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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地冬小麦保护性耕作中的种肥分施

张水江 ① 王 耀 发
中国农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摘 要 针对旱地保护性耕作中播种与施肥不 当导致的烧苗
、

缺苗问题
,

以旱地冬小麦为例
,

对保护性耕作的

种肥分施问题进行了试验研究
,

提出了出苗状况的综合评价指标 —苗情指数
,

并通过 回归分析建立了苗情

指数与种肥间距和化肥施用量间的数学关 系式
,

得出 厂 地 冬小麦在一定种肥间距下的化肥施用极限和在

一定施肥量下的合理种肥间距
,

为种肥间距的合理调整及合理施肥量的确定提供 了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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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保护性耕作采取一次性深施化肥和种肥分施的方法
,

烧苗
、

弱苗现象十分突出
,

笔者

对此进行了试验研究仁’二
。

试验设计

试验方案

采用盆栽方式
,

设计了 个因素 化肥用量和种肥间距
。

化肥用量设计了 个水平
,

分别为
, , , ,

和
· 一

种肥间距 个水平
,

依次为
, , ,

和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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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个不施肥的对照试验
。

种子播深均为
。

试验用化肥是以 比例混合的尿素和磷

酸二钱
。

试验条件

试验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和 月 日至 月 日分 次进行
,

日平均温度

分别为 ℃和 左右
。

供试麦种的千粒质量
,

种子发芽率为
。

供试盆底径
,

顶径
,

盆高
,

盆底开有直径为 的排水孔
。

土样为本校试验农场轻壤土
。

从面积为
,

肥力均匀的土壤中取土 次
,

每次

堆 每堆高 。 ,

直径
,

将其混和
,

运回风干
,

过 孔径的筛
。

播种密度计算
。

设定每 播种
,

田间实际播种宽度
,

种床宽
,

盆半径

经计算
,

每盆应播麦种 粒
。

覆土后压实
,

紧实度与免耕播种后种沟土壤的实际紧实度相当
。

每 日洒水
,

以使土壤湿

度适于小麦萌发
。

试验观测指标和评价方法

试图用某个单项指标对小麦出苗状况作出全面的评价是不科学的
,

因为化肥对小麦出苗

的影响表现在多方面
。

生产上对小麦萌发出苗的要求是 出苗率高
,

出苗迅速而整齐
,

苗全
、

苗

匀
、

苗壮
。

据此确定以下 个观测指标 出苗整齐度 苗全 出苗迟滞度 苗匀 出苗健

壮程度 苗壮 烧苗程度 干苗重
。

这样也同时带来一个问题 不同指标只是从不同角度对

出苗状况进行评价
,

根据这些评价无法得出一个 明确的出苗与种肥间距和施肥量间关系的结

论
。

因此需要一个综合性的指标来全面反映出苗状况
。

这里引入 数工的概念
,

一
, ,

⋯
,

是 二 元素的一个线性排序
,

〔
,

令 践

表示第 个指标中后于 二 的元素个数
。

又令

二

乞
二

称为 的 数
。

若各指标的重要性不同
,

可以赋以权重
,

再求 数

二

召
。召 二

其中

式中 占
,

为权重
,

则 数即全面反映了不同方案间的差异
。

为了评价小麦的出苗情况
,

引人一个综合性指标 —苗情指数 来探讨小麦出苗与种肥

间距和施肥量之间的关系
。

限于篇幅
,

指标的等级划分从略
。

指标权重

在以上 个指标中
,

由于烧苗是本试验中最重要的观测 目标
,

故赋以权重 出苗健壮

程度以观察而非量化数值为基础
,

而且干苗重在某种程度上与此项指标有关联
,

故赋以权重

其余指标重要性基本相同
,

各赋以权重
。

各指标权重如下 出苗整齐度
,

出苗迟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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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干苗重 。
,

出苗健壮程度
,

烧苗程度
。

苗情指数合理区间的确定

苗情指数合格区间
,

是判断小麦出苗好坏的依据
,

也是确定合理种肥间距和施肥量的依

据
。

苗情指数的区间值
,

理论上应在 之间
。

显然
,

苗情指数越小越好
,

但是
,

该值小于多少

为合格
,

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

表 示出试验观测结果
,

不施肥时苗情指数的最大值为
。

因此当苗情指数大于 时
,

即认为施用化肥对小麦出苗产生负面影响 当苗情指数为 一

时
,

即认为施用化肥对小麦出苗有促进作用
。

在这里
,

将
,

称为不合格区间
,

将
,

称为益苗区间
。

表 苗情指数

种肥间距
施肥量

—
’ 一

一一一一
试验 试验 试验 试验 试验 试验 试验 试验 试验 试验

,

由于试验数据量很大
,

这里略去了各具体指标的数值及等级划分情况
,

仅列出各指标经加

权平均后得出的苗情指数
。

回归分析

为了得出种肥间距 二 , 、

施肥量 与苗情指数 之间的定量关系
,

这里以苗情指数为因变

量
,

以种肥间距
、

施肥量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

通过逐步 回归的方法
,

得出上述 者之间的关

系应为

少 一 一

据此得出一定施肥量条件下种肥间距的最佳值和最低值 表
。

表 一 定施肥量条件下种肥 间距 的最佳值和最低值
。

种肥间距
施肥量

· 一

最佳值

最低值

由于配套动力的原因
,

在一定施肥量条件下播种机不一定能调整到最佳种肥间距
,

因此只

要求有满意解即可
。

同样
,

要求苗情指数应在益苗区间
。

表 给出在一定种肥间距条件下化肥

施用量的极限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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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种肥间距

化肥用量极限值
·

一 定种肥 间距条件下化肥用量 的极 限值

之

实例分析

对山西临汾试验区
,

日和 月 日小麦三叶期
。

年 度 指 标

年小麦出苗情况 表 进行分析
。

查苗时间分别为 月

施用化肥种类与试验 中相同
,

施用量
· 一 。

表 山西 临汾试验 区 出苗情况

传 统 免 耕 粉 松 连年深松 隔年深松 隔 年深松

苗数 万株
·

种肥间距

小麦产量
·

苗数 万株
· 艺

种肥间距

由表 可知
,

当化肥施用量为
· 一

时
,

种肥间距最低限应为
,

最佳为
。

年试验区免耕和粉松的种肥间距接近最佳值
,

虽然苗数稍小于传统
,

但由于化肥作用

出苗 比较均匀和健壮
,

产量也明显高于传统耕作 连年深松的种肥间距接近最低限
,

虽然出苗

最多
,

但由于多少受化肥施用量的影响使得部分苗弱
,

因此产量与传统接近
。

从这里也可以看

出
,

产量高低虽然与耕作方式和后期管理及其他因素有关
,

但出苗状况的确是决定产量高低的

重要因素
。

年试验区缺苗严重
,

具体原因如下 种肥间距过小
,

均低于最低限 回土效果不

好
,

以土块为主 镇压效果不好 播种深度较浅 平均
。

由此可见
,

除应在机具改进

和播种深度调整方面加以注意以外
,

种肥间距应尽量调整至最佳值
,

无法达到时
,

也应大于最

低限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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