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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中麦175作为试验材料， 探索了在全膜覆土穴播、 宽幅精播、 露地穴播、 露地条播4种栽培模式下
该品种的主要农艺性状和产量情况。 结果表明， 中麦175的最佳栽培模式为全膜覆土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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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是灵台县的主栽粮食作物， 常年播种面
积在 2.13 万 hm2 以上。 2012 年以来灵台县通过多
点试验引进了冬小麦新品种中麦 175。 中麦 175 为
冬性， 中早熟， 全生育期 268�d 左右。 幼苗半匍
匐， 分蘖成穗率较高， 穗纺锤型， 长芒， 白壳，
白粒， 籽粒半角质［1�-�2�］； 平均株高 78.8�cm， 株型
紧凑。 抗寒性中等， 抗条锈病， 中抗白粉病， 灌
浆快， 落黄好。 是适宜陇东地区大面积推广的优
良冬小麦品种。 中麦 175 以其产量、 品质、 抗病
能力、 抗倒伏能力等性状优良， 推广面积迅速扩
大。 为了探索不同栽培模式下中麦 175 的农艺性
状及产量情况， 我们于 2014 年设置了中麦 175 不
同栽培模式试验， 现报道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指示冬小麦品种为冬麦 175， 由甘肃省平凉市
种子管理局提供。

1.2 试验方法
共设 4 个处理， 处理①全膜覆土穴播； 处理

②宽幅精播； 处理③露地穴播； 处理④露地条播。
3 次重复， 随机区组排列， 小区面积 48.0�m2（4.8�
m×10.0�m）， 区组间留 50�cm 宽走道， 小区间留
30��cm 间隔， 四周种植保护行。

试验设在甘肃省灵台县什字镇中永村塬面地
块， 海拔 1�360�m， 年平均气温 8.6�℃， 年降水量
650�mm 左右， 无霜期 159�d。 试验地土壤属薄覆
盖黑垆土， 土质中壤， 肥力中等， 前茬为冬小麦，
耕层（0～20�cm） 含有机质 12.3�g/kg、 有效磷 12.2�
mg/kg、 速效钾 204.0�mg/kg。

处理①全膜覆土穴播： 采用人工覆膜穴播，
用幅宽 1.2�m、 厚 0.008�mm 的地膜， 每小区按
1.2�m 带幅覆 4 垄， 膜与膜之间不留空隙。 按行
距 17�cm、 穴距 12�cm 播种， 每穴播 10～12 粒，
播量 262.5�kg/hm2， 播深 3～5�cm［3�］。 处理②宽

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宽
量的增加呈下降趋势。 在新修梯田马铃薯生产中，
施普通过磷酸钙 2�250�kg/hm2 处理综合经济性状最
佳， 产量最高， 折合产量为 54�984.1�kg/hm2， 建议
生产上推广施用。
参考文献：
［1］ 吴永斌. 庄浪县耕地质量评价［M］． 兰州： 甘肃科学

技术出版社， 2014.
［2］ 毛泽秦， 柳喜仓. 对庄浪县梯田建设问题的思考与建

议［J］. 水利发展研究， 2010（6）： 65-67.

［3］ 赵建明. 黄土丘陵新修梯田土壤培肥措施及效果［J］.
中国农技推广， 2004（5）： 47-48.

［4］ 郜淑英. 庄浪县耕地现状及梯田培肥措施［J］. 甘肃
农业科技， 1997（3）： 30-31.

［5］ 崔志峰. 庄浪县旱地梯田马铃薯配方施肥研究［J］.
甘肃农业科技， 2010（10）： 31-33.

［6］ 柳进钱. 庄浪县旱地梯田马铃薯全膜双垄侧播播期试
验初报［J］. 甘肃农业科技， 2014（1）： 29-30.

（本文责编： 杨 杰）

37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6 20162016 年 第 6 期甘肃农业科技

幅精播： 采取人工模拟宽幅精播机械种植方式，
人工开沟、 起微垄、 整形， 带幅 30�cm， 垄宽 20�
cm， 垄高 5�cm， 在垄沟两边各种 1 行小麦， 播
量 262.5�kg/hm2， 每小区种 18 行， 按每小区播量
1.26�kg、 每行播量 70�g 提前分装小袋， 按行播
种［4�］。 处理③露地穴播： 用人力小麦穴播机播
种， 行距 17�cm， 穴距 12�cm， 每穴 10～12 粒，
播量 262.5�kg/hm2， 播深 3～5�cm。 处理④露地条
播， 用人工手拉犁开沟播种， 行距 15�cm， 播量
225.0�kg/hm2 ［5�］。

播前结合整地按小区均匀撒施尿素 240�
kg/hm2、 磷酸二铵 375�kg/hm2。 小麦返青后 2015
年 3 月 16 日遇雨撒施尿素 180�kg/hm2。 于 2014
年 9 月 28 日覆膜， 统一完成处理②、 ③、 ④的
播种。 处理①由于覆盖地膜推迟播期 8�d， 于 10
月 6 日播种。 各小区播种时， 要求行距均匀， 播
种整齐， 不漏播、 不重播。 小麦拔节以后用 15%
三唑酮可湿性粉剂 1�500�g/hm2＋4.5%高效氯氰菊
酯乳油 750�mL/hm2＋磷酸二氢钾 1�500�g/hm2 对水
450�kg 喷施 1 次， 达到防病害、 虫害和自然灾害
的目的， 其余管理同大田。 试验于 2015 年 7 月 2
日收获， 按常规考种， 小区单收单打计产。
2���结果与分析
2.1 对冬小麦主要性状的影响

从表 1 可以看出， 不同播种方式对冬小麦的
株高、 穗长、 小穗数有明显影响。 其中株高以处
理①全膜覆土穴播最高， 达 88.0�cm， 其余处理从
高到低依次为处理②、 处理③、 处理④， 分别为
84.4、 83.0、 83.0�cm。 穗长以全膜覆土穴播为最
长， 为 7.3�cm， 其余处理为 6.0～6.8�cm。 小穗数
也以全膜覆土穴播最多， 为 13.6 个 / 株， 其余处
理为 9.5～12.1 个 / 株。 穗粒数亦以全膜覆土穴播
最多， 为 36.5 粒， 其余处理为 28.4～32.2 粒。 全
膜覆土穴播处理的千粒重最高， 为 44.3�g； 露地条
播处理千粒重最低。 由于试验当年春夏雨水充沛，
各处理株高普遍增高， 成熟收获时遇连阴雨天气，
籽粒发芽， 千粒重比正常年份偏低。

2.2 对冬小麦产量的影响
从表 2 可知， 各处理以全膜覆土穴播产量最

高， 折合产量 6�597.9�kg/hm2， 较宽幅精播、 露地
穴播、 常规条播分别增产 22.09％ 、 27.19％ 、
31.30％ ； 其次为宽幅精播， 折合产量 5� 404.2�
kg/hm2， 较露地穴播及露地条播分别增产 4.18％、
7.55％； 露地条播产量最低， 仅为 5�025.0�kg/hm2。
对产量结果进行方差分析， 重复间差异不显著
（F重复=0.93�＜ F0.05=5.14）， 各处理间差异达极显著水
平（F处理=26.79�＞ F0.01=9.7）。 进一步作多重比较， 结
果表明， 全膜覆土穴播与宽幅精播、 露地穴播、
常规条播之间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 宽幅精播、
露地穴播、 常规条播间差异不显著。

3���小结与讨论
1） 不同种植模式以全膜覆土穴播产量最高， 折合
产量 65�987.9�kg/hm2， 较宽幅精播、 露地穴播、 常
规条播分别增产 22.09％、 27.19％、 31.30％。 不
同种植方式对冬小麦农艺性状也有显著影响， 以
全膜覆土穴播为最优。
2） 冬小麦新品种中麦 175 综合性状表现优异， 丰
产性好， 适宜全膜覆土穴播等中高产栽培模式采
用。 但 9 月份灵台县冬小麦种植区降水较多， 全
膜覆土穴播难抓全苗， 建议大面积推广宽幅精播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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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株高
（cm）

穗长
（cm）

小穗数
（个/株）

穗粒数
（粒）

千粒重
（g）

① 88.0 7.3 13.6 36.5 44.3
② 84.4 6.8 12.1 32.2 42.4
③ 83.0 6.6 10.4 31.3 41.6
④ 83.0 6.0 9.5 28.4 40.2

处理 小区平均产量
（kg/48.0�m2）

折合产量
（kg/hm2） 位次

① 31.67 6�597.9�a�A 1
② 25.94 5�404.2�b�B 2
③ 24.90 5�187.5�b�B 3
④ 24.12 5�025.0�b�B 4

表 1 不同处理的冬小麦主要性状

表 2 不同处理的冬小麦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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