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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早区作物根域微集水种植技术研究进展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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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概述了我国旱作区作物根域微集水种植技术的增产机理与效果，在总结现有研究基础上，指出了目

前根域微集水种植技术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并提出针对该技术的完善与深化应加强其影响作物生产力机制及

水肥耦合机理方面的研究，科学评价在不同雨量区根域微集水种植的应用效果和水保效应，同时应进一步规范根

域微集水种植技术的相关技术标准和操作规程。作者认为该技术在深化试验研究与广泛示范的基础上，在旱农区

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是提高旱区降水资源化效率及作物增产的重要技术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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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早区农业比重很大的国家，旱区面

积约占国土陆地总面积的56％，其中半干旱偏旱

区、半干旱区、半湿润偏旱区是早作农业的主体区

域，在我国农业生产中占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u J。

早区旱作耕地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38％，雨水的

70％一80％以径流及土壤无效蒸发形式损失，仅有

20％一30％被作物利用，作物生产潜力由于水分的

限制衰减了67％。75％【2·3J。旱作农区年降水量为

250—600姗，降雨形式以小雨或暴雨为主【4J，降水
稀少且相对集中，年降水的60％多集中在7、8、9三

个月【5】，降雨年际及季节变率均较大，水资源严重短

缺，粮食生产水平低下，农业生产的主要制约因素表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水资源从数量上不能满足作物

需水量的要求，二是由于水资源年内时空分布极不

均匀，从时间上不能满足作物需水的要求。多年的

早农研究表明，该地区发展集水农业是一条重要的

技术途径。集水农业一方面注重集水、储水和补灌

技术的研究，另一方面更注重雨水就地富集利用技

术的研究。

农田根域微集水种植是集雨农业的一种技术模

式，该技术不但能够收集降雨所产生的地表径流，还

可以降低无效蒸发[‘，“n】，增加种植区土壤含水

量[t2]，同时可以显著地降低风蚀【1引，有效地减少表

面径流和土壤侵蚀[14]，显著提高肥料利用率【15,16]。

研究表明，该技术可显著促进年降雨量只有300 mm

的印度沙漠中树木的生长Ll利，可以增加小麦生物量

及籽粒产量，有效降低水分损耗，提高水分利用效

率【6’1引，还可以显著提高玉米和马铃薯的生产

力Is,to]，能增加作物根域土壤含水量，延长水分利用

期，还可提高园艺和森林植物的生产力【19瑚1；其种

植方式结合漫灌可以提高灌溉水利用效率，降低生

产成本[2tJ。由此可见，深入开展农田根域微集水种

植技术的研究对于提高旱作农田降水利用率、完善

集水种植技术、充分利用自然降水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本文是对旱区根域微集水种植技术近期研究的

概括和总结，可为该技术进一步完善和改进提供一

定的参考，并为其大田推广提供依据。

l根域微集水种植技术的概念及农田

水分调控的基本原理

农田根域微集水种植技术基于雨水就地利用的

理念，通过改变农田地表微地形，使降雨在农田内就

地实现空间再分配，最大限度地降低农田内的蒸发

面积，将有限的降水尽量保留和集中到沟内种植区，

达到雨水农田内富集利用的目的。微集水种植田

间、沟垄相间排列，垄上覆膜集雨，沟内种植作物，

“沟”与“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微集雨种

植作物水分环境系统，称为沟垄系统，是微集水种植

特有的内涵和农田水分调控方式，亦是其增进降水

生产潜力的关键所在122】。该系统水分调控作用如

图1所示，降落在垄面的雨水除了少部分留在垄面

外，多数形成径流汇集到沟中，连同沟中降雨共同入

渗，其主要部分形成下渗流，另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

形成侧渗流，因为土壤物理因素及作物根系因素，垄

下的水分可以形成逆流反补到沟中。棵间土壤蒸

发、作物蒸腾及垄面残留雨水的蒸发共同构成了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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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水种植农田水分的支出；同时，因垄面覆膜，侧渗

至垄下的土壤水分蒸发受到抑制。

注：(1)降落在垄面的雨水；(2)垄面形成的径流；(3)沟中的降

雨；(4)沟中形成的下渗流；(5)沟中部分水分向垄下的侧渗流；(6)垄

下部分水分向沟中的侧渗流；(7)棵问土壤蒸发；(8)作物蒸腾；(9)垄

面残留雨水的蒸发：Oo)垄下蒸发受到抑制的土壤水分。

Note：(1)Rainfall falling in the ridge；(2)Runoff forming in the

ridge；(3)Paint'all in the furrow；(4)Percolation forming in the furrow；

(5)Side seepage from funcw to tidse；(6)Side seepage hom ridge to fur-

row；(7)Soil evaporation ktw∞n trees；(8)Crop transpiration；(9)Rain·

fall evaporation residues in the ridge；(10)Soil moisture inhibited under the

ridge．

图1根域微集水种植农田水分调控图

Fig．1 The dia伊m of farmland water regulation 0f

water micro-cdlectlng farming

微集水种植田间的水分按运动特性的不同可分

为自然降水和土壤水两种。自然降水流动的方向是

由重力势较高的地方流向重力势较低的地方，遵从

该规律，降落到垄面上的雨水汇集成流，聚到沟内，

实现“雨量增值”。土壤水势差是土壤水运动的原动

力，土壤水在田间由土水势较高的位点向土水势较

低的位点运动，但其方向不定，具体情况为：(1)“沟

水”补给“垄水”。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特别是在降雨

人渗过程中，沟中“多余”的水分会向垄中侧渗，并因

地膜覆盖而存贮起来；(2)“垄水”反补“沟水”。即垄

下土壤水分通过水体运动或根系转移、补充沟内水

分的不足，同前种情形一样，这种反补作用对作物的

生长具有积极意义。反补作用存在的依据有：其一，

土壤物理因素，即土壤水由土水势高处向低处运动

的规律使然。在一定时期内，垄中土壤水势较沟内

高是可能的。如作物苗期连遇干旱，沟内土壤水分

因蒸发强烈而大量散失，但垄中则因地膜覆盖而水

分保持良好。根据土壤水分运动规律，此时，垄下的

土壤水分通过水体运动补给到沟内。但依相关研究

试验，这种补给作用相对较弱。其二，作物根系因

素。作物的根系能从处于湿润区域的土壤中吸取水

分并把水分转移到处于干燥区域的根部然后释放到

干土中，这种现象叫水分倒流[圳。水分倒流的原动

力仍是土壤水势差。如作物生育期内连遇干旱，沟

内土壤日趋“干化”而垄中则水分保持良好，那么“水

分倒流”现象就很可能发生。

微集水种植田间，由于作物根系多密集于沟内，

肥料也多集中施于此处，“水分倒流”不仅可以避免

处在沟内干土层的根干枯死亡，以便在下次降水湿

润沟土后迅速利用水分，而且也有利于利用沟内干

土层中的养分，这对增强作物的抗旱性，稳定产量尤

为重要，因而，在探讨微集水种植农田水分调控及增

产机理时，沟垄间这种特殊的水分关系也很重要。

2农田根域微集水种植技术的类型

在不同的旱农地区，农田根域微集水种植技术

的开发和设计因集水时间、种植模式、覆盖措施、技

术组合方式等的不同而呈现多样化的表现形

式[24-35f。近年来各地出现的与农田根域微集水栽

培有关的技术可作如下分类[36】：

A．按集水时间的不同，可分为休闲期集水保墒

技术和作物生育期集水保墒技术。

B．按种植模式的不同，可分为微集水单作和间

作套种技术。

C．按覆盖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一元覆盖微集水

种植技术(如“膜盖垄、不盖沟”及“膜盖垄、半盖沟”)

和二元覆盖微集水种植技术(如“膜盖垄，秸秆盖

沟”)。

D．按技术组合形式的不同，可分为微集水种植

单一技术和组合技术(如全程地膜覆盖高产栽培技

术及覆膜沟穴播集雨增产技术等)。

上述技术虽形式各异，但本质相同，均可概括为

通过以集雨、蓄水、保墒为核心内容的农田水分调控

实现作物稳产高产的田间集水农业技术。

3我国旱区根域微集水种植技术研究

进展

近年来，人们对田间沟垄微型集雨种植技术的

一些技术指标的研究日益增多，国内开展了许多研

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根域微集水种植产量效果研究

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内外集雨农业系统研

究的快速发展以及地表水的匮乏，地下水水位下降，

水质变坏，土壤的盐渍化和沙漠化等环境问题的加

剧，人们对雨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80年代后期，我国的旱农工作者在总结了国内外集

雨农业早期研究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在黄土高原

干旱半干旱旱作农区做了大量的试验，发现在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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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筑沟垄，垄上覆膜，通过改变田间微地形，可以有

效收集该区5ham以下微效降雨，使该区的微效降雨

资源化，发挥小雨量的叠加增值效应，缓解作物需水

期和降雨时间错位的矛盾，明显改善了作物需水状

况，最终使作物增产增收，该技术即为农田根域微集

水种植技术，有的资料上称为沟垄微集水种植或者

垄膜沟种微集水种植【3卜40]。

20世纪90年代，在半干旱偏旱区的很多研究

表明，根域微集水种植技术可以有效提高作物产量。

胡希远等在宁南半干旱偏旱区对糜子试验表明，该

技术可明显改善作物根际水分状况，显著促进作物

生长，并指出，该种植方式影响作物生产力和农田

水分效应大小与覆膜垄的宽度有关⋯。王俊鹏等
在宁南通过两年的定位试验研究表明，在60 em：60

cm和75 em：75 em两种沟垄比带型中种植的冬小

麦、春玉米、谷子、豌豆和糜子均表现出了较明显的

增产效应，并通过分析表明，根域微集水种植能够充

分利用土壤水分和当季降水，提高土地生产能

力【42-44]。同时，通过在定西半干旱地区雨养农业

区的定位试验表明：采用根域微集水种植技术，可

有效地改善土壤供水能力，促苗早发，提高小麦产量

和水分利用率。可使出苗提前2—6d，出苗率提高

11．0—17．9个百分点；土壤供水能力提高46．3％一

158．0％；使春小麦产量提高34．4％一58．8％；水分

利用率提高2．07—3．38 kg／(mm·hm2)【45撕J。王彩

绒等采用垄上覆膜集雨保墒、沟内种植的栽培方法，

在半湿润易旱的关中红油土上进行了冬小麦田问试

验，探讨覆膜集雨栽培对冬小麦产量及氮磷钾养分

携出量的影响。结果表明，覆膜集雨的增产效果明

显。覆膜条件下，高氮处理(225 kg／hm2)的生物产

量与籽粒产量比低氮处理(75 kg／hm：)分别增加15．

9％、22．6％；高氮高密度(280万株／hm2)条件下，覆

膜的生物产量与籽粒产量比不覆膜分别提高39．

5％、28．9％，其中，高氮低密度(230万株／hm2)(即高

氮宽垄覆膜集雨)处理的籽粒产量和生物产量最高，

产量可达7 898 kg／hm2，覆膜集雨种植可协调土壤水

分和养分的关系，促进了地上部的养分携出量，有

利于植株的协调生长，最终获得高产【47J。大田试验

表明，田间根域微集水与覆盖相结合技术可有效利

用膜垄的集水和沟覆盖的蓄水保墒功能，改变降雨

的时空分布，显著地提高降水利用率，特别是小雨的

利用率，可使玉米产量比传统平作提高44％一

1,43％【钾】。李志军等针对陇东旱作农业区年降水量

少、季节分布不均，特别是玉米生产中干旱和苗期

低温等问题．从改善旱地玉米生长环境和栽培条

件、提高降水利用率人手，将小垄沟集水和覆膜增

温保墒技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行了旱地玉米垄

沟周年覆膜栽培新模式试验研究。结果使早地玉米

水热条件明显改善，增产效果显著，是陇东早地玉

米自然降水高效利用，实现高产稳产的最佳栽培方

式[49]。而且微集水种植使作物增产的幅度大小与

降雨量有关[50一s4]。

近年来，农田根域微集水种植技术逐渐发展成

熟，并且在我国的北方旱区逐步进行推广，特别是在

一些主要粮食作物生产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在甘

肃省榆中县东部半干旱区的推广试验结果表明，旱

作玉米双垄全膜覆盖集雨沟播集成技术模式可使旱

地玉米平均单产比半膜覆盖增产30．4％，增加产值

2345．4元／hm2，小麦垄膜集雨集成技术模式可使旱

作小麦的平均产量比露地常规种植增产25．2％，增

加产值758．25元／hm：t55】。其中的一些研究也涉及

到了非粮食作物，比如，王丽萍等采用田间试验研究

了覆盖集水栽培措施对烟田土壤含水量、烤烟产量

及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其结果表明，垄下栽烟、垄

上覆盖地膜、烟行覆盖秸秆与传统的垄上栽烟方式

相比较，能显著增加烟株生长不同时期烟田0—100

em土层土壤贮水量和各土层土壤含水量，降低烟

田土壤水分蒸散量，提高烟叶产量、上等烟比例和水

分利用效率，是适宜于干旱地区烤烟生产的集水覆

盖栽培技术惭J。

我们不难看出，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和耕作栽

培实践的不断深入以及人们对传统耕作集水技术的

不断改进和创新，根域微集水种植技术必将成为缓

解旱区农作物需水与降水供需错位及生育期水分亏

缺状况的有效途径。

3．2根域微集水种植带型及集水效果研究

带型的优化设计是农田根域微集水种植技术开

发和研究中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不同垄沟形式将直

接影响沟中径流量和土壤水分状况。为此，胡希

远c57】、陶士珩【5引、刘正辉【圳等曾对其优化的方法进

行过一些探索。后来，在总结前人研究结果的基础

上，通过模拟试验和数学方法，在特定的气象、土壤

条件下，得出了一些有关微集水种植农田蓄水、保墒

效果与带型关系的经验性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宁南旱农区4县(同心、盐池、海原、固原)春谷子微

集水种植带型优化值。

较早时的研究认为，在雨水集流设计中，渗漏面

与集雨面之比通常在1：1【印】到1：6C61J之间。以后研

究表明，产生最佳集雨效果的渗漏面与集雨面之比

与气候条件、土壤状况和作物水分需求有关[621；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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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ng[4】通过对沟垄微集水系统中沟(渗漏面)垄

(集雨面)比的研究表明，在年降雨量分别为300、400

和500 mill的地区，玉米和冬小麦最适合的沟垄比可

能分别是1：1，1：2和1：4；300 mill降雨量地区，最佳

的沟垄比可能是l：3；黄土高原适合作物生产最有

效的垄尺寸为60 cm。

近几年，在我国微集水种植技术带型的优化和

集水效果一直是该研究领域的热点。王琦等于

2001—2002年在兰州大学干旱农业生态榆中试验

站．采用平均产流率法分析了不同垄型对集水面集

水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膜垄的平均集水效率为

90．0％，土垄的平均集水效率为16．8％；并通过对不

同带型下的马铃薯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对比，进行

直线回归分析，提出当沟垄比为60 cm：40 cln时马

铃薯产量的期望值可以达到最大。在半干旱地区膜

垄种植马铃薯最佳沟垄比为60 cm：40 cm[63,64 J，通

过对膜垄和土垄的降雨量和径流量进行直线回归分

析，提出粘土夯实集雨垄临界产流降雨量为2．83

I啪，产流后的平均集水效率为24．6％，地膜覆盖集
雨垄临界产流降雨量为0．23姗，产流后的平均集
水效率为91．1％[硎。而u等[酯】研究表明，根域微

集水种植中，覆膜垄的年平均径流效率(径流量／降

雨量)为87％，并结合数学方法，得出膜垄能产生径

流的最小降雨量为0．8 toni，不覆膜垄的年径流效率

只有7％。孙玉泉等通过设计不同垄上覆盖材料和

不同垄沟比试验，发现覆膜垄沟的临界产流降雨量

约为不覆膜垄沟的1／10，覆膜垄沟与土垄的平均径

流效率分别在45％。70％与5％。6％之间变化【训。

丁瑞霞等在宁南旱区对不同带型(沟：垄分为30 cm

：30 cm、45 cm：45 cm、60 em：60 cm、75 cm：75 cm)沟

垄集水种植条件下谷子边际效应的研究表明，随着

沟和垄的宽度变大，不同带型谷子的边行优势增强，

产量边际效应指数和边际效应均增大，边行的增产

作用呈上升趋势；而中行的增产作用呈下降趋

势[刚。

3．3关于根域微集水种植影响作物生产力与降雨

量关系的探索

关于根域微集水种植适宜区域的研究显示，适

于雨水集流的区域标准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与降

雨特征、地表组成(下垫面状况)、缺水程度等有关，

即使在干旱地区也可以发展雨水集流，该技术对于

缺乏灌溉和灌溉成本高的干旱半干旱区非常适

用[8，国·删。Pacey＆Cullis[71】指出在冬季降雨区(例

如以色列Negev荒漠区)，适合于雨水集流的最低年

平均降雨量为100 nun；在热带夏季降雨区，适合于

雨水集流的最低年平均降雨量为150 mill。Boers

等[72】指出，微集雨推广的地区，年降雨量应当至少

在250 ml'n左右。可见年平均降雨100 n吼地区可作

为雨水集流的最低年均降雨量下限。尽管如此，从

资源利用的有效性和经济的可行性角度考虑，年平

均降雨量在250 mill以上的半干旱地区(包括半湿润

易旱区)，属最适宜发展集雨农业的地区【73J。近几

年，在人工模拟条件下对该问题进行了探索，得出了

一些经验性的结论[74,75】，但是，微集水种植作为雨

水集流的一种重要方式，关于其作物生育期雨量与

生产力关系及其适宜范围的研究尚不多见。

4存在问题

作物根域微集水种植技术作为调控旱区水分亏

缺的农作物栽培模式，取决于区域自然降水量、农作

物种类等。微集水的垄上集雨、沟中种植的模式对

于栽培小株作物减少了播种面积，在降雨极其偏少，

甚至无雨可集，投资无法回收的条件下，无法补偿由

于种植面积减少引起的农作物减产；在降雨比较充

沛的地区，水分亏缺不再是限制农作物生长的因子，

采用微集水种植的必要性则会消失。然而，关于此

种植方式对同一年际不同降雨量地区作物生产力影

响的横向比较研究却很少见，关于该种植方式影响

作物生产力形成机制也没有比较系统的阐述，而此

方面的研究不仅为确定合理的微集水种植模式提供

一定的理论依据，而且还可为该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提供重要参考。

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当前的研究重点主

要集中在对沟垄微集雨系统本身技术指标(比如垄

的集水效率、最佳沟垄比的确定及其和覆盖措施相

结合的集水节水系统等)以及对作物产量、土壤水、

温、肥影响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结果，

但仍有很多问题亟待进一步研究：

(1)过去对雨水集流所适宜的年降雨量范围是

否也同样适合于沟垄系统种植作物，对某种具体作

物而言，是否有最适宜的生育期雨量范围，这方面的

研究相对较少。因此，以前所获得的结果是否具有

普遍性，需进一步确证。

(2)降雨量的多少是微集水种植技术采用与否

的关键，也是不同生态类型区微集水种植模拟优化

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不同雨量区微集水种植效果

对比以及种植模式的确定，对明确该模式的推广区

域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然而，过去的研究主要侧

重于一种或类似降雨量下作物增产效应的研究。得

出的结果也比较单一，没有对不同雨量梯度下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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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产效应进行比较，今后应加强不同雨量区微集水

种植影响作物生产力机制方面的对比研究，为不同

降雨量生态类型区微集水推广模式的优化提供理论

指导。

(3)水、肥为农作物生产的基本物质条件，对解

决旱区农业生产问题来说，不能单一笼统地强调某

一方面的重要性，应该考虑水肥之间的相互作用，努

力实现以水促肥，以肥提水的重要目标，对于微集水

种植亦是如此。然而，近年来，对于微集水种植水肥

互作的研究还不多见，特别是不同雨量区根域微集

水种植使作物增产的水肥耦合机制还不明确。

(4)技术标准和操作规程是一项技术从试验走

向成熟推广的技术性标志，从农田微集水种植技术

提出至今，已有多年的历史，并且在北方黄土高原一

些地区已经逐步推广，然而关于该种植技术的一些

关键的技术指标和相应的操作规程至今也没有比较

完善的表述，所以，根据现有的研究基础和成果，制

定相应的操作规程和标准指导农民进行科学的农事

操作，对该项技术的大面积推广意义重大，这是当前

农业标准化生产和该项技术被合理使用的保证。

(5)农田根域微集水种植技术通过农田就地集

雨、半覆盖保护性耕作，以提高早地生产力水平为主

要目的，兼顾早作节水农业的生态环境效应，抑制田

间无效蒸发，以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旱区有限的自

然降水，提高农田水分利用效率，有效控制水土流

失，促进旱作生态型集雨节水农业的发展为主旨。

因此，进行农田微集水种植模式的“集水一防蚀一抑

蒸”一体化系统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在今后

的研究中，该方面研究应予以重视，研究结果将为半

干旱地区微集水种植对控制区域水土流失、环境保

护提供一定的依据。

5根域微集水种植技术发展前景展望

在我国半干旱旱作农业区，降水稀少且相对集

中，0。10 inl,n的无、微效降雨居多，降雨年际及季节

分配不均且变率较大，主要作物全生育期的农田水

分满足率仅80％左右，水资源严重短缺，干旱严重，

粮食生产水平低下。然而，该区有限的降水并未被

农作物充分利用，目前尚有很大部分的降水潜力未

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l】。所以，提高早农区降水资

源利用率成为该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农

田微集水种植技术，在田问构筑沟垄相间的微地形，

并人工辅助以覆盖设施，将水保措施与集水技术有

效结合，使降雨在农田内就地实现空间再分配，使无

效或微效降雨充分有效化，最大限度地降低农田内

的蒸发面积，将有限的降水尽量保留和集中到沟内

种植区，供农作物生长发育之需，可使作物供水状况

得到显著改善，达到提高降水资源利用率和农田水

分利用效率的目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集水农业思想的

确立，根域微集水种植技术在我国旱农区传统栽培

耕作集水技术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和完善，取得了很

大的发展，显著提高了旱农区农业生产力。同时，随

着全球变暖与干旱化加剧，雨水利用已成为全球21

世纪的研究热点。农田微集水保水关键技术研究项

目已列为国家“十一五”旱地农业支撑计划项目的重

要内容，在宁夏、陕西、甘肃等地开展示范模式研究。

并且随着研究手段的不断改进和人们认识的不断提

高，旱地根域微集水种植模式必将被人们不断补充

并完善，在将来会得到更深入的研究、示范并推广，

为缓解我国旱区农业水分匮缺问题提供重要的技术

保障。在此背景下，创建适合不同生态类型区的农

田根域微集水种植模式也成为现代旱地农业发展的

客观要求。

总之，在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以降水资源化与

高效利用为突破口，兼顾生态环境的保护，通过“集

雨一防蚀一抑蒸”一体化微集水种植技术的研究，发

展旱区节水型生态农业，是我国旱区农业生产中亟

需解决的重大课题，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可以预见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研究方法的改

进和交叉学科的发展，微集水种植的研究内容会不

断深入，微集水种植模式也会日趋完善，根域微集水

种植体系也会向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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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root-zone water

micro—collecting farming for crop in arid region of China

REN Xiao—long，JIA Zhi-kuan’，D矾G Rui·xia，HAN Qing-fang

(Research Center ofD，删Farming in Arid and Semiarid Areas，Northwest A＆F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Crop Production and Ecology in砂廊，ld，Ministry of Agr妇血跚，y口咖，Shaanxi 712100。Ch／na)

Abstract：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is made on the yield·-increasing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crop root—·zone water

micro—collecting farming in arid regions of China．Based on existing research，there still existed a number of issues in the

current root-zone water micro—collecting farming technology research so the studies on improv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technology’8 impact on crop productivity and water and fertilizer coupling mechanism were put forward．Moreover，we

should make a scientific evaluation on the effect of application and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of root—zone water micro-

collecting farming under different rainfall．And it is important to further standardize the related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procedures of root—zone water micro—collecting farming．On the basis of further experimental study and extensive demon·

stration，we concluded that the technology would be very widely used in arid areas，which would be all important way of

improving resource efficiency for precipitation and increasing crop yield in arid areas．

Keywords：root-zorte water micro-collecting fanning；reasearch status；developing prospects；dryland farming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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