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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保水剂对旱地果树生长特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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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陕西省果树研究所实验室合成的土壤保水剂在渭北旱塬果树生产上应用后 ,试验果园苹果树干周

比对照增加 23%以上 ,叶面积比对照增加 25%以上 ,单叶鲜重增加 31%。 新梢生长明显加快 ,比对照增加

15%以上 ,春梢开始旺长 ,秋梢生长相对受到抑制。苹果树的落叶期第 1年度约推迟 1个月 ,第 2年度约推迟

20 d左右 ,第 3年不明显。 富士苹果树对土壤保水剂的作用比秦冠树敏感。 综合作用结果是 ,试验果园苹果

产量增加 20%以上 ,苹果质量明显提高 ,果树生长健壮 ,各项特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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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repo r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 row th and result of apple trees af fected

by Soil Hydrate which w as synthesized by our laboratory in Weibei dryland . the experiment indicated

that the leng th o f t ree-trunk circumference increased by more than 23% , the average leaf area s per

leaf increased by mo re than 25% , the w eigh t per f resh leaf increased by 31% comparing wi th blank,

and more importance w e obtained is the f resh t ree-top g row ing in spring increased g reatly, and the

f resh t ree-top g row ing in Autumn decreased relativ ely. The date o f deciduous leaf of apple t ree w as

delayed about a month in the fi rst year, about 20 days in the second year and it wa s not obvious in the

thi rd year, but the date o f deciduous leaf o f Fuji t ree w as more obvious than that o f Qinguan tree. W e

also observed that all o 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pple t ree af fected by soi l Hydrate appears very well,

the apples 'quanti ty increased mo re than 20% , and the apples ' quali ty increased evidently. The co rre-

lation of all effect factors by soil Hydrate is v ery w 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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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保水剂是一种功能型高分子聚合物 ,它可以吸收自身重量数十倍至上百倍的水分 ,并使之全部

凝胶化 ;保水性能极好 ,且具有吸收氨等臭气的功能 [1 ]。 国内外目前使用的大部分土壤保水剂都属酰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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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糖类聚合物
[2～ 10 ]

。这些聚合物可通过在聚合时控制反应条件 ,得到不同用途的产品 ,有些产品已在日

常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 ,但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目前尚处于试验和初级使用阶段 [1 ]。笔者在土壤保水剂

对旱地土壤水分研究的基础上
[ 8]
,进一步研究了其对旱地果园苹果树生长和结果特性的影响。

1　材料和方法

保水剂为陕西省果树研究所实验室合成 ,系无色透明固体 ,在空气中易吸水 ,吸水后的形态为澎润

的胶状物 , pH为 6. 5～ 6. 8,有效成分含量≥ 90% ,水分≤ 5% ,最大持水量为 405( 1 kg土壤保水剂最大

可吸 405 kg纯水 )。

试验在永寿县监军镇东寨村和淳化县秦庄沿村进行 ,试验地地势平坦 ,质地黄壤 ,肥力中等 ,海拔约

1 000 m。 果园为 8 a生挂果园 ,栽植密度为 4 m× 3 m。

试验设 2个处理 , 3株为 1小区 ,重复 3次。 CK为等量清水。每株使用保水剂 20 g或 30 g ,将称好

的保水剂放入盛有 400倍清水的容器中 ,待吸水 24 h后使用。试验观察时间为 3 a。在果树垂直投影以

内沿圆周开宽 40 cm、深 10 cm的沟 ,施入保水剂后覆土。

2　结果与分析

2. 1土壤保水剂对苹果树干周的影响

在淳化试验点 , 11月份按照试验安排 ,每株施用本试验室合成的土壤保水剂 20g ,次年 5月 7日测

量处理和 CK的原干周 , 12月 27日测量现干周 ,结果见表 1。在永寿试验点 , 1995年 5月 10日测定处理

和对照的原干周 , 1995年 12月 5日测定现干周 ,测量结果见表 2。
表 1　土壤保水剂对秦冠苹果树干周增长的影响

Table 1　 The length of Qinguan apple tree-trunk c ircumference af f ected by hydrate

处理
Treatm en t

调查株数
Inv es tigated
n umber

原干周
Original tree-t runk

( cm )

现干周
Pres en t t ree-t runk

(cm)

增长
Net increase( cm )

增长率
Increas e ratio(% )

10 g /株 10 g / t ree 10 13. 5 15. 6 2. 1 140

20 g /株 20 g / t ree 10 14. 2 17. 1 2. 9 193

CK 10 13. 9 15. 4 1. 5 100

　　注:数据为第 1试验年度的结果 ,第 2、 3试验年度数据不完整 ,未列出。 表 2、图 1数据情况同此。

　　 Note: Th e data is the resul t of fi rs t experimental year, the second and thi rd year′s are incom plete and are not lis ted, Th e Table 1 and

fig. 1 are same as above.

　　由表 1和表 2看出 ,秦冠苹果和富士苹果树的各处理干周增长均比对照高 ,且随土壤保水剂用量的

增加 ,干周增长率相应增大 ,在本试验土壤保水剂用量范围内 ,干周增长率为对照的 123% ～ 207% 。
表 2　土壤保水剂对富士苹果树干周增长的影响

Table 2　 The length of f ij i tree-trunk Circumference af fected by hydrate

处理
Treatm en t

调查株数
Inv es tigated
numbers

原干周
Original tree-t runk

( cm )

现干周
Pres en t t ree-t runk

(cm)

增长
Net increase( cm )

增长率
Increas e ratio(% )

8 g /株　 8 g / t ree 10 21. 4 23. 0 1. 6 123

16 g /株　 16 g / t ree 10 20. 8 22. 9 2. 1 162

24 g /株　 24 g / t ree 10 21. 1 23. 8 2. 7 207

CK 10 21. 2 22. 5 1. 3 100

2. 2　新梢生长情况

以树冠外围骨干枝剪口芽新梢生长量为代表 ,每株测定 10个新梢 ,从 5月份开始每隔一周测量

1次 ,连续测量 3个月。在淳化试验点 ,使用土壤保水剂的秦冠果园苹果树新梢生长量比 CK平均增长

27% (图 1)。在永寿试验点 , 8 a生富士果园的试验树平均新梢长度比 CK增长 30% (图 1)。

　　从图 1还可看出 ,随着土壤保水剂用量的增大 ,春梢生长量增加 ,秋梢生长量减少 ;相反 ,随着土壤

保水剂用量的降低 ,春梢生长又减弱 ,后季雨增多 ,秋梢出现旺长。 旱地果树由于前期土壤水分不足 ,新

梢生长易形成春短秋长的现象 ,但应用土壤保水剂后 ,提高了春季土壤水分含量 ,春梢形成旺长 ,营养器

官建造早 ,干物质转化快 ,为丰产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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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土壤保水剂用量与苹果树新梢长度关系

Fig.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mount of hydrate and the length of tree-tip

2. 3　土壤保水剂对叶片的影响

笔者对各试验点叶面积和鲜叶重进行了测定 (测定对象秦冠树每株施用土壤保水剂 20 g ,富士树每

株施用 24 g )。

2. 3. 1　土壤保水剂对苹果树叶面积的影响　测定结果 ,秦冠试验树平均单叶面积为 93. 56 cm2 , CK平

均单叶面积为 67. 80 cm
2
,试验是 CK单叶面积的 1. 38倍。富士试验树平均单叶面积为 54. 69 cm

2
, CK

平均单叶面积为 43. 89 cm
2 ,试验是 CK单叶面积的 1. 25倍。

2. 3. 2　土壤保水剂对果树鲜叶重的影响　试验土壤保水剂的秦冠果园 ,平均单叶鲜重 1. 89 g , CK平

均单叶鲜重 1. 30 g ,施用是 CK的 1. 45倍。试验土壤保水剂的富士果园 ,平均单叶鲜重 1. 125 g , CK平

均单叶鲜重 0. 86 g ,施用是 CK的 1. 31倍。

由上可见 ,土壤保水剂的施用 ,增加了苹果树单叶面积和单叶鲜重。从增加的程度来看 ,单叶鲜重比

单叶面积增加的量要大 ,说明施用土壤保水剂后 ,在叶面积增加的同时 ,叶片厚度亦有所增加。

2. 3. 3　土壤保水剂对果树落叶期的影响　以全树约有 75%的叶片 (以春梢为准 )凋落的日期为落叶

期。在永寿试验点 ,第 1年施用土壤保水剂的富士苹果树落叶期比 CK晚 48 d(处理为 12月 20日 , CK

为 11月 2日 ) ;秦冠苹果树落叶期比 CK晚 29 d(处理为 12月 10日 , CK为 11月 11日 )。第 2年观测第

1年施用土壤保水剂的效果 ,施用比 CK落叶期 ,富士晚 24 d(处理为 12月 11日 , CK为 11月 17日 ) ,

秦冠晚 17 d(处理为 12月 7日 , CK为 11月 20日 )。第 3年即 1996年观测结果 ,施用比 CK落叶期 ,富

士晚 7 d(处理为 12月 8日 , CK为 12月 1日 ) ,秦冠树不明显 (均为 12月 4日 )。试验还观察到 ,施用土

壤保水剂的苹果树最后也能象 CK一样正常落叶。 在其它试验点也得到了基本一致的结果。

以上说明 ,土壤保水剂能够推迟苹果树的落叶期 ,且最后还能正常落叶。 第 2年和第 3年度落叶期

推迟的时间较第 1年度短 ,这可能是土壤保水剂的保水性能有所下降 [2, 8 ]及果树自身生理和营养状态

的调整 (由于保水剂的作用 )增加了土壤中的水分含量 ,使得果树自身的生理因素和各营养素之间的平

衡更加趋于合理 ,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第 3年度试验富士树落叶期比 CK仅推迟 1周 ,秦冠树几

乎与 CK一样 ,这可能主要是当年雨水较多 ,土壤保水剂不能完全发挥其保水作用的缘故
[8 ]
,另外 ,果树

自身的生理因素和各营养元素之间的平衡也已基本趋于合理。观察结果还表明 ,富士树对干旱的抵御能

力远不如秦冠树强。

2. 4　土壤保水剂对苹果树结果特性及果实的影响

从表 3数据 (第 1年施用保水剂 ,树龄 8 a)可以看出 ,土壤保水剂不仅能增加苹果的产量 ,而且可增

加单果重量。 随着保水剂用量的增大 ,秦冠和富士苹果的平均单果重和产量均呈增加趋势 ,且富士苹果

的产量似乎对土壤保水剂更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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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土壤保水剂对秦冠和富士苹果产量和质量的影响

Table 3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Qinguan and Fuj i apple aff ected by hydrate

品种
Variety

处理
Treatment

调查株数
Numbers

单株平均果数
Apples per t ree

平均单果重
Av erage w eigh t (g )

单株产量
Quan tity per t ree( kg)

增产率
Increas es (% )

秦冠 Qinguan 10 g /株 15 350. 5 242 84. 82 20. 33

20 g /株 15 356. 1 261 92. 94 31. 85

CK 15 338. 9 208 70. 49

富士 Fuji 8 g /株 10 307　 237 72. 76 26. 9

16 g /株 10 305　 254 77. 47 35. 2

24 g /株 10 312　 262 81. 74 42. 6

CK 10 297　 193 57. 32

2. 5　方差和相关分析

对表 2和图 1数据进行 ANOV A方差分析 ,得到对不同处理 F列 = 46. 05> 临界值 3. 33,说明在

0. 05的显著水平下 ,不同土壤保水剂用量对各影响因子的影响存在较大显著性差异。对干周、春梢、秋梢

生长、增产率等相关分析可知 (表 4) ,不同处理对苹果树干周、春梢增长、秋梢增长、新梢长度和苹果增

产率以及各个被影响因子间存在着良好的相关性 ,秋梢增长与其它因子间存在着良好的负相关性。
表 4　不同处理及果树各被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

Table 4　 The correlat ion of treatments and the af fected factors

　项目
　 Item

处理
Treatment

干周增长
Tree-t runk increase

春梢增长
Spring-tip

秋梢增长
Antumn-tip

新梢长度
New-tip Increas e

干周增长 Tree-t runk increase 0. 9991

春梢增长 Sp ring-tip 1. 0000 0. 9995

秋梢增长 Antumn-tip - 0. 9934 - 0. 9973 - 0. 9944
新梢增长 New-tip increase 0. 9996 0. 9976 0. 9993 - 0. 9899

增产率 Increase rate 0. 9995 0. 9972 0. 9991 - 0. 9891 1. 0000

3　小 结

3. 1　土壤保水剂对旱地果园土壤水分条件的改善 ,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土壤中肥料、特别是微量元素肥

料在土壤中的溶解和果树根系吸收 ,从而促进了树体的生殖生长和营养生长 ,果树干周、枝条、平均单叶

面积和单叶鲜重均比 CK有显著提高 ;果实品质和质量 (果个、着色、单果重等 )均明显增加。

3. 2　土壤保水剂的施用 ,能够增加土壤水分含量 ,有利于春梢生长 ,秋梢生长相对受到抑制 ,这将为果

树的生长发育提供更充足的营养 ,为开花、保花、结果、保果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

3. 3　土壤保水剂的施用 ,推迟了苹果树的落叶期 ,但仍能正常落叶。落叶期的推迟延长了叶片进行光合

作用的时间 ,从而为树体提供了更充分的营养 ,为果树积累了更多的干物质 ,为下一年度果树的正常生

长发育和结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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