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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系树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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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产胶量进行测定分析!

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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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系单株% 单位面积干胶产量的月变化规律& 结果表明$ 不同割龄的株产干胶量和公顷产干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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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应加强肥水供应以提高树体养分的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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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个中低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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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橡胶
!"#"$ %&'()*)"+()(

为大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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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属
,"#"'

多年生木本植物! 是最重要的制

取天然橡胶树种"

/!"

#

! 其天然橡胶综合性能好! 用途十分广泛! 而且耗量很大$ 为满足市场需求! 一般

可通过扩大橡胶树栽植面积和提高单产水平实现天然橡胶总产量增长$ 为了扩大植胶面积! 许多国家的

胶园已经发展到非传统植胶园区! 而中国天然橡胶生产区地处热带北缘! 栽植规模难以进一步扩大! 仅

能从提高单株% 单位面积胶产量努力$ 为此! 优良无性系在天然橡胶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高产的

0012#33

! 抗风高产的
40/35

! 抗寒高产的
67/

等$ 而且追求橡胶低风险高效益生产已成为当今种植业

主的重要导向之一! 因此! 产量既是衡量橡胶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之一! 又影响到橡胶树品种的应用范

围$ 此外! 同一品种橡胶树的单株胶产量和单位面积胶产量与其投产后的割胶年限关系密切"

!!8

#

! 割胶

年限又称为橡胶树的割龄$ 而且! 随着季节的更迭! 胶林间的温度% 湿度% 光照和养分等因素也处于不

断的变化中$ 因此! 不同季节对不同割龄橡胶树天然橡胶生产影响较为明显! 尤其是极端温度所造成的

冷热应激和雨天可严重影响橡胶产量! 大大降低品种的应用效率! 给橡胶生产造成巨大损失$

40/35

是

印度尼西亚国营农业企业公司于
/9"!

年从佛达&

:,;,

'胶园的普通实生树群体中选择育成的抗风高产橡

胶树优良品种"

<

#

! 由爱国华侨雷贤钟于
/9<<

年从马来西亚引进中国$ 该品种在海南% 广东生长表现良

好! 具有迟熟% 干胶含量高% 高产% 稳产% 抗风性强和耐刺激&乙烯利刺激% 深割'等特性"

#!5

#

!

/993

年

全国橡胶树优良品种汇评晋升为大规模推广级品种"

=

#

$ 因此! 本研究以不同年份种植的
40/35

为材料!

探索
40/35

幼% 中% 老龄开割橡胶树
<!/"

月的产胶量变化! 旨在明确不同割龄
40/35

胶树在采胶季节

的产胶量高峰期! 指导橡胶生产和胶树的平衡施肥! 确保巴西橡胶养树和经济效益最大化$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区概况

试验地位于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大丰农场&

/9"/##>

!

/39"8<$$

'! 该场属热带岛屿季风性气

候区! 光照充足! 热量丰富! 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 9//?! '

! 历年平均气温
""?9 %

! 日平均气温
!/" %

的年积温
= "59?< %

! 最冷月平均气温
/#?= %

! 年无霜期为
!#< @

! 雨水充沛! 年平均相对湿度
=<A

!

年平均降水量
" "5=?! BB

! 但分布不均匀$

/"!!

月降水量偏少! 平均为
!/?3&<8?8 BB

(

=C9

月降水量

偏多! 平均为
!/9?/&8/<?= BB

$ 日最大降水量达
!=<?8 BB

$ 风速较小! 平均为
/?5 B

)

D

!/

! 但台风次数

不少!

<!//

月
!=

级台风年平均
/

次!

!/3

级台风年平均
3?!

次$ 主要土壤&

5/?=A

'类型为黄色砖红壤!

土壤表层有机质质量分数为
"<?3 E

)

FE

!/

! 全氮为
/?# E

)

FE

!/

! 碱解氮为
/5/ BE

)

FE

!/

! 速效磷
!?3 BE

)

FE

!/

!

速效钾
53?3 BE

)

FE

!/

!

&G 8?"&#?<

$

!"#

试验材料与干胶量测定方法

试验材料选用不同栽植年份的幼% 中% 老龄橡胶树无性系
40/35

! 涵盖
"3

个栽植年份! 分别是

/9#!

!

/9##

!

/9#5

!

/9#=

!

/9#9

!

/953

!

/95/

!

/95<

!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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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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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

/9=/

!

/9=!

!

/9==

!

/993

!

/99/

!

/99#

!

/999

年! 其砧木来自未经选择的种子实生苗! 行株距
5 B ' ! B

! 栽植密度

为
85#

株)
'B

!"

! 栽植
= ,

后开割! 各个割龄的岗位割株数为
<"5&589

株! 平均株数
#!9?#

株! 树位面积

/?!"&<?#< 'B

"

&平均
!?!9 'B

"

'! 对每种割龄设置
!

次重复! 田间管理同常规胶园$

试验于
"33=

年全部采用复方乙烯利刺激的半树围
8 @ /

刀&

HI" @I8($7(3?<AJ02

'割制采胶! 割胶

前
"K! @

分别采用不同质量分数的乙稀利对不同割龄段的橡胶树进行刺激! 即
/ ,

&

<? 3 E

)

FE

!/

'!

8 ,

&

/<?3 E

)

FE

!/

'!

9&/3 ,

&

"<?3 E

)

FE

!/

'!

/" ,

&

!3?3 E

)

FE

!/

'!

/5&!5 ,

&

!<?3 E

)

FE

!/

'的乙稀利质量分数随割龄

段上升呈递增趋势! 同时加质量分数为
3?<A

的螯合稀土钼! 统一使用糊剂! 涂
/?<K"?3 E

)株!/

)次!/

$ 不

同割龄树位割胶刀数为
8#?33K#9?33

刀! 平均
#3?85

刀! 耗皮
3?/8 -B

)刀!/

$ 以有效割株统收统测的方式

对树位进行产量测定! 各个树位采割的胶乳送胶房测产! 先称鲜胶乳质量! 然后用干胶含量杯于胶桶内

取混合样! 利用
;G9"<L

型微波胶乳测试仪&北京大华无线电仪器厂'测定干胶含量! 并借助常用干胶含

量数据采集智能转化系统&

;L17)DMDN.BO:/?/

'查询干胶含量值$ 根据查询结果计算干胶质量! 并同时记

录各月割胶刀数! 停产后分别按承包株数和树位面积计算单株月产量和单位面积月产量$

!"$

统计分析

利用连续测产结果分别计算出
<!/"

月各月总产干胶量! 然后分别除以树位有效割株数和总面积!

吴春太等* 不同割龄橡胶树
40/35

产胶量的月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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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得出月株产干胶量和月公顷产干胶量! 并利用
&'& ()%

对原始数据进行简单相关和一元回归分析!

!

结果与分析

!"#

不同割龄
$%#&'

株产干胶量的月变化

!%

种割龄
*+#%,

的株产干胶量及其月变化见图
!

! 由图
#

可看出"

*+#%,

株产干胶量月变化主要

表现为双峰型曲线# 仅
# -

和
#! -

呈现波动性变化! 受农场割胶岗位竞标耽搁$ 相对于往年正常的
.

月

中上旬$

!""(

年开割时间推迟近
/

个月$ 为此$ 春季
$

月产胶能力并不太高$ 且各割龄间产胶量差异

最大 %变异系数为
..)/01

&$ 具体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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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递减' 随着采胶时间的推移$

!"

个割龄的
*+/",

第
!

蓬叶功能发育

不断完善$ 养分消耗减少$ 产胶能力不断提高$ 除
/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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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在夏季
3

月$

.

$

/2

$

0/ -

的产胶量

升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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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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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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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其产胶量的最高峰( 在夏季
(

月$

0. -

达到其产胶量

的最高峰( 进入秋季的
2

月和
/"

月$ 除
/ -

和
0/ -

外$ 其余割龄
*+/",

的株产干胶量均下降( 进入秋

季的
//

月又升至第
!

个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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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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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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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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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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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

$

0"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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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其产胶量的最高峰$ 波

动性变化的
/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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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达到其产胶量的最高峰( 秋冬季之交的
/!

月$ 所有割龄的产胶能力均急速下

降$ 各割龄的产胶量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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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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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递减$ 但各割龄间差异最小%变异系数为
03)/01

&'

!"

个割龄的最小月株产干胶量变异

系数高达
02).01

$ 也就是说各割龄
*+/",

单株的最小产胶量差异较大' 不同割龄的最大月株产干胶量

变异系数为最小$ 但达
00),"1

$ 即各割龄
*+/",

单株的最大产胶量差异也较大'

3"//

月或
,"//

月各

割龄
!

个峰值变化幅度不一样$

/(

个峰值差值为
3).0#!,$)0, 4

$

0/ -

的峰值差最大$

0" -

的峰值差最

小$ 平均峰值差为
((),0 4

( 月变化的峰谷差值较大$ 为
/0()!3#$33)3" 4

$

0, -

的峰谷差最大$

2 -

的峰

谷差最小$ 平均峰谷差为
!,!)/$ 4

'

/!

月的株产干胶量仅
.

$

2

$

/!

$

00

$

0, -

低于
$

月的值$ 大部分

还能保持相对较高的株产干胶量'

图
/ /50, -

割龄橡胶树
*+/",

株产干胶量的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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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割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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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产干胶量的月变化

由图
!

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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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割龄
*+#%,

公顷产干胶量的月变化趋势大体相同$ 呈双峰型$ 仅
# -

和
#! -

呈

现多峰型变化' 当年开割时间延迟至
$

月中上旬$ 为此$ 春季
$

月产胶能力并不太高$ 且各割龄间的产

胶量差异大%变异系数为
0#)3%1

&$ 具体表现为
#!

$

#2

$

!#

$

!%

$

0.

$

2

$

00

$

!.

$

0,

$

!!

$

.

$

!$

$

#,

$

0!

$

0%

$

!2

$

#%

$

!0

$

0#

$

# -

依次递减' 随着割胶时间的推移$

!%

个割龄的
*+#%,

第
!

蓬叶功能发育

不断完善$ 养分消耗减少$ 产胶能力不断提高$ 除
# -

和
#! -

外$ 在夏季
3

月$

.

$

#%

$

#2

$

0# -

的产

胶量升至第
#

个峰值$

0, -

达到其产胶量的最高峰( 在夏季
,

月$

!#

$

!!

$

!0

$

!.

$

0%

$

0! -

的产胶量

升至第
#

个峰值$

2

$

#,

$

!%

$

!$

$

!2

$

00 -

达到其产胶量的最高峰( 在夏季
(

月$

0. -

达到其产胶量

的最高峰( 进入秋季
2

月和
#%

月$ 除
# -

和
0# -

外$ 其余割龄
*+#%,

的公顷产干胶量均下降( 进入秋

(,%



第
!"

卷第
#

期

表
!

不同割龄
"#!$%

月株产干胶量与月公顷产干胶量的关系

$%&'( ) *('%+,-./0,1 &(+2((. 3-.+0'4 564 67&&(6 16-578+,-./ 1(6 +6(( %.5 564 67&&(6 4,('5/ 1(6 0(8+%6( ,. % 3-.+0 -9 :*);< %+ 5,99(6(.+

%=(/ -9 +%11,.=

割龄
>%

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样本数 割龄
>%

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样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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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为月公顷产干胶量"

F=

#

03

!"

#月!)

$%

"

为月株产干胶量"

=

#株!)

#月!)

$&

#

;@;A

"

#

$

?;@<;<G #

;@;)

"

#

$

?;@D!B

&

季的
))

月又升至第
"

个峰值'

B

'

);

'

)E

'

")

'

""

'

"!

'

"B

'

!;

'

!)

'

!" %

达到其产胶量的最高峰' 多

峰型变化的
) %

和
)" %

也达到其产胶量的最高峰% 秋冬季之交
)"

月' 所有割龄的产胶能力均急速下降'

各 割 龄 的 产 胶 量 为
!B

'

")

'

)"

'

"B

'

"A

'

)E

'

";

'

""

'

E

'

)<

'

!!

'

!;

'

"!

'

"E

'

!"

'

!)

'

);

'

!<

'

B

'

) %

依次递减' 且各割龄间的产胶量差异大"变异系数为
!;@DAH

$&

";

个割龄的最小月公顷

产干胶量变异系数最大"

!"@;!H

$' 说明各割龄
:*);<

树位的最小产胶量差异较大& 不同割龄的最大月

公顷产干胶量变异系数为最小' 但达
"B@;!H

' 即各割龄
:*);<

树位的最大产胶量差异也较大&

#!))

或

<!))

月' 各割龄
"

个峰值变化幅度不一样'

)D

个峰值差值为
;@!;##D@#; F=

'

)E %

的峰值差最大'

!; %

的峰值差最小' 平均峰值差为
";@B) F=

% 月变化的峰谷差值较大' 为
!)@<E#);"@); F=

'

)< %

的峰谷差最

大'

!" %

的峰谷差最小' 平均峰谷差为
AA@"D F=

&

)"

月的公顷产干胶量仅
B

'

E

'

)"

'

!!

'

!< %

低于
A

月的值' 大部分还能保持相对较高的公顷产干胶量&

图
" )I!< %

割龄橡胶树
:*);<

公顷产干胶量的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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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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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3

M
"

$

&'(

月株产干胶量与月公顷产干胶量的关系

橡胶树自身遗传物质组成( 结构和功能是决定单株( 单位面积产胶量差异形成的主要因素' 但这并

不是唯一的' 其还受砧木基因型( 植株割龄( 季节物候( 温度( 相对湿度( 风速( 光照强度( 日照长

短( 及土壤类型和采胶方式影响& 此外' 单株胶产量与胶树的面积单产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的影响&

";

种割龄的
:*);<

在
";;D

年
A!)"

月的
D

个月中' 月公顷产干胶量与月株产干胶量均具有极显著

的线性回归关系"表
)

$& 把
)I"; % D

个中低割龄综合一起进行月公顷产干胶量与月株产干胶量的回归分

析' 得到
!?BE@"BB !D";@)D" EB"

"

#?;@<#; DANN

'

-?#B

$' 回归结果经
.

检验达到了极显著水平' 月公顷

产干胶量与月株产干胶量具有极显著的线性相关"图
!

$& 把
")I!< % )"

个高割龄综合一起进行月公顷产

吴春太等! 不同割龄橡胶树
:*);<

产胶量的月变化特征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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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胶量与月株产干胶量的回归分析! 得到
!&'()*$+ ,%!%)%+* #*"

"

#&%)!,% (-..

!

$&'(

#! 回归结果经
%

检验达到了极显著水平! 月公顷产干胶量与月株产干胶量具有极显著的线性相关"图
+

$%

图
*

中低割龄
/0#%,

月株产干胶量与月公顷产

干胶量的相关性

123456 * 785569:;28< =6;>66< ?8<;@9A B5A 54==65 C58B4D;28<E

C65 ;566 :<B B5A 54==65 A269BE C65 @6D;:56 2< : ?8<;@

8F /0G", :; A84<3 :<B ?2BB96 ;:CC2<3 :36E

图
+

高割龄
/0G",

月株产干胶量与月公顷产干

胶量的相关性

123456 + 785569:;28< =6;>66< ?8<;@9A B5A 54==65 C58B4D;28<E

C65 ;566 :<B B5A 54==65 A269BE C65 @6D;:56 2< : ?8<;@

8F /0G", :; @23@ ;:CC2<3 :36E

+ +

+ ,

从月变化来看!

$

月!

-

种中低割龄
/0G",

的月公顷产干胶量与月株产干胶量有极显著的线性相关

"图
$

$! 相关方程分别为
!& !,)"+, G,!")!"" GG"

"

#&")-($ !*..

!

&&-

$&

,

月和
G!

月!

-

种中低割龄

/0G",

的月公顷产干胶量与月株产干胶量有显著的线性相关'图
$

$! 相关方程为
!&*$)--( ''!")!GG -""

"

'&")-!! !G.

!

&&-

$!

!&+*)+"- !!!")G$G '$"

"

#&"),-G -+.

!

&&-

$&

(

!

-

!

'

!

G"

!

GG

月
-

种中低割龄

/0G",

和
$"G!

月
G!

种高割龄
/0G",

的月公顷产干胶量与月株产干胶量相关性均不显著%

图
$ $H ,

和
#!

月中低割龄
/0#%,

月株产干胶量与月公顷产干胶量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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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与讨论

橡胶树的产胶能力是决定干胶月产量差异的主要因子!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 还受采割期的气候影

响! 特别是降雨和气温% 降雨天数直接影响月割胶刀数! 而气温则通过影响树身产排胶对产量发挥间接

作用% 巴西橡胶在海南地区
G :

采收
-#'

个月% 由于采胶期不同! 其生长和产胶过程中温度( 湿度( 光

照( 风速( 土壤肥力有很大差异) 来自于同一试验地的同一割龄胶树! 在不同采割期干胶量的变化主要

来源于气候( 养分和物候差异* 一般认为! 适宜的光照条件+ 凉爽天气( 较高的湿度( 微风以及第
G

蓬

叶生长良好有利于胶乳的生成,

'"G"

-

*

/0G",

成龄橡胶树在海南地区于
!

月下旬前后开始萌动!

*

月展叶!

至次年
G

月下旬开始落叶! 但不同割龄的物候变化有差异! 其产胶量年周期变化便存在差异! 因此! 株

产干胶量和单位面积产干胶量的月变化呈现多种表现形式!

/0G",

胶树株产干胶量和单位面积产干胶量

的月变化表现为双峰型! 仅
G :

和
G! :

呈现波动性变化* 双峰型的第
G

个峰值出现于
(

或
,

月! 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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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吴春太等! 不同割龄橡胶树
$%&'(

产胶量的月变化特征

个峰值出现于
&&

月" 其变化的趋势与作者对大丰
)*

的研究结果#

&&

$相同% 这说明不同发育阶段的橡胶树

株产干胶量和单位面积产干胶量变化趋势有一定的规律性" 不因品种而异" 也说明在不同生长月份采取

的管理措施应有所区别% 而且造成
"

个峰值间月干胶产量下降的可能原因有倒数第
&

蓬新叶的生长& 高

温和干热风" 但低温是第
"

个峰值后的月干胶产量下降的最可能原因% 虽然大多数割龄胶产量月变化特

征类似" 但峰值和最高峰值出现时间不尽相同" 这反映了不同割龄
$%&'(

对各个月份气象因子适应性

有所不同" 这应与试材的树龄& 叶片物候& 叶量& 割线所处位置以及所处地域当年气候有关#

"!!+ )!&'

$

% 为

达到高产护树的目的" 在
,

或
*

和
)

月应加强肥水供应以提高树体养分的蓄积" 有利于产胶高峰期树体

的生长和产胶%

所有中低割龄和高割龄的月公顷产干胶量与月株产干胶量间均存在极显著的线性回归关系'

!＜

'-'&

(" 这表明不同中低和高割龄的树位单位面积有效割胶株数变异均较小" 即使所有林段均经历 )达

维* 台风" 但中低和高割龄的平均存树率仍分别高达
(,-"'.

和
#&-"!.

" 而且在割率也分别高达
(,-(#.

和
#&-#*.

" 试验进一步证实
$%&'(

的抗风& 抗死皮和高产特性% 结合中低和高割龄的月公顷产干胶量

与月株产干胶量的相关性检验结果看"

#

"

/

"

)

"

&'

"

&&

月"

/

种中低割龄
$%&'(

和
*!&"

月
&"

种高割

龄
$%&'(

的月公顷产干胶量与月株产干胶量相关性均不显著" 死皮病发生和样本容量过小可能是导致

相关性不显著的原因%

本试验所用的割龄均选自大丰农场生产林段" 气候& 土壤等生境差别不大" 除采胶用刺激剂乙烯利

含量有差别外" 其他栽培管理措施一致" 若无乙烯利的促进作用" 可以认为同一采胶期的割龄间单株产

胶量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割线高低和叶蓬生长前
!

个物候期天气的好坏的差异% 本试验针对
"'

种割龄选

择
*

种乙烯利浓度不同的复方刺激剂" 尽管
& 0

与
, 0

"

&" 0

与
&(1!( 0

割龄段间的月株产干胶量差异

并不显著" 但割龄段
)1&' 0

"

&" 0

"

&(1!( 0

的月株产干胶量极显著高于
& 0

和
, 0

的量" 且
&(1!( 0

和

&" 0

的月株产干胶量分别极显著和显著高于
)1&' 0

的量+

&" 0

和
&(1!( 0

的月公顷产干胶量极显著高

于
& 0

"

, 0

和
)1&' 0

的量"

&" 0

的月公顷产干胶量显著高于
&(1!( 0

的量" 其余割龄段间的月公顷产

干胶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所以导致割龄间月株产干胶量& 月公顷产干胶量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不同浓度

乙烯利与各割龄互作的结果% 本研究首次报道了
$%&'(

不同割龄单株& 单位面积产干胶量对月份变化

的敏感性特征" 即不同割龄的干胶产量随月份变化明显" 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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