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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盆地春小麦中产变丰产

栽培技术模式
水

程大志 郁 海 陈集贤 葛菊梅
(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一、研究的意义和依据

春小麦是柴达木盆地的主要粮食作物 ,播 种面积占粮食作物面积的 77.6%,总产量占

粮食总产的 85.4%,总 产和单产均居各种粮食作物首位。但是 ,由 于耕作粗放、栽培技术

落后等原因,柴达木得天独厚的农业自然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目 前大部分麦田处在中

产水平。据 1982年资料,柴达木小麦的平均单产仅为 213.9公斤,中产麦田约 20万亩 ,

占小麦总面积的 64.5%。 但试验和实践一致表明,采取先进的栽培技术体系,春小麦可稳

定实现大面积亩产 400公斤以上的丰产,最高亩产可达 900-1013.05公斤 (程大志等 ,

1983),分 别为目前平均产量的 2倍或 4倍左右。这说明柴达木盆地春小麦生产还存在着

巨大的增产潜力,研究这一地区春小麦亩产 200-300公斤的中产田升级 为亩产 300-

400公斤的丰产田的栽培技术模式,对于促进小麦栽培的规范化、现代化和粮食大幅度增

产有重要意义。

作者于 1982-1985年问,在柴达木盆地试验基点,同有关生产单位协作 ,进行了春小

麦中产变丰产的品种利用、施肥技术、合理密植、灌溉技术及农田杂草防除等多项技术措

施的研究,以 及小麦生态区划、生长发育规律、需水需肥特点等基础研究 ,加之当地丰产经

验总结和参考冬小麦丰产研究成果(郭绍铮等,1980;吴建明,1986),积 累了丰富的资料

和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 ,依此提出柴达木盆地春小麦中产变丰产栽培技术模式如下。

二、春小麦中产变丰产栽培技术模式

春小麦中产变丰产的栽培技术模式是:正确划分小麦生态类型区;掌握小麦生育特

点;制定适宜的产量指标;找出限制因素;确定 7项技术经济指标。

(一 )小麦生态区划

在青海省春小麦中产变丰产的研究中,将青海高原灌溉麦区划分为 3个生态类型区 ,

扌此项研究由青海省财经委协调,青 海省农林科学院主持 ;参 加单位还有青海香日德镇、赛什克农场、香日德农

场、德令哈农场、诺木洪农场 ;冀银发参加了部分试验工作。

本文 1986年 5月 26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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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黄河流域小麦生态类型区 ,湟水流域小麦生态类型区 ,柴达木盆地小麦生态类型区。但

柴达木盆地幅员辽阔 ,地形复杂 ,气候多变 ,仅 靠一个模式指导生产是行不通的 ,故依据其

自然、栽培条件和品种特性的不同 ,又将柴达木盆地麦区划分为 2个生态亚区 ,即 :

1.南部及东南部温凉、中熟品种亚区(以下简称南部亚区):主要包括香 日德、巴隆、宗

家、诺木洪、大格勒、格尔本等地区 ,海拔 2700-29oo米左右;年均温 3.7-4.5℃ ,7、 8月

份平均气温 15.1-17.6℃ ,4-8月 份 )0℃ 积温 1836-2065℃ ;早霜冻 9月 上、中旬小

麦进入腊熟期后降临;年降水量 32-173毫 米 ,灌溉水源较充足 ,水 热条件相对较好 ,适于

种植耐肥、丰产、中熟品种。

2.北部及东北部冷凉、耐寒抗旱品种亚区(以下简称北部亚区):主要包括希里沟、赛
什克、宗务隆、德令哈、怀头他拉等地区 ,海拔 2800-3000米 ,年均温 2,7℃ 左右 ,7、 8月

份平均气温 14.9-17.2℃ ,4-8月 份)0℃ 积温 1780-190o℃ ;早霜冻于 9月 上旬降临 ;

年降水量 104-147毫米 ,灌溉水源不足 ,水热条件较差 ,适于种植早熟或前期发育较慢 ,

后期灌浆速度快的抗旱耐寒品种。

柴达木盆地的其余地区 ,因地处海拔 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 ,年均温低于 2.5℃ ,4-
8月 份>0℃ 的积温低于 1700℃ ,7、 8月 份平均气温低于 1⒋ 9℃ ,且作物生长期短 ,早霜
冻常在 8月 中、下旬小麦灌浆期降临 ,小麦产量低而不稳 ,且品质差 ,故不宜列人小麦种
植区 ,以 种青稞、小油菜等早熟、耐寒作物为主 ,为 了自给的需要 ,可适当种一些特早熟品
种。

(二 )柴达木春小麦生育特点

1.生育进程特点:柴达木春小麦的生育进程可简括为
“
三长一短

”
,即播种一出苗时

间长 ,为 30天左右;分蘖一拔节短,仅 15-20天 ;拔节一开花期长,达 32-38天 ;开花一

成熟期最长 ,达 48-56天 ,全生育期为 157-168天 ,为全国生育期最长的春小麦之一。
2.分蘖成穗特点:在基本苗适宜 (35万 /亩 )的丰产田,分蘖时间短 (5月 上、中旬始

蘖,6月上旬停止分蘖,约 23-31天 );一个高峰(在 6月 上旬,拔节期);分蘖消亡时间长 ,

拔节后 10天至孕穗期分蘖大量消亡,直到终花期乃至子粒形成期分蘖才稳定至成穗数 ,

分蘖消亡延续 41-50天 。

分蘖成穗的特点是 :有效分蘖期短,多蘖型品种阿勃,有效分蘖期在 5月 8-11日 ,分
蘖成穗率平均为 12-20%,其中 1级一位蘖成穗率为 35%,1级二位蘖及其以后的高位
分蘖基本无成穗。分蘖力中等的大、中穗型品种:高原 338、 高原 506和小穗型品种墨波、
墨他等,有效分蘖期在 5月 11-17日 和 5月 11-20日 ,约 6天或 9天 ,其成穗率分别为
17.3-26.9%和 31.2-50%;1级 一位蘖成穗率 40.0%(高原 338)和 4⒈ 7%(墨他);二位
蘖为 30.4%和 47.1%,1级 三位蘖及其以后的高位分蘖很少成穗或无成穗。

3,幼穗发育特点:柴达木春小麦幼穗发育开始早、时间长、前期快、后期慢。一般 4

月下旬出苗,5月 上旬(主茎 2.1-2.4叶 龄)幼穗已开始伸长,5月 中旬(分蘖期)进人单棱
期和二棱期,5月 下旬(分蘖中后期)进人护颖、小花分化期,6月上旬 (拔节期)进人雌雄
蕊分花期,6月 中旬(拔节中、后期)为药隔期,6月 下旬 (孕穗期)进人四分子期。整个穗
分化过程历时 48-56天 ,其中前期(伸长期一护颖分化前)为 11-15天 ,后期 (护颖分化
一四分子期)为 33-41天 ,其发育特点 ,有利于小穗粒数的形成 ,但不利于小穗数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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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子粒灌浆特点:灌浆期气温偏低且是由高而低变化 (灌浆始期为 16.5℃ ,末期为

12.3℃ ),故使其灌浆时间延缓,千粒干重日增长 1克的持续时间长,故干粒重较大。

子粒形成期在 7月 中、下旬,一般历时 15天 ,大粒型品种最长达 22天 ,干粒干重平均

日增长量,中 粒型为 0,4-0.5克 ,大粒型为 0.4-0.7克 ,其增重分别为 5-8克和 6-15

克,分别占总干重的 11-17%和 9-24%;7月 下旬一8月 下旬为灌浆期,干粒干重日增

量 ,中 粒型为 11-1.2克 ,大粒型为 1.5-1.6克 ,其增重分别为 29-37克和 42-47克 ,分

别占总干重的 69-79%和 68-78%;8月 下旬一9月 上旬为成熟期,约 10-12天 ,干粒

干重平均日增长 0.2-0.8克 ,其增重 2-8克 ,占总干重的 4-17%;自 开花受精至子粒成

熟一般为 55天左右,大 粒型品种最长达 62天之久;千粒干重积累总量,中粒型为 40-43

克左右 ,大粒型达 60克 以上。

(三)产△指标

在亩产 200-300公斤的基础上 ,每 亩增产 100公斤,亩 产达到 300-400公 斤的丰产

田水平。南部亚区达到上限值 ,北部亚区达到下限值。

(四 )限制因素

柴达木春小麦之所以大面积单产停留在 200-300公 斤的中产水平 ,主要是受限于劳

力不足 ,缺少成套的先进农业机械,耕作粗放 ,施 肥水平低 ,土地不平,灌溉用水不足 ,草荒

严重 ,品种混杂以及无霜期短 ,积温不足等因素。

(五 )确定七项技术经济招标

1.土地平整指标:柴达木土地辽阔连片,耕地应实现条田化。条田的规格要有利于

抵御风沙、干旱等自然灾害和实现机械化。国营农场的条田每块面积 200亩左右,最大

400-500亩 ,条 田内又划分成若干固定条畦 ,条畦宽应成为播种机播幅的倍数 ,以 7-10

米左右为宜。条田要做到田、林(林带 )、 渠、略配套。田内地平埂直 ,便于机械作业。灌溉

条畦内坡度以 0.229度为宜(坡 差 4/1000),能 排宜灌。在平整土地时还须搞好土壤改良 ,

采取施秸秆肥的方法改 良盐斑地 ,消 除盐碱危害 ,提高土壤肥力 ,为小麦增产奠定基础。

2.品种选择指标:适于柴达木盆地小麦丰产田栽培的 良种 ,应具备的生态生理特点

是:根系发达、抗旱、抗寒、抗倒伏、抗落粒、抗根病 ,结实率高而稳定 ,多花多实或多穗

多实等丰产性好 ,品质较优 ,子粒大小中等 ,容重在每公升 760克 以上的中熟或较早熟品

种。

试验和实践证明 ,南部亚区的肥水条件和耕作栽培水平较高的地区(如 香 日德镇等 ),

应以高原 506、 55-13-14为 主栽品种。 搭配种植高原 338、 墨波 ,其余地区以阿勃为主栽

品种 ,搭 配种植高原 506、 76-231、 69-51-1-6。 北部亚区以阿勃为主裁品种 ,搭配种植高

原 506、 绿叶熟、55-13-14。

3.群体动态指标:亩产 300-400公斤的丰产麦田、种植大、中穗型品种时的群体动

态及产量结构指标为:每亩基本苗 35-40万 ,最高茎数 55-75万 ,成穗 37-40万 ,每

穗结实 25-28粒 以上 ,千粒重 43-45克 以上 (大 粒型应达 60克以上 );小穗型品种墨波

的群体动态指标为:每亩基本苗 45万 ,最高茎数 65-75万 ,成穗 50-55万 ,每穗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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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粒 ,干粒重 43克以上。

丰产小麦的群体鲜重及叶面积动态指标如表 1。 但还需指出,高秆品种 (如 阿勃 )需
达到上限值 ,而 中秆及半矮秆品种应达到中、下限值。

袤 I 舍小女亩产 300-4(N)公 斤的某些生理指标
·
I·able l so】 11c pllysiological i‘ 1(Iices °.f sl)ring 、v11eat 、v itI、  yitld 。( 300-400 kg· per mu.

生 育 期
Growth

phase
指  标

Index

项 目

腊 热
V̌ax|ripe

o.81o-
o.960

叶而积指数
Leaf area index

鲜物质(公斤/亩 )
FreBh welght(kg/mu) 18,0-255o

N
植抹内养分含且

(占 干重%)
C)ontcnt of nutricllt

in plan“
(%of dry wC·ght)

施人。

P20,

K,o

o.35-0.53

1.25-1.5,

4.施肥技术指标:根据肥料试验结果和历年分析资料 ,中 产田土壤的基本生产力(不
施肥时的产量 )为 100-2oo公斤 ;在柴达木丰产栽培条件下 ,每 生产 50公斤小麦子粒 ,需
氮 1.355公 斤 ,五 氧化二磷 0,525公斤 ,氧化钾 2.01公斤;肥料的当季利用率 ,化肥氮和五
氧化二磷分别为 7⒍22%和 3⒌ 08%;有机肥氮和五氧化二磷分别为 18.68%和 8.74%。
参考这些数据并根据当地施肥经验 ,得出柴达木春小麦中产变丰产施肥方案如下 :

方案(1):每亩秋施有机肥 3000公斤 ,春基肥施三料过磷酸钙 12.5公斤 ,追施尿素
1$公斤(头二水前各 7.5公斤),总施肥量折合氮 13.8公 斤 ,五氧化二磷 l1.85公 斤 ,氮 :五

氧化二磷为 1:0.86,这个方案是有机肥与化肥并重 ,适 用于农村。
方案(2):每亩施秸秆肥 200公斤左右(或翻压绿肥 500公 斤),播种前施三料过磷酸

钙 13公斤,追施尿素 17.5公斤 (头水前 10公斤,二水前 7.5公斤)总 施 肥 量 折 合 氮
8.55-1o.6公斤 ,五氧化二磷 6.15-6.7公 斤 ,氮 :五氧化二磷为 1:0.7或 1:0.6这 个方案
以化肥为主 ,适 用于国营农场。

以上两个方案用于北部亚区时 ,均 需将追肥减少 5公斤用于基肥 ,追肥于头水前一次

5.灌溉技术指标:柴达木气候极端干燥 ,农 区年降水量仅 32-174毫 米 ,因而作物需
水几乎全靠灌溉 ,无 灌溉即无农业。灌溉试验资料表明 ,南部亚区丰产小麦的总耗水量为
450-58o立 方米/亩 ,耗水系数为 1300-15oo。 为了提高出苗率和适时早播 ,底墒水于
10月 底或 11月 上旬进行冬灌 ,要 灌足灌匀。小麦生育期间,正常年份下,南部亚区的诺
木洪地区 ,灌水 8-9次 ,每次灌水量 60立方米/亩左右 ,总灌水量 500-55o立 方米 ,其
余地区灌水 7-8次 ,每次灌水量 50-60立方米/亩 ,总灌水量 400-45o立方米。小麦生

·208 ·

溏 浆
rilling

分 蘖
Tillcr△ag

o.4-o.6

75-1oo

3.347-
4.076

0.62-1.15

3.05-4.4

拔 节
shooting

450-65o

2.740-
3.792

0.63-o.96

60-4.7

2-3 3-5 3-4 3-4 2-3

1200-17o

.47-0.5

.30-3.6 .45-3.33 2.10-3.5o 1.58-2.18

】900-27o 150-3oo

I.296-

52~o.58

2250-32● o

o.42-o.67

1.842

孕 穗
Booting

牡 穗
Farirlg

开 花
Flowcrlng

o.925-
1,579

1.856-
2.591

Items

l1.2”_
| 2·

0”

{0· 38-0.6



育期内的土壤含水率,前期保持在田间最大持水量的 60-70%,中期保持在 65-70%,

后期由灌浆期的 65%左右逐渐下降到黄熟期的 55%左右。

北部亚区因气温较低,小麦的耗水量较少,丰产小麦的耗水量为 350立方米/亩左右,

耗水系数 900-1100。 小麦生育期内以灌水 4次为宜,每次灌水量 40-50立 方米/亩。

各类地区小麦生育期内的适宜灌水时期列于表 2。

去 2 不同地区小生适宜的江水时期

△
·
able 2  

·
rhe suitable irrlgation pltasc of spring 、vheat in different area

遍次 Timcs。￡
lrflgatlon

激 期
Irflgatlon

地 区 phase

南部地区
sauthern

香 日德 ,巴 隆
Xungride,

Baloilg

诺木洪
l`Toi)△ hong

大

 
g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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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勒

’
I

格尔
格

乳熟
、(11ky

rlpe

希赛,德令哈 ,

怀头他拉
Xisai,

Delingha,
Huaitoutala

6.农 田杂草及病虫害防除指标:播种前 ,每亩喷施燕麦畏 (或燕麦枯)100-150克 ,

施药后即用圆盘耙耙地 1-2遍 ,将药混入 10厘米土层 ,以防除燕麦草。苗期 ,主茎长出

4.5-5片叶时 ,每亩喷施 2.4D一 丁脂乳油 50克 ,以 防除阔叶杂草;开花期后 ,再拔高草一

遍 ,做到田间基本无杂草。

在黑穗病流行的地区 ,于播种前 1个月 ,采 用有效成分 50%的 多菌灵粉剂拌种 ,拌药

量为种子量的 0,2%。

根腐病是该区小麦的主要病害 ,防治的有效措施是:实行小麦与豆类、小麦与油料或

小麦与绿肥作物轮作 ;其次是增施磷肥 ,连年施用磷肥作基肥 ,提高土壤中磷的含量 ,能 促

进小麦根系发展 ,增强抗病能力 ,防止或显著减轻根腐病的发生。

7.生产成本构成指标: 应用上述措施 ,春小麦单产水 平 由 200-300公 斤 提 高 到

300-400公斤时 ,包括 8项投资的每亩生产成本平均为 7⒈ 74元 ,每公斤小麦的生产成本

为 0.191元。 构成生产成本的主要部分是化肥、人工和机械费 ,分别占总成本的 31.6%、

24.2%和 16%,三 者合计为 7⒈ 8%。 与中低产田比较,丰产田的肥料投人,特别是有机

肥、农药(除草剂 )以 及人工的投人有明显增加 ,而种子、灌溉、机耕等固定投人则有所下

降 ,这有利于克服限制增产的因素。

丰产田虽比中产田亩成本增加 1⒋ 1-101.1%,但亩收人增加 465-243.7%,每 公斤

成本下降了 24· 6-54.5%,因 而亩净增值达 61.99元 ,分别相当于中低产田的 2.18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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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倍 (见表 3)。 由此可见,采用春小麦中产变丰产栽培技术模式,不仅可以大幅度大

面积地提高小麦产量,而且可以显著提高经济效益。

表 3 不同产nt小 女的生产成本构成及其经济效益

I·able 3  ()。 nstitution 。f producti。 n cost a,、 (i eCononllc benefit of spr!,△ g b· heats

with d△fferent yie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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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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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kl

丰产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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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9 2.87 .238 39.4 1.2 3.o 17.2 7.o

375.7
`1.74

o.I9】 31.6 9.2 4.1 9.6 3.5 16.o

小 结

柴达木春小麦中产变丰产的栽培技术模式要点是 :

1.土地加工:在耕地实现条田化的基础上 ,搞好条田内条畦的规划与平整 ,条畦内要

坡向一致 ,坡差在
斋抚

左右 ,能排宜灌。

2.选用良种:南部亚区以阿勃、高原 506、 55-13-14为 主栽品种 ,搭 配种植高原 338、

墨波、76-231等 ;北部亚区以阿勃为主栽品种 ,搭 配种植高原 5o6、 绿叶熟 05-13-14。
3.因地配方施肥:国营农场每亩施秸秆肥 200公 斤或翻压绿肥 500公斤,基施三料

过磷酸钙 13公斤 ,追施尿素 17.5公斤;农户亩基施土杂肥 3000公斤 ,三料过磷酸钙 12.5

公斤 ,追施尿素 15公斤。

4.依霏主茎成穗:高原 338、 墨波播种量为每亩 27.5公斤,分别保由 35或 45万左

右 ,阿勃及其他品种播种量为 22.5-26公 斤 ,保苗 35-40万。
5.适时供水:南部亚区需于 3叶 1心、分蘖、拔节、孕穗、牡穗、子粒形成、灌浆、乳熟

等生育期各灌水 1次 ,共 灌水 7-9次 ;北部亚区需于分蘖、拔节、抽穗、灌浆等生育期各灌
水 1次 ,共灌水 4次。

6.采取综合措施灭草: 播种前亩施燕麦畏 100-15o克进行土壤处理,以防除燕麦

草;苗期小麦 4.5-5片时亩喷施 2.4D一 丁脂乳油 50克 ,以防除阔叶草;开花后再拔高草
一遍。

7,适时收获脱粒:农户于小麦黄熟期 ,采取分段收获法收割、脱粒;农场则于小麦过
熟期 ,使用联合收割机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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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ODEL OF CULTIVATION TECHNIQUEs FOR SPRING
WHEAT YIELD FROM IMIDDLE TO HIGH

IN QAIDAM BAsIN

Cllcng Dazhi  Yll I-Iai  Cllci1.Jixian  C· c Jumci

(No/`′·
'ef`Pld`‘

·c1`2″ f′ ′
``″

‘ ″
` B1●

′9‘ v, 'rcd′′c″ ;`、 ‘
`〃
′C口

)

Thc lnodcl of cultivation tec11nique of spring 、vheat 、vas castablishcd for raisiilg 1hc yicld

according to the biological rcscarch rcsults and tcchnical lncasurcs, 1·
·
hc n1odcl 、vas suitablc to

incrcasing spring whcat yicld froln 200-300 kg/mu to 300-400 kg/mu.in Qaidam Basin.Thc

mainltcchnical mcasurcs of thc modcl arc as fo110ws:

1.  Making thc strip chcck plane and levcling thc irrigation p1。 ts in thc strip clleck.  1·
·
hc

fixcd irrigation plots should l)c about 3()0 rnctrcs long and 7 111etrcs 、Vidc.  irhc n。 n~fixcd ir-

rigation plots about 200 mlctres long and 3.6 1△ 1etrcs widc.  1·
·
hc irrigation plots 、vith a slopc of

o.4% 、vcrc casy to irrigatc and.r1raln.

2.  P1anting good varictics 、vitll cold-resistancc and high yiCld, such as 
“
5,-13-14” , 

“
A.b-

bodanza’
’
, 
“
Platcau 5()6” , 

“
Potalη .’

’
, 
“
Platcau 338’

’
 and so on.

3.  .A~ccording to thc yiclding lcvcl and its nccds of nutricnt, fcrtilizcrs of 207 kg N and

178.5 kg P205 crc applicd pcr ha. with cllc△ 1ical fcrtilizcrs and propcr lnanurc.

4.  I· 1igh yicld could bc |;aincd by stell△ s. 
’
I·hc structurc of th.c population should~ bc: thc

varicty of sn】 all spikc has 675 sced.lings, 750-825 fcrtilc spikcs pcr sqllarc n△ ctre; tllc varicty of

nli(1(llc spikc has 525-600 sccdlings, about 600 fcrtilc spikcs.

5.  11· rigation should bc conductcd in tinle,  
·
I·hc wheat nccds 7-9 tinacs of irrigation

during its growth in thc south of thc basin; but 4 tinlcs in thc north,

6. Complcx mcasurc which invo1vcs llcrbicidcs as lnaior mcans t。 prcvcnt and kill wccds

in the ficlds,

7.  1·Iarvcst should bc collductcd in tilnc, harvcst by hunlan cutting should bc takcn at yel-

lo飞v maturity stagC; if harvcst 1)y llarvcster threshcr,it should~bc tak.cn at ovcrnlattlre sta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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