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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份小麦覆膜播种后群体与产量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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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连续 3 年对 2 个类型冬小麦品种进行了覆盖地膜穴播和露地条播比较研究, 结果表明, 在基本苗

相同的条件下, 覆膜后多穗型和大穗型品种成穗数分别比对照提高 76 万和 110 万öhm 2, 穗粒数分别提高 4. 5 和

4. 0, 千粒重分别降低 0. 3 和 2. 6 g, 产量分别增加 1 331. 6 和 1 124. 5 kgöhm 2, 降水利用效率分别提高 22. 1% 和

26. 6% ; 地膜显著的增温作用, 使地膜小麦阶段发育持续时间发生了变化, 生育期比露地缩短 8～ 14 d; 在地膜小麦

生产中, 应优先选用中矮杆多穗型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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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地膜小麦技术以其显著的保墒、节水、

增温等效应[1～ 9 ] , 在我国北方麦区被大面积推广应

用。该项技术能够使小麦单产水平大幅度提高, 特别

是在我国北方旱作冬小麦区和春小麦区, 单产水平

可提高 20% 以上[1, 3, 8 ] , 有些甚至提高 1 倍。同时, 该

技术对提高小麦品质也有一定作用[5, 6, 10 ]。但目前我

国对适宜地膜小麦种植的品种选育工作还是空白,

所用品种主要来源于当地露地小麦生产中推广的品

种。在地膜小麦生产中, 人们按照覆膜后增温保墒作

用可能引起小麦发生的形态变化, 提出了“矮杆大穗

高产抗病品种”的选种原则[7, 9 ] , 对指导地膜小麦的

生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为了进一步了解中矮

杆大穗型和多穗型品种在不同年份覆膜后的生育

期、群体和产量结构变化, 为地膜小麦生产中品种选

择提供科学依据, 本研究在试验示范的基础上, 连续

3 年进行了不同类型品种覆膜穴种与露地条播的比

较筛选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地点

　　试验于 1997209～ 2000207 在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农学院宝鸡粮食高产优质试验站进行。

1. 2　材　料

试验先后选用中矮杆大穗型冬小麦品种陕

2158 和小偃 22, 中矮杆多穗型品种陕 160 和长武

112, 试验地为夏闲地, 肥力中等, 播种后测定土壤有

机质含量为 12. 1～ 13. 1 gökg, 碱解氮 64. 4～ 68. 2

m gökg, 速效磷 24. 48～ 25. 52 m gökg, 速效钾

134. 6～ 138. 4 m gökg。地膜选用厚 0. 008 mm、宽

1. 4 m 的农膜。

1. 3　方　法

播种方式为覆膜穴播, 用 2BRX22 人力穴播机

播种, 行距 0. 17 m , 穴距 0. 15 m , 对照为露地条播,

人工开沟播种, 行距 0. 2～ 0. 5 m。基本苗大穗型品

种为 180 万öhm 2, 多穗型品种为 150 万öhm 2。底肥

施N 135 kgöhm 2, P 2O 5 90 kgöhm 2。小区面积 4. 5 m

×3. 0 m , 随机排列, 4 次重复。播种时间为每年 102
06～ 08。

1. 4　测定项目

测定基本苗、冬前群体、春季群体、成穗数、穗粒

数、千粒重, 并收获测实际产量; 观测出苗期、分蘖

期、拔节期、孕穗期、开花期、成熟期。

1. 5　降雨量和气温资料

1997209～ 2000206 每月的降雨量和气温资料由

宝鸡县气象站测定。

2　生育期间降雨量与温度变化

2. 1　不同年份降雨量与小麦生育期间降雨量变化

　　试验实施期间, 降雨量变化比较明显。从年降雨

量看, 1998 年为丰水年, 降雨量较常年多 230. 4

mm ; 1999 年为大旱年, 降雨量较常年少 136. 1 mm ;

2000 年为旱年, 降雨量较常年少 76. 5 mm。从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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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生育期的降雨量变化看, 1998 年降雨量 215. 8

mm , 较常年 198. 3 mm 多 17. 5 mm ; 1999 年为

201mm , 较常年多 2. 7 mm ; 2000 年为 150. 8 mm , 较

常年少 47. 5 mm。

从降雨量的分布情况看, 分布不均、年际间变化

较大。1998 年, 先一年 7～ 9 月降雨 639 mm , 播种后

持续 5 个月干旱, 孕穗到开花期, 降雨量比常年多

81. 9 mm ; 1999 年, 先一年 7～ 9 月降雨量 287. 3

mm , 比常年少 182. 1 mm , 孕穗到开花期, 降雨量比

常年多 65. 3 mm ; 2000 年, 先一年 7～ 9 月降雨量

397. 1 mm , 其中 7 月仅降 7. 2 mm , 比常年少 117. 2

mm , 使得整个夏闲期降雨较常年少 84. 5 mm。可见

在 3 个试验年度, 小麦自苗期到拔节期都不同程度

地受到干旱影响。这一降雨特点, 对于覆膜小麦来

说, 有利于覆膜保墒作用, 特别是苗期保墒作用的发

挥。

2. 2　不同年份温度变化

1998 年年均气温为 13. 34 ℃, 比常年高 1. 86

℃, 1999 年度和 2000 年度分别较常年偏高 1. 23 和

1. 08 ℃。越冬期间月平均气温变化见表 1。由表 1

知, 除 2000 年度 1 月气温较常年偏低 0. 7 ℃外, 3

个生产年度越冬期气温普遍比常年同期偏高, 这有

利于越冬期间麦苗的生长和发育。加之覆膜后, 地膜

的增温和保墒作用, 可促使麦苗形成壮苗, 为小麦后

期的生长发育奠定基础。

表 1　1997～ 2000 年小麦越冬期间温度比较

T able 1　T emperatu re comparison w hen w heat living th rough the w in ter (1997- 2000) ℃

月份
M onth

1997～ 1998 1998～ 1999 1999～ 2000

当年温度
T empera2

tu re

与常年比
Increase than

common

当年温度
T empera2

tu re

与常年比
Increase than

common

当年温度
T empera2

tu re

与常年比
Increase than

common

常年温度
T emperatu re

11 14. 1 7. 6 8. 9 2. 4 7. 3 0. 8 6. 5

12 5. 9 5. 0 3. 7 2. 8 1. 8 0. 9 0. 9

1 - 0. 6 - 0. 3 1. 3 1. 6 - 1. 0 - 0. 7 - 0. 3

2 4. 6 2. 5 4. 6 2. 5 2. 3 0. 2 2. 1

3 7. 2 0. 3 8. 2 1. 3 10. 0 3. 1 6. 9

3　结果与分析

3. 1　不同年份群体变化

　　不同年份群体变化结果见表 2。从 2 个类型品

种看, 在基本苗相同的条件下, 覆膜后冬前群体均比

对照高, 其中大穗型品种高 88 万öhm 2, 多穗型品种

高 134 万öhm 2; 春季群体均比对照低, 其中大穗型

品种低 118 万öhm 2, 多穗型品种低 245 万öhm 2; 成

穗数均比对照提高, 其中大穗型品种多 110

万öhm 2, 多穗型品种多 76 万öhm 2。地膜小麦冬前群

体比对照增加, 春季群体比对照减少, 冬前群体与春

季群体差异不大, 使得群体结构趋于合理, 群体质量

提高。

表 2　不同年份小麦群体比较

T able 2　Comparing the popu lat ion of w heat in differen t years 万öhm 2

年份
Year

大穗型品种B ig ear variety 多穗型品种M o re ear variety

基本苗
Base

popu lation

冬前群体
Popu lation

befo re w in ter

春季群体
Sp ring

popu lation

成穗数
H eads

基本苗
Base

popu lation

冬前群体
Popu lation

befo re w in ter

春季群体
Sp ring

popu lation

成穗数
H eads

1998 168 867 938 554 148 1 040 1 102 681

1998CK 167 759 1 015 450 150 881 1 200 554

1999 170 969 999 554 155 999 926 572

1999CK 175 858 1 074 446 155 866 1 214 549

2000 171 912 887 729 146 856 875 716

2000CK 170 867 1 089 611 155 747 1 224 638

3. 2　不同年份产量结构变化

不同品种在不同年份, 其产量结构变化规律一

致 (表 3)。从 2 个类型品种看, 在基本苗相同的条件

下, 覆膜后成穗数均比对照提高, 其中大穗型品种多

110 万öhm 2, 多穗型品种多 76 万öhm 2; 穗粒数均比

对照提高, 其中大穗型品种增加 4. 0 粒ö穗, 多穗型

品种增加 4. 6 粒ö穗; 千粒重均比对照降低, 其中大

穗型品种降低 2. 6 g, 多穗型品种降低 0. 3 g。在 3 个

产量构成因素中, 穗粒数变化最大, 穗粒数显著增加

是地膜小麦超常增产的主要因素之一。

3. 3　不同年份生育期变化

2 个类型品种各年度采用覆膜播种的生育期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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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照缩短。从 3 年 2 个类型品种生育期调查结果

看, 地膜覆盖播种的小麦生育期较露地播种的缩短

8～ 14 d。这主要是穴播后, 地膜的显著增温作用, 使

得地膜小麦阶段发育持续时间发生变化, 前期生长

发育进程加快。

表 3　不同年份小麦产量结构比较

T able 3　Comparing the yield compo sit ion of w heat in differen t years

年份
Year

大穗型品种B ig ear variety 多穗型品种M o re ear variety

成穗数ö
(万·hm - 2)

H eads

穗粒数
Kernels

head

千粒重ög
W eigh t
of 1 000
kernels

实际产量ö
(kg·hm - 2)

Grain
yield

降水利用效率ö
(kg·hm - 2·

mm - 1)
R ainfall
efficiency

成穗数ö
(万·hm - 2)

H eads

穗粒数
Kernels

head

千粒重ög
W eigh t
of 1 000
kernels

实际产量ö
(kg·hm - 2)

Grain
yield

降水利用效率ö
(kg·hm - 2·

mm - 1)
R ainfall

efficiency

1998 554 33. 8 34. 9 6 372. 8 7. 455 681 29. 3 35. 5 6 264. 0 7. 328

1998CK 450 29. 1 40. 3 5 107. 5 5. 975 554 25. 0 36. 7 4 875. 0 5. 703

1999 554 31. 7 29. 6 5 003. 6 10. 247 572 37. 1 30. 8 6 175. 9 12. 648

1999CK 446 27. 1 29. 6 4 002. 0 8. 196 549 32. 8 30. 6 4 894. 5 10. 024

2000 729 31. 3 41. 2 7 125. 0 13. 004 716 27. 6 48. 9 6 450. 0 11. 772

2000CK 611 28. 6 43. 7 6 018. 5 10. 98 638 22. 5 48. 9 5 125. 5 9. 355

3. 4　不同年份产量变化与降水利用效率

不同类型品种覆膜播种比露地播种显著增产。

从 3 年试验结果看 (表 3) , 大穗型品种增产 1 124. 5

( 1 001. 6～ 1 265. 3) kgöhm 2, 增产幅度 22. 7%

(18. 4%～ 25. 0% ) ; 多穗型品种增产 1 331. 6

(1 281. 4～ 1 389. 0 ) kgöhm 2, 增产幅度 26. 9%

(25. 8%～ 28. 6% )。对 2 种类型增产情况比较可知,

多穗型品种比大穗型品种净增产 207. 1 kgöhm 2。多

穗型品种分蘖能力强, 群体优势明显, 比较容易获得

高产, 因此, 在地膜小麦品种类型选择上, 应首先考

虑中矮杆多穗型品种。

从表 3 还可以看出, 不同年份地膜小麦降水利

用效率均比对照高, 大穗型品种提高 1. 851

kgö(hm 2·mm ) , 提高了 22. 1% ; 多穗型品种提高

2. 222 kgö(hm 2·mm ) , 提高了 26. 6%。

4　结果与讨论

本试验表明, 多穗型中矮杆品种和大穗型中矮

杆品种覆膜穴播分别比露地条播增产 1 281. 4～

1 389. 0 kgöhm 2 和 1 001. 6～ 1 265. 3 kgöhm 2; 多穗

型比大穗型增产 207. 1 kgöhm 2。在基本苗相同的条

件下, 覆膜后多穗型和大穗型品种成穗数分别比对

照提高 76 和 110 万öhm 2, 穗粒数分别提高 4. 5 和

4. 0, 千粒重分别降低 0. 3 和 2. 6 g。穗粒数显著提

高, 这主要是由于覆膜穴播使穗分化进程发生变化,

单棱期缩短, 二棱期延长[11 ] , 小穗分化时间延长, 从

而提高了小穗结实率。3 年试验和生产实践表明, 在

地膜小麦生产中, 选择“中矮杆多穗型或大穗型丰产

抗病品种”比较容易获得高产。本试验中千粒重降

低, 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地膜小麦开花后的管理措

施实施不当, 即对覆膜播种小麦采用了露地小麦的

管理方法; 另一方面与地膜小麦前期营养生长过快,

养分消耗过多引起的后期早衰有关。

覆膜后群体结构趋于合理, 质量提高。在基本苗

相同的条件下, 覆膜后大穗型和多穗型品种冬前群

体分别比露地条播的高 88 万和 134 万öhm 2, 春季

群体分别降低 118 万和 245 万öhm 2, 成穗数分别提

高 110 万和 76 万öhm 2, 冬前群体与春季群体差异

不大。其原因一是各试验年度, 苗期到拔节期降雨量

比常年少, 持续干旱,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春季分蘖

的生成和小分蘖的生长, 促使大分蘖生长, 使得春季

群体基数有所降低; 二是温室效应或暖冬与覆膜后

显著的增温共同作用, 促使了冬前蘖的形成和生长,

使得冬前蘖生长比较健壮, 有利于其参与成穗竞争;

三是覆膜后, 主茎和分蘖的穗分化比露地提前, 冬前

蘖的穗分化比对照的早,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冬前

蘖的竞争能力; 四是穴播后, 个体间养分、水分、光、

热等相互竞争比露地强, 单株的次生根减少, 冬前单

株大分蘖数量增加, 促使冬前群体比对照显著增加,

小分蘖减少; 五是小麦分蘖节形成分蘖的数量与小

麦的营养状况和环境条件有很大的关系, 特别是春

季分蘖的形成和生长更是如此。由于多种因素的综

合作用, 使得春季群体比对照降低, 在小麦生产中,

通常需要控制春季分蘖的形成和生长, 减少不必要

的养分竞争和浪费, 调节群体结构, 减少群体间无效

的养分竞争, 提高群体质量。

本试验结果表明, 覆膜播种的小麦生育期比露

地缩短 8～ 14 d。这主要是穴播后, 地膜显著的增温

作用, 促使地膜小麦阶段发育持续时间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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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 com parison on yie ld and popu la t ion of w in ter w hea t betw een

bunch ing w ith film and drilling w ithou t f ilm in d ifferen t years

ZHANG Rui1,L IU Dang-x iao1,L IU X in - lun1,

DA I Ka i- jun1,W ANG Shuan -x iong2

(1 Colleg e of A g ronomy ,N orthw est S ci2T ech U niversity of A g ricu ltu re and F orestr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2 T heM eteorolog ica l O bserva tion B u reau of B aoj i Coun ty ,B aoj i, S haanx i 721300, Ch ina)

Abstract: T h rough comparison on tw o k inds of b ig and mo re heads w heat variet ies betw een bunch ing

w ith film and drilling w ithou t f ilm (CK ) in th ree differen t years, it show ed that, under the sam e basic

popu la t ion, the heads of the mo re ears and b ig ears variet ies w ere mo re 760 000 and 1 100 000öhm 2 than CK

respect ively; the num ber of gra in s per ear of them w ere mo re 4. 5 and 4. 0 than CK respect ively; the

thou sands kernel w eigh t of them w ere less 0. 3 and 2. 6 than CK respect ively; the yield of them increased

1 331. 6 and 1 124. 5 kgöhm 2 respect ively; the ra infa ll eff iciency of them increased 22. 1% and 26. 6%

respect ively. D ue to h igher tempera tu re by covering film , the du ra t ion of d ifferen t grow th and developm en t

period changed rem arkab le and w as less 8- 14 days than CK. T he mo re ears and m iddle o r sho rt2sta lked

variet ies shou ld be selected at f irst in the film 2m u lch ing w h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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