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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定量春灌一水对麦田蒸散量与产量构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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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冬小麦生长季，选用节水高产小麦品种衡 ４３９９，开展麦田分期定量（７５ｍｍ）灌溉（春灌一

水，设置拔节后 ０ｄ、拔节后 ５ｄ、拔节后 １０ｄ、拔节后 １５ｄ、拔节后 ２０ｄ、拔节后 ３０ｄ灌溉 ６个处理，记为 ＡＪ０、ＡＪ５、

ＡＪ１０、ＡＪ１５、ＡＪ２０、ＡＪ３０），进行单因素试验。结果表明：不同灌水处理麦田蒸散量范围为 ３６１１～５０５８ｍｍ；随灌水

时间推移，麦田蒸散量呈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以 ＡＪ１５或 ＡＪ２０最高。扬花前营养器官同化物运转量、运转率及对

籽粒贡献率均随灌水时间的推移而呈先增加后减小的变化趋势，以拔节后５～１５ｄ灌水处理的较高。扬花后输入籽

粒的生物产量，以 ＡＪ１０和 ＡＪ１５较高，ＡＪ０最低。各处理小麦扬花后同化物运转量对籽粒的贡献率均高于６０％，是籽粒产

量的主要构成部分。小麦籽粒产量范围为６６２０４～８６５０５ｋｇ／ｈｍ２，以拔节后５～１５ｄ灌水处理较高。籽粒产量水分利用

效率为１３２～２５４ｋｇ／ｍ３，除２０１７年外，以 ＡＪ０处理为最优。产量与灌前土壤含水率、土壤供水量及蒸散量正相关。在本

研究生产条件下，小麦拔节后１０～１５ｄ灌水，既能够充分利用土壤蓄水，也有利于提高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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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作为世界性粮食作物，小麦产量与种植面积均

居第一
［１］
。从全球分布来看，小麦集中分布在北半

球欧亚大陆和北美，占总种植面积的 ９０％。世界不
同地区由于生产水平与生态环境差异致使小麦水分

管理模式截然不同。美国高平原区开展灌溉可提高

小麦产量 ２倍，提高玉米产量 １０倍，该地区小麦生
产以雨养为主

［２］
。加拿大春小麦产区，采用秸秆储

雪、土地免耕等技术，提高周年水分利用效率，雨养

条件下获取稳定产量
［３］
。法国小麦主要分布在大

西洋沿岸地区，该区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水分不是

产量提高的限制因素
［４］
。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不同，

我国雨养农区也种植小麦，但重要小麦产区主要分

布在灌区，灌溉是维系小麦高产稳产的主要因素。

进一步比较发现，北纬 ３７５°穿过中国河北平原，与
世界著名小麦产区美国堪萨斯州、土耳其地中海沿

岸及伊朗北部麦区纬度相近。美国堪萨斯州与土耳

其小麦产区既有地表径流又有一定降雨
［５－６］

；伊朗

虽为缺水区，但径流全部为内陆河，高山雪水为小麦

生产提供了主要水源
［７］
。我国河北平原冬小麦生

长季多年平均降水量不足１１０ｍｍ，雨养条件下籽粒
产量不足 ２２５０ｋｇ／ｈｍ２［８］。而该区冬小麦产量达
７５００ｋｇ／ｈｍ２，需水量约４２０ｍｍ，降雨不足又无地表
径流，高产麦田水分需求的差额由抽取深层地下水

补给
［９］
。在本地区长期抽取地下水形成了巨大的

漏斗群，生态危机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可持续生

产
［１０］
。

河北平原属于华北平原一部分，具有中国北方

半干旱农业生产区的典型特征。受温带季风性气候

影响，小麦生长处于长期且稳定的干旱期。在水资

源极度匮乏且需确保粮食安全条件下，为缓解小麦

栽培用水与水资源短缺的矛盾，学者们围绕区域的

生态特点，开展了大量节水技术研究。ＤＥＮＧ等［１１］

研究指出，小麦不同生育时期对水分亏缺的敏感性

不同，其中拔节前后对水分亏缺最为敏感。ＺＨＡＮＧ

等
［１２］
发现，拔节期间适度水分胁迫有助于提高后期

根系对深层土壤水肥的吸收，提高水肥利用效率，同

时在雨季来临前可腾出库容，提高周年水分利用效

率。邱新强等
［１３］
认为，拔节期间是冬小麦根系生长

最旺盛且生长中心逐渐下移的时期，该阶段通过水

肥调节对根系调控效果最佳。ＺＨＡＮＧ等［１４］
认为，

在河北平原减少农田灌水条件下，开展小麦节水栽

培研究，有助于区域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但关

于本地区大田栽培环境对拔节期间土壤含水率的影

响、不同时期灌水对小麦耗水特性的影响及春季限

水优化灌溉对群体构建与产量特征的影响缺乏系统

研究。为此本文在大田条件下，连续 ４年于冬小麦
需水关键期设置６个灌水时期，研究不同处理对农
田水分平衡、冬小麦干物质积累运转及水分利用效

率的影响，旨在为实现冬小麦节水丰产、地下水综合

治理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区概况
田间试验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连续 ４个冬小麦生长

季，在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节水试验站（１１５７２°Ｅ，
３７９０°Ｎ，海拔２１０ｍ）进行。该站位于河北平原中
南部，属于华北冬小麦生长区，具有中国北方半干旱

农业生产区的典型特征。常年采用冬小麦 夏玉米

一年两熟制。年均日照时数、无霜期、蒸发量、降水

量、气温分别为２５０９４ｈ、１８８ｄ、１７８５ｍｍ、５１０ｍｍ、
１２８℃［１５］

。试验田土质为壤土，０～２０ｃｍ耕层土壤
养分质量比为：有机质 １５６８～１７４２ｇ／ｋｇ、全氮
１４８～１５４ｇ／ｋｇ、速效氮１２７２４～１３４６８ｍｇ／ｋｇ、速
效磷 ２１９５～２４１３ｍｇ／ｋｇ、速 效 钾 １１３６８～
１２８４２ｍｇ／ｋｇ。该区冬小麦生长季多年平均降水量
１１０ｍｍ［８］，本研究连续 ４个冬小麦生长季降水量
１１５７～１５８３ｍｍ，与平均降水量相近，具有生产代
表性。播前９月与冬小麦生长季逐月降水量见表１。
为保证冬小麦足墒播种，每年于９月２５日玉米收获
前灌水４５ｍｍ。播种前土壤体积含水率见表２。

表 １　播前 ９月与冬小麦生育期逐月降水量

Ｔａｂ．１　Ｍｏｎｔｈｌｙ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ｂｅｆｏｒｅｓｏｗ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ｇｒｏｗ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 ｍｍ

年份
月份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翌年） ２ ３ ４ ５ ６

全生

育期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１３０ ４０５ １１９ １３０ ０ ７３ ７１ １９６ ２４３ ６２１ １１９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３６３ ２８０ ５７６ ０ １０ １２０ ０ １７３ ２０６ ８１１ １３２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５３９ ４３ １５６ ０ １２ ９５ ４５ ５４９ ６４０ ２５２ １５８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３４１ ４４ ８７ ０３ ０５ ５１ ０７ ４９６ ３５７ ２６１ １１５７

１９５７—２０１２ ４７８ ２４８ １２６ ３１ ２４ ５９ ９４ １３０ ３３５ ６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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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试验地土壤类型与播前土壤含水率

Ｔａｂ．２　Ｓｏｉｌ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ｓｅｅｄｉｎｇｉｎｔｅｓｔａｒｅａ

土壤深度／

ｃｍ
土壤类型

土壤容重／

（ｇ·ｃｍ－３）

田间持

水率／％

凋萎

含水率／％

土壤体积含水率／％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０～２０ 壤土 １３９ ３７４７ １０５８ ３４６０ ３２６１ ３２１４ ３２０８

２０～６０ 壤土 １４７ ３５６３ １１３５ ３４４６ ３４３４ ３１１１ ３３６７

６０～８０ 轻壤土 １５０ ３６２３ １２８９ ３５３７ ３５２０ ３２２３ ３２８７

８０～１２０ 壤土 １４５ ３４６０ １２２０ ３２５８ ３０８９ ３４１０ ３３１５

１２０～１７０ 轻壤土 １５１ ３５１０ １１５０ ３４６５ ３２５２ ３４６３ ３４９６

１７０～１９０ 粘壤土 １３８ ３５８２ １４３３ ３２９９ ３２７６ ３５２８ ３２８６

１９０～２００ 壤土 １４８ ３５８７ １３６７ ３４６４ ３３００ ３４１０ ３０９９

１２　试验设计
选用当地当前大面积推广的节水高产冬小麦品

种衡４３９９，按照常规播种量（２２５ｋｇ／ｈｍ２）足墒播
种。翌年小麦需水关键期设置 ６个灌水时期处理：
拔节后 ０ｄ（ＡＪ０）、拔节后 ５ｄ（ＡＪ５）、拔节后 １０ｄ
（ＡＪ１０）、拔节后１５ｄ（ＡＪ１５）、拔节后２０ｄ（ＡＪ２０）、拔
节后３０ｄ（ＡＪ３０），灌水量７５ｍｍ，各处理从播种至收
获期间均灌１次水，灌水与追肥同步。每个处理小
区面积４０ｍ２（５ｍ×８ｍ），３次重复，顺序排列，处理
间设置０５ｍ宽隔离区。冬小麦夏玉米收获后秸秆
全量粉碎还田。整地前底施磷酸二铵 ５２５ｋｇ／ｈｍ２、
氯化钾１５０ｋｇ／ｈｍ２。春季补水时追施尿素３７５ｋｇ／ｈｍ２。
折合施用化肥量为 Ｎ２６７ｋｇ／ｈｍ２、Ｐ２Ｏ５２４１５ｋｇ／ｈｍ

２
、

Ｋ２Ｏ９０ｋｇ／ｈｍ
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分别于１０月１０、１２、

１３、１５日播种，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５日、５—７日、
４—５日、４—７日扬花，６月５、６、１２、１０日收获。
１３　相关指标测定和计算

采用土钻取土，干燥法测定土壤含水率，测定时

间为播种后与各生育阶段末，灌水或降雨前后加测，

同一处理每小区钻取０～２００ｃｍ土层土样，每１０ｃｍ
为一层进行取土。采用水量平衡公式计算作物耗水

量

　Ｅｔ＝１０∑
ｎ

ｉ＝１
γｉＨｉ（θｉ１－θｉ２）＋Ｐ＋Ｉ＋Ｇ－Ｒ－Ｆ （１）

式中　Ｅｔ———阶段耗水量，ｍｍ
ｉ———土层编号　　ｎ———总土层数
γｉ———第 ｉ层土壤干容重，ｇ／ｃｍ

３

Ｈｉ———第 ｉ层土壤厚度，ｃｍ
θｉ１、θｉ２———第 ｉ层土壤时段初和时段末的含

水率（以占干土质量的百分数计

算），％
Ｐ———降水量，ｍｍ
Ｉ———时段内的灌水量，ｍｍ
Ｇ———时段内地下水对作物根系的补给量，

ｍｍ
Ｒ———时段内测定区域的地表径流量，ｍｍ，

试验区地势平坦，无地表径流产生，故

Ｒ为０
Ｆ———时段内根区深层渗漏量，ｍｍ

当地下水埋深大于２５ｍ时，Ｇ可以不计，本试验的
地下水埋深在 ７ｍ以下，因此无地下水补给。其中
Ｆ计算方法为灌水（或降水）前 ２００ｃｍ土层内的土
壤储水量（ｍｍ）加上灌水量（或降水量，ｍｍ）再减去
田间持水量（ｍｍ），如果 Ｆ小于 ０，说明没有深层渗
漏产生，则 Ｆ取值为０。

产量水平的水分利用效率计算公式为

ＷＵＥ＝Ｙ／ＥＴｃ （２）

式中　Ｙ———籽粒产量（该阶段生物产量），ｋｇ／ｈｍ２

ＥＴｃ———小麦生育期间蒸散量，ｍｍ
１４　干物质测定

于扬花期和收获期连取代表性植株２０株，作为
考察样本。将样本地下部分剪去，按叶片、茎和叶

鞘、穗壳、籽粒等器官拆分（除籽粒外，包括茎叶在

内的其他器官为营养器官），１０５℃干燥箱杀青
３０ｍｉｎ后，于８０℃干燥至质量恒定，冷却后称干质
量。与每公顷干物质转移效率相关的计算公式分别

为
［１７］

Ｔｖ＝Ｗ１－Ｗ２ （３）
Ｒ１＝Ｔｖ／Ｗ１×１００％ （４）
Ｔｇ＝Ｗ３－Ｔｖ （５）

Ｒ２＝Ｔｖ／Ｗ３×１００％ （６）
ｈｉ＝Ｗ３／（Ｗ２＋Ｗ３）×１００％ （７）

式中　Ｔｖ———扬花前营养器官同化物运转量，ｋｇ
Ｔｇ———扬花后同化物输入籽粒量，ｋｇ
Ｗ１———扬花期营养器官干质量，ｋｇ
Ｗ２———收获期营养器官干质量，ｋｇ
Ｗ３———收获期籽粒干质量，ｋｇ
Ｒ１———扬花前营养器官同化物运转率，％
Ｒ２———扬花前同化物对籽粒产量贡献率，％
ｈｉ———收获指数，％

１５　数据处理方法
采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和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数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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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统计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时间水分处理对冬小麦耗水的影响
２１１　灌水前与成熟期０～２００ｃｍ土层含水率差异

图１是不同处理灌水前０～２００ｃｍ土层剖面土
壤含水率的分布结果。由图 １可以看出，同一年份
不同处理各土层的土壤含水率不同，０～４０ｃｍ土层
较低，４０～８０ｃｍ土层较高，１００～２００ｃｍ土层较低；
同一土层处理间比较，灌水越早含水率越高，特别是

１００ｃｍ以下土层，此趋势尤为明显，ＡＪ０、ＡＪ５与

ＡＪ１０较高，ＡＪ３０最低或较低。受降雨等天气因素
影响，同年份不同处理间差异程度不同，２０１７年处
理间差异较大，２０１５年差异较小；各年份同一处理
均值比较，ＡＪ３０处理 ０～２００ｃｍ土层平均含水率最
小，为 １５６１％；其次是 ＡＪ２０处理，比 ＡＪ３０处理高
出１８９９％；ＡＪ１５和 ＡＪ１０处理土壤含水率相当，比
ＡＪ３０高３０％以上。ＡＪ０处理 ０～２００ｃｍ土层平均
含水率最大，和 ＡＪ５处理稍有差异，分别比 ＡＪ３０处
理高５１１２％和４５０７％。说明随着灌水时间推迟，
０～２００ｃｍ土层含水率越来越少，被作物吸收利用
的越多。

图 １　灌水前各处理 ０～２００ｃｍ土层体积含水率

Ｆｉｇ．１　Ｖｏｌｕｍｅｔｒｉｃ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０～２００ｃｍｓｏｉ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ｔｅａｃｈ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ｂｅｆｏｒ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图 ２　收获期各处理 ０～２００ｃｍ土层土壤体积含水率

Ｆｉｇ．２　Ｖｏｌｕｍｅｔｒｉｃ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０～２００ｃｍｓｏｉ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ａｔｍａｔｕｒｅｓｔａｇｅｉｎ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图２是不同处理收获期０～２００ｃｍ土层剖面土
壤含水率的分布结果。由图 ２可以看出，同一年份
不同处理成熟期土壤含水率与灌水前土壤含水率分

布相似，但不完全相同。２０１４、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 ０～４０ｃｍ
与８０～１２０ｃｍ土层含水率较低，４０～８０ｃｍ和１２０ｃｍ
以下较高；２０１５年不同土层土壤含水率差异不具规
律。同一土层处理间比较，２０１４年和 ２０１７年 ０～
１００ｃｍ土层处理间差异较小，２０１６年则以 ＡＪ１５处
理最低；３年１００ｃｍ以下处理差异较大，以ＡＪ０处理

最高，ＡＪ２０和 ＡＪ３０最低或较低，只有 ２０１５年处理
间差异最小。各年份同一处理均值比较，ＡＪ０处理
０～２００ｃｍ土层平均含水率最大，为 ２４０４％；接下来
依次为 ＡＪ５、ＡＪ１０、ＡＪ３０和 ＡＪ１５，分别为 ２３３０％、
２１５４％、２０８９％、２０８１％；以 ＡＪ２０处理０～２００ｃｍ
土层平均含水率最小，为 ２０３５％。可见拔节后
１５～３０ｄ灌水处理更利于土壤水分的吸收利用。
２１２　不同处理冬小麦耗水规律分析

由表 ３可以看出，各处理耗水量随生育进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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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同一年份处理间的差异较大。越冬前各处理

耗水量为 ７１３６～１０３１５ｍｍ。拔节后 １５ｄ耗水量
较大，达到１１２９７～２０５０１ｍｍ。拔节后１５ｄ到扬花期
耗水量也较大，至扬花期已达２３２８２～３１０８２ｍｍ。扬
花期到成熟期耗水量进入另一快速增长期。总体来

看，耗水量以拔节后 １５ｄ到孕穗期和灌浆期间较
高。累积耗水百分率，在越冬前、拔节后 １５ｄ、扬花
期和 成 熟 期 分 别 达 到 总 积 累 量 的 １６８３％ ～
２２５１％、２５１３％ ～４８６１％、５３１１％ ～６７６８％和

１００％。另外，鉴于 ３年数据重复性较好，文中仅对
２年数据加以分析，下同。

由表４可见，２年中冬小麦耗水量较高的阶段，
都在扬花期到成熟期，其前的拔节期至扬花期的耗

水量也较高，播种期 越冬期阶段耗水量较小，越冬

期到拔节期最小。同一处理不同年份冬小麦耗水量

差异较大，以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较高；同一年份不同处
理冬小麦耗水量差异也较大，以 ＡＪ２０最高，ＡＪ０与
ＡＪ５较低。

表 ３　各处理耗水量变化和累积耗水百分率

Ｔａｂ．３　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份 处理
总耗水量／ｍｍ 累积耗水百分率／％

越冬前 拔节后０ｄ拔节后１５ｄ 扬花期 成熟期 越冬前 拔节后０ｄ拔节后１５ｄ 扬花期 成熟期

ＡＪ０ ７６４８ａ ９４４５ａ １７９８３ｂ ２３４７９ｂ ３６９９３ｃ ２０６７ａ ２５５３ａ ４８６１ａ ６３４７ａ １００ａ

ＡＪ５ ７７２４ａ ９５９０ａ １９１８５ａ ２６３６２ａ ４０１７４ｂ １９２３ａ ２３８７ａ ４７７５ａ ６５６２ａ １００ａ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ＡＪ１０ ７１３６ａ ８９２２ａ １５２９０ｃ ２４５２６ｂ ４１７１２ｂ １７１１ｂ ２１３９ｂ ３６６６ｂ ５８８０ａｂ １００ａ

ＡＪ１５ ７８０６ａ ９６２３ａ １１８７２ｄ ２４４５０ｂ ４２２９７ａｂ １８４６ａｂ ２２７５ａｂ ２８０７ｃ ５７８１ｂ １００ａ

ＡＪ２０ ７５６８ａ ９４３２ａ １１２９７ｄ ２４９９２ｂ ４４９５８ａ １６８３ｂ ２０９８ｂ ２５１３ｃ ５５５９ｂ １００ａ

ＡＪ３０ ７９７８ａ ９９０７ａ １１５２０ｄ ２３２８２ｂ ４３８４１ａ １８２０ｂ ２２６０ａｂ ２６２８ｃ ５３１１ｂ １００ａ

ＡＪ０ ９２３３ａ １１１０８ａ ２０５０１ａ ２９９８３ａ ４３２３５ｃ ２１３６ａ ２５６９ａ ４７４２ａ ６９３５ａ １００ａ

ＡＪ５ ８６７８ａ １０４９１ａ １９５９６ａ ２９４６２ａ ４４０３３ｃ １９７１ａ ２３８３ａ ４４５０ａ ６６９１ａ １００ａ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ＡＪ１０ ８９０６ａ １０７４５ａ １８３３８ｂ ３１０８２ａ ４５９２６ｂ １９３９ａ ２３４０ａ ３９９３ａｂ ６７６８ａ １００ａ

ＡＪ１５ ９８９４ａ １１８４２ａ １５２２７ｃ ３０９４４ａ ４６７３０ｂ ２１１７ａ ２５３４ａ ３２５９ｂ ６６２２ａ １００ａ

ＡＪ２０ １０２８７ａ １２２７９ａ １５７５０ｃ ３１０２３ａ ４８２６０ａ ２１３２ａ ２５４４ａ ３２６４ｂ ６４２８ａｂ １００ａ

ＡＪ３０ １０３１５ａ １２３１０ａ １５９４２ｃ ２７８３４ｂ ４５８３４ｂ ２２５１ａ ２６８６ａ ３４７８ｂ ６０７３ｂ １００ａ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在００５水平上差异显著，下同。

表 ４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不同处理阶段耗水量和耗水强度

Ｔａｂ．４　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份 处理

播种 越冬 越冬 拔节后０ｄ
拔节后０ｄ

拔节后１５ｄ
拔节后１５ｄ 扬花 扬花 成熟 全生育期

Ｅｔ／

ｍｍ

Ａ／

（ｍｍ·ｄ－１）

Ｅｔ／

ｍｍ

Ａ／

（ｍｍ·ｄ－１）

Ｅｔ／

ｍｍ

Ａ／

（ｍｍ·ｄ－１）

Ｅｔ／

ｍｍ

Ａ／

（ｍｍ·ｄ－１）

Ｅｔ／

ｍｍ

Ａ／

（ｍｍ·ｄ－１）

Ｅｔ／

ｍｍ

Ａ／

（ｍｍ·ｄ－１）

ＡＪ０ ７６４８ａ １３７ａ １７９７ａ ０１６ａ ８５３８ａ ５６９ａ ５４９６ｅ ２６２ｅ １３５１４ｃ ３５６ｃ ３６９９３ｂ １５７ｂ

ＡＪ５ ７７２４ａ １３８ａ １８６６ａ ０１７ａ ９５９５ａ ６４０ａ ７１７７ｄ ３４２ｄ １３８１２ｃ ３６３ｃ ４０１７４ａｂ １７０ａｂ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ＡＪ１０ ７１３６ａ １２７ａ １７８６ａ ０１６ａ ６３６８ｂ ４２５ｂ ９２３６ｃ ４４０ｃ １７１８６ｂ ４５２ｂ ４１７１２ａｂ １７７ａｂ

ＡＪ１５ ７８０６ａ １３９ａ １８１７ａ ０１７ａ ２２４９ｃｄ １５０ｃ １２５７８ａｂ ５９９ａｂ １７８４７ｂ ４７０ｂ ４２２９７ａ １７９ａ

ＡＪ２０ ７５６８ａ １３５ａ １８６４ａ ０１７ａ １８６５ｄ １２４ｃ １３６９５ａ ６５２ａ １９９６６ａ ５２５ａ ４４９５８ａ １９１ａ

ＡＪ３０ ７９７８ａ １４２ａ １９２９ａ ０１８ａ １６１３ｄ １０８ｃ １１７６２ｂ ５６０ｂ ２０５５９ａ ５４１ａ ４３８４１ａ １８６ａ

ＡＪ０ ９２３３ａ １５９ａ １８７５ａ ０１７ａ ９３９３ａ ６２６ａ ９４８２ｃ ４５２ｃ １３２５２ｄ ３６８ｄ ４３２３４ａ １８３ａ

ＡＪ５ ８６７８ａ １５０ａ １８１３ａ ０１６ａ ９１０５ａ ６０７ａ ９８６６ｃ ４７０ｃ １４５７１ｃ ４０５ｃ ４４０３３ｂ １８７ｂ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ＡＪ１０ ８９０６ａ １５４ａ １８３９ａ ０１７ａ ７５９３ｂ ５０６ｂ １２７４４ｂ ６０７ｂ １４８４４ｃ ４１２ｃ ４５９２５ａｂ １９５ａｂ

ＡＪ１５ ９８９４ａ １７１ａ １９４８ａ ０１８ａ ３３８５ｃ ２２６ｃ １５７１７ａ ７４８ａ １５７８６ｂｃ ４３９ｂｃ ４６７３０ａ １９８ａ

ＡＪ２０ １０２８７ａ １７７ａ １９９２ａ ０１８ａ ３４７１ｃ ２３１ｃ １５２７３ａ ７２７ａ １７２３７ａｂ ４７９ａｂ ４８２５９ａ ２０４ａ

ＡＪ３０ １０３１５ａ １７８ａ １９９５ａ ０１８ａ ３６３２ｃ ２４２ｃ １１８９２ｂ ５６６ｂ １８０００ａ ５００ａ ４５８３４ａｂ １９４ａｂ

　　注：Ａ表示耗水强度。

　　冬小麦耗水强度变化趋势与阶段耗水量的趋势
相似（表４），最高值出现在水分处理后的拔节期到
扬花期，平均每日吸收量最高达到 ６２６ｍｍ／ｄ，越冬
期 拔节期耗水强度最小，仅为 ０１６～０１８ｍｍ／ｄ。

不同处理之间耗水强度的差异，也与不同处理之间

阶段耗水量的差异类似。概括来看，全生育期阶段

耗水量和耗水强度都以生育中期灌水处理后（拔节

后１５ｄ至扬花）最高，生育后期（扬花至成熟）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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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前期（出苗至拔节）最低。

２２　不同处理对冬小麦干物质积累分配的影响
表５为不同限水处理冬小麦群体成穗数、穗粒

数、千粒质量及产量。由表５可见，各年份群体成穗
数随灌水时间的推迟变化不同。２０１４年逐渐减小，
其他年份先增加后减小，以 ＡＪ１０与 ＡＪ１５最高或较
高。穗粒数与产量随处理先增加后降低，总体以

ＡＪ３０处理最低。千粒质量受处理影响与产量及其
他构成因素不同，随处理时间的推迟，先减小后增

大，以 ＡＪ１０处理较低或最低。同处理年际间比较，
群体成穗数以２０１４年最低；穗粒数年际间差异不具
规律性；千粒质量以 ２０１４年最高，２０１６年与 ２０１７
年最低或较低；产量以２０１５年最高。

由表６可知，扬花前营养器官同化物运转量、运
转率及对籽粒贡献率均随灌水时间的推迟先增加后

减小，以拔节后 ５～１５ｄ期间灌水处理较高。同一
处理年际间比较，扬花前营养器官同化物转移量、转

移率及对籽粒贡献率均以 ２０１５年较高。与灌水处
理对扬花前营养器官同化物运转量影响不同，扬花

后同化物输入籽粒的量与扬花后同化物运转量对籽

粒的贡献率，２０１４年以拔节期 拔节后 １０ｄ与拔节
后２０ｄ灌水处理较高；２０１５年以拔节期与拔节后
２０～３０ｄ灌水处理较高。年际间比较，差异不具规
律性。扬花后同化物运转量对籽粒的贡献率各处理

均在６０％以上，是籽粒产量的主要构成部分。２年
收获指数差异不具规律性。

表 ５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不同处理冬小麦产量特征统计

Ｔａｂ．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４ｔｏ２０１７

处理
群体成穗数／（万穗·ｈｍ－２） 穗粒数／（粒·穗 －１） 千粒质量／ｇ 产量／（ｋｇ·ｈｍ－２）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ＡＪ０ ６３９４ａ ６７９９ａｂ ６６３７ｂ ６１７３ｂ ３２５ａｂ ３４０ａｂ ３５９ａｂ ３３５ａｂ ４９０８ａ ３９８９ａ ３５３９ａ ４０７２ａ ７６００５ａ ８１１７１ａ ７８１６５ｂ ７５０６０ｂ

ＡＪ５ ６１４７ａ ６９８８ａｂ ６８６７ａｂ ６２７５ｂ ３３７ａｂ ３５８ａ ３８６ａ ３４２ａ ４６３０ａ ３８７２ａ ３４０３ａ ３６６３ｂ ７８８３７ａ ８２８３８ａ ８０３４０ｂ ７７０６０ｂ

ＡＪ１０ ６１０４ａ ７２８４ａｂ ７１５１ａ ６７６３ａｂ ３６６ａ ３６２ａ ３３３ｂ ３５３ａ ４６０８ａ ３７０４ａ ３１６９ａ ３３６７ｂｃ ７３６７０ａ ８６５０５ａ ８４０１０ａ ７８８４０ｂ

ＡＪ１５ ５２２５ａｂ ８０００ａ ６４６７ｂ ７１１０ａ ３１９ｂ ３６１ａ ３４７ｂ ３４８ａ ４９４１ａ ３７０３ａ ３２０７ａ ２９３９ｃ ６９８６１ａｂ８５３３８ｂ ７７３３５ｂ ８１７０５ａ

ＡＪ２０ ５０８５ａｂ ７６９９ａ ６１５１ｂｃ ６７８８ａｂ ３０７ｂ ３２７ｂ ３３６ｂ ３２２ａｂ ４７７８ａ ３８５３ａ ３５０９ａ ３２７７ｃ ７０００４ａｂ８２１７２ｂ ７５３３０ｂ ７６８４５ｂ

ＡＪ３０ ４７５８ｂ ５７５８ｂ ６０６６ｃ ６３６５ｂ ３１５ｂ ３１６ｂ ３２１ｂ ３０８ｂ ５１６８ａ ３８９１ａ ３７３４ａ ３６９５ｂ ６６２０４ｂ ７７５０５ｃ ６７０００ｃ ６６４５０ｃ

表 ６　不同处理对干物质再分配的影响

Ｔａｂ．６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ｎ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ｆｒｏｍ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ｏｒｇａｎｓｔｏｇｒａｉｎ

年份 处理

扬花期

生物量／

（ｋｇ·ｈｍ－２）

成熟期

生物产量／

（ｋｇ·ｈｍ－２）

扬花前营养

器官同化物

运转量／

（ｋｇ·ｈｍ－２）

扬花前营养

器官同化物

运转率／％

扬花前同化

物运转量对

籽粒的贡献

率／％

扬花后同化

物输入籽

粒量／

（ｋｇ·ｈｍ－２）

扬花后同化

物运转量对

籽粒的贡

献率／％

收获指数／

％

ＡＪ０ １２１４×１０４ａ １９０４×１０４ａ ６９８４０ｃ ５７５ｃｄ ９１９ｃ ６９０２１ａ ９０８１ｂ ３９９１ｂ

ＡＪ５ １１３８×１０４ａ １８１６×１０４ａｂ １１１５９０ａ ９８０ｂ １４１５ｂ ６７６７９ａ ８５８５ｃ ４３４２ａ

２０１４
ＡＪ１０ １０６６×１０４ａ １７３２×１０４ｂ ６９９２０ｃ ６５６ｃ ９４９ｃ ６６６７８ａ ９０５１ｂ ４２５１ａｂ

ＡＪ１５ １０４８×１０４ａｂ １７７６×１０４ｂ １２５６１０ａ １１９９ａ １７９８ａ ５７３００ｂ ８２０２ｃ ３９３３ｂ

ＡＪ２０ １０９０×１０４ａ １６２０×１０４ｃ １４０９０ｄ １２９ｄ ２０１ｄ ６８５９５ａ ９７９９ａ ４３１９ａ

ＡＪ３０ ９６２０×１０３ｂ １５３４×１０４ｄ ８８９８０ｂ ９２５ｂ １３４４ｂ ５７３０６ｂ ８６５６ｃ ４３１３ａ

ＡＪ０ １２７５×１０４ａ １９４８×１０４ａｂ １３７８３５ｃ １０８１ｂｃ １６９８ｂｃ ６７３８８ａ ８３０２ａ ４１６７ｂ

ＡＪ５ １３７６×１０４ｂ １８９７×１０４ｂ ３０７１８５ａ ２２３３ａ ３７０８ａ ５２１１９ｂ ６２９２ｂ ４３６８ａｂ

２０１５
ＡＪ１０ １４９２×１０４ｂｃ ２０４１×１０４ａ ３１５４９５ａ ２１１４ａ ３６４７ａ ５４９５６ｂ ６３５３ｂ ４２３８ｂ

ＡＪ１５ １２３１×１０４ｂｃ １９１５×１０４ａｂ ２６９３５５ａ ２１８８ａ ３１５６ａ ５８４０３ｂ ６８４４ｂ ４４５６ａ

ＡＪ２０ １２２５×１０４ｂｃ １８８３×１０４ｂ １６３１１０ｃ １３３２ｂ １９８５ｂ ６５８６１ａ ８０１５ａ ４３６４ａｂ

ＡＪ３０ １１８７×１０４ｃ １８４８×１０４ｂ １１３４４５ｃ ９５６ｃ １４６４ｃ ６６１６１ａ ８５３６ａ ４１９４ｂ

２３　不同处理耗水组成与水分利用效率及相关性
２３１　不同处理耗水组成与籽粒水分生产率

由表７可见，农田蒸散量为 ３６１１～５０５８ｍｍ。
同一年份不同处理间比较，随灌水时间推迟，蒸散量

先增加后减小，以 ＡＪ１５或 ＡＪ２０处理最高或较高，以
ＡＪ０灌水处理较低。同一处理年际间比较，以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 和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 蒸 散 量 较 高，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最低。蒸散量由灌溉水量、土壤水量
和降水量组成。同一年份不同处理间比较，随灌水

时间推迟，蒸散量先增加后减小，土壤供水量变幅为

１６９４～３１１６ｍｍ，与蒸散量变化相同。同一处理
年际间比较也以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和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土
壤供水量较高，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最低，与蒸散量变化
相同。土壤供水量占蒸散量的 ４６０％ ～６１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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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份不同处理间比较，随灌水时间推迟，比例先增

加后减小，以 ＡＪ１５或 ＡＪ２０处理最高或较高。农田
灌水量为７５ｍｍ，占蒸散量的１４８％ ～２０８％，处理
间以 ＡＪ０和 ＡＪ５占蒸散量的比例较高。降水量变幅
为１１５７～１５８３ｍｍ，以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最高，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年最低。降水量占蒸散量的比例为 ２３５％ ～
３６６％。同一年份，降水量占蒸散量的比例与灌水
量所占比例变化相似，以 ＡＪ０和 ＡＪ５处理占蒸散量
的比例较高。

由表７还可以发现，ＷＵＥ为 １３２～２５４ｋｇ／ｍ３。
同一年份不同处理间比较，除 ２０１７年以 ＡＪ５最高，
其他年份均是以 ＡＪ０最高或较高，随时间推迟呈现
减小趋势。籽粒产量（表 ５）随灌水时间推迟，呈先
增加后减小趋势，以 ＡＪ１０和 ＡＪ１５处理较高，均以
ＡＪ３０处理最低；同一灌水时间处理年际间比较，
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的籽粒产量高于 ２０１４年，但不同
年份处理间均是以 ＡＪ１０和 ＡＪ１５处理的产量较高且
稳定。

表 ７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不同处理对耗水组成和籽粒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Ｔａｂ．７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ｎ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ｂｉｏｍａｓｓａｎｄ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４ｔｏ２０１７

处理
蒸散量／ｍｍ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灌溉水

量／ｍｍ

土壤水量／ｍｍ ＷＵＥ／（ｋｇ·ｍ－３）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ＡＪ０ ３６９９ｂ ４３２３ａ ３６１１ｃ ４０４６ｂ ７５ １７９２ｂ １９９０ａ １６９４ｃ ２１０４ｂ ２５４ａ １８８ａ ２１６ａ １８６ａ

ＡＪ５ ４０１７ａｂ ４４０３ａ ３７１７ｂｃ ４１２８ｂ ７５ ２１１０ａｂ ２０７０ａ １８００ｂｃ ２１８６ｂ １９６ａ １８８ａ ２１６ａ １８７ａ

ＡＪ１０ ４１７１ａｂ ４５９３ａ ４０４３ａｂｃ ４８７３ａ ７５ ２２６４ａｂ ２２６０ａ ２１２６ａｂｃ ２９３１ａ １７７ａ １８８ａ ２０８ａ １６２ａｂ

ＡＪ１５ ４２３０ａｂ ４６７３ａ ４３２２ａ ５０５８ａ ７５ ２３２３ａｂ ２３４０ａ ２４０５ａ ３１１６ａ １６５ａ １８３ａｂ １７９ａｂ １６２ａｂ

ＡＪ２０ ４４９６ａ ４８２６ａ ４２７８ａ ５０３４ａ ７５ ２５８９ａ ２４９３ａ ２３６１ａ ３０９２ａ １５７ａ １７０ｂ １７６ａｂ １５３ｂ

ＡＪ３０ ４３８４ａ ４５８３ａ ４１７５ａｂ ５０４４ａ ７５ ２４７７ａ ２２５０ａ ２２５８ａｂ ３１０２ａ １５１ａ １６９ｂ １６０ｂ １３２ｂ

２３２　不同处理灌前土壤含水率与产量构成因素
的相关性

由表 ８可见，成穗数与不同处理各土层土壤含
水率的相关性因年度不同而不同。除 ２０１７年各土
层土壤含水率与成穗数负相关外，其他年份均呈正

相关，其中２０１５年０～８０ｃｍ达到极显著水平，２０１５
年０～１６０ｃｍ与 ２０１６年 ０～２０ｃｍ、０～２００ｃｍ均达

到显著水平。穗粒数与各土层土壤含水率呈正相关

（２０１５年０～４０ｃｍ除外），千粒质量２０１４年与 ２０１５
年负相关，２０１７年正相关。穗粒数和千粒质量与各
土层土壤含水率相关性较差，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产量与各土层土壤含水率正相关，其中 ２０１６年 ０～
２００ｃｍ达到显著水平。

表 ８　灌前不同土层土壤含水率与产量特征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８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ｉｌｌａｙｅｒｓｂｅｆｏｒ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ｗｈｅａｔ

土壤深

度／ｃｍ

成穗数 穗粒数 千粒质量 籽粒产量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０～２０ ０７１１０ ０６６４２ ０８２１４ －０３１０１０１６３０ ０３０３２ ０７２８３ ０４５１１ －００４９ －０７２２ －０１０１００６２６３ ０５８４０ ０６４９２ ０７７１１ ０２１６１

０～４０ ０８０６８ ０６５８８ ０５４１０ －００２２００３４０２ －００６８００５４１０ ０４０９０ －００１０ －０４９３ ０１１２２ ０１９１１ ０７０７２ ０３７５１ ０５８０７ ０４００３

０～８０ ０７２８２ ０９１９０ ０７３０２ －０１６１１０４１１１ ０３１９２ ０４６６３ ０４７１５ －０１８２ －０４０１ ０２５２７ ０３６０１ ０６９６１ ０６４３２ ０７３４０ ０３５７６

０～１６０ ０７１４２ ０８７４０ ０７８６０ －０２４０８００７７７ ０５７７４ ０６００７ ０５０８２ －０４３３ －０１８９ ０２１１１ ０５１６２ ０７７２７ ０６７３４ ０７８０７ ０２７９２

０～２００ ０７３１２ ０６９０９ ０８２９１ －０１４７９００８９４ ０６４２０ ０６８１４ ０５７４１ －０５０４ －００５５ ０１８２２ ０４２５０ ０７６７１ ０６３９２ ０８１２４ ０３５６１

　　注：表示 Ｐ＜００５，表示 Ｐ＜００１。

３　讨论

３１　限水优化灌溉与水分利用效率
本研究条件下，不同处理农田蒸散量为 ３６１１～

５０５８ｍｍ，略低于 ＺＨＡＮＧ等［１２］
的结果，但高于王

红光等
［１７］
的结果，其原因是本研究为春季限水灌溉

１次，ＺＨＡＮＧ等［１２］
的研究为春季灌水２～３次，而王

红光等
［１７］
的研究为旱地小麦。说明随灌水量、灌水

次数的增多，冬小麦耗水量有增多的趋势
［１６］
。本研

究在灌水量相等的条件下，由于灌水时间不同，蒸散

量与产量也不同，这与 ＣＨＥＮ等［１８］
的研究结果一

致；同一处理不同年份耗水量和产量有一定差异，均

以 ＡＪ１５或 ＡＪ２０处理最高或较高，但其 ＷＵＥ并不
是最高；相比之下，耗水量少的 ＡＪ０处理，虽然产量
低，ＷＵＥ却是最高或较高。从农田高效用水评价指
标来看，ＡＪ１５或 ＡＪ２０耗水量高，ＷＵＥ低；而 ＡＪ０，耗
水少，ＷＵＥ高，似乎更具高效用水特征。进一步分
析发现，耗水量较高的 ＡＪ１５或 ＡＪ２０，成熟期 １００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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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深层土壤水含率较低。说明该处理促进了小

麦对深层土壤水分的吸收利用
［１１］
。本区域的气候

特点，是冬小麦收获后雨季来临，充足的降水有效补

给了深层土壤水分。受降水入渗补给、蒸散等因素

影响，当季冬小麦对深层土壤水分利用的差异，在下

季冬小麦播种前已经消除
［９，１２］

。基于上述诸多因

素，产量较高的 ＡＪ１５或 ＡＪ２０水资源利用效率更高。
因此，在本研究条件下，用耗水量和 ＷＵＥ表述用水
效率，既不能衡量水资源的综合利用情况，又不能反

映产量水平。在一定产量条件下，冬小麦高效利用

土壤水和雨水，减小灌溉水用量，还需在精确设定不

同灌水水平下，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可见，井灌区小

麦生产，通过水肥调控，促进冬小麦对深层土壤水分

吸收利用，改善群体结构并提高产量，在此基础上实

现 ＷＵＥ的提高，才是高效用水的真谛所在。
另外，受降雨年型等因素影响，播前 ０～８０ｃｍ

浅层土壤含水率年际间有一定差异（变异系数为

１３１％），８０ｃｍ以下深层土层含水率年际间差异较
小（变异系数为 ０９５％）。进一步分析发现，２０１３
年播种前０～８０ｃｍ土层土壤含水率为 ３４８１％，高
于２０１５年（３１８３％）和２０１６年（３２８７％），２０１４年
拔节期１ｍ以下深层土壤含水率（２４５２％）也高于
２０１６年（１９９２％）和２０１７年（１６７２％）。说明底墒
水在保障出苗的基础上，降低了表层土壤含水率，增

加了深层土壤含水率，这既能减小地面无效蒸发，又

可利用根系趋水肥性，诱导根系下扎，是有效提高作

物吸收利用深层土壤水分的一种方法
［１９］
。２０１７年

拔节期 ＡＪ０、ＡＪ５、ＡＪ１０、ＡＪ１５、ＡＪ２０和 ＡＪ１５处理，成
熟期１ｍ以下土层含水率分别为２３４５％、２３３６％、
１９００％、１５１６％、１５９３％和 １５３０％，说明适期推
迟拔节水，也可引导根系下扎并提高其对深层土壤

水分的利用
［１３，２０］

。

３２　产量与降雨年型及栽培环境的关系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与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降水量相似，

同处理农田蒸散量以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高。究其原因，
２０１６年秋季降水量大，提高了土壤蓄水量；２０１７年
３—６月冬小麦生长季日均气温（１７９４℃）、日照时
数（８３９ｈ）及日均风速（１９６ｍ／ｓ）均高于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年（分别为 １７１３℃、８０４ｈ、１８６ｍ／ｓ），上述
两个因素是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农田蒸散量高的原
因

［１５］
。另外，比较２０１７年与 ２０１６年 ＡＪ２０处理，降

水量与成穗数相近，但 ２０１６年 ３—６月冬小麦生长
季日均气温（１７０５℃）、日照时数（８１０ｈ）及日均风速
（１８６ｍ／ｓ）均低于 ２０１７年，故 ２０１７年农田蒸散量
（５０３４ｍｍ）高于 ２０１６年（４２７８ｍｍ）；２０１４年与
２０１５年气象条件相近，ＡＪ２０处理 ２０１５年群体成穗

数（７６９９万穗／ｈｍ２）高于 ２０１４年（５０８５万穗／ｈｍ２），
２０１５年 农田蒸散 量 （４８２６ｍｍ）高 于 ２０１４年
（４４９６ｍｍ）。可见，在气象因子差异较大时，蒸散
量与栽培年型相关；在天气差异较小时，蒸散量与群

体成穗数相关
［１６，２１］

。且降雨年型造成的差异比群

体更大。

拔节期根密度以 ２０～８０ｃｍ最大［１３］
，４年土层

含水率统计，ＡＪ０、ＡＪ５、ＡＪ１０、ＡＪ１５、ＡＪ２０与 ＡＪ３０灌
水前土壤含水率分别为 ２３８％、２３０％、２１７％、
２２０％、２０４％和１９１％，各处理灌水前 ２０～８０ｃｍ
土层含水率均高于凋萎湿度，说明本研究灌水前土

壤水分本底值虽有差异，但对冬小麦生产影响较小。

本研究连续 ４年的 ＡＪ０、ＡＪ５、ＡＪ１０、ＡＪ１５、ＡＪ２０与
ＡＪ３０处理，群体成穗数分别为 ６５００８、６５６９３、
６８２５５、６７７０５、６４３０８、５７３６８万穗／ｈｍ２，对冬小
麦成穗数的影响不同，但不同土层对小麦生产的相

关性不具明显规律。仅从土壤有效水分分析不出灌

水前土壤墒情差异对冬小麦生长与产量造成的影

响。本研究春季灌水追肥同步，肥水耦合是影响群

体成穗数和扬花期生物量的因素之一
［２２］
。另外，纵

观４年来扬花期群体与生物产量和成熟期籽粒产量，
均以２０１５年最高或较高，从灌水处理上也不能发现原
因。本研究０～２０ｃｍ耕层土壤肥力全氮质量比１４８～
１５４ｇ／ｋｇ，速效磷质量比２１９５～２４１３ｍｇ／ｋｇ，速效钾
质量比１１３６８～１２８４２ｍｇ／ｋｇ，高于土壤养分缺乏
临界值

［２３］
（全氮质量比 １０ｇ／ｋｇ，速效磷质量比

１０３ｍｇ／ｋｇ，速效钾质量比６７２ｍｇ／ｋｇ）。２０１５年 ３
月３０日—４月５日的有效降水过程，实现了雨水与
土壤中的养分耦合，利于冬小麦的吸收利用，进而增

加了扬花期的生物产量
［２４］
。而该年 ＡＪ３０扬花期群

体和生物产量虽然高于其他年份，但各年处理间比

较均以 ＡＪ３０最低。可见，ＡＪ３０主要是追肥过晚，田
间肥力不足所致。穗数建成后，２０１５年 ５月降雨也
较高（６４０ｍｍ），本年高产与上述因素密切相关。
综上可见，本区域生产水平下，水分对产量的贡献比

肥大
［２５］
；但在关键生育期不能及时补肥，肥力不足

时水对高产的调控也会一定程度上减弱
［１８，２５］

。水

肥处理还对生育期有一定影响，ＡＪ３０处理扬花期比
其他处理提前１～３ｄ。

从本研究结果还可以看出，物质生产还受降雨

时期的影响。２０１５年拔节后５～１０ｄ（３月 ３０日—
４月５日）有一次降雨过程，导致扬花期特别是成熟
期 ＡＪ１５、ＡＪ２０与 ＡＪ３０处理生物产量差异较小。
２０１４年降雨集中在拔节后３０ｄ（４月２５日）以后，降
雨对生物产量的影响较小，但降低了扬花前营养器

官同化物运转量与运转率，最终使其产量较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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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该阶段降水量大或供水充足，不利于花前物质向

籽粒中运转
［１２］
。总体来看，降雨时期不同对群体构

建与耗水特征有不同的影响。在本研究条件下，该

影响没有改变不同灌水处理对冬小麦产量和水分利

用的整体变化趋势。

３３　限水优化灌溉与墒情苗情互作效应对冬小麦
生产的影响

土壤有效水分是土壤所含大于凋萎湿度的水

分。本研究连续４年播种时 ０～８０ｃｍ土壤有效水
含量均在 １８０ｍｍ以上，而播种 拔节阶段平均耗水

量不足１８０ｍｍ，说明本研究条件下，土壤水可满足
小麦在播种 拔节阶段的水分需求

［１６］
。

２０１３年冬前积温 （４４１７℃，其他年份均在
４８０℃以上）低，积温不足导致本年苗期群体较小；
与其他年份不同，２０１３年秋季播种到次年 ４月 ２５
日有效降雨不足２０ｍｍ，本年份群体较弱的条件下，
起身拔节期及早水肥处理，促进冬小麦早发育，以弥

补群体不足，最终提高了扬花期干物质积累量和群

体成穗数。水肥处理最晚的 ＡＪ３０，冬小麦在缺水缺
肥双重胁迫下，群体成穗数、扬花期生物产量和籽粒

产量历年均最低。进一步比较２０１４年与 ２０１５年物
质再分配，２０１４年群体较小，物质生产不足（扬花期
干物质量比 ２０１５年低 １９４５％），扬花后营养器官
同化物转移率小 （平均仅占 ７４４％，２０１５年为
１６５０％）。因此 ２０１４年早灌水处理，转弱苗为壮
苗，提高成穗数，利于产量提高。但苗情较好的

２０１５年，随灌水时间的推移，冬小麦成穗数、扬花后
营养器官同化物转移量与转移率变化不具规律，早

灌水处理不仅没有提高群体成穗数，还降低了物质

生产量，整体表现为随灌水时间的推迟群体成穗数

与生物产量先增加后下降。

同一年内群体成穗数最高的处理，其最终产量

也较高，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群体成穗数最高的处理分别
为 ＡＪ０（６３９４万穗／ｈｍ２）、ＡＪ１５（８０００万穗／ｈｍ２）、
ＡＪ１０（７１５１万穗／ｈｍ２）和 ＡＪ１５（７１１０万穗／ｈｍ２）。
结合灌前不同土层土壤含水率与产量特征的相关

性，成穗数和籽粒产量与 ０～１６０ｃｍ土层土壤水分

相关性较高。上述各处理灌前０～１６０ｃｍ土壤含水
率依次为 ２３６４％、２１２３％、１８２１％和 ２２２６％。
另外，最高群体成穗数还与起身期群体总茎数有

关
［２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起身期群体总茎数分别为

７４９４、１５３７４、１２００３、１１８３６万株／ｈｍ２。综上可
见，起身期群体总茎数不足 ７５０万株／ｈｍ２，拔节期
土壤含水率接近２３％时即应及早灌水；土壤含水率
高于２０％，群体总茎数不低于１１００万株／ｈｍ２，可适
当推迟春季水肥管理，于拔节后 １５ｄ补水补肥；起
身期群体总茎数 １２００万株／ｈｍ２，土壤含水率接近
１８％，及时灌水追肥。实际实施过程中，结合当年降
水量预报来确定具体灌水日期，有利于产量及水分

利用效率提高
［１６］
。

４　结束语

本研究条件下，不同灌水处理的蒸散量和籽粒

产量变化范围分别为３６１１～５０５８ｍｍ和６６２０４～
８６５０５ｋｇ／ｈｍ２。蒸散量与产量随灌水时间推移均
表现为先增加后减小的变化趋势。扬花前营养器官

同化物运转量、运转率及对籽粒贡献率均随灌水时

间的推移先增加后减小，以拔节后 ５～１５ｄ灌水处
理较高。扬花后同化物运转量对籽粒的贡献率各处

理均在 ６０％以上，以 ＡＪ１０和 ＡＪ１５较高，以 ＡＪ０最
低。各处理冬小麦的水分利用效率为 １３２～
２５４ｋｇ／ｍ３，且随灌水时间推移水分利用效率逐渐
减小，ＡＪ０处理的水分利用效率最高（除 ２０１７年以
ＡＪ５最高）。产量与灌前土壤含水率、土壤供水量及
蒸散量正相关。拔节后１０～１５ｄ的灌水处理，既能充
分利用土壤蓄水，又利于冬小麦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

的提高。结合不同年份返青期群体总茎数，起身期不

足７５０万株／ｈｍ２，拔节时土壤含水率接近 ２３％则需
要灌水；土壤含水率高于 ２０％，群体总茎数不低于
１１００万株／ｈｍ２，可适当推迟春季水肥管理，于拔节后
１５ｄ灌水追肥；起身期群体总茎数为１２００万株／ｈｍ２，
土壤含水率在 １８％左右，需要及时灌水追肥。实际
实施过程中，结合当年降水量预报来确定具体灌水时

间，将会更有利于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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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ｌｏｒｉｄａ，１９８９：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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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２第 ９期　　　　　　　　　　　　李晓爽 等：分期定量春灌一水对麦田蒸散量与产量构成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