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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宁县位于甘肃省中部， 是甘肃旱作谷子主
要产区， 被誉为“中国小杂粮之乡”［1�-�2�］。 生产的谷
子品质优良、 营养丰富、 洁净安全， 具有独特的滋
补、 保健和防病功能， 倍受消费者青睐。 随着农业
产业结构的调整， 会宁县谷子种植面积逐年增大，
但地膜覆盖技术在成为最为广泛的旱作农艺技术的
同时也带来了污染危害。 为了摸索总结半干旱区谷
子地膜覆盖栽培的最佳模式， 提高单产和效益并减
少环境污染， 2014 年我们在会宁县南部降水量
350～400�mm 区域开展了谷子不同覆盖模式种植试
验， 以期为旱作谷子旧地膜延期合理利用提供参
考。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指示谷子品种为张杂谷 6 号。 供试地膜（新地
膜、 已用 2 年旧地膜） 幅宽为 120�cm 和 70�cm�2
种， 厚度均为 0.008�mm。
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甘肃省会宁县中川乡朱河村旱川
地。 海拔 1�803�m， 年均气温 6.4�℃， 年降水量
350�mm， 年蒸发量 1�697�mm， 相对湿度 61%， 无
霜期 136�d， 全年日照时数 2�506.7�h， 无污染， 前
茬玉米， 黄绵土， 地力中上。
1.3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排列， 3 次重复， 5 个处

理。 处理 T1 为半膜覆盖微垄膜侧沟播（地面覆盖
50%， 膜幅宽 70�cm）； 处理 T2 为全膜平铺穴播
（地面覆盖 100%， 膜幅宽 120�cm）； 处理 T3 为全
膜双垄集雨沟播 （地面覆盖 100%， 膜幅宽 120�
cm）； 处理 T4 为全膜双垄旧膜穴播 （两年旧膜，
地面覆盖 100%， 膜幅宽 120�cm）； 处理 T5 为露地
条播（CK）。 小区长 7.0�m， 宽 4.4�m， 面积 30.8�
m2， 四周设置保护行 。 试验前施有机肥 600�
kg/hm2、 尿 素 75� kg/hm2、 普 通 过 磷 酸 钙 375�
kg/hm2， 2013 年 4 月 11 日起垄覆膜， 4 月 26 日点
播。 抽穗期追施尿素 75�kg/hm2。 采收时， 每处理
随机取样 20 株测定谷子株高、 穗长、 株穗重、 穗
粒重、 株草重、 千粒重等生物性状， 小区单收计
产。
2���结果与分析
2.1 经济性状

从表 1可知， 5 个处理模式的株高和穗长差异
不大。 千粒重、 株粒重、 株草重、 粒秆比、 出籽
率均以 T5（CK）最低， 而 T1、 T2、 T3、 T4 处理间
千粒重无明显差异。 株穗重以 T4 最高， 较 T3、
T2、 T1、 T5（CK）处理提高 0.5～3.5�g。 株粒重以 T3
最高， 为 16.2�g， 较T5（CK）提高 3.0�g； 其次为 T2
和 T4， 分别为 15.5�g 和 15.3�g， 较T5（CK）提高 2.3�
g 和 2.1�g。 粒秆比以 T3 最高， 达 0.824�0； 其次为
T4 和 T2， 分别为 0.763�2 和 0.739�7； T1 略高于

摘要： 在甘肃会宁旱作条件下， 开展了谷子半膜覆盖微垄膜侧沟播、 全膜平铺穴播、 全膜双垄集雨沟灌、
全膜双垄旧膜穴播、 露地条播 5 个处理的田间试验， 观测了各处理对谷子生物经济性状、 产量、 经济效益的影
响。 结果表明， 采用两年旧膜覆盖穴播谷子效益最佳， 产量 6 947.0 kg/hm2， 纯收益高达 11 145 元/hm2， 产投比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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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CK）。 上述结果说明无论是采用旧地膜， 还是
新地膜地面覆盖， 均可明显促进谷子穗部发育， 增
加穗粒重。 从谷子出籽率看， T3 和 T2 明显高于
T4、 T1 和 T5（CK）处理， 分别为 40.4%和 40.3%，
分别较T5（CK）高 6.6 和 6.5 百分点， 较 T1 增加 4.1
和 4.0百分点， 较 T4高 3.7和 3.6百分点。 说明新、
旧全膜覆盖均能明显促进谷子灌浆， 提高出籽率。
2.2 产量

从表 2 可知， 谷子平均折合产量以 T2 最高，
达到 7�121.2�kg/hm2， 较 T5（CK）增产 53.3%； 其次
为处理 T4， 折合产量为 6�947.0�kg/hm2， 较 T5（CK）
增产 49.6%； T3 和 T1 分别较 T5（CK）增产 38.2%、
14.7%。 对不同处理的产量结果进行方差分析， 处
理间产量差异极显著（F处理=23.812�> F0.01=7.006）， 重
复间差异不显著（F重复=0.294�＜ F0.05=4.459）， 试验结
果误差较小， 准确可靠。 进一步用最小显著极差法
（LSR-SSR）进行测验比较， T4、 T3、 T2�处理产量差
异不显著， 但均极显著高于 T5（CK）。

2.3��经济效益
对 5 个处理的结果进行经济效益分析（表3）

得知， 如果不计人工费用， 覆膜处理的纯收益均
高于对照， 其中 T4 处理最高， 达 17�145�元 /hm2，
较T5（CK）高 6�165 元/hm2。 如果计入人工费用（每

个工按 40 元计算）， 纯收益仍以 T4 最高（11�145�
元/hm2）， 明显优于其它各处理， 较 T5（CK）高 6�765�
元 /hm2； T2 次之（7�125元 /hm2）， 较 T5（CK）高
2�745 元/hm2； 而 T3、 T1 较 T5（CK）分别低 105、
1�305�元/hm2。 从产投比看， 从高到低依次为 T4�、
T5（CK）、 T2、 T1、 T3， 其中 T4 最高， 为 10.12，
明显高于其余 4 个处理， T2、 T3、 T1 处理的产投
比均低于 T5（CK）。
3��小结与结论
1） 在会宁县旱作条件下， 采用两年用旧膜穴播
的谷子产量为 6�947.0�kg/hm2， 纯收益高达 11�145�
元/hm2， 产投比 10.12， 具有低投入、 高产出和明
显的经济效益， 可以认为是谷子的最佳覆膜栽培
模式。
2） 采用 2 年用旧膜穴播谷子， 符合会宁及其周边
旱作农业区谷子面积较大的实际， 改变了旱作谷
子种植只采用新膜覆盖的传统习惯［3�-�5�］， 大大提高
了地膜利用率， 减少了地膜污染和投入成本， 具
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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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处理张杂谷 6号产量

处理 小区平均产量
（kg/13.2�m2）

折合产量
（kg/hm2）

较对照增产
（%）

T5（CK） 6.13 4�643.9�c�B
T4� 9.17 6�947.0�a�A 49.6�
T3� 8.47 6�414.7�a�A 38.2�
T2 9.40 7�121.2�a�A 53.3�
T1 7.03 5�325.8�b�B 14.7

处理
产值（元/hm2） 不计用工

纯收益
（元/hm2）

产投比
计入用工费

纯收益
（元/hm2）化肥 地膜 种子 农药 机械费 水费 小计 籽粒 秸秆 小计

T5（CK） 525 0 45 225 675 450 1�920 165 10�185� 2�715� 12�900� 10�980� 5.72� 4380�
T4� 300 0 45 225 675 450 1�695 150 15�225� 3�630� 18�840� 17�145� 10.12� 11145�
T3� 525 1470 45 225 675 450 3�390 240 14�145� 3�120� 17�265� 13�875 4.09� 4275�
T2 525 1470 45 225 675 450 3�390 225 15�225 3�855� 19�515� 16�125� 4.76� 7125�
T1 525 840 45 225 675 450 2�760 225 11�760� 3�060� 14�835� 12�075� 4.37� 3075�

固定投入（元/hm2） 用工
投入

（个/hm2）

处理 穗数
（万/hm2）

株高
（cm）

穗长
（cm）

千粒重
（g）

株穗重
（g）

�株粒重
（g）

�株草重
（g） 粒秆比 出籽率

（%）
T5（CK） 33.45� 130.2� 19.7� 3.92� 38.2� 13.2� 19.6� 0.683�3� 33.8�

T4� 31.95� 130.4� 20.2� 4.14� 41.7� 15.3� 20.1� 0.763�2� 36.7�
T3� 32.40� 133.5� 19.5� 4.16� 41.2� 16.2� 19.9� 0.824�0� 40.4�
T2� 35.25� 131.0� 19.4� 4.17� 39.5� 15.5� 21.1� 0.739�7� 40.3�
T1 37.20� 131.6� 19.3� 4.11� 39.4� 13.9 20.1� 0.697�8� 36.3�

表 1 不同处理张杂谷 6号生物经济性状

表 3 不同处理张杂谷 6号产值及纯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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