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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西部春旱区的坐水种技术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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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 吉 林 省 春 旱 区 的 坐 水 种 技 术 ，从 自 然 水 分 规 律 、传 统 耕 作 技 术 在 农 业 生 产 中

存 在 的 根 本 矛 盾 和 坐 水 种 应 有 的 地 位 等 方 面 进 行 了 阐 述 和 解 析 。 将 全 年 水 分 变 化 分 为 ’ 个

时 期 ，即 ：夏 季 蓄 墒 期 、秋 季 稳 墒 期 、冬 季 冻 结 增 墒 期 和 春 季 失 墒 返 浆 期 。认 为 传 统 耕 法 是 利

用 返 浆 水 为 基 础 的 春 旱 束 缚 下 的 产 物 。 在 生 产 上 所 形 成 的 各 种 矛 盾 ， 不 利 于 按 照 生 物 学 特

性 要 求 进 行 栽 培 ，应 加 以 改 革 ，认 为 坐 水 种 在 高 产 耕 作 技 术 中 应 视 为 埯 灌 、苗 眼 灌 技 术 。 可

视 为 深 耕 、深 施 肥 ，从 而 在 适 温 、苗 眼 水 分 充 足 条 件 下 ，浸 种 催 芽 ，适 时 浅 播 ，而 获 壮 苗 。可 以

按 照 作 物 对 营 养 的 要 求 进 行 等 距 、埯 种 、密 植 而 获 高 产 。应 把 坐 水 种 当 作 旱 区 的 一 种 节 水 型

灌 溉 技 术 ，一 种 关 键 的 增 产 措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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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水种是在半湿润易旱瘠薄区的自然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增产技术措 施 。 作 者 根 据

自然降水在土壤中的水分变化规律、传统耕作技术存在的问题和坐水种技术应有的地

位 # 方面进行了阐述和剖析。

! 自然降水在旱区土壤中的水分变化规律

吉林省西部是一个半湿润易旱瘠薄区，境内风沙、干旱、盐碱和瘠薄，年平均降水量

为 ’#% ,,，且分布不均，$%-集中在 $、. 月份。春季“十春九旱”，雨量仅占 .-，且多零

星小雨，大于 "% ,, 的降雨几率不 到 "%-，风 多 风 大 ，蒸 发 高 达 " .%% ,, 以 上 ，大 于 降

雨 "/0/% 倍，是个严重的春旱地区。通过 . 年对自然降水在土壤中的季节性和垂直变化

规 律 的 研 究 ，将 全 年 水 分 变 化 分 为 ’ 个 时 期 ，即 ：夏 季 蓄 墒 期 、秋 季 稳 墒 期 、冬 季 结 冻 增

墒期和春季失墒返浆期。垂直分布分为表层、耕层和贮水层。根据研究结果，归纳整理出

一份水分变化规律检索表。由表 " 可以看出，春季虽然有个返浆期，但随着气温变化，土

壤水分是个失墒过程。

吉林省西部春旱区气候较寒冷，全年平均温度只有 ’*12。 一 年 之 内 有 ) 个 多 月 处

于 冰 冻 季 节 ，由 于 冬 季 气 温 下 降 ，在 温 差 梯 度 和 水 气 压 差 的 作 用 下 ，深 层 水 分 可 提 升 至

" , 土层内，形成较大的土壤水库。而到春季气温上升，在逐渐化冻过程中，过多的水分

为土层所不能容纳，又不得下渗时，形成了返浆水，进一步提升到耕层和土表。土壤返浆

水则成了西部春播保苗所依靠的水分。但春季 %0"% 3, 表层是个水分不稳定层，可以降

至凋萎湿度附近。一般 年 土 壤 表 层 水 分 在 返 浆 高 潮 时 ， 只 有 "#-0"’-!田 间 持 水 量 的

11-0$)-&，最高年也可达到田间持水量水平，但保持时间很短。因此对春播保苗以至增

产威胁很大，是西部农业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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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耕作技术存在的问题

传统耕作技术主要是依靠土壤返浆水来耕种，从而形成一套相适应的顶浆早播、深

种、厚覆土以及底、口、追肥相结合的浅耕、浅施技术体系。但土壤返浆水受多种因素制

约，不够稳定，影响其利用效果。据 ! 年研究测定资料，返浆高潮时，除降雨外，"# $% 表

土达到田间持水量水平的仅有 " 年，其余年均在田间持水量的 &#’以下，处于干湿交界

处，水分不足是其问题之一。

根据水分动态和返浆研究得知，春季返 浆 水 主 要 来 源 于 冬 季 冻 结 在 (# $% 以 上 土

层的水分，除特殊年份外，一般化冻 )#*+# $% 以上时开始返浆，直到化 冻 (# $% 左 右 达

返浆高峰。这个返浆阶段，多数在 , 月 "# 日到 , 月 )# 日左右。, 月下旬由地面蒸发失墒

与返浆补给平衡，逐渐转向蒸发大于补给，表土持水量减少，并出现干土层。至 ( 月初，

土壤全层水分大量减少进入煞浆。以返浆水为基础的传统耕作播期必然要抢在 , 月中

旬 ，但 中 旬 气 温 低 ，夜 间 常 伴 有 霜 冻 ，平 均 温 度 仅 为 &-左 右 ，"# $% 地 温 仅 为 (-左 右 。

而作物整齐萌芽温度多在 "#-以上，如玉米为 "#*")-，出苗为 "(-。早播温度低，种子

吸湿缓慢，所以早播并不能早出苗。, 月下旬到 ( 月初，气温可达 "#-以上，适宜 播 种 ，

但返浆期已过，地表已逐渐出现干土层，传统搅、挤播法的种子则处在夹干土中，湿度又

不足，需要等待干土被阴湿、闷透，才能吸湿萌发。因而，种子对温度和水分的要求在播

种期得不到统一，造成种子宿土期过长，往往需要 +# . 左 右 ，严 重 干 旱 年 超 过 ,# .。 这

样会造成种子受不良气候变化和病虫害的影响，而降低发芽率及保苗率，或造成大量晚

苗、弱苗，限制产量的提高，是其问题之二。

传 统 耕 法 搅 、挤 倒 垄 种 ，种 子 播 种 在 原 垄 沟 ，成 新 垄 后 ，覆 土 厚 达 !*"# $%，其 优 点

是有利于保墒和利用返浆水，但不利于提高种子层的温度和利用可能降落的小雨。如在

, 月份，"# $% 地温一般比 ( $% 平均低 "/"-，( 月份低 "/,-。小于 "# %% 的降雨，不可

能渗透 "# %% 覆土。此外，覆土厚还增加幼苗出土的阻力，出苗瘦弱，甚至出不来苗，降

低 出 苗 率 ；覆 土 厚 薄 不 一 ，种 子 分 布 不 均 ，导 致 出 苗 早 晚 不 齐 ，出 现 大 量 早 晚 苗 、高 低 株

和大小穗，影响产量和质量，是其问题之三。

由此可看出，传统耕法是以返浆水播种为基础的春旱束缚下的产物，存在上述各种

问题，不利于作物生长发育，必须进行改革。

表 ! 淡黑钙土水分变化规律检索

水层及变化期 时间、深度 水分变化 各期、层水分状况

季

节

性

变

化

夏季蓄墒期 0 月下旬*1 月上旬 土壤水分的补给期 降雨补给，形成重力水下渗 " % 以下土层

秋季稳墒期 1 月中旬*"# 月 稳 定 状 态 的 水 分 水

平期

丰水年保持在田间持水量以上，旱年只有田间

持水量的 &0’
冬季冻结增墒期 "" 月* 翌年 ) 月 水分高峰期 温差梯度作用，大量增墒，超过田间持水量。蓄

水量达 )(# * +,# %%
春季失墒返浆期 + 月* 0 月中旬 水 分 冻 融 交 替 失 墒

期

# * "# $% 降至 凋 萎 湿 度 附 近 ，" % 土 层 降 至 田

间持水量附近。返浆地最高年达田间持水量

垂

直

分

布

变

化

表层 # * "# $% 水分不稳定层 干湿变幅可达干土重的 ""’以上，返浆高潮期

时，含水率可达 ",’，也可到田间持水量水平

耕层 "" * )# $% 水 分 相 对 充 盈 稳 定

层

保持田间持水量 &#’左右，返浆阶段保持田间

持水量的 !#’
贮水层 )" * "## $% 冬 季 土 壤 水 库 的 蓄

水层

)# * (# $% 层达田间持水量的 ",#’ * "1)’，为

返浆水的储备层。(" * "## $% 层水分较稳定。旱

年水分可返于上层，但有时也易受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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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水种在高产耕作技术中的地位

!"# 坐水种可视为埯灌、苗眼灌、或节水型灌溉

春旱区的坐水种是春季在返浆规律的基础上，在苗眼补充一部分水分，就可以使种

子层的含水达田间持水量的 !"#以上。例如 $!!" 年 % 月 &’ 日的搅种，( 月 ( 日测定，含

水 $")*#+$&)(#，为田间持水量的 (’#+*’#，处于干湿交界处。而同期坐水种的含水为

&&#，直至出苗，还保持 $’#，为田间持水量的 !"#。此外，坐水种需水量是地面灌水的

$ , $"。坐水种还不需占用好地修渠，由此可节约水、电、资金和提高土地的利用率，特别

适应家庭承包制。从播前、苗期灌角度看，苗眼灌优于地面灌，应将坐水种视为节水型的

灌溉技术。目前坐水播种机已投入生产，正在向水利化与机械化相结合的道路上迈进，

前景是十分广阔的。

!"$ 坐水种可深耕、深施肥

采用常规“三犁穿”打垄技术，实行坐水种带动了深耕深施肥。垄沟趟一犁，比搅、挤

种 加 深 耕 层 $" -.，松 动 土 层 达 &"+&( -.，肥 料 也 可 以 施 到 &" -. 左 右 的 湿 土 层 ，由 此

而获得综合效果。据调查，深耕、深 施 肥 的 根 量 显 著 增 加 ，秋 季 测 定 /" -./ 的 干 根 量 比

搅种的增加 %*)’#。由于将农肥与化肥深施到湿土层，肥效发挥及 时 ，玉 米 生 长 旺 盛 期

时，叶片的叶绿素含量在 $"" 0 鲜叶中增加 $*"+/&/)* .0。化肥制成颗粒配方肥深施，

肥效长不仅不追肥也不脱肥，而且在伏旱秋吊的年份，玉米黄脚现象大大减少。肥料利

用率也有明显提高。

!"! 坐水种可以浸种催芽、适时浅播

这是对传统耕法的早播、深播、厚覆土的重大改革。浸种催芽是为了减少种子的宿

土过程，加速种子萌发出苗，为壮苗打下基础。适时浅播是为种子在适温下播种，获得整

齐萌发的条件。种子在浅层内可以充分利用回升的气温，增加积温提早出苗。这为采用

中晚熟种，创造高产提供了条件。

!"% 坐水种可以等距、埯种、密植

在 西 部 旱 区 ，由 于 传 统 耕 作 技 术 的 限 制 ，玉 米 的 种 植 密 度 始 终 提 不 上 来 ，$!!& 年 在

通榆县调查，玉米公顷只有 / 万株左右，距高产的最佳密度相差 $+$)( 万 株 。 由 于 不 能

等距种植，植株生长的营养面积不等，出苗、生长、成熟均不整齐，因此难于高产。而坐水

种不受耕作方法的限制，可以按照作物对营养的要求，有计划地等距、埯种、密植。人工

刨埯种或机械等距离均可获得等距生长的植株，达到高产的目的。

由 此 可 知 ，为 了 提 高 旱 区 农 业 生 产 的 技 术 水 平 ，实 现 稳 产 高 产 和 农 业 可 持 续 发 展 ，

应该把坐水种当作旱区的一种节水型灌溉技术。创造条件，坚持提倡坐水种，真正地使

其成为旱区的关键增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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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代 号 ：9U+9:;，全 国 各 地 邮 局 8所 ?均 可 订 阅 ，漏 订 者 可 直 接 向 编 辑 部 补 订 。

地 址 ：吉 林 省 公 主 岭 市 西 兴 华 街 X 号 ，邮 编 ：9:X9<<
《玉 米 科 学 》刊 登 广 告 ，广 告 经 营 许 可 证 ：四 广 字 <W<9<V 号 。

有 意 者 请 电 话 联 系 ：<V:V+XUY:9:; Z+H2%6：NHRP[B\22A7B3H

正版农业新技术图书和 789 光盘

今日起零利润销售::
《 农 民 致 富 之 友 》杂 志 社 独 家 拥 有 经 销 权 的 农 业 新 技 术 图 书 8全 套 :;9 种 ?和 农 业 实 用 新 技 术 ]=^ 光 盘 8全 套

99< 种 ?，涵 盖 了 国 内 种 植 业 、养 殖 业 和 加 工 业 等 方 面 的 最 新 实 用 新 技 术 ，是 新 世 纪 从 事 种 植 业 生 产 、养 殖 业 致 富 、

加 工 业 赚 钱 的 经 营 大 户 和 一 切 渴 望 拥 有 一 技 之 长 ， 致 富 奔 小 康 的 农 民 朋 友 必 备 的 工 具 书 ， 也 是 农 业 技 术 推 广 部

门 、乡 镇 政 府 、村 委 会 和 农 村 经 纪 人 指 导 农 民 从 事 科 学 种 植 养 殖 和 加 工 业 的 最 新 实 用 工 具 书 。

好 书 每 本 仅 售 <7X 元 ；正 版 光 盘 仅 售 W 元 _ 盘 。

具 体 图 书 和 光 盘 目 录 请 向《农 民 致 富 之 友 》杂 志 社 索 取 。

9、来 信 索 取 请 寄 ：地 址 ：哈 尔 滨 市 南 岗 区 宣 信 街 9W 号《农 民 致 富 之 友 》杂 志 社 收 邮 编 ：9W<<<Y
U、电 话 索 取 请 致 ：<VW9+YUX9:V9V YUX<TW:V YUX<<YUV YUX:V;VV YUX9: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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