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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时序动态模型的不同灌水定额下食葵增产潜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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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促进食葵长势，提高食葵产量、水分利用效率，设置 ５个灌水定额水平（Ｗ１：３００ｍ３／ｈｍ２、Ｗ２：３７５ｍ３／ｈｍ２、

Ｗ３：４５０ｍ３／ｈｍ２、Ｗ４：５２５ｍ３／ｈｍ２、Ｗ５：６００ｍ３／ｈｍ２），分析比较了不同灌水定额对食葵株高、叶片数、盘径和茎粗的

影响，探明了不同灌水定额下食葵生长指标与产量和耗水量的关系，利用时序动态评价模型分析了不同灌水定额

下提高食葵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的潜能。结果表明：食葵株高、叶片数、盘径和茎粗随着灌水定额增加而增大，

５２５ｍ３／ｈｍ２和 ６００ｍ３／ｈｍ２灌水定额下食葵生长指标增长效果明显，当灌水定额增加到 ６００ｍ３／ｈｍ２食葵茎粗不增反

减，３００ｍ３／ｈｍ２灌水定额限制食葵植株生长，高灌水定额更利于促进食葵株高和叶片数增长；食葵生长指标与产量

和耗水量存在正向关系，耗水量和产量随着食葵植株长势转优而增加。５２５ｍ３／ｈｍ２灌水定额下食葵植株长势优且

耗水量高，产量高。６００ｍ３／ｈｍ２灌水定额下增加食葵营养生长时长，耗水量高且不利于食葵增产。在生长阶段，

５２５ｍ３／ｈｍ２和 ６００ｍ３／ｈｍ２灌水定额下食葵耗水量高，株高和茎粗缩减量大。评价结果表明，３００ｍ３／ｈｍ２灌水定额

下食葵综合长势处于劣势，提高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的能力弱，即潜能小；５２５ｍ３／ｈｍ２灌水定额下食葵综合长势最

优，潜能大。选择 ５２５ｍ３／ｈｍ２灌水定额作为实际食葵灌溉制度较为适宜。

关键词：食葵；灌水定额；生长指标；时序动态评价模型；增产潜能

中图分类号：Ｓ２７４１；Ｓ５６５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９）０９０３００１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 ０２ ２５　修回日期：２０１９ ０４ ０３
基金项目：新疆教育厅创新项目（ＸＪＥＤＵ２０１７Ｔ００４）和“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２０１１ＢＡＤ２９Ｂ０５）
作者简介：赵经华（１９７９—），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节水灌溉技术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ｏｊｉｎｇｈｕａ＿ｘｊ＠１２６．ｃｏ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Ｙｉｅｌ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Ｑｕｏｔａ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

ＺＨＡＯＪｉｎｇｈｕａ　ＸＵＪｉａｎ　ＭＡＹｉｎｇｊｉｅ　ＹＡＮＧＷｅｎｘｉｎ　ＨＵＪｉａｎｑｉａ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Ｕｒｕｍｑｉ８３００５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ｆｉｖ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ｑｕｏｔａｓｗｅｒｅｓｅｔ．Ｔｈｅｆｉ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３００ｍ３／ｈｍ２，３７５ｍ３／ｈｍ２，４５０ｍ３／ｈｍ２，
５２５ｍ３／ｈｍ２ａｎｄ６００ｍ３／ｈｍ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ｑｕｏｔａｓｏｎ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ｌｅａｆ
ｎｕｍｂｅｒ，ｄｉｓｋ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ａｎｄｓｔｅｍ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ｅｄｉｂｌｅ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ｄｅｘｏｆｅｄｉｂｌｅ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ｑｕｏｔａｓｗａｓ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Ｔｈ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ｑｕｏｔａｓｔ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ｙｉｅｌｄ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ｅｄｉｂｌｅ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ｙ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ｌｅａｆｎｕｍｂｅｒ，ｄｉｓｋ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ａｎｄｓｔｅｍ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ｗｅ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ｑｕｏｔａ．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５２５ｍ３／ｈｍ２ ａｎｄ６００ｍ３／ｈｍ２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ｑｕｏｔａ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ｄｅｘ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Ｗｈｅｎｔｈ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ｑｕｏｔａ
ｗａ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ｏ６００ｍ３／ｈｍ２，ｔｈｅｓｔｅｍ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ｗａｓｎｏ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ｂｕｔ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ｄ
３００ｍ３／ｈｍ２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ｑｕｏｔａｌｉｍｉｔｅｄ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ｐｌａｎｔｓ．Ｈｉｇｈ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ｑｕｏｔａｗａｓｍｏ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ｌｅａｆ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ｗｅ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ｐｌａ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５２５ｍ３／ｈｍ２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ｑｕｏｔａ，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ｐｌａｎｔｓｇｒｅｗ
ｗｅｌｌ，ｃｏｎｓｕｍｅｄｍｏｒｅ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ｈａｄｈｉｇｈｅｒｙｉｅｌｄ．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ｑｕｏｔａｏｆ６００ｍ３／ｈｍ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ｔｉｍｅ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ｎｏｔ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ｙｉｅｌ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
Ｉｎ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ｕｎｄｅｒ５２５ｍ３／ｈｍ２ａｎｄ６００ｍ３／ｈｍ２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ｑｕｏｔａｗａｓｈｉｇｈ，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ｓｔｅｍ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ｗａｓｌａｒｇｅ．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书书书

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ｕｎｄｅｒ３００ｍ３／ｈｍ２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ｑｕｏｔａｗａｓａｔａ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ｗａｓｗｅａｋ，ｔｈａｔｗａｓ，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ｗａｓｓｍａｌｌ．Ｔｈｅ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ｕｎｄｅｒ５２５ｍ３／ｈｍ２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ｑｕｏｔａｈａｄｔｈｅｂｅｓｔ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ｇｒｏｗｔｈ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Ｔｈｅ５２５ｍ３／ｈｍ２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ｑｕｏｔａｗａｓ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ｃａｎｂｅｔｔｅｒ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ｆｉｅｌｄｔｅｓ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ｉｅｌｄｔｅｓ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ｃ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ｑｕｏｔａ；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ｄｅｘ；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ｙｉｅｌ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０　引言

向日葵（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Ｌ．）属菊科向日葵属栽培
种

［１］
，源于北美洲。可划分为两种：油料向日葵

（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ｓＬ．）主要作为榨油原料，食用向
日葵（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ａｎｎｕｕｓＬ．，简称食葵）主要作为休
闲和保健食品

［２］
。食葵抗旱耐碱性能良好，适应新

疆干旱少雨和土地碱性大的种植环境
［３］
，常年种植

面积高达 ２０万 ｈｍ２。新疆已成为全国第二大食葵
种植区

［４－５］
，北疆食葵灌溉制度相对守旧，水资源利

用效率低，严重阻碍新疆农业经济及生态发展
［６］
。

相关研究表明，向日葵长势和产量对不同灌水

定额响应状态具有差异性，合适的灌水定额既能保

证植株长势良好，又能增加产量
［７－８］

。田德龙

等
［９－１０］

研究发现，６２６～１０８８ｍ３／ｈｍ２灌水量下向日
葵株高、茎粗和叶片长势较优，且产量较高。郭富强

等
［１１］
研究表明，与正常灌水定额相比，８０％正常灌

水定额有效促进向日葵产量和株高增大。曾文

治
［１２］
研究发现，在氮和盐施加量一定时，６５％田间

持水率灌水量下向日葵株高、花蕾直径、产量增大效

果显著。

目前，关于北疆地区膜下滴灌食葵生长和产量

方面的研究鲜见报道。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北疆多

以作物长势作为预测收获丰欠的依据，且作物灌溉

制度多以增加产量为目的，其节水效能亟待增

强
［１３－１４］

，故研究滴灌食葵灌溉制度对指导北疆滴灌

食葵灌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膜下滴灌基础上，

以促进食葵植株生长、提高食葵产量和水分利用效

率为目标，结合时序动态评价方法，探究不同灌水定

额对食葵生长指标的影响，分析不同灌水定额下食

葵生长指标与产量、耗水量的关系，以期为北疆地区

改进食葵灌溉制度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区概况
试验于２０１７年５—９月在阿尔泰地区灌溉试验

站（东经８７°３５′５６″，北纬 ４７°００′５６″）进行，平均海拔
５３８ｍ。土质为多砾石沙土，试验地 ０～６０ｃｍ土层
土壤容重为 １８１ｇ／ｃｍ３，田间持水率为 ２１２％，土
壤养分全氮质量分数 ００２７％，速效氮质量比为
１９５ｍｇ／ｋｇ，速效磷质量比 ９０ｍｇ／ｋｇ，速效钾质量
比 ９２４ｍｇ／ｋｇ。２０１７年 ５—９月食葵活动积温为
２５０２℃（大于等于 １５℃）。由哈拉霍英干渠提供灌
溉用水，水质ｐＨ值为８１０，试验期间气象数据见表１。

表 １　２０１７年试验站基本气象资料

Ｔａｂ．１　Ｂａｓｉｃ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２０１７

气象因素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９月

下旬 上旬 中旬 下旬 上旬 中旬 下旬 上旬 中旬 下旬 上旬

最高温度／℃ ３３４２ ３２３６ ３７１８ ３６２０ ３７３２ ３３２９ ３９２９ ３３３９ ３５４８ ２８５２ ２２１３

平均温度／℃ ２０３０ ２１６３ ２５６８ ２５７６ ２５１２ ２４５８ ２６３９ ２３２５ ２０９３ １８４３ １７６８

最高风速／（ｍ·ｓ－１） １３０９ １１０８ １４０９ ８５６ ９０６ ６５４ ５５４ ６５４ ８０５ ５０３ ６０２

平均风速／（ｍ·ｓ－１） ３３０ ２７１ １８０ ２２２ １８３ １４４ ０９１ １３３ １０４ ０９６ ０８３

总降雨量／ｍｍ ２４０ １６８ ２６ ４４ ３４ ０ ０ １０８ １１８ ０ ０

有效降雨量／ｍｍ ２３６ １４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６２ ０ ０

１２　试验设计
选用中晚熟食葵品种 ＪＮ３６１。选用内镶贴片式

滴灌带灌溉，毛管直径 １６ｍｍ，壁厚 ０２ｍｍ，滴头间
距３００ｍｍ，滴头流量２２Ｌ／ｈ。

经阿勒泰实地调研，以当地食葵灌溉制度为试

验设计依据。试验设 ５个不同灌水定额 Ｗ１～Ｗ５，

灌水定额分别为 ３００、３７５、４５０、５２５、６００ｍ３／ｈｍ２，食

葵灌溉方案如表２所示，每个处理３个重复，单个小

区００２１ｈｍ２。小区布置以 Ｗ１至 Ｗ５灌水定额由

大到小顺序方式排列。采用１膜 １管 ２行、４０ｃｍ＋
８０ｃｍ宽窄行种植方式，设计灌水周期为７ｄ，在试验
过程中还未达到设计灌水周期食葵已出现缺水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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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故在实际灌水中缩短灌水周期１～２ｄ，实际灌水
周期为６～８ｄ。

５月１８日播种，５月 ２１日灌出苗水，底肥为磷

酸二铵１９５ｋｇ／ｈｍ２，钾肥 １０５ｋｇ／ｈｍ２。在现蕾初期
进行第１次试验灌溉（表３）。其他农艺措施与当地
一致。

表 ２　２０１７年阿勒泰试验站食葵灌溉制度

Ｔａｂ．２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Ａｌｔａ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２０１７

处理
灌水定额／（ｍ３·ｈｍ－２）

０７ ０３ ０７ １１ ０７ １８ ０７ ２４ ０７ ３０ ０８ ０７ ０８ １５ 总计

灌溉次数／

次

Ｗ１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２１００ ７

Ｗ２ ３７５ ３７５ ３７５ ３７５ ３７５ ３７５ ３７５ ２６２５ ７

Ｗ３ ４５０ ４５０ ４５０ ４５０ ４５０ ４５０ ４５０ ３１５０ ７

Ｗ４ ５２５ ５２５ ５２５ ５２５ ５２５ ５２５ ５２５ ３６７５ ７

Ｗ５ ６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４２００ ７

灌水周期／ｄ ８ ７ ６ ６ ７ ７

表 ３　２０１７年食葵生育期

Ｔａｂ．３　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ｏｆ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２０１７ ｄ

指标

营养生长 生殖生长

苗期 现蕾期 初花期 盛花期 成熟期

０６ ２２ ０７ ０２ ０７ １２ ０７ ２２ ０８ ０２ ０８ １４ ０８ ２１ ０９ ０１

苗后时间 ２７ ３７ ４７ ５７ ６７ ７７ ８７ ９７

１３　指标测定方法
（１）作物耗水量
利用 ＴＲＩＭＥ ＨＤ２型便携式土壤水分测量仪

（德国）获得土壤含水率数据。参照康洁
［１５］
的测量

方法，每个处理设 ２个 Ｔｒｉｍｅ探测管（长度相同，均
为１ｍ），间隔 ２０ｃｍ。沿 Ｔｒｉｍｅ探测管方向每隔
１０ｃｍ设１个测点，共设 ６个测点。灌水前后、雨后
加测。土壤计划湿润层为６００ｍｍ，采用水量平衡原
理

［１６］
计算作物全生育期耗水量

ＳＥＴ＝ＷＴ＋Ｐ０＋Ｋ＋Ｍ－（Ｗｔ－Ｗ０） （１）
式中　ＳＥＴ———食葵生育期耗水量（ＥＴ），ｍｍ

ＷＴ———计划湿润层增加的储水量，ｍｍ
Ｐ０———有效降雨量，ｍｍ
Ｋ———地下水补给量，ｍｍ，经水位取样检测

结果表明，该地区地下水埋深大于

６ｍ，因此不计地下水补给
Ｍ———时段灌水量，ｍｍ
Ｗｔ———ｔ时刻土壤计划湿润层储水量，ｍｍ
Ｗ０———初始时刻土壤计划湿润层储水量，ｍｍ

（２）生长指标和产量
从出苗日期开始，每１０ｄ对食葵株高、叶片数、

盘径和茎粗检测一次，测量工具为卷尺（ｍｍ）和游
标卡尺（ｍｍ）。采用同倍比放大法［１７］

，利用株数、面

积和干籽粒质量折算产量；籽粒晒干后，在每小区随

机选取 １００粒食葵种子，称百粒质量；将壳仁分离，
籽粒仁与籽粒壳质量比值称为出仁率；利用产量与

耗水量计算作物水分利用效率（ＷＵＥ）。

１４　分析方法
１４１　数据预处理

食葵株高、叶片数、盘径和茎粗的数学量纲不一

致，且生长指标间存在不可公度性现象，故需对生长

指标数据预处理，为得出准确综合评价结果奠定基

础。与产量及其构成等成果性指标不同，生长指标

和时序关系密切，在不同时序阶段食葵株高和盘径

等生长指标对最终产量影响不同，即不同生育阶段

需用不同数据标椎化法处理相同生长指标数据。指

标可以分为效益型、成本型和区间型，采用刘龙举相

应数据处理方法
［１８］
。

１４２　动态综合评价法
食葵株高、叶片数、盘径和茎粗生长指标是以时

间和不同灌水定额为基础的三维立体数据，为体现

食葵生长指标在不同生育阶段和时序的重要性，本

文利用郭亚军等
［１９］
的二次加权评价法，将立体数据

中时间维和生长指标维集结，得出最终评价结果。

二次加权评价法采用了 ＴＯＷＡ算子或 ＴＯＷＧＡ算
子，由于株高和叶片数等生长指标具有整体性，生长

指标间不存在独立性，故本文选用 ＴＯＷＧＡ算子二
次加权评价法以强调食葵生长指标在各生育阶段变

化的均衡性，二次加权评价公式为

ｈｉ＝Ｇ（〈ｔ１，ｙｉ（ｔ１）〉，〈ｔ２，ｙｉ（ｔ２）〉，…，

〈ｔｖ，ｙｉ（ｔｋ）〉）＝∏
ｖ

ｋ＝１
ｂｗｂｋｉｋ　（ｉ＝１，２，…，５） （２）

式中　ｈｉ———时序动态评价模型评价值
Ｇ（·）———ＴＯＷＧＡ算子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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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ｋ———苗后时间，ｄ
ｙｉ———线性加权评价值
ｗｂｋ———食葵生长指标对应苗后时间的权向

量元素

ｂｉｋ———ＴＯＷＧＡ算子的第２分量

郭亚军等
［１９］
采用给定“时间度”λ的非线性规

划方程求解时间权向量。在给定次数迭代下，通过

遗传算法能突破仅接近局部解限制，并得到局部最

优解，本文在此方法基础上利用基于遗传算法的粒

子群算法
［２０］
改进时间权向量求解方法，基本非线性

规划方程为

(ｍａｘ －∑
ｖ

ｋ＝１
ｗｂｋｌｎｗ )ｂｋ

ｓ．ｔ．

λ＝∑
ｖ

ｋ＝１
（ｖ－ｋ）ｗｂｋ／（ｖ－１）

∑
ｖ

ｋ＝１
ｗｂｋ＝１

ｗｂｋ∈［０，１



























］

（３）

其中 λ为时间度，λ∈［０，１］，该值是对不同时刻数
据重要程度的界定，当 ｌｉｍλ＝１，表示距 ｔｋ时刻远期
的数据重要；当 ｌｉｍλ＝０，表示距 ｔｋ时刻近期的数据
重要。

１５　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经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６整理后，利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

对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利用 ＬＳＤ法检验差异
显著性（ｐ＜００５）。采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６作图，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８０运行粒子群算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灌水定额对食葵生长指标的影响

２１１　对食葵株高和单株叶片数的影响
不同灌水定额对食葵株高影响不同（图 １ａ），各

处理食葵株高随时间延后而呈现先增长后稳定态

势。苗后２７～４７ｄ，各处理食葵株高均快速增大，各
处理苗后４７ｄ较苗后 ２７ｄ株高分别增长 ２７、３３、
３２、３６、４７倍，Ｗ４处理植株最高，且较 Ｗ１处理
株高增长率为１７８％。苗后 ４７～５７ｄ，各处理食葵
株高增长速度减缓，各处理苗后５７ｄ较４７ｄ株高增
长率 分 别 为 １８１％、２２３％、２１２％、２３０％ 和
２６２％，Ｗ４处理株高最大，较 Ｗ１处理增长率为
２３３％。苗后５７～７７ｄ，Ｗ１～Ｗ４处理株高缓慢减
小。与苗后５７ｄ相比，苗后７７ｄＷ１～Ｗ４处理株高
减小量占比分别为 ５１％、５２％、１１１％和 １０３％，
Ｗ５处理株高缓慢增大，增长率为 ６３％。苗后 ５７ｄ
左右，Ｗ１～Ｗ４处理食葵株高达到最大值。在苗后
７７ｄ，Ｗ５处理株高达到最大值。苗后 ７７～９７ｄ，
Ｗ１～Ｗ３处理株高趋于稳定，Ｗ４处理株高持续下
降，Ｗ４处理株高减小量占比为４９％，Ｗ５处理株高
最大。苗后 ８７ｄ，Ｗ５处理株高开始减少，至苗后
９７ｄ，减小量占比为 １８％。综上表明，食葵株高随
灌水定额增加而增大，高灌水定额有效延长食葵株

高增大时间。

图 １　不同灌水定额下食葵株高和单株叶片数变化规律

Ｆｉｇ．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ｌｅａｆ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ｑｕｏｔａｓ
　

　　在不同生育阶段食葵叶片数对不同灌水定额响
应不同（图 １ｂ）。不同灌水定额下食葵叶片数表现
为“双峰”变化规律。苗后 ２７～３７ｄ，不同灌水定额
下食葵叶片数快速增大，叶片数增加速度最快。各

处理叶片数增长率分别为 ４８２％、４４３％、５２２％、
５４４％和４３４％。Ｗ４处理叶片数最多，Ｗ１处理最
少。Ｗ４和 Ｗ５处理较 Ｗ１处理叶片数增长率分别

为８１％和４３％。苗后３７～４７ｄ，各处理叶片数增
加速度减缓，并在 ４７ｄ达到第一峰值，各处理叶片
数增长率均在２０％ ～６０％范围内，其中 Ｗ３处理
和 Ｗ４处理叶片数最多，Ｗ１处理最少。苗后 ４７～
７７ｄ，各处理叶片数逐渐减少，各处理叶片数减小量
占比 分 别 为 １３２％、１２０％、１９１％、２０２％ 和
２０４％，并在苗后７７ｄ达到谷值，其中 Ｗ２处理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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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最多，Ｗ５处理最少。苗后 ７７～８７ｄ，各处理叶片
数表现为“单峰”规律，在苗后 ８７ｄ叶片数达到第 ２
峰值。Ｗ１～Ｗ４处理叶片数增长率均在 ３０％ ～
４０％范围内，Ｗ５处理为 １７３％。其中 Ｗ５处理叶
片数最多，Ｗ１处理最少。Ｗ５处理较 Ｗ１处理增长
率为１１２％。综上表明，适量的灌水定额具有促进
食葵叶片数增多的能力，低灌水定额限制食葵叶片

增长。

２１２　对食葵盘径和茎粗的影响
不同灌水定额对食葵盘径影响不同，各处理食

葵盘径随时间延后而呈现先增长后稳定的态势

（图２ａ）。苗后 ３７ｄ，各处理花盘逐渐出现，至 ６７ｄ
各处理盘径快速增大，且在苗后５７～６７ｄ，各处理盘
径增长速度最快。苗后 ６７ｄ较 ４７ｄ各处理盘径分
别增长３７、３６、３７、３７、３８倍。其中 Ｗ４处理盘
径最大，Ｗ２处理最小，Ｗ４处理较 Ｗ２处理盘径增
长率为１６９％。此阶段 Ｗ５处理盘径与 Ｗ２处理相
近。苗后６７～９７ｄ，Ｗ２～Ｗ４处理盘径缓慢增加，盘
径增长率分别为２２２％、１８８％和１７３％，其中 Ｗ４
处理盘径最大，Ｗ２处理最小，Ｗ４处理较 Ｗ２处理
盘径增长率为２１３％。在该时段Ｗ１处理盘径变化
趋于平缓，其变化率（增长率或减少量占比）仅为

２１％，在苗后７７ｄ，Ｗ１处理盘径达到最大值。苗后
７７～９７ｄ，Ｗ１处理盘径略微减小；苗后 ６７～９７ｄ，较
其他处理，Ｗ５处理盘径增大速度最快，其增长率为
３７８％。至苗后 ９７ｄ，Ｗ５处理盘径最大，Ｗ１处理

最小，Ｗ５处理较 Ｗ１处理盘径增长率为 ２３０％。
综上表明，高灌水定额有利于食葵盘径增大，低灌水

定额限制食葵盘径生长，缩短盘径增大时长的同时，

出现盘径缩减态势。

在不同生育阶段食葵茎粗对不同灌水定额响应

不同（图 ２ｂ），与株高变化规律类似，随时间延后不
同灌水定额下食葵茎粗表现为先增大后减小态势。

苗后２７～４７ｄ，各处理茎粗快速增长，各处理茎粗增
长率 分 别 为 ３６６％、３４６％、３５１％、５３４％ 和
４６０％。其中 Ｗ４处理茎粗最大，Ｗ１处理最小，Ｗ４
处理较Ｗ１处理茎粗增长率为２５３％。该时段各处
理茎粗 与苗 后 ９７ｄ茎粗占比 分别 为 ９５５％、
９７８％、１００％、１００％和 ９７８％。苗后 ４７～６７ｄ，各
处理茎粗缓慢增长，各处理茎粗增长率分别为

１１１％、１０８％、１１９％、９４％和 ９２％。其中 Ｗ４
处理茎粗最大，Ｗ１处理最小，Ｗ４处理较 Ｗ１处理
茎粗增长率为２８７％。苗后 ６７～９７ｄ，各处理茎粗
逐渐减小。与苗后６７ｄ相比，苗后９７ｄ各处理茎粗
减少量占比分别为 ５８％、７７％、１４０％、１５５％和
７０％。Ｗ４处理茎粗最大，Ｗ１处理最小，Ｗ４处理
较 Ｗ１处理茎粗增长率为 １０２％。综上表明，食葵
茎粗随着灌水定额增大而增大，较低或较高的灌水

定额不利于茎粗增大。由不同时段茎粗占比分析

可知，苗后 ２７～４７ｄ是食葵茎粗主要生长阶段，且
在苗后 ４７～６７ｄ，不同灌水定额对食葵茎粗影响
最大。

图 ２　不同灌水定额下食葵盘径和茎粗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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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灌溉定额对食葵生长指标影响不同。与苗
期相比，成熟期 Ｗ１～Ｗ５处理株高分别增长 ３０、
３８、３３、３７、４８倍，Ｗ５处理株高增长量分别是
Ｗ１～Ｗ４处理的１６、１４、１５、１４倍。随着灌溉定
额增大，Ｗ１～Ｗ５处理 叶 片 数 增 长 率 分 别 为
１５９％、１４２％、１９４％、１３７％和 ２２２％，Ｗ５处理
叶片增长量分别是 Ｗ１～Ｗ４处理的 １４、１６、１２、
１６倍。与苗期相比，成熟期 Ｗ１～Ｗ５处理盘径增

长倍数分别为３８、４４、４４、４４、５３倍，Ｗ５处理盘
径增长量分别是 Ｗ１～Ｗ４处理的 １４、１２、１１、１１
倍。从苗期至成熟期，Ｗ１～Ｗ５处理茎粗增长率分
别为 ４２６％、３８１％、３０４％、４１６％ 和 ４８２％。
Ｗ５处理茎粗增长量分别是 Ｗ１～Ｗ４处理的 １２、
１３、１６、１１倍。分析表明，食葵株高、叶片数、盘
径和茎粗随着灌溉定额增加而增大，且高灌溉定额

促进食葵株高和叶片数增长的效果较盘径和茎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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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

２２　不同灌水定额下食葵生长指标与产量及耗水
量的关系

由２１节分析发现，在生殖生长阶段 Ｗ５处理
食葵株高、叶片数和盘径的变化规律与其他处理不

一致。苗后 ５７～９７ｄ，各处理株高开始缓慢减小。
与苗后５７ｄ相比，苗后９７ｄＷ１～Ｗ４处理株高减小
量占比分别为 ６８％、７０％、１４２％和 １７１％，Ｗ５
处理株高增长率为 ４２％。与苗后 ７７ｄ相比，苗后
９７ｄＷ１～Ｗ４处理叶片数减小量占比分别为
１２３％、１３９％、９３％和 ９８％，Ｗ５处理叶片数增
长率为４１％。与苗后 ６７ｄ相比，苗后 ９７ｄＷ１～
Ｗ５处理盘径增长率分别为 ２１％、２２２％、１８８％、
１７３％和３７８％。与苗后６７ｄ相比，苗后 ７７～９７ｄ
Ｗ１～Ｗ５处理茎粗减小量占比分别为 ４９％、
７２％、１２３％、１５２％和 ５０％。即在生殖生长阶

段，Ｗ１～Ｗ４处理食葵株高和叶片数均不同程度减
小，Ｗ５处理食葵株高和叶片数不减反增，该时段
Ｗ５处理盘径仍以较高速度增大，其茎粗减小量最
小。综上表明 Ｗ５处理对食葵营养生长时段具有明
显延长作用。

不同灌水定额下食葵生长指标与产量及其构成

关系密切（表 ４），其中株高、叶片数、盘径和茎粗取
自７次灌溉后（即苗后 ９７ｄ）食葵生长指标的数值，
使得生长指标与产量及其构成间具备可比性。在全

生育期，Ｗ１处理和 Ｗ２处理食葵株高、叶片数、盘径
和茎粗均最小，Ｗ１处理单盘干籽粒质量和百粒质
量最低（表４）；Ｗ４处理和 Ｗ５处理株高、叶片数、盘
径和茎粗相对较大，其单盘干籽粒质量、百粒质量和

产量最高。表明食葵生长指标和产量及其构成因素

存在正向关系，即适宜灌水定额能促进食葵植株生

长，且产量较优。

表 ４　不同灌水定额下食葵生长指标与产量及其构成

Ｔａｂ．４　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ｑｕｏｔａｓ

参数 Ｗ１ Ｗ２ Ｗ３ Ｗ４ Ｗ５

株高／ｃｍ １６６９４ｄ １７４１１ｃ １７０１０ｃ １８２２６ｂ ２２５４０ａ

生长指标
叶片数／（片·株 －１） ２１００ｃ ２１６０ｂｃ ２２１１ｂ ２１３８ｃ ２３５８ａ

盘径／ｃｍ １９７０ｄ ２１５０ｃ ２３５０ｂ ２４３０ａｂ ２４７０ａ

茎粗／ｍｍ ２２５１ｂ ２３５２ｂ ２２３０ｂ ２４９５ａ ２５００ａ

产量／（ｋｇ·ｈｍ－２） ２７０７４９ｄ ４０３６１５ｃ ４５３１８６ｂ ４７８１８６ａ ４６４２５９ａｂ

出仁率／％ ４３７５ｂｃ ４８９９ａｂ ４７７５ａｂ ４７４５ａ ４３２５ｃ

产量及其构成 干籽粒质量／（ｇ·盘 －１） １０１４８ｄ １５１２８ｃ １６９８６ｂ １７９２３ａ １７４０１ａｂ

百粒质量／ｇ ２１１０ｃ ２３９５ｂ ２６２５ａ ２７２０ａ ２８１０ａ

ＷＵＥ／（ｋｇ·ｍｍ－１·ｈｍ－２） １０５４ｂ １４４８ａ １５４４ａ １４３７ａ １３６８ａｂ

　　注：同一指标的不同字母表示数据间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图１、２表明，与其他处理相比，Ｗ５处理有效促
进食葵株高、叶片数和盘径增长，且在生育期末时刻

Ｗ５处理株高、叶片数和盘径均最大，但 Ｗ５处理食
葵产量排名第 ２，出仁率最低。造成此现象的原因
可能是：Ｗ５处理对食葵营养生长时段具有明显延
长作用，在生殖生长阶段，Ｗ５处理食葵株高、叶片
数和盘径继续生长，引起食葵籽粒灌浆不充分，最终

导致 Ｗ５处理灌水定额下食葵产量较低。
结合不同灌水定额下食葵生长指标和耗水量变

化曲线（图 ３）可以看出，６月上旬至 ７月上、中旬，
各处理食葵耗水量均快速增长，各处理食葵株高、叶

片数、茎粗和盘径快速增大。至７月中旬，各处理食
葵株高占末时段株高 ７６０％ ～９８０％，各处理叶片
数和茎粗几乎达全生育期最大值；７月中旬至 ８月
中旬，各处理食葵耗水量虽出现波动态势但整体平

稳，各处理食葵株高、叶片数和茎粗虽有小幅度减小

态势但整体平稳，各处理食葵盘径以较高速度增大；

８月中旬至９月上旬，各处理耗水量均减小，同时各
处理株高、叶片数和茎粗均减小，盘径缓慢增大。表

明不同灌水定额食葵生长指标和耗水规律密切相

关，在营养生长阶段，食葵株高、叶片数、盘径和茎粗

随食葵耗水量增加而增大。

与苗后５７ｄ相比，苗后９７ｄＷ１～Ｗ４处理株高
减小量占比分别为 ６８％、７０％、１４２％和 １７１％；
与苗后６７ｄ相比，苗后９７ｄＷ１～Ｗ４处理食葵茎粗
减小量占比分别为 ５８％、７７％、１４０％、１５５％；
苗后５７～９７ｄ（即 ７月下旬至 ９月上旬），Ｗ１处理
和 Ｗ２处理耗水量持续减少，Ｗ３处理和 Ｗ４处理耗
水量先增加后减小（图３）。表明不同灌水定额下食
葵耗水量与株高和茎粗缩减量关系密切，较高灌水

定额下食葵耗水量较高，且株高和茎粗缩减量较大；

较低灌水定额下食葵耗水量偏低，且株高和茎粗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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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量较小。

图 ３　不同灌水定额对食葵耗水量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ｑｕｏｔａｓｏｎ

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ｅｄｉｂｌｅ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
　

２３　不同灌水定额下食葵生长指标的时序动态评价
由２２节分析表明，在不同灌水定额条件下，食

葵不同生长态势对应不同产量，即通过不同食葵生

长指标数据能确定与之对应的产量趋势。本节在不

同灌水定额食葵生长指标的基础上，利用时序动态

模型对各处理提高食葵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的能力

（潜能）进行评价。

２３１　数据预处理
由２２节分析可得，苗期至初花期是食葵营养

生长阶段，此阶段食葵株高、叶片数、盘径和茎粗属

于效益型指标，即生长指标越大越好，选用效益型数

据处理方法对苗后 ２７～６７ｄ不同灌水定额下食葵
生长指标数据进行预处理。从盛花期至成熟末期食

葵应以生殖生长为主，食葵株高、叶片数和茎粗较小

或较大均不利于食葵增产，此阶段株高、叶片数、盘

径和茎粗转变为区间型指标，选用区间型数据处理

方法归一化苗后 ７７～９７ｄ食葵生长指标数据。数
据预处理结果见表５。
２３２　苗后时间食葵生长指标权重系数确定

为体现数据自身客观性，本文选用熵值法
［２１］
确

定不同苗后时间食葵生长指标权重系数，为基于时

序的动态评价做准备的同时，且能反映在不同苗后

时间食葵株高、叶片数、盘径和茎粗指标间相对重要

性。权重系数见表６。
由表 ６可以看出，综合食葵株高、茎粗、叶片数

和盘径生长指标，苗后 ２７ｄ食葵以增大株高为主，
茎粗和叶片数相对增长重要程度较低；苗后３７ｄ，食
葵以增加叶片数为主，株高和茎粗相对增长重要程

度较低。结合图 １ｂ可得，苗后 ３７ｄ各处理食葵叶
片数基本增长到最大值，同时说明该阶段食葵以叶

片增长为主；苗后 ４７～７７ｄ，食葵以生长株高为主，
盘径增大为次要；苗后８７～９７ｄ，食葵分别以增大盘
径和茎粗为主。

表５　２０１７年不同灌水定额下食葵生长指标数据预处理结果

Ｔａｂ．５　Ｄａｔａ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ｑｕｏｔａｓｉｎ２０１７

苗后

时间／ｄ
指标

处理

Ｗ１ Ｗ２ Ｗ３ Ｗ４ Ｗ５

株高 １０００ ００８６ ０４７４ ０３１９ ００６６

２７ 叶片数 ０２５７ ０７１４ ０４２９ ０５００ １０００

茎粗 ０１７２ ０７４０ ０７７５ １０００ ０６５７

株高 ０６４４ ０１５９ ０５９３ １０００ ０５５９

３７ 叶片数 ０２５４ ０２８６ ０７１４ １０００ ０４７６

茎粗 ００６２ ０２１６ ０２４４ １０００ ０３８５

株高 ０１０９ ００６９ ０４６２ １０００ ０７２２

４７
盘径 ０６４７ ０２００ ０８２４ １０００ ０１１１

叶片数 ０２１０ ０４６２ １０００ ０９２３ ０５７７

茎粗 ００７９ ０２７５ ０３０７ １０００ ０５９２

株高 ００８８ ０１９０ ０４７３ １０００ ０９２４

５７
盘径 １０００ ０４２３ ０７６９ ０６１５ ００９７

叶片数 ０２０６ ０２４０ ０７２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００

茎粗 ００６８ ０２４１ ０５０３ １０００ ０５２５

株高 ００７４ ０１５９ ０２７１ ０６０８ １０００

６７
盘径 ０５６９ ０１１５ ０６８３ １０００ ００８１

叶片数 ０６２５ １０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８７５ ０２５０

茎粗 ００８５ ０２８５ ０３６４ １０００ ０５５５

株高 ００６４ ０２９７ ０２２４ ０９５４ ０２８９

７７
盘径 １０００ ００９４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７１０

叶片数 ０３６７ １０００ ０６２０ ０３４２ ０２３４

茎粗 ００８６ ０２８８ ０２９８ １０００ ０４９７

株高 ００６４ ０２３２ ０２６１ ０６９２ ０２８４

８７
盘径 ００６６ ０１１９ ０５９２ １０００ ０６７６

叶片数 ０１３６ ０７７９ ０３９０ ００８８ ０７３３

茎粗 ００８２ ０４７１ ０５０３ ０９１４ ０７８０

株高 ０６３２ ０８０２ ０７１２ ０９９０ ００５１

９７
盘径 ００５１ ０４４５ ０８８６ １０００ ０９１０

叶片数 ００９９ ０３５９ ０５７８ ０２５５ ０８７８

茎粗 ０１６０ ０５３３ ００９４ １００２ ０９７９

表 ６　不同苗后时间食葵生长指标权重系数

Ｔａｂ．６　Ｗｅｉｇｈｔ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ｓｔ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ｔｉｍｅｓ

苗后时间／ｄ 株高 茎粗 叶片数 盘径

２７ ０６５２ ０１６８ ０１８０

３７ ０２０３ ０２２６ ０５７１

４７ ０３５０ ０１２７ ０２７６ ０２４６

５７ ０３２２ ０１８５ ０２９２ ０２０１

６７ ０３４８ ００８５ ０２５０ ０３１７

７７ ０３６８ ０１５９ ０２９３ ０１８０

８７ ０２３１ ０２７１ ０１７８ ０３１９

９７ ０２１４ ０２３２ ０３２１ ０２３４

２３３　加权综合评价
利用线性加权综合模型进行第 １次加权综

合
［２２］
，得到各苗后时间的不同灌水定额方案评价数

值，见表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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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不同苗后时间下对不同灌水定额方案的评价值

Ｔａｂ．７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ｑｕｏｔａ

ｓｃｈｅｍｅ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ｓ

处理
苗后时间／ｄ

２７ ３７ ４７ ５７ ６７ ７７ ８７ ９７

Ｗ１ ０７２６０２２４０２４６０２８７０２８１０２８７００８７０２２３

Ｗ２ ０３１００２２００２０８０２６１０２４８０３６９０３８７０５３０

Ｗ３ ０５２１０４２１０５７７０５８７０４６６０４４８０４４５０５２１

Ｗ４ ０４７２１００００９９００９２３０８５３０８７８０６６６０８２４

Ｗ５ ０３２９０４４１０５１７０５８１０５３４０４１７０６１９０７３２

２３４　时间权向量求解
通过咨询相关专家得知本试验条件下取“时间

度”λ＝０１，在遗传算法的基础上，通过式（３）非线
性规划方程求得食葵全生育期中８个苗后时间对应
的权重向量系数，并构成时间权向量 Ｗｂ＝（００１０，

００２１，００１２，０００１，００２８，００２２，０３１３，０５４９）Ｔ。
在总迭代次数３００００的计算条件下，适应度曲线在
１０００次计算结果后，适应度保持不变，该时间权向
量具有高效度。

２３５　二次加权评价
在第一次综合评价基础上，利用 ＴＯＷＧＡ算子，

通过式（２）求得５种不同灌水定额评价值，Ｗ１、Ｗ２、
Ｗ３、Ｗ４和 Ｗ５处理评价值分别为 ０１７０、０４５１、
０４９２、０７７８和０６６９。

在近期数据极其重要条件下（λ＝０１），基于食
葵生长指标，以节水增产为目的，运用 ＴＯＷＧＡ算子
对５种不同灌溉制度提高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的能
力排序。由评价结果看出，５种不同灌水定额评价
值由大到小依次为：Ｗ４处理、Ｗ５处理、Ｗ３处理、
Ｗ２处理、Ｗ１处理。排序结果表明，不同灌水定额
下食葵生长状况可以分为 ３组，第 １组包括 Ｗ４处
理和 Ｗ５处理，该组处理下食葵植株综合长势优于
其他处理，具有提高作物水分利用效率和产量的潜

能；第２组包括 Ｗ３处理和 Ｗ２处理，该组处理下食
葵植株综合长势处于中等水平，促进作物水分利用

效率和食葵产量增加的能力有限；第 ３组为 Ｗ１处
理，该组处理食葵植株生长状况处于劣势，无高产潜

能。

３　讨论

食葵生长指标对不同灌水定额响应不同，与低

灌水定额相比，食葵生长指标对高灌水定额响应积

极。植株茎粗反映根系群生长状况
［２３］
，在全生育期

Ｗ５处理食葵茎粗均小于 Ｗ４处理，表明与 Ｗ４处理
相比，Ｗ５处理食葵根系群欠发达，抗倒伏能力较
弱。凌一波等

［２４］
研究表明，向日葵株高和茎粗增长

速度随着灌溉定额增加而增大，且在苗期至花期最

大，本研究与此结论一致。凌一波等
［２４］
还发现，当

灌溉定额从 ３６００ｍ３／ｈｍ２增加至 ５４００ｍ３／ｈｍ２，向
日葵株高和茎粗逐渐增大，即株高和茎粗随着灌水

定额增加而增大。本研究与此结论类似，但存在不

同之处，本研究认为当灌水定额继续增大，食葵株高

和茎粗不再增大，并出现减小态势。孔东等
［２５］
研究

表明，不同水盐条件对向日葵株高和茎粗等生长指

标影响不同，高水盐施加量具有明显延迟向日葵营

养生长的作用。本研究与此结论类似，本文认为高

灌水定额下食葵营养生长阶段时间跨度较低灌水定

额大。孔东等
［２５］
研究还发现由于高施盐量抑制向

日葵生殖生长导致减产，本文结论与该结论类似。

本研究认为高灌水定额影响食葵生殖生长，该影响

的作用可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①延长食葵营
养生长阶段，从而延长营养生长至生殖生长过渡阶

段，而非抑制生殖生长。在过渡和生殖生长阶段，

Ｗ５处理食葵株高、叶片数、盘径和茎粗无明显减小
趋势，株高、叶片数和盘径仍表现出增长态势。在各

处理收获日期相同的条件下，Ｗ５处理食葵生殖生
长阶段较短，形成食葵籽粒生长或灌浆不充分现象，

导致产量降低。②抑制食葵生殖生长。在过渡和生
殖生长阶段，Ｗ５处理下食葵生长指标继续增大，加
剧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养分竞争产生的消极影响，

抑制生殖生长，使得 Ｗ５处理出仁率最低，导致产量
降低。

前人研究表明，综合评价模型能适用于大田试

验分析，并能较好地解决大田作物节水增产相关问

题
［２６－２７］

。汪顺生等
［２８］
研究表明，在冬小麦产量及

其构成等静态数据基础上，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

对不同种植模式进行评价，评价结果与大田试验结

果一致。本研究在食葵株高和盘径等动态数据的基

础上，利用时序动态评价模型对不同灌水定额下增

产潜能进行评价预测。利用时序动态评价模型得出

Ｗ４处理评价值最大的结论的同时，说明了不同苗
后时间食葵主要变化的生长指标。在 ５个处理中，
Ｗ４处理最适合作为食葵实际灌溉制度（另文说
明），此评价预测结果与大田试验结果一致，同时说

明该模型能适用于大田试验评价分析。

本文围绕食葵生长指标对植株长势和节水增产

进行了探讨，文中涉及到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将来研究方向需集中于待解决的问题：在不同灌水

定额食葵植株各器官干物质质量基础上，结合生长

指标，对不同灌水定额食葵植株营养生长和生殖生

长量化分析，确定不同灌水定额下食葵营养生长生

物量与生殖生长生物量占总生物量比例，探讨不同

７０３第 ９期　　　　　　　　　　赵经华 等：基于时序动态模型的不同灌水定额下食葵增产潜能分析



灌水定额对食葵产量的影响，为指导北疆食葵实际

灌溉和类似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４　结论

（１）不同灌水定额显著影响食葵生长指标。随
着灌水定额的增加，食葵株高、叶片数、盘径和茎粗

逐渐增大，３００ｍ３／ｈｍ２灌水定额限制食葵植株生长，
５２５ｍ３／ｈｍ２和６００ｍ３／ｈｍ２灌水定额下食葵生长指标
增长效果明显。与盘径和茎粗相比，高灌水定额更

有利于促进食葵株高和叶片数增长。

（２）食葵生长指标和产量存在正向关系，即适
宜灌水定额下长势较优的食葵植株具有高产潜能。

６００ｍ３／ｈｍ２灌水定额下增大食葵营养生长时间跨
度，不利于食葵增产。在营养生长阶段，食葵株高、

叶片数、盘径和茎粗随着食葵耗水量增加而增大。

与低灌水定额相比，高灌水定额下食葵耗水量较高，

且株高和茎粗缩减量较大。

（３）评价结果表明，时序动态评价模型适用于
大田试验评价分析，可为基于动静态指标的大田试

验综合分析提供参考。预测结果显示，３００ｍ３／ｈｍ２

灌水定额下食葵提高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的潜能较

小，５２５ｍ３／ｈｍ２灌水定额下食葵综合长势最优，具备
高产量和高水分利用效率的潜能大。选择５２５ｍ３／ｈｍ２

灌水定额可以满足实际食葵种植节水增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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