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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护性耕法的商榷

边少锋!何奇镜!张 健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综合研究所"吉林 公主岭 !)&!""-

摘 要! 本文阐述了保护性耕法中!站秆覆盖#免耕播种#化学除草免中耕"集中表层施肥四个环节的技术要点

及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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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在中部黑土地区建立两处各 ! 万亩保护性耕作

技术示范基地"进行少耕#免耕#生物覆盖#玉米宽窄

行轮作种植#高留茬等技术的示范(使示范区内的农

田生态环境有大的改善"形势大好#鼓舞人心( 保护

性耕法"是耕作科学技术史上第 / 次大革命"是个新

兴事物"必然会受到各方面关注(为使示范工作顺利

进行"笔者等对其中一些技术环节"提出一点看法"
供讨论参考"抛砖引玉"欢迎批评指正(

! 当前我省耕作技术的主要问题

我省中部黑土地区"实行一年一熟制"秋收后从

!" 月到下年 # 月"耕地全部裸露"任凭风吹雨打"得

不到保护( & 至 % 月进入雨季" 对中部漫岗坡地黑

土"冲刷严重( 传统耕法中的翻#耙#耙#播#压#趟#
趟#趟 [ 次作业"破坏了土壤团粒结构"更加剧了水

土流失( 有机肥施用太少"化肥用的多"有机无机配

比不合理"以致土壤腐殖质矿化太快"迅速减少"得

不到补充(我省玉米面积很大"剩余秸秆多被焚烧或

烂掉"还不了田(许多地方习惯在秋翻地#旋耕地#耙

茬地上实行打垄种"土壤水分丧失殆尽"墒情不好"
出不了苗"毁补种面积年年扩大"贪青晚熟"减产#绝

产严重( 上述种种制约了我省农业生产持续发展过

收稿日期! (""($"%$!(
作者简介! 边少锋’!%&)$-"男"硕士"吉林省农科院综合所所长"副

研究员"从事玉米栽培研究(

程( 保护性耕法"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 保护性耕法的主要内容

’!- 站秆覆盖#立体保护"是保护性耕法的首要

措施(方法是!收穗留秆"秋收时把玉米穗掰走"将秸

秆留在地里不动"形成一片)防护林*( 好处是!既防

风又透风" 可以把远处刮来的尘土和飞雪均匀地撒

落田间"不起垄不成堆"有利于提高播种质量%撒落

在地面的残秆碎叶少"覆盖浅薄"冬+春少量降水"可

直接渗入田间%阳光辐射地面"春播时地温上升较

快"有利种子发芽和幼苗生长( 站秆保护"适合我省

春寒地冷特点"比用秸秆平铺覆盖#水平保护"优越

得多( 若用机械收穗"实行高茬覆盖可把剩余高茬#
残秆#碎叶均匀地留在田间"减少土壤水分蒸发( 站

秆覆盖或高茬覆盖"就地取材"简而易行"也是)反璞

归真"模拟自然*的一种尝试(
’(- 免耕播种"是保护性耕法的中心环节( 其方

法是!不翻地#不旋耕#也不耙茬"春播时在站秆行间

进行"机具在根茬行上行走( 其好处是!减轻机具对

土壤的压力"保护土壤团粒结构不受破坏%保持上年

根茬腐烂后"留下的根系孔隙网络完整无损"便于通

气透水%保证作物生长所需的最佳土壤紧实度"其土

壤容重为 !W) \ !W/ : ] KG)"从而使土壤导热快"地温

高"土壤水分多"墒情好"出苗早#快#齐#全#壮%保持

土壤)上肥下瘦*的层次不乱"作物生育良好"产量

高( 秋翻地与免耕地相比"耕层疏松"其土壤容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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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导热性差!地温上升较慢" 加之土壤

水分较少!出苗较晚#秋翻地上层速效养分较少!作

物所需养分供应不足! 生长比较缓慢! 往往贪青晚

熟!导致减产"
*)+ 化学除草$免中耕!是保护性耕法的 关 键 措

施" 农田杂草是农业生产的头号%敌人&" 也是耕作

史上%耒耕$犁耕$机耕&三次大革命的主要对象" 耕

作的任务!首先是消灭杂草!其次才是加深耕层" 加

深耕层其实也是为了消灭杂草"至于现在盛行的%三

铲$三趟$培大垄&!更是专门为了除掉杂草" 一株杂

草从土壤中夺取的水分$ 养分! 超过一株作物数十

倍!有草不除!可使作物减产$绝收"
现代化学药剂除草试验成功! 给耕作技术第 ,

次大革命提供了有力武器!找到了突破口" 因此!化

学除草!也就成了保护性耕法的关键环节"
科学试验证明’在化学除草效果较好的情况下!

实行中耕铲趟!不仅破坏了除草剂药膜!提早失去药

效!还把埋在下层的草籽翻到表层!重复感染" 以至

一次中耕不行!还得中耕 $ # ) 次" 在化学药剂控制

杂草条件下! 免耕播种的玉米产量! 以不中耕的最

高!中耕次数越多的产量越低"其原因!缺苗$伤苗严

重" 据调查’每中耕一次!玉米缺苗 !"-.!中耕 ) # ,
次!总缺苗约 -.左右" 在免耕地上!用畜力中耕趟

地!牲口专踩垄台较硬的苗眼处!造成大量伤苗$缺

苗#若用机械中耕!则因免耕地块较硬!犁铧不上线

而偏墒!成片伤根伤苗!甚至%端垄&死苗" 中耕后的

垄沟土壤太松!土壤水分迅速蒸发!地温降低!于作

物生长不利" 若还持续干旱! 中耕后的作物受害更

重#若遇大雨!则加重土壤流失!坡耕地垄沟暄土!一

冲而光" 因此!在免耕地上实行中耕趟地!与保护性

耕作的初衷背道而驰!应慎重采用"
*,+ 改变传统施肥方法!在表层集中施化肥" 传

统施肥方法!以养苗为主!要求%少吃多餐&" 除播种

时施底肥和口肥外!生育期间还要追肥两次"要求刨

垄深施" 这在秋翻地上!化肥较少情况下!对提高玉

米产量有一定作用"但在保护性免耕地上未必适合"
我省玉米的化肥用量!每公顷接近 ! 吨水平!数量之

大!与西方农业发达国家不相上下"保护性耕法地板

又较硬!用传统的人工刨垄深施!费工费力!劳动强

度大!保证不了质量"
免耕地表残留着大量有机覆盖物! 微生物在分

解这些有机物时!会与作物争夺氮源!对幼苗生长不

利"科学试验证明’在免耕地上播种玉米时! 除以一

部分化肥作口肥外!其余大部化肥撒施于地表!通过

播种作业混入表层!效果良好" 因此!在保护性免耕

法中!改变传统施肥方法!十分必要"

) 保护性耕法的有效年限

保护性免耕法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十分明

显!已为国内外和省内许多资料所证明"但这种耕法

的有效年限!能维持多久!是国际耕作研究会正在研

究的重大课题" 我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自 !/0) 年

开始!在公主岭黑土上!在玉米连作条件下!进行总

免耕与连年耕翻的长期定位试验!截至目前!已积累

了近 $1 年有关资料!可供讨论参考"
!/0) # !//- 年试验结果’在同一地块上!免耕

!) 年的玉米产量!每公顷平均 0 231 4%!比连耕 !)
年平均增产 )$2 4%!增产 ,.!增减产幅度为5)"-).
# !)"/!." 增产年数为 !1 年!占 !) 年的 22.!有 )
年减产!占 !) 年的 $).!增产是肯定的!经济效益

不言而喻"
!//3 # !//0 年因管理失误!未计产量"
!/// # $11! 年!实行规范作业!继续试验" 结果

免耕 !2 # !/ 年的玉米产量!比连耕 !2 # !/ 年分别

增产 )",.$/"2.$3"2.!效果显著"
应该指出!这 ) 年连续干旱成灾!为公主岭地区

-1 余年来所罕见!免耕法不仅没有减产!反而显著

增产!表明免耕法具有很强的抗旱能力"其免耕年限

问题!还可以继续试验!跟踪观察"

, 结 论

%没有不良的土壤!只有不良的耕作方法&"土壤

是个活的生物有机体!只要用养得当!保护得当!其

肥力是可以自行调节!得到恢复!永续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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