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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2005年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干污

泥产量达到 1 814万 t［ 1 ］，我国 2004年城市生活

污水排放量为 261.3亿 t，处理量为 162亿 t，处理

率为 45.67%；2005年生活污水排放量为 281.4亿

t，处理量为 187.1亿 t，处理率为 51.99%［ 2 - 3］。依

据杭世珺等人的研究，我国的污水处理厂每年排

放干污泥量大约为 130万 t，以每年高于 10%的速

度增长［ 4 - 5］。伴随污泥产量的逐年增加，不仅考验

着污泥的运输能力，而且对污泥的堆积存储与销

毁带来巨大的压力。如何挖掘污泥合理再利用的

新方式，是现阶段世界面临的巨大考验。污泥在

安全量下的有效还田应用方式是一种合理的、具

有潜力的处理方式。我们研究了污泥施入方式及

施用量对小麦生物性状及其产量的影响，现将结

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污泥来自张掖市甘州区污水处理厂，脱

水污泥经室外平地堆置，通过晾干、粉碎、过筛

等处理。供试土壤及污泥的基本化学性质见表 1、

摘要：在河西绿洲生态条件下，研究了污泥的施入方式及施用量对于小麦生物性状及其产量的影响。结果
表明，污泥施用量为 9 000 kg/hm2、复种绿肥还田处理下的小麦籽粒产量和生物产量表现最好。相对于常规纯施
化肥处理，施入污泥处理可以改善小麦的生物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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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ffects of dosage and way of sludge application on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s and yield of wheat are studied
under the ecology condition of Hexi Oasi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wheat grain yield and biological yield performed best when the
dosage of sewage sludge is 9 000 kg/hm2、multiple cropping green manure treatment.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pure chemical
fertilizer processing，applied sludge treatment can improve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s of wh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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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重金属含量见表 3。指示春小麦品种为永良

4号，绿肥作物为毛苕子。

1.2 试验方法

试验设在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张掖节水农业试

验站。位于东经 100毅 26忆 ，北纬 38毅 56忆 ，海拔
1 570 m，年均降水量 129 mm，年蒸发量 2 048

mm。试验共设 4个处理，处理 1 为常规施肥（N

180 kg/hm2、P2O5 120 kg/hm2）；处理 2为常规施肥 +

污泥 4 500 kg/hm2；处理 3为常规施肥 +污泥 9 000

kg/hm2；处理 4为常规施肥 +污泥 9 000 kg/hm2+绿

肥还田。每处理重复 2次，小区面积 15 m2（3 m×5

m），共 8个小区。播种量 750万粒 /hm2，行距 15

cm。播前肥料全部作底肥施入，每处理的施肥量

见表 4。其余田间管理同当地大田。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施肥处理对小麦生物性状的影响

由表 5可知，小麦株高污泥与化肥配施处理

比常规施肥（纯施化肥）处理平均增加 1.95～6.55

cm，增长 2.2%～7.5%，处理 3、处理 4与处理 1

相比差异不显著，处理 2与处理 1比较差异显著。

穗长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污泥与化肥配施处理

比纯施化肥增加 0.22～0.32 cm，增长 2.2%～

3.3%。小麦穗粒数、穗粒重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污泥与化肥配施能增加小麦孕穗数，但随着污泥

施用量的增加孕穗数减小，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施用污泥后小麦孕穗数平均增加 0.7～6.3个。污

泥施用量为 4 500 kg/hm2 时，可以降低小麦的不

孕穗数；当增加污泥施用量时，小麦的不孕穗数

也随之增加，但处理间差异不显著。施用污泥可

增加小麦的千粒重，但随着污泥施用量的增加会

降低千粒重，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2.2 不同施肥处理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如表 6所示。污泥与化肥配施对小麦的籽粒

产量有促进作用，其中处理 4 最高，为 2 652.3

kg/hm2，较处理1（即常规施肥）增加 406.5 kg/hm2，

增产 18%；其次是处理 2，为 2 522.4 kg/hm2，较

处理 1增加 276.6 kg/hm2，增产 12%；处理 3排第

3，为 2 487.5 kg/hm2，较处理 1增加 241.7 kg/hm2，

增产 11%。所有处理的产量差异不显著。不同处

理的小麦生物产量以处理 4 最高，为 5 542.7

kg/hm2，较处理 1 增加 59.8 kg/hm2，增产 1.1%；

处理 2、处理 3均低于处理 1。处理 4 与处理 3、

处理 1差异显著；与处理 2差异不显著。由此可处理 有机质 N P2O5 K2O
1 0 180.0 120.0 0
2 4 500 226.9 146.2 69.8
3 9 000 273.8 172.4 140.0
4 9 000 273.8 172.4 140.0

处理 株高
（cm）

穗长
（cm）

小穗数（个） 穗粒数
（粒）

穗粒重
（g）

千粒重
（g）孕 不孕

1 87.73 c 9.83 a 17.08 a 2.53 a 49.85 a 2.56 a 51.41 a

2 89.68 bc 10.08 a 17.75 a 2.40 a 50.20 a 3.08 a 60.89 a

3 94.28 a 10.15 a 17.60 a 2.70 a 52.10 a 3.16 a 60.43 a

4 92.45 ab 10.05 a 17.15 a 2.95 a 50.95 a 2.70 a 53.07 a

处理 籽粒产量
（kg/hm2）

生物产量
（kg/hm2） 经济系数

1 2 245.8 a 5 482.9 ab 0.41 b

2 2 522.4 a 5 147.8 b 0.49 a

3 2 487.5 a 5 228.0 ab 0.48 a

4 2 652.3 a 5 542.7 a 0.48 a

供试材料 有机质
（g/kg） pH 全氮

（g/kg）
全磷
（g/kg）

全钾
（g/kg） C/N

污泥 183 7.28 10.42 5.82 15.5 10.17

供试材料 有机质
（g/kg） pH 全氮

（g/kg）
全磷
（g/kg）

全钾
（g/kg）

水解氮
（mg/kg）

速效磷
（mg/kg）

速效钾
（mg/kg）

土壤 16.21 8.67 0.93 0.82 22.2 38.31 24.7 109

供试
材料

全铁
（g/kg）

全铜
（mg/kg）

全锰
（mg/kg）

全锌
（mg/kg）

全铅
（mg/kg）

全铬
（mg/kg）

土壤 48.7 40.02 877.80 67.40 176.85 186.96

污泥 45.1 74.24 741.48 289.64 203.05 206.55

表 2 供试污泥基本化学性质

表 3 供试土壤及污泥重金属含量

表 1 供试土壤基本化学性质

表 4 大田试验肥料投入量 kg/hm2

表 5 不同污泥施用量对小麦生物性状的影响

表 6 不同处理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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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9年 8月引进早熟油桃品种夏至早红和中熟普通桃新品种早玉，并嫁接保存于兰州市安宁区甘肃
省农业科学院林果花卉研究所试验地，2010年 3月采用芽苗定植于天水秦安。通过观察，夏至早红、早玉适应
性强、综合性状优良，具有品质优、丰产稳产、抗性强等特点，可作为该地区早熟油桃和中熟普通桃优质品种适
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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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桃品种在甘肃天水的引种表现及栽培技术

为了调整天水地区桃品种结构，结合国家桃

产业技术体系兰州综合试验站桃优良新品种（系）

区域试验示范工作，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林果花卉

研究所和秦安县果业管理局于 2009年 8月从北京

市农林科学院林业果树研究所引进了早熟油桃品

种夏至早红和中熟普通桃品种早玉［ 1］，并嫁接于

兰州市安宁区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林果花卉研究所

试验地，2010年 3月芽苗定植于天水秦安，连续

5 a 开展桃品种的引种表现及栽培技术的试验示

范［ 2 - 4］，2个品种在当地综合表现良好，具有品质

优、丰产稳产、抗性强等特点。

1 引种概述

试验点位于天水市秦安县高坪村，东经 105毅
66忆、北纬 34毅 8忆，海拔 1 280 m，平均年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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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施入污泥对小麦的籽粒产量有促进作用，随

着污泥施肥量的增加小麦的籽粒产量有所增加；

污泥施入量增加可以提高小麦的经济产量，但施

肥量的增加对经济产量的影响不明显。经济系数

变化不是很明显。

3 小结与讨论

1）城市污泥的施用对小麦的生物性状有一定影

响，其施入量的增加对小麦的株高、穗长有促进

作用，可以提高穗粒重，但对小麦的孕小穗数、

穗粒数、千粒重有抑制作用。所以污泥施肥量要

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样才有助于小麦经济性

状的优化。

2）污泥施用量为 9 000 kg/hm2时，小麦的生物性

状表现最好；污泥施用量为 9 000 kg/hm2、复种绿

肥还田处理后，小麦的籽粒产量、生物产量、经

济系数表现最优。总体来讲，施入污泥可以增加

小麦的产量，随着污泥施用量的增加，小麦的生

物产量出现增加的趋势，而小麦的籽粒产量和经

济系数变化不是很明显。因此，控制污泥的施肥

量，既能提高作物产量不会造成浪费，又保护了

环境，对农田资源的物质循环和生态平衡有着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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