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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状种植是规格化的间作套种模式， 是将两
种或两种以上作物， 按适宜带比规格种植在同一
块地内的种植形式［1］， 通过几个作物品种的合理
组合， 搭配种植和精细管理可获得高产。 早期研
究表明， 玉米 - 大豆轮作套种模式具有良好生态
和经济效益。 近年的研究表明， 用大豆取代“小
麦 - 玉米 - 红薯”中的红薯而得到的以套作大豆为
核心的“小麦 - 玉米 - 大豆”旱地新三熟种植模式，
大豆纯收益是红薯的 3 倍， 前茬为大豆、 玉米的
小麦产量显著高于前茬为红薯的小麦产量［2�-�5�］。 瓜
州县境内有疏勒河、 榆林河两大水系， 有各类水
库、 塘坝 37 座， 总蓄水量 2.53 亿 m3， 其中双塔
水库库容达 2.4 亿 m3， 是甘肃省最大的农业灌溉

水库。 在瓜州县大力发展以春小麦和玉米带田、
复种小白菜的带种形式， 是充分利用土地、 光热
资源， 合理安排劳力， 实行集约经营， 提高单位
面积产量的有效措施。 我们经过多年的试验、 示
范， 提出了小麦玉米全覆膜带状种植复种小白菜
高产高效栽培技术， 现介绍如下。
1���播前准备
1.1 选地整地

应选择土壤较好、 肥力中上等、 灌溉方便的
地块， 以豆类、 瓜菜、 绿肥茬最佳， 或玉米、 棉
花茬， 小麦玉米带田可进行小倒茬。 前茬作物收
后要及时深耕， 耕翻深度在 25�cm 以上， 并平整地
面。 晚秋或初冬时灌足底墒水， 冬季耙磨保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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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播前平整浅耕、 耙磨镇压， 达到地平、 土绵、
无杂草根茬、 墒情好。
1.2 施足基肥

结合播种前的浅耕或深耙， 一次性施优质农
家肥 60�000～75�000�kg/hm2、 磷酸二铵 300�kg/hm2

或普通过磷酸钙 1�200～1�500�kg/hm2。
1.3 选用良种

小麦应选早熟、 中矮秆、 抗旱的高产品种。 瓜
州东片以酒春 3 号、 武春 121、 宁春 18 号为主，
西片以酒春 3号、 78152�—6、 武春 121为主。 玉米
选用中晚熟、 抗病、 紧凑型的高产品种中单 2 号、
掖单 19号、 丹玉 13号或优质蛋白玉米新品种。
1.4 种子处理

小麦、 玉米种子播前都要进行精选， 达到纯、
净、 饱满。 播前先用拌种双（种子质量的 0.1%～
0.2％）、 包衣剂（3.0～4.�5�kg/hm2）拌种包衣， 有地
下害虫的地块用 40%甲基异柳磷乳油拌种， 用药
量 100～150�mL/kg。
2���播种
2.1 种植规格
2.1.1����“八八”带型 用幅宽 145�cm、 厚 0.008�mm
的地膜， 覆成宽 120�cm， 穴播小麦 7 行， 行距 12�
cm， 穴距 12�cm， 每穴 14～15 粒， 播量 240～255�
kg/hm2， 留苗 465 万～495 万株 /hm2。 膜侧点种玉
米 2 行， 与小麦行间距 27�cm， 玉米行距 30�cm，
株距 17～18�cm， 保苗 70�500～75�000 株 /hm2。
2.1.2����“104”带型 用幅宽 145�cm 地膜， 覆成宽
120�cm， 穴播小麦 9～10 行， 穴距 13�cm， 行距
13～15�cm， 两膜之间留 153�cm， 种玉米 4 行， 玉
米采用不等行距种植， 边行与小麦边行间距在 26�
cm 以上， 与内侧玉米行间距 26�cm， 中间行间距
46�cm， 株距 20�cm， 保苗 75�000 株 /hm2。
2.2 播种时间

小麦、 玉米要比露地提前 5～10�d 播种。 小麦
一般以 3 月上旬为宜， 玉米在 5�cm 土层温度稳定
通过 10�℃时播种， 一般以 4 月上旬杏花开花前后
为宜。
2.3 机械铺膜播种

用小四轮拖拉机悬挂小麦铺膜穴播机， 可以
一次完成多个工序， 播种前要调好播量。 铺膜时
要压紧地头膜， 开始要行走慢一些， 防止膜孔错
位； 膜两边压入土中部分不超过 10�cm， 膜面上每

隔 2�m 压一条土腰带， 防止大风揭膜和膜孔错位。
3���田间管理
3.1 放苗定苗

小麦出苗期要及时检查， 错位苗要及时掏放，
并在膜口覆土。 小麦因底墒差影响出苗时， 要浅
灌一次水保全苗。 玉米在 4～5 片叶时一次性定
苗， 每穴留壮苗 1 株， 缺苗处可就近留双株。
3.2 水肥管理

小麦生长期重点抓好拔节、 抽穗和扬花灌浆 3
次水。 一般 4 月下旬到 5 月初小麦三叶一心至三
叶期灌头水， 5 月中下旬灌二水， 6 月上中旬抽穗
期灌三水， 生育期共灌 4～5 次水。 结合小麦头水
追施硝酸铵 75�kg/hm2， 二水看苗施肥， 长势差的
地块追施硝酸铵 75～120�kg/hm2。 灌小麦三水时给
玉米追硝酸铵 225�kg/hm2； 玉米大喇叭口期结合灌
水追硝酸铵 375�kg/hm2， 麦收后正是玉米需水、 需
肥高峰期， 要及时追肥灌水， 追施硝酸铵 300�kg/�
hm2。 一般麦收后玉米灌水 2～3 次， 两种作物总
灌水 6～7 次。
3.3 中耕除草

小麦带内头水前后用 2，4-D 丁酯乳油 900�
mL/hm2 对水 750�kg 喷雾。 附近有棉花或瓜菜等作
物时禁止使用。 玉米行间应及时中耕松土保墒，
并拔除田间杂草。
3.4 调控抗逆

小麦拔节期用矮壮素 3�000�mL/hm2 对水 750�
kg 喷雾 1 次。 玉米拔节期用矮壮素或多效唑
1�500～2�250�mL/hm2 对水 750�kg 喷雾 1 次。 小麦
和玉米拔节后用高美施液肥 1�500～2�250�mL/hm2

对水 750�kg 叶面喷洒 1 次。 小麦孕穗期和灌浆期
分别用 FA 旱地龙 1�500�mL/hm2 对水 750�kg 喷施 1
次， 增强抵抗干热风和抗旱能力。 玉米抽雄前用
健壮素 450�mL/hm2 对水 750�kg 喷雾， 壮秆防倒，
增加粒重。
3.5 防治虫害

小麦、 玉米蚜虫达到防治指标时， 用 40%氧
化乐果乳油 2�000 倍液或 50%抗蚜威可湿性粉剂
1�500 倍液喷雾防治。 红蜘蛛用 15%三氯杀螨醇乳
油 1�500～2�000 倍液防治。
3.6 及时收获

小麦蜡熟后期要及时收割拉运出地， 及时给
玉米追肥、 培土、 灌水， 以利玉米生长发育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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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管理。 玉米苞叶发黄时收获。
4���复种白菜
4.1 提早播种， 合理密植

小麦收后及时复种小白菜。 为了抢时间可不翻
地， 直接挖穴点播， 结合挖穴施农家肥 45�000～
52�500�kg/hm2、 磷酸二铵 375～450�kg/hm2 作基肥，
采用三角型点播， 播后盖细砂， 穴行距为 40�cm×
50�cm， 保苗 3.755 万～4.500 万株 /hm2。
4.2 及时间苗定苗

当白菜长至 3～4 片叶时及时间苗， 拔出病苗
弱苗， 每穴留健壮苗 1 株， 同时及时中耕除草，
改善土壤通透性， 增强土壤保墒能力。
4.3 科学施肥， 合理灌水

在间苗、 定苗、 中耕除草的同时， 要保证施
好攻苗肥、 叶肥、 球肥， 在灌水前追施尿素 150�
kg/hm2， 施肥方法以穴施为最好； 也可喷施磷酸二
氢钾、 植物动力 2003、 丰收素等微肥和植物生长
调节剂， 以补充白菜对微量元素的需求， 增加产
量提高品质。 一般间隔 7～10�d 灌水 1 次， 灌水要

浅灌、 勤灌， 全生育期要灌水 5～6 次。
4.4 及时防治病虫害

白菜发生蚜虫为害时， 用 50%抗蚜威可湿性
粉剂 150～225�g/hm2 对水 225�kg 均匀喷洒 2～3
次； 若发生软腐病为害可用 72%农用链霉素可溶
性粉剂 150～200 单位喷雾， 也可用 50%代森铵水
剂 800 倍液喷雾防治。

一般在 10 月中下旬（10月20日左右）白菜定心
时适时收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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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既是粮又是菜， 在世界各地广泛栽培，
我国是世界上马铃薯第二大生产国［1�-�6�］。 2015 年
甘肃省马铃薯种植面积达到 71.6 万 hm2， 鲜薯产
量 238 万t（折粮）， 种植面积居全国第三， 产量居
全国第二， 已成为国内重要的马铃薯产区和最佳
种薯繁育基地。 2015 年国家启动的马铃薯主粮化
战略， 给甘肃省马铃薯产业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机
遇。 甘谷县马铃薯常年种植面积为 1.2 万 hm2， 主

要茬口为早春露地种植和麦后复种， 但由于种植
期集中， 致使收获期马铃薯价格偏低， 影响种植
收入。 为此， 甘谷县甘谷县新兴镇农业技术推广
与服务中心经过近年来的研究和试验示范， 总结
出了适宜甘谷县渭河川道区推广应用的马铃薯早
春地膜高产高效栽培技术。 该技术使马铃薯上市
期提前到 6 月上旬， 且产量高达 30�000�kg/hm2，
截止 2016 年应用面积达到 3�000�hm2。 现将甘谷县

甘谷县渭河川道区早春地膜马铃薯栽培技术
李亚芳

（甘肃省甘谷县新兴镇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中心， 甘肃 甘谷 741299）

摘要： 从播前准备、 起垄播种、 覆膜、 田间管理、 病虫害防治、 收获等方面总结了适宜甘谷县渭河川道区
推广应用的早春地膜马铃薯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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