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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前 言

浙江黄岩是我国主要柑橘产地之一
,

一向以品种多
、

盾量好著称于中外
,

大跃进以来

莲年丰产
,

成为我 国柑橘业中的一面杠旗
。

黄岩橘园多分布在沿江低地
,

与水稻 田交错相邻
,

排水不良
,

地下水位高
。

橘叶上

广泛存在着因缺乏微量元素而引起的种种生理病害
,

即缺乏症状
,

落花落果现象亦较严

重
。

根据上述情况
, 1 9 6。年在黄岩进行了柑橘的微量元素营养的研究

,

搜集植橘土壤与

橘叶贰样
,

测定微量元素含量进行对比
,

桔合橘叶的种种缺乏症状
,

寻求导致缺乏的原因
,

进一步的进行校正
。

并且环揍柑橘速生丰产 的目的
,

观察柑橘对微量元素肥料的反应
。

田简贰毓在不同类型的植橘土壤上进行
,

在不同的生长阶段喳施微量元素溶液
,

观察

反应
,

言己录生长
J

隋况
。

同时并侧定贰硫园与贰睑树的土壤与植物中微量元素含量
。

田周贰输分以下五部分
:

1
.

微量元素对保叶的作用
:
在冬季喷施微量元素溶液

。

2
.

微量元素对保花保果的作用
:
在花前期和幼果期喷施微量元素溶液

。

3
.

微量元素对壮大果实的作用
:
在果实膨大期喳施微量元素溶液

。

4
.

微量元素对促进幼树生长的作用
:
喳施微量元素溶液

,

观察促进实生幼树生长的

作用
。

,
.

微量元素对校正缺乏症状的作用
:
斜对橘叶的种种缺乏症状

,

喳施微量元素溶液
,

观察症状是否消失
。

此外
,

并搜集贰膝树的果实进行果品分析
,

明确微量元素对提高柑橘盾量的作用
。

二
、

黄岩植橘土壤中微量元素含量

黄岩县位于浙江省东南部
,

东临东海 ; 澄江由西 向东流贯全境
,

与灵江会合后入台州

湾
。

橘园主要分布在澄江及其支流沿岸
。

全县植橘士壤可分为四种类型
:

1
.

冲积土 澄江及其支流两岸的冲积土上橘园甚多
,

呈微碱性反应
, p H 7一 8 ,

微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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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分
,

表土构为万分之五点四到七点六
,

心土钓为万分之七点二到八点六
,

底土的为万分

之七到十一点九
。

土层较厚
,

地下水位低
。

2
.

湿土 在平原内部的橘园
,

与水稻田交错相邻
。

受水稻田影响
,

地下水位高
,

60 一

80 厘米处即是地下水
,

卯一60 厘米处为
“
青死泥

” 。

土壤粘重
,

表土微酸性
, pH 6一7 ,

心

土多为中性
,

底土中性到微碱性
。

含盐量较低
,

一般不超过万分之二到九
。

为了避免地下

水位的影响
,

橘农采用培土筑墩的办法
,

将橘树种植在墩上
,

称为橘墩
。

3
.

山地土壤 县境东部多丘陵
,

西部多山
,

属括营山脉
。

山地土壤多为幼黄壤
、

幼扛

壤以及少量紫色土
。

成土母质以砂岩为主
,

真岩次之
。

有凝灰砂岩
、

石英角斑灰岩
、

流救

砂岩以及少量冈长岩
。

土壤 p H 气7一 6
.

0 。

紫色土由紫色砂岩风化而成
,

土层较浅
,

分布

零星
,

与其他土壤交错存在
。

4
.

滨海盐土 在海涂(金清地区 )新垦的盐土上
,

柑橘生长良好
,

有的已开始桔果
。

冲积土与湿土为主要橘园所在地
,

地势较低洼
,

或受澄江潮水影响
,

或受水稻 田影响
,

排水不良
,

常被水淹
。

山地橘园多为近年新辟
,

来 日发展可以预期
。

因时简关系
,

本年度

未在盐土区进行工作
。

上述的土壤类型简的差异
,

与缺乏微量元素而引起的种种缺乏症状简有一定的关系
。

花叶病 (失椽叶斑 )与黄斑病分布在冲积土与湿土上的橘园
,

而山地土壤上的橘园则仅有

花叶病与类似缺镁的带状失椽现象
。

根据上述的植橘士壤类型
,

搜集了土壤贰样
,

侧定微量元素含量
,

明确土壤中微量元

素的供拾情况
,

微量元素含量与缺乏症状简的关系以及各金属离子简相互的影响
。

土壤中有效态翎锌用 0
.

IN 盐酸浸提 〔’J ,

舞用 二二蔡基硫代卡只松分 离后 用极谱

法侧定(刘铮
,

19 5 9 )
,

铜用二硫乙二酞胺分离后用极谱法侧定(刘铮
,

1 9 5 9 )
。

有效态胡

用 p H 3
.

3 的草酸
一
草酸按溶液浸提t2]

,

用极谱法侧定 [3]
。

有效态锰用 。
.

IN 硫酸浸提 [4]
,

用比色法测定 [5]
。

有效态硼用水麦沸 5 分钟 [6]
,

浸提液中的硼用葛黄法比色侧定 [7]
。

分析拮果 (表 1) 靛明
,

黄岩植橘土壤中有效态铜的含量适度
,

有效态排含量常偏低
,

山地土壤中有效态锰含量偏低
,

而冲积土与湿土中剧较高
。

山地土壤中有效态硼亦远低

于平原
,

在排水不良地区
,

土壤中有效态硼有过多可能
。

有效态胡合量一般均低
,

尤其是

酸性土壤
。

现分述如下
:

1
.

辞的合量
:
土壤中全辞含量豹为 1 0一 3 00 PP m

,

有 时可达 1, 0 0 o p p m Ls.9 ]
。

对植物

有效的锌可以用 0
.

IN 盐酸浸提 出的锌来代表
,

在正常土壤中合量豹为 10 一扣即 m
。

若
0

.

IN 盐酸浸提 出的锌少于 3一SP p m 时
,

一般作物会表现 出缺舞症状 [’】。 当土壤 p H 值降

低时
,

溶解出的锌增多
, p H 值增高时

,

植物可利用的辟减少
。

所以果树的缺辞症状常与土

壤反应有密切关系
,

与全锌合量关系较小
。

黄岩植橘土壤中有效态辟是比较少的
。

冲积土中有效态辞最少
,

在 1
.

7一9. gPP m 简
,

山地土壤次之
,

在 7
.

4一20 .7 PP m 简
,

湿土较多
,

在 ,
.

0一 6 斗
.

OPP m 阴
。

花叶病广泛的分布

在各类型的植橘土壤上
,

即系缺辞缺锰或二者同时缺乏的混合症状
。

在山地黄壤上曾对

橘树喳施硫酸锌溶液
,

失椽叶斑迅速消失(觅后文)
。

2
.

锰的含量
:
土壤中全锰含量为 20 0一 3 ,

00 OP p m
,

平均含量为 60 0P p m [8. 9J 。

植物可

利用的锰是二价锰和高价但易于还原的氧化锰
,

单独用全锰合量不足以 判断锰 的 供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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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 。

.

IN 硫酸浸提出的盆代表活性锰
,

苏联土壤中 。
.

IN 硫酸浸提 出 的锰 为 1. 5一
1, o p p m [ 4 〕

。

黄岩植橘土壤中全锰舍量为 咒 8一 2 7 1 6 PP m
。

0
.

IN 硫酸浸提出的锰的量差异很大
,

山地黄壤中最少
,

仅为 5. 6一38
.

OPP m ,

冲积土次之
,

为 1 9. 7一 1 63
.

9PP m
,

湿土则 高达
9 7

.

0一26 o
.

OPP m
。

虽然土壤中合锰量差异很大
,

各类型植橘土壤上的橘树喷施锰溶液都有
良好反应

,

湿土上的橘树
,

花叶病因而消失
,

叶片复椽
。

黄岩柑橘叶片中合锰量均低
,

对锰

肥有良好肥效
,

这些情况似乎都靓明柑橘对锰的需要肯未满足 o’

3
.

铜的合量
:
土壤中全铜合量为 2一 1 o oPP m to]

,

平均含量为 Z oPP m [8]
。

侧定土壤
r

卜

有效态铜的浸提剂甚多
,

我们选择了 。
.

IN 盐酸
。

用 。
.

IN 盐酸浸提出的翎多于 2 PP m

时
,

对于一般作物是足够的
,

含量在 1
.

1一l
.

gPP m 之简
,

则可能需要铜肥 〔’l ,

与微生物学

的侧定法 [‘0〕,

以及 sc h a e h ts e h a be一法I“] ,

w
e s th o ff 法 [ 12 ] ,

sc h a r r e r 与 K 位h n
法 [”]所确定

的缺铜临界值即 ZP p m 是相符的
。

黄岩植橘土壤中有效态酮舍量适中
,

各类型土壤简差异很 小
。

山地 黄壤 为 1
.

1一

4
.

SP p m
,

冲积土为 1
.

2一未 6PP m
,

湿土中为 1
.

1一斗
.

IPP m
。

沿澄江的冲积土常受湖水冲刷
,

合铜最多
,

为 7 .6 PP m (标本号 60 A 2 2 )
。

在一个典型的湿土剖面中
,

各层次合铜量差异很

小
,

告在
.

2
.

gPP m 上下
,

表层稍高而底层较低
。

橘墩上的土壤舍铜量与表层相似
。

由上述

的拮果来看
,

黄岩植橘土壤中的铜是足够的
,

在橘树上也未观察到缺铜症状
。

4
.

胡的舍量 : 土壤中全胡含量很低
,

正常土壤为 0. 2一SP p m
,

平均合量为 ZPP m [91
。

各类型土壤中全胡舍量差异较大
。

土壤中有效态胡常用水
、

醋酸盐
、

草酸盐
、

盐酸
、

磷

酸
、

氢氧化纳等溶液来浸提
,

侵提出的胡随浸提液 p H 值的增高而增多
。

Ta m m 溶液即

p H 3
.

3 的草酸
一
草酸敛溶液较为满意

,

由于能够溶解含水氧化物
,

所以对朔有稳定的浸提

桔果
,

不受 p H 值的影 响
,

与 田 简贰睑也有比较一致的相关性
。

用 T a
m m 溶液浸提出的

胡通常在 0
.

02 一 1
.

4PP m 简
,

由酸性与微酸性土壤中浸提 出的胡少于 0
.

1 5PP m 时
,

一般作

物对胡肥有良好反应 [14]
。

黄岩植橘土壤中有效态铜含量很低
,

用 T a
m m 溶液浸提出 的 胡在 0. 02 一 0. 1 8PP m

简
。

山地黄壤最少
,

为 0
.

01 一 0
.

0知p m
,

均在上述的缺胡范围内
。

冲积土与湿土为 0
.

02 一
o

.

1 4 PP m ,

一般均在 0
.

IPP m 左右
,

其中舍量最高的是澄江迈受潮水冲刷的冲积土(标本号

6 0A 2 2 )
。

上述的低舍量歌明黄岩植橘土壤中有效态朔一般不能满足柑橘营养的需要
,

也

靓明了胡肥肥效良好的原因
。

土壤中胡的有效性
,

除了艳对舍量以外
,

与土壤酸度
、

其他重金属浓度尤其是锰离子

浓度有密切关系
。

与其他元素相反
,

土壤州值升高时可溶态的胡增多
。

砂盾的酸性土壤

易于缺胡 [151
,

黄岩的山地植橘土壤属于这种类型
。

土壤中活性锰很多时
,

妨碍植物对扣的

摄取[10]
,

活性铁过多亦有同样拮果 [17, 1s1
。

黄岩的平原上的植橘土壤地势低洼
,

排水不良
,

地下水位高
,

活性敛锰均多
,

铁锰胡复杂的拮抗关系
,

可能导致缺胡现象
。

5
.

硼的舍量
:
大多数土壤中全硼合量为 3一 1 o oPP m [9]

。

根据推带格拉多夫青料
,

土

壤中全硼平均合量为 1。一Z OPP m [8]
。

对植物有效的硼
,

一般以沸水浸提出的硼来表示(浸

提时简 5 分钟 )[6 ’
,

豹占土壤全硼的 5 外上下
。

缺硼的临界值的为 0. SPP m [l01
。

砂土合硼低

于 。
.

1 5PP m 时
,

壤土含硼低于 0
.

3 0PP m 时
,

作物常发生缺硼现象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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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岩植橘土壤中沸水浸提 出的硼在 0
.

斗一 3
.

3PP m 简
。

山地黄壤与湿土中鞍少
,

前者

为 0. 斗一 2
·

3PP m ,

后者为 。
.

斗一2
.

2PP m ,

冲积土fllJ 为 1
.

2一 3
.

3PP m
。

都接近或高于一般作物

的缺硼临界值
,

与橘树上未曾发现缺硼症状相符
。

但由山地黄壤与平原上的橘树叶片中

含硼量的差异和硼肥的良好肥效来看
,

未尝不可以款为柑橘对硼的需要尚未满足
。

一般

款为鲤度的缺乏并不一定表现出缺乏症状
,

适当的施肥仍会有良好的肥效
。

至于排水不

良地区的土壤中舍硼是否过多
,

有待进一步的探甜
。

三
、

柑橘叶片中微量元素含量

植物成分尤其是叶的成分反映出植物体的营养情况
,

叶片分析特别适用于因营养条

件不正常而生长不良的踢合
。

黄岩不同类型土壤上的橘树存在着不同的养分缺乏症状
,

因 此搜集了各类型土壤上的柑橘的病叶与健叶
,

测定其中微量元素的舍量
,

与有关的土壤

中微量元素含量相对比
,

并且依据橘树所表现出的养分缺乏症状
,

判断养分供应不正常的

原因
,

配合施肥措施进一步加以征实
。

搜集同龄橘叶洗泽
,

若有哨施药剂的殖余物
,

则用 。
.

1刃 H cl 内加 。
.

斗多 Te 叩o1 洗滁

半分钟后再用水冲洗 [z1]
。

最后一次洗滁应使用由合格的硬玻璃器皿蒸得的再蒸翩水
。

洗

泽的橘叶在 80 ℃ 烘干
,

并使烘箱中空气流通
。

在聚氯乙烯布中揉碎后再在玛瑙研钵中研

韧
。

幼果的洗滁同橘叶
,

阴干后用不锈姻刀切碎
,

80 ℃ 烘干
,

再在烤瑙研钵中研扣
。

分析

前在 1。, ℃ 烘干
,

测定水分
。

灰化在 朽。℃ 进行
,

用盐酸溶解灰分按蓄黄法比色
‘

测定硼
,

铜用二硫乙二酞胺分离
,

辞用 a-- 二蔡基硫代卡只松分离
,

分别用极藉法测定
。

用硫酸溶解灰分
,

用过碘酸钾氧化

后比色测定锰
。

钥则用
a 一
安息香肪沉淀分离

,

用哥 罗仿浸提
,

按极谱法测定
。

现将橘叶分析桔果分述如下
:

1
.

斜的含量
:
橘叶中辞的含量一般在 巧一 Z o o p p m 之简沁一川

。

合舞少于 l , PP m 可

能引起缺乏症状
,

少于 2 4PP m 可能对锌肥有良好反应固
。

黄岩橘 叶 中 合 辞在 21
.

8一

7 o
.

7PP m 简(表 2 )
。

山地黄壤上的橘树叶片中含舞较少
,

为 2 1
.

8一 3 8
.

IPP m
,

冲积土上的

橘树叶片中含辞为 27
.

0一7 0. 7 PP m ,

湿土上的橘树叶片中舍辞为 2 6
.

8一62
.

spp m
。

与土壤

分析桔果相较
,

二者舍辞量简的相关性不显著
,

冲积土中有效态辞舍量最少
,

但橘叶的含

卦量并不低于其他土壤上的橘树
。

湿土上的夏橙
,

全树有严重的花叶病
,

而叶片含辞量高

达 62
.

, PP m
,

似乎砚 明失椽并不完全由于缺粹
。

山地黄壤上的有柑
,

有花叶病的叶片与

健叶含舞相同
,

但喷施锌溶液后迅速复释
,

叶片中含锌量增加(表 1 2 )
,

这种情况有待进一

步研究
。

2
.

铜的含量
:
橘叶中铜的含量一般在 斗

.

0一 16
.

OPP m 简 LZ卜z5] 。

合铜少于 斗PP m 时
,

可能

引起缺乏症状
,

少于 6 pp m 时
,

可能对翻司肥有良好反应
,

多于 2 3PP m 时可能有毒害作用凶
。

黄岩柑橘叶中合铜量为 6
.

0一30
.

g PP m (表 2 )
。

山地 黄 壤 上 的橘 树叶 片 中合铜 6. 0一

30
.

gP p m ,

冲积土上的橘树叶片中含酮量为 9
.

。一1 5
.

6PP m ,

湿土上的橘树叶片中含铜较

多
,

为 n
.

6一30
.

即p m
。

高的舍铜量可能是 由于握常使用波尔多液
。

在各种土壤上的橘

树未观察到缺铜或铜中毒症状
。

各类型土壤上的橘树的叶片中舍铜量尚没有显 著的规

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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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柑棍叶中辞酮含量

标 本 号 品 种 { 土壤类型 采隽地点
含 辟 量
(p p m )

含 铜 量
(p p , n ) 备 注

2 7
.

5 }户
花叶病

⋯
‘健 叶

}声花叶病

⋯
L健

·

叶

⋯犷二〕

⋯
:::

叶病

一�护争一nll�11,‘一了O
,山,上

�匕nUn�两/3Q

⋯⋯
内j,了,10尹一JCU,乙1工门乙,�23

翻/,石OU,j
‘

胜n己门乃,�了01了R��
, r占

3
�八乙‘2
弓j,乙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6 0 B 0 1

6 0 B 0 2

6 0 B 3 0

6 0 B 3 1

6 0 B 0 3

6 0 B 0 4

6 0 B O,

6 0 B 0 6

6 0 B 1 9

6 0 B 2 0

6 0 B 2 1

6 0 B 2 4

6 0 B 2 5

6 0 B 2 8

右 橘

有 橘

右 橘

有 橘

慢 橘

慢 橘

早 橘

早 橘

早 橘

早 橘

早 橘

温州蜜柑

温州蜜柑

温州蜜柑

山地黄壤

山地黄嚷

山地黄壤

山地黄壤

山地黄壤

山地黄嚷

山地黄嚷

山地黄褒

山地黄壤

山地黄壤

山地黄褒

山地黄壤

山地黄嚷

山地黄壤

15
.

6

,
。

0

3C
一�了�z,山�了nU八U3

门乙�/巴夕

6 0 B 0 7

6 0 B 0 8

6 0 B 3 3

6 0 B 3 4

本 地 早

本 地 早

本 地 早

本 地 早

冲 积 土

冲 积 土

冲 积 土

冲 积 土

拭 敬 站

王西生产队

王西生产队

1 1
.

6

了0
0

n�n,

O曰
O门
�门了

,门乙止
3
11

尹00少,�O
�

,�
月,,j,j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瑜瑜脆输嗽歇输输盼脸毅敬拭贰拭拭裁拭款拭贰拭拭拭土土土土土土士土土土土土湿湿湿湿湿湿湿湿湿湿湿湿早早早早早早橘橘橘柑橘橙地地地地地地瞻本本本本本本早早温早慢夏
6 0 B 1 5

6 0 B 3 6

6 0 B 3 8

6 0 B 4 1

6 0 B 4 2

6 0 B 4 5

6 0 B 0 9

6 0 B 1 0

6 0 B 5 4

6 0 B 4 9

6 0 B 1 3

6 0 B 4 3

17
。

0

3 4
.

5

6 2
.

5

1 8
.

3

1 1
。

8

1 4
‘

8

*

未测定

3
.

锰敛的含量
:
橘叶中锰的合量一般在 1 , 一 5 0 o p p m 简山月, l。 含锰少于 1 5PP m 时可

能引起缺乏症状
,

少于 2 斗PP m 时
,

可能对锰肥有良好反应固
。

黄岩柑橘叶片中含锰量在
0

.

2一 2
.

3PP m 简 (表 3 )
,

与上述数字相鞍是极低的气 生长在冲积土上的橘树叶片中合锰最

少
,

为 0. 2一1
.

2PP m
,

湿土上的橘树叶片中含锰为 。
.

3一l
.

ZPP m
,

由地黄壤上的橘树叶片中

合锰稍多
,

为 0
.

, 一2
.

3 p p m
。

在各种类型的植橘土壤上喳施锰溶液都有良好反应
,

与橘叶

中偏低的含锰量和花叶病广泛存在的
J

清况是相符的
。

为了寻求橘叶中合锰量过低 的原
.

因
,

测定了叶片中的合敛量
,

拮果兑表 3 。

橘叶中舍敛量一般在 3 5一12 0 PP m 简 [

~
5 1。 低于 3 5PP m 时可能有缺铁症抉出砚

,

*
现在正从各方面探衬含锰过低的原因

,

分析步肆亦在复核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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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柑橘叶中猛金失含量

标 本 号 土壤类型 采隽地点
含 锰 昂
(尸l

, , 1 1

)
含 铁 量
(p p :n )

一勺,、n切-J工J
.
.

⋯
J月人勺一1 .1一U门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柑柑柑橘橘橘橘橘右右右慢慢早早早6 0 B 0 2

石0 B 3 0

石0 B 3 1

6 0 B 0 3

6 0 B 0 4

6 0 B 0 6

B 0 B 2 0

B 0 B 2 1

B 0 B 2 5

1
.

斗

有花叶病

温州蜜柑

山 地 黄 壤

山 地 黄 壤

山 地 黄 壤

山 地 黄 壤

山 地 黄 壤

山 地 黄 壤

山 地 黄 壤

山 地 黄 壤

山 地 黄 壤

1斗2
.

7

, 5
.

斗

9 8
.

8

6 0 B 0 7

6 0 B 0 8

6 0 B 3 3

6 0 B 3斗

本 地 早

本 地 早

本 地 早

本 地 早

裁 瑜 站

试 敲 站

王酉生产队

王西生产队

有黄斑病

阳/勺占勺乙一、了
.

⋯
自�11门�0土土土土积积积积冲冲冲冲

睽凳
{黔稽

11成U加/产0d
.

. .

⋯
4

.润/�日,了n�n�勺了9
工

J

Jn�111

2
.

4

0
.

9

2
.

2

0
.

4

0
.

4

0
.

3

0
.

5

0
.

6

1
.

0

7 9
.

9 有花叶病

7 3
.

3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脆敞敲脆脆脸输脆敲敲脆截拭靛裁拭拭拭试拭拭献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湿湿湿湿湿湿湿湿湿湿湿早早早早橙橘橘橘橘早柑地地地地地僵本本本本本早早夏慢慢温石D B 3 8

6 0 B 4 1

6 0 B 4 2

6 0 B 4 4

石0 B 4 5

6 0 B 0 9

6 0 B 5 4

石0 B 43

6 0 B 1 1

石0 B 13

井0 B 4 8

*
未测定

3 6一6 oPP m 简表示含铁量很低
,

60 一12 0P p m 为一般舍量圈
。

除了铁锰的艳对 舍量以

外
,

还应考虑二者合量的比率
,

正常橘叶中 F e

/ M
n
应为 1

.

, 一卫
.

, ,

若低于 1
.

, 刻有不正常

症状发生圈
。

黄岩柑橘叶片中合铁很多
,

在 7 3
.

3一 1斗2. 7PP m 阴
,

与合锰量比较相差过远 (表 3 )
。

生长在山地黄壤上的橘树叶片中舍族较多
,

为 9 5
.

斗一 1佗
.

7PP m ,

冲积土与湿土上的橘树

叶片中含敛低于山地
,

为 7 3
.

3一 1 0斗
.

斗即m
。

有花叶病的橘树握ll# 施锰溶液后
,

花叶病消

失
,

叶片复椽
,

叶片含锰量增加
,

含铁量降低
,

降低幅度为 12一 1 , 并(表 3 ,

表 1 2 )
,

靓明铁

锰相互的影响和不正常的比率可能是导致柑橘表现缺锰症状的原因
。

在各类型植橘土壤

上广泛存在的花叶病就是由于缺锰缺舞或者二者同时缺乏
。

斗
.

硼的含量
:
橘叶中硼的含量一般在 20 一 2 00 PP m 简匡司习

。

通常为 2 , PP m 上下
,

少于 20 PP m 时
,

可能发生缺硼症状
,

少于 斗OPP m 时可能对硼肥有良好反应
,

多于 2 7 op四
时可能发生中毒症状国

。

黄岩柑橘叶中含硼在 12
.

, 一 1巧
.

OPP m 简 (表 斗)
。

山地黄壤上

的橘树叶片中含硼 1 2
.

, 一3 9
.

SPP m
,

常位于缺硼范 围内
。

冲积土
_

上的橘树叶片中舍硼

多
,

在 29
.

0一 1 1 ,
.

OPP m 简
。

湿土上的橘树叶片舍硼量在 27
, 3一 87

·

斗PP m 简
。

澄江边
气
冲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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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柑橘叶中硼的含量

标 本 号
采集地点

·

} 含硼量(
p p m ,

花叶病

花叶病

l
es

wees|储际|l|瓜院一冲严|
l

|
l

|
|

�气夕一、夕11

,j
2
工J

2
,一n,
2ZQ
子1工,、1二, ,,�,白

站站站站站站山山山山山山

土壤类型

山地黄壤

山地黄壤

山地黄壤

山地黄壤

山地黄壤

山地黄壤

柑橘橘橘橘有慢慢早早6 0 B 0 2

6 0 B 0 3

6 0 B 0 4

6 0 B O多

6 0 B 0 6

6 0 B 2 9 温州蜜柑

6 0 B 0 7

6 0 B 0 8

6 0 B 3 3

6 0 B 3 4

裁 脸 站

就 敲 站

王西生产队

王 西生产队

3 4
。

斗

2 9
.

0

1 15
.

0

9 8
.

0

黄斑病

黄斑病

黄斑病

黄斑病

,j成U工J
�

6C八/00才份nUnU片l
.. .. .

⋯⋯
�了Q口�J尹D通
.n乙,、,

J咭.工d .

0,山门‘d
月了02曰农U只�盯n户二n己6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脆徽脆酸徽敲骇敲欲徽输就拭�两就贰献裁献裁拭拭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湿湿湿湿湿湿湿湿湿湿湿6 0 B 09

6 0 B 1 0

6 0 B 1 1

6 0 B 12

6 0 B 13

6 0 B l ,

6 0 B 1 6

6 0 B 17

6 0 B 4 5

6 0 B 4 8

6 0 B 4 3

早 橘

早 橘

慢 橘

梭 橘

慢 橘

本 地 早

潭 檬

穆 檬

本 地 早

温州蜜柑

夏 橙

积士上的橘树叶片中合硼量远高于其他土壤上的橘树 ( 标本号 60 B 33 一3 斗)
。

上述的分析

拮果靓明在山地橘园施用硼肥增产的可能性
。

湿土中合硼虽多
,

喷施硼肥后仍有良好反

应
。

在冲积土上未进行硼的肥效贰验
。

在各类型的植橘土壤上都未观察到橘树有缺硼或

中毒症状
。

5
.

胡的合量
:
橘叶中含胡极少

,

智在百万分之一以下
,

即 0
.

肠一 0
.

斗即 m 简
,

合朔少于
。

.

0 , p p m 时
,

可能发生缺胡症状 [23 ,z5]
。

黄岩柑橘叶片中含胡量从痕迹到 0
.

2 9 p p m
,

一般

在 0. o sp p m
一

上下 (表 5 )
。

生有黄斑病的橘叶中含胡仅为痕迹
,

健叶中则较 高 (标本号

表 5 柑擂叶中胡的含量

标 本 号 1 品 种 采葬地点 } 含翔量(即
I n ) 备 注

6 0 B 2 0

6 0 B 2 5

6 0 B 2 7

早 橘

温州蜜柑

温州蜜柑

0
.

0 4

0
.

06

0
.

0 5

无黄斑病站站站山山山

6 0 B 3 3

6 0 B 3 4

本 地 早

本 地 早

土壤类型

山地黄壤

山地黄褒

山地黄嚷

冲 积 土

冲 积 土

王西生产队

王西生产队

痕胁

痕趾

有黄斑病

同株
,

但无黄斑病

6 0 B 3 8

6 0 B 5 4

本 地 早

早 橘

O
。

2 9

0
。

02

无黄斑病站站硫羲试藏土土湿湿

60 B3 8 )
,

砚明黄斑病可能是由于缺胡
。

与土壤分析精果相较
,

黄斑病分布于地下水位高

排水不良的土壤上
,

活性敛锰均多
,

可能是导致缺胡的原因
。

_
, _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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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微量元素对柑橘的肥效

1
.

微量元素对柑棍保叶的作用

在黄岩地 区
,

慢橘往往由于肥水不足
,

造成冬季落叶现象
,

丰产之后更为严重
,

因而

影响翌年产量
。

根据锌锰能够增力时值物茎叶中碳水化合物舍量
,

增弦抗寒力
,

故用锌锰

溶液进行根外营养
,

观察对保叶的作用
。

栽尉于 1 9 , 9 年冬进行
,

分别对
’

慢橘喳施 0
.

1多

硫酸辞与 0. 1 拓硫酸锰溶液
。

硫酸排溶液在 1 1 月 27 日
, 12 月 23 日

, 1 2 月 28 日
, 1 月

13 日共 l食施四次
。

硫酸锰溶液在 n 月 2斗 日
, 1 月 5 日

,

1 月 27 日共喳施三次
。

贰睑树

与对照树相对相似的进行对比
。

贰肺地土壤为冲积物所形成的湿土
。

保叶效果如表 6 所

表 6 辟锰对慢橘的保叶作用

全全全 部 叶 片片 19 5夕年生叶叶 19 5 9 年春叶叶 1 95 9 年夏秋叶叶 1 9 5 8 年生老叶叶

处处 理理 原叶数数存叶数数存叶百百百百百 原叶数数存叶数数 存叶百百

严
““ 存叶叶 存叶叶 原叶数数 存叶叶 存

口
一

卜卜
分分分分分 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 分

·

率率率 数数 百分分分 数数 百 分分(((((((((% ))))))))))))))))))))))) 子子“下 日日日日 (% ))))))) 率率率率 率率
爆爆爆爆爆爆 归数数 仔叮驭驭 分 率率率率率率率 (% ))))))) (% 、、

(((((((((((((((% )))))))))))))))))))))

硫硫酸锰锰 l
, 1 1 000 6 2 555 56

.

444 夕0 000 斗9 999 7 1
.

222 6 0 999 4 2 777 7 0
.

000 9 lll 7 222 79
.

333 6 lll l222 19
。

:::

硫硫酸舞舞 2 ,

8 2 000 1
,

5 7 444 5 5
.

999 2
,

46 888 1 ,

石斗222 6 2
.

444 1 ,

9 3 999 1 , 1 1999 5 7
,

777 5 1888 4 2 333 8 1
.

666 3 7 555 3 222 8
.

三三

对对 照照 2
,

7 1 666 1
,

0 6 111 3 9
.

111 2
,

5 1555 l
,

03 666 4 1
.

333 2
,

11 222 夕8“

一一
3 7

.

555 4 0 999 2 5 000 6 1
。

000 2 3 111 2 555 1 0
.

芝芝侧拱示
。

按总叶数补算
,

喳施硫酸锰溶液的橘树落叶鞍对照树减少 竹
.

3 多
, !哨施硫酸释溶液的

橘树落叶较对照树减少 16
.

8 %
。

因此
,

若能对慢橘加弦管理
,

配合施用微量元素
,

存叶百

分率可大为提高
,

对产量也可能有良好影响
。

2
.

微量元素对柑橘保花保果的作用

在黄岩地区柑橘落花落果现象甚为严重
,

在一般情况下着果率仅为百分之二三
。
由

于硼参与植物休中碳水化合物的运翰
,

在花与生长点
,

扣都有多量硼存在
,

故用硼溶液与硼

辞锰混合溶液在花前期喳施
,

观察对保花保果的作用
。
由于锰能增弦植物的光合作用

,

用

与植物的氮磷营养有关
,

故用锰溶液与胡溶液分别在幼果期喷施
,

观察幼果期的保果作

用
,

现分述如下
。

(1) 花前期喳施硼溶液对提高着果率的作用 贰膝树为2 , 年生本地早 2 。株
, 5 年

生温州蜜柑 18 株
,

各取半数作为对照
,

贰喻地为冲积物所形成的湿士
,

用 0
.

巧%硼砂溶液

喳施三次
,

日期为 3 月 22 日(兄蕾)
, 斗月 6 日(花蕾初露 白)

,
斗月 21 日(花蕾露 白)

。

在

选 出的典型枝上分别于不同 日期兢爵花数与着果数
。

着果率的就针分为幼果期及定果后

两次
,

前者在 5 月 9 日杭补
,

后者在 8 月 23 日抗针
,

拮果兑表 7o

贰阶枯果征实硼肥对提高着果率有一定的作用
,

温州蜜柑因施用硼肥着果率显著提

高
,

从 斗月 17 日到 5 月 9 日
,

即幼果期
。

本地早的平均着果率比对照树提高 8 多
,

温州蜜

柑的平均着果率比对照树提高 3 斗务
。

定果后的着果率 (8 月 2 2 日为止)
,

本地早的平均

着果率的波动较大
,

有正的与食的效果
,

温州蜜柑的平均着果率刻比对照提高豹一倍
。

在定果后 (处理后三个月 ) 搜集了幼果测定其中含硼量
。

本地早处 理树幼果 含硼

1 ZPP m
,

对照树幼果为 斗
.

SPP m ; 温州蜜柑处理树幼果舍硼 n
.

OPP m
,

对照树幼果仅为痕

迹
。

橘叶分析拮果(表 钓 税 明温州蜜柑叶中含硼常高于其他品种
,

似乎意味着温州蜜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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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花前期确处理对提离着果率的作用

扰豁

时期

处 树

品种 粗别

对 照 树

株 号 原花数
着果数

⋯赘 原花数 }着果数
着果率
(% )

处理为对照的

百分数号
一株

本

9一 9

1 0一 1 1

东
一 1

42 15

1 40 0

2 2 6 3

3 62 3

12 夕0

5 5 7

85
.

9 6

9 0
.

7 2

2斗
.

6 1

1 0一 9

7一 1 1

西
一 1

4 1 42

1 3 7 6

1 84 5

3 5 5 5

12 0 7

2 3 7

8 5
。

82

8 7
.

7 0

1 2
.

8 4

1 0 0

1 03

19 1

平均着果率 67
.

0 9 平均着果率 6 2
.

12 10 8

果幼期

,

:
8

。

6 9

0
。

4 3

5 8

Z斗5

地
4

。

9 8

1
。

0 7

1 0一9

7一 1 1

西一 1

2l巧

早

9 一9

10 一 1 1

东
一 l

平均着果率 3
.

0 3 平均着果率 4
.

5 6 6 8

定果期

一、夕一夕11nU
5
lj

,土一11 .1QU工f夕
436之
一,j工f�nU矛人Ul砂匆、z

�j脚jOJ

洲俐解
,‘R�
J
,一沪目、

‘
工,山乙U一3,/02工f沪一,

矛

q
�八一‘U内乙,、�二B 一 l

B 一 7

B 一 8

4 0 7

3 5 6

9 0 2

6
.

7 6

5
。

9 1

3
.

7 1

平均着果率 平均着果率 5
.

斗8 13 4

果幼期

2
.

4 8

0
.

5 3

0
.

2 0

1 09

4 6 8

6 10

.

件24
一.且

水解别
0
0�,勺

J
d
‘

,

⋯
22
,A唯工q�1几11J.l

理一

⋯
一

|
一一

⋯
一一

⋯
一一

⋯

B 一 l

B 一7

B 一8

温州蜜柑

平均着果率 2
。

1 3 平均着果率 0 7 19 9

定期果

硼的竣高的需要量
。

( 2 )
一

花前期喳施硼锰锌肥对提高着果率的作用 拭验树为 2 0一2 5 年生本地早
,

用

硼砂
、

硫酸辫
、

硫酸锰混合溶液喳施三次
,

浓度告为 0
.

1 %
。

啃施 日期为 4 月 6 日
, 斗月 21

表 8 花前期翻盘辞处理份果率的作用

处
日期( 月/ 日)

对 照 树

株 号 原花数
*

树

着果数
着果率
(% )

株 号
}
原花数

着果数
着果率

处理为对照的百

分数
(% )

8 一 14

8_ 1 2

9一 1 4

1 1 52

2 2 45

6 2 8

1 0 8 9

19 9 5

6 17

7一1 0

8一12

夕~ 14

1 5 13

2 3 85

6 5 5

12 4 2

2 2 5 6

斗9 1

82
.

0

9 4
。

5

9 3
.

5

一、Jn�U乡

⋯
左
几
000O护R甘Q子自nU��lj

,上J.l11z厂
r.

/厂了
」�、一�、2工f夕

平均着果率 9 4
。

0 9 0
。

0 10 4

⋯
,
上3
月

LL
‘

2
1人
28一 1 4

8_ 1 2

9 _ 1 4

2 3 9

30 3

2 15

2 0
.

7

1 3
。

5

3马
。

3

7一1 0

卜 12

, 一1 4

平均着果率 2 2
。

8

平均着果率

巳
平均着果率

3 3 2

3 1 2

16 2

1‘JL
. .111lesl11厂尹

才
//产才夕�

66‘
U

1 9
.

9 1 15

7- 10

8- 1 2

9一1 4

1二�U,j‘

:
,j
1.1工工J�O内j,j八j八‘3

理一J酬|一

⋯
一一

⋯
一一

⋯

8一 1 4

8_ 1 2

9一 1 4

3
。

4

0
。

7

3
.

9

,几‘UQ一一,闷.一,工,j气j,j,�,乙2
了

.

了了了J 了/只0�只U

平均着果率 3
。

1 平均着果率 2
。

夕 11 5

*

原花数告在 4 月 20 日扰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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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5 月 1 7 日

。

拮果冕表 8 。

栽睑地土壤为冲积物所形成的湿土
。

贰硫拮果靓 明
,

虽然硼锰辫混合溶液对提高着果率的效果不及单独喳施硼溶液
,

但都

有相当效果
,

提高着果率一成上下
。

处理树的叶片与幼果(处理后三个月 )硼锰辞合量均

显著提高
,

原有的花叶病消失
,

病叶完全复椽
,

分析拮果参阴表 1 2 。

(3 ) 幼果期喳施锰肥对提高着果率的作用 贰喻树为 10 一20 年生早橘
,

用 0. 斗%

与 0
.

1拓硫酸锰溶液分别喷施二次
,

日期为 6 月 20 日与 6 月 1 6 日
。

贰喻地土壤为冲积物

所形成的湿土
。

于 8 月 23 日扰针着果率
,

并且在采收时韶录了产量
,

拮果见表 9 与表 1 0 。

表 9 幼果期猛处理对提高着果率的作用

处 理
幼果基数

(5 月 3 1 日)
(蠢

:果 数
2 3 日)

着 果 率
(% )

处理为对照的百分数

U
.

1% 入1 11 5 0
盛

对 照 :;: ;;
()

.

4%M n S O ‘

对 照 ::;
,

::

表 10 幼果期猛处理对提高座量的作用

处 理 单株平均果数
单株平均产量

(斤 )
斗泣均单果重星

(克)
处理树

一

单株产量为对照
的百分数

()
.

1% 五邃n S O ,

对 照 :{: ): ::

一
0

.

4% M
ri S () ;

对 照 :: :

贰睑拮果靓明
,

在幼果期喳施硫酸锰溶液对提高着果率有显著效果
,

提高幅度为 3 6一

39 多(表 9 )
,

产量相应的提高了 29 一31 % (表 1 0 )
。

虽然处理树的单株产量高于对照树
,

但

是平均单果重量反而低于对照树
,

显然这是由于着果率增加
,

基肥并未增多而仅与对照树

保持同一水平
,

树休养分不足
,

必然降低平均单果产量
。

这正意味着生产潜力有待进一步

的发挥
,

即增加常量元素肥料
,

并适当的施用微量元素肥料能使柑橘产量进一步的提高
。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个有关锰肥的贰膝都是在湿土上进行的
,

士壤中活性敛锰很多
,

但锰肥有显著效果
,

同时
,

锰肥对花叶病有良好的效果
,

砚明湿士对相橘的锰的供应简嫌

不足
,

橘叶中偏低的舍锰量也需明 同一事实
,

其原 因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4 ) 幼果期喷施相肥对提高着果率的作用 由于酸性土壤中胡的有效性较低
,

故

在山地黄壤
一

上进行相肥贰喻
。

贰膝树为 8 年生温州蜜柑
,

分别用浓度为 。
.

1界及 0
.

斗%的

胡酸纳溶液喷施二次
,

日期为 6 月 12 日及 6 月 拓 日
。

同时在冲积来源的湿土上进行胡

肥贰输作为对比
。

贰喻树为 5 年生本地早
,

溶液浓度及喳施 日期 同温州蜜柑
。

于 7 月 1

日扰补本地早的着果率
, 7 月 4 日兢豁温州蜜柑的着果率

。

拮果见赤 1 1 。

贰验粘果需 明胡肥在幼果期对提高着果率有良好作用
。

温州蜜柑提高的较多
,

在三

成上下
,

本地早提高一成上下
。

不同的效果或由于品种尚对胡肥需要量的差异
,

或由于土

壤类型郎土壤合胡量的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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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幼果期胡处理对提高着果率的作用

品
瑞 { 处 理 }

’

、率(% )
’

)
处。对照的韶数

一 ⋯
{

那 { 燕 ⋯
:::

}
。

·

‘% 用溶液 ⋯
‘。

·

9

⋯
‘。8

_ } 对 照 { I U
·

1 }

不 地 早 J
_ _ _ _ _

一 二 {
。 ,

}

}
日

·

“% 朔俗顺 }
艺 〕

’

“

⋯
} 对 照 }

:

Z

尸 ⋯

3
.

微量元素对壮大果实的作用 为了 明确微量元素对壮大果实的作用
,

在果实膨大

最快的 8
、

9 月简
,

以早橘为栽睑材料
,

分别用胡酸钠
、

硫酸锰
、

硫酸锌和硼酸溶液喷施三

次
,

浓度告为 0. 1外
。

每个处理为 3 株橘树
,

皆以本株的半株为对照
。

喳施前每株的处理枝

及对照枝皆选 20 个果实辐号褂牌
,

言已录果实的纵横径
,

并稠整到平均值相对相似为止
,

以

后定期测 定果实栽横径的增大
户

清况
。

采收时一次测定果径及平均单果重量
。

贰硫地为冲

积物所形成的湿土
。

贰脸精果敲明
,

胡溶液使处理树的平均单果重量较对照树增加 9 界
,

其他微量元素处

理均增加 2 务左右
,

对增加果径无肯定效果
。

4
.

微量元素对促进幼树生长的作用 环揍柑橘速生丰产的目的
,

进行了微量元素对

促进实生幼树生长和提早开花拮果的贰输
。

微量元素促进幼树生长的贰喻以 13 对本地早实生幼树为贰输材料
,

每对贰脆树相对

的相似
。

用浓度 0
.

1 %硫酸锰
、

硫酸锌混合溶液在 4 月 6 日
、

, 月 1 日
、

5月 n 日共喳施三

次
。

贰验地为湿土
。

在 夕月 1 日检查生长情况
,

除一株处理树斡对照树略小外
,

所有的其

他处理树都较对照树生长茂盛
,

叶色深椽
,

失释叶斑消失
。

对照树除了生长衰弱
、

叶色淡

徐以外
,

部分叶片有失椽现象
。

另以尚未达开花桔果期 的实生幼树喷施锰溶液
,

观察锰对加速幼树生长和提早开花

桔实的作用
。

品种与地点同上
,

溶液浓度为 0
.

1 %
,

在 斗一 6 月简喳施三次
,

在 6 月 5 日测量

当年生春梢长度
,

精果靓明锰对促进幼树生长有一定效果
。

春梢长度除一株低于对照外
,

其他各处理树都较对照树增长 9一30 多
,

平均增长 22 多
,

现仍批精观察中
。

5
.

微量元素对校正缺乏症状的作用 根据黄岩柑橘存在的养分缺乏症状
,

进行了诊

断贰输
,

包括土壤与植物的化学分析和喷施微量元素三种方法
。

黄岩柑橘存在着养分缺乏症状已兑前文
,

实地观察拮果如下
:

失椽叶斑
: 即失椽病或缺释病

,

黄岩当地通称花叶病
。

广泛的分布于山区和平原的

橘园
,

症状是叶脉简失徐
,

形成淡释色斑点
,

而中脉与侧脉及其附近仍保持原有的椽色
。

失椽叶斑的颜色深浅有差异
,

反差有所不同
,

严重的则速接成为失椽区域
。

有的树部分叶

片失禄
,

有的树全部叶片失释
,

失椽叶片在全树分布位置未观察到向阳面与背阴 面的差

异
,

未出现大叶 (缺铜症状)
、

小叶或丛生现象(缺辫症状 )
,

水泡状失碌叶斑(缺硼症状 )无

顶萎与郁汁现象
。

黄岩的花叶病按症状言俞肯定的不是 由于缺铁缺铜
,
但不能肯定是由于缺辞或缺盆

,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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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二者同时缺乏
。

带状失释 : 出现于山区橘园的幼龄橘树上
,

沿中脉两侧形成带状失释区域
,

平行于中

脉
,

长度与中脉相等
,

竟度的占全叶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

多出现于夏秋简
,

以后能 自行

复碌
,

似为缺多美症状
。

黄斑病
:
分布于冲积土与湿土上的橘园

,

前者较为严重
,

病叶叶片有大而稀疏的黄色

斑点
,

分布位置无挽律
,

叶片背面有棕色小突起
。

多发生于春季
、

夏秋尚叶片脱落
,

严重的

完全落光
,

对产量颇有影响
,

曾握多次接种贰膝
,

未获得肯定精果困
,

按症状输似为缺朔现

象〔2问列 ,

但不完全一致
。

斜对上述情况
,

进行了土壤与橘叶分析
,

对病树喷施微量元素溶液
,

观察反应
。

现将

拮果分述如下
。

(1) 花叶病 在山地黄壤上的橘园于 4 月 n 日对有花叶病的有柑和早橘喳 施硫 酸

斜溶液
,

于 7 月 11 日检查橘树生长情况
。

有柑处理树花叶消失
,

叶片完全复徐
,

叶色解

艳
。

当年生新叶不复有失释现象
。

叶片中合锌量增多(表 12 )
。

同时
,

对早橘进行了同

样的处理
,

三个月后检查生长情况
,

拮果叶斑消失
,

叶片复椽
,

但少数橘树仍有失椽现

象晓存
。

橘叶与幼果中合舞量的测定都靓明山地黄壤上的有柑与早橘处理前舍辞 26 一
2知p m 左右

,

处理后三个月含舞增加到 38 一 5 4PP m 左右
,

不复有失椽现象
。

而晓存的病

叶中含辫量仍为 20 PP m 上下
,

与前人分析秸果大致相符
,

即无失徐现象的健康橘叶平均

含舞量为 3 o p Pm [2 3 , , 3 斗p p m L, 闺 或 斗7 p p m [川
。

在湿土上的橘园对有花叶病的橘树分别喷施了硫酸锰溶液
,

硫酸锰硫酸锌混合溶液
,

以及硫酸锰
、

硫酸锌与硼酸混合溶液
。

其中以硫酸锰
、

硫酸锌混合溶液效果最好
,
病叶复

椽
,

叶色解艳
。

处理前橘叶中一般含锰 0. 3PP m 左右
,

处理后增加到 ZPP m 以上
,

同时合

辫量亦 由 2 7p p m 增加到 60 卯。
。

单独喳施稣溶液的效果不及锰辫混合溶液
,

靓明平原

地区的花叶病可能是 由于同时缺乏锰锌
。

因为尚未曾单独喷施辞溶液
,

目前尚不能作肯

定的桔渝
。

(2 ) 黄斑病 黄岩柑橘的黄斑病病叶中含胡量由痕迹到 。
.

o ZPP 。
,

而健 叶 中则 较

高
,

为 0
.

0知p m 上下
,

最高达 0
.

2 9PP m
。

与其他缺那地区柑橘健叶中含扣多于病叶的情

况相符娜
,

~
I,

即橘叶中合胡少于 。
.

o ZPP m 时表现出缺胡症状
,

健叶合用量刻在 。
.

06 一

3PP m 简 仁28,29 ] 。 握使用翔酸钠溶液涂布于叶片
,
由于叶片脱落

,

未能观察到镇期的反应
,

尚不能最后的确定黄岩相橘的黄斑病是由于缺胡
。

贰嗽简在耀渡进行中
。

6
.

微量元素对柑橘厦量的影响 拮合前述的田简截喻
,

在采收时搜集贰腻树与对照

树的果实进行果品分析
,

明确微量元素对柑橘厦量的影响
。

分析项 目包括舍糖量
、

总酸

量
、

推生素丙合量等
。

合糖量用折光补测定
,

温度 1 5℃
,

测定前用离心机分离出清液
。

总酸度 (漏定酸度) 用 0. IN N
a
0 H 滴定

,

以酚酞作指示剂
,

单位为每百克 橘汁所需的

0
.

IN N o 0 H 毫升数侧
。

推生素丙用极籍法侧定
,

将橘汁加入援冲溶液中值接测定
,

阳极极

化 [3 3
,
3 4 1。 拮果兑表 1 3 。

分析拮果靓明微量元素对柑橘盾量的影响不甚显著
。

各初
.

处理或能增加含糖量或能

降低含酸量
,

但幅度不大
,

拮果亦不甚稳定
,

推生素丙的舍量无改变
。

硼处理的果突中果

肉 占
性

全果的百分数稍有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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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微量元紊处理对擒叶与幼果成分的影响

标本号 土壤类型
含 锰 量
(p z〕: i、)

含 相 量
(p p m )

备 注

6 0 B 3 0

6 0 B 3 1

照照对对6 0 B 0 1

6 (〕B 0 2

山地黄壤

山地黄壤

山地黄壤

山地黄壤

Z n SO 盈

Z n SO
峨

处理后三个月

同上
,

新叶无花叶病

处理前

处理前

6 0 B 1 9 山地黄壤 Z n S O 店

6 0 B 2 0

6 0 B 2 1

6 0 B 2 2

6 U B 2 3

6 0 B 2 4

6 0 B 0 5

6 0 B 0 6

处理后三个月
,

花叶
病渭失

同上

健叶

有花叶病

处理后三个月

同上

处理前

处理前

6 0 B 5 0

6 0 B 5 4

石0 B 5 1

6 f) B 5 5

有有 柑柑

有有 柑柑

右右 柑柑

有有 柑柑

早早 橘橘

早早 橘橘

早早 橘橘

早早 橘橘

早早 橘橘

早早 橘橘

早早 橘橘

早早 橘橘

早早 橘橘

早早 橘橘

早早 橘橘

早早 橘橘

山地黄壤

山地黄壤

山地黄壤

山地黄壤

山地黄攘

山地黄壤

山地黄壤

Z n SO
透

对 照

对 照

Z n SO
;

(幼果)

对照(幼果)

对 照

对 照

0
.

1% Z n SO
。

对 照

0
·

l% M n SO ;

(幼果)

对照(幼果)

0
.

3

0
.

6

0
.

3

555 3
.

888

222 6
.

999

222 7
。

555

222 7
.

111

555 2
.

111

333 8
。

lll

222 5
。

111

222 1
。

111

333 6
.

000

333 5
.

333

222 6
。

888

222 7
.

333

一一

⋯⋯

土土土土湿湿湿湿

0 4%M
, : 5 0

4

对 照

0
·

4% M n sO ;

(幼果)

对照(幼果)

2
.

3

0
.

3

0
.

3

土土土湿湿湿湿 土6 0 B 5 2

6 0 B 5 4

6 0 B 5 3

6 0 B 5 5

6 0 B 4 1 、
早

⋯
‘

本地早

}
湿

M n 十 2 11 2
。

4 34
.

0

17
.

9

花叶病消失

对 照

土土

6 0 B 4 2 0
。

9

J寸1 nU1n乃4
20

.

⋯
nU艺UA
胜

nU护O,‘�‘,J

土土土土湿湿湿湿60 B 4 4

6 0 B 斗5

6 0 B 4 6

6 0 B 4 9

本地早

本地早

本地早

本地早

M n + Z n + B

对 照

M n + 2 1 1
+ B (幼果)

对照(幼果 )

2
。

3

0
。

3

1
。

2

0
。

3

2 1

17

花叶病消失

串

未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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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徽量元素对柑橘崖品臀量的影响

品 种 } 处 理 就墩 目的
果肉占全果
上匕例(% )

果汁占果肉
上匕例(% )

全 糖 量

(% )
总 酸 量

(毫升/百克)
推生素丙

(毫克 /百克)

�曰
0
nU内j,j气�

早 橘

0
.

斗% M n SO
4

0
.

1% M n S O ‘

对 照

保 果 拭 毅

保 果 拭 睑

保 果 拭 脸

8 斗

8 2

8 3

12
.

2

1 1
。

8

12
.

2

10
.

7

LO
.

6

t 1
.

2

2 6
.

0

2 2
.

0

2 4
.

0

早 橘
0

.

1% Z n SO ;

对 照 :;
13

.

0

12
.

1

12
.

斗

l弓
.

U ):
.

{
碌输拭藏果果壮壮

:: {: {; : ;:
髓敬式拭果果壮壮

早 橘

本地早

0
.

1% M n SO 吐

对 照

。
.

1 , 硼酸

对 照

0
.

1硼酸 + 锰
十锌

对 照

保花保果拭麟

保花保果藏破

1 4
.

6

1斗
.

1 :
一

;
,

{
.

:
保花保果裁敬

本地早
保花保果就腻 1 1 1 ! 10

.

0

五
、

桔 兼

1
.

土壤的化学分析
,

砚 明黄岩植橘土壤中有效态铜合量适度
,

有效锌常偏低
,

山地黄

壤有效态硼常偏低
。

冲积土与湿土中有效态硼锰较多
,

与地势低洼
,

排水不良有关
。

有效

态胡舍量一般均低
,

尤其是酸性土壤
。

2
.

上述的土壤中微量元素舍量常影响柑橘生长情况
,

舍量过低时在橘叶上出现有关

元素的缺乏症状
。

3
.

橘叶的化学分析靓明 了同一情况
,

但与土壤分析桔果并不完全一致
。

不渝土壤中

有效态锰合量高低
,

橘叶都会发生失椽现象
,

对锰肥也都有良好反应
。

橘叶中锰含量偏低

的原因尚在糙糟研究
。

4
.

田简贰睑靓实花前期嗜施硼溶液或硼锰粹混合溶液
,

幼果期喳施锰溶液或胡溶液

都能提高着果率
。

5
.

田简贰睑征实锰锌对提高慢橘保叶百分率
,

扣对于增加单果重量
,

锰锌对于加速幼

树生长都有良好作用
。

6
.

花叶病失绿叶斑是由于缺锰
、

缺辟
,

或二者同时缺乏
。

黄斑病可能是由于缺胡
,

有

待进一步靓实
。

7
.

微量元素对提高柑橘产品质量无显著和稳定桔果
。

8
.

对柑橘施用微量元素肥料有广阴前途
。
由于用量少

,

成本低
,

施用方便
,

肥效良好
,

是进一步发挥生产潜力
,

争取高产更高产的有效措施之一
。

为了取得稳定的和进一步的

精果
,

贰睑仍在推糟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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