 业 只 能 在 地 势 较 高 的 山沟 深 处 才 有 牧 放 岩 牛 ,因此 酝 宜 从 其 
他 考 面 习 法 解决 。 目 前 存在 的 湖泊 或 沙 涨 组 流 地 区 固 可 繁殖 , 将 来 苗 水 地 区 ,更 可 广泛 
繁殖 刍 类 ,因此 希望 对 瀹 水 鱼 族 的 繁 殖 问 题 加 以 注意 。 

( 八 ) 波 密 地 区 水 利 工作 展 蚂 

波 密 区 是 雅鲁藏布江 主 支 之 一 , WOME LUE, 从 整个 流域 规划 看 , 舞 疑 地 将 是 
一 个 控制 流量 ` 沽 少 泥 沙 下 小 的 地 区 ,因此 上 游 的 茧 水 工作 对 中 、 下 诸 地 区 的 安 业 生 产 、 
防洪 问题 等 便 有 了 特殊 的 意义 。 我 们 需要 而 且 应 该 在 现 有 的 基础 上 积极 进行 开 莞 增产 
工作 ,以 欢 及 南 交 通 、 燃 料 动力 等 各 方面 的 建 侣 工作 。 我 们 不 可 仅 从 局 部 的 安 业 生 产 或 
动力 问题 去 考虑 进行 一 项 较 大 规模 的 水 利 计 划 ( 例 如 大量 地 蔷 水 或 排水 计划 ), 应 蕊 而 
且 只 有 从 全 流域 劳动 人 民 的 利 丛 出 发 , 才 是 工程 效 丛 最 大 的 一 项 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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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密 地 区 林业 佑 闵 治 地 位 , 但 也 有 一 部 分 农业 及 畜牧 业 , 这 些 在 数量 上 虽 不 大 ,但 
在 建设 初期 所 起 的 作用 , 却 是 相当 重大 的 。 此 外 在 金属 矿 及 轻工业 比较 有 希望 ,小 型 电 
站 的 设立 条 件 也 比较 优越 ,低廉 。 动 力 答 若 干 有 希望 的 事业 提供 了 有 利 的 条 件 , 同 时 对 
兴修 较 大 规模 的 著 水 建 寺 工 作 打下 了 基础 。 RHEE RE ( 据 初 估 公 区 人 
口 不 过 一 万 左右 ) ,人 未 发 现代 赴 人 力 的 其 他 动力 ,或 虽 有 而 路 途 迁 远 ,因此 动力 问题 就 
不 得 不 利用 水 去 获得 解决 。 低 廉 的 动力 预计 在 波 密 地 区 的 森林 化 学 工业 、 交 通 运 输 业 、 
其 他 轻工业 ,农业 、 畜 牧 业 上 以 及 文化 生活 上 都 将 起 重大 的 作用 。 在 未 来 的 日 子 里 ， A 
流域 人 民 将 为 了 一 个 共同 的 目标 一 一 为 了 水 的 绝 洲 利用 而 奋斗 , 可 能 在 上 游 地 区 的 人 
民 受 到 某 些 不 同 程度 的 损失 (与 中 下游 广大 地 区 相 较 ) ,但 在 中 下游 的 劳动 人 民 , 由 芯 
洪 伙 的 一 去 不 复 返 ,广大 农业 区 域 获得 丰收 , 廊 大 的 动力 使 得 本 区 和 卷 郊 区 的 工业 蓬勃 
BEE, ROUSE, | 

Bi: we HE wel 7h By 99 Mh Gt Be 

Kp 2 127 1/15.8 0.75 950 710 

ieee o2.| 1132.5| 6.29 | 5,780 | 4,330 

出 乍浦 木 便桥 至 林 区 4 56 1/4.5 2.5 1,400 1,050 

WER EH 72. | 362 | 1/2 | 8 28,950 | 1,700 
当 拉 藏 布 8 300 1/26.6 3 9,000 6,750 

白玉 藏 布 6.5 360 1/18 2.24 8,060 6,050 

WRRAG 3 220 1/13.6 3 6,600 4,950 

Meee 一 100 一 0.5 500 375 

HER RAG 4 180 1/22.3 2 3,600 2,700 

SER 3.5 280 1/12.5 4 11,200 8,400 

REPT HE YS iad (SAT AR TE) 13.9 370 1/37.5 7 25,900 | 19,400 

输 布 输 巴 7.5 650 1/11.5 2 13,000 | . 9,740 

wbichct Peet. 4 rte 1.5 14 | 1/10.7| 15.65 | 2,190 | 1,640 

J 5d isd FB 24 WAR BF 28 190 1/148 22 41,800 31,400 

24 ke sa ek | 270 1/15.6 0.3 830 620 

Laat | | 159,760 | 119,810 
| 

i it | | 
} 



Wk
 

o
t
h
 

ee
t 

pb
 

ta
ts
 

sag
s 

o
e
 

~ 
2 

i
f
)
 

H
E
A
T
 

a
u
 

nt) (位 有 | 

a 
a 

se
es
 

O
P
 

a
y
 

e
e
 

e
w
 

c
e
 

g
h
 

A 

é 
° 

(U
l 

Ba
y 

q a
t
e
 

2
S
 

3
 

f
a
c
e
 

| p
n
y
 

“2
2.
 

(4
) 

a
 

7
9
)
 

¢ F
X
 

(@
) 

36
th
 

(F
) 

EI
NE

S)
 

Sa
ad

 
(—
) 

(S
MA

) 
(5p

 
Uk
 

EE
) 

时 

} 
HL
) 

A
N
C
 

h
a
s
e
 

&
 

(
3
 

; 
EW
I)
 

X
e
)
 

o
t
 

W
g
 

y
 

(S
] 

e
X
)
 

H
H
)
 

M
l
 

H
a
 

ay
 

‘W
A 

a
a
 

SL
E 

X2
6 

91
-6

4 
Ft
 

YE
 

1A
 

EL
 

p< 
F
E
A
 

BB
) 

C
h
 

)
 

* FAS Wa 
£7 E
e
 



十 丸 ” 波 密 地 区 水 利 概况 ' 
(一 ) 河 道 概况 
此 处 所 指 波 密 地 区 , 仅 指 我 们 所 走 过 的 一 部 分 波 密 地 区 而 言 ， NUE HERAT. Sak | 

Ai RRR AR SUK, VA EAMES Oe, 波 密 本 区 范围 
以 内 系 由 数 条 河谷 所 构成 , 族 河 谷 间 亦 隔 以 崇高 堆 山 ,能 通行 者 一 年 中 不 过 数 月 之 从 
因此 河谷 内 之 交通 均 待 河谷 劳 的 小 路 , 且 即 此 小 路 亦 非 允 部 禾 年 可 以 锥 持 , 每 值 雨季 常 
因 垮 山 断 桥 ,道路 为 之 阻塞 。 

BLE AIR Arpt 20°~B0°N 94* 一 97"E, 东 端 源 自 杖 印 、 然 各 ,形成 昂 错 湖 ,西北 行 至 
松 宗 , 此 端 名 玉 瑟 藏 布 。 在 松 宗 与 自 北 来 之 曲 宗 藏 布 相 会 合 , 自 北 以 下 则 管 称 泊 龙 藏 布 

(ERG RAS). HA LU OO, 右 支 狗 自 北西 30" 流下 , HEN ELE, 

Pein RAN, 右 支 欧 自 北 东 30。 流下 , 角 罗 在 此 沟 内 。 二 支 在 量 地 会 合 , 南 流 而 至 松 
=3 
DACA, HES. VERA LIAS: 
1. 最 右 一 支 名 大 藏 布 ,上 源 由 类 ( 右 支 ) 与 乍浦 ( 右 支 ) 所 合成 而 会 於 乍浦 ; 
2. 中 支 名 拉 珊 藏 布 ,由 拉 届 藏 布 ( 右 支 ) 与 香 泽 藏 布 ( 左 支 ) 所 合成 而 会 於 普 拉 ; 
3. 左 支 办 布 输 巴 。 
以 上 三 支 交 会 於 月 儿 岗 ,向 南 东 60。 下 流 而 交 倾 多 ,并 易 秋 藏 布 而 南 流 。 
倾 多 二 藏 布 会 合 后 , 南 流 至 卡 达 ( 对 岸 是 噶 朗 ) 而 加 入 东 马 之 泊 龙 藏 布 。 
卡 达 以 下 泊 尤 藏 布 狗 向 正 西行 ,至 宿 巨 卡 后 转向 北西 60" ESE «AE 

ERA AMER RAW), 湖 口 下 游 即 甲 宗 卡 ,， 自 此 以 下 转 入 峡谷 ,以 迁 蕉 通 麦 。 

GEOR, 泊 龙 藏 布 二 大 河 相 会 处 , BLA PR ee, SE aR A ES 
iLe 

(二 ) 河 道 的 特点 
1. FEAR HEL PERE, 形成 袖 谷 , TL FUER ORE, ll aA 

[rl Be ERA TL _E DEBT 8 ACA Ei ER 
“FARE Ia A PRD UK RR, LA CIO EE 

2. 波 密 河道 之 支流 分 做 繁多 , ATL, HT RAS BA OD PSB 
支流 , 且 水 量 丰 沛 , 流量 变化 不 天 , 大 概 在 公 年 95% DEMURE, PT 
至 数 个 秒 公 方 , 50% 左右 时 期 之 流量 可 自 数 个 秒 公 方 至 十 余 个 秒 公 方 以 至 数 十 个 秒 公 

“ ”执笔 者 王 旨 



自然 环境 部 分 : 

1。 藏 南 羊 卓 歼 湖区 张 一 葛 卓 拉 的 冰川 2 SHURE REPL A SRA 

3. FE LEI AG AEA oT a BA by ns gem aiaen me oe 

5. TE BAS os ai 6. CEE eR teUk A bay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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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 拉 著 河 雁 上 的 积 砂 牢 克 吹 扬 而 堆积 在 牛山 坡 上 16. HEA MARIL HER Ft a MT RE be 



17. FEM RAIL Hie HR 5,100 米 的 盖 龙 拉 具 有 明显 的 冰川 
地 形 及 冰 矿 物 堆 积 , 在 11 月 底 出 上 已 经 积 了 很 厚 的 一 层 雪 

HEAR TC HWE ESE MY STE EPR 3 .000 米 处 的 黄杨 
(Rusus sp.) 2% 

$Y EDT SL 8 ek 79 ERA 

Shee 

prize BNR (Berberis sp-) #@R@Bw 

Sas a 

FES REN Lif 3,950 Kab AE LARK (Caragana 

cf. jubata) 22% , 76 4b H het ASK, HK RAAT 
PEAR AL ae 

西藏 东南 部 辛 格 芮 垃 雪山 及 山 政 上 的 森林 



0 i BAY ot A 

,极为 美丽 

昔 中 的 赤松 林 

实 

(Picea morinda? )k*9 

microphylla) 

8. Gz 9 

ABIL Pie AR ES SHES 

密 地 区 生长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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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6. 

POE ste ie i ai WKAR 

(Cupressus torulosa) 

25. BMRB PE H+ BIA K 

密 湖岸 的 着 

a 回 # | we 
$a 

= x In} 业 4 ir HR 2 up N Fe aS) e a 党 中 



RE BABA: 

29. 富 能 的 拉 茧 可 合 农田 ， 图 中 小 土 莱 是 播种 后 的 灌水 畦 

31. HERR SHE RAR, lel “Fda”, 

ARH 1 — ABE ST OE 32. Sree ye Ai a BED ARE aR ee 

34. SBE A Pb aE Bee HE, AE CL 

Kia 5 BPS Pe 



35。 秋 收 季节 禾 区 竹 牛 下 山 参 加 农 区 脱粒 工作 , BAH 36。 部 分 地 区 将 庄稼 操 在 屋 项 上 随时 进行 腕 粒 
后 压 场 腕 粒 青 牺 的 情况 

< PO , az SYS ss 

39. HE RAIL iF BME KA KS EI, 40. 后 藏 关 西 玛 江 孜 一 带 土质 粘 重 ， 农 民有 用 砂 土 改 

FARO eB be RAY 



Se 

42. HERAT TE HHI SR GT BE Ae BL 

41。 后 藏 年 楚 可 谷 渴 美 地 方 的 耕 犁 

a” 44. (HAR, Ze AL ROBT Kuga maya Bee 
43. UA Hen, RE BAVA ZE, BB TR 

TA ae 混 播 生 长 情况 

MEM Is ZEA, Ue RRR 

ae 
ig Ar。 2 ». we es ; : . . . 

45. “ER ALDE RH Ae PS EE | { 46. 江 孜 地 区 部 队 开 有 垦 马 

大 宗 的 冬小麦 幼苗 ESE Hy Hh AL 



好。 我 国平 原 地 区 的 青 称 在 高 原 上 生 旦 得 很 好 ,图 为 华北 津浦 称 “48。 从 华北 带 去 的 冬小麦 (前 ) 和 苏联 冬 黑 麦 (后 ) 第 一 次 
ee (Ze) $5 HIE ERR (fs) PETE Ze RR He FE 在 拉 茵 种 植 ,生长 良好 ,有 -人 高 

49。 在 拉 著 价 播 的 分 枝 小 麦 (五 爪 龙 品 种 ) 
分 枝 性 表现 很 强 ,每 各 可 千 200 粒 

Sy £ co 

51. 1953 47 — Fe FE BE PAE Ze 2 号 玉米 52。 原 产 黑 龙 江 省 的 & 克 霜 2 大 豆 , 在 拉萨 也 能 成 熟 



53. FrGE RRESERES 1954 Ae Bday ate 
nS 

ALR 

Gent 14 
WAL Rec tes 
4 i 

:区 
ee, 

家 

Nish AGIA AD 60. 1953 APH RELEASE HOU A 
34 AE Ae FIA — KA BG 



62。 圆 根 ( 获 蔷 ) 是 高 原 上 分 俐 最 高 的 作物 ， 64。 在 % 林 卡 ?中 才 有 果树 的 地 培 , 涩 是 拉 草 
在 海拔 4,400 米 的 地 方 还 可 以 生 县 Pe oie a BRR 

65. HERA R hi eK EZ 



ones 

66. skPo = BHHELU ERED ik 

or 2 了 ss 

67。 藏 北 丘 形 草 原 的 洛 氏 帖 草 (Cobresia Royleana) 

68. 三 十 九族 地 区 巴 琴 宗 的 牧民 大 帐 莲 

70. 1953 “RAEN BER ARG Ae BAR A BY) GK 71。 征 千 运输 队 



72. RBWKWEF 

74. FER PATIL Tie SH aE 



植物 所 图 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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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80 

79. ine He SG 0) 

0. AAT 81。 茂 北 高 原 三 代 此 地 方 的 羊 于 

84. 西藏 土 种 mS ALE) 5. Papk LIEB ARS ATT OE OE A HS AL — OF 
( [i] 77 — AR APA BAEWZ RA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