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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土壤盆栽试验，从设施土壤环境角度分析了冬季温室栽培中根区温度和氮肥用量对黄瓜生长、产

量及氮素吸收的影响，综合评价了不同根区温度下的氮肥利用率。试验设置根区加温(20 )℃ 和不加温(12 )℃ 两个温度水

平，氮肥处理设 N0、N1、N2和 N3共 4个水平(用量分别为每 1 kg土含纯氮 0、96、128、160 mg)。结果表明：在相

同氮水平下，加温处理的黄瓜单株产量、氮肥表观利用率和氮肥农学利用率显著高于不加温处理，在 N0 ~ N3水平下，

加温处理比不加温处理分别增产 78.99%、120.48%、126.77% 和 105.56%。不加温时，增加氮肥用量，黄瓜单株产量

无显著差异。加温时，黄瓜单株总氮吸收随氮肥用量的增加呈显著上升趋势。根区温度和氮肥用量对黄瓜生长、单株

产量和单株总氮吸收均有显著影响，且提高根区温度比增加氮肥投入更能促进黄瓜生长，提高氮肥利用率。冬季设施

栽培中，提高根区温度能够促进作物对养分的高效利用。采用增温减氮的措施既可保证蔬菜产量稳定，又可避免化肥

过量施用对设施土壤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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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国设施栽培得到迅猛发展，但是化肥

投入量愈来愈高，氮肥利用率越来越低的问题日益突

出[1]。针对这一问题，不少学者做了大量研究。但大

多数都集中在对肥料本身的调控上，如研究氮肥施用

量、氮肥运筹模式、化学氮肥与有机肥配合施用和研

发新型肥料等方面对氮肥利用率的影响。也有部分学

者研究了影响养分吸收利用的外界环境因素，如灌溉

方法[2]、种植密度[3]和水氮耦合[4–5]等因素。但长期以

来，人们多重视对地上部环境的调控，而对土壤环境

的改良重视不够，如冬季地温过低的问题。 

设施生产中，冬春季节温室内的气温在太阳光照

射时会快速升高，但土壤温度由于土壤比热大和作物

对地面的遮挡等因素升高较慢。当气温达到适宜作物

生长温度时，低的根区温度就成为限制作物正常生长

的重要因子。 

虽然有不少学者对根区温度进行了研究，但大部

分停留在研究根区温度对幼苗生长生理的影响方面。

关于土壤温度的研究表明：在一定温度范围内，随土

壤温度的升高土壤有机质分解速度增加[6]，土壤氮素

的矿化速率增强[7]，土壤硝化细菌硝化能力提高[8]等。

所以，改善作物对氮素的吸收利用，可以通过调控作

物的根区温度。因此，本研究在已有的根区温度研究

背景上，重点研究根区温度和氮肥水平对设施水果黄

瓜生长、产量及氮肥利用率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土壤为水稻土，采自于江苏省苏州太仓市塑

料大棚。土壤基本理化性状为：pH 8.01，电导率(EC) 

304.5 µS/cm，有机质 10.5 g/kg，全氮 0.79 g/kg，水解性

氮 130 mg/kg，全磷 1 072.5 mg/kg，有效磷 84.9 mg/kg，

全钾 17.6 g/kg，速效钾 65 mg/kg。供试作物为津美 3

号水果黄瓜。供试肥料为尿素(N 46%)、磷酸二氢钾

(K2O 34%，P2O5 52%)、硫酸钾(K2O 54%)。  

1.2  试验设计 

采用土壤盆栽试验，试验设置两个根区温度处

理：T1(对照不加温)和 T2(根区加温至 20 )℃ 。每个温

度处理下设 N0、N1、N2、N3 4个氮肥水平，每 1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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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纯氮用量分别为 0、96、128、160 mg。磷、钾肥

均为每 1 kg土 P2O5 60 mg、K2O 144 mg。每盆装风

干土(过 2 mm筛)2 kg，定植黄瓜一株。每处理重复 6

次，随机区组排列。         

试验时间为 2013年 9月至 12月；试验地点为中

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玻璃温室；施肥方式为磷钾

肥一次性基施，氮肥 75% 基施，25% 初果期追施，

基肥在装土时拌入，追肥随灌溉水施入。 

2013年 9月 25日浸种催芽，9月 26日点播至含

有泥炭和蛭石(2︰1，v/v)混合基质的育苗盘中，10

月 13日幼苗两叶一心时定植。11月 1日开始温度处

理，温度控制装置参考文献[9]。温度监控情况见图 1，

根区温度控制基本达到设置要求，根区加温和不加温

处理的其气温基本一致。 

 

图 1  昼夜空气和根区温度日变化规律图 
Fig. 1  Day and night changes of temperature of air and root zone  

 

1.3  测定项目与方法 

生长指标于加温 25 天后测定。株高是子叶到生

长点的高度，用卷尺测量；茎粗是子叶和第一片真叶 

间茎的直径，用游标卡尺测量；叶面积测定方法参照

文献[10]。 

单株产量：采用累积计产，统计 11 月 25 日到

12月 22日单株结瓜总鲜重。 

干物质及矿质元素测定：黄瓜整株收获取样后，

105℃ 烘箱杀青 30 min，于 75℃ 烘干至恒重，称重、

粉碎后备用。植物氮素含量测定参照文献[11]。 

相关参数计算： 

氮肥表观利用率(%) = (施氮区植株地上部吸氮量–

不施氮区植株地上部吸氮量)/施氮量×100% 

氮肥农学利用率(kg/kg) = (施氮区产量–不施氮

区产量)/施氮量 

土壤氮素依存率(%) = 不施氮区植株地上部总

吸氮量/施氮区地上部植株总吸氮量×100% 

试验数据采用Microsoft Excel(2003)和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LSD法进行差异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黄瓜生长势及单株总干重分析 

温度处理 25 天后，加温处理的黄瓜生长势优于

不加温处理(表 1)。不加温时，氮水平对茎粗和叶面

积无显著影响。加温时，氮水平对株高和叶面积有显

著影响，株高表现为 N1、N2 和 N3 显著高于 N0，

而 N1、N2 和 N3 之间无显著差异；叶面积表现为

N1显著高于 N2和 N0。 

由图 2可知：与不加温相比，根区加温显著提高

黄瓜单株总干重；不同氮水平对黄瓜单株总干重有显

著影响。加温时，N1、N2 和 N3 水平的单株总干重

显著高于 N0水平，而 N1、N2和 N3之间无显著差

异。不加温时，仅 N2 水平单株总干重显著高于 N0

水平，N1、N3与 N0无显著差异。 

2.2  黄瓜单株产量统计 

由图 3可知，相同氮水平下(N0 ~ N3)，加温处 

表 1  各处理黄瓜生长势指标 
Table 1  Growth parameters of cucumber at different treatments 

温度处理 氮肥处理 株高(cm) 茎粗(mm) 叶面积(cm2) 

T1 N0 76.58  6.58 bA 5.97  0.27 aB 211.75  16.47 aA 

 N1 88.69  6.30 aA 5.94  0.30 aB 195.05  20.60 aB 

 N2 85.26  6.50 abB 6.09  0.28 aB 208.72  16.15 aA 

 N3 84.04  1.58 abB 5.70  0.28 aB 202.18  19.28 aB 

T2 N0 84.74  2.43 bA 6.62  0.28 abA 225.79  19.72 bA 

 N1 96.05  2.39 aA 6.58  0.26 bA 254.56  19.03 aA 

 N2 94.79  3.52 aA 7.00  0.15 aA 232.39  15.96 bA 

 N3 95.58  3.12 aA 6.87  0.28 abA 237.63  12.45 abA 

注：表中同列数据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同一根区温度下，不同氮水平间差异显著(P<0.05)；同列数据大写字母不同表示同一氮水平下，

不同根区温度间差异显著(P<0.05)，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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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同一根区温度下，不同氮水平间差异显著

(P<0.05)；大写字母不同表示同一氮水平下，不同根区温度间差

异显著(P<0.05)，下图同) 

图 2  不同根区温度和氮肥用量对单株总干重的影响 
Fig. 2  Effects of different root zone temperatures and N fertilizer 

rates on total dry matter of cucumber 

 

图 3  施氮量与黄瓜单株产量之间的关系曲线 
Fig. 3  Relation curves between nitrogen application and cucumber 

yield per plant 
 

理的黄瓜单株产量比不加温处理分别增加 78.99%、

120.48%、126.77% 和 105.56%。不加温时，随着氮

肥用量增加，黄瓜单株产量无显著差异；加温时，

N1、N2和N3黄瓜单株产量较N0分别提高了 35.22%、

39.62% 和 23.58%。 

对黄瓜单株产量和氮肥用量回归分析表明：加温 

时，回归方程达到显著水平(sig.= 0.005)，不加温时

回归方程未达到显著水平(sig.= 0.178)。因此，加温

条件下黄瓜对肥料敏感，施肥有效。 

2.3  单株总氮吸收和氮肥利用率分析 

由图 4知，加温处理单株总氮吸收显著高于不加

温处理。加温时，单株总氮吸收随氮肥用量增加而显

著增加；不加温时，单株总氮吸收先随氮肥用量增加

(N0 ~ N2)而增加，再随氮肥用量增加(N2 ~ N3)而显

著降低。 

 

图 4  根区温度和氮肥用量对单株总氮吸收的影响 
Fig. 4  Effects of different root zone temperatures and N fertilizer 

rates on total N uptake per plant 
 

表 2表明，与不加温相比，加温处理显著提高了

氮肥表观利用率和氮肥农学利用率，降低了土壤氮素

依存率。两不同根区温度下，氮肥农学利用率均表现

为随氮肥用量增加呈下降趋势。 

2.4  根区温度和氮肥用量对黄瓜生长各指标的影响 

通过双因素方差分析表明(表 3)，根区温度对黄

瓜株高、茎粗、叶面积、单株总干重、单株产量、单

株总氮吸收均有显著影响。而氮肥用量对茎粗、叶面

积没有影响。根区温度和氮肥用量的互作效应对叶面

积、单株总干重、单株产量和单株总氮吸收的影响显

著，对株高和茎粗影响不显著。 

表 2  不同根区温度和氮肥用量的氮肥利用率 
Table 2  Nitrogen use efficiencies at different root zone temperatures and N fertilizer rates 

温度处理 氮肥处理 氮肥表观利用率(%) 氮肥农学利用率 (kg/kg) 土壤氮素依存率(%) 

T1 N0 – – – 

 N1 20.84 cB 4.74 aB 82.89 aA 

 N2 41.64 aB 3.71 abB 64.45 cA 

 N3 26.71 bB 2.21 bB 69.34 bA 

T2 N0 – – – 

 N1 57.09 aA 30.60 aA 67.82 aB 

 N2 54.34 aA 25.81 aA 62.36 bA 

 N3 54.42 aA 12.29 bA 56.98 cB 



第 5期 薛  鹤等：根区温度对黄瓜生长、产量及氮肥利用率的影响 845 

 

 

表 3  根区温度和氮肥用量对黄瓜生长各指标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root zone temperatures and N fertilizer 

rates on each growth index of cucumber 

F值 指标 

根区温度 氮肥用量 根区温度×氮肥用量

株高 34.56** 11.04** 0.34 

茎粗 73.70** 1.86 1.63 

叶面积 47.50** 0.30 4.16* 

单株总干重 516.35** 21.13** 8.01** 

单株产量 242.03** 5.22** 3.78 * 

单株总氮吸收 592.93** 312.03** 39.16** 

注：* 表示影响达到 P＜0.05 显著水平，** 表示影响达到

P＜0.01显著水平。 

3  结论与讨论 

冬春季节设施栽培中，提高根区温度对作物生长

有显著促进作用。Lee等[12]研究表明低根区温度(12  ℃

和 16 )℃ 显著抑制黄瓜干物质积累。本研究表明，根

区温度的提高显著增加了黄瓜的株高、茎粗和叶面

积。与根区不加温相比，加温处理的黄瓜单株总干重

和单株总氮吸收分别增加了 57.35% 和 32.05%。其

可能原因是温度升高促进了土壤有机质矿化，同时土

壤中一些盐类溶解度增大[13]；温度升高增强土壤脲

酶活性，使更多的有机氮转化为有效氮，从而被植物

吸收利用[9]。另一方面，土壤温度升高使作物根系代

谢活动加快，细胞分裂素合成增多，从而增加作物根

长和根系干物重，增强根系活力，进而改善了根系向

地上部供应水分和养分的能力[14–18]。  

在相同氮水平下，加温处理的黄瓜单株产量显著

高于不加温处理，并且加温时 N0处理黄瓜单株产量

显著高于不加温时所有氮处理。不加温时，黄瓜单株

产量随氮肥用量增加无显著差异。因此，冬季设施栽

培中，低的根区温度是限制作物产量的重要因素。根

区温度过低，增加氮肥用量也不能提高作物产量。

Yan等[19]研究指出，在低营养液温度时(10 )℃ ，提高

养分浓度对黄瓜幼苗总干重累积无促进作用；卜玉山

等[12]研究表明，提高根区温度使玉米产量提高了约

15%，本研究结果与此一致。其可能原因是根区温度

提高促进作物营养生长，而果实形成与营养器官长势

有一定正相关关系，高生物量的根系和茎叶为果实形

成提供了充足的同化物。加温条件下，黄瓜最高单株

产量对应的施氮量是 0.203 g/盆。施氮量为 0 ~ 0.203 g/

盆时，黄瓜单株产量随氮肥用量增加而呈上升趋势；

氮肥用量高于 0.203 g/盆时，黄瓜单株产量随氮肥用

量增加而下降。因此，设施栽培中不能盲目增施氮肥，

改善根区温度同样能保证蔬菜稳产。 

本试验中，根区加温处理氮肥表观利用率显著高

于不加温处理。一般来说，氮肥同等投入，氮肥表观

利用率愈高，施用氮肥肥效愈好。随着土壤和环境养

分供应量增多、化肥增产效益下降，已不能简单通过

氮肥表观利用率来表征氮肥的施用效果[20-21]，需借助

氮肥农学利用率和土壤氮素依存率等指标来综合评

价氮肥肥效。与不加温相比，加温处理的氮肥农学利

用率显著增加。土壤氮素依存率反映了土壤氮对作物

氮营养的贡献率。本研究表明，相同氮水平下，根区

加温处理土壤氮素依存率显著降低，说明黄瓜对土壤

氮的依存性减弱，而对肥料氮的依赖性增强。 

综上所述，冬春季节设施栽培中，调控根区温度，

一方面可以通过影响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而改

善土壤养分有效性；另一方面可直接影响根系生长，

进而影响根系活力，改善其向地上部运输水分和养分

的能力。因此，设施栽培中不应通过盲目增施氮肥来

获得蔬菜高产，更应考虑土壤环境因素。改善根区

温度，能够促进作物对养分的高效利用，进而减少

化肥投入。增温减氮既可保证蔬菜产量，又可减少

施肥成本，同时还能避免化肥过量施用带来的环境

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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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Root Zone Temperature on Cucumber Growth,  
Yield and Nitrogen Use Efficiency 

XUE He1, 2, DUAN Zeng-qiang1*, DONG Jin-long1, 2, WANG Ai-hua1, 2, LI Xun1, XING Peng3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oil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stitute of Soil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njing  
210008,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Lim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njing  210008, China) 

 

Abstract: A pot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root-zone temperature (RZT) and N fertilizer rate on 

cucumber growth, yield, N uptake and N use efficiency. Two levels of RZT (12  and 20 ) and ℃ ℃ four levels of N fertilizer (0, 96, 

128,160 mg/kg) were design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ucumber yield, N apparent utilization and N agronomic efficiency of 

20℃-RZT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12℃-RZT in all specific N fertilizer conditions. Cucumber yields per plant of 

20℃-RZT were 78.99%, 120.5%, 126.8% and 105.6% higher than those of 12℃-RZT in all N level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ucumber yield per plant without heating when increasing N fertilizer rate. As a contrast, total N absorption per plant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hen increasing N fertilizer rate under 20℃-RZT. Therefore, the RZT and N fertilizer rate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cucumber growth, yield and N absorption. Raising RZT was more effective than increasing N fertilizer rate in 

promoting cucumber growth and N use efficiency. High RZT can promote nutrient use. As a result, reducing N fertilizer 

rate and increasing the RZT can not only achieve high yield, but also avoid the potential harmness caused by the overuse of 

fertilizers. 

Key words: Cucumber; Root zone temperature; Nitrogen fertilizer; Yield per plant; Nitrogen use efficien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