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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春小麦品种定西42号为指示品种，在陇西县试验观测了秸秆和地膜覆盖方式对春小麦的影响，结
果表明，采用秸秆机械粉碎带状覆盖穴播种植方式时，春小麦折合产量最高，为3 970.00 kg/hm2，较对照露地条
播增产40.78%，较其余覆盖方式的增产效果明显，但受种植方式及轮作制度的影响，是否大面积推广有待进一
步研究。

关键词：秸秆覆盖；地膜覆盖；春小麦；产量

中图分类号：S5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63（2016）04-0012-03
doi：10.3969/j.issn.1001-1463.2016.04.005

收稿日期：2015- 09-07；修订日期：2016-01- 19
作者简介：尹强强（1982—），男，甘肃陇西人，助理农艺师，主要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联系电话：（0）13830256115。

E-maiL：1977712439@qq.com

秸秆和地膜覆盖方式对春小麦的影响
尹强强

（甘肃省陇西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甘肃 陇西 748100）

陇西县地处甘肃中部，为典型干旱半干旱雨

养农业区，粮食作物以春小麦为主，其种植面积

70%分布在干旱、偏干旱区，干旱缺水和春季低

温是导致作物低产的主要原因，发展抗旱节水农

业成为陇西县乃至全省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大

前提［ 1］，因此，提高降水利用率是当地农田管理

的关键环节，合理耕作、增加地面覆盖、降低无

效蒸发、合理施肥等措施是提高农田降水利用率

的基本途径。地膜覆盖栽培可以显著提高土壤温

度和浅层土壤水分含量，有效减轻干旱和春季低

处理 小区平均产量
（kg/20 m2）

折合产量
（kg/hm2）

产量
位次

① 24.7 12 350 d C 5

② 28.1 14 050 ab AB 2
③ 29.3 14 650 a A 1

④ 26.9 13 450 bc ABC 3

⑤ 26.0 13 000 cd BC 4

表 2 不同密度处理玉米产量

次之，为 14 050 kg/hm2，处理④居第 3，为 13 450

kg/hm2；处理⑤居第 4，为 13 000 kg/hm2，处理①

最低，为 12 350 kg/hm2。对产量进行方差分析，结

果表明品种间差异极显著（F=7.234 0＞F0.01=3.03）。

进一步进行多重比较表明，处理③与处理②差异

不显著，与处理④差异显著，与处理⑤、处理①

差异极显著。处理②与处理④差异不显著，与处

理⑤差异显著，与处理①差异极显著。处理④与

处理⑤差异不显著，与处理①差异显著。处理⑤

与处理①差异不显著。

3 小结

试验结果表明，在试验设计密度范围内，玉

米品种金凯 5号生育进程无明显变化，折合产量

随密度增加呈先增加后减少趋势。播种密度为

6.75 万株 /hm2 时，折合产量最高，为 14 650

kg/hm2；播种密度为 6.00万株 /hm2 时折合产量次

之，为 14 050 kg/hm2；播种密度为 7.50 万株/hm2

时折合产量为 13 450 kg/hm2。从田间长势、经济

性状、产量表现及陇东旱作区年际间降水量不均、

差异较大等因素综合分析，在陇东旱作区，金凯 5

号最适播种密度为 6.00万～6.75万株/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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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对作物的伤害，促进作物的正常生长发育，提

高产量，是实现旱地小麦高产的一项突破性技

术［ 2］。然而近年来由于地膜覆盖，农田残膜造成

的白色污染愈加严重，既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又

不符合绿色环保的生态理念，为此，陇西县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农业科技人员试验观测了秸秆和地

膜覆盖方式对春小麦的影响，拟通过试验探索一

种能够代替地膜覆盖的新型农业生产技术，达到

既不污染环境，又起到保墒、增温的效果，为干

旱半干旱区春小麦的高产创建及有效降低白色污

染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设在定西市陇西县通安区域农业技术推

广站试验场，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当地海拔

1 980 m，年均降水量 460 mm 但季节分布不均；

年均气温 6.5℃，无霜期 140 d。试验地土壤类型

为黄绵土，质地为粘壤土，肥力中等，前茬作物

马铃薯。

1.2 供试材料

指示春小麦品种为定西 42号，由定西市农业

科学研究院选育并提供［ 3］。

1.3 试验方法

试验共设 5个处理，分别为秸秆机械粉碎带

状覆盖穴播（T1），采用河南省洛阳市鑫乐机械设

备有限公司生产的“全还田防缠绕免耕施肥播种

机”播种，该机在开沟的同时把大量的秸秆铡切分

离到垄上，再用少量的土覆盖，同时利用秸秆与

土壤的比重差原理，将播种沟内的秸秆与土壤有

效分离，种子播种在垄的两侧，播量 270 kg/hm2。

全膜覆土穴播（T2），播前全地面覆膜，膜面覆土

1～2 cm，覆膜 1～2 d后播种，膜幅宽 1.2 m，每

幅膜种 6行，行距 20 cm，穴距 12 cm，播种穴数

为 42.0 万穴 /hm2，穴播粒数为 10～11 粒，播量

225 kg/hm2。膜侧沟播（T3），播前起垄，用幅宽 40

cm 的地膜覆盖，垄与垄的间距 25 cm。垄高 10

cm，在垄的两侧播种，行距 15 cm，播量 180

kg/hm2。秸秆带状覆盖穴播（T4），秸秆覆盖与小麦

种植带共 80 cm，种植带播种 3 行，行距 18 cm，

总宽度 36 cm，相应预留覆盖带宽度 44 cm，由于

秸秆带状覆盖导致有效播种面积减少，因此需要

局部密植，行播量要高出露地播种量的 50%，播

量 270 kg/hm2。露地条播（T5），露地平作，采用农

户常用的行穴播种植，行距 18 cm，播量 270

kg/hm2。各处理均采用穴播机穴播种植。试验采用

随机区组排列，3 次重复，小区面积30.0 m2（5.0

m×6.0 m），小区间距为 0.3 m，小区四周设保护

行 1.0 m。各处理均施 N 120 kg/hm2、 P2O5 90

kg/hm2，播前按小区称量并混合均匀后撒施于地

表，深翻入土做基肥。于 2015年 3月 17日播种，

其余田间管理措施同当地大田。春小麦生长期分

小区田间观察记载物候期，收获时每小区随机取

10株进行室内考种，按小区单收计产。

1.4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 DPS软件进行方差分析［ 4］。

2 结果与分析

2.1 物候期及生育期

生育期是指作物从出苗到成熟所经历的天数，

小麦生育期的长短常随品种特性、生态条件与播

期早晚而变化［ 5］。由表 1可以看出，出苗期以 T2

处理最早，为 3月 31日，较对照提前 2 d；其余

处理除 T1处理较对照延迟 2 d外，均与对照相同。

分蘖期以 T2处理最早，为 4月 13日，较对照提

前 5 d；T3处理次之，较对照提前 3 d；其余处理

处理
物候期（日/月） 生育期

（d）播种期 出苗期 分蘖期 拔节期 抽穗期 成熟期

T1 17/3 4/4 18/4 15/5 8/6 27/7 114

T2 17/3 31/3 13/4 15/5 10/6 23/7 115

T3 17/3 2/4 15/4 15/5 5/6 23/7 112

T4 17/3 2/4 18/4 15/5 8/6 25/7 114

T5（CK） 17/3 2/4 18/4 15/5 8/6 25/7 114

表 1 不同处理春小麦的物候期及生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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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相同。拔节期各处理相同，均为 5 月 15

日。抽穗期以 T3处理最早，为 6月 5日，较对照

提前 3 d；T2处理最晚，较对照延迟 2 d；其余处

理与对照相同。成熟期以 T2处理、T3处理最早，

为 7月 23日，较对照提前 2 d；T4处理、T5处理

（CK）次之；T1处理最晚，较对照延迟 2 d。生育

期以 T3处理最短，为 112 d，较对照早熟 2 d；T2

处理最长，为 115 d，较对照晚熟 1 d；其余处理

与对照相同，均为 114 d。由此可以看出，全膜覆

土穴播种植时生育期较长，其主要原因为土壤水

分较足［ 6］。

2.2 经济性状

由表 2 可以看出，株高以 T2 处理最高，为

121.1 cm，较对照高 9.9 cm；T3 处理次之，为

117.0 cm，较对照高 5.8 cm；其余处理较对照高

3.8～4.5 cm。穗长以 T4处理最长，为 8.22 cm，较

对照长 0.63 cm；T2处理次之，为 8.14 cm，较对

照长 0.55 cm；其余处理较对照长 -0.68～0.39 cm。

穗粒数以 T4处理最多，为 30.9粒，较对照多 5.9

粒；T1处理次之，为 29.8 粒，较对照多 4.8粒；

其余处理较对照多 -2.0～4.4粒。成穗数均较对照

减少，减幅为 3.00万～62.03万穗/hm2。千粒重以

T3处理最高，为 32.1 g，较对照增加 6.6 g；T3处

理次之，为 31.1 g，较对照增加 5.6 g；其余处理较

对照增加 1.7～4.8 g。

2.3 产量

由表 3可见，折合产量均高于对照，以 T1处

理最高，为 3 970.00 kg/hm2，较对照增产 40.78%；

T4 处理次之，为 3 596.67 kg/hm2，较对照增产

27.54%； T2 处理、 T3 处理分别较对照增产

7.92%、7.21%。

3 小结与讨论

1） 试验结果表明，采用秸秆机械粉碎带状覆盖穴

播种植方式时，春小麦品种定西 42号折合产量最

高，为 3 970.00 kg/hm2，较对照露地条播增产

40.78%；采用秸秆带状覆盖穴播种植方式时折合

产量较高，为 3 596.67 kg/hm2，较对照露地条播增

产 27.54%。

2）本研究认为，秸秆机械粉碎带状覆盖种植技术

能够明显提高小麦产量，该种植技术的增产效果

和环境效益明显，是一项在黄淮海及中原麦区采

用并大力推广的新技术。但该种植模式在实际应

用中与干旱半干旱地区种植方式及轮作制度并不

匹配，难以进行大面积推广示范，后续还需进行

一系列相关试验研究，建立与当地实际相匹配的

种植方式，以期在提高小麦产量、减少环境污染

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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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株高
（cm）

穗长
（cm）

穗粒数
（粒）

穗数
（万穗/hm2）

千粒重
（g）

T1 115 7.98 29.8 440.52 30.3

T2 121.1 8.14 29.4 381.49 27.2

T3 117 6.91 23 409.91 32.1

T4 115.7 8.22 30.9 386.49 31.1

T5（CK） 111.2 7.59 25 443.52 25.5

处理 小区平均产量
（kg/30 m2）

折合产量
（kg/hm2）

较CK增产
（%）

产量
位次

T1 11.91 3 970.00 aA 40.78 1

T2 9.13 3 043.33 cC 7.92 3

T3 9.07 3 023.33 cC 7.21 4

T4 10.79 3 596.67 bB 27.54 2

T5（CK） 8.46 2 820.00 dD 5

表 2 不同处理春小麦的经济性状

表 3 不同处理春小麦的产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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