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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直播种植对水稻植株水分分布与抗倒伏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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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讨节水灌溉种植模式对水稻体内的水分分布特征和抗倒伏特性的影响，于 ２０１７年 ５—１０月在黑龙江省

庆安县采用测坑微区进行试验。试验设置 ３个处理：滴灌旱直播（ＤＨ）、漫灌旱直播（ＭＨ）和常规插秧淹灌（ＣＫ），

并以 ＣＫ处理作为对照。结果表明：ＤＨ与 ＭＨ处理的叶、鞘、茎和冠部湿基含水率在全生育期均低于 ＣＫ处理，但

根部湿基含水率从分蘖末期开始均高于 ＣＫ处理。乳熟期和黄熟期茎部不同节间湿基含水率（Ｗ）、节间长度（Ｌ）、

株高均以 ＤＨ处理最低、ＣＫ处理最高，而茎部单位长度节间质量（Ｕｗ）均以 ＤＨ处理最大、ＣＫ处理最小。相比 ＣＫ

处理，ＤＨ处理显著提高了水稻茎部的抗折力（Ｆ）、折断弯矩（Ｂｍ）和弯曲应力（Ｂｓ），降低了弯曲力矩（Ｗｐ）、断面模

数（Ｚ）和倒伏指数（Ｌｉ），这表明滴灌旱直播种植模式显著提高了水稻的抗倒伏能力。不同参数间的相关关系表明，

Ｌ、Ｗ、Ｗｐ、Ｚ与 Ｌｉ之间均表现为极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而 Ｕｗ、Ｆ、Ｂｍ、Ｂｓ与 Ｌｉ呈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５），且水稻茎部

湿基含水率与倒伏指数呈极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这说明利用茎部湿基含水率能够表征和预测水稻的倒伏指数。

本研究可为解决东北黑土区水稻倒伏、用水效率低下等问题提供新的方法和途径。

关键词：旱直播水稻；湿基含水率；节间长度；单位长度节间质量；抗倒力学参数；倒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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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水分是限制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的主要因

子之一。作物体内的水分随生长发育不断发生变

化，并对外界环境作出实时响应
［１］
。长期监测作物

体内的水分分布状况，不仅可以揭示作物生长发育

的内在规律，构建作物水分实时调控模型，实现精确

的水分管理，制定科学合理的灌溉制度
［２］
，而且对

于充 实 土 壤 植 物 大 气 连 续 体 （Ｓｏｉｌｐｌａｎｔ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ＳＰＡＣ）的理论体系具有重要
意义

［３］
。田永超等

［４］
研究表明，水稻植株上部叶片

含水率更易受土壤水分和环境的影响，当土壤水分

供应不足时，上部叶片含水率迅速下降。柴金伶
［５］

研究了基于植气温差的小麦水分状况，建立了小麦

植株水分监测模型。要世瑾等
［６］
利用核磁共振技

术监测小麦植株水分分布，揭示了冬小麦植株体内

的水分变化规律和植株衰老过程。

倒伏是水稻优质高产主要限制因子，ＫＯＮＡ［７］

指出，水稻发生倒伏后，叶片不能有效进行光合作

用，而且茎部输导组织受伤，营养物质供应不畅，从

而严重阻碍了光合产物的贮藏和运输，导致产量下

降并且影响稻米品质。王邁等［８］
研究表明，水稻倒

伏与节间性状、节间维管束及茎部化学成分有关。

李荣田等
［９］
研究表明，水稻倒伏使得茎秆机械组织

受伤，进而使得地上部与地下部营养物质交换受阻，

从而加速叶片和根系衰老。王在满等
［１０］
研究了不

同播种方式对直播水稻倒伏指数和根系生长的影

响，表明开沟起垄方式下穴播较条播有利于提高水

稻的抗倒伏能力。关于常规插秧种植水稻的倒伏特

性，前人已有较多的研究
［１１］
，且关于小麦体内水分

监测的研究也有报道
［１２－１３］

，而关于旱直播种植模式

下的水稻倒伏问题和水稻植株体内水分分布状况的

研究未见报道。

水稻作为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其常规插

秧种植方式存在用水效率低下
［１４］
、易倒伏以及倒伏

引起减产、收割难度加大、影响稻米品质等问题
［１５］
。

因此研究高效、节水的种植模式对于保障水稻优质

高产和缓解我国水资源压力具有重要意义。

本试验以黑土区水稻为对象，研究节水灌溉种

植模式对水稻植株体内的水分分布特征和抗倒伏特

性的影响，并探索水稻茎部各参数之间的相关关系，

以期为解决水稻倒伏、用水效率低下以及倒伏减产

损质等问题提供新的方法和途径。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区概况
试验于２０１７年５—１０月在黑龙江省庆安县和平

灌区水稻灌溉试验中心（１２７°４０′４５″Ｅ，４６°５７′２８″Ｎ）
进行。试区多年平均气温 ２６℃，年降雨量 ５００～
６００ｍｍ，且降雨多集中在 ７—８月，无霜期 １２０～
１３０ｄ，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土壤为典型黑壤
土，容重 １０１ｇ／ｃｍ３，孔隙度 ６１８％，饱和含水率
５０％，ｐＨ值６３５。土壤基础肥力（均为质量比）为：
有机质 ４１８ｇ／ｋｇ、有效磷 ３６２２ｍｇ／ｋｇ、速效钾
１１２０６ｍｇ／ｋｇ、全氮１５０６ｇ／ｋｇ、全磷１５２３ｇ／ｋｇ、全
钾２０１１ｇ／ｋｇ和碱解氮１９８２９ｍｇ／ｋｇ。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以龙庆稻 ３号水稻品种为供试作物，在移
动式遮雨测坑中进行。共设 ３个处理：滴灌旱直播
处理（ＤＨ）、漫灌旱直播处理（ＭＨ）和常规插秧淹灌
处理（ＣＫ）。每处理设３次重复，共９个测坑。测坑
面积２ｍ×２ｍ。ＤＨ处理每个测坑铺设 ３条毛管，
滴灌带 为 贴 片式，滴 头 间 距 ３０ｃｍ，工 作 压 力
０１ＭＰａ，滴头流量１２Ｌ／ｈ。灌水量用精确水表控制，
当土壤含水率达到设定的土壤含水率下限时，灌水

至上限。不同生育期水分处理方案见表 １。ＤＨ和
ＭＨ处理的行间距采用行距 １０ｃｍ＋２６ｃｍ＋１０ｃｍ，
穴距１０ｃｍ，其中毛管布置于宽行。ＤＨ和 Ｍ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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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人工播种，每穴１０～１２粒。ＣＫ处理人工插秧，
密度参照当地（行距 ３０ｃｍ，穴距 １３ｃｍ）进行，每穴
５株。各 处 理 均 按 照 氮 肥 １１０ ｋｇ／ｈｍ２、磷 肥
４５ｋｇ／ｈｍ２、钾肥 ８０ｋｇ／ｈｍ２的施肥量均施。其中氮
肥按照基肥、分蘖肥、促花肥、保花肥施用量为

４５∶２∶１５∶２比例分施，钾肥按基肥、促花肥施用量
为１∶１比例两次分施，磷肥作基肥一次性施入。ＤＨ
处理随水滴施，ＭＨ和 ＣＫ处理撒施。

本试验旱直播水稻播种时间为 ５月 １日，常规
插秧水稻插秧时间为５月１６日。

表 １　不同处理水稻各生育期水分处理方案

Ｔａｂ．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ｗａ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ｓｏｆｒｉｃｅ

处理
各生育期水分处理

返青期 播种 苗期 分蘖前期 分蘖中期 分蘖末期 拔节孕穗期 抽穗开花期 乳熟期 黄熟期

ＣＫ／ｍｍ ３０～４０ ２０～４５ ２０～４５ 晒田 ２０～４５ ４５～８５ １５～４５

ＤＨ／％ ８０～１００ ８０～１００ ８５～１００ ８５～１００ ６０～１００ ８５～１００ ８５～１００ ７０～１００

ＭＨ／％ ８０～１００ ８０～１００ ８５～１００ ８５～１００ ６０～１００ ８５～１００ ８５～１００ ７０～１００

　　注：ＤＨ和 ＭＨ处理各生育期水分处理为占土壤饱和含水率的百分比。

１３　测定项目及计算方法
本试验测定项目主要包括：水稻各器官含水率、

株高、茎部各节间长、各节间湿基含水率、单位长度

节间质量及抗倒力学参数等指标，且各处理的取样

时间均在各生育期末进行。

（１）水稻各器官含水率
分别于分蘖前期（ＰＴ）、分蘖中期（ＭＴ）、分蘖末

期（ＬＴ）、拔节孕穗期（ＪＢ）、抽穗开花期（ＨＦ）、乳熟
期（ＭＭ）和黄熟期（Ｒ）从每个测坑选取 ５穴植株，
在植株周围３０ｃｍ×３０ｃｍ×８０ｃｍ取得完整植株样，
并将水稻根部置于尼龙网袋中冲洗干净，断根同

样回收，将植株按照叶、鞘、茎、穗和根分离后，分

别称量植株各器官鲜质量并记录，之后将分离后

的各器官放置于 １０５℃干燥箱中杀青 ３０ｍｉｎ，于
８０℃下干燥至恒质量，并用精度 ００１ｇ的电子天
平称取植株各器官干质量。植株各器官含水率计

算公式为

Ｍｃ＝（Ｆｗ－Ｄｗ）／Ｆｗ×１００％ （１）
式中　Ｍｃ———植株各器官湿基含水率，％

Ｆｗ———植株各器官鲜质量，ｇ
Ｄｗ———植株各器官干质量，ｇ

（２）株高、各节间长度和各节间湿基含水率
分别于乳熟期和黄熟期在测定水稻各器官湿基

含水率的同时，用直尺测定各处理水稻的株高和茎

部各节间长度，将茎部各节间分离，称量各节间鲜质

量并记录，之后同样放置于 １０５℃干燥箱中，杀青
３０ｍｉｎ后于８０℃下干燥至恒质量，用精度 ００１ｇ的
电子天平称取茎部各节间干质量。各节间湿基含水

率（Ｗ）仍按照式（１）计算。
（３）单位节间质量
分别于乳熟期和黄熟期在测定各处理茎部各节

间干质量和各节间长度后，按照公式

Ｕｗ＝Ｇｄ／Ｌ （２）

式中　Ｕｗ———植株茎部各节间的单位长度节间质
量，ｍｇ／ｃｍ

Ｇｄ———植株茎部各节间干质量，ｍｇ
Ｌ———植株茎部各节间长度，ｃｍ

计算乳熟期和黄熟期不同处理茎部各节间的单位长

度节间质量。

（４）抗倒力学参数
对水稻易发生倒伏的两个生育期乳熟期和黄熟

期，分别测定各处理易发生倒伏的茎部第 ３、４、５节
间的抗倒力学参数。主要包括：抗折力、弯曲力矩、

折断弯矩、断面模数、弯曲应力、倒伏指数。其中抗

折力采用自行设计的支架，利用砝码重力下压茎秆，

茎秆折断时测定出砝码质量即为抗折力（单位：ｇ）。
各节间茎壁的内、外径长度采用数显游标卡尺测量。

抗倒力学参数计算方法参照 ＯＯＫＡＷＡ等［１６－１７］
的

方法，计算公式为

Ｗｐ＝ＳｌＳｗ （３）
式中　Ｗｐ———弯曲力矩，ｇ·ｃｍ

Ｓｌ———各节间基部至穗顶的长度，ｃｍ
Ｓｗ———各节间基部至穗顶的鲜质量，ｇ

Ｂｍ＝ＬＦ／４ （４）
式中　Ｂｍ———折断弯矩，ｇ·ｃｍ

Ｆ———各节间抗折力，ｇ

Ｚ＝
π（ａ３１ｂ１－ａ

３
２ｂ２）

３２ａ１
（５）

式中　Ｚ———断面模数，ｍｍ３

ａ１———短轴外径，ｍｍ
ａ２———短轴内径，ｍｍ
ｂ１———长轴外径，ｍｍ
ｂ２———长轴内径，ｍｍ

Ｂｓ＝Ｂｍ／Ｚ （６）

式中　Ｂｓ———弯曲应力，ｇ／ｍｍ
２

Ｌｉ＝Ｗｐ／Ｂｍ×１０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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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Ｌｉ———倒伏指数，％
１４　数据处理方法

所得数据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初步处理，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进行显著性和相关性分析，ＯｒｉｇｉｎＰｒｏ９０进行
绘图。

２　结果与分析

图 ２　不同处理水稻冠部各器官湿基含水率变化曲线

Ｆｉｇ．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ｗｅｔｂａｓｅ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ｒｏｗｎｏｒｇａｎｓｏｆｒｉｃ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２１　不同处理对水稻冠部水分变化规律的影响
水分是植物体的主要组成成分，水分亏缺直接

影响着作物的生长生理和形态结构，研究水稻地上

部植株含水率，可以直观方便地反映作物水分和生

长状况
［１８］
。对全生育期不同处理水稻冠部湿基含

水率变化曲线（图１，图中同一生育期不同小写字母
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下差异显著，下同）分析可知，不同
种植模式下的水稻冠部湿基含水率均呈现出先增大

后减小的变化趋势，在分蘖中期达到峰值。全生育

期的冠部湿基含水率均以 ＣＫ处理最大，ＤＨ处理最
小。分蘖前期至中期冠部湿基含水率逐渐上升，这

主要是由于分蘖前期水稻植株较小，根系活力较低，

吸水能力较弱
［１９］
，从根部运送至冠部的水分较少，

使得分蘖前期较中期小。随着植株生长，到分蘖中

期，ＤＨ、ＭＨ和 ＣＫ处理冠部湿基含水率已较分蘖前
期分别升高 ２３７％、２６１％和 ６２７％，此时期 ３个
处理的冠部湿基含水率分别为 ７５４０％、７６８９％和
８０３４％，三者差异达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５）。分蘖
中期之后，３个处理的冠部湿基含水率不断下降，至
拔节孕穗期，３个处理之间的冠部湿基含水率已不

图 １　不同处理水稻冠部湿基含水率变化曲线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ｗｅｔｂａｓｅ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ｒｉｃ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黄熟期，ＤＨ和 ＭＨ处
理的冠部湿基含水率较 ＣＫ处理分别显著下降
６１４％和４８３％（Ｐ＜００５），表明旱直播种植水稻
相比常规插秧种植冠部器官衰老较快，这可能是由

于旱直播种植造成的水分胁迫使得后期水稻体内产

生的脱落酸较多，后期衰老更快
［２０］
。说明通过分析

植株体内冠部各器官湿基含水率变化特征对于了解

植株体兴衰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２２　不同处理对水稻冠部各器官水分分布的影响
随着生长发育进程，作物体内的水分会发生明

显的变化，并对环境作出实时响应。分析水分在水

稻植株体内的分布和变化规律，对于了解水稻对水

分的利用机理和对环境的适应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将水稻冠部分为叶、鞘、茎和穗 ４部分，并绘制不同
处理水稻冠部各器官湿基含水率变化曲线（图 ２）。
分析可知，３个处理水稻冠部各器官湿基含水率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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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生育期的推进逐渐下降。分析叶部湿基含水率可

知，ＤＨ、ＭＨ和 ＣＫ处理水稻叶片湿基含水率均在分
蘖前期最大，分别为 ６９７０％、６９７４％和 ７２３８％，
至黄熟期降至最低，分别为 ５８０９％、６０９６％和
６２９２％，全生育期叶片湿基含水率均以 ＣＫ处理最
大，ＤＨ处理最小，ＤＨ和 ＭＨ处理分别较 ＣＫ处理显
著降低 １２７％ ～７６８％和 ０３５％ ～３６５％（Ｐ＜
００５）。鞘部湿基含水率与叶片湿基含水率变化趋
势基本一致。均以 ＣＫ处理最大，ＤＨ处理最小，ＤＨ
和 ＭＨ处理分别较 ＣＫ处理显著降低 １５２％ ～
７７６％和０６６％ ～５８６％（Ｐ＜００５）。全生育期不
同处理的茎部湿基含水率由大到小排序为 ＣＫ、ＭＨ、
ＤＨ。拔节孕穗期至黄熟期，ＤＨ和 ＭＨ处理分别较
ＣＫ处理显著降低 ４１１％ ～５２０％和 ２１１％ ～
３４０％（Ｐ＜００５）。表明不同的种植模式使得水稻
植株的茎部湿基含水率有较大差异，旱直播种植水

稻茎部较低湿基含水率的特性，可能是水稻在生长

过程中对水分亏缺的环境条件作出的响应。对于穗

部湿基含水率而言，３个处理均在拔节孕穗期最大。
且旱直播处理的穗部湿基含水率从拔节孕穗开始均

高于常规插秧淹灌溉处理（乳熟期 ＭＨ处理除外），
拔节孕穗期至黄熟期，ＤＨ处理穗部湿基含水率高
于 ＣＫ处理 ２３７％ ～２５７９％，差异达显著性水平
（Ｐ＜００５）。除乳熟期 ＭＨ处理穗部湿基含水率低
于 ＣＫ处理外，其他 ３个生育期 ＭＨ处理均显著高
于 ＣＫ处理 ５０９％ ～１９１５％（Ｐ＜００５），黄熟期，
ＤＨ、ＭＨ和 ＣＫ处理的穗部湿基含水率均降至最低，
分别为２８３７％、２８０８％和２６７２％，水稻植株这种
拔节孕穗期穗部湿基含水率较大，黄熟期较小的特

性，可能是由于随着生育进程穗部器官淀粉不断合

成消耗水分，使得穗部湿基含水率不断降低
［２１］
。

图 ３　不同处理水稻根部湿基含水率变化曲线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ｒｉｃｅ

ｒｏｏｔ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２３　不同处理对水稻根部器官水分分布的影响
全生育期内不同处理水稻根部湿基含水率变化

曲线如图３所示。可见旱直播种植的水稻根部湿基
含水率变化曲线的变化趋势与常规插秧种植模式并

不相同。对于 ＣＫ处理，全生育期根部湿基含水率
均大致呈现出逐渐减小的趋势，而 ＤＨ和 ＭＨ处理，
均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特别是从分蘖前期

至末期，ＣＫ处理与 ＤＨ和 ＭＨ处理的变化趋势相
反。ＣＫ处理的根部湿基含水率在分蘖前期最大，而
ＤＨ和 ＭＨ处理均在分蘖末期达到最大。分蘖前
期，ＤＨ和 ＭＨ处理根部湿基含水率分别较 ＣＫ处理
显著下降８６７％（Ｐ＜００５）和 ６９９％（Ｐ＜００５），
分蘖中期，ＤＨ和 ＭＨ处理分别较 ＣＫ处理下降
３０１％和２３６％，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至分蘖末
期，ＤＨ和 ＭＨ处理已分别较 ＣＫ处理上升０４２％和
１０８％，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这可能是由于 ＣＫ处
理分蘖末期的晒田导致了水稻根部活力减小，吸水

性能下降，使得根部湿基含水率较旱直播处理显著

下降，而对于旱直播水稻而言，由于长期处于无水层

状态，因此分蘖末期的水分亏缺对旱直播水稻的根

部湿基含水率影响并不大。拔节孕穗期 ＤＨ和 ＭＨ
处理的根部湿基含水率出现下降，较分蘖末期下降

０２３％，这可能是由于拔节孕穗期的茎秆生长致使
水分向茎部转运较多，从而使得根部湿基含水率出

现轻微下降。抽穗开花期，ＤＨ和 ＭＨ处理分别较
ＣＫ处理上升 １２３％和 ０３１％，差异达显著性水平
（Ｐ＜００５）。乳熟期和黄熟期，ＤＨ、ＭＨ处理分别较
ＣＫ处理升高 ０９０％、０７８％和 ４５７％、３４２％，差
异显著（Ｐ＜００５）。而且从拔节孕穗到黄熟期，旱
直播处理的根部湿基含水率下降速率明显缓于 ＣＫ
处理，具体表现为 ＤＨ处理下降速率较 ＣＫ处理减
小４３３０％，ＭＨ处理较 ＣＫ处理减小 ４１１２％，表明
旱直播处理有效延缓了水稻生育后期根系的衰老。

２４　不同处理的水稻茎部特性
２４１　水稻节间长度和株高变化特征

分析不同处理水稻乳熟期和黄熟期的节间长度

与株高（图４，图中 Ｓ１表示节间１，Ｓ２表示节间２，Ｓ３
表示节间３，Ｓ４表示节间 ４，Ｓ５表示节间 ５。下同）
可以发现，在乳熟期和黄熟期，不同处理的株高由高

到低排序为 ＣＫ、ＭＨ、ＤＨ。乳熟期，ＤＨ和 ＭＨ处理
株高分别较 ＣＫ处理降低 ９５８％和 ８６１％，差异显
著（Ｐ＜００５），黄熟期，ＤＨ和 ＭＨ处理株高分别较
ＣＫ处理显著降低 ８９４％和 ８２７％（Ｐ＜００５），说
明水稻旱直播种植较常规插秧种植可以显著降低植

株的株高，有利于培育水稻矮秆性状，提高水稻的抗

倒伏能力
［１６，２２－２５］

。分析乳熟期和黄熟期 ３个处理
间各节间长度差异可知，不同生育期不同处理间水

稻节间长度由大到小均表现为 Ｓ１、Ｓ２、Ｓ３、Ｓ４、Ｓ５，且
旱直播处理的穗长与各节间长度均较常规插秧处理

显著降低（Ｐ＜００５）。乳熟期，ＤＨ和 ＭＨ处理的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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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分别较 ＣＫ处理显著下降 ５４０％和 ５１２％
（Ｐ＜００５），ＤＨ处理 Ｓ１～Ｓ５节间长度分别较 ＣＫ
处理 降 低 ５５２％、４３５％、２３４３％、１５１０％ 和
３０００％，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ＭＨ处理 Ｓ１～Ｓ５节
间长度分别较 ＣＫ处理显著降低 ５１７％、３８０％、
２０８１％、１２５０％和 ２８３３％（Ｐ＜００５）。黄熟期，
ＤＨ和 ＭＨ处理的穗长度分别较 ＣＫ处理显著下降
３５７％和３３４％（Ｐ＜００５），ＤＨ处理 Ｓ１～Ｓ５节间
长分 别 较 ＣＫ 处 理 显 著 降 低 ５０１％、４３７％、
２３０１％、１５１８％和 ２５８８％（Ｐ＜００５），ＭＨ处理
Ｓ１～Ｓ５节间长度分别较 ＣＫ处理显著降低 ４８９％、
３６４％、２０９８％、１４６６％和 ２５００％（Ｐ＜００５）。
说明旱直播处理植株基部节间长度变短，株高变矮，

这与顾掌根等
［２６］
的直播稻植株变矮，基部节间变

短，茎秆长度配置合理的研究结果一致。

图４　乳熟期和黄熟期不同处理水稻节间长度和株高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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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乳熟期和黄熟期不同处理水稻节间湿基含水率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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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２　水稻茎部节间湿基含水率变化特征
进一步分析乳熟期和黄熟期不同处理水稻植株

茎部各节间湿基含水率变化（图 ５）可知，乳熟期和
黄熟期各处理水稻茎部节间湿基含水率变化趋势基

本一致，但不同处理间变化幅度存在明显差异，乳熟

期各节间湿基含水率变化范围较小，黄熟期较大，但

两个时期水稻各节间湿基含水率均以 ＣＫ处理最
大，ＤＨ处理最小。具体分析各节间湿基含水率可

知，两个时期不同处理各节间湿基含水率均表现为

Ｓ４节间处最大（乳熟期 ＤＨ、ＭＨ和 ＣＫ处理分别为
７３５０％、７７５３％ 和 ８２１２％，黄 熟 期 分 别 为
７２４０％、７６１６％和 ８１１１％），Ｓ２或 Ｓ５节间处最
小，造成这种茎部节间湿基含水率差异性的原因可

能是由于水稻植株叶片的蒸腾作用引起的水分在植

株体内运输和在节间分布的差异所引起。乳熟期，

ＤＨ和 ＭＨ处理节间湿基含水率较 ＣＫ处理下降
６９９％ ～１６２１％ 和 ５０７％ ～８１０％，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ＤＨ较 ＭＨ处理下降２１６％ ～１１７３％，
且在 Ｓ１、Ｓ４、Ｓ５节间处差异达显著性水平（Ｐ＜
００５）。对于易发生倒伏的 Ｓ３、Ｓ４、Ｓ５节间处的湿
基含水率，ＤＨ和 ＭＨ处理较 ＣＫ处理分别下降
１０３６％、１０５０％、１６２１％ 和 ８１０％、５５９％、
５０７％，ＤＨ较 ＭＨ处理分别下降 ２４６％、５２０％、
１１７３％，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至黄熟期，同一处
理各节间湿基含水率波动幅度增大，ＤＨ和 ＭＨ处
理节间湿基含水 率较 ＣＫ处理 下降 ５９２％ ～
１３５６％和 １８４％ ～９４９％，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ＭＨ处理 Ｓ１节间除外），ＤＨ较 ＭＨ处理下降
０８４％ ～７１２％，且在 Ｓ１、Ｓ４、Ｓ５节间处差异达显著
性水平（Ｐ＜００５）。对于 Ｓ３、Ｓ４、Ｓ５节间处的湿基
含水率，ＤＨ 和 ＭＨ 处理较 ＣＫ处理分别下降
１０２５％、１０７４％、１３５６％ 和 ９４９％、６１０％、
６９４％，ＤＨ较 ＭＨ处理分别下降 ０８４％、４９４％、
７１２％，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Ｓ３节间除外）。表明黄
熟期ＤＨ与ＭＨ处理间Ｓ３～Ｓ５节间的湿基含水率差距
较乳熟期有所减小，这可能是由于漫灌旱直播水稻生

育后期细胞的保水性不如滴灌旱直播水稻，使得漫灌

旱直播较滴灌旱直播水稻黄熟期细胞衰老更快。

２４３　水稻茎部单位长度节间质量变化特征
分析乳熟期和黄熟期不同处理水稻单位长度节

间质量变化（图 ６）可知，乳熟期和黄熟期水稻茎部
单位长度节间质量均以 ＤＨ处理最大，ＣＫ处理最
小。３个处理的茎部不同节位的单位长度节间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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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趋势保持一致，随着水稻植株高度的升高，茎部

不同节位的单位长度节间质量呈下降趋势，且均表

现为 Ｓ５节间到 Ｓ４节间下降幅度最大。乳熟期，ＤＨ
和 ＭＨ处理的 Ｓ１～Ｓ３单位长度节间质量较 ＣＫ处
理上升５４７３％ ～１５８３５％和 ４４０４％ ～１４８３２％，
差异显著（Ｐ＜００５）。相比乳熟期，ＤＨ、ＭＨ和 ＣＫ
处理 Ｓ４和 Ｓ５处单位长度节间质量在黄熟期有所下
降，分 别 降 低 ２５８４％、３７０１％、１７８７％ 和

３９８９％、６０８４％、１１０３％，表明旱直播种植水稻基

部单位长度节间质量较常规插秧淹灌溉下降较快。

对于乳熟期 Ｓ４和 Ｓ５单位长度节间质量，ＤＨ、ＭＨ
和 ＣＫ处理分别为 ４７６１、３７２９、２４８９ｍｇ／ｃｍ和
２３６０４、１７６０７、６６０２ｍｇ／ｃｍ，且三者之间差异均达
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５）。乳熟期和黄熟期的 ＤＨ、
ＭＨ和 ＣＫ处理 Ｓ４单位长度节间质量分别较 Ｓ５下
降７９８３％、７８８２％、６２３０％和 ７５１２％、６５９３％、
６５２０％。这种基部单位长度节间质量较大的特点
使得水稻在基部倒伏的概率大大降低

［２７］
。

图 ６　乳熟期和黄熟期不同处理水稻单位长度节间质量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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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不同处理水稻茎秆抗倒伏能力

分析不同处理对乳熟期和黄熟期水稻茎秆抗倒

力学参数的影响（图 ７）可知，乳熟期和黄熟期 ３个
处理不同节间的抗折力 Ｆ变化由大到小均表现为
Ｓ５、Ｓ４、Ｓ３，且不同节间 Ｆ均以 ＤＨ处理最高，ＣＫ处
理最低，乳熟期和黄熟期 ＤＨ处理 Ｆ较 ＣＫ显著升
高 ２１９５％ ～４３５８％和 ２３０２％ ～４６１５％（Ｐ＜
００５），ＭＨ 处理 Ｆ较 ＣＫ显著升高 １８０８％ ～
３３８５％和１９１７％ ～３６４７％（Ｐ＜００５），表明随植
株高度的上升，不同处理水稻茎部节间的抗折力逐

渐下降，同时滴灌旱直播种植更有利于提高水稻基

部节间的抗折力。不同处理间的不同节间的折断弯

矩变化趋势同 Ｆ变化趋势，由大到小排序为 ＤＨ、
ＭＨ、ＣＫ，但同一处理不同节间 Ｂｍ变化幅度相较 Ｆ
有所下降，具体表现为 ＤＨ处理 ３个节间的 Ｂｍ相比
ＣＫ处理上升３５３％ ～７７６％和 ４３４％ ～１０３３％，
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ＭＨ处理相比 ＣＫ处理显著上
升３３３％ ～６３０％和 １７０％ ～８５４％（Ｐ＜００５）。
同时滴灌旱直播种植显著提高了各节间的弯曲应力

Ｂｓ，且越靠近基部 Ｂｓ越小，乳熟期 Ｓ３、Ｓ４、Ｓ５节间 Ｂｓ
较 ＣＫ处理显著升高 １０７８５％、８８７８％、５１２３％
（Ｐ＜００５），黄 熟 期 分 别 显 著 升 高 １１７２９％、
９３７３％、５４４９％（Ｐ＜００５）。乳熟期和黄熟期弯
曲力矩 Ｗｐ和断面模数 Ｚ均随植株高度上升而下降，
且 ＤＨ处理最小，ＣＫ处理最大。具体分析可知，ＤＨ
和ＭＨ处理的 Ｚ较 ＣＫ处理分别显著降低２９９７％ ～

４９２２％和２３１４％ ～４０５０％（Ｐ＜００５），Ｗｐ分别下
降 ２６８９％ ～３０８１％和 ２５６８％ ～２８９７％（Ｐ＜
００５）。不同处理的倒伏指数 Ｌｉ虽有明显差异，但
是均以 Ｓ４节间处最大，Ｓ３节间最小。乳熟期，ＤＨ、
ＭＨ和 ＣＫ处理 Ｓ４节间的 Ｌｉ分别为 ７５４０％、
７７５３％和 １１２７８％，ＤＨ和 ＭＨ处理分别较 ＣＫ显
著降低３３１５％和 ３１２６％（Ｐ＜００５），黄熟期 Ｌｉ分
别为７５５０％、７９２２％和１１３１７％，ＤＨ和 ＭＨ处理
分别较 ＣＫ显著降低 ３３２９％ 和 ３０００％ （Ｐ＜
００５），表明黄熟期相比乳熟期更易倒伏，倒伏风险
升高。相比 Ｓ４节间倒伏指数，Ｓ５节间 Ｌｉ显著下降，
乳熟期 ＤＨ、ＭＨ和 ＣＫ处理 Ｓ５节间 Ｌｉ较 Ｓ４节间 Ｌｉ
分别下降２１８８％、２２２５％和 ２３１２％，黄熟期分别
下降 ２０８６％、２２５３％ 和 ２４８４％，这与杨世民
等

［２８］
研究结果一致。表明旱直播处理在提高茎部

抗折力的同时节间长度减小，茎壁厚度和茎秆充实

度增加，茎部形态结构得以优化和改善，使得倒伏指

数显著下降，且以滴灌旱直播种植模式为最佳。

２６　不同处理水稻茎秆各参数之间的相关关系
２６１　乳熟期和黄熟期水稻茎秆节间各参数之间

的相关性

为研究乳熟期和黄熟期水稻节间长度 Ｌ、节间
湿基含水率 Ｗ、单位长度节间质量 Ｕｗ与水稻茎秆抗
倒力学参数之间的相关关系，对 Ｌ、Ｗ、Ｕｗ与 Ｗｐ、Ｆ、
Ｂｍ、Ｚ、Ｂｓ、Ｌｉ之间分别进行相关分析，相关系数如
表２和表３所示。乳熟期和黄熟期不同节间的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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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不同处理对乳熟期和黄熟期水稻茎秆抗倒力学参数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ｎｌｏｄｇｉｎ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ｒｉｃｅｓｔｅｍａｔｍｉｌｋｙａｎｄｙｅｌｌｏｗ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ｓｔａｇｅｓ
　

关系数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可以看出，乳熟期和黄熟

期的 Ｌ、Ｗ、Ｗｐ、Ｚ与 Ｌｉ之间均表现为极显著正相关
（Ｐ＜００１）（乳熟期 Ｓ５节间的 Ｗ与 Ｌｉ呈显著正相
关（Ｐ＜００５）），而 Ｕｗ、Ｆ、Ｂｍ、Ｂｓ与 Ｌｉ呈显著负相关
（Ｐ＜００５），表明降低水稻节间长度、节间湿基含水
率、弯曲力矩和断面模数，同时提高单位长度节间质

量、抗折力、折断弯矩和弯曲应力对于降低倒伏指数

具有重要意义，这与张明聪等
［２９］
的研究结果一致。

乳熟期各节间的 Ｌ、Ｕｗ与 Ｆ之间分别呈极显著负相
关和极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黄熟期的 Ｌ、Ｕｗ与 Ｆ
之间分别呈极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１）和显著正相关
（Ｐ＜００５，除 Ｓ５节间的 Ｕｗ与 Ｆ外），说明乳熟期各

节间的 Ｌ、Ｕｗ与 Ｆ的相关性优于黄熟期的相关性。
这与莫永生等

［３０］
的水稻茎秆的节间长度与抗折力

呈负相关，节间粗度、厚度和干物质量与抗折力呈正

相关的结论相吻合。

对比乳熟期和黄熟期不同节间的 Ｌ、Ｗ、Ｕｗ、Ｗｐ、
Ｆ、Ｂｍ、Ｚ和 Ｂｓ等参数与 Ｌｉ之间的相关系数可知，Ｓ３
和 Ｓ４节间与 Ｌｉ的相关性均优于 Ｓ５节间的相关性，
这可能是由于水稻茎秆的倒伏发生在基部第１节间
的概率小于发生在基部第 ２、３节间的概率，使得各
个参数对 Ｓ５节间倒伏指数的指示作用小于对 Ｓ３和
Ｓ４节间的指示作用，这与马均等［３１］

的重穗型水稻

的第３、４节间倒伏指数大于第５节间倒伏指数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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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乳熟期水稻节间长度、节间湿基含水率、单位长度节间质量与抗倒力学参数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ｏｄｅｌｅｎｇ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ｏｄｅｗｅｔｂａｓｅ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ｎｏｄｅｗｅｉｇｈｔｐｅｒｕｎｉｔ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ｌｏｄｇｉｎ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ｒｉｃｅａｔｍｉｌｋｙｓｔａｇｅ

节间 Ｌ Ｗ Ｕｗ Ｗｐ Ｆ Ｂｍ Ｚ Ｂｓ
Ｗ ０９７３

Ｕｗ －０９９９ －０９６９

Ｗｐ ０９９６ ０９４９ －０９９７

Ｓ３
Ｆ －０９９２ －０９６６ ０９８５ －０９８５

Ｂｍ －０９００ －０９６３ ０８８５ －０８５７ ０９１７

Ｚ ０９９２ ０９５８ －０９８９ ０９９１ －０９９６ －０８９３

Ｂｓ －０９７２ －０９５５ ０９６１ －０９６１ ０９９３ ０９３１ －０９８７

Ｌｉ １０００ ０９７０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７ －０９９３ －０８９５ ０９９５ －０９７４

Ｗ ０９４９

Ｕｗ －０９４０ －０９８１

Ｗｐ ０９６４ ０８７１ －０９０９

Ｓ４
Ｆ －０９７６ －０９１７ ０９５１ －０９９３

Ｂｍ －０８００ －０７６９ ０６５２ －０６４６ ０６６１
Ｚ ０９６７ ０９０４ －０９４３ ０９９３ －０９９８ －０６３５
Ｂｓ －０９８０ －０９５０ ０９７２ －０９７４ ０９９２ ０６８９ －０９９１

Ｌｉ ０９８１ ０８９１ －０９１２ ０９９６ －０９９１ －０７１０ ０９８８ －０９７６

Ｗ ０７６１

Ｕｗ －０９２０ －０９２６

Ｗｐ ０９５７ ０７６７ －０９５１

Ｓ５
Ｆ －０９６０ －０７３６ ０９３５ －０９９９

Ｂｍ －０９２８ －０５７６ ０７３２ －０７８９ ０８０３

Ｚ ０９４２ ０８５６ －０９８４ ０９８５ －０９７６ －０７５２

Ｂｓ －０９６３ －０８７０ ０９８６ －０９７８ ０９６９ ０８０２ －０９９５

Ｌｉ ０９８６ ０７５８ －０９４１ ０９９１ －０９９３ －０８６２ ０９７３ －０９７８

　　注：表示变量之间在 Ｐ＜００５水平差异显著，表示变量之间在 Ｐ＜００１水平差异显著，下同。

表 ３　黄熟期水稻节间长度、节间湿基含水率、单位长度节间质量与抗倒力学参数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ｏｄｅｌｅｎｇ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ｏｄｅｗｅｔｂａｓｅ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ｎｏｄｅｗｅｉｇｈｔ

ｐｅｒｕｎｉｔ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ｌｏｄｇｉｎ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ｒｉｃｅａｔｙｅｌｌｏｗ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ｓｔａｇｅ

节间 Ｌ Ｗ Ｕｗ Ｗｐ Ｆ Ｂｍ Ｚ Ｂｓ
Ｗ ０９８３

Ｕｗ －０６５６ －０６５３
Ｗｐ ０９９７ ０９７５ －０６１８

Ｓ３
Ｆ －０９９１ －０９６７ ０７３２ －０９８７

Ｂｍ －０９３１ －０９２８ ０８８０ －０９０８ ０９５７

Ｚ ０９９５ ０９７０ －０７１３ ０９９１ －０９９８ －０９５１

Ｂｓ －０９６７ －０９４６ ０８２２ －０９５４ ０９８８ ０９８７ －０９８５

Ｌｉ ０９９９ ０９８１ －０６７２ ０９９７ －０９９５ －０９３７ ０９９７ －０９７３

Ｗ ０９３０

Ｕｗ －０７２４ －０９１７

Ｗｐ ０９８７ ０８８７ －０６８１

Ｓ４
Ｆ －０９８６ －０９２５ ０７５６ －０９９４

Ｂｍ －０７６８ －０９１５ ０８８６ －０６７８ ０７３４

Ｚ ０９８２ ０９２１ －０７５６ ０９９２ －０９９９ －０７２３

Ｂｓ －０９６４ －０９５７ ０８４４ －０９６４ ０９８８ ０７９１ －０９８８

Ｌｉ ０９９５ ０９１６ －０７２０ ０９９７ －０９９７ －０７３０ ０９９４ －０９７５

Ｗ ０８７４

Ｕｗ －０６２４ －０９０２

Ｗｐ ０９８２ ０８６２ －０６１６

Ｓ５
Ｆ －０９８４ －０８４８ ０５９０ －０９９９

Ｂｍ －０９７２ －０８５８ ０５７６ －０９４４ ０９５２

Ｚ ０９６２ ０９１４ －０７３６ ０９８４ －０９７６ －０９０９

Ｂｓ －０９６６ －０９３４ ０７５７ －０９７９ ０９７３ ０９２７ －０９９７

Ｌｉ ０９９０ ０８７１ －０６１４ ０９９７ －０９９８ －０９６７ ０９７７ －０９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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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结果一致。

２６２　乳熟期和黄熟期水稻茎秆湿基含水率与倒
伏指数的相关性

如图８所示，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乳熟期和黄熟
期水稻茎秆湿基含水率均与倒伏指数呈极显著正相

关（Ｐ＜００１），回归方程分别为 ｙ＝３１４５３ｘ－

１５７７２８（Ｒ＝０７１９，Ｐ＜００１）和 ｙ＝３０７６４ｘ－
１４１４５２（Ｒ＝０７９８，Ｐ＜００１）。结果表明，乳熟期
和黄熟期水稻茎秆的湿基含水率能够作为水稻茎秆

倒伏指数的评价指标，可以较好地反映出茎秆湿基

含水率对水稻倒伏指数的影响，能够为预测水稻倒

伏指数提供参考依据。

图 ８　乳熟期和黄熟期水稻茎秆湿基含水率与倒伏指数的相关性

Ｆｉｇ．８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ｌｏｄｇｉｎｇｉｎｄｅｘｏｆｓｔｅｍａｔｍｉｌｋｙａｎｄｙｅｌｌｏｗ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ｓｔａｇｅｓ
　

３　讨论

水分作为植物体的主要组成成分，对植物的生

理生化过程和形态结构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作物体

内的水分状况将进一步影响作物的生长、产量和品

质。因此，准确监测出作物各器官的水分分布状况，

对于提高作物的水分管理水平和水分利用效率进而

促进节水高产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ＫＲＡＭＥＲ［３２］较早地认识到植物冠层湿基含水率的
重要性，并且表明湿基含水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

映出作物生长发育的实际水分状况。赵春江等
［３３］

也研究了小麦冠部湿基含水率与温度的关系，刘良

云等
［３４］
研究了叶片水分对叶片反射率光谱的影响，

同样也是以湿基含水率作为研究指标。要世瑾

等
［６］
利用核磁共振技术检测植株体内的湿基含水

率，以此来反映小麦植株体内的水分分布状况。本

试验亦通过研究水稻各器官的湿基含水率来反映作

物体内各器官的水分分布状况。研究发现，不同种

植模式处理下水稻冠部含水率变化趋势较为一致，

从分蘖前期至中期出现短暂上升后开始不断下降，

且全生育期冠部湿基含水率均以滴灌旱直播水稻最

低，常规插秧水稻最高，这可能是由于旱直播种植造

成的水分胁迫引起了水稻植株体内束缚水与自由水

比值的增大
［３５］
，使得旱直播种植水稻冠部含水率低

于常规插秧种植。本文进一步研究不同种植模式下

水稻冠部各器官湿基含水率发现，水稻冠部的叶、

鞘、茎和穗器官的湿基含水率均随生育期推进不断

下降，这与魏永霞等
［３６］
的水分亏缺均使得玉米的叶

片、茎秆、果穗等冠部器官湿基含水率下降的研究结

果一致。而且旱直播种植水稻的叶、鞘和茎部湿基

含水率均低于常规插秧种植，但穗部湿基含水率却

高于常规插秧种植，这可能是由于旱直播水稻的光

合速率较常规插秧水稻低，叶片利用水分合成淀粉

等有机物的速率较常规插秧水稻也有所下降，从而

使得穗部水分出现升高
［１９］
。对比冠部湿基含水率

和叶片湿基含水率（图１和图２ａ）可以发现，随生育
进程推进，不同处理的叶片湿基含水率较冠部湿基

含水率下降更为缓慢，这与王娟等
［３７］
的研究结果相

吻合，刘小军
［３８］
也得出类似的结论。本文具体分析

叶片湿基含水率下降的原因后发现，抽穗开花期之

前叶片湿基含水率不断下降可能是由于分蘖前期至

抽穗开花期叶片的不断生长导致光合速率增加
［１９］
，

气孔开度增大，蒸腾速率加大，进而导致水分散失量

上升，湿基含水率不断下降
［６］
。而抽穗开花期之后

叶片湿基含水率仍不断下降主要是由于叶片衰老所

致，叶片衰老的同时使得叶片中的叶绿体等细胞器

和生物大分子降解，而降解物又作为营养物质被转

运至籽粒和其他器官，这个转运过程同时也使得叶

片的湿基含水率下降
［３９］
。至于旱直播种植的湿基

含水率下降速率明显高于常规插秧种植的原因可能

是由于水稻长期在干旱胁迫下叶片生长受限，后期

衰老较快
［４０］
。对比穗部湿基含水率与叶、鞘、茎部

的湿基含水率可以发现，整个生育期，不同种植模式

下水稻由分蘖至成熟的过程中，叶部湿基含水率由

７０６１％左右下降至 ６０６６％左右，鞘部由 ７９７５％
左右下降至６４３７％左右，茎部由 ７９００％左右下降
至 ７０１３％左右，而穗部由 ７７４４％左右下降至
２７７２％左右，表明穗部湿基含水率整个生育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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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最大，这与柴金伶
［５］
对小麦水分状况的研究结

果一致，要世瑾等
［６］
也得出类似结论。

根系作为植物吸收水分和感知土壤干旱程度的

重要器官，研究根系的含水率特征对于了解作物的

生长生理状况具有重要作用。已有学者
［４１］
研究发

现，常规插秧种植水稻根系由于长期处于淹水状态，

使得后期根系活力下降，光合速率和蒸腾速率下降，

同时营养物质的吸收和运输受到影响。本试验研究

发现，不同种植模式生育前期根部湿基含水率差距

较大，但从分蘖末期之后变化趋势较为一致，且均以

滴灌旱直播最高，常规插秧最低，这表明滴灌旱直播

种植显著提高了水稻生育后期的根系活力，使得根

系吸水能力大大提高，湿基含水率增大，这与胡继超

等
［４２］
的研究结果吻合。

茎部作为传递与运输地上与地下水分和养分的

重要通道，其含水率变化和形态特征对作物生长和

产量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茎部整体的湿基含水率

随生育进程推进呈下降趋势，这也与前人研究结果

吻合
［６，１９］

。但本文进一步研究乳熟期和黄熟期水稻

各节间的湿基含水率变化特征发现，水稻茎部各节

间湿基含水率随植株高度的上升均呈“Ｓ”形曲线变
化，穗下部 Ｓ１节间的湿基含水率大于 Ｓ２节间，这与
要世瑾等

［６］
的研究结果一致。Ｓ２～Ｓ４节间湿基含

水率不断增加，这可能与水分由下向上传输，上部节

间水分补给存在相应的滞后和延迟有关。而且由于

植物体内水分的长距离传递和运输的动力主要来自

于叶片的蒸腾拉力，水分总是由高水势传向低水势

区域
［４３］
，这就形成了上部基本较低下部较高的含水

率特征。Ｓ５节间的含水率下降幅度较大，主要是由
于节间长度对其含水率影响较大。以上分析表明，

水分在作物体内不同部位具有不同的分布特征，这

种水分的重新分配是作物对外界条件作出的具体调

整与适应
［４４］
。

倒伏一直是影响作物产量的主要限制因子，而

茎秆形态及其结构是关系水稻倒伏的重要因素
［４５］
。

有研究
［１５］
表明，充足的水分容易诱发水稻倒伏，充

足的硅、钾可以提高抗倒伏能力
［４６］
。本试验通过研

究比较不同种植模式下水稻的抗倒伏特性，表明滴

灌旱直播种植较常规插秧种植显著提高了茎部的抗

折力，降低了水稻成熟期的倒伏指数，这与刘立军

等
［４７］
的旱种水稻相比常规水种水稻更易倒伏的研

究结果不同，究其原因可能是刘立军等的研究是在

旱种旱管条件下进行，即除在分蘖期、孕穗期、开花

期和灌浆期分别灌水一次外，其他生育期均不灌水，

这种全生育期的干旱胁迫严重限制了水稻的生长发

育，阻碍了茎秆的充实，使得抗倒伏能力减弱。而本

试验的旱直播种植全生育期均以土壤含水率作为灌

水指标，并未对水稻造成持续性的严重干旱胁迫。

关于引起倒伏的原因，前人已做过较多研究
［４８］
，但

是关于旱直播水稻倒伏原因鲜见报道。刘立军

等
［４９］
的研究表明，旱种旱管水稻易发生倒伏可能的

生理机制是旱种水稻植株的早衰影响了茎秆物质的

充实，引起了杆壁厚度和单位长度节间质量降低，进

而使得茎秆强度降低，引起倒伏。本试验研究表明，

相比常规插秧水稻，旱直播种植水稻茎部单位长度

节间质量较大，茎壁较厚，节间长度较短。这可能是

由于旱直播种植水稻较大的根系活力使得根系向地

上部运输水分的能力较强
［１９］
，从而使得茎部维管束

增多
［５０］
，而较多的维管束对于提高茎部的抗到性具

有一定作用。同时旱直播种植水稻较为发达的根系

有效防止了根倒现象的发生，这就使得旱直播种植

水稻倒伏指数较常规插秧种植显著降低。

已有研究表明，水稻节间干物质减少和茎秆抗

折力降低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
［５１］
。杨惠杰等

［５２］
研

究表明茎秆的抗折力强弱与茎秆贮藏的干物质量和

秆壁厚度呈显著正相关。华泽田等
［４５］
研究表明，抗

倒力矩与茎秆形态、生理指标的关联最密切，而与其

他器官的生理指标关联度不大，表明叶鞘对水稻抗

倒伏所起作用不大。闵东红等
［５３］
也得出单位长度

节间质量与抗折力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的结

论。这表明节间干物质积累量越多，其茎秆机械强

度就越大，抗倒伏能力越强。本试验研究也发现，水

稻单位长度节间质量与节间折断力呈极显著正相关

（Ｐ＜００１），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
作物茎秆的物理性状是影响作物倒伏的重要因

素。作物茎秆湿基含水率对其力学特性的影响已有

较多报道
［５４－５５］

。陈超科等
［５６］
对高粱秸秆力学特性

的研究表明，茎秆含水率与茎秆抗弯强度密切相关。

张彦河
［５７］
的研究结果表明，秸秆含水率是影响秸秆

径向剪切的主要因素。秦翠兰
［５８］
对棉秆的力学性

能进行了研究，并建立了棉秆剪切强度、弯曲强度与

茎秆含水率的回归模型。于勇等
［５９］
研究了玉米茎

秆湿基含水率对茎秆拉伸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玉

米茎秆基部的抗拉强度随湿基含水率的增加而降

低，这主要是由于茎秆内部组织结构的塑性随湿基

含水率的增加逐渐降低所导致
［６０］
。张慧

［６１］
从玉米

抗倒伏因素出发，研究了茎秆的弹性模量与茎秆含

水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玉米茎秆的弹性模

量与茎秆含水率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同时弹性模

量与茎秆刚度呈正相关，而与玉米茎秆的最大弯折

力呈负相关，这表明了茎秆含水率与茎秆最大弯折

力呈负相关，而弯折力与倒伏指数呈负相关。本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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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研究表明，水稻茎秆的湿基含水率与倒伏指数存

在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Ｐ＜００１），这与张慧［６１］
的

研究结果相吻合。同时，本试验研究表明，茎秆的弯

曲应力与湿基含水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与

ＴＡＶＡＫＯＬＩ等［６２］
的小麦茎秆的弯曲应力随湿基含

水率的增大而降低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也从另一方

面证明了茎秆湿基含水率与倒伏指数具有正相关关

系，利用茎秆湿基含水率来表征倒伏指数具有一定

的可行性。

４　结论

（１）滴灌旱直播、漫灌旱直播和常规插秧淹灌 ３
个处理的叶、鞘、茎、穗和冠部湿基含水率均随生育

期的推进不断下降，其中叶、鞘和茎部湿基含水率均

以滴灌旱直播种植模式最低，常规插秧种植模式最

高。旱直播种植水稻穗部湿基含水率全生育期均高

于常规插秧种植模式（乳熟期漫灌旱直播处理除

外），根部湿基含水率从分蘖末期开始高于常规插

秧种植模式，且滴灌旱直播处理最高。

（２）乳熟期和黄熟期 ３个处理水稻茎部节间湿

基含水率随高度的升高呈现“Ｓ”形曲线趋势变化，
且均以常规插秧种植模式最大，滴灌旱直播种植模

式最小。３个处理均以 Ｓ４节间最大，Ｓ２或 Ｓ５节间
最小。

（３）旱直播种植水稻株高和节间长度较常规插
秧种植下降显著（Ｐ＜００５）。滴灌旱直播种植水稻
的 Ｓ３、Ｓ４和 Ｓ５节间的单位长度节间质量较常规插
秧处理显著升高（Ｐ＜００５），茎秆充实度显著提高。

（４）乳熟期和黄熟期滴灌旱直播种植较常规插
秧显著提高了水稻茎部的抗折力、折断弯矩和弯曲

应力，降低了弯曲力矩、断面模数和倒伏指数，倒伏

指数均以 Ｓ３节间最低。滴灌旱直播种植水稻的抗
倒伏能力显著提高。

（５）乳熟期和黄熟期 ３个处理不同节间的节间
长度、节间湿基含水率、弯曲力矩、断面模数与倒伏

指数之间均表现为极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而单
位长度节间质量、抗折力、折断弯矩、弯曲应力与倒

伏指数呈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５），且水稻茎部湿基
含水率与倒伏指数呈极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利
用茎秆湿基含水率能够表征和预测水稻倒伏指数。

参 考 文 献

［１］　刘培，蔡焕杰，王健．土壤水分胁迫对冬小麦生长发育、物质分配及产量构成的影响［Ｊ］．农业现代化研究，２０１０，３１（３）：
３３０－３３３．
ＬＩＵＰｅｉ，ＣＡＩＨｕａｎｊｉｅ，ＷＡＮＧ Ｊｉ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ｓｔｒｅｓｓ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ｙｉｅｌ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３１（３）：３３０－３３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刘小军，邱小雷，孙传范，等．基于知识模型和 ＰＤＡ的精确农作系统设计及应用［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０，２６（１）：２１０－２１５．
ＬＩＵＸｉａｏｊｕｎ，ＱＩＵＸｉａｏｌｅｉ，ＳＵＮＣｈｕａｎｆａｎ，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ＰＤＡｂａｓｅｄ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ｆａｒｍ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０，２６（１）：２１０－２１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杨启良，张富仓，刘小刚，等．植物水分传输过程中的调控机制研究进展［Ｊ］．生态学报，２０１１，３１（１５）：４４２７－４４３６．
ＹＡＮＧＱｉｌ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Ｆｕｃａｎｇ，ＬＩＵ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ｅｔａｌ．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ｎｐｌａｎｔｓ［Ｊ］．Ａｃｔａ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１，３１（１５）：４４２７－４４３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田永超，曹卫星，王绍华，等．不同水、氮条件下水稻不同叶位水、氮含量及光合速率的变化特征［Ｊ］．作物学报，２００４，
３０（１１）：１１２９－１１３４．
ＴＩＡＮＹｏｎｇｃｈａｏ，ＣＡＯＷｅｉｘｉｎｇ，ＷＡＮＧＳｈａｏｈｕａ，ｅｔ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ｌｅａｖｅｓｏｆｒｉｃ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Ａｃｔａ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４，３０（１１）：１１２９－
１１３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柴金伶．基于植气温差的小麦水分状况监测研究［Ｄ］．南京：南京农业大学，２０１１．
ＣＨＡＩＪｉｎｌｉｎｇ．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ｔａｔｕｓｗｉｔｈｐｌａｎｔａｉ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ｗｈｅａｔ［Ｄ］．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要世瑾，杜光源，牟红梅，等．基于核磁共振技术检测小麦植株水分分布和变化规律［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４，３０（２４）：１７７－１８６．
ＹＡＯＳｈｉｊｉｎ，ＤＵＧｕａｎｇｙｕａｎ，ＭＯＵＨｏｎｇｍｅｉ，ｅｔ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ｎｂｏｄｙ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ｎｕｃｌｅａｒ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４，３０（２４）：１７７－１８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ＫＯＮＡＭ．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ｌｏｄｇｉｎｇ［Ｃ］∥Ｆｏｏｄａｎ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Ｔｏｋｙｏ，１９９５：９７１－９８２．
［８］　王邁，魏中伟，邵平，等．水稻茎秆特性与抗倒伏关系的研究现状［Ｊ］．湖北农业科学，２０１５，５４（９）：２０５４－２０５７．

ＷＡＮＧＹｉ，ＷＥＩＺｈｏｎｇｗｅｉ，ＳＨＡＯ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ｔａｔｕｓ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ｕｌｍ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ｌｏｄｇ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ｒｉｃｅ［Ｊ］．Ｈｕｂｅｉ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５，５４（９）：２０５４－２０５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李荣田，姜廷波，秋太权，等．水稻倒伏对产量影响及倒伏和株高关系的研究［Ｊ］．黑龙江农业科学，１９９６（１）：１３－１７．
ＬＩＲｏ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ＡＮＧＴｉｎｇｂｏ，ＱＩＵＴａｉｑｕａｎ，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ｏｄｇｉｎｇｔｏ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ｏｄｇｉｎｇａｎｄ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ｉｎｒｉｃｅ［Ｊ］．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６（１）：１３－１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王在满，郑乐，张明华，等．不同播种方式对直播水稻倒伏指数和根系生长的影响［Ｊ］．江苏农业学报，２０１６，３２（４）：７２５－７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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