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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改旱后不同耕作措施和施肥水平

大豆产量及经济效益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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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 改 旱 后 不 同 的 耕 作 方 式 和 不 同 的 施 肥 水 平 对 大 豆 生 长 发 育 有 明 显 的 影 响# 研 究 表 明!水 改 旱

后 采 用 深 翻 加 轻 耙 的 耕 作 措 施 及 施 磷 酸 二 铵 ’%("%% )* + ,-$!能 增 加 叶 面 积 系 数 !提 高 根 瘤 的 数 目 !获 得 较

高 的 大 豆 产 量#

关 键 词"水 改 旱$大 豆$耕 作 措 施$施 肥 水 平$产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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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种植业结构调整及春季水田用水短缺等因素的影响!吉林省近几年改旱的现象比较普遍!水

田改成旱田后!由于耕作制度的改变导致后作一系列耕作方式及栽培管理措施的变化!第 " 年水改旱

后如何正确进行土壤耕作及确定适宜的施肥水平报道很少# 通过本试验!探索了水改旱后种植大豆!
采用何种耕作措施与适宜的施肥量能取得较高产量及最佳的经济效益#

! 材料与方法

!+! 供试地点与材料

试验地点设在北华大学农业技术学院水改旱实验田!土壤为沙性土壤!前作为水稻#
大豆品种为黑农 #3#

!+( 试验方法

本试验采用裂区试验设计!分别设有主区和副区!主区为耕作措施!设 # 个水平!分别为 2"4深翻

加轻耙%2$4重耙%2#4轻耙$ 副区为磷酸二铵的施用量 5"4"#% )* + ,-$%5$4"%% )* + ,-$%5#4’% )* + ,-$%
564不施# # 次重复!共计 #0 个小区!每个小区实收 "%% -$#

" 结果分析

(+! 不同处理对植株性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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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处理措施对植株性状发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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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 中可以看出!!随着施肥量的增加植株高度有增大的趋势"但不同耕作措施对植株高度的

影响不明显# "随着施肥量的增加叶面积系数也随之增大" 但不同的耕作措施" 叶面积系数差别较

小##对根瘤来说"肥量的增大反而降低了根瘤的个数"从耕作措施来看"深翻由于土壤 疏 松"根 瘤 数

量增多"而轻耙则土壤紧实"通透性较差"导致根瘤数目下降#$从不稔率来看"施肥量 过 大 会 导 致 不

稔率的上升"但如果肥量过小时"同样也会使空瘪粒增加$
!"! 不同处理对产量因素的影响

!"!"# 不同施肥水平对产量因素的影响

水改旱后"不同施肥量对产量的影响较为明显"主要表现在大豆的产量构成因素上$ 在相同密度

条件下"不同施肥量对大豆产量因素的影响见表 "$

从 表 " 中 可 以 看 出"对 于 不 同 的 施 肥 水 平 来 说"#"%#$ 的 产 量 构 成 因 素 相 对 来 说 较 高"而 施 肥 过

多或不施肥时" 大豆的产量构成因素明显偏低$ 对于四粒荚来说也有同样的趋势$ 从表 " 中可以看

出"施用磷酸二铵 %&’!&& () * +," 较好$
!"!"! 不同耕作措施对产量因素的影响

不同耕作措施对大豆产量因素有一定影响$在相同密度条件下"不同耕作措施对大豆产量因素的

影响见表 $$

从表 $ 中可以得出"深翻对大豆的生长发育有极大的影 响"增 加 了 大 豆 的 单 株 荚 数%单 株 粒 数 和

百粒重"而重耙和轻耙两种措施对大豆的产量构成因素影响不大$
!"# 不同处理与产量关系的分析

对 $- 个小区进行了实收"并对小区产量进行裂区统计分析.表 /0$

由 表 / 可 见"区 组 间 差 异 不 显 著"1 因 素 和 # 因 素 存 在 互 作 关 系"但 互 作 差 异 不 显 著"证 明 不 同

耕作措施对肥料的利用有所差别"差别不明显$
在 1 因素内水平间存在着差异"而且差异显著$ 对于 # 因素来说"水平间差异极显著$ 1 因素不

同水平间多重比较见表 2"# 因素不同水平多重比较见表 -$
从 表 2 中 可 以 看 出"1! 与 1"%1$ 之 间 差 异 极 显 著$证 明 深 翻 耕 作 措 施 对 水 改 旱 后 大$下 转 第 %& 页 ’

表 $ 产量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34 55 65 4 7&8&2 7&8&!

主区部分 区组 " "8-9 !8$2 !8-! -89/ !:8&&
1 " !"89/ -8"2 %8//; -89/ !:8&&
7< / $8$% &8:/

总变异 : !:822
副区部分 # $ /&8$- !$8/2 !$8!9;; $8!-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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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施肥水平对大豆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处理 单株荚数.个@ 四粒荚数.个@ 单株粒数.个@ 百粒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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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耕作措施对大豆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处理 单株荚数.个@ 四粒荚数.个@ 单株粒数.个@ 百粒重.)@

1! //>: $>: 9:>: !9>:
1" $%>2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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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接 第 "# 页 $豆 产 量 有 明 显 的 影 响! 而 重 耙"轻 耙 与 深 翻 加 轻 耙 的 产 量 相 比 有 所 降 低#但 这 两 种 耕 作

措 施 之 间 的 产 量 差 异 不 明 显!
从表 ! 中可以看出# 不同施肥水平间有极显著的差异! 其中 "#""$ 和 "%""& 之间差异极显著#"’

与 "( 无显著差异!

% 结论与讨论

水改旱后的耕地#第 % 年底肥不施磷酸二铵#作物的产量会明显降低#但施用量不宜过多#否则会

造成大豆营养生长过旺#产量降低#经济效益下降!
从耕作措施看#由于水改旱后不深翻#土壤易板结#而且通透性较差#第 % 年种植大豆会引起大豆

根瘤数量下降#从而导致大豆的产量降低!
从经济效益看#磷酸二铵施用量在 %() *+ , -.# 时#成本上升#产量降低#经济效益较低$不施磷酸

二铵时#成本下降#但产量也明显偏低! 所以#磷酸二铵施用量在 /)01)) *+ , -.2#成本不高#而且产量

较好#能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
通过本次试验得出#水改旱后深翻结合轻耙#能破除土壤板结#打破原有水田犁底层#提高土壤的

通 透 性#有 利 于 作 物 根 系 的 生 长 发 育#能 明 显 提 高 豆 类 作 物 根 瘤 的 数 量#作 物 生 长 发 育 良 好#单 位 面

积产 量 较 高$在 此 基 础 上#第 1 年 按 种 植 大 豆 施 用 底 肥 磷 酸 二 铵 /)01)) *+ , -.’ 的 标 准#增 产 效 果 明

显#并能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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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因素多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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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F G-HI IGJKLM &) HFKHNHKJAOI PQ +RAIIOAFK RSK CAGGOS7TUVW8 AFK HGI H.XRPNSK -LBRHK BL UH.PJY
IHFS7UZ8 [SRS C-PISF AI GSIG XPXJOAGHPF5 \-S .JICJOARHGL SNAOJAGHPF GRAHGI HF G-S RS+JOAGHPF PQ OHFSAR NAOJAGHPF
AFK IOAJ+-GSRHF+ .SAGL GRAHGI [SRS JISK GP SNAOJAGS G-SHR BSSQ XSRQPR.AFCS GRAHGIM AFK G-S BPKL .SAIJRS.SFG
GRAHGI AFK BPKL [SH+-G [SRS JISK GP SNAOJAGS G-SHR +RP[G- AFK KSNSOPX.SFG5 \-S RSOAGHPF PQ 21 GRAHGI HF A XPXY
JOAGHPF PQ &) CAGGOS AFK = .HCRPIAGSOOHGS .AR*SRI [AI AFAOL]SK JIHF+ ^_^^5 \-S RSIJOGI I-P[SK G-AGM QPR .HY
CRPIAGSOOHGS OPCH E‘aT@>>M AOOSOS W 7’)( BX8 -AK A XPIHGHNS CPRRSOAGHPF [HG- BPKL -SH+-GM -SH+-G AG -HX CRPII
7bbW8 AFK -SH+-G AG CAXHGJOJ. BPKL .SAIJRS.SFG GRAHGI5 cPR "Z2%%(M AOOSOS W7%&2 BX8 -AK A XPIHGHNS CPRRSY
OAGHPF [HG- +A. +HRG-M FSG .SAG [SH+-G AFK FSG .SAG RAGS5 cPR d\b22>M AOOSOS @7%2( BX8 -AK A XPIHGHNS CPRRSY
OAGHPF [HG- [AHIG CPRFSR [HKG-5 cPR E‘aT@&!M AOOSOS W72%% BX8 -AK A FS+AGHNS CPRRSOAGHPF [HG- G-S QHNS .JIY
CJOARHGL SNAOJAGHPF AFK QPJR IOAJ+-GSR .SAGL GRAHGI5 cPR "Z%=2&M AOOSOS @ 7%/% BX8 -AK A XPIHGHNS CPRRSOAGHPF
[HG- -SH+-G AG -HX CRPII7bbW8 AFK OPHF G-HC*FSIIM AFK AOOSOS W7%/: BX8 -AK A XPIHGHNS CPRRSOAGHPF [HG- C-SIG
KSXG-5 cPR \TU@&&M AOOSOS d722% BX8 -AK A XPIHGHNS CPRRSOAGHPF [HG- [HG-SRIM OPHF G-HC*FSIIM BJGGPC*I I-AXSM
BPKL [SH+-GM CARCAII [SH+-G AFK FSG .SAG [SH+-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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