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第
年 青 水土保持通报 ,

,

液态地膜和植生带对土壤水温和玉米成苗的影响

黄 占斌
‘ , ,

辛小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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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乾
“ ,

迟永刚
中国矿业大学

,

北京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 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早地农业

国家重点实验室
,

陕西 杨凌

摘 要 液态地膜和植生带是 类新兴的土壤改 良和覆盖保水材料
。

通过盆栽和 田间实验
,

比较了液态地

膜和植生带及其配合使用对土壤水分和温度及玉米成苗的效应
。

结果证明纤维植生带和棉质植生带及其

与液态地膜配合应用保持水土效果虽好
,

但极大影响玉米出苗 液态地膜保水增温效果 明显
,

玉米出苗率

最高
,

是值得研究和推广的新型保墒抗早成苗措施
。

关健词 液态地膜 植生带 玉米 抗早成苗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 一 一 中 图分类号

一 ,
, , 一 , 一 , 一 己

人 从
。 邑

,

心 一 , 人 、 。 州 占 划
, , , ,

刀勺泌 ,
, 巴 , 入介

, , ‘ ,
人 ,

一

,

,

,

,

干旱缺水是西北旱 区农 田作物生产地主要制约

因素
。

据资料
,

西北半干旱地区降雨在农 田地分配中
,

农田土壤表面蒸发要浪费大量水分
,

其量一般 占作物

总耗水量的
,

占年降水量的 一
。

因

此
,

降低土壤表面蒸发成为提高农 田水分利用效率的

中心之一
。

在农业生产实际中
,

最直接的途径就是采

取各种覆盖措施减少土面蒸发和提高土壤水分
,

保障

作物出全苗和出壮苗
,

达到有限水资源高效利用和产

量增加
。

地膜覆盖是有效提高作物 出苗率的一种集约栽

培方式
,

在我 国农业生产中已经广泛应用
,

世纪

年代以来在我 国每年推广地膜覆盖面积 只 护

多
。

但由此引发的
“

白色污染
”
环境问题却越来越

严重
。

因此
,

研发可降解地膜和寻找新的覆盖材料成

为重要研究课题
。

液态地膜又称作乳化沥青
,

从 世

纪 年代开始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应用于农作物
,

取

得较好结果
。

我国的研究工作起步较晚
,

始于 世纪

年代
,

液态地膜作为一种具有增 温
、

保墒
、

土壤结

构改 良等多种作用 的土壤结构改 良剂
,

在 国土整治
、

规划地 区农业增产
、

固沙
、

植草
、

加 固路基
、

滩涂治理

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

植生带是一种利用廉价材料覆盖地表减少地表

水分蒸发
,

在水土流失和风沙 区同时减少水土流失
,

在草坪建设 中固定草籽和水肥快速发芽和生长绿化

材料
。

构成植生带的无纺布
,

在土壤 中腐烂分解后变

成肥料
,

增加 了土壤 中的有机肥
,

对环境友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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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了液态地膜
、

植生带及其与液态地膜结

合的应用效果
,

分析 比较液态地膜和植生带及其配合

使用对土壤水分
、

土壤温 度和玉 米成苗等方 面 的效

应
。

以期建立相应的液态地膜在植生带边坡植草过程

中的应用技术
。

试验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

液态地膜和植生带 皆由陕西科瑞工贸有 限责任

公 司提供
,

液态地膜为棕黑色 植生带为 白色纤维无

纺布和灰色棉质无纺布
。

试验方法与处理

试验采用盆栽模拟和 田间试验方法进行
。

盆栽模

拟试验采用 因素全组合分组设计
。

一组为纯土壤组

试验设计 另一组与土壤处理组相 同
,

增加播种玉米
,

比较抗旱成苗效应
。

每组设 处理 表
,

每处理设

个重复
。

表 液态地膜与植生带比较的盆栽试验设计

编号 试验处理 用量与用法 实际用量

无覆盖对 照 一 同量水分喷撒

测定项目与方法

土壤水分 称重法
。

每天称量 次
,

连续测定

土壤温度 温度计法
。

在 土层深处每天 时

左右测定 次 统计法计算 出苗率 土壤 田 间持水量

和土壤容重 环刀法
。

土壤容重为
,

田间最

大持水量为
。

结果与分析

不 同覆盖处理下的土壤蒸发耗水效应

测定表明
,

在各覆盖处理 中无论是按盆重 日耗水

量 图 还是按单位面积 日耗水量 表 来 比较
,

液

态地膜的土壤蒸发量都表现最小
,

特别是在处理后的

第 天气较为晴朗的情况下
,

蒸发明显
,

液态地

膜较其它处理的耗水差别强度明显较大
。

也就是说液

态地膜有降低地表蒸发的效果
,

特别是在天气晴朗时

最为明显 白色纤维无纺布植生带和灰色棉质无纺布

植生带较对照的 日耗水量都有所减小
,

但与液态地膜

处理 比较效果还是 比较差一些
。

乙丁工︸,﹃,

⋯
色

叭液态地膜

无纺布 纤维

无纺布 棉质

液 态 地 膜 十 无 纺 布
纤维 十

液 态 地 膜 十 无 纺 布

棉质

按

全面覆盖

全面覆盖

先布后液膜

·

盆二 ,

稀释喷撒

弓罗︾啊书琳

先布后液膜

注 工盆 口 面积 又 一 生。
。

试验土壤取 自所 内试验 田地表土
,

经过风干过筛

后
,

测定土壤 田 间持水量和容重
。

试验盆采用

高
,

上 口 径 为 的塑料盆
,

每盆装土
,

整个

试验共计 盆
。

装盆后
,

按照土壤 田间持水量加水至
。

时间

一 一
图 不 同被盖地表的土坡耗水特点

表 不 同彼盖处理后不 同天数的土坡表面 日蒸发
,

处 理

对照

液态地膜

纤维纺布

棉纺布

液膜与纤纺

液膜与棉纺

从液态地膜 与 白色纤维无纺布植生带及灰色棉

质无纺布植生带结合处理 的耗水量 比较分析 图

可以 看出
,

在处理后第 一 晴朗天气下
,

灰色棉质

纤维无纺布植生带较液态地膜的保水效果略差
,

白色

纤维无纺布植生带较液态地膜 的效果较明显
。

其它蒸

发条件较小时
,

三处理间差异不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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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苗期各耕作措施下土壤耕层不 同深度的温度 工

屯 土层 间作 保水剂 地膜 液膜 大垄沟

②

时间

一 曰 门

一
曰叫卜一

一 土 王

注 ①全天平均值 ②温度平均较对照高
。

乃寸‘

液态地膜及其与涂布结合的耗水特点

图

书留︶、咧书粱

口 口口口

印
次、并细田刁除不同覆盖处理下的土壤温度效应

分析处理后不同时期测定的土壤温度结果
,

发现

液态地膜处理 深土壤温度在每天约 时较其

它处理高 一 图
。

说明液态地膜有提高地

温效应
,

这和过去在 田间测定液态地膜处理 土

层较对照提高 一 结论一致
,

只是盆栽较 田间

效应强度较小
。

此外
,

纤维纺布植生带较对照提高地

温较棉质纺布植生带效果大
,

但不稳定 液态地膜分

别和纤维纺布及棉纺布结合处理
,

地温变化略降低
。

协 ’ 加

处理

图 不 同处理 下的玉米出苗率

结 论

液态地膜处理土壤地表
,

可 以 明显 降低蒸发耗

水
,

提高土壤温度
,

进而提高玉米成活出苗率 纤维纺

布和棉纺布处理土壤地表
,

降低土壤蒸发耗水效果较

液态地膜低
,

对土壤温度影响不大
,

但受 自身覆盖 的

机械阻力使玉米成苗困难
,

出苗率较对照降低
。

液态

地膜结合纤维纺布和棉纺布的玉米成苗率更低
。

、侧蝗

﹁刁﹁臼八一︸厂

口

图

时间 处理后天数

口 ’ 口 目 口

不 同覆盖处理 土壤温度 比较

年在陕西延安进行不 同覆盖材料 的田间试

验
,

测定了玉米苗期各种覆盖措施处理下不同土壤深

度温度变化 表
。

发现地膜和液膜处理使 土

层温度平均增加 一 左右
。

不 同覆盖处理下的玉米成苗效应

观测结果表明
,

液态地膜处理的玉米成活出苗率

最高
,

达到
,

高出对照 以上
。

纤维纺布和棉

纺布处理的玉米成苗率较对照降低
,

液态地膜分别结

合纤维纺布及棉纺布的玉米成苗更低
,

主要原因是成

苗受到覆盖的阻力较大造成出苗困难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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