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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易旱区少耕法的效果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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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位于我国北部
,

属高纬 度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

气候寒 冷
,

年 平 均 气 温 为

一 2℃一 1
.

0℃
,

活动积温 ( ) 10 ℃) 16 0 0一 2 4 0 0℃
,

无霜期为 80 一 1 25 天
,

作物属一年一

熟制
,

年平均降雨量 45 0一6 50 毫米
,

年 日照时数为 2 4 0 0一2 8 0 0 小时
,

一般春季干燥
,

夏季

湿润
。

不利的气候因素有低温
、

千旱
、

内涝
、

霜冻
、

冰雹和大风等灾害

当地的土壤类型以暗棕壤为主
,

质地粘重
,

透水性差
,

耕性不 良
,

地温低
,

因此适耕期

短 ;本区全年冻结期长 (10 个月左右 )
,

冻层厚 (2一 3 米左右)
,

所以当地土壤性能具有
“

冷
,,

与“
湿

”
和冻融与干湿作用明显的特点

。

这里土壤养分总蓄贮量高
,

但释放速度慢
,

尤其旱

春地温低
,

速效养分的释放更慢
,

只有人伏后高温多雨
,

养分释放才变快
,

作物生长速度匹

速
,

是一年中生长的旺季
。

一
、

试 验 处 理

1 9 7 9一1 9 8 4 年在暗棕壤土壤上进行两种轮作周期下两种耕作方式的对比试验研究
。

处理 l: 为大豆一小麦一小麦一大豆一小麦一小麦的轮作周期下进行搅垅 (沟松 )
,

麦收后耙茬(甩

“J 4
.

0 耙)并用五钟犁起垅
,

间隔半个月再扶垅一遍
,

第二年种大豆在苗前进行垅沟深松
,

深度为 2 7一

”厘米
,
以后连种 2 年小麦进行耙茬 2 次

,

深度均为 8一10 厘米
,

麦收后进行耙茬起垅 (沟松)
,

耙后再

用五铮犁起垅
,

下一年再种大豆在出苗前进行垅沟深松
,

深度仍为 27 一29 厘米
,

再下 2 年两熟小麦再接

连耙茬 2 次的少耕方式与连年翻耕(即每年秋季进行 1 次秋翻
,

深度为 20 一 22 厘米)进行对比试验
。

处理 2: 为小麦一大豆一小麦一小麦一大豆一小麦的轮作周期下进行耙茬
,
平翻深松 (上翻 20 一2 才

厘米
,

下深松 ‘厘米)
,
把茬

,

耙茬
,
搅垅(沟松)

,

再耙茬的少耕方式与连年翻耕进行对比试验
。

韩寿助
、

王桂英
、

陈富李等同志曾分别参加过不同年份的工作
,

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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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研 究 结 果

试验结果表明
:
利用现有农机具

,

在本地气侯特点和土坡条件下
,

少耕法可 以代替违

年翻耕法
,

它具有抗旱保墒和培肥地力
,

低耗高效
,

达到增产增收
,

经济效益好的效果
。

(一 ) 少桥法对土城水分的保摘作用

本地区农业生产上突出的问题是春旱夏涝
。

如何平衡土壤水分
,

协调蓄水和供水矛

盾
,

是耕作方法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

黑河地区的降雨盆
,

季节性分布极不平衡
,

春季

(3一 5 月)降水占全年降水量的 14 外
,

夏季 (6一8 月)最多
,

占 “务
,

秋季 (9一 10 月) 占

17 肠
,

冬季 (11 一2 月) 只占 3 并
。

这样的降水情况对土壤 。一 30 厘米耕作层的含水t 有

重要影响
,

因它直接关系到作物根系的水分吸收状况
,

由于降水分配的不均衡性
,

根系水

分的供应还必须通过土壤底层的贮水来调节才能满足作物根系生长的需要
。

当地春旱严

重
,

每年 4 月末至 6 月初一般少雨
、

风大
、

干燥的时候
,

恰逢小麦穗分化和大 田播种保苗需

要及时供水的关键时节
。

而此时的冻土层还有 20 一82 厘米厚
,

虽能起到一些抗旱保墒的

作用
,

但由于冻土层地温低
、

透水性能差
,

因此它就成为一个不能及时供水的障碍因素
。

所以我们利用搅垅(沟松 )等少耕措施来改善和增加土壤的透水性
,

这样就可起着平衡上

表 1 少轿法的保幼效应
.

作作 物物 调查日期期 不同耕作处理下土壤含水t (肠 ))) 二种耕作法比较较

(((((年
.

月
.

日))))))))))))))))))))))))))))))))) 土坡含水盆(% X 差位〕〕
少少少少 耕 法法 连年翻耕法法法

小小 麦麦 5
。

1333 19
。

666 18
。

999 十 0
。

777

66666
。

1222 19
.

333 18
。

III + 1
。

III

11111 9 7 9 7
.

222 2 9
。

000 2 7
。

999 十 l
。

lll

77777
。

1 111 17
。

000 18
。

lll 一 O
。

333

大大 豆豆 6
.

2000 2 3
。

000 2 2
。

444 十 0
.

666

11111 9 8 0 7
。

1 666 2 4
。

333 23
。

222 十 1
.

111

88888
。

999 17
。

000 1 5
.

666 十 l
。

444

小小 麦麦 5
。

666 2 7
。

111 2 5
。

999 十 1
.

222

55555
。

2 666 2 5
。

888 24
。

444 十 l
。

444

111119 8 1 6
。

333 2 0
。

333 20
.

888 一 O
。

,,

66666
。

1 111 2 1
。

OOO 20
。

444 十 0
。

666

66666
。

2 666 2 6
.

888 2 5
。

333 十 0
。

,,

小小 麦麦 5
。

1333 2 5
.

666 2 3
。

888 + 1
。

666

ttttt 9 8 2 5
。

2 888 2 6
。

555 2 ,
。

555 十 1
。

OOO

66666
。

777
.

15
。

777 15
。

555 + 0
。

222

大大 豆豆 6
.

2 444 2 5
。

000 2 3
.

888 十 l
。

222

111119 8 3 7
.

2 111 2 0
。

000 19
。

444 十 0
.

666

88888
。

1 888 2 5
。

999 2 4
.

666 干 1
.

333

小小 麦麦 5
。

2 222 2 4
。

888

;:::::
十 O

。

999
11111 98 444 2 6

。

今今今 十 1
.

111
55555

。

3 111111111

* 以处理 2 为例
, 土壤含水t 测定深度为 。一30 厘米

。

粉滋

~



2 期 孙百挨 : 高寒易旱区少耕法的效果和效益 2 0 1

份

。

匆阵卿以仍口二|口二卿9祠珍0.61
。

划除卿以叭口二|卜口叹9汉聆6卜自[”划彭阴裂报任

娜娜娜 理岔岔
甘、 心哟 , 叫 O 、 叮、 月、、 r、、

五五五 了巴巴
O , , . 目 O 二 旧 记沪勺 . ~~~ 公、、

里里里里 + + + 十 + +++ +++

暇暇暇暇暇暇暇暇暇暇暇暇暇暇暇暇暇暇暇暇暇暇暇暇暇暇暇暇暇暇暇暇暇暇

翎翎翎 理岔岔
二-一~ ~ ~ ~ - 一-一一一

一---
乙一

一---
坪坪坪 J权 恤恤 卜

皿、 廿 C . . 、 ,
侧侧

份份

泰泰泰
月书、. 声声 .哟 0

1. 叫 r 闷 C 心二二 它、、

色色色色 ! + + 1 1 !!! 乙乙
+++++++++++

肥肥肥岔岔 匕一一一一-

一一
,

一一
毛毛

八八八下!
补补

昭, 峨、 犷、 口、 一 州OOO 口哟哟
〔〔〔飞 、侧护护

⋯ ⋯⋯
r、、

.......矛、 , 川 O 寸 咬门 ~~~ 苗苗
lllllll 、 + 1 1 弓弓 ‘‘

一一一一}
一

}}}}}}

侧侧侧八八 哈 呼 叭 O、 “ 净 、口口 卜
,,

经经经味味

⋯ ⋯⋯
OOO

,,,,户 户J l二 阅r 卜J . . 目目 r闷闷

阵阵阵 ~~~ } 斗 + 十 十 + 十十 l 十十

,,,
某

··lll r、...

圆圆圆圆
阅卜 甘、 , .门 卜」 ,、 , 护护 C ,,

钟钟钟哀哀
户川 O C , . 叫 ‘二 CCC 乙乙

⋯⋯⋯⋯ ⋯⋯
lll‘‘‘‘二 O 心二

O
‘匀 CCCCC

!!!!!!! 】 + 1 1 11111

}}}}}!
‘ .

份
引

{{{{
’’

}}}
翻翻翻 器盆盆盆 111
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

’’’
~ !!!

I N 人 N 卜‘ N 一 {{{{{

器器器录录录录
“““ }}}{

~ N N N N 峭峭峭

竖竖竖霞霞 必 曰 寸 卜J f闷 O‘‘‘

四四四杏杏
侧宁 宁 州、 ,宁 叱卜 助

叫叫叫

侧侧侧办
...

l 。: , 。 二 . NNNNN

缝缝缝家家 !峪 必 二 夕 石 东东东

岸岸岸 ,, (旧 小 . 『 仍 ,,,

护护护. 、、 户J 一
,

O 口口 O口 左、、、

侧侧侧兴兴
, . . . 川 O , , . ‘ , 门 p JJJJJ

ttttt酬酬酬酬

11111
钟福福

户州 一 C匀 . 川 一 ~~~

}}}
布布布 }

二。 }}}}
。 。 , 。 卜 卜

.....

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

矛矛矛患患

⋯ ⋯⋯⋯
卜卜卜卜 。O 哈 尸乃 。0 1, 、、、

护护护护门 r阅 刊, 时忿 卜 J l. 叫叫叫

......., . .

,
. .

目
. .

-
. . .....

...........

夔夔夔夔
且自 O

、
卜刁 勺 0 . 叫叫叫

⋯⋯⋯⋯ ⋯⋯⋯
峭峭峭峭

曰 ,
哈

, 十 、乙 .叼,,,

rrrrrrr日 护闷 户 刁 r闷 户J 砚护护护

....... . . . . . . . . . . . . . . .....

理理理岔岔
r闷 O 、 亡卜 呀门 , 叫 户JJJJJ

时时时忿忿

⋯ ⋯⋯⋯
OOOOOOO、 户 J e口 卜刀 甘 亡卜卜卜

洲洲洲洲, 廿 州 月
. , 十 , 宁宁宁

,,,, 月. . . 门. . . . 口. . . 卜 .....

侧侧侧八八 l
_ - -

t

-

一一一眨眨眨像像像像
峪峪峪留留留留

憾憾憾要要要要
}}} 一画画

口刁 、‘刁 . , 勺 、曰 . . . 口 刀刀

划划
!!! 钟盗盗

口、 C O 、 C , . 叫 卜〕〕

卿卿

——习一立二二

⋯ ⋯⋯
件件‘‘‘。 , 叫 .二 , . . 月 , . 司 , 叫叫 尹月 、、

一一一 ,

一

一一
一一 -

--- 聆聆lllllll 、OOO

、、、、、、、、、、、、、、、、、、、、、、、、、、、、、、
口砂砂

111 劝 产、、 乙, 】r、 刃矛、 C二 C 匀 C ,, 限卜卜

毗毗 兴兴
毋乃 户闷 , 月 公门 心们 r 明明 口OOO

璐璐 国国 } 1 1 1 } }}}
O 、、

一一昔污,,
0 0 C . 亡 ) 已 ,

OOOOO

11111 , ,
_

竺 _ _____

mmm 二二

{; ;); ;;;;;荆荆 协协协协
皿皿 珍珍珍珍

、、 . 尸尸尸尸

PPPPP 兴兴 卿卿 O 、 C , 户叫叫 户 J r 闷 (:::

妮妮妮 国国 睐睐
护门 , r ooo 月、 、O , 川川

裂裂裂
(二二

口口 州 ~ lll 州 叫 +++

卜卜卜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

,,,, 萝萝
l ___ ‘‘

护护护护护J 卜J (二二 、
O 尸

.

、 户门门

⋯⋯⋯⋯⋯⋯
O C 侣、 ~~~

UUUUUUUUU 、 、r 、 己二二 问 一 +++口口口口口. 闷 p 司司司

二二二二

萝萝
}}} } ___

OOOOOOOOO 、 O 、 C ,, 创 , 尸匀 OOO

价价价价价 柑,
OOO

r 、 昭, ~~~
一一一一一一 州 +++

一一一一一}}} {{{

,,,, ,

言言言言
呀呀呀呀卜卜卜卜

一一一目目{——}
’

111111

米米米米 公公公公

国国国国 件件件件
口口口口口

一
+

⋯⋯⋯
一 ‘ +++

砚砚砚砚蓄蓄蓄蓄
_______ 二
一一

、口
,

‘ C ,,
O “J , . ...

一一一一一 州 十十 N 洲 十十

}}}}}}}}}
二 , 二

一一{
。 。 。。

任任任任州州
勺0 1尸、 , 叫叫 N 尸 +++
叫叫叫叫叫 一 十十

⋯
_ _ ___

}}}}}}}}}
_ _

‘

,

一一一

兴兴兴兴 呼万万
卜J 户J C匀匀 一 户 +++

国国国国 } 、、 州 州 十十 }}}

CCCCC ,,, 一一一
瑕瑕瑕瑕瑕 口

‘ 、
O 扣 ...

,
月 , 叫 C 宝宝

锌锌锌锌锌
甘

、
叮、 ‘二二 心勺 O

、 , 叫叫

口口口口口 一 ~ 十十 N 洲 +++

一一一一一( 一一}}}

,,,, 萝萝
哈 甲门 , 川川

O 、 召) , 州州

rrrrrrrrr、 r、 OOO C , 口
、 , 川川

叫叫叫叫叫 一 十十 囚 洲 +++

lllllllllllll

。。。。
茗茗

帕 柑乞 OOO “ , 户J ,
心心

以以以以以 .、 , 闷闷 甲朽 , 叫 卜〕〕

州州州州州 州 +++ N 闪 +++

}}} }
‘ 二二

, 川 .哟 NNN 认
护J 七、、

卫卫口兰兰
r 闷 f勺

OOO
,
习 、口 ‘二二

问问问 一 !!! 间 州 +++

..... ___ t ___

圈圈圈
产, 、、 尹. 、、

众众众 驾驾 娜娜
举举举 招招 职职
漆漆漆

、. 碑碑 、~
产产

簇簇簇 脆 划划 恭 魂 姻姻

色色色 州 喇喇 乞 州 翎翎

.

栩蛆咪脚g布州么月邵

李椒理招川屏侧理味
产

侧钟g舞叹举米娜举令!

.

Z娜

白

、 ‘巴,



土 城 学 报 2 6 卷

壤水分的作用
,

达到既能保墒防春旱又能防夏涝的 目的 [l,
2 ·

,lo

,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是春季水分强烈蒸发的重要时期
,

大量水分沿大孔隙与大气交

换
,

以致使小麦遭早
,

大田未出苗的种子易芽干
,

已经出苗的大田幼苗易出现暂时凋萎现

象(当地土壤凋萎含水量为 11
.

05 外)
。

由表 1 可见少耕法与连翻相比
,

前者土壤含水量普

遍要高
,

而且都在凋萎含水量临界位以上
。

例如 1 9 8 0 和 1 9 8 3 两年种大豆 6
、

7
、

8 月的含

水量少耕法比连翻增加了 0
.

6一 1
.

2 务 ; 1 9 7 9
、

1 9 8 1
、

”82
、

1 9 8 4 四年种小麦
,
5 月中下旬

少耕法比连翻增加土壤含水量 0
.

7一 1
.

6多
。

这证明了少耕法能增加土壤水分
,

对防旱保

墒起到很大作用
。

(二 ) 少耕法对改善土滚物理性能的作用

1
.

土壤孔隙度和三相比的有利变化 由表 2 可知 1 9 79 一 1 9 8 4 6 年平均少耕 法 比

连翻容重少 0
.

07 克 /厘米
, 、

孔隙度多 3. 0多
、

固相少 2
.

7务
、

液相少 0
.

7 %
、

气 相 多 5
.

2务
。

上述数据变化说明少耕法可以降低土壤容重
、

增加土壤的孔隙度
,

这对改善土壤的物理状

况有一定作用
,

随之土壤的水
、

热条件也得到一定的改善
。

过去人们总认为不翻地
,

土壤

会变紧
。

实践证明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
,

少耕以种大豆时深松与播麦时耙茬相结合
,

根据

作物生物学的特性
,

不同作物采用不同耕法
,

充分发挥了这种少耕耕作方式的优越性
,

同

时为当地耕作改制提供了科学依据[a, ,]o

2
.

少耕法有增温的效果 表 3 所示
,

搅垅和耙茬等少耕法一般都有增温的效果
,

例

如土壤耕作层 l , 厘米深度的地温
,

在 19 7 9 年进行搅垅 (沟松 )措施比连年翻耕增加地温 :

早晨增+ 0
.

6℃
、

中午增 + 1
.

1℃
、

下午增 + 0
.

3℃
,
日平均增加地温为 + 0. , ℃

。
19 8 0 年测

定进行耙茬少耕措施 比连年翻耕增加地温分别 为 : 早 晨 + 0. 3℃
、

中午 + 1
.

7℃
、

下午

十 1
.

5℃
,
日平均增加 + 1

.

2℃
。

搅垅和耙茬等少耕措施有利于土壤空气与大气交换
,

从而

可以促进增加地温
。

当地一般认为它们具有
“表润底湿

”
的水分深蓄的特点

,

加之地温相

对较高
,

故能较长时 间内维持其耕层土壤的热量平衡
,

这种土壤环境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发

育
[一, ‘]

(三 ) 少耕法在作物轮作周期内有培肥地力的作用

表 4 少拚法对土镶并分的影响

侧侧定时间间 有机质 (% )
... 全氮 (% )... 全磷 (肠 )... 水解氮

... 速效磷
...

毫毫毫毫毫毫克 / 10 0 克土土 毫克/ 10 0 克土土

少少少耕耕 连翻翻 少耕耕 连翻翻 少耕耕 连翻翻 少耕耕 连翻翻 少耕耕 连翻翻

1119 7 999 3
。

7 999 3
。

6999 0
。

1 7777 0
。

1 6 777 0
。

1 6888 0
。

1 4 555 6
。

1 555 5
。

9 111 l
。

7 555 l
。

7 111

大大豆播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

111 9 8 444 3
。

6 333 3
。

2 111 0
。

18 555 0
。

16 222 0
。

1 5666 0
。

14 888 5
。

0 777 4
。

8 999 2
。

9 333 2
。

4 111

小小麦收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

少少耕 比连翻翻 1 13
。

111 10 000 11 4
。

222 10 000 10 5
。

444 10 000 10 3
。

777 10 000 12 1
。

666 10 000

增增减率
.......................

. 全磷用酸溶法 ; 速效确用 0
·

2 N H cl 浸提 ; 有机质用重铬酸钾法 ; 全抓用重铬酸钾
一

硫酸法 ; 水解抓用 0
·

SN

硫酸浸提燕馏法
。

增减率为 19 8 4 年少耕 /连翻火 10 0
。

在作物轮作周期内
,

由于实行了少耕法
,

土壤的有机质和氮
、

磷等养分含量与连翻比

较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

以 1 9 8 4 年小麦收获后
,

也就是经过一个轮作周期结束后
,

其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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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含量增加 1 3
.

1务
、

全氮增加 14. 2 务
、

全磷增加 5. 4外
、

水解氮增 加 3
.

7并
、

速 效 磷 增 加

21
.

6务 (表 4 )
,

土壤有机质的积累能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质
,

有利于水
、

肥
、

气
、

热的协调
,

从

而可提高土壤肥力
。

加之
,

实行少耕改善了耕层构造
,

调正 了土壤的
“三相

”

比例
,

使土壤

保持适宜的紧实度
,

有 利于提高地温
,

增加土壤的微生物活动
,

因而可加速土壤养分的转

化和释放
。

(四 ) 少耕法的增产效果及经济效益

第一个轮作周期少耕法 6 年平均亩产 1 49
.

8 公斤
,

每亩支付耕作作业费 0
.

75 元
,

而每

亩纯收人为 61
.

47 元 ; 连翻 6 年平均亩产只有 13 9
.

7 公斤
,

而每亩耕作作业费却为 1
.

40 元
,

所以每亩纯收人只有 56
.

78 元
。

二种耕作方法相比较则
:
少耕比连翻增加产量为 10

.

1 公

斤 /亩
,

纯收益增加 4
.

69 元 / 亩
。

表 S 少轿法增产效益

轮轮作周期期 作 物物 年 份份 产t (公斤/亩))) 作业费(元 /亩))) 纯收益(元 /亩)))

少少少少少耕耕 连翻翻 少耕耕 连翻翻 少耕耕 连翻翻

11111 大豆豆 19 7 999 1 2 9
。

lll 12 2
。

lll l
。

咯555 l
。

8 555 5 7
。

9 111 5 4
。

2 999

小小小麦麦 19 8000 1 6 2
。

888 14 5
。

999 0
。

2777 l
。

1 777 5 呜
。

2 666 4 7
。

2 333

小小小麦麦 19 8 111 1 8 7
。

888 17 2
。

777 0
。

2777 l
。

1 777 6 2
。

4 444 5 6
。

5000

大大大豆豆 19 8 222 1 5 8
。

444 150
。

555 l
。

牛lll l
。

8 444 10 7
。

8 555 10 1
。

9 777

小小小麦麦 19 8 333 1 9 2
.

333 17 9
。

999 0
。

5 444 l
。

1 777 6 3
.

6 999 5 9
。

1 999

小小小麦麦 19 8 444 6 9
。

666 6 6
。

999 0
。

5 444 1
。

1 777 2 2
。

6 999 2 1
。

1888

六六六年平均均 14 ,
。

888 13 9
。

777 0
。

7 555 l
。

4 000 6 1
。

4 777 5 6
。

7 888

22222 小麦麦 19 7 999 1 9 4
。

222 2 00
。

999 0
。

2777 l
。

1777 6 4
。

5 999 6 5
。

9 111

大大大豆豆 1 9 8000 1 7 2
。

888 15 4
。

333 l 。

7 000 1
.

5 555 7 7
。

7 777 6 9
。

4 111

小小小麦麦 19 8 111 2 2 7
。

555 19 5
。

999 0
。

2 777 1
。

1777 7 5
。

7 222 6 4
。

2 666

小小小麦麦 19 污222 16 3
.

。

444 l, 5
。

111 Q
。

5 444 l
。

4 444 5 礴
。

0 444 5 0
。

3 444

大大大豆豆 19 8 333 13 1
。

】】 1 10
。

000 l
。

1555 l
。

5 555 8 9
。

3 111 7 4
。

3 555

小小小麦麦 19 8 444 1 1 6
。

000 1 12
。

444 0
。

5 444 1
。

1 777 3 8
。

2 000 3 6
。

3 666

六六六年平均均 1 67
。

555 15 5
。

000 0
。

7 555 l
。

斗444 6 6
。

6 111 6 0
。

1 111

第二个轮作周期的少耕措施 6 年平均亩产为 167 .5 公斤
,

每亩支付耕作作业 费为

0
.

75 元
,

每亩纯收人 6 6
.

61 元
。

而连翻 6 年平均亩产 155
.

0 公斤
,

每亩作业费为 1
.

44 元
,

每

亩纯收益 60
.

11 元
。

二种耕作方法比较
,

少耕平均增加产量为 12
.

, 公斤/ 亩
,

增加纯收益

石
.

50 元 /亩
,

由此可见少耕不仅亩产提高
,

经济总收益也有一定提高 [卜, .,. ”。
综上所述

,

我

们认为在当地实行少耕法是很有效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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