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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普酸是组成核酸的单体
,

而核酸又是蛋 白体的主要成份
。

核普酸对生物体乃至生命活

动有重要意义
。

实验表明
,

核普酸能提高种子内含物的转化效率
、

出苗率和苗的素质
,

促进

植物根系 的生长
,

并能加深叶色
,

提高叶绿粒含量等等
。

因此适期施用核普酸
,

能使农作物

早熟
、

优质
、

增产
。

70 年代初
,

在粮
、

棉
、

油等作物上施用核普酸
,

平均增产功%
,

应用面

积达 7 00 多万亩
。

80 年代
,

采用矿质营养元素 (包括微量元素 )与核普酸制成系列复配剂
,

应用

于粮食
、

蔬菜
、

瓜果
、

茶叶等作物及食用菌均取得了稳定的增产效果
。

1 9 8 9年系列复配剂经
_

仁海市科 委鉴定通过
。

1 9 9 2年被国家科
_

_

列为国家级成果
。

本文为近几年的试验总结
。

一
、

核着叮三复配剂的增产效应

核节酸复配剂在大 田作物
、

园
一

艺什今: 和食用菌上均有增产作用
。

稻
、

麦在穗分化期
、

孕

穗期和灌浆期
; 叶菜类在苗期和生育中后期

;
茄果类在初花期

、

盛花期和座果期
;
茶叶在采

摘前和采收期间 ; 食用菌则在培养料内或接种后和出菇期间喷施核芬酸系列复配剂 ( l : 5 0 0倍

溶液 )均可得到 良好效果
,

经济效益可投 1 得 1 0
。

(
.

一 )核普酸复配剂对稻麦倒三叶的影响

众所周知
,

禾本科作物产量有一半以上取决于后期倒三叶光合产物的提供状况
。

核芬酸

复配剂可使倒三叶的性状得到改善
,

合成更多的光合产物
,

从而为高产
、

稳产创造了条件
。

表 1 表明
,

稻
、

麦喷施核普酸复配剂
,

可增加倒三叶面积
。

据常熟市农科所测定
,

喷施

核并酸的小麦其倒二叶叶色为 3
.

51 级
,

而对照仅为 2
.

2 : 级
。

(二 )核普酸复配剂对蔬菜根系及地上部

分的影晌

表 2 列出了核朴酸复配剂对番茄幼苗生

长的影响
。

表 2 表明
, 一

挤茄 (种子 )经过核芬酸复配

剂处理后
,

根系生长迅速
,

侧根 的总长比对

照高出 2 3
.

8%
。

由于地下部分的发育 良好
,

吸收营养面扩大
,

因而株高
、

茎粗
、

叶数都

相应有所增加
。

表 1

一

项 口

…

处理

对照
、

地 点

核普酸复配剂对稻麦倒三叶面积的影响
( 1 9 8 9年 )

小 麦叶面积 ( e m
Z ) 水 稻叶 面积 ( e n 1 2 )

剑 叶 倒二叶 倒三叶 剑川 倒二叶 } 倒三 叶

4 0
.

4

3 5
.

7

3 6

3 1

琪 忿7 9

0 2 5

匀6
.

9

夕0 9

3 8

3丈

6 3 9
_

了

7 3 5
_

2

城郊 乡 森泉 乡

注
:

叶面 积以 1 0株平均计

大 自菜试验表 明
,

对作物叶面喷施核普酸同样能促发根系
。

喷施核普酸复配剂的大自莱
,

其主根直朴为 3
.

1 8。 m
,

而对照为 3
.

飞2 。 m
。

侧根的差异更大
,

喷施区侧根有 6 条
,

总长 83
c m ;

而对照区为 5
.

1条
,

总沃69 o m
。

处理区 的侧根数和总长比对照分别增加 17
.

6%和 戈0
.

3%
。

大

自菜产最比对照区增加 22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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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核普酸复配剂对蕃茄幼苗的影响

项 目
主根长

一

侧根数 侧根总长
`

(em ) (条 )
’

(em ) l怂 }怒 叶 数
(张 )

处理

对照 ::
`

3 一 1 6
.

0

6一1 5

。 一 .

1 3 8
.

6

1 1 2
.

0

2 4
.

4 0
.

4 6

1 0
.

。
} 0

.

` i

8
.

6

7
.

2

加渭加 (% ,
{

”
·

” “
·

“ { 2 3
、

8 2 4
·

5 } 1 2
.

2 1 9
·

4增 %

注
: 4 月 10 日测量

(三 )核替酸复配剂对作物产量的影响

据各参试点的试验结果
,

核昔酸复配剂

对作物均有增产效应
。

水稻和小麦的小区试

验均设重复
。

大 田参试面积为
:

蔬菜 2 0 0 0多

亩
;
茶叶 3 00 多亩 ; 食用菌除常熟市 2 o 0 0m

2

外
,

闽南地区超过 20 万 m
“ 。

产量结果分别列

于表 3~ 7
。

表 3 核 普 酸 复 配 剂 对 水 稻 的 增 产 效 果

参试 单位
处 理 对 照

年 份
(常 熟市范围 ) 小 区 数

小区平均产量
( k g /亩 ) 小 区 数

小 区平 均产量 增产 (% )

( k g /亩 )
.

7 2月丹舀马咋d

1 9 8 8

兴 隆 乡

辛 庄 乡

森 泉 乡

5 3 6
.

0

5 6 7
`

2

5 2 2
,

5

5 0 3
.

弓

5 1 2 9

4 7 6
.

7

1 0
_

6

9
_

6

常 熟市 农科所

城 郊 乡

6 5

1 9 8 9 5
.

4

古 里 乡

3 60
.

4

4 8 6
.

0

5 1 5
.

0

3 3 8
.

4

4 6 1
.

3

4 7 1
.

7 9
,

2

3
.

82 * ,卜

5
.

9 2* *

2
.

0 0

3
.

0 3 *

1
.

4 2

4
.

9 1*
: ,

n山OUnJCJ

1 9 9 0

常 熟市 农科 所

古 里 乡

5 4 8
`

0

6 0 4
.

2

4 9 7
.

3

5 4 5
.

3

1 0
.

1 0
.

.

6 3* *

.

8 8* *

几JCJ

表 4 核 普 酸 复 配 剂 对 小 麦 的 增 产 效 果

参试 单位
处 理 对 照

年 份
(常 熟市 范围 ) 小 区

“

数
小区平均产量

( k g /亩 ) 小 区 数
小区平均产 量 增产 (% )

(kg /亩 )

城 郊 乡

古 里 乡

2 9 2

2 日6

2 6 6
.

2 5 9
.

.9 8

1 4 3

.

2 5

.

6 6* *

九J弓」

常 熟市 农科所

英 城 乡 :::: :::
9

.

8 3 2攻* *

8
.

4

核 普 酸 复 配 剂 对 蔬 菜 的 增 产 效 果
. 曰月 . . `习 . .̀ . “ . . . . . . . . . . . .“ ` 刁̀ ~

一
J

.

一
如“ 出 `

`
` 匆̀ ~ 口 `

~ 一 “
~

J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唱曰 . . . .̀ 曰 . . . 曰̀ . `` `〕 ` , , . . . `

一
. . . ` 口. , 勿. 曰. . . . . . , . . . . . . . 曰口 . 口 . `

“ 曰 . . 二 . . . . ` . 召 . . . ` , ` . . . , . . ` 二〕 . 口 . .州 .曰之 . 刁 . . , . . . 召 ` . 电 .

产量平 均值 士准标差

品 种 参试 单位 增产 ( % ) t值 l 概 率
「

自由度

处 理 ( k g/ 亩 ) 对照 (k g /亩 )

小 青 莱

菠 莱

花 椰 莱

卷 心 菜

大 白 菜

艾 白

蕃 茄

乳黄瓜*

西 瓜

张家港市 蔬莱 所

常 梅李乡

梅李 乡

熟 白茹 乡

农科所

市 琴南 乡

太仓县农业局

江苏农学院农学系

张家港市 蔬莱所

3 4 6
.

5士 6 4
.

8

1 0 4 1
.

7 士 9 8
.

3

1 4 7 7
.

3 士 3 6
.

3

1 9 4
.

7 士 2 2
.

4

9 3 60 土 1 7 1 0 5

15 8 8
.

6士 65
.

5

1 8 8 7
.

4士 4 6
.

8

7 4 0
.

5士 7 8
.

2

9 4 8 士 5 3
.

7

2 9 5
.

7 士 2 6
.

8

81 2
,

5 土 6 6 7

1 3 1 0 士 1 1 1
.

5

1 6 1
.

6士 2 3
.

0

8 2 2 7
.

5 士 1 3 62
.

8

1 3 9 6
.

1 士 2 9
.

3

1 6 8 6
.

3 土 1 3
.

1

5 9 9
.

3 士 9
.

3

7 5 0 士 1 1 5

1
.

2 5 5

3
.

3 4 1

2
.

3 8 2

1
`

7 9 0

2
.

3 0 5

4
.

6 4 5

7
.

2 3 0

3
.

1 1 1

2
.

2 3 6

.

2、 0
.

3

0 2 ~ 0
.

0 5

0 5 ~ 0
.

1

.

1、 0
.

2

汤
;

.

0 2~ 0
.

0 5

e 0 1、 0
.

0 1

0 0 1~ 0
.

0 1

.

0 2~ 0
.

0 5

0
.

王、 0
.

2

3 8八U

;
八U

n血̀”

`.
J̀
.̀̀口
1
1.
卜ó
口̀.皿“
.ó,

污告
rr

O白n自nJ尸atO咨O曰ōb
..

……
甲̀00勺ù八曰OJn舀1上6口

.
IC̀

.

1勺习̀
.二,火,土n一

2 6
.

4

*
为 5 月 1 6日~ 2 9日的前期产晕

2 1 1



表 6核 普 酸 复 配 剂 对 茶 叶 产 量 的 影 响 (地点
:

常熟市度 山 林场 )

. . . ~尸户 . . . . . . . .尸 . . .时叫 、 . . . ., 旧, . , 切

一一
,

一
一

一
一

二 .

一~ ~ ~ ~
,

- , 口.

~
, . . 口 . . . . , 自 . . ,

~ ~ 。 . , ~ 州 ,

(克 )

项 目 自由度

皿 X 增产 ( % )

处理 6 一 3 87
.

5 3 7 5
.

5 3 9 8
.

2 士 2 9 5 1 6
`

7

3 3 0 7*

对照

4 3 1

3」4 7
1

3 3 8
.

6 { 3 4 0
。

7 3 4 1
.

3 士 3
.

1

注 : 茶 叶产 量为 4 月 2。日 ~ 5 月 1 6日六次采收累计量
。

小 区面积 11 3m 2 ,

每小 区设 5 个测 点
,

每测点。
.

2 5m
2 .

采

收标准为二叶一芯
。

核 普 酸 复 配 剂 对 蘑 菇 的 增 产 效 果 (地点
:

常熟市何市菌种厂 )

「1 处 理 x ( k g /m Z )
〕

对照 x (k g /m
Z ) { 增产 (% ) 菌株代号 备

6
.

4 3 5 5
.

4 0 0

5
.

7 1 5

5
.

3 5 5

6
_

8 4 0

5一 17 6

5一 17 6

:i
·

:
` 廿 “ :::

处理 区小 区面积

为 5 9
.

8 m 2

对照区小区面积

为 6 1
.

5m 2

产a尸O户a八UóDO。曰̀11一aōb八b00

裁一
项 ????

从上述试验结果可以看出
:

稻麦可增产 10 %左右
,

蔬菜可增产功一 25 %
,

而 茶 叶 增 产

1 6%左右
,

蘑菇增产 1 5~ 2 5%
。

二
、

核苔酸复配剂对蔬菜
、

茶叶品质的影响

人体的生理活动需要各种营养元素
。

可 以设想
,

如果在蔬菜
、

瓜果中增加人类所需的营

养元素含量
,

对于人体健康无疑是有益的
。

表 8 反映了核普酸复配剂对菱 白营养元素含量的

影响
。

同时核普酸复配剂可优化茶叶品质
,

处理 区的茶叶氨基酸总量增加
,

而茶多酚含量下

降
,

从而使茶叶更芬芳清醇
。

又据调查
,

大 自菜
、

蕃茄
、

黄瓜
、

青椒等类施核普酸复配剂后
,

植株抗病性增强
,

发病

率和病情指数下降
,

为蔬菜的高产
、

优质创造了条件
。

表 8 核 普 酸 复 配 剂 对 菱 白 营 养 元 素 含 量 的 影 响

M g ( g / k g ) Z n ( m g / k g ) F e ( m g / k g ) C u (m g / k g )素区

处 理

C a (g / k g )

2
.

1 2 5 7
_

3

对 照 区

4 7 3

1 9 6

2 5
,

0

5 3

2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