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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地作物生产潜势及提高产量技术措施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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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根据不同类型 区农作物生产条件
,

分析了早地农作物生产潜势
.

及生态适应性
,

对 8 个有代表性

县的农作物最大生产潜力进行了估算
,

并对阻碍农作物最大生产潜力发挥的限制因素进行了讨论
。

在此基础上
,

提出了不同类型区农作物增产的主要途径和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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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作农业蓄水保土培肥耕作技术及其增产效益的研究
,

其试验示范区分布在甘肃省定西
、

宁夏

回族 自治区固原
、

陕西省延安
、

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
、

山西 省限县
、

河南省陕县与篙县
、

山东省新

泰等 7 个省 ( 区 )
。

这些试验示范 区按其生产状况
、

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
,

可划分为黄土丘陵沟壑区
、

陇中青东丘陵农牧区
、

长城沿线区
、

山东丘陵农牧区和中原区 5 个类型区
。

通过对 7 省 (区 )五个类型区的农作物生产力调查
、

农业 自然资源和生态适应性的分析
,

最大生

产潜力的估算及对阻碍农作物生产潜 力发挥的限制因素讨论
,

并在以往综合研究的基础上
,

综合本

专题的试验结果
,

提 出了提高不同类型区农作物生产潜力的主要途径和技术措施
,

以便促进农业生

产的发展和经济的振兴
,

加速综 合治理与开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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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同类型区的农作物生产条件

以上5 个类型区大多数分布在黄河中游的水土流失区
,

首先是黄土丘陵沟壑区
,

面积约 23
.

7

万 k m , ,

侵蚀模数 2 0 0 0~ 2 5 o o o t / ( k m
Z

.

a )
,

冲刷深度平均为 0
.

2~ z e m
。

其次是黄土高原沟壑区
,

面积约 2
.

7 万 k m , ,

侵蚀模数为 5 0 00 ~ 10 o 00 t / ( k m
,

.

a )
。

这些地区由于长期强烈的水土流失
,

造

成了地形破碎
,

丘陵起伏
,

沟壑纵横
,

陡坡耕垦
,

广种薄收
,

粮食单产低而不稳
。

如何掌握这些类型区

的气候特点
,

因地制宜
,

充分利用气候资源
,

克服不利因素
,

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义
。

不同类型区的 8 个代表县
,

多属半湿润的森林草原地带和半干旱的草原地带
。

其地理位置为东

经 10 4
0

3 7
’

~ 1 1 7
0

4 4 ’ ,

北纬 3 3
0

3 5
’

~ 4 0
0

2 3
’ 。

海拔 1 9 8
.

1~ 2 9 3 o m
,

平均气温 5
.

6一 1 4
.

1℃
,

无霜期

130 ~ 2 10 天左右
,

作物 1 年一熟或
`

2 年三熟制
,

一般可种植喜凉作物或早熟喜温作物
。

全年云量较

少
,

天气多睛朗
,

日照充足
,

日照时数 2 300 ~ 2 g o o h
,

日照百分率 53 ~ “
,

太阳辐射总量 5
.

19 x

1 0
5

~ 9
.

8 6 X 1 0
s

j/ e m
Z ,

光能资源比较丰富
。

妻 1 0 ,C 积温 2 2 3 9
.

1~ 4
’

忍 6 5
.

5℃ ,

温度日差较大
,

有利

于农作物的物质积累
,

提高产量
,

改善品质
.

年干燥度 1~ 4
。

降雨量在 41 7
.

5~ 7 39
.

Zm m
。

长城沿

线区的和林格尔最低
,

山东丘陵农牧区的新泰为最高
,

且降雨量变化大
,

年内分布不均
,

年际变率

大
,

干早频繁
。

土壤多数为棕壤和黄绵土
,

有机质含量为 2
.

3~ 17
.

0 9 k/ g ,

全磷 1
.

。~ 1
.

5 9 k/ g ,

与全

国农田土壤相比
,

肥力为中等偏低水平
。

二
.

不同类型区农作物生产现状
’

(一 )农作物生产状况 不同类型区地形复杂
,

气候差异大
,

自然灾害频繁
,

农业生产广种薄收
,

粮食不能自给
,

全国近一半贫困县集于在这些地区之内
。

农业生产仍以人背
、

肩挑和畜耕的传统作

业方式为主
,

生产水平低下
。

1
.

农作物种植结构
。

从表 1看出
,

不同类型区作物种植面积及比例也不相同
。

陕县
、

篙
·

县
、

瞩县
、

新泰
、

安塞以冬小麦为主
一

,

种植面积最大的为新泰
,

最小的为 限县
;
种植 比例最大的为陕县

,

最小的

为安塞县
。

固原
、

定西
、

和林格尔以春小麦为主
,

面积最大的是定西和固原
,

最小的为和林格尔
。

种

植比例最大的是定西
,

最小的是和林格尔
。

从 50 年代到 80 年代来看
,

各县种植面积相对比较稳定
,

增减幅度不大
。

玉米种植面积在 50 一 60 年代最大的县是篙县和陕县
,

到 了 70 ~ 80 年代
,

新泰的面积增大
,

最

小的是定西县
;
种植比例也基本如此

。

谷子种植面积和所占比例最大的是安塞
,

最小的是篙县
。

薯

类作物
,

陕县
、

篙县
、

新泰以红薯为主
,

种植面积和 比例均为新泰最大
;
隔县

、

安塞
、

定西
、

固原
、

和林

格尔以马铃薯为主
,

种植面积最大是固原和定西
,

种植比例最大为和林格尔
。

油料是新泰
、

高县以种

植花生为主
,

种植 比例最大为新泰
,

其余县除陕县以油菜为主外
,

其它均以种植胡麻为主
,

种植面积

最大为固原
,

最小的为和林格尔
。

2
.

不同年代作物产量比较
。

从 8 个县来看
,

(见表 2 )
,

作物产量水平亦不同
.

历年平均小麦单产

最高为篙县
,

其次是陕县
,

最低者为安塞
,

且二者差异较大
;
玉米单产最高为限县

,

最低为定西
;
谷子

单产最高为隔县
,

最低为安塞
,

但高低差异不大
;
薯类作物单产最高为新泰

,

其次是陕县和攒县
,

其

它 4 县较接近
,

但较低者为安塞
;
油料单产新泰居首位

,

高达 77
.

3 k g /亩
,

主要是以花生为主
,

其它 5

个县是以油菜和胡麻为主
,

产量变化在 23
.

6~ 35
.

s k g /亩范围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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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县主要粮食作物种植结构

作作 物物 县 名名 面 积 (万亩 ))) 比 例 (% )))

5555555 0年代代6 0年代代7 0年代代 8 0年代代 5。年代代6 。年代代7 0年代代 8 0年代代

刁刁
、、

陕
·

县县 42
.

222 3 8
.

333 3 4
。

7 3 555
。

00053
.

000 42 5
.

5557 4
.

666 61
。

333

麦麦麦 高 县县2 压2 7 333
。

5552 5
。

3332 7
。

777 43
.

888 46
.

333 3 9
.

666 43
。

222

限限限 县县 8
.

0008
.

4448
。

111 6
.

8883 5
.

333 3 9
。

333 42
。

444 43
。

777

新新新 泰泰 48二 999 4 4
。

111 6 4
.

00051
。

333 42
.

3 5557
。

5553 4
。

3 3 000
.

666

安安安 塞塞6
.

3336
.

333 8
.

111 8
.

777 1 5
.

6661 6
.

1 0008
。

9992 0
.

999

定定定 西西 47
.

111 56
.

222 6 之7 5 999
.

666 5 4
。

777 45
。

777 40
.

888 0 4
.

555

和和和林格尔尔1 3
.

1 5 999
.

8881 4
。

9997
。

999
·

5 4
.

99956
.

222 2 3
.

222 2 3
.

666

固固固
t

原原 /// ///2 6
.

222 61
.

333 /// ///2 3
.

111 3 0
.

000

玉玉玉 陕 县县2 0
.

222 2 2
.

2 2 666
。

1 999 8
。

2 999弓
.

3 555 0
.

1 3 999
.

666 31
.

222

米米米 篙 县县2 2
.

8882 0
.

3332 0
.

5552 0
.

8883 5
.

333 3 4
.

333 31
.

2 3 888
。

444

限限限 县县 5
.

111 45
.

8666 6
.

2 333 4
。

8 444
`

’

2 3
.

2 7 666
.

3332 3
.

6
’’

3 0
。

777

新新新 泰泰1 1
.

9
··

9
。

2 666 4
.

666 0 4:1 999 0
。

3222 8
.

1 333 8
.

2 3336
.

`

888

安安安 塞塞1
。

08881
.

2 0002
.

777 5 4
。

3 3332
.

9666 6
。

4555 9
.

96661 0
。

444

定定定 西西 /// /// 0
.

6222 0
。

666 55/// /// 0
.

4000 0
.

3 999

和和和林格尔尔 /// ///3
.

6777 1
;

5555/// ///7
。

85 999
。

4888

固固固 原原 /// /// 5
。

5 9995
.

5 888/// ///2
。

1112
.

7 000

谷谷谷 陕 县县6
。

41
...

5
。

2 5553
.

555 81
.

4555 8
.

7 111
。

2 0005
。

111 32
。

4000

子子
...

篙 县县3
。

36661
。

6111 1
。

3 555 0
.

5111 5
.

222 2
。

2 7772
.

0999 0
.

7 999

限限限 县县 4
。

6 444 4
。

111 0
.

2
。

6 3332
.

51112 0
。

3331 8
.

777 1 3
.

8881 3
.

6666

安安安 塞塞1 5
.

777 51 0
.

2 8881 0
。

3 0001 1
。

3 000 0
。

9992 5
。

5 8882 3
.

8882 6
。

555

定定定 西西 /// ///1 3
。

3 4449
。

999/// /// 8
.

6 4446
.

333 9

和和和林格尔尔 /// ///1 0
.

0006
.

6 555/// ///2 1
。

49991 9
.

7 333

固固固 原原 /// ///7
.

4222 5
。

7 111 /// ///2
。

2 888
。

7 999

薯薯薯 陕 县县1
。

333 3 9
。

111 3 4
.

88881
。

5222 2
.

4 444 4
.

5 4446
.

2 6 999
。

111 5

类类类 篙 县县 9
。

7 777 9
.

8881 6
.

5 4442 1
.

3 3332
.

9 9995
.

777 7 5
。

5 0002
。

3666
.....

瞩 县县1
。

3 5551
。

0222 0
.

7 000 0
。

555 5 8
.

9 000 4
。

7 3 555
。

6111 5
。

000 4

新新新 泰泰2 8
。

222 1 4
。

888 41
。

333 3 5
.

5552 4
.

3 0005
.

5553 0
。

2 666 3
.

333

安安安 塞塞1
。

2 111 4
、

4222
一

3
.

8 4443
.

3 3 999
。

666 6 4
。

1222 8
。

9555 8
。

1 555

定定定 西西 8
。

5 9:::1 6
。

2 5551
.

8887 1
.

777 1 0
。

1 3 444
.

1 444 4
。

222 12
.

555

和和和林格尔尔11
。

4222 12
。

4441 0
.

0222 1 0
。

111 0 45
。

0888 43
。

8882 1
.

2 333 5 9
。

7 000

固固固 原原 /// ///3 万
.

88881 4
.

6 555/// ///1 3
。

7 333
。

777 1

油油油 陕 县县 0
。

6222 0
。

0 4 444
.

6111 0
。

777 0 4
.

7 999 0
。

6 000 0
.

8 0 444
。

6 888

类类类 篙 县县
.

0
,

1888 0
。

0 777 0
.

5 888 2
。

7 999 0
.

2888 0
.

1333 0
.

8999 4
。

3 555

限限限 县县 0
。

5999 0
。

6 555 0
.

5 999 0
。

3 222 2
.

5888 3
.

0 111 3
。

0 999 2
。

0 444

新新新 泰泰 2 6
。

1 888 2 2
.

1 111 23
.

1 111 2 4
。

7 999 2 2
.

7 111 1 8
.

7 666 1 7
.

1 000 1 6
。

2 444

固固固 原原 /// /// 2 9
.

222 1 9
。

1 333 /// /// 1 0
。

999 9
.

3 555

定定定 西西 /// 1 0
.

5 555 1 3
.

2 000 1 5
。

8 777 /// 8
。

5777 8
.

5 555 1 1
。

1 444

和和和林格尔尔 /// /// 7
。

8555 7
.

2 333 /// /// 1 6
。

8 777 2 1
。

4 555

注
:

安塞县为 1 9弓9~ 1 9 8 6 年资料
;
其它县为 z , 4 , ~ 1 9夕o年的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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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年代作物产量水平

作作物物 县 名名 呼呼
1 4 9, 年年 5 000 6 000 7OOO 8 OOO 做 牛牛 做 牛牛 极差差 1 9 9000 1 , 5 0 年

111

19 9 0 年年
年年年年年年代代 年代代 年代代 年代代 大 份份 小 份份份 年年年 19 5 0年年

佰佰佰佰佰佰佰佰佰佰 (年 、、 佰 (年 、、、、、、

刁刁
、、

陕
.

县县 1 0 4
。

222 2 4
。

000 4 8
。

999 51
.

888 1 0 6
。

888 21 4
.

888 25 9
。

0 19 9 000 2 4
.

0 19 5000 23 5
。

000 2 59
。

000 24
.

000 10
。

7 999

麦麦麦 高 县县 1 0 6
.

111 4 6
.

000 6 4
。

222 66
。

888 1 3 4
.

333 1 5 5
.

111 1 7 9
.

0 1 9 8 999 1 11
.

0 1 9 6111 1 3 8
。

000 16 7
.

000 4 6
。

000 3
.

6333

〔〔k g /亩亩 限 县县 4 8
。

000 25
.

000 3 4
.

999 3 0
。

222 38
.

555 88
.

444 1 6 7
.

0 1 9 9 000 1 8
.

0 1 9 7 777 1 4 9
.

000 16 7
.

000 31
.

0
··

5
.

3 888

新新新 泰泰 9 3
。

6 666 3 4
.

000 5 5
.

333 66
。

999 1 3 3
。

000 1 9 8
。

999 24 6
。

0 1 9 9 000 3 4
.

0 1 9 6111 21 2
.

000 2 4 6
.

000 38
.

000 6
.

4 777

’’’

安 塞塞 3 2
。

333 1 5
。

000 1 6
.

333 3 0
.

000 3 7
.

888 58
.

000 /// /// /// /// /// ///

定定定 西
··

54
.

222 3 3
。

000 3 6
.

222 4 6
.

666 53
.

666 84
。

999 1 0 9
.

8 1 9 9 000 1 6
.

3 19 5 333 9 3
。

555 1 0 9
。

888
·

30
。

555 3
。

6 000

和和和林格尔尔 53
.

777 2 9
。

000 3 4
.

222 3 0
.

777 4 3
.

777 1 1 1
.

000 1 9 9
。

0 1 9 9 000 17
.

0 1 9 6222 1 82
。

000 1 9 9
.

000 3 2
。

000 6
.

2 111

玉玉玉 陕 县县 1 2 8
。

111 6 0
。

000 7 9
。

222 8 2
.

555 1 6 2
。

000 2 0 1
。

555 2 6 4
.

0 19 8888 5 7
。

3 1 9 6333 2 0 6
.

777 2 3 8
.

000 6 0
。

000 3
.

9 666

米米米 篙 县县 1 2 1
.

222 5 1
。

000 90
.

555 9 7
.

222 1 5 7
。

666 1 5 3
.

555 2 1 4
.

0 1 9 8000 51
。

0 1 9 5 000 1 6 3
.

000 1 68 ; 000 51
。

000 3
.

2互互

((( k g /亩亩 限 县县 1 6 6
.

777 5 5
.

000 7 5
.

444 1 1 0
。

777 1 83
.

5 555 3 1 8
.

888 4 8 7
.

0 1 9 9 000 5 4
`

5 1 9 5 000 4 32
.

000 4 87
。

000 54
.

555 8
.

9 333

新新新 泰泰 1 27
。

222 8 1
.

555 82
.

777 1 2 6
。

777 夕 1 0
_

999 3 0 1
.

000 3 6 8
.

0 1 9 9 000 6 2
。

0 19 5111 3 0 666 3 6 8
。

000 63
.

000 5
.

8444

’’’ .

安
·

塞塞 1 0 0
.

444 3 0
.

000 35
.

000 57
。

0000000000000 2 4 3
.

333
.

/// /// /// /// /// ///定定定 西西 9 3
。

000 /// /// /// 1刁气 ,, 名 8
。

888 1 4 7
.

8 19 8999 3 6
.

0 1 9 8111 11 1
。

888 2 17
。

777
’

/// ///

和和和林格尔尔 1 7 3
。

888 /// /// 1 0 4
。

4444444444444 26 1
。

888 59 0
.

0 19 9 000 9 5
.

0 1 9 6 666 4 95
。

OOO 5 90
.

000 /// ///

111111111111111 0 1
。

44444444444444444

111111111111111 4 6
。

99999999999999999

等等等 缺 县县 76
。

333 5 0
.

000 60
.

777 58
。

222 80
.

222 11 3
。

666 1 4 9
.

0 19 8777 4 1
.

0 1 9 6333 10 8
。

000 117
.

000 50
.

000 2
.

3444

子子子 高 县县 7 5
.

222 50
。

OOO 6 4
.

222 7 5
.

777 9 2
.

000 72
。

666 1 1 3
。

0 1 9 8111 3 9
.

D 19 6 444 7 4
.

000 5 9
.

000 5 0
。

000 1
.

1 888

((( k g /亩亩 瞩 县县 9 7
。

444 4 4 : 555 5 8
.

888 68
`
333 9 8

.

999 1 7 3
。

777 2 3 5
.

0 1 9 8 444 4 4
.

0 1 9 5000 19 1
。

000 2 2 6
.

000 4 4
。

555 5
.

0 777

,,,

安 塞塞 60
.

222 2 5
.

000 3 0
.

000 4 8
。

888 7 8
.

555 1 0 0
。

777 /// /// /// /// ///
.

///

定定定 西西 6 1
。

222 /// /// /// 7 0
.

000 5 6
。

777 8 9
。

0 1 9 7 777 3 8
.

0 1 9 7 666 5 1
。

000 75
.

222 18
。

000 4
.

1 777

和和和林格尔尔 6 6
。

444 /// /// /// 6 1
.

000 6 7
.

555 8 7
.

0 1 9 8444 3 3
。

0 1 9 8 666 5 4
。

000 85
.

000 /// ///

薯薯薯 陕 县县 1 3 1
。

444 6 8
.

000 1 0 8
。

111 1 3 1
。

333 1 3 5
.

222 1 5 7
。

444 1 8 4
.

0 1 9 9 000 6 8
.

0 1 95 000 1 1 6
.

000 1 8 4
.

000 6 8
.

000 2
.

7 000

类类类 禽 县县 1 2 8
。

666 5 5
。

000 9 1
。

888 1 2 1
。

777 1 6 5
。

555 1 4 9
.

999 2 0 6
.

0 1 9 8 000 5 5
.

0 1 9 4 999 1 5 1
.

000 1 6 0
.

000 6 0
.

000 2
.

6666

(((k g /亩亩 新 泰泰 2 0 9
。

444 9 3
.

555 1 1 1
。

999 1 9 9
。

555 2 5 1
。

555 3 6 1
。

111 2 6 6
.

0 1 9 9 000 4 5
。

0 1 9 4 999 2 2 1
.

DDD 26 6
。

000 4 7
。

000 5
.

6555

限限限 县县 9 3
。

444 4 5
。

000 6 2
。

8 555 5 2
.

333 86
。

555 1 8 1
.

444 4 2 4
.

0 1 9 9 000 93
.

5 19 4 999 3 3 0
。

555 4 2 4
.

000 1 1 6
。

555 3
.

6 444

’’’

定 西西 7 7
。

333 8 9
.

9 222 8 0
.

5 999 7 4
.

444 7 1
。

999 8 2
.

555 1 0 9
.

2 1 9 5 666 3 9
.

0 1 9 8222 7 0
.

000 9 7
。

222 4 5
。

666 2
。

1 333

安安安 塞塞 6 8
.

555 3 0
。

000 3 2
.

555 50
.

555 8 4
。

222 1 1 0
.

222 ///
,

/// 777 /// /// ///

和和和林格尔尔 7 9
。

777 7 0
.

000 7 5
。

555 5 5
。

555 7 4
。

333 1 1 叮 999 1 4 8
.

0 1 9 8 888 3 8
.

0 196 555 110
。

000 1 18
。

000 7 5
.

000 1
.

5777

油油油 陕 县县 2 3
。

666 1 6
.

777 2 1
。

666 2 1
。

111 2 2
.

555 4 6
。

000 3 10
.

0 1 9 8 888 2 1
.

3 19 6 000 288
.

777 2 0 0
。

000 9 5
.

999 2
。

·

0 888

类类类 篙 县县 3 5
。

555 /// 2 0
。

777 2 5
。

444 3 7
.

888 5 3
。

888 ! 2 0
.

0 1 9 7 777 24
。

0 1 9 8 666 9 6
。

000 6 8
.

000 60
.

000 1
.

1333

〔〔kg /亩亩 新 泰泰 7 7
。

333 7 0
。

555 7 0
。

666 6 9
。

666 8 6
.

888 1 1 7
.

777 1 6 9
.

0 1 9 9 000 2 2
.

0 1 96 000 1 4 7
.

000 1 6 9
.

000 7 6
.

000 2
.

2 222

.....

限 县县 2 9
.

222 1 1
。

555 1 4
.

555 2 0
.

777 2 7
。

666 5 7
。

444 7 7
.

5 1 9 8 444 8
.

0 1 9 6222 6 9
。

000 69
.

000 11
。

555 6
.

0 0 :::

定定定 西西 2 7
。

111 /// /// 2 3
.

111 22
。

777 3 4
。

777 4 9
.

3 1 9 9 000 1 7
.

8 1 96333 3 1
。

000 4 9
.

333 /// 2
...

和和和林格尔尔 25
。

000 /// /// /// 1 4
.

555 2 7
.

222 3 8
.

0 1 9 8666 1 3
.

0 1 9 8111 2 5
。

000 3 5
。

000 /// ///

注
:

安塞县为 i , 4 9~ 一9 8 6年资料
:
其它县均为 1 9 4 9~ 1 9 9 0年资料

。

从年代变化看
,

5 种作物
, 1 9 4 9 年到 60 年代末

,

20 多年产量虽有变化
,

但步子较慢
,

从 70 年

代
,

特别是 70 年代后期开始
,

农业生产出现了一个新的飞跃
,

这与生产责任制和科学技术的推广是

分不开的
`
8 0年代以来

.

,

农业生产则有新的突破
,

80 年代比 60 年代小麦单产提高
,

增产幅度在

82
.

1 %~ 3 1 4
.

6%
,

增产
`

幅度最小者是定西
,

最高为陕县
;
玉米增产幅度在 57

。

9 %一 3 26
.

`

8%之间
,

小者为篙县
,

大者为安塞
;
谷子只有陕县

、

瞩县和安塞有所增长
,

增产幅度最大为安塞
·

,

达 10 6
.

3%
,

其它几个县徘徊在 50 和 60 年代的水平
。

薯类增产幅度在 1 0
.

8% ~ 1 1 8
.

2%
,

增产幅度最小的为定

西
,

最大者为安塞
。

油料作物增产幅度在 5 0
.

2%一 1 7 7
.

2%
,

增产幅度大者为隔县
,

小者为定西
。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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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从 1 9 9 0 年与 1 9 5。 年各种作物单产之 比看
,

小麦的比值最大
,

其次是玉米
,

其它 3 种作物较小
,

说明小麦和玉米生产水平提高最快
。

这主要是由于农业生产条件得到较大改善
,

小麦新品种
,

玉米

杂交种取代了农家品种及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
,

使小麦和玉米增产幅度得到较大提高
。

(二 )当前作物实际水分利用效率 (W U E ) 与光能利用率 ( E ) 从当前 8 个县的作物实际水分

利用效率与光能利用率来看
,

(见表 3 )
,

都是较低的
,

从 1 9 4 9 年~ 1 9 90 年的 41 年中
,

(安塞县除

外 )
,

尽种作物平均水分利用效率和光能利用率最高时均为新泰县
,

分别是 。
.

3 8 5k g / ( m m
.

亩 )和

。
.

6 3%
,

最低者为固原县分别为 0
.

1 5 3 k g / ( m m
.

亩 )和 。
.

19 %
.

表 3 现实作物产量水分利用效率 (w U E )与光能利用率 (E )

县县 名名
`

作物种类
··

W U E ( k g /m m
.

亩 ))) E (% )))

1111111 9 4 9~ 1 9 8 0年年 198 0~ 1 9 9 0 年年 1 9 4 9~ 1 9 80 年年 1 9 8 0~ 1 9 9 0 年年

陕陕 县县 小 麦麦 0
。

3 444 1
.

0 888 0
.

2555 0
.

8 111

玉玉玉 米米 0
。

1 888 0
。

6 444 0
.

3 666 1
.

2333

谷谷谷 子子 0
。

2 444 0
。

4 333 0
.

4 000 0
。

6999

红红红 薯薯 0
.

1 999 0
.

3 666 0
。

2111 0
.

3 999

油油油 菜菜 0
。

1 111 O
。

2 222 0
.

0 9 888 O
。

2 111

禽禽 县县 小 麦麦 0
。

3 111 0
。

5 444 0
。

1 6
___

0
.

2 999

玉玉玉 米米 0
.

3 333 0
.

4555 0
.

3 444 0
。

4 666

谷谷谷 子子 0
。

2 555 O
。

2444 0
.

2333 O
。

2222

红红红
.

薯薯 0
。

2 777 0
。

3 333 0
。

3111 0
。

3 777

油油油 菜菜 0
。

1 000 0
.

2 000 0
。

1 444 0
.

2666

限限 县县 小 麦麦 0
。

1 000 D
。

2888 0
。

1 111 0
。

2999

玉玉玉 米米 0
.

2 4
,,

0
.

7 222 0
。

5111 1
。

5 333

谷谷谷 子子 0
。

1 555 0
.

3 999 0
.

3 222 0
。

8 333

马马马铃薯薯 0
。

1 444 0
.

4 111 0
.

1 9 888 0
。

5 888

胡胡胡 麻麻 0
.

0 444 0
.

1 222 0
。

0 7 777 0
。

2 444

新新
`

泰泰 小 麦麦 O
。

3 666 0
。

8666 0
.

2 888 0
.

6 777

玉玉玉 米米 0
.

2 555 0
。

5555 0
.

6 666 1
。

4 555

红红红 薯薯 0
。

1 777 0
.

5 666 0
.

2 777 0
。

8999

花花花 生生 0
。

1 333 0一2000 0
.

3 111 0
.

4 999

定定 西西 小 麦麦 0
.

1 8 999 0
。

3 5 777 0
.

1 6 7
...

0
.

3 1 444

玉玉玉 米米 0
。

3 444 司
.

2 9 777 0
.

3 7 888 0
.

3 1 777

谷谷谷 子子 0
。

2 444 0
.

1 9 666 0
.

2 6 000 0
。

21 111

马马马铃薯薯 0
.

2 444 0
.

2 666 0
.

2 2 555 0
.

2 444

胡胡胡 麻麻 0
。

14 888 0
.

1 222
·

;

O
。

1 6 000 0
.

1 2999

和和林格尔
’ ...

小 麦麦 0
。

1 59
...

0
.

4 8 666 0
.

1 3 555 0
。

4 1 777

玉玉玉 米米 0
.

4 5 000 0
。

9 3 666 ` 0
.

4 9 000 1
.

0 3000

谷谷谷 子子 0
。

2 9 0
...

0
。

3 2 000 0
.

2 6 000 0
.

2 9 000

马马马铃薯薯 0
.

2 5 000 0
.

4 2 888 0
。

2 1 999 0
.

3 7 000

胡胡胡 麻麻 0
.

0 8777 0
.

1 6 444 0
.

1 1 111 0
.

2 0 999

安安 塞塞 小 麦麦 0二0 666 0
.

1 222 0
.

1555 0
.

2 888

玉玉玉 米米 0
。

1 888 0
.

4 888
.

0
.

4 666 1
。

1 111

谷谷谷 子子 0
。

1 222 0
。

2 000 0
.

3 333 0
。

5 555

马马马铃薯薯
.

0
.

1 333 … 习
.

2222
.

0
.

2 000 0
`
3 222

大大大 豆豆
.

0
.

I QQQ 0
。

1 999 D
。

3 000 0
。

5 000

固固 原原 小 麦麦 0
。

1 777 0
.

2 222 0
.

1 555 0
.

2 333

玉玉玉 米米 0
.

1 666 0
.

3 000 0
.

3 000 0
.

4 444
.....

谷 子子 0
.

0 888 0
。

1 222 0
.

1 5
...

0
。

1 888

马马马铃薯
`̀

0
.

1 888 0
.

1 333 0
.

1 777 0
.

1 222

胡胡胡 麻麻 0
.

0 555 0
.

1 222 0
.

0 777 0
.

1333

注
:

安塞县 W U E 与 E 分别为 1 9 4 9 ~ i , 8 0年资料
, i , 5 1~ 1 95 6 年资料

。



第 4 期 万惠娥等
:

早地作物生产潜势及提高产量技术措施探讨

三
.

不同类型区农作物最大生产潜力的估算

研究作物的生产潜力
,

对了解该地区作物生产力的大小和负载极限
,

分析影响作物产量的限制

因子
,

寻求提高作物产量的途径
,

研究农林牧之间的物质一能量转换关系
,

提高整个农业生态 系统

的生产率
,

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

作物最大生产潜力
,

是指选用最适宜种植的高产品种
,

并假定土壤环境良好
,

水肥供应充足
,

群

体结构合理
,

栽培管理得当
,

无病虫害和其它自然灾害威胁及各种因素都十分理想时
,

在当地太阳

辐射能和温度条件下
,

作物所能获得的最高产量
。

·

作物最大生产潜力的估算
,

最早由德威特 ( D
·

w it
,

1 9 6 5 年 )提出
,

它 以作物生育期的平均温

度
、

日照及热辐射为基础
,

参考生长特点进行估算
,

故又称
“

热潜势
” 。

1 9 8 1年
,

联合国水土保持气象

专家范
·

费尔图依森 ( H
·

T
·

va n
· v el tn iez )n 先生在联合国粮农组织 (F A O )的培训班上介绍了这

一方法
. :

本研究采取此法对 8 个县主要粮食作物的最大生产潜力 ( y m p )进行估算
。

Y m p 的计算法
:

-

当 Y m 》 Z o k g / h
a ·

h
,

Y m p = C L
·

C N
一

C H
·

G少 ( 0
.

8 + 0
.

0 1Y m ) Y
o + ( 1 一 F ) ( 0

.

5 + 0
.

0 2 5Y m ) Y
e〕 ( k g / h a

)
;

当 Y m < Z o k g / h a ·

h
,

Y m p 二 C L
·

CN , C H
·

G 〔 F ( 0
.

5 + 0
.

0 2 s y m ) Y
。 + ( 1一 F ) ( 0

.

o 5Y m ) Y
e〕 ( k g / h a

)
.

式中
:
Y m

— 作物干物质生产速率 k( g / ha
·

h )
,

由实验测得 (可查表 ) ;

C L

— 叶面积修正系数 (由叶面积系数查表换算 )
;

C N

— 净干物质生产量的较正系数 (查表 ) ;

.

C H

— 收获指数对干物质的校正系数
;

·

G

— 作物生育期的生长夭数 (天 ) ;

F

— 云量覆盖度 (% ) 〔F = ( R S e 一 0
.

SR g ) / 0
.

SR s e 〕

Y
。

— 一定地点
,

作物全阴天时总干物质生产量 (k g / ha
·

天 )
,

查表
;

Y 。

— 二定地点
,

作物全睛天时总干物质生产量 ( k g / ha
·

天 )
,

查表
;

R se

— 睛天最大有效射入短波辐射 ( Jc/ m Z ·

夭 )查表
;

R g

— 全生育期平均射入短波辐射 ( Jc/ m
Z ·

天 )
,

计算 R g 一 (
a + b n /N ) R a x 59

.

其中
a 、

b

— 大气透明度相关系数
,

一般用 .0 25
,

.0 45
,

n/ N

— 日照百分率
。

N

— 可能 日

照时数 (小时 /夫
,

查表 )
, n

一实际 日照时数 (,J
、
时 /天 )

。

R a

— 碧空时的太阳辐射
,

用水的 m m 数表示 (m m /夭
,

l m m 蒸发量、 5 9 J/
c
m )

。

查表
。

估算所需资料
,

包括纬度
、

作物生长期
、

叶面积系数
、
收获指数

、

生育期平均温度和 日照百分率
。

按照上述公式对 8 个县农作物的最大生产潜力进行了估算
,

其结果见表 4 ,

再依据最大生产潜

力 ( y m )P 计算了各种作物的光能利用率 ( E )
。

·
_

从表 4 看出
,

冬小麦的 v m p 为 3 2 7
.

3 ~ 4 2 7
.

s k g /亩
,

E 为 1
.

3 6% ~ 2
.

2 2% ;
春小麦 y m p 为

2 6 9
.

5一 3 0 3
.

6 k g /亩
,
E 为 0

.

9 9%一 1
.

3 5%
;
玉米的 y m p 为 4 4 6

.

4 ~ 6 5 7
.

I k g /亩
,
E 为 1

.

9 3% ~

3
.

6 9%
;
谷子的 y m p 为 2 5 8

.

2 ~ 3 8 4
.

3 k g /亩
,
E 为 1

.

1 4 0% ~ 1
.

9 6%
;
薯类

:

红薯 y m p 9 2 2
.

2~

1 1 2 8
.

3k g /亩
,
E 为 2

.

1 1% ~ 2
.

5 6%
;
马铃薯 4 7 9: 5~ 5 3 8` 3 k g /亩

,
E 为 1

.

1 2% ~ 1
.

4 6%
;
油料

:

油

菜 y m p 为 2 0 3
.

5 ~ 2 1 4
.

2 k g /亩
,
E 为 1

.

0 1% ~ 1
.

1 5%
;
花生 y m p 为 2 7 4

.

o k g /亩
,

E 为 一 0 2% ;
胡麻

y m p 为 149
·

l ~ 29 .0 7 k g /亩
,

E 为 .0 78 %~ 1
.

15 %
.

从作物最大生产潜力分析的比较
,

玉米最高
,

其

次是小麦
、

谷子
`
油类

。

由于作物的遗传因子和生理特性所决定
,

导致 了同一地区
,

不同作物生产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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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较大差异
。

玉米属 C 4
镇物

,

据资料表明 C 4 栽培植物水分利用
`

比 C 3 植物高 2倍多
,

并具有较

高的生长率
。

作物现实生产力与最大生产潜力的关系
。 .

’

从表 5 看出
,

实际产量古最大生产潜力 ( y m p )的百分数
,

小麦为陕县最大
,

安塞最小
; 玉赛是和

林格尔最大
,

安塞最小
;
谷子限县最大

,

固原最小
,

薯类作物是篙县最大
,

安塞最小
。

另外
,

按作物来

说
,
8 个县平均薯类实际产量与最大生产潜力 ( y m p ) 比较居最高

,

占 29
.

5 3%
,

其次是玉米
、

谷子
、

小

麦
,

分别占 2 1
.

8 8写
、

2 1
.

2 1%
、

1 9
.

9 5% ;油莱最低
,

占 2 6
.

1 4%
。

表 4 不同类型区主要农作物的最大生产潜力 (ynT
p )与光能利用率 (E )

县县
’

名名 小 麦麦 玉
。

米米 谷 子子 薯
.

类类 油 类类

YYYYY m PPP EEE Y m PPP EEE Y m户户 EEE Y m PPP EEE Y m PPP EEE

((((( k g /亩 ))) (肠 ))) ( k g /亩 ))) (% ))) ( k g /亩 )))
·

( % ))) ( k g /亩 ))) (% ))) ( k g /亩 ))) (纬)))

陕陕 县县 3 4 1
.

555 1
.

6999 5 7 1
.

888 3
.

4 999 3 2 0
。

000 1
.

导5
...

1 1 18
.

3
...

2
.

5 666 20 3
。

555 1
。

0 111

篙篙 县县 4 2 7
.

888 2
。

1 222 6 0 4
。

999 3
。

6 999 3 2 0: 888 1
.

9 666 1 0 82
。

2
...

2
.

4 777 21 4
。

222 1
.

1555

限限 县县 3 2 6
.

000
。
1

。

3666 5 7 8
。

000 2
。

5 555 3 84
。

333 1
.

7 000 53 7
.

0
...

1
。

4 666 2 9 0
.

777 1
.

0 999

新新 秦秦 3 53
。

333
.

1
。

3 222 6 4 2
.

888 2
。

8555 /// /// 9 2 2
。

222 2
.

1 111
。

2 7 4
。

000 1
.

0 222

延延 安安 3 2 7
。

333
.

1
。

2 3
。。

万57
。

111 l
·

9乒乒 3 6 5
。

333 1
。

6222 5 3 8
。

333
。

1
。

2 444 /// ///

固固 原
...

3 0 3
.

666
.

诬
.

3 555 4 4 6
。

444 1
.

9 333 3 4 1
。

0
。。

4
.

2 888 5 2 6
。

888 1
.

1 222 26 6几222 1
.

1 555

定定 西
`̀

2 6 9
.

555 0
。

9 999 4 6 3
.

555 1
。

9 888 258
.

222 1
.

1 444 4 7 9
。

555 1
,

3 000 1 4 9
。

111 0
。

7 888

和和林格尔
`̀

29 7
。

777 /// 5 59
。

555 /// 2 81
.

777 /// 4 9 1
.

999 /// 1 5 3
.

000 ///

注 .

麦类
, :

为春小麦 J其它为冬小麦
;
薯类

: ,

为红薯
,

其它为马铃薯

表 5 实际产量占最大生产潜力 (ynT p )的百分数

作作 物物 陕 县
。。

篙 县县 限
’

县县 新
,

泰泰 安 塞塞 定 西西 固原原 和林格尔尔

占占占 ( % ))) 占 ( % ))) 占 ( % ))) 占 ( % ))) 占嵘% ))) 占 (纬)))
.

占 ( % ))) 占 (写)
。。

小小 麦麦 3 0
。

555 2 4
.

888 1 4
。

777 2 6
。

555 象 888 2 0
.

111 1 5
。

222 1 8
.

000

玉玉 米米 2 2
,

444 2 0
.

000 28
.

888 1 9
。

888 1 5
。

333 20
。

000 1 7
。

888 3 1
。

000

谷谷 子子 2 3
.

888 2 3
.

中中 2 5
.

3 、、
/// 1 6

。

444 23
。

777 12
。

444 2 3
.

555

薯薯 类类 5 8
。

777 5 9
.

444 3 8
。

999 2 2
。

666 1 2
.

777 1 4
.

333 1 3
.

555 1 6
。

222

油油 料料 1把 5 999 1 6
.

555 1 0
.

000 2 8
。

222 /
··

18
。

222 1 2
.

222 1 6
.

333

四
、
影响农作侧最大生产潜力发挥的限制因素分析

以上分析表明
:

各县农作物的实际生产力与最大生产潜力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

我们从以下几个

方面分析影响最大生产潜力发挥的限制因素
。

(一 )光合生产潜势 ( y p户与最大生产潜力 ( y m p ) 农业生产过 程实际是人们通过绿色植物的

叶绿体进扮光合作用
,

把太阳辐肚熊转化为化学能的过程
,

所以
,

要提高某一地区的整个农业生产

水平
,

最根本的是提高植物对太阳能的利用率
。

因此
,

光合作用是作物产量形成的基础
。

太阳辐射

是光合作用得以进行的唯一能量来源
·

有关米
.

合牛产潜力 ( y p“ )研究较早
,

计算方法也较多
·

我们选
.

用侯光良的方法
、 以固原县为代表对农作物的

·

扣
s
进行估算

,

光能利用率 ( E )为计算公式的变量
。

本研究分别采用 .E 为 1%和 5%计算
,

E
.

的上限 5%是所要追求的参数
、
取 5%的 Y sP 与 Y m p 进行

比较
,

各种作物的 Y m p 远比 E 为 5%的 Y sP 小
,

说明光照资源不是作物 Y m p 得以实现的限制因

素
,

(见表 6)
。

另外
,

s 个县的太阳辐射总量是 s
二
z o x z。 5

一 9
.

s 6 x z o
,

Jc/ m
, ,

固原为 5
.

3 4 x l o
,

Jz e m
, 。

因此
,

固原作物的生产潜力不受光照资源的影响
,

其它几个县同样光照不是限制因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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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固原县主要农作物的光合生产潜势( Y ps
)

EEEEE春 麦麦 豌 豆豆 糜 子子 谷 子子 马铃薯薯 胡 麻麻
((((( k g /亩 ( ))) k g /亩 ( ))) k g /亩 ( ))) k g /亩 )))( k g /亩 )))( kg /亩 )))

111 %%%2 2 3
.

3332 2 3
.

2 2 333 5
。

99926 8
.

222 4 78
。

000 2 0 3
.

888

555 %%% 16 11
。

666 1 16 1
.

666 1 12 9
.

777 1 326
.

222 2 0 3 9
.

000 1 15 3
.

999

注
:

光合生产潜势 ( Y ps ) =6 6 6
.

X 0 7 1
`

/( 4
.

2 5X 50 0 )
·

E
一

C
.

Qb

式中
: C

— 经济系数 ; Qb

— 生育期的生理辐射 ; E

— 光能利用率
。

(二 )水分生产潜势 ( y w )与最大生产潜力 ( y m p)天然降水是该地区的旱地农 田水分的唯一

来源
,

故降雨生产潜势可视为水分生产潜势 ( y w )其大小和最大生产潜势 ( y m p )相比较
,

可说明水

分对 y w 的影响程度
.

降雨生产潜力计算尚无成熟经验
,

据资料阁介绍
,

一般采用英国学者彭曼 ( H

·

L
·

P o n m a n )的计算方法
,

以潜在的蒸腾量计算公式为基础
,

按照作物生育期阶段需水量和降雨

量季节分布吻合程度
,

确定作物各阶段需水满足率
,

计算出因水分亏缺限制作物产量提高的程度
。

据有关资料表明
:

黄土高原的水分生产潜势 ( y w ) 为最大生产潜力 ( y m p )的 30 %~ 60 %
,

最高为

8 0 %左右
;
谷子为 35 %~ 60 %

;
洋芋 45 % ~ 85 %

。

固原县的降雨量全年仅 47 8
.

Zm m
,

作物生育期降

雨量约为 ; 00 ~ 4 00 m m
。

所以
,

水分生产潜势 ( y w )占最大生产潜力 ( y m p )最高不超过 60 写
.

据计算

表明 (引用资料〔9〕 )
,

安塞县水分生产潜势
,

小麦为 190
.

s k g /亩
,

占最大生产潜力的 59 %
;
玉米为

4 8 3
.

I k g /亩
,

为最大生产潜力 ( y m p ) 的 6 6
.

0 %
;
谷子为 2 7 8

.

7 k g /亩
,

为最大生产潜力 ( y m p ) 6 0%
;

马铃薯
、

大豆和糜子水分生产潜势 (y w )分别为最大生产潜力 ( y m )P 的 67 %
、

62 肠和 60 %
,

即是作物

产量比最大生产潜力 ( y m )P 降低 40 %
。

因而
,

该区降雨不足和分布不匀
,

是防碍实现最大生产潜力

( y m p )的一个限制因素
。

故防止蒸发
,

搞好土壤蓄水保墒是提高作物产量的关键措施
。

(三 )农甲土壤瘩薄
,

施肥不足
,

产最较低 据有关资料表明
:

(以固原县为例 )
,

固原县总投肥量

为 1 260 万吨
,

平均农田施用氮素 .2 62k g /亩
,

加上土壤含氮量 .0 7k g /亩
,

每亩氮素合计 3
.

3 2 k g
。

氮的利用率按 40 %计算
,

每亩供氮量为 1
.

3 5 k g
.

每生产 50k g 粮食需要 1
.

sk g 氮
,

其 6 种作物亩均

产量潜力为 3 27
.

3 k g
,

则亩需氮 9
.

8 2 k g
。

土壤肥力对气候生产潜力的影响以实际供肥量与需肥量

之比
,

可以用下列公式表示
,

目前作物一气候一土壤的实际生产潜力为

y s = K S YW

y s

— 肥力系数 ks = 实际供肥量 ( N )/ 潜力需肥量 ( N )
,

将该县的实际肥力系数代入上式
,

则为
:

少: = 1
.

3 5 / 9
.

8 x 3 2 7
.

3 二 4 5 k g / 亩

固原县多年粮食平均产量为 58
.

ok g ,

与当前的气候
、

土壤生产潜力是比较接近的
.

由此证明
,

当前影响作物产量的第一限制因子是肥
。

关于其它县的土壤肥力和施肥状况与固原县不差上下
,

因

而作物产量较低
。

(四 )高产典型与最大生产潜力 ( y m )P 根据试验研究与实际调查
,

实际生产中各种作物高产

典型每年各地均有实例
。

小麦
:

如风调雨顺的 1 9 9 0 年
,

固原县彭堡乡春小麦亩产 26 0k g ; 1 9 7 8 年固原县 5
.

89 亩川水地

春小麦达 43 o k g /亩
; 1 9 8 0 年该县西郊乡水地小麦最高达 6。。k g /亩

,

( E%一 2
.

8 )
;
定西县大坪乡

19 8 0 年春小麦亩产 1 7 6
.

4 k g ;
延安枣园乡 1 9 7 4 年 1

.

6 3 亩水地
,

亩产冬小麦 5 2 5
.

s k g ( E % = 3
.

0 8 )
。

玉米
:

如固原县 1 9 7 8 年赵磨 120 亩玉米
,

亩产 43 5k g
。

1 9 8 4 年安塞茶坊村 8
.

4 亩川地春玉米
,

亩产平均 s o 3 k g
,

同年该村有 14 亩玉米亩产 7 o kZ g
。

谷子
:

如安塞乡茶坊村 1 9 8 8 年试验谷子平均亩产 27 1
.

7k g
,

最高亩产高达 3 45 k g

马铃薯
:

如固原县河川乡上黄村马铃薯 1 9 9 0 年达 4 0 0 k g /亩 ( s k g 折 I k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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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丰产典型说明
,

高产田块可以达到最大生产潜力 (y m p )的水平
,

个别年份和 田块
,

已超出

一般年份的估算值
,

这说明
,

通过努力
,

在短期内可以达到最大生产潜力的水平
;
经过长期的努力

,

达到最大生产潜力 ( y m )P 的水平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

五
.

提高农作物产量的主要途径和措施

研究资料和丰产事实证明
,

进一步挖掘不同类型区的生产潜力
,

提高农作物产量
,

必须加强防

治水土流失 ;增强天然降水入渗
;
培肥土壤

,

重视作物良种的培育和推广
,

最大限度的提高有效水利

用率和用水效率
。

(一 )建设高标准的基本农田 黄土丘陵区缓坡田较多
,

因此
,

改造坡耕地
、

建设高标准的基本

农田至关重要
。

宁南山区
,

采取大埂梯田 (即坡式梯田 )
,

逐年犁翻变平的技术
,

较一次性修成水平梯

田
,

可节省劳力 80 %
,

节约资金约 73 %
,

且当年增产 10 % ~ 30 %
; 山东花岗岩山丘区

,

土层薄
,

采取

一次性修成窄面水平梯田治理坡耕地
,

较传统方法省工 25 %
,

省材料 30 %
,

较坡耕地减少径流

75 %以上
,

减沙保肥 85 %以上
,

增产 20 % ~ 35 %
。

因此
,

修筑水平梯田
,

是增加土壤蓄水
,

防止水土

流失极为有效的工程措施
,

也是提高丘陵沟壑区粮食作物产量
,

强化农业系统功能
,

加强抗御自然

灾害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
。

所以
,

应大力推广大埂梯田犁翻变平和一次修成窄面水平梯田治理坡耕

地的新技术
,

切实搞好农田基本建设
,

造福子孙万代
。

(二 )搞好蓄水保墒
,

重视保护耕作 半干旱黄土丘陵区
,

一般降雨量仅在 3 00 ~ 50 Om m
,

因此
,

蓄水保墒头等重要
.

对此
,

各地采用了不同的保护耕作法
,

研究和积累了丰富经验
。

黄土丘陵区的

延安
,

根据复杂的地型地貌
,

采取水平沟留茬倒垄
、

青草覆盖
,

留茬免耕及粮草
、

粮灌等高带状间作

等技术
,

进一步完善了
“

水土保持
”

种田技术
,

特别是水平沟留茬倒垄与水平沟覆草发展了水平沟种

植技术
。

半干旱丘陵区的定西采用渗水孔聚流入渗耕作法
,

既增强了降雨入渗
,

又增加了入渗深度
,

`

提高了 l m 土层的贮水量
,

达到增产
、

增收
、

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的目的
,

为半干旱水土流失地

区开辟了新的耕作技术途径
。

其次
,

半干早区年降雨量分布不均
,

多数集中在秋季
,

因此蓄积秋季降雨
,

作到秋雨春用
,

对抵

御千旱有极重要的意义
,

要做到这一点
,

就必须对夏茬地伏天深耕晒坐
,

秋季耙耪收墒
,

冬季打碾保

墒
,

真正做到
“

蓄住天上水
,

用好土中墒
” ,

使有限的降雨发挥更大的作用
。

(三 )培肥土壤
,

提高肥料利用率 从调查和分析看出
,

土壤瘩薄是产量低而不稳的主要原因
,

因此
,

培肥土壤
,

提高肥料利用率是提高旱地作物产量的关键
.

1
.

合理轮作
。

在作物合理布局的基础上
,

建立用地养地相结合的
“

粮豆经饲
”

轮作体系
,

充分发

挥生物养地的作用
。

2
.

促进农田系统内的养分循坏和再利用
.

具体措施是
:

增施有机肥
;
秸秆还 田和夏季绿肥压青

,

提高土壤的有机质含量
,

改善土壤结构和提高土壤养分的调控能力
。

3
.

增加化肥投入
,

提高施肥技术
.

必须适当地增加化肥施用量
,

以调节土壤养分输出与输入的

平衡
。

走有机肥与无机肥相结合培肥土壤的途径
,

彻底改变广种薄收的旧习和掠夺式的生产方式
。

同时
,

还要重视施肥技术
,

提高肥料利用率
,

实现经济
、

合理
、

科学用肥
、

抗旱增产的目的
。

(四 )加强作物良种培育与推广 推广优良品种是提高作物产量的重要手段之一
,

实践证明
,

推

广优良品种可成倍增产
。

因此
,

应加强作物良种培育与推广
,

尽快实现良种化
,

同时还必须加强种子

管理
,

注意品种提纯复壮工作
,

并建立种子基地
,

防止品种混杂和退化
。

同时要做到品种合理布局
,

.

因地制宜地确定作物骨干品种和搭配品种
,

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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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土保持通报 》
,

1 98 6年
,

第 1 期

辛业全等
.

宁南山区旱地农业增产体系的研究
。

《水土保持学报 》
,

19 90 年第 2 期

山仑等
.

宁南山区主要粮食作物生产力和水分利用的研究
.

《中国农业科学》
,

19 88 年
,

第 2 期

辛业全等
.

宁南山区早地粮豆轮作体系中的养分平衡研究
.

《土壤肥力研究进展 》
,

北京
:

中国科学技术出

版社
,
1 9 9 1 年

黄占斌等
.

黄土高原地区粮田主要作物生产力提高途径的初步分析
.

《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集刊 》
,
1 9 89

年

王立祥
.

西北黄土高原农田降水生产潜势及开发的研究
。

《西北农学院学报 》
,
1 9 8 2年

梁银利等
.

安塞县主要粮食作物的生产力及增产体系
.

《土地资源及生产力研究 》
,

北京
:

科学技术文献出

版社
,
1 9 9 1 年

、J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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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J工J件碑ó吕O口产.、r̀广.、

栽种五倍子树 (盐肤木 )有利可图

五倍子是 医 药
、

工业的重要原料
,

市场价高而供不 应求
,

现收购价 30 元k/ g
,

我站首次推 出一

批一代五倍子 (盐肤木 ) 苗
,

每件 ( 10 0 株 ) 70 元
,

种籽 50 元 k/ g ,

以每公斤 25 元保价 回收
,

8 至 10 年

产品办公证合 同
。

它既可绿化荒山
,

又可保特水土
。

欢迎各林业
、

农业
、

水土保持单位联苦代购代铭
,

凡一次纳挤 10 亩以上 的均为我站联营单位
,

我站给 4 0% 的代铭 费 (每 亩 500 株 )
。

另供木本香莱
、

香 椿 苗每件 ( 10 0 株 ) 27 元
,

籽每公斤 25 元 ;
黄柏 苗 ( 10 0 株 ) 70 元

,

籽每会斤 80 元 ;
杜 梨实生 苗

( 1 0 0。 株 ) 70 元
,

籽每公斤 30 元 ; 海棠籽
、

君迁籽
、

山丁籽
、

毛桃及山杏核
、

杜 仲籽分别 为每公斤 90

元
、

2 0 元
、

7 0 元
、

15 元
、

1 4 0 元
。

联 系人
:

河南省卢氏县潘河良种站

邮 编
: 4 7 2 2 4 4

张 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