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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地区保护性耕作模式探讨
张 晶

辽宁省朝阳市农机技术推广站

保护性耕作的主要内容是用大量秸秆残茬覆盖地表，尽

量减少不必要的田问作业．通过机械化手段以秸秆残茬覆

盖、免耕播种、化学除草和深松技术为核心，以减少土壤耕作

次数，降低生产成本，避免水土流失，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

实施保护性耕作的优点是：一是可以保护土壤，减少水土流

失和地表水分蒸发．提高土壤蓄水保墒能力；二是能够减少

地表沙尘漂移，是根治“沙尘暴”的有效措施；三是增加土壤

有机质．培肥地力：四是有效减少劳动力和机械的投入，提高

生产率。实施保护性耕作是对传统耕作技术的重大变革，是

农业节本增效的重要手段，是保护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途径。

一、保护性耕作模式与传统耕作模式的对比试验

1．传统耕作模式。实施保护性耕作，必须因地制宜。朝阳

地区位于辽宁省西部，地处辽、冀、蒙三省交界处，属于十年

九旱，典型的干旱、半干旱丘陵地区。特别容易发生春旱、伏

旱、秋旱．且四季季风不断．风沙较大。全市现有耕地680万

亩，旱田占85％．种植作物以一茬玉米为主的传统的耕作模

式：人工收获玉米穗一人工割倒秸秆运出一刨茬一翻耕一播

种施肥镇压一人工除草一中耕施肥封垄一收获。多年如此耕

作的结果是春季墒情差，等雨播种，往往影响作物正常生长，

以至严重减产。降低农民收入。

2002年农业部重点在北方逐步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

改革传统耕作方式，力求从制度上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治理沙

尘暴的要求。朝阳地区的朝阳县和凌源市积极申请并获准为

部级项目示范县，同年喀左县获准承担省级项目示范县，

2004、2005年北票市承担部级示范县，2006年北票市、龙城

区获准承担省级示范项目．2007年至今各县(市)区分别选

择多种地块大面积进行保护性耕作与传统耕作模式对比。

2．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秸秆粉碎还田浅旋覆盖免耕播

种模式。技术路线：玉米收获(秸秆粉碎还田、机械浅旋覆盖

均由玉米收获机械一次性完成)一春季机械免耕精量播种

(深施化肥)一化学除草一中耕一次。

整秆覆盖春季灭茬精量播种模式。技术路线：玉米收

获一高留茬(立秆越冬)一春季机械灭茬一精量播种(深施化

肥)一化学除草—+中耕一次。

这是朝阳地区比较认可的两种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

二、朝阳地区保护性耕作模式的技术要求

1．秸秆覆盖。示范地块玉米收获后，立秆或立茬越冬，以

减少风蚀．春播前进行秸秆粉碎还田或灭茬，秸秆覆盖率要

达30％以上。

2．表土处理。春季播种时，如需进行表土处理，应达到地

表疏松平整．秸秆量适中，以不影响播种施肥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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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机械播种。选用良种玉米，出苗率应达到90％以上，为

防治病虫害，要选用包衣种子或浸种，覆土深度为3厘米，化

肥施在种子侧下方，种肥间距为5厘米为宜，如播种时地表

有干土层，则实行深开沟，浅覆土，保证种子在湿土上。

4．杂草和病虫害的防治。为使保护性耕作地块农作物生

长过程中免受病虫害影响。使用化学药品必须做到高效、低

毒、低残留。选用先进可靠的施肥机具，安全合理的施药方

法。对杂草采取药剂或结合松土进行机械除草。

三、实验对比结果

朝阳地区经过5县2区10年的对比试验，累计完成保护

性耕作试验、示范、推广辐射面积近300万亩。实验结果表明：

1．通过调查测试．秸秆平均覆盖率达到39％、覆盖量

61．49千克，亩，均达到了保护性耕作的技术要求，土壤的含水

量比传统耕作平均提高1．7％．--4．7％。由于保护性耕作使用一

定的残茬覆盖于地表．秸秆还田经两年腐蚀，已形成约l厘

米厚的黑色腐蚀层，覆盖层起到减少水分蒸发，减缓地表水

流和蓄水作用，土壤中的毛细血管保持畅通，团粒结构保持

完整，土壤持水和蓄水能力大大增强。

2．保护性耕作能增加土壤中的微生物，秸秆腐烂导致微

生物的增加，提高地温，同时微生物的增加导致有机质增加，

改善了土壤的生态环境，促进农作物的生长。通过测试表明，

保护性耕作技术比传统耕作技术提高土壤地温4．2℃。

3．增加有机质含量、培肥地力，作物秸秆中含丰富的营

养成分，是很好的有机肥，玉米秸秆的吸水能力较强，分别是

自身重量的2．5—4倍，是一种非常好的保水剂。吸水的秸秆

与土壤中的微生物作用后．一部分纤维素被分解释放出氮、

磷、钾等，能有效补充土壤中的养分，剩下未被分解的物质则

残留在土壤中．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和缝隙度。

4．减少土壤水蚀、风蚀。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降低化肥

消耗。据测试，实施保护性耕作可减少沙尘暴扬沙量60％左

右．对抑铡沙尘暴有比较明显的效果。地力增强，可减少化肥

用量25％。

5．保护性耕作可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粮食产量，试验对

比表明保护性耕作比传统耕作减少作业次数2～3次，降低成

本13．9％一18．3％，提高粮食产量10％一13％。

四、朝阳地区各县(市J区宜采用的保护性耕作模式

1．根据试验结果，各县(市)区应选择不同的保护性耕作

模式。北票市、建平县的北部与内蒙古接壤，属于北方冷凉风

沙区，冬春寒冷风沙大，为了防止风蚀、沙化，根治“沙尘暴”，

为京津地区创造良好的大气环境，应采用秸秆直立越冬，春

季粉碎还田浅旋精量播种的模式。而朝阳县、喀左县、凌源市

和龙城、双塔两个区为了加快残茬腐烂，加大冬春雪、雨入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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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票市春小麦栽培技术
欧阳芳

辽宁省北票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小麦是世界上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它的播种面积、总

产量均居世界的首位。它不仅是营养价值高，耐贮藏，便于运

输．为人们所喜爱的重要的粮食，而且在栽培制度上也占有

重要的地位。调解耕作制度，调整种植结构，问、套、复作的重

要前作作物。

北票市处于春季干旱．夏季多雨，土壤肥力不高和栽培

粗放的条件下，致使产量低而不稳。针对上述低产原因，只有

改善生产条件．加强栽培管理，才能保证小麦高产稳产。

春小麦其生育特点可概括为“三短、三少、一早”。三短即

生育期短。冬小麦从播种到收获约260天左右，舂小麦仅95

天左右，如从出苗期计算。春麦生育期只占冬麦的三分之一；

营养生长期短，冬小麦秋播气温由高到低，日照由长到短，通

过春化阶段缓慢，除去越冬期，营养生长期长达70天左右。

而春小麦春播气温由低到高。日照由短到长。通过春化阶段

很快就进入光照阶段，从出苗到单棱期不足20天。因此，就

形成了分蘖期也短的发育特点。三少即主茎叶片少，冬小麦

主茎叶片10—13片，春小麦仅7～9片；分蘖少，由于春小麦

分蘖期短，分蘖少，分蘖成穗率也低，主要靠主茎成穗；次生

根少．而且根浅根弱．后期易因脱肥、缺水而早衰。一早即穗

分化早，一般三叶期生长锥开始分化，进入伸长期，四叶进入

二棱期．五叶小花原始体分化。

根据春小麦这些生物学特性．在种植管理上就为前重

型．栽培体系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春小麦高产栽培技术要点集中概括为：两足一早，两浅

一密，巧用肥水，压青苗，治蚜，防粘虫保粒重。

两足一早：即底墒足，底肥足，早播种。底墒足，是指春麦

地均应秋耕冬灌．为早种作好准备。底肥足是指在秋耕前施

足有机肥的基础上．播前施足氮肥磷肥。春麦田和冬麦地一

样。普遍缺氮，严重缺磷，加之施肥习惯上的重氮轻磷，致使

当前麦田氮磷失调严重．并已成为春麦生产上的主要限制因

素。春小麦比冬小麦对瞬素更为敏感，而且春小麦生长发育

快．三叶期开始穗分化．又值离乳阶段，生殖生长和营养生长

并进。需要吸收大量肥料。此时脱肥，一是容不得时问追补，

二是即使追补也不能弥补脱肥所造成的减产损失。所以底肥

一定施足．要增施磷肥，调整氮磷比例，一般目标产量300千

克／亩左右．应施二铵20千克，亩左右，混尿素5—7千克／亩。

早播种就是顶凌播种；当日平均温度达2~4℃，自天化冻6～7

厘米，夜间仍然冻结时播种。北票地区一般应掌握在3月10

一

日播种，清明结束。当地有不种4月麦之说。

蕊浅一密：即浅施肥，浅播种，合理密植。施肥深度以7～

10厘米为宜，试验证明：浅施7～10厘米比深施15～20厘米．

1亩增产25～35千克。其施肥方法：一是采用双箱播种机，前

面播肥后面播种；二是单机重播，先播肥然后播种。播种深度

以3厘米为宜，浅播温度离，出茁快，根系发达，易形成壮苗。

春小麦以主茎成穗为主，所以要适当密植，每亩300千克，以

525万基本苗为宜，播量应掌握15～17千克，亩，为防止垄内

苗子拥挤，要增粒缩行．改耧播为机播．采用15～20厘米等行

距条播，或宽窄行条播。

巧用肥水：春小麦3叶期胚乳养分用尽．又值穗分化和

分蘖期，这就要求较多的养分，是争取多穗大穗的关键期。因

此，头次肥水要早，可在三叶一心时浇，结合浇水追施碳铵

35—45千克，或尿素15千克。头水过后要适当蹲苗防倒．待

第一节问定长时浇二水，三水为扬花灌浆水。

压青苗：小麦压青苗是一项抗旱、保墒、增产的有效措

施．有促进根蹲节、壮秆防倒和加速分蘖成穗的作用，在高肥

水密度大的麦田和生长过旺的田块要实行压青苗，其防倒伏

增产效果显著。有三压四不压的说法．即幼苗长势过旺．干土

层过暄要及时压青苗；苗较弱，地硬，土壤水分含量大和比较

粘重不能压。压青苗的时间，对于抗旱保墒来讲，以二叶一心

到三叶期限进行最好．对于防止麦田旺长的压苗的时间．最

早可在分蘖盛期和末期，最晚不能晚于拔节期。拔节以后不

能压苗，以免造成基部茎节压折，造成减产。

治蚜防粘虫保粒重。近几年来麦蚜发生日趋严重。由于

春麦较冬麦发育晚，茎叶嫩，麦蚜发生严重，因此，春麦后期

管理的中心是治蚜虫保粒重。应在5月中旬进行穗期防治。

化学药剂防治粘虫：粘虫是具有远距离迁飞危害的、暴

发性害虫，当粘虫大发生时化学防治是控制其危害成灾的主

要措施，目前应用4．5％高效氯氰菊酯2000～3000倍液均匀

喷雾；25％灭幼脲三号500～600倍均匀喷雾：25％敌马乳油

50～80毫升，对水15～30千克均匀喷雾。

北票市春小麦生产形势看好，但在生产上还存在着一些

问题。

1．各乡镇没有组织规模生产，只是基于农民自发种植。

2．小麦品种应需提纯复壮，品种混杂、退化，我们应建立

优良品种繁育田，及时对品种更新换代。

速度宜采用秋季玉米机收、秸秆粉碎还田、机械浅旋一次性

完成。

2．深松环节也必不可少，对实行保护性耕作的地块应进

行一次深松，打破坚固的犁底层，以利雨水渗人。一般间隔

2～3年深松一次．深度为013米左右。

3．朝阳地区地处北方，喷施化学药剂即可控制杂草和病

虫害，也可用机械和人工进行除草。

实施保护性耕作是一项利国利民，功在当代．利泽千秋

的农业耕作技术，发达国家已经走上良性循环的运作轨迹。

在我国，应努力扩大推广面积，以此提高粮食产量，改变生态

环境，发挥该项技术的最大潜能，造福“三农”，实现农业高效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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