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５年 ６月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第 ４６卷 第 ６期

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５．０６．０１９

黄土丘陵区枣林土壤水分动态及其对蒸腾的影响

魏新光１　聂真义２，３　刘守阳４　佘　檀１，２　马建鹏２，５　汪有科１，５

（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陕西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２．国家节水灌溉杨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陕西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３．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研究所，陕西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４．法国国家农业科学研究院地中海气候与

农业水利系统模拟实验室，阿维尼翁 ８４９１４；５．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陕西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摘要：为了探明黄土高原半干旱区山地枣林蒸腾和土壤水分间的关系，对山地枣林的土壤水分和枣树茎液流动态

进行了连续 ３年的定位监测，结果表明：土壤含水率时空变异性显著，垂直方向上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变异系数

（Ｃｖ）逐渐降低。其自上而下可划分为土壤水分变化层（０～２６ｍ）、土壤水分干层（２６～６０ｍ）和土壤水分恢复层

（６０～１００ｍ）。枣树液流监测的参数在生育期和休眠期间具有显著性差异，根据这一特征可以对枣树生育期进

行较为准确的界定。基于液流参数特征确定的生育期与观察树体萌芽、落叶确定的生育期时长基本一致，均约为

１６０ｄ，但基于液流参数确定的生育期较后者约提前 ５ｄ。土壤水分的增加会使枣树液流（瞬时蒸腾）的谷值出现时

间提前，峰值出现时间推后，“午休”时间缩短，旺盛蒸腾时间延长，反之亦然。枣树生育前期蒸腾均呈逐日增加趋

势，而生育中后期蒸腾和土壤水分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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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黄土高原地区干旱少雨、生态脆弱。长期以来

过度的农业扩张，加剧了当地的水土流失和生态环

境退化
［１］
。自１９９９年国家实施退耕还林政策以来，在

陕北地区以枣树为代表的经济生态林种植规模逐年扩

大，到２０１４年底已突破２０×１０５ｈｍ２［２］。随着林地种
植规模和枣树树龄的增加，单株耗水量和林地总耗

水量逐年增加，水分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３－４］

。林木

对土壤水分的过度消耗导致了深层土壤干燥化，甚

至出现永久性土壤水分干层
［５］
。这些干层一旦出

现，便很难消除，最终会导致生态的进一步恶化和生

态经济林的不可持续发展
［６］
。

枣树是陕北的传统经济树种，经济生态效益十

分显著，但是对其耗水规律与耗水特征的研究还比

较薄弱
［７］
。对于水资源严重匮乏的陕北地区，干旱

一直是制约当地林枣业健康发展的瓶颈。枣树通过

根系吸收土壤水分来满足其蒸腾需要是林地土壤水

分消耗的主要途径
［７］
，因此枣树蒸腾会显著地影响

土壤水分的变化。陕北地区干旱少雨，年际、月际降

雨分布不均，不同土层深度的土壤水分变化各异，时

空变异程度较高
［８－９］

，较为准确地掌握林地土壤水

分的时空变异规律十分重要。传统测定林地树木蒸

腾的方法主要通过取样测定土壤含水率结合水量平

衡原理间接测算确定。由于树木根系发达，其吸水

深度和范围都难以准确界定
［１０］
，传统土壤水分测定

时取样深度较浅，大都在３ｍ以内，而且不能定点原
位取样，使得测定结果误差较大。深层取样通常仅

在生育期内进行 １～２次，缺乏长期定位的观测数
据

［１１］
。本文采用中子水分测定仪，对 ０～１００ｍ土

层土壤水分状况进行长期定位观测，对水分变化较

为剧烈的０～１０ｍ土层采用 ＴＤＴ水分探针进行自
动监测。同时，采用 ＴＤＰ液流监测系统［１２］

，对枣树

的液流（瞬时蒸腾）动态进行测定
［１３－１４］

。通过对所

采集的土壤水分和液流数据的深入分析，其研究结

果对于制定科学合理的果园管理制度和改进节水策

略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试验在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山地红枣节水试验基地进行。该试验地地处黄土高

原腹地（１０９°２８′Ｅ、３７°１２′Ｎ），海拔高度 ９６０ｍ。沟
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是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

区地貌，气候属于中温带半干旱型气候区，气候干

燥，蒸发强烈。年均日照时数 ２７６１ｈ，日照百分率
为 ６２％，年 总 辐 射 量 ５８１ｋＪ／ｃｍ２，年 平 均 气 温
８４℃。年均降水量 ４５２ｍｍ，其中 ７—８月降水占全
年降水量的４９％。试验基地土壤为黄土母质上发育的
黄绵土，０～１０ｍ土层容重为１２９～１３１ｇ／ｃｍ３［１５］。

１２　试验布设与指标测定

１２１　试验布设
试验布设在红枣试验基地东南坡的水平台地上

（图１），在阶地上选取３株长势一致，树体基干顺直
的梨枣树（ＺｉｚｉｐｈｕｓｊｕｊｕｂｅＭｉｌｌ．）作为被试树种。梨
枣树于 ２０００年栽植，采用矮化密植型修剪栽培模
式，栽植密度为１６６６株／ｈｍ２，株行距为２ｍ×３ｍ，树
体平均高度（２±０１）ｍ，冠幅直径（１８±０３）ｍ，产量
１６５

!

１０４ｋｇ／ｈｍ２。

图 １　试验布设图

Ｆｉｇ．１　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１．土壤水分传感器　２．中子水分测管　３．ＴＤＰ探针

　
１２２　液流测定

采用树干液流监测系统（ＲＲ ２０１０，Ｒａｉｎｒｏｏｔ
Ｃｏ．，ＣＮ），探针型号 ＴＤＰ ２０（Ｔｈｅｒｍａｌｄｉｆｆｕｓｅｐｒｏｂｅ
２０）［１６］对枣树液流状况进行动态监测，液流观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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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２０１２ ０５ ０１—２０１４ １０ ２０。为消除安装方
位、高度等引起的监测误差，将 ＴＤＰ探针统一安装
在离地１０ｃｍ的树干北侧，为防止环境温度对 ＴＤＰ
测温探针的影响，用防晒膜对探针进行包裹，如图 １
所示。使 用 ＣＲ１０００型 数 据 采 集 器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Ｉｎｃ．，ＵＳＡ）进行数据采集，采集频率为
１０ｍｉｎ／次。采用 Ｇｒａｎｉｅｒ经验公式［１７］

计算枣树瞬时液

流速率，即

νｉ＝１１９×１０
－４
（ΔＴｍａｘ－ΔＴ）／ΔＴ

１２３１
（１）

式中　νｉ———瞬时液流，ｍ／ｓ
ｉ———测定时序
ΔＴ———ＴＤＰ传感器两测温探针监测的实时

温差，℃
ΔＴｍａｘ———在监测时间段内两测温探针监测

温差的最大值，℃
１２３　土壤含水率测定

采用 ＴＤＴ水分传感器（ＳＤＩ １２型，Ａｃｃｌｉｍａ
Ｉｎｃ．，ＵＳＡ）和 ＣＮＣ１００型中子水分仪（中宇仪器，中
国）

［１８］
对枣林地土壤水分进行动态监测，测量精度

０２％。中子水分测管布设在两棵枣树中间（图 １）。
由于枣树根系较深，为了更加准确地监测枣树根系

吸水状况以及根系吸水对深层土壤水分状况的影

响，中子水分仪测定的最大深度为 １００ｍ，垂向测
定步长为２０ｃｍ。监测频率为生育期内７～１０ｄ／次，
休眠期 １５～２０ｄ／次。为克服中子仪测定时间间隔
较长的不足，对土壤含水率变化剧烈的０～１０ｍ土
层利用 ＴＤＴ水分传感器进行动态监测，监测频率为
３０ｍｉｎ／次。探头布设深度为 ２０、４０、６０、８０、１００ｃｍ，
具体布设位置如图１所示。
１２４　枣树日蒸腾量确定

枣树日蒸腾量 Ｔ由枣树全天瞬时液流速率积
分得到，即

Ｔ＝∫
２４

０

０６νｔｔＡ
ＬｃｏｌＬｒｏｗ

ｄｔ （２）

式中　Ｔ———日蒸腾量，ｍｍ
νｔ———ｔ时刻的液流速率，ｍ／ｓ
Ｌｃｏｌ———株距，取３ｍ
Ｌｒｏｗ———行距，取２ｍ

Ａ———边材面积，ｃｍ２

其中，边材面积 Ａ的确定需根据边材面积和胸
径关系转化而得到，具体确定步骤参照文献［１９］。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枣林０～１００ｍ土层土壤含水率时空变化动态
（１）土壤含水率的垂直（空间）变化规律
通过对枣林地０～１００ｍ土层土壤质量含水率

连续 ３年的动态监测（图 ２），发现 ３年土壤水分垂
直分布规律基本一致，土壤含水率的变异程度随着

土层深度的增加逐渐减小，土壤含水率变化总体呈

现倒 Ｓ型变化，即从０～２６ｍ土壤含水率先增加后
减少，２６～６０ｍ土壤含水率变化很小，基本稳定
在６８％左右，６０～１００ｍ土壤含水率逐渐增加。
根据土壤含水率在垂直方向的大小及其变异程度可

以将其分为３个主要层次：土壤水分变化层、土壤水
分干层和土壤水分稳定层。

土壤水分变化层位于 ０～２６ｍ之间。该层水
分又可细分为：土壤水分剧烈变化层（０～０８ｍ）和
土壤水分变化层（０８～２６ｍ）。在土壤水分剧烈
变化层，各层含水率变化都极为剧烈，各层的变异系

数（Ｃｖ值）均大于１０％。０２、０４、０６ｍ土层土壤含
水率３年的平均 Ｃｖ达到 ５１８％、３６５％和 １４５％。
在土壤水分变化层，虽然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其含

水率变异程度逐渐减小，但其 Ｃｖ值仍大于 ５％。该
层土壤水分拐点出现在 １２ｍ深度处，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该层土壤质量含水率分别达到（９６８±０３９）％、
（９２５±０５２）％和（８７７±０９０）％，均高于上层和
下层土壤含水率。各层土壤含水率的变化均是降雨

入渗和根系吸水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该层以上土壤

（０～１２ｍ）土层较浅，更容易受到土壤水分补给，
有时甚至大于根系的吸水作用，因而该层水分呈现

出一定的累积趋势，而该层以下的土层降雨的补给

作用逐渐减弱甚至消失，在根系吸水作用下，土壤含

水率逐渐降低。即１２ｍ以上土层受降雨的补给作
用大于枣树根系吸水作用，而该层以下土层恰恰相

反。换言之，１２ｍ以上土层含水率变化的主要控
制因素是降雨，而 １２ｍ以下土层则是枣树根系
吸水。

２６～６０ｍ是土壤水分干层，该层各深度土壤
含水率均非常低（６５％ ～７０％），变异系数也非常
小，平均 Ｃｖ仅为 ３９％，且基本不随时间变化，这主
要是因为该层受到枣树根系的吸水作用，而又难以

得到有效的水分补给，土壤可利用水分已基本利用

殆尽
［２０］
，含水率接近于土壤的凋萎含水率。刘晓丽

等研究表明，黄土区枣树根系细根最大深度可达

５６ｍ［２１］，即枣树根系对林地土壤水分的影响最大
层为５６ｍ。这和本研究的结果基本吻合，可见该
土壤水分干层的出现很有可能是由于枣树根系强烈

的吸水作用，而且无有效的水分补充造成的。

６０～１００ｍ是土壤水分恢复层，虽然该层土
壤水分依然比较稳定，Ｃｖ也较小，但是随着土层深度
的增加，土壤含水率呈现出明显的单调递增趋势，土

壤含水率由 ６０ｍ处的 ７８％上升到 １００ｍ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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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土壤水分垂直变化

Ｆｉｇ．２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ａ）２０１２年　（ｂ）２０１３年　（ｃ）２０１４年　（ｄ）变异系数

　

１８６７％。而且该层土壤含水率的 Ｃｖ也有一定程度
的增加（１９％ ～６７％）。特别在７０ｍ和９２ｍ土
层深度土壤含水率发生突变，而且其 Ｃｖ也随之增
大。可见该层存在水分夹层或有一定量的土壤水分

侧向补给。在黄土高原丘陵区，沟壑纵横的地势地

形各异，下垫面情况比较复杂
［２２］
，虽然降雨不会直

接补给到该层，但是地势低洼地带和下坡位在降雨

后会产生一定量的水分积聚和侧向补给，使得台地

的深层土壤含水率呈现增加趋势
［２３］
。黄土高原山

地，地下水位很低，基本不存在地下水补给的可能

性；因此该层土壤水含率的上升，是浅层地下水的侧

向补给造成的。浅层地下水来源仍然是雨水，所以

补给呈现出一定的季节性变化，因而在 ２个水分补
给层深度处（７０ｍ和 ９２ｍ）土壤含水率的变异系
数有所增加，Ｃｖ＝４８％，略高于土壤水分稳定层的
平均值（Ｃｖ＝３９％）。由此推断，在土壤水分干层
（２６～６０ｍ）中也有可能存在一定量的侧向补给，
但是由于枣树根系的存在，其强烈的吸水作用使得

该层土壤水分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虽然 ３年土壤水分变化规律相同，但是不同水
文年型下，各层特别是上层土壤含水率的变化仍然

差异明显。２０１３年（图 ２ｂ）是典型的丰水年，降雨
较多，土壤含水率总体较高，因而表层含水率大于

１０％达１０次，特别是７月１５日，表层土壤含水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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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１９８３％，为 ３年来的最大值。在平水年（２０１２
年）观测到表层含水率大于 １０％的仅有 ３次，而在
枯水年（２０１４年）观测到表层含水率大于 １０％的仅
有１次，且含水率也仅为 １４５％。由图 ２ｄ可知，虽
然０～２０ｍ处土壤含水率变化规律相同，Ｃｖ均随着
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减小，但同层的 Ｃｖ却在逐年增
大。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０６、１０、１８ｍ深度处土壤含水
率 Ｃｖ分别为 ６８％、１４８％、１３１％，５５％、６６％、
９９％和 ３６％、４４％、７５％。这可能是由于逐年
采取了综合节水措施，使得林地土壤的蓄水保墒能

力逐渐得到提高，降雨对土壤水分的影响深度在逐

渐提升。说明采取合理的田间管理措施特别是聚水

保墒措施，可以有效地改善林地土壤水分状况，提高

林地储水能力，这对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果林地管

理是十分重要的。

（２）土壤含水率的年季变化规律
由于土壤含水率在 ０～０８ｍ变化较剧烈

（图２ｄ），所以对监测的 ０～１０ｍ水分数据进行重
点分析（图３），发现在生育期（５—１０月）土壤含水
率受降雨和枣树根系吸水综合作用波动剧烈，休眠

期（１１月—翌年 ４月）土壤含水率保持基本稳定。
根据监测结果发现，在土壤含水率较高的情况下

（２０１３年）两种方法测定结果基本一致，而当土壤含

水率较低时（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中子仪测定结果略
高于 ＴＤＴ水分探针。采用干燥称重法对两种方法
监测结果进行检验，也发现 ＴＤＴ水分探头在土壤含
水率较低时误差较大。由此可见，虽然中子仪监测

结果较为准确，但是数据连续性较差，ＴＤＴ水分探针
监测结果连续性较好，但是在土壤含水率较低时监

测结果偏低。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降水量分别达到
４７７２、５２９８、３８６４ｍｍ，分别是多年平均降水量
（４５１６ｍｍ）的 １０６％、１１８％、８５％，是典型的平水
年、丰水年和枯水年。同期土壤含水率变化受降雨

影响显著，生育期土壤含水率在降雨后迅速升高，在

丰水年（２０１３年）生育期平均含水率达到 ８７５％，
至生育期末土壤含水率提高了 ３４％，土层储水量
增加 ３４ｍｍ。而在平水的 ２０１２年和枯水的 ２０１４
年，生 育 期 土 壤 平 均 含 水 率 分 别 为 ７５６％ 和
７４２％，生育末期土壤储水量相对于初期分别减小
了５５ｍｍ和４０ｍｍ。丰水年不仅土壤平均含水率较
高，而且受降水影响土壤含水率变异也较大（Ｃｖ＝
６４％），２０１３年 ７月 １５日土壤含水率达到历史最
高值１２３３％（２０１３ ０７ ０７—０７ １５，９ｄ累计降水
量达 １０９６ｍｍ），最大值远高于 ２０１２年和 ２０１４年
的最大值９３１％和１０２６％。

图 ３　试验期内枣林地的土壤含水率

Ｆｉｇ．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ｉｎｊｕｊｕｂｅｏｒｃｈａｒｄ
　
２２　基于液流参数特征的枣树生育期界定

枣树是多年生落叶乔（灌）木，枣树树体的蒸腾

耗水主要发生在生育期，而休眠期树体落叶、生命活

动及其微弱，几乎观察不到液流现象。所以对枣树

生育期和休眠期的准确界定对于准确计算枣树的蒸

腾耗水量极为重要。

２２１　枣树液流参数的测定与特征值提取
树体的液流并不能够直接测定，利用 ＴＤＰ探针

监测树体液流主要基于热扩散原理
［１７］
，通过监测液

流参数（两监测探针之间的温差）与液流速率的回

归关系进行确定。一段时间内液流值的变化不仅与

实时监测的参数（温差）有关，还与温差的最大值、

最小值、温差变幅有关。在枣树液流确定之前需要

对液流的监测参数进行提取与甄别，在此基础上确

定枣树实际的液流速率。

（１）液流参数的测定
由于 ＴＤＰ液流监测从 ２０１２ ０５ ０１开始到

２０１４ １０ ２０结束，数据量大。限于篇幅仅在树体
生育期（约 ５—１０月）和休眠期（约 １１月—翌年 ４
月）的中期分别选取 ６个连续日（２０１２ ０７ ０１—
０７ ０６日和２０１３ ０２ ０１—０２ ０６），列出其实时
监测温差（图４ａ）并与同期环境温度（图 ４ｂ）进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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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由图４ａ可知，树体休眠期和生育期监测的液流
参数（最大值、最小值、温差日变幅）变化规律在生

育期和休眠期存在明显差异，生育期液流参数变化

较为平稳，监测温差的最大值（峰值）、最小值（谷

值）分别为４０℃和５５℃；日变幅仅为 １５℃，且与

环境温度变化不一致；而在枣树的休眠期，液流参数

波动剧烈，监测温差的最大值、最小值分别约为 ４℃
和７８℃，日变幅达３８℃，且与环境温度变化同步。
由此可见，在液流基本停止以后，其监测参数的波动

主要受环境温度的影响，而不能代表真实的液流变

化。

图 ４　枣树生育期和休眠期逐日液流参数变化

Ｆｉｇ．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ｓａｐｆｌｏｗ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ｄｕｒｉｎｇｇｒｏｗｉｎｇａｎｄｄｏｒｍａ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ｏｆｊｕｊｕｂｅｔｒｅｅ
（ａ）ＴＤＰ探头监测的实时温差　 （ｂ）同期环境温度

　

图 ５　枣树观测期逐日液流参数动态

Ｆｉｇ．５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ｊｕｊｕｂｅｔｒｅｅｓａｐｆｌｏｗ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２）液流参数特征值的提取
由于液流速率的变化和液流监测参数（最大

值、最小值和温差日变幅）的关系密切，为了确定枣

树液流的日变化，对整个观测期内逐日特征值进行

了提取。

从图５可以看出，日最大温差、最小温差和温差
日变幅这 ３个参数在生育期（５—１０月）和休眠期
（１０月—翌年４月）差异较为明显，以 ２０１３年为例，
３个参数逐日变化在生育期平均值分别为：５１９、
４１５、１０３℃，日变化幅度不大，且各样本一致性很
高（３个 参 数 平 均 Ｃｖ分 别 为：３４％、６８％ 和
１９６％），而在休眠期这 ３个参数的平均值上升到

５９２、４４７、２１８℃。比生育期分别提高了 １４％、
８％和 １１７％，且参数日变化剧烈，样本一致性很差
（３个参数的 Ｃｖ分别为：８２％、５４％和 ４２９％）。
综上所述，液流参数在生育期和休眠期的差异十分

显著。一方面，生育期液流和环境温度的变化不一

致，而休眠期二者变化一致；另一方面，相对于枣树

的休眠期，生育期监测的参数数值偏低，温差日变幅

减小，数据的波动性降低。根据图５可知，在每年的
４月下旬到５月上旬和 １０月中上旬，３个参数特征
都会发生突变，特别是温差日变幅差异最大，说明温

差日变幅对有无液流的响应最敏感。可以借助这 ３
个参数，特别是温差日变幅的突变来判断是否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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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液流的存在，进而对枣树的生育期和休眠期进行

较为准确的界定。

２２２　基于液流参数特征的生育期界定
（１）传统的枣树生育期界定方法
在陕北地区，有两种传统的枣树生育期确定方

法：一种是根据月序的粗略划分，另一种是根据观察

枣树的萌芽和落叶来确定。根据月序划分就是根据

生产经验将５—１０月定义为枣树的生育期，而将 １１
月—翌年４月定义为枣树的休眠期。在枣树的生育
期又划分为：开花坐果期（５—６月）、果实膨大期
（７—８月）、果实成熟落叶期（９—１０月）。这种划分

方式将生育期固定在每年的 ５月 １日—１０月 ３１
日，每年生育期时长均为１８４ｄ。而通过观察枣树的
萌芽和落叶日期发现，枣树在每年的 ５月上中旬开
始萌发，１０月中下旬开始大规模落叶。由于每年
气温、地温、辐射等的差异，生育期的起止时间并不

一致，具体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
（２）基于液流参数的生育期界定
根据液流参数变化规律确定的枣树生育期和休

眠期如表１所示。它和根据传统月序划分的生育期
以及根据观察树体萌芽和落叶确定的生育期存在一

定差异。

表 １　不同方法确定的枣树生育期

Ｔａｂ．１　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ｓｏｆｊｕｊｕｂｅｔｒｅ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年份

生育期开始日期 生育期结束日期 生育期长／ｄ

液流启动 树体萌芽 传统统计 液流停止
树体大规模

落叶
传统统计 液流特征

观察萌芽

落叶
传统统计

２０１２ — ０５ ０４ １０ １４ １０ １６ — １６５

２０１３ ０４ ３０ ０５ ０５ ０５ ０１ １０ ０６ １０ １０ １０ ３１ １５９ １５７ １８４

２０１４ ０５ ０８ ０５ １５ １０ １７ １０ ２１ １６２ １５９

　　注：由于２０１２年数据开始监测时，树体液流已经启动，未统计其启动日期。

　　统计结果表明，以 ５—１０月界定枣树的生育期
会使得生育期延长约２０ｄ。而根据液流监测数据和
观察树体萌芽、落叶确定的生育期时长差异不大，均

约为１６０ｄ。在树体萌芽前树体的液流已经开始启
动，随着树体生命活动逐渐增强，液流启动后的 ５～
７ｄ，树体开始萌芽。同样，在生育期末液流停止后
的３～５ｄ，树体开始大规模的落叶。综上所述，以
５—１０月确定生育期会使得生育期延长，而根据液
流参数和观察树体萌芽、落叶确定的生育期长度基

本一致，但会使得生育期的时间提前约５ｄ。
（３）生育期液流的加强和减弱过程
枣树休眠期和生育期的过渡，伴随着液流的启

动与停止，其启动和消失过程不仅受到自身发育状

况的调控还和温度、土壤水分、辐射等气象条件密切

相关。根据式（１）可知，树体液流速率和日最小温
差呈反比。根据图 ５可知，最小温差在生育初期呈
现缓慢下降的趋势，在生育末期则呈现快速上升趋

势，这说明枣树生育初期液流的增大是一个缓慢的

过程，而在生育末期液流的停止是一个较快的过程。

从表 ２可知，枣树液流完全正常大约需要 ２８ｄ，
（２０１３年为２２ｄ，２０１４年 ３４ｄ）但是在生育末期，液
流的停止时间要迅速得多，只需要 ２～３ｄ（２０１２年
为２ｄ，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为３ｄ）。
２３　土壤水分对枣树蒸腾的影响
２３１　土壤水分对液流（瞬时蒸腾）特征的影响

土壤含水率不仅影响蒸腾（液流）数值的大小，

表 ２　蒸腾的加强和减弱过程

Ｔａｂ．２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ｅｎｃｈａｎｃ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ｊｕｊｕｂｅｔｒｅｅ

年份

生育期开始日期 生育期结束日期

液流

启动

液流

正常

历时／

ｄ

液流开

始减弱

液流

停止

历时／

ｄ

２０１２ — ０５ ２０ — １０ １５ １０ １７ ２

２０１３ ０４ ３０ ０５ ２２ ２２ １０ ０３ １０ ０６ ３

２０１４ ０５ ０８ ０６ １１ ３４ １０ １４ １０ １７ ３

也显著地影响液流峰值和谷值出现的时间（图 ６）。
对枣树生育期液流峰值和谷值出现的时间进行统计

分析，（为避免天气因素对液流变化的影响，只对非

极端天气条件下的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并排除仪器

故障缺失的数据，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分析样本数分
别为１４３、１３８、１１８ｄ），为克服年际之间样本天数的
不一致性，对３年统计结果进行天数加权平均（Ｎ＝
１３９ｄ），对峰值、谷值出现频次，各年累积频率、３年
加权累计频率进行对比分析。

通过对液流谷值出现时间节点进行统计分析

（图６ａ～６ｃ），发现液流谷值大部分出现在 １９：００—
翌日 ０１：００左右，可见液流的停滞时间主要出现在
太阳辐射减弱和彻底消失之后，此阶段树体依然吸

收水分是由于树体根压的存在
［２４］
。频数的峰值则

出现在 １９：００—２１：００，丰水年（２０１３年）使得谷值
时间提前，１９：００和 ２１：００的累积频率分别达到
７８１％和９２２％，比同期平均水平分别高 １４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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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不同水文年枣树液流特征值

Ｆｉｇ．６　Ｓａｐ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ｊｕｊｕｂｅｔｒｅ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ｙｅａｒｓ
（ａ）２０１２年谷值　（ｂ）２０１３年谷值　（ｃ）２０１４年谷值　（ｄ）２０１２年峰值　（ｅ）２０１３年峰值　（ｆ）２０１４年峰值

　

４９％。这主要是因为较好的土壤水分状况，使得枣
树树体较容易从土壤中吸收水分，树体水分恢复较

快，树体的水势较高，土壤水势和树体水势之间的能

差减小，根压作用减弱，土壤水分状况越好，树体通

过根压补水作用越弱
［２５－２６］

。由此可见，土壤含水率

的减小，会导致液流停滞时间推后。反之，土壤含水

率的增加会使液流谷值时间提前。

通过对液流峰值出现时间节点进行统计分析

（图６ｄ～６ｆ），发现液流峰值出现的时间呈明显的双
峰分布

［２７］
，上午峰值主要出现在 ０７：００—０９：００，下

午出现在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这主要是受到辐射和土
壤水分状况的综合作用，当辐射强度过大，或者土壤

含水率较低时，叶片的气孔导度降低甚至气孔完全

关闭，以减少蒸腾作用对树体水分的过度消耗。液

流双峰变化在水分逆境中的耐旱植物上表现得尤为

明显
［２８－２９］

，但是不同土壤水分状况下液流峰值出现

时间仍然存在明显的差异。２０１３年（丰水年）峰值
主要出现在 ０９：００和 １３：００，２０１２年（平水年）和
２０１４年（枯水年）峰值主要出现在０７：００和１３：００左右，
在较好的土壤水分下，液流上午的峰值会提前 １ｈ
左右出现。树体通过改变液流峰值出现的时间节

点，从而实现对树体蒸腾的调控。湿润条件下会使

得液流峰值出现的时间推后，上午、下午峰值之间的

时间间隔缩短，树体气孔的“午休”时间减少，保持

较高蒸腾强度的时间延长，反之则会使得液流峰值

出现时间提前，气孔“午休”时间延长。总之，土壤

水分较好条件下，液流峰值出现时间推后，谷值出现

时间提前，午休时间缩短，反之亦然。

２３２　土壤水含水率对生育前期蒸腾量的影响
由于枣树生育初期和中后期，降雨和土壤水分

差异明显（图 ３），蒸腾规律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在
陕北地区降雨主要集中在枣树生长的中后期，而前

期降雨则相对较少。为了更准确地描述土壤水分和

枣树蒸腾的关系，分枣树生育期前期和中后期对其

蒸腾和土壤水分的关系分别进行研究。

由图７可以看出，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土壤含水率差
异明显，２０１３年和 ２０１４年同期降雨仅有 ４２０ｍｍ
和１７２ｍｍ，随着日蒸腾量的增加，土壤含水率都出
现了明显的下降。特别是 ２０１４年土壤含水率从
１０１％下降到 ７３％，土壤储水量减少 ２８０ｍｍ。
２０１２年同期降雨较多，达到６１５ｍｍ，使得土壤水分
得到了及时补充，土壤含水率一直保持在 ７５％左
右。生育前期蒸腾量总体呈现逐日增加趋势，这主

要是因为这一时期正处于树体的萌芽展叶和叶片生

长期，树体的叶面积和叶面积指数都在快速增加，这

和郑睿等在沙漠绿洲葡萄园观测到的结果一致
［３０］
，

通过图７还可以看出树体蒸腾受到降雨的影响会出
现波动。这主要是因为降雨造成环境温度的暂时降

低，进而减弱了树体的蒸腾作用，使得日蒸腾量出现

暂时回落，随着环境温度的恢复蒸腾量会继续上升。

２３３　土壤含水率对生育中后期蒸腾量的影响
在枣树生长的中后期，树体的叶面积增长缓慢，

甚至保持恒定，此时蒸腾量的波动主要受到气象和

土壤因子的影响。通过对日蒸腾量和土壤含水率的

回归分析（图８）发现，土壤含水率和日蒸腾量呈现
极显著的的正相关关系，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决定系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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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土壤水分对枣树生育前期蒸腾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ｏｎ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ａｒｌｙ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ｏｆｊｕｊｕｂｅｔｒｅｅ
（ａ）２０１２年　（ｂ）２０１３年　（ｃ）２０１４年

　
别达到０５３、０４３、０４６。通过对比发现，在平水年
（２０１２年，图 ８ａ），二者的相关性最好，而在丰水年
（２０１３年，图 ８ｂ）和枯水年（２０１４年，图 ８ｃ）相关性

图 ８　土壤水分对枣树生育中后期蒸腾量的影响

Ｆｉｇ．８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ｏｎ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ｉｄｌａｔｅｒ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ｏｆｊｕｊｕｂｅｔｒｅｅ
（ａ）２０１２年　（ｂ）２０１３年　（ｃ）２０１４年

　

则稍差。由此可见，在不同的土壤含水率条件下，其

与蒸腾的响应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当土壤含水率

较高时，水分对蒸腾的限制作用减弱甚至消失，此时

枣树的蒸腾主要受气象因子的影响。当土壤含水率

较低时，土壤含水率对枣树蒸腾的抑制作用显著增

强，土壤水分的改变会带来蒸腾对辐射、气温等气象

因子的响应阈值和响应方式的改变。在土壤含水率

较高的条件下，温度和辐射等气象因子会促进树体

蒸腾和根系的水分吸收。但是在土壤水分状况较差

的条件下，较高的温度和辐射反而会降低叶片气孔

导度，使得气孔开度较小甚至部分气孔关闭
［３１］
。这

种树木在土壤水分逆境条件下对气象因子响应方式

的改变，反而使得土壤含水率和蒸腾的相关关系有

所降低。但总体而言，在枣树生长的中后期，枣树日

蒸腾量和土壤含水率都呈现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３　结论

（１）用中子仪和 ＴＤＴ水分探针两种监测方法对
枣林地 ０～１０ｍ土层的土壤水分状况进行对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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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发现当土壤含水率较高时（２０１３年）两种方法的
监测结果基本一致，而当土壤含水率较低时，中子仪

监测结果略高于 ＴＤＴ探针。土壤含水率受降水影
响显著，生育期波动剧烈，休眠期比较稳定。在丰水

年（２０１３年）土壤含水率显著上升（土壤储水量增加
３４ｍｍ），中水年（２０１２年）和枯水年（２０１４年）分别
出现轻度（－１６５ｍｍ）和重度（－１２０ｍｍ）的水分
亏缺。

（２）土壤水分波动在垂直方向上随着监测深度
加深逐渐减小。垂向按其变异程度可分为：土壤水

分变化层（０～２６ｍ）、土壤水分干层（２６～６０ｍ）和
土壤水分恢复层（６０～１００ｍ）。其中，在７０ｍ和
９２ｍ深度处水分发生突变，在该层可能存在一定
量的侧向补给。

（３）液流监测参数在枣树的生育期和休眠期
差异很大，根据监测数据对枣树的生育期和休眠

期进行了较为准确的界定，发现其界定结果和根

据观测枣树萌芽、落叶确定的生育期长度基本一

致，为 １６０ｄ，但会使得生育期的日期提前约 ５ｄ。
树体春季液流（蒸腾）启动后会经历大约２８ｄ的增
加过程，但液流的减弱和消失会在 ２～３ｄ内迅速
完成。

（４）土壤含水率较高的情况下会使得液流的谷
值出现时间提前，峰值出现时间推后，液流“午休”

时间缩短，反之亦然。枣树的日蒸腾量在生育前期

主要受自身发育状况影响，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而

在生育中后期，日蒸腾量和土壤含水率关系密切，在

不同水文年型下都呈现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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