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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揭示节水灌溉水稻叶片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及水分高效利用机制，设置控制灌溉（控灌）和淹水灌

溉（淹灌）２种灌溉方式开展田间试验，研究节水灌溉水稻叶片水分利用效率与气孔调节以及相关环境因素的关

系，建立叶片水分利用效率的回归方程，并对影响因素进行通径分析。结果表明，水稻叶片蒸腾速率（Ｔｒ）、光合速

率（Ｐｎ）和叶片水分利用效率（ＬＷＵＥ）与气孔导度（Ｇｓ）呈良好的二次曲线关系，控灌水稻通过较低的气孔开度便可

获得较优的叶片水分利用效率。叶片水分利用效率（ＬＷＵＥ）与空气温度（Ｔａ）、叶片温度（Ｔｌ）、叶气温差（ΔＴ）、空

气 ＣＯ２浓度（Ｃａ）和光合有效辐射量（Ｐａｒ）等环境因素呈二次曲线关系，与胞间 ＣＯ２浓度（Ｃｉ）呈负相关关系，与土壤

含水率（θ）呈正相关关系，与相对湿度（Ｒｈ）呈指数关系。由 Ｔａ、Ｔｌ、ΔＴ组成的“温度因子”对水稻叶片水分利用效

率的贡献率达 ３９１９％，而由 Ｃａ和 Ｃｉ组成的“ＣＯ２浓度因子”的贡献率为２２９４％，由 Ｒｈ和 θ组成的“水分因子”的贡

献率为 １７８１％，由 Ｐａｒ组成的“光照因子”贡献率为 ９０１％。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叶片水分利用效率回归方程，并

对各影响因素进行通径分析，对于控制灌溉稻田来说，影响叶片水分利用效率的主要因素不是光合有效辐射量、气

孔导度和土壤含水率等，而是胞间 ＣＯ２浓度、叶片温度和相对湿度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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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作为节水农业的最终目标，作物水分利用效率

是实现高效用水的中心和潜力所在。研究表明，干

旱胁迫对禾谷类作物生理功能的影响顺序依次为：

细胞扩张、气孔运动、蒸腾作用、光合作用和光合产

物的运输与分配，这为田间水分的高效利用提供了

理论依据
［１－３］

。叶片水平上水分利用效率的研究可

以揭示植物内在的耗水机制，为植物的合理供水提

供科学依据，这对缺水的干旱、半干旱地区作物生长

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叶片水平上水分利用效率的研

究已经成为国内外农业和生物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之一
［４］
。

王建林等
［５］
研究了玉米、大豆、高粱等作物叶

片水分利用效率在光强和 ＣＯ２浓度共同作用下的响

应关系，隋媛媛等
［６］
研究了杨树叶片的水分利用效

率与荧光光谱的数学模型，来反演植物的叶片的水

分利用效率情况，以了解植物的生长状况。有关叶

片水平上水分利用效率相关研究多涉及到旱作物，

而作为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的相关研究却较少。节水

灌溉条件下，利用多指标进行精量控制灌溉决策时，

气象环境、土壤水分和作物生理特性等因素在指示

作物干旱程度时，其所占比重和敏感性是有区别的。

传统的认识是土壤水分是基础，而气象条件是随机

变化的，作物自身对干旱的反应，应该是最敏感的最

直接的
［７］
。以往的研究多关于水分胁迫与各生理

指标之间的单个关系分析
［８－９］

，但是，由于农田作

物生长条件和环境的复杂性，对于各类影响因素重

要程度和敏感性的相关研究不足。为此，本文以水

稻为研究对象开展田间节水灌溉试验，以水稻叶片

水分利用效率最优为目标，分析作物生理、气象环境

等相关指标之间的关系，建立叶片水平上水分利用

效率影响因素的回归方程，并对各影响因素进行通

径分析，探求各影响因素对叶片水分利用效率的不

同影响程度，以期为节水灌溉稻田管理决策提供

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区概况
试验区位于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昆山试验研究基地（北纬 ３１°１５′１５″、东经
１２０°５７′４３″），为太湖流域水网地区，亚热带南部季
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１５５℃，年降水量 １０９７１ｍｍ，
年蒸发量 １３６５９ｍｍ，年日照时数 ２０８５９ｈ，年平
均相对湿度 ８３％，年均无霜期 ２３４ｄ。当地习惯稻
麦轮作，土壤为潴育型黄泥土，耕层土壤为重壤土，

容重为 １３０ｇ／ｃｍ３，ｐＨ 值为 ７４，土壤 有机碳
３０３ｇ／ｋｇ，全氮 １７９ｇ／ｋｇ，全磷 １４ｇ／ｋｇ，全钾
２０８６ｇ／ｋｇ（均为质量比）。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设置２个处理，每个处理设３次重复，共６个
小区，随机区组排列。小区面积２４ｍ２（６ｍ×４ｍ），小
区与小区之间留 １ｍ隔离带，并且沿小区周围垂直
铺设塑料薄膜，以减少小区和小区间的相互影响。

处理１为淹水灌溉（简称淹灌），即除分蘖后期适当
排水晒田和黄熟期自然落干以外，其余阶段均建立

３～５ｃｍ水层。处理 ２采用控制灌溉（简称控灌），
除返青期田面保持５～２５ｍｍ浅薄水层和黄熟期自
然落干以外，其它各生育阶段灌水后均不建立水层，

以根层土壤水分为控制指标，灌水上限为饱和含水

率，分蘖前期、中期、后期，拔节孕穗前期、后期，抽穗

开花期以及乳熟期土壤含水率下限分别取饱和含水

率的 ７０％、６５％、６０％、７０％、７５％、８０％和 ７０％，根
层观测深度为分蘖期 ０～２０ｃｍ、拔节孕穗期０～
３０ｃｍ、抽穗开花期和乳熟期 ０～４０ｃｍ［１０］。２０１３年
试验水稻品种为早熟晚粳型 ９９９８ ３，采用宽窄行
的栽培技术，行距分别为 ３５ｃｍ和 １８ｃｍ，株距
１６ｃｍ，每穴定３苗，于６月２８日移栽，１０月２５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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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生育期为 １１９ｄ。２０１４年试验水稻品种和栽培
模式与２０１３年相同，于 ６月 ２７日移栽，１０月 ２７日
收割，生育期为１２２ｄ。采用的施肥方式为实地氮肥
管理（简称 ＳＳＮＭ），ＳＳＮＭ以叶绿素相对含量（ＳＰＡＤ
值）作为控制指标，对作物肥料进行实时调整

［１１］
，在

水稻移栽前２ｄ施用基肥，移栽后 ７、４３ｄ分别施蘖
肥和穗肥，施肥量（折合成纯氮）分别为 １０４９８、
４６７８、７１７３ｋｇ／ｈｍ２，共２２３４９ｋｇ／ｈｍ２。

１３　观测内容及方法
控灌水稻试验小区内，在０～２０ｃｍ、１０～３０ｃｍ、

２０～４０ｃｍ土层预埋ＴＤＲ探头，利用Ｔｒｅａｓｅ系统（美
国 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公司）于每天 ０８：００观测不同土层
土壤含水率，确定是否需要灌水。

采用 ＬＣｐｒｏ＋便携式光合测定系统测定水稻净
光合速率（Ｐｎ）、蒸腾速率（Ｔｒ）、气孔导度（Ｇｓ）、光合

有效辐射量（Ｐａｒ）、空气温度（Ｔａ）、叶片温度（Ｔｌ）、

叶气温差（ΔＴ）、大气 ＣＯ２浓度（Ｃａ）、胞间 ＣＯ２浓度

图 １　叶片气孔导度对蒸腾速率、光合速率和叶片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２０１３年）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ｔｏｍａｔａｌ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ｏｎ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ｒａｔｅａｎｄｌｅａｆ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２０１３）

（Ｃｉ）和空气相对湿度（Ｒｈ）等指标。在水稻返青期
以后的各个生育期，选取不同生育阶段水分亏缺、复

水或者施肥之后的典型日，选择晴好天气于０８：００—
１８：００每隔 ２ｈ测定代表性植株功能叶片。叶片水
分利用效率（ＬＷＵＥ）用叶片通过蒸腾消耗一定量的
Ｈ２Ｏ所同化的 ＣＯ２量来表示，计算公式

［１２］
为

ＬＷＵＥ＝Ｐｎ／Ｔｒ
方差分析和显著性检验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完成，

图表绘制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完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叶片水分利用效率影响因素
２１１　气孔调节与叶片水分利用效率的关系

气孔是植物与环境进行气体交换的重要通道，

调节和控制着水分和 ＣＯ２的进出，直接影响着植物
的蒸腾和光合作用，因而气孔的状态势必会影响叶

片水分利用效率。节水灌溉条件下，水稻叶片蒸腾

速率（Ｔｒ）、光合速率（Ｐｎ）和叶片水分利用效率

（ＬＷＵＥ）与气孔导度（Ｇｓ）均呈现良好的二次曲线关

系（图 １、图 ２、表 １）。在叶片 Ｇｓ较小的阶段，Ｔｒ、Ｐｎ
和 ＬＷＵＥ均随 Ｇｓ的增加而增加，当 Ｇｓ达到一定值之

后，Ｇｓ增加反而会导致 Ｔｒ、Ｐｎ和 ＬＷＵＥ不同程度下
降，可见过高或过低的气孔导度均不利于水稻叶片

尺度的水分高效利用。如表 １所示，２０１３年控灌处
理下水稻叶片水分利用效率达到峰值时对应的气孔

导 度 为 ０５８ｍｏｌ／（ｍ２·ｓ），低 于 淹 灌 处 理 的

０６９ｍｏｌ／（ｍ２·ｓ）；２０１４年的试验也发现，控灌处理
下水稻叶片水分利用效率达到峰值时对应的气孔导

度 为 ０５４ｍｏｌ／（ｍ２·ｓ），也 低 于 淹 灌 处 理 的

０５９ｍｏｌ／（ｍ２·ｓ）。可见控制灌溉条件下，水稻通过
较低的气孔导度便可获得较优的叶片水分利用

效率。

２１２　影响叶片水分利用效率的环境因素
叶片水分利用效率（ＬＷＵＥ）不仅受作物生理特

性的影响，同时也受气象环境因素的影响，包括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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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叶片气孔导度对蒸腾速率、光合速率和叶片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２０１４年）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ｔｏｍａｔａｌ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ｏｎ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ｒａｔｅａｎｄｌｅａｆ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２０１４）
　

表 １　叶片气孔导度与蒸腾速率、光合速率和叶片水分利用效率的关系

Ｔａｂ．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ｏｍａｔａｌ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ｒａｔｅａｎｄｌｅａｆ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年份 处理 拟合方程 Ｒ２ Ｆ Ｐ 峰值

Ｔｒ＝－１１８１１Ｇ
２
ｓ＋２０４９１Ｇｓ＋００１３７ ０６８ １７９６６ ＜００１ ０８５

控灌 Ｐｎ＝－２７３０７Ｇ
２
ｓ＋４９３１７Ｇｓ－１３５４３ ０６８ １８４０２ ＜００１ ０９０

２０１３
ＬＷＵＥ＝－６４７３３Ｇ２ｓ＋７５２１１Ｇｓ＋０４８９６ ０２６ ３０１３ ＜００１ ０５８

Ｔｒ＝－１４５１８Ｇ
２
ｓ＋２２２６８Ｇｓ－０１１１３ ０５５ １２８１５ ＜００１ ０８７

淹灌 Ｐｎ＝－２５８４５Ｇ
２
ｓ＋４８７８２Ｇｓ－１９１７１ ０７１ ２１１１４ ＜００１ ０９４

ＬＷＵＥ＝－６０７０５Ｇ２ｓ＋８０５１１Ｇｓ＋００１３９ ０３６ ７６８０ ＜００１ ０６９

Ｔｒ＝－１８１０６Ｇ
２
ｓ＋２４２９９Ｇｓ－０３３５ ０６５ １５８００ ＜００１ ０６７

控灌 Ｐｎ＝－４０１１６Ｇ
２
ｓ＋５８４１６Ｇｓ－１７９６ ０７２ ２２６３８ ＜００１ ０７３

２０１４
ＬＷＵＥ＝－８０５Ｇ２ｓ＋８６１３Ｇｓ＋０５９５ ０２７ ３２１７ ＜００１ ０５４

Ｔｒ＝－１３１Ｇ
２
ｓ＋２１４２６Ｇｓ－００６６ ０６９ １８８３４ ＜００１ ０８２

淹灌 Ｐｎ＝－３２２７３Ｇ
２
ｓ＋５４２６４Ｇｓ－２３２３ ０７３ ２３２７０ ＜００１ ０８４

ＬＷＵＥ＝－９４７４Ｇ２ｓ＋１０４２２Ｇｓ－０１２６ ０４０ ８５０８ ＜００１ ０５９

有效辐射量（Ｐａｒ）、气温（Ｔａ）、叶片温度（Ｔｌ）、叶气
温差（ΔＴ）、大气 ＣＯ２浓度（Ｃａ）、胞间 ＣＯ２浓度（Ｃｉ）、
空气相对湿度（Ｒｈ）和土壤含水率（θ）等。由于
２０１３年水稻生育期试验区的降水偏多，控灌稻田土
壤含水率在部分生育期未达到灌水下限阈值，导致

水分亏缺对水稻的影响并不明显，因此选择 ２０１４年
叶片水分利用效率较优的控灌试验处理，分析水稻

ＬＷＵＥ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并确定高效 ＬＷＵＥ
范围。

采用因子分析法（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进行分析，输
出相关系数矩阵、规格化特征向量矩阵、特征值及所

占百分率和累积百分率、主因子数、因子载荷矩阵等

（限于篇幅，未给出详细过程）。由相关系数矩阵

（表２）看出，自变量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多
数自变量之间均达到显著相关，而因子分析正好能

解决变量间的相关性，实现降维。观察特征值及方

差累积百分率，确定提取因子特征值大于 ０９，主因
子数 Ｍ＝４，４个主因子累积方差百分率（累积贡献
率）达到８８９５％，得到相应的因子载荷矩阵，观察
同一因子不同载荷的变量进行排序。第１个主因子
主要由 Ｔａ、Ｔｌ和 ΔＴ决定，归类为温度因子；第 ２个
主因子由 Ｃｉ和 Ｃａ决定，归类为 ＣＯ２浓度因子；第 ３
个主因子由 Ｒｈ和 θ决定，归类为水分因子；第 ４个
主因子由 Ｐａｒ决定，归类为光照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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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叶片水分利用效率与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矩阵

Ｔａｂ．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ｌｅａｆ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ｉｍｐａｃｔｆａｃｔｏｒｓ

指标 ＬＷＵＥ Ｐａｒ Ｔａ Ｔｌ ΔＴ Ｃｉ Ｃａ Ｒｈ θ Ｇｓ

ＬＷＵＥ １ ００６１ －０５８４ －０５３０ ００７７ －０２９９ ００４ ０５６９ ０２２５ ００６５

Ｐａｒ ００６１ １ ０３４３ ０４８４ ０９６９ －０６３２ －０４３６ －０２１３ ００２４ ０３７２

Ｔａ －０５８４ ０３４３ １ ０９８７ ０３３１ －０３７４ －００９９ －０３９９ －０６１２ ０２５６

Ｔｌ －０５３０ ０４８４ ０９８７ １ ０４７８ －０４５５ －０１６２ －０４０３ －０５７１ ０３０２

ΔＴ ００７７ ０９６９ ０３３１ ０４７８ １ －０６２４ －０４１０ －０１８３ －０００７ ０３７２

Ｃｉ －０２９９ －０６３２ －０３７４ －０４５５ －０６２４ １ ０４６８ ０３０６ ００８２ －０００３

Ｃａ ００４ －０４３６ －００９９ －０１６２ －０４１０ ０４６８ １ ０４００ －０３１３ －００１９

Ｒｈ ０５６９ －０２１３ －０３９９ －０４０３ －０１８３ ０３０６ ０４００ １ －０２２９ ０２３４

θ ０２２５ ００２４ －０６１２ －０５７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８２ －０３１３ －０２２９ １ －０２６８

Ｇｓ ００６５ ０３７２ ０２５６ ０３０２ ０３７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９ ０２３４ －０２６８ １

　　注：表示在 Ｐ＜００１水平显著相关，表示在 Ｐ＜００５水平显著相关。

　　（１）温度因子
第１主因子主要由 Ｔａ、Ｔｌ和 ΔＴ决定，其贡献率

为３９１９％，体现为“温度因子”。叶片水分利用效
率与空气温度、叶片温度和叶气温差呈现一定的二

次曲线关系（图 ３）。可以看出，维持较高的叶片水

分利用效率的空气温度范围为 ２６～３３℃，叶片温度
范围为２８～３６℃，叶气温差范围为 ０８～２０℃。过
高或过低的空气温度、叶片温度和叶气温差均会导

致叶片水分利用效率的降低。

图 ３　温度因子对叶片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ｌｅａｆ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图 ４　ＣＯ２浓度因子对叶片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ｌｅａｆ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２）ＣＯ２浓度因子
第 ２个主因子由 Ｃａ和 Ｃｉ决定，其贡献率为

２２９４％，体现为“ＣＯ２浓度因子”。其中叶片水分
利用效率与空气 ＣＯ２浓度呈现先升后降的关系
（图 ４），当空气 ＣＯ２浓度超过 ３８０μｍｏｌ／ｍｏｌ后出
现降低，维持高效水分利用效率的空气 ＣＯ２浓度范
围在 ３７０～３９０μｍｏｌ／ｍｏｌ之间。叶片水分利用效

率与胞间 ＣＯ２浓度呈现负相关（图 ４），维持高效水
分利 用 效 率 的 胞 间 ＣＯ２浓 度 范 围 在 １８０～
３００μｍｏｌ／ｍｏｌ之间。当光合作用对胞间 ＣＯ２浓度
的消耗速率低于 ＣＯ２进入胞间的速率，胞间 ＣＯ２浓
度出现上升，因此胞间 ＣＯ２浓度的升高往往伴随着
光合速率的下降，从而导致叶片水分利用效率的

降低
［１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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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水分因子
第３个主因子由 Ｒｈ和 θ决定，其贡献率为

１７８１％，归类为“水分因子”。叶片水分利用效率与
空气相对湿度呈现良好的指数关系（图 ５）。值得注
意的是，叶片水分利用效率低于１μｍｏｌ／ｍｍｏｌ的部分
数据反而对应着较高的空气相对湿度（５０％ ～６０％），
这些数据多是在多云天气或者傍晚 １８：００左右测量
所得，此时较高的空气相对湿度伴随着较低的光合有

效辐射量，光合速率的下降导致了较低的叶片水分利

用效率。对比土壤含水率变化对叶片水分利用效率

的影响关系发现（图４），总体上两者呈现一定的正相
关关系，尤其是在土壤含水率为４２５％ ～４７５％时尤
为明显，但是当土壤含水率下降至 ３７５％附近时，叶
片水分利用效率高达２～３μｍｏｌ／ｍｍｏｌ，这主要是由于
水分亏缺下节水灌溉水稻抑制作物蒸腾速率的同时

仍能保持较高的光合速率所致。

图 ５　水分因子对叶片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ｌｅａｆ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４）光照因子
第４个主因子主要由 Ｐａｒ决定，其贡献率为

９０１％，体现为“光照因子”。随着光合有效辐射量
的增加，叶片水分利用效率呈现先增后降的变化趋

势（图６），这是由于太阳辐射增强，光合作用加强，
蒸腾加剧，当作物达到光饱和点后光合速率反而降

低所引起的。可以看出，维持较高的叶片水分利用效

率的光合有效辐射量范围为５００～１２００μｍｏｌ／（ｍ２·ｓ），
过高或过低均会导致叶片水分利用效率的降低。

图 ６　光合有效辐射量对叶片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ｎ

ｌｅａｆ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２２　作物生理和环境因素对叶片水分利用效率的
通径分析

综合以上因素分析可知，叶片水分利用效率的

变化是作物生理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些因素是多重相关、互为消长的。采用传统多元

回归分析中的最小二乘法建模会失去效应。　本文采

用通径分析（Ｐａｔｈ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方法［１４］
建立叶片水分利

用效率的回归方程并分析各影响因素的重要性。

２２１　回归方程的建立及检验
对试验资料进行正态性检验，资料数据满足正

态性或近似正态性分布，回归和通径分析的结论可

靠。用变量 Ｆ显著性概率作为评判标准检验，评判
进入值的标准值为 ００５，评判剔除值的标准值为
０１０，对叶片水分利用效率与各影响因素进行逐步
回归分析，剔除对叶片水分利用效率没有显著效应

的影响因素，最终确定胞间 ＣＯ２浓度（Ｘ１）、相对湿
度（Ｘ２）、叶片温度（Ｘ３）、气孔导度（Ｘ４）、土壤含水
率（Ｘ５）、空气 ＣＯ２浓度（Ｘ６）和光合有效辐射量（Ｘ７）
７个因子为自变量，建立叶片水分利用效率（Ｙ）在各
因素上的回归方程为

Ｙ＝１１１２－００２２Ｘ１＋００５７Ｘ２－０１２２Ｘ３＋
１１５８Ｘ４＋００４Ｘ５＋００１８Ｘ６＋００００３Ｘ７ （２）
方程检验达极显著水平 （Ｆ＝２７１９５，Ｐ＜

００１），各偏回归系数检验均达极显著水平（Ｐ＜
００１），模型决定系数 Ｒ２达 ０９３３，表明因变量变异
中 ９３３％可由线性回归方程来解释，误差仅占
６７％，回归效果良好，进行下一步叶片水分利用效
率关于相关因子的通径分析是有意义的。

２２２　叶片水分利用效率的通径分析
根据确定的７个自变量 Ｘ１、Ｘ２、Ｘ３、Ｘ４、Ｘ５、Ｘ６和

Ｘ７，对因变量 Ｙ进行通径分析。所用统计指标包括
指标间相关系数 ｒＹｉ、通径系数 ＰＹｉ、决定系数 ｄＹｉ和对

回归方程 Ｒ２的总贡献率等。求解自变量 Ｘｉ对因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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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Ｙ的关于通径系数 ＰＹｉ正规方程组，并计算因变量
对于自变量的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表３）。计算各
决定系数并按照绝对值排列进行对比，并分析 ７个
　　

自变量对回归方程估测可靠程度 Ｒ２总贡献率，即计
算 ｒＹｉＰＹｉ，得到前７个和误差项的决定系数以及自变

量对 Ｒ２总贡献率（表４）。

表 ３　各因子对叶片水分利用效率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

Ｔａｂ．３　Ｄｉｒｅｃｔａｎｄ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ｉｍｐａｃ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ｌｅａｆ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自变量
相关系数

ｒＹｉ

直接作用

ＰＹｉ

间接作用 ＰＹｉ
通过 Ｘ１ 通过 Ｘ２ 通过 Ｘ３ 通过 Ｘ４ 通过 Ｘ５ 通过 Ｘ６ 通过 Ｘ７ 总和

Ｘ１ －０２９９ －０９００ ０１４４ ０２９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８１ ００６７ ０６０２

Ｘ２ ０５６９ ０４６９ －０２７５ ０２６４ ００５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６９ ００２３ ０１０１

Ｘ３ －０５３０ －０６５６ ０４１０ －０１８９ ００７１ －００８６ －００２８ －００５１ ０１２６

Ｘ４ ００６５ ０２３４ ０００３ ０１１０ －０１９８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９ －０１６９

Ｘ５ ０２２５ ０１５１ －００７４ －０１０７ ０３７５ －００６３ －００５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７４

Ｘ６ ００４０ ０１７３ －０４２１ ０１８８ ０１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６ －０１３３

Ｘ７ ００６１ －０１０６ ０５６９ －０１００ －０３１８ ００８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７５ ０１６７

表 ４　各因子对叶片水分利用效率决定系数和对 Ｒ２的

总贡献率

Ｔａｂ．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Ｒ２

ｏｆｉｍｐａｃ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ｌｅａｆ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序号 项目 决定系数 项目 自变量对 Ｒ２的总贡献率

１ ｄＹ１ ０８１０ ｒＹ１ＰＹ１ ０２６９

２ ｄＹ１３ －０５３７ ｒＹ２ＰＹ２ ０２６７

３ ｄＹ３ ０４３０ ｒＹ３ＰＹ３ ０３４８

４ ｄＹ１２ －０２５８ ｒＹ４ＰＹ４ ００１５

５ ｄＹ２３ ０２４８ ｒＹ５ＰＹ５ ００３４

６ ｄＹ２ ０２２０ ｒＹ６ＰＹ６ ０００７

７ ｄＹ１６ －０１４６ ｒＹ７ＰＹ７ －０００６

误差项 ｄＹｅ ００６７

　　注：ｄＹｉｊ指自变量 ｉ和 ｊ对因变量 Ｙ的共同决定系数，ｄＹｅ指误差

项 ｅ对因变量 Ｙ的决定系数。

　　根据通径分析，初步得到以下结果：Ｘ１对 Ｙ的
决定系数为０８１０，位居各决定系数之首，并且 Ｘ１对

Ｒ２的总贡献率为 ０２６９，也位居各自变量对 Ｒ２总贡
献率的次位，表明胞间 ＣＯ２浓度是影响叶片水分利
用效率的重要指标。Ｘ３与 Ｘ１共同对 Ｙ的决定系数
为 －０５３７，在各决定系数中位居第 ２，且 Ｘ３对 Ｙ的
决定系数达到 ０４３０，在各决定系数中位居第 ３，同
时 Ｘ３对 Ｒ

２
的总贡献率为０３４８，位居各自变量对 Ｒ２

总贡献率的首位，并且 Ｘ３对 Ｙ的直接作用（通径系
数）为 －０６５６，通过其它因子对 Ｙ的间接作用仅为
０１２６，表明 Ｘ３对 Ｙ主要表现为负的直接作用。说
明关注胞间 ＣＯ２浓度的同时，还应注意叶片温度的
变化，叶片温度是影响叶片水分利用效率的重要因

素，保持较低的叶片温度有助于获得较高的叶片水

分利用效率。Ｘ２和 Ｘ１共同对 Ｙ的决定系数为
－０２５８，在各决定系数中位居第 ４，且 Ｘ２对 Ｙ的决
定系数达到０２２０，在各决定系数中位居第 ６，同时
Ｘ２对 Ｒ

２
的总贡献率为 ０２６７，位居各自变量对 Ｒ２总

贡献率的第 ３位，并且 Ｘ２对 Ｙ的直接作用（通径系

数）为０４６９，通过其它因子对 Ｙ的间接作用仅为
０１０１，表明 Ｘ２对 Ｙ主要表现为正的直接作用。说
明关注胞间 ＣＯ２浓度和叶片温度的同时，可以通过
采取增加作物冠层空气湿度的措施，达到提高叶片

水分利用效率的目的。误差项（剩余项）对 Ｙ的决
定系数为００６７，在各决定系数中位居第 １０，但其对
Ｙ的直接作用却达到０２５９，表明试验中存在一定的
误差，或者是其它影响叶片水分利用效率的因素在

本次通径分析中未被考虑到。气孔导度 Ｘ４、土壤含
水率Ｘ５、空气ＣＯ２浓度Ｘ６和光合有效辐射量 Ｘ７的通
径系数较小，对叶片水平下的水分利用效率影响较

小，光合有效辐射量对叶片水分利用效率的间接作

用为０１６７，直接作用为 －０１０６，表明 Ｘ７对 Ｙ主要

表现为正的间接作用，并且 Ｘ７对 Ｒ
２
的总贡献率为

－０００６，在所有因子中最低，因此光合有效辐射量
不是影响叶片水分利用效率的主要因素。

３　讨论

节水灌溉条件下，叶片气孔导度增大，蒸腾失水

加剧，作物通过关闭部分气孔来抵御外界胁迫，从而

导致蒸腾速率的下降，并且较高的气孔导度对应于

较强的太阳辐射状况，强光下会产生一定程度光抑

制现象，进而影响作物光合作用
［１５－１６］

。因此，随着

气孔导度的不断增大，叶片的光合速率和蒸腾速率

均有所下降，但是由于蒸腾速率对干旱的响应程度

高于光合速率，光合速率即使在适度干旱条件下仍

能保持相对较高水平，因此，节水灌溉水稻能够维持

较高的叶片水分利用效率，这和已有的研究结果相

近
［１７－１９］

。

一般认为叶片水分利用效率与光合速率呈正比

关系，与蒸腾速率呈反比，而光合速率与光合有效辐

射量密切相关，蒸腾速率受气孔导度的影响
［５，２０］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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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文的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控制灌溉稻田

水稻胞间 ＣＯ２浓度、叶片温度和相对湿度对叶片水
分利用效率的影响较大，尤其是胞间 ＣＯ２浓度的影
响最大，它们的变化会引起叶片水分利用效率的明

显变化。而空气 ＣＯ２浓度和光合有效辐射量对叶片
水分利用效率的决定系数较小，且光合有效辐射量

的贡献率最低。实际上胞间 ＣＯ２浓度的变化是通过
光合有效辐射激发作物进行光合作用的结果导致

的，光合有效辐射量是引起其它因素（如空气温度、

叶片温度、气孔导度、相对湿度和土壤含水率等）变

化的主要因素。本文的通径分析也验证了这一点，

光合有效辐射量对叶片水分利用效率的间接作用要

高于直接作用，说明光合有效辐射通过引起其它生

理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变化来间接影响叶片水分利用

效率。战领等
［２１］
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分析玉米生长

期内饱和水汽压差和光合有效辐射量对水分利用效

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水分利用效率与光合有效辐射

量无显著相关性。蔡甲冰等
［７］
对冬小麦的研究结

果同样显示，在考虑叶片水分利用效率最高的前提

下，对于适宜水分处理来说，主要影响叶片水分利用

效率的因素不是光合有效辐射量、空气水汽压差、气

孔导度等，而是土壤含水率起到决定因素。这与本

文的部分研究结果一致，但是在本研究中土壤含水

率并非叶片水分利用效率的决定因素，而是胞间

ＣＯ２浓度、叶片温度和相对湿度这几个因素。这可
能是由于作物种类、土壤水分管理措施的差异所致。

此外，在通径分析中误差项（剩余项）对叶片水分利

用效率的直接作用达到 ０２５９，也表明试验中存在
一定的误差，或者是其它对叶片水分利用效率影响

较大的因素在本次通径分析中未被考虑到。因此，

在使用通径分析进行类似问题分析时，应尽可能考

虑所有的影响因素，并具备较完备的样本，才能取得

更为精确的分析结果。

４　结论

（１）控制灌溉水稻叶片水分利用效率与空气温
度、叶片温度、叶气温差、空气 ＣＯ２浓度和光合有效
辐射量呈现出二次曲线关系，与胞间 ＣＯ２浓度呈现
负相关关系，与土壤含水率呈现正相关关系，与相对

湿度呈现指数关系。

（２）由空气温度、叶片温度、叶气温差组成的
“温度因子”对叶片水分利用效率的贡献率达

３９１９％；由空气 ＣＯ２浓度和胞间 ＣＯ２浓度组成的
“ＣＯ２浓度因子”的贡献率为２２９４％；由相对湿度和
土壤含水率组成的“水分因子”贡献率为 １７８１％；
由光合有效辐射量组成的“光照因子”贡献率为

９０１％。
（３）建立了控制灌溉水稻叶片水分利用效率回

归方程，并基于通径分析理论对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

析，结果显示主要影响控灌水稻叶片水分利用效率的

因素不是光合有效辐射量、气孔导度和土壤含水率

等，而是胞间 ＣＯ２浓度、叶片温度和相对湿度等。
（４）通过因子分析和通径分析得出的叶片水分

利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关系具有重要的应用

参考价值，尤其是节水灌溉稻田在考虑叶片水分利

用效率最优的目标时，灌溉决策指标要优先注意重

要影响因素的变化，基于此可以指导多指标精量控

制灌溉决策。后续的试验和研究中还需要从光合作

用和蒸腾作用机理上建立更为合理的叶片水分利用

效率耦合关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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