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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种植农田不同生育期及土壤水分的根系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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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立体种植农田中，作物根系分布是影响作物间水肥竞争及利用效率的首要因素。针对滴灌条件下番茄套

种玉米立体种植农田设置高（Ｔ１）、中（Ｔ２）、低（Ｔ３）３个土壤水分处理，研究不同水分处理对立体种植农田不同位

置土壤含水率、作物根系分布的影响，探讨立体种植农田根系在不同生育期生长发育特征。结果显示：立体种植农

田番茄侧土壤含水率平均值显著低于玉米侧，膜内土壤含水率明显高于膜外土壤含水率，膜内不同位置土壤含水

率无明显差异；随着生育期的推进作物间根系呈“不交叉—轻度交叉—完全交叉—轻度交叉”规律；随着土壤含水

率的增加根系总量呈增长趋势，在 ０～３０ｃｍ的滴灌湿润区，作物根系分布最密集，约占总根系的 ６０％ ～７０％，且高

水分处理根量显著大于低水分处理，根长密度、根表面积密度、根体积密度以及根重密度均呈现 Ｔ１＞Ｔ２＞Ｔ３的趋

势，而在非滴灌主要湿润区则正好相反；累积根系分布曲线分析显示随着土壤含水率增加根系向土壤下层生长，随

着生育期推进根系向作物中间发展。立体种植农田作物在不同生育期根系分布变化明显，同时土壤水分对根系分

布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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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立体种植主要通过间作套种，在同一块土地上

同时种植２种或 ２种以上的作物，是作物在时间和
空间上的集约化

［１－２］
。立体种植在世界各地都有较

大种植面积
［３］
。然而立体种植农田不同作物之间

存在水分、养分、光热等竞争，从而导致立体种植农

田不同作物蒸散存在差异；而立体种植农田不同作

物根系分布特征对于作物水肥竞争及利用效率起关

键作用，水肥利用效率又间接影响了作物株高和叶

面积。掌握立体种植农田根系分布特征对于明确作

物间水肥竞争机理，提高立体种植农田水肥高效利

用都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作物根系研究大多集中在根系分布
［４－５］

、

根系分形
［６］
、根构型

［７］
、根系吸水

［８］
、根系生长

［９］
等

方面，根系分布研究主要针对单作农田，对于多作物

间作条件下根系研究主要以农林交错区根系分布为

主
［１０］
。尽管国内外对立体种植进行了大量研究，但

主要限于立体种植的农业栽培、灌溉制度以及需水

规律等方面
［１１－１２］

，对立体种植条件作物间根系在土

壤中的空间分布以及变化过程研究相对较少。目前

立体种植农田主要以传统地面灌溉为主，没有考虑

不同作物根系吸水能力差异，也无法实现几种作物

同时达到水分高效利用
［１３］
，滴灌能根据不同作物需

水量进行适时适量灌溉，易于实现多作物农田水分

高效利用，然而对滴灌条件下立体种植农田作物根

系分布的研究目前还较缺乏。尽管 Ｇａｏ等［１４］
对立

体种植条件下根系在不同生育期生长过程的研究显

示不 同 生 育 期 作 物 根 系 分 布 存 在 明 显 差 异，

Ｓａｍｐａｔｈｋｕｍａｒ等［１５］
对滴灌和立体种植条件下的土

壤水分和根系生长的研究显示在 ０～３０ｃｍ土壤含
水率的差异直接影响立体种植农田根系的生长量，

但这些研究主要针对麦、棉、玉米、小麦等传统作物

立体种植的根系，而对干旱区滴灌条件下经济作物

立体种植农田不同水分处理对根系分布的影响以及

根系在不同生育阶段的发展规律等内容的研究较

少。

本文主要针对内蒙古干旱区番茄套种玉米农田

滴灌条件下水分空间分布特征，研究不同水分处理

对立体种植农田根系空间分布的影响以及立体种植



农田根系在不同生育阶段的发育特征，旨为立体种

植农田高效灌溉制度的制定奠定理论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区情况
田间试验于 ２０１２年在内蒙古磴口县坝楞节水

试验站（４０°２０′１５′′Ｅ，１０７°１′４５′′Ｎ，海拔高度２００４ｍ）进
行。该地区光热资源丰富，全年日照时长达２１９０ｈ，
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１９８ｍｍ，多年平均蒸发量达
２４６０ｍｍ，是典型的内陆干旱地区。试验田 ０～
１００ｃｍ内平均容重为 １５０ｇ／ｃｍ３，土壤质地为夹砂
粘土，田间持水量为３６２％（体积含水率）。
１２　试验设计

供试作物为番茄（屯河 ４８）和玉米（中地 ７７），
采用４行番茄套 ２行玉米的立体种植模式，滴头流
量为２４Ｌ／ｈ，采用“一膜一管两行”的滴灌灌水方
式，具体见图１所示（图中数据单位为ｃｍ）。不同处
理以及不同作物均设置独立阀门，并在阀门前安装

水表（精度０００１ｍ３）用以控制灌水量，共 ６个阀门
及水表。根据番茄、玉米需水量不同，每个处理番

茄、玉米灌水定额不同，试验过程玉米共滴灌 ９次，
番茄滴灌６次，在当地灌水经验及往年灌溉试验基
础上，设置了充分（Ｔ１）、轻亏（Ｔ２）、亏缺（Ｔ３）３种灌
溉处理，每个处理设３个重复，具体见表１。

表 １　不同处理试验设计

Ｔａｂ．１　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ｍｍ

处理号
灌水定额

番茄 玉米

Ｔ１ ２２５ ３００

Ｔ２ １６５ ２２５

Ｔ３ １０５ １５０

图 １　田间试验布置图

Ｆｉｇ．１　Ｆｉｅｌ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１３　观测项目及方法
气象数据：离试验区 ５００ｍ的空旷地中设有自

动气象站（ＨＯＢＯ），每３０ｓ测量一次，每３０ｍｉｎ取一
次平均值，记录降水、气温、湿度、太阳辐射、大气压等。

土壤含水率：在每个处理的膜外番茄与番茄之

间（Ｐ１）、膜内番茄与番茄之间（Ｐ２）、膜内番茄主根
处（Ｐ３）、膜外番茄与玉米之间（Ｐ４）、膜内玉米主根
处（Ｐ５）、膜内玉米与玉米之间（Ｐ６）共６个位置埋设
时域反射仪（ＴＤＲ）探头，具体见图 １，每隔 ３ｄ测量
１次，定期用取土加热干燥法校正，测量深度分别是
０～１０ｃｍ，１０～２０ｃｍ，２０～４０ｃｍ，４０～６０ｃｍ，６０～
８０ｃｍ，８０～１００ｃｍ。

根系：通过剖面法研究立体种植农田根系分布，

分别在６月６日、６月 ２２日、７月 ２１日、８月 ２０日，
以Ｔ１处理为典型选择生长状况良好的番茄、玉米植
株研究番茄套种玉米根系在不同生育阶段的变化特

征，并在生长旺期（７月 ２１日）对 Ｔ１、Ｔ２、Ｔ３处理均
取根系研究不同水分对立体种植农田根系的影响，

考虑取样工作量和实际情况，每次取根２次重复。
取根位置从番茄主根到玉米主根整个区域

（Ｐ３～Ｐ５），由于 ０～５０ｃｍ土层内，根系较多，水平
和垂直方向均以 ５ｃｍ为单位一层，再往下根系减
少，逐渐加大间距以减少工作量，水平和垂直方向均

以１０ｃｍ为单位一层取根，直到没有根系为止。并将
土样带回实验室，过 ３ｍｍ筛后将根系从土样中分
离出来，装入保鲜袋保存，然后用水冲洗根系，挑取

小于２ｍｍ根系采用 Ｅｐｓｏｎ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Ｖ７００ＰＨＯＴＯ
型彩色图像扫描器扫描根样，再经 ＷｉｎＲＨＩＺＯ软件
分析得到根系相关参数，扫描结束后，将根系在

７０℃下加热干燥至质量恒定称量。
１４　数据处理

利用 Ｅｘｃｅｌ进行数据处理、分析并制图表，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方差分析。

利用 Ｇａｌｅ和 Ｎｅｙｋｏｖａ等［１６－１７］
提出的累积根系

分布非线性数学模型计算并绘制累积根系分布曲

线，定量分析不同水分处理根系在垂直方向分布特

征和不同生育期根系在水平方向分布特征，累积根

系分布非线性模型公式为

Ｙ＝１－βｄ （１）
式中　Ｙ———累积根系分数（在０～１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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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土壤深度，ｃｍ
β———拟合参数

垂直方向 Ｙ的计算从土壤表层开始一直计算到土
壤最深层，水平方向 Ｙ的计算从作物主根一直到番
茄玉米分界处。β参数利用 ＳＰＳＳ软件，基于
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 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算法的非线性最小二乘法拟
合得到。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滴灌与立体种植耦合作用下不同水分处理土
壤水分分布特征

立体种植农田生育期内 ０～６０ｃｍ平均土壤含
水率分析显示（表 ２），在整个生育期内番茄侧土壤
含水率（Ｐ１、Ｐ２、Ｐ３）明显高于玉米侧土壤含水率
（Ｐ４、Ｐ５、Ｐ６），达到极显著差异（Ｆ＝１０７１６，ｐ＝
０００５），平均约大１２４７％，这是由于番茄侧地上茎
叶覆盖度大于玉米侧，导致番茄侧土壤蒸发减少，从

而整个生育期番茄侧平均需水强度明显低于玉米

侧，而正是由于番茄侧与玉米侧土壤含水率的差异

为玉米根系扩展到番茄侧奠定了基础。对于均位于

膜内的番茄侧 Ｐ２、Ｐ３位置，和玉米侧 Ｐ５、Ｐ６位置，
尽管一个位于滴头下方，另一个位于作物茎秆下方，

但由于两者间距小，而且地表均覆膜，故土壤含水率

差异不显著，其中 Ｐ２、Ｐ３方差显示 Ｆ＝０００４，ｐ＝

０９５４，Ｐ５、Ｐ６方差显示 Ｆ＝０５６７，ｐ＝０４９３。覆膜
明显提高了土壤含水率，Ｐ１、Ｐ４分别处于番茄与番
茄未覆膜区，番茄与玉米未覆膜区，其平均含水率明

显低于对应的覆膜区平均含水率，对应的未覆膜区

含水率仅为覆膜区含水率的 ９３％。可见番茄套种
玉米立体种植农田番茄侧土壤含水率高于玉米侧，

覆膜区不同位置含水率无差异，未覆膜区含水率低

于覆膜区含水率。

表 ２　不同位置平均含水率

Ｔａｂ．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

Ｐ１ Ｐ２ Ｐ３ Ｐ４ Ｐ５ Ｐ６

Ｔ１ ３１０３ ３３３２ ３２８８ ２６６１ ２９５４ ２７８６

Ｔ２ ２７９８ ３０４４ ３０５２ ２４７７ ２７３３ ２５８２

Ｔ３ ２５４９ ２７５９ ２７５３ ２２６９ ２４８２ ２４０５

平均值 ２８１７ ３０４５ ３０３１ ２４６９ ２７２３ ２５９１

　　不同水分处理平均含水率差异较明显，高灌溉
定额处理土壤水分大于低灌溉定额处理，各位置平

均含水率大小顺序与灌溉定额的大小一致，从大到

小依次为 Ｔ１、Ｔ２、Ｔ３。从不同水分处理平均含水率
在生育期的变化过程可知（图 ２），在 ４月 ２０日—
６月１４日，番茄移苗后处于缓苗期，同时该时期作
物需水量少，降雨多，不同处理平均土壤水分没有差

异，随着 ６月 １４日进行不同水分处理后，可以看出
高水分处理平均含水率明显大于低水分处理。

图 ２　不同处理平均土壤含水率在生育期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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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不同生育期番茄玉米根系二维分布特征

立体种植农田区别于单作农田主要在于同一农

田中有多种作物同时生长，作物利用水分和养分存

在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主要受作物根系在不同

时期分布的影响。立体种植农田根系分布二维图

（图３）显示，作物生长初期（６月 ６日）两种作物根
系间相互不交叉，两种作物根量主要集中在约半径

１５ｃｍ的土体内，该时期两作物生长基本无竞争关
系。随着生长进入快速生长期（６月 ２２日）根系出
现小范围竞争状态，作物根系不断进行横向、垂向扩

展，在两作物的中间地带根系间出现了少部分交叉

现象，但主要根系仍集中在约半径 ２０ｃｍ的土体内。

在作物生长旺期（７月２１日）作物耗水量大，作物根
量已经达到最大阶段，同时根系进一步在横向和垂

向扩展，两作物根系在横向继续相互渗透，呈现完全

交叉现象，可见任何一侧两作物都会对水、肥产生相

互竞争。而到了生长后期（８月２０日），该时期番茄
侧灌溉停止，地上生物量部分已凋萎，导致根系死亡

数远大于新生数，根系趋于萎缩态势，而玉米该阶段

由于需水量仍然较大，需要较多水分，故玉米根系主

要向下层发展且明显增多。由此，根系生长交叉现

象减少，最终导致不交叉。由试验可见，整个生育期

立体种植农田两种作物根系生长的特征呈现“不交

叉—轻度交叉—完全交叉—轻度交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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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生育期立体种植农田根长密度二维分布

Ｆｉｇ．３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ｒｏｏｔｌｅｎｇｔ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ｐｅｒｉｏｄｓ
（ａ）生长初期　（ｂ）快速生长期　（ｃ）生长旺期　（ｄ）生长后期

　

不同生育期根系横向所占比例分析能进一步明

确立体种植农田根系交叉规律（图４）。生长初期到
生长后期两作物根系主要交叉区（横向 ２０～４０ｃｍ）
的根系比重呈“小—增大—继续增大—减小”的变

化过程，该区域根量占总根量的百 分 比 呈 现

３０６％—１７９８％—３２７１％—２６６８％变化，两作物
交叉的中心点并不在两作物水平中心点，而在离番

茄２５ｃｍ左右位置，可见整个生育期玉米根系较番
茄发达，在相同条件下玉米需水量大于番茄。在生

长初期（６月６日）半径１５ｃｍ范围土体内根量占全

部根量的８３８９％；在作物生长快速期（６月 ２２日）
半径 ２０ｃｍ 范围土体内根量占了全部根量的
８２０２％，另外该时期玉米根量占总根量的 ６０％，玉
米根量明显大于番茄；而在生长旺期（７月 ２１日），
根系呈现完全交叉现象，根系横向比重曲线几乎是

一水平线，故该时期横向根系分布较均匀；而到了生

长后期（８月２０日）由于番茄已收获，根系基本停止
生长，灌溉也停止，故玉米根系占整个根系主要部

分，约为６５％，且集中在主根附近。综上所述，玉米
根量总体大于番茄，从而奠定了玉米侧灌水定额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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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番茄侧的理论依据，从根系横向所占比重可知，

随着生育期的发展，立体种植农田作物根系横向半

径由小变大再变小的过程，若灌水定额能随着根系

发展作相应调整，使根系分布与土壤湿润体相适应

将有利于提高立体种植农田的水分利用率，也体现

了滴灌在立体种植农田中的应用价值。

图 ４　不同生育期番茄玉米根长在横向位置所占百分比

Ｆｉｇ．４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ｒｏｏｔｌｅｎｇｔｈ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ｐｅｒｉｏｄｓ
　
２３　不同水分处理对根系生长的影响

生长旺期（７月２１日）作物需水量大，两种作物
根系完全交叉，明确不同水分处理对根系在垂向分

布的影响有利于制定合理灌溉制度。本文对每层不

同横向位置的番茄、玉米吸水根（直径小于２ｍｍ）进
行平均后，得到根长密度、根体积密度、根表面积密

度以及根重密度垂向分布图（图 ５），不同处理根系
分布主要集中在土壤上层，其中０～３０ｃｍ土层的滴
灌湿润区，作物根系分布最密集，约占总根系的

６０％ ～７０％，而０～２０ｃｍ土层根系占总根量的５０％
以上，其中根系密度最大位置出现在距地表 １０ｃｍ，
之后呈线性下降。不同水分处理对根系的影响较明

显，由于滴灌湿润体主要在 ０～３０ｃｍ土层，故高水
分处理在 ０～３０ｃｍ土层土壤含水率较高，根长密
度、根体积密度、根表面密度以及根重密度在 ０～
３０ｃｍ土层范围有 Ｔ１＞Ｔ２＞Ｔ３的规律。Ｔ３处理在
　　　

０～３０ｃｍ土层含水率较小，根系密度小，所以吸水
量小，难以满足生长旺期作物生长，故根系在土壤下

层生长较 Ｔ１、Ｔ２处理旺盛［１８］
，导致 ４０～１００ｃｍ土

层根系密度从大到小依次为 Ｔ３、Ｔ２、Ｔ１。故适度水
分胁迫有助于提高土壤下层吸水根量。

图 ５　不同水分处理立体种植农田根系垂向分布规律

Ｆｉｇ．５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ｏｏｔ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不同处理各土层根系各参数列表分析显示

（表３），不同处理根系在０～１０ｃｍ、１０～２０ｃｍ差异
最显著，其中不同处理根系参数在０～１０ｃｍ土层差
异达到极显著（ｐ＜００１），且不同根系参数有相同
结果，在１０～２０ｃｍ土层不同水分处理根系都存在
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而在２０～３０ｃｍ、３０～４０ｃｍ土
层各处理根系基本无显著差异，可见滴灌的高频小

流量灌溉方式主要对湿润体内根系产生显著影响。

在土壤下层 ４０～１００ｃｍ，不同水分处理对根系生长
有影响，其中 Ｔ１充分水分处理与 Ｔ３亏缺水分处理
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而 Ｔ２轻度亏缺水分处理
与其他处理的差异并不明显。可见，Ｔ１处理在土壤
　　

表 ３　不同水分处理对立体种植农田根系分布的影响

Ｔａｂ．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ｎｒｏｏ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参数 处理 ０～１０ｃｍ １０～２０ｃｍ ２０～３０ｃｍ ３０～４０ｃｍ ４０～５０ｃｍ ５０～６０ｃｍ ６０～８０ｃｍ ８０～１００ｃｍ ０～１００ｃｍ

根长密度／
Ｔ１ ３５３Ａ ３０５ａ １９４ａ １４７ａ ０８８ｂ ０６３ｂ ０３４ｂ ００６ｂ ２０９ａ

（ｃｍ·ｃｍ－３）
Ｔ２ ２６８Ｂ ２８０ａｂ ２１５ａ １７６ａｂ ０９９ａｂ ０６５ｂ ０４２ａｂ ０１４ａ １９９ａｂ

Ｔ３ ２０５Ｃ ２２９ｂ ２２０ａ １８９ａ １２２ａ ０７５ａ ０５２ａ ０１７ａ １８２ｂ

根体积密度／
Ｔ１ １１×１０－２Ａ ７８×１０－３ａ ５２×１０－３ａ ４０×１０－３ｂ ３６×１０－３ｂ ２８×１０－３ｂ １９×１０－３ｂ ２１×１０－４ｂ ５４×１０－３ａ

（ｃｍ３·ｃｍ－３）
Ｔ２ ９４×１０－３Ｂ ６５×１０－３ｂ ５１×１０－３ａ ４６×１０－３ａ ３９×１０－３ａｂ ３２×１０－３ａｂ ２２×１０－３ａｂ ６７×１０－４ａｂ ５０×１０－３ａｂ

Ｔ３ ７４×１０－３Ｃ ５５×１０－３ｃ ５１×１０－３ａ ４６×１０－３ａ ４２×１０－３ａ ３５×１０－３ａ ２５×１０－３ａ ７８×１０－４ａ ４５×１０－３ｂ

根表面积密度
Ｔ１ ７３×１０－４Ａ ６５×１０－４ａ ５３×１０－４ａ ３６×１０－４ａ ２４×１０－４ｂ ２０×１０－４ｂ １０×１０－４ｂ １０×１０－５ｂ ４０×１０－４ａ

／（ｃｍ２·ｃｍ－３）
Ｔ２ ５９×１０－４Ｂ ５９×１０－４ａｂ ５０×１０－４ａ ３９×１０－４ａ ２９×１０－４ａｂ ２４×１０－４ａｂ １２×１０－４ａ ４０×１０－５ａｂ ３７×１０－４ａ

Ｔ３ ４６×１０－４Ｃ ５５×１０－４ｂ ５０×１０－４ａ ４０×１０－４ａ ３３×１０－４ａ ２８×１０－４ａ １６×１０－４ａ ６０×１０－５ａ ３５×１０－４ａ

根重密度／
Ｔ１ ２４×１０－３Ａ １８×１０－３ａ １１×１０－３ａ ８０×１０－４ａ ５１×１０－４ｂ ３８×１０－４ｂ ２２×１０－４ｂ ６０×１０－５ｂ １１×１０－３ａ

（ｇ·ｃｍ－３）
Ｔ２ ２０×１０－３Ｂ １６×１０－３ａｂ １１×１０－３ａ ８８×１０－４ａ ６２×１０－４ａｂ ４７×１０－４ａｂ ３２×１０－４ａ １２×１０－４ａ １０×１０－３ａｂ

Ｔ３ １６×１０－３Ｃ １３×１０－３ｂ １１×１０－３ａ ８４×１０－４ａ ６６×１０－４ａ ５２×１０－４ａ ３６×１０－４ａ １６×１０－４ａ ９０×１０－４ｂ

　　注：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差异达５％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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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根系生长最好，Ｔ２处理存在一定的水分亏缺，
影响了根系生长，Ｔ３处理缺水程度增大，故对根系
生长的影响程度也加大。

２４　不同水分处理及不同生育期根系分布特征

通过累积根系曲线对不同水分处理根系在垂向

累积分布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在相同深度高水分

处理根系累积分数总是大于低水分处理根系累积分

数（图６），比如 Ｔ１处理 ０～２０ｃｍ土层的根量约占
总根量６０％，Ｔ２约占总根量的５０％，Ｔ３约占总根量
的４２％，差异非常明显。从回归得到的非线性模型
参数（β）也可看出，β值存在显著差异（表 ４），Ｔ１、
Ｔ２、Ｔ３处理的 β值分别为 ０９４８、０９５６、０９６２（ｐ＜
００５），可见随着灌水量减少、土壤含水率降低，农
田吸水根系将往土壤下层生长，呈现随土壤水分的

下降土壤下层根系比重提高的趋势；β值与土壤平
均含水率的关系显示，从 Ｔ１处理到 Ｔ３处理土壤平
均含水率下降了１５％，而 β值提高了１５％，可见利

图 ６　不同水分处理累积根系分布曲线特征

Ｆｉｇ．６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ｒｏｏ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用累积根系分数能定量描述不同含水率对根系垂向

分布的影响。

不同生育期立体种植农田根系在横向生长规律

也可以用累积根系曲线的渐近式非线性模型进行定

量分析，本文根据图 ７分析得到番茄套种玉米农田
离番茄２５ｃｍ处是番茄玉米的横向分界点，本文将
番茄０～２５ｃｍ范围由于根系以番茄为主称作番茄
侧，将离玉米０～３５ｃｍ范围称作玉米侧。上文研究
可知从６月６日到７月２１日根系在横向方向扩展，
在立体种植农田根系主要交叉区的根系比重呈增加

趋势，不同生育期累积根系曲线也呈明显差异

（图７），从６月６日到７月２１日累积根系分数也出
现减少趋势，模型参数 β值明显增大，呈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表 ４）。在 ８月 ２０日由于番茄早已收
获，番茄根系基本停止生长，故番茄侧 β值无显著差
异，但玉米侧根系仍在生长，且主要向垂向发展，故

β值与７月２１日比较呈下降趋势，可见玉米侧根系
在横向方向呈收缩态势。

图 ７　不同生育期番茄侧和玉米侧累积根系曲线特征

Ｆｉｇ．７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ｏｆ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ｒｏｏ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ｔｏｍａｔｏａｎｄｃｏｒｎｓｉｄｅ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ｐｅｒｉｏｄｓ
　表 ４　不同水分处理及不同生育期累积根系曲线参数 β值

Ｔａｂ．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β）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ｐｅｒｉｏｄｓ

水分处理 β 标准差 Ｒ２ 番茄侧 β 标准差 Ｒ２ 玉米侧 β 标准差 Ｒ２

Ｔ１ ０９４８ａ ０００１ ０９９５ ６ ６ ０８６６ａ ０００９ ０９７８ ６ ６ ０８６７ａ ０００６ ０９８９

Ｔ２ ０９５６ｂ ０００２ ０９８６ ６ ２２ ０９０４ｂ ０００６ ０９７８ ６ ２２ ０９１４ｂ ０００５ ０９７７

Ｔ３ ０９６２ｃ ０００２ ０９７４ ７ ２１ ０９３１ｃ ０００７ ０９２７ ７ ２１ ０９４５ｄ ０００６ ０９２５

８ ２０ ０９３４ｃ ０００７ ０９２２ ８ ２０ ０９３０ｃ ０００４ ０９７１

３　结论

（１）立体种植农田不同作物侧及不同水分处理
的土壤含水率呈显著差异。番茄侧含水率明显高于

玉米侧含水率，平均高 １２４７％；番茄侧或玉米侧膜
内不同位置土壤含水率无显著差异；两侧未覆膜区

含水率约是覆膜区含水率的 ９２％ ～９３％，且存在显
著差异；高灌溉定额处理平均土壤含水率高于低灌

溉定额处理。

（２）立体种植农田不同生育期根系具有明显的
交叉，分离变化规律，结果显示两作物根系在生育期

呈现“不交叉—轻度交叉—完全交叉—轻度交叉”

变化规律。根系横向比重分析显示立体种植根系中

心靠近番茄侧，玉米根量大于番茄根量。

（３）土壤含水率显著影响立体种植农田作物根
系生长。滴灌条件下立体种植农田根系主要分布在

０～３０ｃｍ范围，约占总根量的 ６０％ ～７０％，其中根
系密度最大出现在距表层 １０ｃｍ内，之后呈线性下
降；由于滴灌湿润范围主要集中在 ０～３０ｃｍ土层，
故高水分处理在该区域根系生长量大于低水分处

理，根长密度、根体积密度、根表面密度以及根重密

度均有 Ｔ１＞Ｔ２＞Ｔ３的规律，在４０ｃｍ以下呈相反趋
势。

（４）累积根系分布曲线分析显示随着土壤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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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根系向土壤下层发展，随着生育期推进根系向

作物中间发展，在生长后期玉米侧根系向土壤下层

发展趋势。随着土壤含水率的降低，累积根系曲线

模型参数 β值逐渐增大；随着生育期的推进番茄侧、

玉米侧 β值逐渐增大，而玉米侧在生长后期由于番
茄侧土壤水分降低，整体根系向下发展趋势导致 β
值变小。

参 考 文 献

１　王仰仁，李明思，康绍忠．立体种植条件下作物需水规律研究［Ｊ］．水利学报，２００３（７）：９０－９５．
ＷａｎｇＹａｎｇｒｅｎ，ＬｉＭｉｎｇｓｉ，ＫａｎｇＳｈａｏｚｈｏ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ｉｎｓｔｒｉｐｉｎｔｅｒ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３（７）：９０－９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刘巽浩，高旺盛．集约持续农业工程技术［Ｍ］．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　ＺｈａｎｇＦｕｓｕｏ，ＬｉＬｏｎｇ．Ｕｓｉｎｇ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ｈａｎｃｅｓｃｒｏｐ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Ｊ］．ＰｌａｎｔａｎｄＳｏｉｌ，２００３，２４８（１－２）：３０５－３１２．

４　ＪｏｎｇｒｕｎｇｋｌａｎｇＮ，ＴｏｏｍｓａｎＢ，ＶｏｒａｓｏｏｔＮ，ｅｔ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ｏｏ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ｙｉｅｌｄｉｎ
ｐｅａｎｕｔ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ｕｎｄｅｒｍｉｄｓｅａｓｏｎｄｒｏｕｇｈｔｓｔｒｅｓｓ［Ｊ］．ＦｉｌｅｄＣｒｏｐ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２，１２７：１８１－１９０．

５　周青云，王仰仁，孙书洪．根系分区交替滴灌条件下葡萄根系分布特征及生长动态［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１，４２（９）：５８－
６９．
ＺｈｏｕＱｉｎｇｙｕｎ，ＷａｎｇＹａｎｇｒｅｎ，ＳｕｎＳｈｕｈｏ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ａｎｄｇｒｏｗｉｎｇｄｙｎａｍｉｃｏｆｇｒａｐｅｖｉｎｅｒｏｏｔｓｕｎｄｅｒ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
ｐａｒｔｉａｌｒｏｏｔｚｏｎｅｄｒｉｐ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１，４２（９）：５８－６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杨培岭，罗远培，石元春．用粒径的重量分布表征的土壤分形特征［Ｊ］．科学通报，１９９３，３８（２０）：１８９６－１８９９．
７　ＢｉｎｇｈａｍＩ，Ｗｕ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ｈｅａｔｇｒｏｗｔｈ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３Ｄｒｏｏｔ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ＳＰＡＣＳＹ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ｏｎｏｍｙ，２０１１，３４（３）：１８１－１８９．

８　ＧｒｅｅｎＳＲ，ＫｉｒｋｈａｍＭＢ，ＣｌｏｔｈｉｅｒＢＥ．Ｒｏｏｔｕｐｔａｋｅ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ｓｔｏ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６，８６（１－２）：１６５－１７６．

９　ＣｏｅｌｈｏＭ Ｂ，ＶｉｌｌａｌｏｂｏｓＦＪ，Ｍａｔｅｏｓ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ｒｏｏｔ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ｉｌｐｌａｎｔ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ｏｆｃｏｔｔｏｎｃｒｏｐｓ［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３，６０（２）：９９－１１８．

１０　ＲａｄｅｒｓｍａＳ，ＫｏｎｇＣ．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ｏｏｔｌｅｎｇｔ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ｏｆｌｉｎｅａｒａｇｒｏ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ｓｕｂｈｕｍｉｄＫｅｎｙａ：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ａｇｒｏ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ｍｏｄｅｌｓ［Ｊ］．Ｆｏｒｅｓｔ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４，１８８（１－３）：７７－８９．

１１　刘晓丽，汪有科，马理辉，等．密植枣林地深层土壤水分垂直变化与根系分布关系［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３，４４（７）：９０－
９７．
ＬｉｕＸｉａｏｌｉ，ＷａｎｇＹｏｕｋｅ，ＭａＬｉｈｕｉ，ｅｔ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ｅｅｐ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ｏｏ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ｎｓｅ
Ｊｕｊｕｂｅ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３，４４（７）：９０－９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孙景生，康绍忠，张寄阳，等．霍泉灌区冬小麦夏玉米高产节水灌溉制度［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０，１６（４）：５０－５３．
ＳｕｎＪｉｎｇｓ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Ｓｈａｏｚ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ｓ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ｈｉｇｈ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ｓａｖｉｎｇ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
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ａｎｄｓｕｍｍｅｒｍａｉｚｅｉｎＨｕｏｑｕａｎ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ｏｆＳｈ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００，１６（４）：
５０－５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ＭｕｓｈａｇａｌｕｓａＧＮ，ＬｅｄｅｎｔＪＦ，ＤｒａｙｅＸ．Ｓｈｏｏｔａｎｄｒｏｏ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ｐｏｔａｔｏ／ｍａｉｚｅｉｎｔｅｒ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ｙｉｅｌｄ
［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Ｂｏｔａｎｙ，２００８，６４（２）：１８０－１８８．

１４　ＧａｏＹ，ＡｉｗａｎｇＤＡ，ＱｉｕａＸ，ｅｔ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ｏｏｔｓａｎｄｒｏｏｔｌｅｎｇｔ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ａｍａｉｚｅｓｏｙｂｅａｎｓｔｒｉｐｉｎｔｅｒ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０，９８（１）：１９９－２１２．

１５　ＳａｍｐａｔｈｋｕｍａｒＴ，ＰａｎｄｉａｎＢＪ，ＭａｈｉｍａｉｒａｊａＳ．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ｏｏ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ａ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ｄｅｆｉｃｉｔ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ｄｒｉｐ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ｃｏｔｔｏｎｍａｉｚｅ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２，１０３：４３－５３．

１６　ＧａｌｅＭＲ，ＧｒｉｇａｌＤ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ｒｏｏ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ｒｅ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Ｊ］．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８７，１７（８）：８２９－８３４．

１７　ＮｅｙｋｏｖａＮ，ＯｂａｎｄｏＪ，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Ｒ，ｅｔａｌ．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ｒｏｏ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ｓｉｎｇｌｅｃｒｏｐ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Ｋｅｎｙ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ｌａｎｔ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ｉ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１７４（５）：７４２－７４９．

１８　胡晓棠，陈虎，王静，等．不同土壤湿度对膜下滴灌棉花根系生长和分布的影响［Ｊ］．中国农业科学，２００９，４２（５）：１６８２－
１６８９．
ＨｕＸｉａｏｔ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Ｈｕ，ＷａｎｇＪｉｎ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ｏ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ｎｃｏｔｔｏｎｒｏｏｔ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ｍｕｌｃｈｅｄｄｒｉｐ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Ａｇ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９，４２（５）：１６８２－１６８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４１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４年



Ｒｏｏ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ｒｉｐＩｎｔｅｒ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Ｆｉｅｌｄ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Ｐｅｒｉｏｄ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

ＬｉＸｉａｎｙｕｅ　ＳｈｉＨａｉｂｉｎ　ＧｏｎｇＸｕｅｗｅｎ　ＰｅｎｇＺｕｎｙｕａｎ　ＬｉＺｈｅｎ　ＹａｎＪｉａｎｗｅ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ｈｈｏｔ０１００１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ｔｉｓ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ｔｏ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ｆｏｒｔｈｅｒｏｏ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ｒｉｐｉｎｔｅｒ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ｆｉｅｌ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ｆｈｉｇｈ，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ｌｏｗ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ｑｕｏｔａｓｏｎ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ｏｏ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ａｎｄ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ｏｏ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ｐｅｒｉｏｄｗｅ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
ｒｏｏ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ｒｏｏ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ｉｎｔｏｍａｔｏｓｉｄｅｉ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ｃｏｒｎｓｉｄ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ｕｎｄｅｒｍｕｌｃｈｉｓａｌｓｏ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ｕｎｄｅｒｏｕｔｓｉｄｅｍｕｌｃｈ；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ｍｕｌｃｈ．Ｗｉｔｈｃｒｏｐｇｒｏｗｔｈ，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ｎｏｃｒｏｓｓ—ｓｍａｌｌｃｒｏｓｓ—ｆｕｌｌｃｒｏｓｓ—ｓｍａｌｌｃｒｏｓｓ”ｆｏｒｒｏｏｔｓｏｆｔｏｍａｔｏａｎｄｃｏｒｎ；６０％ ～７０％
ｒｏｏ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ｓｉｎ０～３０ｃｍｓｏｉｌ，ａｎｄｔｈ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ｆｔｏｔａｌｒｏｏ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ｏｔｓｉｎ０～３０ｃｍｓｏｉｌａｒｅａｌ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ｗｈａｔｅｖｅｒｒｏｏｔｌｅｎｇｔ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ｒｏｏ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ｄｅｎｓｉｔｙ，ｒｏｏｔｖｏｌｕｍｅ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ｒｏｏｔｗｅｉｇｈｔｄｅｎｓｉｔｙ，ｙｅｔｔｈｅｒｅｉｓ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ｓｅｆｏｒｒｏｏ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４０～１００ｃｍｓｏｉｌ．Ｔｈｅ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ｒｏｏ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ｏｏｔｇｒｏｗｓｄｏｗ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ｏｔｇｒｏｗｓｔｏ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ａｍｏｎｇｃｒｏｐｓｗｉｔｈｃｒｏｐｇｒｏｗｔｈｅｘｃｅｐｔｆｏｒｃｏｒｎｉｎｔｈｅｌａｓｔｓｔａｇｅ．Ｔｈｅｒｏｏ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ｓｌａｒｇ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ｐｅｒｉｏ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ｉｓａｌｓｏｍａｉｎｆａｃｔｏｒｔｏ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ｒｏｏ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
ｓｔｒｉｐｉｎｔｅｒ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ｆｉｅｌ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ｔｒｉｐｉｎｔｅｒ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Ｒｏｏ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ｏｉ



ｌｗａｔｅｒ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ｒｏｏ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

（上接第 １３３页）

Ｐｉｌｏｔ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Ｎｅｗ
Ｂｉｏｃｈａｒｂａｓｅ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ｏｕｓ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ＺｈａｎｇＷｅｎ　ＧｅｎｇＺｅｎｇｃｈａｏ　ＨｅＸｕｓｈｅｎｇ　ＣｈｅｎＸｉｎｘｉａ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Ａ＆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Ｙａｎｇｌｉｎｇ，Ｓｈａｎｎｘｉ７１２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ｏｆｂｉｏｃｈａｒｂａｓｅ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ｏｕｓ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ＢＢＮＦ），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ｄｗｉｔｈ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ｎｉｔｒａｔｅｂｙｓｉｍｐｌｅｂｌｅｎｄ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ｄｓｏｒｂ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ｅ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ａ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ｎｅｗ ＢＢＮＦ 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ｒｅｌｅａ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ｗｅ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Ｈ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ａｌｌ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ＢＢＮＦａｒｅａｌｌ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ｒａｗｂｉｏｃｈａｒ．ＴｈｅＢＢＮＦ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ｌｏａｄｓｍａｘｉｍｕｍ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ｎｉｔｒａｔｅ，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ｔｈｅＢＢＮＦ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ｌｅａｓｔｉｓｔｈｅＢＢＮＦ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ＢＢＮＦ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ｔｗｏ．Ｔｈｅ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ｒｅｌｅａｓ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ＢＢＮＦｉｎａｑｕｅｏｕ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ｉｎ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ｔｙｐｅｒｅｌｅａｓｅｍｏｄｅｌ．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ｎｉｔｒａｔｅ，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ＢＢＮＦｈａ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ｒｅｌｅａｓ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ｔｈｅＢＢＮＦ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ｈａｓｔｈｅｂｅｓｔ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ｉｏｃｈａｒ　Ｂｉｏｃｈａｒｂａｓｅ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ｏｕｓ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７４１第 ３期　　　　　　　　　　李仙岳 等：立体种植农田不同生育期及土壤水分的根系分布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