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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灌玉米水肥藕合效应的田间试验研究 ①

黄冠华咨 冯 绍 元 詹卫 华
中国农 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王 广兴 刘祖贵 吴海卿

中国农业科学院

摘 要 对滴灌条件下麦行间套播的夏玉米水肥藕合效应进行了田间试验
。

结果表明
,

套播夏玉米全生育期

耗水量保持在
· 一 ,

施氮 折纯
、

磷 肥量分别保持在
· 一 和 一

· 一 水平时
,

可获取
· 一 以上产量

,

水生产效益超过 ’ 一 ,

显示出较好的节水增收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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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许多研究结果泣
·

口都表明
,

影响玉米产量的诸多因素中
,

水和肥适时适宜的施用起

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

在麦行间套种夏玉米
,

与麦收后再复种玉米相 比
,

可在不影响小麦收成的

情况下提前 一 下种 同时
,

在 种作物共生期 内采用滴灌灌水技术
,

小麦的正常耗水取

代了夏玉米棵间的无效蒸发
,

水分损耗可减少
· 一 ,

而且可获得 一 ’
一 小麦和 ’ 一 以上玉米的高额收成

,

从而较大幅度地提高了水
、

肥二因子的生产

效益
。

试验设计与过程

试验地位于河南省新乡县古固寨镇的黄河故道高滩地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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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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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 量为
,

其 中
,

两 月 降水 量 占全 年 总 降水 量 的
,

年平均 蒸发 量为
。

试区地势平坦
,

土壤类型为粉砂壤土
,

其土化性状如下 有机质
、

全氮和全磷的质量分数分

别为
、

和
,

速效氮和速效磷的质量 比分别为 和 ’ 一 ‘ ,

总

体肥力为中等水平
。

试验 田面积为
。

试验从 年 月 日于麦间点种夏玉米
,

品种为陕单
,

点

播量为
· 一 ,

平均行距
,

密度为 株
· 一 。

试验因素主要考虑灌水量和施肥量
,

其 中灌水设 个水平
,

施肥设 个水平
,

共 个处

理
,

分别见表 和表
。

表 夏玉 米灌水处理
一

处 理

灌水量 一

表 夏玉 米施肥处理 ·

处 理

苗期
一

碳钱

磷肥

尿素抽雄前
一

合计

说明 氮肥折纯 计
,

磷肥折 式 计
。

试验观测内容如下

土壤含水率
。

采用取土称重法每 测定不同灌水处理的土壤含水率
,

灌水和降雨前

后加密
,

取样深度为
, , , 。

土壤养分
。

于 月 日在不同施肥处理小区取土分析土壤全氮
、

全磷
、

速效态氮
、

磷
、

钾

和有机质
。

作物生长参数
。

夏玉米株高
、

叶片数
、

茎粗
、

穗长
、

百粒重
、

产量等
。

试验结果与分析

不同水肥组合与夏玉米生长的关系

从 月 日和 月 日的 次调查结果 表 和表 可以看出
,

随着灌水量的增加
,

夏玉

米的生长状况更好
,

尤其是苗期
。

灌水量最 多的区组较最少的区组
,

其株高和茎粗分别大

和
。

在夏玉米的生长后期
,

其株粒质量前者较后者也大 。
。

由于在设置追肥

量的处理时
,

采取了氮
、

磷肥用量搭配互补的措施
,

种肥料因素的消长作用缩 小了不同追肥

处理之间生长速率的差异 但从测试结果仍可看出
,

夏玉米生长受到氮肥的影响程度要大于磷

月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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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 司水肥 处理 与玉 米生长状况 的关系 一 测定

处理
滴灌水量 苗期追肥量 ’ 一

株高 茎粗 叶片数
· 一

一丫曰口八自

⋯
凸︸一了冉八曰﹃了八了勺了

,︸自

月了八」目山只︸

二门了︸

连‘左工

︸内工勺才︻了︻了

一

·八燕乃了﹃﹃卜

︸

刁︵日臼

,﹃一

说明 数字加下划线为相应灌水处理 区的均值
。

下表同
。

表 不 同水肥处理 与玉 米生长状况 的关系 一 测定

处理
滴灌水量

一

追肥总量 ’ 一

株高 穗长 株粒质量

·

一

一一

不同水肥处理与玉米产量的关系

不同水肥处理的玉米产量见表
。

试验中
,

玉米生长的中后期雨水较为及时和充足
,

相应

地减少了滴灌次数和玉米全生育期 内不同处理之间供水量的差异
。

即使如此
,

从表 中仍可以

看 出前期供水不足对玉米生长和产量构成因素呈现的抑制作用
。

从产量构成的状况来看
,

氮肥

对加快植株生长
、

增加干物质积累
,

磷肥对籽粒灌浆与提高粒质量分别有促进作用 因此
,

每

个灌水处理 的氮
、

磷肥 的施用 量 为 中等时
,

其 玉米产量最 高
,

相应地
,

其水生产效益均 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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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较当地大 田夏玉米高 左右
,

这充分显示 出水肥藕合适宜调配的节水增收

效益
。

表 不 同水肥处理 与玉 米产量 的关系

处理
滴灌水量 追肥总量 ’ 一

一
百粒质量 出籽率 铸

产量
· 一

水生产效率
· 一

︹‘跳月寸白任︸﹃门
‘

件

⋯
曰﹄口自自乃

,

·

·

一“

一成曰︺匕,臼

⋯
以口︹卜︶凸,了︻了一了,口

一

·

乙﹄

︺乙‘‘主一

灌水量与玉米耗水状况的关系

麦行间套播夏玉米于割麦之后
、

拔节之前分别采用 种灌水量对玉米进行滴灌
。

此后
,

由

于降雨及时
、

充足
,

没有再进行滴灌
。

从表 可以看出
,

不同灌水处理的玉米耗水状况呈现出阶

段性差异 出苗后至拔节前
,

高定额灌水处理的玉米 日均耗水量为
“ · 一 ,

而低定额

灌水处理 的玉米 日均耗水量为 “ · 一 ,

这 种滴灌定额全 生育期耗水相差
· 一 。

表 不 同灌水处理 与玉 米耗水状况 的关系
· 一

滴灌

水量

阶段

日期

种玉米

一

割麦

一

拔节

一

抽雄

一

成熟

一

合计

时间

阶段耗水总量

日耗水强度

阶段耗水总量

日耗水强度

阶段耗水总量

日耗水强度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年

结 语

通过滴灌玉米水肥藕合效应的田间试验
,

可以得 出如下几点初步认识

夏玉米采用麦行间套播
,

可在小麦产量保持为 一
· 一 的基础上

,

使玉米

生育期提前 一巧
,

在同小麦共生期期 间
,

能减少
· 一“的棵间无效蒸发

,

同时
,

玉米

产量可达 一
· 一 。

套播夏玉米采用滴灌方式
,

耗水量为 一
· 一 。

全生育期 日均耗水量为
· 一 ,

其中在同小麦共生期间
,

所分摊的 日耗水量不足
· 一 。

采用

半固定式大田喷灌
,

每次灌水定额不宜低于
· 一 。

滴灌套播夏玉米全生育期追施氮 折纯
、

磷 折 肥量分别保持在
· 一

和 ’ 一 水平时
,

可获得 ’ 一 以上产量
,

水生产效益超过
· 一 ,

显示出

较好的节水增收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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