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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亏缺条件下毛管埋深对番茄生长、产量及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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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番茄滴灌试验，研究不同水分亏缺条件下毛管埋深对番茄植株生长、果实形态、产量与品质的影响。结

果表明：毛管埋深对日光温室番茄产量、灌水量有显著影响（ｐ＜００５），对灌溉水利用效率和品质无显著影响（ｐ＞

００５）；毛管埋深为 ２０ｃｍ时，番茄植株生长速度较快，果实横茎较大。轻度与中轻度水分亏缺灌水条件下，毛管埋

深为 ２０ｃｍ可显著减小 Ｃ级（番茄直径 Ｄ＜６５ｃｍ）果实比例２９２％，分别提高 Ａ级（Ｄ≥７５ｃｍ）与 Ｂ级（６５ｃｍ≤
Ｄ＜７５ｃｍ）果实比例 １６６％、２０％。番茄产量、灌水量随毛管埋深增加呈先增后减趋势，毛管埋深为 ２０ｃｍ时，番

茄产量最高，达到６６４４ｔ／ｈｍ２。番茄产量和灌溉水利用效率随灌水下限增加而显著降低（ｐ＜００１），可通过不同毛

管埋深与灌水下限组合，显著降低番茄灌水量，提高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综合考虑，毛管埋深 ２０ｃｍ，灌水下限为

田间持水量的 ６０％处理组合为关中地区日光温室适宜的滴灌灌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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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番茄是一种富含碳水化合物、多种维生素及有

机酸的蔬菜，在日光温室种植发展迅速。然而，日光

温室长期处于半封闭状态，超额灌溉现象普遍，不仅

造成水资源浪费，还不利于蔬菜产量和品质的提高。

滴灌作为一种精细灌溉技术，较传统灌溉节水 ３０％
以上，表层土壤温度提高 １５～２０℃，空气相对湿
度降低 １０％ ～１５％，还能改善土壤理化性质，减轻
病害发生，促进蔬菜早熟和增产增收，利于蔬菜的稳

产高产
［１］
，逐年被应用在温室蔬菜种植中。灌溉水

是日光温室蔬菜所需水分的主要来源，合理的灌水

技术与精确的技术参数能形成适宜的水、肥、气、热

条件，增加蔬菜对土壤水分和养分的吸收能力，有效

提高水分利用效率，进一步获取更高的产量与经济

效益
［２］
。因此，进行精确灌溉技术参数的研究对设

施蔬菜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亏缺灌溉是根据作物对干旱产生适应性反应，

通过人为施加一定程度的水分胁迫，影响作物的生

理生化过程，提高作物的抗旱能力，是一种有效的节

水方式
［３］
。适度水分亏缺能刺激作物根系生长，增

加根系土壤分布层，加大对土壤水分、养分的吸收，

促进作物地上部分生长，改善植株叶片特性
［４－５］

，同

时利于植株生长与干物质的合理分配，促进光合产

物向产量转移
［６］
。前人对番茄、甜瓜等作物实施水

分亏缺灌溉进行了研究，多数结果表明一定程度的

水分亏缺能在提高产量或减产不显著的前提下，明

显提高作物水分利用效率，改善果实品质
［７－８］

。番

茄生长对水分调控十分敏感，不同的水分亏缺实施

时间及程度都会影响地上部分与地下部分、营养生

长与生殖生长平衡，最终对番茄产量与效益产生影

响
［９－１０］

。因此有必要研究日光温室不同水分亏缺

灌溉下对番茄生长、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作物对水分的有效利用不仅取决于适时适量的

供给，还在于有效的灌水深度。地下滴灌可以将适

时适量的水分精准送至根区，具有提高水分利用效

率的优点
［１１］
。适宜的毛管埋深能形成较为理想的

湿润体，其合理有效的水分分布状况匹配于根系的

生长以及有利于根系对水分养分的吸收利用
［１２］
。

前人研究表明，不同毛管埋深影响水分分布会导致

根系生长产生差异，适宜的埋深能优化根系分布，较

地表滴灌能使同化物合理分配于根冠，促进地上部

分生长
［１３］
，同时能增加对土壤养分的吸收能力，提

高作物产量
［１４］
，而埋深过深与过浅均会造成作物减

产，降低水分利用效率
［１５］
。在农业生产中，毛管埋

深往往取决于土壤类型与作物种类，而实际中土壤

分布的复杂性与作物根系的多样性难以给出统一的

毛管埋深，故毛管埋深对作物生长发育、产量及水分

利用效率的影响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
［１６－１７］

。因

此有必要在不同埋深下对作物的水分利用效率进行

研究。

目前已探明，水分亏缺能够改善番茄口感风味，

同时能显著提高水分利用效率以取得更好的节水效

益
［１８］
。然而水分亏缺灌溉对番茄产量、水分利用效

率的研究尚不够深入，不同水分亏缺灌溉参数对番

茄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尚不完全明确。为

此，本文通过日光温室滴灌试验，研究水分亏缺条件

下毛管埋深对番茄生长、产量、品质以及水分利用效

率的影响，探寻提高日光温室番茄水分利用效率的

有效管理途径，提出适宜的水分亏缺处理与毛管埋

深组合参数，为关中地区设施番茄种植生产提供依

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点
滴灌灌溉试验于 ２０１４年 １０月 １８日—２０１５年

５月２０日和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８日—２０１６年 ４月 １９日
在陕西杨凌大寨乡日光温室内进行，试验地位于

１０８°０２′Ｅ、３４°０２′Ｎ，海拔高度 ５０６ｍ，年平均温度约
１６１℃，年日照时数２１６４８ｈ，无霜期２１０ｄ，属暖温
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试验温室长１０８ｍ，宽８ｍ，
覆盖半无滴聚乙烯棚膜。试验用土为觩土，土壤容

重１３９ｇ／ｃｍ３，田间持水量为 ２３６３％（质量含水
率），孔隙度为 ４５８３％。土壤组成（质量分数）：砂
砾（００２～２００ｍｍ）占 ２５４％，粉粒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０ｍｍ）占４４１％，黏粒（０～０００２ｍｍ）占３０５％。
１２　试验设计

２０１４年试验供试番茄品种为粉玉阳岗，２０１５年
番茄品种为海地，２年幼苗分别于１０月１８日和１０月８
日定植，南北向种植。种植小区起双垄，长 ５５ｍ、
垄面宽０７ｍ、高２０ｃｍ，两垄中心距 １５ｍ，相邻小
区被５０ｃｍ宽的操作行隔开，以保证小区之间无水
分渗透。每小区定植 ２８株，采用双行种植，番茄株
距０４ｍ，行距 ０５ｍ，试验地两端均设保护行。在
试验期间为保证番茄植株的正常生长，各小区铺设

一张白色地膜，地膜宽度为 １５ｍ。每个小区中间
铺设一条滴灌带，滴头间距为 ０３ｍ，滴头流量
２８Ｌ／ｈ，同时在小区中间距滴灌带 ５ｃｍ处安装一
根长度为 １００ｃｍ的探管，采用 ＦｉｅｌｄＴＤＲ２００型探
测仪测量小区的土壤含水率。为保证幼苗的成活

率，２０１４年与２０１５年番茄定植后各小区灌水４５ｍｍ
和３０ｍｍ。在番茄整个生育期内进行统一的农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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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措施。

２０１４年试验设 ３个毛管埋深，分别为 １５ｃｍ
（Ｄ１５）、２０ｃｍ（Ｄ２０）和 ４０ｃｍ（Ｄ４０），全生育期区内
各小区统一灌水１６５ｍｍ，灌水时间与灌水次数均一
致。试验共３个处理，每个处理３个重复，共９个试
验小区。２０１５年试验设 ３个灌水下限和 ４个毛管
埋深，灌水下限分别设重度水分亏缺 Ｉ５０（田间持水
率的５０％）、中轻度水分亏缺 Ｉ６０（田间持水率的
６０％）、轻度水分亏缺灌溉 Ｉ７５（田间持水率的
７５％），整个生育期番茄灌水上限统一设定为 Ｉ９０，
毛管埋深分别设 ０ｃｍ（Ｄ０）、１０ｃｍ（Ｄ１０）、２０ｃｍ
（Ｄ２０）和３０ｃｍ（Ｄ３０）。试验采用完全组合设计，共
１２个处理，每个处理重复 ３次，共 ３６个试验小区。
当土壤含水率达到灌水下限时，按照计划湿润层深

度４０ｃｍ补充水分，灌水量计算公式为
Ｍ＝ｓγｈθｆ（ｑ１－ｑ２）／η （１）

式中　Ｍ———灌水量，ｍ３

ｓ———计划湿润层面积，取５５ｍ２

γ———土壤容重，取１３９ｇ／ｃｍ３

ｈ———湿润层深度，取０４ｍ
θｆ———田间持水率（质量含水率），％
ｑ１、ｑ２———灌水上限、土壤实测含水率，％
η———水分利用效率，地下滴灌取０９５

１３　测定指标与方法
１３１　生长指标、果实级别及水分利用效率

定植开始直至打顶期间，每隔 １０ｄ用米尺测量
番茄株高，电子游标卡尺测量茎粗。成熟采摘期用

电子游标卡尺测定果实形态指标（果实纵、横径）。

每小区随机选取 ３０个果实，按果实直径 Ｄ将番茄
果实分３个级别：Ｄ≥７５ｃｍ为大（Ａ级）、６５ｃｍ≤
Ｄ＜７５ｃｍ为中（Ｂ级）、Ｄ＜６５ｃｍ为小（Ｃ级），并
计算各级别果实的比例。

灌溉水利用效率（ＩＷＵＥ）计算公式为
ＩＷＵＥ＝１００Ｙ／Ｉ （２）

式中　ＩＷＵＥ———灌溉水利用效率，ｋｇ／ｍ
３

Ｙ———番茄产量，ｔ／ｈｍ２

Ｉ———番茄灌水量，ｍｍ
１３２　番茄产量及品质

在成熟采摘期，每小区随机选取６株番茄植株，
用电子秤（精度 ００１ｇ）测量 １～３果的单果质量及
单株产量，并换算成单位面积产量。分别在小区的

前、中、后３处选取大小和色泽一致的果实进行品质
测定，果实可溶性固形物用 ＲＨＢＯ ９０型手持折射
仪测定（Ｌｉｎｋ，Ｃｏ．，Ｌｔｄ．，Ｔａｉｗａｎ，Ｃｈｉｎａ）；可溶性糖含
量采用蒽酮比色法测定

［１９］
，有机酸含量用碱滴定法

测定
［１９］
，并计算糖酸比（可溶性糖含量与可滴定酸

含量之比）
［１９］
；维生素 Ｃ含量利用钼蓝比色法测

定
［１９］
。

１４　数据处理与分析
试验数据用 Ｅｘｃｅｌ软件进行整理，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

Ｄｕｎｃａｎ新复极差法进行显著性检验和交互作用方
差分析，用 Ｏｒｉｇｉｎ９０作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水分亏缺条件下毛管埋深对番茄株高、茎粗的
影响

图１为２０１４年毛管埋深对番茄株高、茎粗的影
响。由图１可知，番茄株高和茎粗随毛管埋深增加
呈先增加后减小趋势，２０ｃｍ埋深处理株高、茎粗最
大，４０ｃｍ埋深处理株高、茎粗最小，２０ｃｍ埋深处理
株高较 １５、４０ｃｍ埋深处理分别增加 ６７％、７９％，
其茎粗较 １５、４０ｃｍ埋深处理显著增加 ８２％、
１２０％。方差分析表明，毛管埋深对番茄定植 ２４ｄ
后株高影响显著，对定植 ４８、６５ｄ后株高影响极显
著，２０ｃｍ埋深处理株高显著高于 １５、４０ｃｍ埋深处
理。毛管埋深对定植 ６５、８６ｄ后茎粗影响显著，
４０ｃｍ埋深处理茎粗显著低于２０ｃｍ埋深处理。

２０１５年不同水分亏缺条件下毛管埋深对番茄
株高、茎粗的影响见图２。由图 ２可知，番茄株高随
灌水下限增加而增加，毛管埋深为 １０、２０ｃｍ时灌水
下限 Ｉ６０与 Ｉ７５处理株高显著高于灌水下限 Ｉ５０处
理，毛管埋深为 ０、３０ｃｍ时各水分处理间株高无显
著性差异。灌水下限 Ｉ６０与 Ｉ７５时，１０、２０ｃｍ埋深
处理番茄株高高于 ０、３０ｃｍ埋深处理，但各埋深处
理株高无显著性差异。１０、３０ｃｍ埋深时番茄茎粗
随灌水下限增加而增加，２０ｃｍ埋深时灌水下限 Ｉ６０
处理茎粗高于其余灌水处理。方差分析表明，毛管

埋深对番茄定植 ５８、７８ｄ后株高有显著影响，对定
植５８ｄ后茎粗影响显著。１８ｄ时 ０ｃｍ埋深处理与
埋深为３０ｃｍ处理茎粗与株高差异较小，埋深间无
显著性差异。３８ｄ时毛管埋深在灌水下限 Ｉ７５处理
对茎粗产生显著性影响，２０ｃｍ埋深处理茎粗显著
高于其余埋深处理，而灌水下限 Ｉ５０、Ｉ６０处理差异
不明显。灌水下限 Ｉ７５处理，５８ｄ时 ３０ｃｍ埋深处
理株高与０ｃｍ埋深处理差异显著，较 ０ｃｍ埋深处
理增加６５％；７８ｄ时各埋深处理株高差异进一步
增加，达到极显著水平，各埋深株高差异显著，其中

埋深为２０ｃｍ处理番茄株高较 ０、１０、３０ｃｍ埋深处
理显著提高 １０５％、４５％和 ３６％，埋深为 １０ｃｍ
与３０ｃｍ处理番茄株高也显著高于埋深为 ０ｃｍ处
理。５８ｄ时２０ｃｍ埋深处理茎粗在灌水下限 Ｉ６０与
Ｉ７５处理显著高于３０ｃｍ埋深处理，分别增加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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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１４年毛管埋深对番茄株高、茎粗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ａｔｅｒａｌｄｅｐｔｈｏｎ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ｓｔｅｍ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ｉｎ２０１４
　

图 ２　２０１５年水分亏缺条件下毛管埋深对番茄株高、茎粗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ａｔｅｒａｌｄｅｐｔｈｏｎ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ｓｔｅｍ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ｄｅｆｉｃｉｔｉｎ２０１５
　

与 ６９％。８８ｄ时，Ｉ７５Ｄ２０处理株高最高，Ｉ７５Ｄ１０
下茎粗最大，毛管埋深对番茄株高、茎粗均无显著性

影响。由此可知，定植５８～７８ｄ（开花坐果末期至盛
果初期）后毛管埋深对番茄生长影响最大，２０ｃｍ毛
管埋深更有利于番茄株高与茎粗生长。

２２　水分亏缺条件下毛管埋深对番茄产量与灌溉
水利用效率的影响

水分亏缺下毛管埋深对番茄产量与灌溉水利用

效率的影响见表 １。由表 １可知，番茄产量与 ２０１５
年灌水量随毛管埋深增加呈先增加后减小趋势，毛

管埋深为２０ｃｍ处理产量与灌水量最高。２０１４年毛
管埋深对番茄产量和灌溉水利用效率有显著影响，

２０ｃｍ埋深处理产量较 １５、４０ｃｍ埋深处理增加
１１５％、２６３％，灌溉水利用效率较 １５、４０ｃｍ埋深
处理提高 １１５％、２６７％。这表明埋深为 ２０ｃｍ有
利于提高番茄产量与灌溉水利用效率。

灌水下限的上调有利于提高番茄产量和灌水

量，但会降低番茄灌溉水利用效率。埋深为 ０ｃｍ和
１０ｃｍ时，灌水下限 Ｉ７５处理比灌水下限 Ｉ５０与 Ｉ６０

处理时显著提高番茄产量，２０ｃｍ埋深时灌水下限
Ｉ７５与 Ｉ６０处理产量与灌水下限 Ｉ５０处理差异显著
而灌水下限 Ｉ７５产量与 Ｉ６０处理无显著性差异，
３０ｃｍ埋深时灌水处理对番茄产量无显著性影响；
同一埋深下，灌水下限 Ｉ７５处理的灌水量比灌水下
限 Ｉ５０和 Ｉ６０处理显著增加，灌水下限 Ｉ６０处理灌水
量与灌水下限 Ｉ５０处理达到显著性差异；灌水下限
Ｉ５０处理较灌水下限 Ｉ６０与 Ｉ７５处理能显著提高番
茄灌溉水利用效率，１０ｃｍ与２０ｃｍ埋深时灌水下限
Ｉ６０处理灌溉水利用效率与灌水下限 Ｉ７５处理有显
著性差异。

方差分析表明，２０１５年毛管埋深对番茄产量、
灌水量有显著性影响，对灌溉水利用效率影响不显

著。灌水下限为 Ｉ７５时，２０ｃｍ埋深处理比 ０、３０ｃｍ
埋深时产量显著提高 ２１９％、１８９％，灌水量显著
增加５８％、８０％。灌水下限为 Ｉ６０时，２０ｃｍ埋深
处理产量与埋深０ｃｍ埋深处理差异显著，毛管埋深
对番茄灌水量、灌溉水利用效率的影响均不显著，但

１０、２０ｃｍ埋深处理产量高于０、３０ｃｍ埋深处理。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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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水分亏缺条件下毛管埋深对番茄产量及灌溉水利用效率的影响

Ｔａｂ．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ｌａｔｅｒａｌｄｅｐｔｈｏｎｆｒｕｉｔ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ＩＷＵＥｏｆｔｏｍａｔｏ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ｄｅｆｉｃｉｔ

年份 处理 产量／（ｔ·ｈｍ－２） 灌水量／ｍｍ 灌溉水利用效率／（ｋｇ·ｍ－３）

Ｄ１５ ２５４９±１８６ａｂ １６５ １５４５±１６９ａｂ

２０１４年 Ｄ２０ ２８４１±１２４ａ １６５ １７２２±１２９ａ

Ｄ４０ ２２４３±２４７ｂ １６５ １３５９±０９０ｂ

方差分析 毛管埋深 ５５５ ５５６

Ｉ５０Ｄ０ ４３９５±５５７ｄ １１１８５±４５８ｄ ３９２９±５０８ａ

Ｉ５０Ｄ１０ ４６８５±５１８ｃｄ １１７９１±３６４ｄ ３９７３±１３４ａ

Ｉ５０Ｄ２０ ４７７３±３３５ｃｄ １２３３６±３６４ｄ ３８６９±３１８ａ

Ｉ５０Ｄ３０ ４６２１±６００ｃｄ １１４２７±７９２ｄ ４０４４±２５２ａ

Ｉ６０Ｄ０ ４７８０±６８５ｃｄ １９３０２±１２４１ｃ ２４７６±２６９ｂｃｄ

２０１５年
Ｉ６０Ｄ１０ ５４３４±２３０ｂｃｄ １９８０５±１１８９ｃ ２７４４±１４２ｂ

Ｉ６０Ｄ２０ ５７６８±０５７ａｂ ２０４４２±７３５ｃ ２８３６±１４３ｂ

Ｉ６０Ｄ３０ ５１１２±２２２ｂｃｄ １９１９３±２４９ｃ ２６６４±１４４ｂｃ

Ｉ７５Ｄ０ ５４４９±７９３ｂｃ ２５５８４±６７４ｂ ２１３０±３６８ｄ

Ｉ７５Ｄ１０ ５８６８±７８４ａｂ ２６１６５±５４５ａｂ ２２４３±２５７ｃｄ

Ｉ７５Ｄ２０ ６６４４±５０５ａ ２７０５９±９５１ａ ２４５５±２１３ｃｄ

Ｉ７５Ｄ３０ ５５８８±５４２ｂｃ ２５０６４±１４８ｂ ２２３０±２１３ｃｄ

方差分析
灌水下限 １８６５ ７０２７ ４８０３

毛管埋深 ４６９ ６８０ ０９５ＮＳ

　　注：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和分别表示在 ｐ＜００５和 ｐ＜００１水平上差异显著，ＮＳ表示无显著

性差异（ｐ＞００５），下同。

水下限 Ｉ５０时，番茄产量、灌水量随毛管埋深增加呈
先增加后减小趋势，均在 ２０ｃｍ埋深处最大。综合
考虑，产 量与灌溉水利用效率的最 优 组 合 为

Ｉ６０Ｄ２０。
２３　水分亏缺条件下毛管埋深对果实形态的影响

各水分处理下，毛管埋深对番茄果实形态的影

响见表２。２０１４年毛管埋深为２０ｃｍ能显著提高番
茄单果质量，１５、４０ｃｍ埋深处理单果质量比 ２０ｃｍ
埋深处理减少 ４３％、６４％。毛管埋深对横径、纵
茎均无显著性影响，番茄果实横径随毛管埋深增加

呈先增加后减小趋势，４０ｃｍ埋深处理果实纵径最
大。毛管埋深对 Ｂ级果实比例的影响显著，对 Ａ、Ｃ
级果实比例的影响不显著，２０ｃｍ埋深处理 Ｂ级果
实比例比 １５、４０ｃｍ埋深处理显著提高 １９０％、
６２３％，Ｃ级果实比例比 １５、４０ｃｍ埋深处理降低
２０４％、３１４％。由此可知，适宜的埋深可促进大、
中果径果实发育，减少果径较小的果实比例。

２０１５年灌水下限对番茄单果质量、果实横径及
Ａ级果实比例的影响显著。与灌水下限 Ｉ５０处理相
比，灌水下限 Ｉ６０和 Ｉ７５处理能增加番茄单果质量
与横径，埋深为１０、２０ｃｍ时灌水下限 Ｉ６０处理单果
质量最大但与灌水下限 Ｉ７５处理并无显著性差异，
２０ｃｍ时灌水下限 Ｉ６０和 Ｉ７５处理果实横径比灌水
下限 Ｉ５０处理显著增加５６％、７３％。灌水下限 Ｉ７５
处理Ａ级果实比例显著增加，Ｃ级果实比例减小，灌
水下限 Ｉ６０处理 Ｂ级果实比例增加，而灌水下限 Ｉ５０

处理 Ｃ级果实比例增加，表明过度水分亏缺会导致
小果实比例增加。

２０１４年与２０１５年试验得出的毛管埋深对番茄
单果质量、纵茎、横径及各级别果实比例的影响相

同。除灌水下限 Ｉ７５处理外，灌水下限 Ｉ５０和 Ｉ６０处
理的番茄单果质量随毛管埋深增加呈先增加后减小

趋势，埋深为１０、２０ｃｍ处理较 ０、３０ｃｍ埋深处理番
茄单果质量增加。果实横径随毛管埋深增加也呈先

增加后减小趋势，在埋深为 ２０ｃｍ时达到最大值。
灌水下限 Ｉ７５和 Ｉ６０处理下，毛管埋深为２０ｃｍ处理
的 Ｃ级果实比例减小，Ａ级与 Ｂ级果实比例增加，
而毛管埋深 ３０ｃｍ处理 Ａ级果实比例较小，Ｂ级与
Ｃ级果实比例较大。综合考虑，Ｉ６０Ｄ２０处理可提高
单果质量，增大 Ａ、Ｂ级比例，为最优处理组合。
２４　水分亏缺条件下毛管埋深对番茄品质的影响

表３为各处理的番茄品质。２０１４年２０ｃｍ埋深
处理的可溶性固形物、维生素 Ｃ、可溶性糖含量最
低，４０ｃｍ埋深处理均为最高。番茄糖酸比随毛管
埋深增加而减小，１５ｃｍ埋深处理糖酸比最大，４０ｃｍ
埋深糖酸比最小。毛管埋深对番茄中可溶性固形

物、有机酸含量和糖酸比影响极显著，毛管埋深为

２０ｃｍ处理比埋深为１５、４０ｃｍ时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降低，４０ｃｍ埋深处理较 １５、２０ｃｍ埋深时有机酸含
量增加，而１５ｃｍ埋深处理的糖酸比显著高于其余
埋深处理。毛管埋深对番茄中维生素 Ｃ、可溶性糖
含量无显著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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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水分亏缺条件下毛管埋深对番茄果实形态的影响

Ｔａｂ．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ｌａｔｅｒａｌｄｅｐｔｈｏｎｆｒｕｉｔｓｈａｐｅｏｆｔｏｍａｔｏ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ｄｅｆｉｃｉｔ

年份 处理 单果质量／ｇ 纵茎／ｍｍ 横径／ｍｍ
各级别占比／％

Ａ级 Ｂ级 Ｃ级

Ｄ１５ １５００８±８０８ａｂ ５７７３±１８０ａ ６５８５±０７０ａ １２７７±０６４ａ ４０４３±３８７ｂ ４６８０±２０５ａｂ

２０１４年 Ｄ２０ １５６８０±５６９ａ ５８１２±０９６ａ ６７１２±０２７ａ １４６６±１０２ａ ４８０９±２２５ａ ３７２５±３５０ｂ

Ｄ４０ １４６８５±８５０ｂ ５８９３±３８３ａ ６５３０±２５７ａ １５９１±２３５ａ ２９５５±３３５ｃ ５４５４±４５８ａ

方差

分析

毛管

埋深
４６０ＮＳ １０９ＮＳ ０１８ＮＳ ０９２ＮＳ ２３５ １４６ＮＳ

Ｉ５０Ｄ０ １２９２７±８００ｅ ５５１２±１８２ａ ６９２５±２１４ｂｃ ２２２２±３０５ａｂｃ ３７０４±６４２ｂ ４０７４±６４２ａ

Ｉ５０Ｄ１０ １４３５２±９３２ｂｃｄｅ ５５８８±３４９ａ ６８０９±２５５ｃ １６００±４４９ｂｃ ４４００±５０１ａｂ ４０００±５５９ａｂ

Ｉ５０Ｄ２０ １３８８１±１２２６ｃｄｅ ５４７３±１４４ａ ６８６２±１７３ｂｃ １５３８±５１３ｃ ４６１６±５５９ａｂ ３８４６±８０１ａｂ

Ｉ５０Ｄ３０ １２９８４±７５３ｅ ５４５７±２６９ａ ６８３４±１９０ｂｃ ２０００±５８８ａｂｃ ５６００±４４０ａ ２４００±４００ｂｃ

Ｉ６０Ｄ０ １４１５２±４４６ｂｃｄｅ ５５４４±１２２ａ ７１００±１８１ａｂｃ ２１７４±６０５ａｂｃ ５６５２±３５６ａ ２１７４±３６４ｃ

２０１５年
Ｉ６０Ｄ１０ １６０９５±７４５ａｂ ５６３９±０７３ａ ７１１９±１３４ａｂｃ ２４１４±５６１ａｂｃ ４８２７±５５６ａｂ ２７５９±７９０ａｂｃ

Ｉ６０Ｄ２０ １５７７５±７８９ａｂｃ ５６３１±０６０ａ ７１９０±０６２ａｂ ２９６３±６５６ａ ５１８５±９２５ａｂ １８５２±２８０ｃ

Ｉ６０Ｄ３０ １３３７７±１９６３ｄｅ ５６８５±１６５ａ ７１２１±２９２ａｂｃ ２３３３±６５６ａｂｃ ４６６７±３４２ａｂ ３０００±３４９ａｂｃ

Ｉ７５Ｄ０ １６７６６±７１３ａ ５６８９±１４９ａ ７２２５±０４１ａｂ ３２１４±６２９ａ ４２８６±１４４ａｂ ２５００±６２９ｃ

Ｉ７５Ｄ１０ １５３２６±１６３０ａｂｃｄ ５５４５±０２１ａ ７１２０±１１０ａｂｃ ２９０３±６２４ａｂ ４５１６±６６１ａｂ ２５８１±２８９ｂｃ

Ｉ７５Ｄ２０ １５０５０±７８３ａｂｃｄｅ ５７６６±０２１ａ ７３０３±１０２ａ ３０３０±２８９ａ ５７５８±５７７ａ １２１２±２８９ｃ

Ｉ７５Ｄ３０ １５０５２±１４３０ａｂｃｄｅ ５４８９±１０４ａ ７１４７±１６７ａｂｃ ２３３３±５００ａｂｃ ５０００±６００ａｂ ２６６７±５００ｂｃ

方差 灌水下限 １０２７ ０８７ＮＳ ８２０ ６９８ １２０ＮＳ ８４０ＮＳ

分析 毛管埋深 ２８２ＮＳ ００８ＮＳ １５０ＮＳ ０５３ＮＳ １６１ＮＳ ０６６ＮＳ

表 ３　各处理的番茄品质

Ｔａｂ．３　Ｔｏｍａｔｏｑｕａｌｉｔｙｆｏｒｅａｃｈ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年份 处理
可溶性固形物

含量／％

维生素 Ｃ含量／

（ｍｇ·（１００ｇ）－１）
可溶性糖含量／％ 有机酸含量／％ 糖酸比

Ｄ１５ ５５０±０１０ａ ２０６１±１１３ａ ２８４±０２３ａｂ ０２９±００５ｂ ９７９ａ

２０１４年 Ｄ２０ ５１３±００６ｂ ２０１２±００９ａ ２５２±０４９ｂ ０３１±００１ｂ ８１３ｂ

Ｄ４０ ５７７±０２３ａ ２０９６±１８６ａ ３８５±０６８ａ ０５１±００１ａ ７５５ｃ

方差分析 毛管埋深 １３６５ ０３４ＮＳ ３５４ＮＳ ４３３３ ３７１９

Ｉ５０Ｄ０ ７３０±０３５ａ １７２５±０９９ａｂ ２７０±０２６ａ ０４３±０００ａ ６２５ａｂ

Ｉ５０Ｄ１０ ６９５±０１５ｂ １８１１±０８０ａ ２９９±０１７ａ ０４１±０４２ａ ７３２ａ

Ｉ５０Ｄ２０ ６６３±０５５ａｂｃ １６３２±１４８ｂｃ ２８２±０２６ａ ０４０±００６ａ ７１１ａｂ

Ｉ５０Ｄ３０ ６７１±０６１ａｂｃ １８７１±０９７ａ ２８５±０１２ａ ０４１±００６ａ ６９３ａｂ

Ｉ６０Ｄ０ ６３０±０６１ｃｄ １５２３±０５４ｃｄ ２１７±００７ｂ ０３８±００４ａ ５７１ａｂ

２０１５年
Ｉ６０Ｄ１０ ６３３±０２２ｃｄ １５６５±０２８ｃｄ １９７±０１２ｂ ０３６±００２ａ ５５１ａｂ

Ｉ６０Ｄ２０ ６２０±００２ｃｄ １４５１±１５３ｄｅ １９３±００３ｂ ０３６±００２ａ ５３１ａｂ

Ｉ６０Ｄ３０ ６３０±０１０ｃｄ １４２３±０９１ｄｅｆ ２０５±０１６ｂ ０４０±００１ａ ５１８ｂ

Ｉ７５Ｄ０ ６１７±０２１ｃｄ １２７７±０７１ｅｆｇ １９７±０４７ｂ ０３８±００５ａ ５２５ａｂ

Ｉ７５Ｄ１０ ６１１±０１０ｃｄ １１３２±１０２ｇ １７９±０１４ｂ ０３８±００２ａ ４７６ｂ

Ｉ７５Ｄ２０ ５８９±０２９ｄ １３４９±０８２ｅｆ １９０±０３６ｂ ０３３±００７ａ ５７２ａｂ

Ｉ７５Ｄ３０ ６１０±０１１ｃ １２７１±０３８ｆｇ ２０４±０３２ｂ ０３８±００３ａ ５３４ａｂ

方差分析
灌水下限 １９２２ ８４８１ ２１５ＮＳ １５９ＮＳ ６２３

毛管埋深 １６８ＮＳ ０３８ＮＳ ０２９ＮＳ ０５０ＮＳ ０１３ＮＳ

　　２０１５年 Ｉ５０Ｄ０处理可溶性固形物、有机酸含量
最高，Ｉ５０Ｄ１０处理维生素 Ｃ、可溶性糖含量、糖酸比
最大。灌水下限对果实中可溶性固形物、维生素 Ｃ
含量和糖酸比影响显著，埋深为 ０ｃｍ和 １０ｃｍ时灌
水下限 Ｉ５０处理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较灌水下限 Ｉ６０、
Ｉ７５处理下显著提高，各灌水下限处理间维生素 Ｃ

含量差异显著，埋深为 １０ｃｍ时，灌水下限 Ｉ５０处理
显著增加果实中的糖酸比。埋深为 ２０ｃｍ时，灌水
下限 Ｉ７５处理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显著降低，灌水
下限 Ｉ５０处理的维生素 Ｃ含量与灌水下限 Ｉ６０和
Ｉ７５处理形成显著性差异，而糖酸比则无差异。
３０ｃｍ埋深时，灌水下限 Ｉ５０处理显著提高维生素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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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灌水下限对可溶性固形物和糖酸比无显著影

响。灌水下限 Ｉ５０处理下毛管埋深对可溶性固形
物、维生素 Ｃ含量有显著性影响，在灌水下限 Ｉ７５处
理下毛管埋深对维生素 Ｃ含量有显著性差异，对可
溶性糖、有机酸与糖酸比影响不显著。灌水下限

Ｉ５０处理下，各埋深处理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与
Ｉ７５Ｄ２０处理有显著差异，当埋深超过 ２０ｃｍ时，除
Ｉ７５Ｄ２０处理外，与灌水下限 Ｉ６０和 Ｉ７５处理各埋深
下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并无差异。在灌水下限 Ｉ５０
与 Ｉ７５处理下，埋深为１０ｃｍ与２０ｃｍ处理间维生素
Ｃ含量差异显著，与０、３０ｃｍ埋深处理则无差异性。
综合考虑，选择最优处理组合 Ｉ６０Ｄ１０。

３　讨论

埋深适宜的地下滴灌可以适时适量地将水分直

接输送至根区，满足作物生长需求。本试验发现，在

轻度与中轻度水分亏缺灌溉时，毛管埋深为 １０～
２０ｃｍ番茄植株生长较好。这是由于番茄根系多分
布于地表以下２０ｃｍ范围内。毛管埋深 ０ｃｍ时，水
分多集中在地表，根系呈“浅宽型”分布，不利于向

下深扎，减弱抵抗干旱胁迫的能力。而 ３０ｃｍ埋深
位于主根之下，水分运移至表层土壤较少，苗期根系

图 ３　灌水 ２４ｈ后不同深度的土壤含水率

Ｆｉｇ．３　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ｉｌｄｅｐ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２４ｈ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发展浅，早期胁迫使根系生长受阻，从而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后期番茄植株生长。虽然作物能根据土壤水

分状况及时做出适应性反应
［２０］
，但这种适应能力在

严重水分亏缺时非常有限，影响地上部分生长
［２１］
。

本试验也发现重度水分亏缺条件下，所有毛管埋深

处理的番茄株高均最低，与高方胜等
［２２］
和李晶晶

等
［２３］
研究结论一致。番茄苗期主要以营养生长为

主，需水量小，水分亏缺对番茄生长的影响较小，毛

管埋深对番茄生长的影响也较小。随着番茄逐渐生

长，生殖生长比重增大，需水量也逐渐增加，不同毛

管埋深处理将形成不同的土壤水分分布差异，进而

造成番茄生长的差异。因此，本试验毛管埋深对番

茄定植５８ｄ（开花坐果期）、７８ｄ（果实膨大期）后株
高有显著影响，对定植５８ｄ后茎粗影响显著。

本研究发现轻度与中轻度水分亏缺下，适宜的

埋深有利于果实横向发育，可显著减小 Ｃ级果实比
例，增加 Ａ级与 Ｂ级果实比例，而在重度水分亏缺
灌溉下，毛管埋深为１０、２０ｃｍ处理增加 Ｂ级果实比
例，减小 Ａ级果实比例。这是由于适宜的埋深可以
使番茄根系在较长的时间内处于含水率适宜的土壤

中，保证番茄的水分供给，促进光合作用，增加植株

干物质积累，增大干物质在果实中的分配，提高干物

质向番茄果实的转化率、转化量和对番茄产量的贡

献率
［２２］
，从而促进番茄单果发育并提高中大果径的

果实比例。而在重度水分亏缺灌溉时，各埋深处理

土壤含水率长时间较低，难以满足番茄生殖生长需

求，干物质积累与分配主要消耗于根系生长，导致果

实偏小比例增大。

根系受到水分胁迫时，将诱导细根由“宽浅型”

向“深根型”分布状况发展
［２４］
，番茄根系向下深扎，

表层土壤根系减少，深层土壤根系增加
［２５］
，根系耗

水深度增大。地表滴灌处理灌水 ２４ｈ后，表层土壤
含水率大，深层小，埋深３０ｃｍ时，恰好相反（图３）。下
一次灌水前，轻、中度水分亏缺灌溉时，毛管埋深为

０ｃｍ处理主要耗水深度分别在 ０～４０ｃｍ和 ０～
５０ｃｍ范围内，３０ｃｍ埋深处理分别在 ０～５０ｃｍ与
０～６０ｃｍ，重度水分亏缺处理的 ０ｃｍ和 ３０ｃｍ埋深
耗水范围均为０～６０ｃｍ（图４）。不同水分亏缺处理
下有利于增加根系耗水范围，毛管埋深增加促使主

要耗水深度向下移动，扩大水分吸收范围以满足果

实生长。此时，不同毛管埋深主要影响番茄根系的

生长，而对番茄品质影响不显著。本试验还发现，番

茄可溶性固形物、可溶性糖、有机酸含量总体随毛管

埋深增加呈先减小后增加的趋势。这可能是重度水

分亏缺处理下共灌水２次，各埋深处理灌水量相同，
但２０ｃｍ埋深耗水量最大，水分稀释作用明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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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轻度水分亏缺下，２０ｃｍ埋深处理灌水间隔为
３０ｄ，１０ｃｍ埋深处理为 ４５ｄ，轻度水分亏缺下毛管
埋深２０ｃｍ处理的灌水间隔为 １２ｄ，０ｃｍ埋深处理
灌水间隔为１５ｄ，且 ２０ｃｍ埋深处理番茄耗水量与

灌水量最大并显著高于其他埋深处理（表 ２），这时
适当的毛管埋深能增加番茄耗水量，减少水分亏缺

时间，从而导致番茄品质下降，这也与刘明池等
［２６］

和 ＣＵＩ等［２７］
的研究结果类似。

图 ４　灌水前不同深度的土壤含水率

Ｆｉｇ．４　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ｉｌｄｅｐｔｈｓｂｅｆｏｒ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埋深为２０ｃｍ时，水分运移至表层土壤较少而
形成相对干燥的保护层，会减少土壤水分蒸发，增加

了土壤通透性，从而提高根系活力，有利于作物增产

及提高水分利用效率
［１８］
。本试验轻度、中轻度水分

亏缺灌溉时，毛管埋深为２０ｃｍ处理产量最高，灌溉
水利用效率较大。重度水分胁迫时，番茄产量显著

下降，毛管埋深对番茄产量无显著性影响。这是因

为番茄植株经受水分亏缺程度过大与亏缺时间过

长，严重阻碍叶片光合作用
［２８］
，加速叶片功能的衰

老
［２９］
，果实细胞壁变得比较坚固，复水无法扩张

［３］
，

从而引起严重减产。

４　结论

（１）毛管埋深对开花坐果末期至盛果初期（定
植后 ５８～７８ｄ）的番茄株高和茎粗有显著性影响，

２０ｃｍ毛管埋深更有利于番茄株高与茎粗的生长；
毛管埋深对番茄产量影响显著，适宜的埋深可以显

著提高番茄产量。

（２）轻度、中轻度水分亏缺灌溉条件下，毛管埋
深２０ｃｍ可增加 Ａ级与 Ｂ级果实比例。

（３）毛管埋深对番茄果实可溶性糖、维生素 Ｃ
含量无显著性影响。

（４）番茄产量、灌水量随毛管埋深增加呈先增
加后减小趋势，毛管埋深为 ２０ｃｍ时，番茄产量较
高，灌水量也较大。番茄灌溉水利用效率随灌水下

限增加显著降低，毛管埋深对灌溉水利用效率无显

著性影响。综合考虑番茄株高、产量及灌溉水利用

效率，可选择毛管埋深 ２０ｃｍ，灌水下限为田间持水
率的６０％处理组合为关中地区日光温室适宜的滴
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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