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 第叫期

1 9 , z 年 1 1 月

土 壤 学 报 , d
。

2 9

N o v
。 .

N 。
。

4

A C T A PE D O L O G IC 人 SIN ICA 1 9 9 2

有机肥料延缓日本黄瓜早衰作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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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妞词 有机肥料
,

日本黄瓜
,

延缓早衰

日术黄瓜是浙江省出 口蔬菜之一
,

由日本 了 今午育种场供应黄瓜种子
,

于 19 8。年开

始在浙江 肖山市种植
,

引种初期
,

每公顷产量可达 7 , 0 0 0 公斤以上
,

但近年来
,

由于偏施化

肥
,

黄瓜早衰严重
,

病虫害增多
,

产量和优质正品瓜的数量显著减少
,

据 1 9 89 年的调查
,

在

严量减产的地区
,

产量只有引种初期的 1/ 3 左右
。 为此作者于 1 , 8 夕一 1 9 8 9 年开展了探讨

施用有机肥料对黄瓜早衰的影响的研究
。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砂培和土培试验在浙江农业大学校内进行
,

田间试验在肖山市的南阳
、

河庄
、

靖江
.

乐元
、

万丰
、

建设

农场等 9 个区乡进行
。

供试土壤为围垦海涂
,
土壤的有机质

、

全氮
、

全磷含t 分别为 1
.

2一 1
.

7
、

。
.

“一

o 一 。
、

0
.

0 , 一 0
.

0 9 9 / k g
,

碱解氮为 6
.

7一9
.

2 m g 八0 0 9
,

速效磷
、

速效钾分别为 1 2一 2略
、

4 0一礴3 tn ‘Ik ‘
,

土坡 p H 为 6
.

, 一 7
.

7 。
供试有机肥料为腐熟猪厩肥

, N P K 化肥为尿素
、

过磷酸钙和抓化钾
。

供试黄

瓜种子为 F .

节成 11 号(由 日本进 口 )
。
试验设 3 个处理

,
即 : 处理 ‘l )

,

完全施 N
、

P
、

K 化肥(对

照 ); 处理 (z )
,

完全施有机肥(每公顷 3 万公斤) ;处理 (3 )
,

施 N PK 化肥及有机肥各 ”%
。 1 9 : , 一

l , 8 8 年的试验
,

各处理的 N K 养分总量相等(由 3 万公斤有机肥料的养分含 t 折算 ); l , 8 9 年试验
,
各

处理的 N
、
K 施用养分总量相等(全生育期 N

、
K

:
0 养分总量分别为 4 , 0

、
3 。。公斤 /公顷 )

,

有机肥料

及磷
、

钾化肥以基肥施人
, 1 / 3 N 为基肥

, 2 / s N 为追肥
,

处理 ( 1 )
、

( 2 )
、

( 3 )的 N : p
:
o

, : K
:
o 分别为

1 : 1 : 0
·

7
,
1 : 1

·

, :。
·

, , 1 : 卜 2 : 。
·

7 。
盆栽试验重毅 8 次 ; 田间试验重扭 , 次

,

每试验小区面积 。
.

00 1 公顷
,

随机排列
。

侧定方法: (l) 叶片的叶绿素含t 测定 : 按 ^ rn ou 方法
, 7 22 型分光光度计比色侧定 ; (2) 净

光合速率和气孔导度测定 : 采用美国拉哥公司的 Ll
一 6。。。 型仪器侧定 ; (3 ) 叶片可溶性蛋白 : 按

Br od f。 , d 法
,

每个样品称t 0
.

月克
,

用 p H ,
。
。 的柠檬酸

一

柠棣酸钠缓冲液在水浴中捣成匀浆
,

离心后
,

. 农业部科技司农 0 3
一

01
·。 3 课理部分研究结果

。

参加研究的还有周永根
、

沈新泉
、

殷迫芳等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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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Fol 肠
一

酚试荆法比色浏定 ; (4) 叶片过氧化物酶活性 : 愈剑木酚分光光度法测定 ; (, ) 叶片脱落

酸 (人 . ^ ) 含t : 采用放射免疫法洲定“ ’
; (‘) 根尖生长素 (l 人^ ) 含量 : 取银尖样品加人冷却的甲

醉 (1 : , ) 协液
,

在水洛中研磨提取后
,

加人叫嗓乙酸试剂
,

在 , 3 。。m 下比色
‘”‘ r 7) 土墩

、

植株及有机

肥料中的养分含t : 来用常规方法测定
。

二
、

试验结果和讨论

(一 ) 有机肥料对黄瓜根系
、

雌花橄及产t 的形响

强壮的根 系是植株生长的基础
,

而雌花是构成产量的重要因素 。, 。 砂培试验表明
,

施

用有机肥料对 日本{黄瓜主根有明显的影响
,

完全施 N PK 化肥的处理 (1 )
,

·

其黄瓜主根

短
,

但侧根细根多
,

而完全施有机肥料的处理
’

(2 )
,

黄瓜生根长
,

但侧根细根少
,

而施用

化肥和有机肥各 50 多 的处理 (3)
,

则可互补长短
,

不但主根系长
,

而且侧根细根也多
。

根据 土培盆栽试验结果表明
,

施用有机肥料可明显增加黄瓜的雌花数和分枝数 (表

l)
,

处理 (2 )与处理 (l) 比较
,

雌花数增加 35
.

7沁
,

处理 (3) 增加 9
.

, 务
。 19 8 7一 19 8 8年

的盆栽和田间试验指出
,

在与有机肥料中的 N
、
K 养分相同情况下

,

处理 (2 )与处理 (3 ) 由

于增加了黄瓜的雌花数和分枝数
,

故有利于增加黄瓜的产 t
,

盆栽处理 (2 )和处理 (3 )的

产t 分别比处理 (l) 增加 46
.

8 和 24
.

8务
,

田间产量增加 14
.

0 和 14
.

6肠
,

经统计达极显著

和显着水平 (表 l)
。

由于有机肥料中的养分含量及比例不能满足黄瓜各生育期对养分的

藉晕
,

因此 1 9 8 8 年的 田间试验黄瓜产量低
,

最高的处理 (3 )
,

每公顷产量也不到 5 万公斤
。

为结合生产实际
,

进一步提高黄瓜产量
,

故 1 9 8 9 年的试验中
,

调整了肥料养分比例和增加

施用t
,

除各处理的基肥 N
、

K 养分由 3 万公斤有机肥料中的养分含量折算外
,

再增加等

t 的 N
、

K 化肥作追肥
,

试验结果表明
,

合理的肥料结构
,

用量和比例可进一步提高黄瓜

产t
,

使处理 (3) 的产t 达到 7 1 7 43 公斤 /公顷
,

比处理 (l) 增产 6
.

6 %
,

比处理 (z) 增产

10
.

3肠 (表 1 )
o

农 l 施用有机肥对黄瓜雌花傲及产t 的影晌

盆栽试脸 19 8 7一 19 88

雌花数 } 分校数

. . . . . . . . . . . . . 曰 . . . ~ ~州. . . . . . . . , . . , 目

on
�

:

n甘,‘.二

处理 ( 1)

处理( 2 )

处理( 3 )

4
。

2

,
。

7

4
。

6

999 8 7一 19 8888 田 间 试 验验

产产ttt 增产率率 19 8 8年年 1 9 8 9年年

(((克/株))) (% )))))))))))))))))))))))))))))))))))))))))))))))))))))))
产产产产 ttt 增产率 (% ))) 产 ttt 增产串 (% )))

((((((( 公斤 , 公顷 ))))) ( 公斤 I公顷 )))))

444 3 2 咭000 14
,

000 6 7 2 8 666 一 3
.

,,

444 9 29 222 l弓
。

666
‘、

50 t 444 6
。

‘‘

444 9 5 9 22222 7 1 7 斗33333

(二 ) 有机肥料对日本黄瓜商 品质t 的影响

出口的 日本黄瓜对质盆的要求以果形标准为主
,

如对 F
,

节成 11 号品种瓜形规格的

要求是 : 瓜长 16一 2 0c rn
、

直径 2. 0一 2. sc m 、

瓜形上下相等
,

弯曲度不超过 sc m 的无阴

阳瓜
、

无病虫害及斑点的果实为正品优质瓜
,

一般收购价格比非正品瓜高 l 倍多(非正品

瓜不能出口作内销处理 )
。

本研究的田间试脸表明
,

施用有机肥料可有效提高正品瓜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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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有机肥与化肥各 50 拓的处理 (3 )
,

可明显提高前期正品瓜 (l / 6一 15 / 6 )

的数t
,

而完全施用有机肥料的处理 (2 )可提高后期 ( 16 / 6一 14 / 7 ) 优质正品瓜的数t
,

这说明施用有机肥料对保证后期黄瓜的生长发育有重要作用
。

农 2 施用有机肥料对优质正品瓜数t 的影响 (1 , 8 8年田间试验 )

优 质 正 品 瓜 数 t

处理 6月 1 日 一‘月l , 日 6月1 6日 一, 月1今日 总条数

增加(% ) 条数

2 6 3
。

0

29 0
。

8

26 4
。

8

增加(% )
平均(% )

,

:::
10

。

5

0
.

7

3 7 4
.

,

40 呜
。

,

3 9 6
。

3

。

O

。

8

数一

:5
j条一111331

(三 ) 有机肥料对叶片衰老生理的反应

作物生长后期的早衰是影响作物产量进一步提高的重要因素
,

根据理论计算
,

作物成

熟期如能延长功能叶的寿命一天
,

则产盆可增加 2 %
。

一般认为叶片蛋白质水解和气孔

开关度是影响叶片衰老的主要机制
,

作物衰老的主要外观及生理指标是 : 叶色发黄
,

叶绿

素减少
,

气孔导度小
,

光合速率降低
,

蛋白质水解
,

活性氧代谢积累
,

膜脂过氧化
,

叶绿体破

坏
,

衰老脱落叶片指数上升等[., 幻。

本试验结果表明
,

施用有机肥料可增加黄瓜植株的总

叶片数
、

叶绿素
:
/ b 比值

、

可溶性蛋白
、

气孔导度和净光合速率
,

并 显著降低过氧化物酶活

性等生理指标
,

从而有效地减少植株的衰老脱落叶片指数(表 3 )
,

说明施用有机肥料延缓

日本黄瓜早衰中有重要的作用
。

(四 ) 有机肥料对植株内派激素的形响

在影响作物衰老的众多因素中
,

作物的内源激素是其重要因素之一
,

衰老不仅受内

农 3 有机肥料对日本黄瓜叶片衰老的影响 (土培试验)

处处理(l))) 处理(2 )))

叶叶
““ , 2

。

333 呜l
。

333 峪略
。

222

绿绿
‘‘ 2 1

。

333 1 7
.

000 1 6
。

777
工工 bbb 2

。

4 666 孟
。

7 222 2
。

6礴礴

素素
甘甘甘甘甘

。。lbbbbbbbbb

(((m . llo o g
·

Fw )))))))))

可可溶性蛋白白 今
。

7 999 10
。

lll 12
。

000

(((m ‘19
·

FW )))))))))

净净光合速串串 0
。

, 333 0
。

8,, 1
.

3 555

(((m g C o ,
lm

盆
一)))))))))

气气孔导度度 2
。

7 333 斗
。

1666 3
。

3 666

(((
e m /

s
)))))))))

过过筑化物酶活性性 2 2 8
。

333 l呼l
。

666 5 2
. 呜呜

(((O D 略7 0 / g
·

FW )))))))))

叶叶片总数 ,株株 2碍
。

000 2 8
。

000 3 0
。

5 000

衰衰老叶片数l株株 ,
·

。。 ,
·

。。 3

1:{{{占占叶片总数(% ))) 3 7
。

,, 3 2
一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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撅激素调节
,

而且激素之间的相互平衡对衰老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囚
。

众所周知
,

生长素

OA A ) 是衰老的延缓者
,

而脱落酸 (A BA ) 是衰老的促进者
。

本试验结果表明 : 施用有

机肥料有利于提高 日本黄瓜根尖的 IA A 含量和降低叶片中 A BA 含t (图 1 )
。

IA A 延

缓作物衰老的作用
,

可能与活化 D N A
,

促进蛋 白质的合成有关
,

而 A BA 加速作物叶片

衰老的主要原因是在光条件下
,

促进气孔关闭
,

抑制 R N A 聚 合酶的活性
,

使 D N A 和

获N A 的转录不能顺利进行
,

导致叶片的早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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