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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从一月三 日到八 日到桂南作了六夭的考察
,

是在自治区农委副主任徐麟村同志和区

林业局副局长王英向志领导下进行的
。

陪同我们一起考察的有自治区农业区姗委员会副主任

朱娜粉同志
、

农业区划办公室主任胡方明同志以及区林业局和区划办有关同志们
。

这次考察

的范鼠包括钦州地区的上思县
、

防城县
、

合浦县
、

北梅市和玉林地区的博白县
、

玉林县和贵

县
,

行程共约 1 ,
200 公里

。

我们参观了林场
、

农场
、

养殖场
,

考察了十万大山
,

举行了近十次

的小型座谈会
,

向各地领导干部和科技千部学习了不少东西
。

沿途承各地区
、

县
、

市有关领

导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
,

特别要感谢区林业局局长阳雄飞同志的邀约和安排
,

否则我们就

不可能有这个机会来考察
。

特别是曾广云同志给我们许多协助
。

一
、

从平衡谈到生态平衡的意义

为了发展国民经济
,

就要搞好综合平衡
,

就是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生产要求相平衡
,

即

要求社会总需求的各个方面的构成部分 t 如投资和捎费品生产 ) 相平衡
,

就是有多少可以利

用的资源
,

才能安排多大的社会需求
,

量力而行
,

量人为出
,

这就是搞好综合平衡的一项基
本原则

。 “ 以钢为纲
” ,

忽视煤炭的供应
、

铁矿的多少
、

交通运输是否方便等条件
, “

钢
,

自然也搞不上去
,

就是忽视综合平衡的结果
。 、

我国的农业
,

特别在兰中全会以前
,

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阶段
。

1 9 58年以前
,

我国粮

食是出口的
, 1 9 58年以后的二十多年来

,

进 口粮食一年比一年多
,

真#Jl 1“ 79年竟达到几百亿

石寻



斤
。

我们进 口的是小麦
,

而苏联
、

日本进 口的是用作饲料的玉米
。

此外
,
食油

、

食塘
、
棉

花
、

牛皮
、

羊毛进 口的数量都很多
。

这怎样与 “ 以农业为基础” 的国家相称呢 ?
`

二十多年来农业上造成这样严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归纳起来
,

一是不按经济规律

办事
,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 ; 二是不按自然规律办事

,
主要表现在全国各地生态平衡

失调
。

什么是生态平衡 ? 这几年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地理解它
。

生态平衡实即生态系统的平

衡的简称
。

因此
,

首先就要理解什么是生态系统 ? 自然界中的植物
、

动物
、

微生物等生物因素

之间
,
水

、

土
、

光
、

气
、

热等非生物因素之间
,

以及生物因素与非生物因素之间
,

不是孤立存在

着的
,

它们之间是互相联系
、

相互制约
、

相互依赖的
,

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在自然界中的一
`

定地段内
,

都是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综合体
,

这个综合体 ( 地段 ) 就叫做生态系统
。

从

类型角度说
,

森林
、

农田
、

池塘
、

河流
、

海湾
、

水库可分别称为不同的生态系统
,

即相当于

经济学中的单项或局部的微观平衡
。

从地区概念出发
,

一个流域的山
、

水
、

林
、

田
、

路是相

互联系的
,

或一个村庄的农
、

林
、

牧
、

渔和多种经营也是相互制约的
,
所以一个流域或一个

村庄也可以说是一个生态系辣「即相当于经济学中所称的全局性的宏观的综合平衡
。

每个生

态系统在相对稳定的正常情况下
,
物质不断地循环

,

能量在不断的转化
,

生物量和生产量不

断增多
,

这就是衡量生态平衡的标志 , 但是这种平衡一旦遭受到外界不合理的干扰
,

超过它

本身自动恢复调节的能力
,

即阻碍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的正常进行
,

最终就会导

致有机体能量减少
,

生物量下降
,

生产力必 然衰退
。

这就是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

失去平

衡的标志
,

从而社会经济衰退
, 人类生活随之受着明显的影响

,

最终就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

和灾难
。

我们大家都知道
,

农业生产包括植物生产和动物生产
。

在自然界中动物不能自制食物
,

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植物而生活
,

即依靠绿色植物茎
、

叶吸收大气中二氧化碳和根系摄取土 浑

壤中的矿物养分和水分
,

在日光照射下和一定温度下
,

把无机物质转化成淀粉
、

蛋白质
、

脂

肪质
、

维生素等有机物
,

也就是把太阳能转变为化学贮藏能
。

动物吃了植物所形 成 的 有机
`

物
,
在体内经过一系列的生理过程才能转化为肉

、

蛋
、

乳
、

皮
、

毛等
,

因此
,
动物生产就是

把植物产品转化为动物产品的过程 ; 所以可以说
,

农业的本质就是物质和能量的转化过程
。

人

在植物
、

动物生产过程中所加入的能量和物质
,

就需要符合一定的自然规律
,

特别是生态规

律
,
采取适当的技术措施

。

就是要强调生产过程中的物质和能最交换的平衡
,

即保持生态系
`

统的平衡
,

才能使生物生产量越来越高
,

环境质量越来越好
,

从而就能形成自然界的良性循

环
,
才能使经济得以发展

。

这也就是我们要讲生悉平衡的目的
。

二
、

保持森林生态系统的平衡
,

就是保护生物资源库
、

绿色

蓄水库
,

有利于农
、

林
、

牧
、

副
、

渔业的全面发展

森林生态系统中乔木
、

灌木
、

草本植物在一定温度和日光照射下吸收大气中二氧化碳和土

攘中养分和水分制造有机物
。

一些动物靠植物产品而生活
,

而另一些动物又靠吃草动物而生

存 , 动
、

植物的残体经过微生物分解后变为矿物养分
,

又归还植物吸收利用
。

因此
,

在森林

生态系统中
,

物质在不断地循环
,

太阳能在不断地转化为化学贮藏能
,

所以森林生态系统中

的生物和非生物是动态的
,
我们说在一定时间和相对稳定的条件下

,
保持森林生态系统的平

衡
,

显然不是说森林生态系统成分是静止不变的
,

只有 在维持 这些成分之间 的平衡状况下
,

森林中的动物
、

植物
、

微生物才能正常地生长
、

发育
,
生物生产力才能不断地增大和发展

。



我们这次桂南考察看到山地和丘陵的森林生态系统破坏得十分严重
,

就我们考察过的十

万大山而言
,

据反映二十多年来
,

经过三次大破坏
, 1 9 58年大炼钢铁

,

向山地进军
,

加上
“
文

化大革命
” 的 19 6 8年前后的无政府状态

,

又大大破坏森林一次
, 1 9了8年的

“

洋冒进
”

直到现在又

一次严重地砍伐森林
,

使得原来生长在山上的常绿阔叶林和山沟内季雨林内的楠木
、

椎木
、

山杜英
、

阿丁枫
、

竹叶荷
、

米老排以及紫荆
、

格木等经济价值高的木材和观赏树木— 金花

茶等所剩无几
,

林下喜荫湿生境的名贵药材如野生的砂仁
、

巴戟
、

黄精等也随之不见了
。

林

内原有的果子狸
、

青猴
、

穿山甲
、

竹鼠
、

野猪等动物资源也就难以生存了
。

还有在木材上生

长的香菇
、

木耳的产量也减少了
。

所以破坏森林就是破坏生物资源库
。

根据自治区林业勘测设计院的调查
,

一

十万大山是北仓河
、

那梭河
、

防城河
、

大直江
、

黄

台江和明江的发源地
,

林区内黄淡
、

小峰和那校水库直接影响防城
、

上思和钦州三县二十二

个公社的三十万亩耕地面积
,

由于森林三次破坏
,

蓄水作用弱
,

使得江河流水量减少
,

水旱

灾频繁发生
,

例如防城县那梭公社
,

在 19 58年以前有一处 50 多亩水田全种双季稻
,

到了 1 9 6 6年

以后
,

因缺水
,

只得把部分改为单季稻
,

现在水源更少
,

全部改种一季水稻
,

而且还经常缺

水
。

又如那勤公社 19 68年建成小水电站
,

原装机容量为 40 冠
,

当时水源还足够供应
,

随着森林

的破坏
,

水源减少
,

现在只能发电 10 冠
。

因而水力发电也减少效能
。

为什么造成森林生态平

衡的破坏
,

据自治区林业勘测设计院调查有下列这些原因
:

①地方上鼓励毁林开荒
,

如上思

县南屏公社共开荒一万亩
,

其中江波大队 19 7 9年 18 3人开荒 80 0亩
,

平均每人开荒 4
.

5亩
,

收粮食

10 万多斤
,
从而被评为先进生产队

。

②商业部门直接向生产队收购木材
,

生产队乱砍森林搞

副业
,

商业部门或个人向生产队偷购
、

抢购或套购木材
,

因而大队干部带头砍林
。

③林区内

修筑水库和修公路
、

设立电杆破坏森林 ; 防城县小峰水库从 1 9 7 7年开始修建
,

人数最多超过

万人
,

平时有千人
,

他们把水库附近的那农
、

大坝
、

小峰等生产队的山林破坏殆尽
。

至今水

库尚未修成
,

而
“
天然绿色蓄水库

” 已先破坏了
。

④刀耕火种弓}起火灾
:

上思县是 1 9 7 9年 2

月 2 1 日到 5 月 3 日共发生火灾 n 次
,

其中有 9 次是由于开荒所 引起的
,

烧去林地 22
, 0 00 亩

,

其中有森林的 10
, 0 00 亩

。

山区毁林开荒
,

水土流失
,

汲塞了山塘
、

水库
,

使水库寿命缩短
,

水域面积缩小
,

致使

平原易发生水旱灾害
,

而且大量泥沙带到河床
,

使河床抬高
,

直接影响农业 生 产 和 水路交

通
。

同时木材
、

燃料供应缺少
,

群众只好一切都靠农作物的秸杆
,

因而没有秸杆还田
。

种田

全靠化肥
,

土壤变得板结
,

牲畜的饲料缺乏
,

粪肥不够
,

粮食产量也就不易提高
。

加以山上

冲下来的水质变劣
,

既直接减少鱼的放养面积
,

又因暴雨之后
,

泥水流人塘库
,

水变浑浊
,

光 照少
,

水生绿色植物
、

浮游生物生长受到抑制
,

饵料少
,

鱼类生长缓慢
,

又易得病害
,

严

重影响渔业的发展
。

所以
,

破坏山地森林
,

就会破坏一个地区的山
、

水
、

林
、

田
、

路
,

从而

影响农
、

林
、

牧
、

副
、

渔业的全面发展
。

在这次调查中
,

据玉林地区介绍
,

近年来大面积松林因松毛虫为害
, 1 9 7 6年的一次虫灾

发生面积达 26 2万亩
, 1 9 7 8年发生面积达 19 3万亩

。

博白林场反映
,

他们原有 20 多万亩马尾松

林
,

由于连年发生松毛虫灾害
,

严重受害致死的松林就有 5 一 6 万亩
。

造成松毛虫不断发生

为害的原因
,

除了由于大量
、

不适时
、

不合理地施用化学农药
,

把害虫
、

天敌一概灭尽
,
同

时
,

松毛虫增强了抗药性外
,

也是与多年来林业部门提倡
“
针叶化

”
分不开

,

由于缺乏阔叶

树
,

纯松林的树冠上部针叶密集刺体
,

不利于鸟类营巢栖息
,

而阔叶树内部大小分枝茂密
,

便于鸟类做巢隐蔽
,

针叶树的球果鸟类不能吃
,

加以纯针叶林内的虫种单一
,

时有时无
,

鸟

类的食物时断时续
,

而各种阔叶树的果实种子成热期不一
,

可不间断地为鸟类提供丰富多采

的食物
,

因而阔叶林能为鸟类创造良好的栖息和食物条件
。

其次
,

如果栽有大量的阔叶树或



松树与阔叶树混交
,

就会引起昆虫仲类的增多
,

昆虫种类越多
,

种间斗
一

争越复杂
,

就能起到

相互制约的作用
。

俗话说 “ 姓螂抽蝉
,

黄雀在后
” ,

这就是生物种间斗争和昆虫
一

与天敌间斗

争的描述
。

虫春缘
、

胡蜂
、

蛀螂
、

举凡小黑蚁等都能有效地扑食松毛虫
。

阔叶林内寄产州生的天

敌也多
,

例如寄生蜂就是害虫的天敌
。

所以含有阔叶树的针叶林或针叶林附近有阔叶林内的

昆虫经常保持自动控制状态
,

很少成灾
。

还有阔叶树中的某些树木本身的酸碱度和特殊化学

成分
,

如单宁
、

花 青索等有一定抗虫性
,

有些 J倪生分泌物或气体可妨碍害虫取食
,

眨且碍它们

发有
。

此外
,

实行针叶树和多种阔叶树说交
,

给松毛虫的活动取食设置了许多障碍
,

便迫使

它们
“

长途跋涉
” ,

死于断食或食料
一

不足
,

提早结茧 化蛹
,

不能羽化
,

起了限制害虫扩展蔓延的

作用
。

所以针阔混交林或在针叶林附近营造阔叶树林就为生物防治害虫创造了良好条件
,

这也

是保持森林生态平衡的最好措施之一
。

此外
,

阔叶树的枯枝落叶
,

经微生物分解
,

转化为可

利用的无机盐类
,

存入土壤中
,

增加土壤肥力
,

从而又能促进森林的生长繁茂
,

即达到森林

价态系统中物质循环的目的
。

但是我们在合浦县山 日林场
,

看到按树林下的树叶被耙光作燃

料
,

这样
一

「去按树林的土壤肥力怎能不下降 I歹己? 这显热是一种掠夺式的经营林业
,

破坏生态

平衡的突出事例
。

这次考察中
,

我们也看到了建立很好的森林生态系统
,

我们在合浦县营盘 公社很高兴地

看到一少专
一

防护林
,

沿海沙地是一条木麻黄林带
,

内陆红壤上是大片按树林网
,

据说该处在没

有造林以前
, “ 风来吹沙不见天

,

风吹雨打毁良田
,

高 产田变低 产
” 。

台风来时
,

水稻被吹

倒
,

木薯
、

甘蔗也被打断
。

自营造防护林带以后
,

加以肥水条件的 改 进
,

该 公社由年产粮

8 00 万斤
,

增加到现在的 7 , 4 00 万斤
,

原来有 2 0 0 一一 300 亩流沙
,

因造林固定了流沙
,

就种了

甘薯 ( 亩 产 1 , 5 0 0
-

一 2 , 。 0 0斤 ) 和甘蔗 ( 亩产约 5 吨 )
、

花生 ( 亩产 1 50 斤 )
。

由于防护林的

阻挡
,

住房也不致吹倒
,

人畜生命得到安全
。

因为有了薪炭林
,

燃料解决了
,

做饭和烧砖瓦

也就有燃料了
。

而且全公社每年木柴可卖 1 7万元
,

估计可增到 50 一 10 0万元
,

特别是有了木材

和效瓦
,

几年来建筑新房 9 ,

00 0间
。

此外建立防护林后解决了燃料
,

因而稻草
,

豆秆
、

花生藤
、

红薯藤就
一

可作饲料或还田于
,二

肥料
,

有利于发展畜牧业
,

猪
、

牛粪又可用作肥料
。

按树又能作

鱼船船板的材料
,

池民 比易得木柴作燃料
。

这说明防护林带的营造
,

对农
、

林
、

牧
、

副
、

渔

业 都起着良好的连锁反应
。

我们在玉林地区座谈
,

教二有关同志反映
,

容县石 头公社石头大队第五生产队原有 乞鸟榄树

三卞。;
,

株高叶茂
,

树洞很多
,

经常栖息有 1 6一 1了只猫头鹰
,

这种鸟类晚上出来活动
、

捕鼠
,

据

统计何天每只猫头鹰吃老鼠 d一 6 只
,

全年可铺食 1 , 200 多只老鼠
,

所以过去这些树附近的

农 田很少受鼠害
,

而这川朱树近年波砍伐
,

猫头鹰随之消失
,

老鼠也就猖撅
。

因缺了捕鼠能

手
,

从而附近农 ljj 鼠害就多了
。

那么怎样保护和保持森林生态平衡呢
,

首先就是要保护森林
。

保护森林的 先决条件就要

明确群众的山权或林权
,

使群众懂得保护森林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
。

当然营 造 各 类 防护

林
,

山地丘陵造林要选择适合 当地条件的阔叶树种
,

便于鸟类生存
,

以防治虫害
,

不单搞 “
针

叶化
” ,

但也不 可
“ 绝对化 ” ,

不造针叶林
。

经过这次考察
,

从美国引种来的侃地松抗松毛

虫能力较强
,

生长又快
、

木材直
、

变型小
、

松脂多
,

这种针叶树是值得提倡的
。

此外
,

森林

下的树叶要保存好
,

这是 保持森林土镶肥力最重 要的措施
。

还有
,

按树是一种耗肥树木
,

第

二或第三代以后土壤肥力就降低
,

应实行树木轮作制
,

据这次初步观察
,

可将按树与湿地松

或其他阔仆卜树如大叶相思等轮栽
。

这些措施都是保持森林生态平衡的途径之一
。



三
、

保持农田生态平衡
,

要实行合理耕作制度
,

防治生理性病害

加强生物防治虫
、

鼠害

农田和森林一样
,

也是一个由生物和环境相互制约的生态系统
。

在农 田生态系统中
,

作

物利用太阳光能和土壤中的水分与矿物质营养戊分
,

生成有机物质
。

如果人们 能 够 全 面考

虑
,

协调作物和环境的相互关系得当
,

就能保持稳 产高 产
,

用地养地达到收支平衡或适当补

充养分达到收支平衡
,

病虫害不致严重发展
,

从而满足人们的需求
。

桂南一带不同环境条件

下的稻
一

稻
一

肥耕作制度
,

水旱轮作倒茬
,

稻 田养鱼等经验
,

都是长期以来人们实践的结果
。

人们重视发展绿肥
,

特别是豆科绿肥与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轮栽
,

养猪积肥与化肥井用
,

合

理灌排
,

秸秆还 田
,

选用良种
,

合理密植和病虫害生物防治等
,

这些都对保持农 田生态平衡

起重要作用
。

但是在片面强调
“ 以粮为纲 ” 和 “ 农业学大寨

” 时期
,

却遗弃了许多行之有效

的传统经验
,

仅凭主观愿望
,

不顾条件
,

不择手段地只发展粮食
,

结果做了许多笨事
,

粮食

不但没增长
,

反而失去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油
、

糖
、

烟
、

茶
、

果
、

杂等的产品
,

或者即

使短期间得到一点粮食
,

但代价不知多大
,

而且还破坏了农 田的生态平衡
,

造成一个很难以

收拾的恶性循环局面
。

大家都知道
,

一个区域的耕作制度
,

是与当地的气候和土壤条件相适应的
,

并经过人们

长期的实践而确定下来
。

要改变它
,

必须要在充分认识它的形成和分布规律的基础上
,

然后

再创造合适的条件才成
,

否则必然会失败
。

稻
一

稻
一

肥是桂南地区平原一般条件下比较理想的

种植型式
,

也就是说
,

它与环境条件相适应
,

并有以地养地稳 产高产的特点
。

可是在强调
“ 以

粮为纲
” 的错误思想指导下

,

竟提倡种三季稻
,

或稻
一

稻
一

麦的型式
,

以为全年都种粮食
,

就

可以增 产 , 其实肥料不够
,

劳动力紧张
,

再加上气候条件不好
,

并不完全能够满足种三季稻

或冬小麦的要求
,

反而使得粮食减 产
, 土壤肥力降低

,

所谓三主得九不如二五一十
,

就是这

样的意 .@\
。

有些地区
,

水源或肥力不足
,

双季稻也不能够很好灼发展
,

所 以水旱轮作就有必

要
。

即使水源充足
,

如果双季稻与水旱轮作倒茬
,

也可大大提高 六量
。

例如合浦县石湾公社

沙郎大队在河流冲积沉积沙泥田上进行的花生
、

水稻轮作经验
,

就充
只

)说明 了 这 个 问题
。

他们在 1 9 7 9年以70 亩田进行试验
,

双季稻平均亩产5 3 0斤
,

可是花生
、

水 石伦作
,

一季晚稻

就收 66 4斤
,

净增花生 1 29 斤
。

1 9 8 0年重复试验
,

结果也是一样
,

双季稍两造 平均亩产64 0斤
。

而花生
、

水稻轮作
,

一季晚稻得 6 39 斤
,

净增花生 2 01 斤
。

1 9 8 1年扩大试验面识到 2 15 亩
,

结果基

本一致
,

连作稻两季亩产62 艺斤
,

水旱轮作
,

晚稻亩产59 0斤
,

净增花生 2 39 斤
。

石康公社大塘

大队在沼泽型的黑泥土上的试验结果
,

也说明这个问题
。

1 9 8 0年在 1 1
.

8亩的面积上
,

连作稻

两造平均亩产 8 07 斤
,

而水旱轮作
,

晚稻就达 1 , o n 斤
,

净增花生 3 87 斤
。

19 81 年扩 大试验

面积到 4勺3亩
,

结果也得到同样结果
:

连作稻两造亩产 6 5凌斤
,

水旱轮作晚稻亩产58 0斤
,

净增

花生 2 38 斤
。

山 口公社 1 9 8 1年在浅海沉积沙质土的 3 8 2亩田上试验
,

连作稻两造亩 产 6 3 5 斤
,

一季中稻产 3 5。斤
,

加上秋红薯亩产 3 , 0 00 斤 ( 折合稻谷 6 0 0 斤 ) 共得稻谷 95 0斤
,

净增花

生 39 4斤
,

可见水旱轮作增产是明显的
,

位得提倡
,

实行这种耕作型式
,

有很多优点
,

归纳起

来
,

有下列数点
:

1
.

不只提供粮食
,

而且还提供油料
,

收到粮汕双丰收
。

2
.

能做到用地养地
,

增肥改土提高地力
,

早造花生所 产的藤
、

鼓饼
一

可以全邵施回稻田
,

花生是豆科植物
,

可以固氮
,

增加土壤氮肥
。

3
.

水旱轮作
,

土壤通透良好
,

有利于微生物的活动
,

促进土壤养分变为有效养分
,

为后



作的生长发育和稳产高产创造良好的条件
。

4
.

可制约水稻的病虫害
,

杂草危害
,

因节省用水并可减轻旱害
,

在农事季节安排上
,

错

开季
一

节
,

可调节劳力
。

5
.

降低生产成本
,

增产增收
。

当然
,

不同耕作制叹
,

应因地点和 上续条件不同而作具体适 当的安排
,

不能千篇一律都

发展某一种制度
。

北海 市有 4。% 的而识为沙
_

卜
,

是一种漏水漏肥的士 襄
,

那里年雨量为 1 , 6 00 毫米
,

都集中

在 6 一 8
_

个月
, 1 1月到次年 4 月为旱李

,

长期以来在 “ 以粮为纲 ” 的指导思想下
,

每年只

能神一 于水们
,

如 琳神单季早稻亩广平均二姗一 2了。斤
,

如种单季晚稿亩产只有 3 0叮 云
,

所以

一年只能收们谷 2功一夕80 斤
。

因为一亩水稻 田在正常土壤上庸水 5 00 立方即够
,

而在这种沙
_
_

L则流 ` 倍的水量
,

即 2 , 。 00 立方水
。

1 98 1年开始改变耕作制
,

即采取
“

以旱作和经济作物为

主
,

为城市服务为主
” 的方针

,

因而改种菜
、

糖
、

油 ( 花生 )
、

果 ( 西瓜
、

地菠萝 )
、

同时发展

大畜牧业
,

即以鸡
、

奶牛
、

奶羊
、

鸭
、

猪
、

牛为对象
,

饲料则靠栽培甘薯和木薯
。

因而改变

了耕作制
,

由一年单季水稻改为一年两造或三造
,

水旱倒茬
:

( 1 ) 早花生 ( 亩产 1 50 斤 )

一

晚拓 ( 3 00 斤 ) 或与连续两年甘蔗 ( 一般亩产 3 吨
,

最高可达 7 一 8 吨 ) 轮作
;

( 2 )

件花 ` { ( 11
_

i产 15 0斤 ) `节刁咨 ( 亩产才0 0斤 ) 秋 4十薯 ( 亩产 1 , 0 0 0一 2 , 0 0 0斤 ) ; ( 3 )

春花 州 ( 亩产 1 50 斤 ) 秋甘薯 ( 2 , 。 00 斤 )
一

黄砚 ( 亩产 1。。斤 )
。
19 81 年春季员仲了水

稻艺
.

别
J 亩

,

因台浦加下无水供 应
,

有一半失收
,

但因种了甘蔗
, 4 月种植

, 5 一 6 月开始

有雨
, 6 一 8 月有大雨

,

正值甘蔗生长旺盛布水最乡的时期
,

所以 1
.

4万亩甘蔗得以丰收
。

北海对而的洲洲岛公社
,

1 98 1年虽然水稻减产拐万斤
,

但收 6 ,

00 。吨甘 蔗
,

一吨 廿 蔗 国 家

给 23 。斤粮
,

相 当于 1 3 8万斤粮食
,

实际上多收了将近 1 00 万斤粮食
,

如照国际市场价值一吨

糖相当于 三吨小麦
,

那么 6 , 0 0 0 口
L

琶甘蔗食糖率为 13 %
,

即可得糖 1 56 万斤
,

相 当于小麦 46 8万

斤
。

实际上种甘蔗增产数比种水稻减产数要高十倍
。

而且种甘蔗两年或三年又可与花生
、

甘

薯轮作
。

沙地由于改种甘蔗 和花生
、

甘薯
,

生物生产量就可大增
,

这就是保持水分
、

肥料
、

L壤的供应与农作物的需要相平衡的最合适的措施
。

秸秆还田是我国农业的传统经验
,

也是一种符合生态平衡的物质循环的好措施
,

但如果用

得不当
,

反而会造成农田生态平衡的失调
,

例如 19 6 4一 19 6 5年桂南大量水稻荧叶病
,

根据我们

当时调查
,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

就是山于 当时单季改双季
,

县委号召边割早稻边插秧
,

以致

插秧前稻草还田沤熟时间不够
,

或稍草述 `侧占灌水淹没
,

不透空气
,

又未翻犁
,

以致难以分

解腐熟
,

这些末腐熟的纤维素在 il[ 内摘霆纤维细菌分解
,

在分解时纤维细菌大敬繁殖井建造自

身细把原生质
,

必须从稻田中摄取氮肥和其他养分
,

这时正值水稻分夔时期
,

也需要大量氮

肥等养分
,

因而就造成水稻需氮与稻田土壤供氮的不平衡
。

有些地方由于 施 末 腐 熟的牛栏

先
、 一

柱米秆和新鲜牛粪引起水稻黄叶纳的发生原因与
一

L相同
。

此外有些地方发生水箱黄叶病

的原因是由于既未用长效性的有机肥作基肥
,

又未用速效性化肥作追肥
,

水稻在孕穗期土壤

养分不能满足水稻的需要
,

以致水稻收支不平衡
,

只得从老叶分解叶绿素以供需要
,

从而发
`只了黄叶病

。

还有
,

由于当时旱田改水田
,

肥沃的表 上被推到低处
,

或由于筑路把表土挖去

填路
,

因水稻栽在无表土的 ,’! 匕
_

:I’
,

上
,

就发生水稻发黄病
,

有的地方由单季稻改双季稻缺

乏排灌系统
,

有灌无排
,

只利用高处梯 田作为过水田
,

以致田内长期浸水
,

形 成 土 壤潜育

化和沼泽化
,

以致 卜坟缺氧
,

相根友黑
,

不能正常呼吸
,

准以吸收土壤养分
,

从而造成水稻

对上城养分收文不平衡的状况
。

某些地方在相同的水肥管理情况下
,

高产的矮秆品种
,

根系

发达
,

比高秆品种所而要养分高些
,

因此矮秆品种对收支不平衡所表现的病症更为显著
,

还



有把早稻矮秆品种改为晚稻栽培
,

即翻秋品种
,

可提早咸熟
,

即缩短加夭左右成熟
,

在较短

期内要完成生长发育
,

自然相应地需要更多的肥量
,

从而在水
、

肥
、

土供应 不 正 常 的情况

下
,

水稻发生收支不平衡现象
,

自然就更为突出
。

所以翻秋品种在有机肥不腐热的情况下
,

发生黄叶病就更为严重
,

有的甚至完全失收
。

以上说明六十年代桂南生理性水稻黄叶病发生的实质就是 由于肥
、

土
、

水
、

气
、

种等原

因造成稻田内水稻需肥及供肥收支不平衡状况而形成的
。

因此
,

为了防止这种生理性病害
,

就应该采取合理施用有机肥和
J

化肥
,

修好排灌系统
,

提高平整代:地的质量
,

实行干干涅湿的

排灌
,

因土
、

因肥选择适宜品种等措施
。

这就可保持农田生态平衡
,

从而不断地提高农田的

生产量
。

造成农田生态平衡失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

就是长期来过分使用化学农药防治病虫

害所引起
。

农田生态系统中除了作物以外
,

还包括有各种各样的昆虫
、

动物和微生物等
。

在

正常情况下
,

它们彼此之间是大致协调相互依赖
,

保持一定的数量
,

使得整个生态系统不断

发展
。

如果人们只注意到害虫危害作物
,

看不到它们还有许多天敌需要它们作为食物并制约

着它们
,

有助于作物的生长
,

就会专门寄托于化学农药
,

把它们全部消灭
。

这样不仅消灭了它

们的天敌
,

而且它们本身抗药性加强
,

由于它仇繁殖力强
,

就形成了病害愈灭愈多的趋势
。

根据玉林地区座谈会中反映
,

全区病虫害的发生面积 日渐扩大
,

1 9 5 3一 1 9 5 4年面积为 70 一 80 万

亩
, 19 5 9年达到 3 50 万亩

。

六十年代平均 40 。万亩
,

七十年代 63 8万亩
。

为什
一

么农田病虫害 日趋

严重呢 ? 主要是由于单独使用化学农药所致
:

据了解全区材学农药的使用
, 19 5 3年全区只有

7 吨
, 1 9 5 9年达到 1 , 2 3 3吨

, 1 9 6 9年高达 6 , 1 4 5吨
, 1 9 7 7年竟达 1 5 , 2 1 9吨

。

可见玉林地区农 田

病虫害的发生是与农药使用数量成正比例的
。

为什么农药的使用
,

反而促进农作物病虫害的猖撅呢 ? 农药固然能消灭病虫
,

同时也会

把病虫害的天敌毒死
,

近年来全国各处的青蛙
、

蛇
、

鸟大量减少
,

就与大量使用农药有关 ,

又如害虫的天敌一 红蜘蛛
、

寄生蜂也被毒死
:

过去只认识害虫
,

不认识吃害虫的益虫
,

好

坏一起灭掉
。

过去在植保工作中长期流行着
“ 治早

、

治小
、

治了 ” 的方针
,

是不正确的
,

例

如防治稻苞虫时就不应将其消灭干净
,

否则就会引起螟虫的犯撅 ; 过早或过多施用农药
,

不

仅不能够增加防治效果
,

反而促使害虫产牛抗药性
,

药量自然就会越用越大
,

从而破坏了生

态平衡
。

玉林县石南公社东山大队第三牛产队
, 1幼 9年买了三条鸟肉蛇 ( 重 9 斤半 )

,

放养在岭

外洞的 34 亩田 甲
,

当年鼠害就大为减轻
, 19 8 。年极少发担鼠害

, 1 9 8。年冬有人把这三条蛇捉

去卖掉
, 1 9 8 1年 34 亩中的两亩早稻因受鼠害

,

顺粒无收
。

另有 5 亩花生地中有 0
.

7亩全被印吃

光
。

可见天敌对于防止鼠害的作用
。

现在全国各地大量施用化学农药不仅把益虫毒死
,

老鼠

也被毒死
,

而 鼠的天敌如黄鼠狼
、

猫头鹰
、

蛇因吃了有毒死老鼠
,

从而中毒也死了
。

所以全

国到处如华北
、

四川等地鼠害 日益严重
。

这就是忽视自然界比物之 l司相互制约的关系听造成

的
。

也就是生态平衡失调的具休表现
,

( 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