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砾石覆盖条件下土壤水热效应对冬小麦田ＣＯ２排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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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 ２年田间试验，采用静态暗箱 气象色谱法监测冬小麦田 ＣＯ２排放速率和通量，并计算了生态系统净交

换和收获指数。试验设置无覆盖对照（ＣＫ）、无覆盖补灌对照（ＷＣＫ）、砾石覆盖（ＧＭ）和砾石覆盖补灌（ＷＧＭ）

４个处理。结果表明：２个生长季内砾石覆盖补灌处理各阶段土壤含水率和温度平均最高，其次为砾石覆盖处理，

说明砾石覆盖的保水保温效果明显；土壤温度的变化规律与 ＣＯ２排放规律相同，土壤含水率变化规律与 ＣＯ２排放

规律相反，土壤温度和含水率变化对 ＣＯ２排放具有显著的交互作用（Ｐ＜００５）；对影响农田生态系统 ＣＯ２排放的

冬小麦生长参数和土壤理化特性进行相关矩阵和主成分分析，ＣＯ２排放的分布与 ＣＫ和 ＷＣＫ对照处理分布相似度

较高，与 ＧＭ和 ＷＧＭ砾石覆盖处理则完全相反；产量、收获指数、生态系统净交换的分布与 ＷＧＭ处理最为接近，

其次为 ＧＭ处理，说明砾石覆盖处理提高了产量，促进了生态系统净交换，降低了 ＣＯ２排放量。砾石覆盖结合关键

生育期补充灌水的田间管理方式能有效改善土壤水热状况，减少农田生态系统 ＣＯ２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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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

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关注的热点
［１－４］

。作为温室气

体排放的较大贡献源，农田生态系统 ＣＯ２排放与初
级生产力、土壤肥力以及区域和全球的碳循环密切

相关。为了有效控制农田生态系统碳释放，有必要

研究田间管理方式对农田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从

而提出农田固碳减排的主要对策
［５］
。目前固碳减

排的措施主要从农业耕作方式、覆盖方法、施肥、灌

溉等几方面入手。秦晓波等
［６－７］

研究了不同耕作方

式和稻草还田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以及生物质炭

添加对稻田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认为免耕高茬还田、

适量的生物质炭回田能显著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是

农田固碳减排、增加产量的可行途径。马艳芹等
［８］

研究了不同施氮水平对农田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与常规施氮量相比，减氮 ４０％对水稻产量并无显著
影响，但能显著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有利于节能

减排。ＣＨＥＮ等［９］
研究认为秸秆还田和塑料覆膜均

能显著降低冬小麦、夏玉米田温室气体碳排放强度，

连续的覆膜可使农田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和产量增加

两者之间达到稳定平衡。刘晶晶等
［１０］
开展不同灌

溉量对土壤温室气体排放规律的影响，研究认为适

量灌溉有利于农田节水及固碳减排。

农业管理方式主要通过改变农田土壤理化性

质，间接影响温室气体的产生和排放过程
［１１－１２］

。砾

石覆盖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旱作农业覆盖技术，国内

外均开展了大量研究。ＬＩ等［１３－１４］
研究了砂石粒径

和覆盖方式对土壤水热的影响，研究表明表面砂石

覆盖的方法对于减少蒸发、提高土壤温度、提高土壤

肥力和增加产量有很大影响。冯浩等
［１５］
研究轮作

条件下不同砾石覆盖量对农田水分和耗水特征的影

响，表明砾石覆盖能降低作物耗水系数、提高作物产

量。余海龙等
［１６］
研究表明，砾石覆盖能增加土壤孔

隙并促进水分入渗，改善了土壤水文循环和水文生

态功能。关红杰等
［１７］
研究不同粒径和厚度砂石覆

盖对土壤蒸发的影响，表明其可以明显减少土壤蒸

发，为作物生长提供良好的水分条件。关于砾石覆

盖对土壤水热条件改变影响的研究较为常见，但是

目前关于砾石覆盖条件下温室气体排放的研究则很

少，因此有必要开展砾石覆盖对农田土壤水分、温

度、ＣＯ２排放通量以及作物产量等的相关研究，并对
其固碳减排作用及实际生产影响作出评价。本文设

置２个灌水水平和 ２个砾石覆盖水平，共形成 ４个
田间试验处理，分析 ２个生长季冬小麦田的土壤水
热变化规律和 ＣＯ２排放规律，对土壤水热效应和农
田生态系统 ＣＯ２排放进行回归分析，并结合作物生
长指标和土壤理化特征进行主成分分析，以评估砾

石覆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改善农田生态效应的作

用，为丰富旱区农业节水和固碳减排技术提供基础

研究案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设计
试验于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在陕西杨凌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教育部农业水土工程重点实验室的灌溉试验

站（１０８°２４′Ｅ、３４°２０′Ｎ，海拔高度 ５２１ｍ）进行。该
试验地属大陆暖温带湿润季风气候，多年平均气温

１２９℃，年日照时数 ２１６３８ｈ，多年平均降水量
６３５１ｍｍ（集中在７—１０月份），年蒸发量９９３２ｍｍ。
土壤为中壤土，砂、粉、黏粒质量比例为 ８∶７４∶１８，
０～１ｍ土壤平均田间持水量２３５％，播种前土壤平
均干容重为１４４ｇ／ｃｍ３。

试验共设置 ４个处理，分别为无覆盖对照
（ＣＫ）、无覆盖补灌（ＷＣＫ）、砾石覆盖（ＧＭ）、砾石覆
盖补灌（ＷＧＭ），每个处理重复 ３次，完全随机区组
设计。小区长５ｍ，宽 ３ｍ，两边设有保护行。小区
田埂边缘１ｍ深土层竖直铺一层塑料薄膜，避免各
小区土壤水分侧向入渗。营造砂田的方式为：冬小

麦播种后，按照８ｋｇ／ｍ２的砾石覆盖量在植株行间均
匀铺设，收获时进行清理，第２季播种前重新整地并
按试验要求铺设砾石，覆盖所用砾石采自渭河河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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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径范围在２～３ｃｍ。灌水处理分别在越冬期和返
青期对农田进行补灌（灌水量为 ５０ｍｍ），其他生育
期为雨养。

供试小麦品种为小偃 ２２号，２０１３年播种时间
为１０月１９日，２０１４年播种时间为１０月１７日，分别
于２０１４年６月７日和２０１５年６月 ５日收获。小麦
播种前将基肥一次性施入，生育期内不追肥，全生育

期 Ｎ、Ｐ２Ｏ５的施入量分别为 １５０、１００ｋｇ／ｈｍ
２
。锄草

方式为定期人工锄草，耕作方式为免耕，等待期种植

玉米。所有处理施肥量一致，田间管理措施相同。

１２　测定项目和方法
１２１　气体样品采集与测定

冬小麦生育期内每 １０ｄ左右采集一次气体样
品。采用静态暗箱 气相色谱法进行气体排放通量

观测，试验采样箱为本课题组定制。采样箱由箱体

和底座组成，箱体采用 ＰＶＣ材料，覆有泡沫和反光
材料，尺寸为 ５０ｃｍ×５０ｃｍ×５０ｃｍ，箱内安装搅匀
气体的风扇和抽气接口，接口连三通阀。底座用不

锈钢制成，规格与箱体配套，安放在每个小区中间位

置，底座内有作物。采样之前底座凹槽内需注水密

封以隔绝外界空气。气体采集时间０９：００—１１：００，扣
箱后立即用 ６０ｍＬ注射器采集样品，１０、２０、３０ｍｉｎ
后各取样１次。采样结束后立即带回实验室用气相
色谱仪（Ａｇｉｌｅｎｔ７８９０Ａ型）进行分析，测定 ＣＯ２的检
测器为 ＦＩＤ，检测器温度 ２００℃，柱温 ６０℃，载气为
氮气，流速３５０ｍＬ／ｍｉｎ。比较样品与标准气的总峰
面积，将检测器输出（ｍＶ）转换成土壤 ＣＯ２浓度。

气体排放通量的计算式
［１８］
为

Ｆ＝Ｈ Ｍｐ
Ｒ（２７３＋Ｔ）

ｄｃ
ｄｔ

（１）

式中　Ｆ———单位时间平均排放通量，ｍｇ／（ｍ２·ｈ）
Ｈ———静态箱高度，ｍ
Ｍ———温室气体的摩尔质量，ｇ／ｍｏｌ
ｐ———采样点大气压力，通常视为标准大气

压，即１０１３×１０５Ｐａ
Ｒ———普适气体常数，取８３１４Ｊ／（ｍｏｌ·Ｋ）
Ｔ———采样时箱内平均气温，℃
ｄｃ
ｄｔ
———温室气体排放速率，μＬ／（Ｌ·ｍｉｎ）

生育期内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计算式为

ω＝２４×１０－３∑
ｋ

ｉ＝１
Ｆｉｄｉ （２）

式中　ω———全生育期排放总量，ｋｇ／ｈｍ２

Ｆｉ———第 ｉ次测得的温室气体排放通量，

ｍｇ／（ｍ２·ｈ）
ｄｉ———第 ｉ－１次到第 ｉ次测量的时间间隔，ｄ

１２２　土壤温度、含水率及辅助变量测定
用地温计测定土壤５ｃｍ土层温度，气密闭箱内

的空气温度测定时间为密闭箱置于底座 ２０ｍｉｎ后。
用 ＴＤＲ土壤水分速测仪测定土壤体积含水率，每个
小区随机测３个采样点后取均值。

观测的辅助变量包括冬小麦生长参数和土壤理

化特征。小麦生长参数包括：株高（Ｈｅｉｇｈｔ，直尺和
游标卡尺测量），叶面积指数（ＬＡＩ，冠层分析仪），干
物质（Ｄｒｙｂｉｏｍａｓｓ，水洗法和烘干法），产量（Ｙｉｅｌｄ，
人工测产），收获指数（ＨＩ，收获时单位面积产量与
地上部干物质量的比值）。土壤理化特征：每季冬

小麦收获时测定土壤容重、有机质含量。还需计算

阶段末的土壤贮水量和整个生长季大于等于 ０℃的
正积温

［１５，１９］
，其计算式为

Ｗ＝ｈｄθ
１０

（３）

式中　Ｗ———土壤贮水量，ｍｍ
ｈ———土层厚度，ｃｍ
ｄ———土壤容重，ｇ／ｃｍ３

θ———土壤含水率，ｃｍ３／ｃｍ３

ＧＤＤ＝∑
ｋ

ｉ＝１
Ｔｉｄｉ （４）

式中　ＧＤＤ———生育期土壤累积温度，℃·ｄ
Ｔｉ———第 ｉ次测量的平均土壤温度，℃

１２３　生态系统净交换
生态系统净交换定义为生态系统吸收与释放的

ＣＯ２差值。生态系统净交换ＮＥＥ的计算公式
［４，２０］
为

ＮＥＥ＝ＮＰＰ－ＲＨ （５）
其中 ＮＰＰ＝０４４６Ｗｍａｘ－００００６７ （６）
式中　ＮＰＰ———初级生产力，ｋｇ／ｈｍ２

Ｗｍａｘ———作物收获后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生
物量的总和，ｋｇ／ｈｍ２

ＲＨ———土壤微生物的异养呼吸量，ｋｇ／ｈｍ
２

本文所提到的生态系统净交换均指生态系统

ＣＯ２净交换。
１３　数据统计分析

利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３和 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进
行数据处理和回归分析，用 Ｄｕｃａｎ新复极差法检验
差异显著性（Ｐ＜００５），利用 Ｒ语言（Ｒ，Ｖｅｒｓｉｏｎ
３３２）程序包“ｖｅｇａｎ”和“ＦａｃｔｏＭｉｎｅＲ”进行 ＣＯ２排
放、生态系统净交换、产量、收获指数、生长参数和土

壤理化特性等的主成分分析。所有图由 Ｏｒｉｇｉｎ９０
和 Ｒ程序绘制。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处理土壤水热动态变化规律
２个生长季各处理土壤含水率和温度随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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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图１）。地表砾石覆盖和关
键生育期补灌措施改变了土壤的水热平衡，各阶段

土壤含水率砾石覆盖处理高于无覆盖处理，灌水处

理高于无灌水处理，总的来说砾石覆盖和灌水共同

作用下的土壤含水率最高。在越冬期和拔节期进行

补灌，使得土壤含水率显著增加，由大到小表现为

ＷＧＭ、ＷＣＫ、ＧＭ、ＣＫ处理，随后逐渐降低并趋于相
同，拔节至灌浆期雨水丰富，各处理间效果差异不明

显。试验期间，农田土壤表面温度表现出与土壤含

水率变化相反的趋势，随着土壤温度的升高，土壤含

水率逐渐降低。砾石覆盖表现出良好的保温效果，

ＣＫ处理对气温变化的敏感性大于其他处理。
２２　不同处理农田生态系统 ＣＯ２排放特征

图 １　不同砾石覆盖和灌水处理下冬小麦生育期内土壤含水率与地温变化（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

Ｆｉｇ．１　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ｓ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ｖｅｌ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在冬小麦整个生育期，各处理的 ＣＯ２排放通量
随生长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图２）。两季冬小麦出苗
至返青期 ＣＯ２排放通量较少，４个处理的 ＣＯ２排放

通量变化范围为 ５２２～１１７４ｍｇ／（ｍ２·ｈ）；拔节至

成熟灌浆期小麦植株生长旺盛，呼吸作用增强，ＣＯ２
排放通量显著增加；成熟后各处理 ＣＯ２排放通量均
处于较低水平。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冬小麦播后 １８０～
１９０ｄ之间 ＣＯ２排放通量先后出现峰值，ＣＫ、ＷＣＫ、
ＧＭ 和 ＷＧＭ 处 理 分 别 为 ３０９５、２７６７、１９３７、
１８０１ｍｇ／（ｍ２·ｈ），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小麦播后 １７０～
１８０ｄ４个处理先后出现峰值，峰值分别为 ３０５７、
２７１４、１８３１、１９９２ｍｇ／（ｍ２·ｈ），总体上较第１季高

峰值有所降低。由以上分析可知，冬小麦田 ＣＯ２排

放规律受砾石覆盖和灌水处理的影响较大，砾石覆

盖处理的 ＣＯ２排放通量在整个生育期内基本低于
对照处理，灌水处理则表现为补灌初期排放通量明

显增大，灌水的影响随时间减弱，随后 ＣＯ２排放通
量逐渐减小直至与其他处理无异甚至低于其他处

理。

２３　不同处理水热效应对 ＣＯ２排放通量的影响

比较图１和图 ２可知，ＣＯ２排放规律与土壤温
度的变化规律相同，与土壤含水率的变化规律相反。

土壤含水率、温度作为单因子变量分析时，二者与

ＣＯ２排放通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３９９和 ０４９１
（Ｐ＜００５），为了进一步分析二者交互作用对农田
生态系统 ＣＯ２排放的影响，对 ２年冬小麦田土壤含
水率、温度、ＣＯ２排放通量进行了回归分析。表 １为
４个处理分别对应的回归方程及参数，各处理间参
数差异不大。曲线方程拟合的 Ｒ２值均在 ０８５以
上，Ｐ值均小于 ００５，说明该曲线方程对试验结果
的拟合效果较好。

２４　不同处理 ＣＯ２排放总量与产量、水热因子的
关系

由表２可以看出，砾石覆盖处理可以降低 ＣＯ２
排放总量，增加冬小麦产量，促进生态系统净交换。

２个生长季结束时，冬小麦的穗粒数、干物质量、净
初级生产力、产量等生长指标基本表现为砾石覆盖

处理高于对照处理，各生长指标在砾石覆盖和补灌

共同作用下达到最大。用收获指数代替各项生长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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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各处理冬小麦田 ＣＯ２季节性排放规律（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

Ｆｉｇ．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ＣＯ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ｉｎ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ｆｉｅｌｄ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标，不同处理间差异表现为：整个生育期 ＣＯ２排放
总量与收获指数和生态系统净交换变化趋势相反。

结合小麦生长参数和土壤环境改变两大类因

子，进行其与 ＣＯ２排放总量、生态系统净交换的相
关矩阵和主成分分析，所有数据均为 ２个季节阶段
末的平均值。小麦各生长参数、土壤环境因子与

ＣＯ２、生态系统净交换的相关矩阵见表 ３。通过主成
分分析（图 ３，土壤环境因子包括：１．贮水量（Ｗ）、
２．蒸发（ＥＴ０）、３．作物耗水量（ＥＴＣ）、４．导热率（λ）、
５．积 温 （ＧＤＤ）、６．土 壤 容 重 （ＢＤ）、７．有 机 质
（ＳＯＭ）；生长参数包括：８．分蘖数（Ｔｉｌｌｅｒ）、９．叶面积

表 １　冬小麦田 ＣＯ２排放通量与土壤含水率、温度的

关系方程及参数

Ｔａｂ．１　Ｆｉｔｔｅｄ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ＣＯ２ｆｌｕｘ

ｗｉｔｈ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处理
Ｒｅ＝ａθ＋ｂθ

２＋ｃ（θ＋ｄ）２ｅ００９４Ｔ

ａ ｂ ｃ ｄ Ｒ２ Ｐ
样本数

ＣＫ ５２３ ００７ ０１２ －１６２８ ０９１９ ０００２ ２６

ＷＣＫ ４４６ ００１ ００５ ３１２ ０８５２ ００３７ ２６

ＧＭ ３８２ ００８ ０００ －２８７ ０８９６ ０００４ ２６

ＷＧＭ ３２９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３７ ０９０６ ００１２ ２６

　　注：Ｒｅ为生态系统 ＣＯ２排放通量，ｍｇ／（ｍ
２·ｈ）；Ｔ为土壤温

度，℃；ａ、ｂ、ｃ、ｄ为回归分析中估算出的经验系数。

表 ２　冬小麦产量与 ＣＯ２排放总量及生态系统净交换的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ｙｉｅｌｄ，ＣＯ２ｆｌｕｘａｎｄｎｅｔ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年份 处理 穗粒数
干物质量／

（ｋｇ·ｈｍ－２）

ＮＰＰ／

（ｋｇ·ｈｍ－２）

产量／

（ｋｇ·ｈｍ－２）
收获指数

ω／

（ｔ·ｈｍ－２）

ＮＥＥ／

（ｋｇ·ｈｍ－２）

ＣＫ ４５５±３２ａ １３４１５±４１５２ａ ５９８３±１８５１ａ ２９９９±１００３ａ ０２３±００７ａ ３７４±０３３ａ ２２４１±１５３３ａ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ＷＣＫ ５０３±１１ｂ １３５０９±１０６８ａ ６０２５±４７６ａ ３６４０±９５９ａｂ ０２７±００７ａ ３６１±０７３ａ ２６３４±４８２ａ

ＧＭ ６０１±３０ｃ １４４８４±９３３ａ ６４６０±４１６ｂ ４２９０±６４９ａｂ ０３０±００６ａ ３３９±０５１ａ ２８４７±５０４ａ

ＷＧＭ ６２５±８ｃ １４６９９±２４００ａ ６５５６±１０７０ｂ ５０７９±９６ｂ ０３５±００５ａ ２９６±０７５ｂ ３５９７±１８１２ｂ

ＣＫ ５８６±２０４ａ １２９５５±７２０ａ ５７７８±１３２１ｂ ３７３８±３７２ａ ０３３±００５ａ ３９３±０７９ａ １８４１±６６７ａ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ＷＣＫ ６１１±４１ａ １３０５８±２００ｂ ５８２３±１０７９ａ ４６４７±１３７７ａｂ ０３６±０１０ａ ３８４±０７５ａ １９８４±８１６ａｂ

ＧＭ ６５３±４９ａ １４８２１±９７３ｃ ６６１０±４３４ｂ ５９２１±４６８ｂ ０３９±００３ａ ３６１±０４９ａ ３００１±９２４ａｂ

ＷＧＭ ７７５±８６ａ １４９７３±２１１ｃ ６６７８±１７８ａｂ ５９８２±５５２ｂ ０４０±００４ａ ３３７±０５３ａ ３３１０±６０８ｂ

　　注：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指数（ＬＡＩ）、１０．株高（Ｈ）、１１．地上部生物量（Ｂｉｏ）、
１２．穗粒数（ＮＧＰ）、１３．收获指数（ＨＩ）、１４．产量
（Ｙｉｅｌｄ）；生态系统指标包括：１５．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ＣＯ２）、１６．净初级生产力（ＮＰＰ）、１７．生态系统净交
换（ＮＥＥ））可以看出，生态系统净交换几乎与净初
级生产力重合，而与 ＣＯ２分异较大。小麦的生长参
数（株高、叶面积指数、产量等）均与 ＣＯ２分异较大，
呈负相关。土壤环境因子中，蒸发蒸腾量 ＥＴ０分布
与 ＣＯ２ 最为接近（二者相关系数 ｒ＝０６８３，Ｐ＜
００５），而其他因子（贮水量 Ｗ、作物耗水量 ＥＴＣ、土
壤导热率 λ、积温 ＧＤＤ、土壤有机质含量 ＳＯＭ）与
ＣＯ２分布相反，相关系数均为负值。对于土壤容重

ＢＤ，其主成分分布于土壤有机质含量 ＳＯＭ和土壤
蒸发量 ＥＴ０之间，与 ＣＯ２相关系数 ｒ＝－００６，说明
土壤紧实度间接影响了 ＣＯ２排放。关于各个处理，
砾石覆盖补灌处理 ＷＧＭ与产量、ＨＩ、ＮＥＥ、ＧＤＤ和
ＳＯＭ等分布最为接近，其次为砾石覆盖处理 ＧＭ，说
明砾石覆盖和关键生育期补灌共同作用下的土壤环

境更适宜小麦生长。对于土壤容重 ＢＤ，其主成分分
布于土壤有机质 ＳＯＭ和土壤蒸发量 ＥＴ０之间，与
ＣＯ２相关系数 ｒ＝－００６，说明土壤紧实度间接影响
了 ＣＯ２排放。土壤容重 ＢＤ分布与砾石覆盖补灌处
理 ＷＧＭ相反，４个处理测得的 ２个生长季阶段末
０～２０ｃｍ土层平均土壤容重分别为 １４６７、１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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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１０、１３８３ｇ／ｃｍ３，ＷＧＭ处理较 ＣＫ处理的土壤容
重平均降低了 ５７２％。ＣＫ和 ＷＣＫ两对照处理分
布与 ＣＯ２排放相似度极高但与产量、ＮＥＥ等完全相

反。以上分析说明砾石覆盖改变了冬小麦生长的土

壤环境，有利于作物生长，能稳定增产并降低 ＣＯ２
排放。

表 ３　ＣＯ２排放与生长参数和土壤环境因子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ｇｒｏｗｔｈ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ｓｏｉ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ｆａｃｔｏｒｓ

贮水量 ＥＴ０ ＥＴＣ 导热率 积温 容重 有机质 分蘖数 ＬＡＩ 株高 生物量 穗粒数 产量 ＨＩ ω ＮＰＰ ＮＥＥ
贮水量 １
ＥＴ０ －０３１６ １
ＥＴＣ ０３１７ －０４９３ １
导热率 ０１６９ －０４３０ ０５０６ １
积温 ０３７４ －０６３０ ０６２６ ０８０３ １
容重 ０１５８ －００４０ －０２６７ －０２８９ －０３５８ １
有机质 －００８０ －０３７９ ０３８８ ０４５６ ０５２６ ０００７ １
分蘖数 －０５５２ ０００３ ０１４１ ０５００ ０３６５ －０４０５ ０５０７ １
ＬＡＩ ００７１ －０４８８ ０３３８ ０７０８ ０７０７ －０３２５ ０６１９ ０５３７ １
株高 －００４５ －０３４７ ０３６５ ０２２４ ０５８７ －０５４６ ０１９１ ０４５７ ０４８５ １
生物量 －０４９１ －０１４６ ０２１２ ０４４９ ０２７９ －０２２７ ０７３１ ０６２３ ０５２３ ００７４ １
穗粒数 ０１９４ －０６５２ ０６２２ ０６２４ ０９１８ －０２９５ ０６８９ ０４６０ ０７５０ ０７３０ ０３９２ １
产量 －０１４９ －０３２１ ０５１０ ０３５８ ０５９７ －０４６０ ０５９４ ０５６４ ０６９６ ０８０４ ０３７９ ０８０３ １
ＨＩ ０１５４ －０２４２ ０３８８ ００６３ ０４２４ －０３０２ ０１７４ ０１９３ ０３６０ ０７７９ －０２５４ ０５７８ ０７９５ １
ω －０３６２ ０６８３ －０１５０ －０４６７ －０４６１ －００６０ －０１５６ ００８５ －０５３０ －０１１１ －００３２ －０３６６ －０２８０ －０２２０ １
ＮＰＰ －０４８４ ０２２５ ０２１６ ００４３ ０２３１ －０４２２ ０２７４ ０５５９ ００７３ ０５４８ ０１９７ ０３７７ ０６４２ ０５５２ ００１８ １
ＮＥＥ －０４８４ ０２２５ ０２１６ ００４３ ０２３１ －０４２２ ０２７４ ０５５９ ００７３ ０５４８ ０１９７ ０３７７ ０６４２ ０５５２ ００１８ １ １

　　注：表示相关性在 Ｐ＜００５水平上显著；表示相关性在 Ｐ＜００１水平上显著。

图 ３　各处理 ＣＯ２排放、生态系统净交换和土壤环境

因子及小麦生长参数间的主成分分析

Ｆｉｇ．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２ｆｌｕｘ，ＮＥＥ，ｓｏｉ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ｇｒｏｗｔｈ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３　讨论

３１　砾石覆盖对土壤水热条件的改变
砾石覆盖不同于其他农业覆盖技术，其土壤水

热条件的形成也必然有所不同，关于秸秆及塑料覆

膜增温保墒的研究较多
［２１－２３］

。本试验对 ２年砾石
覆盖条件下冬小麦田土壤水热条件的改变进行研

究，各处理土壤温度和含水率变化具有明显的季节

性规律，即夏季高冬季低。小麦出苗至拔节期降雨

极少，生长环境干旱且寒冷，该时期砾石覆盖条件下

的土壤温度和土壤含水率明显高于对照处理，且砾

石覆盖和补灌共同作用效果最好。在雨水充足的拔

节期至成熟期，各处理间土壤温度和含水率差异不

明显，但仍表现为砾石覆盖高于对照。农田表面的

砾石覆盖层可以吸收阳光中的长波辐射并转化为热

能而提高土壤温度，通过改变土壤水分再分布而减

少水分散失，进而改变土壤的水热条件。砾石覆盖

具有提高地温、保持土壤水分的作用，这与文献［２４－
２６］的研究结果一致。
３２　砾石覆盖对 ＣＯ２排放的影响

砾石覆盖对农田 ＣＯ２排放的影响归根结底是
通过改变土壤水热环境等主要因子来实现的。从

ＣＯ２排放规律可以看出，两季冬小麦田 ＣＯ２排放规
律和土壤水热改变具有一致的季节性规律。在不同

的生育阶段，土壤温度的升高和 ＣＯ２排放趋于同
步，土壤含水率变化规律则与 ＣＯ２排放规律相反，

这与陈慧等
［２７］
和刘全全

［２８］
的研究结果一致。对砾

石覆盖条件下土壤水热与 ＣＯ２排放曲线方程的验
证表明，该方程对试验结果拟合效果很好，可对生育

期内 ＣＯ２排放通量进行简单预报，进一步说明土壤
水热因子交互影响了农田 ＣＯ２的排放。该方程数

学结构和物理含义与 ＪＡＣＯＢＵＳ［２９］、ＬＡＶＩＧＮＥ等［３０］

提出的经验公式相似。

农田管理方式、土壤水文、土壤温度、土壤有机

质含量等都是影响 ＣＯ２排放的重要因素。砾石覆
盖改变了土壤环境和作物生长状况，影响了农田

８２２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７年



ＣＯ２排放，进而影响了农田生态效应。对影响农田
生态系统 ＣＯ２排放的冬小麦生长参数和土壤理化
特性进行相关矩阵和主成分分析发现，产量、收获指

数、生物量等作物生长参数分布均与砾石覆盖和砾

石覆盖补灌处理接近，ＣＯ２排放主要分布在无覆盖
对照处理区域，这说明砾石覆盖处理条件下的水热

改变更有利于作物增产，并能减少 ＣＯ２排放。土壤
环境因子中的 ＧＤＤ、ＳＯＭ与砾石覆盖处理分布接
近，而土壤容重 ＢＤ分布则与砾石覆盖处理相反。
土壤容重是土壤重要的物理性质，砾石覆盖对土壤

容重有较大影响
［３１－３４］

。本研究中砾石覆盖降低了

土壤容重 ＢＤ，这可能是由于砾石覆盖减少了雨水对
表土的冲蚀，还可消除阳光曝晒引起的土壤硬结，较

好地保持砾石覆盖层下土壤的良好结构，降低了土

壤容重，这与 ＣＥＲＤＡ［３２］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逄
蕾等

［３３］
和李卓等

［３５］
也得到相似的结论。此外，ＣＯ２

排放与 ＥＴ０二者分布几乎重合，说明减少蒸发很大
程度上能减少 ＣＯ２排放，关于砾石覆盖抑制蒸发的
文献有很多，这也间接解释了砾石覆盖是减少 ＣＯ２

排放的途径之一。目前砾石覆盖对水热条件的改变

以及 ＣＯ２排放影响的机理尚不明晰，仍有待进一步
研究。

４　结论

（１）与对照处理 ＣＫ相比，砾石覆盖能有效改善
土壤水热条件，减少蒸发，保水保温效果明显，有利

于提高小麦各项生长指标和增加产量，有效抑制了

两季冬小麦田 ＣＯ２排放（ＷＧＭ处理和 ＧＭ处理分
别较 ＣＫ处理平均降低 １６％和 ９％），促进了生态系
统净交换（ＷＧＭ处理和 ＧＭ处理分别较 ＣＫ处理平
均增加２０％和３４％）。砾石覆盖可以有效改善土壤
水热状况，促进作物生长发育，提高作物产量并降低

农田 ＣＯ２排放，促进农田生态系统净交换。
（２）相关矩阵和主成分分析表明在砾石覆盖层

的影响下，冬小麦田 ＣＯ２排放分布与砾石覆盖处理
完全相反，而产量、生态系统净交换与砾石覆盖补灌

处理极为接近。说明砾石覆盖结合关键生育期补充灌

水的种植方式能实现农田生态系统减排增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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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ＧＡＬＤＯＳＭＶ，ＣＥＲＲＩＣＣ，ＣＡＲＬＯＳＥ，ｅｔ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ｃａｒｂ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ｕｎｄｅｒ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ＥＮＴＵＲＹｍｏｄｅｌ
［Ｊ］．Ｓｏｉ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９，７３（３）：８０２－８１１．

３　ＬＵＯＹｉｑｉ，ＴＲＥＶＯＲＦＫ，ＭＡＴＴＨＥＷ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ｃａｒｂｏｎｃｙｃｌｅ［Ｊ］．Ｇｌｏｂ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２１（５）：
１７３７－１７５１．

４　邵钧炯．陆地生态系统 ＣＯ２净交换的年际变异及其机制研究［Ｄ］．上海：复旦大学，２０１４．
ＳＨＡＯＪｕｎｊｉｏ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ｎｅｔ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２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ｉｔｓ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ｉｎ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Ｆｕｄ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李晓密．小麦 玉米轮作农田温室气体排放及其影响因素分析［Ｄ］．北京：北京林业大学，２０１４．
ＬＩＸｉａｏｍｉ．Ｓｔｕｄｙｏｎ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ａｉｚｅ ｗｈｅａｔ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秦晓波，李玉娥，万运帆，等．耕作方式和稻草还田对双季稻田 ＣＨ４和 Ｎ２Ｏ排放的影响［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４，３０（１１）：
２１６－２２４．
ＱＩＮＸｉａｏｂｏ，ＬＩＹｕｅ，ＷＡＮＹｕｎｆａ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ｉｌｌａｇｅａｎｄｒｉｃｅｒｅｓｉｄｕｅｒｅｔｕｒｎｏｎＣＨ４ａｎｄＮ２Ｏ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ｒｏｍｄｏｕｂｌｅｒｉｃｅｆｉｅｌｄ
［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４，３０（１１）：２１６－２２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秦晓波，李玉娥，ＷＡＮＧＨｏｎｇ，等．生物质炭添加对华南双季稻田碳排放强度的影响［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５，３１（５）：
２２６－２３４．
ＱＩＮＸｉａｏｂｏ，ＬＩＹｕｅ，ＷＡＮＧ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ｂｉｏｃｈａｒ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ｏｎｃａｒｂｏ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ｄｏｕｂｌｅｒｉｃｅｆｉｅｌｄｉｎ
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５，３１（５）：２２６－２３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马艳芹，钱晨晨，孙丹平，等．施氮水平对稻田土壤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６，３２（增刊２）：１２８－１３４．
９　ＣＨＥＮＨａｉｘｉｎ，ＬＩＵＪｉｎｇｊ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Ａ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ｔｒａｗａｎｄｐｌａｓｔｉｃｆｉｌｍ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ｏｎ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ｉｎ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Ｃｈｉｎａ：ａｆｉｅｌｄｓｔｕｄｙｏｆ２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ｗｈｅａｔ ｍａｉｚ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ｃｙｃｌｅｓ［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７，５７９：８１４－８２４．

１０　刘晶晶，张阿凤，冯浩，等．不同灌溉量对小麦 玉米轮作农田生态系统净碳汇的影响［Ｊ］．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１７，２８（１）：
１６９－１７９．
ＬＩＵＪｉｎｇｊ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Ａｆｅｎｇ，ＦＥＮＧＨａｏ，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ｏｎｃａｒｂｏｎ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ｗｈｅａｔ ｍａｉｚｅ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２８（１）：１６９－１７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ＷＡＮＧＢｉｎ，ＬＩＹｕ’ｅ，ＷＡＮＹｕｎｆａｎ，ｅｔａｌ．Ｍｏｄｉｆｙｉｎｇ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ｏｕｂｌｅｒｉｃｅ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６，２１５（１）：１００－１０９．

１２　ＳＡＰＫＯＴＡＴＢ，ＪＡＴＭＬ，ＳＨＡＮＫＡＲＶ，ｅｔａｌ．Ｔｉｌｌａｇｅ，ｒｅｓｉｄｕｅ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ｍｅｔｈａｎｅ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ｕｓｏｘｉｄ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ｒｏｍｒｉｃｅ－ｗｈｅａｔ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Ｉｎｄｉａ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ＩｎｄｏＧａｎｇｅｔｉｃＰｌａｉ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５，１２（Ｓｕｐｐ．１）：３１－４６．

１３　ＬＩＸｉａｏｙａｎ．Ｇｒａｖｅｌｓａｎｄｍｕｌｃｈｆｏｒ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ｅｍｉａｒｉｄｌｏｅｓｓ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Ｊ］．ＣＡＴＥＮＡ，
２００３，５２（２）：１０５－１２７．

１４　ＬＩＸｉａｏｙａｎ，ＳＨＩＰｅｉｊｕｎ，ＬＩＵＬｉａｎｙｏｕ，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ｐｅｂｂｌｅｓｉｚｅ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ｏｎ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ｂｙｇｒａｖｅｌｍｕｌｃｈ［Ｊ］．

９２２第 ９期　　　　　　　　　　王冬林 等：砾石覆盖条件下土壤水热效应对冬小麦田 ＣＯ２排放的影响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３１２（１）：７０－７８．
１５　冯浩，刘晓青，左亿球，等．砾石覆盖量对农田水分与作物耗水特征的影响［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６，４７（５）：１５５－

１６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６０５２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
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６．０５．０２１．
ＦＥＮＧＨａｏ，ＬＩＵＸｉａｏｑｉｎｇ，ＺＵＯＹｉｑｉｕ，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ｇｒａｖｅｌ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ｄｅｇｒｅｅｏｎ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ｃｒｏｐｓ［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６，４７（５）：１５５－１６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余海龙，黄菊莹．砂田砾石覆盖对土壤大孔隙特征及其土壤水文过程的影响研究进展［Ｊ］．水土保持研究，２０１２，１９（４）：
２８４－２８８．
ＹＵＨａｉｌｏｎｇ，ＨＵＡＮＧＪｕｙ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ｇｒａｖｅｌａｎｄｓａｎｄｏｎｓｏｉｌｍａｃｒｏｐｏ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
ｓｏｉｌ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ｇｒａｖｅｌｓａｎｄｍｕｌｃｈｆｉｅｌｄ［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１９（４）：２８４－２８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关红杰，冯浩．砂石覆盖厚度和粒径对土壤蒸发的影响［Ｊ］．灌溉排水学报，２００９，２８（４）：４１－４４．
ＧＵＡＮＨｏｎｇｊｉｅ，ＦＥＮＧＨａｏ．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ａｎｄ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ｏｆｇｒａｖｅｌｍｕｌｃｈｏｎ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２００９，２８（４）：４１－４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ＺＨＡＮＧＡｆｅｎｇ，ＬＩＵＹｕｍｉｎｇ，ＰＡＮＧｅｎｘｉｎ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ｂｉｏｃｈａｒ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ｏｎｍａｉｚｅ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ａｓｏｉ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ａｒｂｏｎｐｏｏｒ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ｕｓｌｏａｍｙｓｏｉｌｆｒｏｍ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Ｊ］．ＰｌａｎｔａｎｄＳｏｉｌ，２０１２，３５１：２６３－２７５．

１９　宋明丹，李正鹏，冯浩．不同水氮水平冬小麦干物质积累特征及产量效应［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６，３２（２）：１１９－１２６．
ＳＯＮＧＭｉｎｇｄａｎ，ＬＩＺｈｅｎｇｐｅｎｇ，ＦＥＮＧＨａｏ．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ｒｅｇｉｍｅｓｏｎ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６，３２（２）：１１９－１２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ＲＡＩＣＨＪＷ，ＴＵＦＥＫＣＩＯＧＬＵＡ．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ｉｌ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Ｊ］．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０，４８（１）：
７１－９０．

２１　ＧＯＵＲＡＮＧＡＫ，ＡＳＨＷＡＮＩＫ．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ａｗｍｕｌｃｈｏｎ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ａｎｄｔｕｂｅｒｙｉｅｌｄｏｆｐｏｔａｔｏ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Ｉｎｄｉａ［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７，９４（１－３）：１０９－１１６．

２２　ＺＨＡＮＧＳｈｕｌａｎ，Ｌ?ＶＤＡＨＬＬ，ＧＲＩＰＨ，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ｃａｔｃｈ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ｏｎｓｏｉ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ａｎｄ
ｗｈｅａｔｙｉｅｌｄｏｎｔｈｅ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ＳｏｉｌａｎｄＴｉｌｌａｇ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９，１０２（１）：７８－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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