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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安县荔枝适生地层研究
`

黄玉清

(广西植物研究所
,

桂林 5 41 0 0 6)

摘 要 本文研究隆安县不同地层的土壤元素含量对荔枝生产的影响
。

通过分析地层的岩石
、

土

壤
、

荔枝叶矿物元素含量及其与产量的相关性
,

确定隆安县荔枝适生地层
.

提出可能促进隆安县

荔枝高产的有 51 0 2 和 M g 元素 ; 隆安荔枝生产中
,

土壤的 z n
、

B 及 N
、

P
、

K 均感不足 ; 引起荔

枝中毒造成地层劣势可能是因为 A I
、

C u
、

A s 和 M
n 含量过高 ; 荔枝含硫量很低

,

可能为低硫植

物
。

在上述基础上
,

进行隆安县荔枝生产布局和管理建议
.

关健词 隆安 ; 荔枝 ; 土壤 ; 适生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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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安县地处广西右江河谷
,

是北热带的边缘
,

水热比较丰富
,

荔枝气候适宜性好
。

该县

荔枝栽培历史悠久
,

留存至今的有许多参天大树
,

成为很多农户的重要经济来源
。

荔枝所在的立地类型是在特定的气候由不同地层岩石经过风化和成土作用形成
,

土壤中

的矿物元素含量有所不 同
。

由于植物对元素的吸收是有选择性的
,

它可能对某种元素需要多

一些
,

对另一种元素需要少一些
.

国内外文献报导过微量元素如镁
、

铜等对农作物 (如水

稻
、

紫云英 ) 的影响
,

但对微量元素影响荔枝生产报导较少
。

本文报导不同地层的母岩和土

199 5刁 4刁 4 收稿
*
区科委资助项目

。

本研究是在苏宗明研究员指导下进行
,

报告是由他修改和审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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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的矿物元素含量及其对荔枝生产影响
,

以确定隆安县荔枝适生地层
,

为荔枝生产提供科学

依据
。

1 隆安县荔枝分布

隆安县荔枝主要分布在古潭乡和那桐镇
,

建国前就已种植
,

是该县的老产区
,

耳挡乡和

乔建乡是建国后新发展产区
,

多为幼树
。

这里第四纪红土及河流冲积物分布广泛
,

因而地势

比较平坦
,

土层也较深厚
。

2 隆安县荔枝与地层相关性调查

2
.

1 调查方法和内容

根据隆安县荔枝分布点和成熟季节及大
、

小年特点
,

选择正常结果年份进行调查
。

先确

定荔枝分布点的地层类型
,

进行土壤调查和荔枝生长情况调查
,

包括测定荔枝冠幅大小
、

地

径和产量估测和管理水平
,

记录分布点的地形地貌
。

然后采集岩石
、

土壤
、

荔枝叶样品
,

土

壤样品是在 B 层采集
,

荔枝叶样是在八成成熟的果枝上随机采集
.

采样分析目的
,

是通过分析不同的地层岩石
、

土壤
、

荔枝叶元素含量
,

进行对比分析
,

找 出荔枝生长和产量与元素的相关性
。

这些元素有 目前已知对植物有用的元素和有毒害的元

素以及目前对植物尚不清楚其作用的元素 31 种
。

2
.

2 调查结果年吩析
共调查 20 个点

,

分属九个地层
。

它们完全可以代表和说明隆安县荔枝分布
、

生产和生

长情况
。

本文对极少分布和只有幼树分布的四个地层不予分析
。

只对第四系全新统 Q h
、

第

四系更新统 Q p
、

上第三系 N
I
泥盆系中统

,

东岗岭阶上段 D Zd Z、

泥盆系中统郁江阶 D Zy 五

个地层作统计分析
。

.2 2
·

1 适生地层划分 表 1 产量指数表

适生地层划分的主要依据是产量
。

—
产量指数 K 序号

由于植株年龄不同
,

其冠幅大小亦不相 地 层一「一一丁一下厂一万甲丫厂甲 -一

同
,

结果量差别很大
。

一般来说
,

冠幅 hQ .05 7 .03 3 .06 3 .05 1

大小与树龄为正相关
。

为了消除树龄对 QP .03 .03 8 .05 1 .00 3 .01 0 .02 6

产量的影响
,

使所测定的植株在比较接 N .06 .08 .07 0

近的水平上进行对比
,

用树冠产量指数
,

D ZD ,

.02 1 .02 1

(幻代替植株绝对实测产量
。

计算方法 D Z y .0 40 .04 0

是 : 产量指数 二 实测产量 / 冠积
。

通 合计 .20 8

过荔枝主要的分布地层的产量指数进行

—
-

一
’

分析
,

划分优
、

中
、

劣地层
。

产量指数总均值瓜
= 2 .0 8 / 5 一 0 .4 16

,

样品数 ” 一 5
,

产量指

数经验频率表和绘制的经验频率曲线图如图 卜

根据曲线
,

P = 0
.

35 时
,

K = .0 50
,

尸 = 0
.

65 时
,

K 二 .0 30
。

以频率 P < 0
.

3 5 时定为高产

频率
,

尸 > .0 65 时定为低产频率
,

0
.

35 < P < 0
.

65 为中产频率
,

相对应的产量指数 犬> .0 50

为高产区
,

0
.

3 0 < K < 0
.

50 为中产 区
,

K < 0
.

30 为低产 区
。

因此可知
,

第四 系全新统

( Q h)
、

上第三系 (N ) 两地层为优势地层
,

泥盆系中统郁江阶地层 ( D yz ) 为中势地层
,

第

四系更新统 ( Q p ) 和泥盆系中统东岗岭阶上段 ( D
Zd Z

) 两地层为劣势地层
.

2
.

2
.

2 产量与元素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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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

2
.

1 产量与元素的相关分析结果

优
、

中
、

劣地层的岩石
、

土壤
、

荔枝叶样送往广西分析测试中心进行矿物元素分析
,

对

其结果通过线性相关系数计算
,

F 检验
,

得到当相关系到
;

}妻 .0 88 时的相关关系才显著
。

呈

显著相关和微相关的相关关系有 : 土壤元素与叶元素含量关系 性叶 ( lA ) = .0 92
,

性叶

( B a) 二 .0 84
,

性叶 (s 10
2
) = .0 84 ; 叶元素含量和产量相关关系 恤产 (M n) = 一.0 89

,

恤产

(z n) 二 一 .0 86 ; 土壤元素含量与产量相关关系 性产 (F e) = 一 0
.

85
,

性 产 (C u) = 一 .0 8 4
,

性产

( 5 10 2 ) = o
·

88
, r土产 ( p ) = {

·

9 1
, r 土产 ( s e ) = 刁

·

9 2
。

产 t 指数 K

经验频率表

频率样品排队

序号

累加

频数 尸

0
.

7 1 0
.

17

0
.

5 1 2 0
.

3 3

0
.

4 0 3 0
.

5 0

0
.

26 4 0
.

6 7

0
.

2 1 5 0
.

8 3

图 1 产量指数经验频率曲线

2
.

2
.

2
.

2 产量与元素的相关性分析

由于此次调查的点还不够多
,

有的地层只有 1 或 2 个点
,

因而得出的相关分析结果
,

其

可信性就受到很大影响
。

为了弥补这个缺陷
,

下面所作的产量与元素的相关性分析
,

就不单

是依据相关分析的结果
,

而是依据综合的因素进行
,

相关分析结果只是其中一个分析依据
。

镁 (M g ) : 隆安县荔枝叶样含 M g 量为 3 893一 5 050 m g / k g ( 0
.

3 9% 一 0
.

5 1% ) 之间
,

优势地层上荔枝叶含 M g 量大于劣势地层 ; 土壤含 M g 量在 1 10 1一 2 1“ gm / k g 之间
,

优

势地层土壤含镁量低于劣势地层
.

据以往研究
,

作物叶片正常含镁量为 0
.

20 % 一 0
.

25 %
,

< 0
.

2% 为缺镁
.

隆安县荔枝叶含镁量均大于过去研究的正常量
,

且优势地层大于劣势地

层
。

据此分析
,

镁对荔枝生长和产量有促进作用
.

劣势地层土壤含镁量高
,

但荔枝叶含量反

而低
,

可能是元素间拮抗作用所致
。

因为植物对镁的吸收不仅取决于土壤中镁的含量
,

而且

受其他因素如阳离子竞争效应
、

土壤物理因素等影响
。

酸性土壤中的 H + 、

A 1+3
,

特别是活

性 A I对植物体内的镁含量有负效应
,

并能诱导植物缺镁 〔 2 〕 。

荔枝劣势地层土壤含镁量比

优势地层高
,

前者达 14
.

04 % 一 17
.

2%
,

后者的 N 地层只有 6 .4 8%
。

荔枝可能是一种喜镁植

物
,

在相 同地层上
,

板栗叶含镁量就低于荔枝
。

例如
,

Q p 为荔枝劣势地层
,

荔枝叶含镁量

3 89 3 m g / gk
,

为板栗中势地层
,

板栗中含镁量 1 4 90 m g / k ;g D
Z d Z ,

为荔枝劣热地层
,

荔枝叶含镁量 4 4 or m g / k g
,

为板栗优势地层
,

板栗叶含镁量 2 42 2 m g / k go

二氧化硅 ( 51 0 2
)

,

隆安县荔枝五种地层上荔枝叶样含 iS 量在 0
.

209 % 一 0
.

7 95 % 之 间
,

优势地层高于劣势地层 ; 土壤含 51 0 :
量在 30

·

8% 一 74
·

22 % 之间
,

优势地层高于劣势地层
。

相关分析同样表明荔枝产量与土壤 5 10
: 含量成显著正相关

。

iS 是土壤的主要组成成分
,

过

去研究报导
,

各种植物可 能都含有 iS
,

但一般含量极微 〔 ’ 〕 。

然而对隆安几种作物叶含 iS

量分析看
,

is 是作物元素组成 的主要成分
,

隆安的玉米
、

板栗
、

荔枝叶含 iS 量均在几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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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g / k g 范围
。

在荔枝叶中
,

iS
、

C a
、

K
、

N
,

为第四大含量的矿物元素
。

is 对某些作物生

长发育和抗病害的良好作用
,

以及对土壤肥力的某些促进效应已有了不少的试验证明 〔` 〕 。

加 is 能减轻锰和铁的毒害
,

降低植株中铝害程度 (3 〕 。

is 能提高土壤速效磷含量
,

既能降

低土壤对磷素的吸附固定
,

又能促进吸附态磷的释放
,

具有显著的解磷效果 〔4 〕 。

据张西科

等人研究指出
,

一般认为
,

生长在酸性土壤上的植物受到一系列障碍因素的影响
,

其中主要

是铝和锰的毒害
。

硅可降低锰的毒害 〔5 〕 。

据相关分析的结果
,

隆安县荔枝产量与叶含锰量

呈显著负相关
,

说明锰对荔枝生长和产量有不利影响
。

前面已指出
,

劣势地层土壤含铝量比

优势地层的高
,

也说明铝对荔枝生长和产量产生不利影响
。

但由于优势地层土壤含 5 10
:
量

高
,

可 以降低或消除锰和铝的毒害
。

从五种荔枝地层土壤含磷量看
,

优势地层 ( Q h
、

N )

低于劣势地层 ( Q p
、

D Zd Z
)

,

前者只有 9 .2 4一 431 m g / k g
,

但荔枝叶含磷量相差不大
,

而

且优势地层的还稍高
。

说明由于优势地层土壤 51 0 :
量高

,

从而大大提高了磷的有效性
。

锰 (M n)
,

M n 是南方酸性土壤上对作物发生毒害的一种主要矿物元素
。

据以往研究
,

一般植物含锰量 20 一 500 m g / k g 为正常
,

< 20 m g / gk 为缺乏
,

> 1 000 时可能中毒 〔 ’ 〕
。

隆安县五个地层上荔枝叶含锰量为 290 一 679 m g / k g
,

与荔枝产量呈明显负相关
。

虽然最高

含量还小于 1 000 m g / k g
,

但劣势地层 Q p 和 D Zd Z 上荔枝叶已超过正常含量 (分别为 5 19

m g / k g 和 6 7 9 m g / k g )
,

说明这两个地层之所以低产
,

受 M n 毒害是原因之一
,

铝 (A )I
,

A I也是酸性土壤上对作物发生毒害的一种主要矿物元素
.

土壤 A l 含量与荔

枝叶 A l 含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可知
,

优势地层 N 的土壤和荔枝叶 A I含量最少
,

为 64 800

m g / k g 和 2 0 l m g / k g
,

劣势地层 D Zd Z 和 Q p 土壤含 lA 量最高
,

荔枝叶含 A l 量也高
,

分

别为 17 1 2 0 0 m g / k g 和 14 0 4 00 m g / k g 及 刀 1 m g / kg 和 246 毗 / k g
,

土壤含 A I量高于

优势地层的两倍以上
,

这也是这两种地层荔枝低产原因之一
。

优势地层 Q h 土壤含 lA 量也

高
,

达 133 0 0 0 m g / k g
,

荔枝叶含 A I量最高
,

达 2 7 4 m g / k g
,

但由于该地层土壤 5 10 :
量

高
,

降低植株中铝的浓度和铝害程度 〔 3 〕 。

锌 ( Z n)
,

隆安县荔枝产量与荔枝叶含 Z n 量呈显著的负相关
,

从表面看
,

Z n 对荔枝生

长和产量产生不利影 响
,

出现 Z n 中毒
,

但具体分析后结论恰相反— 优势地层还缺 Z no

据前人研究结论
,

土壤和作物缺 Z n 问题普遍存在
,

而 Z n 中毒现象在生产中则少见
。

大多

数作物的正常含 Z n 量为 2 5一 150 m g / k g
,

< 20 m g / k g 可能缺锌
,

> 4 00 m g / k g 则为过

量
,

可 能引起中毒 〔 ’ 〕 。

而隆安县荔枝生长的五种地层土壤含 z n (全量 ) 不过 5 4
.

7一 141

m g / k g 之间
、

按有效态 Z n 约占 l% 计
,

为 0
.

5 4 7一 1
.

4 1 m g / k g 之间低于缺 Z n l洽界值 1一

1
.

5 m g / kg
。

所以隆安县五种地层 上荔枝叶含 Z n 量 16
.

5一 22
.

3 m g / k g
,

低于大多数作物

的正常含 Z n 量
,

其中优势地层 Q h 和 N 荔枝 叶含 z n 量分别只有 19
.

8 m g / k g 和 16
.

5

m g / k g
,

少于可能缺 Z n 的临界值 20 m g / gk
。

因此
,

隆安县荔枝不是 Z n 过量中毒
,

相反

是不足
,

且优势地层甚于劣势地层
,

只不过各地层各地层荔枝生长和产量受到 的不利影响大

体一致罢了
.

铜 (C u)
,

从相关分析得知
,

荔枝产量与土壤含 C u 量呈微负相关
,

可知 C u 对荔枝生

长和产量已造成一些不利影响
。

C u 是一种有毒的重金属元素
,

土壤溶液中游离的铜离子浓

度达 1 m g / k g
,

就可使许多微生物中毒
,

并使土壤肥力下降 〔’ 〕 。

我 国南方赤红壤 c u’l 庙界

含量为 45 p p m 〔 6 〕 。

隆安县荔枝生长的五种地层土壤含 c u 量为 22
.

9一 42
.

9 m g / k g
,

其中

劣势地层 Q p 和 D Z d , 土壤含 c u 量 已接近临界值
,

分别为 40
.

6 和 42
.

9 m g / k ;g 优势地层

N 和 Q h 土壤含 C u
量 只有 22 .9 m g / k g 和 29

.

7 m g / k g
。

所以荔枝劣势 地层劣势原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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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可能是 C u 的毒害
。

从同一地层上荔枝和板栗叶含 C u 量差异也可作为这一解释的参

考
,

例如 D Zd Z
为荔枝劣势地层板栗优势地层

,

荔枝叶含 C u 量为 1.0 6 m g / k g
,

板栗 叶含

C u 量为 5
.

48 m g / k ;g Q p 为荔 枝劣势地层板栗 中势地层
,

荔枝叶含 C u 量 为 12
.

2

m g / k g
,

板栗叶含量为 8
.

9 m g / k g
。

C u 对 N
、

P
、

K
、

Z n 的吸收有抑制作用
,

其中 p 受

抑制最严重
,

N 次之
,

K 再次之 〔 7 〕 。

所以中势地层 D
Z y 荔枝由于含 C u 量最多 (达 14 .0

m g / k g )
,

其叶含 P 量也是最少的
,

只有 9 20 m g / k g
。

砷 ( A s )
,

A s 是一种有害的非金属元素
,

我 国南方赤红壤 A s 的临界含量为 38 m g / k g

〔 6 〕 .

隆安县荔枝五种地层 土壤含 A s 量以劣势地层 Q p 和 D 尹, 的最高
,

分别为 78
.

9

m g / k g 和 97
.

1 m g / k ;g 优势地层 N 和中势地层 D 口 的最低
,

分别为 24
.

5 m g / k g 和 17 .9

m g / k ;g 优势地层 Q h 为 48
.

1 m g / k g
.

从荔枝叶含 A s 量看
,

优势地层 Q h 的最低
,

为

0
·

085 m g / k g
,

中势地层 D Zy 次之
,

为 0
.

2 0 7 m g / k g
,

其余地层的在 0
.

4 2 1一 0
.

4 73 m g / k g

之间
。

优势地层 Q h 优势原因之一是荔枝吸收 A s 少
。

氮 ( N )
、

磷 ( )P
、

钾 ( K )
,

是植物生长发育必需的大量元素
。

虽然在分析荔枝产量与

地层土壤元素相关性上
,

N
、

K 表现不相关
,

但并不是说 N
、

K 对荔枝生长和产量没有影

响
。

相反
,

所有地层 N
·

K 均不足
,

都不能满足荔枝生长发育的需要
,

所以在划分优
、

中
、

劣地层上 它们不是决定性因素
。

大多数作物叶的适当含 N 量为 1
.

5%
,

含 K 适宜量为

1
.

0% 〔 ’ 〕 。

隆安县 五种地层上荔枝叶含 N 量为 0
.

746 % 一 0
.

8 65 % ; 含 K 量为 0
.

4 88 % 一

1
.

08 %
,

除 D Zy 地层荔枝叶 K 含量 L 08 %
,

稍大于适宜量外
,

其余均低于正常含量
.

可见

所有地层 N
、

K 供应都不足以满足荔枝生长发育的需要
.

荔枝五种地层土壤含 P 量与荔枝产量显著负相关
,

但并不是说土壤 P 过多
,

已对荔枝

生长和产量产生不利影响
.

以往的研究表明
,

作物含 P 量适宜度为 0
.

2% 一 0 .4 %
,

而隆安县

荔枝叶含 P 量只有 0
.

092 % 一 0
.

126 %
,

低于一般作物的正常量
。

土壤含 P (全量 ) 大于

0
.

15 % 的属于丰富 ; .0 05 % 一 .0 ,l5 % 中等 ; 小于 0.0 5% 偏低 〔 ’ 〕 。

隆安县荔枝五种地层土壤含

P (全量 ) 分别 为 Qh
,

0
.

0 4 30,0 : Q p
,

0
.

0 650,0 : N
,

0
.

092% : D Z
d

Z ,

0
.

12% : D
Z y

,

0
.

05 2%
,

属中等偏低水平
。

所以这样的相关分析结果揭示隆安县荔枝优势地层土壤缺 P
,

要注意施用 P 肥
.

硫 ( s)
,

隆安县五种地层的荔枝叶含硫量在 60 一 180 m g / k g 之间
。

据以往研究
,

许多

作物体内硫的含量与磷接近
,

一般作物中 S : P 比值在 1 左右
。

作物含硫量的临界值为

0
.

10 % ( 1 00 0 m g / kg )
,

平均为 .0 20 % 左右
,

含硫量最多可达 .0 89 〔 ’ 〕 。

按照这样的标准
,

隆安县五地层上的荔枝体内均大大缺 S
,

S : P 比值仅为 0
.

07 : 1一 0
.

14 : 1 之间
。

隆安荔枝

五种地层土壤全 S 量为 42
.

1一 140 m g / k g 之间
。

以有效量 占全 S 量的 9
.

4% 计
,

隆安荔枝

五种地层土壤有效 S 为 .4 0一 13 .2 m g / k g 之间
.

有效 S 小于 10 m g / k g 时为缺 S 土壤 ; 有

效 S 介于 or 一 16 m g / k g 时
,

需 S 量大
,

对 S 比较敏感的作物也可能缺 S
,

为潜在缺 S 土

壤 〔 8 〕 。

这样
,

隆安县荔枝五种地层 土壤
,

其中 Q h (优势地层 )
、

N (优势地层 )
、

D Zd Z

(劣势地层 ) 为缺 S 土壤
,

Q p (劣势地层 )
、

D Zy (中势地层 ) 可能属潜在缺 S 土壤 (如果

荔枝需 S 量大 )
,

若结合土壤全 s 平均值要达到 .0 026 % 〔 ` 〕 ( 26 0 m g / k g ) 判断隆安县荔枝

五种地层土壤硫素的丰缺
,

那么该县土壤还是缺 S 的
。

隆安县荔枝叶含 S 量如此的少
,

同

土壤含 S 量低有一定关系
,

但不是全部原因
,

因为同一地层上
,

板栗叶含硫就比荔枝叶多

得多
.

例如 D Zd Z
地层

,

为荔枝劣势地层
,

板栗优势地层
,

荔枝叶含 s 量为 60 m g / k g
,

板

栗叶含 S 量为 91 5 m g / k ;g Q p 地层
,

荔枝劣势地层
,

板栗中势地层
,

荔枝叶含 S 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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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6 mg / kg
,

板栗叶含 g 量为 757 m g / k g
.

究竟何因引起
,

是荔枝吸收 S 能力弱抑或是荔

枝本身就是一种低硫植物? 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加以研究的
。

硼 (B )
,

隆安县荔枝五种地层荔枝叶含 B 量为 or
.

6一 巧
.

2 m g / k g
。

据报导
,

一般农作

物含 B 量在 2一 100 m g / k g 之间 ; 作物含 B 量 < 巧 m g / k g 时
,

就会感到 B 素不足
,

在 20

一 10 0 m g / k g 之间属于丰富而不过量
,

超过 200 m g / k g 时
,

则往往会出现 B 的毒害 〔 ’ 〕 。

据此对照
,

隆安县只有优势地层 N 荔枝叶 B 素含量属于正常值
,

其余均感不足
.

隆安县荔

枝五种地层土壤含 B 全量为 29
.

1一 68 .5 m g / k g 之间
,

低于我国南方赤红壤
、

石灰 (岩 ) 土

全 B 含量 〔9 ’ 。

我国南方土壤不但全 B 含量低
,

而且有效 B 也低
。

据过去研究结果得出
,

华南地区红壤有效态 B 为 0
.

19 m g / k g
,

赤红壤 0
.

29 m g / k g
,

广西柳州 红壤 (石灰岩 )

0
.

26 m g / k g
,

均低于缺 B 的临界值 0
.

50 m g / k g
,

低于 0
.

5 0 m g / k g 时
,

属于缺 B 范围 ;

低于 .0 25 m g / k g 时
,

属于严重缺 B 范围 〔 ’ 〕 。

土壤全 B 与有效态 B 含量有一定关系
,

如

果土壤含 B 量很低
,

其有效态 B 含量也低
。

因此
,

隆安县荔枝五种地层土壤属 于缺硼 土

壤
。

3 隆安县荔枝生产布局调整及管理建议

根据上述适生地层划分以及产量与各地层土壤
、

荔枝叶矿物元素含量的相关性分析
,

就

可为隆安县荔枝布局调整提供依据
。

但是
,

在进行调整时要从全局的观点出发
,

不能只考虑

本部门的需要
,

要综合平衡
,

取得各种作物都有合适的调整方案
.

最好能做到适地适作物的

相互对调
,

如果相同地层都适合几种作物
,

那就要考虑全局
。

具体是 :

( l) D扩 地层为荔枝的劣势地层
,

板栗的优势地层
,

玉米和甘蔗的中势地层
,

因此可

考虑不发展荔枝
。

( 2) Q p 地层为荔枝的劣势地层
,

板栗的中势地层
,

故亦可考虑不发展荔枝
。

( 3 ) Q h 地层为荔枝生产的优势地层
,

可在此地层上扩大荔枝面积
.

但这个地层大面积

为水田
,

要扩大荔枝面积
,

不能占用水田
,

只能在旱地上扩展
。

( 4 ) N 地层为荔枝优势地层
,

其他作物在此地层上表现一般
,

因此可考虑在此地层上

扩大荔枝种植面积
。

( 5) D Zy 地层为荔枝中势地层
,

板栗在此地层表现一般
,

无甘蔗
、

玉米的布局
.

故也可

在此地层上扩大荔枝布局
.

根据适生地层进行荔枝布局调整是应该的
,

但是根据荔枝产量与元素相关性分析得出的

结果
,

在荔枝生产和管理上有针对性采取一些可行措施也是应该加以考虑的
.

为此
,

提出如

下几点建议
,

有的可进行 田间试验
.

( l) 铝
、

锰对荔枝生长和产量 已产生不 良影响
,

荔枝劣势地层由于含 A I量高和 M n 造

成毒害
,

A I还影响荔枝对镁的吸收
。

施用 iS 肥
,

能减轻锰和铁的毒害
,

降低植株中铝 的浓

度和铝害程度
.

因此
,

今后要试验施用 iS 肥
.

( 2) 5 10 2 对隆安县荔枝生长和产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

优势地层优势原因之一就是土

壤 5 10
:
丰富

。

5 10
:
不但能降解 A I和 M n 的毒害

,

而且能提高土壤速效磷的含量
。

所以不

但劣势地层土壤要试验施用 iS 肥
,

优势地层土壤也要试验施用 5 1肥
。

( 3) 我国南方地区在高温
、

多雨的气候条件下
,

风化淋溶均较强烈
,

土壤中可溶性镁淋

失严重
,

一般镁含量较少 〔 ’
,

’ “ 〕 。

相关分析表明
,

镁对荔枝生长和产量起促进作用
。

根据隆

安县荔枝叶含镁量高推测
,

荔枝可能是一种喜镁植物
。

因此可开展施用镁肥试验
。

况且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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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的镁可减轻作物锰
、

铝的害症 ;施用少量镁肥会提高磷的利用率 〔 2〕 。

(4 )隆安县荔枝五种地层土壤和荔枝均感 Zn素不足
,

尤其优势地层
,

因此要注意施用

Z n 肥
。

( 5 ) 隆安县荔枝含硫量极低
,

与过去研究很不相同
。

究竟是什么原因有进一步研究的必

要
,

因为解决此问题有利于提高荔枝的生产
.

况且
,

隆安县荔枝五种地层土壤
,

尤其是优势

地层的属缺 S 土壤
.

( 6) 隆安县荔枝五种地层和荔枝均缺 B
。

研究表明
,

有效态 B 低于 .0 50 m g / k g 时
,

对

需 B 较多的作物施用 B 肥可能有 良好反应 ; 低于 0
.

25 m g / kg 时
,

施用 B 肥增产显

著 〔 ’ 〕 .

根据过去研究推估
,

隆安县荔枝地层土壤有效态 B 在 .0 29 m g / kg 以下 的范围
,

因

此该县荔枝可开展施用 B 肥试验
.

( 7) 隆安县荔枝五种地层土壤和 N
、

P
、

K 均不足
,

要注意施用
。

( 8) 隆安县荔枝劣势地层土壤含 C u 和 A s 均偏高
,

这是劣势地层劣势原因之一
,

要设

法消除或降低 C u 和 A s 的毒害
.

51 肥对水稻吸收 A s 有一定抑制作用 〔 3 〕 ,

对荔枝是否有作

用可进行试验
.

C u 在土壤中大量被有机质等吸附
,

形成非常稳定的络合物
,

有效性很小

〔 1 1〕 。

因此
,

要注意施用有机肥
,

如猪
、

牛栏粪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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