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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水剂对玉米出苗率及土壤水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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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盆栽试验结果表明"施用保水剂的土壤持水量在田间持水量 ’()以下时玉米种子不能出苗"而

对照处理在土壤持水量达到田间持水量 ’()时能够保证 "%%)的出苗率# 盆栽试验和田间试验证明了保水

剂对玉米出苗率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施用保水剂的处理在积蓄土壤水分"减轻表层土壤水分散失方面

有一定的作用"尤其在雨后测量结果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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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水剂是利用强吸水性树脂制成的一种超高吸水保水能力的高分子聚合物- 它能迅速吸收比自

身重数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去离子水%数十倍至近百倍的含盐水分"而且具有反复吸水功能"吸水后膨

胀为水凝胶"可缓慢释放水分供作物吸收利用"从而增强土壤保水性%改良土壤结构%减少水的深层

渗漏和土壤养分流失"提高水分利用率# 国内外研究表明"保水剂施用得当"可促进植物根系发育%提

高出苗率%移栽成活率%促进植株生长发育和延缓凋萎时间"但保水剂用量过大"非但不能促进根系

发育"反而抑制根的伸长和降低根的生理机能"抑制种子萌发"降低移栽后成活率和出苗率# 如何利

用土壤保水剂达到节水增产目的" 本项施用保水剂在不同土壤水分条件下对玉米出苗率及土壤水分

进行了研究#

! 试验目的%材料和方法

!,! 试验目的和材料

采用盆栽试验和田间试验相结合的方法# 盆栽研究在不同土壤持水量条件下保水剂对出苗的影

响$田间试验主要研究保水剂对出苗以及不同时期土壤水分和产量的影响#
试验盆规格"盆体为圆台形"上口半径 "# ./"底半径 "0 ./"钵体高 #% ./$盆土为吉林省乾安县

鳞字乡称字村 %12% ./ 表层土壤!淡黑钙土&$盆栽试验玉米品种为四密 2("田间试验玉米品种为吉单

"3%# 保水剂为市售抗旱保水剂#
!,( 试验处理及方法

盆栽试验!试验设 3 个处理"土壤持水量在 ,%4%5%6 ’ 个水平基础上"加保水剂和不加保水剂#’
个土壤持水量水平!,+ 3)!%10 ./ 3)%31"’ ./ "%)%"(12" ./ "2)&" 4+ "%)!%10 ./ "%)%31"’ ./
"2)%"(12" ./ "’)&"5+ "2)!%10 ./ "2)%31"’ ./ "’)%"(12" ./ "$)&"6+ "’)!%10 ./ "’)%31"’
./ "$)%"(12" ./ "3)&"试验设 ’ 次重复"总计 #2 盆# 播种量为每盆 ’ 粒"采用穴播"每穴 " 粒"播种

深度 # ./"保水剂按说明书用量施于种子正下方"不施任何肥料"播种后遇旱不浇水# 调查出苗率#
各层土壤持水量确定方法为先把土壤在自然条件下晒干"之后测量土壤持水量"根据土壤持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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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各层土壤应达到相应持水量而应填加的水量! 施用方法为先把土壤平铺在塑料布上" 土层厚为

! "# 左右"用喷壶均匀喷施在土层表面"之后马上装入试验盆"各层土壤均人工压实"同时取土样测

定各层土壤实际持水量"最后用塑料布把试验盆盖严"防止表层水分蒸发! 以上各处理于当日统一

播种!
田间试验在吉林省乾安县鳞字乡称字村进行"试验设唐山高能抗旱保水剂和对照两个处理"小区

$% # 行长"& 行区"行距 %’() #"小区两边设保护行 ( 行"小区两端保护区各 $% #"! 次重复! 重复之

间过道 $ #"调查出苗率"苗期调查苗高#茎粗和土壤水分状况!

! 结果与分析

!"# 盆栽试验结果

从表 * 看出" 吉林省乾安县淡黑钙土表层

%+, "# 土壤持水量达到田间持水量的 -%.时"
对照出苗率达 $&’&."当土壤持水量达到田间持

水量的 -).时"对照达到 $%%.的出苗率"但施

用保水剂在上述田间持水量下不能出苗!

!"! 田间试验结果

从表 ! 可见"淡黑钙土区施保水剂出苗率均

比对照低 !%’*." 这可能是由于播种时坐水种"
土壤水分相对不足"说明保水剂在种床部位与种

子存在争水问题"进而影响种子的出苗率!
从表 - 看出", 月 * 日施保水剂的土壤 %+

*% "# 平均持水量比 "/ 略高! , 月 *0 日的结果

是在下雨后调查的"%+) "##(+$% "# 的表层土

壤和深层 $$+*% "# 土壤持水量均比对照高"表

明保水剂在积蓄自然降水能力方面高于对照!
从表 ) 可见"乾安县淡黑钙土区施保水剂处

理株高#茎粗均比对照高!
从表 ( 可见" 施保水剂的产量比对照增产

,’!.! 试验证明"西部地区生育前期虽然干旱"
但遇旱及时补水灌溉"灌两次水"保水剂能积蓄

更多的水分"减缓水分蒸发和深层渗漏"满足植

株后期生长发育的需要!

" 讨 论

盆栽试验结果表明"施用保水剂的土壤持水量在田间持水量 -).以下时玉米种子不#下转第"! 页$

表 $ 播种时试验盆实际土壤持水量 .

土 层 1 2 3 4

% + , "# (’& 0’& $%’* $%’0
占田间持水量的百分率5.6 *&’% -%’% -*’% -)’%

& + $- "# &’% $$’! $$’* $!’%
$) + *$ "# 0’! $%’% $!’) $)’%

!注$ 吉林省乾安县淡黑钙土表层 % + $% "# 田间持水量为

*-’!.!

表 ! 盆栽试验出苗率 .

保水剂 "/
1 2 3 4 1 2 3 4

出苗率 % % % % % $&’& $(’, $%%’%

表 % 田间试验出苗率 .

项 目 "/ 保水剂

出苗率 ,-’$ )$’,

与 "/ 比增减值 7!%’*

表 & 不同时期各处理土壤持水量 .

土 层
,月 * 日 ,月 *0 日

"/ 保水剂 "/ 保水剂

% + ) "# !’* !’* $-’0 $(’)
( + $% "# 0’$ 0’* $)’! $(’)
$$ + *% "# &’, &’& $)’- $)’)

平均 ,’% ,’$ $)’* $(’*

表 ’ 产量性状及产量结果

处 理
穗长 穗粗 行数 行粒数 穗粒数 千粒重 空秆率 产量 $-.水 与 "/ 比

8"#9 5"#9 5行9 5粒9 5粒9 5:9 5.9 5/:;<#*9 5.9
"/ $&’% -’( $-’* -*’% )0(’- !*(’( !’& , --%’0

保水剂 $0’$ -’( $)’* -$’* (*(’* !*!’0 $’) , 0&(’$ ,’!

) 期 *,谭国波等$保水剂对玉米出苗率及土壤水分的影响

表 ( 株高与茎粗

项 目 "/ 保水剂

株高5"#9 0(’% $%$’&
与 "/ 比增减5.9 (’%
茎粗5##9 *$’$ **’$
与 "/ 比增减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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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出苗!而对照在土壤持水量达到田间持水量 !"#时能够保证 $%&’的出苗率" 盆栽试验证明!保水

剂在土壤含水量不足的情况下!存在与种子争水问题!影响种子吸水萌发及出苗"
田间试验也证明了保水剂在土壤含水量不足的情况下对玉米出苗率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但施用

保水剂在积蓄土壤水分和减轻表层土壤水分散失方面有一定的作用!尤其在雨后测量结果更为明显"
田间试验表明!在保证出苗的前提下!施保水剂的处理在后期株高和茎粗及产量均比对照高"
本试验目的是在穴施保水剂的情况下探讨保水剂对抗旱保苗的作用! 对于不同类型保水剂适宜

的地区#气候#土壤条件和施用方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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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株特性$株高 5&c$%% WZ!亚有限结荚习性!主茎型!主茎节数 $5 节!正常密度下有 $c/ 个分

枝!结荚较密!三四粒荚较多!荚成熟时呈褐色!茸毛灰色!圆叶!白花"
子粒及品质$子粒椭圆形!种皮黄色!有光泽!脐无色!百粒重 /% K 左右%蛋白含量 25P8"’!脂肪

含量 //P5/’"
抗逆性$该品种适应性强!秆强抗倒伏!两年省区域试验平均倒伏级别为 %P/ 级" 抗病性强" 田间

自然发病情况调查结果表明!该品种抗大豆花叶病毒病#灰斑病#细菌性斑点病及霜霉病%人工接种

鉴定结果表明!该品种抗大豆花叶病毒病 $ 号株系9DLd C6"

% 适应区域及栽培技术要点

经多年多点次试验表明!该品种适应我省大多数中早熟区种植!在我省吉林地区的永吉#磐石#桦

甸#蛟河#舒兰及松原市的沿江地区!长春地区的榆树!通化地区柳河#辉南和海龙等地均可种植!尤

其在吉林地区及松原市沿江地区种植!该品种的脂肪含量一般可达到 //P"’c/2P%’" 在我省西部中

早熟区种植也表现较好"
该品种在吉林省一般 ! 月 /" 日至 " 月 $ 日播种! 公顷播种量为 "%c7% eK! 公顷保苗 /%c// 万

株!播前施有机肥 $P" 万 eK f EZ/#磷酸二氨 $"% eK f EZ/!生育期间注意防治蚜虫和大豆食心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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