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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加深对地面覆盖措施保墒增产机理的认识，通过大田试验，对黄土高原南部旱塬区秸秆和地膜两种覆盖

方式下玉米农田土壤水分动态、作物产量形成和水分利用效率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试验年份，与不覆盖相比，秸

秆覆盖后玉米生育期内土壤储水量提高了５．２％～８．４％（Ｐ＜０．０５），籽 粒 产 量 和 水 分 利 用 效 率 分 别 降 低 了７．８％和

３．５％；而地膜覆盖下土壤储水量的差异不显著，但显著提高了产量构成指标，其籽粒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分别较对照

提高了１４．１％和１０．６％（Ｐ＜０．０５），显示后者抑制土 表 蒸 发 所 增 加 的 土 壤 水 分 更 多 地、更 有 效 地 被 作 物 根 系 吸 收 利

用了。从产量形成和水分利用效率角度分析，本地区旱作玉米农田使用地膜覆盖有较好的保墒增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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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作物秸秆或者塑料地膜进行地表覆盖是旱作

农业中一种常用的保墒耕作方式。研究表明，秸秆覆

盖能够降低土壤容重，增加土壤养分含量，调节地温，
抑制杂草生长。秸秆覆盖后土壤蒸发失水减少，作物



水分利用 效 率 显 著 提 高［１－３］。Ｔｅｂｒｕｇｇｅ等 在 西 班 牙

进行的试验表明，秸秆覆盖后０—３０ｃｍ土层含水率

比常规耕作提高了１％～５％［４］。鲁向晖等［５］在宁南

山区进行的研究表明，与不覆盖处理相比，秸秆覆盖

可使春玉米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分别提高３．５％和

１６．５％。而刘超等［６］在渭河平原地区的实验 结 果 也

表明秸秆覆盖夏玉米增产潜力大，是一种值得推广的

玉米增产措施。对于地膜覆盖的使用效果，不少研究

表明地膜覆盖能够改善土壤微环境，贮水保墒，提高

作物产量及水分、养分利用效率［７－１１］。但也有学者发

现地膜覆盖 并 不 一 定 会 提 高 作 物 产 量，例 如 薛 少 平

等［１２］发现地膜 覆 盖 当 年 具 有 明 显 的 增 产 效 果，但 次

年作物产量即开始下降。李凤民等［１３］的研究也表明

地膜覆盖后由于土壤水分和肥力消耗过大，在严重干

旱年份会导致产量显著下降。
近年来随着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推广实施，秸秆覆

盖和地膜覆盖在黄土高原南部旱塬区得到大面积的

应用。本文以春玉米为供试作物，在黄土旱塬地区，
针对两种覆盖方式下土壤水分保蓄效果、作物产量以

及水分利用状况进行对比研究，旨在进一步加深对地

面覆盖措施保墒增产机理的认识。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区概况

试验布设于黄土高原中南部的陕西省长武县十

里铺 旱 塬 上，塬 面 平 坦 宽 阔，黄 土 堆 积 深 厚，海 拔

１　２００ｍ，年均降水量５８０ｍｍ，＞１０℃积温３　０２９℃，
年均气温９．１℃，无霜期１７１ｄ，属温带半湿润大陆型

季风气候，是典型的雨养农业区，玉米生育期降水分

布见图１。土壤类型为黄盖黏黑垆土，田间持水量为

２０．８％～２２．４％，土壤容重１．３ｇ／ｃｍ３。供试土壤肥

力中等，其中耕层有机质 含 量１１．５ｇ／ｋｇ，全 氮０．８０
ｇ／ｋｇ，碱解氮４６．６７ｍｇ／ｋｇ，有效磷５．３４ｍｇ／ｋｇ，速

效钾１８７．８ｍｇ／ｋｇ。

图１　２００９年玉米生育期内月降水量分布

１．２　试验设计

供试春玉米品种为金穗９号，于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８
日人工开沟播种，９月２３日收获，作物生长完全依赖

于自然降水，无灌溉。试验包括３个处理：秸秆覆盖

（ＳＭ）、地膜覆盖（ＦＭ）和无覆盖对照（ＣＫ）处理，其中

ＳＭ处理使用收获后的玉米整株，于春玉米播种后均

匀覆盖 于 行 间，覆 盖 量 为９　０００ｋｇ／ｈｍ２。每 个 处 理

有３次重复，共９个小区，区组采用随机排列，小区面

积６６．７ｍ２，区间距０．５ｍ，区组距１ｍ，四周保护带

宽１ｍ。

１．３　测定指标与方法

（１）土壤水分。自玉米播种之日起每月用中子仪

测定０—２００ｃｍ土壤含水量，其中０—１００ｃｍ深度每

１０ｃｍ为１层，１００—２００ｃｍ每２０ｃｍ为１层。土壤

储水量计算公式为：

ＳＷＳ＝∑（θｉ×Ｚｉ） （１）
式中：ＳＷＳ———土壤储水量（ｍｍ）；θｉ———土壤第ｉ层

次体积含 水 量（％）；Ｚｉ———第ｉ层 土 层 厚 度（ｍｍ）；

ｉ———土壤层次。
（２）产量及其构成。玉米收获后测定籽粒产量，

并考种测定 穗 长、穗 粗、穗 粒 数、百 粒 重 等 产 量 构 成

指标。
（３）作物水分利用。作物蒸散量（ＥＴ）和 水 分 利

用效率（ＷＵＥ）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ＥＴ＝Ｐ＋ΔＳＷＳ （２）

　　　　　　ＷＵＥ＝Ｙ／ＥＴ （３）
式中：Ｐ———作物生长期内降水量；ΔＳＷＳ———作物生

育期内土壤储水量变化；Ｙ———作物产量。

１．４　数据分析

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软件处理数据，处理

间差异使用ＳＡＳ软件进行方差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土壤水分时空动态

玉米不同生 育 期 土 壤 水 分 剖 面 分 布 情 况 如 图２
所示，基本呈 倒“Ｌ”型 分 布，除 大 喇 叭 口 期 外 其 他 生

育期拐点均 出 现 在４０ｃｍ土 层 深 度，平 均 含 水 量 在

１７％左右。４０—１００ｃｍ层次在不同生育期有一定波

动，１００ｃｍ以下层次则无明显变化，平均含水量稳定

在１６％左右。
与ＣＫ相比，ＳＭ 处 理 在 拔 节 期（１００ｃｍ以 下 土

层）、大 喇 叭 口 期（３０—７０ｃｍ 土 层）、抽 雄—灌 浆 期

（４０—１６０ｃｍ土层）以及收获期（１００ｃｍ以下土层）均
有显著提高（Ｐ＜０．０５）。ＦＭ 处理只在拔节期（４０—

８０ｃｍ土层）有 较 高 的 土 壤 含 水 量，在 玉 米 其 它 生 育

期内均与ＣＫ差异不显著。
表１列出了春玉米不同生育期土壤储水量的变

化情况。在玉米播种期，各处理间水分储量无显著差

１１２第２期 　　　　　　宋淑亚等：覆盖方式对玉米农田土壤水分、作物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异，而在拔节期 以 后，ＳＭ 处 理 土 壤 储 水 量 高 于ＣＫ，
提高了５．２％～８．４％。而ＦＭ处理对土壤水分储量

无显著影响。与ＣＫ相比，ＦＭ 处理在玉米抽雄以后

土壤水分储量出现低于ＣＫ的现象。这表明，在ＦＭ
条件下，通过抑制土表蒸发所增加的土壤水分，更多

地被作物根系吸收利用了，变成了有效支出。

图２　春玉米不同生育时期土壤水分的剖面分布

表１　不同覆盖处理对０－２００ｃｍ土壤水分储存量的影响 ｍｍ

处理 播种期 拔节期
大喇叭

口期
抽雄期 灌浆期 收获期

ＣＫ　 ２９９ａ ３０９ｂ ２９１ｂ ２９５ｂ ３１１ｂ ３２８ｂ

ＳＭ　 ３０２ａ ３３５ａ ３０６ａ ３１６ａ ３３０ａ ３４６ａ

ＦＭ　 ３０７ａ ３２１ａｂ　 ２９５ｂ ２８９ｂ ３０６ｂ ３２５ｂ

注：同时期处理间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下表同。

２．２　产量及其构成

表２显示 了 不 同 处 理 玉 米 产 量 及 其 构 成 情 况。
与ＣＫ相比，ＳＭ 处理产量下降了７．８％（Ｐ＜０．０５）。
从产量构成指标来看，秸秆覆盖与否对穗长、穗粗、穗
粒数 和 百 粒 重 影 响 不 大。ＦＭ 处 理 的 产 量 提 高 了

１４．１％（Ｐ＜０．０５）。
表２　不同覆盖处理玉米产量与穗部性状构成

处理
穗长／

ｃｍ

穗粗／

ｃｍ
穗粒数

百粒重／

ｇ

籽粒产量／

（ｔ·ｈｍ－２）

ＣＫ　 １９．６ａ １５．７ａ ６８４ａ ２４．３ｂ ５．７５ｂ

ＳＭ　 １９．２ａ １５．６ａ ６８６ａ ２３．０ｂ ５．３０ｃ

ＦＭ　 １８．８ａ １６．１ａ ６９３ａ ２７．０ａ ６．５６ａ

２．３　作物水分利用

表３列出了不同覆盖方式下作物水分利用情况。
与ＣＫ相比，ＳＭ处理作 物 生 育 期 蒸 散 量 较ＣＫ减 少

了４．４％，而ＦＭ较ＣＫ提高了３．３％（Ｐ＜０．０５）。与

不覆盖相 比，秸 秆 覆 盖 后 玉 米 水 分 利 用 效 率 下 降 了

３．５％，但差异不显著。与之相反，地膜覆盖能显著提

高玉米水分利用，与ＣＫ相比，ＦＭ处理水分利用效率

提高了１０．６％（Ｐ＜０．０５）。

表３　不同覆盖方式对作物水分利用的影响

处理
降水量／

ｍｍ

土壤储水量

变化／ｍｍ

蒸散量／

ｍｍ

ＷＵＥ／

（ｋｇ·ｈｍ－２·ｍｍ－１）

ＣＫ　 ３６７ －２９ａｂ　 ３３８ａｂ　 １７．０ｂ

ＳＭ　 ３６７ －４４ｂ ３２３ａ １６．４ｂ

ＦＭ　 ３６７ －１８ａ ３４９ｂ １８．８ａ

３　讨论与结论

水分状况和覆盖方 式 对 玉 米 生 长 发 育 和 耗 水 规

律的影响作用最终会反映在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上。

翟治芬等［１４］比较分析了秸秆和地膜两种覆盖方式对

甘肃河西地区春玉米农田蒸腾蒸发作用的影响，发现

秸秆覆盖更有利于减少无效蒸发，但产量和水分利用

效率较低，而地膜覆盖下的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高于

秸秆覆盖。本研究显示在玉米生育期内，秸秆覆盖条

件下有更多的土壤水分贮存，由于未进行棵间蒸发的

观测，不能确定两种覆盖条件下无效蒸发的差别。但

从产量而 论，地 膜 覆 盖 的 结 果 要 高 于 对 照 与 秸 秆 覆

盖，因此可以说地膜覆盖下收 获 期 土 壤 储 水 量 低，应

当是在地膜条件下有更多的土壤水分 被 作 物 根 系 吸

收利用了。同时地膜覆盖下不仅产量较高，水分利用

效率也较高。表明从产量形成 和 水 分 利 用 效 率 角 度

分析，黄土高原南部旱塬区种植春玉米更适宜采用地

膜覆盖方 式，这 进 一 步 论 证 了 前 期 在 该 区 域 的 研 究

结论［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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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抗旱调节机制以保证生长的需求。
研究表明，土 壤 水 分 含 量３８．９％是 最 适 宜 芦 竹

茎秆萌发和幼苗生长的水分 条 件，其 萌 发 率、幼 苗 的

生长状况、生物量、叶 绿 素 值 达 到 最 优。说 明 芦 竹 茎

秆萌发及幼苗成长初期抗旱性较弱，在利用茎秆繁殖

时必须保证土壤水分含量。本 文 仅 初 步 探 讨 了 茎 秆

萌发和幼苗初期生长状况、生 理 指 标 的 抗 旱 性，对 芦

竹整体生长阶段的抗旱性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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