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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的杨树大斑型溃疡病是辽宁
、

河北
、

山西等 地 区杨

树上的重要病害
。

近几年我们对该病的防治措施进行了研究
,

发现用截头法种植杨树
,

对减

轻发病程度
,

提高造林成活率及生长量均有显著作用 [‘]
。

在研究这种栽培技术的防病原理过

程中
,

我们首先对树体内各部位水分的变化与发病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

关于树皮含水量
、

树干失水对杨
、

柳等某些溃疡病发生的影响
,

国内外已有许多报道
,

一致认为
,

皮部溃疡的发生与树皮相对膨胀度有密切关系 [2
, 3
卜 钟兆康则 报道 由 D ot hfrk i二

p叩
。le a Sac c

.

et B r
.

引起的能扩展到木质部的溃疡与树干失水有关 t’1
。

大斑型溃疡病 的

病斑长度可达数厘米乃至一米以上
,

并深入到木质部
,

使木质部变色
,

其 症 状 与 D of hl’ch l’z

引起的溃疡有相似之处
。

此类病害的发生与树干上那个部位失水关系更密切
,

前人尚无报道
。

阐明这一问题将为进一步研究水分生理与抗病性的关系
,

掌握栽培防病的生理指标等有重要

意义
。

本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

研究用截头法种植杨树导致韧皮部
、

木质部及整个树段

含水量的变化及原因
,

并讨论了它们和病害发生的关系
。

1 试验方法

1
.

1 材料和方法

1 9 9一年春选 用小美 早 (4 3 ) 〔尸
. 5 10 0 : if x (P

。

p y , a , fd a lfs + S a lix 二a ts : d a , a ) e v
。

Po p o la : 15 4 3〕二年生杨树15 0株
,

要求树干
、

树冠及根系尽量一致
,

种植在双层塑 料袋中
,

每袋装上32 k g ,

然后将其中一半苗木自幼树主干当年新梢的1 /3 处剪掉顶梢
,

并剪去全部侧

枝
,

以另一半不处理苗木为对照
。

在袋中取土样
,

测其含水量
,

并根据每袋中土的总重量
,

加水使土壤含水量为55 % (即半干旱条件下土壤的相对含水量)
。

自然降雨 前 及时将塑料袋

扎好
,

以免落入雨水
,

人工定期浇水
,

使土壤含水量 保 持在55 %的水平
。

1
.

2 树休内各部位含水t 的洲定

从 4 月 15 日起
,

每 10 天取样一次
,

每次每处理取 3 株
,

分别在距 地 面 50
、

10 0
、

15 0 c m

处取样
,

每处取两小段
,

段长 5 c m
,

将其中的一段木质部与韧皮部分离
,

一段不分离
,

分别

称上述三部分的鲜重 (平
。
)

,

然后将样品分别浸在蒸馏水的培养皿中
,

并置于暗处
,

韧皮部浸

16 h ; 木质部及树段浸 96 h (即达到饱和重的时间)
。

取 出后
,

吸掉表 面 水
,

速 称 饱 和 重

本文于 1 9 9 1年 S J】1 口 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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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

,

将样品自然干燥数天后放入烤箱烘千
,

温度为96 ℃
,

韧皮部 3 h
,

木质部及 树 段 6

h (韧皮部的烘干时间参考 B ie r 及阳传和 的方法伪
“互,

木质部及树 段 3 h 后
,

每 小 时 称 重

一次
,

至重量不变时止)
。

然后称样品的烘干重 (W
: )

,

按下列公式计算各部位的相对含水量
:

相对含水量 = 〔(W
。一平

:

)/ (万
: 一 W

: )〕x 1 0 0 %
。

1
.

3 树千燕腾量的洲定

4 月1 5 日分别取截头
、

对照苗木各 3 株
,

从地上 30 c m 处截取
,

称其重量 后
,

截 口 涂

腊
,

挂在试验苗旁
, 4 月25 日

、

5 月 5 日及 5 月15 日分别称重
。

1
.

4 发病情况润查

从第一个病斑出现时起
,

每次取含水量样品的同时
,

调查每处理苗木的发病情况
,

记录

病斑个数及每病斑的面积
。

2 试验结果
2

.

1 树休内各部位含水最变化结果

分别按公式计算出每株树上
、

中
、

下三段各部位的相对含水量
,

由于三段之间相对含水

量差异不大
,

将三者平均作为一株树的相对含水量
,

再将三个重复株的平均数作为该处理的

相对含水量
。

根据所得数据
,

将不同时间取样结果绘制出韧皮部
、

木质部及树段相对含水量

变化的曲线图 (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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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树体内各部位含 水量在定植初期 的变化

从图 1 可以看出
,

苗木在定植后40

天内
,

各部位相对含水量的变化是不同

的
,

处理与对照之间
,

木质部相对含水

量差异最大 (从 4 月25 日至 5 月 15 日之

间
,

差异显著
,

其中 4 月25 日差异 极显

著 ) ; 韧皮部差异最小
,

木段 介于 中间

(差异均不显著 )
。

相对含水量变化的总

趋势是
: 从定植到 4 月25 日

,

各部位相

对含水量上升
,

这主要是苗木定植前假

植一段时间
,

各部位均失 掉 一 部 分水

分
。

定植后
,

根部吸到水分
,

树液开始

流动
,

使相对含水量得以恢复
。

从 4 月

25 日到 5 月15 日期间
,

各部位相对含水

量下降
,

主要是这段时间气候干燥
,

树

干蒸腾
,

而这期间新生根又尚未形成
。

5 月1 5 日后
,

新生根大量生长
,

吸水能

力增强
,

使各部位相对含水量回升
。

、11匕
�
:
吸

截头与对照苗木之间相对含水量的差异
,

同一处理苗木不 同部位之间相对含水量的差异

与1 9 9。年的初步试验结果基本一致 , 截头与对照苗木各部位相对含水量的变化趋势也与去年

的结果相吻合
。

2. 2 树千燕腾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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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 树千燕. , 的洲定结果 (单位
:

g )

30 天熬璐 3 0 天内单位重 t
处 理 4 月 1 5口 4 月 2 5日 5 月 5 日 5 月1 5 口

总 t 的 蒸 腾 皿

截 头 2 3 3
.

3 3 2 0 0
.

00 1 9 4
.

17 16 8
.

3 3 6 5
.

0 0 0
.

2 7 8 5

对 照 3 0 0
.

0 0 2 5 2
.

5 0 2 3 5
.

0 0 20 0
.

2 5 9 9
.

7 5 0
.

3 3 2 5

注 : 表中数 据均为平均值
。

从表 1 可以看出
,

苗木定植初期
,

截头苗木树干 蒸 腾 速率为 0
.

2 78 5 9 / g ,

而 对 照 为

0
.

33 2 5 9 / g
,

即截头后
,

树千蒸腾速率变小
。

2
。

3 发病情况润查结果

截头苗木平均每株病斑数为1
.

n 个
,

而对照为2
.

n 个
,

比对照少近 1 倍 , 截头苗木每株

病斑面积为 5
.

68 c m
Z ,

而对照为 14
.

67 c m
Z ,

比对照少2
.

5倍
,

相对防治效果为 6 1
.

28 %
,

这

与田间大面积试验的结果基本一致 [ ‘]
。

3 讨 论

(1) 从定植初期树体内各部位相对含水量的变化可以看 出
,

截头处理与对照 之 间 有 差

异
,

差异最大者是木质部
,

最小者是韧皮部
,

这一结果与王世绩等报道的
,

裸根杨树经不同

时间晾晒后
,

相对含水量在韧皮部变化不大
,

主要差异表现在木质部的 结 论 一 致 [s] , 也与

C yx
a
Ho Ba 报道的在干旱条件下

,

橡榆树千木质部含水量降低
,

水分大量转移到 韧 皮 部的事

实相符 [。J
。

(2) 经多次试验
,

截头法种植杨树防治大斑型溃疡病的效果是显著的
,

而截头在苗木定

植初期影响树体水分变化的主要部位却在木质部
,

这一方面是因为木质部是贮存和输送水分

的部位
,

另一方面可能和大斑型溃疡病在韧皮部和木质部都能扩展
,

甚至在木质部扩展范围

更大有关
,

据我们分离
,

木质部变色的部位有4 3
.

75 %含有病原菌
。

所以
,

对这类能扩展 到

木质部的病害来说
,

木质部水分变化与病害的关系 比韧皮部更密切
。

(3) 在苗木定植初期
,

展叶之前
,

树干蒸腾是苗木水分损失的主要途径
,

截头的苗木
,

由于整个树干的表面积减少
,

从而大大减少了水分的蒸腾
。

这是截头法种植杨树
,

提高树体

内水分含量
,

减轻发病
,

提高成活率的重要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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