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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县中南言罐区
“衅良田开发综含酒穗鼓术研究

“

韩思明
`

李 岗
2

谢惠民 韩少明
“

张文涛
3

1 (西北农业大学农学 系
,

2 西北农业大学 农化 系
,

陕西杨陵 71 21 0的 (3 乾县农技中心
,

陕西乾县 7 13 30 0)

摘 要 1 9 9 1~ 1 9 9 3 年在乾县中南部灌区
,

通过采用高产优质品种
、

实行
“

三密一稀
”

种

植
、

科学配方施肥
、

建立合理群体结构及科学管理等综合配套技术
,
3 年累计开发吨粮 田 2

.

07

万 h m
, ,

达标 1
.

39 万 h m , ,

产量达 1 5 t
h/ m ,

以上
.

试验证明
,

吨粮田的建设与开发是大幅度提

高粮食产量
、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措施
,

对解决人多地少
、

人增地减
、

粮食瞪乏的社会问

题有深远意义
。

关键词 吨粮田
.

综合配套技术
,

乾县中南部

中图分类号 5 5
一
5 5

,

5 5 2 2
一

3 3
,

5 5 1 3
一
3 3

吨粮田开发是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
、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

实现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一

项战略措施
,

现 已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
。

乾县是陕西省重要的粮食基地县之一
,

境内气候

条件优越
,

光
、

热
、

水资源比较丰富
; 地势平坦

,

土壤肥沃
,

养分含量较高
,

耕性良好
;农 田水

利设施完善
,

灌水条件好
。

当地种植的主要作物小麦
、

玉米增产潜 力很大
。

据测定
,

两料合

计
,

气候生产潜力可达 22
.

5 t/ h m
Z

以上
。

这些条件对吨粮田开发是极为有利的
。

19 9 1~

19 9 3 年
,

我们在乾县中南部
,

进行了试验研究和 田间调查
,

吨粮田开发的综合配套技术已

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
。

1 选择最佳种植模式

乾县中南部实现吨粮 田的最佳种植模式是小麦套种玉米
,

其原因有
:

1) 套种能克服季节紧张造成的
“
恶性循环

” ,

保证小麦
、

玉米都能种在高立期
。

研究证

明
,

乾县中南部灌区的适播期
,

小麦在 9 月 25 日至 10 月 5 日
,

玉米在 5 月 20 日至 6 月 10

日 ;
高产期

,

小麦是 10 月 1 日前后数 日
,

玉米是 6 月 1 日前后数 日
。

然而这个地区的热量

资源一料有余
,

两料不足
,

收种季节农时特别紧张
。

两茬复种
,

小麦
、

玉米都很难在高产期
,

容易造成产量低而不稳
。

采用两茬套种
,

玉米于麦收前 (7 ~ 10 d) 的高产期 内套种于小麦

行 间
,

即利用了有利的时空效应
,

秋季玉米收获较早
,

又 为小麦种在高产期打下了良好基

础 「̀ 」。

试验证明
,

两料都种在高产期
,

仅此一项就能增产粮食 12 0 0一 1 5 0 0 k g / h m
,

.

2) 套种能使玉米生育提前
,

避开后期低温对灌浆的不良影响
。

玉米是喜温作物
,

后期

灌浆 所需的 日平均温度为 24 ~ 20 ℃
,

低于 19 ℃灌浆受到影响
,

低于 16 ℃灌浆停止
工2] 。

乾

县 中南部 9 月 10 日以后温度常常满足不了玉米灌浆要求
,

特别是一遇到阴雨连绵
,

温度

下降到 2 0
’

C 以下
,

玉米灌浆不饱
,

产量降低
。

因此实行两茬套种
,

播种提前
,

既能争取玉米

前期高温快长
,

又 可使灌浆期提前
,

避免后期低温对玉米灌浆的不 良影响
。

据测定
,

套种玉

收稿日 期
: 19 9 4一 ( ) 2

一

2 8

* 省农办资 助项目
;

本研究项 目获陕西 省农林科技进步 一等奖及陕西 省科技成 果推广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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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比复种玉米单穗粒重增加5 29
,

千粒重增加 50 9
,

每公 顷可多收玉米 1 6 8 0 k g ,

增产

20 % 以上
。

3 )套种有利于选择增产潜力大的品种
,

充分利用当地光热水资源
。

吨粮田生产中
,

小

麦与玉米在产量构成中所占比重
,

主要由它们各自的生产潜力所决定
。

玉米是植株高大的

C .

作物
,

其生产潜力远 比 C
:

作物小麦大 (玉米约为小麦的 1
.

5 倍 )
。

所以在吨粮田产量构

成 中
,

玉米应占主要地位
。

再从各地 已成功的吨粮田分析
〔’

,
` 1
看出

:

小麦与玉米的产量在构

成吨粮中的比例应以 4 , 6 较为合理
,

亦即玉米产量应 比小麦高 2 00 k g
,

达 60 0 k g 以上
,

才能确保吨粮 目标的实现
。

因此
,

在策略上应是保小麦
、

攻玉米
。

要攻玉米就必须选用增

产潜 力大的高产品种
。

据研究
,

玉米的产量高低与生育期长短关系密切
。

一般是早熟品种

增产潜力小
,

中熟或晚熟品种增产潜力大
。

但是
,

乾县中南部从 6 月 10 日至 9 月下旬活动

积温只能满足早熟和中早熟品种的需求
。

所以
,

套种便为 中熟或中晚熟品种
,

甚至晚熟品

种的选用提供了可能
。

试验证明
,

采用中熟或中晚熟品种可 比早熟品种增产粮食 1 5 0 0~

2 2 5 0 k g / h澎
,

增产 25 % 以上
。

同时
,

采用套种还可避开三夏争劳
、

争水矛盾
,

在秋季可为

小麦的施肥
、

整地提供充裕的时间
,

保证小麦种在高产期
。

2 确定最优种植带型

种植带型是吨粮田开发中的关键性问题
,

它直接影响着两料作物产量的高低
。

乾县中

南部小麦
、

玉米套种达吨粮田的最优带型
,

可从本试验结果 (表 l) 看出
。

表 1 不同带型的产 t 结果 k g h/ 耐

带 型
配 比宽度

麦带
:

空带

1 8 e m 等行

小 麦 玉 米

实播面积 ( % ) 产 t 行距 c( m ) 产 t
两料合计产 t

满种

三 密一稀

四密一稀

五密一稀

六密一稀

3 6 : 30

5 4 : 30

7 2
一 30

9 0 x 30

10 0
.

0

8 1
.

8

8 5
.

7

8 8
.

2

9 0
.

0

5 7 7 0
.

5

5 7 2 1
.

0

5 8 4 5
。

5

5 9 4 4
。

5

6 1 1 2
。

5

7 2

6 6

8 4

1 0 2

1 2 0

8 4 0 3
.

0

9 6 4 2
.

0

8 9 4 7
.

5

8 10 4
.

5

7 3 18
.

5

1 4 38 3
.

5

1 5 36 3
.

0

1 4 79 3
.

0

1 4 04 9
.

0

1 3 43 1
.

0

注
:

试验小麦品种为郑州 8 9 1 ; 玉米品种为掖单 13 号
,

密度 67 5 00 株 h/ m
’

1 )小麦产量随实播面积的增加而有规律的依次增加
。

说 明空带一定
,

播带越宽
,

小麦

产量越高
。

带型各处理与满种相比
,

虽然少种了一行麦
,

但依靠边际效应的补偿作用
,

除
“
三密一稀

”

外
,

其他三处理不但没有减产
,

反而还略有增产
。 “

三密一稀
”
的产量虽略低于

满种
,

但差异很不明显
。

2) 玉米产量随行距加大
、

株距缩小呈有规律地依次降低
。

说明密度一定 (均为 64 50 0

株 h/ m
,
)

,

行距越大
,

玉米产量越低
。

在各处理中以
“

三密一稀
”
行距 “ 。 m 的产量最高

;

“
六密一稀

”
行距 1 20

。 m 的产量最低
。

这与玉米单株占有的营养面积越来越不合理有关
。

3) 两料产量合计以
“
三密一稀

”

最高
,

总体效益最好
,

达到 了吨粮田 目标 ;
其次是

“
四密

一稀
”

较接近吨粮田 目标
。

由此可见
,

小麦
、

玉米套种实现吨粮田以
“
三密一稀

”

带型较好
。

它既有利于保证小麦产量
,

也有利于主攻玉米高产
。

带型确定之后
,

在实施过程中必须按规格播种
。 “

三密一稀
”

为
:

小麦一般行距 16 一 18

c m
,

连续种 3 行空 1 行
,

空行 30 一 33 c m
.

玉米在麦收前 7一 10 d
,

于空行内套种
。

小麦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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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玉米时作业难度大
,

不易达到一播全苗
。

要采取精选种子
、

足墒播种
、

加大播量
、

单行机

条播
、

出苗后及时管理
、

早锄地
、

早防虫
、

早间苗定苗等措施
,

力争达到苗全
、

苗齐
、

苗匀
、

苗

壮
。

3 采用高产优质品种

小 麦选用 大德型品 种 如咸农 1 7 3
、

绵阳 9 号
、

小堰 10 7
.

据研究 5j[
,

大穗型品种在高

产栽培中具有多方面的优势
:

一是产量优势
,

通常较多穗型品种更易高产
; 二是光合优势

,

上三叶光合作用时间长
,

尤其是剑叶的叶面积大
,

光合产物多
; 三是抗倒优势

,

多数大穗型

品种茎秆粗壮
,

抗倒伏能力强
; 四是群体优势

,

大穗型小麦每穗 35 ~ 40 粒
、

千粒重 40 一 45

g
,

每公顷只要 45 0~ 52 5万穗
,

即可获得 6 0 0 0 k g 以上的产量
。

这不但可以解决群体过大

造成倒伏影响高产的问题
,

而且可以解决高产肥水运筹的后顾之优
。

玉米选 用紧凑型优 良杂交种 8j[ 如掖单 12
,

13
.

其 突出特点
,

一是株型紧凑
,

耐密性

强
,

在高密栽培条件下
,

仍能保持较好的透光性
; 二是 叶面积指数高

,

能截留最大的光量
,

积累较多的干物质
;
兰是抗逆性强

,

抗倒伏
,

经济系数高
,

有极高的生产潜力
,

只要栽培得

当
,

产量均可达 9 0 0 0 k g / h m
,

以上
。

4 建立合理的群体结构

合理密植是高产的基础
。

过去小麦习惯大播量
,

高群体
,

而玉米的种植密度一般却往

往偏低
。

各地实现吨粮田的经验是小麦适当减少播量
,

以分萦成穗为主
; 玉米适 当增加密

度
,

以穗多取胜 .7[ 幻
。

本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策略是正确的
.

4
.

1 小麦的合理密度

表 2 小麦密度试验结果

品种
荃本苗

(万 / h m
Z
)

很数
(万 / h m

艺
)

移拉数 千 拉重
( g )

产量
( k g / h m

z
)

00内了1几通
压户匕ō舀11任̀几卜

...

……
月了比bōbǹ,几0月, ,ó0几̀,̀,̀勺d六J,J九Jnj内」郑州 8 9 1

咸农 17 3

莱州 9 5 3

15 0

22 5

3 0 0

15 0

2 2 5

3 0 0

15 0

22 5

3 0 0

5 5 3
.

5

6 0 4
.

5

5 9 7
.

0

4 4 5
.

5

4 9 2
.

0

4 8 1
.

5

4 4 1
.

0

4 8 1
,

5

4 7 7
。

0

4 1
。

0

40
.

3

4 0
.

0

4 3
.

1

4 2
.

0

4 1
.

6

4 5
.

0

4 3
.

5

4 2
.

3

5 83 8
.

0

6 34 9
。

5

5 6 7 1
.

5

5 9 2 9
.

5

6 11 7
.

0

5 8 1 2
.

5

6 1 6 5
.

0

6 4 5 7
.

5

5 9 4 1
.

5

从表 2 看出
,

小麦基本苗以 2 25 万株 h/ m
Z

的成穗率最高
,

产量也 以基本苗 2 25 万株

的最高
,

1 50 万的次之
.

大穗形品种莱州 95 3 和咸农 1 73 产量达 6 0 0 0 k g ,飞m
,

以上
,

以每

公顷成穗 45 0 万株左右较好
。

近几年的生产实践告诉我们
,

目前推广的品种
,

穗数潜 力已

不是很大
,

而穗粒重却有潜 力可挖
。

所以稳定穗数
,

提高穗粒重
,

是单产进一步突破的可行

途径
。

综合我们的试验和多年的调查资料
,

吨粮田小麦欲达 6 00 o k g h/ n 1 2
.

比较 合理的群体

动态和产量结构模式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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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1
.

1 大越型品种 基本苗 2 10一 2 4 0 万株 / h m
, ,

冬前群体 9 0 0 ~ 1 0 5 0 万株 / h m
, ,

越冬

主茎叶龄 6 叶至 6 叶 1 心
,

单株分粟 5 ~ 6 个
,

三叶大孽 2 ~ 3 个
,

次生根 7一 8 条 ; 春季群

体 1 2 0 0一 1 3 5 0 万株 / h m
, 。

产量结构为 4 5 0一 5 2 5 万株 / h m
Z ,

穗粒数 3 0 ~ 3 5粒
,

千粒重 4 0

~ 4 2 9
.

4
.

1
.

2 多穗型 ( 中 I司型 )品种 其基本苗 1 8 0一 2 1 0 万株 / h m
, ,

冬前群体 1 0 5 0一 1 2 0 0 万

株h/ m
, ,

越冬主茎叶龄 6 叶 l 心至 7 叶
,

单株分萦 6 ~ 7 个
,

三叶大粟 3 ~ 4 个
,

次生根 8~

10 条
,

春季最大群体不超过 1 5 0 0 万株 h/ m
,

.

产量结构为每公顷 5 25 ~ 600 万穗
,

穗粒数

2 8一 3 0 粒
,

千粒重 3 8一 4 0 9
.

4
.

2 玉米的合理密度

表 3 夏玉米密度试验结果

密 度
(株 /h m

Z
)

德 数
(德 / h m

Z
)

穆拉数
(拉 )

6 12
.

6

56 3
.

9

5 1 1
.

3

4 23
.

1

千粒重
( g )

单株粒重
( g )

产 量
( k g /h m Z )

4 50 0 0

6 0 0 0 0

7 5 0 0 0

9 0 0 0 0

4 4 7 7 5

5 9 7 4 5

7 4 7 1 5

8 9 8 6 5

2 8 2
。

8

2 7 2
.

9

2 6 5
.

4

2 5 6
.

9

1 7 8
.

9

1 5 6
.

7

1 4 3
.

1

1 0 1
.

0

7 6 3 9
.

5

8 9 3 1
.

0

9 5 7 3
.

0

8 6 3 7
.

0

注
:

试验 品种掖单 13 号
.

从表 3 可看出
:

在构成玉米产量的三因素中
,

每公顷株数是 活跃的因素川
。

穗粒数次

之
,

千粒重相对稳定
。

因此在吨粮 田开发中
,

适当增加每公顷株数
,

力争不减少穗粒数和粒

重
,

乃是玉米创高产的最佳途径
。

吨粮田玉米欲达 9 0 00 k g / hm
Z

的产量结构模式是
:

每公 顷留苗 7
.

5 ~ 7
.

8 万株
,

实收

穗数 6
.

7 5 万一 7
.

5 万穗
,

每穗 4 5 0一 50 0 粒
,

千粒重 2 8 0 一 3 0 0 9
,

平均单穗粒重 1 2 5 ~ 1 50

g
.

5 实行科学施肥

吨粮 田产量较高
,

地力消耗很大
,

要保持地力不衰
,

达到持续高产
,

就必须从培肥地力

出发
,

增加肥料投入
,

并作到有机
、

无机肥配合
,

氮磷肥配合
。

几年的试验和大田实践结果

表明
,

在地力产量为 2 2 50 一 3 00 0 k g / h m
Z
(不施肥 )的情况下

,

要使小麦产量达到 5 25 0 ~

6 0 0 0 k g / h m
, ,

必须施有机肥 3 7
.

s t ,

纯氮 1 2 0一 1 2 5 k g
,

P
Z
O

、 7 0一 7 5 k g ; 玉米产量要达 9

0 0 0一 9 7 5 0 k g / h m
’ ,

需施纯氮 2 7 0 ~ 3 0 0 k g
,

P
2
O

5 9 0一 1 2 0 k g
。

两料共需施有机肥 3 7
.

s t
,

纯氮 3 90 一 42 5 k g
,

P
Z
o

。 1 60 一 1 95 k g
.

因吨粮田采用小麦套种玉米的种植模式
,

玉米施磷

肥较困难
,

因此
,

氮肥按小麦
、

玉米需要分别施入
,

磷肥根据其利用率低
、

有效利用期长的

特点
,

两料磷肥可一次施用
,

即在小麦播前整地时
,

将有机肥
、

全部磷肥作底肥施入
,

小麦

所需氮肥 80 %作底肥
,

20 %冬前 灌溉时追施
; 玉米所需氮肥

,

本着早施
、

前期重施的原则
,

在苗期施 30 %
,

7 叶展开时施 50 写
,

1 1 叶展开时施 2 0 %
.

综上所述
,

在乾县中南部灌区或类似地区
,

采用综 合配套技术
,

小麦
、

玉米两料实现吨

粮田是完全可能和可行的
。

其关键是在大面积开发中
,

对综 合配套技术的贯彻必须及时
、

认真
,

否则就难 以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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