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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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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蒜、上海红蒜为主。但由于种植规模小、品种
更新换代步伐慢和以农户自用为主，大蒜生产长
期以来发展缓慢。而静宁县作为大蒜春秋混播区，
生产的大蒜产量高、品质佳、辣味纯正，深得市
场青睐，西北部各乡镇土地面积宽广，群众种植
基础好，特别是近年来全膜覆盖栽培技术的推广
为大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地技术支撑。
1.1 种植面积持续增加

在政府和市场双重作用下，全县大蒜播种面
积实现了长足发展，成为静宁县西北部农村调结
构、增收入的主导产业。2010年全县大蒜种植面
积不足 67 hm2， 2011年播种面积达到 0.08万
hm2，2012年大蒜种植面积达到0.20万hm2，2013年
播种面积达0.33万hm2，占蔬菜播种面积的41.7%。
2011—2013年累计示范推广全膜覆盖秋播大蒜套
种马铃薯栽培面积达0.61万hm2，涉及15乡镇3.9万
户，户均0.16 hm2。
1.2 引进推广了一批新优品种

针对大蒜品种单一且退化较为严重的实际，
静宁县把良种引进作为促进大蒜产业持续迅速发
展的关键环节，先后从青海等地引进新优品种乐
都紫皮大蒜、天引1号、成县白蒜、天水白蒜、天
引2号等进行试验，分区域选育适栽品种。现已筛
选出适应性好、抗病丰产的优良品种乐都紫皮大
蒜、天引1号、静宁红蒜等。
1.3 创新应用了一批适用新技术

为了提高大蒜种植效益，静宁县大力推广全
膜双垄沟播栽培技术、立体种植技术、配方施肥
技术，精选品种、合理搭配，探索秋播大蒜套种
马铃薯、豆类、瓜类等多种模式。并结合全膜双
垄沟播玉米一膜两年用技术，种植大蒜+马铃薯，
或大蒜+豆类，减少了地膜投入，提高了土地生产
率。
1.4 创新推广机制

为解决前期种子投入大制约其规模化发展的
问题，县政府组织成立了静宁县大蒜产销协会，
通过协调银行贷款帮助企业筹措资金500万元，由
协会与有关乡镇、农户签订种植协议，种子实行
“投一还一”的办法，在来年收获时由协会从农户
手中直接收取。
1.5 经济效益显著

2013年全县鲜蒜头平均产量9 105.0 kg/hm2，
蒜薹平均产量2 001.3 kg/hm2，商品率90%，鲜蒜头
产值36 723.00元 /hm2，蒜薹产值7 671.45元 /hm2，
除去成本18 000元/hm2，大蒜实现纯收入26 394.45
元/hm2。全县大蒜实现总产值27 596.6万元，实现

纯收益16 188.6万元。项目区户均从大蒜种植中增
收3 095元，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2 存在问题
2.1 机械化程度低，制约规模化发展

大蒜生产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用工多、劳动
强度大，生产季节性强、作业效率低，尤其是种
植和收获季节，人工占总用工量的70%以上，人工
成本占总生产成本的30%以上。而目前用于大蒜生
产的农业机械主要集中在整地、覆膜、施药等环
节，种植和收获的机械较少，研发难度大，严重
影响了大蒜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在当前劳动力成
本日益上涨的情况下，大规模生产则受到严重制
约。
2.2 品种退化，重茬严重

在多年的种植过程中，重茬、病虫为害品种
退化现象日益加重，导致产量下降、品质退化、
商品率不高，严重影响大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2.3 产业链条短，贮藏加工尚属空白

目前静宁县大蒜生产主要以蒜头为主，蒜薹
为辅。蒜头在集中上市后以鲜销为主，贮藏、加
工方面空白，由于受产业规模小的制约，蒜农参
与市场竞争意识不强，在抵御市场风险中难以形
成共识，导致蒜薹、蒜头价格波动性较大。静宁
县大蒜销售主要依赖小商贩和周边市场为主，缺
乏大蒜营销企业和组织。
3 发展建议
3.1 科学定位，适度发展

目前静宁县大蒜尚无较为理想的种植和收获
机械，劳动密集型仍然是这一产业发展的主要特
点。同时，由于重茬种植带来的品种退化问题会
导致产量品质下降，因此，我县大蒜种植规模定
位在0.53万hm2左右为宜，分布在全县所有旱作农
业区，以幼龄果园、马铃薯种植区域为主战场，
尽量避免重茬以保持品种性状提高其产量的品质。
3.2 积极研发大蒜的种植、收获的机械

由于大蒜的种植、收获的机械研发难度大，
要积极与省内外农业科研院所及有关机械制造厂
家加强联系合作研究，对大蒜的种植、收获的机
械进行研究开发，争取早日研究成功大蒜专用种
植、收获的机械较少，从而进一步加强大蒜产业
的规模化发展。
3.3 积极推广新优品种，建立品种良繁体系，防止

品种退化

大蒜为1～2年生草本植物，主要靠营养器官
繁殖，其特征特性会随着种植时间、栽培环境以
及种植水平等因素影响而出现品种退化现象。在

56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4 20142014 年 第 4 期

摘要：对临夏州水资源现状和特点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影响水资源减少的因素。提出了加强气候资源保护；开
展水资源保护规划；发展节水农业；加强科技投入等保护利用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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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resources in Linxia were analyzed to explain the factors of influence water
resources reduced，some developing strategies have been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that proposes strengthening the climate resources
protection；carry out water conservation planning；develop water -saving agriculture；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vestment and other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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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是自然资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人类经济社会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从

水资源的自然属性出发，它是其它土壤、森林和
草原等生态系统的保证资源，是生物物种等生态

各地大蒜栽培中，普遍采用气生鳞茎繁殖、提纯
复壮、异地换种3种方法相结合的模式来保持其种
性，其中前两种方法能够有效保持作物品种的特
征特性，而异地换种则更有利于品种的多样性选
择。按照我县产业发展的规模定位，大蒜良种繁
育坚持“3步走”的原则，即稳定开展气生鳞茎繁
殖、适度开展异地换种、大力倡导提纯复壮。以
乐都紫皮大蒜、静宁红蒜为主，在气候相对冷凉
的曹务乡建立良种繁育示范基地67 hm2，以2 a为
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可生产满足0.20万hm2大田生
产用蒜种，全县0.53万hm2大蒜力争3～4 a更换1次
品种，以确保大蒜产业的持续发展。
3.4 加强宣传与推介，加大对贮藏、加工、运销企业

的扶持力度

要采取有利措施和各种形式，借鉴其他产业
发展的成功做法，加大对静宁县大蒜的对外宣传

和推介力度，宣传静宁大蒜的优良品质，逐步树
立静宁大蒜品牌，走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之路。
同时，要加大对贮藏、加工、运销企业的扶持力
度，通过企业之手、市场之手引导群众精细化生
产，实现大蒜的增值增收。
3.5 建立健全市场营销体系，促进产品流通

政府应大力培育和建立健全与大蒜相关的贮、
销、运及农资金服务等为主的市场营销体系，通
过组建各种专业合作社或专业协会，为分散经营
的农户提供市场信息和技术咨询，进一步开拓市
场，拓宽大蒜产业效益渠道，从蒜苗、蒜薹、蒜
头3个方面挖掘大蒜的种植潜力，延伸产业链条，
化解市场风险，促进外销，确保种植户的经济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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