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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 irrigation benefit experiment, irrigation method and irrigation technology 

experiment.

Key words: Field experiment; High yield test; Factor contrast test; Demonstration test; 

The irrigation test

Received: 2020-01-12; Accepted: 2020-01-27; Published: 2020-01-29



·24·
田间试验与灌溉试验的对比研究 2020 年 2 月

第 2 卷第 1 期

https://doi.org/10.35534/aas.0201003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aas

田间试验与灌溉试验的对比研究
陈东文

河北农业大学，保定

邮箱：

摘  要：田间农业试验包括 3 种类型，即丰产试验、因子试验和示范试验，文

章对此作以阐述，并概括了灌溉试验的 4 种类型，而其中主要是作物劣态试验

及灌溉效益试验和灌溉方法及灌溉技术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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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试验是改进农作物生产技术和开展农业科学、水利科学研究的一个平

台和手段。本文主要阐述田间试验的基本类型。

目前就各地农业田间试验情况来看，根据试验的目的要求和性质，主要有 3

种类型：丰产试验、因子试验和示范试验。现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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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丰产试验（丰产试验田）

丰产试验是培养各种农作物的高额丰产典型，掌握创造高额丰产综合栽培

技术经验，并分析其中的科学道理，培育种丰产栽培试验的主要目的。但是搞

丰产试验，不只是为了在一小块土地上创高产，而是要迅速地促进本乡村、本

单位、本地区整个农作物的高产。因此，搞丰产试验，要设法降低成本，增加

收入，要用最少的代价创造更高的产量，提高劳动生产率，还要提高产品质量。

不要在小块土地上不惜工本地搞丰产，脱离群众，采用一些耗工、耗费特别多

的和根本不能推广的特殊措施。这样即使获得了高产，也起不到应有的示范作用。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搞小面积丰产试验时，不能运用某些特殊设备、特殊技术

和较高的成本。

要搞好丰产试验，要总结群众经验。通过总结，将这些分散的经验集中起来，

并吸取外地的先进经验，与新的科学技术成就，作为丰产试验的基础。

进行丰产试验要注意：

（1）选用当地最重要和栽培最多的农作物为对象。在小麦、小稻、高粱、玉米、

谷子、甘薯产区应进行这些重要粮食作物的丰产试验。在棉区，要做棉花的丰

产试验。在盛产大豆、花生和烟草的地区，要做大豆、花生和烟草的丰产试验。

用当地主要作物做丰产试验的好处是：当地农民群众对这种作物最熟悉，

有丰富的经验，试验容易成功，能多增产；试验成功后，能迅速提高当地主要

农作物的产量，提高生产水平。

（2）提出产量指标。进行丰产试验时，除了解决种什么作物外，还要明确

地提出产量指标作为奋斗的目标。产量指标应该是先进的切实可靠的，要考虑

怎样才能节省劳力和降低成本创造更高的产量。为此，必须充分发挥每一个人

的潜力，提高工作效率，要精打细算，节约人力、物力、财力，注意成本核算。

（3）在低产区也应进行试验。丰产试验不仅要在高产区或在好田上搞，还

要在低产区或在坏田搞。例如，在盐碱地较多的地区，就有必要在盐碱地上进

行丰产试验，创造经验，推广全面。

（4）起示范作用。在进行丰产试验的过程中，还应当起示范作用，给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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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创造经验和树立榜样。丰产田某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应组织群众、干部、

技术人员参观，来推动一般大田生产。

（5）兼作对比试验。应根据条件产，在综合丰产试验基础上，辅之以单项

措施对比试验，进行分析观察，以说明丰产规律，了解某些措施在丰产试验中

所起的作用。

（6）固定专人负责。丰产试验应固定专人，从种到收负责到底，使研究者

熟悉试验研究过程，全面掌握试验作物生长发育情况。应改善管理条件，按时、

按质、按量实现丰产试验的技术措施。应综合各个专业大搞协作，按阶段进行

田间会诊。要建立田间档案，及时并定时进行观察和记录，及时进行小结和总结。

2  因子试验（对比试验田或因子对比试验田）

因子试验。农作物产量的高低是农业多因子综合影响的结果。每一个因素（也

叫因子）都较好，而且配合适当，作物的产量就高。如果其中有一个因素不恰

当，往往别的条件也受到影响，不能充分发挥增产作用。例如，土、肥、水条

件良好，但品种不耐水、肥，容易倒伏，土、肥、水的增产作用就受到了限制，

就有必要在这样的土、肥、水的栽培条件下，研究最适合的种子。又如土、肥、

水条件良好，品种也适合，但由于密度过大，栽培管理不当，影响了丰产，就

有必要在这样的条件下研究获得丰产的合理群体结构及相就的栽培管理措施。

找出并研究解决了如上所述的生产上的关键问题，生产就能大大提高。

找出本单位、本地区作物生产上的关键性问题，通过分析研究，提出几种

解决的办法或措施，采用对比的方法，有针对性地比较鉴别这些办法或措施，

包括不同栽培制度、不同栽培条件、不同措施以及不同品种等对农作物产量的

影响，揭露它们之间的规律性而进行的田间试验，叫做因子对比试验。

因子对比试验根据所研究技术因素的多少和性质，有单因子试验和复因子

试验的区别。如果每次试验只研究解决一项栽培措施（一个因子）问题，就是

单因子试验。例如，为了确定某小麦品种在当地一定条件下的适当播种期所做

的试验，就是单因子试验。研究某种作物下列某一个技术问题某一项的对比试

验，都是单因子试验：基肥的种类、数量；耕地的深浅、时间；播种期、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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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播种方式（或栽植方式）；密度的大小、配置的方式；追肥的种类、时期、

数量、方法；防治病虫的药剂种类、时期、药量、施用方法；收获时期、方法；

间套的方式、品种、时间等。

如果每次试验要求解决两项或两项以上技术问题（两个或两个以上因子），

就是复因子试验。试验的主要目的是要解决两个或两个以上栽培技术的相互关

系问题。例如，在不同施肥水平基础上研究小麦的播种量问题的试验就是复因

子试验。这个试验的主要目的不仅在于找到适宜的施肥量或适宜的播种量，而

且还要了解随着施肥水平的提高，小麦播种量对增产的效果。新品种在大面积

推广前所进行的栽培技术研究，例如，新品种与当地原来品种的不同播种量、

播种时期、施肥量等对比试验，其主要目的不仅在于确定新品种的增产效果，

不仅在于鉴别什么播种量、播种期最好，而且还要解决与推广品种相适应的栽

培技术问题，使良种良法配套，同时投入生产，更有利于发挥新品种的增产作用。

3  示范试验

示范试验指引进、推广外地优良品种、先进经验、增产措施和栽培技术上

的新研究成果时，必须坚持“先试验，后推广”的原则。为什么要先试验呢 ?

（1）去掉盲止性。任何新品种、新经验、新技术在当地大体上有增产把握，

但产东等于完全有把握。农作物生产受地区条件、栽培条件等影响很大，有些

外地新品种、新经验、新技术，按常识判断，在当地可能增产，但到底能否增

产，能增产多少，品质怎样，要花多少劳动力，纯收益增加多少，未经试验，

没有通过实践考验，很难完全肯定。不经试验，盲目大量推广，万一发生问题，

不仅造成严重损失，而且还会挫伤群众新广新技术、新经验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新品种、新技术、新经验，不论是群众创造的，还是在会议上

介绍的，在书报、杂志、文件上刊登的，对我们来说都是间接的经验，认识不足，

理解不深，带有盲目性。不经过试验和实践，立即大面积引进推广，常常会发

生各种各样问题，影响实际效果。先试验，通过实践，加深理解，去掉盲目性，

可以在推广工作中减少错误，充分发挥新品种、新经验、新技术的增产作用。

（2）起示范宣传作用。有些新品种、新经验、新技术虽然完全肯定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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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推广，或者是本地研究成功的，但因与当地习惯、方法不同，群众不易接受。

先试验，可使群众亲眼看到这些新品种、新经验、新技术的实际效果，树立榜样，

起示范作用；也是说服群众，解除顾虑的一种好方法。

4  灌溉试验的类型

灌溉试验一般包括以下4种类型：作物及林、草蒸腾量观测试验。作物及林、

草灌溉制度试验。作物劣态试验及灌溉效益试验。灌溉方法及灌水技术试验。

目前我省灌溉试验站多以灌溉方法、灌水技术和灌溉效益试验为主，并取得多

项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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