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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北旱地小麦生产潜力及开发对策研究 

奎 至堕 谢惠民z韩思明s 
(1酉北农业大学费嚣与环境科学幕，z干旱中心．3农学幕，陕西桷瞳 712100) 

摘 要 连续8年的试验进一步表明．{冒北旱地小麦仍有巨大的生产潜力。采用以术肥 

高效利用为中心的高技节术耕作法。选用抗旱高产 良种，实行科学配方施肥。适期播种培育壮 

苗。建立合理的群体坫掏等综合配套技术·就可使旱地小麦蕴藏的生产潜力得以挖掘·在 10 

年中．至步有7年产量可达 6 000 kg／hm 。丰术年达7 500 kg／hm‘以上。 

关键词 望 呈监，当 堂垄： 蔓 
中囝分类号 $512．101 

小麦是渭北旱地重要的粮食作物。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果品等多种经营面积的不 

断扩大，人均占有粮田面积愈来愈少。为了保证粮食供应，努力提高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便 

成为今后发展粮食生产的主攻方向。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旱地小麦产量有了一 

定提高，每公顷产量多在 3 000 kg左右。但作为旱地重要粮食作物的小麦增产潜力究竟 

有多大，还有无潜力可挖，为了探明这一问题，本研究在渭北旱塬的乾县吴店乡三合村，从 

1987年开始进行了连续 8年的旱地小麦生产潜力及开发对策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方法 

旱地小麦最大气候生产潜力运用联合国粮农组织范 ·费尔图依森(H．T．Van 

Velthuisen)先生 1981年来华讲学时介绍的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采用的作物最大生产 

力测定法进行估算“’；田问试验均设在夏闲地上，采用地力、品种、密度相结合的方法，按 

施N 5 kg，配合P：Os 4 kg生产100 kg籽粒估算，把地力由小麦产量3 000 kg／hm 培肥 

到 9 000 kg／hm ，共5级；品种选用在当地生产潜力大的良种；密度分 180，270，360 

万粒／hm 3级，小区面积 5 m×5 m，夏闲期采用常规耕作法，麓肥按设计要求，播前结合 

整地一次施入，播种采用人工开沟，按密度计算出每行播量，按行溜种。收获时去掉边行， 

分区单收计产。 

播种前，选 3点分层测定土壤含水量，计算出 0~200 crtt土层土壤平均贮水量。 

1．2 试验年度气候状况 

从1988~1995年，光热与多年平均值接近，但自然降水年际间变化很大。其中有两年 

(小麦生产年度，下同)比较干旱，降水量为450~500mmI有 3年特别干旱，降水量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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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10~430 mril；有 3年比较风调雨顺，降水量为 600~660 rnm 

2 结果与分析 

2．I 旱地小麦最大生产潜力理论值 

旱地小麦最大气候生产潜力。是指选用最适宜当地种植的小麦品种，并假定土壤的环 

境良好、群体结构合理、栽培管理得当、无病虫害及其它自然灾害威胁，在多年平均太阳幅 

射量、热量及降水条件下，小麦所能达到的最大生产力。试验区域小麦最大气候生产潜力 

估算结果为 8 079．0 kg／hm ，每毫米降水生产粮食可达 0．92～1、24 kg．从估算结果看 

出，渭北旱地小麦蕴藏着巨大的生产潜力。 

2、2 旱地小麦生产潜力试验值 

旱地小麦生产潜力试验值是选用最适宜的小麦良种、最佳施肥配方和科学管理技术， 

在当年光、热、水等气候条件下所能获得的最高产量。这个数值表明当地可能实现的最大 

小麦生产力，有较好的代表性和实用价值。8年的田间试验结果见附表。 

附表 旱地小麦生产潜力试驻结果 

由附表可得出以下几点：①旱地小麦确实蕴藏着巨大的生产潜力。试验的8年里。有 

5年小麦产量比较好，最高产量在 6 000 kg／hm。以上。特别是在降水仅有 46O～500 mm 

的 I988和 1990年，小麦产量亦分别达到 6 267．0 kg／hm 和 6 502．5 kg／hm ．因此，只要 

采取先进的综台栽培技术措施，在1o年里至少有7年旱地小麦产量可达6 000 kg／h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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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水年达 7 500 kg／hm 以上 

②旱地小麦产量年际间变幅大。旱地小麦产量受全生产年度自然降水的影响较大，降 

水较多的年份，小麦产量可达 6 OOO kg／hm ，甚至 7 500 kg／hm 以上}但在降水特别少的 

年份，小麦的产量仅有3 000 kg／hm 左右。这充分说明降水量少、干旱缺墒和降水分布不 

均匀，是造成旱地小麦产量年际间变幅大的重要原因 

③小麦具有极强的抗旱适应性。据多年观测，小麦可在上下土层含水量仅约有 1O 

的情况下，顽强地继续生长．并有较好产量。如 1991~1992生产年度，不仅底墒差(夏闲期 

降水量 185．6 ram)．且小麦生育期仅降水 124．8 mm，并多为无效雨，小麦生长虽受到严 

重影响，植株很矮，但试验地小麦产量也达 3 000 kg／hm 左右，水分生产效率达 0．9 

kg／mm．1993~1994和 1994~1995年两个生产年度也 比较干旱．试验地小麦产量仍 

达 3 000~4 500 kg／hm ，水分生产率达 0．8 kg／mm以上，说明小麦具有极强的抗旱适应 

性 ，这是旱地小麦生产潜力较大的重要原因 

④小麦产量随施肥量的增加而提高(降水正常年份)。在降水正常或稍多的 1991和 

1993年，小麦产量随施肥量的增加而提高，最高产量分别达 6 7"42．5 kg／hm 和 8 227．5 

kg／hm ，其水分利用率也随产量的提高而逐步提高，最高为 1．O～1．1 kg／mm．这说明在 

正常降水(夏闲期降水 311．1 mm，小麦生长期降水 273．1 mm)条件下，旱地小麦产量达 

到 6 000~7 500 kg／hm ，施肥是实现高产的关键。 

⑤水分是限制小麦产量的主要因索(降雨特少年份)。在降水较少的年份(降雨量少于 

350 mm)，因干旱的影响，施肥多少对小麦产量已无明显效果，施肥过多，小麦产量不仅不 

会提高，反而对小麦生长发育还产生负的作用 这说明，在特别干旱的年份，水分成为限制 

旱地小麦产量的主要因索。 

2．3 旱地小麦生产挖潜对策 

2．3．1 采用高效节水耕作法 干旱缺水和自然降水年际间不匀衡是渭北旱地农业生产 

主要的自然灾害之一．因此，实现旱地小麦高产必须贯彻无旱要防，有旱要抗的原则，以蓄 

水保墒为中心，尽量采用有利于蓄承保墒的耕作方法。一般情况下，利用旱地土层深厚、质 

地琉松、贮水能力强的特点，进行伏前深翻，深度达 22 cm以上，深翻后免耕多耙．合口过 

伏，即能较好地蓄住天上雨，保住地下墒，保证适时播种，出苗整齐。 

在有条件的地方，可运用深翻(或深松)加残茬覆盖或微型聚水保墒等耕作方法，将有 

限的降水最大限度地贮藏和保存于土壤之中，变不均匀的降水为比较稳定的供水，克服降 

水与作物需水不相吻合的矛盾，使有限的降水得到最有效地利用。据播前测定，2 m土层 

内，深翻加残茬覆盖(6 000 kg／hm )较深翻不 覆盖 多蓄水 41．9 mm{深松加残茬覆盖 

(6 000 kg／hm )较深翻不覆盖多蓄水 53．1 mm．特别是残茬覆盖后能使土壤上层长期保 

持疏松和湿润状态，对播种、出苗极为有利。同时每平方米 20 cm土层内蚯蚓敦较不覆盖 

多50余条。微型聚水保墒耕作法具有显著的聚水保墒、增温和促进有机质矿化的作用，据 

测定，夏闲末 2 m土层内，平作蓄水量为 452．4 mm，垄作覆膜蓄水量为 495．9 mm，垄作 

覆膜盖草蓄水量为 515．6 mm，垄作覆膜盖草较平作不覆盖多蓄水 63．2 mm，蓄水率达 

57．1 ，比对照提高 25．9 ． 

2．3，2 选择抗旱高产良种 不同的小麦品种，具有不同的生态适应性。据多年观测，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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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以选择分蘖力强、根系发达、植株较高、叶片偏窄、小穗排列较松散、冬性或弱冬性的 

高产优质抗病品种为宜，这样的品种一般具有较强的抗旱适应性 ，增产 15 ～l8％．为了 

适应气候的变化，一个生产单位应有 2～3个良种以备选用，搭配种植，降水正常或偏多年 

份，宜选用中杆高产品种，偏旱年份，宜选用中高杆稳产品种。据研究，在降水正常或偏多 

年份．选用长武 1 31、西农 34—9、陕 229等品种，株高 85 cm左右，产量均达 6 000 kg／hm 

以上{在降雨偏少的干旱年份，采用抗旱性较强，抹高100 cm左右的西农旱丰一号、晋麦 

20，产量也达3∞0～4 500 kg／hm ． 

2．3．3 实行科学配方施肥 增施肥料，科学配方施用，是降雨正常年份实现旱地小麦高 

产优质的关键。有机无机肥结合、氮磷肥配合．可使肥料效果充分发挥，使有限自然降水的 

利用率得到充分提高。据多年试验，旱地小麦产量欲达6 000 kg／hm 以上，中等肥力地块 

需施 Nl5O～180 kg／hm 、配施 P2Os12O～150 kg／hm ，N，P2O5—1 t 0．8；肥力较高的地 

块重施磷肥，氮、磷比可调整为 1，1}瘦薄地重施氮肥．N P O；选用 1 t 0，6． 

氮磷肥与有机肥配施，不仅能补充氮、磷养分，而且可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及氮、磷贮 

量，改善土壤性状，增强抗旱能力，其增产作用也更明显。施有机肥 37 500 kg／hm ，并配合 

施 N 135~150 kg／hmz,PzOs120 kg／hm ，小麦幼苗生长健壮、根系发达、叶色深绿、成穗 

率高．产量达 6795．0 kg／hm ，较不施有机肥增产15．4 ．小麦氮素化肥作底肥以碳酸氢 

铵为好，施肥深度应在 15 cnl以下。碳酸氢铵作底肥比用尿素作底肥多增产 20．O ，深施 

比浅施多增产 46．2 ． 

2．3．4 适期播种培育壮苗 壮苗是旱地小麦高产的基础。壮苗有发达的根系，耐旱、耐 

寒、抗逆性强。壮苗的标准，冬前达到三大二小五个蘖，十条根系七片叶，叶片宽厚颜色深， 

爬在地上不起身。培育壮苗的关键是适期播种，渭北各县小麦播期一般是北部早于西部、 

西部早于东部。据试验，乾县北部旱地小麦最佳播期，北部的关头、峰阳一带以 9月 15日 

至20日为宜；南部的铁佛、乾陵一带，以9月20日至 25日为宜，中部的吴店、阳峪、梁山 
一 带，以9月 2O日前后为宜。 。生产中往往会有干旱和降雨的影响，要灵活掌握，旱年气 

温高时宜推迟 4～5 d，涝年气温低时，可在适宜插期内提早 2～3 d．播种方法可采用沟播 

机播种，沟播机能集开沟、施肥、下种、复土、镇压多遭工序为一体，具有保墒、增温，挡风拦 

雪，减少蒸发，防寒、防冻等功效。 

2．3．5 建立合理群体结构 台理的群体结构，是旱地小麦高产的保证。生育期田间管理 

的中心任务是运用调控措施，使小麦按照最佳形态生理指标健壮生长。研究表明，旱地小 

麦产量 6 000 kg／hm 以上，在选用高产品种、适期播种的基础上，每公顷搔量 300～360 

万粒 ，基本苗 270~300万株，冬前总茎数 1 050~1 Z00万，春季总茎数 1 200～1 350万， 

成穗 51O～540万，穗 -冬前茎数 t春季茎数比为 1 t 2．14-2．43；每穗粒数 32～34粒， 

千粒重 39~41 g，穗 t粒 t重比为 1 0．94-1_14}最高叶面积系数 6．35，成熟期地上部 

干物质积累量 1 285．9 kg，其经济系数为 35 左右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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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 Productivity and Developmental Countermeasures 

of Wheat in Weibei Dry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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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eight—year study shows that the wheat on W eibei dryland has the 

tremendous potential productivity．If the comprehensive perfection techniques of high 

efficient water—·save tillage method centered around the high effective fertilizer utiliza-- 

tion，the selection of drought—resistant and high—yield varieties，the practice of scientifi— 

cally prepared fertilizers， the suitability of sowing period，the cultivation of robust 

seedling，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rationaI population structure are adopted，the poten— 

tim productivity of dryland wheat can be tapped．At least 7 OUt of 10 years，a yield of 

6000 kg／hm in normal rainfall years and 7500 kg／hm in rich rainfall years can be 

reached． 

Key words W eibei dryland，potential productivity，wh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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