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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南水土流失区盐碱地施肥

对春小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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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研究了宁南水上流失 区土 壤盐分对春小麦生长发育及其生产力的影响
。

结果表明犷

春小麦幼苗期对土壤盐分比较敏感
,

生长后期抗盐害能力增强
。

而且
,

不同肥料对盐碱地春

小麦的影响也不同
,

施 磷肥较施氮肥增强了春小麦的耐盐能力
,

促进了春小麦的生长发育
。·

在土壤盐分含量不向条件下
,

施磷肥 比施氮肥功能叶片数增多
,

地上部干物 质 积 累 加快 ,

籽粒产量明显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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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世界上约有9

.

心亿 h a盐渍土
,

有 100 多个国家不同程度遭受其害
。

我国有2 7 00 万h a盐

;绩土
,
其中约有 700 万h a 分布于农田

,
每年造成的损失难以估计

。

宁南水比流失区盐碱地约有10

多万亩
,
特别是 固原县的三营至七营一带

,
盐渍化加剧

,
春小麦苗期大片死亡

, 长期以来
,
致使

·

作物产量低而不稳
。

为了治理和改良盐碱土
,
促进宁南水土流失区农业的持续增产

,
我们根据宁

南山区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间题
, 于 1 9 8 7~ 1 98 8年开展了宁南水土流失区合理施肥对春小麦生长发

’

育及生产力影响的研究
,
分析了盐渍度与春小麦的生长关系

,
为宁南水土流失区盐碱土的改良利

f用和提高盐碱地农作物生产潜力
,

提供了科学依据
。

一
、

材料与方法

试验以盆栽方式在陕西杨陵进行
,

供试土壤取自宁夏固原县
。

土壤养分含量
:

全氮为0
.

6 9 / k g
,

,

水解氮为 14 9
.

94 m g / k g ,
全磷0

.

52 9 / k g ,
速效磷4

.

747 m g / k g ,
有 机 质 为 5

.

8 4 9 / k g
。

指

示作物春小麦 (红芒麦)
。

生育期土壤水分用称重法控制为 17 % ~ 18 %
。

试验设计根 据 当 地 土
一

壤盐碱含量分为 5 个含盐水平
: 0

.

22 %
、

0
.

176 %
、

0
.

132 %
、

0
.

088 %
、

0
.

00 % (固原 县 非盐土
,

壤为对照) ,
每个含盐水平按 3 种肥料处理

:
氮肥 (N )

、

磷肥 (P ) ,
不施肥为对照 (C K ) ,

每一个处理重复 7 次
,
其中两次重复搞测定

, 5 次重复供收获考种
。

肥料施用量每 1 k g 土为
·

心
.

01 8 9 ,
每盆装干土 9 k g ,

共施肥料0
.

648 9 ,
装盆时

, 一 次将肥料拌入土壤中
。

播种出 苗 后
,

晴天将盆栽放在露天
,
阴雨天放在千早棚内

。

试验分别测定春小麦的株高
,
功能叶片数

,
观察生育期

,
并在不 同时期测定千重

,
成熟收获

,

后
,
进行考种

,
计产

。

二
、

结果分析

(一 ) 土壤盐分与无机营养对春小麦生长发育的影 响

1
.

对生育期的影响
。

从表 1 看出
,
土壤盐分与无机营养同时对春小麦生育期有 明 显 的 影

, 向
,
且土壤盐分 的影响大于营养元素的影响

。

土壤盐分在 0
.

176 %以上时 ,
不仅出苗 推 迟 l ~ 2

天
,

而且三叶期也晚 3 天左右
,

差异更大的是抽穗期推迟 8 天
,

但高盐分较低盐分成熟期却提前

石 天
。

另外
,
无机营养虽然没有土壤盐分的影响明显

,

但也程度不 同的有一定影响
,
在 0

.

176 %
一

和 0
.

22 % 的土壤盐分条件下
, 施氮较对照提前成熟 2 ~ 3 天

,

主要 原因是盐碱土壤施氮肥后缩短

了春小麦的灌浆期
。

同时
,
在0

.

1 32 %
、

0
.

0 8 8%和0
.

00 % (非盐碱) 的盐分条件下
, 生长前期差

丁异不明显
,
但成熟期施磷的比施氮的提前成 熟 2 天

。

表 1 土壤盐分与无机营养对春小麦生育期的影响

土壤盐分
(% )

播种
N 厂

出苗

对照

出苗 一
N P

三叶
对照

出苗 ~
N P

抽穗

对照

出苗
N 厂

成熟

对照

n�八OUQt了8 0 7 8

7 6 74

n�OUqUO自00八On乙Q曰O�00八JO乙

27

2 7

25

25

2 7

2 7

7 2

7 2

7 0

7 0

7 2

72

2 7 25 2 7 7 2 7 0 72

1 06 10 8 10 9

1 1 0 11 2 1 1 2

1 14 11 2 1 1 4

1 14 11 2 1 14

1 14 11 2 11 4

八00曰八O

9�门‘Uq�匕D勺‘1上,上no
..

⋯

2
.

对株高
.

的影响
。

小麦的生长高度也直接受土壤盐分与无机营养的影响
。

随着 盐 分 含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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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高
,
植株高度相应的降低

。

但在同一土壤盐分条件下
,
供给的营养元素不同

,

植株的高度也

明显不同
,
施磷的处理在不 同盐分条件下

,
均显著的高于施氮和不施肥的处理

。

另外
,
施氮的在

不同盐分条件下
,
株高均高于对照

,

仅在 0
.

22 % 的盐分时
,
低于对照 (见图 1 )

。

3
.

对功能叶片数及苗相的影响
。

功能叶片的多少
,
直接与光合产物的积累相关

。

从表 2

看出
,
功能叶片数与土壤盐分成负相关

, R 二 一 0
.

898 1
。

同时
,
在同一土壤盐分条件 下,

磷 肥

处理均比氮肥和对照的功能叶面数要多
。

在较高盐分 (0
.

22 % ) 条件下
,

施氮的苗期 就 出 现 黄

叶
,

而施磷的无此现象
。

另外
,
不同处理

,
小麦植株的长相不同

。

观察结果表明
, 0

.

22 % 的土壤盐分使小麦苗期生长

缓慢
,
植株矮小 ; 施氮的植株千枯

,

且有 30 %的幼苗死亡 ; 而施磷的植株只有叶尖稍黄 ;
.

不施肥

—
P

一一 一 N

_
·

一一 C K

沪

/ 才

苗期

.

/厂
子

·

厂

图 1 土壤盐分与无机营养对春小麦株高的影响

表 2 不伺盐分和无机营养对

功能叶片数的影响

.

一 一 -
.

.

一
.

一 一
.

. 。

一一
.

///
芬/
多/

基 12

试验处理
DDD

。

2 222 0
。

17666 0
。

13 222 0
。

0 8888

111
。

666 2
。

999 4
。

888 5
。

555

333
。

000 4
。

000 5
。

000 6
。

222

222
。

444 3
.

111 4
。

888 5
。

111

/
/

,

/ 呀
‘

.

二弓‘ : 2

沪一

拔节期
叼、

心

·

水\目已�锡邪扮

PN州

注
:
功能叶片调查时间为春小麦抽穗前 /

的叶片呈黄色
。

在 0
.

1邓 %的 土 壤 盐 分 条 件

下
,
施氮的叶尖发黄

,
施磷的基本呈绿色

,
其

它较低盐分条件下
,
施肥对苗相影响不明显

。

到抽穗期以后
,
各处理除株高有差异外

夕 叶色

和长相无明显差异
。

4
.

对地上部物质积累的 影 响
。

从 图 2

看出
夕
春小麦苗期

,
拔节期和抽穗 期 的 干 物

质积累随着土壤盐分的降低而升高
。

且磷肥处

理在不同土壤盐分条件下
,
都远远高于氮肥和

对照
,
在三个生育期中分别比氮肥和对照提高

/ / /

一

_ 一

丁
’

/

尸—一一/ 乡
·

一 一 一

/

拍秘期

/少

丫

0
.

2 2

图 2

面丽 一叭 ) 2 0
,

0 88 0
.

0 0

土壤盐分 (% )

土壤盐分与无机营养对春小麦
地上部千物质积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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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

74 %~ 64
.

2 %
,
31

.

66 % ~ 4 0
.

7 %
,
58

.

35 %~ 83
.

33 % ; 氮肥处理拔节期和抽穗期除在0
.

22 %

的土壤盐分条件下低于对照
,

其余都略高于对照 , 而苗期土壤盐分在。
.

13 2 %~ 0
.

22 %的范围内均

低于对照
,
直至0

.

88 %盐分时
,
才略高于对照

。

(二) 土壤盐分与无机营养对春小麦产且及耗水妞的影响 1
.

对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

土

壤盐分与无机营养不仅对春小麦生长发育有影响
,
更重要的是影响产量构成因素

。 ’

从表 3 看出
,

除不孕小穗外
,
无论是穗长

,
还是结实小穗

,
在不 同盐分条件下

,
施磷的都高于施氮和对照

。

表 3 土壤盐分与无机营养对春小麦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土壤盐分 提 高 提 高
试验处理

(% )

穗 长

(e m )

结实小穗

(个)

不孕小穗

(个)

生物产量

(g / 盆) (% )

籽粒产量

(g /盆 ) (% )

0
。

2 2

N

P

对 照

3
。

2 2

4
。

2 5

4
。

20

3
.

b

4
。

9 3

3
。

93

4
。

2 5

3
。

56

4
。

29

13
。

22

19. 4 2

14
。

0 5

一 5
。

9

3 8
。

2 2

1
。

8 1

3
。

20

2
。

40

一 24
。

58

33
。

3 3

20
。

84

28
。

8 6

}8
。

9 3

0
。

08

5 2
。

4 5

5
。

8 0

7
。

0 0

5
。

2 0

1 1
。

53

34
。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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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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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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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勺no

0
.

176

N

P

对照
。

9

。

16

n‘�勺
曰

1左�
八UCU�”�nU�11�O自

⋯
月‘QU一“�O曰4R

�六04勺
.

O

:
一勺叮.J任Q一qUQ自一

吕1人00

⋯
4
1合no

0
。

13 2

N

P

对照

3
。

20

3
。

39

3
。

1 6

23
。

72

34
。

60

2 1
。

32

1 1
。

25

6 2
。

29

0
。

0 8 8

N

P

对照

N

P

对 照

6
。

6 1

8
。

4 9

5
。

3 8

25
。

6 2

3 5
。

25

2 3
。

7 1

8
。

0 6

48
。

6 7

8
。

0 1

9
。

5 0

7
。

8 0

2
。

69

2 1
。

79

�勺O甘月任一0连�OU

⋯
八04八O左�一勺O自八O沪六0

..上

⋯
4
�1口泣�

0
。

0 0

4
。

8 2

6
。

4 6

4
。

58

2 5
。

9 6

3 6
。

8 6

2 3
。

78

9
。

16

55
。

0 0

8
。

2 0

9
。

6 0

7
。

40

10
。

sr

29
。

73

OU
‘.工no八石noCO

⋯
O口nd连�八6. .上八卜�,立吐占OU

⋯
门‘O甘��口

注
:
表中数据为 5 次重复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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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招、叫巴汇粗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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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夕
一

·

一 一C K

02 2 0 1 7 6 0
,

132 0 刀88 0
.

0 0

土坡盐分 (% )

图 3 土壤盐分与无机营养对春小麦籽粒产量影响

同时
,
从图 3 看出

,
就籽粒产量而言

,
土

.

壤盐分从高到低
,
施磷 比 施 氮 的 分 别提 高

,

7 6
.

6 %
夕

2 0
.

7 %
、

2 8
.

0 %
、

1 8
.

6%
、

1了
.

0%
。

然而
,
施氮的只有在0

.

2 2 %盐分水平下比对照

低
,

其它 则 相 反
。

通 过 F 值 检 验
,

P 值>
0

.

0肠 呈极显著水平
。

2
.

对耗水量的影响
。

从图 4 看出
,
春小

麦的耗水量随土壤盐分的降低而升高
。

产量愈

高
,
耗水量愈大

。

籽粒产量与耗水量之间的关

系值 R = 0
.

960 6
. 。 , 呈极显著

。

几种肥料处
·

理的耗水量
,
施磷的大于施氮的

,
施氮的除在

0
.

22 % 的盐分条件下低于对照
,
其余均高于对

照
。

(下转 第63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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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讨 论

本试验结果表明
.
春小麦幼苗期植株组织幼嫩

,
对土壤盐分 比较敏感

,

随着植株的长大和组

织的老化
夕
生 长后期抗盐害能力增强

,
即使在较高 (0

.

22 % ) 的土壤盐分条件下
,
生长状况

,
除

株高有差异外
,
其它受抑制程度不很明显

。

同时
,
盐碱地合理施肥

,
特别是施磷后

,
增强了春小

麦的耐盐 能力
,
使其营养代谢正常

,
能促进春小麦的生长发育

。

在不 同盐分条件下
,
施磷较施氮

和对照
,
功能叶片数增多

,
光合作用增强

,
千物质积累增高

,
植株高度增加较快

,
为春小麦的籽

粒产量增加奠定 了良好的物质基够
。

因而
夕
在不同盐分条件下

,
籽粒产量施磷比施氮的分别提高

7 6
.

6 %
、

2 0
.

7 %
、
2 8

.

5 %
、

1 8
.

6 %
、
1 7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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