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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草栽培对杨梅果园土壤理化性质和果实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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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为了解生草栽培对杨梅
65$-7& $#8$&

果园土壤养分与果实品质的影响
!

在浙江省仙居县杨梅主产区设置了大

绿豆
9*&3+"'#3 $&:-&4#3

!

天然生草和清耕
%

对照
&

,

个处理
!

连续处理
, -

后采集林地土壤和杨梅果实样品进行分析
'

结果表明
$

, -

的生草栽培
!

杨梅林地土壤
./

值有所提高
!

但差异不显著
(

与清耕对照相比
!

%0*% 12

土壤有机

质
)

碱解氮
)

有效磷增幅分别为
3'+34#(#+54

!

6+,4#)%+'4

!

#3+)4#35)+)4

!

生草栽培也使杨梅产量提高了

) ,'%#3 3'% 78

*

92

&3

!

使可溶性固形物增加
"+64#3%+%4

!

维生素
:

增加
;3+"4#')+)4

!

还原糖增加
)6+%4#3'+)4

!

总糖增加
5+64#);+54

!

而总酸则减少
)"+'4#<'+(4

!

固酸比增加
(+34#"+34

'

相关分析表明
$

林地土壤有机质能

显著影响杨梅果实品质
!

栽培生草或采取免耕等均能提高杨梅林地土壤有机质
!

从而提高杨梅果实品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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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梅
!"#$%& '()'&

是原产中国亚热带的果树! 分布在
$"!%&&!'

! 经济栽培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的浙

江" 江苏" 福建" 广东" 江西" 安徽" 湖南和贵州等! 栽植面积为
$()"$*

+

,-

!

! 年产量
$.*"$*

+

/

#

$

$

% 杨

梅果实风味独特! 营养和经济价值较高& 树体耐贫瘠! 根系有固氮能力! 适宜山地栽培% 由于杨梅经济

效益显著! 农民自觉经营的积极性随之提高! 但栽培管理失当! 施肥种类单一! 重化肥轻有机肥的现象

较为普遍! 植被遭受严重破坏! 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如满山遍野 '剃光头(! 水土流失严重! 即

'远看绿油油! 近看水土流(! 土壤退化明显! 板结" 酸化严重! 有机质降低! 保肥保水能力削弱% 长此

以往! 不仅导致林地效益的下降! 而且破坏生态环境! 严重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杨梅生态经

营迫在眉睫% 果园生草栽培自
!*

世纪
"*

年代引入中国以来! 已先后在苹果
*&+(, -./0,1$%2

! 李
3'(4(,

,5+$%$45

! 龙眼
6$/.%5'7(, +.4854

等不同果树树种开展试验#

#$%

$

% 研究表明) 果园生草栽培是一种生产有机

果品重要的" 更为省力的土壤管理制度! 通过生草栽培可减少农药用量! 保护天敌! 维持生态平衡& 抗

旱" 保墒! 增加土壤肥力& 同时可以促进果树的生长! 提升果实的品质和产量& 还可提高劳动效率! 增

强现代果园的观赏效果% 目前! 生草栽培对杨梅果园林地土壤" 林内小环境及果实品质的研究尚无相关

报道% 本研究探讨生草栽培对杨梅果园土壤养分与果实品质的影响! 以期探讨杨梅果园土壤管理的适宜

模式! 为果园生态系统生物调控提供技术支撑! 为杨梅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

试验区自然概况

试验在浙江省仙居县福应街道田园杨梅合作社杨梅基地进行! 基地的地理位置为
!"!)&&&*.!''

!

$!*!0!&0$.)'1

! 海拔
$0* -

! 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 年均气温为
$2.3 (

! 最热的
2

月平均气温
3".3 (

!

最冷的
$

月份平均气温
).4 (

! 年平均降水量为
$ 0)3.0 --

! 年日照时数为
$ 2"+.3 ,

! 土壤为红壤%

试验果园
" ,-

3

!

3***

年建园! 主栽品种为 '东魁( *

56789:;

+! 株行距
0 - " ) -

! 南北走向! 无

灌溉条件! 主要依靠天然降水补充水分% 园区果树为盛产期! 生长健壮! 树势中等! 无病虫害% 果树生

长管理状况在该区域具有代表性% 实验前杨梅林地土壤采取清耕措施! 处理前样地
<%3< =-

土壤的理化

性质为
>? 0.&

! 有机质为
$0.+ 8

,

98

@$

! 碱解氮
2A() -8

,

98

@$

! 有效磷
+(3 -8

,

98

@$

! 速效钾
2+(3 -8

,

98

@$

%

!"#

试验设计

采用不同生草栽培模式进行果园生态系统的环境调控%

3<<2

年
0

月开始进行试验! 采用随机区组

实验设计! 共设
A

个处理! 分别为清耕-

!

!对照.! 天然生草-

"

.! 大绿豆
395,0.+(, '5:$51(,

-

#

.!

A

次

重复! 面积
$ ,-

3

,处理@$

% 清耕处理即将杨梅林地杂草除净! 没有任何覆盖& 天然生草是保留林地中的

杂草! 使其自然生长
B

待生长到一定高度时刈割覆盖树盘! 翌年春季翻耕入土& 大绿豆播种量为
$*) 98

,

,-

@3

!

A

月初全园播种&

+

月中下旬"

)

月下旬刈割覆盖树盘! 鲜质量合计为
$" 42) 98

,

,-

@3

% 各试验小区

施肥量一致-施肥量为腐熟厩肥
3* 3)* 98

,

,-

@3

,

C

@$

! 尿素
$ *)* 98

,

,-

@3

,

C

@$

! 草木灰
0 *)* 98

,

,-

@3

,

C

@$

.!

树体管理统一采用一般方法% 连续处理
A C

后! 于
3*$*

年
2

月采集林地土壤及果实样品进行分析%

!"$

样品采集与分析方法

多点采集各小区
*%3*

!

3*%0* =-

土层土壤样品! 混合后采用四分法分取样品
$.** 98

左右! 带回室

内风干待用! 同时在样地中随机选择杨梅平均木
)

株! 在每株树冠中部东西南北
0

个方向采摘杨梅果实

*.)* 98

! 混合后四分法选取
$.3) 98

! 置于冷藏箱中! 于当天带回实验室进行相关指标分析%

土壤理化性质的测定) 土壤
>?

值用酸度计法-水土比为
3.) * $.*

.& 有机质用硫酸
+

重铬酸钾外加热

法& 碱解氮采用碱解扩散法& 有效磷用盐酸氟化铵浸提
+

分光光度法& 速效钾用乙酸铵浸提
+

火焰光度法#

)

$

%

果实品质指标的测定) 可溶性固形物采用手持折光仪法& 可滴定酸采用碱滴定法& 维生素
D

采用

3

!

++

二氯靛酚滴定法& 还原糖" 总糖采用蒽酮比色法#

+

$

%

数据统计分析采用统计分析软件
5EF

! 利用最小显著差法-

GF5

.进行多重比较#

2

$

%

3

结果与分析

#"!

生草栽培对杨梅林地土壤性质的影响

3($($

生草栽培对杨梅林地土壤
>?

值的影响 土壤
>?

值是影响土壤肥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它直接影

颜晓捷等) 生草栽培对杨梅果园土壤理化性质和果实品质的影响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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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响土壤养分的存在状态! 转化和有效性" 从而直接影响植物的生长发育# 酸碱度为
&' ()*+,)*

的酸性或

偏酸性土壤较适宜杨梅生长$

-

%

# 从表
#

中可知& 各处理
%+!% ./

土壤
&'

值均分别低于
!"+(" ./

" 土壤

&'

值大小顺序表现为大绿豆区＞天然生草区＞清耕对照区" 但它们之间的差异不明显'

!)$)!

生草栽培对杨梅林地土壤有机质的影响 土壤有机质是土壤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含有各种养分"

并能改善土壤结构和其他物理性状" 是土壤肥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表
$

可知& 表层土壤(

"+!" ./

) 有机

质质量分数以天然生草区为最高" 大绿豆区次之" 清耕对照最低" 它们之间的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 深

层(

!" ! (" ./

) 各处理有机质均有所下降" 最高的为大绿豆区" 其次天然生草区" 最低的仍为清耕对

照区'

!)$)0

生草栽培对杨梅林地土壤速效养分的影响 从表
$

可知& 不同生草栽培区土壤碱解氮! 速效钾质

量分数没有显著差异" 杨梅林地碱解氮! 速效钾均大于
1" /2

*

32

4$

" 能很好地供应杨梅生长' 土壤速效

磷质量分数是衡量土壤磷素供应状况的较好指标' 不同生草栽培区土壤有效磷存在着显著差异" 从大到

小依次为天然生草区+ 大绿豆区! 清耕对照区'

!"!

生草栽培对杨梅产量和果实品质的影响

0 5

生草栽培明显提高了杨梅产量" 天然生草! 大绿豆栽植及清耕的杨梅产量分别为&

$$ 1""

"

$" -""

"

6 (*% 32

*

7/

4!

" 生草栽培杨梅产量提高了
$ 0*%+! !*% 32

*

7/

4!

' 生草栽培对杨梅果实品质产生了一定的

影响" 对不同指标其影响程度不同' 从表
!

可知& 除可溶性固形物外" 维生素
8

! 还原糖! 总糖! 固酸

比果实品质指标均表现为天然生草区＞大绿豆区＞清耕对照区" 而总酸质量分数则是以清耕对照区为最

大' 从这可以看出" 生草栽培对杨梅起到了增糖降酸的作用" 有效地提高了杨梅的品质'

!"#

杨梅果实品质与林地土壤理化性质的相关性

将杨梅品质有关的指标与林地
%+!% ./

土壤
&'

值! 碱解氮! 有效磷! 速效钾! 有机质进行相关分

析" 结果如表
0

所示' 从表中可知& 杨梅果实中的可溶性固形物与土壤的
&'

值呈正相关" 总酸与碱解

氮! 有效磷! 有机质等呈显著负相关" 维生素
8

! 还原糖! 固酸比与碱解氮! 有机质呈显著正相关" 而

总糖与有效磷和有机质均呈显著正相关' 其中土壤有机质质量分数与杨梅果实中的维生素
8

! 总酸! 还

原糖! 总糖和固酸比的相关性达显著或极显著水平" 说明林地土壤有机质能显著影响杨梅品质'

可溶性固形物
9

(

2

*

32

4$

)

维生素
89

(

/2

*

32

4$

)

总酸
9

(

2

*

32

4$

)

还原糖
9

(

2

*

32

4$

)

总糖
9

(

2

*

32

4$

)

固酸比
9:

6")" " *)" 5 !1*), " 0*)" ; ,), " ")* ; 0,)0 " 0)" 5 **)$ " ()" 5 $0),(

-")" " *)" 5 !6!)$ " 0-)" 5 *)$ " ")( . 0-)- " *)" 5 *1)1 " ,)" 5 $*),6

1*)" " *)" 5 $60)0 " !!)" . 1)6 " ")1 5 0$)" " !)" ; *")! " *)" ; 6)(6

处理

大绿豆

天然生草

清耕(

.3

)

产量
9

(

32

*

7/

4!

)

$" -""

$$ 1""

6 (*"

表
!

生草栽培对杨梅品质的影响

<5;=> ! ?@5=ABC DE !"#$%& '()'& FAB7 GAEE>H>IB BH>5B/>IBJ

说明& 表中同列中不同字母表示差异达显著性水平(

!

＜
%)%*

)'

&'

值 有机质
9

(

2

*

32

4$

) 碱解氮
9

(

/2

*

32

4$

) 有效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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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32

4$

) 速效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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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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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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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大绿豆

天然生草

大绿豆

天然生草

清耕(

.3

)

土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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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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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生草栽培对杨梅林地土壤性质的影响

<5;=> $ KB5B@J DE JDA= AI *"'$+& '(,'- EDH>JB FAB7 GAEE>H>IB BH>5B/>IBJ

说明& 表中同一土层之间不同字母表示差异达显著性水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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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卷第
#

期

$

结论与讨论

经过
$ %

的生草栽培! 提高了杨梅林地土壤
&'

值! 其中以栽植大绿豆的效果较好! 与清耕对照相

比! 酸碱度提高了
&' ()$

" 相关研究#

!

$也表明% 南方酸性土壤栽培生草后!

&'

值有所上升& 而北方苹果

园栽培生草后土壤
&'

值有下降趋势#

*"

$

! 连续
*+ %

生草栽培后! 苹果园土壤
&'

值急剧下降#

**

$

" 王宁等#

#$

$

发现! 在土壤中添加豆科
,-./01234%-

的大豆
!"#$%&' ()*

! 花生
+,-.%/ .#0123')

! 蚕豆
4%-%) 5)6)

! 紫云

英
7/8,)2)"9/ /%&%-9/

! 豌豆
:%/9( /)8%;9(

秸秆的物料均使土壤
&'

值增大" 虽然有机物料分解过程中产

生的有机酸也可能对后期土壤
&'

值降低有贡献! 但有机酸多为弱酸! 仅当土壤初始
&'

值较高时! 它

们才会对土壤产生明显的酸化作用! 而在较低
&'

值下有机酸根阴离子是一种碱! 它们与
'

5的缔合作用

会使土壤
&'

值升高#

*6

$

" 因此! 本实验条件对土壤
&'

值有提高作用"

天然生草栽培和大绿豆种植均能增加土壤有机质' 碱解氮和有效磷质量分数! 与清耕对照相比!

(7

8( 90

土壤增加幅度分别为
8:)8;%+")<;

!

=)6;%*():;

!

"8)*;%8<*)*;

" 陈清西等#

*(

$研究表明% 果园生

草提高了土壤肥力! 土壤中速效氮和速效钾比生草前分别提高了
*"<)6;%8*=)*;

和
*8)";%:<)*;

! 全氮

提高了
*=)+;%8=):;

!

&'

值和有机质也比生草前有所提高" 本研究结果也表明! 生草栽培有利于提高

土壤肥力! 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

+

!

*+>*:

$

"

6 %

生草栽培明显提高了杨梅的产量! 这与刘蝴蝶等 #

*:

$对苹果园套种生草的研究结果一致" 生草栽

培不仅提高了杨梅的产量! 还提高了杨梅可溶性固形物' 维生素
?

' 还原糖' 总糖' 固酸比! 降低了总

酸" 可见! 天然生草栽培对杨梅品质有较好的改善作用" 邓丰产等#

*@

$报道黄土塬区旱地苹果园连续间作

白三叶
<,%81"%9( ,'0'&/ @ %

! 果实可溶性固形物比清耕增加
**)6;

"

AB%2.9B%1

#

*=

$认为! 生草增加了林亡果

园土壤有机质! 引起林亡果
=)&2%5',) %&>%-)

含糖量增加! 改善了林亡果的储藏品质" 梨
:#,9/ 0#,%51"%)

园生

草栽培
6 %

后果实可溶性固形物质量分数由对照的
*8*)( .

(

C.

>* 提高到
*D")( .

(

C.

>*

! 维生素
?

提高

88)D;

#

*"

$

"

杨梅果实品质与林地土壤养分之间的相关分析表明% 林地土壤有机质能显著影响杨梅品质! 如通过

栽植生草或采取免耕等均能有效提高土壤有机质! 从而可以改善杨梅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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