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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索不同种植模式对秸秆覆盖的麦田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设置宽幅精播和

常规种植２种种植模式，每种种植模式设０和０６ｋｇ／ｍ２２种秸秆覆盖方式，以研究种植模式和
玉米秸秆覆盖对冬小麦群体动态变化、阶段耗水量、产量以及水分利用效率等的影响．结果表
明，玉米秸秆覆盖虽然显著减少了冬小麦耗水量，但是也显著降低了冬小麦穗数和千粒质量，从

而显著降低了冬小麦产量．玉米秸秆覆盖条件下，宽幅精播种植模式通过显著增加穗数而对产
量损失起补偿作用，且宽幅精播种植模式的耗水量显著低于常规种植模式，故其水分利用效率

显著高于常规种植模式．在山东地区，为了提高冬小麦的水分利用效率，宽幅精播种植与玉米秸
秆覆盖相结合是一种值得推广的节水种植模式．
关键词：冬小麦；种植模式；穗数；分蘖；耗水量

中图分类号：Ｓ５１２１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８５３０（２０１５）０９－０８１１－０７

　　　 刘馨惠，卞城月，马长健，等．玉米秸秆覆盖下宽幅精播冬小麦产量损失补偿效应及水分利用效率［Ｊ］．排灌机械工程学报，２０１５，３３

（９）：８１１－８１７．

　　　 ＬｉｕＸｉｎｈｕｉ，ＢｉａｎＣｈｅｎｇｙｕｅ，Ｍａ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ｅｔａｌ．Ｙｉｅｌｄｌｏｓｓ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ｗｉｄｅｌｙ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ｓｏｗｅｄ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ｃｏｖｅｒｅｄｕｎｄｅｒｃｏｒｎｓｔａｌｋｓ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ａｎｄ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ＤＩＭＥ），２０１５，３３（９）：８１１－

８１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２－２９；网络出版时间：２０１５－０９－１７
网络出版地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ｋｉ．ｎｅｔ／ｋｃｍｓ／ｄｅｔａｉｌ／３２．１８１４．ＴＨ．２０１５０９１７．１５５１．０２６．ｈｔｍｌ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３１１０１１１４）；国家８６３计划项目（２０１３ＡＡ１０２９０３）；山东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２０１４ＧＮＣ１１１００２）
作者简介：刘馨惠（１９９１—），女，黑龙江海林人，硕士研究生（ｌｉｕｘｉｎｈｕｉ１２３＠ｙｅａｈ．ｎｅｔ．ｃｏｍ），主要从事农业水土工程研究．

李全起（１９７６—），男，山东昌乐人，教授，博士（通信作者，ｑｕａｎｑｉｌｉ＠ｓｄａｕ．ｅｄｕ．ｃｎ），主要从事农业水土工程研究．

Ｙｉｅｌｄｌｏｓｓ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
ｗｉｄｅｌｙ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ｓｏｗｅｄ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ｃｏｖｅｒｅｄｕｎｄｅｒｃｏｒｎｓｔａｌｋｓ

ＬｉｕＸｉｎｈｕｉ１，ＢｉａｎＣｈｅｎｇｙｕｅ１，Ｍａ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１，ＬｉｕＱｕａｎｒｕ１，ＷｅｉＣｈｕｎｚｈｉ２，ＬｉＱｕａｎｑｉ１

（１．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ａｉａｎ，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２７１０１８，Ｃｈｉｎａ；２．ＦａｒｍＢｕ

ｒｅａｕｏｆＪｕｙｅＣｏｕｎｔｙ，Ｊｕｙｅ，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２７４９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ｗａｔｅｒｓａｖｉ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ａｒ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ｗｏｓｏｗｉｎｇ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ｗｉｄｅ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ｓｅｓｏｗｉｎｇ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ｄｔｗｏｃｏｒｎｓｔａｌｋｓ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ｓ（０ａｎｄ０．６ｋｇ／ｍ２）ｔｏｓｔｕｄｙ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ｗｈｅａｔｐｌａｎｔｓ，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ＷＵＥ）ｉ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
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ｃｏｒｎｍｕｌｃｈｃ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ｂｕｔｂｏｔｈｎｕｍ
ｂｅｒｏｆｓｐｉｋｅｓａｎｄ１０００ｇｒａｉｎｍａｓ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ｃａｕｓｉｎｇａ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ｄｗｈｅａｔｙｉｅｌｄ．
Ｕｎｄｅｒｃｏｒｎｓｔａｌｋｓｍｕｌｃｈ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ｗｉｄｅ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ｓｅｓｏｗｉｎｇｐａｔｔｅｒｎｎｏｔｏｎｌｙｃａｎ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ｔｈｅ
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ｌｏｓｓｂ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ｐｉｋｅ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ｕｔａｌｓｏｃａｎｌｏｗｅｒ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排灌机械工程学报 第３３卷

ｇｒｅａｔｌｙ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ＷＵＥｉｓｍｕｃｈ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ｗｉｄｅ
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ｓｅｓｏｗｉｎｇｐａｔｔｅｒｎｔｈａｎｉ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ｗｉｄｅ
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ｓｅｓｏｗｉｎｇｐａｔｔｅｒ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ｒｎｓｔａｌｋｓｍｕｌｃｈｉｓａｓｏｕ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ＷＵＥｏｆ
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ｉｎ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ｓｐｉｋｅ；ｔｉｌｌｅｒ；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中国华北平原的主要粮食作物为冬小麦和夏
玉米，主要采用冬小麦夏玉米一年两熟种植制度．
而北方冬小麦生育期间耗水量为同期降水量的

２～３倍［１］，常引起农田季节性干旱．随着华北地区
工农业的迅速发展，需水量日益增多，农业需水与

供水的矛盾日益突出．水资源短缺成为中国北方平
原严重的问题［２］，且其中可利用的水中只有１／３用
于作物蒸腾，剩下的２／３被土壤蒸发［３］，浪费严重．
所以，发展节水农业势在必行．

秸秆覆盖是一种有效的农田节水措施，可以保

持水土［４］，减少棵间蒸发，增加植株蒸腾，从而降低

水分无效消耗，但是对产量的影响没有统一的认

识．有研究结果显示西北旱作雨养农区采用覆盖模
式种植冬小麦可使籽粒产量提高１０９％［５］．方文松
等［６］在河南的研究结果表明，秸秆覆盖可使冬小麦

增产８０８％～１０７１％．Ｗｕ等［７］研究发现秸秆覆盖

和保水剂相结合处理下的产量增加达最大（１４２％
～２０１％），但是Ｍｒａｂｅｔ等［８］在摩洛哥的１４个试验
中发现６个试验减产、８个试验增产，且其他众多资
料表明，秸秆覆盖显著降低冬小麦产量．涂纯等［９］

研究表明在丰水年份，覆盖处理的保水作用并不明

显，反而会导致低温效应影响到小麦籽粒发育，最

终影响产量．李全起等［１０］与 Ｂａｌｗｉｎｄｅｒ－Ｓｉｎｇｈ等［１１］

研究表明，覆盖降低土壤温度，延缓作物发展，秸秆

覆盖处理在生育后期，营养器官消耗大量的营养物

质，从而导致向籽粒分配的光合产物减少，最终表

现为籽粒光能利用率降低，降低了冬小麦的籽粒产

量．Ｌｉ等［１２］研究表明，秸秆覆盖对冬小麦产量构成

因素中的千粒重和穗粒数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对

穗数有抑制作用，从而降低了冬小麦产量．而陈素
英等［１３］研究发现，穗数降低是秸秆覆盖冬小麦产量

降低的主要原因，其次是千粒质量降低．所以，穗数
减少是秸秆覆盖冬小麦减产的重要原因．谢瑞芝
等［１４］对中国保护性耕作试验研究的产量效应分析

结果表明，华北地区免耕覆盖冬小麦的减产概率最

高．所以，在华北平原，虽然秸秆覆盖具有一定的节
水潜力，但是，秸秆覆盖后降低了产量构成因素中

的穗数和千粒质量，从而引起了冬小麦产量降低，

致使秸秆覆盖下冬小麦水分利用效率并没有提

高［１５－１６］，进而影响了该项技术的推广．
为了进一步提高冬小麦产量，山东农业大学余

松烈院士等［１７］提出了一种新型小麦种植模式———

宽幅精播，即在播种量相同的情况下，改传统播种

机播幅宽３０～５０ｃｍ为６０～８０ｃｍ，改生产上密
集一条线条播为单粒分散式粒播，该技术是对冬小

麦精播高产栽培技术的继承和发展．应用该模式，
２０１０年在中国北方冬麦区获得了大面积单产的最
高纪录．赵丹丹等［１８］研究表明，与常规种植模式相

比，宽幅精播种植模式的冬小麦籽粒产量显著提高

了７０％，增产的原因在于穗数显著增加了９４％．
因此，宽幅精播种植模式具有增加冬小麦产量构成

因素中穗数的潜力．
在秸秆覆盖条件下，借助于宽幅精播增加穗数

的特性，有可能对秸秆覆盖麦田的产量损失起一定

的补偿作用，从而协同提高冬小麦产量和水分利用

效率．针对上述问题，文中针对玉米秸秆覆盖条件
下宽幅精播麦田的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进行研究，

以期为中国华北冬小麦的可持续生产提供一些理

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１　试验概况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冬小麦生育期间在山东

农业大学农学实验站（３６°１０′９″Ｎ，１１７°９′０３″Ｅ）大
田内进行．该试验点属温带大陆性半季风气候区，
多年平均降水量为６９７０ｍｍ，但约７０％集中在７—
９月份．冬小麦为了获得高产和稳产，必须进行补充
灌溉．土壤类型为壤土，０～２０ｃｍ土壤碱解氮、速效
磷和速效钾质量含量分别为 １０８１，１６１和 ９２４
ｍｇ／ｋｇ，田间持水率为３２４％．每个小区面积为３ｍ×
３ｍ（此为精确测量，相当于在水分池内，试验中对
种植量、水分、肥料等进行精确测量后均匀撒入），

小区间筑高和宽各为１５ｃｍ和２０ｃｍ的垄．各小区
中央埋设深度为１５ｍ的中子管，以便检测土壤水
分动态变化．

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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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在自然条件下进行，整个试验期间降雨量

为１５０１ｍｍ．增加灌水量会降低水分利用效率［１９］，

故实行亏缺灌溉．由前期大量试验结果证明，该试
验地区冬小麦生育期间灌溉１２０ｍｍ即可获得合理
的产量、水分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１，１１，２０］．由于灌拔
节水可增加分蘖数和成穗率，灌抽穗水可促进干物

质积累穗，增加千粒质量［２１］，故试验于冬小麦的拔

节期（２０１４年３月３０日）和抽穗期（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５
日），在各小区均灌溉了６０ｍｍ水量，用水表严格控
制．方法是把管子安装到小区，水表安装在管子出
水处．人工往小区里灌水，各个方向灌溉均匀，使水
在同一水平面上均匀入渗，以保证一定的均匀度．
１２　试验设计

供试冬小麦品种为济麦２２，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８
日播种，各小区的播种量均为９４ｋｇ／ｈｍ２，采用人工
点播．试验采用裂区设计，主区为２种种植模式，分
别为宽幅精播（Ｗ）和常规种植（Ｃ）；副区为２种秸
秆覆盖方式，分别为玉米秸秆覆盖（Ｆ１）和不覆盖
（Ｆ０）．２种种植模式的行距相等，但宽幅精播种植模
式的播幅为 ６～８ｃｍ，而常规种植模式则为 ２～３
ｃｍ．覆盖材料为玉米秸秆，将收获后的玉米秸秆剪
成３～５ｃｍ，于小麦整齐出苗后覆盖，覆盖量为
０６×１０４ｋｇ／ｈｍ２．每个处理重复３次，共１２个小区，
随机区组排列．播种前，每小区底施尿素为 １９２２
ｋｇ／ｈｍ２、磷酸二铵为２６０９ｋｇ／ｈｍ２、硫酸钾为２１００
ｋｇ／ｈｍ２，拔节期追施尿素为 １９２２ｋｇ／ｈｍ２．其他管
理同高产田．
１３　项目测定和计算
１３１　群体动态变化

于小区中央选择生长均匀一致的２个２０ｃｍ双
行做标记，在冬小麦越冬期、拔节期和抽穗期，考察

其群体数量，并换算为每ｍ２上的分蘖数．
１３２　土壤体积含水量

采用 ＣＮＣ５０３Ｂ型智能中子仪每 ５～７ｄ测定１
次，每 １０ｃｍ为１个层次，测深为１２ｍ．降水和灌
溉前后加测１次．０～２０ｃｍ土壤体积含水量用 ＴＤＲ
加以校正．
１３３　农田蒸散量

试验地点的地下水位在 ６ｍ以下，故地下水对
冬小麦蒸散量的影响可忽略不计．由于试验小区的
垄高出地面为１５ｃｍ，故降雨产生的地表径流可忽
略不计．农田水量平衡方程为

ＥＴ＝Ｐ＋Ｉ＋ΔＳ， （１）

ΔＳ＝∑（Δθｉ·Ｚｉ）， （２）

式中：ＥＴ为冬小麦生育期间蒸散量，ｍｍ；Ｐ为冬小
麦生育期有效降雨量，ｍｍ，由距试验点５０ｍ的气象
站提供；Ｉ为灌溉量，ｍｍ，由水表直接读取；ΔＳ为土
壤蓄存水变化量，ｍｍ；Δθｉ为土壤某一层次的体积
含水量；Ｚｉ为土壤层次厚度，ｍｍ；ｉ为土壤层次．
１３４　籽粒产量

收获时，每处理随机获取除去边三行及中子管

附近以外生长均匀一致的１５ｍ双行植株考察穗数
并进行测产，且折算为每 ｍ２产量．另取相邻的 ２０
株，于室内测定穗粒数和千粒质量．
１３５　水分利用效率

采用产量水平水分利用效率，计算公式为

ＷＵＥ＝ＹＥＴｔ
， （３）

式中：ＷＵＥ为水分利用效率；Ｙ为冬小麦的籽粒产
量，ｋｇ／ｍ２；ＥＴｔ为冬小麦的总蒸散量，ｍｍ．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和数据处理系统
（ｄａｔ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ＤＰＳ）统计分析系统进行数
据处理和统计分析，采用 ＬＳＤ法进行显著性检验，
置信度为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冬小麦群体动态
图１为各个处理下冬小麦在不同时期分蘖数 ｎ

及不同处理间的差异，图中 ＣＦ０为不覆盖常规种植
处理；ＷＦ０为不覆盖宽幅精播种植处理；ＣＦ１为覆
盖常规种植处理；ＷＦ１为覆盖宽幅精播种植处理．

图１　冬小麦主要生育期群体数量
Ｆｉｇ．１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ｌａｎｔｓ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ｉｎｍａｊｏｒ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ｓ

由图１可知，不同时期不同处理冬小麦的分蘖
数不同．越冬期，无论宽幅精播种植模式还是常规
种植模式，玉米秸秆覆盖条件下的分蘖数均显著小

于无覆盖处理的，且宽幅精播种植模式的冬小麦分

蘖数显著大于常规种植模式的，小麦分蘖数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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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各处理由大至小为ＷＦ０，ＷＦ１，ＣＦ０，ＣＦ１；拔节期，
冬小麦分蘖数达到最大，处理ＷＦ０的分蘖数显著大
于ＣＦ０处理的，但处理 ＷＦ１与 ＣＦ１间差异不具有
统计学意义；抽穗期，冬小麦的群体由于分蘖消亡

而减小，处理ＷＦ０，ＷＦ１，ＣＦ０和 ＣＦ１的分蘖数分别
较拔节期的减小了 ６２０６％，５７８７％，５５３３％和
５５２４％．虽然宽幅精播种植模式的分蘖消亡率大于
常规种植模式的，但是，处理 ＷＦ０的群体数仍然比
处理ＣＦ０的增大了１２８６％，处理ＷＦ１比ＣＦ１的增
大了６４０％．因此，宽幅精播种植模式的群体数量
大于常规种植模式的，无覆盖处理的群体数大于覆

盖处理的．
２２　冬小麦阶段耗水量

表１为各个处理、不同时期的耗水量，表中 Ｗ，
Ｗｔ分别为各阶段耗水量、总耗水量．由表可见，从播
种期到灌浆期，常规种植模式下的耗水量显著大于

宽幅精播种植模式下的；从灌浆期到成熟期，２种种
植模式间的总耗水量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从播
种期到抽穗期，玉米秸秆覆盖显著降低了冬小麦耗

水量；从灌浆期到成熟期，玉米秸秆覆盖处理的耗

水量显著高于不覆盖处理的．就整个冬小麦生育期
而言，玉米秸秆覆盖处理的总耗水量比不覆盖处理

的显著减少了３１８ｍｍ．

表１　冬小麦阶段耗水量及总耗水量
Ｔａｂ．１　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ｉ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ｓ ｍｍ

模式 处理

Ｗ

播种－
拔节

拔节－
抽穗

抽穗－
灌浆

灌浆－
成熟

Ｗｔ

种植模式
Ｗ ８６４ｂ ４４１ｂ ６６３ｂ １４７０ａ ３４３８ａ
Ｃ ９３９ａ ５１２ａ ６９６ａ １３６５ａ ３５１２ａ

覆盖方式
Ｆ０ １０９０ａ ５５２ａ ６８４ａ １３０９ｂ ３６３４ａ
Ｆ１ ７１３ｂ ４０１ｂ ６７５ａ １５２７ａ ３３１６ｂ

耦合

ＣＦ０ １０６２ｂ ４８３ｃ ７４３ａ １２５２ｃ ３５４０ｂ
ＷＦ０ １１１８ａ ６２０ａ ６２５ｃ １３６５ｂｃ ３７２８ａ
ＣＦ１ ８１６ｃ ５４０ｂ ６４９ｂｃ １４７９ａｂ ３４８４ｂ
ＷＦ１ ６１０ｄ ２６２ｄ ７０１ａｂ １５７５ａ ３１４８ｃ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下同．

秸秆覆盖和种植模式的耦合作用显示，宽幅精

播种植模式中，秸秆覆盖条件下的冬小麦耗水量比

不覆盖显著减小了５８０ｍｍ，而常规种植模式中，覆
盖方式对冬小麦总耗水量没有显著影响．因此，宽
幅精播种植模式结合玉米秸秆覆盖可显著降低冬

小麦的耗水量．
２３　冬小麦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

冬小麦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如表２所示，表中
ａ，ｂ，ｍ，Ｙ分别为穗数、穗粒数、千粒质量和产量．由
表可见，宽幅精播种植模式的穗数比常规种植模式

的显著增多了９２％，其产量比常规种植模式显著
提高了５２％．覆盖玉米秸秆后，产量构成因素中穗
数显著减少了１５９％，千粒质量显著减小了４９％．
从而导致产量显著降低了７８％．

表２　麦田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
Ｔａｂ．２　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

模式 处理
ａ／

（穗·ｍ－２）
ｂ／

（粒·穗 －１）
ｍ／ｇ Ｙ／（ｇ·ｍ－２）

种植模式
Ｗ ５０７９ａ ３８３ａ ４６７ａ ７４１３ａ
Ｃ ４６５２ｂ ３８２ａ ４６３ａ ７０４７ｂ

覆盖方式
Ｆ０ ５２８５ａ ３８７ａ ４７７ａ ７５２４ａ
Ｆ１ ４４４６ｂ ３７８ａ ４５３ｂ ６９３７ｂ

耦合

ＷＦ０ ５５１２ａ ３９５ａ ４８０ａ ７８２０ａ
ＷＦ１ ４６４５ｃ ３７２ａ ４５３ｂ ７００６ｃ
ＣＦ０ ５０５７ｂ ３７９ａ ４７３ａ ７２２７ｂ
ＣＦ１ ４２４７ｄ ３８４ａ ４５３ｂ ６８６７ｄ

　　玉米秸秆覆盖和种植模式的耦合作用显示，宽
幅精播种植模式对玉米秸秆覆盖的减产作用有补

偿效应．虽然２种种植模式覆盖玉米秸秆后的籽粒
产量均显著降低，但宽幅精播种植模式的籽粒产量

比常规种植模式的显著提高了１３９ｇ／ｍ２，这主要
是由于产量构成因素中穗数显著增多了 ３９８穗／
ｍ２所致．因此，玉米秸秆覆盖条件下，宽幅精播种植
模式可通过显著增多穗数而对冬小麦的产量损失

起一定的补偿作用．
２．４　冬小麦水分利用效率

图２为冬小麦整个生育期的水分利用效率
ＷＵＥ，不覆盖条件下，２种种植模式间的 ＷＵＥ差异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玉米秸秆覆盖条件下，宽幅精

播种植模式的ＷＵＥ比常规种植模式的显著提高了
１３０％．常规种植模式下，覆盖与否对 ＷＵＥ没有显
著影响；宽幅精播种植模式下，玉米秸秆覆盖条件

下的ＷＵＥ显著提高了６２％．因此，在华北平原，宽
幅精播种植模式结合玉米秸秆覆盖，有利于提高冬

小麦的ＷＵＥ．

图２　冬小麦水分利用效率
Ｆｉｇ．２　ＷＵＥ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

３　讨　论

由试验得知，无论宽幅精播还是常规种植，秸

秆覆盖后均减产．主要与穗数的减少和千粒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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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小有关，与一些研究结果相同．造成这一结果的
可能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１）温度效应．研究结果表明［２２］，秸秆覆盖地表

后，使得根区土壤温度的日较差减小．秸秆覆盖下
根区温度的变化可能是引起冬小麦生育期推迟的

重要因素，各生育期推迟使灌浆持续时间缩短，影

响千粒质量的增大；并且到了生育后期，营养器官

生长非常旺盛，茎和叶等营养器官的干物质积累量

明显大于不覆盖处理的，消耗大量的营养物质，从

而导致向籽粒分配的光合产物减少，最终造成产量

降低．另外，覆盖秸秆后，冬小麦籽粒灌浆期热胁迫
可能较为严重，对籽粒灌浆不利，造成收获指数

降低［２３］．
２）生化他感效应．生化他感效应是影响种子发

芽和幼苗生长的因素［２４］．杨思存等［２５］的研究结果

表明，玉米秸秆对小麦幼苗的相克作用最强，使小

麦生物量减少６０８％，玉米秸秆的他感强度大于小
麦秸秆和大豆秸秆，且对小麦前期影响大于后期．
为了进一步探明生化他感效应对秸秆覆盖冬小麦

减产的影响，在之后的试验中可以尝试利用其他当

季秸秆替代玉米秸秆进行研究．
文献［１５－１６］认为冬小麦覆盖秸秆后水分利

用效率并未提高，这主要与产量降低有关．文中研
究结果表明，宽幅精播种植模式中，玉米秸秆覆盖

后的水分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对于宽幅精播种植模
式，玉米秸秆覆盖条件下，冬小麦在拔节期和抽穗

期的叶面积指数显著大于常规种植模式的，抽穗期

光合有效辐射透射率较常规种植模式的显著减小

了２８７９％［２６］，并因此减少了土壤无效蒸发而减少

了总耗水量．灌浆期至成熟期，宽幅精播种植模式
的蒸腾速率显著高于常规种植模式的［２７］，由于该阶

段的农田耗水以蒸腾耗水为主，所以秸秆覆盖条件

下宽幅精播种植模式在灌浆 －成熟期的耗水量显
著多于常规种植模式的．相对于常规种植模式，宽
幅精播种植模式可以优化冬小麦冠层结构，从而提

高光合有效辐射的转化效率，这是宽幅精播种植模

式高产的最重要原因．所以，秸秆覆盖条件下，宽幅
精播种植模式能显著提高水分利用效率．

玉米秸秆覆盖条件下，２种种植模式的产量都
低于不覆盖处理，但宽幅精播的水分利用效率显著

高于不覆盖处理的．在权衡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２
个因素的条件下，如何提高秸秆覆盖条件下的产量

至关重要．玉米秸秆覆盖减产是因为减少了产量构
成要素中的穗数．而与常规种植模式相比，宽幅精

播种植模式对产量损失具有一定的补偿作用，主要

是宽幅精播种植模式增加了冬小麦分蘖数，进而增

加冬小麦穗数，降低了秸秆覆盖对穗数的不利影

响．但是，玉米秸秆覆盖条件下，宽幅精播种植模式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产量损失，但仍显著低于

不覆盖处理的，而且，在产量构成因素中，仅显著增

加了穗数，对穗粒数和千粒质量均没有显著影响．
因此，为了进一步提高其补偿效应，应考虑如何协

同增加穗数、穗粒数和千粒质量．有研究结果表
明［２６］，推迟拔节水灌溉显著增加了宽幅精播麦田的

穗数、穗粒数和籽粒产量，进一步减少了宽幅精播

麦田的分蘖消亡．因此，秸秆覆盖条件下，宽幅精播
麦田推迟拔节水灌溉有可能实现产量和水分利用

效率的共同提高．此外，还需要探讨提高秸秆覆盖
条件下宽幅精播麦田的碳吸收效率，研究冬小麦农

田固碳潜力，探究实现冬小麦农田土壤由碳源变为

碳汇的途径，有助于光合转换，以便进一步提高宽

幅精播对产量的补偿作用．

４　结　论

玉米秸秆覆盖显著减少了冬小麦耗水量．宽幅
精播种植模式的群体数量显著大于常规种植模式

的．宽幅精播种植模式可通过显著增加穗数而对秸
秆覆盖冬小麦的产量损失起补偿作用，从而显著提

高了秸秆覆盖条件下的水分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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