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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状苹果树生长生理与蒸散特征对水分的响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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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研究不同灌水量和地表覆膜条件对柱状苹果树的生长生理及蒸散特征的综合影响，探寻适合苹果树生

长且水分利用效率高的灌水量和保水措施。通过遮雨棚下可称量式蒸渗桶试验，设置４个灌水水平：６０％ＥＴＣ
（Ｗ１）、８０％ＥＴＣ（Ｗ２）、１００％ＥＴＣ（Ｗ３）和１２０％ＥＴＣ（Ｗ４）；地表覆膜处理分别为有覆盖（Ｍ）和无覆盖（ＮＭ），分析柱
状苹果树的干物质量、光合速率、蒸腾速率和阶段耗水情况对不同灌水量和地表覆盖条件的响应规律。结果表明，

干物质量随灌水量增加而增加，且Ｍ处理可促进干物质量的积累；净光合速率、蒸腾速率和气孔导度均随着灌水量
的增加而升高。不同生育期净光合速率和蒸腾速率由大到小依次均为：果实膨大期、果实成熟期、开花座果期、叶

变期。相同灌水量和地表覆盖处理条件下，不同时刻净光合速率由大到小依次为１０：００、１３：００、０８：００，蒸腾速率由
大到小依次为１３：００、１０：００、０８：００，气孔导度由大到小依次为１０：００、０８：００、１３：００。瞬时水分利用效率（ＬＷＵＥ）最
大值和最小值分别出现在Ｗ２处理１０：００（４５２μｍｏｌ／ｍｍｏｌ）和Ｗ４处理１３：００（２６２μｍｏｌ／ｍｍｏｌ）；全生育期总蒸散
量随着灌水量增加而增加，ＮＭ处理较Ｍ处理增加１１０２％～１６３５％。开花座果期、果实膨大期、果实成熟期和叶
变期的耗水强度分别为３２９～４３６ｍｍ／ｄ、２４０～４８５ｍｍ／ｄ、０８３～１７９ｍｍ／ｄ和０７７～１５３ｍｍ／ｄ，耗水模数分
别为１９３４％～２７４０％、５５９９％～６１４１％、８６２％～１２６３％和５８５％～７２４％。最终得出１２０％ＥＴＣ灌水量和地
表覆膜条件有利于改善柱状苹果树的生长和生理状况，但８０％ＥＴＣ处理水分利用效率最高。地表覆膜不仅促进苹
果树生长而且降低了土壤蒸发量，具有一定的保水作用。因此，ＭＷ２处理为相对节水的灌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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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我国是苹果生产大国，苹果树栽培面积居世界

首位，苹果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４０％。我国优质苹
果产区主要分布在西北部干旱半干旱地区［１］，然而

该地区土壤水分不足是限制苹果树生长的主要因

子。季节性干旱与水分利用效率低已成为制约该地

区果树产业发展的主要障碍，而提高果树本身的水

分利用效率是实现果树高效用水的生理基础。

果树的生长生理和蒸散特征方面的报道较多，

研究表明，作物的干物质量反映了作物对生态环境

的适应能力［２］，水分胁迫会诱导作物发生一系列的

生理和生物化学反应［３－４］，光合作用和蒸腾作用是

影响叶片水分利用效率最主要的指标［５］，而不同生

长期的干物质量、光合特性和水分利用效率又会受

到土壤水分含量的影响［６－８］。因此，制定合理的灌

溉制度使得果树具有较好的生长生理状况和较高的

水分利用效率显得尤为重要。土表蒸发是土壤水分

无效散失的主要途径之一，然而张志亮等［９］和周罕

觅等［１０］均研究表明，高灌水量情况极易导致土壤蒸

发量增加，即无效耗水增加，导致水分大量浪费，因

此降低土面蒸发对增加土层储水量和提高土壤水分

利用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在降低土面蒸发方面，多

采用土表秸秆覆盖［１１－１２］以及薄膜覆盖［１３］方式以实

现提高水分利用效率的目的。然而当土表秸秆覆盖

度过大时将会造成播种机堵塞［１４］，长时间水分浸泡

下，秸秆腐烂降低土壤质量；土表覆膜在土壤表面形

成一个保护层从而实现抑制水分散失的功效。地膜

覆盖具有抗旱保墒、降低土壤蒸发量和防止水土流

失的作用，影响土壤水分含量及大气湿度，改变土壤

及树体的水分状况，改善果树叶片的光合特性，提高

水分利用效率［１５］。

已有研究较多集中于灌水量或土表覆盖单一因

素对果树生长生理或耗水特性的影响，而灌水量和

土表覆盖条件均可能对果树生长和土壤水分环境产

生显著影响，关于灌水量和土表覆盖对果树生长生

理和耗水特性交互影响的研究更是鲜有报道。结合

多方面因素探索出可提高水分利用效率的适宜灌水

量成为农田作物研究的首要任务。基于此，本文采

用称量式蒸渗桶，对果树各阶段蒸散量进行定量分

析，研究不同灌水量和薄膜覆盖对柱状苹果树的光

合特性、水分利用效率、蒸散特性以及干物质量的影

响，以期探索出能够保证柱状苹果树正常生长、同时

提高其水分利用效率的灌水量，旨在为优化灌溉决

策、完善柱状苹果树水分高效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基本情况
试验于２０１４年４—１１月份在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中国旱区节水农业研究院移动式遮雨棚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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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地位于１０８°０４′Ｅ、３４°１７′Ｎ，海拔高度５２０ｍ，年
平均日照时数２１６３８ｈ，多年平均降水量５００ｍｍ，
多年平均气温１２５℃，年平均蒸发量１４００ｍｍ，多
年平均无霜期２１０ｄ，属于半干旱半湿润气候。

将外径６０ｃｍ、内径５０ｃｍ、高１００ｃｍ的水泥管
垂直埋设在试验地内，并将栽有苹果树的直径

５０ｃｍ、高１００ｃｍ蒸渗桶置于水泥管内（图１）。为
防止滞水每桶底部装河沙１０ｋｇ，风干土２３０ｋｇ。试
验地上方安装有可移动电动葫芦门式５００ｋｇ起重
机（精度为０１ｋｇ）可用来升降蒸渗桶，起重机挂钩
上安装电子吊秤可用来称量。

图１　试验设施剖面图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ｆｉｌ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ｆｏ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１．水泥管　２．土壤　３．蒸渗桶　４．ＴＲＩＭＥ管　５．苹果树

　

供试土壤为觩土，自然风干后磨细过５ｍｍ筛。
供试土壤不同粒径颗粒质量分数分别为３４％（小于
０００２ｍｍ）、３９％（０００２～００２ｍｍ）、２７％（００２～
２ｍｍ），质地为壤质黏土，装土容重为１４ｇ／ｃｍ３，ｐＨ
值为７８，有机质１２３８ｇ／ｋｇ，全氮０８２ｇ／ｋｇ，全磷
０５５ｇ／ｋｇ，全钾１１２ｇ／ｋｇ，碱解氮４８３ｍｇ／ｋｇ，速效
磷１３６８ｍｇ／ｋｇ，速效钾１３８４７ｍｇ／ｋｇ，田间持水量
（θＦ）为２４％（质量含水率）。试验材料为近年来培
育出的新型高产苹果品种“润太一号”柱状苹果树

（４ａ生，基砧为新疆野生苹果树，Ｍａｌｕｓｓｉｅｖｅｒｓｉｉ）。
本研究涉及的生育期包括开花座果期（４月１３日—
５月１７日）、果实膨大期（５月１８日—８月２１日）、
果实成熟期（８月２２日—１０月１０日）、叶变期（１０
月１１日—１１月１５日）。
１２　试验设计与方法

试验在移动式遮雨棚下的蒸渗桶中进行，设有

灌水量和覆盖２个因素，灌水量设置４个水平，分别
为６０％ＥＴＣ（Ｗ１）、８０％ＥＴＣ（Ｗ２）、１００％ＥＴＣ（Ｗ３）
和１２０％ＥＴＣ（Ｗ４）；覆盖方式设置无覆盖（ＮＭ）和薄
膜覆盖（Ｍ），其中覆盖处理，是在土壤表面覆盖打有
均匀小孔的塑料膜，在塑料膜上平铺珍珠岩以实现

保水的目的，在珍珠岩上再覆盖纱网以防止珍珠岩

被风刮出蒸渗桶。采用完全组合设计方案，共８个
处理，各处理３次重复。

果树实际蒸散发量ＥＴＣ依据参考作物蒸发蒸腾
量ＥＴ０和作物系数Ｋｃ而定，计算式为

ＥＴＣ＝ＫｃＥＴ０ （１）
式中　Ｋｃ———作物系数

依据ＦＡＯ５６［１６］，在苹果树生长前期、中期和后
期的作物系数Ｋｃｉｎ、Ｋｃｍｉｄ、Ｋｃｅｎｄ取值分别为０６０、０９５
和０７５。

依据当地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间的气象数据，采用
ＦＡＯ５６Ｐｅｎｍａｎ Ｍｏｎｔｅｉｔｈ公式［１６］计算ＥＴ０，即

ＥＴ０＝
０４０８Δ（Ｒｎ－Ｇ）＋γ

９００Ｕ２
Ｔ＋２７３（ｅａ－ｅｄ）

Δ＋γ（１＋０３４Ｕ２）
（２）

式中　ＥＴ０———参考作物蒸发蒸腾量，ｍｍ／ｄ
Ｒｎ———地表净辐射，ＭＪ／（ｍ

２·ｄ）
Ｇ———土壤热通量，ＭＪ／（ｍ２·ｄ）
ｅａ———饱和水汽压，ｋＰａ
ｅｄ———实际水汽压，ｋＰａ
Δ———饱和水汽压曲线斜率，ｋＰａ／Ｋ
γ———干湿表常数，ｋＰａ／Ｋ
Ｔ———２ｍ高度处平均气温，℃
Ｕ２———２ｍ高度处风速，ｍ／ｓ

图２　日平均气温和ＥＴ０的变化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ｄａｉ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Ｔ０
　
各生育期内灌水实施情况如图 ３所示，Ｗ１、

Ｗ２、Ｗ３和 Ｗ４处理的总灌水量分别为４４９８３ｍｍ
（８８２８Ｌ／棵）、５９９７７ｍｍ（１１７７１Ｌ／棵）、７４９７２ｍｍ
（１４７１３Ｌ／棵）和８９９６６ｍｍ（１７６５６Ｌ／棵）。试验
所用氮肥、磷肥和钾肥分别为尿素、重过磷酸钙和氯

化钾。各处理的施肥量及施肥次数一致，分别在

４月２２日施尿素８１０ｋｇ／ｈｍ２（含Ｎ３７２６ｋｇ／ｈｍ２）、
重过磷酸钙５１０ｋｇ／ｈｍ２（含Ｐ２Ｏ５２３４６ｋｇ／ｈｍ

２）、氯

化钾１２００ｋｇ／ｈｍ２（含 Ｋ２Ｏ７２０ｋｇ／ｈｍ
２），在７月２

日（果 实 膨 大 期）施 尿 素 ８５５ｋｇ／ｈｍ２（含 Ｎ
３９３４ｋｇ／ｈｍ２）。
１３　测定项目和方法

（１）采用电子吊秤定期对各个蒸渗桶进行称
量，进而确定果树各阶段蒸散量和渗漏量。

（２）干物质量为整棵苹果树的总物质量（包括
主干、叶丛枝、叶子和果实）。在试验结束后，对果

树进行破坏性取样，取样后用干燥称量法测定。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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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１４年苹果树生长期灌水量
Ｆｉｇ．３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ｔｈｓｄｕｒｉｎｇｇｒｏｗ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２０１４

　
燥时，在１０５℃下杀青３０ｍｉｎ，在７５℃下干燥至质量
恒定，称其质量。

（３）采用 Ｌｉ ６４００型光合测定系统（Ｐｏｒｔａｂｌｅ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ｓｙｓｔｅｍ，ＬＩ ＣＯＲ，Ｎｅｂｒａｓｋａ，ＵＳＡ）分
别在５月１０日（开花座果期）、７月１２日（果实膨大
期）、８月２７日（果实成熟期）和１０月１５日（叶变
期）１０：００测定不同处理苹果树中上部（１３～１６ｍ）完
整叶片的净光合速率（Ｐｎ）、蒸腾速率（Ｔｒ）和气孔导
度（Ｇｓ）；其中在７月１２日０８：００、１０：００和１３：００测
定Ｐｎ、Ｔｒ和 Ｇｓ的日变化。测定时每株选取 ５片叶
子，每片叶子每次连续采集３个稳定数据。５片叶
取平均值作为该处理的光合数据。叶片瞬时水分利

用效率（ＬＷＵＥ，μｍｏｌ／ｍｍｏｌ）计算式［１７］为

ＬＷＵＥ＝
Ｐｎ
Ｔｒ

（３）

１４　数据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进行数据整理，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

对数据进行方差分析，用Ｏｒｉｇｉｎ８０绘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灌水量和覆盖对苹果树干物质量的影响
干物质量能够充分反映作物通过光合作用积累

的碳水化合物量，从而推测出作物生长情况。统计

分析表明，灌水量对干物质量的影响达到极显著水

平（Ｐ＜００１）。覆盖对干物质量的影响达到显著
水平（Ｐ＜００５）。有、无覆盖处理的干物质量均随
灌水量增加而增加（图４）。相同灌水量条件下，Ｍ
处理在 Ｗ１、Ｗ２、Ｗ３和 Ｗ４条件下的干物质量较
ＮＭ处理分别提高了 １８１０％、１５０２％、１１９９％
和１１２３％。ＭＷ４处理显著高于 ＭＷ３和 ＮＭＷ４
处理，且 ＮＭＷ１处理显著低于其他处理。这表明
地表覆膜和灌水量均显著影响果树的干物质量积

累。地表覆膜和充足的供水条件可促进果树生

长。

图４　水分和覆盖处理对苹果树干物质量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ｎ

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ｏｆａｐｐｌｅｔｒｅｅｓ
　
２２　灌水量和覆盖对叶片光合特性和水分利用效

率的影响

由图５可以看出，相同灌水量和覆盖处理条件
下，不同时刻的净光合速率、蒸腾速率和气孔导度分

别表现为１０：００＞１３：００＞０８：００、１３：００＞１０：００＞
０８：００和１０：００＞０８：００＞１３：００；三者均随着灌水量
的增加而升高，且Ｍ处理大于 ＮＭ处理。这说明有
覆盖和较大的灌水量都有利于果树净光合速率、蒸

腾速率和气孔导度的增加，促进果树的生理活动。

瞬时水分利用效率与灌水量不存在单调增减关系，

而是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图５ｄ）。地表覆膜
有效提高了水分利用效率。不同时刻的水分利用效

率表现为１０：００＞８：００＞１３：００。瞬时水分利用效
率最 大 值 和 最 小 值 分 别 出 现 在 Ｗ２处 理
（４５２μｍｏｌ／ｍｍｏｌ）和 Ｗ４处理（２６２μｍｏｌ／ｍｍｏｌ）。
这表明尽管Ｗ４处理增强了果实的生理活动，但水
分利用效率较低。

不同生育期的苹果树在不同灌水量和覆盖处理

下的净光合速率和蒸腾速率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规律

（表１）。覆盖对果实膨大期、果实成熟期和叶变期
的净光合速率均有显著影响，而仅对叶变期的蒸腾

速率有显著影响；灌水量对苹果树各生育期的净光

合速率和蒸腾速率均存在极显著影响；覆盖与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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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水分和覆盖处理下净光合速率、蒸腾速率、气孔导度和水分利用效率的日变化特征
Ｆｉｇ．５　Ｄａｉ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ｎ，Ｔｒ，ＧｓａｎｄＬＷＵＥｏｆａｐｐｌｅｔｒｅｅｓ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表１　水分和覆盖处理对苹果树不同生育期净光合速率、蒸腾速率的影响
Ｔａｂ．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ｎｎｅｔ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ｒａｔｅ（Ｐｎ），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Ｔｒ）ｏｆａｐｐｌｅｔｒｅｅｓ’ｌｅａｖｅ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ｓ

覆盖

处理

水分

处理

净光合速率Ｐｎ／（μｍｏｌ·ｍ－２·ｓ－１） 蒸腾速率Ｔｒ／（ｍｍｏｌ·ｍ－２·ｓ－１）

开花座果期 果实膨大期 果实成熟期 叶变期 开花座果期 果实膨大期 果实成熟期 叶变期

Ｗ１ ６９９±０５７ｃ １２９３±０５９ｄ １０５２±０５３ｄ ５９６±０６６ｄｅ ２４１±０７４ｄｅ ３０３±０４６ｄ ２７５±０３２ｄｅ ２１７±０６６ｃｄ

Ｍ
Ｗ２ １０６２±０４９ｂ １５９５±０７８ｃ １３４２±０６４ｃ ７２１±１２５ｂｃｄ ２５９±０５６ｄｅ ３６４±０２８ｃｄ ３３１±０８４ｃｄｅ ２３９±０２５ｃｄ

Ｗ３ １１２６±００８ｂ １６７８±０３５ｂｃ １４５９±０５０ｂ ８０８±１０９ａｂｃ ４１９±０８５ｂｃ ４７５±０１５ａｂｃ ４３４±０３８ｂｃ ３９０±０８４ａｂ

Ｗ４ １３１３±０４６ａ １８２９±０５３ａ １５９６±０５２ａ ９０２±０７１ａ ５３７±０３３ａ ５８０±０４５ａ ５８０±０５３ａ ４９３±０８２ａ

Ｗ１ ６１８±０３６ｃ １１５８±０７２ｅ ９６７±０７６ｄ ５１５±０８４ｅ １８０±０５４ｅ ２７６±０９５ｄ ２４４±０５０ｅ １５５±０５６ｄ

ＮＭ
Ｗ２ １０５８±０９３ｂ １５７６±０６４ｃ １３１２±０７０ｃ ６６８±０８１ｃｄｅ ２５９±０２５ｄｅ ３６４±０７２ｃｄ ３３１±０７６ｃｄｅ ２１５±０４９ｃｄ

Ｗ３ １１２６±０６５ｂ １６４６±０６９ｃ １４１１±０２０ｂｃ ７６７±０８６ａｂｃ ３２５±０２７ｃｄ ４５１±０８０ｂｃ ３８３±０５８ｃｄ ３２５±０４２ｂｃ

Ｗ４ １２６５±１０１ａ １７７２±０７４ａｂ １５１７±０８８ａｂ ８６９±０７３ａｂ ５０１±０７５ａｂ ５２４±０８０ａｂ ５１４±０８８ａｂ ４６９±０７０ａ

显著性检验（Ｆ值）

覆盖 ２１３ ６１２ ６１６ ６９９ ５４７ １３１ ２４０ ３４４

灌水 １３４６５ ９９２８ ９２１５ ５０４２ ４５５１ ２３７９ ２６７１ ３２５７

覆盖×灌水 ０７１ １１２ ０２８ ０２８ ０９６ ０２４ ０３６ ０２５

　　注：同列数值后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下同。

量的交互作用对苹果树各生育期的净光合速率和

蒸腾速率均无显著影响。相同覆盖条件下，同一

时期的净光合速率和蒸腾速率随灌水量增加而增

加，各时期的净光合速率均值比 Ｗ１处理增加
３０９６％ ～７０８３％，蒸腾速率的均值比 Ｗ１处理增
加１４５３％ ～１４５３６％。相同灌水量情况下，地表
覆膜提高了净光合速率和蒸腾速率。可见，地表

覆膜和充足的灌水量可有效地促进果树的生理活

动，满足其生长需求。相同处理下的净光合速率

和蒸腾速率均大体表现为：果实膨大期 ＞果实成

熟期 ＞开花座果期 ＞叶变期。这表明果树在果实
膨大期的光合特性达到了顶峰，该时期的生长最

为旺盛。

２３　灌水量和覆盖对苹果树蒸散量的影响
全生育期总蒸散量随灌水量增加而增加（表２），

对于地表覆膜情况，Ｗ２、Ｗ３、Ｗ４处理全生育期总蒸
散量比Ｗ１处理分别增加了１２２倍、１４７倍、１５８
倍；对于无覆膜情况，Ｗ２、Ｗ３、Ｗ４处理全生育期总
蒸散量比 Ｗ１处理分别增加了 １２３倍、１４９倍、
１６６倍。在相同的灌水量下，ＮＭ处理苹果树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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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期总蒸散量均大于 Ｍ处理，比 Ｍ处理分别增加
１１０２％（Ｗ１）、１２２９％（Ｗ２）、１２８３％（Ｗ３）和
１６３５％（Ｗ４）。这表明地表覆膜和减少灌水量有利
于降低总蒸散量。

苹果树开花座果期和果实膨大期的耗水强度大

于果实成熟期和叶变期。在 Ｗ１和 Ｗ２处理条件
下，开花座果期的耗水强度大于果实膨大期；在 Ｗ３
和Ｗ４处理条件下，开花座果期的耗水强度小于果
实膨大期；各处理果实成熟期的耗水强度始终大于

叶变期。这表明开花座果期对缺水反应较敏感，在

高水情况下有利于果实膨大，从而促进产量增长，故

在开花座果期应加强水分管理。耗水模数表现为：

果实膨大期＞开花座果期 ＞果实成熟期 ＞叶变期，
说明在果实膨大期需要大量的水分才能满足其生长

需求。地表覆膜对苹果树开花座果期和果实膨大期

耗水强度、果实膨大期和果实成熟期耗水模数的影

响达极显著水平。灌水量对除叶变期的耗水模数无

显著影响外，对其他生育期耗水强度和耗水模数的

影响均达极显著水平。覆盖与灌水量的交互作用对

苹果树各生育期耗水模数影响不显著。

表２　水分和覆盖处理对苹果树不同生育期耗水强度和耗水模数的影响
Ｔａｂ．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ｎ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ｍｏｄｕｌｕ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ｓｏｆａｐｐｌｅｔｒｅｅ

覆盖

处理

水分

处理

总蒸

散量／

ｍｍ

开花座果期 果实膨大期 果实成熟期 叶变期

耗水强度／

（ｍｍ·ｄ－１）

耗水模数／

％

耗水强度／

（ｍｍ·ｄ－１）

耗水模数／

％

耗水强度／

（ｍｍ·ｄ－１）

耗水模数／

％

耗水强度／

（ｍｍ·ｄ－１）

耗水模数／

％

Ｗ１ ４０７７６ ３２９ｄ ２７４０ ２４０ｇ ５５９９ ０８３ｄ １０００ ０７７ｄ ６６０

Ｍ
Ｗ２ ４９５４９ ３５３ｃｄ ２４２０ ２９９ｆ ５７３７ １１３ｃ １１１９ １０２ｃ ７２４

Ｗ３ ５９７６０ ３７０ｃｄ ２１０８ ３８１ｄ ６０５２ １３７ｂ １１２７ １２２ｂ ７１３

Ｗ４ ６４５２３ ３６７ｃｄ １９３４ ４１４ｃ ６０９１ １６６ａ １２６３ １３１ｂ ７１２

Ｗ１ ４５２７１ ３４６ｃｄ ２５９７ ２８４ｆ ５９５６ ０８０ｄ ８６２ ０７６ｄ ５８５

ＮＭ
Ｗ２ ５５６３７ ３８６ｂｃ ２３５９ ３５９ｅ ６１２３ １０３ｃ ９１１ ０９７ｃ ６０７

Ｗ３ ６７４２８ ４１８ａｂ ２１０９ ４３４ｂ ６１２０ １４８ｂ １０７４ １３４ａｂ ６９８

Ｗ４ ７５０７０ ４３６ａ １９７５ ４８５ａ ６１４１ １７９ａ １１７１ １５３ａ ７１２

显著性检验（Ｆ值）

　　覆盖 ２１８３ ０４０ ２１７０７ １０４３ ０５０ １８０６ ２１５ ２４１

　　灌水量 １０５３ ３７９７ ４６３００ ６０７ １２３８１ １５７３ ４１２９ １５２

　　覆盖×灌水量 １５２ ０２７ ２２９ １６７ ２３３ ０７３ １８９ ０４５

２４　指标间的相关关系
采用一元二次多项式函数可以很好地拟合苹果

树净光合速率和蒸腾速率与蒸散量、干物质量之间

的关系，以及总蒸散量和干物质量、灌水量之间的关

系（图６），随着净光合速率和蒸腾速率的增加，蒸散
量和干物质量均有增长的趋势。相同的净光合速率

和蒸腾速率下，果实膨大期具有较大的蒸散量，ＮＭ
处理蒸散量显著大于Ｍ处理，且Ｍ处理的干物质量
均大于ＮＭ处理。这表明地表覆膜不仅促进果树生
长而且有效降低了蒸散量，在果实膨大期表现尤为

明显。灌水量相等的条件下，ＮＭ处理总蒸散量大
于Ｍ处理，且灌水量越大两者的差距越大。苹果树
的干物质量随着总蒸散量的增加而增加。总蒸散量

相同的情况下，Ｍ处理的干物质量大于ＮＭ处理。

３　讨论

３１　灌水量和覆盖对苹果树生长生理的影响
植物对干旱最明显的适应特征是干物质的积

累，干物质量能够充分反映作物通过光合作用积累

的碳水化合物量。基于本研究可知，干物质量随灌

水量增加而增加，且覆膜处理干物质量均大于无覆

膜处理。这说明充足的水分［１８］和覆盖条件［１９］有利

于植株的干物质积累，土表覆膜为植株生长提供了

更好的土壤水分环境，改变了苹果树的叶片形态，增

加了有效光合面积，利于光合产物的积累，进而促进

苹果树的发育［２０］。

植物的光合作用是合成有机物的重要途径，其

合成的有机物能够满足植物本身生长发育的需

要［２１－２３］，因此可以通过研究作物的光合特性来诊断

其生长发育情况。光照强度在１３：００时大于１０：００，
而１０：００时的净光合速率却大于１３：００，这是因为
光合作用发生了动态光抑制作用。动态光抑制的发

生是由于吸收光的能量以热能的形式散失，导致了

量子效率下降，这与 ＬＵ等［２４］的研究结果一致。光

对蒸腾作用的影响首先是引起叶片气孔开放，气孔

导度一般随温度升高而增加，但３０℃以上的高温会
引起气孔关闭。气温增高时，大气蒸汽压的增大不

及气孔下室细胞间隙的蒸汽压的增大，引起叶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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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苹果树的指标间回归关系
Ｆｉｇ．６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ｇｒｏｗｔｈ，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ａｐｐｌｅｔｒｅｅｓ

　
的蒸汽压差加大，促进了水分从叶内逸出，从而使蒸

腾加强［２０］。因此，１３：００的气孔导度达到一天中最
低值而蒸腾速率却出现最高值。

覆盖可提高苹果叶片的光合作用，增强光能与

ＣＯ２的利用能力，促进植株生长发育，有利于干物质
形成［２５－２６］，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叶片的净光合速

率、蒸腾速率和气孔导度与灌水量均存在正相关关

系，这可能是因为叶肉细胞光合能力与灌水量也有

正相关关系［２７－２８］，同时林平等［２９］也指出银杏净光

合速率随着土壤含水率的下降而下降，主要由气孔

限制所致，同时直接影响了光合作用的电子传递和

ＣＯ２同化过程。但这与魏钦平等
［３０］所提出的灌水量

对苹果叶片生理特性没有影响的结论相违背，仍需

继续展开研究加以验证。本研究结果表明果树在果

实膨大期的光合特性达到了顶峰，该时期的生长最

为旺盛。魏新光等［３１］提出枣树生育期内蒸腾呈现

明显的单峰变化趋势，在生育中期蒸腾量较大，生育

初期和末期蒸腾量较小。周罕觅等［１０］研究也表明

苹果幼树的关键需水时期为果实膨大期，此时期控

水可有效地提高用水效率，增加果实产量，与本研究

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

３２　灌水量和覆盖对苹果树叶片水分利用效率和
蒸散情况的影响

叶片瞬时水分利用效率（ＬＷＵＥ）反映了果树树
体对逆境适应能力［３２］。ＬＷＵＥ与作物吸收 ＣＯ２的
能力有关，气孔的控制限制了作物耗水［３３－３４］。

ＬＷＵＥ取决于光合速率与蒸腾速率的比值。随灌水

量的增加，净光合速率和蒸腾速率升高，而水分利用

效率的变化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在１０：００之
后，净光合速率降低，而蒸腾速率升高，从而导致

ＬＷＵＥ下降，所以 ＬＷＵＥ的峰值出现在１０：００。接
玉玲等［３５］研究得出水分利用效率降低的根本原因

在于羧化效率下降导致净光合速率骤降，这与本研

究结果一致。研究得出覆盖可以提高水分利用效

率，此结果与冯浩等［３６］和银敏华等［３７］的研究结果

一致，因此得出ＭＷ２为最佳节水的灌溉模式。
本研究表明，各处理的全生育期总蒸散量随着

灌水量增加而升高，这与李巧珍等［３８］和时学双

等［３９］的研究结果一致。在相同的灌水量下，ＮＭ处
理的苹果树全生育期总蒸散量明显大于Ｍ处理，体
现了土表覆膜的保水效果可推广到实际应用中，从

而获取更大效益，这与周昌明等［４０］的结果一致。刘

贤赵等［４１］研究表明一般在果树萌芽期和开花期可

不进行灌溉，但本研究结果显示开花座果期对缺水

反应较敏感，在高灌水量情况下有利于果实膨大，从

而促进产量增加，故在开花座果期应加强水分管理，

此结论与孟平等［４２］研究结果一致。

３３　指标间的相关关系
干物质量、蒸散量、净光合速率和蒸腾速率均受

灌水量和覆盖条件的影响［４３］。研究表明，苹果树的

耗水强度和干物质量均随灌水量增加而增加，通过

进一步对耗水特性和干物质量与净光合速率和蒸腾

速率的相关关系研究可知，相同的净光合速率和蒸

腾速率下，果实膨大期需要较大的蒸散量，且此时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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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对果树的蒸散量影响较大。这表明果树在果实

膨大期需要大量的水分供应才能满足其正常生长生

理需求。在果实膨大期调控水分供应可有效提高水

分利用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水资源浪费［１０］。相同的

净光合速率和蒸腾速率下，Ｍ处理的干物质量均大
于ＮＭ处理，且 ＮＭ处理的蒸散量大于 Ｍ处理。这
表明地表覆膜不仅促进果树生长而且有效降低了蒸

散量。本研究得出消耗同量的水时 Ｍ处理的干物
质量大于ＮＭ处理，表明地膜覆盖使更多的水分用
于果树生长，提高了水分利用效率。

４　结论

（１）１００％ＥＴＣ、１２０％ＥＴＣ灌水量和覆盖均有利

于苹果干物质量、净光合速率、蒸腾速率和气孔导度

的提高，促进果树的生理活动；不同灌水量和覆盖条

件下的净光合速率和蒸腾速率均表现为：果实膨大

期＞果实成熟期＞开花座果期＞叶变期。基于叶片
瞬时水分利用效率，ＭＷ２处理为相对最佳节水的覆
盖和灌溉模式。

（２）全生育期总蒸散量随着灌水量增加而升
高。地表覆膜和减少灌水量有利于降低总蒸散量。

果树在果实膨大期的生长最为旺盛，该时期大量的

水分才能满足其生长需求。在开花座果期应保证果

树水分的供应，使土壤有良好的水分环境，确保满足

果实膨大期对水分的需求，从而促进产量增加。

（３）随着净光合速率和蒸腾速率的增加，蒸散
量和干物质量均有增长的趋势。地膜覆盖不仅可促

进作物生长而且大大降低了土壤蒸发量，可将其推

广到实际应用中，从而获得更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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