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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黄淮平原农业干旱监测预警与综合防御技术，通过示范，将深耕、秸秆翻压还 田、药剂拌种、秸秆 

覆盖 、有 限灌溉、喷施 防旱 剂和 防御小麦 干热风制 剂等技术在濮阳市进行综合推广。2006--2007年 4个农 作物种植 

季节推广应用结果表 明：该 项技术具有明显的节水 、防旱和增产效果，能使小 麦增产 6．4％ 一7．2％ ，玉米增产 6．7％ 

～ 11．6％ ，同时还可减少灌溉 1～2次 ，经济效益显著 ，适宜在黄淮平原及干旱、半干 旱地 区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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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黄淮平原属于干旱多发区，素有 “十年九旱 ”之 

说。近些 年，受气候变暖 的影 响，干旱有加重 的趋 

势。多年来 ，一些科技工作者 曾对 当地的农作物需 

水规 律、干旱 发 生规 律 、干旱 指标 等 作过 一 些研 

究 。 ，提出了一些保墒、节水 防旱措施 ，并在 

农业生产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黄淮平原农业干旱检 

测预警与综合防御技术 ，是一项集干旱监测 、预测与 

综合防御技术为一体 的新的防旱技术 ，对干旱 的防 

御具有较好的前展性。其中 ，秸秆覆盖 、深耕 、秸秆 

翻压还田技术 ，可减少土壤水分无效蒸散 ，属于物理 

保墒技术 ；药剂拌种 、喷施防旱剂和防御小麦干热风 

制剂等，可提高作物 自身的抗旱能力 ，属于生化防旱 

技术 ；根据土壤水分的监测、预测结果及作物需水规 

律进行 的有限灌溉 ，属于非工程性的节水灌溉技术 。 

经两年的推广应用 ，从生产实用角度证明，该项技术 

具有明显的防旱节水和增产效果 。 

1 示范推广区基本情况 

1．1 示范推广 区概况 

本项 目示范推广区设在清丰县城关镇 ，示 范区 

内地势平坦 ，土壤为黄河 冲积土 ，土壤质地多为沙壤 

土，肥力中等，常年种植作物为小麦、玉米，一季单产 

6000 kg／hm 左 右。示 范 区内有 引黄灌 溉渠 和机 

井 ，灌溉便利 。示范推广点在濮 阳市的农业生产水 

平与生产条件方面有较好的代表性。 

1．2 示范推广点设计 

2006、2007年 ，两 年 内共 完 成 推 广示 范 面 积 

9810、6 hm ，其 中每一个农作物种植季在推广 区内 

选取示范面积 6．7 hm 左右 ，另选 与推广示范地段 

条件相同的地段 3．3 hm 左右作对照地段 。示范地 

段实施干旱综合 防御措施集 成 ，对照地段 的措施 由 

相关农户依据传统习惯 自行确定 ，本项 目不予干涉 。 

土壤墒情测定、农作物生长发育观测、作物产量取样 

分析 ，分别在示范地段和对照地段进行。 

1．3 土壤水文常数 

根据干旱检测、预测的需要，小麦播种前 ，对示 

范点的土壤水文 常数进行测定。测定内容有 ：土壤 

质地 ，田间持水量 ，土壤容重 ，凋萎湿度 ，地下水位埋 

深(测定结果见表 1)。 

2 农作物生育期气候概况 

2．1 小麦生育期气候概况 

2006年小麦生育期 (2005年 1O月中旬至 2006 

年6月上旬)的主要气候特征是：降水偏少，气温与 

日照正常。10月中旬至 4月下旬降水量持续偏少 ， 

有干旱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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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小麦生育期的主要气候特征是：气温偏 

高，降水正常，日照略偏少。麦苗普遍旺长，冬季有 

冻害发生。小麦生长后期有点片倒伏现象发生。 

小麦生育期气温、降水、日照情况见表2。 

表 1 清 丰县示 范点 土壤水 文常数 

注：土壤质地为沙壤土，地下水位大于9 lI1。 

表 2 小麦生育期气象要素 

2，2 秋作物生育期气候概况 

2006年秋季农作物生育期间(5月上旬 至 9月 

中旬)，主要气候 特征是 ：气温偏低，降水量与 日照 

时数偏少。生育期内无明显旱 、涝灾害发生，秋作物 

生长正常。2007年秋季农作物生育期间，主要气候 

特征是 ：气温正常 ，降水量与 日照时数偏少。生育期 

内无明显旱、涝灾害发生 ，秋粮获得丰收。玉米生育 

期气温、降水、日照情况见表3。 

表 3 玉米生育期气 象要素 

3 干旱综合防御措施实施与效果分析 

3．1 秸秆粉碎还田及配套技术措施 

在两个示范推广年度 内，作物收获时均采用大 

型联合收割机 ，作物收获与秸秆粉碎还田一次完成 ， 

秸秆抛撒均匀，还 田效果较好 。 

秸秆粉 碎 还 田的 配套 技 术 措施 主要 有 以下 

4点。 

①抓住秸秆还田有利时机。玉米黄熟期或蜡熟 

初期是粉碎秸秆的最佳时问 ，这时 ，秸秆青脆 ，含有 

较多的水分和糖分 ，易粉碎也易于腐烂分解 ，效果最 

好 。作业 后 ，要求 秸秆 残体 碎、短 ，最长 不超 过 8 

em，并且要抛撒均匀。 

②在翻耕前，施人适量化肥，一般每 666．7 m 

施碳铵 30～50 kg，不但可以加快秸秆的腐烂分解， 

而且解决 了小麦生长初期需要的养分。 

③适量喷洒农药。由于秸秆直接还田，未经高 

温发酵，因此翻压前须用适量的化学药剂喷洒地面， 

防止秸秆本身所带的病虫害蔓延。 

④及时耕、耙，减少养份损失。耕深一般要求在 

27 cm以上 ，秸秆残 体要覆 盖严 密，耕后 要及时耙 

实 ，消除棚架 ，防止冻害 ，同时也利于保墒。 

3．2 适 时进行 秸秆 覆盖 

对作物实施 田间秸秆覆盖 ，可有效减少土壤水 

分散失 ，同时还可提高地温 ，有利 于小麦安 全越冬。 

12月下旬对麦 田实施覆盖 ，覆盖物为麦秸和麦糠 ， 

覆盖量为 300 kg／666．7 m 左右 ，覆盖时将麦秸覆盖 

在行间，尽量不压或少压麦苗。 

3．3 实施有限灌溉 

推广区内，根据作物需水规律及土壤墒情监测 、 

预测情况 ，实施有限灌溉。 

2005年 10月至2006年2月上旬，降水量持续偏 

少，4个月的降水量只有 33．0 mm，比常年同期偏少 

50％。由于推广示范区内，前期实施 了秸秆粉碎还 

田、深耕、抗旱剂拌种、足墒播种和秸秆覆盖等抗旱保 

墒技术措施，因而减少了土壤水分 的无功耗散，较好 

地保持了土壤水分。据 2月 18日墒情调 查，0—50 

em深层的土壤湿度为 15％ 一17％，比相临的南乐县 

的土壤湿度高 5％左右。2月上中旬全市小麦普遍浇 

灌了返青水，推广示范地段于 2月底地温明显 回升后 

才浇第 1水，比常规地段偏晚 10～15 d。3月下旬小 

麦进入拔节期 ，常规地段浇了第 2水，推广示范地段 

墒情维持在 17％左右，未浇拔节水。小麦进入生育 

中期后 ，随着气温回升 ，麦苗生育进程加快，田间耗水 

量逐渐加大，土壤失墒较快，4月中旬末部分地块土 

壤湿度降到 15％左右 ，旱情初显。4月 25日前后，推 

广示范地段浇了第 2水 ，常规地段进行 了第 3次灌 

溉。5月下旬为配合秋作物点种，常规地段和示范地 

段分别进行了第 4次和第 3次灌溉。季内推广示范 

地段比常规地段少浇 1水。 

2006年秋作物播种期土壤墒情欠佳，为满足秋 

作物足墒播种需要，示范区与常规地段均进行了灌 

溉 。9月上旬 ，对照 田出现轻旱 ，浇 了第 2水 ，示范 

区内由于采取 了足墒播种、防旱剂拌种、秸秆覆盖等 

综合防旱措施 ，减少了土壤蒸散，较好的保持了土壤 

水分，土壤湿度仍维持在 16％ 以上，无须进行灌溉。 

玉米生长期内，示范区比对照地段少浇 1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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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1 1月下旬 ，各县有 40 mm左右的降水 ， 

冬前未浇水。冬季虽降水较少 ，但 由于示范区前期 

实施 了干旱综合防御措施 ，减少 了土壤水分的无 功 

耗散 ，较好 的保持 了土壤水分。据 2007年 2月 18 

日墒情调查 ，0—50 cm 深层 的土壤 湿度为 15％ ～ 

l7％ ，比对照地段的土壤湿度高 3％左右 ，因此示范 

推广 区 未浇 返 青 水。4月份 各 县 降水 量 不 足 l0 

mm，土壤失墒较快 。4月 中旬小麦 进入拔节期 ，常 

规地段浇了第 3水 ，推 广示 范地段 浇了第 l水 。5 

月下旬为配合秋作物点种 ，常规地段和示范地段分 

别进行了第 4次和第 2次灌溉 。季内推广示范地段 

比常规地段少浇 2水。 

8月下旬 ，对照 田土壤湿度降到 14％左右 ，秋作 

物出现轻旱现象 ，浇了第 2水 ；示范 区土壤湿度仍维 

持在 16．5％ 以 上，无须进行灌溉。玉米生育期 内， 

示范 区比对照地段少浇 1水。 

3．4 播种时采用防旱剂拌种 

作物播种前 ，示范区内统一对种子进行防旱剂 

拌种处理。多功能防旱剂由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 

提供 ，它是抗旱与植物生长促进剂 的复合制剂 ，具有 

防旱与促进生长双重功能。该试剂含有氮、磷 、钾 、 

镁等 20多种微量元 素以及活化剂 、络合物、有机酸 

等。试用证明 ，播种前用多功能防旱剂拌种处理 ，还 

可以提高出苗率 。 

3．5 适时喷施多功能防旱剂和干热风制剂 

在小麦孕穗期(4月中旬 )、玉米拔节期(7月 中 

旬 )和灌浆期 (8月中旬 )分别喷施多功能 防旱剂 ， 

喷施剂量为每 666．7 1TI 用 50 g防旱剂兑水 50 kg， 

用手压式喷雾器 ，人工喷洒 。 

在小麦抽穗期喷施磷酸二氢钾 ，每 666 7 1TI 用 

250 g磷酸二氢钾兑水 50 kg。用手压式喷雾器 ，人 

工喷洒，对干热风 的防御效果较好 。两个推广示 范 

年内均有轻度干热风 出现 ，但对小麦产量均未造 成 

明显影响。 

3．6 理论 产量 分析 

在作物成熟后 ，分别在示范推广 田和对照 田按 

照相关技术规程进行取样 ，根据理论产量、田问实测 

产量和实收产量，分析综合防旱技术对产量的影响。 

作物成熟时 ，用 5点取样法取样 ，小麦每点取 2 

个 0．5 1TI垅长 ，数其穗数 ，测量平均行距 ，计算穗密 

度。从中选取 l0穗 ，5点共 50穗 ，进行考种 ，项 目 

包括穗粒数 、干粒重。理论产量见表 4。 

玉米每点取 20个株距并数其穗数，测量平均株 

距 ，其中选两个点 ，各量取 l0个行距 ，计算平 均行 

距 ，然后计算出密度 。从 中选取 l0穗 ，进行考种 ，项 

目包括穗粒数 、百粒重。理论产量见表 5。 

表 4 小麦产 量分析 

项 Fj 穗锄 g 
f~

暂度

f／hm 2 1
穗 粒 千锄 g 项 Fj 穗粒重／g

( )
穗粒数／粒 干粒重／g

(kg／h !) 

硼
f 1

穗 粒 穗 锄 s 百 g
舭

(kg／

产

hm

量

2kg／hm (莘／hm ) ) 

3．6 1 田问测产 

作物成熟 时采用 5点取样 法 ，进 行 田问测产 。 

小麦每点 1 1TI×1 1TI，数其穗数 ，精细脱粒后称量总 

子粒重 ，并测定千粒重。小麦 田问测产结果见表 6。 

表 6 小 麦田间测产 

玉米每点沿行长连续取 l0株 ，共 50株，数其穗 

数 ，精细脱粒后称量总籽粒重 ，并测定百粒重。玉米 

田间测产结果见表 7。 

表 7 玉米 田间测产 

3 6．2 实收产量 

采用大型联合收割机收获，子粒晒干后测定实 

产 。4个农 作物种植 季示 范地段均 比对 照地段 增 

产 ，平均单产增产 520．5 kg／hm ，即增产 7．7％。实 

收单产见表 8。 

表 8 实收单产对照 kg／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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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8可见 ，农业干旱综合防御技术的应用 ，能 

使小麦增产 6．4％ ～7．2％，玉米增产 6．7％ ～ 

11．6％，增产效果明显。 

3．7 效益分析 

3．7．1 增产增收 

4个农作物种植季节内，示范地段平均单产为 

7237．9 kg／hm ，比对照地段 (6717．4 kg／hm )增产 

520．5 kg／hm ，示范总面积 9810．6 hm ，共增产粮食 

512．1万 kg，增收 724．3万元 。 

3．7．2 节约灌溉经费和水资源 

4个推广示 范季 内，推广 示范地段 比常规地段 

共少浇 7水 ，共节约水资源 1402万方 ，节约灌溉经 

费 234．66万元。 

3．8 社会效益分析 

通过综合防旱技术的推广应用及大力宣传，进 

一 步普及了农作物防旱知识，提高了广大农民的节 

水灌溉意识 ，盲 目灌溉现象减少；增强了秸秆还 田意 

识 ，扩大了秸秆还 田面积 ，秸秆焚烧现象 明显减少。 

据卫星遥感火点监测结果显示 ，2006年与 2005年 

相比，濮阳市的小麦秸秆焚烧火点减少 55％。另据 

农业部门统计 ，2006年全市农作物秸秆还 田面积 比 

2005年增加 了 33．3 khm ，2007年全市农作物秸秆 

还田面积比 2006年增加 了20 khm 。 

4 结 论 

①黄淮平原农业干旱监测预警与综合防御技术 

的推广应用，不但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 ，还具有 良好 

的社会效益，能使小麦增产 6．4％ ～7．2％，玉米增 

产 6．7％ ～1 1．6％，还可减少灌溉 1～2次。 

②示范推广实践证 明，该技术适宜在黄淮平原 

及干旱 、半干旱地区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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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Effects of Agricultural 

Aridity Composite Guarding Sk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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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tilizing the agricultural aridity monitoring early warning and composite guarding skills on 

the Huang．huai plain．through demonstration，the multiple skills are performed in Puyang such as deep 

ploughing，straw overturning，seed drug—dressing，straw covering，irrigating limitedly，spraying aridity— 

preventing drug and wheat hot—dry wind drug．As is proved in the four crop planting seasons from 2006 to 

2007，the skill has the advantages of water．saving，aridity—preventing and increasing production．W heat 

production can be increased by 6．4％ to 7．2％ ，maize production by 6．7％ to 1 1．6％ ．Meanwhile，one 

or two irrigation can be saved with obvious economic efficiency．Therefore，the skill is suitable for the 

Huang—huai plain and arid and semi-arid region． 

Key words：aridity；guarding skill；popular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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