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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南灌区农田灌溉中溢出水分利用方法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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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取农沟上分段用土打筑蓄水坝的方法!使溢出的农田水分被滞留"分隔在农沟内!通过土壤毛管水的

作用!使其缓慢地渗透到土壤!补充农田土壤水分#农沟蓄水坝打筑的高度应稍低于田面的高度!以使灌溉中多余的

水顺利流入农沟!最大限度地滞留灌溉中溢出的水分!减少灌溉水的浪费#农沟蓄水坝有增加土壤含水量"提高土壤

肥力的作用#土壤水肥条件的改善!使土壤供给作物的营养增多!促使小麦每穗粒数增多"千粒重增高"产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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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银南灌区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属大陆荒漠型气候#
干旱少雨#蒸发强烈#自然水资源量极为缺乏#居全国最末位#
而且具有时间与空间上分布不均匀%矿化度高%水质差和泥沙

含量大等特点&该地区没有灌溉就没有农业#因引用黄河水#
才使宁夏银南灌区成为全国大型的自流灌区之一#是宁夏乃至

西北地区高产稳产%旱涝保收的重要粮食生产基地#才有了较

好的生态环境&但是#由于农民传统的生产习惯#’大水漫灌(
造成大量黄河水在灌溉中从农田溢出#并直接流入排水沟#使
水资源大量浪费的同时#还容易引起土壤盐渍化&’大水漫灌(
中浪费的大量水资源#应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利用#这是实现节

水农业的一个重大问题&为此#我们开展了灌溉中溢出水分利

用方法的试验研究&

I!基本方法

试验设在宁夏吴忠市巴浪湖农场一队和吴忠市郭家桥乡

清水沟村&试验根据地面高程#在农沟上分段用土打筑蓄水坝

若干个#使溢出的农田水分被滞留%分隔在农沟内#通过土壤毛

管水的作用#使其缓慢地渗透到土壤#补充农田土壤水分&在

农沟打筑蓄水坝和不打筑蓄水坝两侧(I的延长线上#每!""
I设一观测位点$小麦生长期间#每次灌水后的第RE#观测""
’"@I和’"")"@I的土壤含水量$麦收后的R"!"月份#每月

观测一次""’"@I和’"")"@I的土壤含水量&%月份和!"
月份采集""’"@I的土样!每块田)点取样"#化验土壤有机

质%全盐%速氮%速磷%速钾&考种小麦的亩收获穗数%穗粒数%
千粒重#进行田间测产&

J!主要结果

J*I!农沟蓄水坝对土壤水分的影响
从)月%日至!"月!#日R次的测定结果看#灌水间隔时

间越短#农沟内滞留水分对农田土壤水分的影响越小&如)月

%日%)月!#日%)月’#日%Q月’’日和#月#日)次的结果表

现为)打筑蓄水坝!("!#号位点比不打筑蓄水坝R"!’号位

点""’"@I土壤的平均含水量要高#增长幅度在([以内&R
月’’日%&月’Q日和!"月!#日(次的结果表现为)打筑蓄水

坝各位点比不打筑蓄水坝各位点""’"@I土壤的平均含水量

也高#但增长幅度在([以上#其中R月’’日的增长幅度达到

!#*"[!见表!"&

!!据试验#打筑蓄水坝!(号位点的小麦在灌二水时#灌水量

比没有打筑蓄水坝R号位点每公顷减少(""I(#!(号井位小

麦每公顷的产量为)("%U3#而R号井位小麦每公顷的产量为

)!%Q*)U3&

J*J!农沟蓄水坝对土壤肥力的影响
从表’看到#%"!"月份#打筑蓄水坝的""’"@I土壤有

机质从!#*%3*U3增到!&*%3*U3#增加了!!*)[$水解氮从

Q&*"I3*U3增到Q&*&I3*U3#增加了!*([$但有效磷和速效

钾 从!!*&I3*U3和!&!*"I3*U3分 别 降 到)*QI3*U3和

收稿日期!’""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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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I!试区部分位点农沟上筑坝与否对农田土壤水分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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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J!农沟上筑坝与否对土壤养分的影响!""’"@I"

处理 项!目 %月 !"月 增减#[

不
筑
蓄
水
坝

有机质#!3$U3Z!" !%*’ &*%# Z((*(

水解氮#!I3$U3Z!" )Q*) (%*’ Z)"*R

有效磷#!I3$U3Z!" Q*( !"*’ YQ!*&

速效钾#!I3$U3Z!" !R!*" !!)*" Z(Q*)

打
筑
蓄
水
坝

有机质#!3$U3Z!" !#*% !&*% Y!!*)

水解氮#!I3$U3Z!" Q&*" Q&*& Y!*(

有效磷#!I3$U3Z!" !!*& )*Q Z)’*&

速效钾#!I3$U3Z!" !&!*" !)’*" Z’"*%

!)’*"I3#U3%降低幅度分别为)’*&[和’"*%[&不打筑蓄水

坝的""’"@I土壤有机质从!%*’3#U3降到&*%#3#U3%降低

了((*([’水解氮从)Q*)I3#U3降到(%*’I3#U3%降 低 了

)"*R[’有 效 磷 从Q*(I3#U3增 到!"*’I3#U3%增 加 了

Q!*&[’速 效 钾 从!R!*"I3#U3降 到!!)*"I3#U3%降 低 了

(Q*)[&

J*K!农沟蓄水坝对小麦产量及其构成因素的影响
各位点小麦测产考种结果的平均数为(巴浪湖试区打筑蓄

水坝的每公顷产量)每穗粒数)千粒重分别为)")’U3)’)*%%
粒和%%*)%3%不 打 筑 蓄 水 坝 的 分 别 为%RR#U3)’(*&R粒 和

%!*Q’3%打筑蓄水坝增产(*%[&郭家桥乡清水沟试区打筑蓄

水坝的每公顷产量)每穗粒数)千粒重分别为)’Q&*)U3)’#*%
粒和%%*#3%不打筑蓄水坝的分别为%)#)U3)’’*(粒和%%*(
3%前者明显大于后者%打筑蓄水坝增产!)*’[&两试区打筑蓄

水坝与不打筑蓄水坝小麦的每公顷收获穗数均为%"*!"万%筑
坝与否对小麦的收获穗数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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