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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木文针对大同盆地盐碱地甜菜产量低
、

经济效益差的现状
,

从协调水
、

温
、

盐
、

肥的角度出

发
,

系统分析和研究了大同盆地盐碱地的水盐运动特点和 沟种集中施肥
、

提早覆膜
、

纸筒育苗

移栽的抗盐保苗技术及在覆膜和露地种植下的科学用肥和合理密植等栽培管理措施
,

提出了

盐碱地甜菜高产配套技术
。
据 1 9 9 0 年生产示范 ;该项配套技术在各示范点覆膜和露地情况下

增产均在 2 7
.

8 % 以上
,

高的可达 8 7
.

1 %
,

具有明显经济效益
,

可在大同盆地盐碱地和类似地

区推广应用
。

关镇词 盐碱土
,

甜菜
,
配套高产技术

大同盆地现有盐碱地 24 2
.

28 万亩 (占全省盐溃土总面积的 62 %)
,

其中 盐 碱 耕 地

1 71
.

69 万亩(轻度占 72
.

7多
,

中度 占 21
.

21 务)
。

甜菜是该盐碱土区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
,

长期以来
,

由于缺乏针对盐碱地特点而设计的配套高产管理技术
,

致使甜菜保苗率
,

施肥

配合不当
,

留苗密度偏稀
,

产量一直徘徊在 1
.

3一 1
.

5 吨 / 亩左右
。

为了挖掘盐碱地的增产

潜力
,

我们在 1 9 8 7一 1 9 9 0 年对盐碱地甜菜栽培中存在的水
、

温
、

盐
、

肥四方面的协调统一

问题进行了研究
。

一
、

研究内容和方法

(一 ) 土镇盐分变化规律

采用多点定位
、

定期取土观察化验方法
。
在观测区 内根据盐碱土类型确定 7 点

,

每点于每月上旬分

o一 l o e m , 1 0 一 Zo c m , 2 0一 4 o e m
,

, o一 6 o e m
,

6 0一 l o o e m s 层取土
,

连续三年(1 9 8 7一 1 9 8 9 )进行了观

测(除冬季 12 一 3 月)
。

测定项目为全盐量(电导法 )
,

离子组成 C O犷
、

H C O 子 (中和法 )
,

Cl
一

(莫尔法 ).

c a
++

, M g + + , 5 0 犷 (E D T A 法)
,
K + + N a +

(差减法 )
。

(二) 盐碱地甜菜抗盐保苗技术研究

1
.

沟种
、

分期覆膜试验 在薛呀啮乡中度盐渍土上进行了沟种集中施肥试验
,

设置平播
、

沟种和

沟种集中施肥三个处理
。
用人工制做间距 5。。m

,

沟深 12 一 1 5 o m 的垄沟
。

在重度盐渍土上进行了分期

覆膜试验
,

设置 3 月 25 日覆膜
、 4 月 10 日覆膜

、
4 月 25 日覆膜和对照(不覆膜)四个处理

。

分别测定了

水分
、

温度
、

盐分
、

保苗率
。

2
.

甜菜纸筒育苗移栽对比试验
:
采用纸筒育苗技术和普通 习惯种植进行大区简单对比试验

,

调查

测定了保苗率
、

生长状况和产量
。

(三 ) 甜菜高产配套技术研究
1 9 88 一 1 9 8 9 年在山阴县庞家堡和快乐村

、

朔城区高升庄乡
、

应县义井乡的轻一中度盐化土壤上
,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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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五因子二次回归旋转组合设计
‘”研究了甜菜在覆膜和露地栽培条件下种植密度

、

施氮量
、

施磷量
、

微

肥用量及氮基追肥比例对产量的影响
,

并分析总结现行有效措施
,

进行组装配套
。

各因素水平编码值

(见表 l)
。

微肥为硫酸锌
、

硫酸锰和硼酸按 2
.

, : 1
.

5 :l 复混而成
。
根据编码值表制订试验设施方案

,

将 36 个

试验
/
」
、
区分为三个正交区组

,

区组内小区随机排列
。

小区面积 3 m 义 6 m
,

6 行区
,

小行距 0
.

4 m
,

大行距

。
.

6 m ,

株距随密度而定
。

氮肥用尿素
,

磷肥用过磷酸钙
。

按设计量随播前畜耕施入底肥氮
、

磷
、

微肥和

浓家肥 2 。。。k g 。
在 10 片真叶时追施氮肥

。
供试土壤的基本性质见表 2 。

二
、

结果与分析

(一 ) 土壤盐分变化规律

1
.

土壤水
、

盐运行的季节性变化规律 根据 1 98 7一 19 8 9 年定位观测结果
,

依据土

壤水盐在土体中年变化规律 (氯化物
一

硫酸盐盐化潮土
,

图 1 所示)
,

可以划分为四个阶

段
。

(l) 春季土壤强烈蒸发
一

积盐阶段 (3一6 月)
。

此期气温回升快
,

蒸发作用强烈(蒸降

比为 7
.

3一 16
.

6 )
,

土壤水势梯度大
,

土壤水以上行为主
,

盐分不断在表层积累
。

此期土壤

盐分表现出两个高盐峰面
,

一是 4 月初在解冻过程中
“

冻层滞水
”

蒸发积盐形成
,

二是 6 月

表 l 因素水平编码值
T a b le 1 T h e c o d in g v a lu e s o f fa e t o r s a n d le v e ls

试验 因子
E x Pe r im e n t a l fa e t o r

变 化间 距
设计水平 (r = 2 ) D e sig n l e v e l

C h a n g e r a n g e

X
:

密度

X
:

施抓量

X
:

旅 P
2
0

,

量

x
;

氮追肥 比例

X
,

微肥 用量

1 0 0 0 株 /亩

斗k g / 亩

3 k g / 亩

0
。

2

0
.

, k g /亩

斗0 0 0

8

6

0
。

2

0
.

5

5 00 0

1 2

9

6 0 0 0

l6

l 2

70 0 0

2 0

1 5

::: {:: :::

表 2 供试土壤的基本性质
T a ble 2 B a s ie Pr o P

地 点

L o e a t io n

(c m )

D e P t h

有机质

(% )

0
.

M
.

测定方法

D e t e r m in a t io n

m e rh o d s

庞家堡

快乐村

高升庄

义井乡

0一 2 0

0一 2 0

0一 2 0

0一 2 0

已r t ie s u f 5 0 115 u s ed in th e e x P e r im e n t

) 碱解氮
_

} 速效磷 } 全盐、 l
} (田 g / k g ) }

,
_

_ , , _ 、

} (% ) }

}H y d r 0 1 y z a b le

}
、 ~ 匕 ‘“吕 2

1 T o : a l }

}一兰
一一{尘些竺纠

~

止业少兰-
{

⋯二墨二⋯位
二日登二!

卜登嚣一卜笼一⋯一令羚
-

}

硫酸
一

重铬 酸
钾氧化法测有
机质

。

培养皿
扩散法测碱解

氮
。

磷铝蓝光
电比色法测速
效磷

。

电导 法
汕除徐量

初由于土壤及潜水的蒸发积盐形成
。 5 月初由于播种期的耕耙作业及消通期土壤重力 水

下渗
,

盐分含量略低
。

(2 ) 雨季土壤淋溶脱盐阶段 (7一 9 月)
。

气温相对稳 定 22 一 16 ℃
,

降 雨 量 2 5 2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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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年降水量的 “
.

4外)
,

蒸降比由春季的 7
.

3一 16
.

6 下降到 2
.

1一 3
.

3 ,

生产上采取深耕

纳雨和根据作物需水量进行夏浇
,

土壤呈脱盐状况
。

(3 ) 秋末土壤蒸发返盐阶段 (10 一

11 月)
。

秋末季节平均气温 4
.

3℃
,

降雨

仅 占全年降水的 8
.

3外
,

蒸降比为 6
.

3 ,

蒸

发作用也比较强烈
。

但该期历时 较 短
,

11 月中下旬土壤即开始冻结
,

故土壤积

盐程度较弱
。

(4 ) 冬 季 相 对 稳 定 阶 段 (l 2一 2

月)
。

由于土壤的封冻
,

底土温度高于表

土温度
,

土壤水以汽态运动向上层凝聚
,

所以冻层以下的土壤水盐略有增加
。

表

土含盐量保持相对稳定
。

2
.

土体盐分分布特点 (l) 表聚

卜一
” 1989 年

~
.

一 1 98 8 年

一
1987 年

08“0.20.4

�求�朝如

(%�曰u。归口。。11川S

0.0 ‘寸一全弓一十- 言一十
19 87 0

·

3 5 0
·

2 9 0
.

38 o J , 0
.

06 0一4

19 88 0
.

3 1 0 J 6 0 3 1 0
.

2 7 0 」8

19 89 0 4 3 0
.

2 4 0 乃4 0
,

2 1 0
.

1 5 0
.

1 4

I 0

0
.

16

0
.

34

0 J 8

11 月
一

M o n tb

0
.

17

0名5

图

F i g

薛嘿喘点
1 V a r i

C I n

a t 1 0 n

一 1 o c m

i n t h e

5 0 11 la v e r i n

土壤含量变化规律
s a lt c o n t e n t o f o一1 0

X u e k u lQ e

性强 : 春季积盐高峰期表层 0一 1 0c m 土壤含盐量是下层 10 一 I OOc m 的 2一 3 倍
。

土体

含盐量分布见图 2
、

图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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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薛唠喘点土壤含盐量分布 ( 6 月)
F i g

.

2 D i s t r ib u t i o n o f s a lt in a 5 0 11 o f

X u e k u l云e ( J u n e

图 3 农牧场点土壤含盐量分布 ( 6 月)
F 19

.

3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s a lt i n a fa r m

a n d g r a : i n g l
a o d 5 0 11( J u n e

)

( 2 ) 通体含盐量高
:
表层 20 c m 以下土体含盐量为 0

.

2一0
.

3务
。

这种现象 的 存 在

与 河灌区的水文地质条件有关
‘互, 幻 ,

该区内地下水位一般处于 1
.

2一2
.

lm
,

地下水矿化度

3一5 克 /升
,

无排水渠道
,

这样毛管水上升对土体盐分积累有较大影响
。

(二 ) 盐碱地甜菜抗盐保苗技术

甜菜虽较耐盐碱
,

但在中度以上盐碱地播种甜菜也难 以全苗
,

所以在中度以上盐碱地

上的出苗保苗成为甜菜增产的关键环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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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试验表明 沟种是躲盐增墒保苗的有效措施闭。

甜菜幼苗生育阶段正处于春 季

地表强烈蒸发积盐阶段
,

因此
,

甜菜幼苗常遭受盐害而死苗
。

采用垄沟和垄背的相间方

式
,

当土壤水分蒸发时
,

能使下层的水分顺着土壤毛细管多向垄背上运动
,

这样就减少了

盐 分在沟中的积累
,

从而减轻了盐害
。

土壤水分测定结果 (表 3 )表明 : 0一 10 c m 的土壤

含水量垄沟比平作平均高出 3
.

3 多
。

在甜菜苗期取土化学分析表明(见表 4 ): 垄沟 。一 10

c m 土层含盐量为 0
.

19 多
,

分别比沟背和平作的相同土层含盐量低 147 务和 89 务
,

垄沟

10 一 2 0c m 土层含盐量为 。
.

17 %
,

分别比沟背和平作的相同土层含盐量 低 82 多 和 94 多
,

所 以
,

沟种的保苗率在 90 多 以上
,

比平播高出 17
.

6 外
。

表 3

T a b le 3

沟种与平作土族含水工对比(% )(深度 。一 1 0c m )
C o m p a r is o n o f 5 0 11 m o is t u r e e o n t en t b e tw e e n f u r r o 份

s o w in g a n d fla t s o w in g (% )

项项 目目 沟 种种 平 作作 增 加加
111t e mmm F u r r o w s o w in ggg Fla t s o w in ggg In e r e m e n ttt

555月 1 0 日日 1 5
。

222 14
。

444 0
。

888

555 月 2 0 日日 1 3
。

444 10
。

000 3 认 444

555 月 3 0 日日 14
。

333 9
。

888 4
。

555

666 月 10 日日 ] 4
。

666 1 1
。

lll 4
。

555

表 4 平播与沟播地的土镶含盐t (% )与保苗率(肠 )”

T a b le 4 5 0 11 sa lin e c o n t e n t

a n d

a n d th e s u r v iv a l r a t e o f s e e d in g s o f fla t s o w in g

f u r r o w s o w i n g (% )

- 一

兰一⋯:tsowtn
g

卜赢汽母军
。一 , 。“m

}
。”6

{
。

’

‘,

} i
’

{{
一一竺士竺生

一一}一一华一一卜一一上兰一一一止一一二里一一一
保 苗 串 }

7 碍.z !

x ) 6 月 1 0 日取样
。

沟种集中施肥可为作物提供良好的营养条件
,

提高作物耐盐能力
,

表现 出显著的增产

效果
。

沟种比平作增产 26 务
,

沟种集中施肥增产 40 多
。

2
.

地膜覆盖具有抑盐保水
、

增温和保苗作用 在盐分较重的地块实行 3 月下旬或

4 月上旬的提早覆膜对于削减春季积盐高峰
,

克服土壤
“

冷板
”

不利因素具有显著作用
。

在

3 月下旬或 4 月上旬提早覆膜的土壤表层盐分含量可稳 定 在 0
.

2外左 右
。

在 4 月 25 日

覆膜的土壤表层盐分含量为 0
.

31 多
,

高出提早覆膜处理 50 关
,

而不覆膜处理 (对照 ) 为

0
.

38 外
,

高出提早覆膜处理 90 多
,

同时提早覆膜处理的水分状况也优于其它处理
。

就保苗

而言
,

提早覆膜保苗率在 90 沁左右
,

比对照高出 20 外 以上
,

比正常覆膜的高出 10 外 左右

(见表 5 )
。

3
.

盐碱地甜菜纸筒育苗移栽措施 纸筒育苗移栽技术以其延长生育期
,

培育壮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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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种和增产显著等突出优点而在生产上逐步扩大应用
。 1 9 8 9 年快乐村对比试验 及 50 亩

示范表明
:
育苗甜菜保苗率达 90 沁 以上

,

增产 87
.

1关 (见表 6 )
。

表 5 分期班膜土族水分
、

盐分变化及保苗状况(肠 )

T a b le 5 T h e c ha n g e s o f 5 0 11 m o is t u r e c o n t e n t 5 a n d 5 0 11 sa lin ity a n d

r a t e o f s
二d lin g s u n d o r Pla s rie film c o v e r in d iffe r e n t t im e

th e su r v iv a l

(% )

盐盐分分 水分分

000
。

3888 13
。

555

000
。

3444 1 1
。

000

000
。

3 111 16
。

666

000
。

4 555 12
。

222

3 月 2 5 日覆膜
F ilm o n M a r

.

4 月 10 日覆膜 4 月 2 5 日覆膜
F ilm o n A Pr

.

10 F ilm o n A Pr
.

2 5

2 5 c o v e r
C O V e r C O V e r

盐分 水分 盐分 水分 盐分 水分
月
一

石几丁1不蔽丁}
一下而丁一}一不石一 {一福丁一{一

一蔽丁-

“
·

i
吕

} ”
·

,

}
“

·

, 9

}
’6

·

8

}
“

·

2 ,

{
’4

·

2

“
‘
z ‘

}
’6

‘

吕

}
“

‘

2 0

}
’6

·

3

1
。

·

, 9

1
’5

·

0

兰兰上i至生}
一

‘竺1 土一二兰二
_

{
一

竺生二土一
-

兰兰一
9 1

。

8 8 7
。

6 8 0
。

2

表 ‘ 纸筒育苗和普通直播的对比
T a ‘le 6 C o m p a r is o n b e tw e e n r a isin g s ee d lin g s by th e p a p e r t u b e a n d b 了 d ir e e t s e e d lin g

P一。一卜

�。qn曰一00出

�
二日�剖助�竭代婆澎

�加月)1月的书李

�u目工dl月nP�>�Pul

�娜月�

阁举跻
P。>�>�ns

s的u�工P。。s

JO。1.比
�术�

哥把眼�l.uld)

s场u�工P。。sP扣。�卜z口的

�挺�

佃嗽佃
(曰。月工d)PO

>�的。O�
”切u一工P。。的

(挺)

佃函佃
P。��。d

场口��u.ld.�su卜舜燕池

戮登孔
脚uo日妇.。�卜

到众

纸筒育苗

普通直播

4 月 3 日 5 月 7 日

4 月 2 7 日

4 5 0 0 4 2 30 9 4
。

0 3 4 8 0

4 5 0 0 3 7 5 0 83
。

0

0
。

8 2

0
。

5 2 18 6 0

( 三 ) 盐碱地甜菜高产配套技术研究

在大同盆地
,

甜菜产量不高的主要原因是 : 保苗率低
、

土壤肥力不足
、

施肥配合不当

和留苗密度偏稀
。

因此
,

我们在大同盆地选择分布面积最广和增产潜力最大的轻一 中度

盐碱地上试验研究了在地膜覆盖和露地栽培条件下甜菜高产栽培农艺措施的数学模型
。

1
.

产量结果
,

见表 7
、

表 8 。

2
.

建立产量函数模型 根据 田间试验数据
,

应用旋转设 计 Ba sic 程 序
,

在 PC -

1 5 0 oA 微机上直接运算
,

求得产量函数模型如下
:

( l) 覆膜甜菜产量函数模型
:

Y r 一 2 7 6 7
.

0 3 十 8 4
.

2 3 3 X I
十 1 7 5

.

6 9 2X 2
+ 13 1

.

g X ,

+ I 2
.

SX ,

十 5 1
.

斗7 5 X ,

一 6 7
.

9 7 5 X I
X

2

一 12
.

1 2 5X I X ,

一 3 2
.

7 5 X 一X .

一 1
.

16 3 X I X 5

十 2 6
.

6 5 X 2X ,

一 4
.

0 7 5 X
2X 。

十 4
.

4 3 8 X 2X ,

十 1 2
.

8 7 5 X 3X 4

+ 10
.

3 1 2 X ,X s 一 0
.

1 8 8 X
;
X s

一 2 3
.

8 15 X } 一 7 9
.

12 8 X孟一 6 3
.

l l 5X ; 一 5 8
.

8 9 X 军+ 一7
.

8 3 5X 圣

( 2 ) 露地甜菜产量函数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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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班膜甜菜产t 结果
, ’
(k g / m u)

T a b le 7 T h e b e e t yie ld s u n d e r P la s t ie film C O V e r (k g / m
u )

区
尸 10 t

号
N O

-

产量平均值
M ea n y ield

区 号
Plo t N o

.

区
P 10 t 雳

.

产量平均值
M e a n yie ld

2 7 0 1

2 9 8 4

2 8 2 9

2 8 7 7

2 9 2 8

2 5 8 2

2 6 7 4

2 7 9 9

2 5 4 1

2 7 4 3

2 8 0 4

2 8 53

曰,JO月了n已OJnU
‘.几,山几j月,七JJO,‘,山门‘凡‘月‘.二自j3

�j�j自j自、�13抖151617181920212223241 2 3 3 8

2 3 0 4

2 3 5 3

2 6 2 4

2 2 82

2 4 6 2

2 6 7 6

2 7 1 8

2 3 4 3

2 3 8 ,

2 5 6 0

2 5 0 9

78

O产n�,‘,臼

己.占晚.二口.二

l) 产量结果为多年多点平均值
。

表 8 砚地甜菜产且结果” ( k g / m u)

T a l, le 8 T h e b e e t y i e ld s o f o p e n e u l t i v a t i o n
( k g / m u

)

号
0 t N o

.

产量平均值
M e a n y i e l d

区 号
Plo t N o

.

产量平均值
M e a n y i e ld

2 1 6 9

2 12 1

2 23 4

2 5 2 0

2 2 9 0

2 3 10

2 6 8 4

2 56 8

2 22 7

2 2 6 5

2 5 0 5

2 4 8 2

2 4 9 2

2 4 7 3

2 8 5 0

2 9 1 4

2 2 马9

2 5 8 6

19 8 1

2 7 0 3

2 13 1

2 6 5 4

2 2 3 6

2 2 9 1

} 区 号 ! 产 量平均值

卜里竺二兰一}
一

兰兰兰i兰{兰

{: i⋯⋯i{
⋯:{ ⋯::{:
}

”2
}

区Pl

1314巧1617181920舰22邓24

23呼5675,101112

l ) 产量结果为多年多点平均值
。

Y ; ~ 2 4 6 0
.

4 5 + 8 2
.

8 2 lX 一

+ 1 4 6
.

2 6 3 X 2
+ 14 3

.

9 5 4 X 3
一 1 2

.

g l 3 X ;

+ 5 7
.

9 3 8 X ,

+ 2 7
.

5 3 lX zX 2
+ 1 1

.

1 9 4 X I X 3
一 5

.

19 4X I X ;

一 2 0
.

3 8 lX : X ,

+ 3 0
.

5 8 lX
z
X

,

一 1 8
.

8 8 l X 2X ;

一 1 1
.

0 9 4 X
ZX ,

十 13
.

7 0 6 X sX ;

十 2 2
.

7 9 4 X 3X s
十 7

.

18 lX ; X ,

+ 2
.

1 4 6 X }一 1 6
.

0 2 9 X ; 一 4
.

0 7 9 X ; 一 3 6
.

3 5 4 X 军+ 1 0
.

2 4 6 X }

为了检验回归方程的有效性
,

对上述模型作显著性检验 (见表 9 )
。

显著性检验表明
:
两回归模型的回归项高度显著

,

失拟项不显著
,

说明二次回归模型

与实际情况拟合较好
,

该模型可用来进行测报
。

由于各因子综合作用对产量 Y 有回归关

系
,

并不等于各因子单独作用也对 Y有真实回归关系
,

为此
,

对各偏回归系数作 F 检验 (见

表 l。)
,

剔除一些不显著的回归系数
,

建立了比较简明的产量函数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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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Y r 一 2 7 6 7
.

0 3 + 8 4
.

2 3 X 一

十 17 5
.

6 9 X 2

+ 13 1
.

9 0 X 3

+ 5 1
.

4 8 X ,

+ 6 7
.

9 8 X 、X Z

一 3 2
.

7 5 X IX ;

+ 2 6
·

6 5X 之X 3

一 2 8
.

8 2 X I一 7 9
.

7 3X 孟一 6 3
.

1 2 X ; 一 5 8
.

8 9 X {

2
.

Y , ~ 2 4 6 0
.

4 5 + 8 2
.

8 2 X 一

十 14 6
.

2 6 X z

+ 1 4 3
.

9 5 X 3

十 5 7
.

9 4 X 5

十 2 7
.

5 3 X , X Z

十

3 o
.

5 8 X zX ,

+ 2 2
.

7 9 X , X ,

一 16
.

0 3 X : 一 3 6
.

3 5 X (

表 , 回归模型方差分析表

T比 le 9 v a r ia n e e a n a lys e s o f r e g r e s s i
‘, n m o d e ls

类类 型型 变异来源源 平方和和 自由度度 均 方方 F 值值 F
0

.

0 ---

TTT yP eee S o u r e e o fff S u m o fff F r e e d o mmm M e a nnn F一 v a lu eeeee

甲甲甲盆f l a n C eee s q U 胜r e $$$$$ s q u a r eeeeeee

覆覆覆 回归归 1 97 3 0 7 2
。

0 777 2000 98 6 53
。

6 000 6
。

呼4 6 000 3
。

3 666

膜膜膜 剩余余 22 9 5 6 9
。

2 666 l,, 15 0 3 0
。

6 111 0
。

8 5 8 555 3
。

3 777

甜甜甜 失拟拟 8 3 5 6 ,
。

9 999 666 13 9 2 7
。

6 7777777

菜菜菜 误差差 14 6 0 0 3
。

2 666 999 16 2 2 2
。

5 8888888

总总总计计 2 20 2 6 4 1
。

3 333 3 ,,,,,

露露露 回归归 13 7 0 5 0 3
。

2 333 2000 6 8 5 2 5
.

1666 7
。

1 9 1 333 3
。

3 666

地地地 剩余余 l呼2 93 2
。

5斗斗 l555 9 5 2 8
。

8 444 l
。

5 3 6 000 3
。

3 777

甜甜甜 失拟拟 7 2 3 14
。

4 222 666 12 0 5 2
。

4 0000000

菜菜菜 误差差 7 0 6 18
。

1 222 999 7 8 4 6
。

4 7777777

总总总计计 1 5 13 4 3 5
。

8 333 3 ,,,,,

表 10 回归模型的偏回归系数 F 检验

T a U
e 10 F一 te st o f p a r tia l r eg r e ss io n c o o ffie ie n ts o f re g r e ss io n m o d e ls

变异来源
S o u r e e o f

覆膜模型 F值
F一 甲a lu e o f th e m o d el

V 3 「l a n C e
u n d e r Pla s t ie film c o v e r

露地模型 F 值
F一 , a lu e o f th e m o d e l
u n d e r o P en c u lt iv a t io n

显著水平 F 值
F 一 v a lu e o f

5 ig n ifie a n c e

1 1
.

1 2 6 5 * *

呼8
.

4 0 5 1 * *

2 7
.

2 8 2 1 * *

0
.

2 5 6 9

4
。

1 55 1

1 7
.

2 7 6 3 * *

5 3
.

8 8 1 2 * *

5 2
。

1 9 3 9 * .

0
。

4 1 9 9

8
。

4 5 4 6 *

F二
。:

(l , 15 ) = 5
.

6 5

F
n . 。,

(一, 15 ) 二 咚
.

, 4

F o
.

: 。(1 , 1 , ) 二 一 7 9 6

效次项应

1
。

1 85 9

1 3
。

0 9 13 * *

8
.

3 29 0 .

7
.

25 12 *

0
.

66 5 1

0
。

0 15 5

0
。

8 6 2 9

0
.

0 , 5 9

4
。

4 3 8 4

0
.

3 2 5 2

二次效项应

4
。

8 3 0 5 *

0
。

15 3 7

1
。

12 12

0
。

0 0 14

0
。

7 4 2 5

0
.

0 1 7斗

0
.

0 2 06

0
.

1 7 33

0
。

1 1 1 2

0
。

0 0 0 0呼

1
.

2 7 2 7

0
.

2 10斗

0
.

0 4 5 3

0
。

6 9 7 5

1
.

5 7 3 0

0
.

5 9 8 6

0
.

20 67

0
。

3 1 57

0
。

8 72 4

0
.

0 8 6 6

互交效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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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产量函数模型提供了盐碱地甜菜覆膜和露地栽培中主要措施的定量化模式
,

在

给定试验条件下的回归区域内
,

只要给出一个密度
,

施氮量
、

施磷量
、

氮追肥比例和微肥用

量的组合配方
,

就可 由模式得到一个产量预测值
,

为生产方案的制定和投人决策提供依

据
。

3
.

各因子影响产量的重要性顺序 因素的重要性判断是依据各因素在不同水平时

引起的产量变异系数大小决定的
。

本项研究得出的因素重要性顺序为
:

氮肥 > 磷肥 > 密度 > 微肥 > 氮基追肥比例
。

4
.

不同产量水平的栽培方案 本项研究通过计算机模拟分析
,

提出了覆膜和露地

栽培条件下甜菜在不同产量时主要措施的配合方案 (见表 1 1 )
。

表 11 扭膜和汤地甜菜不同产t 水平的栽培方案
T a b le 1 1 C u lt u r a l s e h e m e s f o r d iffe r e n t b e e t y ie ld . u n d e r p la s t ie

film e o v e r a n d o p e n e u ltiv a t io n

栽培方式

C u lt u r a l

w a y

产 量区间

(吨/ 亩 )
Y ie ld r a n g e

(株 /亩)
D e n sity

(p la n t / m u )

纯 氮
(k g / m

u
)

N

磷 肥

(k g / m
u )

P
:
0 ,

覆膜 < 2
。

O

2
。

0一 2
。

5

2
。

5一3
。

0

> 3
。

0

4 5 00

4 6 0 0

5 3 0 0

6 3 0 0

7
。

l一 7
.

3

11
。

0一 1 1
。

5

1 4
。

7一 15
。

2

1 7
.

5一 18
。

2 0

6
.

3一 7
.

0

8
。

2一 8
。

7

10
。

5一 10
。

9

1 1
。

8一 12
。

5

3 0一 40

4 0一 4 2

4 0一 4 4

3 2一 3 8

露地 < 2
。

0

2
.

0一2
。

5

2
。

5一3
。

0

> 3
.

0

4 3 0 0

4 8 0 0

53 00

6 2 0 0

6
.

1一 6
.

9

1 0
.

8一 1 1
.

4

1 4
.

9一 15
.

5

1 8
.

1一 18
.

7

5
。

5一 6
。

2

7
.

8一 8
.

1

1 1
。

4一 1 1
。

8

13
.

8一 14
。

3

3 2一 3 8

4 0一 4 2

3 9一 4 3

3 7一 4 5

根据试验结果频数分析
,

覆膜栽培时甜菜使用产量为 2
.

多一 3
.

0 吨 /亩的方案
,

露地栽

培时使用亩产 2
.

0一 2
.

5 吨的方案
。

这种方案的可行性和实用性较强
。

上述方案在亩施农肥 l , 0 0一 2 0 0 0 k g 基础上实施
,

它比 习惯种植明显提高了密度
,

即

由 4 0 0 0 株 /亩提到 5 0 0 0 株 / 亩
,

强调了氮磷肥的配合使用
,

尤其是增施了磷肥
,

明确 了追

肥比例
,

增加了微肥
。

5
.

甜菜高产配套技术 根据盐分变化规律
,

抗盐保苗试验研究和主要配套技术试

验研究
,

结合生产实际
,

组装了轻一中度盐碱地甜菜的高产配套技术
,

其要点为
:

(l) 秋深耕
、

春早灌
、

精细整地
。

甜菜属直根系作物
,

秋深耕是块根肥大
、

根型整齐的

基本要求
。

一般适宜耕深为 2 5c m 左右
。

在春季返盐强烈的地块要在 3 月底春灌压 盐
,

但灌水量应控制在 50 m
3

/亩
。

由于甜菜种仁小
,

顶土力弱
,

播深一般为 2一 3c m
,

要求精细

整地
,

做到土块细碎
,

地面平整
。

(2 ) 早耕作
、

早覆膜
、

提早播种
。

早耕作整地形成疏松苗床
,

切断土壤毛管是防止耕

层积盐的有效措施
。

播前整地的有利时机为土壤返浆期
。

在盐分较重地块
,

应提早在 3

月底覆膜
,

充分发挥其增温
、

保水
、

抑盐和保苗作用
。

适期早播利于躲盐保苗和延长生育

期
,

生产上应在 4 月上中旬播种
。

(3 ) 浸种
、

移栽
、

抗盐保苗
。

用甲基硫环磷和硫酸锌进行药肥浸种可防治地下害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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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治 苗期害虫
,

利于提高种子耐盐力
。

在盐化程度较强的盐碱地上推行纸筒育苗移栽可

大幅度提高甜菜产量
。

(4 ) 增氮
、

增磷
、

合理密植
。

甜菜是一种需肥多
,

生育期长
,

吸收养分全面的作物
,

其

营养物质的吸收量是禾谷类作物的 2一 3 倍
,

因此要使覆膜甜菜亩产 2
.

5一 3 吨
,

需亩留苗

5 5 0 0 株
,

亩施农肥 Z0 0 0 k g
,

底施碳铁 s o k g ,

锌硼微肥 Ik g ,

过磷酸钙 7 5 k g 。 叶丛繁茂期

(10 叶期 )追施硝按 巧一 2 0 k g ,

露地甜菜亩产 2
,

0一 2
.

, 吨
,

需亩留苗 5 0 0 0 株
,

亩施农肥

Z0 0 0 k g ,

底施碳钱 4 o k g ,

锌硼微肥 Ik g ,

过磷酸钙 6 0 k g , 1 0 叶期追施硝钱 1 2一 1 5 k g 。 这样

才能达到高产高糖的 目的
。

据 1 9 9 0 年 4
.

7 万亩大面积示范
,

应用配套技术比习惯种植在覆膜甜菜上增产 29
.

5一

6 8
.

5 多
,

在露地甜菜上增产 27
.

8一 49
.

2多
,

在纸筒育苗上增产 87
.

1 多
。

三
、

结 论

(一) 大同盆地河灌区盐碱土的盐分季节性变化规律以春季 (3一 6 月 ) 为强烈积 盐

期
,

雨季 (7一 9 月)为脱盐期
,

秋末 (10 一 11 月)为蒸发返盐期
,

冬季 (12 一 2 月) 为相对稳

定期
。

(二 ) 抗盐保苗是甜菜高产的关键环节
。

在中
、

重度盐碱地上沟种集中施肥和提早覆

膜可以提高保苗率 17
.

8一 20 %
,

甜菜纸筒育苗技术能提高耐盐能力和延长生育期 25 天左

右
。

(三) 影响甜菜产量的主要因素顺序为氮 > 磷> 密度 > 微肥 > 追肥比例
。

覆膜甜菜亩

产 2
.

5一 3 吨需亩留苗 5 5 0 0 株
,

亩施农肥 2 0 O0k g ,

底施碳钱 so k g ,

锌硼微肥 Ik g ,

过磷酸钙

7 5 k g ,

叶丛繁茂期 (10 叶期 )追肥硝铁 1 5一 2 0 k g 。

露地甜菜亩产 2
.

5 吨
,

需亩留苗 5 0 0 0

株
,

亩施农肥 2 00 0 k g
,

底施碳钱 4 0 k g
,

锌硼微肥 Ik g
,

过磷酸钙 60 k g
,

10 叶期追施硝按

1 2一 1 sk g o

(四 ) 在总结全部试验结果基础上
,

组装形成的甜菜高产配套技术经示范在覆膜甜菜

上增产 29
.

5一 68
.

5多
,

在露地甜菜上增产 27
.

8一 49
.

2 外
,

在纸筒育苗上增产 8 7
.

1 务
,

具有明

显经济效益
,

可在大同盆地盐碱地和类似地区推广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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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O IL S O F T H E D A T O N G B A S IN IN S H A N X I

G a o Z h u p in g
,

C hi B a o lia n g a n d Z h e n g P u sh a n

(I。 , r ir , r e o f 5 0 11 a o d F , , t ili : 。r ,

S 汤‘ 。x i 才c ‘d , , y o f 才 , f ic , lx o r o l S c ie o e 。, , 0 3 0 03 1)

Su m m a r y

T h e fe a t u r e s o f w a t e r 一 s a lt m o v em e n t
, t he t e e h n iq u e s o f p r o te c t in g se e d lin g a g a i

-

n s t s a lt in iu r y a n d th e c u lt u r a l m e a s u r e s a b o u t sc ie n t ific a l a PPlie a rio n o f fe r tili
z e r s

a n d r a t io n a l c o n d e n se d p la n tin g w e re s t u d ie d in th e w o r k
.

o n th is b a sis
,

the e o m p r -

e h e ll siv e c u lt u r a l m e a su r e s o f hig h
一

yie ld in g b e e t o n s a lin e 一a lk a li 5 0 115 in t he D a to n g

b a sin a r e Pu t fo r w a r d
.

T he e x Pe r im e n ta l r e s u lts a r e s u m m a r iz e d a s fo llo w s
.

1
.

F o r th e s als a lin e 一 a lk a li 5 0 115 ,
th e s t r o n g a c e u m u la t io n p e r io d o f s a lt o c e u r re d

i, , s p r in g (M
a r c h to Ju n e

); t he d e s a lin a t io n p e r io d w a s in t he r a in y s e a s o n
(J

u ly to

S e p t em b e r
) ; th e a c c u m u la tio n p e r io d o f s a lt in t he s u r fa e e 5 0 11 w ith e v a p o r a tio n

to o k Pla c e a t th e e n d o f a u t u m n
(Q

e to b e r t o N o v em b e r ); a n d r e la tive ly s ta ble Pe r io d

w a s in w in t e r
(D

e e em b e r t o F e b r u a r y)
.

2
.

M a r k in g fu r r o w s fo r s o w in g a n d e o v e r in g w it h p la s tie film in a d v a n e e in th e

m id d le a n d s tr o n g ly s a lin e 5 0 115 c o u ld in e r e a se th e r a te o f s u r v iv e d s e e d lin g s by

1 7
.

8一 2 0 外
,

R a is in g s e e d lin g in p a p e r t u b e b e fo r e tr a n sp la n t in g c o u ld e x t e n d th e

g r o w in g p e r io d fo r 2 5 d a ys a n d in c r e a s e th e yie ld by 5 7
.

1务
.

3
.

T h e o r d e r o f fiv e t e s te d fa e to r s o f a g r ie u ltu r a l m e a s u r e s , a c e o r d in g t o th e ir

c o n t r ib u rio n t o th e yie ld
,

w a s n it r o g e n o u s f e r t iliz e r > p h o s p h a t e fe r t iliz e r > p la n -

tin g d e n sity> m ic r e le m e n t fe r tili
z e r > p r o p o r tio n s o f b a s e fe r tiliz e r a n d to p d r e s-

s ln g
-

4
.

T h e p r o d u e tio n r e s u lt s in a la r g e a r e a s h o w e d th a t the b e e t yie ld in th e fie ld

in c r e a s e d by 2 9
.

5一 6 8
.

5并
a n d th e b e e t yie ld u n d e r p la st ie film e o ve r in c r e a s e d by

2 7
.

8一 4 9
.

2务 if t he e o m p r eh e n siv e c u ltu r a l m e a s u r e s o f hig h
一yie ld in g b e e t a r e

a d o p t e d fo r th e s alin e 一 alk al; 5 0 115 o f th e D a t o n g B a s in in S ha n x i
.

K o y w o r d . S a lln e 一a lk a li 5 0 115
,

B e e t
,

c卿p r eh e n siv e c u ltu r a l m e a s u r e s o f

li ig h yie 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