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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地胡麻全膜大小垄侧穴播栽培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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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甘肃中部半干旱旱作区春季降水少、土壤墒情差、胡麻保全苗难等问题探讨旱地胡麻地膜栽培

模式对胡麻产量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旱地胡麻全膜大小垄侧穴播栽培可防止胡麻出苗板结，有效提高胡麻出

苗率，明显减少土壤水分的无效蒸发，增加土壤水分含量，胡麻生长的前期地温明显提高，胡麻的经济性状明显改

善，增产效果明显，经济效益显著；旱地胡麻全膜大小垄侧穴播栽培水分生产率，比全膜平铺覆土穴播栽培、旱地胡

麻半膜膜侧穴播和露地穴播栽培分别提高２８．２８％、４０．３３％和１１６．１７％；比全膜平铺覆土穴播栽培、旱地胡麻半膜
膜侧穴播和露地穴播栽培分别增产２２．０４％、２８．７４％和５３．７４％，是目前旱地胡麻增产稳产高产的最佳的栽培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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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麻是我国北方地区的重要油料作物，也是干

旱半干旱地区的主要经济作物［１］，胡麻油因其独特

的风味、香醇而备受人们喜欢，随着胡麻籽粒中α－
亚麻酸、木酚素、膳食纤维等品质性状的研究和深加

工利用技术的成熟，以胡麻为原料进行油脂、药品、

保健食品以及化妆品的加工已成国际上研究的热

点［２］。胡麻具有较强的抗旱、耐寒、耐瘠薄能力和生

长期短、适应性强等特性，在甘肃省旱作区农业生产

中具有其他作物不可替代的地位［３－５］。胡麻也是榆

中县旱作区主要的油料作物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



稳定在０．６７万 ｈｍ２左右。该区域地处黄土高原丘
陵沟壑区，水资源极缺，农业生产用水主要依靠自然

降水，是典型的雨养旱作农业区，十年九旱。该地区

天然降水２５０～５００ｍｍ是农作物可利用的主要水资
源。降雨量少而集中，７—９三个月的降雨量占全年
总降雨量的 ５５％，由于降水时空分布不均，降水期
与作物需水期错位，能被作物利用的降水仅为总降

水量的３０％～４０％，而６０％～６５％的降水以地表径
流和无效蒸发的方式损失，降水利用率仅为３～６ｋｇ
·ｈｍ－２·ｍｍ－１［６－７］。＜１０ｍｍ的无效降水发生频率
占７０％以上，作物的生产潜力由于水分的限制衰减
了６７％～７５％［８］。春旱发生频繁严重影响胡麻的
播种和出苗，已成为制约旱作区胡麻生产发展不可

回避的自然因素。半干旱雨养农业区如何采取有效

的耕作方法和蓄水保墒措施，减少降水的无效损耗，

增加土壤水库的有效蓄水量，提高作物产量和水分

生产率已成为目前旱作农业研究的重要内容［９－１２］。

旱地玉米全膜双垄沟播栽培技术是目前旱作玉米、

马铃薯等稀植作物提高产量和水分生产率的最有效

的栽培技术［１３－１６］。胡麻等密植作物目前以品种改

良、配方施肥、合理密植等方面的研究较多，但在栽

培模式方面的研究较少，报道研究的栽培模式以半

膜膜侧穴播、全膜平铺覆土穴播等为主，但存在密度

小、防板结保全苗壮苗、放苗费工等方面的不足之

处。本研究围绕甘肃中部旱作区大面积种植的密植

油料作物胡麻探索创新集雨、保墒、增温、抗旱保全

苗、壮苗的旱地胡麻栽培模式，以达到稳产高效的技

术研究目的。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时间、地点

试验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连续 ３年在榆中县石头
沟省级旱作农业示范点进行，该地区海拔１９７０ｍ，
年均气温 ７．４℃，０℃积温 ３０４４℃，１０℃有效积温
２１７９℃，农作物生长期２００ｄ，无霜期平均１３９ｄ，年
降水量３５０ｍｍ左右，属甘肃省中部旱作农业区。试
验田为旱作梯田，土壤类型为黑垆土川台麻土，前茬

为玉米，产量为 ９２００ｋｇ·ｈｍ－２，耕层土壤养分有机
质１．３６％，全氮０．１０５％，碱解氮４５．６ｍｇ·ｋｇ－１，速效
磷（Ｐ２Ｏ５）３２．４ｍｇ·ｋｇ－１，速效钾（Ｋ２Ｏ）９８．５ｍｇ·ｋｇ－１。
１．２ 试验材料

胡麻参试品种为天亚９号。
试验用地膜为兰州绿园塑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０．００８ｍｍ聚乙烯吹塑农用地膜，半膜膜侧穴播用地
膜３ｋｇ·６６７ｍ－２，全膜平铺栽培５ｋｇ·６６７ｍ－２，全膜大

小垄侧穴播栽培６ｋｇ·６６７ｍ－２。
１．３ 试验方法

１．３．１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４个处理，随机排列，３
次重复，小区面积２２．０２ｍ２（长５ｍ，宽４．４ｍ），区间
距０．５ｍ，胡麻种植密度５０万穴·ｈｍ－２，平均每穴８
粒。４个处理分别是：

Ｔ１：旱地胡麻露地穴播（对照）：３月１５日播种，
为了消除播种方法对试验的影响，将常规栽培的条

播改为穴播。行距１８ｃｍ，穴距１２ｃｍ，每小区穴播种
植胡麻２４行。

Ｔ２：旱地胡麻半膜膜侧穴播［１７－１９］：３月１５日起
垄、覆膜、播种同时进行。操作方法：按照本栽培模

式的要求，每带起高１５ｃｍ、宽３０ｃｍ的垄，垄面半膜
覆盖，垄沟宽２５ｃｍ，垄沟膜侧穴播种植胡麻２行（为
了消除播种方法对试验的影响，将该栽培模式中的

条播改为穴播。），穴距１２ｃｍ，带宽５５ｃｍ。每小区种
植胡麻８带１６行。

Ｔ３：旱地胡麻全膜平铺覆土穴播栽培［２０－２１］：３
月１５日覆膜、播种同时进行。操作方法：按照本栽
培模式的要求覆膜。地头开５～１０ｃｍ的小沟，将地
膜固定，并在地边开 ５～１０ｃｍ的小沟，边覆膜边将
地膜的一边埋入固定，在地膜的另一边每隔 １ｍ丁
字型固定地膜，每隔１．５～２ｍ横压土腰带，防大风
揭膜。采取人工覆膜，做到铺平、铺正、拉紧、压严、

紧贴地面达到不跑温、不漏气、风揭不动、草顶不起。

行距１８ｃｍ，穴距１２ｃｍ，每小区穴播种植胡麻２４行。
Ｔ４：旱地胡麻全膜大小垄侧穴播栽培：３月 １５

日起垄、覆膜、播种同时进行。起垄覆膜方法：带宽

１．１ｍ，每带起两个底宽０．２ｍ、高０．１ｍ和一个底宽
０．３ｍ、高０．１ｍ的三个集雨垄面，垄顶呈圆弧形，在
三个集雨垄面之间形成三个底宽 ０．１ｍ的种植带，
选用１．２ｍ宽的地膜，边起垄边覆膜，膜与膜间不留
空隙，相接处在底宽０．４ｍ大垄上，接缝处用土压住
地膜，每隔１ｍ压土腰带，并在垄沟内覆 ０．０１ｍ左
右的土，固定地膜，垄沟打孔集雨蓄水。在种植带两

边侧穴播种植胡麻，一个组合带种植六行胡麻，每小

区种胡麻４带２４行，穴距０．１２ｍ。
试验田秋季整地时一次性施入４６％尿素１９５ｋｇ

·ｈｍ－２、１２％过磷酸钙 １８７．５ｋｇ·ｈｍ－２、２１％硫酸钾
１８０ｋｇ·ｈｍ－２。播种量为 ６０ｋｇ·ｈｍ－２。试验除栽培
模式不同外，其它农艺措施均相同，并进行同等质量

的操作。

１．３．２ 试验测定指标 土壤水分测定采用烘干称

重法，在胡麻播种期和收获期测定不同处理０～２００
ｃｍ土层含水量，以 ２０ｃｍ为一土层单位，在胡麻主

３６第２期 张 雷等：旱地胡麻全膜大小垄侧穴播栽培技术研究



要生育时期对不同处理０～１００ｃｍ土层进行土壤水
分动态监测，以２０ｃｍ为一土层单位。

每小区在中间２行中随机选取３０株，用以记载
胡麻主要农艺性状及相关经济性状，产量按小区单

收单脱，分别计产。

数据结果采用 ｄｐｓ数据软件系统进行方差分
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栽培模式对土壤水分及降水利用率的影

响

表１结果表明，旱地胡麻全膜大小垄侧穴播栽
培（Ｔ４）出苗期的土壤含水量为 １２．７２％，比旱地胡
麻全膜平铺覆土穴播栽培（Ｔ３）高２．５３％、比旱地胡
麻半膜膜侧穴播（Ｔ２）高 ２．５７％、比对照（Ｔ１）高
３．８９％，这对胡麻保证全苗和前期壮苗生长具有重
要意义。

旱地胡麻全生育期全膜大小垄侧穴播栽培（处

理Ｔ４）的土壤含水量为１１．２２％，比旱地胡麻全膜平
铺覆土穴播栽培（处理Ｔ３）高０．９４％、比旱地胡麻半

膜膜侧穴播（处理Ｔ２）高１．０８％、比对照（处理Ｔ１）高
２．０８％。旱地胡麻全膜大小垄侧穴播栽培（处理
Ｔ４）的土壤含水量高的优势一直持续到胡麻灌浆后
期，为胡麻高产稳产创造了水分条件；胡麻灌浆后期

由于全膜大小垄侧穴播栽培比其他处理胡麻的生长

量大，消耗的土壤水分多，土壤含水量稍低于其他处

理。但是，胡麻灌浆后期进入降水高峰期，雨水的及

时补充保证了胡麻的生殖生长。

旱作区的旱地 ８０％以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水
土流失，每年径流损失的水分占降雨量的 １５％～
３０％。全膜大小垄覆盖栽培较其他处理不仅增大集
雨面，使无效降雨变为有效降雨，同时减少了雨水对

土壤的冲刷和侵蚀，将径流损失降到最低。全膜大

小垄侧穴播栽培模式由于大小垄组合增加了集雨面

从而集雨保墒的效果显著，使降水生产率显著提高，

其降水生产率为１６．５６０９，比旱地胡麻全膜平铺覆土
穴播栽培（处理 Ｔ３）提高 ４７．６６％、比旱地胡麻半膜
膜侧穴播（处理Ｔ２）提高１１２．０３％、比对照（处理Ｔ１）
提高１１６．１７％（见表２）。

表１ 主要生育期平均土壤含水量／％
Ｔａｂｌｅ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苗期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分茎期

Ｂｒａｎｃｈｉｎｇ
现蕾期

Ｓｑｕａｒｉｎｇ
开花期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灌浆期

Ｆｉｌｌｉｎｇ
成熟期

Ｒｉｐｅｎｉｎｇ

Ｔ１ ８．８３ ９．７３ ９．３９ ８．０６ １０．２０ ８．６１

Ｔ２ ９．１５ １１．０６ １０．５５ ８．３７ １２．２０ ９．５０

Ｔ３ １０．１９ １１．２９ １０．５８ ７．６５ １３．７２ ８．２４

Ｔ４ １２．７２ １２．８５ １１．６５ ７．９０ １５．３８ ６．８４

表２ 降水生产率计算表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生育期平均降雨／ｍｍ
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ｄｕｒｉｎｇ
ｗｈｏｌｅｇｒｏｗｔｈｐｅｒｉｏｄ

产量／（ｋｇ·ｈｍ－２）
Ｙｉｅｌｄ

降水生产率

／（ｋｇ·ｈｍ－２·ｍｍ－１）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比对照降水

效率提高／％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ＣＫ

Ｔ１（ＣＫ） １３９．５ １０６８．７２ ７．６６１

Ｔ２ １３９．５ １６４６．２８ １１．８０１２ ４．１４

Ｔ３ １３９．５ １８００．９０ １２．９０９７ ６８．５１

Ｔ４ １３９．５ ２３１０．２５ １６．５６０９ １１６．１７

注：生育期平均降雨量（ｍｍ）是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三年３月１９日—７月２５日的降水平均数。

Ｎｏｔ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ｄｕｒｉｎｇｗｈｏｌｅｇｒｏｗｔｈｐｅｒｉｏｄｗａ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ｄｕｒｉｎｇＭａｒｃｈ１９ｔｏＪｕｌｙ２５ｉｎ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ａｎｄ２０１２．

２．２ 不同栽培模式对耕作层地温的影响

从表３来看，在分茎期、现蕾期、成熟期Ｔ４平均
地温表现最高，Ｔ３的平均地温表现较高，Ｔ１的平均
地温表现最低。可见，在胡麻生长前期是 Ｔ４和 Ｔ３
的平均地温表现较高，而在后期在各处理间差异不

显著。

２．３ 不同栽培模式对胡麻经济性状的影响

表４结果表明，旱地胡麻全膜大小垄侧穴播栽
培（Ｔ４）的主要经济性状明显好于旱地胡麻全膜平铺
覆土穴播栽培（Ｔ３）、旱地胡麻半膜膜侧穴播（Ｔ２）和
对照（Ｔ１），其中全株蒴果数分别增加１３．３％、２５．２％
和３８．６％；蒴果粒数分别增加 ２．４％、３．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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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１％；有效分枝分别增加 ７４．５％、８４．３％和
６６．７％；千粒重提高 １．５％、１．５％和 ８．６％；旱地胡

麻全膜大小垄侧穴播栽培的株高、单株蒴果数、有效

分枝等农艺性状和经济性状都有明显改善。

表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１１∶００时主要生育期０～２５ｃｍ平均地温／℃
Ｔａｂｌｅ３ 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ｏｉ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０～２５ｃｍ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ａｔ１１：００ｉｎ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苗期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分茎期

Ｂｒａｎｃｈｉｎｇ
现蕾期

Ｓｑｕａｒｉｎｇ
开花期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成熟期

Ｒｉｐｅｎｉｎｇ

Ｔ１ １０．９ １８．４ １８ ２５．４ ２０．６

Ｔ２ ９．４ １８．６ １９．８ ２６．４ ２１．２

Ｔ３ ９．３ １９．３ ２０．２ ２５．２ ２２．０

Ｔ４ ９．６ ２０．４ ２０．８ ２４．４ ２２．６

表４ 主要农艺性状和经济性状（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平均值）
Ｔａｂｌｅ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ａｉｎ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株高／ｃｍ
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

全株蒴果数／个
Ｃａｐｓｕｌｅｎｕｍｂｅｒ
ｐｅｒｐｌａｎｔ

蒴果粒数／粒
Ｇｒａｉｎｎｕｍｂｅｒ
ｐｅｒｃａｐｓｕｌｅ

有效分枝／个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千粒重／ｇ
１０００ｇｒａｉｎｗｅｉｇｈｔ

Ｔ１ ５１．１０ １２．９０ ７．３０ ０．１７ ７．０８

Ｔ２ ５４．３５ １５．７０ ８．２０ ０．０８ ７．６３

Ｔ３ ５６．３０ １８．２０ ８．３０ ０．１３ ７．６３

Ｔ４ ６３．７５ ２１．００ ８．５０ ０．５１ ７．７５

２．４ 不同栽培模式对胡麻生育时期的影响

由表５看出，不同栽培模式对胡麻生育期影响，
旱地胡麻全膜大小垄侧穴播栽培（Ｔ４）的生育期比旱

地胡麻全膜平铺覆土穴播栽培（Ｔ３）缩短了１ｄ、旱地
胡麻半膜膜侧穴播（Ｔ２）缩短了３ｄ，对照（Ｔ１）缩短了
６ｄ。

表５ 主要生育期

Ｔａｂｌｅ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ｉｎ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年份

Ｙｅａｒ

出苗期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Ｍ－ｄ）

分茎期

Ｂｒａｎｃｈｉｎｇ
（Ｍ－ｄ）

现蕾期

Ｓｑｕａｒｉｎｇ
（Ｍ－ｄ）

开花期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Ｍ－ｄ）

成熟期

Ｒｉｐｅｎｉｎｇ
（Ｍ－ｄ）

生育期／ｄ
Ｇｒｏｗｔｈｐｅｒｉｏｄ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２０１０ ０４－１７ ０６－１８ ０６－３０ ０７－０８ ０８－０１ １０７

２０１１ ０４－２０ ０６－１４ ０６－２８ ０７－１５ ０８－０８ １１２

２０１２ ０４－１５ ０５－２１ ０６－１２ ０６－２０ ０７－２８ １０４

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１０８

２０１０ ０４－１２ ０５－１３ ０６－０５ ０６－１８ ０７－２６ １０５

２０１１ ０４－１７ ０５－１３ ０５－３１ ０６－１３ ０７－３１ １０５

２０１２ ０４－１２ ０５－１３ ０６－０５ ０６－１４ ０７－２５ １０４

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１０５

２０１０ ０４－１２ ０５－１０ ０５－２５ ０６－１４ ０７－２６ １０５

２０１１ ０４－１５ ０５－１４ ０５－２８ ０６－１２ ０７－２５ １０１

２０１２ ０４－１０ ０５－０８ ０５－２８ ０６－０８ ０７－２２ １０３

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１０３

２０１０ ０４－０７ ０５－０９ ０５－３０ ０６－１４ ０７－１８ １０２

２０１１ ０４－０９ ０５－０９ ０５－２８ ０６－１０ ０７－２１ １０３

２０１２ ０４－０６ ０５－０４ ０５－２５ ０６－０２ ０７－１５ １００

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１０２

２．５ 不同栽培模式对胡麻产量的影响

表６可见，旱地胡麻全膜大小垄侧穴播栽培
（Ｔ４）的平均单产 ２３１０．２５ｋｇ·ｈｍ－２，比旱地胡麻全
膜平铺覆土穴播栽培（Ｔ３）增产５０９．３５ｋｇ·ｈｍ－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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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２２．０４％，比旱地胡麻半膜膜侧穴播（Ｔ２）增产
６６３．９７ｋｇ·ｈｍ－２，增产 ２８．７４％，比对照（Ｔ１）增产

１２４１．５３ｋｇ·ｈｍ－２，增产５３．７４％，达差异性极显著。

表６ 胡麻产量分析（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平均值）
Ｔａｂｌｅ６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ｌａｘ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小区产量／（ｋｇ·２５．０ｍ－２）
Ｐｌｏｔｙｉｅｌｄ

Ⅰ Ⅱ Ⅲ 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

折单产

／（ｋｇ·ｈｍ－２）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ｙｉｅｌｄ

增产／（ｋｇ·ｈｍ－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１ ２．３４ ２．３４ ２．３７ ２．３５ １０６８．７２ｃＣ

Ｔ２ ３．０５ ３．８８ ３．９３ ３．６２ １６４６．２８ｂＢ ５７７．５６

Ｔ３ ３．８５ ４．０６ ３．９７ ３．９６ １８００．９０ｂＢ ７３２．１８ １５４．６２

Ｔ４ ４．８３ ５．１８ ５．２３ ５．０８ ２３１０．２５ａＡ １２４１．５３ ６６３．９７ ５０９．３５

２．６ 胡麻不同栽培模式经济效益分析

由表７可以看出，旱地胡麻全膜大小垄侧穴播
栽培（Ｔ４），旱地胡麻全膜平铺覆土穴播栽培（Ｔ３），旱
地胡麻半膜膜侧穴播（Ｔ２）比对照（处理 Ｔ１）多投入
地膜１１２５元·ｈｍ－２，处理 Ｔ１田间锄草费用与处理
Ｔ３和处理Ｔ４旧膜回收劳动费用持平，但处理 Ｔ２比
处理Ｔ１多投入旧膜回收劳动费用７５０元·ｈｍ－２。从

总投入来看，处理Ｔ２比处理Ｔ４、处理Ｔ３、处理Ｔ１分
别多投入 ７５０元·ｈｍ－２，７５０元·ｈｍ－２，１８７５
元·ｈｍ－２，但通过投入与产出的综合比较看，处理 Ｔ４
比处理 Ｔ３、处理 Ｔ２、处理 Ｔ１增收分别为 ３５６５．４５
元·ｈｍ－２、５３９７．７９元·ｈｍ－２、７５６５．７１元·ｈｍ－２，旱
地胡麻全膜大小垄侧穴播栽培（Ｔ４）经济效益非常显
著。

表７ 不同栽培模式经济效益分析（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平均值）
Ｔａｂｌｅ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ｅｎｅｆｉｔ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ｓ（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物化投入

／（元·ｈｍ－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ｎｐｕｔ
／（ｙｕａｎ·ｈｍ－２）

活劳动投入

／（元·ｈｍ－２）
Ｌａｂｏｒｉｎｐｕｔ
／（ｙｕａｎ·ｈｍ－２）

合计

Ｔｏｔａｌ

平均单产

Ａｖｅｒａｇｅｙｉｅｌｄ
／（ｋｇ·ｈｍ－２）

总产值

／（元·ｈｍ－２）
Ｇｒｏｓｓｏｕｔｐｕｔ
／（ｙｕａｎ·ｈｍ－２）

纯收入

／（元·ｈｍ－２）
Ｎｅｔｉｎｃｏｍｅ
／（ｙｕａｎ·ｈｍ－２）

Ｔ１ １３７７．７５ ５２５０ ６６２７．７５ １０６８．７２ ７４８１．０４ ８５３．２９

Ｔ２ ２５０２．７５ ６０００ ８５０２．７５ １６４６．２８ １１５２３．９６ ３０２１．２１

Ｔ３ ２５０２．７５ ５２５０ ７７５２．７５ １８００．９０ １２６０６．３０ ４８５３．５５

Ｔ４ ２５０２．７５ ５２５０ ７７５２．７５ ２３１０．２５ １６１７１．７５ ８４１９．００

３ 结 论

１）全膜大小垄侧栽培技术一是通过地表微结
构改变，增加集雨表面积，充分接纳自然降雨，保证

胡麻出苗，有效解决了旱作区春旱影响播种的问题；

二是全膜覆盖最大限度减少降雨的无效蒸发，将无

效降雨通过垄沟汇聚变为有效降雨，从而显著提高

自然降雨的利用率；三是有效提高地温，增加有效积

温，使得胡麻生育期缩短 ６ｄ左右，减轻早霜危害，
并使胡麻种植海拔提高１５０ｍ左右，四是大小垄侧
种植，有利于防止板结，有效的保证胡麻全苗、壮苗，

从而提高胡麻产量；五是在同等密度种植下，大小垄

组合型种植模式，便于农事操作，增加通风透光，抗

倒伏。

２）全膜大小垄侧栽培技术明显改善胡麻生物
学特性及农艺性状。该栽培模式基于全膜大小垄组

合，从而改变了农田生态微环境和土壤水、肥、热状

况，促进土壤养分的有效化利用，促进胡麻生长发

育，明显改善胡麻农艺性状和经济性状，胡麻苗全，

生长健壮，蒴果粒数、单株蒴果数和有效分枝增加，

籽粒饱满。胡麻的蒴果粒数、千粒重，单株蒴果数和

有效分枝等农艺学性状及经济性状的改善对胡麻增

产具有积极意义。

３）全膜大小垄侧栽培技术增产效果明显，大幅
度提高旱作区胡麻单产。旱地胡麻全膜大小垄侧穴

播栽培比全膜平铺覆土穴播栽培、半膜膜侧穴播和

常规露地栽培分别增产 ２２．０４％、２８．７４％和
５３．７４％。

４）全膜大小垄侧栽培技术具有显著的经济效
益。通过投入与产出的综合比较看，旱地胡麻全膜

大小垄侧穴播栽培比全膜平铺覆土穴播栽培、半膜

膜侧穴播和常规露地栽培分别增收 ３５６５．４５，
５３９７．７９，７５６５．７１元·ｈｍ－２，经济效益非常显著。

试验研究证明，全膜大小垄侧栽培技术全膜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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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提高地温，增加有效积温，缩短生育周期，防治霜

冻，可有效提高胡麻种植海拔；垄侧种植，有利于防

止板结，以保证胡麻全苗、壮苗，为高产稳产奠定基

础；大小垄组合型种植模式，使胡麻在生长后期通风

透光，抗倒伏。为了配合该项技术的推广应用，我们

已研制了全膜大小垄侧栽培起垄、覆膜、播种一体

机，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该技术对同类旱作区密

植作物抗旱保苗、高产稳产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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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发现冠层温度与产量关系密切，需要

进一步对冠层温度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冠层温度的

测定需要冠层温度仪，冠层温度仪的精准度对试验

影响较大。冠层温度受环境温度影响较大，需要按

照试验方法操作，并且一次测定的品种和处理不宜

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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