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2 卷
14 9 9年

第 4期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10 月 A et a Un i

v
.

A Z对 e
.

E 心 r e a li
-O e c

ide nt a li
s

Vo
l

.

2 2 N
o

.

4

o et
.

14 9 9

有色膜对烟田土壤温度影响的研究

李 新 有
( 西北农业大学基础课部

,

陕西杨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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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方差分析方法研究了在烟草生长的团棵期和旺长后期不同土壤深度下
,

有

色地膜筱盖对土壤温度及土壤含水率的影响
,

并对烟株根系状况及烟叶化学成份进行了分

析
,

为烟草栽培选择最优的有色膜提供科学依据
。

关键词 土坡深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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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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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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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普通地膜覆盖烤烟
,

虽可以增温
、

保墒
、

促进生长
、

增产增收
,

但生产中常 出现不

良现象
,

如烟株早衰
,

烟碱含量偏低等
。

本文利用统计分析方法研究了在不同土壤深度下
,

有色地膜覆盖烤烟对土壤温度的影响
,

为烟草栽培提供增产
、

增质
、

效果最优的有色膜
。

1 资料分析

对文献 〔1〕中的资料
,

就烤烟生长中的两个主要时期— 团棵期和旺长后期不同土壤

深度下
,

有色地膜对土壤温度及含水率的影响等问题
,

分别用两因素有重复试验的方差分

析法来处理
。

假定土壤深度为因素 A (随机因素 )
,

有 3个水平 A
:

(0 。 m )
、

A
:
( sc m )

、

A
,
( 15

c m )
,

对 照及色膜为因素 B ( 固定因素 )
,

有 7个水平
,

即 7个处理 B
:
(对照 )

、

B
:
(银灰膜 )

、

aB

(红色膜 )
、

B
`
(绿色膜 )

、

B
S
(黑色膜 )

、

B
。
(双色膜 )

、

B
,
(普通膜 )

。

1
.

1 团棵期不同土壤深度下有色膜对土壤温度的影响
1

.

1
.

1 团探期两因素试验资料及方差分析

表 l 团棵期两因紊试验资料

处 理 B , B: B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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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团裸期试验资料的方差分析

方差来像 自由度 平方和 均方 统计量

A 的作用

B的作用

A x B的作用

随机作用 (e )

总平方和

8 4 1
.

42 53

4 0 1
。

13 4 9

103
。

2 6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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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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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5 7 1

4 0 7
。

2 2 62

6 6
。

8 8 5 5

8
。

60 58

2 10
.

88 0 1

3
.

3 688
.

7
。

8 6 7 7 二
0

。

0 7 12

弓̀
2 6

. `
2

1人̀咬
6

注
:

F , 。 .

。 : ( 2
, 4 2 ) = 3

.

2 0

F 丹 0 . 0 1
( 2

, 4 2 ) = 5
。

1 0

F a o . o s ( 6
, 1 2 ) = 3

.

0 0

F 一 0
. 0 . ( 6

, 1 2 ) = 4
.

8 2

F d 又 a o
.

o : ( 12
, 4 2 ) = 2

.

0 0

凡
洲 助

.

0一 ( 12
, 4 2 ) = 2

.

6 0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

土壤不同深度间有显著差异
,

不同色膜间有极显著差异
,

而两因

素的交互间无显著差异
.

1
.

1
.

2 因素 A 诸水平的多重比较 用最小显著极差法 (简称 L S R 法 )中的新复极差法

( 简称 S S R 法 )对 因素 A 的诸水 平进行多重 比较
.

计算得 义
A
一 0

.

6 4 02
,

f̂
、 B

~ 12
,

其

SS R a
及 L S R 。

值见表 3 ,

A 的各水平均数的比较及 S S R 检验见表 .4

多重比较结果表明
:
A

:

与 A
3

间
、

A
,

与 A
:

间差异均极显著
,

平均差数分

别 为 8
.

4和 6
.

3℃ ; A
Z

与 A
3

间差 异显

著
,

平均差数为 2
.

2℃
.

按对土壤温度

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排列为 A
, ,

A
: ,

A
3

.

即土壤表层温度最高
,

地下 5 c m

次之
,

地下巧
。m 最低

。

1
.

1
.

3 因素 B 诸水平的多重比较

类似对处理 B 的诸水平用 S S R 法进

行多重 比较
。

结果表明
:
B

, ,

B
; ,

B
3 ,

B
: ,

B
。 ,

B
。

均 与 B
,

间存在极显 著差 异
,

平

表 3 土镶不同深度间均数的 SS R 值和 L S R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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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土壤不同深度间均数的比较及 ss R 检验

A (土深 ) 均数 玉
. . 差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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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差数分别为 8
.

1
,

7
.

3
,

7
.

2
,

7
.

0
,

6
.

1和 5
.

9℃ ,

而其他水平间无显著差异
。

按他们对土壤温

度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排列为 B
: ,

B
` ,

B
: ,

B
: ,

B
。 ,

B
s ,

即普通膜温度最高
,

绿色膜次之
,

红色

膜又次之
,

黑色膜温度最低
.

1
.

2 旺长后期不同土壤深度下有色膜对土壤温度的影响

1
.

2
.

1 旺长后期两 因素试验资料的方差分析 (表 5一 6)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

土壤不同深

度间以及两因素的交互间均无显著差异
,

而不同色膜 间差异极显著
。

1
.

2
.

2 因素 B 诸水平的多重比较 对处理 B 的诸水平采用 S S R 法进行多重比较
,

计算

得 S BE 一 0
.

5 2 7 9 ,

f̂
, B
一 1 2

,

其 S S R Q
值及 L S R

a

值列入表 7
,

B 的各处理均数的 比较及 S SR

检验见表.8

多重比较结果表明
:
B

3 ,

B
; ,

B
: ,

B
Z ,

B
。 ,

B
6

均与 B
:

间存在极显著差异
,

平均差数分别为

.6 6
,

.6 1
,

5
, .4 2

, 4
.

0, 3
.

8℃ ; B
3

与 B
。 .

B 3

与 B
S

间也 存 在 极 显 著差异
,

平均 差数分 别 为

2
.

7
,

2
.

6℃ ;而 B
`

与 B
。 ,

B
`

与 B
S ,

B
3

与 B
Z ,

B
;

与 B
Z

I可存在显著差异
,

平均差数分别为 2
.

3
,

2
.

1
,

2
.

4
,

2
.

0℃
.

按对土壤温度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排列为 B
3 ,

B
; ,

B
, ,

B
Z ,

B
, ,

B
。 ,

即红色膜的

土壤温度最高
,

绿色膜次之
,

普通膜又次之
,

而双色膜温度最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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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旺长后期两因素试验资料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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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旺长后期试验资料的方差分析

方差来滚 自由度 平方和 均方

A 的作用

B 的作用

A义 B 的作用

随机作用 ( e)

总平方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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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9
.

5 7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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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不同色膜间均数的 S S R 值和 L S R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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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不同色膜间均数的比较及 S S R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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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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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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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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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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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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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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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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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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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6 7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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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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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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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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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量化指标的统计分析

据文献 〔1〕分析
,

黑色
、

双色
、

银灰膜含水率较高些
;
根重和侧根数银灰膜最高

,

其次是

黑色膜
、

双色膜和红色膜
,

露地烟根系发育最不好
;银灰膜覆盖的烟草烟碱含量 2

.

69 %
、

双

色和黑色膜分 别为 2
.

35 %和 2
.

27 %
,

明显高于其他各色膜和露地烟叶
,

表明这 3种 膜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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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烟 草 根 系 活 性 增 强
;银灰膜

、

黑色膜
、

双色膜的总氮含量分别为2
.

9 0 %
,

2
.

01 %
,

1
.

9 4%
,

总糖含量分别为 18
.

” %
,

1 8
.

45 %
,

18
.

32 %
,

仅次 于绿色膜的总搪含量 19
.

49 %
,

蛋

白质含量分别为 9
.

95 %
,

8
.

82 %
,

8
.

33 %
,

均比其他色膜高
,

这些指标在优质烤烟的最佳范

围内
。

可以认为银灰
、

黑色
、

双色膜对提高烟草质量效果较佳
。

3 结论与讨论

1) 团棵期及旺长后期土壤表层温度最高
,

地下 5 c m 次之
,

地下 15 。 m 最低
; 团棵期普

通膜的土壤温度最高
,

绿色膜次之
,

红色膜又次之
,

黑色膜土壤温度最低
。

2) 旺长后期土壤不同深度对土壤温度的影响不大
;
地膜覆盖红色膜的土壤温度最高

,

绿色膜次之
,

普通膜又次之
,

而双色膜土壤温度最低
.

3) 烟草根系正常生长和保持较好生理活性 的温度一般为 25 ~ 30 ℃ ,

超出其范围会影

响根系活性
。

烟草前期的生长
,

以黑色膜
、

双色膜
、

银灰膜最利于根系活性
。

旺长后期
,

黑色

膜
、

双色膜
、

银灰膜的增温幅度在 2~ 5℃
,

正好在根系活性旺盛的适温附近
,

对保持根系活

力有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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