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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一年两熟区玉米秸秆覆盖对冬小麦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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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在河北涿州保护性耕作试验田开展了设置 ６种不同秸秆覆盖还田量：５ｔ／ｈｍ２（全量还田，

ＯＭ）、４ｔ／ｈｍ２（８０％还田，ＥＭ）、３ｔ／ｈｍ２（６０％还田，ＳＭ）、２ｔ／ｈｍ２（４０％还田，ＦＭ）、１ｔ／ｈｍ２（２０％还田，ＴＭ）及无秸秆

覆盖地表（ＮＭ）的田间试验，分析了不同秸秆覆盖量对田间土壤含水率、冬小麦出苗率、叶面积指数（ＬＡＩ）、根系生

长及产量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秸秆覆盖量与土壤含水率之间呈线性关系，含水率随秸秆覆盖量增大而增大；冬

小麦出苗率随秸秆覆盖量先增大后减小，ＦＭ处理出苗率最优，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 ＦＭ平均出苗率比 ＴＭ、ＮＭ、ＳＭ、ＥＭ、

ＯＭ分别大６９％、１００％、１１９％、２３８％、３３７％；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冬小麦整个生长周期内，ＦＭ、ＴＭ、ＮＭ、ＳＭ、ＥＭ、ＯＭ

处理平均 ＬＡＩ分别为 ５３、４５、３６、４０、３３、３０；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 ＦＭ、ＴＭ、ＮＭ、ＳＭ、ＥＭ、ＯＭ处理最大根长密度分别

为 ０９８、０９５、０９３、０９３、０８６、０６７ｃｍ／ｃｍ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 ＦＭ处理冬小麦平均产量分别比 ＴＭ、ＮＭ、ＳＭ、ＥＭ、ＯＭ

高 ２９４％、７５６％、７９１％、１１５０％、１３５３％。适量秸秆覆盖（２ｔ／ｈｍ２）能促进冬小麦生长，实现增产，秸秆覆盖量

较大时应该增加播量并提高播种机防堵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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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ｉｅｌｄ

　　引言

秸秆覆盖是保护性耕作核心技术之一，该技术

可减少地表径流，减轻土壤风蚀、水蚀，降低水分蒸

发，提高水分利用效率
［１］
，对华北一年两熟区农田

节水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针对华北一年两熟区玉米秸秆覆盖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秸秆覆盖对土壤理化特性、土壤墒情、

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的影响。陈军锋等
［２］
研究了

冻融期秸秆覆盖量对土壤剖面水热时空变化的影

响，表明秸秆覆盖后显著抑制了冻融期土壤温度的

变化幅度，秸秆覆盖厚度为５ｃｍ时的储水保墒效果
最佳。ＳＴＡＧＮＡＲＩ等［３］

研究了保护性耕作条件下，

秸秆覆盖对大麦生长及产量的影响，发现秸秆地表

覆盖能够显著增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环境，且覆

盖量为 １５ｔ／ｈｍ２对大麦产量的影响最大。张翼夫
等

［４］
研究了华北玉米秸秆覆盖对砂土、壤土水土保

持效应的影响，表明砂土和壤土条件下，３０％
（１６００ｋｇ／ｈｍ２）秸秆覆盖能够显著提高土壤入渗总
量，减少产沙总量（２２２％ ～４６４％），对水土流失
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付强等

［５］
研究了秸秆覆盖

对季节性冻融期土壤水分特征的影响，发现秸秆覆

盖能有效平抑冻融期 ０～６０ｃｍ土壤液态含水率的
变化幅度，有助于增加土壤墒情。

科研工作者已研发出一系列防堵效果较好的小

麦免耕播种机
［６－７］

，为玉米秸秆覆盖地小麦免耕播

种技术在华北一年两熟区的推广应用奠定了基础。

但玉米秸秆覆盖对冬小麦出苗生长影响研究结论不

一：部分学者指出，秸秆覆盖能够增加土壤水分，提

高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特性，提高小麦产

量
［８－９］

；也有学者认为，秸秆覆盖引起土壤温度日较

差减小，造成小麦根区温度较低，导致小麦根系发育

滞后，影响小麦生长及产量
［１０－１１］

。因此研究秸秆覆

盖量对土壤水分及冬小麦生长的影响，对秸秆覆盖

还田技术推广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田间定位试验，秸秆覆盖量设置为 ５、
４、３、２、１ｔ／ｈｍ２，以及无秸秆覆盖 ６种措施，通过对
比土壤含水率，冬小麦出苗率、叶面积指数、根系生

长及产量，研究玉米秸秆覆盖量对土壤水分及冬小

麦生长的影响，旨在为华北一年两熟区玉米秸秆还

田技术实施提供理论支撑。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区概况
试验设置在中国农业大学农业部河北北部耕地

保育科学观测实验站，于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０１６年７月
进行。实验站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涿州东城坊镇（东

经１１５°４４′、北纬３９°２１′，海拔高度 ４５ｍ），该地区属
于典型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全年平均日

照时数 ２５６０ｈ，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平均气温分别为
１２３、１３６、１１２℃，年 降水量分 别为 ４６０、４９０、
４８０ｍｍ。土质为砂壤土，土壤ｐＨ值７８，有机质质量
分数１５％。
１２　试验设置

试验区为冬小麦 夏玉米一年两作制，２０１１年
实验站结合当地种植模式，开始施行保护性耕作。

全年作业模式为：玉米联合收获—秸秆全量粉碎还

田—冬小麦免耕施肥播种—喷除草剂—小麦联合收

获—秸秆粉碎还田—玉米免耕施肥播种—喷药除

草—玉米联合收获。

试验区使用 ２ＢＭＳＦ １２／６型小麦免耕播种机
进行小麦播种，如图 １所示。该播种机通过条带旋
耕驱动防堵，实现秸秆覆盖少耕播种。播种时选用

鲁垦麦 ９号种子，播种量 ３００ｋｇ／ｈｍ２，平均行距
２０ｃｍ。施肥量为 Ｎ２８４ｋｇ／ｈｍ２，Ｐ２Ｏ５１０２ｋｇ／ｈｍ

２
，

Ｋ２Ｏ９５ｋｇ／ｈｍ
２
。

试验区每年玉米收获秸秆总量为 ５ｔ／ｈｍ２，试验
在保护性耕作模式基础上设置５、４、３、２、１ｔ／ｈｍ２（编
号为 ＯＭ、ＥＭ、ＳＭ、ＦＭ、ＴＭ）的秸秆覆盖还田量，分
别对应秸秆总量的 １００％、８０％、６０％、４０％和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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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田间小麦播种

Ｆｉｇ．１　Ｐｈｏｔｏｏｆｆｉｅｌｄｗｈｅａｔｓｏｗｉｎｇ
　

以无秸秆覆盖（ＮＭ）为试验对照组。每个小区面积
为１８０ｍ２（１５ｍ×１２ｍ），试验采用完全随机设计，各
处理进行３次重复。

１０月初玉米收获后，利用秸秆均匀抛撒机将玉
米秸秆粉碎并抛撒覆盖于地表，再使用条带旋耕式

小麦少免耕播种机直接播种（图１）。
１３　测试方法
１３１　土壤体积含水率

分别在播种期、乳熟期、成熟期３个冬小麦关键
生育期，用铁铲挖尺寸为６０ｃｍ×６０ｃｍ×３０ｃｍ方形
剖面，使用环刀（高 ５ｃｍ、直径 ５ｃｍ）分别取 ０～
１５ｃｍ和１５～３０ｃｍ的土样，每个剖面重复 ３次，每
个处理随机沿“Ｓ”型重复取 ３个点。将土壤样品带
回实验室，用干燥箱（１０５～１１０℃）将土样干燥至质
量恒定，用精度００１ｇ的天平测定土壤的质量并计
算其质量含水率，换算为体积含水率

图 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秸秆覆盖量对土壤含水率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ｔｒａｗ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ａｍｏｕｎｔｏｎ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ｆｒｏｍ２０１４ｔｏ２０１６

θｖ＝ρｂθｍ （１）

式中　θｖ———土壤体积含水率，％

ρｂ———土壤容重，ｇ／ｃｍ
３

θｍ———土壤质量含水率，％
１３２　小麦生长指标

（１）出苗率
在每个试验小区的每种处理区域内随机选取

３个测量点，每个测量点以１ｍ２为测量单位，测定小
麦出苗率。播种前测定所用冬小麦种子的千粒质量

及播种机播种量，并计算其出苗率

Ｃｍ＝
∑
ｎ

ｉ＝１
ｍｈ

１０００ｍｓｎ
Ｂｚ×１００％ （２）

式中　Ｃｍ———小麦出苗率，％
ｍｈ———每行出苗数
ｎ———每平方米行数
ｍｓ———播种机１ｍ播种量
Ｂｚ———小麦种子千粒质量

（２）叶面积指数
利用便携式 ＳｕｎＳｃａｎ植物冠层分析系统（英国

Ｄｅｌｔａ Ｔ公司）测量冬小麦叶面积指数（ＬＡＩ）。分
别在小麦越冬期、拔节期、开花灌浆期、成熟期，每个

处理随机选取 ３个点，在每个测试点利用 ＳｕｎＳｃａｎ
植物冠层分析系统进行 ＬＡＩ测量。

（３）根系生长
在小麦成熟期的种植行利用 Ｂｉ ｐａｒｔｉｔｅ型根钻

系统测量小麦根长密度。用根钻取整株冬小麦根

系，钻取根系时按１０ｃｍ的间距向下分层钻取，测至
１００ｃｍ深度，将取得的根系用蒸馏水洗净，利用
ＡＺＲ １００型根系生态监测系统进行扫描、分析，计
算根长密度。

１３３　产量
小麦成熟后，进行考种与计产，每个处理按照

“Ｓ”型随机取５个点，每个点将 １ｍ×１ｍ范围内的
小麦全部取回，进行考种测产。

１４　数据分析
运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和 ＩＢＭＳＰＳ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０对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利用 Ｏｒｉｇｉｎ９１进行图形绘制。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秸秆覆盖对土壤体积含水率的影响
土壤水是作物吸收水分的主要来源，是保证作

物生长发育的关键，是获得作物高产的基础。各秸

秆覆盖量处理下，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和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
冬小麦生长期 ０～２０ｃｍ土层体积含水率如图 ２所
示。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冬小麦播种期、乳熟期及成熟期

４９１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７年



土壤体积含水率总体上随着秸秆覆盖量增加而增

大。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整个冬小麦生长周期内 ＯＭ、
ＥＭ、ＳＭ、ＦＭ、ＴＭ及 ＮＭ处理条件下，平均土壤含水
率分别为 １４６％、１４１％、１４０％、１３６％、１３４％、
１３３％；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整个冬小麦生长周期内
ＯＭ、ＥＭ、ＳＭ、ＦＭ、ＴＭ及 ＮＭ处理条件下，平均土壤
含水率分别为 １６５％、１６２％、１６１％、１５９％、
１５６％、１５４％。

对土壤体积含水率曲线拟合及回归分析可得，不

同年份的冬小麦生长周期土壤体积含水率随秸秆覆

盖量变化的线性拟合模型 Ｒ２均在０７５以上，拟合程
度较高；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相应 ｐ值均小于 ００５，说
明秸秆覆盖对土壤体积含水率具有显著影响；由不同

年份各个关键生育期内的拟合方程系数对比可知，土

壤体积含水率较低的年份系数较大，表明秸秆覆盖量

对干旱年份的土壤体积含水率的提高作用较明显。

２２　秸秆覆盖对冬小麦植株生长的影响
２２１　出苗率

图 ４　秸秆覆盖量对冬小麦生育期叶面积指数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ｔｒａｗ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ａｍｏｕｎｔｏｎ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ｌｅａｆａｒｅａｉｎｄｅｘ

图３为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秸秆覆盖量对冬小麦出
苗率的影响情况。由图 ３可知，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冬小
麦出苗率高于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冬小麦出苗率，随着秸
秆覆盖量逐渐增大，２个季度的冬小麦出苗率均出
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且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出苗率数
据显示，秸秆覆盖量为 ２ｔ／ｈｍ２（ＦＭ）时冬小麦出苗
率最大，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最大出苗率
分别为９４３％、９５７％。
２２２　冬小麦叶面积指数

叶面积指数（ＬＡＩ）反映作物生长状况及生产力
水平，对比农作物 ＬＡＩ及动态变化状况，对作物长势
及产量预估具有重要意义

［１２］
。图 ４为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不同秸秆覆盖量对小麦不同关键生育期叶面积

指数的影响。由图４可知，每种处理条件下，冬小麦
生长期内叶面积指数均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

从越冬期到拔节期 ＬＡＩ实现快速增长，到开花灌浆
期达到最大值，之后在成熟期缓慢下降。２０１４—

图 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秸秆覆盖量对冬小麦出苗率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ｔｒａｗ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ａｍｏｕｎｔｏｎ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ｆｒｏｍ２０１４ｔｏ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年在不同冬小麦关键生育期内，各处理间冬小
麦 ＬＡＩ由大到小表现为：ＦＭ、ＴＭ、ＳＭ、ＮＭ、ＥＭ、ＯＭ，
且在拔节期、灌浆期、成熟期内 ＦＭ处理 ＬＡＩ均显著
大于其他秸秆覆盖量处理。

２２３　冬小麦根系生长
根系是小麦获取水分和养分的重要器官，根系

的生长状况直接影响作物的生长发育及产量
［１３］
。

图５为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秸秆覆盖量对冬小麦根长密
度的影响。由图 ５可知，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 ＦＭ处理小
麦根长密度明显大于 ＴＭ、ＮＭ、ＳＭ、ＥＭ和 ＯＭ处理，
变化趋势由大到小为：ＦＭ、ＴＭ、ＮＭ、ＳＭ、ＥＭ、ＯＭ。
各处理的根长密度均在 １０ｃｍ左右达到最大值，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 ＦＭ、ＴＭ、ＮＭ、ＳＭ、ＥＭ、ＯＭ处理最大
根长 密 度 分 别 为 ０９８、０９７、０９５、０９３、０８４、
０６５ｃｍ／ｃｍ３；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最大根长密度分别为
０９９、０９５、０９３、０８８、０８０、０６９ｃｍ／ｃｍ３。
２３　秸秆覆盖对产量的影响

由图６可知，随着秸秆覆盖量增加，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及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冬小麦产量出现先增加后减小
的变化趋势，当秸秆覆盖量为２ｔ／ｈｍ２时冬小麦产量
最大，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 ＦＭ处理小麦平均产量分别比
ＴＭ、ＮＭ、ＳＭ、ＥＭ、ＯＭ高 ２９４％、７５６％、７９１％、
１１５０％、１３５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 ＳＭ处理比 ＮＭ
处理产量高１３％，而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 ＳＭ处理比 ＮＭ
处理产量低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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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秸秆覆盖量对冬小麦根长密度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ｔｒａｗ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ａｍｏｕｎｔｏｎ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ｒｏｏｔｌｅｎｇｔｈｄｅｎｓｉｔｙ
　

图 ６　秸秆覆盖量对冬小麦产量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ｔｒａｗ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ａｍｏｕｎｔｏｎ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ｙｉｅｌｄ
　

３　讨论

３１　秸秆覆盖量对土壤含水率的影响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秸秆覆盖能够增加土壤含

水率，两者呈正相关，线性拟合程度较高，主要原因

可能是秸秆覆盖能够显著增加土壤入渗率，减少土

壤水蚀
［１４］
，且秸秆覆盖能够有效减少土壤水分蒸

发
［１５－１６］

。大量研究还表明，秸秆覆盖能够增加土壤

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团粒特性，增加土壤空隙，减

少土壤板结现象，改善土壤理化特性和持水特

性
［４，１７－１８］

。对冬小麦不同生育期拟合方程进行对

比，还发现秸秆覆盖量对土壤保墒作用与土壤自身

含水率有关，主要因为前期土壤含水率较高时，与前

期土壤含水率较低条件相比，土壤入渗率降低，土壤

水蚀增大
［１９］
，不利于土壤水分保持。

３２　秸秆覆盖量对冬小麦生长的影响
３２１　秸秆覆盖对出苗率及 ＬＡＩ的影响

秸秆覆盖方式及秸秆覆盖量均会影响冬小麦出

苗率和冬小麦苗后生长状况
［２０－２１］

，本文研究表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 ＮＭ、ＴＭ、ＦＭ、ＳＭ、ＥＭ、ＯＭ处理冬小
麦出苗率分别为 ８６４％、８８９％、９５０％、８４９％、
７６７％、７１１％，出苗率随秸秆覆盖量的增大呈单峰
变化趋势。覆盖量０～２ｔ／ｈｍ２时，覆盖量越大，出苗
率越高，这是因为秸秆覆盖量较少，不仅不能阻碍冬

小麦突破秸秆层，并且因为秸秆覆盖改善土壤水热

特性促进冬小麦出苗，这与陈素英等
［１６］
、沈学善

等
［２２］
的研究结果一致。而当覆盖量大于 ３ｔ／ｈｍ２

时，出苗率减小。该结果与赵丽等
［２３］
的研究结果一

致，可能是因为秸秆覆盖量过大时，导致小麦发芽后

难以突破秸秆层，导致麦苗接收不到阳光，造成黄

苗、死苗现象
［２１］
。但是沈学善等

［２２］
研究发现，玉米

秸秆全量还田可通过改善耕层土壤理化性状提高冬

小麦出苗质量，这可能是因为由于降水等气候原因

或者播种机播量播深等问题导致冬小麦出苗受秸秆

覆盖影响较小。

另外部分研究表明
［２４－２７］

，免耕播种机的种床准

备、排种流畅性及防堵性能等质量问题也是影响冬

小麦出苗率的重要原因。王宁等
［２８］
研究表明，玉米

秸秆半量覆盖还田处理小麦叶面积指数显著高于全

量还田和未还田处理，玉米秸秆还田能提高小麦

ＬＡＩ。本研究表明随着秸秆覆盖量增加，冬小麦 ＬＡＩ
先增大后减小，冬小麦 ＬＡＩ在 ＦＭ处理时达到最大
值，ＬＡＩ增大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覆盖的秸秆腐解过
程改善了土壤理化性状，促进小麦生长发育

［２９］
。

３２２　秸秆覆盖对冬小麦根系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 ＦＭ、ＴＭ、ＮＭ、

ＳＭ、ＥＭ、ＯＭ处理最大根长密度分别为 ０９８、０９７、
０９５、０９３、０８４、０６５ｃｍ／ｃｍ３；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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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长 密 度 分 别 为 ０９９、０９５、０９３、０８８、０８０、
０６９ｃｍ／ｃｍ３，在不同秸秆覆盖量条件下，随秸秆覆
盖率增加根系密度增大，其主要原因是秸秆还田能

够促进冬小麦次生根发生，提高根系活力，同时秸秆

覆盖增大土壤含水率，对深层根系具有延缓衰老的

作用
［３０］
，但随着秸秆覆盖率增加的同时会出现根系

密度减小的趋势，主要因为大量秸秆覆盖会严重影

响冬小麦出苗率及冬小麦生长，且大量秸秆使土壤

湿度较大，土壤容易受外力影响而发生紧实现象，此

外大量秸秆覆盖还会因农机具轮胎滑移率增加而压

实土壤，这些是根长密度减小的诱因
［３１］
。

３３　秸秆覆盖量对冬小麦产量的影响
小麦产量变化是众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高

亚军等
［３２］
通过大量分析得出秸秆大量覆盖导致作

物减产的机理，主要包括秸秆覆盖降低地温、导致病

虫害发生、影响水热交换等。本文结果显示，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年 ＦＭ处理冬小麦产量分别比 ＴＭ、ＮＭ、ＳＭ、
ＥＭ、ＯＭ 高 ２９４％、７５６％、７９１％、１１５０％、
１３５３％，主要因为少量秸秆覆盖能够增加土壤水

分，改善土壤环境，提高作物出苗率，促进冬小麦生

长及根系发育，引起冬小麦增产，而过量秸秆覆盖主

要通过影响冬小麦出苗，导致减产。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
ＳＭ处理比 ＮＭ处理产量高１３％，而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
ＳＭ处理比 ＮＭ处理产量低 ２０％，产生这种变化可
能主要由于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降水较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多
所致。

４　结论

（１）秸秆覆盖能够显著增加 ０～２０ｃｍ土壤含
水率，且土壤含水率与秸秆覆盖量之间呈线性相

关性。秸秆覆盖量对土壤含水率增加作用与前期

土壤含水率有关系，秸秆覆盖对干旱土壤保墒作

用较明显。

（２）玉米秸秆覆盖量对冬小麦出苗率及后期生
长影响呈单峰值变化，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

（３）在华北一年两熟区，玉米秸秆覆盖条件下
少免耕播种冬小麦，玉米秸秆还田量应适宜，不宜过

小或过大，秸秆覆盖量２ｔ／ｈｍ２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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