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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小麦品种兰天093为指示材料，研究了宽幅匀播对陇南山旱地冬小麦群体性状及产量的影响。结
果表明，播幅10 cm、空行距12 cm、播量300 kg/hm2时，冬小麦生长发育状态最优，成穗群体结构最佳；折合产
量为6 756.0 kg/hm2，较相同播量下的撒播处理增产780.0 kg/hm2，增产率13.1%，达到高产高效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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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是甘肃省的主要口粮［ 1 - 2］，良种良法是小

麦取得高产的重要途径，寻求机械化实现规范性

的栽培管理，探索科学的播种宽幅、行距配置及

播种量，建立合理的微生态环境，追求合理大群

体、健壮个体，提高产量与环境条件（光、水、

肥、温、气）的和谐统一，才能充分发挥小麦品种

自身的增产优势和充分高效利用环境条件。农机

农艺、良种良法相结合，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

小麦生产劳动率，实现高产、高效的目标［ 4 - 5］。

我们于 2014年选择甘肃南部徽成盆地冬小麦适宜

区，研究了宽幅匀播对陇南山旱地冬小麦群体动

态和产量的影响，以探索陇南山旱地冬小麦高产

总产量最高，为 16 856.7 kg/hm2，较对照增产

43.50%。在苗期、现蕾期、开花期各喷 1次 58%

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时，防效可达

78.0%，商品薯率较对照提高 24.6百分点，非商品

薯率较对照降低 17.2百分点，病薯率较对照降低

7.4个百分点，较对照增产 43.27%。现蕾期和开花

期各喷 1次 58%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 600倍液

时，防效可达 72.8%，商品薯率较对照提高 22.4

百分点，非商品薯率较对照降低 15.7百分点，病

薯率较对照降低 6.7百分点，较对照增产 40.86%。

在现蕾期喷施 58%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 600倍

液时，防效可达 47.9%，商品薯率较对照提高 16.0

百分点，非商品薯率较对照降低 11.2百分点，病

薯率较对照降低 4.8百分点，较对照增产 29.23%。

2） 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控选择喷药时期非常重要，

现蕾期和开花期是马铃薯晚疫病防控的关键时期，

建议今后对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控应选择在现蕾期、

开花期等关键时期喷药，全生育期至少喷药 2～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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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越冬前 返青期 拔节期

单株分蘖
（个）

次生根
（条）

单株分蘖
（个）

次生根
（条）

单株分蘖
（个）

次生根
（条）

主茎叶龄
（片）

Aa 3.00 4.37 2.96 6.57 2.74 9.79 8.0

Ab 3.09 4.38 2.98 6.60 2.78 9.81 8.1

Ac 3.09 4.38 2.98 7.01 2.80 9.87 8.5

Ad 3.11 4.40 2.99 7.02 2.88 9.91 8.7

Ba 3.08 4.38 2.97 6.60 2.80 9.77 8.0

Bb 3.09 4.38 2.97 6.66 2.82 9.87 8.0

Bc 3.11 4.40 2.99 7.01 2.85 9.90 8.3

Bd 3.12 4.41 3.00 7.71 2.90 10.10 8.8

Ca 3.09 4.37 2.97 6.00 2.76 9.88 8.0

Cb 3.10 4.37 2.97 6.71 2.79 9.81 8.0

Cc 3.11 4.38 2.98 6.97 2.80 9.89 8.4

Cd 3.11 4.38 2.99 7.00 2.89 9.90 8.7

Da 3.10 4.39 2.96 6.19 2.75 9.79 8.0

Db 3.10 4.39 2.96 6.21 2.76 9.79 8.0

Dc 3.10 4.40 2.96 6.77 2.80 9.81 8.2

Dd 3.10 4.40 2.97 6.80 2.89 9.88 8.7

CK 2.88 3.89 1.80 4.97 1.66 7.20 6.6

表 1 不同播幅和播种量对小麦不同生育期个体发育的影响

高效绿色攻关新模式，对发展甘肃南部丘岭区域

小麦生产具有一定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指示冬小麦品种为兰天 093，由甘肃省农业科

学院小麦研究所提供。

1.2 试验方法

试验地位于徽县栗川乡范寺村，海拔 862 m，

地势平坦，土壤属褐色土类黄鸡粪土，田块土壤

肥力水平中等，前正茬作物小麦，复种 1茬白菜。

2014年 10月 6日机深耕 40 cm，旋耕 1遍。试验

按不同行距和不同下籽量 2因素 4水平 3重复设

计，小区面积 40 m2，随机排列。其中行距设 4个

水平，均为宽幅匀播，A 播幅 10 cm、空行距 8

cm，总行距 18 cm；B播幅 10 cm、空行距 12 cm、

总行距 22 cm；C播幅 10 cm、空行距 16 cm、总行

距 26 cm；D 播幅 10 cm、空行距 20 cm、总行距

30 cm。播种量设 4个水平，分别为 a 播量 187.5

kg/hm2，b播量 225.0 kg/hm2，c播量 262.5 kg/hm2，

d 播量 300.0 kg/hm2。对照为撒播（CK），播量为

300.0 kg/hm2。试验于 2014 年 10 月 27 日用

2BJK-8型小麦宽幅匀播机播种。各处理均基施小

麦专用肥（N-P2O5-K2O为10-8-7）600 kg/hm2、尿素

150 kg/hm2。播种时作业速度为 5 km/h，保持匀速

前进，切忌倒走或倒转。播后轻耙破板，用“吨田

宝”750 mL/hm2，对水 225 kg喷施，镇压控旺。冬

后顶凌耕压，返青至拔节期用“吨田宝”750

mL/hm2，对水 225 kg喷施。其余管理同当地大田。

6月中旬收获，各小区单收计产。

1.3 调查方式

出苗后每小区选定 3个苗情观测样方，分别于

冬前（12月10日）、返青期（2月26日）、拔节期（3月

31日）、成熟期（6月10）观测苗情。每个样方取 1 m

双行，标记 10株。对照每小区随机选 3个样方，

每个样方 1 m2，标记 10株。各小区分别考种。

2 结果与分析

2.1 对冬小麦个体发育的影响

由表 1可知，宽幅匀播处理冬小麦的冬前和

返青期的单株分蘖、次生根数量均较对照明显增

加，苗情长势明显好于对照。在宽幅匀播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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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播幅和播种量对小麦不同生育期
群体茎数的影响 万茎/hm2

处理 苗期 返青期 拔节期 成熟期

Aa 147.0 1 005.0 1 125.0 418.5

Ab 168.0 1 149.0 1 287.0 480.0

Ac 213.0 1 456.5 1 630.5 592.5

Ad 261.0 1 485.0 1 653.0 670.5

Ba 151.5 1 036.5 1 159.5 432.0

Bb 189.0 1 293.0 1 447.5 540.0

Bc 225.0 1 539.0 1 723.5 642.0

Bd 241.5 1 651.5 1 857.0 691.5

Ca 117.0 801.0 897.0 364.5

Cb 144.0 985.5 1 102.5 441.0

Cc 165.0 1 128.0 1 113.0 505.5

Cd 199.5 1 363.5 1 512.0 564.0

Da 87.2 595.5 666.0 358.5

Db 106.1 724.5 811.5 420.0

Dc 149.1 1 018.5 1 140.0 456.0

Dd 175.5 1 200.0 1 344.0 528.0

CK 207.0 1 324.5 1 399.5 522.0

图 1 同行距、不同播量处理间茎数变化动态

图 2 同播量、不同行距处理间茎数变化动态

中，随播量、空行距的增加，单株分蘖、次生根

数量也有递增趋势，其中处理 Bd单株分蘖、次生

根数量均达最高，说明宽幅播种互生能力提高，

齐发明显；单株分蘖、次生根数随播量增加而递

增，说明播种机在种子箱内通过每个梨头上的两

个排种器进入相应的种子管所形成的种子流在所

播的种子分布均匀。从整个苗期看出，处理 Bd的

均匀度最佳，小麦生长发育趋更加合理状态。

2.2 对冬小麦群体发展动态的影响

从冬小麦苗期群体发展动态（表 2、图 1、2）

可知，在相同播幅下，随播种量的增加，小麦各
生育期茎数呈递增趋势，以处理 Bd 表现最好；

播种量相同时，随播幅增加，小麦各生育期茎数

呈现增加后减少趋势，其中在处理 Bd时达最高。

说明处理 Bd较其余处理成穗群体结构最佳。

2.3 产量

从表 3 可以看出，产量在相同播幅条件下，

随播种量增大呈增加趋；在相同播种量条件下，

呈现先增加后减少趋势。其中处理 Bd折合产量最

高，为 6 756.0 kg/hm2，较 CK 增产 780.0 kg/hm2，

增产率 13.1%。穗数在相同播幅下，随播种量的增

加呈增加趋势，在相同播种量条件下，呈先增加

后减少趋势。其中处理 Bd穗数最多，为 691.5万

穗 /hm2，较 CK 增加 169.5 万穗 /hm2。穗粒数在

A、B 播幅条件下，随播种量的增加而增加，在

C、D 播幅下，随播种量的增加呈减少趋势。其

中，处理 Dd穗粒数最多，为 48.8粒，较 CK增加

8.9粒。千粒重在相同播种量条件下随播幅增大而

增高，其中，处理 Dd最高，为 43.5 g，较 CK增

加 2.5 g。播量越少或行距越宽虽然总体表现较好，

但都不能达到有效的高产群体结构，无法实现高

产高效。

3 小结与讨论

1）试验结果表明，在甘肃陇南山旱地，宽幅匀播

冬小麦播幅 10 cm、空行距 12 cm，播量 300

kg/hm2 时折合产量最高，为 6 756.0 kg/hm2，较相

同播量下撒播增产 780.0 kg/hm2，增产率 13.1%，

为最佳的组合结构，能达到高产高效的目标。与

其相比，行距减少或增大，播量减少都会影响高

产群体的形成。

2）宽幅匀播技术是农艺与农机完全融合的一项

省料、省工、省时的高产高效栽培集成技术。其

特点一是改小麦传统的撒播、条播为小麦宽幅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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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穗数
（万穗 /hm2）

穗粒数
（粒）

千粒重
（g）

折合产量
（kg/hm2）

较对照增产
（kg/hm2）

增产率
（%）

Aa 388.5 36.9 41.8 6 006.0 30.0 0.5

Ab 480.0 38.1 41.3 6 177.0 201.0 3.4

Ac 592.5 40.0 41.9 6 306.0 330.0 5.5

Ad 670.5 41.5 41.9 6 498.0 522.0 8.7

Ba 432.0 38.8 42.6 6 141.0 165.0 2.8

Bb 540.0 41.4 42.5 6 313.5 337.5 5.6

Bc 642.0 43.5 42.2 6 661.5 685.5 11.5

Bd 691.5 45.9 42.0 6 756.0 780.0 13.1

Ca 364.5 47.9 42.9 5 710.5 -265.5 -4.4

Cb 441.0 47.9 42.7 5 836.5 -139.5 -2.3

Cc 505.5 46.2 42.7 6 006.0 30.0 0.5

Cd 564.0 45.0 42.6 6 166.5 190.5 3.2

Da 358.5 48.8 43.5 5 383.5 -592.5 -9.9

Db 420.0 48.2 43.1 5 548.5 -427.5 -7.2

Dc 456.0 47.9 42.8 5 701.5 -274.5 -4.6

Dd 528.0 47.0 42.8 5 872.5 -103.5 -1.7

CK 522.0 39.9 41.0 5 976.0

表 3 不同播幅和播种量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式。以扩播幅、增行距、促匀播为核心，增加边

行优势效应，田间通风透光，有效减少田间病

害，小麦后期不易倒伏。二是改小麦窄条集中播

种为宽幅匀播。单孔单粒窝眼式排种器，双排式

安装，变宽幅籽粒分散式摆布，分布均匀，种子

营养均匀，有利于植株根系发达，苗蘖健壮，提

高植株的抗逆性，利于小麦个体健壮，群体合

理，边际优势好，成穗率高，特别是后期绿叶面

积大，功能期长，不早衰，落黄好，穗数多，粒

大饱满，产量高。三是改单行撒播、条播为一机

多行式一次性宽幅播种，做到不重播、不漏播，

到头到边，覆土严密，播向行直，行距一致，播

量准确，籽粒分布均匀。四是改不规则随意撒播

为定（播）幅、定种肥、定（播）量、定匀（播）、定

播深。五是将地膜穴播多投入和施肥、旋耕、播

种、镇压多项作业、人力投入多，转变为小麦宽

幅匀播机一次性完成作业，省工时，省生产资

料，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六是改人工播种浅

播浮籽多圪塔苗为一机多行播种，无浮籽，麦垄

清晰。七是改浅耕＋撒种＋耙平的粗放性播种为

规范多行每幅带边形成两微垄，并能得到一致镇

压的宽幅匀播，既能起到集雨（水），又能起防风

蚀、保墒抗旱的功效。八是改人畜力人扶式 1～3

行强体力播种为机引式小麦宽幅匀播机 6～16行

大功率播种，大大提高了播种质量，提高了工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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