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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稻田生态系统的水分和养分转换过程 

作者: 周卫军 王克林  

田间模拟施肥进步和灌溉模式的定位试验在中国科学院桃源农业生态试验站进行。结果表明施肥制度和水分管理模式显著地影响水分

和养分的转化过程和生产效益。单施N的产量效应为4.5 kg/kg，而NP或NPK配施养分总的产量效应分别为8.8 kg/kg和8.0 kg/kg；有机

物料循环的增产率为56.8%，在有机物料循环的基础上配施NPK化肥最大的增产率可达到80.1%；化肥应用的进步可使水稻产量增长6

2.5%或通过施肥实现的水稻产量中由于化肥应用所占的贡献份额为38.4%，有机无机肥配合水稻产量增长80.1%，或通过施肥达到的产

量中有机无机肥配合所占的份额为44.4%。本区双季稻年灌溉需水量为5838 m3/hm2，年变异C.V = 8.3%。晚稻灌溉占全年的71%，7~9

月是灌溉需水高峰期，占全年灌溉量的68%。生产灌溉效率 (灌溉水量与产量之比)：生物量3.67 kg/m3，精谷量1.48 kg/m3。常规管

理田间水分分配为：蒸散占1/2，翻耕整地占1/6，植物构成占1/21，田间渗漏占1/14，其它环境耗水 (维持) 占1/5。耕灌雨养管理翻

耕整地和田间渗漏比例过高。不同灌溉处理试验表明：双季稻生产的灌溉，以早稻保持水层灌溉，晚稻按需配额灌溉的模式比较适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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