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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圆形喷灌机不同灌溉定额和灌水频次对冬小麦产量及籽粒品质的影响，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在北京市顺

义区进行了水肥一体化大田试验，共设置 ３种灌水处理（Ｗ１、Ｗ２、Ｗ３），其中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灌溉定额分别为 １３５、

１１２５、９０ｍｍ，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分别为 １５４５、１３２、１０９５ｍｍ。每种处理在冬小麦的返青 拔节、拔节 抽穗和抽穗 灌

浆期土壤含水率分别达到田间持水量的７０％、７５％和７５％时进行灌水。每个生育时期又按灌水定额设置为１次灌

水（Ｃ１）和均分成 ２次灌水（Ｃ２），其中 Ｃ２处理 ２次灌水时间间隔为 ９ｄ。试验结果表明，冬小麦拔节 抽穗期的阶

段耗水量和日均耗水量均最大，Ｗ１处理产量最高。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灌溉定额与灌水频次对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均

不显著，但水分利用效率有随灌溉定额增加而降低的趋势，最大水分利用效率为 Ｗ３处理的 ２２８ｋｇ／ｍ３。在 Ｗ１和

Ｗ２处理下，分 ２次灌水有利于提高冬小麦的穗数、产量和容重等指标，其中 Ｗ１Ｃ２组合获得最高产量

９２８６４ｋｇ／ｈｍ２。灌溉定额与灌水频次组合对产量的效应中，灌溉定额起主导作用。建议北京地区冬小麦在圆形喷灌机

条件下采用 Ｗ１Ｃ２灌水方案，在返青 拔节、拔节 抽穗、抽穗 灌浆期分别灌水４５、５５５、５４ｍｍ，且均分成２次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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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华北地区是我国粮食主产区，小麦产量占全国

小麦总产量的７５％［１］
。水资源紧缺且分配不均，严

重制约着该区小麦产业的发展。冬小麦生育时期耗

水量较大，通常情况下高产冬小麦的整个生育时期

需水量高于 ４００ｍｍ［２－４］，而同期降水量较少，因此
补充灌溉是冬小麦高产栽培的重要措施。该地区农

业灌溉主要采用机电井供水，井灌面积占全区农田

有效灌溉面积的 ６７６％。由于地下水资源的过度
开发，华北地区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地下水超采区，

为此“十二五”期间国家启动了华北地区节水压采

行动，大力发展喷灌和微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技术。

圆形喷灌机喷灌作为一种重要高效节水灌溉技术，

具有自动化程度高、控制面积大、运行成本低等优

点
［５－６］

，近年来在华北地区得到了快速发展，主要应

用于冬小麦、夏玉米、苜蓿等农作物。

前人研究结果表明，“少量多次”灌溉，可以实

现作物节水增产及改善品质的目的。李全起等
［７］

研究发现，总灌水量 １２０ｍｍ时，在拔节期和抽穗
期各灌溉 ６０ｍｍ的产量显著高于拔节期一次灌溉
１２０ｍｍ的产量，水分利用效率也有显著提高。王
晓英等

［８］
研究认为，灌水频次对冬小麦的品质有

显著影响，发现随着灌水频次的增多，籽粒蛋白质

及湿面筋含量显著提高。在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

研究方面，蒋桂英等
［９］
研 究发现，在总灌水量

３７５ｍｍ时，中频灌溉（每７ｄ一次）与高频灌溉（每
４ｄ一次）、低频灌溉（每 １０ｄ一次）相比，小麦产
量分别增加 ７６％及 １３５％，水分利用效率提高
２６％及 ９９％，表明适宜的灌水频次有利于提高
冬小麦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在微喷水肥一体化

技术研究方面，张英华等
［１０］
研究发现，在总灌水量

１５０ｍｍ时，相对于２次微喷冬小麦全生育期的多
次微喷 （３次或 ４次）能 使 产 量 提 高 ５３％ ～
１８９％，水分利用效率提高 ５３％ ～２７８％。在喷
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方面，ＳＰＡＬＤＩＮＧ等［１１］

研究发

现，圆形喷灌机水肥一体化与沟灌玉米相比，节水

和节氮分别为 ６６％及 ３７％，且能显著减少土壤氮
素淋失。圆形喷灌机操作简便，结合水肥一体化

技术，易实现少量多次灌溉与施肥，课题组曾开展

了圆形喷灌机条件下冬小麦灌溉施肥制度研

究
［１２］
，但是关于灌溉定额和灌水频次对冬小麦生

长、产量及品质的影响研究尚未见报道。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围绕圆形喷灌机不

同灌溉定额及灌水频次对冬小麦的生长、产量及品

质的影响进行水肥一体化试验，旨在寻求适宜的冬

小麦水肥一体化技术模式和灌溉管理制度，为圆形

喷灌机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应用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在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

镇万亩示范基地进行（４０°１８′Ｎ，１１６°２８′Ｅ，海拔高度
约３５ｍ），试验区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
候，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平均气温为 １３０℃，年日照时数
为２４７８ｈ，年均相对湿度为 ５０％，多年平均降水量
为５８５ｍｍ，其中６—８月集中了全年降水量的７５％。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及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冬小麦生长季（当
年１０月至次年 ６月）有效降水量分别为 １２５３ｍｍ
和 １６０２ｍｍ。试验区土壤质地为粉质壤土，０～８０
ｃｍ土层平均田间持水量为 ２９８％，容重为１５５ｇ／
ｃｍ３，耕层土壤有机质质量比为１２８ｇ／ｋｇ，硝态氮质量
比为２４７ｍｇ／ｋｇ，铵态氮质量比为３０４７ｍｇ／ｋｇ，有
效磷质量比为 ２６４ｍｇ／ｋｇ，速效钾质量比为 ８２０
ｍｇ／ｋｇ，ｐＨ值为７８。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用冬小麦品种为农大 ２１１，分别于 ２０１４年
１０月１日和２０１５年９月 ３０日播种，行距为 １５ｃｍ，
播种深度为４ｃｍ。表１是冬小麦不同生育时期灌水
定额，越冬期各处理统一灌水，第 １年越冬期灌水
４５ｍｍ，第２年越冬期有效降水量为 ４５２ｍｍ，故未
进行越冬期灌水。从返青至灌浆期设置不同灌水处

理，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设置了 ３种灌溉定额处理（１３５、
１１２５、９０ｍｍ，分别记作 Ｗ１、Ｗ２、Ｗ３）；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
设置了 ３种灌溉定额处理（１５４５、１３２、１０９５ｍｍ，
分别记作 Ｗ１、Ｗ２、Ｗ３）与 ２种灌水频次处理（１次
灌水和均分成２次灌水，２次灌水时间间隔 ９ｄ，分
别记作 Ｃ１、Ｃ２），形成了６种灌溉处理，分别为
Ｗ１Ｃ１、Ｗ１Ｃ２、Ｗ２Ｃ１、Ｗ２Ｃ２、Ｗ３Ｃ１、Ｗ３Ｃ２。根据
冬小麦不同生育时期需水特点，在返青 拔节、拔

节 抽穗和抽穗 灌浆期的灌水下限依次设定为田

间持水量的 ７０％、７５％和 ７５％。同时在各处理的
每个试验小区取 ３个点测定平均土壤含水率。冬
小麦返青和拔节期取 ０～５０ｃｍ土层深度，抽穗和
灌浆期取０～８０ｃｍ土层深度。通过设定圆形喷灌
机的百分率计时器数值，调整圆形喷灌机的行走

速度，实现不同的灌水处理。

两年试验施肥处理相同，追肥采用圆形喷灌机

水肥一体化技术，选用泵注式施肥装置，确保施肥均

匀
［１３］
。施用底肥量为：７５０ｋｇ／ｈｍ２的复合肥（Ｎ∶Ｐ∶

Ｋ为１７∶２０∶８）和１５０ｋｇ／ｈｍ２的磷酸二铵（Ｎ∶Ｐ２Ｏ５为

１５∶４２），折合 Ｎ为 １５５ｋｇ／ｈｍ２、Ｐ２Ｏ５为 ２１３ｋｇ／ｈｍ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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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２Ｏ为６０ｋｇ／ｈｍ
２
。追肥分别在返青 拔节、拔节 抽

穗和抽穗 灌浆期进行，肥料为水溶肥（Ｎ∶Ｐ∶Ｋ为
２７∶１２∶１４）及 尿 素 （含 氮 ４６７％），折 合 Ｎ 为
１４５ｋｇ／ｈｍ２、Ｐ２Ｏ５为 ２２５ｋｇ／ｈｍ

２
、Ｋ２Ｏ为 ３０ｋｇ／ｈｍ

２
。

图１是试验布置图，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试验共３个处理，每
个处理重复３次，共有９个小区；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试验
共６个处理，每个试验处理设置 ３个重复，共有
１８个７ｍ×１０ｍ试验小区；每个小区内取 ３个
１ｍ×１ｍ样方进行观测记录。Ｃ１和 Ｃ２处理的施

肥量相同，Ｃ２处理仅在第一次灌水时施肥。为避
免不同处理间影响，同一处理内不同试验小区的

间距为１３５ｍ，不同处理间相邻试验小区的间距为
３６ｍ。试验用圆形喷灌机共 ３跨，每跨长度为
６１ｍ，末端悬臂长度为 ２１ｍ，整机长度为 ２０４ｍ。
选用美国 Ｎｅｌｓｏｎ公司生产的 Ｄ３０００低压喷头，尾
枪为意大利 Ｓｉｍｅ公司的 Ｋ１型摇臂式喷头。喷灌
机由 ２眼机井联合供水，入机压力为 ０１７ＭＰａ，入
机流量为 ７１ｍ３／ｈ。

表 １　冬小麦不同生育时期灌水定额

Ｔａｂ．１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ｆｏｒ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ｓ

年份 处理
灌水量／ｍｍ

返青 拔节 拔节 抽穗 抽穗 灌浆 合计

Ｗ１ ３７５ ４５０ ５２５ １３５０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Ｗ２ ３００ ３７５ ４５０ １１２５

Ｗ３ ２２５ ３００ ３７５ ９００

Ｗ１Ｃ１ ４５０ ５５５ ５４０ １５４５

Ｗ１Ｃ２ ２２５＋２２５ ２７７５＋２７７５ ２７０＋２７０ １５４５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Ｗ２Ｃ１ ３７５ ４８０ ４６５ １３２０

Ｗ２Ｃ２ １８７５＋１８７５ ２４０＋２４０ ２３２５＋２３２５ １３２０

Ｗ３Ｃ１ ３００ ４０５ ３９０ １０９５

Ｗ３Ｃ２ １５０＋１５０ ２０２５＋２０２５ １９５＋１９５ １０９５

图 １　试验布置图

Ｆｉｇ．１　Ｔｅｓｔｐｌｏｔｌａｙｏｕｔ
　

１３　测定指标与方法
１３１　气象数据

利用安装在试验地的田间气象站对降水量、风

速、风向、空气温湿度、太阳辐射、日照时数等气象数

据进行采集。

１３２　土壤含水率
采用烘干法测定土壤含水率，用土钻取 ０～

８０ｃｍ土层土样，土层分为 ０～２０ｃｍ、２０～５０ｃｍ、

５０～８０ｃｍ，置于铝盒中，称出鲜土质量，将温度调到
（１０５±２）℃，干燥８ｈ后称土样质量，计算土壤质量
含水率。

１３３　冠层温度
在冬小麦拔节、抽穗、扬花、灌浆及成熟期利用

ＨＴ ８９６２型手持式红外线测温仪及 Ｋｅｓｔｒｅｌ４５００型
手持气象仪测量冠层温湿度。具体测定时刻为测定

当天０８：００、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１４：００、１６：００和１８：００，测

７３２第 １期　　　　　　　　　　　周丽丽 等：喷灌定额和灌水频次对冬小麦产量及品质的影响分析



量时感应器距地面１５ｍ，并与水平呈 ３０°夹角瞄准
试验小区内群体长势一致的植株冠层，采用对称法

在试验小区内朝４个不同方向测量取平均值。
１３４　籽粒产量及构成因素

将１ｍ×１ｍ样方内的小麦全部收获脱粒，待籽
粒自然风干至含水率为 １２５％时称量。此外，另取
３个长度为 ５０ｃｍ样段，测定穗数、穗粒数及千粒
质量。

１３５　籽粒品质
利用 ＤＡ７２００型近红外光谱仪测定冬小麦籽粒

的蛋白质质量分数、淀粉质量分数、湿面筋质量分

数、容重等品质，并进行显著性分析。

１３６　田间持水量
采用环刀法在室内测定田间持水量。用环刀取

原状土样，带回实验室内，放在盛有蒸馏水的白色搪

瓷盘中，吸水饱和２４ｈ。在相同的土层取土样风干，
将吸水饱和后的土样放在风干土上 ８ｈ后，取环刀
上面的原状土２０ｇ，放入干燥箱内干燥至质量恒定，
测得的土壤含水率即田间持水量。３次重复取算术
平均值。

１３７　作物耗水量
采用水量平衡法计算作物耗水量，水量平衡法

计算公式为

ＥＴ＝Ｉ＋ΔＷ＋Ｐ＋Ｅｐ－Ｄ （１）
式中　ＥＴ———阶段耗水量，ｍｍ

Ｉ———阶段内灌水量，ｍｍ
ΔＷ———阶段内 ８０ｃｍ深度内土壤储水变化

量，ｍｍ，由于灌水前后 ０～８０ｃｍ土
层未达到田间持水量，故 ８０ｃｍ以下
耗水量可忽略不计

Ｐ———阶段内有效降水量，ｍｍ
Ｅｐ———阶段内地下水补给量（试验区地下水

位为４０ｍ，故 Ｅｐ不考虑），ｍｍ
Ｄ———阶段内渗漏量，ｍｍ，经计算单次灌水

量或降水量进入土壤后未达到土壤最

大储水量，故 Ｄ可忽略
１３８　水分利用效率

水分利用效率指植株生产单位面积产量所消耗

的水量，即产量与作物生育期总耗水量的比值，水分

利用效率 Ｗ（ｋｇ／ｍ３）［１４］计算公式为
Ｗ＝０１Ｙ／ＥＴ （２）

式中　Ｙ———籽粒单位面积产量，ｋｇ／ｈｍ２

１４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３软件绘图；利用ｔ检验

进行 Ｃ１、Ｃ２处理的显著性分析；利用 ＳＰＳＳ２０进行

不同灌溉定额之间以及不同灌溉定额与灌水频次组

合之间的显著性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灌水处理对冬小麦产量及其构成因素的
影响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冬小麦籽粒产量随着灌溉定额
的增加而增加，Ｗ１处理的籽粒产量显著高于 Ｗ２和
Ｗ３处理（Ｐ＜００５），但 Ｗ２与 Ｗ３处理之间无显著
性差异（Ｐ＞００５），产量最大值为 ８５０３１ｋｇ／ｈｍ２

（Ｗ１），最小值为 ６６１５０ｋｇ／ｈｍ２（Ｗ３）（表 ２）。从
产量构成因素来看，Ｗ１处理的穗数显著高于 Ｗ２
（Ｐ＜００５），但 Ｗ２与 Ｗ３以及 Ｗ１与 Ｗ３处理之间
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穗粒数随着灌溉定额的
增加而增加，最大值为 Ｗ１的２８０，最小值为 Ｗ３的
２４７。Ｗ１处理的穗粒数显著高于 Ｗ３处理（Ｐ＜
００５），但 Ｗ２与 Ｗ３以及 Ｗ１与 Ｗ２之间无显著性
差异（Ｐ＞００５）。千粒质量随着灌溉定额的增加而
增加，但处理之间无显著性差异。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
在相同灌水频次下，籽粒产量、穗数、穗粒数、千粒质

量都有随灌溉定额增加而增加的趋势。其中，在 Ｃ１
处理下，Ｗ１、Ｗ２和 Ｗ３处理间产量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穗数、穗粒数和千粒质量均表现为 Ｗ１处理
显著高于 Ｗ３处理，但 Ｗ１与 Ｗ２以及 Ｗ２与 Ｗ３之
间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在 Ｃ２处理下，Ｗ１、Ｗ２
和 Ｗ３处理间产量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在产量构
成因素方面，穗数和千粒质量 ３个处理间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而穗粒数 ３个处理间差异不显著。综
合所有处理，产量最大值为 Ｗ１Ｃ２的９２８６４ｋｇ／ｈｍ２，
最小值为 Ｗ３Ｃ２的７７９７６ｋｇ／ｈｍ２。

在相同灌溉定额下，增加灌水频次有提高产量

趋势，但不同灌溉定额下的表现有所不同（表 ３），在
Ｗ１和 Ｗ２处理下，Ｃ１和 Ｃ２产量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在 Ｗ３处理下，增加灌溉频次对产量无显著
影响（表３）。可见，在高灌溉定额下增加灌水频次
的增产效果更明显。在产量构成因素方面，穗数、穗

粒数、千粒质量在３种灌溉定额下，Ｃ１与 Ｃ２处理之
间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Ｗ３时 Ｃ１处理的穗
数、穗粒数及千粒质量均高于 Ｃ２，而 Ｗ１及 Ｗ２时
Ｃ１处理的穗数小于 Ｃ２。综合上述结果可见，关于
灌溉定额与灌水频次对产量的影响，灌溉定额起主

导作用；在 Ｗ１和 Ｗ２处理下，高灌水频次（Ｃ２）更有
利于提高产量；在 Ｗ３处理下，低灌水频次（Ｃ１）有
利于稳产。本研究从高产的角度考虑建议采用

Ｗ１Ｃ２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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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灌水处理下冬小麦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

Ｔａｂ．２　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年份 处理 籽粒产量／（ｋｇ·ｈｍ－２） 穗数／（个·ｈｍ－２） 穗粒数 千粒质量／ｇ

Ｗ１ ８５０３１ａ ７３０５×１０６ａ ２８０ａ ４２２ａ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Ｗ２ ７２０９４ｂ ６４１０×１０６ｂ ２７２ａｂ ４１７ａ

Ｗ３ ６６１５０ｂ ６９１３×１０６ａｂ ２４７ｂ ３９１ａ

Ｗ１Ｃ１ ９１２７０ａ ７７８５×１０６ａ ２９７ａ ４３３ａ

Ｗ２Ｃ１ ８６２５３ｂ ７２２９×１０６ａｂ ２８９ａｂ ４２０ａｂ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Ｗ３Ｃ１ ７９９２０ｃ ７０１９×１０６ｂ ２８５ｂ ４０８ｂ

Ｗ１Ｃ２ ９２８６４ａ ７９８０×１０６ａ ２９４ａ ４３５ａ

Ｗ２Ｃ２ ８８４３１ｂ ７３５１×１０６ｂ ２８８ａ ４１９ｂ

Ｗ３Ｃ２ ７７９７６ｃ ６８８５×１０６ｃ ２８０ａ ３９８ｃ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表 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相同灌溉定额、不同灌水频次的

冬小麦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

Ｔａｂ．３　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ａｍｅ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ｑｕｏｔａｉｎ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处理
籽粒产量／

（ｋｇ·ｈｍ－２）

穗数／

（个·ｈｍ２）
穗粒数

千粒

质量／ｇ

Ｗ１Ｃ１ ９１２７０ ７７８５×１０６ ２９７ ４３３

Ｗ１Ｃ２ ９２８６４ ７９８０×１０６ ２９４ ４３５

Ｓｉｇ ００２７ ７７×１０４ ０６１６ ０７９５

ｔ ２５２６ －１８８８×１０６ ０５１４ －０２６７

Ｗ２Ｃ１ ８６２５３ ７２２９×１０６ ２８９ ４２０

Ｗ２Ｃ２ ８８４３１ ７３５１×１０６ ２８８ ４１９

Ｓｉｇ ００４２ ６３９×１０５ ０９５１ ０８５５

ｔ －２２７７ －４７９×１０５ ００６２ ０１８７

Ｗ３Ｃ１ ７９９２０ ７０１９×１０６ ２８５ ４０８

Ｗ３Ｃ２ ７７９７６ ６８８５×１０６ ２８０ ３９８

Ｓｉｇ ０１１７ ６６９×１０５ ０４５０ ００８０

ｔ －１６８８ ４３６×１０５ ０７８３ １９５０

　　注：Ｓｉｇ小于００５表示２个处理在００５水平下差异显著，下同。

２２　不同灌水处理对冬小麦耗水量及水分利用的
影响

图２是不同处理下冬小麦不同生育时期阶段耗
水量及日均耗水量变化趋势。从返青 成熟期的阶

段及日均耗水量均呈现出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峰

值出现在拔节 抽穗期。返青 拔节期由于气温回

升，小麦茎数进一步增加以及植株生长需要消耗水

分，植株的阶段及日均耗水量显著升高。拔节 抽穗

期的阶段耗水量在第１年及第２年占全生育时期的
比重分别是 ２９２％ ～３１７％及 ２４０％ ～２５０％，日
均耗水量分别是 ４４～４８ｍｍ／ｄ及 ３８～４４ｍｍ／ｄ。
该时期耗水量大的主要原因是冬小麦的叶面积指数

增大，植株的蒸腾作用增强，根系需吸收大量水分满

足植株的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冬小麦植株在抽穗

成熟期以生殖生长为主，茎及穗的发育需要消耗大

量的水分，该时期的阶段耗水量在第 １年及第 ２年

占全生育 期 的比重 分别 是 ２７８％ ～２８５％ 及
３１７％ ～３７１％。

由图 ２可见，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的灌浆 成熟期的

阶段及日均耗水量均较高，主要原因是该试验年份

冬小麦生长后期降水量较大，气温较高，植株蒸腾作

用强，籽粒灌浆消耗大量水分，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总耗
水量大于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

从生育期总耗水量来看，在相同灌水频次下，总

耗水量随着灌溉定额的增加而增加，且灌溉定额对

总耗水量的影响显著（Ｐ＜００５）（表 ４）；在相同灌
溉定额下，灌水频次对总耗水量影响有所不同，由

表３知，Ｗ２和 Ｗ３处理下，灌水频次对总耗水量的
影响不显著（Ｐ＞００５），但 Ｗ１处理下，Ｃ２的总耗水
量显著高于 Ｃ１（Ｐ＜００５），表明增加灌水频次能显
著提高该处理总耗水量。

从水分利用效率来看（表 ４、表 ５），在相同灌水
频次下，随着灌溉定额的增加，水分利用效率呈下降

的趋势。在 Ｃ１处理下，Ｗ１和 Ｗ３的水分利用效率
分别为２２２ｋｇ／ｍ３及２２８ｋｇ／ｍ３，在 Ｃ２处理下，Ｗ１
和 Ｗ３的 水 分 利 用 效 率 分 别 为 ２２０ｋｇ／ｍ３及
２２８ｋｇ／ｍ３，但处理间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相同
灌溉定额下不同灌水频次对水分利用效率没有显著

影响（Ｐ＞００５）。
２３　不同灌水处理对冬小麦籽粒品质的影响

由表６可知，在相同灌水频次下，不同灌溉定额
对蛋白质质量分数影响显著（Ｐ＜００５），蛋白质质
量分数随着灌溉定额的增加而增加，２个灌水频次
下不同灌溉定额对蛋白质质量分数影响的变化趋势

一致（Ｐ＜００５），这与许振柱等［１５］
研究认为适宜的

灌水处理有利于籽粒蛋白质积累、改善籽粒品质的

结论一致。对于湿面筋来说，随着灌溉定额的增加，

湿面筋质量分数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２个灌水
频次下均以 Ｗ２处理最高，Ｃ２处理下，Ｗ１和 Ｗ２处
理的湿面筋质量分数显著高于Ｗ３处理（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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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同灌水条件下阶段耗水量及日均耗水量

Ｆｉｇ．２　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ａｉｌｙ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表 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相同灌水频次、不同灌水处理的

总耗水量及水分利用效率

Ｔａｂ．４　Ｔｏ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ａｍ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ｎ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处理 总耗水量／ｍｍ 水分利用效率／（ｋｇ·ｍ－３）

Ｃ１Ｗ１ ４１０６２ａ ２２２ａ

Ｃ１Ｗ２ ３７９９９ｂ ２２７ａ

Ｃ１Ｗ３ ３５０１０ｃ ２２８ａ

Ｃ２Ｗ１ ４２２０４ａ ２２０ａ

Ｃ２Ｗ２ ３８９０９ｂ ２２７ａ

Ｃ２Ｗ３ ３４１４５ｃ ２２８ａ

　　注：同列同频次数据不同上角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下同。

Ｗ１和 Ｗ２处理之间差异不显著，Ｃ１处理下，Ｗ１、
Ｗ２和 Ｗ３处理之间无显著差异。从成熟期籽粒淀
粉质量分数来看，相同灌水频次下淀粉质量分数随

着灌溉定额的增加而增加，Ｃ１处理下，Ｗ１的淀粉质
量分数显著高于 Ｗ３（Ｐ＜００５）；Ｃ２处理下，Ｗ１的
淀粉质量分数显著高于 Ｗ２和 Ｗ３处理。从成熟期
籽粒容重来看，相同灌水频次下，容重随着灌溉定额

的增加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其中，在 Ｃ１处理
下，Ｗ２处理的容重显著高于 Ｗ１和 Ｗ３处理
（Ｐ＜００５）；Ｃ２处理下，Ｗ１、Ｗ２和Ｗ３处理之间无

表 ５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相同灌水量、不同灌水频次的

总耗水量及水分利用效率

Ｔａｂ．５　Ｔｏ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ａｍｅ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ｉｎ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处理 总耗水量／ｍｍ 水分利用效率／（ｋｇ·ｍ－３）

Ｗ１Ｃ１ ４１０６２ ２２２

Ｗ１Ｃ２ ４２２０４ ２２０

Ｓｉｇ ００４４ ０６９２

ｔ －２８９４ ０１３５

Ｗ２Ｃ１ ３７９９９ ２２７

Ｗ２Ｃ２ ３８９０９ ２２７

Ｓｉｇ ０２２３ ０９６３

ｔ －１４４１ －００５０

Ｗ３Ｃ１ ３５０１０ ２２８

Ｗ３Ｃ２ ３４１４５ ２２８

Ｓｉｇ ００６４ １

ｔ ２５４３ ０

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所有处理的籽粒容重均大于
７９０ｇ／Ｌ，达到一级小麦品质等级。

由表 ７可见，在相同灌溉定额下，Ｃ１处理蛋白
质及湿面筋的含量大于 Ｃ２处理，淀粉质量分数及
容重小于 Ｃ２处理。这表明相同灌溉定额时，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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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水频次有利于提高籽粒蛋白质及湿面筋含量，灌

水频次对淀粉质量分数和容重的变化规律与之相

反。ｔ检验结果表明不同灌水频次对蛋白质质量分
数、湿面筋质量分数、淀粉质量分数、容重均没有显

著影响。以上研究结果表明，灌溉定额与灌水频次

对冬小麦籽粒品质影响效应中灌溉定额起主导

作用。

表 ６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相同灌水频次、不同灌溉定额的

籽粒品质

Ｔａｂ．６　Ｇｒａｉ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ｑｕｏｔａｓ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ｓａｍ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ｎ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处理
蛋白质质量

分数／％

湿面筋质量

分数／％

淀粉质量

分数／％

容重／

（ｇ·Ｌ－１）

Ｗ１Ｃ１ １４０５ａ ３０６４ａ ７８５０ａ ７９３００ｂ

Ｗ２Ｃ１ １３７０ｂ ３０８４ａ ７８２９ａｂ ７９９６７ａ

Ｗ３Ｃ１ １３４７ｃ ３０２３ａ ７８１４ｂ ７９５５６ｂ

Ｗ１Ｃ２ １３８５ａ ３０２１ａ ７８８７ａ ７９７４４ａ

Ｗ２Ｃ２ １３５２ｂ ３０４０ａ ７８５５ｂ ８０２１１ａ

Ｗ３Ｃ２ １３２９ｃ ２９７１ｂ ７８４２ｂ ７９６７８ａ

表 ７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相同灌溉定额、不同灌水频次

的籽粒品质

Ｔａｂ．７　Ｇｒａｉ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ａｍ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ｑｕｏｔａｉｎ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处理
蛋白质质

量分数／％

湿面筋

质量分数／％

淀粉质量

分数／％

容重／

（ｇ·Ｌ－１）

Ｗ１Ｃ１ １４０５ ３０６４ ７８５０ ７９３００

Ｗ１Ｃ２ １３８５ ３０２１ ７８８７ ７９７４４

Ｓｉｇ ００５１ ０１１９ ００８３ ００６５

ｔ ２７５０ １９７７ －２３０４ －２５２９

Ｗ２Ｃ１ １３７０ ３０８４ ７８２９ ７９９６７

Ｗ２Ｃ２ １３５２ ３０４０ ７８５５ ８０２１１

Ｓｉｇ ００７４ ０１９５ ００５３ ０３９６

ｔ ２４０５ １５５６ －２７２３ －０９５０

Ｗ３Ｃ１ １３４７ ３０２３ ７８１４ ７９５５６

Ｗ３Ｃ２ １３２９ ２９７１ ７８４２ ７９６７８

Ｓｉｇ ００５２ ００６９ ０１１５ ０７０３

ｔ ２７３０ ２４６９ －２００９ －０４３７

３　讨论

２年试验结果均表明产量随着灌溉定额的增加
而显著增加，这与汪顺生等

［１６］
和董志强等

［１７］
的研

究结果不同，原因可能是本研究的灌溉定额设置范

围不够大，没有达到产量峰值。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
Ｗ１与 Ｗ２、Ｗ３处理的产量差异显著，Ｗ２与 Ｗ３处
理之间的产量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表明 Ｗ１处
理的产量较优。灌溉定额对穗数的影响显著，穗数

在对产量影响的要素中起到了主导作用。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年灌水频次一定时，冬小麦产量随灌溉定额的

增加而增加，且不同灌溉定额之间的产量差异显著。

Ｗ１Ｃ２处理显著高于 Ｗ１Ｃ１处理，对其产量构成要
素分析，可知 Ｃ２处理的穗数及千粒质量要高于 Ｃ１，
这与姚素梅等

［１８］
研究结果相近，表明 Ｃ２处理的有

效茎数大于 Ｃ１。Ｃ２处理的分 ２次灌水有利于根系
吸收０～５０ｃｍ土壤水分，进而减少无效分蘖，有利
于提高产量。

本研究结果表明冬小麦在拔节 抽穗期的阶段

耗水量最大，这与王松林等
［１９］
的研究结果一致。拔

节 抽穗期为小麦需水的关键期，此期保证水分供应

有利于植株的生长发育，提高植株光合作用，积累更

多的干物质，提高水分利用效率与产量，这与肖俊夫

等
［２０］
的研究结果相似。在保证产量的同时减少灌

水量也是降低冬小麦生育期耗水量及提高水分利用

效率的主要途径
［２１－２２］

，此外还可通过合理的灌溉模

式来增加产量进而提高水分利用效率
［２３］
。陈健

等
［２４］
研究得出畦灌条件下沧州、廊坊等地小麦的

ＷＵＥ为１０～１９ｋｇ／ｍ３，汪顺生等［１６］
研究得出沟

灌及畦灌下水分利用效率分别为１９～２１ｋｇ／ｍ３及
１５～１８ｋｇ／ｍ３。本文应用圆形喷灌机水肥一体化
技术，不同灌水处理的水分利用效率变化范围为

２２０～２２８ｋｇ／ｍ３，与传统灌溉方式相比，显著提高
了 ＷＵＥ。灌溉定额对冬小麦籽粒蛋白质质量分数、
淀粉质量分数有显著性影响，这与王晓英等

［８］
的研

究结果一致。本文对灌溉定额对冬小麦冠层温度的

影响进行了初步研究，在灌浆期之前不同灌溉定额

之间的冠层温度差异不明显，在灌浆期至成熟期，

冠层温度随着灌溉定额的升高而降低，２个灌水频
次的变化趋势一致。其中在 Ｃ１处理下，Ｗ３处理
的平均冠层温度比 Ｗ１高 １３～１７℃，Ｃ２处理
下，Ｗ３处理比 Ｗ１高 ２６～２８℃。这表明在气温
较高时，利用圆形喷灌机灌溉可以显著降低冬小

麦冠层温度，为籽粒灌浆创造适宜的温湿度环境，

有利于延长冬小麦籽粒灌浆持续期，从而提高冬

小麦产量及品质。此外，在灌浆期高温条件下进

行适当灌水，能有效降低冬小麦的冠层温度，增加

田间水汽压，降低植株蒸腾作用，减轻干热风的危

害，有利于籽粒灌浆，提高籽粒产量，这与 ＬＩＵ
等

［２５－２６］
研究结果一致。

４　结论

（１）冬小麦产量随着灌溉定额及总耗水量的增
加而增加，灌溉定额对产量的影响显著（Ｐ＜００５），
灌水频次对产量的影响不显著（Ｐ＞００５），灌溉定
额及灌水频次组合对产量的影响中，灌溉定额起主

导作用。最高产量处理为 Ｗ１Ｃ２的 ９２８６４ｋｇ／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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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北京地区冬小麦在返青 拔节、拔节 抽穗、抽

穗 灌浆期分别灌水 ４５、５５５、５４ｍｍ，在圆形喷灌机
条件下每个生育时期宜分２次灌水。

（２）两年试验结果表明，冬小麦在拔节 抽穗期

的阶段及日均耗水量均最大，灌溉定额对总耗水量

的影响显著（Ｐ＜００５），但灌水频次对总耗水量的
影响不显著（Ｐ＞００５）。水分利用效率随总耗水量
的增加而减少，水分利用效率最大为 Ｗ３处理的
２２８ｋｇ／ｍ３，最小为 Ｗ１处理的 ２２１ｋｇ／ｍ３，各处理

水分利用效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适当提高
灌溉定额可以增加产量，同时对水分利用效率影响

不大。

（３）灌溉定额及灌水频次对冬小麦籽粒蛋白质
质量分数、淀粉质量分数有显著性影响（Ｐ＜００５），
最优处理是 Ｗ１Ｃ１，其次是 Ｗ１Ｃ２，再次是 Ｗ２Ｃ１。
小麦籽粒蛋白质质量分数 Ｃ２处理小于 Ｃ１，表明灌
浆后期 Ｃ２处理的灌水会降低籽粒的蛋白质质量分
数，建议在灌浆前、中期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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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３２．
ＷＡＮＧＳｈｕｆｅｎ，ＺＨＡＮＧＸｉｙｉｎｇ，ＰＥＩＤｏｎｇ．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ｓｕｐｐｌｉｅ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ｎｒｏｏ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ｗａｔｅｒ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０６，２２（２）：２８－３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ＬＩＵＣ，ＺＨＡＮＧＸＹ，ＺＨＡＮＧＹＱ．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ｉｌｙ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ａｎｄｍａｉｚｅｂｙ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ｗｅｉｇｈｉｎｇｌｙｓｉｍｅｔｅｒ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ｌｙｓｉｍｅｔｅｒ［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Ｆｏｒｅｓｔ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２，１１１（２）：１０９－１２０．

４　ＬＩＱＱ，ＣＨＥＮＹＨ，ＬＩＵＭＹ，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ｎ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ｏｆ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９５（４）：４６９－４７６．

５　严海军，朱勇，白更，等．对内蒙古推广使用大型喷灌机的思考［Ｊ］．节水灌溉，２００９（１）：１８－２１．
ＹＡＮＨａｉｊｕｎ，ＺＨＵＹｏｎｇ，ＢＡＩＧｅｎｇ，ｅｔａｌ．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ｒｇｅｓｉｚｅｄ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ｉｎ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Ｒｅｇｉｏｎ［Ｊ］．ＷａｔｅｒＳａｖｉｎｇ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９（１）：１８－２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金宏智，严海军，王永辉．喷灌技术与设备在我国的适应性分析［Ｊ］．农业工程，２０１１，１（４）：４２－４５．
ＪＩＮＨｏｎｇｚｈｉ，ＹＡＮＨａｉｊｕｎ，ＷＡＮＧＹｏｎｇｈｕｉ．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１，１（４）：４２－４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李全起，沈加印，赵丹丹．灌溉频率对冬小麦产量及叶片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１，２７（３）：３３－３６．
ＬＩＱｕａｎｑｉ，ＳＨＥＮＪｉａｙｉｎ，ＺＨＡＯＤａｎｄ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ｌｅａｆ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１，２７（３）：３３－３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王晓英，贺明荣，杨洪斌，等．灌水频次对强筋小麦蛋白质组分含量、粒度分布和品质的影响［Ｊ］．中国粮油学报，２０１０，
２５（１）：７－１２．
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ｙｉｎｇ，ＨＥＭｉｎｇｒｏｎｇ，ＹＡＮＧＨｏｎｇｂｉ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ｎｇｒａｉｎ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ｋｅｍｅｌｓｉｚｅ
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ｔｒｏｎｇｇｌｕｔｅｎ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ｅｒｅａｌｓａｎｄＯｉｌ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２５（１）：７－１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蒋桂英，刘建国，魏建军，等．灌溉频率对滴灌小麦土壤水分分布及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Ｊ］．干旱地区农业研究，２０１３，
３１（４）：３８－４２．
ＪＩＡＮＧＧｕｉｙｉｎｇ，ＬＩＵＪｉａｎｇｕｏ，ＷＥＩＪｉａｎｊｕ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ｎ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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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张英华，张琪，徐学欣，等．适宜微喷灌灌水频率及氮肥量提高冬小麦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６，
３２（５）：８８－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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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９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ＳＰＡＬＤＩＮＧＲＦ，ＷＡＴＴＳＤＧ，ＳＣＨＥＰＥＲＳＪＳ，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ｎｉｔｒａｔｅｌ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ｎ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２００１，３０（４）：１１８４－１１９４．

１２　薛彬，李雪，严海军．圆形喷灌机条件下不同灌水施肥量对冬小麦产量的影响［Ｊ］．节水灌溉，２０１６（８）：３３－３７．
ＸＵＥＢｉｎ，ＬＩＸｕｅ，ＹＡＮＨａｉｊｕ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ｏｎ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ｙｉｅｌｄｕｎｄｅｒｃｅｎｔｅｒｐｉｖｏ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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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严海军，马静，王志鹏．圆形喷灌机泵注式施肥装置设计与田间试验［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５，４６（９）：１００－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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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５，２７（５）：１４３－１５３．

１５　许振柱，于振文，王东，等．灌溉条件对小麦籽粒蛋白质组分积累及其品质的影响［Ｊ］．作物学报，２００３，２９（５）：６８２－
６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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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Ｊ］．Ａｃｔａ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３，２９（５）：６８２－６８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汪顺生，高传昌，王兴，等．不同灌溉方式下冬小麦耗水规律及产量的试验研究［Ｊ］．灌溉排水学报，２０１３，３２（４）：１１－１４．
ＷＡＮＧＳｈｕｎｓｈｅｎｇ，ＧＡＯＣｈｕａｎｃｈａｎｇ，ＷＡＮＧＸｉｎｇ，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ａｎｄｙｉｅｌｄ
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２０１３，３２（４）：１１－１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董志强，张丽华，李谦，等．微喷灌模式下冬小麦产量和水分利用特性［Ｊ］．作物学报，２０１６，４２（５）：７２５－７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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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Ｊ］．Ａｃｔａ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６，４２（５）：７２５－７３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姚素梅，康跃虎，吕国华，等．喷灌与地面灌溉条件下冬小麦籽粒灌浆过程特性分析［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１，２７（７）：
１３－１７．
ＹＡＯＳｕｍｅｉ，ＫＡＮＧＹｕｅｈｕ，ＬＧｕｏｈｕａ，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ｇｒａｉｎｆｉｌｌ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ｕｎｄｅｒ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１，２７（７）：１３－１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王松林，史尚，王兴，等．不同种植模式冬小麦耗水特性及产量试验研究［Ｊ］．中国农村水利水电，２０１４（５）：４９－５２．
ＷＡＮＧＳｏｎｇｌｉｎ，ＳＨＩＳｈａｎｇ，ＷＡＮＧＸｉｎｇ，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ｙｉｅｌｄ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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