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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索滴灌施用型盐碱地土壤改良剂对北疆盐碱地棉花产量的影响，2015年在玛纳斯新湖农场开展了增

施盐碱地土壤改良剂田间试验。结果表明：盐碱地改良剂随着用量增加对棉花具有显著的增产作用(P < 
0.05)，高、中、低用量分别较对照增产25%、19%和14%。然而，其对棉花生育期内叶绿素及叶面积

均无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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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drip irrigation saline soil amendment on cotton yield in Northern 
Xinjiang, a field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in Manas Xinhu farm in 2015.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dosage of saline alkali soil amendment, the yield of cotton increased 
by 25%, 19% and 14% respectively. However, it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chlorophyll and leaf 
area in cotton growth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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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盐渍化土壤在全世界广为分布，土壤的盐渍化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1] [2]。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

除绝大多数山地和沙漠区外，其他地区几乎均有盐渍化土地分布，是我国盐渍土分布面积最大、类型最

全、范围最广的地区。据统计，新疆盐碱土面积占全国盐碱土总面积的 22.01% [3]，受不同程度盐渍危

害耕地约 200 万公顷，几乎占到新疆耕地总面积的 40% [4]。土地盐碱化严重抑制了作物的生长和产量，

导致整体种植管理成本增加、产量品质下降、效益降低，进而导致撂荒地出现。土地盐碱化已经成为新

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限制条件，采用土壤改良剂具有改良土壤，中和土壤酸碱性，加速土壤中有机

质分解、促进土壤团粒的形成，提高土壤肥力等作用[5]。黄腐酸是一种分子量低、功能团密集、具有较

强生理活性的一种可溶于水的腐植酸物质[6]。在新疆北疆盐碱地区域，黄腐酸液体肥已广泛应用，从而

改善了土壤、减少病害，实现增产增收，并且在荒地尝试开展了有机农业，得到种植户的认可[7]。近年

来关于黄腐酸液体肥对盐碱土的改良研究较少，为验证黄腐酸在盐碱治理、提高土地生产力、提高产量

方面的效果，2015 年在盐碱地较重的新疆玛纳斯县新湖农场开展盐碱地土壤改良剂试验，探索滴灌施用

型盐碱地土壤改良剂对北疆玛纳斯县盐碱地棉花的应用效果，为其在今后大面积推广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区概况 

试验于 2015 年 4 月~11 月在玛纳斯县新湖农场 3 场 4 连。该地区位于天山山系北坡中段，准噶尔盆

地西南缘，处于典型灰漠土地带，属中温带大陆性干旱、半干旱气候区，蒸发量大于降水量。冬季长而

严寒，夏季短而酷热，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气温 7.2℃，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 24.4℃，最冷月(一月)平
均气温零下 18.4℃，极端最高气温 39.6℃，极端最低气温零下 37.4℃。年均日照数 2886 小时，无霜期

135~170 天。试验区盐碱土类型为残余盐土，地下水位在 3 m 以下。 

2.2. 试验设计 

本试验为增施改良剂试验，即在原有大田农作物水肥、化控等农业生产措施不变的前提下，增施本

盐碱地土壤改良剂。试验作物为棉花(早熟 710)。试验设 4 个处理分别为：CK (即不施改良剂)、10 kg/亩
(即每亩施用改良剂 10 kg)、20 kg/亩、30 kg/亩。灌溉方式均为膜下滴灌，膜宽为 125 cm，棉花采用机采

棉模式、即(10 + 66 + 10 + 70) cm。改良剂施用方法：第一次滴水时将改良剂加入施肥罐混匀施入。每个

试验处理面积 1 亩地，试验区总面积 4 亩。 

2.3. 测定项目及方法 

2.3.1. 棉花产量的测定 
吐絮期，实测小区棉花株数及铃数，按棉株下、中、上部位分别采 50 朵完全吐絮棉花测定单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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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产量。棉花亩产量计算公式为：产量 = 亩株数 × 铃数 × 单铃重。 

2.3.2. 叶绿素含量测定 
叶绿素相对含量(SPAD 值)采用 SPDA-502 叶绿素含量测定仪测定。 

2.3.3. 叶面积的测定 
在选定棉花中选择不为相同、长势均匀且具有代表性的叶片，分别量取其叶长和叶宽。叶面积采用

叶片长宽乘积再乘以系数 0.75 [8]。 

2.3.4. 数据处理与计算 
使用 Excel 2007 和 SAS 9.1 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LSD 法对数据进行多重比较。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处理对棉花铃数、单铃重及产量的影响 

Table 1. Boll number, boll weight and yield of cotton 
表 1. 棉花铃数、单铃重及产量 

处理 铃数(个/mu) 单铃重(g) 产量(kg/mu) 增产率% 

CK 84667±0.01b 4.46±0.01D 378±15C - 

低量 93484±0.01ab 4.62±0.01C 432±17B 14% 

中量 92755±0.01a 4.98±0.01B 461±7AB 19% 

高量 97418±0.01a 5.06±0.01A 492±21A 25% 

注：表中数值为平均值 + 标准差；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在 0.05 水平上差异显著。下同。 
Note: The values in the table are average + standard deviations, and the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0.05 
level, the same as below. 
 

由不同处理棉花产量差异表 1 可以得出，施用盐碱地土壤改良剂后，棉花产量得到了极显著提升，

并随改良剂施用量的增加、棉花产量呈极显著增加趋势；改良剂高、中、低用量分别较 CK 增产 14%、

19%和 25%。黄腐酸液体肥显著的增加了棉花得单铃重，其中 CK 处理棉花单铃重是最小的，这也是棉

花增产的主要原因。同时，中、高量改良剂处理对棉花铃数增加较为显著。 

3.2. 不同处理对棉花叶绿素 SPAD 值的影响 

Table 2. SPAD values of cotton leaves 
表 2. 棉花叶片 SPAD 值 

处理 2015/7/22 2015/8/27 

CK 59 ± 2a 58 ± 1a 

低量 51 ± 7a 55 ± 3a 

中量 63 ± 2a 62 ± 2a 

高量 63 ± 3a 58 ± 2a 

 
由不同处理及不同时期棉花叶绿素 SPAD 值差异表 2 可以得出，不同时期及不同处理对棉花叶绿素

SPAD 值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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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不同处理对棉花叶面积的影响 

Table 3. Cotton leaf area (cm2) 
表 3. 棉花叶面积(cm2) 

处理 2015/7/22 2015/8/27 

CK 201 ± 7a 209 ± 16a 

低量 181 ± 18a 200 ± 18a 

中量 201 ± 11a 220 ± 6a 

高量 210 ± 23a 244 ± 5a 

 
由不同处理及不同时期棉花叶面积差异表 3 可以得出，不同时期不同处理对棉花叶面积无显著差异。 

4. 讨论 

4.1. 黄腐酸液体肥对棉花产量的影响 

陈燕芳等[9]，选用黄腐酸复混剂新型土壤肥料“排减沣”进行了田间试验，结果表明，黄腐酸混配

剂能有效提高提高南瓜、小麦和花芸豆的产量。邓小华等[10]在大田种植烤烟，结果表明，施用改良剂能

够提高烤烟产量。简盛义等[11]通过大田试验，分析不同土壤改良剂对烤烟生长及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

施用土壤改良剂能显著提高烟叶的产量。上述研究结果与本研究结论一致。 

4.2. 黄腐酸液体肥对叶绿素 SPAD 值的影响 

冯国艺等[12]，探讨了不同土壤改良剂对盐碱地棉花苗期光合特性及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增施土

壤改良剂与无任何改良措施的对照(CK)相比，增加了叶片叶绿素含量。王明华[8]试验表明：经改良剂改

良后，叶绿素含量有所提高。田侠等[13]采用盆栽试验研究了施用菌剂(2 g/kg 土)、腐植酸钾(2 g/kg 土)
对干旱胁迫下青稞幼苗形态及生理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腐植酸钾和菌剂均能有效提高叶绿素含量。

而本研究结论表明，增施土壤改良剂对棉花叶绿素 SPAD 值无显著差异。本研究与前人研究结论均不同，

可能与改良剂的施用方式及施用类型有关。 

4.3. 黄腐酸液体肥对叶面积的影响 

王明华[8]分析改良剂对玉米苗期的生长发育和生理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施用石膏和粉煤灰后，

玉米各时期株高和叶面积显著增加。邓小华等[9]试验证明施用酸性土壤调理剂叶面积显著提高。田侠等

[13]通过盆栽试验证明了：腐植酸钾和菌剂均能有效提高青稞幼苗叶面积。简盛义等[10]通过大田试验，

分析不同土壤改良剂对烤烟生长及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施用土壤改良剂能显著提高烟叶的叶面积。

本研究结论表明，增施土壤改良剂对棉花叶面积无显著差异。这是由于棉花到成熟期后生长趋缓，叶面

积与 CK 差异不显著。 

5. 结论 

盐碱地改良剂随着用量增加对棉花具有显著的增产作用，黄腐酸液体肥的高、中、低三组用量分别

较对照组增产 25%、19%和 14%。然而，其对棉花生育期内叶绿素及叶面积均无显著影响。 
可见，在该区域采用盐碱地改良剂，改良土壤盐碱效果明显，具有很好的适应性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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