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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膜双垄沟播技术是甘肃农业技术部门经过多
年研究推广的一项新型抗旱耕作技术， 该技术集覆
盖抑蒸、 垄沟集雨、 垄沟种植技术为一体， 实现了
保墒蓄墒、 就地入渗、 雨水富集叠加、 保水保肥、
增加地表温度， 提高肥水利用率的效果， 是旱作农
业一项突破性技术［1～2�］。 环县位于甘肃省东部、 庆
阳市西北部， 总面积 9�236�km2， 耕地 24 万 hm2。
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 9.2�℃， 无霜
期 200�d； 年均降水量 300～400�mm， 多集中于 7、
8、 9月， 蒸发量 2�000�mm， 旱、 雹、 风、 冻、 虫五
灾俱全， 尤以旱灾为重， 常出现春旱连秋旱， 严重
影响着全县的农业生产［2�］。 环县 2006 年引进全膜
双垄沟播技术， 2008年开始大面积示范推广， 特别
是 2010年以后， 每年都在百万亩以上， 至 2014年
已累计推广 33.3万多 hm2， 此项技术的推广， 使环
县农业生产由被动抗旱转为主动抗旱， 成为全省旱
作农业示范大县、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但在实际
操作中仍有部分技术环节存在瑕疵， 应当引起重
视。 笔者对环县玉米全膜双垄沟播技术应用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1���存在的问题
1.1 土地平整不精细

全膜双垄沟播技术要求地块“上虚下实无根
茬、地面平整无坷垃”［3�］。 而部分农户前茬作物收
获不彻底， 根茬较多、 较大； 耙耱不细， 坷垃较
多， 造成覆膜不平整， 甚至机械覆膜困难， 致使
翌年杂草较多， 劳动强度增加。

1.2 底肥投施量不足
一般提倡施优质腐熟农家肥 45�000～50�000�

kg/hm2、 尿素 375～450� kg/hm2、 普通过磷酸钙
750～1�050�kg/hm2、 硫酸钾 225～300�kg/hm2、 硫酸
锌 30～45�kg/hm2 或施玉米专用肥 1�200�kg/hm2。 但
近年来农村机械化程度普遍提高， 饲养大家畜的
农户较少， 根本没有足够的农家肥。 即使有， 也
仅能用于种植瓜菜， 种植粮食作物基本不用农家
肥。 同时由于土地面积大， 化学肥料的投用量也
不足。 据统计， 实际平均施用尿素 300�kg/hm2、 普
通过磷酸钙 750�kg/hm2， 普遍不施钾肥和微肥， 肥
料施用量严重不足。
1.3 忽视土壤消毒

地下害虫、 杂草危害严重的地块要进行土壤
消毒［3�］。 而这一环节基本被农户省略， 造成翌年
草侵苗、 缺苗断垄现象发生， 严重影响产量。 地
下害虫应采用 40%辛硫磷乳油 7.5�kg/hm2 加细沙土
450�kg 拌成毒土撒施， 或对水 750�kg 喷施防治；
杂草用 50%乙草胺乳油 1�500�g/hm2 对水 750�kg 全
地面喷施［4�］。
1.4 不打渗水孔

覆膜7�d后（地膜与地面贴紧时）， 要在垄沟内每
隔 50�cm 打直径 3�mm 的渗水孔， 以便降水入渗。
而农户一般不愿打渗水孔， 一是认为打与不打一个
样； 二是增加劳动强度、 破坏地膜完整性。 但不打
渗水孔， 此项技术就失去了雨水入渗叠加蓄墒作
用， 使覆膜后雨水不能有效下渗， 白白浪费，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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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造成垄沟板结， 播种孔裸露， 出苗不整齐。
1.5 盲目选择种植品种

由于近年市场上销售的玉米品种较多、 用途
迥异， 栽培条件差别大、 品质良莠不齐， 致使选
择种植品种难度大。 环县当地农户选择品种具有
盲目性、 随意性， 有从大流、 保守承旧、 图便宜
的思想和盲目追求新品种现象， 不能根据种植条
件准确选择适宜的品种。 应该按照种植区域和作
用来选择品种。 一般选择株型紧凑、 抗病性强、
适应性广、 品质优良、 增产潜力大的粮饲兼用型
杂交玉米品种。 环县中南部宜选择中晚熟品种豫
玉 22 号、 承单 20 号、 登义 2 号、 陇单 10 号、 吉
祥 1 号、 陇单 4 号、 金凯 5 号、 敦玉 13 等， 北部
宜选用中早熟品种甘鑫 2818�、 承单 20 号、 金穗 3
号、 富农 821 等。 此外， 还有鲜食玉米、 糯性玉
米和青贮玉米等可供选种。
1.6 播种方式方法不正确

为了保证苗全， 技术规程要求每穴下籽 2～
3 粒。 部分农户为了减少种子投入量和间苗、 定
苗方便， 一般每穴播种 1 粒， 缺苗、 断垄现象较
为普遍且严重。 经过近几年的播种试验， 最好播
种前进行一次种子筛选， 先种大粒饱满种子， 采
取“112”（即： 1粒 -1粒 -2粒， 但 2粒不是 1穴 2
粒， 而是紧邻2穴）或者“1212”（2粒的种法同上）种
植方式， 效果比较好； 小粒或秕种子 2 粒合种， 但
仍是不同穴而是相邻 2 穴。 同时播种方法也不规
范， 点播器没有与地面垂直， 致幼苗不能从播种孔
内长出， 还要进行放苗。 播种时， 操作者身体要站
直， 将点播器鸭嘴与地面垂直， 播种下一粒时， 用
脚踢垄沟内的土， 轻压播种孔。
1.7 播种密度不适宜

环县南北跨度大、 气候条件迥异； 山、 川、
塬兼有， 不同的土壤类型， 应选择不同的种植密
度。 中南部川地以 52�500～57�000 株 /hm2 为宜，
株距 32～35� cm； 南部塬地和中、 北部川地以
49�500～54�000 株 /hm2 为宜， 株距 32～37�cm； 中
部和沿川乡镇塬地以 45�000～52�500 株 /hm2 为宜，
株距 35～40� cm； 北部高海拔塬地以 42� 000～
45�000 株 /hm2 为宜， 株距 40～43�cm。 现实中，
全县各生态区播种密度差别不大， 普遍偏小， 株
距为 40～55�cm， 极大地影响单产水平。
1.8 追肥时期不合理

生产中， 应在玉米大喇叭口期（10～12片叶）

追施壮秆攻穗肥（尿素225～300�kg/hm2）， 抽雄孕
穗期发现植株发黄时应及时追施攻穗肥（尿素75�
kg/hm2）。 实际操作中， 为了出入田块方便， 大多
群众在拔节期就开始追肥， 且全生育期只追肥 1
次， 后期因缺肥， 籽粒干物质沉积较差， 导致单
产水平不高， 不能发挥全膜玉米的高产潜力， 全
县全膜玉米平均单产 8�400�kg/hm2， 是理论单产水
平 （12�000�kg/hm2） 的 70%。 经过我们近年来的试
验， 在施足底肥的前提下， 应在大喇叭口期追施
尿素 225～300�kg/hm2； 若底肥不足时，应在拔节后
期（7～8片叶时）追施尿素 300�kg/hm2。 孕穗期可再
追施尿素 150�kg/hm2。
2���产生的原因

一是宣传不到位， 农户没有掌握技术。 由于
宣传指导不到位， 农户思想没有彻底转变， 还没
有完全理解此项技术的原理和特点， 以及在干旱
地区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和巨大作用。 农户没有
充分认识和掌握此项技术。 需要农户按照操作规
程， 处处精心、 步步到位， 不得马虎和浅尝辄止、
一知半解。 二是劳动力短缺， 粗放管理严重。 环
县耕地面积广， 适宜种植、 经济效益高的品种不
多， 全膜覆盖面积大， 劳动力短缺， 再加上粗放
耕作时间较长， 短时间内改变不易， 因此是能减
就减、 能省即省， 使该项技术的部分环节操作不
到位、 走了样。 三是资金缺口比较大。 全膜双垄
沟播玉米栽培技术的推广应用， 地膜、 播种器、
人力（或畜力、 机械）覆膜机都由国家投资， 但肥
料、 种子、 农药等需自筹， 由于全县人均耕地面
积较大， 人均纯收入偏低， 完全按照技术规程操
作， 还有很多困难。
3���对策
3.1 加大宣传力度， 提升农户认知能力

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和时机， 宣传全膜双垄沟
播技术增产原理及在全县大面积推广该技术对农
业生产的重要性， 让农户充分认识到此项技术对
改变全县农业生产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大作用，
自觉学习应用此项技术， 使全县的粮食生产再上
一个新台阶。
3.2 拓展培训覆盖面， 提高农户技术掌握率

拓展培训覆盖面， 增加技术指导次数， 提高
农户技术掌握率。 以农业技术推广单位为主体，
联合其他涉农部门， 在各乡镇的积极配合下， 采
取多种形式开展技术培训， 争取做到村村进、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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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临洮县三大粮食作物之一， 长年种植
面积稳定在 1.3 万 hm2 左右［1�］， 种植品种的好坏直
接关系到玉米的产量和品质。 为了优化玉米种植
结构， 提高良种应用率， 增加玉米产量， 提高种
植户收入， 临洮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于 2013 年引
进了 6 个玉米品种进行品比试验， 以期筛选出适
宜临洮县旱作区种植的玉米新品种， 为旱作区农

民粮食增产、 增收提供更新换代品种。
1���材料与方法
1.1 参试品种

参试玉米品种分别为先玉 335、 正德 305、 隆
玉 602、 宁玉 501、 天玉 198、 潞玉 13， 以当地主
栽品种豫玉 22 号为对照（CK）， 均由临洮县种子公
司提供。

摘要： 在临洮县旱作农业区全膜双垄沟播条件下， 以豫玉22号为对照， 对引进的6个玉米品种进行了品
比试验， 结果表明， 宁玉501折合产量最高， 为14 181.8 kg/hm2， 较对照豫玉22号增产13.6%； 先玉335和正德
305折合产量分别为13 939.4和13 787.9 kg/hm2， 分别较对照豫玉22号增产11.7%、 10.4%。 这3个品种综合性状
好， 适宜在临洮县旱作区推广种植。

关键词： 玉米； 全膜双垄沟播； 品比试验； 旱作区； 临洮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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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到、 人人学， 不遗漏 1 村 1 组， 甚至 1 户 1 人，
使在家的有劳动能力的各类人群都成为全膜技术
的掌握者， 缓解劳动力不足的现状。
3.3 增加综合示范点， 拓展以点带面效应

根据本地特点， 合理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布
设示范点， 让农户看到全膜技术的增产效果， 亲身
体验到规范操作带来的效益， 学习更多的科技知
识， 提升自觉学习和使用新技术、 新机械的兴趣，
从而潜移默化影响和改变农民的耕作习惯。
3.4 大力推广机械化， 减轻农户劳动强度

近年来， 全县已先后引进了人力、 畜力和机
械覆膜机， 其中机械动力的有 5 代， 基本上村村
有新型机械覆膜机， 每个村民小组有 2～3 台其它
型号的覆膜机， 全县机覆膜率 90%以上。 播种器
引进推广了4种（单筒式、 双筒式、 手推式、 小型
机械式）， 此外， 还有部分收割机、 脱粒机、 施肥
器等等， 可以大大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 应更进
一步大力推广。
3.5 加大农资的投入， 减轻农户负担

全县各单位应依托各自的特色项目， 加大对

农民的经济、 物资投入， 解决农民的资金短缺问
题。 比如， 农业部门的基层农技体系建设项目、

“阳光工程”、“一喷三防”、 配方施肥、 农机下乡等
等； 金融部门的小额贷款、 贴息贷款等； 政府部
门的“双联”、 创业基金扶持、 整村推进等等， 可
或多或少地减轻农民的经济压力， 有利推进全膜
技术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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