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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型 自动洗根装置的研制及其应用

采样方法
:

挖一垂直剖面
,

以玉米秆为中心
,

2 c0 m 见方采土
,

每 1 c0 m 一层
,

到 l o oc m 为止
。

验证程序
:

用手选法获取数据 (各土层根干重 ) 之后将根用水湿润
,

然后将各土层根返 回原土层

土内并尽量使之保持原来的根系分布状态
,

再用洗根装置获取数据
,

同时记录两种方法各 自耗 费的

时间
,

以检验该装置的效果和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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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验证结果

1
.

可靠性检验
。

两种方法获取的各土层

根干重见表 1
。

相关分析结果
:

M s = 1
.

0 2 4 0 M e 一 0
.

0 0 6 0
, r = 0

.

9 9 9 9

各 重 复 偏 差 均 不 足 10 %
,

总 体 偏 差

1
.

9 6 %
,

尤其是根系主要分 布层 (0 一 2c0 m )

偏差仅 2
.

23 %
,

可见冲洗结果与手选结果十

分接近
,

两种方法结果相关系数趋近于 1
.

说

明冲洗结果同手选法
。

证明该冲洗装置是可

靠的
。

当然
,

用这种方法可对装置进行标定
,

通过标定方程对冲洗结果进一步订正
。

2
.

效率对 比
。

据记录概算
,

所有土层获得

净根的全过程
,

手选法需 1 5 h( 按 1 人计 )
.

冲

洗法需 7 h 3 o m il l ,

速度提高 1 倍
,

由于冲洗装

置 自动化程度高
,

实际需要时间更少
,

另外
.

手选法很伤眼睛
,

用冲洗装置洗根省时省力
。

该装置适宜沙壤至粘土的各种作物地
、

草地及林地细根分布层土样
。

四
、

结 语

根系测定是根系研究的重要工作
。

因此
,

根系获取的手段和方法 已成了这一研究的重要方面
。

笔者纵观国内外 已有的各种根系分离手段
、

方法
,

借鉴前人和实践研制了 自动洗根装置
,

它以力学

为依据
,

以高效
、

可行为其着眼点
,

既能因其水的循环利用节约大量用水
,

又能因其较高的 自动化程

度节约大量时间
,

同时具有轻便
、

易操作
、

易制作
、

成本低等优点
。

该装置可作为普及设备广泛用于

根系研究
,

它会有助于根系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

本装置以采集土样为前提
,

对于大工作量的根系调查最为适宜
。

但本装置所获根系包含死根在

内
,

死根与活根的分离除感观鉴别外
,

还需借助于浮选法
、

活体染 色法
、

放射性 同位素法等进一步区

分
。

另外
,

文中所及尺寸仅供参考
,

用户可按 比例放大或缩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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