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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测定了杏树17 个品种在7 月份和9 月份的叶绿素含量、比叶重变化和叶绿素a/ b 比值 , 结果表明 ,9 月份大部分品种的叶绿素含
量下降, 比叶重和叶绿素a/ b 比值增加。3 个指标的数值变化与品种的败育率之间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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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the Content of Chlorophyll , the Variation of SL Wand the Value of Chlorophyll a/bin Different Apricot Varieties during Flower Bud
Differentiation
LI Li- hong et al  ( Department of Bioengineeri ng , Zhengzhou College of Ani mal Husbandry , Zhengzhou , Henan 450011)
Abstract  Inthe experi ment , seventeen apricot varieties were selected and the contents of the chlorophyll , the variationof SLWand the value of chloro-
phyll a/ b were menstruated in July and i n September . The results showed : i n September the contents of the chlorophyll was decreased ; the SLWand the
value of chlorophyll a/ b were increased . No relationshi p was found betweenthe index of leaf and pistil sterile percent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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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雌蕊败育现象是杏树生产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造成杏树

单产水平低, 影响了经济效益。目前关于杏树花芽分化的报

道多限于花芽分化的解剖学特点, 花芽分化与气候的关系 ,

杏树花芽分化后期14C 同化物的分配动态和光合特性[ 1 - 4] 。

至今为止, 还少见关于杏树叶片光合色素的报道。笔者以17

个杏树品种为试材, 对花芽分化期叶片的叶绿素含量、比叶

重变化和叶绿素a/ b 比值进行了比较研究, 希望能为揭示杏

树雌蕊败育的机理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选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杏树种质资源圃 , 每品

种2 株或2 株以上, 树龄10 ～12 年。试验材料见表1[ 5] 。

  于7 和9 月各测1 次。采取树冠南向中部健康成熟叶 ,

每树50 叶。样品采后用自来水和蒸馏水冲洗干净, 吸去多

余水分, 用1 c m 直径打孔器打孔, 每品种400 孔, 称鲜重后立

即于105 ℃下杀青15 min ,80 ℃下烘至恒重 , 称干重。比叶重

= 单位叶面积的干重。叶绿素的测定用丙酮提取法[ 6] , 每品

种重复3 次。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品种杏树叶片的叶绿素含量 图1 显示,7 月份 ,

辽宁大杏梅杏树叶片的叶绿素含量最高, 阿克西米西含量最

低;9 月份,Tyinthos 的叶绿素含量最高, 兰州大接杏和沙金红

含量最低, 红玉杏和辽宁大杏梅品种叶子已落光。

  表1 各试验材料的原产地、代号及其败育率

品种 原产地 代号
败育

率∥%
品种   原产地 代号

败育

率∥%
Tyinthos 意大利 I3  3 .90 鸡蛋杏   河南 HN1 71 .01

龙王帽 河北 Hb6 33 .49 金杏   内蒙古 NM1 96 .24

巴斗 安徽 AH1 34 .52 兰州大接杏 甘肃 G13 90 .33

Cafona 意大利 I1 39 .56 沙金红   山西 SX1 24 .52

Reale di zmola 意大利 I2 28 .95 红荷包   山东 Sd1 96 .64

Mono 美国 G29 34 .13 红玉杏   山东 Sd4 74 .03

一窝蜂 河北 Hb5 29 .77 辽宁大杏梅 辽宁 LN4 100

小阿克西米西 新疆 X2 62 .37 软核杏   辽宁 LN3 62 .21

阿克西米西 新疆 X22 56 .83

图1 杏各品种叶绿素含量变化

2 .2  不同品种杏树叶片的比叶重变化 图2 表明,7 月份一

窝蜂、小阿克西米西、阿克西米西和龙王帽的比叶重较高; 金

杏比叶重最低。另外, 玛瑙的比叶重也较高 , 其余品种介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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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9 月 , 沙金红的比叶重最高, 红荷包的比叶重最低, 其

他各品种水平中等。

2 .3 不同品种杏树叶片的叶绿素a/b 变化  叶绿素a/ b 的

比值在7 月以Cafona 最高( 图3) , 其次是Tyinthos 和金杏, 一

窝蜂和沙金红比值最低 , 其他各品种居中。9 月各品种的叶

绿素a/ b 以龙王帽最高, 红荷包比值也较高。另外, 沙金红、

巴斗、软核杏、小阿克西米西、鸡蛋杏、兰州大接杏几个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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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杏各品种比叶重变化

图3 杏各品种叶绿素a/b 变化

比值也较高, 比值最低的品种是Cafona 和阿克西米西。

2 .4  杏树叶片各指标的季节变化 由图4 看出,9 月份大部

分品种的叶绿素含量下降, 仅 5 个品种含量增加。其中

Tyinthos 和阿克西米西增加幅度最大 , 超过了20 % 。其他如

巴斗、小阿克西米西和一窝蜂含量增加在10 % ～20 % 。含量

下降的品种中, 红荷包下降达20 % ,Reale di zmola 和 Mono 下

降很少 , 其他品种下降幅度在20 % 以下。

9 月份大部分品种的比叶重比7 月份有所增加。沙金红

增加约25 % ,Tyinthos 次之, 约增加20 % , 巴斗和一窝蜂增加

不足0 .1 % , 其他品种增加幅度介于2 % ～15 % 。比叶重下降

的5 个品种中, 红荷包下降达25 % , 另外4 个品种 Reale di

zmola、Cafona、Mono 和小阿克西米西下降幅度在10 % 左右。

由图4 可看出, 大多数品种的叶绿素a/ b 在9 月份均有

所增加。除Reale di zmola 和鸡蛋杏的增加幅度在15 % 以下,

其他品种增加幅度均超过20 % , 沙金红增加约40 % 。叶绿素

a/ b 值下降的5 个品种中,Cafona 下降幅度达28 % ,Tyinthos 、

小阿克西米西、阿克西米西、金杏下降幅度不足10 % 。

图4 杏各品种叶片和指标变化率

2 .5  方差分析 以数据完整的前15 个品种作方差分析, 结

果表明, 杏树的比叶重在品种间存在显著差异 , 叶绿素含量、

叶绿素b 含量无论是品种间还是日期间都无显著差异 , 叶绿

素a 含量日期间呈极显著差异, 叶绿素a/ b 含量在日期间呈

显著差异。

3  讨论

通过对15 个杏品种叶片的各项指标进行方差分析, 结

果表明, 杏树不同品种败育率的高低与叶绿素含量、叶绿素a

含量、叶绿素b 含量、叶绿素a/ b 均没有关系, 与比叶重的关

系达0 .05 显著水平。

通过对15 个品种在不同季节的叶片指标进行方差分

析, 结果表明, 杏树夏季和秋季的比叶重、叶绿素含量和叶绿

素b 含量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 9 月份和7 月份之间的叶绿素

a 差异极显著, 叶绿素a/ b 值差异显著。即9 月份叶绿素a

和叶绿素a/ b 值增大 , 表明叶绿素a 直接被光能激发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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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菌剂, 增加营养 , 防病菌感染 , 促进幼苗生长健壮。2 周后

揭开塑料薄膜 , 及时给小苗喷水,40 d 后可上盆 , 一般成苗

率可达95 % 以上。

3  栽培管理

3 .1  温度管理  龙翅海棠虽喜温暖气候 , 但较耐寒且耐热

性强。在5 ～30 ℃范围内均能生长 , 生长适宜温度为18 ～

25 ℃。冬季温度在5 ℃以下 , 叶色由翠绿变为暗红色 , 不会

受冻。0 ℃以下短期低温 , 植株叶片受冻霉烂脱落, 茎由绿

变红 , 但温度升高 , 仍能长出新叶孕蕾开花。龙翅海棠耐热

性强 , 气温在30 ℃以上时 , 仍能缓慢生长开花, 但温度在35

℃以上时应采取遮阴、地面洒水、通风等降温措施 , 使其处

于半休眠状态 , 度过炎夏。春、秋季气温适宜是龙翅海棠的

生长旺盛期, 应注意通风良好, 加强肥水管理 , 能多开花。

3 .2  水分管理  龙翅海棠喜湿润的环境 , 空气干燥易引起

叶片卷曲、焦枯, 经常向叶面喷水, 保持空气湿度。切忌盆

土过湿和盆内积水 , 以引起根系腐烂。但水分供应不足, 也

影响植株增长。如两水之间 , 即使植株叶片稍微出现萎蔫

现象 , 就会推迟开花时间, 减少分枝数量。夏季气温高, 光

照强 , 水分蒸发快 , 每天向叶面喷水2 ～3 次, 既增加湿度又

起到降温作用 , 使植株生长健壮 , 叶色青翠。春秋季龙翅海

棠生长快 , 连续抽枝开花, 要及时浇水; 秋末天气转凉 , 要逐

渐减少浇水量 , 冬季生长缓慢或停止 , 盆土不干不浇水。

3 .3  施肥管理  龙翅海棠喜肥沃、富含有机质的酸性土

壤。盆栽培养土配制时需加入适量的腐熟有机肥、过磷酸

钙和三元复合肥做基肥。枝叶生长期需及时追肥 , 小苗以

氮肥为主 , 可用0 .2 % 的尿素喷施或浇施尿素、二铵等颗粒

肥的稀薄溶液 , 使其尽快生长发育成型。现蕾和开花期追

施 N、P、K 比例为1∶1∶2 的复合肥或以钾为主的有机液肥,

也可浇施稀薄的饼肥水, 每周1 次。施肥时要做到薄肥勤

施, 同时 pH 值要维持在6 .0 左右, 以免造成肥害, 影响生

长。秋季天气转凉 , 逐渐减少施肥量 , 冬季停止施肥。

3 .4  光照管理  龙翅海棠是秋海棠类植物中对光照强度

不敏感的品种。在光照强度4 000～30 000 lx 范围内生长良

好, 因此 , 开花植株放置在光线较少的室内、有明亮光线的

半阴处或阳光直射的阳台上都能生长良好。夏季高温室外

栽培光照强, 应遮去30 % 左右的阳光。长期放置室内和新

移栽的幼苗, 必须逐渐增加光照时间, 直至在全光照下养

护。光照时间的长短对龙翅海棠的生长影响较大,8 ～10 h

短日照条件下, 可使花期提前1 ～3 周开放, 枝条横向生长

呈拱形; 长日照条件下 , 枝条直立生长。室内吊蓝栽植要特

别注意夜晚因白炽灯照射而增加光照时间, 造成植株直立

生长影响垂吊效果。为便于运输 , 在运花前2 周用白炽灯

补光或直接延长白天光照时间让植株直立生长, 运到后再

移到自然光照下, 约3 周后能恢复自然生长特性。

3 .5  病虫害防治 龙翅海棠栽培中, 通风不良易发生白粉

病, 高温高湿或盆土过湿易造成根茎腐烂, 每周喷1 次75 %

百菌清可湿性粉剂或50 %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800 ～1 000 倍

液, 可防治病害发生。龙翅海棠病毒病发生严重, 要特别注

意防治, 发现植株萎缩 , 叶片变小、变皱、畸形等病毒株应及

时拨除烧毁, 消灭传染源。对其他生长正常植株用20 % 病

毒A500 倍液、85 % 病毒必克可湿性粉剂700 倍液或7 .5 %

克毒灵水剂200 倍液喷洒防治。

龙翅海棠栽培中常见虫害有蚜虫、红蜘蛛、粉虱等危

害, 用40 % 氧化乐果乳油1 000 倍液或2 .5 % 功夫乳液500

倍液、20 % 灭扫利乳油2 000 倍液等进行防治。室外半阴处

有蜗牛危害 , 可在清晨或阴雨天人工捕捉, 集中杀灭, 或者

用50 % 辛硫磷乳油1 000 倍液喷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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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 直接参与光化学反应的分子较多, 有利于更快地将

CO2 转化为光合产物, 有利于光合效率的提高。这应该是

树体对秋季日照变短不利于光合作用的一种适应。

试验说明 , 杏树的雌蕊败育率与叶片的质量没有明显

相关关系 , 雌蕊败育是一个受很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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