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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根层障碍条件下不同深度玉米
根系与产量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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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池栽条件下采用模拟根层障碍的方法，研究不同深度根系与玉米生长和产量的关系。结果表明，根

层阻隔显著降低玉米根系的生物量、总根长和根表面积，各处理光合生产能力和子粒产量显著低于无阻隔(对照)；
随着阻隔层的下移，根系和冠层各指标和产量受到的影响逐渐变小，0～20、21～40、41～60、61～80、80 cm以下各

层根系对产量的相对贡献率分别为52%、11%、7%、12%、19%。20 cm耕层以下根系对产量的贡献达48%，其中60
cm以下土层内根系对产量的贡献达31%，说明深层根系虽然生物量占总生物量比例很小，但其在花粒期对深层水

肥的吸收利用对产量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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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of Roots in Different Soil Strata and Yield of
Maize under Simulated Obstacle of Root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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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of roots in different soil strata and yield of maize, an experiment
with simulated root-layer obstacles in field pools was conducted. The result showed that root indexes including root
biomass, total root length and root surface area, canopy photosynthesis capacity and yield of root limited treatment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without root limited).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 of roots in 0-20 cm, 21-
40 cm, 41-60 cm, 61-80 cm and below 80 cm soil strata were calculated from the yield losses compared to control,
which separately were 52%, 11%, 7%, 12% and 19%. This indicated that root below the 20cm plowing layer contrib⁃
uted 48% to maize yield, in which the root below 60 cm soil layer contributed 31% to maize yield. This result mani⁃
fested that deep root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o maize yield by uptaking water and nutrition during post-anthesis
period with relative smaller proportion to total root bio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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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密植高产栽培条件下，玉米根系向

20 cm以下土层分布比例有增加趋势，且越是高产

群体这种趋势愈为明显 [1，2]。由于长期的小动力耕

作和浅旋浅耕作业，我国玉米主产区普遍存在耕层

障碍问题[3～5]，即土壤耕层深度明显降低，已由20年
前的 20 cm降低到 16.5 cm；有效耕层土壤量显著减

少，全国平均有效耕层土壤量为 2.23×106 kg/hm2，较

20年前减少14%；土壤结构紧实、板结严重，土壤犁

底层容重高达1.52 g/cm3，远远超出玉米生长的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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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容重 1.1～1.3 g/cm3。“浅、实、少”的耕层现状与

高产玉米的根系生长特征是一对尖锐矛盾。Grze⁃
siak等 [6]和 Lipiec等 [7]的研究表明，耕层紧实显著降

低玉米根条数，且显著降低 15～40 cm土层内的根

系生物量和根系长度，即耕层障碍影响玉米深层根

系的生长，进而影响玉米光合生产能力及产量。但

耕层障碍对玉米产量影响，不同土层内根系特别是

深层根系对产量贡献尚无系统研究。本研究在池栽

条件下采用模拟根层障碍的方法，研究不同根系扩

展深度对玉米生长和产量的影响，以定量化不同深

度根系对产量的相对贡献并评估耕层障碍对玉米产

量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及其肥力状况

试验于 2011 年在内蒙古农业大学试验基地

(40°60′ N，110°58′ E)进行。土质为沙壤土，0～30 cm
耕层土壤含有机质 28.4 g/kg、碱解氮 40.0 mg/kg、速
效磷21.3 mg/kg、速效钾124.7 mg/kg，pH值为7.6。

1.2 试验设计

采用田间池栽的方法设置不同深度根层阻隔，

播种前在田间挖长×宽×深=4 m×3 m×1 m的池子，挖

土时土壤按20 cm一层分别放置，土壤挖出后，池子

四壁衬砌PVC塑料板(底部不衬)，之后，将土壤按原

层次顺次回填并适当镇压，在回填过程中采用50目
双层尼龙网按设计深度要求隔离土层，以人为控制

根系的扩展深度，但不阻碍水分、养分交流。分别设

20 cm(20-L)、40 cm(40-L)、60 cm (60-L)、80 cm (80-L)
处隔离处理(图 1)，以无隔离为对照(CK)。土壤回填

后灌水沉实。试验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排列，3次

重复，共15个小区。

试验以内单 314 为材料，种植密度为 90 000
株/hm2，等行距 50 cm种植，各处理周围种植 4行保

护行。田间水肥管理以充分满足群体需求为原则，

P2O5(磷酸二胺)105 kg/hm2、K2O(硫酸钾)45 kg/hm2作

种肥一次性侧深施，纯氮(尿素)300 kg/hm2于拔节期

和大喇叭口期按照3∶7的比例追施。全生育期灌水

4次，每次灌水量为750 m3/hm2，其他管理同大田生产。

图1 不同深度根层阻隔处理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root layer obstacle treatments at different soil strata
1.3 测定指标与方法

1.3.1 根系干重及根系形态特征

根系样品采集于灌浆始期(吐丝后15 d)进行，采

用Monolith法[8]并稍加改进。每小区连续取3株，取

样时砍去地上部分后，水平以植株为中心采至 1/2
株距×1/2行距，垂直每10 cm一层为一个样品，取至

100 cm。之后将带根土壤样品装入 40目筛网中冲

洗，将冲洗干净的根系全部采集。采用WinRHIZO
系统扫描根系，记录总根长、根表面积、根系直径；扫

描后的根系在85±5℃下烘干至恒重，称重记录根系

干重。

1.3.2 叶片光合相关参数测定

采用LI-6400光合测定系统于散粉期测定穗位

叶中部光合速率(Pn)，测定时红蓝光源光合有效辐

射1 500 μmol/(m2·s)、叶室温度30℃、CO2浓度360 μL/L，
每小区测定 3株。散粉期至乳熟期，每隔 15 d采用

SPAD-502型叶绿素计测定穗位叶叶绿素相对含量

(SPAD)，同时采用Sunscan冠层分析系统测定各处理

叶面积指数(LAI)。
1.3.3 测产考种

玉米生理成熟期，在测产区连续测定20穗的穗

粒数后，实收2行测定子粒产量(子粒含水量折算为

14%)和千粒重。

1.4 数据分析

所有数据采用 SPSS13.0(SPSS Institute Inc.)中
One-way ANOVA程序的最小显著差异法(LSD0.05)进
行方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深度根层阻隔对玉米根系生长的影响

根层阻隔显著限制了玉米根系生长。由图2可
知，20和 40 cm阻隔处理根系生物量、总根长、根表



2.2 不同深度根层阻隔对玉米光合生产能力的影响

面积都显著低于对照，其中，20 cm阻隔处理各指标

降幅都在50%左右，所受影响最为明显；60和80 cm
阻隔处理根系生物量和总根长显著低于对照，但根

表面积与对照无显著差异。从根系平均直径来看，

各根层阻隔处理皆高于对照。总体而言，随着阻隔

层的下移，根系生长受到的影响逐渐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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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深度根层阻隔对玉米根系干重、根表面积、总根长和平均根系直径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root obstacle on root biomass, root surface area, total root length and root diameter of ma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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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深度根层阻隔对玉米花后LAI、SPAD值和Pn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root obstacles on post-anthesis LAI, SPAD and Pn of ma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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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层阻隔对根系生长的限制直接反应在地上部

光合生产能力上。除 80 cm阻隔处理花后LAI和叶

片SPAD值与对照无显著差异外，20、40、60 cm阻隔

处理皆显著低于对照，阻隔深度越浅，LAI和 SPAD
值越小，散粉30 d后LAI和SPAD值的迅速降低说明

这3个处理的玉米出现早衰。从散粉期光合速率来

看，各根层阻隔处理皆显著低于对照，20 cm阻隔处

理显著低于其他处理(图3)。
2.3 不同深度根层阻隔对玉米产量的影响

根层阻隔显著降低了玉米产量。与对照相比，

20 cm阻隔处理产量最低，降低了49.1%；40 cm阻隔

处理次之，比对照降低了37.7%；60 cm和80 cm两个

阻隔处理间差异不显著，但也显著低于对照，产量较

对照降低30.7%(图4)。
2.4 不同深度根系对产量的贡献

根据不同根层阻隔处理与对照相比的产量差，

对不同土层内根系对产量的相对贡献进行折算。结

果表明，20、40、60、80 cm土层以下根系对产量的相

对贡献分别为 48%、38%、31%和 19%，计算各土层

内根系对产量的相对贡献(图 5)。0～20 cm耕层内

根系对产量的贡献最大，达 52%；21～40 cm土层和

41～60 cm土层内根系对产量的贡献显著降低，分

别为 11%和 7%；61～80 cm和 80 cm以下土层内根

系对产量的贡献又明显增加，贡献率分别为 12%和

19%，说明深层根系虽然生物量占总生物量比例很

小，但对于玉米产量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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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不同深度根层阻隔对玉米子粒产量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root obstacles on maize 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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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不同土层内根系对玉米子粒产量的相对贡献率

Fig.5 Relative contribution of roots in different soil strata to maize yield

3 结论与讨论

密植条件下，玉米根系分布和对水肥的吸收能

力对于提高群体生物产量和子粒产量至关重要 [9]。

与低密低产群体相比，密植高产群体下玉米根系体

现“横向紧缩、纵向延伸”的特征，20 cm以下土层内

根系分布比例与玉米产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Wi⁃
esler等[10]和Trachsel等[11]研究表明，花粒期较深的根

系分布有利于玉米提高对深层土壤中水分和硝态氮

的吸收能力，有利于提高密植群体的产量稳定性，说

明深层根系在玉米生育后期的产量形成中发挥重要

作用，但具体多大贡献尚不明确。本研究在限制根

系扩展深度条件下，采用反证法对不同深度根系对

产量的相对贡献率的分析表明，耕层0～20 cm土层

内根系是产量的主要贡献层，贡献率达52%，这与根

系主要分布在此层和耕层较好的养分条件密切相

关；耕层以下21～40 cm和41～60 cm土层内根系对

产量的贡献明显降低，分别为11%和7%；61～80 cm
和 80 cm以下土层内根系对产量的贡献又明显提

高，贡献率分别达12%和19%，即60 cm以下土层内

根系对产量的贡献达 31%，明显高于 21～60 cm土

层内根系的18%。其原因一方面是较深层根系形成

时间较晚，灌浆期玉米活跃吸收层下移至61～80 cm
土层，60 cm以下根系活力高于上层根系[12]；另一方

面玉米生育后期，硝态氮下移至土壤下层[13]，且深层

土壤水分条件也要好于上层，深层土体较好的水氮



供应条件可能是另一重要因素；20和 40 cm阻隔处

理也可能因后期无法利用深层水分和氮素而发生明

显早衰，进而导致了产量的大幅降低。

在一般农田中，即使有严重的耕层障碍，玉米根

系仍有一定比例下扎。本研究在双层尼龙网阻隔条

件下，根系不能穿过尼龙网，因此，研究结果具有一

定相对性。另外，虽然研究结果表明，耕层以下的深

层根系对产量的贡献比例在 1/3以上，但是否深层

根系比例越大越利于产量提高，还是深层根系达到

一定比例后产量不再提高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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