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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占义，刘鹏博，张雅楠，王成杰．探索根系：发现新前沿 ———第十一届国际根系研究大会暨 Ｒｏｏｔｉｎｇ２０２１ 联席会议．生态学报，２０２２，４２（５）：
２０５９⁃２０６１．

探索根系：发现新前沿
———第十一届国际根系研究大会暨 Ｒｏｏｔｉｎｇ２０２１ 联席会议

王占义１，２，刘鹏博１，２，张雅楠１，２， 王成杰１，２，∗

１ 内蒙古农业大学草原与资源环境学院， 呼和浩特　 ０１００１１

２ 内蒙古农业大学草地资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呼和浩特　 ０１００１１

摘要：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２８ 日第十一届国际根系研究大会和第九届根系发育研讨会（Ｒｏｏｔｉｎｇ２０２１）联席会议由美国密苏里州

州立大学和英国汉诺丁大学共同组织并在线举办。 本次大会主题为“探索根系：发现新前沿”，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世界 ５１ 个国

家，主要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中国以及来自南美、欧洲和非洲的部分国家，共计 ６９３ 人参会。 本届根系大会研讨领域广

泛，涉及根的宏观到微观不同尺度的研究。 预计未来根系领域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根系表型研究技术的研究、根系的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根系的逆境生理学研究、根系与土壤交互作用、根系与微生物互作的研究以及根和根系发育等。
关键词：根系生物学；根表型；根系逆境生物学；根际；地下通信

１　 背景介绍

相对于植物地上部的研究，全球对于植物根系的研究相对滞后。 这是由于植物根系埋藏于土壤中，增加

了取样和观测的难度。 为了推进植物根系的研究，加强全球合作，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先后在欧洲成立了国际根

系研究学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Ｒｏｏ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ＲＲ）和国际根系发育研讨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Ｒｏｏ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ＯＯＴＩＮＧ）。 国际根系研究大会是关于根系研究的国际性学术会议，现任学会（ＩＳＲＲ１１）主
席为美国密苏里州州立大学的 Ｂｏｂ Ｓｈａｒｐ 教授； ＩＳＲＲ 每隔 ３—５ 年不定期召开，其中 １９８２ 年在澳大利亚召开

了第一届。 每次会议的重要学术论文均会在国际高水平相关学术杂志上发表。 ＲＯＯＴＩＮＧ 是专门针对根系遗

传发育的研讨会，一般每三年召开一次，２０２１ 年为第九届。 Ｒｏｏｔｉｎｇ２０２１ 的主席为英国汉诺丁大学的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Ｂｅｎｎｅｔｔ 教授。

２　 会议概况

由于新冠大流行的持续影响，第 １１ 届国际根系研究学会研讨会（ＩＳＲＲ１１）和 ＲＯＯＴＩＮＧ２０２１ 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至 ５ 月 ２８ 日在线上联合举行，会议主旨为“永不睡眠的根系生物学”。 本次会议由美国密苏里州大学

跨学科植物小组和英国诺丁汉大学联合组织。 这次联席会议将汇聚全球根系研究界的专家学者，以促进交流

并讨论根系生物学的新发现，新发展和新挑战。 会议讨论了农业和自然生态系统中从分子水平到生态系统水

平的不同规模的根系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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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世界各地时区不同，为了最大程度地提高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与者的现场参与机会。 所有演讲都要求

预先录制，但将根据预定时间进行介绍，然后与参会者进行在线交流。 同样，在不同时间也安排了多个海报会

议，以适应全球各地参与者的不同时区。 海报作者将附有简短的预先录制的讲解，海报会议也包括海报作者

与参会者进行实时互动的机会。 参加会议的主要国家来自世界 ５１ 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包括：美国、英国，澳大

利亚、中国以及来自南美、欧洲和非洲的部分国家等。 本次会议有 ６９３ 人参会，我国学者有 １ 人参与口头汇

报，１ 人做专题报告。 我国主要参会单位有：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内蒙古农

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西南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福建农林大学。
本届根系大会研究领域广泛，涉及根的宏观和微观尺度的研究。 会议主题为“探索根系：发现新前沿”。

会议分为大会开幕、全体汇报、专题报告、墙报、会后研讨会和闭幕式颁奖典礼组成。
会议先由国际水稻研究所 Ａｍｅｌｉａ Ｈｅｎｒｙ 教授就全会开幕式致辞，再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 Ｗｅｎｄｙ Ｓｉｌｋ

教授进行颁奖和开幕式致辞。
大会邀请了以下学者进行全会汇报（Ｐｌｅｎａｒｙ）：Ｔｉｉｎａ Ｒｏｏｓｅ（英国南安普敦大学）、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Ｌｙｎｃｈ（美国宾

夕法尼亚州立大学）、Ｊｏｓｅｐｈ Ｄｕｂｒｏｖｓｋｙ（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Ｘａｖｉｅｒ Ｄｒａｙｅ（比利时鲁汶大学）、Ｒｏｓｓ Ｓｏｚｚａｎｉ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Ｙｕｓａｋｕ Ｕｇａ（日本国立农业与食品研究所农学研究所）、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Ｇｕｔｊａｈｒ（德国慕

尼黑工业大学）、Ｍａｌｃｏｌｍ Ｂｅｎｎｅｔｔ（英国诺丁汉大学）、Ｓｔｅｖｅ Ｔｙｅｒｍａ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
专题会议 １６ 个，每个专题邀请 １ 位 ｋｅｙｎｏｔｅ 发言人，分别为：（１）激素和根系构型 Ｋａｒｉｎ Ｌｊｕｎｇ（瑞典农业科

学大学）；（２）根形态发生学 Ｂｅｒｔ ｄｅ Ｒｙｂｅｌ（比利时根特大学）；（３）水分与养分关系 Ａｎｎａ Ａｍｔｍａｎｎ（英国格拉

斯哥大学）；（４）水分关系与逆境生物学—Ａｒｔｈｕｒ Ｖｉｌｌｏｒｄｏ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５）根逆境生物学

Ｍｅｌｉｓｓａ Ｍｉｔｃｈｕｍ（美国乔治亚大学）；（６）根生态系统服务 ／多年生根系 Ｔｉｍ Ｃｒｅｗｓ（美国土地研究所）；（７）根系

对非生物胁迫的反应 Ｃｈｒｉｓｔａ Ｔｅｓｔｅｒｉｎｋ（荷兰瓦赫宁根大学与研究中心）；（８）根与根际过程的建模 Ａｎｄｒｅａ
Ｓｃｈｎｅｐｆ（德国于利希研究中心）；（９）拍摄根系功能的技术 Ｓｔｅｖｅｎ Ｓｉｃｉｌｉａｎｏ（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１０）根
与微生物相互作用—白洋（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１１）根和根系发育 Ｐｈａｎｃｉｔａ Ｖｅｊｃｈａｓａｒｎ
（泰国乌汶叻大米研究中心）；（１２）根与生物相互影响 ＧａｂｒｉｅｌＣａｓｔｒｉｌｌｏ（英国诺丁汉大学）；（１３）嫁接植物的根

系和植物内部通信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ｅｌｎｙｋ（瑞典农业大学）；（１４）根土界面 Ｃｏｌｌｅｅｎ Ｉｖｅｒｓｅｎ（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１５）地下通信 Ｕｌｒｉｋｅ Ｍａｔｈｅｓｉｕｓ（澳大利亚国立大学）；（１６）根表型分析方法：从实验室到田间 Ｃｈｒｉｓ Ｔｏｐｐ（美
国唐纳德·丹佛斯植物科学中心）。

除了 ｋｅｙｎｏｔｅ 发言人外，每个专题会议还包括了其他口头汇报者，这些汇报由会务组从与会者提交的摘要

中选择而出。
本次会议共发布墙报共 ３１２ 个，分为 １５ 个专题，专题的主题内容和上面的专题会议基本一致。
会议的最后一天举行了根表型研讨会以及海报和演讲者颁奖典礼，会议由英国诺丁汉大学的达伦·威尔

斯和美国诺贝尔研究所的拉里·约克主持。
本次联席会议还举行了“研究生和博士后大使计划”。 大使计划将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约 ２０ 名青年专业

研究人员提供基础研究和培训机会。 活动将在《Ｎｅｗ Ｐｈｙｔｏｌｏｇｉｓｔ 》发表专题会议报告，该期刊为大使计划提供

了大力支持。 大使计划由克里斯·托普（美国唐纳德·丹佛斯植物科学中心）和艾莉森·米勒（美国圣路易

斯大学）以及研究生和组织委员会的博士后成员共同组织。
本次联合会议的论文、摘要等内容将在以下期刊的特刊出版：《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Ｐｌａ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根系发育；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ａ 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非生物 ／生物胁迫对根系的影响；《Ｐｌａｎｔ，Ｃｅｌｌ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未来的根表型研究。

３　 根系研究难点、热点和新研究方向

会议讨论的主题涵盖了当前我们认识的植物根系以及根际研究的广泛范围，会后召开的根系表型研讨会

收集了 １４７ 份参会人员的调查问卷，问卷统计表明根系的研究途径和技术主要还集中在 ２Ｄ 根系扫描、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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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型分析、利用根窗进行的无损伤生长分析，而新型技术的应用还比较有限。 问卷结果还发现困扰根系研究

人员的最大问题是数据收集十分耗时。 针对该问题，参会人员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分享了一些目前比较

适用的自动分析软件，以及未来可能的解决思路，比如机器深度学习、模型构建等。
会议介绍了许多评估根和根际的方法，包括 Ｘ 射线、荧光酶分析、ＭＲＩ（核磁共振成像）、３Ｄ 激光扫描、植

物建模、代谢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等。 这些技术以及其他技术可以研究许多不同处理的造成的影响，例如微重

力，激素，生物肥料或营养元素。 探讨了根系的生理过程，这些过程主要与水分、营养胁迫相关的逆境生理以

及根系的地下通讯过程相关。 另外根系的生态系统服务也仍值得进一步研究，如多年生植物在农业生态系统

中的作用、盈余碳对根系和土壤之间关系的支配等。
总结本次会议，国际上关于植物根系研究的热点领域包括：根系表型研究技术进一步发展，根系的生态系

统的服务功能的探讨，以及根系的逆境生理学研究的深化。
下一届国际研究学会 ＩＳＲＲ１２ 会议将于 ２０２３ 年在比利时进行，Ｒｏｏｔｉｎｇ 研讨会将于 ２０２４ 年的德国举行。
关于本次会议的更多信息，可查询会议官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ｂ． ｃｖｅｎｔ． ｃｏｍ ／ ｅｖｅｎｔ ／ ０ｂａ１ｆａ０３⁃ｅ５ｂ４⁃４ｂ８７⁃９７０ｅ⁃

ｅｄｂ２ｃ２ １９６３６ｆ ／ ｓｕｍｍａｒｙ

１６０２　 ５ 期 　 　 　 王占义　 等：探索根系：发现新前沿 ———第十一届国际根系研究大会暨 Ｒｏｏｔｉｎｇ２０２１ 联席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