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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田间小区磁化水滴灌试验,研究了磁化水膜下滴灌对土壤水盐分布特征、棉花生长特性及产量

的影响。结果表明:磁化水灌溉可以提高土壤含水量,促进棉花根系对水分的吸收,0—100cm土层内磁化

强度为3000Gs时的土壤含水量最大,保水效果最好。磁化水灌溉可以有效降低土壤盐分含量,加快土壤

盐分的淋洗,0—100cm土层内各磁化水处理土壤平均含盐量表现为3000Gs<4000Gs<1000Gs<

5000Gs<0Gs,磁化淡水处理的土壤脱盐率为2.7%~28.2%,3000Gs磁化处理的土壤脱盐率最高;磁化

微咸水处理的土壤积盐率为21.7%~33.9%。磁化水滴灌可以促进棉花生物量及产量的增长,淡水、微咸

水磁化处理的产量较未磁化处理增加了8.98%~31.4%,3000Gs磁化处理下的棉花产量最高。从棉花生

长特征、产量、水分利用效率等方面综合考虑,3000Gs为最佳磁化强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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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fieldexperimentwasconductedtostudythesoilwater-saltdistributionandcottongrowthusing
magnetizedwaterformulcheddripirrigation.Resultsshowedthatmagnetizedwaterusedintheexperiment
couldimprovethesoilwaterretentionandholdingcapacityeffectively,andpromotethewaterabsorptionof
cottonroots.Thesoilmoisturecontentof3000Gsmagnetizedwaterirrigationtreatmentwashighestatthe
soillayerof0-100cm.Themagnetizedwaterirrigationcouldreducethesoilsaltcontenteffectively,dueto
themagnetizedwatertreatmentcouldfacilitatethesoilsaltleachingfromthemainrootareaofcottoninto
thebelow.Atthe0-100cmsoillayer,thesaltcontentsundermagnetizedwaterirrigationtreatmentswere
3000Gs(low)<4000Gs<1000Gs<5000Gs<0Gs.Thesoildesalinationratesundermulcheddrip
irrigationwithmagnetizedfreshwaterwere2.7% ~28.2%,amongwhichthe3000Gstreatmenthadthe
mostsignificateimpactonreducingsoilsalinity.Thesoildesalinationratesformagnetizedbrackishwater
treatmentswere21.7% ~33.9%.Themagnetizedwaterirrigationcouldimprovethecottonbiomassand
output.Theyieldsofseedcottonofmagnetizedwaterwereincreasedby8.98% ~31.40%comparedwith
ordinarywater.The3000Gstreatmentwasthebestmagnetictreatmentbytakingintoconsiderationofboth
cottonoutputandwateruseefficiency.
Keywords:magnetizedwater;soilwater-saltdistribution;growthcharacteristicsofcotton;cottonoutput;

wateruseefficiency



  新疆是我国盐碱土分布面积最大的地区,占全国盐

碱土面积的30%左右[1]。土地盐碱化不仅会引起盐分

胁迫,对作物生长发育造成危害,从而导致作物减产[2-3],
而且使得土壤质量恶化,地下水矿化度提高,地下水资

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棉花是新疆地区种植范围最广

的经济作物,盐碱地的改良及土壤次生盐碱化的防治是

促进棉花增产增收乃至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随着人类对磁现象的认识、研究和利用的深化,将灌溉

用水通过装有磁极设备的管道并以适当速度垂直经过

磁场空间后成为磁化水,其物理和化学性质发生了一些

有益变化。如表面张力系数和黏度系数降低,浸润能力

提高,电导率、pH、渗透压、溶解氧含量、化学位移和光

学性能发生改变,缔合度减少等[3-7]。磁化水活化技

术将灌溉用水进行物理改良,与膜下滴灌相结合应

用,操作简便,投资低,具有十分良好的应用前景。近

年来,磁化水膜下滴灌技术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得到

大力推广,用以提高耕作区微咸水利用效率。目前,
众多学者对磁化水膜下滴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磁化

水的理化性质、土壤水盐分布、种子萌发及棉花生长

发育、产量等方面。王全九等[8]通过不同矿化度下的

磁化微咸水点源入渗试验,发现磁化处理能降低土壤

入渗速率,减缓湿润锋推进速率,使得湿润体的含水

量相对增加,土壤持水性增强。郑德明等[9]通过设置

磁化次数来研究磁化水对棉田土壤的抑盐效果,结果

表明,磁化水可以减少土壤可溶性盐的溶解度,随着

磁化次数的增加,土壤含盐量下降。卜东升等[10]通

过研究磁化水处理下的土壤水盐变化,得出磁化水处

理下的土壤脱盐程度高于淡水对照处理,土壤盐分得

到有效抑制,磁化水处理能更好地促进棉花生长发

育,进而提高棉花品质和产量。彭海玉等[11]通过研

究磁处理水对水稻种子萌发的影响,发现对水进行磁

化处理可以提高水稻种子萌芽期间α-淀粉酶的活

性,从而提高种子在常温下的发芽率和萌发系数,促
进种子在低温下的萌发。陆茜等[12]研究表明,磁化

水能够影响土壤微生物的活性,对黄萎病菌和枯萎病

菌起到良好抑制作用,提高棉花抗病性。
目前磁化水在农业上的实际应用尚不成熟,磁化

水膜下滴灌对于土壤脱盐及作物增产的适宜理化性

能指标阈值不明确,针对以上情况本文通过田间试验

主要研究了2种水质下磁化处理的土壤水盐分布特

征,分析棉田土壤的脱盐特性及磁化水对棉花生长发

育和产量的影响,为合理利用磁化水膜下滴灌棉田提

供理论依据,以期能够为全疆盐碱地改良、棉花增产

提供合理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区概况

试验于2017年4—10月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

治州水利科研所重点灌溉试验站(86°12'E,41°33'N)
进行,试验站地处南北疆分界线附近,塔里木盆地东

北边缘,属于典型的暖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平均气温

10.7℃,年日照时间3036.2h,无霜期210d,年均降水量

49mm,年均蒸发量2700mm,8级以上大风年平均为

15d,风沙日数23.1d,浮尘日数24.2d,地下水埋深为

5.1~6.2m,地下水矿化度为2.27~2.88g/L。
在试验区域挖取100cm深的土壤剖面测定土壤

容重、土壤颗粒组成等指标,取3个重复。利用环刀

法测定土壤容重,利用 Mastersizer2000激光粒度仪

测定土壤颗粒组成。利用Hydrus-1D中的Rosetta
神经网络算法通过容重和颗粒组成反推土壤的水分

特征曲线参数,采用vanGenuchten模型计算得到

33,1500kPa对应的体积含水量即为各土层的田间

持水量和凋萎系数。具体土壤物理性质见表1。
表1 土壤基本物理性质

土层

深度/cm

容重/

(g·cm-3)
黏粒

(<0.002mm)/%

粉粒

(0.002~0.05mm)/%

砂粒

(0.05~2mm)/%
土壤类型

饱和含水量/

(cm3·cm-3)
田间持水量/

(cm3·cm-3)
凋萎含水量/

(cm3·cm-3)

0—100 1.54 3.04 37.60 59.36 粉砂壤土 0.424 0.24 0.05

1.2 试验设计与方法

1.2.1 棉田磁化水试验的布置 棉花大田试验区设

置2列5行共计10组处理,每个处理试验区的建设面积

为7.0m×5.6m,前后两端各有3.0m长的缓冲棉花区

域。第1列为磁化淡水灌溉处理,第2列为磁化微咸水

灌溉处理。每列5个试验区的灌溉用水经不同强度磁

极磁化,磁化强度分别为0(CK),1000,2000,3000,

5000Gs。试验区采用膜下滴灌的灌溉方式,有完整的

供水系统,灌溉淡水为农田干渠用水,主要来自孔雀河,
平均灌水矿化度为0.71g/L;灌溉微咸水为地下井水,
平均灌水矿化度为2.74g/L。图1为磁化水活化系统,

磁化器采用4种不同磁场强度的CHQ型外置永磁磁

化器(包头鑫达磁性材料厂),分别安装在出水管道外

壁,磁场强度经 GsG型高斯计(长春市长城教学仪

器有限公司)进行校对。当微咸水及淡水通过磁化处

理器时,其磁性发生改变,从而产生不同强度磁化水。
棉花试验田采用1膜2管4行的滴灌方式,顺着滴灌

带平行方向种子间距15cm,采用机械播种方式,每
个种坑中播置2颗种子,播种深度2~5cm,垂直

滴灌带方向分为宽行、窄行、膜间,距离分别为40,20,

30cm,滴灌带的滴头流量为1.8L/h,滴头制造偏差

≤10%,滴头间距为40cm,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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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磁化水活化系统

图2 棉花种植模式示意

1.2.2 棉田磁化水灌水施肥量 根据当地多年棉花

需水规律,棉花全生育期内各处理小区的灌水量均为

487.5mm,施氮、磷、钾量分别为300,100,100kg/hm2。

灌溉时水表严格控制灌水量,为保证棉花全生育期能够

得到充足的水分,灌水次数设置为15次,灌水间隔为5
天,棉花全生育期的计划灌水施氮方案见表2。

表2 生育期内灌水方案

灌水

次序

灌水日期

(月-日)
灌水量/

mm

施氮量/

(kg·hm-2)
灌水

次序

灌水日期

(月-日)
灌水量/

mm

施氮量/

(kg·hm-2)

1 06-17 30 10 9 07-27 30.0 30

2 06-22 30 15 10 08-01 37.5 30

3 06-27 30 20 11 08-06 37.5 20

4 07-02 30 30 12 08-11 37.5 15

5 07-07 30 30 13 08-16 37.5 10

6 07-12 30 30 14 08-21 37.5 0

7 07-17 30 30 15 08-26 30.0 0

8 07-22 30 30

1.2.3 试验测定指标与方法 土壤含水量:棉花播

种前、苗期、蕾期、花铃前期、花铃后期和吐絮期于试

验小区棉花长势均匀且无少苗处,在垂直滴灌带方向

相邻的膜间、窄行、宽行处进行取样。采用土钻分层

法取样,取土深度分别为土壤表层、0—10,10—20,

20—30,30—40,40—60,60—80,80—100cm,采用

烘干法测量土壤含水量。
土壤含盐量:采用DDS-307型电导率仪测定1∶5

的土壤水浸提液的电导率,再根据电导率仪标定的相

关曲线公式进行换算得出土壤含盐量。
株高与茎粗:每个试验小区选择长势均一,具有

代表性的植株作为测定对象。每个试验小区选取内

行3株,外行3株,作以标记。在棉花苗期、蕾期、花
期、铃期和吐絮期测定株高、茎粗的大小,株高采用钢

卷尺测定,茎粗采用电子数显游标卡尺测量。
干物质累积量:在棉花苗期、蕾期、花期、铃期和吐絮

期每个试验小区随机取4株棉花,在105℃杀青30min,

80℃烘干至恒重,分别称取根、茎、叶、蕾、铃的质量。
棉花产量:于收获期在每个试验小区选取3片棉

花长势均一、面积为6.67m2的条田,测定该区域的

籽棉产量。每个小区随机选取10株棉花测定其有效

结铃数、单铃重。

1.3 理论分析

1.3.1 磁化水对耗水量的变化特征 棉花生育期土

633 水土保持学报     第33卷



壤含水量空间变异性较大,各处理小区的土壤初始含

水量无法控制一致。为进一步分析生育期内土壤水

分含量对棉花生长的影响,将磁化水灌溉水量与棉花

生长发育所消耗水量的变化联系起来,采用生育阶段

作物耗水量来比较各处理的差异,各磁化强度处理的

棉花不同生育期的耗水量通过水量平衡公式计算得

出,计算公式为:

ETa=P+I+G-R-SI±ΔW (1)
式中:ETa为作物生育期内实际蒸散量即实际耗水量

(mm);I为实际灌水量(mm);P 为降雨量(mm);G
为作物生育期内的地下水补给量(mm);R 为地表径

流量(mm);SI 为深层渗漏量(mm);ΔW 为土层内

土壤储水量的变化(mm)。

1.3.2 磁化水对土壤盐分的变化特征 为探究磁化

水对全生育期土壤积盐量的影响,在试验小区土壤剖

面挖取0.6m深,单位面积为1m2的土体单元,并利

用单元土体积盐量来量化生育期每次灌水前后的盐

分变化,通过盐分平衡公式[13]计算并分析不同磁化

水处理下积盐量的变化,计算公式为:

ΔS=S2-S1=SR+Sl+SG+SS+SF-SC-
SP-SD (2)

式中:ΔS 为生育期灌前灌后土体盐量变化(g);S1为

时段初的土壤储盐量(g);S2为时段末的土壤储盐量

(g);SI为灌水盐分增加量(g);SF为施肥盐分增加量

(g);SR为降雨盐分增加量(g);SG为地下水补给盐分

增加量(g);SC为作物吸收盐分消耗量(g);SP为盐分

沉淀量(g);SD为排水渗漏盐分损失量(g)。

2 结果与分析
2.1 磁化水对棉花生育期土壤水盐分布的影响

土壤水、盐和作物的关系十分密切[14],试验田区

域干旱少雨,温度变幅显著,土壤以壤质砂土或砂质

壤土为主。试验区的土壤颗粒粗大且比表面积小,相
对于其他土质土壤,土壤大孔隙较多,容易造成土壤

水分及盐分的大量流失,进而影响作物的正常生长发

育。因此,调控土壤水盐平衡对于提高土壤水分的利

用效率有着重要意义。

2.1.1 磁化水对棉花生育期土壤含水量的影响 由

图3可知,磁化淡水处理与磁化微咸水处理的棉花生

育期内0—100cm土层土壤平均体积含水量的变化

规律基本一致,呈现先减小后增大再减小的趋势。由

于播种前土壤进行春灌用以保水保墒及淋洗压盐

(400mm上下),因此播种前的土壤含水量较高。苗

期时水分有明显的下降,是由于此阶段棉花植株矮

小,土壤裸露面积大,且受风沙气候影响导致土面蒸

发剧烈,因此苗期含水量减小。随着生育期的推进,

气温不断升高,棉花的吸水耗水能力增强,灌水量、灌
水频率相应增大,从苗期以后土壤含水量不断增大并

且在花铃期时达到最大。土壤含水量在吐絮期减小,
是由于此阶段棉花对水分的需求较小,灌水量与灌水

频率随之减少。
对比分析磁化淡水处理及磁化微咸水处理下棉

花全生育期内的土壤平均含水量得出,磁化淡水处理

下棉花全生育期土壤平均体积含水量分别为13.0%,

13.9%,14.4%,18.2%,11%;磁化微咸水处理下棉花

全生育期土壤平均体积含水量分别为11.2%,12.2%,

14.0%,15%,12.9%,同一磁化强度下棉花各生育期

磁化淡水处理的土壤平均体积含水量均大于磁化微

咸水处理,这是由于微咸水的矿化度(2.74g/L)高于

淡水(0.71g/L),磁化水活化技术对高矿化度水具有

一定局限性,随着矿化度的增加,土壤湿润体平均体

积含水量逐渐降低。
通过对比5种磁化强度处理棉花全生育期内的

土壤平均含水量得出,磁化处理的土壤含水量均大于

未磁化处理,各磁化处理下的土壤平均含水量总体表

现为3000Gs>2000Gs>5000Gs>1000Gs>
0Gs,当磁化强度为3000Gs时,棉花全生育期土壤

平均体积含水量最大;当磁化强度为0时,棉花全生

育期土壤平均体积含水量最小。这是由于灌溉水经

过磁化处理后,水分子间距变长,促使部分氢键变弱

或者断裂,使得大的缔合态水分子团簇结构脱离为自

由单体和二聚体分子[15-17],其渗透压力增加,使得更

多水分渗入到土壤小孔隙中,从而土壤含水量增加。
由此说明,磁化水滴灌可以增强土壤持水性,保证棉

花根系的充分吸水,从而促进棉花的正常生长发育。

2.1.2 磁化水对棉花生育期耗水量的影响 由表3
可知,棉花全生育期的耗水量大于实际灌水量,说明

棉花生长发育过程中不仅消耗了很大一部分的灌溉

水量,而且还消耗了一部分来自于土层的含水量。随

着生育期的推移,棉花各生育期的耗水量呈先增加后

减少的趋势,铃期耗水量最大,苗期和吐絮期的耗水量

与铃期相比明显减小。棉花苗期各磁化处理下土壤耗

水量较小,是由于苗期时棉花处于萌发阶段,需水量低,
土壤水分消耗主要由土壤蒸发产生,耗水较小;随着生

育期的生长,棉花需水量增大,灌水量增大,棉花耗水量

在花铃期达到最大;吐絮期棉花需水量小,灌水量、灌水

次数减少,因此耗水量变小。0,1000,2000,3000,5000
Gs淡水处理的总耗水量分别为505.72,508.65,522.81,

531.09,522.44mm,较磁化微咸水处理分别增加了0.7%,

0.4%,0.3%,0.3%,0.7%。淡水、微咸水不同磁化强度处

理下的耗水量整体表现为3000Gs>2000Gs>5000
Gs>1000Gs>0Gs,3000Gs磁化水处理下棉花的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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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最大。灌溉水经过磁化处理后,表面张力有所降

低,土壤基质势相对提高,土壤水吸力减弱,毛管作用力

增强,进而促进了土壤中棉花根系的吸水能力,因此磁

化水处理的棉花耗水量较非磁化水处理有明显的增加。

图3 磁化水灌溉处理棉田含水量变化

表3 磁化水灌溉处理棉花生育期阶段耗水量 单位:mm

水质
磁化

强度/Gs

实际

灌水量

苗期

耗水量

蕾期

耗水量

花期

耗水量

铃期

耗水量

吐絮期

耗水量

全生育期

耗水量

0 500 68.37 120.91 90.46 188.97 37.01 505.72

1000 500 61.17 104.08 111.53 191.52 40.36 508.65
淡水 2000 500 41.70 129.98 77.23 192.98 80.91 522.81

3000 500 32.58 138.19 76.09 188.03 96.20 531.09

5000 500 56.91 126.97 75.92 196.27 66.38 522.44

0 500 32.63 90.58 72.84 234.47 71.70 502.23

1000 500 77.21 68.64 50.10 224.56 98.14 518.66
微咸水 2000 500 41.74 101.70 73.92 227.04 76.71 521.12

3000 500 57.55 92.17 69.00 211.53 100.68 530.93

5000 500 33.71 101.53 98.34 222.45 62.73 518.76

2.1.3 磁化水对棉花生育期土壤含盐量的影响 从

图4可以看出,盐分随土壤垂直剖面深度表现为在

0—10cm处含盐量递减,10—40cm 处含盐量快速

增大,40—100cm处含盐量递减并趋于稳定,土层40
cm处含盐量最高。这是由于土壤湿润范围一般在40
cm土层处,土壤盐分随水分运移,因此湿润锋处的土壤

含盐量较大,土壤盐分迁移过程中,盐分在蒸发作用下

会一定程度的向上层土壤迁移,但在根系吸力及毛管力

作用下,深层土壤中的水盐会向上层土壤不断进行补

给,土壤40cm处的含盐量仍旧最大。
对比同一磁化强度处理下淡水与微咸水处理的

棉花全生育期内土壤平均含盐量得出,磁化淡水处理

的土壤平均含盐量均小于磁化微咸水处理。这是由

于微咸水中的盐分含量原本就高于淡水,因此通过灌

溉带入土壤的盐分较多。磁化强度对土壤含盐量的

影响显著,各磁化处理下的土壤平均含盐量表现为

3000Gs<2000Gs<5000Gs<1000Gs<0Gs。
与未磁化处理相比,磁化水灌溉处理下的土壤含盐量

有较大幅度的减少,这与王渌等[18]得出磁化水相对

CK处理能够有效促进土壤吸附性阳离子的转换,降
低Na+ 含量,提高盐分淋洗能力的试验结果一致。

磁化强度为3000Gs时棉花根区层0—40cm的土

壤含盐量变化较为稳定,且含盐量最低,脱盐效果

最为显著。这是由于灌溉水经磁化处理后,水的微观

分子结构发生了变化,水分缔合度和黏滞能力降低,
对盐分的淋洗能力增强。因此,利用磁化水灌溉能更

好淋洗土壤根区层的盐分,从而降低棉花生长发育

过程的盐分胁迫。

2.1.4 磁化水对棉花生育期土壤积盐量的影响 利

用盐分平衡公式计算得出的不同磁化强度处理淡水

及微咸水膜下滴灌的土壤积盐量。由表4可知,各磁

化淡水处理下0—100cm 土层呈脱盐现象,1000,

2000,3000,5000Gs处理的脱盐量分别为216.5,

262.9,784.1,164.9g,脱盐率分别为2.9%,9.7%,

28.2%,2.7%,其中3000Gs处理的土壤脱盐率明显

高于其他处理,而CK处理产生积盐,积盐量为355.9
g,积盐率为4.8%。磁化微咸水处理下0—100cm土

体呈现积盐现象,0,1000,2000,3000,5000Gs处

理积盐 量 分 别 为1522.2,1400.9,991.4,636.6,

1463.4g,积 盐 率 分 别 为31.0%,21.7%,33.9%,

23.0%,29.9%,其中3000Gs处理的土壤积盐量最

低,CK处理的土壤积盐率高于其他磁化处理。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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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得出,与淡水灌溉相比,微咸水灌溉更容易造成

盐分累积;磁化水处理相较于未磁化处理能够有效降

低土壤的盐分含量,提高水分的淋洗能力,减少盐分

对棉花生长的胁迫作用。

图4 磁化水灌溉处理棉花土壤盐分垂直分布

表4 磁化淡水和微咸水处理下单元土体盐量平衡

水质
磁化

强度/Gs

初始土壤

储盐量/g

最终土壤

储盐量/g

积盐量/

g
0 7473.58 7829.44 355.86

1000 7383.54 7167.01 -216.53
淡水 2000 2716.94 2454.09 -262.85

3000 2777.93 1993.81 -784.11

5000 6077.91 5913.03 -164.89

0 4914.01 6436.22 1522.21

1000 6448.71 7849.58 1400.87
微咸水 2000 2923.13 3914.50 991.38

4000 2751.31 3387.92 636.61

5000 4895.27 6358.69 1463.42

2.2 磁化水对棉花生长发育特性的影响

2.2.1 磁化水对棉花株高的影响 株高是棉花体内

生理生化反应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棉花生长发育特征

的一项重要营养指标,可以通过直接观察或测量来判

断棉花长势以及生长发育情况。有研究[19]表明,株
高大小能够影响棉花单株结铃数,进而影响棉花产

量。在全生育期内对棉花进行5次株高测量,于播种

后第103天进行打顶,打顶15天后进行复测。
由图5可知,淡水、微咸水磁化处理的棉花株高

随着播种天数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呈先增大后稳

定的趋势。0~45天棉花增长较为缓慢,0,1000,

2000,3000,5000Gs磁化淡水处理下增长率分别

为0.39,0.42,0.49,0.49,0.43cm/d;磁化微咸水处理

下增长率分别为0.39,0.5,0.56,0.57,0.52cm/d,说
明此阶段棉花自身生长发育较为缓慢,磁化强度对此

阶段棉花株高的影响不大。45~90天棉花处于蕾期

和花铃期,棉花耗水量较大,生长较为旺盛,株高呈线

性快速增长,各磁化处理间的差异逐渐增大。0,

1000,2000,3000,5000Gs磁化淡水处理下增长率

分别为0.83,0.9,0.96,1.08,0.94cm/d;0,1000,

2000,3000,5000Gs磁化微咸水处理下分别为0.7,

0.78,0.92,0.97,0.83cm/d,3000Gs处理下的棉花

株高增长较快。棉花进入盛铃期后,棉花生育生长较

为平缓,开始结铃,生殖生长占主导地位,又由于对棉

花进行了打顶,棉花株高维持在一定高度,趋于稳定。
此阶段各磁化淡水处理对棉花株高有更明显的影响,各
磁化淡水处理下株高分别为64,69.2,76,83,72,表现为

0Gs<1000Gs<5000Gs<2000Gs<3000Gs,各处

理差异均达显著水平(P<0.05);各磁化微咸水处理

下株高分别为56.7,66,76.9,80.2,69.5cm,整体表现

为0Gs<1000Gs<5000Gs<2000Gs<3000Gs,各
处理差异均达显著水平(P<0.05)。由此说明磁化水

灌溉能够影响棉花株高的日增长量,合适的磁化强度

能够优化调节棉花的营养生长。

2.2.2 磁化水对棉花茎粗的影响 茎粗是判断棉花

生长发育是否良好的另一项重要指标[20],一般情况

下,茎杆越粗壮代表着植物体内养分的储存与运输分

配能力越强,棉花生长越旺盛,单株结铃数越多,产量

越高。从播种后的第43天起测量棉花茎粗,从图6
可以看出,随着生育期的推移,棉花茎粗在播种后

40~100天内快速增长,100天后增长缓慢并趋于稳

定。40~100天内0,1000,2000,3000,5000Gs磁

化淡水 处 理 的 茎 粗 增 加 率 分 别 为0.066,0.089,

0.099,0.110,0.094cm/d,生育末期的棉花打顶后的

稳定茎粗分别为8.3,9.25,10.9,11.49,10.1cm,各处

理差异均达显著水平(P<0.05),各磁化处理的茎粗

大小表现为0Gs<1000Gs<5000Gs<2000Gs<
3000Gs,说明3000Gs磁化淡水处理下的棉花茎粗

增长最快且茎粗最大。40~100天内磁化微咸水处理的

棉花茎粗增加率分别为0.062,0.065,0.081,0.095,0.068
cm/d,生育末期最终茎粗分别为9.00,9.33,10.69,11.14,

10.00cm,各处理差异均达显著水平(P<0.05),各磁

化强度处理的茎粗大小表现为0Gs<1000Gs<
5000Gs<2000Gs<3000Gs,说明3000Gs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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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咸水处理下的棉花茎粗生长最优,且磁化处理的茎

粗明显大于未磁化处理。棉花茎粗的大小主要受棉

花自身营养的累积和植株体内水分含量影响,由此说

明磁化水灌溉处理能够提高根系土壤的持水性,降低

盐分胁迫作用,促进根系吸收水分及营养物质,进而

促进棉花茎杆生长。

图5 磁化水灌溉处理棉花株高随时间变化

图6 磁化水灌溉处理棉花茎粗随时间变化

2.2.3 磁化水对棉花生物量的影响 由图7可知,
在同一磁化强度处理下,棉花生殖器官和营养器官干

物质累积量随着生育时间的推进呈现先增长后略微

减少的趋势,盛铃期时总生物量达到最大值。棉花生

殖器官与营养器官干物质积累量的分配比随着生

育期的推进而逐渐加大,苗期至花期阶段,棉花生长

发育缓慢,总干物质量较小,棉花主要以营养器官生

长为主,其干物质量占总生物量比例远大于生殖器

官占总生物量的比例;花铃期至吐絮期阶段,棉花营

养器官生长缓慢,生殖器官生长占主导地位,其干物

质累积量逐渐增大并在盛铃期时超过营养器官干物

质累积量。
对比同一磁场处理下淡水处理与微咸水处理的

干物质累积量得出,0,1000,2000,3000,5000Gs
磁化淡水处理的干物质累积量较磁化微咸水处理分

别增大了18.0%,16.0%,10.3%,6.2%,14.5%。磁

化强度对棉花生育期的干物质累积量有显著影响,磁
化淡水、微咸水处理的棉花生殖器官和营养器官干物

质累积量相对于未磁化处理均有较大程度的增加,随
着磁化强度的增加,各生育期的干物质累积量均呈现

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各磁化处理下棉花干物质总量、
生殖器官与营养器官干物质整体表现为0Gs<1000
Gs<5000Gs<2000Gs<3000Gs,说明磁化强度

为3000Gs时有利于棉花营养生长及时向生殖生长

进行转换,进而提高了棉花产量,起到一定增产效果。

2.2.4 磁化水对棉花产量的影响 棉花的单株有效

结铃数、单株铃重是棉花产量的重要构成因素。由表

5和图8可知,磁化处理对棉花单株有效结铃数,单
铃重和籽棉产量的影响显著。随着磁化强度的增加,
棉花单株有效结铃数、单铃重和籽棉产量逐渐增大,
均在3000Gs处理下达到最大值,但磁化强度为5000
Gs时棉花产量及其构成要素有所减小。1000,2000,

3000,5000Gs磁化淡水处理的棉花产量较CK处

理分别增大了8.98%,21.26%,26.93%,16.58%;

1000,2000,3000,5000Gs磁化微咸水处理的棉

花产量较CK处理分别增大了12.4%,26.8%,31.4%,

17.9%。由此说明,在合适的磁场强度范围内,利用磁化

水灌溉可以促进棉花地上部生长,使得棉花单株有效结

铃数和单铃重增大,进而促进棉花产量的提高。
磁化淡水处理下的单株有效结铃数、单铃重与籽

棉产量均高于磁化微咸水处理,说明与磁化微咸水

灌溉相比,利用磁化淡水灌溉能够明显提高棉花

产量。通过对比2种水质下磁化处理对棉花增产的

影响得出,磁化微咸水处理的棉花增产率大于磁化

淡水处理,说明磁化微咸水处理对于棉花增产效果

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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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磁化水灌溉处理棉花生育期生物量变化

表5 磁化水处理对棉花产量构成的影响

水质 磁化强度/Gs

产量构成因素

单株有效

结铃数/个

单铃重/

g

籽棉产量/

(kg·667m-2)
增产率/

%
0 6.06±0.19d 5.53±0.18d 315.26±8.04e

1000 6.48±0.20c 5.63±0.21c 343.58±8.43d 8.98
淡水 2000 7.02±0.27b 6.11±0.17a 382.28±6.86b 21.25

3000 7.24±0.23a 6.11±0.19a 400.16±5.15a 26.92

5000 6.65±0.21c 5.80±0.15b 367.54±5.87c 16.58

0 5.95±0.18d 5.09±0.15d 297.73±7.59d

1000 6.34±0.15c 5.49±0.20c 334.66±5.52c 12.40
微咸水 2000 6.79±0.22b 5.80±0.17b 377.53±7.27a 26.80

3000 7.16±0.30a 6.13±0.18a 391.14±6.13a 31.37

5000 6.48±0.21c 5.60±0.15c 351.11±7.06b 17.93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同列数据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差异达P<0.05显著水平。

图8 磁化水处理下棉花产量与水分利用效率的关系

水分利用效率(WUE)是棉花生育期内水分吸收

利用并进行产量转化的重要参数,其定义为单位面积

作物产量与全生育期耗水量的比值。由图8可知,淡
水、微咸水不同磁化处理下,水分利用效率与棉花产

量呈正相关关系,棉花产量随着水分利用效率的增加

而增大。分析2种水质下不同磁化强度处理对水分

利用效率的影响得出,2种水质磁化处理的水分利用

效率均表现为0Gs<1000Gs<5000Gs<2000Gs<
3000Gs,各磁化处理的水分利用效率较CK处理均

有不同程度的增大,随着磁化强度的增加,水分利用

效率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1000,2000,3000,

5000Gs磁化淡水处理的水分利用效率较CK处理

分别 增 大 了 8.4%,17.3%,21%,12.9%;1000,

2000,3000,5000Gs磁化微咸水处理的水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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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较CK处理分别增大了8.8%,22.2%,24.2%,

14.1%。磁化微咸水处理下的水分利用系数的增长

幅度大于磁化淡水处理,说明利用磁化微咸水灌溉对

于提高水分利用效率的效果更明显。

3 结 论
(1)磁化水灌溉能够有效提高土壤含水量,淡水、

微咸水各磁化水灌溉处理的土壤含水量均高于CK
处理,具体表现为3000Gs>2000Gs>5000Gs>
1000Gs>0Gs,且磁化淡水处理的土壤含水量均大

于磁化微咸水处理,说明磁化水滴灌可以有效提高土

壤含水量,增强土壤持水性,保证棉花根系的充分吸

水,从而促进棉花的正常生长发育。0—100cm土层

内棉花全生育期内各磁化处理的耗水量均大于实际

灌水量。棉花苗期耗水量较小,随着生育期的延长,
棉花需水量增加,灌水量与灌水次数增加,耗水量在

棉花花铃期达到最大,在吐絮期逐渐减小。不同磁化强

度处理下的棉花耗水量表现为3000Gs>2000Gs>
5000Gs>1000Gs>0Gs。

(2)磁化水灌溉能够有效降低土壤含盐量,磁化

水灌溉处理的土壤含盐量均低于CK处理,各磁化水

处理下的土壤含盐量表现为3000Gs<2000Gs<
5000Gs<1000Gs<0Gs,且磁化淡水处理的土壤

含盐量均小于磁化微咸水处理,说明磁化水滴灌能更

好淋洗土壤根区层的盐分。磁化淡水处理下的土壤

脱盐效果明显,1000,2000,3000,5000Gs磁化处

理的脱盐率分别为2.9%,9.7%,28.2%,2.7%,3000
Gs处理的脱盐率最高;CK处理出现积盐,积盐率为

4.8%。磁化微咸水处理下土壤积盐效果明显,0,

1000,2000,3000,5000Gs处理的积盐率分别为

31.0%,21.7%,33.9%,23%,29.9%。
(3)磁化水滴灌处理的棉花株高、茎粗均高于

CK处理,各磁化处理的棉花株高、茎粗大小表现为

0Gs<1000Gs<5000Gs<2000Gs<3000Gs,

3000Gs磁化淡水处理下的棉花株高、茎粗最大且增

长速度最快。
(4)磁化水滴灌处理的棉花生物量、产量及水分

利用效率均高于CK处理,1000,2000,3000,5000
Gs磁化淡水处理的棉花产量较CK处理分别增大了

8.98%,21.26%,26.93%,16.58%;1000,2000,

3000,5000Gs磁化淡水处理的棉花产量较CK处

理分别增大了12.4%,26.8%,31.4%,17.9%,3000
Gs磁化处理下的棉花产量最高。在合理磁场强度范

围内,利用磁化水灌溉可以促进棉花地上部生长,使
得棉花生物量增大,产量提高。从棉花生长特征、产
量、水分利用效率等方面综合考虑,3000Gs为最佳

磁化强度处理。
磁化水灌溉能够明显影响土壤水盐分布及棉花

生长特性,然而磁化水技术处理具有一定局限性,并
不是磁场强度越大,效果越明显,在一定磁场强度范

围内,磁化水对土壤水盐运移及棉花生长发育起到促

进作用,超出磁场强度阈值而效果减弱。水的磁化机

理十分复杂,不同作物或品种、水质、磁化强度等因素

条件下的土壤水盐分布规律、作物增产效果等必将不

同。因此,在磁化水处理的后续研究中,需要扩大研

究范围,设置多种因素梯度,进一步深入研究磁化水

对作物的作用机制,探求最佳磁化技术参数,从而达

到作物高产高效的目的,促进磁化水技术在农业生产

上的广泛应用。

参考文献:

[1] 朱玉国,邹琴.新疆盐碱地高产植棉技术[J].新疆农垦科

技,2007(5):13-14.
[2] 薛彦东,杨培岭,任树梅,等.再生水灌溉对土壤主要盐

分离子的分布特征及盐碱化的影响[J].水土保持学报,

2012,26(2):234-240.
[3] 赵宣,韩霁昌,王欢元,等.盐渍土改良技术研究进展[J].

中国农学通报,2016,32(8):113-116.
[4] 王全九,张继红,门旗,等.磁化或电离化微咸水理化特

性试验[J].农业工程学报,2016,32(10):60-66.
[5] 和劲松,祁凡雨,裴洛伟,等.磁场处理对液态水缔合结

构影响的综合评价指标[J].农业工 程 学 报,2014,30
(21):293-300.

[6] 周胜,张瑞喜,褚贵新,等.磁化水在农业上的应用[J].农
业工程学报,2012,28(6):44-48.

[7] GhauriSA,AnsariMS.Increaseofwaterviscosityun-
dertheinfluenceofmagneticfield[J].JournalofAp-

pliedPhysics,2006,100(6):6459-6464.
[8] 王全九,许紫月,单鱼洋,等.磁化微咸水矿化度对土壤水盐

运移的影响[J].农业机械学报,2017,48(7):198-206.
[9] 郑德明,姜益娟,柳维扬,等.膜下滴灌磁化水对棉田土壤的

脱抑盐效果研究[J].土壤通报,2008,39(3):494-497.
[10] 卜东升,奉文贵,蔡利华,等.磁化水膜下滴灌对新疆棉

田土壤脱盐效果的影响[J].农业工程学报,2010,26(增
刊2):163-166.

[11] 彭海玉,邓政寰.磁处理水对水稻种子萌发的影响[J].
广东农业科学,1997(6):15-16.

[12] 陆茜,罗明,董楠,等.磁化水处理对棉花枯萎、黄萎病

菌的生物效应[J].新疆农业大学学报,2016,39(4):

286-291.
[13] 刘新永,田长彦.棉花膜下滴灌盐分动态及平衡研究

[J].水土保持学报,2005,19(6):82-85.
[14] 冯棣,张俊鹏,曹彩云,等.咸水畦灌条件下土壤水盐运

移规律[J].水土保持学报,2011,25(5):48-52.
(下转第357页)

243 水土保持学报     第33卷



tioninaneffluentirrigatedfield[J].Environmental

Pollution,2017,227:560-568.
[17] 辜娇峰,周航,杨文弢,等.复合改良剂对镉砷化学形态

及在水稻中累积转运的调控[J].土壤学报,2016,53
(6):1576-1585.

[18] 施培俊,王冠华,吴迪,等.几种有机、无机钝化剂对铜

污染土壤的钝化效果研究[J].环境工程,2016,34(6):

173-176.
[19] TangJ,ZhuW,KookanaR,etal.Characteristicsof

biocharanditsapplicationinremediationofcontamina-

tedsoil[J].JournalofBioscienceandBioengineering,

2013,116(6):653-659.
[20] 刘维涛,周启星.不同土壤改良剂及其组合对降低大白

菜镉和铅含量的作用[J].环境科学学报,2010,30(9):

1846-1853.
[21] 钟振宇,赵庆圆,陈灿,等.腐殖酸和含磷物质对模拟铅

污染农田土壤的钝化效应[J].环境化学,2018,37(6):

1327-1336.
[22] 宋琳琳,铁梅,张朝红,等.施用污泥对土壤重金属形态

分布和生物有效性的影响[J].应用生态学报,2012,23
(10):2701-2707.

[23] 韦小了,牟力,付天岭,等.不同钝化剂组合对水稻各部

位吸收积累Cd及产量的影响[J].土壤学报,2019,56
(4):863-894.

[24] 宋波,唐丽嵘.桂林市土壤和蔬菜镉含量调查及食用安全

性评估[J].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2012,28(3):238-242.
[25] 段桂兰,王芳,岑况,等.秸秆及生物炭添加对猪粪沼渣

施肥水稻重金属积累的影响[J].环境科学学报,2017,

37(11):4287-4295.
[26] 王丹,魏威,梁东丽,等.土壤铜、铬(Ⅵ)复合污染重金

属形态转化及其对生物有效性的影响[J].环境科学,

2011,32(10):3113-3120.

(上接第342页)
[15] NickolovZS,NikolayGoutevA,MatsuuraH.Hy-

drogenbondinginconcentratedaqueoussolutionsof1,

2-dimethoxyethane:Formationofwaterclusters[J].
JournalofPhysicalChemistry A,2001,105(48):

10884-10889.
[16] ChangKT,WengCI.Theeffectofanexternalmag-

neticfieldonthestructureofliquidwaterusingmolec-
ulardynamicssimulation[J].JournalofAppliedPhys-
ics,2006,100(4):43917-43920.

[17] 杨晓红.磁化水及在农业上应用的磁化机理分析[J].德
州学院学报,2003,19(6):42-45.

[18] 王渌,郭建曜,刘秀梅,等.磁化水灌溉对盐渍化土壤生

化性质的影响[J].核农学报,2018,32(1):150-156.
[19] 李春艳,张巨松,向雁玲,等.密度与氮肥对机采棉生长

特性及产量的影响[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8,41
(4):633-639.

[20] 韩秋成,任爱民,张玉娟,等.不同耕作方式对棉花生长

发育的影响[J].河北农业科学,2014,18(2):7-9.

(上接第348页)
[14] 国家林业局.LY/T1215-1999.森林土壤水分-物理性

质的测定[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1999:22-24.
[15] 鲁如坤.土壤农化分析方法[M].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

术出版社,2000:12,24,107,146-195.
[16] 高雪峰,韩国栋,张国刚.短花针茅荒漠草原土壤微生物群

落组成及结构[J].生态学报,2017,37(15):5129-5136.
[17] 赵爱花,杜晓军,臧婧,等.宝天曼落叶阔叶林土壤细菌

多样性[J].生物多样性,2015,23(5):649-657.
[18] 王昭艳,左长清,曹文洪,等.红壤丘陵区不同植被恢复

模式土壤理化性质相关分析[J].土壤学报,2011,48
(4):715-724.

[19] 李裕元,邵明安,陈洪松,等.水蚀风蚀交错带植被恢复

对土壤物理性质的影响[J].生态学报,2010,30(16):

4306-4316.

[20] 刘洋,侯占山,赵爽,等.太行山片麻岩山区造地边坡植

被恢复过程中植物多样性与土壤特性的演变[J].生态

学报,2018,38(15):5331-5339.
[21] 寇文伯,黄正云,张杰,等.鄱阳湖湖泊细菌群落组成及结

构:以松门山为例[J].生态学报,2015,35(23):7608-7614.
[22] 何苑皞,周国英,王圣洁,等.杉木人工林土壤真菌遗传

多样性[J].生态学报,2014,34(10):2725-2736.
[23] ChristinaW,HeikkiS.Doplantspeciesofdifferentre-

sourcequalitiesform dissimilarenergychannelsbelow-

ground[J].AppliedSoilEcology,2010,44(3):270-278.
[24] PascualJA,GarciaC,HernandezT,etal.Soilmicro-

bialactivityasabiomarkerofdegradationandremedia-
tionprocesses [J].SoilBiologyandBiochemistry,

2000,32(13):1877-1883.

753第5期      韦小了等:不同钝化剂组合对土壤铬铜赋存形态及在水稻中积累的影响


	20190549
	3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