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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氮调控对轻度盐化土滴灌棉花生理特性与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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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讨轻度盐渍化地区不同水氮配比对滴灌棉花生理特性、产量、品质、灌溉水利用效率和氮肥偏生产力的

影响，寻求适合盐渍化地区棉花种植的水氮组合，优化盐渍化地区滴灌棉花水肥管理，采用桶栽随机试验，在轻度

盐渍土上设置３个灌溉水平２７５０、３７５０、４７５０ｍ３／ｈｍ２（Ｗ１、Ｗ２、Ｗ３）和３个施氮水平３００、６００、９００ｋｇ／ｈｍ２（Ｎ１、Ｎ２、

Ｎ３，氮素形式为尿素），对棉花光合、荧光、产量、品质、水氮利用效率及最佳灌水施肥模式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轻

度盐胁迫不同水氮调控条件下，灌水量和水氮交互作用对各生育期净光合速率（Ｐｎ）、蒸腾速率（Ｔｒ）、气孔导度

（Ｇｓ）及细胞间 ＣＯ２浓度（Ｃｉ）均具有极显著影响（Ｐ＜００１），在 Ｗ１和 Ｗ２水平下，Ｐｎ、Ｔｒ、Ｇｓ均随着施氮量的增加先

上升后下降，且在 Ｗ２Ｎ２处达到最大值。在 Ｗ３水平下，均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加，而 Ｃｉ却表现出相反的变化趋

势；灌水对棉花各生育期功能叶最大光化学效率（Ｆｖ／Ｆｍ）和 ＰＳⅡ潜在活性（Ｆｖ／Ｆ０）的影响不显著（Ｐ＞００５），对光

化学猝灭系数（ｑｐ）和非光化学猝灭系数（ＮＰＱ）、实际光化学效率（Ｙ（Ⅱ））和表观电子传递速率（ＥＴＲ）的影响显著

（Ｐ＜００５）；施氮对棉花各生育期功能叶 ＮＰＱ的影响不显著（Ｐ＞００５），对 Ｆｖ／Ｆｍ和 Ｆｖ／Ｆ０、ｑ
ｐ
、Ｙ（Ⅱ）和 ＥＴＲ的影

响显著（Ｐ＜００５）；水氮交互作用均对棉花各生育期荧光参数的影响达到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水氮交互作用对

籽棉产量（Ｙ）、灌溉水利用效率（ｉＷＵＥ）、氮肥偏生产力（ＮＰＦＰ）及马克隆值的影响达到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其

中，籽棉产量（Ｙ）最大值出现在 Ｗ２Ｎ２处理，为５８５４５ｋｇ／ｈｍ２，较出现在 Ｗ１Ｎ１处理的最小值３４８３７５ｋｇ／ｈｍ２相对

增加 ６８０５％；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及似然函数组合法计算，得到轻度盐化土棉花最佳灌水施氮量为 ３７４０ｍ３／ｈｍ２和

７５４ｋｇ／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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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棉花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天然纺织纤维原料，也

是世界范围内大宗国际贸易的特殊商品，棉花产业

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１］
。西北内陆是我国三大主

产棉区之一，其面积占全国的 ３５％，总产量占全国
的４１％，保持我国棉花生产的稳定发展对农村经济
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２］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我国

新增耕地的重心逐渐从东北向西北转移，而西北耕

地开垦中心转向了西北绿洲农业区。因此，新疆已

成为我国的粮食安全后备基地及粮棉生产基地
［３］
。

新疆地处西北内陆干旱区，土壤盐渍化问题严重，新

疆第二次土壤普查数据表明，新疆耕地总面积为

４０９×１０６ｈｍ２，盐渍化耕地面积 １２７×１０６ｈｍ２，占
耕地总面积的 ３１１０％，轻度盐渍化占耕地面积的
２２３２％，中重度盐渍化占耕地面积的 ８７８％［４］

。

土壤盐渍化严重降低了农业生产力水平，并对新疆

的粮食产量及农业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５］
。棉花

耐盐性较强，是开发利用盐碱地的先锋作物。利

用棉花耐盐性强的特点发展盐碱地植棉，一直备

受政府的高度重视
［６］
。因此，在淡水资源短缺及

粮棉争地形势更加严峻的情况下，发展和研究盐

碱地植棉技术成为保证棉花生产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措施
［７］
。

盐渍化地区农业生产的关键是水、肥的合理配

合，研究水肥之间的相互关系，可对盐胁迫条件下如

何提高水肥利用效率及作物产量进行科学指导
［８］
。

氮素是核酸和蛋白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施氮可以显

著调控棉花产量的形成
［９］
。合理的水氮投入不仅

可以提高水氮利用效率和产量，也可起到节水调质

的作用
［１０］
。过量的灌水和施氮不仅造成水肥资源

的浪费，还容易导致土壤盐渍化进而使产量及品质

下降
［１１］
。现代农业的关注点是水氮之间的耦合效

应，氮素和水分是膜下滴灌棉花获得高产及光合作

用的主要限制因子
［１２］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作物

的水氮高效利用进行了大量研究。范雪梅等
［１３］
研

究表明，在干旱胁迫条件下，施用氮肥可以提高作物

的光合作用，同时可降低水分胁迫对作物造成的不

利影响；ＭＯＲＧＡＮ［１４］认为，施氮降低了干旱胁迫下
作物的 ＲＵＢＰ羧化酶活性和叶片净光合速率；马冬
云等

［１５］
认为，在正常供水条件下，适量增施氮肥可

提高叶绿素荧光动力学参数 Ｆｖ／Ｆｍ和 Ｆｖ／Ｆ０；刘瑞显

等
［１６］
发现，在干旱胁迫下过量施氮加重了棉花受旱

程度，并降低了 ＰＳⅡ量子产量、ＰＳⅡ最大光化学效
率等；ＳＩＮＧＨ等［１７］

研究显示，当灌水量在（０８～
１０）ＥＴｃ（棉花蒸腾蒸发量）时，棉花产量随施氮量

的增加而增大，最大适宜施氮量为２００ｋｇ／ｈｍ２；谢志
良等

［１８］
发现，水分亏缺减弱了氮素的增产效果；胡

顺军等
［１９］
研究表明，水肥之间具有协同作用，且水

的效力高于肥的效力。

长期以来，新疆棉花水氮调控研究主要集中在

非盐化土上，而对于绿洲区盐化土棉田水氮调控效

应的研究少见报道，且盐胁迫下水氮调控机理更加

复杂。因此，本文通过桶栽对照试验，研究不同水氮

调控组合对轻度盐化土棉花生理特性及产量品质的

影响，寻求盐渍化灌区水氮高效利用模式，以期探明

新疆绿洲区盐渍化棉田需水需肥规律，为新疆盐渍

化地区植棉技术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区概况
试验于 ２０１７年 ４—１０月在现代节水灌溉兵团

重点实验室试验基地暨石河子大学节水灌溉试验站

进行。试验站位于石河子市西郊石河子大学试验场

二连，８５°５９′４７″Ｅ，４４°１９′２８″Ｎ，海拔 ４１２ｍ，平均地
面坡度为 ０６％，地下水埋深在 ５ｍ以下。年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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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时间为 ２８６５ｈ，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１９８ｍｍ，平均
蒸发量为１３４０ｍｍ，大于 １０℃积温为 ３４６３５℃，大
于１５℃积温为 ２９６００℃，无霜期 １７０ｄ。年平均风
速为１５ｍ／ｓ。
１２　试验方法

本试验以棉花品种“农丰 １３３”为研究对象，采
用桶栽试验，规格为 ４５ｃｍ×５０ｃｍ（内径 ×高），桶
底开孔，供试土壤预先盐处理，采用重盐碱土与中壤

土按比例掺合，自然晾干碾碎去石块混合均匀后，按

容重１４０ｇ／ｃｍ３分层装土 ４５ｃｍ。进行滴灌条件下
水氮盐三因素（水氮 ３水平、盐分 １水平）桶栽试
验，棉花播种深度为３～４ｃｍ。

设尿素３个水平：３００、６００、９００ｋｇ／ｈｍ２（分别标
记为 Ｎ１、Ｎ２、Ｎ３）；灌水 ３个水平：灌溉定额分别为
２７５０、３７５０、４７５０ｍ３／ｈｍ２（分别标记为 Ｗ１、Ｗ２、
Ｗ３）；１种土壤含盐水平：轻度盐化土（４～５ｇ／ｋｇ）。
３次重复，采用随机排列，共 ２７个桶。全生育期灌
溉次数为 １２次，灌水定额、灌溉次数结合郑旭荣
等

［２０］
前期对滴灌棉花灌水制度研究制定。氮肥施

量定额结合吴立峰等
［２１］
对滴灌棉花不同施肥水平

研究定制，并参阅石河子及周边农场近年滴灌棉花

灌溉、施肥水平实际定额制定。土壤含盐水平根据

耕地土壤盐化程度分级标准制定
［２２］
。磷肥、钾肥以

磷酸二氢钾作基肥一次施入，各处理均为３００ｋｇ／ｈｍ２。
每个桶单独控制灌水，采用医用输液管模拟滴头，可

保证每个桶精确控制灌水量与施肥量，灌水滴头流

量１８Ｌ／ｈ左右。各生育期具体灌水、施肥处理详
见表１。

表 １　棉花各生育期灌水及施肥处理

Ｔａｂ．１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ｄｕｒｉｎｇ

ｅａｃｈｇｒｏｗｔｈ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ｃｏｔｔｏｎ

生育期 苗期 蕾期 花铃期 吐絮期 全生育期

灌水、施肥周期／ｄ １５ ８ ７ １５ １４０

灌水次数 ３ ２ ５ ２ １２

施肥次数 ３ ２ ５ ２ １２

灌水比例／％ １０ １５ ６０ １５ １００

施肥比例／％ １０ １５ ６０ １５ １００

１３　测试项目与方法
１３１　光合指标

使用美国产 ＣＩ ３４０型手持光合测量仪在棉花
盛花期（７月 ７日）、盛铃期（８月 １日）、吐絮期
（９月１２日）测定其功能叶（倒四叶）光合特性，并
对测定的叶子做好标记。测定项目包括棉花蒸腾速

率（Ｔｒ）、净光合速率（Ｐｎ）、气孔导度（Ｇｓ）、细胞间
ＣＯ２浓度（Ｃｉ）光合生理指标。选取棉花功能叶在每
个生育期晴朗无云的一天，从 ０８：００时开始测量至

１８：００结束，时间间隔为２ｈ，各处理连续测量 ３株，
试验数据为全天测定的平均值。

１３２　荧光指标
采用 ＰＡＭ２５００型荧光仪及 ２０３０Ｂ型光适应叶

夹（Ｗａｌｚ，Ｇｅｒｍａｎｙ）测量叶片的叶绿素荧光参数，荧
光参数的测定与气体交换参数同时进行，各处理所

测叶片与测定气体交换参数时的叶片相同。在凌晨

太阳未升起前测量叶片最大荧光产量（Ｆｍ）及叶片
初始荧光产量（Ｆ０）。先测定初始荧光产量（Ｆ０）和
最大荧光产量（Ｆｍ），在测量叶绿素荧光参数之前，
手动输入对应叶片的 Ｆｍ和 Ｆ０。随后以自然光为光
化光，打开饱和脉冲进行猝灭分析，测定任意时间段

的实际荧光产量（Ｆ′）及光适应下的最大荧光产量
（Ｆ′ｍ），计算最大光化学效率（Ｆｖ／Ｆｍ）、ＰＳⅡ潜在活

性（Ｆｖ／Ｆ０）、光化学猝灭系数（ｑ
ｐ
）、非光化学猝灭系

数（ＮＰＱ）、实际光化学效率（Ｙ（Ⅱ））及表观电子传
递速 率 （ＥＴＲ）。各 荧 光 参 数 计 算 公 式 参 照
ＲＯＨ?Ｃ̌ＥＫ的方法［２３］

，即

Ｆｖ／Ｆｍ＝（Ｆｍ－Ｆ０）／Ｆｍ （１）
Ｆｖ／Ｆ０＝（Ｆｍ－Ｆ０）／Ｆ０ （２）

ｑｐ＝（Ｆ′ｍ－Ｆ′）／（Ｆ′ｍ－Ｆ′０） （３）
ＦＮＰＱ＝Ｆｍ／Ｆ′ｍ－１ （４）

ＦＹ（Ⅱ）＝（Ｆ′ｍ－Ｆ′）／Ｆ′ｍ （５）
ＦＥＴＲ＝ＦＰＡＲＦＹ（Ⅱ）×０８４×０５ （６）

式中　Ｆｖ———可变荧光产量
ＦＮＰＱ———非光化学猝灭系数
ＦＹ（Ⅱ）———实际光化学效率

ＦＥＴＲ———表观电子传递速率，μｍｏｌ／（ｍ
２
·ｓ）

ＦＰＡＲ———光合有效辐射，μｍｏｌ／（ｍ
２
·ｓ）

Ｆ′０———光适应下的最小荧光产量
１３３　产量与棉纤维品质指标

分别于８月 ２５日、９月 １０日和 ９月 ２８日分 ３
次采摘吐絮较好的棉花，每个处理选取棉样 ２０ｇ，委
托农业部棉花质量检测中心（乌鲁木齐）测定棉纤

维马克隆值、纤维长度、整齐度指数、断裂比强度及

伸长率，使用 ＨＶＩ１０００Ｍ７００型棉花纤维检测仪进
行检测，采用 ＨＶＩＣＣ进行校准。各处理棉花实行单
打单收，以实收产量计算籽棉产量。

１３４　水、肥利用效率
灌溉水利用效率（ｉＷＵＥ）计算公式［２４］

为

ｉＷＵＥ＝Ｙ／Ｉ （７）
式中　Ｙ———籽棉产量，ｋｇ／ｈｍ２

Ｉ———灌水量，ｍ３／ｈｍ２

氮肥偏生产力（ＮＰＦＰ）计算公式［２５］
为

ＮＰＦＰ＝Ｙ／Ｎ （８）

式中　Ｎ———施氮量，ｋｇ／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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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盐胁迫水氮调控对棉花光合指标的影响
２１１　盐胁迫水氮调控对棉花 Ｐｎ及 Ｔｒ的影响

轻度盐胁迫不同水氮调控条件下棉花各生育期

净光合速率（Ｐｎ）变化规律及方差分析见表 ２。可
知，滴灌棉花功能叶 Ｐｎ在盛花期达到最大值，各处

理平均值２７２８μｍｏｌ／（ｍ２·ｓ）；盛铃期有所下降，各
处理平均值为 ２０２１μｍｏｌ／（ｍ２·ｓ）；吐絮期降到最
低，各处理平均值１２３２μｍｏｌ／（ｍ２·ｓ），自盛花期至
吐絮期各处理 Ｐｎ呈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在 Ｗ１

和 Ｗ２灌溉条件下，Ｐｎ均随着施氮量的增加先上升
后下降，均在 Ｎ２水平下达到最大值。在 Ｗ３灌溉条
件下，盛花期Ｎ３与Ｎ２比Ｎ１处理分别高１４１９％和
１０６９％；在 Ｗ１灌溉条件下，Ｎ２比 Ｎ３和 Ｎ１处理分
别高１９３％和 ２６５４％；在 Ｗ２灌溉条件下，Ｎ２比
Ｎ３和 Ｎ１处理分别高２３４８％和３２９３％；各生育期
Ｗ２Ｎ２处理的 Ｐｎ值高于其他各处理，Ｗ２Ｎ２表现出
明显的交互效应。方差分析显示：灌水及水氮交互

作用对棉花各生育期 Ｐｎ的影响达到极显著水平
（Ｐ＜００１），施肥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说明，
只有适宜的水氮配比才能达到“水肥相济”的效果。

表 ２　盐胁迫水氮调控对棉花 Ｐｎ及 Ｔｒ的影响

Ｔａｂ．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ａｌｔ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ＰｎａｎｄＴｒｏｆｃｏｔｔｏｎ

水肥处理
净光合速率 Ｐｎ／（μｍｏｌ·ｍ

－２·ｓ－１） 蒸腾速率 Ｔｒ／（ｍｍｏｌ·ｍ
－２·ｓ－１）

盛花期 盛铃期 吐絮期 盛花期 盛铃期 吐絮期

Ｗ１Ｎ１ （２１１０±０５８）ｅ （１３７３±０４５）ｅ （７４７±０５２）ｄ （３８８±００４）ｅ （２６３±００１）ｅ （１９８±００４）ｆ

Ｗ１Ｎ２ （２６７０±０９１）ｄ （１８８８±０６２）ｃｄ （１２２１±０６１）ｂｃ （４８７±００４）ｃ （３７４±０１３）ｃ （２７９±００２）ｄ

Ｗ１Ｎ３ （２２３８±００８）ｅ （１３８２±０２５）ｅ （７３１±０４３）ｄ （４６２±００４）ｄ （３３１±００２）ｄ （２５３±００６）ｅ

Ｗ２Ｎ１ （２５６０±１１０）ｄ （１８０９±０４３）ｄ （１１３０±０４８）ｃ （４９１±００８）ｃ （３７３±００５）ｃ （２８９±００３）ｃｄ

Ｗ２Ｎ２ （３４０３±０７０）ａ （２６９４±０３３）ａ （１７５２±０３３）ａ （６３０±００４）ａ （５３５±００３）ａ （４２７±００５）ａ

Ｗ２Ｎ３ （２７５６±０６０）ｃｄ （２０１９±０３０）ｃ （１２７８±０６９）ｂｃ （５７０±００２）ｂ （４７８±００４）ｂ （３３３±００６）ｂ

Ｗ３Ｎ１ （２７１３±０６８）ｄ （１９７８±０５１）ｃ （１１６４±０３１）ｃ （４９８±００７）ｃ （３８１±００６）ｃ （３０１±００４）ｃ

Ｗ３Ｎ２ （３００３±１２３）ｂｃ （２４５６±０５２）ｂ （１５７８±０９６）ａｂ （５８１±００６）ｂ （４９１±００５）ａｂ （４３０±００３）ａ

Ｗ３Ｎ３ （３０９８±０８９）ｂ （２５８９±０４７）ａｂ （１６８７±０４３）ａ （６２８±０１６）ａｂ （５２６±００３）ａ （４３８±００４）ａ

Ｗ ６４６８ ８０９１ ７００４ ８８２７ ９１２４ １０１６４

Ｎ ６０９４ ６４０３ ６６５８ ５８９６ ５７６５ ３６３５

Ｗ×Ｎ ２３５８９ １１８１２３ ３９７５１ １３９４５８ ３１０３５８ ４０９３２３

　　注：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同一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下同。

　　由表２可知，不同处理滴灌棉花蒸腾速率（Ｔｒ）
与 Ｐｎ变化趋势一致，均在盛花期达到最大值，各处

理平均值５２７ｍｍｏｌ／（ｍ２·ｓ），随生育期的推进呈现
出下降趋势，至吐絮期达到最小值，各处理平均值

３２７ｍｍｏｌ／（ｍ２·ｓ），自盛花期至吐絮期各处理 Ｔｒ平
均降低 ３７９５％。在 Ｗ１和 Ｗ２水平下，Ｔｒ随着施
氮量的增加先升高后降低，盛花期 Ｎ２比 Ｎ１和 Ｎ３
处理分别高 ２５５２％和 ５４％；在 Ｗ３水平下，Ｔｒ随
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加，均在 Ｎ３处达到最大值。
在 Ｗ２水平下，盛花期 Ｎ２比 Ｎ１和 Ｎ３处理分别高
２８３１％和 １０５３％；在 Ｗ３水平下，盛花期 Ｎ２和
Ｎ３比 Ｎ１处理分别高 １６６７％和 ２６１０％。在 Ｎ２
水平下，Ｗ２处理的 Ｔｒ高于 Ｗ１和 Ｗ３处理，Ｗ２Ｎ２
处理具有显著的交互效应。其中，灌水及水氮交

互处理对 Ｔｒ影响极显著（Ｐ＜００１），施肥对 Ｔｒ影
响显著（Ｐ＜００５）。结果表明，适宜的水氮供应可
减少棉花叶片的脱落酸（ＡＢＡ）含量，增加细胞分
裂素、生长素等的含量，从而提高净光合速率和蒸

腾速率。

２１２　盐胁迫水氮调控对棉花 Ｇｓ及 Ｃｉ的影响
表３是不同水氮处理对棉花功能叶 ７月 ７日

（盛花期）、８月 １日（盛铃期）及 ９月 １２日（吐絮
期）气孔导度（Ｇｓ）和细胞间 ＣＯ２浓度（Ｃｉ）的影响。
可以看出，气孔导度（Ｇｓ）随着生育期的推进逐渐减
小，最大值出现在盛花期；细胞间 ＣＯ２浓度（Ｃｉ）随着
生育期的推进逐渐增大，吐絮期各处理平均值最大。

其中，灌水对棉花各生育期功能叶 Ｇｓ和 Ｃｉ的影响达
到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施氮对棉花各生育期 Ｇｓ
和 Ｃｉ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水氮交互作
用对棉花各生育期 Ｇｓ和 Ｃｉ的影响达到极显著水平
（Ｐ＜００１）。
　　由表３可知，自盛花期至盛铃期各处理 Ｇｓ平均
减小３０２７％，盛铃期至吐絮期各处理 Ｇｓ平均降低
３７９８％。Ｗ１和 Ｗ２水平下，Ｇｓ随着施氮量的增加
先升高后降低。Ｗ３水平下，Ｇｓ随着施氮量的增加
而增加，盛花期 Ｎ３比 Ｎ１和 Ｎ２处理分别高 １１２％
和６２５％。在 Ｗ１水平下，盛花期 Ｎ２比 Ｎ１和 Ｎ３
处理分别高２６７％和 １６９％。在 Ｗ２水平下，盛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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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盐胁迫水氮调控对棉花 Ｇｓ及 Ｃｉ的影响

Ｔａｂ．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ａｌｔ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ＧｓａｎｄＣｉｏｆｃｏｔｔｏｎ

水肥处理
气孔导度 Ｇｓ／（ｍｍｏｌ·ｍ

－２·ｓ－１） 细胞间 ＣＯ２浓度 Ｃｉ／（μｍｏｌ·ｍｏｌ
－１）

盛花期 盛铃期 吐絮期 盛花期 盛铃期 吐絮期

Ｗ１Ｎ１ （４８００６±１７３）ｇ （３３１１７±１６７）ｆ （１７９３１±０６）ｆ （１９４０１±４６４）ａ （２４１５４±４２９）ａ （２７７１０±４５７）ａ

Ｗ１Ｎ２ （４９２８７±０４７）ｆ （３５０１７±０５０）ｃ （２０８６５±１５３）ｄ （１５２９７±８６９）ｂｃ （２２００６±６７８）ｂｃ （２５００８±７２５）ｃｄ

Ｗ１Ｎ３ （４８４６７±１３４）ｇ （３３６８２±１４９）ｅ （１９９３４±０９５）ｅ （１７７８８±３３５）ａ （２３５９２±４２６）ａｂ （２７０７５±２９２）ａｂ

Ｗ２Ｎ１ （４８５６７±４０１）ｇ （３４８１６±１４９）ｃ （２０５５１±１４２）ｄ （１５８１４±５２９）ｂ （２１８０９±３７５）ｃ （２４８０８±３５９）ｃｄ

Ｗ２Ｎ２ （５４８６７±１３４）ａ （３８０６７±１０１）ａ （２５５３３±０７２）ａ （１３１９３±６１０）ｄ （１７２６６±６０２）ｅｆ （２１５８４±４７０）ｅ

Ｗ２Ｎ３ （５３０００±１６７）ｃ （３６３５０±１８３）ｂ （２２４１５±１１３）ｃ （１３５５±５８９）ｃｄ （１８１０９±５５４）ｄｅ （２２０５６±３３９）ｅ

Ｗ３Ｎ１ （５０８２５±１２５）ｅ （３４２００±１３３）ｄ （２２２６１±１２７）ｃ （１５１３４±５７９）ｂｃ （２１７１９±３６４）ｃ （２５９７５±４０９）ｂｃ

Ｗ３Ｎ２ （５３４０３±１７０）ｄ （３６４５１±０６４）ｂ （２４０１５±１１２）ａ （１１２１５±４５９）ｅ （１９６５０±７３４）ｄ （２４４７５±３５８）ｄ

Ｗ３Ｎ３ （５４０００±３３３）ｂ （３８３５０±０８３）ａ （２５５９０±３７５）ａ （１００３４±２４９）ｅ （１５９５６±３８７）ｆ （２２８９８±３８３）ｅ

Ｗ ７２１ ５５７２ １０１３９ １８７１７ ７７３５ ９８０２

Ｎ ４２４６ ８０９６ ４８０１ ６２６７ ４５６ ４１３５

Ｗ×Ｎ １４５６６６ ２３４６ ２４８７ ２９６７３ ３０２３１ ２３７１４

期 Ｎ２比 Ｎ１和 Ｎ３处理分别高 １２９７％和 ３５２％；
而盛花期至盛铃期各处理 Ｃｉ平均增加 １６８５％，盛
铃期至吐絮期各处理 Ｃｉ平均增加 ２８６７％。Ｗ１和
Ｗ２水平下，Ｃｉ随着施氮量的增加先降低后升高。
Ｗ３水平下，Ｃｉ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减小，盛花期 Ｎ３
比 Ｎ１和 Ｎ２处理分别低 ３３４０％和 １０５３％。Ｗ１
水平下，盛花期Ｎ２比Ｎ１和Ｎ３处理分别低２１５３％
和１３２６％。Ｗ２水平下，盛花期 Ｎ２比 Ｎ１和 Ｎ３处
理分别低 １６５７％和 ２６３％。结果表明，合理的水
氮用量可降低硝酸还原酶的活性，使叶片叶绿素含

量增加、维管束鞘细胞的碳水化合物得到积累，进而

增强棉花叶片的气体交换能力，最终使棉株的光合

碳化能力得到提高。

２２　盐胁迫水氮调控对棉花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影响
２２１　盐胁迫水氮调控对棉花 Ｆｖ／Ｆｍ及 Ｆｖ／Ｆ０的影

响

表４是不同水氮处理对棉花功能叶盛花期、盛
铃期及吐絮期 Ｆｖ／Ｆｍ和 Ｆｖ／Ｆ０的影响。可知，Ｆｖ／Ｆｍ
和 Ｆｖ／Ｆ０均随着生育期的推进逐渐减小，至吐絮期
达到最小值。其中，灌水对棉花各生育期功能叶

Ｆｖ／Ｆｍ和 Ｆｖ／Ｆ０的影响不显著（Ｐ＞００５），施氮对棉
花各生育期 Ｆｖ／Ｆｍ和 Ｆｖ／Ｆ０的影响达到极显著水平
（Ｐ＜００１），水氮交互作用对棉花各生育期 Ｆｖ／Ｆｍ
和 Ｆｖ／Ｆ０的影响达到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

表 ４　盐胁迫水氮调控对棉花 Ｆｖ／Ｆｍ及 Ｆｖ／Ｆ０的影响

Ｔａｂ．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ａｌｔ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Ｆｖ／ＦｍａｎｄＦｖ／Ｆ０ｏｆｃｏｔｔｏｎ

水肥处理
Ｆｖ／Ｆｍ Ｆｖ／Ｆ０

盛花期 盛铃期 吐絮期 盛花期 盛铃期 吐絮期

Ｗ１Ｎ１ （０７６９±００１）ｅ （０７３５±００１）ｆ （０７０５±００１）ｅ （３２６６±００７）ｅ （２７６７±０１８）ｆ （２３６４±０１０）ｆ

Ｗ１Ｎ２ （０８２７±００３）ｂ （０７９５±００２）ｃ （０７６９±００２）ｂ （４１１３±００４）ｂｃ （３７５６±０１３）ｂｃ （３１３４±０１３）ｂｃ

Ｗ１Ｎ３ （０８４０±００２）ａｂ （０７９８±００１）ｃ （０７７１±００１）ｂ （３８５９±００６）ｃｄ （３４９９±００８）ｃｄ （３０４５±０１３）ｃｄ

Ｗ２Ｎ１ （０７８５±００１）ｄ （０７５０±００１）ｅ （０７２４±００１）ｄ （３４１５±０１１）ｅ （３０４４±００６）ｅｆ （２５６３±０１０）ｅｆ

Ｗ２Ｎ２ （０８２８±００２）ｂ （０８０７±００３）ｂｃ （０７８２±００１）ａｂ （４４４５±００９）ａｂ （４０５１±００９）ａｂ （３４８２±００４）ａ

Ｗ２Ｎ３ （０８３９±００３）ａｂ （０８１４±００１）ｂｃ （０７８３±００３）ａｂ （４２７６±０２５）ｂｃ （３７４８±０１０）ｂｃ （３４２９±００８）ａｂ

Ｗ３Ｎ１ （０８０４±００１）ｃ （０７６５±００１）ｄ （０７４６±００２）ｃ （３５６４±０１３）ｄｅ （３２３０±００９）ｄｅ （２８０９±００９）ｄｅ

Ｗ３Ｎ２ （０８４５±００２）ａ （０８２８±００２）ａ （０７９７±００１）ａ （４４２５±００６）ａｂ （４１１９±００５）ａ （３５７４±００７）ａ

Ｗ３Ｎ３ （０８４９±００１）ａ （０８３１±００１）ａ （０８００±００１）ａ （４７６４±０１９）ａ （４３７２±０１３）ａ （３６１９±００６）ａ

Ｗ ０９００ １４３６ １６４９ １５２２ １９１５ １９７９

Ｎ ３５４７９ ３５５４１ ２６６２１ １７９００ １８１７５ ２１１７８

Ｗ×Ｎ ３９５３０ ８８４５３ ３３４２９ １５７５２ ２４５５５ ２４２５５

　　Ｆｖ／Ｆｍ反映了棉株光系统Ⅱ的最大光合量子产

量（表４）。由表 ４可知，滴灌棉花功能叶 Ｆｖ／Ｆｍ在
盛花期达到最大值，各处理平均值为 ０８２；盛铃期
有所下降，各处理平均值为 ０７９；吐絮期降到最低，

各处理平均值为 ０７６，自盛花期至吐絮期各处理
Ｆｖ／Ｆｍ值呈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在同一灌溉水平

下，棉花各生育期功能叶的 Ｆｖ／Ｆｍ值随着施氮量的
增加而增加，均在 Ｗ３Ｎ３处取得最大值，Ｗ１Ｎ１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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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最小值。在 Ｗ１水平下，盛花期 Ｎ３比 Ｎ１和 Ｎ２
处理分别高 ９２３％和 １５７％；在 Ｗ３水平下，盛花
期 Ｎ３比 Ｎ１和 Ｎ２处理分别高５６０％和０４７％。

Ｆｖ／Ｆ０反映了棉株光系统Ⅱ的原初光能转化效
率（表４）。由表４可知，滴灌棉花功能叶Ｆｖ／Ｆ０在盛
花期达到最大值，各处理平均值为 ４０１；盛铃期有
所下降，各处理平均值为 ３６２；吐絮期降到最低，各
处理平均值为 ３１１，自盛花期至吐絮期各处理
Ｆｖ／Ｆ０值呈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在 Ｗ１和 Ｗ２水
平下，棉花各生育期功能叶的 Ｆｖ／Ｆ０值随着施氮量
的增加先增加后减小，在 Ｗ３水平下，棉花各生育期
Ｆｖ／Ｆ０值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加，并在 Ｗ３Ｎ３处达
到最大值。在 Ｗ１水平下，盛花期 Ｎ２比 Ｎ１和 Ｎ３
处理分别高２５９３％和 ６５８％；Ｗ２水平下，盛花期
Ｎ２比 Ｎ１和 Ｎ３处理分别高 ３０１６％和 ３９５％；在
Ｗ３水平下，盛花期 Ｎ３比 Ｎ１和 Ｎ２处理分别高

３３６７％和７６６％。说明，合理的灌水、施氮量可增
强棉花光合功能叶中 ＲＵＢＰ羧化酶的活性，提高叶
绿素荧光动力学参数 Ｆｖ／Ｆｍ和 Ｆｖ／Ｆ０，从而提高了棉
株光合产物的积累量。

２２２　盐胁迫水氮调控对棉花 ｑｐ及 ＮＰＱ的影响
表 ５是不同水氮处理对棉花功能叶盛花期、盛

铃期及吐絮期 ｑｐ和 ＮＰＱ的影响。可知，ｑｐ随着生育
期的推进逐渐减小，至吐絮期达到最小值。ＮＰＱ随
着生育期的推进逐渐增大，至吐絮期达到最大值。

其中，灌水对棉花盛花期、盛铃期功能叶 ｑｐ的影响
极显著（Ｐ＜００１），施氮对棉花各生育期 ｑｐ的影响
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灌水对棉花各生育期功
能叶 ＮＰＱ的影响极显著（Ｐ＜００１），施氮对棉花各
生育期 ＮＰＱ无显著影响（Ｐ＞００５），水氮交互作用
对棉花各生育期 ｑｐ和 ＮＰＱ的影响达到极显著水平
（Ｐ＜００１）。

表 ５　盐胁迫水氮调控对棉花 ｑｐ及 ＮＰＱ的影响

Ｔａｂ．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ａｌｔ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ｑｐａｎｄＮＰＱｏｆｃｏｔｔｏｎ

水肥处理
ｑｐ ＮＰＱ

盛花期 盛铃期 吐絮期 盛花期 盛铃期 吐絮期

Ｗ１Ｎ１ （０７９９±００１）ｅ （０６４３±００１）ｅ （０４８０±００１）ｄ （１１４０±０１０）ｂ （１５１４±００２）ａ （１８１４±００６）ａ

Ｗ１Ｎ２ （０８６８±００２）ｂｃ （０７２７±００１）ｂｃｄ （０５２２±００１）ｂｃ （１０４９±０１１）ｂ （１３４６±００３）ｂ （１６４７±００２）ｂ

Ｗ１Ｎ３ （０８２０±００１）ｄｅ （０６９５±００１）ｄｅ （０５０９±００１）ｃ （１４４６±０１３）ａ （１６０１±００１）ａ （１７６９±００５）ａｂ

Ｗ２Ｎ１ （０８６５±００２）ｂｃｄ （０７３４±００２）ｂｃｄ （０５１７±００１）ｂｃ （０９０７±００６）ｂｃ （１１３３±００３）ｃ （１４０９±００４）ｃ

Ｗ２Ｎ２ （０９０７±００２）ａｂ （０７８３±００３）ａｂ （０５５６±００２）ａ （０６９３±００４）ｃｄ （０９７８±００５）ｃｄ （１２８３±００２）ｃｄ

Ｗ２Ｎ３ （０８５８±００１）ｃｄ （０７１８±００２）ｃｄ （０５１０±００１）ｃ （０５４１±００６）ｄ （０６６９±００６）ｅ （１２３２±００４）ｄｅ

Ｗ３Ｎ１ （０８９２±００１）ａｂｃ （０７９６±００２）ａ （０５４１±００３）ａｂ （０５９２±００７）ｄ （１１３３±００９）ｃ （１２７３±００８）ｃｄ

Ｗ３Ｎ２ （０９２７±００１）ａ （０７９９±００１）ａ （０５６７±００１）ａ （０５１８±００５）ｄ （０９０４±００８）ｄ （１２１７±００４）ｄｅ

Ｗ３Ｎ３ （０８７０±００１）ｂｃ （０７５６±００２）ａｂｃ （０５２５±００１）ｂｃ （０４５１±００６）ｄ （０５４８±００４）ｅ （１１０２±００２）ｅ

Ｗ ７４２６ １０６４５ ５２０９ ２５３７９ １５５１５ ５６７４１

Ｎ ３９８６ １６４７ ４７０４ １１４２ ２０６ １０７５

Ｗ×Ｎ ８４９８ ８６１９ ９８９９ １７００８ ４８２７ ３１６９５

　　ｑｐ代表了原初电子受体的 ＱＡ的还原状态
（表５）。由表５可知，滴灌棉花功能叶 ｑｐ在盛花期达
到最大值，各处理平均值为 ０８７；盛铃期有所下降，
各处理平均值为 ０７４；吐絮期降到最低，各处理平
均值为０５２，自盛花期至吐絮期各处理 ｑｐ值呈现出
逐渐降低的趋势。在各灌水水平下，棉花各生育期

功能叶的 ｑｐ值随着施氮量的增加先增加后减小。
在 Ｗ１水平下，盛花期 Ｎ２比 Ｎ１和 Ｎ３处理分别高
８６４％和 ５８５％；Ｗ２水平下，盛花期 Ｎ２比 Ｎ１和
Ｎ３处理分别高 ４８６％和 ５７１％；在 Ｗ３水平下，盛
花期 Ｎ２比 Ｎ１和 Ｎ３处理分别高３９２％和６５５％。

ＮＰＱ反映了植株光系统Ⅱ的热耗散情况，可表
示植物受胁迫的程度。由表 ５可知，滴灌棉花功能
叶 ＮＰＱ值在盛花期最小，各处理平均值为 ０８１；盛
铃期有所升高，各处理平均值为 １０９；吐絮期达到

最大值，各处理平均值为 １４２，自盛花期至吐絮期
各处理 ＮＰＱ值呈现出逐渐升高的趋势。在 Ｗ１水
平下，棉花各生育期功能叶的 ＮＰＱ值随着施氮量的
增加先减小后增加。在 Ｗ２和 Ｗ３水平，ＮＰＱ值随
着施氮量的增加逐渐减小。在 Ｗ１水平下，盛花期
Ｎ２比 Ｎ１和 Ｎ３处理分别低 ７９８％和 ２７４６％；Ｗ２
水平下，盛花期Ｎ１比Ｎ２和Ｎ３处理分别高３０８８％
和６７６５％；在 Ｗ３水平下，盛花期 Ｎ１比 Ｎ２和 Ｎ３
处理分别高１４２９％和３１２６％。结果表明，合理的
灌水、施氮可提高 ＰＳⅡ反应中心光化学淬灭系数及
光化学活性，从而提高了植株的光合能力。

２２３　盐胁迫水氮调控对棉花 Ｙ（Ⅱ）及 ＥＴＲ的影响
表６是不同水氮处理对棉花功能叶盛花期、盛

铃期及吐絮期 Ｙ（Ⅱ）和 ＥＴＲ的影响。可知，Ｙ（Ⅱ）
和 ＥＴＲ均随着生育期的推进逐渐减小，至吐絮期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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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小值。其中，灌水对棉花盛花期、盛铃期功能叶

Ｙ（Ⅱ）和 ＥＴＲ的影响显著（Ｐ＜００５），对棉花吐絮
期 Ｙ（Ⅱ）和 ＥＴＲ的影响极显著（Ｐ＜００１）；施氮对
棉花盛花期 Ｙ（Ⅱ）和 ＥＴＲ的影响达到极显著水平

（Ｐ＜００１），施氮对棉花盛铃期和吐絮期 Ｙ（Ⅱ）和
ＥＴＲ的影响显著（Ｐ＜００５）；水氮交互作用均对棉
花各生育期 Ｙ（Ⅱ）和 ＥＴＲ的影响达到极显著水平
（Ｐ＜００１）。

表 ６　盐胁迫水氮调控对棉花 Ｙ（Ⅱ）及 ＥＴＲ的影响

Ｔａｂ．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ａｌｔ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Ｙ（Ⅱ）ａｎｄＥＴＲｏｆｃｏｔｔｏｎ

水肥处理
Ｙ（Ⅱ） ＥＴＲ／（μｍｏｌ·ｍ－２·ｓ－１）

盛花期 盛铃期 吐絮期 盛花期 盛铃期 吐絮期

Ｗ１Ｎ１ （０６１１±００１）ｄ （０４３０±００１）ｃ （０３６１±００１）ｄ （２９９４３７±３４３）ｄ （２４４５１１±７６９）ｃ （１９０９４６±６８８）ｄ

Ｗ１Ｎ２ （０６８１±００１）ｂｃ （０４８６±００１）ｂ （０４３９±００１）ｂｃ （３３３４９７±７１１）ｂｃ （２７６６７７±６２６）ｂ （２３２２０３±６３５）ｂｃ

Ｗ１Ｎ３ （０６７８±００２）ｂｃ （０４７５±００１）ｂ （０４０３±００２）ｃ （３３２０２７±７６０）ｂｃ （２７０１３０±６５５）ｂ （２１３１６１±３１７）ｃ

Ｗ２Ｎ１ （０６６９±００１）ｂｃ （０４８３±００２）ｂ （０４２５±００１）ｂｃ （３２８１０７±６６２）ｂｃ （２７４９６９±６２６）ｂ （２２４５３３±４５０）ｂｃ

Ｗ２Ｎ２ （０７２５±００１）ａ （０５３３±００１）ａ （０４５３±００３）ａｂ （３５５０６１±５１５）ａ （３０３４３３±６２６）ａ （２５８３８５±３９７）ａ

Ｗ２Ｎ３ （０７０８±００１）ａｂ （０４９７±００３）ａｂ （０４８９±００１）ａ （３４６７２９±１７２）ａｂ （２８２９３９±４５５）ａｂ （２３９６０８±１２１７）ａｂ

Ｗ３Ｎ１ （０６６５±００１）ｃ （０４７４±００１）ｂ （０４３０±００２）ｂｃ （３２５６５６±５１５）ｃ （２６９８４５±４５５）ｂ （２２７１７８±６０８）ｂｃ

Ｗ３Ｎ２ （０７２５±００１）ａ （０５３２±００２）ａ （０４８６±００１）ａ （３５５３０６±５３９）ａ （３０２８６４±１２５２）ａ （２５７０６３±５８２）ａ

Ｗ３Ｎ３ （０７３１±００２）ａ （０５３９±００１）ａ （０４９４±００１）ａ （３５８４９１±５１５）ａ （３０６５６４±８２５）ａ （２６１０３０±６６１）ａ

Ｗ ４０００ ４６７０ ６５８４ ４０００ ４６７０ ６５８４

Ｎ ８７８０ ５４７９ ５１３３ ８７８０ ５４７９ ５１３３

Ｗ×Ｎ １１７４７ ７５６５ １２２７９ １１７４７ ７５６１ １２２５５

　　Ｙ（Ⅱ）和 ＥＴＲ分别代表了植株光系统Ⅱ的实
际光合量子产量、相对电子传递速率（表 ６）。由
表６可知，滴灌棉花功能叶 Ｙ（Ⅱ）在盛花期达到最
大值，各处理平均值为 ０６９；盛铃期有所下降，各处
理平均值为 ０４９；吐絮期降到最低，各处理平均值
为０４４，自盛花期至吐絮期各处理 Ｙ（Ⅱ）值呈现出
逐渐降低的趋势。在 Ｗ１水平下，盛花期 Ｎ２比 Ｎ１
和 Ｎ３处理分别高 １１４６％和 ０４４％；Ｗ２水平下，
盛花期 Ｎ２比 Ｎ１和 Ｎ３处理分别高 ８３７％ 和
２４０％；在 Ｗ３水平下，盛花期 Ｎ３比 Ｎ１和 Ｎ２处理
分别高９９２％和 ０８３％。ＥＴＲ变化趋势与 Ｙ（Ⅱ）
相似：在盛花期取得最大值，随着生育进程逐渐降

低，在吐絮期降到最小值。且在 Ｗ１和 Ｗ２水平下，

棉花各生育期 ＥＴＲ均随着施氮量的增加呈先增高
后降低的趋势。在 Ｗ３水平下，各生育期 ＥＴＲ均随
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加。说明，合理的水氮用量可

能增强了棉花叶片的抗氧化能力，使膜脂氧化速度

减慢，进而提高了植株的光能利用率，使其光合电子

能力得到提高、光合能力增强。

２３　盐胁迫水氮调控对棉花产量及品质的影响
２３１　盐胁迫水氮调控对棉花产量及水、肥利用效

率的影响

表７是不同水氮处理对棉花籽棉产量（Ｙ）、灌
溉水利用效率（ｉＷＵＥ）、氮肥偏生产力（ＮＰＦＰ）及增
产效应（Ｅｉ）的影响。可知，灌水对 Ｙ及 ｉＷＵＥ的影
响极显著（Ｐ＜００１），对 ＮＰＦＰ影响显著（Ｐ＜００５）；

表 ７　盐胁迫水氮调控对棉花产量及水肥利用效率的影响

Ｔａｂ．７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ａｌｔ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ｃｏｔｔｏ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水处理肥 Ｙ／（ｋｇ·ｈｍ－２） ｉＷＵＥ／（ｋｇ·ｍ－３） ＮＰＦＰ／（ｋｇ·ｋｇ－１） Ｅｉ／％

Ｗ１Ｎ１ （３４８３７５±３９）ｄ （１２７±００１）ｃ （２５０６±０２８）ｃ

Ｗ１Ｎ２ （４１７７８８±７）ｃ （１５２±００１）ｂ （１５０３±００３）ｅ １９９２

Ｗ１Ｎ３ （４４３２８８±８６）ｃ （１６１±００３）ａ （１０６１±０２１）ｇ ２７２４

Ｗ２Ｎ１ （４４８０５０±１５９）ｃ （１１９±００４）ｃｄ （３２２３±１１４）ｂ ２８６１

Ｗ２Ｎ２ （５８５４５０±１７６）ａ （１５６±００５）ａｂ （２１０６±０６３）ｄ ６８０５

Ｗ２Ｎ３ （５７１８７５±９５）ａ （１５３±００３）ａｂ （１３６８±０２３）ｅｆ ６４１６

Ｗ３Ｎ１ （４８４７６３±６９）ｂ （１０２±００１）ｆ （３４８８±０５０）ａ ３９１５

Ｗ３Ｎ２ （５５５４１３±１５）ａ （１１７±００１）ｄｅ （１９９８±００６）ｄ ５９４３

Ｗ３Ｎ３ （５１５１３８±１０４）ｂ （１０８±００２）ｅｆ （１２３２±０２３）ｆ ４７８７

Ｗ １１７８ １１７１ ０８１

Ｎ ３３２ ３２５ ５０１９

Ｗ×Ｎ ３２２０ ７０８２ ３１０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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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氮对 Ｙ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对 ＮＰＦＰ
的影响达到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但对 ｉＷＵＥ无
显著影响（Ｐ＞００５）；水氮交互作用对 Ｙ、ｉＷＵＥ及
ＮＰＦＰ的影响达到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
　　由表７可知，在 Ｗ１水平下，Ｙ、ｉＷＵＥ均随着施
氮量的增加而增加；在 Ｗ２和 Ｗ３水平下，Ｙ、ｉＷＵＥ
均随着施氮量的增加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其

中，籽棉产量（Ｙ）最大值出现在 Ｗ２Ｎ２处理，为
５８５４５ｋｇ／ｈｍ２；最 小 值 出 现 在 Ｗ１Ｎ１处 理，为
３４８３７５ｋｇ／ｈｍ２，相对增加 ６８０５％。说明，适宜的
水氮条件才能使棉花产量、灌溉水利用效率达到最

优。在同一灌水水平下，ＮＰＦＰ随着施氮量的增加
逐渐减小。且在 Ｎ１水平出现最大值，Ｎ３水平出现
最小值；最大值出现在 Ｗ３Ｎ１处理，为 ３４８８ｋｇ／ｋｇ；
最小值出现在 Ｗ１Ｎ３处理，为 １０６１ｋｇ／ｋｇ。在不同
水氮处理下，增产效应（Ｅｉ）表现出先增加后减小的

趋势，最大值出现在 Ｗ２Ｎ２处理。这可能是由于适
宜的水氮用量提高了棉花叶片超氧化物歧化酶

（ＳＯＤ）、过氧化物酶（ＰＯＤ）等的活性，使膜脂过氧
化程度降低、细胞膜的稳定性增强，减缓了植株的衰

老速度，提高了棉株单铃质量，进而提高了棉花产

量。

２３２　盐胁迫水氮调控对棉花纤维品质的影响
表８是不同水氮处理对棉花纤维品质（马克隆

值、纤维长度、整齐度指数、断裂比强度、伸长率）的

影响。可知，灌水对马克隆值及纤维长度的影响极

显著（Ｐ＜００１），对整齐度指数、断裂比强度及伸长
率无显著影响（Ｐ＞００５）；施氮对马克隆值的影响
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但对纤维长度、整齐度指
数、断裂比强度及伸长率无显著影响（Ｐ＞００５）；水
氮交互作用对马克隆值的影响达到极显著水平

（Ｐ＜００１），对其他指标则无显著影响（Ｐ＞００５）。

表 ８　盐胁迫水氮调控对棉花纤维品质的影响

Ｔａｂ．８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ａｌｔ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ｆｉｂ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ｃｏｔｔｏｎ

水肥处理 马克隆值 纤维长度／ｍｍ 整齐度指数／％ 断裂比强度／（ｃＮ·ｔｅｘ－１） 伸长率／％

Ｗ１Ｎ１ （４４５±００５）ｂｃｄ （２７３０±０１）ｂ （８００５±００５）ａ （２６８０±０１０）ａ （７７５±０２５）ａ

Ｗ１Ｎ２ （５０５±００５）ａｂ （２９２０±０２）ａｂ （８０４０±０６０）ａ （２５７５±１０５）ａ （６３５±０１５）ａ

Ｗ１Ｎ３ （５４８±００８）ａ （２７２０±１４）ｂ （８１７０±０２０）ａ （２９２５±０１５）ａ （６９５±０２５）ａ

Ｗ２Ｎ１ （４２５±０３０）ｄ （２８２５±０１）ａｂ （８０７５±０９５）ａ （２６７０±０６０）ａ （６２０±０１２）ａ

Ｗ２Ｎ２ （４６８±０２３）ｂｃｄ （２９１５±０５）ａｂ （８１４５±０５５）ａ （２７５５±０５５）ａ （６１５±０４５）ａ

Ｗ２Ｎ３ （４９０±０２０）ａｂｃ （２８９５±０１）ａｂ （８１２５±００５）ａ （２６４０±２００）ａ （６７０±０９０）ａ

Ｗ３Ｎ１ （３４３±０２３）ｅ （２９４０±０１）ａｂ （８１０５±０１５）ａ （２７６０±０２０）ａ （７３０±０７０）ａ

Ｗ３Ｎ２ （４０８±００３）ｄ （３０４５±０８）ａ （８０４０±０８０）ａ （２７１０±１４０）ａ （６８０±０５０）ａ

Ｗ３Ｎ３ （４３８±０２２）ｃｄ （３０１５±０９）ａ （８０９５±０６５）ａ （２５９０±１２０）ａ （６３５±０５５）ａ

Ｗ ８１１５ ６８８７ ０５０５ ０１２９ １３７７

Ｎ ４４７７ １１６８ １３９２ ００９３ １２５８

Ｗ×Ｎ １０９６６ ３１２１ ０９７４ １０９６ １１８８

　　由表 ８可知，大体上，马克隆值随着灌水量的
增加而降低。在相同灌水处理下，各处理的马克

隆值均随着施氮量的增加逐渐增加，但不存在显

著差异。表明，影响马克隆值的主要因素是水分，

次要因素为氮肥。在相同灌水处理下，纤维长度

大体上随着施氮量的增加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

趋势，但 Ｎ２和 Ｎ３水平不存在差异性；在同一氮肥
水平下，纤维长度大体随着灌水量的增加而增加。

不同水氮处理对整齐度指数、断裂比强度及伸长

率基本无影响。灌水处理对马克隆值及纤维长度

影响较大，氮肥只对马克隆值具有显著影响，且最

优值均为 Ｗ２Ｎ２处理。可能的原因是，水氮用量
过多或过少均会使植株碳氮代谢过程受阻，导致

棉株出现早衰或贪青晚熟现象，致使棉纤维品质

降低。因此，只有适宜的水氮用量才会使纤维品

质达到最优。

２４　盐胁迫条件下绿洲区棉田最佳灌水、施氮量分析
２４１　水氮调控与产量、净光合速率、Ｆｖ／Ｆｍ、马克

隆值的关系

如表 ９所示，以水氮投入为自变量，以棉花产
量、净光合速率、Ｆｖ／Ｆｍ、马克隆值为因变量，分别建
立了二元二次回归方程。所建立的回归方程均在

９５％置信区间，水氮投入对各因变量的影响均达到
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决定系数均在 ０８６以上。
图１ａ反映了灌水量与施氮量对棉花产量的耦合效
应为开口向下的正凸曲面，且水氮量对产量的影响

大体一致，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当灌水量为

３８９５ｍ３／ｈｍ２、施氮量为 ７２０ｋｇ／ｈｍ２，产量达到最大
值５６９１ｋｇ／ｈｍ２；由图 １ｂ可以看出，灌水量与施氮
量对棉花叶片净光合速率耦合效应同产量一样，呈

现开口向下的正凸曲面，当灌水量为 ３７６０ｍ３／ｈｍ２、
施氮量为 ７４５ｋｇ／ｈｍ２，净光合速率达到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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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３５μｍｏｌ／（ｍ２·ｓ）；图 １ｃ反映了灌水量与施氮量
对叶片 Ｆｖ／Ｆｍ的耦合效应，整体上 Ｆｖ／Ｆｍ随灌水量、

施肥量的增加而增加，当灌水量为 ４６８０ｍ３／ｈｍ２、施
氮量为８４０ｋｇ／ｈｍ２，荧光达到最大值 ０８４；图 １ｄ是

灌水量与施氮量对马克隆值的耦合效应，品质随灌

水量的增加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随施肥量的

增加而增加，当灌水量为 ３９８１ｍ３／ｈｍ２、施氮量为
８７１ｋｇ／ｈｍ２，马克隆值达到最大值５４７。

表 ９　盐胁迫水氮用量与产量、净光合速率、Ｆｖ／Ｆｍ及马克隆值间的回归关系

Ｔａｂ．９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ｉｎｓａｌｔ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ｎｅｔ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ｒａｔｅ，

Ｆｖ／Ｆｍ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ｎａｉｒｅｖａｌｕｅ

输出变量 回归方程
置信

区间／％

自由

度
Ｆ 显著性

产量 Ｙ１＝－７４×１０
－４Ｉ２－５７×１０－３Ｎ２－５３×１０－４ＩＮ＋６４７Ｉ＋１０２０Ｎ－１１００２６３　（Ｒ２＝０９３８） ９５ １７ ３６５４ ＜００１

净光合速率 Ｙ２＝－２９×１０
－６Ｉ２－３１×１０－５Ｎ２－８６×１０－８ＩＮ＋２５×１０－３Ｉ＋０４Ｎ－４０１８５　（Ｒ２＝０９６１） ９５ １６ ５４９９ ＜００１

Ｆｖ／Ｆｍ Ｙ３＝３０×１０
－９Ｉ２－２８×１０－９Ｎ２－１１×１０－８ＩＮ－１８×１０－６Ｉ＋４８×１０－４Ｎ－０６１　（Ｒ２＝０９８６） ９５ １６ １６０３３ ＜００１

马克隆值 Ｙ４＝３１×１０
－７Ｉ２－４１×１０－７Ｎ２＋６４×１０－８ＩＮ＋２４×１０－３Ｉ＋４９×１０－４Ｎ＋１２４５　（Ｒ２＝０８６７） ９５ １６ ６６９ ＜００１

图 １　水氮处理对盐胁迫棉花产量、净光合速率、Ｆｖ／Ｆｍ及马克隆值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ｎｙｉｅｌｄ，ｎｅｔ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ｒａｔｅ，Ｆｖ／Ｆｍ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ｓａｌｔｓｔｒｅｓｓ
　
２４２　水氮调控与相对产量、相对净光合速率、相

对荧光参数（Ｆｖ／Ｆｍ）及相对马克隆值的关
系

由于棉花产量、净光合速率、Ｆｖ／Ｆｍ、马克隆值
难以同时达到最大值，且具有不同的量纲，不能直接

比较，因此将棉花产量、净光合速率、Ｆｖ／Ｆｍ、马克隆
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即各处理棉花产量、净光合速

率、荧光指标、品质指标分别除以其最大值，可以得

到水氮投入与相对产量、相对净光合速率、相对荧光

指标和相对品质指标的关系。

对棉花相对产量、相对净光合速率（Ｐｎ）、相对

荧光参数（Ｆｖ／Ｆｍ）和相对品质指标（马克隆值）进行
评价。由图２可以看出，各指标在相对值 ０９可接
受区域时相对产量、相对净光合速率、相对马克隆值

有重合区域，而荧光区域相差太远；在相对值 ０８可
接受区域时棉花各指标有重叠区域，因此大于等于

相对值０８区域定为合理的可接受范围。
由图 ２可知，本研究参考了相关学者的参数估

计中所用的似然函数组合方法
［２６］
，分别记为加法组

合方式 Ｃ１、乘法组合方式 Ｃ２和均方根组合方式
Ｃ３，同时对棉花产量、净光合速率、荧光、马克隆值
同时达到相对值０８以上的区域用３种组合方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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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水氮处理与盐胁迫棉花相对产量、相对净光合速率、相对 Ｆｖ／Ｆｍ及相对马克隆值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ｙｉｅｌ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ｎｅｔ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ｒａｔ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Ｆｖ／Ｆｍ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ｍｉ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ｏｆｓａｌｔｓｔｒｅｓ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行计算，取相对 Ｃ１、Ｃ２、Ｃ３组合平均参数为最佳水
肥量，通过计算得出最佳灌水施肥量为３７４０ｍ３／ｈｍ２

和７５４ｋｇ／ｈｍ２。

３　讨论

光合作用是棉花生长发育及品质、产量形成的

基础，灌水、施肥均会对植物光合产生重要影响
［２７］
，

而叶绿素荧光分析可反映环境胁迫下植物 ＰＳⅡ功
能的变化

［２８］
。研究不同水氮处理下盐渍化土壤上

棉花生理生长特性及其机理，对寻求盐渍化地区棉

花种植所需的合理水氮配比及盐碱地的改良具有现

实意义。

光合作用是植物利用太阳能将大气中的水和二

氧化碳等无机物转化成有机物并释放氧气的过程，

植物会自动适应周围环境并朝着有利于光合作用的

方向发展
［２９］
。未来作物产量提高的方式将主要依

靠光合作用转化度的提高
［３０］
。本研究表明，在 Ｗ１

和 Ｗ２灌溉条件下，Ｐｎ、Ｔｒ及 Ｇｓ均随着施氮量的增加
先上升后下降，而 Ｃｉ随着施氮量的增加先降低后升
高。在 Ｗ３灌溉水平下，Ｐｎ、Ｔｒ及 Ｇｓ均随着施氮量的
增加而增加，Ｃｉ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减小；在 Ｗ２灌
溉条件下，各生育期Ｎ２处理的Ｐｎ和Ｔｒ均高于Ｎ１和
Ｎ３处理。说明施氮过高或过低均不利于棉花的光

合作用，只有适宜的施氮量才能使光合达到最高的

转化效率，且生育期光合作用呈现出明显的非气孔

限制因素，这与权丽双等
［３１］
的研究结论一致。水分

胁迫影响了植物的正常光合作用，降低了棉花的 Ｐｎ
和 Ｔｒ

［３２］
。本研究得出，在 Ｎ２水平下，Ｗ２处理的棉

花 Ｐｎ和 Ｔｒ显著高于 Ｗ１和 Ｗ３处理。表明灌水量过
高或过低均会降低植株的 Ｐｎ和 Ｔｒ，只有适宜的灌水
量才能达到较好的光合效应。

适宜的灌水施氮改善了植株的光合性能，并可

提高棉花叶片的 ＰＳⅡ总光化学量子产量、最大光化
学效率及光能的利用效率

［３３］
，Ｆｖ／Ｆｍ和 Ｆｖ／Ｆ０的变

化可作为判断植物是否受光抑制的指标
［３４］
。本试

验得出，在同一灌溉水平下，棉花各生育期功能叶的

Ｆｖ／Ｆｍ值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加，均在 Ｗ３Ｎ３处
取得最大值，Ｗ１Ｎ１处取得最小值。表明增施氮肥
可以提高 Ｆｖ／Ｆｍ值，这可能是因为氮的供应缓解了

水分胁迫引起的光抑制和光损伤
［３５］
；在 Ｗ１和 Ｗ２

水平下，棉花各生育期功能叶的 Ｆｖ／Ｆ０值随着施氮
量的增加先增加后减小，在 Ｗ３水平下，棉花各生育
期 Ｆｖ／Ｆ０值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加，说明合理的
水氮供应可显著提高 ＰＳⅡ反应中心光能转化效
率

［３６］
。ｑｐ表示 ＰＳⅡ反应中心的开放程度［２３］

，ＮＰＱ
是衡量 ＰＳⅡ反应中心非辐射能量耗散的指标［３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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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表明，在各灌水水平下，棉花各生育期功能叶

的 ｑｐ值随着施氮量的增加先增加后减小；在 Ｗ２和
Ｗ３水平，ＮＰＱ值随着施氮量的增加逐渐减小；ＥＴＲ
变化趋势与 Ｙ（Ⅱ）相似：在 Ｗ１和 Ｗ２水平下，棉花
各生育期 ＥＴＲ均随着施氮量的增加呈先升高后降
低的趋势。在 Ｗ３水平下，各生育期 ＥＴＲ均随着施
氮量的增加而增加。说明合理的灌水施氮可以增强

光能利用率，并提高光合电子传递能力
［１６］
。

水肥的田间管理是农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问

题，当两者关系达到最优时才可能实现低投入、高品

质和高产出的目标
［３８］
，且不同灌水量所对应的最佳

施氮量之间存在一定差别
［１７］
。王振华等

［３９］
研究表

明，合理的增水增氮可以增加植株内氮素的有效累

积，促进油葵对氮素利用吸收，进而达到高产的目

的。本试验研究结果与以上相似：在 Ｗ１水平下，Ｙ、
ｉＷＵＥ均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加；在 Ｗ２和 Ｗ３水
平下，Ｙ、ｉＷＵＥ均随着施氮量的增加呈先升高后降
低的趋势。其中，Ｙ最大值出现在 Ｗ２Ｎ２处理，为
５８５４５ｋｇ／ｈｍ２。在同一灌水水平下，ＮＰＦＰ随着施
氮量的增加逐渐减小，这与 ＡＵＪＬＡ等［４０］

的研究结

果一致。棉花纤维品质是其主要的目标性状，马克

隆值、断裂比强度及纤维长度等是评价其品质的重

要指标
［４１］
，本试验得出，大体上，马克隆值随着灌水

量的增加而降低，纤维长度大体随着灌水量的增加

而增加，这与李勇等
［２５］
的研究结论相同。

对水 氮 投 入 量 和 棉 花 产 量、净 光 合 速 率、

Ｆｖ／Ｆｍ、马克隆值，分别建立了二元二次回归方程，
并参考似然函数组合方法，得出最佳灌水施氮量为

３７４０ｍ３／ｈｍ２和７５４ｋｇ／ｈｍ２。这一灌水施肥量为盐
渍地区棉田水肥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此优化方法可

准确量化所求目标的最优值
［２６］
。

４　结论

（１）轻度盐胁迫不同水氮调控条件下，灌水量
和水氮交互作用对各生育期 Ｐｎ、Ｔｒ、Ｇｓ及 Ｃｉ均具有
极显著影响（Ｐ＜００１），施氮量对各生育期 Ｐｎ、Ｔｒ、
Ｇｓ及 Ｃｉ均具有显著影响（Ｐ＜００５）。不同处理滴灌
棉花 Ｐｎ、Ｔｒ、Ｇｓ均随生育期的推进呈现出下降趋势，

即在盛花期达到最大，吐絮期降到最小，而 Ｃｉ却随
着生育期的推进逐渐增大，吐絮期各处理平均值最

大；其中，在 Ｗ１和 Ｗ２水平下，Ｐｎ、Ｔｒ、Ｇｓ均随着施氮
量的增加先上升后下降，且在 Ｗ２Ｎ２处达到最大值。
在 Ｗ３水平下，均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加，而 Ｃｉ却
表现出相反的变化趋势。

（２）不同水氮处理滴灌棉花功能叶 Ｆｖ／Ｆｍ和

Ｆｖ／Ｆ０、ｑ
ｐ
、Ｙ（Ⅱ）和 ＥＴＲ均随着生育期的推进逐渐

减小，至吐絮期达到最小值。而 ＮＰＱ随着生育期的
推进逐渐增大，至吐絮期达到最大值。其中，灌水对

棉花各生育期功能叶 Ｆｖ／Ｆｍ和 Ｆｖ／Ｆ０的影响不显著

（Ｐ＞００５），对 ｑｐ和 ＮＰＱ、Ｙ（Ⅱ）和ＥＴＲ的影响显著
（Ｐ＜００５）；施氮对棉花各生育期功能叶 ＮＰＱ的影
响不显著（Ｐ＞００５），对 Ｆｖ／Ｆｍ和 Ｆｖ／Ｆ０、ｑ

ｐ
、Ｙ（Ⅱ）

和 ＥＴＲ的影响显著（Ｐ＜００５）；水氮交互作用均对
棉花各生育期荧光参数的影响达到极显著水平

（Ｐ＜００１）。
（３）灌水对 Ｙ、ｉＷＵＥ、马克隆值及纤维长度的影

响极显著（Ｐ＜００１），对 ＮＰＦＰ影响显著 （Ｐ＜
００５），对整齐度指数、断裂比强度及伸长率无显著
影响（Ｐ＞００５）；施氮对 Ｙ及马克隆值的影响达到
显著水平（Ｐ＜００５），对 ＮＰＦＰ的影响达到极显著
水平（Ｐ＜００１），但对 ｉＷＵＥ、纤维长度、整齐度指
数、断裂比强度及伸长率无显著影响（Ｐ＞００５）；水
氮交互作用对 Ｙ、ｉＷＵＥ、ＮＰＦＰ及马克隆值的影响达
到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其中，籽棉产量（Ｙ）最大
值出现在 Ｗ２Ｎ２处理，为 ５８５４５ｋｇ／ｈｍ２；最小值出
现在 Ｗ１Ｎ１处理，为 ３４８３７５ｋｇ／ｈｍ２，二者相对增
加６８０５％。

（４）以水氮投入为自变量，以棉花产量、净光合
速率、Ｆｖ／Ｆｍ、马克隆值为因变量，分别建立了二元
二次回归方程。水氮投入对各因变量的影响均达到

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决定系数均在 ０８６以上。
采用似然函数组合方法，对棉花产量、净光合速

率、荧光指标、马克隆值同时达到相对值 ０８以上
的区域用 ３种组合方式进行计算，得到轻度盐碱
土滴灌棉花最佳灌水施氮量为 ３７４０ｍ３／ｈｍ２和
７５４ｋｇ／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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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１７（１）：１６０－１６５．
ＸＩＥＺｈｉｌｉａｎｇ，ＴＩＡＮＣｈａｎｇｙａｎ．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ｏｎ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ｕｐｔａｋｅａｎｄｗａｔｅｒ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ｃｏｔｔｏｎｕｎｄｅｒｍｕｌｃｈｅｄｄｒｉｐ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ｌａｎｔ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２０１１，１７（１）：１６０－
１６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胡顺军，田长彦，王方，等．膜下滴灌棉花水肥耦合效应研究初报［Ｊ］．干旱区资源与环境，２００５，１９（２）：１９２－１９５．
ＨＵＳｈｕｎｊｕｎ，ＴＩＡＮＣｈａｎｇｙａｎ，ＷＡＮＧＦａｎｇ，ｅｔａｌ．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ｒ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ｏｎｄｒｉｐ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ｏｔｔｏｎｕｎｄｅｒｐｌａｓｔｉｃｍｕｌｃｈｉｎａｗａｔｉｃｏｕｎｔ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ｉｄＬ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５，１９（２）：
１９２－１９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郑旭荣，胡晓棠，李明思，等．棉花膜下滴灌田间耗水规律的试验研究［Ｊ］．节水灌溉，２０００（５）：２５－２７．
ＺＨＥＮＧＸｕｒｏｎｇ，ＨＵＸｉａｏｔａｎｇ，ＬＩＭｉｎｇｓｉ，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ｓｏｆｆｉｅｌｄｕｎｄｅｒｄｒｉｐ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
ｃｏｔｔｏｎｆｉｌｍ［Ｊ］．ＷａｔｅｒＳａｖｉｎｇ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０（５）：２５－２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吴立峰，张富仓，周罕觅，等．不同滴灌施肥水平对北疆棉花水分利用率和产量的影响［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４，３０（２０）：
１３７－１４６．
ＷＵＬｉｆ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Ｆｕｃａｎｇ，ＺＨＯＵＨａｎｍｉ，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ｒｉｐ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
ｃｏｔｔｏｎｙｉｅｌｄｉｎＮｏｒｔｈｏｆ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４，３０（２０）：１３７－１４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０３第 ６期　　　　　　　　　　王振华 等：水氮调控对轻度盐化土滴灌棉花生理特性与产量的影响



２２　罗家雄．新疆垦区盐碱地改良［Ｍ］．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１９８５：３６－３７．
２３　ＲＯＨ?Ｃ̌ＥＫＫ．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ｕｔｕ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Ｊ］．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２００２，４０（１）：１３－２９．
２４　杨小振，张显，马建祥，等．滴灌施肥对大棚西瓜生长、产量及品质的影响［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４，３０（７）：１０９－１１８．

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ｚｈｅｎ，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ＭＡＪｉａｎ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ｒｉｐ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ｗａｔｅｒｍｅｌｏｎｉｎ
ｐｌａｓｔｉｃ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４，３０（７）：１０９－１１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　李勇，王峰，孙景生，等．内蒙古西部旱区机采棉膜下滴灌水氮耦合效应［Ｊ］．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１６，２７（３）：８４５－８５４．
ＬＩＹｏｎｇ，ＷＡＮＧＦｅｎｇ，ＳＵＮＪｉｎｇ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ｌｙ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ｄｃｏｔｔｏｎｗｉｔｈｄｒｉｐ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ｐｌａｓｔｉｃｆｉｌｍｉｎａｒｉｄａｒｅａ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Ｃｈｉｎａ［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２７（３）：
８４５－８５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６　ＨＥＪ．Ｂｅｓ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ＥＲＥＳ Ｍａｉｚｅ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ｓｗｅｅｔｃｏｒ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ｒｔｈＦｌｏｒｉｄａ［Ｄ］．
Ｇａｉｎｅｓｖｉｌｌｅ，Ｆ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ｌｏｒｉｄａ，２００８．

２７　ＢＩＬＧＥＲＷ，ＢＪ?ＲＫＭＡＮＯ．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ｘａｎｔｈｏｐｈｙｌｌｃｙｃｌｅｉｎｐｈｏ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ｅｌｕｃｉｄａｔｅｄｂ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ｂｓｏｒｂａｎｃ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ｉｎｌｅａｖｅｓｏｆＨｅｄｅｒａｃａｎａｒｉｅｎｓｉｓ［Ｊ］．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０，２５（３）：１７３－１８５．

２８　ＫＲＡＵＳＥＧＨ，ＷＥＩＳＥ．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ｓ［Ｊ］．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ｌａｎｔ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ｌａｎｔ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Ｂ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１，４２：３１９－３５９．

２９　ＳＩＬＶＩＡＡ，ＭＡＲＴＡＣ，ＭＯＮＩＣＡＧ，ｅｔａｌ．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ｆｏｒｅｓｔ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ｄｒｉｖｅｎｂｙｒｅｍｏｔｅｌｙｓｅｎｓｅｄｄａｔａ［Ｊ］．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Ｂｉ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４，１３（４）：３７１－３８０．

３０　ＺＨＵＸＧ，ＬＯＮＧＳＰ，ＯＲＴＤＲ．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ｆｏｒｇｒｅａｔｅｒｙｉｅｌｄ［Ｊ］．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ｌａｎｔ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
６１：２３５－２６１．

３１　权丽双，郑旭荣，王振华，等．水氮耦合对滴灌复播油葵光合特性和土壤水分利用的影响［Ｊ］．核农学报，２０１６，３０（５）：１０２１－１０２９．
ＱＵＡＮＬｉｓｈｕ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Ｘｕｒｏｎｇ，ＷＡＮＧＺｈｅｎｈｕａ，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ｏｎ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ｕｓｅ
ｏｆｏｉｌ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ｄｒｉｐ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ｕｃｌｅａ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６，３０（５）：１０２１－
１０２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２　于文颖，纪瑞鹏，冯锐，等．不同生育期玉米叶片光合特性及水分利用效率对水分胁迫的响应［Ｊ］．生态学报，２０１５，３５（９）：
２９０２－２９０９．
ＹＵＷｅｎｙｉｎｇ，ＪＩＲｕｉｐｅｎｇ，ＦＥＮＧＲｕｉ，ｅｔ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ｔｒｅｓｓｏｎ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
ｍａｉｚｅｌｅａｖ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Ｊ］．Ａｃｔａ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５，３５（９）：２９０２－２９０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３　张旺锋，勾玲，王振林，等．氮肥对新疆高产棉花叶片叶绿素荧光动力学参数的影响［Ｊ］．中国农业科学，２００３，３６（８）：
８９３－８９８．
ＺＨＡＮＧＷａｎｇｆｅｎｇ，ＧＯＵＬｉｎｇ，ＷＡＮＧＺｈｅｎｌｉ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ｏｎ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ｏｆｌｅａｖｅｓｏｆｈｉｇｈｙｉｅｌｄｉｎｇ
ｃｏｔｔｏｎｉ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３，３６（８）：８９３－８９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４　郭相平，刘展鹏，王青梅，等．采用 ＰＥＧ模拟干旱胁迫及复水玉米光合补偿效应［Ｊ］．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７，
３５（３）：２８６－２９０．
ＧＵＯＸｉａｎｇｐｉｎｇ，ＬＩＵＺｈａｎｐｅｎｇ，ＷＡＮＧＱｉｎｇｍｅｉ，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ＥＧｏｓｍｏｔｉｃ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
ｒｅｗａｔｅｒｉｎｇｏｎｍａｉｚ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ｏ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７，３５（３）：２８６－２９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５　ＷＵＦＺ，ＢＡＯＷ Ｋ，ＬＩＦＬ，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ｓｕｐｐｌｙｏｎｌｅａｆｇａｓ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
Ｓｏｐｈｏｒａｄａｖｉｄｉｉ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Ｊ］．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２００８，４６（１）：４０－４８．

３６　陶先萍，罗宏海，张亚黎，等．根域限制下水氮供应对膜下滴灌棉花叶片光合生理特性的影响［Ｊ］．生态学报，２０１３，
３３（１２）：３６７６－３６８７．
ＴＡＯＸｉａｎｐｉｎｇ，ＬＵＯ Ｈｏｎｇｈａｉ，ＺＨＡＮＧ Ｙａｌｉ，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ｕｎｄｅｒｒｏｏｔ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ｏｎ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ｏｆｃｏｔｔｏｎｐｌａｎｔｓｇｒｏｗｎｗｉｔｈｕｎｄｅｒｍｕｌｃｈｄｒｉｐ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Ｊ］．Ａｃｔａ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３，３３（１２）：３６７６－３６８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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