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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根据观测 资料
,

运 用方差分析的方 法
,

对不同修剪措施影响树冠

内膛光照条件进行 了分析
, 得 出以下结论

:

合理修剪的措施是轻剪
;

夏季修剪的主要部位是树冠 的上半部
。

合理修剪的内膛 光照适 宜指标是
:

在春梢速生期和生长盛期 为 2 0 0 0勒

克斯 以上
。

引 言

合理地修剪苹果树
,

有早结果
、

高产稳产灼作用
;
而不适 当地修剪则会导致相反的结

果
。

本研究是通过三种不同的修剪树冠
,

在不同的生 长期
,
内膛光照强度的观则资料

,

结 合树的生长状态
,

试图确定一种相对比较合理的修剪方法
,

即 以树冠 内膛光照 强度的

数值来 区分其修剪是否合理
。

一
、

材料和方法

供试材料
:

西北农学院果园的红星苹果树
, 1 9洲年定植

,

株行距为 1。 义 10 (米 )
。

选三株树分别作轻修剪 ( B
,
)

、

重修剪 ( B
。

) 和末 修剪 ( B
3

)
,

其主枝均分为二层
,

`

即

3 一 2 一 2 分布
。

树 高约为 5 米
。

轻修剪树的最大冠半径是 3
.

8米
,

第一层主枝的 下 垂

枝 ( 以下同 ) 距地面60 一 1 10 厘米
; 重修剪树的最大冠半径为 4

.

0米
,

东南方向的最低枝

叶离地面 40 厘米
,

其他方向在 90 一 1 10 厘米之间 ; 未修剪树的最大冠半径是 4
.

4米
,

东北

方 向枝叶贴地
,

东至南面的离地面 2 0一 30 厘米
,

西南方向接触地面
,

其余方向则距地面60

一 1 10 厘米
。

带本文承陈世杰
、

许明宪付教授审查
、

修改
,

特致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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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的确定
:

根据三层主枝的分布高度
,

测点分别确定在靠近中心主干南侧
,

高度

h( ) 为 1 米
、

2 米
、

3 米和 4
.

5米处
,

分别代表冠下
、

一层
、

二层和三层主枝的内膛光

照情况
。

观测时间
:

14 时
。

1 9 8 1年 4 至 7 月进行 了系统观测
。

不同生长期树冠 内膛的光照情况
,

以 1 9 8 1年 4 月 12 日
、

5 月 27 日
、

6 月 26 日和 7 月

1 8 日的光照资料
,

分别代表花期
、

春梢速生期
、

春梢生长盛期和春梢停止生长期的光照

强度
。

( 见表 1 )

表飞 不同修剪的树冠内膛各生长期的光照资料 单位
:

勒克斯

落一“
…
4

引
5 8 0 0 0

…娜:
{

7 “ 。“

1
2

:

斗…
6` 。。。

1
2

川
3

{
了

`

L“ 。。

…
3

胜
带 对照

:

空旷处的光照强度
。

二
、

树冠内膛光照资料分析

对苹果树采取不 同的修剪措施
,

其 目阴都是为了解决内膛的光照条件
,

使 内膛得到

较好的光照 (红星的光补偿点 6 6 0勒克斯
,

光饱和点 4 2 0 0 0勒克斯 )
,

这样
,

在其他条件

满足的情况下 ,
才有利于光合作用的进行

,

达到修剪的 目的一高产稳产
。

1
.

在 同一生长期内
,

不 同修剪树冠 内膛之间光照强度的差异

这里 ,
根据相对照度的数值

, 使用方差分析的方法
,
来判断不 同修剪对内膛光照的

影响程度
。

花期的光照条件分析
。

为了计算方便
, 把测值 同减去 4 0 ,

结果如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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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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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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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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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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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乏
、 i 一 c

i = l j 二

a b

S

=BS 会艺(艺一 )
i = l j = 1

一 C

b a

5 5产含万 (艺一 )
“ 一 C

J = 1 1 = 1

5 5
:
二 5 5总 一 5 5

。 一 5 5
*

计算表中的数字
夕

其结果
:

邑平方和
:

5 5总 二 4 8 6 2 一乙
1 ?

8 5 5 2 5

一一
护一12

一不同修剪间的平方和
:

S S
B

不 同高度间的平方和
:

5 5
、

_ 5 3 0 9

3
1 7 6 2

.

9 2

] 0 0 3 9

4

9 2 。 - 六 八

一 了了 二 乙 勺U J

1艺

误差
: 5 5

。
= 4 8 5 5

。

2 5 一 1下
,

6 2
。

9 2 一 2 5 0 3 = 5 8 9
。

3 3

从方差分析表可知
夕

不同的修剪方式对树冠 内膛的光照条件影响是显著的
。

这种显

著差 异
,
说明重修剪阴树冠

,

由于枝条较少
夕

光照条件相对较好
;
而未修剪的

,

由于枝

条密集
夕

光照条件最差
; 轻修剪门则光照条件居 中

。

不 同的修剪
,

对树冠 内膛不同高度

的光照影响也是显著的
,

其内膛相对照度随高度的变化特征如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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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期 方 差 分 析 表

带
`

带

方差来源

不同处理 B

观测高度h

误 差

平方和 自由度 均 方 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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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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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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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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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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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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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花期内脸相对光强随高度的变化

.

97 ,
F

。 . 。。
( 3 , 6 ) = 4

:

7 6 < 5
.

4 9 ,

记显著
,’ . ”

记特别显著
“ ” ”

符号
。

春梢速生期
, 这里以 1 米

、

2 米和 3 米

高度的相对照度代表内膛的光照情况 ( 以下

同 )
,

用同样的方法分析
夕

其结果见下表
。

方差分析灼结果表明
:

在此生长期 内
夕

不 同的修剪对内膛光照条件无显著影响
。

造

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 因是重修剪的树春梢生

长最旺盛
,

轻修剪的次之
,

未修剪的最弱
,

致使三种树冠内膛相 同高度的光照强度相接

近
。

但是
,

不同修剪对内膛不 同高度的光照强

度影响却特别显著
,

其垂直分布规律如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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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春梢速生期内膛相对光强随

高度的变化

春梢生长盛期
:

此期是花芽形成的关键

阶段
,

光照条件的优劣
夕

直接影响花芽的形

成及其质量
。

(方差分析见下表 )

根据方差分析
,

表明在这一生长期
, 不

同的修剪措施
, 对内膛 的光照条件影响是显

著的
,

即以轻修剪树的内膛光照条件相对最

好
,

未修剪的次之
,

乖修剪的最差
,

而且 2

米高处的绝对照度在光补偿点以下
。

前者有

利于花芽的形成
,

后者极不利于花 芽 的 分

化
。

不同的修剪对内膛不 同高度的光照条件

影响不显著
,

即 1 米到 3 米的相对照度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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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明显变化 ( 见图 3 )
,

这就提出了在树冠厚度的 1 / 2以 卜
,

夏季修剪时要 多 剪

去一些条枝
,

以改善内膛的光照条件
。

春梢停止生长期
,

不同修剪对内膛光照的影响
夕

方差分析结果见丁表
。

由分差分析得知
,

在此生长期内
,

不同的修剪措施对内膛光照影响特别显著
,

表明

了轻修剪树的 内膛光照条件相对特别优越
夕

重修剪的光照条件最差
。

其主要原因是果实

逐渐长大
,

果枝 渐渐下压
,

树冠孔隙度增加
夕

内膛光照条件得到相 应改善
,

特别是轻修

剪树
,

光照强度远在光补偿 点以上
,

且分布 比较均匀
; 而贡修剪树

,

由于春梢 生 长吁



对 扛卜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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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
,
内膛光照条件仍在恶化

; 未修剪树
,

由于 内膛经两次落叶
,

光照条件得到改善
。

不

同修剪对内膛不 同高度的光照无显著影明
,

且相对照度的垂直分布特征及 其之间的差 异

如图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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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春梢生长盛期内脸相对

光强随高度的变化

图 4 春梢停止生长期内膛相对光强

随高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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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冠 内膛光照强度随不同生长期的变化特点

三种树冠内膛的光照强度
,

均以 l 米
、

2米和 3米 之和的平均绝对照度和相对照度表

示
,

其各自随生长期的变化特点列入表 2
。

轻剪和未修剪的内膛光照强度
,

随生长期的 变化
,

从花期到速生期迅速减少
,

一

二后

障慢地增加 , 重修剪树内膛光照强度的变化
,

则一直减少
。

( 见图 5 )



西北农学院学报 19 8 3年第 4期

表 2不同修剪树冠内圈光强随生长期的变化 单位
:

勒克斯

不 同修剪

花

绝对

期

相对

春梢速生 期

绝对 相对

春梢生长盛期

绝对 )相对

春梢停止生长期

绝对 相对

1 70 0 C

2 4 30 0

10 2 30

1 820

0 2 2 5

2 1 40 2
.

5

16 70

80 0

1 1 70

30 0 7

6 30

26 06
、

6

<1

4

4 3
八日 n公 11,口

`

月侍9éù男一男一男未轻重ǔ

不同修剪树冠内膛光照条件随生长期的

变化
,

主要是由于不同的修剪措施
,

引起树

的生长势不同所致 (见表 3 )
。

比较好的修剪措施的确定
: 根据光合作

用随光强的增加 (在光饱和点 以 下 ) 而 增

强
,

结合三种树冠内膛光照资料 (表 2 ) 分

析
,

可以看出
,

各生长期
,

特别是在花芽分

化
、

形成的时期
,

_

内膛光照条创三上巨较好帅是

轻修剪
夕

光照强度接近 2 0 0 0勒克斯
; 重修剪

的光照条件 最差
,

光照强度在 光补偿 点左

右
,

因而在生产 中不宜提倡
, 未修剪的内膛

光照不足 , 使内膛叶片脱落
,

形成外围结果

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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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修剪树冠内脸相对光强随

生长期的变化

树型
,

影响产量
,

不宜采用
。

表 3 不同修剪树生长势调查

妥
不…万呵

一

项 目
、

时间
一

~
.

1

B ; B。

444 月 3 0日日 无无 无无

555 月 1 8 日日 无无 无无

666 月 1 2 日日 无无 少量量

中中等等 深绿而厚厚

444 0厘米米 5 0厘米米

枝叶生长中等
多

结果多
,

且分布
均匀

。

枝叶生长茂盛
;

结果较少
、

大
。

枝叶生攀弱
; 主要是树冠外围结

果
,

且小
。

有落果
。

内膛两次落叶
。

一
月

一一一一
,

.

一一一
= ~

一
=台` 曰.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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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冠 内膛光照效应的分析

三
、

小 结

1
.

不同的修剪措施
,

对树冠内膛光照的影响
,
在花期

、

春梢生长盛期差异 是 显 著

的
,

在春梢停止生长期特别显著
。

后两者表明了轻修剪的树冠内膛光照条件比重修剪和未

修剪的显著优越
,

在生产上应当提倡轻修剪
。

2
`

不 同的修剪措施
,

对 内膛不 同高度光照的影响
,

在花期和春梢速生期是显著的
,

而在春梢生长盛期和春梢停止生长期则不显著
,

即内膛的光照条件上下无 明显差异
,

这

对生长盛期内膛的花芽的形成影响很大
。

为了改善内膛的光照条件
,

夏季修剪的主要部

位 ,
应是树冠上半部的枝条

。

3
.

从整个生长期看
, 轻修剪的树冠内膛光照条件较好

,

重修剪的最差
,

未修剪的易

形成外围结果树型
,
在生产上应肯定前者为合理修剪

。

4
,

合理修剪的内膛光照适宜指标
,

在春梢速生期和生长盛期为 2 0 0 0勒克斯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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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 al y si sof Li g ht E f f i e i e n e y Wit h i n C r own s

o
f A P Pl e Tr e e sTr e at e d Wit h Di f f e r e nt Pu r n i n g s

J1 Z h n og
一

11

( N ort h we st e r n C ol l e g e o
f Ag r iu elt u r e )

Ab st r 泛et

Di f f e r e nt mu e a sr e sa f f e et i n gt h el 元g ht e n od it i n o swit h i n e r own o sf

ap p l et r e e swe r e a n al y se d b y me a n o sf v a r i a n e e a n al y si sb a se d ont h e

ob e r sv e d i n f r o mat i on i nt h i sPa Pe r .

An d e on elu si on sd r a wn we r e a s

f ol l ow s:

一 Rat i on al Pu r n i n g me a su r e 1 5l i ght Pru n iu g
.

一 Th e ma j orp a rt ofu s m me rp ru n i n g 1 5t hu ep p e r h al f ofc r own s

of a Pp l et r e e s .

一 Ap p l i e a bl
el i ght i n d e xe sof r at i n oal p ru n i n g wit h i n e r own sof

a P Pl et r e e a r e sov e r 2 0 0 0lu xat t h e f a st g r owi n g st a g e a n
d i n v i gu r o ou s

g r owt h Pe r i o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