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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黑风暴、沙尘暴等恶劣天气的频频发生，对人类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为了应对这些极端恶劣的天气，人类开始

研究其形成原因，保护性耕作技术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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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护性耕作的概念

1934年5月l Et凌晨，美国西部草原地区发生了一

场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黑色风暴，风暴整整刮了三天
三夜，形成了一个东西长2400km、南北宽1440km、高

3400m的迅速移动的巨大黑色风暴带，风暴所经之处，溪

水断流、水井干涸、田地龟裂、庄稼枯萎，牲畜渴死，千万
人流离失所。时隔26年的1960年3月和4月，在前苏联

新开垦地区先后两次遭到黑风暴的侵蚀。这两场风暴席
卷了俄罗期大草原南部的广大地区，使新开垦荒地上的

土粒、种子甚至幼苗和大块土壤都被刮得腾空而起，造成

水土大量流失，良田变成荒地。据有关专家分析黑风暴等极
端天气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农业机械的出现和推广，对土壤

的影响越来越大，由于频繁搅动土层，使土壤侵蚀严重，水土

流失加剧，土壤板结，土壤有机物质含量减少，蒸发量增加，
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黑风暴等极端恶劣的天气。

面对上述种种问题，保护性耕作技术应运而生。保护

性耕作技术主要采取少耕、免耕等耕法，减少对土体的扰
动和破坏，使上一季作物残茬覆盖于土层之上，达到保墒、

保土、保养分的效果，减少劳动力、机械设备及水、肥料等
资源的投入，达到高效、高产、低耗、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2冬小麦、夏玉米保护性耕作技术

近几年来，我区大力推广保护f生耕作技术。随着保护|生
耕作技术的日趋成熟，结合本地的气候、土壤等资源的实际

情况，我区着重推广小麦——玉米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
2．1小麦保护性耕作技术
2．1．1玉米秸杆处理

安装有秸杆粉碎还田机的联合收获机收获玉米的同

时，对玉米秸杆进行粉碎，灭茬、还田。应注意秸杆应尽可
能彻底粉碎，抛洒均匀，以利于小麦机械化种植作业。秸

杆覆盖于土壤之上有以下优点：

2．1．1．1降低土壤中水分蒸发以保墒，减少土壤板结
和地表径流，有利于水土保持；

2．1．1．2秸杆在土壤之上还可以改善土壤中有机质含
量，改善土壤理化性质和土体层次构造，有利于作物生长。

2．2小麦播种前准备工作
2．2．1实行小麦免耕播种的地块应平整，元砖头、石

块，以利于机械化作业。小麦适宜播种的土壤含水量为

16％～20％，若墒情不足，则应在玉米收获前15d左右灌
水造墒，沙土地应晚造墒。

2．2．2播期

小麦播种应按当地适宜播期进行作业，开封地区半

冬性品种一般选在当地平均气温14％～16。C时播种，播
种Et期一般为lo月8 Et至lo月18 Et。

2．2．3播量

小麦机械化保护性耕作使耕作层土壤疏松，容重降
低，易发生播种时覆土镇压不实，对出苗有一定的影响，

因此要求播种量比传统耕作播种量高10％，一般播种量

为每亩8～10kg
2．2．4施肥

小麦保护性耕作是利用秸杆覆盖保护土壤，元需再
施有机肥，但必须用高浓度粒状复合肥或复混肥作为底

肥，以满足小麦前中期的生长发育需要。一般要求氮磷钾

有效养分含量40％以上，亩施肥量一般为40。50kg。肥
料应施在种子侧下方3～4cm处，避免肥料与种子直接接
触，肥带宽度宜在3cm以上。

2．3播种

小麦免耕播种机的性能应满足以下要求：

2．3．1各行排量一致性变异系数≤3．9％；
2．3．2总排量稳定性变异系数≤1．3％；

2．3．3种子破碎率≤0．5％：
2．3．4播种深度合格率≥75％；

2．3．5播种均匀性系数≤40％；

2．3．6小麦免耕施肥播种机施种肥的各行排量一致性
变异系数≤13％，总排量稳定性变异系数≤7．8％，排肥断

条率<3％，排肥均匀性变异系数≤40％，施肥位置准确
率≥70％。

2．3．7除具有传统播种机开沟、播种、施肥等功能外，

还应有很好的防堵、人土、覆土镇压功能。

播前应对小麦免耕播种机技术状态进行调整，使播
种机达到正常工作状态。宜采用宽窄行播种，一般水浇地

宽行26cm，窄行12cm；旱地宽行20cm，窄行12cm。播深

要比传统耕作稍浅，一般播深为2～4cm。
2．4杂草及病虫害的防治

杂草及病虫害的防治是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重要环节

之一，为了有效的预防杂草及病虫害对小麦的危害，目前
主要采用化学药品来预防病虫草害的发生。
3玉米保护性耕作技术

3．1小麦收获与秸杆处理

安装有秸杆粉碎抛撒机的谷物联合收获机械收获小
麦的同时对小麦秸杆进行粉碎还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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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茵病害及其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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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食用茵生产中虫害，预防为主，防重于治和综合防治的方针。

【关键词]防治；化学防治；综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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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用菌生产中，病虫害是食用菌生产者的最头疼
的问题，也直接关系到食用菌产业的生存和发展。

食用菌病虫害是指与食用菌争夺养分和空间，危害

食用菌生长发育，引起食用菌的产量和质量下降的微生
物及害虫。食用菌病虫害包括病害和虫害，其中病害主要

指的是各种病原微生物对食用菌的危害，虫害主要指昆
虫、线虫、螨类及软体动物等对食用菌的危害。

防治食用菌的病虫害，一定要贯彻预防为主，防重于

治和综合防治的方针。食用菌生产中要选用优良的高抗
性菌种，进行科学管理，防患于未然，一旦发生危害，要及

时采取妥当方法。一般采用生物防治及化学防治等综合

措施。在确实需要化学药剂防治时，也应在未播种、未出
菇或每批菇采收结束时进行，并注意少量、局部使用，防

止污染扩大而影响食用菌的菌丝和子实体生长，从而影
响食用菌的品质。
1 青霉

1．1发病特征及原因

青霉菌是食用菌制种和栽培过程中常见的杂菌之
一，在一定条件下能引起黑木耳、金针菇、平菇、香菇、猴

头等食用菌子实体致病。培养基在28～32。C高温、高湿条

件下产生大量的碳水化合物，极易发生青霉菌。制种过程
中，如发生严重可致菌种腐败报废；发菌期发生较重，可

致局部料面不出菇。危害食用菌的青霉又名绿霉，青霉大
批生长时菌落呈蓝绿色。该病菌分布广泛，多腐生或弱寄

生，多存在于有机物上，能产生大量分生孢子，主要通过

气流传人培养料，进行初次浸染。带菌的原辅料也是生料

3．2．玉米播种前准备工作
3．2．1深松作业

实施保护性耕作初期，如有犁底层，需进行深松作

业；实施保护性耕作过程中，如土壤容重过大，也需要进
行深松作业。

3．2．2播期及播量

玉米播种期为6月上旬，麦收后及时播种，每亩播量

一般为3～3．5kg，亩基本苗为5000～5500株，一般采用
等行距种植，行距为60em，株距在20～25em。

3．2．3播深

播种深度一般为4～6cm。如果土壤黏重且墒情较

好，播深3～5cm；对于质地疏松的沙土地，播深6～8cm，
但最深不能超过lOem。

3．2．4施肥

一般优先选用氮磷钾有效养分含量40％以上的高浓

度粒状复合肥或复混肥，亩施肥量一般为10～15kg。肥料
应施在种子侧下方6cm处，避免肥料与种子直接接触，肥
带宽度宜在3cm以上。

3．3播种

采用玉米免耕精少量播种机进行作业，作业前应将

机具调整到实播状态，按预定的株距、行距、排种量和排
肥量进行作业。对于精量播种机：①按玉米播种要求的全

株距调整，实现一穴一粒，元需间苗，但对种子、土壤要求
较高；②按玉米播种要求的株距一半或大于一半进行播

种，使得实际播种籽粒数比要求的种植密度略大，以防因
种子质量、虫咬等因素影响播种后出苗不全的问题。

玉米免耕播种机的性能应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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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种子破损率：机械式为≤1．5％，气力式为≤
0．5％：

3．3．2播种深度合格率不小于80％；

3．3．3行距一致，同—播幅内行距的最大偏差不大于4cm；

3．3．4玉米免耕施肥播种机施种肥的各行排量一致

性变异系数≤13％，总排量稳定性变异系数≤7．8％，排肥
断条率<3％，排肥均匀性变异系数≤40％，施肥位置准确
率≥70％。

4保护性耕作的效益

4．1经济效益

保护性耕作技术减少了机械的投入和使用，既节省
了人力也节省了油料，平均每亩地能节省资金25元。由

于保护性耕作技术的运用，作物的产量有所提高，每亩增
加收益约为80元。

4．2生态效益

4．2．1保持水土
保护性耕作不但可以减少径流，增加土壤有效蓄水，

还可以减少土壤中水分的蒸发量，提高作物水分利用率。

保护性耕作利用作物残茬覆盖地表，可以有效的抑制土
壤侵蚀，有利于水土保持。和传统耕作相比，保护性耕作

小麦地水土流失量减少了95％，玉米地减少了80％。
4．2．2改良土壤

由于常年过度机械化耕作和大量使用化肥，使土壤

中有机物含量降低、团聚体减少，土壤严重退化。而保护

性耕作极大减少了对土壤的扰动，表土中酶的活性明显
提高，作物残茬对土壤肥力和细菌繁殖较为有利，同时也

增加土壤中原生动物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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