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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仕峰 李玉 山 张孝中 史竹叶

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提 要

院部学科利国中水

本文提 出黄土高原农 田土壤水分利用的主要途径是
:
在半湿润地区

,

要建立合理的轮作

拖肥制度
,

试验结果为高肥豌豆小麦轮作
,

春玉米地主要通过增施肥料
,

可便水 分 效 率 由

。
.

61 k g / m m 提高到 1
.
2 6k g / m m

。

在半千早的冬小麦地区
,

采取水平沟种植
,

半千 早 秋田

地区采取蓄水聚肥改土耕作法
,

海拔偏高的半干早地区
,

采取带状平播 起 垄 耕 作法
,

丘陵

地区的川平地和坝地
,

实行沟垄种植
。

在干早地 区采取的措施有沙石田
、

径流农业 (包括隔坡

梯 田
、

带 田
、

坑 田
、

区田等 )
,

撂荒农业
,

地膜农业等
。

有地表水来源处可发展节水灌溉农

业
。

关键词
:

黄土高原 农田 土攘水分 利用途径

黄土高原土层深厚
,

土质疏松
,
持水能力较强

, Z m 土层可达40 0一 6的 m m
,

当年降雨可全

部储存于土壤之中
。

但本地区土壤蒸发快
,

尤其黄绵土
,

虽雨季降雨量 高 达3 00 m m ,
不到 2 个月

时间全部蒸发完 了
。

因此 ,
黄土高原地区农 田土壤水分常态储量偏低

, 加之气温
、

土壤等因子的

限制作用
,

在低储量中
,

还有一部分有效水不能充分被利用
。

据考察
, 0 一 Z m 土层存剩余有效

水 15 5
.

6一 1 6 5
.

4 m m
。

在水资源不足的黄土高原
,

提高对现有水分利用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

提高上壤水分利用 的途径
,
一般通过三个方面

,

即蓄
、

保
、

用的方法予 以调节
。

蓄为拦蓄降

雨
,

保为防止无效蒸发
,

用是对土壤已储存的有效水给以充分利用
,

才
一

能发挥土壤水分的最大效

率
。

以上三个方面
,

都提供了不少的措施
。

现将提高 上壤水分利用的部分可行措施介绍如下
。

一
、

半湿润地区

(一 ) 建立台理的轮作施肥 $lJ 度
,

有利于以作物蓄水
,

以作物提肥
,

以肥调水 我们在半湿

润偏旱灼澄城县内
,

优选出高肥豌豆小麦合理轮作制度
,
夕醉仑是干早

、

平水和丰水降雨年型
, 都

使籽实产量和水分效率达到当地的最高水平 (衷 1 )
。

J种加户
“

量7 4一 1 6 6 k g / 亩
夕
水 分效率增加

0
.

2 吐一。
.

邪k g / m m ,
尤其丰水年 内

,
水分效率 由无 肥 连 作 小 麦 的o

.

4 8 k g / m m 提 高 到 1
。

03

k g / m m
,

每 lm m 水分净增产 o
.

5 5 k g ,

效果相当明显
。

高肥碗豆小麦轮作 的措施是
:
秋播前深施优质有 机 肥 5 o o o k g / 亩

, 纯氮 4 k g / 亩
, P

Z
O

。

为

3 k g / 亩
,
轮作方式为豌豆

—
小麦
—

小麦一一谷子
, 即三年四作

。

本项措施是通过培肥地力调控土壤水分利用
。

在干早年
, 土壤含水率降低到 田间稳定湿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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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1 合理轮作施肥增产的水分效率比较

高肥跪豆小麦 无肥连作小麦

年 型
产 量
(k g / 亩 )

水分效率
(k g / m m )

产 量
(k g / 亩)

水分效率
(k g / m 功 ) (k g / 亩)

水分效率
(k g / m m )

干 早 年

平 水 年

丰 水 年

平 均

0
。
5 0 5

0
。

3 5

+ 1 1 3 + 0
。

2 4

1 9 3 ~ 2 2 5 5 9 ~ 0 + 7 4
。
0 ~ 1 0 6

。 + 0
。
2 4 ~ 0

。

2 6

2 9 0 ~ 3 1 8 0
。

8 3一 1
。 。

4 8

。

4 4 几

+ 1 3 8
。

3一 1 6 6
。 + 0

。

3 5 ~ 0
。

5 5

2 4 6
。

8 + 1 1 9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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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可使土壤持续供给冬小麦生长对水分 的需要

,
在土壤供水高峰期

,
使 o 一 2

.

6 m 土层 的 土壤

含水率降到萎蔫湿度附近
,

以最大限度满足作物对土壤水分的利用 , 平水年里
,

主要是提高播前蓄

墒量和生育阶段合理供水
。

据测定
,
在相同气象条件下

,
高肥豌豆小麦地块

, 于收墒期内 ( 6 月

n 日一 9 月23 日) , 0 ~ Z m 土层土壤含水量提高了 7 2
。

8 ~ 8 6
。

s m m , 比其 它 处 理 地 块 高5
。

6

一 loo
.

sm m
。

又据计算
,
高肥豌豆小麦地各生育阶段耗水

, 和冬小麦需水规律相同
,
苗 期 小

,

拨节期高
,
产量形成期最高

,
达到 日均耗水3

。

36 m m
。

丰水年的水分供应
, 以利用当 年 降雨 为

主
,
用水层变浅

,
且在深层积蓄了部分当年降雨

,
无效捎耗的水分比其它 处 理 减 少2 2

.

9 ~ 79
.

0

m m
o

(二 ) 增施肥料
,

适当扩大春玉米种植面积
,

有利于提高水分利用 长武
、

洛川
、

一

橙城多年

试验结果表明(表 2 ) ,
春玉米亩产千斤是完全现实的事实

。

要达到高产的目的
,
增加肥料投入是

可靠的途径
。

洛川试验
,
高肥地块比低肥地块平均增产7

.

54 k g /亩 ,
长武试验地比澄城施肥量高

l 倍以上
,
产量 增 加 10 0 ~ 2 00 k g / 亩 ,

水 分 效 率 由。
.

6 1k g / m m 提 高 到 1
.

26 k g / m m
。

投肥

增产
,
是提高土壤水分效率的一条有效途径

。

表2 半沮润地区春玉米产皿和水分效率

( k g )

水分效率

( k g / m m )⋯
一

一

均
.

平代年一地 点

施 肥 量

( k g / 亩)⋯
�

⋯⋯,O内D30山

:
1 9 7 8 ~ 1 9 8 6

月了05

. .

⋯
‘日�内O名比J0
.

9
1卜J,自1
6J���勺J任:dJ任洛 川

长 武 1 9 8 5 ~ 1 9 8 8

澄 城
.

洛 川

1 9 8 8 tw 1 9 8 9

1 9 7 8 tw 1 9 8 0

0 。

6 1

0 。8 6

注
:

摘自 《渭北 早垠春玉米生产力及其水分条件评价》 ( 资料 )

半湿润地 区
,
扩大种植春玉米的面积

,
能提高水分利用的主要原因是 雨 作 同 步

。

经 对 渭

北早源典型县 10 年降雨年际变化比较
。

春玉米苗期一半以上年份降雨不足 , 但此期正 是 玉 米 的

“蹲苗
”
期

,
不需要大量供水

,
靠现有土壤水分

,
能促进根系比较迅速发展

,
防止 地 上 部 分徒

长
,
达到苗齐

、

苗壮
,
根深叶绿

,

植株墩实
。

到拨节孕穗和灌浆期
,
则进入

“
雨 季

” ,
降雨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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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丰水阶段
,
尤其是抽穗开花期降雨

,
超过同期需水量 4口~ 60 m m ,

据常茂德对陇东黄土高原早

作农业土壤水分研究
, 7 ~ 8 月降雨

,
大部分地区超过 20 Om m ,

玉米地的土壤 含水 量 保 持 在

13 % ~ 18 % (干土重) ,
90 c m 以下的土壤剖面水分普遍在 17 %一 18 % ,

相当田间持水 量的85 %

~ 90 % ,
水分供给十分充分

。

二
、

半干旱丘陵沟壑区

(一) 冬小交地区采取水平沟种植 见照片
。

本种植法是积圳田
、

坑 田
、

条 田
、

区 田
、

壕田等

经验而总结出的适于山坡地耕作 的水土保持耕作法
,
它有利于对降雨的蓄

、

调
、

用
, 以解决供求

矛盾
。

主要作用表现在三方面
: ( 1 ) 巧用上层适宜土壤水

。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的坡地多为轻

壤土
,
质地疏松

。

秋季雨后
, 土壤水库蓄积了较多数量的降水

, 因表层蒸发快
,

很快即形 成了一

个接近凋萎湿度的低湿层
,
约 25 一 3Oc m 深

。

秋播时
, 正好将种子播在这一 层

,
采 用 二 套 犁 的

水平沟种植
,
第一犁将干土翻于垄上

,
第二犁将种子和种肥 撒于 30 c m 深 以下 的湿土层

,
有利于

冬小麦出苗和冬前分孽
,
据在安塞茶坊试验

, 比平种冬麦高

出3 0 % 和 4 3
。

3 5% ;
据在安塞两个地方调查

,
平种谷 子 产 量

只有 18
。

3 k g / 亩
,
水平沟种植 提 高 到 54

.

Zk g /亩
。

( 2 )

增强土壤持蓄水分的能力
。

据测定
, 0 ~ 5 0c m 土层

,

在相

同降水情况下
,
增加水分 8

.

3 m m , 主要原因是人为动土
,

使容重变小
。

( 3 ) 提高水分利用效率
。

据 1 9 82 ~ 1 9 8 3年

度冬小麦在两种耕作方式下
,
整个生育期土壤含 水 量 的 测

定
,
水平沟种植多利用土壤水分 12 5

。

37 m m ,
相当平种冬小

麦总耗水量的1 / 3
。

因此
,

水分利用效率也提高 1 ~ 2 倍
,

由每 l m m 水生 产o
.

a lk g 粮增加到 0
.

公3 ~ 口
.

04 k g ,
谷子 由

1 m m 水生产 o
.

0 4 k g 粮增加到0
。

1 1 5 k g
。

水平沟种植法
,
是沿山坡水平等高开犁

。

第一犁开沟
,

使表层干土翻向下坡变垄
,

防止水土流

失
,
增加有限降雨就地入渗量 , 第二犁沿沟深耕

,

条施肥料和撒种
,

播后镇压
,
有利出苗

。 19 8 0年

在陕北延安和榆林地区大面积推广
,

收到明显效果
。 1 9 8 3年延 安地区推广 60 万亩

,

净增粮食6 50 万

k g ,
占全地区总产的1 3

.

3 %
。

(二) 以秋田为主的山坡地
,

采取窗水旅肥改土耕作法 它的优点是沿等高 线
,
建 起 生 土

垄
,

创造种植沟
,
加大肥料一炮轰

。 “
种植沟

”
蓄水

、

聚肥
、

把 2 倍表土和肥料全部集中于种植

沟内
,
使原来的 15 c m 熟土层加厚到 3 0C m , 活土层加厚到 45 c m 左右

,
在质地偏轻的黄土丘陵区

,

制造了一个蓄水能力较强
、

厚度较大的
“
海绵层

” 。

因为黄土高原地区的秋季作物
,
一般是雨热

同步
,
可 以就地拦蓄当年降水

,
增强根系对深层水分的利用

。

据山西 中阳县 1 9 8 0年测定
,
蓄水聚

肥改土耕作 田的春玉米根系入土深度达 1
.

7m , 比对照地深0
.

4一o
.

7 m
,

每亩总根量增加 14 6
.

8 k g

(比对照地) ,
每 m m 水可产玉米 0

.

55 ~ 0
.

71 k g ,
产高粱 1

.

1一 1
.

1 3 k g ,
而对照田分别 只 产 到

0
.

25 ~ 0
.

3k g 和 0
.

57 ~ o
.

g k g , “
生土垄

”
能有效地拦蓄地表径流

,
中阳县胡家 岭 试 点观 测

,

1 9 8 1~ 1 9 8 2年
,
共发生 9 次径流

,
产流降雨3 3 o

.

7 m m ,
在坡长lo m ,

坡度为 1 6
“

的耕地上
,
蓄水

聚肥 的生土垄地未发生水土流失
,

而对照田流失水分64 7m
“

/ 亩 , 第三个优点是
,

加大施肥量
,
一

次 施 入沟内
,
肥

、

水利用充分
,
效果显著

,
中阳县 1 9 8 3年推广 1

.

1万亩
,
亩产都稳定在20 0 ~ 3 50

k g
。

辽宁
、

山东等省推广
,
增产80 %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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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聚肥改土耕作法的措施是
: ( 1 ) 用山地步犁从地边 1 尺宽处耕两犁

,
人工辅助翻到地

边加高边梗
, 开 出第 1 条沟 ; ( 2 ) 沟内底土套耕两犁 ; ( 3 ) 第 1 沟的内侧表土耕 4 犁

,
人工

用耙刮入沟内
,
完成第一种植沟 , (4 )第 1 种植沟的内侧生土套耕 4 犁

,
里侧 2 犁人工翻到外侧

2 犁上起垄
,
完成第 l 生土垄

, 开出第 2 种植沟
。

以此类推
。

蓄水聚肥改土耕作法较之水平沟种

植法的区别有两点
:

一是注重对熟土层的保存和利用
,
通过蓄水聚肥耕作后

,

把 田面所有的表土集

中在占田面50 %的种植沟内
,
深达 24 ~ 30 c m ,

加之底土深翻
, 活土层厚达 45 c m 左右

,
容重小

,

孔隙度高
, 易于接纳当地降雨

。

水平沟种植着重利用较深稳墒层的土壤水分
,

促进冬麦发芽
。

二

是种植沟较水平沟宽
,
保持水土好

,
但相对费工

。

(三) 海拔偏高的半千早地区
,

采取带状平播起垄耕作法 此法是甘肃定西水保 站 总 结 出

来的提高光能和降雨利用率的一项水保增产措施
。

它的好处是
:

( 1 ) 垄沟拦截部分径流水
,
增

加土壤蓄水
,
据测定

, 10
。

坡地的径流量
,
平播起垄 比不起垄的减少 7 0

。

7 % , ( 2 ) 发挥 边 行优

势
,

’

增强光能利用率
,
提高地温

,
提高对土壤水分的利用 , ( 3 ) 增加土壤地表被覆

,
减少无效

蒸发
。

定西站于1 977 ~ 19 82 年试验
, 5 年平均增产25

.

4 %
。

带状平播起垄的耕作方法
,

第一步是播种带状作物
,

如扁豆~ 洋芋带状耕作
。

留种洋芋的坡耕

地
,

多为春麦茬地
, 于上半年进行伏秋犁地

, 深耕 2托 m ,

进行打箱
。

早春土层解 冻 时 播 种 扁

豆 夕
洽等高线开沟

,
撒播

、

施肥
, 以 3 行扁豆为一带

, 、

行距 20 c m ,
扁豆带间留 出 70c m 左 右留

种洋芋
。

5 月上旬
,
扁豆进入幼苗期

,

再在空出来的裸地带里挖穴
,
点播 2 行洋芋

, 亩穴施土粪

2 00 0k g
,

洋芋行距 3 3c m
。

第二步是起垄
。 7 月中旬

夕
扁豆成熟

,
及时收获拉运

。

此时正是暴雨

季节
,
也是洋芋初花期和地下茎开始膨大阶段

, 需要水
、

肥
、

起垄
。

因扁豆收获
,
在已收获的裸

地中何用铁锨挖宽45 c m
、

深20 c m 的沟
,

将挖出的土培在两边洋芋行
,
形成沟垄

,
沟中每 2 一 3 m

打横挡 1 个
,
以分段拦截暴雨径流

。

洋芋成熟后
,
随将垄沟填平

。

带状平播起垄耕作
,

通过带状立体农业
,

有利于采光和光能利用
,

从而提高地温和水分利用
,

在冷凉地区作用大
。

(四 ) 在丘陵区的川平地和坝地中
,

进行盆沟种植 其水分效率比平作提高。
.

3 1 k g / m m ,

陡坡地实行隔坡水平沟种植
,
有利于蓄水

、

聚肥
、

保 土
。

一 般 是 10
。

~ 15
“

隔 坡 1 3 ~ ZOm ,

1 6
。

~ 2 0
“

隔坡 1 1~ 1 3 m , 2 0
“

~ 3 0
。

隔坡 9
.

5一1 1 m , 3 0
”

一4 0
。

隔坡 8 一 9
。

s m , 搜0
。

以 土 , 隔坡宽

度 7 ~ g m , 水平沟为深
、

宽各 l m ,
沟里种树

,

坡上种农作物
,
效果很好

。

三
、

千旱地区

本区一般指年降雨量小于 3 50 m m , 千燥指数大于 2 的地区
,
一般说来

,

没有灌溉
, 即没有农

业
。

但是目前水资源不足
,

致使这些地方土地生产力甚低
。

大部分地方都在积极利用现有条件
,

以

改善水分状况为中心 目的
,
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种植方法

。

从各地的经验看
,
大致有五种

:

(一) 沟谷川地
,

没有灌溉条件
,

很多地方推行沙石田农业 沙石 田在甘肃
、

宁夏一带干早

区 (年降雨 2 50 一 3 50 m m 之间) 发展较多
。

砂石田是在黄上表面铺石子一层
,

厚度达 10 ~ 20 c m ,

石子粒径 3 一 5 c m ,
亦有更大者

,
寿命可达30 年以上 ,

作物播在砂 层 下
, 茎 叶 穿 过 砂 石 生

长
。

沙 石 田在铺沙前进行犁翻
,
施足底肥

, 压实铺沙
。

铺沙后土壤长期免耕
, 达几十年之久

,

再不进行土壤耕作和施肥
。

但为了接纳雨水
,

清除杂草
,
为下茬作物播种做好准备

,
前茬作物收

获后
, 佗雨季还需要进行砂耕

,
使砂层疏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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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田的作用是
:

( 1 ) 提高地温
,
提高水分利用

。

田积莹等在宁夏海原高崖进行试验
,
砂

石 田有抑制土壤温度急剧变化的功能
,
相对保持了土壤温度的稳定

。

据观测 6 一 8 月份
, 日照强

烈
,

砂 石田 温差只有 1 ℃夕
而对照田 相差 4 ℃ 以上 ; 日间地温骤变

,
砂石田只影响到。一 1 0c m

土层
夕

而对照田为 。一 2 5 o m ; ( 2 ) 提高蓄水保墒能力
,

据试验
,

同一旱平地
, 2 年砂 石 田含

水量为 9 %一 1 6
.

6 %
, 3 年砂石 田的含水量达到 1 1

.

0 %一 1 9
.

1 %
,

对照田只 有 4
.

4 % ~ 1 0
.

9 %
夕

比砂石田含水量低 5 % 一。
.

2 % ; ( 3 ) 保持水土
,

防止风蚀
,

在 风沙较大的黄土高原北 部 地区

的作用很为明显
。

砂石田的增产效果也很好
。

据在甘肃靖远调查
,

一般降雨年
,
早地末铺砂石者

,

小麦亩产 10

k g 左右
,

铺砂石者 5 0 k g / 亩
;
丰水年

,
旱地未铺砂石者

,

小麦亩产封 ~ so k g ,

铺砂石者亩产达

到 75 一功o k g 夕

增产35 一s o k g / 亩
。

砂石田农 业种植是一项有效利用降雨的增产方法
,

成本低
,
效能

一

民久 , 近来在有条件的地方

发展较快
。

(二 ) 坡地 (沟
、

命坡 ) 提倡径流农业 径流农业也就是隔坡梯 田
,

或条带田
,
或坑田

、

区

田等
, 它是利用坡地降水径流量 补充梯 田部分土壤储水量

,

从而扩大梯田地的实际降雨量
,

使其

达到或超过半干早地区的降水量
,

来实现早地农业拼作的调水措施
。

径流农业坡带宽度要视降雨

径流量的大小而定
。

如年降雨 30 0 m m 地区
,
坡地径流 占到 1 / 3 ,

坡带宽和梯 田 (或条田 ) 带宽

比应设为 2 “ 1 ,

这样梯田地块将会接纳5 00 m m 左右降雨量
。

梯田地农业产量因水分含量提 高 而

会有较大 JJJa 度提高
。

据在海原兴仁测定
夕
实行径流田块的产草量是坡地的 4 倍

。

径流农业的好处
:

( 1 ) 接纳降雨
,

调集使用
; ( 2 ) 既流又阻夕

实际保持水土
,

改善土壤

肥力条件; ( 3 ) 因为集中利用天然降水
,

年年保证一定面积有较好收成
,
在人少地广干旱地区

作用较大
。

径流农业在我国提倡后
,

受到一定重视
,
但在干旱地区进行较大面积推广

,

仍然受到限制
夕·

需要因时因地加 以宣传
。

(三) 水
、

肥不足的丘陵坡地实行撂荒农业 从水分角度讲
夕
它是 积 两 年 降 水 于 一 年 使

用
,

起到增产作用
。

在这些地区
,

一季作物使土壤水分亏缺较多
,

当年降雨
,
只能使土壤水分恢

复一部分
,

第 2 年才使其恢复到田间稳定湿度以上
。

如年降水3叻 m m 的轻壤土 地 区 , 0 一 Z m

土层的持水能力可达选96 m m
,

有效蓄水库容 3 4 7 m 二 , 即使当年降雨全部入渗于土壤中
,

一

也是 非

饱和的
。

按需水量较小的谷
、

糜作物来说 (3 5 。八
·

连50 m m / 亩 )
,

也满足不了作物对水分的需求

量 ,
何况一般降水要受到径流

、

蒸发等损失
, 入渗于土壤中的降雨就更少 了

。

不足水分
,

依赖于

第 2 年降水补充
,

来供给作物正常生长
。

沙壤土地 区的依赖性更大
。

撂荒农业
,

从表面上看
,

和免耕法
,

轮歇地一样
,

是一种粗放的耕作制度
, 实际上起到了调

节水分利用的作用
,

在干旱山地采用此法种植者不少
夕
加上烧生灰加有机肥

,
产量可 由原来的每

亩 1。一 2 5 k g 增加到 50 一l o o k go

(四 ) 地膜覆盖农业 地膜覆盖和砂石 田有类似之处
,
在我国干早地区近年来 逐 渐 发 展扩

大
。

地膜特别适用于收入较高的经济作物
。

在农作物方面
,

适于高寒 山区
,

一方 面减少蒸发
,

增加

土壤水分利用率
,

另一方面
,

提高地温
, 提高光热效应

,
其保温效果高于新沙 田

。

据 测 定 5 一

1 0c m 土层地温 , 地膜覆盖较新沙田高 3 ~ 4 ℃ 夕
提高地温有利于提高导水速度

。

高寒山区
,

一般来说降水较多
,
气温低

,
蒸发量小

,
生产力水平较低

。
如青海化 隆县处拉脊

山南麓
,

多数黄土丘陵地区海拔在3 0 00 m 左右
,

地凉阴湿 ,
其重要措施是通过提高地温

夕 调节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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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水分利用
。

他们采用地膜覆盖后
,
在洋芋生育期 内

,
增加积温3 00 ℃ ,

产 量限 ILf30 o k g ;
猛增

至 3 o 00 k g
。

宁夏固原
,
海拔多在2 00 om 左右

,

气温 5 ~ 6 ℃ ,
采用地膜玉米后

,

产量由对照田

的 20 Ok g 增加到5 。。k g / 亩
。

地膜 田的保水效应
,

研究结果不一
,
有的认为增墒

,
有的认为不增墒

, 山西有关部门研究 表

明 (表 3 ) 夕 土壤表层可增加 3 % ~ 5 % 的含水量
,
对作物出苗作用不小

, 田积莹等研究认为
夕

地膜 田间接地起到保墒作用
夕

但功能较小
,
远不如砂石 田显著

。

地膜 田主要是通过增温
、

提墒来

调节土壤水分利用
。

地膜覆盖土壤水分比较 (山西)

测 时

月 日 )

测 深
{

覆盖田土壤含水量
地 点

(C m ) (% )

未覆盖田土壤含

水量 (% ) (% )

阳 曲黄寨

万荣新城

2 4~ 6

5 月

6 月

表3

⋯

⋯0 1 0

0 1 0

1 3
。

6一 1 6
。

9

1 5
。

9一 1 9
。

2

1 2
。

8 ~ 1 3
。

1 2
。

8一 1 4
。

+ 0
。

8~ 3
。

5

+ 3
。

1 ~ 5
。

2

大同罗庄
。

1 ~ 5
。

2 0

(五 ) 节水灌溉农业 在干早地区有水源地方
,
要大力发展灌溉

。

但在目前水资源 日益不足

的情况下
夕 应注重节约用水

,
以便扩大灌溉面积

,
提高土壤水分利用率

。

节水灌溉在灌时
,
灌量

及灌溉方式中体现出来
。

( 1) 灌时
:

高原北部的干早地区
,
反映在几个时段

:
一是蓄墒灌

。

经过灌概后
,
冬季在温

度梯度作用下
夕
使大量水分较长时间储存于 l m 土层内

,
来春升温返浆

,
给春季 作 物 播 种

、

出

苗
、

拔节提供充足底墒
,

再加上抽穗前灌水
,
可使作物获得丰收

;
秋田的节水作用更大

,
苗墒灌

溉后
夕
使春季播种时的水分得到较好供应

,
谷

、

糜等作物
,
尤其玉米

,
经过

“蹲苗” 后 , 进 入拔

节期
,

正是雨季
, “雨热同步

” ,

只要进行 1 次蓄墒灌溉
, 即可使全生育期的水分得到满足

。

庄

季屏在喀吠实验 (1 9 8 8年) , n 月底进行一次60 m
“

/ 亩的冬灌
, 可使 l m 土层增加 10 0 ~ 1 10 m m

的水量
,

使 玉米产量提高31 % (丰水年 ) 和 4
.

65 倍 (干早年) ,
高梁提高2 2 %~ 33 % ,

大豆提高

17 %
。

二是拔节灌
,

三是孕穗灌浆灌水
。

不可灌水次数太多
, 否则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

如 内蒙

巴盟水科所在河套灌溉试验站试验
,
春小麦地按过去制定的灌三水的灌概制度定水

,
为2 3 5

.

2 7一

2 5 1
.

7 3 m
“

/ 亩
,

其 中有70 %左右的水被浪费掉
。

尚爱启在青海海东云谷川灌溉试验结果 指 出
,

春小麦 以喷灌两 水为宜
,
在海拔较高

,
气温较低的青海浅 山地中

,
浇三四水的千粒重都低于浇两

水的
夕
产量反而减少下来

。

( 2 ) 灌量
: 由灌溉定额和次数定

,
灌次减少

, 灌溉定额就会降下来
。

黄土高原北部干早地

区己由过去 3 00 一 4 00 m
“

/ 亩灌水量降到 1 00 一 150 m
3

/ 亩
。

在南部原区也有降低定额问题
,
李玉

山等在洛川进行省水增产研究后
,
提出低定额灌溉制度

,

冬小麦灌溉水由1 44 m
“

/ 亩降到 80 m
“

/

亩
,

产量接近最高灌水量
夕
水分效率提高5 8

。

7 % , 由常规灌溉的。
.

3 i sk g / m
“

提 高 到 。
.

s k g /

m
“。

河北覃城灌溉站将冬小麦灌水由Zo om
“

/ 亩减少到 1 60 m
“

/ 亩
,
增产1 5

.

6一 2 2
.

2k go

( 3 ) 灌溉方式
:

有漫
、

沟
、

畦
、

喷
、

滴灌
, 畦灌 比漫灌省水 15 % ~ 20 % ,

喷灌比渠灌 (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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畦 ) 节水60 % ,
滴灌比畦灌省水 80 % 以上 , 增产 30 %~ 50 %

。

采取最优的灌溉方式在北部干旱地

区十分重要
。

目前推广的喷灌适用性较宽
。

喷灌有固定式
、

半固定式和移动式三种
。

在资金力量较充足
,

且较长久地立足于灌溉事业
,

固定式灌溉有其省时
、

省力的特点
,

喷水均匀
,

效果显著 ; 半固定和

移动式花线较少
,

在当前输水管道改革后
,
会促进移动式喷灌事业的发展

。

输管改革是变水泥衬

砌渠为水泥沙管
、

土管到塑料软管
,

薄壁塑料硬管
,

其输水有效利用率可达95 % ~ 97 % , 比土渠提

高 30 % 一40 % ,
占地减少 1 % ~ 3 %

,
灵活方便

。

滴灌省水
,
防止地面无效蒸发

,
能使有限的水

分几乎全部用到植物蒸腾中去
,

对土地平整状况要求不高
,
也将会得到较大的发展

。

如陕西榆林

地区北部有2 8 5
.

4 7万亩风沙土滩地 (干滩
、

湿滩和沟滩地三种) ,
除现已用 于 种 植 业 生 产 的

1 4 7
.

32 万亩外
,
尚有1 38

.

15 万亩宜农而未被农业利用的土地
。

主要原因是干旱缺水
,
但又因质地

不同和间层效应而带来的地下潜水较为丰富
,

采取开挖马槽井
,

引管滴灌等方法
,

有利于治沙兴农
。

在实行节水灌溉中为了做到灌溉时间和灌水定额科学化
,

有些地方 已和测墒 (土壤水分状况) 预

报结合起来
。

内蒙赤峰市从 1 9 7 5年开始
,

在全市11 个旗 (县 )区的25 个乡镇
,

推广测墒预报灌溉水
,

使粮食增产了 1 7 58
.

1 4万k g
。

它们的作法是
:

按一定区域面积取土测墒
,
每种作物同 一 土 壤

,

6 00 一 1 00 0亩设一测点
,

按一定时间测定土壤水执 如小麦从播种之 日起
,
每 5 天一测

,

雨前雨

后
,

灌前灌后加测一次
,
直到成熟 ; 按各种作物需水量和耗水量的变化

,
编制农田水量平衡计算

模型
,
及时预报

,

指导灌水
。

这一方法对节水灌溉事业的科学化
、

群众化和生产化带 来 极 大 好

处
。

(上接第 33 页)

侧此 ,
培肥地力是提高水分 利用

, 创造糜子高产稳产水分条件的有效途径之一
。

(二) 合理耕作
、

蓄水保墒 试验表明
,
在干旱年份糜子近三分之一的耗水来 自于播前土壤

储水
,
特别是苗期

,
土壤供水 占耗水的一半多

。

充足的底墒是糜子高产稳产的基础水源
。

因此合

理的保墒耕作措施对糜子抗旱夺丰收十分重要
夕
在保墒耕作方面

,
如秋后用糜秸覆盖地面或及时

耕翻耙箱
,
均有较好的保墒效果

,
到下茬作物播种前 ( 5 月底 ) , 0 ~ 4 oc m 土层的储水 量 分别

较传统的留茬地高出 1 5
。

sm m 和lo
.

sm 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