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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邑县冬小麦种植适宜性评价
文/ 魏玲

河南省是我国重要的小麦生产基

地
,

其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均居全国

各省区之首
,

而且产量变异 系数较

大
,

是我国对气候变化较为敏感的

农业区之一
。

为保证全省粮食的稳

产高产
,

必须对种植制度
、

小麦品

种类型和栽培技术等耕作措施
、

方

案做相应调整
。

因此
,

对河南省冬

小麦气候适宜性变化展开研究有重

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

砂底 中壤的隶属度为。 7 6
、

均质中壤的隶属

度为。 8
、

壤身重壤的隶属度为。 88
、

均质砧

土的隶属度为。 的
、

均质重壤的隶属度为 1

1 3 2 定量 化指标的隶属 函数

对于定量化的指标 首先对其离散化

将其分为不同 的组别 然后为采用专家打分
法 给出相应的隶属度 如有机质(g / 电 ) 为

戒上型 函数 其
a 一 2 5 4 巨一。2

、

c 一 1 9 0 4 6
、

。 t一 5 函数公式为 1 / 「1 + 。 (。一 c ) 2 ] 拟合

度为 0 9 4 2 有效磷 (m g / 魂 ) 为戒上型

函数 其
a 一 5 4 9巨一 0 3

、

e 一 2 7 1 2 4
、

u t一 2

函 数公 式为 1 / 「1 + 。 (。 一 c) 2 ] 拟合度为

0 9 41 速效钾 (m g / 电 ) 为戒上型函数 其
a 一 2 7 3巨一0 4

、

e 一 1 6 1 74 1
、

u t一 1 0 函数公式
为 1/ 「1 +

a (u 一 e ) 2 ] 拟合度为 0 9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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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冬小麦用地高产稳产稳定类型 区

该类型 区包括马 铺
、

玄武
、 、

贾滩
、

枣集
、

穆店
、

城郊
、

杨湖 口
、

涡北
、

赵村
、

生铁家
、

邱集
、

试量
、

任集
、

圣集
、

高集
、

太清宫
、

观堂等乡镇的石灰性潮壤土土 属 区

域 面积 14 7 1 2 06 公顷 该区域质地构型为

夹砂中壤
、

砂底 中壤
、

均质中壤类型 该区

肥力基础好 土壤耕性好 抗旱性能优 良

保水保肥能力强 冬小麦容易获得高产 是

我县高产稳产粮田
4 3 冬小麦用地高产类型 区

该 区包括全县各乡镇 的石 灰性潮粘土

和灰覆 黑姜土 两个土 属 面 积大 面 积为

6 0 7 8 8 7 7公顷 该区 主要质地构型为均质砧
土

、

均质重壤
、

壤身重壤
、

砂底砧土
、

砂底

重壤
、

夹砂重壤 该区养分高 适宜种植各

类作物

鹿邑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部 属暖温带半

湿润季风型气候 年平均气温 1 4 4
O

c 年平

均降水量 74 2 6 耕地面 积8 3 3 4 6 2 4 hm Z

本研究采用曰 吕和县域耕地 资源管理信息系

统 对鹿 邑县冬小麦适宜性评价 摸清该区

域冬小麦适宜 状况及其障碍因素 挖掘冬小

麦产量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的

现买意义

1 冬小麦适宜性评价方法
1 1 评价单元的确定

评价单元采用 土壤 图与 土地利 用现状

图叠 置取交万法获得 通过图件的叠置和检

索 取大于 1。。00 耐多边形作为评价单元 研

究 区内共获得耕地评价单元 6 6 1 3个
1 2 数据采集与处理

通过 G陇定位
、

采集土壤平均样并调查

获取包括土壤质地
、

耕地利用现状
、

等属性

数据 专题图件 (1
:

5万 ) 包括行政区划图
、

土地利用现状图
、

第二次土壤普查土壤图

其他资料包括鹿邑土壤
、

近 3年的统计年鉴

等 根据野外买际调查进行资料整理 建立

以养分等属性为字段 以调查点为记录的数

据库 并进行土壤采样样点图与分析数据库

的连接 在此基础上运用嵌入地理信息系统

中空 间插值
、

区域统计等万法获得各土壤评

价单元养分属性
1 3 评价因素的选择及权重的确定
1 3 1 概念型 因素的量化处理

概念型评价因素选取了土壤质地
、

灌排

能力
、

土壤质地构型 考虑各因素对地力的

影响 程度 采用专家打分的万法赋值作为其

隶属 函数 如质地构型 即质地构型类型及隶

属度为
:

砂身轻壤的隶属度为。 18
、

砂身中

壤的隶属度为。 36
、

:

砂身重壤的隶属度为
。 4 5

、

均质轻壤的隶属度为。 5
、

夹砂中壤的

隶属度为。 朋
、

夹砂重壤的隶属度为。 6 2
、

2 冬小麦适宜性评价结果
冬小麦适宜 性共分 4 个等级 其 中高

度适宜 7 2 1 5 4 18 公顷 占全县耕地面积 的

86 曰 % 适宜 8 6 9 9 6 3 公顷 占全县耕地面

积的1 0 44 % 勉强 适宜 2 4 9 2 43 公顷 占全

县耕地面积的2 朋% 不适宜的没有

评价结果表 明 高度适宜和适宜冬小麦

用地面积为8 0 8 5 3 81 公顷 占全县耕地面积

的9 7 01 % 可见全县高度适宜和适宜冬小

麦生长耕地资源丰富 勉强 适宜冬小麦生长

耕地面 积为 2 4 9 2 43 公顷 占全县耕地面积

的2 9 9 % 仅分布在高集
、

任集
、

试量
、

唐

集
、

圣集
、

玄武
、

杨湖 口
、

枣集八个 乡镇

以 枣集
、

任集
、

圣集
、

高集四 乡镇面积较

大 其他为零星分布 不适宜冬小麦生长耕

地面 积没有

5 改良和调整对策
充分利用全县冬小麦适宜性 评价有关

成果 对全县冬小麦生产进行统一规划 压

缩勉强适宜 区 稳定扩大高度适宜 区 在改

良用地万面 要坚持用养结合 并针对不同

限制因子采用工程
、

栽培技术等措施进行改

良 对于干 旱限制耕地 要加大工程投入

发展田间灌溉工程 对于膺薄和漏水漏肥耕

地 采用逐年深耕改土 增施有机月巴 提高

土壤有机质含量 rI

3 冬小麦用地主要限制因素分析
首先五月 末六月初干热风的影响 导致

冬小麦早熟 减产 其次 鹿邑县有些地万

灌溉条件较差 灌溉保证率< 一 7 5 % 的面积

比较大 加之降水量在冬小麦生育期分布不

均 常出现春旱现象 严重影响冬小麦生长

发育 故干旱也成为制约本县冬小麦用地可

持续利用的一个因素 三是耕地膺薄和漏水

漏肥的质地构型也制约着全县冬小麦生产

全县漏水漏肥和膺薄耕地面积为 8 7 6 5 朋公

顷 占耕地总面积的1。 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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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冬小麦用地类型区划分
4 1 冬小麦用地质地构型改善培肥类型 区

该类型 区 主要分布在玄武镇北部
、

贾

滩
、

杨湖 口两乡的北部之间区域 马铺中北

部和枣集镇大部 圣集镇的中
、

西北部和任

集乡的东部和西北部 唐集
、

高集北部和西

北部 试量镇中部 面积 7 8 4 5 41 公顷 由于

该类型 区 土壤质地构型为砂身轻壤
、

砂身中

壤
、

均质轻壤等 心土层砂层较厚 土壤保

水保肥能较差 使得耕层土壤膺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