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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覆盖对高海拔寒区土壤温度和春青稞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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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明秸秆覆盖对高海拔寒区农田土壤温度和作物生长的影响，对春青稞进行了田间小区试验研究。秸秆

覆盖量设置为 ０（ＣＫ）、５０００（Ｍ１）、１００００（Ｍ２）、１５０００ｋｇ／ｈｍ２（Ｍ３），共 ４个处理。试验结果显示，地表秸秆覆盖可

显著调节土壤温度。与 ＣＫ处理相比，秸秆覆盖可降低春青稞苗期日均土壤温度２８～３９℃，而提高其他生育期土

壤温度 ０４～１８℃。秸秆覆盖显著降低了春青稞苗期和拔节期株高（２２９％ ～１６５３％）和干物质量（３９８％ ～

２５９３％），增大了灌浆期和成熟期的株高（３１２％ ～１０３１％）和干物质量（２１７％ ～１８２６％）。秸秆覆盖显著减小

了０～２０ｃｍ土层的根密度，增大了其他深度的根密度。秸秆覆盖显著增大了春青稞千粒质量（４６５％ ～１３９５％）

和籽粒产量（４３０％ ～１３５０％），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穗长和穗粒数。整体而言，秸秆覆盖量（Ｍ１～Ｍ３）对土

壤温度的影响不显著而对春青稞生长参数（除穗长和穗粒数外）的影响显著。秸秆覆盖有利于春青稞幼苗的茁壮

生长及其籽粒产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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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西藏自治区平均海拔高度在 ４０００ｍ左右，气
温低，年内和年际间变率小，日温差较大，属于典型

的高海拔寒区
［１］
。日喀则地区是西藏自治区的主

要商品粮基地，其粮食生产对自治区粮食自给自足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２］
。日喀则地区干旱少雨，蒸

发量大，无霜期短，在作物生长早期的 ３—５月份和
后期的 ９—１０月份常发生低温霜冻天气［３－４］

，对农

业生产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如何通过农田管理措

施调节土壤温度，减小低温对农作物生长的威胁，对

推动西藏高海拔寒区的农业生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土壤温度是土壤热状况的综合表征指标。作为

作物生长的重要环境因素之一，土壤温度影响农田

土壤水分状况
［５］
、碳平衡

［６－７］
、养分吸收与利用

［８］
、

微生物
［９］
以及酶活性

［１０］
，从而影响作物的生长发育

状况
［１１－１４］

。地表秸秆覆盖可以在农田土壤表面形

成阳光、降水、气流相互作用的缓冲层，增强太阳光

的反射率，降低其直接辐射和热传导率
［１５］
，从而对

土壤温度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１６－１７］

，在气温高时降

低土壤温度，而在气温低时提高土壤温度
［１８］
。研究

结果显示，秸秆覆盖后的冬小麦农田，其冬季土壤温

度提高而春季土壤温度降低
［１９］
。表层 ０～１５ｃｍ土

层的降温效果在春玉米生长前期较大而后期较

小
［２０］
。作物残茬覆盖可提高寒区表层 ５ｃｍ的土壤

温度１５～２１℃［２１］
。此外，秸秆覆盖还可改善农田

水分状况
［２２］
，减少土壤水分蒸发

［２３］
，改善土壤结构

以及提高土壤水分利用效率等
［２４］
，从而影响作物生

长。秸秆覆盖对春玉米有一定的增产作用，覆盖处

理的春玉米其籽粒产量比未覆盖处理的增加

１１３％［２５］
；秸秆还田可提高冬小麦有效穗数或地上

干物质量，增加作物产量 １７８５％［２６］
。秸秆覆盖量

应根据田间操作的可行性以及生产实际情况确定，

一般将单位耕地面积上生产的作物秸秆覆盖在单位

耕地面积上较为适宜
［１８］
。

土壤温度受气候、海拔高度、纬度、土壤类型、植

被和耕作等因素影响
［２７］
。覆盖措施对土壤温度的

影响随土壤类型、气候条件、覆盖材料及其覆盖量的

不同而有显著差异
［２８］
。目前，秸秆覆盖对土壤温度

及作物产量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低海拔暖温带地

区的玉米和小麦等粮食作物
［１８］
，而对水土流失严

重、昼夜温差大、生态环境脆弱的高海拔寒区，有关

秸秆覆盖对土壤温度以及春青稞生长影响的研究鲜

见报道。鉴于此，本文通过秸秆覆盖对农田土壤温

度以及春青稞生长状况影响的研究，以期为改善西

藏高海拔寒区农作物的生产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区概况
试验于 ２０１４年 ５—１０月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

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灌溉试验站的防雨棚内进行。

试验站位于 ８８°５３′Ｅ、２９°１５′Ｎ，海拔高度 ３８３６ｍ。
该地区年均日照时数为３２４８ｈ，年均气温 ６５℃，无
霜期 １０３ｄ，年降水量和蒸发量分别为 ４３３２、
２２４９６ｍｍ。试验地平均土层厚度约为 １０ｍ，下垫
层为砂砾石层，地下水埋深大于 ４０ｍ。土壤质地
为粉砂壤土，平均容重为 １６０ｇ／ｃｍ３，田间持水率
（质量含水率）为１７３％。
１２　试验设计

为保证各试验小区土壤和水分条件的一致性，

在试验小区布设前对试验地统一翻耕平整，且在试

验区周围设置 ２ｍ宽的保护区。地表覆盖材料为
２～３ｃｍ长的碎青稞秸秆。试验共设 ４个处理，秸
秆覆盖量分别为 ０（对照，ＣＫ）、５０００（Ｍ１）、１００００
（Ｍ２）、１５０００ｋｇ／ｈｍ２（Ｍ３）。试验小区采用随机区
组排列布置（图１），每个小区面积为 ３ｍ

$

３ｍ。各
小区之间设４０ｃｍ宽的土埂隔离。为防止灌溉水分
侧渗，各小区间设置塑料膜隔水，塑料膜埋深为

８０ｃｍ。每个处理３次重复。
春青稞供试品种为喜玛拉 ２２号，于 ２０１４年

５月１７日播种，１０月 １４日收获，共 １５０ｄ。春青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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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试验小区布置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ｌｏｔｌａｙｏｕｔ
　
全生育期分为苗期（５月 １７日—６月 ２２日）、拔节
期（６月 ２３日—７月 ２３日）、抽穗期（７月 ２４日—
８月１０日）、灌浆期（８月１１日—９月２２日）和成熟
期（９月２３日—１０月 １４日）。根据当地生产习惯，
试验小区播前灌水，待土壤蒸发至适宜含水率后翻

耕。根据所用青稞品种推荐的施肥量，翻耕时施用

磷酸二氢铵（Ｎ质量分数１８％、Ｐ２Ｏ５质量分数４６％）

１５０ｋｇ／ｈｍ２和尿素（Ｎ质量分数 ４６％）１５０ｋｇ／ｈｍ２作
为底肥。春青稞采用人工沟播，等行距（２５ｃｍ）种
植，播种量为 ３００ｋｇ／ｈｍ２。按照试验设计的秸秆覆
盖量，在播种后的第 ２天将粉碎后的青稞秸秆均匀
地覆盖在每个小区的地表。春青稞生育期内不追

肥，除草、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措施按照当地传统

习惯实施。根据土壤水分监测数据，采用低压管道

对春青稞实施充分灌溉，灌水量通过水表计量。灌

溉定额为 ６９１４ｍｍ。在试验期间，防雨棚每天
０８：００打开，２０：００关闭。日喀则地区夜间降水概率
在 ８０％以上。若白天偶遇降水，则临时关闭防雨
棚，降水停止后重新打开。

１３　测定指标与测定方法
在播种时将直角地温计分别布设埋入各小区中

部行间的 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ｃｍ深度处。由于时间延
续较长且大气温度是连续变化的，因此根据春青稞

生育期长度以及考虑阴雨天对土壤温度的可能影

响，在各生育期内分别选择晴朗天气连续 ３ｄ定时
测定各层土壤温度和田间 ５０ｃｍ高度处的气温，取
３ｄ的平均值分析不同处理土壤温度日变化过程和
季节性变化趋势。温度测定时间分别为 ６月 ８—１０
日（苗期，播种后２２～２４ｄ）、７月８—１０日（拔节期，
播种后５２～５４ｄ）、８月８—１０日（抽穗期，播种后８３～
８５ｄ）、９月６—８日（灌浆期，播种后 １１２～１１４ｄ）以
及１０月 ３—５日（成熟期，播种后 １３９～１４１ｄ）的
０８：００、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１４：００、１６：００、１８：００和 ２０：００。
气象资料通过灌溉试验站内的自动气象站连续监

测，观测项目包括辐射强度、气温、风速、降水量和相

对湿度等
［２９］
。

在春青稞苗期，调查单位面积上的基本苗状况。

在各生育期，每小区选取 １０株有代表性植株，测定
其株高，并割去地面以上部分干燥称量。在收获时，

每小区随机取 ３０穗青稞测定其穗长和穗粒数。各
小区全部实收，单独脱粒，测定其千粒质量和籽粒产

量等指标。收获后，用根钻对各小区分层取土，

２０ｃｍ一层，取至１００ｃｍ深度。用冲洗法洗根，然后
干燥称量，测定根密度。

１４　数据处理
各处理平均值之间的差异显著性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 （ＡＮＯＶＡ）分析。当
ＡＮＯＶＡ的 Ｆ值统计显著（Ｐ＜００５）时，采用最小显
著差异（ＬＳＤ）检验法区分其平均值的差异显著性。

２　结果

２１　秸秆覆盖对土壤温度的影响
２１１　土壤温度日变化过程

不同试验处理条件下春青稞各生育期在 ５、１５、
２５ｃｍ深度处连续 ３ｄ的平均土壤温度和田间气温
日变化过程见图２。１０、２０ｃｍ深度处的土壤温度变
化趋势介于５、１５ｃｍ以及 １５、２５ｃｍ之间，因此未给
出数据。土壤温度观测符合《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要求，不同重复之间一致性较好。为清晰起见，图中

未给出标准差。表层（５ｃｍ）土壤温度与田间气温
变化趋势基本相似，整体上呈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

在１６：００左右达到最大值（图 ２），这与黄洁等的研
究结果一致

［３０］
。５ｃｍ深度处的日最高土壤温度出

现时间比已有研究结果滞后约 ２ｈ［２０］，这主要是由
时差引起的。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土壤温度日变

化过程逐渐趋缓，在２５ｃｍ深度处其峰值基本消失。
整体而言，每日早（０８：００）、晚（２０：００）以及整个苗
期的土壤温度均高于田间气温，而其他时间则低于

田间气温。不同秸秆覆盖量（Ｍ１～Ｍ３）对土壤日温
度变化的影响不显著。

２１２　土壤温度随土层深度的变化
不同试验处理条件下春青稞苗期、抽穗期和成

熟期连续３ｄ的平均土壤温度随土层深度的变化见
图３。拔节期和灌浆期的土壤温度随土层深度的变
化趋势介于苗期与抽穗期以及抽穗期与成熟期之间

（数据未给出）。０８：００土壤温度随土层深度的增加
而增大；此后，土壤温度随土层深度的增加呈减小趋

势；至２０：００，土壤温度在整个土壤剖面上近似均匀
分布（图３）。所有试验处理的表层土壤温度在日内
的变化幅度均大于深层土壤，且其变化深度可影响

至２５ｃｍ以下（图 ３）。不同秸秆覆盖量（Ｍ１～Ｍ３）
对土壤温度随土层深度变化的影响不显著。在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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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同处理春青稞各生育期在 ５、１５、２５ｃｍ深度连续 ３ｄ平均土壤温度和田间气温（ＡＴ）日变化

Ｆｉｇ．２　Ｄｉｕｒｎ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ｍｅａｎｓｏｉ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ｔ５ｃｍ，１５ｃｍ，２５ｃｍｄｅｐｔｈｓｄｕｒｉｎｇ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３ｄａｎｄａｉ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ａｔｖａｒｉｏｕｓ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ｓｏｆｓｐｒｉｎｇ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ｂａｒｌｅｙ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稞苗期，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ｃｍ深度处秸秆覆盖后的土
壤温度分别比对照处理降低 ２９～４２℃、３９～
４０℃、２４～２９℃、１９～２４℃和 １９～２２℃。而
在抽穗期和成熟期，其值分别比对照处理增加

０６～１４℃、０２～０４℃、１２～１６℃、０９～１８℃、
０５～１２℃和 ０８～１７℃、０～１０℃、１６～２４℃、
１３～２５℃、０９～１６℃。
２１３　土壤温度随生育期的变化

不同试验处理条件下 ５、１５、２５ｃｍ深度处连续

３ｄ的平均土壤温度以及田间气温随生育期的变化
见图４。１０、２０ｃｍ深度处的土壤温度变化趋势与此
相似，未给出数据。在春青稞生育期内（５月—１０
月），随着作物生长时间的延长，田间气温与土壤温

度整体呈下降趋势（图４）。在苗期至抽穗期，０８：００
土壤温度的变化幅度较小，而进入灌浆期后则快速

降低；在苗期至拔节期以及灌浆至成熟期，１２：００—
２０：００的土壤温度下降较快。０８：００土壤温度在春
青稞整个生育期内高于田间 ５０ｃｍ高度处的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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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处理春青稞苗期、抽穗期和成熟期在 ０８：００、１２：００、１６：００和 ２０：００连续 ３ｄ平均土壤温度随土层深度的变化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ｍｅａｎｓｏｉ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ｔ０８：００，１２：００，１６：００ａｎｄ２０：００ｄｕｒｉｎｇ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３ｄｗｉｔｈｓｏｉｌｄｅｐｔｈａｔ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ｈ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ｒｉｐｅｎ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ｓｏｆｓｐｒｉｎｇ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ｂａｒｌｅｙ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除苗期５ｃｍ深度外，１２：００—１６：００土壤温度在整个
生育期内一般低于田间气温，而 ２０：００土壤温度在
拔节期以后的生育期内高于田间气温。苗期 ５ｃｍ
深度处的日间土壤温度均高于田间气温。在春青稞

全生育期内，秸秆覆盖显著降低了春青稞苗期耕作

层（０～２５ｃｍ）的土壤温度（Ｐ＜００５），提高了其他
各生育期的土壤温度，这有利于春青稞幼苗的健康生

长和籽粒产量的形成
［３１－３２］

。不同覆盖量（Ｍ１～Ｍ３）对
春青稞整个生育期内土壤温度的影响不显著（图４）。
与对照处理相比，秸秆覆盖在春青稞苗期降低了日平

均土壤温度２８～３９℃；而在拔节期、抽穗期、灌浆期
和成熟期，日平均土壤温度分别比对照处理提高０５～
１０℃、０４～１２℃、０４～１２℃和０６～１８℃。
２２　秸秆覆盖量对植株高度与地上部分干物质量

的影响

表１给出了不同处理条件下春青稞各生育期的

植株高度和干物质量。从表中可以看出，在春青稞

苗期和拔节期，秸秆覆盖后的株高显著矮于对照处

理（Ｐ＜００５），株高分别比对照处理降低了 ７２０％ ～
１６５３％和 ２２９％ ～８６１％。这些数据表明秸秆覆
盖有利于培育壮苗以及防止春青稞的后期倒伏。抽

穗期、灌浆期和成熟期的株高在秸秆覆盖后均高于

对照处理（１０１％ ～１０３１％）。不同秸秆覆盖量
（Ｍ１～Ｍ３）对抽穗期株高以及 Ｍ２与 Ｍ３对各生育
期株高的影响不显著。

各处理条件下地上部分干物质量在整个生育期

内的变化规律与株高相似（表１）。在春青稞苗期和
拔节期，秸秆覆盖处理的地上部分干物质量显著小

于对照处理（Ｐ＜００５），其干物质量分别比对照处
理减小了 ７４１％ ～２５９３％和 ３９８％ ～１３７２％。
而在抽穗期、灌浆期和成熟期，秸秆覆盖处理的干物

质量分别比对照处理增大了 ０２８％ ～５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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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不同处理 ５、１５、２５ｃｍ深度连续 ３ｄ平均土壤温度和田间气温（ＡＴ）随播种后天数的变化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ｍｅａｎｓｏｉ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ｔ５ｃｍ，１５ｃｍ，２５ｃｍｄｅｐｔｈｄｕｒｉｎｇ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３ｄａｎｄａｉ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Ｔ）

ｗｉｔｈ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ｓｏｗ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ｖａｒｉｏｕ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表 １　不同生育期春青稞植株高度和干物质量

Ｔａｂ．１　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ｍａｓｓｏｆｓｐｒｉｎｇ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ｂａｒｌｅｙ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ｓ

指标 处理 苗期 拔节期 抽穗期 灌浆期 成熟期

ＣＫ ４７２±１２ａ ９１８±２３ａ ９８７±２４ａ １０５７±２５ａ １０５７±２７ａ

株高／ｃｍ
Ｍ１ ４３８±２４ｂ ８９７±１６ａ ９９７±２５ａ １０９０±１３ａ １０９４±２２ａ

Ｍ２ ４０２±１３ｃ ８５３±２５ｂ １０１３±２８ａ １１４８±２５ｂ １１５３±３３ｂ

Ｍ３ ３９４±１５ｃ ８３９±２５ｂ １０３０±２４ａ １１５８±２５ｂ １１６６±２１ｂ

ＣＫ ０５４±００１ａ ２２６±００５ａ ３５７±０５４ａ ５０６±０３２ａ ６１９±０２１ａ

干物质量／（ｇ·株 －１）

Ｍ１ ０５０±００４ｂ ２１７±００５ａ ３５８±０３２ａ ５１７±０１７ａ ６４６±０３３ａ

Ｍ２ ０４２±００１ｃ １９８±００６ｂ ３６２±０２１ａ ５７７±０２９ｂ ７１１±００９ｂ

Ｍ３ ０４０±００１ｃ １９５±００４ｂ ３７５±０３８ａ ５８９±０２６ｂ ７３２±０４１ｂ

　　注：数据为平均值
%

标准偏差；同一列数值后不同字母表示在 Ｐ＜００５水平差异显著，下同。

２１７％ ～１６４０％和 ４３６％ ～１８２６％，这一结果与
蔡太义等的结论一致

［２５］
。

２３　秸秆覆盖量对春青稞根密度沿土层深度分布
的影响

各试验处理条件下０～１００ｃｍ土层深度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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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密度见表 ２。从表中可以看出，０～２０ｃｍ土层
的根密度随着秸秆覆盖量的增加而降低，而 ２０～
１００ｃｍ土层的根密度则随之增大。这表明秸秆覆
盖可能有助于促进春青稞根系的深扎，有利于提高

深层土壤水分和养分的利用效率，从而提高春青稞

的抗旱和抗倒伏能力。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春青稞

根系主要集中在 ０～２０ｃｍ耕作层，占总根量的
（５７９７±４０３）％，２０～４０ｃｍ、４０～６０ｃｍ、６０～
８０ｃｍ和８０～１００ｃｍ土层的根系量分别占总根量的
（１６８０±１７６）％、（１０４８±１０３）％、（８２８±
０８６）％和（６４７±０８５）％。春青稞根密度随土层
深度的增加呈幂函数减小。对所有试验处理，成熟

期的春青稞根密度随土层深度的变化可表示为

ＲＤ＝４３２３７Ｓ
－１３５２
Ｄ 　（ｎ＝６０，Ｒ２＝０９５５）（１）

式中　ＲＤ———春青稞根密度，ｋｇ／ｍ
３

ＳＤ———土壤深度，ｃｍ
ｎ———样本个数

２４　秸秆覆盖量对籽粒产量及其构成因子的影响
表３给出了不同试验处理条件下的春青稞籽粒

产量及其构成因子。表 ３数据显示，春青稞穗长和
穗粒数随着秸秆覆盖量的增加而稍微减小，各试验

处理对春青稞穗长和穗粒数的影响不显著。秸秆覆

盖增大了春青稞千粒质量和籽粒产量，且千粒质量

和籽粒产量随着秸秆覆盖量的增加而增大，这与蔡

太义等的研究结论一致
［２５］
。与对照处理相比，Ｍ１、

Ｍ２和 Ｍ３处理的千粒质量分别增加了 ４６５％、
１１２４％和１３９５％，籽粒产量分别提高了 ４３０％、
１０９７％和１３５０％。

表 ２　各试验处理条件下 ０～１００ｃｍ土层剖面的根密度

Ｔａｂ．２　Ｒｏｏｔｍａｓｓ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ｔ０～１００ｃｍｓｏｉｌｄｅｐｔｈ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ｋｇ／ｍ３

处理
土壤深度／ｃｍ

０～２０ ２０～４０ ４０～６０ ６０～８０ ８０～１００

ＣＫ ０９１６±００２０ａ ０２１５±０００４ａ ０１３７±００１５ａ ０１０７±０００３ａ ００８１±０００８ａ

Ｍ１ ０８８８±００１５ａ ０２３０±００２３ａ ０１４７±０００９ａｂ ０１１４±０００８ａｂ ００８７±０００８ａ

Ｍ２ ０８１８±００２１ｂ ０２６９±００１３ｂ ０１６０±０００６ｂ ０１２９±００１４ｂｃ ０１０４±０００４ｂ

Ｍ３ ０８０８±００３４ｂ ０２８２±０００６ｂ ０１７９±０００７ｃ ０１４０±０００２ｃ ０１１２±０００５ｂ

表 ３　不同处理的春青稞产量及其构成因子

Ｔａｂ．３　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ｓｐｒｉｎｇ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ｂａｒｌｅｙ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处理 穗长／ｃｍ 穗粒数／（粒·穗 －１） 千粒质量／ｇ 籽粒产量／（ｋｇ·ｈｍ－２）
ＣＫ ７１±０６ａ ６４０±６８ａ ５１６±０７ａ １０４３６３±３７３４ａ

Ｍ１ ６７±０２ａ ６２８±１１ａ ５４０±１６ａ １０８８５５±１４５５ａ

Ｍ２ ６３±０３ａ ６２０±２８ａ ５７４±１６ｂ １１５８１４±２０９９ｂ

Ｍ３ ６２±０７ａ ５９３±４８ａ ５８８±１３ｂ １１８４４７±４０７０ｂ

３　分析与讨论

３１　气温对春青稞生长过程的影响
太阳辐射、地表植被等因素影响土壤热平衡从

而导致土壤温度的不同变化。日出后，土壤吸收太

阳辐射热量，表层土壤温度开始升高，且热量逐渐向

土壤深处传递。随着日照时间的延长，表层土壤温

度较快增加而深处土壤温度缓慢增加，从而导致土

壤温度沿深度呈上大下小的分布（图 ３）。而日落
后，由于失去热量来源大气温度降低，土壤则向大气

释放热量，表层土壤温度快速降低而深层土壤温度

缓慢回落，从而导致土壤温度随土壤深度的分布逐

渐过渡呈上小下大的分布（图３）。随着土壤深度的
增加，土壤与外界交换的热量逐渐减少，土壤温度随

土壤深度的增减幅度也随之减小（图３）［２３］。
由于春青稞在苗期的叶片郁蔽度小，土壤温度

主要由太阳的直接辐射量控制，因此土壤温度和气

温随着日照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升高，在中午时日照

角和辐射强度最大，土壤温度和气温也最高（图 ２），
且在苗期５ｃｍ处的表层土壤温度与田间气温的日
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图２）。土壤的温度升降程度不
仅取决于进入或流出土体的热量数量，同时也与土

壤本身的热力学性质如热容量、热导率或导温率有关。

虽然空气的容积热容量（约１２×１０－３Ｊ／（ｃｍ３·Ｋ））远

小于土壤（约 １９Ｊ／（ｃｍ３·Ｋ）），但其热导率（约

２３×１０－４Ｊ／（ｃｍ２·ｓ·Ｋ））只有土壤的 １／１００左右

（８４×１０－３～２５×１０－２Ｊ／（ｃｍ２·ｓ·Ｋ））。况且，近
地层空气的增热主要依靠吸收地面的长波辐射以及

乱流输送，而对太阳直接辐射几乎不能吸收
［３３］
。随

着太阳辐射的增强，地表获得热量，地表温度以及地

表释放出的长波辐射量随之增大，并通过湍流输送

和平流运动等方式将热量输送给大气，从而提升近

地面温度
［３４］
。因此，在接受太阳辐射能后，春青稞

苗期表层５ｃｍ处土壤温度的增加速度比气温快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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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温度高于田间气温（图２）而深处的土壤温度低于
田间气温。夏季白天的表层土壤温度高于气温的现

象已有较多报道
［３４－３６］

。而进入拔节期以后，随着青

稞叶面积指数的增大，地面直接接受太阳直接辐射

的强度和数量逐渐减少，此时土壤温度主要取决于

气温
［１８］
，从而导致土壤温度低于田间气温（图４）。

３２　秸秆覆盖与覆盖量对土壤温度和春青稞生长
的影响

秸秆覆盖不仅可减少太阳的直接辐射，增强光

波反射，同时也可降低土壤热量向 大 气 的 散

发
［１５，３７］

，从而调节土壤温度，即在春青稞苗期降低

而在其他生育期增大土壤温度（图 ２～４）。秸秆覆
盖量对土壤温度的影响不显著（图２～４），可能是由
于本试验处理条件下秸秆在地表的覆盖程度相差不

大，因相似的地表太阳净辐射量所导致；但其对春青

稞株高、干物质量、根系密度分布、千粒质量以及籽

粒产量等的影响显著（表１～３），表明增大秸秆覆盖
量有利于改善春青稞的生长状况。由于涉及耕作和

灌溉等农田管理以及作物病虫害问题，适宜的秸秆

覆盖量需进一步进行大田试验研究。青稞为喜凉作

物，苗期温度过高会导致青稞幼苗快速生长，不利于

培育壮苗以及作物高产。赵艳等的研究结果显

示
［３１］
，在１０～２５℃范围内，青稞的发芽势、发芽率和

发芽指数均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强，在 ２５℃时达到最
大值，而更高的温度将导致种子萌发指标下降。青

稞幼苗的生长状况和生物量在 ２５℃时达到最佳状
态

［３１］
。秸秆覆盖降低了春青稞生长早期的土壤温

度（图４），抑制了青稞幼苗的过速生长，这有利于培
育壮苗和防止青稞的后期倒伏。而在春青稞其他生

长阶段特别是灌浆期和成熟期，由于较高的叶面积

指数以及相对较低的太阳直接辐射量，土壤温度较

低。而秸秆覆盖则提高了此阶段的土壤温度，使春

青稞的生长环境优于对照处理，从而促进了春青稞

的健康成长，这可能是秸秆覆盖条件下春青稞后期

株高、干物质量、深层土壤根密度以及籽粒产量显著

高于对照处理的主要原因（表 １～３）。在西藏高海
拔寒区，由于秋季气温低、无霜期短，秸秆覆盖在耕

作层的增温效果对保证春青稞的籽粒形成及其产量

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３２］
。

４　结论

（１）秸秆覆盖可显著调节土壤温度。与对照相
比，秸秆覆盖可降低春青稞苗期土壤温度 ２８～
３９℃，而提高其他生育期土壤温度０４～１８℃。

（２）秸秆覆盖显著降低了春青稞苗期和拔节期
的株高（２２９％ ～１６５３％）和干物质量（３９８％ ～
２５９３％），而 增 大 了 灌 浆 期 和 成 熟 期 的 株 高
（３１２％ ～１０３１％）和 干 物 质 量 （２１７％ ～
１８２６％）。

（３）秸秆覆盖显著减小了０～２０ｃｍ土层的根密
度而增大了其他深度的根密度。春青稞 ５７９７％的
根系集中在０～２０ｃｍ的耕作层。

（４）秸秆覆盖显著增大了春青稞千粒质量
（４６５％ ～１３９５％）和籽粒产量（４３０％ ～１３５０％），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穗长和穗粒数。

（５）秸秆覆盖量（Ｍ１～Ｍ３）对土壤温度的影响
不显著，但对春青稞株高、干物质量、根密度、千粒质

量和籽粒产量的影响显著。高海拔寒区的昼夜温差

大，秸秆覆盖在夜间对土壤温度的影响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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