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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在植物的各项生理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时无损检测植物茎体的水分对研究植物的生命活动有

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驻波率原理的茎体水分实时无损在线检测方法，并设计了 ＢＤ ＩＶ型植

物茎体水分传感器，分别在以有机溶剂及烧杯为实验材料的仿真环境、以松树为实验材料的树段环境及以桃树为

实验材料的活立木实验环境下，验证了 ＢＤ ＩＶ型植物茎体水分传感器的检测性能。当植物茎体直径在５０～

１０５ｃｍ之间且体积含水率在 １１７％ ～５９５９％之间时，ＢＤ ＩＶ型植物茎体水分传感器能准确地检测出植物茎体

的体积含水率。通过长期监测桃树茎体水分的日变化和月变化情况，得知 ＢＤ ＩＶ型植物茎体水分传感器的检测

结果与植物生理特性相符；与德国生产的 ＳＦ Ｌ型树干茎流仪同时监测柳树的茎体水分和茎流，得出茎体水分和

茎流之间的关系，为植物生理特性研究提供了一种高性能价格比的国产化检测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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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水是植物新陈代谢的物质基础，是植物细胞原

生质的重要组成部分，细胞必须在水分充足的情况

下才能进行正常的生命活动
［１］
。多数植物的体内

都含有大量水分
［２］
。一般来说，植物体内含水率约

为７５％。如北京杨的含水率约为７８７％，小叶杨的
含水率约为８５２％。植物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果，
整个生长发育过程中每时每刻都需要水。没有水，

种子不能萌发（当然种子萌发还需要其他条件），没

有养料植物不能生长发育，但植物所需的养料，必须

首先溶解在水里，然后才能被植物吸收利用。

关于植物茎体含水率的无损实时在线检测，国

外学者起步较早，采用了诸多技术手段，如 γ射线
法

［３］
、核磁共振法

［４］
、计算机层析成像技术

［５］
、电阻

法、植物体积测量法、介电常数法等。在以上诸多方

法中，γ射线法存在潜在的安全隐患；核磁共振法和
计算机层析成像技术成本高，且使用不方便，不能实

现野外的定点长期监测；电阻法在测量活体乔木水

分时，存在绝对含水率与电阻值之间不是单值函数

的缺陷
［６］
，并且植物组织的相对含水率与电阻值的

联系并不紧密
［７］
，影响了其实际的应用；植物体积

测量法不仅对被测植物有巨大的损害，且测量结果

不可重复，无法满足在线检测的需求；而介电常数法

得到了普遍认可。

介电常数法是根据植物的介电特性间接测量植

物体含水率的一种快速检测方法。其中，时域反射

（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ｍｅｔｒｙ，ＴＤＲ）法是当前主流的植
物体积含水率检测方法，是一种介电测量中的高速

检测技术。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ｚ等［８］
以松树为研究样本，采用平行波

导式探针结构的 ＴＤＲ法检测松树茎体体积含水率。
Ｗｕｌｌｓｃｈｌｅｇｅｒ等进一步采用双针平行不锈钢探头
ＴＤＲ法，监测了红花槭、黑橡胶、白栎和裂斗锥栗
４种落叶阔叶树种含水率的季节性变化情况，并对
这 ４个树种做了标定实验［９］

，归纳总结得出了适

合乔木类茎体体积含水率与有效介电常数之间的

标定公式。该公式估算的树干体积含水率与称量

法所得结果有良好的一致性。前人的研究表明：

基于植物介电常数的茎体水分检测方法是可行

的，但 ＴＤＲ波导探头的长度制约着检测效果。使
用较短波导探头可以减小对植物的损伤，并且减

少水分分布差异引入的误差，但是系统分辨率会

降低；波导探头太长则信号的衰减会很大，同时

ＴＤＲ技术的实现要求比较高，生产成本比较高，目
前仅应用于科学研究。

目前，寻求一种实用的植物茎体水分无损实时

在线检测方法极为迫切。本文提出一种基于驻波率

原理的植物水分无损实时在线检测方法。

１　基于驻波率原理的植物水分在线无损实
时检测方法

　　基于驻波率原理［１０－１４］
的植物水分在线无损实

时检测装置由 １００ＭＨｚ信号源、５０Ω同轴传输线、
高频检波电路和平行不锈钢探测环组成

［１５－１６］
，如

图１所示。

图 １　植物水分传感器测量装置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ｅｎｓｏｒ
　
信号源产生的高频电磁波沿着传输线被传送到

探头
［１７－１８］

，由于探头的阻抗与传输线的阻抗不匹

配，一部分信号将被反射回来。在传输线上，高频入

射波与反射波叠加形成驻波，传输线上各点的电压

幅值存在变化。根据驻波率测量原理，取 Ａ、Ｂ两点
的差动信号作为传感器变换电路的输出，即得到

ＵＡＢ＝２Ａ１
ＺＬ－ＺＣ
ＺＬ＋ＺＣ

（１）

式中　Ａ１———信号的幅值　　ＺＬ———探测环阻抗
ＺＣ———同轴传输线的特征阻抗

本研究中 ＺＣ为 ５０Ω的标准同轴电缆。在 Ａ１
和 ＺＣ恒定的情况下，传输线两端的电位差 ＵＡＢ只与
探测环阻抗 ＺＬ有关。因此，确定探测环阻抗 ＺＬ尤
为重要。

２　探测环结构与其阻抗相关性分析

探测环阻抗 ＺＬ的理论推导是一个极其复杂的

过程，将是未来的研究重点。但归根结底其大小由

两部分决定，一部分是探测环本身结构，另一部分是

被测植物。因此，研究植物茎体水分传感器探测环

的结构非常有必要。

选取 ６个不同直径（５０、６２、７０、８５、９０、
１０５ｃｍ）的烧杯来模拟不同直径的树干，５种不同
的有机溶液（分别对应不同梯度的介电常数，并计

算出对应的植物茎体体积含水率，如表 １所示）来
模拟不同的茎体体积含水率（图２）。在烧杯上固定
间距为３ｃｍ的不锈钢平行探测环（宽度 １２００ｍｍ，
厚度０６０ｍｍ）。

１１３第 １期　　　　　　　　　　　　赵燕东 等：基于驻波率原理的植物茎体水分无损检测方法研究



表 １　有机溶剂的介电常数

Ｔａｂ．１　Ｐｅｒｍｉｔ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ｃｓｏｌｖｅｎｔｓ

参数
溶剂名称

乙酸乙酯 异戊醇 正丁醇 异丙醇 乙醇

介电常数 ６０２ １５１９ １７５１ １９９２ ２４５５

茎体体积含水率／％ １１７ ３４３１ ４１３８ ４８１６ ５９５９

图 ２　探测环阻抗实验装置

Ｆｉｇ．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ｏｆａｎｎｕｌａｒｐｒｏｂｅ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
１．信号线　２ＢＤ ＩＶ传感器　３．平行探测环

　
　　植物茎体体积含水率计算公式为

θ＝－０２５１＋４６６×１０－２ε－４９３×１０－４ε２

（Ｒ２＝０８９，ｎ＝１５１） （２）
式中　θ———茎体体积含水率，ｃｍ３／ｃｍ３

ε———有效介电常数
ｎ———样本数

　　在６个直径不同的烧杯中装入乙酸乙酯溶液，
依次记录植物茎体水分传感器的输出电压，分析

探测环直径与传感器输出电压之间的相关性。然

后依次改变烧杯中有机溶液。模拟茎体含水率相

同时，传感器输出电压和树干直径的关系曲线如

图 ３所示。

图 ３　传感器输出电压与树干直径的关系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ｖｏｌｔａｇｅａｎｄ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ｒｕｎｋ
　

从图３可以分析出当有机溶剂的介电常数小于
２４５５（对应的植物茎体体积含水率为 ５９５９％）时，
传感器输出电压与对应树干直径线性相关度很高，

平均决定系数 Ｒ２为０９４３４。一般植物茎体的鲜质

量含水率在４０％ ～５０％之间［１９］
，而植物茎体体积含

水率小于鲜质量含水率，因此该传感器能够满足植

物茎体水分检测的需要。

３　植物茎体水分与探测环阻抗ＺＬ相关性分析

除了探测环本身结构影响其阻抗 ＺＬ以外，被

测植物是另一个影响因子。植物物理学的研究结

果表明，植物是一个空间结构和物质组成都极为

复杂的多孔吸水介质。在综合考虑了频率、含水

率、温度、纹理、树种、密度等因素对植物介电性质

的作用后，Ｊａｍｅｓ认为对介电性质影响较大的因子
是频率和含水率，温度、纹理方面的影响次之，而

树种、密度的影响则更小
［２０］
。因此在测量频率一

定时，植物的介电特性主要由含水率决定，可用装

有不同介电常数有机溶剂的烧杯来模拟不同含水

率植物的介电特性。而被测植物的阻抗 ＺＬ与其

介电常数有着直接的关系
［２１］
，因此植物阻抗受其

含水率的影响极大。

采用直径为 ５ｃｍ的烧杯 ５个，模拟直径 ５ｃｍ
的植物茎体，分别装入表１所示的５种有机溶液，同
时记录传感器的输出电压，得出茎体含水率与传感

器输出电压之间的相关性。然后依次选择不同直径

的烧杯，模拟不同直径的植物，获得传感器输出电压

和溶剂介电常数的关系曲线，如图４所示。

图 ４　传感器输出电压与溶剂介电常数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ｖｏｌｔａｇｅａｎｄｓｔｅｍ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
　
从图４并结合表１可以分析出当探测环直径小

于１０５ｃｍ，且溶剂介电常数在 ６０２～２４５５（对应
的植物茎体体积含水率为 １１７％ ～５９５９％）的变
化范围内时，传感器输出电压与对应溶剂介电常数

线性相关度很高，平均决定系数 Ｒ２为 ０９５００。因
此当植物茎体直径小于 １０５ｃｍ时，该传感器能够
满足茎体水分检测的需要。

４　植物茎体水分传感器的检测性能分析

４１　树段样本检测性能分析
截取平均直径７ｃｍ、长 ４０ｃｍ的 １０ａ生松树树

段样本４０个，截取环境温度为２５℃。
然后将树段放入６０℃的恒温箱中干燥，实验开

始阶段６次测量的间隔时间为０５ｈ，中间阶段 ５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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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的间隔时间为１ｈ，最后阶段７次测量的间隔时
间为 １０ｈ，每次采集其质量及自制的 ＢＤ ＩＶ型植
物茎体水分传感器的输出电压，并根据质量变化计

算出相应时刻的质量含水率和体积含水率，直至树

段质量变化为零，任意抽取４个样本（表 ２），在显著
水平为００１的情况下，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分析，得
到 ＢＤ ＩＶ型传感器输出电压与体积含水率之间的
相关性如表３所示。

　　体积含水率的计算公式为

θ＝
ｍＡ－ｍＢ
ρＶ

（３）

式中　ｍＡ———含水树段质量，ｇ

ｍＢ———绝干树段质量，ｇ

ρ———水密度，ｇ／ｃｍ３

Ｖ———树段体积，ｃｍ３

表 ２　不同时间下传感器输出电压、质量含水率和体积含水率

Ｔａｂ．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ｖａｌｕ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ｖｏｌｕｍｅ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ｒｙｉｎｇｔｉｍｅ

树段

编号
　　 　测试指标 测量值

温度／℃ ２５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间隔时间／ｈ ０ ０５ ０５ ０５ ０５ ０５ ０５ １ １ １ １ １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电压／Ｖ ０３７０３８０３５０２５０２４０２１０２２０２００１５０１７０１３０１２０１１００８００６００３ ０ ０ ０

２ 质量含水率／（ｇ·ｃｍ－３） ０２６０２６０２５０２３０２３０２２０２２０２１０１９０１８０１７０１６０１５０１２００９０１０００５００４ ０

体积含水率／（ｃｍ３·ｃｍ－３） ０１８０１７０１７０１５０１５０１５０１４０１３０１２０１１０１００９００９００７００５００６００３００２ ０

电压／Ｖ ０６９０６９０７００６８０５２０４２０４３０３８０２９０２６０２５０２４０１３０１４０１０００５００３００４ ０

１７ 质量含水率／（ｇ·ｃｍ－３） ０３３０３３０３３０３２０３２０３１０３１０３００２９０２８０２７０２６０２５０２２０１７０１７０１０００８ ０

体积含水率／（ｃｍ３·ｃｍ－３） ０２８０２７０２７０２６０２６０２５０２５０２４０２３０２１０２００１９０１８０１５０１２０１１００６００５ ０

电压／Ｖ ０８００８００７４０５８０５８０５４０５４０５００４１０４００３４０３３０２８０２２０１３００７００１ ０ ０

２３ 质量含水率／（ｇ·ｃｍ－３） ０３５０３５０３４０３３０３２０３２０３１０３００２８０２６０２４０２３０２２０１７０１３０１３００７００６ ０

体积含水率／（ｃｍ３·ｃｍ－３） ０２５０２４０２４０２２０２１０２１０２００１９０１８０１６０１５０１３０１３０１０００７００７００３００３ ０

电压／Ｖ ０５７０５８０５８０４１０３８０３４０３４０３１０２６０２５０２２０２００１３００８００２ ０ ０ ０ ０

２４ 质量含水率／（ｇ·ｃｍ－３） ０３２０３１０３１０３００３００２９０２９０２８０２７０２５０２４０２２０２１０１７０１２０１１００５００７ ０

体积含水率／（ｃｍ３·ｃｍ－３） ０２３０２２０２２０２１０２１０２１０２００１９０１８０１６０１５０１４０１３０１０００７００６００３００４ ０

表 ３　输出电压和茎体体积含水率的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ｕｔｐｕｔ

ｖｏｌｔａｇｅａｎｄｖｏｌｕｍｅ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

树段编号 相关系数 显著性（双侧） 样本数

２ ０９５６ ０ １９

１７ ０８８２ ０ １９

２３ ０９７９ ０ １９

２４ ０９２８ ０ １９

　　在显著水平为００１的情况下，４个任意抽取样
本的传感器输出电压和树干体积含水率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很高，表现为极强相关。为了更好地定量

分析 ＢＤ ＩＶ型植物茎体水分传感器输出电压与体
积含水率之间的关系，绘出了如图５所示的曲线。

从图５可以看出茎体体积含水率是关于传感器
输出电压的一元二次函数关系，可以采用二次曲线

进行拟合，平均决定系数 Ｒ２为 ０９７５。表明 ＢＤ
ＩＶ型植物茎体水分传感器能够较精确地测量植物
茎体体积含水率。

４２　活立木检测性能分析

以１０ａ生桃树为实验对象（北京林业大学八家
实验苗圃，１１６°２０′４３６２３６″Ｅ，４０°０′４１９１８４″Ｎ），在

图 ５　植物茎体体积含水率和输出电压的关系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ｒｕｎｋｖｏｌｕｍｅ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ｏｕｔｐｕｔｖｏｌｔａｇｅ
　

桃树茎体上安装北京林业大学工学院研发的 ＢＤ
ＩＶ型植物茎体水分传感器（图６）。ＢＤ ＩＶ型植物
茎体水分传感器的平行探测环紧贴树干，两环垂直

间距为５ｃｍ，安装处的树干直径为９１ｃｍ，距离地面
高度为８０ｃｍ。

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３０日实时监测桃树茎体水
分变化，设定传感器间隔 ５ｍｉｎ自动采集一次输出
电压，最后绘出的植物茎体水分传感器输出电压的

日变化曲线和月变化曲线分别如图７、８所示。
从图 ７中可以看出，桃树茎体含水率的日变化

趋势显著，日间呈单谷状，在１４：３０左右达谷底。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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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ＢＤ ＩＶ型植物茎体水分传感器

Ｆｉｇ．６　ＢＤ ＩＶｓｔｅｍ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ｅｎｓｏｒ
　

图 ７　植物茎体水分的日变化曲线

Ｆｉｇ．７　Ｄａｉｌｙ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ｐｌａｎｔｓｔｅｍ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
　

图 ８　植物茎体水分的月变化曲线

Ｆｉｇ．８　Ｍｏｎｔｈｌｙ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ｐｌａｎｔｓｔｅｍ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
　
物在一天中不同时段的耗水率差异很大，一般耗水

最多的时段为 １５：００左右，多数阔叶树种在中午前

图 ９　植物茎体含水率倒数与茎流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ｏｆｓｔｅｍ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ｓａｐｆｌｏｗ

后有一个耗水的暂缓期
［２２］
。由于午后 １５：００点左

右，阳光充足，并且温度较正午时刻相比有所回落，

因而此时桃树气孔开度增大，光合作用增强，植物体

茎流增大，从而导致桃树茎体含水率减少，这与植物

生理特性相符
［２３］
。

从图８中可以看出，在检测初期，可能由于植物

茎体水分传感器的探测环没有完全紧贴树干，造成

前１０ｄ桃树茎体含水率日变化幅度较小。随着树
木的生长，探测环与树干贴合更加紧密，桃树茎体含

水率的变化幅度逐步增大。茎体水分变化幅度随着

环境及植物本身生理状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将

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桃树茎体含水率的月变化呈

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周期为１ｄ。
４３　植物茎体含水率与其茎流相关性分析

植物茎流体现的是植物体水分的变化，植物茎

体含水率体现的是植物体内水分的存储量，二者之

间应该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为了寻找植物茎体水分

与其茎流之间的相关性，本研究选取北京林业大学

内一颗１５ａ生柳树为实验对象，在柳树茎体同高度
处安装德国生产的 ＳＦ Ｌ型树干茎流仪及 ＢＤ ＩＶ
型植物茎体水分传感器。

ＳＦ Ｌ型树干茎流仪安装处树干直径为３０ｃｍ，
距离地面高度为１５０ｃｍ；ＢＤ ＩＶ型植物茎体水分传
感器安装处树干直径为 ３０ｃｍ，距离地面高度为
１５０ｃｍ。ＳＦ Ｌ型树干茎流仪探针长度为 ３３ｍｍ、平
行间距为１００ｍｍ、垂直间距也为 １００ｍｍ。ＢＤ ＩＶ
型植物茎体水分传感器的平行探测环紧贴树干，两

环垂直间距为３ｃｍ。
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０日—９月２０日实时监测植物茎

体水分传感器输出电压与树干茎流量。每天间隔

１ｈ记录植物茎体水分传感器输出电压与树干茎流
量，除去前１个月由于探测环没有完全紧贴树干而
引起的测量误差，取 ２０１４年 ８月 ２０日—９月 ２１日
的测量数据 ７４５个，并对植物茎体水分传感器输出
电压取倒数，归一化处理，然后绘出其与树干茎流量

的关系如图９所示。同时对植物茎体含水率与茎流
量的相关性进行定性分析。

从图９可以看出植物茎体水分传感器输出电压
的倒数与树干茎流量有较好的一致性，并且两者都

呈现出周期性的变化，每天采样点为 ２４个，因而周
期为 １ｄ。在显著水平为 ００１的情况下，植物茎体
含水率与茎流量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决定系数为 －０５３４，呈
现出负显著相关。当植物茎流较大时，则植物茎体

含水率较小；当植物茎流较小时，则植物茎体含水率

较大。这也符合植物的生理活动规律
［２４］
。图中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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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桃树茎流的变化略微超前于桃树茎体含水

率的变化，说明植物茎体水分的变化先于其体内水

分存储量的变化。

５　结论

（１）应用基于驻波率原理的植物茎体水分的测
量方法，设计了一种植物茎体水分实时无损在线检

测传感器（ＢＤ ＩＶ型）。分别在以有机溶剂及烧杯
为实验材料的仿真环境、以松树为实验材料的树段

环境及以桃树为实验材料的活立木实验环境下，验

证 ＢＤ ＩＶ型植物茎体水分传感器的检测性能。
（２）当植物茎体体积含水率一定且 小 于

５９５９％时，传感器输出电压与树干直径在一定范围
内（５０～１０５ｃｍ），平均决定系数为 ０９４３４；当探
测环直径一定且小于 １０５ｃｍ时，传感器输出电压
与溶剂介电常数在一定范围内（６０２～２４５５，对应
的植物茎体体积含水率为 １１７％ ～５９５９％），平均
决定系数为 ０９５００。能够满足植物茎体水分检测
的需要。

（３）ＢＤ ＩＶ型植物茎体水分传感器能够准确

地测量活立木茎体体积含水率。针对桃树来说，植

物茎体体积含水率是关于 ＢＤ ＩＶ型植物茎体水分
传感器输出电压的单值函数关系，可以通过检测传

感器输出电压，达到获取桃树茎体体积含水率的

目的。

（４）采用 ＢＤ ＩＶ型植物茎体水分传感器，验证
了桃树茎体含水率呈现出周期性变化，变化周期为

１ｄ，每天的变化趋势大体相同。茎体含水率的日变
化趋势显著，日间呈单谷状，在 １４：３０左右达谷底。
一天中不同时段的耗水率差异很大，一般耗水最多

的时段为１５：００左右。但是由于植物本身特点及环
境因素的影响，每天植物茎体含水率变化范围所有

不同。

（５）通过与德国产 ＳＦ Ｌ型植物茎流计检测结
果对比，得知：植物茎体含水率与茎流量呈负显著相

关。通过实时无损检测植物茎体含水率可以获得植

物茎流所体现出的植物生理特征，本研究可以成为

一种取代植物茎流检测的手段和方法，为植物生理

特性研究提供一种高性能价格比的国产化检测

仪器。

参 考 文 献

１　郑荣良，赵新明 植物生理需水信息的采集研究［Ｊ］．农业机械学报，１９９６，２７（４）：４６－４９．
ＺｈｅｎｇＲｏｎｇｌｉａｎｇ，ＺｈａｏＸｉｎｍｉｎｇ．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ｏｗａｔｅｒｎｅｅｄ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ｐｌａｎｔ［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１９９６，２７（４）：４６－４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吴沿友，张明明，邢德科．快速反映植物水分状况的叶片紧张度模型［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５，４６（３）：３１０－３１４．
ＷｕＹａｎｙｏｕ，ＺｈａｎｇＭｉｎｇｍｉｎｇ，ＸｉｎｇＤｅｋｅ．Ｑｕｉｃｋ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ｌａｎｔｕｓｉｎｇｌｅａｆｔｅｎｓｉｔｙ［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５，４６（３）：３１０－３１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ＥｄｗａｒｄｓＷ ＲＮ，ＪａｒｖｉｓＰＧ．Ａ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ｒａｄ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ａｃｔｔｒｅｅｓｔｅｍｓｂｙ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ｏｆ
ｇａｍｍａ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Ｊ］．ＰｌａｎｔＣｅｌｌ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１９８３，６（３）：２５５－２６０．

４　ＢｙｒｎｅＧＦ，ＦｅｎｎＭ Ｄ，ＢｕｒｇａｒＭ Ｉ．Ｎｕｃｌｅａｒ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ｉｎｔｒｅ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Ｆｏｒｅｓｔ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６，３８（４）：３０７－３１７．

５　ＲａｓｃｈｉＡ，ＴｏｇｎｅｔｔｉＲ，ＲｉｄｄｅｒＨＷ，ｅ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ｓｔｅｍｓｏｆｓｅｓｓｉｌｅｏａｋ（Ｑｕｅｒｃｎｓｐｅｔｒａｃａ）ａｓｓｅｓｓｅｄｂｙ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ｗｉｔｈ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ｓａｐ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Ｊ］．ＰｌａｎｔＣｅｌｌ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１９９５，１８（５）：５４５－５５４．

６　宋蜇存，林迎忠．活性对电导法测量木材含水率的影响［Ｊ］．东北林业大学学报，１９９４，２２（１）：１１３－１１６．
ＳｏｎｇＺｈｅｃｕｎ，ＬｉｎＹ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ｗｏｏｄｃｅｌ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ｎ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ｂｙ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４，２２（１）：１１３－１１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ＭｅｄｅｒｓｋｉＨＪ．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ｐｌａｎｔｓｂｙｂｅｔａｇａｕｇｉｎｇ［Ｊ］．Ｓｏｉ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６１，９２（２）：１４３－１４６．
８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ｚＪ，ＭｕｒｐｈｙＦ．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ｓｔｏｒａｇｅｉｎｔｒｅｅｓｕｓｉｎｇ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ｍｅｔｒ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０，
１１９（１－４）：３１－４２．

９　ＷｕｌｌｓｃｈｌｅｇｅｒＳＤ，ＨａｎｓｏｎＰＪ，ＴｏｄｄＤＥ．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ｓｔｅｍ 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ｆｏｕｒ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ｈａｒｄｗｏｏｄｓｗｉｔｈａ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ｍｅｔｅｒ［Ｊ］．Ｔｒｅｅ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６，１６（１０）：８０９－８１５．

１０　赵燕东，王一鸣．基于驻波率原理的土壤含水率测量方法［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２，３３（４）：１０９－１１１．
ＺｈａｏＹａｎｄｏ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ｍｉｎｇ．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ｗａｖｅｒａｔｉｏ［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２，３３（４）：１０９－１１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冯磊．基于驻波率原理的土壤水分测量技术的研究［Ｄ］．北京：中国农业大学，２００５．
ＦｅｎｇＬｅｉ．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ｗａｖｅｒａｔｉｏｔｈｅｏｒｙ［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张志勇．基于驻波率原理的土壤水分测量方法的研究［Ｄ］．太谷：山西农业大学，２００５．
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ｙｏ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ｗａｖｅｒａｔｉｏｔｈｅｏｒｙ［Ｄ］．Ｔａｉｇｕ：Ｓｈａｎｘｉ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１３第 １期　　　　　　　　　　　　赵燕东 等：基于驻波率原理的植物茎体水分无损检测方法研究

http://www.j-csam.org/jcsam/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lag=1&file_no=20150345&journal_id=jcsam


１３　赵燕东，王一鸣．基于驻波率原理的土壤水分传感器的测量敏感度分析［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２，１８（２）：５－８．
ＺｈａｏＹａｎｄｏ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ｍ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ｗａｖｅｒａｔｉｏ［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０２，１８（２）：５－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白陈祥．基于驻波原理的乔木茎干含水率检测方法研究［Ｄ］．北京：北京林业大学，２００８．
ＢａｉＣｈｅｎｘｉａｎｇ．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ｅｍ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ｗａｖｅｔｈｅｏｒｙ［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赵燕东，聂铭君．双针结构土壤水分传感器探针最优长度分析与试验［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１，４２（１１）：３９－４３．
ＺｈａｏＹａｎｄｏｎｇ，ＮｉｅＭｉｎｇｊｕｎ．Ｏｐｔｉｍ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ｄｕａｌｐｉｎ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ｐｒｏｂ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１，４２（１１）：３９－４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刘贺，赵燕东．基于驻波原理的短探针小麦茎水分传感器［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１，２７（１１）：１４０－１４４．
ＬｉｕＨｅ，ＺｈａｏＹａｎｄｏｎｇ．Ｗｈｅａｔｓｔｅｍ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ｓｅｎｓｏｒｕｓｉｎｇｓｈｏｒｔｐｒｏｂ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ＷＲ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
２０１１，２７（１１）：１４０－１４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岳志勤，姚志明，宋岩．同轴电缆转接中特性阻抗的错位补偿计算方法［Ｊ］．现代应用物理，２０１４（１）：６４－７０．
ＹｕｅＺｈｉｑｉｎ，ＹａｏＺｈｉｍｉｎｇ，ＳｏｎｇＹａ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ｃｏａｘｉａｌｃａｂｌ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ｓ［Ｊ］．Ｍｏｄｅｒ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１４（１）：６４－７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冯良平，徐岚．射频同轴连接器设计要点［Ｊ］．国外电子测量技术，２００５（１１）：４２－４７．
ＦｅｎｇＬｉａｎｇｐｉｎｇ，ＸｕＬａｎ．ＳｏｍｅｄｅｓｉｇｎａｒｔｆｏｒＲＦｃｏａｘｉａｌ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ｓ［Ｊ］．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１１）：
４２－４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陈昌雄，余坤勇，曹祖宁．小叶青冈天然林树干含水率的研究［Ｊ］．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３０（１２）：３９－４１，４６．
ＣｈｅｎＣｈａｎｇｘｉｏｎｇ，ＹｕＫｕｎｙｏｎｇ，ＣａｏＺｕｎｉｎｇ．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ｔｒｅｅｓｔｅｍｏｆ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ｍｙｒｓｉｎａｅｆｏｌｉａ（Ｂｌ．）ｏｅｒｓｔ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ｏｕ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３０（１２）：３９－４１，４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ＪａｍｅｓＷ Ｌ．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ｗｏｏｄａｎｄｈａｒｄｂｏｕｒｄ：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ｇｒａｉｎ
ｏｒｉｅｎｕａｔｉｏｎ［Ｒ］．Ｍａｄｉｓｏｎ：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Ｆｏｒｅｓ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ｏｒｅｓ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１９７５．

２１　苗银月．阻抗谱法研究植物叶片水分关系［Ｄ］．北京：北京林业大学，２０１１．
ＭｉａｏＹｉｎｙｕ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ｌｅａｆｗａｔｅｒ［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　王瑞辉．北京市主要园林树种耗水性及节水灌溉制度研究［Ｄ］．北京：北京林业大学，２００６．
ＷａｎｇＲｕｉｈｕ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ｍｅｏｆ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ｔｒｅ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ｉｔｙ［Ｄ］．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　杨立成．北京城市绿地复合系统植物耗水规律及灌溉模型研究［Ｄ］．北京：北京林业大学，２０１１．
ＹａｎｇＬｉｃｈｅｎｇ．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ｐｌａｎｔ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ｕｒｂａｎｇｒｅｅｎｓｐａｃｅ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　王海兰．乔木体水分的测试技术及其监测系统的研究［Ｄ］．北京：北京林业大学，２０１０．
ＷａｎｇＨａｉｌ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ｏｆｓｔｅｍ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１３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６年

http://www.j-csam.org/jcsam/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lag=1&file_no=20111108&journal_id=jcs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