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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玉米根系生育特征与冠层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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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农田实际观测资料为依据3分析了春玉米根系生育特征及其与冠层生长的关系3并提出了定量描述方程:较详细

地阐述了水分条件对根系生长的影响3指出利用根系伸展深度确定灌溉计划湿润层深度和进行根冠调控3以指导农田优

化灌溉的可行性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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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优化灌溉量的确定与作物根系生育状况关系密切F研究不同水分条件下作物根系的生育规律及

其与土壤耗水的关系3不仅可为农业节水高产提供重要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3而且还可对制定优化灌溉方

案提供一些实际指导和具体措施F由于根系研究耗力费时3而且测根G掘根存在许多实际困难3以往田间观

测和理论研究多集中在某一发育阶段的测定研究上3对大田条件下整个生育进程中根系动态变化研究远

不及对冠层动态变化的研究深入和广泛3田间条件下根系生长动态变化G土壤水分等因素对根系生育影响

及根冠关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3定量化程度较低A"BF本文根据内蒙古玉米主要种植区代表站点 "###年春

玉米田间实测 资 料3分 析 了 水 分 适 宜 和 胁 迫 条 件 下 春 玉 米 根 系 生 长 的 动 态 变 化 规 律:提 出 了 定 量 描 述 方

程3及根系与冠层生长和土层耗水量之间的关系:同时举例计算了灌溉计划湿润层深度和灌溉量3与传统

灌溉制度相比3可以节约大量的灌溉用水F

* 试验设计与观测方法

*8* 试验设计

田间试验在巴盟临河农业气象试验站和通辽市郊区农田内进行F每个站点各选择两个试验小区供根

系观测用3小区面积 "@6C963其中一个小区为充分供水型3即生育期间 "$$76以上土层的土壤水分保持

在 ?$D以上3另一个小区为缺水型3在拔节期前后 "$$76以上土层含水量控制在 @9DE9$D左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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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重!"#$%&’(上 为适宜土壤含水量上限)取田间持水量的 *+,’(下 为土壤含水量下限)本试验拔节期取

田间持水量的 --,)抽穗期取田间持水量的 .+,’/田 为田间水有效利用系数)取值 +0*+1根据根深计算确

定出计划湿润层深度拔节期为 +0-$)抽穗期为 2$)代入上式计算得出临河地区拔节期和抽穗期的灌溉量

分别为 3+405和 5%+0-$%#6)通辽地区这两个时期的灌溉量分别为 32*05和 5350-$%#61目前)内蒙古主要

灌区的灌溉量大多数在 *++72+-+$%#6范围内)部分水分常通过径流和渗漏损失掉)造成浪费1采用根深

确定灌水深度至少可节约灌溉用水 25+74-+$%#6)显著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1
表 8 不同时段各土层水分散失量占总土层耗水量的百分数!,)临河&

9:;<=8 >:?=@ABCDEFG?HBCG=@A=C?:I=BJ=:AKDBH<<:L=@?B?K=?B?:<M:?=@ABCDEFG?HBCHCNFDBH<

<:L=@OE@HCIOHJJ=@=C?O=P=<BGF=C?G=@HBOD!QRS6T&

生育期

UTVTWXY$TS"ZW

["Z\T[

根深!]$&

X̂X"RS\_TY"6

横向

‘XaRbXS"ZW

纵向

cTa"R]ZW

各土层耗水量占总耗水量的百分数!,&

dZ"Ta]XS[e$Y"RXSYTa]TS"Z\TRS

TZ]6[XRWWZfTa

+7g+ g+74+ 4+73+ 3+75+ 5+72++

2$土层耗水量

dZ"Ta]XS[e$Y"RXS

RS2$[XRWWZfTa

出苗7七叶h *03 2-04 4.0* %+0. 2.05 %04 +0% 2g05
七叶7拔节i %+0. -%0. %30% %%0. g40% 403 20+ %+0%
拔节7孕穗j 430% *505 g305 g303 g505 240% %04 4g0%
孕穗7授粉k -+0g 2250* 2502 g-0* %402 2203 2+0% 3+03

授粉7灌浆初l -+0* 2g%05 2403 g+03 %203 g+0g 2%02 4-0*
灌浆初7乳熟m -+0+ 2g405 2-0* g+0. g305 g20+ 2-0. %-0%

h n$Ta\TS]T"X[TVTSWTZVT[’i oTVTSWTZVT["XSX_TTWXS\Z"RXS’j pX_TTWXS\Z"RXS"XTZaqXa$Z"RXS’k nZaqXa$Z"RXS

"XYXWWRSZ"RXS’l rXWWRSZ"RXS"X\aZRSqRWWRS\’m saZRSqRWWRS\"X$Z"eaT

表 t 不同时段各土层水分散失量占总土层耗水量的百分数!,)通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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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期

UTVTWXY$TS"ZW

["Z\T[

根深!]$&

X̂X"RS\_TY"6

横向

‘XaRbXS"ZW

纵向

cTa"R]ZW

各土层耗水量占总耗水量!,&

dZ"Ta]XS[e$Y"RXSYTa]TS"Z\TRS

TZ]6[XRWWZfTa

+7g+ g+74+ 4+73+ 3+75+ 5+72++

2$土层耗水量

dZ"Ta]XS[e$Y"RXS

RS2$[XRWWZfTa

出苗7七叶h *0+ 2g0. %50g %%0% g402 %0. +0. g*04
七叶7拔节i 2*0g 4.02 gg0* %-05 gg05 2-02 %04 %*0g
拔节7孕穗j g.0% *.04 220g %.0% g.03 2.02 305 430-
孕穗7授粉k %+03 2gg0g 2+0. %+02 %20- gg0+ 50% --0.

授粉7灌浆初l %203 2g504 2%0g g203 %+0g g%0g 2g04 450g
灌浆初7乳熟m %20* 2g*0. 2-03 230* g502 g-04 2402 %-04

h n$Ta\TS]TX"[TVTSWTZVT[’i oTVTSWTZVT["XSX_TTWXS\Z"RXS’j pX_TTWXS\Z"RXS"XTZaqXa$Z"RXS’k nZaqXa$Z"RXS

"XYXWWRSZ"RXS’l rXWWRSZ"RXS"X\aZRSqRWWRS\’m saZRSqRWWRS\"X$Z"eaT

8 结论

8vN 春玉米根系生长速度)特别是垂直向生长速度存在明显的w慢x快x慢y规律1无论生长环境如何)变化

趋势一致1根系伸展最大幅度在出苗后 *+_!即开花期&左右时出现1水肥条件优越的临河地区)垂直向和水

平向最大根深可达 2-+]$和 -2]$)通辽地区两者分别达到 2%-]$和 %g]$1根系生长过程可用 o型曲线

方程描述)相关系数均在 *-,以上1

8vz 水分胁迫影响春玉米根系垂直向和水平向延伸)一般干旱会促进根系生长1临河地区受水分胁迫影

响的根系比适宜水分条件下生长的根系垂直向多延伸 g+]$)可达 2.+]$’通辽地区多延伸 2+]$)达 24-

24-2*期 侯 琼等{春玉米根系生育特征与冠层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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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向多延伸 $!"%

&’& 春玉米根系与株高生长速度之间因栽培条件不同而呈抛物线形或直线变化#经拟合相关程度很高#
体现出根冠生长存在明显的同伸关系#而且水肥条件相对较差时#这种关系表现得更为明显%春玉米根系

净增长速度在开花期停止#生长量达最大值(植株高度在抽穗后停止生长#达最大#根系伸展时间比株高生

长时间多 )*+左右%因此#对玉米根冠进行调控时应在开花期或抽穗期以前进行效果明显%

&’, 随着根深的加深#耗水量逐渐向深层发展#但主要集中在 )"以上土层中%利用经验方程计算根系下

扎深度#并以此确定灌溉计划湿润层深度#可节约灌溉用水)-*.$/*"012%生产中采取减少灌溉量#适当增

加灌溉次数的方法可以减少水资源的浪费3-4%

&’5 本文所得结论是根据内蒙古两个地区的试验资料得出的#是否有普遍性#还需验证%根系功能不仅取

决于根系数量多少和伸展范围大小#而且还有赖于根系活力的强弱%因此#在根系密度6根量7和根系活力

方面本文尚未涉及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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