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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覆盖方式和灌水定额对河西绿洲食葵
农田土壤水热、养分和产量的影响

惠施佳１ꎬ２ꎬ 张金霞１

(１. 甘肃农业大学水利水电工程学院ꎬ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ꎻ２.新疆水利厅水资源规划研究所ꎬ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００)

摘　 要:为明确不同覆盖方式结合灌水定额在食葵种植中的增产机制ꎬ以无覆盖(Ｎ)种植为对照ꎬ设置地膜覆盖

(Ｓ)、秸秆覆盖(Ｆ)和碎麦秸垫式膜覆盖(ＳＦ)共 ３ 种覆盖方式ꎬ结合 ９００ ｍ３ｈｍ－２(Ｈ)和 ７５０ ｍ３ｈｍ－２(Ｍ)２ 个灌水

定额ꎬ对食葵农田土壤水热、养分及产量展开研究ꎮ 结果表明:覆盖处理结合不同灌水定额均较无覆盖种植增加土

壤贮水量ꎬ其中当灌水定额为 ９００ ｍ３ｈｍ－２时ꎬＳＦ 和 Ｆ 显著增加 ２３.８９％和 １２.３７％、Ｓ 增加了 ６.５０％ꎻ当灌水定额为

７５０ ｍ３ｈｍ－２时ꎬＳＦ、Ｆ、Ｓ 分别显著增加 ２０.６４％、８.２３％、６.９６％ꎮ 覆盖处理结合不同灌水定额对土壤温度的影响不

同ꎬ其中当灌水定额为 ９００ ｍ３ｈｍ－２时ꎬＳＦ 和 Ｆ 较 Ｎ 提高 ２.８２％~７.４３％ꎬＳ 较 Ｎ 降低 ４.３％ꎻ当灌水定额为 ７５０ ｍ３
ｈｍ－２时ꎬＳＦ 和 Ｆ 均高于 Ｎꎬ增幅为 １.４０％~６.８７％ꎮ 覆盖处理结合不同灌水定额可提高土壤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和

有机质含量ꎬ其中 ＳＦ 处理有机质、速效磷、速效钾和碱解氮含量较 Ｎ 处理分别显著增加 １６.７％、１５.２％、１２.８％和

１６.５％ꎬＦ 和 Ｓ 处理有机质、速效磷和速效钾较 Ｎ 处理分别提高 ６.３％ ~ ６.８％、４.７％ ~ ７.８％和 ８.６％ ~ ８.８％ꎮ 覆盖处理

结合不同灌水定额可提高食葵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ꎬ其中 ＳＦＨ、ＳＨ、ＦＨ、ＳＦＭ、ＦＭ 处理分别较 Ｎ 处理增产 ２５.９％、
６.７％、１０.４％、１８.２％、１５.２％ꎬＳＭ 降低了 ３.１％ꎬＳＦＭ 处理水分利用效率提高 ６.３％ꎮ 综上所述ꎬＳＦＭ 处理在改善食葵土

壤水热、增加土壤养分、提高食葵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方面具有较大优势ꎬ故 ＳＦＭ 种植模式是适宜于河西绿洲食葵

种植的农业生产技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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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西北地区河西绿洲地域辽阔ꎬ具有丰富的

光热资源ꎬ适宜小麦、玉米等一年一熟粮食作物的

种植ꎬ但该区特殊的地形和河谷的狭管效应ꎬ导致

气候条件恶劣且常年沙尘暴不断[１]ꎻ此外ꎬ该区降

水稀少ꎬ地表植被覆盖率极低ꎬ沙漠或裸露荒地分

布广泛ꎬ导致生态环境逐渐恶化ꎬ阻碍了农业生产

的可持续发展[２－４]ꎮ 食葵是一种喜温耐旱作物ꎬ对
土壤的要求相对较低ꎬ在各类土壤中均能生长[５]ꎬ
有较强的耐盐碱能力[６]ꎬ是民勤地区重要经济作

物ꎬ但限于该区水资源不足、土壤质量低下等条件ꎬ
食葵产量常年低而不稳ꎮ 因此ꎬ研发以提高土壤质

量、改善土壤水分利用效率为核心的农业生产技

术ꎬ是实现该区食葵稳产高产的关键ꎮ
覆盖种植包括地膜、秸秆等具有较好的蓄水调

温等特点ꎬ研究表明ꎬ覆盖种植有利于提高水分利

用效率[７]ꎬ同时可增加作物产量[８]ꎬ是近年来西北

地区农作物生产中应用较为广泛的农业措施技术ꎮ
但也有研究表明ꎬ地膜覆盖在提高作物产量的同

时ꎬ造成的残膜旧膜难回收、影响作物根系发育等

问题突出[９－１０]ꎮ 研究表明ꎬ秸秆覆盖有明显降温效

果ꎬ因此单一秸秆覆盖易造成水分损耗及低温效应

造成出苗率下降减产等负效应[１１－１３]ꎬ也有学者发

现ꎬ 秸 秆 覆 盖 同 时 具 有 增 墒 和 减 墒 的 双 重

效应[１４－１５]ꎮ
碎麦秸垫式膜覆盖是一种新型的二元覆盖方

式ꎬ可以解决地膜覆盖造成的难剥离和污染问题ꎬ
也可以更好地发挥秸秆覆盖的优点ꎬ具有提高籽粒

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１６－１８]ꎬ蓄水调温[１９]、改善土壤

质地[２０]等特点ꎮ 受西北地区特殊的气候条件、生态

环境等的影响ꎬ不同覆盖方式造成的土壤水热和养

分变化均存在较大差异ꎮ 因此ꎬ本研究在甘肃民勤

绿洲开展田间试验ꎬ以无覆盖种植为对照ꎬ设置 ３ 种

覆盖方式和 ２ 种灌水定额条件ꎬ探究覆盖方式结合

灌水对食葵土壤水热、养分、籽粒产量及水分利用

效率的影响ꎬ旨在深化理解覆盖种植增产机理ꎬ进
而选择一种适合民勤绿洲食葵的最佳种植模式ꎬ为
提高该地食葵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提供理论和实

践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区概况

试验于 ２０１７ 年 ４—９ 月在民勤县城以北约 １３.５
ｋｍ 处的大滩乡东大村进行ꎬ该区海拔 １ ２５０ ｍꎬ属典

型的大陆性荒漠气候ꎮ 多年平均气温 ７.８℃ꎬ平均湿

度 ４５％ꎬ多年平均降水 １１０ ｍｍꎬ多年平均蒸发量

２ ６４４ ｍｍꎮ 年均风速 ２.２ ｍｓ－１ꎬ全年平均扬沙 ５９
ｄꎬ年日照时数 ３ ０２８ ｈꎬ无霜期 １５０ ｄꎮ 试验区土质 ０
~６０ ｃｍ 为粘壤土ꎬ６０ ｃｍ 以下为沙壤土ꎬ土壤平均

容重 １.５４ ｇｃｍ－３ꎮ 该区主要依靠低水质的地下咸

水灌溉农业ꎬ全年有效降水不足以淋溶出植物根区

盐分ꎬ盐分在土壤中不断累积ꎬ且上游来水量呈递

减趋势ꎬ地下水埋深逐年下降ꎬ作物根区土壤水分

不能靠地下水补给ꎬ农田土壤水分以上行为主ꎬ表
层含盐量高ꎮ 试验期研究区平均气温 ２０.１０℃ꎬ平均

风速 １.３４ ｍｓ－１ꎮ 总降雨量 ２.６２ ｍｍꎬ降雨时间集

中在 ４、６ 和 ７ 月ꎮ
１.２　 试验设计

本试验设置 ３ 种覆盖方式及 ２ 个灌水定额ꎬ其
中ꎬ覆盖方式包括秸秆覆盖(秸秆量为 ４ ５００ ｋｇ
ｈｍ－２)、地膜覆盖、碎麦秸垫膜覆盖(秸秆量为 ４ ５００
ｋｇ ｈｍ－２ )ꎬ灌水定额包括 ９００ ｍ３ ｈｍ－２ 和 ７５０
ｍ３ｈｍ－２ꎬ以无覆盖种植为对照ꎮ 各处理设 ３ 次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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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ꎬ试验小区随机布置ꎬ面积为 ３５ ｍ２(１７.５ ｍ × ２
ｍ)ꎬ在整个生育期内ꎬ各处理的农艺措施(底肥量、
播种量等)、灌水次数和灌溉时间均相同ꎮ 为了保

证出苗均匀性ꎬ播种前统一灌水(９００ ｍ３ｈｍ－２)ꎬ
底肥用量为尿素(含 Ｎ≥４６.３％)２２５ ｋｇｈｍ－２、复合

肥 ３００ ｋｇｈｍ－２、磷酸二铵 ３００ ｋｇｈｍ－２ꎮ
以当地主栽食用型向日葵品种‘ＴＫＣ－２００８’为

供试材料ꎬ播种深度 ３ ｃｍꎬ每小区 ４ 行ꎬ行距 ５０ ｃｍꎬ
株距 ３５ ｃｍꎬ于 ４ 月 ２９ 日播种ꎬ８ 月 １９ 日收获ꎬ共设

８ 个处理ꎬ详见表 １ꎮ

表 １　 试验处理设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处理代号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ｏｄｅ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灌水方法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灌水定额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ｑｕｏｔａ
/ (ｍ３ｈｍ－２)

说明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 无覆盖 Ｎｏ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畦灌 Ｂｏｒｄｅｒ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０ 露地不覆盖
Ｏｐｅｎ ｇｒｏｕｎｄ ｗａｓ ｎｏｔ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ＮＨ 无覆盖 Ｎｏ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畦灌 Ｂｏｒｄｅｒ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９００ 露地不覆盖
Ｏｐｅｎ ｇｒｏｕｎｄ ｗａｓ ｎｏｔ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ＳＨ 秸秆覆盖
Ｓｔｒａｗ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畦灌 Ｂｏｒｄｅｒ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９００

长秸秆覆于土壤表面ꎬ秸秆量为 ４ ５００ ｍ３ｈｍ－２

Ｌｏｎｇ ｓｔｒａｗ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ꎬ ｓｔｒａｗ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４ ５００ ｍ３ｈｍ－２

ＦＨ 地膜覆盖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ｆｉｌｍ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传统膜上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ｆｉｌｍ ９００ 土壤表面覆有地膜

Ｍｕｌｃｈ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ＳＦＨ

碎麦秸垫膜覆盖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ｆｉｌｍ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ｂｙ ｃｒｕｓｈｅｄ ｗｈｅａｔ
ｓｔｒａｗ ｐａｄｄｉｎｇ

碎麦秸垫式膜上灌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ｆｉｌｍ ｂｙ

ｃｒｕｓｈｅｄ ｗｈｅａｔ
ｓｔｒａｗ ｐａｄｄｉｎｇ

９００

土壤表面与地膜间形成 １ ~ ２ ｃｍ 的碎麦秸垫层ꎬ秸
秆量为 ４ ５００ ｍ３ｈｍ－２

Ａ １~２ ｃｍ ｓｔｒａｗ ｃｕｓｈｉｏｎ ｗａ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ｆｉｌｍ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ｗ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ｗａｓ
４ ５００ｍ３ｈｍ－２

ＮＭ 无覆盖 Ｎｏ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畦灌 Ｂｏｒｄｅｒ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７５０ 露地不覆盖
Ｏｐｅｎ ｇｒｏｕｎｄ ｗａｓ ｎｏｔ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ＳＭ 秸秆覆盖
Ｓｔｒａｗ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畦灌 Ｂｏｒｄｅｒ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７５０

长秸秆覆于土壤表面ꎬ秸秆量为 ４ ５００ ｋｇｈｍ－２

Ｌｏｎｇ ｓｔｒａｗ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ꎬ ｓｔｒａｗ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４ ５００ ｍ３ｈｍ－２

ＦＭ 地膜覆盖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ｆｉｌｍ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传统膜上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ｆｉｌｍ ７５０ 土壤表面覆有地膜

Ｍｕｌｃｈ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ＳＦＭ
碎麦秸垫膜覆盖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ｆｉｌｍ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ｂｙ
ｃｒｕｓｈｅｄ ｗｈｅａｔ ｓｔｒａｗ

碎麦秸垫式膜上灌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ｆｉｌｍ ｂｙ ｃｒｕｓｈｅｄ

ｗｈｅａｔ ｓｔｒａｗ ｐａｄｄｉｎｇ
７５０

土壤表面与地膜间形成 １ ~ ２ ｃｍ 的碎麦秸垫层ꎬ秸
秆量为 ４ ５００ ｍ３ｈｍ－２

Ａ １~２ ｃｍ ｓｔｒａｗ ｃｕｓｈｉｏｎ ｗａ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ｆｉｌｍ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ｗ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ｗａｓ
４ ５００ ｍ３ｈｍ－２

１.３　 观测指标

１.３.１　 气象资料 　 运用试验基地的农田自动微气

象站ꎬ即气象生态环境监测系统ꎬ观测地温、降雨

量、空气温度、蒸发量、空气湿度等气象数据ꎮ
１.３.２　 土壤含水率　 采用烘干法测定土壤含水率ꎮ
用土钻取土ꎬ测定深度为 １２０ ｃｍꎬ其中 ０ ~ １０ ｃｍ 土

层每 ５ ｃｍ 取样ꎬ１０~１２０ ｃｍ 土层每 １０ ｃｍ 取样ꎮ 播

种前和每次灌水后加测含水率ꎮ
土壤贮水量的计算公式为:

Ｗ ＝ ∑
ｎ

ｉ ＝ １
(Δθｉ × Ｚ ｉ) (１)

式中ꎬＷ为土壤贮水量(ｍｍ)ꎻΔθｉ 为第 ｉ层土壤的体

积含水量(％)ꎻＺ ｉ 为第 ｉ土壤层厚度(ｍｍ)ꎻｉ为土壤

层次编号ꎬ共１３层(ｎ ＝ １３)ꎬ耗水量由水分平衡方程

计算[２０]:

ＥＴ ＝ ΔＷ ＋ Ｐ ＋ Ｉ － Ｄ ＋ Ｗｇ － Ｒ (２)
式中ꎬΔＷ土壤贮水量变化量(ｍｍ)ꎻＰ为生育期≥５
ｍｍ 有效降水量(ｍｍ)ꎻＩ 为灌水量(ｍｍ)ꎻＤ 为灌水

向下流动量(ｍｍ)ꎻＷｇ 为深层地下水利用量(ｍｍ)ꎻ
Ｒ 为地表径流量 (ｍｍ)ꎻΔＷ 为贮水量的变化量

(ｍｍ)ꎮ 本试验中ꎬ不考虑 Ｄ、Ｗｇ 和 Ｒꎮ
水分利用效率采用式(３) 进行计算:

ＷＵＥ ＝ Ｙ / ＥＴ (３)
式中ꎬＷＵＥ为水分利用效率(ｋｇｈｍ －２ｍｍ －１)ꎻＹ为

食葵实际籽粒产量(ｋｇｈｍ －２)ꎮ
１.３.３　 土壤温度 　 采用地温计测定土壤温度ꎮ 测

定 ０(土壤表层)、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 ｃｍ 深度土层温度ꎮ
每周观测 １ 次ꎬ观测时间为 ６ ∶ ００—２０ ∶ ００ꎬ每小时

观测 １ 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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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　 作物生长指标 　 记录食葵各个生育期的灌

水次数、灌溉水量、灌溉时间ꎮ 食葵的播种时间、播
种量、收获时间和产量ꎬ以及食葵的株高和茎粗(每
个生育期测 １ 次)等ꎮ
１.３.５　 土壤样品养分指标 　 采用酸度计(ＹＳＩ ｐＨ
１００)测定土壤 ｐＨꎻ采用碱解扩散法测定土壤碱解

氮ꎻ采用 ０.５ ｍｏｌＬ－１ ＮａＨＣＯ３滴定法测定土壤速效

磷ꎻ由 ＮＨ４ＯＡｃ 浸提ꎬ采用火焰光度计测定土壤速效

钾ꎻ采用重铬酸钾容量法－外加热法测定土壤有机质ꎮ
１.４　 统计方法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和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进行数据处理ꎬ采
用 Ｏｒｉｇｉｎ ２０１７ 和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进行图表绘制ꎮ 采用

Ｄｕｎｃａｎ 法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ꎬ显著性水平设置为

α＝ ０.０５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覆盖方式对土壤贮水量的影响

由图 １Ａ、Ｂ 可以看出ꎬ不同处理土壤贮水量随

食葵生育期的推进总体表现播种初期最大ꎬ而后逐

渐减小的趋势ꎮ 对于不同覆盖方式ꎬＳＦ 较其他覆盖

方式对土壤贮水量影响显著ꎮ 当灌水定额为 ９００
ｍ３ｈｍ－２时ꎬＳＦ 和 Ｆ 处理土壤贮水量较 Ｎ 显著增

加 ２３.８９％和 １２.３７％ꎬＳ 增加了 ６.５０％ꎮ 当灌水定额

７５０ ｍ３ｈｍ－２时ꎬＳＦ 处理土壤贮水量较 Ｎ 显著增加

２０.６４％ꎬＦ 和 Ｓ 较 Ｎ 的增幅为 ６.９６％~８.２３％ꎮ 说明

碎麦秸垫膜覆盖对土壤贮水量的影响优于地膜覆

盖、秸秆覆盖和无覆盖ꎬ对土壤储水具有着促进

作用ꎮ
２.２　 不同覆盖方式对土壤温度的影响

在食葵整个生育期土壤平均温度变化如图 ２ 所

示ꎬ各处理土壤温度总体表现为随土层深度的增加

而降低ꎮ 当灌水定额为 ９００ ｍ３ｈｍ－２时ꎬＳＦ、Ｆ 较 Ｎ
增幅为 ２.８２％ ~ ７.４３％ꎬＳ 较 Ｎ 降低 ４.３０％ꎻ当灌水

定额为 ７５０ ｍ３ｈｍ－２时ꎬＳＦ 和 Ｆ 均高于 Ｎꎬ增幅为

１.４％ ~ ６. ８７％ꎬＳ 与 Ｎ 处理之间无显著差异 (Ｐ >
０.０５)ꎮ 两种灌水定额情况下ꎬＦ 处理土壤温度最

大ꎬＳ 处理土壤温度最小ꎬ说明地膜覆盖对土壤温度

的影响具有促进作用ꎮ

图 １　 不同覆盖方式对土壤贮水量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ｏｒａｇｅ

图 ２　 不同覆盖方式对土壤温度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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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覆盖方式和灌水定额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２.３.１　 土壤 ｐＨ　 图 ３ 可见ꎬＣ 为播种前土壤 ｐＨ 初

始值ꎬ不同覆盖处理下土壤 ｐＨ 存在降低趋势ꎬ且播

种后土壤 ｐＨ 值明显低于播种前ꎬ可知种植食葵可

明显改善土壤的盐碱性ꎮ 当灌水定额为 ９００ ｍ３
ｈｍ－２时ꎬＮ、Ｓ、Ｆ 和 ＳＦ 较播种前土壤 ｐＨ 降低１.７９％、
２.１５％、２.６２％和 ２.２６％ꎬ地膜覆盖对土壤 ｐＨ 值降低

效果较其他覆盖方式明显ꎮ 当灌水定额为 ７５０ ｍ３

ｈｍ－２时ꎬＮ、Ｓ、Ｆ 和 ＳＦ 较播种前土壤 ｐＨ 显著降低

２. ２６％、２. ６２％、２. ７４％和 ２. ９８％ꎬ碎麦秸垫膜覆盖

(ＳＦ)对土壤 ｐＨ 值的影响较其他覆盖方式明显ꎮ 说

明不同覆盖方式可以有效降低土壤 ｐＨ 值ꎬ较播种前

降幅 ２.１５％~２.９８％ꎮ
２.３.２　 土壤有机质　 由表 ２ 可知ꎬ不同覆盖方式下

土壤有机质含量随着土层的增加而降低ꎬ０ ~ ２０ ｃｍ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 Ｄｕｎｃａｎ 多重比较不同处理在 ５％水

平下差异显著ꎮ
Ｎｏ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ｕｎｃａ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ｔ ５％
ｌｅｖｅｌ.

图 ３　 不同覆盖方式对土壤 ｐＨ 值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ｐＨ ｖａｌｕｅ

表 ２　 不同处理方式对不同土层土壤养分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测定指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土层深度 Ｓｏｉｌ ｄｅｐｔｈ / ｃｍ
０~２０ ２０~４０ ４０~６０ ６０~８０ ８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２０

土壤有机质含量 / (ｍｇｋｇ－１)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ＮＨ ３.９８ｂｃ ３.２４ｂｃ ２.７３ｃｄ １.８１ｄ １.５３ｃ １.４６ｂ
ＳＨ ４.６５ａｂ ３.０９ｂｃ ３.０１ｂ ２.５９ｂ ２.０３ｂ １.５４ｂ
ＦＨ ４.３２ｂｃ ３.３１ｂｃ ２.９１ｂｃ ２.３９ｂｃ １.５７ｃ １.５３ｂ
ＳＦＨ ４.６９ａｂ ３.０６ｂｃ ２.４５ｅ １.９０ｄ １.５０ｃ １.４２ｂ
ＮＭ ３.９３ｂｃ ３.０２ｃ ２.９２ｂｃ ２.２１ｃ １.８４ｂｃ １.２１ｂ
ＳＭ ３.６５ｃ ３.２２ｂｃ ２.５７ｄｅ ２.３８ｂｃ １.９０ｂｃ １.３８ｂ
ＦＭ ３.９１ｂｃ ３.３５ｂ ２.３８ｅ ２.５８ｂ ２.１１ｂ １.５２ｂ
ＳＦＭ ５.２７ａ ３.９４ａ ３.５６ａ ３.５５ａ ２.５１ａ ２.０６ａ

土壤碱解氮含量 / (ｍｇｋｇ－１)
Ｓｏｉｌ ａｌｋａｌｉ￣ｈｙｄｒｏｌｙｚｅ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ＮＨ １７.６８ｄ １１.２０ｃ ９.２８ｃ ６.３４ｇ ４.３３ｅ ３.０２ｄ
ＳＨ １８.０８ｃｄ １２.２９ｂｃ ９.０１ｃ ６.９６ｅ ５.８６ｄ ４.６４ｃ
ＦＨ １８.４９ｃｄ １１.６４ｂｃ １０.３７ｂ ７.３１ｄ ６.７４ｃ ４.５１ｃ
ＳＦＨ １９.８０ｂ １３.３８ｂ ８.０１ｄ ６.６５ｆ ５.６９ｄ ５.３８ｂ
ＮＭ １８.７５ｃ １２.９１ｂｃ １０.０２ｂ ８.７１ｂ ８.６６ｂ ６.８７ａ
ＳＭ １７.６５ｄ １２.６０ｂｃ １０.１９ｂ ８.２３ｃ ６.６１ｃ ５.４３ｂ
ＦＭ １６.３９ｅ １２.０８ｂｃ ９.０６ｃ ６.７８ｅｆ ６.９１ｃ ４.６４ｃ
ＳＦＭ ２３.９５ａ １７.７３ａ １３.７１ａ １０.４９ａ ９.３８ａ ６.８９ａ

土壤速效磷含量 / (ｍｇｋｇ－１)
Ｓｏｉｌ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ＮＨ １９.３３ｃ ８.８０ｄ ６.９８ｃ ６.２８ｃ ７.００ｂ ６.４５ｃ
ＳＨ １９.７３ｃ １０.４３ｃｄ ８.７９ａ ６.３３ｃ ６.４０ｂ ７.５４ａ
ＦＨ ２０.４５ｃ ９.９４ｃｄ ７.３０ｂｃ ８.２８ａ ６.７０ｂ ５.８８ｄ
ＳＦＨ ２３.７９ｂ １０.１４ｃｄ ７.１９ｃ ７.００ｂ ６.７６ｂ ６.４３ｃ
ＮＭ ２０.６０ｃ １０.０５ｃｄ ６.２１ｄ ６.９１ｂｃ ６.７１ｂ ７.１８ｂ
ＳＭ ２０.６７ｃ １０.９１ｂｃ ７.２１ｃ ６.７８ｂｃ ６.７６ｂ ６.５０ｃ
ＦＭ ２０.９９ｃ １２.３ａｂ ７.９４ｂ ７.３９ｂ ７.８８ａ ６.９３ｂ
ＳＦＭ ２７.３１ａ １３.４４ａ ８.６４ａ ８.３８ａ ７.０１ｂ ６.５５ｃ

土壤速效钾含量 / (ｍｇｋｇ－１)
Ｓｏｉｌ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ＮＨ ２５８.６５ｃ １６３.７９ｂｃｄ １５８.４９ｃ １１２.７９ｅ １０３.８１ｄ １０４.４６ｅ
ＳＨ ２８７.６５ｂ １７６.５８ｂｃ １７３.４５ｃ １５３.９０ｄ １２３.７４ｃｄ １１０.４１ｅ
ＦＨ ２２３.６４ｄ １５５.９４ｃｄ １７２.７６ｃ １３８.６５ｄ １２３.２６ｃｄ １１８.２３ｄｅ
ＳＦＨ ２１０.８２ｄ １４７.８５ｄ １６４.８３ｃ １３３.１５ｄｅ １２９.６４ｃ １３１.２ｄｅ
ＮＭ ２７５.８３ｂ １８４.６１ｂ ２００.５８ｂ １７８.０１ｃ １５８.０３ｂ １４３.４８ｃｄ
ＳＭ ２７１.７５ｂ １７９.１０ｂｃ ２１１.５６ａｂ ２１１.０６ｂ １７６.８９ｂ １５９.６１ｂｃ
ＦＭ ２５６.４８ｃ １８４.９４ｂ ２３１.６３ａ ２３８.７６ａ ２１４.９５ａ １８１.５５ａｂ
ＳＦＭ ３３２.０２ａ ２１９.２０ａ ２３５.２８ａ ２３２.５４ａ ２１２.３４ａｂ １９４.４１ａ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 Ｄｕｎｃａｎ 多重比较不同处理在 ５％水平下差异显著ꎮ 下同ꎮ
Ｎｏ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ｕｎｃａ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ｔ ５％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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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层土壤有机质含量最大的为 ＳＦＭꎬ较 ＮＨ、ＳＨ、
ＦＨ、ＳＦＨ、ＮＭ、ＳＭ、ＦＭ 分别显著增加 ２４.５％、１１.０％、
１８.０％、１１.８％、２５.４％、３０.７％、２５.８％ꎮ ２０ ~ ４０ ｃｍ 土

层中不同处理土壤有机质含量大小表现为 ＳＦＭ>ＦＭ
>ＦＨ>ＮＨ>ＳＭ>ＳＨ>ＳＦＨ>ＮＭꎬ其中 ＮＨ、ＳＨ、ＦＨ、ＳＦＨ
和 ＳＭ 处理间无显著差异ꎻ４０~６０ ｃｍ 土层中不同处

理土壤有机质含量大小表现为 ＳＦＭ>ＳＨ>ＮＭ>ＦＨ>
ＮＨ>ＳＭ>ＳＦＨ>ＦＭꎻ６０~１２０ ｃｍ 土层中不同处理土壤

有机质含量最大的为 ＳＦ 处理ꎬ较无覆盖处理显著

增加 １６.７％ꎬＦ 和 Ｓ 分别较无覆盖增加 ６.３％~６.８％ꎮ
２.３.３　 土壤碱解氮　 由表 ２ 可知ꎬ土壤碱解氮含量

在 ０~２０ ｃｍ 土层含量最高ꎬ且随着土层深度增加碱

解氮呈降低趋势ꎮ ０ ~ ２０ ｃｍ 土层中ꎬＳＦＭ 处理土壤

碱解氮含量最高ꎬ说明碎麦秸垫膜覆盖对浅层土壤

碱解氮含量有促进作用ꎬＦＭ 处理土壤碱解氮含量

最低ꎮ ２０~ ４０ ｃｍ 土层中ꎬＳＦＭ 处理土壤碱解氮含

量最高ꎬＳＨ、ＦＨ、ＮＭ、ＳＭ 和 ＦＭ 无显著性差异ꎬＮＨ
处理土壤碱解氮含量最低ꎮ ４０~１２０ ｃｍ 土层中 ＳＦＭ
处理土壤碱解氮含量最高ꎮ ＳＦ 土壤碱解氮含量较

无覆盖显著增加 １６.５％ꎬＦ 和 Ｓ 分别较无覆盖处理

降低了 ６.３％和 ６.８％ꎮ
２.３.４　 土壤速效磷　 由表 ２ 可知ꎬ土壤速效磷含量

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而降低ꎬ０~ ２０ ｃｍ 土层中ꎬＳＦＭ
处理土壤速效磷含量最高ꎬＳＦＨ 次之ꎬＮＨ、ＳＨ、ＦＨ、
ＮＭ、ＳＭ 处理和 ＦＭ 处理差异性不显著ꎮ ２０ ~ ４０ ｃｍ
土层中ꎬＳＦＭ 处理土壤速效磷含量最高ꎬＮＨ 处理最

低ꎬ说明覆盖方式对土壤速效磷的含量有一定的促

进作用ꎮ ４０~６０ ｃｍ 土层中ꎬＳＦＭ 和 ＳＨ 处理土壤速

效磷含量较高ꎬＮＭ 处理较低ꎮ ６０ ~ １２０ ｃｍ 土层中ꎬ
土壤速效磷含量变化不在明显ꎬ较浅层土壤速效磷

含量有明显减少ꎬ说明土壤速效磷大部分积聚在浅

层土壤中ꎬ且有碎麦秸秆覆盖下的土壤速效磷含量

较其他覆盖高ꎮ ＳＦ 和 Ｆ 处理土壤速效磷含量分别

较无覆盖处理显著增加 １５.２％和 ７.８％ꎮ
２.３.５　 土壤速效钾　 由表 ２ 可知ꎬ不同处理方式下

不同土层土壤速效钾含量不同ꎬ土壤速效钾含量在

０~２０ ｃｍ 土层含量最高ꎬ随着土层的增加ꎬ土壤速效

钾含量依次降低ꎮ ０ ~ ２０ ｃｍ 土层中ꎬＳＦＭ 处理土壤

速效钾含量最高ꎬＮＨ 和 ＦＭ 处理较低ꎬ说明无覆盖

和地膜覆盖下的土壤速效钾含量较低ꎮ ２０ ~ ４０ ｃｍ
土层中ꎬ ＳＦＭ 处理土壤速效钾含量最高ꎬ依次为

ＦＭ、ＮＭ、ＳＭ、ＳＨ、ＮＨ、ＦＨ 和 ＳＦＨꎮ ４０ ~ ６０ ｃｍ 土层

中ꎬＳＦＭ 处理土壤速效钾含量最高ꎬＦＭ 次之ꎮ ６０ ~
１２０ ｃｍ 土层中ꎬＳＦＭ 和 ＦＭ 处理土壤速效钾含量较

高ꎬＮＨ 处理较低ꎮ ＳＦ 处理土壤速效钾含量较无覆

盖处理增加 １２.８％ꎬＦ 和 Ｓ 处理较 Ｎ 处理增加 ８.６％
~８.８％ꎮ
２.４ 　 覆盖方式和灌水定额对食葵生长及产量的

影响

２.４.１　 食葵株高　 由表 ３ 可知ꎬ食葵的株高随着生

育期的推进而增加ꎬ在开花期之前生长速度较快ꎬ
而在此之后生长缓慢ꎮ 在食葵出苗期株高较高的

为 ＦＭ 和 ＳＦＨ 处理ꎬ生长较缓的为 ＮＨ、ＳＨ、ＮＭ 和

ＳＭ 处理ꎬ且无显著性差异ꎬ说明在食葵的出苗期无

覆盖和秸秆覆盖对食葵株高生长没有促进作用ꎮ
在食葵现蕾期生长最快的为 ＦＨ 处理ꎬＳＦＨ 处理次

之ꎬ说明地膜覆盖和高灌水定额在食葵的现蕾期对

株高影响较大ꎮ 在食葵开花期ꎬ食葵株高最大的为

ＦＨ 和 ＳＦＭ 处理ꎬ最小的为 ＳＨ 处理ꎮ 灌浆期食葵株

高较大的为 ＦＨ 和 ＳＦＨ 处理ꎬ较小的为 ＮＨ 和 ＮＭ 处

理ꎬ说明无覆盖对食葵株高的生长没有促进作用ꎮ 成

熟期食葵株高较大的为 ＦＨ 和 ＳＦＭ 处理ꎬ较小的为

ＮＭ 处理ꎮ 说明地膜覆盖对食葵株高有促进作用ꎮ
２.４.２　 食葵茎粗　 由表 ３ 可知ꎬ食葵茎粗随着生育

期逐渐增加ꎬ并成熟期达到最大值ꎮ 食葵出苗期ꎬ
ＦＭ 处理食葵茎粗最大ꎬ说明地膜的保温作用可以

促进食葵茎粗的生长ꎮ 在现蕾期ꎬ食葵茎粗最大的

为 ＦＨ 处理ꎬ最小的为 ＳＭ 处理ꎬ说明地膜覆盖和高

灌水定额对食葵茎粗的生长有促进作用ꎬ未经处理

的长秸秆覆盖对食葵茎粗的生长不益ꎮ 食葵开花

期和灌浆期ꎬ茎粗最大的为 ＦＨ 处理ꎬ较小的为 ＳＨ、
ＮＨ 和 ＳＭ 处理ꎮ 在食葵成熟期ꎬ不同处理对应的食

葵茎粗无显著性差异ꎮ
２.４.３　 食葵器官产量　 由表 ４ 可知ꎬ不同处理对应

的食葵器官产量所占比例不相同ꎬ从表 ４ 可以看出ꎬ
不同器官产量处理表现为花盘>籽粒>茎>叶片ꎬ且
ＳＦＭ 处理叶片、花盘和籽粒的产量最大ꎮ 在灌水定

额为 ９００ ｍ３ｈｍ－２时ꎬ茎产量表现为 Ｎ>ＳＦ>Ｆ>Ｓꎬ叶
片产量表现为 Ｎ>ＳＦ>Ｆ>Ｓꎬ花盘产量表现为 ＳＦ>>Ｎ>
Ｓ>Ｆꎬ籽粒产量表现为 ＳＦ>Ｎ>Ｆ>Ｓꎬ由此可知当灌水

定额较大时ꎬ食葵各器官产量在秸秆覆盖和地膜覆

盖下的产量较小ꎮ 当灌水定额为 ７５０ ｍ３ｈｍ－２时ꎬ
不同处理茎产量表现为 ＳＦ>Ｎ>Ｆ>Ｓꎬ叶片产量表现

为 ＳＦ>Ｎ>Ｆ>Ｓꎬ花盘产量变现为 ＳＦ>Ｎ>Ｆ>Ｓꎬ籽粒产

量表现为 ＳＦ>Ｆ>Ｎ>Ｓꎬ由此可知当灌水定额为 ７５０
ｍ３ｈｍ－２时ꎬＳＦ 处理的食葵各器官产量均最大ꎬＳ
处理的各器官产量均最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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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不同处理方式对食葵株高和茎粗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ｓｔｅｍ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测定指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生育期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
出苗期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现蕾期

Ｂｕｄｄ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开花期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灌浆期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成熟期

Ｍａｔｕｒｅ ｓｔａｇｅ

株高 / ｃｍ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ＮＨ ９.４ｃ ３３.１ｃ １５５.１ｃ １２２.３ｃ １３７.７ｂｃ
ＳＨ ９.１ｃ ４７.３ｃ １３２.５ｅ １２７.６ｂｃ １４１.７ｂｃ
ＦＨ ２１.７ａｂ ９８.２ａ １８４.４ａ １５５.５ａ １６１.３ａ
ＳＦＨ １９.６ａｂ ８８.１ａｂ １７５.３ｂ １５４.３ａ １４６.３ｂｃ
ＮＭ ８.２ｃ ４２.４ｃ １５０.９ｃｄ １３１.３ｂｃ １３３.３ｃ
ＳＭ １０.２ｃ ３９.７ｃ １４２.７ｄ １３２.７ｂ １３９.８ｂｃ
ＦＭ ２２.３ａ ７６.１ｂ １８１.２ａｂ １４０.２ａｂ １４０.０ｂ
ＳＦＭ １８.４ｂ ７２.３ｂ １８５.１ａ １３５.０ｂ １６５.８ａ

茎粗 / ｍｍ
Ｓｔｅｍ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ＮＨ ６.０ｄｅ １２.０ｄ ２１.７９ｃ ２４.３５ｂｃ ２５.９４ａ
ＳＨ ４.８ｅ １３.１ｃｄ ２４.９８ｃ ２３.１２ｃ ２５.６８ａ
ＦＨ １１.０ｂ ２０.１ａ ２９.１４ａ ２８.７４ａ ３２.９７ａ
ＳＦＨ １０.０ｂ １７.５ａｂ ２６.２６ａｂ ２７.１２ａｂ ２６.１８ａ
ＮＭ ６.０ｄｅ １３.２ｃｄ ２３.１４ｂｃ ２３.８７ｂｃ ２４.５３ａ
ＳＭ ７.１ｃｄ １１.３ｄ ２１.７３ｃ ２４.５８ｂｃ ２７.０９ａ
ＦＭ １２.５ａ １８.０ａｂ ２７.２１ｂ ２６.４２ａｂｃ ２５.７４ａ
ＳＦＭ ８.２ｃ １５.５ｂｃ ２２.８８ｃ ２５.１２ａｂｃ ２７.０５ａ

表 ４　 不同处理方式对食葵产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器官产量 Ｏｒｇａｎ ｙｉｅｌｄ / (ｋｇｈｍ－２)

茎
Ｓｔｅｍ

叶片
Ｌｅａｆ ｂｌａｄｅ

花盘
Ｆａｃｅｐｌａｔｅ

籽粒
Ｇｒａｉｎ

各器官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ｓ / ％

茎
Ｓｔｅｍ

叶片
Ｌｅａｆ ｂｌａｄｅ

花盘
Ｆａｃｅｐｌａｔｅ

籽粒
Ｇｒａｉｎ

ＮＨ ６４７６.１９ ４２７３.９１ １１２７２.７６ ６３４６.２９ａｂ ２２.８５ １４.９７ ３９.６５ ２２.５２
ＳＨ ４５７１.４３ １８９７.１４ ５６９２.７６ ４４９７.７１ｃ ２７.８６ １１.６２ ３３.３２ ２７.２
ＦＨ ５２３８.１０ ２６８３.２４ ５３４０.００ ５０４１.１４ｂｃ ２８.９ １４.２１ ２９.５３ ２７.３５
ＳＦＨ ５８０９.５２ ２８８３.８１ １３７３８.２９ ７４０４.５７ａ ２０.１７ ９.６４ ４４.１５ ２６.０３
ＮＭ ７００３.３３ ３６５０.１０ １５０９８.１０ ７０８１.１４ａ ２２.１１ １０.７７ ４３.５９ ２３.５３
ＳＭ ５０４７.６２ ２４５８.２９ ８５０２.６７ ４６４０.００ｂｃ ２３.７６ １４.０８ ４０.２１ ２１.９５
ＦＭ ６３８０.９５ ３１６２.１０ １３０４８.３８ ７２２６.８６ａ ２１.９５ １０.３３ ４１.０４ ２６.６７
ＳＦＭ ７５０４.７６ ４７９２.３８ ２３６３０.２９ ７７１３.７１ａ ２０.４５ １０.２１ ４０.６５ ２８.６９

２.４.４　 食葵籽粒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 　 由表 ５ 可

知ꎬ覆盖方式和灌水定额同时作用下ꎬ食葵产量变

化也各不相同ꎬＳＦＭ 处理食葵产量、粒数、百粒重、
水分利用效率和收获指数均最大ꎬＳＨ 处理产量粒数

均和水分利用效率最小ꎬＳＨ 处理粒数最少ꎬＮＨ 处

理百粒重最小ꎬＳＭ 处理收获指数最小ꎮ 当灌水定

额为 ９００ ｍ３ｈｍ－２时ꎬＳＦ 处理产量最大ꎬ较无覆盖

处理显著提高 １４.２９％ꎬ颗粒数在 Ｓ、Ｆ 和 ＳＦ 处理间

无显著差异ꎻ不同处理百粒重表现为 ＳＦ>Ｆ>Ｓ>Ｎꎬ且
各处理间均有显著性差异ꎬ最大值和最小值差值为

４.６９ ｇꎻ水分利用效率最大为 ＳＦ 处理(２７.２６ ｋｇ
ｈｍ－２ｍｍ－１)ꎬ较无覆盖方式显著提高 ２４.６１％ꎻ收
获指数最大的为 Ｓ 处理ꎬＳ、Ｆ 和 ＳＦ 处理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ꎮ 当灌水定额为 ７５０ ｍ３ｈｍ－２时ꎬＳＦ 处

理产量最大ꎬＦ 处理次之ꎬＳ 处理对应的产量最小ꎬ
ＳＦ 处理产量较无覆盖和秸秆覆盖处理分别显著提

高 ８.２％和 ３９.８５％ꎻＳＦ 处理颗粒数、百粒数、水分利

用效率最大ꎬ即 Ｓ 处理最小ꎮ 可以看出秸秆覆盖下

的水分利用效率最低ꎬＳＦ 处理水分利用效率较无覆

盖提高 ７.１０％ꎬ较秸秆覆盖显著提高 ４１.２１％ꎻ收获

指数最大的为 ＳＦ 处理ꎬ最小的为 Ｓ 处理ꎮ
由表 ６ 可知ꎬ食葵产量与土壤贮水量呈负相关

关系ꎬ与百粒重、颗粒数、花盘直径呈显著正相关关

系ꎬ与土壤温度、收获指数相关性不显著ꎬ说明食葵

百粒重、颗粒数和花盘直径对食葵产量有促进作

用ꎮ 食葵产量与土壤 ｐＨ 呈负相关关系ꎬ与土壤速

效磷含量呈显著正相关ꎬ与速效钾和碱解氮呈极显

著正相关ꎬ与土壤机质含量相关性不显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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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不同处理方式对食葵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５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产量 ｙｉｅｌｄ
/ (ｋｇｈｍ－２)

颗粒数 / (个株－１)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百粒重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ｇｒａｉｎ ｗｅｉｇｈｔ / ｇ

水分利用效率
Ｗａｔｅｒ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 (ｋｇｈｍ－２ｍｍ－１)

收获指数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ｉｎｄｅｘ / ％

ＮＨ ６３４６.２９ａｂ ９８７ａ １３.３９ｃ ２０.５５ｂｃ ２２.５２ａｂ
ＳＨ ４４９７.７１ｃ ６８１ａｂｃ １４.３５ｂｃ １４.５９ｄ ２７.３５ａ
ＦＨ ５０４１.１４ｂｃ ７５２ａｂｃ １４.９４ａｂｃ １７.０１ｃｄ ２７.２１ａ
ＳＦＨ ７４０４.５７ａ ８１０ａｂｃ １８.０８ａｂ ２７.２６ａ ２６.０３ａ
ＮＭ ７０８１.１４ａ ８５５ａｂｃ １５.４７ａｂｃ ２５.４７ａｂ ２３.５３ａｂ
ＳＭ ４６４０.００ｂｃ ８２６ａｂ １５.００ａｂｃ １６.１２ｃｄ ２１.９５ａｂ
ＦＭ ７２２６.８６ａ ９１３ａｂ １８.２４ａ ２５.４３ａｂ ２６.６７ａ
ＳＦＭ ７７１３.７１ａ １０３８ａ １８.９１ａ ２８.９１ａ ２８.６９ａ

表 ６　 食葵产量与主要农艺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６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指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产量
Ｙｉｅｌｄ

土壤贮水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ｏｒａｇｅ

土壤温度
Ｓｏｉ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百粒重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ｇｒａｉｎ ｗｅｉｇｈｔ

收获指数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ｉｎｄｅｘ

颗粒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花盘直径
Ｄｉｓｃ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产量 Ｙｉｅｌｄ １ －０.３１２∗ ０.０４０ ０.７０５∗∗ －０.１３８ ０.４１４∗∗ ０.５５１∗∗

土壤贮水量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ｏｒａｇｅ １ ０.２５３ －０.３０８∗ ０.４２３∗∗ －０.１１６ －０.１２２

土壤温度 Ｓｏｉ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１ －０.０１８ ０.１２８ ０.０３６ ０.２２８
百粒重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ｇｒａｉｎ ｗｅｉｇｈｔ １ －０.２６８ ０.１６３ ０.４１４∗∗

收获指数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ｉｎｄｅｘ １ －０.０５０ －０.２２２
颗粒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１ ０.３８０∗∗

花盘直径 Ｄｉｓｃ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１

　 　 注:∗ꎬ∗∗分别表示显著性和极显著ꎬ下同ꎮ
Ｎｏｔｅ: ∗ ａｎｄ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ꎬ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表 ７　 食葵产量与土壤理化性质的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７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指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产量
Ｙｉｅｌｄ

土壤 ｐＨ 值
Ｓｏｉｌ ｐＨ

有机质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速效磷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速效钾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

碱解氮
Ａｌｋａｌｉ￣ｈｙｄｒｏｌｙｚｅ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产量 Ｙｉｅｌｄ １ －０.３２９∗ －０.０５９ ０.３０６∗ ０.３６９∗∗ ０.３８２∗∗

土壤 ｐＨ 值 Ｓｏｉｌ ｐＨ １ －０.２９０∗ －０.３３１∗ －０.２８９ －０.２５９
有机质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１ ０.４６８∗∗ ０.６０９∗∗ ０.８８２∗∗

速效磷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１ ０.３６２∗∗ ０.５００∗∗

速效钾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１ ０.６５１∗∗

碱解氮 Ａｌｋａｌｉ－ｈｙｄｒｏｌｙｚｅ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１

３　 讨　 论

３.１ 　 不同覆盖方式对土壤贮水量和土壤温度的

影响

　 　 覆盖方式和灌水定额是影响土壤贮水量和土

壤温度的关键因素ꎮ 当灌水量一定时ꎬ土壤贮水量

的变化趋势变现为 ＳＦ>Ｆ>Ｓ>Ｎꎮ 碎麦秸垫膜覆盖对

土壤贮水量的影响优于地膜覆盖、秸秆覆盖和无覆

盖ꎬ对土壤水分具有促进作用ꎬ这与郭小龙等[１７] 研

究结果相同ꎮ 研究表明ꎬ地面覆盖对土壤无效水的

蒸发有制约作用[２１]ꎬ在降雨或灌水后可以有效减小

地表水的径流和无效散失ꎮ 这是因为覆盖遮挡物

可以阻断土气界的传输[２２]ꎬ减少了土壤表层的直接

蒸发ꎬ使得水分的入渗量大于蒸发量ꎬ这与本实验

结果相似ꎮ 有研究表明[２３]ꎬ秸秆覆盖在高温时有降

温效果ꎬ在低温时有保温作用ꎬ可保证食葵最适宜

的生长的土壤温度ꎬ这与本试验研究存在差异ꎬ秸
秆覆盖对应下的土壤温度低于地膜覆盖ꎮ 刘宏胜

等[２４]研究表明ꎬ地膜覆盖并未在整个生育期表现出

增温效果ꎬ只有在生育期前期有增温ꎬ而后期会出

现降温作用ꎮ 结合地膜覆盖和秸秆覆盖二者优点ꎬ
碎麦秸垫式膜覆盖在整个生育期土壤温度相对无

覆盖、地膜覆盖和秸秆覆盖较稳定ꎬ更有利于食葵

的生长ꎮ 正是由于覆盖后土壤湿度变化慢而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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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稳定ꎬ而导致土壤地温ꎬ尤其是地表温度变幅

明显降低ꎮ 土壤水分与土壤温度又有很大关系ꎬ由
于水的比热容大于土壤ꎬ在受到太阳辐射后水分含

量高的处理土壤温度升高会较慢[２５]ꎮ 对于地膜覆

盖的温度效应ꎬ有研究表明ꎬ地膜覆盖可以增加土

壤表层温度ꎬ并增加出苗率[１６ꎬ２６]ꎬ促进农作物的产

量ꎬ但不满足生态环境的要求ꎮ 研究表明ꎬ地膜覆

盖可减少土壤水分蒸发ꎬ增强水分渗透ꎬ增加对深

层土壤水的利用[２７－２８]ꎬ但普通地膜覆盖易导致土壤

通气性变差ꎬ使其根系大量死亡ꎬ根系活力下降ꎮ
尤其在夏季温度较高时ꎬ植物更易受到高温胁迫影

响[２９]ꎬ导致底墒不足时地膜覆盖造成耕层水分过度

竭耗ꎬ形成土壤干层现象[３０]ꎮ 秸秆覆盖可有效缓解

高温对植株造成的胁迫[３１]ꎬ使得土壤蒸发降低ꎬ土
壤贮水量提高ꎬ降水入渗增加ꎬ但单一秸秆覆盖易

造成水分损耗及低温效应造成出苗率下降减产等

负效应[１１]ꎮ 由此可见ꎬ单一的覆膜和秸秆覆盖模式

各有利弊ꎬ通过地膜秸秆结合覆盖可有效弥补单一

地膜和秸秆覆盖带来的负效应ꎬ减少土壤蒸发和降

低高温气候对土壤根际温度的影响ꎬ以此提高降水

入渗和持水能力ꎬ改善作物的供水条件[１３ꎬ ３２－３４]ꎮ
３.２　 不同覆盖方式对土壤理化性质和食葵产量的

影响

　 　 土壤理化性质是促进作物生长的关键因素ꎬ栾
天浩等[３５]研究得出ꎬ秸秆覆盖耕作方式有效提升了

土壤肥力ꎬ碱解氮、有机质和速效钾含量分别增加

了 ４.９７％、７.５５％、１２.３３％ꎬｐＨ 值降低了 １.８３％ꎮ 这

与本研究结果相似ꎬ播种食葵后的土壤 ｐＨ 值均低

于播种前ꎬ地膜覆盖、秸秆覆盖和碎麦秸垫膜覆盖

均有降低 ｐＨ 的趋势ꎬ但是各处理间差异性不显著ꎬ
研究表明适宜的灌水定额有利于提高产量和水分

利用效率ꎮ 在两种灌水定额下ꎬ不同处理土壤有机

质含量变现为碎麦秸垫式膜覆盖>地膜覆盖>秸秆

覆盖>无覆盖ꎬ这是因为麦秸秆可以增加土壤生物

量和酶活性[３６]ꎬ在微生物的分解作用下ꎬ秸秆还可以

为土壤补充有机质、改善土壤结构、保证作物生长的

养分供应ꎮ 碎麦秸垫式膜覆盖后浅层土壤层养分显

著高于其他两种覆盖条件ꎬ能够有效提高土壤中的速

效钾和速效磷量ꎬ有利于食葵根系的生长ꎬ延缓根系

和植株的衰老[９ꎬ３７]ꎬ从而提高食葵产量ꎮ
食葵产量包含生物产量和经济产量ꎬ生物产量

包括食葵的株高、茎粗和叶面积等ꎬ经济产量为籽

粒的产量ꎮ 食葵的株高、茎粗在灌浆期生长速率变

缓[３８]ꎬ这与卢闯等[３９] 的研究结果相似ꎮ 靳亚红

等[４０]研究得出ꎬ地膜覆盖、秸秆＋地膜覆盖处理的玉

米收获指数大于无覆盖处理ꎬ分别提高了 ５.３９％、
１４.４８％ꎻ张俊等[４１]研究得出ꎬ麦秸覆盖后ꎬ夏花生的

产量比无覆盖降低 ５.２％ꎮ 本试验得出地膜覆盖和

碎麦秸垫膜覆盖产量比无覆盖分别增加 ６. １％和

２.２％~１４. １％ꎬ而秸秆覆盖较无覆盖方式降低了

９.９％ꎬ同时得出收获指数地膜覆盖较无覆盖增加了

７.６％ꎬ秸秆覆盖的收获指数较无覆盖降低了１２.８％ꎮ
然而栾天浩等[３５]研究得出ꎬ秆覆盖耕作方式下产量

增加了 ９.８４％ꎬ这与本实验的结论不符ꎬ该试验得出

秸秆覆盖下的食葵产量小于无覆盖方式下的食葵

产量ꎬ可能是因为作物品种对土壤环境选择的作

用ꎬ或者是秸秆覆盖量的选择对土壤环境改变使得

产量下降ꎮ 刘凯强等[４２]提出ꎬ叶分配指数与产量呈

负相关关系ꎬ百粒重对燕麦产量增产具有关键性作

用ꎻ董云云等[４３]提出秸秆覆盖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

地膜覆盖ꎬ且以 ５ ０００ ｋｇｈｍ－２的秸秆覆盖量较为

合适ꎻ马忠明等[４４] 指出ꎬ秸秆覆盖可以减少棵间蒸

发ꎬ但秸秆覆盖在作物生长的前期降低了土壤温

度[３５ꎬ４５－４７]ꎬ影响玉米出苗和生长ꎬ影响了玉米产量

和水分生产效率降低ꎮ 本试验得出ꎬ单一的秸秆覆

盖对应的食葵产量低于碎麦秸垫膜覆盖下的食葵

产量ꎮ 蔡太义等[４８] 指出覆盖方式和灌水定额对食

葵产量及构成有关ꎮ 碎麦秸垫膜覆盖在保护环境

和防治灌区荒漠化方面有一定的生态效应ꎬ覆盖表

层土壤起到固定作用ꎬ大风过境时土就不会随风飞

扬ꎬ沙尘天气也会减少ꎬ同时碎麦秸有助于土壤肥

田改土ꎬ这与张金霞等[３７]研究一致ꎮ

４　 结　 论

碎麦秸垫式膜覆盖对土壤贮水量有促进作用ꎻ
结合地膜覆盖和秸秆覆盖二者优点ꎬ碎麦秸垫式膜

覆盖在整个生育期土壤温度相对无覆盖、地膜覆盖

和秸秆覆盖较稳定ꎬ更有利于食葵的生长ꎻ碎麦秸

秆可补充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结构、保证作物生

长的养分供应ꎻ灌水定额为 ７５０ ｍ３ｈｍ－２时地膜覆

盖和碎麦秸垫膜覆盖的产量高于无覆盖ꎮ 综合考

虑ꎬ碎麦秸垫式膜覆盖＋７５０ ｍ３ｈｍ－２的灌水定额

(ＳＦＭ) 是本研究地区食葵稳产的最优试验处理

组合ꎮ

参 考 文 献:
[１]　 董安祥ꎬ 胡文超ꎬ 张宇ꎬ 等. 河西走廊特殊地形与大风的关系探讨

[Ｊ]. 冰川冻土ꎬ ２０１４ꎬ ３６(２): ３４７￣３５１.
　 　 ＤＯＮＧ Ａ Ｘꎬ ＨＵ Ｗ Ｃꎬ ＺＨＡＮＧ Ｙꎬ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ｇａ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ｃｕｌｉａｒ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ｘｉ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ｌａ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ｃｒｙ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４ꎬ ３６(２): ３４７￣３５１.

０２２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第 ４０ 卷



[２]　 常兆丰ꎬ 马中华ꎬ 王大为ꎬ 等. 民勤荒漠气候变化的不稳定性分析

[Ｊ]. 干旱区研究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３(３): ６０１￣６０８.
　 　 ＣＨＡＮＧ Ｚ Ｆꎬ ＭＡ Ｚ Ｈꎬ ＷＡＮＧ Ｄ Ｗ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ｑｉｎ ｄｅｓｅｒｔ ａｒｅａ[Ｊ]. Ａｒｉｄ Ｚｏｎ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３
(３): ６０１￣６０８.

[３]　 郭然ꎬ 王效科ꎬ 欧阳志云ꎬ 等. 中国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和盐渍

化的原因和驱动力: 总体分析[Ｊ]. 自然资源学报ꎬ ２００４ꎬ １９(１):
１１９￣１２７.

　 　 ＧＵＯ Ｒꎬ ＷＡＮＧ Ｘ Ｋꎬ ＯＵＹＡＮＧＺＨＩ Ｚ Ｙꎬ ｅｔ ａｌ.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ｏｆ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ｓｏｉ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ａｌ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２００４ꎬ １９(１): １１９￣１２７.

[４]　 王宝鉴ꎬ 张强ꎬ 张杰. 对民勤绿洲生态退化问题的探讨[Ｊ]. 干旱气

象ꎬ ２００４ꎬ ２２(４): ８７￣９２.
　 　 ＷＡＮＧ Ｂ Ｊꎬ ＺＨＡＮＧ Ｑꎬ ＺＨＡＮＧ Ｊ.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ｑｉｎ ｏａｓｉｓ[Ｊ]. Ａｒｉｄ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４ꎬ ２２
(４): ８７￣９２.

[５]　 周福铭ꎬ 彭银年ꎬ 罗文明ꎬ 等. 河西走廊优质食葵栽培技术[Ｊ]. 现
代农业科技ꎬ ２００７ꎬ(１５): ３１.

　 　 ＺＨＯＵ Ｆ Ｍꎬ ＰＥＮＧ Ｙ Ｎꎬ ＬＵＯ Ｗ Ｍꎬ ｅｔ ａｌ.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 ｉｎ Ｈｅｘｉ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 Ｊ ].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７ꎬ(１５): ３１.

[６]　 段维ꎬ 赵刚ꎬ 柳延涛ꎬ 等. 食用向日葵高产栽培技术[Ｊ]. 农业科技

通讯ꎬ ２０１５ꎬ(１０): １６５￣１６６.
　 　 ＤＵＡＮ Ｗꎬ ＺＨＡＯ Ｇꎬ ＬＩＵ Ｙ Ｔꎬ ｅｔ ａｌ. Ｈｉｇｈ ｙｉｅｌ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ｏｆ ｅｄｉｂｌｅ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Ｊ].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ꎬ ２０１５ꎬ(１０): １６５￣１６６.

[７]　 毕于运ꎬ 高春雨ꎬ 王亚静ꎬ 等. 中国秸秆资源数量估算[Ｊ]. 农业工

程学报ꎬ ２００９ꎬ ２５(１２): ２１１￣２１７.
　 　 ＢＩ Ｙ Ｙꎬ ＧＡＯ Ｃ Ｙꎬ ＷＡＮＧ Ｙ Ｊꎬ ｅｔ 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ａｗ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０９ꎬ ２５(１２): ２１１￣２１７.

[８]　 常磊ꎬ 韩凡香ꎬ 柴雨葳ꎬ 等. 秸秆带状覆盖对半干旱雨养区冬小麦

田地温和产量的影响[Ｊ]. 应用生态学报ꎬ ２０１８ꎬ ２９(９): ２９４９￣２９５８.
　 　 ＣＨＡＮＧ Ｌꎬ ＨＡＮ Ｆ Ｘꎬ ＣＨＡＩ Ｙ Ｗ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ｔｒａｗ ｂｅｌｔ￣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ｏｎ ｓｏｉ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ｉｎ ｒａｉｎ￣ｆｅｄ ｓｅｍｉａｒｉｄ
ｒｅｇｉｏｎ[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８ꎬ ２９ ( ９):
２９４９￣２９５８.

[９]　 梅四卫ꎬ 朱涵珍ꎬ 王术ꎬ 等. 不同覆盖方式对土壤水肥热状况以及

玉米产量影响[Ｊ]. 灌溉排水学报ꎬ ２０２０ꎬ ３９(４): ６８￣７３.
　 　 ＭＥＩ Ｓ Ｗꎬ ＺＨＵ Ｈ Ｚꎬ ＷＡＮＧ Ｓ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ꎬ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ｎ ｙｉｅｌｄ[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ꎬ ２０２０ꎬ ３９(４): ６８￣７３.

[１０]　 ＺＲＩＢＩ Ｗꎬ ＡＲＡＧÜÉＳ Ｒꎬ ＭＥＤＩＮＡ Ｅ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ｓｏｉｌ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Ｊ].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Ｔｉｌｌａ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１５ꎬ １４８: ４０￣４５.

[１１]　 李荣ꎬ 王艳丽ꎬ 吴鹏年ꎬ 等. 宁南旱区沟垄覆盖改善土壤水热状

况提高马铃薯产量[Ｊ]. 农业工程学报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３(１０): １６８￣１７５.
　 　 　 ＬＩ Ｒꎬ ＷＡＮＧ Ｙ Ｌꎬ ＷＵ Ｐ Ｎꎬ ｅｔ ａｌ. Ｆｕｒｒｏｗ ａｎｄ ｒｉｄｇｅ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ｉｍ￣

ｐｒｏｖｅｄ ｓｏｉｌ 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ｏｔａｔｏ ｙｉｅｌｄ ｉｎ Ｎｉｎｇ￣
ｎａｎ ａｒｉｄ ｒｅｇｉｏｎ [ Ｊ ].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３(１０): １６８￣１７５.

[１２]　 刘战东ꎬ 高阳ꎬ 巩文军ꎬ 等. 模拟降雨条件下覆盖方式对冬小麦

降水利用的影响[Ｊ]. 水土保持学报ꎬ ２０１１ꎬ ２５(６): １５３￣１５８.
　 　 　 ＬＩＵ Ｚ Ｄꎬ ＧＡＯ Ｙꎬ ＧＯＮＧ Ｗ Ｊ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ｕｓｅ ｏｆ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ｕｎｄｅ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１ꎬ ２５(６): １５３￣１５８.
[１３]　 范颖丹ꎬ 柴守玺ꎬ 程宏波ꎬ 等. 覆盖方式对旱地冬小麦土壤水分

的影响[Ｊ]. 应用生态学报ꎬ ２０１３ꎬ ２４(１１): ３１３７￣３１４４.
　 　 　 ＦＡＮ Ｙ Ｄꎬ ＣＨＡＩ Ｓ Ｘꎬ ＣＨＥＮＧ Ｈ Ｂ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ｏｎ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ｉｎ ａ ｄｒｙｌａｎｄ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ｆｉｅｌｄ[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３ꎬ ２４(１１): ３１３７￣３１４４.

[１４]　 李全起ꎬ 陈雨海ꎬ 于舜章ꎬ 等. 灌溉与秸秆覆盖条件下冬小麦农

田小气候特征[Ｊ]. 作物学报ꎬ ２００６ꎬ ３２(２): ３０６￣３０９.
　 　 　 ＬＩ Ｑ Ｑꎬ ＣＨＥＮ Ｙ Ｈꎬ ＹＵ Ｓ Ｚꎬ 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ｃｌｉｍａｔｅ ｏｆ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ｆｉｅｌ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ｗ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Ｊ]. Ａｃｔａ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ꎬ ２００６ꎬ ３２(２): ３０６￣３０９.

[１５]　 涂纯ꎬ 王俊ꎬ 刘文兆. 不同覆盖条件下旱作农田土壤呼吸及其影

响因素[Ｊ].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ꎬ ２０１２ꎬ １８(５): １１０７￣１１１４.
　 　 　 ＴＵ Ｃꎬ ＷＡＮＧ Ｊꎬ ＬＩＵ Ｗ Ｚ.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ｉｌ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ｒａｉｎｆｅｄ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ｆｉｅｌｄ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ꎬ ２０１２ꎬ １８
(５): １１０７￣１１１４.

[１６]　 张金霞. 西北旱区碎麦秸垫式膜上灌的高效用水机理及土壤环境

效应研究[Ｄ]. 兰州: 甘肃农业大学ꎬ ２０１３.
　 　 　 ＺＨＡＮＧ Ｊ Ｘ. Ｃｒｕｓｈｅｄ ｗｈｅａｔ ｓｔｒａｗ ｐａｄｄｉｎｇ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ｆｉｌｍ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ｈｉｇｈ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ｕｓ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ｒｉ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ꎬ Ｃｈｉｎａ[Ｄ].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Ｇａｎｓｕ Ａｇ￣
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１３.

[１７]　 郭小龙ꎬ 张金霞ꎬ 杨腾腾ꎬ 等. 覆盖方式对土壤热效应和食葵生

长的研究[Ｊ]. 水利规划与设计ꎬ ２０２０ꎬ(１): ８３￣８８.
　 　 　 ＧＵＯ Ｘ Ｌꎬ ＺＨＡＮＧ Ｊ Ｘꎬ ＹＡＮＧ Ｔ Ｔꎬ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ｏｎ ｓｏｉｌ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 ｇｒｏｗｔｈ [ Ｊ].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ꎬ ２０２０ꎬ(１): ８３￣８８.

[１８]　 李洪兵ꎬ 赵西宁ꎬ 王娟ꎬ 等. 生草和树枝覆盖对果园土壤持水性

能的影响[Ｊ].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３(１): １３６￣１４１.
　 　 　 ＬＩ Ｈ Ｂꎬ ＺＨＡＯ Ｘ Ｎꎬ ＷＡＮＧ Ｊ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 ｃｏ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ｕｌｃｈｅ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ｊｕｊｕｂｅ ｏｒｃｈａｒｄｓ[Ｊ]. 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ｉｄ Ａｒｅａｓ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３(１): １３６￣１４１.

[１９]　 ＧＲＡＦＴＯＮ￣ＣＡＲＤＷＥＬＬ Ｅ Ｅꎬ ＯＵＹＡＮＧ Ｙ Ｌꎬ ＢＵＧＧ Ｒ Ｌ. Ｌｅｇｕｍｉ￣
ｎｏｕｓ ｃｏｖｅｒ ｃｒｏｐｓ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ｕｓｅｉｕｓ ｔｕｌａ￣
ｒｅｎｓｉｓ (Ａｃａｒｉ: Ｐｈｙｔｏｓｅｉｉｄａｅ) ｉｎ ｃｉｔｒｕｓ[Ｊ].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１９９９ꎬ
１６(１): ７３￣８０.

[２０]　 张建军ꎬ 党翼ꎬ 赵刚ꎬ 等. 控释氮肥全量基施对旱地玉米产量形

成和水肥利用效率的影响[Ｊ]. 水土保持学报ꎬ ２０２１ꎬ ３５(２):
１７０￣１７７.

　 　 　 ＺＨＡＮＧ Ｊ Ｊꎬ ＤＡＮＧ Ｙꎬ ＺＨＡＯ Ｇ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
ｔｒｏｌｌｅｄ￣ｒｅｌｅａｓ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ｏｎ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ｍａｉｚ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２１ꎬ ３５(２):
１７０￣１７７.

[２１]　 杜社妮ꎬ 白岗栓ꎬ 赵世伟ꎬ 等. 沃特和 ＰＡＭ 保水剂对土壤水分及

马铃薯生长的影响研究[Ｊ]. 农业工程学报ꎬ ２００７ꎬ ２３(８): ７２￣７９.
　 　 　 ＤＵ Ｓ Ｎꎬ ＢＡＩ Ｇ Ｓꎬ ＺＨＡＯ Ｓ Ｗ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ｏｔｅ Ｓｕｐｅｒ Ａｂｓｏｒｂ￣

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ＡＭ ａｂｓｏｒｂｅｎｔ ｏｎ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ｐｏｔａｔｏ[ 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０７ꎬ ２３(８): ７２￣７９.

[２２]　 董云云ꎬ 王飞ꎬ 韩剑桥. 地表覆盖对大豆田土壤水热盐及产量的

影响[Ｊ]. 水土保持通报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０(１): ４３￣５０ꎬ ５７.
　 　 　 ＤＯＮＧ Ｙ Ｙꎬ ＷＡＮＧ Ｆꎬ ＨＡＮ Ｊ 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ｏｎ ｗａｔｅｒ￣ｈｅａｔ￣ｓａｌｔ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 ｉｎ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ｆｉｅｌｄ[Ｊ].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０(１): ４３￣５０ꎬ ５７.

１２２第 ６ 期　 惠施佳等:不同覆盖方式和灌水定额对河西绿洲食葵农田土壤水热、养分和产量的影响



[２３]　 王顺霞ꎬ 王占军ꎬ 左忠ꎬ 等. 不同覆盖方式对旱地玉米田土壤环

境及玉米产量的影响[ Ｊ].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ꎬ ２００４ꎬ(Ｓ３):
１３４￣１３７.

　 　 　 ＷＡＮＧ Ｓ Ｘꎬ ＷＡＮＧ Ｚ Ｊꎬ ＺＵＯ Ｚ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ｉｚｅ ｙｉｅｌｄ ｉｎ ｒａｉｎ ｆｅｄ ｌａｎｄ[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ｉｄ Ｌ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２００４ꎬ ( Ｓ３):
１３４￣１３７.

[２４]　 刘宏胜ꎬ 崔红艳ꎬ 吴兵ꎬ 等. 不同覆膜栽培方式对旱作春小麦土

壤温度和籽粒产量的影响[Ｊ]. 麦类作物学报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８(４):
４６９￣４７７.

　 　 　 ＬＩＵ Ｈ Ｓꎬ ＣＵＩ Ｈ Ｙꎬ ＷＵ Ｂ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ｆｉｌｍ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ｏｎ ｓｏｉ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ｓｐｒｉｎｇ ｗｈｅａｔ ｉｎ
ｄｒｙｌａｎｄ[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ｉｔｉｃｅａｅ Ｃｒｏｐｓ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８(４): ４６９￣４７７.

[２５]　 黄高宝ꎬ 李玲玲ꎬ 张仁陟 ꎬ等. 免耕秸秆覆盖对旱作麦田土壤温

度的影响[Ｊ].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ꎬ ２００６ꎬ ２４(５): １￣４ꎬ １９.
　 　 　 ＨＵＡＮＧ Ｇ Ｂꎬ ＬＩ Ｌ Ｌꎬ ＺＨＡＮＧ Ｒ Ｚ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ｏ￣ｔｉｌｌａｇｅ ｗｉｔｈ

ｓｔｕｂｂｌｅ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ｏｉ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ａｉｎｆｅｄ ｓｐｒｉｎｇ ｗｈｅａｔ ｆｉｅｌｄ[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ｉｄ Ａｒｅａｓꎬ ２００６ꎬ ２４(５): １￣４ꎬ １９.

[２６]　 董道瑞ꎬ 郝丽娜. 不同可降解地膜对土壤温度和玉米生长发育、产
量的影响[Ｊ]. 新疆农业科技ꎬ ２０１８ꎬ(２): １１￣１２.

　 　 　 ＤＯＮＧ Ｄ Ｒꎬ ＨＡＯ Ｌ 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ｇｒａｄａｂｌｅ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ｆｉｌｍ
ｏｎ ｓｏｉ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ｍａｉｚｅ[Ｊ].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８ꎬ(２): １１￣１２.

[２７]　 李仙岳ꎬ 冷旭ꎬ 张景俊ꎬ 等. 北方干旱区降解膜覆盖农田玉米生

长和氮素利用模拟及优化[Ｊ]. 农业工程学报ꎬ ２０２０ꎬ ３６(５):
１１３￣１２１.

　 　 　 ＬＩ Ｘ Ｙꎬ ＬＥＮＧ Ｘꎬ ＺＨＡＮＧ Ｊ Ｊꎬ ｅｔ 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ｆｉｌｍ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ａｒｉｄ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２０ꎬ ３６(５): １１３￣１２１.

[２８]　 ＬＩ Ｒꎬ ＨＯＵ Ｘ Ｑꎬ ＪＩＡ Ｚ Ｋ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ｍｏｉｓ￣
ｔｕｒｅꎬ ａｎｄ ｍａｉｚｅ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ｉｄｇｅ ａｎｄ ｆｕｒｒｏｗ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ｉｎｆｅｄ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ꎬ Ｃｈｉｎａ[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３ꎬ １１６: １０１￣１０９.

[２９]　 李凤民ꎬ 鄢王旬ꎬ 王俊ꎬ 等. 地膜覆盖导致春小麦产量下降的机

理[Ｊ]. 中国农业科学ꎬ ２００１ꎬ ３４(３): ３３０￣３３３.
　 　 　 ＬＩ Ｆ Ｍꎬ ＹＡＮ Ｗ Ｘꎬ ＷＡＮＧ Ｊ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ｙｉｅｌ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ｓｐｒｉｎｇ ｗｈｅａｔ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ｆｉｌｍ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Ｊ]. Ｓｃｉ￣
ｅｎｔｉ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 Ｓｉｎｉｃａꎬ ２００１ꎬ ３４(３): ３３０￣３３３.

[３０]　 ＺＨＡＯ Ｈꎬ ＸＩＯＮＧ Ｙ Ｃꎬ ＬＩ Ｆ Ｍꎬ ｅｔ ａｌ.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ｆｉｌｍ ｍｕｌｃｈ ｆｏｒ ｈａｌｆ
ｇｒｏｗｉｎｇ￣ｓｅａｓｏｎ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ｄ ＷＵＥ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ｐｏｔａｔｏ ｖｉａ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ｔｅｍ￣
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 ｓｅｍｉ￣ａｒｉｄ ａｇｒｏ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２ꎬ １０４: ６８￣７８.

[３１]　 ＣＨＡＫＲＡＢＯＲＴＹ Ｄꎬ ＮＡＧＡＲＡＪＡＮ Ｓꎬ ＡＧＧＡＲＷＡＬ Ｐ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ｏｎ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ａｔｕ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Ｔｒｉｔｉｃｕｍ ａｅｓｔｉｖｕｍ Ｌ.) ｉｎ ａ ｓｅｍｉ￣ａｒｉ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 Ａｇ￣
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０８ꎬ ９５(１２): １３２３￣１３３４.

[３２]　 王敏ꎬ 王海霞ꎬ 韩清芳ꎬ 等. 不同材料覆盖的土壤水温效应及对

玉米生长的影响[Ｊ]. 作物学报ꎬ ２０１１ꎬ ３７(７): １２４９￣１２５８.
　 　 　 ＷＡＮＧ Ｍꎬ ＷＡＮＧ Ｈ Ｘꎬ ＨＡＮ Ｑ Ｆ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ｕｌｃ￣

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ꎬ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ａｎｄ ｃｏｒｎ ｇｒｏｗｔｈ[Ｊ]. Ａｃｔａ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ꎬ ２０１１ꎬ ３７(７): １２４９￣１２５８.

[３３]　 ＢＡＫＲ Ｎꎬ ＥＬＢＡＮＡ Ｔ Ａꎬ ＡＲＣＥＮＥＡＵＸ Ａ Ｅꎬ ｅｔ ａｌ. Ｒｕｎｏｆｆ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ｈｉｌｌｓｉｄｅ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ｃｏｍｐｏｓｔ / ｍｕｌｃｈ[Ｊ].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Ｔｉｌｌａ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１５ꎬ １５０: １５８￣１７０.

[３４]　 梁锦秀ꎬ 郭鑫年ꎬ 张国辉ꎬ 等. 宁南旱地垄覆沟作对土壤水分及

马铃薯产量的影响[Ｊ]. 灌溉排水学报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４(７): ６７￣７２.
　 　 　 ＬＩＡＮＧ Ｊ Ｘꎬ ＧＵＯ Ｘ Ｎꎬ ＺＨＡＮＧ Ｇ Ｈ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ｉｄｇｅ ｗｉｔｈ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ｃ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ｆｕｒｒｏｗ ｓｏｗｉｎｇ ｏｎ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ｔａｔｏ ｙｉｅｌｄ
ｉｎ ｄｒｙｌａｎｄ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Ｎｉｎｇｘｉ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４(７): ６７￣７２.

[３５]　 栾天浩ꎬ 刘云强ꎬ 高阳ꎬ等. 不同秸秆还田方式对玉米产量及土壤

理化性质的影响[Ｊ]. 东北农业科学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５(６): ６４￣６７ꎬ ７７.
　 　 　 ＬＵＡＮ Ｔ Ｈꎬ ＬＩＵ Ｙ Ｑꎬ ＧＡＯ Ｙ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ａｗ ｒｅｔｕｒ￣

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 ｍａｉｚｅ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５(６): ６４￣
６７ꎬ ７７.

[３６]　 张忠学ꎬ聂堂哲ꎬ王栋. 黑龙江省西部半干旱区玉米膜下滴灌水、
氮、磷耦合效应分析[Ｊ].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ꎬ ２０１６ꎬ(２): １￣４.

　 　 　 ＺＨＡＮＧ Ｚ Ｘꎬ ＮＩＥ Ｔ Ｚꎬ ＷＡＮＧ 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ꎬ Ｎ
ａｎｄ Ｐ ｗｉｔｈ ｄｒｉｐ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ｆｉｌｍ ｏｎ ｍａｉｚｅ ｙｉｅｌｄ ｉｎ ｓｅｍｉ￣
ａｒｉｄ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Ｃｈｉｎａ Ｒｕ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ꎬ ２０１６ꎬ(２): １￣４.

[３７]　 张金霞ꎬ 贾生海ꎬ 成自勇. 西北旱区碎麦秸垫式膜上灌对玉米出

苗及产量的影响[Ｊ].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３(６): １１７￣１２１.
　 　 　 ＺＨＡＮＧ Ｊ Ｘꎬ ＪＩＡ Ｓ Ｈꎬ ＣＨＥＮＧ Ｚ 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ｆｉｌｍ ｂｙ

ｃｒｕｓｈｅｄ ｗｈｅａｔ ｓｔｒａｗ ｐａｄ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ｒｎ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ｗｅｓｔ Ａｒｉｄ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Ｃｈｉｎａ [ 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ｉｄ
Ａｒｅａｓ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３(６): １１７￣１２１.

[３８]　 惠施佳ꎬ 张金霞. 碎麦秸垫膜覆盖对土壤水热及食葵生长的影响

[Ｊ]. 农业工程ꎬ ２０２１ꎬ １１(２): ８１￣８８.
　 　 　 ＨＵＩ Ｓ Ｊꎬ ＺＨＡＮＧ Ｊ Ｘ.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ｗｈｅａｔ ｓｔｒａｗ ｏｎ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ꎬ ２０２１ꎬ １１(２): ８１￣８８.

[３９]　 卢闯ꎬ 靳存旺ꎬ 李二珍ꎬ 等. 一膜两年覆盖对河套灌区盐碱土水

盐分布和食葵生长的影响[Ｊ]. 灌溉排水学报ꎬ ２０２０ꎬ ３９(８):
１８￣２５.

　 　 　 ＬＵ Ｃꎬ ＪＩＮ Ｃ Ｗꎬ ＬＩ Ｅ Ｚ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ｗｏ￣ｙｅａｒ ｆｉｌｍ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ａｌ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ｓａｌｉｎｅ ｓｏｉｌ ｉｎ
Ｈｅｔａｏ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ꎬ ２０２０ꎬ ３９
(８): １８￣２５.

[４０]　 靳亚红ꎬ 杨树青ꎬ 张万锋ꎬ 等. 秸秆与地膜覆盖方式对咸淡交替

灌溉模式下水盐调控及玉米产量的影响[Ｊ]. 中国土壤与肥料ꎬ
２０２０ꎬ(２): １９８￣２０５.

　 　 　 ＪＩＮ Ｙ Ｈꎬ ＹＡＮＧ Ｓ Ｑꎬ ＺＨＡＮＧ Ｗ Ｆ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ｔｒａｗ ａｎｄ ｐｌａｓ￣
ｔｉｃ ｆｉｌｍ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ｏｎ ｗａｔｅｒ￣ｓａｌ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ｉｚｅ ｙｉｅｌｄ ｉ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
ｂｒａｃｋｉｓｈ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Ｊ]. Ｓｏｉｌｓ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２０２０ꎬ
(２): １９８￣２０５.

[４１]　 张俊ꎬ 刘娟ꎬ 臧秀旺ꎬ等. 麦秸覆盖对土壤理化性质及夏花生生长

发育的影响[Ｊ]. 土壤通报ꎬ ２０１９ꎬ ５０(３): ６０９￣６１６.
　 　 　 ＺＨＡＮＧ Ｊꎬ ＬＩＵ Ｊꎬ ＺＡＮＧ Ｘ Ｗ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ｈｅａｔ￣ｓｔｒａｗ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ｏｎ ｓｏｉｌ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 ｐｅａｎｕｔ[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９ꎬ ５０(３): ６０９￣６１６.

[４２]　 刘凯强ꎬ 刘文辉ꎬ 贾志锋ꎬ等. 干旱胁迫对 "青燕 １ 号" 燕麦产量

及干物质积累与分配的影响[ Ｊ]. 草业学报ꎬ ２０２１ꎬ ３０(３):
１７７￣１８８.

　 　 　 ＬＩＵ Ｋ Ｑꎬ ＬＩＵ Ｗ Ｈꎬ ＪＩＡ Ｚ Ｆ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ｄｒ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ｖｅｎａ ｓａｔｉｖａ ｃｖ.
Ｑｉｎｇｙａｎ Ｎｏ.１[Ｊ]. Ａｃｔａ Ｐｒａｔ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ｅ Ｓｉｎｉｃａꎬ ２０２１ꎬ ３０(３): １７７￣１８８.

[４３]　 董云云. 地膜和秸秆覆盖对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旱作农田土壤物

２２２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第 ４０ 卷



理特性及作物产量的影响[Ｄ]. 杨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ꎬ ２０２０.
　 　 　 ＤＯＮＧ Ｙ 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ｆｉｌｍ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ｗ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ｏｎ

ｓｏｉ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ｒｏｐ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ｒａｉｎｆｅｄ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ｉｎ ｈｉｌｌｙ
ａｎｄ ｇｕｌｌｙ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Ｄ]. Ｙａｎｇｌｉｎｇ: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Ｆ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２０.

[４４]　 马忠明ꎬ 徐生明. 甘肃河西绿洲灌区玉米秸秆覆盖效应的研究

[Ｊ]. 甘肃农业科技ꎬ １９９８ꎬ(３): １５￣１７.
　 　 　 ＭＡ Ｚ Ｍꎬ ＸＵ Ｓ Ｍ.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ｍａｉｚｅ ｓｔｒａｗ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Ｏａｓｉｓ ｉｒｒｉ￣

ｇ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ｏｆ Ｈｅｘｉꎬ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Ｇａｎｓｕ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１９９８ꎬ(３): １５￣１７.

[４５]　 石岩ꎬ 张金霞ꎬ 董平国ꎬ 等. 干旱缺水区膜下滴灌棉花节水机理

及灌溉制度研究[Ｊ].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６(２): ７７￣
８５ꎬ １００.

　 　 　 ＳＨＩ Ｙꎬ ＺＨＡＮＧ Ｊ Ｘꎬ ＤＯＮＧ Ｐ Ｇ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ｗａｔｅｒｓａｖ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ｗｉｔｈ ｃｏｔｔｏｎ ｄｒｉｐ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ｆｉｌｍ ｉｎ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ａｒｅａ[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ｉｄ Ａｒｅａｓ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６(２): ７７￣８５ꎬ １００.

[４６] 　 ＺＨＡＮＧ Ｊ Ｘꎬ ＺＨＡＮＧ Ｆꎬ ＸＩＮＧ Ｚ 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ｒｕｓｈｅｄ ｗｈｅａｔ ｓｔｒａｗ ｐａｄ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ｆｉｌｍ ｏｎ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ꎬ ｙｉｅｌｄꎬ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ｒｉ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ꎬ Ｃｈｉｎａ[Ｊ].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２１ꎬ １０１(３): ４６６￣４７９.

[４７]　 ＺＨＡＮＧ Ｊ Ｘ.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Ｊ]. Ｆｒｅｓｅｎｉｕ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ꎬ ２０２１ꎬ ３０(４): ３２２１￣３２２７.

[４８]　 蔡太义ꎬ 贾志宽ꎬ 黄耀威ꎬ 等. 中国旱作农区不同量秸秆覆盖综

合效应研究进展Ⅰ.不同量秸秆覆盖的农田生态环境效应[Ｊ]. 干旱

地区农业研究ꎬ ２０１１ꎬ ２９(５): ６３￣６８ꎬ ７４.
　 　 　 ＣＡＩ Ｔ Ｙꎬ ＪＩＡ Ｚ Ｋꎬ ＨＵＡＮＧ Ｙ Ｗ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ｍ￣

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ｔｅｓ ｓｔｒａｗ ｍｕｌ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ｒａｉｎｆｅｄ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ꎬ ＣｈｉｎａⅠ.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ｓｔｒａｗ ｍｕｌｃｈ ｏｎ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ｉｄ Ａｒｅ￣
ａｓꎬ ２０１１ꎬ ２９(５): ６３￣６８ꎬ ７４.



(上接第 ２１１ 页)

[２３]　 何亮ꎬ赵刚ꎬ靳宁ꎬ等.不同气候区和不同产量水平下 ＡＰＳＩＭ￣Ｗｈｅａｔ
模型的参数全局敏感性分析[Ｊ].农业工程学报ꎬ２０１５ꎬ３１(１４):
１４８￣１５７.

　 　 　 ＨＥ Ｌꎬ ＺＨＡＯ Ｇꎬ ＪＩＮ Ｎꎬ ｅｔ 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ＰＳＩＭ￣Ｗｈｅａ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ｚ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 ｌｅｖｅｌｓ [ Ｊ ].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１(１４): １４８￣１５７.

[２４]　 任新茂.密度和秸秆覆盖对旱地玉米产量和农田水分影响的模拟

研究[Ｄ].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ꎬ２０１６.
　 　 　 ＲＥＮ Ｘ Ｍ.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ｗ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ｏｎ ｍａｉｚｅ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ｗａｔｅｒ[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
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１６.

[２５]　 王晓慧ꎬ张磊ꎬ刘双利ꎬ等.不同熟期春玉米品种的籽粒灌浆特性

[Ｊ].中国农业科学ꎬ２０１４ꎬ４７(１８):３５５７￣３５６５.
　 　 　 ＷＡＮＧ Ｘ Ｈꎬ ＺＨＡＮＧ Ｌꎬ ＬＩＵ Ｓ Ｌꎬ ｅｔ ａｌ. Ｇｒａｉｎ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ｈｙｂｒｉｄｓ ｄｉｆｆ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ｍａｔｕｒｉｔｉｅｓ [ Ｊ].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
Ｓｉｎｉｃａꎬ ２０１４ꎬ ４７(１８): ３５５７￣３５６５.

[２６]　 翟云龙ꎬ魏燕华ꎬ张海林ꎬ等.耕种方式对冬小麦籽粒灌浆特性及产

量的影响[Ｊ].干旱地区农业研究ꎬ２０１７ꎬ３５(４):２１１￣２１６.
　 　 　 ＺＨＡＩ Ｙ Ｌꎬ ＷＥＩ Ｙ Ｈꎬ ＺＨＡＮＧ Ｈ Ｌ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ｉｌｌａｇｅ ａｎｄ ｓｅｅ￣

ｄ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 ｇｒａｉｎ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ｉｄ Ａｒｅａｓ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５(４): ２１１￣２１６.

[２７]　 王振峰ꎬ王小明ꎬ朱云集ꎬ等.不同施氮量对冬小麦籽粒灌浆特性的

影响[Ｊ].中国土壤与肥料ꎬ２０１３ꎬ(５):４０￣４５.
　 　 　 ＷＡＮＧ Ｚ Ｆꎬ ＷＡＮＧ Ｘ Ｍꎬ ＺＨＵ Ｙ Ｊ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ｎ ｇｒａｉｎ￣ｆｉｌｌ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Ｊ].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２０１３ꎬ(５): ４０￣４５.

[２８]　 惠海滨ꎬ林琪ꎬ刘义国ꎬ等.灌水对超高产麦田小麦灌浆期旗叶和籽

粒糖含量与产量的影响[Ｊ].麦类作物学报ꎬ２０１１ꎬ３１(５):８８７￣８９３.
　 　 　 ＨＵＩ Ｈ Ｂꎬ ＬＩＮ Ｑꎬ ＬＩＵ Ｙ Ｇ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ｕｇａｒ ｃｏｎ￣

ｔｅｎｔ ｉｎ ｆｌａｇ 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ｇｒａｉｎꎬ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ｈｉｇｈ￣ｙｉｅｌｄ ｗｈｅａｔ ａｔｇｒａｉｎ￣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ｉｔｉｃｅａｅ Ｃｒｏｐｓꎬ ２０１１ꎬ ３１(５): ８８７￣８９３.
[２９]　 陈紫薇ꎬ丁奠元ꎬ董文俊ꎬ等.覆膜对不同播期冬小麦根系生长和产

量的影响[Ｊ].干旱地区农业究ꎬ２０２１ꎬ３９(６):１３６￣１４５.
　 　 　 ＣＨＥＮ Ｚ Ｗꎬ ＤＩＮＧ Ｄ Ｙꎬ ＤＯＮＧ Ｗ Ｊ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ｍｕｌｃ￣

ｈｉｎｇ ｏｎ ｒｏｏ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ｗｉｎｇ
ｄａｔｅｓ[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ｉｄ Ａｒｅａｓꎬ ２０２１ꎬ ３９(６):
１３６￣１４５.

[３０]　 杨月ꎬ刘兵ꎬ刘小军ꎬ等.小麦生育期模拟模型的比较研究[Ｊ].南京

农业大学学报ꎬ２０１４ꎬ３７(１):６￣１４.
　 　 　 ＹＡＮＧ Ｙꎬ ＬＩＵ Ｂꎬ ＬＩＵ Ｘ Ｊ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ｈａｓ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 ｗｈｅａｔ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１４ꎬ ３７(１): ６￣１４.

[３１]　 聂志刚ꎬ李广ꎬ王钧ꎬ等.利用 ＡＰＳＩＭ 模型分析不同播期和耕作方

式对旱地小麦籽粒干物质积累的影响[Ｊ].应用生态学报ꎬ２０２１ꎬ３２
(３):９１３￣９２０.

　 　 　 ＮＩＥ Ｚ Ｇꎬ ＬＩ Ｇꎬ ＷＡＮＧ Ｊꎬ ｅｔ 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ｗｉｎｇ ｄ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ｉｌｌａｇ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 ｄｒｙ￣ｌａｎｄ ｗｈｅａｔ ｇｒａｉｎ ｄｒ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ＳＩＭ ｍｏｄｅｌ[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
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２１ꎬ ３２(３): ９１３￣９２０.

[３２]　 ＨＵＳＳＡＩＮ Ｊꎬ ＫＨＡＬＩＱ Ｔꎬ ＡＨＭＡＤ Ａꎬ ｅｔ 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ｏｕｒ ｃｒｏｐ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ꎬ ｌｅａｆ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ｄａｔｅｓ[Ｊ].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３(６): ｅ０１９７５４６.

[３３]　 ＣＨＡＵＨＡＮ Ｙ Ｓꎬ ＲＹＡＮ Ｍꎬ ＣＨＡＮＤＲＡ Ｓꎬ ｅｔ 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ｉｎ ｃｈｉｃｋｐｅａ ａｎｄ ｗｈｅａｔ
[Ｊ].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ꎬ ２０１９ꎬ ９(１): ７５１０.

[３４]　 黄明霞ꎬ王靖ꎬ唐建昭ꎬ等.基于 ＡＰＳＩＭ 模型分析播期和水氮耦合

对油葵产量的影响[Ｊ].农业工程学报ꎬ２０１８ꎬ３４(１３):１３４￣１４３.
　 　 　 ＨＵＡＮＧ Ｍ Ｘꎬ ＷＡＮＧ Ｊꎬ ＴＡＮＧ Ｊ Ｚꎬ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ｗｉｎｇ ｄａｔｅꎬ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ｏｉｌ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ＰＳＩＭ ｍｏｄｅｌ[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
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４(１３): １３４￣１４３.

３２２第 ６ 期　 惠施佳等:不同覆盖方式和灌水定额对河西绿洲食葵农田土壤水热、养分和产量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