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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以春夏季温室番茄为实验材料，研究充分灌溉条件下的茎直径变化指标日最大收缩量（ＭＤＳ）与气象

因子（水面蒸发量 Ｅｗ、日最高气温 Ｔｍａｘ、日均气温 Ｔｍ、日均空气饱和差 ＤＶＰＤｍ、正午空气饱和差 ＤＶＰＤｍｄ、日总辐射 Ｒｓ
和日辐射峰值 Ｒｍａｘ）的相关性。结果表明，Ｒｍａｘ、ＤＶＰＤｍ和 Ｅｗ与 ＭＤＳ的直接通径系数为正，Ｒｍａｘ的直接通径系数最高，

其次为 ＤＶＰＤｍ，二者与 ＭＤＳ的相关性达显著水平，但 Ｅｗ与 ＭＤＳ的相关性未达显著水平，表明 Ｒｍａｘ和 ＤＶＰＤｍ为决策变

量，对温室番茄茎直径变化起直接作用。而 Ｔｍａｘ、Ｔｍ、ＤＶＰＤｍｄ、Ｒｓ与 ＭＤＳ的直接通径系数为负，但各自总作用又都为

正，表明它们主要通过 Ｒｍａｘ和 ＤＶＰＤｍ对番茄茎直径变化起间接作用。据此建立了 ＭＤＳ与 Ｒｍａｘ和 ＤＶＰＤｍ的模拟方程，

经检验此方程达显著水平，预测值能够准确地反映出 ＭＤＳ实测数值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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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作物茎直径微变化是指作物茎秆白天蒸腾失水

收缩，夜晚根系吸水膨胀，由此导致的植株茎秆直径

上的微小变化。作物茎直径微变化与作物体内的水

分变化密切相关，同时它还能反映出外界蒸腾条件

及土壤供水能力的变化
［１～９］

，因此，研究茎直径微变

化对于综合研究气象因子、土壤含水率对作物水分

状况的影响很有帮助。目前评价茎直径变化的指标

有：日最大收缩量（ｍａｘｉｍｕｍｄａｉｌｙｓｈｒｉｎｋａｇｅ，简称
ＭＤＳ）、日生长量（ｄａｉ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简称 ＤＩ）、恢复时间
（ｒｅ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ｔｉｍｅ，简称ＲＴ）等，其中以ＭＤＳ的应用较
为普遍。

以往研究成果表明，ＭＤＳ虽然能够很好地表现
出作物体内水分状况及土壤供水能力的变化，但其

数值极易受气象因素的干扰。Ｇａｌｌａｒｄｏ等研究发
现，对于春夏季温室番茄来讲，ＭＤＳ对土壤水分胁
迫的反应比叶水势要灵敏，但数值容易受到番茄生

育期、气象因素的影响
［１０］
。王晓森等研究发现，温

室番茄 ＭＤＳ能够反映出土壤水分变化，但同一土壤
水分下番茄 ＭＤＳ在不同气象条件的作用下数值不
同

［１１］
。此外，影响 ＭＤＳ数值的气象因素较多，它们

之间存在很高的相关性，通径分析为选出主要成分

提供了很好的方法。张平等用通径分析方法对充分

灌溉下的桃树 ＭＤＳ与气象因子相关性进行了分析，
找出了影响桃树 ＭＤＳ数值的最主要的气象因素并
进行了数值拟合

［１２］
。李晓彬等也用通径分析方法

对充分灌溉下梨枣树 ＭＤＳ与气象因子相关性进行
了分析

［１３］
。但他们的研究主要是在室外果树上进

行，针对温室内蔬菜的相关研究未见报道。

本文对温室内充分灌溉条件下的番茄 ＭＤＳ与
气象因子相关性进行研究，找出影响温室番茄 ＭＤＳ
变化的主要气象因子，并通过回归分析建立 ＭＤＳ与
气象因子间的数值模拟方程，为基于茎直径变化监

测作物水分状况的技术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地基本情况与实验设计
实验于２００９年 ５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

溉研究所农业部作物需水与调控重点开放实验室日

光温室中进行，实验地位于３５°１９′Ｎ，１１３°５３′Ｅ，海拔
７３２ｍ，多年平均气温１４１℃，无霜期２１０ｄ，日照时
数２３９８８ｈ。实验所用温室东西走向，长 ４０ｍ、宽
８５ｍ，坐北朝南，覆盖无滴聚乙烯薄膜。实验地土
质为砂壤土，耕层土壤体积质量为１３８ｇ／ｃｍ３，田间
持水率为２４％（质量含水率），地下水埋深大于５ｍ。

实验以小区方式进行。番茄品种为金顶一号，

于３月中旬移栽，每小区种植双行，行距４５ｃｍ，株距
３０ｃｍ，移栽前施干鸡粪、三元复合肥、尿素作为底
肥，移栽后立即灌活苗水。小区供水方式为滴灌，灌

水量用水表计量，计划湿润层 ４０ｃｍ。番茄充分灌
溉，灌水下限为田间持水率的 ８０％，即当土壤水分
下降至田间持水率的８０％时灌水至田间持水率，重
复３次。选取番茄 ５月 １４～２６日花果期实验数据
进行分析，统计分析由专用的统计软件 ＤＰＳ完成。
１２　观测方法

茎直径变化测定：以 ＤＤ型茎直径变化传感器
与 ＤＬ２ｅ型数据采集器相连测定番茄植株茎直径微
变化，每１０ｍｉｎ自动记录 １次茎直径变化数据，探
头安装高度距地面 １５ｃｍ。探头安装松紧的初始值
控制在１０００Ω，由于番茄茎直径的自然生长作用其
值会增加，当所测探头电阻超过 １５００Ω时将探头
调松至１０００Ω以利于番茄茎秆的自然生长。

日最大收缩量测定：由一天中最大的茎直径减

去最小茎直径获得，单位为 ｍｍ。
土壤含水率测定：土壤水分控制以取土烘干法

为主，辅以 ＴＤＲ进行。其中取土烘干法每隔 ２０ｃｍ
取土１次，测定深度为１ｍ。

气象因子指标测定：由温室内安装的自动气象

观测站获得，主要有气温、相对湿度、辐射 ３项。其
中空气饱和差（ＶＰＤ）由修正的彭曼公式计算取得，
具体计算公式为

ＤＶＰＤ＝（１－ＲＨ／１００）ｅａ （１）

其中 ｅａ＝０６１０８ｅ
１７２７Ｔ／（Ｔ＋２７３３）

（２）

式中　ＤＶＰＤ———空气饱和差，ｋＰａ

ｅａ———饱和水汽压，ｋＰａ　　Ｔ———气温，℃

ＲＨ———空气相对湿度，％
水面蒸发量测定：由口径 ２０ｃｍ蒸发皿及精度

为０１ｍｍ的配套量筒量测。

２　通径分析原理

在多个变量的反应系统中，变量之间的相关关

系复杂，任意２个变量之间可能都存在相关性，计算
２个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往往不能正确地说明
它们之间的关系。而通径分析是在相关分析与回归

分析的基础上，将相关系数分解为直接作用系数和

间接作用系数，以揭示各因素对因变量的相对重要

性，比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更准确。

设在 ｐ个自变量 ｘ１，ｘ２，…，ｘｐ中，每两个变量之
间与因变量 ｙ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可以构成求解通
径系数的标准化正规方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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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１１ρ１＋ｒ１２ρ２＋… ＋ｒ１ｐρｐ＝ｒ１ｙ
ｒ２１ρ１＋ｒ２２ρ２＋… ＋ｒ２ｐρｐ＝ｒ２ｙ



ｒｐ１ρ１＋ｒｐ２ρ２＋… ＋ｒｐｐρｐ＝ｒ










ｐｙ

（３）

其中 ρ１，ρ２，…，ρｐ为直接通径系数。直接通径系数
可以通过求上述相关阵的逆矩阵计算获得。假设 ｃ

为相关矩阵 ｒ的逆矩阵，那么直接通径系数 ρｉ（ｉ＝
１，２，…，ｐ）为

ρ１
ρ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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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ｐ１ ｃｐ２ ｃｐ３ …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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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ｙ

（４）

间接通径系数可以通过相关系数和直接通径系

数的乘积来计算
［１４］
。

图 １　气象因子与 ＭＤＳ通径分析图

Ｆｉｇ．１　Ｐａｔｈ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ｈａｒ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ＭＤＳ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气象因子对番茄茎直径 ＭＤＳ影响的通径分析
影响番茄茎直径微变化的外部因素主要有土壤

供水水平和蒸腾条件，而蒸腾条件主要与当时的气

象因子有关。本实验在充分供水条件下进行，目的

是尽量减少因土壤供水能力下降而影响番茄茎直径

变化，集中考察单一气象因素对番茄茎直径变化的

影响，以便找出主导温室番茄茎直径变化的气象因

子。通过实验分析及参考以往有关文献，现总结出

７项气象指标作为原因变量：水面蒸发量 Ｅｗ、日最
高气温 Ｔｍａｘ、日均气温 Ｔｍ、日均空气饱和差 ＤＶＰＤｍ、
正午空气饱和差 ＤＶＰＤｍｄ、日总辐射 Ｒｓ和日辐射峰值
Ｒｍａｘ，分别定义为 Ｘ１ ～Ｘ７。其中 Ｔｍａｘ一般出现在
１４：００～１５：００，Ｒｍａｘ一般出现在 １３：００，ＤＶＰＤｍｄ选用正
午１２：００温室内气象数据计算取得。将 ＭＤＳ作为
效果变量，定义为 Ｙ。依据通径分析原理求解各变
量相关系数及直接通径系数如图 １所示，图中 Ｅ为
误差项。变量相关性检验如表 １所示，基于各变量
相关系数及直接通径系数求解的间接通径系数、间

接作用总和及总作用如表２所示。
从通径分析结果中可以得出：对于春、夏季温室

番茄，因变量 Ｘ７、Ｘ４、Ｘ１对 ＭＤＳ的直接通径系数均
为正，且排名前三，尤其是 Ｘ７的直接通径系数达到
了２７２９７，表明了辐射作为植物蒸腾作用的主要动
力对植物器官体积的微变化起主导作用。其次是

Ｘ４，它所反映的是温室内水汽浓度梯度。Ｘ４越大，温
室内空气湿度越低，水汽梯度越大，水汽扩散速率越

高，植物蒸腾量越多。三者与 ＭＤＳ的相关性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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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Ｘ７与 ＭＤＳ可以达到极显著正相关水平（Ｐ＜
００１），Ｘ４与 ＭＤＳ亦可达到显著正相关水平（Ｐ＜
００５），而 Ｘ１与 ＭＤＳ的相关性未达显著水平。从统
计学意义上讲，Ｘ７和 Ｘ４为春夏季温室番茄茎直径
ＭＤＳ的决策变量，对其产生直接作用；而其余变量
Ｘ２、Ｘ３、Ｘ５、Ｘ６直接通径系数为负，但它们的间接作
用总和及总作用又都为正，说明这些变量主要通过

Ｘ７和 Ｘ４对 ＭＤＳ产生作用，对番茄茎直径 ＭＤＳ起间
接作用。

表 １　气象因子各变量相关性 ｔ检验得到的 Ｐ值

Ｔａｂ．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ｓａｍｏｎｇ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０ ０１０１０

０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３３６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

０３０４５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１

０

０３２５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

　　此外，剩余项直接通径系数为０３７５６，表明除
上述已知原因变量之外，还有一些未考虑进来的

原因变量影响番茄茎直径 ＭＤＳ数值。如温室内光
温条件变化所引起的番茄植株内部生理的变化、

番茄茎秆自然生长作用、根区土壤供水能力变化、

系统误差等。这些因素在今后的实验中也要充分

考虑。

３２　番茄茎直径 ＭＤＳ的数值模拟
经过上述通径分析可以得知，原因变量 Ｘ７、Ｘ４

为主导温室番茄茎直径微变化的重要气象因子，由

此建立 Ｘ７、Ｘ４与 ＭＤＳ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ＭＭＤＳ＝００００２５７Ｒｍａｘ＋００３０２４０ＤＶＰＤｍ －０００４６２０

（５）
式中　Ｒｍａｘ———日辐射峰值，Ｗ／ｍ

２

ＤＶＰＤｍ———日均空气饱和差，ｋＰａ
ＭＭＤＳ———日最大收缩量，ｍｍ

经检验此回归方程达极显著水平 （Ｐ＜００１）。
应用该方程对实验期间 ＭＤＳ数值进行模拟，实测值
与预测值比较如图 ２所示。实验期间 １４日雨，
２１日阴天转多云，其余时间天气晴朗。从图中可以
看出，除 １８日灌水及 ２４日土壤含水率低于灌水下
限时误差较大外，其余时间该模型还是能够准确地

反映出 ＭＤＳ数值的变化，预测值残差分析如图 ３所
示。据实验室以往研究表明，番茄 ＭＤＳ数值随水分
胁迫的加剧逐渐变大，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可以将实

测值与充分灌溉条件下的预测值进行比较来确定作

物是否需要灌溉。

表 ２　气象因素对 ＭＤＳ影响的通径分析
Ｔａｂ．２　Ｐａｔｈ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ＭＤＳ

通径

Ｘｉ对

Ｙ直接

作用值

Ｘｉ通过 Ｘｊ对 Ｙ

的间接作用

ｉ ｊ 作用值

间接作用

值总和

Ｘｉ对 Ｙ的

总作用值

Ｘ１对 Ｙ ００５８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０４７５８

－００２８２

０４２７５

－０１５９７

－０３１４６

０７７５２

０２２４４ ０２８２５

Ｘ２对 Ｙ －１０４２９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１

３

４

５

６

７

００２６５

－００３６０

０５１１３

－０２４６５

－１０１２０

２６１８４

１８６１７ ０８１８８

Ｘ３对 Ｙ －００４００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１

２

４

５

６

７

００４０９

－０９３９６

０５３６０

－０２４２４

－０８７９６

２２１３３

０７２８６ ０６８８６

Ｘ４对 Ｙ ０６０２５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１

２

３

５

６

７

００４１２

－０８８５０

－００３５６

－０２５２１

－０８３０７

２１１１９

０１４９７ ０７５２２

Ｘ５对 Ｙ －０２８０６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１

２

３

４

６

７

００３３０

－０９１６０

－００３４５

０５４１４

－０９６０４

２４００６

１０６４１ ０７８３５

Ｘ６对 Ｙ －１０６３３

６

６

６

６

６

６

１

２

３

４

５

７

００１７２

－０９９２６

－００３３１

０４７０７

－０２５３５

２７０７２

１９１５９ ０８５２６

Ｘ７对 Ｙ ２７２９７

７

７

７

７

７

７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００１６５

－１０００４

－０３０２４

０４６６２

－０２４６８

－１０５４５

－１８５１４ ０８７８３

Ｅ ０３７５６ ０３７５６

　　注：Ｘｊ是 Ｘ１～Ｘ７中不同于 Ｘｉ的变量。

４　讨论

依靠茎直径微变化监测作物水分状况虽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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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实测值与预测值分析

Ｆｉｇ．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ｖａｌｕｅｓ
　

图 ３　残差分析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
　
方法简单、对植株没有破坏性、可以连续监测记录所

测结果等优点，但其指标容易受到气象因素的干扰。

本实验用通径分析法对充分灌溉条件下番茄的

ＭＤＳ与气象因子相关性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日辐
射峰值 Ｒｍａｘ和日均空气饱和差 ＤＶＰＤｍ为温室番茄茎
　　

直径 ＭＤＳ的决策变量。此结论与之前李晓彬等得
出太阳净辐射 Ｒｓ和 ＤＶＰＤｍ为充分灌溉条件下梨枣树

ＭＤＳ的决策变量［１３］
类似，但李晓彬等的研究未将

Ｒｍａｘ列入因变量中。本研究显示，Ｒｍａｘ对番茄茎直径
ＭＤＳ的直接作用最大，而 Ｒｓ主要通过 Ｒｍａｘ对番茄茎
直径 ＭＤＳ产生间接作用。通过回归分析建立了包
含 Ｒｍａｘ和 ＤＶＰＤｍ的 ＭＤＳ回归方程，经数值分析发现
该方程可以准确地反映出番茄 ＭＤＳ的数值变化。
国外有专家曾提出用 ＭＤＳ实测值与无水分亏缺条
件下ＭＤＳ预测值相比的办法来判断杏树是否受到水
分胁迫，临界值为１，即比值大于１的时候表明杏树正
在遭受水分胁迫

［１５］
。此方法亦可用于番茄，但考虑到

番茄植株ＭＤＳ存在很大的变异性，在具体使用时可以
通过测定土壤含水率的方法作一个标定，然后确定出

适宜的临界数值。此外，Ｇａｌｌａｒｄｏ等曾指出在番茄快速
生长期日生长量比 ＭＤＳ更能灵敏地反映出土壤水分
变化，而ＭＤＳ指标适用于番茄茎秆成熟期［１０］

。

５　结束语

本研究以温室番茄为实验材料，运用统计分析

的方法探讨了 ＭＤＳ与气象因子的相关性，并得出了
影响番茄茎直径变化的主要气象因子，对基于茎直

径变化监测作物水分状况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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