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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R H IZ O SPH E R E 的内涵和

汉译名的讨论

李 阜 棣
(华中农业大学

,

4 3 0 0 7 0 )

D IS C U S S IO N O N CO N N O T A T IO N O F T E R M R H IZ O S PH E R E

A N D IT S C H IN E S E T R A N S L A T IO N

L i F u d i

(刀“a : ho n g A g r ie u ltu r a jUn ive r s i妙 4 30 0 7 0 )

关键词 根圈
,

汉译名

在 19 和 20 世纪之交 的前后 约二
、

三 十年间是 上壤微生物学发展 的黄金时代

(w ak sm an
,

19 52)[
‘”】

,

研究工作在多方面取得显著成果
,

并在一些领域继续深人
。

当时已

发现根系范围内的微生物对植物具有重要作用
。

慕尼黑大学土壤细菌学家和农学教授希

尔特勒于 1904 年首次采用 R hi zo sP her e 一词来描述受豆科植物根系影响的土壤区 (S 01 1

zo ne )
,

以强调这一区域中的微生物对植物营养和生长的密切关系 (H ll tne r
,

19 04) 【‘0]
。

后

来这一述语被广泛地应用于其它植物
。

但 R hi zo sP her e 的空间范围难以确切界定
,

随后

出现了 In n e r rh iz o sp h e r e 和 r o o t su rfa c e
等词

,

企图划定 R h iz o sp he r e
的界限

。

C la rk 弓I

人了 R h iz o p la n e 一词
,

它是指 R o o t su rfa c e 和同它紧密粘附的土粒
,

以区别 R hiz o sp h e re

的范围 (e la rk
,

19 49 )[
7]

。

很明显
,

R hiz o sp h e re 是指根系影响所及的土壤
,

而不包括根系

本身的任何部分
。

但 R hi zo b sP h盯e 的外沿究竟在何处 ? 斐多罗 夫和 别列 索娃认 为
R hi zo sP he re 是根表面向外伸展 10 毫米的土壤范围 (斐多罗夫

,

195 1) [5]
,

看起来这似乎是

把 R hi zo sP he re 的空 间具体化了
,

但此具体界 限并不妥当
,

在采集土样时
,

也无法操作
。

R hi zo sP he re 的实际范围是因条件不同而异的
。

它决定于植物种类
、

根系形态
、

土壤类型

和湿度等因素 (v
a n e u r a a n d K u n e ,

19 85 )l
’8]

。

在研究工作中人们难以将 R h iz o sp h e re 和

R h iz o p la n e 严格区分开
。

有人也将这两个区域统称为
“

根土界面
”

(R o o t一5 0 11 in te rfa e e
)

(C u rl a n d T ru e zo v e
,

29 86 )1
8 ]

。

70 年代出现了 E n d or h izo sP her e
一词

,

用来描述根组织内部
。

此词 的形成有一个过

程
。

D ar bys hi re 和 G rea ve s 于 19 7 3 年指出
,

由于根内微生物可能影响寄主植物的代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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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根的分泌作用
,

有理由认为将它们看成是 R hi zo sP her 。微生物的一部分l9]
。

ol d 和

N ic hol so n 于 1 9 7 5 年报道采用电镜观察的结果
,

发现了根皮层组织和 内皮层纹孔中有细

菌 ; 他们支持 将 R h iz o sp h e r e
的概念 引伸到包括 植物根 内组织 [ ’71

,

B a la n d re a u 和

K n o w le S 于 19 7 5 年首次使用 en d o rh iz o sp h e re 一词 [‘]
,

但他们未下定义
。

采用此词的第

一篇述评是 L yn e h 于 198 2 年发表的
。

L yn e h 在 1 9 9 0 年主编出版的 T h e R h iz o sp h e re
一

书 中对植 物 根 和 根 区 土壤 作 了 图解
,

又 增加 了 E ct or hi Zo sP her e 一词
。

他 认 为

E n d o rh iz o sp h e re 是根本身的各细胞层 : E e to rh iz o sp h e re 是围绕根系的土壤区域 :并保留

了 R h iz o sp la n e 一词 (指根表面 [‘5 ])
。

近来 K lo e pp er
等主张不用 R h iz o sp h er e 一词 (K lo e p p e r e t a l

. ,

199 2)
。

理由是这一

词首先存在语义学问题
,

因为
,

R h iz o sp h e re 本身是土壤生态位 (5 0 11 n ie h e )
,

前面加 e n d o

后
,

就字面而言
,

意思是同一土壤生态位的内部区域 (Int er io r
zo n e )

,

所以讲不通
。

这几

位学者还提出了废除 E n d or hi zo sP her e 的 4 条理由
。

并主张
,

当描述根系内部微生物时

可 以用
“

根内微生物
”

或
“

内生菌
”

等一些已存在的词语就可以了
,

但在发表研究报告时应

介绍具体方法[l 3]
。

K lo e p p er 等人对 E n d o rhiz o sp h e re 一词 的批评从语义学和 逻辑上而言
,

是有道理

的
。

但是随着研究工作的深人
,

许多研究结果都揭示出植物根内各个部位存在微生物的

普遍的现象
,

从皮层至中柱
,

腐生和寄生微生物都已发现
,

而且有的微生物从根外进人根

内部迁移到植物地上部分的组织和器官中 (Ja e o b s e r a l
. ,

198 5 ;
M isa g h i a n d D o n n d e lin g

,

19 90 )中【
’‘

,

‘21
。

所以根系本身和根土界面构成一个生态系统
。

据此
,

本文作者支持把

R h iz o sp h e re 的概念引伸包括根组织 : 同意继续保留 E n d o rh iz o sp h e re 一词
,

它是指表皮

向内直到 中柱 的全部 根 细胞层
。

而 E ct or hizo sP her e 一 词则相 当于 原来意 义 的

R h iz o sp h e re
,

它是从根表皮向外延伸的一个小范围
。

关于 R h iz o sp la n e
,

至今没有异议
。

在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中
,

有的术语在应用过程中发生演变
,

或扩大含义
,

或语义转化
,

是常

有的现象
。

我国学者对 R hi zo sP her c 用过几种译名
,

如
“

根围
” 、 “

根际
”

和
“

根圈
”

等
, “

根际
”

一词

在文献中出现较多
。

rhi zo 是希腊文
,

当它指植物地下部分时
,

英文的对应词是
“
r o ot

” ,

汉

语是
“

根
” ,

意思也简明不误
口

但 sP her e 一词的各种释义中都未涉及植物或土壤的某部

分
。

《英汉大词典》中 sP he re 作名词时有 9 种释义
,

其中第 6 种是
“

范围
、

领域
’,

[2]
。

因此按

字面讲把 R hi zo sP he re 释成根围
,

根际或根圈都不无不可
,

但是
,

当认识到根内外这一微

环境是一特定的生态系统时
,

则根圈和根际两词都不很贴切
。

《汉语大字典》中把
“

际
”

当空

间范围时
,

释义是
。

交界或靠边缘的地方
’,

川
。

所以
“

际
”

不能用来包括根外至根内这一空

间范围
,

根圈一词则较好地表达了其具体内涵
。

而且
,

sP her e 一词在生态学等一些学科中

现在都译为
·

圈
” ,

如大气圈 (A tm o sp h ere )
、

生物圈 (B io sp h er e
)

、

土壤圈 (p e d o sp h e re )和植

物圈 (Phytos p her e) 等
。

因此采用
“

根圈
”

一词是符合逻辑的
。

它也同描述植物其它部分

的一些术语相呼应
,

如叶圈 (Phyllo sp h er e )
、

萌发种子圈 (Sp e

rm
a to sp he r e )和 胚轴圈

(L ai m os Ph er e )[8]
。

当然
,

这些词用得不普遍
,

也不一定是规范化的术语
。

植物根圈及其微生物是当今土壤微生物学和农业化学等学科的活跃研究领域 (张福

锁
、

曹一平
,

19 92 : 李阜棣
,

199 3 : o
’

o a r a 。t a z
. ,

一9 9 4 )[
3

,

4
,

‘6 1
。

学术界对根圈内涵和方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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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讨论将有助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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