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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耕作措施对土壤含水量及玉米出苗率的影响

胡兴波!曹敏建!塚田利夫!李 娜
"沈阳农业大学农学院#辽宁 沈阳 !!"!&!$

摘 要!研究了 + 种土壤耕作措施对春季土壤含水量及玉米出苗率的影响% 结果表明&不同耕作措施间存在极

显著的差异%在 # , !" -. 耕层内&秋起垄’秋整地$的土壤含水量高&与春整地的耕作措施存在极显著的差异( 在 !!
, !# -. 耕层内&早春顶凌复垄措施的土壤含水量高&与其它 & 项耕作措施存在显著差异% 秋翻地秋起垄早春顶凌复

垄和不翻地秋起垄早春顶凌复垄的土壤耕作措施&玉米出苗率达到了 ++/01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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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部分地区为雨养农区& 特别是北方地区

水资源极为匮乏&春季大风少雨&土壤墒情差&十年

九春旱&春旱严重威胁春播生产% 因此&研究合理的

旱地土壤耕作措施&提高天然降水的利用效率&缓解

作物需水与自然降水之间不协调的矛盾& 是十分必

要的[! , )\% 本试验通过不同的土壤耕作措施研究&分

析耕作措施对土壤含水量的影响& 旨在探讨适合本

地区的耕作措施&从而增强土壤保墒能力&促进玉米

出全苗)出好苗*

! 材料与方法

DEF 试验土壤及品种

试验于 (""" , (""! 年在沈阳市辽中县大黑乡

收稿日期! ("")$"!$"+
作者简介! 胡兴波"!%0+$$&男&沈阳农业大学农学院硕士研究生&

从事作物抗旱生理研究*

试验田进行* 土壤为沙性碳酸盐草甸土& 碱解氮

!)!/) .: ] G:&速效钾 3+/( .: ] G:&速效磷 !%/) .: ] G:*
供试材料为玉米杂交种沈单 !"*
FEG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 + 种土壤耕作措施! !不翻地秋起垄

早春顶凌复垄("秋翻地秋起垄早春顶凌复垄(#不

翻地早春顶凌起垄($不翻地秋起垄(%不翻地春起

垄(&秋翻地秋起垄(’秋翻地春起垄((不翻地春

旋耕*
整地时间!秋翻地秋起垄在 (""" 年 !" 月上旬&

早春顶凌复垄在 (""! 年 ) 月上旬& 春起垄在 (""!
年 3 月上旬*

每种耕作措施为一小区&小区面积 &" .(&行长

!" .&行距 "/&" .&每小区 !" 行&两次重复* (""! 年

3 月 (# 日播种&种植密度为 #! """ 株 ] K.(* 前茬为

玉 米& 种 肥 施 用 磷 酸 二 铵 !#" G: ] K.(&^(?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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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 * 月 )+ 日取 , - ), .%")( - ), .%
两耕层的土样"用烘干称重法测定土壤含水量"每个

处理测 + 次重复", 月 &( 日对玉米出苗进行调查!
利用 /0/1 和 2322 进行统计分析!

& 结果与分析

!"# 不同耕作措施对土壤含水量的影响

4

耕 作 措 施 , - )( .%耕层 )) - ), .%耕层

秋翻地秋起垄早春顶凌复垄 ))5+* ),5,)
不翻地秋起垄早春顶凌复垄 ))5&6 )75&)
不翻地秋起垄 ))5), )857,
秋翻地秋起垄 )(568 )*5+)
不翻地早春顶凌起垄 +5,7 )*5*7
不翻地春起垄 +58+ )85(6
不翻地春旋耕 95+8 +56)
秋翻地春起垄 957, +5*)

表 $ 不同耕作措施的土壤含水量

不同土壤耕作措施的土壤平均含水量测定结果

如 表 ) 所 示 ! , : )( .% 耕 层 的 土 壤 含 水 量 为

))5+*; - 957,;")) - ), .% 耕 层 的 土 壤 含 水 量 为

)75&); - +5*);!
将不同耕作措施的土壤含水量进行方差分析

#表 &$%结果表明", - )( .% 耕层和 )) - ), .% 耕层

下不同耕作措施对土壤含水量的影响都是极显著

的!
对不同耕作措施土壤含水量新复极差法&<=>?

.@>A$分析&表 8$%结果表明"在 , : )( .% 土壤耕层"
秋翻地秋起垄早春顶凌复垄’ 不翻地秋起垄早春顶

凌复垄’ 不翻地秋起垄及秋翻地秋起垄 * 项耕作措

施的土壤含水量分别为 ))5+*;’))5&6;’))5),;和

)(568;"与其它 * 项土壤耕作措施比较"有 );水平

上的差异显著性! 说明秋起垄的土壤含水量高于春

起垄的土壤含水量" 秋起垄的土壤耕作措施是构成

土壤高含水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22 B2 C C’5’) 22 B2 C C’5’)

处 理 间 9 )9)576 &*5,& &858&DE &56+ *+(596 7+576 7,5+9EE &56+
试验误差 ,7 ,+56( )5(, ,+586 )5(*
总 和 78 ) )*75,( ) )*75,(

)) - ), .%, - )( .%
自由度变异来源

表 ! 土壤含水量的方差分析

平均含水;

FGHI GHJK GHJL GHJC GHJ/ GHJ< GHJM GHJN
秋翻地秋起垄早春顶凌复垄OPQ ))5+* *5)6EE *5()EE 85*7EE 858EE (56) (59 )
不翻地秋起垄早春顶凌复垄FNQ ))5&6 857*EE 85*7EE &56)EE &59EE (587 (5)
不翻地秋起垄FMQ ))5), 85,(EE 858&EE &599EE &57EE (5&&
秋翻地秋起垄F<Q )(568 85&+EE 85)(EE &5,,EE &5*EE
不翻地早春顶凌起垄F/Q +5,7 (56) (598 (5)+
不翻地春起垄FCQ +58+ (598 (5,,
不翻地春旋耕FLQ 95+8 (5)+
秋翻地春起垄FKQ 957,

差 异
耕 作 措 施

表 % 土壤含水量的新复极差分析&’ ( $) *+,

秋翻地秋起垄早春顶凌复垄的土壤含水量为

))5+*;"不翻地秋起垄早春顶凌复垄种植的土壤含

水量为 ))5&6;"两者无显著差异(秋翻地秋起垄与

不 翻 地 秋 起 垄 的 土 壤 含 水 量 分 别 为 )(568; 和

))5),;"也没有显著差异"说明秋季无论翻地与否"
对耕层含水量的影响都不大%

由表 * 可知"在 )( : ), .% 土壤耕层"不翻地秋

起垄早春顶凌复垄与不翻地秋起垄处理的土壤含水

量分别为 )75&);和 )857,;"两者呈极显著差异(秋

翻地秋起垄早春顶凌复垄与秋翻地秋起垄这两种措

施的土壤含水量分别是 ),5,);和 )*5+);" 两者亦

呈显著差异( 不翻地早春顶凌起垄与不翻地春起垄

的土壤含水量分别为 )*5*7;和 )85(6;" 也呈显著

性差异%这说明"早春顶凌复垄种植措施对土壤保墒

能力要明显强于不复垄% 这是因为春播地经过冬季

的风化作用"地表上形成一薄层硬耕层土"土壤毛细

管较多"早春顶凌复垄不仅可以切断毛细管"减少毛

管水蒸发" 还可以使板结的土坷垃变的疏松而易压

碎"并在垄表面覆盖一薄层细碎松土"对减少土壤水

分蒸发有良好的效果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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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含水!

"#$% #$&’ #$&( #$&) #$&* #$&+ #$&, #$&-
不翻地秋起垄早春顶凌复垄"-% ./01. 203455 206455 60.155 10/55 .02755 .085 .
秋翻地秋起垄早春顶凌复垄"9% .707. 20.455 /0/455 108155 .0:5 .047 402
秋翻地秋起垄"+% .803. /08455 70:455 .0215 .015 4067
不翻地早春顶凌起垄"*% .808/ /04755 707755 .0625 403
不翻地秋起垄",% .60/7 701855 802855 407/
不翻地春起垄")% .604: 80/355 80.355
不翻地春旋耕"(% 30:. 4074
秋翻地春起垄"’% 308.

差 异
耕 作 措 施

表 ! 土壤含水量的新复极差分析"#$ % &’ ()*

+,+ 不同耕作措施对玉米出苗率的影响

土壤墒情与玉米出苗率的关系十分密切! 在沙

性土上!含水量"重量#达到 ..!以上才保证玉米出

苗$由表 7 可以看出!在不翻地秋起垄早春顶凌复垄

措施下玉米的出苗率为 :801!% 在秋翻地秋起垄早

春顶凌复垄措施下玉米的出苗率为 3302!% 而在不

翻地春旋耕措施和秋翻地春起垄措施下! 玉米出苗

率 仅 为 1.08!和 6.07!$ 在 春 旱 非 常 严 重 的 144.
年! 秋起垄早春顶凌复垄耕作措施对提高土壤保墒

能力&促进玉米出苗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6 小 结

".% 不同耕作措施对土壤含水量有较大的影响!
不同耕作措施间土壤含水量存在极显著的差异$

"1% 在 7 ; .4 <= 耕层内!秋起垄"秋整地’的土

壤含水量高! 与春整地的耕作措施存在极显著的差

异$
"6% 在 .. ; .7 <= 耕层内!秋翻地秋起垄早春顶

凌复垄和不翻地秋起垄早春顶凌复垄的的土壤含水

量高!与其它 / 项耕作措施存在显著差异%秋翻地秋

起垄早春顶凌复垄& 不翻地秋起垄早春顶凌复垄和

不翻地秋起垄的土壤含水量高> 与其它 7 项耕作措

施存在极显著的差异$

"8% 秋翻地秋起垄早春顶凌复垄和不翻地秋起

垄早春顶凌复垄的土壤耕作措施! 玉米出苗率达到

了 3302!以上$
对于春旱严重的地区! 建议采用秋起垄早春顶

凌复垄的土壤耕作措施!有利于保蓄土壤水分!减少

蒸发!提高玉米出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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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 作 措 施 玉米出苗率"!%

不翻地秋起垄早春顶凌复垄 :801

秋翻地秋起垄早春顶凌复垄 3302

不翻地早春顶凌起垄 2408

不翻地秋起垄 /.01

不翻 地春起垄 7308

秋翻地秋起垄 830:

秋翻地春起垄 6.07

不翻地春旋耕 1.08

表 ’ 不同耕作措施对玉米出苗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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