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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重庆黔江石漠化区,选择飞播天然林为对照,以不同管理措施的地埂桑梯田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地埂桑根

系在田面的水平分布特征及其与土壤养分水平分布之间的定量关系,以客观评价３种梯田管理措施对地埂植物根

系分布的影响,并揭示地埂桑的水土保持效应形成机制．结果表明:地埂桑田土壤根系表面积、根系体积及根系质

量都显著低于天然林,但天然林土壤根系总长度显著低于清草地．清草地根系表面积和总长度显著高于农耕地和自

然生草地;清草地土壤根系总长度、根系表面积、根系体积及根系重量离标准株距离的增大而呈下降趋势．地埂桑

田的土壤全磷、全钾、全氮及速效磷含量均显著高于天然林,而有机质含量显著低于天然林．整体上,离标准株的

距离对耕地土壤养分含量的影响较小．３种管理措施中,清草地相对能较好的促进桑树根系合理分布,有利于发挥

地埂桑的水土保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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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漠化地区地表裸岩的增加和森林植被的减少,导致调节缓冲地表径流的能力降低,土壤肥力下

降[１－２]．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由于频繁的农业耕作加剧了石漠化地区土壤的扰动,农耕地土壤侵蚀模数显

著高于灌木林地[３],长期受人为活动的干扰,植被破环和土壤侵蚀严重,严重威胁着当地人们的生存,影

响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４]．因此,如何进行植被恢复重建和实现水土资源协调利用,是喀斯特山

区环境治理的关键[５－６]．研究表明,石漠化区梯田埂种植植物,在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同时,植物根系有效

拦截了土壤养分的淋溶损失,进一步提高了水土保持效益[７－９]．黄林等[１０]认为同一土层乔木根长密度越大,
有利于改良土壤结构性状,丰富土壤有机碳和全氮含量．张俊娥等[１１]的研究表明桑粮间作使土壤有机质、
全氮、碱解氮、速效磷和速效钾均有不同程度的富集．吴玉红等[１２]研究表明地埂植物篱的存在为大型土壤

动物提供了适宜的生境,且有利于土壤动物多样性的保护,为农田土壤疏松有积极作用．然而,梯田埂植物

与作物是一个复合生产系统．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采取的管理措施可能也影响地埂植物的生长,特别是根系

的发育．李发林等[１３]在蜜柚园套种不同牧草５a,结果表明,宽叶雀稗(Paspalumwettsteinii)显著抑制果树

根系活力,而百喜草(Paspalumnotatum)和圆叶决明(Chamaecristarotundifolia)对果树根系的影响不显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 ０９ ２１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３１２７０４５０);农业部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专项(CARS ２２ ZJ０５０３)．
作者简介:高建花(１９８９ ),女,甘肃白银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草地农业生态研究．
通信作者:郭彦军,教授,研究生导师．



著．Nieuwenhuis 等[１４]研究发现耕作方式显著影响北美云杉(Sitkaspruce)根系在土壤中的分布特征及发

育．Sinnett等[１５]通过对意大利赤杨(Alnuscordata)、日本落叶松(Larixkaempferi)、欧洲黑松(Pinus
nigra)和欧洲白桦(Betulapendula)的研究发现,疏松土壤后的平均根系直径及粗根比例较紧实土壤显著

提高．地埂桑是我国石漠化地区一种典型的梯田地埂植物,随着生态桑产业的进一步推进,其种植面积不

断扩大[１６]．然而,有关地埂桑根系分布特征与梯田管理措施方面的报道较少,制约了人们对地埂植物水土

保持效益的科学认识．鉴于此,我们针对重庆石漠化区地埂桑田常见的几种管理模式,即自然生草、除杂、
种植粮食作物等,分析管理措施对地埂桑周围梯田土壤养分变化以及地埂桑地下根系生长发育的影响,探

讨土壤养分变化与根系发育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合理管理地埂桑田,以及石漠化地区的土地利用和水土保

持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地点

研究区位于重庆市黔江区,地处渝东南边缘,武陵山腹地,地理位置介于２９°０４′－２９°５２′N,１０８°２８′－
１０８°５６′E之间．研究区具有典型的山地气候特征,多年年均气温１５４ ℃,极端最高气温３８６ ℃,极端

最低气温５８℃;多年平均降雨量１２８０mm．境内岩溶地貌发育,碳酸盐出露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

９７８６％．区境东西相距４５km,南北相距９０km,土地总面积２３９８１０km２．黔江区土地利用有农业用

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３个一级地类,农业用地包括耕地、林地、园地及其他农业用地,且农耕地面积

沿海拔的增加呈递减趋势[９]．
１２　样地选择

为了防止水土流失同时发展桑蚕业,１９９５－１９９８年间,研究区在梯田埂上种植桑树．本试验在种植１５
年的地埂桑梯田上,选择３种常见种植管理模式,即清草地、农耕地和自然生草地,以飞播天然林为对照．
所有样地均分布在同一山坡,坡顶为天然林,梯田埂全部栽植桑树．样地基本情况见表１．结合梯田地块大

小不同的特点,每个样地选择５块梯田,作为５个重复．
表１　研究区桑树地埂的管理方式

管理方式 经度/纬度 株距/m 覆盖度/％ 梯田农作物 施肥状况

清草地 １０８°４４′５８″/２９°０７′４９″ ０４ ２
每年种植玉米,非 作 物 生 长

期,定期清除杂草

每年施肥３次,尿素７５gm－２

a－１,磷肥３７５gm－２a－１

农耕地 １０８°４４′５８″/２９°０７′４２″ ０６ ５ 每年土豆和红苕轮作种植
尿素７５gm－２a－１,蚕渣３７５

gm－２a－１作底肥

自然生草地 １０８°４４′５９″/２９°０７′４２″ ０８ ７５
油菜收割１年后自然恢复,狗

尾草、水花生等杂草未清除
尿素２２５gm－２a－１

天然林地 １０８°４４′４０″/２９°０７′１２″ － ９５ 马尾松林 有０５－１cm 的枯枝落层

１３　样品采集

为了减少当季作物根系对试验结果的影响,本试验在地上作物收获３０d后进行采样(２０１２年８月)．每
个样地选择１株标准株,自坡耕地的地埂向田面内侧方向３０,６０,９０cm 分别设置采样点,用环刀采

取深度为２０cm 内的土样,用根钻取深度为２０cm 的根系样品．其中对照天然林地直接采集距离标准

株６０cm 处的样品．将取出的土壤样品与根系样品放入密封袋内带回．每个采样点采集３个样品,混

合后进行样品分析．
１４　分析测定

１４１　根系特征分析

采用水冲洗法清洗根系样品,挑出死根,用精度为００１mm 的游标卡尺测量每一根根直径,并

按０~０５mm(小于０１５mm 的毛根除外),＞０５mm 的根径范围对根系进行分级,既分为粗根(直
径＞０５mm)和细根 (直径＜０５mm)．采用 WinRHIZO 根系分析系统软件(RegentInstrument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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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a)对不同直径根系进行分析,并记录根系总长度、根系表面积、根系体积、根系直径．根系系统

分析后的根系样品,于７５ ℃烘４８h至恒质量．
１４２　土壤养分分析

土壤样品经风干后,剔除土壤中的植物根系、石块等杂物,进行养分分析[１７]．土壤有机质采用重铬

酸钾外加热法测定;全氮采用凯氏定氮法;碱解氮采用碱解扩散法;全磷采用 NaOH 碱熔一钼兰比色

法;速效磷采用 NaHCO３ 浸提－钼兰比色法;全钾采用 NaOH 碱熔一火焰光度法;速效钾采用 NH４Ac
一火焰光度法．
１４３　数据分析

统计分析采用Excel、SPSS１３０软件进行．采用双因素 ANOVA 分析管理措施和离标准株的距离对

土壤养分及根系特征的影响．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地埂桑根系水平分布特征

不同管理模式及离地埂距离均显著影响地埂桑根系水平分布特征(表２)．清草地的地埂桑根系总长度、
根系表面积、根系体积及根系质量均随离标准株距离的增大而呈下降趋势．农耕地和自然生草地根系总长

度、根系表面积、根系体积和根系质量不随距离的增大而发生显著变化．根系直径小于０５mm 的根系总

长度、根系表面积、根系体积及根系质量均高于直径大于０５mm 的根系(表３)．其中,直径大于０５mm
根系,清草地的根系质量３０cm 处显著高于６０和９０cm 处;直径小于０５mm 的根系,清草地的根系表面

积、根系体积以及根系质量均在３０cm 处显著高于６０和９０cm 处．农耕地与自然生草地根系生物量随距离

变化均无显著性差异．
表２　影响土壤养分及根系特征的因素分析

项　目
土　　壤　　养　　分

全磷 全钾 全氮 有机质 速效磷 速效钾 碱解氮

根　系　特　征

总长度 表面积 体积 质量

样地 ∗∗∗ ∗∗∗ ∗∗∗ ∗∗∗ ∗∗∗ ∗∗∗ ∗ ∗∗∗ ∗∗∗ ∗∗∗ ∗∗
距离 ns ns ns ns ns ∗∗ ns ∗ ∗ ∗ ∗

样地×距离 ns ns ns ns ∗∗∗ ∗∗∗ ∗ ns ns ∗ ∗∗

表３　离标准株距离对地埂桑田土壤根系特征的影响

样地

类型

距离/

cm

每dm３ 直径大于０５mm 的根系

根长/

cm

根表面积/

cm２

根体积/

cm３

根质量/

g

每dm３ 直径小于０５mm 的根系

根长

/cm

根表面积

/cm２

根体积

/cm３

根质量

/g
清草地 ３０ ３０５０６a １１３８４a ０４４６a ０１７１a １４２２５８５a １１７９０８a ０７８２a ０１９２a

６０ １１８２２a ３６０６a ００９２a ００１７b ９９０１０６a ７７６９３b ０５０１b ００８１b
９０ ９１８２a ２３２７a ００４９a ００１３b ７０８３９４a ９４６３９b ０３２４b ００４９b

农耕地 ３０ ４４８６a １４７８a ００３９a ００１４a ４７０２４１a ３６３６７a ０２２４a ００３１a
６０ ６２０２a １３３３a ００２３a ０００６a ４０１２７４a ３１３３６a ０１９５a ００２５a
９０ １８６０a ０５２４a ００１２a ０００２a ２７１５３５a ２１９８２a ０１４６a ００１７a

生草地 ３０ ５７０９a １５０６a ００３２a ００１２a ４５２３７４a ３７８１４a ０２５５a ００５１a
６０ ７０８４a ２１８６a ００５９a ００２２a ４４７８３９a ３７６９６a ０２５６a ００５９a
９０ １３２０５a ３６２４a ００８０a ００３２a ３５０８８６a ２８４６１a ０１８９a ００３９a

　　注:表３中数据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在p＜００５水平上差异显著．

２２　不同管理措施对地埂桑田根系特征的影响

清草地、农耕地及自然生草地根系表面积、根系体积及根系质量均显著低于天然林土壤;天然林土壤

根系总长度显著低于清草地,但显著高于农耕地,与自然生草地无显著差异(图１)．清草地根系总长度与根

系表面积均显著高于农耕地和自然生草地,而农耕地与自然生草地之间根系总长度、根系表面积差异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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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３种管理模式间,地埂桑根系总体积和根系重量均无显著差异．
２３　不同管理措施下土壤养分含量变化

地埂桑田不同管理模式显著影响土壤养分(表２)．３种管理模式下,地埂桑田的土壤全磷、全钾、全氮

含量显著高于天然林土壤,而土壤速效磷仅清草地与农耕地显著高于天然林(表４)．清草地土壤速效钾含

量显著高于天然林,而有机质含量显著低于天然林,碱解氮含量与天然林无显著差异．农耕地土壤全磷、速

效磷以及速效钾含量均显著高于清草地与自然生草地,而土壤全氮含量仅显著高于清草地,土壤全钾含量

显著低于清草地与自然生草地,土壤有机质含量显著低于自然生草地,但显著高于清草地．清草地的土壤

全钾含量显著高于农耕地与自然生草地,而土壤全磷、全氮、速效磷以及速效钾均与自然生草地之间无显

著差异;自然生草地土壤有机质含量显著高于清草地与农耕地．

离标准株６０cm 处;数据柱上小写字母不同标示在p＜００５水平上差异显著．

图１　管理措施对地埂桑田土壤根系特征的影响

表４　管理措施对土壤养分的影响

样地
全氮/

(gkg－１)

全钾/

(gkg－１)

全磷/

(gkg－１)

有机质/

(gkg－１)

碱解氮/

(mgkg－１)

速效钾/

(mgkg－１)

速效磷/

(mgkg－１)

清草地 １９１b １８８５a ５８０b ２７１５d １６３７７a ４２５８b １１９７７b

农耕地 ２２２a ９９７c ７５４a ３７７０c １６３０６a １９６８７a ４０４８７a

生草地 １９８ab １０８９b ５３２b ４６０５b １６７９７a ５６２４b ６６６１bc

天然林 １４９c ５７７d １１７c ５７８５a １５０７７a ２４８４b ６４５c

　　注:表４中数据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在p＜００５水平上差异显著．

２４　不同管理措施下距离变化对土壤养分的影响

清草地土壤全磷和碱解氮含量在３０cm 处均显著高于６０和９０cm 处,６０和９０cm 间无显著差异

(表５)．土壤速效磷含量随距离增大而显著降低,其他土壤养分含量随距离增大均无显著性变化．农耕地仅

土壤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在３０cm 处显著小于６０和９０cm 处,６０和９０cm 间无显著性差异．自然生草地土

壤速效磷在３０cm 处显著高于６０和９０cm 处,而６０与９０cm 间无显著性差异,其他土壤养分含量随距离

变化均无显著变化．

４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cn　　　　　第３７卷



表５　离标准株的距离对地埂桑田土壤养分的影响

样地
样地距离/

cm

全氮/
(gkg－１)

全钾/
(gkg－１)

全磷/
(gkg－１)

有机质/
(gkg－１)

碱解氮/
(mgkg－１)

速效钾/
(mgkg－１)

速效磷/
(mgkg－１)

清草地 ３０ １９９a １８７７a ７１８a ２７２２a ２０１５５a ３７００a ２４０８４a
６０ １９１a １８８５a ５８０b ２７１５a １６３７７b ４２５８a １１９７７b
９０ １８４a １９３８a ５７３b ２５７１a １５１０８b ４１６９a ７２３８c

农耕地 ３０ ２１２a １０３３a ６９６a ３４３０a １４４１７a １４８１１b １４８０２b
６０ ２２２a ９９７a ７５４a ３７７０a １６３０６a １９６８７b ４０４８７a
９０ ２１４a ９５１a ７７７a ３７４５a １４８３８a ２７９４２a ４８９０９a

生草地 ３０ １９６a １１２９a ５５９a ４３２７a １７５６７a ６５６８a １８６３４a
６０ １９８a １０８９a ５３２a ４６０５a １６７９７a ５６２４a ６６６１b
９０ １９４a １０７１a ５２４a ４２９０a １７３８６a ６７２３a ４０７４b

　　注:表５中数据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在p＜００５水平上差异显著．

３　讨　论

石漠化区植物根系生长的地下空间大小与岩性、裂隙大小、裂隙土层深度以及岩石斑直接相关[１８]．在

水平方向上,侧向根系相互缠绕形成具有一定抗张强度的根网,将根际土壤固结为一个整体,同时根系的

浅层根际土层锚固到深处较稳定的土层上,增加了土体的稳定性,减少了雨水冲塌土壤表层[１９]．本试验中,
清草地土壤根系各指标随离标准株距离的增大而呈下降趋势,而农耕地和自然生草地各指标不随距离的增

大而发生显著变化．说明梯田管理方式直接影响地埂桑根系在土壤中的水平分布,从而影响根系的水土保

持效应[２０]．本试验中,天然林土壤人为干扰少,林木根系生长相对好于耕地,其根系总表面积、体积及质量

均显著高于人为干扰的耕地．但是,天然林土壤根系总长度显著小于清草地．原因主要在于天然林土壤中的

根系总体上较粗,体积较大,而清草地土壤根系发育受到翻耕的影响,粗根少细根多,随着与标准株距离

的增大,翻耕影响渐弱,且施肥促进了根系的发育[２１],边缘效应也导致距标准株近的根系生长更好,同时

也说明,石漠化地区可通过不同的管理措施改善土壤养分,使其直接影响根系发育,从而增强此地区水土

保持的能力．３种管理措施中,自然生草地尽管对土壤的干扰相对较小,但因杂草与桑树根系竞争养分,且

施肥较少,根系总长度及面积显著低于清草地,且根系也无距离变化．李发林等[８]的研结果也表明蜜柚园

套种宽叶雀稗显著抑制果树根系活力．农耕地因经常进行翻耕,且耕作范围接近树杆２０cm,严重抑制了桑

树根系发育．
石漠化区梯田管理措施对土壤养分含量有显著影响．与天然林比较,人为管理措施下耕地土壤养分除

有机质含量显著降低外,其他土壤养分均呈增长趋势．耕作增加了土壤有机质氧化分解速度,不利于有机

质贮存,本实验中也表明有机质含量呈下降趋势．同时耕作加剧了土壤扰动,对石漠化区土壤流失有显著

的影响[２]．潘艳华等[２２]的研究结果也表明石漠化土壤上少耕可改善土壤质量,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清草

地土壤全钾含量显著高于其他管理措施,而农耕地土壤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显著高于其他两种管理措施．
这种差异与各样地的肥料种类和耕翻次数有关．清草地在玉米生长期每年施用磷肥和尿素,且在非作物生

长期清除杂草;而农耕地施用蚕渣肥,可使有益微生物增加,土壤微生物活性增强[２３],有助于土壤的疏松,
促进土壤养分的分解释放．自然生草地管理比较粗放,无连续的农作物种植并且施肥量较少,使得土壤相

对较为贫瘠．清草地土壤全磷及速效磷含量和碱解氮含量均在３０cm 处最高,这与该采样点较好的根系发

育是一致的．说明石漠化区土壤保持一定的养分含量对根系发育是必要的．而农耕地和自然生草地土壤养

分含量及根系发育与植株距离整体无明显规律．这种差异与不同耕地的管理措施有关．Fabiao等[２４]的研究

结果也表明蓝桉根系在表层土壤中的分布特征与肥料种类有关．
植物根系通过根系在土体中交错、穿插,网络固持土壤,提高土壤自身的水力学性质,从而增强土体

的抗侵蚀能力[２５－２７]．飞播天然林土壤中较高的根系生物量、表面积及体积,说明其根系的水土保持效应好

于耕地,而耕地发生土壤侵蚀的比例较高．地埂种植桑树后,桑树根系在梯田土壤中的水平分布有利于保

持水土．但管理措施直接影响根系发育,间接制约着地埂植物的水土保持效应．因此,在石漠化地区实施生

态种植的过程中,可考虑地埂植物根系生物学特性,合理配置梯田农作物,既可防止梯田土地的石漠化及

水土流失,又可起到维护土壤生产力持续性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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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DistributionofRidgeMulberryandItsRelationship
withSoilNutrientsinKarstRockyDesertification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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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epresentstudy,landpatchesplantedwithridgemulberryfor１５yearswereselectedtoevalＧ
uatetheeffectsofsoilmanagementmeasuresanddistancesfromstandardplants(３０,６０and９０cm)on
thecontentsofsoilnutrientsandroot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Therewerefivesamplingsitesincluding
weededlandwherecornwasplantedinthewarmseasonanditwasweededintheremainingseasons,farmＧ
landwherepotatoandsweetpotatorotationwaspracticed,andgrasslandwherewildgrassesgrewwithout
weeding．Aforestlocatedonsamemountainwithterracingwasusedasthecontrol．Soilsandrootsamples
weretakenalongthedirectionpointingtotheinnerterrace．Soilwassampledfrom０－２０cmsoildepth
withsoilcores．Rootaugerswereusedtotakeundisturbedsamplesforrootinvestigationsfrom０－２０cm
soildepth．Therootsampleswerewashedintapwateruntilnoattachedsoilcouldbeobserved．Then,the
rootsampleswereclassifiedintotwocategoriesaccordingtotheirdiameter:rootswithadiametersmaller
than０５mmandrootswithadiameterlargerthan０５mm．Therootcharacteristicswereanalyzedwith
WinRHIZOrootimageanalysissystem．Therewerefivereplicates,andonestandardplantwasselectedas
thepointtomeasurethedistanceawayfromplants．Theresultsshowedthattherootsurfacearea,volume
anddryweightinterracesoilsampleswereallsignificantlylowerthanthoseinforestlandwhileroot
lengthinweededlandwassignificantlygreaterthanthatinforestland．Rootsurfaceareaandlengthinthe
weededlandwere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oseinpotatoＧsweetpotatorotationlandandgrassland．The
totalrootlength,rootsurfacearea,rootvolumeandrootweightdecreasedwithincreasingdistancefrom
thestandardplants．Therootlength,rootsurfaceareaandrootvolumeofrootswithadiametersmaller
than０５mmwere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osewithadiameterlargerthan０５mm．ContentsofsoiltoＧ
talphosphorus,totalpotassium,totalnitrogenandavailablephosphorusintheterracesoilsweresignifiＧ
cantlyhigherthanthoseinforestsoilwhilethecontentoforganiccarbonwassignificantlylowerthanthat
inforestsoil．Overall,theeffectofthedistancesfromstandardplantsonsoilnutrientswassmall．Ofthe
threemanagementmeasuresinthisstudy,weededlandimprovedmulberryrootdevelopmenttoagreater
extentandwasbetterforwaterandsoilconservationofterracewithridgemulberryinrockydesertification
areas．
Keywords:ridgemulberry;rootsystemdistribution;soilnutrient;rockydesertification;waterandsoil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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