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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墒和补灌量对冬小麦产量和水分利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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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大型半自动控制防雨池栽条件下ꎬ采用裂区设计ꎬ以不同底墒(３５０、４５０、６５０ ｍｍ)为主处理ꎬ生育期补

灌量(０、５６.３、７８.１、１００ ｍｍ)为副处理ꎬ研究了不同土壤底墒和补灌量对冬小麦产量、产量构成和水分利用的影响ꎮ
结果表明ꎬ在不补灌条件下ꎬ０ ~ ２００ ｃｍ 土壤有效底墒最大利用率为 ４２. ６％ ~ ７４. ２％ꎬ其中 ０ ~ ５０ ｃｍ 为 ９２. ２％ ~
１２３.４％ꎬ５０ ｃｍ 以下为 ５３.９％~６５.３％ꎬ能保持到冬小麦抽穗ꎮ 随着补灌量的增加ꎬ高、中、低底墒 ０~２００ ｃｍ 土层有效

底墒利用率增加ꎮ 高、中、低底墒高量补灌(Ｒ３)０~２００ ｃｍ 有效底墒利用率分别比低量补灌(Ｒ１) 增加 ４.３％、３７.２％、
７.５％ꎻ各土层有效底墒利用率均大于不补灌处理ꎮ 冬小麦营养生长阶段浅层耗水量大于生殖生长阶段ꎬ 但深层耗

水量正好相反ꎬ随着冬小麦生育期的推进ꎬ尤其在生殖生长阶段ꎬ深层土壤贮水量发挥了积极的“补偿作用”ꎮ 底墒

对冬小麦产量及其构成、水分利用效率有显著影响ꎮ 随补灌量的增加ꎬ产量及产量构成均增大ꎬ且底墒越低增加幅

度越大ꎬ但差异不显著ꎮ 低底墒增产效应分别较中、高底墒提高 ７０.９％ ~ １０８.５％、３８９.７％ ~ ４０２.７％ꎮ 随补灌量的增

加ꎬ低底墒的水分利用效率增加 １.７％~１.８％ꎬ中、高底墒的水分利用效率降低 ０.７％ ~ １４.２％ꎮ 因此ꎬ播前底墒是保证

干旱半干旱区冬小麦稳产、高产的关键所在ꎬ作物产量与土壤有效底墒供水量之间呈明显的非线性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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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干旱的频繁发生、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

长ꎬ农业水资源缺乏的问题日益严重ꎮ 干旱半干旱

区是以旱作为主的雨养农业区ꎬ自然降水少、年际

波动大、季节分布不均匀ꎬ作物供水主要依赖于大

气降水ꎬ而大气降水对作物的水分供应又需要依附

于土壤调节ꎮ 因此ꎬ从大气降水－土壤水－作物循环

系统的理论观点出发ꎬ探讨该区农田土壤贮水耗水

特点及土壤贮水量对作物产量旳影响程度ꎬ对土壤

水库充分利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冬小麦休闲

期正值干旱半干旱区的降雨高峰ꎬ此时土壤蓄需水

量(底墒)是冬小麦生长及产量形成的重要水源ꎮ
如何合理利用有限的农业水资源ꎬ提高水分利用效

率备受关注[１－９]ꎮ 研究表明ꎬ底墒对旱地小麦的产

量有显著影响[１０－１３]ꎮ ＲＥＧＭＩ ｅｔ ａｌ[１４] 研究表明ꎬ充
足底墒可供给小麦 ２２５ ｍｍ 的水分ꎬ并能保持到抽

穗ꎮ ０~２００ ｃｍ 土层有效底墒介于 ２７０~３２０ ｍｍ 时ꎬ
０~２００ ｃｍ 有效底墒最大供水率为 ７２％ꎬ可供给小

麦大约 ２００ ｍｍ 的水分ꎬ并能保持到灌浆后期[１５]ꎮ
干旱半干旱区由于自然降水的不均匀和不合理的

灌溉使冬小麦底墒的利用率不高ꎬ还有较大的利用

潜力ꎬ且以往的研究只考虑底墒或灌水量一个因子

对作物生长发育和耗水特性的影响[５ꎬ８ꎬ１５－１７]ꎬ很少对

底墒和灌水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作用程度进行深入

研究ꎮ 为此ꎬ本研究在大型防雨池栽条件下ꎬ设置

不同底墒和生育期补灌量ꎬ精准研究水分条件变化

对冬小麦底墒供水特征和产量的影响ꎬ以期为旱区

麦田降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适水种植、量水生产提

供理论参考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和试验设计

试验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旱

区节水农业研究院大型作物控水监测试验场启闭

式防雨棚下进行ꎮ 该试场位于陕西杨凌(３４°１８′Ｎ、
１０８°０４′Ｅ)ꎬ海拔高度 ４６６.７ ｍꎬ属暖温带半湿润易旱

气候区ꎬ试验年的气候变化见表 １ꎮ 试验小区面积

为 ６.７ ｍ２(３.１５ ｍ×２.１３ ｍ)的水泥池ꎬ池深 ３ ｍꎬ每池

四周为 １７ ｃｍ 厚水泥墙ꎬ用以防止水分水平交换ꎮ
池中土壤为 ２.５ ｍ 深垆土原状土柱(原位土)ꎬ分层

填入ꎮ 池底部设有滤层(０.５ ｍ 厚沙子和石子)和排

水管ꎬ以防池底积水ꎮ 遇雨雪盖棚ꎬ全年防雨水进

入ꎮ ０~６０ ｃｍ 土层土壤基础养分如表 ２ꎮ
试验采用裂－裂区设计ꎬ２ 次重复ꎮ 土壤底墒

(ＳＭＳｐ)为主区处理ꎬ设 ３ 个土壤底墒(０~２００ ｃｍ 土

层)ꎬ分别为 ３５０、４５０、６５０ ｍｍꎬ即在每年八月和九月

分别灌溉 １００、２００、３５０ ｍｍꎬ进行人工造墒ꎬ播种前

再测墒补灌调整至试验设计底墒ꎮ 生育期间补灌

量(Ｒ)为副区处理ꎬ设 ４ 个灌量:０.０ ｍｍ (Ｒ０)、５６.３
ｍｍ (Ｒ１)、７８.１ ｍｍ (Ｒ２)、１００.０ ｍｍ (Ｒ３)ꎬ具体补

灌量见表 ３ꎬ用水表计量ꎬ池内每小区又分成 ４ 个

微区进行均匀微滴灌补灌ꎬ以减少测渗ꎬ确保入

渗率ꎮ
以冬小麦‘长旱 ５８’(半冬性旱地主栽ꎬ国审品

种)为供试材料(指示植物)ꎬ该材料由梁增基研究

员培育ꎬ张睿研究员提供ꎮ 于每年 １０ 月中旬播种ꎬ
播种量为 １３５ ｋｇ ｈｍ－２ꎬ行距 ２５ ｃｍꎬ人工开沟点播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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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气候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１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ｄａｔａ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３ ｔｏ ２０１５

月份
Ｍｏｎｔｈ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Ｔｍａｘ

/ ℃
Ｔｍｉｎ

/ ℃

Ｒａｄ
/ (ＭＪ ｍ－２

ｄ－１)

Ｐｎ
/ ｍｍ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Ｔｍａｘ

/ ℃
Ｔｍｉｎ

/ ℃

Ｒａｄ
/ (ＭＪ ｍ－２

ｄ－１)

Ｐｎ
/ ｍｍ

７ 月
Ｊｕｌｙ ３６.６ １８.２ １６.４ １０８.９ ３９.８ １９.１ ２４.１ ２２.９

８ 月
Ａｕｇ. ３７.５ １５.９ １８.５ ３２.０ ３６.０ １５.１ １６.５ １０８.６

９ 月
Ｓｅｐｔ. ２６.８ １６.６ １３.７ ６８.４ ２２.８ １５.８ １１.０ ２１５.１

１０ 月
Ｏｃｔ. ３０.４ ４.７ １１.３ ３３.７ ２０.１ １０.３ １０.５ ５５.９

１１ 月
Ｎｏｖ. ２０.９ －５.３ ８.２ １６.０ １１.６ ２.７ ８.６ ２１.９

１２ 月
Ｄｅｃ. １４.３ －９.５ ８.２ ０.０ ６.０ －３.８ １１.５ ０.２

１ 月
Ｊａｎ. １０.０ －７.０ ９.７ ０.０ ５.５ －３.３ ８.０ ６.４

２ 月
Ｆｅｂ. １８.２ －６.７ ６.８ ２８.０ ８.９ －１.１ １１.１ １.９

３ 月
Ｍａｒ. ２５.５ －０.７ １４.１ ２８.７ １４.１ ５.０ １３.０ ５５.１

４ 月
Ａｐｒ. ２６.９ ５.３ １４.３ １４２.０ ２０.４ ９.２ １７.０ １１９.６

５ 月
Ｍａｙ ３２.１ ５.１ ２０.０ ３８.４ ２６.８ １４.３ １９.６ ３１.６

６ 月
Ｊｕｎｅ ３４.０ １６ ２０.１ ５１.３ ２８.０ １８.１ １６.３ １０７.１

　 　 注:Ｔｍａｘ为最高温度ꎻＴｍｉｎ为最低温度ꎻＲａｄ 为太阳辐射ꎻＰｎ 为降

雨量ꎮ
Ｎｏｔｅ: Ｔｍａｘ ｉｓ ｍａｘ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ꎻ Ｔｍｉｎ ｉｓ ｍｉ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ꎻ Ｒａｄ ｉｓ

ｓｏｌａｒ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ꎻ Ｐｎ ｉｓ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株距 １.５ ｃｍꎬ深度 ５~７ ｃｍꎬ播后用水平尺测平ꎬ利于

后期均匀补灌ꎮ 出苗三叶期后定苗ꎬ于每年 ６ 月上

旬收获ꎮ
１.２　 测定指标及方法

冬小麦从播种前一天起每隔 １５ ｄ 测定各处理

小区 ０~２００ ｃｍ 土层的土壤含水量ꎮ ０~ ３０ ｃｍ 用常

规土钻取土烘干法测定ꎬ４０ ~ ２００ ｃｍ 用 ＴＤＲ(德国

ＩＭＫＯ 公司 ＴＲＩＭＥ－ＦＭ)测定ꎬ１０ ｃｍ 为一间隔ꎮ
成熟时分区测产ꎬ每处理选取有代表性的 ３０ 株

小麦按常规法进行室内单株考种分析ꎮ
土壤蓄水量:

Ｗ ＝ ∑Ｗｉ × Ｄｉ × Ｈｉ × １０ / １００ (１)

式中ꎬＷ 为土壤蓄水量ꎬｍｍꎻＷｉ 为第 ｉ 层土壤质量含

水量ꎬ％ꎻＤｉ 为第 ｉ层土壤容重ꎬｇｃｍ －３ꎻＨｉ 为第 ｉ层
土层厚度ꎬｃｍ[１７]ꎮ

作物耗水量:
ＥＴ ＝ Ｒ ＋ ΔＷ (２)

式中ꎬＥＴ 为作物生育期内耗水量ꎬｍｍꎻＲ 为生育期

内补灌量ꎬｍｍꎻΔＷ 为播前期与收获期 ０ ~ ２００ ｃｍ
土壤蓄水量之差ꎬｍｍ[１８－１９]ꎮ

土壤有效底墒供水量:
Ａｃ ＝ Ｗｉ － Ｗｉ ＋１ (３)

式中ꎬＡｃ 为土壤有效底墒供水量ꎬｍｍꎻＷｉ 为小麦某

一生育时期开始时的土壤蓄水量ꎬｍｍꎻＷｉ ＋１ 为小麦

相应生育时期末期时的土壤储水量ꎬｍｍ[１４]ꎮ

表 ２　 供试土壤基础养分

Ｔａｂｌｅ ２　 Ｂａｓｉｃ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ｅｓｔｅｄ ｓｏｉｌ

土层深度
Ｓｏｉｌ ｄｅｐｔｈ / ｃｍ

有机质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 (ｇｋｇ－１)

全氮
Ｔｏｔａｌ Ｎ

/ (ｇｋｇ－１)

碱解氮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Ｎ
/ (ｍｇｋｇ－１)

速效磷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
/ (ｍｇｋｇ－１)

速效钾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Ｋ
/ (ｍｇｋｇ－１)

ｐＨ

０~２０ １０.００４ ０.７２８ ５４.０６１ ９.３８８ １３０.１２４ ８.３８
２０~４０ ９.１５８ ０.７０７ ４３.１４６ ８.７１９ １２５.１２１ ８.２６
４０~６０ ７.０８８ ０.６８７ ３７.７０６ ７.６０２ １１６.１５３ ８.１５

表 ３　 补灌方案 / ｍｍ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ｈｅｍｅ

补灌量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

ｗａｔｅｒ

拔节期
Ｊｏｉｎｔ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抽穗期
Ｈｅａｄ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灌浆期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累计补灌量
Ｔｏｔａｌ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Ｒ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Ｒ１ １８.８ １２.５ ２５.０ ５６.３
Ｒ２ ２１.８ １８.８ ３７.５ ７８.１
Ｒ３ ２５.０ ２５.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

有效底墒利用率表达式为:

Ｒｃ ＝ Ａｃ
ＳＷ

× １００％ (４)

式中ꎬＲｃ 为 有 效 底 墒 利 用 率ꎬ％ꎻＳＷ 为 有 效 底

墒ꎬｍｍ[１４]ꎮ

水分利用效率:
ＷＵＥ ＝ ＧＹ / ＥＴ (５)

式中ꎬＷＵＥ 为产量水分利用效率ꎬｋｇｈｍ －２ｍｍ －１ꎻ
ＧＹ 为作物籽粒产量ꎬｋｇｈｍ －２[２０]ꎮ
１.３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进行方差(ＡＮＯＶＡ)
分析ꎬ采用 ＬＳＤ 法进行显著性检验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底墒和补灌量对土壤耗水特性的影响

２.１.１　 冬小麦有效底墒利用率　 由表 ４ 可见ꎬ两年

研究结果均表明ꎬ在不补灌条件下随底墒的增加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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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小麦全生育期土壤供水量增加ꎮ 不补灌(Ｒ０)条
件下ꎬ０~２００ ｃｍ 土层有效底墒利用率介于 ４１.９％ ~
７３.４％ 之间ꎮ 其中上层 ０ ~ ５０ ｃｍ 有底墒利用率介

于８９.０％~ １２３.６％之间ꎬ中层 ５０ ~ １００ ｃｍ 有效底墒

利用率介于 ５０.１％ ~ ７８.１％之间ꎬ下层 １００ ~ ２００ ｃｍ
有效底墒利用率介于 ２.５％~５４.３％之间ꎮ 可见无论

底墒高低ꎬ土壤浅层(０ ~ ５０ ｃｍ)底墒利用率显著大

于深层底墒利用率ꎮ
随着补灌量的增加ꎬ低、中、高底墒冬小麦全生

育期 ０~２００ ｃｍ 土层有效底墒供水量和有效底墒利

用率增加ꎮ 低、中、高底墒高量补灌(Ｒ３)比中量补

灌(Ｒ２)有效底墒利用率分别增加 ６. ０％、２６. ０％、
３.０％ꎬ中量补灌(Ｒ２)较低量补灌(Ｒ１)有效底墒利

用率分别增加 ４.０％、３７.４％(Ｐ<０.０５)、１.３％ꎮ 上层

０~５０ ｃｍ 有效底墒利用率为 ６８.６％~９３.９％ꎻ中层 ５０
~１００ ｃｍ 有效底墒利用率为 ２０.４％ ~ ９７.８％ꎻ下层

１００~２００ ｃｍ 有效底墒利用率为 ２.０％~６１.６％ꎬ可见

上层有效底墒利用率最高ꎬ其次是中层ꎬ１００ ｃｍ 以

下较少ꎮ 两年研究结果表明ꎬ随着底墒的增加ꎬ全
生育期供水量增加ꎮ 无论底墒高低ꎬ土壤浅层(０ ~
５０ ｃｍ)供水量比其他深层供水量显著偏多ꎬ均占整

层供水量 ４０.０％以上ꎻ随着底墒的增加ꎬ浅层供水量

比例减少ꎬ深层供水量比例增加ꎮ ５０ ｃｍ 以下土层

供水量显著减少ꎬ各土层仅占 ７.１％ ~３６.３％ꎬ说明土

壤深层底墒利用尚有很大潜力ꎮ 低、中底墒处理

１００ ｃｍ 以下土层的有效底墒利用率均在 ６. ７％以

下ꎬ亦说明深层底墒几乎没有被冬小麦所利用ꎮ
２.１.２　 不同时段不同层次有效底墒利用率　 从表 ５
可知ꎬ冬小麦不同生育期底墒利用率有明显差异ꎮ
从播种到抽穗期ꎬ不补灌处理土壤上层(０ ~ ５０ ｃｍ)
有效底墒利用率较高ꎬ均在 ６２.８％以上ꎬ且底墒越小

其利用率越高ꎻ除了中、低底墒的 １００ ｃｍ 以下底墒

几乎没有被利用外ꎬ高底墒的各土层底墒均得到了

充分利用ꎬ高底墒的下层(１００~２００ ｃｍ)有效底墒利

用率仍达 ３９.１％ꎻ整个土层有效底墒利用率与底墒

变化趋势一致ꎮ 随着补灌量的增加ꎬ低、中底墒上层

表 ４　 有效底墒供水量(ｍｍ)和有效底墒利用率(％)
Ｔａｂｌｅ ４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ｄ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ＳＭＳｐ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ＳＭＳｐ

年份
Ｙｅａｒ

底墒
ＳＭＳｐ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土层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 / ｃｍ
０~２００

ＳＷ
/ ｍｍ

Ａｃ
/ ｍｍ

Ｒｃ
/ ％

０~５０
Ａｃ
/ ｍｍ

Ｒｃ
/ ｍｍ

Ｒａ
/ ％

５０~１００
Ａｃ
/ ｍｍ

Ｒｃ
/ ｍｍ

Ｒａ
/ ％

１００~２００
Ａｃ
/ ｍｍ

Ｒｃ
/ ｍｍ

Ｒａ
/ ％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低底墒
Ｌｏｗ
ＳＭＳｐ

中底墒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ＭＳｐ

高底墒
Ｈｉｇｈ
ＳＭＳｐ

Ｒ０ ７３.９ｃ ４２.４ｃ ５７.４ｂ ３５.６ｄｅ １２３.６ａ ８４.０ａ ４.８ｆ ５４.３ｈ １１.３ｃ ２.０ｄ ３.８ｄ ４.７ｄ
Ｒ１ ７４.２ｃ ３１.６ｃ ４２.６ｄ ２３.５ｆ ７９.１ｄ ７４.４ｂｃ ５.８ｅｆ ６１.８ｆ １８.４ｂｃ ２.３ｄ ４.５ｄ ７.３ｃｄ
Ｒ２ ７３.８ｃ ３２.３ｃ ４３.８ｃ ２３.７ｆ ８１.９ｄ ７３.４ｂｃ ６.０ｅｆ ６７.７ｅ １８.６ｂｃ ２.６ｄ ４.９ｄ ８.０ｃｄ
Ｒ３ ７４.２ｃ ３３.６ｃ ４５.３ｃ ２４.３ｆ ８３.９ｄ ７２.３ｂｃ ６.５ｅｆ ７１.２ｅ １９.３ｂｃ ２.８ｄ ５.２ｄ ８.３ｃｄ
Ｒ０ １６０.２ｂ ６９.７ｂ ４３.５ｃ ４０.５ｃ ９２.９ｂ ５８.１ｄ １５.６ｄ ５５.３ｈ ２２.４ａ １３.６ｂ １２.４ｃ １９.５ｂ
Ｒ１ １６１.３ｂ ４３.２ｃ ２６.８ｆ ３２.７ｅ ７２.３ｅ ７５.７ｂｃ ７.２ｅｆ ２３.８ｋ １６.７ｂｃ ３.３ｄ ３.５ｄ ７.６ｃｄ
Ｒ２ １６０.３ｂ ４８.６ｂｃ ３０.３ｅｆ ３５.６ｄｅ ８２.２ｄ ７３.５ｂｃ ７.８ｅｆ ３０.４ｇ １５.９ｂｃ ５.２ｄ ５.８ｄ １０.６ｃ
Ｒ３ １６０.１ｂ ５５.１ｂｃ ３４.４ｄｅ ３８.８ｃｄ ９３.２ｂ ７０.４ｃ １０.２ｅ ４０.５ｉ １８.５ｂｃ ６.１ｃｄ ６.７ｄ １１.１ｃ
Ｒ０ ３４７.６ａ ２５５.０ａ ７３.４ａ １１８.２ａ ９２.４ｂ ４６.４ｅ ５１.０ｃ ７８.１ｄ ２０.０ａｂｃ ８５.８ｂ ５４.３ｂ ３３.６ａ
Ｒ１ ３４５.７ａ ２６１.０ａ ７５.４ａ １１７.２ａ ９３.９ｂ ４４.９ｅ ５６.８ｂ ８６.２ｃ ２１.８ａｂ ８７.１ｂ ５３.９ｂ ３２.８ａ
Ｒ２ ３４８.５ａ ２６３.７ａ ７５.７ａ １１２.７ａｂ ９０.１ｂ ４２.７ｅ ５８.５ａｂ ９１.８ｂ ２２.２ａ ９２.５ａ ５７.１ａｂ ３５.１ａ
Ｒ３ ３４６.７ａ ２６９.３ａ ７７.８ａ １１０.８ｂ ８７.５ｂｃ ４１.１ｅ ６１.４ａ ９７.８ａ ２２.８ａ ９７.１ａ ６１.６ａ ３６.１ａ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低底墒
Ｌｏｗ
ＳＭＳｐ

中底墒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ＭＳｐ

高底墒
Ｈｉｇｈ
ＳＭＳｐ

Ｒ０ ７４.２ｃ ４０.８ｃ ５５.０ｂ ３４.６ｄｅ １１８.１ａ ８４.８ａ ４.３ｄ ５０.１ｈ １０.５ｃｂ １.９ｄ ２.５ｄ ４.７ｄ
Ｒ１ ７３.９ｃ ２９.４ｃ ３９.８ｄ ２２.１ｆ ７４.７ｄ ７５.２ｂｃ ５.２ｄ ６０.４ｅｆ １７.７ｂｃ ２.１ｄ ２.８ｄ ７.１ｃｄ
Ｒ２ ７４.２ｃ ３０.９ｃ ４１.６ｃ ２２.８ｆ ７８.２ｄ ７３.８ｃｂ ５.８ｄ ６３.５ｅ １８.８ｂｃ ２.３ｄ ３.３ｄ ７.４ｃｄ
Ｒ３ ７４.０ｃ ３２.０ｃ ４３.２ｃ ２３.１ｆ ８０.７ｄ ７２.２ｂｃ ６.３ｄ ６７.８ｅ １９.７ｂ ２.６ｄ ４.１ｄ ８.１ｃｄ
Ｒ０ １５９.８ｂ ６６.９ｂ ４１.９ｃ ３９.２ｃ ８９.５ｂ ５８.６ｄ １４.８ｃ ５２.４ｈ ２２.１ａ １２.９ｃ １０.８ｃ １９.３ｂ
Ｒ１ １６０.３ｂ ３６.４ｃ ２２.７ｆ ２８.７ｅ ６８.６ｅ ７８.８ｂｃ ５.０ｄ ２０.４ｋ １３.７ｃ ２.７ｄ ２.０ｄ ７.４ｃｄ
Ｒ２ １６１.１ｂ ４５.６ｂｃ ２８.３ｅｆ ３４.３ｄｅ ７９.３ｄ ７５.２ｂｃ ６.７ｄ ２６.８ｇ １４.７ｃ ４.６ｄ ４.０ｄ １０.１ｃ
Ｒ３ １６０.９ｂ ５３.５ｂｃ ３３.３ｅ ３７.８ｃｄ ８９.４ｂ ７０.７ｃ ９.８ｃｄ ３６.８ｉ １８.３ｂ ５.９ｄ ５.３ｄ １１.０ｃ
Ｒ０ ３４７.４ａ ２４５.８ａ ７０.８ａ １１３.５ａ ８９.０ｂ ４６.２ｅ ４８.７ｂ ７５.７ｄ １９.８ｂ ８３.６ｂ ４９.８ｂ ３４.０ａ
Ｒ１ ３４７.６ａ ２５０.０ａ ７１.９ａ １１２.２ａ ８９.９ｂ ４４.９ｅ ５３.５ｂ ７９.６ｃ ２１.４ａｂ ８４.３ｂ ５２.０ｂ ３３.７ａ
Ｒ２ ３４６.５ａ ２５８.３ａ ７４.５ａ １１０.６ａｂ ８５.７ｂｃ ４２.８ｅ ５６.８ａｂ ８８.５ａｂ ２２.０ａ ９０.９ａ ５４.６ａ ３５.２ａ
Ｒ３ ３４８.１ａ ２６５.５ａ ７６.３ａ １０８.８ｂ ８５.４ｂｃ ４１.０ｅ ６０.５ａ ９３.９ａ ２２.８ａ ９６.２ａ ５８.４ａ ３６.２ａ

　 　 注:ＳＷ 为有效底墒ꎬＡｃ 为有效底墒供水量ꎬＲｃ 为有效底墒利用率ꎬＲａ 为不同土层占 ０ ~ ２００ ｃｍ 有效底墒供水量的比例ꎮ 表中小写字母表

示不同底墒补灌量处理之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Ｎｏｔｅ: ＳＷ ｉｓ ｔｈ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ｔ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ꎬ Ａｃ ｉｓ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ＳＭＳｐꎬ Ｒｃ ｉｓ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ＳＭＳｐꎬ ａｎｄ

Ｒａ ｉｓ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 ｔｏ ｔｏｔａｌ Ａｃ ｉｎ ｔｈｅ ０ ~ ２００ ｃｍ ｌａｙ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Ｐ<０.０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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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不同时段有效底墒利用率 / ％
Ｔａｂｌｅ ５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ｄ ＳＷＳｐ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ｇｅｓ

年份
Ｙｅａｒ

底墒
ＳＭＳｐ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播种~抽穗 Ｓｏｗｉｎｇ ｔｏ ｈｅａｄｉｎｇ
０~５０ ５０~１００ １００~２００ ０~２００

抽穗~成熟 Ｈ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０~５０ ５０~１００ １００~２００ ０~２００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低底墒
Ｌｏｗ ＳＭＳｐ

中底墒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ＭＳｐ

高底墒
Ｈｉｇｈ ＳＭＳｐ

Ｒ０ ８３.３ａ ４３.８ｂ ４.８ｂ ３２.１ｂ ４０.１ａ １２.４ｄ ０.５ｃ １３.５ｂ
Ｒ１ ６５.９ａ ２２.０ｄ ３.２ｂ ２４.１ｂｃ １２.９ｄ ３９.６ａ ０.９ｃ ８.３ｃ
Ｒ２ ７３.８ａ ２３.６ｄ ３.５ｃ ２６.５ｂｃ ７.８ｄ ４３.８ａ １.１ｃ ７.１ｃ
Ｒ３ ８１.９ａ ２５.０ｄ ３.７ｃ ２９.１ｂ １.８ｅ ４５.７ａ １.２ｃ ５.７ｃ
Ｒ０ ６７.５ｂ ３４.１ｃ ５.４ｂ ２８.４ｂ ２５.１ｂ ２１.１ｄ ６.８ｂ １４.２ｂ
Ｒ１ ５４.８ｃ １８.４ｄ １.２ｄ １６.９ｃ １７.１ｃ ５.１ｅ ２.１ｃ ７.７ｃ
Ｒ２ ６８.６ｂ １７.８ｄ ２.９ｃ １６.３ｃ １３.２ｃｄ １１.９ｅ ２.５ｃ １３.１ｂｃ
Ｒ３ ８１.０ａ １６.９ｄ ３.５ｃ １５.４ｃ １１.７ｄ ２３.２ｄ ３.０ｃ １５.８ｂ
Ｒ０ ６７.３ｂ ６３.２ａ ４０.１ａ ５４.２ａ ２４.９ｂ １４.７ｄ １３.５ａ １７.９ａ
Ｒ１ ６４.６ｂ ６７.９ａ ３９.６ａ ５３.７ａ ２９.１ｂ １８.０ｄ １４.１ａ ２０.２ａ
Ｒ２ ６２.６ｂ ６４.９ａ ４０.６ａ ５２.８ａ ２７.３ｂ ２６.６ｃ １６.３ａ ２２.１ａ
Ｒ３ ６１.２ｂ ６１.３ｂ ４２.７ａ ５２.８ａ ２５.８ｂ ３６.２ａｂ １８.５ａ ２４.３ａ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低底墒
Ｌｏｗ ＳＭＳｐ

中底墒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ＭＳｐ

高底墒
Ｈｉｇｈ ＳＭＳｐ

Ｒ０ ８６.９ａ ４５.９ｂ ５.１ｂ ３５.５ｂ ４２.５ａ １３.５ｄ ０.７ｃ １４.９ｂ
Ｒ１ ６４.９ａ ２０.０ｄ ３.９ｂ ２４.９ｂｃ １５.７ｄ ４２.５ａ １.１ｃ ９.５ｃ
Ｒ２ ７４.８ａ ２５.３ｄ ３.６ｃ ２８.５ｂｃ ８.８ｄ ４６.９ａ １.３ｃ ８.５ｂｃ
Ｒ３ ８３.２ａ ２８.０ｄ ３.９ｃ ３０.８ｂ ２.０ｅ ４８.１ａ １.５ｃ ５.９ｃ
Ｒ０ ６３.２ｂ ３５.１ｃ ５.２ｂ ２９.６ｂ ２０.９ｂ ２３.５ｂ ５.５ｂ １３.０ｂ
Ｒ１ ５７.５ｃ ２１.７ｄ １.２ｄ １９.８ｃ １８.２ｃ ８.２ｅ ２.３ｃ ９.８ｃ
Ｒ２ ５８.６ｂ １１.１ｄ ２.０ｃ １３.１ｃ １４.８ｃｄ １０.５ｅ ２.８ｃ １２.５ｂｃ
Ｒ３ ８０.２ ２７.５ｄ ３.７ｃ １２.５ｃ １０.５ｄ ２０.７ｄ ３.９ｃ １４.８ｂ
Ｒ０ ６２.８ｂ ５９.６ａ ３８.１ａ ５０.２ａ ２０.２ｂ １１.５ｄ １０.９ａ １５.６ａ
Ｒ１ ５９.２ｂ ５９.９ａ ３４.４ａ ５０.４ａ １９.２ｂ １９.５ｂ １０.８ａ １５.６ａ
Ｒ２ ５６.４ｂ ５４.９ａ ３５.９ａ ５４.５ａ １６.３ｂ ２０.６ｃ １４.７ａ ２０.３ａ
Ｒ３ ５４.４ｂ ５４.８ｂ ３５.１ａ ５２.３ａ ２１.６ｃ ２７.２ａｂ １５.５ａ １６.９ａ

有效底墒利用率升高ꎬ高底墒上层有效底墒利用率

降低ꎬ且底墒越小其利用率越高ꎮ 其中ꎬ低、中底墒

０~５０ ｃｍ 土层高量补灌(Ｒ３)比中量补灌(Ｒ２)有效

底墒利用率分别增加 １１.１％和 ２６.７％ (Ｐ<０.０５)ꎬ中
量补灌(Ｒ２)比低量补灌(Ｒ１)有效底墒利用率分别

增加 １３.６％和 １３.３％(Ｐ<０.０５)ꎻ高底墒 ０~５０ ｃｍ 土

层高量补灌(Ｒ３)比中量补灌(Ｒ２)有效底墒利用率

减少 ２.９％ꎬ中量补灌(Ｒ２)比低量补灌(Ｒ１)有效底

墒利用率减少 ３.６％ꎮ
从抽穗到成熟期在不补灌处理下ꎬ有效底墒供

水量因土壤水分不足而明显减少ꎬ０ ~ ５０ ｃｍ 有效底

墒利用率为 ２０.２％ ~ ４２.５％ꎬ与底墒变化趋势一致ꎬ
深层除高底墒处理外均在 ６.８％以下ꎬ在小麦生长后

期只有高底墒处理的小麦仍然可以部分利用 １００ ~
２００ ｃｍ 的底墒ꎮ 随着补灌量的增加ꎬ上层有效底墒

利用率降低ꎬ中层和下层的有效底墒利用率增加ꎬ与
底墒变化趋势一致ꎻ整个土层有效底墒利用率与底墒

变化趋势一致ꎮ 其中ꎬ低、中、高底墒 １００~２００ ｃｍ 土

层高量补灌(Ｒ３)比中量补灌(Ｒ２)有效底墒利用率分

别增加 １２.５％、３０.２％、９.７％ꎬ中量补灌(Ｒ２)比低量补灌

(Ｒ１)有效底墒利用率分别增加 ２０.０％、２０.５％、２４.５％ꎮ
２.１.３　 冬小麦耗水深度的时空变异 　 作物的耗水

通常来自生长期的补灌量和土壤蓄水量两个方面ꎬ

二者相辅相成ꎬ调节供给ꎮ 两年研究结果表明ꎬ土
壤底墒和补灌量显著影响冬小麦土壤耗水深度(图
１)ꎮ 拔节期前ꎬ由于作物群体数量较少ꎬ大部分地

面裸露ꎬ蒸发的主要是土壤蓄水ꎬ土壤耗水深度较

浅ꎮ 拔节期补灌后ꎬ抽穗期各处理土壤耗水深度差

异显著ꎮ 在不补灌条件下ꎬ土壤耗水深度为 １００ ~
１６０ ｃｍ 土层ꎻ而在补灌条件下ꎬ土壤耗水深度较浅ꎮ
补灌量越大ꎬ土壤耗水深度越浅ꎮ 抽穗期补灌后ꎬ
灌浆中期各处理土壤耗水深度差异显著ꎮ 在不补

充水分的情况下ꎬ土壤耗水深度没有大的变化ꎬ土
壤水分利用率进一步提高ꎮ 由于前期供水ꎬ补灌处

理产生了较大的作物群体ꎮ 为了满足作物对水分、
根系深部渗透、耗水深度的要求ꎬ补灌比不补灌的

耗水深度加深ꎮ 灌浆期补灌后ꎬ到成熟期土壤耗水

深度继续增加ꎬ而低底墒的耗水深度变浅ꎮ 中、高
底墒播种期和收获期土壤体积含水量之间从上到

下直到 ２００ ｃｍ 深的间距均较大ꎬ各层均有水分消

耗ꎬ低底墒处理播前和收获期土壤体积含水量之间

从上到下直到 ７０ ｃｍ 土层有较大间距ꎬ在 ７０ ｃｍ 以

下到 ２００ ｃｍ 间距很小ꎬ有些层次甚至重合ꎬ水分消

耗很少ꎮ 因此ꎬ高、中底墒的供水层深度在 ２００ ｃｍ
以下ꎬ低底墒的供水层厚度仅在 ２００ ｃｍ 以内ꎬ且 ７０
ｃｍ 以下层次供水量很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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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冬小麦播种至成熟期土壤体积含水量(％)时空变化图
Ｆｉｇ.１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ｖｏｌｕｍｅ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ｓｏｗｉｎｇ ｔｏ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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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底墒和补灌量对冬小麦产量及产量构成的

影响

　 　 由表 ６ 可知ꎬ两年结果表明ꎬ不同底墒和补灌量

处理下小麦产量及产量构成存在显著性差异ꎬ交互

作用差异不显著ꎬ底墒处理产量、穗数、穗粒数大小

顺序为高底墒>中底墒>低底墒ꎬ千粒重大小顺序为

高底墒>低底墒>中底墒ꎮ 底墒对冬小麦产量的影

响效应十分明显ꎮ 在不补灌条件下ꎬ中底墒产量、
穗数、穗粒数较低底墒处理分别增加 ８１５. ４％、
２５１.０％、１０.４４ 粒ꎬ高底墒产量、穗数、穗粒数较中底

墒处理分别增加 ２５２.１％、７２.５％、１９.３４ 粒ꎬ低、中底

墒处理的千粒重基本一致ꎬ高底墒千粒重较中、低
底墒处理分别增加 １２.２４％和 １０.２％ꎮ 在不同补灌

条件下ꎬ无论是低底墒、中底墒还是高底墒ꎬ随补灌

量的增加ꎬ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均随之增大ꎬ且底

墒越小增加幅度越大ꎬ各处理之间产量及产量构成

因素差异不显著ꎮ 而且ꎬ增幅随着补灌的增多而增

加ꎮ 低底墒产量、穗数、穗粒数和千粒重的增加效

应分别较中底墒提高 ７０. ９％ ~ １０８. ５％、８６. ０％ ~
１２５.９％、０.０２~０.１２ 粒、０.６％ ~ ２.３％ꎬ中底墒处理的

增加效应分别较高底墒提升 ５７.４％ ~６６.０％、４.３％ ~
１１.９％、０.３２~０.９１ 粒、４.３％ ~ ４.８％ꎮ 在底墒不足情

况下ꎬ增加补灌量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由于墒情不

足引起的产量及其构成的损失ꎬ但底墒仍是决定产

量及其构成的主导因素ꎬ生育期补灌不能克服底墒

不足所造成的影响ꎮ 低底墒补灌处理下产量、穗
数、穗粒数分别较中底墒不补灌的减少 ３５. ４％ ~
５８.９％、２８.０％~４４.１％、７.８~９.４ 粒ꎬ中底墒补灌处理

分别较高底墒不补灌的减少 ５７.３％ ~ ６６.９％、２６.３％
~３５.９％、１６.８~１８.４ 粒ꎮ
２.３　 底墒和补灌量对冬小麦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从表 ６ 可知ꎬ两年结果表明ꎬ在不补灌条件下ꎬ
高底墒较中底墒处理水分利用效率降低 ３.８％ꎬ中底

墒较低底墒处理水分利用效率提高 ４３８.２％ꎮ 随补

表 ６　 各处理冬小麦产量、产量构成和水分利用效率
Ｔａｂｌｅ ６　 Ｙｉｅｌｄꎬ ｙｉｅｌ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ＵＥ ｏｆ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ｉｎ ｅａｃｈ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年份
Ｙｅａｒ

项目
Ｉｔｅｍ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穗数
Ｅａｒ ｎｕｍｂｅｒ

/ (１０６ｈｍ－２)

穗粒数
Ｋｅｒｎｅｌ ｎｕｍｂｅｒ

千粒重 / ｇ
１０００ ｗｅｉｇｈｔｓ

产量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

/ (ｋｇｈｍ－２)

水分利用效率
ＷＵＥ

/ (ｋｇｈｍ－２ｍｍ－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低底墒
Ｌｏｗ ＳＭＳｐ

中底墒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ＭＳｐ

高底墒
Ｈｉｇｈ ＳＭＳｐ

Ｆ 值

Ｒ０ ０.５５ｆ ８.７４ｅ ３６.４２ｇｈ １５６.３ｃ ３.３ｃ
Ｒ１ １.１０ｄ ９.４５ｄｅ ３８.９９ｃｄ ５４９.５ｇｈ ５.８ｃ
Ｒ２ １.１６ｄ １０.３５ｄｅ ３９.５９ｃｄ ６５０.０ｇｈ ５.９ｃ
Ｒ３ １.４０ｄ １１.３３ｄ ４１.０７ａｂｃ ８０２.９ｆｇ ６.０ｃ
Ｒ０ ２.０４ｄ １８.９１ｃ ３５.７７ｇ １１６０.０ｅｆ １８.５ａ
Ｒ１ ２.３２ｃｄ １９.５７ｂｃ ３８.１３ｄｅ １３０４.１ｅ １４.４ｂ
Ｒ２ ２.４８ｃｄ ２１.０８ｂ ３８.３９ｄｅ １５７１.０ｄｅ １４.２ｂ
Ｒ３ ２.６０ｃ ２１.４６ｂ ３８.９７ｄｅ １８６６.０ｄ １４.１ｂ
Ｒ０ ３.３１ｂ ３７.９４ａ ３９.９４ｂｃ ４４５３.３ｃ １７.１ａｂ
Ｒ１ ３.６６ａｂ ３８.５７ａ ４０.５３ａｂｃ ４７７２.３ｂｃ １４.７ｂ
Ｒ２ ３.９５ａ ３９.２９ａ ４１.７９ａｂ ４９７５.２ａｂ １４.６ｂ
Ｒ３ ４.０８ａ ３９.８２ａ ４２.０１ａ ５３３３.９ａ １４.３ｂ

ＳＷＳｐ ３２３.２∗∗ ２３８３.９∗∗ ２１.８∗∗ １８０３.４∗∗ ２４９.３∗∗

Ｒ ５.４∗∗ ７.７∗∗ ８.３∗∗ ２２.３∗∗ ６.５∗∗

ＳＷＳｐ× Ｒ １.８ ０.１ ０.６ ０.２ ８.０∗∗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低底墒
Ｌｏｗ ＳＭＳｐ

中底墒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ＭＳｐ

高底墒
Ｈｉｇｈ ＳＭＳｐ

Ｆ 值

Ｒ０ ０.５１ｅ ６.１９ｃ ３５.６６ｃｄ １１６.９ｉ ３.５ｄ
Ｒ１ ０.９８ｄ ７.５３ｃ ３７.１７ｂｃ ４７９.９ｈ ５.７ｃｄ
Ｒ２ １.０８ｄ ８.０２ｃ ３８.０１ｂ ６１６.７ｈ ５.８ｃｄ
Ｒ３ １.２９ｃｄ ８.９０ｃ ３８.７８ｂ ８１１.９ｇ ５.９ｃｄ
Ｒ０ １.６８ｃ １６.８９ｂ ３５.００ｄ １３４１.１ｆ １８.０ａ
Ｒ１ １.７８ｂｃ １８.０５ｂ ３６.２５ｃｄ １６１２.１ｅ １３.９ａｂ
Ｒ２ １.９２ｂ １８.１３ｂ ３７.０５ｂｃ １６６８.１ｅ １２.０ｂ
Ｒ３ ２.１２ｂ １９.４７ｂ ３７.７８ｂｃ １８９４.３ｄ １０.３ｂｃ
Ｒ０ ３.０８ｂ ３６.５５ａ ３９.４９ａ ４３５２.０ｃ １８.１ａ
Ｒ１ ３.１２ａ ３７.１０ａ ３９.５７ａ ４５０３.３ｃ １５.１ａｂ
Ｒ２ ３.１７ａ ３７.４９ａ ３９.７４ａ ４７３７.８ｂ １４.７ａｂ
Ｒ３ ３.２８ａ ３７.９５ａ ４０.２９ａ ４９１０.３ａ １４.５ａｂ

ＳＷＳｐ ３１５.６∗∗ ２３５３.７∗∗ ２０.８∗∗ １７５９.３∗∗ ２０５.６∗∗

Ｒ ５.０∗∗ ７.２∗∗ ７.９∗∗ ２０.９∗∗ ６.２∗∗

ＳＷＳｐ× Ｒ １.６ ０.１ ０.３ ０.１ ７.９∗∗

　 　 注:∗∗表示在 Ｐ<０.０１ 水平上差异显著ꎬ∗表示在 Ｐ<０.０５ 水平上差异显著ꎮ Ｒ 为补灌量ꎮ
Ｎｏｔｅ: ∗∗ ａｎｄ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ｔ Ｐ<０.０１ ａｎｄ Ｐ<０.０５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 ｉｓ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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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量增加ꎬ低底墒处理水分利用效率增大ꎬ中、高底

墒处理籽粒产量水平上的水分利用效率减小ꎬ且水

分利用效率的增加量减小ꎮ 低底墒高量补灌(Ｒ３)
处理的水分利用效率最高ꎬ中、高底墒不补灌(Ｒ０)
处理的水分利用效率最高ꎬ比低量补灌(Ｒ１)处理分

别提高 １６.９％(Ｐ<０.０５)和 １８.１％ꎬ比中量补灌(Ｒ２)
处理提高１.７％ꎮ 中底墒补灌处理比低底墒水分利

用效率提高 ７７.６％ ~ １４８.３％ꎬ高底墒补灌处理比中

底墒水分利用效率分别提高 １.４％~４０.８％ꎮ
２.４　 土壤有效底墒供水量对冬小麦产量的影响

利用土壤有效底墒供水量与籽粒产量进行相

关分析ꎬ得到方程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

Ｙ＝ ０.０３５１Ａｃ２＋２７.７７９２Ａｃ＋８８.８５５３　 (Ｒ２ ＝ ０.９３３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

Ｙ＝ ０.０４３１Ａｃ２＋２９.４６５３Ａｃ＋８１.０９８１　 (Ｒ２ ＝ ０.９２７５)
式中ꎬＹ 为籽粒产量ꎬｋｇｈｍ－２ꎻＡｃ 为土壤有效底墒

供水量ꎬｍｍꎮ 经检验ꎬ其信度水平达到 ０.０１ꎮ 两者

呈显著的抛物线关系(图 ２)ꎬ土壤有效底墒供水量

在 ０~ ３００ ｍｍ 范围内ꎬ随着底墒供水量的增加产量

呈明显增加趋势ꎮ

３　 讨论与结论

研究表明ꎬ播种前土壤有效水的多少直接影响

小麦的出苗与生长状况ꎬ能够弥补春季的水分不足

而形成较好的产量[２１－２４]ꎬ这与本试验结果一致ꎮ 多

数研究指出ꎬ改善水分条件可以协调产量构成因

素ꎬ提高产量[５ꎬ２５－２６]ꎮ 本研究结果亦表明ꎬ随着补灌

量的增加ꎬ冬小麦产量及其构成呈增加趋势ꎬ且底

墒越小产量及其构成增加效应越大ꎬ这与前人的研

究结论一致ꎮ 在低底墒条件下ꎬ没有灌溉和降水补

给ꎬ底墒能够提供大约 ４３ ｍｍ 的水分ꎬ并且保持到

抽穗ꎬ其冬小麦产量仅为 １３６.６ ｋｇｈｍ－２ꎮ
雨养农业条件下ꎬ天然降水是农田土壤水分的

唯一来源ꎬ降水年型不同ꎬ则农田土壤贮水状况及

土壤供水性能明显不同ꎬ作物农田土壤贮水利用程

度也不同ꎮ 其干旱年各层次土壤贮水的利用程度

明显高于湿润年ꎻ冬小麦土壤耗水深度无论干旱年

还是湿润年都在 １ ｍ 土层以下ꎮ 无论干旱年还是正

常年ꎬ冬小麦生育期内均存在较严重的土壤水分亏

缺[２７]ꎬ这与本研究结论一致ꎮ 相关研究认为:限量

供水提高了作物对底墒尤其是对 １ ~ ２ ｍ 深层底墒

的利用[２８－３１]ꎮ 本研究结果亦表明ꎬ随着补灌量的增

加ꎬ高、中、低底墒全生育期 ０ ~ ２００ ｃｍ 土层总供水

量和有效底墒利用率增加ꎮ 无论底墒高低ꎬ土壤浅

层(０~５０ ｃｍ)供水量比其他深层供水量显著偏多ꎬ
均占整层供水量 ４０.７％ 以上ꎻ随着底墒的增加ꎬ浅
层供水量比例减少ꎬ深层供水量比例增加ꎮ ５０ ｃｍ
以下土层供水量显著减少ꎬ各层仅占 ４.６％ ~３６.３％ꎬ
说明深层底墒利用尚有很大潜力ꎮ 中、低底墒处理

１００ ｃｍ 以下土层的有效底墒利用率均在 ５. ４％以

下ꎬ说明深层底墒几乎没有被冬小麦所利用ꎮ
研究认为ꎬ底墒充足或比较充足时有利于作物

利用土壤储蓄的水分ꎻ当底墒较差时ꎬ增加灌水量

才能提高植株利用土壤水分的能力和效率[８ꎬ３０ꎬ３２]ꎬ
这与本研究结论相一致ꎮ 本研究亦表明ꎬ冬小麦营

养生长阶段浅层耗水量大于生殖阶段ꎬ但深层耗水

量正好相反ꎬ随着冬小麦生育期的推进ꎬ尤其在生

殖生长阶段ꎬ深层土壤贮水量发挥了积极的“补偿

作用”ꎮ 随补灌量的增加ꎬ土壤贮水利用率呈上升

趋势ꎮ 因而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冬小麦生产管理中ꎬ
播种时重视灌足底墒水ꎬ增加土壤蓄水量ꎬ特别是

深层蓄水ꎬ可减少春季灌水次数和灌水量ꎬ是推行

农业节水灌溉ꎬ节约农业水资源ꎬ量水生产的有效

措施ꎮ
本试验条件下ꎬ作物产量与土壤底墒供水量之

间并不呈简单的线性关系ꎬ而是呈明显的非线性关

系ꎬ其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图 ２　 籽粒产量与土壤有效底墒供水量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Ａ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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