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嗓 县 谷 地 旱 作 失 绿 症 的诊 断

浙江省嫌县农科所土肥组

9 1 7 5年 5月在方口公社姚姆山路边首先发现一丘马铃薯生长异常一失绿黄化
,

生长

矮小
,

其上方另一丘豌豆和毗连果园的一些李树也呈现黄
、

白化现象
。

随后又在谷地低
.

丘

上相继发现了桑
、

花生
、

绿豆
、

姜
、

桃
、

梨
、

杏
、

苹果以及株
、

樟
、

擦
、

悬铃木
、

刺槐
、

枫杨
,

还有

若干野草如半夏
、

马兰
、

野山植
、

金樱子
、

六月雪等也表现类似症状
。

事实上
,

患有这种失

绿症 的作物 (或植物 )还不止这些
。

为阐明其原因以便提出防治措施
,

曾进行了一些调查
,

现将初步结果报告如下
:

一
、

失绿症状的特征及其诊断

调查的作物有马铃薯
、

花生
、

桑
、

李
、

桃
、

梨等
。

马铃 , (成熟期 ) 田间发生的失绿症状是斑块和零星丛发兼有
,

病株既黄又矮
,

明显

萎缩
。

失绿黄化主要表现在茎蔓上部
,

越近生长点越明显
,

刚展未展的幼叶常完全黄化
,

病叶叶色通常叶肉为黄或黄绿色
、

叶脉淡绿或绿色
,

叶缘有略略向上卷缩的倾向
。

下部叶

片边缘多呈枯焦状
,

块茎既小又少
。

李 失绿主要表现在新梢 (夏梢 )
,

春发老叶簇一般未见失绿
,

故多表现为冠圈黄白

化
。

一般病叶叶肉失绿呈黄或黄绿而叶脉皇黄绿或绿色
,

由于界线清晰
,

宛如嵌镶呈网状

纹
。

严重病叶全叶淡黄或黄白色
,

最严重者有时连中肋也失色
。

这种病叶开雇后如果白

化持续而不能转色时
,

则从边缘渐次向内褐枯
、

坏死
、

终至 ( 7 月下 )脱落而形成夏季异常

落叶现象
。

这种病株结果稀少
、

果形小
、

酸涩重
。

桃
、

梨
、

苹果表现的症状基本上是类似

的
,

但梨则比较少见
。

桑 失绿症盛见于 7 月中旬以后
,

病情似比其他数种作物为重
,

失绿主要是夏梢 (头

伐后抽生者 )
,

老叶一般正常
,

病叶呈黄白色
,

叶脉深于叶肉
,

皱缩较明显 (可能是叶片较大

而薄所致 )
。

中后期常可发现一些病叶由于叶缘及侧脉间组织坏死脱落
,

残存叶基部分而

呈现槛楼的掌裂状或爪状
。

有些植株失绿叶新展时叶肉呈纯白色
,

而叶脉及近脉侧呈绿

色
,

如此形成网状纹
,

病梢有细弱短缩倾向
。

严重患枝最后 ( 7 月下 ~ 8 月上 )只剩顶端生

长点
,

全部或大部叶片雕落而成秃枝
。

花生 失绿症出现于 8 月初
,

已进入盛荚期
。

所见数例症状都较轻
,

仅茎蔓顶端黄白

化
。

其失绿特征和前述数种相似
。

但叶片上形成羽状纹
。

未见有皱缩
、

坏死或其他显著

相异于正常植株的症状
。

失绿植株尽管因作物种类不同表现有所差异
,

但叶脉的颜色始终相对地比叶肉组织

为深
,

而且叶脉
、

叶肉颜色界线较为清晰则为其共同特征
。

根据观察的情况在李树上曾反复作了试验
。

最初 ( 6 月初 )试喷 1 %硫酸镁
,

结果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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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

继在姚姆山大队村 口李园试喷铁 ( 1% 硫酸亚铁 )
、

锰 ( 1% 硫酸锰 )溶液
,

一星期左右

观察时
,

喷铁植株在发现较重药害的同时也发现失绿叶片土
.

出现绿色斑点一复绿
。

喷锰

的无药害也未见绿色斑点
。

其后 6 月 13 日又在附近上村大队李园重复了上述试验
,

铁的

浓度改为 0
.

02 %
,

锰浓度不变
,

并增加 0
.

4%硫酸锌处理
,

结果只有喷铁的复绿
,

喷锰及锌

的无效
。

此后
,

在桑
、

花生等出现类似症状时
,

先后在蛟镇公社上高大队
、

普义公社西山娄

大队等处多次单独喷用 0
.

02 ~ 0
.

1%硫酸亚铁进行试验
,

都获得相同的结果
。

据此
,

初步

可认为上述几种作物表现的失绿症是由缺铁所引起
。

二
、

失绿症的原因和分析

当我们开始注意失绿症的环境条件时
,

很快就发现这种失绿症只发生在低丘紫色猪

肝土上
。

据我们初步调查娜县谷地旱作土壤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带
,

即河谷低丘
、

沿江砂土

和村庄周围园地及贩 田中零星分布的斑块地
。

在沿江砂土地带或村庄周围零星早地上生

长的马铃薯
、

花生
、

桑
、

李等却从未发现有失绿症
,

而即使同处于谷地低丘地带的土壤
,

也

仅见诸于上述猪肝土
,

而与其呈复区交错分布的由第四纪洪积物母质发育的黄泥土也未

曾发现
。

因而
,

在许多低丘上
,

尽管只一沟之隔
,

而自然景观却截然不同
,

一边出现严重失

绿黄化
,

而相连的另一边则是枝叶葱绿
。

通过野外检测表明
:

凡出现失绿的紫色土都有

强烈的泡沫反应 (石灰性 )
,

其 p H 值一般都在 8 左右或更高
。

而黄泥土则刚好相反
,

无泡

沫
、

酸性
。

这就清楚说明此种失绿症和土壤关系极深
。

在这基础上
,

我们采集了一些土样

分析了易溶态铁
、

碳酸盐等有关项 目
,

结果 (表 1 )表明
:

土壤易溶态铁在不 同土类中含量

差异相当显著
,

出现失绿症的紫色猪肝土易溶态铁极低
,

一般仅 1~ Z p p m , 沿江砂土
、

阪

田中零星早地或是山地黄泥土的含量均明显高于猪肝土
,

大多处于 20 一 4 o p p m ,

部分达

到 50 ~ 6 o p p m
。

这就清楚地揭示了紫色猪肝土上作物所以失绿的根本原因
,

是 由于这类

土壤含有较多的 (5 ~ 15 % )碳酸盐
,

土壤呈碱性 ( p H S
.

。~ 8
.

5之间 )反应
,

使易溶态铁含量

较低所致
。

除了土壤原因外
,

气候可能是诱发因素
。

据上高
、

亭山大队社员和西郊蚕桑场同志反

映
:
今年桑树发生失绿症的比往年严重

。

如亭山大队马鞍山约 1 亩多面积上失绿株率达

到 80 %左右
,

上高大队里湖山头岗秃部分失绿株率也在50 %左右
。

据过去资料有称缺铁

失绿为
“

雨烧
”

的
,

意即降雨一多
,

发病严重
。

查峰县气象站资料
:
1 9 7 4年 1 0月到 1 9 7 5年 4 月

(大致在出现失绿 以前 )的 7 个月总雨量为 80 0毫米比常年 同期的 5 0 5
.

6 毫米增加了 2 9 4
.

4

毫米
,

即增加 5 8
.

2%
。

由于多雨使土壤有效养分 (包括铁 )的淋失加剧
,

这就使得猪肝土的

有效铁含量进一步减少
。

从而招致了 1 9 7 5年失绿症的普遍而较重的发生
。

在调查中看到

不论是桑
、

李等失绿症和地形位置有明显的联系
,

失绿株往往是比较集中地出现在一些

过水地带
,

如冲蚀沟
、

排水沟的沟侧以及 山谷低处 (两坡所夹之谷 )
,

这种分布规律说明了

雨水的影响
,

即多水引起了失绿的发生
。

根据叶片分析的结果 (表 2 )看来
,

失绿症和叶片全铁含量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

如

李和桑的失绿叶和正常叶间含量是大致接近或以病叶稍低 , 而马铃薯和花生则相反
,

失

绿叶显著高于正常叶
,

马铃薯竟高出数倍之多
。

在测定叶片的全铁含量中
,

用酸溶解灰分

对发现凡失绿样品产生的气泡往往既多而持久
,

因而又进行了叶片中钙含量的分析
。

测

定结果表明
,

失绿叶含钙显著高于正常叶
,

而且在所列五种作物中症状表现比较严重的

2 0夕



表 1土 样 分 析 结 果

植 物 采 样 地 点

马铃挤 方 口上村

农科所

方 口 上村李园

姚姆 山村口李 园

上村山顶李园

普义福泉山李团

普义 白泥墩李园

普义孙村李圈

桑

亭 山马鞍山桑目

上高里溯山头桑国

东郭 肖家山桑园

中溯荫澳滩桑园

仙人坑澳滩桑园

中高村边桑园

叶家 田饭田 睡桑

低丘猪肝土

低丘猪肝土

低丘猪肝土

沿江砂土

沿江砂土

饭 田泥沙土

饭田泥沙土

失失绿症
***P HHH泡沫反应 * ***碳徽盆盆

((((( 水 ))))) ( %)))

地地泥沙土土 +十十十 8。 5000

士士
1 6

。

222 62。
7 777

6666666
。

5555555 42 4
。

3 666

土土土

……
8

。

3000

{{{
15

。

0 777 6
。

8 666

土土土土 8
。

00000 5 3
。

9222 1
。

888 3

5555555
。

40000000 10
。

5 111

6666666
。

100000002 1
。

9 555

6666666
。

2 0000000 0 3
。

4 777

6666666
。

0000000 52 4 .1 444

十十十十」十十 8
。

000 5十十 2 1
。

222 71
。

555 4

+++++十 +++8
。

2 555 +++8
。

0 111 1
。

7 888

呼呼呼斗斗 8
。

555 3+++8
。

4 1 333
。

1 444

..... . ...

6
。

4555
. . .....

3 6
。

5000

门门门
..

...

6
。 15555555 45。

5000

5555555
。

5555555 7 6 6
。

3333

6666666
。

50000000 5 7
。

6000

土 城 类 型

低丘猪肝土

饭田 零星草地泥沙土
-

—
-

低丘猪肝上

低丘猪肝土

低丘黄泥土

低丘黄泥土

沿江培泥沙土

沿江培泥沙土

8
。

0 5

8
。

2 5

8
。

5 3

6
。

45

6
。 15

5
。

5 7

6
。

50

++工勺 .Ut舀ō b汽舀 J怡 6目̀ O
++什

一ó花 生 叶家川挑园下

叶家叫牛皮墩

农科所

农场早地

低丘猪肝土

低丘猪肝土

饭 田泥沙土

沿江培沙土

1 1
。

8 6

15
。

0 0

0
。

2 7

O
。

2 6

2 4
。

0 5

2 3
一

彦 0

注
:

易溶态铁 的洲定参照
:

中国科学院徽 盆元素研究工作会议 汇刊
,

第 1洲 页
,

科学出版社
,

1 9 640

碳徽 盐翻定乡照
:

土镶常规分析法
,

第 109 页
,

科学出版社
,

1今65
。

* 一 无失绿
, +

— ++ ++ 表示失绿程度逻 渐加盆
。

表 2 叶 片 分 析

* *

结

失 姆

一 无
, + 有

。

植

马

样

果

矿 !飞
, <PP m )

} 钙 南i

农科所 菜园

姚姆山集道下

同上症状 较轻处

奋斗十

一 ~ +

0
。

6 2

2
。

2 3

2
。

4 0

物一.

方 口上村李园 ( 5 月中采 )

方 口上村李园 ( 7 月 4 日采 )

方 口上村李园 ( 5 月中采 )

冯家潭李园 ( 7 月 4 日采 )

闷呼斗

寸斗斗

18 0
。

6

64
。
4

l e3
。
3

1 3 5
。

2

no月qJ,几U
.

…
n乙的̀,二眨é魂OQ灿1盛,自

,一二.`

今呼于

呼呼斗」

今令

桑

上高里溯 山头

亭山马鞍 山

西郊盆桑场

中湖荫澳滩

仙人坑钱滩

中高田 饭

叶家田 阪

12 6
。
3

1 4 2
。
3

12 2
。

9

4
一

8 7

4
。

2 3

峨
。

0 2

1
。

6 8

2 。
5 5

1
。

7 9

2
。
1 4

叶家训挑园下

叶家喇牛皮墩

农科所莱园

后史石滩 1 0 7

注 , 全铁侧定
.

钙 的测定 :

2 之0

样品在
灰化

、

6。。
。
士 5。

。

C 灰化一小时
,

用 Z N H C I溶解
,

以后步霖同土城 测定
。

溶解 同上
,

调节试液 p H 至 12 以上
,

用 E D T A 滴定
。



桑
,

其失绿叶与正常叶之间钙的含量差异也比较显著
。

根据叶片分析
,

可以设想 由于植物

对钙的异常吸收改变了植物体内 p H 的平衡
,

活性铁被吸入体后
,

在进入叶脉而未达脉间

组织前迅速降低或甚至失去其活性
,

从而导致失绿
。

尤其在
’

19 7 5年因降雨过多增强了土

壤中碳酸钙的溶解
,

使土壤溶液中钙浓度增高
,

以致失绿症普遍而较重地发生
。

过去也曾

有过报导
,

缺铁失绿症与叶片组织的活性铁 (1 N H C I 浸提的 ) 含量有关
,

即叶绿素和活

性铁含量之间呈正相关
,

与全铁含量无关
。

另有人用 F e “ “

作过追踪试验
,

曾发现在 p H 7

的条件下 F e “ 6

迅速进入叶脉
,

但很少或完全不进入脉 间组织
。

关于这方面的工作
,

还有

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

三
、

防 治 意 见

在嫌县谷地低丘上广泛分布着石灰性猪肝土
,

它是由第三纪沉积物紫色砂页岩风化

发育而来
,

面积远远超过红黄壤性早地
。

据我们调查
,

裸县境内的母岩除三界一带未发现

明显石灰性外
,

其余大致都富含碳酸盐 (分析四例含量在 10 ~ 20 %左右 )
,

故形成的土壤都

呈较强的石灰性反应
。

这是这类土壤上作物缺铁失绿的根源所在
。

因此防治措施
,

从根

本上来说应从纠正土壤石灰性着手
。

但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

而且也并非必经之途
。

因

为可 以通过选择对铁素不敏感的作物种类是有可能加以解决的 (如番薯
、

棉花
、

大豆等就

未见有失绿症 )
。

根据我们初步实践
,

就生产中出现了失绿症时的应急措施是
:

1
.

喷铁 以 0
.

02 一 0
.

1%硫酸亚铁溶液作叶面喷洒
,

由于铁在植株体内是不易移动

的元素
,

故只有着雾点才有可能复绿
。

因此需要连续进行
,

一般隔 5~ 7 天 (或稍长些 )一

次
,

连喷数次
,

喷布要力求匀细
。

2
.

施用展肥
、

硫黄 厩肥在分解过程中可以产生有机酸
,

硫黄通过土壤微生物作用

也可产生酸
,

因而都有局部酸化土壤增加铁的溶解度的作用
,

两者配合效果较高
,

一般硫

黄按厩肥的 2一 3%掺和
,

沟施或环施 (木本 )于根域
。

如不能兼得
,

单独施用也是有效的
。

另外
,

施用生理酸性肥料如硫酸按
、

抓化按等
,

因在按被吸收后残留酸根可酸化土壤
,

所以也有效
。

3
。

钉铁钉 木本科植物在失绿的茎枝基部钉上适当长度的铁钉 (要求达到输 导 组

织 )
,

利用植物本身汁液洛出铁质而加以吸收利用
。

由于试点较少
,

而对效果反应尚不一致 (多数是有效的 》 ,

因此还需进一步试验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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