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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炭对不同地下水位番茄需水规律与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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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解决渍水胁迫这一困扰南方避雨栽培区农业生产的障碍性问题，定量评估施加生物炭对缓解作物渍害的

影响，以避雨栽培番茄为对象，借助土柱试验，系统分析不同地下水位及生物炭施加量对作物耗水规律、土壤氧化

还原电位及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地下水位越浅，作物渍害胁迫越严重，导致耗水量越少；施用生物炭后，作物耗

水量显著降低，生物炭保水作用随地下水位降低而有所削弱。地下水补给量随地下水埋深变大而减小，相同地下

水位条件下，施用生物炭可显著增加地下水利用量。施用生物炭可使土壤氧化还原电位变大，改善土壤通气性能。

地下水位在 －８０ｃｍ时，５％生物炭施加量可显著提高番茄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其增幅分别达到 ３８７％、５６６％，

地下水位对番茄产量影响显著，而地下水位和生物炭交互作用对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影响均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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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地下水是南方作物耗水的重要来源，对作物需

水规律及生长发育起着重要作用
［１］
。ＳＯＰＰＥ等［２］

借助称重式蒸渗仪研究发现，当地下水埋深保持在

１５ｍ时，地下水补给量占红花日耗水量比例达到
４０％。大量研究表明，小麦产量和地下水埋深之间
存在一定线性关系，当地下水埋深小于１ｍ时，小麦
可获得较高产量

［３］
。而 ＫＡＨＬＯＷＮ等［４］

研究发现，

地下水埋深由３０ｍ降至 ０５ｍ时，地下水利用量
（地下水补给量占作物耗水量的比例）达到峰值，而

玉米产量降至 １ｔ／ｈｍ２以下。地下水位过浅会使作
物遭受渍害胁迫，对作物生理功能产生负面影响，甚

至导致作物死亡
［５］
。由于季风气候影响，中国南方

地区经常连续降雨或多次降雨，造成地下水持续高

水位，导致作物受渍减产。因此，南方地区防治渍害

的关键在于控制地下水位。

目前，南方避雨栽培区应对渍害胁迫的措施主

要是农田排水，尤其是暗管排水
［６］
。但现有排水方

式成本较高，需要持续投入和维护，如果排水系统运

行和管理不完善，往往使作物受到不同程度渍害胁

迫
［７］
。暗管排水在加快地下水回落的同时，也加剧

了土壤养分流失
［８］
。渍后补施肥料和施用生长调

节剂也是常用的应对办法，但是该方法不仅增加成

本，而且易造成农田面源污染
［９］
。在实际生产中，

探索低成本、绿色生态的新方法对南方地区作物优

质高效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生物炭是指杂草、秸秆等废弃生物质在缺氧或

绝氧环境中，经热解炭化形成的富碳固态产物
［１０］
。

其丰富孔隙和较大比表面积
［１１－１２］

能够提高土壤孔

隙率，降低容重和密度
［１３］
，促进团聚体稳定

［１４］
，有

利于提高土壤持水量，减少土壤氮素损失，为作物生

长提供良好环境
［１５－１７］

。因此，土壤中添加生物炭在

农业上具有很高应用价值和环境效益。目前，有关

生物炭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壤改良、作物增产、温室气

体减排和调控土壤微环境等方面
［１８－２０］

。而对不同

地下水位下施加生物炭如何影响番茄生长、能否缓

解地下水位过高造成的渍害胁迫等相关研究尚比较

缺乏。本研究通过土柱试验，系统分析施加生物炭

对不同地下水位作物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探讨施加生物炭缓解作物渍害胁迫可能性，为避雨

环境农田地下水位管理提供理论支撑。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供试番茄品种为“金粉低架王”，按照传统生育

期划分，将番茄整个生育期划分为苗期（４月 ６日—
５月９日）、开花坐果期（５月１０日—６月７日）和成
熟采摘期（６月 ８日—７月 １９日）。试验使用生物
炭为秸秆生物炭，热解温度 ５５０～６００℃，碳化时间
４～６ｈ，容重 ０１９ｇ／ｃｍ３，比表面积 ９ｍ２／ｇ，总孔隙
度 ６７０３％，通气孔 隙度 １２８７％，持 水 孔 隙 度
６１１０％，ｐＨ值为１０２４，固定碳、速效磷、速效钾质
量比分别为６５０、１０２、５５６５ｇ／ｋｇ。
１２　试验区概况

试验区位于河海大学水利部节水园区（北纬

３１°５７′，东经１１８°５０′），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降水
丰沛，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１０６１１ｍｍ（东山站，
１９３１—２０１７年），最大年降雨量为 ２０１５２ｍｍ，最大
日降雨量为 ３０２２ｍｍ，但降雨量年内分配不均，多
集中在汛期。汛期多年平均降雨量 ６３８７ｍｍ，占年
平均降雨量百分比超过 ６０％。试验区年平均气温
１５℃，最高气温 ４３℃，最低气温 －１４℃，年平均日照
时数为２１４６ｈ，多年平均蒸发量为 ９５０１ｍｍ，平均
风速３５ｍ／ｓ，平均无霜期为２３１ｄ。
１３　试验设计

试验于２０１７年２—８月进行，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５日
在温室内覆膜育苗，４月 ６日选取长势一致的良好
幼苗移栽至土柱中，种植密度约为 １４０００株／ｈｍ２。
同时在０～３０ｃｍ土层内施用复合肥（Ｎ、Ｐ２Ｏ５、Ｋ２Ｏ

比例为１５∶１５∶１５）４００ｋｇ／ｈｍ２，移栽后，每个土柱中
各灌一次水，且灌水量相同，以保证幼苗成活率。

试验所用土柱高 １２０ｃｍ、内径 ３０ｃｍ、壁厚
５ｍｍ，从下往上依次装入细砂和粘壤土，分层压实。
其中，细砂垫层高 １５ｃｍ，与地下水观测管相连；粘
壤土层高９５ｃｍ，土壤平均容重 １４４ｇ／ｃｍ３，田间持
水量３１５％（体积含水率），ｐＨ值为 ７２，速效氮质
量比２７６５ｍｇ／ｋｇ，速效磷质量比 １２５ｍｇ／ｋｇ，砂粒
（粒径００２～２ｍｍ）、粉粒（粒径０００２～００２ｍｍ）、
黏粒（粒径０～０００２ｍｍ）体积分数分别为 ２９４％、
４１７％、２８９％。０～３０ｃｍ粘壤土层内掺有不同含
量生物炭，距土面４０、６０、８０ｃｍ各设一排水孔，不同
地下水位条件通过马氏瓶软管给土柱供水来控制，

如图１所示。
试验设１０个处理，无生物炭和地下水位控制的

对照处理（ＣＫ）、２个生物炭处理（生物炭含量分别
为５％和１０％）和３个地下水位处理（地下水位分别
为 －４０、－６０、－８０ｃｍ），每个处理重复３次，具体试
验方案设计如表１所示。
１４　观测内容与测定方法

在番茄全生育期内，每隔 ４ｄ测定一次土壤含
水率，当土壤含水率低于７０％田间持水量时，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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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土柱及马氏瓶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ｓｏｉｌｃｏｌｕｍｎａｎｄＭａｒｒｉｏｔｔｅｂｏｔｔｌｅ
１．金属闸门　２．马氏瓶　３．塑料阀门　４．细砂垫层　５．粘壤土

层　６．地下水观测管　７．掺有不同含量生物炭的粘壤土
　

表 １　避雨栽培番茄土柱试验方案设计

Ｔａｂ．１　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ｓｏｉｌｃｏｌｕｍ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

ｔｏｍａｔｏｕｎｄｅｒｒａｉｎｓｈｅｌｔｅｒ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处理 生物炭含量／％ 全生育期地下水位／ｃｍ

ＣＫ

Ｔ２

Ｔ３

Ｔ４

０（Ｂ０）

０

－４０（Ｇ４０）

－６０（Ｇ６０）

－８０（Ｇ８０）

Ｔ５

Ｔ６

Ｔ７

５（Ｂ５）

－４０（Ｇ４０）

－６０（Ｇ６０）

－８０（Ｇ８０）

Ｔ８

Ｔ９

Ｔ１０

１０（Ｂ１０）

－４０（Ｇ４０）

－６０（Ｇ６０）

－８０（Ｇ８０）

至田间持水量，每次灌水前记录马氏瓶读数，马氏瓶

读数差值即为地下水补给量。番茄开花坐果期和成

熟采摘期两次灌水后，利用 ＦＪＡ ４型氧化还原电位
　　

去极化法自动测定系统测定灌水后 ５ｄ内土壤氧化
还原电位值。

本次试验中番茄为避雨栽培，因此在土壤水量

平衡计算中不考虑降雨量，只考虑灌水量、地下水补

给量和土壤计划湿润层储水量，其中灌水量通过量

杯进行计量，地下水补给量以马氏瓶水位变化量进

行折算，因此作物水分利用效率计算公式为

ＷＵＥ＝Ｙａ／ＥＴａ （１）

式中　ＷＵＥ———作物水分利用效率，ｋｇ／ｍ３

Ｙａ———作物经济产量，ｔ／ｈｍ
２

ＥＴａ———作物实际耗水量，ｍｍ
果实成熟后，对各植株所有单果质量进行称量，

累加得到每个处理果实产量。

１５　数据处理
采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处理试验数据，并用 Ｏｒｉｇｉｎ９０

作图，对各处理结果运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进行显著性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处理对番茄需水规律的影响
从表２可以看出，在整个生育阶段内，各处理日

均耗水量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变化规律：苗期较

低，开花坐果期达到最大，成熟采摘期有所降低，这

是由于番茄生长发育特点和外界环境综合影响所导

致
［２１］
。番茄总耗水量以无生物炭、无地下水的对照

处理（ＣＫ）最大，达到３１５５８ｍｍ，且与其他处理（Ｔ２～
Ｔ１０）存在显著差异。从苗期到成熟采摘期，施加等
量生物炭，不同地下水位处理间番茄耗水量差异显

著；而对于不同生物炭含量，耗水量由小到大均为

Ｇ４０、Ｇ６０、Ｇ８０。可见在生物炭含量相同情况下，地
下水位越高番茄需水量越小。

表 ２　番茄全生育期耗水量及各生育阶段日均耗水量

Ｔａｂ．２　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ａｉｌｙ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ｗｈｏｌｅｇｒｏｗｔｈ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ｔｏｍａｔｏ

处理
日均耗水量／（ｍｍ·ｄ－１） 全生育期耗水量／ｍｍ

苗期 开花坐果期 成熟采摘期 平均 苗期 开花坐果期 成熟采摘期 总计

ＣＫ １６７ａ ４７６ａ ２９５ａ ３０３ａ ５６７２ａ １３７９３ａ １２０９３ａ ３１５５８ａ

Ｔ２ １２１ｅ ３４９ｄ １８６ｆ ２１０ｇ ４１１３ｆ １０１２５ｄ ７６１０ｆ ２１８４９ｇ

Ｔ３ １５１ｃ ４１１ｃ ２７２ｃ ２７１ｃ ５１０９ｃ １１９１９ｃ １１１４８ｃ ２８１７６ｃ

Ｔ４ １６４ｂ ４２７ｂ ２８５ｂ ２８５ｂ ５５７７ｂ １２３９８ｂ １１６８６ｂ ２９６６１ｂ

Ｔ５ １１１ｇ ２３８ｆ １４４ｇ １５９ｈ ３７８１ｊ ６８９９ｆ ５８９３ｇ １６５７３ｈ

Ｔ６ １２４ｄ ３３９ｅ ２２８ｄ ２２５ｅ ４２１８ｅ ９８２３ｅ ９３５７ｄ ２３３９８ｅ

Ｔ７ １２７ｄ ４０９ｃ ２８８ａｂ ２６９ｃ ４３１０ｄ １１８４９ｃ １１７９５ａｂ ２７９５４ｃ

Ｔ８ １１２ｇ ２３１ｆ １２４ｈ １５０ｉ ３８００ｈｊ ６７０１ｆ ５０７４ｈ １５５７５ｉ

Ｔ９ １１５ｆ ３３９ｅ ２１８ｅ ２１８ｆ ３８８７ｈ ９８３４ｅ ８９３５ｅ ２２６５６ｆ

Ｔ１０ １１７ｆ ４０４ｃ ２８４ｂ ２６３ｄ ３９８４ｇ １１７１１ｃ １１６２９ｂ ２７３２４ｄ

　　注：表中数据为每个处理３次重复的平均值，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下同。

　　不同地下水位条件下番茄耗水量对生物炭施加
量响应规律一致，其由大到小表现为 Ｂ０、Ｂ５、Ｂ１０。

对于不同地下水位，各生物炭处理对番茄耗水量影

响存在差异，本研究发现生物炭保水作用随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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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降低而有所削弱。在地下水位为 －４０ｃｍ时，与
Ｂ０处理相比，Ｂ５处理耗水量减少 ２４１％，Ｂ１０处理
耗水量减少２８７％；当地下水位下降至 －８０ｃｍ时，
在生物炭施加量由０增加至 １０％过程中，番茄耗水
量减少幅度变小。

２２　不同处理对地下水补给量的影响
不同处理番茄全生育期及各生育阶段内地下水

补给量与地下水利用量见表 ３。在相同生物炭施加
量条件下，地下水位越浅，其地下水补给量越大，地

下水利用量也越大，由大到小表现为 Ｇ４０、Ｇ６０、
Ｇ８０，其中 Ｇ４０处理与其余两个处理之间有显著差

异，而地下水位较低的两个处理（Ｇ６０、Ｇ８０）之间总
体上差异并不明显。这是因为地下水位过高，使得

土壤含水率一直较高，导致灌水量较少。

从生物炭施加量上看，全生育期内，当地下水位

为 －４０ｃｍ时，生物炭施加量从 ０增加至 １０％，地下
水利用量从１４７８％逐渐增加至２６８９％，增幅达到
８１９％，地下水利用量随生物炭施加量增大而增
大，当地下水位下降至 －８０ｃｍ时，Ｂ１０处理地下
水利用量较 Ｂ０处理增加 ２６８％。这与前面生物
炭保水作用随地下水位下降而有所削弱的结论

一致。

表 ３　番茄全生育期及各生育阶段地下水补给量

Ｔａｂ．３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ｄｕｒｉｎｇｗｈｏｌｅｇｒｏｗｔｈ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ｔｏｍａｔｏ

处理

苗期 开花坐果期 成熟采摘期 全生育期

地下水补

给量／ｍｍ

地下水利

用量／％

地下水补

给量／ｍｍ

地下水利

用量／％

地下水补

给量／ｍｍ

地下水利

用量／％

地下水补

给量／ｍｍ

地下水利

用量／％

ＣＫ ０ｆ ０ｅ ０ｅ ０ｅ ０ｆ ０ｆ ０ｆ ０ｇ

Ｔ２ ４１２ａ １００１ａ １３６０ｃｄ １３４３ｂｃ １４５９ｃｄ １９１０ｃ ３２３１ｂｃｅ １４７８ｃ

Ｔ３ ３０１ｂ ５８８ｂ １３７８ｃｄ １１５６ｃｄ １２４２ｄｅ １１１４ｅ ２９２１ｃｅ １０３７ｅｆ

Ｔ４ １１３ｄｅ ２０２ｃｄｅ １５９２ａｂｃ １２８４ｂｃｄ １０９１ｅ ９３３ｅ ２７９７ｅ ９４３ｆ

Ｔ５ １４４ｃｄｅ ３８０ｂｃ １７０３ａｂ ２４６５ａ ２０２３ａ ３４２８ｂ ３８７０ａ ２３３５ｂ

Ｔ６ １２３ｄｅ ２９０ｃｄ １３６３ｃｄ １３８７ｂｃ １４３４ｃｄ １５３３ｄ ２９２０ｃｅ １２４８ｄ

Ｔ７ ０５９ｅｆ １３７ｄｅ １４３９ｂｃｄ １２１４ｃｄ １７７８ａｂ １５０７ｄ ３２７６ｂｃ １１７２ｄｅ

Ｔ８ ２２９ｂｃ ６０２ｂ １８２６ａ ２７２０ａ ２０２１ａ ３９７７ａ ４１９３ａ ２６８９ａ

Ｔ９ ２０６ｃｄ ５２６ｂ １４９６ｂｃｄ １５１４ｂ １５６０ｂｃ １７４２ｃｄ ３３８８ｂ １４９６ｃ

Ｔ１０ １５３ｃｄｅ ２８９ｃｄ １２４９ｄ １０６５ｄ １８７１ａｂ １６０６ｄ ３２７３ｂｃ １１９６ｄｅ

图 ２　番茄开花坐果期灌水后土壤氧化还原电位的动态变化曲线

Ｆｉｇ．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ｓｏｉｌＥｈａｆｔｅｒ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ｂｌｏｓｓｏｍｉｎｇａｎ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ｆｒｕｉｔｓｓｔａｇｅｏｆｔｏｍａｔｏ

２３　土壤氧化还原电位的动态变化
由图 ２和图 ３可见，番茄开花坐果期和成熟采

摘期两次灌水后各处理土壤氧化还原电位动态变化

基本一致，在每次灌水后土壤氧化还原电位会明显

３５２第 １１期　　　　　　　　　　　邵光成 等：生物炭对不同地下水位番茄需水规律与产量的影响



图 ３　番茄成熟采摘期灌水后土壤氧化还原电位的动态变化曲线

Ｆｉｇ．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ｓｏｉｌＥｈａｆｔｅｒ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ｒｕｉｔ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ｇｅｏｆｔｏｍａｔｏ
　

下降，灌水后第２天达到最小，不久又逐渐上升，恢
复至正常水平。这是因为灌水后土壤含水率较高，

处于还原状态，而番茄开花坐果期和成熟采摘期生

长旺盛，蒸发蒸腾作用强烈，需水强度和蒸发强度

大，土壤含水率下降得很快。由此可知，避雨栽培番

茄根际土壤氧化还原电位受土壤含水率影响较大。

未添加生物炭时，土壤氧化还原电位对地下水

位响应由小到大表现为 Ｇ４０、Ｇ６０、Ｇ８０，如图 ２ａ、２ｃ、
３ａ、３ｃ所示，土壤氧化还原电位由小到大依次为 Ｔ２、
Ｔ３、Ｔ４，可见地下水位对土壤氧化还原电位的影响
是通过改变土壤含水率来实现。从生物炭施加量来

看，在地下水位为 －４０ｃｍ条件下，开花坐果期与成
熟采摘期土壤氧化还原电位变化趋势一致，由小到

大表现为 Ｂ０、Ｂ５、Ｂ１０。由此表明，施用生物炭有助
于改善土壤通气性能，生物炭含量越大，土壤通气性

越好，土壤氧化还原电位也越大。

２４　不同处理对番茄产量与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不同处理对番茄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如

表４所示。方差分析发现，地下水位和生物炭添加
对番茄产量影响均显著，而地下水位对水分利用效

率影响不显著。对于不同生物炭施加量而言，番茄

产量随地下水埋深增大而增加，其中 Ｔ７、Ｔ９和 Ｔ１０
处理产量均显著高于对照处理。相同地下水位下，

产量随生物炭添加量增多而增加，与对照相比，地下

水位调控下 Ｔ２和 Ｔ３处理产量虽均出现明显下降，
但差异不显著；在地下水位为 －４０ｃｍ时，Ｂ５和 Ｂ１０
处理均明显高于 Ｂ０处理，而且 Ｂ１０与 Ｂ０处理之间
出现显著差异，施加生物炭的 ６种处理水分利用效

率较对照均出现显著增加，但 ５％生物炭施加量条
件下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在无生物炭施加情况

下，地下水位从 －４０ｃｍ下降至 －８０ｃｍ时，ＷＵＥ由
小到大表现为 Ｇ４０、Ｇ６０、Ｇ８０，上述结果表明，地下
水位过高，会导致作物遭受渍害胁迫，致使作物产量

减少和水分利用效率降低。生物炭施加量增至

１０％时，相同地下水位处理，其 ＷＵＥ均大于无生物
炭添加处理。从地下水位和生物炭交互作用上看，

番茄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受其影响不显著。

表 ４　不同生物炭及地下水位处理下番茄产量与

水分利用效率

Ｔａｂ．４　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ｏｍａｔｏ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ｉｏｃｈａｒａｎｄ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ｔａｂｌ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处理
耗水量／

ｍｍ

产量／

（ｔ·ｈｍ－２）

ＷＵＥ／

（ｋｇ·ｍ－３）

耗水量减

幅／％

增产

率／％

ＣＫ ３１５５８ａ １４００４ｃｄ ４４３８ｅ

Ｔ２ ２１８４９ｇ １０００５ｄ ４５７９ｄｅ ３０８ｃ －２８６ｄ

Ｔ３ ２８１７６ｃ １３３７４ｃｄ ４７５４ｃｄｅ １０７ｇ －４５ｃｄ

Ｔ４ ２９６６１ｂ １４２６３ｂｃｄ ４８０９ｃｄｅ ６０ｈ １９ｂｃｄ

Ｔ５ １６５７３ｈ １３４３６ｃｄ ８１０５ａｂ ４７５ｂ －４１ｃｄ

Ｔ６ ２３３９８ｅ １６５１０ａｂｃ ７０５９ｂｃ ２５９ｅ １７９ａｂｃ

Ｔ７ ２７９５４ｃ １９４２０ａ ６９４９ｂｃｄ １１４ｇ ３８７ａ

Ｔ８ １５５７５ｉ １５６７７ａｂｃ １００９９ａ ５０７ａ １２０ａｂｃ

Ｔ９ ２２６５６ｆ １８９５０ａｂ ８３６４ａｂ ２８２ｄ ３５３ａｂ

Ｔ１０ ２７３２４ｄ １９８３６ａ ７２６８ｂ １３４ｆ ４１７ａ

生物炭 ８７３ １５５２

Ｆ 地下水位 ６３７ １６４
生物炭 ×

地下水位
０１４ ０８１

　　注：表示在００５水平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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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３１　地下水位对番茄需水规律及产量的影响
地下水位是作物生长发育重要因素，地下水位

过深不利于植物从地下水中补充水分
［２２］
。ＨＵＯ

等
［２３］
利用 ＨＹＤＲＵＳ １Ｄ模拟地下水位持续稳定下

降，发现当地下水埋深从１ｍ增加到４ｍ时，补给量
明显减少，而当地下水埋深大于最大蒸发深度时，补

给量保持稳定。本试验结果表明，地下水补给量随

地下水位上升而逐渐增大，地下水利用量也与地下

水位呈正相关，这与 ＫＡＲＩＭＯＶ等［２４］
通过 ＨＹＤＲＵＳ

１Ｄ数值模拟结果相一致。ＹＡＮＧ等［２５］
认为，地下

水位过度下降必然增加从地下水中吸收水分难度，

减少作物对地下水利用，从而对作物生长及其从土

壤中吸收养分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由于水分供应

不足，地下水过深会恶化植物生长环境，降低作物产

量
［２６］
。而浅层地下水在为作物提供更多所需水分

同时，也可能由于土壤通气不良而使作物生长环境

恶化
［２７－２８］

。浅层地下水可使作物根系生长缺氧而

受抑制，影响作物生理过程，降低干物质积累
［２９－３１］

。

本研究中，随地下水位上升，土壤氧化还原电位逐渐

减小，番茄耗水量和产量也逐渐下降。其中，地下水

位为 －４０ｃｍ时，番茄受到一定程度渍害胁迫，不施
加生物炭条件下，地下水位为 －４０ｃｍ时，番茄减产
最多，较对照处理减产 ２８６％，耗水量最少，土壤氧
化还原电位最低。因此，地下水位过深或过浅都不

利于作物生长
［３２－３３］

。ＧＨＡＭＡＲＮＩＡ等［３４］
对小麦进

行试验研究发现，存在一个最优地下水埋深，使得小

麦产量和地下水利用效率达到峰值。ＨＵＯ等［３５］
也

发现，正常灌溉条件下，小麦产量随地下水位下降先

增加后减少，在地下水埋深为 ２０ｍ时达到最大。
本研究地下水位处理受场地因素限制设计较少，后

续需针对地下水埋深开展研究，以便进一步明确最

优地下水埋深。

３２　生物炭对番茄需水规律及产量的影响

大量研究认为生物炭具有节水增产作用
［３６－３８］

。

本研究设计两种生物炭施用量（５％、１０％），结果发
现生物炭施用后，番茄全生育期耗水量减少，产量增

加，水分利用效率提高。而且随生物炭施用量增加，

耗水量逐渐减小，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逐渐增加，与

ＸＩＡＯ等［３９］２０１３年田间试验结果相一致。当地下
水埋深控制在 ４０ｃｍ和 ６０ｃｍ时，１０％生物炭施加
量下，Ｇ４０和 Ｇ６０处理产量均高于对照处理，表明
生物炭添加能够缓解作物受渍而造成的减产。其原

因可能在于生物炭可以改善土壤理化性质，增加土

壤通气、透水性能，有利于作物根系发育
［４０］
。本研

究中，地下水位为 －４０ｃｍ时，５％生物炭施加量下，
土壤氧化还原电位和番茄产量分别提高 ６４％和
３４３％，且生物炭施加量越大，土壤氧化还原电位越
大，从而反映出生物炭可以改善土壤通气性能。此

外，生物炭本身含有一定量养分，施入土壤后，提高

土壤养分含量
［４１］
；另外，生物炭具有巨大比表面积

和较强吸附性能，能够吸附土壤中滞留养分，减少土

壤养分淋溶
［４２］
。番茄耗水量减少主要是由于生物

炭复杂孔隙结构和较强吸附性能，可以增强土壤持

水能力，有效抑制表层土壤水分蒸发，从而减少土壤

水损失
［４３］
。也有研究发现过量生物炭反而会增加

作物耗水量，减少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
［４４－４６］

。但张

新学等
［４７］
研究不同栽培模式下生物炭对马铃薯耗

水量影响，得到相反结论，马铃薯耗水量随生物炭施

用量先增加后减少。刘超等
［４８］
在寒地黑土区进行

生物炭试验发现，施加适量生物炭可以提高玉米日

耗水量和全生育期耗水量。而张妙
［４９］
指出在黄绵

土上施加生物炭，玉米地上生物量、籽粒质量、穗粒

数和水分利用效率显著降低。ＬＩＵ等［５０］
研究表明，

在酸性土壤中生物炭对马铃薯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

均有不利影响。因此，生物炭节水增产作用要依据

土壤质地、作物种类和生物炭施用量等因素综合考

虑。此外，目前生物炭节水效应研究多集中于“节

流”
［１５，４３，４６］

，而本文从“开源”出发，探究生物炭能否

提高作物对地下水利用效率，研究发现施用生物炭

可以提高地下水补给量，而且地下水补给量随生物

炭施加量增大而增大。地下水补给量增加，降低灌

溉需求，使得灌水量减少
［４］
，在实际生产中，对节约

农业用水具有重要意义。

３３　生物炭对不同地下水位下番茄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生物炭可以缓解作物渍害胁

迫
［５１］
，本研究发现，当地下水位为 －４０ｃｍ时，与 Ｂ０

处理相比，Ｂ１０处理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分别提高
５６７％和１２０６％，而当地下水位为 －６０ｃｍ时，Ｂ１０
处理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增幅变为 ４１７％ 和
７５９％。对于不同地下水位，生物炭对番茄需水规
律影响也存在差异。地下水位由 －４０ｃｍ降至
－８０ｃｍ，Ｂ１０处理耗水量较 Ｂ０处理减幅由 ２８７％
降至 ７９％，地下水利用量增幅由 ８１９％ 降至
２６８％。因此渍害胁迫越严重，生物炭缓解作物渍
害胁迫作用越强，节水效应越显著。不过，与对照相

比，－４０ｃｍ地下水位和 １０％生物炭施加量组合
（Ｔ８处理）节水效果最显著，但产量增加并不显著，
而 －８０ｃｍ地下水位和１０％生物炭施加量组合（Ｔ１０
处理）产量增加显著，但节水效果并不显著。因此，

适宜地下水位和适当生物炭施加量组合最为经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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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本研究中，Ｔ７处理为最佳组合，与对照相比，各
项指标差异显著，耗水量减少 １１４％，产量和水分
利用效率分别增加３８７％、５６６％。

此外，本研究发现，生物炭施加与否，ＷＵＥ对地
下水位响应规律略有不同。未添加生物炭时，番茄

水分利用效率随地下水位下降而增加。而在生物炭

添加情况下，ＷＵＥ由大到小表现为 Ｇ４０、Ｇ６０、Ｇ８０，
这可能是因为当地下水埋深较浅时，上层土壤中生

物炭可吸收一部分水分，而表层土壤水分蒸发时，生

物炭可释放之前吸收水分，使土壤水分总体达到一

个相对平衡状态，进而提高番茄水分利用效率，该问

题需要通过对番茄生育期内土壤含水率监测作进一

步试验研究论证。

４　结论

（１）适宜地下水位有助于提高作物产量和水分
利用效率。地下水位越浅，地下水补给量占作物耗

水量比例越大，作物受到渍害胁迫越严重，导致番茄

产量减少、水分利用效率降低。地下水位为 －４０ｃｍ
时，番茄渍害胁迫较严重，其产量较对照处理减少

２８６％，而 －８０ｃｍ地下水位下，番茄产量增加
２５９ｔ／ｈｍ２，水分利用效率提高３７１ｋｇ／ｍ３。

（２）施加生物炭可以缓解作物渍害胁迫，抑制
作物耗水量，增加地下水利用量。地下水埋深为

４０ｃｍ时，施加５％生物炭可使土壤氧化还原电位和
产量增加，分别提高 ６４％和 ３４３％。相同地下水
位条件下，Ｂ１０处理耗水量最少，地下水利用量最
大，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最高，分别为 １５５７５ｍｍ、
２６８９％、１５６７７ｔ／ｈｍ２和１００９９ｋｇ／ｍ３。

（３）相同生物炭施加量下，地下水位越浅，生物
炭节水增产效应越显著。但地下水位和生物炭互作

效应对番茄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影响均不显著。

－８０ｃｍ地下水位和 ５％生物炭施加量组合最为适
宜，与对照相比，各项指标差异显著，耗水量减少

１１４％，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分别增加 ３８７％、
５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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