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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对土坡处理剂 G uil sP ar
e
进行室外大豆地下滴灌试验

。

土城处理剂喷施浓度为 1 %
,

2%的处理在

5。%
,

10 。%灌水t 下
,

平均土坡含水率分别较对照组高 14
.

07 %
,

7
.

46 % ; 22
.

24 %
,

12
.

80 %
,

体现了较好

的保水性能
,

就保水效果分析比较 2%的处理> 1%的处理 ;不同浓度土城处理剂在一定滋水t 下对大豆生

长有明显 的促进作用 ,土城处理剂喷施浓度为 1 %
,

2 %的处理在 50 %
,

10 0 %灌水t 下
,

其产t 分别较对照

组增产 6
.

08 %
,
9

.

39 写 , n
.

49 %
,

16
.

02 %
,

具有较好的增产功效
.

就增产效果分析比较 2 %的处理> 1 %的

处理
.

最终分析比较得出土城处理剂喷施浓度 2 %的处理在 50 %滋水t 下灌溉水利用效率 (W U EI )最商
,

为 1
.

0 6 k g / m
3 ,

其节水增产综合效果最为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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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水资源相 当贫乏的国家
,

被列为世界 13 超高吸水和保水能力的高分子聚合物
,

其应用是提高

个贫水国家之一
,

全 国人均水资源 占有量仅为 2 300 作物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 (W U E )的重要途径
,

已经

m
3 ,

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 的 1 /4
,

排名 12 1 位[l]
。

如 成为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化学节水技术〔3
一
‘]

.

目前保水

今水资源越来越短缺
,

如何提高降水资源利用率与利 剂应用在大豆上 已取得一定的成果
,

刘俊渤等 [5] 对超

用效率
,

增加粮食产量
,

一直是黄土高原乃至整个干 强性树脂在玉米
、

大豆上的应用研究表明
,

在土坡中

早半干早地区所需解决的难题
,

也是 目前水土资源高 施人 7
.

5 k g / hm , 和 15 k g /h m ,
该保水剂

,

玉米可平

效利用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 [z]
.

保水剂是一种具有 均增产 1 5
.

9 %
,

大豆可平均增产 12 %
,

同时地下滴灌

收稿日翔
: 2 0 0 8

一

1 2
一

1 8 修回 日翔
: 2 0 0 8

一
1 2

一

2 9

资助项目
: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

86 3
”

什划)项 目(200 6 A A 100 21 8) ;
乌 . 木齐高新区创业屏化专项资金项 目(2 00 7C H Y FH 16 )

作* 蔺介
:
刘平(19 81 一 )

,

女(汉族)
,

新 . 维吾尔族自治区伊宁市人
,

硕士研究生
,

主要从事节水范溉技术研究
.

E二l
:

liu 咖啥05 19 @ 1 63
.

~
.

. 怕作奋
:马英杰(1 9 6 9一 )

,

男(汉族 )
,

河北省保定市人
,

教授
,

硕士生导师
,

主要从事节水班派技术研究
.

E
一

Ina il
:

xj
一

m 力@ 16 3
.

c o m
.



第 2 期 刘 平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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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豆地下滴灌中的应用研究

作为一种节水节能的灌水方式
,

具有显著的节水增产

效果 [6]
,

对灌溉农业 可持续发展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义
。

但目前保水剂与地下滴灌相结合应用在大豆上

的研究很少
,

本试验选用一种新型土壤处理剂 G ul ls
-

Pa
r e ,

它具有节水
,

增产
,

治理盐碱
,

防风 固沙
,

抑制风

传杂草等功能
,

其作用机理与一般保水剂有所不 同
,

喷洒在土壤表面后形成一种疏水层
,

该疏水层可以抑

制土壤中水分蒸发从而达到保水效果
。

生产此 土壤

处理剂的原材料基本上在 中国可以买到
,

经过生产工

艺 的分析
,

其在中国的市场价格可与塑料地膜竞争
。

国外的 F e r一 n a n d e z ,

H ir sb r u n n e r ,

C o o k s o n
等人 已

对该土壤处理剂进行了较为深人的研究
,

主要内容是

G uil
sp a r e

在农 田上的应用〔’
一

川
。

但该土壤处理 剂在

国内应用于大 田试验的研究较少
,

为此本文在不同喷

施浓度土壤处理剂与地下滴灌相结合条件下
,

模拟大

田试验对大豆进行研究
,

分析了地下滴灌条件下不同

土壤处理剂喷施浓度在大豆生长 中的保水效果 和对

植株性状指标及产量构成 因素的影响
,

为干早地区大

豆生产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试验材料

试验所用的土壤处理剂是瑞士雀巢公司研究 中

心所研发
,

为一无溶剂
、

水性的含有活性有机硅成分

和功能性添加剂的高科技产品
。

1
.

2 甚本资料

试验于 2 0 0 8 年 5一 10 月在新疆农业大学校区内

进行
。

大豆品种选用黑河 95
一

81
,

成熟期为 10 o d
,

试

验土质为紧砂土
,

土壤田间持水率为 22
.

“% (重量

百分比)
。

测得土壤肥力结果为
:

速效氮 17
.

49 m g /

k g ,

速效磷 1 1
.

6 9 m g / k g
,

速效钾 4 6
.

6 7 m g / k g
。

大

豆播种时间为 5 月 29 日
,

土壤处理剂喷洒时间为 6

月 2 0 日
。

大豆种植密度为
:

46
.

0 万株 / h m , ,

行距为

3 0 。m
,

株距为 6 。m
。

前期施有机肥 3 1 2 kg / h m
, ,

开

花期 (6 月 3 0 日)
。

通过滴灌系统施 尿素 1 5 0 kg /

hm , ,

施磷酸二按 1 5 0 k g / hm
, 。

喷叶 面肥 (7 月 1 1

日; 7 月 1 7 日)2 次
,

打药 3 次
,

管理方式与大田相同
。

1
.

3 试验设计

本试验模拟大田试验环境
,

砌土池 (长 80
。m

,

宽

80
。m

,

高 8 0 c m )18 个
。

前期用洒水壶浇水确保大豆

出苗整齐
,

而后用地下滴灌灌水方式控制每次灌水

量
。

根据相关的研究表明
,

影响土壤处理剂保水效果

的因素主要为喷施浓度和灌水量
。

由试验产品介绍

可知该土壤处理剂与水混合配 比浓度范围为 0
.

8%

~ 2 % (体积浓度)
,

本试验取 1 %
,

2 %浓度进行研究
。

土壤处理剂浓度取 3 个水平
: 0写

,

1 % 和 2 %
,

其中

O%作为对照试验 ;灌水定额设 2 个水平
:

分别为灌水

量的 50 %
,

100 %
。

试验一 共分 为 6 个处理
,

每个处

理设置 3 个重复
。

大豆在整个生育期一共灌水 6 次
,

试验布置如表 1 所示
。

衰 1 大豆使用土坟处理荆 宜外试脸布t

处理 浓度 / % 灌水t 百分比/ % 滋水定额 /( m 3 ·

hm 一 , ) 灌溉定额 /( m , ·

hm 一 , ) 处理代号

2 3 4 0

2 34 0

2 3 4 0

4 6 80

4 6 8 0

4 6 8 0

C5 0

T 5 0
一

l

T 50
一

2

C 10 0

T 10 0
一
l

T 10 0
一

2

00
�1)no�n甘O以O以O呼8只UQLJ马口八j,口内了月叮子了)))0一U八U5050500(L0(L0(0

1月人9‘n�110‘119曰八d

备注
:
C 表示对照

,

T 表示处理
; C 50 表示土城处理剂喷施浓度为 。写

,

范水定倾为湘水t 的 50 % , T so
一

l 表示土城处理剂喷施浓度为 l %
,

范

水定额为润水t 的 50 %
; T SO

一
2 表示土城处理剂喷施浓度为 2 %

,

滋水定额为祖水t 的 50 %
.

其余依次类推
.

1
.

4 试验浏定及分析

本试验用烘干法测定每次灌水前各处理 0一10

e m
,

10一 2 0 e m
,

2 0一 3 0 e m
,

3 0一4 0 e m
,

4 0一 6 0 e m 深

度的土壤含水率
,

取各点不同深度的土壤含水率平均

值进行分析比较
,

研究土壤处理剂的保水效果
。

用直

尺和游标卡尺对大豆成熟期株高
、

茎粗和底英高度进

行测定
,

研究该产品对大豆植株性状的影响效果
。

并

对大豆的产量进行测定
,

研究该产品对大豆产量构成

因素的影响
,

其中测定项 目有
:

单株英数
、

单株粒数
、

单株籽粒重以及百粒重
。

所有 数据处理采 用 O ri n -

Pro 7
.

5 软件进行分析
。

方差分析采用 D PS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喷施不同浓度土坟处理荆对土坟水分的影晌

大豆是需水量较多的作物
,

水分不仅影响大豆植

株形态建成
,

而且还影响其生理反应
,

进而影 响产量

的高低和品质的优劣〔’2〕
。

故研究大豆在地下滴灌与

土坡处理剂相结合条件下 的土壤水分变化对其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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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与产 t 构成因素至关重要
。

试验数据经整理分

析如图 1一 3 所示
:

(l) 由图 1 可知
。

在相同灌水 t
,

不同土坡处理

剂喷施浓度条件下
,

土壤含水率变化规律相似
,

即土

坡处理剂喷施浓度分别为 1 %
,

2 % 的处理 在 50 %
,

100 %灌水 t 时
,

各次灌水前所测 的土坡含水率均高

于对照组
,

平均土坡含水率分别较对照组高 14
.

07 %
,

7
.

46 % , 22
.

24 %
,

12
.

80 %
。

体现了不同浓度的该土

城处理剂较好的保水性能
。

就保水效果 分析 比较

2 %的处理 > 1 %的处理
。

(2 ) 由图 2 可知
,

在相同土壤处理剂喷施浓度
、

不同灌水t 条件下
,

土坡含水率的变化规律相似
:

即

各个处理每次灌水前所测的土坡含水率分别随灌水

t 的增大而增大
,

所得结论与杜太生等(2 0 01 )[
‘3 〕研

究结果相似
。

(3) 对不同浓度不 同水量处理 的土壤含水率进

行分析比较
,

由图 3 可得
,

T 5 0
一

2 处理 的平均土坡含

水率较 C10 o 处理略低7
.

04 %
。

研究结果表明
,

土壤处理剂喷施浓度为 2 %的处

理与对照组相 比在减少 50 % 的灌水 t 条件下
,

二者

之间的土壤含水率差别不大
。

充分说明该土壤处理

剂具有较好的节水效果
。

求、铃书如璐洲求合份节如‘叫

‘L一土一一一一一一一J

0 , D目 D , l勺 n , . 0 73 1 0 8 10 0 8 16
6 ‘. ~ 人~ ~ ~ ~ ~ J ~ ~ ~ ~ ~ ~

0 7 0 8 0 7 1 3 0 7 1 9 0 7 3 1 0 8 1 0 0吕1 6

砚侧日期 观侧日期

圈 1 200 8 年不同浓度相同泊水 . 的土坟水分变化

~ . . C , 0

~ . . C 】00

求含骨书如璐洲求、并如璐长叫进井长如璐洲

6 .

碗石丽朽万衬百万枯而或万万前万
观侧 日期

6
满百杯面前而益屁i石万执

观侧日期

6 1

丽翁亩扇旅而苗扁而氛
观洲日期

圈 2 200 8 年相同浓度不同泊水 . 的土坟水分变化

~ . ~ T , 0- 2
~ . ~ C 砚oo

求、份书璐如洲

‘
.

币布面

圈 3 20 08

07 13 07 1 9 0 73 1 0 8 10 0 8 1‘

观侧日期

年不同浓度不同水 . 的土垃水分变化

2
.

2 喷施不同浓度土坟处理荆对大豆植株性状的影晌

(l) 对不同浓度相同水 t 处理的植株性状进行

分析 比较
,

由表 2 可知
,

土城处理剂喷施浓度为 1 %

的处理
,

分别在 50 %
,

10 0 %灌水t 下大豆株高
、

茎粗

及 结英 长 度 分别较 对 照 组 高 4
.

22 %
,

2
.

13 %
,

6
.

19 %
; 一 3

.

1 2 %
,

0
.

0 0 %
,

5
.

9 7 % ;土壤处理剂喷施

浓度 2 %的处理
,

分别在 50 %
,

100 写灌水盆下大豆株

高
、

茎粗 及 结 荚长 度分 别较 对 照 组 高 8
.

32 %
,

6
.

3 8 %
,

1 3
.

6 9 %
; 一 1

.

8 6 %
,

一 3
.

8 5 %
,

6
.

6 3 %
。

分

析表明
,

喷施不同浓度土壤处理剂 的处理在 50 %灌

水量下对大豆的株高
、

茎粗及结荚长度有一定的促进

作用
,

但在 10 0 %灌水量下 对大豆 的株高
、

茎粗作用

不明显
,

对结英均有显著作用
。

其中 T IOo
一

1
,

T lo任2

处理的着粒密度分别较对照组高6
.

06 %
,

1 0
.

61 %
,

其

余各个处理除 T 10 0
一

1 处理底荚高度偏小以外都变化

不大
。

就整个生育期该土坡处理剂对大豆植株特性

的影响而言
,

2%的处理 > 1%的处理
,

其中以 T SO
一

2

处理作用效果最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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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相 同土壤处理剂喷施浓度
、

不同灌水量条

件下的植株性状进行分析比较发现
,

对照组的各个处

理其大豆株高
、

茎粗及结荚长度分别随着灌水量的增

加而增大
,

着粒密度差 别不 大
。

土 壤处 理剂喷施

1%
,

2 %浓度的处理其大豆株高
、

茎粗
、

结荚长度及

着粒密度基本上随着灌水量的增加而增大
。

(3) 对不同浓度不 同水量处理的植株性状进行

分析比较
,

由表 2 易知
,

T 5 0
一

2 处 理的株高
、

茎 粗比

C 10 o 处理略低
,

着粒密度反而偏高
,

其余植株性状各

个指标差别不大
。

数据表明
,

土壤处理剂喷施浓度为

2 %的处理与对照组 相 比在减少 50 写的灌水量下其

大豆植株性状的各个指标差别不大
,

且着粒密度反而

偏高
。

充分说明该土壤处理剂确实具有节水
、

促进大

豆生长的功效
。

裹 2

株高 / c m

喷施不 同浓度土幼处理荆对大豆植株性状的影晌

茎粗 /c m 底英高度 /c m 结英长度 /c m 着粒密度 /( 个
· c m 一 ’)

3 1
.

4 8 0
.

4 7 1 1
.

5 3

T 50
一

l 3 2
.

8 1

3 4
.

10

48

50

1 1
.

4 5

1 1
.

2 1

19
.

87

2 1
.

10

0
.

6 7

0
.

6 7

T 50
一

2

O‘O‘�U只�亡口哎口

⋯
C 10 0

T 10 0
一

l

3 5
.

53

3 4
.

4 2

1 1
.

6 2

2 2
.

59

2 2
.

7 8

6 7

6 6

10
.

2 6

T 10 0
一

2 3 4
.

8 7 1 1
.

16

2 4
.

14

2 4
.

29

7 0

7 3

2
.

3 土坡处理剂喷施不同浓度对大豆产t 性状的影晌

提高大豆产量潜力一直是大豆研究的主要内容

之一
。

单株有效英数
、

单株粒数和百粒重是大豆产量

的主要构成 因素〔“〕
。

( l) 不同浓度相同水量处理的产量构成 因素分

析
。

由表 3 可得土壤处理剂喷施浓度为 1 %
,

2 % 的

处理
,

在 50 %
,

100 %灌水量下其大豆单株荚数
、

单株

粒数
、

单株籽粒重及百粒重 明显高于对 照组
,

对 大豆

产量以及构成因素的影响效果分析比较
。

结果发现

2 %的处理 > 1 %的处理
,

百粒重略呈相反变化趋势
。

其中 T so
一

1
,

T 5 0
一

2
,

T lo o
一

l
, T lo o

一

2 处理的产量分别

较对照组 高 6
.

0 8 % ; 1 1
.

4 9 % ; 9
.

3 9 % ; 1 6
.

0 2 %
。

就

增产效果进行分析比较
,

结果发现 2 % 的处理 > 1%

的处理
。

由表 3 可见
,

对产量进行方差 分析
,

各个处

理间的产量有显著差异
,

同时与对照组相比基本上达

到了极显著水平
,

其中 T 1 0 0
一

2 处理产量达到最大值

为 3 1 5 0 k g / hm
, 。

由表 3 中的数据亦知
,

T 5 0
一

2 处理

的灌溉水利用效率最高为 1
.

06 k g / m
3 。

(2) 对相同浓度不同水量处理的产量构成 因素分

析
。

由表 3 可得
,

对照组的各个处理对其产量构成因

素的影响与喷施不同浓度土壤处理剂的处理相似
,

即

在 50 %
,

100 %灌水量下其大豆单株英数
、

单株粒数
、

单

株籽粒重
、

百粒重及产量随着灌水量的增加而增大
。

(3) 不同浓度不同水量处理的产量构成因素分

析
。

由表 3 可 知
,

T SO
一

2 处理的大豆单株粒数
、

百粒

重 比 C 10 O 处理要低
,

单株英数
、

单株籽粒重二者之

间差别不 大
,

T SO
一

2 处理与 C 10 O 处 理 相 比在减少

5 0 %灌水量下
,

其产量仅减产 9
.

70 %
。

再 结合表 3

中的灌溉水利用效率数据可得
,

该土坡处理剂具有一

定节水增产的效果
。

襄 3 喷施不同浓度土坟处理荆对大豆产 , 以及构成因帝的形晌

处 理

C 50

T 50
一

1

T S企2

C100

T 1 00
一

1

T 10 0
一

2

单株英数/个 单株粒数 /个 单株籽粒重 / g 百粒重 / g 产t / ( kg
·

hm 一 , ) W U E I / ( kg
·

m 一 , )

13
。

3 1 28
.

2 4
.

7 3

。

0 1

1 6
.

4 3 22 20 fE

14
.

14 28
.

4 3 1 7
.

57 2 3 5 5 e D E

.

9 5

.

0 0

15
.

36 3 1
.

3 6

3 3
.

21

5
。

17

5
。

80

1 6
.

72 2 4 75 dD

15
。

70 1 7
.

2 8 27 1 5 e C

0 6

5 8

16
.

90

17
.

30

34
。

33

加
.

铭

6
。

33 1 8
.

4 2

18
.

13

2 97 0 b B

3 150 aA

.

6 3

.

6 7

注
:

W U E I( 灌溉水利用效率 ) = 产t /用派定 额
; a . b . 。分别表示 尸一 。

.

05 水平下的显若差异
。A

,

B
,

C 分别表示 尸二。
.

01 水平下的显若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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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

论

(l) 土城处理剂喷施浓度为 1 %
,

2 %的处理分别

在 50 %
,

10 0 %灌水t 下平均土壤含水率分别较对照

组高 14
.

0 7 %
,

7
.

46 % , 22
.

24 %
,

12
.

8 0 %
,

就保水效

果分析 比较得 出 2% 的处理 > 1 % 的处理
,

其 中以

T SO
一
2 处理的保水效果最佳

。

T SO
一

2 处理与 C 100 处

理相比在减少 50 %的灌水t 条件下
,

平均土壤含水

率较对其略低 7
.

04 %
,

二者之间的土坡含水率差别

不大
。

充分说明该土坡处理剂具有较好的节水效果
。

(2) 整个生育期内
,

土集处理剂喷施不同浓度的

处理在 50 %灌水t 下对大豆的株高
、

茎粗及结英长

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

但在 1 0 0 %灌水量下对大豆的

株高
、

茎粗作用不明显
,

对结荚均有显著作用
。

(3 ) 土坡处理剂喷施浓度为 1 %
,

2 %的处理在

50 %
,

10 0 % 灌水 t 下 产 t 分别 较 对照 组 增 产
6

.

0 8 %
,

9
.

3 9 % , 1 1
.

4 9 %
,

1 6
.

0 2 %
。

就增产效果盛行
分析比较得出

,

2%的处理 > 1%的处理
。

对各个处理

的灌概水利用效率进行比较得出
,

T s o
一

2 处理的灌溉

水利用效率最高
,

为 1
.

06 k g / m
, 。

T so
一

2 处 理与

C IOO 处理相 比在减少 50 %的灌水 t 条件下
,

其产 t

仅减产 9
.

70 %
。

说明该土城处理剂确实具有一定节

水增产的效果
。

最终得出 T SO
一

2 处理在节水
、

增产综

合方面效果最为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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