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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骨干枝枝型指数对乔化

苹果内膛光照的影响

任仲博 袁春龙 邢尤美 张文利 朱林生 曹 薇
(西北农业大学园艺系

.

陕西杨陵 71 21 0) 0

摘 要 对 7年生乔化苹果内膛光照变化及其影响 因素的研究结果表明
,

内膛光照随距

树冠顶点或外围距离的增加而减小
.

基部与中心干处最低
,

适当提高上层骨干枝枝型指数
,

对

改善内膛光照具有重要意义
。

关键词 乔化苹果
,

内膛光照
,

枝型指数

中图分类号 5 6 6 1
.

1 3 3

光照条件不但影响苹果的花芽分化 〔’
, ’ ,

而且与果实的大小和品质有 密切关系
〔’ 一 ’ 〕 。

因此
,

改善冠内光照条件
,

对苹果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

冠内光照
,

取决于树冠的大小和结

构「6
·
’ 〕 ,

然而有关冠内各因素对光照的作用
,

国内外研究资料甚少
。

本文拟通过对 以小冠疏

层形 为基础的乔化苹果树 内膛光照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

为改善冠内光照和整形方

式
、

提高产量和 品质提供理论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1 9 9 3 年 3一 9 月
,

在武功县洛 阳村果园随机选

择树冠大小基本一致的 7 年生乔化富士和 秦冠各

12 株
,

密度 4 m 又 3 m
,

南北行
,

改良小冠疏层形
,

上

部未落头
。

常规管理
。

调查的项目及具体参数见表

1
.

枝 型指数为一级骨干枝结构水平面上三 等分 中 {

点宽度的平均值 w [ W一 (W
,
十 w

Z
+ W

3
) / 3

,

图 1〕

与其长度 L 之比
。

光照选 在阴天测定
,

具体时间 为盛 花后第 5
,

l / 3 L 2 / 3 L

图 1 枝型指数调查方法示意图

2 2
,

4 0
,

7 5 和 1 3 5 d 的 1 1 , 0 0 ~ 1 3 , 3 0
.

仪器为 S T一 型照度计 (北师大生产 )
。

测定点在

距 中心干 。
,

。
.

5
,

1
.

o m 的东
、

西
、

南
、

北 4 个方向离地面 0
.

5
,

1
.

0
,

1
.

5 及 2
.

o m 处
。

光照值

以相对于树顶点上 l m 处光照 ( 10 。% F S )的百分率表示
。

数据处理用 A N A L Y S T 软件

( 日本富士通公司 )进行
。

表 1 调查的项目与变化范围

上层骨干枝

品 种 数 量
(个 )

与中心干夹角
(度 )

下层骨
干枝数

叶片密度
(叶 / m

,

冠 积 )

层间距
( e m )

地面 2 0 e m 处
干 径
( e m )

:二:
4 4~ 6 5

4 8~ 6 2

枝型指数

.

7 3 ~ 5
。

5 2

.

4 4 ~ 5
.

6 1

(个 〕

3~ 4

3~ 4

1 1 6 8~ 2 3 9 8

11 5 2~ 2 1 8 8

4 4 ~ 7 5

4 3 ~ 7 7

9
.

9~ 13
.

2

9
.

6~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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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与分析

2
.

1冠内光照的季节性变化

内膛 光照在花后随枝 叶的生长迅速

下降
。

距中心干 0
.

s m内树冠基部光照在

盛花后 2 2d降至 10 % F S左右
,

此时中部

约为 5 0% F S
.

前者从盛花后 40 d 起 一直

降低 10 % F S
,

而后者则降至 20 % F S 左右

(图 2 )
。

内膛光照的这种季节性变化
。

与

前人在乔化元 帅
〔. 〕和 恩派 ( E m p i r e ) `

’

所

观察的结果一致
。

2
.

2 冠内光照的分布

由表 2 可见
,

冠 内光照的分布尽管株

间变 异较大
,

但内膛 光照从上 到下
,

从外

到内依次减小
,

中心干 与树冠基部光 照最

差
,

两个品种无明显差异 (表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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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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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

S山次、除书要来

2 0 4 0 6 0 8 0 1 0 0

盛花后天数d/

1 2 0 14 0

图 2 距中心干 0
.

s m 范 围内光照的变化
.

富士
,

地面 2

.

秦冠
,

地面 2

处 ; 2
.

富士
,

地面 0
.

s m 处 ;

处 ; 4
.

秦冠
,

地面 0
.

s m 处

mm

表 2 盛花后 75 d 树冠内膛光照的分布 % F S

地面上高度

( m )

距 中心干的距离 (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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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内膛光照与其影响因素的关系

以叶幕形成后 (花后 40 ~ 1 35 d) 内膛光照平均值与其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表明
:

影响富士光照的主要因素为上 层骨干枝枝型指数
、

叶片密度及下层骨干枝数量
;秦冠则以

层间距
、

上层骨干枝枝型指数及其与中心干的夹角为主 (表 3 )
。

不同因素对 2 个品种光照

影响的强度差异
,

可能与其生长发育规律有关
。

如富士对修剪反应敏感
,

枝叶生长差异较

秦冠大得多
,

因而表现出叶片密度对光照的作用较秦冠强
。

表 3 多元回归模型下内膛光照影响因子的方差分析

品 种 项 目 数 量
(个 )

上层骨干枝

与中心干 枝型指数
夹角 (弧度 )

下层骨干 叶片密度
枝数 (个 )( 叶 / m

,

冠 积 )
层间距

C n l
误 差 总 和

富 士 自由度 1 1 1 1 一 1 5 1 1

平方和 6
.

0 1 3
.

9 1 0 0
.

9 23
.

8 2 6
.

9 2 0
.

7 1 7
.

5 19 4
.

3

% 3
.

0 7
.

2 5 1
.

9 1 2
.

2 13
.

8 1 0
.

7

秦 冠 平方和 一 0 4
.

7 一3
.

5 4
.

4 1
.

4 x 3
.

7 2 2
.

8 15 1
.

9

% 0
.

7 3
.

1 8
.

9 2
.

8 1
.

( ) 9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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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花后 4 0 ~1 3 5d内膛光照与其主要影响因紊的回归分析

回归关 系

品种 影晌因素
曲线类型

线性

二次方

三次方

线性

二次方

三次方

线性

二次方

三次方

线性

二次 方

三次方

线性

二次方

三次方

线性

截距
斜 率

二 xZ x 3

富士 上层骨干枝枝型指数

叶片密度 (叶 / m
3

冠 积 )

下层骨干枝数 (个 )

0
.

69 3* *

0
.

1 7 7 *.

0
.

7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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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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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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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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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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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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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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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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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5
*

0
.

39 6.

0
.

41 1
.

0
.

7 5 5二
0

.

5 58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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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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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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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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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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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39

一1
.

308 0

3 2
.

1 4 50

一 0
.

9 47 2

一 4
.

371 8 0
.

3 5 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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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0 0 3

一 3
。

01 50

2
.

9 7 3 6一 0
.

9 48 2

秦冠 层间距 ( cm )

一 0
.

00 08

一 0
.

1 1 0 0 0
.

0 0 07

上层骨千枝枝型指数

0
.

208 5

0
.

29 3 3

6
.

3 23 6

1
.

8 891

2
.

5 2 2 6

0
.

347 5

一 0
.

9 01 6

0
.

7 5 2 6一 0
.

08 2 6

上层骨干枝与中心干
夹角 (弧度 )

0
.

3 5 24 4
.

8一 7 2
.

7 89 7

二次方

三次方

0
。

29 7一1 5 2
.

9 3 27
。

9一1 8 4
.

4

0
.

30 0 231 63
.

9一1 2 2
.

9

从表 4可以看出
,

上层骨干枝枝型指数对内膛光照有显著的影响 (富士
、

秦冠 )
,

提高

层间距有利于内膛光照的改进 (秦冠 )
,

而叶片密度和下层骨干枝数 (富士 )及上层骨干枝

夹角 (秦冠 )对光照影响不大
。

表明上层骨干枝枝型指数和层间距是解决乔化苹果内膛光

照需优先考虑的问题
,

叶片的吸收和阻拦
,

是冠内光照下降的主要原因
。

本研究未发现叶

片密度对内膛光照的显著影响
,

说明叶片的效应还与其它因素有关
。

3 讨 论

春季随枝 叶的生长
,

内膛光照迅速下降
,

其平均值在盛花后 22 d 时 降至 30 % F S 左

右
;
40 d 时

,

降至约 20 % F S
,

基部甚至不足 10 % F s( 图 2 )
,

远低干苹果正常开花结果所要

求的 30 % F S团
,

故此时应进行适当的夏剪
,

以促进幼果和花芽的发育
。

冠内上部或外围叶片对光的吸收和阻拦
,

导致了内膛光照随距顶部或外围距离的增

加而减小
〔’

·
吕

· ’ 二,

这种情况为本研究结果所证实 (表 2 )
。

光在冠内随距顶部或外围距离增加

的平均减小量
,

富士为 36
.

2%
,

秦冠为 33
.

5%
,

平均值 34
.

8% (品种间无 明显差异 )
。

按此

减小量
,

要保证 内膛光照不低于 30 % F S
,

叶幕的厚度要小于 1
.

4 m
.

这与苹果叶幕厚度约

为 l m 为宜的观点团基本一致
。

冠内光照
,

随树体形状
、

大小
、

结构等因素而改变
’ 6

·

’ 。

适当提高层间距
,

减少骨干枝数

以改善内膛光照为人们所常用
,

然而枝型数的作用尚未得到重视
、 。

无论是富士
,

还是秦冠
,

内膛光照均与枝型指数表现出密切的正相关 (表 4 )
。

一般来说
,

大枝型指数骨干枝上以中

小枝组生长为主
,

叶片相对集中
。

而骨干枝枝型指数小时
,

枝组组成的以大中型为主
,

级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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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

枝叶分散
,

故在叶量相同的情况下
,

对其下 (内 )部的光照影响比前者大
。

这也可能是本

调查中未发现叶片密度与内膛光照显著相关 (表 4) 的原因
。

因此
,

适当提高上层骨干枝的

枝型指数
,

如采用单轴延伸的方式等
,

对改进内膛的光照具有重要意义
。

本调查仅限于光

照方面
,

而果树生产的其它方面与枝型指数的关 系
,

还需进一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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