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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空间分析的宁夏沙土春玉米滴灌水氮管理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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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研究所，陕西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摘要：基于滴灌水肥一体化条件下研究水氮组合对宁夏沙土地区春玉米地上部干物质量、产量、氮素累积量和水氮

利用效率的影响，并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寻求高产高效的水氮配施制度。设计灌水和施氮 ２因素、３个灌水量

水平（Ｗ０６：０６ＫｃＥＴ０、Ｗ０８：０８ＫｃＥＴ０和 Ｗ１０：１０ＫｃＥＴ０，其中 Ｋｃ为作物系数，ＥＴ０为潜在作物蒸发蒸腾量）和 ４

个施氮量水平（Ｎ１５０：１５０ｋｇ／ｈｍ２；Ｎ２２５：２２５ｋｇ／ｈｍ２；Ｎ３００：３００ｋｇ／ｈｍ２；Ｎ３７５：３７５ｋｇ／ｈｍ２）进行大田试验。结果表

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函数对春玉米地上部干物质累积量具有较高的拟合度，Ｗ１０灌水处理延后了地上部干物质快速积累

期的起点；灌水量和施氮量对产量、植株氮素累积量、水分利用效率（ＷＵＥ）均有显著或极显著影响，灌水量对氮肥

偏生产力（ＰＦＰＮ）有极显著影响，水氮耦合作用对氮收获指数有显著性影响；相同灌水条件下，地上部干物质累积

量、产量、植株氮素累积量（Ｗ０８处理除外）和 ＷＵＥ随施氮量的增加先增加、后减小。考虑试验区年降雨量分配

不均，基于产量、ＷＵＥ、ＰＦＰＮ和籽粒氮素累积量，对水氮管理方案进行优化，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当灌水量与有

效降雨量之和为 ５０６～５７６ｍｍ、施氮量为 ２３０～３３５ｋｇ／ｈｍ２时，产量、ＷＵＥ和籽粒氮素累积量均能同时达到最大值

的 ９５％以上，优化区间所得的 ＰＦＰＮ约为最大值的 ８０％，为适宜的水氮滴灌管理区间。研究成果可为当地沙土地

区春玉米滴灌施肥过程中水氮科学管理提供指导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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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玉米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
［１］
，也是宁夏回族

自治区（以下简称宁夏）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据

报道，宁夏沙土面积占其耕地面积的 ２２３％，玉米
生产在保障当地粮食安全和缓解能源危机等方面起

到重要作用
［２］
。近年来，宁夏春玉米种植面积不断

增加，但大水漫灌和过量施肥现象依然普遍。落后

的灌溉方式及过量的灌水施肥量不仅会抑制作物产

量的提高和养分的吸收
［３］
、造成水肥资源的浪费，

还制约了当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导致大量的肥料

向深层土壤淋失，破坏农田土壤结构，增加地下水污

染的几率
［４－６］

。因此，改善农田灌溉施肥方式、提高

作物的水肥综合利用效率是保证该地区农业可持续

发展、改善农田生态环境和作物高效增产的关键所

在。

研究表明，灌水和施肥对作物产量的提高具有

重要的保障作用
［７］
，并且灌水和施肥均能显著提高

作物生物量、产量、水肥利用效率和氮素累积

量
［８－１１］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玉米水肥耦合方面已

开展了诸多研究。ＴＥＩＸＥＩＲＡ等［１２］
研究表明，水氮

亏缺对作物干物质累积量、产量、水氮利用效率和氮

素吸收等有显著性影响。ＧＨＥＹＳＡＲＩ等［１３］
研究表

明，每个灌水水平都对应着一个最佳施氮量，最佳施

氮量会随着灌水量的增加而增加。时隔几年，

ＧＨＥＹＳＡＲＩ等［１４］
又研究指出，对于每个氮肥处理进

行水分亏缺均能提高作物水分利用效率，并且当氮

肥施用量较高时能显著提高作物产量。另外，在研

究作物最佳水肥管理方案时，部分学者采用多因素

回归分析方法，如邢英英等
［１５］
通过空间分析方法寻

求番茄产量、水分利用效率（ＷＵＥ）、品质和肥料偏

生产力（ＰＦＰ）等指标可接受性（如大于等于 ８５％最
大值）的重叠区域，认为最佳滴灌灌水量为 １９８～
２０８ｍｍ，施肥量为 ４４２～４８０ｋｇ／ｈｍ２。ＷＡＮＧ等［１６］

通过回归分析方法，对籽棉产量、ＷＵＥ、经济效益
和 ＰＦＰ等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得出各指标可接受
区域（９０％最大值）的近重叠区域，所对应的滴灌
灌水量为 ３６２３～４６２５ｍｍ，施氮量为 ２１５５～
３６７５ｋｇ／ｈｍ２，施磷量为８５～１４７ｋｇ／ｈｍ２，施钾量为
４２５～７３５ｋｇ／ｈｍ２。另外，ＷＡＮＧ等［１７］

考虑了温

室黄瓜产量、ＷＵＥ、品质、维生素 Ｃ和氮肥偏生产力
（ＰＦＰＮ）等指标 ９０％最大值的置信区间，得出最佳
滴灌区间为 １２４～１５１ｍｍ，施氮区间为 ３１８～
５０４ｋｇ／ｈｍ２。

本文旨在对宁夏沙土地区滴灌施氮春玉米各指

标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的基础上，以高产、节水、节肥

和提高养分吸收利用效率 ４重目标为出发点，运用
空间分析方法

［１８］
对春玉米各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提

出最佳滴灌水氮管理模式，为当地沙土地区春玉米

的滴灌水氮管理提供有效的指导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试验于２０１８年４—９月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

市盐池县冯记沟试验基地进行。试验地位于东经

１０６°３１′，北纬３８°３４′，海拔１２０４ｍ，属典型的温带大
陆性季风气候。试验区年日照时数为 ２８６７ｈ，年平
均气温８５℃，大于等于 １０℃积温为 ２９４４９℃，无
霜期１２８ｄ；年平均降雨量 ２９０ｍｍ，且年际变化大，
多集中在７—９月，年蒸发量２１７９８ｍｍ。试验区土
壤为沙土，土壤容重 １５５ｇ／ｃｍ３，０～１００ｃｍ田间持
水率为２７１０％（体积含水率），ｐＨ值 ８６０，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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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深 ３０ｍ以上。基础肥力（质量比）为：有机质
４１３ｇ／ｋｇ，全氮 ０３０ｇ／ｋｇ，全磷 ０３４ｇ／ｋｇ，全钾
１９２４ｇ／ｋｇ，速效磷 ５４８ｍｇ／ｋｇ，速效钾 ７８３３ｍｇ／ｋｇ。
试验区玉米生育期（４—９月）内有效降雨量为
２０４６ｍｍ。

供试春玉米品种为“先玉１２２５”，为当地推广的
密植品种。２０１８年 ４月 ２０日播种，２０１８年 ９月 ２６
日收获，共 １６０ｄ，出苗率为 ８２０％。滴灌所用肥料
分别为尿素（Ｎ质量分数 ４６４％）、磷酸一铵（Ｎ质
量分数 １２％，Ｐ２Ｏ５质量分数 ６１％）和硫酸钾（Ｋ２Ｏ
质量分数 ５２％）。整个生育期共施肥 ４次，每次施
肥量占总施肥量比例分别为苗期 ２０％、小喇叭口期
３０％、抽雄期 ３０％和灌浆期 ２０％［１９］

。滴灌施肥系

统主要由水泵、水表、过滤器、施肥罐、输配水管道系

统和滴灌带等组成。

图 １　春玉米生育期内多年平均潜在作物蒸腾蒸发量

与作物系数

Ｆｉｇ．１　Ｍｕｌｔｉｙｅａｒ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ｒｏｐｓ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ｓｐｒｉｎｇｍａｉｚｅ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

ａｎｄｃｒｏｐ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小区长为 ２０ｍ，宽为 ６６ｍ，小区面积为

１３２ｍ２，小区随机区组排列，每个处理 ３次重复。玉
米采用宽窄行播种（宽行间距为 ７０ｃｍ，窄行间距为
４０ｃｍ），滴灌带布设在窄行玉米中间，采用一条滴灌
带控制２行春玉米的灌水方式。滴灌带滴头间距为
３０ｃｍ，滴头流量 ２Ｌ／ｈ，滴头工作压力 ０１ＭＰａ。为
确保灌水施肥的均匀性，试验区采用横向供水方

式
［２０］
。玉米株距为２０ｃｍ，种植密度９０９００株／ｈｍ２。
试验设施氮量和灌水量 ２因素。施氮量设置 ４

个水平：Ｎ１５０、Ｎ２２５、Ｎ３００、Ｎ３７５（１５０、２２５、３００、
３７５ｋｇ／ｈｍ２），磷钾施用量均为 １５０ｋｇ／ｈｍ２。将试验
区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春玉米生育期内潜在作物蒸发蒸
腾量（ＥＴ０）和作物系数 Ｋｃ相结合（图 １），Ｋｃ根据作
物生育阶段而定，苗期取０７、拔节—灌浆期取 １２、
乳熟—成熟期取 ０６［２１］，进而推算出试验区春玉米
生育期内潜在充分耗水量（１０ＫｃＥＴ０）为４５０ｍｍ，记
为 Ｗ１０。以此为依据，设 ３个滴灌水量 Ｗ０６

（０６Ｗ１０）、Ｗ０８（０８Ｗ１０）和 Ｗ１０，共 １２个处理，
各处理３次重复。试验区为引黄（水库蓄水）灌区，
需采取轮灌工作制度，因此采取 １０ｄ作为设计灌水
间隔

［１９］
。为了控制春玉米苗期生长过快，促进根系

生长，该地区在生产中一般在玉米小苗末期才开始

灌水，但该地区春季极易发生春旱，导致出苗率降

低；另外根据该地区历史气象资料，试验区年际降雨

量变化较大，且多集中在 ７—９月。因此，春玉米的
灌溉制度需根据实际降雨情况进行灌水量和灌水日

期的调整。２０１８年春玉米生育期内的实际灌水量、
有效降雨量和施肥比例见表１。

表 １　春玉米滴灌灌水施肥试验方案

Ｔａｂ．１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ｓｐｒｉｎｇｍａｉｚｅ

日期
灌水

次序

实际灌水量／ｍｍ

Ｗ０６ Ｗ０８ Ｗ１０

有效降雨

量／ｍｍ

施肥比

例／％

０４ ３０ 第１次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０５ １０ １４２

０５ ２１ ５０

０６ ０１ 第２次 ２２４ ２９９ ３７７ ２０

０６ １１ 第３次 ２１４ ２８５ ３５７

０６ ２０ ３９４

０６ ２６ 第４次 ３７５ ５００ ６２５ ３０

０７ ０１ ３４０

０７ ０６ 第５次 ３６０ ４８０ ６０１

０７ １０ １００

０７ １７ 第６次 ３６５ ４８１ ６１０ ３０

０７ １９ ６６

０７ ２０ １１０

０７ ２３ １６０

０７ ２９ 第７次 ２４６ ２９２ ４１０

０８ ０８ 第８次 ２８８ ３８４ ４８０ ２０

０８ １８ 第９次 １４０ １８６ ２３３

０８ １９ ９８

０８ ２１ １７０

０８ ２８ 第１０次 １２０ １５９ １９９

０８ ３０ ７４

０８ ３１ ８２

０９ ０１ １４０

０９ ２５ １２０

　　总计 ２５３２ ３２６６ ４０９２ ２０４６ １００

１３　测定内容和方法
１３１　地上部干物质量

分别在春玉米播种后 ５１、７０、８５、１１３、１６０ｄ取
样，每个小区选取有代表性的植株３株，从茎基部与
地上部分离，去除表面污垢后各器官分离，放入干燥

箱在１０５℃杀青 ０５ｈ，７５℃下干燥至恒定质量，采
用电子天平称量并计算单株地上干物质量，最后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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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成群体生物量（ｋｇ／ｈｍ２）。
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函数对玉米地上部干物质进行非

线性回归拟合，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函数表达式为［２２］

ｙ＝ ｋ
１＋ａｅ－ｂｔ

（１）

式中　ｙ———地上部干物质累积量，ｋｇ／ｈｍ２

ｋ———相应的潜在最大值，ｋｇ／ｈｍ２

ａ———与干物质有关的阻滞系数
ｂ———干物质的增长率
ｔ———生长时间，ｄ

１３２　植株氮素累积量和产量
在春玉米收获期取样，按茎、叶片、苞叶、穗轴和

籽粒 ５部分分别干燥装样。样品放入干燥箱在
１０５℃杀青０５ｈ，７５℃下干燥至恒定质量，称取干物
质量后磨碎，用 Ｈ２ＳＯ４ Ｈ２Ｏ２消煮，用于养分测定，
采用连续流动分析仪（Ａｕ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ｒ Ⅲ型，德国
ＢｒａｎＬｕｅｂｂｅ公司）测定植物样品全氮含量。

在玉米收获后测定产量及其构成要素，随机选

取小区 １条滴灌带控制的 ２行玉米，连续取 ２０株，
每个小区３次重复。风干后测定穗长、穗粗、行粒数
和秃尖长，脱粒测定总质量及其百粒质量，最终折算

成含水率为１４％的籽粒产量［２３］
。

１３３　水分利用效率、灌溉水利用效率及氮肥偏生
产力

水分利用效率（ＷＵＥ）的计算公式为［２４－２５］

ＷＵＥ＝Ｙ／ＥＴ （２）
其中 ＥＴ＝Ｐｒ＋Ｕ＋Ｉ－Ｄ－Ｒ－ΔＷ （３）

式中　Ｙ———产量，ｋｇ／ｈｍ２

ＥＴ———作物耗水量，ｍｍ
Ｐｒ———有效降雨量，ｍｍ
Ｕ———地下水补给量，ｍｍ
Ｉ———灌水量，ｍｍ
Ｄ———深层渗漏量，ｍｍ
Ｒ———径流量，ｍｍ
ΔＷ———试验初期和试验末期土壤水分的变

化量，ｍｍ
在春玉米播前和收获后，在每个小区内取土，距

滴灌带 ０、２０、４０ｃｍ３个位置点取样，每 ２０ｃｍ取 １
次，土壤剖面范围分别为０～２０ｃｍ、２０～４０ｃｍ、４０～
６０ｃｍ、６０～８０ｃｍ、８０～１００ｃｍ，采用干燥法测定土壤
含水率，取其平均值作为该小区的土壤含水率

（％）。因试验区地势平坦，地下水埋藏较深，根据
实测，生育期内１ｍ深土壤含水率变化不大，且滴灌
湿润程度较浅，Ｕ、Ｒ和 Ｄ均可忽略不计。则可将
式（３）简化为

ＥＴ＝Ｐｒ＋Ｉ－ΔＷ （４）

灌溉水利用效率（ＩＷＵＥ）的计算公式为［２６］

ＩＷＵＥ＝Ｙ／Ｉ （５）

式中　ＩＷＵＥ———灌溉水利用效率，ｋｇ／ｍ
３

氮肥偏生产力（ＰＦＰＮ）的计算公式为［２７］

ＬＰＦＰＮ＝Ｙ／ＦＮ （６）
式中　ＬＰＦＰＮ———氮肥偏生产力，ｋｇ／ｋｇ

ＦＮ———施氮量，ｋｇ／ｈｍ
２

１３４　相关指标计算
植株氮素累积量（ｋｇ／ｈｍ２）为植株氮素含量

（％）与干物质质量（ｋｇ／ｈｍ２）的乘积，氮收获指数为
籽粒氮素吸收量与植株氮素吸收量的比值

［２３］
。

１４　数据处理
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６进行数据处理，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分析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方差分
析，采用 Ｏｒｉｇｉｎ９０软件作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水氮处理对春玉米地上部干物质累积量
的影响及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函数拟合
地上部干物质累积量是反映作物产量的一个重

要因素
［２８］
。表 ２为地上部干物质量与生长时间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函数拟合方程和特征值，图 ２为地上部干物
质量的实测值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函数的拟合值。由表 ２可
知，不同水氮处理条件下各拟合方程的 Ｒ２均在
０９９０以上，且Ｐ＜００１，说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函数对该试验
单一处理具有较高的拟合度。与 Ｗ０６和 Ｗ０８灌
水处理相比，生育期内进行较大灌水定额（Ｗ１０灌
水处理）明显推迟 ｔ１的时间。在 Ｗ０６和 Ｗ０８灌
水处理条件下，各处理间的 ｔ１相差 ２ｄ左右。虽然
各灌水水平下的 Ｎ３００处理的 ｔ２比 Ｎ３７５处理分别
提前了４２１、９０５、１３３４ｄ，但 Ｎ３００处理的 ＶＭ却均
大于 Ｎ３７５处理。在 Ｗ１０灌水条件下，Ｎ１５０处理
发育迟缓，进入 ｔ１的时间较其他处理分别延后了
５２７、５５３、５８８ｄ。在 Ｗ０６灌水条件下，与 Ｎ１５０
处理相比，Ｎ２２５、Ｎ３００和 Ｎ３７５处理的 ｔ２分别提前
了１０３６、１０２９、６０８ｄ，ｔ０分别提前了 ６６２、６２６、
３５４ｄ，ＧＴ分别提前了 ７４７、８０４、５０５ｄ；在 Ｗ０８
灌水条件下，与 Ｎ３７５处理相比，Ｎ１５０、Ｎ２２５和 Ｎ３００
处理的 ｔ２分别提前了９７７、８８７、９０５ｄ，ｔ０分别提前
了 ６１５、５２５、６３ｄ，ＧＴ分别提前了 ７２４、７２４、
５５０ｄ；在 Ｗ１０灌水条件下，与 Ｎ１５０处理相比，
Ｎ２２５、Ｎ３００和 Ｎ３７５处理的 ｔ０分别提前了 ７４１、
１３７、７２１ｄ，ＧＴ分别提前了 ４２９、１６３６、２６６ｄ。
Ｗ０６、Ｗ０８和 Ｗ１０灌水处理的 ＶＭ分别在 Ｎ２２５、
Ｎ３００和 Ｎ３００处理下取得最大值，分别为 ４７３３７、
５１１１９、６２７９３ｋｇ／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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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地上部干物质量与生长时间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函数拟合

Ｔａｂ．２　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ｄｒｙｂｉｏｍａｓｓａｎｄｇｒｏｗｉｎｇｔｉｍｅｂｙ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处理 ｔ１／ｄ ｔ２／ｄ ｔ０／ｄ ＶＭ／（ｋｇ·ｈｍ
－２） ＧＴ／ｄ 回归方程 Ｒ２ Ｐ

Ｗ０６Ｎ１５０ ８１９８ １２８１９ １０５０８ ３１９３９ ４６２１ Ｙ＝２０９１６６６／（１＋３９９２７ｅ－００５７ｔ） ０９９５ ０００１
Ｗ０６Ｎ２２５ ７９０９ １１７８３ ９８４６ ４７３３７ ３８７４ Ｙ＝２５９８３２１／（１＋８０８６１ｅ－００６８ｔ） ０９９９ ＜０００１
Ｗ０６Ｎ３００ ７９７３ １１７９０ ９８８２ ３８３４５ ３８１７ Ｙ＝２０７４２１９／（１＋９１４４２ｅ－００６９ｔ） ０９９９ ＜０００１
Ｗ０６Ｎ３７５ ８０９６ １２２１１ １０１５４ ３７３６３ ４１１６ Ｙ＝２１７９０８４／（１＋６６４０４ｅ－００６４ｔ） ０９９９ ＜０００１
Ｗ０８Ｎ１５０ ７９２１ １１７３８ ９８２９ ４２３１８ ３８１７ Ｙ＝２２８９１５９／（１＋８８１９７ｅ－００６９ｔ） ０９９９ ＜０００１
Ｗ０８Ｎ２２５ ８０１０ １１８２８ ９９１９ ５０９６９ ３８１７ Ｙ＝２７５７１１６／（１＋９３８３４ｅ－００６９ｔ） ０９９９ ＜０００１
Ｗ０８Ｎ３００ ７８１９ １１８１０ ９８１４ ５１１１９ ３９９１ Ｙ＝２８９１００９／（１＋６５０２４ｅ－００６６ｔ） ０９９８ ＜０００１
Ｗ０８Ｎ３７５ ８１７３ １２７１５ １０４４４ ４２９３９ ４５４１ Ｙ＝２７６３４８９／（１＋４２７２９ｅ－００５８ｔ） ０９９３ ０００２
Ｗ１０Ｎ１５０ ８９１７ １３８８７ １１４０２ ４１５６４ ４９７０ Ｙ＝２９２７４００／（１＋４２１１６ｅ－００５３ｔ） ０９９１ ０００３
Ｗ１０Ｎ２２５ ８３９０ １２９３１ １０６６１ ４８１５４ ４５４１ Ｙ＝３０９９０６５／（１＋４８４５７ｅ－００５８ｔ） ０９９７ ＜０００１
Ｗ１０Ｎ３００ ８３６４ １１６９９ １００３２ ６２７９３ ３３３４ Ｙ＝２９６６６１２／（１＋２７６５３９ｅ－００７９ｔ） ０９９６ ０００１
Ｗ１０Ｎ３７５ ８３２９ １３０３３ １０６８１ ３５０９５ ４７０４ Ｙ＝２３３９４１５／（１＋３９５９８ｅ－００５６ｔ） ０９９５ ０００１

　　注：ｔ１和 ｔ２分别为春玉米地上干物质量快速积累期的起点时间和终点时间，ｔ０为日最大增长量出现的时间，ＶＭ为日最大增长量，ＧＴ为快速

积累期持续的时间。

图 ２　不同水氮处理对地上部干物质累积量的影响及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函数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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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２可知，同一灌水水平下，从拟合曲线斜率
可以看出，各施氮处理地上部干物质累积速率均随

生长时间呈现“慢—快—慢”的趋势，由拟合方程可

知，各处理大致在第 １００天左右的地上部干物质日
增长量最大。在 Ｗ０６灌水水平条件下，Ｎ２２５处理
的地上部干物质累积量显著高于其他处理（Ｐ＜
００５）；在 Ｗ０８灌水水平条件下，Ｎ１５０处理的地上
部干物质累积量显著低于其他处理（Ｐ＜００５）；在
Ｗ１０灌水水平条件下，Ｎ２２５处理与 Ｎ３００处理的
地上部干物质累积量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但显著
高于其他处理（Ｐ＜００５）。表明相同灌水条件下，地上
部干物质累积量随施氮量的增加先增加后减小。

２２　不同水氮处理对春玉米产量及其构成要素的
影响

由表 ３可知，灌水量和施氮量的耦合效应对春
玉米产量及产量构成要素有极显著性影响（百粒质

量除外）（Ｐ＜００１），灌水量和施氮量的单因素对百
粒质量有极显著性影响（Ｐ＜００１）。总体看来，同
一灌水水平下，产量随施氮量增加先增加后减小，穗

长和百粒质量在 Ｗ０８和 Ｗ１０灌水水平下也随施

氮量增加先增加后减小。Ｗ０６、Ｗ０８和 Ｗ１０灌
水条 件 下 所 对 应 的 最 高 产 量 处 理 分 别 为

Ｗ０６Ｎ２２５、Ｗ０８Ｎ３００和 Ｗ１０Ｎ３００，三 者 之 中
Ｗ０８Ｎ３００处理的产量最高并且秃尖长最小，分别
为１６３８７ｋｇ／ｈｍ２和 ０９６ｃｍ，该处理的产量虽然与
Ｗ１０Ｎ３００处理无显著性影响（Ｐ＞００５），但显著
高于其他处理的产量（Ｐ＜００５）。另外，Ｗ０８Ｎ３００
处理的秃尖长显著低于 Ｗ０６Ｎ２２５和 Ｗ１０Ｎ３００处
理（Ｐ＜００５）；穗长和百粒质量显著高于 Ｗ０６Ｎ２２５
和 Ｗ１０Ｎ３００处理（Ｐ＜００５）。整体看来，Ｗ０８处
理的产量及产量构成要素（秃尖长除外）均显著高

于 Ｗ０６处理（Ｐ＜００５）。
２３　不同水氮处理对春玉米氮素累积量的影响

由表 ４可知，灌水量对茎秆、苞叶、穗轴的氮素
累积量和氮收获指数无显著性影响（Ｐ＞００５），对
叶片的氮素累积量有显著性影响（Ｐ＜００５），对籽
粒和植株氮素累积量有极显著性影响（Ｐ＜００１）；
施氮量对穗轴的氮素累积量和氮收获指数无显著性

影响（Ｐ＞００５），对茎秆和苞叶的氮素累积量有显
著性影响（Ｐ＜００５），对叶片、籽粒和植株氮素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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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不同水氮处理对春玉米产量及其构成要素的影响

Ｔａｂ．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ｎｓｐｒｉｎｇｍａｉｚｅ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灌水量 施氮量 穗长／ｃｍ 穗粗／ｍｍ 秃尖长／ｃｍ 百粒质量／ｇ 产量／（ｋｇ·ｈｍ－２）

Ｎ１５０ １７９６ｅ ５０４５ｄｅ １９４ｃｄ ３２６６ｄｅｆ １１６０７ｅｆ

Ｗ０６
Ｎ２２５ １７５６ｅｆ ５０７０ｃｄｅ ２１４ｂｃ ３２８６ｄｅ １２８３２ｃｄｅ

Ｎ３００ １９３０ｃｄ ４９７４ｅｆ ２６２ａ ３３９３ｃｄｅ １１４６８ｅｆ

Ｎ３７５ １８８４ｄ ４８６２ｆ ２４４ａｂ ３２５２ｅｆ １０２９３ｆ

Ｎ１５０ １９８ｂｃ ５２３５ａ １２４ｆｇ ３６０２ａｂ １２７２０ｄｅ

Ｗ０８
Ｎ２２５ ２０６６ａ ５２３２ａ １９０ｃｄ ３６５９ａｂ １４１６６ｃｄ

Ｎ３００ ２１１４ａ ５３０３ａ ０９６ｇ ３７４７ａ １６３８７ａ

Ｎ３７５ １９９６ｂ ５２９２ａ １２０ｆｇ ３４７０ｂｃｄ １４４２８ｂｃ

Ｎ１５０ １７０６ｆ ４８９４ｆ ２２２ｂｃ ３０６８ｆ １０３５０ｆ

Ｗ１０
Ｎ２２５ １８９０ｄ ５１０５ｂｃｄ １７０ｄｅ ３４２２ｃｄｅ １３７２５ｃｄ

Ｎ３００ ２００６ｂ ５１９９ａｂ １５０ｅｆ ３５６１ａｂｃ １５７４４ａｂ

Ｎ３７５ １９２６ｃｄ ５１８２ａｂｃ １７８ｄｅ ３２７９ｄｅ １３０１６ｃｄｅ

ＡＮＯＶＡ检验 Ｆ值

灌水量 ２１６０２ ９０２７ １２７５０ ５８６９ ４４９８

施氮量 ３４３６ ３８７ ３０９ １４５０ ２４８６

灌水量 ×施氮量 １０２２ ８０９ １４９７ ２３８ ６８５

　　注：同列不同字母表示显著性差异，表示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表示达到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下同。

表 ４　春玉米各器官氮素累积量和氮收获指数显著性检验

Ｔａｂ．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ｓｏｆｓｐｒｉｎｇｍａｉｚｅａｎｄＮ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ｄｅｘ

项目
氮素累积量

茎秆 叶片 籽粒 苞叶 穗轴 植株
氮收获指数

灌水量 ０３５ ６５７ １２６５ １０６ １０９ １８７６ ０５０

施氮量 ３８７ ６７５ １９８８ ４６８ ２７１ ３３１８ １３９

灌水量 ×施氮量 ３２８ ３２６ ３４０ １３１ １８４ ５８６ ３４３

量有极显著性影响（Ｐ＜００１）；二者的耦合作用对
茎秆、叶片、籽粒的氮素累积量有显著性影响（Ｐ＜
００５），对植株氮素累积量有极显著性影响（Ｐ＜
００１）。由图３可知，不同水氮处理下春玉米地上部
氮素累积量差异很大，各处理间植株氮素累积量的

变化范围为 ８４３４～１３５９６ｋｇ／ｈｍ２，其中籽粒氮素
累积量的变化范围为６３８０～９５３０ｋｇ／ｈｍ２，氮收获
指数的变化范围为 ０６９～０７６。Ｗ０６和 Ｗ１０灌
水条件下，植株氮素累积量随着施氮量的增加先增

加后减小，并分别在 Ｎ２２５和 Ｎ３００处理获得最大
值，分别为 １１３７４、１３５９６ｋｇ／ｈｍ２；Ｗ０８灌水条件
下，Ｎ３００和 Ｎ３７５处理之间的植株氮素累积量无显
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与 Ｗ１０Ｎ３００处理无显著性
差异，但显著高于其它处理（Ｐ＜００５）。说明在同
一灌水水平条件下，适当的提高施氮量有利于植株

氮素的总累积量，但施氮量过高时会影响营养器官

和生殖器官中的氮素累积量，降低了植株的氮素累

积量。

２４　不同水氮处理对春玉米水分利用效率及氮肥
偏生产力的影响

由表５可知，灌水量是影响耗水量（ＥＴ）的一个

重要因素，灌水量越多，ＥＴ越大。灌水量和施氮量
的耦合效应对 ＩＷＵＥ、ＷＵＥ及 ＰＦＰＮ有极显著性影
响（Ｐ＜００１），灌水量对耗水量有极显著性影响（Ｐ＜
００１），施氮量对耗水量有显著性影响（Ｐ＜００５）。
在 Ｗ０６灌水水平下，各处理的 ＥＴ无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Ｎ２２５处理的 ＩＷＵＥ显著高于 Ｎ３７５处
理（Ｐ＜００５）；在 Ｗ０８灌水水平下，Ｎ３７５处理的
ＥＴ显著高于其他处理（Ｐ＜００５）；在 Ｗ１０灌水水
平下，Ｎ３００处理的 ＥＴ显著低于 Ｎ１５０和 Ｎ３７５处理
（Ｐ＜００５），与 Ｎ２２５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ＷＵＥ最高的处理为 Ｗ０８Ｎ３００，为 ３３４ｋｇ／ｍ３，与
Ｗ０６Ｎ２２５和 Ｗ１０Ｎ３００相比提高了 １９７１％ 和
１７１６％。相同灌水条件下，ＰＦＰＮ随着施氮量的增
加而减小，其中产量最高处理（Ｗ０８Ｎ３００）对应的
ＰＦＰＮ值为５４６２ｋｇ／ｋｇ，与 Ｗ０６和 Ｗ１０灌水条件
下所对应的最高产量处理 Ｗ０６Ｎ２２５和 Ｗ１０Ｎ３００
无显著性差异。

２５　基于产量、ＷＵＥ、ＰＦＰＮ和籽粒氮素累积量的
水氮管理方案优化

考虑试验区年际降雨量分布不均，增加水氮管

理方案优化的实用性，因此将灌水量 ＋作物生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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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水氮处理对春玉米氮素累积量及氮收获指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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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不同水氮处理对水分利用效率及氮肥偏生产力的影响

Ｔａｂ．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ｎ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ｐａｒｔｉ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灌水量 施氮量 耗水量／ｍｍ 灌溉水利用效率／（ｋｇ·ｍ－３）水分利用效率／（ｋｇ·ｍ－３） 氮肥偏生产力／（ｋｇ·ｋｇ－１）
Ｎ１５０ ４５０ｅ ４５８ａｂｃ ２５７ｃｄｅｆ ７７３８ｂ

Ｗ０６
Ｎ２２５ ４５８ｅ ５０７ａ ２７９ｂｃｄ ５７０３ｄｅｆ

Ｎ３００ ４５７ｅ ４５３ａｂｃｄ ２５１ｄｅｆｇ ３８２２ｇ

Ｎ３７５ ４６５ｅ ４０７ｃｄ ２２１ｇ ２７４４ｈ

Ｎ１５０ ４８１ｄ ３９０ｃｄｅ ２６４ｂｃｄｅ ８４７９ａ

Ｗ０８
Ｎ２２５ ４８８ｄ ４３４ｂｃｄ ２９０ｂ ６２９５ｃｄ

Ｎ３００ ４８９ｄ ５０２ａｂ ３３４ａ ５４６２ｅｆ

Ｎ３７５ ５０７ｃ ４４２ａｂｃｄ ２８４ｂｃ ３８４７ｇ

Ｎ１５０ ５７０ａ ２５２ｇ １８１ｈ ６８９９ｃ

Ｗ１０
Ｎ２２５ ５６１ａｂ ３３４ｅｆ ２４４ｅｆｇ ６１００ｄｅ

Ｎ３００ ５５１ｂ ３８４ｄｅ ２８５ｂｃ ５２４７ｆ

Ｎ３７５ ５６７ａ ３１７ｆ ２２９ｆｇ ３４７０ｇ

ＡＮＯＶＡ检验 Ｆ值

灌水量 ４５６８ ３３０２ ６８２０ ３９１３

施氮量 ４７１ ２２１１ ２８５６ １３２

灌水量 ×施氮量 ２７４ ６２９ ７２５ ５８５

有效降雨量和施氮量为自变量，以产量、ＷＵＥ、ＰＦＰＮ
和籽粒氮素累积量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

表６所示。表６可知，水氮投入对各因变量的影响
均达到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决定系数 Ｒ２均在
０８０以上。设定 ｘ的上下限分别为 Ｗ１０处理的灌
水量 ＋有效降雨量和 Ｗ０６处理的灌水量 ＋有效降
雨量，ｙ的上下限分别为 Ｎ３７５和 Ｎ１５０处理的施氮
量，运用 Ｍａｔｌａｂ分别求出表 ６中各方程的最大值，
并得出获得最大值时的 ｘ和 ｙ值。

由表６可知，ｘ为 ５５５ｍｍ，ｙ为 ２８５ｋｇ／ｈｍ２时，
产量最大 （１５８８８ｋｇ／ｈｍ２）；ｘ为 ５３０ｍｍ，ｙ为
２７０ｋｇ／ｈｍ２时，ＷＵＥ 最 大 （３１９ｋｇ／ｍ３）；ｘ为
５３０ｍｍ，ｙ为１５０ｋｇ／ｈｍ２时，ＰＦＰＮ最大（８２２１ｋｇ／ｋｇ）；ｘ
为５６９ｍｍ，ｙ为２９７ｋｇ／ｈｍ２时，籽粒氮素累积量最大
（９３８１ｋｇ／ｈｍ２）。可见，相同灌水施氮条件下，很难
满足几个指标同时达到最大值，产量、ＷＵＥ和籽粒
氮素累积量有比较接近的施氮区域，而 ＰＦＰＮ与其
他３个指标无重叠区域，因此综合评价中不考虑

ＰＦＰＮ。运用空间分析方法，考虑产量、ＷＵＥ和籽粒
氮素累积量最大值的９５％置信区间的可接受性，结
果如图４所示（图中红点代表实测值，蓝色区域分
别代表产量、ＷＵＥ和籽粒氮素累积量最大值 ９５％
的置信区间和氮肥偏生产力最大值 ６０％的置信区
间），当 ｘ为５０６～５７６ｍｍ，ｙ为２３０～３３５ｋｇ／ｈｍ２时，
产量、ＷＵＥ和籽粒氮素累积量均能同时达到最大值
的９５％以上，所得的 ＰＦＰＮ约为最大值的８０％。

３　讨论

已有研究表明，水和氮是作物生长必需的两种

主要元素，氮素更是作物生长需求量最多的营养元

素
［２９］
，氮素吸收量直接影响作物干物质的积累和产

量
［３０］
，这种影响反映到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上为对应参数

的变化
［２２］
。本研究发现，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函数对本试验单

一处理的地上部干物质累积量具有较高的拟合度，

这与前人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３１］
。另外拟合结果表

明，与低灌水（Ｗ０６）和中灌水（Ｗ０８）相比，高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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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６　水氮供应与春玉米产量、水分利用效率、氮肥偏生产力和籽粒氮素累积量的回归关系

Ｔａｂ．６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ｉｎｐｕｔｓａｎｄｓｐｒｉｎｇｍａｉｚｅｙｉｅｌｄ，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ｐａｒｔｉ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ｇｒａｉｎ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因变量 回归方程 Ｒ２ Ｐ

产量 Ｚ１ Ｚ１＝－８４５８０７＋３４６７９９ｘ－０３４５３ｘ
２＋２８９４１ｙ＋０１２９１８ｘｙ－０１７６４ｙ２ ０８８ Ｐ＜００１

水分利用效率 Ｚ２ Ｚ２＝－１８４＋００７８６ｘ－０００００８１ｘ
２＋０００５３８ｙ＋０００００２７ｘｙ－０００００３６ｙ２ ０８９ Ｐ＜００１

氮肥偏生产力 Ｚ３ Ｚ３＝－２１７８＋１３４３８ｘ－０００１３ｘ
２－０４９４９ｙ＋００００４９ｘｙ＋０００００８１ｙ２ ０９８ Ｐ＜００１

籽粒氮素累积量 Ｚ４ Ｚ４＝－３３１２５＋１２１８６ｘ－０００１１ｘ
２＋０５２４ｙ＋０００００３８ｘｙ－００００９２ｙ２ ０８４ Ｐ＜００１

注：ｘ代表灌水量 ＋有效降雨量（ｍｍ），ｙ代表施氮量（ｋｇ／ｈｍ２）。

图 ４　产量、水分利用效率、肥料偏生产力、籽粒氮素累积量与灌水量 ＋有效降雨量和施氮量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ｙｉｅｌｄ，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ｇｒａｉｎ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ｐａｒ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ｐｌｕ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水处理（Ｗ１０）会推迟干物质快速积累期的起点，
相同灌水条件下，地上部干物质累积量随着施氮量

的增加先增后减小。郭丙玉等
［１］
得出适宜的灌水

量和施氮量能显著增加作物地上部干物质累积量和

产量，玉米氮素累积量随灌水量、施氮量的增加而增

加，产量与施氮量呈抛物线形关系。刘洋等
［３０］
得出

玉米产量和氮素吸收量随施氮量增加呈增加趋势，

但施氮量增加到一定范围时，产量差异不显著。王

平等
［６］
得出２４０ｋｇ／ｈｍ２和２９０ｋｇ／ｈｍ２施氮量下的玉

米产量无显著差异，氮素累积量随施氮量的增加呈

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并在施氮量为 ２４０ｋｇ／ｈｍ２时

获得最大值，本研究结果与之不完全相似。本研究

中水氮耦合对氮收获指数有显著性影响（Ｐ＜
００５），试验年氮收获指数的变化范围为 ０６９～
０７６，进一步说明了玉米吸收的养分主要用于形成
籽粒，提高产量；相同灌水条件下，产量和植株氮素

累积 量 随 着 施 氮 量 的 增 加 先 增 加 后 减 小

（Ｗ０８Ｎ３００与 Ｗ０８Ｎ３７５处理的氮素累积量无显
著性差异），其中 Ｗ０８Ｎ３００处理产量最高，为
１６３８７ｋｇ／ｈｍ２，Ｗ１０Ｎ３００处理籽粒氮素累积量最

高，为１３５９６ｋｇ／ｈｍ２，说明在相同灌水条件下，适当

地提高施氮量有利于作物产量和氮素的吸收，但施

氮量过高则会影响作物的生长和氮素的吸收，反而

不利于产量的形成。

另外，本文试验结果表明，灌水量是影响 ＥＴ变
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两者呈正相关关系；相同灌水条

件下，ＰＦＰＮ与施氮量呈反比，ＷＵＥ随着施氮量的增
加先增加后减小，这与张富仓等

［３２］
研究结果相似。

在优化水氮管理方案时，考虑到试验区年际降雨量

分布不均，为提高水氮管理优化结果的适用性，进一

步分析春玉米产量、ＷＵＥ、ＰＦＰＮ和籽粒氮素累积量
与灌水量 ＋有效降雨量和施氮量之间的关系，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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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ＦＰＮ受水氮影响的规律与其他 ３个指标的规律完
全相反，并无重叠区域，在优化水氮管理方案时不考

虑 ＰＦＰＮ。考虑产量、ＷＵＥ和籽粒氮素累积量三者
最大值９５％置信区间的可接受性，得出当灌水量与
有效降雨量之和为 ５０６～５７６ｍｍ，施氮量为 ２３０～
３３５ｋｇ／ｈｍ２时，产量、ＷＵＥ和籽粒氮素累积量均能
同时达到最大值的 ９５％以上，优化区间所得的
ＰＦＰＮ约为最大值的８０％。但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
该研究只进行了１年的试验，结果的可靠性有待进
一步长期的试验研究和验证。

４　结论

（１）春玉米地上部干物质累积量符合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Ｗ１０灌水处理推迟地上部干物质快速积累

期的起点；灌水量和施氮量对产量、植株氮素累积

量、ＷＵＥ均有显著或极显著影响，灌水量对 ＰＦＰＮ
有极显著影响，水氮耦合作用对氮收获指数有显著

性影响；相同灌水条件下，地上部干物质累积量、产

量、植株氮素累积量（Ｗ０８处理除外）和 ＷＵＥ随施
氮量的增加先增加、后减小。

（２）考虑试验区年降雨量分配不均，基于产量、
ＷＵＥ、ＰＦＰＮ和籽粒氮素累积量，优化水氮管理方案，
得出当灌水量与有效降雨量之和为５０６～５７６ｍｍ、施氮
量为２３０～３３５ｋｇ／ｈｍ２时，产量、ＷＵＥ和籽粒氮素累
积量均能同时达到最大值的 ９５％以上，优化区间所
得的 ＰＦＰＮ约为最大值的 ８０％，为适宜的水氮滴灌
管理区间。该研究成果对宁夏沙土地区春玉米滴灌

水氮管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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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ＬＩＵＣＡ，ＺＨＯＵＬＭ，ＪＩＡＪＪ，ｅｔａｌ．Ｍａｉｚｅ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ｂａｌａｎｃｅｉ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ｆｉｌｍ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ｒｉｄ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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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增刊 １）：１１０－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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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２第 １１期　　　　　　　　　严富来 等：基于空间分析的宁夏沙土春玉米滴灌水氮管理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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