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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胁迫条件下对番茄生长
、

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

宋建国
‘ 刘 伟

’

尚庆昌
�

�� 烟台大学环境学院
,

烟台
,

� � � �� �� � 吉林农业 大学环境学院
,

长春
,

�� �  �� �

摘 要 通过盆栽试验研究 了酸胁迫对番茄的生长
、

产量和品质影响
�

结果表明
�
在一定的酸胁迫强度下

,

番茄生长期明显延长 � 除 � 号处理 ��� � �
�

� 时 � 番茄的生 长发育受到严重的抑制外
,

其余各处理植株的

株高
、

茎叶干重和根长均高于对照植株 � 随着酸胁迫强度的加强
,

各处理植株的产量
、

成熟果率和维生素

� 含量随之下降
,

但番茄的可溶性糖量却增加 � 果实的总酸度与酸胁迫强度关系不大
�

关键词 酸胁迫
,

番茄
,

土壤
�

酸性沉降物对农作物的影响多采用室内和田间模拟酸雨喷洒的方法 〔’一 , 〕
,

酸性沉降物进人土壤 的

数量增加
,

势必引起土壤 �� 值的下降
,

土壤酸化后对蔬菜和其它作物生长的影响
,

无论从 当前 和长

远的角度来看
,

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

�� 
本研究通过盆栽试验

,

以番茄为指示作物
,

系统地研究了不同程度酸胁迫条件下番茄的生长
、

产

量和品质的影响
,

确定 了酸害的域值
,

以期为采取有效的调控措施提供基础资料和依据
�

� 材料和方法

供试土壤采 自长春市郊区吉林农业大学实验基地 的农 田
�

该土壤为黑土
,

中壤土
,

物理性粘粒含

量 � �
�

� � �
,

� � 值 �
�

� �
,

酸化容量 �� � �
�

� � �
�

� � � � �
·

�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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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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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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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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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 ’ ,

交换性盐基总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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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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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盆装土 ��� �
,

对照 ��� � 及 �一� 号处理分别加入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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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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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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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纯
,

�� � �
�

每盆施以磷酸二馁 ��  ! �
,

硫酸钱 �
�

� � � 和硫酸钾 ��  ! �� 将化肥和稀释后

的硫酸搅匀后
,

分层 加人到土壤中
,

堆置 �� �
,

过 两遍筛
,

采集 混合土样 测定每个处理 的 � � 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然后装盆 �在温室中进行 �
�

供试番茄选用 ��
一

特单 �
,

� 次

重复
,

随机排列
�

移栽时
,

选取株高
、

径粗相近 的种苗进行定植
,

每盆定植 � 株
,

生长期为 � 个月
�

在盆栽期间对番茄的生长发育状况进行调查
,

及时采摘果实
,

分次计算产量
,

调查病腐果的发生

率
,

采收盛期测定品质指标
�

盆栽结束后
,

统一进行株高
、

茎粗
、

茎叶干重
、

根长和根干重的测定
�

土壤理化性质的测定采用常规方法 � 维生素 � 用 �
,

�
一

二氯靛酚法测定 � 可溶性糖的测定采取葱酮

比色法 � 总酸度用氢氧化钠滴定法
�

� 结果与讨论

�
�

� 酸胁迫对番茄生长发育的影响

酸胁迫对番茄营养期生长的影响见图 �
�

在植株净生长高度上
,

与 �� 相 比
,

� 号处理并未受影

响
,

其生长速度反而超过对照
,

�一 � 号处理的生长速度低于对 照
�

� �
,

� 号和 � 号处理在移植后 �

个月均出现营养生长的高峰
�

� 号和 � 号处理移植后的 �� � 内
,

生长期一直受严重抑制
,

此后生长变

快
,

至移植后 �� � 达到株高净生长 的最大值
,

这 比 �� 晚了 加 �
�

� 号处理一直处于生长受抑状态
,

但其生长速度随着生长期的延伸
,

有加快 的趋势
�

各处理的植株在达到生长高峰后
,

均进人生殖生长

期
,

净生长量 明显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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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土壤酸化对番茄营养生长期长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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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 可以看出
,

�一� 号处理的植株高度
、

茎叶干重和根系长度都高于 � �
�

其 中
,

� 号处理茎

叶和根系干重最高
�

�一� 号处理的株高分别 比 � � 高 ��
�

��
,

��
�

� �
,

��
�

� �
,

��
�

� � � 茎叶干重是

�� 的 �
�

��
,

�
�

��
,

�
�

� � 和 �
�

�� 倍
�

在土壤 � � 值低至 �
�

� 时
,

其植株的营养生长并未受到影响
,

而

� 号处理植株的生物量仍是最高的
,

说明番茄属于耐酸性较强的蔬菜
�

在 � � �
�

�一�
�

� 的范 围内
,

根

长随 �� 值的降低有增加的趋势
,

�一� 号处理比 �� 长 �
�

� �
,

�
�

� �
,

�
�

� �
,

��
�

� �
�

这可能与酸

性环境 中
,

土壤增加的 ��
, �

对根系生长具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有关川
�

� 号处理的生长明显受到严重抑

制
,

各项生长指标均低于其它处理
,

这表明酸胁迫强度 � � � � �� 已超 出了番茄所能忍受的极限
�

表 � 酸胁迫对番茄生长发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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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酸胁迫对番茄产量的影响

酸胁迫对番茄产量的影响列于表 2
.
就果实总产量来看

,

2 号处理最高
,

比 C K 高58
.
8%

,

但未成

熟果占总产量的近一半
,

高达 47
.
8 %

,

其成熟果率远远低于 C K
.
这是 由于 2 号处理贪青晚熟所造成

的
,

其机理有待于进一步深人研究
.
以成熟果计算果实产量

,

C K 的果实产量最高
,

分别是其它处理

的 2
.
2 ,

2

.

1

,

2

.

4

,

5

.

4 和 5
.
8 倍

.
5 号处理无论在总产量还是成熟果量都是最低的

,

说明在酸胁迫条

件下
,

番茄产量会下降
,

而且强度愈大
,

对番茄产量影响也愈大
.

脐腐病对番茄果实的商品质量和价值有很大影响
.
实验结果表明

: 在酸胁迫强度增加的情况下
,

番茄脐腐病加重
.
各处理与 CK 比较

,

随着土壤 pH 值的降低
,

病果有增多的趋势
,

1 一5 号处理的病

果率分别 由 CK 的 2
.
7 % 增加 8

.
8%

,

13

.

5 %

,

18

.

3 %

,

29

.

4 %

,

4

.

9 %

.

2

.

3 酸胁迫对番茄品质的影响

在不同的酸胁迫强度下
,

番茄的主要品质 因子也发生 了一些变化 (见表 2 )
.
随着土壤酸强度的

增加
,

番茄维生素 C (v
c)的含量呈下降趋势

.
CK 番茄果实 中 v 。 的含量最高 (23

.
03 m g

·

1

00

9

一 ’

)

.

与 C K 相 比
,

其它处理 的 V
。 含量分别减少 6

.
12 %

,

1 0

.

2 0 %

,

1 0

.

7 3 %

,

1 4

.

2 0 %

,

2 2

,

4 5
%

.

说明酸

胁迫会降低番茄果实中 V
c 的含量

.

可溶性糖在一定酸胁迫条件下呈增加趋势
.
与 C K 比较

,

在 pH 4
.
73一3

.
49 的范围内

,

1 一4 号处

理的含糖量分别增加 34
.
92 %

,

19

.

55
%

,

19

.

83 %

,

7

.

82 %

.

其中
,

1 号处理的番茄果实可溶性糖含

量最高 (4
.
83 % ) ; 5 号处理 (pH 3

.
37 ) 的可溶性糖含量最低

,

为 3
.
3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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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胁迫条件对番茄总酸度的影响并不明显
,

在 pH 5
.
49 一3

.
37 的范围内

,

总酸度变化的幅度仅为

0
.
03 %

.
糖酸比可以衡量番茄果实的风味和 口感

,

如表 2 所示
,

在 1 号和 2 号处理番茄果实的糖酸比

均高于 C K
,

3 一5 号处理番茄果实的糖酸 比呈下降趋势分别 比 CK 降低 2
.
34 %

,

5
10 % 和 26

.
90 %

,

由此表明
,

在本实验条件下
,

当 pH < 4
.
10 时

,

番茄果实的风味和 口感会变得较差
.

表 2

T able 2 Ef】b e t

酸胁迫对番茄产量的影响

of the 5011 aeid on the yield oftom ato

处理

C K

总产量/g
·

盆
一 ’ 成熟果/ g

·

盆
一 ’

未成熟果/g
·

盆
一 ’

病果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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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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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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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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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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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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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83
189169

73

1 3 6

.

8 6
8

.

6 6
1

.

5
4

.

9

v

c/

m g

·

1 0 0 9

一 ’ 可溶性糖/ % 总酸度/% 糖 酸比

23
.
03 3

.
58 0

.22 16
.
27

21.62 4
.
83 0

.
28 17

.25

20
.
68 4

.
28 0

.
26 16

.
46

20
.
56 4

.
29 0

.
27 15

.
89

19
.
76 3

.
86 0

.
25 15

.44

17 86 3
.
33 0

,

2 8
1 1

.

8
9

3 结论

在一定的酸胁迫条件下
,

均会导致番茄的生长期延后
,

其 中
,

1 号和 2 号处理在移植后 20 天 即

达到生长高峰
,

而 3 号和 4 号处理比它们晚 20 d; 在 pH 4
.
7一3

.
5 的范围内

,

植株高度
、

茎叶干重和

根系长度都高于 CK
,

表明番茄属于耐酸性较强的蔬菜; 在 pH S
.
5一3

.
5 的范围内

,

根长随酸胁迫的增

加有增长的趋 势 ; 随 着 酸胁 迫强 度 的增 加
,

果 实 成熟 率 下降
,

V
。 含量 减少

,

病 害加 重 ; 但 在

pH 4
.
73一3

.
49 范围内

,

番茄含糖量有所增加 ; 酸胁迫强度对果实总酸度影响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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