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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性耕作技术是对农田实行免耕、少耕，尽
可能减少土壤耕作，并用作物秸秆、残茬覆盖地表，
减少土壤风蚀、水蚀，提高土壤肥力和抗旱能力的
一项先进农业耕作技术。保护性耕作的基本特征是
全年不翻耕，全年地表有秸秆或根茬覆盖。2012—
2013年，麦积区在5个乡镇推广保护性耕作0.29万
hm2，节约生产总成本255.14万元，增加产量收入
202.99万元，取得节本增收综合效益458.13万元，提
高土壤含水率12.2～22.4 g/kg，增加土壤有机质0.1～
0.4 g/kg。该项技术的应用，对小麦增产、农民增收、
维护农业生态环境、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都有
显著成效。现将其技术模式和要点介绍如下。
1 技术模式
1.1 免耕覆盖播种
休闲期秸秆或根茬覆盖。播前15 d左右除草，

采用免耕播种机播种，主要适用于留茬覆盖、地表
秸秆覆盖量较少，对播种质量无影响的地块。耕作
流程为高茬收割（15 cm以上）→留茬休闲→休闲期
化学除草→免耕施肥播种→田间管理→小麦返青
时化学除草→全生育期田间管理→高茬收割。
1.2 少耕覆盖播种
休闲期秸秆或根茬覆盖。根据土壤状况和秸秆

覆盖量，选择性进行深松、耙地、浅旋等少耕作
业，免耕播种，主要适用于深松后地表不平、秸秆
覆盖量较大、直接播种难以保证播种质量的地块。
对于这类地块，一般推荐采用旋耕、施肥、播种联
合作业和深松、旋耕整地等联合作业，以减少作业
工序，提高作业效率。耕作流程为高茬收割（15 cm
以上）→深松（选择作业）→休闲期除草→浅旋或浅
耙（根据需要选用）→免耕施肥播种→田间管理→小
麦返青时化学除草→高茬收割。
1.3 留茬留膜覆盖抑蒸种植
对于前茬覆盖地膜的地块，前茬作物收获后

不揭膜，留高茬，保护好地膜，次年应用点播机
直接在膜茬地上免耕播种。主要适用于前茬作物
为地膜小麦、全膜双垄沟播玉米等作物的地块。
耕作流程同1.1。

2 技术要点
2.1 根茬覆盖
前茬小麦用收割机收割，留高茬15～20 cm覆

盖地表。
2.2 休闲期管理
小麦高茬收获后秸秆或根茬覆盖，不得采用翻

耕方式翻埋。在坡耕地或易发生水蚀的地块，应尽
量多保留秸秆覆盖量，并尽量减少动土。在此期间，
可根据需要进行深松，以增加蓄纳雨水的能力，深
松的同时应镇压合墒。要根据杂草生长情况，及时
采用化学除草为主，人工和机械为辅的方式进行杂
草防治，以节约地力，为播种作业创造条件。
2.3 深松技术
播前用深松机采用间隔法对覆盖地表进行深

松，3 a为1个深松周期。主要是松动地表下30～40
cm的深层土壤，打破犁低层。深松行距 40～80
cm，深30～40 cm，以达到“四不二无”，即不翻
动耕层土壤，不破坏地表覆盖、地表整洁、深度
一致，不重松，不漏松，无大土块，无深松沟。
2.4 少免耕播种
播种前，对地表的杂草生长情况、平整度进

行检查，必要时应试播。如地表平整，秸秆或根
茬覆盖量较小，不影响播种质量，采用免耕播种
机直接播种；如地表高低不平，秸秆（杂草）或根
茬覆盖量较大，播种机通过性差，直接播种难以
保证播种质量，则采用浅耙、浅旋处理后用免耕
播种机直接播种，浅旋深度大于5 cm，确保地表
覆盖率不低于30%。用免耕播种机直接施肥播种，
播量212.25～232.50 kg/hm2，播种深度3～5 cm，施
小麦专用肥300～375 kg/hm2、尿素150～225 kg/hm2

或高效颗粒磷肥750～900 kg/hm2、尿素300～375
kg/hm2，农家肥90 000 kg/hm2，施肥深度15 cm。种
肥分层施，或直接采用旋耕播种机一次完成整地、
播种等多道工序，但旋耕深度不宜过深，以保证
播种后的地表有一定覆盖率。
2.5 杂草防治
休闲期当杂草生长到10 cm左右或播前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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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牧业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以及人们膳食
结构的改变，西安市奶牛养殖在政策、经济、市场等
环境不断改善的有利条件下迅速发展，现已成为促进
农业可持续发展，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有
效措施和重要途径，对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改善民生
发挥了重要作用。奶牛子宫内膜炎是奶牛最为常见的
繁殖障碍性疾病，是奶牛产后由于细菌感染而引起的
常见产科疾病。由于其发病率高，死亡率低，常呈慢
性过程，故常常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给奶牛养殖户
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是危害奶牛养殖业的重要疾病
之一。笔者根据多年实践，对奶牛子宫内膜炎的病
因、诊断、预防与治疗等进行了总结，现介绍如下。
1 危害

子宫内膜炎多发于母牛产后，常呈慢性过程，
虽然发病率高但是死亡率很低，严重地影响奶牛
繁殖力和生产性能，使产犊间期延长、产奶量减
少、淘汰率增加，而且抗生素治疗期间造成牛奶
废弃，从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2 病因
产房卫生条件差，临产母牛的外阴、尾根部

污染粪便而未彻底洗净消毒；助产或剥离胎衣时，
术者的手臂、器械消毒不严，胎衣不下腐败分解，
恶露停滞等，均可引起产后子宫内膜感染。产后
早期能引起子宫内膜炎的细菌有化脓性放线菌、
坏死梭杆菌、拟杆菌、大肠杆菌、溶血性链球菌、
变形杆菌、假单胞菌、梭状芽孢杆菌等。产后治

疗不及时或久治不愈常转为慢性子宫炎，子宫内
由多种混合菌变成单一的化脓性放线菌感染。此
外，子宫积水、双胎子宫严重扩张、产道损伤、
低血钙、分娩环境脏等都能引起子宫感染；在极
冷极热时，身体抵抗力降低和饲养管理不当都会
使子宫内膜炎的发病率升高。另外，一些传染病
如滴虫病、钩端螺旋体、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病
毒性腹泻等都能引起子宫内膜发炎。慢性子宫内
膜炎多由急性炎症转化而来，也有因配种消毒不
严而引起的子宫内膜炎，但没有明显的全身症状。
3 症状
根据病理过程和炎症性质，可分为急性粘液

脓性子宫内膜炎、急性纤维蛋白性子宫内膜炎、
慢性卡他性子宫内膜炎、慢性脓性子宫内膜炎和
隐性子宫内膜炎。
3.1 急性子宫内膜炎
急性子宫内膜炎可分为急性粘液脓性子宫内膜

炎、急性纤维蛋白性子宫内膜炎2种，但发病症状
较相似。病牛表现食欲不振，泌乳量降低，弓背努
责，常做排尿姿势，从阴道排出粘液性或粘液脓性
或污红色恶臭的渗出物，卧地时流量更多，严重时
体温升高，精神沉郁，食欲减少，反刍减少。直肠
检查时1个或2个子宫角变大，收缩反应减弱，有时
有波动。阴道检查可见子宫外口充血肿胀。
3.2 慢性子宫内膜炎
3.2.1 慢性卡他性子宫内膜炎 发情周期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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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用10%草甘磷水剂3 750 kg/hm2和20%百草枯水
剂3 000 kg/hm2混合液喷雾防除。小麦返青期，当
杂草生长到2～4叶或3月中下旬时，用72% 2，4-D
丁酯乳油450～750 mL/hm2喷雾防除。
2.6 病虫害防治
保护性耕作下小麦病虫害防治可按照传统耕作

方式执行，主要包括选用抗病品种、种子包衣、药
剂拌种、合理轮作、及时除草清田和有的放矢的化
学防治等综合措施。施药时根据以往地块杂草病虫
害的情况合理配方，适时打药，药剂要搅拌均匀，

漏喷重喷率不超过5%。作业前注意天气变化，注意
风向，及时检查，防止喷头、管道堵漏。
2.7 收获

收获时，应尽量在联合收割机上带秸秆粉碎
装置，粉碎后的秸秆应抛撒均匀。对于秸秆回收
利用的地块，应尽量将留茬高度适当提高，小麦
留茬高度应不低于15 cm，以达到保水、保土、保
肥和防治水蚀的效果。

（本文责编：杨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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