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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殖酸在琯溪蜜柚上的应用效果研究

曾春华 1，林文辉 1，吴炳清 2

(1．福建省平漳州市平和县农业局农技站，平和 363700；
2．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山格镇农技站 363700)

摘要：对可溶性腐殖酸在红肉和白肉两种琯溪蜜柚上的应用效果进行试验研究，结果表明：喷施可溶性腐殖酸

后，能够明显增加蜜柚的单果均重、产量和可溶性总糖含量，处理后的红肉和白肉蜜柚的单果均重和每 666.67m2

产量增幅分别为 9.62%、9.16%和 10.1%、9.75%，可溶性总糖含量涨幅分别达到 13.5%和 15.3%；同时能降低

蜜柚裂果率，提高维生素 C（抗坏血酸）含量，提高蜜柚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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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地处福建省闽南金三角的漳州市西南部，因种植琯溪蜜柚而闻名世界。目前，

琯溪蜜柚已成为平和农村的经济支柱产业，至 2013年全县种植 4.3万 hm2，总产量超 110万吨[1-2]，销

售范围几乎覆盖全球，主要出口欧美和东南亚等地。但真正优质、高产的果园并不是非常多，而肥料的

不合理使用是主要原因之一[3]，只有合理施肥，才能达到优质高产的目的。

腐植酸，又称胡敏酸，是腐殖质的主要组成部分，腐植酸在自然界中通常与离子形成络合物。有研

究表明[4-7]腐殖酸能提高柑橘、玉米和多种蔬菜的产量及品质，但腐殖酸在蜜柚上的应用还未见报道。平

和县琯溪蜜柚如今有六大品种[8]，其中以白肉蜜柚（传统琯溪蜜柚）和红肉蜜柚种植面积最大，本文通

过可溶性腐殖酸在这两种蜜柚上的试验，以期初步探明腐殖酸在琯溪蜜柚上的施用效果。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作物

琯溪蜜柚：白肉和红肉蜜柚两个品种，白肉蜜柚种植密度为 55株/666.67m2，树龄为 10年；红肉蜜

柚种植密度为 50株/666.67m2，树龄为 8年。

1.2 供试肥料

“可杰家”牌液体高活性腐植酸。

1.3 试验地点及土壤

漳州市平和县小溪镇厝丘村和内林村，厝丘村是全国名果红心蜜柚的发源地，地处平和县城西边，

交通便捷，土地肥沃，年产红白肉蜜柚 5000多吨。内林村位于美丽的花山溪畔，背靠大屏山，是黄肉

蜜柚的发源地，离平和县城 3 km。本试验中两个村所选择种植蜜柚的土壤均为赤红壤土。

1.4 试验时间及方法

试验时间为 2014年 5月 3日开始，采用叶面喷施，稀释倍数为 500倍，每隔一个月喷肥一次，总

共喷施 4次。红肉和白肉两种蜜柚每个处理均为 1 hm2，

重复三次；均设空白对照（只喷清水），具体见表 1；而

其它常规肥料的施用时间方法及用量均一致。

1.5 田间管理

所有处理的病、虫害防治、肥水管理及除草等田间管

理均一致。

表 1 试验地点基本信息及肥料使用方法

试验

地点

蜜柚

品种

处理组总面积

（666.67m2）

对照面积

（666.67m2）

肥料稀释

倍数

厝丘村 红肉 45 5 500

内林村 白肉 45 5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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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施肥分促梢壮花肥、保果肥、壮果

肥和采果肥等施 4次，具体施用方法见表 2；

琯溪蜜柚病害主要有疮痂病、炭疽病、黄斑

病和溃疡病，虫害主要有蚧壳虫、粉虱、红

蜘蛛、锈壁虱等，杂草采用 41%草甘膦进行

防治，具体农药使用方法见表 3。

1.6 结果检测及统计分析

1.6.1 采收

在蜜柚采摘时，对比品尝果肉的口感，

每处理随机各取 20株计算统计裂果数和单

果均重，同时按实际总产量计算平均

666.67m2产量。

1.6.2 糖分及维生素 C的检测

依据国标 GB/T 5009.8-2008 《食品中蔗糖的测定》和 GB/T 5009.86-2003 《蔬菜、水果及其制品中

总抗坏血酸的测定方法(荧光法和 2,4-二硝基苯肼法)》，分别对同时采摘的两种蜜柚的可溶性总糖（以

葡糖糖计）和维生素 C（抗坏血酸）的含量进行测定。

2 结果与分析

2.1 对蜜柚产量及品质的影响

从表 4可以看出，喷施可溶性腐殖

酸后，能够明显增加蜜柚的单果均重和

666.67m2产量，处理后的红肉和白肉蜜

柚的单果均重和 666.67m2产量增幅分别为 9.62%、9.16%和 10.1%、9.75%。单果重和产量的增幅较为一

致，可以据此推断蜜柚产量的提高是由于单果重量的提高。

对蜜柚外观及口感进行比较发现，处理组蜜柚的裂果率（3.63%～3.72%）明显小于对照组的裂果率

（6.94%～7.81%）。喷施可溶性腐殖酸后的蜜柚口感相对细腻，且甜度较高，而对照组蜜柚的口感则相

对较差，具体见表 5。

2.2 对糖分和维生素 C含量的影响

通过对蜜柚的可溶性总糖（以葡糖糖计）和

维生素 C（抗坏血酸）含量的测定表明（见表 6）：

处理后的红肉和白肉蜜柚的可溶性总糖含量分别

达到 8.799%和 8.492%，与对照组相比其涨幅分别

达到 13.5%和 15.3%；而处理后的

维生素 C含量分别为 41.35mg/100g

和 40.21mg/100g，与对照相比其涨

幅相对较小，仅为 4.10%和 6.07%。

3 结论及展望

从本实验分析，在蜜柚结果期多次喷施可溶性腐殖酸，能明显提高蜜柚产量、减少蜜柚裂果数，同

时提高果实糖度，改善蜜柚品质，为柚农的增产增收提供帮助。（下转第 34页）

表 2 肥料施用方法

施肥时期 施肥种类及数量（每株）

促梢壮花肥 氮肥 1 kg、磷肥 0.5 kg、钾肥 0.5 kg、硫酸镁肥 0.25 kg

保果肥 15:15:15复合肥 1.5~2 kg

壮果肥 牛粪 10 kg、钙镁磷肥 0.5 kg、硫酸钾 0.5 kg

采果肥 复合微生物有机肥 3 kg、尿素 0.5 kg、钙镁磷肥 0.5 kg、

氯化钾 0.5 kg、硫酸镁 0.1 kg、硫酸锌 0.1 kg

表 3 农药使用方法

防治项目 防治方法

虫害 24%螨危 5000倍，99%绿颖乳油 250倍+吡虫啉，啶虫

脒，高效氯氟氰菊酯等

病害 86.2%铜大师 1500倍，47%加瑞农 1200倍，0.3%等量

式波尔多液，大生 600~800倍

杂草 41%草甘膦

表 4 喷施腐殖酸对蜜柚产量的影响

试验

地点

蜜柚

品种

单果均重（kg） 666.67m2产均重（kg）

处理 CK 增幅（%） 处理 CK 增幅（%）

厝丘村 红肉 1.605 1.464 9.62 2631 2389 10.1

内林村 白肉 1.698 1.556 9.16 3016 2748 9.75

表 5 喷施腐殖酸对蜜柚品质的影响

试验

地点

蜜柚

品种

裂果率（%） 口 感

处理 CK 处理 CK

厝丘村 红肉 3.63 7.81 细腻、比较甜 甜度较差

内林村 白肉 3.72 6.94 细腻、比较甜 甜度较差

表 6 喷施腐殖酸对蜜柚糖分及维生素 C含量的影响

试验

地点

蜜柚

品种

可溶性总糖（以葡糖糖计）（%） 维生素 C含量（mg/100g）

处理 CK 增幅（%） 处理 CK 增幅（%）

厝丘村 红肉 8.799 7.753 13.5 41.35 39.72 4.10

内林村 白肉 8.492 7.365 15.3 40.21 37.91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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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种有：甲胺磷、甲基对硫磷、对硫磷、久效磷、磷胺、甲拌磷、甲基异柳磷、特丁硫磷、甲基硫环

磷、治螟磷、内吸磷、克百威、涕灭威、灭线磷、硫环磷、蝇毒磷、地虫硫磷、氯唑磷、苯线磷、六六

六、滴滴涕、毒杀芬、二溴氯丙烷、杀虫脒、二溴乙烷、除草醚、艾氏剂、狄氏剂、汞制剂、砷、铅类、

敌枯双、氟乙酰胺、甘氟、毒鼠畦等农药。

7.2.2 药剂使用的要求

合理混用、轮换交替使用不同作用机制或具有互交互抗性药剂，防止和延迟病、虫害抗性的产生和

发展。

7.3 地下害虫的防治

在播种前每 666.67 m2使用 40%辛硫磷高渗乳油 80g兑水喷雾预防。

7.4 杂草的防治

在播种前每 666.67 m2使用 50%丁草胺乳油 100g兑水喷雾进行预防。

7.5 蚜虫的防治

每 666.67 m2使用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10g兑水喷雾防治。

7.6 白粉病的防治

每 666.67 m2使用 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100 g兑水喷雾防治；或每 666.67 m2使用 15%三唑

酮可湿性粉剂 60 g兑水喷雾防治。

8 及时采收

当胡萝卜的肉质根充分膨大，部分叶片开始发黄时，进行采收。采收过早，肉质根未充分膨大，产

量低，品质差。采收过晚，易木栓化，降低品质。并根据市场、客户的要求，适时采收。一般在 1月下

旬至 5月上旬进行采收。在采收和运输过程中要尽量减少损伤。采收后及时进行清园。采收后及时进行

翻地，清除杂草，减少病、虫的栖息地。

（上接第 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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