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8卷
Vol

.

1 8

第 1 期

N 0
.

1

西 昌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Jo u o al o f 兀
e

ha ng Ag h
eil t tu

ral C o ll g e
e

20 0 4 年 3 月

Ma r
.

2(X )4

夏伐桑残留叶片

光合作用
、

叶绿素含量及发芽情况的研究

任迎虹
( 西昌学院 四川西昌 6 1 0 1 53 )

摘 要
: 为改进桑树夏伐技术

,

降低夏伐对桑树树势的影响
,

促进桑树生 长
,

笔者对湖桑32
、

新一之湘和云桑2号3个桑

品种 夏伐后残留叶片的生理作用进行 了研究
,

结果表明
,

残留叶片的叶绿素含 1 和光合作用在夏伐后迅速提高
,

伐后

4、 5天
.

达到最大值
,

以后缓慢下 降 ; 残留叶还可以减 少伤 流童
,

缩短伤流时间 ;与 不 留叶对照
,

保 留基部 叶片可使每枝

桑条平均多发一个新芽且新芽生长速度明显提高 ;如对残 留叶片喷施尿素
,

则效果更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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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

1
.

1 试验材料及主要仪器

供试桑品种为湖桑 32
、

新一之獭
、

云桑 2号
,

树龄

为 5年
,

低干拳式养成
。

主要仪器沏拟 100 2型电子天

平和L C A一 3型便携式光合作用测定仪
。

1
.

2 试验区的设置

试验地设在西昌市西溪乡牛郎村坡改梯桑园
。

选园内生长相对一致的桑树
,

每个品种设三个处

理
,

处理 A :
夏伐后不留叶 ; 处理B :

夏伐后 保留基部

叶片不喷尿素 ; 处理 C :
夏代后保 留基部叶片

,

喷尿

素
。

每一处理选取30 株
,

每个处理每品种重复3次
。

.1 3 试验方法
:

1
.

3
.

1 叶面喷施尿素
,

用 .0 5%的尿素溶液于夏

伐后 当 日下午 6 :
oo 左右对基部残 留叶正反两面喷

施
,

以叶面湿润不下滴为宜
。

1
.

.3 2 叶绿素
、

光合速率的测定
:
从夏伐前 d3 至

夏伐后 1d0
,

每日下午 4 :
00 测定基部残留叶的叶绿素

含量
、

光合速率
。

1
.

.3 3 发芽数和新芽生长势的测定
: 夏伐后第 5

天起每 s d测定 1次发条数和新芽高度
,

每个品种测定

3 0株
,

求其平均值
。

较不喷施尿素的明显提高
。

各品种叶绿素含量变化

曲线如图 1所示
。

.2 2 残留叶片下伐前后光合作用的变化

参试品种光合作用变化情况与叶绿素的变化趋

势基本吻合
,

喷施尿素后光合作用较不喷施的明显

提高
。

残 留叶光合作用变化如图 2所示 (图例 同图

1 )
。

o 一

卜
2 一 x 伏 , 2 3 . , ` ?

A
:

新一之漱
,

夏伐后留叶不喷尿素
; 。 :

新一之漱
,

夏伐后留叶喷尿素
;

B
:

云桑2号
,

夏伐后留叶不喷尿素
; b

:
云桑2号

,

夏伐后留叶喷尿素 ;

C
:

湖桑 32
,

夏伐后留叶不喷尿素
; 。 :

湖桑32
,

夏伐后留叶喷尿素

图 1 夏伐前后残留叶片叶绿素含 t 的变化

2 结果与分析
2

.

1 夏伐桑前后残留叶片叶绿素含量的变化川

参试品种的基部叶片叶绿素含量在夏伐前 d3 基

本恒定
,

但夏伐后迅速上升
,

在夏伐后 d5 达到最大

值
,

然后缓慢下降 ; 残 留叶喷施尿素后 叶绿素含量

户、肠肠和-舍

图2 夏伐前后喷施与不喷施尿素残留叶光合速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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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桑品种发条数与新芽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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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残留叶对桑树生长的影响

夏伐后观察新芽的萌发
,

调查发条数和新芽的

生长势
。

根据发条数和新芽生长量衡量桑树的生长

情况
,

测定结果见表 1
。

由表 1可以看出
,

夏伐后保留基部叶片的桑树发

条数多
,

平均每枝多发条 1根
,

如残留叶喷施尿素
,

则

每株增加发条数 4一 6条
,

并且发芽早
,

新芽的生长明

显较不 留残叶的快
,

使用尿素的更有助于新芽生

长
。

结论与讨论

结论

叶的生理作用
,

减少夏伐对桑树造成的不 良影响
。

.3 2 讨论

.3 2
.

1 桑树残留叶在夏伐后
,

叶绿素含量和光合作

用能力明显升高
,

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通风透光条件

改善的原因 ; 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叶片的细胞分裂

素等生长调节物质的含量增多
,

促进了生理机能的

改善
,

对此还将作进一步的研究
。

.3 .2 2 夏伐残留叶的光合作用促进了光合产物向下

运输以及生理活动所需物质的向上运输
,

加速了同

化作用 ; 同时残留叶的蒸腾拉力的存在有利于根部

对水分和矿物质的吸收和运输
。

11

八J.3

3
.

1
.

1 夏伐前桑树基部老叶的光合速率极低
,

夏伐后

残 留叶出现
“

返老还童
”

的现象
,

其叶绿素含量上

升
,

有助于光合作用的继续和光合产物的积累
。

残

留叶的存在还减少了桑树夏伐的伤流量
,

这些因素

均可促进新芽的萌发和生长
。

3
.

1
.

2 对残留叶进行叶面施肥可以更好地发挥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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