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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竹鑫枝叶片营养元素适宜含纽的研究

王仁现 庄伊美 谢志南 陈丽城 李来荣
( 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 )

摘 耍 本研究旨在探讨福建荔枝最重要品种兰竹的叶片营养元素适宜含量
。

统计分析表明
.

不同地点
、

年份对同一品种叶片元素含量存在明显的差异 ; 荔枝叶片含氮量变异系数最 小
,

并 按

磷
、

镁
、

钙
、

钾依次增大
.

本研究初步提出的丰产兰竹荔枝秋梢叶片营养元素适宜含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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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指标可供荔枝营养诊断指导施肥 之

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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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荔枝是我国名贵的亚热带果树
。

长期以来
,

由于诸多因素导致其产量尚低
,

产供矛盾愈

益突 出
。

实践证明
,

粗放的果园土壤管理是当今荔枝低产的重要原因之一 【’ l
,

其 中
,

合 理

施肥的环节更显得薄弱
。

因此
,

科学施肥则成为实现荔枝高产稳产优质的关键措施
。

营养诊断指导施肥
,

巳在柑桔等果树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应用 〔’ 1
,

并取得明显的 经 济

效益
。

然而
,

荔枝尚缺乏这方面的系统研究
,

确定其营养指标的基本工作
,

也罕见报道 [ 吕 ]
。

为此
,

作者于 1 9 8 5一 1 9 8 6年
,

针对福建荔枝栽培面积最大的品种 (兰竹 )
,

在福建南部荔枝主

产县
、

市的代表性丰产园
,

进行了叶片分析
。

试图探明丰产荔枝叶片的适宜营养水平
,

为制

订荔枝果园合理的施肥提供依据
。

材 料 与 方 法

( 一 ) 供试 - . 本研究在福建南部南亚热带的荔枝主产区进行
,

选定漳州 ( 林下 )
、

南靖 ( 草坂 )
、

平和 ( 联星 ) 三个县
、

市的丰产荔枝园
,

立地条件均系低丘赤红壤
·

品种
:

兰竹 , 树龄
:

20 一初年 ( 高压树 )
。

正常年份株产为 50 一 75 公斤
。

进行采叶分析
。

测定其主

要营养元素的含量
。

( 二 ) 叶片采祥与分析 在三县
、

市的三片果园中
,

分别选有代表性植株 30 株 进 行 采

样
·

采样期 , 8 5年 12月及 1 9 86 年 12月
。

于 树 冠 外 围 中 部 各 向
,

采集充分成熟的 3 一 5 月

龄秋梢顶部第 2 复叶的第 2 一 3 对小叶
。

各株分别采 40 片为一样品
,

各园地样品 均 为 30 个

( 即 3 0 n )
。

叶样经洗净
、

烘干
、

粉碎
、

过筛
,

并贮于磨口玻璃瓶中待倒
。
测定方法卜氮用改良式凯

氏定氮法 , 磷用饥钥黄比色法 , 钾用火焰光度计测定 ( 以上三元素待测液系采用硫 酸
“
过 氧

本研究承许荣义
、

杨晋安
、

吴可红
,

叶季波等同志协助采样
,

陈丽文同志协助分析
,

均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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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氢一次消化 ), 钙
、

镁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测定 ( 待测液系采用硝酸
一

高氯酸消化 )
。

( 三 ) 统计方法 两年各园地的叶片元素含量测定值
,

采用方差分析 ( 邓肯氏新复极差

测验法 ) 进行比较
。

以表示不同地点
、

年份叶片各常量元素含量范围
、

平均值
、

标准差及变

异系数 , 以确定各元素含最的适宜范围
。

结 果 与 分 析

、

不同地点丰产兰竹落技叶片元素含 , 的比较

通过对三县
、

市兰竹荔枝丰产园
,

1 9 8 5及 1 9 8 6两年的 1 80 个秋梢叶样的统计分 析
,

得 出

各地各年的叶片常量元素含量平均值
。
并对各年三个地点叶片元素含量间进行差异显著性测

定
,

结果 见表 1
。

表 1 不同地点丰产兰竹荔枝叶片常最元素含盆比较 (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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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各元素含 t 平均值
,

系根据邓肯氏新复极差测验
,

注有不同英文字母者
,

表示达 已%显著水准
。

表 1 表明
,

丰产兰竹荔枝叶片各元素
,

两个年份中的三个地点之间大多数存在着显著的

差异
。

钾
、

钙两个元素含量
,

两年三个地点之间均一致呈现显著差异 ; 氮
、

镁含量
,

两年 中

的一年三个地点间存在显著差异
,

而其他一年有两个地点何差异不显著
, 叶片磷素含量

,

两

年均有一个地点与两个地点间差异显著
,

而其中的两个地点间差异不显著
。

上述三地立地条件虽同属南亚热带赤红壤丘陵缓坡地
,

且树龄也较相近
,

但因外界环境

( 包括人为管理 ) 及树体等因素不尽一致
,

因此
,

不同地点秋梢叶片元素含量则存在着显著

的差异
。

这个趋势与 E二b l e ot n
等 〔` ,对影响柑桔叶片元素含量因素的见解相似

。

为此
,

作者

认为
,

要确定一个适宜的营养指标范围
,

即使是同一品种
,

也应进行多点多株的采叶分析
,

才能反映出在较大地区范围内该品种叶片的营养状况
。

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该 品种叶片适宜

营养范围
,

也才能更准确地应用子指导合理施肥
。

1 9 8 5年
,
作者 汇“ l 曾就橄柑丰产园营 养 指

标进行过类似的研究
。

本研究再次证明
,

在较大范围内的单一品种
,

采用单点的叶片分析来

确定其营养指标是不适宜的
。

例如
,

本 试验中漳州点的叶片含钾量平均值为 .0 54 8一 0
.

6 92 %

( 1 98 6及 1 9 8 6年 )
,

其含量明显低于其他两点
。

因此
,

在确定其叶片适宜营养范围时
, 则应

参考各点的平均数值
,

特别 注意某些数值过低或过 高的情况
,
综合各种状况 进行 判 断

。

这

样
,

所提出的叶片适宜营养指标才较合适
。

二
、

不网年份丰产兰竹鹅技叶片元众含 . 的比较

作者对三个地点兰竹荔枝叶片养分含量的不 同年份间 ( 1 9 8 5及 1 9 8 6年 ) 差异显著性进行

检测
,

结果如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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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地点各元素含盆平均值
,

系根据邓肯氏新复极差测验
,

有不同英文字母者
,

表示达 5 %显著水准
。

通过方差分析 ( 表 2 ) 表明
,

除了漳州点的叶片含镁量及平和点的叶片含钙
、

镁量外
,

其余各点的叶片所有养分含量
,

年份间均呈现出显著的差异
。

这种明显的差异趋势与各年多

种因素 (气候条件
、

土壤管理
、

结果状况等 ) 的不同有一定关系
。

作者对龙眼 I ’ 〕及柑桔 I ’ j ,

以及 E m b l e ot 。 等对柑桔的研究也证实这个论点
。

由于不同年份的这些因素有所差异
,

并直

接影 响着树体养分的牢肖长动态
,

其结果势必表现在叶片养分分析值上的差 异
。

因此
,

在确定

荔枝叶片适宜营养指标时
,

除了考虑地点上的差异外
,

也应注意 到 年 份 间 的 不 同
。

美 国

E扭 bl e
ot

n
等 I毛 1在柑桔营养诊断的研究中指出

: 叶片大量元素的含量年度间有差异
,

故采用

多年叶片分析数据比单一年份的数据更有助于作出正确的判断
。

鉴于本研究表 2 所证明的
,

同一地点荔枝叶片的各元素含量
,

年份间存在明显差异
,

因此
,

作者认为
,

确定荔枝同一品

种的元素含量适宜指标
,

也应有年份的重复
,
、

才能使所得适宜营养指标更为可靠
。

此外
,

由

于年度间叶片元素含量呈现显著差异
,

因此
,

使我们有理 由认为
,

在确定荔枝叶片各元素含

量适宜指标时
,

可使其具有一定的范围
。

那么
,

在营养诊断指导施肥的实践中
,

若能使叶片

各元素含量保持在适量范围内
,

.

上述此种差异的实际意义也就不大了
。

三
、

丰产蛋竹鹅技叶片 , 并元素的适宜范。

表 1及表 2的数值表明
,

不同地点
、

年份对同一品种荔枝叶片元素含量有较 明 显 的 差

异
,

因此
,

在确定适宜营养指标时
,

则应考虑这些因 素的影响
,

采用较为多点
、

多年的采样

分析
,

并把所得的大量分析值进行必要的数据统计
,

然后
,

使所确定的营养指标具有一定的

范围
,

以便于营养诊断的实际应用
。

基于这个观点
,

作者根据 1 9 8 5及 1 9 8 6年的 1 80 株 ( 次 ) 的叶片各元素分析值
,

统计 其 各

元素含量的平均道
、

标准差及变异系数
,

结果见表 3
。

统计分析 ( 表 3 ) 表明
:

分别从三个地点来看
,

其叶片含氮量的变化幅度最小 ( 变异系

数为 5
.

05 一 8
.

97 % )
,
叶片含磷量的变化幅度较大 ( 变异系数为 5

.

53 一 1 2
.

n % ) ; 叶 片 含

镁量的变化幅度更大 ( 变异系数为 9
.

25 一 28
.

“ 写 ) , 而叶片含钙
、

钾量的变化幅度最大 (其

变异系数分别为 1 2
.

58 一 32
.

09 %及 1 1
.

34 一 3 4
。

8 5% )
。

其变化趋势与作者对搔柑叶片分析的

结果 t` 〕颇为相似
。

若综合三个地点两年的分析值进行统计
,

则各元素含量的变异系数 明 显

增大
。

然而
,

其各元素变异系数的大小顺序仍与前者一致
,

表现为氮素 最 小
,

而 磷
、

镁 及

钙
、

钾素则依次增大 ( 见表 3 )
。

据此
,

作者认为
,

综合三地叶片各元素含量的变异系数显

著增大
,

与前巳述及的地点和年份间元素含量差异直接相关
。

因此
,

在确定适宜 营 养 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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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丰产兰竹荔枝叶片营养元素含量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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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为平均值 , S为标准差
,
C

o

V
。

为变异系数

时
,

应使各元素的含量具有一定的范围
。

由于许多因素均会影响到植株营养状况
,

因此
,

叶片适宜营养范围的确定
,

则需进行较

为大量的综合分析
,

表 4

使得在应用此项指标指导施肥时
,

更加合理和可靠
。

作者根 据 本 研 究

丰产兰竹荔技叶片元素含贵分布状况

适宜范围以下 适 宜 围 适宜范围以上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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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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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荔枝叶片分析值的分布状况 (表 4)
,

针对叶片各元素含量变异幅度的特点
,

划分出各

元素含量的适宜范围
。

这些范围系以占 6 个园次的 18 0株 ( 1 8 o n ) 分析值 的 73
.

9一 8 5
.

6 %来

划定的
。

划定适宜范围时
,

还去除所有园次中个别偏离较远的数值
,

以排除其他因素 ( 包括

大小年 ) 的可能影响
; 并注意到现今部分荔枝园偏施氮肥

,

忽视施用磷
、

钾等肥 料 的 状 况

( 例如
,

表 4 中含 N 量> 2
.

2% 占1 5
。

O% ; 含K 量 < 0
.

7% 占2 4
.

4%
,

分别被划为适宜范围以

上或以下 )
,

从而避免出现元素过量或缺 素的潜在可能性
, 同时还参考了有关荔枝叶片分析

的数值 [ ` 一 , 。 ,
。

表 6 丰产兰竹荔技叶片元素适宜含最中值及元素比值 作者还认为
,

为了使叶片分析临界值

李一李
了

…皿
一

…兰一…上阵…严
严}签早亨粤

中值
{
” ’ 5 。

…
。

`

’ 5 。

}
” 。 5。

}
。

`

5 5 。

{
。

’

2 3 。

日 {兀索比值 } l { ”
·

” 8 1”
·

5 7 } 0
·

” 0
1
。

·

1 2

适宜含量中值系由各年各点样品分析值统计所得
。

均比值为 1 : 0
。

0 8 : 0
.

5 7 : 0
.

3 0 : 0
.

1 2 ( 表 5 )
。

理的依据之一
。

更为完善
,

从树体营养元素相互平衡的角

度考虑
,

在确定多个元素含量适宜指标的

同时
,

还应注意各元素间的适宜 比值
。 飞

根

据本研究所确定的各元素含量适宜范围
,

统计出叶片氮
、

磷
、

钾
、

钙
、

镁含量的平

这个比值亦可作为评定叶片各元素分析值是否合

本文提出的兰竹荔枝叶片营养元素含量适宣范围尚属初步探讨
,

还有待进一 步 深 入 研

究
,

并逐步予以修订完善
,
以期为指导科学施肥提供更切合实际的参数

。

结 语

为提供荔枝营养诊断之参考
,

本研究针对福建荔枝最重要品种兰竹的叶片营养元素适宜

含量进行了初步探讨
。

( 一 ) 统计分析表明
,

不同地点
、

年份对同一品种荔枝叶片常量元素含量存在较为明显

的差异
。

作者认为
,

对于我国当今常被采纳
,

通过生产性果园调查采样分析
,

来确定叶片营

养诊断标准的途径
,

则需有多点
、

多年的采样分析
,

并通过对所得数据进行 综 合 分 析
、

处

理
,

使所确定的适宜营养指标具有一定的范围
,
以便在实践中应用

。

( 二 ) 统计分析还表明
,

兰竹荔枝叶片含氮量的变异系数 最 小 ( 8
.

70 一 1 1
.

4 1% )
,

并

按磷
、

镁
、

钙
、

钾依次增大
,

叶片含钙
、

钾量的变异系数最 大 ( 分 别 为 2 8
.

5 3一盯
.

01 %及

2 8
。
6 4一 3 5

.

0 7% )
。

据此
,

作者在确定叶片营养适宜范围时
,

注意到各元素含量变异特点
,

并考虑尽量排除某些因素的可能影响
,

使得所确定的指标较为合理
、

可靠
。

( 三 ) 本研究初步提出丰产兰竹荔枝叶片营养元素含量的适宜范围如下
: 氮 l

。

5一 2
.

2%
,

磷 0
.

12 一 0
。

18 %
,

钾 0
.

7一 1
.

4% , 钙 0
.

3一 0
.

8%及镁 0
.

18 一 0
.

38 %
。

其叶片氮
、

磷
、

钾
、

钙
、

镁的适宜比值为 1 : 0
.

08
: 。

.

57 : 0
.

30
: 0

.

1 2
。

上列指标可供指导荔枝合理施肥之参考
。

但 以 上

初步指标有待于今后进一步修订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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