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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市高扬程灌区主要是指景电灌区和兴电
灌区，地处黄土高原和腾格里沙漠的过渡地带，
属中纬度干旱半干旱区，地势平坦，光热资源丰
富，有效灌溉面积达6.61万hm2，适合种植小麦、
玉米、大豆、胡麻、油葵、豌豆以及瓜果、蔬菜
等多种作物，是白银市主要的商品粮基地。灌区
自建成以来，一直都是以粮食生产为主，解决了
数十万群众的温饱问题。近年来，灌区对作物结
构进行了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高效立体种植，
各地涌现出了丰富多样的立体种植模式，对推动
灌区经济的发展和农民致富奔小康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 1～8］。我们将适宜白银市高扬程灌区的农业高
产高效间作种植模式进行了分类总结和规范，旨
在科学指导白银市高扬程灌区农业生产。
1 粮粮型间作模式
1.1 小麦+玉米
总带幅120 cm，其中小麦带80 cm，种6行，播

量262.5 kg/hm2；3月中旬播种，7月中下旬收获，
产量可达4 000 kg/hm2。玉米带40 cm，种2行，种
植密度6.67万株/hm2；4月上中旬播种，9月下旬收
获，产量可达7 250 kg/hm2。
1.2 小麦+大豆
总带幅120 cm，其中小麦带80 cm，种6行，播

量300.0 kg/hm2；3月中旬播种，7月中下旬收获，
产量可达4 500 kg/hm2。大豆带40 cm，种2行，种
植密度8.33万穴/ hm2（每穴5粒）；4月上旬播种，10
月上旬收获，产量可达1 850 kg/hm2。

1.3 豌豆+大豆
总带幅120 cm，其中豌豆带80 cm，种6行，播

量375.0 kg/hm2；3月上旬播种，6月下旬至7月上旬
收获，产量可达3 000 kg/hm2。大豆带40 cm，种2
行，种植密度8.33万穴/hm2（每穴5粒）；4月上旬播
种，10月上旬收获，产量可达2 250 kg/hm2。
1.4 玉米+豌豆（蚕豆、扁豆）

总带幅120 cm，其中玉米带60 cm，种2行，密
度7.50万株/hm2；4月上中旬播种，9月下旬收获，产
量可达9 000 kg/hm2。豌豆、蚕豆或扁豆带60 cm，
种4行豌豆、2行蚕豆或4行扁豆，豌豆和扁豆播量分
别为300.0 kg/hm2和112.5 kg/hm2，蚕豆种植密度8.33
万穴/hm2（每穴2粒）；均为3月上旬播种。豌豆和扁
豆6月下旬收获，产量可达2 325 kg/hm2和1 350
kg/hm2；蚕豆7月下旬收获，产量可达1 800 kg/hm2。
2 粮油型间作模式
2.1 玉米+胡麻

总带幅120 cm，其中玉带米60 cm，种2行，
种植密度6.67万株/hm2；4月上旬播种，9月下旬收
获，产量可达7 850 kg/hm2。胡麻带60 cm，种4行，
播量52.5 kg/hm2，3月下旬播种；7月下旬收获，产
量可达1 500 kg/hm2。
2.2 大豆+胡麻

总带幅120 cm，其中大豆带40 cm，种2行，
种植密度8.33万穴/hm2（每穴5粒）；4月上旬播种，
10月上旬收获，产量可达2 400 kg/hm2。胡麻带80
cm，种6行，播量60.0 kg/hm2；3月下旬播种，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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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30 d左右，才能探测出比较准确的结果。一般以
宫血音、胎心音和胎血音3种多普勒信号作为早期
妊娠诊断的依据，3种信号当中只要获得1种信号
即可确诊妊娠。当宫血音（母体子宫中动脉血流
音）有类似“啊呼、啊呼”声和“蝉鸣”声为妊娠，其
频率与母体心音同步，呈节律性，声音有振动并
拉长；似“呼-呼-”声则未妊娠。胎心音似马蹄

声，为有节律的“咚咚”、“噗咚、噗咚”的双拍声，
妊娠早期呈单拍音或“沙沙”声，较弱，节律不明
显。胎血音（胎儿动脉血流音和脐带动脉血流音）
为一单拍音，音调高而尖锐，有节律，呈“嘟嘟”
音，完全与胎心音同步。胎动音似犬吠音，不规
律，随妊娠日期的增进而活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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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旬收获，产量可达1 800 kg/hm2。
2.3 小麦+油葵

总带幅120 cm，其中小麦带80 cm，种6行，播
量262.5 kg/hm2；3月中旬播种，7月中下旬收获，
产量可达4 150 kg/hm2。油葵带40 cm，种2行，种
植密度7.50万株/hm2，4月上旬播种，8月中旬收
获，产量可达2 100 kg/hm2。
2.4 油葵+豌豆（蚕豆）
总带幅100 cm，其中油葵带0.4 m，种2行，

种植密度7.50万株/hm2；4月上旬播种，8月中旬
收获，产量可达3 250 kg/hm2。豌豆带或蚕豆带60
cm，种4行豌豆或2行蚕豆，豌豆播量为300.0
kg/hm2，蚕豆种植密度8.33万穴/hm2（每穴2粒）；
均为3月上旬播种，豌豆6月下旬收获，产量可达
3 000 kg/hm2，蚕豆7月下旬收获，产量可达2 700
kg/hm2。
3 三熟制带田间作模式
3.1 小麦+玉米+大豆
总带幅160 cm，种1行玉米（30 cm）、1行大豆

（20 cm）、8行小麦（110 cm）。玉米密度4.00万株/
hm2，4月上中旬播种，9月下旬收获，产量可达
4 126 kg/hm2；小麦播量253.1 kg/hm2，3月中旬播
种，7月下旬收获，产量可达5 133 kg/hm2；大豆种
植密度5.00万穴/hm2（每穴5粒），4月上旬播种，10
月上旬收获，产量可达1 094 kg/hm2。
3.2 豌豆+油葵+大豆
总带幅160 cm，种1行油葵（20 cm）、1行大豆

（20 cm）、8行豌豆（120 cm）。豌豆播量300.0 kg/
hm2，3月上旬播种，6月下旬收获，产量可达3 229
kg/hm2；油葵种植密度5.00万株/hm2，4月上旬播
种，8月中旬收获，产量可达1 872 kg/hm2；大豆
种植密度5.00万穴/hm2（每穴5粒），4月上中旬播
种，10月上旬收获，产量可达1 219 kg/hm2。
3.3 小麦+油葵+大豆
总带幅160 cm，种1行油葵（30 cm）、1行大豆

（20 cm）、8行小麦（120 cm）。小麦播量253.1 kg/
hm2，3月上旬播种，6月下旬收获，产量可达5 352
kg/hm2；油葵种植密度5.00万株/hm2，4月上旬播
种，8月中旬收获，产量可达1 651 kg/hm2；大豆种
植密度5.00万穴/hm2（每穴5粒）4月上中旬播种，10
月上旬收获，产量可达1 073 kg/hm2。
3.4 胡麻+玉米+油葵
总带幅160 cm，种1行油葵（20 cm）、1行玉米

（30 cm）、8行胡麻（110 cm）。胡麻播量45.0 kg/
hm2，3月下旬播种，7月下旬收获，产量可达
2 036 kg/hm2；油葵种植密度5.00万株/hm2，4月上
旬播种，8月中旬收获，产量可达1 792 kg/hm2；玉
米种植密度4.00万穴/hm2，4月上中旬播种，9月下

旬收获，产量可达4 576 kg/hm2。
3.5 豌豆+油葵+玉米

总带幅160 cm，种1行油葵（20 cm）、1行玉米
（30 cm）、8行豌豆（110 cm）。豌豆播量300.0 kg/
hm2，3月上旬播种，6月下旬收获，产量可达2 849
kg/hm2；油葵种植密度5.00万株/hm2，4月上旬播
种，8月中旬收获，产量可达1 898 kg/hm2；玉米种
植密度4.00万穴/hm2，4月上中旬播种，9月下旬收
获，产量可达5 341 kg/hm2。
4 其它模式
4.1 胡麻+油葵

总带幅120 cm，胡麻带60 cm，种4行，播量
52.5 kg/hm2；3月下旬播种，7月下旬收获，产量可
达1 800 kg/hm2。油葵带60 cm，种2行，种植密度
7.50万株/hm2；4月上旬播种，8月中旬收获，产量
可达3 000 kg/hm2。
4.2 马铃薯+油葵

总带幅120 cm，马铃薯带80 cm，种2行，覆膜垄
作沟灌，垄宽80 cm，垄沟宽40 cm，膜两侧点播油
葵。马铃薯播量1 800 kg/hm2，4月中下旬播种，8月
中下旬收获，鲜薯产量可达33 000 kg/hm2。油葵带40
cm，种植密度7.50万株/hm2，4月中下旬与马铃薯一
起播种，8月中旬收获，产量可达3 100 kg/hm2。
4.3 马铃薯+玉米、马铃薯—胡萝卜

该种植模式适合于低海拔井水灌溉区或自流
灌溉区。总带幅120 cm，马铃薯带80 cm，种2行，
选用早熟品种，3月上旬覆膜垄作沟灌，垄宽80
cm，垄沟宽40 cm，播量1 500.0 kg/hm2，6月上中
旬收获，产量可达26 000 kg/hm2，产值可达15 800
元/hm2。玉米占40 cm，玉米4月中下旬点播在膜
侧，种植密度7.50万株/hm2，马铃薯收获时玉米苗
高只有20 cm左右，将马铃薯秧埋在玉米行间作绿
肥。玉米9月下旬收获，产量可达10 500 kg/hm2。
或不套种玉米，马铃薯收获后复种胡萝卜，产量
可达45 000 kg/hm2，产值30 000元/hm2以上。
4.4 豌豆+大豆—白菜（菠菜、油菜、胡萝卜、绿萝卜）
总带幅120 cm，其中豌豆带80 cm，种6行，播

量375.0 kg/hm2；3月上旬播种，6月下旬至7月上旬
收获，产量可达3 000 kg/hm2。大豆带40 cm，种2
行，种植密度8.33万穴/hm2（每穴5粒）；4月上旬播
种，10月上旬收获，产量可达2 250 kg/hm2。豌豆
收获后，在大豆行间点播白菜、菠菜、油菜、胡
萝卜、绿萝卜，在不影响大豆产量的情况下，蔬
菜的产值在8 000元/hm2以上。
4.5 大蒜+四季豆

总带幅120 cm，大蒜带和四季豆带各占60 cm，
各种2行。大蒜种植密度26.70万株/hm2， 3月上旬
栽植，7月上旬收获，产量可达6 000 kg/hm2，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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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地处东经93毅～104毅，北纬38毅～40毅，
处于中国北方葡萄带，是甘肃省酿酒葡萄重点产区。
年均温度8.0～9.3℃，≥10℃有效积温3 000～3 300
℃，日均温差12～15℃，无霜期150～170 d，年
降水量80～160 mm，7— 9月水热系数为0.07～
0.48［ 1～2］。土质为砂壤土，除年均温、有效活动积
温略低于法国的波尔多外，其它条件如光照、水
热系数、日较差、土壤质地等条件均优于法国波
尔多葡萄产区，是生产优质酿酒葡萄的最佳区域。
我们根据近几年的生产实践，总结出了河西走廊
酿酒葡萄高效栽培管理技术，现介绍如下。
1 建园
1.1 路网设计
按照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原则选择园地。

酿酒葡萄最适宜在有机质含量高、富含钾钙、地
下水位1 m以下、土层厚度1 m以上、pH 7.5左右的
砂壤土和壤土上生长。大型葡萄园应设宽8～10 m
的主干道贯穿全园，全园分成若干个大区，并与
园外公路连接，主要用于架材、肥料及果实等的

运输。隔2～3个小区设宽4～6 m的分支道，便于
小区间作业。小区之间设宽3 m的作业道，便于园
内施肥及机械喷药等。
1.2 灌溉系统与防护林规划

以省地、省水为原则。灌溉系统与道路设计
相结合，贯穿全园，按照干、支、毛渠系设计，
各渠道以高程差为动力做到流水畅通。防护林应
与当地主风向垂直，与道路渠道相结合，做到布
局合理，节约用地。
1.3 定植前土壤改良
对于土壤盐碱较重的地块，选用抗盐碱砧木

或拉沙压碱，土壤回填后于定植沟中覆厚10 cm的
细沙以防土壤返碱。漏沙地可挖宽1.5 m、深1.3 m
的沟槽，内铺塑料膜，将肥沃的土壤混合有机肥
填入沟槽中，以达到保肥保水的目的。
2 品种选择
以中早熟品种为主。红葡萄品种主要有赤霞珠、

蛇龙珠、品丽珠、梅鹿辄、佳美、西拉、黑比诺、
味尔多、玫瑰香等；白葡萄品种主要有霞多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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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 500元/hm2左右。四季豆5月上旬点播，密度
13.34万穴/hm2（每穴2粒），从6月下旬开始收获至7
月底结束，全部用作脱水蔬菜，产量 30 000
kg/hm2，产值45 000元/hm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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