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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东黄土早塬不同耕作方式及施肥处理

对冬小麦产量和土壤肥力的影响

张建军1’2，王 勇1，-，唐小明1,2，樊廷录1一，李尚中1，党 翼1，王 磊1
(I．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旱地农业研究所，甘肃兰州730070；2．农业部西北作物抗旱栽培与耕作重点开放实验室，甘肃兰州7加070)

摘 要：在陇东旱塬覆盖黑垆土的土壤上，通过3年冬小麦田问试验研究了不同耕作方式及不同施肥处理对

罩塬冬小麦产量、水分利用效率(咖)和土壤肥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深耕配施有机无机肥有利于作钧高产
和提高砌；免辨年限增加不利于产量的增加；随着耕作年限的延长，传统耕作和免耕配施有机无机肥土壤有机质
含量均有不同程度提高，传统耕作土壤有机质含量从试验前的11．75 g／lcg提高到13．o g／kg，提高了10．6％，免轿土

壤有机质含量从试验前的11．75∥kg提高到13．93晷／l【g，提高了18．6％。从产量、WUE和土壤养分等方面综合分

析，在陇东旱塬以传统深耕配施有机无机肥有利于增加作物产量，提高WUE，改善土壤肥力状况。因此，传统耕翻

配施有机无机肥是目前陇东黄土旱塬培肥土壤和抗逆减灾最为有效的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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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农作物生长、发育、高产和稳产都需要

有一个良好的土壤结构，以便能保水保肥、调节水气

矛盾、协调肥水供应，并有利于根系在土体中穿

插⋯1。土壤有机质含量是土壤供肥、保肥、耕性及缓

冲性能的重要决定因素，在防治土壤退化、评价土壤

质量及健康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2J。黄土高原干

旱、半干旱雨养农业区常年以传统耕作方式对土壤

进行翻耕、耙耱，作物秸秆大量移出后常常导致表土

暴露和土壤结构破坏，特别是加速了土壤有机质的

分解，增加了土壤侵蚀和养分流失，使得耕地质量日

趋下降【3t引。因此，如何有效利用有限资源，提高水

分、养分的利用效率已成为农业工作者关注的焦点

问题。有研究表明，以免耕为代表的各种保护性耕

作措施在增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

持水性能、抗蚀性和通透性等方面具有明显效

果【50】，而传统耕翻在不施有机肥料或补充不足的

条件下，易加剧有机质矿化，不利于土壤肥力的维

持【8】。采用适宜的土壤耕作施肥方式不仅可以改善

土壤特性，还可以提高田间水分利用效率，达到保水

增产的目的。60多年来，国内外有关耕作方式对作

物生长发育和土壤肥力的影响已有较多报道侈“引，

而在陇东黄土旱塬不同耕作方式与施肥处理对作物

生长发育、产量和土壤肥力动态变化影响的研究相

对较少。

为此，本文通过3 a的冬小麦定位试验，研究了

黄土早塬不同耕作方式与不同施肥处理对冬小麦产

量、水分利用效率和土壤肥力变化的影响，旨在为陇

东黄土旱塬区土壤合理耕作和施肥方式提供理论依

据。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区概况

本试验为已进行了3 a的冬小麦定位试验，试

验于2005年开始在农业部镇原黄土旱塬生态环境

重点野外科学观测站(N 35。29’42”，E 107029’36”)进

行，该区多年平均降雨量540 mm，降雨季节短且分

配不均，54％以上的降雨集中在7—9月份，地下水

埋深60．100 m，不参加生物水循环，属典型的旱作

雨养农业区。供试土壤为发育良好的覆盖黑垆土，0

。40 cm土壤有机质含量11．75 g／kg，全氮1．11

g／kg，全钾28．22 g／kg，全磷O．77 g／kg，碱解氮78．66

n∥l【g，速效钾150．43 g／Jcg，速效磷13．94 mg／kg。

1．2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裂区设计，以不同耕作方式处理(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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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区，设2个水平，分别为传统耕作(A1)：作物收

获后及播前结合施肥耕翻和免耕(A2)：常年不耕

翻，仅留根茬；以不同基肥处理(B)为副区，设CK

(B1)、纯N 150 kg／hm2(B2)、纯P205 105 kg／hm2

(133)、农家肥M 22 500 kg／hm2，按照腐熟的干牛粪

干物质含量18．52％，有机质14．74％，N 0．27％，

P205 0．25％来折算(B4)、纯N 150 kg／hm2 4-纯P205

105 kg／hm2(B5)、纯N 150 kg／hm2+纯r'205 105

kg／hm2+农家肥M 22 500 kg／hm2(B6)共6个施肥水

平，农家肥和化肥每年都施，传统耕作采用撒施，免

耕结合播种条施，3次重复，36个小区，小区面积72

m2(8 mx9 m)，供试品种为自育冬小麦陇鉴301，其

它管理措施按常规要求实施。

冬小麦生育期2005—2006年降水149．4 mill，

2006—2007年降水174．5 mill，2007—2008年降水

207．0 mill，与试验站冬小麦生育期多年平均降水量

260．0 mill相比，3 a降水量较正常年份分别减少了

42．5％、32．9％和20．4％，均属于干旱年份。

1．3样品采集与测定方法

样品采集：每年冬小麦收获后进行土样采集、分

析，每区采样按照s形多点混合，采耕作层0—40 cln

土样，风干、研磨过筛，用于土壤养分含量的测定。

测定方法u3J：测定项目包括有机质、全量N、P、

K及速效N、P、K。有机质含量采用重铬酸钾一外加

热法；全氮采用半微量开氏法；全磷采用I-ICL04—

1-[2s04法；全钾采用NaOH熔融一火焰光度法；碱解

氮含量采用碱解扩散法；速效磷含量采用0．5 mol／L

INaHC03浸提比色法；速效钾含量采用rqI-14r140Ae浸

提火焰光度法。

土壤含水量测定：采用烘干称重法，用土钻人工

分层取土，于播前和收获后由地表向下依次每隔20

伽分10层取0—2 m土体样，测定土壤含水量。

水分利用效率=产量／{[(播前土壤含水量一收

获土壤含水量)×26]+生育期降雨量}，其中26为

土壤平均容重1．3 g／em3 X每一层深度20 cm。

试验数据均采用Excel 2003进行处理，方差分

析采用DPS数据分析软件中的LSD法进行差异显

著性检验。

2结果与分析

2．1 耕作方式对冬小麦产量变化的影响

传统耕作3 a产量结果表明(表1)：各施肥处理

产量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其中B6处理3 a平均产量

最高，为3 158．5 kg／hm2，比CK增产953．5 k∥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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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产率达30．18％，其次为B5，产量为3 010．5

kg／hm2，比CK增产805．5 kg／hm2，增产率为26．8％。

B6较B5增产4．9％，较B4增产16．2％，较B3增产

31．7％，较B2增产37．9％，较B1增产43．3％。在

肥料单施中，有机肥单施的增产效果最好，与CK相

比增产514．0 kg／hra2，增产率为18．9％，单施氮产量

最低，为2 290．5 kg／hm2，增产率为3．7％，因此，不

同耕作方式不同施肥处理对小麦增产作用不一，肥

料合理配施优于单施，这与前人研究结果相似[14】。

不同年份间产量差异较大，与生育期降雨量多寡有

关，这表明作物产量除受肥料的影响外，还受降水和

降水与肥料交互作用的影响，降水年型不同，不同施

肥处理之间作物产量虽然差异较大，但不同年型之

间产量大小及增产趋势基本是一致的，即B6>B5>

B4>B3>B2>B1，这反映出传统耕翻与有机无机肥

配合产量最高。

袭1耕作方式对冬小麦产量的影响(kg／hm')

Table 1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tillage methods On winter wheat yield

注：不同大小罕母表不差异分别达l％和5％显看水平．F同。

Note：Different eapitnl arid small Iottors∞n significance at l％and

5％levola．respectively；and ther am tho。Ⅲin‰following．

免耕3 a产量结果的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LSD

法)表明(表1)：产量差异达显著或极显著水平。其

中以B6处理3 a平均产量最高，为2 686．5 kg／hm2，

比cK增产874．5 ke,／hm2，增产率达32．6％，其次为

B5，产量为2 667．0 i影hm2，比CK增产855．0
kg／hm2，增产率为32．1％。处理B6较B5增产

0．7％，较B4增产23．8％，较B3增产37．1％，较B2

增产40．5％，较Bl增产48．3％。产量变化为B6>

B5>B4>B3>B2>B1。

相同施肥处理以传统耕作产量高于免耕，Bl、

B2、B3、B4、B5、B6处理3 a平均产量免耕较传统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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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分别减产21．7％、19．8％、22．4％、25．3％、

12．9％、17．6％；处理B5、B6在免耕1 a,2 a,3 a后产

量较传统耕作分别减产4．7％、12．3％；5．9％、

8．9％；19．9％、21．4％，从产量变化来看，相同施肥

处理免耕相比于传统耕作，免耕年限越长，越不利于

产量的持续增加。

不论是传统耕作还是免耕，从3 a的冬小麦产

量结果来看，产量变化均为B6>B5>B4>B3>B2>

Bl。因此，不同耕作方式有机无机肥配施为目前改

善土壤结构，持续提高土壤肥力，抗逆减灾，增加产

量最为有效的措施之一。

2．2耕作方式对冬小麦产量性状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表2)：传统耕作B6处理的千粒

重高于免耕，增加了1．88％，这也是传统耕作及有机

无机肥配施产量高于免耕的原因之一。同一耕作方

式以有机无机肥配施的B6处理容重和千粒重高于

其它处理。传统耕作B6较B5、B4、B3、B2、Bl容重

和千粒重分别增加1．1％、1．1％、1．6％、4．9％、

4．1％和2．2％、4．7％、4．7％、12．5％、18．1％；免耕

B6较B5、B4、B3、B2、B1容重和千粒重分别增加

0．8％、0．4％、1．1％、1．3％、1．6％和2．5％、3．9％、

4．5％、6．6％、9．7％。表明传统深耕配施有机无机

肥产量的逐年增加是通过容重和千粒重的提高来实

现的，同时容重也是衡量小麦品质优劣的关键指标

之一，更进一步表明有机无机肥配施除有利于增加

产量外，还有利于改善小麦品质。

表2耕作方式对冬小麦产量性状的影响

Table 2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tillage methods On winter wheat yield characters

2．3耕作方式对冬小麦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早地施肥在提高作物产量的同时，也会提高水

分利用效率，起到以肥调水的作用，且不同肥料的增

产效果不同，对水分利用率的影响也不同。传统耕

作方式不同施肥处理水分利用效率变化结果表明

(表3)，冬小麦水分利用效率与施肥方式密切相关，

3 a平均以处理B6水分利用效率最高，为8．10

kg／(mm·hm2)，其次为B5，为7．70 kg／(mrll·hm2)；处

理B6较B5、B4、B3、B2、Bl水分利用效率分别提高

5．8％、20．0％、35．0％、50．0％、54．3％。不同施肥处

理对冬小麦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依次为B6>B5>

B4>B3>B2>B1，与产量变化趋势一致，表明有机

无机肥配施能显著提高冬小麦水分利用效率。

免耕方式不同施肥处理水分利用效率变化结果

表明(表3)：水分利用效率以B6最高，3 a平均为7．15

kg／(mm·hm2)，其次为B5，为6．75 kg／(mm·hm2)；处

表3耕作方式对冬小麦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kg／Inun·心))
Table 3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dUage methods On

water use efficiency of winter wh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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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B6较B5、B4、B3、B2、B1水分利用效率分别提高

6．7％、11．6％、23．1％、41．2％、50．0％。不同施肥处

理对冬小麦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依次为B6>B5>

B4>B3>B2>B1，与产量变化趋势一致，表明免耕

方式以处理B6水分利用效率最高，也就是说有机

无机肥配施能明显增加作物对水分的有效利用，减

小水分的无效蒸腾蒸散。

不同耕作方式相同施肥处理以传统耕作水分利

用效率高于免耕。Bl、B2、B3、B4、B5、B6处理3a平

均水分利用效率免耕较传统耕作分别减少8．6％、

5．6％、2．5％、4．4％、11．8％、11．1％；B5、B6处理在

免耕l a,2 a,3 a后水分利用效率较传统耕作分别减

少13．6％、24．5％；16．7％、12．1％；29．8％、33．9％。

结果表明：免耕不利于水分利用效率的持续提高。

总之，无论是传统耕作还是免耕，从3a试验结

果来看，水分利用效率变化均为B6>B5>B4>B3>

B2>B1，原因在于有机无机肥配施能够疏松土壤结

构，增加土壤孔隙度，增强土壤的蓄水保水性能，减

缓土壤水分的无效蒸散，使这部分无效水分转换为

作物的有效蒸腾和水分生产效率的提高上，使得有

机无机肥配施较其它施肥处理在对冬小麦水分利用

效率上出现一定的差异。因此，有机无机肥配施为

目前改善土壤结构、培肥土壤、增加产量、提高水分

利用率的有效措施，也是当前生产力条件下土壤培

肥的有效措施。

2．4耕作方式对土壤肥力的影响

2．4．1对土壤物理性质的影响不同耕作方式不

同施肥处理的土壤容重测定结果见表4。从表中可

以看出，不同耕作方式不同施肥处理随着耕作年限

的增加，土壤容重呈逐年增大的变化趋势。一方面

虽然传统耕作在作物收后和播前每年都进行土壤耕

翻，但长期单一或配合施用氮磷化肥，土壤的酸碱度

过大或过小，腐殖质不能得到及时补充，引起土壤板

结，另一方面常年传统连续翻耕作业引起土壤压实，

下层土壤密度增大，土壤容重呈逐年增大的趋势。

免耕由于不进行土壤耕作，在土壤自身重力作用以

及降雨等外界因素的影响下土壤容重也呈逐年增大

的趋势。经方差分析传统耕作不同施肥处理0—20

em土壤容重处理间差异显著，20一40 cm土壤容重

处理间差异不显著。免耕0—40 eln土壤容重处理

问差异显著。传统耕翻和免耕1 8后不同施肥处理

0—20 cm土壤容重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

A184、A284、A186、A286表层土壤容重较试验前分

别增加了0．07、0．05、0．08、O．04 g／em3。随着耕作年

限的增加，各施肥处理土壤容重均呈增大的趋势，且

麦收后传统耕作各施肥处理土壤容重增幅较大，这

与赵洪利【12J的研究结果相同。试验1 a后A284比

A184土壤容重增加了0．05 g／em3，A2136比A186土

壤容重增加了0．08 g／ca3，2 a后A284比A184土壤

容重增加了0．07 g／cm3，A286比A186土壤容重增

加0．13 g／em3，3 a后A2IM比AIlM土壤容重增加了

0．05 g／cm3，A286比AlB6土壤容重增加了0．14

g／em3，即同一年份相同施肥处理0—20 em土壤容

重皆为免耕>传统耕作，表明耕作因素对土壤容重

的影响较大。

表4耕作方式对收获期土壤容重的影响

Table 4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til始methods 011 soil bulky d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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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耕作方式对土壤养分含量的影响 有机质

含量是土壤肥力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在一定条件

下，土壤有机质含量越高，标志着土壤肥力越好；土

壤有机质含量越低，标志着土壤肥力越差。

传统耕作土壤养分含量测定结果表叨(表5)：

不同施肥处理土壤养分含量差异显著。其中B6处

理土壤有机质从试验前的11．81 g／l【g提高到13．0

g／I【g，全磷从O．71 g／kg提高到1．03 g／kg，速效磷从

8．62 mg／kg提高到26．63 me／kg，分别提高了

10．1％、45．1％和208．9％；全氮从0．96 g／kg减少到

0．58 g／kg，全钾从44．68 g／kg减少到23．22 g／kg，碱

解氮从75．78 mg／kg减少到58．12 mg／kg，速效钾从

148．69 mg／kg减少到125．67 mg／kg，分别减少了

39．1％、48．O％、23．3％和15．5％。传统耕作配施有

机无机肥土壤有机质含量不同程度地提高，不仅改

善了土壤结构、孔隙、水分和热状况，同时具有培肥

土壤的效果。

表5传统耕作收获期0．40 cm±层土壤养分含量的变化

Table 5 The chan舻of nutriment content of 0—40 cm soil layer in harvesting period of winter wheat under traditional硼age

AIBI 10．97cD 0．80岫C 23．75aA 0．62bB 54．65bB 109．26cBC 8．74dD

AIB2 11．IcCD 0．69cCD 22．97aA 0．69bB 52．41bB 101．23dD 6．88eE

A1133 12．03bB 0．87abAB 20．98bB 0．76bB 56．04bB 102．93dCD 19．76bB

AIB4 11．8bBC 0．94aA 21．04bB 0．68如 “．46aA 114．63蛐 7．49tied

AIB5 11．5bcBCD 0．92aA 23．33aA 0．67bB 56．65bAB 109．26cBC 巧．40cC

AIB6 13．0aA 0．58dD 23．22aA 1．03aA 58．12bAB 125．67aA 26．63aA

免耕土壤养分测定结果表明(表6)：不同施肥

处理土壤养分含量差异显著。其中B6处理有机质

从试验前的11．80 g／I【g提高到13．93 g／kg，全磷从

O．7l g／l【g增加到1．03∥kg，速效磷从8．62 mg／kg

提高到26．53 mg／kg，分别提高了18．1％、45．1％、

207．7％；全氮从试验前的0．96 g／kg减少到0．88

g／l【g，全钾从24．22 g／kg减少到23．3l g／kg，碱解氮

从68．12 mg／kg减少到57．49 mg／kg，速效钾从

156．47 mg／kg减少到122．69 mg／kg，分别减少了

8．3％、3．8％、15．6％、21．6％。各施肥处理免耕l a

后土壤有机质增量最多，随着免耕年限的增加，有机

质含量增量逐渐减少，但总体呈增大趋势。

耕作3 a后A286较A186有机质、全钾、全氮含

量分别提高了7．15％、0．39％、51．72％；全磷、碱解

氮、速效磷、速效钾含量分别减少了33．98％、

1．08％、0．38％、2．37％。免耕相比于传统耕作，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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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土壤管理方式的改变，使得土壤有机质达到了

一个新的、更高一级的平衡状态，这样土壤有机质含

量水平可大大提高【15】，究其原因既为免耕避免了对

土壤的扰动，因而降低了土壤有机碳的矿化作用，这

与TE[16】、DingCl7】等的研究结果：免耕可显著改善土

壤肥力，显著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相一致。翻耕处

理的土壤温度较高，透气性条件好，微生物活动比较

强烈，增加了有机质的氧化速率【18】，免耕处理则由

于土壤扰动小，温度较低，有机质分解慢，有机质含

量得到稳定增加。也有研究表明：在土壤表层(O一

30 cm)有机碳初始含量3．6 g／hn一的情况下，一年内

传统耕作可以矿化掉0．95 g／hm2，而免耕仅矿化掉

0．45 g／hmZ[19]；耕翻处理中，植物残体以及连年施入

的有机肥则随机械耕翻而均匀地分布于0—20 em

耕层中，由于稀释效应使0—5 cm土层有机碳含量

降低【20]。也有研究认为，耕作扰动改变了分解作用

．的条件，加快了呼吸速率，从而导致土壤有机质含量

下降；而且耕作扰动也破坏了土壤团聚体，使得被稳

定吸附的有机质暴露而加速其分解【2¨。

表6免耕收获期0．40 cm土层土壤养分含量的变化

Table 6 The ch锄ge of nutriment content of 0～40 cm soil layer in harvesting period of winter wheat under no-tillage

3结论与讨论

1)从不同耕作方式来看，深耕播种是传统的耕

作方式，在保证小麦高产和高水分利用效率方面仍

然存在一定的优势，连续免耕会造成冬小麦减产，仍

要实施深浅轮耕的耕作方法；从不同施肥处理来看，

不同年份各施肥处理的产量差异虽然较大，但产量

大小及增产趋势基本一致，即B6>B5>134>B3>B2

>B1，不同耕作方式各施肥处理水分利用效率与产

量变化一致，即B6>B5>B4>B3>B2>B1；长期单

施氮肥、单施磷肥或单施有机肥增产作用较小，而有

机无机肥配施则产量有逐年递增的趋势。因此，在

陇东黄土旱塬采用传统耕翻与有机无机结合和按降

水施肥是抗逆减灾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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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研究结果表明：免耕与传统耕作相比，不

同施肥处理土壤有机质和全氮含量均有不同程度的

增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方

面在耕种过程中，土壤表层的环境经常处于变动之

中，耕作措施被认为是引起农田土壤有机质含量下

降的主要原因，耕作的机械扰动使土壤发生破碎、分

散和混合，直接或非直接地造成土壤有机质含量的

下降【221。同时传统耕作会使潜在生物有机碳库裸

露，活泼的有机碳不断被矿化而损失，而土壤全氮含

量的减少与有机碳含量的降低有直接关系，受其它

因素影响较小；另一方面免耕不扰动土壤，使得植物

残体以及连年施入的有机肥主要积累在表土层，结

果造成有机质和氮素营养的表层富集。免耕可以提

高土壤速效磷含量，降低碱解氮含量，这与杨云马的

免耕可显著降低麦田土壤硝态氮含量，增加麦田土

壤速效磷含量的研究结果一致L23]。

3)随着耕作年限的增加，不同耕作方式各施肥

处理土壤容重总体呈增大的趋势；免耕各施肥处理

土壤容重增幅高于传统耕作，原因在于免耕不进行

土壤耕作，在土壤自身重力及降雨等外界因素的作

用下，各施肥处理其土壤容重要高于传统耕作。说

明免耕更易加剧土壤物理性能的恶化。

4)增施有机肥是培肥土壤，提高土壤肥力的基

本途径。目前增施有机肥的常见做法是施用农家

肥、种植绿肥作物、秸秆还田。从本试验结果来看，

随着耕作年限的增加，传统耕翻配施有机无机肥不

同程度地提高了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了全磷和速

效磷含量，提高了土壤持续供肥能力，缓解作物吸肥

高峰期对土壤速效养分的吸收压力，有利于改善冬

小麦产量性状，增加产量、提高水分利用效率。因

此，传统耕翻配施有机无机肥是目前陇东黄土旱塬

培肥土壤的行之有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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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tillage methods and fertilizer treatments on yield of

winter wheat and soil fertility in the loess plateau of east Gansu

ZHANG Jian-junt．．，WANG Yongt，．，TANG Xiao．mingt”，

FAN Ting．1u1．．，LI shang-zhon91，DANG YiI，WANG Leil

(1．Dr：咖以如啦础啪Inu／t出，‰Academy ofA删ura／&／en脚，妇zJlol‘，白珊u 730070，‰；
2．研Laboratory ofNorthwest Drouglu-res妇u Crop Farming，肋妇町of缸嘞曲l胛，Latlzhou，白mu 730070，吼池)

Abstract：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tillage methods and fertilizer treatments on the yield and water use efficiency

(WHLIE)0f winter wheat and soil fertility Wng studied in loess plateau of east Gamu through fLxed experiment for 3 yea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raditional tillage improved the yield and the water uLse efficiency of winter wheat，while more

than tWO consecutive years of no-tillage msulted in the reduction of yield。∞the third year should be with tillage．With

the elongation 0f cultivation duration，the organic carbon content in both traditional tillage and no-tillage increased。

which waft improved from 1 1．75 g／kg to 13．0 g／kg in traditional tillage and from 1 1．75 g／kg to 13．93 g／Icg in 110一tillage

method．Analyzed from yield，water use efficiency and soil fertility，traditional tillage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yield

and water use efficiency of winter wheat and soil fertility．So traditional tillage combined with mixed application of organic

and inorganic fertilizer is an effective way for soil fertility and disaster reduction in the loess plateau of east Gansu at pm．

sent．

Keywords：tillage method；winter wheat；yield；WUE；soil fer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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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rop rotation patterns for field with continuous cropping

of cotton in Northern x蠲iang

LI Yin．pin91，LIN Zhong-don92，LI Xiao．bin2，XU Wen．xiul，WANG Tin91，

YANG Ta01，HOU Song-shanl，HAN Jing-leil，HOU Mengt

(1．Cotton Re．arch撕of Ministry of Educadon，勋弛昭ASricul胁al‰妙，Urumuqi，X'mj阮ng 830052，Ch／na；

2．I‘g吨础l‘以Technique Station饥DafengzIIen，Hulubi County，瓜慨831205，吼讹)
Abstract：In 2007—2008 we selected field witll years of continuous cropping of cotton to plant different crops 80鹤

to study their influence on soil fertility of cotton yield and to select the best rotational cropping mode．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oil organic matter，available nutrient content and cotton yield of the field where cotton is rotated with different crops

are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inuous cropping of cotton(CK)．And tomato is the best for soil fertility，and the yield of cot—

ton production is：wheat·soybean--。-cotton>tomato--·cotton>com／／soybean"卜cotton>wheat--·cotton>com--"cot．
ton> CK．So planting wheat-col or tomato caIl be used鹊the best choice in rotating Or inverting in the continuous

cropping of cotton．

Keywords：rotation patterns；soil fertility；continuous cropping；yield；co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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