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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地黑土区水稻植株干物质积累对耗水过程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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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究寒地黑土区水稻植株干物质积累对耗水过程的响应规律，于 ２０１７年在黑龙江省水稻灌溉试验站的

蒸渗仪内进行了水稻耗水试验。采用 Ｕ７（７
６
）均匀试验设计，深入解析了各生育阶段耗水量对水稻干物质量及干

物质积累过程的影响。结果表明，各生育阶段耗水量对水稻干物质积累的影响决定系数由大到小依次为：抽穗开

花期、拔节孕穗期与抽穗开花期的耦合效应、拔节孕穗期、抽穗开花期与乳熟期的耦合效应、分蘖中期与抽穗开花

期的耦合效应、分蘖中期与拔节孕穗期的耦合效应、分蘖中期。在水稻营养生长阶段，各阶段耗水量通过影响干物

质积累进入快速增长的时间和最快增长速率，进而间接影响干物质积累量，分蘖中期耗水量每增加 １ｍｍ，将提前

０４５９ｄ进入干物质积累快速增长阶段；拔节孕穗期耗水量每增加１ｍｍ，干物质积累的最快增长速率提高００１１３ｇ／ｄ。进

入生殖生长阶段，各阶段耗水量对干物质积累量的直接影响大于间接影响。各生育阶段耗水量对水稻产量和干物

质量的影响排序相同，由大到小依次为：抽穗开花期、拔节孕穗期、分蘖中期、乳熟期、分蘖前期、分蘖后期，拔节孕

穗期、抽穗开花期耗水量与水稻经济系数呈显著负相关。研究结果可为寒地黑土区水稻合理制定灌溉制度提供理

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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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０　引言

我国是世界上水稻播种面积第二、稻谷产量第

一的国家，２０１６年度水稻播种面积、总产量、单产水
平 比 ２００４年 度 分 别 增 长 ６２８％、１５５５％ 和
８７２％。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得天独
厚的黑土资源为水稻生长提供了充足的养分。然而

也应看到，水稻是“喜水作物”，传统的建立水层的

淹水灌溉模式使得占黑龙江省粮食产量 ４０％的水
稻生产消耗着全省９６％的农业用水，占全省社会用
水总量的７０％［１］

，这对于地处寒地黑土、半干旱干

旱区的黑龙江省水稻灌区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明晰

水稻耗水规律，探明水稻耗水过程对产量形成的影

响，实现节水增产，对于保障本省乃至国家粮食安全

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了缓解水稻耗水量高与灌溉可用水量日趋紧

张的矛盾，学者们展开了一系列水稻节水灌溉技术

研究，逐步形成了控制灌溉、间歇灌溉、浅湿灌溉等

节水灌溉模式
［２－３］

。这些灌溉方式比传统淹水灌溉

可节约用水 ３２％左右，但水稻产量并没有显著降
低

［４］
，表明水稻对水分亏缺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和补

偿性，在水稻某些生育阶段进行适度的水分亏缺，可

在保证产量的前提下实现节约用水，提高水稻水分

利用效率。因此，有必要探究水稻产量形成对耗水

过程的响应规律，明确水稻耗水关键阶段，并据此制

定灌溉制度，以达到节水增产的目的。目前对于产

量形成与耗水过程的响应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借助水

分生产函数研究产量与各生育阶段耗水量的函数关

系
［１，５－１０］

，得到水稻产量对各生育阶段耗水量的敏

感指数，并据此制定灌溉制度
［１１］
。然而，水稻产量

的形成是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不同生育阶段的耗

水量对水稻产量的形成也应具有持续的影响，即单

一阶段的耗水量不仅直接影响该阶段水稻的生长发

育，同时又会对后续阶段耗水过程产生影响，进而间

接影响产量的形成，而水分生产函数和敏感指数无

法描述这一影响机制。水稻产量形成的过程实质上

是干物质不断积累和分配的过程
［３］
，且水稻产量与

成熟期干物质量呈显著正相关
［１２］
，增加干物质量能

有效提高产量。目前对干物质积累的研究，多集中

在干 物质 积 累 与 产 量 的 关 系
［１２－１３］

，或 者 采 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１３－１６］、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１７－１９］等经验模型模拟作物干
物质积累过程，而针对耗水对干物质积累过程及干

物质量的影响研究鲜有报道。本研究将耗水因子引

入水稻干物质积累的动态过程中，采用均匀试验设

计，各处理在不同生育阶段采用不同控水标准，解析

水稻干物质量及干物质积累过程对耗水过程的响

应，以期为寒地水稻合理制定灌溉制度、实现节水高

产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区概况
试验于２０１７年在位于黑龙江省绥化市庆安县

和平灌区的黑龙江省水稻灌溉试验站（４６°４１′Ｎ、
１２７°２０′Ｅ，海拔高度 ２００ｍ）进行。该区属寒温带大
陆性季风气候，夏季温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年平

均日照时数为 ２５９９ｈ，年平均气温 １６９℃，无霜期
１２８ｄ，年平均降雨量 ５７７ｍｍ，主要集中在 ７—９月。
试验区土壤类型为白浆土型水稻土

［２］
，速效氮（Ｎ）

质量比 １５４３６ｍｇ／ｋｇ，速效磷（Ｐ２Ｏ５）质量比为
２５３３ｍｇ／ｋｇ，速效钾（Ｋ２Ｏ）质量比 １５７２５ｍｇ／ｋｇ；

土壤容重１０１ｇ／ｃｍ３，孔隙度６１８％，ｐＨ值６４。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在 ＨＳＹＸＨＺ １型自动称重式蒸渗仪［２０］

（测筒高１５ｍ，直径１１３ｍ，表面积１ｍ２，测量精度
１００ｇ）内进行，同时配有移动式遮雨棚，以避免天然
降雨的干扰。在蒸渗仪外侧种植同一品种的水稻作

为保护田。供试水稻品种为“庆龙稻 ３号”，于 ２０１７
年５月１８日插秧，９月 ２０日收获，全生育期 １２６ｄ。
插秧规格为行株距 ２２５ｃｍ×１２５ｃｍ，共 ２４穴，每
穴５株。采用 Ｕ７（７

６
）均匀设计，以水稻分蘖前期、

分蘖中期、分蘖后期、拔节孕穗期、抽穗开花期、乳熟

期６个关键生育阶段的稻田水分为试验因素，在适
宜灌溉水层上限与重度亏缺之间设置 ６个水分（田
面水层深度或土壤含水量）调亏水平，以正常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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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水分条件（ＣＫ）为对照，共 ７个处理，３次重复，
共计２１个蒸渗仪。各处理在水稻不同生育阶段的
水分控制标准如表１所示。各处理采用相同的施肥
管理，全生育期内施氮肥 １１０ｋｇ／ｈｍ２，按基肥（５月
１５日）∶分蘖肥（６月 １０日）∶促花肥（７月 １７日）∶
　　

保花肥（７月 ２４日）比例 ４５∶２∶１５∶２施入；Ｐ２Ｏ５
４５ｋｇ／ｈｍ２，全部用于基肥一次性施入；Ｋ２Ｏ８０ｋｇ／ｈｍ

２
，

按基肥∶８５叶龄时期（７月９日）比例 １∶１施入。除
草、农药等其他农艺措施均按当地高产优质模式统

一管理。

表 １　各处理在水稻不同生育阶段的水分控制标准

Ｔａｂ．１　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ｉｎｅａｃｈｓｔａｇｅｆｏｒｅａｃｈ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处理 分蘖前期 分蘖中期 分蘖后期 拔节孕穗期 抽穗开花期 乳熟期

处理１ ６０％ ～１００％ ７０％ ～１００％ ８０％ ～１００％ ９０％ ～１００％ ０～３０ｍｍ ２０～３０ｍｍ

处理２ ７０％ ～１００％ ９０％ ～１００％ ２０～３０ｍｍ ６０％ ～１００％ ８０％ ～１００％ ０～３０ｍｍ

处理３ ８０％ ～１００％ ２０～３０ｍｍ ７０％ ～１００％ ０～３０ｍｍ ６０％ ～１００％ ９０％ ～１００％

处理４ ９０％ ～１００％ ６０％ ～１００％ ０～３０ｍｍ ７０％ ～１００％ ２０～３０ｍｍ ８０％ ～１００％

处理５ ０～３０ｍｍ ８０％ ～１００％ ６０％ ～１００％ ２０～３０ｍｍ ９０％ ～１００％ ７０％ ～１００％

处理６ ２０～３０ｍｍ ０～３０ｍｍ ９０％ ～１００％ ８０％ ～１００％ ７０％ ～１００％ ６０％ ～１００％

ＣＫ ０～３０ｍｍ ０～３０ｍｍ ０～３０ｍｍ ０～３０ｍｍ ０～３０ｍｍ ０～３０ｍｍ

　　注：表中“％”为占土壤饱和含水量的百分比，“ｍｍ”为水层深度。

１３　观测指标与方法
１３１　灌水量

从分蘖前期开始控制水分，每日 ０８：００采用便
携式土壤水分速测仪测定土壤含水量（无水层处

理），或采用水尺观测水层深度（有水层处理），当土

壤含水量或水层深度达到各处理该生育阶段的灌水

下限时，人工灌水至灌水上限，灌水量采用水表计

量，并记录灌水日期和水表读数。

１３２　阶段耗水量
水稻阶段耗水量采用水量平衡方程计算。由于

试验场配备有移动式防雨棚，且试验所用蒸渗仪的

测筒下端有底密封，故水稻生育期内降水量、地表径

流量、地下水补给量可忽略不计，则水量平衡方程简

化为

ＥＴｉ＝Ｉｉ＋ΔＷｉ （１）

式中　ＥＴｉ———阶段耗水量，ｍｍ

Ｉｉ———阶段灌水量，ｍｍ

ΔＷｉ———时段内土壤储水量变化量，ｍｍ
ｉ———生育阶段，ｉ为 １、２、３、４、５、６分别代表

分蘖前期、分蘖中期、分蘖后期、拔节孕

穗期、抽穗开花期和乳熟期

１３３　水稻植株干质量
分别于分蘖前期、分蘖中期、分蘖后期、拔节孕

穗期、抽穗开花期、乳熟期、成熟期进行取样，每个处

理取３穴代表性植株去根后获得完整冠部，按茎鞘、
叶、穗分开擦拭表面灰尘后装袋，１０５℃杀青 ３０ｍｉｎ，
８０℃干燥至恒质量，用精度 ００１ｇ的电子天平称取
各部分干质量。

１３４　水稻产量及经济系数
在水稻成熟期于每个蒸渗仪内选取 １０穴代表

性水稻计产，单打单收计算每穴实际产量，根据每公

顷穴数计算单位面积产量。经济系数为成熟期的籽

粒干质量除以植株地上部分干物质量。

１４　相关指标计算方法
１４１　水稻干物质积累特征参数

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生长方程拟合水稻干物质积累曲
线，其函数形式为

ｙ＝ Ｋ
１＋ａｅ－ｂｔ

（２）

式中　ｙ———水稻植株干物质量，ｇ／穴
ｔ———播种后时间，ｄ
Ｋ、ａ、ｂ———大于０的待定参数

当 ｔ→∞时有 ｙ→Ｋ，即参数 Ｋ为干物质积累的理论
最大值。通过对式（２）计算一阶、二阶和三阶导数
可以得到快速生长起始时间（Ｔ１，ｄ）、快速生长结束
时间（Ｔ２，ｄ）、达到最快增长速率的时间（Ｔ０，ｄ）以及
最快增长速率（Ｖｍａｘ，ｇ／ｄ），各参数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Ｔ１＝
１
ｂ
ｌｎ（ａ（ 槡２－３）） （３）

Ｔ２＝
１
ｂ
ｌｎ（ａ（ 槡２＋３）） （４）

Ｔ０＝
１
ｂ
ｌｎａ （５）

Ｖｍａｘ＝
Ｋｂ
４

（６）

ＤＡＲＲＯＣＨ等［２１］
认为，当干物质达到最大生物

量的９５％时，作物停止生长，据此计算各处理水稻
的生育时间（Ｔ，ｄ）为

Ｔ＝１
ｂ
ｌｎ（１９ａ） （７）

１４２　敏感指数
水稻干物质积累特征参数随耗水量的敏感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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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Ｃ）定义为［８］

ＰＳＣ＝

ΔＳ
Ｓ
ΔＥＴ
ＥＴ

（８）

式中　ＰＳＣ———敏感指数
Ｓ———ＣＫ处理干物质积累的某一特征参数
ＥＴ———ＣＫ处理耗水量，ｍｍ
ΔＳ———各处理较 ＣＫ处理特征参数改变量
ΔＥＴ———各处理较ＣＫ处理耗水量改变量，ｍｍ

１５　数据处理方法
采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进行基本统计分析及作图，运

用通径分析解析各生育阶段耗水量对成熟期水稻干

物质量的影响，其中通径图采用 Ｖｉｓｉｏ２０１０绘制，通
径系数采用 ＳＰＳＳ计算，决定系数图采用 Ｒｓｔｕｄｉｏ绘
制。采用 ＳＡＳ９４拟合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生长方程及回归分
析，并运用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８计算水稻干物质积累主要
特征参数，方程拟合效果采用模型一致性指数

（ＡＩ）、效率系数（ＥＦ）［８］和模拟值与实测值的相关
系数（Ｒ）描述。显著性水平为００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耗水过程对水稻干物质量的影响
干物质积累是决定作物产量高低的关键因素，

也是衡量作物生产能力的重要指标。有研究表明，

水稻产量与成熟期干物质量呈显著正相关
［１２］
。由

于水稻干物质积累和对水分的消耗都是一个连续变

化的过程，故水稻耗水过程对水稻干物质积累的影

响也应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即水稻各生育阶段耗水

量不仅直接影响成熟期水稻干物质积累量，还会影

响后续生育阶段的耗水量，进而对水稻干物质积累

产生间接影响。采用通径分析解析各生育阶段耗水

量对干物质积累的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图１为水
稻耗水过程与成熟期干物质积累量的通径图（图中

为在显著性水平 ００５下显著，为在显著性水
平００１下显著。下同），其中自变量为水稻各生育
阶段耗水量，因变量为成熟期水稻干物质量（ｙ），ｅ
为误差项。

图 １　耗水过程与水稻干物质量的通径图及通径系数

Ｆｉｇ．１　Ｐａｔｈｄｉａｇｒａｍａｎｄｐａｔｈ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ｎｒｉｃｅ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
　
　　分别计算各生育阶段耗水量对水稻干物质积累
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以及各指标、两两指标和误

差项对水稻干物质积累的决定系数，结果见表 ２、
图２。各生育阶段耗水量对干物质积累的直接作用
由大到小依次为抽穗开花期、拔节孕穗期、分蘖中

期、乳熟期、分蘖前期、分蘖后期，且均为正效应，该

排序与各变量对 Ｒ２的贡献相同；间接作用方面，各
变量由大到小依次为分蘖中期、拔节孕穗期、分蘖前

期、抽穗开花期、分蘖后期，其中以拔节孕穗期与抽

穗开花期的耦合效应、分蘖中期与抽穗开花期的耦

合效应、分蘖中期与拔节孕穗期的耦合效应和分蘖

前期与分蘖中期的耦合效应对干物质积累的间接作

用较大；决定系数方面，较误差项 ｅ大的指标由大到
小依次为抽穗开花期、拔节孕穗期与抽穗开花期的

耦合效应、拔节孕穗期、抽穗开花期与乳熟期的耦合

效应、分蘖中期与抽穗开花期的耦合效应、分蘖中期

与拔节孕穗期的耦合效应、分蘖中期，误差项 ｅ的决
定系数为００２０１。

表 ２　各生育阶段耗水量对水稻干物质量的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

Ｔａｂ．２　Ｄｉｒｅｃｔａｎｄ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ａｃｈｓｔａｇｅｏｎｒｉｃｅ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

指标 直接作用
间接作用

通过 ＥＴ２ 通过 ＥＴ３ 通过 ＥＴ４ 通过 ＥＴ５ 通过 ＥＴ６ 总计

对 Ｒ２的

贡献

ＥＴ１ ００９６６ ０１３９１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８３０ ００６７１ ０００８９ ０１２６２ ００２１５

ＥＴ２ ０２６５６ ０００８９ ０１４９３ ０１５６５ ００３７７ ０３５２５ ０１６４２

ＥＴ３ ００１２２ ００９３１ －００８６０ ００１９３ ００２６４ ００００５

ＥＴ４ ０３４８４ ０２６６３ ００５６６ ０３２２９ ０２３３９

ＥＴ５ ０４６９６ ００９１３ ００９１３ ０２６３４

ＥＴ６ ０１８７４ ００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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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各生育阶段耗水量对水稻干物质量的决定系数

Ｆｉｇ．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ｅａｃｈｓｔａｇｅｏｎｒｉｃｅ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
　

２２　耗水过程对水稻干物质积累过程主要特征参
数的影响

２２１　不同耗水过程条件下水稻干物质积累过程
拟合

不同阶段耗水量的差异基本不影响水稻干物质

积累过程的变化趋势，随着生育时间的推进，各处理

干物质积累均单调递增，且呈现出“慢 快 慢”的

“Ｓ”型曲线变化规律（图 ３）。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生长曲
线模拟各处理干物质积累随生育时间的变化规律，

拟合参数及模型有效性如表３所示。各处理的模型
一致性指数和效率系数均接近 １，表明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生长函数模拟干物质积累过程效果十分理想；各处

理模拟值与实测值相关系数均在０９８以上，表明模
拟值与实测值线性相关程度极高。同时，模型的模

拟结果与实测值的吻合度较高，也验证了试验结果

的可靠性。

图 ３　干物质积累随生育时间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ｇｒｏｗｔｈｔｉｍｅ
　

　　计算结果显示，不同耗水过程条件下各处理水
稻干物质积累的理论最大值为 ４６４６～５８５２ｇ／穴，
其中以全生育期内均有水层的 ＣＫ处理为最大，其
他各处理由于在不同生育阶段有不同程度的控水，

导致其干物质积累理论最大值分别较 ＣＫ低８４２％ ～
２０６１％，处理３由于在对水分最为敏感的抽穗开花
期严重亏水，导致其干物质积累理论最大值位于所

有处理的最末位。

表 ３　不同处理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生长方程参数估计及

模型有效性

Ｔａｂ．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ｅａｃｈ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处理
参数估计 模型有效性

Ｋ ａ ｂ ＡＩ ＥＦ Ｒ

处理１ ４８４９ １１０９０ ００６６９ ０９９７６ ０９９０７ ０９９５３

处理２ ４９０３ ５４１９ ００５８５ ０９９５９ ０９８４０ ０９９２２

处理３ ４６４６ ３８３８ ００５６５ ０９９２６ ０９７２０ ０９８６４

处理４ ５３５９ ７８６１ ００６２７ ０９９６８ ０９８７３ ０９９３７

处理５ ５２５１ ４７３７ ００５８４ ０９９７１ ０９８８７ ０９９４４

处理６ ５１１３ ３９５０ ００５５９ ０９９５５ ０９８２６ ０９９１３

ＣＫ ５８５２ ４２９７ ００５８８ ０９９６４ ０９８６０ ０９９３３

２２２　干物质积累主要特征参数及其敏感指数
利用式（３）～（７）分别计算各处理干物质积累

过程的主要特征参数，结果如表 ４所示。不同耗水
过程对干物质积累过程的影响表现为各处理干物质

积累快速增长的起止时间、干物质积累最大增长速

率及达到最大增长速率的时间，以及水稻生长周期

的差异。处理 ２、处理 ３、处理 ５、处理 ６和 ＣＫ于分
蘖中期进入干物质积累快速增长阶段，而处理 １和
处理４由于在分蘖前期和分蘖中期控水标准较低，
导致水稻耗水量低于其他处理，影响了植株体发育，

两个处理于分蘖后期进入干物质积累快速增长阶

段，较最早进入干物质积累快速增长阶段的处理 ３
分别延迟９４５ｄ和７３６ｄ。各处理均于乳熟期结束
干物质积累快速增长阶段，其中以处理２结束最晚，
较其他处理晚０１５～４４１ｄ。各处理均于拔节孕穗
期与抽穗开花期的过渡阶段达到干物质积累最快增

长速度，但不同的耗水过程导致各处理最快增长速

度差异显著，变异系数达到 ９７４％。不同耗水过程
条件下水稻生育周期在 １１４～１１９ｄ，其中 ＣＫ与处
理１约为１１４ｄ，处理３、处理４、处理５约为１１７ｄ，处
理２和处理６约为１１９ｄ，变异系数１５１％。

表 ４　不同处理干物质积累过程主要特征参数

Ｔａｂ．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ａｃｈ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处理 Ｔ０／ｄ Ｖｍａｘ／（ｇ·ｄ
－１） Ｔ１／ｄ Ｔ２／ｄ Ｔ／ｄ

处理１ ７０３８ ０８１１０ ５０７０ ９００７ １１４４０

处理２ ６８２５ ０７１７１ ４５７４ ９０７６ １１８５８

处理３ ６４５６ ０６５６２ ４１２５ ８７８７ １１６６７

处理４ ６９６１ ０８４００ ４８６１ ９０６１ １１６５７

处理５ ６６０６ ０７６６６ ４３５１ ８８６１ １１６４８

处理６ ６５７７ ０７１４５ ４２２１ ８９３２ １１８４４

ＣＫ ６３９５ ０８６０２ ４１５６ ８６３５ １１４０３

　　图４为不同处理干物质积累主要特征参数对耗
水量的敏感指数，敏感指数的绝对值代表单位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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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变化引起的特征参数的变化量；敏感指数的符

号代表特征参数的变化方向，正号表示随着耗水量

的增加该特征参数将增大，负号则表示减小。计算

结果显示，各特征参数对耗水量的敏感程度由大到

小依次为：Ｖｍａｘ、Ｔ１、Ｔ０、Ｔ２、Ｔ，其中 Ｖｍａｘ的敏感指数为
正，耗水量每增加１个单位，干物质最快增长速率将
提高０９５４５个单位；其余各特征参数的敏感指数
均为负，耗水量每增加１个单位，干物质积累快速增
长阶段的起止时间、达到最快增长速率的时间以及

水稻生长周期将分别提前 ０５６２９、０２４９２、０３２７３、
０１７５３个单位。

图 ４　特征参数的敏感指数

Ｆｉｇ．４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２２３　干物质积累主要特征参数随耗水过程的变

化规律

选取对前期耗水量较为敏感的干物质积累快速

增长的起始时间（Ｔ１）和干物质积累最大增长速率
（Ｖｍａｘ）２个特征参数，建立其关于各生育阶段耗水量
的线性回归方程。由于多数处理于分蘖中期进入干

物质积累快速增长阶段，故Ｔ１以分蘖前期、分蘖中期耗
水量为自变量；各处理均在拔节孕穗期与抽穗开花期

的过渡阶段达到干物质积累最快增长速率，故Ｖｍａｘ以分
蘖前期至拔节孕穗期耗水量为自变量，得

Ｔ１＝５４９９６０＋０１８５６ＥＴ１－０４５９０ＥＴ２
（Ｒ２＝０７８３８，Ｆ＝７２５） （９）

Ｖｍａｘ＝０２１４１－０００４２ＥＴ１＋０００１５ＥＴ２－
０００２５ＥＴ３＋００１１３ＥＴ４
（Ｒ２＝０９８３３，Ｆ＝２９３８） （１０）

两个方程拟合效果较为理想，且均通过显著性

检验。在方程（９）中，分蘖前期耗水量没有通过显
著性检验（Ｐ１＝０４９１９），表明该阶段对水稻干物质
积累进入快速增长阶段的时间影响不显著；分蘖中

期耗水量的系数为负且通过显著性检验（Ｐ２ ＝
００３５０），表明该阶段耗水量对水稻干物质积累进
入快速增长阶段的时间有显著影响。在方程（１０）
中，分蘖前期、分蘖中期、分蘖后期耗水量均没有通

过显著性检验（Ｐ１ ＝０２６５３、Ｐ２ ＝０５１８２、Ｐ３ ＝
０１７３０），表明水稻分蘖期的耗水量对干物质积累
最快增长速度没有显著影响；拔节孕穗期耗水量在

显著性水平００５下显著（Ｐ４＝００１２８）且回归系数
为正，表明该阶段耗水量对干物质积累的最快增长

速度有显著正效应。

２３　耗水过程对水稻产量及经济系数的影响

２３１　耗水过程对水稻产量的影响
不同耗水过程的水稻产量如图 ５所示，其中以

ＣＫ处理产量最高，达 ７１６８５７ｋｇ／ｈｍ２，较其余各处
理增产 １１９３％ ～２１４９％。由于在本研究中水稻
产量与成熟期干物质量呈极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

达０９９４５（Ｐ＜００００１），故可以通过耗水过程对产
量的影响来验证上述关于耗水过程对干物质积累的

影响研究结果的可靠性。采用 Ｊｅｎｓｅｎ模型［１］
描述

各处理产量对耗水过程的响应关系。分别计算水稻

不同生育时期水分敏感指数，得水稻籽粒产量对耗

水过程的响应关系为

ｙａ
ｙｍ (＝ ＥＴ１

ＥＴｍ )
１

(
００８８１ ＥＴ２

ＥＴｍ )
２

(
０１２０４ ＥＴ３

ＥＴｍ )
３

００８４５

(

·

ＥＴ４
ＥＴｍ )

４
(

０２４４２ ＥＴ５
ＥＴｍ )

５
(

０２５２３ ＥＴ６
ＥＴｍ )

６

０１０４７

（Ｒ２＝０９８３６，Ｆ＝１１２５） （１１）
式中　ｙｍ———水稻潜在产量，ｋｇ／ｈｍ

２

ｙａ———水稻产量，ｋｇ／ｈｍ
２

ＥＴｍｉ———第 ｉ阶段水稻潜在腾发量，ｍｍ

图 ５　各处理水稻产量

Ｆｉｇ．５　Ｒｉｃｅｙｉｅｌｄｏｆｅａｃｈ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方程拟合效果较为理想，且通过显著性检验。

在 Ｊｅｎｓｅｎ模型中，水分敏感指数表征了产量对该生
育阶段缺水的敏感程度。敏感指数越大，表明该阶

段缺水对产量的影响越大。根据不同生育阶段的水

分敏感指数，得各生育阶段耗水量对水稻籽粒产量

的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抽穗开花期、拔节孕穗期、

分蘖中期、乳熟期、分蘖前期、分蘖后期。抽穗开花

期、拔节孕穗期和分蘖中期是水稻产量对缺水的最

为敏感的阶段，在这些阶段保证充足的供水，有利于

获得较高的籽粒产量。耗水过程对水稻籽粒产量的

影响与其对干物质积累的影响相一致，验证了上述

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２３２　耗水过程对水稻经济系数的影响
水稻经济系数是水稻的经济产量与地上部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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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量之比，反映了水稻群体光合同化物转化为经

济产品的能力，是评价水稻品种产量水平和栽培成

效的重要指标
［２２］
。在本研究中，各处理经济系数介

于０５１５８～０５２９４之间，变异系数为１００％，低于
水稻产量和干物质积累的变异系数（６２９％和
７０１％），表明耗水过程对水稻经济系数的影响小
于对产量和干物质积累的影响。各生育阶段耗水量

与水稻经济系数的相关系数如表５所示。拔节孕穗
期、抽穗开花期耗水量与水稻经济系数呈显著负相

关，在这两个生育阶段增加耗水量将显著降低水稻

经济系数，这是由于这两个生育阶段的耗水量在提

高水稻籽粒产量的同时也增加了水稻干物质量，且

其对水稻干物质积累的影响大于对籽粒产量的影

响。

表 ５　各生育阶段耗水量与水稻经济系数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５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ｉ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ｉｎｅａｃｈｓｔａｇｅ

生育阶段 ＥＴ１ ＥＴ２ ＥＴ３ ＥＴ４ ＥＴ５ ＥＴ６
相关系数 －０５６５２ －０１２６２ ０２５３９ －０８５４０ －０８０４７ －０５３０４

３　讨论

植株地上部干物质积累量是反映作物生产能力

的重要指标，是构成作物经济产量的基础
［２３］
。在农

业耕作条件、土壤养分供应基本一致的条件下，水分

状况成为影响作物生长的主要因素。对水稻耗水过

程与干物质积累的关系研究，有助于理清水稻干物

质积累及产量形成对耗水过程的响应机制，进而制

定合理的灌溉制度，实现节水与高产的统一。

本研究采用 Ｕ７（７
６
）均匀设计，保证了各处理在

不同生育阶段有不同程度的控水标准，得到更为合

理科学的研究成果。由于耗水过程对干物质积累的

影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各阶段耗水量除直接影响

干物质积累外，还会通过影响后续阶段的耗水量进

而对干物质量产生间接影响。本研究采用通径分析

解析耗水过程对干物质积累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

响。在传统通径分析中
［２４－２５］

，各自变量间相互影

响，故变量间为相关线。在本研究中，各阶段耗水量

仅对该阶段及其后续阶段产生影响，故自变量间为

直接通径。从计算结果看，在水稻营养生长阶段，各

生育阶段耗水量对干物质积累的间接作用大于直接

作用；进入生殖生长阶段，各生育阶段耗水量对干物

质积累的直接作用大于间接作用。各生育阶段耗水

量对干物质积累的直接作用及对 Ｒ２的贡献率排序
一致，由大到小依次为：抽穗开花期、拔节孕穗期、分

蘖中期、乳熟期、分蘖前期、分蘖后期，且均为正效

应，从决定系数看，抽穗开花期、拔节孕穗期及拔节

孕穗期与抽穗开花期的耦合效应决定系数最大，表

明抽穗开花期、拔节孕穗期耗水量对水稻成熟期的

干物质量影响最大，拔节孕穗期是水稻营养生长与

生殖生长并进阶段，是决定水稻粒数的关键阶段；抽

穗开花期是水稻生殖生长阶段，是决定水稻结实率

和粒质量的关键时期，它们是决定水稻产量的重要

阶段。在幼穗形成时及抽穗开花期加强水分灌溉，

提高茎鞘干物质向穗部的转运量
［２６］
，在这两个生育

阶段进行充分灌水，有利于水稻长茎、长穗、抽穗扬

花，为成熟期获得较高的干物质量提供了必要条件。

分蘖中期的耗水量及其与拔节孕穗期、抽穗开花期

耗水量的耦合效应的决定系数也处于较高水平，表

明分蘖中期耗水量对干物质量也有较大影响，分蘖

中期正值水稻营养体增长阶段，在这一阶段水稻主

要是长叶、分蘖，为后期水稻穗数粒数提供必要条

件，在该阶段保证充足的供水，促进水稻有效分蘖，

建立合理的群体结构，为成熟期获得较高的干物质

量奠定了基础。分蘖中期与抽穗开花期、分蘖中期

与拔节孕穗期的耦合效应大于分蘖中期的效应，表

明除在分蘖中期加强灌水以提高有效分蘖外，还应

注意在拔节孕穗期、抽穗开花期等耗水关键期进行

充分灌水，以获得更高的干物质量。从计算结果看，

抽穗开花期、拔节孕穗期、分蘖中期３个变量对干物
质积累的直接作用、决定系数及对 Ｒ２的贡献均较
大，且与之相关的间接作用及其决定系数亦排在前

列，表明抽穗开花期、拔节孕穗期和分蘖中期的耗水

量对干物质积累有显著影响。

从水稻干物质积累的过程看，不同阶段耗水量

的差异基本不影响水稻干物质积累的变化趋势，各

处理水稻干物质积累仍然呈“Ｓ”型曲线递增，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生长函数模拟效果十分理想。但不同的耗
水过程会影响干物质积累理论最大值、干物质积累

快速增长的起止时间、干物质积累最大增长速率及

达到最大增长速率的时间，以及水稻生长周期等干

物质积累过程的特征参数。已有研究表明，如果在

作物营养生长阶段发生水分亏缺，到后期复水后作

物有恢复或弥补这些影响的特性，对最终产量影响

较小；如果亏水发生在生殖生长阶段特别是生殖生

长的初期，即使后期复水也会对产量造成极大影

响
［２７］
。本研究中，各处理干物质积累理论最大值由

大到小依次为：ＣＫ、处理 ４、处理 ５、处理 ６、处理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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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１、处理３，其中处理 ３由于在对水分最为敏感
的抽穗开花期严重亏水，导致其干物质积累理论最

大值在所有处理中排在最后。赵姣等
［１３］
通过对冬

小麦干物质积累特征的研究认为，灌水能显著缩短

冬小麦干物质积累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和达到最大速

率的时间。宋明丹等
［１９］
则认为灌水会显著延长冬

小麦干物质积累的总时间。本研究采用敏感指数平

均值表征耗水过程对各特征参数的影响大小及方

向，结果显示，耗水过程对干物质积累过程影响较大

的是干物质积累最快增长速率以及进入快速增长阶

段的时间，其中耗水量对干物质积累的最快增长速

率有正效应，而对干物质积累快速增长阶段的起始

时间有负效应。两个特征参数与阶段耗水量呈较好

的线性关系，回归方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分蘖

中期耗水量每增加 １ｍｍ，将提前 ０４５９ｄ进入干物
质积累快速增长阶段，在分蘖中期进行充分灌水以

增加水稻阶段耗水量，有利于水稻干物质积累提前

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在拔节孕穗期耗水量每增加

１ｍｍ，干物质积累的最快增长速率增加００１１３ｇ／ｄ，
在拔节孕穗期保证充足的灌水，有利于水稻干物质

以更快的速度增长。研究结果与赵姣等
［１３］
、宋明丹

等
［１９］
的结论有所不同，可能是由于不同作物的生理

特性及生长季节的差异造成的。

采用 Ｊｅｎｓｅｎ模型描述各处理产量对耗水过程
的响应关系，结果显示，各生育阶段耗水量对水稻籽

粒产量的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抽穗开花期、拔节孕

穗期、分蘖中期、乳熟期、分蘖前期、分蘖后期。由于

在本研究中水稻产量与成熟期干物质量呈极显著的

正相关，且各生育阶段耗水量对水稻产量和干物质

量的影响排序相一致，从而验证了前述研究结果的

可靠性。但各生育阶段耗水量对水稻经济系数的影

响较小，仅有拔节孕穗期和抽穗开花期耗水量与水

稻经济系数呈显著负相关，这是由于这两个生育阶

段的耗水量在提高水稻籽粒产量的同时也增加了水

稻干物质量，且其对水稻干物质积累的影响大于对

籽粒产量的影响。从水稻经济系数的概念看，水稻

经济系数与水稻经济产量成正比，而与生物产量成

反比。但在本研究中，不同的控水标准影响了水稻

的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使得水稻经济产量和生物

产量都受到影响，最终导致水稻经济系数与经济产

量间呈现弱的负相关性（Ｒ＝－０６４９３，Ｐ＝０１１４５）。
因此在灌溉水量有限的条件下，应向着提高水稻的

生物产量的方向进行水量分配，进而提高水稻的经

济产量。

本研究结果表明，耗水过程对水稻植株干物质

积累过程的影响主要是在营养生长阶段，耗水过程

主要通过影响干物质积累进入快速增长的时间和最

快增长速率进而间接影响干物质积累量；进入生殖

生长阶段，耗水量对水稻干物质积累量的直接影响

大于间接影响。对于随着耗水量的变化，水稻干物

质在各器官间如何分配以及分配指数如何变化，本

文尚未研究。探究水稻干物分配过程对耗水过程的

响应关系，实现水稻干物质在生殖器官与营养器官

间的合理分配，协调源库关系，促进节水高产，是进

一步研究的方向。

４　结论

（１）采用通径分析解析耗水过程对水稻干物质
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水稻营养生长阶段，各阶段

耗水量对干物质积累的间接作用大于直接作用；进

入生殖生长阶段，各阶段耗水量对干物质积累的直

接作用大于间接作用。对干物质积累的影响决定系

数较大的阶段由大到小依次为抽穗开花期、拔节孕

穗期与抽穗开花期的耦合效应、拔节孕穗期、抽穗开

花期与乳熟期的耦合效应、分蘖中期与抽穗开花期

的耦合效应、分蘖中期与拔节孕穗期的耦合效应、分

蘖中期。

（２）不同生育阶段耗水量对干物质积累主要特
征参数的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Ｖｍａｘ、Ｔ１、Ｔ０、Ｔ２、Ｔ，耗
水量每增加１个单位，干物质最快增长速率将提高
０９５４５个单位，干物质积累快速增长阶段的起止时
间、达到最快增长速率的时间以及水稻生育时间将

分别提前０５６２９、０２４９２、０３２７３、０１７５３个单位。
干物质积累进入快速增长的起始时间和最快增长速

率与阶段耗水量呈较好的线性关系，在分蘖中期耗

水量每增加１ｍｍ，将提前 ０４５９ｄ进入干物质积累
快速增长阶段；在拔节孕穗期耗水量每增加１ｍｍ，干
物质积累的最快增长速率增加００１１３ｇ／ｄ。

（３）采用 Ｊｅｎｓｅｎ模型描述各处理产量对耗水过
程的响应关系，得到各生育阶段耗水量对水稻产量

的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抽穗开花期、拔节孕穗期、

分蘖中期、乳熟期、分蘖前期、分蘖后期，该排序与耗

水量对水稻干物质量的影响大小排序一致；但拔节

孕穗期、抽穗开花期耗水量与水稻经济系数呈显著

负相关。

（４）根据本研究得出的干物质积累对耗水的响
应规律，抽穗开花期、拔节孕穗期和分蘖中期是水稻

水分反应敏感阶段，建议寒地黑土区水稻生产中在

灌溉定额有限的条件下，应优先保证抽穗开花期、拔

节孕穗期的灌溉供水，以提高茎鞘干物质向穗部的

转运量，获得较高的产量；其次是保证分蘖中期的灌

溉用水以促进有效分蘖，形成合理的高产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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