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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西部半干旱地区防旱抗旱综合技术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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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针 对 黑 龙 江 西 部 半 干 旱 地 区 的 旱 灾 频 繁 , 防 旱 、抗 旱 应 采 取 综 合 技 术 措 施 。施 行 蓄 、保 、调 、抗 、用 、

适 的 水 分 利 用 率 的 技 术 体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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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龙 江 省 半 干 旱 地 区 包 括 西 南 部 的 龙 江 、甘

南 、富 裕 、泰 来 、太 康 、齐 齐 哈 尔 、林 甸 、安 达 、大

庆、兰西、肇东、肇州、肇源、明水等县(市)。该地区

是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 , 冬、春半年受强大的蒙

古 高 压 控 制 , 气 候 干 冷 , 80%的 年 份 降 水 量 不 足

500 mm, 全 年 70%的 降 水 集 中 在 7～8 月 份 ,是 黑

龙江省的少雨区。黑龙江省西部半干旱区属春旱、

伏旱和春旱连旱类型 , 旱害发生面积大 , 对粮食产

量影响严重。

1 旱灾严重影响粮食生产

2003 年 , 齐 齐 哈 尔 地 区 受 灾 面 积 150 多 万

hm2, 占耕地面积的 91%。旱害发生面积大。2001

年 龙 江 县 发 生 了 历 史 记 载 以 来 最 严 重 的 旱 情 ,

23×104 hm2 耕 地 中 ,除 2.3×104 hm2 水 田 和 1.7×

104 hm2 喷 灌 的 耕 地 丰 收 外 , 几 乎 全 部 绝 产 。 受 灾

最 严 重 的 兴 隆 川 乡 1.05×104 hm2 耕 地 绝 产 面 积

达 98%, 人畜饮水遇到空前的困难。另外 , 西部旱

区径流控制能力差 , 地下水源开采难度加大 , 干旱

缺水制约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 防旱、抗旱综合技术措施

针 对 旱 灾 频 繁 、 旱 灾 大 对 农 业 影 响 巨 大 , 防

旱、抗旱应采取综合技术措施。

2.1 改善生态环境,防御风沙干旱

植树种草是改善旱地农业生态环境的根本措

施。草地既是一个保护性生态系统 , 又是一个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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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生态系统。它具有生物覆盖、生物穿透、生物

固氮、生物富集和生物转化等多方面生态功能 , 草

业开发建设已成为旱地农业基本建设的重要内容

之一。

改善旱地生态环境 , 关键是植树造林。森林不

仅能提供木材和林副产品 , 而且 , 对旱地农业的重

要 作 用 是 调 节 气 候 , 涵 养 水 源 , 防 风 固 沙 , 固 沙 保

持水土 , 是解决风蚀、水蚀的重要生物措施。拜泉

县为旱地农业创造了一个较好的生态环境 , 连续

不 断 地 开 展 植 树 造 林 , 1995 年 全 县 有 林 木 面 积

7.3 万 hm2, 覆 被 率 达 20.2%。 全 县 共 治 理 小 流 域

122 条 , 完 成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面 积 0.93 万 hm2, 种 植

生物防冲 带 41.6 万 m, 现 已 形 成 一 个 带 、网 、片 相

结 合 的 防 护 林 系 , 在 防 御 风 沙 干 旱 、涵 养 水 源 、调

节气候等方面发挥了明显作用 , 为旱地农业发展

创造了有利条件。全县已初步探索出高产、高效的

林 (果 )、粮 、草 、畜 (渔 )立 体 开 发 模 式 , 被 评 为 全 国

生态县。

2.2 培肥地力 , 肥土保水

黑龙江省西部半干旱区 , 造成干旱的主要原

因 : 一是自然降水少 , 分布不均 ; 二是土壤瘠薄 , 养

分 含 量 小 、土 壤 持 水 能 力 差 、土 壤 水 热 动 态 不 稳 ,

造成天旱地就旱 , 大雨土壤不能接纳雨水 , 而产生

地面径流 , 自然降水利用率低。

通过以肥改土、绿肥改土、无机换有机等多途

径 培 肥 地 力 , 改 善 土 壤 理 化 性 质 , 提 高 有 机 含 量 ,

使土壤孔隙度增加 , 容重降低 , 通透性增强。这种

土壤能大量地贮存水分和养分 , 并具有保水性高

的特点 , 遇旱时表现天旱地不旱 , 为作物生长创造

良好环境 , 增强作物抗旱、耐旱能力。

吉林农业科学 2008,33(2): 60- 62 Journal of Jilin Agricultural Sciences
DOI:10.16423/j.cnki.1003-8701.2008.02.003



通过肥料定位试验表明 , 增施有机肥、根茬还

田培肥土壤 , 主要表现在增加有机质含量 , 降低容

重 , 增加土壤持水量 , 增加养分含量。具有抗旱保

水功能的作用。作物根系发达 , 能有效利用土壤深

层水 , 提高自然降水利用率。

2.3 选用耐旱作物 , 增强抗旱能力

不同的作物有不同的耐旱能力 , 根据作物外

部 形 态 、生 理 、生 态 特 征 , 对 水 分 的 需 求 与 自 然 的

适应程度 , 可划分为 3 种类型 :

①耐 旱 生 态 型 : 蒸 腾 系 数 小 的 作 物 , 如 粟 、黍

稷 、高 粱 、玉 米 、大 麦 、黑 麦 、花 生 、籽 粒 苋 、蓖 麻 和

向日葵等 , 一般比较耐旱。这类作物一般根系发

达 , 叶 片 及 气 孔 较 小 或 表 皮 有 蜡 质 , 吸 水 性 强 , 抗

萎 蔫 能 力 强 , 耗 水 系 数 低 。 高 粱 的 蒸 腾 系 数 为

320、玉 米 的 蒸 腾 系 数 为 370、谷 子 的 蒸 腾 系 数 为

250。

②非抗旱生态型 : 蒸腾系数大的作物如薏苡、

燕 麦 、荞 麦 、大 豆 、蚕 豆 、豌 豆 、油 菜 和 黄 麻 等 , 生

育期耗水量大 , 抗旱和耐旱性差。

③中间类型 : 小麦、马铃薯、甘薯、甘蔗、甜菜、

芝麻和棉花等则属于干湿中间类型作物。

根据西部半干旱区降水少 , 土地瘠薄 , 应合理

增加抗旱作物比例。2005年泰来县旱作农业的作

物 结 构 比 例 , 玉 米 面 积 为 6 万 hm2, 占 47.3% ; 高 粱

0.6万hm2, 占5.2% ; 谷 糜0.33万hm2, 占2.6% ; 水 稻

2.7万hm2, 占21.1% ; 大 豆0.6万hm2, 占5.2% ; 绿 豆

0.53万hm2, 占4.2%, 杂豆0.33万hm2, 占2.6%, 其 他

作 物 (花 生 、甜 菜 、烤 烟 、蓖 麻 、向 日 葵 等 )1.47 万

hm2, 占 11.6%。上述作物结构是发挥自然优势 , 适

应抗旱 , 实现高产稳产的重要措施。

2.4 抗旱栽培技术

2.4.1 适时早播

在适宜播期内早播 , 根系发达 , 建立强大根土

系统 , 吸收土壤深层水。据播种期试验结果表明 ,

玉 米 7.0℃ 、高 粱 8.0℃ 、谷 子 和 大 豆 6.0℃ , 为 播

种的始期。

2.4.2 地膜覆盖栽培

①地膜覆盖保墒节水 : 地膜与土壤之间水分

循环 , 构成一个闭路水分循环系统 , 减少地面蒸

发 , 具有保墒节水作用。据玉米覆膜栽培测定 0～

20 cm 土 壤 持 水 量 为 24.3%, 而 直 播 的 持 水 量 仅

有 17.6%, 含水量增加 38.0%。

②地 膜 覆 盖 , 根 系 发 达 , 调 运 土 壤 深 层 水 : 地

膜覆盖由于改善土壤水、肥、气、热条件 , 促使作物

根系生长快 , 发生数量多 , 吸附面积大 , 活力强 , 可

吸收土壤深 层 水 。 据 测 定 , 玉 米 植 株 含 水 量 , 7 叶

期为 116.2 g/ 株 , 而直播株含水量仅为 18.8 g, 二

者相差 97.4 g。

③地膜覆盖增加土壤蓄水能力 : 0～20 cm, 覆

膜田耕层蓄水量比对照增加 28.1%, 30～50 cm 增

加 31.2%, 0～100 cm 增加 16.1%。

2.4.3 选用抗旱品种

耐旱品种的特点是耗水系数低 , 水分利用率

高 , 因此同样在水分供应偏少的情况下 , 不增加生

产投资 , 可获得较稳较高的产量 , 在半干旱区选用

耐旱品种是干旱农业稳产高产的关键措施。

通过玉米、谷子品种等抗旱筛选试验的结果 ,

在西部半干旱区第一积温带玉米主栽培品种为吉

单 261、龙 单 26、兴 垦 3, 搭 配 四 密 21、四 密 25、丰

禾 10; 第 二 积 温 带 嫩 单 10、 嫩 单 11, 搭 配 吉 单

505; 第 三 积 温 带 哲 单 37、四 早 11, 搭 配 嫩 单 8、嫩

313。谷子第一积温带为龙谷 25、龙谷 28、 嫩 选

16, 二、三积温带嫩选 14 号效果好。

2.4.4 适雨种植

黑龙江西部半干旱区 , 进入 6 月上旬 , 通常有

场透雨 , 这时抓紧时机播种早熟绿豆、葵花等耐旱

耐瘠作物 , 进行适雨种植以躲避春旱 , 是在风沙瘠

薄土壤 , 抗旱防旱有效技术措施。

2.4.5 应用抗旱种衣剂

黑龙江西部半干旱区 , 素有十年九旱之称 , 抗

旱保全苗成为本地区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嫩江

农科所试验得出 , 应用多功能抗旱种衣剂 , 可提前

3 d 出苗 , 出苗率提高 8.1%, 产量提高 11.7%。

2.4.6 采用大垄种植

2006 年 嫩 江 农 科 所 进 行 的 玉 米 大 垄 (130 cm

大 垄 , 垄 上 两 行 玉 米 )试 验 表 明 , 大 垄 处 理 各 期 田

间 土 壤 持 水 量 高 于 对 照 , 拔 节 期 土 壤 持 水 量 0～

10 cm、11～20 cm、21～30 cm、31～40 cm 分 别 为

12.9%、15.5%、17.1%和 18.0%, 比 常 规 种 植 土 壤

持水量高 4.3%、2.6%、3.4%和 2.3%。两品种(兴垦

3、四单 19)分别增产 3.2%和 10.3%。

2.5 建立蓄水保墒节水的耕作制度

蓄水保墒的耕作制度必须建立在有效地接纳

雨水 , 贮在耕层内 , 供给作物不同生长发育阶段需

要 , 同时减少地面蒸发和径流 , 提高自然降水利用

率。

2.5.1 及早进行伏、秋翻地

伏、秋翻地使夏秋的雨水大部分的储存在土

壤中 , 供来年春季出苗生长所需 , 解决农作物需水

和供给、解决农作物需水时期与降水时期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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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可持续发展已成为 21 世纪人类的共识 , 开发

可再生能源取代日趋枯竭的不可再生能源是各国

关注的焦点。生物质能被喻为可利用的绿色煤炭 ,

将成为未来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 无论对能源战

略还是对环境保护都具有重要意义。吉林省即是

矿质能源缺乏的省份 , 又拥有大量的生物能源 , 因

此发展好生物能源无论对生态省的建设 , 还是对

吉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和发展 , 都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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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即春墒秋保、 伏秋雨春用、春旱秋抗。

2.5.2 适时深松打破犁底层

虚 实 并 存 , 较 少 径 流 , 有 效 接 纳 雨 水 , 提 高 贮

水能力,建立土壤水库。

2.5.3 整平耙细减少水分蒸发

最 好 是 伏 秋 整 地 , 整 平 耙 细 , 达 到 播 种 状 态 。

早春冻融交替时期 , 进行拖、耢、压 , 减少蒸发。半

干 旱 区 建 立 以 少 耕 为 主 的 翻 、耙 、松 的 耕 作 制 度 ,

达 到 虚 实 并 存 、蓄 水 保 墒 、抗 御 风 蚀 、节 省 能 源 的

降低成本耕作体系。

2.5.4 节水补充灌溉

喷灌比传统灌溉节水 50%。行走式机引节水

补充灌比传统灌溉节水 80%, 控制性分根交替隔

沟灌溉比传统灌溉节水 25% ～35% 。2006 年嫩江

农科所进行的玉米大垄根际节水灌 , 节水 60%, 增

产 3.2%～10.3%。

3 结 论

黑龙江省西部风沙半干旱区 , 采用蓄、保、调、

抗、用、适 , 提高水分利用率技术体系。蓄是指蓄住

天 上 水 , 采 用 伏 秋 翻 耙 、中 耕 、深 松 等 措 施 蓄 住 天

上 水 , 做 到 伏 、秋 雨 春 用 , 春 旱 秋 抗 , 春 墒 秋 保 , 增

加土壤蓄水量 , 发挥土壤水库作用。保是指保住土

中 墒 , 采 取 及 早 整 地 、地 膜 覆 盖 、大 垄 种 植 等 措 施

保住土中墒。调是指以肥调水、保水剂调水。抗是

指扩大抗旱作物面积、选用抗旱品种达到生物抗

旱节水。用是指用好地下水 , 节水灌溉 , 用好现有

水资源(即地面的江、河、湖、泡等)进行坐水种。适

是指适时播种、适雨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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