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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达到显著水平（F=116.588 0>F0.05=19.38），区组

间差异不显著。进一步应用 LSD法进行多重比较的

结果表明，冀豆 17与汾豆 78差异不显著，与其余

品种差异达极显著水平；小康大豆 1号与晋豆 23

差异不显著，与庆豆 105号、晋豆19（CK）差异显

著，与其余品种差异极显著；庆豆 105号与晋豆 19

（CK）差异不显著，与其余品种差异极显著；中黄

41与中黄 24差异不显著，与中黄 42、中黄 39差

异极显著；中黄 24与中黄 42差异显著，与中黄 39

差异极显著；中黄 42与中黄 39差异不显著。

3 小结

在平凉市崆峒区旱塬地对引进的 9个大豆新

品种进行比较试验，结果表明，在全膜覆土穴播

栽培条件下，冀豆 17、汾豆 78综合经济性状优

良，增产幅度大。其中冀豆 17折合产量最高，为

3 904.04 kg/hm2，较对照品种晋豆 19增产 48.08%；

汾豆 78折合产量为 3 601.01 kg/hm2，较对照品种

晋豆 19增产 36.59%。这 2个品种适宜在平凉市崆

峒区旱塬地推广。晋豆 23、小康大豆 1号、庆豆

105号田间表现生长整齐，综合性状好，且表现出

一定的增产潜力，增产幅度为 0.38%～12.07%，

适宜在崆峒区旱塬地种植。中黄 41、中黄 24、中

黄 42、中黄 39可以作为搭配品种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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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崇信县旱塬地进行了 3种生物有机肥对冬小麦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施用不同生物有机肥均能明
显提高冬小麦产量，有效改善冬小麦的株高、穗长、成穗数、穗粒数、千粒重等主要经济性状，其中以苏地有机—
无机肥 600 kg/hm2处理的综合性状最优，折合产量最高，为 7 180.00 kg/hm2，较对照不施生物有机肥增产 14.64%；
施蚨丰生物有机肥 600 kg/hm2处理和施嘉施宝腐殖酸有机肥 600 kg/hm2处理的综合性状优良，分别较对照不施生物
有机肥增产 12.93%、12.61%。综合权衡认为，3种生物有机肥均可在陇东旱塬地冬小麦生产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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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信县位于甘肃省平凉市东南部，属陇东黄

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海拔 1 085.4～1 728.0 m，总

土地面积 849.02 km2。冬小麦是崇信县主要粮食作

物之一，年播种面积 0.73万 hm2 ［ 1］。近年来，随

着新品种、新技术的大面积推广应用，崇信县冬

小麦种植面积也逐年扩大。微生物有机肥料中的

微生物能定殖在作物根际土壤中，在生长繁殖过

程中能分泌出多种抗生素与植物生长激素，不但

能抑制植物病原微生物的活动，起到防治植物病

害的作用，而且能刺激作物生长，使根系发达，

促进叶绿素、蛋白质和核酸的合成，提高作物的

抗逆性和产量［ 2］，并能迅速提高土壤有机质和微

生物的数量，增强土壤酶的活性，促进土壤难溶

性矿物质养分的释放，进一步提高土壤养分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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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物候期（日/月） 生育期

（d）播种期 出苗期 越冬期 返青期 拔节期 孕穗期 开花期 灌浆期 成熟期
①（CK） 30/9 6/10 22/11 8/3 3/4 30/4 17/5 27/5 23/6 267
② 30/9 5/10 20/11 4/3 5/4 1/5 18/5 28/5 21/6 265
③ 30/9 4/10 21/11 4/3 6/4 3/5 19/5 29/5 21/6 265
④ 30/9 5/10 22/11 6/3 5/4 3/5 18/5 28/5 23/6 267

处理 株高
（cm）

穗长
（cm）

成穗数
（万穗/hm2）

穗粒数
（粒)

千粒重
（g）

小区平均产量
（kg/30 m2）

折合产量
（kg/hm2）

较对照增产
（%）

产量
位次

①（CK） 76.98 6.08 557.00 27.62 40.72 18.79 6 263.33 bB 4
② 81.23 6.95 573.83 27.77 40.90 21.16 7 053.33 aA 12.61 3
③ 81.73 6.17 558.00 28.27 45.73 21.54 7 180.00 aA 14.64 1
④ 79.90 6.15 574.93 27.73 44.47 21.22 7 073.33 aA 12.93 2

效性［ 3 - 5］。为了探索生物有机肥对冬小麦的增产提

质效果，我们于 2013年 9月至 2014 年 6月试验

观察了 3种生物有机肥对冬小麦的影响，现将结

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生物有机肥料，嘉施宝腐殖酸有机肥由

西开集团甘肃嘉施宝生物有机复合肥制造有限公

司生产［执行标准：NY525—2002，登记证号：甘

农肥（临）字2012第 0260号］，苏地有机—无机肥

由甘肃苏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生产［执行标

准：Q/SD03—2010，登记证号：甘农肥（2010）准字

056号］；蚨丰生物有机肥由甘肃宝地康泰农业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执行标准：NY884—2004，

登记证号：微生物肥（2007）准字（0352）号］。指示

冬小麦品种为中麦 175。

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设在甘肃省崇信县锦屏镇东庄村，东经

107毅 58忆 36.8义 、北纬 35毅 18忆 48.1义 。当地海拔
1 100 m，年均降水量 507 mm，年有效积温 3 251

℃，无霜期 180 d。试验地地势平坦，地力均匀，

肥力中等，远离村庄、道路、堆肥场所。试验地

土壤为黄绵土，耕层（0～20 cm）土壤含有机质

14.9 g/kg、碱解氮 89.0 mg/kg、速效磷 17.6 mg/kg、

速效钾 196.0 mg/kg，pH 8.2。前茬为冬小麦。

1.3 试验方法

试验共设 4个处理，处理 1为不施生物有机

肥（CK），处理 2为基施嘉施宝腐殖酸有机肥 600

kg/hm2，处理 3 为基施苏地有机—无机肥 600

kg/hm2，处理 4为基施蚨丰生物有机肥 600 kg/hm2。

试验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排列，3次重复，小区面

积 30 m2（6 m×5 m），小区间距 40 cm，保护行间

距 100 cm。前茬作物收获后及时灭茬并深耕翻土，

耕后及时耙耱保墒，做到表土疏松，地面平整。

播前整地时用 40%辛硫磷乳油 7.5 kg/hm2加细沙土

450 kg，拌成毒土撒施防治虫害。按照唯一差异的

原则，试验各处理均不施农家肥，播前均基施磷

酸二铵 300 kg/hm2、尿素 180 kg/hm2、普通过磷酸

钙 750 kg/hm2。

于 2013年 9月 30日采用露地宽幅精量播种，

先播小区，再播保护行。播幅 25 cm，每小区播种

12行，用种量 250 kg/hm2。麦种播前用 15%粉锈

宁可湿性粉剂按用种量的 0.03%进行拌种，11月 1

日各处理统一喷施 10%苯磺隆可湿性粉剂 3 000倍

液进行化学除草，冬季防止牛羊啃青。2014年 3

月 12 日追施尿素 240 kg/hm2，2014 年 5 月 23 日

用磷酸二氢钾 180倍液、12.5%烯唑醇可湿性粉剂

1 000 倍液、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3 500 倍液、

天达 -2116（粮食专用型）600倍液进行“一喷三防”，

其它管理措施同大田。观察记载各处理的生育进

程及主要农艺性状。6月 24日收获，收获时每小

区随机选取 20株考种。按小区单收计产。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育期

从表 1可以看出，不同处理的冬小麦主要物

候期及生育期基本接近，说明施用不同生物有机

肥对冬小麦的生产进程影响甚微。

2.2 主要经济性状

由表 2可以看出，施用不同生物有机肥均能

提高冬小麦的株高、穗长、成穗数、穗粒数、千

粒重。其中株高以处理③最高，为 81.73 cm，比

对照高 4.75 cm；处理②、处理④分别较对照高

4.25、2.92 cm。穗长以处理②最长，为 6.95 cm，

较对照长 0.87 cm；处理③、处理④分别较对照长

表 1 不同处理冬小麦的物候期及生育期

表 2 不同处理冬小麦的主要经济性状及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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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折合产量
（kg/hm2）

产值①

（元 /hm2）
肥料投入②

（元/hm2）
其它投入③

（元 /hm2）
纯收益
（元 /hm2）

施肥效益④

（元 /hm2） 肥料产投比⑤

①（CK） 6 263.33 13 779.33 2 803.50 975.00 10 000.83 10 975.83 3.92
② 7 053.33 15 517.33 3 403.50 975.00 11 138.83 12 113.83 3.56
③ 7 180.00 15 796.00 3 628.50 975.00 11 192.50 12 167.50 2.64
④ 7 073.33 15 561.33 3 628.50 975.00 10 957.83 11 932.83 2.59

淤冬小麦价格 2.200元/kg；于配料价格为：尿素 2.300元/kg，普通过磷酸钙 0.950元/kg，磷酸二铵 3.750元/kg，嘉施宝
腐殖酸有机肥 1.000元/kg，苏地有机-无机肥 1.375元/kg，蚨丰生物有机肥 1.375元/kg；盂种子及播种费 750元/hm2，农药
及用工费 225元/hm2；榆施肥效益=产值-肥料投入；虞肥料产投比=施肥效益/肥料投入。
0.09、0.07 cm。成穗数以处理④最多，为 574.93万

穗 /hm2，比对照多 17.93万穗/hm2；处理②、处理

③分别较对照多 16.83万穗 /hm2和 1.00万穗 /hm2。

穗粒数以处理③最多，为 28.27粒，比对照多 0.65

粒；处理②、处理④分别较对照多 0.15、0.11粒。

千粒重以处理③最高，为 45.73 g，比对照增加 5.01

g；处理④、处理②分别较对照增加 3.75、0.18 g。

2.3 产量

由表 2可以看出，施用不同生物有机肥均能

明显提高冬小麦产量，以处理③的折合产量最高，

为 7 180.00 kg/hm2，较对照增产 14.64%；其次是

处理④，折合产量为 7 073.33 kg/hm2，较对照增产

12.93 %；处理②居第 3，折合产量为 7 053.33 kg/

hm2，较对照增产 12.61%。对产量结果进行方差分

析的结果表明，处理②、处理③、处理④间差异

不显著，但均与处理①（CK）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2.4 经济效益及施肥效应

由表 3可见，施用不同生物有机肥处理的产

值、纯收益、施肥效益均高于对照。产值以处理③

最高，为 15 796.00元/hm2，比对照增加 2 016.67

元/hm2；其次是处理④，为 15 561.33 元/hm2，比

对照增加 1 782.00 元 / hm2；处理②居第 3，为

15 517.33元/hm2，比对照增加 1 738.00元/hm2。纯

收益以处理③最高，为 11 192.50元/hm2，比对照增

加 1 191.67元/hm2；其次是处理②，为 11 138.83元/

hm2，比对照增加 1 138.00元/hm2；处理④居第 3，

为 10 957.83 元/hm2，比对照增加 957.00 元/hm2。

施肥效益以处理③最高，为 12 167.50元/hm2，比

对照增加 1 191.67 元 /hm2；其次是处理②，为

11138.83元/hm2，比对照增加 1 138.00元/hm2；处

理④居第 3，为 10 957.83 元 /hm2，比对照增加

957.00元/hm2。肥料产投比反映肥料资金投入的收

益回报［ 6］。施用不同生物有机肥处理的产投比以

处理②最高，为 3.56；其次是处理③，为 2.64；

处理④最低，为 2.59。

3 小结

试验结果表明，在陇东旱塬地冬小麦生产中，

施用供试的 3种生物有机肥均能明显提高冬小麦

产量，有效改善冬小麦的株高、穗长、成穗数、

穗粒数、千粒重等主要经济性状，以施苏地有

机—无机肥 600 kg/hm2 处理折合产量最高，为

7 180.00 kg/ hm2，较对照不施生物有机肥增产

14.64%；施蚨丰生物有机肥 600 kg/hm2 的处理次

之，折合产量为 7 073.33 kg/hm2，较对照不施生物

有机肥增产 12.93%；施嘉施宝腐殖酸有机肥 600

kg/hm2的处理居第 3，折合产量为 7 053.33 kg/hm2，

较对照不施生物有机肥增产 12.61%。从施肥效应

来看，以施嘉施宝腐殖酸有机肥 600 kg/hm2 的处

理的肥料产投比最高，为 3.56；施苏地有机—无

机肥 600 kg/hm2 的处理次之，为 2.64；施蚨丰生

物有机肥 600 kg/hm2的处理居第 3，为 2.59。综合

权衡认为，这 3种生物有机肥均可在陇东旱塬地

冬小麦生产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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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处理冬小麦的经济效益及施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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