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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氧淡水与微咸水对小麦萌发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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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合理开发利用微咸水、提高微咸水利用效率、降低微咸水灌溉下的次生盐碱化风险，将增氧技术与微咸水

灌溉相结合，基于理论分析与试验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微咸水、增氧淡水、增氧微咸水对小麦种子萌发特性

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不同矿化度的微咸水条件下，矿化度 ２ｇ／Ｌ较利于小麦种子的萌发。增氧淡水（溶解氧质量

浓度９５～２２５ｍｇ／Ｌ）能够增加萌发４ｄ的小麦种子萌发数量，但却抑制了小麦种子萌发过程中的单粒根质量和幼

芽平均高度；当溶解氧质量浓度超过 ２２５ｍｇ／Ｌ时，发芽率有所下降，说明过高的溶解氧质量浓度会抑制种子的萌

发。不同矿化度微咸水增氧处理下的小麦种子表现出不同的较适宜溶解氧质量浓度，１、３、５ｇ／Ｌ矿化度下的较适

宜溶解氧质量浓度分别为 １９５、２２５、１２５ｍｇ／Ｌ。根据增氧微咸水处理的耦合试验数据，建立了增氧微咸水处理

条件下小麦种子发芽率与矿化度、溶解氧质量浓度之间的经验模型，经回归分析，相关系数为 ０９００２，决定系数为

０８１０３，说明模型拟合程度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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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我国淡水资源短缺问题一直十分突出
［１］
，人均

淡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 １／３［２］。水资源短
缺成为影响我国区域社会、经济和生态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因素
［３］
。我国农业用水量占全国用水总量

的６０％以上［４］
，农业用水的供需矛盾日益严重

［５］
。

合理开发利用其他水资源、发展新型农业灌溉技术、

提高农业用水生产效率是缓解我国农业淡水资源紧

缺的有效途径。

据统计，我国地下微咸水资源储量约２×１０１１ｍ３／ａ，
大部分埋藏于地下 １０～１００ｍ处，适宜被开采利
用

［６］
。国内外利用咸水与微咸水进行农业灌溉已

有百年历史，我国亦从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对
微咸水灌溉技术进行研究利用，在宁夏、甘肃、内蒙

古等北方地区，利用微咸水灌溉能够使作物高

产
［７］
。实践表明，微咸水灌溉是解决淡水资源短缺

的有效途径之一
［８］
。但微咸水灌溉同时也会增加

土壤次生盐碱化风险，进而破坏土壤结构、抑制作物

生长
［９］
。因此，如何安全高效地利用微咸水进行农

田灌溉是实现农业水土资源科学可持续利用的重要

内容
［１０］
。在现有水资源条件下，寻找提高水资源利

用率的新途径、发展节水高效农业已成为我国农业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切入点
［１１］
。

近年来，磁化、去电子、增氧等灌溉水活化技术

作为简便、低能耗、低投入、无污染且高效的水处理

技术，已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其中增氧技术于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出现，从生物学角度开辟了灌溉水
生理功效提升的新研究领域。近年来，国内外研究

结果一致表明，增氧灌溉对作物产量提高具有明显

的促进作用
［１２－１６］

。种子萌发是作物正常生长发育

的基础，研究结果表明，氧气是种子萌发的主要影响

因素之一，影响种子的萌发特性
［１７］
。熊元基等

［１８］

在对周围土壤进行机械、化学、电解增氧后发现，种

子的基本生理指标均有不同程度提高。蒋程瑶

等
［１９］
采用微纳米气泡技术提高水中含氧量的方法

对小白菜、生菜等叶菜种子发芽进行了研究，结果表

明，充足的水氧环境有利于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

胡德勇等
［２０］
在电磁式空气泵通气技术进行增氧灌

溉的条件下研究了秋黄瓜的萌发特征，结果表明，增

氧对大棚秋黄瓜种子的种子发芽力指标、种子活力

指标以及发芽整齐度较未处理对照组均有所提高。

研究表明，微咸水的安全利用需采用科学的方

式，以降低微咸水灌溉所带来的土壤次生盐碱化风

险，增氧灌溉活化水技术对植物生长具有改善与促

进作用
［２１］
。　本文将增氧灌溉技术与微咸水灌溉技术

相结合，研究增氧微咸水对小麦种子萌发特征的影

响，为提高微咸水安全高效利用、降低微咸水利用风

险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供试微咸水由氯化钠试剂（氯化钠质量分数大

于等于９９５％，分析纯）和淡水（矿化度 ０２ｇ／Ｌ、溶
解氧质量浓度９５ｍｇ／Ｌ）配置而成。增氧处理采用
微纳米气泡快速发生装置，增氧过程中采用 ＨＱ４０
型便携式溶氧仪监测微咸水溶解氧质量浓度变化。

小麦种子为西农５８５。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在西安理工大学西北旱区生态水利工程国

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进行，试验处理分别为微咸

水（Ｂ）、增氧淡水（Ｏ）、增氧微咸水（ＢＯ），以及未处
理淡水（ＣＫ）作为对照，进行不同矿化度和不同增氧
水平条件下的小麦种子萌发试验。微咸水（１～
５ｇ／Ｌ）、增氧淡水（９５～２２５ｍｇ／Ｌ）各５个处理，不
同矿化度（１、３、５ｇ／Ｌ）和不同增氧水平（９５、１２５、
１６５、１９５、２２５ｍｇ／Ｌ）耦合处理 １５个。每个处理
重复３次。采用培养皿进行小麦种子萌发试验。每
个培养皿选取２５颗已消毒种子均匀放置在湿润滤
纸上，置于恒温培养箱中进行催芽。每天定时更换

滤纸以保证培养皿中微咸水的矿化度保持不变。

１３　测定指标与方法
本试验测定指标为种子发芽势、发芽率、发芽指

数、单粒根质量、活力指数和幼芽平均高度。

根据《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小麦种子的萌发

数量以根长达到种子长度的１／２作为萌发标准并于
每天定时记录；第 ７天将培养皿中所有供试小麦的
根剪下称量获得根鲜质量，称量前用滤纸吸走多余

水分。发芽势和发芽率的测定时间分别为第 ４、７
天，计算公式为

ＧＶ＝Ｎ４／Ａ×１００％ （１）
ＧＰ＝Ｎ７／Ａ×１００％ （２）
ＧＰｎ＝Ｎｎ／Ａ×１００％ （３）

ＶＩ＝ＧＩＳ （４）

其中 ＧＩ＝∑（Ｇｔ／Ｄｔ） （５）

Ｓ＝Ｍ／Ａ （６）
式中　ＧＶ———发芽势，％　　ＧＰ———发芽率，％

ＧＰｎ———第 ｎ天发芽率，％
ＧＩ———发芽指数　　ＶＩ———活力指数
Ｓ———每粒种子根鲜质量，ｇ
Ｇｔ———ｔ时间内已萌发种子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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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ｔ———ｔ时间内相应发芽时间，ｄ
Ｎｎ———第 ｎ天已萌发种子的数量
Ｍ———供试种子总根鲜质量，ｇ
Ａ———供试种子数量

幼芽平均高度利用尺子对所有大于０３ｃｍ的幼
苗进行测量，并对测量种子数量进行计数，取平均值。

１４　数据处理分析
分析数据均采用平均值。使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进行

方差分析，研究不同矿化度和不同增氧水平对小麦

种子各萌发指标影响的显著性差异。使用 Ｅｘｃｅｌ进
行多元回归分析，研究增氧微咸水的溶解氧质量浓

度、矿化度与种子萌发指标之间的经验关系模型。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微咸水对小麦种子萌发特征的影响
２１１　微咸水下种子的萌发特征

图１（图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下同）为不同矿化度的微咸水对小麦种
子发芽势、发芽率、发芽指数、活力指数和幼芽平均

高度的影响。由图 １可知，在微咸水条件下（矿化
度１～５ｇ／Ｌ），小麦种子发芽势、活力指数、发芽指
数、幼芽平均高度随着矿化度的增加均呈现出先增

加后减小的趋势。发芽率和单粒根质量随着矿化度

的增加呈现减小趋势。

图 １　小麦萌发指标随微咸水矿化度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１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ｏｆｗｈｅａｔ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ｉｔｈ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ｏｆｂｒａｃｋｉｓｈｗａｔｅｒ
　

　　发芽势和发芽指数在矿化度为 ２、３ｇ／Ｌ时较淡
水处理（ＣＫ）都表现为增加，发芽势分别较对照组增
加 ８７７％、６１４％，发芽指数分别较对照组增加
２５１１％、０３１％。在矿化度为 １ｇ／Ｌ时发芽势较淡
水处理 （ＣＫ）减小 ７０２％，但发芽指数增加了
９１６％，这是由于矿化度１ｇ／Ｌ处理使萌发２ｄ内种
子的萌发数量高于淡水处理（ＣＫ），但萌发 ３～４ｄ
时种子的萌发数量增长量比淡水处理（ＣＫ）低。矿
化度为４、５ｇ／Ｌ时发芽势和发芽指数均低于淡水处
理（ＣＫ）。活力指数在矿化度为 １、２ｇ／Ｌ时分别较
淡水处理（ＣＫ）增加２５０％、２７０％，当矿化度为 ３、
４、５ｇ／Ｌ时分别较淡水处理（ＣＫ）减小 １０２８％、
１８３７％、４４５８％。单粒根质量在所有矿化度下较
淡水处理 （ＣＫ）均表现为抑制作用，分别减小
５１４％、１０９４％、９３７％、１４２７％、３７７４％。矿化
度为３ｇ／Ｌ时活力指数较淡水处理（ＣＫ）表现为抑
制，但发芽指数与之相反，这说明此条件下单粒根质

量对活力指数起主导作用，而矿化度为 １、２ｇ／Ｌ时
发芽指数对活力指数起主导作用。发芽率随矿化度

的升高呈减小趋势，矿化度为 １、２、３、４、５ｇ／Ｌ条件
下分别较淡水处理（ＣＫ）降低了 ０３６％、１７９％、
９３２％、１４３４％、１９７１％，表明微咸水对种子发芽
率具有不利影响。发芽率与发芽势在矿化度为 ２、
３ｇ／Ｌ时的影响作用相反，这说明 ２、３ｇ／Ｌ矿化度有
利于种子萌发４ｄ时发芽数量的增加，但不利于４～
７ｄ发芽数量的持续增长。幼芽平均高度在微咸水
矿化度为３ｇ／Ｌ时最大，相比于淡水处理（ＣＫ），幼
芽平均高度增加１４５３％，矿化度为１、２ｇ／Ｌ条件下
的幼芽平均高度分别增加 １７４％、４６５％，矿化度
为 ４、５ｇ／Ｌ条件下的幼芽平均高度较淡水处理
（ＣＫ）减小２０１６％、２１１３％，表明当微咸水矿化度
大于４ｇ／Ｌ时对幼芽平均高度有明显抑制作用。其
中在矿化度为 ２ｇ／Ｌ时，发芽势、发芽指数、活力指
数均为微咸水处理下的最大值，幼芽平均高度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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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处理（ＣＫ），发芽率略有降低但仍大于 ９０％，单
粒根质量减小幅度不大。可以认为在微咸水条件

下，矿化度２ｇ／Ｌ较利于小麦种子萌发。
淡水处理（ＣＫ）的发芽势低于矿化度 ２、３ｇ／Ｌ

的发芽势，表明适量的盐胁迫提高了种子萌发初期

的发芽数量。淡水处理（ＣＫ）的发芽指数明显低于
矿化度为 １、２ｇ／Ｌ的发芽指数，表明较低的盐胁迫
使种子萌发初期的发芽数量增加。并且在矿化度为

１、２ｇ／Ｌ处理下的发芽率未低于 ９０％，较接近淡水

图 ２　小麦萌发指标随增氧淡水溶解氧质量浓度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２　Ｉｎｄｅｘｏｆｗｈｅａｔ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ｉｔｈ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ｏｘｙｇｅｎｉｎ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ｅｄ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处理的发芽率，而其发芽指数的明显提高可以认为

是矿化度为１、２ｇ／Ｌ的处理使小麦种子的发芽进程
提前导致。幼芽平均高度在矿化度 １ｇ／Ｌ处理下略
高于淡水处理（ＣＫ），在矿化度 ３ｇ／Ｌ处理下明显高
于淡水处理（ＣＫ），这可能是由于较低矿化度的盐胁
迫提高了萌发初期种子的萌发数量，而越早萌发出的

幼芽，生长的时间越长，也就越高。小麦的部分指标

在较低盐胁迫环境中高于淡水处理（ＣＫ），这可能是
小麦萌发过程中对盐胁迫的一种适应性反应。在植

物处于逆境时，组织细胞内会大量累积活性氧，导致

脂膜过氧化，诱导细胞程序性死亡
［２２］
，而抗氧化酶担

任清除活性氧的关键步骤
［２３］
。据此推测，小麦种子

在处于较低盐胁迫时，组织细胞内累积的活性氧数量

较低，抗氧化酶等的酶活性有一定提高，有利于种子

的萌发，致使部分指标高于淡水处理（ＣＫ）；当矿化度
超过３ｇ／Ｌ时，种子处于较高盐胁迫，组织细胞内累
积大量活性氧，此时抗氧化酶已不足以清除活性氧，

导致脂膜过氧化，且抗氧化酶和其他未知酶的大量存

在或许对种子萌发也不利，致使各项指标迅速下降。

２１２　指标间相关性分析
微咸水处理条件下的微咸水矿化度与小麦种子

萌发指标（发芽率、发芽势、发芽指数、活力指数、幼

芽平均高度）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对其进行相

关性分析，结果见表１。

表 １　微咸水条件下矿化度与各指标间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ａｎ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ｉｎｄｅｘｅｓｕｎｄｅｒｂｒａｃｋｉｓｈ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指标　　 发芽势 发芽率
发芽

指数

活力

指数

单粒

根质量

幼芽平

均高度

相关系数 －０５７９ －０９９０ －０８７５ －０９３３ －０８４３－０７０４

　　注：表示极显著（Ｐ＜００１），表示显著（Ｐ＜００５），下同。

　　由表１可看出，皮尔逊相关系数均符合｜ｒ｜＞
０５，表明矿化度与各指标之间具有中度及以上相关
性。并且小麦种子发芽率和活力指数与矿化度之间

均呈现显著相关关系。

２２　增氧淡水对小麦种子萌发特征的影响
２２１　增氧淡水下小麦种子的萌发特征

增氧淡水溶解氧质量浓度分别为 ９５、１２５、
１６５、１９５、２２５ｍｇ／Ｌ，其 中 溶 解 氧 质 量 浓 度
９５ｍｇ／Ｌ即为未增氧淡水。图 ２为不同溶解氧质
量浓度增氧淡水对小麦种子发芽势、发芽率、发芽指

数、活力指数、单粒根质量和幼芽平均高度的影响。

由图２可知，发芽势和发芽指数随着溶解氧质量浓
度的增加而先增加后略有减小；活力指数、幼芽平均

高度随溶解氧质量浓度的增加而先减小后增加；发

芽率随溶解氧质量浓度增加表现为先基本不变后减

小趋势。

发芽势在溶解氧质量浓度 １２５ｍｇ／Ｌ时最大，
较淡水处理（ＣＫ）增加 １４０４％，溶解氧质量浓度在
１２５～２２５ｍｇ／Ｌ时，发芽势缓慢降低，但溶解氧质
量浓度１６５、１９５、２２５ｍｇ／Ｌ条件下发芽势仍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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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淡水处理（ＣＫ）增加 １１４０％、１１４０％、１０５３％，
表明适当提高溶解氧质量浓度有利于增加小麦种

子萌发 ４ｄ的萌发数量。发芽率在溶解氧质量浓
度为 ９５～１６５ｍｇ／Ｌ时基本保持不变，在 １６５～
２２５ｍｇ／Ｌ之 间 呈 现 缓 慢 下 降 趋 势，在 １６５、
２２５ｍｇ／Ｌ时分别较 ＣＫ减小 ３５８％、４６６％，表明
溶解氧质量浓度的增高对发芽率影响不大，但过高

的溶解氧质量浓度对种子发芽率略有抑制作用。发

芽指数在溶解氧质量浓度为１２５～２２５ｍｇ／Ｌ均高
于淡水处理，分别增加 １０７％、３４１％、１２３７％、
９４６％，发芽指数在溶解氧质量浓度为 １９５ｍｇ／Ｌ
时最大，表明溶解氧质量浓度增加有利于种子前期

萌发数量的增加。单粒根质量和活力指数在 １２５、
１６５、１９５ｍｇ／Ｌ时均低于淡水处理（ＣＫ），在溶解
氧质量浓度为２２５ｍｇ／Ｌ时均高于淡水处理（ＣＫ）。
结合发芽指数变化特征可以发现，溶解氧质量浓度

１２５～１９５ｍｇ／Ｌ单粒根质量的减小主要影响了活
力指数的降低。幼芽平均高度在溶解氧质量浓度为

９５～１９５ｍｇ／Ｌ之间时，表现为下降趋势，１９５～
２２５ｍｇ／Ｌ时表现为上升趋势，但溶解氧质量浓度
为２２５ｍｇ／Ｌ时幼芽平均高度仍低于淡水处理
（ＣＫ），表明溶解氧质量浓度的增加对幼芽平均高度
具有抑制作用。

２２２　指标间相关性分析

图 ３　小麦萌发指标随增氧微咸水的溶解氧质量浓度、矿化度的变化

Ｆｉｇ．３　Ｉｎｄｅｘｏｆｗｈｅａｔ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ｏｘｙｇｅ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ｏｆ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ｅｄｂｒａｃｋｉｓｈｗａｔｅｒ

增氧淡水条件下小麦种子萌发过程中溶解氧质

量浓度与萌发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对其进

行相关性分析以及显著性分析，结果见表２。

表 ２　增氧淡水条件下溶解氧质量浓度与各指标的

相关系数

Ｔａｂ．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ｏｘｙｇｅ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ａｒｉｏｕｓｉｎｄｅｘｅｓｕｎｄｅｒ

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ｅｄ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指标　　 发芽势 发芽率
发芽

指数

活力

指数

单粒根

质量

幼芽平

均高度

相关系数 ０５１２ －０９２１ ０８８６ ０４９２ －０３５８ －０３３１

　　由表２可看出，发芽势、发芽率、发芽指数与溶
解氧质量浓度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均符合｜ｒ｜＞
０５，表明具有中度及以上相关性。而活力指数、单
粒根质量、幼芽平均高度与溶解氧质量浓度之间的

皮尔逊相关系数｜ｒ｜＞０３，表明具有低度相关性。
结合显著性相关分析可以表明，增氧淡水条件下，小

麦种子发芽指数与溶解氧质量浓度之间呈显著正相

关关系，而发芽率与溶解氧质量浓度之间呈现显著

负相关关系。

２３　增氧微咸水对小麦种子萌发特征的影响
２３１　增氧微咸水下小麦种子的萌发特征

研究增氧微咸水对小麦种子萌发特征的影响

时，针对矿化度和溶解氧质量浓度对试验设置交叉

处理，更有效地揭示在微咸水与增氧淡水耦合条件

下小麦种子萌发状况，得到可靠稳定的模型。分别

在矿化度为 １、３、５ｇ／Ｌ条件下，设置溶解氧质量浓
度分别为 ９５、１２５、１６５、１９５、２２５ｍｇ／Ｌ。其中，
溶解氧质量浓度９５ｍｇ／Ｌ为未增氧处理。图 ３（图
中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在溶解氧质量浓度为 ９５ｍｇ／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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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同矿化度条件下各处理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为不同矿化度的微咸水进行增氧处理影响小麦种子

萌发指标的变化特征。

在矿化度为 １ｇ／Ｌ时，发芽势、单粒根质量、幼
芽平均高度随着溶解氧质量浓度的增加先增加后减

小。矿化度为 １ｇ／Ｌ时，发芽势在溶解氧质量浓度
为１６５、１９５、２２５ｍｇ／Ｌ分别较淡水处理（ＣＫ）增
加５２６％、２３６８％、１４０４％，在溶解氧质量浓度为
１２５ｍｇ／Ｌ时较淡水处理（ＣＫ）减小 ３５１％。未增
氧处理、矿化度 １ｇ／Ｌ的微咸水条件下发芽势较淡
水处理（ＣＫ）减小７０２％，分析得到对矿化度 １ｇ／Ｌ
微咸水进行增氧处理可以减弱矿化度对发芽势的抑

制作用。矿化度为 １ｇ／Ｌ时，单粒根质量在未增氧
处理条件下较淡水处理减小 ５１４％，在溶解氧质量
浓度为１２５ｍｇ／Ｌ时单粒根质量较淡水处理增加
９４１％，在溶解氧质量浓度为１６５、１９５、２２５ｍｇ／Ｌ
时单 粒 根 质 量 分 别 较 淡 水 处 理 减 小 ０５３％、
０８２％、１１０９％。其中，溶解氧质量浓度为 １２５、
１６５、１９５ｍｇ／Ｌ的单粒根质量高于未增氧、矿化度
１ｇ／Ｌ的微咸水处理，但溶解氧质量浓度达到
２２５ｍｇ／Ｌ时单粒根质量低于未增氧处理微咸水。
幼芽平均高度仅在微咸水溶解氧质量浓度为

１２５ｍｇ／Ｌ时高于淡水处理（ＣＫ），亦仅在此溶解氧
质量浓度条件下高于未增氧微咸水处理，溶解氧质

量浓度为 １６５、１９５、２２５ｍｇ／Ｌ分别较淡水处理
（ＣＫ）减小 ２００％、２２３％、４０７％。在矿化度为
１ｇ／Ｌ时，发芽率、发芽指数随着溶解氧质量浓度的
增加呈现先减小后增加、再减小趋势。发芽率仅在

溶解氧质量浓度为 １９５ｍｇ／Ｌ时高于淡水处理
（ＣＫ）４３０％。发芽指数在溶解氧质量浓度为 ９５、
１２５、１９５ｍｇ／Ｌ时分别较淡水处理增加 ７９５％、
６８０％、１７１６％，在 溶 解 氧 质 量 浓 度 为 １６５、
２２５ｍｇ／Ｌ时 较 淡 水 处 理 （ＣＫ）减 小 ５２２％、
９３５％。但发芽率和发芽指数均仅在溶解氧质量浓
度为１９５ｍｇ／Ｌ时高于未增氧、矿化度１ｇ／Ｌ的微咸
水处理。活力指数表现为先增加后减小、再增加后

减小的波动趋势，这应该是与溶解氧质量浓度与矿

化度在共同作用效果出现相反时，起主导作用的因

素不同有关。在矿化度为 １ｇ／Ｌ时，活力指数在溶
解氧质量浓度为 １２５、１９５ｍｇ／Ｌ时分别较淡水处
理（ＣＫ）增加 １５３３％、１４９１％，且均明显高于未增
氧、矿化度 １ｇ／Ｌ的微咸水处理。活力指数在溶解
氧质量浓度为 １６５、２２５ｍｇ／Ｌ时分别较淡水处理
（ＣＫ）减小５６３％、２０４７％，且均明显低于未增氧、
矿化度１ｇ／Ｌ的微咸水处理。结合单粒根质量和发
芽指数变化特征，在溶解氧质量浓度为 １２５ｍｇ／Ｌ

时单粒根质量的增长对活力指数增长起主导作用，

在溶解氧质量浓度为１６５ｍｇ／Ｌ时发芽指数的增长
对活力指数增长起主导作用。由此可知，矿化度为

１ｇ／Ｌ、溶解氧质量浓度为 １９５ｍｇ／Ｌ时，增氧处理
可以改善矿化度对种子发芽势、发芽率、单粒根质量

的抑制作用，进一步促进发芽指数、活力指数的提

高，但对幼芽平均高度有较小抑制作用。

在矿化度为 ３ｇ／Ｌ时，发芽势和发芽率随着溶
解氧质量浓度的增加先减小后增加。发芽势在增氧

处理为１２５ｍｇ／Ｌ时较淡水处理增加 ３５１％，在增
氧处理为１６５、１９５、２２５ｍｇ／Ｌ时分别较淡水处理
减小０４４％、１７５％、０４４％。发芽率在 ４个增氧
处理条件下均低于淡水处理（ＣＫ），分别较淡水处理
（ＣＫ）减小１２５４％、１５４１％、１７９２％、１５４１％。同
时结合淡水增氧处理分析，随着溶解氧质量浓度提

高，促进种子发芽势增长的作用逐渐减弱，增氧微咸

水处理下种子发芽势、发芽率的抑制作用亦逐渐减

弱，但仍低于未增氧、矿化度 ３ｇ／Ｌ微咸水处理。这
说明在 ３ｇ／Ｌ矿化度条件下，种子的发芽势已达到
较高水平，再进行增氧处理对种子的发芽势和发芽

率不利。在矿化度为３ｇ／Ｌ时，发芽指数、单粒根质
量、活力指数和幼芽平均高度随着溶解氧质量浓度

的增加均表现为先减小后增加、再减小后增加的趋

势。在溶解氧质量浓度为 １２５、１６５、１９５ｍｇ／Ｌ条
件下，较 淡 水 处 理 （ＣＫ），发 芽 指 数 分 别 减 小
７３９％、６０１％、１０２５％，单粒根质量分别减小
１９８８％、５５７％、１１２７％，活 力 指 数 分 别 减 小
２６９０％、１２４９％、２１３７％，且均低于未增氧、矿化
度 ３ｇ／Ｌ微 咸 水 处 理。在 溶 解 氧 质 量 浓 度 为
２２５ｍｇ／Ｌ时，发芽指数较淡水处理（ＣＫ）略增长
０９８％，单粒根质量与活力指数较淡水处理几乎无
差异，但均高于未增氧、矿化度 ３ｇ／Ｌ微咸水。这说
明在 ３ｇ／Ｌ矿化度条件下当溶解氧质量浓度达到
２２５ｍｇ／Ｌ时，可以减小矿化度对发芽指数、单粒根
质量和活力指数的抑制作用。幼芽平均高度仅在溶

解氧质量浓度为 １２５ｍｇ／Ｌ时低于淡水处理（ＣＫ）
４５５％，在溶解氧质量浓度为１６５、１９５、２２５ｍｇ／Ｌ
时较淡水处理 （ＣＫ）分别增长 ４６４％、４１３％、
４８１％，但均低于未增氧、矿化度 ３ｇ／Ｌ微咸水处
理。由此可知，矿化度为 ３ｇ／Ｌ、溶解氧质量浓度为
２２５ｍｇ／Ｌ时，增氧处理可以缓解矿化度对种子发
芽指数、单粒根质量、活力指数的抑制作用，对幼芽

平均高度具有促进作用，使发芽势略有降低，但发芽

率仍达到８０％。
在矿化度为 ５ｇ／Ｌ时，发芽势随溶解氧质量浓

度的增加而先增加后减小、再增加；发芽率、发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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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单粒根质量、活力指数、幼芽平均高度均随溶解

氧质量浓度的增加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其

中，溶解氧质量浓度为１２５ｍｇ／Ｌ时，小麦种子的发
芽势、发芽率、发芽指数、单粒根质量、活力指数均分

别较淡水处理（ＣＫ）减小 ７０２％、１７２０％、０７０％、
１５０５％、１６６４％，但均高于未增氧、矿化度 ５ｇ／Ｌ
微咸水处理。相比于淡水处理（ＣＫ），在溶解氧质
量浓度为 １６５、１９５、２２５ｍｇ／Ｌ时，发芽势分别
减小 ３５０９％、３３３３％、２３２５％，发芽率分别减小
３２６２％、３２６２％、３７２８％，发芽指数分别减小
２１５６％、２２２３％、４０８４％，单粒根质量分别减小
２４０８％、２２８４％、２８１９％，活力指数分别减小
４１２９％、４０７２％、５８０９％，且均低于未增氧、矿
化度 ５ｇ／Ｌ微咸水处理。幼芽平均高度在溶解氧
质量浓度达到１６５ｍｇ／Ｌ时较淡水处理（ＣＫ）减小
１０８９％，并且在溶解氧质量浓度为 １２５ｍｇ／Ｌ时
较淡水处理（ＣＫ）减小 １３２６％，但均高于未增氧、
矿化度 ５ｇ／Ｌ微咸水处理。幼芽平均高度在溶解
氧质量浓度为 １９５、２２５ｍｇ／Ｌ时，分别较淡水处
理（ＣＫ）减小 ２４７０％、４６８５％，且均低于未增氧、
矿化度 ５ｇ／Ｌ微咸水处理。由此可知，矿化度为
５ｇ／Ｌ时、溶解氧质量浓度为１２５ｍｇ／Ｌ时，增氧处
理可以缓解矿化度对种子发芽势、发芽率、发芽指

数、单粒根质量、活力指数、幼芽平均高度的抑制

作用。

研究表明，纳米气泡增氧水可以产生活性氧，水

中活性氧含量对种子萌发至关重要，并且纳米气泡

增氧水中的活性氧含量与水中纳米气泡密度呈正相

关
［２４］
。本次研究中增氧水的处理是采用微纳米气

泡快速发生装置对自来水进行增氧到溶解氧质量浓

度为 ２２５ｍｇ／Ｌ，再将自来水（溶解氧质量浓度
９５ｍｇ／Ｌ）与该增氧水进行不同比例的混合以获得
其他增氧水平（１２５、１６５、１９５ｍｇ／Ｌ），可以认为本
研究中的不同增氧水平对应不同活性氧含量水平。

过量的活性氧具有氧化作用，导致脂质过氧化、ＤＮＡ
损伤和断裂

［２５－２６］
。而中等水平的活性氧含量具有

生理促进作用，适量的活性氧对细胞壁的松弛有较

大影响，并且可作为作物生长过程中的一种重要信

号分子
［２７－２８］

。

本研究淡水增氧处理结果中，溶解氧质量浓度

２２５ｍｇ／Ｌ时的发芽势、发芽率、发芽指数均较溶解
氧质量浓度为 １９５ｍｇ／Ｌ时略有降低，这可能是由
于溶解氧质量浓度 ２２５ｍｇ／Ｌ时活性氧过量，对作
物细胞产生了不利的氧化作用导致。本研究在不同

矿化度条件下再进行纳米气泡增氧处理，是盐胁迫

与纳米气泡增氧处理的耦合。１ｇ／Ｌ矿化度在溶解
氧质量浓度为 １９５ｍｇ／Ｌ较适宜，这可能是由于对
比淡水其矿化度提升幅度较小，使这一结果与淡水

增氧结果表现一致。３ｇ／Ｌ矿化度下的发芽势明显
高于 １ｇ／Ｌ矿化度下，适量的盐胁迫促进了种子萌
发初期的发芽势，较 １ｇ／Ｌ矿化度相比种子处于一
个较有利的环境中，这可能提高了种子对活性氧氧

化作用的抵抗能力，所以种子可以耐受较高溶解氧

质量浓度（２２５ｍｇ／Ｌ），且该溶解氧质量浓度促进
种子的代谢作用。矿化度 ５ｇ／Ｌ下种子的各项指标
均明显低于 ＣＫ，种子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环境中，
其细胞应该已遭受到破坏，这可能导致种子细胞对

溶解氧质量浓度的耐受性明显降低，所以在溶解氧

质量浓度为１２５ｍｇ／Ｌ时较未增氧、矿化度５ｇ／Ｌ表
现出促进作用，溶解氧质量浓度超过 １２５ｍｇ／Ｌ反
而不利于种子发芽。

２３２　指标间相关性分析
不同矿化度微咸水增氧条件下小麦种子萌发过

程中溶解氧质量浓度与萌发指标（发芽率、发芽势、

发芽指数、活力指数、幼芽平均高度）之间存在一定

的相关性，对其进行相关性分析以及显著性分析，结

果见表 ３。由表 ３可以看出，在矿化度为 ３、５ｇ／Ｌ
时，发芽率与溶解氧质量浓度之间呈现极强相关。

而矿化度为１ｇ／Ｌ时发芽率与溶解氧质量浓度仅具
有中度以下相关性，这可能是由于矿化度为 １ｇ／Ｌ
微咸水条件下的小麦种子本就具有较高发芽率

（９３％），而增氧处理对小麦种子发芽率在较高增氧
处理（１２５～１６５ｍｇ／Ｌ）时影响作用微小，仅在高
溶解氧质量浓度（１６５～２２５ｍｇ／Ｌ）时具有较小抑
制作用。因此造成矿化度为 １ｇ／Ｌ时，溶解氧质量
浓度与种子发芽率之间相关性不明显。由此可知，

当微咸水矿化度较高时，增氧处理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小麦种子的发芽率。

表 ３　增氧微咸水条件下溶解氧质量浓度与各指标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ｏｘｙｇｅ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ａｒｉｏｕｓｉｎｄｅｘｅｓｕｎｄｅｒ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ｅｄ

ｂｒａｃｋｉｓｈ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矿化度／（ｇ·Ｌ－１） 发芽势 发芽率 发芽指数 活力指数 单粒根质量 幼芽平均高度

１ ０８８１ ０１０４ －０３９１ －０４６５ －０４６６ －０５９０

３ －０９００ －０８１８ －００６３ ０３６５ ０６０８ －０２２４

５ －０４４７ －０９２９ －０８８３ －０５５７ ０２０６ －０６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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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经验模型构建
根据指标间相关性和显著性分析结果，可以发

现发芽率与微咸水矿化度、增氧淡水溶解氧质量浓

度、增氧微咸水溶解氧质量浓度之间均具有较好相

关性，所以可以建立关系模型对发芽率在微咸水处

理和增氧处理耦合条件下的变化特征进行描述。利

用增氧微咸水处理的试验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建立

增氧微咸水条件下的发芽率与矿化度、溶解氧质量

浓度的经验模型：

假设发芽率与增氧微咸水中矿化度、溶解氧质

量浓度之间存在关系式

ＧＶ＝ＫＣ
ａＭｂ （７）

式中　Ｃ———溶解氧质量浓度
Ｍ———矿化度
Ｋ、ａ、ｂ———系数

将式（７）两边同时取对数，得
ｌｎＧＶ＝ｌｎＫ＋ａｌｎＣ＋ｂｌｎＭ （８）

将增氧微咸水试验中发芽率及相应的溶解氧质

量浓度、矿化度数据代入式（８），利用 Ｅｘｃｅｌ进行回
归分析得 ｌｎＫ＝０２６１９５，ａ＝ －０１８０８４，ｂ＝
－０１２３４３，可得 Ｋ为１２９９４６。
则式（７）具体形式为

ＧＶ＝１２９９４６Ｃ
－０１８０８４Ｍ－０１２３４３

（９）
式（９）即为在增氧微咸水处理条件下，发芽率

与矿化度、溶解氧质量浓度之间经验模型的具体方

程。采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对方程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相

关系数为０９００２，决定系数为０８１０３，表明发芽率
与增氧微咸水的溶解氧质量浓度、矿化度之间具有

较高相关性，且方程拟合程度较好。

３　结论

（１）微咸水矿化度试验结果表明，微咸水矿化
度与小麦种子发芽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矿化度

小于等于３ｇ／Ｌ的微咸水能够提高小麦种子的发芽
势、发芽指数、幼芽平均高度，发芽率虽有所下降，但

未低于 ８０％。微咸水矿化度大于 ３ｇ／Ｌ时，小麦种
子萌发的各项指标均降低，故应用于小麦农田灌溉

具有较大风险。

（２）增氧处理结果表明，当溶解氧质量浓度由
９５ｍｇ／Ｌ增加至２２５ｍｇ／Ｌ时，有利于提高小麦种
子萌发前 ４ｄ的萌发数量，对单粒根质量和幼芽平
均高度则具有抑制作用；当溶解氧质量浓度为

２２５ｍｇ／Ｌ时，对发芽率略有抑制作用，对单粒根质
量具有促进作用。

（３）微咸水矿化度与增氧处理耦合试验结果表
明，增氧处理可以改善或缓解矿化度对种子萌发指

标的抑制作用。矿化度１、３、５ｇ／Ｌ时的较适宜溶解
氧质量浓度分别为１９５、２２５、１２５ｍｇ／Ｌ。

（４）发芽率与矿化度、溶解氧质量浓度之间具
有较好的相关性，建立了增氧微咸水灌溉下的小麦

种子发芽率与矿化度、溶解氧质量浓度之间的经验

模型，经回归分析，拟合度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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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张宏仁．中国的淡水资源问题［Ｊ］．环境保护，２００１（５）：３－７．
Ｚ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ｒｅ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０１（５）：３－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张吉辉，李健，唐燕．中国水资源与经济发展要素的时空匹配分析［Ｊ］．资源科学，２０１２，３４（８）：１５４６－１５５５．
ＺＨＡＮＧＪｉｈｕｉ，ＬＩＪｉａｎ，ＴＡＮＧＹ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３４（８）：１５４６－１５５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陈瑶．区域农业水资源平衡分析与农业节水［Ｊ］．节水灌溉，２０１７（１０）：４６－５１．
ＣＨＥＮＹａ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ａｖｉｎｇａｎｄｓｕｐｐｌｙｄｅｍａｎｄ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Ｊ］．Ｗａｔｅｒ
Ｓａｖｉｎｇ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１０）：４６－５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ＫＵＹＬＥＮＳＴＩＥＲＮＡＪ，郑丰．世界淡水资源的综合评价———未来整体可持续水的政策选择［Ｊ］．水利水电快报，１９９９
（３）：２７－２８．

［６］　牛君仿，冯俊霞，路杨，等．咸水安全利用农田调控技术措施研究进展［Ｊ］．中国生态农业学报，２０１６，２４（８）：１００５－
１０１５．
ＮＩＵＪｕｎｆａｎｇ，ＦＥＮＧＪｕｎｘｉａ，ＬＵ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ｆｏｒ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ｎｇｓａｌｔｓｔｒｅｓｓｕｎｄｅｒｓａｌｉｎｅｗａｔｅｒ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６，２４（８）：１００５－１０１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ＣＨＡＵＨＡＮＣＰＳ，ＳＩＮＧＨ ＲＢ，ＧＵＰＴＡＳＫ．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ｈｅａｔｗｉｔｈｓａｌｉｎｅｗａｔｅｒ［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９５（３）：２５３－２５８．

［８］　刘友兆，付光辉．中国微咸水资源化若干问题研究［Ｊ］．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２００４（２）：５７－６０．
ＬＩＵＹｏｕｚｈａｏ，ＦＵＧｕａｎｇｈｕｉ．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ｎｔｌｅｓａｌｔｙ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４
（２）：５７－６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ＨＩＬＬＥＬＤ，ＢＲＡＩＭＯＨＡＫ，ＶＬＥＫＰＬＧ．Ｓｏｉｌ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Ｍ］∥ＢＲＡＩＭＯＨＡＫ，ＶＬＥＫＰＬＧ．Ｌａｎｄｕｓｅ
ａｎｄｓｏｉ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２００８．

１８２第 ７期　　　　　　　　　　　　　王全九 等：增氧淡水与微咸水对小麦萌发特性的影响



［１０］　王全九，单鱼洋．微咸水灌溉与土壤水盐调控研究进展［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５，４６（１２）：１１７－１２６．
ＷＡＮＧＱｕａｎｊｉｕ，ＳＨＡＮＹｕｙａｎｇ．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ｎ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ｓｏｉ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ｂｒａｃｋｉｓｈｗａｔｅｒ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Ｊ／
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５，４６（１２）：１１７－１２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
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５１２１７＆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
２０１５．１２．０１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穆艳，赵国庆，赵巧巧，等．活化水灌溉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研究进展［Ｊ］．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２０１９，３６（４）：４０３－４１１．
ＭＵＹａｎ，ＺＨＡＯＧｕｏｑｉｎｇ，ＺＨＡＯＱｉａｏｑｉａｏ，ｅｔａｌ．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ｗａｔｅｒ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９，３６（４）：４０３－４１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ＧＯＯＲＡＨＯＯＤ，ＣＡＲＳＴＥＮＳＥＮＧ，ＺＯＬＤＯＳＫＥＤＦ，ｅｔａｌ．Ｕｓｉｎｇａｉｒｉｎ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ｒｉｐ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ＤＩ）ｔ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ｙｉｅｌｄｓｉｎ
ｂｅｌｌｐｅｐｐｅｒ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ａｔｅｒ＆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２，２２（２）：３９－４２．

［１３］　ＢＨＡＴＴＡＲＡＩＳＰ，ＳＵＮ，ＭＩＤＭＯＲＥＤＪ．Ｏｘｙｇａｔｉｏｎｕｎｌｏｃｋｓｙｉｅｌ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ｏｆｃｒｏｐｓｉｎｏｘｙｇｅｎｌｉｍｉｔｅｄｓｏｉ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ｇｒｏｎｏｍｙ，２００５，８８（５）：３１３－３７７．

［１４］　ＢＨＡＴＴＡＲＡＩＳＰ，ＳＵＮ，ＭＩＤＭＯＲＥＤＪ．Ａｅｒａｔｅｄ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ａｔｅｒｇｉｖｅｓ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ｔｏｚｕｃｃｈｉｎｉ，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ｏｙｂｅａｎａｎｄｃｏｔｔｏｎｉｎｈｅａｖｙｃｌａｙｓｏｉｌｓ［Ｊ］．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１４４（３）：２８５－２９８．

［１５］　雷宏军，冯凯，张振华，等．河南３种典型土壤曝气滴灌草莓生长与品质［Ｊ］．排灌机械工程学报，２０１７，３５（２）：１５８－１６４．
ＬＥＩＨｏｎｇｊｕｎ，ＦＥＮＧＫａｉ，ＺＨＡＮＧＺｈｅｎｈｕａ，ｅｔ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ｐｏｔｔｅｄｓ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ｙｕｎｄｅｒａｅｒａｔｅｄｄｒｉｐ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ｏｉｌｓｉｎ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ａｎｄ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７，３５（２）：１５８－１６４．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周云鹏，徐飞鹏，刘秀娟，等．微纳米气泡加氧灌溉对水培蔬菜生长与品质的影响［Ｊ］．灌溉排水学报，２０１６，３５（８）：
９８－１００．
ＺＨＯＵＹｕｎｐｅｎｇ，ＸＵＦｅｉｐｅｎｇ，ＬＩＵＸｉｕｊｕａｎ，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ｍｉｃｒｏｂｕｂｂｌｅｏｘｙｇｅｎ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２０１６，３５（８）：９８－１０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ＷＥＩＴＢＲＥＣＨＴＫ，ＭＬＬＥＲ Ｋ，ＬＥＵＢＮＥＲＭＥＴＺＧＥＲ Ｇ．Ｆｉｒｓｔｏｆｆ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ａｒｌｙｓｅｅｄ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Ｂｏｔａｎｙ，２０１１，６２（１０）：３２８９－３３０９．

［１８］　熊元基，姚帮松，ＳＵＮｉｎｇｈｕ，等．不同加氧处理对超级稻种子萌发和幼苗农艺性状的影响［Ｊ］．江西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４，
３６（２）：２５６－２６０．
ＸＩＯＮＧＹｕａｎｊｉ，ＹＡＯＢａｎｇｓｏｎｇ，ＳＵＮｉｎｇｈｕ，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ｘｙｇ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ｏｆｙｏｕｎｇ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ｏｆｓｕｐｅｒｒｉｃｅ［Ｊ］．Ａｃｔ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ｔｉｓＪｉ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２０１４，３６（２）：２５６－２６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蒋程瑶，赵淑梅，程燕飞，等．微／纳米气泡水中的氧环境对叶菜种子发芽的影响［Ｊ］．北方园艺，２０１３（２）：２８－３０．
Ｊ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ｙａｏ，ＺＨＡＯ Ｓｈｕｍｅｉ，ＣＨＥＮＧ Ｙａｎｆｅｉ，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ｏｘｙｇｅ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ｍｉｃｒｏ／ｎａｎｏｂｕｂ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ｏｎｌｅａｆｙ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ｓｅｅｄ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Ｊ］．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３（２）：２８－３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胡德勇，姚帮松，ＳＵＮｉｎｇｈｕ，等．增氧灌溉对秋黄瓜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的影响［Ｊ］．节水灌溉，２０１５（１１）：５５－５８．
ＨＵＤｅｙｏｎｇ，ＹＡＯＢａｎｇｓｏｎｇ，ＳＵＮｉｎｇｈｕ，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ｓｅｅｄ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ａｕｔｕｍｎｃｕｃｕｍｂｅｒｏｆａｅｒａｔｅ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Ｊ］．ＷａｔｅｒＳａｖｉｎｇ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１１）：５５－５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朱练峰，张均华，禹盛苗，等．磁化水灌溉促进水稻生长发育提高产量和品质［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４，３０（１９）：１０７－１１４．
ＺＨＵＬｉａｎｆ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ｈｕａ，ＹＵＳｈｅｎｇｍｉａｏ，ｅｔａｌ．Ｍａｇｎｅｔｉｚｅｄｗａｔｅｒ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ｒｉｃｅ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４，３０（１９）：１０７－１１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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