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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静宁县 2008—2013年小麦全膜覆土穴播栽培技术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成效，总结出主要
做法是：营造氛围抓宣传，多措并举抓培训，完善机制抓调供，注重试验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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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宁县小麦全膜覆土穴播栽培技术推广刍议
李会宾，李 恒，李秉强，高亚飞

（甘肃省静宁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甘肃 静宁 743400）

小麦是静宁县的主要粮食作物，常年播种面
积达3.00万hm2左右，年产量8万t以上，占静宁县
粮食总产量的35%。小麦丰歉在静宁县农业生产中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直接关系到静宁县的粮食
生产安全，人民生活安康和社会稳定。静宁县属
典型的旱作农业县，干旱少雨是制约农业发展特
别是小麦生产的主要“瓶颈”。因此，创新旱作技
术，提高单产，是解决静宁县粮食生产的关键技
术。小麦全膜覆土穴播栽培技术的成功引进及示
范推广，有效的克服了静宁县小麦生产的制约因
素，对提高粮食产量、确保粮食安全和促进农业
增效发挥了重要作用。
1 示范推广基本情况
静宁县于2008年引进了小麦全膜覆土穴播栽培

技术，当年示范种植1.47 hm2，平均产量达到4 251.00
kg/hm2，较同区域露地小麦2 619.00 kg/ hm2增产
1 632.00 kg/hm2，增产率62.3%（表1）。截止2013年，
在静宁县适种区累计推广面积3 9613.47 hm2。在该
技术示范推广过程中，我们把红寺、细巷、三合、界
石铺、曹务、古城、威戎、双岘、甘沟、灵芝、原
安、八里、贾河、雷大、余湾、城川等16乡（镇）作
为重点示范区，按照“种植一块成功一块，种植一点
引导一片”、“开展一项示范，带动一项产业”的要求，
建设集中连片示范区和标准化栽培示范点。示范区
按照技术规程规范操作，技术到位率、小麦良种
率、种子包衣率、测土配方施肥及病虫害综合防治
技术应用率均达到100%，示范带动作用明显，为小
麦全膜覆土穴播栽培技术普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主要做法
2.1 营造氛围抓宣传

在全膜覆土穴播小麦栽培技术推广过程中，

针对农业生产实际需要，通过广播、电视、农技
110服务热线、甘肃省农村信息公共服务网络工程
静宁县信息服务点、静宁农牧信息网等媒体和举
办黑板报、举办现场会及发放传单等多种形式，
在全县范围内广泛开展宣传，通过宣传动员，有
效提高了农民科学种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2 多措并举抓培训

通过发放传单、举办培训班、理论讲座、现
场演示等多种形式，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小麦全膜
覆土穴播播种技术和药剂拌种、配方施肥、精量
半精量播种、病虫害综合防治以及新机具操作等
技术培训。所有农技干部在生产关键时期深入村
社，巡回田间地头，指导农民落实各项技术措施，
确保项目乡镇每乡有3～5名技术指导员，每村至
少有5～8名农民技术员，每个种植户至少有1个技
术“明白人”，有效提高了农民科学种田能力。近
六年来，共举办培训班215期，印发资料34.3万多
份，完成各类农民培训35万人（次）。
2.3 完善机制抓调供

采取省上补助、县上配套、乡上扶持、农户
自筹相结合的办法，对全膜覆土穴播小麦重点示
范点，在省上补贴30.0 kg/hm2地膜的基础上，县上
再补贴地膜15.0 kg/hm2，确保面积不降，任务不
减。同时，对省上投放的覆土覆膜机、覆土覆膜
播种机和穴播机等机具由县农技中心统一管理调
配，在项目实施期间委托乡镇代管使用。为了切
实加强项目物资的监督管理，确保补贴农户直接
受益，按照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静宁县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负责对物资实行统一管理，通过
健全管理档案，对配发的物资以村为单位分户造
册，由农户在册卡上签字生效，将地膜、种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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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0 3 466.67 5 700.0 2 670.0 113.5
2010—2011 5 366.67 4 875.0 2 250.0 116.7
2011—2012 7 113.33 6 185.4 3 893.4 58.9
2012—2013 20 065.33 6 287.55 233.73 79.3
合计 39 613.47
平均 5 459.85 2 987.70 82.7

2008—2009 1.47 4 251.0 2 619.0 62.3

年度
全膜覆土穴播小麦 露地小麦

平均产量
（kg/hm2）

增产率
（%）播种面积

（hm2）
平均产量
（kg/hm2）

农机具及时发放到户，解决了群众的后顾之忧。
2.4 注重试验抓研究

从引进推广全膜覆土穴播小麦开始，静宁县
始终把试验研究作为主要抓手，多方面、多点次、
多角度落实试验，探索该项新技术在静宁县的最
佳种植技术，为大面积推广奠定坚实的技术保障。
6 a来，共落实全膜覆土穴播小麦试验46点（次），
包括品种比较、播期、密度（不同行距、不同穴粒
数）、不同模式、不同茬次、施肥（施肥量、二茬
施肥方式）、二茬油菜等试验，根据试验结果，修
正制定了静宁县全膜覆土穴播免耕多茬种植技术
规程，为全膜覆土穴播小麦标准化栽培提供了技
术支持。
3 取得的成效
3.1 增产效果显著

自2008年引进示范推广以来，截止2013年，
全膜覆土穴播小麦累计推广39 613.47 hm2，平均
产量5 459.85 kg/hm2，比当地露地小麦平均增产
82.7%，累计增产粮食10.5万t，增加产值2.1亿元。
项目区户均年增产701.50 kg，增收1403元，人均
年增收280元。在2009— 2010年度、2010— 2011
年度的干旱年份，平均增产分别达 113.5%、
116.7%。在2008— 2009年度、2011—2012年度降
水量正常的情况下，也表现出了较好的增产效果，
平均增产分别达62.3%、58.9%。2012— 2013年度
冬春连旱，至4月19日才产生有效降水，后期雨水
偏多，全膜覆土穴播小麦基本未受影响，当年获
得了大面积丰收，平均增产率达79.3%（表1）。通
过科技入户培训、高产创建、科普宣传工作，积
极开展“三到位”（品种到位、技术到位、管理到
位），示范区全膜覆土穴播小麦涌现出了一批突出
的高产典型。红寺乡红堡村2011—2012年度种植
全膜覆土穴播小麦75.00 hm2，平均产量达到了
6 657.00 kg/hm2，增产率达71.0%；该村一高产典
型户种植0.80 hm2，平均产量达6 780.00 kg/hm2，
其中有0.13 hm2地块种植品种为静宁10号，平均产
量达7 545.00 kg/hm2，创造了当地旱地小麦高产记

录。
3.2 多茬种植初见成效

在全膜覆土穴播小麦栽培技术的基础上，通
过几年的探索和研究，总结出了一套适宜当地的
多茬栽培模式，主要有小麦—油菜—小麦、小
麦—油菜—豆类、小麦—油菜—杂粮（荞麦、糜
子）、小麦—油菜—蔬菜、小麦—小麦—油菜和油
菜—小麦等两茬或三茬种植模式。2010、2011、
2012年在红寺乡红堡村示范种植二茬油菜0.07 、
13.33、40.00 hm2，较露地油菜平均增产42.2%、
27.1%、113.3%。留膜免耕多茬种植技术的应用成
功，有效解决了全膜覆土穴播小麦的倒茬问题，
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减少了地膜投入，降低
了生产成本，缓解了农膜对土壤的污染。
3.3 栽培技术趋向成熟

近几年，我们通过对全膜覆土穴播小麦栽培
技术的不断研究和实践，初步探索出了适宜静宁
县栽培的品种、播期、施肥及密度等技术要点。
其中品种以中低秆、中早熟、紧凑形品种静宁10
号、中梁24号等为主推品种。最佳播期9月下旬至
10月上旬，适宜播期9月中旬至10月中旬。适宜施
肥量N 120.00 kg/hm2，P2O5 66.30 kg/hm2，K2O 41.25
kg/hm2。种植密度以幅宽1.2 m的种植带播种7～8
行，每穴播10粒为宜。肥力中上地块播种量在
187.5～225.0 kg/hm2左右，保苗525万株/hm2左右；
肥力较低的地块，播种量在135～150 kg/hm2左右，
保苗450万株/hm2左右。
3.4 播种质量逐年提高

在全膜覆土穴播栽培技术引进示范推广伊始，
就严格按照技术规程主抓播种质量，在推广过程
中发现问题，及时改进，并大力推广机械覆膜覆
土，2012年秋播机覆面积占播种面积的52%，2013
年机播率达到65%以上。播种质量逐年得到提高，
抗旱增产潜力得到充分发挥，有效调动了农民群
众应用技术的积极性，推动了全膜覆土穴播小麦
在静宁县的大面积推广。
4 存在的问题
经过6 a的示范推广，全膜覆土穴播小麦栽培

技术在静宁县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但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技术难题，
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探讨、研究解决。
4.1 遇雨板结

由于在膜上面覆有1 cm左右的土层，播后遇
雨易将覆土冲填到播种穴，形成板结层，阻碍麦
苗正常伸出，形成黄苗或串苗现象。如不及时手
工放苗，会造成缺苗断垄。严重影响合理群体结

表1 2009—2013年静宁县全膜覆土穴播小麦面积及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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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静宁县西北部三合、原安等15乡
镇由于海拔较高，气候冷凉，干旱少雨，土地贫
瘠，加之产业单一，农民增收致富步伐缓慢，至
今没有培育起农民持续增收的主导产业。2011年
静宁县南部和西北部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差1 100元，
南北发展不均衡，已成为影响和制约县域经济协
调发展的突出问题。为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各级政府部门和广大科技工作者

立足旱作实际，积极探索实现农民增收的新途径，
先后赴通渭、成县、兴平、中牟等地，对当地大
蒜产业发展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学习，将大力发展
大蒜产业作为静宁县西北部农民脱贫致富的拳头
产业来抓，通过几年努力，经济和社会效益非常
显著，已成为农民收入重要渠道。
1 大蒜产业发展现状
静宁县大蒜种植历史悠久，主要品种以静宁

摘要：通过分析静宁县大蒜产业发展现状和存在主要问题，提出今后可持续发展的建议是： 科学定位，
适度发展；积极研发大蒜的种植、收获的机械；积极推广新优品种，建立品种良繁体系，防止品种退化；加强宣
传与推介，加大对贮藏、加工、运销企业的扶持力度；建立健全市场营销体系，促进产品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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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形成，成穗数低，不能获得高产。人工放苗
量大，费工费时，也是影响技术普及的主要因素。
4.2 适用品种少

首先，全膜覆土穴播蓄墒、保墒效果明显，
可以保证小麦生育期需水量，植株生长旺盛，容
易造成倒伏现象；其次，为了避开后期干热风对
小麦灌浆的影响，需要适当早熟品种；再次，全
膜覆土穴播小麦采用穴播，每穴的植株小群体生
长过密，松散株形品种会加剧密闭现象，影响植
株采光。因此，中低秆、中早熟、紧凑形高产品
种是全膜覆土穴播小麦的最适品种，但当前生产
中这样的品种少，不能满足生产需求。静宁县通
过多年筛选出的静宁10号已成为全膜覆土穴播小
麦的当家品种，播种面积已占到全膜覆土穴播小
麦的50%左右，但品种单一，没有形成合理的品种
布局，抵御倒春寒、病虫害等自然灾害能力低。
4.3 播种质量受制因素多

全膜覆土穴播小麦对播种质量要求高，但播
种质量受制因素多，要做到规范化实属不易。土
壤湿度（包括膜上覆土和膜下土壤）、土壤松软程
度、覆膜质量（要求达到“三平一紧贴”，即地面

平、地膜平、覆土平、地膜地面紧贴）、耕作精细
度、穴播机行进速度、向下压力等均是影响全膜
覆土穴播小麦播种质量的因素，有一个环节注意
不到，就会严重影响出苗整齐度，形成缺苗断垄。
有时出现苗孔错位，膜下压苗，需人工放苗，浪
费大量的人力。
4.4 清除废旧农膜难

由于全膜覆土穴播小麦播种孔较多，如果多
茬种植，播种孔会成倍增加，再加上穴施肥料时
形成的施肥孔，对地膜的损坏程度大；地膜上还
有覆土，更加大了废旧农膜的清除难度，清除费
工费时，很难清理干净，个别农户甚至将地膜用
旋耕机直接打碎到土壤中，造成农膜土壤污染，
长此下去，会影响耕地质量，影响作物的出苗和
对水分、养分的吸收。
4.5 比较效益低

由于受目前小麦市场价格影响，与玉米、马
铃薯等作物相比，增产增效不是很明显，比较效
益低也是影响全膜覆土穴播小麦大面积推广的因
素之一。

（本文责编：郑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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