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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土壤水分下限的灵武长枣微孔渗灌灌溉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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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明土壤水分下限对灵武长枣微孔渗灌的影响及确定各生育时期的最佳灌水量，以 ６年生灵武长枣为研

究对象，采用 ＧＣ ００３物联网控制和土壤水分传感器监测系统，对枣树 ４个生育时期分别设置不同的土壤水分下

限，共 ６个处理，研究枣树光合特性、形态指标的变化，产量、水分利用效率与耗水规律、灌水量之间的关系。结果

表明，开花座果期和果实膨大期，土壤水分下限的提高有利于枣树光合作用；萌芽展叶期降低土壤水分下限和开花

座果期提高土壤水分下限有利于提高枣树形态指标；Ｔ６处理（土壤水分下限萌芽展叶期为 ６５％θｆ（θｆ为田间持水

率）、开花座果期为 ７５％θｆ、果实膨大期为 ７５％θｆ、果实成熟期为 ６５％θｆ）在各生育时期土壤水分下限较高，与其他

处理的光合特性和形态指标均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随着土壤水分下限的增加，枣树耗水量、产量随之增加；

Ｔ６处理耗水量、产量最高，Ｔ３处理（土壤水分下限萌芽展叶期为 ５５％θｆ、开花座果期为 ７５％θｆ、果实膨大期为

６５％θｆ、果实成熟期为 ６５％θｆ）的水分利用效率最佳；Ｔ３与 Ｔ６处理的产量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Ｔ６处理产量仅比

Ｔ３处理高 ５６８％（２０１８年）、０９０％（２０１９年），Ｔ３处理较 Ｔ６处理灌水量分别降低了 ２２５７％（２０１８年）、１３５９％

（２０１９年）。因此，枣树各生育时期最适宜的土壤水分下限分别为：萌芽展叶期 ５５％θｆ、开花座果期 ７５％θｆ、果实膨

大期６５％θｆ、果实成熟期６５％θｆ，上限均为９０％θｆ。本研究结果可为微孔渗灌种植宁夏灵武长枣和水分管理提供科

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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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 武 长 枣 （Ｚｉｚｉｐｈｕｓ ｊｕｊｕｂａ Ｍｉｌｌ． ｃｖ．
‘Ｌｉｎｇｗｕｃｈａｎｇｚａｏ’）为鼠李科枣属落叶乔木，是宁夏
优势特色作物之一。近年来，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

水分供需矛盾日渐突出，特别是土壤次生盐渍化加

剧，造成枣树产量和品质的下降。地下微孔渗灌是

高效节水的地下灌溉方法之一，可有效减少蒸发，且

水分直达作物根系，可有效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１］
。

目前，关于地下灌溉技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灌水器

适宜布置方式
［２－３］

、湿润体分布范围
［４］
，以及灌水定

额的组合
［５］
对作物的生长、产量、水分利用效率等

影响方面。关于微孔渗灌在枣树的应用方面，韩懂

懂等
［６］
采用微孔渗灌，并与滴灌、管灌进行对比研

究，发现微孔渗灌更有利于提高产量和水分利用效

率。但对于微孔渗灌环形布设与土壤水分下限控制

的灌溉制度却鲜有报道。

在作物各生育时期，设置适宜的土壤水分下限

进行精准灌溉，是当前节水灌溉领域的热点问

题
［７－９］

。如罗双龙等
［１０］
通过两种耕作方式设置

４个水分下限，确定垄作小麦适宜的土壤水分下限
为７０％θｆ（θｆ为田间持水率）；徐利岗等

［７］
以枸杞 ４

个控水关键生育期进行水分下限试验研究，确定了

滴灌条件下枸杞最佳土壤水分下限：春梢生长期为

５０％θｆ、始花期和盛花期为 ６５％θｆ、盛果期为 ６５％
θｆ、秋果期为 ５５％θｆ；也有学者通过试验确定，玉米

在生长关键时期土壤水分下限为 ７５％θｆ
［１１］
。不同

生育时期水分下限对作物各形态指标和产量的影响

不同，合理控制灌水下限是实现精准灌溉的有效手

段。有研究表明，在作物营养生长时期，设置较低的

土壤水分下限可提高作物抗旱能力。谢美玲
［８］
采

用滴灌条件下水分下限控制的方式对新疆红枣灌溉

制度 进 行 了研 究，确定 最适 宜的 灌 水 定 额 为

４５０ｍ３／ｈｍ２，土壤水分下限为 ５５３％θｆ。付优等
［１２］

采用桶栽方式对枣树坐果初期进行控水试验，得出

土壤水分最大亏缺为４８８９％θｆ，达到最高水分利用
效率和光合特性时，土壤水分下限在 ５３３６％θｆ～
６０３４％θｆ之间，但未对不同生育时期土壤水分下限
影响的灌溉制度进行研究。本文以６年生灵武长枣
为研究对象，采用 ＧＣ ００３物联网控制系统和微孔
渗灌环形铺设技术，在枣树 ４个生育时期设置不同
的土壤水分控制下限，研究枣树光合特性、形态指

标、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的变化规律，确定最适宜的

土壤水分下限阈值和枣树微孔渗灌灌溉制度，为微

孔渗灌种植枣树和精准灌溉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试验于 ２０１８年 ４—１０月和 ２０１９年 ４—１０月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胜利乡和顺新村

试验地（３６°５１′５５３７″Ｎ，１０５°５９′２２８７″Ｅ）开展，
该地区蒸发强烈，气候干燥，年平均降水量仅为

２００ｍｍ，距离样地 ５ｍ空旷处安装自动气象站
（ＡＲ５型，ＡｖａｌｏｎＬｔｄ．，美国），长期监测研究区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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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量、温度、风速、太阳辐射等气象资料，试验地 ２
年枣树全生育期内气候变化见图 １。采用激光粒
度仪（Ｍａｓｔｅｒｓｉｚｅｒ３０００型，ＭａｌｖｅｒｎＬｔｄ．，英国）测
定土样的颗粒组成，粒径分为 ３级（０～０００２ｍｍ
（砂粒）、０００２～００２ｍｍ（粉粒）、００２～２ｍｍ（黏
粒）），各层土壤颗粒组成见表 １，土壤质地为砂土

（国际制），入渗能力较强。处理前 ０～１００ｃｍ土
壤基本理化性状为：土壤容重均值为 １５４ｇ／ｃｍ３，
田间持水率为 １７３３％（质量含水率），土壤有机
质 质 量 比 为 １２９１ｍｇ／ｋｇ，全 盐 质 量 比 为

０９１ｇ／ｋｇ，全氮质量比为 ０４２ｇ／ｋｇ，全磷质量比
为 ０６１ｇ／ｋｇ，全钾质量比为 １４０７ｇ／ｋｇ。

图 １　试验地枣树全生育期气候变化情况

Ｆｉｇ．１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ｗｈｏｌｅｇｒｏｗ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ｓｏｆｊｕｊｕｂｅｔｒｅｅｓ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ｉｔｅ
　

表 １　试验地各层土壤颗粒组成

Ｔａｂ．１　Ｓｏｉｌ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ｃｈｌａｙｅｒｉｎｔｅｓｔｓｉｔｅ

深度／ｃｍ
体积分数／％

砂粒 粉粒 黏粒

０～１０ ９１４０ ８４５ ０１５

１０～２０ ８９２９ ８４８ ２２３

２０～３０ ８７７１ ８６４ ３６５

３０～４０ ８９１３ ７５９ ３２８

４０～５０ ８７７８ ９２２ ３００

　　试验地供试作物为６年生灵武长枣，于 ２０１２年
移栽定植幼苗（育苗２年），种植时下方铺设农家肥
和秸秆，采用沟灌，２０１５年改为滴灌。行株距为
３００ｃｍ×４００ｃｍ，胸径 ５２０～６３０ｃｍ；平均树高为
２８０～３３０ｃｍ；平均冠幅为 １７０ｃｍ（南北）×１８０ｃｍ
（东西）。试验前，通过对枣树根系分布范围进行采

挖观测，试验区枣树主根根系分布（距树干）范围在

０～６０ｃｍ，水平范围在０～１００ｃｍ。试验地地下水埋
深在２０ｍ以下。

１２　试验设计
１２１　水分传感器下限设定

根据当地枣树每年灌溉量、实际生产经验和前

人对枣树各生育时期的土壤水分下限的研究
［１３－１４］

以及各生育时期对水分敏感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

开花座果期、果实膨大期、萌芽展叶期、果实成熟

期
［１５］
），本试验分别在萌芽展叶期、果实成熟期设置

２个灌溉梯度下限 ５５％θｆ、６５％θｆ和 １个灌溉梯度

６５％θｆ；开花座果期、果实膨大期设置 ２个灌溉梯度

下限 ６５％θｆ、７５％θｆ，共计 ６个处理，所有处理上限

均为 ９０％θｆ，即对应的水分传感器设置上限值为
２４００％（体积含水率），每个处理 ３次重复。换算
后设置为土壤水分传感器下限值（体积含水率），换

算公式为

θ＝ρ１ω／ρ２ （１）
式中　θ———体积含水率，％

ρ１———土壤干容重，ｇ／ｃｍ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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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２———水容重，取１０ｇ／ｃｍ
３

ω———质量含水率，％
不同处理各生育时期土壤水分传感器对应的值

如表２所示。

表 ２　试验设计

Ｔａｂ．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

处理
设计田间土壤水分控制下限值 （占田间持水率的百分率） 土壤水分传感器设置下限值（体积含水率）／％

萌芽展叶期 开花座果期 果实膨大期 果实成熟期 萌芽展叶期 开花座果期 果实膨大期 果实成熟期

Ｔ１ ５５％θｆ ６５％θｆ ６５％θｆ ６５％θｆ １４７０ １７３５ １７３５ １７３５

Ｔ２ ５５％θｆ ６５％θｆ ７５％θｆ ６５％θｆ １４７０ １７３５ ２０００ １７３５

Ｔ３ ５５％θｆ ７５％θｆ ６５％θｆ ６５％θｆ １４７０ ２０００ １７３５ １７３５

Ｔ４ ５５％θｆ ７５％θｆ ７５％θｆ ６５％θｆ １４７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７３５

Ｔ５ ６５％θｆ ６５％θｆ ６５％θｆ ６５％θｆ １７３５ １７３５ １７３５ １７３５

Ｔ６ ６５％θｆ ７５％θｆ ７５％θｆ ６５％θｆ １７３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７３５

１２２　田间试验布置
采用本研究团队改进加工生产的微孔渗灌

管
［１６］
，出水量为 ３００～４００ｍＬ／（ｍ·ｍｉｎ），微孔渗灌

灌水器环形水平铺设，以树干为圆心，铺设半径

５０ｃｍ，埋设深度 ２０ｃｍ，如图 ２所示；利用风光互补
发电提水技术为试验提供灌溉用水，各支管道压力

维持在０２ＭＰａ，水源采用地下水，地下水位 １６ｍ，
主管道 ＰＥ６３，各支管 ＰＥ３２，用 ＰＥ２０旁通阀连
接微孔渗灌灌水器，每个处理枣树单独用一条支管

和一个旁通阀控制，便于试验过程的操作。

图 ２　田间试验布置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Ｆｉｅｌｄｔｅｓｔｌａｙｏｕｔｓｋｅｔｃｈ
　
为准确控制土壤水分上下限、灌溉时间和水量，

采用上海艾美克有限公司 ＧＣ ００３控制系统以及
土壤水分传感器、流量计、压力计进行监测，用手机

ＡＰＰ远程操作和监控，灌水时每 ５ｍｉｎ刷新并记录
灌水时间、灌水量及土壤水分变化情况，停止灌水时

每３０ｍｉｎ刷新并记录数据，物联网控制系统流程如
图３所示。根据试验地枣树根系的分布，每个处理
布设３个传感器，埋深分别为 １０、３０、５０ｃｍ（土壤含
水率取均值），如图２所示。
１３　观测项目
１３１　光合特性

在开花座果期和果实膨大期有效降雨和灌水后

１～３ｄ，选择天气晴朗的一天（０８：００—１８：００）每隔

图 ３　微孔渗灌智能灌溉控制系统流程图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ｍｉｃｒｏｐｏｒｏｕｓ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２ｈ采用便携式光合测定仪（Ｌｉ ６４００型，Ｌｉｎｃｏｌｎ，
美国）测定各处理叶片光合指标：净光合速率 Ｐｎ
（μｍｏｌ／（ｍ２·ｓ））、蒸腾速率Ｔｒ（ｍｍｏｌ／（ｍ

２
·ｓ））、气孔导度

Ｇｓ（μｍｏｌ／（ｍ
２
·ｓ））、胞间 ＣＯ２浓度 Ｃｉ（μｍｏｌ／（ｍ

２
·ｓ））；

采用便携式 ＳＰＡＤ ５０２型叶绿素仪测定叶片叶绿
素相对含量（ＳＰＡＤ）。每个处理选取东、西、南、北 ４
个枝条，并在每个枝条上选取相应位置的叶片测定。

测定前对叶片做好标记，下同。

１３２　土壤含水率
采用 Ｔｒｉｍｅ ＩＰＨ管式（２００ｃｍ）ＴＤＲ土壤水分

测量系统（ＩＭＫＯ，Ｅｔｔｌｉｎｇｅｎ，德国），于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枣树生育期４—１０月监测０～２００ｃｍ土层土壤含
水率，每隔２０ｃｍ测定一次，测定时间为灌水前后和
降雨后，主要用于计算枣树耗水量。

１３３　枣树耗水量
利用水量平衡法计算枣树耗水量，计算公式为

ＥＴ＝Ｒ＋Ｉ＋Ｋ－Ｄ－Ｆ＋ΔＷ （２）
式中　ＥＴ———作物耗水量，ｍｍ

Ｒ———土壤计划湿润层内的有效降雨量，ｍｍ
Ｉ———全生育期内实际灌水量，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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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时间段 ｔ内的地下水补给量，ｍｍ
Ｄ———深层渗漏量，ｍｍ
Ｆ———径流量，ｍｍ
ΔＷ———土壤计划湿润层内阶段初与阶段末

土壤贮水量的变化量，ｍｍ
因试验区地下水位在２０ｍ以下，每次灌水量和

单次降雨量均较少，并且土壤质地 ９０％以上为砂质
土壤，实测生育期内１～１５ｍ土层土壤含水率变化
不大，计算公式中 Ｋ、Ｆ、Ｄ均可忽略不计。式（２）可
简化为

ＥＴ＝Ｒ＋Ｉ＋ΔＷ （３）
１３４　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

从萌芽展叶期开始到果实成熟期结束，在每个

小区选取固定枣树，分别在果树树冠东、西、南、北 ４
个方向选一枝当年新生枝条，用卷尺测定新梢长度，

用游标卡尺测量新梢直径；于开花座果期测量枣吊

的开花数 Ｎ１，采收时统计标记枣吊的果实数量 Ｎ２，
座果率计算式为 Ｎ２／Ｎ１×１００％；在果实成熟期，分
别在树冠东、西、南、北及内部各位置随机取样，测定

　　

单果质量，计算产量。

１３５　水分利用效率
水分利用效率的计算公式为

ＷＵＥ＝Ｙ／ＥＴ （４）
式中　ＷＵＥ———水分利用效率，ｋｇ／ｍ３

Ｙ———产量，ｋｇ／ｈｍ２

１４　数据处理方法
采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进行数据处理和制图；方差分

析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统计分析（ＬＳＤ法，显著性水平设
定为 Ｐ＝００１）。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土壤水分下限对枣树光合特性的影响
不同土壤水分下限控制的灌水量下枣树开花

座果期和果实膨大期的光合作用特性如表 ３所
示，可以看出，各处理 ２年的果实膨大期内光合特
性比开花座果期内高，各处理间 Ｐｎ、Ｔｒ、Ｇｓ、Ｃｉ、
ＳＰＡＤ都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２０１８年开
花座果期内，Ｔ６处理的 Ｐｎ、Ｔｒ、Ｇｓ、Ｃｉ、ＳＰＡＤ最高，
　　　　　　表 ３　不同土壤水分下限下枣树的光合特性

Ｔａｂ．３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ｊｕｊｕｂｅｔｒｅｅ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ｌｉｍｉｔｓ

年份
处

理

开花座果期 果实膨大期

Ｐｎ／（μｍｏｌ·

ｍ－２·ｓ－１）

Ｔｒ／（ｍｍｏｌ·

ｍ－２·ｓ－１）

Ｇｓ／（μｍｏｌ·

ｍ－２·ｓ－１）

Ｃｉ／（μｍｏｌ·

ｍ－２·ｓ－１）
ＳＰＡＤ

Ｐｎ／（μｍｏｌ·

ｍ－２·ｓ－１）

Ｔｒ／（ｍｍｏｌ·

ｍ－２·ｓ－１）

Ｇｓ／（μｍｏｌ·

ｍ－２·ｓ－１）

Ｃｉ／（μｍｏｌ·

ｍ－２·ｓ－１）
ＳＰＡＤ

Ｔ１
（５１８±

０１４）ｄ
（２６０±

０１４）ｅ
（０２１±

００１）ｄ
（３６２１６±

１３２３）ｄ
（３４２２±

００５）ｅ
（７９７±

０１０）ｄ
（２３３±

００２）ｆ
（０２５±

００１）ｃ
（３９６０８±

６３１）ｃ
（４０６２±

００９）ｅ

Ｔ２
（７４０±

０２８）ｂ
（２５４±

００４）ｅ
（０３５±

００２）ｂ
（３９０６１±

９２７）ｃ
（４２８１±

０１１）ｄ
（８７８±

００７）ｂ
（３４９±

００７）ｃ
（０３４±

００２）ｂ
（４１５０１±

８３７）ｂ
（４８５４±

００８）ｄ

２０１８
Ｔ３

（７６６±

００９）ｂ
（３１０±

００８）ｃ
（０２６±

００５）ｃｄ
（４０３６５±

１５８５）ｂｃ
（５１５２±

００９）ｂ
（８３６±

０１４）ｃ
（３２０±

００５）ｄ
（０３３±

００３）ｂ
（４０３０７±

１１８４）ｂｃ
（５６５７±

００５）ｂ

Ｔ４
（８０３±

０１１）ａ
（３２７±

０１０）ｂ
（０３８±

００３）ａｂ
（４１９７４±

７７８）ａｂ
（５０３５±

００５）ｂ
（８９９±

００９）ａ
（４９３±

００７）ｂ
（０４１±

００１）ａ
（４１１９８±

３８１）ｂ
（５２７２±

００３）ｃ

Ｔ５
（６１８±

０１６）ｃ
（２９３±

００４）ｄ
（０２７±

００２）ｃ
（３９３４０±

７９２）ｃ
（４５８６±

００４）ｃ
（８１０±

００８）ｄ
（２８４±

００９）ｅ
（０２２±

００１）ｃ
（３６３０８±

３０２）ｄ
（４８９４±

０１１）ｄ

Ｔ６
（８１４±

０１２）ａ
（３７６±

００８）ａ
（０４１±

００２）ａ
（４３４２９±

７１５）ａ
（５３８９±

００８）ａ
（９０７±

０１５）ａ
（５２６±

００８）ａ
（０３９±

００４）ａ
（４３６０４±

５８５）ａ
（６００７±

００９）ａ

Ｔ１
（６０４±

００５）ｅ
（２９６±

００６）ｄ
（０１９±

００１）ｅ
（３８４３４±

５６６）ｃ
（３３８７±

００２）ｅ
（６９８±

０１３）ｄ
（２８１±

０１１）ｅ
（０２８±

００４）ｄ
（３８５８６±

１０２０）ｃ
（３９０１±

００１）ｅ

Ｔ２
（７３７±

０１２）ｃ
（３３４±

００６）ｃ
（０２６±

００１）ｄ
（３９４１３±

４１１）ｃ
（４３７０±

００５）ｄ
（７９４±

００７）ｂ
（３３３±

００３）ｃ
（０３８±

００３）ｃ
（４１４１４±

５０１）ｂ
（４７８８±

００９）ｄ

２０１９
Ｔ３

（８０１±

０１１）ｂ
（３３４±

００３）ｃ
（０３４±

００２）ｃ
（４０８３７±

９２４）ｂ
（５１８８±

０１４）ｂ
（７９０±

００９）ｂ
（３３２±

００５）ｃ
（０３６±

００１）ｃ
（４０９７４±

８７２）ｂ
（５６１４±

００２）ｂ

Ｔ４
（８２０±

０１５）ｂ
（３９９±

０１４）ａｂ
（０４１±

００３）ｂ
（４５５７７±

８２４）ａ
（５１０２±

００３）ｂ
（８８４±

０１７）ａ
（４２３±

００７）ｂ
（０４９±

００２）ａｂ
（４１１３５±

２４０）ｂ
（５３４４±

００８）ｃ

Ｔ５
（６３５±

０１３）ｄ
（３９４±

００８）ｂ
（０３５±

００１）ｃ
（４１２６２±

８１２）ｂ
（４６３４±

００５）ｃ
（７４４±

０１５）ｃ
（３００±

０１０）ｄ
（０４６±

００２）ｂ
（４１２９８±

６０３）ｂ
（５０２３±

００２）ｄ

Ｔ６
（８４２±

００８）ａ
（４１４±

００８）ａ
（０４６±

００２）ａ
（４５６７０±

９９６）ａ
（５３８１±

０１８）ａ
（９０３±

００８）ａ
（４９４±

００９）ａ
（０５２±

００１）ａ
（４３０７０±

６５３）ａ
（６１４５±

００２）ａ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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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８１４μｍｏｌ／（ｍ２·ｓ）、３７６ｍｍｏｌ／（ｍ２·ｓ）、
０４１μｍｏｌ／（ｍ２·ｓ）、４３４２９μｍｏｌ／（ｍ２·ｓ）、５３８９，
Ｔ１处理的 Ｐｎ、Ｇｓ、Ｃｉ最低，分别为 ５１８、０２１、

３６２１６μｍｏｌ／（ｍ２·ｓ），Ｔ２ 处 理 Ｔｒ 最 低，为

２５４ｍｍｏｌ／（ｍ２·ｓ），水分下限设置高的 Ｔ６、Ｔ４、Ｔ３
处理的 Ｐｎ、Ｔｒ、Ｇｓ、Ｃｉ、ＳＰＡＤ比水分下限低的 Ｔ５、Ｔ２、
Ｔ１高，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在果实膨大
期，Ｔ６处理的 Ｐｎ、Ｔｒ、Ｃｉ、ＳＰＡＤ均最高，Ｔ３处理 Ｇｓ
最高，净光合速率和气孔导度 Ｔ６与 Ｔ４之间无显著
差异，与其他处理均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水分
下限设置高的 Ｔ６、Ｔ４、Ｔ２处理的 Ｐｎ、Ｔｒ、Ｇｓ、Ｃｉ、ＳＰＡＤ
比水分下限低的 Ｔ５、Ｔ３、Ｔ１高，Ｔ２与 Ｔ３处理之间无
明显差异。总体上２０１９年各处理的 Ｐｎ、Ｔｒ、Ｇｓ、Ｃｉ均

图 ４　２０１８年和 ２０１９年不同处理枣树形态指标

Ｆｉｇ．４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ｊｕｊｕｂｅｔｒｅｅ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ｉｎ２０１８ａｎｄ２０１９

比２０１８年高，主要是 ２０１９年降雨量比 ２０１８年少，
灌水量较２０１８年多；各处理变化规律与 ２０１８年较
相似，均表现为 Ｔ６处理 Ｐｎ、Ｔｒ、Ｇｓ、Ｃｉ、ＳＰＡＤ最高，
水分设置下限高的处理比水分设置下限低的处理光

合特性强。

２２　不同土壤水分下限对枣树形态指标的影响
枣树枣吊长度、每吊开花数、座果数和座果率都

是构成枣树产量的主要因素，从图 ４ａ、４ｂ（图中不同
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可
看出，２０１８年和 ２０１９年各处理枣树枣吊长度、每吊
开花数、每吊座果数、座果率 ２年变化不大，枣吊长

度、每吊开花数、每吊座果数、座果率均表现为Ｔ６处
理最高，与 Ｔ３、Ｔ２、Ｔ１处理的枣吊长度、每吊座果数
都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与 Ｔ５处理的每吊座果
数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枣树枣吊长度主要在
萌芽展叶期和开花座果期 ２个生育期生长，２０１８年
Ｔ６处 理 与 其 他 处 理 之 间 均 存 在 显 著 差 异
（Ｐ＜００５），并 且 Ｔ６处 理 较 Ｔ１处 理 增 加 了
３２１８％；２０１９年 Ｔ６、Ｔ４、Ｔ５处理相互之间均未达到
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分别与 Ｔ２、Ｔ３、Ｔ１处理存在显
著差异（Ｐ＜００５），并且 Ｔ６处理较 Ｔ１处理增加了
２７７３％。开花座果期 Ｔ６、Ｔ４、Ｔ３处理水分下限最
高，２年枣树的每吊开花数、座果数均表现为 Ｔ６处
理比 Ｔ１处理增加了 ７６７９％、３２７１％（２０１８年）和
７９６６％、３１８８％（２０１９年），Ｔ６处理的座果数与其
他处理均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２０１８年的枣树
座果率 Ｔ４处理和 Ｔ２处理最高，分别为 ５７７％和
５７５％，Ｔ６次之，为 ５５６％；２０１９年 Ｔ６处理最高，
为５８２４％，Ｔ４、Ｔ３、Ｔ２均超过 ５０％。枣树各生育时
期适宜土壤水分下限有利于枣树枣吊长度、每吊开

花数、每吊座果数、座果率的增加。

由图４ｃ、４ｄ可以看出，枣树新梢增长量和新梢
茎粗增量变化在开花座果期增幅最大，依次为果实

膨大期、萌芽展叶期；各生育时期水分下限较高的增

幅较大，Ｔ６处理各生育时期水分下限均设为最高，
枣树新梢增长量和新梢茎粗增量变化均最大，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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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５１１（２０１８年）、５２７ｃｍ（２０１９年）和 １２６（２０１８
年）、１２７ｍｍ（２０１９年）。２年的数据显示，Ｔ６处理
的新梢茎粗增量与其他处理都存在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与 Ｔ１、Ｔ２、Ｔ３、Ｔ５处理的新梢增长量存在显
著差异（Ｐ＜００５）。
２３　不同土壤水分下限对枣树耗水量、产量及水分

利用效率的影响

不同土壤水分下限控制的灌水量对枣树耗水

量、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如表 ４所示，２年
枣树单果质量均表现为 Ｔ６和 Ｔ３处理最大，分别
为 １９６１、１９３０ｇ（２０１８年）和 １９３３、１９１２ｇ
（２０１９年），与其他处理均存在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单株结果数 Ｔ４处理最多，分别为 ３９３个
（２０１８年）和 ３９２个（２０１９年），２０１８年与其他处

理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２０１９年与 Ｔ６、Ｔ３之
间无显著差异，与 Ｔ５、Ｔ２、Ｔ１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水分下限设置整体高的 Ｔ６、Ｔ４、Ｔ３处
理，灌水量和耗水量均高于水分下限设置低的 Ｔ５、
Ｔ２、Ｔ１处理，并存在一定的显著性（Ｐ＜００５）。
２０１８年和 ２０１９年，Ｔ６处理的枣树产量最高，分别
为 ５８７４９０、６０２２３７ｋｇ／ｈｍ２，比 Ｔ１处理最低产量
分别增加了 １３０６７％和 １０８４１％，并且 Ｔ６处理
与 Ｔ３处理无显著差异，与其他处理存在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２年水分利用效率均表现为 Ｔ３处理
最高，分别为 ３８６、３８３ｋｇ／ｍ３，比最低的水分利
用效率 Ｔ１处理分别提高了 ９３９７％、８０６６％，
２年 Ｔ３处理的水分利用效率与其他处理均存在显
著差异（Ｐ＜００５）。

表 ４　不同土壤水分下限下的枣树耗水量、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

Ｔａｂ．４　ＥＴ，ＹａｎｄＷＵＥｏｆｊｕｊｕｂｅｔｒｅｅ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ｌｏｗｅｒｌｉｍｉｔｓ

年份 处理
单果质量／

ｇ

单株结果数／

个

全生育期内总

灌水量／ｍｍ

全生育期

降雨量／ｍｍ

耗水量／

ｍｍ

产量／

（ｋｇ·ｈｍ－２）

水分利用效率／

（ｋｇ·ｍ－３）
Ｔ１ （１２０１±０１３１）ｄ （２５７±１１１４）ｅ ２８６ ２４６２ （１２８２６±８２０８）ｃ （２５４６９１±１０５７６）ｄ （１９９±００５４）ｅ

Ｔ２ （１７５４±０４１５）ｂ （３１４±８３９）ｄ ３４１ ２４６２ （１５３３０±２９９８）ｂ （４５４８００±１７３８２）ｃ （２９７±００９２）ｄ

２０１８
Ｔ３ （１９３０±０３０７）ａ （３６５±１２９０）ｂｃ ３２６ ２４６２ （１５０３２±４９５４）ｂ （５８０６７２±２７３１９）ａ （３８６±００８５）ａ

Ｔ４ （１７０１±００６６）ｂ （３９３±７８１）ａ ３７７ ２４６２ （１５０８８±２１４７）ｂ （５５１５１２±２５６５９）ｂ （３６６±００２５）ｂ

Ｔ５ （１４４１±０１９５）ｃ （３５７±１０１５）ｃ ３０３ ２４６２ （１３４９３±４０９３）ｃ （４２４４５１±１５０６９）ｃ （３１５±００１９）ｃ

Ｔ６ （１９６１±０３０９）ａ （３７１±３２１）ｂ ３９２ ２４６２ （１６２７１±２２８９）ａ （５８７４９０±４４１１）ａ （３６１±００７８）ｂ

Ｔ１ （１１４４±０２７４）ｄ （３０６±１１１４）ｃ ３５１ １７４０ （１３６５６±２２３９）ｅ （２８８９６８±１７２７８）ｄ （２１２±００９３）ｅ

Ｔ２ （１８１３±０１９１）ｂ （３４１±７２３）ｂ ３９４ １７４０ （１５９０６±２４６８）ｃ （５１０６１６±１６１０１）ｂ （３２１±００５６）ｄ

２０１９
Ｔ３ （１９１２±０２１３）ａ （３７８±１２５０）ａ ３８７ １７４０ （１５５９９±３４３８）ｃ （５９６８２４±２２５５１）ａ （３８３±００７７）ａ

Ｔ４ （１８３３±０１５０）ｂ （３９２±１４０５）ａ ４２６ １７４０ （１６６４２±２８９５）ｂ （５９３２６２±２４５５５）ａ （３５６±０１３６）ｂ

Ｔ５ （１４０８±０１３５）ｃ （３４０±７２１）ｂ ３６５ １７４０ （１４３３８±３００２）ｄ （３９５０８９±１２０５８）ｃ （２７６±００６４）ｃ

Ｔ６ （１９３３±０１７４）ａ （３７８±１０６０）ａ ４５８ １７４０ （１７６１９±２８０８）ａ （６０２２３７±２０７７９）ａ （３４２±００７８）ｂ

２４　枣树耗水量和灌水量 ＋降雨量对产量和水分
利用效率的影响

通过２年的耗水量和灌水量 ＋降雨量对产量和
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分别以产量 Ｙ和水分利用效
率 ＷＵＥ为因变量，耗水量 ＥＴ和灌水量 ＋降雨量
（Ｗ＋Ｒ）为自变量，拟合出二次多项式的回归曲线
方程。由图５可以看出，随着耗水量的增加产量和
水分利用效率先增大后减小，增大幅度大于减小幅

度，但耗水量达到一定值时，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均

降低。当枣树全生育期耗水量为 １７３３３ｍｍ时，枣
树产量达到最大值 ６０２６５６ｋｇ／ｈｍ２，此时水分利用
效率为 ３４８ｋｇ／ｍ３；当枣树全生育期耗水量为
１６１３３ｍｍ时，枣树的水分利用效率达到最大值
３６１ｋｇ／ｍ３，此时枣树产量为 ５７７０１６ｋｇ／ｈｍ２。随
着水量的增加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先增大后减小，

增大幅度大于减小幅度，但灌水量达到一定值时，产

量和水分利用效率并未持续增加。当枣树全生育期

灌水量 ＋降雨量为 ６１６１６ｍｍ时，产量最大为

６０２６９７ｋｇ／ｈｍ２，此时水分利用效率为３６４ｋｇ／ｍ３；
当枣树全生育期灌水量 ＋降雨量为 ６０１０１ｍｍ时，
水分利用效率为 ３７０ｋｇ／ｍ３；此时枣树产量为
５９７７６８ｋｇ／ｈｍ２。

３　讨论

对枣树各生育期设置不同的土壤水分下限进行

光合特性、形态指标、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对比分

析，发现枣树叶片的 Ｐｎ、Ｔｒ、Ｇｓ、Ｃｉ、ＳＰＡＤ随土壤水
分下限的提高而增加，不同处理之间光合特性存在

显著性差异
［７，１７－１９］

。枣树果实膨大期比开花座果

期光合特性高，果实膨大期主要在 ７—９月，属于枣
树生长和果实膨大旺盛时期，进行光合作用积累有

机质的关键期。作物通过光合作用积累有机质直接

在植株形态指标、干物质和果实的变化上反映
［２０］
。

枣树形态指标在各生育时期受水分的影响，萌芽展

叶期枣树地上部分新梢增长量、新梢直径生长较缓

慢，主要是地下部分根系快速生长。本研究表明，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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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枣树耗水量和灌水量 ＋降雨量与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的关系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ｊｕｊｕｂｅｔｒｅｅＥＴ，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ａｔｅｒｖｏｌｕｍｅａｍｏｕｎｔ＋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ＷＵＥ
　

芽展叶期适当地降低土壤水分下限后，在开花座果

期进行充分灌溉有利于地上部分枣树生长，开花座

果期土壤水分下限越高越有利于开花数和座果数增

多，但单果质量较低，单吊座果数较多不利于果实膨

大，并且单位空间的容纳度有限；果实膨大期土壤含

水率下限越高越有利于单果增重，产量相应增

加
［２１－２２］

。

灌水量是影响作物耗水量的一个主要因素，随

着灌水量增加耗水量也相应增大，枣树生育期内的

耗水量随着土壤水分下限的升高而增大，全生育期

内的灌溉水量也相应增多
［２３］
。耗水量和灌水量 ＋

降雨量增大到一定程度，相应的产量和水分利用效

率会出现最大值，然后随着耗水量和灌水量 ＋降雨
量增大而降低，最佳的灌水量 ＋降雨量在 ６０１０１～
６１６１６ｍｍ之间，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最高。从土
壤水分变化情况看，试验地土壤 ８７％以上为沙质土
壤，水分下渗严重，各生育时期适宜的水分下限有利

于枣树形态指标的生长，提高产量。水分下限值降

低并不总是降低作物产量，不同生育时期有限水分

胁迫有助于作物增产和提高水分利用效率
［２４］
。Ｔ６

和 Ｔ４处理的灌水总量超过了其他处理，产量与 Ｔ３
处理无显著性差异，并且Ｔ３处理的水分利用效率最
高；但全生育时期土壤水分下限较低时，水分利用效

率没有明显提高，产量的降低比灌溉水量和耗水量

减少更显著
［２５］
。

适宜的灌水量在不降低产量的条件下
［２６－２７］

，可

以有效提高水分利用效率。本研究不同处理枣树生

育时期光合、形态、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等综合指标

的评价，可以看出 Ｔ６、Ｔ４处理光合特性、形态指标
最优，Ｔ６处理产量最高，Ｔ３、Ｔ４次之；Ｔ３处理产量与
Ｔ６处理无显著差异，与 Ｔ４处理在 ２０１９年无显著差
异（Ｐ＞００５），２０１８年存在显著差异；并且 Ｔ３处理
灌水量分别为 ３２６ｍｍ和 ３８７ｍｍ，较 Ｔ６、Ｔ４处理分
别减少了 ２２５７％、２９２０％（２０１８年）和 １３５９％、
２４７４％（２０１９年），但 Ｔ３处理的水分利用效率最
大，比 Ｔ６、Ｔ４处理分别高 ２４０％、１５８％（２０１８年）
和１２００％、７５８％（２０１９年），Ｔ３处理在减产不明
显情况下，提高了水分利用效率，减少了水资源浪

费。此外，开花座果期轻度水分处理和果实膨大期

中度水分处理有利于提高水分利用效率，这与马福

生等
［２８］
研究结果一致。综上，Ｔ３处理各生育时期

的土壤水分下限可作为灵武长枣微孔渗灌灌溉制

度，如表５所示。

４　结论

（１）枣树不同生育时期土壤水分下限的提高有

利于作物光合作用，Ｔ６处理的 Ｐｎ、Ｔｒ、Ｇｓ、Ｃｉ、ＳＰＡＤ
最高，与其他处理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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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微孔渗灌控制土壤水分下限的灵武长枣灌溉制度

Ｔａｂ．５　Ｌｉｎｇｗｕｊｕｊｕｂ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Ｃ ００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ｕｐｐｅｒ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ｗａｔｅｒｌｉｍｉｔｓ

　生育时期 起止日期 土壤水分下限 灌水次数 灌水量／ｍｍ

萌芽展叶期 ４月２８日—５月２１日 ５５％θｆ ３～４ ５０～６０

开花座果期 ５月２２日—７月８日 ７５％θｆ １０～１２ １６０～１８０

果实膨大期 ７月９日—９月２２日 ６５％θｆ ８～１１ １４５～１６５

果实成熟期 ９月２３日—１０月１０日 ６５％θｆ ２～３ ２０～４０

越冬期（冬灌） １０月１１日—１１月２０日 １ ３０

花座果期土壤水分下限越高，越有利于增加开花数

和座果数，对单果质量增加影响较低；果实膨大期土

壤水分下限提高有利于单果增重，产量相应增加。

（２）枣树各生育时期土壤水分下限的提高，增
加了耗水量和灌水量，提高了产量，但水分利用效率

反而有所降低。通过二次多项式的回归分析，随着

耗水量和灌水量 ＋降雨量逐渐增加，枣树产量和水
分利用效率先增大、后降低。

（３）Ｔ３处理与 Ｔ６处理（最大）产量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与其他处理（除 ２０１９年 Ｔ４处理）均存
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但 Ｔ３处理的水分利用效率
最佳，分别为 ３８６、３８３ｋｇ／ｍ３，灌水量分别为
３２６ｍｍ和３８７ｍｍ，较 Ｔ６处理低。

（４）灵武长枣４个生育时期适宜的土壤水分下
限分别为：萌芽展叶期 ５５％θｆ，开花座果期 ７５％θｆ，
果实膨大期６５％θｆ，果实成熟期６５％θ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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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谢美玲．基于土壤水分下限滴灌红枣灌溉制度研究［Ｄ］．乌鲁木齐：新疆农业大学，２０１２．
ＸＩＥＭｅｉｌｉｎｇ．Ｓｔｕｄｙｏｎ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ｏｆｊｕｊｕｂｅｕｎｄｅｒｄｒｉｐ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ｏｗｅｒ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ｌｉｍｉｔ［Ｄ］．Ｕｒｕｍｑｉ：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孙俊环，龚时宏，李光永，等．地下滴灌不同土壤水分下限对番茄生长发育及产量的影响［Ｊ］．灌溉排水学报，２００６，
２５（３）：１７－２０．
ＳＵＮＪｕｎｈｕａｎ，ＧＯＮＧＳｈｉｈｏｎｇ，ＬＩＧｕａｎｇｙｏｎ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ｒｏｏｔｏｆｔｏｍａｔｏｕｎｄｅｒ
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ｒｉｐ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２００６，２５（３）：１７－２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罗双龙，马忠明，李玉斌，等．土壤水分下限对固定道垄作小麦生长及产量的影响［Ｊ］．麦类作物学报，２０１７，３７（１０）：
１３６４－１３７０．
ＬＵＯＳｈｕａｎｇｌｏｎｇ，ＭＡＺｈｏｎｇｍｉｎｇ，ＬＩＹｕｂｉｎ，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ｌｏｗｅｒｌｉｍｉｔｏｆ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ｏｆｗｈｅａｔｕｎｄｅｒ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ｒａｉｓｅｄｂｅｄｔｉｌｌａｇ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ｒｉｔｉｃｅａｅＣｒｏｐｓ，２０１７，３７（１０）：１３６４－１３７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１３第 ５期　　　　　　　　　　　焦炳忠 等：基于土壤水分下限的灵武长枣微孔渗灌灌溉制度研究



［１１］　胡燕哲，吴明泽，李涛龙．玉米生长指标的土壤水分上下限调控机理［Ｊ］．干旱地区农业研究，２０１７，３５（１）：１６５－１７０．
ＨＵＹａｎｚｈｅ，ＷＵＭｉｎｇｚｅ，ＬＩＴａｏｌｏｎｇ．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ｓｕｍｍｅｒｃｏｒｎｕｎｄｅｒ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ｕｐｐｅｒ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ｌｉｍｉｔ
［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ｈｅＡｒｉｄＡｒｅａｓ，２０１７，３５（１）：１６５－１７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付优，马英杰．不同土壤水分对枣树幼果期光合特性的影响研究［Ｊ］．节水灌溉，２０１９（８）：５４－５８，６３．
ＦＵＹｏｕ，ＭＡＹｉｎｇｊｉ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ｏｎ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ｊｕｊｕｂｅａｔｙｏｕｎｇｆｒｕｉｔｓｔａｇｅ［Ｊ］．
ＷａｔｅｒＳａｖｉｎｇ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８）：５４－５８，６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刘倩，张国壮，李海超，等．土壤水分有效性对梨枣叶片光合参数和抗旱性的影响［Ｊ］．干旱地区农业研究，２０１５，
３３（１）：１－６．
ＬＩＵＱ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ｚｈｕａｎｇ，ＬＩＨａｉｃｈａｏ，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ｎｌｅａｆ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ｎｄｄｒｏｕｇｈ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ｐｅａｒｊｕｊｕｂｅｔｒｅｅ［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ｈｅＡｒｉｄＡｒｅａｓ，２０１５，３３（１）：１－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刘国宏，谢香文，蒋岑．干旱区不同水分指标下限对成龄红枣生长和产量的影响［Ｊ］．新疆农业科学，２０１１，４８（１）：９４－９８．
ＬＩＵＧｕｏｈｏｎｇ，ＸＩＥＸｉａｎｇｗｅｎ，ＪＩＡＮＧＣｅ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ｉｎｄｅｘｌｏｗｅｒｌｉｍｉｔｏｎｔｈｅｍａｔｕｒｅ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ｏｆ
ｊｕｊｕｂｅｉｎｔｈｅａｒｉｄａｒｅａｓ［Ｊ］．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４８（１）：９４－９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胡永翔．陕北黄土高原区坡地枣树灌溉制度及作物系数研究［Ｄ］．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２０１０．
ＨＵＹ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ｄｅｆｉｃｉｔ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ａｎｄｃｒｏｐ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ｄｒｉｐ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ｊｕｊｕｂｅｉｎ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Ｄ］．
Ｙａｎｇｌｉｎｇ：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Ａ＆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孙兆军，何俊，韩磊，等．一种出水与不出水间隔渗灌管道加工系统：２０１８２１０８８５２２．１［Ｐ］．２０１９ ０７ １２．
［１７］　ＭＡＲＹＡＭＤ，ＡＬＩＲ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ｓａｆｆｒｏｎ（ＣｒｏｃｕｓｓａｔｉｖｕｓＬ．）ｔｏ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ａｔｅｒ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ｍｅａｎｄ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ｇａｓ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ｅ，２０１９，２５７：１０８７１４．
［１８］　张效星，樊毅，崔宁博，等．不同灌水量对滴灌猕猴桃光合、产量与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Ｊ］．灌溉排水学报，２０１９，

３８（１）：１－７．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ｘｉｎｇ，ＦＡＮＹｉ，ＣＵＩＮｉｎｇｂｏ，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ｒｉｐ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ｏｎ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ｋｉｗｉｆｒｕｉ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２０１９，３８（１）：１－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马富举，杨程，张德奇，等．灌水模式对冬小麦光合特性、水分利用效率和产量的影响［Ｊ］．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１８，２９（４）：
１２３３－１２３９．
ＭＡＦｕｊｕ，Ｙ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Ｄｅｑｉ，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ｍｅｓｏｎ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ｉｎ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２９（４）：１２３３－１２３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邹志荣，李清明，贺忠群．不同灌溉上限对温室黄瓜结瓜期生长动态、产量及品质的影响［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５，
２１（增刊 ２）：７７－８１．
ＺＯＵＺｈｉｒｏｎｇ，ＬＩＱｉｎｇｍｉｎｇ，ＨＥＺｈｏｎｇｑｕ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ｍａｘｉｍｕｍｓ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
ｃｕｃｕｍｂｅｒｄｕｒｉｎｇｆｒｕｉｔ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ｉｎ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０５，２１（Ｓｕｐｐ．２）：７７－８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王娟，马英杰，洪明，等．调亏灌溉对滴灌红枣生长与品质的影响［Ｊ］．灌溉排水学报，２０１４，３３（３）：１２６－１２９．
ＷＡＮＧＪｕａｎ，ＭＡＹｉｎｇｊｉｅ，ＨＯＮＧＭｉｎｇ，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ｄｅｆｉｃｉｔ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ｄｒｉｐ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ｅｄｊｕｊｕｂｅ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２０１４，３３（３）：１２６－１２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　白麟，李援农，曹瑞芳．亏水灌溉对开花坐果期梨枣树生长的影响［Ｊ］．干旱地区农业研究，２０１２，３０（２）：８４－８７．
ＢＡＩＬｉｎ，ＬＩＹｕａｎｎｏｎｇ，ＣＡＯＲｕｉｆａｎｇ．Ｅｆｆｃｅｔｓｏｆｄｅｆｉｃｉｔ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ｐｅａｒｊｕｊｕｂｅｔｒｅｅｉｎ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ｔｏｆｒｕｉｔ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ｈｅＡｒｉｄＡｒｅａｓ，２０１２，３０（２）：８４－８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　郑国保，张源沛，朱金霞，等．灌水频率对枸杞品质、产量和耗水特性的影响［Ｊ］．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１３，２９（３１）：２０６－２１０．
ＺＨＥＮＧＧｕｏｂａｏ，ＺＨＡＮＧＹｕａｎｐｅｉ，ＺＨＵＪｉｎｘｉａ，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
Ｌｙｃｉｕｍｂａｒｂａｒｕｍｂｙ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３，２９（３１）：２０６－２１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　董宝娣，刘会灵，王亚凯，等．作物高效用水生理生态调控机制研究［Ｊ］．中国生态农业学报，２０１８，２６（１０）：４６－５６．
ＤＯＮＧＢａｏｄｉ，ＬＩＵＨｕｉｌｉｎｇ，ＷＡＮＧＹａｋａｉ，ｅｔａｌ．Ｐｈｙｓｉ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ｆｏｒｈｉｇｈｌ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ｏｆ
ｃｒｏｐｓ［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８，２６（１０）：４６－５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　李毅杰，原保忠，别之龙，等．不同土壤水分下限对大棚滴灌甜瓜产量和品质的影响［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２，２８（６）：
１３２－１３８．
ＬＩＹｉｊｉｅ，ＹＵＡＮＢａｏｚｈｏｎｇ，ＢＩＥＺｈｉｌｏｎ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ｒｉｐ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ｏ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ｍｕｓｋｍｅｌｏｎｉｎｐｌａｓｔｉｃ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２，２８（６）：１３２－１３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６］　ＳＥＮＳＯＹＳ，ＥＲＴＥＫＡ，ＧＥＤＩＫＩ，ｅｔａｌ．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ｄａｍｏｕｎｔａｆｆｅｃｔ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ｆｉｅｌｄｇｒｏｗｎｍｅｌ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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