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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物料组合肥还田对耕地质量
及甜菜品质和效益的影响

赵　 蕊１ꎬ毛　 涛１ꎬ秦嘉海２

(１.张掖市耕地质量建设管理站ꎬ甘肃 张掖 ７３４０００ꎻ２.河西学院农业与生态工程学院ꎬ甘肃 张掖 ７３４０００ )

摘　 要:在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明永乡甜菜种植基地上ꎬ采用田间试验方法ꎬ连续 ３ ａ 进行了有机物料组合肥还

田对耕地质量及甜菜品质和效益影响的研究ꎮ 结果表明:羊粪＋改性糠醛渣＋葵花籽饼组合肥有利于提高土壤的总

孔隙度、>０.２５ ｍｍ 团聚体、持水量和 ＣＥＣꎬ降低容重、ｐＨ 值和全盐含量ꎬ与传统化肥比较ꎬ土壤总孔隙度和>０.２５ ｍｍ
团聚体分别增加了 ５.２８％和 ４.２４％ꎻ总持水量和 ＣＥＣ 分别增加了 １１.７６％和 ２３.５３％ꎻ容重、ｐＨ 值和全盐含量分别降

低了 ９.５９％、９.１７％和 ７.８６％ꎮ 而鸡粪＋食用菌渣＋油菜籽饼组合肥有利于提高土壤的有机质含量、酶活性、速效氮磷

钾含量、甜菜鲜根产量、含糖率和施肥利润ꎬ与传统化肥比较ꎬ土壤的有机质含量、蔗糖酶活性、脲酶活性、磷酸酶活

性和多酚氧化酶活性分别增加了 １６.６９％、１６.７８％、３０.３６％、２７.１４％和 １９.２３％ꎻ碱解氮、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分别提

高了 １０.７８％、１２.０３％和 ７.７７％ꎻ甜菜鲜根产量、含糖率和施肥利润分别增加了 ５.９４％、２.０７％和 ０.２３ 万元ｈｍ－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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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张掖黑河内陆灌区截止 ２０１９ 年甜菜种

植面积达到 １ ５００ ｈｍ２[１]ꎬ经社会实践调查ꎬ农户种

植的甜菜产量为 １０２~１０８ ｔｈｍ－２ꎬ氮磷钾纯养分投

入量为 ０.９８~１.０８ ｔｈｍ－２ꎬ而有机肥氮磷钾纯养分

投入量为 ０.１５ ~ ０.１６ ｔｈｍ－２ꎮ 长期施用化肥导致

耕地质量下降ꎬ生产的甜菜产量低ꎬ品质差 [２－５]ꎮ
有关有机物料对土壤质量和作物品质影响的

研究报道较多ꎮ 玉米秸秆还田提高了土壤有机质

含量ꎬ使土壤理化性质得到改善[６]ꎻ牛粪对玉米田

土壤物理化学性质的改善表现出积极作用[７]ꎻ鸡粪

与稻秆、生物炭混施提高了砖红壤团聚体的稳定

性[８]ꎻ牛粪降低了土壤酸碱度、电导率和碱化度[９]ꎻ
生物炭和有机物料配合施用提高了沙土的氮磷钾

含量[１０]]ꎻ有机物料提高了土壤磷的有效性[１１]、改
善了黄壤土壤团聚体的结构和稳定性[１２]、提高了土

壤微团聚体的有机碳含量[１３]ꎮ 玉米秸秆还田为土

壤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提供了充足的碳源[１４]ꎻ蘑菇渣

促进了土壤微生物的繁殖[１５]ꎻ鸡粪和家畜粪配合施

用提高了土壤微生物的数量[１６]ꎻ牛粪提高了土壤细

菌和放线菌数量ꎬ抑制了真菌的增长[１７]ꎮ 有机物料

与化肥配施能够提高土壤酶活性[１８]ꎻ葡萄酒渣复混

肥提高了蔗糖酶、脲酶和磷酸酶酶活性[１９]ꎮ 鸡粪可

以降低重金属离子的生物有效性[２０]ꎻ猪粪对土壤重

金属 Ｃｕ、Ｚｎ 累积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２１]ꎻ鸡粪对土

壤中 Ｐｂ、Ｃｄ 具有较强的钝化作用[２２]ꎻ猪粪、鸡粪和

污泥促进了 Ｃｕ、Ｚｎ 在土壤中的累积ꎬ 但对 Ｃｄ、Ｃｒ、
Ｐｂ 和 Ｎｉ 没有显著影响[２３]ꎻ有机物料降低了水稻根

系对土壤 Ｃｄ 的吸收富集[２４]ꎮ 牛粪可以明显提高大

豆的脂肪、游离氨基酸和可溶性糖含量[２５]ꎻ沼渣还

田改善了番茄的品质[２６]ꎻ有机物提升了黄瓜果实

Ｖｃ 含量[２７]ꎻ糠醛渣生态肥提高了甜菜单株块根重

和块鲜根产量２８]ꎻ糠醛渣有机碳生态肥提高了甜菜

根体长度和产量[２９]ꎻ有机物料还田能够显著提高作

物产量[３０]ꎮ
综上所述ꎬ前人研究主要集中在有机物料单独

施用对土壤理化性质、生物学性质、重金属和作物

产量方面ꎬ而有机物料组合肥还田对耕地质量及甜

菜品质和效益影响的研究尚少见文献报道ꎮ ２０１６
年甘肃省张掖市分布着 ９.７８×１０６ ｔ 的有机物料(畜
禽粪便有机肥 ８.０８×１０６ ｔꎬ作物秸秆 １.５５×１０６ ｔꎬ废渣

９.８３×１０４ ｔꎬ饼肥 ５.５４×１０４ ｔ)ꎬ用于沼气工程、直接还

田的占 ５５％ꎬ剩余 ４.４０×１０６ ｔ 有机物料堆放在农村

居民点周围ꎬ对农村生态环境造成了污染[３１]ꎮ 经分

析这些有机物料含有机质 ２５. ４１％ ~ ４２. ２７％ꎬ Ｎ
０.２１％~１.０３％ꎬＰ ２Ｏ５０.１７％ ~ ０.８１％ꎬＫ２ Ｏ ０.１３％ ~

０.６３％ꎬ而重金属 ＨｇꎬＣｄꎬＣｒꎬＰｂ 含量均小于国家规

定的畜禽粪便含量标准(ＧＢ８１７２—８７) [３２]ꎮ 为了解

决研究区域长期施用化肥、耕地质量下降、甜菜品

质差和有机物料对乡村生态环境污染的问题ꎬ本文

以研究区资源丰富的有机物料为试材ꎬ在室内合成

系列有机物料组合肥并进行田间验证试验ꎬ旨在为

研究区有机物料资源循环利用、改善耕地质量、提
高甜菜品质和效益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撑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１.１.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在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

明永镇燎原村甜菜种植基地(１００°２１′４５″Ｅꎬ３９°０１′
５３″Ｎ)进行ꎬ海拔 １ ４５３ ｍꎬ降水量 １１６ ｍｍꎬ 蒸发量

１ ８５０ ｍｍꎬ气温 ７.５０℃ꎬ日照时数 ３ ０５３ ｈꎬ无霜期

１６０ ｄꎮ 土壤类型是灌淤旱作人为土[３３]ꎬ０ ~ ２０ ｃｍ
土层碱解氮、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分别为 ７２. ０３、
９.６９、１３５.３２ ｍｇｋｇ－１ꎻ有机质、ＣＥＣ(阳离子交换

量)、全盐和 ｐＨ 值分别为 ２０.８７ ｇｋｇ－１、１９.７２ ｃｍｏｌ
ｋｇ－１、２.４２ ｇｋｇ－１和 ８.２２ꎻ容重、总孔隙度和团聚

体分别为 １.４９ ｇｃｍ－３、４３.７７％和２４.８７％ꎬ前茬作物

是葵花ꎮ
１.１.２　 试验材料 　 甜菜品种(ＨＩＯ－４７４ꎬ瑞士先正

达公司选育)ꎻ改性糠醛渣(在 １ ０００ ｋｇ 糠醛渣中加

入 ３５ ｋｇ 碳酸氢铵把 ｐＨ 值由 ４.２０ 调整到 ６.５０)ꎻ鸡
粪＋食用菌渣＋油菜籽饼组合肥(鸡粪、食用菌渣、油
菜籽饼风干重量比按 ０. ８５００ ∶ ０. １２５０ ∶ ０. ０２５ 混

合)ꎻ羊粪＋改性糠醛渣＋葵花籽饼组合肥(羊粪、改
性糠醛渣、葵花籽饼风干重量比按 ０.８５００ ∶ ０.１２５０
∶ ０.０２５ 混合)ꎻ猪粪＋沼渣＋棉籽饼组合肥(猪粪、沼
渣、棉籽饼风干重量比按 ０.８５００ ∶ ０.１２５０ ∶ ０.０２５ 混

合)ꎻ牛粪＋葡萄酒渣＋胡麻籽饼组合肥(牛粪、葡萄

酒渣、胡麻籽饼风干重量比按 ０. ８５００ ∶ ０. １２５０ ∶
０.０２５混合)ꎬ其他试验材料有效成分见表 １ꎮ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有机物料组合肥发酵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５ 日将

各种有机物料自然风干粉碎后过 ２０ ｍｍ 筛ꎮ 按照

试验处理配制 ４ 种有机物料组合肥ꎬ调整水分含量

至 ６０％~６５％ꎬ堆成高 ２.００ ｍ 的梯形ꎬ盖上废旧塑料

薄膜ꎬ在塑料薄膜上开直径 ３~５ ｃｍ 小洞若干个ꎬ堆
在温室内(室温 ２５℃ ~３０℃)ꎬ鸡粪＋食用菌渣＋油菜

籽饼组合肥发酵 ７０ ｄꎬ间隔 ３５ ｄ 搅拌 １ 次ꎬ羊粪＋改
性糠醛渣＋葵花籽饼组合肥发酵 １４０ ｄꎬ间隔 ４６ ｄ 搅

拌 １ 次ꎬ猪粪＋沼渣＋棉籽饼组合肥发酵 ５５ ｄꎬ间隔

２８ ｄ 搅拌 １ 次ꎬ牛粪＋葡萄酒渣＋胡麻籽饼组合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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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参试材料有效成分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参试材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有机质 / ％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有机碳 / ％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Ｎ / ％ Ｐ２Ｏ５ / ％ Ｋ２Ｏ / ％ 粒径 / ｍｍ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尿素 Ｕｒｅａ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６.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３
磷酸二铵 Ｄｉ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８.００ ４６.００ ０.００ ３~４

硫酸钾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ｓｕｌｆａｔｅ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２
鸡粪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ｍａｎｕｒｅ ４２.７７ ２４.８１ １.０３ ０.４１ ０.７２ １~２０
羊粪 Ｓｈｅｅｐ ｍａｎｕｒｅ ３８.３０ ２２.２２ ０.１１ ０.２２ ０.５３ １~２０
猪粪 Ｐｉｇ ｍａｎｕｒｅ １５.６２ ９.０６ ０.６０ ０.４０ ０.４４ １~２０
牛粪 Ｃｏｗ ｍａｎｕｒｅ １４.５０ ８.４１ ０.３２ ０.２５ ０.１６ １~２０

食用菌渣 Ｅｄｉｂｌｅ ｆｕｎｇｉ ｒｅｓｉｄｕｅ ５６.４３ ３２.７３ １.２２ ０.７３ １.４６ １~２０
改性糠醛渣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ｕｒｆ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ｕｅ ５２.２１ ３０.２８ ０.６６ ０.３４ １.１８ １~２０

沼渣 Ｂｉｏｇａｓ ｒｅｓｉｄｕｅ ３６.５１ ２１.１８ ０.６１ ０.２５ ０.７６ １~２０
葡萄酒渣 Ｗｉｎｅ ｒｅｓｉｄｕｅ ４０.１２ ２３.２７ ０.２６ ０.９４ １.２０ １~２０
油菜籽饼 Ｒａｐｅｓｅｅｄ ｃａｋｅ ７３.８０ ４２.８１ ３.２５ ０.８０ １.０４ １~２０

葵花籽饼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 ｓｅｅｄ ｃａｋｅ ９２.４０ ５３.６０ ２.７６ ０.４３ １.３２ １~２０
棉籽饼 Ｃｏｔｔｏｎｓｅｅｄ ｃａｋｅ ８３.６０ ４８.４９ ２.２９ ０.５４ ０.７６ １~２０

胡麻籽饼 Ｓｅｓａｍｅ ｓｅｅｄ ｃａｋｅ ９２.５０ ５３.６５ ２.６０ ０.５６ ０.５７ １~２０
鸡粪＋食用菌渣＋油菜籽饼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ｍａｎｕｒｅꎬ ｅｄｉｂｌｅ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ａｎｄ ｒａｐｅｓｅｅｄ ｃａｋｅ

４５.２５ ２６.２０ １.１１ ０.４６ ０.８２ １~２０

羊粪＋改性糠醛渣＋葵花籽饼
Ｓｈｅｅｐ ｍａｎｕｒｅꎬ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ｕｒｆ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ａｎｄ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 ｓｅｅｄ ｃａｋｅ

４１.３９ ２４.００ ０.５２ ０.２４ ０.６３ １~２０

猪粪＋沼渣＋棉籽饼
Ｐｉｇ ｍａｎｕｒｅꎬ ｂｉｏｇａｓ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ａｎｄ ｃｏｔｔｏｎｓｅｅｄ ｃａｋｅ １９.９３ １１.５７ ０.６４ ０.３８ ０.４８ １~２０

牛粪＋葡萄酒渣＋胡麻籽饼
Ｃｏｗ ｍａｎｕｒｅꎬ ｗｉｎｅ ｄｒｅｇｓ ａｎｄ ｓｅｓａｍｅ ｓｅｅｄ ｃａｋｅ １９.６６ １１.４０ ０.３７ ０.３３ ０.３０ １~２０

酵 ９０ ｄꎬ间隔 ３０ ｄ 搅拌 １ 次ꎮ 待堆内温度降到室

温ꎬ堆内出现灰白色菌丝时发酵结束[３４]ꎬ将上述发

酵物料放置在阴凉干燥处自然风干至含水量小于

５％后备用ꎮ
１.２.２　 试验处理　 试验设计 ６ 个处理ꎬ处理 １ 为对

照(不施肥)ꎻ处理 ２ 为传统化肥ꎬ尿素＋磷酸二铵＋
硫酸钾施用量为 ０.９０ ｔｈｍ－２＋０.５３ ｔｈｍ－２＋０.４５ ｔ
ｈｍ－２ꎻ处理 ３ 为鸡粪＋食用菌渣＋油菜籽饼ꎬ施用

量 ３４.６７ ｔｈｍ－２ꎻ处理 ４ 为羊粪＋改性糠醛渣＋葵花

籽饼ꎬ施用量 ７４.１７ ｔｈｍ－２ꎻ处理 ５ 为猪粪＋沼渣＋
棉籽饼ꎬ施用量施用量 ７６.４１ ｔｈｍ－２ꎻ处理 ６ 为牛粪

＋葡萄酒渣 ＋胡麻籽饼ꎬ施用量 ８１. ５３ ｔ  ｈｍ－２ꎮ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ꎬ于每年的 ４ 月 ２０ 日将磷酸二铵、硫
酸钾、有机物料组合肥在播种前撒入小区ꎬ浅耕翻

入 ２０ｃｍ 土层ꎻ在甜菜苗期结合灌水追施尿素 ０.３０
ｔｈｍ－２ꎬ在块根膨大期结合灌水追施尿素 ０. ６０
ｔｈｍ－２ꎬ追肥方法为穴施ꎬ追肥深度 １０ ｃｍꎮ 为了使

试验具有可比性ꎬ将处理 ２、３、４、５ 和 ６ 施肥成本均

设计为 ０.５０ 万元ｈｍ－２ꎮ 每个处理 ３ 次重复ꎬ随机

区组排列ꎮ
１.２.３　 种植方法 　 小区面积 ３６ ｍ２(８.００ ｍ×４.５０
ｍ)ꎬ每个小区四周筑埂ꎮ 播种前起垄ꎬ垄高、垄距和

垄宽为 ３５ ｃｍ×５０ ｃｍ×５０ ｃｍꎬ在垄上铺上滴灌带和

地膜ꎮ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ꎬ每年 ４ 月 ２０ 日播种ꎬ深度、
株距和行距为 １.５０ ｃｍ×２４ ｃｍ×５０ ｃｍꎬ每垄 ２ 行ꎮ
在播种后、苗期、生长盛期、块根膨大期和收获前各

灌水 １ 次ꎬ每小区灌水量 ９ ｍ３ꎬ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每年的

１０ 月 ６ 日收获ꎮ
１.２.４　 样品采集方法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每年的 １０ 月 ３
日甜菜收获时每个小区随机采集 １５ 株测定根体长

度、根直径、单株鲜根质量和鲜根产量ꎬ将小区鲜根

产量换算成公顷产量进行统计分析ꎮ 连续定点试

验 ３ ａ 后ꎬ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６ 日甜菜采收后ꎬ分别在

试验小区内按对角线布置 ５ 个采样点ꎬ各采集 ０~２０
ｃｍ 耕作层土样 ５ ｋｇꎬ用四分法留 ２ ｋｇꎬ其中 １ ｋｇ 新

鲜土样放入 ４ ℃ 冰箱避光保存用于测定土壤酶活

性ꎬ另外 １ ｋｇ 土样风干过 １ ｍｍ 筛供室内化验分析

(容重、团聚体用环刀采集原状土ꎬ未进行风干)ꎮ
１.２.５　 测定指标与方法　 土壤容重、总孔隙度和>
０.２５ ｍｍ 土壤团聚体测定分别采用环刀法、计算法

和干筛法ꎻｐＨ 值、ＣＥＣ、全盐和有机质测定分别采用

酸度计法(水土比 ５ ∶ １)、乙酸铵－氯化铵法、电导法

和重铬酸钾氧化－外加热法ꎻ碱解氮、速效磷和速效

钾测定分别采用扩散法、ＮａＨＣＯ３浸提－钼锑抗比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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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ＮＨ４ＯＡＣ３浸提－火焰光度法ꎻ总持水量按公式:
总持水量(ｔｈｍ－２)＝ 面积×总孔隙度(％)×土层深

度(ｍ)求得[３５]ꎻ土壤蔗糖酶、脲酶、磷酸酶和多酚氧

化酶活性测定分别采用 ３ꎬ５－二硝基水杨酸比色法、
靛酚比色法、磷酸苯二钠比色法、碘量滴定法 [３６]ꎻ
甜菜含糖率和根直径测定分别采用手持式测糖仪

和游标卡尺ꎮ
１.３　 数据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ꎬ采用

Ｄｕｎｃａｎ 新复极差法进行多重比较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施用有机物料组合肥对土壤质量的影响

２.１.１　 对理化性质的影响　 连续定点试验 ３ ａ 后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３ 日测定数据可知(表 ２)ꎬ不同处理土

壤容重为:处理 ４<处理 ３<处理 ５<处理 ６<处理 ２<处
理 １ꎻ总孔隙度、>０.２５ ｍｍ 团聚体和总持水量为:处
理 ４>处理 ３>处理 ５>处理 ６>处理 ２>处理 １ꎮ 处理

４、处理 ３ 与处理 ２ 比较ꎬ容重降低 ９.５９％和 ８.２２％ꎬ
总孔隙度增加 ５.２８％和 ４.５２％ꎬ>０.２５ ｍｍ 团聚体增

加 ４.２４％和 ３.３７％ꎬ总持水量增加 １１.７６％和 １０.０６％
(Ｐ<０.０１)ꎻ处理 ５、处理 ６ 与处理 ２ 比较ꎬ容重降低

６.１６％和 ５.８４％ꎬ总孔隙度增加 ３.６９％和 ２.８２％ꎬ>
０.２５ ｍｍ 团聚体增加 ２.４８％和 １.８９％ꎬ总持水量增

加 ８.２２％和 ６.２８％(Ｐ<０.０５)ꎮ 不同处理土壤 ｐＨ 值

为:处理 ４<处理 ３<处理 ５<处理 ６<处理 ２<处理 １ꎻ
ＣＥＣ 为:处理 ４>处理 ３>处理 ５>处理 ６>处理 ２>处理

１ꎻ全盐为:处理 ４<处理 ３<处理 ５<处理 ６<处理 １<处
理 ２ꎮ 处理 ４ 与处理 ２ 比较ꎬｐＨ 值降低 ９.１７％ꎬＣＥＣ
增加 ２３. ５３％ ( Ｐ < ０. ０１)ꎬ全盐降低 ７. ７９％ꎬ ( Ｐ <
０.０５)ꎻ处理 ３ 与处理 ２ 比较ꎬ ｐＨ 值和全盐降低

６.９７％和 ５. ７４％ (Ｐ < ０. ０５)ꎬＣＥＣ 增加 １３.４１％(Ｐ<
０.０１)ꎻ处理 ５ 与处理 ２ 比较ꎬｐＨ 值和全盐降低３.９２％
和 ４.１０％(Ｐ>０.０５)ꎬＣＥＣ 增加 １２.５６％(Ｐ<０.０１)ꎻ处理

６ 与处理 ２ 比较ꎬｐＨ 值和全盐分别降低 ３. ３０％和

３.２８％(Ｐ>０.０５)ꎬＣＥＣ 增加 １２.０１％(Ｐ<０.０１)ꎮ
２.１.２　 对有机质和速效氮磷钾的影响 　 由表 ３ 可

知ꎬ不同处理土壤有机质为:处理 ３>处理 ４>处理 ５>
处理 ６>处理 ２>处理 １ꎮ 处理 ３、处理 ４ 与处理 ２ 比

较ꎬ有机质分别增加 １６.６９％和 １５.７７％(Ｐ<０.０１)ꎬ处
理 ５、处理 ６ 与处理 ２ 比较ꎬ有机质分别增加 ７.３７％
和 ６.８７％ꎮ 不同处理碱解氮为:处理 ３>处理 ５>处理

４>处理 ６>处理 ２>处理 １ꎻ速效磷为:处理 ３>处理 ５>
处理 ６>处理 ４>处理 ２>处理 １ꎻ速效钾为:处理 ３>处
理 ４>处理 ５>处理 ６>处理 ２>处理 １ꎮ 处理 ３ 与处理

２ 比较ꎬ碱解氮增加 １０.７８％(Ｐ<０.０１)ꎻ处理 ５、处理

４、处理 ６ 与处理 ２ 比较ꎬ碱解氮分别增加 ４.１２％、
２.０４％和 １.０１％(Ｐ>０.０５)ꎮ 处理 ３ 与处理 ２ 比较ꎬ
速效磷增加 １２.０３％(Ｐ<０.０１)ꎻ处理 ５ 与处理 ２ 比

较ꎬ速效磷增加 ５.８９％(Ｐ<０.０５)ꎻ处理 ６、处理 ４ 与

处理 ２ 比较ꎬ速效磷分别增加 ３.１２％和 ２.０８％(Ｐ>
０.０５)ꎮ 处理 ３、处理 ４ 与处理 ２ 比较ꎬ速效钾分别增

加 ７.７７％和 ５.３３％(Ｐ<０.０５)ꎻ处理 ５、处理 ６ 与处理

２ 比较ꎬ速效钾分别增加 ２.２８％和 ０.６２％(Ｐ>０.０５)ꎮ
２.１.３　 对酶活性的影响　 由表 ３ 可知ꎬ不同处理土

壤酶活性为:处理 ３>处理 ４>处理 ５>处理 ６>处理 ２>
处理 １ꎮ 处理 ３ 与处理 ２ 比较ꎬ蔗糖酶、脲酶、磷酸

酶和多酚氧化酶活性分别增加 １６. ７８％、３０. ３６％、
２７.１４％和 １９.２３％(Ｐ<０.０１)ꎻ处理 ４ 与处理 ２ 比较ꎬ
脲酶和磷酸酶活性分别增加 ２７.７４％和 １５.０２％(Ｐ<
０.０１)ꎬ蔗糖酶和多酚氧化酶活性分别增加 ８.７２％和

７.６９％(Ｐ<０.０５)ꎻ处理 ５ 与处理 ２ 比较ꎬ脲酶活性增

加 １６.２１％(Ｐ<０.０１)ꎬ蔗糖酶、磷酸酶和多酚氧化酶

活性分别增加 ７.６１％、８.５１％和 ５.１３％(Ｐ<０.０５)ꎻ处
理 ６ 与处理 ２ 比较ꎬ蔗糖酶、脲酶和磷酸酶活性分别

增加 ６.２７％、６.３９％和 ５.２７％(Ｐ<０.０５)ꎬ多酚氧化酶

活性增加 ２.５６％(Ｐ>０.０５)ꎮ
２.２　 施用有机物料组合肥对甜菜经济性状及品质

和效益的影响

　 　 从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测定的平均数据可以看出(表
４)ꎬ不同处理甜菜根体长度、根直径和单株鲜根质

量为:处理 ３>处理 ５>处理 ４>处理 ６>处理 ２>处理

１ꎮ 处理 ３ 与处理 ２ 比较ꎬ根体长度和根直径分别增

加 １３.０４％和 １１.９４％(Ｐ<０.０１)ꎬ单株鲜根质量和鲜

根产量分别增加 ７.０１％和 ５.９４％(Ｐ<０.０５)ꎻ处理 ５
与处理 ２ 比较ꎬ根体长度、根直径、单株鲜根质量和

鲜根产量分别增加 ６.２７％、５.１９％、５.１４％、５.０９％(Ｐ
<０.０５)ꎻ处理 ４ 与处理 ２ 比较ꎬ根体长度、根直径和

鲜根产量分别增加 ３.０８％、３.１５％、４.２５％(Ｐ>０.０５)ꎬ
单株鲜根质量增加 ５.２６％(Ｐ<０.０５)ꎻ处理 ６ 与处理

２ 比较ꎬ根体长度、根直径、单株鲜根质量和鲜根产

量分别增加 １. ０２％、 ２. １３％、 ４. ３９％、 ３. ８０％ ( Ｐ >
０.０５)ꎮ 不同处理含糖率为:处理 ３>处理 ４>处理 ５>
处理 ６>处理 ２>处理 １ꎮ 处理 ３、处理 ４ 与处理 ２ 比

较ꎬ含糖率分别增加 １６.６３％和 １５.３４％(Ｐ<０.０１)ꎬ处
理 ５、处理 ６ 与处理 ２ 比较ꎬ含糖率分别增加 ５.６２％
和 ５.３８％(Ｐ<０.０５)ꎮ 不同处理施肥利润为:处理 ３>
处理 ５>处理 ４>处理 ６>处理 ２ꎮ 处理处理 ３、处理 ５、
处理 ４、处理 ６ 与处理 ２ 比较ꎬ施肥利润分别增加

０.２３、０.２０、０.１７、０.１５ 万元ｈｍ－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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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施用有机物料组合肥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容重
Ｂｕｌ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 (ｇｃｍ－３)

总孔隙度
Ｔｏｔａｌ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 ％

>０.２５ ｍｍ 团聚体
>０.２５ ｍｍ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 ％

总持水量
Ｔｏｔ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 ( ｔｈｍ－２)

ｐＨ
ＣＥＣ

/ (ｃｍｏｌｋｇ－１)

全盐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ａｌｔ
/ (ｇｋｇ－１)

１ １.４９ａＡ ４３.７７ｃＢ ２４.８７ｃＢ ８７５.４０ｃＢ ８.２２ａＡ １９.７２ｂＢ ２.４２ａＡ
２ １.４６ａＡ ４４.９１ｃＢ ２５.１２ｃＢ ８９８.２０ｃＢ ８.１８ａＡ ２０.６７ｂＢ ２.４４ａＡ
３ １.３４ｂＢ ４９.４３ａＡ ２８.４９ａＡ ９８８.６０ａＡ ７.６１ｃＢ ２３.８７ａＡ ２.３０ｂＡ
４ １.３２ｂＢ ５０.１９ａＡ ２９.３６ａＡ １００３.８０ａＡ ７.４３ｃＢ ２４.３６ａＡ ２.２５ｂＡ
５ １.３７ｃＡ ４８.６０ａＡ ２７.６０ｂＡ ９７２.００ｂＡ ７.８６ｂＢ ２３.６４ａＡ ２.３４ｂＡ
６ １.３８ｃＡ ４７.７３ｂＡ ２７.０１ｂＡ ９５４.６０ｂＡ ７.９１ｂＢ ２３.４９ａＡ ２.３６ｂＡ

　 　 注:同列数据不同大写字母表示 ＬＳＲ０.０１差异显著ꎬ不同小写字母表示 ＬＳＲ０.０５差异显著ꎮ 下同ꎮ
Ｎｏ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ｕｐｐ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ＬＳＲ０.０１ꎬ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ＬＳＲ０.０５ .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ｂｅｌｏｗ.

表 ３　 施用有机物料组合肥对土壤有机质、氮磷钾及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ꎬ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ꎬ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ꎬ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有机质含量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ｇｋｇ－１)

碱解氮含量
Ａｌｋａｌｉｎ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ｍｇｋｇ－１)

速效磷含量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ｍｇｋｇ－１)

速效钾含量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ｍｇｋｇ－１)

蔗糖酶活性
Ｓｕｃｒｏ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ｍｇｇ－１ｄ－１)

脲酶活性
Ｕｒｅ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ｍｇｋｇ－１ｈ－１)

磷酸酶活性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ｇｋｇ－１ｄ－１)

多酚氧化
酶活性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
ｏｘｉｄ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ｍＬｇ－１)

１ ２０.８７ｃＣ ７２.０３ｃＣ ９.６９ｄＣ １３５.３２ｄＢ ５２.４７ｃＣ ３８.５２ｂＢ ２３.６２ｃＢ ０.７６ｃＣ
２ ２１.６９ｃＢ ８９.２４ｂＢ １１.５５ｃＢ １４８.７６ｃＡ ５３.４６ｃＣ ３９.３０ｂＢ ２４.１０ｃＢ ０.７８ｃＣ
３ ２５.３１ａＡ ９８.８６ａＡ １２.９４ａＡ １６０.３２ａＡ ６２.４３ａＡ ５１.２３ａＡ ３０.６４ａＡ ０.９３ａＡ
４ ２５.１１ａＡ ９１.０６ｂＢ １１.７９ｃＢ １５６.７０ｂＡ ５８.１２ｂＡ ５０.２０ａＡ ２７.７２ａＡ ０.８４ｂＡ
５ ２３.２９ｂＢ ９２.９２ｂＢ １２.２３ｂＢ １５２.１５ｃＡ ５７.５３ｂＢ ４５.６７ｂＢ ２６.１５ｂＢ ０.８２ｂＢ
６ ２３.１８ｂＢ ９０.１４ｂＢ １１.９１ｃＢ １４９.６８ｃＡ ５６.８１ｂＢ ４１.８１ｂＢ ２５.３７ｂＢ ０.８０ｂＢ

表 ４　 施用有机物料组合肥对甜菜经济性状及品质和效益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ꎬ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ｏｆ ｓｕｇａｒ ｂｅｅｔ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根体长度 / ｃｍ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ｏｔ

根直径 / ｃｍ
Ｒｏｏ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单株鲜根质量
/ (ｋｇ株－１)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ｒｅｓｈ
ｒｏｏｔ ｐｅｒ ｐｌａｎｔ

含糖率 / ％
Ｓｕｇａ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鲜根产量
/ (ｔｈｍ－２)

Ｆｒｅｓｈ ｒｏｏｔ ｙｉｅｌｄ

增产值
/ (万元ｈｍ－２)

Ｕｎｉｔ ｙｉｅｌｄ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
/ (１０４ Ｙｕａｎｈｍ－２)

施肥成本
/ (万元ｈｍ－２)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 (１０４ Ｙｕａｎｈｍ－２)

施肥利润
/ (万元ｈｍ－２)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ｔｓ
/ (１０４ Ｙｕａｎｈｍ－２)

１ ２１.４５ｄＣ ８.９７ｃＣ １.０１ｃＢ １０.９９ｄＣ ８３.５４ｃＢ
２ ２５.５３ｃＢ １０.８０ｃＢ １.１４ｂＡ １２.４５ｃＢ ９８.２５ｂＡ ０.５９ ０.５０ ０.０９
３ ２８.８６ａＡ １２.０９ａＡ １.２２ａＡ １４.５２ａＡ １０４.０９ａＡ ０.８２ ０.５０ ０.３２
４ ２６.３２ｃｂ １１.１４ｃＢ １.２０ａＡ １４.３６ａＡ １０２.４３ｂＡ ０.７６ ０.５０ ０.２６
５ ２７.１３ｂＢ １１.３６ｂＢ １.２１ａＡ １３.１５ｂＢ １０３.２５ａＡ ０.７９ ０.５０ ０.２９
６ ２５.７９ｃＢ １１.０３ｃＢ １.１９ｂＡ １３.１２ｂＢ １０１.９８ｂＡ ０.７４ ０.５０ ０.２４

　 　 注:尿素 １ ８００.００元ｔ－１ꎻ磷酸二铵 ３ ８００.００元ｔ－１ꎻ硫酸钾 ３ ０００.００元ｔ－１ꎻ腐熟鸡粪 １３０.００元ｔ－１ꎻ腐熟羊粪 ５２.００元ｔ－１ꎻ腐熟猪粪 ５６.００ 元
ｔ－１ꎻ腐熟牛粪 ４４.００ 元ｔ－１ꎻ腐熟食用菌渣 ２０５.００ 元ｔ－１ꎻ改性糠醛渣 １３０.００ 元ｔ－１ꎻ沼渣 ９８.００ 元ｔ－１ꎻ腐熟葡萄酒渣 １４５.００ 元ｔ－１ꎻ腐熟油菜籽饼

３０５.００元ｔ－１ꎻ腐熟葵花籽饼 ２７０.００元ｔ－１ꎻ腐熟棉籽饼 ２１５.００ 元ｔ－１ꎻ腐熟胡麻籽饼 ２２４.００ 元ｔ－１ꎻ鸡粪＋食用菌渣＋油菜籽饼组合肥 １４３.７６ 元

ｔ－１(鸡粪、食用菌渣、油菜籽饼风干重量比按 ０.８５００ ∶ ０.１２５０ ∶ ０.０２５ 混合)ꎻ羊粪＋改性糠醛渣＋葵花籽饼组合肥 ６７.２０ 元ｔ－１(羊粪、改性糠醛

渣、葵花籽饼风干重量比按 ０.８５００ ∶ ０.１２５０ ∶ ０.０２５ 混合)ꎻ猪粪＋沼渣＋棉籽饼组合肥 ６５.２３ 元ｔ－１(猪粪、沼渣、棉籽饼风干重量比按 ０.８５００ ∶
０.１２５０ ∶ ０.０２５ 混合)ꎻ牛粪＋葡萄酒渣＋胡麻籽饼组合肥 ６１.１３ 元ｔ－１(牛粪、葡萄酒渣、胡麻籽饼风干重量比按 ０.８５００ ∶ ０.１２５０ ∶ ０.０２５ 混合)ꎻ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９ 年甜菜块根市场平均售价 ４００ 元ｔ－１ꎮ

Ｎｏｔｅ: Ｕｒｅａ １ ８００.００ Ｙｕａｎｔ－１ꎻ Ｄｉ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３ ８００.００ Ｙｕａｎｔ－１ꎻ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ｓｕｌｆａｔｅ ３ ０００.００ Ｙｕａｎｔ－１ꎻ Ｒｏｔｔｅｎ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ｍａｎ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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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施用羊粪＋改性糠醛渣＋葵花籽饼组合肥的甜

菜种植田物理性质和持水量表现为:容重降低、孔
隙度、团聚体和总持水量增大ꎻ化学性质表现为:阳
离子交换量增大、ｐＨ 值和全盐降低ꎮ 上述变化规律

究其原因是羊粪＋改性糠醛渣＋葵花籽饼组合肥比

较疏松、容重小ꎬ因而增大土壤孔隙度ꎬ降低了容

重ꎻ糠醛渣在土壤中合成的腐殖质促进了团聚体的

形成[３７]ꎻ腐殖质的吸水率为 ５００％ꎬ因而提高了持水

量[３８]ꎻ腐殖质提高了土壤的保肥性ꎬ因而增大了

ＣＥＣ[３９]ꎻ糠醛渣是一种酸性有机废弃物ꎬ因而降低

了土壤 ｐＨ 值[４０]ꎻ羊粪、糠醛渣和葵花籽饼盐基离

子含量比其他处理低ꎬ因而降低了土壤全盐含量ꎮ
鸡粪＋食用菌渣＋油菜籽饼组合肥比其他处理

更有利于提高土壤有机质、酶活性、速效氮磷钾、甜
菜含糖率、根体长度、根直径、单株鲜根质量和鲜根

产量ꎮ 究其原因是鸡粪＋食用菌渣＋油菜籽饼组合

肥有机质含量比其他处理高ꎬ因而提升了肥料的有

机质含量ꎻ有机质为土壤酶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条件ꎬ因而提高了酶的活性ꎻ鸡粪＋食用菌渣＋油菜

籽饼组合肥速效氮磷钾含量比其他处理高ꎬ因而提

高了土壤氮磷钾含量ꎻ鸡粪＋食用菌渣＋油菜籽饼组

合肥提高了甜菜含糖率ꎬ这种变化规律与有机质和

速效钾含量高有关ꎬ鸡粪＋食用菌渣＋油菜籽饼组合

肥土壤耕作层有机质分别是处理 ４、５、６ 的 １. ０１、
１.０８、１.０９ 倍ꎬ速效钾分别是处理 ４、５、６ 的 １. ０２、
１.０５、１.０７ 倍ꎻ鸡粪＋食用菌渣＋油菜籽饼组合肥有机

质和速效氮磷钾含量高ꎬ肥效较长ꎬ源源不断供给

甜菜营养ꎬ因而提高了产量ꎮ

４　 结　 论

羊粪＋改性糠醛渣＋葵花籽饼组合肥比其他处

理更有利于提高土壤孔隙度、团聚体、总持水量和

阳离子交换量ꎬ降低容重、ｐＨ 值和全盐含量ꎻ鸡粪＋
食用菌渣＋油菜籽饼组合肥比其他处理有利于提高

土壤有机质含量、酶活性、速效氮磷钾含量ꎬ使甜菜

根体长度、根直径、单株鲜根质量、鲜根产量、含糖

率和经济效益提升ꎮ 而传统化肥有利于提高土壤

全盐、ＣＥＣ、碱解氮、速效磷和速效钾ꎬ对容重、总孔

隙度、团聚体、总持水量、有机质和土壤酶活性无显

著影响ꎮ 在甜菜种植田上施用有机物料组合肥ꎬ改善

了土壤理化性质和甜菜品质ꎬ提高了土壤有机质及酶

活性和甜菜经济效益ꎬ促进了有机物料资源循环利用

和增值ꎬ为保障国家甜菜安全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撑ꎮ

参 考 文 献:
[１]　 李成春.张掖黑河流域绿洲灌区甜菜发展探讨[Ｊ].中国糖料ꎬ２０１８ꎬ

４０(２):７８￣８０.
　 　 ＬＩ Ｃ 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ｕｇａｒ ｂｅｅｔ ｉｎ ｏａｓｉｓ 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ｏｆ Ｈｅ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ꎬ Ｚｈａｎｇｙｅ[Ｊ]. Ｓｕｇａｒ Ｃｒｏｐ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２０１８ꎬ ４０(２): ７８￣８０.
[２]　 苏文斌ꎬ樊福义ꎬ郭晓霞ꎬ等.华北区甜菜生产布局、存在的问题、发

展趋势及对策建议[Ｊ].中国糖料ꎬ２０１６ꎬ３８(６):６６￣７０.
　 　 ＳＵ Ｗ Ｂꎬ ＦＡＮ Ｆ Ｙꎬ ＧＵＯ Ｘ Ｘ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ꎬ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ｓｕｇａｒｂｅｅｔ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ｇｉｏｎ[Ｊ]. Ｓｕｇａｒ Ｃｒｏｐ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８
(６): ６６￣７０.

[３]　 蔺多钰.提高河西走廊甜菜产量和品质的对策探讨[Ｊ].中国糖料ꎬ
２０１８ꎬ４０(２):７５￣７７.

　 　 ＬＩＮ Ｄ Ｙ.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ｇａｒ
ｂｅｅｔ ｉｎ Ｈｅｘｉ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Ｊ]. Ｓｕｇａｒ Ｃｒｏｐ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２０１８ꎬ ４０(２): ７５￣７７.

[４]　 郑毅ꎬ李庆会ꎬ范富ꎬ等.糖用甜菜氮磷钾配方施肥效益分析[Ｊ].中
国土壤与肥料ꎬ２０１６ꎬ(１):７７￣８２.

　 　 ＺＨＥＮＧ Ｙꎬ ＬＩ Ｑ Ｈꎬ ＦＡＮ Ｆ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ꎬ Ｐꎬ Ｋ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ｇａｒ ｂｅｅｔ[Ｊ].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２０１６ꎬ
(１): ７７￣８２.

[５]　 李文晶ꎬ张福顺.甜菜氮肥的合理施用[Ｊ].中国糖料ꎬ２０２０ꎬ４２(１):
５０￣５６.

　 　 ＬＩ Ｗ Ｊꎬ ＺＨＡＮＧ Ｆ 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ｉｎ ｓｕｇａｒ ｂｅｅｔ[Ｊ]. Ｓｕｇａｒ Ｃｒｏｐ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２(１): ５０￣５６.

[６]　 丛艳静ꎬ韩萍.连续 ３年玉米秸秆还田对土壤理化性状及作物产量

的影响[Ｊ].中国农学通报ꎬ２０１８ꎬ３４(１７):９５￣９８.
　 　 ＣＯＮＧ Ｙ Ｊꎬ ＨＡＮ Ｐ. Ｍａｉｚｅ ｓｔｒａｗ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ｒｏｐ ｙｉｅｌｄ[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４(１７): ９５￣９８.

[７]　 徐大兵ꎬ邓建强ꎬ彭五星ꎬ等.施用牛粪和绿肥对土地整治区玉米产

量和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Ｊ].应用生态学报ꎬ２０１７ꎬ２８(３):８５６￣８６２.
　 　 ＸＵ Ｄ Ｂꎬ ＤＥＮＧ Ｊ Ｑꎬ ＰＥＮＧ Ｗ Ｘ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ｗ

ｍａｎｕｒｅ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ｍａｎｕｒｅ ｏｎ ｃｏｒｎ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ｌ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
ｃ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７ꎬ ２８(３): ８５６￣８６２.

[８]　 王超ꎬ姜坤ꎬ卢瑛ꎬ等.不同有机物料施用对砖红壤团聚体组成和稳

定性的影响[Ｊ].土壤通报ꎬ２０１９ꎬ５０(６):１３２８￣１３３４.
　 　 ＷＡＮＧ Ｃꎬ ＪＩＡＮＧ Ｋꎬ ＬＵ Ｙ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ａｔｏｓｏｌ [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９ꎬ ５０(６): １３２８￣１３３４.

[９]　 郭军玲ꎬ金辉ꎬ郭彩霞ꎬ等.不同有机物料对苏打盐化土有机碳和活

性碳组分的影响[Ｊ].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ꎬ２０１９ꎬ２５(８):１２９０￣１２９９.
　 　 ＧＵＯ Ｊ Ｌꎬ ＪＩＮ Ｈꎬ ＧＵＯ Ｃ Ｘ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 ｓｏｄａ ｓａｌｉｎｅ ｓｏｉｌ[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ꎬ ２０１９ꎬ ２５(８): １２９０￣１２９９.

[１０]　 侯建伟ꎬ邢存芳ꎬ严学佳ꎬ等.不同物料和时间对沙土全量氮磷钾含

量的影响[Ｊ].南方农业ꎬ２０２０ꎬ１４(１４):１２８￣１２９ꎬ１３２.
　 　 　 ＨＯＵ Ｊ Ｗꎬ ＸＩＮＧ Ｃ Ｆꎬ ＹＡＮ Ｘ Ｊ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ｏｎ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ꎬ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ｎｄ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ｓａｎｄｙ ｓｏｉｌ [ Ｊ ].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２０２０ꎬ １４ ( １４): １２８￣
１２９ꎬ １３２.

[１１]　 陈利军ꎬ蒋瑀霁ꎬ王浩田ꎬ等.长期施用有机物料对旱地红壤磷组分

及磷素有效性的影响[Ｊ].土壤ꎬ２０２０ꎬ５２(３):４５１￣４５７.

４９１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第 ４０ 卷



　 　 　 ＣＨＥＮ Ｌ Ｊꎬ ＪＩＡＮＧ Ｙ Ｊꎬ ＷＡＮＧ Ｈ Ｔ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ｎ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ｒｅｄ ｓｏｉｌ[Ｊ]. Ｓｏｉｌｓꎬ ２０２０ꎬ ５２(３): ４５１￣４５７.

[１２]　 金亚波ꎬ寇智瑞ꎬ韦建玉ꎬ等.有机物料对黄壤烟田土壤团聚体组成

及土壤肥力的影响[Ｊ].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ꎬ２０２０ꎬ４２(８):
９￣１６.

　 　 　 ＪＩＮ Ｙ Ｂꎬ ＫＯＵ Ｚ Ｒꎬ ＷＥＩ Ｊ Ｙ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ｃｒｏｐ￣
ｐｉｎｇ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ｆｉｅｌｄ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２(８): ９￣１６.

[１３]　 陈晓东ꎬ吴景贵ꎬ范围ꎬ等.有机物料对原生盐碱土微团聚体特征及

稳定性的影响[Ｊ].水土保持学报ꎬ２０２０ꎬ３４(２):２０１￣２０７.
　 　 　 ＣＨＥＮ Ｘ Ｄꎬ ＷＵ Ｊ Ｇꎬ ＦＡＮ Ｗ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ｖｅ
ｓａｌｉｎｅ￣ａｌｋａｌｉ ｓｏｉｌ[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２０ꎬ
３４(２): ２０１￣２０７.

[１４]　 董珊珊ꎬ窦森.玉米秸秆不同还田方式对黑土有机碳组成和结构特

征的影响[Ｊ].农业环境科学学报ꎬ２０１７ꎬ３６(２):３２２￣３２８.
　 　 　 ＤＯＮＧ Ｓ Ｓꎬ ＤＯＵ 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ｙｓ ｏｆ ｃｏｒｎ ｓｔｏｖ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ｉｌ ｏｎ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 ｂｌａｃｋ ｓｏｉｌ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６
(２): ３２２￣３２８.

[１５]　 许灵杰ꎬ王廷清ꎬ袁黔华ꎬ等.增施蘑菇渣与稻壳粉对土壤微生物及

烤烟生长发育的影响[Ｊ].贵州农业科学ꎬ２０１７ꎬ４５(６):８７￣９０.
　 　 　 ＸＵ Ｌ Ｊꎬ ＷＡＮＧ Ｔ Ｑꎬ ＹＵＡＮ Ｑ Ｈ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ｍｕｓｈ￣

ｒｏｏｍ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ａｎｄ ｒｉｃｅ ｈｕｌｌ ｐｏｗｄｅｒ ｏｎ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ｆｌｕｅ￣
ｃｕｒｅｄ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ｇｒｏｗｔｈ[Ｊ].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１７ꎬ ４５
(６): ８７￣９０.

[１６]　 王笃超ꎬ吴景贵ꎬ李建明.不同有机物料对连作大豆土壤养分含量

及生物性状的影响[Ｊ].水土保持学报ꎬ２０１７ꎬ３１(３):２５８￣２６２ꎬ２７０.
　 　 　 ＷＡＮＧ Ｄ Ｃꎬ ＷＵ Ｊ Ｇꎬ ＬＩ Ｊ 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ｃｒｏｐ￣
ｐ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ｙｂｅａ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１
(３): ２５８￣２６２ꎬ ２７０.

[１７]　 王亚奇ꎬ杜桂英ꎬ崔晓文ꎬ等.一次性施入牛粪对土壤肥力和土壤微

生物及酶活性的影响[Ｊ].山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ꎬ２０１８ꎬ
４９(２):１８１￣１８６.

　 　 　 ＷＡＮＧ Ｙ Ｑꎬ ＤＵ Ｇ Ｙꎬ ＣＵＩ Ｘ Ｗ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ｎｅ￣ｔｉｍｅ ｃａｔｔｌｅ
ｍａｎｕｒ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ｏｉ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ꎬ 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８ꎬ ４９(２): １８１￣１８６.

[１８]　 张启明ꎬ陈仁霄ꎬ管成伟ꎬ等.不同有机物料对土壤改良和烤烟产质

量的影响[Ｊ].土壤ꎬ２０１８ꎬ５０(５):９２９￣９３３.
　 　 　 ＺＨＡＮＧ Ｑ Ｍꎬ ＣＨＥＮ Ｒ Ｘꎬ ＧＵＡＮ Ｃ Ｗ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

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Ｊ].
Ｓｏｉｌｓꎬ ２０１８ꎬ ５０(５): ９２９￣９３３.

[１９]　 马宗海ꎬ闫治斌ꎬ王学ꎬ等.葡萄酒渣复混肥对制种玉米田改土培肥

效应研究[Ｊ].中国种业ꎬ２０１５ꎬ(１０):５４￣５７.
　 　 　 ＭＡ Ｚ Ｈꎬ ＹＡＮ Ｚ Ｂꎬ ＷＡＮＧ Ｘ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ｗｉｎｅ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ｃｏｍ￣

ｐｏｕ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ｏｎ ｓｏｉ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ｅｅｄ
ｍａｉｚｅ ｆｉｅｌｄ[Ｊ].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ꎬ ２０１５ꎬ(１０): ５４￣５７.

[２０]　 卜贵军ꎬ于静ꎬ邸慧慧ꎬ等.鸡粪堆肥有机物演化对重金属生物有效

性影响研究[Ｊ].环境科学ꎬ２０１４ꎬ３５(１１):４３５２￣４３５８.

　 　 　 ＢＵ Ｇ Ｊꎬ ＹＵ Ｊꎬ ＤＩ Ｈ Ｈ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ｂｉｏ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４ꎬ ３５(１１): ４３５２￣４３５８.

[２１]　 赵睿ꎬ吴智书ꎬ罗阳ꎬ等.猪粪与农田土壤中重金属累积污染的相关

分析[Ｊ].土壤ꎬ２０１７ꎬ４９(４):７５３￣７５９.
　 　 　 ＺＨＡＯ Ｒꎬ ＷＵ Ｚ Ｓꎬ ＬＵＯ Ｙ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

ａｌ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ｉｇ ｍａｎ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ｓｏｉｌ[Ｊ]. Ｓｏｉｌｓꎬ
２０１７ꎬ ４９(４): ７５３￣７５９.

[２２]　 闫翠侠ꎬ贾宏涛ꎬ孙涛ꎬ等.鸡粪生物炭表征及其对水和土壤镉铅的

修复效果[Ｊ].农业工程学报ꎬ２０１９ꎬ３５(１３):２２５￣２３３.
　 　 　 ＹＡＮ Ｃ Ｘꎬ ＪＩＡ Ｈ Ｔꎬ ＳＵＮ Ｔꎬ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ｍａｎｕｒｅ

ｂｉｏｃｈａｒ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Ｃｄ ａｎｄ Ｐｂ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５(１３): ２２５￣２３３.

[２３]　 宋姿蓉ꎬ俄胜哲ꎬ袁金华ꎬ等.不同有机物料对灌漠土重金属累积特

征及作物效应的影响[Ｊ].中国农业科学ꎬ２０１９ꎬ５２(１９):３３６７￣３３７９.
　 　 　 ＳＯＮＧ Ｚ Ｒꎬ Ｅ Ｓ Ｚꎬ ＹＵＡＮ Ｊ Ｈꎬ ｅｔ ａｌ.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 ｄｅｓｅｒｔ ｓｏｉ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ｒｏｐ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ｆｔｅｒ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
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 Ｊ].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 Ｓｉｎｉｃａꎬ ２０１９ꎬ ５２ (１９):
３３６７￣３３７９.

[２４]　 刘高云ꎬ柏宏成ꎬ叶碧莹ꎬ等.三种有机物料组成性质及其对土壤

Ｃｄ 形态与水稻 Ｃｄ 含量的影响[Ｊ].农业环境科学学报ꎬ２０１９ꎬ３８
(８):１８４４￣１８５４.

　 　 　 ＬＩＵ Ｇ Ｙꎬ ＢＡＩ Ｈ Ｃꎬ ＹＥ Ｂ Ｙ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Ｃｄ ｓｐ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ｒｉｃ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８
(８): １８４４￣１８５４.

[２５]　 谢志煌ꎬ李彦生ꎬ金剑ꎬ等.增施牛粪有机肥对黑土农田大豆营养品

质的影响[Ｊ].土壤与作物ꎬ２０１８ꎬ７(４):４１２￣４１８.
　 　 　 ＸＩＥ Ｚ Ｈꎬ ＬＩ Ｙ Ｓꎬ ＪＩＮ Ｊ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ａｔｔｌｅ ｍａｎｕｒｅ ａｍｅｎｄ￣

ｍｅｎｔ ｏｎ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ｉｎ ｍｏｌｌｉｓｏｌｓ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Ｊ]. Ｓｏｉｌｓ
ａｎｄ Ｃｒｏｐｓꎬ ２０１８ꎬ ７(４): ４１２￣４１８.

[２６]　 贾亮亮ꎬ赵京奇ꎬ杨晨璐ꎬ等.追施沼肥对番茄生长、产量和品质的

影响[Ｊ].西北农业学报ꎬ２０１７ꎬ２６(６):８９７￣９０５.
　 　 　 ＪＩＡ Ｌ Ｌꎬ ＺＨＡＯ Ｊ Ｑꎬ ＹＡＮＧ Ｃ Ｌ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ｏｐ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ｂｉｏｇａｓ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ｍａｔｏ[Ｊ]. Ａｃｔ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ｅ
Ｂｏｒｅａｌｉ￣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ｓ Ｓｉｎｉｃａꎬ ２０１７ꎬ ２６(６): ８９７￣９０５.

[２７]　 刘传云ꎬ管西林ꎬ邹春琴ꎬ等.不同有机物料对设施黄瓜生长及土壤

性状的影响[Ｊ].农业环境科学学报ꎬ２０２０ꎬ３９(２):３６０￣３６８.
　 　 　 ＬＩＵ Ｃ Ｙꎬ ＧＵＡＮ Ｘ Ｌꎬ ＺＯＵ Ｃ Ｑ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ｃｕｃ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２０ꎬ ３９(２): ３６０￣３６８.

[２８]　 程富荣ꎬ陈修斌.糠醛渣生态肥配方筛选及对甜菜经济效益影响的

研究[Ｊ].中国糖料ꎬ２０１７ꎬ３９(４):１８￣２０.
　 　 　 ＣＨＥＮＧ Ｆ Ｒꎬ ＣＨＥＮ Ｘ Ｂ.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ｕｒｆｕｒａｌ ｓｌａ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ｓｕｇａｒｂｅｅｔ[Ｊ].
Ｓｕｇａｒ Ｃｒｏｐ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９(４): １８￣２０.

[２９]　 魏腾飞ꎬ陈修斌.糠醛渣有机碳生态肥配方筛选及对甜菜经济效益

的影响[Ｊ].中国糖料ꎬ２０１７ꎬ３９(２):１１￣１４.
　 　 　 ＷＥＩ Ｔ Ｆꎬ ＣＨＥＮ Ｘ Ｂ.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ｆｒｏｍ

ｆｕｒｆ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ｓｕｇａｒ ｂｅｅｔ[Ｊ]. Ｓｕｇａｒ Ｃｒｏｐ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９(２): １１￣１４.

[３０]　 李春喜ꎬ刘晴ꎬ邵云ꎬ等.有机物料还田和减施氮肥对麦￣玉周年农

５９１第 ２ 期　 　 　 　 　 　 赵　 蕊等:有机物料组合肥还田对耕地质量及甜菜品质和效益的影响



田碳氮水足迹及经济效益的影响[Ｊ].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ꎬ２０２０ꎬ
３７(４):５２７￣５３６.

　 　 　 ＬＩ Ｃ Ｘꎬ ＬＩＵ Ｑꎬ ＳＨＡＯ Ｙ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ｙ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ꎬ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ꎬ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ｓ ｏｆ ｗｈｅａｔ￣ｍａｉｚ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２０２０ꎬ
３７(４): ５２７￣５３６.

[３１]　 王磊ꎬ张永东ꎬ马斌ꎬ等.张掖市畜禽粪便污染物估算及农田承载力

风险评价[Ｊ].中国草食动物科学ꎬ２０１９ꎬ３９(３):５８￣６１.
　 　 　 ＷＡＮＧ Ｌꎬ ＺＨＡＮＧ Ｙ Ｄꎬ ＭＡ Ｂꎬ ｅｔ 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ａｎｄ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ｍａｎｕｒｅ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Ｚｈａｎｇｙｅ ｃｉｔｙ[Ｊ].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９(３):
５８￣６１.

[３２]　 陆欣.土壤肥料学[Ｍ].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２:４８０￣４８１.
　 　 　 ＬＵ Ｘ.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２: ４８０￣４８１.
[３３]　 秦嘉海ꎬ吕彪.河西土壤与合理施肥[Ｍ].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１:１５０￣１５５.
　 　 　 ＱＩＮ Ｊ Ｈꎬ ＬＶ Ｂ.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ｅｘｉ[Ｍ].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１: １５０￣１５５.
[３４]　 张雪辰ꎬ邓双ꎬ王旭东.快腐剂对畜禽粪便堆肥过程中腐熟度的影

响[Ｊ].环境工程学报ꎬ２０１５ꎬ９(２):８８８￣８９４.
　 　 　 ＺＨＡＮＧ Ｘ Ｃꎬ ＤＥＮＧ Ｓꎬ ＷＡＮＧ Ｘ 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ｄｅｃａ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 ｏｎ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ａｎｄ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ｍａｎｕｒｅ[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１５ꎬ ９
(２): ８８８￣８９４.

[３５]　 鲍士旦.土壤农化分析[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ꎬ２０００:２５￣３８.
　 　 　 ＢＡＯ Ｓ Ｄ.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０: ２５￣３８.
[３６]　 关松荫.土壤酶及其研究法[Ｍ].北京:农业出版社ꎬ１９８６:８９￣１２０.
　 　 　 ＧＵＡＮ Ｓ Ｙ. Ｓｏｉｌ ｅｎｚｙｍ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６: ８９￣１２０.
[３７]　 曲成闯ꎬ陈效民ꎬ韩召强ꎬ等.生物有机肥对潮土物理性状及微生物

量碳、氮的影响[Ｊ].水土保持通报ꎬ２０１８ꎬ３８(５):７０￣７６.
　 　 　 ＱＵ Ｃ Ｃꎬ ＣＨＥＮ Ｘ Ｍꎬ ＨＡＮ Ｚ Ｑ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ｉｏｏｒｇａｎｉ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ｏｉ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ｉｎ ｆｌｕｖｏａｑｕｉｃ ｓｏｉｌ[Ｊ].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８(５): ７０￣７６.

[３８]　 芦伟ꎬ高月锋ꎬ简路洋ꎬ等.羊粪作为有机肥对植物和土壤的影响

[Ｊ].家畜生态学报ꎬ２０１９ꎬ４０(９):８６￣９０.
　 　 　 ＬＵ Ｗꎬ ＧＡＯ Ｙ Ｆꎬ ＪＩＡＮ Ｌ Ｙꎬ ｅｔ 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ｈｅｅｐ ｍａ￣

ｎｕｒｅ ｏｎ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ｉｌ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ｉｍ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９ꎬ ４０(９): ８６￣９０.

[３９]　 庄钟娟ꎬ高俊ꎬ揣俊峰ꎬ等.海藻生物有机肥对番茄生长土壤有机

质及 ｐＨ 的影响[Ｊ].安徽农业科学ꎬ２０１７ꎬ４５(４):１０４￣１０６.
　 　 　 ＺＨＵＡＮＧ Ｚ Ｊꎬ ＧＡＯ Ｊꎬ ＣＨＵＡＩ Ｊ Ｆ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ｌｇａｅ ｂｉｏ￣ｏｒｇａｎｉ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ｏｎ ｔｏｍａｔｏ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ｐＨ[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１７ꎬ ４５(４): １０４￣１０６.

[４０]　 张春梅ꎬ赵静ꎬ闫治斌ꎬ等.生物活性肥配方筛选及其对土壤理化性

质和玉米经济效益的影响[Ｊ].水土保持通报ꎬ２０１４ꎬ３４(６):４３￣
４８ꎬ５３.

　 　 　 ＺＨＡＮＧ Ｃ Ｍꎬ ＺＨＡＯ Ｊꎬ ＹＡＮ Ｚ Ｂꎬ ｅｔ ａｌ.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ｂｉｏａｃ￣
ｔｉｖ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ｏ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
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ｍａｉｚｅ[Ｊ].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４ꎬ ３４(６): ４３￣４８ꎬ ５３.



(上接第 １３６ 页)

[２３]　 臧明ꎬ雷宏军ꎬ潘红卫ꎬ等.增氧地下滴灌改善土壤通气性促进番茄

生长[Ｊ].农业工程学报ꎬ２０１８ꎬ３４(２３):１０９￣１１８.
　 　 　 ＺＡＮＧ Ｍꎬ ＬＥＩ Ｈ Ｊꎬ ＰＡＮ Ｈ Ｗꎬ ｅｔ ａｌ. Ａｅｒａｔｅｄ 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 ｄｒｉｐ ｉｒｒｉｇａ￣

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ｓｏｉｌ ａ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ｍａｔｏ ｇｒｏｗｔｈ[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４(２３): １０９￣１１８.

[２４]　 熊浩ꎬ张保成ꎬ李建柱ꎬ等.灌水量对冬小麦农田土壤 Ｎ２Ｏ 与 ＣＯ２

排放的影响[Ｊ].灌溉排水学报ꎬ２０２０ꎬ３９(９):４１￣５０.
　 　 　 ＸＩＯＮＧ Ｈꎬ ＺＨＡＮＧ Ｂ Ｃꎬ ＬＩ Ｊ Ｚ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Ｎ２Ｏ ａｎｄ ＣＯ２ ｆｒｏｍ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ｆｉｅｌｄ[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ꎬ ２０２０ꎬ ３９(９): ４１￣５０.

[２５]　 李耀霞ꎬ郁继华ꎬ张国斌ꎬ等.灌水上限和施肥量对温室番茄生长发

育的影响[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ꎬ２０２０ꎬ４８(２):
４２￣５１.

　 　 　 ＬＩ Ｙ Ｘꎬ ＹＵ Ｊ Ｈꎬ ＺＨＡＮＧ Ｇ Ｂ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ｕｐｐｅｒ ｌｉｍｉｔ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ｏｍａｔｏ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８(２): ４２￣５１.

[２６]　 ＳＥＬＩＭ Ｔꎬ ＢＯＵＫＳＩＬ Ｆꎬ ＢＥＲＮＤＳＳＯＮ Ｒꎬ ｅｔ ａｌ.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ｒｉｐ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Ｊ].
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２０１３ꎬ ７７(４): １１４４￣１１５６.

[２７]　 ＷＡＮＧ ＹꎬＺＨＡＮＧ Ｘ Ｙꎬ ＣＨＥＮ Ｊ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ｂａｓ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ｒａｔｅ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ｍａｉｚｅ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ꎬ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ｂｙ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ｒｏｏｔ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９ꎬ ２１２: ３２８￣３３７.

[２８]　 魏廷邦ꎬ胡发龙ꎬ赵财ꎬ等.氮肥后移对绿洲灌区玉米干物质积累和

产量构成的调控效应[Ｊ].中国农业科学ꎬ２０１７ꎬ５０(１５):２９１６￣２９２７.
　 　 　 ＷＥＩ Ｔ Ｂꎬ ＨＵ Ｆ Ｌꎬ ＺＨＡＯ Ｃ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ｄｒ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ｃｃｕｍｕ￣

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ｕｎｄｅｒ 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ｐｏｓｔｐｏｎｉｎｇ 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ａｓｉｓ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 Ｊ].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 Ｓｉｎｉｃａꎬ
２０１７ꎬ ５０(１５): ２９１６￣２９２７.

[２９]　 潘小保ꎬ缴锡云ꎬ郭维华ꎬ等.浅埋式滴灌毛管埋深对苜蓿生长的影

响[Ｊ].干旱地区农业研究ꎬ２０１８ꎬ３６(４):１５２￣１５７.
　 　 　 ＰＡＮ Ｘ Ｂꎬ ＪＩＡＯ Ｘ Ｙꎬ ＧＵＯ Ｗ Ｈꎬ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ｂｕｒｉｅｄ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ｂｕｒｉｅｄ ｄｒｉｐ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ａｌ￣
ｆａｌｆａ[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ｉｄ Ａｒｅａｓ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６(４):
１５２￣１５７.

[３０]　 刘明ꎬ张忠学ꎬ郑恩楠ꎬ等.不同水氮管理模式下玉米光合特征和水

氮利用效率试验研究[Ｊ].灌溉排水学报ꎬ２０１８ꎬ３７(１２):２７￣３４.
　 　 　 ＬＩＵ Ｍꎬ ＺＨＡＮＧ Ｚ Ｘꎬ ＺＨＥＮＧ Ｅ Ｎꎬ ｅｔ ａｌ.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ꎬ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ａｓ ｉｍｐａｃｔ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
ａｇｅ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７(１２): ２７￣３４.

６９１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第 ４０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