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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灌后覆膜技术 发展旱作节水高效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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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灌 后 覆 膜 节 水 高 效 农 业 技 术!是 把#行 走 式$节 水 灌 溉 技 术%地 膜 覆 盖 技 术 和 适 用 的 先 进 农 业 技

术 结 合 起 来 的 一 种 高 度 集 约 化 经 营 的 高 产 栽 培 模 式&具 有 保 墒%保 温%保 肥%增 产%增 效%增 收 和 产 品 质 量 好%

成 本 低%市 场 竞 争 力 强 等 功 能!在 农 业 用 水 生 产 效 率%土 地 产 出 率 和 农 民 增 收 等 方 面 都 达 到 了 较 高 水 平 & 把

旱 作 节 水 灌 溉 由 以 抗 旱%保 苗 为 主!提 高 到 节 水 高 产%高 效 的 新 阶 段!发 展 前 景 广 阔&

关 键 词"灌 后 覆 膜’节 水’高 效 农 业’西 部 半 干 旱 地 区

中 图 分 类 号"(#") 文 献 标 识 码"*

吉林省西部是我国粮食主产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 业 增 产 潜 力 较 大 的 商 品 粮%油 料 作 物%经

济作物的生产基地& 范围包括白城市及所属的镇赉%通榆%大安%洮南%洮北 + 个县 ,市%区’!松原市的

长 岭 县%乾 安 县 及 前 郭 县!双 辽 市 的 部 分 乡 !镇 ’& 总 人 口 约 #-- 万!土 地 总 面 积 .-- 万 /0&!耕 地 面 积

".- 万 /0&!分别占全省的 "&1%&-1和 &&1&

! 干旱是制约我省西部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西部松嫩低平原区!是以农田%草原%湿地为主的复合生态系统!属大 陆 性 明 显 的 半 干 旱 气 候 区!
年 降 水 不 足 .-- 00!而 且 分 布 极 不 均 衡!春 季 ,.2+ 月 3降 水 量 只 占 年 降 水 量 的 "-1左 右 !夏 季 ,%2)
月’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4-1左右& 由于地处第二松花江%嫩江及支流洮儿河%霍林河下游!过境水

十分丰富!丰水年过境水资源达 "-- 亿 0#& 但处于境界下游!由于缺少控制性工程!绝大部分过境水

白白流掉& 地下水资源比较丰富!资源量 ..56 亿 0#!可开采量 "% 亿 0#& 全年多风!尤其集中在春季!
年平均风速 #56 0 7 8!年大风9日平均风速!+ 0 7 8’天 数 445" :!年 蒸 发 量 是 年 降 水 量 的 &2# 倍& 年!
"-;积 温 达 & 6--2# ---;(:!无 霜 期 ".-2"+- :& 光 能 资 源 十 分 丰 富!年 日 照 & )--2# --- /!日 照 率

%-1以 上!总 辐 射 量 约 为 +-& ."%2+&# #+- < 7 =0&(>!但 因 水 分 不 足 和 其 他 经 济 技 术 条 件 跟 不 上!光 能

利用率仅为 -5#1?-5.1& 多年来的农业生产实践证明!干旱是制约我省西部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尤

其是春旱发生频率高!对农业危害严重& 根据 .- 多年气象资料统计!春旱发生频率高达 )+1!其中重

旱频率 %-1!严重干旱年份!农作物减产 #-12+-1& 特别是进入 &- 世纪末至 &" 世纪初!干旱呈严重

发生趋势!不仅总的降水量减少!而且第 " 次有效降雨由 + 月中旬延到 % 月中旬!出现春%夏9初夏3连
旱的现象!对农业生产更是雪上加霜& 连年的干旱!使耕地和草原#三化)严重!湿地缺水而萎缩!生态

环境更加脆弱!导致农民收入低下!县域经济不发达!成为吉林省经济发展最落后地区&

" 旱作节水高效农业取得重大突破

西部地区广大科技工作者!经过多年的攻关%试验和示 范!创 造 出 玉 米 灌 后 覆 膜 节 水 高 效 农 业 模

式& 经过地处重旱区的松原市乾安县大面积应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把旱作节水灌溉由以抗旱%保

苗为主!提高到节水高产%高效的新阶段!被公认为是一项耕作制度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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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灌后覆膜节水高效农业模式!就是把"行走式#节水灌溉技术$地膜覆盖技术和玉米适用的先

进技术有机结合起来的一种高度集约化经营的高产栽培模式!当地称玉米"大双覆%& 其主要操作是’
在整地起垄的基础上!由轮式拖拉机带拖车水箱!容积为 "#"$% &’(和作业农具!实行垄上开沟$注 水$
施化肥和覆土几项作业一次完成& 国家农业部把这种灌溉形式称之为"行 走 式%节 水 灌 溉 模 式(其 次

是采用轮式拖拉机带覆膜机进行机械覆膜!然后再由人工覆土压实防风& 具体播种方法有二!一种是

先播种后覆膜!待小苗出土后再破膜引苗(另一种是先覆膜!再破孔等距点播!然后用湿 土 封 住 苗 眼&
玉 米 品 种 选 用 优 质 高 产 的 生 育 期 )’% * 左 右 中 晚 熟 品 种!实 行 大 垄 双 行!垄 台 宽 +$,-)$+ &!株 距 "%
.&!每公顷保苗 % 万-/ 万株!增施优质农家肥和配方施化肥!实行化学 除 草 等 高 产 栽 培 措 施!在 0 月

初适时揭膜!将地膜彻底清除!杜绝对耕地和环境污染&
这种节水高效农业模式应用效果非常明显!到 "++’ 年发展到 1 +++ 多 2&"!并得到了认可& 这种

耕作模式!具有如下优点’
!"# 保墒!保温!保肥

灌后覆膜保墒效果十分明显& 3 月末 % 月初播种!每公顷灌水 )%+-"++ &’ 时!到 / 月中旬无有效

降水!膜内土壤保持湿润!适宜玉米正常生长& 据有关部门测试!覆膜后耕层土壤可增温 %-/4!按 /+
* 计算!有效积温可增加 ’++4)*!为 玉 米 苗 期 生 长 创 造 了 有 利 条 件& 地 膜 覆 盖 还 可 减 少 土 壤 水 分 蒸

发!提高化肥利用率&
!"! 增产!增效!增收

灌后覆膜玉米每公顷产量可达 )" +++-)% +++ 56!每公顷增产 % +++ 56 以上& 每公顷玉米产值可

增加 3 +++-% +++ 元&去掉每公顷增加投入 ) +++ 元左右7包括农膜费和增加机耕作业费等(!每公顷纯

收入增加 ’ +++-3 +++ 元&
!"$ 产品质量好!市场竞争力强

灌后覆膜玉米到 , 月中旬即可达到完熟期! 产品基本达到一等粮标准! 从根本上解决了成熟度

低$水分高和质量差的问题!增强了市场竞争力& 另外!子粒成熟后的玉米秸秆仍保持青绿!玉米秸秆

的产量比未采用本模式种植的玉米增加 %+8左右!为发展畜牧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 对灌后覆膜节水高效农业的评价

乾安县玉米灌后覆膜节水高效农业大面积推广成功! 揭开了我省西部发展旱作节水高效农业的

序幕!是一种耕作制度的创新& 突出表现在’
$%& 优化了农业资源配置

我省西部春季降水少$大风天气多$蒸发量大和土壤墒情差!给春耕生产带来很多不利因素&但是

地下水资源和光照资源却比较丰富! 如何使其资源得到优化配置! 可通过灌后覆膜补充耕层土壤水

分!并把光能转化为热能!创造出一个水$温$肥都比较适宜的良好的生态环境!保证农 作 物 苗 期 正 常

生长& 到 / 月末玉米进入拔节与生殖生长期!与 0-1 月雨热同季!为全年农业生产打下良好的基 础&
据初步概算!按地膜覆盖 /+ * 计算!土壤水分蒸发量可减少 ’++ && 以上& 灌后覆膜使地下水资源和

光能资源得到了充分合理的利用!农业资源得到优化配置&
$%! 为西部农业发展指明方向

灌后覆膜节水高效农业模式!在提高农业用水生产效率$土地产出率和农民增收等方面都达到了

较高水平& 在以雨养农为主!降水量不足 3++ && 的半干旱地区每公顷灌水 "++ &’!创造了降水生产

效率 ’+$+-’0$% 56 玉米 9 &&)2&"!国内 )" 56 粮食 9 &&)2&"!国外 )3$%-)1 56 粮 食 9 &&)2&"(!灌 水 生

产效率 /+-0% 56 玉米 9 &’!国内 )$) 56 粮食 9 &’!国 外 "$’" 56 粮 食 9 &’(!远 远 超 过 国 内 外 平 均 水 平(每

公顷玉米产量 )" +++-)% +++ 56(每公顷收入 0 +++-1 +++ 元!完全达到了节水高效农业的要求& 这种

生产模式已成为我省西部发展旱作节水高效农业的主推模式和发展方向&
$%$ 发展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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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接 第 " 页 #弯穗型之间的一种株型!其穗部子粒增重速度明显高于直立穗型!下部子粒增重又优于弯

穗型!弥补了透光率和同化量不足的缺陷" 因此!半直立穗型品种其产量 也 同 样 存 在 着 很 大 潜 力!作

为超高产育种一种新模式进行探讨"
另外!不同穗型子粒灌浆增重的差别主要在穗下部和弱花势!以及强弱间差异!因此!改善穗部结

构!提高穗部下部及弱花势灌浆速度是进一步提高北方水稻结实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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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充分说明!灌后覆膜能显著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提高农业集约化

经营水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如果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有一半以上的耕地采用

这种耕作模式!年可增产粮食 )( 亿 67" 西部农业将步入一个节水&高产&高效的新时期"

$ 对大力发展旱作节水高效农业的几点意见

!"# 要扩大灌后覆膜节水高效农业的发展空间

灌后覆膜是西部地区发展节水高效农业的主要模式" 要进一步总结经验!深入探索其规律性!要

在推广普及玉米灌后覆膜的同时!把灌后覆膜节水高效农业的实践经验应用于小麦&高粱和花生等其

他作物上!使这种节水高效农业的模式!逐步发展成为西部大田作物的一种保护性耕作制度"
!"$ 要支持和鼓励农民发展灌后覆膜节水高效农业

发展灌后覆膜节水高效农业是粮食主产区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增加农民收入的一项重

大措施" 要把抗旱水源工程建设和发展农业机械化!列入国家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建设规划中!作为支

持中西部地区发展旱作节水高效农业的基础设施项目"发展灌后覆膜节水高效农业!农民购买地膜投

入较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推广和普及" 为调动农民增产粮食的积极性!建议对实行灌后覆膜节

水高效农业的种粮农民!每公顷给予 "**8)** 元的补贴!像良种补贴 那 样!直 补 给 农 民" 把 良 种 和 良

法结合起来!达到高产高效的目标"
!%& 对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实行最严格管理

我省西部地下水资源比较丰富!利用地下水发展旱作节水农业!具有较强的承受能力" 西部地区

的全部耕地都实行这种节水灌溉模式!总的用水量也不超过 0 亿 9+!仅占地下水资源总量的 "*:!占

可开采量的 )(:" 目前西部地下水资源有些地方由于开发利用不合理!局部 地 方 已 经 出 现 过 量 开 采

问题" 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要像管理耕地那 样!对 地 下 水 资 源 开 发 利 用

实行最严格的管理" 水田用水量大!每公顷用水量相当于 (* ;9) 旱作节水灌溉量!建议发展水田应尽

量用地表水<包括过境水4!要严格控制利用地下水资源种植水稻" 发展用水量大的工业项目应布局在

地表水/包括过境水4丰富的地方" 西部地区过境水比较丰富!丰年总量超过 "** 亿 9+!由于工程建设

跟不上!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西部地区湖&泡&沼等湿地面积较大!蓄水量可达 "* 亿 9+!因此!栏蓄

过境水!采取调引的办法为湿地输水!既可改善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又有利于补充地下水"
总之!对水资源要统一规划!科学管理" 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节流为先!最大限度地管好和利用

好 水 资 源!合 理 开 发 水 资 源’开 源 就 是 采 取 以 多 补 少!以 丰 补 歉!联 合 运 用 的 办 法 由 域 外 丰 水 区 调 引

水资源!使其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更大的支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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