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6 l一 ? 

篙雾孝 篙 期 l 。j Vo--2 No．6 Dec．1 997 
／—、  

土壤一植物连续系统肥水效应的初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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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田间试验的昼夜定时观测发现．不同肥力水平对土壤-植物连续系统水势有明 

显蟛响 在一定土壤含水量(200 g／kg左右)下，随着土壤肥力提高 ，土壤水势有明显降低的 

趋势；d、麦叶片细胞渗透势降低，小麦叶水势和叶片细胞的持水都有所提高 随着气温的升 

高，土壤一植物体系水势锑度( 一 )呈增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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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壤一植物连续系统水分运移的研究，国内外虽有报道 ，但多属理论探讨或盆 

裁试验，有关长期田问定位不同肥力水平对土壤一植物连续系统水分影响的研究，尚少见 

报道。为此，笔者利用肥料田间定位试验对土壤肥力与土壤一植物连续系统水势间的关系 

进行研究，探讨两者间的变化规律．为旱地农业提供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  

所取土壤为西北农业大学农作一站的搂土，基本性状和肥力水平如表 1．供试小麦为 

小偃 6号，拔节期在不同肥力区各选 2点，在田问土壤含水量达 200 g／kg左右，插入张力 

计 。 ，探度20 cm．平衡 24 h后进行土壤、小麦水势及叶片组织含水量以及温度等的昼夜 

(24 h)定时观测，各项测定重复 4次}叶水势用压力室法 ]；土壤温度用地温计；叶片采样 

部位为倒2叶，叶组织含水量、自由水、束缚水用马林契克法【‘ 测定 

袅1 供试土壤基本性状 

2 结果和分析 

2．1 不同肥力条件土壤水势音勺变化 ’ 
● 

2．1．1 不同肥力条件土壤水势的日变化 小麦拔节期在不伺肥力田块昼夜定时观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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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见表 2．可以看出．不同肥力水平土壤水势的 日变化都表现出与对照相同的变化规律， 

即随土温升高，土壤水势随之增大．当土壤温度最高时，土壤水势相应达最大值，然后随土 

壤温度降低而逐渐减小，显示温度对土壤水势日变化的正效应作用 相关分析表明，不同 

肥力水平温度与土壤水势间均达极显著正相关(to。 一o．91 70． 一0．9882一，r r一 

0．9923～，rl—O．9862～，rI一0．9829一 ．rⅣ一0．9234一)。这是因为随着温度升高，水 

的粘滞度和表面张力降低所致L1 土壤温度升高有助于提高土壤水分能量，改善土壤水 

分的有效蛀。 ． 

表 2 土壤水静日变化及水势肥力效应 

注： 是土壤水势{ IOM是土壤肥水效应t 是相部址理的土壤水势差值·Old是相应处理土壤有机质音量的差值。 

2．1．2 不同肥力条件对土壤水势的影响 从表2可以看出，随着土壤肥力舳提高土壤水 

势均降低，说明高肥力土壤具有良好保水作用。由表2还可看出供试土壤水势肥力效应， 

反映土壤水势的总趋势是随【肥力提高而降低。表明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一个单位，高肥力 

土壤提高土壤水势值就小于低肥力土壤，这就是在贫瘠土壤增施有机肥，能爆蓄土壤水分 

状况，提高作物产量，也即为“以肥调水”理论。 

对土壤肥力与水势线性回归分析表明，不同温度条件下土壤肥力(有机质)与水势问 

均呈极显著负相关(r6c；一0 9613，rBc一一0．9713，r9t一一0．9691．rt2c=一0．9706． 

1-】‘℃一--0．9748，r̈c一一0．9758)。20℃左右，在一定土壤含水量下，高肥区土壤水势明显 

小于低肥区(表 2)，这是由于含水量相同时，高肥区土壤的团粒结构性好．且有机质吸附 

水分，使水分自由程度受限，水分能量相对降低；丽低肥区土壤则相反。不同肥力条件下温 

度对土壤水势的影响则呈相反趋势。随着土壤肥力提高，土壤水势温度效应(△也／血 是土 

壤水势效应，△幽是指同一处理最高温度时水势与最低温度时水势的差值，山 是同一处理  

最高温度与最低温度之羞)增大((△ z／m)cK一0．85 kPa／ C，(△ ／ )r一0．854 kPa／℃+ 

(凸 ／山)l一0．860 kPa／℃，(4 2／A})l=0．863 kPa／℃，(4 2／山) =0．87 kPa／℃)．这与 

土壤水势低时水势温度效应高的结论相符 ]。 ， 

2．2 不同肥力水平植物水势变化 

2．2．1 不同肥力条件小麦叶水势的日变化 由观测结果(表3)可以着出，在不同肥力条 

件下，小麦叶水势的日变化与土壤水势日变化相反，随气温升高，叶水势降低t当气温升达 

当天最高时，叶水势降至最低值，此后随气温的降低，叶水势又逐渐升高。相关分析表明． 

温度与叶水势问均呈极显著负相关( 。 一一0．91 7， K一一0．9920一，r 一一0． 

9894一·rl一一0．9905 。，rI一一0．991 5一t r 一一0．9948～)．这是 由于气温升高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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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力增强，蒸腾作用提高，单位时阃损失水分增多，叶片组织含水量相对减少，叶水势降低 

所致【--。 

表 3 小麦叶水势的El变化墨水势肥效应 

注 P是小麦叶求势，~'／OM指相邻扯理的叶术势差值(dP)与相应处理土壤有机质吉量差值∞ )之比值 

2，2．2 不同土壤肥力对小麦叶水势的影响 由表3可以看出，土壤肥力能明显提高小麦 

叶水势。回归分析表明，不同肥力土壤与小麦叶水势间均呈极显著负相关(r c= 
一 0。9596， c 一 0。9925，r8c= 一 0．9941， 1{c一 一 0．9698，n6c一 一 0．9786，7"21c= 

一

0．9953)。小麦叶水势肥力效应(AP／O。 )随着土壤肥力降低而增强。表明土壤有机质 

含量增加一个单位，高肥区小麦提高叶水势值小于低肥区小麦。即随土壤肥力提高，植物 

水有效性相应增加，这说明施肥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干旱对植物的威胁 。 

比较不同肥力条件小麦叶水势温度效应((△，)／ ) 一57。5 kPa／℃，(凸，／ )-一55． 

2 kPa／℃，(△P／△≠一 l=53．0 kPa／℃，(△P／△f)_一48．6 kPa／℃，(△P／△≠) 一43。3 

kPa／C 其中，△P／出 是指叶水势温度效应；△P是同一处理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时的叶 

水势差值， 是同一处理最高温度与最低温度的差值)，可见，施有机肥的小麦叶水势温 

度效应都小于对照，且随土壤肥力提高，叶水势温度效应降低。 

2．3 温度对±壤一植物连续系统水势梯度影响 ． 

袁 4 温度对土壤一植物连续系统水势梯度影响 kPa 

t 一P 戒 棒度 

由表 4可知，在小麦拔节期，随气温升高土壤与植物问水势梯度( 一，)呈增大趋势， 

而且白天太于夜晚。在不同肥力条件，土壤与植物闯的水势梯度高肥 区(IV)<中肥区 

(Ⅲ)<低肥区(1)<贫瘠土(I)<对照(cK)。 一，的大小是决定水分由土壤到植株叶 

片等器官动力的因素之一，所以，高肥区 一，小时，水分由土壤运移到植株的动力较低， 

而低肥区 一，太，水分运移动力相应较高，同一条件，在保证作物正常生长的情况下，高 

肥区单位时间运送到植株水分较低肥区量少，这样造成水分损失少，体现了高肥区土壤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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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 显示“以肥调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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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Effect of Water and 

Fertilizer on Soil—plant Continu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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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continuous observation in field experiments，if was discovered 

that．with certain soil water content(200 g／kg or so)，soil water potential and Osmosis 

potentials of wheat leaves decreased greatly．and water remained in leaf ceils increased 

SOITIewhat with soil fertility increment，and the water potential gradient in soil—plant con 

tinuum had a tendency to increase with temperature rise． ． 

Key words soil fertility，water and fertilizer effect water potentia1，wateraccumu 

1ation by fertilizer application 

· 简 讯 · 

杂种小麦育种获得新突破 

由西北农业大学农学系张改生教授带领的课题组，首次成功地将携有 Rfvl基因的非 

1BL／1Rs普通小麦与偏、粘、易、二角型 4种不同胞质结合，选育出偏、粘、易和二角型非 

1BL／1RS小麦新雄性不育系。育性特异性、恢复性遗传规律、胞质效应和质核互柞专效性 

分析测定表明，这4种异质新不育系不育性彻底、不育株率和不育度均达 1O0 。中试和 

生产示范资料表明，用该不育系系配制的强优势组台，一般可比对照品种增产 15％～ 

25 以上。在省级鉴定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该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温晓平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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