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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了不同配方的配方肥对旱地冬小麦产量的影响， 结果表明： 旱山地施用 N ∶ P ∶ K 为 12 ∶ 9 ∶ 4 的
配方肥 750 kg/hm2 时产量最高， 为 3 376 kg/hm2； 旱塬地施用 N ∶ P ∶ K 为 15 ∶ 10 ∶ 0 的配方肥 900 kg/hm2 时产量
最高， 为 4 840 kg/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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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地冬小麦配方肥肥效试验初报

灵台县地处甘肃省东部， 陇东黄土高原南缘，
气候温和， 光照充足， 雨量充沛， 年平均气温 8.6�
℃。 年降水量 650�mm�左右， 无霜期 159�d， 日照
时数 2�458�h， 是典型的旱作农业区。 境内山、 川、
塬兼有， 达溪河和黑河两条河流贯穿全境， 土地
面积广阔， 有耕地 5.96 万 hm2， 人均 0.26�hm2， 主
要耕作土壤为黑垆土（塬地）和黄绵土（山地）。 光
热水资源比较丰富， 适宜多种作物生长。 冬小麦
是灵台县的主要粮食作物， 常年播种面积 2.1 万
hm2。 为了普及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进一步推广配
方肥［1�-�5�］， 探讨不同配方肥对灵台县旱地冬小麦产
量的影响， 2014 年灵台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进行
了冬小麦配方肥肥效试验，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的 3 个配方肥均由庆阳市亿耕生物公司
生产， N、 P、 K 总养分含量均为 25%。 N∶P∶K
为 15∶10∶0 的配方肥含 N�15%、 P2O5�10%； N∶
P∶K 为 12∶9∶4 的配方肥含 N�12%、 P2O5�9%、
K2O� 4%， N∶P∶K 为 14∶7∶4 的配方肥含 N�
14%、 P2O5�7%、 K2O�4%。 旱山地指示小麦品种为
00-439B-2-1-�3A， 中熟、 高产型、 长粒， 红皮、
高秆。 旱塬地指示小麦品种为灵台 3 号， 中熟、
高产型、 长粒， 红皮、 中秆。
1.2 试验地概况

旱山地设在中台镇城关村西庄社。 试验地块
位于阳山半山腰， 海拔高度 1�255�m， 土类为黄绵

土， 质地为中壤， 耕层土壤养分为有机质 8.6�g/kg、
碱解氮 53�mg/kg、 有效磷 7.4�mg/kg、 速效钾 152�
mg/kg。 旱塬地设在西屯乡店子村五社， 该地块位
于塬边， 海拔高度 1�273�m， 土类为薄覆盖黑垆
土， 耕层土壤养分为有机质 10.7�g/kg、 碱解氮 86�
mg/kg、 有效磷 14.2�mg/kg、 速效钾 179�mg/kg。 地
块平整， 前茬作物为冬小麦， 远离村庄。
1.3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设 10 个处理， 3 次
重复， 小区面积 25�m2， 旱山地处理为： 处理①施
用 N∶P∶K 为 15∶10∶0 的配方肥 600�kg/hm2；
处理②施用 N∶P∶K 为 15∶10∶0 的配方肥 750�
kg/hm2； 处理③施用 N∶P∶K 为 15∶10∶0 的配
方肥 900�kg/hm2； 处理④施用 N∶P∶K 为 12∶9∶
4 配方肥 600� kg/hm2； 处理⑤施用 N∶P∶K 为
12∶9∶4 的配方肥 750�kg/hm2； 处理⑥施用 N∶
P∶K 为 12∶9∶4 的配方肥 900�kg/hm2； 处理⑦施
用 N∶P∶K 为 14∶7∶4 的配方肥 600�kg/hm2； 处
理⑧施用 N∶P∶K 为 14∶7∶4 的配方肥 750�
kg/hm2； 处理⑨施用 N∶P∶K 为 14∶7∶4 的配方
肥 900�kg/hm2； 处理⑩不施任何肥料（CK）。 旱塬
地处理为： 处理 1 施用 N∶P∶K 为 15∶10∶0 的
配方肥 750�kg/hm2； 处理 2 施用 N∶P∶K 为 15∶
10∶0 的配方肥 900�kg/hm2； 处理 3 施用 N∶P∶K
为 15∶10∶0 的配方肥 1�050�kg/hm2； 处理 4 施用
N∶P∶K 为 12∶9∶4 的配方肥 750�kg/hm2； 处理
5 施用 N∶P∶K 为 12∶9∶4 的配方肥 900�kg/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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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6 施用 N∶P∶K 为 12∶9∶4 的配方肥 1�050�
kg/hm2； 处理 7施用 N∶P∶K 为 14∶7∶4 的配方
肥 750�kg/hm2�kg； 处理 8 施用 N∶P∶K 为 14∶
7∶4 的配方肥 900�kg/hm2； 处理 9 施用 N∶P∶K
为 14∶7∶4 的配方肥 1�050�kg/hm2； 处理 10 不施
任何肥料（CK）。

旱山地于 9 月 30 日按不同处理在地表均匀撒
施化肥后， 用三行畜力播种机实施条播， 播种量
225�kg/hm2， 播种后轻耱地表。 试验管理同大田小
麦， 10 月 9 日出苗， 3 月 11 日返青， 5 月 14 日
抽穗， 6 月 18 日收获， 全生育期 277�d。 旱塬地于
9 月 24 日按不同处理在地表均匀撒施化肥后， 用
三行畜力播种机实施条播， 播种量 225�kg/hm2， 播
种后轻耱地表。 试验管理同大田， 10 月 2 日出
苗， 3 月 12 日返青， 5 月 16 日抽穗， 6 月 21 日
收获， 全生育期 274�d。 观察记载物候期， 成熟后
每小区随机抽样 10 株考种， 按小区单收记产。
2���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配方肥对冬小麦生育期的影响

观察表明， 对照较施用配方肥处理早成熟 2～
3�d， 施用配方肥各处理间生产期无明显差异。

2.2 不同配方肥对冬小麦性状的影响
田间试验结果（表1）表明， 施用配方肥对冬小

麦穗数、 穗粒数、 千粒重增加明显。 旱山地各处
理较对照成穗数增加 3 万～18 万穗/hm2， 穗粒数
增加 2.6～5.3 粒， 千粒重增加 3.3～7.1�g； 其中施
用 N∶P∶K 为 12∶9∶4的配方肥 750�kg/hm2 处理
的成穗数、 穗粒数、 千粒重最高， 较对照成穗数
增加 18 万穗 /hm2、 穗粒数增加 5.3 粒、 千粒重增
加 7.1�g。 旱塬地各处理较对照成穗数增加 52.5
万～91.5 万穗 /hm2， 穗粒数增加 4.2～6.2 粒， 千
粒重增加 1.0～3.7�g； 其中施用 N∶P∶K 为 15∶
10∶0 的配方肥 900�kg/hm2 处理的成穗数、 穗粒
数、 千粒重最高， 较对照成穗数增加 91.5 万穗 /
hm2， 穗粒数增加 6.2 粒， 千粒重增加 3.7�g。
2.3 配方肥对冬小麦产量的影响

各处理小区按实收折算产量的 F 值测定结果
表明， 处理间差异极显著， 重复间差异不显著（表
2）， 说明不同配方肥间的肥效有质的差别。 进一
步用 L�.S�.D 法进行多重比较（表3、表4）， 不同配方
肥都比对照增产， 产量差异极显著。 旱山地除对
照外， 其他处理的肥效均比处理譹訛高， 差异极显

地块类型 处理 成穗数
/（万穗 /hm2）

穗粒数
/粒

千粒重
/g

小区产量
/（kg/25�m2）

折合产量
/（kg/hm2）

旱山地 ① 211.5 33.5 47.0 5.84 2�336
② 219.0 35.9 50.2 7.57 3�028
③ 219.0 35.7 50.1 7.54 3�016
④ 214.5 35.4 47.9 6.44 2�576
⑤ 226.5 36.2 50.8 8.44 3�376
⑥ 222.0 36.1 50.6 7.94 3�176
⑦ 216.0 35.6 48.3 7.07 2�828
⑧ 223.5 35.9 50.6 8.04 3�216
⑨ 222.0 35.8 50.3 7.77 3�108
CK 208.5 30.9 43.7 3.80 1�520

旱塬地 1 373.5 24.8 45.1 10.0 4�000
2 412.5 26.8 47.8 12.1 4�840
3 396.0 26.3 47.2 11.5 4�600
4 375.0 25.1 45.0 10.6 4�240
5 396.0 26.6 47.5 11.7 4�680
6 378.0 26.2 47.3 10.8 4�320
7 387.0 24.9 45.8 10.6 4�240
8 381.0 26.0 47.3 11.2 4�480
9 375.0 25.3 47.2 10.7 4�280
CK 321.0 20.6 44.1 6.7 2�680

表 1 旱地冬小麦施用不同配方肥的部分性状及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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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变异因素 自由度 平方和 方差 F值 F0.05 F0.01

旱山地 处理间 9 36�494.7 4�055 48.6** 2.46 3.60

重复间 2 119.2 59.6 0.7 3.55 6.01

误差 18 1�502.8 83.5

总数 29 38�116.7

旱塬地 处理间 9 41�881.9 4�653.5 67.1** 2.46 3.60

重复间 2 275.8 137.9 2.0 3.55 6.01

误差 18 1�249.3 69.4

总数 29 43�407

表 2 冬小麦施用不同配方肥产量的方差分析

著或显著， 处理譽訛、 处理讀訛、 处理譾訛的肥效高于
处理譺訛、 处理譻訛、 处理譿訛、 处理譼訛， 产量差异极
显著； 处理譽訛、 处理讀訛、 处理譾訛肥效相似； 处理
譺訛与处理譻訛肥效相似。 旱山地 3 种配方肥中以
N∶P∶K 为 12∶9∶4 的肥效最高， 其次是 N∶
P∶K 为 14∶7∶4 的处理， 以 N∶P∶K 为 15∶

10∶0 的配方肥肥效最低。 旱塬地处理 2、 处理 5、
处理 3、 处理 8、 处理 6、 处理 9、 处理 7、 处理 4
的肥效均高于处理 1， 产量差异均极显著； 处理
2、 处理 5、 处理 3、 处理 8 的肥效高于处理 9、 处
理 7、 处理 4； 处理 2、 处理 5、 处理 3 的肥效高
于处理 6； 处理 2 的肥效高于处理 3、 处理 8； 处

处理 平均产量
/（kg/hm2） x軃-180.5 x軃-267.7 x軃-281.9 x軃-284.6 x軃-289 x軃-299.7 x軃-305.9 x軃-312.2

2 4�828.5 2�121.0** 813.0** 600.0** 559.5** 493.5** 333.0** 240.0* 145.5
5 4�683.0 1�975.5** 678.0** 454.5** 414.0** 348.0** 187.5 94.5
3 4�588.5 1�881.0** 573.0** 360.0** 319.5** 253.5* 93.0
8 4�495.5 1�788.0** 480.0** 267.0* 226.5* 160.5
6 4�335.0 1�627.5** 319.5** 106.5 66.0
9 4�269.0 1�561.5** 253.5* 40.5
4 4�228.5 1�521.0** 213.0
7 4�228.5 1�521.0** 213.0
1 4�015.5 1�308.0**

10（CK） 2�707.5

表 3 冬小麦不同配方肥旱山地试验产量比较

表 4 冬小麦不同配方肥旱塬地试验产量比较

3�214.5 1�693.5** ���880.5** 640.5** 380.55** 199.5* 186* 106.5 ���39
3�175.5 1�654.5** ���841.5** 601.5** 346.5** 160.5 147 67.5
3108.0 1�587** ���774** 534** 279* ��93 ��79.5
3�028.5 1�507.5** ���694.5** 454.5** 199.5* ��13.5
3�015.0 1�494** ���681** 441** 186*
2�829.0 1�308** ���495** 255**
2�574.0 1�053** ���240*
2�334.0 ���813**

⑧
⑥
⑨
②
③
⑦
④
①

3�375.0 1�854** 1�041** 801** 546** 360** 346.5** 267** �199.5* 160.5⑤

处理 平均产量
/（kg/hm2） x軃-101.4 x軃-155.6 x軃-171.6 x軃-188.6 x軃-201 x軃-201.9 x軃-207.2 x軃-211.7 x軃-214.3

1�521.0輥輮訛（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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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选地整地、 土壤处理、 配方施肥、 起垄覆膜、 选用良种、 播种、 田间管理、 及时收获、 清除残膜
等方面总结出了庄浪县旱地马铃薯黑膜全覆盖半微垄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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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膜半微垄栽培技术是针对传统地膜覆盖大
垄垄内比较干旱的问题， 改宽阔高大的垄为半微
垄， 以改善集雨效果， 优化田间降水分配， 进而
提高垄内土壤墒情的马铃薯地膜全覆盖栽培新技
术［3 － 4］。 其包括全膜双垄垄播和全膜微垄沟垄播 2
种模式［5］。 现将其技术要点介绍如下。
1���选地整地

选择地势平坦、 土层深厚、 土质疏松、 肥力
中上等的地块。 前茬作物收获后深耕灭茬、 整地
施肥， 进行秋覆膜。

2���土壤处理
地下害虫危害严重的地块， 整地时用 40%辛

硫磷乳油 7.5 kg/hm2 加细沙土 450 kg， 拌成毒土深
施。
3���配方施肥

一般中等地力水平施优质农家肥 45 t/hm2、 尿
素 165.0～195.0 kg/hm2、 普通过磷酸钙 75.0～105.0
kg/hm2、 硫酸钾 45.0～75.0 kg/hm2、 硫酸锌 15.0～
22.5 kg/hm2。 50%氮肥和全部磷肥、 钾肥、 锌肥结
合整地全田基施， 其余 50%氮肥追施。

。。。。。。。。。。。。。。。。。。。。。。。。。。。。。。。。。。。。。。。。。。。。。。。。。。。。。
理 2与处理 5的肥效相似， 处理 7 与处理 4的肥效
相似。 旱塬地 3 种配方肥中以 N∶P∶K 为 15∶
10∶0 的肥效最高； 其次是 N∶P∶K 为 12∶9∶4
的配方肥， 以 N∶P∶K 为 14∶7∶4 的配方肥肥
效最低。
3���小结

田间试验表明， 供试配方肥能改善小麦的农
艺性状， 对冬小麦成穗数、 穗粒数、 千粒重增加
明显， 不同配方的配方肥均比对照增产。 3 种配方
肥中旱山地以 N∶P∶K 为 12∶9∶4 的配方肥肥
效最高， 中等肥力地块施量以 750�/hm2 最为适宜，
试验产量为 3�376�kg/hm2， 可作为灵台县山地推荐
配方肥主要配方。 N∶P∶K 为 14∶7∶4 的配方肥
可作为灵台县旱山地参考配方应用。 旱塬地 3 种
配方肥中以 N∶P∶K 为 15∶10∶0 的配方肥肥效

最高， 可作为灵台县旱塬地推荐配方肥主要配方，
中等肥力地块施量以 900�kg/hm2 最为适宜， 试验
产量为 4�840�kg/hm2。 N∶P∶K 为 12∶9∶4 的配
方肥可作为灵台县旱塬地参考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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