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 国 有 各 类 盐 碱 地 2 600 多 万 hm2， 其 中

800 万 hm2 是农田，占耕地面积 7%。主要分布在

黄淮海地区、西北、华北和东北三省[1]。吉林省西

部盐碱地草原面积 93 万 hm2，占该地区草原面积

的 70%，其中光板连片碱斑地 23 万 hm2。据统计，

盐碱化土地面积在我国“三北”地区平均每年以

1.5%的速度在扩大，严重地破坏生态环境，给农

牧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严重损失。因此，及时采

取有效措施治理盐碱化土地，对于开发农业土地

资源、改善生态环境、发展草地畜牧业、恢复草地

生态的良性循环和整治国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

义[2-7]。因此我们对吉农朝鲜碱茅旱作改良盐碱地

进行了研究， 旨在为改良盐碱地提供科学依据。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设在吉林省大安市大岗子镇的吉林省

农科院试验基地内，地处东经 123°09′～ 1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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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纬 44°51′～ 45°46′。属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季干

旱多风，夏季多雨炎热，秋季凉爽，冬季漫长寒冷。
年平均气温 4.3℃，≥10℃年积温 2 930℃·d，无霜

期平均 132 d。以偏西风为多，由于风力较大，沙

土和盐碱被风刮起，扩大了草场沙化和盐碱化。地

表有稀疏的植被，主要是碱蓬 (B. corniculata)，无

灌溉条件。土壤盐离子以 HCO3
- 、C1-和 Na+为主，

为氯化物和碳酸盐混合盐渍上，耕层 (0～5 cm)全
盐含量 2. 5%以上，6～15 cm 全盐量 1. 0%以上，

pH 值 10.68。试验地不同年份不同取土日期 0～
30 cm 土层含盐量见表 1。

2 材料与方法

吉 农 朝 鲜 碱 茅 (Puccinellia chinampoensis
Ohwi cv.“Jinong”) 是从野生朝鲜碱茅中采用系统

表 1 不同时期土壤(0～30 cm)含盐量 %

取土日期(月·日)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4·20 1.44 1.46 1.54
6·20 1.25 1.26 0.95
8·20 0.84 0.78 0.66

10·20 0.83 0，91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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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育方法育成[8]，既保持了野生种的耐盐碱、抗寒、
耐旱的特点，可在土壤 pH9.5 以上，表土 (0～5

cm)含盐量(苏打盐土)1.0%以上和年降水 400 mm

的地区正常生长，同时克服了野生碱茅发芽需要

昼夜温差＞10℃的不良特性。
根据吉农朝鲜碱茅的生理特点，结合当地气候

条件，从播种期、播种方式、播种量及覆土深度 4 个

方面研究碱茅播种技术。采用 L16(45)正交试验设计，

确定 4 个因素并各设 4 个水平，采用随机区组排列，

3 次重复。小区面积 6 m2(2 m×3 m)，隔离行 lm。经过

不同年份的重复试验，选择最佳处理组合(表 2)。

3 结果与分析

3.1 盐碱土对碱茅密度的影响

作为评价指标的苗密度、产草量不仅受到来

自气候、地形、肥力的制约，而且不同年份间各有

表 2 L16(45)正交试验因素水平

水平
因素

播种期 播种方式
(A:月·日) (B)

X1 4·20 平条播 15.00 0.5
X2 6·20 垄台条播 30.00 1.0
X3 8·20 垄沟条播 45.00 1.5
X4 10·20 垄帮条播 60.00 0

播量
(C:kg/hm2)

覆土深度
(D:cm)

表 3 碱茅 L16(45)正交试验各因素同水平密度 株 /m2

A B C D
2003 2004 2005 平均 2003 2004 2005 平均 2003 2004 2005 平均 2003 2004 2005 平均

X1 1 250 1 190 1 012 1 151 1 539 1 470 977 1 329 1 053 915 746 925 1 150 1 115 871 1 045
X2 1 430 1 411 909 1 250 711 680 662 684 1 011 945 774 910 730 711 672 704
X3 560 558 537 552 1 042 1 052 800 965 864 802 713 828 1 070 1 076 686 944
X4 573 541 509 541 520 498 528 515 884 894 714 831 863 798 739 800

因素
水平

显著差异。对于盐渍土来说，土壤含盐量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由于不同年份，不同时期的气候条件

不同，加之土壤特性、耕作技术措施等因素，碱茅

出苗密度不同(表 3)。
为了进一步说明 A、B、D 3 因素各水平的差

异显著性，采用新复极差法(LSR 法)对其分别进

行检验，结果见表 4。
表 4 说明，播种方式 B 对苗密度影响效应最

大，其次为播种期 A，再次为覆土深度 D，播量 C
影响效应最小。4 个因素对苗密度影响大小顺序

为：B>A>D>C。由此可见，对碱茅苗密度来说，最

佳播种技术措施为 6 月 20 日播种、平条播、播量

15～60 kg/hm2、覆土深度 0.5 cm，即：A2B1C1D1。以

在雨季前播种，平条播或垄沟条播、播量 15～60
kg/hm2，覆土深度 0.5 cm 为适宜播种技术。

表 4 苗密度(株 /m2)新复极差(LSR)

因素 水平 X 数(株 /m2)
差异显著性
5％ 1％

A A2 1 250 a A SE=43.33(株 /m2)
A1 1 151 a A P=2
A3 552 b B LSR0.05，30=125.22
A4 541 b B LSR0.01，30=168.55

B B1 1 329 a A P=3
B3 905 b B LSR0.05，30=131.72
B2 684 c C LSR0.01，30=175.92
B4 515 d D P=4

D D1 1 045 a A LSR0.05，30=135.19
D3 944 a AB LSR0.01，30=180.25
D4 800 b B
D2 704 b B

表 5 碱茅 L16(45)正交试验各因素同水平平均产量 g/m2

因素
A B C D

水平 2003 2004 2005 平均 2003 2004 2005 平均 2003 2004 2005 平均 2003 2004 2005 平均
X1 270 164 257 204 300 292 251 280 208 197 188 198 216 213 191 207
X2 288 280 249 272 187 178 176 180 199 185 180 188 202 191 200 198
X3 147 133 148 143 217 208 197 207 213 211 209 211 198 201 176 191
X4 137 132 125 131 138 133 154 142 221 215 202 213 214 206 211 211

3.2 对产草量的影响

为进一步说明 A、B、C、D 4 个因素各水平差

异显著性，采用新复极差法(LSR 法)对其分别进

行检验，结果见表 6。
表 6 说明播种期 A 对碱茅干草产量影响最

大，其次为播种方式 B，再次为播量 C，覆土深度

D 对产量影响最小。4 个因素对碱茅干草产量影

响大小顺序为 A>B>C>D。由此可见，对吉农朝鲜

碱茅产量来说，最佳播种技术措施为 6 月 20 日播

种、平条播、播量 60 kg/hm2、不覆土、播后镇压，

即 A2B1C4D4。
表 6 产量(g/m2)新复极差(LSR)检验

因素 水平 X 数(株 /m2)
差异显著性

备注
5％ 1％

A A2 272 a A SE=4.47(g/m2)
A1 264 a A
A3 143 b B P=2
A4 131 b B LSR0.05，30=12.92

B B1 280 a A
B3 207 b B LSR0.01，30=17.39
B2 180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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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结

4.1 播期以 6 月 20 日播种最好，即 A2>A1>A3>
A4，表明雨前播种要好于春季播种，春播好于雨季

播种和临冬播种。这是因为雨前播种能充分利用

温差及土壤中的湿度发芽出苗，提高产量。
4.2 播种方式以平条播为好，即 B1>B3>B2>B4 表

明平条播好于垄沟条播、垄台条播及垄帮条播。因为

平条播可最大地利用地表湿度出苗，提高单产产量。
4.3 播种量在 60 kg/hm2 时出苗最好，即 C4>C3>

C1>C2，产量最高。
4.4 D4>D1>D2>D3，表明覆土深度以 0.5 cm 为最

好，是因为碱茅种子较小，胚芽顶土能力较弱，覆

土过厚，会导致缺苗断条，影响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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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4 142 d D P=3
C C4 213 a A LSR0.05，30=13.59

C3 211 ab AB
C1 198 b AB LSR0.01，30=18.15
C2 188 b B

D D4 211 a A P=4
D1 207 ab AB LSR0.05，30=13.95
D2 198 ab AB
D3 191 b B LSR0.01，30=18.60

续表 6

因素 水平 X 数(株 /m2)
差异显著性

备注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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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69页)尽量选择Bt、病毒制剂等生物农药或毒

性较小的化学农药，不同的施药方法对赤眼蜂的影

响也不一样，施药方法以喷粉、喷雾的影响最大，施

毒土、颗粒剂影响最小。因此，在放蜂田施用农药应

注意以下几点：①调节放蜂与施药时间；②选用残效

短、气味小，对赤眼蜂杀伤力不大的农药品种；③改

变农药的浓度、剂型和使用方法。采用对赤眼蜂影响

较小的施药时期和施药方法。
4.4 害虫基数

应用赤眼蜂防治玉米螟的效果一般可以消灭

80%左右的虫卵，但在害虫大发生时，由于害虫基数

太大，残留虫卵孵化的幼虫仍能造成危害，还必须配

合其他措施进行综合防治，才能有效控制害虫。
利用赤眼蜂防治玉米螟，其防效受客观因素的

影响很多，在评价其防效时，还要把这些客观因素考

虑进去，才能对其防效有一个更加客观公正的评价。
赤眼蜂防治玉米螟是一项比较成熟的生防技术，如

何让这一技术发挥更大作用，需要各个环节(生产、
推广、应用)，各类人员(生产技术人员、农技推广人

员、农民)通力合作、密切配合。一个环节做不到位，

都会影响全局的防效。因此只有将影响赤眼蜂防效

的每一关键环节做好，做细，才能大大提高赤眼蜂防

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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