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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生育期水分亏缺对春青稞水分利用和产量的影响

时学双１，２　李法虎１　闫宝莹３　何　东３　普布多吉３　曲　珍３

（１．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２．西藏拉孜县水利水电局，拉孜 ８５８１００；

３．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日喀则 ８５７０００）

摘要：对不同生育期水分亏缺程度对春青稞（Ｈｏｒｄｅｕｍｖｕｌｇａｒｅ）水分利用效率和产量的影响进行了桶栽试验研究。

试验处理设充分灌溉处理（２个水分控制下限和秸秆覆盖）以及在全生育期和５个不同生育期的４个水分亏缺程度

（轻度、中度、重度和极度）处理，共 ２７个处理。结果表明，在充分灌溉条件下，７５％田间持水率水分下限控制处理

的春青稞收获指数、籽粒产量和作物水分利用效率大于 ８０％水分处理；秸秆覆盖处理的籽粒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

在所有试验处理中最大。在全生育期水分亏缺条件下，春青稞籽粒产量均小于充分灌溉处理，且随着水分亏缺程

度的增大而显著减小；轻度至重度水分亏缺处理可获得更大的作物收获指数和水分利用效率，但极度水分亏缺却

导致最低的籽粒产量、收获指数和水分利用效率。除成熟期水分亏缺处理外，不同生育期水分亏缺处理条件下，春

青稞籽粒产量和作物水分利用效率基本随着水分亏缺程度的增大而减小；拔节期、分蘖期和灌浆期水分亏缺对籽

粒产量的不利影响较大。地表秸秆覆盖或全生育期轻度至重度水分亏缺处理可提高春青稞水分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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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青稞（Ｈｏｒｄｅｕｍｖｕｌｇａｒｅ）系禾本科大麦属一年生
或越年生草本植物，是西藏高海拔寒区的主要粮食

作物
［１］
。日喀则地区位于“一江两河”（雅鲁藏布

江、拉萨河和年楚河）流域，是西藏自治区的主要粮

食产区和商品粮基地，其粮食产量约占西藏自治区

的４０％［２－３］
，青稞播种面积占该地区粮食种植面积

的６９３％［３］
。日喀则地区光热资源充足，具有很高

的青稞理论生产潜力（１４２８０ｋｇ／ｈｍ２）和高产纪录
（１２０２８５ｋｇ／ｈｍ２）［４－５］。该地区多年平均降水量和
蒸发量分别为 ４３１２、２３５３２ｍｍ［５－６］。在 ４—６月
份春青稞播种期以及苗期，其降水量分别为 １９、
１４７、７０５ｍｍ，５、６月份以及 ７、８月份出现旱灾的
频率分别为 ４１０％和 ３６０％［７］

。占西藏自治区总

耕地面积８０％的“一江两河”地区，其低产田面积占
总耕地面积的７１３％［８］

，农田干旱是其主要成因之

一
［９］
。农田灌溉是提高作物产量、保障西藏地区粮

食自给自足的重要措施。

平均气温、日最高和日最低气温对青藏高原参

考作物蒸发蒸腾量（ＥＴｏ）的影响最大
［１０］
。而 Ｇａｒｃｉａ

等认为影响高海拔地区 ＥＴｏ的主要因素是太阳辐
射、空气湿度、气温和风速，ＦＡＯ推荐的 Ｐｅｎｍａｎ
Ｍｏｎｔｅｉｔｈ公式在 ３０００ｍ以上高海拔地区低估了
３０％的 ＥＴｏ

［１１］
。根据 ＳＨＡＷ（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ｈｅａｔ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模 型，尹 志 芳 等 认 为 春 青 稞 耗 水 量 为
４５０ｍｍ［１２］。日喀则地区春青稞最大实际蒸发蒸腾
量约６９ｍｍ／ｄ［１２］，全生育期需水量 ４２８５ｍｍ［１３］；
春青稞从苗期到拔节期共缺水 １０５ｍｍ［１４］，灌溉定
额为５７８ｍｍ［１５］。罗红英等认为灌溉定额随海拔高
度的增加而增大，日喀则地区青稞灌溉定额为２００～
３５０ｍｍ［１６］。根据大田调查，春青稞灌溉定额为
３３７～３７５ｍｍ［１７］或 ４５０～５４０ｍｍ［１８］。这些研究结
论主要根据气象资料计算得到

［１２－１６］
或为当地灌溉

农田调查的经验性总结
［１７－１８］

，缺乏坚实的试验数据

支撑，且仅考虑充分灌溉条件。田德龙等认为青稞

对水分敏感程度的生育期顺序为分蘖 拔节、拔节

抽穗、抽穗 刈割和出苗 分蘖期
［１９］
，但对试验条件

和青稞品种并未明确报道。

西藏高海拔温带半干旱寒区生态环境脆弱，

发展节水农业对保护当地环境、维持区域粮食安

全与社会稳定尤其重要。虽然国内外对低海拔地

区农作物的节水灌溉机理及其非充分灌溉制度进

行了较充分的研究，但不同作物和品种以及地区

气候条件对作物水分亏缺的反应存在明显的差

异
［２０－２１］

。由于高海拔寒区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地

理位置，目前国内外对其主要农作物春青稞耗水

规律以及春青稞产量对水分亏缺程度的反应尚缺

乏足够的试验数据支撑和充分了解，适宜的春青

稞（充分）灌溉制度尚未建立
［１１，１６］

，而对春青稞非

充分灌溉制度的研究更是鲜见报道。本文针对春

青稞对不同生育期水分亏缺的反应进行试验研

究，旨在了解和掌握不同生育期水分亏缺程度对

春青稞生长、籽粒产量以及作物水分利用效率的

影响，为在高海拔寒区建立合理的春青稞节水灌

溉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试验在日喀则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灌溉试验站

（８８°５３′Ｅ，２９°１５′Ｎ，海拔高度 ３８３６ｍ）进行。灌溉
试验站多年平均气温为 ６３℃，无霜期 １０３ｄ，日照
时数３２００ｈ，全年太阳总辐射为７７９６２ＭＪ／ｍ２。供
试土壤取自灌溉试验站农田表层 ０～２０ｃｍ，土壤质
地为粉砂壤土，土壤全氮、全磷和全钾质量比分别为

０７６、１５４、１８１５ｇ／ｋｇ，水解性氮、有效磷和速效钾
质量比分别为 ４９、３０、９２ｍｇ／ｋｇ，有机质质量比为
２５０５ｇ／ｋｇ。土壤经自然风干、过 ５ｍｍ筛后备用。
试验在上口内径２９ｃｍ、桶底内径２４ｃｍ、高６５ｃｍ的
桶内进行。在桶底均匀打孔以提供良好的通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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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将风干土壤按容重１３５ｇ／ｃｍ３分层均匀装入测

桶中。每桶施磷酸二氢铵（Ｎ、Ｐ２Ｏ５质量分数分别为

１８％、４６％）４ｇ（约 ６００ｋｇ／ｈｍ２）、尿素（Ｎ质量分数

４６％）４ｇ（约６００ｋｇ／ｈｍ２）作为底肥。按当地生产习
惯，全生育期内未追肥。土壤田间持水率为 １８４％
（质量含水率）。将桶内土壤提前灌水至田间持水

率，待蒸发至适宜含水率后疏松表层土壤，然后播

种。供试春青稞品种为 ０３０１４号。春青稞于 ２０１４
年５月１１日播种，于二叶时每桶定苗 １０株。２０１４
年９月１５日收获，持续时间１２７ｄ。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处理设充分灌溉处理（对照）、充分灌溉条

件下的秸秆覆盖处理、全生育期以及 ５个不同生育
期即苗期、分蘖期、拔节期、灌浆期和成熟期的 ４个
水分亏缺程度处理，共２７个处理（表１）。充分灌溉
处理的土壤含水率下限在春青稞全生育期内分别控

制为田间持水率的８０％ ～８５％和７５％ ～８０％，秸秆
覆盖处理的土壤含水率下限控制为田间持水率的

７５％ ～８０％。地表秸秆覆盖采用 ２～３ｃｍ的碎青稞
秸秆，每桶覆盖量为 ００５ｋｇ（约 ７５７０ｋｇ／ｈｍ２）。
４个水分亏缺程度处理的土壤含水率下限依次为田
间持水率的 ６５％ ～７０％（轻度亏缺）、５５％ ～６０％
（中度亏缺）、４５％ ～５０％（重度亏缺）和３５％ ～４０％
（极度亏缺）。在全生育期水分亏缺处理中，土壤含

水率下限在不同生育期内均保持相同；在不同生育

期水分亏缺处理中，除指定的作物生育期内实施水

分控制外，其他生育期的土壤含水率下限均为田间

持水率的 ７５％ ～８０％。每个试验处理 ３次重复。
采用称量法监控土壤水分。每 ２ｄ定时（１７：００）用
电子台秤称桶质量（精度 １ｇ），计算土壤含水率。
当土壤含水率降至设定的土壤含水率控制下限时进

行灌水。根据土壤含水率的控制上限即土壤田间持

水率，计算每次所需的灌水量，用量筒量取。降雨时

采用遮雨棚遮盖。

１３　测定项目与数据处理
在试验过程中，记录每次灌水量。在春青稞不

同生育期，每处理选１０株测定其株高和叶面积等生
长特征值。在春青稞收获时，每个重复试验测定

５株春青稞的穗长、不孕穗数、有效穗数、穗粒数以
及千粒质量、地上干物质质量和籽粒产量。每个重

复试验单打单收。

各处理平均值之间的差异显著性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当 ＡＮＯＶＡ的 Ｆ
值统计显著时，采用 ＬＳＤ检验法区分其平均值（Ｐ＜
００５）。

表 １　土壤水分处理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处理
生育

阶段

土壤含水率

下限／％

充分灌溉

８０％控制（ＣＫ１）

７５％控制（ＣＫ２）

７５％ ＋覆盖（ＪＧ）

全生育期

８０～８５

７５～８０

７５～８０

全生育期水分

亏缺

轻度亏缺（Ｑ１）

中度亏缺（Ｑ２）

重度亏缺（Ｑ３）

极度亏缺（Ｑ４）

全生育期

６５～７０

５５～６０

４５～５０

３５～４０

苗期水分亏缺

轻度亏缺（Ｍ１）

中度亏缺（Ｍ２）

重度亏缺（Ｍ３）

极度亏缺（Ｍ４）

苗期

６５～７０

５５～６０

４５～５０

３５～４０

分蘖期水分亏缺

轻度亏缺（Ｆ１）

中度亏缺（Ｆ２）

重度亏缺（Ｆ３）

极度亏缺（Ｆ４）

分蘖期

６５～７０

５５～６０

４５～５０

３５～４０

拔节期水分亏缺

轻度亏缺（Ｂ１）

中度亏缺（Ｂ２）

重度亏缺（Ｂ３）

极度亏缺（Ｂ４）

拔节期

６５～７０

５５～６０

４５～５０

３５～４０

灌浆期水分亏缺

轻度亏缺（Ｇ１）

中度亏缺（Ｇ２）

重度亏缺（Ｇ３）

极度亏缺（Ｇ４）

灌浆期

６５～７０

５５～６０

４５～５０

３５～４０

成熟期水分亏缺

轻度亏缺（Ｃ１）

中度亏缺（Ｃ２）

重度亏缺（Ｃ３）

极度亏缺（Ｃ４）

成熟期

６５～７０

５５～６０

４５～５０

３５～４０

　　注：以田间持水率百分比表示土壤含水率下限控制范围。除控

制生育期外，其他生育期均采用土壤含水率下限为７５％ ～８０％。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耗水量
在整个生育期内，春青稞日耗水强度随着生长

时间的增加而逐渐增大（表２）。日耗水强度一般在
拔节后期至灌浆初期（出苗后 ７５～１００ｄ）达到最
大，而后以较快的速度减小。

在充分灌溉处理条件下，８０％水分控制的春青
稞在各生育期以及全生育期内的耗水量显著大于

７５％水分控制的无覆盖处理以及秸秆覆盖处理，而
地表秸秆覆盖处理的耗水量小于无覆盖处理

（表２）。在地表无覆盖处理时，７５％水分控制的春青
稞在整个生长期内的耗水量比 ８０％水分控制处理
降低了１３０％，而秸秆覆盖处理比未覆盖处理降低
了４２％。由于拔节期和灌浆期较高的日耗水强度
和较长的生育期（分别为 ３８、２８ｄ），这两个生育期
的耗水量占春青稞整个生长期内总耗水量的

７２６％，这一结果与尹志芳等［１２］
的结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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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水分亏缺处理条件下各生育期以及全生育期的春青稞耗水量

Ｔａｂ．２　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ｓａｔｖａｒｉｏｕｓ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ｇｒｏｗｔｈｐｅｒｉｏｄｏｆ

ｓｐｒｉｎｇ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ｂａｒｌｅｙ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ｄｅｆｉｃｉｔｌｅｖｅ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Ｌ／桶

处理

苗期

（０５ ２０—

０６ １１）

分蘖期

（０６ １２—

０６ ２３）

拔节期

（０６ ２４—

０７ ３１）

灌浆期

（０８ ０１—

０８ ２８）

成熟期

（０８ ２９—

０９ １５）

全生育期

（０５ ２０—

０９ １５）

ＣＫ１ ５７±０２ａ ６７±０１ａ ２８４±０１ａ ２４２±１２ａ ８０±０４ａ ７３１±１５ａ

充分灌溉 ＣＫ２ ４８±０１ｂ ５８±０１ｂ ２２９±１１ｂ ２２４±０８ａ ７７±０４ａｂ ６３６±２３ｂ

ＪＧ ４０±０１ｃ ４４±０３ｃ ２２７±１７ｂ ２２６±１６ａ ７１±０４ｂ ６０９±３２ｂ

Ｑ１ ４２±０１ａ ４４±０３ａ ２００±０４ａ ２３３±０７ａ ９８±０３ａ ６１７±１６ａ

全生育期水分亏缺
Ｑ２ ２９±０３ｂ ３７±０１ｂ １４５±０３ｂ １８３±０１ｂ ７８±０３ｂ ４７２±０３ｂ

Ｑ３ ２４±０３ｃ ２９±０２ｃ １０５±１２ｃ １４９±１６ｃ ７１±０５ｂ ３７８±３６ｃ

Ｑ４ １８±０１ｄ ２２±０１ｄ ７３±０４ｄ ９８±１１ｄ ５４±１０ｃ ２６５±２１ｄ

Ｍ１ ３３±０２ａ ５２±０１ａ ２１９±０５ａ ２５２±０５ａ ９２±０５ａ ６４７±０４ａ

苗期水分亏缺
Ｍ２ ２９±０１ｂ ５２±０１ａ ２０６±０５ｂ ２３９±０５ａｂ ８０±０３ａ ６０６±１３ｂ

Ｍ３ ２０±０３ｃ ５２±０１ａ １９６±０４ｃ ２３０±１０ｂ ８８±０４ａ ５８６±１６ｂ

Ｍ４ １６±０１ｄ ５２±０１ａ ２０７±０６ｂ ２１８±１５ｂｃ ８８±１４ａ ５８１±３５ｂ

Ｆ１ ４０±０２ａ ４５±０１ａ ２２０±０８ａ ２００±１３ａ ５８±１７ａ ５６３±２９ａ

分蘖期水分亏缺
Ｆ２ ４２±０４ａ ３７±０５ｂ ２１２±０８ａ ２０６±１６ａ ６４±１５ａ ５６１±４３ａ

Ｆ３ ４１±０１ａ ３２±０１ｂ ２０９±１１ａ ２１２±２１ａ ８４±０６ａ ５７８±２７ａ

Ｆ４ ４１±０１ａ ２５±０１ｃ ２１９±０８ａ ２１６±３１ａ ８１±１８ａ ５８２±５４ａ

Ｂ１ ４１±０１ａ ５７±０１ａ １９６±０７ａ ２０７±２６ａ ８３±１８ａ ５８５±４３ａ

拔节期水分亏缺
Ｂ２ ４２±０１ａ ５７±０２ａ １６２±０７ｂ １６４±２３ｂ ６２±０７ａ ４８８±３９ｂ

Ｂ３ ４１±０１ａ ５７±０１ａ １３０±１２ｃ １６９±１１ｂ ７４±２４ａ ４７１±３２ｂ

Ｂ４ ４０±０１ａ ５６±０１ａ １０７±０３ｄ １５２±１１ｂ ８４±０６ａ ４３８±１２ｂ

Ｇ１ ４１±０２ａ ６０±０２ａ ２２７±０８ａ ２０５±１５ａ ６５±１２ａ ５９８±２８ａ

灌浆期水分亏缺
Ｇ２ ４０±０１ａ ５８±０１ａ ２０９±１２ｂ １６０±２０ｂ ５８±０７ａ ５２５±３３ｂ

Ｇ３ ４１±０１ａ ５７±０１ａ ２０９±０３ｂ １４５±０６ｂｃ ５５±０７ａ ５０７±１０ｂ

Ｇ４ ３９±０１ａ ５７±０２ａ ２２２±０２ａｂ １３２±０５ｃ ５１±１１ａ ５０２±１２ｂ

Ｃ１ ４１±０１ａ ５８±０２ａ ２１８±１１ａ １８９±５１ａ ５６±１９ａ ５６２±８１ａ

成熟期水分亏缺
Ｃ２ ４１±０２ａ ５７±０１ａ ２０８±０５ａｂ ２０１±２６ａ ６９±１１ａ ５７６±４０ａ

Ｃ３ ４０±０１ａ ５６±０１ａ ２１８±０１ａ ２１５±１１ａ ６８±０４ａ ５９８±１３ａ

Ｃ４ ４１±０１ａ ５６±０２ａ ２２６±０２ａｃ ２２６±１３ａ ５７±０１ａ ６０６±０９ａ

　　注：数据为平均值 ±标准偏差；同一列中不同字母表示在 Ｐ＜００５水平差异显著。

　　在全生育期水分亏缺处理条件下，春青稞在各
生育期以及全生育期内的耗水量均小于充分灌溉处

理，且各生育期以及全生育期耗水量随着土壤水分

亏缺程度的增加而显著减小（表２）。在轻度、中度、
重度和极度水分亏缺时，春青稞全生育期耗水量分

别比充分灌溉处理（ＣＫ１和 ＣＫ２平均）降低了
９７％、３０９％、４４７％和６１２％。

在不同生育期水分亏缺处理条件下，除苗期水

分亏缺处理导致灌浆期和成熟期较大的耗水量外，

其他生育期的水分亏缺处理均导致本生育期和后续

生育期的耗水量低于充分灌溉处理（表２）。苗期水
分亏缺处理增大了灌浆期和成熟期的耗水量，表明

苗期水分亏缺对春青稞后期生长发育具有积极的影

响。在苗期、分蘖期、拔节期、灌浆期和成熟期水分

亏缺处理的春青稞，其全生育期的耗水量分别比充

分灌溉处理（ＣＫ１和 ＣＫ２平均）降低了 ５３％ ～

１５０％、１４９％ ～１９９％、１４４％ ～３５８％、１２５％ ～
２６５％和 １１３％ ～１７７％。除成熟期外，春青稞在
不同生育期以及全生育期内的耗水量均随着土壤水

分亏缺程度的增大而显著减小（表２）。
２２　株高和产量

穗长、穗粒数和千粒质量是春青稞产量的重要

构成因子。不同水分亏缺处理对春青稞株高和产量

构成因子的影响见表 ３。在充分灌溉处理条件下，
７５％水分处理的春青稞株高大于 ８０％水分处理以
及秸秆覆盖处理，但３个处理的产量构成因子穗长、
穗粒数和千粒质量无显著差异（表３）。

全生育期水分亏缺处理条件下春青稞株高以及

穗长、穗粒数和千粒质量基本上均小于充分灌溉处

理（表３）。其中，轻度、中度、重度和极度水分亏缺
处理时的春青稞穗粒数和千粒质量分别比充分灌溉

处理（ＣＫ１和 ＣＫ２平均）减小了 １１９％、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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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不同水分亏缺处理对春青稞株高和产量构成因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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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株高／ｃｍ 穗长／ｃｍ 穗粒数／粒 千粒质量／ｇ

ＣＫ１ ７９９±６８ａ ６３±１４ａ ６８７±８９ａ ５７４±０３ａ

充分灌溉 ＣＫ２ ８３７±８２ａｂ ６３±１４ａ ６４４±５２ａ ５６８±０５ａ

ＪＧ ７４８±７２ａｃ ６４±１３ａ ６９０±４５ａ ５６９±０１ａ

Ｑ１ ６８９±４７ａ ６１±１６ａｂ ５８６±５８ａ ５７６±０３ａ

全生育期水分亏缺
Ｑ２ ７１４±７８ａ ６２±１３ａ ５８６±６７ａ ５４１±１５ｂ

Ｑ３ ６３５±４９ｂ ５７±１０ｂ ５３１±５７ｂ ５１４±０３ｃ

Ｑ４ ５８２±８６ｃ ４７±１２ｃ ４１５±８４ｃ ４９３±０１ｃ

Ｍ１ ７１３±６６ａ ６１±１４ａ ６５４±５８ａ ５２８±０５ａ

苗期水分亏缺
Ｍ２ ８３０±４９ｂ ６２±１１ａｂ ６３０±６１ａ ５４８±０５ａｂ

Ｍ３ ８８１±５２ｂ ６１±１２ａ ５８２±５３ｂ ５１５±１２ａｃ

Ｍ４ ８８１±１０１ｂ ６６±１２ｂ ５８１±６４ｂ ５５３±０７ｂ

Ｆ１ ７８３±６７ａｂ ６０±１８ａ ６３６±６３ａ ５３７±０６ａ

分蘖期水分亏缺
Ｆ２ ８０６±５６ａ ６２±１２ａｂ ６７２±８８ａｂ ５３５±０４ａ

Ｆ３ ８２５±７８ａ ５９±１１ａ ６０８±５０ａｃ ５２１±０１ｂ

Ｆ４ ７４７±８２ｂ ６５±１３ｂ ６２８±６４ａ ５３７±０５ａ

Ｂ１ ６４３±２８ａ ６１±１２ａ ６７８±３４ａ ５３０±１５ａ

拔节期水分亏缺
Ｂ２ ６７４±８５ａ ６１±１１ａ ６１８±７２ｂ ５０５±１２ａｂ

Ｂ３ ７４５±８６ｂ ５６±１１ｂ ５５８±９１ｃ ４８０±１３ｂ

Ｂ４ ８１７±６４ｃ ６４±１５ａｃ ５７２±７７ｂｃ ４５０±０２ｂｃ

Ｇ１ ７５７±７６ａ ５７±１４ａ ６２０±８８ａ ５６７±０４ａ

灌浆期水分亏缺
Ｇ２ ７６９±４９ａ ５７±１３ａ ６３０±５７ａ ５５５±０４ａｂ

Ｇ３ ７８５±６１ａｂ ６０±１１ａ ６４０±６０ａ ５５３±０３ｂ

Ｇ４ ７２３±６５ａｃ ６１±１３ａ ６３６±４４ａ ５３３±０６ｃ

Ｃ１ ７４８±５２ａ ５８±１３ａ ６４７±８３ａ ５１０±１２ａ

成熟期水分亏缺
Ｃ２ ７５０±５９ａ ５８±１７ａ ６８０±５０ａ ５５２±０２ｂ

Ｃ３ ８１１±９２ｂ ５４±１４ａ ６２６±７２ａ ５４５±０１ｂｃ

Ｃ４ ７０７±３９ａ ５４±１４ａ ６５６±８６ａ ５６７±０１ｂｄ

２０２％、３７６％和 －０９％、５２％、１００％、１３７％。
全生育期水分亏缺处理条件下春青稞株高以及穗

长、穗粒数和千粒质量基本上随着水分亏缺程度的

增加而减小（表３）。
与充分灌溉处理相比，除苗期水分亏缺处理外，

不同生育期水分亏缺处理基本上均降低了春青稞的

株高（表３）。在苗期实施中度至极度水分亏缺的处
理株高较大，这可能是此处理下春青稞在灌浆期和

成熟期具有较大耗水量的主要原因（表２）。与充分
灌溉处理相比，不同生育期水分亏缺处理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了春青稞的穗长、穗粒数和千粒质量

（表３）。在拔节期和灌浆期实施水分亏缺处理时，春
青稞千粒质量随着水分亏缺程度的增加而逐渐减

小。拔节期轻度、中度、重度和极度水分亏缺处理时

的春青稞千粒质量分别比充分灌溉处理（ＣＫ１和
ＣＫ２平均）减小了７２％、１１６％、１５０％和 ２１２％，
这表明拔节期水分严重亏缺对春青稞籽粒的正常生

长发育产生了较大的不利影响。而在成熟期实施水

分亏缺处理时，春青稞千粒质量随着水分亏缺程度

的增加而增大，这意味着在春青稞成熟期控制水分

供应有助于作物籽粒的形成。

在充分灌溉处理条件下，７５％水分处理时的春
青稞籽粒产量比 ８０％水分处理的高 ９１％，而秸秆
覆盖处理比７５％水分处理的增大了 ４４％（图 １）。
８０％水分处理时的不孕穗数量多于 ７５％水分处理，
这可能是其籽粒产量较低的主要原因。作物耗水量

包括植株正常生长发育所需的水分消耗（生物质积

累和蒸腾等生理消耗）以及地表蒸发引起的无效消

耗
［２２］
。作物正常生长发育需要适量的水分供给。

过多的水分供给影响春青稞的生长环境，不仅不能

获得最大的籽粒产量（图 １）［２３］，而且增大了水分的
无效消耗。

与充分灌溉处理相比，全生育期水分亏缺处理

明显降低了春青稞的籽粒产量，且籽粒产量随着水

分亏缺程度的增大而显著降低（图１）。全生育期轻
度、中度、重度和极度水分亏缺处理时的春青稞籽粒

产量分别比充分灌溉处理（ＣＫ１和 ＣＫ２平均）降低
了９１％、２６４％、３０８％和７１５％。

与充分灌溉处理相比，不同生育期的水分亏缺

处理均不同程度地降低了春青稞籽粒产量（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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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不同生育期土壤水分亏缺程度对春青稞籽粒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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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青稞籽粒产量随着苗期、分蘖期、拔节期以及灌浆

期水分亏缺程度的增大而降低，但随着成熟期水分

亏缺程度的增大而增大（图 １）。整体而言，苗期实
施水分亏缺处理对春青稞籽粒产量的不利影响相对

较小，分蘖期、拔节期和灌浆期水分亏缺的不利影响

较大，这与 Ｌｉｕ等［１３］
、田德龙等

［１９］
以及 Ｇｅｅｒｔｓ等［２４］

的结论相似。不同生育期水分亏缺对光合作用和叶

片老化的不同反应，可能是其主要原因
［２５］
。因此，

当水分供应受限时，可在春青稞的苗期或成熟期实

施水分亏缺处理
［２１］
。

图 ２　不同生育期土壤水分亏缺程度对春青稞收获指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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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的生物质生产需要消耗水分。作物水分消

耗量与作物种类、品质、作物生长阶段、气候条件以

及土壤水分状况密切相关。当土壤水分亏缺时，作

物气孔开度减小甚至闭合，从而降低作物蒸腾速率、

光合作用和作物产量
［２６］
。农作物对干旱具有一定

的抗逆性，在后续生育期如果恢复水分供给可部分

弥补本生育期水分亏缺对作物生殖生长造成的不良

影响，但过大的水分亏缺程度（大于作物需水量的

５５％）将会导致作物籽粒产量不可弥补的降低［２７］
。

全生育期极度水分亏缺处理时的春青稞籽粒产量显

著低于其他水分处理，即是水分过度亏缺导致作物

生殖生长不可逆危害的结果（图１）。

２３　收获指数
农作物籽粒产量是粮食作物生产的根本目的。

不同生育期水分亏缺程度对作物籽粒产量与地上总

干物质量的比值称作为作物收获指数。在充分灌溉

处理条件下，７５％水分处理的春青稞收获指数
（０３４）显著大于８０％水分处理（０３１），而秸秆覆盖
处理对收获指数的影响不明显（图 ２）。与 ７５％水
分处理相比，８０％水分处理时过多的水分消耗主要
增加了秸秆生物量（数据未给出）而非作物籽粒产

量。

在全生育期水分亏缺处理条件下，轻度至重度

水分亏缺处理的收获指数与充分灌溉处理相当，且

收获指数随着水分亏缺程度的增大而增大，但极度

水分亏缺处理的收获指数显著降低（图 ２），表明极
度水分亏缺已严重影响春青稞的生殖生长，导致籽

粒产量的下降程度大于生物质量的下降程度。

在分蘖期和灌浆期实施水分亏缺处理时，春青

稞收获指数随着水分亏缺程度的增大而减小，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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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期水分亏缺处理时收获指数则随着水分亏缺程

度的增大而呈增加趋势（图２）。除极度水分亏缺处
理外，苗期和拔节期的不同水分亏缺处理对春青稞

收获指数的影响不显著（图 ２）。整体而言，实施水
分亏缺处理的生育期对春青稞收获指数的影响程度

并不太大，这与 Ｇｅｅｒｔｓ等和 Ｘｕｅ等对高原藜麦和小
麦的研究结论相似

［２１，２５－２６］
。在苗期、分蘖期、拔节

期、灌浆期和成熟期实施水分亏缺处理时，所有水分

亏缺处理条件下的平均春青稞收获指数分别为

０２９、０２８、０３０、０２８和０２９。
２４　作物水分利用效率

作物水分利用效率（作物水分生产率）是指作

物单位耗水量所生产的籽粒质量，是表征雨养或灌

溉农业水分利用水平的重要指标。在充分灌溉处理

条件下，７５％水分处理的作物水分利用效率显著大
于８０％水分处理，而秸秆覆盖处理的作物水分利用

效率大于未覆盖处理（图 ３）。８０％和 ７５％水分处
理以及秸秆覆盖处理时的作物水分利用效率分别为

１３７、１７１、１９２ｋｇ／ｍ３。由于受孕穗数量的增加、
无效蒸发的减少，７５％水分处理以及秸秆覆盖处理
比８０％水分处理或未覆盖处理更有利于提高水分
的生产能力

［２１，２８］
。

在全生育水分亏缺处理条件下，除极度亏缺处

理外，春青稞作物水分利用效率随着水分亏缺程度

的增加而增大（图３）。轻度和中度水分亏缺处理时
的作物水分利用效率（１５４、１６２ｋｇ／ｍ３）小于 ７５％
水分处理而大于８０％水分处理，重度水分亏缺处理
时的水分利用效率（１９１ｋｇ／ｍ３）大于充分灌溉处
理。极度水分亏缺处理时的作物水分利用效率

（１１２ｋｇ／ｍ３）显著小于全生育期轻度至重度水分亏
缺处理。这些数据显示，对于耐旱作物青稞，适度的

干旱胁迫可以提高其水分利用效率
［２６，２９］

。

图 ３　不同生育阶段土壤水分亏缺程度对春青稞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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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同生育期实施不同程度的水分亏缺处理均
导致春青稞水分利用效率小于 ７５％水分处理，但在
苗期、分蘖期、拔节期以及灌浆期的轻度水分亏缺，

其作物水分利用效率与 ８０％水分处理时的相当或
稍微更大些（图 ３）。整体而言，作物水分利用效率
随着苗期、分蘖期以及灌浆期水分亏缺程度的增加

而减小，但随着成熟期水分亏缺程度的增大而呈增

大趋势，拔节期水分亏缺程度对作物水分利用效率

没有明显的影响（图 ３）。其中，分蘖期极度水分亏
缺处理时的作物水分利用效率在所有试验处理中最

低（０９８ｋｇ／ｍ３）。苗期、分蘖期、拔节期、灌浆期及
成熟期在不同水分亏缺处理条件下的平均作物水分

利用效率分别为 １２８、１２３、１３３、１３１、１４０ｋｇ／ｍ３。
这些数据再次表明，成熟期应严格控制作物水分的

供应。

所有试验处理的统计结果显示，春青稞作物水

分利用效率（ＷＵＥ）与作物收获指数（ＨＩ）之间呈显
著的指数相关关系（ＷＵＥ＝０２０ｅ６３８ＨＩ，Ｒ２ ＝０９０，
Ｐ＜００１），这可为春青稞水分利用效率的估算提供
一条新途径。

３　结论

（１）在充分灌溉处理条件下，７５％水分处理的
春青稞比８０％水分处理具有更小的耗水量和更大
的收获指数、籽粒产量以及作物水分利用效率。地

表秸秆覆盖降低了春青稞耗水量却增大了籽粒产量

和作物水分利用效率。在所有的试验处理中，秸秆

覆盖处理的春青稞籽粒产量（１１３６３ｇ／桶）和作物
水分利用效率（１９２ｋｇ／ｍ３）最大。

（２）在全生育期水分亏缺处理条件下，春青稞
耗水量、株高以及穗长、穗粒数、千粒质量和籽粒产

量均小于充分灌溉处理，且随着水分亏缺程度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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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而显著减小。除极度水分亏缺处理外，作物收获

指数和水分利用效率随着水分亏缺程度的增大而增

大。重度水分亏缺处理时的作物收获指数和水分利

用效率分别达到０３５和１９１ｋｇ／ｍ３，明显大于充分
灌溉处理时的０３１～０３４和１３７～１７１ｋｇ／ｍ３。

（３）与７５％水分处理相比，不同生育期水分亏
缺处理均不同程度地降低了春青稞本生育期的耗水

量以及穗长、穗粒数、千粒质量、籽粒产量、收获指数

和作物水分利用效率。除成熟期水分亏缺处理外，

不同生育期水分亏缺处理时的春青稞耗水量、春青

稞籽粒产量和作物水分利用效率基本上均随着水分

亏缺程度的增大而减小。成熟期水分亏缺处理有助

于提高春青稞籽粒产量。整体而言，在苗期、拔节

期、分蘖期和灌浆期实施水分轻度亏缺处理，而在成

熟期实施水分重度亏缺处理可以获得相对较高的春

青稞籽粒产量、收获指数和水分利用效率，但不同生

育期水分亏缺程度的这一组合方案尚需进一步的试

验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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