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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北旱源夏闲地开发利用研究

李 军 王 立祥
(西北农业大学农学系

,

陕西杨陵
·

71 21 0 0) )

摘 要 根据渭北旱源农业生产和夏闲地现状
,

论证了渭北旱源扩大复种开发夏闲地的

必要性和可能性
,

并通过试验研究表明
,

虽然水分不足是扩大复种的主要限制因素
,

但只要因

地制宜也可适度开发夏闲地 (从三年四熟到一年二熟 )
.

关锐词 旱作农田
,

夏闲地
,

多熟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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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夏闲地开发的必要性分析

渭北旱源盛行以夏季休闲为主要特征的种植制度
,

夏闲地面积约 51
.

1万 h m
Z ,

占现有

耕地的 52
.

8肠
,

夏闲期长达 70 ~ l o o d[
`〕

,

此期光照强烈
,

雨热同期
.

限于降水量在一定程

度上的欠缺和落后生产条件的制约
,

这种种植制度曾一度对缺水少肥的旱作农田起到了

一定的稳产保收作用
。

但随着人地矛盾的加剧
、

生产条件的改善和发展优质高效农业的需

要
,

使这种
“
以种植业为主

,

以粮食作物为主
,

以正茬冬小麦为主
”

的种植制度面临着挑战
。

其一
,

由于近年来经济作物和经济林果发展迅猛
,

粮经争地矛盾 日益突出
;
其二

,

由于畜牧

业规模的逐渐恢复与扩大
,

饲草缺乏趋势加强
,

粮饲争地矛盾加剧
; 其三

,

夏闲期光热水资

源浪费严重
,

尤其是以蓄水为主要 目的的夏闲地
,

贮水量仅为同期降水量的 30 %左右 2[]
,

约有 70 %的降水被无效蒸发
,

宝贵的水资源的浪费与低效是不容忽视的
。

通过扩大复种开

发夏闲地
,

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粮
、

经
、

饲争地的矛盾
,

显著地提高农业气候资源的利用

率
。

2 扩大复种开发夏闲地的可能性

2
.

1 气候可能性

2
.

1
.

1 热贡资源状况 热量资源决定了复种的可能性和复种作物的种类
。

据研究 1[]
,

渭

北旱源夏闲期 ) 1 0℃积温 1 4 0 0 ~ 2 6 0 0 ℃
,

从东南向西北递减
,

东部 2 6 0 0℃
,

中西部 1 8 0 0

一 2 2 0 0℃
,

西北部 1 4 00 ~ 1 6 00 ℃
.

从积温状况看
,

东部热量充足
,

可复种玉米
、

大 豆等作

物
;
中部热量稍嫌不足

,

可采用套种技术或直接复种早熟玉米
、

大豆
、

谷子等作物
; 西部热

量稍差
,

可复种糜子
、

荞麦
、

饲草
。

所有地区均可复种绿肥
、

饲草和蔬菜
。

因而
,

热量状况均

可满足复种需要
。

2
.

1
.

2 水分资源状况 水分资源状况决定 了复种的程度
。

渭北旱源现有水浇地 22
.

65 万

h m
, ,

虽然水分可满足一年二熟需求
,

但因传统种植方式的影响
,

当前仍有约 1 3/ 水浇地习

收稿日期
: 2 9 9 3

一

0 3
一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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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上实行夏闲
。

旱地水分唯一来源就是降水
。

渭北旱源夏闲期降水量为 8 20一 3 9o m m
,

东

部 3 0 0 ~ 3 s o m m
,

中西部 2 8 0一 3 2 o m m
,

宝鸡最高达 3 9 o m m
,

降水可基本满足复种一茬耐

旱作物需要
。

但在年降水量 5 20 一 60 0 m m 的水分条件下
,

水分不足仍是连年复种的一个主

要制约因素
,

易造成复种作物产量低下和后茬作物减产
,

需采用三年四熟和两年三熟制轮

作复种
。

目前关于旱地复种作物水分利用状况的研究较少
,

为了探讨旱地多熟的水分利用

情况
,

在相应的肥 力和品种条件下
.

作者于 1 9 8 9 ~ 1 9 9 1年在乾县北部旱源地下丁家设置了

二年三熟轮作复种试验
,

以期了解复种作物的产量水平和对水分的利用以及对后茬作物

的影响
,

试验结果分析于表 1~ 4
.

值 得 指 出 的是
,

1 9 9 0年为平水年
,

年降水量为 5 60
.

s m m
,

夏闲期降水较多
,

达

3 7 9
.

4 m m
,

1 9 9 1年为干旱年
,

年降水量 5 17
.

g m m
,

夏闲期降水 2 24
.

g m m
.

因而
,

复种试验

经历了两种不同的降水年型
,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

由表 1可以看出
,

在相同茬 口上
,

在平水和干旱两种不同的降水年型中
,

复种作物都获

得了相对较高的产量
,

两年平均产量
:

玉米 7 1 9 4 k g / h m
, ,

谷子 3 2 5 6
.

5 k g / hm
, ,

毛若干重

5 39 1 k g / h m
, ,

芝麻 5 35
.

s k g h/ m
, ,

而 同 期休 闲 的地 块 则颗 粒 无收
,

无 效 蒸发 了平均

3 6 o Z m m / h m
Z

的土壤水分
。

两种降水年型中夏闲地蓄墒率分别仅为 31
.

8%和 1
.

3%
.

表 1 渭北早场油菜茬复种试验结果

复种作物 产 量
( k g / h m Z )

1 99 0年

耗水最 产 量
( k g / h m

Z )

1 9 9 1年

耗水量
( m m / h m : ) ( m m /卜m勺

飞几月了0,JUOō匕虎心口口
.

…
09ó只é
,主6 75 3

。

0

2 16 1
.

5

6 0 6
.

0

3 5 4 7
。

5

0

5 4 9 1
。

5

5 7 6 1
.

5

5 2 1 5
.

5

4 7 1 1
,

5

3 32 8
.

5

nJ丹心0门七
Où几J一hù人

.

…
0
1.盆,10

` .孟

7 6 3 6
。

5

4 3 5 1
.

5

4 6 5
.

0

7 2 3 4
.

5

0

6 32 1
.

0

5 89 6
.

5

5 39 2
。

5

4 80 7
.

5

3 8 77
.

5

米子麻若闲玉谷芝毛夏

注
:

毛菩产 t 以干重计
,

下表同
。

表 2表明
,

在同一降水年型 (干旱年 )中
,

在不同茬 口上
,

复种作物产量不同
,

油菜茬高

于大麦茬
,

大麦茬高于小麦茬 (芝麻除外 )
,

除小麦茬的谷子和毛苔因缺苗无收外
,

其余的

产量均较可观
,

而且不同茬 口上同一复种作物的耗水系数比较接近 (芝麻除外 )
,

说明不同

茬 口上同一复种作物的水分利用率相当
,

已经达到或接近大 田条件下的降水潜力值
。

夏闲

地蓄墒率在油菜
、

大麦和小麦茬 口上分别为 1 2
.

7%
,

2 1
.

9 %和 3 4
.

7%
,

说明在干旱年份
,

休

闲期越长
,

蓄墒率越低
。

表 2 渭北旱源不同前茬复种试验结果 ( 1 9 9 1 )

冬油菜茬 冬大麦茬 冬小麦茬

复种作物 产 量 耗水量 耗水系数 产 量 耗水量 耗水系数 产 量 耗水量 耗水系数

( k g / h m Z ) ( m m / hm Z ) ( m m / k g ) ( k g / hm Z ) ( m m / h m
Z ) ( m m /k g ) ( k g /h m Z ) ( m m / h m Z ) ( m m / k g )

6 50 4
.

0

2 93 4
.

0

7 12
.

5

4 54 8
.

0

4 6 2 1
.

5

4 6 2 1
.

5

4 2 3 1
.

5

4 6 2 1
.

5

2 94 4
.

5

4 2 3 1
.

5

4 2 9 4
.

5

3 9 1 9
.

5

4 3 0 9
.

3

2 6 3 2
.

5

0
.

7 0

1
.

5 6

7
.

9 2

1
.

18

4 0 5 3
.

0 35 53
.

5 0
.

8 8

::

6 0 5 2
.

5

2 7 5 1
.

0

4 9 5
.

0

3 6 3 7
.

5

6 5 7
.

0 3 2 80
.

5 4
.

9 9

16 83
,

0

米子麻菩闲玉谷芝毛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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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夏季复种而引起后作冬小麦减产情况列于表 3
.

在平水年里
,

虽然在不同复中作物

茬 口 上
,

后作冬小麦都有不同程度的减产 ( 2 2 6
.

5~ 1 2 5 1
.

o k g / hm
’
)

,

但减产幅度仍低于复

种作物收后遣留水量 比夏闲茬减少的幅度
,

从而使耗水系数值降低
,

水分利用效率提高
。

另外
,

从二年三熟的轮作周期来看 (表 4 )
,

复种作物的产量远远超过后作冬小麦减产数量
,

三作之产量和远远大于两作之和
,

使产品耗水系数和产能耗水系数显著降低
,

水分利用效

率大幅度提高
。

表 3 不同复种作物茬口上后作冬小麦产量情况 ( 1 9 9。~ 1 9 9 1)

复种作物茬 口
复种作物遣留水量

(m m / h m Z )

比夏闲地贮水减少
(写 )

后作冬小麦产量
( k g / h m

Z
)

比夏闲茬减产
( % )

耗水系数
( m m / k g )

4 6 0 2
.

0

4 9 1 4
.

0

5 4 2 1
.

0

6 0 0 6
.

0

6 93 6
.

0

:;
.

:;
`

:

3 1 5 1
.

5

3 1 7 7
.

0

4 1 7 6
.

0

3 9 0 3
.

0

4 4 0 2
.

5

28
.

4

27
.

8

5
.

1

1 1
.

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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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二年三熟制与一年一熟制作物组合耗水 t
、

产 t 与产能比较

熟 制
总耗水量
( m m /h m 艺 )

产品耗水系数
(m m / k g )

生物学产品折合
产出能 (M J /h m Z )

产能耗水系数
( m m /M J )

ùb月OQ甘亡J肉h3工JUOtt3..

…
,妇门匕1几
,1nJq曰nJ4

j跳ù亡」油一玉~ 麦

油一谷一麦

油一芝一麦

油一若~ 麦

油一闲一麦

17 4 19
.

5

1 7 2 24
.

5

1 7 6 14
.

5

1 7 0 29
.

5

1 7 1 19
.

5

10 7 8 8
.

0

9 3 7 8
.

0

6 4 9 5
.

0

9 3 7 5
.

0

6 2 5 6
.

5

5 3 8
.

2 7

4 7 3
.

7 1

4 2 0
.

4 8

4 0 7
.

8 2

3 2 0
.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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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

据钟 良平等闭对澄城县所做的土壤水分状况分析表 明
,

复种谷子有利于充分利

用水分而对后作冬小麦水分需求影响不大
。

杨建设等 [’j 进行的复种试验也证 明复种是可

行的
,

而且是有利的
,

与本试验结果基本一致
。

因而
,

按照渭北旱源降水量的不同
,

应采取相应的对策进行适度复种
:

①对于水浇地上的夏闲地
,

应力争全部复种
,

实行一年二熟
;

②对于渭北旱源西部的千阳
、

麟游
、

宝鸡和东北部的洛川
、

黄陵
、

宜君等县
,

年降水量

在 62 o m m 以上
,

旱地农田水分可基本满足一年二熟的需要
,

原则上应力争开发旱源地上

的夏闲地
;

③对于渭北旱源中部的铜川
、

白水
、

长武
、

旬邑
、

淳化
、

永寿及西部的陇县
、

风翔等县
,

年降水量在 57 0~ 62 o m m 之间
,

旱作农田水分可基本满足二年三熟需求
,

应力争实行隔年

复种
;

④对于渭北旱源东部的耀县
、

韩城
、

澄城
、

合阳
、

蒲城
、

富平及中部的彬县等县
,

年降水

量在 5 20 ~ 5 70 m m 之间
,

旱地农 田水分仅可满足三年四熟需求
,

应力争隔二年进行复种
。

据此
,

近期内可望使渭北旱源农作物播种面积增加 9
.

3~ 13
.

3万 h/ m
Z ,

使复种指数达

到 1 2 5 %一 1 3 0 %
.

2
.

2 生产经济条件分析

在气候因素变化不大的情况下
,

本区夏闲地长期未能开发的原因主要归结于当时生

产 力水平较低
,

物能投入水平尚未达到多熟所需要的条件
。

如今生产条件已大有改善
,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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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投入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

劳均耕地面积下降
,

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了大发展
,

耕作栽培技

术也更为精细
,

尤 其 是 化 肥 施 用 量 的 极 大 增 加
,

使地力水平有 了显著提高
,

施肥量

从 1 9 7 5年 的 N 7 6
.

s k g / h m
, ,

P
Z
O

。 2 0
.

7 k g / h m
’

分 别增加 到 1 9 90年 的 N 1 7 3
.

4 k g / hm
’

和

P Z
O

。
58

.

3 5 k g / h m
, ,

已基本满足
“

麦一谷
”
二熟对养分的需求川

,

为扩大复种提供了物质保

证
。

另外
,

扩大复种也可获得相应较高的经济收入
。

根据对复种试验数据计算
,

虽然多熟

制成本明显高于一熟
,

但利润也普遍高于一熟
,

平均纯收益增加 1 4 10 元 h/ m
, ,

按二年三熟

制计算
,

纯收益增加 1 44 0元 h/ m
,

.

总之
,

只要因地因时制宜
,

采取灵活多样的复
、

套种方式
,

可望在一定程度上开发夏闲

地
。

但各地最适宜的复
、

套种模式和有关的高产栽培技术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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