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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南干旱山区胡麻生产的发展前景与增产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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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胡麻是宁夏南部山区的 主要油料作物
,

也是当地农民收入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
。

作

者对宁南山区胡麻生产现状和 生产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进行分析
,

并通过典型 事例分析和试验

研究结果
,

探讨 了宁南山区胡麻 生产的发展前景 与增 产途径
,

以图为山区群众增加经济收入
,

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
;
为山区胡麻生产上台阶

,

胡麻系列产品开发上等级提供技术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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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麻是宁夏南部 山区的主要油料作物
,

也是 山区农民群众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

近几年
,

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纺织
、

皮革
、

橡胶
、

化工
、

医药及饲料工业的需要
,

胡麻的社会

需求逐年增加
,

播种面积也逐年扩大
,

但是胡麻的单产
、

品质和生产效益还不高
,

直接影响着宁南

山区油料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

因此
,

充分开发这一资源优势
,

推动油料生产
,

发展支柱产业
,

增加

农民群众收入就成为当前宁南 山区农业生产 中巫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

� 胡麻生产的现状
从宁南山区的西吉

、

径源
、

海源
、

固原
、

隆德和彭阳 ! 县的统计资料分析
,

近 �: 年来
,

特别是

近 Θ 年
,

宁南山区的油料生产稳步增长
。

� 收稿 日期
�  ! ! ∀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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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南干旱 山区胡麻生产的发展前景与增产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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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扩大
,

总产和单产增长显著

面积 由 � Ψ Ζ 年的 Ζ
3

9  万 < ≅
,

增加到 �   � 年 的 Θ
3

Θ ! 万 <≅
, ,

增 长 9  
3

 [ ; 油料 总产由

�  Ψ Ζ 年的 一Ψ
3

 Ψ 8 万 Β 增加到 �   � 年的 � 8
3

Θ  9 万 Β
,

增长  8
3

 [ ;
单产由 �  Ψ Ζ 年的 9  

3

Ζ Ψς Κ 增

加到 工  � 年的
3

Ζ Ζ
3

 � ς Κ
,

增长 ! �
3

� � [
。

+ Μ 商品率高

胡麻籽粒除农 民群众榨油 自食约 9: [ 一 �: [外
,

其余的 8: 写一 Ψ: [几乎都进入市场 出售
。

据宁南山区的固原上黄试验区统计资料
,

�   Ζ 年上黄油料总产 Θ
3

9 万 ς Κ
,

有 �
3

8: 万 ς Κ 进入市

场
。

人均 88
3

! � ς Κ
,

收入现金 � �:
3

Θ9 元
,

已成为当地农民群众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

�
3

� 以胡麻为主的系列产品开发正在兴起

从 �  Ψ Ψ 年起
,

固原地 区行署
,

投资 8 Ζ!
3

9! 万元
,

先后兴建了固原头营
、

什字
、

彭阳王洼
、

红

河
,

西吉兴隆
,

隆德沙塘等亚麻加工厂 ! 座
,

还有彭阳棉麻厂 � 座
,

且 已启动投产
。

各县又有榨油

厂
、

饲料厂多家
;一个以胡麻为主的系列产品开发已初见规模

。

9 胡麻生产的发展前景

胡麻并非低产
、

低效作物
,

它和当地的粮食作物
、

果菜等经济作物以及畜牧业一样
,

构成当地

的高效农业经济圈
,

且系主要成员
。

9
3

� 发展胡麻生产
,

是山区农民群众增加经济收人
、

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一条重要途径

位于宁南 山区的固原县河川乡上黄试验区
,

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

在确保粮食生产 自给有余

的前提下
,

适当播大一油 7胡麻 Ν一豆 7碗扁豆和土豆Ν播种面积
,

扩大饲料作物和果菜播种面积
。

上黄试区 �  Ψ Ζ 年油料播种面积仅 � :< ≅
, ,

到 �   Ζ 年已播大到 Ζ Ζ
3

8< ≅
“,

增长了 ΖΨ
3

Ψ [
,

油料总

产由 �  Θ Ζ 年的 9
3

: � 万 ς Κ 增加到 �   Ζ 年的 Θ
3

9  万 ς Κ
,

增长 � Θ :
3

8 [ ; 油料单产 由 � Ψ Ζ 年的

Ζ Θς Κ 提高到 �   Ζ 年的 8  ς Κ
,

增长 8 Θ
3

! [
。

特别是 �   �一 �   Ζ 年
,

上黄试验 区推广 自己的研究

成果
“

四改
”

丰产栽培技术
,

即一改老品种为新品种
;二改晚播为适期早播

; 三改少施肥为科学增

施肥
,

改春施肥为秋施肥
; 四改稀植为合理密植

。

经大 田示范推广
,

获得十分显著的经济效益
。

�   � 年 7旱年 Ν8
3

Χ< ≅
Μ

川台地和源地胡麻平均 < ≅
Μ

产 � 9 Ζ !
3

Χς Κ ; �   Ζ 年 7平年 Ν � �
3

�< ≅
Μ

川台地

和源地胡麻平均 < ≅
“

产 � ! ��
3

� Θς Κ
。

上黄试验区 �   Ζ 年农林牧副各业总收入人均 � : :: 元
,

仅

胡麻一项
,

人均收入达 Ζ: : 元
,

占各业总收入的 Ζ: [
。

如果宁南 山区都能应用推广胡麻
“

四改
”

综

合丰产栽培技术
,

那 么
,

即使按 照固原地区 ! 县 �   � 年的油料播种面积 Θ
3

Θ! 万 < ≅
,

计算
,

按

�   � 年上黄试验区与固原地区 ! 县胡麻单产的增值 789
3

Θ一 ΖΖ
3

 � Ν98
3

Θ 8 ς Κ 计算
,

�   � 年 固原

全地区即可增收胡麻 9� : ! ΘΒ
,

相当于固原地区 ! 县 �   � 年胡麻总产量的 9 ∴�
。

增加经 济收入

Ψ � : �
3

Ζ万元
,

人均一年增收 �Ζ Θ
3

!8 元
。

上黄试验 区的实践和效益
,

为宁南山区农 民群众脱贫致

富奔小康
,

进而发展 山区高效农业和胡麻支柱产业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
。

9
3

9 胡麻系列产品开发前景广阔

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 日益提高
,

胡麻油作为保健食油倍受重视
,

而且

胡麻的茎秆纤维
、

籽粒果壳等作为纺织
、

油漆
、

饲料
、

橡胶
、

皮革
、

化工和医药等工业的原料更是供

不应求
。

近年来
,

国内市场食用胡麻油由每 ς Κ Χ 元提高到每 ς Κ �: 元
,

国际市场上的亚麻纤维 7三

级以上 Ν
,

也由每 ΒΜ 9 :: 元提高到 8 : :: 元
,

这为胡麻系列产品开发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显示 出美

好的发展前景
。



水土保持研 究 第 � 卷第 2 期

� 发展胡麻生产的技术途径

近 �: 年来
,

胡麻生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

但生产中仍存在诸多实际问题
。

包括肥料投入低

下
,

据调查
,

当地旱地胡麻施肥仅为尿素 � Θ一 9 9
3

Χς Κ ∴ < ≅
Μ ,

二钱 � Θ 一 � 8
3

Χς Κ
,

农家肥 � 8 Θ :一 8

Χ1 1 ς Κ ∴ < ΒΑ
Μ
7有的山坡地还是白籽下种 Ν远远不能满足作物对养分的需要

; 品种单一混杂
·

造成品

种退化和抗灾能 力下降影响产量
;播期普遍偏晚 �: ] � Θ 天

,

有效生育期缩短
,

造成减产
; 整地粗

,

放质量差
。

春季回地翻耕
,

造成跑墒
,

严重影响出苗
。 ⊥

上述问题不仅导致胡麻籽产量低下
,

而且也

造成胡麻系列产品加工业的原料不足和产品质量下降
,

经济效益差
。

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
,

作者

认为解决上述间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途径
。

�
3

� 大力推广胡麻综合增产栽培技术

�: 年来
,

化肥和 良种的增产作用是愈来愈为山区农民群众认识了
,

但是对先进的作物高产

栽培技术
,

特别是综合的
、

配套的
、

规范化的栽培技术的应用缺乏了解和实际操作的能力
。

要提高

胡麻的单位面积产量
,

充分挖掘其生产潜 力
,

作者以为
,

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大面积推广应用胡麻
“

四改
”

综 合增产栽培技术
。

�
3

�
3

� 改老品种为新品种 宁南山区 当前生产上广泛应用的宁亚 �: 号主栽品种
,

因种植

多年
,

品种混杂
,

病害严重
,

已丧失其品种优势
,

应改换为蒙 8Ψ 99
、

宁亚 �9 号和 内亚 9 号
。

�  9 年

] �   Ζ 年
,

我们在固原县河川乡上黄村对引进的 �� 个优良胡麻品种 7系Ν通过品比试验
,

选出蒙

8 Ψ 9 9
、

宁亚 �9 号和内亚 9 号等耐寒抗旱
、

丰产稳产
、

综合性状好
,

适于当地旱地种植的油麻兼用

胡麻良种
,

其籽粒 <≅
,

产三年平均为 9 1 !8 ς Κ
、

�  �Θ
3

Χς Κ 和 � Ψ! !ς Κ
,

分别较对照品种宁亚 �: 号

增产 98
3

� [
、

�8
3

Ψ [和 � Ζ
3

Ψ [ ; 麻茎亩产三年平均为 Θ (Θ 9ς Κ
、

Ζ 8 ! 8 ς Κ 和 Ζ 9 � Θς Κ
,

分别较对照

品种宁亚 �: 号增产  9 [
、

Ψ�
3

9 [ 和 !:
3

9 [
。

这三个品种
,

在干旱年份宜种植蒙 8 Ψ 9 9 和 内亚 9

号
3

在平水年份宜种植蒙 8 Ψ 9 9 和宁亚 �9 号
。

�
3

�
3

9 改晚播为适期旱播 试验证明
,

将原来传统 习惯于 Ζ 月 9: 日左右下种提前到 Ζ 月

上旬下种
,

把播期提前 �: ] �Θ 天
,

可以增产 �9 [ ] 9Ψ [
。

为对付春季严重干旱
,

可在 胡麻适宜播

期 内
,

播种早
、

中
、

熟品种
,

以增强胡麻抗卸逆境的能力
。

�
3

�
3

� 改少施 为科 学增施肥
,

改 春施肥 为秋施肥 施足底肥
,

且秋施深施
,

有利于养分提早

释放和供应
,

促进胡麻壮苗早发
,

满足其快速生长期对肥料的需求
,

这对增加产量是至关重要的
。

据作者于 一  9一 �   Ζ 年在固原县河川乡上黄村试验
,

川台地 < ≅
Μ

施农肥 Θ : 1 (: ς Κ
,

纯氮  !
3

Ζ Θ

一 �: �
3

9 Θ ς Κ
,

? Λ
:

Θ  �
3

 Θ一 9 : 9
3

! ς Κ 可获得 < ≅
,

产 �  9 �
3

� Θ ς Κ 7平水年 Ν一 � Θ ! Ψ
3

9 Θ ς Κ 7旱年 Ν的最

佳产量
。

�
3

�
3

Ζ 改稀植为适度 密植 胡麻植株矮小
,

株形紧凑
,

适于密植
。

必须协调好单位面积上的

株数
、

桃数
、

粒数和粒重四 者之间的关系
。

胡麻播量随品种特性和千粒重大小各异
,

又 因农田水分

状况和施肥水平而不同
。

以宁亚 �9 号为例
,

经作者在宁南丘陵旱地试验
,

川台地播量以 Θ9
3

Θ 一

! 1 ς Κ 最宜
,

< ≅
,

保苗 � 8Θ 一 Ζ Θ: 万株为好
。

过密过稀均不利于产量的提高
。

�
3

9 加速引进
、

选育油麻兼用胡麻新品种
,

已刻不容缓

宁南 山区当前生产中的主栽品种宁亚 �: 号和宁亚 Α 号
,

抗病性较差
,

麻茎产量低而且质差

巫待更新
。

作者建议
,

当前应大力推广 已引选的蒙 8 Ψ 9 9
、

内亚 9 号和宁亚 �9 号 良种
。

与此同时
,

山区各县一定要建设好 自己的良种繁育生产基地
,

大力引进和培育油麻兼用 良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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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建立胡麻生产基地和先进栽培技术培训基地

建立胡麻生产基地乡
、

基地村和生产专业大户
3

有利于发挥区域产业优势
,

形成 区域生产特

色和区域支柱产业
;
有利于通过现场应用

、

示范和推广先进的
,

高产
、

优质
、

高效的综 合栽培技术
;

有利于通过现场培训农民技术人员
,

提高广大农 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
; 有利于与市场和厂家接

轨
,

形成产
、

供
、

销一条龙
,

农
、

工
、

商相结合的生产销售体系
。

此外
,

通过胡麻生产基地乡
、

基地村

和生产专业大户的生产和示范
,

可以带动周围其他乡
、

村乃至整个地区的胡麻生产
,

进而促进其

它产业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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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固态追肥常受气候的影响而难以施入或充分发挥作用
,

因此
,

增加叶面追肥是一条可行的途

径
,

而深层液态追肥则应积极试验
。

通过上述分析讨论
,

作者建议
,

要改善宁南黄土丘陵区旱地农 田氮素运移现状
,

就应该针对

存在的
“

三高一低
”

问题
,

改革现行施肥方式
,

并根据减少基肥量以降低土壤残留
,

改表追为深追
,

改固态追肥为液态追肥
,

以减少 , ∋
�

挥发
; 减少土体施肥

,

增加叶面追肥
,

以降低不明途径损失
,

提高肥料利用率和增产效益的原则
,

实行基肥 _ 深追 _ 叶面施肥的综合施肥技术
,

是该 区旱作农

田氮素运移良性循环的有效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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