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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模式对旱地嫁接西瓜生长、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白玉龙，马忠明，薛 亮
（１．甘肃农业大学，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２．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摘 要：为探索黄土高原地区嫁接西瓜的优质高效栽培模式，设计了全覆膜垄上播种（ＲＭ）、全覆膜垄上开沟
播种（ＧＭ）、全覆膜垄沟播种（ＴＧ）、半覆膜垄上开沟播种（ＧＨ）、半覆膜垄上播种沟覆草（ＲＳ）和半覆膜垄上播种（ＲＨ，
对照）６种栽培模式，分析了不同栽培模式对西瓜生长、产量和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西瓜蔓长、叶绿素含量以处
理ＧＭ最优，各生育期均显著高于处理ＲＨ，较其它处理也有一定优势；光合速率、蒸腾速率、叶片水分利用率以处理
ＲＭ、ＧＭ最高，均显著高于对照ＲＨ；西瓜产量以处理ＧＭ最高，较对照ＲＨ增加１４．４８％；可溶性固形物含量ＧＭ显著
高于处理ＲＭ，与其它处理差异不显著。硝酸盐含量处理ＲＳ和对照ＲＨ显著低于其它处理。酸度指标各处理间差
异不显著。处理ＧＭ在生长和产量指标上均明显优于对照ＲＨ及处理ＧＨ和ＴＧ，与处理ＲＭ和ＲＳ相比也有一定优
势。全覆膜垄上开沟播种是适宜黄土高原旱地农业区嫁接西瓜生产的栽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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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区，这一地区

的气候条件具有降水少而集中，日照长而蒸发强

烈［１］等特性，垄作覆膜栽培具有集水保墒、增温保

温［２］等作用，是黄土高原地区主要的栽培模式。近

年来，本地区西瓜种植规模逐年上升，成为提高当地

农民收入的有力增长点。采用西瓜嫁接苗栽培与传

统直播和苗圃育苗移栽相比具有解决重茬障碍、预

防枯萎病以提高产量［３－４］等特性，所以研究黄土高

原地区不同栽培模式下嫁接西瓜的生长特性和产量

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垄作覆膜作为一种在干旱地区行之有效的栽培

方式，在生产中被广泛应用。近年来研究表明垄作

覆膜可增加作物叶面积系数、光合势、净同化率、光

能利用率、气孔导度、蒸腾速率、干物质积累等重要

生理指标从而提高产量［５－６］。秦学［７］等证实覆膜栽

培的玉米幼苗的叶绿素含量和光合速率高于覆草和



无覆盖栽培。孙继颖［８］等对不同覆膜面积栽培大豆

生理特性研究发现，６０％覆膜宽行覆膜大豆的叶片
相对水含量、叶绿素含量等指标均优于４０％覆膜窄
行覆膜栽培处理。西瓜嫁接栽培是解决重茬障碍、

预防枯萎病以及提高产量的一项重要措施，各类型

抗枯萎病砧木嫁接西瓜苗的叶绿素含量、叶片数、叶

面积、净光合速率（Ｐｎ）、气孔导度（Ｇｓ）和胞间 ＣＯ２
浓度（Ｃｉ）等均比自根西瓜显著提高［９－１０］。

以往的研究中，关于嫁接西瓜的报道多集中于

不同砧木嫁接效果的研究和嫁接对西瓜某一特性的

影响［１１－１２］，对嫁接西瓜生产实践配套技术研究较

少，与旱地集雨栽培模式结合种植未见报道。本文

以不同垄作覆膜栽培模式结合西瓜嫁接育苗技术，

探索不同栽培模式下嫁接西瓜生理生长情况和产量

品质效应，旨在为当地西瓜生产提供技术指导。

１ 试验设计与方法

１．１ 试验区基本概况

试验于 ２０１２年在甘肃省庆阳市宁县太昌乡
（３５°３９′Ｎ，１０７°７７′Ｅ）进行，试验地属典型黄土高原
气候区，海拔１３４５ｍ，年均气温８．７℃，年日照２３７５

ｈ，年降水量４１０～５９０ｍｍ，主要集中在７—９月。试
验地为覆盖黑垆土，表层０～２０ｃｍ土壤有机质含量
１６．５３ｇ·ｋｇ－１，全氮含量 ０．９０ｇ·ｋｇ－１，速效磷含量
１５．５８ｍｇ·ｋｇ－１，速效钾含量１３７．０ｍｇ·ｋｇ－１。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排列，共设６个处理（表１），
分别为全膜垄播（ＲＭ）、全膜垄上沟播（ＧＭ）、全膜沟
播（ＴＧ）、半膜垄播（ＲＨ）、半膜垄上沟播（ＧＨ）和半膜
垄播沟覆草（ＲＳ），试验各处理起垄方式如图 １所
示，３次重复。起垄后垄宽１ｍ，垄间距１．３ｍ，垄上
沟播处理中，集水沟宽２０ｃｍ，深１０ｃｍ。试验施肥为
纯Ｎ１８０ｋｇ·ｈｍ－２，Ｐ２Ｏ５２２０ｋｇ·ｈｍ－２，Ｋ２Ｏ３４７ｋｇ·
ｈｍ－２，磷钾肥和５０％氮肥作基肥在起垄时条施于地
面，在伸蔓期和座果期分别垄侧打孔追施其余的

２５％氮肥，小区面积３６ｍ２。于２０１２年６月２日移栽
定植嫁接西瓜苗，８月２５日收获。
１．３ 测定项目与方法

１．３．１ 西瓜生长情况

主蔓长：每小区随机选取５株西瓜植株，在抽蔓
期、结果期和成熟期测定主蔓长。

表１ 不同栽培处理模式

Ｔａｂｌｅ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名称

Ｎａｍｅ
起垄方式

Ｆｕｒｒｏｗｒｉｄｇｅｍｏｄｅｓ
覆膜方式

Ｐｌａｓｔｉｃｆｉｌｍ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ｓ
种植方式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ｓ

ＲＭ 全覆膜垄上播种

Ｃｏｖｅｒｅｄｒｉｄｇｅｓｏｗｉｎｇ
普通拱形垄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ｆｕｒｒｏｗ
全地面覆盖

Ｃｏｖｅｒｅｄａｌｌｇｒｏｕｎｄ
垄上播种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ｒｉｄｇｅ

ＧＭ 全覆膜垄上开沟播种

Ｃｏｖｅｒｅｄｒｉｄｇｅｄｉｔｃｈｉｎｇｓｏｗｉｎｇ
垄上开集水沟

Ｆｕｒｒｏｗｏｆｗａｔｅｒ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全地面覆盖

Ｃｏｖｅｒｅｄａｌｌｇｒｏｕｎｄ

集水沟播种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ｆｕｒｒｏｗ

ＴＧ 全覆膜垄沟播种

Ｃｏｖｅｒｅｄｄｉｔｃｈｃｏｗｉｎｇ
普通拱形垄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ｆｕｒｒｏｗ
全地面覆盖

Ｃｏｖｅｒｅｄａｌｌｇｒｏｕｎｄ
垄沟播种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ｄｉｔｃｈ

ＧＨ 半覆膜垄上开沟播种

Ｈａｌｆｃｏｖｅｒｅｄｒｉｄｇｅｄｉｔｃｈｉｎｇｓｏｗｉｎｇ
垄上开集水沟

Ｆｕｒｒｏｗｏｆｗａｔｅｒ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垄上覆膜垄沟无覆盖

Ｃｏｖｅｒｅｄｒｉｄｇｅａｎｄｆｕｒｒｏｗｎｏｃｏｖｅｒｅｄ

集水沟播种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ｆｕｒｒｏｗ

ＲＳ 半覆膜垄上播种沟覆草

Ｈａｌｆｃｏｖｅｒｅｄａｎｄｄｉｔｃｈｇｒａｓｓｄｏｖｅｒｅｄｒｉｄｇｅｓｏｗｉｎｇ
普通拱形垄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ｆｕｒｒｏｗ
垄上覆膜垄沟覆草

Ｃｏｖｅｒｅｄｒｉｄｇｅａｎｄｆｕｒｒｏｗｇｒａｓ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垄上播种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ｒｉｄｇｅ

ＲＨ（ＣＫ） 半覆膜垄上播种

Ｈａｌｆｃｏｖｅｒｅｄｒｉｄｇｅｃｏｗｉｎｇ
普通拱形垄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ｆｕｒｒｏｗ
垄上覆膜垄沟无覆盖

Ｃｏｖｅｒｅｄｒｉｄｇｅａｎｄｆｕｒｒｏｗｎｏｃｏｖｅｒｅｄ
垄上播种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ｒｉｄｇｅ

图１ 起垄方法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ｆｕｒｒｏｗａｎｄｒｉｄｇｅｍｏ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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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绿素：每小区随机选 ５株，在抽蔓期、结果期
和成熟期使用 ＳＰＡＤ－５０２叶绿素计测定留瓜节位
附近功能叶的叶绿素含量。

光合效应：每小区随机选取５株西瓜植株，在抽
蔓期、结果期使用 Ｌｃｉ便携式光合仪测定留瓜节位
附近功能叶光合速率、蒸腾速率并计算叶片水分利

用效率（ＷＵＥ＝Ｐｎ／Ｔｒ）。
１．３．２ 产量和品质 西瓜收获后，每小区随机选

１０个瓜记录单瓜重，然后计算产量。手持式折光仪
测定可溶性固形物含量，ｐＨ计测定有效酸度。
１．３．３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及 ＳＰＳＳ１８进
行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不同变量之间的显著性检

验采用单因子方差分析和邓肯法（Ｄｕｎｃａｎ）。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栽培模式对嫁接西瓜蔓长的影响

由表２可知，在西瓜生长发育前期，由于不同起
垄覆膜方式导致处理间水分温度状况各不相同，西

瓜瓜蔓生长情况差异显著。在伸蔓期由于刚刚移

栽，幼苗根系吸水能力弱，全覆膜且种植于垄沟和垄

上集水沟的处理ＧＭ和ＴＧ瓜蔓长高于其它处理，其
中ＧＭ较其它处理相比差异达到显著水平，比对照
处理ＲＨ高出５８．０６％。在结果期，处理 ＧＭ瓜蔓长
显著高于其它处理，处理 ＲＭ、ＴＧ、ＧＨ瓜蔓长显著高
于对照处理 ＲＨ，处理 ＲＳ蔓长与对照处理 ＲＨ相比
差异不显著，处理 ＲＭ、ＧＭ、ＴＧ、ＧＨ瓜蔓长分别较
ＲＨ增加２１．５０％、３０．３７％％、２０．０９％、１６．３５％。西
瓜收获后测量，处理 ＲＭ、ＧＭ的瓜蔓长与其它处理
相比差异显著，处理ＴＧ、ＲＳ瓜蔓长显著高于对照处
理ＲＨ，处理ＧＨ与 ＲＨ差异不显著，ＲＭ、ＧＭ、ＴＧ、ＲＳ

的瓜蔓长分别较对照 ＲＨ增加 １１．４２％、１０．４９％、
７．０９％、７．７２％。

表２ 不同处理下各时期蔓长

Ｔａｂｌｅ２ Ｖｉｎｅｓ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ｐｅｒｉｏｄ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伸蔓期

Ｖｉｎｉｎｇ
／ｃｍ

结果期

Ｆｒｕｉｔｉｎｇ
／ｃｍ

成熟期

Ｍａｔｕｒｉｎｇ
／ｃｍ

ＲＭ ６６ｂ ２６０ａｂ ３６１ａ

ＧＭ ９８ａ ２７９ａ ３５８ａ

ＴＧ ８１ａｂ ２５７ａｂ ３４７ｂ

ＧＨ ７３ｂ ２４９ｂ ３３６ｃ

ＲＳ ６６ｂ ２３６ｂｃ ３４９ａｂ

ＲＨ（ＣＫ） ６２ｂ ２１４ｃ ３２４ｃ

注：同一列中相同字母代表在５％水平上差异不显著，不同字母

代表差异显著。下同。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ｔ５％

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ｂｅｌｏｗ．

２．２ 不同栽培模式下嫁接西瓜的光合效应

由表３可知，不同时期西瓜的光合速率变化明
显，伸蔓期植株处于营养生长的旺盛时期，光合速率

普遍高于结果期。不同处理间光合速率差异显著，

伸蔓期处理 ＲＭ、ＧＭ、ＲＳ光合速率均显著高于其它
处理，处理ＧＨ与对照处理 ＲＨ相比差异不显著，处
理ＴＧ光合速率显著低于对照处理 ＲＨ；处理 ＲＭ、
ＧＭ、ＲＳ的光合速率分别较对照处理 ＲＨ提高
３２．０９％、２３．８３％、２７．８０％。在结果期，植株营养生
长已经结束，各处理光合速率较伸蔓期有较大幅度

的下降。处理ＲＭ、ＧＭ、ＴＧ、ＲＳ光合速率显著高于对
照处理 ＲＨ，处理 ＧＨ与对照处理相比差异不显著。
在结果期处理 ＲＭ、ＧＭ、ＴＧ、ＲＳ的光合速率分别较对
照处理ＲＨ提高４５．４５％、２８．７０％、２３．６４％、２５．５８％。

表３ 不同处理下各时期的光合速率、蒸腾速率和叶片水分利用率

Ｔａｂｌｅ３ Ｔｈｅ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ｒ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ｌｅａｆ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ｖ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ｆｒｕｉｔ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ｆｏｒｔｈｅｓｉｘ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光合速率／（μｍｏｌ·ｍ
－２·ｓ－１）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ｒａｔｅ

伸蔓期

Ｖｉｎｉｎｇ
结果期

Ｆｒｕｉｔｉｎｇ

蒸腾速率／（ｍｍｏｌ·ｍ－２·ｓ－１）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伸蔓期

Ｖｉｎｉｎｇ
结果期

Ｆｒｕｉｔｉｎｇ

叶片水分利用率／％
Ｌｅａｆ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伸蔓期

Ｖｉｎｉｎｇ
结果期

Ｆｒｕｉｔｉｎｇ

ＲＭ ２０．６２ａ １１．２０ａ ７．４３ａ ５．１６ａ ２．７７ａ ２．１７ａ

ＧＭ １９．３３ａ ９．９１ａ ６．９５ａｂ ４．７０ａ ２．７８ａ ２．１１ａ

ＴＧ １３．６８ｃ ９．５２ａ ５．５６ｃ ４．２３ｂ ２．４６ｂ ２．２５ａ

ＧＨ １５．１１ｂ ７．４２ｂ ６．３６ｂ ４．０１ｂ ２．３８ｂ １．８５ｃ

ＲＳ １９．９５ａ ９．６７ａ ７．２５ａ ４．９１ａ ２．７５ａ １．９７ｂ

ＲＨ（ＣＫ） １５．６１ｂ ７．７０ｂ ５．７６ｃ ３．８７ｂ ２．７１ａ １．９９ｂ

蒸腾速率的对比结果与光合速率对比结果类

似，伸蔓期植株蒸腾速率较高。在各个时期不同处

理的蒸腾速率差异显著，伸蔓期处理ＲＭ和ＲＳ的蒸

腾速率显著高于其它处理，处理 ＧＭ、ＧＨ蒸腾速率
显著高于对照处理 ＲＨ，处理 ＴＧ与对照处理 ＲＨ相
比差异不显著。伸蔓期处理 ＲＭ、ＧＭ、ＧＨ、ＲＳ的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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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速率分别比处理 ＲＨ提高 ２８．９９％、２０．６６％、
１０．４２％、２５．００％。在结果期，处理ＲＭ、ＧＭ、ＲＳ蒸腾
速率显著高于其它处理，处理 ＴＧ、ＧＨ与对照处理
ＲＨ相比差异不显著。结果期处理 ＲＭ、ＧＭ、ＲＳ蒸腾
速率分别较对照处理 ＲＨ提高 ３３．３３％、２１．４５％、
２６．８７％。

作物叶片水分利用率是指作物光合作用同化的

二氧化碳与蒸腾消耗的水分之比，是衡量植物耗水

量和物质生产量之间关系的重要参数。由表 ３可
知，伸蔓期处理 ＲＭ、ＧＭ、ＲＳ与对照处理 ＲＨ叶片水
分利用率差异不显著，ＴＧ和 ＧＨ叶片水分利用率显
著低于ＲＨ，分别较 ＲＨ低 ９．２２％和 １２．１７％。在结
果期，处理ＲＭ、ＧＭ、ＴＧ叶片水分利用率显著高于其
它处理，处理ＲＳ与对照处理 ＲＨ相比差异不显著，
处理ＧＨ叶片水分利用率显著低于对照处理 ＲＨ。
结果期处理ＲＭ、ＧＭ、ＴＧ叶片水分利用率分别较对
照处理ＲＨ高９．０５％、６．０３％、１３．０７％。
２．３ 不同栽培模式下嫁接西瓜的叶绿素含量

从各处理不同生育时期的叶绿素（表４）含量可
以看出，随着生育期的推进，西瓜叶片的叶绿素含量

逐渐降低，伸蔓期最高，成熟期最低，对照 ＲＨ在伸
蔓期的叶绿素含量是成熟期的１４０％。不同处理间
叶绿素含量差异显著，伸蔓期处理 ＲＭ、ＧＭ的叶绿
素含量显著高于其它处理，分别比处理 ＲＨ高
１２．７２％、１５．４６％，处理ＴＧ、ＧＨ、ＲＳ与对照相比差异
不显著。在结果期，处理ＧＭ、ＴＧ的叶绿素含量显著
高于其它处理，分别比对照 ＲＨ高１０．２３％、９．５５％，
处理ＲＭ、ＧＨ、ＲＳ与对照相比差异不显著。在成熟
期，处理 ＲＭ、ＧＭ、ＲＳ叶绿素含量显著高于其它处

理，分别比对照ＲＨ高５．５１％、９．６４％、６．６１％，处理
ＴＧ与对照相比差异不显著，处理 ＧＨ叶绿素含量显
著低于对照ＲＨ。

表４ 不同处理下各时期的叶绿素含量

Ｔａｂｌｅ４ Ｔｈｅ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ｖｉｎｉｎｇ，ｆｒｕ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ｍａｔｕｒｅｓｔａｇｅｆｏｒｔｈｅｓｉｘ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伸蔓期

Ｖｉｎｉｎｇ
（ＳＰＡＤ）

结果期

Ｆｒｕｉｔｉｎｇ
（ＳＰＡＤ）

成熟期

Ｍａｔｕｒｉｎｇ
（ＳＰＡＤ）

ＲＭ ５７．６ａ ４５．７ｂ ３８．３ａ

ＧＭ ５９．０ａ ４８．５ａ ３９．８ａ

ＴＧ ５４．５ａｂ ４８．２ａ ３４．３ｂ

ＧＨ ５１．２ｂ ４７．１ａｂ ３２．５ｃ

ＲＳ ５５．８ａｂ ４７．７ａｂ ３８．７ａ

ＲＨ（ＣＫ） ５１．１ｂ ４４．０ｂ ３６．３ｂ

２．４ 不同栽培模式下嫁接西瓜的产量和品质

由表５可知，不同栽培模式的处理间产量差异
明显，全地面覆盖且垄上种植的处理 ＲＭ、ＧＭ、ＲＳ产
量与单瓜重显著高于垄沟种植和半地面覆盖的处

理，最终产量分别较对照处理 ＲＨ高出 １０．２６％、
１４．４８％、１３．９０％，处理 ＴＧ、ＧＨ与对照相比产量差
异不显著。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对比中，处理 ＧＭ与
ＲＭ差异显著，与其它处理存在差异但不显著，处理
ＧＭ较处理ＲＭ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高７．２７％。硝酸
盐含量对比中，处理 ＲＭ、ＧＭ、ＴＧ、ＧＨ与对照处理
ＲＨ差异显著，硝酸盐含量分别较处理 ＲＨ高
２６．６９％、２９．１３％、２５．１５％、２４．３７％。各处间酸度差
异不显著，说明不同栽培模式对西瓜酸度影响不明

显。

表５ 不同处理下西瓜的产量与品质

Ｔａｂｌｅ５ Ｔｈｅ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ｗａｔｅｒｍｅｌ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ｓｉｘ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单瓜重

Ａｖｅｒａｇｅｆｒｕｉｔｗｅｉｇｈｔ
／ｋｇ

产量

Ｙｉｅｌｄ
／（ｋｇ·ｈｍ－２）

可溶性固形物

Ｓｏｌｕｂｌｅｓｏｌｉｄｃｏｎｔｅｎｔ
／％

硝酸盐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ｍｇ·ｋｇ－１）

有效酸度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ｃｉｄ
（ｐＨ）

ＲＭ ３．１６ａ ２８８７９．６９ａ ８．９４ｂ ８４．５４ａ ５．７５

ＧＭ ３．２８ａ ２９９８５．３１ａ ９．５９ａ ８６．１７ａ ５．８１

ＴＧ ２．７４ｂ ２５０２９．０６ｂ ９．３３ａｂ ８３．５１ａ ５．７８

ＧＨ ２．６８ｂ ２４４７６．２５ｂ ９．２４ａｂ ８２．９９ａ ５．８２

ＲＳ ３．２６ａ ２９８３２．８１ａ ９．３４ａｂ ６３．８１ｂ ５．７４

ＲＨ（ＣＫ） ２．８６ｂ ２６１９１．８８ｂ ９．３３ａｂ ６６．７３ｂ ５．８４

３ 讨 论

土壤水分和地面温度对西瓜生长影响密切［１３］。

本试验采用不同的起垄覆膜、覆草方式，改变了西瓜

生长的水热条件［１４］，结果证明栽培方式对西瓜生理

生长和产量品质影响显著。

试验中嫁接西瓜移栽后至伸蔓期正处于当地旱

季，移栽后的嫁接西瓜苗可能面临水分胁迫，这一时

期全覆膜处理ＲＭ、ＧＭ和垄上覆膜垄沟覆草处理ＲＳ
的水分状况更优，所以对西瓜植株的蔓长、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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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叶绿素含量均产生有利影响。西瓜结果期至收

获期自然降水增多，水分胁迫缓解，垄面集雨垄沟种

植的处理ＴＧ与对照ＲＨ相比生长势更强，各项生理
指标与ＲＨ差异达到显著水平，但与垄上种植的处
理ＲＭ、ＧＭ、ＲＳ相比，ＴＧ的光合速率、叶绿素含量依
然较低。而王同花［１５］、白秀梅［１６］等人试验表明，起

垄覆膜栽培模式中，不同地面位置的温度对比为：覆

膜垄上＞覆膜垄沟＞无覆盖。所以这种情况的出现
可能与垄沟种植处理ＴＧ地面温度较低有关。

不同栽培模式下嫁接西瓜产量与各处理生理生

长情况关系密切，生理生长情况较好的处理 ＲＭ、
ＧＭ、ＲＳ产量相比其它处理差异显著。前人研究表
明覆膜能提高西瓜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对维生素

Ｃ、粗纤维和有效酸含量受覆膜方式的影响较小［１７］。
但在本试验中，不同栽培模式下嫁接西瓜的品质指

标并无明显规律，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４ 结 论

不同栽培模式下嫁接西瓜的生理生长情况和产

量效应存在明显差异，处理 ＧＭ在生理生长和产量
指标上均明显优于处理 ＲＨ、ＧＨ和 ＴＧ，与处理 ＲＭ
和ＲＳ相比也存在一定优势，所以认为全覆膜垄上
开沟播种是适宜黄土高原旱地农业区嫁接西瓜生产

的栽培模式。

参 考 文 献：

［１］ ＬｉＦｅｎｇｒｕｉ，ＺｈａｏＳｏｎｇｌｉｎｇ，ＧｅｂａｌｌｅＧＴ．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ｎｄａｇｒｏ

ｎｏｍ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ｆｏｒｓｏｍｅ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ｉｔ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ｆａｌｌｏｗ

ｃｒｏｐｓｉｎａｓｅｍｉａｒｉ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０，７９：１２９１４２．

［２］ 王同朝，王 燕，卫 丽，等．作物垄作栽培法研究进展［Ｊ］．河

南农业大学报，２００５，３９（４）；３７７３８２．
［３］ 刘明锵，何铁柱．不同砧木嫁接西瓜果重、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产籽量及相关的影响［Ｊ］．中国西瓜甜瓜，１９９１，（１）：１５１７．
［４］ 郑高飞，刘崇怀．西瓜砧木及嫁接栽培研究概况［Ｊ］．长江蔬菜，

１９９６，（１１）：１３．
［５］ 李洪勋，吴伯志．地膜覆盖对玉米生理指标的影响研究综述

［Ｊ］．玉米科学，２００４，１２（增刊）：６６６９．
［６］ 杨俊峰，龚月桦，李生秀．旱地小麦覆膜的生理生态效应研究进

展［Ｊ］．陕西农业科学，２００９，（５）：７９８２．
［７］ 秦 学，曹翠玲，郑险峰，等．不同种植模式对玉米幼苗某些生

理特性及产量的影响［Ｊ］．干旱地区农业研究，２００５，１３（３）：９６

９９．
［８］ 孙继颖，高聚林，王志刚，等．不同覆膜方式对旱作大豆生理特

性及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Ｊ］．大豆科学，２００８，２７（２）：２５１２５４．
［９］ 王日升，张 曼，李立志，等．嫁接对西瓜抗性和品质的影响及

其机理研究进展［Ｊ］．长江蔬菜（学术版），２０１１，（２４）：１５．
［１０］ 徐胜利，陈小青，陈青云．嫁接西瓜植株的生理特性及其抗枯

萎病能力［Ｊ］．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０４，２０（２）：１４９１５０．
［１１］ 邹文武，胡美华，汪炳良，等．砧木对嫁接西瓜生长、前期产量

及品质的影响［Ｊ］．浙江农业科学，２０１０，（４）：７４６７４９．
［１２］ 孟文慧，张 显，罗 婷．嫁接砧木对西瓜果实糖分积累及蔗

糖代谢相关酶活性的影响［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２００９，３７（３）：１２７１３２．
［１３］ 杜军志，张会梅，杨绒会．环境条件对西瓜生长发育的影响

［Ｊ］．中国西瓜甜瓜，２００４，（５）：１５１７．
［１４］ ＫａｙｏｍｂｏＢ，ＨａｔｉｂｕＮ，ＭａｈｏｏＨＦ．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ｉｃｒｏ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ｒａｉｎ

ｗａｔｅｒ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ｏｎｙｉｅｌｄｏｆｍａｉｚｅｉｎａｓｅｍｉａｒｉｄａｒｅａ［Ｊ］．Ｃｏｎｓｅｒｖｉｎｇ

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ｆｏｒ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ｈａｒｉｎｇ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４：２９４０．
［１５］ 王同花，李援农．起垄覆膜沟播对冬小麦土壤水分利用效率及

土壤温度的影响［Ｊ］．中国农村水利水电，２０１１，（１）：４６４９．
［１６］ 白秀梅，卫正新，郭汉清，等．旱地起垄覆膜微集水种植技术的

生态效应研究［Ｊ］．耕作与栽培，２００６，（１）：８９，４８．
［１７］ 马忠明，杜少平，薛 亮．不同覆膜方式对旱砂田土壤水热效

应及西瓜生长的影响［Ｊ］．生态学报，２０１１，３１（５）：

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

１２９５１３０２．

（上接第３８页）

参 考 文 献：

［１］ 董宛麟，张立祯，于 洋，等．农林间作生态系统的资源利用研

究进展［Ｊ］．中国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１，２７（２８）：１８．
［２］ ＰｉｎｔｏＬＳ，ＰｅｒｆｅｃｔｏＩ，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ＪＣ，ｅｔａｌ．Ｓｈａｄ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ｃｏｆｆｅ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ｔ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ｚｅｌｔａｌｚ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ｃｈｉａｐａｓ，ｍｅｘｉｃｏ
［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０，８０：６１６９．

［３］ 杨 波，龚 鹏，车玉红，等．扁桃棉花间作对棉花产量的影响

［Ｊ］．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０９，２５（１７）：９３９７．
［４］ 宋锋惠，吴正保，史彦江．枣棉间作对棉花产量和光环境的影响

［Ｊ］．新疆农业科学，２０１１，４８（９）：１６２４１６２８．
［５］ 陈高安，潘存德，王世伟，等．间作条件下杏树吸收根空间分布

特征［Ｊ］．新疆农业科学，２０１１，４８（５）：８２１８２５．
［６］ 王 娟，韩登武，任 岗，等．ＳＰＡＤ值与棉花叶绿素和含氮量关

系的研究［Ｊ］．新疆农业科学，２００６，４３（３）：１６７１７０．

［７］ 魏红国，王 飞，张巨松，等．杏棉间作对棉花产量及其构成因

素的影响［Ｊ］．干旱地区农业研究，２０１１，２９（４）：２１４２１８．
［８］ ＴｈｅｖａｔｈａｓａｎＮＶ，ＧｏｒｄｏｎＡＭ．Ｅｃ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ｒｅｅｉｎｔｅｒ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ｒｅｇ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ｆｒｏｍ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Ｏｎｔａｒｉｎｏ，

Ｃａｎａｄａ［Ｊ］．Ａｇｒｏ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４，６１：２５７２６８．
［９］ 史彦江，俞 涛，哈地尔·依沙克，等．枣粮（棉）间作系统枣树根

系空间分布特征［Ｊ］．东北林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１，３９（１０）：５９６４．
［１０］ 段云佳，敬 碧，张巨松，等．枣棉间作下不同种植密度对棉花

生理特性及产量的影响［Ｊ］．新疆农业科学，２０１１，４８（８）：１３７３

１３７８．
［１１］ 刘瑞显，史 伟，徐立华，等．种植密度对棉花干物质、氮素累

积与分配的影响［Ｊ］．江苏农业学报，２０１１，２７（２）：２５０２５７．
［１２］ 郭仁松，刘 盼，张巨松，等．南疆超高产棉花光合物质生产与

分配关系的研究［Ｊ］．棉花学报，２０１０，２２（５）：４７１４７８．

３４第６期 白玉龙等：栽培模式对旱地嫁接西瓜生长、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