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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盆栽 1年生苹果梨幼苗作试材，研究水分胁迫对叶永势的影响。结果表 

明：一天中叶水势值与土壤水分状况密切相关，叶水势与土壤含水量呈正相关，回归方程为 

变形双妯线；当土壤含水量在9．5％以下时，随土壤含水量的下降叶水势迅速下降；当土壤含 

水量在9．5％以上时，随土壤含水量的下降叶水势变化不明显。保证梨幼树正常生长的土壤含 

水量应保持在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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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植物叶水势因素很多，土壤水分状况就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 “。 。已有研究表 

明，桃、扁桃、李和撇榄的叶水势随土壤水分的下降而降低 0 ，日出前的叶水势可以 

作为判断温州密柑夏季开始灌水的最恰当的指标 。然而Jones等人(1985)指出，幼年 

苹果树干旱处理和灌溉处理的叶水势值没有什么差异 ，土壤水势与果树叶水势往往 

没有紧密的联系 “ 叶水势能否作为土壤水分的管理指标仍需要进 一步研究。 

据此，本试验测定了不同土壤水分条件下苹果梨叶水势的日变化过程，旨在弄清叶 

水势与土壤水分之间的关系，为果树的水分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1 材 料 与方 法 

试验于 1988年在甘肃省张掖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果园中进行。试材为一年生苹果 

梨( ．W “r vat．ovoidea P．pyrifotia)嫁接苗，砧木为杜梨(P．betulaefolia Beg．)，4月 

2O日定植于 30 C／22x 3Ocm 的花盆中。定植成活后于 8月 20日开始处理，共设 4种灌 

水处理以形成土壤水分梯度：①常规供水(对照)，每盆灌水 3000mL；②每盆灌水 

2 200 mL；⑧每盆灌水 1 400 mL；④每盆灌水 6OO mL 此后按上述灌水量每 5～7 d灌 

水 1次，在灌水后的3～5 d内测定各处理植株的叶水势，土壤含水量以及与此相关的 

气象指标 单株重复，随机排列，重复 6次。最后 1次测定完毕后恢复常规供水 所有 

处理统一放在遮币网室内以免降雨影响 

叶水势采用压力室法 测定。从上午 7：∞ 时至下午 19：O0时，每隔 2h选择每 

株有代表性的 1～2片成熟叶片进行测定；土壤含水量用烘干法测定。在叶水势测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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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上午 l0：00时用自制的直径 15 mnl的小土钻取盆内 5～15 cln内的土样(不伤根)测 

定：气温和相对空气湿度用 DHM，型通风干湿表测定：光强度用 ZF一2型照度计测 

定。 

2 结果与分析 

闭 l 苹果型叶水势 {]变化 f9月 7日) 

I叶才(势 2相对温度，3气温 4光强度 

圈中数值为重复 6 的平均情 

2．1 叶水势日变化 

早晨 7：00时由于光照弱、气温低、相 

对湿度大，气孔开度较小 0 ，蒸腾散失水 

分少，叶水势保持较高水平。此后随着光强 

和气温的升高，气孔开度增大，加之相对湿 

度减小，大气饱和差增加，叶片蒸散水分增 

加，叶水势逐渐下降，至 17：00时达到最 

低值。以后随光强和气温的下降，气孔逐渐 

关闭，叶片失水减少，叶水势开始回升，在 
一 天中叶水势呈现出 高—低_高 的变化趋 

势(图 1) 

2．2 不同处理叶水势日变化 

在灌水后第4 d(9月7日)对各不同缺水 

处理叶水势值进行 丁测定(表 1)。从表 l中 

看出，在其它气象因子一致的条件下，叶水势值随缺水程度的增加而降低，其中处理Ⅳ 

与对照的差异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刻都达到了极显著水平 ；而处理Ⅲ除了 7：00时和 l5 

：00时与对照差异不显著外，其余时间也均达到差异显著或极显著水平；处理 Ⅱ仅在 

l1：00，1 3：00和 19：00时与对照达到了差异显著或极显著水平，其余时间差异均不 

显著。 
表 1 不同缺水处理对叶水势目变化的影响 一MPa 

往 统 计检 验采用 邛肯 氏 多重 差异范 围侧驻 茫IL S R I- 

在试验中还观察到，从灌水后的第 4 d开始．处理Ⅳ在整个下午有 明显的缺水症状 

(叶片卷曲)，但在翌 日早晨尚能恢复平展，而到第 3 d若得不到水分供应则全天出现缺 

水症状，此时只有浇水才能使缺水症状消失。处理皿仅在灌水后的第 4～6 d午后表现 

暂时的缺水症状，而处理 Ⅱ则没有明显的缺水反应。 

2．3 叶水势与土壤含水量的回归分析 

在影响叶水势变化的其它气象因子一致的条件下．把早晨 7：00时的叶水势值与十 

壤含水量进行 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叶水势与土壤含水量呈正相关(，一O．893l一 )(图 

2)，回归方程为变形双血线。从图2看出，当土壤含水量在 9．5％(相对田间含水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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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以上时，叶水势随土壤含水量的变化而变化的 

幅度不大；而当土壤含水量低于 9．5％时，叶水势随 

土壤含水量变化而变化的幅度增大。 

3 讨 论 

植物对缺水 的反应可表现在外部形态和内部生 

理两个主要方面。以外部形态变化如叶面积缩 小、 

叶片萎蔫等来判断植物缺水往往为时已晚 在内 

部生理方面，王仲春等人(1987)认为气孔扩散阻力和 

蒸腾强度可作为判断苹果幼树缺水的指标 “ 。而 

目前更 多的研究把叶水势看作是判断植物缺水 的重 

要指标 。Dettori(1985)指出，当土壤有效水分含 

量由 90％下降到 60％和 30％时，桃、扁桃和 ‘Pixy’图2 叶水势与土壤含水量的回归分析 

李 的 叶 水 势 分 别 由-0 9MPa下 降 到 一1．1和 回归方程y=0 870 4-18 281 0／ _相关系数 
一 2．3MPa， 由一1 1MPa下降到一1 2和一2．0MPa， 由 ， 0 893 1一洄归数据2 组 

一 1 4Mpa下降到-1．5MPa，30％的土壤有效含水量对 Pixy’李来说不能存活 。间芋 

谷徽和町田裕(1980)指出，日出前叶水势可作为判断温J』+l密柑夏季开始灌水的最恰当指 

标、不低于-0．7MPa的叶水势的水分管理对保证果实品质不降低很重要 。但 Jones 

(1985)指出，幼年苹果树干旱和灌水处理叶水势没有什么差别 ⋯ ，土壤水势与果树叶 

水势往往没有紧密联系 ” 。 
本文试验表明，叶水势除了受到外界气象因子的影响外，还与土壤含水量有密切关 

系。当土壤含水量在 9．5％以上时，叶水势受土壤含水量的影响较小；而当土壤含水量 

在 9．5％以下时，叶水势受土壤含水量的影响很大。为了保证梨幼树不缺水而且正常生 

长，土壤含水量控制在 9．5％(相对含水量 45％)以上是很有必要的。在河西地区，维持 

梨幼树 9．5％以上的土壤水分管理对于梨幼树的正常生长和节约灌水具有一定的理论指 

导意义 

叶水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壤的水分变化，但叶水势还受气温、光照和大气相对 

湿度等多种因子的影响，判断植物是否缺水应从植物和土壤两个方面来考虑，缺水指标 

也应综合考虑，这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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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W ater Stress 

in Young 

on Leaf W ater Potential 

Pear T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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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ang W eiyoa Sun Bing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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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s of water stress on leaf water potential were studied in 

one-year--old potted pear tree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close relation be— 

tween leaf water potential and soil moisture during a day．The leaf water potential was 

D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il moisture．Th e regression equation was the deformed doub— 

k curve W hen soil moisture contents were below 9．5％ ，leaf water potential dropped ra— 

pidly with a decrease in soil moisture contents．W hen soil moisture contents were above 

9 5‰ ，there was no apparent change in leaf water potential with a drop in soil moisture 

contents．Therefore，it was necessary for young pear tress to grow well to keep an ade。 

quate soil moisture above 9 5％ ， 

Key words young pe ar tree，1eaf water potential，sol1 moisture content，water stress 

●

蜃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