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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磷运筹对水稻产量和磷素吸收与利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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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寒地黑土区不同水磷管理模式对水稻成熟期干物质积累、磷素吸收利用和产量的影响，探讨水稻抽穗

期根系性状与磷肥吸收效率的关系，通过田间小区试验，设置 ２种灌溉模式（Ｆ：淹灌，Ｃ：控灌）和 ６种施磷量（Ｐ０：

０ｋｇ／ｈｍ２，Ｐ１：１５ｋｇ／ｈｍ２，Ｐ２：３０ｋｇ／ｈｍ２，Ｐ３：４５ｋｇ／ｈｍ２，Ｐ４：６０ｋｇ／ｈｍ２，Ｐ５：７５ｋｇ／ｈｍ２），研究了不同水磷管理模式对

水稻成熟期地上部分干物质量、产量及其构成因素、籽粒和植株磷素积累量、磷素利用效率、磷肥吸收效率和磷肥

偏生产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两种灌溉模式下，随着施磷量的增加，水稻地上部分干物质量、产量、有效穗数、

结实率、籽粒磷素积累量和植株磷素积累量呈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收获指数、磷素收获指数、磷素籽粒利用效率

和磷素干物质利用效率呈先减小、后增加的趋势；磷肥吸收效率和磷肥偏生产力则呈降低的趋势。ＣＰ２和 ＦＰ３处

理的水稻地上部分干物质量、产量、有效穗数、结实率、籽粒磷素积累量和植株磷素积累量分别达到两种灌溉模式

下不同施磷水平的最大值，ＣＰ２和 ＦＰ３处理水稻产量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ＣＰ２处理的水稻磷肥偏生产力显著高

于 ＦＰ３处理（Ｐ＜００５），因此，ＣＰ２处理为本试验中最优的水磷运筹模式。相关性分析表明，产量与水稻地上部分

干物质量呈极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与收获指数呈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５）；磷素积累量与地上部分干物质量和产

量均呈极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植株磷素积累量与根干质量和根长密度呈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５）。这说明通过

适宜的水磷运筹模式，可以创造良好的根系形态，提高水稻地上部分干物质积累量和磷素积累量，有利于提高产量

及磷肥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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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水稻是我国６５％以上人口的主要粮食，在我国
有着广阔的种植面积

［１］
。面对我国农业用水占全

国总用水量 ６０％以上、且水资源匮乏的基本国情，
我国通过大面积推广水稻节水灌溉技术来缓解水资

源危机
［２－３］

。除水分外，肥料也是影响作物生长的

重要可控因素。磷在植物的许多生理过程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土壤的高固磷能力导致作物对土壤中磷

素的吸收利用能力较差，因此，世界各国均施用大量

磷肥，以满足作物生长发育过程中对磷素的需

求
［４－５］

，但磷肥施用不合理会导致土壤酸化板结、土

壤结构破坏、肥料利用率下降及水体富营养化等问

题。水稻对土壤中磷养分的吸收主要与根系性状有

关，如根干质量、根长密度和比根长
［６］
，发育较好的

水稻根系可以增大根系与土壤的接触面积，从而增

加水稻对土壤中磷素的吸收。由于根系单位表面积

的土壤体积较大，认为比根长较高的作物对于土壤

中磷素的吸收能力更强
［７］
，但是，目前作物根系直

径与磷素吸收的关系仍不明确。张瑜等
［８］
研究发

现，虽然蚕豆的比根长较玉米大，但是单位根长吸磷

量明显低于玉米，玉米较大的单位根长吸磷量可以

弥补根长较短的缺点。目前关于不同水磷条件下水

稻磷素吸收与根系性状关系和不同水分条件下适宜

施磷量的研究较少，不利于进一步分析水稻在控灌、

淹灌两种灌溉模式下养分吸收的差异，并制定符合

寒地黑土区水稻生产要求的田间管理模式。

本文通过设置不同灌溉模式和施磷量，对比分

析水磷运筹对水稻地上部分干物质量、产量及其构

成因素、收获指数、磷素吸收和利用、根系性状及单

位根长吸磷量的影响，得到在两种灌溉模式下水稻

吸收磷素的不同策略及适宜施磷量，以期满足水稻

高产潜力的同时节约水资源，减少环境污染。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区概况
试验于 ２０１８年 ５—１０月在黑龙江省水稻灌溉

试验中心站进行，该站 （东经 １２７°４０′４５″，北纬
４６°５７′２８″）位于庆安县和平镇，地处低山丘陵平原
区，是典型的寒地黑土分布区。多年平均气温

２５℃，多年平均降水量５５０ｍｍ，多年平均水面蒸发
量７５０ｍｍ，水稻全生育期内的日气温和降雨量变化
如图 １所示。作物水热生长期为 １５６～１７１ｄ，全年
无霜期１２８ｄ。气候特征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土壤类型为白浆土型水稻土，容重１０１ｇ／ｃｍ３，孔隙
度６１８％。土壤基本理化性质为：有机质质量比
４１４ｇ／ｋｇ、ｐＨ值６４０、全氮质量比１５０６ｇ／ｋｇ、全磷
质量比１５２３ｇ／ｋｇ、全钾质量比 ２０１１ｇ／ｋｇ、碱解氮
质量比 １５４３６ｍｇ／ｋｇ、有效磷质量比 ２５３３ｍｇ／ｋｇ
和速效钾质量比１５７２５ｍｇ／ｋｇ。

图 １　２０１８年水稻生育期内气温和降雨量的日变化

Ｆｉｇ．１　Ｄａｉ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ｉ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ｄｕｒｉｎｇｒｉｃｅｇｒｏｗｔｈｐｅｒｉｏｄｉｎ２０１８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设置灌溉模式和施磷量 ２个因素，灌溉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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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分别为长期淹灌（Ｆ，简称淹灌）、控制灌溉（Ｃ，简
称控灌），不同灌溉模式的水分管理如表 １所示。
施磷量分别为 ０、１５、３０、４５、６０、７５ｋｇ／ｈｍ２（Ｐ０、Ｐ１、
Ｐ２、Ｐ３、Ｐ４、Ｐ５处理），均为元素量。共１２个处理，每
个处理重复３次，共计３６个小区。每个小区面积为
１００ｍ２（１０ｍ×１０ｍ）。为降低各小区间水磷的侧向
渗透对试验的影响，四周设置田埂和水泥梗作为隔

断，埋深至地表以下 ４０ｃｍ。在水稻的各生育阶段
严格按照高产田要求精细管理，防治病虫害。供

试水稻品种为当地品种“绥粳 １８”，种植密度为
３０ｃｍ×１０ｃｍ，每穴 ３株。移栽日期为 ２０１８年
５月 １８日，收获日期为 ２０１８年 ９月 １７日。供试
的化肥分别为尿素（含 Ｎ质量分数 ４６％）、过磷酸
钙（含 Ｐ质量分数 １２％）、氧化钾（含 Ｋ质量分数
５０％），各处理施用氮肥 １１０ｋｇ／ｈｍ２（基肥、分蘖
肥、促花肥、保花肥比例为 ４５∶２∶１５∶２），钾肥
８０ｋｇ／ｈｍ２（基肥、８５叶龄比例为 １∶１），磷肥作为
基肥一次性施入。

表 １　不同灌溉模式水分管理

Ｔａｂ．１　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ｓ

灌溉模式 返青期 分蘖初期 分蘖盛期 分蘖末期 拔节孕穗期 抽穗开花期 乳熟期 黄熟期

控灌 ０～３０ｍｍ ０～０７θｓ ０～０７θｓ 晒田 ０～０８θｓ ０～０８θｓ ０～０７θｓ 落干

淹灌 ０～３０ｍｍ ０～５０ｍｍ ０～５０ｍｍ 晒田 ０～５０ｍｍ ０～５０ｍｍ ０～５０ｍｍ 落干

　　注：θｓ为根层土壤饱和含水率。“～”前数据为水分控制下限，“～”后数据为水分控制上限。

１３　观测内容与方法
１３１　干物质量

于成熟期，在每个小区随机选择长势均匀有代

表性的水稻各３穴，冲洗干净后，装入自封袋，将植
株地上部分分为穗部和秸秆两部分，分别放入干燥

箱于１０５℃杀青３０ｍｉｎ，然后８０℃干燥至质量恒定，
称量地上部分的干物质量并记录（精确至００１ｇ）。
１３２　根系形态和根干质量

于抽穗开花期，在每个小区选取长势均匀有代

表性的水稻各３穴，用铁板取根器以每穴水稻根为
中心挖取长、宽、高均为 ２０ｃｍ的土柱，将挖取的原
状土柱装于７０目网袋中，用水缓慢冲洗，剪下完整
水稻 根 系，使 用 根 系 扫 描 仪 （Ｅｐｓｏ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１００００ＸＬ型，日 本）进 行 根 系 扫 描，并 采 用
ＷｉｎＲＨＩＺＯＰｒｏ软件进行根系分析，获取根系形态参
数。然后放入８０℃干燥箱中干燥至质量恒定，称量
根干质量并记录（精确至００１ｇ）。
１３３　植株磷含量

将干燥的干物质样品利用粉碎机粉碎并过

０１８ｍｍ筛，浓 Ｈ２ＳＯ４ Ｈ２Ｏ２法消解
［９］
，再采用 ＡＡ３

型连续流动分析仪测定植株全磷含量。

１３４　产量及其构成
于成熟期，在每个小区选取长势均匀有代表性

的水稻各１０穴，考察有效穗数、结实率、每穗粒数和
千粒质量，依据水稻群体密度计算水稻理论产量。

１３５　相关指标计算公式
相关指标计算公式

［１０－１３］
分别为

ＡＧＤＭ ＝Ｙ＋ＳＤＭ （１）

式中　ＡＧＤＭ———地上部分干物质量，ｋｇ／ｈｍ
２

Ｙ———水稻产量，ｋｇ／ｈｍ２

ＳＤＭ———秸秆干质量，ｋｇ／ｈｍ
２

ＨＩ＝Ｙ／ＡＧＤＭ （２）
式中　ＨＩ———收获指数

ＰＡＧ＝ＹＰＣＧ （３）

式中　ＰＡＧ———籽粒磷素积累量，ｋｇ／ｈｍ
２

ＰＣＧ———籽粒磷含量，％
ＰＡＰ＝ＹＰＣＧＳＤＭＰＣＳ （４）

式中　ＰＡＰ———植株磷素积累量，ｋｇ／ｈｍ
２

ＰＣＳ———秸秆磷含量，％
ＰＨＩ＝ＰＡＧ／ＰＡＰ （５）

式中　ＰＨＩ———磷素收获指数
ＰＧＵＥ＝Ｙ／ＰＡＰ （６）

式中　ＰＧＵＥ———磷素籽粒利用效率，ｋｇ／ｋｇ
ＰＤＭＵＥ＝ＡＧＤＭ／ＰＡＰ （７）

式中　ＰＤＭＵＥ———磷素干物质利用效率，ｋｇ／ｋｇ
ＰＦＰＰ＝ＰＡＹ／ＰＡＡ （８）

式中　ＰＦＰＰ———磷肥偏生产力，ｋｇ／ｋｇ

ＰＡＹ———施磷产量，ｋｇ／ｈｍ
２

ＰＡＡ———施磷量，ｋｇ／ｈｍ
２

ＰＵＥ＝ＰＡＰ／ＰＡＡ （９）
式中　ＰＵＥ———磷肥吸收效率，ｋｇ／ｋｇ

ＲＬＤ＝ＴＲＬ／ＳＶ （１０）

式中　ＲＬＤ———根长密度，ｃｍ／ｃｍ
３

ＴＲＬ———总根长，ｃｍ

ＳＶ———土壤体积，ｃｍ
３

ＳＲＬ＝ＴＲＬ／ＲＤＭ （１１）
式中　ＳＲＬ———比根长，ｃｍ／ｇ

ＲＤＭ———根干质量，ｇ
ＰＵＰＲＬ＝ＰＡＰ／ＴＲＬ （１２）

式中　ＰＵＰＲＬ———单位根长吸磷量，ｍｇ／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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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及 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数据进行

整理画图和统计分析，采用 Ｄｕｎｃａｎ多重比较法进
行处理间的差异显著性分析及两指标间的相关分

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水磷运筹对地上部分干物质量、收获指数、产
量及其构成因素的影响

由表２可知，在两种灌溉模式下，随着施磷量的

增加，地上部分干物质量、产量、有效穗数和结实率

均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ＣＰ２处理和 ＦＰ３处理的
地上部分干物质量、产量、有效穗数及结实率分别达

到控灌和淹灌模式下的最大值，后者分别比前者高

出 ２７２％、２２７％、１０６１％、１０６％。在两种灌溉
模式下，收获指数与地上部分干物质量和产量的变

化趋势相反，其随着施磷量增加呈现先降低后增加

的趋势，是因为生产单位面积干物质所消耗的氮素

随着植株磷素含量的提高呈增加趋势，并且氮素在

水稻分蘖期起到主导作用
［１４］
。

表 ２　水磷耦合对地上部分干物质量、收获指数、产量及产量构成的影响

Ｔａｂ．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ｏｎ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ｄｅｘ，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灌溉

模式
施磷处理

地上部分干物质量／

（ｋｇ·ｈｍ－２）

产量／

（ｋｇ·ｈｍ－２）
收获指数

有效穗数／

（个·ｈｍ－２）

结实率／

％

千粒质量／

ｇ

每穗粒数／

粒

Ｐ０ １２０６２９０ｂ ７０２０３５ａ ０５８ａ ４５８７９×１０６ａ ８０２１ａ １９８８ａｂ ８１０１ａ

Ｐ１ １２９７０４７ａｂ ７０５７０５ａ ０５８ａ ４８３８２×１０６ａ ８０４７ａ １９４３ａｂ ７５９４ａ

Ｃ
Ｐ２ １６６７０８４ａ ９３８６８８ａ ０５６ａ ５５０５５×１０６ａ ８５５０ａ １８９３ａｂ ８６０９ａ

Ｐ３ １５１６０９９ａｂ ８７４９５８ａ ０５７ａ ４９２１６×１０６ａ ８０９１ａ ２０８１ａ ９４２９ａ

Ｐ４ １３４１００８ａｂ ７８９８７３ａ ０５８ａ ４６７１３×１０６ａ ７９７９ａ １９９０ａｂ ９２６５ａ

Ｐ５ １２２７５６１ｂ ７５７７５７ａ ０５９ａ ４６７１３×１０６ａ ７７６２ａ １８３８ｂ ９１２３ａ

Ｐ０ １２００７８４ｂｃ ６６５５８２ｂ ０５７ａ ４３３７７×１０６ａ ８２９０ａ １９９４ａｂ ８３４１ａ

Ｐ１ １２４２７４３ｂｃ ７１８３８５ａｂ ０５７ａ ４６７１３×１０６ａ ８３２０ａ ２０１８ａ ７１５７ｂ

Ｆ
Ｐ２ １５１１３４５ａｂ ８５２０１８ａｂ ０５６ａ ５８３９２×１０６ａ ８３７２ａ １９９６ａｂ ７４９９ａｂ

Ｐ３ １７１２４６２ａ ９５９９５９ａ ０５６ａ ６０８９４×１０６ａ ８６４１ａ ２０２９ａ ７９７４ａｂ

Ｐ４ １３３６８３７ｂｃ ７４６４１３ａｂ ０５６ａ ５０８８４×１０６ａ ８３３０ａ １８５６ｂ ８１６５ａｂ

Ｐ５ １１４７６４８ｃ ６９７３１３ｂ ０５７ａ ４３３７７×１０６ａ ７９５２ａ ２０５８ａ ７４９３ａｂ

施磷处理 ５６２ ０８６ ０２１ １４８ ０７２ １３７ １１８

Ｆ 灌溉模式 ００７ ０３３ ０７３ ０３２ １４６ １２１ ６０５

施磷处理 ×灌溉模式 ０５５ ０２１ ００６ ０４６ ０２４ ２４０ ０５９

　　注：同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分别表示在００５和００１水平上

差异显著。下同。

　　由表２可知，与对照 Ｐ０处理相比，施用磷肥极
显著提高了水稻地上部分干物质量（Ｐ＜００１），提
高幅度达１７６％ ～４２６１％。灌溉模式对地上部分
干物质量和收获指数的影响未达到显著水平（Ｐ＞
００５）。在 Ｐ０、Ｐ１、Ｐ２、Ｐ４、Ｐ５处理下，与淹灌模式相
比，控灌增加了地上部分干物质量和收获指数，增幅

分别为 ０３１％ ～１０３０％和 １０６％ ～３７５％，这是
由于控灌抑制了水稻的无效分蘖，促进有效分蘖且

提高根系活力，进而提高了水稻的成穗率
［１５－１６］

。说

明在相同施磷处理下，控灌较淹灌更有利于水稻地

上部分干物质量和籽粒干物质量的积累。施磷与灌

溉模式的交互作用分析结果表明，互作水稻对地上

部分干物质量和收获指数的影响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Ｐ＞００５）。
从产量构成因素可看出（表 ２），在相同灌溉模

式下，施用磷肥增加了有效穗数和结实率，从而提高

了水稻产量。与对照处理相比，施用磷肥促进了水

稻的增产，增幅达 ０５２％ ～４４２３％。在相同施磷
水平下，控灌较淹灌显著增加了每穗粒数（Ｐ＜
００５），进而促进了水稻产量的提高。在 Ｐ０、Ｐ２、Ｐ４、
Ｐ５处理下，控灌模式的产量与淹灌相比分别增加
５４８％、１０１７％、５８２％、４１９％，说明在相同施磷
处理下，控灌较淹灌更有利于产量的形成。施磷处

理与灌溉模式的交互作用分析结果表明，互作对水

稻产量及其构成因素的影响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Ｐ＞００５）。
图２表明，地上部分干物质量与产量呈极显著

正相关（Ｒ２≥０９０７５，Ｐ＜００１），收获指数与产量呈
显著负相关（Ｒ２≥０７２１３，Ｐ＜００５）。
２２　水磷运筹对籽粒磷素积累量、植株磷素积累量

和磷素收获指数的影响

由表３可知，施磷处理对籽粒磷素积累量、植株
磷素积累量和磷素收获指数的影响均达到极显著水

平（Ｐ＜００１）。在两种灌溉模式下，随着施磷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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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地上部分干物质量和收获指数与产量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ｙｉｅｌｄ
　

表 ３　水磷运筹对籽粒磷素积累量、植株磷素

积累量和磷素收获指数的影响

Ｔａｂ．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ｎ

ｇｒａｉｎ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ｔ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ｄｅｘ

灌溉模式 施磷处理

籽粒磷素

积累量／

（ｋｇ·ｈｍ－２）

植株磷素

积累量／

（ｋｇ·ｈｍ－２）

磷素收获

指数

Ｐ０ ７６３ｄ １２５０ｄ ０６１ａｂ

Ｐ１ ８８２ｃ １４２０ｃ ０６２ａ

Ｃ
Ｐ２ １０２４ａ ２１２３ａ ０４８ｄ

Ｐ３ ９９３ｂ １８４３ｂ ０５４ｂｃｄ

Ｐ４ ７７０ｄ １４９１ｃ ０５２ｃｄ

Ｐ５ ７４６ｄ １２７１ｄ ０５９ａｂｃ

Ｐ０ ６３６ｅ １２０４ｄｅ ０５３ｂ

Ｐ１ ７３２ｃ １２７３ｄ ０５７ａ

Ｆ
Ｐ２ ７７８ｂ １６２５ｂ ０４８ｃｄ

Ｐ３ ９１５ａ １９５０ａ ０４７ｄ

Ｐ４ ６７７ｄ １３７８ｃ ０４９ｃ

Ｐ５ ７０２ｃｄ １１４８ｅ ０５８ａ

施磷处理 ２７６３７ ２２８１８ １５５２

Ｆ 灌溉模式 ５６０１６ ６５８９ １５２０

施磷处理 ×

灌溉模式
３１０２ ２３４８ １６０

增加，籽粒磷素积累量和植株磷素积累量均呈先增

加后降低的趋势，磷素收获指数则呈先降低后增加

的趋势。ＣＰ２处理和 ＦＰ３处理的籽粒磷素积累量和
植株磷素积累量分别达到控灌和淹灌模式下的最大

值，磷素收获指数达到最小值，且 ＣＰ２处理分别较
ＦＰ３处理高出 １１８５％、８８３％、２７７％。与对照处
理相比，施磷增加了植株磷素积累量和籽粒磷素积

累 量，增 幅 为 １４２％ ～６９７６％ 和 ０９６％ ～
４３９３％，但过量施加磷肥时，控灌模式下的籽粒磷
素积累量下降，说明在两种灌溉模式下，施加磷肥对

水稻籽粒和地上部分磷素的积累起到促进作用，但

过量施磷会对水稻籽粒磷素积累量起到抑制作

用
［１７］
。

　　灌溉方式对籽粒磷素积累量、植株磷素积累量
和磷素收获指数的影响达到极显著水平 （Ｐ＜
００１）。在相同的施磷水平下，控灌较淹灌增加了
籽粒磷素积累量和磷素收获指数，增幅分别为

６２１％ ～３１６２％和 ０７８％ ～１５４１％。在 Ｐ０、Ｐ１、
Ｐ２、Ｐ４、Ｐ５处理下，控灌模式下植株磷素积累量较淹
灌高出 ３８９％ ～３０６０％，这是因为适当的水分胁
迫可以增加植株对养分的吸收利用

［１８］
。

施磷处理与灌溉模式的交互作用分析结果表

明，互作对籽粒磷素积累量的影响达到极显著水平

（Ｐ＜００１），对植株磷素积累量的影响达到显著水
平（Ｐ＜００５），对磷素收获指数无显著影响（Ｐ＞
００５）。
２３　水磷运筹对磷素籽粒利用效率和磷素干物质

利用效率的影响

由图 ３可知，磷素积累量与地上部分干物质量
和产量均呈极显著正相关（Ｒ２≥０８９０７，Ｐ＜００１），
回归曲线的斜率分别表示控灌和淹灌模式下最大的

磷素籽粒利用效率和磷素干物质利用效率。当水稻

的磷素积累量相同时，淹灌的产量、地上部分干物质

量、磷素籽粒利用效率和磷素干物质利用效率较控

灌高，可能是因为适当的水分胁迫促进了作物根系

的发育，导致更多的光合物质分配给根系
［１９］
，说明

淹灌较控灌更有利于水稻将吸收到体内的磷素转化

成产量和地上部分干物质量。

图 ３　植株磷素积累量与地上部分干质量和

产量的关系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ｌａｎｔ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ａｎｄｙｉｅｌｄ
　
由表 ４可知，施磷处理对磷素籽粒利用效率和

磷素干物质利用效率的影响达到极显著水平（Ｐ＜
００１）。两种灌溉模式下，磷素籽粒利用效率和磷
素干物质利用效率均随施磷量的增加呈先降低后增

加的趋势。ＣＰ２处理和ＦＰ３处理的磷素籽粒利用效率
和磷素干物质利用效率均达到控灌和淹灌模式下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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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值，且后者分别较前者高出１１３０％和１１８０％。
灌溉模式对磷素籽粒利用效率和磷素干物质利

用效率的影响达到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在 Ｐ１、
Ｐ２、Ｐ３、Ｐ４处理下，淹灌的磷素籽粒利用效率较控灌
的高出 ２２３％ ～１８５４％。在相同施磷水平下，淹

灌较控灌增加了水稻的磷素干物质利用效率，增幅

为３４２％ ～１８４０％。
施磷处理与灌溉模式的交互作用分析结果表

明，互作对磷素籽粒利用效率和磷素干物质利用效

率的影响达到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

表 ４　水磷运筹对磷素籽粒利用效率、磷素干物质利用效率、磷肥吸收效率和磷肥偏生产力的影响

Ｔａｂ．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ｎ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ｇｒａｉｎ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

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ｕｐｔａｋ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ｐａｒｔｉ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ｋｇ／ｋｇ

灌溉模式 施磷处理 磷素籽粒利用效率 磷素干物质利用效率 磷肥吸收效率 磷肥偏生产力

Ｐ０ ５６１４３ｂ ９６４６８ａ

Ｐ１ ５４３４３ｃ ９１３２４ｂ ０９５ａ ５０６０３ａ

Ｃ
Ｐ２ ４４２２１ｅ ７８５３５ｅ ０７１ｂ ３１２９０ｂ

Ｐ３ ４７４７８ｄ ８２２６９ｄ ０４１ｃ １９４４４ｃ

Ｐ４ ５２９８４ｃ ８９９５４ｃ ０２５ｄ １３１６５ｄ

Ｐ５ ５９６１５ａ ９６５７６ａ ０１７ｅ １０１０３ｅ

Ｐ０ ５５３０２ａ ９９７７２ａ

Ｐ１ ５６４２９ａ ９７６１８ｂ ０８５ａ ４７８９２ａ

Ｆ
Ｐ２ ５２４２１ｂ ９２９８６ｃ ０５４ｂ ２８４０１ｂ

Ｐ３ ４９２１９ｃ ８７８０２ｄ ０４３ｃ ２１３３２ｃ

Ｐ４ ５４１６７ａｂ ９７０１３ｂ ０２３ｄ １２４４０ｄ

Ｐ５ ６０７２０ａ １００１７２ａ ０１６ｅ ９６９８ｅ

施磷处理 １０４５８ ３９６４２ １８５６４８９ ４４３７７７５

Ｆ 灌溉模式 ３９１６ ７７７０７ ５０６１５ １４３８９

施磷处理 ×灌溉模式 １３９６ ４７７５ ２２６８ １１８２３

２４　水磷运筹对磷肥吸收效率和磷肥偏生产力的
影响

由表 ４可知，施磷处理对磷肥吸收效率和磷肥
偏生产力的影响达到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在两
种灌溉模式下，磷肥吸收效率和磷肥偏生产力随着

施磷量的增加呈降低的趋势，其降幅为 ３３８２％ ～
４５８６８％和６１７２％ ～４００８５％。

灌溉模式对磷肥吸收效率和磷肥偏生产力的影

响达到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在 Ｐ１、Ｐ２、Ｐ４、Ｐ５处
理下，与淹灌相比，控灌提高了水稻的磷肥吸收效率

和磷肥偏生产力，提高幅度为 ４１３％ ～３０６０％和
４１９％ ～１０１７％。尽管水稻在两种灌溉模式下磷
肥吸收效率相差不大，但是其展现出了不同的应对

策略来满足水稻生长发育过程中对磷素的需求。由

图４可知，在两种灌溉方式下，植株磷素积累量与根
干质量和根长密度呈显著正相关（Ｒ２≥０７４８７，Ｐ＜
００５）。然而，在两种灌溉模式下，当水稻有相同的
植株磷素积累量时，控灌的根干质量较低，根长密度

较高，此外，植株磷素积累量与比根长无关，但是控

灌的比根长较淹灌的高，由此可推断出，淹灌的单位

根长吸磷量较控灌高（图５），在两种灌溉模式下，单
位根长吸磷量则随着施磷量的增加，大致呈先降低

后升高的趋势。施磷量与灌溉方式的交互作用分析

结果表明，水磷互作对磷肥吸收效率和磷肥偏生产

力的影响达到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

图 ４　根干质量、根长密度和比根长与植株磷素

积累量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ｏｏｔｄｒｙｗｅｉｇｈｔ，ｒｏｏｔ

ｌｅｎｇｔ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ｒｏｏｔ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ｔ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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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水磷运筹对单位根长吸磷量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ｎ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ｕｐｔａｋｅｐｅｒｕｎｉｔｒｏｏｔｌｅｎｇｔｈ
　

３　讨论

近年来，关于水磷运筹对水稻产量、养分吸收与

利用及肥料利用率影响的相关研究已有很多
［２０－２１］

。

施加磷肥和适当的水分胁迫均能促进水稻根系的发

育，有助于水稻对磷肥的吸收和利用，进而增加了水

稻的地上部分干物质量的积累和产量的形成，但过

量施磷会抑制水稻对磷素的吸收
［２２－２６］

。本研究也

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在两种灌溉模式下，ＣＰ２处理和
ＦＰ３处理的地上部分干物质量、产量、籽粒磷素积累
量和植株磷素积累量均达到最大，收获指数、磷素收

获指数、磷素籽粒利用效率和磷素干物质利用效率

均最小，ＦＰ３处理分别比 ＣＰ２处理高出 ２７２％、
２２７％、 － １１９１％、 － ８８７％、０、 － ２１３％、
１１３０％、１１８０％。

本研究表明，产量与地上部分干物质量呈极显

著正相关（Ｐ＜００１），与收获指数和磷收获指数呈
负相关，这与瞿媛等

［２７］
和 ＳＩＮＧＨ等［２８］

的研究结果

一致，但与李仁英等
［２９］
通过分析不同品种水稻的产

量对氮磷吸收的差异，发现产量与氮磷收获指数呈

正相关的结果相反。这说明在不同生长环境下，不

同品种水稻的产量与收获指数和磷收获指数的关系

仍不明确。在两种灌溉模式下，收获指数随着施磷

量增加呈先降低后增加的趋势。其原因可能是适量

施磷时，施加氮肥所提供氮素能满足干物质生产中

对氮素的需要，且施加磷肥促进水稻的分蘖，在增加

有效穗数的同时降低成穗率，从而减小了收获指

数
［３０］
。过量施磷则会由于干物质生产中对氮素的

需求量增大，但施加的氮肥不能满足其需要，且磷素

过量会抑制水稻分蘖，在减少有效穗数的同时增加

成穗率，因而增加了收获指数
［３１］
。

水稻的磷效率是指水分或养分胁迫下水稻所能

生成的地上部分干物质量或产量，其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水稻地上部分干物质积累量，而磷效率的高低

由磷吸收效率（植株磷素积累量）、磷利用效率（磷

素籽粒利用效率和磷素干物质利用效率）和磷转运

效率（磷素收获指数）三者的协同作用决定
［３２－３３］

。

本研究发现，在 Ｐ０、Ｐ２、Ｐ４、Ｐ５处理下，控灌模式下
植株磷素积累量和磷素收获指数均高于淹灌，而淹

灌的磷利用效率较控灌的高，且在 Ｐ０、Ｐ２、Ｐ４、Ｐ５处
理下，控灌的产量高于淹灌，其原因可能是在大田试

验中，不同磷效率对产量的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

为磷吸收效率、磷利用效率、磷转运效率
［３４－３５］

。

由于磷在土壤中的移动性较差，根系的生长对

于水稻获取土壤中磷素非常重要
［４，６］
，这与明凤

等
［３６］
的研究结果类似，在磷胁迫条件下，水稻根系

发育相对较差，但单位根长吸磷量较高。本研究首

次尝试在大田试验中评价不同水分和施磷条件下根

系性状与磷吸收之间关系，研究发现，两种灌溉模式

下，随着施磷量的增加，水稻的单位根长吸磷量变化

趋势与根长和根干质量的变化趋势相反，研究还发

现由于两种灌溉模式下磷肥吸收效率相差不大，在

两种灌溉模式下，水稻展示了不同的磷肥获取策略。

由于在相同施磷水平下，水稻在控灌模式下的根长

较长，扩大了对土壤中磷素的吸收范围，因此其获取

土壤中磷素的能力较强。但是，水稻在淹灌模式下

的单位根长吸磷量较高，可以弥补根系较小的缺

点
［３７］
。

大量研究表明，施用磷肥可以显著提高水稻产

量，但磷肥吸收效率和磷肥偏生产力随着施磷量的

增加呈降低趋势
［３８］
。过多的磷肥施入土壤中，会造

成肥料资源的浪费以及水土环境的污染，因此，在保

证产量的前提下，提高磷肥吸收效率和磷肥偏生产

力至关重要。本研究表明，在两种灌溉模式下，施磷

量为３０ｋｇ／ｈｍ２时，有利于提高水稻的磷肥吸收效率
和磷肥偏生产力；但在淹灌模式下，施磷量４５ｋｇ／ｈｍ２

处理的水稻产量最高；在控灌模式下，施磷量为

３０ｋｇ／ｈｍ２处理的水稻产量最高，说明与淹灌相比，
控灌在减少施磷量的同时能够增加水稻产量并提高

磷肥利用率，这与姜小凤等
［３９］
对小麦的研究结果基

本一致。其原因可能是，与淹灌相比，控灌有利于促

进水稻对养分的吸收和利用，生产单位质量地上部

分干物质量所消耗的氮素随着水稻植株磷含量的提

高而增加，而施入土壤中的氮肥不能满足控灌条件

下施磷量超过 ３０ｋｇ／ｈｍ２时水稻对氮素的需求［１４］
，

综合考虑产量和磷肥利用效率，得到符合研究区水

稻节水、高产要求的水磷运筹方案为控灌模式下施

磷量３０ｋｇ／ｈｍ２。

４　结论

（１）在淹灌、控灌两种灌溉模式下，随着施磷量
的增加，水稻地上部分干物质量、产量、有效穗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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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率、籽粒磷素积累量和植株磷素积累量呈先增加、

后减小的趋势；收获指数、磷素收获指数、磷素籽粒

利用效率和磷素干物质利用效率呈先减小、后增加

的趋势；磷肥吸收效率和磷肥偏生产力则呈降低的

趋势。水稻在控灌条件下的根长较长，在淹灌条件

下的单位根长吸磷量较高，从而达到两种灌溉模式

下的磷肥吸收效率范围相似。

（２）控灌模式下施磷量为 ３０ｋｇ／ｈｍ２时和淹灌
模式下施磷量为 ４５ｋｇ／ｈｍ２时的水稻地上部分干物
质量、产量、有效穗数、结实率、籽粒磷素积累量和植

株磷素积累量分别达到最大值，收获指数、磷素收获

指数、磷素籽粒利用效率和磷素干物质利用效率分

别达最小值。

（３）相关性分析表明，产量与水稻地上部分干
物质量呈极显著正相关，与收获指数呈显著负相关；

磷素积累量与水稻地上部分干物质量和产量均呈极

显著正相关；磷素积累量与根干质量和根长密度呈

显著正相关。

（４）与控灌模式下施磷量为 ３０ｋｇ／ｈｍ２的处理
相比，淹灌模式下施磷量为４５ｋｇ／ｈｍ２时的产量仅高
出２２７％，且磷肥偏生产力较低。因此，为满足增
产的同时达到节约资源和保护水土环境的目的，应

选择控灌模式下施磷量为 ３０ｋｇ／ｈｍ２作为合理的水
肥处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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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ｉｎｒｉｃ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Ｊ］．Ａｃｔａ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４，４０（９）：
１６３９－１６４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马忠明，陈娟，刘婷婷，等．水氮耦合对固定道垄作栽培春小麦根长密度和产量的影响［Ｊ］．作物学报，２０１７，４３（１１）：
１７０５－１７１４．
ＭＡＺｈｏｎｇｍｉｎｇ，ＣＨＥＮＪｕａｎ，ＬＩＵＴｉｎｇｔｉｎ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ｏｎｒｏｏｔｌｅｎｇｔ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ｏｆ
ｓｐｒｉｎｇｗｈｅａｔｉｎ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ｒａｉｓｅｄｂｅｄ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Ｊ］．Ａｃｔａ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７，４３（１１）：１７０５－１７１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郭鑫年，孙娇，梁锦绣，等．栽培方式与施磷量对水稻养分累积、分配及磷素平衡的影响［Ｊ］．中国土壤与肥料，２０１７
（４）：１０４－１１１．
ＧＵＯＸｉｎｎｉａｎ，ＳＵＮＪｉａｏ，ＬＩＡＮＧＪｉｎｘｉｕ，ｅｔａｌ．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ｗａｙａｎｄ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ｏｎｒｉｃｅ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ｉｌ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ｏｕｓｂａｌａｎｃｅ［Ｊ］．Ｓｏｉｌ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７（４）：１０４－１１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屈成，吴旺嫔，杨漫，等．ＡＢＡ对不同灌溉方式下水稻分蘖期生理特性的影响［Ｊ］．分子植物育种，２０１８，１６（２０）：
６８４０－６８４６．
ＱＵＣｈｅｎｇ，ＷＵＷａｎｇｐｉｎ，ＹＡＮＧＭａ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ＡＢＡｏｎ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ｉｃｅａｔｔｉｌｌｅｒ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Ｊ］．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Ｐｌａｎｔ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２０１８，１６（２０）：６８４０－６８４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刘江彪，潘国君，郑桂萍，等．节水灌溉与常规灌溉对水稻生育动态及产量的影响［Ｊ］．黑龙江农业科学，２０１８（９）：１８－２２．
ＬＩＵＪｉａｎｇｂｉａｏ，ＰＡＮＧｕｏｊｕｎ，ＺＨＥＮＧＧｕｉ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ｓａｖｉｎｇ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ｇｒｏｗｔ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ｏｆｒｉｃｅ［Ｊ］．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８（９）：１８－２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张亚洁，华晶晶，李亚超，等．种植方式和磷素水平互作对陆稻和水稻产量及磷素利用的影响［Ｊ］．作物学报，２０１１，
３７（８）：１４２３－１４３１．
ＺＨＡＮＧＹａｊｉｅ，ＨＵＡＪｉｎｇｊｉｎｇ，ＬＩＹａｃｈａｏ，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ｎ
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ｐｌａｎｄｒｉｃｅａｎｄｐａｄｄｙｒｉｃｅ［Ｊ］．Ａｃｔａ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１，３７（８）：１４２３－１４３１．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张忠学，陈鹏，陈帅宏，等．１５Ｎ示踪分析节水灌溉下水稻对不同时期氮肥的吸收分配［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８，
４９（６）：３０９－３１７，３４６．
ＺＨ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ｘｕｅ，ＣＨＥＮＰｅｎｇ，ＣＨＥＮＳｈｕａｉ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１５Ｎ ｔｒａｃｅｒｂａｓｅ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ｕｐｔａｋｅ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ｏｆＮａｐｐｌｉｅｄ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ｓｉｎ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ｅｄｒｉｃｅ［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８，４９（６）：３０９－３１７，３４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８０６３６＆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８．０６．０３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张凤翔，周明耀，周春林，等．水肥耦合对水稻根系形态与活力的影响［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６，２２（５）：１９７－２００．
ＺＨＡＮＧＦｅｎｇｘｉａｎｇ，ＺＨＯＵＭｉｎｇｙａｏ，ＺＨＯＵＣｈｕｎｌｉ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ｏｎｒｏｏｔ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ｒｉｃ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０６，２２（５）：１９７－２０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魏永霞，何双红，魏永华．控制灌溉条件下水肥耦合对水稻产量及其构成因子的影响［Ｊ］．灌溉排水学报，２０１０，
２９（５）：９８－１０２．
ＷＥＩＹｏｎｇｘｉａ，ＨＥＳｈｕａｎｇｈｏｎｇ，ＷＥＩＹｏｎｇｈｕａ．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ｏｎｒｉｃｅ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２０１０，２９（５）：９８－１０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李前，侯云鹏，高军，等．不同供磷水平对水稻干物质累积、磷素吸收分配及产量的影响［Ｊ］．东北农业科学，２０１５，
４０（３）：３７－４１．
ＬＩＱｉａｎ，ＨＯＵＹｕｎｐｅｎｇ，ＧＡＯＪｕ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ｕｐｔａｋｅ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ｏｆｒｉ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５，４０（３）：３７－４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　朱荣松，沈家禾，吕连庆，等．不同施磷量对水稻产量及肥料利用率的影响［Ｊ］．现代农业科技，２０１７（７）：８－９．
ＺＨＵＲｏｎｇｓｏｎｇ，ＳＨＥＮＪｉａｈｅ，ＬＬｉａｎｑｉｎ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ｒｉｃｅ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Ｊ］．Ｍｏｄｅｒ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７）：８－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　江尚焘，王火焰，周健民，等．磷肥施用对水稻生长和磷素吸收的影响［Ｊ］．土壤，２０１６，４８（６）：１０８５－１０９１．
ＪＩＡＮＧＳｈａｎｇｔａｏ，ＷＡＮＧＨｕｏｙａｎ，ＺＨＯＵＪｉａｎｍｉ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ｒｉｃｅｉｎＪｉａｎｇｙａｎａｎｄＧｕａｎｇｄｅｒｅｇｉｏｎｓ［Ｊ］．Ｓｏｉｌｓ，２０１６，４８（６）：１０８５－１０９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　向镜，徐旱增，陈惠哲，等．磷肥用量对超级早稻生长、产量及磷吸收利用的影响［Ｊ］．中国稻米，２０１６，２２（１）：３５－３８．
ＸＩＡＮＧＪｉｎｇ，ＸＵＨａｎｚｅｎｇ，ＣＨＥＮＨｕｉｚｈｅ，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ｌｅｖｅｌｓ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ｓｕｐｅｒｒｉｃｅｉｎｅａｒｌｙｓｅａｓｏｎ［Ｊ］．ＣｈｉｎａＲｉｃｅ，２０１６，２２（１）：３５－３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　孟兆江，段爱旺，高阳，等．调亏灌溉对冬小麦氮、磷、钾养分吸收与利用的影响［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６，
４７（１２）：２０３－２１２．
ＭＥＮＧＺｈａｏｊｉａｎｇ，ＤＵＡＮＡｉｗａｎｇ，ＧＡＯ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ｄｅｆｉｃｉｔ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ｕｐｔａｋｅ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ａｎｄ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ｆｏｒ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６，
４７（１２）：２０３－２１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６１２２５＆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
＝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６．１２．０２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６］　罗小仁，王学华，徐优，等．水肥耦合对双季杂交晚稻丰源优２２７物质生产的影响［Ｊ］．杂交水稻，２０１８，３３（３）：６４－６９．

８１３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９年



ＬＵＯＸｉａｏｒｅｎ，ＷＡＮＧＸｕｅｈｕａ，ＸＵＹｏｕ，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ｏｎｐｌａｎ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ｌａｔｅｈｙｂｒｉｄｒｉｃｅＦｅｎｙｕａｎｙｏｕ２２７［Ｊ］．ＨｙｂｒｉｄＲｉｃｅ，２０１８，３３（３）：６４－６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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