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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宁南山区的春播表层土壤水分条件
,

以 裸地
、

豌豆和春麦茬地较好
,

多数情况下
,

表层
,

年逢旱一次
,

土层
,

一 年出现一次水分不足
。

马铃薯茬地最差
, 。

表层
,

年 旱
,

以下土层
,

表现为 年 旱
。

川台地的裸地
、

豌豆和春麦茬地好于

源地和山地 胡麻茬地春播表层水分是川台地次于 山
、

源地 马铃薯茬地春播表层水分是 川台

地次于源
、

山地
。

抗旱播种方法 土层水分不具备播种出全苗时
,

裸地
、

豌豆
、

春麦
、

胡

麻等茬地宜实行套二犁沟垅种植 沟深
,

使种子撒在湿土层 马铃薯茬地可采 用深

沟高垅双靠栽种
。

旱年春播要辅 以灌溉
,

春麦
、

裸地
、

豌豆等茬地限量灌溉
,

源
、

山地要高于 川台

地 马铃薯地实行穴灌 胡麻地要蓄墒补灌
。

无灌溉条件时
,

提倡马铃薯
、

胡麻上 山种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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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南半干旱 山区的水分来源是降水
,

受其影响
,

不同作物春播时的墒情差异很大
。

为发了效地

根据墒情春播
,

我们对本区主要作物的春播水分条件进行了测定
、

统计和分析
。

测区的自然条件
测地设在固原县河川乡上黄村

,

属梁状丘陵沟壑区
,

内有 山
、

源
、

川地 川
、

源地为黑坊土
,

山

丘地为细黄土
。

其土壤主要水分性质和颗粒组成见表
。

表 不同立地土壤水分性渍及条件

测地海拔

刁 台

颗粒组成 写
,

最齐吸湿水田间持水量

干土

次萎湿度

干土 干土 写

容重 土壤导水率

介一

源地
山地 了

一

, 为 土层平均值

试验设计与测定方法

选取立地土壤水分测值
。

立地水分是按 山
、

源
、

川台三方面类型设立观测点
。

每个观测点均

布置在平地上
,

山地为新修梯田 作物种植以轮作形式处理
,

川台地为 种轮作形式
,

山
、

源地均

按当地普遍的轮作形式种植作物
,

即春麦
、

马铃薯
、

胡麻
、

豌豆
。

每种立地类型都附设一块裸露地
,

了解 自然蒸发下的土壤水分消长动态规律
。

采用土钻法获取水分资料
,

选取各种作物 月 日 月 日以前 个时段 一 土

层的水分测值分析
。

剖面水分每 取一个土样
。

观测年 川台地为 年
,

共计 年
,

源
、

山地为 一 年
,

共 年 观测过程
,

已经历了三种不同类型降水年型
。

墒情评价指标
,

按 田 间持水量值 以上作为合格的发芽水分条件
,

川台地
、

源地和 山地分

别为
,

和 干土重
,

下同
。

此水分条件以下
,

对出苗不利
,

可评价 已出现旱情
。

测定结果与讨论

裸地墒情

墒情状况 川台地 年共测 次水分
, 。一 表层高于 田间持水量 的测值

次数为 次
,

占总测次数的 一
、

一
、

和 一 土层分别占总测次数的
,

和
。

裸地种麦
,

一般情况下
,

表层 的水分保证率偏低
,

以下土层很

高
,

以下土层的供水条件可认为基本保证
。

源地 年共测 次
,

一
,

一
,

和 一 土层高于 田间持水

量测次比率分别是
, ,

和
。

表层土壤水分条件差
,

以下土层适于春种的

水分保证率达 以上
。

山地 统计结果是
,

一 各土 层 含 水量高于 田 间持水量 测值次数 比率分 别为
, ,

写和
,

较川台和源地差
,

但 以下土层的保证率也在 以上
。

墒情比较

川台
、

源
、

山地裸地表层的墒情总的来说较高
,

川台地在 。一 表层
,

只有一半时间的墒

情可保证播种出全苗
,

源
、

山地达到 以下土层的水分含量
,

川台
、

源和 山地基本一致
,

达到田间持水量 的测值 比率多在 以上
,

川台地好于源和 山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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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田间持水量 的测值比率多在 写 以上
,

川台地好于源和山地
。

宜采取的播种方法 就土壤供水条件而言
,

裸地改种粮食作物
,

按常规播种的保证

率
,

川台地为一半时间和源
、

山地有 的年份
,

其余时间可实行套二犁深耕垄沟种植
,

将种子撒

在适宜水分层
,

有利于春播作物出全苗 对于 以下土层 时间内土壤水分

低于 田间持水量时
,

进行补充蓄墒灌溉
。

川台
、

源和山地 灌量分别为 上 , , ,

和
, 。

川台地宜利用库水
、

河水 源
、

山地应发展窑窖农业
,

蓄积雨季余水
,

解决播期辅助供

水问题
。

作物地墒情

作 物地加进去作物的生长耗水
,

对土壤结构和耗水条件有较大改变
,

墒情变化也不同于裸

地
。

春麦地 碗豆差 开春墒情
。

因是在轮作地测定土壤水分值
,

春麦春播墒情实际

是豌豆茬地的水分恢复状况
,

但对当年春麦播种起直接作用
,

仍作为春麦地水分条件评价
。

统计

结果
,

春播中多年超过 田间持水量 的测次 表 比率
,

在 。 土层 内
,

川台地占
,

源
、

山只有 和
,

土层超过 田间持水量 的测次比率 川台地达 左右
,

源
、

山地只有 左右
。

绝大多数情况下
,

以下土层适宜春麦播种出全苗的土壤水分条件

较好
。

具体说
,

川台地干旱水分为 一 年一遇
,

源
、

山地 。一 表层为两年一遇
,

下以土

层为 年一遇
。

川台地春麦播种墒情好于源
、

山地
。

防旱保苗措施
。

一般年份应及时播种
。

干旱年要进行蓄墒灌溉
, , 灌水量小于 , 。

为有好的墒情
,

可提倡深耕沟垅种植
,

使种子撤在较湿的土层中
,

以保证出全苗的水分条件
。

表 固原 。 表层土壤含水 超过 测次比率 测时 年平均

深 度
川台地

超过次数 占总测次 超过次数 占总测次 写 超过次数 占总测次
﹃了月月了﹃了仁口门门了,,且‘,﹄门了月了吕,

碗豆地 胡麻茬 其前茬地为胡麻
,

耗水深可达
,

耗水量略低于麦 田
。

经过雨

季恢复到春播时的表层土壤水分条件较差
。

统计结果是 表
,

超过 田间持水量 含量测次比

率
,

表层只有 左右年的水分条件好
,

川台地只有 多一点
,

源
、

山地的胡麻茬豌

豆地
,

年 旱
,

川台地 年 旱
。

表 豌豆地 。 表层土坡水分状况 年
,

招过田间持水 测次

川台地

超过次数 占总测次 超过次数 占总测次 超过次数 占总浏次
八

⋯
恤口工亡几月月了行了︸甘甘

度三

豌豆地的抗旱播种措施 ①抢墒种植 ②豌豆耐旱
,

土壤墒情保持在 田间持水量 时可

以出全苗
,

也应实行垅沟种植
,

将籽种撤在较深湿土层中 ③胡麻茬地 。一 土层最低含水量在

田间持水量 “ 以上
,

经过秋季雨水恢复
,

川台
、

源
、

山地可达到 田 间持水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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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轮种豌豆前
,

要覆盖保墒 ④有条件地进行补充灌溉
。

胡麻地 马铃薯茬 胡麻前茬为马铃薯地
,

多年平均值
,

经过雨季表层土壤可得到全

面恢复
,

深层 以下 得到基本恢复
。

干旱年只能恢复到 田间持水量的 一
,

墒情很

差
。

在这样基础上轮种胡麻
,

其表层土壤水分条件也很差
。

对 月和 月初三次水分变化测定的

统计结果表明 川台
、

源
、

山地仅有 一 年的降水
,

能使 表层土壤含水量达到 田间

持水量的 表
,

川台地好于源地
。

一 土层水分稍好
,

达 田间持水量 的测次比

率也未超过 土层
,

源
、

山地墒情好于川台地
,

源
、

山地为 年 旱
,

川台地为 年

旱
。

马铃薯茬地轮种胡麻
,

墒情好的年份
,

川台地也要实行蓄墒补灌措施
,

避免 出苗后 因底墒不

足限制幼苗发育 源
、

山地提倡开深沟种植
,

借墒保苗
,

犁沟深应在 以下 干旱年份必须灌

溉
,

否则等雨播种
。

干旱年的胡麻种植最好布置在 山地上
。

表 胡麻地 马铃薯茬 表层土壤水分状况

年超过田间持水 测次比率

超过次数 占总测次 超过次数 占总测次 超过次数 占总测次
件厅,

⋯
八月亡︸﹃卜石八工口,百巴峥一朽乙乙,目

盆

马铃薯地 春麦茬 马铃薯地前茬为春麦
,

经过雨季恢复后的墒情较好
,

对轮种马铃

薯有利
。

测定值统计结果是 表
,

一 表层墒情差
,

水分条件好的比率是 一 年一遇
,

川

台地略好于源
、

山地
。

在大多数情况下
,

在此层土壤种植作物难以出全苗 在 以下土层
,

多数

年份土壤墒情好
,

有 一 年份的墒情可以保证播种出全苗
。

表 马铃薯地 春麦茬 表层土壤水分状况

超过次数 占总侧次 纬 超过次数 占总测次 超过次数 占总测次 纬
︸曰叨月了行‘︸勺﹄﹃卜︺叮‘亡口浦﹄一︸勺

轮种马铃薯要推广深沟 以下 高垄的双靠种植技术
,

使芽栽苗或薯块很好得到底墒补

给 现在总结的芽栽早熟覆膜丰产技术
,

配合深栽补灌 少量穴灌 措施
,

会有利于对较深层高含

量水分的利用 在旱年
,

可以实行滴灌芽栽方法
,

以调节剖面土壤供水不均的问题
。

谷 糜 地 春麦茬 谷 糜 地的前茬是春麦地
,

和马铃薯有相同的水分环境
,

播

种迟
,

生长在雨季
,

其表层水分条件也较好
。

近年来
,

仅在川台地作试验
,

土壤水分测定列于表
。

可以看到
,

以下土层水分适宜种谷
。

只要采用沟垄种植
,

播种时的墒情即可得到满足
。

表 川台地谷 糜 地 。 表层水分状况

测年 一 月 日 月 日
,

超过田间持水最 测次比率

土层深度 二 共测次数 超过次数 占总测 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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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宁南半干旱山区春播作物的墒情

裸地
、

豌豆茬地和麦茬地于多数情况下
,

春季表层墒情好
,

一 土层
,

一般是 一 年逢

旱一次
,

豌豆茬地最好
,

年遇旱厂次 以下
,

除源地裸地和麦茬地于 一 土层出现

年一遇的旱情外
,

其它均为 年才出 现一次播种水分不足间题
。

再次是胡麻
、

马铃薯和谷地
。

马铃薯茬地表层土壤水分最差
,

一 土层
,

出现 年一旱或 年 旱
,

以下出现 年

次或 年 次水分不足问题
,

源
、

山地在 以下土层
,

年内有 年的水分状况较好
,

但播种利

用较困难
。

宁南半干旱山区春播表层立地水分差异很大

裸地
、

豌豆茬和春麦茬地是川台地好于源
、

山地
,

表层表现明显
,

以下 春麦茬

地的源
、

山地较为干旱
,

出现 年有一次水分不足的现象外
,

其它地大体一致
,

适宜播种的水

分保证率均在
,

豌豆茬地高达
,

接近裸露地
。

胡麻茬地春播水分是川台地次于

山
、

源地
,

土层内
,

年 旱
,

川台地 年 旱
。

马铃薯茬地表层水分以川台地最差
,

次为

源地
、

山地
,

源
、

山地 年 旱
,

川台地 年 旱
。

谷地为川台地的麦茬地
,

春播水分 一 土

层适宜湿度机率可达 一
,

比较好
。

宜采取的播种措施

墒情好的年份
,

实行常规播种

土层墒情差
,

不具备出全苗水分条件
,

以下各层土壤水分状况好
,

裸地
、

豌豆和春麦
、

胡麻茬地宜采用套二犁沟垄种植 犁沟深 巧 一
,

使种子撒在较湿土层中 马

铃薯茬地深层土壤含水量较高时
,

宜采用深沟高垄双靠播种措施
。

旱年春播
,

要辅以灌溉
。

川台地利用库水
、

河水
,

源
、

山地要提倡发展窑窖农业
。

春播时

的补充供水量
,

在裸地旱年水分条件 下
,

川 台
、

源
、

山地
,

灌量分别为
, ,

和
。

春麦茬地 , 灌量一般 少于
,

马 铃薯地采用 穴 灌措施
,

灌量也 不超过
, ,

如无灌溉条件
,

以种在山地为好 胡麻茬地在旱年内
,

一方面必须蓄墒灌溉
,

另一方面提

倡上山
,

有利调节深层土壤水分利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