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九
、

微 量 元 素

张

作物生长发育过程中
,

不仅需要氮
、

磷
、

钾常量营养元素
,

还需要硼
、

铜
、

锰
、

锌
、

如等元素
,

这几种元素因植物需要量很

少
,

因而秘称为微量元素
。

粗是
,

并不因为作物对这些元素需

牵量少
,

就可忽砚对它俩的使用
。

正相反
,

作物缺少任何一种

微量元素
,

就不能生长好
,

这种微量元素是不能用其他元素所

代替的
。

有人敲为
,

微量元素是作物所必需的
,

但是士壤中含

量充足
,

不应敲与其他肥料同时施加
。 ’

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

实

际上士奥中所含的微量元素
,

往往是不能满足植物所需的
,

能

够为植物吸收的微量元素
,

在士壤中含量不多
。

因此
,

为了满

足植物对微量元素的需要
,

在施用氮
、

磷
、

钾等肥料的同时
,

也

应敲注意硼
、

铜
、

锰
、

锌等微量元素的施用
,

否 lAJ 会因缺少某种

微量元素
,

而使作物生病
,

影响产量
,

或使作物死亡
。

下面敲

歌微量元紊对作物生长发育的重要性
。

一
、

微量元素在植物体生长发育的作用

作物生长发育过程 中
,

微量元素直接参与碳水化合物
、

蛋

白盾及肪脂的新陈代翻过程
,

尤其对蔬菜
、

果树的作用更为明

显
,

它不仅影响作物的产量
,

而且还影响作物的品盾
。

况将各

种微量元素对作物自气作用分述如下
:

1
.

硼 硼与根瘤菌的形成有关
,

如缺硼时
,

根瘤菌往往

成为寄生
,

使植物生长受到影响
。

此外
,

硼能影响种子的发

芽
,

花扮瞥的形成及桔子数
,

并对加厚加胞壁
、
防止谷类作物

的倒伏等起很大的作用
。

2
.

铜 生物体中的氧化酶含有酮
,

而氧化酶是加莲作物

机体氧化过程的物质
,

如缺铜时氧化过程诚弱
,

产生有毒物

质
,

对作物生长发育不利
。

此外
,

翎参与作物机体的新陈代榭
,

并能提高叶椽素的含量
,

增弦叶粉素的稳定性
。

3
.

猛 猛影响作物体中的氧化
一
还原作用

,

它在植物体

中
,

有时起氧化剂的作用
,

有时起还原剂的作用
,

因而锰在植

物吸取硝态氮和氨态氮的过程 中占重要的地位
。

如果植物缺

少锰
,

lnJ 氧化
~
还原过程和有机盾的合成就诚弱

,

并显著降低

新生幼苗对氧的吸取
。

如果特别缺锰时
,

植物就要生病
。

4
.

辞 辞也是作物生长发育不 可缺少的一种微量元素
,

作物缺少了锌
,

生长就受影响
,

甚至停止生长
。

如果缺舜很严

重
,

作物会生病或死亡
,

尤其苹果
、

梨
、

杏等果树在缺羚的情况

下
,

容易产生簇生病及小叶病
,

致使果树不桔果
,

或桔实小而

又畸形
。

桐树缺锌也能发生病害
,

即叶子出现青铜色
。

5
.

胡 朔是豆科植物的根瘤菌发育所必需的
,

如果缺少

如
,

根瘤菌固氮能力诚弱
。

此外
,

相元素在植物的蛋白盾的合

成过程中也起很大的作用
,

其中包括硝态氮的还原过程
。

因

而在施用硝态氮肥时
,

应注意湘元素的配合
。

莲 生

6
.

其他微盆元素 如叙在士壤中含量虽多
,

但能被植物

吸玫可榕性铁的化合物往往不足
。

数是形成叶糠素所不可缺

少的元素
,

缺少了它
,

作物的叶子要退糠
。

二
、

蔬菜与果树缺少微量元素的一般症状

植物缺少微量元素
,

R]J 表现各种不同的症状
,

尤其蔬菜

与果树表现最为灵敏
。

缺乏不同的微量元素
,

所表现的病症

不一
,

如 :
芹菜茎捍干裂

,

高查叶的尖端早况斑点和灼烧状
,

是
由于缺硼素

。

缺铁生要的症状是幼龄叶片失去释色
。

铜的不足

会使番茄嫩芽的生长受阻滞
,

根部发育极为不良
,

叶簇早深蓝

色
,

叶片卷曲
,

不能形成花
,

产全退称病
。

在缺锌的士壤上生

长的南瓜
、

番茄
,

其叶片早现斑点状
。

番茄缺乏锰
,

则表况特

有的退粉病
。

果树品种不同产生的病症也不尺相同
,

一般缺

少任何一种微量元素都会导致其果实品盾及产量的降低
。

三
、

微量元素缺少的原因及其防止的方法

微量元素缺少的原因 : 一方面是士壤中微量元素的总含

量少 (即岩石不含某种微量元素 )
,

或由于雨水及灌水的淋失
,

使有效的微量元素缺乏
。

此外有效性微量元素缺少有下 面几个原因 : ’

( l) 被固定在

胶体晶格内而不能被植物利用
。

( 2)微生物对营养元素的吸

收造成生物与作物竞争
。

r 3 )士壤酸碱度的影响
,

在酸性反应

条件下活动性大
,

流失机会也多
。

在碱性反应中形成不溶性

化合物
,

植物不能利用
,

因此稠节士壤反应是增产的主要环

节
。

(分士攘氧化还原的作用
,

使微量元素早不能为植物直接

利用的形态存在
。

另一方面植物体内养料的平衡与植物生长

好坏关系很大
,

因此必须推持干衡的士奥溶液
。

如番茄发况

镁不足
,

但士壤中镁井不少
,

后来发现由于钾过多
,

而阻止镁

的脾化
。

叉如在桐油树内发砚过多的钙
、

镁或钾
,

即使土吴中

锰供应量正常
,

植物也会感到锰素的不足
。

防治必须先行器断
,

从植物外表往往不易观察出缺少何

种元素
,

所以常用主脉吸收和喷射微量元素的两种方法配合

进行扮断
。

前法是将一个叶片的叶肉除掉
,

仅留下主脉
,

然

后
,

将主脉放在已配好的各种微量元素的溶液中
,

趣过 2 天浸

饱后
,

其他叶子颜色派复
,

就敲明缺少某种元素
。

喷射法即用

一定浓度的微量元素溶液喷射
,

进行拭探
。

为了预防微量元素的缺少
,

可大量的施用有机肥料
,

因有

机肥料是完全肥料
,

不仅含有氮
、

磷
、

钾三要素
,

还有足够的微

量元素可供植物利用
。

此外还可以通过翎节土壤的酸碱度
,

使土壤中微量元素蒋化为可利用的状态
。

如已发现缺少某种

微量元素
,

就将某种元素配成溶液进行喷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