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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沙混施对盐碱地冬小麦耗水特性与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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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解析春限一水条件下盐碱地改良措施对小麦耗水和产量调控作用，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连续 ３个冬小麦生长

季，设置耕层掺黄河泥沙（ＳＳ）、配施生物有机肥（ＦＦ）和掺黄河泥沙配施生物有机肥（ＳＦ）３个处理，以不作处理为

对照（ＣＫ），研究不同处理下农田土壤水分变化和冬小麦干物质积累规律。结果表明：连续 ３年产量水平为

３３１７７７～５４４９５２ｋｇ／ｈｍ２，各处理间以 ＳＦ处理的籽粒产量最高，该处理与 ＣＫ相比，籽粒产量提高３５％ ～５１％；总

耗水量变幅为３５２８５～３９４８９ｍｍ，不同处理间总耗水量均以 ＣＫ最低，以 ＳＦ处理最高（３６１８１～３９４８９ｍｍ）；农田水

分利用效率变幅为 ９０１～１３９６ｋｇ／（ｈｍ２·ｍｍ），以 ＳＦ处理最高（１２０２～１３９６ｋｇ／（ｈｍ２·ｍｍ）），比 ＣＫ高 ３３％ ～

４８％，其次为 ＦＦ处理和 ＳＳ处理，分别比 ＣＫ高 ９％ ～３２％、９％ ～１８％。ＳＳ或 ＦＦ处理可增加冬小麦拔节前０～

２００ｃｍ土层贮水量，增大拔节至成熟阶段的耗水量及其占总耗水量的比例，促进冬小麦对土壤贮水和深层土壤水

分的利用，最终提高冬小麦的生物量和籽粒产量。冬小麦籽粒产量与干物质积累量、总穗粒数呈显著正相关；水分

利用效率与冬小麦耗水量、产量呈二次曲线关系。在本研究条件下，随着籽粒产量提高，水分利用效率快速增加；

而随耗水量增加，各处理间水分利用效率增减表现不同。综合考虑产量、收获指数和水分利用效率，确定掺黄河泥

沙配施生物有机肥处理（ＳＦ）是本研究条件下的最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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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０　引言

我国盐碱地分布广泛，占总耕地面积的 ２６％以
上，其中具有农业生产潜力的约 １３３×１０７ｈｍ２，约
占我国总耕地面积的 １０％［１］

，仅环渤海低平原地区

就有２６７×１０６ｈｍ２中低产盐碱田和６６７×１０５ｈｍ２盐
碱荒地

［２］
，制约着我国农业的发展和作物产量的提

高。我国人均耕地资源十分紧张，改良中低产田盐

碱地、改造盐碱荒地变良田，对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

要意义。黑龙港环渤海低平原区常年降水量为

４５０～６００ｍｍ，且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冬小麦生长
季降水不足１２０ｍｍ，而６０００ｋｇ／ｈｍ２以上的麦田，其
蒸散量在４００ｍｍ以上［３］

。该地区自然降水先天不

足，又无地表径流，为稳定小麦产量，农田水分亏缺

额主要依赖地下水超采，长期以来形成了世界上最

大的地下水漏斗群，造成一系列生态问题。近年更

有春季降水呈现下降趋势
［４］
，增加了冬小麦干旱的

风险
［５］
。针对作物需水规律和地力水平，通过改良

盐碱麦区农田土壤质量，提高土壤水的利用效率，是

实现该区冬小麦可持续生产亟需解决的技术难题。

利用客土改良土壤质量、改善作物生长环境是提高

作物产量的有效途径。土壤表层掺沙是改良农田水

盐障碍的有效方法
［６］
，在一定范围内随着土壤掺沙

比例的增加，黏粒含量减小，提高了土体中大孔隙数

量
［７］
，土壤入渗能力增加

［８］
，吸湿系数下降

［９］
，土壤

蒸发能力减弱，土壤含水率提高，土壤饱和导水率不

断上升
［１０］
；掺沙改土可以调节细质地土壤的质地和

孔隙结构
［６］
，降低土壤电导率和 ｐＨ值［１１］

，从而提

高农作物产量
［１２］
。在国外也有相关报道

［１３］
。然

而，客土来源限制该技术的推广。由于黄河冲刷在

下游地区产生大量淤泥，清淤耗费的成本巨大，泥沙

占用良田，遇风天形成沙暴，严重影响下游的生态环

境。黄河泥沙也是重要的土壤资源，将其作为客土

用于盐碱地改良，有利于解决生态环境等问题，同时

解决了客土改良技术中关键的限制因子———客土来

源问题。

施用由畜禽粪便和秸秆经过处理并加入微生物

制成的生物菌肥，不仅可以降低畜禽粪便污染，减少

农田无机肥料使用量，还可以间接减轻由于无机肥

料施用过量造成的面源污染。近年来，有研究报道

生物有机肥配施无机肥可有效改善土壤结构和水力

学特性
［１４］
，增加土壤蓄水供水能力

［１５］
，提高土壤大

团聚体含量、稳定性和微生物量碳含量
［１６］
，并且能

显著降低氨挥发损失，提高氮肥利用率，实现作物高

产与肥料高效的协同
［１７］
。另外，生物有机肥还可以

明显减轻盐碱胁迫对种子出苗、幼苗生长及生理指

标的抑制作用
［１８］
，提高冬小麦叶绿素含量、干物质

积累量、水分利用效率和产量
［１９］
，改善籽粒品质。

已有研究表明，耕层掺黄河泥沙、同时配施生物有机

肥综合了二者的优点，提高了小麦光合性能，促进源

库转化
［２０］
。然而，从生态环境与栽培措施的角度，

促进作物生长、提高作物产量的工作机制尚不明确。

特别是针对盐碱地特点，通过配施有机肥和黄河泥

沙改良土壤，研究冬小麦耗水与产量形成特点更是

少有报道。

本研究在河北省沧州市盐碱麦区采取增施有机

肥、掺沙及掺沙配施有机肥等土壤改良措施，监测不

同处理条件下冬小麦耗水特性和产量特征，探讨土

壤改良措施对盐碱地冬小麦耗水与产量形成的影响

机制，探寻盐碱麦区中低产田的产量与水分利用效

率提高的限制因子，为中低产区盐碱地麦田改良及

水肥高效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区概况
大田试验于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小麦生长季在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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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沧州市南皮县（１１６°７７′Ｅ，３８°６′Ｎ，海拔９５ｍ）
进行，试验田土壤母质为黄河和海河的冲积物，土

壤类型为盐化潮土（表 １）。该区气候属于暖温带
半湿润大陆季风气候区，年均气温 １２３℃，年平均
降 水 量 ５５０ｍｍ（数 据 由 １９５６—２０１５年 连 续
６０年的南皮县气象资料统计所得），年平均蒸发量
１８６５ｍｍ，无霜期 １８０ｄ。冬小麦播种前（前茬为
夏玉米）０～２０ｃｍ耕作层土壤地力为：土壤含盐量
１２～２８ｇ／ｋｇ（属于轻中度盐碱土壤）、有机质质

量 比 １１９～１３０ｇ／ｋｇ、全 氮 质 量 比 ００７９～
００８６ｇ／ｋｇ、速效氮质量比 ４９～５３ｍｇ／ｋｇ、速效磷
质量比 ６２～６９ｍｇ／ｋｇ、速效钾 １２５～１３０ｍｇ／ｋｇ。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试验区地下水埋深 ３８９～６７１ｍ，
降水量及分布情况见表 ２。试验所用黄河泥沙来
自山东省滨州市小开河水文站沉淀池，粒径

００５～０１ｍｍ 的 泥 沙 颗 粒 占 ８４５２％、０１～
０２５ｍｍ的泥沙颗粒占 １０６７％、０～０００２ｍｍ的
颗粒占 １７６％。

表 １　试验地土壤性质

Ｔａｂ．１　Ｓｏｉ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ｉｔｅ

项目
土层深度／ｃｍ

０～２０ ２０～６０ ６０～１１０ １１０～１３５ １３５～１７０ １７０～２００

土壤类型 轻壤 中壤 粉质粘土 砂壤土 砂质粘土 中壤

土壤容重／（ｇ·ｃｍ－３） １４０ １４６ １４９ １５２ １５８ １５６

田间持水率／％ ３４２ ３４４ ３７８ ３５６ ３８３ ３７９

萎蔫含水率／％ ９９ １１６ １３９ １２８ １４２ １５４

表 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和长期冬小麦生长季降水量分布

Ｔａｂ．２　Ｍｏｎｔｈｌｙ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ｇｒｏｗｉｎｇｓｅａｓｏｎｓｏｆ２０１５—２０１８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ａｎｄ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ａｖｅｒａｇｅ ｍｍ

　　年份 １０月 １１月 １２月 翌年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１—１３日 总计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２５８ ５５５ ０３ ２４ ２７７ ０ １１９ ２７０ １１０ １６１６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７２６ ２２４ １８２ ０ ７８ １８８ ５２ ３０８ １４４ １９０２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８０４ ０ ０２ １８ ０ ２６ ４３２ ３５７ ３０７ １９４６

１９６７—２０１５平均 ２８８ １１８ ４２ ３３ ７１ ９４ ２２３ ３４７ １８１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设置配施生物有机肥、掺黄河泥沙（简称

掺沙）、配施生物有机肥 ＋掺黄河泥沙（简称掺沙配
肥）和常规耕作栽培管理（对照）共 ４个处理，分别
用 ＦＦ、ＳＳ、ＳＦ和 ＣＫ表示。小区面积 １１ｍ×６６ｍ，
每个处理３次重复。其中 ＦＦ整地前底施生物有机

肥３６００ｋｇ／ｈｍ２（含有机质质量分数大于等于４５％，

氮磷钾质量分数大于等于 ６％）；根据试验区土壤物
化性状结合前人研究结论把 ＳＳ处理铺沙厚度定为
７ｃｍ［２１－２３］，人工均匀摊铺 ７ｃｍ后旋耕掺混（仅在

２０１５年小麦播种前掺沙一次）；ＳＦ处理首先在小区
土层上面人工摊铺厚度为７ｃｍ的黄河泥沙，然后撒
施生物有机肥３６００ｋｇ／ｈｍ２，最后对３０ｃｍ土层旋耕

掺混。其余年份施肥后旋耕一次，旋耕深度１２～
１５ｃｍ。所有处理整地前底施磷酸二铵（含 Ｎ质量

分数１８％，Ｐ２Ｏ５质量分数 ４６％）３００ｋｇ／ｈｍ
２
、氯化钾

（含 Ｋ２Ｏ质量分数 ６０％）１５０ｋｇ／ｈｍ
２
、尿素（Ｎ质量

分数大于等于４６２％）２１０ｋｇ／ｈｍ２，翌年拔节期灌水

时追施尿素３００ｋｇ／ｈｍ２。冬小麦品种选用小偃 ６０，

足墒播种，行距采用 １５ｃｍ等行距。田间管理和春
灌一水时间及定额见表３。

表 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田间管理情况

Ｔａｂ．３　Ｓｅｅｄｉｎｇａｎｄ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ｄａｔｅｓａｎｄ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ｗｈｅａｔｇｒｏｗｉｎｇｓｅａｓｏｎｓ

年份 播种时间 收获时间
灌溉

次数

灌溉

时间

灌溉定

额／ｍｍ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１０月１９日 ６月１０日 １ ４月３日 ７５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１０月１４日 ６月１３日 １ ４月５日 ７５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１１月８日 ６月１２日 １ ３月２８日 ７５

１３　指标测定与计算方法
１３１　冬小麦物质生产转化

冬小麦干物质积累量、产量、收获指数、开花后

源生产能力转化率、茎鞘物质输出率和单位面积穗

粒数的计算方法见文献［２０］。
１３２　土壤含水率、土壤贮水量和农田耗水量

在冬小麦各主要生育时期采用干燥法测定 ０～
２００ｃｍ土层的土壤含水率，０～６０ｃｍ每 １０ｃｍ土层
为一层、６０～２００ｃｍ每２０ｃｍ土层为一层共计１３个
土层，分别取土样，各处理取样位置均位于种植行

间，土壤贮水消耗量计算公式为
［２１］

Ｗ＝１０ｈρω （１）
式中　ｈ———土层深度，ｃｍ

ρ———土壤容重，ｇ／ｃｍ３，各土层容重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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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土壤质量含水率，％
农田耗水量采用水量平衡方法计算

［２１］
，计算公

式为

ＥＴ１－２＝１０∑
１３

ｉ＝１
γｉＨｉ（θｉ１－θｉ２）＋Ｍ＋Ｐ＋Ｋ （２）

式中　ＥＴ１－２———阶段耗水量，ｍｍ

γｉ———第 ｉ层土壤干容重，ｇ／ｃｍ
３

Ｈｉ———第 ｉ层土壤厚度，ｃｍ
θｉ１———第 ｉ层土壤时段初的含水率，以占干

土质量的百分数计

θｉ２———第 ｉ层土壤时段末的含水率，以占干
土质量的百分数计

Ｍ———时段内的灌水量，ｍｍ
Ｐ———时段内有效降水量，ｍｍ
Ｋ———时段内的地下水补给量，ｍｍ

当地下水埋深大于２５ｍ时，Ｋ可忽略不计，本试验
的地下水埋深在 ３８ｍ以下，故地下水补给量可视
为０。

日耗水量等于各生育阶段麦田耗水量除以生育

阶段天数；耗水模系数等于各生育阶段麦田耗水量

除以麦田总耗水量。

１３３　水分利用效率和灌溉效益
水分利用效率和灌溉水利用效率的计算公式

为
［２１］

ＷＵＥ＝Ｙ／ＥＴ （３）
ＩＷＵＥ＝Ｙ／Ｉ （４）

式中　ＷＵＥ———水分利用效率，ｋｇ／（ｈｍ２·ｍｍ）

Ｙ———籽粒产量，ｋｇ／ｈｍ２

ＥＴ———小麦生育期间实际耗水量，为各阶段
耗水量之和，ｍｍ

ＩＷＵＥ———灌溉水利用效率，ｋｇ／（ｈｍ２·ｍｍ）
Ｉ———实际灌水量，ｍｍ

１４　数据处理
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软件对数据进行处

理，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差异显
著性检验（ＬＳＤ法，α＝００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处理对盐碱地冬小麦耗水特性的影响

２１１　不同处理对 ０～２００ｃｍ各土层土壤贮水消
耗量的影响

图１是不同处理小麦全生育期 ０～２００ｃｍ土层
剖面土壤贮水消耗量的分布图。由图 １可看出，同
一年份不同处理各土层土壤贮水消耗量不同，６０～
１００ｃｍ较高，０～６０ｃｍ与１２０～２００ｃｍ较低。同一处
理间比较，各土层土壤贮水消耗量以 ＣＫ处理最低，
以６０～１２０ｃｍ土层尤为明显，其次为 １６０～２００ｃｍ。
说明改良处理提高了根系活性，促进了对深层土壤

水分的吸收利用。受降雨年型等因素影响，同年份

处理间比较，土壤贮水消耗量差异程度不同。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差异较大，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差异较小。
各年份同一处理均值比较，ＣＫ处理最小，平均贮水
消耗量１４７４１ｍｍ；ＳＦ处理最高，平均贮水消耗量
１５７２３ｍｍ；ＳＳ处理和 ＦＦ处理相当。

图 １　不同处理对不同土层土壤贮水消耗量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ｎ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ｉｌｌａｙｅｒｓ
　

２１２　不同处理对麦田耗水量的影响
由表 ４（表中 ＲＩＷ 为灌水量占总耗水量的比

例，％；ＲＰＷ为降水量占总耗水量的比例，％；ＲＳＷ
为土壤贮水消耗量占总耗水量的比例，％）可以看

出，不同年份处理间比较，总耗水量变幅为 ３５２８５～
３９４８９ｍｍ，不同处理间总耗水量均以 ＣＫ最低
（３５２８５～３８６１７ｍｍ）。各处理年际间比较，总耗
水量 以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 最 高，变 幅 为 ３８６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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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４８９ｍｍ；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最低，变幅为 ３５２８５～
３６１８９ｍｍ。不同年份处理间总耗水量由大到小依
次为 ＳＦ、ＦＦ、ＳＳ、ＣＫ。从农田耗水组成来看，所有处
理耗水主要来源于降水和土壤贮水。不同处理灌水

量和降水量占总耗水量的比例均以 ＣＫ最高；土壤
贮水消耗量及其占总耗水量的比例均以 ＳＦ处理最
高，ＣＫ处理最低。灌水量和降水量占总耗水量的比
例均以 ＣＫ处理最大，ＳＦ处理最小；土壤贮水消耗
量占蒸散量的比例均以 ＳＦ处理最大，ＣＫ处理最

小。以上结果表明，相同的灌水量和降水量条件下，

掺沙或配肥增加了作物对土壤贮水的利用；其中，

ＳＳ、ＦＦ、ＳＦ处理的贮水消耗量占农田蒸散量比例相
比 ＣＫ处理分别提高了 ２１８％ ～４４０％、１３８％ ～
５０５％和 ２８９％ ～５２４％。表明通过掺沙或配肥
处理可以调控土壤贮水消耗量，降低冬小麦生育后

期的土壤含水率，从而腾出更大的库容容纳更多的

水分，有利于提高土壤贮水利用比例，充分利用降

水，节约灌溉水。

表 ４　耗水量的水分来源及其占总耗水量的比例

Ｔａｂ．４　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ｔｏ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年份 处理
耗水来源

灌溉定额／ｍｍ 土壤贮水消耗量／ｍｍ 降水量／ｍｍ

总耗水量／

ｍｍ
ＲＩＷ／％ ＲＰＷ／％ ＲＳＷ／％

ＣＫ ７５ １５５９７ｂ １５５２ ３８６１７ｂ １９４２ａ ４０１９ａ ４０３９ａ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ＦＦ ７５ １６４５５ａ １５５２ ３９４７５ａｂ １９００ａ ３９３２ａ ４１６８ａ

ＳＳ ７５ １６２２９ａｂ １５５２ ３９２４９ａ １９１１ａ ３９５４ａ ４１３５ａ

ＳＦ ７５ １６４６９ａ １５５２ ３９４８９ｂ １８９９ａ ３９３０ａ ４１７１ａ

ＣＫ ７５ １２２６１ｂ １８４８ ３８２４１ａ １９６１ａ ４８３２ａ ３２０６ａ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ＦＦ ７５ １３１９７ａ １８４８ ３９０４７ａ １９２１ａ ４７３３ａ ３３４７ａ

ＳＳ ７５ １３０６９ａ １８４８ ３９１７６ａ １９１４ａ ４７１７ａ ３３６８ａ

ＳＦ ７５ １３２２９ａ １８４８ ３９２０９ａ １９１３ａ ４７１３ａ ３３７４ａ

ＣＫ ７５ １６３６５ａ １１４２ ３５２８５ａ ２１２６ａ ３２３７ａ ４６３８ａ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ＦＦ ７５ １７０４０ａ １１４２ ３５９６０ａ ２０８６ａ ３１７６ａ ４７３９ａ

ＳＳ ７５ １６７９３ａ １１４２ ３５７１３ａ ２１００ａ ３１９８ａ ４７０２ａ

ＳＦ ７５ １７２６９ａ １１４２ ３６１８９ａ ２０７２ａ ３１５６ａ ４７７２ａ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下同。

２１３　不同处理对不同生育阶段麦田耗水量、耗水
模系数及日耗水量的影响

由表 ５（表中 ＣＡ为耗水量，ＣＰ为耗水模系数，
ＣＤ为日耗水量）可以看出，所有处理的耗水量、耗
水模系数随冬小麦生育进程增加而增加，由大到小

依次为开花 成熟期、拔节 开花期、返青 拔节期、冬

前 返青期、播种 冬前期，说明冬小麦耗水主要集中

在拔节 成熟阶段，耗水量占冬小麦全生育期耗水量

的７０％以上。播种 拔节期的耗水量、日耗水量和

耗水模系数以 ＣＫ最大，其次为 ＦＦ处理，说明掺沙
处理可以抑制该阶段土壤蒸发，以保证后期生长阶

段的水分供应。拔节 成熟期的耗水量、日耗水量和

表 ５　不同处理对各生育阶段麦田耗水量、耗水模系数和日耗水量的影响

Ｔａｂ．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ｎ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ａｎｄｄｉｕｒｎａ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ｓｉｎｗｈｅａｔｆｉｅｌｄ

年份 处理
播种 冬前期 冬前 返青期 返青 拔节期 拔节 开花期 开花 成熟期

ＣＡ／ｍｍ ＣＰ／％ ＣＤ／ｍｍ ＣＡ／ｍｍ ＣＰ／％ ＣＤ／ｍｍ ＣＡ／ｍｍ ＣＰ／％ ＣＤ／ｍｍ ＣＡ／ｍｍ ＣＰ／％ ＣＤ／ｍｍ ＣＡ／ｍｍ ＣＰ／％ ＣＤ／ｍｍ

ＣＫ １４６６２ａ ３７９７ａ ０３４１ａ ２１６６６ａ ５６１１ａ ０２１７ａ ６６７５６ａ １７２８７ａ ２３８４ａ １２０８７０ａ ３１３００ａ ４０２９ａ １６２２１３ｂ ４２００６ａ ４３８４ａ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ＦＦ １２７１６ａｂ ３２２１ａ ０２９６ａｂ １６７５７ｂ ４２４５ｂ ０１６８ｂ ６１５１８ａｂ １５５８４ａｂ ２１９７ａ １２６５２４ａ ３２０５２ａ ４２１７ａ １７７２３１ａ ４４８９７ａ ４７９０ａ

ＳＳ １２５８４ａｂ ３２０６ａｂ ０２９３ａｂ １９０５３ａ ４８５４ａｂ ０１９１ａｂ ５６０９４ｂ １４２９２ｂ ２００３ａ １２４１９０ａ ３１６４２ａ ４１４０ａ １８０５６６ａ ４６００６ａ ４８８０ａ

ＳＦ １０９２６ｂ ２７６７ｂ ０２５４ｂ １８０２３ａｂ ４５６４ａｂ ０１８０ａｂ ６２１６４ａｂ １５７４２ａｂ ２２２０ａ １２７７９５ａ ３２３６２ａ ４２６０ａ １７５９８６ａ ４４５６５ａ ４７５６ａ

ＣＫ １６６６４ａ ４３５８ａ ０３４７ａ ２０４３５ａ ５３４４ａ ０２０４ａ ６３６６０ａ １６６４７ａ ２２７４ａ １１８２１２ａ ３０９１２ａ ３９４０ａ １６３４３９ａ ４２７３９ａ ４４１７ａ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ＦＦ １３６１２ｂ ３４８６ｂ ０２８４ｂ １７８８０ｂ ４５７９ｂ ０１７９ａｂ ５７５９２ａ １４７４９ａ ２０５７ａ １２６９３０ａ ３２５０７ａ ４２３１ａ １７５７６０ａ ４５０１２ａ ４７５０ａ

ＳＳ １３１２５ｂ ３３５０ｂ ０２７３ｂ １７１９２ｂ ４３８８ｂ ０１７２ｂ ５８０２２ａ １４８１１ｂ ２０７２ａ １２３８２０ａ ３１６０６ａ ４１２７ａ １７８３３６ａ ４５５２２ａ ４８２０ａ

ＳＦ １２９０５ｂ ３２９１ｂ ０２６９ｂ １９８４６ａ ５０６２ａ ０１９８ａ ６０１７５ａ １５３４７ｂ ２１４９ａ １２７７０６ａ ３２５７０ａ ４２５７ａ １７１４６０ａｂ ４３７３０ａ ４６３４ａ

ＣＫ ７５９１ａ ２１５１ａ ０２５３ａ ２１４２８ａ ６０７３ａ ０２１４ａ ５９８１４ａ １４１３１ａ ２１３６ｂ １１７３５８ｂ ２７７００ａ ３９１２ａ １４６６５９ａ ４１５６４ａ ３９６４ａ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ＦＦ ６５５１ａ １８２２ａ ０２１８ａ １９２４６ａ ５３５２ａｂ ０１９２ａ ５１３５１ｂ １３１４１ａ １８３４ａ １２５２２５ａ ２７３１７ａ ４１７４ａ １５７２２６ａ ４３７２３ａ ４２４９ａ

ＳＳ ６４５４ａ １８０７ａ ０２１５ａ １７５０７ｂ ４９０２ｂ ０１７５ａ ４９２９２ｂ １２９３９ａ １７６０ａ １２４４６４ａ ２９３６３ａ ４１４９ａ １５９４１１ａ ４４６３７ａ ４３０８ａ

ＳＦ ６６３６ａ １８３４ａ ０２２１ａ １８４５２ｂ ５０９９ｂ ０１８５ａ ５５４１０ａ １３６６４ａ １９７９ａ １２６７５２ａ ２４６６１ｂ ４２２５ａ １５４６３９ａ ４２７３１ａ ４１７９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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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水模系数由大到小依次为 ＳＦ、ＦＦ、ＳＳ、ＣＫ，说明在
该阶段掺沙或配肥处理的土壤水分消耗增大，增大

的原因是掺沙或配肥提高了作物群体结构
［２０］
，作物

需水量增加。掺沙或配肥处理减少了冬小麦冬前

拔节期的水分消耗，促进了拔节 成熟期的水分消

耗。由表４、５可以看出，总耗水量较高的处理在拔
节 成熟期的耗水量、耗水模系数和日耗水量也较

高。提高拔节 成熟期的耗水量、耗水模系数和日耗

水量，有利于籽粒产量的提高。

２２　不同处理对冬小麦干物质积累及产量的影响
由表６可知，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各处理冬小麦干物

质积累量从开花期到成熟期逐渐增加，并在成熟期

达到最大值。处理间比较，ＳＦ处理在开花期和成熟
期的干物质积累量均为最大，且产量最高。本研究

条件下，产量和成熟期干物质积累量之间呈线性关

系（图２），ＣＫ处理干物质积累量最小，产量也最低
（图２最低的点）；和 ＣＫ处理相比，ＳＦ处理在开花
期、成熟期干物质积累量及籽粒产量分别比 ＣＫ处
理增加３９％、３２％和３５％。随着生物量和产量同时
增加，ＳＦ处理的收获指数较高，花后干物质转化率
最高；ＣＫ处理的花后物质转化率最小，收获指数也
最小。和 ＣＫ处理相比，ＳＦ处理的收获指数和开花
后干物质转化率分别比 ＣＫ处理增加 ２个百分点和
６个百分点。可见，冬小麦的籽粒产量不仅受其营
养生长时期的生物量积累影响，还与花后干物质转

化率线性相关（图３）。由于本地区５月底到６月初易
遭遇干热风，进而缩短灌浆期，因此如何提高该阶段营

养物质向籽粒中转化对产量形成尤为重要。

表 ６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各处理对冬小麦干物质积累、转化及产量构成的影响

Ｔａｂ．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ｔｒｅａｔ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份 处理

开花期地上部

干物质积累量／

（ｋｇ·ｈｍ－２）

成熟期地上部

干物质积累

量／（ｋｇ·ｈｍ－２）

籽粒产量／

（ｋｇ·ｈｍ－２）
收获指数

茎鞘物质

输出率／％

穗数／

（万穗·ｈｍ－２）

总穗粒数／

（粒·ｍ－２）

千粒质量／

ｇ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ＣＫ
（４６２４４１±

１３７５３）ｃ
（９６９９８４±

６８７６３）ｃ
（３９８８２３±

８３９３）ｃ
（０４１±

００１）ａ
（７８５８±

１２３）ｃ
（３７５３±

３３８）ｂ
（８８１９６±

５２６）ｂ
（４５１９±

０３２）ｂ

ＦＦ
（５８０８９１±

１３１６３）ｂ
（１２２９６２６±

５８３２１）ｂ
（５１２７６１±

１１５４２）ａｂ
（０４２±

００２）ａ
（７９０４±

０９７）ｂ
（４３５１±

４２７）ａ
（１１１８２１±

４１４）ａ
（４５５７±

０２３）ｂ

ＳＳ
（４９８６４２±

１２０５２）ｂ
（１０３１２６５±

４６４２４）ｂ
（４４５６９２±

９６７０）ｂ
（０４３±

００２）ａ
（８３６８±

１２６）ａ
（３９０３±

３６２）ｂ
（９５０３８±

５８６）ａｂ
（４７３４±

０４１）ａ

ＳＦ
（６４５５３０±

１００２４）ａ
（１２８１６３３±

３００４６）ａ
（５４４９５２±

１０２７２）ａ
（０４３±

００３）ａ
（８５６７±

０８９）ａｂ
（４６５２±

４０５）ａ
（１１７７８９±

２７９）ａ
（４６７２±

０３６）ａｂ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ＣＫ
（４３０７９８±

２３３１３）ｃ
（８９６７３９±

４８２３２）ｂ
（３５３５２４±

６９２１）ｃ
（０４２±

００１）ａ
（７９８９±

１５４）ｂ
（３５２７±

３２７）ｂ
（８１４５６±

３８３）ｂ
（４２１２±

０２８）ｃ

ＦＦ
（５４９７６７±

１６１７２）ｂ
（１１４５２０５±

４６４２５）ａｂ
（４７９６３１±

３３８２）ａｂ
（０４２±

００２）ａ
（８０５５±

０７９）ａ
（４０２１±

３０５）ａ
（１０２５３７±

３８７）ａ
（４４７１±

０３３）ｂ

ＳＳ
（４７７２７８±

２００４０）ｂ
（９７７２９０±

５３１２１）ｂ
（４２７４１３±

６７５４）ｂ
（０４４±

００３）ａ
（８５４８±

０８３）ａ
（３８４７±

６６７）ｂ
（９２７２３±

９０７）ａｂ
（４６６２±

０６２）ａ

ＳＦ
（６１４１５２±

１７１８１）ａ
（１２２８９６４±

６０１２３）ｂ
（５３５４４２±

９７２３）ａ
（０４４±

００２）ａ
（８７０９±

０６４）ａ
（４３２９±

２０５）ａ
（１０９５３６±

２８２）ａ
（４５８６±

０１７）ａｂ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ＣＫ
（３７６１４４±

２５５１２）ｃ
（７９１００８±

５１０６２）ｃ
（３３１７７７±

７２６１）ｃ
（０４２±

００１）ａ
（７９９７±

１２９）ｂ
（３３１１±

３６３）ｂ
（８０８７８±

５１５）ｂ
（４２０±

０３４）ｂｃ

ＦＦ
（４３２４０６±

１９７２０）ｂ
（８９４９２９±

３９７２４）ｂ
（３７０４６５±

６５６６）ａｂ
（０４１±

００３）ａ
（８０１０±

０８４）ａ
（４０３９±

３６２）ｂ
（８９５１７±

４０３）ａｂ
（４１４±

０２７）ｂ

ＳＳ
（４３７６５２±

１８３３４）ｂ
（９０７１６８±

３９５７１）ａｂ
（３９２２８１±

６３５４）ｂ
（０４３±

００２）ａ
（８３５５±

１１１）ａ
（３７２８±

３８４）ｂ
（８５６９９±

５６６）ａｂ
（４５８±

０３０）ａ

ＳＦ
（５２４３５７±

１９２２３）ａ
（１０５１９８３±

４８８９８）ａ
（４４８３２５±

９６８２）ａ
（０４３±

００３）ａ
（８４９７±

０８２）ａ
（４２９４±

３３５）ａ
（９８８０４±

３８２）ａ
（４５４±

０２４）ａ

　　对冬小麦产量构成因素的分析表明，籽粒产量
随单位面积穗粒数的增加而线性增加 （图 ４），但与
千粒质量之间的关系表现不显著。ＳＦ处理的单位
面积穗粒数最大，其次是 ＦＦ处理，以 ＣＫ处理的最
小。和 ＣＫ处理相比，３个小麦生长季 ＳＦ处理的单
位面积穗粒数增加 ２２％以上，籽粒产量以 ＳＦ处理

最高，比 ＣＫ处理提高３５％ ～５１％。可见，单位面积
穗粒数高，则产量高，提高单位面积穗粒数是提高产

量的关键。

２３　不同处理对物质生产与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２３１　耗水量与干物质积累和籽粒产量的关系

图５是冬小麦不同生育阶段耗水量与干物质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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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冬小麦籽粒产量与干物质积累量

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ｆｒｏｍ２０１５ｔｏ２０１８
　

图 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冬小麦收获指数与花后干物质

转化率的关系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ｐｏｓｔａｎｔｈｅｓｉｓ

ｓｏｕｒｃ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ｗｉｔｈ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ｄｅｘ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累量的关系。由图 ５可以看出，各生育阶段冬小麦
干物质积累量与耗水量存在不同开口方向和相关水

图 ５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冬小麦不同生育阶段耗水量与干物质积累量的关系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ｏｆａｅｒｉａｌ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ｂｅｆｏｒｅｊｏｉｎｔｉｎｇ，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ｐｏｓｔｈｅａｄｉｎｇ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ＥＴ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平的二次曲线关系。本试验水平下，播种 拔节期与

扬花 灌浆期耗水量与干物质积累量为开口向下的

二次曲线关系，干物质数据分布在对称轴附近及左

侧（播种 拔节期对称轴 Ｘ＝１７７７ｍｍ，扬花 灌浆期

对称轴Ｘ＝１８９５ｍｍ），表明这两个阶段随着耗水量
的增加，干物质积累量增加速率有减缓甚至降低的

趋势，且减缓趋势受外界干扰较大（相关系数较

小）；本结果与这两个阶段干物质积累速率较慢的

生长特点有关。拔节 扬花期和灌浆 成熟期，阶段

耗水量与干物质积累量为开口向上的二次曲线关

系，干物质数据分布在对称轴附近及右侧（拔节 扬

花期对称轴 Ｘ＝１１８８ｍｍ，灌浆 成熟期对称轴 Ｘ＝
３４１０ｍｍ），表明这两个阶段，随着耗水量的增加干
物质快速增加，且增加趋势受外界干扰较小（各时

期相关系数以拔节 扬花期最高）；本结果与小麦拔

节 扬花期为干物质快速积累期，灌浆 成熟期为粒

质量快速增长期的发育规律一致。

图 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冬小麦籽粒产量与总穗粒数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ｋｅｒｎｅｌｎｕｍｂｅｒｓｐｅｒａｒｅａｗｉｔｈｇｒａ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

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图６为总耗水量与籽粒产量的关系。由图６可

见，小麦全生育期总耗水量与籽粒产量为开口向上

的二次曲线关系，且产量数据均在对称轴的左侧

（对称轴 Ｘ＝３６３２ｍｍ），说明在本研究总耗水量
３５２８５～３９４８９ｍｍ条件下，随着耗水量的增加，产
量会快速增加，而该增加趋势受外界干扰因素较大

（相关系数较小）。结合表５、６，冬小麦拔节 扬花期

满足冬小麦对水分的需求量，有利于干物质积累量

的提高，进而提高籽粒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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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冬小麦全生育期总耗水量与籽粒产量的关系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ｗｉｔｈ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ｔｏｔａｌ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２０１５ｔｏ２０１８
　
２３２　不同处理对冬小麦籽粒产量和水分利用效

率的影响

由表 ７可看出，各处理农田水分利用效率变幅
为９０１～１３９６ｋｇ／（ｈｍ２·ｍｍ），各处理水分利用效
率年际间表现不同，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和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由大到小依次为 ＳＦ、ＦＦ、ＳＳ、ＣＫ，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由
大到小依次为 ＳＦ、ＳＳ、ＦＦ、ＣＫ，说明降水年型对 ＦＦ
和 ＳＳ处理有影响，而 ＳＦ处理对降水年型反应不灵
敏，效果稳定。水分利用效率均以 ＳＦ处理最高，ＦＦ
处理和 ＳＳ处理相当，分别高于对照 ３３％ ～４８％、
９％ ～３２％、９％ ～１８％。灌溉水分利用效率表现规
律与水分利用率表现规律一致。表明在本试验条件

下，掺黄河泥沙或配施生物有机肥处理是高产节水

　　

途径，其中以既掺黄河泥沙又配施生物有机肥处理

最佳，籽粒产量、水分利用效率及灌溉水利用效率均

最高，分别为 ４４８３３～５４４９５ｋｇ／ｈｍ２、１２０２～
１３９６ｋｇ／（ｈｍ２·ｍｍ）和５９７８～７２６６ｋｇ／（ｈｍ２·ｍｍ），分
别比 ＣＫ处理高 ３５％ ～５１％、３３％ ～４８％和 ３５％ ～
５１％。ＷＵＥ与冬小麦总耗水量、籽粒产量均呈二次
曲线关系（图７）。随着籽粒产量提高，ＷＵＥ快速增
加；而随总耗水量增加，处理间 ＷＵＥ增减表现不
同。结合表４与表 ６总耗水量与产量结果，处理间
总耗水量的变化幅度远低于籽粒产量变化幅度，说

明籽粒产量既受总耗水量的影响，也受土壤改良因

子影响。本研究条件下，ＷＵＥ变化主要取决于籽粒
产量水平。

表 ７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不同处理冬小麦水分利用效率和

灌溉水分利用效率

Ｔａｂ．７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ｎｗａｔｅｒ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

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 ｋｇ／（ｈｍ２·ｍｍ）

处理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

ＷＵＥ ＩＷＵＥ ＷＵＥ ＩＷＵＥ ＷＵＥ ＩＷＵＥ

ＣＫ １０３３ｂ ５３１８ｂ ９２４ｂ ４７１４ｃ ９０１ｂ ４４２４ｂ

ＦＦ １２９９ａ ６８３７ａ １２２８ａ ６３９５ａｂ ９８８ｂ ４９４０ｂ

ＳＳ １１３６ａｂ ５９４３ａｂ １０９１ａｂ ５６９９ｂ １０５６ａｂ ５２３０ａｂ

ＳＦ １３９６ａ ７２６６ａ １３７７ａ ７１３９ａ １２０２ａ ５９７８ａ

图 ７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冬小麦全生育期 ＷＵＥ和耗水量、籽粒产量的关系

Ｆｉｇ．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ＷＵＥｗｉｔｈ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ｔｏ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２０１５ｔｏ２０１８
　

３　讨论

３１　肥沙混施处理对盐碱地冬小麦产量的影响
本研究连续 ３年 产 量 水 平 为 ３３１７７７～

５４４９５２ｋｇ／ｈｍ２，其 中 掺 沙 配 肥 处 理 产 量 达
４４８３２５～５４４９５２ｋｇ／ｈｍ２。本研究各处理产量均
低于张明明等

［２３］
结果（５９８２５０ｋｇ／ｈｍ２），掺沙配

肥处理产量低于巨兆强等
［２４］
覆膜种植所取得的产

量（５８６９６９ｋｇ／ｈｍ２），但 与 其 常 规 种 植 产 量
（５３１４５１ｋｇ／ｈｍ２）相当。仅从生态类型区不能发
现以上３个研究结果差异的原因。但进一步分析可
见，本研究土壤含盐量（１２～２８ｇ／ｋｇ）高于文
献［２３－２４］的土壤含盐量（１０８～１１５ｇ／ｋｇ）；且本
研究的地力条件（速效氮质量比为 ４９～５３ｍｇ／ｋｇ）

不及巨兆强等
［２４］
（速效氮质量比为 ９８ｍｇ／ｋｇ）高。

对比本研究掺沙配肥处理比常规小麦产量提高

３５％以上的结果，可以认为本研究利用黄河泥沙改
善土壤质量，是提高小麦产量的有效途径。

进一步对比分析本研究中配施生物有机肥、掺

黄河泥沙和掺沙配肥处理，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配施生物
有机肥处理较对照分别增产 ２８％、１１％和 ３５％；掺
黄河泥沙处理分别较对照增产 １０５％、１５４％和
１８２％，掺沙配肥处理分别较对照增产 ３６６％、
５１５％和３５１％。处理间增产差异较大与配施生
物有机肥（开花期生物产量 ５８０８９１、５４９７６７、
４３２４０６ｋｇ／ｈｍ２）、掺黄河泥沙处理（开花期生物产
量４９８６４２、４７７２７８、４３７６５２ｋｇ／ｈｍ２）、掺沙配肥
处理 （开 花 期 生 物 产 量 ６４５５３０、６１４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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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４３５７ｋｇ／ｈｍ２）开花期干物质积累量差异较大
有关，掺黄河泥沙处理相对其他处理增产幅度小

的原因是干物质前期生产不足。分析各处理开花

前贮藏干物质向小麦籽粒中转运率，配施生物有

机肥处理较对照提高 ０１３～０６６个百分点；掺黄
河泥沙处理较对照提高 ３５８～３５９个百分点；掺
沙配肥处理分别较对照提高 ５００～７２０个百分
点。可见，提高小麦开花前干物质的积累与提高

开花前贮藏干物质向小麦籽粒中转运是提高小麦

最终籽粒产量的关键因素
［２５］
。此结论与谢娟娜

等
［２６］
研究结果一致。３个生长季掺黄河泥沙同时

配施生物有机肥处理单位面积总穗数和总穗粒数

分别 比 ＣＫ 平 均 高 ２３９％、２２７％、２９７％ 和
３３６％、３４５％、２２２％。穗数与穗粒数密切相
关，产量与总穗粒数呈线性正相关，总穗粒数是影

响产量的关键因子，与孟祥浩等
［２７］
研究结果一致。

显然掺黄河泥沙同时配施生物有机肥处理能促苗

早发，利于成苗成穗是提高开花期生物产量的关

键。综上可见，土壤通过调节水分和养分的分配

影响干物质积累及分配，从而决定作物产量的形

成。因此，干物质是产量形成的物质基础
［２８］
。

此外，本研究土壤改良对产量幅度的提高远高

于张济世等
［２９］
在滨海盐渍土施加改良剂磷石膏、脱

硫石膏和糠醛渣分别提高小麦产量 ２６７％、１７８％
和１７８％的结果，也高于王立艳等［３０］

在滨海盐碱地

施用氮肥、有机肥及土壤改良剂种植冬小麦分别增

产 ９５２％ ～２９５２％、２３０％ ～１７８２％、２１９％ ～
１１４８％的结果。配施生物有机肥处理平均增产高
于李娟等

［１９］
增产 ７４％的研究结果。与文献［２９－

３０，１９］改良土壤相比，本研究采用的黄河泥沙环
保、生态、安全且操作方便，近滨海盐碱区（如海兴

县）与黄河灌区堆沙区距离较近，采用本方法具有

可行性，是可以大面积推广的治理盐碱地有效方法

之一。

３２　栽培环境对耗水量特征与小麦产量的影响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和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降水量依次为 １５５２、１８４８、１１４２ｍｍ；各处理
总耗水量依次为 ３８６１７～３９４８９ｍｍ、３８２４１～
３９２０９ｍｍ和３５２８５～３６１８９ｍｍ，籽粒产量分别
为 ３９８８２３ ～ ５ ４４９５２ ｋｇ／ｈｍ２、３５３５２４～
５３５４４２ｋｇ／ｈｍ２、３３１７７７～４４８３２５ｋｇ／ｈｍ２。耗
水量高的年份产量水平也较高，而生育期降水量

却与耗水量和产量无明显关联性。从降水时空分

布来看，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冬小麦播种前后均有大于
５０ｍｍ的降水，特别是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播前 １０月
上旬持续降水达 １３７５ｍｍ，延误播期（１１月 ８日

播种），冬前积温明显不足，造成冬前苗弱分蘖少，

成穗数低。因此，如何结合降水年型采取适宜的

栽培与应对措施，以提高降水的高效利用，还需要

做更深入的研究。本研究条件下以掺沙配肥处理的

水分利用效率最高，为１２０２～１３９６ｋｇ／（ｈｍ２·ｍｍ），
高于世界水平（１０９ｋｇ／（ｈｍ２·ｍｍ）），但低于山前
平原区 （１５０ｋｇ／（ｈｍ２·ｍｍ））水 平 和 低 平 原

（１７０ｋｇ／（ｈｍ２·ｍｍ））水平［３１］
。说明本研究条件

下，无论对降水的高效利用还是对水分利用效率的

提升，均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

本研究条件下，耕层掺黄河泥沙或配施生物有

机肥均可减少冬小麦播种至返青期土壤无效蒸发，

增加拔节至成熟期的植株蒸腾，调节土壤蓄水和供

水能力，重新对土壤水分进行时空分配，从而改变作

物耗水模式，使有限水分更多用于干物质的生产，提

高水分利用效率。３个生长季的试验结果表明，在
灌溉和降水量相同时，不同处理冬小麦总耗水量差

异不大，而不同处理在不同冬小麦生育期的农田耗

水规律有差异。耕层掺沙或配施生物有机肥处理能

调节不同生育期耗水比例，在总耗水量较小情况下，

在播种至返青期减少水分的消耗，而将保留在下层

土壤中的更多水分用于拔节至成熟期的生理消耗，

以保证最终增产，这与 ＮＩＡＺＩ等［１１］
和 ＭＡＴＨＵＲ

等
［１２］
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各处理土壤贮水消耗

量对总耗水量的贡献率为 ３２０６％ ～４７７２％，是冬
小麦水分消耗的重要来源。掺黄河泥沙或配施生物

有机肥处理能改善拔节前 ０～２００ｃｍ土壤墒情，增
加生育期对土壤贮水的使用，提高深层用水比例。

其中掺沙配肥处理促进了土壤贮水消耗，在 ３个冬
小麦生长季的土壤贮水消耗量均最高。这是因为耕

层掺沙后土壤砂粒含量增大，提高土壤入渗能

力
［７］
，提高掺沙层以下土壤对水分的蓄持能力

［６］
，

改善土壤水分条件。同时，配施生物有机肥显著提

高了土壤孔隙度，降低土壤容重
［１５］
，提高土壤蓄水

保水能力
［３２］
。可见，掺沙配肥处理影响土壤调配水

分的能力，改善水分时空分配格局。冬小麦拔节期

０～２００ｃｍ土层掺沙配肥处理、掺沙处理和配施生
物有机肥处理 ３年平均较对照蓄水量分别高
１１９７、７８３、８３４ｍｍ，收获时各土层的水分明显较
对照减少，增强对深层土壤水分的利用。掺沙配肥

处理的综合效果高于单纯掺沙或配施生物有机肥处

理的效果。

从本研究仅在春季拔节期灌１次水取得的产量
结果看，各处理产量水平远低于董宝娣等

［３３］
生育期

３次灌水取得的最高产量（８０９４８９ｋｇ／ｈｍ２），低于东
营市营口区进行 １０个品种小麦试验，浇拔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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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ｍｍ）和开花水（７５ｍｍ）取得的产量（７０００ｋｇ／ｈｍ２

以上）
［３４］
，略低于巨兆强等

［２４］
在中国科学院南皮生态

农业试验站常规管理获得的产量（５３１４５１ｋｇ／ｈｍ２）。
陈敏等

［３５］
在山东德州含盐量 ０３％ ～０６％的农田

上种植冬小麦获得产量为 ２８５０ｋｇ／ｈｍ２；在非盐碱
麦田上，ＹＩＮ等［３６］

取得产量为３８３６～４７１８ｋｇ／ｈｍ２，
宋亚丽等

［３７］
取得产量 ３６５０７ｋｇ／ｈｍ２。陈铭达

等
［３８］
在滨海盐碱地于返青后期的关键生育期补充

灌溉一次的冬小麦产量比雨养种植的小麦增产

３５８７％ ～３８４３％，此结论也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说明拔节期灌１次水，能满足拔节到扬花期小麦对
水分的需求，有利于高产稳产，进而实现产量与水分

利用效率的同步提高
［３９］
。

３３　肥沙混施条件下耗水量与作物生长的互作效应
连续３年掺黄河泥沙同时配施生物有机肥处理的

平均耗水量分别较对照增加８７、９７、９０ｍｍ，而平均
产量分别较对照增加１４６１３、１８１９２、１１６５５ｋｇ／ｈｍ２，
生 物 量 增 加 更 是 高 达 ３１１６４９、３３２２２５、
２６０９７５ｋｇ／ｈｍ２，水 分 生 产 效 率 提 高 ３６２％、
４５２％、３０１％。这相当于掺黄河泥沙同时配施生
物有机肥处理１ｍｍ的耗水量籽粒增产 ３４７、４４１、
２９９ｋｇ／ｈｍ２，而生物量则分别增产 ７３４、７８９、
６６５ｋｇ／ｈｍ２。从单位干物质积累量所需的水分来
看，掺黄河泥沙同时配施生物有机肥处理 ３个生长
季每生产１ｋｇ生物量所需的平均水量比对照处理
分别节省１３５、１６５、１６５ｍｍ。

本研究限水灌溉条件下，水分亏缺既制约了前

期地上部干物质积累量，又阻碍了后期产量的进一

步提高。３种处理总耗水量差异较小，但产量差异
较大。在足墒播种后，于拔节期灌水 ７５ｍｍ，籽粒产
量可达３３１７７７～５４４９５２ｋｇ／ｈｍ２，以掺沙配肥处
理产量最高，达 ４４８３２５～５４４９５２ｋｇ／ｈｍ２。土壤
含水率较少时，小麦的产量和耗水量呈正比关系，与

房全孝等
［４０］
研究结果一致，与曹彩云等

［４１］
结果不

同。文献［４１］在灌水量 ０～３００ｍｍ、蒸散量 ３５８～
５５６６ｍｍ条件下，发现随着供水量的增加，农田蒸
散量快速增加，而籽粒产量随着蒸散量增加而增大，

但到一定水平（灌水量１５０ｍｍ）后，会呈现较为平稳
或略有下降的趋势。综合本研究 ７５ｍｍ灌水量的
处理结果，ＷＵＥ和作物耗水量、产量这三者之间表
现为二次曲线的关系。在本研究供水条件下，随着

籽粒产量提高，ＷＵＥ快速增加；随着耗水量增加，
ＷＵＥ增大或减小处理间表现不同。但关于 ＷＵＥ随
籽粒产量和耗水量变化而发生变化的拐点值，特别

是在尽可能减少干扰的条件下不同品种、年型和水

　　

肥处理等情况下的拐点值确定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

究。本研究结果表明，掺沙配肥处理在冬小麦生育

前期覆盖率较低时减少土壤无效蒸发，而在生育后

期增加植株蒸腾，使有限水分更多用于干物质的生

产；利用更多的土壤水，减少灌溉损失和土壤蒸发，

在水分利用效率最高前提下获得最大的干物质积累

量，在有限水分条件下维持较长时间的灌浆期，从而

获得较高的干物质积累和物质转化，最终提高作物

生产能力３５％以上。此外，充分挖掘和利用深层土
壤水分腾出库容有利于在接下来的雨季或另一个灌

溉期对土壤贮水进行充分补偿
［４２］
，也是提高周年水

分利用效率的有效措施。

４　结论

（１）连续３年产量为３３１７７７～５４４９５２ｋｇ／ｈｍ２，各
处理间以掺黄河泥沙配施生物有机肥处理籽粒产量

最高（４４８３２５～５４４９５２ｋｇ／ｈｍ２），该处理与对照
相比，籽粒产量提高 ３５％ ～５１％；总耗水量变幅为
３５２８５～３９４８９ｍｍ，不同处理间总耗水量均以 ＣＫ
最低，以掺黄河泥沙又配施生物有机肥处理最高

（３６１８１～３９４８９ｍｍ）；农田水分利用效率变幅为
９０１～１３９６ｋｇ／（ｈｍ２·ｍｍ），以掺黄河泥沙配施生
物有机肥处理（１２０２～１３９６ｋｇ／（ｈｍ２·ｍｍ））最高，
比 ＣＫ高 ３３％ ～４８％，其次为配施有机肥处理和掺
黄河泥沙处理，分别比对照高 ９％ ～３２％、９％ ～
１８％。

（２）掺沙或配施肥处理增加了冬小麦拔节前０～
２００ｃｍ土层贮水量，增大了拔节至成熟阶段的耗水
量及其占总耗水量的比例，促进冬小麦对土壤贮水

和深层土壤水分的利用，最终提高冬小麦的生物量

和籽粒产量。

（３）冬小麦籽粒产量与干物质积累量、总穗粒
数呈显著正相关；ＷＵＥ与冬小麦耗水量、产量呈二
次曲线关系。本研究条件下，随着籽粒产量提高，

ＷＵＥ快速增加；随着耗水量增加，处理间 ＷＵＥ增减
表现不同。

（４）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连续３年掺黄河泥沙配施生
物有机肥处理的耗水量分别较对照增加 ８７、９７、
９０ｍｍ，而产量分别较对照增加 １４６１３、１８１９２、
１１６５５ｋｇ／ｈｍ２，生物量增加更是高达 ３１１６４９、
３３２２２５、２６０９７５ｋｇ／ｈｍ２，水分生 产效 率提高
３６２％、４５２％、３０１％。综合考虑产量、收获指数
和水分利用效率，掺黄河泥沙配施生物有机肥处理

是本研究条件下的最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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