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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和营养均限制早地作物生产力的发挥。施肥可提高作物产量，增加对土壤水分 

利用，改善作物水分利用效率 (WUE)。本试验用笳栽模拟干旱条件，研究施IIEx,~水 

分胁迫下冬小麦植株水分状况和蒸腾作用等的彬响，对上壤一植物一大气连续体系中水 

分运转及利用作一初探． 

l 材料与方法 

冬小麦(THtitum aestlvum)用陕台 6号品种。1987年 10爿 18日播种 于白色瓷笳 

( 19cm．深 24cm)中．内装过筛干土 5．03kg(肥料处理包括有机肥干象)，在玻璃遮 

雨棚中培养．插种时浇足水分 ．冬小麦生育期内用称亟法控制土壤水分在母问墩大持水 

量的 50％左右， 1988年 3月 14日去分 蘖，每盐 留主茎 26株 ．设 3个处理 ：对照 

(ck)——播种时不施任何肥料，因幼苗过分缺肥，每千克干土加施 0．05g N． 

O．33g P2O5；中肥 (MF)——簿千克干土施 0．15g N，0 10g P2O 5，60g (干晕)有机 

肥：高肥 (HF)——MF施肥量加倍．MF和 HF所施肥料 随土壤装熊一次施人．每 

个处理重复 4次． 

试 验用土 营养含 量 ：0．0509％全氮 ，0 1 75％全 磷 (P，0 )， 1．67％全钾 ． 

2．98rag／100g干土速效氮 (碱解)．10．07ppm速效磷，I 32ppm趣 效钾，0 982％有机 

质．试验用有机肥营养含量：0．752％垒氮，1．232％全磷 (P，0 )，39 54rag／100g干上 

速效氮(碱解)'2．30％全钟，10．61％有机质，19．58％有机质总量． 

用压力室法测定叶片水势 ( 『)；LI一1 600型稳悉气孔计 测定气孔阻力 (R )和蒸 

腾强度 (T )．结果进行 SSR统计检验．LI-3000型便携式ul 面积仪测定叶面积： 

Gardner等 “ 的方法计算净l司化字(R )：Milburn 的方法计算大气水势 ( )：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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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偶湿度计法测定土壤水势 ( )。 

2 结果与讨论 

2．t 施肥对 、R．和 T 的影晌 

水分 胁迫下，施 肥对冬小麦 R 

和 T 的影响困不同条件而异 (『荨】1)。 

和 均 较低 (播种后 173d)时，施肥 

显著降低 ，增大 R，．减小 T ： 和 

均较高 (205d)时，施肥量显著提高 

， 减小 R ．增大 T ： 。较高而 较 

低 (194d)时．施肥显著降低 ，增大 

R 减小 T ．施肥的这些效应增强了水分 

胁迫下冬小麦适应不同水分条件的能力， 

对植物件内水分平衡具有调节作用，有利 

于其适应干旱 环境．但 和 对 1． 

R。和 T 的定量关系尚需进一步研究。 

应 当指出，194d和 205d的 MF和 

HF 与 173d差异较大．可能是由于施 

肥增大溶质浓度．溶质势降低，特 ：J是施 

用有机肥增强了土壤持水能力，降低其 

质势．从而使 l73d (及其 以前，资料未 

列)施肥处理 。较低：随着冬小麦的生 

长，有机质不断分解．溶质被Ⅱ技收利月I． 

特别是拔节后冬小麦生长迅速．吸收利用 

养分也多，施肥处理 。升高．且适量施 

肥可提高 因此，l94d和 205d施肥 

处理 。较高． 

同 1 施肥对水分胁迫冬小麦叶水势 气孔阻力 

和蔫腾强度的影响 

A 大气水 ，B 燕鹏强廑；C 气：／kl~[1力， 

D．ur水势，E 土壤水毋． 

2．2 施肥对叶面积、干物质积累及 R 的影响 · 

施肥增大水分胁迫冬小麦叶面积 (cK MF HF坛大叶面积分别为 6．80．18 31 

和 l7．88dm ／盐)．延迟1．1I 片衰老，提高干物质生产．但平均净吲化卑 (不吲生育期 R 

之均值)变化不大 (CK．MF．HF的平均净坷化牢分别为 3_86，3．38和 3．73g dw· 

m～·d_。)．因此．施肥增加作物总干重主要是通过增大叶面积。 

2．3 施肥对干物质生产和水分利用关 系的影响 

2,3．1 施肥对蒸敞量 (ET)和燕腾量 (T)的影响 施肥增加水分胁迫冬小麦的 ET和 

T ( 2)．这主要与施肥增大叶面积．延迟叶"衰老有关。HF和MF因叶面积大小近 

似，ET和 T世近似。大量研究表 ，干物质生产和水分利用之问呈高度线性柑关 j． 

因此．提高作物生育期内的水分利用．特别是增加蒸腾用水” ．可提高作物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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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施肥对 wUE的影响 这里用 ET ⋯ 

救率表示wuE．由表l可见，MF和 500 ÷ ■I-F ／ HF的平均ET效率(不同生育期ET效 d∞ 率之均值)分别比CK提高46．06％和要一 33．48％；若以经济产量计，则分别提高 l3．13％和12．58％．虽然施肥也增加一 盯
， 但其幅度远小于干物质和籽粒产量 ’00 

。 
． f去 11。 因 此． ET 室 摊 高 

计 

洼： 1)采用 SSR统计方挂．大写字辟 A．B、C表示在 0．01水平显著：2) 总生物量计 3】 经 济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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