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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碱地覆膜栽培玉米的效果

樊润威 崔志祥 张三粉 部翻身 靳树中

(内蒙古农业科学院 呼和浩特 01 00 3 1)

黄进亚 张志能 孙秀英

(内滚古巴盟农业月 )

关健词 盐孩地
:
硬膜栽培

内蒙古河套平原属中温带高原气候
,

年降水量 10 0一2 80 m m
,

平均蒸发量 2 5 l2 m m

(1 95 4一 19 8 5 年 )
,

无霜期 1 30 天
,

为干早半荒漠地带
.

河套灌区现有的中低产 田约占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二
.

研究表明
,

盐碱低产田采用地膜覆

盖栽培玉米可以获得高产
,

效益既高
,

又便于大面积推广实施
.

1 方法

在 中轻度盐碱地上 (0 一 1 c5 m 土壤质地为轻壤土
,

p H l o
.

3
,

全盐含量 6
.

4沙 g一 , ,

。一3 0c m

全盐为 4
.

l g k g “ , ,

田间持水量 2 6 3 g k g 一 , ,

土壤坚实度 1 3
.

o s k gc m
一 3 )

,

先翻压有机物料 (绿

肥
、

厩肥
,

每亩 2 0 00 一 2 4 00 k g )
,

再整好地
,

先划好 10 c0 m 宽
,

在其一侧 40 cm 处开两条细

沟施人种肥 (每亩磷酸二馁 18一 ZOk g + 尿素 2
.

sk g )后盖土
,

而后用 7 c0 m 宽的地膜两边开沟覆

盖
.

在覆盖的薄膜上穴播两行玉米
.

在较重盐碱地上 (0 一 1 c5 m 土壤质地为重壤土
,

pH 9
.

3
,

全盐 含 量 8
.

go k g
一 , ,

o一 3 c0 m 全 盐 为 7
.

l g k g 一 ` ,

田 间 持水 量 3l l g k g
一 , ,

土 壤坚实 度

18
.

2 8 k g c m
一 3
)

,

在翻压有机物料后
,

再表施磷石膏 (每亩 1 000 k g )及少量化肥
,

使之与土壤耙

匀
,

若土壤质地粘重
,

还须掺人沙土 (每亩 .2 3 万 kg )
,

最后覆盖塑料薄膜
、

穴播玉米
.

2 结果

.2 1 粗膜栽培与玉米产最
19 9 2 年我们在盐碱低产 田上借助覆盖塑料薄膜的方法试种了玉米 (中单 2 号 )

,

取得了较

好效果
,

平均亩产 7 60
.

8k g 籽实
.

随后
,

我们又分别在农户高二等的重盐碱低产 田 ( 86

亩 ) 及农户李文宽的盐碱低产 田 ( 17 亩 ) 上覆膜栽培玉米
,

分别获得 7 6 4 .7 k g 和 670
.

3k g 的

籽实 (表 1)
.

而未覆盖塑料薄膜的玉米地平均亩产仅 154
.

6k g 籽实
.

表 1 盐碱地 , 膜玉米的经济性状

农户
株高

(cm )

茎粗

( c m )

鹅长

(e m )

稚直径

(c m )

秃尖

(C m )

称行数

(行 )

行较数

(粒 )

租较重

k( g )

百较重

毯 )

籽实盆

(k g /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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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汤,..孟nUU

:
0
,孟

ù
七̀J

.白
44高二

李文宽

2 0 2 2
.

0

2 2 1 1
.

7

2 3
.

4

2 5
.

0

4 1

4 勺

0
.

1 80

0
.

1吕0

3 7
.

0

O4 刀

7

竺
7

6 70
.

4

我们认为
,

在盐碱低产田上采用深耕和组合施肥并覆盖薄膜种植玉米
,

是当地改良盐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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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产 田的有效措施
.

盐碱低产田覆盖薄膜种植玉米之所以能够高产
,

原因在于覆膜能减轻盐分的危害
,

改善

土壤生态环境和培肥地力
.

如在 。一 cs m 土壤含水量膜内为 2 2 8 g k g 一 , ,

膜外为 10 7 g k g
一 , ,

土

壤含盐量膜内为 4
.

3k g 一 , ,

膜外为 11
.

g2 k g 一 , ,

在 5一 1 5cm 土壤含水量膜内为 2 2g9 k g一 , ,

膜外为

19 9g k g
一 ’ ,

土壤含盐量膜内为 2
.

s g k g 一 ` ,

膜外为 6
.

2 g k g 一 `
.

.2 2 覆膜栽培与膜内土壤的水盐运行特点

众所周知
,

裸露的地面易使土壤下层水分及可溶性盐类沿土壤毛细管上升至地表
,

随着

水分的蒸发
,

盐分则积聚在地表
.

而用塑料薄膜覆盖的地面
,

蒸发的水分又在膜内凝聚成水

珠
,

并部分地返回到地表
,

盐分难以在地表积聚 (图 1)
.

此外
,

由于膜内外土壤水分有一个

水势梯度
,

膜内的水分有向膜外移动的趋势
,

同时也带动了膜内盐分向外迁移
.

表明盐碱土

覆膜后其水盐运行方向既有向上的又有侧向的双向运行特点
,

这对减缓盐分对作物的危害是

有益的
.

0
1口.土,l

一三二曰一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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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壤含水金 、 g k g “ ` } 上壤含盐见 ( g k g ’ 朴

图中 1
、

2 和 3
、

4 分别为 1 9 9 3 年 5 月 30 日和 19 9 5 年 6 月 13 日侧定的膜外
、

膜内的土坡含水t ; 5
、

6 和 7
、

8分

别为 1 9 9 3 年 5 月 30 日和 1 9 9 5 年 6 月 13 日测定的膜外
、

膜内的土坡含盐t

图 1 盐碱地祖膜后膜内外土壤的水
、

盐含且 (1 , 93
,

1 , , 5 年 )

.2 3 覆膜栽培与膜内土壤的生态环境

盐碱地经塑料薄膜覆盖后
,

膜内外土壤生态环境有如下 的特点
:
膜内土壤的含水量高于

膜外土壤 (5 0一 1 30 沙 g一 , ) ; 膜 内土壤的含盐量低于膜外土壤 (3
.

1一 8
.

7沙 g一 `
;) 膜内土壤温度高

于膜外土壤 5
.

7℃ ; 膜内碱解氮
、

速效磷伊 )比膜外分别高 1
.

89一 2
.

2m g k g
一 ,
和 5

.

7m gk g一 ,
左

右
.

由于上述特点
,

膜内土壤中各种生态因子处于协调状态
,

有利于作物的生长
.

表 2 盐 碱 地 , 膜 促 进 玉 米 生 育

项 目
株高

(e m )

茎粗

(c m )

叶片数

(个 )

鲜重

佃

干重

恤 )

取根深度 c( m )和干根重 (助

O一 5 5一 1 5 1--5 3 0

1 0 2
.

8

六认
2 7 5 0

.

吕4

5 8
.

2 6 1 7
.

吕0

1 8 0
.

9 7 4
.

0 0
.

0 9 0 3 2 0

2 1
.

9 5 7 8
.

0 5 0

注
:
取根的体积

:
长 3倪 m x

宽 3倪
n l x 深 卜又 5一 15

, 一 3叱田 )
.

另据调查
,

膜内的玉米生长较健壮
,

而未覆盖薄膜的土壤中生长 的玉米则十分弱小 ; 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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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玉米的根系在 1 5一 30c m 土层中有 1 7
.

8 %
,

而未覆盖薄膜土壤的相应土层中则无根系的存

在 (表 2)
.

可见
,

膜内的玉米根系伸展较深
,

吸收营养面积较大
,

从而增强 了玉米的耐盐

性
,

因而生产发育较好
,

获得了高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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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也因熟化程度不同而异
.

从表 4 可见
,

土壤熟化度较高的
,

其 H A / F A 比值与胡敏酸的

E ;
值均较 自然土壤有较明显的提高

,

而熟化度较低的土壤
,

则未见有明显的变化
.

表 4 红壤麟红坟性红坡 )早耕后腐殖质性质的变化

土 壤 采样地点
有机质

g( / k g )
H

.

人 / F
一

A
胡敏酸

E -

荒 地 (红 坡 )映 ) 8 2 8 0
.

1 3 0
一

朋

果园红坡(红泥土
,

低肥 )

果园红壤 (红泥土
.

中肥 )

福州市闽候县 1 5
.

3 4

22
.

2 4

0
.

1 3

0
.

4 3

0
.

9 7

1
.

15

0Q
JIù

`.且,.压,,ù

…
nUùUO荒 地〔砖红壤性红壤 )

果园红坡 (赤土
,

中肥 )

菜 园 土 (高 肥 )
’

永 春 县

1 6
.

7 2

22
.

7 6

4 3
.

4 5

0
.

9 7

1
.

0 5

1
.

2 9

荒 地(砖红坡性红坡 )

果园红坡 (赤土
.

低肥 )

果园红壤 (赤土
,

中肥 )

畏 泰 县

1 8
.

6 2

1 5
.

17

22 .0 7

0
.

1 3

0
.

1 1

0
.

6 7

0
.

6 7

0
.

6 7

1
.

29

.

发育在砖红性红坡上的菜园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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