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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春小麦是干旱半干早区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
,

大力引进推广优良春麦品种 9 提高播种

量
,

增加成林数 9 充分利用自然降水
,

保水保墒
,

是取得春麦高产的重要措施
。

同时应增加肥料

的投入量
,

特别是磷肥的投入
,

改当前的施肥方式秋季基肥的施肥方法为
“
施足底肥适当追

肥
”

的方法
,

追肥要以叶面喷施液肥为最好
,

仍是提高春麦产量的突破 口
。

关链词 干旱 春麦 调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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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黄试区位于宁夏固原县东南的黄土丘陵区
,

属温凉半干旱气候
,

春小麦是当地主要粮食作

物之一
。

本试 区内春小麦种植面积在
“

八五
”

初期约占粮 田总面积的 沁Ζ
,

以后随冬小麦的推广
,

面积慢慢减少
,

现约占麦田面积的一半
。

本文以试区内多年大田样点测产的资料
,

加上
“

八五
”

期

间大量的田间调查试验
,

研究了各因子与产量之间的关系
,

并提出提高春麦产量的一些措施
。

� 春小麦产量及影响因子的分析

�
3

� 春麦品种与产 Α 的关系

春麦品种在不同土地类型中产量的差异较大 7见表 � Ο
,

但各品种在不同土地类型中其表现

� 收稿日期
�  ! ! ∀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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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是一致的
,

都是川台地 ∴ 梯 田∴ 源地 ∴ 山地
。

河地面积较小
,

分布零星
,

生长多不整齐
,

前期

长势较好
,

后期多受干热风影响较大
,

故产量无规律并小于川台地
。

表 � 春麦品种在各类土地上的产Α 7] Γ ⊥Η Β , Ο
最高一最低

平均

品 种 川地 梯田 源地 山地 河地

陇春 Σ � � , � � �Ν一 � 8  Μ 8 � Μ Ν一  Ν 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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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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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春 �Ν 号
8 � Ν [一 �  Ν  � 8 �一 �� Μ Μ

晋 麦
� � 8

。

Μ一 � Ν Σ Μ

� [ � [

 ! [一 Μ8 !

_ �Σ

定西 8[

红芒麦
�Σ � [一 Μ 8 ! � � Ν 8一Μ �  � Σ ! �一 ΣΣ 8

此表 为 �   � 年数字

从表 � 还可看出
,

不同品种的产量在同类土地上的差异也不尽一致
。

在川地上
,

其顺序是陇

春 _ � �  ∴ 宁春 _ � �  ∴ 固春
,

梯田上是陇春 _ � �  号∴ 红芒麦
,

源地上陇春 _ � �  号∴ 固春∴ 红芒

麦
,

山地上是陇春 _ � �  ∴ 固春 ∴ 红芒麦 ∴ 定西 8[ ∴ 晋麦
,

河地上是陇春 �Ν 号 ∴ 宁春 �Ν 号 ∴ 定

西 8[
。

从总的趋势看
,

陇春 _ � �。号品种在各类土地中其产量是比较好
,

应大力推广
,

扩大种植面

积
。

�
3

8 产 Α 与 2Η Β
ϑ

穗数
、

穗粒数
、

千粒重的关系

产量是由单位面积内的有效穗数
、

穗粒数和千粒重三个因数构成的
。

现以区内种植面积较大

的两个品种陇春 _ � �  
、

红芒麦为例说 明三者与产量的关系
。

�
3

8
3

� 产量与 2Η Β
ϑ

穗数 的关来 图 � 可看出陇春 _ � �  品种每公 顷的有效穗粒数在 8� Ν

万到 �Μ Σ 万时其对应产量都是随着穗数的增加而增加
,

穗数 � ΜΣ 万时产量最高
,

其相关系数
6 ⎯

Ν
3

 Μ _
,

以后随穗数增加产量则降低
。

红芒麦品种与产量的关系和陇春 _ � �  号一致
,

只是产量最

高点在 � ΝΝ 万穗
,

相关系数
6 ⎯ Ν

3

 ! [
。

�
3

8
3

8 产量与德拉数的关来 图 8 可看出陇春 _ � �  品种的穗粒数在 巧⎯ �Ν 粒时
,

其产量

随着穗粒数的增加而增加
,

当穗粒数大于 �Ν 粒时
,

产量有下降的趋势
。

红芒麦的穗粒数从 �Ν 粒

开始
,

也是随着穗粒数的增加产量也相应增加
,

直到 8Σ 粒时单产仍举增不减
。

�
3

8
3

� 产量与千粒重的关系
,

从表 8 看千粒重与产量的关系不甚密切
,

无明显的变化规律
,

其原因是本地在春麦灌浆期
,

常有干热风出现
,

使各类土地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
。

从上图中可看出
,

构成产量的三个因子中有两个 因子即 2Η Β
ϑ

穗数
,

穗粒数在一定范围内是

与产量呈正相关
,

这就反映出小麦植株个体与群体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协调关系
,

也反映出干旱半

干旱地区 2Η Β
ϑ

穗数
,

穗粒数是增产的两个主要因子
。

表 8 春小麦亩产与千粒, 的关系

千粒重 7Γ Ο

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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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水分对春麦生长发育的影响

小麦生长期内土壤水分的含量对于小麦生长发育
、

产量构成是非常重要的
,

资料表明
,

小麦

生成 !
1

 2 3 干物质
,

要消耗 # ∋! 4 0%%2 3 水
,

这些水分绝大部分是通过根系直接从土壤 中吸取

的
。

据河北衡水地 区农科所研究
,

小麦生育期内 。一 5 !6 , 土层中水分含量与产量相关系数
7 8

!
1

95
,

春季 :一 5 !6 , 土层中水分的含量与产量的相关系数
7 一 !

1

9&
,

均为极显著正相关
。

上黄试

区土壤为沙质壤土
,

田间持水量 −# ;
,

是春小麦生长比较适宜的土壤
。

不同质地的土壤对小麦各

生育期适宜的土壤水分含量是不同的
,

为了便于 比较土壤对小麦各生育期适宜的土壤水分含量
,

根据有关研究
,

将土壤含水量换算成相当于该土壤田间持水量的百分数来表示
,

现以本试区春小

麦主要产地川台地为例分析土壤水分对春麦生长发育的影响 <见表 & .
。

春麦出苗后 &! 4 = !> 进入分萦期
,

上黄试 区春麦进入分孽期 大都在 ∋ 月 #! 日左右
,

这时

5 !6 , 土层内水分含量 # 9 9 # 年是 #�
1

− ;
,

相当于田间持水量的 ?!
1

# ;
,

是适宜的水分含量
≅
进入

拔节期
,

起初有一段时间较为干早
,

此时 5!
% , 土层中含水量相当于田间持水量 ∋�

1

= ;
,

对春小

麦的拔节和幼穗分化有不利影响
,

但在 ∋ 月 −& 日
、

−= 日两天降了 =!
1

3 , , 雨
,

使土壤水分得以

补充
,

促进了春麦的拔节和幼穗分化
。

抽穗期 5 !6 , 土层内含水量相当于 田间持水量 ��
1

5 ;
,

水

分还比较适宜
。

进入开花灌浆期后
,

土壤水分严重不足
,

此时 5!
% , 土层中水分含量相当于 田间

持水量 =! ;
,

� 月 � 日虽降了 # 9
1

&, , 雨
,

但后期又遇到高温
、

多风
,

气候异常干旱
,

形成了干热

风
,

使干物质的累积受到抑制
,

灌浆期缩短
,

千粒重降低
。

# 9 9 # 年春麦整个生育期前期生长较好
,

只是在灌浆期有一定的影响
,

还是取得 /+ ,
,

产 − −! ∋2 3 的好收成
。

表 & 上黄川台地春麦生育期 5!6 , 土层中水分的状况

生育期
适宜的田间
含量 < ; .

5 !6 , 土层 中水分
含量 < ; .

5 !6 , 土层水分相当
于 田间持水量 <; . 测定 日期

# 9 9 # 年 #9 9 ∋ 年 # 9 9 # 年 # 9 9 ∋ 年

播种一分萦 � ! 4 ? ! 一�
1

− #=
1

= ?!
1

# 5 ?
1

�
1

= 月 # ∋ 日

拔节期 5 ∋ 4 ? ∋ # −
1

! ∋ #!
1

− ∋ �
1

= = ?
1

5 ∋ 月 # ∋ 日

抽穆期 ? ! # 5
1

& �
1

9 � �
1

5 & �
1

� 5 月 # ∋ 日

一丑亚匕卫丛之
1

一一 −9全 旦Α

一
∀ 旦

Β

丛 ∋
「

咦!111 点二
Β 1 #

Β
1

Β Β Β 11

泥么几8 一
Β

1 Β

一0
曰

生月乳
Β 1

⋯

从表 & 中可以看出
,

# 9 9 ∋ 年的情况大不一样
,

5 月底以前只降了 5! , , 雨
,

5 !6 , 土层内水分

含量相当于田间持水量在分萦期为 5?
1

� ;
,

拔节期为 =?
1

5 ;
,

抽穗期为 &�
1

� ;
,

开花一灌浆期

为 −=
1

?;
。

各时期土壤水分根本不能满足春麦的生长发育
,

春麦只能免强维持最低生命活动
,

生

长发育大大受到抑制
,

使植株矮小
,

产量降低
,

/+ ,
,

产只有 ?5 ?
1

 2 3
。

#
1

= 土壤养分对春麦生产的影响

上黄试 区的土壤大都是湘黄土
,

有机质含量 !
1

9& ;
,

含 Χ %
1

! ∋− ;
,

水解 Χ −&
1

& , 3 Δ2 3
,

全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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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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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Ζ
,

有效磷 Β Γ ⊥] Γ
,

全钾 8
3

�_ Ζ
,

速效钾 _!
3

Μ Β Γ ⊥] Γ
,

土壤养分较低
,

特别是氮磷都缺
。

�
3

[
3

� 追肥对春麦产童的影响 7表 [Ο 过去 由于种种原因
,

这里农民给春麦不追肥
,

常常使

植株后期严重脱肥
,

影响产量
。

Σ 月下旬
,

春麦进入拔节期
,

此时是春麦需肥较多的时期
,

2Η Β
ϑ

施

Μ Σ ] Γ 尿素
,

就可改善春麦的营养条件
,

对形成籽粒作用极大
,

表 [ 看出
,

同样的川地追肥就能提

高产量 [[
3

[ Ζ ⎯ ΜΝ
3

! Ζ
,

每 ] Γ 尿素增产粮食 �
3

<] Γ 以上
3

表 [ 追肥对春麦产Α 的影响 7品种 _ � �  8Ο

户 主
肥 7] Γ Ο

土 肥

种 肥

碳酸二钱 7] Γ Ο
追 肥

尿 索7] Γ Ο
产量 7] Γ ⊥ Η Β ϑ Ο 增产 7Ζ Ο

基一素

黄玉安 Σ �8 Ν Ν 8
3

Σ Σ 8 Ν � �
3

Ν � Μ Ν
3

!

黄占华 Σ  Ν Ν 8
3

Σ Σ � Μ � Μ
3

Σ � [[
3

[

黄玉杰 Σ  Ν Ν 8
3

Σ 一 � Σ � Σ
3

Ν � 8!
3

Ν

χ 黄玉会
χ

χ
五

χ χ χ χ

χ Μ沁 8
3

Σ 一 � � �
3

Ν � ΝΝ
3

Ν

�
3

[
3

8 磷素对春麦生产的影响 磷素能促进春麦生长
,

提高产量
,

广大农民群众有一定程

度认识
,

近几年
,

本区内大部分农民用磷酸二按作种肥
,

都取得较好的结果
。

据调查
,

在一定的范

围内
,

磷肥的施入量与春麦的产量呈正相关
,

一般都增产在 �Ν Ζ以上
,

有的还成倍增长
。

为了进一步研究磷素的肥效
,

进行了磷肥的增产效果试验 7见表 Σ Ο
。

从 中看出
,

施入过磷酸

钙肥料后
,

春麦的农艺性状和产量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

增产幅度在 _写一 �!
3

! Ζ
,

以 2Η Β ϑ
施

[ Σ 1] Γ 的为最好
,

增产 8 [ Σ ] Γ 小麦
。

表 Σ 磷肥对春麦产Α 的影响 7品种 _� �  8Ο

处 理 株高

憋
、& 222 声

小毯

7个 Ο

_
。

2

�Ν
。

�

�Ν
。

Ν

� �
3

_

�Ν
。

�

移 重

7Γ ⊥ 个 Ο

移位盆

7Γ ⊥ � Ν Ο

秆 重 地上生物量 产 量

7Γ ⊥ � Ν Ο 7] Γ ⊥ Β ϑ Ο 7] Γ ⊥ ΗΒ ϑ 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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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控措施

−
1

# 选择适宜本地 区生态亲件和生产水平的优良品种

通过几年来的品比试验和调查证明
,

陇春 ? # & 9 号品种是现阶段本区内较为理想的春麦品

种
,

它无论在川台
、

源地
、

坡地上产量都比较好
,

在正常年份
,

一般大 田 /+ , ,
产 #9 ∋ !2 3 以上

,

在

较好的旱肥地 上
,

/+ ,
,

产可超过 & ! ! % 2 3
,

有的可达 & � ∋ ! 2 3
,

应大力推 广
,

并注意去杂
,

提纯复

壮
,

以保证该品种的丰产性
。

−
1

− 适 Ν 增加 /+ ,
0

穗数

春小麦生长季短
,

分桑力差
,

成穗大都是靠主茎
,

据多年的调查发现
,

本区内春麦 /+ ,
0

穗数

大都在 − −∋ 一 − �! 万
,

这就严重影响了产量
,

/+ ,
,

穗数在构成产量三因数中是影响产量的主要因

素
。

因此
,

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

应加大播种量
,

从 目前的 #“一 # ?�
1

 2 3 Δ+ ,
,

提高到 # ?�
1

∋一

−− ∋ 2 3 Δ + ,
, ,

并整好地以利出苗
,

作好病虫害的防治
,

使亩穗数在正常年份达到 −∋ 万株左右
。

−
1

& 充分利用 自然降水
,

提高单产水平

本区水资源极少
,

农业生产主要靠 自然降水
,

在正常年份春麦生产时期的需水与自然降水大

<下转 第 # # � 页 .



�   ! 年 � 月 韩仕峰等
Τ

宁南半干早地区主要作物土壤水分效率 � �Μ

�
3

� 调剂降水分配不均而造成有水用不上的问题

北方旱农地区
,

雨季集中在 Μ
、

_
、

 三个月
,

其间降雨要占到全年降雨量的 !Σ Ζ一 ΜΝ Ζ
,

其它

长达  个月的时间内
,

降雨才占到全年降雨量的 �Ν ⎯ �Σ Ζ
。

而旱季正是春麦
、

豌豆等作物生育

期
,

土壤贮存的有限水分满足不了作物正常生长的需要
,

大部分地 区又无地表水资源
,

出现水分

亏缺
,

对提高产量影响很大
9就是和雨季同步生长的作物

,

如胡麻
、

谷子
、

马铃薯
、

春玉米等作物
,

前期往往因干旱而小苗长势不好
。

急需补充一定水量
。

旱地农业主要是调剂分配不均的降水
。

可

采用窑窖农业
、

冬灌深层蓄墒以及覆盖施肥保墒等措施能够解决一定问题
。

�
3

8 争卜灌提水
,

提高水分效率
3

当土壤水降到一定湿度后
,

对苗期作物来说
,

很难利用上
,

只有利用一定外来水
,

摧苗生长
,

使根系深扎下去
,

待自身抗旱能 力加强后
,

以水调水
。

据测定
,

作物各生育阶段的凋萎湿度值不一

样
,

春麦三叶期为 [
3

 Ζ
,

到孕穗期为 � Ν
3

[ Ζ
,

开 花期为 :
3

! Ζ
,

开花期的凋萎湿度值比三叶期

增加 !
3

Μ Ζ
,

利用这种办法
,

前期补灌
,

后期挖掘深层水分利用川
9 山仑等研究

,

采用拔节期一次

补灌 ! Ν Ν Β
,

⊥ Η Β
ϑ

水
,

水分效率达到 �
3

Γ ] Γ ⊥ 7Η Β
ϑ ·

Β Β Ο
‘之’ ,

增产幅度达 [ Σ写⎯ _ Ν Ζ
。

�3 � 培养抗旱品种
,

减少无效蒸腾
。

提高已用水分的光和效率

�
3

[ 对已供有效水要采用斑盖
,

促渗抗旱拌种等方法
,

达到缓慢的持续供水
,

提高水分利用率

据对当地裸地雨季降水动态测定
,

_Μ
3

Μ Ζ的降水复被蒸发
,

在半干旱偏旱地 区甚至达到

� ΝΝ Ζ 9 又据测定
,

麦田行 间蒸发要占到总耗水量的 [[ Ζ ⎯ [_ Ζ左右δ2�
,

增加对生长同期 降水的

有效利用是一个突出问题
,

在谷糜
、

马铃薯的水分生产效率中已反映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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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是同步的 7如 �  � 年
,

这样的年份较少 Ο
,

只要在头年的秋季
,

作好保墒
,

使 ϑΒ 深层的土壤水

分含量在春播时达 �Σ Ζ左右
,

春麦的丰收是有希望的
。

如遇到旱年
,

必须利用有限的水资源进行

有限的补灌
,

特别是在拔节一抽穗最需要水分时期
,

此时是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最旺盛时期
,

拔

节初期也是幼穗分化的高峰期
,

它关系到穗大粒多
,

是夺高产的关键时期
。

要求农民多打窖或修

蓄水池
,

将自然降水储存起来
,

关键时期进行滴灌
,

以维持春麦的正常生长
。

8
3

[ 增加肥料的投人
,

特别是磷肥的投人Α

增加肥料投入
,

培肥土壤
,

做到以肥调水
,

以水促肥的效果
。

8
3

Σ 改善施肥方式
,

提高肥料的有效利用率

改变现在秋季
“

一炮轰
”

的施肥方法
,

根据赵世伟的试验
,

将春麦全生育期应施入的氮肥总

量 的一半 7即 �⊥ 8Ο 和全部的磷肥 7种肥除外 Ο在头年秋季施入土壤
,

播种 时施入适量 72Η Β
ϑ

施

! 1 ]Γ 磷酸二按 Ο种肥
。

在拔节
、

抽穗期应将所余的一半氮肥作为追肥施入
,

可在雨水较好的拔节

期一次施入土壤中
,

或者有条件时可在这两个时期分别以 � ⊥[ 的量喷洒叶面
。

这样既可防止肥料

的过多损失
,

又可及时供给春麦生长需要
,

使肥料的利用率大大提高
。

还可在春麦拔节抽穗期
,

喷施 2一 8 次新型液肥 7暂定名为多功能液肥 Ο
,

这种肥料不仅能给

春麦提供养分
,

还起到了抗旱作用
,

特别在干旱年份作用更大
,

据我们几年的试验
,

增产在 �Ν Ζ

⎯ 8 [
3

� Ζ
,

尤其对千粒重的增加效果好
,

应大力推广应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