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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全膜双垄沟播技术的推广应用，

临洮县旱作区玉米种植面积已达1.3万hm2，种植区

域逐年扩大。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科技人员在长

期的技术指导服务过程中，通过相关生产数据记

载和效益对比，总结出了玉米收获后保护好旧地

膜，翌年春季播种前将揭膜、整地、施肥、喷药、

覆膜、播种等一系列生产操作集中进行地方法，

降低了劳动成本，提高了劳动效率。大大提高了

废旧地膜利用率，具有保墒、增墒、增温、增肥、

增效等诸多优点，现介绍如下。

1 创新背景

全膜双垄沟播秋覆膜技术之所以能在临洮县

迅速大面积推广应用，一是由于临洮县特殊的地

貌特征使绝大部分地块无法实现机械化作业，秋

季玉米收获后人工刨根茬、整地工作量大，加之

近年来劳务输出加大，青壮年劳动力严重缺乏，

更使清理地块、秋覆膜工作难度增加，农家肥不

能及时运输到地块，施肥质量差。二是临洮县农

业生产根据自然气候条件划分，主要有四大区

域，即水川区、二阴区、高寒冷凉区、干旱半干

旱区，除水川区外均开展了全膜双垄沟播技术的

推广和应用。但二阴区年降水量为536～760 mm，

部分高寒冷凉区年降水量为460 mm左右，降水集

中在2— 3月份和8— 10月份。在二阴区域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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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及典型湿地生态系统所在区域建立生态监控
区，加强调查与监测。可以按照湿地功能区的划
分，对湿地水质变化、地下水位、植物群落、土
壤养分的变化及土壤退化的情况等进行监测，以
及时评价湿地生态变化状况，通过监测网络的运
行，掌握各类湿地变化动态、发展趋势，定期提
供监测数据与监测报告，为各级政府提供决策依
据。同时，在湿地生态环境监测中强化 RS、GIS
和 GPS的组合运用，强化数字湿地系统，推动湿
地科学由定性科学向定量科学的转化［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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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覆膜则由于土壤湿度过大，易形成湿泥，覆

膜后造成土壤板结，严重影响播种质量，且增加

劳动量。

2 效果

2.1 旧膜利用，保墒功效不减

春播前揭旧膜可减轻冬春季土壤水分的蒸发，

提高来年播前土壤含水量。全地面覆盖的旧地膜

能有效抑制冬春季地表蒸发，真正做到秋雨春用，

使秋冬季的降水能够集中保留在大小垄沟内，行

间和株间降水向作物根区集中，从玉米根茬处下

渗，实现雨水富集叠加就地入渗，蓄墒保墒，春

季揭膜后立即覆膜使作物休闲期（秋冬季）降水向

生长期（春夏季）叠加，能有效解决水热资源配合

及降水与作物生长季不同期的问题，最大限度的

提高自然降水利用率。

2.2 减轻土壤风蚀和水蚀

地块常年覆膜减少了水分蒸发，避免了风

吹雨淋，使土壤基本结构保持良好，能减轻地表

土的风蚀和降水冲刷，防止大面积的水土流失，

对保护耕作区土壤及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2.3 提高除草剂的除草效果

目前大量使用的玉米除草剂主要为乙草胺。

乙草胺是选择性芽前处理除草剂，主要通过单子

叶植物的胚芽鞘或双子叶植物的下胚轴吸收，吸

收后向上传导，阻碍蛋白质合成而抑制细胞生长，

使杂草幼芽、幼根生长停止进而死亡。乙草胺在

土壤中的持效期为45 d左右，主要通过微生物降

解，因此春季揭旧膜后整地喷洒除草剂然后覆膜，

使除草剂的药效发挥在杂草萌芽生长时期，能有

效消灭杂草，提高除草效果。进行秋覆膜的地块，

由于除草剂在土壤内保留时间长，经微生物分解

作用，至春季播种时部分药效挥发散失，一定程

度上降低了除草剂的除草效果。

2.4 提高土壤肥力

春播前揭旧膜可使农户有足够时间备足农家

肥，在播前施足农家肥，提高土壤的有机质含量，

改善土壤理化性质。同时可避免因刨根茬带走根

际周围的土壤速效养分，根茬腐烂后能增加土壤

有机质，提高土壤肥力，具有明显的经济、生态、

社会效益。也有效避免了秋覆膜时农户因收获秋

作而使农家肥施入不足。

2.5 提高肥料利用率

临洮县农作物种植常用的基肥有农家肥、尿

素、普通过磷酸钙、磷酸二铵、硫酸钾等，多属

速效性肥料，在土壤中分解转换速度快，肥效期

短。如尿素田间肥效期只有40～60 d，秋覆膜后若

不及早追施，作物生长旺盛期会出现脱肥现象，

而旧膜延后揭除一次性覆膜施肥播种的肥效期与

作物生长期相吻合，不用提前和加量追肥，提高

了肥料利用率，降低了肥料投入成本。

2.6 提高土壤温度

日光中的短波辐射能够透过地膜，增加地温，

夜间地膜阻止地表的长波辐射，避免地表的热交

换，降温缓慢；同时由于减少因水分蒸发而损失

的汽化热，使春季土温上升速度快，土壤解冻早，

增温效应明显。春季揭旧膜整地后及时覆新膜，

实现了地表常年地膜覆盖，满足了作物生长前期

和中期所需的活动积温，有效解决了积温不足的

问题，开拓了种植区域。

2.7 节本增效

春季揭膜整地，可降低农户劳动强度，有充

足的时间精细耕作，且在揭旧膜后立即整地覆新

膜，田间作业一气呵成，可以省去重复整地、外

出务工人员来回费用等成本，既保持了土壤墒情，

又节约了劳动成本，实现了节本增效。

3 操作要点

3.1 保膜护膜

全膜双垄沟播玉米秋季成熟收获后，不进行

揭膜和耕翻土地，将地膜破损处用细土封好。铲

除秸秆时尽量防止损坏地膜，或将秸秆砍倒覆盖

在地膜上，尽量保持地膜的完整。

3.2 适期揭膜

播前7 d及时清除田间秸秆或旧地膜。可用旋

耕机、残膜回收机等农用工具收集清除田间玉米

根茬和废旧农膜。

3.3 整地施肥

清理后的地块先撒施农家肥和化肥，后旋耕

整地，耕深达18～20 cm，做到上虚下实无根茬、

地面平整无坷垃，施肥时注意氮磷钾肥配合施

用。

3.4 规范起垄，及时覆膜

整地施肥与起垄覆膜同时进行，利于保

墒。覆膜时严格按照全膜双垄沟播技术规程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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