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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水资源整体上短缺，农业生产又对水资源高度依赖，提高作物水分利用效率，已成为农业科学领域

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通过对耕作模式对土壤水分状况、作物生长和产量、水分利用效率研究进展的讨

论分析，研究得出耕作模式对土壤水分状况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土壤水分的保持、渗透和分布方面；对作

物生长和产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改变土壤环境、养分供应方式等方面；对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

在改善土壤通气性和渗透性、影响土壤水分状况等方面。未来的研究还应更加关注耕作模式与其他农业

生产因素的相互作用，通过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可以更全面地评估耕作模式对作物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为农业生产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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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generally short of water resource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s highly dependent on 
water resources. Improving crop water use efficienc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in 
the field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illage 
patterns on soil moisture status, crop growth and yield, and water use efficiency. It is found that 
the impact of tillage patterns on soil moisture statu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maintenance, infil-
tr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soil moisture; the impact on crop growth and yield is mainly reflected 
in changing soil environment, nutrient supply methods, and other aspects; the impact on water 
use efficiency is mainly reflected in improving soil aeration and permeability, and affecting soil 
moisture statu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als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illage 
patterns and othe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actors. By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ing these factors, 
the impact of tillage patterns on crop water use efficiency can be more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d, 
providing theoretical basis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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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范围内，水资源日益紧张，而农业生产又对水资源高度依赖[1]。因此，提高作物水分利用效

率，以更高效、更可持续的方式利用有限的水资源，已成为农业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耕作模式是

影响作物水分利用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的耕作模式可能导致不同的土壤水分状况、作物生长和产

量以及水分利用效率[2]。因此，研究耕作模式对作物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对于优化农业用水管理和提高

农业生产效益具有重要意义[3] [4]。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随着农业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新型的耕作模式逐渐被引入农业生产中。

这些耕作模式主要包括保护性耕作模式(如免耕、免耕秸秆覆盖等)和传统耕作模式(如翻耕、铧式犁耕作

等) [5] [6]。保护性耕作模式旨在减少土壤侵蚀、保持土壤水分和促进土壤微生物活动，从而提高土壤的

生产力和作物的水分利用效率[7]。传统耕作模式则注重通过翻耕和松土来改善土壤的通气和排水状况，

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和增加作物产量[8]。 
尽管这些新型的耕作模式在提高作物产量和水资源利用效率方面具有一定的潜力，但不同耕作模式

对作物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仍需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将综述耕作模式对作物水分利用效率影响的

研究进展，总结不同耕作模式的优缺点，并探讨未来研究趋势，为农业生产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2. 国内外研究进展 

2.1. 耕作模式对土壤水分状况的影响 

保护性耕作模式，如免耕和免耕秸秆覆盖，通常可以减少土壤侵蚀，保护土壤结构，减少水分的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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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从而提高土壤的水分保持能力。这些模式通过减少土壤表面的裸露面积，降低土壤水分的蒸发速率，

从而有助于保持土壤的湿度和水分含量。此外，免耕和免耕秸秆覆盖还有助于增加土壤的渗透率，减少

水分渗透的阻力，这有助于提高作物的水分利用效率[9]。传统耕作模式，如翻耕和铧式犁耕作，通过打

破土壤表层的硬壳，增加土壤的通气性和渗透性，从而有利于水分的垂直渗透和分布。然而，传统耕作

模式可能会导致土壤表面的松散和土壤结构的破坏，从而增加水分的蒸发和流失[10]。 
不同耕作模式对土壤水分状况的影响直接影响到作物的水分利用效率。保护性耕作模式通过保持土

壤水分和提高渗透率，有助于提高作物的水分利用效率。而传统耕作模式在改善土壤通气性的同时，也

可能会增加水分的蒸发和流失，从而影响作物的水分利用效率。在比较不同耕作模式对土壤水分状况的

影响时，需要考虑当地的气候条件、土壤类型和作物类型等因素[11]。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保护性耕作

模式可能更有利于保持土壤水分，提高作物的水分利用效率。而在降水充足、土壤湿润的地区，传统耕

作模式可能更有利于改善土壤通气性，促进作物的生长和发育[12]。 

2.2. 耕作模式对作物生长和产量的影响 

耕作模式对作物生长和产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作物的生长和发育依赖于适宜的土壤环境和营养

供给，而耕作模式可以通过改变土壤环境、养分供应方式等因素来影响作物的生长和产量。 
在作物生长方面，耕作模式对根系生长、株高、叶面积等生长指标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免耕和免耕

秸秆覆盖等保护性耕作模式可以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提高土壤的通气性和保水性，从而促进作物的

根系生长，增加根系数量和长度，提高根系活力[13]。此外，这些模式还可以提高作物的株高、叶面积等

生长指标，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发育。传统耕作模式如翻耕和铧式犁耕作等也可以改善土壤的通气性和渗

透性，促进作物的根系生长和发育，但相对于保护性耕作模式，其对作物生长的影响较小[14]。在作物产

量方面，不同耕作模式对作物产量的影响也有所不同。保护性耕作模式可以提高作物的抗旱能力和水分

利用效率，从而增加作物产量[15]。有研究表明，免耕秸秆覆盖的耕作模式在干旱条件下可以提高作物的

抗旱能力，减少干旱对作物生长的限制，从而提高作物产量[16]。此外，不同耕作模式对作物产量的影响

还与当地的土壤类型、气候条件、作物类型等因素有关。在某些条件下，传统耕作模式可能比保护性耕

作模式更能提高作物产量，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合的耕作模式。 

2.3. 耕作模式对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水分利用效率是指作物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通过吸收和利用水分所获得的收益与所消耗的水分总量

的比值。一般来说，作物的水分利用效率包括水分利用效率和水分生产效率两个方面的含义。水分利用

效率是指作物在单位用水量下所能获得的经济产量，而水分生产效率则是指作物在单位用水量下所能获

得的实际产量。 
不同耕作模式对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是复杂的，它们可以通过影响土壤水分状况、作物生长和发育、

土壤微生物活动等多个方面来影响水分利用效率。在灌溉条件下，耕作模式可以通过改善土壤的通气性

和渗透性来提高灌溉水的利用效率。例如，翻耕和铧式犁耕作等传统耕作模式可以使土壤颗粒变得松散，

提高土壤的通气性和渗透性，从而减少灌溉水的蒸发和流失[17]。此外，耕作模式还可以通过影响土壤水

分状况来提高降雨利用效率。保护性耕作模式可以减少土壤表面的裸露面积，降低土壤水分的蒸发速率，

从而有利于降雨的保持和利用[18]。影响水分利用效率的关键因素包括土壤类型、气候条件、作物类型、

灌溉方式和管理水平等。在实践中，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耕作模式和灌溉方式，以提高作

物的水分利用效率和产量。此外，为了提高水分利用效率，还需要加强水分管理，合理配置水资源，采

用节水灌溉技术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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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1) 耕作模式对土壤水分状况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土壤水分的保持、渗透和分布方面。不同耕作模式对

土壤水分状况的影响不同，从而影响到作物的水分利用效率。 
(2) 耕作模式对作物生长和产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改变土壤环境、养分供应方式等方面，这些影响最

终体现在作物的生长指标和产量上。 
(3) 耕作模式对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改善土壤通气性和渗透性、影响土壤水分状况等方

面。 

4.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4.1. 研究局限 

尽管已经有很多研究探讨了耕作模式对作物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但仍然存在一些研究局限和挑战。

首先，实验设计的多样性是影响研究结果可比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结论的局限性也影响了研究的可

靠性和影响力。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应用耕作模式对作物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未来研究需要克服上述局

限。 

4.2. 未来展望 

综上所述，尽管目前关于耕作模式对作物水分利用效率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面临许多挑

战和局限。未来需要加强合作、克服局限、关注发展趋势，以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的发展，为农业生产提

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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