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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新的旱作管理技术对山地梨枣树

生长及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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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9 a生梨枣树(z泖Jll|sMub,,Mill．)为试材，在无灌‘溉条件下，研究节水型修剪技术和竹节式聚水沟
技术及常规矮化修剪技术(CK)对梨枣营养生长及生殖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节水型修剪与竹节武聚水沟技术的

单独及联合应用，能有效提高叶面积增长量、梨枣单叶面积和叶绿素含量，有效提高枣吊个数和着花数量；与对照

相比，节水型修剪技术可提高产量盯．1％，竹节式聚水沟技术可提高产量38．4％，节水型修剪技术+竹节式聚水沟

技术效果更好，产量可提高155％。综合分析认为在旱地无灌溉条件下的陕北黄土丘陵区，以节水型修剪树体管理

为主，在林下采用聚水沟措旄结合，能显著提高梨枣的结果性能和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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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地区，光热资源丰足，昼夜温

差较大，适宜红枣的生长。由于干旱缺水和当地群

众缺乏有效的生产管理，致使退耕还林后形成的大

面积山地红枣林产量一般在150 kg／667m2以下，为

了提高山地红枣林的产量开展了大量以补灌为主导

的技术措施，获得1 320 kg／667m2的高产¨oJ。对

于没有灌溉条件的地方，提高枣树产量的关键在于：

一进行适宜修剪提高枣树的光能利用率，促进树体

生长|--一改善早地枣树的生长环境，将有限的自然降

雨最大限度地贮藏在±壤中，提高有限降雨的利用

率。

针对黄土丘陵区旱地水平沟技术【3“j不足的分

析和再创新，作者提出竹节式聚水沟技术，即在枣林

株间沿等高线方向开挖水平沟．沟沿距树杆30—50

cnl，开挖规格为宽30 cm、深30 cm，长约1 m的沟体，

沟内填充秸秆。节水型修剪技术主要是根据当地降

雨量控制树体高度为1．5 m、冠幅直径约为2 m，在

夏季6月底．7月初对枣树二次枝摘心后严格控制

新的枣头生长，剪去一切不结果的枣吊。提高光能

利用效率、促进生殖生长和减少无效蒸腾。本文基

于以上两种技术思路，进行节水型修剪和聚水沟新

技术单独及联合应用下的效益研究，以期为当地旱

作红枣生产提供技术支撑。

1材料与方法

1．1研究区概况

试验在陕北米脂县孟岔山红枣基地进行，试验

区属于典型的黄土离原丘陵沟壑区。该区光热资源

丰足，昼夜温差较大，适宜多种落叶果树生长。平均

年降雨量451．6 nlm，主要集中在7、8、9三个月。土

壤为黄土母质上发育的黄绵土，粉质壤土。表层土

壤平均容重1．30咖m3，0～70 cnl团间持水率为

22％(占干土重百分比)，pH值8．6。坡度平均为

250。

1．2材料与设计

试验枣树品种为当地广泛种植的梨枣，树龄为

9 a生，株行距为2 Rrl x 3 m，平均主干粗7．13 cm，平

均树高为202．2 cm，平均干高为55。21 cm，平均冠幅

为221．20 cm x 241．80 cm。试验地为山旱地，坡度

为25。。试验共设置4个处理：(1)节水型修剪技术

+竹节式聚水沟技术(HJ)；(2)节水型修剪技术+

土壤清耕(HL)；(3)常规矮化修剪(仅春季修剪去除

徒长枝)+竹节式聚水沟技术(CJ)；(4)土壤清耕+

常规矮化修剪技术(CK)；每处理选取5棵树试验，

按照坡上、坡中、坡下三个方位均匀布设。聚水沟处

理如图l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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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1竹节式聚水沟布设示意圈

Fig．1 Sketch map of bamboo-lype poly ditch

1．3观测指标及方法

1．3．1 树体形态指标 春季修剪前利用钢卷尺对

树体的冠幅、树高、干高进行测定。干周利用皮尺测

定。

1．3．2生长指标从萌芽展叶期开始，定期用叶面

积仪测定单叶叶面积的变化：在各处理小区随机选

取树体相同方位枣吊两枝(木质化枣吊和非木质化

枣吊各一枝)，用自封袋把枝叶封在袋内，带回实验

室测定枝条总叶面积，记录叶片数，计算出单叶面

积；枣果成熟后，统计单株枣树叶片数，根据此期测

定的单叶面积计算单株叶片总面积。

1．3．3 生理指标 在枣树的生育期内用CCM200

叶绿素测定仪测定叶绿素含量，东南西北4个方位

各选一枝枣吊，在所选的枣吊上选幼叶3片，每叶取

5个点测定，取平均值。每12 d观测一次。

1．3．4花果性状 在春季修剪后对每棵枣树的枣

股数量进行统计；在盛花期时，东南西北4个方位各

选两枝枣吊(木质化枣吊、非木质化枣吊)，在所选的

枣吊上对花数进行统计；8月份枣果进入果实膨大

期时对每棵枣树的枣吊(木质化枣吊、非木质化枣

吊)数量进行统计。

1．3．5产量对结果木质化枣吊和非木质化枣吊

的结果量分别进行统计。

1．4数据处理

用Origin8．0软件绘图，SPSSl8．0(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Ⅳjce Solutions)和Excel进行数据统计

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对叶片数及叶面积的影响

如表1所示，成熟期单叶面积、单株叶片数及总

叶面积统计。HI、HL、CA三处理与CK之间差异显

著。其中，与常规矮化修剪技术(CK)相比，节水型

修剪技术+竹节式聚水沟技术(HJ)、节水型修剪技

术(HL)、竹节式聚水沟技术(CJ)的单叶面积分别提

高了3．07％，2．54％、1．59％。此外，单株叶片数及

总叶面积按大小排列顺序均为CK>cJ>HI>HL。
’

裹l 不同处理成熟期叶片戤殛叶面积

Table 1 The number of leaf and leaf area during

maturity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注：不同罕母表不差异达5％显看水平。F表同。

Note：Differentlettersme∞significant difference(P<O．05)．The"me

船below．

叶片的活动是果树生长发育形成产量的物质基

础∽J。在叶片的成长过程中，枣叶生长最为迅速期

是萌芽展叶期【8 J。从图2可知，叶面积随时间呈不

断增大的趋势，但其增长过程中大致以6月18 El

(开花一周前)为时间分界，左侧为叶面积快速增长

期，右侧为慢速增长期。5月24日各处理的叶面积

大致相等，但由于增长速率不同，至6月18日HI、

HL、CA的叶面积均大于CK。从图2中不难发现，6

月18日至7月12日各处理的叶面积增长速率大致

相同。可见，节水型修剪技术(HL)与竹节式聚水沟

技术(cJ)能够在萌芽展叶期至开花前提高叶面积的

增长速率。其中，两种技术联合应用的效果最优，叶

面积增长量较CK多4 cm2。

图2不同处理叶面积时间动态变化

Fig．2 Temporal dynamic of lea／fl_I'ca under different Ireatments
／

2．2不同处理对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叶绿素的含量会直接影响光合产物的生产速

率，保持较高水平的叶绿素含量是提高叶片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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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强度和延长叶片功能的基础⋯。从表2可知，各

处理叶绿素含量均在萌芽展叶末期(6月11日)最

低，之后不断增加至果实白熟期(9月15日)达到全

生育期最大值，随后呈降低趋势。全生育期内HJ、

HL、cJ三处理叶绿素含量均大于CK。其中，叶绿素

最大时(9月15日)，与常规矮化修剪技术(CK)相

比，节水型修剪技术+竹节式聚水沟技术(脚)、节

水型修剪技术(HL)、竹节式聚水沟技术(cJ)的叶绿

索含量分别提高了6．10％、6．∞％、0．63％。

衰2不同处理对叶绿素含量(SPAD值)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di＆mnt treatments on cMorophyn(SPA／)valuel

2．3不同处理对枣股抽生枣吊数量及花量的影响

如表3所示，进行节水型修剪的Ⅲ和HL两个

处理枣股和枣吊数量显著少于常规矮化修剪的cJ

和CK。枣吊与枣股的比值按大小顺序排列为HJ>

HL>cJ>CK。与对照(CK)相比，节水型修剪技术

+竹节式聚水沟技术(tlJ)、节水型修剪技术(HL)、

竹节式聚水沟技术(cJ)的吊股与枣吊的比分别提高

了22．22％，14．29％，5．16％。花量大是枣树生长发

育的一个典型特征【10‘j¨。9 a生枣树的单株花量均

超过I万朵，且与枣吊数呈正相关关系，即枣吊多的

花量也大。平均单株花吊比HJ、HL、CJ三处理均大

于CK。I-IJ、HL达到显著性水平。

裹3不同处理对枣股抽生枣吊数量夏花量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e on bearir培brancMet number and flower number

2．4不同处理对枣树结果数量的影响

枣吊是枣树的结果枝，因其在枣果成熟后自然

脱落又称脱落性枝【I副。在成长的过程中，梨枣枣吊

在获得充足水分和养分的条件下能够粗壮生长形成

木质化枣吊【好]，结果枝枣果由术质化枣吊和菲木质

化枣吊枣果构成。如表4所示，8月份果实膨大期

统计．HJ、HL、Cj三处理与CK之间差异显著，较CK

单株果实数量分别提高了106％、52．66％、37．77％。

此外川和HL处理分别有40．49％和43．03％的单

株结果数量形成于木质化枣吊，而q和CK处理分

别有22．78％和25％的单株结果数量形成于木质化

枣吊。可见，进行节术型修剪技术处理的木质化枣

吊的枣果比例远大于其它处理。

2．5不同处理对产量的影响

不同处理对单株枣吊数量、着花数量、果实数

量、单果重量、产量均有显著影响(表3、表4及表

5)，分析影响产量的因素可以看出，产量的高低并不

随枣吊数量的增多而增多，主要取决于单果重量的

大小。HJ、HL、cJ三处理单果重量均大于CK，且产

量较CK分别提高了155％、83．14％、38．“％。

3结论与讨论

1)节水型修剪技术、竹节式聚水沟技术的单独

及联合应用均能有效地提高单叶面积增长量及叶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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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含量，降低叶片数量及单株总叶面积，显著提高单

株叶片质量。结合座果数量，本研究认为叶片数量

适宜是保证枣树高产的营养物质基础。在旱作节水

技术条件下，梨枣树的叶片控制在5 081—5 700株

之间能够显著提高单株产量。

2)各处理的枣股与吊数的比值呈显著性差异。

节水型修剪技术(HL)、竹节式聚水沟技术(CJ)和节

水型修剪技术+竹节式聚水沟技术(m)可分别提

高吊股比14．29％、5．16％和22．22％，有效提高枣股

抽生枣吊的能力和增加着花数量。花芽的形成是枣

树座果的前提，旱作管理技术可提高单个枣吊的花

量。结合膨大期的座果数量，本文认为对9a生梨枣

树通过夏季修剪措施，控制结果枝的规模和数量，从

而能够提高座果率。

3)梨枣树的枣吊在生长过程中能形成木质化

枣吊是其自身的一个特性¨引，有研究表明木质化枣

吊座果多、果型大、品质好、产量高【I 3|。本试验对木

质化和非木质枣果数量对比，也证明了木质化枣吊

是提高树体枣果数量的主要影响因子。节水型修剪

技术下的Ⅲ和HL处理单株枣果接近50％形成于

木质化枣吊。

4)本研究表明节水型修剪技术(HL)、竹节式聚

水沟技术(cJ)对枣树枣吊、花量、座果、单果重量及

产量影响显著。与CK相比，HJ、HL、C．1的产量分别

提高了155％、83．1％、38．4％。

衰4不同处理对果实分布的影响

Table 4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lments oil fruit distribution

注：不同大写字母表示木质化枣吊处理间差异达5％显著水平；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非木质化枣吊处理问差异达5％显著水平。

N曲e：Diffe他nt∞州m letle佶indicate啦咖右c如t diffemaee(P<O，∞)

ammag ligneous beating branehlet；different lowercase leuen indicate i印访·

cant differeae∞(P<0．05)among non-ligneom bemlng branehlet．

袭5不同处理枣树结果性状及产量的比较

Table 5 The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fruit character and yield of juj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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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photosynthetically active radiation and its

climatological calculation on Changwu tableland

／／AN Xiao-yan91，L／U wen．zha02。gHU Yuan-jun2

(1．College of，o№町，胁柏删^＆F伽咖毋．Yangling，鼬∞wi 712100。Ch／na；

2．institu血矿Soil andWaterConsenmloa，ChineseAcademy矿＆锄andM／a／my d，Water忍Mww，

State研Laboratory矽铋Eroskm谢幼锎硒咖％如妇Phtean，姆诹。‰础712l∞，‰)
Abstract：The出【umal and seasonal vm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R and the ratio of the PAR to global radiation

were studied bY using the meteorologieal data from the Changwu Eco-agricultural Experimental Station in 2010．The陀·

salts indicate film the diiumal variations of the PAR and global radiation on typical days have the&蚰rle trend．The curve

for sunny day shows a sm∞山unimodal如aIu地．while the curve for doudy day i8 not stable．The m丑ximtlm values on

both ctlⅣe$appear between 12：30—15：oo．The PAR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nhdou5 seasonal vafiafiow and the mⅨlll to—

tal diurnal quantities of the PAR for the se哪n8 m 6．32，7．23，5．63Ⅲ／(m2·d)，and 3．58 MJ／(mz·d)respective．

1y，indicating that the total diurnal quantity is the m商m啪in spring and su／nn舱r，the middle in autumn，and the mini—

mum in winter．The ratio of PAR to global radiation in cloudy da弘is greater than that in sunny days．A hi．mum value

of 0，423 is observed in June，and a miIIi皿um value of 0．327 in lanuary．Accordingly．the calculation捌el of photo．．

sy-nthefiealiy active taxation f矗the tabldand is pmpD8ed．

Keywords：Chang伽tabldand；photosynthetically active radiation；global radiation；climatological calculation’●H+■Hr●H。●H“●_’●·’啪-■●--’·‘■·“●_。●_●■·。●_“●_。●H·●。。■·‘●_。●·。1_●_。■“，■H‘●．r●q”●H‘●-●。●-．-●-●—◆‘■一1●·—●H‘●hh●H‘●黼+，，●_．●_
(上接第160页)

Effects of two new dryland farming technologies on growth and

fruit bearing of pear jujube trees in hilly regions

ZHAOⅪal，WANG Yow。ke雌，HU Shou-yang‘．WEI Xin-guan91。LI Peng．h0《 ．

(1l(硝孵ofWaterRemurces and月nc枇嗍‘耐￡ngi咖，怖钿喇A&F‰蚵，ywtghn窖，Shaan{i 712100．C2讧na；

2．跏stud晚I打Consmu砌n and＆幽塔洲En曲onmem Research Center，c|j嘲哪Academy ofSc／ence5，

拖咖，S／manz／712100，Ch／na；3．黼Q邺饥u唧Bureau矿Nanxun D／ar／a．眦u，Z『慨313009．Ch／na)
Abstract：Under the condition of non·irrigation，the 9 year．old pear-jujubo(Ziziphus触Mill．)flees[gmfted

on wiId jujube(Ziziphus融Mill，Yar，8pin姒(Bunge)Hu味H．F。Chow，)】嘲8鸵t出stIldy mste6．zl with differ-·

ent d叫lsmd farming lech玎DJD西∞，which included waler-saving type priming technology．bamboo-type—y ditch technolo．·

舒and conventional dwad pruning．And，eomIⅪrison was made of the effects of each treatment on vegetative growth and

repn)(1luction growth of pear jujube tree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ater-saving pruning and bamboo·type contour ditch，

either 8ingly or in combination，could increase significandy the t严wth leaf唧，tlle nf鼬of each leaf and the content 0f

chbrophyll。and inccea≈significantly the number of hearing branchlets and number of llawers．Compared with the c011-

tml，wale卜saving pruning(HL)could raise the yidd by 83．14％．and bamboo-type—y ditch(CJ)could raise it by
38．44％，WI】die treatment HJ．combined witII the HL and cJ t即lmologies，harvested the most and the啡ld was 155％

of the contr01．In Loess hilly regions in Northern Shaanxi，under the condition of non-．irrigation，the water-savlng pnmir蝎

technology could Play a main positive role in raising pear jujube—eld，especially combining the bamboo-type contour。

ditch technology．

Keywords：pear-ju)uhe；pruning technology；bamboo-type poly ditch teclmolo口；擘砌；fruit setting；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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