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金霍洛旗保护性耕作技术发展与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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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农牧业机械推广站

多年来，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生态环境受

到了很大的破坏，沙尘暴频繁，给社会发展和人

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制约了地方经济发

展，给了人们深刻的教训。经过人们进一步反思

认识．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如“三北防护林”

建设，禁牧舍饲．大力开展种树种草，实施“退耕

还林还草”工程．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

生态环境的恶化，但还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通

过十年多的试验证明．保护性耕作项目的实施

为伊金霍洛旗改善生态环境走出了瓶颈。
1 保护性耕作实施情况回顾

2000年从我旗实际出发，通过积极努力，将

我旗列为全区七个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试验研

究点之一。我们在上级业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通过市、旗两级广大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按照

项目的要求，进行了工艺路线的设计和改进，实

施了各项作业。对土壤的风蚀、地温、含水率及

气象数据．作物的生长情况、病虫害防治、杂草

处理和覆盖量、覆盖率等进行对比试验，测试了

该技术实施的经济、生态、社会效益．得到了项

目实施的第一手资料。为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

奠定了良好技术储备。

2003年在区、市、两级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下，我旗被列为国家农业部西北风沙源区保护

性耕作示范旗县。从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到实

施方案都进行了科学认真的编制。在编制计划

前进行了认真、详细的摸底调查．做到心中有

数，计划合理．符合当地实际．并制定了各项目

区责任制。项目农业区在纳林希里和红庆河两

镇，分别种植农作物12021亩和8110亩；牧业

核心区在新街镇种植牧草14900亩．台吉召镇

6854亩。在此基础上，先后承担了国家发展改革

委、农业部续建和滚动项目和保护性耕作工程

建设项目旗。

2保护性耕作技术实施过程

2．1领导重视是项目成败的关键

从项目的申报开始，我们积极争取旗政府

的支持。使保护性耕作项目列入政府的议事日

程。项目下达后，成立了由分管副旗长任组长，

有关部门参于的项目领导小组。协调项目实施

中的具体事宜。同时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了大

力支持。

2．2技术合作为项目实施提供了技术保障

由于我旗农机科技人员少，技术力量薄弱，

我们与市农机推广站合作，并聘请了区、市农业

专家在技术上给予支持．严把各个环节的质量

关。几年来，市站领导亲自与我们制定工艺路

线，编写技术资料，进行各种数据分析，及时解

决项目实施中出现的问题。提高了项目的技术

含量，做到了数据准确，科学合理，保证了项目

科学规范的进行。同时还邀请了自治区项目实

施小组的领导和专家来我旗实地检查指导。

2．3组建农机服务队．为项目实施提供物质保
障

为了使项目顺利实施．我旗利用项目整合，

组建了股份制形式的农机服务队，确保作业质

量，提高技术水平，增加科技含量，统一由农机

服务队作业，减少其它社会因素的影响，保证各

项试验项目规范有序的实施。目前农机服务队

有16个，共有大、中型动力机械21台，大中型

作业机械82台套，小型动力机械70台，小型作

业机械68台套，满足了项目作业使用。除此之

外，还可进行其它农田作业。方便了农牧民，促

进了我旗农机装备更新换代的速度。

2．4加大宣传、培训力度

因为保护性耕作是对现有耕作制度的变

革，就必须转变传统的观念，项目自始至终非常

重视宣传、培训工作。首先对参加项目建设的45

名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以及项目实施区乡镇领

导进行技术培训．通过培训的工作人员、技术人

员深入到项目实施区对村干部和项目区的机手

及农户进行实地技术培训。同时充分利用广播、

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进行宣传，拍摄制作了保

护性耕作专题片，其中两部在市、旗两级电视台

做了专题报到，并撰写了有关保护性耕作知识

的文章，在鄂尔多斯日报发表。编写印制了保护

性耕作技术手册。在全旗广泛宣传，提高了人们

的认识，使项目得到顺利实施。

2．5科学的态度是项目必不可少的

从项目开始，按项目要求的监测时间至少

组织三名以上技术人员实时实地监测，对项目

实施中的各种数据做到真实、可靠、准确．尽可

能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用科学的态度完成各

项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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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护性耕作技术在实施中不断完善

3．1 工艺路线

我旗2000年承担了自治区农机局实施的

机械化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试验研究项目．工

艺路线为旋耕播种+田间管理+秋季留高茬深

松，由于此工艺路线没有减少作业次数，农膜回

收难度大容易造成二次污染．故2002年工艺路

线调整为：苗带旋耕播种+农田管理+秋季留高

茬。对比田用传统的耕作方式。通过几年的研究

探索，确定了适合于我旗的技术工艺路线：

穴播大根茬：留高茬一表土处理免耕f少耕1

播种一化学人工除草相结合一收获一机械深松(由

土壤容重决定)。

条播小根茬：留高茬免耕播种一田间管理一

化学人工除草相结合一收获一机械深松(由土壤

容重决定)。

退化草场：围栏封育一机械化松土补播一机

械防治病虫害一机收牧草。
3．2 留茬高度

穴播大根茬作物留茬高度在25em左右，条

播小根茬作物留茬高度在10～15em之间最为适

宜，这样即保证了地表覆盖量和覆盖率。又形成

了有效的腐殖质。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含量，起到

了保护土壤和减少水分蒸发作用。如果留茬高

度过高，会影响播种质量。
3．3深松

深松要根据土壤确定。深度要达到30～

35em为宜，采用全方位深松形成的鼠道具有很

强的透水和保水能力，要比其它形式深松的好。

深松的时间要根据土壤情况而定，砂壤土在春

天深松为宜，这是因为在秋天深松．农闲期没有

充足的雨雪覆盖压实，易刮去土壤有机质；对于

粘性土壤，秋天深松为宜。

3．4杂草处理

在杂草方面以化学除草为主．人工除草为

辅。每年在播前适当进行表土浅旋来处理杂草。

效果较好。因为多年生杂草根深．深松只能疏松

土壤，不能除掉草根，而旋耕具有除根作用，使

多年生杂草切断根条，减少杂草。因化学除草技

术难度大．我地区杂草种类多，还需要专项试验

研究解决，所以及时应进行人工除草，以减少杂

草对作物的危害。

4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4．1 通过几年对保护性耕作技术试验研究和示

范县建设。确定了适应我旗保护性耕作技术推

广的播种、松土、植保等机具，且大中型机具明

显好于小型机具．但大中型机具质优价高．尤其

是免耕播种机．一般农户很难承受它的经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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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影响该技术的推广应用，各级政府应加大对

机具的补贴力度。

4．2一些残茬覆盖量大的地块，化学灭草效果

达不到要求时，给机械和人工除草带来困难．应

建立专项保护性耕作技术化学灭草研究机构。

4．3农机与农艺融合还存在不足。如机械化作

业需要宽行密植。各地区应建立农机与农艺融

合试验示范园区。解决二者在农业生产中出现

的矛盾。

5保护性耕作技术在我旗的发展趋势

保护性耕作技术是对传统耕作制度的一次

变革．是治理沙尘暴．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措施

之一，也顺应了西部大开发的形势。伊金霍洛旗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西南部，地处毛乌素沙漠

的东北边缘，海拨1000～1500m之间。全旗总面

积5600平方公里．耕地面积4．4万hm2，其中旱

地2．93万hm2。由于伊旗地处鄂尔多斯高原，黄

土丘陵、乌审凹地3个地理区域的交错地带．地

形复杂．沟壑纵横，为东部丘陵和西部沙滩相间

地貌，属温带典型干旱、半干旱荒漠化气候类

型，年降水量是360mm．年蒸发量2100～

2800mm，年平均大于lO℃积温为2704．50C，无

霜期130天。年日照时数2740—3100小时，适合

发展农牧业。

经过几年试验研究得出：保护性耕作技术

比传统耕作的土壤含水率平均增加1．69个百

分点，地温在一定程度上略高于传统耕作方式。

条播作物较秋后裸露地减少风蚀量47．2％．增加

堆积4．6mm，减少剥离3．35mm，穴播作物较秋后

裸露地减少风蚀量13．9％，增加堆积1．15mm，减

少剥离2．2mm。普遍较传统耕作增产5～14kg／
亩．增产幅度为5％左右。亩节约成本120元左

右。从以上结果不难看出，该技术是改变传统耕

作的有效途径．适宜在我旗大面积推广应用，对

地处西北风沙源区的伊金霍洛旗生态环境恢复

和改善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将起到重要作用。

通过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应用．一方面减少机

械在农田作业次数，能减少农田生产作业用工

用时，节省劳动力，节约农业生产成本，另一方

面可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兼顾农业生态环

境的保护和改善，增加抗御风蚀、水蚀的能力，

减少耕地水土肥的流失，尤其是冬春季的农闲

期能够有效保护地表，减少大风对耕地的侵蚀．

缓减或避免扬尘天气形成．保证正常的生产生

活秩序及人类的生活质量。以此保障农业生产

各种资源长期合理利用和生产经营效益稳步增

长的有效手段。是我旗和相邻地区农牧业可持

续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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