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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水量对全膜垄作沟灌玉米产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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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河西灌区水资源紧缺的问题，探索玉米合理的灌溉量，以期指导区域玉米合理灌溉。通过在石

羊河流域设置不同的灌水量梯度，研究不同灌水量对全膜垄作沟灌玉米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以及土壤含水率、产

量要素的影响。结果表明：全膜垄作沟灌玉米灌水量从４５００ｍ３·ｈｍ－２增加到４７２５ｍ３·ｈｍ－２、４９５０ｍ３·ｈｍ－２时，产
量并没有随着灌水量的增加而增加，灌水量增加到５１７５ｍ３·ｈｍ－２时，在水分利用效率没有降低的情况下，产量相对
于４５００、４７２５ｍ３·ｈｍ－２和４９５０ｍ３·ｈｍ－２处理明显增加１１．４６％、８．３９％和８．５４％，其中果穗长度、穗粒数和百粒重
平均增加４．８８％、３．２７％和４．３１％是其产量增加的主要原因。对于土壤含水率，玉米需水盛期的７月１６日至８月３
日，５１７５ｍ３·ｈｍ－２处理显著高于其他三个处理，而灌浆期各处理间则差异不显著。与播前期相比，收获期土壤含水
率降低层主要集中在２０～８０ｃｍ土层，土层贮水量平均降低６．７２ｍｍ，且各处理０～１１０ｃｍ土层贮水量差异并不明
显。因此，本研究表明５１７５ｍ３·ｈｍ－２为石羊河流域全膜垄作沟灌条件下的适宜灌溉量，但灌浆中后期的最后一次
灌水应考虑适当降低灌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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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羊河流域是甘肃河西三大内陆河流域之一， 总耕地面积约４１．７万 ｈｍ２，农田灌水量占整个区域



供水量的 ８６．４％［１］。近年来，由于人口增加、社会
经济发展和水土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引起了一系

列水文和生态环境变化，严重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和人居环境的可持续改善［２］。所以，寻求

合理的作物灌溉量，保证作物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

减少水资源浪费成为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绿洲主要作物及不同种植方式需水规律研究表明，

玉米应采用“六水”灌溉法，即播前水、拔节水、孕穗

水、抽雄水、灌浆水、乳熟水，灌水定额分别为 ９００、
９００、１０５０、１２７５、１２６０、１１４０ｍ３·ｈｍ－２［３］，而石羊河
流域作物的需水量及需水规律的研究表明，春玉米

应采用较为理想的“五水”灌溉法，即拔节期、大喇叭

口期、吐丝期、灌浆期和成熟期灌水，相应的适宜灌

溉量为１２００、１２００、９００、１１００ｍ３·ｈｍ－２［４］，同样石羊
河流域灌水量对制种玉米干物质积累及产量性状的

影响研究表明玉米全生育期灌水量５２５０ｍ３·ｈｍ－２

时，对玉米产量、果穗长度、百粒重等影响较大，可作

为当地适宜的节水灌溉量，继续增加灌水量后，相应

产量等指标出现不升反降的趋势［５］。这些研究主要

集中在灌水量对玉米产量、产量构成因素及水分利

用效率的影响，从而衡量区域玉米适宜灌溉量，而对

于灌溉量在影响玉米产量、产量构成因素及水分利

用效率情况下土壤含水率及水分变化状况的影响的

研究却较少。地膜覆盖技术由于其明显的增温、节

水和增产效果，成为石羊河流域一项重要的农业增

产和节水的技术手段［６］，随着作物覆膜方式的成熟，

全膜垄作沟灌栽培技术由于其较为明显的保墒、增

温、抑制水分蒸发的效果，在区域内的应用越来越普

及［７－９］。因此，本研究通过在石羊河流域玉米全膜

垄作沟灌条件下设置不同的灌水量梯度，研究（１）不

同灌水量对玉米土壤含水量及其变化的影响；（２）
不同灌水量对玉米产量构成要素的影响；（３）不同
灌水量对玉米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以期为

区域内发展节水型现代农作制模式技术提供理论依

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点

试验地点位于武威市凉州区金羊镇平苑村，海

拔１５０６ｍ，年均气温７．８℃，无霜期１５５ｄ，年降雨量
１５８ｍｍ，蒸发量 ２０２０ｍｍ，年总日照时数 ２９４５ｈ，

≥０℃积温为 ３５１３．４℃，≥１０℃积温为 ２９８５．４℃。
土壤类型为厚层灌漠土，土层深厚，土壤质地为壤

土，通透性好，无障碍层，适种性广，井水灌溉。本研

究在 ２０１０年度进行，生育期降雨量 ７０．９ｍｍ，土壤
ｐＨ值 ８．２，有机质 １８．８ｇ·ｋｇ－１，碱解氮 ７３．４ｍｇ·
ｋｇ－１，有效磷２９．５ｍｇ·ｋｇ－１，速效钾１６４．９ｍｇ·ｋｇ－１，
田间持水量２３．２％，土壤容重１．５７ｇ·ｃｍ－３。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４个灌水处理，具体灌水量见表１，各
小区灌水量用水表严格计量，供试玉米品种为武科

２号，采用全膜垄作沟灌栽培，垄宽 ６０ｃｍ，沟宽 ４０
ｃｍ，沟深１８ｃｍ，幅宽 １２０ｃｍ地膜覆盖垄沟，每垄播
种２行，行距 ５０ｃｍ，株距 ２４ｃｍ，保苗 ８２５００株·
ｈｍ－２。试验于４月２３日用枪式穴播器播种，于起垄
覆膜前基施（１３－１７－１５）复合肥９００ｋｇ·ｈｍ－２，分别
在拔节期、大喇叭口期用追肥枪穴施尿素 ３００ｋｇ·
ｈｍ－２和１５０ｋｇ·ｈｍ－２。田间采用完全随机实验设
计，小区面积为 ６０ｍ２，小区长 ６ｍ，宽 １０ｍ，重复 ３
次。

表１ 水分处理方案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ｗａ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处理代号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灌水定额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ｍ３·ｈｍ－２）

冬储灌

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拔节期

Ｊｏｉｎｔ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大喇叭口期

Ｔｒｕｍｐｅｄｓｔａｇｅ
抽雄吐丝期

Ｓｉｌｋ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灌浆期

Ｆｉｌｌ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灌溉总量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
／（ｍ３·ｈｍ－２）

Ｉ１８０ １８００ ９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４５００

Ｉ１９５ １８００ ９００ ６７５ ６７５ ６７５ ４７２５

Ｉ２１０ １８００ ９００ ７５０ ７５０ ７５０ ４９５０

Ｉ２２５ １８００ ９００ ８２５ ８２５ ８２５ ５１７５

１．３ 样品采集与测定

土壤样品：各小区覆膜前、播前、每次灌水前、灌

水后和收获后用土钻分别采集０～１１０ｃｍ剖面土壤
样品，田间取样时每小区设２个采样点，其中０～３０
ｃｍ为每１０ｃｍ一层，３０～５０ｃｍ为一层，５０～１１０ｃｍ

每３０ｃｍ为一层，２个样点同一土层土壤样品混合作
为一个分析样品，采用烘干法测定土壤含水量。

植株样品：玉米收获时各小区选择长势一致的

植株考种，分别测定株高、穗位高、穗长、秃顶长、穗

粒数、百粒重，并分小区收获计产。

８０２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第３５卷



１．４ 数据计算与统计分析

１）土壤贮水量（ｍｍ）＝ρ×ｈ×ω×１０。式中，ρ
为实测土壤容重（ｇ·ｃｍ－３），ｈ为土层厚度（ｃｍ），ω
为土壤水分（％）。

２）水分利用效率（ｋｇ·ｍｍ－１·ｈｍ－２）＝Ｙａ／Ｅｔａ，
其中，Ｙａ为单位面积的籽粒产量（ｋｇ·ｈｍ－２），Ｅｔａ为
生育期耗水量（ｍｍ）。

数据统计分析和图表制作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及ＤＰＳ７．０５软件。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灌水量处理对玉米土壤含水率变化的影

响

通过分析不同灌溉量对玉米播前期和收获期０
～１１０ｃｍ土层土壤含水率变化的影响（见图 １），玉

米不同灌水量处理播前期和收获期０～１１０ｃｍ土层
具有相同的土壤含水率分布趋势，与播前期土壤含

水率相比，收获期不同灌水量处理０～１０ｃｍ土壤含
水率均得到较好的恢复，但２０～１１０ｃｍ土层含水率
却有不同程度降低，且降低层主要集中在 ３０～８０
ｃｍ。分析土层贮水量，Ｉ１８０、Ｉ１９５、Ｉ２１０和 Ｉ２２５处理收获期
０～１１０ｃｍ土层贮水量为２９７．３３、２９３．１５、２９１．６３ｍｍ
和 ２８８．６４ｍｍ，相对于播前期分别减少 １８．８９、
１８．５６、２８．１１ｍｍ和１６．０９ｍｍ，差异不明显，且 ２０～
８０ｃｍ土层贮水量较播前期平均减少 ６．７２ｍｍ。表
明本试验条件下，玉米不同灌水量处理播前期和收

获期具有相同的土壤含水率分布趋势，同时各处理

收获期土层贮水量没有明显差异，与播前期相比，收

获期土壤含水率降低层主要集中在２０～８０ｃｍ，该土
层贮水量平均减少６．７２ｍｍ。

图１ 不同灌溉量对玉米播前期和收获期０～１１０ｃｍ土层土壤含水率变化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ｏｕ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ｎ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
０～１１０ｃｍｓｏｉｌｌａｙｅｒｓｂｅｆｏｒｅｓｅｅｄｉｎｇａｎｄａｔｈａｒｖｅｓｔｏｆｍａｉｚｅ

２．２ 不同灌水量处理对土壤含水率动态变化的影响
由０～１１０ｃｍ土壤含水率动态变化（见图 ２）可

知，不同灌水量处理间土壤水分差异随生育期的推

进逐渐减小，不同处理间水分差异由 ７月 １０日的
１７．６４％减小为９月３日的４．９３％，到玉米灌浆期不
同处理间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可见不同灌水梯
度对玉米土壤水分的影响在８月２６日玉米灌浆后
逐渐减弱，因此在玉米灌浆中后期的最后一次灌水

宜选择灌水量最低的 Ｉ１８０处理灌溉。７月 １６日和 ８
月３日各处理土壤水分以 Ｉ２２５处理为高，其他三个灌
水处理间水分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７月 ３０日、８
月２６日和９月３日各处理间水分差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表明在玉米需水盛期的 ７月 １６日至 ８月 ３
日，Ｉ２２５处理对土壤水分的影响显著大于其他三个处
理，此期（玉米二、三水）宜选择灌水量最高的 Ｉ２２５处

理灌溉。

２．３ 不同灌水量处理对玉米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玉米产量构成因素表明（见表 ２），不同灌水量
处理对玉米株高和穗位高的影响不显著，但增加灌

水量后，Ｉ２１０和 Ｉ２２５处理相对于 Ｉ１８０和 Ｉ１９５处理玉米的
果穗长度显著增加，平均增加６．２７％。果穗秃顶长
Ｉ１８０、Ｉ１９５和 Ｉ２２５处理之间差异不显著，但显著高于 Ｉ２１０
处理，平均增加０．２３ｃｍ。随着灌水量的增加，玉米
穗粒数和百粒重并没有显著增加，但 Ｉ２２５处理相对于
其他三个处理却有明显增加趋势，穗粒数和百粒重

平均增加３．２７％和４．３１％。说明本试验条件下，灌
水量对玉米株高和穗位高影响不显著，但灌水量增

加到５１７５ｍ３·ｈｍ－２时，玉米果穗长度显著增加，穗
粒数和百粒重也有明显增加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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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各处理０～１１０ｃｍ土壤含水率动态变化
Ｆｉｇ．２ 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０～１１０ｃｍｓｏｉｌｌａｙｅｒ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ｏｕ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表２ 不同灌水量处理玉米产量构成因素

Ｔａｂｌｅ２ Ｙｉｅｌ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ｃｏｒｎ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ｏｕｎｔ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株高

Ｐｌａｎｔｌｅｎｇｔｈ
／ｃｍ

穗位高

Ｅａｒｈｅｉｇｈｔ
／ｃｍ

果穗长

Ｓｐｉｋｅｌｅｎｇｔｈ
／ｃｍ

秃顶长

Ｂａｌｄｔｉｐ
ｌｅｎｇｔｈ／ｃｍ

穗粒数

Ｇｒａｉｎｎｕｍｂｅｒ
／个

百粒重

１００ｇｒａｉｎ
ｍａｓｓ／ｇ

Ｉ１８０ ２４９．８ａ １３４．７ａ １６．７ｂ ０．９０ａ ４９３．４ａｂ ３４．６ｂ

Ｉ１９５ ２５３．２ａ １３２．４ａｂ １６．８ｂ ０．９０ａ ４８９．５ｂ ３４．９ｂ

Ｉ２１０ ２５４．９ａ １３５．３ａ １７．７ａ ０．６５ｂ ５０４．２ａｂ ３４．９ｂ

Ｉ２２５ ２５２．７ａ １３５．８ａ １７．９ａ ０．８５ａ ５１１．９ａｂ ３６．３ａｂ

注：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ＬＳＤ检验在Ｐ＜０．０５水平上差异显著，下同。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ｍａｌ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ｓｈｏｗ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Ｐ＜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ｉｔｉ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ｉｎ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ａｂｌｅｓ．

２．４ 不同灌水量处理对玉米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

的影响

从玉米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见表 ３）来看，Ｉ２２５
处理玉米籽粒产量最高，达到 １３５６８．４７ｋｇ·ｈｍ－２，
相对于 Ｉ１８０处理显著增产１１．４６％，相对于 Ｉ１９５和 Ｉ２１０
也有明显增产趋势，分别增产８．３９％和８．５３％。与
产量结果不同，Ｉ１８０处理水分利用效率最高，达到

３３．９２ｋｇ·ｍｍ－１·ｈｍ－２，相对于 Ｉ２１０处理显著提高

１０．９％，相对于 Ｉ１９５和 Ｉ２２５处理也有增加趋势，分别增
加３．２４％和５．６０％，但差异不显著。表明本试验条
件下，灌水量从４５００ｍ３·ｈｍ－２增加到４７２５、４９５０ｍ３

·ｈｍ－２时，产量并没有随着灌水量的增加而增加，但
灌水量继续增加到５１７５ｍ３·ｈｍ－２时，水分利用效率
没有明显降低的情况下，产量相对于 Ｉ１８０、Ｉ１９５和 Ｉ２１０
处理明显增加１１．５％、８．３９％和８．５４％。

表３ 不同灌水处理下玉米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

Ｔａｂｌｅ３ 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ｍａｉｚ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ｏｕ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产量

Ｙｉｅｌｄ
／（ｋｇ·ｈｍ－２）

播前期０～１１０ｃｍ土层贮水量
０～１１０ｃｍ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ｓｔｏｒａｇｅ
ｂｅｆｏｒｅｓｅｅｄｉｎｇ／ｍｍ

收获期０～１１０ｃｍ土层贮水量
０～１１０ｃｍ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
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ｔｈａｒｖｅｓｔ／ｍｍ

水分利用效率

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ｋｇ·ｍｍ－１·ｈｍ－２）

Ｉ１８０ １２１７３．１５ｂ ３１６．２２ ２９７．３３ ３３．９２ａ

Ｉ１９５ １２５１８．６９ａｂ ３１１．７１ ２９３．１５ ３２．８１ａｂ

Ｉ２１０ １２５０１．５３ａｂ ３１９．７４ ２９１．６３ ３０．２２ｂ

Ｉ２２５ １３５６８．４７ａ ３０４．７３ ２８８．６４ ３２．０３ａｂ

３ 讨 论

３．１ 不同灌水量处理对玉米农田土壤水分的影响

土壤水分是影响作物生长发育及水分利用最主

要的环境因子［１０］，实现作物可持续高产高效，不能

只片面地追求作物产量，更应该综合考虑土壤水分

状况，防止土壤水分逐年亏缺而出现土壤干化，形成

干土层［１１］。本试验不同灌水量处理玉米播前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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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期０～１１０ｃｍ土层具有相同的土壤含水率分布
趋势，且收获期各处理 ０～１１０ｃｍ贮水量没有出现
明显差异，这主要可能是灌浆中后期玉米蒸腾作用

降低，对土壤水分的吸收减弱，继续增加灌水量后土

壤水分逐渐恢复，进而各处理土层贮水量没有出现

明显差异。另外，本研究表明玉米在７月１６日至８
月３日为需水盛期，宜选择灌水量最高的 Ｉ２２５处理，８
月２６日玉米灌浆后各处理对土壤水分的影响逐渐
减弱，这与马兴祥［１２］、王延宇［１３］等的研究一致。因

此，从土壤水分状况分析，本研究表明 ５１７５ｍ３·
ｈｍ－２为该地区较为适宜的灌溉量，但灌浆中后期的
最后一次灌水应考虑适当降低灌水量。

３．２ 不同灌水量处理对玉米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构成玉米产量的因素有很多，但穗部性状是其

主要因素［１４－１５］，本试验表明不同灌水量处理对玉

米株高和穗位高的影响不显著，但灌水量增加到

５１７５ｍ３·ｈｍ－２时，玉米果穗长度显著增加，穗粒数
和百粒重也有明显增加趋势，平均增加 ４．８８％、
３．２７％和４．３１％，２０１１年武威清源镇玉米灌水量试
验也发现玉米果穗长和百粒重随着灌水量从 ３７５０
ｍ３·ｈｍ－２增加到５２５０ｍ３·ｈｍ－２而呈增加趋势［１６］，甘
肃农业大学绿洲农业综合实验站试验也发现，随着

灌水量从５７００ｍ３·ｈｍ－２增加到 ７２００ｍ３·ｈｍ－２，玉
米穗粒数显著增加，粒重也明显增加［７］，中国农业大

学石羊河流域农业与生态节水试验站玉米咸水非充

分灌溉也试验表明，随着灌水量从 ２８５ｍｍ增加到
４８０ｍｍ玉米穗粒数和百粒重显著增加［１７］，与本结
论基本一致。因此，石羊河流域玉米全膜垄作沟灌

条件下，灌水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可以明显增加其

果穗长度、穗粒数和百粒重，进而增加籽粒产量。

３．３ 不同灌水量处理对玉米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

的影响

石羊河流域是我国水资源最为紧缺的地区之

一，紧缺的水资源严重制约了农作物的高效和可持

续发展，所以探索合理的农作物灌水量成为节约水

资源和推动该地区农业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本研究表明，在相同的灌水次数下，玉米灌水量从

４５００ｍ３·ｈｍ－２增加到 ４７２５ｍ３·ｈｍ－２和 ４９５０ｍ３·
ｈｍ－２时，产量并没有随着灌水量的增加而增加，但
灌水量增加到５１７５ｍ３·ｈｍ－２的 Ｉ２２５处理时，水分利
用效率没有明显降低的情况下，产量相对于 Ｉ１８０、Ｉ１９５
和Ｉ２１０处理明显增加了 １１．５％、８．３９％和 ８．５３％。
甘肃省武威市中心灌溉试验站玉米田间试验研究表

明在相同的灌水次数下，适当增加灌溉定额在一定

程度上可增加作物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但超过一

定值之后，产量并无显著提高，相应水分利用效率也

没有提高［１８］。甘肃武威荒漠生态与农业气象试验

站２０１１年田间试验发现，玉米灌水量从 ３７５０ｍ３·
ｈｍ－２增加到４５００ｍ３·ｈｍ－２时，籽粒增产１２０．５％，灌
水量增加到５２５０ｍ３·ｈｍ－２时，籽粒增产２８６．０％，相
应水分利用率也增加了８０．０％和１５７．０％［１２］；甘肃
民勤玉米田间试验发现，全膜双垄沟播灌水量从

４４７５．０ｍ３·ｈｍ－２增加到５１８７．５ｍ３·ｈｍ－２时，籽粒产
量几乎没有变化，但水分利用效率却降低了

１３．２％［１９］；而同样在西北干旱绿洲灌区，全膜覆盖
玉米灌水量从３６０ｍｍ增加到４８０ｍｍ时，玉米产量
降低了 ２３１ｋｇ·ｈｍ－２，水分利用效率也降低了
２３．２％［２０］，均与本研究结论不一致，主要原因可能
是各试验所设计的玉米种植方式、灌水时期、灌水分

配、生育期和休闲期降雨量等因素的不同从而得出

不同的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结果。综合考虑产量及

水分利用效率，本研究认为５１７５ｍ３·ｈｍ－２为石羊河
流域全膜垄作沟灌玉米较为适宜的灌水量，但应在

长期定位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玉米的种植方式、灌

水时期、灌水分配、土壤含水量等因素，从而推荐合

理的灌水量。

４ 结 论

综合考虑玉米产量、水分利用效率、产量构成因

素及土壤含水率变化和土壤贮水量情况，５１７５ｍ３·
ｈｍ－２为石羊河流域玉米全膜垄作沟灌条件下的适
宜灌溉量，但灌浆中后期的最后一次灌水应考虑适

当降低灌水量。

参 考 文 献：

［１］ 李晓玲，刘普海，成自勇．不同灌溉方式下玉米节水增产效果试

验研究［Ｊ］．节水灌溉，２００６，（３）：７９．

［２］ 彭世彰，朱成立．节水灌溉的作物需水量试验研究［Ｊ］．灌溉排

水学报，２００３，２２（２）：２１２５．

［３］ 苏培玺，杜明武，赵爱芬，等．荒漠绿洲主要作物及不同种植方

式需水规律研究［Ｊ］．干旱地区农业研究，２００２，２０（２）：７９８５．

［４］ 胡志桥，田霄鸿，张久东，等．石羊河流域主要作物的需水量及

需水规律的研究［Ｊ］．干旱地区农业研究，２０１１，２９（３）：１６．

［５］ 马兴祥，陈 雷，王鹤龄，等．灌水量对制种玉米干物质积累及

产量性状的影响［Ｊ］．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１４，３０（９）：１８０１８５．

［６］ 张德奇，廖允成，贾志宽．旱区地膜覆盖技术的研究进展及发展

前景［Ｊ］．干旱地区农业研究，２００５，２３（１）：２０８２１３．

［７］ 于爱忠，柴 强．供水与地膜覆盖对干旱灌区玉米产量的影响

１１２第２期 曾爱国：灌水量对全膜垄作沟灌玉米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Ｊ］．作物学报，２０１５，４１（５）：７７８７８６．

［８］ 李尚忠，樊廷录，王 勇，等．不同覆膜集雨种植方式对旱地玉

米叶绿素荧光特性、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Ｊ］．应用生态

学报，２０１４，２５（２）：４５８４６６．

［９］ 李桂林，王成兰，陈其兵，等．覆膜方式对河西灌区玉米生长及

产量的影响［Ｊ］．甘肃农业科技，２０１２，（１）：１８１９．

［１０］ 刘祖贵，陈金平，段爱旺，等．不同水分处理对夏玉米叶片光合

等生理特性的影响［Ｊ］．干旱地区农业研究，２００６，２４（１）：９０

９５．

［１１］ 刘中奇，朱清科，秦 伟，等．半干旱黄土区典型林地土壤水分

消耗与补给动态研究［Ｊ］．灌溉排水学报，２０１０，２９（３）：３６４０．

［１２］ 马兴祥，陈 雷，丁文魁，等．灌水量和气温对玉米生物耗水及

产量的影响［Ｊ］．干旱气象，２０１４，３２（４）：５２１５２６．

［１３］ 王延宇，王 鑫，赵淑梅，等．玉米各生育期土壤水分与产量关

系的研究［Ｊ］．干旱地区农业研究，１９９８，１６（１）：１００１０５．

［１４］ 刘 帆，石海春，余学杰．玉米果穗主要性状与产量间的相关

与通径分析［Ｊ］．玉米科学，２００５，１３（３）：１７２０．

［１５］ 任小龙，贾志宽，韩清芳，等．半干旱区模拟降雨下沟垄集雨种

植对夏玉米生产影响［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７，２３（１０）：４５５０．

［１６］ 马兴祥，陈 雷，王鹤龄，等．灌水量对制种玉米干物质积累及

产量性状的影响［Ｊ］．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１４，３０（９）：１８０１８５．

［１７］ 蒋 静，冯绍元，孙振华，等．咸水非充分灌溉对土壤水盐分布

及玉米产量的影响［Ｊ］．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０８，１９（１２）：２６３７

２６４２．

［１８］ 刘玉洁，李援农，潘 韬，等．不同灌溉制度对覆膜春玉米的耗

水规律及产量的影响［Ｊ］．干旱地区农业研究，２００９，２７（６）：６７

７２．

［１９］ 王绍美，金胜利，王 刚．河西灌区全膜双垄沟播玉米的节灌

增产效应［Ｊ］．甘肃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４５（５）：４０４５．

［２０］ 樊廷录，杨 珍，王建华，等．灌水时期和灌水量对甘肃河西玉

米制种产量和水分利用的影响［Ｊ］．干旱地区农业研究，２０１４，

３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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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

（上接第１９０页）

参 考 文 献：

［１］ 李建宏．干渠渠段输水损失测算分析［Ｊ］．宁夏农学院学报，

２００２，（４）：５０５２．

［２］ 任 可，王红雨．灌区输水渠道渗漏损失测算与分析［Ｊ］．中国

农村水利水电，２００６，（１２）：１６２０．

［３］ 刘 战．灌溉水利用系数的影响因素及提高措施［Ｊ］．陕西水

利，２００９，（４）：１３６１３９．

［４］ ＪａｍｅｓＷＫｉｒｃｈｎｅ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ｈｏｒｔｏｎ’ｓｌａｗ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ｐ

ｐａｒｅｎｔｒａｎｄｏｍｎｅｓｓｏｆｓｔｒｅａｍｃｈａｎｎｅ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３，２１

（７）：５９１５９４．

［５］ 杨太华，苏维硫，何凡锋．黔南曹渡河流域水系的分形分维研究

［Ｊ］．贵州科学，１９９２，１０（１）：６０６６．

［６］ 张宏才．水系分形研究的若干思考［Ｊ］．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０３，１８（６）：４１４３．

［７］ 陈彦光，李宝林．吉林省水系构成的分形研究［Ｊ］．地球科学进

展，２００３，１８（２）：１７８１８４．

［８］ 王卫红，徐 鹏，田世民．分形理论在河型研究中的应用探讨

［Ｊ］．泥沙研究，２０１０，（２）：３５４１．

［９］ 杨秀春，朱晓华．中国七大流域水系与洪涝的分维及其关系研

究［Ｊ］．灾害学，２００２，１７（３）：９１３．

［１０］ 贺军奇，吴普特，汪有科，等．渠道密度与渠系水利用系数关系

研究［Ｊ］．中国农村水利水电，２００７，（２）：１７１８．

［１１］ 王小军，张 强，古璇清．基于分形理论的灌溉水有效利用系

数空间尺度变异［Ｊ］．地理学报，２０１２，６７（９）：１２０１１２１２．

［１２］ 王小军，张 强，易小兵，等．灌区渠系特征与灌溉水利用系数

的Ｈｏｒｔｏｎ分维［Ｊ］．地理研究，２０１４，３３（４）：７８９８００．

［１３］ 刘丙军，邵东国，沈新平．灌区灌溉渠系分形特征研究［Ｊ］．农

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５，２１（１２）：５６５９．

［１４］ 屈忠义，杨 晓，黄永江，等．基于Ｈｏｒｔｏｎ分形的河套灌区渠系

水利用效率分析［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５，３１（１３）：１２０１２７．

［１５］ ＴｕｒｃｏｔｔｅＤＬ．ＦｒａｃｔａｌｓａｎｄＣｈａｏｓｉｎ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

［１６］ ＢａｔｔｙＭ．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Ｊ］．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１９９２，

（７）：３５３６．

［１７］ ＬａＢａｒｂｅｒａＰ，ＲｏｓｓｏＲ．Ｏｎｔｈｅｆｒａｃｔ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ｓｔｒｅａｍ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８９，２５（４）：７３５７４１．

［１８］ ＳｃｈｕｌｌｅｒＤＪ，ＲａｏＡＰ．Ｆｒａｃ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ｅｎｓｅｓｔｒｅａｍ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２４３：１１６．

［１９］ 谢先红，崔远来，蔡学良．灌区塘堰分布分形描述［Ｊ］．水科学

进展，２００７，１８（６）：８５８８６３．

［２０］ 李圆 ，高华瑞，罗忠志．贵州省典型喀斯特地区地表水系结

构特征研究［Ｊ］．中国水土保持，２０１５，（５）：４３４６．

［２１］ 龙腾文，赵景波．基于 ＤＥＭ的黄土高原典型流域水系分形特

征研究［Ｊ］．地球与环境，２００８，３６（４）：３０４３０７．

２１２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第３５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