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玉米生产在春玉米区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玉米单产水平、人均占有量、商品率及出口量均居全

国首位。吉林省西部地区近年来春旱发生的频率越

来越高，干旱持续时间长，受灾面积大。国内外学者

对玉米苗期调亏技术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吉林省

玉米苗期调亏技术研究少见报道，开展此项研究对

指导吉林省西部地区苗期节水灌溉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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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点

本试验于 2008 年在白城市农业科学院网棚

内进行。
1.2 材料与设计

试验品种吉单 198。试验土壤为 0～20 cm 耕

层土壤，肥力均匀，有机质含量 1.83%，速效氮

72.4 mg/kg、速效磷 5.2 mg/kg、速效钾 186.5 mg/kg。
试验盆高 25 cm ,直径 15 cm。

盆栽试验设 4 个处理，即 CK、苗期轻度调亏、
苗期中度调亏、苗期重度调亏。每个处理 15 盆，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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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玉米为试验材料，利用盆栽试验研究了苗期调亏灌溉对玉米植株性状、光合生理及产量的影响。结果

表明，玉米苗期轻度、中度、重度调亏处理株高、茎粗、单株叶面积、单株冠风干重和单株根风干重均低于对照；但根冠

比、根长高于对照。在子粒灌浆期测量光合速率，苗期轻度、中度调亏光合速率高于对照, 苗期重度调亏光合速率低于

对照，但叶片水分利用效率均高于对照。苗期中度调亏增产 1.90%，苗期轻度、重度调亏分别减产 1.47%和 6.58%。苗

期土壤持水量在田间持水量的 50%以上时，起到蹲苗促根生长的作用，对产量影响差异不显著，可以考虑不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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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ffects of regulated deficit irrigation (RDI) at seedling stage of maize on plant characters,
photosynthesis rate and yield were investigated with pot- cultivated maiz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lant
height, stem thickness, leaf area and dry weight of crown and root reduced by RDI at seeding stage. But root
length and ration of root/shoot increased. Photosynthesis rate determined at filling stage was increased in
slight and mediumRDI, but it decreased in severe RDI. Water use efficiency was higher in all treatment com-
pared with the control. Yield was increased by 1.90% in medium RDI, but it decreased by 1.47% and 6.58% in
slight and severe RDI. When water content was 50%, growth of maize was retarded but rooting was improved.
As the yield was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it does not need irr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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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苗期调亏时株高、茎粗、单株叶面积

处理 株高(cm) 与 CK比增减(%) 茎粗(cm) 与 CK比增减(%) 单株叶面积(cm2) 与 CK比增减(%)
苗期轻度调亏 43.38 - 9.15 1.39 - 7.33 135.45 - 38.26

CK 47.75 1.5 219.38
苗期中度调亏 44.23 - 17.94 1.66 - 8.29 211.54 - 42.09

CK 53.90 1.81 365.27
苗期重度调亏 44.50 - 24.65 1.69 - 7.65 213.27 - 52.41

CK 59.06 1.83 448.11

表 3 苗期不同水分亏缺处理灌浆期光合生理

处理 气孔 CO2(vpm) 蒸腾速率(mmol·m-2·s-1) 气孔导度(mol·m-2·s-1) 光合速率(umol·m-2·s-1) 叶片水分利用效率
苗期重度调亏 177 2.73 0.26 22.03 8.07
苗期中度调亏 162 5.86 0.30 27.09 4.62
苗期轻度调亏 174 6.99 0.38 29.77 4.26

CK 160 6.73 0.31 26.64 3.96

表 1 苗期不同调亏时冠、根及根冠比

处理
单株冠风干重

(g)
与 CK比增减

(%)
单株根风干重

(g)
与 CK比增减

(%) 根冠比
与 CK比增减

(%) 根长(cm) 与 CK比增减

(%)
苗期轻度调亏 5.96 - 32.88 3.10 - 12.68 0.52 30.00 22.80 19.37

CK 8.88 3.55 0.40 19.10
苗期中度调亏 6.49 - 48.49 4.35 - 9.38 0.67 76.32 26.88 28.98

CK 12.6 4.80 0.38 20.84
苗期重度调亏 7.24 - 51.28 4.85 - 9.35 0.67 86.11 28.84 15.54

CK 14.86 5.35 0.36 24.96

60 盆；每盆装 0～20 cm 耕层风干土 15.6 kg，盆和

沙子 5 kg，沙子装于盆底部。每盆播种 3 粒，定苗

留 1 株。每盆施复合肥 11.11 g (N ∶P2O5∶K2O＝15∶
15∶15)作底肥，每盆追肥尿素 5.55 g。CK、苗期轻

度、中度、重度调亏土壤持水量标准分别为田间持

水 量 的≥70%、60%～70%、50%～60%、40%～
50%。西部淡黑钙土田间持水量为 21%。
1.3 调查项目

①株高、茎粗、叶面积、地上部植株重、地下部

根重、根长。
②子粒灌浆期测定光合速率、蒸腾速率、气孔

阻力和胞间 CO2 浓度。
③测量单株产量、考种。

2 结果与分析

2.1 苗期调亏处理对植株冠、根及根冠比的影响

结果表明(表 1)，调亏处理单株冠风干重、单

株根风干重均比CK低，但根冠比、根长均高于CK。
苗期轻度调亏、中度调亏、重度调亏与CK相比，单

株冠风干重分别减少32.88%、48.49%和51.28%，

单株根风干重分别减少12.68%、9.38%和9.35%，

根长分别增加19.37%、28.98%和15.54%，根冠比

分别增加30.00%、76.32%和86.11%。分析表明，苗

期调亏处理减少单株冠风干重，但根的活力增强，

提高了根系的吸收性能和吸收范围，在根的形态

上表现出一定的补偿生长。根冠比、根长高于同期

的 CK 处理，可能是经受水分调亏的玉米其水分与

营养的供给均向根系倾斜，起到苗期蹲苗促根生

长的作用，为作物后期恢复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

2.2 苗期调亏处理对株高、茎粗、单株叶面积的

影响

结果(表 2)表明，苗期各调亏处理的株高、茎

粗和单株叶面积均低于同时期的 CK 处理。玉米

苗期轻度调亏、中度调亏、重度调亏与 CK 相比，

株高分别降低 9.15%、17.94%和 24.65%，茎粗分

别降低 7.33%、8.29%和 7.65%，单株叶面积分别

降低 38.26%、42.09%和 52.41%。分析表明，苗期

调亏处理对玉米的营养生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随着调亏程度的加重降低比例越大。

2.3 苗期调亏处理对光合生理的影响

结果(表 3)表明，苗期不同程度干旱影响叶片

的生长发育，在生育后期各项光合指标有一定程

度的恢复。在子粒灌浆期，苗期轻度调亏、苗期中

度调亏处理光合速率高于对照, 苗期重度调亏处

理光合速率低于对照；苗期中度调亏、苗期重度调

亏处理蒸腾速率低于对照，苗期轻度调亏处理蒸

腾速率高于对照。随着水分亏缺程度的加重，叶片

水分利用效率有增加的趋势，并且各处理均高于

对照，叶片水分利用效率高低排序为苗期重度 >

苗期中度 > 苗期轻度 >CK。
2.4 不同调亏处理对产量的影响

结果表明(表 4)，苗期不同调亏处理，中度调

亏增产 1.90%，轻度、重度调亏处 理分别减产

1.47%和 6.58%。方差分析表明(表 5)，在玉米营养

生长期的苗期，轻度调亏和中度调亏(下转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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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5005)。突变中以转换类型居多。对此我们可以看

出，郏县红牛为普通牛中，与瘤牛的亲缘关系比较

近，与其他牛种相差较远，要想探询郏县红牛的起源

以及与其它牛种的进化关系，还需进行多个体的系

统进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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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调亏处理产量性状

处理 穗长(cm) 穗粗(cm) 秃尖(cm) 穗粒数(cm) 千粒重(g) 单株经济产量(g) 与 CK比增减%
苗期轻 16.50 4.20 2.60 315 320.8 100.20 - 1.47
苗期中 16.90 4.25 2.50 326 320.6 103.62 1.90
苗期重 16.58 4.13 2.75 302 315.6 95.00 - 6.58
CK 16.70 4.22 2.30 320 320.1 101.69 0.00

对产量的影响在 1%水平上差异不显著，重度调

亏处理对产量的影响在 1%水平上差异显著。分

析表明，苗期土壤持水量在田间持水量的 50%以

上时，可以考虑不灌，这样可以起到蹲苗促根生长

的作用。本试验是在苗期的中后期 6.5 片叶的时

候开展的调亏处理，在苗期的早期是否适宜调亏

处理还有待进一步试验。

3 小 结

在玉米营养生长期的苗期，各调亏处理株高、
茎粗、单株叶面积、单株冠风干重和单株根风干重

均低于 CK；但根冠比、根长高于 CK，根的活力增

强，提高了根系的吸收性能和吸收范围，在根的形

态上表现出一定的补偿生长，起到苗期蹲苗促根

生长的作用。各调亏处理叶片水分利用效率均高

于对照。苗期中度调亏增产 1.90%，苗期轻度、重
度调亏处理分别减产 1.47%和 6.58%。苗期轻度

调亏和中度调亏处理产量与 CK 比差异不显著。
苗期土壤持水量在田间持水量的 50%以上时，可

以考虑不灌，这样可以起到蹲苗促根生长的作用。
本试验是在苗期的中后期 6.5 片叶的时候开展的

调亏处理，在苗期的早期是否适宜调亏处理还有

待进一步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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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方差分析结果

处理 单株经济产量(g) 5%显著水平 1%显著水平
苗期轻度调亏 100.20 b A
苗期中度调亏 103.62 a A
苗期重度调亏 95.00 c B

CK 101.69 a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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