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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茶树新品种不同供水

水平的光合特性比较
�

骆耀平 潘根生

�浙江农业大学
，
杭州 �������

摘 要 在 �种土壤水分�高湿
、

中湿和低湿�条件下
，
研完了新育成品种浙农���

、

苹云
、

龙井长叶
、

浙农���
、

菊花春
、

碧云 及国家级 良种福 鼎大白茶等 �个茶树品种

的尤合特性
。
结果表明

�①浙农���和浙农���两个品种在各种供水条件下的净尤合速
率����

、

蒸腾速率����和 气孔导度�����个参数数值 大
，
尤合特性优 ，高湿条件下

，

苹云和龙井长叶也表现较优 � 中湿条件下
，
苹云与碧云 光合特性较优 ， 低湿条件下

，

福鼎 大 白茶显示 出较好的尤合特性
。 ②�� 与 �� 呈极显著正相关 ，

在高湿与低湿条

件下
，
尸。
与细胞间隙 ��

�
浓度���呈 负相关， 中湿 条 件 下

，
�� 与�� 和 ��与 ��

呈 显著正相关
，
�� 与 尸�和 ��与 �� 呈极 显著正相关

。

关健词 茶属， 品种资源， 墒情， 给水� 光合特性

中图分类号 ����
�

���

水分对茶树��
�。 。���

� �认。 ，����光合斗寺性及茶叶产量和品质有重大影响
，
历来受到国内外

学者的关注
。

茶树供水不足或水分供应失调
，
将直接影响光合作用的正常进行

。

已有研究表

明
，
适宜的二�壤水分使茶树光合速率增加

，
反之光合速率下降�’一 “ �

。

但不同茶树品 种的这一

变化规律不甚相同
。

本研究旨在探讨
“
七五

”
期间新育成的浙 农 ���

、

苹云
、

龙井长叶
、

浙农

���
、

菊花春
、

碧云 �个茶树良种和福鼎大白茶作为对照茶树品种
，
于不�司供水条件下的光合

特性变化规律
，

为茶树栽培上的合理用水及指导茶园灌溉提供依据
。

� 材料和方法

�
。
� 材料

供试品种为浙农�����
�
�

、
宝声云��

�
�

、

龙井长叶��
�
�

、

福鼎大白茶��
‘
�

、

浙农�����
�
�

、

菊花春��
。
�和碧云��

，
�等 �个品种

。

于����年�月选择植株大小及长势基本一致的 �年生扦

插苗移栽到盆钵中
。

每盆钵 〔上部直径���士 ����
，
�部直径���士 ����

，

高���士 ����〕装

土 � �
。

每盆植茶苗 �株
，
每品种植��盆

。

以 �盆为 �组
，
共��组

。

顺序排列
，
边侧设保护

收稿 �期
� ����

一
��

一
��， 修改 稿收到 日期

� ����
一
��

一

�了

�农业部
“
八五

”
攻关资助项 口



�期 骆耀平等
� �个茶树新品种不同供水水平的光合特性比较 ���

行
。

各品种处理前管理水平一致
。

�
。
� 处理

����年 �月 �日傍晚
，
每盆钵浇水���� ����，

使各处理初时土壤含水量处于饱和 持 水量

状态
。
以后每天傍晚对各供试品种按高湿 ���控制在田 间持水量������ 。��

，
中湿 ���为

田间持水量��������和低湿 �� �为田间持水量 ���������种水平供水
。
�月�� 日低湿

处理表现出轻度萎蔫症状
。

处理期间
，
天气晴热无雨

，
日平均最高气温为��℃ 。

�
。
� 洲定

����年 �月�� 日下午��
�
�����

�
��

，
用英国�】〕�公司生产的便携式二氧化碳 ���

�
�红

外测定系统
，
在室外自然光照和温湿度条件下测定

�

叶片净光合速率����
、

蒸腾速率 ����
、

气孔导度����和细胞间隙 ��
�
浓度����

。

光合有关参数 ��
，
��

，
��和 ��由���于����程

序软件计算获得
。

每一品种各供水水平在连体条件下
，
选当年生春梢叶 �片作为测定对象

。

� 结果与讨论

�
�

� 不同供水水平下茶树品种光合特性的比较

不同供水水平茶树光合特性差异如表 �所示
。

测定表明
，
不同茶树品种光合特性在各供

表 � 不同供水水平茶树光合特性参傲比较
����� � ���������� ��������������玉� ��������� ���������� �〔 ��� ����� �����

��������� ��丘��������� ������

处 理

供水水平 品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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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平条件下差异明显
。

在高湿和中湿条件下光合特性参数稳定
，
标准误小� 低湿条件下

，

光合特性参数标准误大
，
反映了低湿条件下进行光合特性测定时数值不稳定

，
结果可靠性差

，

同时也表明了茶树缺水时体内代谢受影响
。

品种间
、

植株间
、

叶片间都有较大的差别
。

比较

各供水水平光合特性参数的极值比�表 ��看出
，
低湿条件下品种间差异大

。

不同供水水平条

件下
，
细胞间隙��

�

浓度品种间差异小
，
极值比较稳定

。

蒸腾速率极值 比变化最大
，

高湿条

件下其极值比为�
�

�倍
，
低湿条件下达�

� 。倍之多
。

净光合速率�尸��
，
气孔导度����和蒸腾速

率高湿和中湿条件下极值比为。 �

�� 。 �

�倍
，
而在低湿条件下

，
极值比明显增大

，
达�

�

���
�

�

倍
。

各供水水平条件下
，
光合特性参数基本表现为 �

�
��

�
��

�。

按不同供水处理 下光合特

性参数大小对品种进行排序
，
结果如表 �所示

。

各品种细胞间隙 ��
�

浓度在不 同 供 水水平

下变化无规律
。

高湿条件下
，
净光合速率

、

蒸腾速率和气孔导度 �个参数基本表现为品种�
�，

��，
�。 ， ��

，
中湿条件下

，
品种 �

�，
�

。 ，
�，，

�
�，
低湿条件下

，
品种 �

。 ，
�

。 ，
��
测定值较大

。

高湿条件
一

下
，
品种 ��， �

，，

中湿条件下
，
品种 �

�， �
�，
低湿条件下

，
品种 ��， �

，
的 �个光

合特性参数泣较小
。

据此
，
研究认为

，
不论在何种供水条件下

，
品种 �

�， �
。
的光合 特 性参

数均优于品种 �
�，
�。 ， �

�，
但在高湿条件下

，
品种 �

。 ， ��
，
中湿条件下

，
品种 �

�，
��

，
低

湿条件下
，
品种 �

�

也显示出较好的光合特性
。

表 � 不同供水水平光合特性参数极值比�最大值�最小值�

����� � ������� ����� ����� ������������������������� ��������� ����������

� ���� ��������� ���������� �� ������

供水水平 ��
�“ ���

·

�
一 �

·

�一 ’
丁�
�����

·

�
一 �

·

�一 ’ �������
·

�
一 �

·

�一 ‘ �￡�协�
·

�
一 ，

� � �
�

� �
�

� �
，

� �
�

�

� 么 �
�

� �
�

� �
�

� �
�

�

�

入� �
�

连 �
�

� �
�

� �
� ‘

�

�����

表 � 不同供水水平茶树光合特性参数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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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骆耀平等
� �个茶树新品种不同供水水平的光合特性比较

�
�

� 不同供水水平下茶树光合特性参数的方差分析

以供间之水平��
‘
�与品种��

‘
�对光合特性参数作双因子方差分析

，
结果表明

，
光合特性参

数在各拱水水平间与品种间的差异均达显著����
�

���或极显著����
�

���水平
。
�因子的多

重比较分析表明
，
不同供水水平��

‘
�的光合特性差异

，
除细胞间隙 ��

�

浓度 在 ��
与 �

�
之

间呈显著水平外
，
其余各供水水平间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

。

不同供水水平光合特性参数平均

数的排序结果如表 �所示
。

净光合速率以中湿条件下值最大
，
低温条件下最小

。

这表明
，
中

湿水平下茶树净光合积累量大
，
这一供水条件是较适宜的供水水平 � 高湿和低湿的供水条件

表 �

����� �

不同供水水平光合特性参数

平均数排序

�】���� ���������� �� �������
�

������� ������������������� �����

�����比�� ���������� �� ������

光 合 特 性 不同供水水平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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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净光合速率均下降

。

蒸腾速率和气孔导

度在高湿条件下值大
。

高湿条件下
，
水分蒸

腾散失量大
。

这对缺水地区而言
，
为充分利

用水利资源
，
控制一定的供水量

，
减少过多

的蒸腾水分散失
。

低湿条件下
，
因缺水

，

蒸

腾速率较小
。

细胞间隙��
�

浓度在低湿条件

下值大
，
中湿条件下浓度低

。

这与体内代谢

的正常运转不无关系
。

合适的供水条件
，
细

胞间隙��
�

能顺利地进入正常物质积累的循

环过程
，
而在逆境条件下

，
则不能充分为物质

合成循环所利用
。

水分胁迫时
，
茶树体内单糖含从增加

，
加强了茶树的渗透调节

，
维持原生

质的生理活性
，
此时

，
呼吸作用明显增强

，
体内的氧化还原作用趋向氧化

，
细胞间隙��

�

浓

度增加
。

品种��
‘
�间的多重比较结果 如表 �所示

。
�项光合特性参数值均以品种�

。
高

，
品种�

�
�

�。
处于中间水平

。

品种 �
�

的光合速率
、

蒸腾速率和气孔导度均居各供试品种的前 列
。

研究

表明
， �个供试品种中

，
��， �

。
两个品种的光合特性较优

，
其净光合速率与蒸腾速率均与其

他 �个品种达极显著差异
。

作为对照的试验品种 �
�

居 �个品种的中间水平
。

本研 究
“
七五

”

期间选育的新品种光合特性都达到已在全国广泛推广
、

国家认定的良种水平
。

表 � 不同茶树品种光合特性参数比较
����� � ���������� ���������������� ��������� ���������� ����� ��������� ��� ���������

品 种 塑些业竺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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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小写字母为尸� 。

�

��水平
，
大写宇母为尸��

�

��水平

�
�

� 不同供水水平下光合特性参教的两两相关分析

以往的一些研究表明
，
光合特性之间存在有一定的相关关系�“ 〕 。

本试验在不同供水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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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测定的光合特性也反映出一定的两两相关关系�表 ��
。

试验表明
，
蒸腾速率与气孔导度

��卜���无论在何种供水水平下均呈极显著正相关
，
两者在 �

�，
�

�，
�

。 �种供水水 平下的

相关系数分别达
��二 �

�

���� � ， ，� � �
�

���二
， ，。 二 �

�

�����
。

在高湿与低湿条件下
，

净光合速

率与细胞间隙 ��
�

浓度呈负相关
，
低湿条件下

，
这一相关关系达极显著水平

。

中湿 水平下
，

�卜已
，

��
一�� 均呈显著正相关

，
��一��

，
�卜�� 呈极显著正相关

。

高湿和低湿条件下
，
其他

几种组合光合钱寺性的两两相关均未达显著水平
。

不难看出
，
低湿条件下

，
水分亏缺

，
植株已

表现出一定的萎蔫症状
，
光合作用受影响

，
�卜�。 ， ��刃�

，
��一�，，

��刃�相互间无相关性
。

中湿条件下
，
光合特性间相互协调

，
相关密切

，
表现出彼此制约

、

协同的关系
。

因此
，
对光

合特性的深入研究应在合适的水分条件下进行
。

表 � 不同供水水平茶树光合特性参数的两两相关关系
����� � ����������� ������� �������������� ��������� ���������� �� ��压

����� � ���� ��������� ������ �� ������

供水水平 ��一

�� ��一

尸� ��
一

�‘ ��一

尸� ��一�� 尸” 一

�‘

�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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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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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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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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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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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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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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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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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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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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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鹤类及候鸟资源调查研究
”

通过省级鉴定

该项目由林业部资助
，
我院朱曦副教授主持完成

。

该项研究历时 �年
，
查明了浙江省候

鸟的种类
、

分布
、

数量
、

迁徙时间
、

迁徙路线
、

迁徙的主要停栖地
、

越冬期及越冬地生境 �

进行了岛屿间鸟类的相似性
，
多样性

、

稳定性
、

种群数量和优势种的测定� 分析了鸟类种数

与岛屿面积的关系及造成岛屿鸟类密度较大陆高的原因
，

为开拓我国海岛生物多样性
、

海岛

生物地理学等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

根据浙江省鸟类栖息环境及鸟类生态地理特点
，
划分

了 �种主要鸟类群
，
并首次将浙江鸟类的地理

‘

分布划分为 �省 �州
，
�种候鸟栖息地

。

由中

科院动物研究所等 �个科研所的著名专家对该项 目进行了鉴定
。

专家认为
，
该项研究反映了

浙江省鸟类资源的现况和利用特点
，
是��世纪以来浙江省鸟类研究中较系统的调 查 研 究 之

一
，
为浙江省鸟类研究重要成果

。

其中舟山群岛
、

睬洒列岛的鸟类调查是国内首次对海岛鸟

类的研究
，
在海岛鸟类生态地理方面工作突出

。

该项研究成果不但可为指导生产提供依据
，

而且对于继续研究动物与环境协同变化规律
，
以及国民经济建设的关系

，

为从事生物
、

农
、

林
、

牧
、

渔
、

医药卫生
、

工业
、

环境保护
、

航空事业
、

自然保护区建设
、

旅游开发
、

科技教

育等提供必需的参考资料
，

对于拯救保护濒危珍稀鸟类具有重要意义
。

该项研究无论从深度

与广度均具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应用价值
，
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

�元 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