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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施肥对尼罗河三角洲玉米产量和水分利用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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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地区传统灌溉方式存在的水分利用效率低、产量低和农户增收困难等问题，通过田间

试验探索该地区玉米种植适宜的灌溉施肥模式。大田试验于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在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试验基地进

行，共设置滴灌（Ｄ）、涌泉细流沟灌（Ｂ）、传统沟灌（Ｆ）３个灌溉方式和施无机肥（Ｃ）、液态有机肥（Ｏ）２个施肥种

类，共 ６个处理。试验研究了水肥互作对玉米叶面积指数（ＬＡＩ）、地上生物量（ＡＤＭ）、产量构成要素、经济产量、水

分利用效率（ＷＵＥ）和经济效益的影响。结果表明：抽雄期以后，灌溉方式和施肥种类对玉米 ＬＡＩ和 ＡＤＭ的影响均

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其中 ＯＤ处理的 ＬＡＩ和 ＡＤＭ均处最高水平。两种施肥条件下，Ｄ、Ｂ和 Ｆ３种灌溉方式对玉

米产量和 ＷＵＥ的影响均表现为：Ｂ＞Ｄ＞Ｆ。不同灌水条件下，Ｏ处理比 Ｃ处理玉米产量提高 １８６％ ～２４４％，

ＷＵＥ提高 １８７％ ～２３４％。ＣＢ处理玉米的年均净效益最高，达 ７３７３元／ｈｍ２，但与 ＣＦ处理差异不显著。ＣＢ处理

（即涌泉细流沟灌技术与施无机肥结合）是埃及尼罗河三角洲玉米最佳种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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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引言

水资源安全问题是严重困扰非洲可持续发展的

主要问题之一，非洲水资源量小且分布极不均衡，

７０％以上的非洲国家或地区面临水资源短缺的危
机。北非埃及灌溉面积大约 １００万 ｈｍ２，５５％的人
口依靠农业生存，年均缺水约 ２００亿 ｍ３［１］。长期以
来，普遍使用大水淹灌和沟灌，灌溉管理粗放，导致

农业用水效率低于０５。人口激增和经济发展促使
埃及对淡水需求与日俱增，加上气候和水资源的影

响，发展节水农业已成为埃及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根本
［２］
。

随着节水农业的发展，新的灌溉模式如滴

灌
［３－７］

、喷灌
［８－９］

、管灌
［１０］
、涌泉灌

［１１］
等在许多国家

和地区取得了良好的应用和发展。与传统灌溉方式

相比，滴灌可以提高甜瓜的产量和品质
［１２］
，实行短

沟灌溉可以提高马铃薯的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
［１３］
。

王勇等研究证实，与管灌相比喷灌可以有效提高玉米

产量及其构成因子，当灌溉定额大于５４３０ｍ３／ｈｍ２时其
水分利用效率（ＷＵＥ）可提高 ７７６％［１４］

。孙景生等

在非充分灌溉技术的基础上改进地面沟灌技术，可

提高农田水分利用效率，降低成本
［１５］
。杨启良等和

刘小刚等通过调整沟灌方式和施肥水平，有效调控

了作物群体发育，大幅提高了水肥 的 生 产 效

益
［１６－１７］

；周罕觅等通过试验研究发现 ７５％ＥＴｃ亏缺
灌溉是桃树在产量、水分利用效率和果实品质上最

好的灌溉量
［１８］
；Ｌａｒｓｏｎ等指出无机肥料的使用是提

高作物产量，促进非洲地区农业持续发展的先决条

件，但施肥粗放管理又造成了一系列农业环境问

题
［１９］
。因此改变埃及的传统灌溉方式，探索田间灌

溉施肥调控指标和水肥调控模式，促进水分养分利

用效率的提高，实现节水节肥增效，对埃及农业和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

研究不同灌溉方式（滴灌、涌泉细流沟灌、传统的沟

灌）和不同施肥处理对玉米生长指标、产量和水分

利用效率的影响，旨在探求适宜尼罗河三角洲的水

肥管理模式，为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农业发展提供借

鉴。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试验地点设在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校区西侧的

试验基地（３０°３７′Ｎ，３２°１５′Ｅ），海拔高度约 １９ｍ。
该地区属于地中海气候暖夏型副热带夏干气候亚

型。天气晴朗干燥，全年平均降水量大约 ２０ｍｍ。
玉米生育期试验区具体气象数据见表 １。试验区土
壤类型为沙土（砂粒 ６４２％、粗砂 ２３６％、粉砂
１０１％、粘土２１％）。不同土层深度的土壤理化性
质见表２。土壤容重采用干燥称量法，用环刀（直径
５０ｃｍ、高 ５０ｃｍ）在 ０～１００ｃｍ的土层深度取土
（２０ｃｍ一个梯度）测量。
１２　涌泉细流沟灌技术

涌泉细流沟灌技术是利用管道输水小细流出

水的短沟灌溉技术，是一种改进的地面沟灌技术，

水分进入沟道灌溉作物通过的不是传统的毛渠而

是细流管道，整个灌水沟的灌溉是利用垄下埋深

为 ５０ｃｍ的支管通过等间距的出水管口进行涌泉
小管出流灌溉，属于管道供水通过地面灌溉的灌

水方式。贮存灌溉水源的装置为在田间建造的重

力势达 ２０ｋＰａ的水塔。田间灌溉供水管道系统包
括主管、支管、出水毛管 ３个部分。主管是地下管
道，埋设在地边，控制整个田间灌水沟，主管的直

径为 ７５ｍｍ。主管控制的每 ２条灌水沟埋设一条
管径４０ｍｍ的支管，支管埋设在地面以下５０ｃ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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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每个支管上等间距通过“Ｔ”字转换接头分流
２个毛管出水口，分别给相邻的 ２个灌水沟供水，

毛管出水流量因水头大小而异，一般在 １００Ｌ／ｈ以
上（图 １）。

表 １　２０１２年和 ２０１３年玉米生育期月气象因素

Ｔａｂ．１　Ｍｏｎｔｈｌｙ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ｄａｔａａｔＩｓｍａｉｌｉａｄｕｒｉｎｇｇｒｏｗｉｎｇｓｅａｓｏｎｓｏｆｍａｉｚｅｉｎ２０１２ａｎｄ２０１３

月份
最高气温／℃ 最低气温／℃ 平均气温／℃ 平均相对湿度／％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５

６

７

８

９

３２２

３４４

３８７

３７５

３３６

３２１

３３４

３９５

３７７

３４０

２０２

２２７

２４８

２４２

２２６

２１５

２２３

２５４

２４８

２３５

２６２

２８８

３１３

３０５

２７５

２７２

２８５

３１３

３１７

２８５

４９３

５３５

５９５

６２３

６０１

５０２

５３１

６０７

６２４

６０３

表 ２　试验区土壤理化性质

Ｔａｂ．２　Ｓｏｉ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ｆｉｅｌｄ

土层深度／

ｃｍ

土壤容重／

（ｇ·ｃｍ－３）

土壤体积含水率／％

田间持水率 凋萎含水率
ｐＨ值

有机质质量

分数／％

电导率／

（ｄＳ·ｍ－１）
质地

０～２０

２０～４０

４０～６０

６０～８０

８０～１００

１６１

１６７

１７１

１６５

１５８

１３８３

１３９７

１４９５

１４３２

１３５０

４５０

４６９

５１２

４５０

４５０

８１２

８０５

７９２

７６４

７３５

０５５

０４９

０４５

０４０

０３８

０５５

０４４

０４１

０４１

０３９

沙土

图 １　试验区概况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ｒｅａ
（ａ）涌泉细流沟灌区　（ｂ）滴灌区　（ｃ）传统沟灌区

　
１３　田间试验

试验于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在埃及苏伊士运河大
学校区西侧的试验基地进行。试验设灌溉方式和施

肥种类２个因素，其中灌溉方式设滴灌（Ｄ）、涌泉细
流沟灌（Ｂ）和传统沟灌（Ｆ）等３种（图１）；所施肥料
分无机肥（Ｃ）和液态有机肥（Ｏ）２种，共 ６个处理，
按完全组合设计，每个处理设 ４次重复。参考
ＥｌＨｅｎｄａｗｙ等的研究成果［２０］

，结合中埃两国播种经

验，本试验玉米种植密度设为 ８３０００株／ｈｍ２。各试
验小区长１８ｍ，宽４ｍ，小区面积７２ｍ２，玉米种植行
距４０ｃｍ，株距３０ｃｍ，滴灌小区滴灌带间距 ８０ｃｍ，
采用一管控制２行玉米；传统沟灌区和涌泉细流沟
灌区垄距４０ｃｍ，株距 ３０ｃｍ，垄高 ２０ｃｍ，一沟种植
两行玉米。

供试材料为当地夏玉米（ＧｉｚｅＴｒｉｈｙｐｒｉｅｄ３５２），
生育期１２０ｄ左右，有效积温２８００℃，选用已包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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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种子。播种日期分别为 ２０１２年 ５月 ２８日和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日，收获日期分别为 ２０１２年 ９月 ２０
日和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４日。两年播种前５ｄ，均在试验
区灌溉 ６５ｍｍ的水泡田；播种时，均在试验区灌溉
２５ｍｍ的保苗水，以确保玉米种子顺利出苗；播种后
７、１４ｄ分别灌水２５ｍｍ的保苗水，播种后 ２０ｄ开始
对各小区进行试验处理。

灌溉水量（Ｉ）按照作物系数（Ｋｃ）和参考作物蒸
发蒸腾量（ＥＴｏ）计算，计算公式为

Ｉ＝ＥＴｏＫｃ （１）

ＥＴｏ按照 ＦＡＯＰｅｎｍａｎ Ｍｏｎｔｅｉｔｈ公式［２０］
计算

ＥＴｏ＝
０４０８Δ（Ｒｎ－Ｇ）＋γ

９００
Ｔ＋２７３

ｕ２（ｅｓ－ｅａ）

Δ＋γ（１＋０３４ｕ２）

（２）
式中　ＥＴｏ———参考作物蒸发蒸腾量，ｍｍ／ｄ

Ｔ———计算时段内的平均气温，℃
Δ———饱和水汽压 温度曲线的斜率，ｋＰａ／Ｋ
Ｒｎ———太阳净辐射，ＭＪ／（ｍ

２
·ｄ）

Ｇ———土壤热通量，ＭＪ／（ｍ２·ｄ）
γ———湿度计常数，ｋＰａ／Ｋ
ｅｓ、ｅａ———饱和水汽压、实际水汽压，ｋＰａ
ｕ２———离地面２ｍ高处的平均风速，ｍ／ｓ

气象数据来源于距离试验地大约５００ｍ的伊斯
梅利亚农业气象中心实验室。Ｋｃ是作物蒸腾量和

参考作物蒸腾量的比值。依据 ＦＡＯ５６［２１］，当最小
相对湿度（ＲＨｍｉｎ）为 ４５％，平均风速为 ２０ｍ／ｓ时，
玉米初期、中期和后期阶段 Ｋｃ的推荐值（Ｋｃｒｅｃ）分别
为０１５、１１５和 ０１５，综合考虑试验区的相对湿
度、日平均风速和计算时段内玉米平均株高等因素，

按照 ＦＡＯ５６的修正公式计算得出玉米初期、中期
和后期阶段的 Ｋｃ分别为 ０３０、１２１和 ０５７。Ｋｃ修
正公式为

Ｋｃ＝Ｋｃｒｅｃ＋［００４（ｕ２－２）－

０００４（ＲＨｍｉｎ－４５ (）］
ｈ)３

０３

（３）

式中　ＲＨｍｉｎ———计算时段内每日最小相对湿度的
平均值，％，２０％≤ＲＨｍｉｎ≤８０％

ｕ２———计算时段内 ２ｍ高处的日平均风速，
ｍ／ｓ，１ｍ／ｓ≤ｕ２≤６ｍ／ｓ

ｈ———计算时段内的平均株高，ｍ，０１ｍ≤
ｈ＜１０ｍ

试验滴灌条件下按照当地多年平均作物需水量

的８０％灌溉［２２］
，每隔２ｄ灌水 １次，２０１２年和 ２０１３

年灌水总量分别为 ５３０、５４０ｍｍ（图 ２）。２０１１年苏
伊士运河大学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教授在试验地进行了涌泉
细流沟灌技术的预试验，试验设置了 ５个灌溉水平
（１００％ＥＴｏ、９０％ＥＴｏ、８０％ＥＴｏ、７０％ＥＴｏ、６０％ＥＴｏ），结
果发现涌泉细流沟灌技术在压力为２０ｋＰａ，每隔６ｄ
灌１次水，按照当地多年平均作物需水量的 １００％
和７０％灌溉，玉米的水分利用效率有明显差异（分
别为０９２、１１ｋｇ／ｍ３），但产量没有显著差异。因此
本试验涌泉细流沟灌条件下按照当地多年平均作物

需水量的 ７０％灌溉，２０１２年和 ２０１３年灌水总量分
别为４６４、４７２ｍｍ。传统沟灌方式采用当地玉米灌
溉制度，在玉米生长的每个生育（苗期、拔节期、抽

雄期、灌浆初期、灌浆后期）进行灌溉，各次灌水量

约占整个生育期总灌水量的比例为：１０％、２０％、
２５％、２５％和２０％，２０１２年和 ２０１３年灌水总量分别
为７３０、７４０ｍｍ。

图 ２　２０１２年和 ２０１３年播种后各灌溉方式下的灌水时间和累积灌水量

Ｆｉｇ．２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ｔｈａｎｄｔｉｍｅｆｏｒｅａｃｈ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ｅｖｅｎｔｉｎ２０１２ａｎｄ２０１３
（ａ）２０１２年　（ｂ）２０１３年

　
　　试验选用的氮、磷、钾肥分别是超级磷酸钙（质
量分数１５５％Ｐ２Ｏ５）、硫酸钾（质量分数 ４８％Ｋ２Ｏ）
和尿素（质量分数４６％Ｎ）。氮磷钾（Ｎ∶Ｐ２Ｏ５∶Ｋ２Ｏ）
质量比为 １∶０４∶０２，参照当地施肥水平，氮磷钾

（Ｎ Ｐ２Ｏ５ Ｋ２Ｏ）用量为 １８０ ７２ ３６ｋｇ／ｈｍ２，液态

有机肥为 ２０８Ｌ／ｈｍ２。各灌溉方式的施肥量相同：
磷肥统一采用基施；滴灌条件下，钾肥在播种后３２ｄ
和４４ｄ分 ２次均等穴施，氮肥在播种后 １４、２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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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５０、５９、６８ｄ分７次均等穴施；涌泉细流沟灌条件
下，分 ７次均等穴施；沟灌条件下，钾肥在播种后
３７ｄ一次撒施，氮肥在播种后 １４、２０、３７、５５、７３ｄ分
５次撒施。
１４　测定项目和方法
１４１　叶面积指数

在玉米拔节期、抽雄期、灌浆期和成熟期，各小

区随机选６株，用卷尺测量玉米每片叶片的长度和
宽度，计算单株叶面积和叶面积指数，叶面积指数

（Ｌｅａｆａｒｅａｉｎｄｅｘ，ＬＡＩ）［２３－２５］为
ＬＡＩ＝ｎｆ／Ｆ （４）
ｆｉ＝０７５ｌｂ （５）

式中　ｎ———小区玉米株数
ｆ———单株叶面积，ｃｍ２

Ｆ———小区玉米叶面积，ｃｍ２

ｆｉ———单叶面积，ｃｍ
２

ｌ———单叶片长，ｃｍ
ｂ———单叶片宽，ｃｍ

０７５为玉米叶面积的校正系数。
１４２　地上生物量

在不同生育期，在每个小区随机选取 ６株玉米
的地面以上部分，放入干燥箱，在 １０５℃下杀青
３０ｍｉｎ，７５℃恒温干燥至恒质量，之后放入干燥器中
冷却，用电子天平称量，各小区干物质量为６株玉米
的平均值，最后乘以种植密度换算成群体生物量

（ｔ／ｈｍ２）。
１４３　产量和构成要素

于收获期在小区中间 ４行、长度 ５ｍ区域内测
定玉米产量，实收计产。每个小区于收获期随机选

取２０穗对玉米穗性状进行调查，调查项目包括穗
长、穗粒数和百粒质量等。

１４４　耗水量
作物耗水量计算公式

［２６］
为

ＥＴ＝Ｐ＋Ｕ＋Ｉ－Ｄ－Ｒ－ΔＷ （６）
式中　ＥＴ———作物耗水量，ｍｍ

Ｐ———有效降水量，ｍｍ
Ｕ———地下水补给量，ｍｍ
Ｉ———灌水量，ｍｍ　　Ｒ———径流量，ｍｍ
Ｄ———深层渗漏量，ｍｍ
ΔＷ———试验初期和末期土壤储水量的变化

量，ｍｍ
在玉米播种前和收获后，用 ＥＣ ３００型土壤水

分温度电导率速测仪测定，滴灌区从滴头起，垂直滴

灌管在地面０～４０ｃｍ水平距离每间隔１０ｃｍ取４个
点，每个点以２０ｃｍ为梯度测定０～１００ｃｍ土层深度
含水率；涌泉细流沟灌区和常规沟灌区从垄正中间

起，在垂直垄的方向，地面 ０～４０ｃｍ水平距离每间
隔１０ｃｍ取１个点，每个点以２０ｃｍ为梯度测定０～
１００ｃｍ土层深度含水率，取其平均值作为该小区的
土壤含水率（％）。由于试验区地下水埋藏较深，地
势平坦，且几乎无有效降水量，根据实测，生育期内

１ｍ深土壤水分变化不大，且湿润深度较浅，Ｕ、Ｒ和
Ｄ均可忽略不计，则式（６）简化为

ＥＴ＝Ｉ－ΔＷ （７）
１４５　水分利用效率（ＷＵＥ）

水分利用效率（ｋｇ／ｍ３）计算公式［２７］
为

ＷＵＥ＝Ｙ／ＥＴ （８）
式中　Ｙ———玉米产量，ｋｇ／ｈｍ２

１５　数据处理
采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和 ＳＰＳ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１８０统计分

析软件处理试验数据，选取 Ｄｕｎｃａｎ新复极差法进行
多重比较，用 Ｏｒｉｇｉｎ８０和 ＳｉｇｍａＰｌｏｔ１２２作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对玉米生长形态指标的影响
２１１　不同灌溉施肥策略对玉米叶面积指数

（ＬＡＩ）的影响
叶面积指数（ＬＡＩ）反映的是作物群体生命活

力、作物叶面数量、冠层结构变化及其环境效应，

可以为植物冠层表面物质和能量交换的描述提

供结构化的定量信息。２０１２年和 ２０１３年不同灌
溉施肥策略下玉米 ＬＡＩ（表 ３）的年际变化较小，
且玉米在整个生育期内的 ＬＡＩ变化规律基本一
致，表现为：拔节期以后，进入营养生长期，ＬＡＩ
迅速增加，到抽雄期达到最大，进入抽雄期以后，

玉米植株开始进入生殖生长期，黄叶数逐渐增

多，ＬＡＩ随之逐渐减小。２０１２年和 ２０１３年两茬
试验中，不同灌溉施肥策略对玉米各生育期（拔

节期、抽雄期和灌浆期）的 ＬＡＩ单因素影响和交
互作用影响均为显著（除 ２０１３年拔节期的交互
作用外）。

２０１２年，与 ＣＦ处理比较，ＣＤ和 ＣＢ处理下的
玉米 ＬＡＩ在各生育期（拔节期、抽雄期、灌浆期）分
别提高了 ５０％、１０９％、１２５％和 ７１％、９２％、
８３％，与 ＯＦ处理比较，ＯＤ和 ＯＢ处理下玉米 ＬＡＩ
在各生育期分别提高了 ６０％、１０２％、７７％和
７７％、１０４％、１０２％。２０１３年，与 ＣＦ处理相比，
ＣＤ和 ＣＢ处理下的玉米 ＬＡＩ在各生育期分别提高
了 ７４％、１０５％、８９％和 ９４％、８５％、５２％，与
ＯＦ处理比较，ＯＤ和 ＯＢ处理下玉米 ＬＡＩ在各生育
期分 别 提 高 了 １９％、１２５％、５９％ 和 ３４％、
１０６％、３４％。２０１２年 ＯＤ比 ＣＤ处理下的各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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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玉米 ＬＡＩ分别提高 ５２％、４４％和 ２９％，ＯＢ比
ＣＢ处理下的各生育期玉米 ＬＡＩ分别提高 ４７％、
６３％和５８％，ＯＦ比 ＣＦ处理下各生育期玉米 ＬＡＩ
分别提高 ４２％、５１％和 ４０％；２０１３年 ＯＤ比 ＣＤ
处理下的各生育期玉米 ＬＡＩ分别提高 ３８％、７７％
和３０％，ＯＢ比 ＣＢ处理下的各生育期玉米 ＬＡＩ分
别提高３４％、７８％和４０％，ＯＦ比 ＣＦ处理下各生

育期玉米 ＬＡＩ分别提高 ９４％、５７％和 ５９％。分
析结果表明，Ｄ、Ｂ和 Ｆ３种灌溉方式下，各处理玉米
拔节期 ＬＡＩ由大到小依次为 Ｂ、Ｄ、Ｆ，抽雄期 Ｄ、Ｂ灌
溉方式下的 ＬＡＩ差异明显减小，由大到小依次为 Ｄ、
Ｂ、Ｆ（２０１２年的 Ｏ处理除外），灌浆期 ＬＡＩ由大到小
依次是 Ｄ、Ｂ、Ｆ。同比条件下，施有机肥（Ｏ）比施无
机肥（Ｃ）处理下玉米 ＬＡＩ大。

表 ３　２０１２年和 ２０１３年不同处理对玉米叶面积指数的影响

Ｔａｂ．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ｎＬＡＩｏｆｍａｉｚｅｉｎ２０１２ａｎｄ２０１３

处理
玉米各生育期叶面积指数／（ｃｍ２·ｃｍ－２）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施肥种类 灌溉方式 拔节期 抽雄期 灌浆期 拔节期 抽雄期 灌浆期

Ｄ ２５０ｂｃ ４３６ｃｄ ３４１ｃｄ ２６２ｂ ４４３ｃ ３３２ａｂ

Ｃ Ｂ ２５５ｂｃ ４２９ａｂｃ ３２８ｂｃ ２６７ａｂ ４３５ｃｄ ３２１ｂｃ

Ｆ ２３８ｃｄ ３９３ｅ ３０３ｄｅ ２４４ｂｃ ４０１ｅ ３０５ｃ

Ｄ ２６３ａｂ ４５６ａｂ ３５１ａｂ ２７２ａｂ ４７７ａ ３４２ａ

Ｏ Ｂ ２６７ａ ４５５ａｂ ３４７ａ ２７６ａ ４６９ａｂ ３３４ａｂ

Ｆ ２４８ｂｃ ４１３ｃｄｅ ３１５ｃｄｅ ２６７ａ ４２４ｃｄ ３２３ｂｃ

Ｆ值

灌溉方式 ７１０ ６８９ ４７６ ３７１ ３９７ ９７０

施肥种类 １９１１ １８４１ ９０７ ９１６ １１２８ ７５７

灌溉方式 ×施肥种类 ４９７ ４６７ ４０７ ０１１ ５０６ ５２２

　　注：同列数值后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显著，表示差异极显著，下同。

２１２　不同灌溉施肥策略对玉米地上生物量
（ＡＤＭ）的影响

地上生物量（ＡＤＭ）可以反映作物生长情况，这
里 ＡＤＭ指玉米地表以上部分，包括玉米的茎、叶和
穗等。２０１２年和 ２０１３年两茬试验中不同灌溉施肥
策略下玉米 ＡＤＭ见表 ４，各处理间在苗期无明显差

异，自拔节期玉米进入营养生长期，其 ＡＤＭ增长迅
速，灌浆期后生殖生长占主导作用，ＡＤＭ增幅变缓。
不同灌溉施肥策略对玉米各生育期（拔节期、抽雄

期、灌浆期和成熟期）的 ＡＤＭ单因素影响和交互作
用影响均为显著（除２０１３年拔节期灌溉方式单因素
影响和灌溉施肥的交互作用影响外）。

表 ４　２０１２年和 ２０１３年不同处理对玉米地上生物量（ＡＤＭ）的影响

Ｔａｂ．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ｎ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ｄｒｙｍａｓｓｏｆｍａｉｚｅｉｎ２０１２ａｎｄ２０１３

处理
玉米各生育期地上生物量／（ｔ·ｈｍ－２）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施肥种类 灌溉方式 苗期 拔节期 抽雄期 灌浆期 成熟期 苗期 拔节期 抽雄期 灌浆期 成熟期

Ｄ ０１０ｂ ２８２ｃ ９６１ｃ １６８６ｃ １８０５ｂｃ ０１１ｂ ２８６ｃｄ ９８６ｃｄ １７８２ａｂ １８１１ｂｃ

Ｃ Ｂ ０１１ａ ２９１ｂｃ １００５ｂ １６７７ｂｃ １７８７ｂ ０１２ａ ２９９ｂｃ １０２６ｂｃ １７６７ｂｃ １８０６ｂｃ

Ｆ ０１０ａｂ ２６５ｄ ９２１ｄ １６３４ｃ １７２８ｃｄ ０１２ａ ２７１ｄｅ ９７１ｄｅ １７０３ｄｅ １７３６ｄｅ

Ｄ ０１０ａｂ ３０２ａｂ １０４２ａｂ １７６５ａｂ １８５３ａ ０１１ａｂ ３１１ａｂ １０３８ａｂ １８１２ａ １８５１ａｂ

Ｏ Ｂ ０１１ａ ３０６ａｂ １０５７ａ １７７１ａ １８４９ａ ０１２ａ ３２２ａ １０６２ａ １７８４ａｂ １８２５ａ

Ｆ ０１０ａｂ ２８８ｂｃ １００４ｂ １７１６ｂ １７８６ｂｃ ０１１ａｂ ３０１ｂ １０１３ｂｃｄ １７４９ｂｃ １７９５ｂｃｄ

Ｆ值

灌溉方式 ３１１ ４２１ ６２６ ６５７ ５６１ ３５７ ２９４ ６１７ ６７５ ５９４

施肥种类 ０６７ ９０１ ９０８ ２５６０ ２９７０ ０１６ ８９４ ６９３ ９５６ １９１５

灌溉方式 ×施肥种类 ２３８ ３７５ ３９８ ４５９ ３７９ ２８６ １３１ ３７６ ５１５ ３７７

　　与 ＣＦ处理相比，２０１２年 ＣＤ和 ＣＢ处理下玉米
拔节期、抽雄期、灌浆期、成熟期的 ＡＤＭ分别提高
了 ６４％、４３％、３２％、４５％ 和 ９８％、９１％、
２６％、３４％，ＯＤ和 ＯＢ处理相比 ＯＦ处理的玉米各

生育期 ＡＤＭ 分别提高了 ４９％、３８％、２９％、
３８％和６３％、５３％、３２％、３５％。２０１３年ＣＤ和
ＣＢ处理相比 ＣＦ处理玉米在各生育期的 ＡＤＭ分别
提 高 了 ５５％、１５％、４６％、４３％ 和 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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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３８％、４０％，ＯＤ和 ＯＢ处理相较 ＯＦ处理玉
米 ＡＤＭ分别提高了 ３３％、２５％、３６％、３１％和
７０％、４８％、２０％、１７％。２０１２年 ＯＤ比 ＣＤ处
理下玉米各生育期（拔节期、抽雄期、灌浆期、成熟

期）的 ＡＤＭ 分别提高了 ７１％、８４％、４７％ 和
２７％，ＯＢ比 ＣＢ处理分别提高了 ５２％、５２％、
５６％和 ３５％，ＯＦ比 ＣＦ处理分别提高了 ８７％、
９０％、５０％和 ３４％；２０１３年 ＯＤ比 ＣＤ处理下玉
米各生育期的 ＡＤＭ 分别提高了 ８７％、５３％、
１７％和 ２２％，ＯＢ比 ＣＢ处理分别提高了 ７７％、
３５％、１０％和 １１％，ＯＦ比 ＣＦ处理分别提高了
１１１％、４３％、２７％和３４％。分析结果表明，Ｄ、Ｂ
和 Ｆ３种灌溉方式下，拔节期和抽雄期 ＡＤＭ由大到
小依次是 Ｂ、Ｄ、Ｆ，灌浆期和成熟期 ＡＭＤ由大到小
是 Ｄ、Ｂ、Ｆ（２０１２年 Ｏ处理除外，其为 Ｂ＞Ｄ＞Ｆ）；同
比条件下，施有机肥（Ｏ）比施无机肥（Ｃ）的处理
ＡＤＭ要大。
２２　不同灌溉施肥策略对产量构成要素的影响

表５给出了２０１２年和 ２０１３年玉米穗长、穗粒
数和百粒质量等产量构成要素的方差分析结果。由

表５可以看出，穗长、穗粒数和百粒质量等各要素随

灌溉施肥策略的不同而有显著差异（灌溉的单因素

影响和灌溉施肥的交互作用对百粒质量的影响除

外）。

２０１２年，ＣＤ比 ＣＦ处理的玉米穗长、穗粒数和
百粒质量分别提高了 １０３％、４３％和 ２６％，ＣＢ比
ＣＦ处理的玉米穗长、穗粒数和百粒质量分别提高了
２３９％、６１％和４７％，ＯＤ比 ＯＦ处理的玉米穗长、
穗粒数和百粒质量分别提高了 ９５％、２８％和
１６％，ＯＢ比 ＯＦ处理的玉米穗长、穗粒数和百粒质
量分别提高了２６８％、６５％和 ２８％。２０１３年，ＣＤ
比 ＣＦ处理的玉米穗长、穗粒数和百粒质量分别提
高了 ０６％、２４％和 ０９％，ＣＢ比 ＣＦ处理的玉米
穗长、穗粒数和百粒质量分别提高了 １８０％、
６６％和 ５６％，ＯＤ比 ＯＦ处理的玉米穗长、穗粒
数和百粒质量分别提高了 ５２％、２６％和 １２％，
ＯＢ比 ＯＦ处理的玉米穗长、穗粒数和百粒质量分
别提高了 ２７７％、５２％和 ６１％。分析结果表
明，不同灌溉方式下，穗长、穗粒数和百粒质量的

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由大到小依次是 Ｂ、Ｄ、Ｆ，施有
机肥（Ｃ）比施无机肥（Ｏ）有利于玉米产量各构成
要素的提高。

表 ５　２０１２年和 ２０１３年不同处理对玉米产量及其构成要素的影响

Ｔａｂ．５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ｓｕｍｍａｒｙｆｏｒｙｉｅｌ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ｍａｉｚｅｉｎ２０１２ａｎｄ２０１３

处理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施肥种类 灌溉方式 穗长／ｃｍ 穗粒数 百粒质量／ｇ 穗长／ｃｍ 穗粒数 百粒质量／ｇ

Ｄ １７１ｃｄ ３５４８ｂｃ ２３９ａｂ １６８ｃｄ ３５１２ａｂ ２３５ａｂ

Ｃ Ｂ １９２ｂ ３６１１ｄ ２４４ａｂ １９７ｂｃ ３６５６ｂ ２４６ｂ

Ｆ １５５ｃ ３４０２ｃ ２３３ｂ １６７ｄｅ ３４２９ａｂ ２３３ａｂ

Ｄ １８４ａｂ ３７１８ａ ２５８ａ １８２ｂｃ ３９５９ａ ２５０ｂ

Ｏ Ｂ ２１３ａ ３８５２ｂｃ ２６１ａ ２２１ａ ４０６０ｂ ２６２ａ

Ｆ １６８ｂｃ ３６１７ｂ ２５４ａｂ １７３ｄ ３８６０ａｂ ２４７ａｂ

Ｆ值

灌溉方式 ７８ １１１ １２ ３８ ４５ ２１

施肥种类 ３１１ ４１３ １０４ １８９ ４００ ６３

灌溉方式 ×施肥种类 ３３ ５１ ０６ １４ ２１ ０７

２３　不同灌溉施肥策略对玉米产量和水分利用效
率的影响

图３为不同灌溉施肥策略对玉米产量及水分利
用效率（ＷＵＥ）的影响。２０１２年和 ２０１３两年试验结
果表明：灌溉方式和施肥种类对玉米产量和 ＷＵＥ影
响显著，且施肥种类对玉米产量和 ＷＵＥ的影响大于
灌溉方式，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施有机肥（Ｏ）处理的玉米
平均产量比施无机肥 （Ｃ）处理的高 １９４％ 和
２２９％，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施有机肥（Ｏ）处理的玉米
平均 ＷＵＥ比施无机肥（Ｃ）处理的高 １９３％和
２２５％。施肥种类相同的不同灌溉方式（Ｄ、Ｂ、Ｆ）

下，玉米产量和 ＷＵＥ由大到小依次为 Ｂ、Ｄ、Ｆ。两
年试验的玉米产量和 ＷＵＥ结果最小值均出现在施
有机肥的传统沟灌（ＣＦ）处理（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 ＣＦ
处理的产量和 ＷＵＥ分别为５８８１、６０７６ｋｇ和 ０７３、
０７５ｋｇ／ｍ３），最大值出现在施有机肥的涌泉细流沟
灌（ＯＢ）处理（２０１２年和 ２０１３年 ＯＢ处理的产量和
ＷＵＥ分别为 ７４２４、７８２２ｋｇ和 １３８、１４３ｋｇ／ｍ３）。
两年试验结果年际变化表现为，２０１３年不同施肥策
略下各处理的玉米产量和 ＷＵＥ整体水平略高于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的各处理产量比２０１２年提高２０％ ～
６９％，ＷＵＥ比２０１２年提高１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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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１２年和 ２０１３年不同处理对玉米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ｎｙｉｅｌｄｓａｎｄＷＵＥｏｆｍａｉｚｅｉｎ２０１２ａｎｄ２０１３
　
２４　不同灌溉施肥策略经济效益分析

经济效益分析是度量灌溉施肥策略优劣的手

段，分析时要综合考虑各灌溉施肥策略给农业带来

的经济效益，以及随之而来的节水效益和社会效益，

本次试验具体考核指标有试验总支出、农业经济毛

效益和农业净效益等（表６），其间关系为
ＮＲ＝ＧＲ－ＴＥ （７）

式中　ＮＲ———农业净效益，元／ｈｍ
２

ＧＲ———农业毛效益，元／ｈｍ
２

ＴＥ———农业总支出，元／ｈｍ
２

其中，试验总支出费用包括各灌溉施肥策略的

材料费（即灌溉系统管材费，第 １年投入的布设灌
溉系统管材费和人工费等所有支出费用按静态成本

均摊到使用年限内的各年中，滴灌系统使用年限按

４年计，涌泉细流沟灌系统按 ７年计），种子、农药、
肥料等农化原料费，试验期间的电费，以及每年的灌

溉系统维修、整地、播种、除草、施肥、打农药、收获用

工等人工费；农业毛效益为玉米产量乘以玉米单价，

埃及玉米单价为 １８４元／ｋｇ；农业净效益为农业毛
效益与总支出之差。

由表 ６可以看出，２０１２年和 ２０１３年的玉米毛
效益、净效益年际差异很小，各处理间差异显著。与

ＣＦ处理相比，２０１２年 ＣＤ处理的毛效益提高
２４％，净效益降低了 ３３５％，ＣＢ处理的毛效益、净
　　

效益分别提高５８％和２１％；与ＯＦ处理相比，２０１２
年 ＯＤ处理的毛效益提高 １１％，净效益降低了
３８８％，ＯＢ处理毛效益、净效益分别提高 ５１％和
１８％。２０１３年，与 ＣＦ处理相比，ＣＤ处理的毛效益
提高 １１％，净效益降低了 ３３８％，ＣＢ处理的毛效
益和净效益提高 ５９％和 ２４％；与 ＯＦ处理相比，
ＯＤ处理 的 毛效益 提高 ２４％，净效 益降低 了
３２２％，ＯＢ处理毛效益、净效益提高 ４９％ 和
１８％。２０１２年 ＯＤ比 ＣＤ处理产量提高１５７％，净
效益降低了 １９９％，ＯＢ比 ＣＢ处理产量提高
１６２％，净效益降低了 １０７％，ＯＦ比 ＣＦ处理产量
提高 １６８％，净效益降低了 １０４％；２０１３年 ＯＤ比
ＣＤ处理产量提高 １９６％，净效益降低了 １８％，ＯＢ
比 ＣＢ处理产量提高 １７７％，净效益降低了 ４９％，
ＯＦ比 ＣＦ处理产量提高 １８５％，净效益降低了
４２％。分析结果表明，施肥种类相同的 ３种灌溉
（Ｄ、Ｂ、Ｆ）方式中，玉米毛效益由大到小依次是 Ｂ、
Ｄ、Ｆ，净效益由大到小依次是 Ｂ、Ｆ、Ｄ。不同灌溉施
肥策 略 下，年 均 毛 效 益 最 大 的 是 ＯＢ 处 理
（１４０４０元／ｈｍ２），最小的是 ＣＦ处理（１１００８元／ｈｍ２），
年均净效益最大的是 ＣＢ处理（７３７３元／ｈｍ２），最小
的是 ＯＤ处理（４３５３元／ｈｍ２）。同种灌溉方式下，施
有机肥（Ｏ）处理比施无机肥（Ｃ）处理有利于提高玉
米产量，但净效益降低。

表 ６　２０１２年和 ２０１３年不同处理下玉米的经济效益分析

Ｔａｂ．６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ｅｎｅｆｉ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ｆｍａｉｚｅｉｎ２０１２ａｎｄ２０１３ 元／ｈｍ２

处理 总支出 毛效益 净效益

施肥种类 灌溉方式 材料费 农化原料费 电费 人工费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Ｄ ３０１９ １６８５ ４０３ １３１０ １１０９４ １１３０９ ４６７４ ４８９０

Ｃ Ｂ １００７ １６８５ ２８２ １３１０ １１４６２ １１８５６ ７１７６ ７５６９

Ｆ ０ １６８５ ５０３ １６１０ １０８２７ １１１８９ ７０３０ ７３９１

Ｄ ３０１９ ４５２９ ４０３ １３１０ １３１７６ １４０６５ ３８９９ ４８０７

Ｏ Ｂ １００７ ４５２９ ３４２ １３１０ １３６７２ １４４０８ ６４８３ ７２２０

Ｆ ０ ４５２９ ５０３ １６１０ １３０１１ １３７３５ ６３６９ ７０９３

　　注：埃及农业用水免费，总支出没有水费，只有抽水用的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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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灌溉方式对作物 ＬＡＩ和 ＡＤＭ有较大的影响，
滴灌作物的 ＬＡＩ和 ＡＤＭ高于传统沟灌［２８－２９］

，改进

地面沟灌方式可明显提高作物 ＬＡＩ，促进作物生物
量的累积和转移

［１６］
，适当的灌水处理会提高作物光

合同化能力，促进作物群体生长发育
［３０］
，在作物生

长发育过程中水分胁迫锻炼，可明显增强根系的吸

水能力
［３１］
，同时产生根源信号传输至地上部叶片，

调节气孔保持最适开度，不牺牲作物光合产物积累

而大量减少其奢侈蒸腾耗水
［３２－３３］

。此外，作物 ＬＡＩ
对棵间蒸发的影响明显，不同灌水方式的灌后蒸发

差异明显
［３４］
。本研究中玉米 ＬＡＩ和 ＡＤＭ在拔节期

表现出 Ｂ＞Ｄ＞Ｆ，在抽雄期、灌浆期和收获期表现
为 Ｄ＞Ｂ＞Ｆ。试验结果表明，涌泉细流沟灌技术可
促进玉米在拔节期的生长发育，而滴灌技术在抽雄

期、灌浆期和收获期更有利于玉米的植株生长，且在

整个生育期滴灌玉米 ＬＡＩ增长速率较大，ＡＤＭ的累
积较明显，说明滴灌玉米生长较旺盛，从而表现出较

强的群体生命活力。这可能是本试验区的气候条件

和灌溉制度所致，试验地处于日照强烈、气温高、风

速较大的尼罗河三角洲地区，该区土壤是典型的沙

质土壤，涌泉细流沟灌（按７０％ＥＴｏ灌水）和滴灌（按
８０％ＥＴｏ灌水）的灌水频次分别是 ５ｄ和 ３ｄ。苗期
拔节期是玉米快速营养生长期，需要大量的水分和

养分供给，涌泉细流沟灌单次灌水量大，灌后土壤湿

润层深度较大，尤其是作物根系活跃层土壤含水率

较高，既保证了玉米生长的水分供给，又没有如传统

沟灌产生大量的深层渗漏，也没有如滴灌产生较高

的相对蒸发量，优化了农田土壤水环境，促进了玉米

叶片和植株体的生长，因此涌泉细流沟灌方式下玉

米拔节期的 ＬＡＩ和 ＡＤＭ较大。拔节期以后玉米
ＬＡＩ增大，作物群体内部气温减小，又因受边界作物
植株体的阻挡，作物群体内部风速减小，玉米的相对

蒸发量减小，故滴灌方式下作物冠层对其棵间蒸发

产生的抑制作用尤其明显，从而表现出其 ＬＡＩ和
ＡＤＭ增幅较其他灌溉方式明显。但本研究仅为两
年试验的结果，且受研究区风、热等气候因子和土壤

质地等影响，是否适宜于其他气候区和土壤质地区，

有待试验验证，另外还可能受年份间差异的影响，是

否适宜于其他年型，也需要进一步验证。

灌溉方式对玉米的生殖生长亦有明显的影

响
［１６］
，本研究结果是涌泉细流沟灌玉米的产量高于

滴灌和传统沟灌玉米，这可能除试验区气候条件、土

壤质地等因素外，还与涌泉细流沟灌的单次灌水量

和单次灌水时间长短有关。涌泉细流沟灌方式下灌

水后１～２ｄ内土壤含水率较高，２ｄ后随着土壤含
水率的降低，玉米根系开始受水分胁迫影响，这在一

定程度上抑制了作物的冗余生长，节水的同时还提

高了作物光合同化能力和根系对水肥的吸收利用与

传输效率，保证了作物产量的形成，使得作物产量和

ＷＵＥ增大。此外，玉米产量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与
施肥种类、数量和配施方式等密切相关

［３５］
，有机肥

中营养元素以离子型态存在，有利于作物根系吸收，

可显著提高玉米在拔节期、抽雄期和灌浆期的光合

速率
［３６］
，促进生育期 ＡＤＭ累积量的提升，尤其是生

殖生长阶段显著提高了穗粒数和百粒质量，这是施

有机肥增产的重要原因。与２０１２年试验相比，２０１３
年 Ｄ、Ｂ、Ｆ灌溉方式下施有机肥（Ｏ）处理的产量分
别提高 ６９％、５４％和 ５６％，这与刘玉涛等［３７］

研

究得出连年施用有机肥，可增加土壤养分含量，提高

土壤供肥保水，改善土壤结构，促进玉米生长，提高

产量的结论一致。

Ｄａｒｏｕｉｃｈ等［３８］
通过多准则分析评价了滴灌与

地面灌溉的节水和经济效益，发现滴灌技术能否被

广泛使用主要取决于当地水资源、成本、产出价格和

信贷政策等。有研究表明滴灌系统往往因先期工程

投资高而导致其利润率低下
［３９］
，尤其本研究区埃及

农业用水由政府补贴，农户仅需支付灌溉用水所耗

电费，而其本土工业又不发达，灌溉系统所需管材几

乎全部依赖进口，价格较高，所需管材较多的滴灌，更

是进一步提高了成本，而玉米单价仅为１８４元／ｋｇ，因
此滴灌系统的利润率较低。滴灌系统在非洲地区的

推广应用过程中，往往因堵塞、管材易老化和管理不

当等诸多问题而闲置，甚至荒废
［４０］
。在我国新疆地

区，政府的技术支持和资金补贴就极大地促进了滴

灌的发展和应用
［４１］
。本试验研究中传统沟灌虽然

净效益高，但 ＷＵＥ低，与之相比，滴灌 ＷＵＥ平均提
高了 ３５４％，涌泉细流沟灌则平均提高了 ５７６％。
可见，在传统沟灌技术上改进的涌泉细流沟灌技术，

既可提高作物产量和 ＷＵＥ，又具有投资少、效益高
等优点，在埃及现有国情和环境下的大田实际灌溉

中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

进行的效益分析仅局限于经济方面的投入和效益，

没有涉及生态环境和社会效益等方面的综合效益问

题，仅从经济上评判一个灌溉方式的合理性尚且不

足。

４　结论

（１）涌泉细流沟灌技术在生长前期可促进玉米
植株营养生长，在生长后期又能有效抑制玉米植株

的冗余生长，使光合产物向有利于产量形成方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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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使得产量和 ＷＵＥ增加。各处理产量由高到低
依次是：ＯＢ、ＯＤ、ＯＦ、ＣＢ、ＣＤ、ＣＦ。ＯＢ处理的年均产
量 和 ＷＵＥ 最 高 （分 别 为 ７ ６２４ ｋｇ／ｈｍ２ 和
１４０ｋｇ／ｍ３），ＯＤ处理的产量和 ＷＵＥ次之，分别为
７３９２ｋｇ／ｈｍ２和 １２１ｋｇ／ｍ３），ＯＦ处理产量位居
第３，为７２６３ｋｇ／ｈｍ２，ＷＵＥ位居第 ３的是 ＣＢ处理
（１１７ｋｇ／ｍ３）。

（２）与无机肥相比，有机肥有利于促进玉米生
长，表现为全生育期 ＬＡＩ和 ＡＤＭ的显著提高，同时
通过提高玉米穗粒数和百粒质量，增加玉米产量。

（３）由于埃及滴灌系统成本较高，有机肥价格
较贵，农业用水免费，使得 ＣＢ处理年均净效益最
高，达７３７３元／ｈｍ２，ＣＦ处理次之，为７２１１元／ｈｍ２，
再其次是 ＯＢ和 ＯＦ处理，年均净效益最小的２个处
理是 ＣＤ和 ＯＤ，分别为４７８２、４３５３元／ｈｍ２。

（４）涌泉细流沟灌技术下施无机肥（即 ＣＢ处
理）种植玉米可获得最大净效益，因此涌泉细流沟

灌技术为适宜于埃及尼罗河三角洲的玉米供水模

式，在现有的国情和环境下的大田实际灌溉中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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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Ｙｏｎｇ，Ｂａｉｌｉｎｇｘｉａｏ，ＺｈａｏＪｕ，ｅｔ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ｍａｉｚｅｕｎｄｅｒ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２，２８（Ｓｕｐｐ．１）：９２－９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孙景生，康绍忠，蔡焕杰，等．交替隔沟灌溉提高农田水分利用效率的节水机理［Ｊ］．水利学报，２００２，３３（３）：６４－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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