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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地大豆全膜覆盖覆膜模式试验研究
文 / 王闯 强世军 翟富民

为了提高旱地大豆农田降水利用

率和水分利用效率
,

探索旱地大

豆 不 同覆膜模 式的抗旱增 产效

果
,

我们进行了旱地大 豆全膜覆

盖覆膜模式及不同覆膜时期田间

试验研究
,

获得了旱作地区大豆

集成高产高效覆盖栽培的最优模

式
。

【关键词】大豆 氮磷钾 肥料效应 田间试验

近年来 由于甘肃省厌城县特有的气候

原因 十年九旱 年年冬春旱 冬春连旱使

春播大豆难以下种或出苗率低 在结芙鼓粒

期又遇伏旱 造成大豆产量降低 加之抗旱

节水新技术
、

新成果应 用程度低 致使大豆单

位面 积产量低而不稳 产量上升举步维艰

土地的生产潜力不能充分发挥 干旱已 成为

制约本县大豆产量提高的瓶颈所在 2 0 11

年 我们进行了旱地大豆全膜覆盖覆膜模式

及不 同覆膜时期试验研究 旨在提高旱地大
豆农 田降水利用率和水分利用效率 探索旱

地大豆不同覆膜模式的抗旱增产效果和最佳

覆膜模式及覆膜时期 为大面积示范推厂全

膜大豆提供技术支撑

材料和方法
1 1 试验概况

试验在厌城县玄 马镇柏源村前压自然村

进行 选择地势平坦
、

整齐
、

肥力均匀
、

排

水条件 良好 符合试验要求 具有代表性的

地块 地形为 山地梯田
、

东西走向 排水条

件良好 海拔 1 2 4 5 一 1 3 38 m 年平均降雨量

4朋 左右 其中60 %集中在 7 一 g 月 年平

均气温 g c 无霜期 1 4 6 d 试验地前茬为玉

米 黄绵土 耕层。一 2。 土 壤有机质含量

。 8 8 2 m g / 电 碱解氮含量叫 Zm g / 吻 有效

磷含量 1 6 7 m g八 g 速效钾含量 1 6 7 m g八 g

土壤肥力属中下水平

1 2 供试材料

试验肥料为尿素 (冈》 4 6 4 % )
、

磷

酸二 按 (闪》 18 % 邢 0 5 》 4 6% )
、

硫酸钾

(长2 0 》 5 0% ) 地膜为宽幅0 6 一 1 2 m 厚

。 00 8 m m 的聚乙烯农膜 品种为中黄 3。

1 3 试验内容与设计

试验采用双 因素随机区 组设计 (见表
飞) 10 个处理 区组随机排列 三次重复

小区面 积为4 m x sm 一 3 2 m
2

每小区种6行

见表 1

飞 4 覆膜万式
全膜双垄沟播采取先起双垄 (小垄宽

。 4 m
、

垄高。 15 一 。 ZO m 大垄宽。 6m
、

垄

高。 10 一 。 1 sm ) 使大小垄相接处形成播

种沟 采用幅宽1 2 O c m 的地膜全地面覆盖

最后在沟内播种 全膜双垄沟播大豆行距朋
C m 冗距 16 一 18c m 每冗播 1一 2粒 播种深

度 3 一 4 e m 密度为0 7 5万只 / 6 6 7m
2

6 6 7 m
2

保苗。 7 5一 。 8万株
全膜垄作沟播先用行距 5 0c m 的划行器

划行 然后用 S Oc m 间距的起垄机全田等距

离起垄 垄宽SO c m
、

垄高 10 一 1阮 m 再用

幅宽 1 2 Oc m 的地膜全地面 覆盖 膜与膜相接

处在垄面中间位置 全膜垄作沟播大豆行距
5 0 C m 只距1 6 一 18 e m 每只播种 1一 2 粒 密

度为 0 75 万冗 / 6 6 7m
2

6 6 7 m
2

保苗0 7 5 一 0 8

万株
全膜覆土 冗播首先用 1 2 Oc m 的地膜全地

面 覆盖 上面 均匀撒一层 Ic m 左右的土 用

人工点播器或大豆冗播机播种 播种深度为

3 一 4 e m 行距 5 0 8 e m 冗距 1 6 一 1日e m 每
冗播种 1一 2 粒 密度为。 7 5 万 冗 / 66 7耐

66 7耐保苗。 7 5 一 。 8 万株

全膜 (不覆土 ) 平铺冗播不起垄 用120田
,

的地膜全地面覆盖 膜与膜相接 膜上不覆土

采用人工点播器或大豆冗播机播种 其余同全膜

覆土冗播
露地条播 (e 反) 行距 5 0 e m 6 6 7 m

2

保

苗0 7匕一 0 8万株
1 5 施肥及播种

试验每66 7二
2

施优质农家肥3田。 尿素
1涨g 过磷酸钙3队g 硫酸钾1 5火g 采用机械

深耕耙糖 耕后及时按照试验设计万案进行起

垄 起好垄后 用田% 乙草胺 任 C IO00 倍液喷

施垄面 防止滋生杂草 覆膜时期部分处理按

试验要求进行 各处理4月30 日播种 播后用湿

土与牲畜粪混合 (1
:

1) 覆盖播种孔 出苗后

及时间苗定苗 每冗留苗飞一 2株
1 6 试验观测与收获

出苗后对各试验出苗时间
、

苗期长势

各生育期的植株性状
、

模式效果
.

抗逆性

等进行观测记载 各试验成熟后陆续收获并

测产 万法按农业部大豆创高产测产万法进

行

2 结果与分析
2 1 对产量结果的影响

从表2中看出 各处理产量 比较 秋季全

膜垄作春季沟播和秋季全膜双垄春季沟播产

量显著高于露地条播和播前全膜覆土 冗播产

量 与顶凌全膜双垄春季沟播和顶凌全膜垄

作春季沟播产量 仍有一定的差异性 以小区

平均产量进行万 差分析 处理间日值一 1 9 33 >

田 01 (3 18) 说明旱地大豆采用不 同覆膜时

期与覆膜万式 对提高大豆的产量影响差异达

到极显著水平 运用匕朋法检验 处理3产量与

处理1。
、

8
、

7和g产量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与处

理 5产量差异访显著水平
.

与其它处理产量差异

不显著 处理1产量与处理10
、

8
、

7产量差异

达极显著水平 与处理 g和5产量差异达显著水

平 与其它处理产量差异不显著 处理4产量

与处理1。
、

8和 7产量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与处

理 g产量 差异达显著水平 与其它处理产量差

异不显著 处理6产量与处理 10
、

8和 7产量差

异达极显著水平 与处理 g产量差异达显著水

平 与其它处理产量 差异不 显著 处理2产量

与处理1。
、

8 产量 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与其它

处理产量差异不显著 处理5产量与处理1 0产

量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与处理8 产量 差异达显

著水平

见表2

处理 7产量与处理 10 产量 差异达极显 著

水平 与处理8产量差异达显著水平 处理8

产量与处理 1。产量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2 2 不 同覆膜时期与不同覆膜模式条件下大

豆不 同生育时期。一 8 0c m 土壤水分含量 的变

化

由表3 可知 不 同覆膜时期与覆膜模式

条件下大豆不 同生育时期。一 8 0c m 土壤水分

含量 有一定差异 播前 以处理2 土壤水分

含量 1 9% 最高 较处理 10 (c 日 1 6 2% 高
2 8% 处理 1土 壤水分含量 为 18 6% 较

处理 10 (C日 高 2 4% 处理3土壤水分含量

为 18 8% 较处理 10 (C日 高2 6% 处理匕

土壤水分含量 为 18 4% 较处理 10 (C日 高
2 2% 处理4土壤水分含量 为 1 7 8% 较处

理 10 (C日 高1 6% 处理6土 壤水分含量 为

18 2% 较处理 10 (C日 高2% 处理 7
、

8
、

g 与处理 10 (汰 ) 之间土 壤水分含量 变化不

大 基本接近 苗期土壤含水量仍以处理 2

和 1两个处理最高 分别比
C反高4 5 一 4 8%

处理呀邓分别比
C反高3 6 一 4 2% 其他处理

之间土壤水分含量变化不大

见表3

进入分枝期
、

花期和结荚期土壤含水量

变化加大 处理 2
、

飞和 3 土壤含水量最高

分别比
c 反高3 7 一 6% 处理5

、

6和4分别比
c 反

高2 6 一 5% 其他处理之 间土壤水分含量 变

化也很大 均高于
C火露地条播 从而说明全

膜覆盖可显著提高土壤含水量 保证 了大豆

苗期
、

分枝
、

花期和结荚期对水分的需 求
对提高大豆产量具有重要作 用 进入鼓粒

期 一 成熟收获期 降雨量达到 Z g 1 4 m m 随

着降雨量 的增加 各处理土壤水分含量变化

差异逐渐变小 直至差异消失
2 3 不 同覆膜时期与不 同覆膜模式条件下旱

地大豆降水利用率与大豆水分利用效率

从
.

表 4 中可 以 看 出 秋覆膜 降水利 用

率最高 其中以处理 2 最高 降水利 用率

为 5 7 川 % 较处理 10 (c 日 降水利用率
5 1 8 3% 高6 0 8 % 处理 3 降水利用率 为

5 7 31 % 较处理 10 (c 日 降水利 用率高
5 4 8 % 夕卜理 1 降水利 用率 为 5 7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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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旱地降水高效利用模式试验处理设计

因 素

编号 处理 覆膜时期 覆膜万式

较处理 10 (C 日 降水利用 率高 5 4 % 处

理 4
、

5
、

6较处理 10 (C 日 降水利用 率高
4 9 9 一 5 8 6% 处理 7

、

8
、

g较处理 10 (e反)

降水利用率高3 61 % 以上 水分利用效率全

膜覆盖各处理均高于露地 以处理3最高 达

到 8 5 3 〔吻 / m m hm Z〕 从而说明全膜覆盖

能有效提高旱地大豆农 田降水利用率和水分

利用效率

见表4

7曰口

{ 0

秋季全膜双垄春季沟播

秋季全膜覆土春季只播

秋季全膜垄作春季沟播

顶凌全膜双垄春季沟播
顶凌全膜覆土春季只播

顶凌全膜垄作春季沟播

播前全膜双垄沟播

播前全膜覆土只播

播前全膜垄作沟播

露地条播 (
。
k)

秋覆膜

秋覆膜

秋覆膜

顶凌覆膜
顶凌覆膜

顶凌覆膜

播前覆膜

播前覆膜

播前覆膜

露地春播

全膜双垄沟播

全膜覆土只播

全膜垄作沟播

全膜双垄沟播

全膜覆土只播

全膜垄作沟播

全膜双垄沟播

全膜覆土只播

全膜垄作沟播

露地条播

表2 大豆覆膜时期与覆膜方式产量结果

小区产量 (kg 32m
Z
)

折合每6 67耐

处 理 (kg )

产量增产率

(% )

q�O月件召召O叹O叹�/叹月件0月件0月件�/77 日

日 22

日 7 3

日 5 5

日 0 2

日 4 6

7 0 4

7 0 2

7 { 5

5 日5

日 { 2

7 日5

日 45

7 日7

7 26

7 7 5

7 3日

6 日5

7 5 4

6 0 {

45 日

37 5

4日 3

4 { 7

3 { 7

40 日

26 7

{ 6 7

30

3 结果与讨论

现阶段 我国旱地农田降水利用率普遍不

足田% 主要农作物水分利用效率在 7 5 〔电/

m m hm Z〕左右 根据试验结果 大豆全膜

双垄沟播和全膜垄作沟播技术 特别是秋覆

膜和顶凌覆膜两种覆膜万式 产量显著高于

露 地条播和播前各处理 其降水利用率超
出我国 目前旱地农田降水利用率 7% 以上

大豆水分利用效率高出。 3 2 一 1 03 个 〔吻 /

m m hm Z〕 大幅度提高了旱地农田降水利用

率和大豆水分利用效率 是干旱半干旱农业

区大豆降水高效利用的最佳技术模式 n

07曰曰口口7曰口7召7

�/q�月件

5 42

7 日2

日 5 4

日 { 6

7 5日

日 {

7 2日

6 7 2

7 4日

5 7 6

{ 7 5

{ 6 5

{ 7 日

{ 7 0

{ 5 日

{ 6 日

{ 5 2

{ 4 0

{ 5 6

{夕00

叹召7曰口01

大豆不同生育期O一8 0c m 土壤水分含量 (% ) 变化

土层 播前 苗期 分枝期 花期 结芙期 鼓粒期 成熟期 收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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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旱地大豆降水利用率与大豆水分利用效率

收获

贝皿水

处理

一���一�����

l一筋服朋盯

0001叹lq�曰口�/1

{ 0

播前

贝皿水

(m m )

3日6 2 2

3日2 { 7

3日5 日5

37 { 46

37 7 4 5

37 2 26

36 2 日5

36 5 4 3

36 3 0 5

33 0 7 {

4 5 3

4 5 6

4 5 3

4 3日

4 42

4 42

4 40

4 3日

4 40

4 27 日6

生育期

降水量

( m m )

3日0 3

3日0 3

3日0 3

3日0 3

3日0 3

3日0 3

3日0 3

3日0 3

3日0 3

3日0 3

耗水

量

(m m

3 { 2

3 { 6

3 { 3

3 { 2

3 { 5

3 { 0

30 2

30 7

30 3

2日3

年度降

水量

( m m )

5 46 3

5 46 3

5 46 3

5 46 3

5 46 3

5 46 3

5 46 3

5 46 3

5 46 3

5 46 3

经 济

产量

( m m / 卜m Z )

2 6 25

2 4 7 5

2 6 7 0

2 5 5 0

2 3 7 0

2 5 35

2 2日0

2 {0 0

2 34 0

{日0 0

降水

利 用率 (% )

水分利用

效率
(m m / 卜m

Z )

日 4

7 日2

日 5 3

日 { 6

7 5 2

日 { 7

7 5 3

6 日4

7 7 2

6 3 5

l一即
�

1召O召7召�/叹1lq�叹1八/叹q��/q�月件叹召7曰口O

6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