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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了天柱山油松针叶中氮磷钾含量在1 年中的变化规律 , 结果表明 : 氮磷含量的变化规律类似 ,即5 月份最低( 这时树木生理活
动最活跃) ,9 月份( 生长季近结束 , 生理活动大为减弱) 最高 ,10 月至翌年4 月间变动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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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松( Pi nus t abul aefor mis Carr .) 是辽宁省优良的造林树

种, 也是一种很好的园林绿化树种。但养护管理中往往出现

施肥不适类、不适量、不适时的问题, 降低了苗木造林成活率

和绿化效果。明确油松氮磷钾营养的变化规律能有效地指

导施肥养护。为此, 笔者对油松针叶氮磷钾营养的年变化规

律进行了研究, 并提出了保护土壤提高肥效的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 .1  布设标准地选取标准木 在沈阳市东陵区天柱山设定

20 m×20 m 的标准地, 标准木选取向阳面多年生、1 年生和当

年生针叶, 进行植物氮磷钾含量的化学测定。

1 .2 营养物质含量的测定[ 1]  将针叶杀青、烘干、粉碎、过

筛后装入自封袋, 用于试验测定。①全氮测定。采用半微量

开氏法( H2SO4- H2O2 蒸馏法) ; ②全磷测定。采用 H2SO4- H2O2-

钼锑抗比色法; ③全钾测定。采用 H2SO4- H2O2- 原子吸收光

谱法。

2  结果与分析

2 .1 油松氮磷钾营养的年变化规律 由图1、2 、3 可见 , 氮磷

钾含量的年变化都不大, 在当年生针叶中新I( 5 月份采集) 的

含量均最低, 此时是生理活动最旺盛的阶段。而新 VIII 和新

IX( 9 月份采集) 的含量均较高, 此时的生理活动大为减弱; 多

年生、1 年生和当年生针叶氮的含量随着叶龄的增加而减少 ,

磷、钾随着叶龄的增加而骤减。

  注 : 新I ～新 XI 为2006 年4 月到2006 年 11 月采集的当年生

新叶。下图同。

图1 油松针叶全氮的年变化曲线

2 .2 养分循环———土壤与油松的“源库”关系 养分循环[ 2]

由吸收、存留和归还3 部分构成, 而吸收量等于存留量加归 �

作者简介  王丽伟( 1982 - ) , 女 , 辽宁朝阳人 , 硕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 : 园

林植物生理生态与栽培。* 通讯作者 , 硕士生导师 , 教授 ,E-

mail :zhouguangzhu @sina .com。

收稿日期  2006- 12-05

还量。植物体内的营养与土壤中的营养通过养分循环联系

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形成了“源库”关系。土壤中必须

具备树木正常生长发育所需的足够的营养元素, 才能发挥好

“源”的职能; 树木从土壤中吸收必需的营养, 将其分配给各组

织器官进行养分的存留, 实现了“库”的作用; 当树木结束一个

阶段的生长后, 又会以枯枝落叶、根及活地被物的凋落和有透

过树冠淋洗下的物质等方式将一部分养分归还给土壤。

图2 油松针叶全磷的年变化曲线

图3 油松针叶全钾的年变化曲线

3  防止土壤养分流失和提高施肥效应的措施

3 .1  氮肥 氮肥要施入一定深度的土壤中[ 3] ; 不能与碱性

物混合施用; 施用时土壤要保持较好的墒情。

3 .2 磷肥  磷肥不能表施, 应施在作物根部附近, 并在施用

前先和有机肥混合堆沤后再施, 而且要集中施和深施, 以减

少磷与土壤接触而被固定。

3 .3 钾肥  钾肥以基肥或早期追肥效果较好, 而且用在缺

钾的土壤上和需钾量高的作物上效果更佳。

3 .4 肥水田管结合 采取分次施肥 , 合理灌溉 , 施用缓效肥

料、包膜肥料和粒肥, 以及采用硝化抑制剂等措施; 旱地通过

中耕, 增加土壤透气性, 水田施用铵态氮肥应结合耘田, 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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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氨酸( Lys) , 这些带正电荷的氨基酸有利于和细菌细胞膜上

的酸性磷脂头负电荷作用而吸附到细菌膜上 ; 而C- 末端含有

较多的疏水性氨基酸残基如甘氨酸( Gly) , 疏水性的尾部有

利于抗菌肽插入细菌膜的双层脂质膜中形成一个两亲性α-

螺旋, 这种α- 螺旋具有破坏性, 当抗菌肽结合到细菌细胞膜

上时,α- 螺旋相互聚集使细胞膜形成孔洞和离子通道 , 裂解

细菌的主要结构, 使细菌的细胞质外溢, 细胞内离子大量丢

失, 使细菌失去代谢平衡, 不能维持生命活动所需的胞内渗

透压而死亡[ 17] , 这就是抗菌肽作用的机理。

4  抗菌肽在果树抗病基因工程育种中的应用现状和问题

植物基因工程是以植物为受体材料, 把不同生物有机体

的DNA( 或基因) 分离提取出来, 在体外进行酶切和连接, 构

成重组 DNA( Recombinant DNA) 分子 , 然后转化到受体细胞

( 大肠杆菌) , 使外源基因在受体细胞中复制增殖 , 然后借助

生物或理化的方法将外源基因导入植物细胞, 进行转译或表

达。果树基因工程起步较晚,1988 年果树的基因转化研究首

先在核桃( Juglants rigia) 上取得突破,MeGranahan 等获得了转

gus 基因核桃再生植株[ 18] 。此后, 果树转基因工程研究日益

发展, 有许多果树品种获得了转基因植株[ 19] 。

在果树的遗传转化中最常用的方法有3 种: 农杆菌介导

( Agrobacterium- mediated) 、生物导入( Biolistic ) 和 DNA 直接摄

取( Direct DNA uptake) 。而农杆菌介导是以农杆菌中的 Ti 质

粒或 Ri 质粒为基因载体 ( vector) , 将外源基因整合到植物细

胞的染色体 DNA 上, 从而实现转化。绝大多数果树对农杆

菌比较敏感, 因此, 农杆菌介导是果树转化的主要方法。通

过农杆菌介导把外源抗菌肽基因导入有关果树品种进行抗

病育种, 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1995 年张清杰

等[ 20] 将人工合成的抗菌肽 D 基因导入根癌农杆菌感染锦橙

的中盘及上胚轴, 初步获得了转基因植株; 方宏筠等[ 21] 已经

将 Cecropi nB 和 Shiva A 基因成功转入樱桃外植体并获得转化

植株, 现在, 樱桃的抗菌肽植株已由农业部批准进入田间实

验。人工合成的抗菌肽 D 基因已经成功导入了沙田柚并获

得转基因植株[ 22] ; 何永睿等[ 23] 把抗菌肽基因 Cecropi n B 和

Shiva A 转入新会橙、锦橙、北碚447 锦橙和纽荷尔脐橙4 个

柑橘优良主栽品种。这些成果表明, 随着果树基因工程的发

展, 找到相关的抗细菌和抗真菌的抗菌肽基因通过遗传转化

导入不同的果树品种, 从而获得再生植株成为可能。

抗菌肽的基因工程研究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因为抗菌肽

分子小, 易被蛋白酶降解 , 其表达产物对宿主有害等 , 影响了

基因的高水平表达; 而且小分子物质分离纯化比较困难, 抗

菌肽在转基因植物中存在基因沉默和位置效应等现象使外

源抗菌肽基因表达活性降低[ 24 - 25] 。相信随着分子生物学的

发展, 对分子作用机制的深入研究, 问题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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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预防和控制反硝化作用的目的。

3 .5  平衡施肥  均衡供应各种营养元素 , 促进作物生长和

对施入养分的吸收 , 以有效防止氮肥的流失。

3 .6  有机肥  增施有机肥 , 酸性土壤增施石灰, 改良土壤

理化性质 , 是提高磷肥肥效的有效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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