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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砧木苗根际微域环境的研究

董淑富 何承顺 黄天栋 束怀瑞
(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系

,

泰安 2 7 10 18)

摘 要

本文以平邑甜茶 (Ma lus huP eh en s衍 掩切
,

平顶海棠 (M Pr un 晌lia Bo
r

k) 和新疆海棠 (M

sie ve rs li 彻
e

间三种苹果常用砧木苗为试材
,

采用 分层取样的根际箱法对其根际微域的环境

状况进行了研究
。

结果表明
,

根际微域 p H 和氧化还原电位 (Eh) 下降
,

N
、

P
、

K 表现根际亏

缺
,

Ca 和 Mg 在根表积累
。

根际影响范围多为 2一 3m m
,

有时可达 4一sm m
。

果树根际环境

状况随砧木不同而变化
,

表现出种间差异
。

关键词 苹果
,

砧木苗
,

根际
,

养分分布

根际是土壤水分
、

养分进人植物根系的门户
,

对土壤养分有效性及其植物根系的吸

收利 用有直 接影响
,

并 与植物 的抗 逆性
、

根 系病害的防治以 及农业持续 发展 密切相

关 [1 一6]
。

因此
,

这方面的研究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重视
,

现已成为多学科研究 的热门和

重点 !2
,

4 〕
。

但 目前大量的研究工作集 中在一年生作物上
,

对果树根际微域状况报道不多
。

为弥补这方面研究资料欠缺
,

探讨果树根际环境与树体生长发育的关系
,

我们展开了此

项研究工作
,

就根 际微域环境状况
、

根际动态变化
、

根际内外相互关系及其影响因素进

行了系统研究
。

由于果树根系庞大
,

难于控制
,

故我们选用了生产上常用的苹果砧木为

试材
。

本文就苹果砧木苗根际微域的基本状况进行报道
。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 19 93一 19 9 4 年进行
,

以 平邑甜茶 (Ma
lu s h叩

e he n s行)
、

平顶海棠 (肚 尹r u n

如 lia )和新疆海棠

(M
;

妙er sii) 三种苹果砧木苗为试材
,

采用分层取样的根际箱 (rhi zo bo x) 法 [7]
,

就其根 际微域的 p H
、

E h

和养分状况进行 了分析
。

根据文献 【7]
,

利用厚度为 lm m 的硬质塑料板和尼龙网制作根际箱 (图 l)
,

中间留 Z m m 栽种植株
,

在两侧按需分装数层
,

每层 lm m
,

其间用尼龙网隔开以便分层取样
,

不锈钢螺栓固定
。

待植株生长一

定时期后
,

紧靠植株的尼龙网上长满根系
,

形成
“

根表面
” ,

由此向两侧可以取出距
“

根表面
”

不 同距离

的土样以研究根 际特性
。

中间层土壤里充满根系
,

故作
“

根表土
”

处理
。

供试土壤为棕壤
,

有机质含量 1 6 9 / kg
,

碱解 N 为 150 m g / kg
,

速效 P 为 35 m g / k g
,

交换性 K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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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m g / kg
,

p H 为 6 月5
。

装箱前先将土壤过 lm m 筛以便均匀装箱
。

三种砧木种 子经低温 (0 一2℃ )层积

处理后直播于 苗床中
,

待 长出三片

植株

5过 m

尼龙网

份 . . 二二忍
不。 , 螺栓

图 1 根 际箱结构示意图

R g
.

l 肠 ag ra m o f rh一z o bo
x

真叶时选 生 长均 一的植株移栽 于根

际箱中
,

4 株 / 箱
,

并将根际箱植于

土壤 中
,

根际箱上表面与地面取平
,

以确保土壤真实环境
。

重复 6 次
。

待

植株生长 6 0 天后取出根际箱
,

分层

取 土样
,

测其 p H
,

E h
、

N呵
、

NO 红
、

P
、

K
、

Ca 和 Mg 等元素
。

N H犷和 NO 丁
用 o s m o l/ L N a sq 提 取 : p 用

o
.

sm o l/ L N a H C o 3
提取 [吕] ; K

、

C a
、

Mg 用 lm o l / L 中性 N代A e
提取 [, ]

。

纳氏 比色法测 N H犷; 酚二磺酸比色

法测 NO 扩; 钥 蓝 比色法测 P; 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法测 K ; Pe rk i二el m an

IC P 等离子体 发射光谱仪测 定 C a Z +

和 M g , 十
; pHs 一 10 B型 数字酸度计测

定 p H 和 E h
。

为防止土壤状态发生

变化
,

取样后立 即测定
,

p H 用蒸馏

水浸提
,

水土比为 5 :l
,

测 E h 的土样加水少许以使电极与土壤密切接触
。

2 结果与讨论

2. 1 根际 p H 和 E h 分布变化

利用 pH S一 1OB型数字酸度计测得根际周围 p H 和 E h 分布状况 (图 2)
,

结果表明三种

实生苗根际 p H 和 E h 均降低
。

其 中平邑甜茶 p H 下降 0. 20 个单位
,

Eh 下降约 33 m v ; 平

顶海棠 p H 下降 0
.

32 个单位
,

E h 下降 22 m V ; 新疆海棠 p H 下降 0
.

22 个单位
,

E h 下降约

14 m v
。

根表土壤 p H 平顶海棠最低
,

平邑甜茶次之
,

新疆海棠最高
。

根表 E h 以平邑甜茶

最低
,

新 疆海棠 次之
,

平 顶海棠 最高
,

但 后两 者差 异不大
。

根际 pH 变化范 围约 3一

4 m m
,

E h 则为 2一3 m m
,

因砧木种类不同而异
。

2. 2 根际 N H犷
、

N O歹和 P 的分布变化

测定结果表明 (图 3)
,

根际 NH 犷
、

NO 丁和 P均 出现亏缺
,

其亏缺范围 N H扩和 NO 丁

约 3一4 m m
,

P为 1一2 m m’ 相对亏缺率以 P最大
,

NO 扩次之
,

N H了最小
。

不同砧木种类

间有 一定差异
,

尤 以 P 最为明显
,

平 邑甜茶根际亏 P最重
,

新疆海棠和平顶海棠相对较

轻
。

2
.

3 根际 K +
、

C a Z 十 、

M g , +

分布变化

根际 K +
、

c a Z + 、

M g Z 十

分布变化如图 4
。

不 同砧木之间变化差异较大
。

根表土中均

表现 K 亏缺
,

以新疆海棠亏缺最重
,

平顶海棠次之
,

平邑甜茶最轻 ; K
十

亏缺范围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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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约为 4一 sm m ; 平顶海棠 2一 3 m m ; sm m 以后 无亏缺 ; 平邑甜茶除根表土出现 K
十

亏缺外
,

其它各土层无明显亏缺现象
。

根际中 c a , 十
、

M g Z 十

变化趋势一致
,

根表 土中均

出现不同程度的积累
,

随后 出现一亏缺区
,

接着又出现积累
。

不同砧木间数量变化差异

较大
,

平邑甜茶变化最大
,

平顶海棠次之
,

新疆海棠最小
。

综上所述可 以看出
,

由于根系生命活动的影响
,

根际微域环境发生明显改变
。

根际

pH 和 E h 下降
,

N
、

P
、

K 表现不同程度的亏缺
,

c a 和 M g 在根表土呈现积累
。

根系生命

活动影响范围多为 2一 3 m m
,

有的达 4一sm m
,

因测定指标不同而异
。

不同砧木种类表

现也不同
,

存在着种间差异
。

本试验结果表明
,

在正常条件下果树根际 p H 值较根外土体低
,

根际酸化
,

有利于

提高土壤养分特别是难溶性养分的有效性
,

改善植株的营养状况
。

不同树种间根 际 p H

不同
,

存在种间差异
,

表明不 同砧木在挖掘利用土壤 养分供给潜力方面有差异
。

这方面

需进一步研究
,

以便在生产上开发利用
。

一般情况下旱作植物根际 E h 下降 [l, ’0]
。

本 试验结果与此相符
,

果树根 际 E h 较根外

低
,

不同种类间存在一定差异
,

可能 与其根系代谢活力有关
。

众所周知
,

根 际微域 出现养分的积累或亏缺取决于根对养分的吸收能力和土壤养分

供应能力
,

供大于求时出现积累
,

供小于求时出现亏缺
‘5”” 习。

本试验结果表明
,

苹果根

际中 N
、

P
、

K 出现亏缺
,

说明土壤供应能力小于根系吸收能力
,

在生产上应注意施用

N
、

P
、

K 肥料以提高土壤供应能力
,

满足树体生长发育的需要
。

Ca 和 M g 在根表土中出

现积累
,

说明土壤供应大于需求
,

通过改善土壤供应不能解决生产上树体 c a
、

M g 缺乏

问题
,

关键在于提高根的吸收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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