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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部分 果园土壤营养状况及田间施肥试验
Soil Nutrient Condition and Fertil izer Trial

in Some Mango Orchards of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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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对广西田阳、 田东、 钦州和防城 果主要产区的代表性果园 ( 16个 )进行土壤农化性状调查的基础上 ,

进行 N、 P、 K、 Mg田间施肥试验 , 试验小区 5个 , 随机区组排列 , 每小区 5株 , 重复 4次。土壤调查表明 ,供试果

园土壤有机质含量 ( g /kg ) 11. 44～ 12. 09,全 N量 ( g /kg ) 0. 53～ 0. 92,全 P量 ( g /kg ) 0. 20～ 0. 38, 全 K量 ( g /

kg ) 5. 14～ 18. 43。速效 P ( mg /kg) 0. 8～ 26. 2, 速效 K ( mg /kg ) 33. 9～ 53. 3。田间试验结果表明 , 施 N、 K配

镁肥 ,能改善 果植株的营养状况。施钾配镁肥 , 落果率可减少 20. 87%。在试验施肥条件下 ,单株产量提高 0. 85

千克 /株。增施 N、 K配施 Mg肥 , 单果重达 323 g , 此外施 K, 可提高果实粗蛋白和 V C含量 , 可食部分略有增

加。N2PK2Mg处理的 果在室内气温 26. 5℃～ 32. 5℃ , 64% ～ 89%的相对湿度下 , 可贮藏 23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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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　 S 667. 706. 2

Abstract　 Field experiment w as ca rried out fo r the ferti li zation techniques of mango based on

the investiga tion o f soil nut rient condi tions o f mango o rchard. The poo r soi l nutrient condition

w as one o f the main reasons fo r being low yield of mango in Guangxi. Increased application of

N. P. K and Mg could prom rote the g row th of mango t rees, raise mango yield, improve i ts quali-

ty and leng then i ts preserv ation time. Application o f K and Mg reduced the f rui t dropping of

mango by 21% . The crude protein and VC content and edible propo rtion o f f rui ts w ere ligh tly

increased by applying po tash ferti li zer.

Key words　 mango, soi l nutrient, potash fer titi zer, magnesium fertilizer, field t rial of ferti li zer

　　据统计广西全区 果种植面积已达 2. 7万 hm
2
,

虽然 ,近年来 果种植面积有较大发展 ,但其产量不

高 , 平均每平方百米仅有 495 kg～ 1 155 kg , 大小年

结果现象普遍存在 , 因此 , 研究 果栽培土壤营养状

况及优质高产施肥技术 , 根据果树生长结果特性 ,调

节结果和生长的矛盾 ,对提高广西 果产量及品质将

有重要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 1　广西几个主产区 果园土壤养分调查

1994～ 1995年 , 在广西 果主要产区—— 田阳、

田东、钦州、防城的代表性果园采集自然土壤样品近

30个 , 分析其有机质、 氮、 磷、 钾等含量状况以及其

阳离子交换性能 ,并在此基础上拟定田间试验的施肥

技术方案。

1. 2　田间试验

1. 2. 1　试验地点

试验设在田阳、田东两县 ,供试 果树为生长基

本一致的 3年龄初产果树 , 品种为农院 5号。

1. 2. 2　处理设计
( 1) N 1PK1　　 ( 2) N1PK2　　 ( 3) N1PK2Mg

( 4) N 2PK1　　 ( 5) N2PK2　　 ( 6) N2PK2Mg

1. 2. 3　肥料用量 (千克 /株 )

N 1= N 0. 4 N 2= N 0. 8

K1= K2O 0. 5 K2= K2O 0. 8

P= P2O5 0. 5 M g= MgO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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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几个主要 果园土壤的农化性状

Table 1　 Soil properties of the main mango orchards in Guangxi

地点

Location

样品数

No. o f
samples

p H值

pH
value

有机质
Organic
ma tter
( g /kg )

全量
To tal ( g /kg )

速效 Readily
available
( mg /kg )

N P K P K

缓效钾

Slow
available

代换量

CEC

交换性阳离子 Exchangeable
cations ( me /100 g )

K+ Na+ Ca2+ Mg2+

田阳

Tianyang
9 4. 80 11. 44 0. 64 0. 28 5. 14 6. 40 33. 9 43. 3 6. 46 0. 106 0. 107 2. 513 0. 245

田东

T iandong
4 5. 08 15. 05 0. 92 0. 38 7. 39 3. 0 37. 5 91. 3 7. 09 0. 115 0. 103 4. 540 0. 426

钦州

Qinzhou
3 4. 63 21. 09 0. 85 0. 20 18. 43 0. 8 53. 3 136. 7 9. 60 0. 143 0. 093 1. 016 0. 211

防城

Fangcheng
12 4. 28 14. 54 0. 53 0. 28 7. 73 26. 2 46. 1 56. 4 4. 22 0. 163 - 0. 240 0. 034

　　每小区 5株 , 4次重复 , 随机区组排列。每年定期

测量 果树枝生长长度 , 分别于 5月、 9月和 11月中旬

采集试验果树叶片分析其养分含量 ,在落果期观测不

同处理的落果情况。成熟期记录产量 , 并对果实的品

质进行化学分析 , 测定其粗蛋白、 维生素 C、 可溶性

糖、 还原糖、 可滴定酸、 糖酸比和可食部分的含量。

2　结果与讨论

2. 1　供试果园土壤的重要农化性状

土壤调查结果见表 2。由此可见 , 供试 果园土

壤 , 除有机质含量偏低外 , 氮、 磷、 钾、 镁含量均较

缺乏 , 这种养分含量状况对 果优质高产极为不利。

根据对 果种植农户的调查 , 目前果农对氮、磷的施

用已有较高的认识 ,每年施用量基本能满足 果生长

的需要。但对钾和镁的认识则不够充分 , 果树普遍存

在缺钾或缺镁症状。

2. 2　施肥对 果生长的影响

在 N1PK1基础上 ,增施氮、钾肥 ,特别是施用镁

肥能促进 果枝条生长发育 , 叶片较大 , 生长旺盛。

见表 2。
表 2　施肥对 果枝条生长的影响

Table 2　Ef fect of f ertilization on mango growth

项目

Item

枝条生长长度

Shoo t g row th

平均每月生长长度 Mean
shoo t g rowth monthly

N1PK1 18. 9 4. 7

N1PK2 19. 7 4. 9

N1PK2Mg 20. 6 5. 2

N2PK1 20. 0 5. 0

N2PK2 20. 6 5. 2

N2PK2Mg 24. 2 6. 1

　　每株施氮 0. 8 kg比 0. 4 kg平均使叶片含氮量增

加约 5% ,含镁量增加 19% ,每株施 Mg 0. 02 kg平均

提高叶片含氮量约 6. 5% , 但不能明显增加叶片镁含

量 , 表明氮和镁的吸收有相互促进作用。每株施 K2O

0. 8 kg比施 0. 5 kg使叶片含钾量平均增加 12. 5%。

说明增施氮、钾并配施镁肥 ,能改善 果植株的营养

状况。

2. 3　施肥对落果的影响

增施钾、镁肥后 ,能协调 果对钾、镁营养需要 ,

减少落果 (表 3)。
表 3　施肥对 果落果率的影响

Table 3　 Ef fect of f ert ilizat ion on the rate of mango fruit

dropping

项目

Item

落果率 Fruit d ropping rate (% )

对照
CK

增施 N后
Applying N

施 K2后
Applying K2

施 Mg后
Applying Mg

N1PK1 68. 60

N1PK2 64. 81 - 3. 99

N1PK2Mg 61. 53 - 3. 28

N2PK1 70. 92 + 2. 12

N2PK2 53. 88 - 10. 93 - 17. 04

N2PK2Mg 50. 05 - 11. 48 - 3. 83

2. 4　施肥对 果产果的影响

2. 4. 1　施肥对单株产量的影响

试验结果见表 4。

2. 4. 2　施肥对单果重的影响

增施氮、 钾、 镁肥均能提高 果的单果重 , 尤以

增施氮、 钾肥 , 配施镁肥的单果最重 , 达 323 g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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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施肥对 果单株产量的影响

Table 4　Ef fect of f ertilization on the yield of single plant

项目

Item

产量 Yield per plant (千克 /株 )

1 2 3 4
平均

Mean

N增产效果

Yield incr ease
from N

(千克 /株 )

K2增产效果

Yield inc rease
from P

(千克 /株 )

Mg增产效果

Yield increase
fr om Mg
(千克 /株 )

N1PK1 2. 91 2. 21 0. 82 3. 68 2. 23

N1PK2 2. 94 1. 92 2. 85 4. 20 2. 98 0. 75

N1PK2Mg 5. 50 4. 99 3. 16 3. 54 4. 30 1. 32

N2PK1 2. 85 1. 53 3. 33 1. 43 2. 29 0. 06

N2PK2 5. 39 3. 00 4. 89 3. 98 4. 31 1. 33 2. 02

N2PK2Mg 3. 56 1. 81 5. 39 7. 20 4. 49 0. 19 0. 18

表 5　施肥对 果单果重的影响

Table 5　Ef fect of f ertilization on single f ruit weight

项目

Item

单果重
Weigh t
of single
f ruit

单果增加重量

Increase of single f rui t w eigh t (g )

增施 N后

Applying N

施 K2后

Applying K2
施 Mg后

Applying Mg

N1PK1 252

N1PK2 304 52

N1PK2Mg 319 15

N2PK1 284 32

N2PK2 315 11 31

N2PK2Mg 323 4 8

2. 5　施肥对 果品质及贮藏的影响

2. 5. 1　施肥对品质的影响

不同施肥对 果品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增加氮

的施用可提高果实粗蛋白和维生素 C的含量 , 可食

部分略有增加 ;增施钾肥明显提高果实可溶性糖和还

原糖的含量 , 糖 /酸比值显著提高 ; 维生素 C含量亦

有所增加 ; 施用镁肥可明显增加 果果实的粗蛋白、

维生素 C、可溶性糖、还原糖的含量 ,糖 /酸比亦有较

明显的增大。

2. 5. 2　施肥对 果贮藏性能的影响

在室内气温 26. 5℃～ 32. 5℃ , 相对湿度 64%～

89% 的环境条件下 , 果的耐贮藏观测表明 , 以

N 2PK2M g处理的 果最耐贮藏 , 达 23 d, 其次为

N 2PK2和 N1PK2Mg处理 ,贮藏期达 21 d,施肥的 N /

K比不合理也不利于 果的贮藏 , 如 N 2PK1处理的

果贮藏期仅有 12 d。表明增施钾肥 , 特别是用镁肥

可大大提高 果的耐贮藏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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