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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青海省东部川水地区 ,采用了地膜覆盖技术的早播春 小麦 ,比 同期播种后不盖地膜的

能早出苗 18天 。出苗 改天后 ,剪 开地膜 (剪 膜)或揭去地膜 (揭 膜),使幼苗处于早春低温

下缓慢生长 ,能增大叶面积 ,增 多根数 ,提 高分蘖率 ,增 加有效稳数 ,穗 粒效和千粒重 ,对

春小麦生长发育有极好的效应 ,分别增产 “,51%和 49.97%;早热 10天 左右 ,为 间、套、复

种其他作物痴得时间,可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被揭下的地膜还可覆盖其它作物 ,提 高利用率 ,

关键词 ;地膜 ;春小麦 ;生 长发育

地膜覆盖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各种农作物生长 ,增产效果显著 (许乃温 ,1982;周 春

来 ,1988;孙本普 ,1990。 为研究地膜覆盖技术对春小麦早播生长发育各时期的效应以

及提高地膜利用的方法 ,作者于 1993年进行了试验。

材料与方法

试验在青海省东部的贵德县河东乡保宁村进行。海拔 2250m,年平均气温 7.2·C,年

降水量 245.4mm,年≥OC积温 3122.1·C.试验地秋施农家肥 45ms/ha(3方 /亩 ),磷酸

二铵 225kg/ha(15 kg/亩 )和尿素 75kg/ha(5kg/亩 ),冬灌 ,生育期第 1次灌水时追施

尿素 150kg/ha(10kg/亩 )。 翌年 2月 17日 顶凌搔种 (比 正常播种期早 10天 )。 播种后 ,

立即对盖膜小区覆盖地膜 ,不盖膜小区为对照。3月 9日 盖膜小区出苗 ,第 4天 (3月 13

日)沿苗床边缘剪开地膜但保留地膜至小麦成熟 (剪 膜)或揭去地膜不再覆盖 (揭 膜 ),

即试验处理为 :剪膜、揭膜和对照三种 ,随机排列 ,重复 3次 ,共 9个小区,小区面积

42m2(4m宽 、6m长 ),田 间管理与大田一致。

+本 文承蒙陈集贤研究员和黄相国副研究员审阅指正 ,特此致谢 ,

本文于 1996年 6月 18日 收到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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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材料为春小麦品种高原 338。 地膜系北京市塑料厂产品,宽 1.2m,厚 0.015mm.

结果与分析

1.对 生育期的影响

覆盖地膜处理于 3月 9日 出苗 ,从播种到出苗天数仅 22天 ,比对照早出苗 18天 。出

苗后 ,剪膜或揭膜均使麦苗处于早春低温环境 ,能延长苗期生长时间,从出苗到拔节期

天数 49天 ,比对照多 12天 ,从 出苗到抽穗期天数为 81天 ,比对照多 8天 。而后期生长

天数 (从抽穗到成熟)仅 比对照多 1天 .但终因剪膜或揭膜出苗早而成熟 日期要比对照

早 10天 (表 1)。 这为青海省东部川水地 区的间、套、复种作物赢得 了极为宝贵的时

间。

表 1 高原 338的 生育期

'r.able i  cˉ rowth periods oF Plateau 338

处  理
裔—成熟

E1nergence

Treat,
-matunty

(d〉

剪膜
Cutting

揭膜
opening

133

133

对照
Ck 12逐

出苗后 ,春小麦生育期长短主要受控于生育期间平均气温的高低 ,二者呈显著负相

关 (r=-o.9狃 5)(崔 连生,1988).春 小麦早播覆盖地膜增加地温的效应 ,促使麦苗早

出,能提前满足小麦阶段发育对热量条件的需求 ,出苗早且各生育期均比对照提前 .

2.对叶面积的影响

剪膜和揭膜的单株叶片数在孕穗期和抽穗期比对照多 1.2~1.3叶 ,单 株叶面积和叶

面积指数也增大 ,单株叶面积在拔节期、孕穗期、抽穗期和灌浆期两个处理比对照分别

增大 32.9%和 24.6%、 26.4%和 23.8%、 41.8%和 36,9%、 9.2%和 4.8%;叶 面积指

数 比对照分别增大 80%和 62.9%、 63.9%和 57,4%、 8⒋ 4%和 75,6%、 40,0%和 32.0%
(表 2)。

在光合作用的器官中,旗叶对小麦产量的贡献最大 ,其次是倒二叶,它们的同化能

力分别占总同化量的 31.6%~35.1%和 26,9%~33,2%(黄 卓辉,1962)。 灌浆期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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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单抹叶面积和叶面积指数

Table 2  】'eaf area per plant and~leaf area index

处  理

Treat

剪  膜
Cutting

揭  膜
C)pcrling

63.8    3.3

60.9    2,5

灌浆期
Filling

面积

Arca

(cm2〉

B

CK

注;A为单株叶面积 (cm2/株 );B为叶面积指数

Note:A=Leaf per plallt〈 cm2/plant);B=Leaf area index

旗叶和倒二叶面积 ,剪膜和揭膜明显大于对照 ,旗叶面积分别增加 12.02%和 10.35%,

倒二叶面积分别增加 24.72%和 15,99%(表 3)。 表明春小麦早播 ,覆盖地膜 ,加速了土

壤养分分解 ,促进了叶片生长 ,增大了光合叶面积。光合叶面积大 ,截获太阳能多 ,净

光合速率高 ,积累干物质也多 ,为籽粒增重打下了基础。

表3 旗叶和倒=叶面积

△
·
able 3  Areas of flag leaf and second leaf

倒 二叶 second lcaf

处  理

;I·reat.

剪  膜
Cutting

揭  膜
()perlii】 8

长     宽

Length      Width

(cm)      (cm)

22, 17 1,56 28.71

21,31 1.51 26.70

照 19,53 1.42 23.02

3.对根系的形响

剪膜和揭膜的小麦单株根数比对照明显增多 ,三叶期每株多 0,9和 1.7条 ,拔节期

多 4.7利 5.0条 ,孕穗期根数达最高峰 ,每株 21,5和 22.1条 ,多 ⒋0和 4,6条 ,以后

各处理的单株根数都有所下降 ,但剪膜和揭膜处理仍高于对照 (表 4)。 与冬麦晚播覆盖

地膜结果相 一致 (孙 本普,1994)。 可见地膜覆盖改善 了土壤理、化性状 (周 春来 ,

1988),促使小麦根系早发。剪膜和揭膜后 ,低温又使根系向深处生长 ,增加根数 ,提高

吸收水分和营养能力,易形成壮苗。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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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叶期·
I·hree-lcaf

stagc

拔节期
Jo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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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6.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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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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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生育期单株根数

Table 4  Nurnber of roots per plant at growth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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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群体及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由表 5可 知,在相同播种量 (750万粒/ha)的 情况下,地膜覆盖的出苗率比对照提

高 28.1%(揭 膜)-31.5%(剪膜),保证了田间有足够的苗数.剪膜和揭膜处理后,拔

节期的单株分蘖数分别比对照增加 31.8%和 28.2%,总茎数增加 53.8%和 46.9%,有
效穗数增加 26.4%和 22.8%,穗粒数增加 4.7和 5.1粒 ,千粒重增加 5.0和 ⒋3g。

表 5 群体及产Ⅱ结构

Table 5  P。 pulation and yidld c° Inponents

20.9

20,6

16,o

(1000)干 粒重
Kernels

Weight (g)

Cutting

揭  膜
opening

对  照
CK

65.8

65,l

60.8

剪膜和揭膜处理的幼苗生长阶段 (3月 中旬和下旬)气温 4.3~5.8C,比对照幼苗生长

阶段 (4月 份)气温 7.9~11.7.C要低 2.1~7.4.C(贵 德县农牧业区划报告 ,1988)。 由

于春小麦幼穗原基分化的数量 ,受控于分化时间的长短 ,凡是能延长生育期的气象条件
(气 温较低、空气湿度大)均 有利于原基分化数的增加 (崔 连生,1986)。 小花原基数与

前期的平均气温呈显著负相关 ,凡是导致延长作物生育的因素 ,对增加小花原基的分化

数均是有利的 (崔 连生 ,1986),因 而能增加穗粒数 ,出 苗早 ,分蘖发生得也早 ,分蘖数

增多 ,群体的有效穗数也就增加 ,早蘖的穗分化开始得早 ,历时长,即能形成大穗 ,就
构成 了高原春小麦群体较大的

“
库

”(陈 集贤,1994)可见前期低温对春小麦群体发育及

产量构成因素有极好的促进效应。

5.产量

产量结果见表 6。 对试验的产量结果进行 了方差分析 ,处理间 F=20.狃 )凡 m=
18.00,达极显著水平 ,说明处理间有真实的差异。为了进一步检验各处理间的差异显著
性 ,用 LSD法进行产量多重比较 ,结果表明 ,剪膜和揭膜处理对春小麦均有显著的增产
效应,剪膜处理增产 49.97%,揭 膜处理增产量略低于剪膜处理,但 比对照增产 姐.51%,
剪膜和揭膜处理的产量差异不显著。

苗 数
Plants/ba
(lO000)

总茎数
stcms/ba
(10000〉

穗 数
spikes/ha
(10000〉

穗粒数
Kernels/spike

532.5

519.0

dO5.o

624.0

606.o

4g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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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区产 量
Plot yield

(kg)

比对照增产
】ncrease

(9·‘〉

16,5

24.7

23.8 14.51

表 6 产】分析

Table 6  statisics an.alysis of yields

差异显著性
Significance

处  理
Treat.

剪  膜
Cutting

5%

揭  l摸
opeTling

A
 
 
A
 
 
B

对  照
CK

注 : (Note〉 : LSDO Os=3.97 LSDO Ol-6,59

讨  论

青海省春季干旱少雨 ,气温较低。春小麦早播覆盖地膜 ,可改善土壤的水、热状况 ,

提高地温 5.7~7.3.C,含 水量增加 42.29%(许乃温 ,1982;周 春来 ,1988)。 可早出苗 ,

提高出苗率。剪膜和揭膜后 ,幼苗处于低温环境 ,对扎根、增加根数和形成壮苗十分有

利。延长了前期生长天数 ,促使分蘖数和叶片数量增加 ,叶面积增大 ,为干物质积累 ,增

加粒重打下了基础。延长幼穗分化时间,能增加穗粒数 ,易形成大穗。出苗率提高和分

蘖数增加 ,确保了单位面积上有足够的有效穗数 ,因而最终能实现较大增产 ,剪膜和揭

膜处理对春小麦的效应基本相同,差异不显著 ,两者相比,我们认为采用揭膜技术具有

以下优点。

(1)增 产幅度大。增产虽然略低于剪膜 ,但仍 比对照增产 44.51%,每公倾增产 3054.

3kg。

(2)便于田间管理。揭去地膜 ,就成为大田,避免了盖膜 (剪 膜)麦 田无法浇水 ,追

肥或水肥不均 ,渗透不到根系的缺点 ,节省人力 ,物力。

(3)早种早收,在冷凉地区使用 ,可避免小麦灌浆期易受不良气候的危害,造成减

产 ,在早霜到来之前成熟收获。在川水地 ,提前成熟 ,可避开 7月 下旬于热风的危害。

(4)有 利于川水地区间,套、复种作物的生长。早出苗 ,充分利用前期资源 ,早成

熟 ,缩短了共生期 ,又 为间,套、复种作物争取到宝贵的光、热、水资源 ,7月 20~30

日的日均气温 19C,≥ OC的积温 190C,降水量 20.1mm,太 阳辐射量 5696.7卡 /cm2,

日照时数 90小 时 ,均为全年最高值时期 (贵 德县农牧业区划报告,1988)。

(5)一 膜多用。当小麦出苗后 ,正值准备种植蔬菜的时期 ,用揭去的地膜再覆盖 ,效

果也很好 ,如 当年覆盖的茄子和西红柿的生长期、产量性状和产量与覆盖新膜的基本一

致。或用来覆盖间,套作物 ,提高地膜利用率 ,降低成本 ,具有一膜多用、增产 ,增收

的效应。

(6)经济效益高。每公倾用地膜 120kg,计 1800元 ,增 产粮食 305⒋ 3kg/ha,计 4886.88

元 ,扣除地膜成本 ,增纯收人 3086.88元 /ha,投人产出比为 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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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he irrigated rcgion.of eastern Qinghai Provincc, spring wheat sowed early spriI1g un-

der the conditi。 n of being mulched with plastic filIn erncrged 18 days earlier than that sowed

on the sarne date with° ut covering of plastic film. In 4 days after seedling cnlcrgence, the

plastic film was cut or removed. 'rhc sccdlings were in low temperaturc condition and grew

slowly. 'rhat w。 uld increased leaf arca, roots, tillers, fertile ears, kcrncls per ear and1000

kernel weight. (∶ )°vering of plastic film had good effects° 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f spring

wheat,Their yields werc increased by近 4.51%(cutting)and 49.97。 `‘
(reluoving)respcctive-

ly, spring wheat nlulched with plastic film matured about 10 days carlier, and that、〃·on tirl△e

for growing othcr crops and could increasc yield per unit area. 'Γ he rcm。 vcd plastic film could

bc uscd to cover other crops and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the plastic filnl could be increased.

Key words: Plastic filn】 ; spring wheat; Growth and developi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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