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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中壤质潮土，土壤水分含量在 50%FMC～80%FMC 范围内，应用保水剂拌种可使小麦出苗率增加，

出苗期提前，麦苗抗旱性增强，地上部鲜、干重明显增加。田间小麦增产 4.49%～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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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水剂是一类高吸水性树脂，能吸收自身重量

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的水分，它在农业上的应用中很

重要的一项就是种子涂覆[1~3, 5]，保水剂的吸水保水

能力都较强，它吸收土壤中的水分后，能否顺利供

给种子萌发或作物生长所需，是一个令人们关注的

问题[4]，而土壤质地和水分含量无疑是影响保水剂

有效使用的重要因子，作者在中壤性潮土上设置不

同土壤水分含量的盆栽试验以及田间小区试验，以

探讨不同类型保水剂有效使用的土壤水分状况和对

小麦的增产作用，为保水剂在农业上的广泛使用提

供科学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盆栽试验 

 盆栽土取自河南省农科院潮土监测试验田，土

壤为中壤质，田间持水量为 27%，每盆装土 3.4kg，

每盆正中央放置一小管，小管底部用胶带纸密封，

管口略高于土面，管壁用细针有规则地扎上小孔，

浇水时将水浇在小管里，水通过管壁的小孔渗入盆

栽土中。装盆前土壤水分含量为 4%，装盆后根据不

同水分处理要求，浇水至所需量，然后盖上塑料膜，

水分在盆土中充分再分布，供试保水剂有 2 种类型，

分别记为 SAP1、SAP2，每种保水剂处理设 4 个水分

处理 : 50% 田间持水量记为 50%FMC ；类推

60%FMC；70%FMC；80%FMC；共 8 个处理。每

盆播种 20 粒，小麦品种为豫西 832，播种后 5～7

天，调查出苗率；播种后 40 日起，连续 10 日不浇

水，人为制造干旱症状后取各处理相同部位叶片测

定 Pro、MDA 含量、SOD 活性；播种后 60 天收获，

测定地上部干鲜重。游离 Pro 含量用酒精提取，茚

三酮反应，比色法测定[6]，MAD 含量用硫化巴比妥

-三氯乙酸反应，比色法测定，SOD 用氯化硝基四

氮唑蓝法测定[7]。 

1.2  田间小区试验 

设 4 个处理，CK，用 3 种保水剂拌小麦种，分

别记为 SAP1、SAP2、SAP3 处理，4 次重复，小区

面积 3m×4m，随机排列，播种时土壤水分含量为

17.6%。 

保水剂拌种方法：每 1g 保水剂兑蒸溜水 30～

60mL，然后加入适量粘着剂，充分拌搅均匀后，加

入 100g小麦种，充分搅拌混匀使小麦种均匀粘着保

水剂，然后摊开晾干，即可播种。 
 

2  结果与分析 
 

2.1 保水剂拌种对小麦出苗的影 

由表 1 可知, 应用保水剂拌种后,不同土壤水分

条件(50%FMC～80%FMC)下各处理出苗率均大于

对照;土壤水分含量在 60%～80%FMC 条件下, 小麦

出苗期明显提前; 土壤水分在 50%FMC 条件下, 播

种后 5～6 天各处理比 CK 出苗率明显增加, 在播种

后 7 天, 保水剂拌种处理与对照出苗率接近,且都达

不到 50%的出苗率; 说明保水剂拌种只有在土壤水

分适宜的范围内(60%FMC～80%FMC)才能较好地

发挥作用。 

2.2 保水剂拌种对麦苗抗旱性的影响 

脯氨酸含量（Pro）是植物抗旱性的重要生理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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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在干旱胁迫下，植物体内会发生 Pro 的累积，

由表 2 可知，在连续干旱条件下，SAP1、SAP2处理 

小麦叶片 Pro含量分别比对照降低 49.98%、51.95%；

植物在逆境胁迫下会产生 MDA，同时 SOD 酶活性

增强，表 2 中 SAP1、SAP2处理小麦叶片 MDA 含量、

SOD活力分别比对照下降 20.35%、16.19%、12.75%、

10.82%。可见应用保水剂拌种，提高了麦苗的抗旱

性，这可能是由于保水剂在根系附近吸持了一定量

的水分，在发生干旱时供给麦苗吸收利用，从而减

轻了干旱胁迫。 

2.3  保水剂拌种对麦苗干鲜重的影响 

由表 3 可知, 在 80%FMC 条件下, SAP 处理麦

苗地上部鲜重、 干重略高于 CK，而 CK 地上部水

分含量略高于 SAP 处理 ,但总体差异不大。在

70%FMC 水分条件下，SAP 处理麦苗比对照地上部

鲜重、干重分别增加 3.01～9.45%、0.52～6.99%；

在 60%FMC 水分条件下，SAP 处理比对照地上部鲜

重、干重分别增加 8.65%～16.19%、6.07%～13.72%；

在 50%FMC 水分条件下，SAP 处理地上部鲜重、干

重分别比 CK 增加 12.92%～15.86%、8.96%；在土

壤水分 50%～70%FMC 条件下，SAP 处理麦苗地上

部水分含量比对照均有所增加。 

2.4  保水剂拌种对田间小麦产量的影响 

由表 4 可知，SAP1、SAP2 处理双对照小区产

量增加 6.09%、5.13%，差异达到显著水平；SAP3

处理比对照增产 4.49%,差异不显著;SAP 各处理间

小麦产量差异不显著。从产量构成要素来看，SAP

处理的效穗数双对照均有增加，而穗粒数和干粒重

差异不明显，这可能是由于保水剂拌种后小麦出苗

率增加，同时增强麦苗抗旱性，前期分蘖数也有增

加，成熟后有效穗数增多，从而使小麦增产。 

 

3  结  论 
 
 在中壤质潮土土壤水分含量在 60%FMC～

80%FMC 范围内，应用保水剂拌种，小麦出苗率明

显增加，麦苗抗旱性增强，地上部鲜、干重明显增

加；在本试验条件下，土壤水分含量 60%FMC～

70%FMC 范围内，拌种效果最好。田间播种时土壤

水分含量 17.6%，应用保水剂拌种，使田间小麦增

产 4.49%～6.09%，增产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小麦出苗

率增加，成熟后有效穗数增多。 
 

表 1  保水剂拌种（盆栽试验）小麦出苗率调查结果 
 

出苗率 播种后 

天数 

土壤水 

分含量 SAP 1 SAP 2 CK 

5 

80%FMC 

70%FMC 

60%FMC 

50%FMC 

67.5% 

63.75% 

46.25% 

6.25% 

55% 

51.25% 

56.25% 

1.25% 

45% 

37.5% 

25% 

0 

6 

80%FMC 

70%FMC 

60%FMC 

50%FMC 

86.25% 

75% 

73.75% 

31.25% 

67.5% 

70% 

78.75% 

27.5% 

61.25% 

57.5% 

51.25% 

18.75% 

7 

80%FMC 

70%FMC 

60%FMC 

50%FMC 

91.25% 

77.5% 

83.75% 

43.75% 

77.5% 

78.75% 

85% 

45% 

73.75% 

72.5% 

71.25% 

43.75% 

    
   表 2  干旱条件下小麦叶片抗旱性指标测定结果 
 

处理 
Pro 含量 

（ìg/g FW） 

MDA 含量 

（nmol/g FW） 

SOD 活力 

（unit/g FW） 

SAP 1 111.70 24.85 929.50 

SAP 2 112.40 26.15 935.00 

CK 233.90 31.20 1048.50  

表 3  各处理麦苗地部鲜干重及水分含量 
 

处理 
地上部鲜重 

(g/pot) 

地上部干重 

(g/pot) 

地上部水分含量 

(%) 

SAP 1-80%FMC 

SAP 2-80%FMC 

CK-80%FMC 

23.78 

23.97 

23.76 

4.07 

4.00 

3.99 

82.88 

83.17 

83.21 

SAP 1-70%FMC 

SAP 2-70%FMC 

CK-70%FMC 

23.29 

21.92 

21.28 

4.13 

3.88 

3.86 

82.27 

82.30 

81.86 

SAP 1-60%FMC 

SAP 2-60%FMC 

CK-60%FMC 

23.47 

21.93 

20.20 

4.31 

4.02 

3.79 

81.64 

81.66 

81.24 

SAP 1-50%FMC 

SAP 2-50%FMC 

CK-50%FMC 

20.45 

19.93 

17.65 

3.65 

3.65 

3.35 

82.15 

81.69 

81.02  

表 4  小麦产量及其构成因素 
 

处理 
有效穗数 

(个/0.1m2) 

穗粒数 

（个/穗） 

千粒重 

（g） 

小区产量 

（kg/12m2）
备注 

SAP 1 

SAP 2 

SAP 3 

CK 

26.45 

26.40 

26.60 

25.40 

28.45 

28.25 

27.85 

27.95 

38.48 

38.49 

38.47 

38.48 

3.31a 

3.28a 

3.26ab 

3.12b 

LSD0.05=0.154 

F=4.18* 

F0.05(3.9)=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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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QUO OF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CD CONTAMINATION 

OF FARML AND IN THE VICINITY OF DAYE SMEL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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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vestigation of Cd contents in soils south to the Daye Smeltery revealed that farmland in that region 

was seriously contaminated with Cd. The Cd content of the paddy fields there was 51.5 mgCd/kg on average, with the 

highest reaching 99.5mgCd/kg and Pi above 3,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paddy fields were seriously contaminated. 

Besides, causes of such a high contamination were investigated and on such a basis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th in the 

paper for control of the cont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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