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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研究氮% 磷% 钾不同配方喷肥对北京地区杂交榛
6"$5'#3 *+4+$"7*5''& $ 68 &2+''&%&

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优选氮% 磷% 钾组合配比! 为杂交榛人工栽培叶面追肥提供技术依据& 采用
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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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交试验设计! 研究了不同氮%

磷% 钾配方喷肥对杂交榛产量% 单果质量% 仁质量% 出仁率% 可溶性糖质量分数% 粗脂肪质量分数等的影响& 结

果表明$ 在新梢生长期喷施氮肥能够显著"

:＜,-,3

'地增加杂交榛的产量! 喷施磷肥和钾肥对杂交榛的产量影响不

大( 叶面喷施氮肥% 磷肥和钾肥对杂交榛外在品质的影响均不显著! 喷施磷肥可以提高果实中的粗蛋白质量分数!

降低粗脂肪质量分数( 喷施钾肥可以提高果实中的粗脂肪质量分数! 降低粗蛋白质量分数( 喷施氮肥对杂交榛果

实的内在品质影响不显著&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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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处理中!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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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杂交榛的增产效果

都很好! 分别比对照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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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最优组合是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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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分

析显示$ 不同叶面喷肥处理对杂交榛产量和品质的提高效果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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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磷钾是植物生长必须的三大元素& 氮磷钾施肥能够提高果树的产量' 改善果实的品质 $

"!!

%

& 叶面

喷肥具有养分吸收快' 用量少' 养分吸收利用率高' 可及时缓解果树缺素症状' 提高果实品质' 增加产

量等特点' 现已成为果树施肥中不可缺少的辅助措施' 在优良果品生产中作为常规措施来运用& 因此'

叶面喷施氮磷钾肥成为生产上进行氮磷钾追肥的一种重要方式' 但叶面喷肥只能起补充和调节作用' 不

能代替土壤施肥& 达维是目前中国寒冷地区的主要杂交榛
"#$%&'( )*+*$#,)%&&- " ". -/*&&-0-

栽培品种' 具

有树势强壮' 果仁光洁' 饱满' 丰产性( 适应强' 一序多果的特点$

=

%

& 目前' 生产上榛子
"#$%&'( 1)20*0!

(2(

追肥主要采用土施法' 但由于磷( 锌( 硼( 铁等元素易被土壤固定而难以很快发挥效用' 且不同土壤

中的矿质元素含量不同' 施肥量不容易把握& 在生产中' 由于缺乏科学指导施肥' 农民对榛子的施肥量

较大' 偏施氮肥' 施肥量随意性大' 致使肥料的增产效果未能充分发挥出来' 还导致了一系列的生态环

境问题 $

>

%

& 因此' 通过叶面追肥来补充土壤追肥的不足是一个很好的手段' 尤其是在土壤肥力不足的地区&

到目前为止' 叶面追肥在榛子上的应用已有报道& 薛光艳等$

#

%研究了氨基酸螯合液肥对杂交榛子和野生

榛子产量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 叶面喷施氨基酸螯合液肥能够促进杂交榛子与野生榛子枝条生长' 提

高果实产量& 可见' 叶面追肥能够提高榛子的产量& 但在国内针对氮磷钾叶面喷肥对榛子产量及果实品

质的影响却未见报道& 因此' 本试验研究了不同氮磷钾配比喷肥对杂交榛产量及果实品质的影响' 旨在

对杂交榛适宜的氮磷钾用量及适宜比例进行初步探讨' 为杂交榛人工栽培叶面追肥提供技术依据&

"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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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地点和材料

试验于
64"!

年在北京市昌平区西郊鹫峰林场实验基地!

!G#>#$J

'

""##67$Q

"进行& 试验地土壤基础

理化性质如表
"

& 供试材料为生长发育正常( 无病虫害的
7

年生杂交榛达维&

表
*

供试榛园土壤基础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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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正交设计' 选用正交表
3

"#

!

=

>

"得试验方案于表
6

& 使用肥料种类为尿素!含氮
=#454 2

#

H2

!"

"' 磷

酸二氢钾!纯品含钾
!=456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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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磷
>6456 2

#

H2

!"

"' 氯化钾!含钾
>6>54 2

#

H2

!"

"& 试验选择生长健壮( 长

势基本一致的植株' 于
644G

年
>

月
"!

日和
>

月
6"

日!新梢快速生长期"进行叶面喷肥试验' 以叶面布

满水珠但不滴水为宜' 树叶正反面均匀喷施$

E

%

& 试验采用单株小区' 随机排列& 于
64"!

年
7

月
6E

日分

别统计各处理的产量' 并采集果实供品质测定&

*+-

果实品质测定

坚果质量和种仁质量用千分之一天平测定' 果实的横纵径用游标卡尺测定& 用蒽酮比色法测果实的

可溶性总糖' 用索氏抽提法测果实的粗脂肪' 蒽酮比色法测果实的淀粉' 蛋白质用凯式定氮法测定 $

7

%

&

所得数据用
Q9&(/ 644!

进行统计' 用
UKUU "754

进行方差分析' 用最小显著差法!

VUW

"检验&

6

结果与分析

,+*

叶面喷肥对杂交榛果实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65"5"

叶面喷肥对杂交榛果实产量的影响 氮磷钾叶面喷肥对杂交榛果实产量的影响见表
!

& 从表
!

中

陈 凤等) 叶面喷肥对杂交榛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G!!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

年
#!

月
!%

日

表
!

杂交榛产量的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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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处理 单株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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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小写字母表示在
%=%D

水平上差异显著% 大写字母

表示在
%=%#

水平上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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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榛配方施肥试验方案

&'()* ! E:1*F* /0 G3*H:3-GI-/J 0*3I-)-4'I-/J /0 12(3-. 1'4*)

序号 处理 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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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磷
5

!

6

"

;6

!K

# 钾
5

!

6

"

;6

!K

#

K 7

K

8

K

9

K

!

:;

#

" " "

! 7

K

8

!

9

!

" K=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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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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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 在本试验田土壤矿质元素基本水平情

况下% 处理
K>

的单株产量最高!

C$K=!K 6

"株 !K

#%

与对照组 !处理
K

%

K<<=> 6

"株 !K

#相比 % 提高了

+<+=<L

% 其次是处理
#$

!

><#=D# 6

"株 !#

#% 其单

株产量提高了
!<C=#L

' 处理
$

的单株产量最低

!

?!=#C 6

"株!#

#% 与对照组相比降低了
$C=#L

& 处理

#$

的单粒质量最大!

!=D< 6

"粒 !#

#% 与对照组相比

!处理
#=?? 6

"粒!#

#提高了
!?=#DL

% 处理
C

的单粒

质量最小 !

#=<C 6

"粒 !#

# % 与对照相比降低了

##=C%L

& 分析各因素对杂交榛单株产量及单粒质

量的影响 !表
$

#% 进行极差排序 %

!"

单株产量 $

氮＞钾＞磷'

!"

单粒质量$ 氮＞磷＞钾% 说明氮

肥对杂交榛单株产量和单粒质量的影响最大& 为

进一步证实氮( 磷和钾喷肥对杂交榛单株产量和

单粒质量的效应% 进行了方差分析& 方差分析结

果显示$ 除了
+=D 6

"

;6

!#的氮肥对杂交榛产量的影

响达到了显著水平外!

"M%=%#!

#% 其他均不显著&

由此可见% 在新梢生长期% 叶面喷施
+=D 6

"

;6

!#的

氮肥对杂交榛有显著的增产效应% 喷施磷肥和钾

肥增产效应不显著& 喷施
+=D 6

"

;6

!#的氮肥能够显

著!

"M%=%$!

#地增加杂交榛的单粒质量% 而磷( 钾

肥对杂交榛果实单粒质量的影响均不显著&

!=#=!

叶面喷肥对杂交榛果实外在品质的影响

氮磷钾叶面喷肥对杂交榛果实外在品质的影响见

表
D

& 从表
D

中可以看出$ 在本试验田土壤矿质元

素基本水平情况下 % 处理
#$

的果实横径最大

!

#<=#C FF

#% 比对照组!处理
#

%

#>=%! FF

#增加了

<=!$L

% 且两者之间的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 !

"M

%=%%+

#' 处理
C

的果实横径最小!

#D=>< FF

#% 比对

照组减小了
!=#?L

& 处理
#!

的果实纵径最大

!

!<=%? FF

#% 比对照组!处理
#

%

!+=$< FF

#增加了

#D=$!L

' 处理
#+

的果实纵径最小!

#?=?! FF

#% 比

对照组减少了
#D=#+L

& 处理
#$

的果仁质量最大

!

#=!! 6

#' 与对照组!

%=?! 6

# 相比增加了
+!=>#L

'

处理
C

的果仁最轻!

%=C? 6

#% 与对照组相比减少了

+=!>L

& 处理
C

的出仁率最高!

D%=%$L

#% 比对照组

!

$>=+>L

#增加了
<=?$L

' 处理
#+

的出仁率最低

!

$!=$DL

#% 比对照组降低了
C=$>L

& 处理
!

% 处理

+

% 处理
D

% 处理
>

% 处理
?

% 处理
#+

和处理
#D

的空壳率均为
%

% 比对照组!

#%=%%L

#降低了
#%%L

' 处

理
#%

% 处理
##

% 处理
#!

% 处理
#$

和处理
#>

的空壳率均为
+=++L

% 比对照组降低了
>>=<L

' 处理
C

的

空壳率最高% 为
!>=><L

% 比对照组增加了
#>>=<L

% 且两者之间的差异达到了极显著水平!

"M%=%%%

#&

分析氮( 磷( 钾肥对杂交榛外在品质的影响!表
>

#% 进行极差排序%

!"

果实横径$ 氮＞磷＞钾&

!"

果实

纵径$ 氮＞钾＞磷&

!"

仁质量$ 氮＞磷M

钾&

!"

出仁率$ 钾＞磷#

氮&

!"

空壳率$ 磷＞氮M

钾& 排序结果

表明% 在新梢生长期% 氮肥比例是影响杂交榛果实横径( 纵径( 果仁质量的主要因素% 钾肥是影响杂交

榛出仁率的主要因素% 磷肥比例是影响杂交榛空壳率的主要因素& 为进一步证实氮( 磷和钾喷肥对杂交

?+$



第
!"

卷第
#

期

榛果实横径! 果实纵径! 果仁质量! 出仁率和空壳率的效应" 进行了方差分析#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除

了
!$% &

%

'&

!" 的磷肥能够显著&

!()$*++

' 地增加杂交榛的果实横径"

!,% &

%

'&

!" 的磷肥能够极显著&

!(

*$**!

'地增加杂交榛的空壳率外" 其他质量分数的氮! 磷! 钾肥对杂交榛果实横径! 果实纵径! 果仁质

量和出仁率的影响均不显著(

表
!

不同肥料质量分数对杂交榛产量的影响

-./01 2 344156 74 89441:1;6 41:6909<1: 57;51;6:.697; 7; =9108 74 >=/:98 >.<10

处理
单株产量

?

&

&

%株!"

' 单粒质量
@

&

&

%粒!"

'

平均值 极差&

"

' 平均值 极差&

"

'

A

"

"B!$"# C/

!D!$#%

+$"! C/5

*$+!

A

+

+*E$"! C/ +$*% C.5

A

!

"B#$%E C/ +$+% C./

A

2

B!#$D! C. +$! C.

F

"

"E!,E2 C.

"2",22

+,"2 C./

*,"E

F

+

+BE,#" C. +,!" C/

F

!

+##,ED C. +,+ C./

F

2

!!B,!D C. +,"+ C.

G

"

!!+,D+ C.

"E+,D"

+,++ C.

*,"!

G

+

+!%,ED C. +,"+ C.

G

!

!!D,E# C. +,"E C.

G

2

"2#,"B C. +,+B C.

说明$ 小写字母表示在
*,*B

水平上差异显著" 大写字母表示在
*,*"

水平上差异显著(

表
"

杂交榛果实外在品质的测定结果

-./01 B CHH.:1;6 IJ.096= 74 >=/:98 >.<10

序号 处理 果实横径
@KK

果实纵径
@KK

仁质量
@&

出仁率
@L

空壳率
@L

"#$*+ CM/5 +!$2% C./ *$E+ CM/ 2#$!# C./ "*$** M/

+ A

"

F

+

G

+

"#$"! CM/5 +*$!% C/ *$E+ M/ 22$22 C./ * N5

! A

"

F

!

G

!

"#,"! CM/5 +*,!+ C/ *,ED CM/ 22,2! C./ * N5

2 A

"

F

2

G

2

"#,"% CM/5 +*,B! C/ *,ED CM/ 2%,"E C./ "*,** M/

B A

+

F

"

G

+

"B,E2 CM/5 +*,2D+ C/ *,E" M/ 22,2E C./ * N5

# A

+

F

+

G

"

"#,2D CM./5 +*,2% C/ ",*! CM./ 2#,*" C./ * N5

% A

+

F

!

G

2

"#,!" CM./5 +*,B! C/ *,ED CM/ 2#,#E C./ #,#% MN/

D A

+

F

2

G

!

"B,#% M5 +*,B+ C/ *,DE M/ B*,*2 C. +#,#%C.

E A

!

F

"

G

!

"#,!2 CM./5 +*,2D C/ *,E# CM/ 2#,+B C./ * N5

"* A

!

F

+

G

2

"#,%+ CM./ +*,%% C/ ",** CM./ 2!,B# C./ !,!! MN5

"" A

!

F

!

G

"

"#,#! CM./ +*,D% C/ ",*B CM./ 22,+D C./ !,!! MN5

"+ A

!

F

2

G

+

"#,+% CM./5 +%,*E C. ",*2 CM./ 2B,2 C./ !,!! MN5

"! A

2

F

"

G

2

"#,*+ CM/5 "E,E+ C/ ",** CM./ 2+,22 C/ * N5

"2 A

2

F

+

G

!

"%,"D C. +",% C./ ",++ C. 2%,"2 C./ !,!! MN5

"B A

2

F

!

G

+

"#,++ CM./5 +*,2! C/ *,E+ CM/ 2B,+B C./ * N5

"# A

2

F

2

G

"

"#,*# CM/5 +*,B2 C/ *,ED CM/ 22,"% C./ !,!! MN5

A

"

F

"

G

"

&

5'

'

说明$ 小写字母表示在
*,*B

水平上差异显著" 大写字母表示在
*,*"

水平上差异显著(

"

+,",!

叶面喷肥对杂交榛内在品质的影响 氮磷钾叶面喷肥对杂交榛果实内在品质的影响见表
%

( 从表
%

中可以看出$ 在本试验田土壤矿质元素基本水平情况下" 处理
"+

的粗脂肪质量分数最高&

#!E,B &

%

'&

!"

'"

比对照组&

#"",E &

%

'&

!"

'提高了
2,B"L

) 处理
"B

的粗脂肪质量分数最低&

BDD,B &

%

'&

!"

'" 比对照组降低了

!,D+L

( 处理
"B

的粗蛋白质量分数最高&

"%E,B &

%

'&

!"

'" 比对照组&

"BE," &

%

'&

!"

'提高了
"+,D+L

) 处理
B

的粗蛋白质量分数最低&

E*,D &

%

'&

!"

'" 比对照组降低了
2+,E!L

( 处理
"+

的可溶性糖质量分数最高&

"+%,+

&

%

'&

!"

'" 比对照组&

""2,2 &

%

'&

!"

'提高了
"",!#L

) 处理
"#

的可溶性糖质量分数最低&

D!,E &

%

'&

!"

'" 比对

陈 凤等$ 叶面喷肥对杂交榛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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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

日

照组降低了
!&'&&(

! 处理
)

的淀粉质量分数最高"

*+'$ ,

#

-,

!*

$% 比对照组"

*!'+ ,

#

-,

!*

$提高了
!.'!(

& 处

理
#.

和处理
#+

的淀粉质量分数最低"

/'/ ,

'

-,

!#

$% 比对照组降低了
!)'&(

! 分析氮( 磷( 钾喷施对杂交

榛内在品质的影响"表
/

$% 进行极差排序%

!"

粗脂肪质量分数) 氮＞磷＞钾*

!"

粗蛋白质量分数) 氮＞

钾＞磷*

!"

可溶性糖质量分数) 钾＞氮＞磷*

!"

淀粉质量分数) 钾＞氮＞磷* 排序结果表明% 在新梢生

长期% 氮肥比例是影响杂交榛果实粗脂肪和粗蛋白质量分数的主要因素% 钾肥比例是影响杂交榛果实可

溶性糖和淀粉质量分数的主要因素* 为进一步证实氮+ 磷和钾喷肥对杂交榛果实粗脂肪( 粗蛋白( 可溶

性糖和淀粉质量分数的效应% 进行了方差分析,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 ,

'

-,

!# 的磷肥能够显著"

"0

%'%!)

$地降低杂交榛果实中粗脂肪的质量分数%

+'! ,

'

-,

!#和
1') ,

'

-,

!#的钾肥能够显著"

"

+'!

0%'%$$

%

"

1')

0%'%#$

$

地增加杂交榛果实中粗脂肪的质量分数&

#'! ,

'

-,

!#的氮肥能够显著"

"0%'%!$

$地降低杂交榛果实中粗蛋

白的质量分数&

!'& ,

'

-,

!#的磷肥能够显著"

"0%'%$)

$地增加杂交榛果实中粗蛋白的质量分数&

!'& ,

'

-,

!#

表
!

杂交榛果实内在品质的测定结果

23456 1 7896:835 ;<35=9> ?@ A>4:=B A3C65

序号 处理 粗脂肪
D

"

,

'

-,

!*

$ 粗蛋白
D

"

,

'

-,

!*

$ 可溶性糖
D

"

,

'

-,

!*

$ 淀粉
D,

'

-,

!*

$

* E

*

F

#

G

#

"

H-

$

&#'#) IB6 #+')# JKI4H ##'$$ J3 #'!+ J34

! E

#

F

!

G

!

&!'!$ KI4 #%'#$ LM6 #!'$/ J3 #'#. J34

. E

#

F

.

G

.

&#'+. KIHB #1'.! JK34 #%'/. JK34 #'#! J34

$ E

#

F

$

G

$

&!'#. KI4H #$')! IH ##'+. J3 #'#&J34

+ E

!

F

#

G

!

&%'1/ IB6 )'%/ M6 #%'& JK34 #'#! J34

& E

!

F

!

G

#

+/')) N@ *&'$$ JKI34H *"'.+ JK34 *'*) J34

1 E

!

F

.

G

$

&*'!) IB6 *!'.) NOB **'*+ JK34 *'!) J34

/ E

!

F

$

G

.

&"'&& IB6 *!'!1 OB )'&! J4 *'*! J34

) E

.

F

*

G

.

&!'"1 KI4H *+'+) KI4H )'/" JK34 *'+$ J3

*" E

.

F

!

G

$

&*'$. IB **'/) OLB *!'1$ J3 *'!" J34

** E

.

F

.

G

*

&*'*+ IB6 *$'$+ INH **'./ JK34 *'*/ J34

*! E

.

F

$

G

!

&.')+ J3 *+'++ KI4H *!'1! J3 *'". J4

*. E

$

F

*

G

$

&.'"! JK34 *$'$) INH **'"/ JK34 "'// J4

*$ E

$

F

!

G

.

&!'1 JKI4 *+'&! KI4H )'&. J4 *'.* J34

*+ E

$

F

.

G

!

+/'/+ N@ *1')+ J3 *!'.+ J3 "'// J4

*& E

$

F

$

G

*

&*'1* KIHB *$'/) IH /'.) K4 *'$) J34

说明) 小写字母表示在
"'"+

水平上差异显著% 大写字母表示在
"'"*

水平上差异显著,

表
"

不同肥料处理对杂交榛外在品质的影响

23456 & O@@6H9 ?@ B=@@6:689 @6:9=5=C6: H?8H689:39=?8 ?8 3PP3:689 ;<35=9> ?@ A>4:=B A3C65

说明) 小写字母表示在
"'"+

水平上差异显著% 大写字母表示在
"'"*

水平上差异显著,

处理
果实横径

DQQ

果实纵径
DQQ

仁质量
D,

出仁率
D(

空壳率
D(

平均值 极差 "

!

$ 平均值 极差 "

!

$ 平均值 极差 "

!

$ 平均值 极差 "

!

$ 平均值 极差 "

!

$

E

*

*&'** J3

$'"&

!*'!! J3

*'//

"')$ J3

"'*+

$+'&" J3

!'*

+'"" J34

&'&1

E

!

!"'*1 J3 !"'+" J3 "')+ J3 $&'/" J3 /'.. J3

E

.

*&'+* J3 !!'./ J3 *'"* J3 $$'$" J3 *'1" J4

E

$

*&'./ J3 !"'&& J3 *'") J3 $$'1" J3 *'&1 J3

F

*

*&'"/ J4

"'&"

!*'*+ J3

*'&&

"')$ J3

"'*

$$'*& J3

.'*&

!'+" K4

)'*1

F

!

*&'&$ J3 !"'/+ J3 *'"$ J3 $$')& J3 *'&1 K4

F

.

*&'.. J34 !"'++ J3 "')/ J3 $$'+" J3 !'+" K4

F

$

*&'"$ J4 !!'!* J3 *'"" J3 $1'.* J3 *"'/. J3

G

*

*&'.! J3

"'*/

!*'$ J3

*'1.

*'"+ J3

"'*

$1'!) J3

.'&*

$'*1 J34

&'&1

G

!

*&'*$ J3 !!'*& J3 "')+ J3 $$'&+ J3 "'/. J4

G

.

*&'.* J3 !"'11 J3 "')) J3 $+'.! J3 1'+" J3

G

$

*&'.! J3 !"'$. J3 "')/ J3 $.'&/ J3 +'"" J34

).&



第
!"

卷第
#

期

的钾肥能够显著!

!$%&%"!

"地降低粗蛋白的质量分数# 并显著!

!$%&%'(

"地增加可溶性糖的质量分数$

表
!

不同肥料处理对杂交榛内在品质的影响

)*+,- ( .//-01 2/ 34//-5-61 /-514,47-5 0260-615*1426 26 461-56*, 89*,41: 2/ ;:+543 ;*7-,

说明% 小写字母表示在
%&%<

水平上差异显著# 大写字母表示在
%&%"

水平上差异显著$

处理
粗脂肪

=

!

>

&

?>

!"

" 粗蛋白
=

!

>

&

?>

!"

" 可溶性糖
=

!

>

&

?>

!"

" 淀粉
=

!

>

&

?>

!"

"

平均值 极差 !

"

" 平均值 极差 !

"

" 平均值 极差 !

"

" 平均值 极差 !

"

"

@

"

#"&AA B*

"&A'

"C&D% BE*

!&<'

""&<A B*

"&!(

"&"A B*

%&""

@

'

#%&C! B* "'&#< E+ "%&'A B* "&"D B*

@

!

#'&"< B* "C&'D BE* ""&## B* "&'C B*

@

C

#"&<A B* "#&"# B* "%&<! B* "&"! B*

F

"

#"&AA B*

"&C"

"!&A< B+

'&!<

"%&<A B*

%&(#

"&'" B*

%&%D

F

'

#"&!C B*+ "!&A% B+ ""&!% B* "&'" B*

F

!

#%&A" B+ "#&%< B* ""&C! B* "&"' B*

F

C

#'&"" B* "C&C" B*+ "%&A! B* "&"D B*

G

"

#%&A# B+

"&'"

"<&A B*

'&#C

"%&<# B+0

"&D"

"&'# B*

%&'!

G

'

#"&C# B*+ "!&%# B+ ""&(( B* "&%< B*

G

!

#"&AC B* "<&'" B* D&DA B0 "&'A B*

G

C

#"&DA B* "!&D# B*+ ""&#' B*+ "&"! B*

"#"

不同处理杂交榛果实产量和品质综合分析

因子分析是多指标综合评价中的一种常用的多元统计方法'

D

(

# 它可以将一些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变

量依据其相关性缩合为少数几个综合因子'

"%

(

# 从而简化评价过程$ 因此# 本研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

得到
<

个主因子# 并根据
<

个主因子的贡献率和因子得分
#

$

# 建立杂交榛产量和果实品质性状综合评价

数学模型%

#$

!

'C&A!"#

"

H"A&DD"#

'

H"A&#A'"#

!

H"<&<<D"#

C

H""&%A#"#

<

"

=(A&%'A

$ 利用该模型计算各样品性状

的综合得分进行优良度排序!表
D

"$ 从表
D

可以看出% 处理
"C

的果实品质综合性状最好# 其次是处理

"#

) 处理
(

的综合性状最差$

表
$

各处理杂交榛产量和品质的各主因子得分! 综合得分与优良度比较

)*+,- D I025-J 2/ K54604K*, 02LK26-61JM >-6-5*, J025-J *63 02LK*54J26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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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果树每年都会从土壤中带走大量的矿质元素! 施肥能够补充土壤中养分的不足! 保证果树正常生长

和结实! 尤其是叶面追肥! 能够快速地补充植物所需的养分! 及时矫正作物缺素症! 但叶面施肥的效果

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因此! 叶面追肥只能作为土壤追肥的一种辅助措施" 本研究结果表明# 在

新梢生长期叶面喷施氮肥能够显著$

!＜%'"(

%地增加杂交榛的产量! 喷施磷肥和钾肥对杂交榛的产量影

响不大! 说明在本试验田矿质元素情况下! 氮肥比例是影响杂交榛产量的主要因素& 这个结果与吉林农

业大学的韦杰楠'

##

(在越橘
"#$$%&%'( )**'

上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但是! 南非的
+,-./

'

0!

(在研究氮磷钾施

肥对向日葵
)*+%#&,-'. #&&''.

产量的影响的试验中却发现! 施氮对向日葵的产量影响不大! 而施钾则能

显著地提高向日葵的产量&

+,-./

认为施氮对向日葵的产量影响不大可能与土壤中有机质含量高有关&

而本试验中的土壤有机质质量分数较低! 土壤中的氮不能满足杂交榛开花结实的需要! 因而施氮能够显

著地增加杂交榛的产量! 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不同植物对氮磷钾的响应不同& 在
01

个处理中!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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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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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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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钾$

%

%(对杂交榛的增产效果都很好! 分别比对照增产
!54'06

!

0(7'$76

和
&5&'56

! 其最优组合是氮'

&'( 2

*

32

!0

%! 磷$

&'5 2

*

32

!0

%! 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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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大量研究结果表明# 合理施用氮, 磷, 钾肥可以提高果实的产量! 改善果实的品质" 林咸永

等'

0&

(对磷, 钾营养对柑橘果实产量和品质的影响的研究显示磷, 钾喷施可以显著提高柑橘果实的单果质

量和产量" 乌颖等'

0$

(研究认为施用钾肥可以提高美登的百果质量" 柴仲平等'

0(

(研究了不同施肥处理对库

尔勒香梨
!/0'. 10*,.$-&*%2*0%

产量的影响! 结果表明# 施用氮磷钾肥可以提高库尔勒香梨的产量! 改善果形

指数"

89:;<)-=

等'

01

(在香蕉
3'.# &#&#

上的研究发现施用钾肥的产量比不施用钾肥的产量高" 在本研究

中! 叶面喷施氮肥, 磷肥和钾肥对杂交榛的外在品质影响不显著- 喷施磷肥可以提高果实中的粗蛋白质

量分数! 降低粗脂肪质量分数- 喷施钾肥可以提高果实中的粗脂肪质量分数! 降低粗蛋白质量分数- 喷

施氮肥对杂交榛果实的内在品质影响不显著" 试验中氮, 磷, 钾肥对杂交榛果实的外在品质和可溶性糖

及淀粉质量分数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不同时期施用氮, 磷, 钾肥对杂交榛果实品质的影响不同" 代

志国等 '

05

(对不同时期钾肥对苹果梨果实品质的影响的研究结果显示# 春季萌芽前施用钾肥对果实品质

的作用不明显! 而夏季果实速长期和秋季果实生长后期追肥则对果实品质提高具有明显作用" 因此! 具

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分析"

根据极差分析结果可知在新梢生长期! 氮肥比例对杂交榛的单株产量, 果实单粒质量, 果实横径,

果实纵径, 果仁质量, 粗脂肪质量分数和粗蛋白质量分数的影响最大! 磷肥质量分数对杂交榛果实空壳

率的影响最大! 钾肥比例对杂交榛的出仁率, 果实中可溶性糖质量分数和淀粉质量分数影响最大" 因子

分析结果显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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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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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杂交榛产量和品质的提高效果最好& 但本研究由于材料的限制没有设置重复! 因此无

法分析出处理间单株产量的差异显著性& 建议在今后的研究中至少设置
&

个重复! 并考虑氮, 磷, 钾
&

种元素间的交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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