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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扭饲 核桃 , 采叶时间 , 营养指标

树体营养指标的确定是通过叶分析来实现的
。

对此
,

有关学者认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是采叶时间
。

叶分析的结果能否用于树体营养诊断
,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取样时间
、

部位所决

定的 I’1
。

因为叶片中营养元素含量在年周期中变化很大内
。

关于采叶的最佳时间众说 不 一
,

美国有人提出在盛花后6 ~ 8周采样[ ‘1 ,

还有人提出在 7~ 8月初 I‘]
。

在我国一般在年生长稳定

时期即 7
、

8 月采叶来确定树体营养元素的含量
,

一致认为要采生理成熟的叶子 〔’
, 3 1。 对 经

济林木来说
,

它的产量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树体营养的累积
。

为了使树体的营养水平

数量化
、

指标化
,

更具有科学性
,

以便能指导实践
,

所以必须解决采叶的时间问题
。

1 试验区自然条件

试验地设在山西省祁县核桃良种场内
,

地处吕梁山东麓
。

年平均气温为9
.

8 ℃
,

最高气

温为3 5
。

7 ℃
,

最低为 一 2 4
.

9 ℃
,

年降水量4 4 9 m m
,

无霜期 17 9天
,

日照时数 2 5 9 7
。

s h
,

年

平均风速为2
。

3 m/ So

试验地基本为平地
,

土壤类型为褐土
,

土壤质地为中或轻壤土
。

全 N 含量为。
.

04 %
,

速

效 P为6
.

4 PPm
,

速效K 为7 0 PPm
,

有机质为0
.

5 %
,

PH S
.

o ~ 9
。

o
。

2
。

1

试验材料和方法

材料

树龄砧木为 17 年生
,

经高截换头后定名为7 42 号品种
。

树木生长一般
,

结 实量 平 均。
。

5

k g 左右
。

2
.

2 研究方法

对生长正常的树体进行不同的施肥试验
,

找出产量最高的施肥量
,

即为树体最适宜的营

养含t
。

田间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

单株为一小区进行施肥处理
,

每一种元素设 4 个处理
,

每

个处理 4 次重复
。

N 处理分别 为
:
对 照 ( I )

、

2 5 0 9 /株( l )
、

7 5 0 9 /株(皿 )
、

1 5 0 0 9 / 株

(万)
。

P处理分别为
:
对照 ( I )

、

2 5 0 0 9 /株 (l )
、

5 0 0 0 9 / 株(l )
、 7 5 0 0 9 /株(万 )

。

K

处理分别为
:
对照 ( I )

、

1 0 0 9 /株(兀 )
、

2 5 0 9 /株(皿 )
、

5 0 0 9 / 株( IV )
。

使用化肥分别 为

硫酸钱〔(N H 一) : 5 0 一〕
、

过磷酸钙〔Ca H
一

(PO
‘

) : ]
、

氯化钾 (K C I)
。

施肥时间
: 4 月上旬即根开始生长时

。

施肥方法
:

距树千 l m 直径内开 40 c m 深沟施入并立即灌水覆土
。

本文于1 9 9 0年 9 月1 2 日收到
。

关 本文为
‘

核桃早实丰产权培技术的研究
”

(
“

七五
,

国家攻关课肠 )的一部份
,

郝俊民同志参加了郁份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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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叶时间和方法
:
每年 5 月中(1 0 日左右 )和 7 月底或 8 月初各采一次

。

每次上午一次采

完
,
按树冠四个方向

,

当年生新枝复叶上的第 3 或 4 对生长正常的叶子为一个混合样
。

然后

用水冲洗
,

擦干放入烘箱中先1 05 ℃温度下 20 m in
,

后 70 ℃至烘干
,

用瓷研钵粉碎并过l r n r以

筛孔后贮存待用
。

然后进行 N
、

P
、

K 含量的测定
。

测定值分别以全 N
、

P :

仇
、

K刀 的百分

数表示
。

测定方法
:
全 N 用凯氏法, P用硫酸一铂酸按还原法; K 用火焰光度计法

。

数据处理
:
用 q 测验法测定树体各元素含量的差异显著性

。

产量调查方法
:
单株果实个数 x 单果重

。

3 结果与分析

经过施肥处理后
,

5 月核桃叶片的N
、

P
、

K 含量都比 8 月要高
。

又从年生长 周期性来

看也是 5 月含量最高
,

并与 8 月的差异显著闭
。

因为 5 月核桃叶片刚刚生理成熟
,

经过秋天

至冬天的累积营养成分还没有大量的消耗
。

这一点似乎与施肥无关
。

3
。

I N 的分析

四年的试验表明
,

5 月叶片中N 含量比 8 月的高
,

以处理 皿最高
,

并且与其它处理相比

差异极显著或显著(表 l )
。

产量也是以处理 班最高
。

8 月的叶片N 含量也以 处 理 皿为最 高

(1 9 8 9年除外)
。

但是只有1 9 8 6年和 1 9 8 9年才与处理 工
、 亚差异显著(表 l )

。

1 9 8 9年最高值为

处理 w
,

但是产量以处理巫最高
。

可见规律性不如 5 月那么明显
,

难以据此准确判断出树体

营养元素含量的多少
。

表 1 不同施肥处理核挑叶片N
、

P
、

K含t 的q检验

1 9 86 年 1 9 8 7年 19 8 8年
三要素

1 9 8 9年

1 1 皿 万 1 1[ 正 万 I 五 皿 万 I 兀 l 砰

3
.

0 6 3
.

1 9 3
.

9 4 3
.

2 2

b b a b

3
.

2 8 3
.

5 1 4
。

7 6 3
.

7 6

b b a b

3
.

2 2 3
.

2 3 3
.

8 2 3
.

4 8

b b a b

3
.

2 0 3
.

4 5 3
.

8 3 3
.

51

b b a a

2
.

0 1 2
.

0 6 2
.

67 2
。

3 7

b b 压 扭

2
.

01 2
。

1 1 2
.

4 6 2
.

3 4 2
.

2 3 2
.

2 8 2
.

6 8 2
。

47 2
.

5 5 2
.

6 8 2
.

8 6 2
.

9 5

a a a a a a a a b b a a

1
.

2 4 1
.

36 2
.

0 1 1
.

4 7 0
.

5 7 0
.

9 1 1
.

6 6 1
.

1 1 1
.

0 9 1
。

5 5 1
.

9 2 1
.

3 5 1
.

0 2 1
.

6 1 2
.

0 7 1
。

3 3

0
.

1 7 0
.

2 1 0
.

2 4 0
.

2 7 0
.

1 9 0
.

3 1 0
.

2 7 0
.

3 1 0
.

1 9 0
.

2 3 0
.

2 3 0
.

2 4 0
.

1 8 0
.

2 2 0
.

2 2 0
。

2 3

b b 压 几 C 几 b a b a 压 压
b a 已 a

0
.

1 7 0
.

1 6 0
.

1 4 0
。

1 6

a a b b a b

0
.

1 7 0
.

1 6 0
.

1 7 0
.

1 6 0
.

1 7 0
.

1 7 0
.

1 5 0
。

1 7 0
.

1 3 0
,

1 4 0
.

1 4 0
.

1 4

a a a a a a b a a a a 已

1
.

2 4 2
.

4 6 1
.

5 8 2
.

2 7 0
.

5了 1
心

0 3 1
.

3 5 1
.

37 1
.

0 9 2
.

1 3 1
.

5 3 2
.

3 7 1
.

0 2 2
.

4 5 1
.

5 3 2
.

5 2

1
.

7 0 2
.

1 2 2
.

6 0 2
.

3 1 1
.

8 1 1
.

7 2 2
。

0 2 1
.

6 5 2
.

0 3 2
.

3 9 2
.

5 9 2
。

2 6 1
.

9 4 2
.

2 0 2
.

6 1 2
。

4 9

e b a b a a a a b b a b C b a 吐

K 8 1
.

1 6 1
.

4 8 1
.

2 1 1
.

4 1 1
.

6 1 1
.

5 7 1
.

6 8 1
.

3 7 1
.

9 4 1
.

7 1 1
.

8 8 1
.

4 7 0
.

7 9 1
.

2 4 1
.

2 5 0
.

9 ?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单株产 盘

(k g )
1

.

2 4 2
.

3 7 3
.

1 5 1
。

7 8 0
.

57 1
。

1 5 0
.

8 0 1
.

0 6 1
.

0 9 1
.

32 1
.

9 4 1
.

4 5 1
.

0 2 1
.

6 1 2
.

0 8 1
。

3 4

往. 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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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 5 月最高含量和 8 月最高含量差

异极显著 (表 2 )
。

所以在确定N 的最适宜含

量时应以 5 月为准而且能指示产量
。

为此能

根据树体N 含量的多少来判断树体的氮营养

状况
。

3
。

Z p 的分析

P 对于核桃来说是很重要的一种元素
,

核仁中含有大量的磷醋
。

从年周期的变 化 中

看出
,

P 的含量较少 (和 N
、

K 相比较 )
,

变化

幅度不如 N 和K 那么明显
。

P 的吸收量 在 整

个生长周期中表现缓慢
,

在树体中代谢变化

较复杂[z]
。

并且有奢侈吸收的现象
。

尽管如此
,

显著〔, 1
。

衰 2 不同采样时间产 , . 蔺时树体
N

、

p
、

K含l 的q检脸 (单位% )

19 8 6年 19 8 7年 19 8 8 年 1 9 8 9年

祥间仲洲州月采时()

3
.

9 4 A

2
.

6 7 B

4
.

7 6 A

2
.

4 6 B

3
.

8 2 A

2
.

6 8 B

3
.

吕3 A

2
.

8 6 B

三要素一N

0
.

2 1 A

0
.

1 6 B

0
.

3 1 A

0
.

1 6 B

0
.

2 3 A

0
.

1 7 B

0
.

2 3八

0
.

1 4 13

2
.

6 0 A

1
.

2 1 B

1
.

7 2 a

1 5 7 扭

2
.

5 9 a

1
.

8 8 b

2
.

0 1 A

1
.

2 5 B

注 : 1
.

不相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
。

2
.

不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差 异显著
。

还是以 5 月含量最高
,

并且与其它各月差异

5 月叶片 P含量以施肥处理 l 和 W 最高
,

这两种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1 98 6年除外)
,

但均

与处理 工差异显著(表 1 )
。

1 9 8 6年以处理 11 的产量最高
,

后三年以处理 那 为 最 高
,

19 86
、

19 8 8
、

1 9 8 9年处理 亚和 w 产量接近
。

因此以处理 n 的P 含量为最适宜含量
。

四年的试验还表明
,

8 月初叶片含P量在 4 个处理之间差异不显著
,

施肥处理的P 含量

比对照还小
。

树体含量和产量之间无规律性
,

所以在没有任何规律可寻的情况下企图找出最

适宜和缺乏的指标是没有根据的也是不可能的
。

3
。

3 K 的分析

K 也是提高核桃产量的一种很 重要的元素
,

它和 N
、

P 一样均能起到一定的增产效果
。

从

年生长周期看出 K 曲线变化幅度较大
,

叶片 K 含量在 5 月最高
,

与其它各月相比差异显著
,

而 7
, 8 月 K 含量都无显著差异 [z1

。

经过施肥处理后
,

表现出的规律性与N 相似
。

四年的试验结果为
: 5 月叶片 K 含量以处

理 皿最高(除1 9 8 7年外 )
,

与处理 I 相比差异极显著
, 1 9 8 9年处理皿 和 W 差异不显著

,

其它差

异显著
。

产量也以处理 111 最高
。

8 月叶片 K 含量最高值各年表现不一致
, 1 9 8 8年出现对照大

于处理的现象
,

而且各处理之间均无显著差异(表 1 )
。

所以找不出树体含量能反映产量的最

适宜的指标
。

又根据 W al ker [ 3 ] ,

关于美国五叶松针叶组织含K 量的测定也表明
:
无论是健康 的或具

有缺钾症状 的
, 7

、

8 月时 K 含量都一致
。

所以 7
、

8 月采叶时所取得的数据无法确定树体

是否缺钾
。

树体中常量元素年周期变化表明 Ca 和 M g 含量在 7
、

8 月间均无显著差异 [z1
。

所以
,

7
、

8 月采叶来确定营养诊断指标是不够科学的
,

因此只能表示核桃树体养分含量的年平均

值
,

不能表示树体的最适宜含量的营养指标
,

也不能判断树体是否缺乏某种元素
,

更不能指

示产量的高低
,

因此无法用以确定营养指标
。

经过几年的田间试验证明
,

在确定核桃树体三要素营养诊断指标时
,

采叶的时间应在 5

月上
、

中旬即叶子生理成熟时立刻采集为宜
。

因为果树的产量除与当年树体营养有关外
,

还

与前一年的花芽分化和秋季树体营养累积状况有关 l’l
。

特别对于 P元素来说
,

最新的成熟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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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中全 P 含量比较稳定
,

用以诊断 P元素营养状况较为可靠川
。

因为从发芽期到开花之后主要

是利用树体内贮藏的养分川
。

因此以这些指标为根据
,

可以鉴定核桃树体 N
、

P
、

K 营 养元

素正常或盈亏状况
,

从而指导施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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