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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水分管理旱直播水稻生长生理与节水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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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东北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哈尔滨 １５００３０；２．农业部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重点实验室，哈尔滨 １５０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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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讨东北黑土区水稻高效节水种植模式，于 ２０１７年在黑龙江省庆安县采用测坑微区试验，研究了旱直

播对水稻光合特性、各器官生物产量、干物质累积速率、根冠比、伤流强度、产量水分利用效率（ＷＵＥｙ）、叶片水分利

用效率（ＷＵＥｌ）和产量因子等的影响。试验设置了 ３个处理：滴灌旱直播（ＤＨ）、漫灌旱直播（ＭＨ）和常规插秧淹灌

（ＣＫ），并以 ＣＫ处理作为对照。结果表明：ＤＨ与 ＭＨ处理的净光合速率 Ｐｎ（分蘖末期除外）、蒸腾速率 Ｔｒ、气孔导

度 Ｇｓ、以及叶、鞘、茎、穗等冠部干物质累积量、冠部干物质累积速率（分蘖中期至末期除外）、冠部最大累积速率在

整个生育期均低于 ＣＫ，但 ＷＵＥｌ、根部干物质累积量（分蘖前期和中期除外）、根部干物质累积速率、根系活力（分

蘖中期与拔节孕穗期除外）均高于 ＣＫ。３个处理的胞间 ＣＯ２浓度 Ｃｉ整个生育期波动幅度不大。根部和总干物质最

大累积速率及各生育期根冠比以 ＤＨ最大，ＣＫ最小。ＤＨ与 ＭＨ处理的千粒质量和结实率较 ＣＫ下降不显著（Ｐ＞

００５），穗长和穗粒数下降显著（Ｐ＜００５），有效穗数上升显著（Ｐ＜００５）。ＤＨ较 ＣＫ、ＭＨ分别节省灌溉用水

６３８８％和 ３９５２％，ＷＵＥｙ分别提高 ２６６倍和 １６４倍。滴灌旱直播种植不仅大幅度减少了灌溉用水量，显著提高

了水稻的 ＷＵＥｙ，而且具有较为可观的经济效益和显著的社会效益。研究结果可为东北黑土区水稻种植模式的选

取提供技术支撑，对保障黑土区农业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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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水稻作为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其种植面

积占全国粮食种植面积的 ２８％，灌溉用水占全国农
业用水的７０％［１］

，用水量大且利用效率低，造成水

资源的严重浪费
［２］
。东北黑土区作为我国重要的

水稻生产基地，由于种种原因，仍然存在着水分利用

效率低等问题。因此，寻求高效节水的水稻种植模

式对于促进黑土区农业可持续发展，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水稻产量的形成是水稻生长发育、各器官建成、

干物质不断积累等的结果，其实质是光合产物的积

累，因此研究水稻的光合特性和干物质累积情况对

于分析产量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旱直播种植较常

规插秧种植不仅省去了苗床育秧过程，简化了工序，

而且可以有效减少深层渗漏、棵间蒸发
［３］
、土壤有

机质周转期和温室气体排放
［４］
，提高灌溉水利用效

率。同时，旱直播种植模式无需泡田，除了操作简便

外，可节省大量的泡田用水。邓飞等
［５］
研究表明，

适宜的栽培模式可以有效地调控水稻的干物质生

产，提高产量。何军等
［６］
研究表明，黄熟期不同水

肥处理水稻干物质在各器官的分配比例不同，但趋

势相同。李树杏等
［７］
研究表明，幼穗形成期经过短

期轻度干旱复水后，水稻光合速率迅速恢复甚至可

以激发到更高水平，后期干物质积累也有所提高，可

以达到节水的效果。郭慧等
［８］
研究表明，覆膜直播

水稻单株茎干物质量和光合势在各主要生育期均高

于常规手栽水稻。王志军等
［９］
研究了膜下滴灌和

淹灌水稻在乳熟期的光合生理特性，表明膜下滴灌

较淹灌水稻净光合速率、蒸腾速率、气孔导度均下

降，水分利用效率明显上升。覆膜滴灌水稻虽然有

利于保温、保墒，但是膜的后期回收不便，且成本加

大。目前，对于水稻光合特性和干物质积累的研究

主要以调亏灌溉和控制灌溉
［１０－１１］

为主，而且对膜下

滴灌水稻光合特性的研究也有报道，但是未覆膜滴

灌旱直播种植模式下的各生育期水稻光合特性和各

器官干物质累积分布情况未见报道。

因此，本试验以黑土区水稻为研究对象，研究滴

灌和漫灌旱直播种植模式较传统插秧种植模式在光

合特性、生物产量、干物质累积速率、根系活力、水分

利用效率和产量因子等方面的差异，以期为东北黑

土区水稻高效节水的种植模式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

支撑。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区概况
试验于 ２０１７年 ５—１０月在黑龙江省庆安县和

平灌区水稻灌溉试验中心（１２７°４０′４５″Ｅ，４６°５７′２８″Ｎ）
进行。试验地全年平均气温 ２６℃，年降雨量
５００～６００ｍｍ，降雨多集中在 ７—８月，无霜期 １２０～
１３０ｄ，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土壤为典型黑壤
土，容重 １０１ｇ／ｃｍ３，孔隙度 ６１８％，饱和含水率
５０％，ｐＨ值６３５。土壤基础肥力（均为质量比）为：
有机质 ４１８ｇ／ｋｇ、有效磷 ３６２２ｍｇ／ｋｇ、速效钾
１１２０６ｍｇ／ｋｇ、全氮１５０６ｇ／ｋｇ、全磷１５２３ｇ／ｋｇ、全
钾２０１１ｇ／ｋｇ和碱解氮１９８２９ｍｇ／ｋｇ。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以龙庆稻 ３号水稻品种为供试对象，在移
动式遮雨测坑中进行。共设 ３个处理：滴灌旱直播
处理（ＤＨ）、漫灌旱直播处理（ＭＨ）、常规插秧淹灌
处理（ＣＫ），每处理设３次重复，共９个测坑，测坑面
积２ｍ×２ｍ。ＤＨ处理每个测坑铺设 ３条毛管，滴
灌带为贴片式，滴头间距３０ｃｍ，工作压力 ０１ＭＰａ，
滴头流量１２Ｌ／ｈ。灌水量用精确水表控制，当土壤
含水率达到设定的土壤含水率下限时，灌水至上限。

各处理不同生育期水分处理见表 １。ＤＨ和 ＭＨ处
理的行间距采用与铺设滴灌带的穴播机相同的间距

（行距１０ｃｍ＋２６ｃｍ＋１０ｃｍ、穴距 １０ｃｍ，毛管布置
于宽行）。ＤＨ和 ＭＨ处理采用人工播种，每穴 １０～
１２粒。ＣＫ处理采用人工插秧，密度参照当地（行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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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ｃｍ、穴距１３ｃｍ）进行，每穴 ５株。各处理均按照
氮肥１１０ｋｇ／ｈｍ２、磷肥４５ｋｇ／ｈｍ２、钾肥８０ｋｇ／ｈｍ２的
施肥量均施。其中氮肥按照基肥∶分蘖肥∶促花肥∶

保花肥为４５∶２∶１５∶２比例分施，钾肥按基肥∶促花
肥为１∶１比例 ２次分施，磷肥作基肥一次性施入。
ＤＨ处理随水滴施，ＭＨ和 ＣＫ处理为撒施。

表 １　不同处理水稻各生育期水分处理方案

Ｔａｂ．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ｗａ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ｓｏｆｒｉｃｅ

处理
各生育期水分处理

返青期 播种 苗期 分蘖前期 分蘖中期 分蘖末期 拔节孕穗期 抽穗开花期 乳熟期 黄熟期

ＣＫ ３０～４０ ２０～４５ ２０～４５ 晒田 ２０～４５ ４５～８５ １５～４５

ＤＨ ８０～１００ ８０～１００ ８５～１００ ８５～１００ ６０～１００ ８５～１００ ８５～１００ ７０～１００

ＭＨ ８０～１００ ８０～１００ ８５～１００ ８５～１００ ６０～１００ ８５～１００ ８５～１００ ７０～１００

　　注：ＣＫ处理各生育期水分处理以“ｍｍ”计，ＤＨ和 ＭＨ处理各生育期水分处理为占田间持水量的百分比，以“％”计。

１３　测定项目与方法
土壤含水率：采用干燥法分层测定，ＤＨ处理取

样点位于滴灌带滴头下方、距滴灌带 １３ｃｍ位置和
距滴灌带３６ｃｍ位置处。计划湿润层深度为６０ｃｍ，
分别取１０、２０、４０、６０ｃｍ深度土壤测定土壤含水率，
以３个取样点处的平均值作为含水率值，每天观测。
ＭＨ处理取样点相对位置和含水率计算方法与 ＤＨ
处理保持一致。将采集的土样放入铝盒，在 １０５℃
干燥箱中干燥至恒质量，计算土壤含水率。ＣＫ处理
采用水尺测定水层深度变化。

光合速率和蒸腾速率：采用 ＬＩ ６４００ＸＴ型（美
国 ＬＩ ＣＯＲ公司）便携式光合作用测量系统测定净
光合速率（Ｐｎ）、蒸腾速率（Ｔｒ）、气孔导度（Ｇｓ）和胞
间 ＣＯ２浓度（Ｃｉ）等光合参数，在 ０９：００—１１：００的晴
天，每个测坑选取生长状况良好、长势基本一致的 ５
穴、每穴选取１株水稻，于功能叶上进行测定，并做
好标记，便于下次再测。

水稻各器官生物量：分别于分蘖前期（ＰＴ）、分
蘖中期（ＭＴ）、分蘖末期（ＬＴ）、拔节孕穗期（ＪＢ）、抽
穗开花期（ＨＦ）、乳熟期（ＭＭ）和黄熟期（Ｒ）测定各
处理水稻各器官干物质量。每个测坑选取 ５穴，每
穴选取１株，在植株周围３０ｃｍ×３０ｃｍ×８０ｃｍ取得
整株植株样，并将水稻根部置于尼龙网袋中冲洗干

净，断根同样回收，将各器官分离后分别装入信封，

放入已升温至１０５℃的干燥箱中，杀青 ３０ｍｉｎ，然后
于８０℃下干燥至恒质量，用精度００１ｇ的电子天平
称取植株各器官干物质量。

伤流强度：分别于分蘖中期、分蘖末期、拔节孕

穗期、抽穗开花期、乳熟期和黄熟期（分蘖前期伤流

液极少），每个测坑取样 ５穴，于 １８：００在距地面
１０ｃｍ处将稻株剪断，在地面残留稻茎处套上已称
量（Ｗ１）的一端开口一端封闭的装有脱脂棉的薄塑
料套管，并用塑料薄膜包好，皮筋扎紧。于次日０８：００
收回称量（Ｗ２）。伤流强度（Ｉ）为

Ｉ＝（Ｗ１－Ｗ２）／ｔ

以此值代表水稻根系活力。

产量及产量构成因子：成熟期，每个测坑分别割

取１０穴植株，风干晾晒后测定产量构成因子，包括
穗长、有效穗数、穗粒质量、结实率和千粒质量，并计

算理论产量（产量计算公式为有效穗数、穗粒质量、

结实率和千粒质量的乘积除以１０００）。
１４　有关指标计算方法
１４１　干物质累积速率

干物质累积速率为单株水稻各部位各生育期干

物质累积量与该生育期历时的比值，单位为 ｍｇ／ｄ。
１４２　阶段耗水量

利用水量平衡方程计算水稻阶段耗水量，由于

试验在移动式遮雨棚有底测坑中进行，且通过试验

发现，计划湿润层深度以下土壤含水率基本保持不

变，所以水量平衡方程可以简化为

ＥＴｉ＝Ｉ＋ΔＷ （１）
式中　ＥＴｉ———阶段耗水量，ｍｍ

Ｉ———计算时段内单位面积上的灌水量，ｍｍ
ΔＷ———计算时段内单位面积计划湿润层内

的土体储水量变化量，ｍｍ
１４３　叶片水平水分利用效率

叶片水平上的水分利用效率（Ｌｅａｆｗａｔｅｒ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ＷＵＥｌ）（单位：μｍｏｌ／ｍｍｏｌ），反映了植物

生长与自身蒸腾耗水之间的关系
［１２］
，定义为单位水

量通过叶片蒸腾散失时光合作用所形成的有机物

量。测完水稻各生育期光合参数后，计算各生育期

叶片水平上的水分利用效率，简称叶片水分利用效

率，计算式为

ＷＵＥｌ＝Ｐｎ／Ｔｒ （２）

式中　Ｐｎ———叶片净光合作用速率，μｍｏｌ／（ｍ
２
·ｓ）

Ｔｒ———叶片蒸腾速率，ｍｍｏｌ／（ｍ
２
·ｓ）

１４４　产量水平水分利用效率
产量水平上的植物水分利用效率（Ｙｉｅｌｄｗａｔｅｒ

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ＷＵＥｙ）（单位：ｋｇ／ｍ
３
），定义为单位

耗水量的籽粒产量，计算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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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ＵＥｙ＝Ｙ／ＥＴ （３）

式中　Ｙ———水稻产量，ｋｇ／ｈｍ２

ＥＴ———水稻全生育期需水量，ｍ３／ｈｍ２

１５　数据处理方法
所得数据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初步处理，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进行显著性分析，Ｏｒｉｇｉｎ９０进行绘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处理水稻光合指标及 ＷＵＥｌ的动态变化

不同处理水稻光合特性及 ＷＵＥｌ如图 １所示。
整体来看，不同处理下水稻 Ｐｎ、Ｔｒ和 Ｇｓ大致呈现先
升高后下降的变化趋势。Ｐｎ和 Ｔｒ均在抽穗开花期
达到峰值，在分蘖前期最小；Ｃｉ整体波动幅度不大；
ＷＵＥｌ大致呈不断减小趋势，分蘖前期最大。旱直播

图 １　不同处理水稻光合特性及 ＷＵＥｌ变化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ＷＵＥｌ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ｆｒｉｃｅ

各生育期（分蘖末期除外）Ｐｎ均小于 ＣＫ处理，且 ＤＨ
处理最低，ＤＨ和ＭＨ处理较 ＣＫ分别降低了４１４％ ～
１３６９％和０８５％ ～１１１６％，且只在 ＭＴ和 Ｒ期差
异显著（Ｐ＜００５），其他 ５个生育期 ３个处理 Ｐｎ均
无显著差异，表明旱直播处理引起的土壤水分胁迫

使各个生育期（分蘖末期除外）Ｐｎ较常规插秧淹灌

均有所下降，这与王志军等
［１３］
、卢从明等

［１４］
研究结

果一致。从分蘖中期到分蘖末期，ＣＫ处理 Ｐｎ出现
下降，但是 ＤＨ和 ＭＨ处理均有略微上升，分别高于
ＣＫ处理 ０３２％和 ０２０％，但是差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这可能是由于分蘖末期 ＣＫ处理的晒田导致
外界环境条件的剧烈改变对其影响较大，但对旱直

播的影响并不大。整个生育期，ＤＨ与 ＭＨ处理的

Ｔｒ均低于 ＣＫ处理 ５７９％ ～３１６４％和 ４６７％ ～
２４４０％，且 ＤＨ处理在各生育期与 ＣＫ的差异均显
著（Ｐ＜００５），ＭＨ处理只在分蘖中期到抽穗开花期
与 ＣＫ差异显著。Ｇｓ各生育期的变化规律与 Ｔｒ相
似，ＤＨ与 ＭＨ处理分别较 ＣＫ处理降低 ３４１％ ～
３９７０％和 ２２７％ ～２７８５％，说明旱直播水稻为了
保持体内水分，防止蒸腾过快，会减小气孔导度，降

低蒸腾速率。３个处理 Ｃｉ整个生育期均维持在２６０～
３０５μｍｏｌ／ｍｏｌ，波动幅度不大。从分蘖前期到黄熟
期，除了分蘖中期和乳熟期旱直播 Ｃｉ大于常规插秧
淹灌外，其他生育期均降低，其中 ＤＨ和 ＭＨ处理分
别比 ＣＫ降低００６％ ～１１５５％和０３３％ ～７７３％，
呈现出 ＨＦ期（ＪＢ期除外）之前旱直播与常规插秧
淹灌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ＨＦ期之后无显著差异的
趋势。比较各生育期 ＷＵＥｌ可知，除了拔节孕穗期
ＤＨ处理比 ＭＨ处理下降 １１４８％外，其他 ６个生育
期，ＤＨ处理较 ＭＨ处理升高 ０４６％ ～１３４４％，但
是差异并不显著（Ｐ＞００５）。这可能是由于拔节孕
穗期作物耗水量较大，而 ＤＨ处理较 ＭＨ处理的灌
水量少，这对 Ｐｎ有一定抑制作用，使得 ＤＨ处理
ＷＵＥｌ较 ＭＨ有所降低。旱直播处理的 ＷＵＥｌ均高于
常规插秧淹灌，增幅在 １１０％ ～３１４５％，而旱直播
处理中又以 ＤＨ处理为最高（拔节孕穗期除外），说
明滴灌旱直播处理使得无效水分消耗减少，叶片水

分利用效率升高，在消耗单位水量的情况下，容易积

累更多的有机物
［９］
。

２２　不同处理水稻伤流强度动态变化
根系活力是衡量根系主动吸收能力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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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根系活力的大小直接影响根系对水分、养分的

吸收以及地上部生理活性，而伤流强度作为衡量根

系机能的综合指标，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根系活力

变化
［１５］
。对各处理除分蘖前期外的各生育期水稻

基部伤流强度进行分析可知（图 ２），整个生育期伤
流强度呈现倒“Ｖ”型变化趋势，在抽穗开花期达到
峰值，这与何春林等

［１６］
的研究结果一致。分蘖中

期，ＤＨ和 ＭＨ处理分别较 ＣＫ降低 １８０９％ 和
１４４３％，可见生育前期旱直播处理根系活力较低，
这主要是由于土壤水分胁迫使根尖较早木栓化，根

系活力下降；到分蘖末期，ＤＨ和 ＭＨ处理却较 ＣＫ
处理显著升高了 ４６８％和 ２８８％（Ｐ＜００５），其原
因可能是由于 ＣＫ处理晒田导致的外部环境条件剧
烈改变，分蘖数减少，蒸腾速率减弱，蒸腾拉力降低，

根系活力下降，而水分的减少并没有减弱旱直播的

光合作用，根系活力所受影响不大。而且 ＣＫ处理
中较多的无效分蘖恶化了群体中下部的光照条件，

对有效分蘖根量和总根活量有抑制作用
［１７］
。从抽

穗开花期开始，旱直播处理伤流强度已逐步高于 ＣＫ
处理；抽穗开花期，ＤＨ和 ＭＨ较 ＣＫ处理升高
１５０％和０７５％；乳熟期升高 ５８３％和 ３８９％，差
异达显著水平（Ｐ＜００５）；黄熟期升高 １７３５％和
１５３１％，三者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且 ＤＨ处理最
大。这表明旱直播有利于延缓水稻根系衰老，原因

可能是由于旱直播较插秧淹灌使土壤中的水、肥、

气、热等状况有所改善，利于后期新根不断生长，根

系衰老速率减缓，根系活力较高
［１８］
，这与陶敏之

等
［１９］
认为水稻受旱能增强根系活力，延缓根系衰老

的结论相吻合。

图 ２　不同处理水稻各生育期伤流强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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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不同处理水稻各器官干物质累积动态
２３１　干物质累积曲线

不同处理水稻各生育期不同器官干物质累积曲

线如图３所示。旱直播并没有改变水稻冠部和根部
的整体变化趋势。叶和鞘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整个

生育期，旱直播的冠部各器官的干物质累积量均小

于 ＣＫ处理，ＤＨ处理叶、鞘、茎、穗干物质累积量分
别较 ＣＫ降低 ３７０％ ～９０９％、２２２％ ～７１４％、
１７９％ ～４３５％、３７７％ ～１２５０％，ＭＨ处理分别
降低 ２２２％ ～７８３％、０９８％ ～４８４％、２１７％ ～
４６５％、３０９％ ～１２０４％。分蘖中期以前，旱直播
与 ＣＫ处理叶、鞘干物质累积量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但到分蘖末期 ３个处理间差异并不显著（Ｐ＞
００５），可能是由于分蘖前期和中期旱直播处理 Ｐｎ
低于 ＣＫ，引起了干物质累积量的减少，而到分蘖末
期，ＣＫ处理晒田引起 Ｐｎ下降，干物质累积速率减
小。之后，水稻均进入了营养生长旺盛期，到抽穗开

花期，３个处理叶、鞘干物质累积量均达到最大值，
ＤＨ和 ＭＨ处理叶、鞘干物质累积量分别较 ＣＫ降低
６４０％、４３５％和 ５８１％、２１７％，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这与郭相平等［２０］

研究结果一致。黄熟期，

ＤＨ和 ＭＨ处理叶干物质累积量分别比 ＣＫ显著降
低８４３％和７８３％，鞘干物质累积量降低２６４％和
１８９％，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表明旱直播较插秧
淹灌水稻叶片衰老更快，可能是由于旱直播水稻叶

片中叶绿素、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过氧化氢酶含量的

降低引起了水稻叶片早衰
［２１］
。从抽穗开花到乳熟

期，叶、鞘干物质累积量逐渐减少，但茎干物质累积

量仍缓慢上升，到乳熟期，达到峰值，此时 ＤＨ和
ＭＨ处理较 ＣＫ分别下降了 ２６２％和 ２２５％，差异
显著（Ｐ＜００５）。分析穗干物质累积量：拔节孕穗
期，３个处理间并无显著差异，然而从抽穗开花期开
始，ＤＨ和 ＭＨ处理穗干物质累积量分别较 ＣＫ显著
降低，到黄熟期，ＤＨ、ＭＨ处理分别较 ＣＫ显著降低
１２４２％和１２０４％（Ｐ＜００５）。这表明从抽穗开花
期开始，旱直播处理较低 Ｐｎ导致的冠部营养器官干
物质累积量的下降似乎造成了“源”的供应不足，导

致籽粒“库”的形成受到一定限制。分蘖前期和中

期，ＤＨ和 ＭＨ根干物质累积量低于 ＣＫ处理，但差
异并不显著（Ｐ＞００５），从分蘖末期开始，ＤＨ和
ＭＨ的根部干物质累积量逐渐高于 ＣＫ，并且差距越
来越 大，ＤＨ 升 高 １１８％ ～１６９３％，ＭＨ 升 高
０８０％ ～１６７２％，到抽穗开花期，旱直播和插秧淹
灌的根干物质累积量均达到最大值，ＤＨ和 ＭＨ分
别比 ＣＫ高４２４％和３８３％，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原因可能是旱直播引起的土壤水分胁迫前期虽然抑

制了根系的表层发育，但是后期却促进了根系的下

扎，提高了深层土壤中的根系比列
［２２］
，从而导致从

分蘖末期开始 ＤＨ和 ＭＨ处理水稻的根干物质累积
量逐渐高于 ＣＫ。黄熟期，ＤＨ和 ＭＨ处理分别显著
高于 ＣＫ处理 １６９３％和 １６７２％（Ｐ＜００５），说明
旱直播较常规插秧淹灌水稻根系衰老缓慢，这与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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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处理水稻各生育期不同器官干物质累积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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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萍等
［２１］
研究结果相吻合。

２３２　干物质累积速率
水稻干物质累积速率与种植模式有关，不同处

理水稻干物质累积速率见表 ２。可以看出，ＤＨ、ＭＨ
和 ＣＫ处理的冠部和总干物质累积速率具有相似的
变化趋势，旱直播的冠部干物质累积速率在各生育

期（除分蘖中期到末期外）均低于插秧淹灌，但是根

部干物质累积速率均高于插秧淹灌。３个处理的冠
部、根部和总干物质最大累积速率均出现在拔节孕

穗到抽穗开花期，ＣＫ处理冠部干物质最大累积速率
最高，ＤＨ处理根部和总干物质最大累积速率最高。
相比 ＣＫ处理，ＤＨ和 ＭＨ处理的冠部干物质最大累
积速率分别降低１８０％和１４６％，根部干物质最大
累积速率分别升高９３５％和７４８％，总干物质最大
累积速率分别升高 １５８％和 １２５％，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可见滴灌旱直播种植并没有改变水稻
生长的基本规律，而且相比插秧淹灌种植干物质最

大累积速率更大，累积时间更短，这与朱齐超等
［２３］

的研究结果相吻合。具体分析３个处理各部位干物
质累积速率可以发现，叶最大累积速率出现在分蘖

前期到中期和拔节孕穗到抽穗开花期，鞘干物质最

大累积速率出现在分蘖前期到中期，茎、根干物质最

大累积速率均出现在拔节孕穗到抽穗开花期，而穗

干物质最大累积速率出现在抽穗开花到乳熟期，此

时，叶、鞘、茎、根干物质累积速率均表现出下降趋

势，穗部干物质累积速率却出现上升趋势，这种各器

官干物质累积速率此消彼长的过程，也是水稻库源

关系相互协调的结果
［１７］
。分蘖中期到末期相比分

蘖前期到中期 ＣＫ处理冠部和根部干物质累积速率
下降幅度较大，分别下降 ５１７２％和 １４２５％，但是
ＤＨ和 ＭＨ处理下降幅度较小，只下降了 １０００％、
５５０％和 １９５１％、９３２％，表明对 ＣＫ处理干物质
积累影响较大的分蘖末期，对旱直播而言，影响并不

大。比较不同部位干物质累积速率可知，拔节孕穗

到抽穗开花期３个处理由大到小均表现为：茎、根、
穗、鞘、叶，虽然 ＤＨ和 ＭＨ处理茎干物质累积速率
较 ＣＫ分别降低 ０２１％和 ２２３％，但根干物质累积
速率却分别升高了９３５％和７４８％，这说明不同处
理相同时期相同部位的干物质累积速率有所差异，

旱直播种植在插秧淹灌种植水稻根系干物质累积速

率降低的时期仍可保持较高值，从而有效延缓了水

稻后期根系的衰老，提高了根系的吸收能力，这也是

旱直播水稻为了适应水分亏缺环境而采取的一种方

法。乳熟到黄熟期，ＤＨ和 ＭＨ冠部干物质累积速
率较 ＣＫ显著下降 ６９０６％和 ７２６５％（Ｐ＜００５），
但根部干物质累积速率却显著升高 ５８１３％和
６５４９％（Ｐ＜００５），表明生育后期旱直播水稻冠部
营养器官衰老较快，但是根部器官衰老更慢，使得总

干物质累积速率放缓。

２４　不同处理水稻根冠比动态变化
根冠比可以反映植株地下部与地上部之间干物

质累积的分配比列。对图４所示不同处理水稻各生
育期根冠比变化进行分析可知，整个生育期不同处

理间均以 ＤＨ处理最大，ＣＫ处理最小，ＤＨ、ＭＨ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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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处理水稻不同生育期各器官干物质累积速率

Ｔａｂ．２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ｓｏｆｒｉｃｅ ｍｇ／ｄ

生育期 处理 叶 鞘 茎 穗 根 冠部 总干物质

ＣＫ ５６３ａ １２５０ａ １５６５ａ １８１３ａ ３３７７ａ

ＰＴ ＭＴ ＤＨ ５００ａ １１６７ａ １６６７ａ １６６７ａ ３３３３ａ

ＭＨ ５２１ａ １１８８ａ １６３１ａ １７０８ａ ３３４０ａ

ＣＫ １２５ａ ７５０ａ １３４２ａ ８７５ｂ ２２１７ｂ

ＭＴ ＬＴ ＤＨ ４１７ａ １０８３ａ １５７５ａ １５００ａ ３０７５ａ

ＭＨ ３３３ａ １０４２ａ １４７９ａ １３７５ａ ２８５４ａ

ＣＫ ２９６ａ ７７８ａ １７０４ａ ８８９ａ １３８７ａ ３６６７ａ ５０５４ａ

ＬＴ ＪＢ ＤＨ ２２２ｂ ６６７ａ １６３０ａ ７７８ａ １４７４ａ ３２９６ｂ ４７７０ｂ

ＭＨ ２２２ｂ ６４８ａ １６６７ａ ７９６ａ １５０２ａ ３３３３ｂ ４８３５ｂ

ＣＫ ５８３ａ ８３３ａ ４１２０ａ ２６３９ａ ３５６７ａ ８１７５ａ １１７４２ａ

ＪＢ ＨＦ ＤＨ ５２８ａ ８０６ａ ４１１１ａ ２５８３ａ ３９００ａ ８０２８ａ １１９２８ａ

ＭＨ ５００ａ ９１７ａ ４０２８ａ ２６１１ａ ３８３３ａ ８０５６ａ １１８８９ａ

ＣＫ －０４５ａ －０９１ａ ４０４ａ ４２５８ａ －４６８ａ ４５２６ａ ４０５７ａ

ＨＦ ＭＭ ＤＨ －０６１ａ ０００ａ ３６４ａ ４１３６ａ －３９１ａ ４４３９ａ ４０４８ａ

ＭＨ －０６１ａ －０６１ａ ３９４ａ ４１５０ａ －４４７ａ ４４２３ａ ３９７６ａ

ＣＫ －０３６ａ －０６０ａ －１０７ａ １１６４ａ －７７６ｂ ９６２ａ １８６ａ

ＭＭ Ｒ ＤＨ －０６０ａ －０７１ａ －１５５ａ ５８３ｂ －３２５ａ ２９８ｂ －０２７ａ

ＭＨ －０６０ａ －０７１ａ －１７９ａ ５７３ｂ －２６８ａ ２６３ｂ －００５ａ

　　注：每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００５水平差异显著，下同。

较 ＣＫ增大 ３３６％ ～２７１０％和 ２２９％ ～２６４１％。
随着生育进程，３个处理根冠比先增高后降低，趋势
保持一致，且均在分蘖末期达最大值，但差异未达显

著性水平（Ｐ＞００５）。从拔节孕穗期开始，ＤＨ与
ＭＨ处 理 的 根 冠 比 分 别 较 ＣＫ增 大 ８３４％ ～
２７１０％和 ７０３％ ～２６４１％，且差异达到显著性水
平（Ｐ＜００５），ＤＨ较 ＭＨ增大 ０５５％ ～１８８％，差
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至黄熟期，旱直播与ＣＫ处理
水稻根冠比的差距达到整个生育期差距中的最大

值。可见从拔节孕穗期开始，旱直播水稻为了适应

干旱环境，增加光合产物向根系分配，使根系向深层

土壤扩展，以提高根系与地上部分的比列
［２４］
。这表

明，旱直播可以减缓生育后期水稻根系的衰退，使根

系在生殖生长期保持较高的吸水能力，提高对深层

土壤储水的吸收能力，进而提高水稻产量和灌溉水

利用效率
［１２］
。

２５　不同处理水稻各生育期耗水量与总灌水量

分析表 ３不同处理水稻各生育期耗水量可知，
旱直播处理各生育期耗水量均低于常规插秧淹灌处

理，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且 ＤＨ处理最低。３个处
理各生育期耗水量表现出一致性，以拔节孕穗期为

最大，分蘖前期或乳熟期最小，ＤＨ与 ＭＨ处理在拔
节孕穗期分别较 ＣＫ处理降低 ７５６０％和 ５６０３％，
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其他生育期 ＤＨ与 ＭＨ处理
分别较 ＣＫ降低 １９６６％ ～７１７４％和 ３２５％ ～
４２９８％，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全生育期耗水量由

图 ４　不同处理水稻各生育期根冠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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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到小表现为：ＣＫ、ＭＨ、ＤＨ，ＤＨ处理仅为１７２６７ｍｍ，
较 ＣＫ处理节省耗水 ６４４２％，较 ＭＨ处理节省
３９６７％，３者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ＭＨ处理较 ＣＫ
处理节省４１０３％，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这表明水
稻旱直播种植模式相比常规插秧淹灌种植模式全生

育期耗水量显著降低（Ｐ＜００５），且滴灌旱直播耗
水量最少。ＤＨ处理总灌水量较 ＣＫ显著减少
６３８８％（Ｐ＜００５），较 ＭＨ处理节约灌水 ３９５２％，
可见滴灌旱直播种植可显著降低灌溉用水量，对区

域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

会效益显著。

２６　不同处理水稻产量构成因子与 ＷＵＥｙ
不同处理水稻产量及其构成因子与 ＷＵＥｙ见

表４。ＤＨ和 ＭＨ处理产量分别为 ７２７×１０３ｋｇ／ｈｍ２

和７３４×１０３ｋｇ／ｈｍ２，分别较 ＣＫ处理降低 ５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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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不同处理水稻各生育期耗水量与总灌水量

Ｔａｂ．３　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ａｔｅｒａｍｏｕｎｔ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ｓｏｆｒｉｃｅ ｍｍ

处理
各生育期耗水量

ＰＴ ＭＴ ＬＴ ＪＢ ＨＦ ＭＭ Ｒ

全生育期

耗水量
总灌水量

ＣＫ ３５９０ａ ９７８１ａ ２２５８ａ １７０６０ａ ５６６８ａ ６９２６ａ ３２４９ａ ４８５３２ａ ４５５２６ａ

ＤＨ １０１４ｃ ３３４２ｃ １７２１ｃ ４１６２ｃ ２１８０ｃ ２２３８ｃ ２６１０ｂ １７２６７ｃ １６４４４ｃ

ＭＨ ２４４９ｂ ５５７８ｂ ２１８４ｂ ７５０１ｂ ３８０２ｂ ４４５２ｂ ２６５３ｂ ２８６１９ｂ ２７１９１ｂ

表 ４　不同处理水稻产量及其构成因子与 ＷＵＥｙ
Ｔａｂ．４　Ｒｉｃｅ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ｎｄＷＵＥｙ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处理 穗长／ｃｍ
有效穗数／

（个·ｍ－２）
穗粒数／个 结实率／％ 千粒质量／ｇ 产量／（ｋｇ·ｈｍ－２）

ＷＵＥｙ／

（ｋｇ·ｍ－３）
ＣＫ （１７３８±００９）ａ （４２０００±１２００）ｂ （６８３０±１０８）ａ （９５４５±０３９）ａ （２７９５±０１５）ａ （７６５±０１１）×１０３ａ １５８ｃ

ＤＨ （１６７６±０１４）ｂ （４７６００±５２９）ａ （５９５０±１７９）ｂ （９４８４±０６３）ａ （２７１０±０９８）ａ （７２７±０２４）×１０３ａ ４２１ａ

ＭＨ （１６８０±００４）ｂ （４７４６７±１００２）ａ （５９７８±１０３）ｂ （９５１７±０６１）ａ （２７１５±０４４）ａ （７３４±０３２）×１０３ａ ２５６ｂ

和４３１％，但差异并不显著（Ｐ＞００５）。可见与常
规插秧处理相比，旱直播处理在节水同时并没有造

成产量上显著下降；ＤＨ和 ＭＨ处理穗长分别较 ＣＫ
处理显著降低 ３７０％和 ３４１％（Ｐ＜００５），穗粒数
分别较 ＣＫ处理显著下降 １４７９％和 １４２５％（Ｐ＜
００５），但有效穗数较 ＣＫ处理显著上升 （Ｐ＜
００５），上升幅度分别为 １３３３％和 １３０２％。可见
与插秧淹灌处理相比，旱直播处理单位面积上有效

穗数的增加弥补了穗长和穗粒数的降低所引起产量

上的下降，使得３个处理最终产量上差异并不显著
（Ｐ＞００５）。

　
对于结实率、千粒质量等产量因子，３

个处理间均无显著性差异。这与王志军等
［１３］
的膜

下滴灌水稻种植较淹灌种植的单位面积有效穗数、

结实率、千粒质量均显著下降的结果不太一致，也与

何春林等
［２５］
的沟灌渗透直播水稻的有效穗数、穗

长、穗粒数、千粒质量等产量因子均显著高于常规淹

水处理的结果不完全相同。ＷＵＥｙ与全生育期耗水
量表现出负相关关系，ＣＫ处理最低，ＤＨ处理最高，
为４２１，较 ＣＫ提高 ２６６倍，较 ＭＨ提高 １６４倍，
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ＭＨ较 ＣＫ提高 １６２倍，差异
显著（Ｐ＜００５）。这表明水稻旱直播种植模式相比
常规插秧淹灌种植模式在没有造成产量显著下降的

情况下，产量水平上的水分利用效率显著提高，而且

滴灌旱直播种植模式 ＷＵＥｙ相比漫灌旱直播种植模

式升高更显著（Ｐ＜００５），这与王志军等［１３］
的研究

结果一致。

２７　不同处理水稻成本比较分析
不同处理的水稻生产成本比较分析见表 ５。可

以看出，旱直播相比常规插秧种植省去了泡田、打

浆、育苗和插秧等过程，节省成本 ３７００元／ｈｍ２。而
且相比常规插秧和漫灌旱直播种植的人工施肥方

式，由于滴灌旱直播种植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使得

施肥的人工费用成本降低 ７６０元／ｈｍ２。滴灌旱直
播较常规插秧种植节省水费 ７５７元／ｈｍ２，较漫灌旱
直播节省２８０元／ｈｍ２。虽然 ＤＨ与 ＭＨ处理的除草
费用较 ＣＫ分别增加 ２３０元／ｈｍ２和 ８４０元／ｈｍ２，但
病虫害防治成本却分别降低３８０元／ｈｍ２和７０元／ｈｍ２，
这是由于旱直播种植改变了传统插秧种植的土体通

透性，减少了传统水田种植水稻植株郁闭造成的高

温高湿，有效防止了植株病虫害的发生，降低了农药

成本的投入。

２８　不同处理水稻经济效益比较分析
不同处理的水稻经济效益比较分析见表 ６。常

规插秧种植总成本最大，这主要是由于整地、育苗和

表 ５　不同处理水稻生产成本对比

Ｔａｂ．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ｏｓｔｏｆｒｉｃ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元／ｈｍ２

处理

旋耕 打浆

机械

费

人工

费

机械

费

人工

费

育苗 插秧 播种 种子

施肥 除草 病虫害防治

化肥
人工

费

除草

剂

人工

费
农药

人工

费

水费

滴灌

带等

器材

收割

机械

费

人工

费

合计

ＣＫ ４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１８５０ １１５０ ０ ４３０ １９４７ ８７０ ３１０ ３００ ４２０ ３８０ １１８４ ０ ６５０ ４００ １１２９１

ＤＨ ４００ ３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６６９ ７５０ １９４７ １１０ ４１０ ４３０ ２２０ ２００ ４２７ １７５０ ５５０ ３５０ ８５１３

ＭＨ ４００ ３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６６９ ７５０ １９４７ ８７０ ６６５ ７８５ ３５０ ３８０ ７０７ ０ ５５０ ３５０ ８７２３

　　注：表中 ＤＨ处理的滴灌带等器材成本折合为每年的投入成本，滴灌带等器材的一次性投入成本为３５００元，正常情况下，滴灌带的使用寿

命一般为２～４ａ，若按照滴灌带最低使用年限２ａ计算，则 ＤＨ处理每年的滴灌管带器材投入相当于１７５０元。因此表中数据均为每年成本投入。

０６２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８年



表 ６　不同处理水稻经济效益分析

Ｔａｂ．６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ｅｎｅｆｉ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ｆｒｉｃｅ

处理
整地成本／

（元·ｈｍ－２）

育苗、插秧

及播种成本／

（元·ｈｍ－２）

种子、施肥

成本／

（元·ｈｍ－２）

除草及病虫

害防治成本／

（元·ｈｍ－２）

水费、器材

及收割成本／

（元·ｈｍ－２）

总成本／

（元·ｈｍ－２）

产量／

（ｋｇ·ｈｍ－２）

产值／

（元·ｈｍ－２）

经济效益／

（元·ｈｍ－２）

ＣＫ １４００ ３０００ ３２４７ １４１０ ２２３４ １１２９１ ７６５０ １９８９０ ８５９９

ＤＨ ７００ ６６９ ２８０７ １２６０ ３０７７ ８５１３ ７２７０ １８９０２ １０３８９

ＭＨ ７００ ６６９ ３５６７ ２１８０ １６０７ ８７２３ ７３４０ １９０８４ １０３６１

插秧成本的增加引起总成本升高。滴灌旱直播经济

效益较常规插秧种植增加 １７９０元／ｈｍ２，较漫灌旱
直播种植增加 ２８元／ｈｍ２。虽然滴灌带等器材的一
次性成本投入较大，但正常情况下，滴灌带的使用寿

命一般为２～４ａ，因此对于实际生产而言，滴灌带等
器材成本并非每年都有投入。因此，滴灌旱直播种

植不仅大幅度减少了灌溉用水量，显著提高了水稻

的 ＷＵＥｙ，而且具有较为可观的经济效益。

３　讨论

光合作用的强弱直接影响着作物的干物质累积

速率和产量形成，不同种植模式水稻光合作用大小

不同。有研究指出水稻控灌和旱作净光合速率较淹

灌均有所降低
［２６］
，王志军等

［２７］
也得出水稻膜下滴

灌栽培模式在乳熟期较淹灌栽培叶片 Ｐｎ、Ｔｒ、Ｇｓ、Ｃｉ
和产量均下降的结论。但也有学者提出水稻湿润灌

较淹灌在齐穗和齐穗后净光合速率显著提高
［２８］
。

本试验结果表明，旱直播模式下水稻的 Ｐｎ（分蘖末
期除外）、Ｔｒ、Ｇｓ在各生育期较常规插秧淹灌均有所
下降，其 中 滴 灌 旱 直 播 下 降 幅 度 最 大。利 用

ＦＡＲＱＵＨＡＲ等［２９］
提出的方法进一步分析滴灌与漫

灌旱直播水稻 Ｐｎ下降的原因可知，在抽穗开花期之
前由于 Ｇｓ和 Ｃｉ的变化具有一致性，可以判断此时为
气孔因素引起 Ｐｎ的下降，这种下降具有可逆性。而
从抽穗开花期开始 Ｇｓ和 Ｃｉ的变化趋势相反，从拔节
孕穗至乳熟期，在 Ｇｓ降低的情况下，Ｃｉ却出现升高，
说明此时旱直播水稻叶肉细胞的光合能力降低，此

为非气孔因素导致 Ｐｎ不可逆性的降低，后期即使提
高土壤含水率，Ｐｎ也难以得到提高。因此对于旱直
播水稻而言，增大抽穗开花期的灌水频率，提高抽穗

开花期的土壤含水率，对于增大净光合速率、提高冠

部干物质累积速率和产量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作物的干物质累积动态变化和累积速率对

于揭示产量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本试验研究表明，

旱直播和常规插秧淹灌种植水稻的干物质最大累积

速率均出现在拔节孕穗至抽穗开花期，这一点与纪

洪亭等
［３０］
的超级杂交稻干物质最大累积速率出现

在拔节孕穗到抽穗开花期的研究结果一致，杨惠杰

等
［３１］
也得出类似结论。但是旱直播处理的各生育

期（分蘖中期至末期除外）冠部干物质累积速率、穗

长以及穗粒数均低于常规插秧淹灌，根部干物质累

积速率在各生育期却较高，这也导致了旱直播水稻

在各个生育期均具有较高的根冠比，而且即使在生

育后期，根系的伤流强度仍然较高，以上所有因素可

能正是造成旱直播水稻穗长和穗粒数均下降的原因，

旱直播水稻较高的根部干物质累积速率和根系活力虽

然有利于根系下扎、提高水分利用效率以及延缓根系

衰老，但是这也造成了抽穗后期较大的“源”与籽粒

“库”争夺光合产物，阻止了籽粒充实，造成穗长和穗粒

数下降显著。可见，旱直播水稻抽穗开花期之后较高

的根系干物质累积速率和根系活力对穗部籽粒的生长

可能是一种负向优势
［３２］
，这与蔡永萍等

［２１］
的研究结果

相吻合。因此，如何降低旱直播水稻抽穗开花期之后

较高的根系干物质累积速率和根系活力，或者提高对

较高根系活力的利用率，增大冠部营养器官的干物质

累积量和累积速率，促进光合产物更多的流向籽粒

“库”，提高穗长和穗粒数，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根系是作物吸收养分和水分的重要器官，根系

活力直接影响着冠部的生长发育和产量的形成。陶

敏之等
［１９］
的研究结果表明，水稻受旱能增强根系活

力，延缓根系衰老，而且在抽穗开花期受旱之后根系

活力提升更显著。蔡永萍等
［２１］
研究也指出，旱作水

稻根系伤流强度在抽穗开花后期较水作水稻有所提

高，根系活力和代谢能力增强。张凤翔等
［３３］
也得出

类似的结论。本试验研究发现，旱直播水稻在分蘖

末期和抽穗开花期之后的各生育期的根系活力均高

于常规插秧淹灌水稻，且滴灌旱直播最高，分析其原

因可能是由于旱直播种植改善了常规插秧淹灌种植

土壤长期淹水情况下的土体通透性，提高了土壤的

氧化还原电位
［３４］
、土壤酶活性、微生物量碳氮

［３５］
，

使得水稻根际环境改变，促进根系泌氧，对水稻根

系生长更为有利
［３６］
，这与李丽等

［１８］
的研究结果一

致。作物根系发达，活力大，则作物吸收养分和水分

的空间大，有利于吸收土壤中的水分和养分，提高氮

素利用率
［３７］
。因此旱直播水稻较大的根系活力有

助于促进生长后期对氮素的吸收。另一方面，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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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直播水稻而言，水稻从出苗期到分蘖期时间较长，

此时田间施用了大量的基肥，容易产生径流、淋溶等

氮素损失，因此朱齐超等
［３８］
提出可以根据水稻苗期

养分吸收量少、中后期吸收量大的特点，适当降低基

肥的比列，增加追肥的比例，以提高肥料利用率。相

比常规插秧淹灌种植和漫灌旱直播种植，滴灌旱直

播通过水肥一体化技术将肥料滴灌于水稻根部，提

高了肥料的利用效率
［９］
。已有研究表明，水田的氮

肥和磷肥的径流损失是旱田的４倍多［３９－４０］
，节水灌

溉模式可以有效降低稻田氮素淋失风险
［４１－４２］

。李

荣刚等
［４３］
研究表明，节水灌溉可以有效降低氮素的

淋溶损失，提高作物对氮素的利用率。尹海峰等
［４４］

研究表明，硝态氮是稻田中氮素渗漏淋溶的主要形

式，而控制灌溉使得稻田中硝态氮淋溶量较常规灌

溉降低 １６％ ～４９％。石敏等［４５］
也得出控制灌溉较

常规灌溉氮素淋失总量减小的结论。因此通过改变

种植模式，采用节水灌溉方式以及合理分施肥料对

于提高水分和肥料的利用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滴灌旱直播种植不仅提高了水分、肥料利用效

率，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有利于构建环境友好型社

会
［４６］
，而且其产量和经济效益明显。已有研究报道

指出，由新疆天业集团研发的膜下滴灌水稻栽培技

术在产量和经济效益上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４６］
，膜

下滴灌栽培不仅节约了水费和肥料用量，而且节省

劳动力投入，增加了经济效益，在我国很多地区具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
［４７－４８］

。本试验研究表明，在省去覆

膜等原材料工序之后，采用滴灌水稻旱直播种植依

然可以取得较为可观的经济效益。

４　结论

（１）旱直播水稻的光合作用较插秧淹灌处理有
所降低，但是 ＷＵＥｌ上升较大。滴灌与漫灌旱直播
处理 Ｐｎ（分蘖末期除外）、Ｔｒ和 Ｇｓ在整个生育期内均
低于插秧淹灌，ＷＵＥｌ均高于插秧淹灌。３个处理的
Ｃｉ在整个生育期波动幅度不大。

（２）３个处理的水稻根冠及干物质积累情况明
显不同，旱直播种植水稻冠部衰老较快，但是根部器

官衰老缓慢。滴灌与漫灌旱直播处理的叶、鞘、茎、

穗等冠部干物质累积量、冠部干物质累积速率（分

蘖中期至末期除外）、冠部最大累积速率整个生育

期均低于插秧淹灌，但是根部干物质累积量（分蘖

前期与中期除外）、根部干物质累积速率、根系活力

（分蘖中期与拔节孕穗期除外）、根冠比均高于插秧

淹灌，且根部和总干物质最大累积速率及根冠比均

以滴灌旱直播最高。

（３）滴灌旱直播种植全生育期耗水量最少，
ＷＵＥｙ最高，插秧淹灌处理耗水量最多，ＷＵＥｙ最低。
滴灌与漫灌旱直播处理的千粒质量和结实率较插秧

淹灌下降不显著（Ｐ＞００５），穗长和穗粒数下降显
著（Ｐ＜００５），有效穗数上升显著（Ｐ＜００５）。３个
处理产量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４）滴灌旱直播种植相比常规插秧淹灌种植除
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外（经济效益增加１７９０元／ｈｍ２），
可节约灌溉用水６３８８％，社会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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