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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河北省鹿泉市南铜冶对试区实施了工程、虚艺等综台节水技术，冬小麦垒生育期浇 

2攻水，使小麦产量选 7500kg／hm ，水分利用赦率达 18kg／hm -mm。若种植节水品种、实施秸 

秆覆盖节水措施，冬小麦水分利用赦率可达 24．3kg／hm ·mm，为太行 山前平愿实施节水农业 

提供了科学依据。 

关键词 太行山前平原 冬小麦 综合节水 潜力分析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water—saving techniques∞ winter wheat in Talhang Piedmont．Chen 

Suyingt Wang Shaoren(Shi~azhuang Institute oI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CAS，Shiji— 

azhuang 050021)tEAR，1998，6(2)：61～ 63． 

Abstract By carrying out comprehensive water—saving techniques such as engineering and 

agrlcu[tural measures in Nantongye experimental region in Luquan City of Hebei Province and  

irrigating twice during wheat growth period．7500kg／hm yield and 18kg／hm ·mm water use 

efficiency(WUE)are achieved．W ith watel-一saving wheat varieties and  straw cover． E of 

wheat reachs 24．3kg／hm ·mm． 

Key words Taihang Piedmont，winter wheat，Comprehensive water-saving，Potential analysis 

华北地区是我国缺水最严重地区之一，人均水资源不及全国人均水平的 1／6，农业用 

水占总用水量的 8o 以上，其中麦田灌溉用水占农业用水量的 5o 以上，因而实施冬小 

麦综合高产节水措施势在必行。1996年本研究采用工程、农艺等综合节水措施，进一步试 

验探索了太行山前平原冬小麦综合节水潜力途径，中心示范区实施综合节水技术取得了 

显著效益。 

1 试区概况与试验方法 

试验示区设在河北省鹿泉市南铜冶村农场，种植和机械化水平较高 ，试地面积 

74．1hm ，其中喷灌面积 53．3hm ，畦灌面积 2o．8hm ，试验冬小麦品种为冀麦 38。土壤为 

轻壤质潮褐土，有机质含量 1．56 ，速效磷 22．3mg／kg，速效钾 108．3mg／kg，碱解氨88．9 

mg／kg。1996年降雨量 1119．3ram，为常年降雨量的 2．2倍 ，小麦播前 2m土层贮水量达 

632．3~644．9mm，约比常年多贮水 107～120ram，为减少灌溉用水提供了有利条件。 

以喷灌区为综合节水技术最佳模式，以畦灌区为工程节水对照，并在喷灌区设立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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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艺节水对照 采取大田与小区相结合监测麦田水分 ，即分别在喷灌井和畦灌井安装水表 

计总灌溉量，在喷灌田内选 10个喷头、畦灌田选 5畦计小区灌溉量，在小区内定期测定 

0~200cm土壤含水量，实测试区小麦生育期降雨量，用大面积实测和小区测产相结合计 

算冬小麦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 

2 试验结果 

2．1 工程节水效应 

中心示范区喷灌、管道灌溉、土垄沟灌溉方式水分利用效率研究结果(见表 1)表明， 

喷灌水分利用效率最高，土垄沟灌溉最低；喷灌比管道灌溉、土垄沟灌溉分别节水 19．5 

和 39．4 ，管道灌溉比土垄沟灌溉节水 24．9 ，与其他试验结果一致 。 

衰 1 工程节木效应 

Tab．1 Water-saving effect of different irrigation ways 

2．2 农艺节水效应 

由于 1996年秋季降水量大，土壤底墒充足，冬前(11月 23日)on60cm土壤含水量 

均大于 田间持水量的 70 以上，可满足冬小麦越冬和返 青需要，冬灌与不冬灌 田 

(1．8hm )对比结果表明，两者冬小麦产量无明显差异，但冬灌至浇春 1水前(3月 24日) 

冬灌田比不冬灌田多耗水 84．85mm，即冬灌水的 77．5 被耗损。不冬灌田小麦全生育期 

水分利用效率比冬灌田高 1 3．8 (见表 2)。 

衰 2 冬灌麦田节木效果 

Tab．2 Water—saving effect of wheatland without wirier rigation 

畦灌田春 3水前(抽穗期)0~60cm土壤含水量为田问持水量的 66．5 ，喷灌田土壤 

含水量达 76．4 0A，均高于小麦此期水分下限，且底墒充足促进小麦根系下移利用深层水 

分，所以示范区内小麦仅浇2次水，不浇 3次水。由表 3可知，浇 1次水小麦能充分利用土 

壤水，但其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最低；浇 3次水小麦生长后期出现倒状，千粒重比浇 1次 

水、浇 2次水平均下降 1g，产量比浇 2次水低 5．7 ，水分利用效率较低；浇 2次水小麦产 

量和水分利用效率最高，为最佳节水高产组合 1996年在秋季土壤储水量大，冬小麦生育 

期气象条件较好的情况下，66．7hm 试验麦田小麦平均产量达 6750kg／hm。，水分利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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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达 18kg／hm ·mm；中心乐范区 6．7hm 麦田仅浇 2次水小麦平均产量达 7500kg／hm ， 

水分利用效率达 19．35kg／hm mm。 

衰 3 浇水旋数对冬小麦产量殛水分年啊用效率的影响 

Tab．3 Effects of irrigation frequency on wheat y~eld and water use efficiency 

趺数麓时朋at[on降 t ~tti口(m m肚罄耗水量 Tot术量alw ater (k产g[i"FI~at10L'$ c~sumptton ，h 量 水分利用效事 lrrag Ha‘mal】 uT L tlOn 0 ‘ ，n nl )(kg／h ·m呲 
~equency stage of soil wa比r consumption Yie d WUE 

1 遘 胃 6 l05．0 1． 412．0 6 9． 16．2 

2 返青一拔节 3．6 l40．0 7． 404．4 7 1． l9．3 
3 返 青一拄节．抽穗 3．6 205．2 3 ． 429．6 7。5。． 

3 综合节水措施潜力分析 

目前较大面积推广的 4185、3235、5108和高优 503 4个小麦高产品种，其产量及水分 

利用效率表明，均浇 1次水时小麦产量水平相同，为 5544．0~5719．5kg／hm。，但水分利用 

效率差异较大，4185水分利用效率为17．1kg／hm mm，3235为 15．9kg／hm ·mm，高优 

503和冀麦37为 15．3kg／hm mm，因此，示范区内选用节水高产新品种 4185节水潜力 

较大。 

研究还证明，秸秆覆盖能减少麦田棵间蒸发，提高水分利用效率。秸秆覆盖节水相当 

于小麦生育期 1次灌水量约 60ram口 

综上所述，太行山前平原高产区在已有综合节水技术基础上，若种植节水品种和实施 

秸秆覆盖节水措施 ，冬小麦水分利用效率可达 24．3kg／hm。·1Tim，对缓解华北地区水资源 

紧张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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