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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作为基本的生产资料和重要的农业资源，
其数量的多少和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和影响着农
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环县耕地面积大， 但由于
受自然条件的限制， 中低产田面积分布广、 类型
多。 如何提高中低产田土壤综合生产能力， 改善
农业生产条件， 是当前的突出问题。 我们充分利
用环县耕地地力评价成果， 对环县中低产田进行
划分， 并提出了具体改良措施［1�］。
1���研究区概况

环县是甘肃省典型的干旱区之一， 位于甘肃
省庆阳市西北部， 东经 106° 21′～107° 45′ ， 北纬

36° 01′～37° 09′。 东邻华池县， 南连庆阳、 镇原
县， 东北接陕西定边县， 西北靠宁夏固原、 同心、
盐池县。 东西宽约 124�km， 南北长约 127�km， 总
土地面积 9�236�km2。 全县辖 21 个乡镇、 251 个行
政村， 总人口 35.18 万人， 农业人口 32.59 万人。
环县属陇东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地处毛乌素沙
漠边缘， 座落于鄂尔多斯地台西南部， 地势西北
高、 东南低， 海拔在 1�100～2�089�m； 地形复杂，
支离破碎， 起伏不平， 塬、 梁、 峁、 坡相间， 沟、
谷、 川、 台兼有。 为温带大陆性半干旱气候， 多
风干燥， 旱、 雹、 风、 冻、 虫频发， 尤以旱灾为

摘要： 根据耕地质量评价结果， 对环县耕地类型进行了划分。 结果表明， 环县高产田面积为 3 299.81
hm2， 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 1.66%； 中产田面积为 89 842.34 hm2， 占耕地总面积的 45.12%； 低产田面积 105
944.36 hm2， 占总面积的 53.21%。 中低产田类型主要为干旱灌溉型、 瘠薄培肥型、 坡地梯改型和沙化耕地型，
占耕地面积的 98.34%。 提出了加强水利工程建设， 优化水资源配置效率； 综合技术措施， 改善农田环境， 改
良土壤理化性状； 开展测土配方施肥， 全面提升土壤肥力； 实施防风固沙措施， 加强农田生态环境保护等中
低产田改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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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7%。 综合考虑认为， 使用康文 3 号降解地膜
可以有效的减少残膜在土壤中的积累， 可大力推
广。

降解地膜能不能完全降解， 多长时间可以完
全降解， 还需要进一步试验。 由于每个地区农田
的土壤结构和类型不同， 降解率会有所差异， 本
试验数据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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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因子 灌溉、 干旱限制 瘠薄限制 沙化侵蚀限制 坡地梯改限制
限制极限指标 没有灌溉条件， 极度干旱缺水， 有机质含量＜10�g/kg， 沙漠扩张， 土壤质 旱地梯田面积广， 坡

灌溉工艺落后 有效磷含量＜10�mg/kg， 地松散， 土壤表层 度＞17° ， 水土流失严
微量元素或缺 裸露 重

表 1 环县中低产耕地限制因素及其限制极限指标

重。 年均降水量 300�mm 以下， 且由南向北递减，
是甘肃省 41 个国扶贫困县和 20 个干旱县之一。
2���数据来源及分类依据

根据环县耕地地力评价结果［2�］， 按照《全国中
低产田类型划分与改良技术规范》（NY/T� 310-�
1996）的相关定义， 根据其土壤主导障碍因素及改
良主攻方向［3�］， 结合环县耕地地力评价中作物产
量限制因子的排序情况， 综合考虑影响环县农作
物产量中各类因子及其权重， 以及在农业生产中
的直观性和改良利用的针对性， 选定灌溉条件、
有机质含量、 坡度和质地构型 4 个指标作为划分
环县中低产田限制因子的限制极限指标（表1）［4�］，
将环县耕地地力一等地划分为高产田； 二等地和
三等地划分为中产田， 四等地和五等地划定为低
产田。
3���划分结果
3.1 耕地类型划分

通过表 2 可知， 环县耕地面积为 199�086.51�
hm2， 其中产量大于 4.5� t/hm2 的高产田面积为
3�299.81�hm2， 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 1.66%； 产量
在 1.5～4.5�t/hm2 的中产田面积为 89�842.34�hm2，
占耕地总面积的 45.13%； 产量小于 1.5�t/hm2 的低
产田面积 105�944.36�hm2， 占总面积的 53.21%。 可
见环县境内中低产田面积分布大， 仅低产田面积
占到全县耕地面积的 1/2 以上。
3.2 中低产田类型

将各评价单元的属性数据与限制极限指标进
行比较， 对照全国中低产耕地类型划分， 结合当
地自然资源特点， 将环县中低产田依次划分为干
旱灌溉型、 坡地梯改型、 瘠薄培肥型和沙化耕地
型四种中低产田类型（表3）。
3.2.1����干旱灌溉型 环县具备灌溉条件和经开发
可改造利用的灌溉耕地面积少， 干旱灌溉型耕地
主要分布在环城、 木钵、 曲子、 合道、 樊家川等
乡镇的河谷川台地， 面积 11�022.80�hm2， 占总耕

地面积的 5.63%。
3.2.2����坡地梯改型 坡地梯改型中低产田全县均
有分布， 面积 71�834.18� hm2， 占总耕地面积的
36.69%。 该区主要包括梁、 掌地、 峁、 梁坡等地
貌类型。 土壤多为灰墡土、 黄绵土和灰垆土。 土
层浅薄， 植被稀疏， 有中度风蚀与浅沟侵蚀， 土
壤肥力差， 农作物产量较低。
3.2.3����瘠薄培肥型 瘠薄培肥型面积 88�769.14�
hm2， 占总耕地面积的 45.34%， 主要分布在北部地
区和中部地区， 在三、 四、 五等地中分布。 该区
主要土壤类型有灰垆土、 灰墡土和黄墡土等， 特
别是覆盖轻黑垆土、 粗黄绵土和耕种红土的坡地
区域， 养分含量低。
3.2.4����沙化耕地型 主要分布于环县西北部甜水、
南湫、 毛井等乡镇， 地处毛乌素沙漠、 腾格里沙漠
的边缘， 属沙漠扩张区， 沙化耕地型面积 24�160.09�
hm2， 占总耕地面积的 12.34%。 该区域气候干燥，
干旱少雨， 风蚀沙化严重， 植被覆盖率低， 土壤质
地和土壤构型松散， 水资源开发潜力小。
4���改良措施
4.1 加强水利工程建设， 优化水资源配置效率

加强对东风、 楼房子两大灌区的提升改造，
充分发挥现有小水库、 小泵站、 小水闸、 塘坝、
河沟、 机电井等微小灌溉工程的作用； 更新改造
单站装机小功率小型泵站， 提升扬程功率和里程；
加固新建小型水闸、 改造灌溉终端设备， 扩挖塘
坝集雨节水， 整治河沟、 淤坝集水， 防止地表径
流冲刷造成水土流失； 继续修复和新建机电井、

产田类型 面积
/hm2 地力等级 产量水平

/（t/hm2）
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比

/%
占全县面积的百分比

/%
高产田 3�299.81 一等地 4.5～6.0 1.66 0.36
中产田 89�842.34 二等地、 三等地 1.5～4.5 45.13 9.73
低产田 105�944.36 四等地、 五等地 ≤1.5 53.21 11.47

中低产田类型 面积
/hm2

占总耕地面积比例
/%

干旱灌溉型 11�022.80 5.63
瘠薄培肥型 88�769.74 45.34
坡地梯改型 71�834.18 36.69
沙化耕地型 24�160.09 12.34

表 2 环县中低产面积划分结果

表 3 环县中低产类型及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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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灌区末级渠系， 并做好渠道的衬砌工程， 以
降低灌溉水的矿化度和下渗。 同时全方面提升小
电井、 提灌工程、 集雨节灌工程的综合利用， 发
挥水资源利用效率。 充分发挥盐环定扬黄工程水
利设施作用， 制定长远规划， 积极修建甘肃专用
后续工程， 优化工程配水比例， 提高农业灌溉用
水量， 扩大应用范围， 推广节水灌溉农业技术。
一是利用节水浇灌的新技术、 新设备开展滴灌、
渗灌， 科学用水； 二是根据作物蓄水量和蓄水规
律浇好关键水， 不大水漫灌； 三是综合采取沟灌、
畦灌、 膜下灌和喷灌等精准灌溉方法和技术； 四是
开展对农民节水灌溉意识和节水灌溉知识的宣传培
训， 提高农民的节水意识， 最大限度的发挥现有各
类水资源的综合效益， 提高水的配置效率。 对农业
用水按照“动态调配、 预防旱灾”进行管理［5�］。
4.2 综合技术措施， 改善农田环境， 改良土壤理
化性状

依靠国家实施的土地整理、 整治、 复垦等项
目， 加快对坡地的梯田改造工程， 对田、 水、 路、
林、 村等实行综合整治， 调整土地关系， 改善土
地利用结构和生产条件。 采用工程措施， 开展机
械平田， 改变地形坡度， 拦蓄径流， 加强梯田、
条田建设， 防止冲刷， 减少水土流失。 同时， 配
套林带植被建设， 改善农田生态环境。 农田林网
化， 沿水渠、 地埂栽植杨树； 林地乔灌结合， 栽
植油松、 侧柏、 杨槐等乔木或沙棘、 柠条等灌木；
草地种植苜蓿、 当年生禾草等； 经济林栽植苹果、
桃、 杏等， 使林带植被占地面积 5%～10%， 林、
草、 作物总植被覆盖率大于 85%。 通过深翻、 深
松改善土壤氧化还原状况， 排除底层二氧化碳，
增加氧气含量， 使土壤固、 气、 液三相物质协调，
促进微生物活动， 使土壤养分发生转化和释放。
实行草田轮作、 粮油轮作、 不同作物轮作， 对新
整梯田有很好的养地、 保肥作用。 新整地深翻后，
当年适宜种植小麦、 大豆、 马铃薯、 草木樨等作
物， 以保证当年土壤肥力的积累和恢复； 第二年
可以开始种植糜子、 豆类等作物。 在整地早期不
宜种植玉米等高杆作物， 以防止肥力过多的消耗，
保证新整地土壤肥力的合理利用和不断提高。
4.3 开展测土配方施肥， 全面提升土壤肥力

要因土、 因作物、 因产量指标施肥。 在施肥
上， 根据分阶段、 有步骤， 底肥和追肥相结合的
原则施用化肥， 使肥效发挥在作物的需肥临界期。
氮素肥料要分层深施， 磷钾肥料要集中条深施，
增施生物肥料。 根据作物产量及土壤中有效养分

含量进行配方施肥和平衡施肥， 做到大微结合、
农化结合， 缺补、 丰减、 匀施， 为作物生长创造
良好生长环境。 坚持开展测土施肥工作， 因土供
肥， 因作物施肥， 充分发挥肥料的经济效益， 达
到改良县域内中低产田土壤的目的。 种植绿肥与
休闲耕作相结合。 种植绿肥可改善土壤理化性质，
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 是种地养地， 改良低产土
壤养分环境的有效途径。 试验表明， 种植草木樨，
当年翻压地上部鲜草约为 5�002.5�kg/hm2， 地下部
干重约为 2�002.5�kg/hm2。 第二年翻压生鲜草约
19�500�kg/hm2， 翻压后 0～20�cm 耕层中有机质比
翻压前增加了 0.015%～0.880%， 全氮增加 0.10%～
0.18%， 全磷增加 0.01%， 速效氮增加了 1.16%，
速效磷增加 2.05% ， 土壤容重降低 0.03～0.12�
g/cm3。 休闲耕作措施为该区域土壤肥力恢复和涵
养具有良好效果。 休闲期内可以增施有机肥， 采
取一年耕作、 一年休闲的方式， 种植年分内不宜
种植植株高大对养分吸收量多的作物， 宜种植豆
类、 马铃薯等低秆作物； 休闲年份种植豆科牧草、
草木樨等草被植物或轮歇， 翌年翻耕还田， 增加
土壤有机质， 促进土壤养分转换和利用［6�］。
4.4 实施防风固沙措施， 加强农田生态环境保护

环县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 沙化耕地型中低
产田地表裸露， 土壤风蚀严重。 降水量少， 风沙
大， 土壤沙化严重。 为了保护沙化耕地， 保护土
壤耕作层， 积极推广免耕、 浅耕、 覆盖等保护性
耕作技术。 免耕， 就是当年作物收获后不耕作，
翌年春季不耕地直接播种； 浅耕， 是在秋深耕的
基础上翌年春季视土壤墒情， 在播前浅耕 1 次并
施肥， 深度 10～12�cm。 农田周围荒地栽培沙棘、
柠条等沙生植物， 使根系深入砂层， 提高地表覆
盖度； 地埂边栽植红柳、 柠条等植物， 防止沙漠
扩张； 积极实施“三北”防护林建设， 采取人工造
林、 飞机播种造林、 封山封沙育林育草等方法，
营造防风固沙林、 水土保持体、 农田防护林、 牧
场防护林以及薪炭林和经济林等。 采取必要的保
护性耕种技术、 地面覆盖技术、 集水补灌技术，
可以有效防治土壤沙化。 实践证明， 全膜双垄沟
播技术是一项符合环县实际， 又能达到抗旱增收
目的有效措施。 全膜双垄沟播技术将垄面集流、
垄沟种植集成一体， 使无效降水在垄面形成集流，
够够接纳 10�mm 以下的无效降水， 提高了降水利
用率。 推广适宜沙化耕地种植的马铃薯和糜子、
荞麦、 谷子等特色小杂粮作物， 可起到增强作物
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提高防风固沙效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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糜子具有抗旱、 早熟、 耐瘠薄等特点［1�-�2�］，
能以秋补夏、 以小补大、 备荒救灾， 是我国干旱、
半干旱地区重要的小宗粮食作物之一［3�-�4�］。 糜子
栽培区域广泛， 历史悠久， 但在西部地区产量较
低， 一般在 1�500～3�750�kg/hm2， 而在品种、 技术
及培训等措施到位的糜子体系示范种植区， 最高
单产在 7�175�kg/hm2 左右［5�］。 在甘肃中东部地区干
旱少雨， 土地贫瘠， 小麦、 玉米称稳产性较差，
产量浮动性较大， 糜子耐旱、 耐瘠， 表现出明显
的种植效益优势［6�-�7�］。 庆阳市是糜子的主栽区域，
近年来着力构建绿色食品小杂粮生产基地， 当地
研究者也引进了一批新品种， 征集了一些种质资
源开展研究工作［8�-�9�］。 我们于 2014 年对从 2013 年
征集引进的 44 个糜子品种中经提纯筛选出的 5 个
高产糯糜品种在宁县开展了品种比较试验， 以期
筛选出适宜当地种植的优良品种并加以推广应用。
1���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品种及来源

供试糯糜品种为榆糜 1 号、 陕黍 2 号、 陕黍 5

号、 陕黍 6 号（由陕西省榆林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提
供）， 靖远粘糜（由甘肃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
所）， 以当地品种宁县黑粘糜（由甘肃省庆阳市农
业科学研究院提供）为对照品种。
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宁县和盛镇湫包头村（庆阳市农业
科学研究院和盛科研基地）， 东经 107.8° 、 北纬
35.4° 。 当地海拔 1�480�m， 属大陆性气候， 冬冷
干燥， 夏热丰雨， 年降水量 480～660�mm， 降水
多集中 7�— 9 月， 年均气温 9.5～10.7�℃， 无霜期
160～180�d， 年日照时数 2�213.4～2�540.4�h， 太阳
年总辐量 523～607�KJ/cm2， 地面平均蒸发量为
520�mm。 试验田地类属塬区平坦旱地， 土质为黑
垆土， 肥力中等， 前茬大豆。 试验期间试区糜子
生育期的气象资料情况见表 1。
1.3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以每 1 个品种为 1
小区， 重复 3 次， 小区面积 10�m2， 6 行区。 4 月 5
日进行翻耕整地， 耕翻深度 30�cm。 4 月 20 日基施

摘要： 以本地品种宁县黑粘糜为对照， 对2013年筛选出的5个高产糯糜品种在宁县进行品种比较试验， 结
果表明： 陕黍5号、 榆糜1号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 在一定程度上能适应灌浆期的高温干旱， 表现出较高的抗病性
及丰产性。 以陕黍5号折合产量最高， 为2 884.0 kg/hm2， 较对照增产58.81%； 榆糜1号次之， 折合产量为2 764.8
kg/hm2， 较对照增产52.25%。 综合分析认为， 陕黍5号、 榆黍1号适宜在庆阳市南部塬区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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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糯糜品种在宁县的品比试验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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