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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由于少耕法经济%社会效益突出"耕作理论挑战性强"国

内外许多学者都在进行长期定位试验"取得了很好成绩$ 吉

林省农科院在总结过去研究基础上" 于 !%a- 年在公主岭黑

土上建立少耕法长期定位试验基地" 开展研究工作"(" 年来

积累了一些数据"可供研究参考$

( 基本情况

公主岭位于松辽平原中部"是松花江与东辽河两大水系

的分水岭"气 候 寒 冷"无 霜 期 短 ,!-# Z 左 右 .") 7 % 月 的 年 平

均积温 - !"" 7 - -""b&Z"降水量 )-" 7 #a" 55"集中于 0 7
a 月份$ 春季干旱少雨是典型的半干旱%半湿润地带$ 本地区

也是典型的漫岗黑土"其深度!岗上平地一般 )" 7 #" 85"岗

收稿日期! (""-$"a$!a
作者简介! 何奇镜,!%(!$."男"重庆市忠县人"吉林省农科院综合研

究所研究员" 自 !%#" 年以来一直从事机械化耕作改制

研究工作$ 先后参加部分工作的还有!王莉%高云超%何

平%李慧英等同志"在此一并致谢’ EHV!")-)$&((-&a0

腰坡地和岗下二洼地 &" 7 !"" 85 不等$ 团粒结构良好,)"6
7 #"6."保 水 性 能 良 好"有 机 质 丰 富 ,-/#6."自 然 肥 力 较 高 $

9:&/" 7 0/#"呈中性反应"适宜种植粮%油%糖大田作物$ 过去

是大豆$高粱$谷子 - 年轮作"而今大多为玉米连作"一年一

熟$ 过去是畜力扣% 垄作"&" 年代开始推行机械化连年耕

翻平播后起垄$ a" 年代普遍实行旋耕灭茬起垄播$ 这些耕法

作业环节多"耗油多"投资大"不易保全苗"三铲三趟水土流

失严重"破坏农田生态平衡"不利于农业持续发展$

- 试验方法

本试验是在玉米连作基础上大%中型机械作业条件下进

行的"设以下 - 种处理!

,!. 少耕法,以下称 少 耕 .!每 年 秋 天 玉 米 收 获 后 不 耕 翻"

用圆盘耙灭茬"来春机平播"播前喷除草剂"不中耕铲趟"不

起垄"平作到底$

,(. 免耕法,以下称免耕.!秋天玉米收获后"不耕翻"也不

灭茬"把玉米茬留在田间"不刨不拣"来春在留茬行间机播$

播前喷除草剂"不铲趟"不起垄"平作到底$

,-. 连翻耕法,以下 称 连 耕 .!每 年 秋 天 玉 米 收 割 后"用 拖

拉机深翻 (" 7 (# 85"秋耙一次"播种前再进行耙地保墒"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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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播!春耙前喷除草剂!不铲不趟!不起垄!平作到底"

以连耕为对照!对比排列!! 次重复" 小区面积 " !#$ %!

&’() %*"+$ %," # 个小区!总面积 - +#$ %!" 玉米行距 -$ .%!

密度 + 万株 / 0%!!以磷酸二铵 作 口 肥!生 育 期 间 以 尿 素 作 追

肥!施肥方法#数量相同" 定期#定点测试有关数据" 秋收时每

小区取 "$ 点! 每点面积以 "$ %! 计算产量" 1最后总结时因

少# 免耕二者玉米产量极其相近! 为简化数理统计分析!将

少#免耕产量合并计算为少耕产量2"

) 试验结果与分析

!"# 长期少耕对玉米产量的影响1表 "2
表 " 结果表明$少耕 !$ 年的玉米平均产量 3 $"+4- 56 /0%!!

年度 连耕156 / 0%!, 少耕156 / 0%!, 少耕比连耕增减产17, 年度 连耕156 / 0%!, 少耕156 / 0%!, 少耕比连耕增减产17,
"3’8 3 8-+ 3 $+$ 984)- "33) ’ 38+ "$ "-# "84’’
"3’) - 3)- - 33’ $4#) "33+ - ’!’ - #8$ 9!4+-
"3’+ # !)+ # )#+ 84+! "33# - +-’ - )+) 9$43’
"3’# - 3+$ ’ )8$ #4$) "33- ’ "8+ ’ ##+ #4+!
"3’- - #!$ ’ "$’ #4)$ "33’ 3 +83 "$ $#! +4)’
"3’’ - -!- ’ $-- )4+8 "333 "$ 3’$ "" 8+8 84)$
"3’3 ’ -!8 3 "$+ )483 !$$$ # -)# - )$! 34-$
"33$ 3 8$# ’ ’’$ 9)4+’ !$$" 3 +)$ "$ "’8 #4-$
"33" ’ ’8! 3 +"# -4-+ !$$! "$ ’3" "" 8$’ 84’$
"33! "$ ’3) "" $+$ "4)8 : ’ #)34) 3 $"+4- )4$$
"338 ’ !+$ 3 )$$ 843)

注$本表为 !$ 年的试验数据"

表 $ 连耕与少耕玉米产量比较

比连耕 !$ 年产量 ’ #)34) 56 / 0%! 增产 )7!其中有 ) 年减产!

减产幅度为 $43’7 ; )4+’7!占 试 验 年 数 的 !$7!有 "# 年 是

增产的!幅度为 $4#)7 ; "843)7!占试验年数的 ’$7" 减产年

头少!减产幅度小%增产年头多!增产幅度大" 经数理统计分

析!增产程度达到 $4$" 的极显著水平" 其增减产幅度百分数

见图 ""

从图 " 中看出$少 耕 的 增 产 幅 度 17,出 现 低 谷 与 高 峰 现

象" 原因是田间管理不规范!造成少耕产量忽高忽低!甚至减

产"

!%& 长期少耕的后效观察

为了探明长期少耕的中耕效果!"3’# ; "33! 年在留茬少

耕基础上进行减免中耕试验" 其结果以免中耕的玉米产量最

高!中耕 " 次减产 )4’87!中耕 8 次减产 -4)"7!中耕 + 次减

产 34#-7" 表明在少耕基础上进行中耕!玉米产量没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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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少耕与连耕增产幅度曲线

甚至减产"

为了探明长期少耕后再耕翻的效果!"33’ 年秋天! 将第

二重复各小区全部耕翻!"333 年仍然种玉米!其中少耕 "- 年

后 再 耕 翻 的 产 量 ’ -+’4+ 56 / 0%!! 比 连 耕 "’ 年 对 照 区 增 产

$4$#7!比 少 耕 "’ 年 的 减 产 )4"+7!没 有 显 现 出 长 期 少 耕 后

再耕翻的优越性"

为了探明长期少耕基础上再深松的效果!!$$! 年在少耕

区的北头各取 !$ %!进行深松处理"其结果在少耕 !$ 年基础

上进行行间深松的玉米产量 3 "’!48 56 / 0%!!比连耕 !$ 年对

照区增产 "48’7!增产效果不显著"在少耕 8 年基础上进行隔

行深松的玉米产量 ’ #-’48 56 / 0%!!比连耕 !$ 年对照区减产

)4"’7!比少耕 !$ 年减产 +4+7!没有看出深松的增产效果"

于 !$$! 年同年!在少耕 8 年的小区旁!设大小垄中耕深

松试验区!其玉米产量 ’ $#) 56 / 0%!!比少耕 8 年减产 84)7!

比连耕 !$ 年对照区减产 ""7! 也未见到大小垄深松的增产

效果"

+ 长期少耕与气象关系

’%$ 长期少耕与气候条件相关分析

本地区春雨少而干旱!不易保全苗!夏季多雨而集中!水

土流失严重!秋天霜早!易受低温冷害"!$ 年来少耕法受到严

峻考验" 其玉米产量与气候相关系数 < 值如表 !"

项 目 耕法 ) ; 3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3 月

与降水 < 值 连耕 9$4"!$ $48-$= $4$"8 $4"’# $4$#) 9$4)8$! 9$4"’’
少耕 9$4$3$ $4!!)= 9$4$+) $4"3’ $4$!- 9$48--= 9$4$)-

与积温 < 值 连耕 $4"$8 $4)"8= $4$3) 9$4)’"! $4!#" 9$4"38 $4"8!
少耕 $4"## $4)-’! $4"+" 9$48-+= $4)$- 9$4")3 $4$"+

注$!表示显著!=表示接近显著"

表 & 不同耕法玉米产量与降雨和积温相差 ( 值

"$$ 玉 米 科 学 "!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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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结果表明!!连耕法的玉米产量与 * 月份的降水呈

显著程度正相关+,-".&/")"但与 % 月份的降水量呈显著负相

关 +,-0".*&")# 表明本地区 * 月份播种前后若能得到较多降

雨"能够增加土壤水分" 改善墒情" 对玉米播种$ 出苗$ 生

长发育及产量打下有利基础# 而 % 月份正当玉米开花授粉的

生长盛期"若遇阴雨连绵"降水过多"就会影响玉米授粉和根

系吸收养分"导致减产# "连耕玉米产量与 * 月份积温呈显

著程度的正相关 +,-".*!&)" 但与 1 月份积温呈显著负相关

+,-0".*%!)#表明本地区早春温度低"若能遇到高温天气"对玉

米出苗和生长有利# 若 1 月份干旱"土壤供水不足"加之 高

温"导致玉米生长不良"影响穗分化和产量# #少耕玉米产量

与 * 月份积温呈显著正相关+,-".*/%)# 表明 * 月份少耕土壤

水分较高"而地温相对较低"对气温比较敏感# 若遇高温可以

促进幼苗生长"提高产量#

两种耕法比较! 连耕有赖于 * 月份的多雨" 但不适应 1
月份的高温和 % 月份的多雨%而少耕只对 * 月份的高温比较

敏感" 对其它月份的降水和积温虽与连耕有相应的反应"但

不如连耕显著# 表明少耕比连耕更适于本地区气候特点#

!"# 长期少耕与玉米丰歉年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明确长期少耕在本地区气 候 条 件 下 的 丰 歉

关系"将 (" 年玉米产量"按 ! """ 23 4 56( 的组距分别统计如

表 &#

* 月 * 7 $ 月 * 月 * 7 $ 月 连耕 少耕 增减#8)
大丰年 1 ((.% */$./ &"9.* & !"!.9 !" !/$." !" 1$"." 9.9"
丰 年 9 ($.( 9*".$ (9&.* & (%1.9 % %$/." $ !$"." &.&":
平 年 * (1.! 9%!.* (%9.& & (&!.9 / %9%." % &("." 9.%/
歉 年 & ((.! *&!.! ((1.* & (//.$ / /1/./ / 1$*." 0".$":
灾 年 ( (!." */%.$ (*(.$ & &!"./ 1 (*9.9 1 $&&.9 1./"

!!少耕法各有 ( 年因田间管理失误减产使比分下降#

产量#23 4 56()积温#;&<)降水#66)
年数年成

表 $ 少耕与连耕玉米在不同年成的产量结果

表 & 结果表明!!大丰年有 1 年"占试验年数的 &"8# 少

耕玉米平均产量 !" 1$" 23 4 56("比连耕增产 9.98"主要与 *
月份积温较高有关#"丰收年有 9 年"占试验年数的 (98#少

耕玉米平均产量 $ !$" 23 4 56(#其中有 ( 年管理失误减产)"比

连耕增产 &.&8#主要与 * 月份降水较多有关##平年有 * 年"

占试验年数的 ("8#少耕玉米的平均产量 % &(" 23 4 56("比连

耕增产 9.%/8# * 7 $ 月的降水较多"但积温较低"保持常年稳

产水平#$歉年有 & 年"占试验年数的 !98#少耕玉米的平均

产量 / 1$* 23 4 56( #其中 ( 年因管理失误减产)" 比连耕减产

".$8#不显著)"主要因 * 7 $ 月降雨最少"但积温较高"受到较

重的旱害影响#%灾年有 ( 年"占试验年数的 !"8# 主要因 *
月和 * 7 $ 月降水少"而积温高"旱害成灾# 但少耕玉米受害

较轻"仍比连耕增产 1./8#

上述情况表明!(" 年间大丰年和丰年年数最多#998)"平

年较少#("8)"歉年#!98)和灾年#!"8)最少"没有绝产的# 而少

耕 在 这 些 年 中 则 显 著 增 产# 其 总 趋 势 是 灾 年 #1./8)=平 年

#9.%/8)=大丰年#9.98)"抗灾力大于连耕#

1 长期少耕对土壤环境的影响

%&’ 长期少耕对土壤紧实度的影响

在少耕条件下"耕层土壤紧实还能增产"一般 人 很 难 理

解"对少耕法没有信心# 本试验一开始就对土壤紧实度#土壤

容重)进行监测"结果如表 *#

表 * 结果表明!连耕区 " 7 &" >6 耕层内土壤紧实度+容
重)平均 !.!%( 3 4 >6&"保持在 !.!9" 7 !.("* 3 4 >6&"比较疏松%

而少耕区 " 7 &" >6 耕层内 土 壤 紧 实 度 平 均 !.($1 3 4 >6&"保

持 在 !.(1& 7 !.&9& 3 4 >6&"明 显 高 于 连 耕 区"比 较 紧 实"但 少

耕的玉米平均增产 &.$98" 表明少耕法土壤紧实对玉米生长

是有利的# 少耕法土壤紧实度+容重)的变化与本地区冬冻春

融作用有关"也与土壤干湿交替变化有关#

%"( 长期少耕对土壤水分的影响

从过去多年试验资料中看到"少耕区的土壤水分多于连

耕"并与其土壤容重呈显著正相关# 但因测试水分的方法与

土壤容重脱节"有时少耕区的相对水分低于连耕区"不好 理

解# 本试验一开始就采取土壤水分与其容重同一样本"既算

其相对含水量+8)"也算其绝对含水量+3 4 >6&)"结果如表 9#

3 4 >6&

耕法 !$%1 年 !$%% 年 !$$( 年 (""( 年 平均

连耕 !.!9" !.!/% !.("* !.!$9 !.!%(
少耕 !.&"9 !.(1* !.(1& !.&9& !.($1

表 ) 不同耕法土壤容重测定结果

层次 增加

+>6) 容重+3 4 >6&) 水分+8) 水量+23 4 6&) 容重+3 4 >6&) 水分+8) 水量+23 4 6&) +23 4 6&)
!$%1 年 " 7 9 !.""" !$.&9 $.1% !.!(" !%.$$ !".1& ".$9

1 月 !9 日 1 7 !" !.(!1 (!.*& !&."& !.&*1 (!.9* !*.9" !.*/
!! 7 (" !.!9" (&.!$ (1.1/ !.&%/ ((."" &"."% &.*!
(! 7 &" !.(&( (&.&* (%./9 !.&9$ (*."/ &&.9% $.%&
" 7 &" !.!9" (!.%& /%.!& !.&"9 (!.19 %.*9 !".11

(""( 年 " 7 9 !.!$! (".(/ !(."/ !.&*( !$.&/ !&."9 ".$%
1 月 !" 日 1 7 !" !.!/! (!.!/ !(.*" !.*(! (!.&& !9.!1 (./1

!! 7 (" !.(&/ (&.&" (%.%( !.&%% (!.1/ &".%" !.$%
(! 7 &" !.(/% ("."& (9.1" !.*!9 (&./& &&.9% /.$%
" 7 &" !.((" (!.1$ /%.%$ !.&$& (!.9/ $(.9$ !&./"

少耕连耕
测定时间

表 ! 连耕及少耕土壤容重与水分的关系



表 ! 结果表明!"#$% 年与 &’’& 年两次测试结果"少耕区

的土壤容重都大于连耕区"但 ’ ( ! )* 和 "" ( &’ )* 层的土

壤水均少于连耕区" 导致 ’ ( +’ )* 耕层的总含水量也少于

连耕"若采取水分#容重统一测算"则少耕区的绝对含水量均

大于连耕区$

!"# 长期少耕对土壤团粒结构的影响

表 % 结果表明!少耕 "+ 年全耕层,’ ( +’ )*-土壤团粒结

构为 .$/#.0"比连耕 "+ 年多 &/!+0"没有减少$ 少耕区上层

,’ ( "’ )*-土壤团粒多于下层,&’ ( +’ )*-"而连耕区则相反"

上 层 少 于 下 层 $ 少 耕 区 上 层 土 壤 团 粒 多 于 连 耕 区 上 层

"#/$$0"下层则少于连耕区 ""/.0$ 土壤团粒的多少与形成

土壤团粒的有机质多少有关$ 长期少耕土壤上层有机质积累

较多"形成的团粒也较多%而连耕区连年耕翻把上层较多 有

机质翻到下层"因此下层形成团粒较多"上层有机质较少"所

以上层形成的土壤团粒较少$ 由于翻耕频繁"各级团粒均少

于少耕区$ 土壤团粒上层少下层多"是连年耕翻的理论依据"

而长期少耕上层土壤团粒显著多于下层"就没有再耕翻的必

要了$

!"$ 长期少耕对土壤养分的影响

过去试验中对土壤养分分析多重于处理间横向变化"因

试验时间短"差异不明显"现在采取纵向历史性分析就比 较

明显,表 1-$

0

耕法 深度,)*- 2! ( " " ( ’/! ’/! ( ’/&! 2! ( ’/&! 增减

连耕 ’ ( "’ ./$& "’/#$ "$/.# +./&#
"+ 年 "" ( &’ !/1# #/#’ +&/%" .$/+’

&" ( +’ "&/". "%/&’ &$/&& !%/!%
3 1/!$ "&/+# &%/.. .%/."

少耕 ’ ( "’ ""/&’ "./1& &$/&! !./"1 "#/$$
"+ 年 "" ( &’ #/’! "&/1. &!/1’ .1/.# 4’/$"

&" ( +’ $/.& ""/+# &!/+. .!/"% 4""/.’
3 #/!’ "&/#! &%/.+ .$/#. &/!+

注!本表数据为 "##! 年 "’ 月采土"农科院土壤测试中心分析$

表 ! 连耕及少耕土壤团粒结构分析

表 1 结果表明!从 "##! ( &’’& 年的 1 年时间"两种耕法

的土壤 56 值和有机质显著下降" 而全量和速效养分有所增

加"值得研究$

,"- 连耕区的 56 值由原来的 1/%+,中性-下降到 !/1,微酸

性-"下降了 "/#+%少耕区的 56 值由原来的 1/! 降到 %/""下降

了 "/."比连耕少 ’/!+"仍保持中性反 应"其 缓 冲 作 用 大 于 连

耕$ 土壤 56 值的变化是由于施入土壤中的尿素在硝化及作

物吸收过程中迅速下降"但在缓冲性强的土壤中"往往不 易

被察觉$ 一般认为尿素是中性化肥"施在地里没问题"此观点

是值得商榷的$

,&- 连耕区的有机质由原来的 &/!#0下降到 &/&.0"下降

了 ’/+0%而少耕区的有机质由原来的 &/.&0"下降了 ’/"+0"

比连耕区少降了 ’/"10"下降速度慢于连耕$两种耕法土壤有

机质一致下降"是由于施入土壤中的化肥为微生物提供了充

足的 7 源"促使有机质加速分解$ 而连耕区有机质分解快于

少耕区"除 7 源充足外"还与连耕区土壤疏松&供氧充足&好

氧微生物活动能力强于少耕有关$

,+- 连耕的全量 7& 8& 9 分别增加了 ’/’".0&’/’’"0和

’/+%+0"少耕区分别增加 ’/’’.0&’/’.+0和 ’/&!+0"全 8 比

连耕显著增加了 ’/’.&0"7&9 比连耕增加得少$

,.- 连耕的速效 7& 8& 9 分别增加了 .&/."&./.1 和 &"/"
*: ; <:"少耕区则分别增加 !+/!!&&/!# 和 +’/" *: ; <:"比连耕

多增加 ""/".&’/"& 和 #/’ *: ; <:$土壤中 7&8&9 养分的增加"

是由于施入土壤中的化肥没有用完"残留于土中所致$ 少耕

区全 8 和速效 7&8&9 比连耕增加得多" 表明少耕保肥能力

强于连耕$

1 长期少耕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少耕法的经济效益是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 少耕 &’ 年

玉米总产 "$+ "+’ <: ; =*&"比连耕 &’ 年总产 "1& #$1 <: ; =*&"

增产 "’ ".+ <: ; =*&"按当前国家收购价 ’/$ 元 ; <: 计算"每公

顷增收 $ ""./. 元"即每年每公顷增收 .’!/1 元"经济效益是

显著的$ 连耕法一季作物作业 $ 次"耗油 %’/1! <: ; =*&%少耕

法 作 业 + 次 "耗 油 "! <: ; =*&"年 节 油 .!/1! <: ; =*&"节 油 率

1!/+0"&’ 年节油 #"! <: ; =*&$ 连耕法机耕费 11’ 元 ; =*&"少

耕法 机 耕 费 +&’ 元 ; =*&" 节 约 .!’ 元 ; =*&"&’ 年 节 资 # ’’’
元 ; =*&$ 连耕法需要人工锄草 + 次"包产 +!’ 元 ; =*&"少耕法

化 学 除 草 & 次" 共 需 "%’ 元 ; =*&" 每 年 节 资 "#’ 元 ; =*&"

&’ 年共节省 + $’’ 元 ; =*&$ &’ 年共计节约机耕费和人工费

"& $’’ 元 ; =*&"再加上玉米增收 $ ""./. 元"总效益为 &’ #"./.
元 ; =*&$ 连耕需要配套机具 % 台件"少耕只需机具 + 台件"节

约机具投放量 !’0"提高机具利用率 !’0$ 还可减少相应的

辅助设备及其驾驶管理人员"社会效益也十分显著$

$ 结论与讨论

&’ 年试验证明"长期少耕玉米增产显著"抗逆性强"适合

本地区气候特点"对保持土壤肥力&缓冲土壤反应&改善土壤

生态环境十分有利%节能节资&社会经济效益!下转第 "#$ 页%

层次 有机质

,)*- ,0- 7 8 9 7 8 9
连耕 "##! ’ ( +’ 1/%+ &/!. ’/"!$ ’/’.$ &/’+’ """/!! #/1’ $!/1

&’’& ’ ( +’ !/1’ &/&. ’/"1& ’/’.# &/+#+ "!+/.% "&/"1 "’%/$
增减 4"/#+ 4’/+’ ’/’". ’/’’" ’/+%+ .&/." &/.1 &"/"

少耕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增减 4"/.’ 4’/"+ ’/’’. ’/’’+ ’/&!+ !+/!! &/!# +’/"

速效,*: ; <:-全量,0-56年度耕法

表 % 连耕及少耕土壤养分变化结果

"’& 玉 米 科 学 "& 卷



参考文献!

!"# 任东州"潘 锐 $ #流血$的黑土地%&# $ 吉林日报"’(()*(+*(,-’. $
%’# 李维岳"赵化春"等 $ 吉林玉米%&# $ 长春!吉林科技出版社"’((’ $
%)# 何奇镜"佟培生 $ 不同土壤玉米少耕法试验报告%/# $ 吉林农业科

学""001"’)-+.!"(*"’ $
%+# 李德成"等 $ 免耕制度下耕作土壤结构演化的图像分析%/# $ 土壤

学报"’((’"-’.!’"+*’"0 $
%23 浙江农业大学 $ 农业化学!&3 $ 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01( $
!,3 巨晓棠"等 $ 氮肥利用率的要义及其提高的技术措施!/3 $ 科技导

报"’(()"-+.!2" $
!43 何奇镜"佟培生 $ 玉米少中耕试验报告!/3 $ 吉林农业科学""000"

’+-’.!1*"’ $

!上接第 "#$ 页%突出%在改革现行耕作技术理论上具有极大

挑战性& 但少耕法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探讨& !少耕法的

成败"化学除草是关键& 在玉米连作’长期少耕’春旱少雨’化

学除草效果不如人意的情况下"采用少量人工锄大草仍是上

策& "长期施用尿素化肥"土壤 56 值和有机质迅速下降"实

行少耕法其下降速度虽比连耕缓慢"但总不是个好兆头& 56
值可依靠土壤自身缓冲平衡"而有机质如何补充"值得研究&

#要想把少耕法用好"还需改变传统精耕细作观念"以现 代

科学技术成果加以补充完善"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少耕

法是农业持续发展的战略性技术措施" 要研究的问题很多&
过去 ’( 年失去很多宝贵机会" 应在今后继续坚持试验中把

它找回来&

光合速率’气孔导度和蒸腾速率均显著下降& 与未喷施干旱

处理的相比"喷施 78 ($’ 9 : ;"光合速率略有下降"同时气孔

导度和蒸腾速率也最小& 说明叶面喷施适宜浓度的 78 能够

减小气孔的开度"降低叶片的蒸腾速率&

处 理 光合速率 <=>? : -=’(@. 气孔导度 ==>? : -=’(@. 蒸腾速率 ==>? : -=’(@.

对 照 "1$(((A"$+1( B ))$4((A)$2), B "$,(2A($’4( B
干旱胁迫 ,$(0)A($0,) C ,$,")A($01’ C ($2)2A($(1’ C
干旱胁迫A($’ 9 : ; 78 2$41(A($1(, C )$+,)A($1)0 D ($’02A($(,, D
干旱胁迫A"$( 9 : ; 78 +$142A"$(,1 E +$"0(A($’1) E ($)1"A($(’1 E

表 ! "# 对玉米叶片光合速率!气孔导度及蒸腾速率的影响

!$% "& 对生物量的影响

生理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最终表现是植物的生物

量& 表 ) 试验结果显示"缺水严重影响了玉米的生物量& 但叶

面喷施 78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玉米幼苗的抗旱性"表现在

叶面喷施 78"玉米幼苗叶片含水量较未喷施的高%玉米地上部

鲜重’干重下降幅度变小"其中以 ($’ 9 : ; 浓度喷施效果最好&

处 理 地上部鲜重-9 : 区. 地上部干重-9 : 区. 叶片含水量-F GH.

对 照 ""1$+,’A""$00)-"((. B "4$0"0A($+04-"((. B 2,"$"-"((.
干旱胁迫 24$0’2A,$"",-+0. E ""$,++A"$’)(-,". E )04$2-4($1.
干旱胁迫A($’ 9 : ; 78 ,($(4,A0$"),-2". C ""$0"1A"$1"’-,). C +(+$"-4’$(.
干旱胁迫A"$( 9 : ; 78 21$11(A($40’-2(. E ""$44’A($"21-,’. C +(($’-4"$).

表 ’ "& 对玉米幼苗生物量的影响

) 讨 论

水杨酸-78.在植物体内具有多种生理作用& 汪晓峰等研

究表明"乙酰水杨酸对提高小麦抗旱性有明显的效果& 本文

试验结果表明"在干旱条件下叶面喷施适宜浓度的 78"能够

提高玉米幼苗的抗旱性&

干旱条件下"叶面喷施适宜浓度的 78"虽然叶片光合速

率没有多大的提高"但是气孔导度却明显下降"蒸腾速率 也

有明显的下降"特别是喷施 78 ($’ 9 : ;"蒸腾速率最小"玉米

幼苗持水量提高& 同时测定的膜透性比未喷施 78 的小"渗透

调节物质可溶性糖含量较高" 脯氨酸水平与充足 灌 水 的 相

同"这些良性的生理代谢的进行"最终导致玉米在收获后 有

较高的干物质积累& 所以适宜浓度的 78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玉米幼苗的抗旱性& 我们认为"78 提高玉米抗旱性的可

能生理机制是降低了气孔导度" 降低了叶片的蒸腾速率"提

高了叶片内的水分含量"使玉米幼苗的生物量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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