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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区改早
”
变一熟为二熟是耕作制度的重大改革

,

生产上如果安排不当
,

就会带来很大

损失
。

例如
, 1 9 5 8 年兴化县林湖公社姚家大队改旱 8 00 亩

,

使三麦面积一下由 1 164 亩扩

大到 19 36 亩
,

由于劳畜力和肥料跟不上
,

三麦单产平均只有 50 斤
。 1 9 5 9 年以后

,

该队逐

年在沤改早地区扩种绿肥
,

使绿肥面积由 2 00 亩扩大到 8 00 亩
,

粮盒单位面积产量由 19 5 9

年的 26 0 斤上升为 l% 3 年的 42 8 斤
,

说明沤改早后种植绿肥是沤田改良利用的一项有力

措施
。

但一熟沤田地区群众尚缺乏种植绿肥的经验
。

为此
, l% 3 年秋我们在兴化县林湖

公社姚家大队和严家公社严家大队沤改早 田上进行种植绿肥和施用磷肥的试验
。 1 9 6 4年

除继续在上述二点进行试验外
,

又协助宝应县芦村公社芦南生产队在沤改早的田上进行

种绿肥的试验
。

本文除对沤改旱田上种好绿肥的几项重要措施分别叙述以外
,

还讨论几个问题
。

一
、

开沟排水
,

改善土缝水分物理性状

沤田土壤的渗透性较差
,

应及时开沟爽水
,

迅速改变沤 田的还原状态
,

使作物根系生

长发育良好
。 19 6 3 年在严家大队改早田上

,

观察比较临磅田的一端和近沤田的一端的土

壤水分状况和土壤剖面发育状况以及若子生长情况时发现
,

近沤田的一端的土壤由于沤

田地面水下渗和侧流影响
,

舍水量高
,

剖面中还原性潜育层很高
,

氧化斑纹层薄
,

离地面只

有 35 厘米
,

若子根系发育受到很大影响
,

产量只有 3 7 0 0 斤
。

而临磅 田的一端排水较好
,

我 1 水分条件对土公创面性状的形响
巾
(1 96 斗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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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定方法 : Al

:

(s O’)
,

提取 ; 邻啡卿琳比色法测亚铁 ; 过锰酸钾测活性还原性物质 ; 重铬酸钾测还原性物质

总量
。

*
这些工作是在兴化县委关怀和农业局直接领导

、

支持下
,

以及当地干
、

摹指导帮助而取得的
。

也是与扬州专区

农业科学研究所
、

兴化农业试验站的紧密协作分不开的
。

均此致以谢意
。

.* 主要是蔡大同同志整理成初稿
,

史瑞和等同志作了较大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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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育层位置较低
,

65 厘米以内已发育为比较良好的氧化斑纹层
,

若子根深而庞大
,

地上部

产量达 4 3 0 0 多斤
。

水分条件对土壤剖面性状的影响见表 1 。

由上述土壤剖面性状的观察
,

可以知道为什么群众对沤改早田弦调选早稻茬
,

早放水

干田晒垫
,

因为这样可使土壤有机会千透晒透
,

以改善原沤田土壤的嫌气还原状态
。
田间

水利工程要求深沟狭畦
,

畦面宽 6 至 7 尺
,

竖沟深 1 尺
,

腰沟和边沟深 1 尺 2 寸
,

与沤水田

相邻的一边还要隔水沟(又nJI- 防漏沟 )
,

保证在整个绿肥生长期间
,

田间无积水
。

二
、

施 用 磷 肥

群众经验是沤改早田在当年必须施用灰肥
。

灰肥的重要作用是供应磷素
。

每亩施用

巧 担灰肥 (稻草灰)
,

大约相当于 30 斤过磷酸钙或 50 斤钙镁磷肥的肥效
。

我们知 道在

沤改早过程中容易导致土壤有效态磷的固定
。

根据我们的分析
,

新改早的鸭屎土有效磷

(N
aH c q 法 )含量只有 5一5

.

6 即m
,

小粉浆土只有 2 PP m
,

土坡有效礴含量很低
,

因此施

用磷肥增产效果很显著
。

例如 1 9 6 3 年我们在姚家大队进行的大田对比试验结果表明
,

在

讴改早的若子田上
,

不施用磷肥的每亩鲜草只有 3 00 斤
,

而每亩施用 40 斤过磷酸钙的
,

则

亩产达 3 0 0 0一4 0 0 0 斤
。

沤改早种小麦
,

不施磷肥者只有几十斤
,

而施用磷肥者则达 24 0

斤
。

根据田间观察
,

施用磷肥以后
,

黄花首信或若子表现叶色不发红
,

根瘤多而大
,

植株

高
,

根系发达
,

分枝多
。

例如施磷肥的黄花首蓓每株根上有根瘤 56
.

3 个
,

其中大根瘤 21
.

9

个
,

而不施磷肥的只有 23
.

7 个根瘤
,

其中大根瘤只有 6. 4 个
。

在严家大队进行的试验结果

表明
,

磷肥对巷子
、

黄花首蓓的增产效果也是很显著的
。

但由于严家大队土壤肥力一般较

高
,

磷肥的增产效果
,

相对地来说
,

不及姚家大队土壤高
。

磷肥的肥效与施用方法有很大的关系
。

例如在新改早的田上
,

不耕翻土地
,

直接开塘

抓磷肥点播若子
,

20 斤过磷酸钙的肥效
,

相当于耕翻撒施 40 斤过磷酸钙的肥效
。

在小粉

浆土上
,

开塘抓磷肥(每亩 20 斤过磷酸钙 )点播黄花首蓓
,

亩产鲜草 2 54 8 斤
,

而同量的磷

肥以结合浇泥浆 (一种常用的黄花首蓓播种法) 的播种方法施入土中
,

产量只有 14 6 4 斤
。

开塘点播为磷肥的有效施用创造了条件
。

磷肥用量与施用方法和土壤肥力状况有很大的关系
。

严家大队鸭屎土类型土壤的肥

力较高
,

20 斤过磷酸钙的肥效相当于肥力较低的小粉浆土类型土壤上 30 斤过磷酸钙 的

肥效
。

在同一种类型的土壤上
,

磷肥用量与播种方法关系极为密切
。

一般穴施每亩 20 一

30 斤过磷酸钙郎足
,

如撒施的话
,

则必须增加到 4 0一60 斤(表 2 )
。

渗

人

表 2 确肥用t 与施用方法的关系 (小区对比试验
,

小粉桨土)

项 目

磷肥 用 t (斤/亩)

着子鲜草重(斤/亩)

一兰二一互
.

竺一⋯一生里止1 兰一
0 10 2 0 3 0 1 0 2 0 刁0 6 0

52 0 10 8 0 16 2 0 2 5 8 0 月2 0 10 60 16 75 2 3 8 5

至于磷肥的施用时期
,

根据各地试验结果
,

磷肥最好作基肥和种肥施用
。

我们的试验

结果也证明追肥远不及基肥和种肥的效果好
,

追肥愈迟效果愈差
。

这说明作物在幼苗期

对磷素的需要最为迫切
。

苗期根系发育较差
,

吸收土壤中磷的能力较弱
,

此时若供应足量



2 期 南京农学院兴化样板工作组 : 江苏省里下河地区“沤改旱”种绿肥的经验

的有效态磷
,

自p能促进根系的发育和幼苗生长
。

另外
,

土壤对磷的固定作用很弦
,

磷肥撒

施在土壤表面不易为作物根系所吸收
。

故磷肥一般均作基肥和种肥施用 (表 3 )
。

获 3 赎肥不同施用期对有子生长的形响 (小粉浆土)

‘

测测 定定 处 理理 株高高 根长长 分 枝 数数 根 瘤瘤 每百株鲜重(克))) 鲜草产量 (斤 /亩)))
日日 期期期 (厘米)))(厘来)))))))))))))))))))))))))))))))))))))))))))))))))))))))))
(((日/ 月))))))))) 第一一 第二二 第三三 单瘤瘤 复瘤瘤 地上部部 地下部部部

222 1/ 333 种 肥肥 2 9
.

000 15
.

DDD 5
。

555 9
.

555 OOOOOOO 12 000 2 5
.

55555

33333 0八0 追施施 2 0
.

111 12
.

999 月
。

222 7
.

666 0000000 1 1000 12
.

55555

99999 / 11 追施施 1 1
。

888 9
.

000 1
.

888 2
.

333 0000000 5 4
.

777 3
.

55555

1110 / 呼呼 种 肥肥 4 7
。

000 2 1
.

111 7
.

222 2 3
.

888 000 3 1
.

444 2
。

888 2 6 8 888 2 5 44444

333330 / 10 追施施 3 8
.

555 巧
。

555 2
.

999 3
.

777 000 1 3
‘

555 0
.

888 8 6 000 2 3 55555

99999 / 11 追施施 1 8
.

777 1 2
.

999 2
.

444 1
.

999 000 1 4
.

222 0
.

333 17 000 3 7
.

55555

lll/ 555 种 肥肥 9 8
,

999 1 9
.

777777777 2 9 0 66666

33333 0 / 10 迫施施 7 7
.

222 2 0
。

222222222 17 5 11111

99999 / 1 1 追施施 3 5
。

444 1 4
。

999999999 2 9 55555

入 过磷酸钙作种肥施用时
,

特别是种子接种根瘤菌时必须注意过磷酸钙(因其含有一定

t 的游离酸)对种子的为害作用
。

一般每亩用 10 斤过磷酸钙作种肥
,

或接种根瘤菌时用

, 斤过磷酸钙作种肥时
,

为害作用不大
。

若过磷酸钙用量超过 10 斤而作为若子的种肥时
,

则必须先用细土或厩肥与过磷酸钙拌匀
,

然后再与种子一起播入土中 ;作为黄花首楷的种

肥时
,

可先与泥浆及种子一起拌匀
,

再用灰吸水
,

而后搓开播种
。

三
、

接 种根瘤 菌

近年来里下河地区晚稻栽培面积逐年扩大
,

在茬口安排上
,

黄花首蓓和若子播种较

早
,

不适于晚稻茬 口
,

而苏北过去又一直没有种过紫云英
。

对紫云英能不能
“

过长江
”
我们

进行了试验
。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
,

苏北过去没有种植过紫云英
,

而紫云英根瘤菌的专一性

较孩
,

因此有必要进行根瘤菌接种
。

同时也注意冻害的问题
。 1 9 64 年冬天不冷

,

没有出

现冻害问题
。

而接种根瘤菌与否
,

则效果甚为明显
。

根据兴化和宝应县四个点上的试验

结果
,

紫云英接种根瘤菌与否是种植紫云英能否成功的主要关键
。

例如在苗期
,

接种根瘤

菌的紫云英有大小根瘤 28
.

8 个
,

植株高 11
.

3 厘米
,

分枝 2
.

8 个
,

根系长而多
,

根长 14
.

3 厘

我 4 集 云 英 接 种 相 幽 菌 的 效 纽

试 验 地 点 } 土 典 及 前 茬
播 种 量
(斤/亩)

! 产 量
播 种 期 卜- - 一- 一一尸

~

接 种 } 未 接 种

增 产 率
(% )

林湖公社姚家大队

林湖公社毕王大队

严家公社严家大队

兴 化 县 农 试 站

老麦田
,

小粉浆土
,

晚稻

菜地
,

小粉浆土
,

休闲

新改早田
,

鸭屎土
,

早稻

稻麦田
,

红沙土
,

中稻

9 月 17 日

9 月 2 6 日

9 月 17 H

9 月 13 日

6 7 2 4

3 0 6 4

6 5 8 5

斗6 4 1

6 0 6

6 6 7

2 0 8 5

10 0 8

10 0 9
.

5

3 5 9
.

5

2 1 5
.

8

3 6 0
.

4

米
,

根重 0
.

38 克 ;而没有接种根瘤菌的紫云英则不生长根瘤
,

植株矮小
,

株高 6
.

3 厘米
,

无

分枝
,

根系短而少
,

根长 8
.

5 厘米
,

根重 0
.

03 克
。

表现在产量上不是增产百分之几
,

而是增

产百分之几百 (表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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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抓住季节
,

适期早播

沤改早田土性较冷
,

适期早播可以促进全苗壮苗
,

特别是若子冬前生长较慢
,

早播可

以早扎根
,

早分叉
,

早盘棵
,

增强杭寒能力
。

芦村公社芦南生产队的全部绿肥除蚕豆外
,

从 9 月 巧 日开始到 9 月底播种结束 (宝应县大部分为中稻 )
,

而且大部分在秋分前后抢播

下去
。

他们的经验是
:
黄花首箱播种期的幅度较狭

,

最好在秋分前后
,

过早冬前会旺长
,

容易遭冻害和病害 ; 太迟则分枝少
,

盘棵差
,

杭寒能力弱
,

鲜草产量都不高
。

例如他们

在 9 月 25 日夹种元麦的黄花首借
,

除元麦外每亩收鲜草 3 1 10 斤
,

而 9 月 15 日播种的只

有 1 9 0 8 斤
,

迟到 10 月 10 日播种的只有 71 3 斤
,

械产更为严重
。

若子不一样
,

他们认为若

子最好早播
。

如 9 月 20 日播种的每亩产鲜草 5 3 3 0 斤
, 9 月 25 日播种的为 4 7 3 5 斤

, 9 月

3 0 日播种的为 3 5 3 5 斤
, 10 月 5 日播种的为 3 4 8 6 斤

, 1 0 月 1 0 日播种的为 2 4 0 0 斤
, 1 0 月

15 日播种的为 1 2 5 2 斤
。

因此
,

抓住季节
,

适期早播是沤改早种植绿肥获得高产的又一个

重要环节
。

沙

五
、

其他栽培技术跟上

1
.

开塘点播
,

保证全苗壮苗
。

两年来试验结果证明
,

在沤改早地上不耕翻土地直接开

塘点播是比较有效的播种方法
。

耕翻土地不仅增加劳畜力的紧张
,

而且新沤改早田若耕

翻后
,

土块不易破碎
,

抛墒严重
,

常常出苗迟
,

出苗不整齐
,

造成诫产
。

黄花首蓓的浇泥浆

播种法
,

有时由于天旱
,

土壤表层缺水
,

泼浇泥浆后
,

因接不上水分而影响出苗
。

另外新沤

改早的田地
,

磷素供应是幼苗生长壮茁的重要因子
,

开塘点播保证了磷肥的有效施用
,

从

而也保证了作物的生长
。

氏

农 5 旅肥抽种方法的比胶 (姚家大队小粉浆土)

骂共月典兵只热共薰
欠厂l 田少 ! } } }

2
.

掌握绿肥特性
,

及时沟灌
,

促进生长
。 1 9 64 年秋和 1 9 6 5 年春气候较为干早

,

芦南

生产队黄花首楷播种 4 天后就灌水一次
,

保证了全苗 ; 越冬前又灌水一次
,

促进了壮苗
。

从田间对比试验结果看出
,

灌水和不灌水的鲜草产量相差很大
。

灌水的亩产鲜草 3 1 12 斤
,

未灌水的只有 1 2 8 5 斤
。

在千早的情况下
,

各地群众都采取灌水措施
。

如林湖公社傅家大

队万斤黄花首蓓和姚家大队 7 0 0 0 高产的黄花首蓓田
,

都是在冬前灌过二次水的
。

若子虽

然比较耐早
,

但在干早情况下
,

灌溉仍有显著的增产作用
。

例如在姚家大队若子进行灌溉

和不灌溉的试验
,

灌溉区亩产鲜草 1 9 2 8 斤
,

而未灌溉的只有 70 7 斤
。

3
.

以小肥调大肥
。

在施用磷肥的基础上
,

施用少量稀粪提苗
,

作用也很好
。

例如芦南

生产队的试验
,

若子亩施 5 担稀粪水( 1担原粪凳 3 担水)
,

增产百分之三点五
,

亩施过磷

酸钙 20 斤
,

增产百分之五十点二
,

而既施 20 斤过磷酸钙作基肥
,

又在苗期泼浇 5 担稀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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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

则增产百分之七十点四
。

超过这两种肥料单独施用增产效果的总和
,

起到了以小肥调

大肥的作用
。

4
.

根据绿肥生长情况
,

可以进行分期收割
,

提高鲜草产量
。

芦南生产队的经验
,

黄花

首蓓若冬前生长过旺
,

收割一刀能避免发生毁灭性的炭疽病和霜冻为害
,

比未割一刀的鲜

草产量提高百分之十一点一
。

同时用割下来的鲜草来喂猪
,

又促进了养猪事业 的 发展
。

但是在清明前后无论若子和黄花首蓓都不宜收割
,

因为这时绿肥快进入伸长期
,

割了就会

使绿肥受伤
,

影响产量
。

例如
,

黄花首蓓在 3 月 31 日收割一刀
,

每亩产鲜草 90 9 斤
,

割后

每亩浇稀粪水 10 担
,

到 5 月 20 日又收割鲜草 21 30 斤
,

两次合计为 30 ” 斤
,

而 , 月 10 日

一次收割的就收鲜草 3 1 6 3 斤
。

再举若子分次收割为例
, 3 月 31 日收割一刀每亩收鲜草

94 5 斤
,

到 5 月 20 日又收割鲜草 1 8 0 0 斤
,

两次合计为 2 7 4 , 斤
,

而 5 月 10 日收割一次就

获鲜草 42 62 斤
。

严家大队若子生长较好
,

于 4 月 11 日和 4 月 30 日分两次收割
,

合计亩

产 7 0 0 0 斤
,

比一次收割者稍有增加
,

但姚家大队两次收割则表现减产
。

六
、

几个简通的时盖
入

1
.

紫云英能否在里下河发展的问题
。 1 9 64 年紫云英在兴化和宝应县试种成功

,

有人

认为一年结果不可靠
,

特别是 1 9 64 年冬季不冷
,

紫云英没有得到其正的考验
,

总认为过去

苏北所以没有种植过紫云英
,

主要是因为苏北冬季气温较苏南低
,

郎苏北的气候条件不适

宜于紫云英的生长
。

我们翻阅文献
,

有人认为紫云英的耐寒能力不及黄花首蓓
,

但也有人

认为紫云英耐寒能力比黄花首蓓孩
,

河南信阳专区水田地区种植大面积的紫云英
,

证明紫

云英的耐寒能力不是很弱的
。

就从气象资料来看
,

兴化县历年气温下降到 15 ℃ 以下是在 11 月上旬
,

与苏州没有差

别
。

10 ℃以下则在 n 月下旬
,

比苏州提早 8 天
。

入冬(5℃以下 )一般在 12 月中旬
,

比苏州

早 10 天
。

再从去冬气温与历年比较
,

所谓去年气温偏高
。

具体说是在 12 月下旬到 1 月

份才比历年为高
,

12 月中旬以前并不高
,

甚至于稍低
。

冬前这一阶段气温不比苏南气温

低
,

这对作物越冬是有好处的
。

从去年接种根瘤菌试验结果与 19 , 8 年前后紫云英在兴化县生长不良的情况来看
,

我

们认为过去紫云英在里下河地区生长不良的主要原因
,

可能还是接种根瘤菌的问题
。

因

为里下河是紫云英新区
,

而紫云英根瘤菌的专一性很弦
。

2
.

几种绿肥对磷肥的反应问题
。

从田间试验观察
,

若子对磷肥的反应最敏成
,

其次是

黄花首稽
。

根据四个点上的试验
,

紫云英对磷肥的反应似乎不显著 ; 磷肥施用不当时
,

反

使紫云英产量降低
。

如在严家大队的沤改早田上
,

接种根瘤菌同时施用磷肥(作种肥 )不

当者产量郎比单接菌的产量低
,

前者鲜草亩产 5 9 0 0 ,

后者 72 70 斤
。
田间观察

,

接菌施磷

的苗生长确不如单接菌者
,

从根瘤发生的情况来看
,

单接菌者在 2一3 片其叶时主根上已

有根瘤数个
,

而接菌施磷者则无根瘤
,

这可能是磷肥中的游离酸影响了接菌的效果
,

因此

接种根瘤菌和磷肥施用必须分开
,

在这样的情况下
,

磷肥最好作基肥施用
,

而后播种
。

但

这里还看出另一个间题
,

在沤改早的地上
,

若不施用磷肥
,

黄花首信和若子就长不好
,

而紫

云英可以长得很好
。

根据四个点上的试验
,

在不施用磷肥的情况下
,

单接菌就可使产量达

到 3 0 0 0一40 00 斤或 6 0 0 0一7 0 0 0 斤
,

似乎在这里不施用磷肥就可以使紫云英达到高产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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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红壤上种植紫云英
,

施用磷肥乃是增产的重要措施
。

这种差异一方面

反映不同作物对磷的吸收利用能力的不一样
,

同时也反映了不同土壤中的磷存在形态是

不同的
。

3
.

关于绿肥作物的分期收割问题
。

根据四川省和江苏省盐城专区农科所试验
,

均认

为若子采用分期收割
,

割后施用稀粪水提苗是取得高产的措施之一
。

我们的试验说明黄

花首蓓冬前若生长过旺
,

可以收割一刀
。
当绿肥进入伸长时期能不能分期收割尚未能肯

定
,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间题
,

值得作进一步的试验
。

渗

七
、

摘 要

1
.

沤改早在田 间工程上的要求是深沟狭畦
,

改善土壤水分条件
。

畦宽 6 至 7 尺
,

一般

沟深 1 尺
,

腰沟和边沟深 1
.

2 尺
。

2
.

新讴改早田一定要施用灰肥或磷肥
。
磷肥用量与土壤肥力状况和播种方法有密切

关系
。

每亩用 10 斤过磷酸钙作种肥是在磷肥供应有限的情况下的一种经济有效 的施 用

方法
。

开塘点播作为基肥施用时
,

肥力较高的鸭屎土每亩施用 20 斤过磷酸钙
,

肥力较低

的小粉浆土每亩可施用 30 斤
。

磷肥以作种肥或基肥为宜
,

迫肥效果不好
。

3
.

几种绿肥接种根瘤菌的效果不一样
,
黄花首蓓和若子接种根瘤菌的效果不显著

,

紫

云英接种根瘤菌的效果极为显著
,

可以提高产量百分之二百至一千
。

它是新区发展紫云

英的关键措施
。

4
.

里下河地区以早中稻茬为多
,

绿肥播种以 9 月中旬较为适宜
,

播种方法一般以板田

开塘点播为宜
,

既可节省劳畜力
,

而且出苗亦较整齐
。

黄花首箱的泥浆拨浇法的效果与土

垠水分条件有关
,

在干早情况下
,

不及开塘点播的效果好
。

5
.

在冬干和春早的情况下
,

灌概是重要的增产措施
。

苗期灌一次水
,

可以保证全苗 ;

越冬前再灌一次水
,

可以促进壮苗
。

如果再遇春早
,

返青后仍需灌水一
、

二次
。

6
.

绿肥苗期每亩泼浇五担粪水提苗
,

可以起到以小肥调大肥的作用
。

人



2 期 南京农学院兴化样板工作组 : 江苏省里下河地区
“
沤改早

”

种绿肥的经验 1 9 5

T H E PLA N T A T IO N O F G R E E N MA N U R E C R O P IN T H E

ELIM INA T IO N O F A W A T E R
一LO G G E D SIN G LE R ICE

CR O P PLA N T ING SY ST EM IN T H E LISH A H O

R E G IO N
,

N O R T H E R N K IA N G SU

‘ T h e X in h u a D em o n s tr a tio n Field o f N a n k in g A g r ie u ltu r al C o lle g e

入

.

Su m ma ry

In o r d e r t o c ha n g e the a ll ye a r r o u nd w a te r
一

lo g g ed sin g le r ic e e ro P Pla n tin g sys te m

to the ric e a n d w in te r u Pla n d c r o P r o ta tio n system fo r th e r ic e Pa d d y 50 115 in the Lishah o

r e gio n o f n o r the r n K ia n g s u
,

it 15 n e c e ssa ry t o m a ke o p e n d itc he s fo r g o o d d ra in a g e
,
to u se

Pho spha tic fe rt iliz e r s o r s tr aw a sh fo r the firs t w in te r c r o P
, a n d be tt e r to g ro w a w in t e r

g re e n m a n u r e c r o P in the firs t a u tu m n
.

D iffe re n t g re en m a n u r e c ro p s re sPo n d ed t o the in o c u la t io n o f n o d u le b a c t e r ia d if
-

fe r en tly
.

In o c u la tio n in c rea s ed the yield o f a s tra g a lu s Z一1 0 fo ld s
,

b u t it d id n o t in c re a se

th e yie ld o f a lfa lfa (
a kin d o f a n n u a l le g u m e w ith yello w flo w e r

)
a n d ve tc h

.

In o c u la
-

tio n s e e m e d to be a n in d isp e n sible t re a tm e n t in the e x te n sio n o f A s rr a g al“ 5 t o a n ew a r e a

in this r e g io n
.

M o st o f the r ice e r o p s in the L ishaho r e g io n a r e ha rv e s ted fr o m the m id d le o f A u g u s t

to e a rly S e p tem be r
.

G r ee n m a n u re c r o p s sh o u ld be so w n in the m id d le o f Se p te m b e r
.

In o r d e r to sa v e la bo u r a n d t o g e t a g o o d st a n d o f g r e e n m a n u r e c r o Ps
, se ed in g in h ills

in s te a d o f b ro a d c a st in g the s e e d s 15 to be u s e d in the u n p lo w e d field s o f r ic e s tu bble s
.

In c a s e o f d r o u g ht irr ig a tio n o n e e o r tw ic e d u r in g the s e e dlin g sta g e a n d in the e a rly

sP rin g 15 n e e d e d
.

Th
e u se o f sm a ll a m o u n t o f liq u id n ig ht 5 0 11 in the se ed lin g st a g e 15 a g o o d p r a c tic e

t o o b t ain a hig her yie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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