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４２ 卷第 ２ 期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干 旱 地 区 农 业 研 究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ｉｄ Ａｒｅａｓ

Ｖｏｌ.４２ Ｎｏ.２
Ｍａｒ. ２０２４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０１(２０２４)０２￣０１５８￣０５ ｄｏｉ:１０.７６０６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７６０１.２０２４.０２.１８

痕量灌溉管作地埋滴灌带对基质栽培
樱桃番茄生长发育的影响

胡健泰１ꎬ陈其兵１ꎬ刘兴成１ꎬ王晓兵２ꎬ张　 涛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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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痕量灌溉管滴头独特的膜过滤特点ꎬ将痕量管作为滴灌带埋设于栽培介质中ꎬ以‘釜山 ８８’樱桃番

茄为试材ꎬ研究了该模式应用于日光温室樱桃番茄基质栽培的可行性及其不同布设方式对樱桃番茄生长、品质、产
量和水分生产效率的影响ꎮ 结果表明:痕量灌溉管作为地埋式滴灌带用于基质栽培樱桃番茄是可行的ꎮ 不同布设

方式对基质栽培条件下樱桃番茄生长、品质、产量和水分生产效率均有一定影响ꎬ且不同处理间存在一定程度差异ꎬ
其中痕量管埋深 １５ ｃｍ 为所有处理中影响最明显的布设方式ꎮ 与表层覆基质处理相比ꎬ痕量管埋深 １５ ｃｍ 时ꎬ植株

株高、茎粗、果实纵径、果实横径、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产量和水分生产效率分别增加 ５.６２％、７.３３％、５.７０％、
２.８０％、８.８０％、１６.５４％和 ３４.６１％ꎮ 基质栽培条件下ꎬ痕量灌溉管可作为地埋式滴灌带使用ꎬ且痕量管埋深 １５ ｃｍ 是

该试验条件下日光温室樱桃番茄基质栽培较适宜的埋设深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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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武威市属于水资源严重不足的资源性

缺水地区ꎬ尤其是石羊河流域人均水资源量不足

７００ ｍ３ꎬ耕地占有水资源量 ３ ３００ ｍ３ｈｍ－２ꎬ水资源

贫乏ꎬ供需矛盾明显ꎬ而先进节水灌溉技术是提高

水资源利用率和农业生产降本增效的重要举措ꎮ
目前ꎬ武威市主要引进并推广了以膜下滴灌、微喷

灌等为主的节水灌溉技术ꎬ但这些节水技术在日光

温室蔬菜水肥灌溉时容易出现滴头堵塞等问题ꎬ加之

作物水分利用率不高ꎬ温室蔬菜常年连作ꎬ限制了当

地温室蔬菜产业的降本、提质、增效ꎮ 武威市戈壁农

业发展迅速ꎬ蔬菜大多采用基质种植ꎬ因此ꎬ探索高效

的节水节肥基质栽培模式是当下需要解决的实际

问题ꎮ
痕量灌溉技术是一种抗堵、小流量的地下灌溉

技术ꎬ其特别之处在于控水头是特制滴头ꎬ与栽培

介质接触后ꎬ水流在管道中会形成一定的表面张力

和毛细管力ꎬ受到栽培介质空隙间张力和重力、范
德华力的作用ꎬ控水头中的水会被自动抽出ꎬ依照

植物的需求ꎬ缓慢、适量地为植物根系进行供水ꎬ最
大限度地杜绝水资源浪费ꎮ 痕量灌溉管出水口控

水滴头由很多根并列在一起的表面能强大的纤维

材料填充而成ꎬ其间隙远远小于植物根系直径ꎬ从
而完全杜绝了植物根系伸入出水口引起堵塞的现

象[１－３]ꎮ 研究人员在多地多种作物上开展了痕量灌

溉相关研究ꎬ生产中有不少试验和应用案例:２００８
年开始ꎬ该技术在设施生菜、球茎茴香、茄子、番茄

等蔬菜种植中得以试验应用[４－７]ꎻ杨明宇等[８]、安顺

伟等[９]、沈富等[１０]先后开展了茄子、番茄、辣椒等蔬

菜在土壤栽培中的痕量管埋设试验研究ꎻ沈富等[１１]

开展了痕量灌溉技术在日光温室西葫芦栽培上的

应用研究ꎬ且节水效果良好ꎮ 那么利用痕量灌溉管

抗堵塞、小流量的性能ꎬ将其作为滴灌带埋设在栽

培介质中ꎬ能否避免耕层水分过多从地表蒸发ꎬ进
而达到节水目的? 将其埋深后ꎬ直接将水分、养分

供应到植株根系附近被作物吸收ꎬ会对作物生长发

育产生何种影响? 尤其在日光温室蔬菜基质栽培

水肥灌溉模式中ꎬ较为常见的是将灌溉滴头直接插

入栽培基质的方式ꎬ将痕量管作为滴灌带埋设于基

质栽培作物中使用的研究鲜见报道ꎮ 因此ꎬ本试验

引进痕量灌溉管ꎬ将其作为滴灌带ꎬ接入普通滴灌

水肥灌溉装置ꎬ研究该模式对基质栽培樱桃番茄生

长发育的影响及其不同布设方式对基质栽培樱桃

番茄生长、产量、品质和水分生产效率的影响ꎬ探索

痕量灌溉管作为地埋式滴灌带在节水角度的可行

性ꎬ并选择最适布设方式ꎬ以期为西北寒旱区沙漠

气候条件下日光温室蔬菜生产提供新的水肥灌溉

模式ꎬ为基质栽培中应用痕量灌溉管进行水肥供应

提供试验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区概况

试验于 ２０２２ 年 ４—９ 月在甘肃省民勤县大滩镇

东大农场 ６ 号日光温室中进行ꎬ灌溉水源为地下水ꎬ
试验温室为土墙无立柱钢骨架结构ꎬ长 １００ ｍꎬ跨度

９.５ ｍꎮ 该农场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石羊河流域下

端ꎬ海拔 １ ２５０ ｍꎬ三面被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包

围ꎬ为典型的西北干旱沙漠型气候ꎮ 据气象资料显

示ꎬ民勤年降水量不足 １１０ ｍｍꎬ年蒸发量超过 ２ ６００
ｍｍꎬ年均日照数超过 ３ ０００ ｈꎬ昼夜温差大ꎮ 该区域

耕作土壤以沙化盐化灌淤土为主ꎮ
试验地耕层 ０~２０ ｃｍ 土壤理化性质如下:容重

１.３９ ｇｃｍ－３ꎬ孔隙率 ５０.２４％ꎬ田间持水率 ２２.３７％ꎬ
有机质 ０.９１％ꎬ碱解氮 ３３.０３ ｍｇｋｇ－１ꎬ速效磷 ７.２９
ｍｇｋｇ－１ꎬ速效钾 １８０.１８ ｍｇｋｇ－１ꎬｐＨ 值 ８.８３ꎬ全氮

０.０６５％ꎬ全磷 ０.１７％ꎬ全钾 １.７７％ꎮ
１.２　 供试材料及种植方式

试验樱桃番茄品种为‘釜山 ８８’ꎬ种苗由甘肃河

西甜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ꎮ
供试痕量管由北京普泉科技有限公司依据试

验设计提供(型号为 ＴＱＩ－９００ 型ꎬ内径 １６ ｍｍꎬ出水

口间隔 ２５ ｃｍ)ꎮ
栽培基质主要由椰糠、泥炭、炭化稻谷壳、珍珠

岩等构成ꎬ由武汉生升永和农业有限公司提供ꎮ
试验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育苗ꎬ４ 月 ２７ 日定植ꎬ

９ 月 ３０ 日收获完毕ꎮ 种植采用地下槽式填充基质栽

培模式ꎬ槽面宽 ６０ ｃｍꎬ槽底宽 ５０ ｃｍꎬ槽深 ２５ ｃｍꎬ地
表覆白色地膜ꎬ操作行宽 ８０ ｃｍꎮ 采用株距 ２５ ｃｍ、行
距 ５０ ｃｍ 方式进行定植ꎬ定植密度 ５.７ 万株ｈｍ－２ꎮ
１.３　 试验设计与田间管理

１.３.１　 试验设计　 试验以痕量管不同埋设深度设 ５
个处理ꎬ即 Ｔ１(ＣＫꎬ表层覆基质)、Ｔ２(埋深 ５ ｃｍ)、
Ｔ３(埋深 １０ ｃｍ)、 Ｔ４ (埋深 １５ ｃｍ)、 Ｔ５ (埋深 ２０
ｃｍ)ꎬ各处理 ３ 次重复ꎬ１５ 个小区ꎬ小区面积 １３. ３
ｍ２ꎬ随机区组排列ꎮ
１.３.２　 田间管理　 定植时种苗处于四叶一心期ꎬ每
穴放入氧化硼片剂 １ 粒ꎬ用复合微生物活性菌剂作

灌根处理ꎮ 各处理浇同量的定植水ꎮ 灌溉装置首

部安装过滤装置ꎮ 试验采用单秆整枝ꎬ７ 穗花后留 ２
片叶进行摘心ꎮ 各处理施肥时间与施肥量一致ꎬ田
间管理同民勤县当地传统管理方式一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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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测定指标和方法

生长指标:缓苗后挂牌标记观察株ꎬ每行标记

连续 ５ 株ꎬ每畦 １０ 株ꎮ 间隔 １５ ｄ 左右定株观察记

载一次株高、茎粗ꎮ 株高用钢卷尺测量ꎬ测樱桃番

茄茎基部到生长点的垂直长度ꎻ茎粗用电子游标卡

尺测量ꎬ测茎基部第一片真叶处的直径ꎬ每次保持

游标卡尺尺面方向与种植行方向垂直ꎬ测量始终固

定由同一人操作ꎮ
品质指标:果实纵、横径用电子游标卡尺测量ꎬ

果形指数为果实纵径与横径的比值ꎮ 根据樱桃番

茄果实成熟情况ꎬ随机选取标记观察植株 １~３ 穗、４
~５ 穗、６~７ 穗成熟果实ꎬ分别测定果实的可溶性固形

物、可滴定酸含量等品质指标ꎬ取平均值为计量值ꎮ
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用 ＰＡＬ－１０６ 数显糖度计测

定ꎬ可滴定酸含量用氢氧化钠滴定法测定[１２]ꎮ
产量指标:单果质量为标记观察植株中随机选取的

３０ 个果实称重后计算的平均值ꎬ产量以每次采收量的

总和计ꎬ单株结果数为单株植株实际结果数量的均值ꎮ
水分生产效率 ＝ 单位面积产量 /单位面积用

水量[１３]ꎮ
１.５　 数据处理

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进行原始数据处理ꎬＩＢＭ ＳＰＳＳ 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５.０ 软件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检验ꎬ最小显

著差法(ＬＳＤ)进行多重比较(Ｐ<０.０５)ꎬＯｒｉｇｉｎ ２０１９ｂ
软件进行图表制作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痕量管作为滴灌带的不同布设方式对樱桃番

茄株高和茎粗的影响

　 　 痕量管作为滴灌带不同布设方式对樱桃番茄

株高和茎粗的影响如图 １ 所示ꎮ 由图 １Ａ 可知ꎬ５ 月

１８ 日ꎬＴ４ 的株高显著高于 Ｔ５ꎬ增加 ０.０４％ꎮ ５ 月 ３１

日ꎬＴ４ 的株高显著高于 Ｔ１ꎬ增加 ０.０６％ꎬＴ２ ~ Ｔ５ 间

差异不显著ꎮ ６ 月 １６ 日ꎬＴ２~Ｔ５ 的株高均显著高于

ＣＫꎬ分别增加 ４.９２％、５.６１％、９.６７％和 ６.５６％ꎬ其中

Ｔ４ 与其他处理差异显著ꎮ ７ 月 １ 日ꎬＴ２ ~ Ｔ５ 的株高

也显著高于 ＣＫꎬ分别增加 ３.５６％、３.６８％、５.６２％和

４.５３％ꎬＴ２~Ｔ５ 处理间无显著差异ꎮ 从茎粗来看ꎬ５
月 １８ 日ꎬＴ３ 和 Ｔ４ 的茎粗显著大于 ＣＫꎬ分别增加

６.９３％和 ９.５８％ꎮ ５ 月 ３１ 日的测定结果与 ５ 月 １８
日类似ꎮ ６ 月 １６ 日ꎬＴ４ 与 Ｔ２、Ｔ３、Ｔ５ 间差异显著ꎬ
Ｔ２、Ｔ３、Ｔ５ 处理间差异不显著ꎬ但 Ｔ３ 和 Ｔ４ 的茎粗显

著大于 Ｔ２、Ｔ５ 和 Ｔ１ꎮ ７ 月 １ 日ꎬＴ２~ Ｔ５ 的茎粗均显

著大于 ＣＫꎬ 分别增加 １. ３５％、 ４. ６７％、 ７. ３３％ 和

３.４６％ꎬ各处理间差异显著(图 １Ｂ)ꎮ 由此可知ꎬ痕
量管作为滴灌带不同布设方式对基质栽培条件下

樱桃番茄株高和茎粗生长发育均有一定程度的影

响ꎬ但不同处理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ꎬ其中 Ｔ４
处理(痕量管埋深 １５ ｃｍ)影响最显著ꎮ
２.２　 痕量管作为滴灌带的不同布设方式对樱桃番

茄产量及其构成因素的影响

　 　 痕量管作为滴灌带不同布设方式对樱桃番茄

产量及其构成因素的影响如表 １ 所示ꎮ 由表 １ 可

知ꎬ单株结果数方面ꎬＴ４ 和 Ｔ５ 分别较 Ｔ１(ＣＫ)显著

增加 ９.９３％和 ５.５８％ꎬ且两处理间差异显著ꎻＴ４ 与 Ｔ２
和 Ｔ３ 间差异显著ꎬＴ５ 与 Ｔ１、Ｔ２ 间差异显著ꎮ 单果质

量方面ꎬＴ３ 和 Ｔ４ 与其他处理间差异显著ꎬＴ１ 和 Ｔ２ 与

Ｔ５ 间差异显著ꎬ其中 Ｔ３ 和 Ｔ４ 分别较 Ｔ１(ＣＫ)显著增

加 ５.２８％和 ６.０１％ꎬ但两处理间无显著差异ꎮ 单位面

积产量方面ꎬＴ２~ Ｔ５ 均显著高于 Ｔ１(ＣＫ)ꎬ分别增加

１.６６％、８.０７％、１６.５４％和 ３.１６％ꎮ 由此可知ꎬ随着痕量

管埋深的增加ꎬ樱桃番茄的单株结果数、单果质量和

总产量整体呈先升后降趋势ꎬ其中 Ｔ４ 处理对樱桃番

茄产量构成因素及产量的影响最显著ꎮ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ꎬ下同ꎮ
Ｎｏ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Ｐ<０.０５)ꎬ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ｂｅｌｏｗ.

图 １　 痕量管作为滴灌带的不同布设方式对樱桃番茄株高和茎粗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ｔｒａｃｅ ｔｕｂｅｓ ａｓ ｄｒｉｐ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ｅｌｔｓ ｏｎ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ｓｔｅｍ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ｃｈｅｒｒｙ ｔｏｍａ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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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痕量管作为滴灌带的不同布设方式对樱桃番

茄品质的影响

　 　 痕量管作为滴灌带不同布设方式对樱桃番茄

品质的影响结果见表 ２ꎮ 由表 ２ 可知ꎬ果实纵径方

面ꎬＴ２ ~ Ｔ５ 均显著高于 ＣＫꎬ 分别增加 ３. ５２％、
２.３５％、５.７０％和 ２.５７％ꎬ其中 Ｔ４ 与 Ｔ３、Ｔ５ 之间差异

显著ꎮ 果实横径方面ꎬＴ２、Ｔ４、Ｔ５ 均显著高于 ＣＫꎬ分
别增加 ３.２３％、２.８０％和 ２.３７％ꎬ但这 ３ 个处理间无

显著差异ꎮ 果形指数方面ꎬ各处理与 ＣＫ 间均无显

著差异ꎮ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方面ꎬＴ２ ~ Ｔ５ 均显著高

于 ＣＫꎬ分别增加 ３.８９％、６.４０％、８.８０％和５.３７％ꎬ且
这 ４ 个处理间差异显著ꎮ 可滴定酸含量方面ꎬＴ３、Ｔ４、
Ｔ５ 均显著低于 ＣＫꎬ分别降低 ９. ７６％、１４. ６３％ 和

７.３２％ꎬ其中 Ｔ４ 与 Ｔ３、Ｔ５ 之间差异显著ꎮ 固酸比是反

表 １　 痕量管作为滴灌带的不同布设方式对樱桃

番茄产量及其构成因素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ｔｒａｃｅ ｔｕｂｅｓ ａｓ ｄｒｉｐ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ｅｌｔｓ ｏｎ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ｈｅｒｒｙ ｔｏｍａｔｏ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单株结果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ｓｅｔ ｐｅｒ ｐｌａｎｔ

单果质量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ｒｕｉｔ
ｍａｓｓ / ｇ

产量
Ｙｉｅｌｄ

/ (ｋｇｈｍ－２)

Ｔ１(ＣＫ) ８９.６±１.１６ｃ １０.４８±０.０７ｂ ５３５２３.４６±１９.９３ｅ
Ｔ２ ９０.４±１.６８ｃ １０.５６±０.０５ｂ ５４４１３.５７±８.１６ｄ
Ｔ３ ９２.０±０.８６ｂｃ １１.０３±０.１７ａ ５７８４１.３２±１１.０５ｂ
Ｔ４ ９８.５±１.５８ａ １１.１１±０.２５ａ ６２３７７.１０±２.４３ａ
Ｔ５ ９４.６±０.５９ｂ １０.２４±０.１８ｂｃ ５５２１６.１３±９.９７ｃ

　 　 注: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ꎬ
下同ꎮ

Ｎｏ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ｏｆ ｄａｔａ ｉｎｄｉ￣
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Ｐ<０.０５)ꎬ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表 ２　 痕量管作为滴灌带的不同布设方式对樱桃番茄品质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ｔｒａｃｅ ｔｕｂｅｓ ａｓ ｄｒｉｐ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ｅｌｔｓ ｏｎ ｃｈｅｒｒｙ ｔｏｍａｔｏ ｑｕａｌｉｔｙ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纵径 / ｃｍ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横径 / ｃｍ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果形指数
Ｆｒｕｉｔ ｓｈ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

可溶性固形物
含量 / ％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ｏｌｉ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可滴定酸含量 / ％
Ｔｉｔｒａｔａｂｌｅ ａｃｉ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固酸比
Ｓｏｌｉｄ￣ａｃｉｄ

ｒａｔｉｏ
Ｔ１(ＣＫ) ２.９８±０.０４ｃ ２.３２±０.０５ｃ １.２８±０.０２ａ ８.７５±０.０２ｅ ０.４１±０.０１ａ ２１.３４±０.０５ｅ

Ｔ２ ３.０９±０.０４ａｂ ２.４０±０.０１ａ １.２９±０.０２ａ ９.０９±０.０１ｄ ０.４０±０.０１ａｂ ２２.７３±０.４８ｄ
Ｔ３ ３.０５±０.０６ｂ ２.３３±０.０３ｂｃ １.３１±０.０２ａ ９.３１±０.０１ｂ ０.３７±０.０１ｃ ２５.１６±０.０３ｂ
Ｔ４ ３.１５±０.０２ａ ２.３９±０.０２ａ １.３２±０.０１ａ ９.５２±０.０１ａ ０.３５±０.０１ｄ ２７.２０±０.０９ａ
Ｔ５ ３.０６±０.０３ｂ ２.３８±０.０３ａｂ １.２９±０.０１ａ ９.２２±０.０２ｃ ０.３８±０.０１ｂｃ ２４.２６±０.０３ｃ

映樱桃番茄口感的重要参数ꎬＴ２ ~ Ｔ５ 固酸比均显著

高于 ＣＫꎬ分别增加 ６. ５１％、１７. ９０％、２７. ４６％和 １３.
６８％ꎬ且这 ４ 个处理之间差异显著ꎮ 由此可知ꎬ痕量

管作为滴灌带的不同布设方式对樱桃番茄果实的

纵径、横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可滴定酸含量和固

酸比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ꎬ其中 Ｔ４ 处理对樱桃番

茄品质影响效果相对较佳ꎮ
２.４　 痕量管作为滴灌带的不同布设方式对樱桃番

茄水分生产效率的影响

　 　 水分生产效率是评价节水效果的重要指标之

一ꎮ 痕量管作为滴灌带不同布设方式对水分生产

效率的影响结果见表 ３ꎮ 从表 ３ 可看出ꎬ随着痕量管

埋深的增加ꎬ灌溉量呈逐渐下降趋势ꎬ而水分生产效

率却呈先升后降趋势ꎮ Ｔ２ ~ Ｔ５ 处理的灌溉量与 Ｔ１
(ＣＫ)相比分别显著减少 ７.７０％、１１.３４％、１３.４２％和

１５.１９％ꎬ同时 Ｔ５ 与 Ｔ４、Ｔ４ 与 Ｔ３、Ｔ３ 与 Ｔ２ 处理之间

差异显著ꎮ 不同处理水分生产效率表现为 Ｔ４>Ｔ３>Ｔ５
>Ｔ２>Ｔ１(ＣＫ)ꎬＴ４、Ｔ３、Ｔ５、Ｔ２ 分别较 Ｔ１(ＣＫ)显著提

高３４.６１％、２１.８９％、２１.６４％、１０.１４％ꎬ其中 Ｔ４ 与其余

处理之间差异显著ꎬＴ２ 与 Ｔ３、Ｔ５ 之间差异亦显著ꎮ

３　 讨　 论

张军[１４]研究表明ꎬ樱桃番茄根系主要集中分布

在距植株水平距离 ５~１５ ｃｍ 处 ０ ~ ３０ ｃｍ 深度土层

表 ３　 痕量管作为滴灌带的不同布设方式
对樱桃番茄水分生产效率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ｔｒａｃｅ
ｔｕｂｅｓ ａｓ ｄｒｉｐ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ｅｌｔｓ ｏｎ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ｃｈｅｒｒｙ ｔｏｍａｔｏ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灌溉量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 (ｍ３ｈｍ－２)

产量
Ｙｉｅｌｄ

/ (ｋｇｈｍ－２)

水分生产效率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 (ｋｇｍ－３)

Ｔ１(ＣＫ) １４４１.５０±０.７２ａ ５３５２３.４６±２４.４１ｅ ３７.１３±０.０９ｄ
Ｔ２ １３３０.５０±０.９０ｂ ５４４１３.５７±１０.００ｄ ４０.９０±０.０９ｃ
Ｔ３ １２７８.００±１.０１ｃ ５７８４１.３２±１３.５３ｂ ４５.２６±０.０２ｂ
Ｔ４ １２４８.００±０.６７ｄ ６２３７７.１０±２.９８ａ ４９.９８±０.１０ａ
Ｔ５ １２２２.５０±０.６４ｅ ５５２１６.１３±１２.２２ｃ ４５.１７±０.０２ｂ

中ꎬ地表 １５~２５ ｃｍ、距植株 ０~１０ ｃｍ 范围内最易出

现土壤水分低值区ꎮ 本研究表明ꎬ痕量管作为滴灌

带的不同布设方式对日光温室基质栽培条件下樱

桃番茄生长发育均有一定影响ꎬ其中以痕量管埋深

１５ ｃｍ 处理为宜ꎬ该处理下植株株高和茎粗均优于

其他埋深处理ꎬ较表层覆基质处理分别增加 ５.６２％
和７.３３％ꎬ果实纵径和横径分别增加 ５.７０％和２.８０％ꎻ
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较表层覆基质处理提高

８.８０％ꎻ单位面积产量和水分生产效率均高于其他

处理ꎬ产量较表层覆基质处理提高 １６.５４％ꎬ水分生

产效率提高 ３４.６１％ꎬ可能是由于痕量管埋深后降低

了地表水分蒸发量ꎬ水分利用率提高[１５－１６]ꎮ
本研究将痕量管作为滴灌带ꎬ初步揭示了其在

１６１第 ２ 期　 　 　 　 　 胡健泰等:痕量灌溉管作地埋滴灌带对基质栽培樱桃番茄生长发育的影响



节水角度的可行性及其不同布设方式对基质栽培

樱桃番茄生长发育的影响ꎬ今后将尝试将该方式进

行推广ꎬ利用痕量管使用寿命长的优点ꎬ继续观察

其多次利用的效果ꎬ并进一步开展痕量管作为滴灌

带对日光温室樱桃番茄基质栽培的水肥耦合、生理

学特征、水肥利用效率、品质改良以及灌溉制度等

方面影响的研究ꎬ以期优化集成适宜干旱条件下日

光温室基质栽培番茄的水肥管理技术规范ꎮ

４　 结　 论

痕量灌溉管作为地埋式滴灌带时ꎬ不同埋设深

度对基质栽培条件下樱桃番茄的生长、品质、产量

和水分生产效率有不同影响ꎬ埋深 １５ ｃｍ 是影响最

明显的布设深度ꎬ与表层覆基质相比ꎬ该处理下樱

桃番茄株高、茎粗、果实纵径、果实横径、可溶性固

形物含量、产量和水分生产效率分别增加５.６２％、
７.３３％、５.７０％、２.８０％、８.８０％、１６.５４％和３４.６１％ꎬ可
知痕量管埋深 １５ ｃｍ 是该试验条件下日光温室樱桃

番茄基质栽培较适宜的埋设深度ꎮ 结合本试验和前

人对痕量灌溉系统下痕量管不同埋深的研究ꎬ在基质

等孔隙度大的物质作为栽培介质时痕量管应适当浅

埋ꎬ在土壤作为栽培介质时应适当深埋ꎬ埋设深度设

置要依栽培介质理化性质、耕作制度、作物根系特点

等因素来决定ꎬ选择适宜布设方式以达到最优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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