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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水量平衡方程式计算
,

雨养麦田三个试验麦季的耗水量分别为 43 ,
.

,
、
3 26 和 2 93

.

『

m m ,

它们可代表该区过湿
、

一般相干旱年分的小麦耗水量
。

小麦地上部分生物量 (茎杆 + 籽

实)与其耗水量成正比
,

以第一麦季为 1 0。,

第二
、

第三麦季分别为 85 和 加 ; 但籽实产量的

反应与地上部生物量的反应并不一致
,

它们分别为 1 0 0 、 1 0 2 、 70 ,

以第二麦季最高
。

由于该

麦季的耗水量相对较少
,

故有很高的水分利用率 (1
.

73 x l。一
3
k g / 1) 为华北地区所罕见

。

在

耗水量中
,

土
.

嚷储水的贡献约占 50 % 。
在降雨少而土壤储水丰足的年份

,

其贡献高达 卯%
,

是

小麦水分的重要来源
。

在充分施肥条件下
,

小麦的水分利用率 ) 1
.

26 x l『
3
k g / 1

,

它是建立预

测小麦产量的经验模型 的重要参数
。

在土壤永分平衡基本方程式中闭
,

蒸散 (蒸发十蒸腾 )量是人们最感兴趣的分量
,

它代

表农田作物耗水量
,

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

蒸散取决于大气的蒸发要求
,

同时也取决于土壤

湿度和植物因素
。

从作物生产角度看
,

蒸散量是构成产量的一个因素
。

一般说来
,

当土壤湿

度能满足大气蒸发要求时
,

作物能获得高产 ;灌溉则是提高土壤湿度的有效手段
。

但在水

资源亏缺的中国北方地区
,

全面地充分灌溉实际上很难办到
,

故如何协调蒸散与土壤湿度
_

之间的关系
,

以取得较高的产量
,

便成为该地区农业生产上的一个关键问题
。

所以
,

取得

农 田的实际蒸散量的资料并分析它与各种水分来源的关系
,

对解决这个问题是有实际意

义的
。

农田蒸散量很难具体测定
,

它通常用水量平衡基本方程式中其他分量的实测值(通过

减差法求得本文的 L H
、

111 )
,

报道 中已经讨论过这些分量的监测方法及其精度问题
。

本

报道是根据连续三个麦季的监侧结果计算其蒸散量
。

这些结果足以反映本区雨养 (非灌
」

溉)条件下的生产(小麦)潜力
。

这三个麦季各具不同的湿度条件
:
第一个麦季气侯湿润

二

参加工作的 尚有场苑璋
、

汪仁 真
、

阮立山
、

周凌云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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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水分丰足 ;第二个麦季气候干燥
,

但土壤水分丰足 ;第三个麦季不仅气候千燥
,

而且水

分 亏缺
。

因此
,

它们所达到的产量水平
,

可以供当地农业生产和水资源的管理参考
。

原 理

从实际条件出发
。

我们推导计算农田蒸散量 的方程式 如下 :

对种植作物 的土壤
,

其水分质量守 恒方程式为

四 ~ 亚 _ s(二
. : 、

口不 d z
(l)

式中 o 为土壤容积含水率
: ,

,
为时间

, “
为以地面为参考面向下为正的垂直坐标

, 叮 为水流通量
,

S(气

约 为每单位容积土壤根的吸水速率
。
假定植物本身水分的增加和释放可以忽略

,

它谏等于蒸腾速 率

(A TR 儿

{:
“ !

(一 )“一
“了R

(2 )

对(l) 式自地面至根层边界积分得

塑坚
d 了

一 、。 一 宁

一 {:
“ ! (·

, /
)己

·

(3 )

式中 ‘产 二 为地面至根层边界的土壤贮水量
, q 。 和 q : R

分别为通过地面和根层边界的水流忿d口以
R呢口石�‘

I
J

通量
。

通过地面的水流为 :

q 。

~ R
。

步一 A E F

式中 Re f 为通过地面进入土壤的有效水流
,

A E F 为脱离土面的水流
,

它等于实际蒸发速率
。

传统上
,

肠 f 为
:

R 可 ~ 尸 一 R N F

式中 p 为降雨强度
,
天 N F 为迁流速率

,

它在大子土壤的入渗能力时发生
。

( 4 )

( 5 )

将( 2 )
、

( 斗)和 ( 5 )式代人 ( 3 ) 式得 :

。‘否尺

吞t
~ 尸 一 R N F 一 A E T 一 乳双

( 6 )

式中 A 石了 一 刀T R + A E V 为农田实际蒸散量
。

实际上
,

我们已取得现场降水量
,

土壤含水率和根层边界水分通量的资料
,

如果 尺N F 可以忽略
,

便

可由 6 式解 过石欢

在设计本 试验时
,

我们考察了本区多年的降雨资料
,

在麦季期间内〔功 月至 5 月 )绝大多数年分降

雨强度很小
,

故认为 尺N F 可以忽略
。

尽管如此
,

我们仍然对 A E T 施加约束
,

即认为它不应大于最

大可能蒸散量 ( 盯E 丁)
,

一旦称出 A 五T > 拟E T 时
,

便用后者代替前者
。

衬 石T 可估算为 :

侧E T ~ K ‘
尸E T ( 7 )

式中 PE T 为 Pen m “ “
蒸发量

, K
。

为作物系数
。

Pe
n m a n

蒸发量取决于气象条件
,

可用下式计算 :

p E T ~ K tw
·

双 。
+ ( l 一 W )

·

f(
二
) (

, a 一 。 d ) l ( s ) 〔
, 1

式中甜为与温度有关的系数
, R

。

为净辐射
, f( “ ) 为风速函数 , ( “ 一 “ ) 为 日平均气温的饱和湿度

差
, K 为因昼夜气象因素不同的辛卜偿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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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叻 式中的 K
。

值是因作物种类和发育阶段不同 的校正系数
,

因本区 尚无这类资料
,

故本文用 (7 )

式时没有对 PE T 校正
。

一 弓平 叹今 月吮 受五

一
、 粉戈 以互生 2 J I咨丙

在作者的 l
、
11

、

111 篇报趁巾
,

已说明土壤含水量和根层边 界水分通量的监测方法
。

这里需要补充 ;

说明的是
,

(石)式的降水量 (约 数据是用设在现场的雨量筒称测的 ; (8 )式的气象参数
,

则采自离现场 9

公里的封丘气象站
。

第一个麦季施 N Z名
.

, g / m
, , p

,

o
, 1 1

.

0 9 / m
’

小麦品种 为保丰 7 2 2 5 , 29 5 4 年 1 0 月 2 2 日播种
:

1 9 8 5 年 6 月 x o 日收割
。

第二个麦季施 N 1 9
.

5 9 / m
’ ,

p
,

o
, 1 1

.

3 9 / m
, ,

小麦品种为保丰 7 2 2 8
, 1 9 a 5

年 1 0 月 1 8 日播种
,

19 8 6 年 。 月 2 日收割
。
第三个麦季施 N I ’ .

59 /耐
,

P
、

q 1 1
.

3 9 /砂
,

小麦品

种为徐州 2 1 1 , 19 “ 年 10 月 9 日播种
, 1 98 7 年 5 月 31 日收割

。
设计的施肥水平是为了满足对

小麦
“
充分供肥”的要求这一条件

,

后两年 N 量略减是因为它们的前作为大豆之故
。

收割时
,

在 “ x l00 澎 的试验地
L, ’

中分 网格取 “ 个 4 米
,

的样方按籽实与茎秆分别测产
。
统计

分析表明
,

三年的结果均呈正态分布
,

这里以第一个麦

季的籽实产量结果为例示于图 1
。

样本统计值

Y c = 5 5 0
.

1翻nl .

三
、

结 果 与 讨 论1

丫
.

?
C 犷=

809590702()60305040l0

荞瓣鞭彩嵘

产欲甲扮一一�q
门
召匕P
。侧川一n任no。试

。

定位观测点
·

取样点

-

一一
户

前了一一一飞赫一一下俪
产盘
Y id d

( g / m Z )

图 l 第一个麦季籽实产星的累识概率分布
F 19

.

1 A e e u m u la t e d P r o b a b i li t v o f g r a i n

Y i e ld i n th e
fi r s t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s e a s o n

我们将三个麦季各时段的水分平衡要素分
-

别列于表 1
、

2
、

3 ,

并分别将它们综合起来连同

各年的产量列于表 4 。

根据这些结果
,

可作如

下分析
。

1
.

三个麦季的水分条件不同
。

第一个麦季

属湿润类型
,

它的降雨量比历年同期平均水平
‘)

( 155 m m ) 高
,

大气蒸发要求 ( PE T ) 比历年同

期平均水平 ( 72 Om m )低
,

初期地下水位较浅
,

土

壤有效贮水量丰足 ( 表 l )
。

第二个麦季属半干
、

,

旱类型
,

降雨量低于历年平均水平但 PE T 亦

低于历年平均水平
,

初期地下水位较浅
,

土壤有

效贮水量丰足 ( 表 2 )o 第三个麦季属干旱类型
,

降雨量与历年平均水平相近
,

但地下水位深 ( 李 3. 4 m )
,

所以初期土壤有效贮水量很少
。

这

三个麦季的水分条件大致可概括本区可能遇到 的情况
,

故它们的产量水平以及水分利甩

率 (表 4 ) 可以作为充分施肥的雨养小麦可能获得的产量的参考
。

2
.

随着水分条件下降
,

小麦的实际耗水量 ( A E T ) 亦下降
,

其结果
,

小麦的地上部干
-

物质(茎秆+ 籽实 )产量下降 ( 表 4 )
。

以第一个麦季总的千物质产量为参比( 100 务)
,

则第
二个麦季为 85 外

,

第三个麦季为 70 外
。

但是
,

小麦籽实产量的反应与地上部干物质产量

i ) l, 65一 l , 8 2 年的平均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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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第一麦季 (1 9 8 4 一1 9 8 5 夕的水分平衡量

T a ‘le 1 C o m p o n e n t s o f w ‘ te r b a l
a n c e

in t h e
fir s t e x P e r m e n t a l

S C a S O n (19 84 一 1 9 85 )

日 期

D
a te

(年份
·

月
·

日 )

地下水 位 土壤贮
水量

降水量 根层边
界通量

实际蒸散量 P e n m e n

蒸发量
G

r o u n
d

认
,
a t .士1

ta b le

(e m )

A E T P E T

s ; Q

(m m )

贮水量
差值

△ S 。

(m m ) (m m 、 { ( m m )
(m m )

回竺⋯逻
1 9 84

.

1 0
。

2 2

1 9 84
.

1 1
.

9

6 8 8

l0 5 2
。

5

6 7 8

5 9

1 9 85
.

3
.

1 8 62 4

19 8

3 4
。

5

1 9 8 5
.

3
.

2 9

9 8
.

5

1 4 9

17 1

1 1 3

2 0

6 1 0

1 9 8 5
。

4
.

10 2 0 t玉 55 1

一 10

一
。

5 斗

一 14

一 5 9

一 3 8

十 2

十 石3

一 3 2

一 9

2
。

5

5 9

4 0
、

5

5 斗
。

2

‘11
。

1

哎护�了,‘叹了n己�八O子
.

⋯
O
内11

2 5 2 5 1 3

lz3�娜
10 3

,

5

2 4 丘i

2 0 三;

1 9 0

5 15

5 5
。

5

一 1 4

一 4 2

1 15
。

5

3斗
。

5

5 7 8

3 4

5呜6

斗2
。

2

一,1
1

11,‘J沼,n�
..

⋯

001礴55马3-一

数后馆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天种/s汗川一c一双一引一交一7(一双一以一以一H一石一晰番)ayfte蝴一一
.
.

一卜一1一l一1�力一刀一2一2一。。D副s(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 9 8 ,
.

4
。

1 8

1 9 8 5
.

,
.

1 0

1 9 8 5
.

5
.

1 8

1 9 8 5
.

5
.

2 8

1 9 8 5
。

6
。

6 2 0 0 , 3 7

总计 一 15 1 1 2 2 8
。

5 一 5 6 } 4 3 5 , 6 3 0
。

7

表 2

T a b le 2 C
o
m p o n e n t s o f

第二个麦季 ( 1 9 8 5一1 , 3 6 ) 的水分平衡量

w
a te r b a l

a n c e in th o s e ‘。 n d e x P e r im
e n L a l s o a s o n ( 1 9 85 一 19 8 6 )

日 期

D a te

(年份
·

月
·

日 )

播种后
的天数

D a y s

a
f te r

贮水量 } 降水 量 } 根层 边界 l实际旅散量 】P
o n m

o n

蒸发量
差值 } { 通量

Q
}一兰竺_ _ {

_
_

竺
态 5 。

} P } !
,

{
, ,

I
, 、

l

!
, 、

}
, 、

}、m m 州又m m /l 又m m 川

i里里立{罗兰
一

卜上竺竺
-

}一匡
里

~

{一}
( m m /

A竺
P 五1

1

s o w i n g 天 ) {
公口于牛
f

t
�‘U,�月j门、

.

⋯
nU八们一了n乃Rn�

:

l
.

4lJ叫21 ||1J |列|71 |
eses

默
n
�姚Un,‘

尸j
..

4
.胜‘�了.

十一

‘”8 ,
’

‘。
·

‘”

{二二
.

1 98 5
。

1 1
。

7

:
洲JQU一、产n

19 8 ,
。

12
·

1 1

1 9 86
。

1
.

18

1 9 86
。

2
U

17

一 14

一 2 1

一 3 7

6
.

8 2 0
。

8 0
.

多5

0
.

7 0

1
一

4 5

2
。

2 7

0

2 6

0
。

8 9 0
.

3 6
产

七自了
.什6

::
丙��了

月嘴4

111了,山..二

n甘n八“no

,曰,�

一 3 呜

一 1 8 ,
。

3

5
。

4

,,目,闷1哎2

4n
月了n乃

:
八“O�乙.,工

一�瞿氢创m一小一一卜0一变一7:一引一0一g�一续水斗川一6一6一6一5一,一,一,一4一
�沪、n、J
J一,J一‘U一�O一R一n妇�八乙一,山�Q沙一�,,

,

lr
,沪

白一
月峥一,甘一一、产一6�O
�一nU一只一�匕�i�、, (11刘一l一1�1一l一,

‘一‘份一,“一,‘�一地G州ta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0一54一92一122一144一167一177

19 8 6
。

3
。

8

1 , 8 6
。

3
.

3 1

三9 8 6
.
4

。

10

,j内,一 2 8

1.通n,,工4000了一 3 1 2
。

2

2 5
{
2

·

5 0

3 0
.

2 , 3
.

0 2

一 5 6 一 斗 6 0 1 盛
。

0 0

4
。

1

5
。

9

+ 1 0

455一424一368一378

一 2 2 2

兰⋯兰⋯竺⋯竺⋯1 3 2
·

3 1+ 4 6 / 一 1 8 { 3 2 6
·

3 1 16
6 9

。

2

层J一内j一八U一n�一.n叼一叭,一‘U一月,�.,一‘,‘一�一嘴门,�工赢东正
一

}
es

几石

19吕6
.

4
.

3 0 9 ,

‘

19。6 ,
.

;犷
一

}

9 8 6
。

6
。

2 22 7

总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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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第三麦季 ( 1% 。一1朋时 的水分平衡量
T a b且e 3 C o m p o n o n : 。 。f w a te r l

, a lo n e e in t h e 仁h ir d e x p e r e r im
e n ta l S e a S O n (1 9 8 6一 19 8 7 )

况

贮贮水量量 降水量量 层边边 实际蒸散量量 P。
: ,
m a n 蒸发量量 A E TTT

差差值值 PPP 通量量 A E TTT P E TTTTT

△△ S若
。““

(m m ))) Q
* *********************************************

(((
In 旧 少少少 ( 1了, 门 ))) (m m ))) (m m /// (In m ))) (m m /// P E TTT

天天天天天天))))) 天)))))

00000 3 6 222 3 9 二二 十 1 6 555 7 3
,

88888 多7
。

333 0
.

6 000 1 9999 2
。

0 999 O
。

2 888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 2
‘

555 1 4
,

夕夕夕 3 7 222 0
.

6名名 t 1333 2
,

O匀匀 0
.

3 333

ttt 夕8 7
.

立
.

1222 9 555 3 斗水水 怪0 8
‘

555 一 111 2 3
。

33333 2 4
,

888 1
.

4 666 27
.

222 1
.

666 0
。

9 111

111 98 7
.

不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一 2 斗
,

333 2 4
,

66666 4 8
。

999 1
。

8 111 1 0 8
。

555 斗
。

0 222 0
。

令555111Q 8 7
,

多
,

2 555 15 000 4 7 555 3 吕666 一 斗3
.

222 l
。

33333 4 4
.

555 3
,

马222 6 7
。

777 5
。

2 111 0
。

6 666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7 1
。

777 9
。

44444 8 1
。

111 3
。

0 000 1 4 4
。

555 ,
.

3 亏亏 0
,

5 666

11111石777 5 8 222 3 8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

1119 8 了
,

咚. 2 ]]] 1 9 444 3 弓222 弓6 0
。

7777777777777777777

111夕吕7
·

多
.

斗斗 2 0 777 3 5 000 3 1 7
.

,,,,,,,,,,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斗亏 88888888888888888881119 8 7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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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4 7
。

66666 2 9 3
。

88888 6 6 0000000总总计计计计计 一 1 4 6
。

22222222222222222

* 幸

该麦季土壤干旱
,

肉眼观察根的最大深度为 1 90c 。 , 故取其根层 边界为 20 0 o m
。

整个麦季根层边界的净通量很小
,

故忽略不计
。

表 4 三个麦季麦田的耗水量与水分利用率

T a ble 4 W ; t e r e o n , u m p 亡io n a , l
d w 冬: e r 0 5 。 。

f fi
e
io n c y in o h r e e e x p e r io e n ta l : e a o o n 名

项 目

1 te m

第一个麦季
s t e x p e r im e n t息1

(19 8 4一 19 8 5 )

s e a s o n 12

第二个麦季
n d e x P

e r im e n t a l s e a s o n

( 19 8 5一 1 9 8 6 )

第三个麦季

3
r
d e x p

e r im e n t a
l s e a s o n

(1 9名6一 19 吕7 )

水分因素 (m m )

降 水 量
2 2 8

,

5 13 2
。

3 14 7
。

6

P
e n : n a n 蒸发量 6 3 1 6 6 9 6 6 0

根层土壤贮水量差值 一 1 5 1 一 2 2 2 一 l斗6
。

2

深层渗漏量

毛管上升量

4 6

一 5 6 一 互8

实际蒸发最
4 3 5

。

5 32 6 2 93
,

8

产量 (g 厂。
’

)

茎
二

干物质 8 弓5 + 1 7 11 2 4 5土 1 15

55 0 士弓3

6 9 5士7 5

1 0 6 2 + 15 斗

56 3 士6 4

4 9 9士 10 4

水的利用率 (k g /l)

总干物质

籽 实

2
.

8 6 K 10 一3 3
.

2 5丫 10 一 3

1
.

2 6义 10 一3 1
.

7 2只 1 0 一3

333 87 土 10 333

444 6 8土 8 斗斗
,,,,

222
。

9 1 X 10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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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应并不一致
,

如以第一个麦季的籽实产量为参比 (10 0多)
,

则第二个麦季为 1 02 多
,

第

三个麦季为 70 汤
。

这表明
,

第二个麦季的总干物质产量虽然减少了
,

但籽实产量并没有下

降
。

换言之
,

它的水分得到有效利用
。

结果证明
,

籽实的水分利 用率高达 1
.

7 3 x l。一 3 k g ZI
,

这在华北地区实属牢见
1) 。 同时

,

隐含地表明
,

土壤水丰足
,

有利于提高 小 麦 对 水 分

的利用效率
。

这一点亦可为第三个麦季的结果佐证
,

该季的气候条件与第二个麦季相似
,

但其土壤水亏缺
,

因此
,

它的水分利用率

没有第二个麦季那样的
“

超常
”

反应
。

3
.

在雨养条件下
,

小麦播种前土壤

有效水的起始贮量对其产量确有举足轻

重的作用
。

前面已经指出
,

第二个麦季

的气候条件与第三个麦季是相似的
,

但

土壤水分条件截然不同
: 前者丰足

,

后

者亏缺
。

从图 2 可见
,

第三个麦季始期

( 19 8 6
.

10
.

9 )的土壤湿度甚至低于第二

个麦季末期(1 9 8 6
.

5
.

3 0) 的湿度
,

而到了

第三个麦季末期(1 9 8 7
.

5 31 )
,

上层的土

壤湿度 已达到凋萎湿度范围
2) ,

土壤有效

水 已濒于涸竭
。

在这种湿度条件下
,

小麦

必须伸长根系以吸取更深层的水分
。

我

们在作者的第 H l篇报道中提到
,

第二个

麦季肉眼观察到根的最大深度为 1
.

3 m
,

而第三个麦季为 l
.

g m
。

根的增长可能会

降低植物的地上部与地下部的比值
,

因

从深层吸水要消耗更多的能量
,

则不利

于地上部干物质的积累
。

我们把通过根

层边界的毛管上升水量归人土壤提供小

麦利用的水量
,

而把越出其边界的深层

渗漏量扣除
,

这样算出三个麦季的土壤

供水量 (表 5 )
。

表中同时给出各个麦季

的土壤供水量占小麦耗水量的比重
。

不

V o lu m a trte w
a te r e o n 协 n t

土壤容积含水率
,

口(c m 先 m “)

。

械
0

.

, 0
.

1 9

马印
’g ”5

·

‘“
·

‘’

‘日8口
·

5
·

3

砰
f勺;尸l
认l|L, -,‘

t白8 6 10
.

9

5X1认厂仕补一
。叱|牛|l!f蔽!

we

心社。Q�日3恻峨

可
.

,l�

\,U..尸!了l, ,.,Jr
.
,Ll�U

j飞尸/
产

队1
1

丫比比川
一·!l
·!!·I!.

⋯
,!1!.11,I!。,。

图 2 第二个麦季始末期与第三个麦季始末
期的土壤湿度状态

F 19
.

2 5 0 11 m o i s t u r e r e g i m e s a t th e b e g i n i n g a n d

a t th e e n d
o
f ‘ e e o n d a n d t五i r d e x p e r i m e n ta l

难看出
,

在这三个麦季中
,

第二个麦季的土壤供水比重最大
,

原因是该麦季的降雨量少而

土壤贮水量丰足
。

第三个麦季则由于土壤有效贮水量少
,

小麦吸水 困难
,

故其比重下降
。

第

一个麦季虽然贮水丰富
,

但麦季期内降雨量多
,

致使其对总耗水量的贡献反而最小
。

综合

起来
,

土壤水对本区雨养小麦耗水量的比重约占一半左右
,

在土壤水分丰足而降雨量少的

年份
,

其比重可达到 60 外
,

由此可见
,

土壤水对本区小麦供水的意义是很大的
。

陈志雄等 , l , 8 9: 黄淮海平原节水农业
, 《土壤

》 21 卷 4 期
。

华北平原小麦水分利用串公认为 1只 1 0 一, 一
1

.

2 火 2 0 一 3
k g / 1

0

为 15 火 1 0 ,

p a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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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

T . 目e 5 C o n t r ib u rio o s o 至 w a t e r :

土壤水对雨养小麦耗水的贡献
s t o r e d in 吕0 11 t o t h e w

a t e r e o n s u m P t io n o
至 r a in fe d w h e a t f ie ld

n一�一O一一一

..t.... ....‘....几.......

n一一一O一一�a一一一

项 目

I t e m

第一个麦季
x P

e r
im e n t a l

( 1 9 8斗一生9 85 )

第二个麦季
2 n d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 飞9 3 , 一 198 6 )

第三个麦季
3 r d e x P e r

im e n t a l s e a的 n

( 1 , 8‘
一

1 , 8 7 )

l

日卜卜匕卜卜卜

实际耗水散 ( m m )

土壤供水 量 〔。。 )

土壤 供水量

实际耗水量

4
.

综合三个麦季的试验结果
,

可以得出本区充分施肥的雨养小麦 (籽实 ) 水分利用

率 ) 1
.

26 x 10
一 ‘
k g八

。

以此为基础
,

可以建立其产量预测的经验模型
,

即根据播前的土壤

贮水量和中期天气预报来预侧小麦产量
。

应当指出
,

这三个麦季仅仅是本项研究的长期试验中的一个短暂部分
。

预计在后续

试验中还可能遇到不同的水分年份
,

这个初步结论将得到验证或者需要进一步修正
。

就

这三个麦季而言
,

后两个麦季可以代表少雨年份
,

但它们的大气蒸发要求 ( PE T ) 仍比历

年同期平均水平低
,

故上述结论不一定能代表蒸发要求高的年份
。

虽然如此
,

由于 A E T 广

PE T 可抹平 PE T 的年际差别
,

故用它可表征各麦季的干旱程度
。

结果
,

这三个麦季的

A E T / PE T 分别为 0
.

6 9
、

0
.

5 和 。 4耳
,

表明第一个麦季最湿
,

第二个麦季次之
,

第三个麦季

最千
。

结合它们的产量加以分析可以认为
,

只有 A E T / PE T ) 0. 5, 本区充分施肥的小麦

才有可能达到中上产量水平 ( 5 5 0 克 / m
,

)
。

这样
,

我们便有可能制订相应的麦 田水分管理

措施
,

以期使小麦达到这样的产量水平
。

笔者
LI] 曾经指出

,

在华北地区
,

4
、

5 月份大气蒸

发要求极高
,

即使实行灌概
,

亦难充分满足小麦的需水要求
,

只能谋求在有限的水分条件

下取得合理的较高产量
。

因此
,

本文提 出的初步结论
,

对解决这个间题可能是有帮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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