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米膜下滴灌栽培技术的试验示范及推广应

用结果表明：该技术是解决我省西部半干旱区玉

米生产的有效途径，可实现玉米生产节水、高产、
高效。省政府及各级有关部门对此技术的推广应

用非常重视，省农委将此技术列为 2011 年全省主

推农业技术之一，省政府将此技术写入我省“十二

五”发展规划，按照“十二五”发展规划要求 ,今后

我省西部半干旱区要大力发展玉米膜下滴灌栽培

技术。从 3 年来推广应用的情况看，仍存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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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需要改进和完善，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1 白色污染

1.1 存在的问题

在玉米膜下滴灌栽培技术中要大量使用农

膜,如果残膜回收不彻底或不重视残膜的回收，极

易造成“白色污染”，“白色污染”在全国各地均有

发生。我省要大力推广玉米膜下滴灌栽培技术，必

须把“残膜回收”问题摆在重要位置，做好残膜回

收的研究工作。否则一旦造成污染，不仅对农业造

成影响，治理时所投入的资金、人力也相当大，决

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1.2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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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政府重视。要把防止白色污染纳入到工

作日程，制定出政策、措施，鼓励残膜回收。二是加

大科技投入。残膜回收机等产品在我省是空白，农

民都是采用拖拉机挂上自制的铁耙子回收，回收

率不高，作业次数多。应尽快研制、引进技术，消化

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再创新，生产出适合我省自

然条件和生产条件的残膜回收机，为残膜回收提

供技术支撑。三是使用降解膜、生物膜。降解膜目

前存在成本高、不能完全降解等问题，但毕竟能降

解一些，可尝试使用。四是使用代替膜。我省已生

产出高科技新产品“石头纸”，这种产品具有可降

解、强韧度高、防水防潮、比传统纸便宜（2/3）的特

点，也可尝试应用。五是使用加厚膜。现在所用的

农膜为 0.008 mm 或超薄膜，这个厚度的农膜不易

大块回收。经过我们的试验农膜厚度在 0.01 mm
以上可大块回收，如果采用机械回收必须加大膜

的厚度。

2 滴灌带的使用

2.1 存在的问题

普遍是一次性使用，生产成本高。我省从

2009 年开始示范推广玉米膜下滴灌栽培技术，到

2010 年累计推广面积达 7 000 多 公顷，滴灌带的

使用量达 56 万延长米。在我省玉米膜下滴灌栽培

技术中应用的滴灌带主要有 3 种。一种是边缝式

滴灌带。生产成本低些，售价在 0.2 元 /m，边缝式

滴灌带设计本身就是一次性的，不能回收重复利

用，这种滴灌带存在灌水均匀度不够，抗堵塞性能

差，滴灌带破裂及管件连接处漏水等问题，边缝式

滴灌带目前国外市场已基本被淘汰。这种滴灌带

在我省市场份额较小。第二种是内镶式滴灌带。滴

灌带的灌水均匀度好，抗堵塞性能强，滴灌带不易

破裂及管件连接处严密不易漏水等优点，价格偏

高，售价 0.3 元 /m。每公顷滴灌带费用为 2 400
元，占整个滴灌设备年均成本的 60%。第三种是

内镶式（厚壁）滴灌带。质量好，它是与以色列的其

它滴灌设备组合使用，自动控制，信息化、智能化

程度高，目前在我国属高端灌溉，价格昂贵，当然

滴灌带的价格也高，售价 1.2 元 /m 以上，每公顷

滴灌带费用 9 600 元。我们通过对内镶式滴灌带

试验得出结论：最大压力在 2MPa，最大抗拉力在

7.5㎏，带内泥沙少(达到不堵塞滴头)，95%以上滴

头不堵塞，滴灌带接头良好，不漏水，接头搭接处

不影响供水的均匀度，打成卷，能机械铺带即可重

复利用。现在没有回收再使用的原因是没有滴灌

带回收再利用所配备的机械设备。采用滴灌带重

复利用技术，其经济效益非常可观，以使用 3 年为

例，总费用下降 40%，滴灌带占总费用的 33%，每

公顷滴灌成本可节约 1 600 元。2011 年全省采

用玉米膜下滴灌栽培技术种植面积 3 万 hm2，如

果采用滴灌带重复利用技术下年就可节约生产成

本 480 万元。玉米膜下滴灌栽培技术已经纳入到

我省“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在我省中西部 14 个易

旱县，大力推广玉米膜下滴灌旱作节水工程，新增

面积 66.7 万 hm2。如果采用滴灌带重复利用技

术，到“十二五”末期，每年可节省生产成本 1.07
亿元。节本效果十分显著。
2.2 对策

一是政府加强宣传引导。宣传建立节约型社

会、低碳经济、节本增效的意义，使农民认识到，滴

灌带的回收再利用，不仅对国家、对社会有益，对

自己也有好处。使滴灌带的回收再利用成为农民

的自觉行为。二是加快自主研制、引进消化吸收国

内外先进技术。尽快生产出滴灌带回收机、滴灌带

焊接机，滴灌带收卷盘，满足农业生产需要。三是

要进行技术培训。使农民掌握滴灌带机械回收、整
理焊接、打卷保存。四是研究确定滴灌带能否再利

用等一整套技术标准。

3 膜下播种

3.1 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省推广玉米膜下滴灌栽培技术，其种

植方式主要是膜下播种。这种播种方式要进行 3
次机械作业（播种、喷施除草剂、铺带覆膜）和 2 次

人工作业（引苗、掩苗），其缺点是作业次数多，所

用人工多 （每公顷引苗掩苗需 12 个人工），费用

高。我们早在 2008 年就提出膜上播种方法，经过

3 年的试验研究，成功的研制出多功能玉米精量

播种机（已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实现了膜上播

种。这种播种机可将 3 次机械作业一次完成，不用

引苗和掩苗，大大地节省了劳动力，解决了大规模

推广所需劳动力多的难题。该播种机在乾安、大安

等地 3 年 200 多台样机的播种试验证明：采用膜

上播种机播种与膜下播种相比，提高作业效率一

倍，节省人工 220%；节省生产费用 68%，减少柴

油消耗 62%；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减少了其

它有害气体的排放和 2 次作业给土壤结构造成的

破坏。
3.2 对策

尽快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将专利转让给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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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进行商标注册后，产品进入我省农机补贴

目录中，企业进行生产。按我省“十二五”规划，种

植66.7 万 hm2，总共需 3 万台膜上播种机，如果每

年生产 6000 台，需 5 年时间。至此，企业有效益，

农民购机得到国家补贴，解决了农业生产的急需。

4 生产组织形式

4.1 存在的问题

一家一户的分散生产经营，是目前普遍的农

业生产经营模式。又因为耕地存在质量差异，一家

一户往往既有好地也有差地，形成有多块耕地的

局面。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各家又存在很大差异（如

肥料、肥量、品种、密度、播期、种植形式、管理水

平等）。采用玉米膜下滴灌栽培技术，因滴灌设备

的要求最小是 5 hm2 一个灌溉单元，这样就存在

一家一户分散生产与设施农业（膜下滴灌）有着诸

多不适应性，也就是小生产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

的矛盾的体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目前通行

的农业生产基本制度，尚不具备取替条件，因此只

能是生产组织形式与农业生产基本制度相适应。
现在进行的推广应用是以项目带动的形式组

织生产，各地水利部门组织落实项目，乡镇干部具

体抓，村级领导具体落实。在没有项目的地方，农

民没法自己组织生产。这种方式小面积尚可，大面

积种植乡镇干部工作量过大，也抓不过来。
4.2 对策

为了探讨和解决推广应用的组织形式问题，

2011 年我们在乾安、大安两地进行试验研究，两

地面积 260 hm2，涉及农户 68 户。经过一年的探

索实践，我们总结出 3 种模式。一是种粮大户承包

模式（5 户）。由经济实力和科技意识较强的种粮

大户进行土地承包（最大的种粮大户承包土地 80
hm2，最高的承包费 8 000 元 /hm2），种粮大户自行

生产管理经营。这种模式的好处是：承包者有生产

经营自主权，适宜玉米膜下滴灌技术的全面实施，

承包者从中能有较丰厚的收入。现在西部地区农

田多为林网化，一般一个网格 10～15 hm2，种粮

大户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来承包。土地出租者以高

于普通种植方式的 2 000～3 000 元出租，得到了

较高的租金，同时可外出打工或从事其它劳动去

获得另外收入，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二是联合

组织模式（8 组）。将单个地块（一般 5～7 hm2）所

涉及的农户联合起来，组成联合组，每个联合组选

出组长、副组长，具体组织生产活动，合作组内所

有成员都签订合同，合同中明确权利与义务，并交

一定数额（500～1 000 元）的抵押金。到出工时出

工，到出农机具时出农机具，生产上实行统分结

合，统要做到“八统一”即统一投入（种子、化 肥

等）、统一整地、统一施（追）肥、统一播种、统一铺

设滴灌设施、统一滴灌、统一回收（保管）滴灌设

备、统一费用标准（人工、机械）。其它的如田间管

理、收获等都是由农户分散进行。这种模式的好处

是如果仅从种地来讲，农民能得到更多的收益。三

是合作社组织模式（2 组）。农民以土地入股，将土

地集中到合作社，一切生产活动都由合作社组织

完成，土地入股的农民可在合作社劳动也可以外

出打工，一切生产活动由合作社统一安排，费用打

入成本后，秋天按入股比例分得玉米。这种模式的

好处是可大规模组织生产，一切生产活动由合作

社统一安排，参股农民也有较大的自由度。以上 3
种模式虽然都达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也有些需要

完善的地方，有待于今后总结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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