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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 % 年生油茶为试材!研究了树体对大量矿质元素氮)磷)钾元素的年吸收和积累规律* 结果表明$油茶年发

育周期中对氮)磷)钾元素的吸收量分别为 &&*#%)%*%#)"+*+$ N.株 V$

!吸收比例约为 'm$m&* 抽梢期"& 月#至果实

发育期", 月#是油茶吸收氮)钾元素的活跃时期!该段时期内的积累量超过了年积累量的%#*##C!其中的氮)钾元

素分别有 &+*/&C和 "/*),C被根系所利用%植株对磷元素的积累量在 & 月至 $# 月没有明显的起伏!从果实发育期

", 月#至成熟期"$# 月#这段时间内!植株磷元素的积累量达到 "*/+ N!其中+%*+/C保留在根系中* 油茶叶片)枝

干和根系中氮)磷)钾元素含量高低顺序为氮q钾q磷!成熟果实中为钾q氮q磷%在新梢期"& 月#!根系中的磷)钾

元素向叶片和新梢进行了部分转运!而在果实膨大)成熟期!钾元素从枝干和叶片转运至果实中*

关键词!油茶%氮%磷%钾%累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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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期 曹永庆等$油茶树体对氮磷钾元素年吸收和积累规律的研究

! ! 油 茶 " I(E$@@:( "@$:H$#( 2R65*# 为 山 茶 科

"<F68D686#山茶属"I(E$@@:( W*#常绿灌木或小乔

木!是我国南方主要的木本食用油料树种* 油茶具

有综合利用价值高)生态效益好等优点,$-

* 近年来!

在油茶发展政策的推动下!我国油茶种植面积不断

扩大!"#$# 年油茶新造林面积达 $,*+ 万 F9

"

!加快

实现油茶栽培的园艺化发展是当务之急!也是实现

油茶产业升级的必然趋势,"-

*

科学平衡配方施肥是提高油茶栽培园艺化水平

的重要途径!研究认为!矿质营养元素对油茶的营养

生长)产量影响显著,+ V&-

!油茶林通过垦复施用氮磷

钾肥!能显著增大冠幅)提高产量,% V/-

!但过量施肥对

油茶光合性能影响并不明显,,-

!可见准确掌握肥料施

用量及配比是关键* 通过油茶配方施肥的研究表明!

由于地理位置)地块肥力等因素的影响!施肥配比明

显不同!在江西新余研究结果认为!油茶以每株施氮)

磷)钾为 #*+$)#*'')#*"& TN最佳,'-

!而在湖南的研究

认为!1m=

"

B

%

mX

"

B为 "m$m" 最佳,)-

* 总体看来!这些

研究多集中于生产性试验!缺乏油茶树体营养需求规

律的基础性研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油茶平衡配方施

肥的进一步发展* 开展树体矿质营养需求及吸收规

律的研究是实现科学配方施肥的基础!从 "# 世纪七

八十年代开始!国内学者就对果树树体内营养元素的

分布和年周期变化特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矿质

元素在果树各器官中的含量不同!变化规律因品种)

砧木类型)树体营养状况)生育期的不同而异,$#-

* 与

北方落叶果树不同!油茶具有一年四季常绿!&抱子怀

胎'的生育特点,$$-

!其对矿质元素的需求和吸收规律

如何!仍不清楚* 因此!本试验主要研究了油茶树体

年发育周期中大量矿质元素氮)磷)钾元素的年吸收

和积累规律!以期为油茶平衡配方施肥提供理论基

础!为实现油茶定时定量施肥提供指导*

$!材料与方法

!C!A样品采集和处理

试验材料来自浙江金华东方红林场中国林科院

亚热带林业研究所油茶基地!基地位于 "#k#$i1!

$$)k+#iO!海拔 '# 9!年有效积温 / &'/*' \!年降

水量 $ &#'*& 99!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土壤以第四

纪土壤形成的红壤为主!土层较深厚!有机质含量

$&*' N.TN

V$

!水解性氮元素 /,*' 9N.TN

V$

!有效

磷 $$*% 9N.TN

V$

!速效钾 $#& 9N.TN

V$

*

选取 % 年生长林 & 号油茶为试验材料!该油茶

品种于 "##/ 年种植!株行距 " 9o+ 9!"##' 年开始

挂果* 田间正常管理!从定植第 + 年开始每年 ) 月

份环形沟施复合肥"$%($%($%#$ 次!施肥量 #*% TN.

株 V$

!连续施用 + 8* 选取长势一致!无病虫害)结果

正常的油茶树!分别于休眠期"$ 月 $% 日#)抽梢期

"& 月 $% 日#)果实发育期", 月 $% 日#)成熟期"$#

月 $% 日#取样* 采取树体挖掘取样方法!每次取样

+ 棵树!以单株树为 $ 次重复!树体挖出后!按果实)

叶片)新梢"不含叶片#)枝干)根系进行解析!称质

量* 将各器官植物样品剪碎!$## $#% \下杀青

$% 9:?!然后 ,# '# \下烘干至恒质量*

!C"A测定方法

样品粉碎后!用浓 U

"

3B

&

(U

"

B

"

消解!以 <6D@4E

%#"# 流动注射分析仪测定氮元素含量!钼锑抗比色

法测定磷元素含量!火焰分光光度计法测定钾元素

含量* 矿质元素积累量按下式计算$矿质元素积累

量n矿质元素含量"N.TN

V$

# o器官干质量"TN#*

!CBA数据分析

数据采用O7D65软件统计分析并作图*

"!结果与分析

"C!A油茶树氮$磷$钾元素的积累和年周期变化

研究结果显示$在大量元素氮)磷)钾中!油茶植

株氮元素的含量最高!其次为钾元素!最后为磷元

素!其中氮元素的含量和积累量约为钾元素的 " 倍!

磷元素的 $# 倍"图 $#*

"*$*$!休眠期至抽梢期!该段时期油茶植株氮)

磷)钾元素的含量和积累量整体表现出略上升趋势*

植株氮元素的含量由 '*%& N.TN

V$上升至 $$*$$

N.TN

V$

"图 $(2#!增加了 +#*#)C!积累量提高了

%"*$#C"图 $(.#* 植株从土壤中获取了 $#*)' N氮

元素"由 "$*#/ N增加至 +"*#& N#!其中根系部分氮

含量和积累量没有显著变化!氮的积累和增加集中

在地上部分!表明在该段时期内!根系从土壤中吸收

的氮元素主要用于地上部分新生器官的生长*

油茶植株内磷元素的含量则由 #*// N.TN

V$上

升至 #*'" N.TN

V$

!提高了 "&*"&C"图 $(-#!积累

量由 $*/& N增加至 "*+% N!增加了 &+*+#C"图 $(

#̂!植株从土壤中获取了 #*,$ N磷元素* 与整株油

茶磷元素含量和积累量的增加不同的是!根系的磷

元素含量和积累量表现出下降趋势!分别下降了

%,*/&C"由 #l'% N.TN

V$下降至 #*+/ N.TN

V$

#和

%'*##C"由 #l%# N下降至#*"$ N#!表明在这段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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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根系吸收的磷元素不仅运输至地上部分!而且根

系自身贮存的磷元素也向地上部分转移!以促进新

生器官的生长* 植株地上部分磷元素的积累量增加

了 $*## N"由 $*$& N增加至 "*$& N#!其中从土壤中

获取的磷元素占 ,$*##C!根系自身"由 $*$& N增加

至 "*$& N#贮存的磷元素占 ")*##C*

与磷元素的变化类似!钾元素在油茶植株内的

含量由 +*"$ N.TN

V$上升至 &*## N.TN

V$

"图 $(O#!

提高了 "&*/$C!积累量由 '*#&N增加至 $$*//N!增

加了 &%*#+C"图 $(J#!植株从土壤中获取了 +*/" N

钾元素* 与此同时!根系中钾元素的含量和积累量

分别下降了 $/*')C"由 %*++ N.TN

V$下降至 &*&+ N

.TN

V$

#和 $'*))C"由 +*+, N下降至 "*,+ N#!由根

系向地上部分运输的钾元素达到了 #*/& N!可见!植

株地上部分钾元素的积累量增加了 &*"/ N"由 &*/' N

增加至 'l)" N#!其中通过根系从土壤中获取的钾元

素占 '&l)'C!根系自身贮存的钾元素占 $%*#"C*

"*$*"!抽梢期至果实发育期!该段时期氮)磷)钾

元素在油茶植株内积累量显著增加!然而仅钾元素

在植株内的含量表现出了增加趋势!氮)磷元素在植

株内的含量无显著变化!表明该段时期植株生长需

要较高浓度的钾元素*

油茶植株内氮元素的积累量由 +"*#&N增加至

%%*+)N!提高了 ,"*)$C!植株从土壤中获取了

"+l+% N氮元素!而含量无显著变化"图 $(2#* 此

外!根系氮含量和积累量在此段时期内表现出了显

著上升趋势!氮元素的含量增加了 )$*'+C"由 '*)+

N.TN

V$增加至 $,*$+ N.TN

V$

#!积累量则由 %*") N

升至 $%*&' N!提高了 $)"*/+C* 表明植株从土壤中

获取的氮元素有&+*/&C贮存到根系中!%/*+/C则

运输到植株地上部分*

磷元素的积累和变化规律与氮元素类似!积累

量增加了 )$*)"C"由 "*+% N增加至 &*%$ N#!植株

从土壤中获取了 "*$/ N磷元素!而含量无显著变化

"图 $(-)$(̂#* 根系中磷的积累量和含量增加显

著!分别提高了 % 倍"由#*"$ N增加至 $*", N#和 +

倍"由 #*+/ N.TN

V$增加至 $*&" N.TN

V$

#* 表明该

段时期内!植株吸收的磷元素中有&)*#,C被根系所

利用!%#*)+C运输到地上部分*

钾元素的含量和积累量均表现出显著升高趋

势!含量由 &*## N.TN

V$上升至 /*"& N.TN

V$

!提高

了 %/*##C "图 $(O#!积累量由 $$*// N增加至

+$l+% N!增加了 $/'*)"C"图 $(J#!植株从土壤中获

取了 $)*/) N钾元素* 根系中钾元素的积累量则由

"*,+ N增加至 '*#& N!增加了近 " 倍!含量提高了

')*'&C"由 &*&+ N.TN

V$增加至 '*&$ N.TN

V$

#!表

明植株吸收的钾元素有 "/*),C贮存到根系中!

,+l#+C运输到地上部分*

"*$*+!果实发育期至成熟期!油茶植株氮)钾元素

的含量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图 $(2)$(O#!含量分别

下降了 $+*//C"由 $$*", N.TN

V$下降至 )*,+ N.

TN

V$

#和 +$*')C"由 /*"& N.TN

V$下降至 &*"% N.

TN

V$

#!氮元素在植株内的积累量增加了 )*," N"图

$(.#!钾元素的积累量无显著变化"图 $(J#!根系中

氮)钾元素的含量和积累量则没有表现出显著变化

趋势*

植株磷元素的含量虽相对平稳!但积累量表现

出显著上升趋势"图 $(-)$(̂#!增加了 %'*+"C!从

土壤中获取了 "*/+ N磷元素 "由 &*$% N增加至

,l$& N#* 根系中磷的含量和积累量也表现出显著升

高趋势!分别提高了++*'#C"由 $*&" N.TN

V$增加至

$*) N.TN

V$

#和 ,+*"+C"由 $*", N增加至 "*"# N#!

表明植株在这段时期内吸收的磷元素有 +%*+/C被根

系所利用!/&*/&C的磷元素运输到地上部分* 由上

可见!该段时期内油茶植株基本上停止了对钾元素

的吸收!然而对氮)磷元素的吸收仍在继续*

"C"A油茶树各器官氮$磷$钾元素含量及积累量

变化

"*"*$!叶片氮!磷!钾元素含量和积累量变化!油

茶叶片中氮元素的含量远远高于钾)磷元素的含量!

约为钾元素含量的 + 倍!磷元素含量的 "# 倍* 整个

发育过程中叶片中氮元素的含量变化不大"表 $#!

随着新叶的生长!叶幕增大!叶片中氮元素的总积累

量显著提高"表 "#!从休眠期至果实成熟期表现出

&升高(升高(不变'的变化趋势!叶片氮元素积累

时期集中在抽梢期"从休眠期至新梢期!叶片的氮元

素积累量增加了 /#*""C#和果实发育期"从抽梢期

至果实发育期!叶片的氮元素积累量增加了

&/*)&C#* 树体发育过程中!新生叶片的形成和生

长!积累了大量的氮元素!如嫩叶中氮元素的含量

""&*&# N.TN

V$

#约为老叶中氮元素含量"$"*+, N.

TN

V$

#的 " 倍* 从果实发育期至成熟期!叶片中氮元

素的积累量几乎无变化!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

油茶叶片中磷元素含量的变化与氮元素类似!

在整个发育期变化较小!新生嫩叶的磷元素含量是

老叶的 + 倍多"表 $#* 与氮元素积累量变化不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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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叶片中磷元素的积累量表现出&升高(不变(升

高'的变化趋势!从休眠期至抽梢期!磷元素的积累

量增加了 )+*'%C!从果实发育期至成熟期!磷元素

的积累量增加了 ")*%%C"表 "#*

图 $!油茶树体氮)磷)钾元素含量和积累年周期变化

!!油茶年发育期中!叶片中钾元素的含量在果实

发育期", 月#较高!为 ,*"% N.TN

V$

!至成熟期!叶

片中钾元素的含量和积累量表现出下降趋势!含量

由 ,*"% N.TN

V$下降至 &*&) N.TN

V$

!积累量则由

$"*/+ N下降至 '*') N* 钾元素积累最快的时期是

从抽梢期"& 月#至果实发育期", 月#!积累量增加

了 $ 倍多"表 "#* 与氮)磷元素相似!嫩叶中钾元素

的含量也远比老叶中的高*

"*"*"!枝干氮!磷!钾元素含量和积累量年变化!

油茶枝干中氮)磷)钾元素的含量低于叶片!从休眠

期至抽梢期!其含量无显著变化!在果实发育期!氮)

磷)钾元素含量迅速上升"表 $#!积累量也显著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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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从果实发育期至成熟期!枝干中氮)磷元素

的含量无显著变化!钾元素的含量则表现出下降趋

势!下降了 &,*+/C"由 &*+% N.TN

V$下降至 "*")

N.TN

V$

#!同时钾元素的积累量下降了",*'&C"由

)*%" N下降至 /*', N#*

"*"*+!根系氮!磷!钾元素含量和积累量变化!油茶

根系中氮)磷元素的含量介于叶片和枝干之间!钾元

素的含量则高于叶片"表 $#* 从休眠期至抽梢期!根

系中氮元素的含量和积累量无显著变化!然而磷)钾

元素的含量和积累量表现出了下降趋势!其中磷元素

含量和积累量分别下降了 %,*/%C和%'*##C!钾元素

的含量和积累量分别下降了$/*')C和$'*))C"表$)

"#* 从抽梢期至果实发育期!根系中氮)磷)钾元素的

含量和积累量均表现显著增加!该时期是根系生长)

吸收矿质元素较为活跃的时期* 从果实发育期至成

熟期!根系中氮)钾元素的含量和积累量无显著变化!

磷元素的含量和积累量则呈现出上升趋势!分别提高

了 "%*"/C和 ,+*"+C*

表 !A油茶不同发育时期不同器官氮$磷$钾元素含量的变化

元素 发育时期

元素含量a"N.TN

V$

#

叶片

老叶
!嫩叶

!"新梢叶片#

枝干 根系 新梢 树皮

果实

茶壳! 茶籽

氮元素

休眠期 $%*$,! +*&+RD )*#,RD $$*&+ )*%,R (

抽梢期 $"*+,! !"&*&# +*+,D '*)+D

!""*&,

!!

$$*++8! "$*+,

果实发育期 $/*"#! %*",8 $,*$+8! ( )*,+R /*&+

成熟期 $%*/#! &*"&8R ! $%*+,8 ( '*#"DL &*"& '*&"

磷元素

休眠期 #*'" #*&+RD #*'%D $*"% #*)$8 (

抽梢期 #*%) !"*#& #*+/D #*+/L

! "*/#

!!

$*#"8 $*/'

果实发育期 #*,, #*'&8 $*&"R ( #*'&8 #*/)

成熟期 #*'/ #*''8 ! $*)#8 ( #*)+8 #*/# $*&%

钾元素

休眠期 &*#$ $*&+D %*++RD +*&# "*')L (

抽梢期 "*,/ ! '*"% $*&,D &*&+L!

! )*)&

!!

&*'"RD /*,'

果实发育期 ,*"% &*+%8 '*&$8! ( ,*%,8 )*"&

成熟期 &*&) "*")R ! ,*&/8 ( /*/&8 )*)$ /*"$

!!注$8)R)D)L表示多重比较分析 #*#% 水平上的显著差异性!

!!

表示 #*#$ 水平上的显著差异性!下同*

表 "A油茶不同发育时期不同器官氮$磷$钾元素积累量的变化

元素 发育时期
元素积累量aN

叶片 枝干 根系 新梢 果实

氮元素

磷元素

钾元素

休眠期 $$*,&L +*/)RD %*&,RD #*$/ (

抽梢期 $'*'$RD +*$/D %*")D

&*/+

!!

#*$%D

果实发育期 ",*/&8 $$*&)8 $%*&'8 ( #*,'R

成熟期 +#*%'8 $"*/,8 $'*"$8 ( +*//8

休眠期 #*/%DL #*&,D #*%#D #*#" (

抽梢期 $*"/R #*++D #*"$L

#*%+

!!

#*#$D

果实发育期 $*+"R $*'&R $*",R ( #*#'R

成熟期 $*,$8 "*/&8 "*"#8 ( #*%)8

休眠期 +*$%L $*&'D +*+,R #*&, (

抽梢期 %*&"D $*&#D "*,+D

"*#/

!!

#*#/D

果实发育期 $"*/+8 )*%"8 '*#&8 ( $*$/R

成熟期 '*')R /*',R '*,/8 ( &*$/8

"*"*&!新梢氮!磷!钾元素含量和积累量年变化!

试验中!休眠期测定的油茶新梢为上一年的秋梢!而

抽梢期"& 月#测定的新梢为当年生春梢* 从表 $ 中

可以看出$油茶春梢中氮)磷)钾元素的含量与休眠

期新梢的含量相比!提高了 $ 倍以上!与嫩叶中的含

量相当!这表明油茶新生器官的生长发育!需要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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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的氮)磷)钾元素*

"*"*%!树皮氮!磷!钾元素含量年变化!从休眠期

到果实成熟期!油茶树皮中氮)磷)钾元素含量的变

化规律不尽相同!其中氮)钾元素含量波动较大!磷

元素的含量保持稳定!无显著变化"表 $#* 氮)钾元

素含量表现出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氮元素含量的

峰值出现在抽梢期!而钾元素含量的峰值出现在果

实发育期和成熟期!这可能与氮元素参与了新生器

官的建造!钾元素参与了果实的发育有关,$#-

*

"*"*/!果实氮!磷!钾元素含量和积累量变化!随

着油茶果实的生长发育!果实中氮)磷元素积累量不

断提高!而含量则表现出下降趋势!如抽梢期果实中

氮)磷元素的含量分别为 "$*+,)$*/' N.TN

V$

!果实

发育期", 月#果实中氮)磷元素的含量则下降为

/l&+)#*/) N.TN

V$

"表 $)"#* 与氮)磷元素含量的

变化不同!抽梢期至果实发育期!钾元素含量则表现

出升高的趋势!由 /*,' N.TN

V$上升至 )*"& N.

TN

V$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钾元素对于果实发

育)品质形成的重要性*

"CBA油茶树对氮$磷$钾元素吸收量的年周期变化

油茶植株对氮元素的吸收量最大!其次为磷元

素!钾元素最小"图 "#* 从 $ 月 $/ 日至 & 月 $% 日!

植株对氮)磷)钾元素的吸收量分别为 $#*)')#*,$)

+*/" N.株 V$

!吸收比例约为 $%m$m%!从 & 月 $/ 日

至 , 月 $% 日!植株对氮)磷)钾元素的吸收量分别为

"+*+%)"*$/)$)*/) N.株 V$

!吸收比例约为 $$m$m)!

其中对氮)钾元素的吸收量达最高%从 , 月 $/ 日至

果实成熟"$# 月 $% 日#!植株对氮)磷)钾元素的吸

收量为 )*,")"*/+)# N.株 V$

!吸收比例约为 &m$m#!

该时期内植株对磷元素的吸收量达最高!停止了对

钾元素的吸收* 以整年计!从 $ 月休眠期至 $# 月成

熟期!油茶植株对氮)磷)钾元素的吸收量分别为

&&*#%)%*%#)"+*+$ N.株 V$

!吸收比例约为 'm$m&*

+!结论与讨论

BC!A油茶树体对氮$磷$钾元素的年吸收和积累

研究表明!油茶植株对氮元素的吸收量最高!年

吸收量达 &&*#% N.株 V$

!其次为钾元素 "+*+$ N.

株 V$

!吸收量最小的为磷元素 %*%# N.株 V$

!年吸收

比例约为 'm$m&* 植株吸收氮)磷)钾元素的规律有

所不同!& 月 $/ 日至 , 月 $% 日是吸收氮)钾元素的

活跃时期!该段时期内吸收的氮)钾元素分别为

"+l+%)$)*/) N!均超过了年吸收量的 %#*##C!且吸

图 "!油茶树对氮)磷)钾元素吸收量的年周期变化

收的氮)钾元素分别有 &+*/&C和 "/*),C被根系所

利用* 植株对磷元素的吸收从 & 月份至 $# 月份没

有明显的起伏!在 , 月 $/ 日至 $# 月 $% 日!植株对

磷元素的吸收量较高!达到 "*/+ N!且其中 +%*+/C

积累在根系中* 可见!油茶根系对氮)钾元素的吸收

和利用时期是 & 月份至 , 月份!而对磷元素的吸收

和利用时期是 & 月份至 $# 月份*

分析认为!& 月份至 , 月份是油茶植株快速生

长的时期!枝干)叶片和根系等器官生物量迅速增

加!这也是树体对氮)磷)钾元素吸收量增大的重要

原因%而在 , 月 $/ 日至 $# 月 $% 日!油茶树体对磷

元素的大量吸收!可能与果实的迅速膨大)油脂转化

有关,$"-

* 根系则作为植株吸收矿质营养的重要器

官!源源不断地向地上部分输送矿质营养!以促进新

生器官的生长的同时!也自身贮存积累部分矿质营

养!以维持整个植株矿质营养水平的稳定*

油茶抽梢期植株新生器官生长所需的氮元素主

要来源于土壤!这与在油桃"B#121%A$#%:)( P8E*2$)3

&(#:2( "2:@*I*Z87:9*##上的研究结果不一致,$+-

!

年周期中早期油桃生长所需的氮元素主要来源于树

体贮藏的氮元素* 此外!该段时间内油茶生长所需

的磷)钾营养中则一部分来源于土壤!一部分由根系

所提供* 在此段时期内!适当增施氮肥!对于促进新

梢生长具有重要的作用,% V/-

*

与氮)磷元素吸收规律不同!油茶树体对钾元素

的年吸收集量的 '#C以上集中在 & 月 $/ 日至 , 月

$% 日!即油茶果实发育的幼果期* , 月 $/ 日至果实

成熟"$# 月 $% 日#!油茶树体基本上不从土壤中吸

收钾元素!这与在苹果上的研究结果一致,$&-

*

BC"A氮$磷$钾元素在油茶树各器官中的分配和

转移

!!油茶叶片)枝干和根系中!氮元素的含量最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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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钾元素!磷元素相对最低* 油茶果实中则不

同!在幼果期!果实中的氮元素含量最高!随着果实

的发育!钾元素含量升高!至果实成熟时!果实中钾

元素含量最高!氮)磷)钾元素含量高低顺序为钾 q

氮q磷!与在苹果中的研究结果一致,$%-

* 此外!新

生器官"包括新生叶片)新梢#中氮)磷)钾元素的含

量远高于其它组织器官!这也表明!新生器官的形成

需要大量的氮)磷)钾元素供给*

休眠期至抽梢期!油茶枝干氮)磷)钾元素积累

量无显著变化!叶片和新梢氮)磷)钾元素的积累量

显著升高!虽然根系氮元素积累量无显著变化!但

磷)钾元素积累量均表现出下降趋势!表明该段时期

内油茶植株从土壤中吸收的氮元素通过枝干全部运

输至叶片和新梢中!根系中的磷)钾元素也向叶片和

新梢进行了部分转运*

抽梢期至果实发育期!油茶枝干)根系和果实中

氮)磷)钾元素的积累量显著升高!叶片中仅氮)钾元

素积累量表现出显著升高趋势!磷元素积累量无显

著变化!表明该段时期内油茶植株吸收的磷元素全

部积累至枝干)根系和果实中*

果实发育期至成熟期!油茶根系中钾元素的积

累量无变化!而叶片和枝干中钾元素积累量表现出

下降趋势* 在该段时期内!油茶植株并未从土壤中

吸收钾元素!但随着果实发育)膨大!果实中钾元素

积累量迅速上升!可见!该时期内钾元素从枝干和叶

片转运至果实中* 此外!枝干)根系和叶片中氮元素

的积累量无显著变化!果实中氮元素的积累量显著

升高!表明该段时期植株吸收的氮元素主要用于果

实的生长发育*

在果树上的研究认为!树体吸收矿质元素以及

在各个器官的含量变化与多种因素有关!包括砧木

类型)树龄)树体营养状况等,'-

!本试验中所采用的

材料为 % 年生普通油茶长林 & 号!仍处于结果初期!

林地管理规范!肥料充足!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油茶对

氮)磷)钾元素的吸收和积累规律!但不同油茶品种

间差异性如何!需进一步试验研究* 此外!本试验仅

初步阐明了油茶树体对氮)磷)钾元素的吸收和积累

规律!矿质元素在油茶体内的利用形式如何!是怎样

转运和重复利用的!其利用效率如何!还需要进一步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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