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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美猕猴桃叶营养状况及标准值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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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连续 2 a对陕西秦岭北麓地区秦美猕猴桃叶片营养状况的调查和统计分析 ,查明了当地猕猴桃

树普遍缺乏钾、氯和磷元素 ,而钙、镁和氮元素含量偏高。 秦美猕猴桃丰产园叶片营养标准适宜范围为: 氮

2. 27% ～ 2. 77% ,磷 0. 16% ～ 0. 20% ,钾 1. 60% ～ 0. 20% ,钙 3. 29% ～ 4. 43% ,镁 0. 40% ～ 1. 13% ,氯 0. 6%

～ 1. 0% ;锌 23. 6～ 44. 2 mg /kg ,铁 90. 1～ 267. 9 mg /kg,锰 44. 5～ 173. 1 mg /kg,铜 7. 0～ 21. 8 mg /kg,硼

38. 5～ 79. 9 mg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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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utri tio nal surv ey was conducted over two years period in Qinmei kiwif rui t o rchards in

Shaanxi province. The desirable mineral element contents in the kiwif ruit leaves of the high yield orcha rds

w ere presented, the results show ed that local orchards w ere low in po tassium , chlo ride and phosphors and

high in magnesium , calcium and nit rog en in kiwif rui t g rowing areas in Shaanxi, a guide to fertilization and

nutrient diagnosis of Qinmei kiwif ruit orchards was provided in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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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秦岭北麓是猕猴桃原产地之一。自 20世

纪 80年代从野生猕猴桃 ( Actinidia deliciosa)中选

出秦美品种后 ,以秦美品种为主的猕猴桃种植业

发展很快 ,已形成了以渭河南岸为主的生产带。近

年来栽培面积还逐步向附近高 pH石灰性土壤区

域扩展。但由于栽培历史较短 ,对当地果园营养状

况缺乏了解 ,果农施肥和其它管理经验不足 ,致使

肥害或营养失调症时有发生 ,大小年严重 ,果实贮

藏性和品质下降。目前新西兰、意大利等猕猴桃生

产国根据对海瓦德品种矿质营养的研究 ,制定了

适合当地的营养诊断标准用以指导施肥 ,取得明

显成效 [1～ 5 ]。 笔者采用叶分析方法研究了陕西地

区秦美猕猴桃园叶营养适宜水平 ,以期为平衡施

肥和制定其它土壤管理制度提供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叶样于 1996～ 1997年生长中后期 ( 7月下旬

至 8月中旬 ) ,从猕猴桃主产县周至、眉县、岐山、

宝鸡、户县、长安、灞桥等县区 74个不同产量的果

园采集。随机从每株树冠外围中部四周采集结果

枝上最后一个果实后的第 2片叶 ,含叶片和叶柄 ,

每株采 4片 ,每个果园采 80片 ,按标准程序洗涤

烘干 ,经 Willey不锈钢粉碎机磨过 40目后备用。

元素含量分析: 氮用 Tecator凯氏定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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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分析。样品在石英试管内经过干湿法干灰化后 ,

用 PE- 2100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分析钙 ( Ca)、

镁 ( Mg )、锌 ( Zn)、铁 ( Fe)、锰 ( M n)、铜 ( Cu) ,采用

发射光谱分析钾 ,用矾钼黄比色法测定磷。硼采用

干灰化改进甲亚胺法分析 ,氯采用加氧化钙干灰

化硝酸银滴定法分析 [6 ]。 分析过程采用美国国家

标准局柑橘标准样品 1572进行质量控制 ,数据统

计采用美国 SAS标准软件进行分析处理
[7 ]
。

2　结果与分析

2. 1　秦美猕猴桃叶营养水平状况

1996和 1997年连续 2 a分析结果 (表 1)表

明 ,大量营养元素变异系数以 N最小 ( 12. 57% ) ,

Ca、 Mg、 P、 Cl依次为 18. 88% 、 23. 92% 、 24. 16% 、

28. 31% , K最大 ( 42. 39% ) ,说明 K元素含量因

栽培措施和地点的不同有较大变化。 用新西兰为

海瓦德品种制定的营养元素标准值 [ 3, 5]衡量 ,营养

元素严重缺乏的果园很少。 62. 2%的取样果园氮

含量在 2. 2% ～ 2. 8%适宜范围 ,超过该范围的占

15. 6% ,这与陕西果农重视施用氮肥有关。与海瓦

德品种钾适宜范围 1. 5%～ 2. 8%相比 ,秦美猕猴

桃 K潜在缺乏果园占取样果园的 71. 1%以上 ,与

陕西果农不施或少施钾肥有关 ,这与田间观察部

分近果实叶片有钾缺乏症状一致。分析显示 ,部分

当年产量高和使用大果灵的果园缺 K严重 ,叶片

钾含量仅 0. 51% ～ 0. 60% ,这可能是果实风味和

贮藏性下降、次年严重小年的原因之一。猕猴桃需

要量大的氯元素 ,新西兰提出的适宜范围是 1. 0%

～ 2. 0% ,而秦美猕猴桃叶片含氯量均在 1. 0%以

下 ,测试土壤氯含量也只有 0. 032% ,这应与当地

优质氯化钾肥料施用量少或果园经常大水漫灌造

成土壤易溶性氯离子的淋溶损失有关。 73. 3%的

取样果园磷含量在海瓦德品种适宜范围 ( 0. 18%

～ 0. 22% )以下 , 15. 6%的果园在适宜范围内 ,

11%果园高于适宜范围。 镁含量比国外标准 ( 0.

4% )普遍偏高 ,钙含量在适宜范围或以上 ,这可能

与陕西的石灰性土壤有关。

秦美猕猴桃微量元素含量大多在可见缺乏含

量以上 ,变异系数比大量元素大 (钾除外 ) (表 1)。

田间调查 ,秦美猕猴桃主要微量营养元素失调缺

乏症状是黄叶病 ,渭河岸边沙土地个别叶片出现

缺锌症状。 分析发现 ,秦美猕猴桃黄化果园 ,氮含

量 平均 为 2. 63% , 叶 片 总铁 含 量平 均 为

256. 4 mg /kg ,都在海瓦德品种适宜范围之内。统

计分析表明 ,猕猴桃黄化果园铁、钾、磷元素显著

高于正常果园 ,可能由于磷对铁的固定使叶片内

铁的活性降低及钾与铁营养不平衡引起的叶片黄

化。与新西兰制定的标准值相比 ,叶片锌缺乏占取

样果园的 17. 8% ,主要存在于渭河两岸沙土果

园 ,这与沙土果园出现缺锌症状和新西兰猕猴桃

营养专家 Smith博士在陕西考察的结果一致。 秦

美猕猴桃硼含量正常 ,超过 100 mg /kg有害浓度

的果园达 8. 9% ,可能是果农对含硼量高的叶面

肥喷施次数太多造成的 (有的喷施次数达 6次以

上 )。 此外 ,统计发现粘土地叶片平均含硼量

( 63. 55 mg /kg )比沙壤土地叶片平均含硼量

( 49. 76 mg /kg )显著高。 铜和锰基本在海瓦德品

种适宜范围内或以上。
表 1　陕西地区秦美猕猴桃叶营养状况

Tabl e 1　 Leaf nutrient statues in Qinmei kiwif ruit orchards in Shaanxi province

常量元素 Macro-elem ent in dry w t (% )

N P K Ca Mg Cl

变化范围 1. 84～ 3. 10 0. 12～ 0. 30 0. 51～ 2. 98 2. 01～ 5. 32 0. 47～ 1. 36 0. 25～ 0. 89

X± S 2. 45± 0. 31 0. 17± 0. 04 1. 34± 0. 57 3. 90± 0. 74 0. 92± 0. 22 0. 54± 0. 15

C. V .% 12. 57 24. 16 42. 39 18. 88 23. 92 28. 31

微量元素 Micro-element in dry w t ( mg /kg)

Fe Zn Mn Cu B

变化范围 106. 4～ 372. 8 19. 6～ 85. 7 41. 3～ 330. 2 5. 9～ 60. 3 25. 6～ 128. 7

X± S 188. 7± 58. 9 33. 5± 12. 8 95. 3± 54. 3 10. 5± 8. 0 58. 0± 21. 7

C. V .% 31. 2 38. 3 57. 0 76. 1 37. 3

2. 2　秦美猕猴桃叶营养标准值

根据对当地丰产稳产秦美猕猴桃园测得的叶

营养数据统计分析并参考新西兰、希腊及意大利

为海瓦德制定的营养标准值 ,提出陕西地区秦美

猕猴桃果园叶片各营养元素含量的标准值范围

(表 2)。 笔者提出的氮磷钾适宜范围与不同国家

相比 ,变化幅度不大。 丰产果园氮元素含量范围

( 2. 27% ～ 2. 77% )与国外标准基本一致 ,符合国

外报道的氮含量超过 2. 7%优质果开始减少的结

论。钾磷标准适当提高 ,分别从丰产果园的平均值

·75·3期 张林森等: 秦美猕猴桃叶营养状况及标准值的研究



1. 40%和 0. 17%提高 到 1. 60% ～ 2. 00%和

0. 16% ～ 0. 20% ,以避免可能存在的潜在缺乏。镁

钙分别由新西兰标准范围的上限 0. 4%和 4. 0%

提高到丰产园测定值的上限 1. 13%和 4. 43%水

平。氯由新西兰适宜范围 1. 0% ～ 2. 0%下降到秦

美丰产果园的上限 0. 60%至 1. 0% ,微量元素适

宜范围的上限值基本参照丰产园测定的结果提

出 ,比不同国家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这主要是考虑

到品种、高土壤 pH、低有机质含量等栽培管理上

的一些差异。表 2还根据提出的标准值列出了所

有测试果园营养的分布频率 ,可以对陕西猕猴桃

园营养状况有更明晰的了解。
表 2　秦美猕猴桃叶营养标准值和供试园营养分布状况

Table 2　 Leaf nutrient standard value and frequencies in Qinmei k iwif ruit orchards in Shaanxi province

元素
Elem ent

适宜范围以下 Low

分析值
Value

频率 %
Freqenty

适宜范围 Suf ficiency level

分析值
Value

频率 %
Freqenty

适宜范围以上 High

分析值
Value

频率 %
Freqen ty

N(% ) < 2. 27 26. 7 2. 27～ 2. 77 55. 6 > 2. 77 17. 8

P(% ) < 0. 16 53. 3 0. 16～ 0. 20 28. 9 > 0. 20 17. 8

K(% ) < 1. 60 71. 1 1. 60～ 2. 00 13. 3 > 2. 00 15. 6

Ca(% ) < 3. 29 17. 8 3. 29～ 4. 43 57. 8 > 4. 43 24. 4

Mg(% ) < 0. 40 0. 0 0. 40～ 1. 13 77. 8 > 1. 13 22. 2

Cl(% ) < 0. 60 68. 9 0. 60～ 1. 00 31. 1 > 1. 00 0. 00

Zn( mg /k g) < 23. 6 17. 8 23. 6～ 44. 2 66. 7 > 44. 2 15. 6

Fe( mg /kg) < 90. 0 0. 00 90. 1～ 267. 9 88. 9 > 267. 9 11. 1

Mn( mg /kg) < 44. 5 6. 7 44. 5～ 173. 1 84. 4 > 173. 1 8. 9

Cu( mg /kg) < 7. 0 11. 1 7. 0～ 21. 8 86. 7 > 21. 8 2. 2

B( mg /kg) < 38. 5 17. 8 38. 5～ 79. 9 73. 3 > 79. 9 8. 9

3　结论和讨论

陕西秦岭北麓秦美猕猴桃果园营养现状是大

量元素钾、氯和磷含量较低 ,氮、钙和镁比较丰富 ,

部分果园存在微量元素锌铁失调或缺乏。 今后需

要研究秦美猕猴桃对大量施用氯化钾肥料后元素

的吸收规律及对叶片钙镁含量的相互影响。对于

猕猴桃叶黄化的诊断 ,应该分析叶片活性铁或二

价铁的含量并建立相应的诊断指标 ,研究介质铁、

高 pH和高碳酸氢根离子对缺铁的反应和机理 ,

筛选增进铁吸收利用的基因型猕猴桃砧木。经过

大样本 2 a测定结果的统计分析 ,秦美猕猴桃丰

产果园适宜的营养元素范围是: 氮 2. 27%～ 2.

77%、磷 0. 16% ～ 0. 20% 、钾 1. 60% ～ 0. 20%、钙

3. 29% ～ 4. 43%、镁 0. 40%～ 1. 13%、氯 0. 6% ～

1. 0%、锌 23. 6～ 44. 2 mg /kg、铁 90. 1～ 267. 9

mg /kg、锰 44. 5～ 173. 1 mg /kg、铜 7. 0～ 21. 8

mg /kg、硼 38. 5～ 79. 9 mg /kg。 本研究提出的丰

产果园叶片营养元素含量适宜范围 ,尚有待进一

步研究和修订。

根据对秦美猕猴桃营养状况的调查和猕猴桃

生长前期对养分需要量大的特点 ,建议秋季采果

后多施腐熟的有机肥、有机无机配合肥或缓释性

肥料 ,次年萌芽、开花坐果前少量分次施完全部速

效化肥。要注意控制氮肥用量 ,增加优质氯化钾和

磷肥的施用量 ,每 666. 7 m
2
果园至少应施优质氯

化钾肥 55 kg,并适量灌溉。此外 ,叶面可喷施果

氨宝等氨基酸螯合态多元微肥以补充微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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