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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以厚皮 甜瓜兽厚甜 1 号
一

为试验材料
,

采川蛙石
:

草炭
:

烘 l
几

鸡粪为 3
:

2
:

1 有机基质配方
,

设 4 个施

肥处 理
,

对
一

温室有机墓质栽培甜瓜 生理特性
、

产童和 品质进行 r 研究
。

结 果表明追施适童 化肥 可有效提高甜

瓜 的光合速率和根系活 力
,

可显著提 高果实可溶性糖
、

可溶性 蛋 白含 星和果实产 准
;
施肥对甜瓜生 长和果实维

生索 C 含 墩影响不大
;
过童施川 化肥 会引起果实硝酸盐 含址 显著升高

,

糖度急剧下降
.

降低品质
。

本试验确定

较佳施肥量计算方法为
:

春茬栽培
,

化肥施用量 一 (甜瓜 l」标产量需肥量 一 有机基质速效养分量 )/ 化肥养分吸

收 率
。

秋茬栽培中
,

化肥施用量 一 (l
.

5 倍甜 瓜 日标产量需肥带 一有机基质速效养分长 )/ 化肥养分吸收率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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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基质栽培结合施用部分无机化肥是近年

来新兴的一种无土栽培技术
。

它既保持了有机基

质栽培蔬菜 的高品质
,

又克服了蔬 菜单纯施用有

机肥存在的难 以高产的缺点
,

因而此种栽培方式

具有成本低
、

技术 简单
,

易于进行标准化管理
、

产

品品质好
、

产量高等特点
。

本试验 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

研究 比较不

同无机化肥施用量对温室基质栽培厚皮甜瓜生长

量
、

生理指标
、

产量及品质的影响
,

以探索厚皮甜

瓜有机基质型 无土栽培优质高产的化肥适宜施用

量及其施用技术
,

为厚皮甜瓜 以及其他蔬菜的有

机基质型无土栽培的优质高产提供理论依据和技

术指标
。

1 材料与方法

L l 试验材料

试验于 2 0 0 2 一 2 0 0 3 年在 山东省农科院蔬菜

研究所 日光温室内进行
。

采用 自制简易有机基质

型无土栽培槽
,

槽的纵切 面为等腰梯形
,

上 口 宽 35

e m
,

下 口 宽 2 5 e rn
,

高 2 5 e m
,

槽间距 1
.

s m
。

供试基

质配方为蛙石
:

草炭泥
:

烘干鸡粪一 3 : 2 :

l( 以

体积比计算 )
。

其容重
、

比重
、

总空隙度和 p H 值分

别为 0
.

3 8 9
· e m

一 3 、

1
.

3 6 9
· e m

一 3 、

8 1
.

2 %和

6
.

4 0
,

全氮
、

全磷和全钾分别为 0
.

4 16 %
、

1
.

75 %和

0
.

5 2 5%
,

速效氮
、

速效磷和速效钾分别为 2 1 8
.

2

拌g
·

g 一 l 、

3 2 4
.

8 拼g
·

g
一 `
和 1 2 2 0

.

6 胖g
·

g
一 ’ 。

供试

甜瓜品种为鲁厚甜 1 号 (由山东省农科院蔬 菜所

提供 )
。

春茬试验于 2 0 0 2 年 1 2 月 2 0 日育苗
,

2 0 0 3

年2 月 n 日定植
,

5 月 20 日收获 ;秋茬试验于 2 0 0 3

年 7 月 2 5 日育苗
,

8 月 7 日下午定植
,

10 月 20 日收

获
。

每槽定植 2 行
,

株距 40
C m

。

田间管理均按常

规进行
。

1
.

2 试验设计

按 日光温室栽培甜瓜 目标产量为 2 5 。。 k g /

66 6
.

7 m
2 ,

计算氮
、

磷 和钾的需要量作为确定施肥

处理水平的依据
。

4 个施肥处理
:

T l
,

只用有机基

质型无土栽培
,

不追化肥 ; T Z
,

化肥施 用量 一 (甜

瓜目标产量需肥量一有机基质速效养分量 )/ 化肥

养分吸收率
; T 3

,

化肥施用量 一 (I
.

5 倍甜瓜 目标

产量需肥量一有机基质速效养分量 )/ 化肥养分吸

收率
; T 4

,

化肥施用量 一 (2 倍甜瓜 目标产量需肥

量一有机基质速效养分量 )/ 化肥养分吸收率
。

参考前人研究数据
,

化肥 中氮吸收率 60 %
、

磷

30 %和钾 70 %
,

计算 出各处理每 6 67 m
2

化肥的补

充量
: T Z

,

尿素 20
.

13 k g
、

硫酸钾 2
.

12 k g ; T 3
,

复

合肥 6 8
.

8 0 k g
、

尿素 15
.

0 3 k g 和硫酸钾 1
.

4 8 k g ;

T 4
,

复合肥 14 0
.

68 k g
、

尿素 9
.

52 k g 和磷酸二氢

钠 2
.

3 5 k g
。

化肥分定植前
、

座果后和盛果期分别以基施
、

冲施 和冲施形式 3 次施人
,

其施用量分别 为 l 4/
、

2 / 4 和 1 / 4
。

每槽为一小区
,

面积为 9
.

45 m
Z ,

定植

3 0 株
,

小区 随机排列
,

重复 3 次
。

1
.

3 测定项 目与方法

1
.

3
.

1 甜瓜植株生 长指标的 测 定 分别于定植

后 1 周
、

3 周
、

6周和 8 周每处理选生长一致的植株

6 株
,

分别测定甜瓜株 高
、

茎粗
、

叶片数和最 大叶

面积
。

1
.

3
.

2 光合参数测 定 分别在伸蔓期 (3 月 7 日 )

和开花期 (3 月 30 日 )取顶部下第 4 功能叶于光强

6 5 0 拼m o lC ( )
2 ·

m
一 2 · s 一 ’ 、

温度 2 5 C 和 C ( )
2

浓度

34 川
J ·

L 一 ’

下采用 C I R A S
一

1 型便携式光合测定

仪 (英 国 p p s ys t e m 公 司 )测定 光合强度
、

蒸腾速

率
、

气孔导度和胞间 C O
:

浓度
。

1
.

3
.

3 叶绿素含量 (叶绿素 a 、

叶绿素 b 和类胡 萝

卜素 )
、

峭酸还原酶活性
、

根 系活 力测 定 分别于

开花期和结瓜盛期取 中部相同叶位功能 叶片
,

丙

酮法测定叶绿素含量
、

活体法测定硝酸还 原酶活

性
,

取植株根系 T T C 法测定根系活力
。

1
.

3
.

4 甜瓜 营养品 质 的测 定 取成熟 期甜瓜 6

株
,

分别以 蕙酮 比色法
、

紫外快速测定法
、

考 马斯

亮蓝法和紫外分光光度计法测定果实可溶性糖
、

维生素 C
、

可溶性蛋白和硝酸盐含量 ;用糖量仪测

定糖分含量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施肥对甜瓜生长的影响

通过对不同时期
、

不同施肥量处理甜瓜以上

指标进行调查测定可知
,

随施肥量增加
,

植株的株

高
、

茎粗
、

叶片数
、

最大叶面积呈增大趋势
,

但不同

施肥量处理对甜瓜生 长影 响差异不大 ( 图 1一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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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这可能与基质本身营养元素含量较高而前期

追肥施人较少有关
。

在生长初期
,

幼苗对养分需求

较低
,

基质中速效养分足以满足植株生长需要
,

施

肥反而有可能增加基质溶液 的 E C 值 即降低渗透

势
,

降低植株根基与基质溶液之间的渗透梯度
,

从

而造成植株吸水困难
,

故此时植株生长差异不明

显 ; 随着植株 的生长
,

植 株对养分 的需求越 来越

大
,

此时施肥多的处理养分供应充足
,

植株根系活

力增大
,

促进 了根系吸收
,

从而促进了植株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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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光合参数的测定结果 ( 表 1) 表明
,

施肥处理甜瓜

光 合速率均较不施肥处理为高
,

伸蔓期 T Z
、

T 4 和

T 3 三者之间光合速率差异不大
,

但开花期以 T Z

为最高
,

与 T l 存在显著差异
; 施肥处理甜瓜伸蔓

期的蒸腾速率均低于不施肥处理
,

T l 和 T Z较高
,

T 3 和 T 4 较低
,

T Z 与 T l
、

T 4 三者之 间开花期蒸

腾速率差异不显著
,

只有 T 3 与其它各处理存在显

著差异 ; 4 个处理胞间 C O
:

浓度伸蔓期无差异
,

到

开花期以 T Z 为最大
,

施肥量最多的 T 4 为最小 ;
气

孔导度伸蔓期和开花期均以 T Z 为最大
,

与最小的

T 4 差异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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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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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施肥对甜瓜株高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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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施肥对甜瓜 叶面 积的影响 3 22 2 3 /2 14 /3 4 /3 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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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一o n l」期 D a t e /d
·

m o n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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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施肥对甜瓜光合速率
、

蒸腾速率
、

胞 间 C O :
图 4 施 肥对甜瓜叶片数的影响

浓度及气孔导度的影响 F i g
.

4 E r r e c t 。 r r e r t i一i z a t i o n 。 n

对伸蔓期 ( 3 月 7 日 )和开花期 ( 3 月 3 0 日 )甜 l e a f n u
m b e r o r m u s k m

e一。 n

表 1 施肥对甜瓜 光合速 率
、

蒸腾速率
、

胞间 C O :

浓度及气孔导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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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施肥对甜瓜叶绿素含量 的影响

T al be2 E f fc et o f f ert il i z at i o no n

cl hr o oPl l h yeo nt n et o s fm
u sk m el o n

原酶活性均较高
,

随施肥量增加
,

叶片硝酸还原酶

活性有所降低
,

以 T 4 的降低尤 为明显 ( 图 6 )
。

00000八UnēU000咤J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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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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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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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施肥 对甜瓜根系活力的影响

F i g
.

5 E f f e e t o f f e r t i li z a t i o n

o n r o o t a c t i v i t y o f m
u s k m

e l o n

2
.

3 施肥对甜瓜叶片叶绿 素含量及根系活力的

影响

2
.

3
.

1 叶绿素含量 对初花期 (3 月 25 日 )和盛

果末期 (5 月 2 日 ) 甜瓜 汗卜片叶绿素含量的测定结

果 (表 2) 表明
,

初花期
,

T Z 和 T I 叶片叶绿素含量

最高
,

明显高于 r 3 和 T 4
,

类胡萝 卜素含量则是 T Z

和 T 4 含量最多
,

显著高于 T 3 和 T l ; 盛果末期
,

叶

绿 素含量则是施肥量较多的 T 4
、

T 3 为最高
,

且各

处理间叶绿素含量差异显著
,

类胡萝 卜素含量各

处理间差异不大
。

2
.

3
.

2 根 系活 力 甜瓜伸蔓期和盛果末期根系

活力的测定结果表 明 (图 5 )
,

伸蔓期
,

以 T l
、

T Z 和

T 3 的根系活力为强
,

且三者之间差异较小
,

但均

明显高于 T 4 ; 盛果末期
,

根 系活力随施肥量增大

依次增大
,

以 T 4 为最强
。

由图 5 还可看出
,

盛果末

期 T l
、

T Z
、

T 3 根系活力均明显低于伸蔓期
,

而 T 4

却高于伸蔓期
。

2
.

4 施肥对甜瓜叶片硝酸还原酶活性的影响

对伸蔓期和开花期甜瓜叶片中硝酸还原酶活

性的测定结果表明
,

施肥对伸蔓期叶片硝酸还原

酶活性影响不大
,

在开花期
,

T Z 和 T l 叶片硝酸还

图 6 施肥对甜瓜叶 片硝 酸

还原酶 活性的影响

F ig
.

6 E f f e c t o f f e r t i l i z a t i o n o n N R a e t i v i t y

i n l e a v e s o f m u s k m e l o n

2
.

5 施肥对甜瓜品质及产量的影响

2
.

5
.

1 品 质 春茬试验表明
,

追施化肥的 3 个处

理甜瓜果实可溶性 糖
、

可溶性蛋 白含量均显 著高

于不施化肥 的 T l
,

且 随施肥量增加含量升高
; 果

实维生素 C 含量处理间差异不 显著 ; 果实硝酸盐

含量随化肥施用量增加而显 著增 加
,

以 T Z 为最

低
,

T 4 最高
,

且 T Z 也显著低于未施化肥的 T l
,

说

明适量施用化肥可降低果实硝酸盐 含量
,

但化肥

施用过量
,

也会增加果实中硝酸盐含量
;果实糖度

以 T Z 为最高
,

T 4 为最低
,

且 T Z 极显著高于其它

各处理
。

秋茬试验中
,

施肥对甜瓜果实可溶性糖和

可溶性蛋 白含量影响不明显
,

对维生素 C
、

硝酸盐

和糖度含量影响较大
。

T 4 和 T 3 维生素 C 含量均

高
,

与 T Z 和 T l 相 比存在显著差异
;处理 3 硝酸盐

含量最低
,

T 4 最高
,

两者差异显著
; T 3 糖度最高

,

明显高于不施化肥 的T l
,

极显著高于 T Z 和 T 4( 表

3 )
。

2
.

5
.

2 产量 试验结果表明
,

适量施用化肥对有

机基质型无土栽培甜瓜有显著的增产效果
。

施 用化肥 的 3 个处理均较不施化肥 的 T l 产

量有明显增高
。

春茬栽培中
,

以 T Z 产量为最高
,

每

6 6 7 m
Z

产量 达 2 5 1 3 k g
,

较 不施化肥 的 T l 增产

1 6
.

6%
,

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

与施肥量较 多的 T 3

和 T 4 相比也有极显著增产 ; 秋茬栽培中
,

以 T 3 产

量为最高
,

每 66 7 m
Z

产量达 1 5 7 3 k g
,

较不施化肥

的 T l 增产 1 4
.

3%
,

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

与 T Z 和

T 4 相 比也有极显著增产 (表 3 )
。

这可能是由于单

纯施用有机基质栽培存在养分供应不充分
,

植株

生长量不足
,

从 而导致产量不 高
,

而化肥施 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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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引起光和产物分配不协调
,

造成了植株后期营 养生长过盛
。

表 3 施肥对甜瓜 品质及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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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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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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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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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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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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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4
.

7 9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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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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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2
.

4 7 b A

1 5
.

3 a A

13
.

4 7 a A

12
.

7 7 e (
、

1 1
.

O 7 e B

1 1
.

3 7d l〕

9
.

3 3 3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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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飞 3 7 6 e B

2 5 13 a A

1 4 1 6 be ll

2 2 7 4b B

15 7 3 a A

2 2 7 6 b B

14 5 5 b e l二

3 讨 论

3
.

1 施肥量与有机基质型无土栽培甜瓜 生理特
l

性

不同施肥量对有机基质型无土栽培甜瓜的光

合生理特性有较大影响
。

适量施肥可促进光合效

率
。

本试验研究表明
,

施肥处理甜瓜光合速率均较

不施肥处理为高
,

伸蔓期 T Z
、

T 4 和 T 3 三 者之 间

光合速率差异不大
,

但开花期 以 T Z 为最高
,

与 T l

存在显著差异
。

这与在初花期测定的 T Z 甜瓜叶片

叶绿素含量较 T 3 和 T 4 为高结果是一致的
。

不同

施肥量处理对叶片叶绿素含量有一定影响
。

初花

期
,

T l 和 T Z 甜瓜叶片叶绿素含量均高于 T 3 和

T 4 ; 盛果末期
,

T 3 和 T 4 甜瓜 叶片中叶绿 素含量

则显著高于 T l 和 T Z
。

这可能是由于在开花期
,

各

处理基质中 N
、

P
、

K 元素
,

尤其是作为叶绿素重要

组成的 N 元素供应 比较充足
,

不会影响到 叶绿素

的合 成
,

但 随着施 肥量增 多
,

甜瓜植株叶 面积增

大
,

从而引起施肥多的处理叶绿素含量较低
。

到盛

果末期
,

由于基质中养分消耗过大
,

各处理基质中

的 N
、

P
、

K 元素 (尤其是 N 元素 )供应量不足
,

从而

影响到植株叶绿素 的合成
,

因此造成施肥量多的

甜瓜叶绿素含量显著高于施肥量低 的
。

3
.

2 施肥量与甜瓜品质和产量

有机基质虽然是一种养分齐全肥效持久的作

物生长材料
,

但其 自身肥料释放平稳缓慢
,

不能在

作物的养分需要高峰期集 中有效的供应养分
。

尤

其在果菜类的结果期
,

植株对养分的吸收量大大

增加
,

此 时单靠基质本 身的养分释放难 以保证供

应
,

进而保证蔬菜高产
。

因此
,

蔬菜有机基质型无

土栽培应适 当追施化肥作为补充
,

这样有机基质

和无机化肥配合使用
,

可充分发挥有机基质养分

齐全
、

肥效持久和无机化肥养分集中
、

肥效快的特

点
,

两者能相互补充
,

提高肥效
,

提高产量
,

同时通

过改善植物的营养和生长条件对其产品品质产生

良好影响
。

本试验结果也表明
,

有机基质型无土栽

培配合施用适量无机化肥可有效提高甜瓜果实的

品质
,

及其产量
。

但过量追施化肥
,

又有可能造成

基质 中阴离子积累
。

一方面导致蔬菜中硝酸盐的

含量超标
,

危害人类健康
,

另一方面会使基质溶液

浓度增大
,

根基渗透压加大
,

造成水分外流
,

影响

作物对水分的吸收
,

使作物生长发育受阻
。

本试验

中 T 4 和 T 3 果实硝酸盐含量显著高于 T Z
,

糖度明

显低于 T Z
,

也说 明过量施用化肥
,

会降低蔬菜品

质
。

这与前人研究结论一致
。

在产量方面
,

由于本

试验设计 只留一个甜瓜
,

在前期
,

由于 T 3 和 T 4 基

质养分浓度过高
,

影响 了其生长
,

但到生长后期
,

T 3 和 T 4 的根系活力和叶绿素含量却较 T l 和 T Z

高
,

拉秧时植株长势仍然较 好
,

说明化肥施用过

量
,

引起光和产物分配不协调
,

造成植株后期营养

生长过盛
,

抑制了果实生长
。

本试验 中
,

春茬产量较秋茬明显为高
,

且春茬

以 T Z 产量为最高
,

品质为最好
,

秋茬 以 T 3 产量为

最高
,

品质为较好
。

这可能与温度影响果实发育和

基质中迟效养分 向速效养分转化有关
。

春茬栽培

中甜瓜对 养分的需求高峰处于 温度 较高的 5 月

份
,

这一方面促进了果实的膨大发育
,

另一方面也

促进 了基质 中迟效养分向速效养分的转化
,

使得

基质中能够供应较多的速效养分
,

促进甜瓜生长 ;

而秋茬栽培中甜瓜对养分的需求高峰处于温度较

低的 10 月份
,

这一方面不利 于果实膨 大发育
,

另

一方面也不利于基质 中迟效养分向速效养分的转

化
,

使得基质能够供应的速效养分较少
,

只能依赖

化肥中的速效养分来提供
,

影响了果实生长发育
,

造成产量较低
。

(下 转第 1 1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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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试验结果初步表明
,

赫猴桃根 乙醇提取物的

乙酸乙醋提取液对 7 种病原菌 的抑制效果最差
,

正丁醇提取液对 7 种病原菌的抑制效果最好
,

在

质量浓度 1 9 / L 下
,

其抑制率最大可达 1 0 0 %
。

称

猴桃根乙醇提取物对 3 种细菌基本上没有抑制作

用
,

原因可能与供试样液浓度有关
,

也可能是称猴

桃根提取物对这 3 种细菌没有抑制作用
。

可以肯

定的是
,

称猴桃根提取物对上述 7 种病原 菌的抑

制作用是 明显的
,

对称猴桃根提取物 中抑菌成分

的分离纯化以及对其抑菌活性试验的评价正在进

行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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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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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机基质型无土栽培甜瓜合理 的化肥施肥

t 计算方法

有机基质型无土栽培甜瓜 中
,

化肥用量不足
,

会影响甜瓜产量
,

但化肥用量过多
,

也会降低甜瓜

产量和品质
。

因此有机基质型无土栽培甜瓜必须

合理施肥
。

本试验确定的有机基质型无土栽培甜

瓜合理化肥施肥量的计算方法为
:

春茬栽培化肥

用量 一 (甜瓜 目标产量需肥量一有机基质 中速效

养 分量 )/ 化肥 中养 分 吸 收率 (氮 为 60 %
、

磷 为

3 0 %
、

钾为 7 0 % )
。

秋茬栽培化肥施用量一 ( 1
.

5 倍

甜瓜 目标产量需肥量一有机基质速效养分量 )/ 化

肥养分吸收率
。

这一结果为有机基质型无土栽培

甜瓜提供了科学施肥的技术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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