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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柑桔生产中
,

品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

同一 品种的柑桔
,

在不同的生态条件下
,

品

质的差异往往很大
。

本文通过对浙江瑞安市和江西抚州市两地气候和土壤等 自然生态条件的

比较
,

探讨了影响柑桔品质的因素
,

为提高品质和合理施肥提供一些参考依据
。

一
、

试验方法

试验分别在瑞安和抚州两地进行
。

瑞安设 5 个点
:

上京
、

沈香
、

岭下 3 个点为山地黄红

壤
,

萃滕和飞云江农场为滩涂 ; 抚州设 2 个点
:

小华山和七里岗
,

均为红壤丘陵岗地
。

柑桔

的品种是温州蜜柑
、

拼柑和拘桔砧木
,

树龄为 10 一 20 年的壮年树
。

(一 )采样 分别采桔树果实
、

叶片和土壤 3 种试样
。

果实于 1 9 8 9年底采集
。

叶片为秋梢

倒三 叶
,

将其洗净
、

烘干
、

磨细
。

土壤采自两树间树冠滴水线下
,

分。一 2 0
、

20 一 40 和 40 一 60

厘米 3 层取样
,

多点混合
,

风千
、

磨细
。

(二 )分析方法 N 用开氏法一半微量蒸馏法 ; P 用铂蓝比色法 , K 用火焰光度法
; C a 、

M g
、

C u 、

Z n 、

F e 、

M n
用原子吸收法

; B 用甲亚胺比色法
。

二
、

结果分析

(一 )供试柑桔的品质差异

在供试柑桔中
,

萃滕
、

飞云江两 地的柑桔果形大
,

平均单果重分别 达 1 5 3
.

2 克和 1 1 1
.

8

克
,

但果皮厚
,

可食部分比例偏低
,

只有 7 1
.

左% 和 7 3
.

9%
,

固形物含量低
,

味淡
,

尤其是萃

滕蜜柑
,

全糖
、

柠檬酸
、

维生素 C 含量分别只有 6
.

36 %
、

0
.

33 %和 1廷
.

8 毫克 / 1 0 0克
。

沈香
、

岭下两地的柑桔果形 中等
,

全糖含量低
,

糖酸比更低
,

味偏酸
。

上京拼柑全糖
、

柠檬酸
、

维

生素 C 含量低
,

分别只有 8
.

06 %
、

。
.

22 %和 1 2
.

4 毫克 / 1 0 0 克
,

但糖酸比很 高
,
口感好

。

江

西小华山和七里岗的蜜柑果形偏小
,

单果 重只有 8 5
.

8克和 8 0
.

6 克
,

固形物含量高
,

全糖为

1 0
.

2 4%和 9
.

7 4%
,

柠檬酸为 0
.

6 5%和 0
.

6 1%
,

维生素 C 为 2 7
.

3毫克 / 1 0 0克和 2 4
.

1 毫克 / 1 0 0

克
,

味浓偏酸营养价值高
,

但糖酸比低
。

(二 )柑桔品质差异原 因分析

1
.

气候因素

瑞安与抚州同属西亚热带地区
,

气候条件较相似
,

都能满足柑桔正常生长的要求
,

但两

地又有一定的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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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供 试 柑 桔 品 质 的 比 较

地点及
.

异利 平均单果 玉
( g )愚龚 可食 部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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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柠檬酸
( % )

维生素 C

( m g / 10 0 9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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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瑞 安 与 抚 州 气 候 条 件 比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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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瑞安市气象资料为 1 9 5 9一 1 9 7 3年 1 5年平均 , 抚州市 气候资料为 1 9 5 6一 1 9 8 0年 25 年平均
。

在温度方面
,

年平均气温都很接近
,

瑞安为 1 8
.

0 ℃ ,

抚州为 1 7
.

8 ℃ , 》 0℃活动积温
,

瑞安为

57 30
.

8 ℃
,

抚州为 6 5 0 2
.

4 ℃
。

但抚州市温差较大
, 4一 8月平均气温高于瑞安市

,

这有利于植

物体内糖分的积累
,

在此期间
,

柑桔处于现蕾开花 到果实膨大的积累养分阶段
,

这是抚州柑

桔含糖量高的原因之一
。

瑞安地 区空气相对湿度大
,

全年平均为 8 1
.

8%
, 8

、

9
、

10 月份果实膨大期降水量大
,

水

分供应充裕
,

使得柑桔果形大
,

含水量高
,

味淡
。

这在土壤地下水位较高的萃滕
、

飞云江涂

园柑桔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

而抚州地区 9
、

10 月份果实成熟期降水少
,

水分供应不充足
,

使得

果实含水量低
,

故味浓
。

2 ,

营养因素

在柑桔生长过程中
,

养分状况是影响品质的主要 因素之一
。

我们以柑桔叶片分析为基础
,

土壤分析为辅
,

对柑桔的养分状况及其对品质的影响作些初步探讨
。

在各种营养元素中
,

氮对柑桔产量和 品质的影响最大
,

在一定范围内
,

氮素与产量成正

相关
,

适当水平的氮可提高柑桔果实中糖和有机酸的含量
,

使果实味浓
。

但过量的氮会使果

实皮厚粗糙
,

含糖量低而含酸高
,

品质低 劣
。

测定结果 (表 3 )表明
,

供试柑桔叶片含 N量在

3
,

4%左右
,

它们接近或超过标准的上限
。

供试土壤表层含氮量在 0
.

10 一 0
.

15 %之间 (表 4 )
。

3 5



表 3 供试柑桔叶片的矿质养分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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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供 试 土 壤 的 养 分 含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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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华山和七里岗的土壤含 N 量稍低
,

底层只有 0
.

08 %左右
,

叶片含 N 量也稍低
,

而这

3 个点的果实含糖量都较高
,

说明在 N素供应充足的情况下
,

土壤及 叶片含 N 量与果实含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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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呈负相关的趋势
。

磷对柑桔品质影响较突出
,

缺磷柑桔树所结柑桔
,

果皮粗糙
,

果汁少而含酸量高
,

但对

含糖量影 响不明显
。

从表 4 看
,

供试土壤的全磷量和速效磷含量都不低
,

表层全磷 ( P
Z
O

。
)在

。
.

10 一 0
.

15 %之间 (小华山
、

七里岗偏低
,

< 0
.

10 % )
,

速效磷 ( P )含量在表层为 10 毫克 /千克
,

底层为 5 毫克 /千克
。

但柑桔 叶片含磷量均 < 0
.

15 %
,

显然是偏低
。

这可能是高氮对磷的领顽

作用而抑制了植株对磷的吸收
。

据 A
.

C o h en 研究
,

磷是氮的弱领顽物
,

而氮对磷有强烈的影

响
,

叶片含磷量常随叶片含氮而定
,

其影响胜于受增施的有效磷的影响
。

在本试验中
,

小华山
、

七里 岗含磷特别低
,

土壤 P
:
O

。

含量只有 0
.

0 39 一 0
.

0 84 %
,

底层土壤速效磷 ( P )为 2
.

6一 4
.

9毫

克 /千克
,

叶片含磷量分别只有 0
.

1 16 % 和 O
。

1 27 %
。

这是造成柑桔含酸量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

钾对柑桔产量和 品质的影响较为独特
,

一方面
,

果实生长需一定量 的钾
,

每 1 0 0 0公斤果

实带走 K
Z
O 1

.

70 一 2
.

61 公斤
,

要靠施肥来补充
; 另一方面

,

轻度缺钾植株所结的果实反

而果皮光滑
、

皮薄
、

汁多
、

糖酸含量情况 良好
,

只是果形较小
。

上京
、

小华山和七里岗的土

壤和柑桔叶片含钾都很低
,

叶片中含 K 分别只有 0
.

52 %
、

0
.

73 % 和 0
.

89 %
,

低于标 准下限

( 1
.

0 )的含量
,

而此 3 种柑桔含糖量高
,

味浓
,

果味薄
,

而果形小
。

但缺钾使植愧抗性弱
,

尤

其是炭疽病严 重
。

经综合权衡
,

笔者认为
,

柑桔体内氮
、

钾含量处于中等水平对品质与产量

较为有利
。

在微量元素中
,

柑桔对硼的需求量不多
,

土壤有效 B > 0
.

1毫克 /千克 即够
,

表 3 中数据

也显 示叶片含硼是适量的 (只有山地上京稍偏低 )
。

与标准相 比较
,

铁也是足够的
。

而锰在飞

云江和萃滕海涂中缺乏现象比较普遍
,

在 叶片中表现尤其明显
,

缺锰是海涂柑桔生产中的主

要问题
,

也是造成涂园柑桔风味淡的一个主要原因
。

据俞立达研究
,

缺锰柑桔施锰肥后
,

糖
、

酸和 V C均有增加
,

尤其是 V C 增加更明显
,

产量也有提高
。

土壤铜的含量及有效性受土壤母质
、

p H 及养分间相互作用的影响很大
。

上京
、

沈香
、

飞

云江二场
、

小华山等地的柑桔叶片含铜较低
。

缺铜会使果汁中糖
、

酸和 V C均下降
,

而糖酸

比上升但缺铜不是影响柑桔品质的主要因素
,

因为在柑桔挂果期
,

为防治病虫
,

经常喷洒波

尔多液从而补充了铜
。

锌供应不足是柑桔生产中最常见的现象
。

供试柑桔叶片含锌量都较低
,

尤其是上京
、

飞

云江农场和芋滕更低
。

但上京土壤有效锌并不低
,

表层含量为 6
.

85 毫克 /千克
,

这可能是因

土壤缺铜 (底层 有效 C u 只有 o
.

slt 和 0
.

76 毫克 /千克 )抑制了根系对锌的吸收 (美国佛州有类似

的情况 )
。

飞云江和萃腾的土壤由于 p H 高而影响锌的有效性
,

致使该地出产 的柑桔柠檬酸和

V C含量下降且味淡
。

三
、

结 论

1 ,

柑桔果实膨大期活动积温大
,

温差较大
,

有利于糖分积累 , 而水分供应充裕
,

则有利

于果实膨大
,

果实含水量高 ;

2 ,

在氮素供应充足的情况下
,

土壤
、

叶片含氮量与果实含糖量呈负相关关系
。

在生产中

保持柑桔体内氮和钾的含量处于中等水平对品质和产量较为有利
;

3 ,

缺磷会使柑桔果皮粗糙
,

果汁少而含酸量高 ;

理 ,

在微量元素中
,

柑桔缺锌现象较为普遍
,

而滩涂柑桔缺锰较突出
,

影响果 实柠檬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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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时间不同
,

对施肥效应产生相当明显的差异
。

1 9 9 1年干早出现于 9一 10 月
,

由于木薯的

营养生长和结薯期已经完成
,

因而避避 了干早的影响
,

产量 仍较高
,

N P每公顷 1 6 0 7 7 公斤
,

N P K
,
M g 达到 2 3 7 1 8公斤

。

1 9 9 2年
,

干早发生在 7 月
,

并持续到 10 月
,

对木薯营养生长和块

根形成带来严 重影响
,

N P产量只有 8 4 0 0 公斤
,

N P K
,

M g 为 1 8 6 9 5公斤
,

明显低于 19 9 1年
。

干早显然阻碍了肥料效应的发挥
。

然而
,

由于钾肥具有增强作物抗旱能力的作用
,

因此
, 1 9 9 2

年钾肥的增产作用更加突出
,

如 N P K
,

较 N P 增长 1 10 % (块根 )
,

而 1 9 9 1年低至 50 %
。

在江

苏宜兴的油菜里和其它许多试验中也都证明了这一点
,

可见
,

在干早条件下尤其需要施用钾

肥
,

以满足作物的营养和抵御干早两方面的需要
,

这是十分 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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