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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县山旱地谷子全程机械化渗水地膜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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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佳县实施山旱地谷子全程机械化渗水地膜栽培技术,经过三年示范,总结形成了

谷子生产一整套省工、省力、低成本、抗旱保墒、保全苗、减轻杂草为害的技术规程等模式,
改变了谷子的传统种植方法,实现了山旱地谷子高产稳产增收。结果表明示范区较传统

种植方法省工80%,增产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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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mechanizedcultivationwithwater-permeabilityplasticfilm mulchinginmountainous
drylandareainJiaxianwasdone.Afterthreeyearsofdemonstration,asetoftechnicalprocedureshad
beenformedsuchaslabor-saving,low-cost,drought-resistantandmoistureprotection,seedling
preservationandweedmitigationingrainproduction,whichhadchangedthetraditionalplantingmeth-
ods,achievedhighandstalbeyieldofmilletinmountainousdryland.Theresultsshowedthatthelobor
wassave80%andtheyieldwasincreasedby167.1%inthedemonstration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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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子是佳县播种面积最大且经济效益最高的

主要粮食作物,常年种植面积1.2万hm2,传统种

植模式种植费工、费时、劳动强度大已不能满足群

众规模种植的愿望,2017年与科技部、山西省农科

院合作引进山旱地谷子全程机械化渗水地膜栽培

技术,通过2017、18、19年大面积实施示范,谷子产

量667m2 产量由原来182.4kg提高到现在487.3
kg,增产167.1%,全程机械化种植,且生产成本更

低,为佳县农业发展农民增收找到了有效途径。

1 佳县基本情况

1.1 地理概貌

佳县位于陕西省东北部,黄河中游西岸。东隔

黄河 与 山 西 临 县 相 望,地 处 北 纬 37°41'47"
~38°23'34″、东经110°00'45"~110°45'10″之间,海
拔高度675~1339.5m之间,全县可分为北部丘

陵片沙区(约30%)、西南丘陵沟壑区(约占52%)、
东南黄河沿岸土石山区(约占18%)。三种地貌类

型。25度以上的陡坡地占30%。
1.2 气候情况

佳县属于大陆性季风半干旱气候,气候四季分

明,冬季寒冷少雪干旱,春季多风,间有沙尘暴发

生,尤以3、4、5、6月份少雨严重干旱,夏季气温偏

高,多雷雨、冰雹天气,秋季多雨,集中在7、8、9月

份,早 霜 冻 频 繁;年 降 雨 量390 mm,平 均 气 温

10℃,无霜期159d。



1.3 土壤情况

项目实施区为宽排梯田,土壤类型以黄绵土和

绵沙土为主,结构疏松,容重1.1~1.3g·cm-3,
田间持水量18%~20%(重量),土层深度2m以

上,养分贫瘠。
1.4 水源资料

项目实施区地形切割严重,水资源匮乏,没有

补水条件,水分来源大气降雨。
1.5 种植业情况

全县耕地面积6.57万hm2,主要种植谷子、马
铃薯、玉米、糜子、大豆、绿豆、红枣为主,常年谷子

播种 面 积1.2万 hm2 左 右,占 作 物 总 播 种 面

积18.2%,平均667m2 产量182.4kg。

2 实施内容

2.1 精心选择有代表性的实施区

选择宽排梯田集中连片,面积较大,科技意识

强的方塌镇、王家砭镇、金明寺镇等谷子主产区实

施,土壤肥力中等,地形以梯田为主,其次有坝地、
旱台地。
2.2 实施规模

2017年实施山旱地谷子全程机械化渗水地膜

种植30hm2,2018年实施山旱地谷子全程机械化

渗水地膜种植200hm2,2019年实施山旱地谷子

全程机械渗水地膜种植700hm2。
2.3 实施主体

专业种植合作社和种粮大户。
2.4 主要技术

2.4.1 种 植 机 械 动力轮式4驱拖拉机,型
号40-4;机载式撒肥车;牵引式旋耕机;铺膜播种

一体机由山西长治市神禾永成农机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生产。
2.4.2 施肥水平 667m2 施农家肥1000kg、尿
素25kg、过磷酸钙20kg作基肥,播种前随翻地一

次性施入,生长期不追肥。
2.4.3 施肥方法 农家肥施入采用传统人工方式

施撒,化肥采用机载式撒肥车抛撒。
2.4.4 地膜选择 选择山西微通渗水膜生物科技

有限 公 司 生 产 的 渗 水 地 膜 宽 度 1.3 m,厚

度0.006m。

2.4.5 种植时间 5月下旬至6月上旬当降雨量

达到15mm,施入基肥,用旋耕机翻地,翻地深度

10~15cm,翻地过深容易跑墒,难以保证全苗,随
翻地随铺膜随播种,播种深度3cm。
2.4.6 播种密度 采取宽幅3行密植,膜宽130
cm、膜间距70cm,膜内行距40cm,穴距14cm,每
穴下种量7~10粒,667m27200穴,每穴6个有

效茎,每667m24.32万茎。每667m2用种量200
g~150g。
2.5 配套技术

(1)全程机械化种植 撒肥、翻地、铺膜、种植、
喷药,除草实施全程机械化作业,减少人工,降低生

产成本。
(2)推广应用“六统一”的模式,实施全程机械

化渗水地膜栽培技术,以旱地谷子全程机械化渗水

地膜栽培技术带动佳县旱作谷子种植规模。
“统一品种”。选用高产品质好市场销售好的

晋谷107,搭配晋谷21、晋谷40。种子实行统一供

应,保证种子质量。
“统一播量”。谷籽播量每667m2200g左右。
“统一地膜规格”。选用山西微通渗水膜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渗水地膜,地膜实行统一

供货。
“统一病虫草害综合防控”。做好病虫草害监

测与预报,开展病虫草害统防统治。
“统一施肥水平”。在选定山旱地谷子全程机

械化渗水地膜种植区,3月份进行统一测土,统一

选用国标优质肥料。
“统一技术指导”。根据谷子种植生长特点,结

合当地实际情况统一进行技术培训和田间指导。

3 效益分析

3.1 产量比较

通过2017、18、19年大面积实施山旱地谷子全

程机械化渗水地膜栽培技术,2017年667m2 平均

产 量 487kg 较 传 统 种 植 667 m2 176kg 增

产176.7%;2018年667m2 平均产量492kg较传

统种植667m2185kg增产165.9%;2019年667
m2 平均产量486kg较传统种植667m2196kg增

产147.9%。
表1 全程机械化渗水地膜种植与传统种植产量比较

年份
实施面积

/hm2
平均产量

/(kg·667m-2)
传统种植面积

/hm2
平均产量

/(kg·667m-2)
增产率

%
2017 30 487 970 176 176.7
2018 200 492 800 185 165.9
2019 700 486 300 196 1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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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出苗率比较

春季干旱,是制约谷子出苗率的主要因素,传
统种植出苗率差且出苗不整齐,群众采取加大播种

量保证全苗,造成密度过大或扔不能保证全苗,密
度过大667㎡需要投入1.5个劳力间苗;缺苗需要

补种,造成生育期不整齐,影响产量;推广机械化渗

水地膜种植技术从表2看出:既能保证全苗出苗整

齐又能实现设计密度精量播种。
表2 全程机械化渗水地膜种植与

传统种植出苗率比较

年份 机械化渗水地膜出苗率/% 传统种植出苗率/%

2017 96 45

2018 95 38

2019 97 42

3.3 经济效益

传统种植模式种植667m2 谷子从施肥、播种、
间苗、除草一般需4个工作日,且劳动强度大;推广

山旱地谷子全程机械化渗水地膜种植667m2 谷子

仅需要0.2个工作日,在生产资料投入相同时,增
产167.1%,减少用工95%。

3.4 社会效益

项目的实施,一是普及了谷子生产技术,使谷

子主产区农民认识和了解了谷子是一种高产高收

益作物。并掌握了主要的种植技术,科学种田意识

明显提高;二是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得到了社会的普

遍关注,尤其是得到了各级政府和农业行政主管部

门的高度重视。三是推动了“技术先行、政府主导、
农民主体”的农业生产模式,为农业技术推广工作

提供了成功的借鉴模板;四是 “山旱地谷子全程机

械化渗水地膜栽培技术”的应用,在提高产量的同

时,极大的降低了谷子生产成本,减少了谷子由于

旱灾情制约的生产的风险,达到了省工省力,减轻

杂草为害,大大的提升了耕地的生产能力,实现增

产高效,具有很高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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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元胡+蔬菜、元胡+玉米(红薯、黄豆)的旱

作区的种植模式发病较重的原因:一是旱作区病害

在土壤中累集叠加,病原基数增大;二是元胡生长

期周边菌源较多,利于霜霉病的发生繁衍。建议生

产上尽量避免该种轮作倒茬模式。
(3)种植水平决定元胡霜霉病的发生程度。管

理精细,科学合理的开展病害防控,后期霜霉病就

轻,反之就重。建议在生产上加强种子处理、生长

前期的病害防控。
(4)新种植区病源基数较低,在做好农业及物

理防治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减少化学防治次数,减少

农药面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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