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猕猴桃叶内矿质元素含量
年生长季内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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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对陕西主栽猕猴桃品种“秦美”不同枝类叶内 8种矿质元素,在年生长季的含

量变化进行了分析测定。结果表明, 营养发育枝和短果枝叶内矿质元素含量在年生长季内的

变化趋势相似,其中 N, P , K 含量变化呈下降态, M n, Cl含量呈上升态, Cu 的含量变化较小,

Fe 的变幅较大, Zn 的含量呈交替升降变化; 不同元素都有相对较为稳定的时期; 对于猕猴桃

叶片营养诊断, 建议采样的枝条类型为营养发育枝中部的成熟叶片, 采样时期为 7～8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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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树营养诊断能使果树施肥合理化、指标化,而叶分析是目前较成熟的果树营养诊断

法,其分析结果能否用于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样技术,因为取样时期、部位都会影

响叶片中矿质元素的含量。对于苹果、梨、桃、杏等果树叶分析的采样时期、部位和方法已

有大量的研究 [ 1]。猕猴桃是本世纪发展起来的新兴水果,我国 80年代未开始大量人工栽

培,但关于猕猴桃营养诊断的研究比较少。本研究旨在测定陕西主栽猕猴桃品种“秦美”不

同枝类叶片内矿质元素含量在年生长季内的变化, 为猕猴桃叶片营养诊断确定适宜的采

样时期和部位提供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 1　采样地点及方法

　　样品于 1997年采自杨陵区杨村乡 1987年建的果园, 品种为秦美, 1990年开始挂果,

具有 7年果龄,树势均匀强健,产量为 37. 5 t / hm
2, 面积 1. 67 hm

2 ,土壤属土娄土,土壤含有

机质 8. 800 g / kg,碱解氮 51. 2 mg / kg,速效磷 15. 5 mg / kg ,速效钾 178. 8 mg / kg.

在果园内均匀地选取 35棵雌性株作为固定的采样树,每棵树上选营养发育枝和短果

枝各 2枝
[ 2]

,每个枝条上取叶 1 片,其中营养发育枝上取中部成熟叶片, 短果枝取果实上

方成熟叶片, 采集到的同类枝条叶样混合。

采样时间分别为 5月 8日、6月 8日、7月 8日、7月 23日、8月 8日、8月 23日、9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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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 10月 8日,共 8次。

1. 2　样品处理

采集到的样品,立即带回实验室进行洗涤。洗涤过程是¹ 自来水冲洗;º1 mL·L - 1

洗涤剂溶液冲洗; »自来水冲洗 3次; ¼ 去离子水冲洗4次。洗涤后淋水,然后置 105℃烘

箱杀青 20 min, 70～80℃烘至干脆,磨碎后保存备用
[ 3]
。

1. 3　测定方法

测定所采样品中 N, P , K, Cl, Cu, Zn, M n 和 Fe 8种元素的含量。其中 N 用开氏法, P

用钒钼黄比色法, K用火焰分光光度法, Cl用 AgNO 3滴定法
[ 4]

, 微量元素 Cu, Zn, M n, Fe

用干叶灰化后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重复 4次。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枝类叶片内矿质元素含量在年生长季内的变化

2. 1. 1　N, P, K, Cl含量的变化　从图 1可以看出,猕猴桃叶片内 N, P , K, Cl 4种元素含

量在果枝叶和营养枝叶中的变化趋势基本相似, 其中叶片中 N, P , K 含量变化随时间均

图 1　不同枝类叶片内 N, P, K , Cl

含量在年生长季内的变化

呈下降趋势, Cl含量呈上升趋势。

两类枝叶中 N 的含量变化 5～6月降低

幅度较大,可能与干物质在这段时间迅速累

积有关。7月后变化较小,含量趋于稳定。5月

中旬前, 果枝叶中的含 N 量高于营养发育

枝, 5月中旬至 8月,果枝叶中的 N 素含量低

于营养发育枝, 这可能与盛花期后果枝叶中

N 素向果实中输送有关。

K 的含量在两类枝叶中变化差异较大,

果枝叶中 5月份下降较快, 6月份较为稳定,

7～8 月含量呈交替升降变化, 9月后含量又

呈缓慢回升。营养枝中 K 在 5～6月份下降

较快, 7～8月含量变化较小, 是较稳定时期,

9月后略有回升。6月中旬后, 果枝叶中 K 含

量高于营养枝。

P 5月份在两类枝叶中的含量均明显下

降, 6 月后均趋于稳定, 变化极小,而且在两

类枝叶中P 含量差异很小。

Cl的含量在两类枝叶内均呈缓慢上升趋势, 但变幅不大,果枝叶中 Cl含量高于营养

枝中。

2. 1. 2　微量元素 Cu, Zn, M n, Fe 含量的变化　从图 2看,在年生长季内叶片 Zn 含量基

本呈升降交替变化过程。果枝叶中 Zn在 5月份变化较小, 含量维持在较高水平, 6～8月

份升降变化幅度较大, 9月后又趋于稳定。营养枝叶中 5月份含量显著下降, 6～8月初虽

有升降但变幅不大, 9月后含量又明显上升。整个生长季内,果枝叶内Zn含量高于营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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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枝。

Cu在两类枝内含量虽然随季节有升降变化, 但幅度不大,是猕猴桃叶片中含量相对

较为稳定的微量元素。

Fe, M n 元素年生长季含量变化见图 3.由图 3可以看出,果枝叶中 M n 在 5～7月含

量上升, 8～10月间有升有降; 营养枝叶中 Mn 在整个季节呈上升趋势, 5～6月上升较快,

7月后则呈缓慢上升过程。8月中旬前果枝中 M n 含量高于营养枝叶, 8月中旬后二者差

异不大。Fe的含量变化在两类枝中均相对较大,果枝中 Fe在 5月份含量有所下降, 6月

份后虽然也有部分下降时期,但总的呈现明显累积趋势,这可能与 Fe 在植物体内移动性

较差有关, 营养枝中 Fe 5～7月中呈下降态,可能与 5～7月间营养枝叶片的干物质呈累

积状态有关。7月中旬后叶中的 Fe 亦呈累积上升趋势,但营养枝叶铁的变化幅度小于果

枝叶。5～6月份果枝中 Fe 含量小于营养枝, 7～10月果枝中 Fe 含量高于营养枝。

图 2　不同枝类叶片内 Zn, Cu

含量在年生长季内的变化

图 3　不同枝类叶片内 Fe, M n

含量在年生长季内的变化

2. 2　采样时期及枝条类型

对猕猴桃叶分析采样时期和枝条类型有不同看法,澳大利亚联合肥料股份有限公司

( CFL)认为
[ 5]

, 应在 2月下旬取短果枝果序上方的刚成熟叶片; 有人认为应在果实灌浆

时,取接近生长顶端的果实上方的第一片叶;有人认为应在 12月中旬,取强壮春梢上成熟

叶;而这些研究均是在南半球进行的。为便于叶分析结果的应用, 普遍认为应在果树叶片

矿质元素含量比较稳定,变化较小的时期内采样进行营养诊断。根据笔者对猕猴桃短果枝

和营养发育枝叶内 N, P , K, Cl , Cu, Zn, M n, Fe 元素含量在年生长季内的变化分析,按各

种元素的稳定时期,确定出不同枝类叶内各元素适宜的采叶时期,综合分析后认为,对于

短果枝叶,很难找出同时适合这 8种元素诊断的采样时期,而营养发育枝中同时适合于这

8种元素诊断的采样时期为 7～8月份。在这个较长时间内, 营养发育枝中矿质元素含量

的变化较小,相对稳定, 以此时叶分析为基础制定出的叶片营养诊断丰缺指标, 具有较高

的可靠性和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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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1)猕猴桃营养发育枝与短果枝二者叶内矿质元素含量在年生长季内的变化趋势相

似,其中 N, P , K 含量变化呈下降态,且 5月份下降幅度均较大。M n, Cl含量变化呈上升

态, Cu的含量变化较小, Fe的变幅较大, Zn 的含量呈交替升降变化。不同元素都有相对

较为稳定的时期。

2)猕猴桃叶片营养诊断适宜采样的枝条类型为营养发育枝中部的成熟叶片, 适宜的

采样时期为 7～8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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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ight mineral elem ents in leaves of dif ferent shoo ts of kiwif ruit vine

( Var. Qinmei ) had been m easured throughout the season. T he results show ed that the

change pat ter ns of the miner al element concentr ations in non-fruit ing shoots w ere

sim ilar to that in fruit ing shoots. As the development o f vine, the concentrations o f N, P ,

and K of leaves in both non-fruit ing shoo ts and fruit ing shoots decreased; on the

contrary , the concentrat ions of M n, and Cl incr eased. The variable o f concentrat ion of Cu

w as small, and the Fe w as g reat . And the change o f Zn show ed decrease and incr ease

alternat ively. T hroughout the season, the concentrat ion o f each element measured had a

relativ e stable period. Therefor e, it is recomm ended that the developed leaf in non-

fr uit ing shoot o f vine is suitable sampling part , and July to August in a year is a suitable

sam pling period.

Key words : kiw ifr uit vine; mineral elem ent ; leaf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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