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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管理对东北黑土区玉米耗水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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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东北黑土区长期定位试验为基础，选取２０００、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和２００７年为研究时段，分析不施肥（ＣＫ）以及化
肥（ＮＰ）和化肥＋有机肥（ＮＰＭ）施用对玉米耗水量和土壤供水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玉米的耗水高峰出现在拔
节—抽雄期和抽雄—成熟期，这２个阶段的耗水模数分别为２４４１％和４７０７％，全生育期的平均耗水强度为３６４
ｍｍ·ｄ－１。降水量和降水的分配显著影响玉米的耗水特征。肥料的施用可明显增加玉米在干旱年份和生长季某
干旱时期的耗水量，并显著增加玉米的水分利用效率，其中以ＮＰＭ处理的效果较好。各处理土壤供水量由高到低
依次为ＮＰＭ、ＮＰ和ＣＫ处理。因此在东北黑土区，有机肥和化肥配施是提高玉米的水分利用效率以缓解季节性干
旱胁迫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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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东北黑土区是世界４大黑土区之一，该区
域粮食生产条件优越，是我国重要的商品农业基

地。东北黑土区总面积７６８４万ｈｍ２，耕地２２０４万
ｈｍ２，其中玉米种植面积约３８８万 ｈｍ２，近年来随着
种植结构调整，玉米种植面积有增加趋势［１］。

降水是影响玉米生长状况和产量高低的重要

因素。生育期内降水量较少可能导致玉米生育期

推迟以及生育期延长，进而影响玉米的耗水和产

量［２］。王静等［３］研究发现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

黑土区玉米生长季内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比例以

及最长连续降水日数均表现为下降趋势，使得玉米

生产面临的潜在干旱风险增加。已有研究表明，０～

１００ｃｍ深度农田黑土的田间持水量为３８７ｍｍ，土
壤最大储水量为 ５７５ｍｍ，土壤有效储水量为 ２４２
ｍｍ［４－５］。这说明农田黑土具有较大的储水库容，土
壤水库作用很强。如何发挥黑土的土壤水库作用，

增加玉米对土壤储存水分的利用率，对于缓解干旱

胁迫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当前研究的一个重要方

向。笔者所在研究小组在东北黑土区的前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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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在干旱年份，肥料的施用不仅能够增加土壤

有机碳含量［６］，也能够增加玉米对土壤水分的利用

效率，缓解干旱胁迫，增加玉米产量，其中，有机肥

的施用效果最显著［７］，但是该试验观测期仅１ａ，缺
乏长期观测数据的支持和对不同降水年型的考虑。

因此，笔者以中国科学院海伦农田生态系统野外科

学观测研究站内水分观测场的长期定位试验为基

础，研究施肥管理对玉米耗水特征、土壤供水特征

和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旨在为探寻黑土区合理的

土壤水分调控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区概况
试验在中国科学院海伦农田生态系统国家野

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水肥耦合试验场进行，该站地处

黑土区中部，地势平坦，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区，冬季寒冷干燥，夏季高温多雨，年平均气温

１５℃，极端最高温度 ３７０℃，极端最低温度
－３９５℃，年降水量５００～６００ｍｍ，且主要集中在
７—９月，年均有效积温 ２４５０℃，年均日照时数
２６００～２８００ｈ，年均无霜期１２５ｄ。土壤类型为中
厚层黑土，是第四纪黄土状母质上发育而来的地带

性土壤，质地以黏性土为主，土壤物理性黏粒质量

分数＞６０％，土壤膨胀性 ＞２５％，土体结构致密，渗
透能力弱，毛管水运移速率较慢，土壤持水和保水

能力较强，储水库容较大。地下水埋深２０～３０ｍ。
１２　试验设计

供试土壤为典型黑土，开垦前植被为草甸草

原，开垦历史约为１００ａ，前６０ａ不施肥，接下来２０ａ
开始施用农家肥，后２０ａ施用化学肥料。１９９３年将
农田分为３个肥料处理小区：ＣＫ（无肥区）、ＮＰ（化
肥区，Ｎ１５０ｋｇ·ｈｍ－２，Ｐ２Ｏ５７５ｋｇ·ｈｍ

－２）和 ＮＰＭ
（化肥 ＋有机肥区，Ｎ１５０ｋｇ·ｈｍ－２，Ｐ２Ｏ５７５ｋｇ·
ｈｍ－２，有机肥 ３０００ｋｇ·ｈｍ－２），小区面积为 ５０４
ｍ２，完全随机排列，每个处理４次重复。化学肥料
作为基肥在播种时施入，有机肥（腐熟猪粪）在前一

年秋天翻地时施入。选取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为研究时
段，根据作物轮作制度的要求，种植玉米的年份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和２００７年。将玉米的生长期划分
为４个阶段，即播种—出苗、出苗—拔节、拔节—抽
雄和抽雄—成熟期。

１３　测定项目与方法
分别在玉米的拔节、吐丝和灌浆期取样测定株

高和生物量，玉米成熟后进行测产。玉米样品在烘

箱内以１０５℃杀青３０ｍｉｎ，然后８０℃烘至恒质量
后，测定植株地上生物量。

在作物生育期 （５—１０月），每隔 ５ｄ用
ＣＮＣ５０３ＤＲ中子仪测定 １次 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７０、
９０、１１０、１３０、１５０和１７０ｃｍ深度土壤体积含水量。
参照韩晓增等［８］的方法，作物耗水量的计算公式为

ＴＥ ＝Ｐ±ΔＷ。 （１）
式（１）中，ＴＥ为作物耗水量，ｍｍ；Ｐ为降水量，ｍｍ；
ΔＷ为观测期始、末土壤储水量的差值，ｍｍ。参照
王会肖等［９］的方法，水分利用效率的计算公式为

ＥＷＵ ＝ＹＧ／ＴＥ。 （２）
式（２）中，ＥＷＵ为水分利用效率，ｋｇ·ｈｍ

－２·ｍｍ－１；
ＹＧ为玉米产量，ｋｇ·ｈｍ

－２。玉米耗水强度的计算公

式为

ＲＷＣ ＝ＴＥ／Ｄ。 （３）
式（３）中，ＲＷＣ为耗水强度，ｍｍ·ｄ

－１；ＴＥ为耗水量；
ｍｍ；Ｄ为生育时段，ｄ。耗水模数的计算公式为

ＭＷＣ ＝１００×ＴＥ，ｉ／ＴＥ，ｗ。 （４）
式（４）中，ＭＷＣ为耗水模数，％；ＴＥ，ｉ为玉米某一生育
时期的耗水量，ｍｍ；ＴＥ，ｗ为玉米全生育期的耗水量，
ｍｍ。土壤供水量的计算公式为

ＳＳＷ ＝ＷＳ，ｉ－ＷＳ，ｉ＋１。 （５）
式（５）中，ＳＳＷ为土壤供水量，ｍｍ；ＷＳ，ｉ为玉米某一生
育时期的初始土壤储水量，ｍｍ；ＷＳ，ｉ＋１为玉米相应生
育时期末的土壤储水量，ｍｍ。

气象数据来自于中国科学院海伦农田生态系

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内的气象观测场。

１４　数据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大气降水特征
研究区域１９５２—２００８年大气降水的月平均值

变化见图１。由图１可见，大气降水在年内呈单峰
型曲线分布，即降水集中分布在作物生长季 ５—９
月。１９５２—２００８年平均年降水量为 ５３８０ｍｍ，其
中８７７％发生在作物生长季。试验年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和 ２００７年的年内降水分布与多年
（１９５２—２００８年）降水分布相似，年降水量分别为
５１６１、６９４５、５７９５和４４１６ｍｍ。根据笔者对东北
黑土区降水年型的划分［１０］，与多年平均降水量相

比，２０００和 ２００５年为平水年，２００３年为丰水年，
２００７年为枯水年。



　第６期 　邹文秀等：施肥管理对东北黑土区玉米耗水量的影响 ·６８３　　 ·

图１　研究区域１９５２—２００８年大气降水的月平均值变化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２０００，２００３，２００５ａｎｄ２００７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ｓｉｔｅ

２２　玉米生长与耗水特征
２２１　生物量

由图２可见，肥料的施用明显增加了不同生育
时期玉米的生物量，与ＣＫ相比，ＮＰ和 ＮＰＭ处理玉
米拔节期的生物量分别增加８５１８％和１１２７４％，
吐丝期分别增加２３０５％和８４７４％，灌浆期分别增
加１１９１％和４５５０％。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施肥可
显著增加玉米不同生育时期的生物量（Ｐ＜００５）。

玉米株高表现出与生物量相似的变化趋势（图

２）。与ＣＫ相比，ＮＰ和 ＮＰＭ处理的玉米株高在拔
节期分别增加４８００％和６８００％，吐丝期分别增加
３２８１％和 ５７８１％，灌浆期分别增加 １３９５％和
１８４２％。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肥料的施用显著增加
了玉米株高（Ｐ＜００５），但是 ＮＰ与 ＮＰＭ处理间只
在生育中期（吐丝期）表现出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同一幅图中同一生育时期直方柱上方英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处理间某指标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图２　不同施肥管理方式对玉米生物量和株高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ｎｂｉｏｍａｓｓａｎｄ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ｍａｉｚｅ

２２２　施肥管理对玉米耗水量的影响
经过对４ａ玉米耗水特征（表１）的分析，得到３

个处理玉米全生育期耗水强度的４ａ平均值为３６４
ｍｍ·ｄ－１。玉米的耗水高峰出现在拔节—抽雄和抽
雄—成熟期，这２个阶段玉米的平均耗水强度分别
为３８３和４１０ｍｍ·ｄ－１。拔节—抽雄期是玉米生
长最旺盛的时期，也是玉米小穗和小花分化的关键

时期［１１］，叶面积扩展迅速，同时气温明显上升，土壤

蒸发和植物蒸腾都十分剧烈，平均耗水量为１２６４３
ｍｍ，平均耗水模数为２４４１％。抽雄—成熟期是玉
米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尤其抽雄开花期是玉米对

水分最敏感的时期，该时期的土壤水分供给会影响

雄穗开花传粉，水分亏缺严重会造成颗粒无收，由

于此时期持续时间较长，一般在６０ｄ左右，所以耗

水量较多，平均为 ２４６０６ｍｍ，平均耗水模数为
４７０７％。出苗—拔节期，玉米植株叶面积较小，自
身的蒸腾量较低，田间土壤水分消耗以土壤蒸发为

主，因此平均耗水强度最小，为２７０ｍｍ·ｄ－１，平均
耗水量为８６２０ｍｍ，平均耗水模数为１６６２％。播
种—出苗期土壤处于裸露状态，水分消耗以土壤蒸

发为主，由于东北地区春季频繁出现大风，土壤蒸

发强度较大，平均耗水强度为３５１ｍｍ·ｄ－１，平均
耗水量为５９６１ｍｍ，平均耗水模数为１１８８％。

肥料的施用促进了玉米植株生长，因此也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玉米的耗水量和耗水强度。从玉

米全生育期的耗水量（４ａ平均值）来看，与 ＣＫ相
比，ＮＰ和 ＮＰＭ处理的耗水量分别增加 ２６７％和
４０５％。在降水较多的２００３和２００５年，ＣＫ、Ｎ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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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ＰＭ处理间耗水量差异未达显著水平，而在降水较
少的２０００和２００７年，ＣＫ与 ＮＰＭ处理间的耗水量
差异达显著水平（Ｐ＜００５），表明在降水较少的年
份施肥管理措施能够明显增加玉米生育时期的耗

水量。

对玉米不同生育时期耗水量、耗水强度与该时

期的降水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图３），结果表明耗水
量与降水量在α＝００１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耗水
强度与降水量在α＝００５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说
明降水量和降水的分配显著影响玉米的耗水特征。

表１　东北黑土区玉米不同生育时期耗水特征
Ｔａｂｌｅ１　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ｉｚ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ｓｉｎｂｌａｃｋｓｏｉｌｒｅｇｉｏ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

生育时期
耗水量／ｍｍ

ＣＫ　 ＮＰ　 ＮＰＭ
耗水强度／（ｍｍ·ｄ－１）

ＣＫ　 ＮＰ　 ＮＰＭ
耗水模数／％

ＣＫ ＮＰ ＮＰＭ
２０００年
　播种—出苗 ６３７９±０７７ｂ ６６６５±０６２ａ ６７００±１２３ａ ３７５±００５ｂ ３９２±００４ａ ３９４±００７ａ １３６４ １４０２ １３８６
　出苗—拔节 １７８８±０８５ａ １９１８±０２６ａ １９７０±１４１ａ ０５６±００３ａ ０６０±００１ａ ０６２±００４ａ ３８２ ４０３ ４０８
　拔节—抽雄 １４０５５±０８９ａ １４００７±２６３ａ １４１１５±２９７ａ ４２６±００３ａ ４２４±００８ａ ４２８±００９ａ ３００６ ２９４６ ２９２０
　抽雄—成熟 ２４５２９±２５９ｂ ２４９６３±２６０ａｂ ２５５５１±５６９ａ ４０９±００４ｂ ４１６±００４ａｂ ４２６±０１０ａ ５２４７ ５２５０ ５２８６
　全生育期 ４６７５１±４８８ｂ ４７５５３±４３８ａｂ ４８３３６±３０７ａ ３２９±００３ｂ ３３５±００３ａｂ ３４０±００２ａ

２００３年
　播种—出苗 ４３５５±２７９ｂ ３７６２±２９６ｃ ５０９８±２８４ａ ２５６±０１６ｂ ２２１±０１７ｃ ３００±０１７ａ ７５５ ６４５ ８７０
　出苗—拔节 ６５０３±１８９ａ ６２６９±２２３ａ ６４１６±２１１ａ ２０３±００６ａ １９６±００７ａ ２０１±００７ａ １１２７ １０７５ １０９５
　拔节—抽雄 １４１１６±２０３ｂ １４７９１±２４４ａ １４２４６±２９５ｂ ４２８±００６ｂ ４４８±００７ａ ４３２±００９ｂ ２４４６ ２５３６ ２４３２
　抽雄—成熟 ３２７３１±２４１ａ ３３５１２±５５０ａ ３３５１３±８９０ａ ５４６±００４ａ ５５９±０１０ａ ５５９±０１５ａ ５６７２ ５７４５ ５７２１
　全生育期 ５７７０５±２１１５ａ ５８３３４±１４５７ａ ５８５７４±５４４ａ ４０６±０１５ａ ４１１±０１０ａ ４１２±００４ａ

２００５年
　播种—出苗 ５２４８±２１５ａ ５４８２±２１８ａ ４４２１±２０２ｂ ３０９±０１３ａ ３２２±０１３ａ ２６０±０１２ｂ １０５０ １０８５ ８６７
　出苗—拔节 １１７４５±１９５ａ １１５７１±２１９ａ １１９４３±１７０ａ ３６７±００６ａ ３６２±００７ａ ３７３±００５ａ ２３４９ ２２９１ ２３４２
　拔节—抽雄 ９６２６±１９１ｂ ８７６５±３５２ｃ １０５８５±３１０ａ ２９２±００６ｂ ２６６±０１１ｃ ３２１±０９０ａ １９２５ １７３５ ２０７５
　抽雄—成熟 ２３３８０±４９９ｂ ２４６９２±３１１ａ ２５１５０±４８７ａ ３９０±００８ｂ ４１２±００５ａ ４１９±００８ａ ４６７６ ４８８９ ４９３１
　全生育期 ５００００±８４６ａ ５０５１０±４９６ａ ５１０００±５５６ａ ３５２±００６ａ ３５６±００４ａ ３５９±００４ａ

２００７年
　播种—出苗 ７９２１±３７０ａ ７８８４±５６３ａ ７６２２±５６５ａ ４６６±０２２ａ ４６３±０３３ａ ４４８±０３３ａ １６５９ １５４０ １４５３
　出苗—拔节 １３５５７±４９８ｂ １４６９３±３０２ａ １５０６２±４２９ａ ４２４±０１６ｂ ４５９±００９ａ ４７１±０１３ａ ２８４０ ２８７０ ２８７０
　拔节—抽雄 １１４８２±２５５ｃ １２６０６±２７９ｂ １３３２５±３７０ａ ３４８±００８ｃ ３８２±００８ｂ ４０４±０１１ａ ２４０５ ２４６２ ２５３９
　抽雄—成熟 １４７７５±３３９ｂ １６０１０±３９８ａ １６４６５±６８６ａ ２４６±００６ｂ ２６７±００７ａ ２７４±０１２ａ ３０９５ ３１２７ ３１３８
　全生育期 ４７７３６±６３６ｃ ５１１９３±４９４ｂ ５２４７４±５４４ａ ３３６±００４ｃ ３６０±００３ｂ ３７０±００４ａ

ＣＫ为不施肥；ＮＰ为化肥；ＮＰＭ为化肥＋有机肥。同一指标同一行英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处理间某指标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图３　玉米各生育时期耗水量、耗水强度与降水量的相关性分析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ｍａｉｚｅｗｉｔｈ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ｗ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ｓ

２３　土壤供水特征分析
在无灌溉的情况下，东北黑土区玉米耗水的主

要来源是生育期内的大气降水和土壤供水［１２－１３］。

由表２可知，在丰水年（２００３年），虽然全生育期降

水量为６３１４ｍｍ，但仅有４７３ｍｍ的降水发生在播
种—拔节期，远不能满足该阶段玉米生长的水分需

求。就３个处理平均而言，在播种—出苗期土壤供
水量 占 耗 水 量 的 ７１８８％，出 苗—拔 节 期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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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１１％。拔节期后随着雨季的来临，降水能够满足
玉米对水分的需求，盈余的降水会贮存在土壤中供

下一季作物利用。

在降水量中等的 ２００５年，全生育期降水量为
４７８０ｍｍ，但５０％以上的降水（２７０４ｍｍ）发生在
抽雄期以后，导致玉米生长前期水分不足。就３个
处理平均而言，播种—出苗、出苗—拔节和拔节—

抽雄期土壤供水量占耗水量的比例分别为

２６３０％、１０９０％和３１２６％，全生育期土壤水分被
消耗２７０３ｍｍ。２０００和２００７年降水偏少，仅２００７
年播种—出苗期降水量能够满足玉米耗水需求。

生长季内降水变异较大，导致玉米生育前期降

水缺乏，在观测的４ａ内播种—拔节阶段降水平均
缺乏量（玉米耗水量与降水量的差值）为 ２２５３

ｍｍ，在拔节—抽雄阶段降水平均缺乏量为 ８０３
ｍｍ，而在抽雄以后降水相对集中，土壤水分开始出
现盈余。

在干旱年份肥料的施用，特别是有机肥的施用

能够通过促进作物对土壤水分的吸收利用来缓解

干旱的胁迫［１４］。该研究中肥料施用对土壤供水量

的影响表现为在降水较少的年份和降水相对较少

的生育时期能显著增加玉米对土壤水分的消耗，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降水供给不足的矛盾。如在２０００
年的抽雄—成熟期，土壤平均供水量为６７６４ｍｍ，
与 ＣＫ相比，ＮＰ和 ＮＰＭ处理多消耗 ６９１％和
１６２８％的土壤水分；在降水较少的２００７年，出苗—
成熟阶段施肥处理和不施肥对照间土壤供水量差

异均达显著水平（Ｐ＜００５）。

表２　不同施肥管理下黑土区种植玉米土壤供水特征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ｉｎｍａｉｚｅｆｉｅｌｄ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

生育时期
降水量／
ｍｍ

土壤供水量／ｍｍ
ＣＫ ＮＰ ＮＰＭ

土壤供水量占耗水量的比例／％
ＣＫ ＮＰ ＮＰＭ

２０００年
　播种—出苗 ５３６ １０１９±１１８ａ １３０５±０５１ｂ １３４０±０６１ｂ １５９７ １９５８ ２０００
　出苗—拔节 ４９ １２９８±１７７ａ １４２７±０３３ａ １４８０±０７２ａ ７２６０ ７４４０ ７５１３
　拔节—抽雄 １３４６ ５９５±０６１ａ ５４７±０５６ａ ６５５±０５８ａ ４２３ ３９１ ４６４
　抽雄—成熟 １８２５ ６２７９±３６２ａ ６７１３±２７１ａｂ ７３０１±４１７ｂ ２５６０ ２６８９ ２８５７
　全生育期 ３７５６ ９１９１±２８３ａ ９９９３±２４０ｂ １０７７６±２４８ｃ １９６６ ２１０１ ２２２９

２００３年
　播种—出苗 １２２ ３１３５±２１６ｂ ２５４２±２１４ａ ３８７８±３２４ｃ ７１９９ ６７５７ ７６０７
　出苗—拔节 ３５１ ２９９３±３１８ａ ２７５９±２１５ａ ２９０６±２６０ａ ４６０２ ４４０１ ４５２９
　拔节—抽雄 １６８１ －２６９４±２７５ａ －２０１９±２４５ｂ －２５６４±２０２ａ

　抽雄—成熟 ４１６０ －８８６９±３３２ａ －８０８８±２８８ｂ －８０８７±４８２ｂ

　全生育期 ６３１４ －５４３５±３７４ａ －４８０６±２２５ａ －４５６６±１３８ｂ

２００５年
　播种—出苗 ３６９ １５５７±２９２ｂ １７９２±１３９ｂ ７３１±１４１ａ ２９６７ ３２６９ １６５３
　出苗—拔节 １０４７ １２７５±２４８ａ １１０１±２８０ａ １４７３±２５３ａ １０８６ ９５２ １２３３
　拔节—抽雄 ６６０ ３０２６±２２３ａ ２１６４±７３８ａ ３９８５±２４８ｂ ３１４４ ２４６９ ３７６５
　抽雄—成熟 ２７０４ －３６６０±３７９ａ －２３４８±３４０ｂ －１８９０±３６０ｂ

　全生育期 ４７８０ ２２００±３６１ａ ２７１０±２１２ａｂ ３２００±３４４ｂ ４４０ ５３７ ６２７

２００７年
　播种—出苗 ８０１ －０８９±２７４ａ －１６２±２３１ｂ －３８８±２３１ａ

　出苗—拔节 ７５５ ６００７±３２５ａ ７１４３±１９６ｂ ７５１２±１８９ｂ ４４３１ ４８６１ ４９８７
　拔节—抽雄 １０４９ ９９２±２２２ａ ２１１６±２４９ｂ ２８３５±２３８ｃ ８６４ １６７９ ２１２８
　抽雄—成熟 １１８１ ２９６５±３９４ａ ４２００±４６７ｂ ４６５５±３９７ｂ ２００７ ２３２３ ２８２７
　全生育期 ３７８６ ９８７５±６８９ａ １３２９７±４８３ａ １４６１４±５８３ｂ ２０６９ ２５９７ ２７８５
ＣＫ为不施肥；ＮＰ为化肥；ＮＰＭ为化肥＋有机肥。同一行英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处理间土壤供水量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土壤供水量为负值

表示降水盈余。

２４　玉米的水分利用效率
从图４可以看出，玉米的水分利用效率因降水

年型和施肥管理方式而异。各处理间比较而言，ＣＫ
水分利用效率最低。与 ＣＫ相比，ＮＰ和 ＮＰＭ处理
玉米的平均水分利用效率分别增加 ２８９２％和

３６６８％，说明肥料的施用导致玉米的水分利用效率
显著增加（Ｐ＜００５）。对于不同的降水年型来说，
平水年和枯水年玉米的水分利用效率显著高于丰

水年（Ｐ＜００５），如２００７年各处理水分利用效率的
平均值比２００３年高２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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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分析表明，玉米产量与水分利用效率间

呈显著线性正相关（ｒ＝０８１，Ｐ＜００５），即随着玉
米水分利用效率的增加，产量也随之增加。

同组直方柱上方英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

处理间水分利用效率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图４　不同施肥管理方式对玉米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ｎ

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ｍａｉｚｅ

３　结论

（１）经过对研究区２０００、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和２００７年
玉米不同生育时期耗水特征的分析，得到在东北黑

土区玉米全生育期的平均耗水强度为３６４ｍｍ·
ｄ－１，耗水高峰出现在拔节—抽雄和抽雄—成熟期，
这２个阶段的耗水模数分别为２４４１％和４７０７％。
年降水量和降水分布显著影响作物的耗水量和耗

水强度。

（２）东北黑土区作物生育期内的耗水主要来自
生长季内的大气降水和土壤供水，土壤供水对于缓

解干旱年份或某一干旱时期的降水不足具有重要

意义。笔者观测的４ａ中，降水不足主要出现在玉
米播种—拔节期，其次是拔节—抽雄期。不同施肥

管理方式在降水较少的年份或者降水相对较少的

生育时段均能明显增加玉米对土壤水分的消耗，其

中以化肥和有机肥配施效应更明显。肥料的施用

能够增加玉米的水分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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