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旱保水剂对岗坡旱地棉花生长发育及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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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干旱缺水和土壤退化是制约冀南地区太行山脉岗坡地农作物产量的重要因素。试验表明 , 农业部研制开发的博亚保水剂 , 对棉
花生长发育、产量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 一般增产率可达20 %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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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邯郸市位于河北省南部, 常年干旱缺水, 地下水位深, 微

灌成本太高, 农作物生产受到很大影响。抗旱保水剂是一类

溶于水或遇水膨胀的聚合物 , 施用简便, 成本低廉。经过在

棉花种植上的试验 ,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适宜大面积推广。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在河北永年永和会村的岗地褐土上

进行, 试验地不太平坦, 肥力中等偏低。20 c m 土层土壤的基

础含量为有机质0 .86 % 、氮0 .12 % 、速效磷28 mg/ kg 、速效钾

83 .2 mg/ kg 、碱解氮56 mg/ kg 。

1 .2  试验材料 抗旱保水剂为农业部博亚科技集团最新研

制开发生产的博亚保水剂; 棉花品种为当地主栽品种冀668 ,

由河北省农科院棉花研究所培育而成。

1 .3 试验设计与方法 试验采用简单对比法, 设不施用保水剂

( CK) 和施用保水剂2 个处理,每处理面积666.7 m2 ,2 年试验。

将保水剂和部分细土或土粪拌匀撒入穴内、点种、复土 ,

用量18 kg/ hm2 。棉花生育期中耕2 次, 追肥1 次, 打顶6 ～7

次, 全生育期内不浇水。记载棉花各生育期进程、出苗情况、

根系生长、收获株数、单株结铃数、单铃重等。

2  结果与分析

2 .1 保水剂对棉花生育期的影响  由表1 可见, 在相同播

期下, 施用保水剂与 CK 相比, 出苗期相同, 但现蕾期、开花

期、吐絮期分别提前了2、1 和2 .5 d。

  表1 保水剂对棉花生育期的影响

播种期

CK 处理

出苗期

CK 处理

较对照

±∥d

现蕾期

CK 处理

较对照

±∥d

开花期

CK 处理

较对照

±∥d

吐絮期

CK 处理

较对照

±∥d
2003 年 04-22 04-22 05-06 05-06 0 06-10 06-08 - 2 07-10 07-09 - 1 09-18 09-16 - 2
2004 年 04-26 04-26 05-08 05-08 0 06-12 06-10 - 2 07-12 07-11 - 1 09-22 09-19 - 3
平均 0 - 2 - 1 - 2 .5

2 .2 保水剂对棉花出苗情况的影响  由表2 可知, 施用保

水剂, 在干旱少雨情况下, 出苗率较 CK 提高5 .8 % ; 死苗率

较CK 降低3 .0 % ; 烂根率较 CK 减少了2 .5 % 。

2 .3 保水剂对棉花生长情况的影响  由表3 可知, 施用抗

旱保水剂, 可使岗坡地棉花生长健稳, 在干旱期间表现茎秆

粗壮, 不萎蔫。叶片大, 可使株高增长13 .3 c m, 茎粗增宽0 .35

c m, 单株成铃数增加0 .8 个, 单铃重提高0 .4 g 。

  表2 保水剂对棉花出苗情况的影响

出苗率∥%

CK 处理 较CK±

死苗率∥%

CK 处理 较CK±

烂根率∥%

CK 处理较CK±

2003 年 68 .2 73 .8 5 .6 11 .3 8 .5  2 .8 13 .0  11 .0  2 .0
2004 年 70 .1 76 .3 6 .2 12 .6 9 .4 3 .2 11 .0 8 .0 3 .0
平均 5 .8 - 3 .0 - 2 .5

  表3 保水剂对棉花生长情况的影响

株高∥cm

CK 处理 较CK±

茎粗∥cm

CK 处理 较CK±

单株成铃数∥个

CK 处理 较CK±

单铃重∥g

CK 处理 较CK±

2003 年 61 .8 74 .9 13 .1 1 .4 1 .7  0 .3 6 .4 7 .1 0 .7 3.8 4 .1 0.3

2004 年 63 .1 75 .6 13 .5 1 .5 1 .9 0 .4 6 .7 7 .5 0 .9 4.1 4 .5 0.5

平均 13 .3 0 .35 0 .8 0.4

2 .4 保水剂对棉花产量情况的影响  由表4 可知, 施用抗

旱保水剂, 可使岗坡地棉花增产429 .0 kg/ hm2 , 增产22 .2 % 。

  表4 保水剂对棉花产量情况的影响

CK

kg/ hm2

处理

kg/ hm2

较CK 增产

kg/ hm2

增产率

%

2003 年 1 885.5 2 281 .5 396 .0 21 .0
2004 年 1 974.0 2 436 .0 462 .0 23 .4
平均 429 .0 2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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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 1) 保水剂能迅速吸收比自身重数百倍甚至上千倍的纯

水, 且有反复吸水功能, 吸水后的水凝胶可缓慢释放水分供

作物利用。保水剂能增强土壤保水性 , 改良土壤结构, 提高

水肥利用率, 是一项用途广、投资少、见效快的抗旱节水技

术, 具广泛的应用前景。

( 2) 试验表明, 在干旱情况下施用抗旱保水剂, 能为棉花

的生长发育提供水分需求, 促进棉花生长发育 , 减少死苗率 ,

有效地提高棉花单株成铃数, 增加单铃重。

(3) 施用抗旱保水剂, 可使岗坡地棉花增收429 kg/ hm2 ,

增产22 .2 % 。因此, 引进和推广抗旱保水剂是目前解决岗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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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状态的指标之一, 又是衡量养殖环境污染程度的重要指

标[ 16] 。该试验中 , 汞对草鱼血清和肾脏LSZ 具有剂量—效应

关系和 Hormesis 现象。Hormesis 现象是潜在低水平有毒物质

所产生的刺激效应, 所引起的剂量—效应关系呈抛物线形

式[ 17] 。表明低剂量汞离子能刺激草鱼的免疫力, 使其产生

代偿性应激 , 在一定剂量下达到刺激效应顶峰 ; 高剂量汞离

子则超出草鱼的生理调节范围, 导致免疫力显著低于对照

组, 从而产生免疫毒性。

汞离子免疫毒性的机制主要是通过与巯基、氨基、羧基、

磷酰基等酶活性基团结合, 导致许多酶系统的活性受到抑制

和破坏, 丧失酶系正常生理功能 , 从而阻碍细胞的正常代谢 ,

导致细胞凋亡或坏死[ 8] 。有研究[ 18] 发现,Asp 和 Glu 是溶菌

酶活性中心的必需基团。汞离子可以直接与这些基团的羧

基作用 , 从而影响溶菌酶的活性。

  由于汞离子浓度直到0 .10 和0 .20 mg/ L 才分别对血清

 注 : 图中所有数值均是以 X±SD( n = 10) 表示。统计分析时 , 与对照组相比 , * 、* * 分别表示差异显著( P < 0 .05) 和差异极显著( P < 0 .01) 。

图1 不同汞离子浓度下草鱼血清和肾脏LSZ 活性

和肾脏LSZ 产生抑制作用, 因此草鱼免疫系统对汞离子的适

应性较强 , 这可能与金属硫蛋白( MT) 有关。有研究表明[ 19] ,

鱼类体内 MT 量与重金属积累量之间有紧密的相关性, 组织

中 MT 含量可用来衡量该组织对重金属的积累能力。MT 在

肝脏内合成, 然后转运到各组织器官。2 价汞离子进入血液

后大部分与血浆蛋白巯基结合形成结合型汞, 也可与含巯基

的低分子化合物如半胱氨酸、还原型谷胱甘肽等结合形成扩

散型汞, 从而降低汞离子的毒性[ 8] 。但随着暴露浓度的增加

和时间的延长, 超出了血液的解毒能力, 汞离子会对血液产

生较大毒性, 影响其中溶菌酶的活性。肾脏是鱼类排泄汞的

重要器官, 是鱼体内蓄积汞离子最多的器官。MT 是肾组织

中与汞结合的主要成分, 反复接触汞后, 肾内 MT 和汞均增

加, 当此种蛋白与汞结合而耗尽时, 即出现肾损害[ 8] 。

综上所述 , 汞离子对草鱼具有免疫毒性, 但草鱼免疫系

统对汞离子适应性也较强。至于汞离子对草鱼免疫毒性的

确切机理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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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旱情的最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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