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落葵的生长和产量形成与氮磷钾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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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落葵的商品栽培
,

其生育过程可分为 个时期 发芽期
,

主 茎叶生长期
,

侧 茎叶生长期
。

生育过程 中植

株和各部分的鲜
、

干质 和叶面积均呈逐步增长态势
,

这个过程就是产品器官形成过程
。

红梗藤莱的 含童比青梗

藤莱高
。

落葵的氮磷钾吸收比例为 一 一 ,

氮钾吸收比例较高
。

产品的氮磷钾利用率较高
。

关锐词 落葵 生育过程 主茎叶 侧 茎叶 产品器官 氮磷钾吸收

落葵 召山 别名木耳菜
、

胭脂菜
、

藤菜
、

潺菜
、

软浆叶
、

豆腐菜等
,

为一年生缠绕草本
,

原产于

热带亚洲与非洲
,

现分布世界各地
,

我国各地均有栽

培川
。

落葵属绿叶蔬菜
,

生 长迅速
,

茎叶 肉质
、

幼

滑
,

耐高温多雨
,

主要在春夏季生产与销售
。

落葵有

白花落葵 和红花落葵 两

个种
,

有关生长特点及养分吸收方面的研究均未见

报道 〔’一 〕。

本试验探讨了落葵的生长特点
、

产量形

成及其对氮磷钾的吸收特性
,

为改进和提高落葵的

栽培水平提供参考
。

腋芽萌发侧茎叶
,

侧茎叶也在抽蔓前采收
。

本试验

为了探讨落葵的产品器官形成特性
,

仅采收主茎叶

和第 侧茎叶
。

含量采用
, 一 二氯靛酚滴定

法测定 含量采用 一 自动定氮仪

花 公司 测定 含量采用钒铝黄比

色法测定 含量采用火焰分光光度法测定 再计算

出
、 , 和 量

。

全文表述 的氮为
,

磷为

几
,

钾为
。

试验期间 日平均最低温度为

℃
,

日平均最高温度为 ℃
。

材料与方法

试验选用广州地区常用的青梗藤菜和红梗藤菜

两个落葵品种
。

在华南农业大学蔬菜试验地进行栽

培
,

试验面积约 扩
,

供试土壤养分状况为有机

质
、

全氮
、

有效磷
· 一 ’、

有效钾
· 一 ’、 。

两品种均于 《 碎 年

月 日播种
,

自第 片真叶显露开始
,

每 取样

次
,

每次 株
,

测定植株
、

根和茎叶的鲜质量
、

干

质量及叶面积
。

干质量以在 ℃恒温下烘至恒重

为准
,

叶面积用 一 《 型叶面积仪测定
。

落葵的

商品栽培
,

以幼嫩茎叶为产品
,

可 只采收主茎叶或

主
、

侧茎叶都采收
。

只采收主茎叶的
,

于主茎抽蔓前

在子叶上胚轴处采收
。

采收主
、

侧茎叶的
,

在第 片

真叶叶节处采收主茎叶
,

利用子叶和第
、

片真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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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落葵的生长特性

落葵鲜
、

干质童增 长动 态 试验结果表明

图
,

落葵的商品栽培
,

其生育过程可分为 个生

长期
。

发芽期 播种至子叶充分开展
,

第 枚真叶显

露 主茎叶生长期 第 一 枚真叶展开
,

腋芽开始活

动
,

主茎抽蔓前采收主茎叶 侧茎叶生长期 腋芽陆

续萌发
,

侧茎叶生长
、

形成
,

陆续采收
。

青梗藤菜发

芽期
,

全株干质量
,

占全株总干质量的
,

日均增约
。

其中根
,

占该期

的
,

子叶
,

占
。

主茎叶生长期
,

全株干质量
,

实增
,

占全株总

干质量 的
, ,

日均 增 约
。

其 中根
,

占该期的
,

主茎叶 含子叶
,

占
。

侧茎 叶生长期
,

全株干质量
,

实增
,

占全株总干质量的
,

日均增 约
。

其 中根
,

占该 期 的
,

主茎叶 含子叶
,

占
,

侧茎

叶
,

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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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葵生育过程中植株干物质的绝对量
、

相对量

和增长率以及植株各部分的干物质不断增加
。

各生

育期全株和各部分的鲜质量增长动态与干质量的增

长动态基本相似
。

一奋 全株
一 。 根
一 一 主茎叶
一 。一 墓茎叶

洛 侧茎叶

较低
。

落葵的产 形成

落葵植株的生育过程就是产品器官的形成过

程
,

先是主茎叶的生长和形成
,

继而陆续萌发和生长

侧茎叶 图
。

月 日播种的商品栽培
,

播后

开始采收主茎叶
,

持续
,

共采收 枚
、

巧
,

平均每枚
,

日均产
。

侧茎叶在播

后 开始采收
,

持续
,

共采收 枚
、

,

平均每枚
,

日均产
。

折合每
,

产量
,

其 中主 茎 叶
,

占
,

侧茎叶
,

占
。

可见
,

主
、

侧

茎叶兼收可延长采收期和增加产量
,

但主茎叶的单

株质量
、

平均 日产量和总产量都比侧茎叶高
。

户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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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落英生长发育过程中鲜
、

干质 , 增长动态

注 一发芽期 一主茎叶生长期 一侧茎叶生长期
。

下图同

落葵叶面积增 长动 态 发芽期植株具 枚

子叶
,

叶面积 耐
,

占全株总叶面积的
,

日

均增约 时
。

主茎叶生长期植株具 枚子叶和 枚

真叶
,

叶面积 印
, ,

实增
, ,

占全株总叶

面积的
,

日均增约 衬
。

其中子叶面积

祥
,

占全株叶面积的
,

真叶面积

耐
,

占
。

侧茎叶生长期植株具 枚子叶
、

枚基叶和 枚真叶
,

总叶面积 耐
,

实增 柳
甘

,

占全株总叶面积的
,

日均增约 耐
。

其中子叶面积 甘
,

占
,

基 叶面积
, ,

占
,

真叶面积 , ,

占
, 。

可见
,

落葵植株的子叶肥大
,

可持续近两个月的

生长和功能
,

顶芽和腋芽活跃
,

生长迅速
。

植株
、

根
、

主茎叶和侧茎叶的鲜质量
、

干质量和叶面积均随生

育过程呈逐步增长的态势
。

主茎叶的商品生产率

产品鲜质量 植株鲜质量 较高
,

侧茎叶

母 了
刀

月、喇礼因份

一

图

· · · · ·

日期 月
·

日

落葵的产一形成

落葵的产 与品质比较

青梗藤菜与红梗藤菜的主茎叶鲜质量无明显差

别
,

青梗藤菜侧茎叶鲜质量较高
。

两个品种的

含量都较高
,

且以红梗藤菜更高 表
。

落葵对氮磷钾的吸收利用

落葵植株对氮磷钾的吸收量因生长期不同而不

同 图
。

发芽期全株含氮
、

磷 和

钾
,

分别占植株氮磷钾总吸收量的
、

和
。

日均吸氮
、

磷 和

钾
,

氮磷钾的吸收比例为
。

主

表 青梗蕊菜与红梗藤菜产 与品质比较

品 种
幼嫩主茎叶 幼嫩侧茎叶

样品数

青梗膝菜

红梗膝菜

总鲜质量 平均鲜质量
· 一 ’ 样品数 总鲜质量 平均鲜质量

·

一 一



茎叶生长期在主茎叶采收时
,

全株含氮
,

实增 含磷
,

实增 含钾
,

实增 分别 占总吸收量 的
、

和
。

日均吸氮
、

磷

和钾
,

氮磷钾的吸收比例为
, 。

侧茎叶生长期在侧茎叶采收时
,

全株含氮
,

实增
,

含磷
,

实增

含钾
,

实增 分别占

总吸收量的
、

和
。

日均吸氮
、

磷 和钾
,

氮磷钾的吸收比例

为
。

这表明落葵植株的氮磷钾吸收量

以钾最多
,

氮次之
,

磷最少
。

植株的氮磷钾绝对吸收

量
、

相对吸收量和吸收率均随生育过程逐步提高
。

即落葵生育过程中植株的氮磷钾吸收量
,

发芽期占

微量 约
,

主茎叶生长期约占
,

侧茎叶生长

期约占 乃
。

主茎叶生长期氮磷钾的吸收比例最

高
,

发芽期次之
,

侧茎叶生长期最低
。

,

占 主茎叶生 长期全株含钾
,

其中根
,

占
,

主茎叶 含子叶
,

占 侧茎 叶生 长期全株含钾
,

其中根
,

占
,

主茎 叶

含子叶
,

占
,

侧茎 叶
,

占
。

以上结果表明
,

各生长期根利用氮磷钾的比例

很少
,

占植株吸收量的 一 。

在主茎叶

生长期
,

主茎叶利用了该期全株吸收量的绝大部分
一 。

在侧茎叶生长期
,

侧茎叶利

用了该期全株氮的 左右
,

磷
、

钾的

左右 和
。

一一 一

一刁 一 ,

一自尸一 凡

,,‘,‘五

一
称

·

的日、训多哪希祥城

心

报后天数

圈 落葵的氮磷钾吸收动态

落葵生育过程中植株各部分对氮磷钾的利用

也不同
。

氮的利用 发芽期全株含氮
,

其

中根
,

占
,

主茎 叶 含子 叶
,

占 主 茎 叶 生 长期 全 株 含 氮
,

其中根
,

占
,

主茎叶 含子叶
,

占 侧茎 叶生 长期全 株含 氮
,

其 中根
,

占
,

主茎 叶

含子叶
,

占
,

侧茎 叶
,

占
。

磷的利用 发芽期全株含磷
,

其中根
,

占
,

主茎叶 含子叶
,

占 主 茎 叶 生 长 期 全 株 含 磷
,

其中根
,

占
,

主茎叶 含

子叶
,

占 侧茎叶生长期全株含

磷
,

其中根
,

占
,

主茎叶

含子叶
,

占
,

侧茎叶
,

占
。

钾的利用 发芽期全株含钾
,

其中根
,

占
,

主茎叶 含子叶

讨论

落葵的商品栽培
,

在广州地区 月 日播种
,

发芽期
,

主茎叶生 长期和侧茎叶生长期各
。

植株生育过程 中鲜质量
、

干质量和叶面积均呈

逐步增长态势
,

这个过程就是产品器官形成过程
。

经观察
,

青梗藤菜与红梗藤菜两个品种的生长与

产品器官形成特性相同
。

含量都较高
,

且 以红

梗藤菜更高
。

落葵的氮磷钾 吸 收 比例在 主 茎 叶采收时为
,

侧茎叶采收时为
,

属氮钾

吸收比例高的蔬菜
。

幼嫩主茎叶的氮磷钾利用率达

到 一 ,

幼嫩侧茎叶利用氮的 乃
、

磷

钾的 左右
,

表明落葵对氮磷钾利用率相当高
。

落葵可只采收主茎叶或采收主茎叶后继续采收

侧茎叶
。

两种方法
,

如何评价 测定结果表明
,

生产

主茎叶需氮
、

磷 和钾 生产

侧茎叶则需氮
、

磷 和钾
,

比主

茎叶多消耗氮
、

磷 和钾
。

如果主茎

叶和侧茎叶都采收
,

则每千克产品需氮
、

磷

和钾
,

比单独采收主茎叶每千克产品多

消耗氮
、

磷 和钾
。

另外
,

单独采收主

茎叶比主
、

侧茎叶都采收的商品生产率
、

单株质量
、

平均日产量和总产量都较高
。

因此
,

从节能
、

提高生

产率和产量等方面考虑
,

以单采收主茎叶更合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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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新型药剂对番茄灰霉病的防治效果

郑 果 杜 蕙

番茄灰霉病 病原 解 是我国保护

地番茄的主要病害之一
。

该病属低温高湿半腐生型

病害
,

主要 为害花器 和果 实
,

一 般减产
,

严重地块减产可达 以上
。

目前生产上

因保护地湿度难以控制
、

农户对防治时期把握不佳
、

常规农药抗性严重等问题
,

番茄灰霉病的防治还有

待于进一步加强
。

笔者于 科 一 年选择了几

种国内外新型杀菌剂
,

进行室内毒力测定和田间防

治研究
。

材料与方法

材料 番茄灰霉病病菌由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植物保护研究所病理研究室提供
。

供试药剂为 金力士乳油 丙环哇
,

新

加坡利农私人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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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 日期 侧拓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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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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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佳欣 腐霉利一福美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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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诺普

信农化有限公司
,

速克灵 腐霉利
,

日本

住友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

供试作物为早丰番茄
。

真菌培养基为 培养基 〔’ 。

方法

室内毒力测定 采用生长速率测定法川
,

将供试药剂分成 个浓度
,

融人 培养基

℃ 内
,

每浓度做 个带毒平板
,

每平板上接一块长

好的灰霉病菌饼 直径
,

以 个接好菌饼不

带毒平板为对照
,

℃下培养
,

天 后测量菌落

直径
,

计算抑制生长率
、

毒力方程
、

相关系数
、

抑制中

浓度 和最低抑菌浓度 。 〔’〕。

抑制生长率 二 〔对照菌落直径 一 菌饼直径

处理菌落直径 一 菌饼直径 〕 对照菌落直径 一 菌饼直

径

田间药效试验 试验于 年 月 日

在甘肃省武威市清水乡王盛村番茄 日光温室 内进

行
,

设 金力士 倍液
、

农利灵

倍液
、

克得灵 旧 倍液
、

杀菌

王 旧 倍液
、

施佳乐 倍液
、

立佳欣 倍液
、

宝丽安 倍液 个

处理
,

以 当地常用农药 速克灵 仪旧 倍液

即比
, 戏啥

,

外璐 刊 创 如 比
,

“
, ,

罗
, ,

乎

《义碑

脚 刀因 如 “唱 。 罗
,

脚 山 罗 闭 脚讯 幼
脚 目

, 一 一

罗
,

即

川
, , ,

妇
,

罗
, ,

一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