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田作物膜下滴灌农艺技术简介

妥德宝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



介绍内容
1、膜下滴灌主要特点与优势

2、膜下滴灌对农艺技术发展的影响

3、配套膜下滴灌模式的主要农艺技术

• 品种筛选技术及规范

• 水肥调控技术及规范

• 耕作栽培技术及规范

• 病虫害预防技术及规范

• 农机农艺配套作业技术及调控

4、大面积应用膜下滴灌的问题与对策



1、膜下滴灌的八大优势

(1) 灌水集中在40cm以上土层，杜绝水渗漏损失，灌水适时适

量，避免周期性水分过多和水分亏缺，提高水分利用效率。

(2)   不影响耕层原有结构，保持土壤疏松和良好水、肥、气、热
小气候，为作物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3)   水肥同步到根际，保肥并减少肥料流失，提高肥料利用率。

(4)   保墒效果增强，有效抑制田间无效水蒸发，使灌水全部用于
植株的蒸腾，减少蒸发量，使ET降低、 WUE提高。

(5)   有效抑制杂草的繁衍，减少了杂草的防除及其耗水、耗肥。

(6)   地温较稳定，促进作物早出苗、全苗并增加积温150-200℃
(7)   抵抗干旱、霜冻等自然灾害的能力增强。

(8) 有效抑制病虫害的传播，不湿茎叶且地面湿润也小，抑制病
虫害的发生传播，降低了病虫害指数和农药量，提高品质。

关键是技术配合好高产优质高效且节水节肥环保，反之则·········



2、膜下滴灌对农艺技术发展的影响

• 膜下滴灌技术作为干旱半干旱区的专用技术及现代农业标志性
技术被广泛应用，前景广阔。

• 从20世纪70年代在我国应用，从设施进入大田，从新疆、黑龙
江逐步扩大到甘肃、宁夏、山西、河北和内蒙古。

• 作为现代农业标志技术不仅对品种、栽培、施肥等农艺技术影
响很大，对农艺技术发展方向及技术发展进程也影响很大。

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设施+机械化)
掠夺经营—低投入稳产—适度投入高产（检测+量化）

• 四类生产模式的演义在半干旱地区落幕（确定了理想模式）

农户模式、稳产高效模式、再高产模式和

再高产高效模式（更高的技术要求）

• 高产高WUE 新品种、设施设备管理与防污新技术和

节水栽培施肥农艺新技术（ 藏水于土，用水于种、提水于肥 ）



3、配套膜下滴灌模式的主要农艺技术
藏水于土

• 目的：构建25-40cm的土壤熟化层。
• 熟化指标：土壤固液汽三相比适宜不同作物而且田间持水

量20%以上，土壤固液汽三相比为50%︰30%︰20%
关键是通过提升有机质增加土壤团聚体的数量来实现。

• 熟化技术： 国内外关于土壤培肥熟化的成熟技术很多，适
宜自治区玉米、马铃薯生产基地大面积应用的主要是深松
与增施有机肥。

松、翻、旋结合耕作技术效果较好，既三年深松1次，
深松深度35～40cm；两年翻地1次，深度20～25cm，每年
旋耕一次，配合施用有机肥或秸秆旋耕12～15cm。目前采
用秸秆就地耕翻加腐熟剂的方式实用可行。

• 熟化效果：田间持水量在20-25%，蓄水保水并持续稳定提
供高产作物需要的水、肥、气、热。



3、配套膜下滴灌模式的主要农艺技术
用水于种

• 目的：区域高产品种及高产高效种植方式

• 技术指标：玉米/马铃薯单产分别在850/2500kg/亩以上，

使灌水尽可能全部用于作物蒸腾。

• 主要技术：一是高产、高WUE品资及杂交优势品种培育/
鉴选，包括不同生育期及产量水平的主栽和搭配品种的培

育/鉴选。二是增加密度集中用水的大小垄种植方式与减

少无效蒸发的地膜覆盖技术。

目前生产上的“一增四改”技术就很适宜东部区玉米带，

双行垄作种植技术适宜西部的马铃薯生产基地。

• 主要效果：大幅度提升单方水的生产效率。



3、配套膜下滴灌模式的主要农艺技术
提水于肥

• 目的：进一步提高水分利用效率。

• 技术指标：水肥耦合使清水变肥水，土壤养分变适宜

比例的营养液。

• 关键技术：测土配合田间诊断的基础上、随水进行施

肥与调控，目前采用氮肥2/3、钾肥1/3、微肥全部滴灌

施用方法为宜，施用量及次数按作物主要生育期及其

需肥量施用。每次用1/4时间灌水，再用1/2时间施肥，

最后用1/4时间冲洗管道 。

• 主要效果：增产潜力很大，目前生产上一般提高单方

水粮食生产能力1.0-2.0kg。



主要作物需肥规律及肥料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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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施肥的主要技术措施
田间肥料试验与效应函数

 Mitsherlish方程(经典）

 二次方程(好用）
Y = a+N+P+K-N2-P2-K2+

NP+NK+PK+NPK

计算出该地块
最高产量施肥量
最佳经济施肥量



合理施肥的主要技术措施

养分归原则：（归还作物所带走的养分）

等级 简短定义

A
含量
极低

施肥建议： 施肥量高于C等级很多

肥效作用 对于产量： 大幅度增产
对于土壤： 土壤中的磷含量明显增加

B
含量

低

施肥建议： 施肥量高于C等级

肥效作用 对于产量： 增产
对于土壤： 土壤中的磷含量增加

C
含量
适宜

施肥建议： 施用量和作物带去量相等

肥效作用 对于产量： 少量增产
对于土壤： 土壤中的磷含量保持不变

D
含量

高

施肥建议： 比C级推荐的施肥量少

肥效作用 对于产量： 只用于叶用作物增产
对于土壤： 土壤中的含量缓慢减少

E
含量
极高

施肥建议： 不施肥

肥效作用 对于产量： 无
对于土壤： 土壤中的含量减少

分级代码 肥效反应 肥料推荐量
A <= 5 极低 很高 C等级的150-200%
B 6-9 较低 较高 C等级的150%

C 10-20 中 小
占补平衡，以作物带
走养分量定施肥量

D 21-34 较高 通常无效 C等级的50%
E =>35 很高 无效 不施肥

有效P(mg P/kg)



最少养分原则：

作物生长需要吸收多种
养分，但决定产量的是
土壤中那个相对含量最
少的养分因子。此时继
续增加其它养分的供给，
不仅不能提高产量，而
且可能起相反的作用。
其道理如装水的木桶。

调整施肥量的主要原则



调整施肥的主要原理

报酬递减规律：

在合理的施肥量范围内，随着肥料用量的增加作
物产量提高，但单位肥料的增产量却逐渐减少。

达到最高产量施用量后的盲目施肥不仅不增产反
而减产或不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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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施肥的其他技术（矫正施肥）

• 根据作物产量、土壤养分、灌溉、品种、管理等
多种因素进行调控

• 生育期长的品种高于生育期短的品种

• 高秆品种高于中秆和矮秆品种

• 紧凑型品种高于平展型品种

• 适于密植的品种高于适宜稀

播的品种品种

• 灌溉可以提高肥料利用率，

过量浇水会淋失肥料。

• 施肥方式对提高肥料利用率

有很大影响（种子侧下部）。



3、配套膜下滴灌模式的其他配套技术

病虫害防控技术

• 技术指标

• 关键技术：一是每年应实施的以预防为主的苗期病虫草
害和生育期常见病害，二是通过监测或调查达到防治程
度适时进行的病虫害药剂防治，三是必须实施的地方性、
区域性重大病虫疫情的综合防控。

• 主要效果：使危害程度控制在5%以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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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配套膜下滴灌模式的其他配套技术

农机农艺一体化技术

• 技术指标：省工、省水、省种、省肥。

• 关键技术：高、中、低档配置的配套农机具及

操作规程。

• 主要效果：将精量播种、分层施肥、深耕深松、

施肥喷药、机械收获、秸秆粉碎、深翻整地等

农艺措施全部用机械化作业完成。



膜下滴灌玉米农艺技术集成



膜下滴灌马铃薯农艺技术集成

块，切块重不低于 g，并实行切

刀消毒和草木灰拌种。 

、松 、灭草、增温，幼苗顶

前拍土锄草。 

从苗孔外穿。 曲萎缩的植株时及时拔除病株深

埋，防止病源扩散 

亩株数 3500

结薯数 5 

每穴薯重（g） 500~750 产量结构 

亩产（kg） 1750~2250 

种植

形式

示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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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cm 

 



玉米高产田生产模式

赤峰市松山区安庆镇元茂隆村11550亩玉米
高产示范田，实测平均产量为1002.1kg/亩

通辽市科尔沁区庆河镇顶合兴村、科左中旗
花吐古拉镇关家村两处万亩示范田22040亩，
平均单产为1008.1kg/亩。

百亩连片1282.0kg/亩高产田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18亩
内单314实测亩产1209.3 kg



马铃薯高产田生产模式

2500kg/亩

3000kg/亩 5000kg/亩

4000kg/亩



4、大面积应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 技术内容增加：农艺措施上新增设施、农机和防污等。

• 技术含量增加：用种用水用肥用药的量化程度提高。

• 在区域种子选择、播期时机掌握、灌水适时适量、肥料
施用调控等方面都需要建立分区分类分级标准。

• 集中连片的土地条件，统一种植，统一管理，在生产管
理的基础上增加运行管理。

• 整地、选种、喷药、铺带覆膜、过滤器、施肥罐、干支
管安装等都需要增加劳动力投入，配套高性能机具。

• 种植和管理人员要有较高的专业素质，科技部门要加强
专业培训。同时要宣传动员农民转变生产习惯，放弃传
统粗放的经营模式，发展精细、高效农业。

• 有关部门完善农艺措施，配套农机具，积极探索管理新
机制，搭建好农民、企业、合作组织互利共赢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