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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作旱种在陕西关中地区的发展前景

郭 树 芳

( 陕西省农林学校 )

摘 要

本文介绍 了稻作旱种近年来在国内外的发展动态
。

阐述 了稻作旱种的特点

以 及在陕西关 中地区发展稻作旱种的可行性和广泛的 发展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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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目前国内外稻作旱种发展动态

近年来
,

稻作旱种在国内外受到广泛重视
。

特别是在水资源不很充足的 半 干 旱 地

区
,

稻作旱种已成为当前重要的农业研究课题之一
。

日本是开展这项 科研工作较早的国

家
。

早在 1 9 4 9年 日本就在灌溉水源不足 的一些地区 ( 例如九洲佐贺县 ) 进行小麦套种水

稻和苗期旱长的栽培试验
,

但由于栽培技术和管理措施不 当
,

致使出苗率差
,

产 量 不

高
。

所 以
,

这种栽培技术在当时发展缓慢
。

19 6 0年 以后
,

由于农村的劳 动 力 向城市流

动
,

农业劳动力不足
,

这种栽培技术又开始被 引起重视
。

从 1 9 6 4年以来
,

随着日本工农

业的迅速发展
,

需水量大幅度增加
,

一些地区灌溉水源极为缺乏
,

已无法再种水稻
,

因

而稻作旱种才真正得到广泛地推广和使用
〔 ` 〕 。

据 1 9 7 9年统计
,

日本水 稻 面 积 3 , 7 00 万

亩
,

旱稻 4 35 万亩
,

水稻直播 37 万亩
。

越南
、

菲律宾
、

泰国
、

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 稻 作

旱种
,

这时期也有发展
。

菲律宾不仅大量采用稻作旱种技术
,

还进行稻作旱种 育 种 试

验研究
,

培育出了适合于热带旱地生长的新品种
,

已在印度
、

孟加拉等国试种
,

亩产量

达 50 0斤 以上
。

该种栽培技术不仅在亚洲发展很快
,

而且在 中 美
、

西非等广大地 区也获

得了广泛应用
,

其种植面积 占水稻种植 面积的百分比依次为
:
利比亚 1 00 % ; 中美洲90 % ;

象牙海岸 89 % ; 巴西 77 % ; 孟加拉23 % ; 菲律宾动%
。

日本的农业科研人员在丘陵地区试验稻作旱种
,

不仅提高了单产
,

一

而且改善了旱稻

品质
。

日本佐贺县农业试验场
,

已经把稻作旱种列为试验场 的一项重要试验项 目
。

国际

水稻研究所 也开展了选育抗逆性强
、

矮秆
、

耐肥
、

高产
、

适应性强的旱种新品种的研究

工作
。

早在七十年代初期
,

找国北方一些省 ( 市 ) 曾进行过旱稻试种工作
,

但发展一直比

在本文撰写过程中
,

得到翟允提教授
、

杨大 章副教授审阅指导
,

吉殿威同志提供 了宝贵资料
,

在此一 并致谢
。

本文于 1 9 8 5年 1 0月 5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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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缓慢
,

直至 1 0’s o年 以后
,

随着生产责任制的贯 彻落实和天气干旱
、

水资源短缺
,

稻作

旱种才即被 引起重视
。

1 9 8 1年北方各省
、

区大面积试种 46万亩
,

到 19 8 3年发 展 为 1 30 万

亩
, 1 9 8 5年已达 2 00 万亩以上

。

其中河南省 19 8 3年仅有 1 0
.

5万亩
, 1 9 8 4年就达到 57 万亩

,

名列全国之首
。

北京市 1 9 8 。年不足 2万亩
,

玲 83 年达到1 2
.

5万亩 ; 河 : 1匕省深定地 区 1 9 8 3年

开始试种 ( 约 0
.

4万亩 )
,

198 工年达到 1。万亩
, 19 8 5年达 70 万亩

,
一

计刘以后将使其 种 植

面积增加到秋田面积的一半左右
。

陕西省关中地 区近几年才开始试种
, 1 9 8 4年千余 亩旱

种稻获得试种成功
, 1 9 8 5年在继续扩大示范的同时

,

又进一步进行推广种植
。

进行这项

工作的还有山东
、

辽宁
、

内蒙古
、

山西
、

天津等省市 区
。

我国稻作旱种除主要在北方地 区进行试种推广外
,

在南方一些水资源不十分充 足的

地区
,

如广东
、

福建
、

浙江
、

四 川
、

安微等省的丘陵地区
,

也进行试种
,

并受到当地群

众的欢迎
。

因此
,

旱种技术目前已由春播向夏播发展 ; 由水 田向传统的旱粮 区 ( 麦茬玉

米地 ) 发晨
; 由露地常规直播向地膜复盖

、

表田套种方向发展
。

二
、

稻作旱种的意义及经济效益

我国在旱种稻 的生产发展中
,

其类型很多
,

目前主要有两种形式
,

一是以选用水稻

中耐旱
、

早熟
、

高产的优质品种迸行旱种
、

旱管
,

此称之为水稻旱种
。

这类品种 在旱种

时
,

需水量较多
,

但丰产潜力较大
,

亩产在七
、

八百斤乃至千斤以上
; 二是以选用中

、

早

熟
、

高产优质的旱稻优良品种进行旱种
、

旱管
,

称为旱稻
。

这类品种生育期间需水量较

少
,

但丰产潜力较低
,

一般亩产四
、

五百斤
,

高者可达八百斤左右
。

在我省栽培的旱种稻中
,

因各地的具体条件不同
,

有选用水稻品种的
,

也有选用旱

稻品种
,

此统称稻作旱种
。

无论是选用水稻耐旱品种
,

还是旱稻品种
。

在栽培技术上
,

目前均采用旱直播
、

旱管理的方法进行
,

都适合在低湿易涝地或前旱后涝地或旱灌地种

植
。

这是我国在发展稻谷生产中的一项重要改革
。

稻作旱种具有省水
、

省工
、

便于机械化耕 作等特点
。

1
.

省水
。

根据 各地试验资料表明
:

旱种稻 比水稻一般可节省水二分之一到三分之

二
,

即种一亩水稻可以发展 2 ~ 3 亩旱种稻
。

这在一些水资源不十分充足的地方
,

种植

旱稻可保证稻 田面积和稻谷产量
。

同时
,

在一些灌水方便的旱灌地
,

可以进行稻
、

麦两

熟制
。

这不仅改变了历来小麦
、

玉米两熟的种植习溃
,

而且 改粗粮为细粮
,

增加了细粮

品种
。

这也是改善人民群众食品结构的一项措施
。

2
.

省工
。

旱种稻可以在前作收获后
,

经过整地或在硬茬地上宜接播种
,

生育期间除

进行灌水
、

追肥
、

防虫外
,

还可以采用除草剂除草
。

后期如有大草时
,

再拔 l ~ 2次即可
。

收割
、

脱粒简便
,

用工不多
。

据 沽算
,

旱种稻用工和种玉米用工相当
,

而较种水稻每亩

省工八个左右
。

3
.

劳动强度小
,

便于机械化耕种
。

白于对旱种稻采用了旱地直播
、

旱田管理 的方

法
,

故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 度
,

农业机械耕种 也比较方便
。

因此
,

它适合于我国北方地

区农民种植习惯
,

群众易于接受
。

同时
,

旱种 f自三量较高
,

米质优 良
,

市场销售快
,

农

民也愿意种植
。

在低洼易涝地 区
,

种旱作 ( 如玉米 ) 后期因多雨涝常没有收成 ; 种植水

稻
,

前期因干旱无法插秧
,

中期缺水
,

生长不 良
,

均不能保证产量
。

而稻作旱种 由于既

耐旱
、

又喜水
,

只要有一定灌水条件
,

旱年
、

涝年均能获得一定产量
。

所 以
,

在低洼易

涝地区
,

稻作旱种是很有前途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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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作旱种
,

不仅较种植水稻有省水
、

省工
、

成本低等特点
,

而且
,

旱种稻品种 (系 )

又多是粳稻类型
,

稻米品质优
,

产值远远高于玉米
。

其谷糠
、

稻草的利用价值也比玉米

秆高得多
,

因此
,

经济收益大
。

一般每亩旱种稻比夏 (或春 )玉米纯收入可增加 40 一 100 元
。

如河南省温县赵堡村
, 19 8 4年每亩旱稻纯收入比玉米多 7 6

.

6一 1 5 4
。

4元 ;
据河北省调查

:

旱种稻 比玉米每亩增加收入 30 ~ 40 元 ; 又据陕西 省咸阳市杨陵区永安村资料报道
:

专业

户吴玉亭 19 8 4年在 沙滩低洼湿地种旱稻工
.

2亩
,

平均亩产 5 00 斤
,

而在同样条件 下 种 玉

米
,

由于秋雨多
、

地面积水
,

多数绝收
,

与种在灌区的中上等地力的玉米相比 ( 玉米 平

均亩产 7 00 斤 ) 稻作旱种收入仍比玉米多 37 ~ 41 元 ( 见表 1 )
。

表 1 稻作旱种与玉米经济效益比较 ( 杨陵区永安村 1 9 8 4年 )

亩投资
带

( 元 )

主产品

收入. 带

( 元 )

副产品

收入

( 元 )

纯收入

(元 )

稻与玉米

收入比较

( 元 )

用量)

个

亩工̀出米率%亩产斤作物名称

稻

玉米

5 0 0 } 7 0 } 1 4 ~ 1 5 10 5 } 3 0 3 7 ~ 5 1

7 0 0 1 4 ~ 1 5 2 2~ 3 6 6 2 wt 4 8

.

仅计算整地
、

施肥
、

灌水和种子的投资
。

二 大米以每斤。
.

3元
,

玉米以每斤 0
.

12 元计价
。

由上述可以看出
,

发展稻作旱种
,

既增加了稻谷产量
,

改善人民生活的食品结构
,

同时又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
,

对国家
、

集体
、

个人都是十分有利的
。

三
、

陕西关中地区发展稻作旱种的可行性

陕西省关中地区位于北纬 3 4
.

5
。 ,

东经 10 7一 1 1 0
“ ,

属于暖温带半湿润气侯
,

无霜

期为 2 00 天左右
,

平均气温 》 15 ℃ 的生育期 ( 从 4 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 ) 有 1 60 天 左右
,

》 15 ℃ 的活动积温 2 7 0 0℃以上
。

该地区土层深厚
、

土壤肥沃
,

而且灌溉条件 良好
,

适合

发展稻作旱种
。

稻作旱种在关中地区可 以春播
,

在油菜茬
、

麦茬地也可夏播
。

( 一 ) 热且条件陕西关中地区
,

由东向西
,

油菜的收获期约在五月下 旬
,

小 麦 收

获期约在六月初至六月中旬
,

小麦适宜播种时期一般 在十月上中旬
,

其间生育 期 约 为

1 10 一 1 30 天
。

夏播旱种稻要求在九月底前成熟收获
,

这样既可保证旱稻 的产量
,

又能为

秋播小麦留出足够的整地
、

施 肥时间
,

保证适时种好小麦
。

在夏播旱稻生育期 间
,

关中

地区 的热量情况 ( 表 2 ) 以渭南
、

西安
、

武功
,

杨陵为例
,

油菜茬积温为 3 0 0 0℃以上或

接近 3 0 0 0 ℃
,

小麦茬 在 2 6 0 0℃ 以上 ( 或接近 2 6 0 0℃ )
。

根据 各地试验资料分析
,
稻作旱种早

熟品种要求乡 10 ℃活动积温 2 1 0 0一 2 5 0 0℃ ;
中熟品种如

“
郑州早粳

”
生育期为 1 20 一 1 35

天
,

需要积温 2 7 0 0一 2 9 0 0℃ ; 晚熟品种如
“
黎优 5 7,, 生育期 在 1 35 天 以 上

,

要 求 积温

2 9 0 0 ~ 3 2 0 。℃左右
。

从陕西省农林学校 1 9 8 4一 19 8 5两年的试验情况看
,

由河南
、

河北等

省引入陕西的旱稻品种
,

其生长期稍延长
,

需积温增高 ( 表 3 )
。

然而
,

该地区无论油

菜茬或小麦茬
,

均有足够的热量资源
,

能满足夏播旱种稻的种植要求
,

但在油菜茬可选

用生育期较长
、

丰产潜力较大的品种 ( 如 “ 郑州早粳
” )

,

而在麦茬则要选用生育期短的早

熟品种 ( 如 “ 秦爱” )
。

若麦茬用
“ 郑州早粳” 就必须采用套种等方法争取早播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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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陕西关中地区由东向西各地温度变化资料

资妙 {五月 1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

二
{

。一

津到冀州
些

忠尹 {
生

牛片
里

兴些…
1 5一

…篡
二…

2。
·

{吮沙
竺…一川

一
豁口七架…

1 4一

…
资料来源

.

陕西省 气象局资料室

续表 2陕西关中地区由东向西各地鑫 1 5℃ 的活动积温资料 单位℃

地 点 五月下旬一九月下旬 元月中旬~ 九月下旬

32 5 8
。

9

321 4
。

2

3 04 2
。

4

296 8
。

5

7 7 7 2
。

5

274 5
。

1

7 2 39
。

9

2 51 3
。

9

南安功陵渭武西杨

资料来源
:

陕西 省气象局资料室
。

表 3不同旱稻品种在陕西杨陵试验资料

品种
积 温
( ℃ )

11一
年 份

9 267
。

7

2 8 81
。

2

2 56 8
。

6

1
.` J .、ù l

、

!……生 育期
( 天数 )

八U 11d ló口任人 9口八U 飞土
月

.ù J .ù黎优 57

郑州早粳

秦 爱

黎优 57

郑州早粳

秦 爱

播种期

3 0/ 5

3 0/ 5

3 0/ 5

2 3/ 5

2 3/ 5

9 /6

成熟期

2 0/q l

1 5/1 0

1 2 /9

4 /1 0

2 8/9

26 /9

1
.

护 .
..

一

…… !

1 1 3

1 2 8

1 9 0

3 04 8
。

O

9 294
。

3

26 6 3
。

5

lss ee
.

.

ls e J
.

ee
一

……
li

.

s e
.
..

l
ù

… 1 9 84

1 9 85

( 二 )水分条件陕西省关中地区年降雨量约 在 4 0 0~ 6 0 0毫米左右
,

在夏播旱种稻

生育期间的 6 ~ 9 月
,

降雨量为 3 0 0一 4 0 0毫米 ( 折 2 0 0 ~ 2 7 0立方米 ) (见 表4 )
。

而一般旱

稻品种
,

全生育期约需水量为 30 。~ 钓 0立方米
。

由此看来
,

在旱种稻生育期间仅靠 自然

降雨量是不够的
。

降雨量与需水量相比
,

尚缺 3 3
.

3一 2 00 立方米水
。

以每次浇水 4 0 立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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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陕西省关中地区旱稻生育期降水量资料 单位
:

毫米

地 点 l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一六一九月累计 }全年降雨量

…
` 7

·

7

…
82

·

8

…
7 7

·

5

1
9 3

·

3

…
3 02

·

3

…
573

·

9

}
2 5

·

2

…
9 9

·

`
…

7`
·

7

…
” 8

·

3

}
32 `

·

6

…
“ 。`

·

2

…” 8
{

1 ` 6
·

7…” 7
·

5…` 09
·

“ 1 41 1
·

“ … 701
·

O

南安陵西渭杨

米计
,

需要灌水 1一 5 次
。

由于雨量分布不匀
,

一般六月上旬降雨较少
,

而此时正值播

种时期
,

需要较多水量
,

其它如出苗
、

分孽
、

拔节
、

抽穗
、

灌浆均是关键时期
。

因此
,

应视降水情况及关键时期的需水量及时补充灌水
,

以满足旱稻对水的需求
。

一般灌水 2

一 4 次
。

对于旱种的水稻品种和杂交稻品种
,

由于需水量较多
,

应多灌水 ( 5~ 8次 )
。

由陕西省农林学校 8 4一 85 两年在陕西杨陵区永安村试验情况看
,

在河滩地种旱稻
, 1 9 8 4

年雨多仅灌水 1次
, 1 9 8 5年因天旱少雨

,

灌水 4 次
。

在粘性土壤种旱稻
, 1 9 8 5年灌水 8

次
。

( 三 ) 光照条件陕西省关中地区全年平均 日照时数为 2 2 0 0 左右
,

而在夏播旱 种 稻

生育期 ( 6 一 9月 ) 的日照时数约 8 00 ~ 90 0小时
,

日照率常年为 50 %左右 ( 见表 5 )
,

能

够满足稻作旱种的要求
。

陕西关 中地区旱稻生育期日照资料 单位
:

小时

照数

表 5

地 点 …六月 八月 } 九月 ! 六~ 九月累计
全年日
时

17 8
。

9

1 5 1
。

15 2
。

9 2 1
。

8

8 3 5
。

9

9 9 7
。

8

2 2 7 6
。

4

2 0 3 8
。

2

( 1 9 6 0一 19 8 0年
平均值 )

叮̀nU

八匕行了门八

…
`
注占nOg一一0COnoO山ǹ勺白

六六月月 七月月

222 4 5
。

444 2 4 3
。

888

222 2 7
。

000 2 2 5
。

555

222 2 7
。

999 2 3 3
。

111

资料来源
:

陕西 省气象局资料室

( 四 ) 土地和水利条件我省水利灌溉事业有悠久的历史
,

早在秦汉时期
,

关中就有

郑国渠和白渠引水工程
。

近代有水利专家李仪扯先生组织建设的
“
关中八惠

”
灌 区

。

解

放后
,

我省水利灌溉事业又得到进 一步发展
。

使关中平原已有 1 0 0 0万亩耕地
,

基本实现

了水利化
。

渭北高原一些耕地也变成了水浇地
。

同时
,

由于原上灌溉事业发展
,

地下水

位上升
,

使一些地势较低的地变成为积水地
,

秋季积水常达 2 ~ 3 寸或更深
。

据 19 8 3年

调查
,

关中各灌 区有明显的渍水地 50 多万亩
。

此外还有沿径
、

渭
、

洛河流域
,

近年来因秋

雨较多
,

形成许多渍水地
。

这些土地常常春夏干早
,

秋季渍水
。

既不能种植水稻
,

也不

宜种植旱庄稼
,

而被荒弃
。

如果充分利用这些土地进行稻作旱种
,

可增加全省的粮食总

耕地面积
。

四
、

发展前景及注意问题

综上所述
,

稻作旱种在陕西关中地区
,

不仅适宜种植
,

而且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广

阔的前景
。

1
.

陕西省关中地 区东西八百里
,

地势平坦
,

经济发达
。

近三十年来
,

水利灌溉面

积增加很快
,

农业 ,
’
花

值逐年增长
。

过去历来以盛产小麦著称
,

稻谷生产很少
。

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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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的大米主要是从陕南或南方调入
。

随着我国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细粮的需

求
,

大 米 的 需求量将会大量增加
。

因此
,

在陕西关中地 区因地制宜的适当发展稻作 旱

种
,

增加稻谷生产
,

解决群众食品供应结构
,

就显得十分必要
,

而且 也是完全可能 的
。

2
.

陕西省关中地区总耕地 2
.

1扭万亩
,

其巾川原 地 2
,

0 00 万亩
,

有效灌溉而积 1
,

36 5

万亩
,

占耕地面积 6 4
.

6%
,

其中旱涝保丰收地面积 7() 。万亩
,

占有效灌溉 而 积 5 1
.

2%
,

水利化程度高
〔 ` ’ ,

这是发展旱稻的一个很有利的因素
。

同时
,

我省又有相当充足的热最

资源和适宜的气候条件
。

因此
,

稻 牛旱种在关中地 区发展前途广阔
,

潜力很大
。

3
.

稻作旱种不仅有耐旱性
,

同时又能耐湿
。

它既能在旱地直播
,

又能在有水层时

正常生长
,

其产量水平也比较高
,

而其投工量及投资数又和种植玉米的投工
、

投资相当

或略高
。

市场销售稻谷及稻草的价格大大高于玉米
,

故经济效益高
,

便于发展
。

当然
,

在发展稻作旱种 时
,

应该看到关中地 区 6 ~ 9 月份雨量较多
,

分布 很 不 均

匀多 秋季多阴雨
,

易出现低温寡照 ; 稻麦两熟接茬时间紧张等不利情况
。

因此
,

一定要

注意
:

稻作旱种田无论选择低湿地或旱作 ( 玉米地改种旱稻 ) 地
,

都要具有保灌条件 ;

要因地因茬口选用适宜品种
,

例如在麦茬地要选用早熟
、

高产
、

抗病的优 良稻种作旱种

品种 ; 麦收后
,

抢茬早种
;
再采取 以促为主的管理措施

,

早管
、

细管
,

促进早熟高产
,

早腾茬
,

为小麦的施肥
、

整地和适时播种创造 良好条件
,

为实现两料高产奠定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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