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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层温度和气温的差与冬小麦生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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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牧 ． 一 
作物冠层温度与气温的差(简称冠气温差，下同)可指示作物的r水分状况 ，也可作为作物生长环境的 

一 个综合指标。目前，关于冠层气温差指示作物生长的报道尚少．本文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 1987年和 1988年在中国科学琬北京农业生态系统试验站进行。土壤为壤质褐潮土 ．有机质含量 

在 15．og／kg左右，土壤持水量 229．og／kg。麦田按常规方法管理 ，春季以后浇 3—4次水。设充分湿润(相对含 

水量>80 )和干旱(相对含水量<6o蛹)小区作对照，小区面积为 20×20m 。 

田问小气候观测项目：太阳总辐射，光台有效辐射．气温、湿度和风速。麦田封垄后．用 AG-42型红外测温 

仪观测麦田冠层温度和作物层下土壤表面温度．观测4个方位取平均值，仪器与作物层呈45口角，观测前后用 

黑体靶式标定仪标定测温仪温度。白昼冠层温度(丁c)和气温(丁 )分别取 7t o0—19，O0问2h观测一次的平 

均值 ．白昼 — 记为 了1⋯  

麦株生物量测定 ：常规 田采用 8点取样，充分湿润和干旱区分别为 8点取样，每 7d一次。拔节前每点取 

20茎，以后取10茎。分别测量株高，叶面积．根、茎、叶和穗鲜重及干重。定点密度观测，与生物量测定同步。划 

定籽粒灌浆速度，自开花起开始，隔2d取一次样，直至 

腊熟，每小区分别取 加穗，常规田取50穗。 

2 试验结果 

2．1 冠层温度和气温的变化 p 

冠层温度(了1 )指作物冠 层叶 茎 及穗表面温度的 

平均值 。观测结果表 明(图 1)，冬小麦生长拔节至孕穗 

期 ，白昼 了1⋯ 负值最大 ，以后 了1⋯ 负值逐渐减小。乳熟 

期后 ，丁⋯ 出现正值。 ． 

2 2 。与冬小麦生长的关系 

2 2．1 与叶面积增长率的关系 

按 叶面积生长变化过程将其血1分 为 3个阶段 (图 

2)，l：厶4，上升价段(返青一孕穗)，I：厶4H 日对稳定 

阶段 (孕穗一开花)，l；厶4，下降阶段(开花一成熟 )。 

分 析 l、I阶段资料表 明(图 3)⋯T 。和叶面积增 

长率(凸厶4』／血)有直线相关 ，回归方程： 

i： ，／山 一0-(~323 0 04417",． r一 一0．974。 

I ：△LAf／血 一_0．273—0．081T⋯ r一 0 758。‘ 

臼期 

图 l 自昼 丁 与 Ta的长期变化(1988) 

F I The ehe n~es of c~nooy temperature (_，[)and 

air temperature (Ta) in the field of winter 

wheat(1988) 

*奉史承蒙周允华先生指正，谨此表示感谢。 

奉史于 1991年 7月 17 El收到 ．隹政稿于 1993年 5月2O El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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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2 冬小麦群体叶面积动态变化 ‘ 圈 3 I、I阶段 △L̂ ，／ 与 ⋯ 的关系 

Fig 2 Dynamical changes ol"LAI m the wiQter wheat Fig．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ily increment in 

field LAI(dL且，，山 )and during I(Standing 

叶面积增长率(I阶段增长率为负)随 一 负值增大而 tO Bomlng)and I(Flowering t。Dough)of 

增大 。 wlnter wh朗 

表 1表 明，I阶段 ，当 ≤ 一1．5℃，表明水分、光照等环境条件 良好，L4j相对稳定期可延长至灌浆 

期 ，对籽粒产量的构成有利 反之 ， 。负值小(如干旱小区)，LAI相对稳定期缩短 ，产量下降。 

。 衰 1 Ⅱ阶段 。与 LAI下降值 

Table 1 T一一artd in~ ement in LAI during I Stage of winter wheat 

年 份 l987 1988 

孕穗一开花 开花一灌禁 孕穗一开花 开花一灌袋 
扯 理 Booting t0 Flowering FLowering to Fil]ing Booting to Flowering Flowering TO Fi]]ing 

T reatM t 

T⋯  Ld， △L^， 。 dLA T⋯  AI 

常规 田 
N~rmal moisture — l 5 — 0 30 — 1．6 —0 48 — 1．7 — 0．28 一 1．5 — 0 52 

capacity field 

充 分湿润 区 
— 2 1 — 0 25 —2．3 — 0 24 — 2 0 —0．49 W

etting soft plot 

干 旱 区 
— 0 9 —0．54 — 1 1 — 0 47 — 0 7 — 1 05 D

rought plot 

2．2．2 与群体生长的关系 

净同化率(NAR)“ ，表示单位叶面积干物重的增长速率 ，单位：g·m ·d 平均表达式为 ： 

NAR： 半 · ㈣ f2一f1 L 2一Ll 、 
相对生长率(RGR)。 ．袁示在某一时间内，单位干物重的生长效率 ，简化为 R．单位：d 。平均表选式 ： 

再 一 l
—

nW

-

2
—

--

_

InW E 
(4) 

式中 、u，z 厶、厶 和 f 分另 袁 示前后两次测定 的干重，叶面积和时间。 

统计分析表明(图4)⋯T 分别与Ⅳ R、群 体干物质相对生长率 (瓦)，籽粒相对生长率(瓦 )呈直线相关 ．回 

归方 程 

NAR 一 一 l 82— 3．5O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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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52。’ 

底 一 0．0177— 0．0273T, (6) 

P  0．963一 

岛 一 o 056 0．044T．。 (7) 

一 o．820。’ 

3 分析与讨论 

， ．盘值大，意昧着光、温、术适宜，气孔开度大， 

光合酶系统活性强 ，光合作用强烈，净同化率高，叶面 

积增长快，干物质积累量大。小麦生长至开花期后， 

一 。负值大，表 明植物生命力还很旺盛 ，叶片枯黄速率 

慢 ，灌浆期 叶一 日积 (LAD)值大 ，利于籽粒灌浆 ，粒重 

高。因此 1很好地反映 了小麦的生长过程。关于如何 

建立冠气温差与植物生长的数学模型 ，进行定量研 究， 

并将其用于指导农 田生产，及监测植物 生长发育有待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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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小麦群体廊 、爱、 与 一。关系 
Fig．4 The reladoashlp berg en T and e⋯ et 

assimilation ( 瞬 )、dry m＆ner relative 
growth rne ( )、kernel relative gTowth r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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