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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 9 8 4~ l 蛇了年在陕西省渭北旱原进行耕作法对比试验的结果表明
,

.

深松法和浅茬覆盖深松 法

较翻耕法
,

在夏闲末两米土层内分别多蓄水 14
。

04
,

那
。
1 4。 边

,

小麦增产 8
.

p%和 2 0 . 0%
。

铁牛 5 5

牵引深松机深松比三桦犁翻耕
,

油耗降低25 %
,

生产效率提高 41
.
8%

,

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

关健词
,
翻耕法 , 深松法

;

残茬覆盖深松法 , 蓄水保墒
,

一

耕作制度

渭北旱原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以北
,

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以南
。

土地 面积 36 5 00 余
k m : ,

耕地1 6。。方苗
,

`

绝大
日

部分为雨养型农业
。 `

年降水量 5 00 、 肋 0 m m
,

60 %集中 在 7
’
,

8 , 9 三个月
。

无霜期 16 0一 20 。天
,

一年一熟或二年三熟
。

传统种植经验
,

以夏粮 生 产 为

主
,

夏粮以示麦为主歹小麦以歇茬麦为主
,

利用夏闲地种植小麦 、 夏闲地的传统耕作方法是

翻耕一浅耕一耙糖组成的翻耕法
,

忿种方法在实践中积累了好的抗早保墒经验
。

但亩午地面

长时期裸露
,

蓄水保墒效果不理想
。

为了探讨新抗旱耕作法
,

我们于 1 9 8 4年起
,

在陕西省的

澄城
、

乾县和本校农场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试
:

验研究
。

1 材料写方法
二

在澄城县薛家庄村和乾县任家洼村各选择地势平坦
、

肥力均匀的耕地三块
,

每 块 面 积
`

10 亩
,

前茬小麦
。

试验分 四个
一

处珍
` .

翻拼法
:

机引三桦犁翻耕 22 。
姐

,

耕后立堡奋 8 月初畜力浅耕灭草一 次
, 8 月中 旬箱 地

收墒
。 -

-

- -

一 深松法
:

采用深松机深松
。

深松机大铲间距 。 0 。 m
,

耕深 30 。 m , 两大铲间装小 铲
,

耕
~

深朽
c m

。

深松后
, 8 月初用耘锄中耕除草一次

, 8月 中旬籍地收墒 ;

残茬覆蛊深松法
:

一

郎深松藉地后
,

再覆盖以小麦秸秆的耕作方法
。

每亩均匀覆 盖 麦 草

40 o k g i 名月初除章 1 、 2 次
。

·
· 一 ’ 、

、

一
; 一

畜力浅耕法
:

采用传统铁犁哪卜深1 c2 m左右
,

耕后立堡
, 8 万初用畜力浅耕灭草 一 次

,

朔 中
魄

地收墒
。
气

-

/
- - 、 -

,
·

、

每二块地均丧各处理
,

’

形成三个地块间重复
,

以 上 1 , 2处理面积
·

3 一 4 甫 , 3 ,
一

4 处 :

理 面积 1 ~ 2 亩
。

9月 中旬各处理均采用畜力浅耕一次
,

深度 l o c m
。

乾县每年每亩施碳酸氢铰 5 o k g ,

过瞬

本文 于 1987年 1 2月 28 日状 王弓
.

. 本试验研 究是与登城县科委 及乾
一

县任家洼四 户农 民协作 进行
. 一 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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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钙 2 5 正幻 澄城第一年亩施尿萦弓馆;
` ’

兰料磷肥 3
,

s k宕扩第二年亩施尿素1

钙 2 5 k g
。

小麦播种期 9 月 中
、

下句
,

田 间管理各处理相同
。

收获时
,

取样计产 井考种
。

计产 亡点面积 6
,

67 m
么 ,

每处理取样 5 ~ 10 个
,

s k幻 过解
认

酸

脱粒 后 晒干

称重认验翻
一

、期
,

第呈…辱镇巍鞠二嘛莎扮辱多两成
一

护第竺率鲡
早年份

,

降雨较历年

少两成
,
第三年冬春

份一后期多雨
, ,

履乎常年份
卜

颧
量脚

, 7 m 叭

2 结果与分析

2
.

, 不同耕作法的土 壤物理性状

①拼层状况
:

各耕作法由于基本作业的机具拘造
、

性能不同
,

其耕层状况有明显差异
。

翻耕法
二
耕层士下翻转

,

作物根茬及杂草大部分翻至下层
,

地面清洁
,

耕层膨松
,

容重

降低
,

、

大孔隙增加
*

通气透水性能增强
。

但地面凹凸不平
,

拚层下有紧实的犁底层
,

」

播种期

若遇干早
,

墒情差
。 、 · ` 一 气

, 、 ·

、 一

深松法
:

只松土
,

不翻土
, ;

一

作物根茬
,

杂草残体留存地表
,

有一定覆盖作府、件耕层土体

呈笋向虚实间 喃状态
。

虚的部泣
, 、

犁庙异雄打破
)

上壤疏松
,

.

容重小
,

通气 , 透水性
一

熊强
,

实的部位
,

一

土壤较紧实
,

容重大
,

通汽
,

.

透水性较差
。

但终个种序尽结构良抒
,

,

纲碎绵软墒
清好

。 ; ;
.

一
. 、 、

、

、 一

残茬履盖深松法 ; 桃层状况阿珠松法
。

地表覆盖的麦草
,

形成热交换的
_

隔离层
,

水汽对

流的掉夙物
, ’司对保护举城稗熟降雨的直接拍击

。

由于有机质和辨斌妙
加: `” “ m 上 下

「

的

②土壤容重
:

用环刀 法测定的结果表明
,

在。~ 20 c m 土层范围内
,

土壤容重 最 小 的 是

深松处理虚的部位
,

平均为 1
.

16 9
/
/ c m 3 , 翻耕处理为 1

.

1 8 ; / c m
3 。

浅拼处理
:

在卜飞o c ln

为 1
.

2 9 / : 。 “ ,

灰。 c 单以下未撑动
,

.

。
、

容重较大
。

翻耕外理之c0 。 以下有犁澎层夺在
,

容 熏 达

1
.

就 g / c m
3 。

而 深松处理 汀破了犁底层
,

30 c m处理容重仅为人
·

, 2
.

咔八那
3 。

一

粤本壤透水性
*

·

拼层状况积容霭大小直接影响土壤的透水 性、
郁

。
`

据 19 ` 4年 7 月 2“旦用

钢筒法测定
,

在给水的 0 m l 情况下
,

各耕法渗水所需时间
:

深松为 31 分 40 秒
,

翻耕 法 为 I
L
`

小时劝分
、

浅桃为 , 小时 3。分
。

说明深松透水性好
,

酶耕居中
,

味耕最截
。 `

工9 ; 4年 乒月幻 日

在连续 。 天降水 3 8
.

7 m m之
_

辰朴聊定不同耕作法的入净深度
、

「

深松的大q“
c 坪

, 、

理耕 和浅耕

的务为 乓“
己世

,

表明译松有利于水分下渗
、

.

从 1 98 5 年 9 月珍早大雨之后溅参大舞水分 状 况

来看
, : 。。 m 以上的不同处理土壤含水量基本一致

,

而 5 “ c m以下、 ;
深松土职的食水量男显

高于翻耕秘 l满
,

这证明褥松水分渗透又快又深
,

、

增加深层蓄水
。 一 协扣 ;

④土壤温度
:

着重测定了残茬覆盖与不覆盖对土壤温度的影响
。

夏闲期观(爽匕梢牢界一 ;髯
盖处理的土墩温度均朋显低于不覆盖的

。

一般是清晨相差较小
,

中午
、
下午相羞拉大

,

尤以

中午 5 c m深处的差值最大
。

温度低
,

水分蒸发减少
,

对保墒有利
。

小麦越冬期 ,- 覆盖 处 理
`

中午和下午
`

各层温缪均低于不覆盖的
,

但差值较小
;

清晨理着处理各层攀度均高于 不
`

覆 盖

的
。

这与覆盖残茬影响热传导有关
。

说明残茬覆盖在冬季有一定的保很演率效果
。

` _

2
.

2 不同耕作法的土壤养分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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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86年夏闲末分三三层取耕层土壤
,

分析 了土壤有机质
、

全氮
、

碱解氮和速效磷
。 :

就有机

质
、

全氮量平均位来说
,

各处 理之间无明被左另生
,

但碱解氮
、

_

速效磷则以翻耕法略高
。

就层

次分布看
,

探松法
、

浅耕法表层 ( 。~ 1D C m ) 有机质
、

全氮 。碱解氮和速效磷含量均高于中

层 ( 10 、 幼 C m )
,

中层又高于下层 ( 2 0一 30 C m )
,

显示出 “
上肥下瘦

”
的养分分布特翩

翻耕法由于耕层的士下翻转
,

肥沃的表土被翻压 在下层
,

致使上层土壤有机质
、

全氮
、

碱解

氮
、

速效磷等均低于中层
,

出现中 )云高
,

上
一

下层低的养分分布状况
。

实践中翻耕法 初娜 亩
弱

、 _

分孽少
,

而深松法则相 反
,

这与莽分分币特 点有关
。

覆盖与不覆盖的比较
,

在。一 之()c m 土层内土壤有机质
、

全氮量
、

碱解氮和速效磷
,

覆盖

的均高
一

于不覆盖的
。

残茬覆盖又为虹纠组殖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

使田 bIJ 蛆蝴繁殖数量增加
。

据校内试验地调

查
,

不覆盖的每平方米 l 。 。 m 深土层内仅青或州 1 一 2 条
,

~

而覆盖的则高达 5 4条
。

一

这 对改

善土壤结构有积极作用
。 `

_
-

,
·

3

纂撇黯撬赚
董

耕作方法优劣的重萝指杯之一
。

不 :动的耕作方法
,

、

对土壤

物理性状影响
,

必然带来不 同的蓄水保 叭效果
。

①保 墒 效果
:

我们以夏闲期雨后和春季无雨时
, S Q

。
m土层内实际保诗的水分多少 为

指标
,

来衡量不同耕作处理的保软效果
。

表 1是多次实地测定结果
。

表 1 不 同耕作法。一 5 c0 m 士层的保墒效果 m m一

薪 作 法
城 县

1 984
.

途
8

.

2 0 1 98 5
.

4
.

1

一

草乞

1 98 4
.

8
.

4 1985
.

4
.

圣
4 1 98 7

.
平 均

45
.

54
一

56
.

刃3

4 4
.

5 1 5 6
.

7 8

一

杖 翻 研
` ,

法

增 ( + )

-一一
.

~ 一 .

一
一~ , 尸一一卜~一

一
0

_

拼

+

法法法粉耕松翻浅深

残状度 盖深松法

48
.

90

5 0
.

4 4

5 0
.

9 8

7 T
.

4 2

5 3
.

22

5 2
.

7 7

5 4
.

8 8

6 6
.

2 4

了8
.

6 6

7 7
.

2 0

8 2 2 0

9 8
.

3 0

5 3
.

8 2

5 8
.

9 8

57
.

0 4

7 2
.

2 2

4 7
.

52

6 1
.

64

5 9
.

52

7 4
.

了3

+ 0
.

了5

十 3
.

4 9

+ 1.8 7 0

表 l 资料表明
,

深松保派略好于剐耕
,

深松加贾盖保墒效果明显
,

平均 。 c0 鱼土层内多

保水 1 8
.

7 m m
。

这是因裘盖降低了土壤温度
,

减少了汽体对流
,

防止水分蒸发的缘故
。 .

残茬覆盖减少蒸发
,

一

或
:

要表现在土壤上层
,

能明显提高 c一 20
。 m 的水分含量

,
一

使之长期

保持湿韵珍状态
。

这说明上 吸土层内的水分是极不 德定的
,
在干早不覆盖条件下最容易跑墒

、

,

利
,

用残茬筱盖可将这一部分水分保存于土层中
,

有利件物充分吸收
。

特别是遇到干早年份
, 亡湿

,

润的上层土壤对抗早播种非学有利
。 `

’ · ,

一 :

②蓄水效果
:

似
`

夏阴末两米土层内总蓄水量为指标
,
衡量不 同耕作法的蓄 水效果

`

( 表

2 )
。

二
_

-

由表 2可知
,

两米土
’

、

功声: 蓄水量
;

残汽覆盖深松法 > 深 松法 > 浅耕 > 翻耕
。

作为
“
麦收隔

年墒
”
的底城来说

,

肯定会起到 良好的作用
。

,

,
-

1 9 8 6年冬到次年春
, l解多天没有 下雨雪

,

渭 北早原的早情相当严重
,

大部分麦苗受至吩

干早的威胁
。

但在乾县试验的覆盖深松法的麦苗 法罗绿油挺拔
,

明显超 出周蛋不覆盖的麦苗
。

1 9 8 7年 2 月儿日测定
, 1米土层内覆盖的比不覆盖的土壤含水量多 2 8

,

9 m m
,

这是无旱象的



S6

根本原因
。

茜北农业大学学报 l e卷

决 2不周挤作法两米士层内 , * 一比狡
林~ , 时` ` - ` ` ` 甲山琳尸 , 礴 . . . . . . . . . . . ` . . . .

娜 作 法

、 ,
.

1984

乾 县 澄城县
198 5

乾 县
平 均

较 翻
增《+

拼
、

法

)

0

+ 1
.

3 4

+ 理4
.

D4

+ 3 5
.

14

J .几̀怪̀.几,ó
.

…
,几,臼口口曲O,山,̀3

t毖七J尸O脚合5

一
一

一一— 十 - ,

一一
一

- 一 一一

一
~

一— —翻 拚 法 555
.

9 524
.

9 4 82
.

4
’

一州

浅
、

拼 法 559
.

3 522
.

1 485
.

8

深 松 法 57 0
.

4 53 6
.

3 49B .6

残孟及盖谭松法 585
.

3 54 T
.

, 535
.

5

2
.

4 不同耕作法的灭草效果

耕作方法不同
,

灭草的效果也不同 (见表 3 )
。

农 3 不阅桥作法灭草效一比较 株 /二

拼 作 法
198 3

,

8
.

8

西能农大

1984
.

12
.

12

西书农大
一鑫翌迎夕巡’ 一

花 县

4145503T
月O布扭O口09nU月性0

.

8

2
.

6

8
.

2

法法法研拼松翻浅深

残茬度基深松法

由表 3 看出
,

翻耕法的灭草效果最好
,

浅耕法和深松法次之
,

夜盖深松法最差
。

因为翻

耕 能 将 地面大批杂草种子翻埋到土壤下层
,

得不到发芽机会 , 同时又能将杂草幼苗掩埋
。

而深松法在深松带内
,

固然由于深松铲的松土作用
,

可以铲除部分杂草
,

但不能彻底翻埋 ,

杂草种子仍留在地表层
,

易于发芽出土
。

畜力浅耕法虽有一次灭草的机会
,

但是将杂草种子

埋到疏松的浅层
,

遇到机会就会发芽感染土壤
。

残茬覆盖由于表层墒情好更有助于杂草的感

染
。

2
.

5 不同耕作法的小麦生育及产皿

2
:5

1 生育状况

幼苗期
:
翻耕和浅耕两种处理麦苗长势与分萦多少基本一致

。

深松处理因地表疏松
,

墒

情和养分状况较好
,

不仅出苗早
,

出苗率高
,

而且麦苗长势强
,

分孽多卜颜色深
、
玻盖处理

因班盖的影响
,

,

较以上三种处理晚出苗 1 ~ 2 天
,

苗高
、

细
,

色淡
,

’

叶片长
,

但出苗率却较

高
。

当小麦进入分菜期后
,

苗情便逐渐转好
,

其长势
、

分集数均超过以上各种处理
。

,

拔节期砂小麦进入拔节期后
,

翻耕
、

钱耕和深松三种处理植株长势无明显差异
,

抽穗早

晚基本一致
。

唯扭盖处理的表现突出
,

其特点是长势强
,

茎秆粗
,

叶片宽
,

颜色深
,

但抽穗

却晚 2 ~ 3 天
。

成熟期
: 翻耕

、

浅耕和深松各种处理小麦成熟期大体一致 , 硕盖处理晚熟 2 ~ a 天
,

但

成熟正常
,

落黄好
。

收获时考察与产量构成有关的诸因素
,

如亩成穗数
、

穗长
、

有效小穗数
、

穗粒数和千粒

重等
,

一般是翻耕的较好于浅耕的
,

但不如深松的和覆盖深松的
,

其中又以砚盖深松的最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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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渭北旱原抗卓耕作法研究 亏 t

②产量结果
:

两地三年的小麦产量结果见表 4
。

衰 4不同拱作法对小麦产 t的形晌 k心 /亩

拼 作 法

淦 城 县 乾 县
平 均

9 1 8519 86 19 81 59 86 19 8T

.几.几舀 O心̀
.

J

…
U n
。F`,几口̀̀哑口̀,̀口J氏甘伪山,臼,山气召ù廿OJù匕户O巴J

:4
音1阳.

232225即
曲0QJnù,J25293951

.二̀
.二,心二二

. 拼 法

汉 拼 法

深 松 法

残茬及盖深松法

220
.

0

21 5
.

0

239
.

5

286
.

5

259
.

3

236
.

0

27 7
.

7

28 9
.

0

260
.

0

249
.

9

280
.

2

316
.

6

一 4
.

1

+ 8
.

6

+ 20
.

0

` ” “
卜

’ ” “ 7年
,

在乾县示范推广深松法 5 ” “亩
,

小麦甫产
“ “ “

·

” k g ,

比翻 耕 法 (亩 产

24 1
.

7 k g ) 增产 8
·

5 % ; 在澄城县示范推广 8 00 亩
,

小 麦亩 产 13 8
.

6k g ,

比 翻 耕 法 (亩 产

1 2 6
·

5 k g ) 增产 9
.

5 %
。

2
.

6 不同耕作法的油耗及耕作效率

1 9 8 6年夏在乾县任家洼试验基地进行
,

采用电测法
。

测试地土壤为 娄土
,

耕层 2 。。 m 土

城含水量 1 5 %
,

前茬小麦
,

地势平坦
,

土壤坚 实 度 表 层 2
.

7 7 k g / C m 名 ,

20
。 m 处 为 16

.

5

k g /
。 m . 。

翻耕用铁牛 55 拖拉机牵引 T L
一

3 30 悬 挂桦式犁
,

深松用铁牛 55 拖拉机牵引悬挂深松

机
。

试验采用 I 档耕作
,

深松的耕作效率每小时为 12
.

9亩
,

翻耕每 小时 为9
.

1亩
,

前者 比 后

者提高41
·

8%
。

每亩平均油耗量翻耕为 .0 86 2 k g ,

深松为 .0 62 k g ,

后者比前者降低24
.

9%
。

3 结 论

.3 1 深松法较翻耕法种床层结构疏松
、

细碎绵软
,

墒情良好
。

3
.

2 深松法使耕层养分自然分布规律不变
,

试验证明
,

这对培育壮苗
,

促进分集大 有

好处
。

3
.

3 深松法打破犁底层
,

增加透水性
,

加之表面部分残茬的玻盖
,

其蓄水保墒性 较好

于翻耕法
。

3
.

4 在深松的基础上
,

再潭盖 残茬
,

其蓄水保墒性能更好
,

尤其会使土坡上 层 长期

保持湿润状态
,

延长作物利用时间
。

3
.

5

3
.

6

深松较翻耕耕作效率提高 4 1
.

8%
,

油耗量降低 2 4
.

9%
。

深松后田间杂草严重
,

这一 问题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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