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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凤县川原小麦优化栽培技术方案探讨

王鸿钧 何蓓如 朱玉权 安志杰 刘曙东 张秋波 宋生魁

西北 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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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 8 6一 9 18 8两年在凤丹县西河 乡进行的多因素二次通用旋转回归设计小麦栽培

结果分析表明
:
试验因素对小麦产量的效应顺序为

:

磷肥 > 播期> 氮肥) 播量
。

其中磷肥
、

氮肥效应方向为正
,

播期
、

播量效应方向为负 , 各因素的二次回归系数均显著
,

且方向皆为

负 , 磷肥 x 播期
、

氮肥 x 磷肥互作均在不同程度显著
。

根据产量极值点对应的各因素取值和

回归方程模拟结果
,

丹凤县川原灌 区目前提高小麦生产水平的关键技术措施应在继续增加 氮

肥投入的同时重点增加磷肥投入
,

将小麦播 期由10 月下旬提早到 10 月中旬
。

作者还讨论了该

地区小麦亩产 250 ~ 3 5 o k g 和 40 0 k g 以上不同产量水平的优化栽培技术方案
。

关锐词 小麦
,

优化栽培技术方案
,

二次通用旋转回归设计
,

陕西省凤丹县

丹凤县地处商 洛地区东南部
,

属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气候
。

年平均气温 1 3
.

8
“

C
,

年平均降水量 68 7
.

4 m m ,

年平均 日照总时数 2 朽 6 h
,

年平均无霜期 Z 17 d
,

年平均 大于

等于 。
“

C积温 5 1 0 3
.

6
”

C
,

年总辐射量 1 2 2
.

7 9 k e
/
c m ’ ,

气候比较温和
。

小麦是丹凤县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
,

播种面积占粮食播种面积的 3 2
.

37 %
。

其中川

原灌区小麦面积占小麦面积的50 %左右
,

产量占小麦产量的 60 %左右
。

由于多种原因
,

产量长期低而不稳
。

19 8 0~ 19 8 6年小麦平均亩产 1 9 4 k g
。

我们针对当地小麦栽培管理 上

存在的主要问题
,

通过 1 9 8 6 ~ 1 9 8 8年两次试验
,

探 讨了丹凤县川原小麦优化栽培技术
,

为形成栽培技术规范
、

指导丹凤县川原小麦生产提供依据
。

1 试验材料和方法

1
.

1 试验地的选择

试验地选在丹凤县川原地区地力较均匀
、

有灌溉条件
、

地力中等具有较强代表性的

古城岭
。

1
.

2 试验小麦品种

采 用当地栽培面积较广的
“
新洛 8 号” 品种作为试验材料

。

1
.

3 试验设计

1 9 86 ~ 1 9 8 7年的第 I次试验 ( 以下简称试验 I ) 采用二次通用旋转回归 没计
, 4 因

文稿收到 日期
:

1 98 9 一 12 一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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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 5 水平

,

共 3 1个处理 (
一

友 l)
。

表1 试验 I 区案与水平的内容及编码

亩施碳按

( k g ) 戈飞

亩施普钙

( k g ) 劣 2

播期 ( 日 / 1 0月 ) 播 量 ( k g / 亩 )

水平 编码

八甘sn钊5八曰
.

…
八tU了5,一一anjdn乙,1

5工a

ǎ
日一̀只9目nó

..

…
n“八J11115SA

`

nJnon乙+ f + 2

上水平 + 1

零水平 O

下水平 一 1

一 r 一 2

单位变化量 6
。

2 5

2 8 1 5
。

0

2 3 1 3
。

1 25

1 8 1 1
。

2 5

1 3 9
。

3 7 5

8 7
。

5

5 1
。

8 7 5

1 9 8 7 ~ 1 9 8 8年的第 2 次试验 ( 以下简称试验 五 ) 在试验 I 已获信息基础上
,

考虑到

当地氮肥实际施用水平
,

将碳铰最高水平定为 2 5 k g /亩
,

普钙施用量及播量水 平 同 试

验 I
。

试验设计为 3 因素 5 水平
,

二次通用旋转回归 设计共 2。个处理
,

因素水 平 见 表

2
。

表 2 试验 I 因素水平内容编码 ( 单位
: k g亩 )

水平 编码 亩施碳按 亩施普钙 播种最

+ r + 1
.

e 8 2 2 5
.

0 5 0 15
.

0

上水平 + 1 2 2
.

5 4 0 1 3
.

5

零水平 0 1 8
.

7 5 25 1 1
.

2 5

下水平 一 1 1 5
.

0 2 0 9
.

0

一 r 一 1
.

6 8 2 1 2
.

5 0 7
.

5

单位变化量 3
.

7 5 1 5 2
.

25

1
.

4 田间试验方法

两次试验均为随机区组设计
,

重复 2 次
。

小区长 20 尺
,

宽 6 尺
,

面积 12 0 平方尺
,

行距 6 寸
, 1 0行区

。

氮磷肥料折成小区施用量施入
。

氮肥在播前施入总量的 1 / 2
,

起身期一次开沟条 施

其余 1 / 2 ,

磷肥播前一次施入
。

田间调查
:

各小区定 3 个点调查基木苗
、

亩穗数
、

穗粒数
,

成熟后随机在各小区取

样烘干称重计产
。

2
。

1

结果分析

试验 I 结果分析

2
.

1
.

1 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对试验因素的回归方程

利用两次重复获得 各处理的平均值
,

分另lJ求得亩产量
、

亩穗数
、

穗粒数
、

千粒重 与试验

4 因素的回归方程
。

回归方程的统计检验表明 (表 3 )
, 4 个回归方程的失拟方差均未达

到显著水准
,

而回归方差均达。
.

05 或 。
.

01 水平的显著水准
,

说明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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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与二次回归数学模型符合
。

衰 3回归方程的方差分析

变异来像 产量回归方程 亩德数回归方程 穗粒数回归方程

1 8 9 7 ()

千粒重回归方程

回 归1 6 6 5 3
.

9 4 0二 24
.

35 5 .21
.

6 9 4二 3
。

6 2 2
.

别 余 36 9
。

1 21 7
。

1 4 46
。 21 9 3

。

1 1 3

失 拟5 0 0
。

48 7 7
。

8 6 6 0
。

3 31 1
。

1 37

误 差1 5 0
。

1 79 7
一

96 9 2
。

29 2 0
。

7 7 2

F失拟 3
。

3 3 0
。

1 8 8 4
。

1 1 6 0
。

7 7 0

F回归 36
。

9 9 7 3
。

8 5 3 2
.

8 48 3
。

5 4 2

临界 值 F O
.

os (1 0
,

6 ) 一 4
。
0 6 , F o

,

05 ( 1 4 , 1 6 ) = 2
.

37 F o
.

o i ( 1 4
,

1 6 ) 二 3
.

4 5

进一步对 4 个方程中的 4 个一次项
、

6 个互作项
、

4 个二次项的回归系数进行统计

检验
,

结果是
:

( 1 )产量回归方程中
,

碳铁用量
、

普钙用量
、

播期
、

磷肥
x 播量

、

磷肥 x 播期
,

及

4 因素的二次项均达 0
.

05 或 0
.

01 水平的显著标准
。

一次项回归系数绝对值的大 小 顺 序

为
:
磷肥 > 播期 > 氮肥 > 播量

,

反映了本试验条件下 4 因素对产量的作用大小
。

缺磷晚

播是影响产量的两个主要因素
,

氮肥次之
,

播量影响相对较小
。

以效应方向看
,

氮肥
、

磷肥皆为正向影响
,

即施用量增加
,

产量为上升趋势
。

但其二次项皆为负向
,

表 明二者

与产量均为二次曲线关系
,

存在最佳用量问题
,

不是愈多愈好
。

播期
、

播量方向皆为负
,

两因素的二次项亦为负
,

表明推迟播期
、

增加播量
,

产量呈下降趋势
。

氮磷互作为正
,

说 明它们的施用量应有一定比例
,

而磷肥 x 播期
、

磷肥 x 播量互作为负
,

说明迟播
、

播

量较大时应增施磷肥
。

删除不显著项后
,

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

尹 、

Y 产最 ) = 8 2 9
。

4 + 2 1
.

3 8 3 4 x l + 5 4
。

9 2 l l x : 一 4 1
。

5 6 1 x 。 一 7
。

2 9 2 3 劣 `

一 17
.

7 3 3 6 x i Z 一 2 6
.

3 2 3 6 x 2 2 一 9
.

6 4 8 6 x 3 ’ 一 1 4
.

8 8 6 1 x ` 2

+ 1 0
。

1 7 5 x 一 x : 一 1 7
。

0 x Z x 3 一 17
.

0 x 2劣 `

( 2 )亩穗数回归方程中
,

播期
、

播期 x 播量
、

播期的二次项均达 0
.

05 的显著水准
,

说明播期对亩穗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

磷肥用量
、

氮肥 x 磷肥达 。
.

2 的显著水准
。

剔除

不显著项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

Y ( 亩秘数 ) = 3 0
。

1 8 + 0
。

9 4 97 劣 2 一 2
。

4 0 x 3 + 1
.

7 5 17 x 3

+ 0
。

9 4 4 4 戈 l x Z一 1
。

8 1 3 1 x s x 4

( 3 )穗粒数回归方程中
,

播期 x 播量
、

氮肥用量的二次项
、

播期二次项均达 0
.

05 显

著水准
,

磷肥用量
、

播期均达 0
.

2 显著水准
。

剔除不显著项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

Y ( 铭粒数 ) = 3 8
。

1 18 3 + 0
.

7 8 4 2 x Z
+ 0

。

7 7 5 9 x 3 一 1
。

2 2 5 2 x l

一 2
.

2 5 2 5 x 3 2
+ 1

.

6 6 8 8 戈 。 x 4

( 4) 千粒重回归方程中
,

磷肥用量达到。
.

01 的显著水准
,

磷
_

肥用量的二次项 回归系

数达 0
.

0 5的显著水准
,

说明磷肥用量对千粒重有决定性影响
。

播期 x 播量
、

氮肥用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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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项均达 0
.

2水平的显著水准
,

播期和播量二次项达 0
.

3 的显著水准
。

剔除不显著项得

到如下回归方程
:

Y ( 千粒重 ) = 4 2
.

6 5 + O
。

7 1 6 7 x : 一 0
.

2 4 9 2 x 3 + 0
。

2 6 6 7 戈 l

一 0
.

4 5 5 8 x Z ; 一 0
.

2 3 5 8 x ` 2
+ 0

.

4 3 7 5 x 3戈 `

.

2 各试验因素对产量趋势的效应分析

将上述产量回归方程作降维处理得以下各试验因素对产量的一元二次回归方程
:

Y ( 产量 / 氮肥 ) = 8 2 9
.

4 + 2 1
.

3 8 3 4 戈一 17
.

7 3 3 6 劣 1 2

Y ( 产量 / 碑肥 ) = 5 2 9
.

4 + 5 4
.

9 2 l l x 2 一 2 6
.

3 2 3 6 x : ’

Y ( 产量 / 播期 ) = 5 2 9
.

4一 4一 5 6 17 x 3一 9
.

6 4 5 6 劣 3 ’

Y ( 产量 / 播量 ) = 5 2 9
.

4 一 7
.

2 9 2 3 x `

一 4
.

5 5 6 1 戈 . 2

上述 4 个方程的图象如图 1
。

由图 l 可见
, 4 个方程皆为上凸抛物线

。

在本试验条件下
,

以磷肥效应曲线上升斜率为

大
,

其次为播期
、

氮肥施用量
,

播量效应曲线

比较平缓
,

其影响相对较小
。

对 4 个回归方程

分别求极值
,

得各因素在其他因素定在零水平

时最佳点分别为
:

氮肥
= 4 1

.

3 ( k g /亩 ) ; 磷肥 =

3 8
.

0 ( k g /亩 ) ;
播 期

= s / 1 0 ( 日 /月 ) ;
播 量 =

10
.

5 ( k g /亩 )
。

上述 4 个水平值的组合可望在本试验条件

下取得产量的极值
:

47 8
.

3 ( k g /亩 )
,

表明丹凤

县川原小麦生产 的潜力是很大的
。

2
.

1
.

3 回归方程模拟不同产量水平对应 的 栽

培技术

Y ( `叼亩 )

z 产声
.

~ ~ P 肥

谈乏
’

N :

、
\ 杜一

撼期

0

水平编码

图 1 试验各因素对产量的效应 ( 试验 I )

利用已建立的产量回归方程将 4 因素 5 水平各值分别代入方程
,

得到 6 25 个因素水

平组合及对应产量预报值
、

或称作模拟方案
,

分亩产 2 5 0 k g 以下
, 2 50 ~ 3 00 k g

、

30 0 ~

3 5 o k g
、

3 5 0 ~ 4 0 o k g , 4 0 o k g以 上 5 个产量水平
,

分别统计了试验因素各水平的 频 率
、

加权平均编码值
,

保证率 95 % 的分布区间及对应的水平取值范围 (表 4 )
。

从不同产量水

平对应的试验因素取值明显看出
:

25 k0 g以 下的低产水平对应极低 的磷肥水 平
、

迟 播 ,

而 35 0 ~ 4。。 k g水平对应较高的磷肥水平
、

适宜 播期
; 40 o k g以上的产量对应进一 步 提高

氮肥
、

磷肥水平
,

进一步提前播期和播量适当下降
。

2
.

2 试验 I 结果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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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试验 1 62 5个模拟方案不同产最区间对应的因案水平 (单位
: kg 亩 )

农 艺 措 施

水平编码 义 飞 (碳按用最 ) 戈 2 (许钙用量 )

< 2 49
.

92 50一 3 0 0 一 3 0 5一 ) 0 0 4< 2 9 4
。

2 950 一 3 0 0一 3 0 5一> 40 0

二:
0

。

40 0

0
。

1 78

0
。

0 4 4

0
。

1 3 3

0
。

2 5 4

0
。 3 0 2

0
。

2 0 2

0
。

1 0 6

0
。

13 4

0
。

2 0 2

0
。

2 5 5

0
。

2 1 1

0
。

2 0 5

0
。

1 5 5

0
。

1 7 4

0
。

1 62

0
。

2 2 3

0
。

2 23

0
。

2 2 3

0
。

1 6 9

方案 数 5 4

平均编码 一 0
.

3 6 5

标准差 。
.

21 5

95% 分布 区间 一 0
.

5 5 4

~0
。

13 6

对应水平值 3 2
。

2

~3 8
。

3

1 1 91 1 1 6 6 6

一 0
。

2 6 9一 0
.

21 7 0
.

0 1 2

0
.

13 90
.

1 1 3 0
.

1 0 4

一 0
。

5 41 一 0
。

3 8 4一 0
。

1 2 9

o ro
。

0 0 3 ~0
.

0 5 4~0
.

2 1 6

3 4
.

1 3 4
。

8 3 6
.

3

ee3 7
。

5w e3 7
.

8 ~3 8
。

9

0
。

0 2 2 0
。

8 0 0 0
。

62 2 0
。

0 7 5

0
.

1 72 0
.

0 7 0 6
。

1 1 50
。

3 91

0
。

2 61 0
。

0 2 2 0
。

0 3 40
.

2 0 5

0
。

2 1 0 0 9
。

0 7 60
。

1 1 6

0
.

2 5 40
.

11 1 0
。

1 2 0 6
。

1 8 6

1 3 4 451 1 91 61

0
。

8 2 5一 1
。

4 4 4一 1
。

0 7 6一 0
。

0 3 4

0
。

0 0 6 9
。

1 92 0
。

1 3 2 0
。

0 6 9

0
.

3 9 4一 1
.

8 2 0 一 1
.

3 3 5一 0
。

2 3 1

~0
。

7 7 ~一 1
。

0 B8 ~一 0
。

8 1 7 ~0
。

1 5 4

40
。

0 2
.

3 0 8 。 3 2 2
.

1

~2 4
.

3 ~1 1
.

6 ~1 4
。

8 ~2 6
.

8

0 0

0
。

2 47 0

0
。

3 1 3 0
。

2 6 9

0
。

2 1 0 4
.

3 98

0
。

1 0 9 9
。

3 3 4

1 6 613 4

0
。

3 2 1 9
。

0 7 5

0
。

08 3 0
。

0 8 6

0
。

2 2 0 9
。

2 9 4

~ O
。

5 5 5 ~1
。

2 08

2 7
。

3 96
。

8

~3 2
。

0o r 0 4
。

1

ǐn 恤占

续表 4(单位
: kg 亩 )

农 艺 措 施

水平编码 劣: (播 种期 日 / 月 ) , ; ( 播种量 )

< 2 49
。

9 2 5 0一 3 0 0一 3 5 0一 > 4 0 0 < 2 4 4 9
。

9 2 5 0一 3 0 0一 3 5 0一 > 40 0

一 2 0
。

17 8 0
.

1 6 8 0
。

0 7 4 0
.

1 8 7 0
.

4 1 1 0
.

5 33 0
.

1 4 3 0
.

1 7 4 0
。

16 2 0
。

23 1

一 1 0
.

1 1 1 0
.

l 3 4 0
.

l 1 2 0
.

2 2 9 0
.

3 4 3 0
.

17 8 0
.

1 6 O 0
。

16 8 0
。

19 3 0
。

2 6 9

0 0
。

1 33 0
。

1 4 3 0
.

1 74 0
。

2 5 3 0
。

23 9 0
.

0 6 7 0
。

2 1 8 0
。

16 1 0
。

2 2 9 0
。

25 4

1 0
。

1 56 0
。

1 6 8 0
.

28 6 0
.

3 0 1 0
.

0 0 7 0
.

0 8 9 0
.

1 8 5 0
.

2 1 7 0
.

2 1 7 0
.

2 0 2

2 0
.

4 2 2 0
.

3 8 7 0
.

3 5 4 0
.

0 3 0 0 0
.

1 3 3 0
.

29 4 0
.

2 8 0 0
。

1 9 9 0
.

0 4 5

方案数 4 5 1 1 9 1 6 1 16 6 1 3 4 4 5 1 1 9 1 6 1 1 6 6 1 3 4

平 均编码 0
。

5 3 3 0
。

4 7 1 0
。

7 3 3 一 0
.

2 4 1 一 1
.

1 5 7 一 0
.

88 9 0
.

3 2 8 0
.

26 1 0
一

0 9 6 一 0
。

44 0

标 准差 0
.

2 3 3 0
.

1 4 0 0
.

0 9 9 0
.

09 0 0
。

0 7 0 0
。

2 21 0
.

1 3 0 0
.

1 15 0
.

1 0 6 0
.

1 0 2

9 5 %分布 区间 0
.

0 7 6 0
.

19 7 0
。

5 3 9 一 0
.

4 1 7 一 1
。

29 4 一 1
.

3 2 2 0
。

0 73 0
.

0 3 6 一 0
.

1 1 2 一 0
.

6 40

~ 0
.

9 9 0 ~ 0
.

7 45 ~ 0
.

9 27 一 一 0
.

0 65 一 一 1
.

0 2~ 一 0
.

4 5 6 一 0 . 5 8 3~ 0
.

4 8 6 ~ 0
.

3 0 4~ 一 0
.

2 4

对应水平值 18 1 9 2 1 16 1 2 8
.

7 5 1 1
.

4 1 1
。

3 1 1
.

0 1 0
。

0

~ 2 3 ~ 2 2 一 2 3 一 1 8 一 1 3 一 10
.

4 一 1 2
.

4 一 1 2
。

1 ~ 1 1
.

8 一 1 0
.

8

2
.

2
.

1 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对试验因素的回归方程

利用 1 9 8 7 ~ 19 88 年度试验两次重复各处理 的平均值分别求得亩产量
、

亩穗数
、

穗粒

数和千粒重对试验 3 因素的回归方程
,

并进行回归方程的统计检验 (表 5 )
。

表 5 回归方程的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产量回归 方程 亩穗数回归方程 穗粒数回归方程 千 粒重回归方程

F失拟

F回归

7 8 3 3
。
6 03

1 7 5 7
。

9 6 7

26 6 1
。

3 7 4

8 5 4
。

5 6 0

3
。

1 13

4
。

4 5 6

4
。

7 2 9 1

0
。

6 28 3

0
。

7 7 6 6

0
。

4 8 0 0

1
。

6 1 8 1

7
。

5 2 7 2

6
。

0 8 3 9

1
。

4 3 4 2

2
。

3 8 5 3

0
.

4 8 3 1

4
。

9 3 7 5

4
。

2 4 2

2
.

2 2 2 2二

0
。

3 1 1 7

0
。

3 27 3

0
。

2 9 6 0

1
。

05 7

7
.

1 2 9 8

归余拟差回失剩误

F 临界值 F 0
.

0 5 ( 5 , 5 ) = 5
.

0 5 , F O
。

0 5 ( 9 , 1 0 ) = 3
.

0 2 F 0
.

0 1 ( 9 , 1 0 ) = 4
.

9 5

一
.曰 .曰

4 个回归方程的失拟方差均未达显著水平
,

而回归方差均达 0
.

05 或。
.

01 的 显 著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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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

一

说明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的试验结果与二次回归数学模型相符合
。

进一步对 4 个方程中的一次项
、

二次项
、

互作项的回归系数进行统计检验
,

结果是
:

( l ) 产量回归方程中
,

氮肥用量
,

磷肥用量均达 0
.

且显著水准
,

这两个因素的二

次项达 0
.

1显著水准
。

剔除不显著项得到化简回归方程
:

Y ( 产量 ) 二 6 9 9
.

2 5 6 5 + 4 7
.

2 3 ] 劣 , + 3 7
.

6 5 6 5 % 2
+ 2 1

.

7 9 3 义 1

一 2 0
。

0 9 6 8 戈 2

值得注意的是在试验条件 ( 主要是 N 量减少一半 ) 时
,

N 的回归系数大于几

( 2 ) 亩穗数回归方程中
,

氮肥用量
、

播量均达极显著水准
,

磷肥用量达 。
.

05 显著

水准
,

其余二次项
、

交互项均不显著
。

剔除不显著项后得到化简回归方程
:

犷 ( 亩穗数 ) 二 2 2
.

6 3 6 9 + 0
.

5 2 0 5 义 x + 0
.

5 0 9 2 劣 2
+ 1

.

3 5 6 6 戈 3

( 3 ) 穗粒数回归方程中
,

播量达 0
.

01 显著水准
,

取负值
,

说明播量增大对穗粒数

有极显著负效应
;
氮肥施用量达 0

.

05 显著水准
,

氮
、

磷用量的二次项均达 0
.

1水平的显

著水准
。

剔除不显著项得到化简回归方程
:

y <稚 粒数 ) 二 3 5
.

4 0 6律 + 0
.

5 3 8 2 男 I 一 z
.

s z 9 7 x 。
牛 0

.

6 8 5 3 男 ,

一 0
.

6 4 7 4 戈 2

( 4 ) 干粒重回归方程中
,

磷肥用量达极显著水准
,

其值取正
,

说明磷肥对粒重有

极显著正效应
;
氮肥

、

播量及氮
、

磷二次项达 0
.

2 显著水准
,

二次项取值为氮正磷负
,

说明在相对高磷条件下氮肥 是一个主要限制因素
。

剔除不显著项得到化简回归方程
:

y ( 千 粒重 ) 二 4 3
.

5 3 0 9 十 0
.

2 2 7 戈 z + 0
.

9 8 4 5 x : + 0
.

2 5 5 7 劣 3

2
。

2
。

2

+ 0
.

2牛3 4 戈 1 2

一 0
.

2工0 9 戈 2

各试验因素对产量的效应

将产量回归方程进行降维处理
,

得到以 下各试验因素对产量的回归方程
:

Y ( 产量 / 氮肥 ) = 6 9 9
.

2 5 6 5 + 4 7
.

3 13 义 一 + 2 1
.

7 9 3 x z ’

Y ( 产量 / 磷肥 ) = 6 9 9
.

2 5 6 5 + 3 7
.

6 5 6 5 % 2 一 2 0
.

0 9 6 5 戈 2

y ( 产量 / 播量 ) = 6 9 9
.

2 5 6 5 + 5
.

4 4 7 1 x 3 一 3
.

5 7 9 5 义 。 ’

上述 3 个方程 皆为二次曲线回归方程
,

其图象如图 2
。

从图 2 可见
,

氮肥
、

磷肥对产量的效应显著
,

而播量曲线较平缓
,

效应不显著
。

氮

肥效应曲线在低水平时变化不大
,

而在零水平 ( 18
.

7 5 k g /亩 ) 以后则上升急剧
,

其后没

有下跌趋势
,

说明每亩 2 5 k g碳钱的用量仍嫌不足
。

这与试验
了

的结果相吻合
,

即氮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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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编码

图 2各试验因素对产量的效应( 试验 )

产量极值在 4 ok g /亩左右
。

磷肥效应 曲线 与

试验 呈基本一致
,

低水平变化对产量效应显

著
,

约在 4 2
.

5k g /亩时达到产量极 值
,

其 后

稍有下降
,

为典型抛物线
。

2
.

2
.

3 试验 亚模拟方案不同产量水平对应

的因素取值范围

在试验 亚的产量回归方程中
,

仅碳钱用

量
、

普钙用量的一次项
、

二次项达到显著水

准
。

其水平编码代入方程得到 25 个 预 报产

量
,

按中低产
、

高产两个产量水平归类计算

了 水平频率
、

加权平均编码值
、

95 % 区间的

取值及其对应的水平取值范围 (表 6 )
。

由

表中可见
,

产量水平的提高要求氮肥和磷肥

投入 的协调增加
,

与试验 I 的 结 果 趋 势一致
。

衰 6 试验 1 25 个模拟方案不同产且区间对应的因寮水平 ( 单位
: k g /亩 )

农 艺 措 施

水平 编码 二 1 ( 碳按用量 )
x : ( 普钙用粤 2 )

35 0以下 3 5 0 ee 4 2 0 3 5 0以下

0
。

2 8 5 8

0
。

2 1 43

0
。

2 1 43

0
。

1 4 28

0
。

14 2 8

1 4

一 0
。

3 1 2

0
。

3 3 7

一 0
。

9 7 3 ~

0
。

3 49

1 0
。

4

~ 3 0
。
2

3 5 0~ 4 20

一 1
。

6 2 8

一 1

0

1

1
。

6 8 2

方 案 数

平均编码

标 准 差

9 5 %分布区间

对应水平值

0
。

3 57 1

0
。

3 5 7 1

0 。
21 4 4

0
。

07 1 4

0

1 4

一 0
。

8 8 6

0
。

2 2 4

一 1
。

3 2 5~
一 0

。 4 47

1 3
。

9

~ 1 7
。

1

0

0

0
。

1 8 1 8

0
。

3 6 3 6

0
。

45 4 6

1 1

1
.

1 2 8

0
。

1 9 4

0
。

7 4 8~

1
。

5 0 8

2 1
。

5

~ 2 4
。

4

0
。

0 9 1 0

0
.

1 8 1 8

0
。

1 8 1 8

0
。

2 7 2 7

0
。

2 7 2 7

l 1

0
。

3 9 7

0
。

3 4 6

一 0
。

3 1 6~

1
。

1 1 0

2 0
。

2

~ 4 1
。
6

3 讨 论

3
.

1 关于提高丹凤县川原小安产且水平的战略技术措施

3
。

1
。

l 在继续提高氮肥投入水平的同时
,

重点提高磷肥施用水平
,

达到氮磷配合施用
。

两年试验结果表明
,

增加氮
、

磷投夕
、
水平

,

对产量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

据调查
,

丹凤县

代表性土壤褐土氮含量低
,

氮磷比值 5 ~ 1 4 : 1 〔 ”
,

磷含量更低
,

两个结果 互相印证
。

作

者在西河乡 3 个村调查
,

当地有较普遍 的不施用磷肥的习惯
。

有些农户亩施碳铁超过百

斤
,

但因未施磷肥
,

小麦前期长势茂密
,

灌浆不好
,

产量一般仅为 2 5 0 k g 左右
〔 3 一 ` 了。

如将碳钱投入的一半改为磷肥投入
,

不增加成本
,

预计亩产将提高 5呱 g以上
。

由于磷肥

市场小
,

乡资料门市部经营磷肥很少
,

因此建议农业领导部门把在川原推广施用磷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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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小麦总产的一个战略性措施
。

3
.

1
.

2适当提早现有小麦播种期
,

把高产小麦种在高产播期

试验证实
,

在 试验播期条件下 ( 8八 。~ 2 8 / 1 0 ) 亩产随播期推迟递降
。

据作者调查
,

川原近年小麦播期平均在 10 月 23 日前后
,

显然播种过晚
。

丹凤县一些科技人员曾提出小

麦播种过晚是低产的重要原 因之一
,

但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

当然
,

播期还有习 惯 性 问

题
,

亦有复种夏玉米收获期与小麦播期争时问题
。

但据作者在西河乡观察
,

即使在目前

生产条件下
,

将播期提前 7 ~ 1 0 d 是完全可行的
。

省内外小麦丰产实践都证实
,

适期播

种是一项基本上不增加投入而增产效益十分显著的技术措施
。

因此
,

从战略上适当提早

播期
,

将全县川原小麦播在 10 月中旬
,

预计可产生显著效果
。

从稍长一点时间看
,

宜在

川原推广小麦宽窄行条播
,

夏玉米多年点播的先进技术
,

以便为小麦精细整地
,

适时播

利
,

创造更可靠的条件
。

3
.

2 关于丹凤县川原小麦不同产最水平的配套技术方案的商讨

据作者在西河乡对陈家村 30 块麦田调查
,

生产现状为基本不施磷肥
,

播期过迟
,

播

量过大 ( 一般在 1 5 k g /亩左右 )
,

因而大 田穗数不足
,

穗粒数少
,

籽粒不饱
。

这与本 试

验的低产水平对应 的生产条件相当一致
。

据本试验结果
,

作者提出丹凤川原不同水平的

配套技术方案
:

亩产 4 0 0k g以上
:

全生育期亩施碳钱 4 0 ~ 4 5 k g
,

普钙 3 7
.

5 ~ 4 2
.

5 k g , 2 0月 1 0~ 1 5日

播种
,

播量 10 k g /亩左右
。

亩产 3 5 0 ~ 4 0 0 k g :

全生育期亩施碳钱 3 5 ~ 4 o k g
,

普钙 3 0 ~ 3 5k g ; 1 0月 1 8 日前播种
,

播量为 2 0~ 1 1
.

5k g /亩
。

亩产 2 5 0 ~ 3 5 o k g
:

全生育期亩施碳钱 3 2
.

5~ 3 7
.

5 k g ; 普钙 2 0 ~ 3 o k g ,

播期 1 0月 一9 ~

2 3 日
,

播量不超过 1 2 k g /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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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h e r e s u l t s s h o w e d t h a t t 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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