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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面肥对设施内葡萄生长发育的影响
申海林，邹利人，陈 蕾，温景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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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东北地区设施内主栽的 3个葡萄品种为试材，研究了叶面肥对葡萄生长发育的影响。结果

表明：叶面肥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叶片叶绿素相对含量、叶片干物质量和比叶重，促进了枝条成熟、果实发育和

果实品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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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Foliar Fertilizer on Table Grapes Growth in Greenho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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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ffect of foliar fertilizer on fruits growth of three grape varieties popularly cultivated in greenhous⁃

es of northeast China wa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using the foliar fertilizer increased relative content of
leaf chlorophyll and leaf dry matter, and the specific leaf weight, improved mature branches forma⁃
tion, and the fruit growth and frui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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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葡萄栽培可延长葡萄果品市场供应期、

丰富市场品种，近年来我国设施葡萄栽培发展迅

速，对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重要意义。但由

于受设施内弱光等不利因素影响，植株叶片光合

作用减弱、果实品质相对较低，如何提高设施内

植株叶片光合效能、增加树体营养、改善果品质

量是目前果树设施栽培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1]。

叶面喷肥作为一种高效直接的辅助施肥措施

已成为现代农业生产中一项重要的施肥技术。许

多试验表明，露地果树喷施叶面肥能及时补充

氮、磷、钾大量元素和一些微量元素吸收的不足，

提高座果率，提高果实产量和品质。但叶面肥对

设施内葡萄生长发育影响的报道相对较少。为此

开展了叶面肥对设施内葡萄生长发育的影响试

验，以期为设施内葡萄优质生产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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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试验材料

着色香（大棚栽培）、无核白鸡心（温室栽

培）、白香蕉（温室栽培），树龄均为 3年生，植株长

势较为一致、良好，每品种处理 8株，以相邻 5株

喷清水作为对照；叶面肥为中国农科院兴城果树

所研制的系列果树专用叶面肥（1～5号）。

1.2 试验方法

1.2.1 普通叶面肥施用方法

按叶面肥使用说明，于 2012 年春季新梢展

3～4片叶开始至花前 10 d结束，每 7 d喷施 1次氨

基酸 1号叶面肥（1000倍液）；于花前 10 d和 2～3
d各喷施 1次含氨基酸硼的氨基酸 2号叶面肥，以

提高座果率（1000倍液）；于座果后开始至果实开

始软化或着色时结束，每 10～15 d喷施 1次含氨

基酸钙的氨基酸 4号叶面肥（600倍液），以提高果

实硬度；于刚着色或软化时开始至成熟前 10 d结

束每 10～15 d喷施 1次含氨基酸钾的氨基酸 5号

叶面肥（600倍液），以提高果实含糖量。

1.2.2 测定方法

叶片叶绿素相对含量：在果实膨大至转色期，

用 SPAD-502 仪器测定。每处理随机测量 100 片

叶片，读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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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叶重：在果实膨大至转色期，每处理随机取

10片叶，采用传统方格法 [2]测量叶面积指数，然后

在 80℃恒温箱中烘干至恒重。计算公式 SLW=
DM/LA，其中 SLW单位为 g/cm2，DM为叶片干物质

重，LA为测量所得叶面积。

枝条成熟节数：冬季落叶前，统计植株中部一

年生枝条成熟节数，成熟不足一节按 0节计，每处

理统计一年生枝条 5个，取平均值。

果实经济性状：于果实成熟期测量穗重、穗长、

穗宽、单粒重、果粒纵径、果粒横径、可溶性固形物

含量等指标。穗重、穗长、穗宽、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每处理测量 3穗果，取平均值；单粒重、果粒纵径、

果粒横径每处理测量10个果粒，取平均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叶面肥对叶片叶绿素相对含量的影响

从表 1 可知，不同品种叶片的叶绿素相对含

量不同，且差异较大。白香蕉叶片叶绿素含量最

高，为 50.46 SPAD；着色香其次，为 45.68 SPAD；无

核白鸡心叶片叶绿素相对含量最低，为 37.03
SPAD。喷施叶面肥可以不同程度地增加叶片叶

绿素相对含量，品种不同增加效果不同。其中，

着色香叶片叶绿素相对含量增加最多，比对照增

加 3.23 SPAD；无核白鸡心次之，叶片叶绿素相对

含量比对照增加 1.05 SPAD；白香蕉叶片叶绿素相

对含量增加最少，比对照仅增加 0.48 SPAD。

2.2 叶面肥对叶片干物质重量、比叶重的影响

从表2可看出，不同品种叶片干物质重量、比叶

重各不相同，且差异较大。其中着色香叶片干物质

重量、比叶重最大，分别为6.36 g、0.0848 g/cm2；无核

白鸡心叶片干物质重量、比叶重分别为 4.41 g、
0.0588 g/cm2；白香蕉叶片干物质重量、比叶重最

小，分别为 3.48 g、0.0464 g/cm2。喷施叶面肥可以

不同程度地增加叶片的叶干重和比叶重，品种不

同增加效果不同。着色香叶干重、比叶重增加最

多，分别较对照增加0.45 g、0.006 g/cm2；无核白鸡心

叶干重、比叶重分别较对照增加0.15 g、0.002 g/cm2；

白香蕉叶干重、比叶重增加最少，分别较对照增

加 0.04 g、0.0008 g/cm2。

2.3 叶面肥对枝条成熟节数的影响

从表3可以看出，相同设施栽培管理条件下，各

品种枝条成熟节数有一定差异。欧美种的白香蕉和

着色香枝条成熟节数较高，分别为 10.4节和 10节；

欧亚种的无核白鸡心成熟枝条节数较少，为8.3节。

叶面肥对促进枝条成熟效果明显，使用叶面肥处理

后，无核白鸡心一年生枝条成熟节数提高1.4节，白

香蕉枝条成熟节数提高1.0节，着色香提高1.6节。

2.4 叶面肥对果实形状发育的影响

从表 4可知，受品种遗传特性影响，未经叶面

肥处理的各品种穗重、单粒重、果粒纵、横径长度

差异较大。其中无核白鸡心穗重最大，为 775.15
g；白香蕉次之，为 399.37 g；着色香穗重最小，为

142.67 g。白香蕉单粒重量最大为 6.57 g、无核白

鸡心单粒重为 5.33 g，着色香最小，为 2.83 g。喷

施叶面肥不同程度地提高了 3个品种的穗重、单

粒重，增加了果粒纵、横径长度。其中，无核白鸡

心、白香蕉、着色香果穗增加分别为 111.75 g、
21.03 g、40.63 g，单粒重增加分别为 1.04 g、1.07 g、
0.17 g，纵径分别增加 2.2 mm、3.2 mm、0.5 mm，横

径分别增加 1.0 mm、0.2 mm、1.5 mm。

2.5 叶面肥对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影响

从表 5 可知，不同品种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差

异较大，白香蕉、着色香、无核白鸡心可溶性固形

物含量依次为 21%、18%、13.23%。施用普通叶面

肥后，显著提高了无核白鸡心、白香蕉、着色香 3
个品种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其中着色香可溶性

固形物含量增加最多，为 1.25%；白香蕉次之，为

0.80%；无核白鸡心增加最少，为 0.77%。

表 1 叶面肥对叶片叶绿素相对含量的影响

品种

无核白鸡心

白香蕉

着色香

叶绿素相对含量 SPAD
处理

38.08
50.46
48.91

CK
37.03
49.98
45.68

表 2 叶面肥对叶片干物质重量和比叶重的影响

品种

无核白鸡心

白香蕉

着色香

叶干重（g）

处理

4.56

3.54

6.81

CK

4.41

3.48

6.36

比叶重（g/cm2）

处理

0.0608

0.0472

0.0908

CK

0.0588

0.0464

0.0848

表 3 叶面肥对枝条成熟节数的影响

品种

无核白鸡心

白香蕉

着色香

注：枝条成熟长度不足一节按 0节计

成熟枝条节数

处理

9.7
11
12

CK
8.3
10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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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和小结
设施栽培在一定空间内改变了植物的生长环

境，从而影响树体的生长发育，其栽培方式、管理

技术等与露地栽培也有较大差别。设施内弱光直

接影响叶片光合效率、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协

调统一，从而影响枝条成熟、花芽分化、果实的发

育等 [3]。

果树叶面施肥对树体生长、果实发育有一定

影响。关于叶面肥功能效果的试验，在葡萄 [4]、苹

果 [5]、李 [6]、板栗 [7]、黑穗醋栗 [8]等多种果树上均有报

道，且均主要从果实经济性状和产量方面进行了

试验报道，结合叶片光合性能的研究报道较少。

李敏 [5]等在红富士苹果上应用氨基酸硒叶面肥，

表明叶面肥提高了叶片的比叶重、净光合速率、

果实的可溶性糖含量和维生素 C含量，但对单果

重、果实硬度、可滴定酸含量等没有显著影响。

王海波等 [4]以酿造葡萄品种威代尔为试材进行喷

施氨基酸硒叶面肥试验，表明叶面肥可改善叶片

质量，提高叶片叶绿素 a、叶绿素 b和叶绿素总含

量，提高叶片净光合速率，延缓叶片衰老；提高枝

条成熟度，增强植株越冬能力；明显改善葡萄品

质。

本研究结果表明，设施内不同鲜食葡萄品种

喷施叶面肥后，均不同程度促进了叶片内叶绿素

相对含量的提高，增加了叶片干物质量和比叶

重，促进了果实发育和果实品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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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叶面肥对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影响

品种

无核白鸡心

白香蕉

着色香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处理

14.00

21.80

19.25

CK

13.23

21.00

18.00

表 4 叶面肥对果实形状的影响

品种

无核白鸡心

白香蕉

着色香

穗重（g）

处理

886.90

430.40

183.30

CK

775.15

399.37

142.67

单粒重（g）

处理

6.37

7.64

3.00

CK

5.33

6.57

2.83

果粒纵径（mm）

处理

32.2

31.2

21.7

CK

30.0

28.0

21.2

果粒横径（mm）

处理

19.0

21.5

16.5

CK

18.0

21.3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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