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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南半干旱区农田微集水种植技术效 

王篮堕，整遗 王龙昌，贾志宽 
(西北农韩科技大学 干旱中心 ，陕西 扬瞳 712100) 

[摘 要] 在半干早偏早地区采用微集水种植拄术可使作物产量增加 ，水分利用效率提 

高 ，特别是当季降雨的水分利用效率提高，而经济效益删在不同作物间存在较大差异。2年定 

位试验结果表 明，生育期长、生产潜力大的作物产量增幅较大，且在产量增加的同时提高 了农 

户的经济收益；5种作物产量增幅依收为玉米>谷子>小麦>豌豆>麋子，玉米为首选种植 

的作物 ，糜子 、豌豆则不宜采用该方法种植 

[关键词] 嫌水种植；水分利用效率；半干旱地区 唯舳r茔 
[中圈分 类号] $342．1 [文献标识码] A 

宁南半干旱地 区，降雨量小，气候干燥多风，夏闲地土壤蓄墒率 so~叫，提高当季降 

雨的水分利用效率则成为提高该类型区粮食产量的有效途径。农田微集水种植技术能够 

充分利用当季降雨，提高水分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作物产量跚，为提高该类型区农业生产 

水平提供了一条较理想的途径，但其方法是以相对增加投入达到增产为目的的，是否具有 

良好的应用前景，则必须对增产增收效益进行综合分析 ，才能为其推广提供依据 。 

，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玉米、小麦、谷子、糜子品种分别为西农 11号、定西 8275、大同 14、陇糜 6号；豌 

豆采用当地农家品种。地膜采用 8 ×900 mm 微薄膜。 

1．2 试验设计 

试验于 1996—10至 1 998—09在国家宁南早农试验区(宁夏海原县李旺镇二道沟村)进 

行。试验地选择平缓早地 ，按垄 ：沟=1：1设处理 I(垄+沟=60 cm+60 cm)、处理 I 

(垄+沟=75 cm+75 cm)两种处理，以不起垄平作为对照。1996—10中旬在试验地 内按等 

高线起垄(起垄后连续进行两年试验 ，仅对沟进行翻耕 ，第 2年播种前整理)，垄高 1 5 cm， 

拱型 ，播前垄面覆膜。在同一试验地内选择土壤水分合适茬 口进行轮作。 

1．3 实施及条件 

试验处理和对照均按尿素 75 kg／hm 、磷酸二铵 75 kg／hm ，于 3月上旬用条播机施 

人，深度 10 till。仅玉米在 7月上旬追施尿素 225 kg／hm 。试验的播种、收获时间及密度 

等见表 1。5种作物均采用条播机播种，管理方法与大田同类作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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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7年小麦、豌豆生育期内降水 45．5 mm，玉米、谷子、糜子生育期内降水 177·9 

mm，属严重干旱年；1998年小麦、豌豆生育期内降水 183．2 mlTl+玉米、谷子、糜子生育期 

内降水 302．5 mm，属多雨年。 

衷 】 试验实施情况 

1．4 计算方法 

作 物产量 、播 种量和施肥量 以沟垄总面积计算j地膜投入为 525．0：~／hm (52．5 

kg／hm ×10．O0元／kg)。 

2 结果与分析 

2．1 增产效果 

1997年作物生长季降雨较少，播前 土壤水分含量较高，处理 l，Ⅱ的小麦、玉米、谷 

子、豌豆 、糜子均较对照增产，其 中处理 I增产分别为 71．3 ，64．4 ，105．8 ，59．3 和 

12．4 ，处理 I增产分别为 38．6 ，39．4 ，90．4 ，37．2 和 2．7 ；1998年作物生长季 

节降雨较多且时间分布均匀，播前土壤含水量低 ，处理的小麦 、玉米、谷子、豌豆、糜子亦表 

现增产趋势，处理 I增产分别为 86．3％，72．6 ，83．9 ，100．5 和 6．2 ，处理 I增产分 

别为 63．5％，63．4 ，53．2％，79．9％和 2．8％。1998年两种处理的小麦 、玉米、谷子、豌 

豆 、糜子 平 均单 位 面积 产量 较 1997年分 别增 加 928．5，3 362．5，3 048．7．750．4和 

890．5 kg／hm。，对照单位面积产量较 1997年相应增加 459．5，1 771．2，1 981．3，319．9和 

892．8 kg／hm ，处理 的增产量较对照提高102．o ，89．8 ，53．9 ，134．6 和 0．3 。两 

年结果表明(表 2)，处理 I 5种作物产量明显高于处理 I，其原因在于处理 I单位宽度内 

垄的数量比处理 I多 ，边行的数量则相应增加，且由于沟的宽度较小中问行受水分改善的 

影响高于处理 I。以上分析表明微集水种植能够充分利用土壤水分和当季降水，提高土地 

生产能力t其中处理 I效果更好。 

表 2 各种处理、作物的平均产■ kg／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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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水分利用效率 

不 同作物的水分利用效率见表 3。表 3表明，1 997年采用微集水种植的 5种作物平均 

水分利用效率较对照提高3．0 ～84．5 ．1 998年为 2．7 ～93．5 ；1 998年小麦、玉米、 

谷子、豌豆、糜子的水分利 用效率 ，处理较 1 997年分别提高 1．77，7．92，4．90，7．O8和 

2．10 kg／‘(ram ·hm )，对 照 较 1 997 年 分 别 提 高 0．20，4．93，3．10，1．22 和 

2．08 kg／‘(ram ·hm )，即在相 同的土壤水分和降雨条件下 ，处理较对照水分利用效率有 

较大幅度的提高。表明微集水种植能够提高水分的利用效率，特别是当季降雨的利用效 

率。其原因在于干旱年份(1 997年)作物生长所需水分的供应主要取决于土壤蓄水量，适 

当减小作物群体和减少土壤蒸发损失，促进作物个体的正常生长，有利于水分利用率的提 

高；多雨年(1 998年)播前土壤底墒差，作物生长所需水分主要来源于生长季节降雨，降雨 

经再分配后增加人渗深度和减少蒸发损失，使作物水分供应得到改善。 

表 3 不同作物的水分利用效率 kg／(ram·hm：) 

桂 ：表中处理值为处理 I和处理 l的平均值 下表 同。 

2．3 效益分析 

根据 1 999年大面积示范农户实施结果分析，微集水种植起垄、覆膜增加的投工可与 

减小的播种 、中耕 、收获投工和节约种子相抵或略有增加 。因此 ，经济效益比较不考虑增加 

的用工量，即微集水种植成本仅增加地膜投2~(525元／hm。)。表 4结果表 明，采用微集水 

种植因作物种类不同所取得的效果有所差异 干旱年份种植 玉米和谷子能够增收，其余 

3种作物增产不增收；多雨年份除糜子外，另 4种作物均能增产增收。从不同年型的表现 

看，种植玉米效果最好，其次为谷子，糜子效果最差。因此，在选择种植作物品种时，应考虑 

增产潜力、市场价格和销路 。玉米为首选作物，其次为谷子，糜子则不宜采用该方法种植。 

表 4 各种作物产值殛收益比较 元，hm： 

注：小麦、玉米、谷子、魏豆、麇子的市场竹分捌为 1．40．1．O0，0 70，1 80，0．60：~／kg；较对用收益一处理产值一对 

照产值一525。 

2．4 作物种类对微集水种植效果的影响 

前茬作物、带型、作物生育期降雨量和作物种类等都会对微集水种植效果产生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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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其 中前 3个 因素的影响在文献[2]中已作 l『详细的分析，这里仅分析作物种类对微 

集水种植效果的影响。 

在同一条件下 ，不同作物的生产潜力存在较大的差异。处理的小麦、玉米、谷子 、糜子 

产量与当地的水分生产潜力 呈显著正相关(1997和 1998年相关系数分别为 0．911 1和 

0．936 4)，对照与水分生产潜力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712 6，0．757 2) 这表明作 

物种类是影响微集水种植作物产量的一个重要因素，生产潜力大的作物产量增加幅度较 

大。5种作物的增产幅度依次为：玉米>谷子>小麦>豌豆>糜子，这与作物的生育期长 

短和生产潜力有关 ，生育期长、生产潜力大的作物增产效果 明显。原因在于微集水种植改 

善了作物水分供应状况，作物生长期间水分再分配对作物生长影响作用持续时间的长短 

不 同所致。小麦、豌豆生育期短、生产潜力较小 ，从而导致增产幅度较小，而玉米、谷子生育 

期长且生产潜力较大，增产幅度较大。糜子的生育期较长但其生产潜力小，即使肥水条件 

有较大改善，群体和个体同时增加才能使产量得以提高，而微集水种植却是以减少群体数 

量来促进个体产量的增加来提高整体产量。 

S 讨 论 

本试验首次采用定点试验，对当地 5种主要粮食作物进行微集水种植技术研究 ，以期 

得到适应本地区提高土地生产力和水分利用效率的方法，其玉米的增产效果与曹玉琴 

等 在甘肃定西进行类似试验相近；本试验糜子增 产效果较小 ，与胡希远等0 在宁夏海原 

进行糜子沟垄栽培试验有较大差异。 

作物种类不同，采用微集水种植后其群体受影响的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大株作物和 

小株作物采用相 同的沟垄宽度，小株作物 因垄占用了地面而使群体相对减小 ．即使个体产 

量大幅度提高，整体产量的提高也受到限制；太株作物不会 因垄 占用地面而减小群体，相 

反，以保证密度为前提，尽可能增加垄的宽度，使集 水和保墒效果更好 即大株作物的群体 

不会因采用集水措施而变化，只是个体产量随其他条件 (主要是降雨量)的改变而变化。 

1998年大面积示范是在 3月中旬至 4月上旬起垄，4月 2O日降雨约 20 mm，农户根据市 

场需求和价格，选择种植食用葵花，取得了较好的效益(接近当地扬黄灌溉水地)，则可以 

说明在宁南半旱偏早区傲集水种植有较好的适应性，可根据春季降雨时问和雨量灵括选 

择作物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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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echnique of micro—water harvesting 

plant in semiarid area of South Ningxia 

WANG Jan—peng，tIAN Qing—fang，W ANG Long—chang，JIA Zhi—kuan 

(Center of Research o T Arid a．d Semi aHd Area．North~ t 5⋯  a．d Technology 

Uni~rsity Agr~cullure and Forestry-Yangli~rg· k 口一 712100·Chb ra) 

Abstract：In arid snd semi—arid areas，the planting technique of micro—water 

harvesting can increase yields of crops and water using efficiency(W UE)，especially for 

W UE of the planting season rainfal1．The econom ic benefit has great difference among 

five crops．The resuhs of tWO years oriented experiments show that crops of long 

growing time and great potential production have high yield raising，and farmers gain 

more income．The yield increase of five crops is：corn> millet> spring wheat> pea>  

panic．Corn is the priority of planting crop，but this technique can't be applied to panic 

and pea． 

Key words：micro—water harvesting plant；W UE；semi—arid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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