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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氮耦合对滴灌复播油葵生长及产量的影响

权丽双１，２，王振华１，２，郑旭荣１，２，裴 磊１，２

（１．石河子大学水利建筑工程学院，新疆 石河子 ８３２０００；

２．石河子大学现代节水灌溉兵团重点实验室，新疆 石河子 ８３２０００）

摘 要：为了解水氮耦合对新疆北部石河子地区滴灌复播油葵生长和产量的影响，以大田试验为基础，结合

室内试验，以当地油葵主栽早熟品种“新葵杂五号”为供试材料，在滴灌条件下进行水氮两因素三水平完全处理小

区试验。结果表明：在灌水３０００ｍ３·ｈｍ－２、纯施氮２３２ｋｇ·ｈｍ－２水氮组合下，滴灌复播油葵的叶面积最大，株高在营
养生长阶段最高，盘径、茎粗及干物质量均最大；结实率水平、单盘粒重、千粒重和产量均最高，分别为 ９６．９７％、
１１２．９６ｇ、７３．８９ｇ和３５９７ｋｇ·ｈｍ－２。以滴灌复播油葵产量为追求目标，综合考虑水氮耦合对其生长的影响，试验所
在地区复播油葵建议的适宜灌溉定额及氮肥追施量分别为３０００ｍ３·ｈｍ－２、２３２ｋｇ·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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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葵是世界广泛种植的四大油料作物之一。多

年来，油葵杂交种因其植株整齐一致、高产、高油、综

合性状好、籽粒品质均匀等多方面的优点而深受种

植户和油脂加工企业的欢迎，在我国多个省区市得

到广泛种植［１］。在新疆，油葵是最主要的油料作物，

近几年每年种植１３～１７万 ｈｍ２，占新疆油料作物种
植面积的 ６０％以上，占新疆农作物总种植面积的
３．５％左右［２］。近年来，对油葵的研究比较活跃，邓
力群，刘兆普等［３］研究表明施用氮肥对油葵有明显

的增产效应。葛宇，何新林等［４］在２０１２年通过研究



不同滴灌灌水量下的复播油葵耗水特性，初步得出

滴灌油葵适宜的灌溉定额范围为 ２８５．１９～２８７．６７
ｍｍ。王振华，郑旭荣等［５］研究了滴灌对北疆复播油
葵耗水和生长的影响效应，表明复播油葵现蕾期和

开花期两个生育期的耗水量占全生育期耗水量的比

例超过 ５７％，是油葵生长过程中的两个需水关键
期，滴灌复播油葵节水灌溉制度为：灌溉定额 ２８６
ｍｍ。由以上研究可以说明水和氮素是影响复播油
葵生长及产量的两个重要因素，但是对于两者的相

互作用对油葵的效应研究却比较少，并且前人的研

究大多集中于春播油葵，得出的研究成果对于复播

油葵的借鉴性较小。因此本文旨在通过探讨水氮对

复播油葵的生长及产量的耦合作用，从而科学合理

地确定氮肥的最适投入量和最适灌溉量，为干旱区

复播油葵节水灌溉高产施肥技术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区概况

试验于 ２０１４年 ７月中旬在现代节水灌溉兵团
重点实验室试验基地暨石河子大学节水灌溉试验站

进行。试验站位于石河子市西郊石河子大学农业试

验场二连，东经 ８５°５９′４７″，北纬 ４４°１９′２８″，海拔 ４１２
ｍ，平均地面坡度为６‰。年均日照时间为２８６５ｈ，
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２０７ｍｍ，平均蒸发量为 １６６０
ｍｍ，其中 ＞１０℃积温为 ３４６３．５℃，＞１５℃积温为
２９６０．０℃，无霜期为 １７０ｄ。年平均风速为 １．５
ｍ·ｓ－１，静风占３２％，偏南风占２２％，偏北风占１５％，
偏东风占 １４％，偏西风 １７％。试验小区面积 ０．０６
ｈｍ２，试验田地下水埋深 ５ｍ以下，土壤质地为中壤
土，０～１２０ｃｍ土壤平均干容重为１．５３ｇ·ｃｍ－３，田间

持水量为 ３１．６２％（体积百分比）。物理粘粒含量
（粒径＜０．０１ｍｍ）大于２０％。
１．２ 试验方法

试验选取当地油葵主栽早熟品种“新葵杂五

号”，７月５日播种，播种深度 ３～４ｃｍ，播种方式采
用一管一行，株距 ２５ｃｍ，行距 ６０ｃｍ，毛管间距 ６０
ｃｍ，油葵行与毛管间距 ５ｃｍ。试验共设 ９个处理，
每个处理３个重复，试验小区面积为 ８３．７ｍ２（１８．６
ｍ×４．５ｍ）。每个处理单独设置施肥罐，滴灌带选
用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单翼迷宫式滴灌

带，外径１６ｍｍ，壁厚０．３ｍｍ，滴头间距为３０ｃｍ，供
水系统以水泵加压，管道前部装设有压力表监测管

道内水压力，支管闸阀开闭程度调节控制管道内压

力至０．０６ＭＰａ，此时滴头流量在１．２Ｌ·ｈ－１左右。
试验采用滴灌水、氮二因素三水平完全处理，氮

素控制肥料为尿素（ＣＯ（ＮＨ２）２）（含 Ｎ：４６．４％）。设
尿素３个水平：３５０、５００ｋｇ·ｈｍ－２和６５０ｋｇ·ｈｍ－２；灌
水３个水平：灌溉定额分别为２１００、３０００ｍ３·ｈｍ－２

和 ３９００ｍ３·ｈｍ－２，灌水定额分别为 ３５０、５００
ｍ３·ｈｍ－２和６５０ｍ３·ｈｍ－２，灌水次数均为 ６次。磷、
钾肥以磷酸二氢钾（ＫＨ２ＰＯ４）（含 Ｐ２Ｏ５：５１．５％）形式
作基肥在苗期一次施入，各处理均为 １６５ｋｇ·ｈｍ－２。
各处理灌水、施肥具体如下：Ｐ１（２１００ｍ３·ｈｍ－２、３５０
ｋｇ·ｈｍ－２）、Ｐ２（２１００ｍ３·ｈｍ－２、５００ｋｇ·ｈｍ－２）、Ｐ３
（２１００ｍ３·ｈｍ－２、６５０ｋｇ·ｈｍ－２）、Ｐ４（３０００ｍ３·ｈｍ－２、
３５０ｋｇ·ｈｍ－２）、Ｐ５（３０００ｍ３·ｈｍ－２、５００ｋｇ·ｈｍ－２）、Ｐ６
（３０００ｍ３·ｈｍ－２、６５０ｋｇ·ｈｍ－２）、Ｐ７（３９００ｍ３·ｈｍ－２、
３５０ｋｇ·ｈｍ－２）、Ｐ８（３９００ｍ３·ｈｍ－２、５００ｋｇ·ｈｍ－２）、Ｐ９
（３９００ｍ３·ｈｍ－２、６５０ｋｇ·ｈｍ－２）。随水施肥，各生育
期灌水和施肥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复播油葵各生育期灌水及施肥处理

Ｔａｂｌｅ１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ｏｉｌ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ｓ

项目

Ｉｔｅｍｓ
苗期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现蕾期

Ｓｑｕａｒ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开花期

Ｂｌｏｓｓｏｍｐｅｒｉｏｄ
灌浆期

Ｆｉｌｌ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成熟期

Ｍａｔｕｒｅｐｅｒｉｏｄ
全生育期

Ｗｈｏｌｅｇｒｏｗｔｈｐｅｒｉｏｄ

灌水次数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ｓ １ ２ ２ １ ６

施肥次数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ｓ ２ ２ １ ５

尿素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ｕｒｅａ／％ ５０ ２５ ２５ １００

１．３ 测定项目及方法

１．３．１ 生长指标测定 株高：每个处理选取长势均

匀的３株植株，从苗期开始从子叶测量到顶端发芽
的位置（现蕾前），现蕾后从第一片子叶到蕾下端，每

隔６天对所取植株观测一次。
叶面积：每个处理选取长势均匀的３株植株，对

所选测株高的植株，在不破坏作物生长的状况下用

直尺对叶片一片一片进行测量，叶长为从叶片基部

到叶尖，叶宽为叶片最宽处，累计算出每株叶面积，

每隔６天对所取植株观测一次。
油葵单叶面积（ｃｍ２）＝叶长（ｃｍ）×叶宽（ｃｍ）×

０．６５［６］；
单株叶面积（ｃｍ２）＝全株叶面积之和。
干物质量：采用烘干法，每个处理选取长势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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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３株植株，割取地上部分，把叶片、茎秆、盘（现蕾
后）分别装入有标记的信封中，然后放入烘箱中，进

行１０５℃杀青１ｈ，调至８０℃烘干至恒重，冷却称重，
每隔１２天测定一次。

茎粗、盘径、叶片数：成熟期，每个处理选取长势

均匀的３株植株，以游标卡尺测量离地面 ３０ｃｍ处
茎秆直径，直接数取单株总叶片数，以米尺测量果盘

直径，计算各项平均值。

１．３．２ 产量测定 单头籽粒重、千粒重、结实率：收

获时，每小区随机取中间行５头测定单头籽粒重、单
头籽粒数、空瘪籽粒数、千粒重，计算结实率；结实率

（％）＝单头籽粒数／（单头籽粒数＋空瘪籽粒数）。
理论产量：成熟期，在每个小区取１ｍ×１ｍ的３

个测点统计样段内的总盘数，折算出每公顷盘数，每

个测点顺序取２０个花盘脱粒、晒干，求得单位面积
产量，继而求出理论产量；产量（ｋｇ·ｈｍ－２）＝２０株
平均籽粒重量（ｇ）×密度×０．８×１５／２０００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水氮耦合对油葵生长的影响

油葵生长的优劣情况，直接反映了油葵植株在

不同水氮组合下对水分和氮素的吸收利用情况，间

接地影响油葵的产量。

２．１．１ 水氮耦合对油葵叶面积变化的影响 由图

１可以看出，油葵叶面积在不同水氮组合下均随生
育进程推进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生长初期叶

面积较小，随着作物的生长，叶片数量的增加和单个

叶片面积的增加，叶面积增加，在开花期达到最大，

而后叶片从底部逐渐枯黄脱落，叶面积衰退，到成熟

期最小。但不同水氮组合之间存有差异，其中 Ｐ２
（低水中氮），Ｐ３（低水高氮），Ｐ８（高水中氮）和 Ｐ９（高
水高氮）相差不大，叶面积都很小，叶片凋零速度适

中。Ｐ１（低水低氮）和 Ｐ６（中水高氮）的叶面积变化
趋势较为明显，Ｐ１是因为水和氮供应不足，叶片枯
萎速度很快；Ｐ６则是由于水分不足以完全运输肥
料，致使叶面积下降速度很快。Ｐ５（中水中氮），Ｐ４
（中水低氮）和 Ｐ７（高水低氮）比其他处理的叶面积
大，其中Ｐ５叶面积最大，生长前期，水氮供应适中，植
株叶面积增长速度很快，且叶面积很大，后期将营养

逐渐转化到盘上，叶片开始脱落，叶面积逐渐减少。

２．１．２ 水氮耦合对油葵株高变化的影响 图 ２显
示，油葵株高在不同水氮组合下随生育进程推进均

呈现先增长后稳定的趋势，开花期之前，由于油葵处

于营养生长时期，植株的生长变化呈明显上升趋势，

开花期之后，作物处于生殖生长阶段，进行干物质的

积累，生殖生长减缓，因此变化平缓，达到基本稳定

状态。其中Ｐ５处理的变化趋势最好，在营养生长阶
段，株高的增长速度很快，且相对其他处理较高，在

生殖生长阶段，将植株的营养逐步转化到油葵籽粒

及干物质积累上，致使生长变为缓慢，处于其他处理

中间。Ｐ７和Ｐ９的株高值较大，说明施肥过少和灌
水过多皆会抑制植株对养分的吸收，致使在生殖生

长阶段，植株不能很好地将体内的营养转移到籽粒

和干物质积累上，这将对油葵的产量造成不利的影

响。

图１ 不同水氮组合下叶面积的变化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ｌｅａｆａｒｅａ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图２ 不同水氮组合下株高的变化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ｓ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２．１．３ 不同水氮耦合对油葵干物质量积累的影响

图３为干物质量随生育进程推进的积累变化曲
线，试验结果表明，不同水氮组合的干物质积累变化

均呈现“慢－快－慢”的“Ｓ”型曲线，在苗期和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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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株吸收的养分主要用于营养生长，因此干物质积

累量增长缓慢；在现蕾期，干物质量积累速率加快，

在此阶段，营养生长逐渐结束，生殖生长处于初始阶

段，植株吸收的养分主要用于自身的积累；开花期以

后，生殖生长速度加快，干物质向盘和籽粒转

移［７－１０］，并伴随着叶子的脱落［１１－１２］，干物质量积累

速率逐渐减慢。不同水氮组合的干物质量差异在现

蕾期前很小，在现蕾期后逐渐明显，Ｐ５，Ｐ４和 Ｐ７的
干物质积累速率较其他处理快且积累量较大，其他

处理之间差异不大，其中 Ｐ５的积累速率最快，干物
质积累量最大，说明在此水氮组合下，油葵植株吸收

的养分最充足，生长发育最好。

图３ 不同水氮组合下干物质积累动态的变化

Ｆｉｇ．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２．１．４ 水氮耦合对油葵茎粗、盘径、叶片数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不同水氮组合的茎粗（表 ２）和盘径
（表２）差异显著，叶片数（表 ２）有差异但并不显著。
Ｐ６和 Ｐ３的茎粗最小，说明灌水过少达不到输送养
分的效果；Ｐ８的茎粗较小，盘径最小，说明灌水太多
会抑制植株对养分的吸收；Ｐ２和 Ｐ４的盘径不大，说
明水肥配比不合理，不能使作物良好发育；Ｐ１和 Ｐ９
次之，Ｐ３和Ｐ７较小，说明水肥双因素过多或过少和
水肥单因素过多或过少均不利于作物的生长。Ｐ１，
Ｐ２和Ｐ３（低水）的叶片数最少，说明灌水过少会加速
叶片的凋零；Ｐ７，Ｐ８和 Ｐ９（高水）的叶片数较少，说
明灌水过多，植株体内含水量过多，随着温度的降

低，同样会加速叶片的凋零；Ｐ５的茎粗和盘径最大
且叶片数最多，说明合理的水肥配比，最有利于作物

的生长。

２．２ 水氮耦合对油葵产量性状及产量的影响

２．２．１ 水氮耦合对油葵结实率的影响 试验结果

表明（表３），适当增施氮肥可以提高油葵的结实率
水平，但当施氮量和灌水量不能达成良好的配合比

时，结实率水平反而降低。主要表现在低水条件下，

随着氮肥的增施，结实率水平增高，但在中水和高水

条件下，氮肥的减施和增施反而降低结实率水平。

Ｐ５的结实率水平显著最高，达到９６．９７％。

表２ 不同水氮组合下滴灌复播油葵的茎粗、盘径和叶片数

Ｔａｂｌｅ２ Ｓｔｅｍ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ｄｉｓｃ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
ｌｅａｖｅｓ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茎粗／ｃｍ
Ｓｔｅｍ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盘径／ｃｍ
Ｄｉｓｃ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叶片数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ｌｅａｖｅｓ

Ｐ１ ８．１３ａ ２１．２２ａｂ ２７．００ａ
Ｐ２ ８．４７ａｂ ２２．３３ａｂｃ ２７．００ａ
Ｐ３ ８．０３ａ ２０．６７ａ ２７．００ａ
Ｐ４ ８．８３ｂ ２２．５６ｃｄ ２９．００ａ
Ｐ５ ９．５０ｃ ２４．２２ｂｃｄ ３０．００ａ
Ｐ６ ７．９３ａ １９．６７ａ ２９．００ａ
Ｐ７ ９．０７ｂｃ ２０．７８ａ ２８．００ａ
Ｐ８ ９．０３ａｂｃ １９．３３ａ ２８．００ａ
Ｐ９ ８．４７ａｂ ２１．７８ａｂ ２８．００ａ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上差异显著，下同。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２．２．２ 水氮耦合对油葵单盘粒重和千粒重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水、氮双因子对单盘粒重（表３）和
千粒重（表３）影响显著，表现在同一灌水量水平下，
适当增施氮肥可以提高单盘粒重和千粒重，但当增

施氮量过多时反而降低。施用不同配比的水氮对单

盘粒重和千粒重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各水氮组合

中，以Ｐ５的单盘粒重和千粒重最高，为１１２．９６ｇ和
７３．８９ｇ；其次是 Ｐ２，为 １０６．３５ｇ和 ６９．７８ｇ；最低的
是Ｐ７，只有８５．００ｇ和６０．０２ｇ。说明为提高单盘粒
重和千粒重，要充分考虑多因子的表现，使灌水施肥

措施更加合理有效。

表３ 不同水氮组合下滴灌复播油葵的产量指标

Ｔａｂｌｅ３ Ｙｉｅｌｄｉｎｄｅｘｅｓ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结实率／％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单盘粒重／ｇ
Ｓｉｎｇｌｅｄｉｓｃ
ｇｒａｉｎｗｅｉｇｈｔ

千粒重／ｇ
１０００ｇｒａｉｎ
ｗｅｉｇｈｔ

产量

／（ｋｇ·ｈｍ－２）
Ｙｉｅｌｄ

Ｐ１ ９１．７０ａ ８７．５１ａ ６０．８９ａ ２７８３ａ
Ｐ２ ９２．８３ａ １０６．３５ｃｄ ６９．７８ｂｃ ３３８６ｂｃ
Ｐ３ ９４．２０ｂｃ ９４．７２ｂｃ ６５．３１ａｂｃ ３０１３ａｂ
Ｐ４ ９２．４０ａ ９６．３５ｂｃ ６９．１７ｂｃ ３０６６ａｂ
Ｐ５ ９６．９７ｃｄ １１２．９６ｄ ７３．８９ｄ ３５９７ｃ
Ｐ６ ９３．００ａｂ ８８．６２ａｂ ６１．９４ａ ２８１８ａ
Ｐ７ ９２．１３ａ ８５．００ａ ６０．０２ａ ２７２０ａ
Ｐ８ ９３．６７ａｂ ８７．１２ａ ６３．８４ａｂ ２７７０ａ
Ｐ９ ９１．８７ａ ８９．２９ａｂ ６２．９２ａｂ ２８４０ａ

２．２．３ 水氮耦合对油葵产量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

明（表３），不同水氮组合的产量同单盘粒重和千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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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表现一致，水、氮双因子对产量影响显著，在同

一灌水量水平下，适当增施氮肥可以提高油葵的产

量，但当增施氮量过多时反而降低。不同水氮组合

的产量差异显著，Ｐ５的产量最高，为３５９７ｋｇ·ｈｍ－２，
以产量为追求目标，最佳水氮组合为Ｐ５。

３ 讨 论

水氮耦合对滴灌复播油葵生长的影响主要体现

在叶面积、株高、干物质量、盘径、茎粗、叶片数等在

不同水氮组合下的差异。在油葵生长发育的过程

中，叶面积的大小至关重要，叶片是作物的主要光合

器官，绿叶面积是决定光合产量的一个重要指

标［１３］，叶片的生长脱落速率也是影响其生长发育的

关键因素，叶片脱落的过早，脱落速率过快，油葵的

营养生长阶段过早结束，使油葵的盘不能完全吸收

养分，则影响油葵籽粒的形成；叶片脱落的过晚，脱

落速率过慢，不能将植株上的养分完全地转移到油

葵的盘和籽粒上，同样影响油葵的产量。株高是油

葵生长发育状况的首要指标，其生长变化直接影响

着油葵的种植密度配置及光能利用率［１４］。干物质

量积累是植株营养累积的重要体现形式，干物质的

积累量直接显示了油葵在不同水氮组合下对氮素的

吸收利用情况，并且不同生育期的干物质量可以反

映出同化物向油葵籽粒的运转能力［１５］。油葵的茎

粗、盘径和叶片数是油葵生长发育状况、是否高产的

重要显示指标，茎粗是影响油葵在生长发育过程中

吸收养分和水分能力的关键因素；盘径的大小则直

接决定了油葵的单盘粒重；成熟期的叶片数是植株

叶片脱落情况的最终表现。

水氮耦合对滴灌复播油葵产量的影响主要体现

在结实率、单盘粒重、千粒重等。不同配比的水氮决

定着油葵的产量，根据肥随水走的原理，水分灌入量

过多，氮素施入量过少，一方面，氮素的施入量不能

满足油葵的需求，另一方面，过多的灌水量将氮素带

走，向土壤运移，两项作用之下，致使油葵需氮量不

足；水分灌入量过少，氮素施入量过多，一则，灌水量

不满足油葵对水量的需求量，二则，灌水量不满足充

分运移氮素的要求，多余的氮素积累在土壤里，不能

被植株吸收利用，同样，两者作用之下，导致油葵对

水分和养分的需求不能达到要求；水分灌入量适中，

氮素施入量适中，水分氮素能够形成良好的配合比，

水分可以充分运移氮素，氮素可以促进植株对水分

的吸收。水分和养分直接影响着油葵的结实率、单

盘粒重和千粒重，养分或水分不足，导致油葵的结实

率低下，单盘粒重和千粒重偏低，只有在水分和养分

最优的条件下，才能生长发育良好，最终籽粒饱满，

结实率、单盘粒重和千粒重高，获得高产。

４ 结 论

在灌水３０００ｍ３·ｈｍ－２、纯施氮２３２ｋｇ·ｈｍ－２水氮
组合下，滴灌复播油葵的叶面积最大，株高在营养生

长阶段最高，干物质量最大，盘径、茎粗最大，叶片数

最多；结实率、单盘粒重、千粒重和产量均最高，分别

为９６．９７％、１１２．９６ｇ、７３．８９ｇ和３５９７ｋｇ·ｈｍ－２。滴灌
复播油葵以产量为追求目标，综合考虑水氮耦合对

植株生长的影响，本试验的最佳水氮组合为灌水量

３０００ｍ３·ｈｍ－２，纯施氮量２３２ｋｇ·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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