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植物是怎样吸
收叶面肥的



植物除可从根部吸收养分之
外，还能通过叶片（或茎）吸收
养分，这种营养方式称为植物的
叶面营养或根外营养。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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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植物叶片的结构和组成

二、叶片对养分的吸收

三、叶面营养的特点

四、影响叶面营养的因素

五、叶面营养的应用

六、叶面营养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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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的解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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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孔的结构

数目： 2000，50-300个/mm2

功能：气体交换      水分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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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皮组织、叶肉组织及输导
组织所组成。气孔是由表皮细胞分
化出来的组织，并按一定距离分布
于叶表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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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面肥料的作用机理及特点

•  作物除了可以通过根系吸收养分外,还能通过

叶片(或茎)吸收养分,这种营养方式称为植物的

叶部营养,也叫根外营养。

• 通过作物根系以外的营养体表面施用肥料的措

施叫做根外施肥,也就是一般所称的叶面施肥。

• 用于叶面施肥的肥料称为叶面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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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用机理

• 通过对叶片结构的分析及同位素示踪等一系列的研究证

明,叶面也具有吸收营养的功能,其吸收养分的机理与根

系有些相似。

• 从作物叶片结构看,在叶片的表面有一层角质层,角质层

下是叶表皮细胞,表皮细胞下面是叶肉细胞。营养物质

只有进入细胞后才能起到营养的作用。

• 影响外部溶液进入叶肉的主要障碍是叶面具有一层均一

无孔的角质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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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面表皮组织的角质膜可分三层,紧靠表皮细

胞壁的一层是由角质、纤维素及果胶共同构成

的角化层

• 中间一层为角质与蜡质混合组成的角质层；

• 最外一层完全由蜡质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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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叶片的上下表面还有许多气孔,气孔是叶片

内部与外界沟通的渠道。

• 营养物质通过叶面气孔直接进入叶肉细胞或

通过自由扩散作用渗透入叶面表皮的角质层

和纤维素壁

• 叶面喷施的营养物质渗透而移向原生质膜表

面,通过原生质膜吸收到细胞的过程,是在细

胞能量消耗的基础上进行的主动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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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收到表皮细胞内的物质,通过胞间连丝又可

向叶肉细胞移动,而在体内其他部位,主要是通

过筛管来移动。

• 叶面积较大的植物,角质层较薄,喷施叶面肥,

其液体易于渗入,效果较好。

• 叶面积较小,角质层较厚,喷施的液体难于渗入

,因此有时要加入少量增润剂促其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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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叶表皮细胞壁的外壁上,如孔道细胞中以及叶

毛的基部和周围,叶脉的上、下表皮细胞上都有

较多的微细结构,即有外质连丝的分布。

• 外质连丝是养分从角质膜到达表皮细胞原生质膜

的一条通路。

• 细胞通过质外连丝与外界相通,喷施到叶片表面

的肥料溶液中的营养物质,是通过叶片细胞的质

外连丝,像根系表面一样,通过主动吸收把营养物

质吸收到叶片内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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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下表皮由于气孔较多,所以比叶上表更容易使营养
液透过。

• 在一定的浓度范围内,不论是无机离子还是有机分子
,流向表皮细胞的速度都与浓度成正比。

• 但尿素透过质膜的速度与浓度无关,比其他离子要快
10～20倍。

• 尿素与其他盐类混合,也可提高盐类中其他离子的通
透速度。

• 养分由表皮细胞进入叶肉组织是主动吸收的过程。
被吸收的物质达到叶肉细胞后,通过胞间连丝可向其
他叶肉细胞转移,主要是通过筛管运往其他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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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片与根系一样,对营养物质也有选择吸收的

特点。

• 所以在进行叶面施肥时也应考虑到,不是喷施

什么肥料物质到叶片上都能被植物吸收,植物

叶片是有选择地吸收那些能够进入叶片细胞的

营养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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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点

• 在一定条件下,根外追肥是补充营养物质的有效

途径,能明显提高作物的产量和改善品质。

• 与根供应养分相比,叶部营养主要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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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点

• 在一定条件下,根外追肥是补充营养物质的有效

途径,能明显提高作物的产量和改善品质。

• 与根供应养分相比,叶部营养主要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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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防止养分在土壤中的固定,也不存在因土壤反

硝化、淋失等作用而损失或降低有效性,利用率

高

• 2)叶部营养能及时满足植物对养分的需要,见效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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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作物叶片吸收养分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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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叶部营养直接促进植物的体内代谢,从而有促

进根部营养、提高作物产量和改善品质的作用。

• 4)土壤施肥后在某种情况下,肥料被淋溶而导致

地下水污染的问题,而叶面施肥就不存在这样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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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补充根部对养分吸收的不足。

• 6)叶面施肥,用肥省,效率高,还可与植物生

长调节剂、农药配合施用,从而提高劳动生

产率,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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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上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 作物对大量元素氮、磷、钾的需要量比较多,仅

仅靠叶面施肥来供应显然是不够的。

• 因此,叶面施肥只能作为根部施肥的补充,而不

能完全取代根部营养。

• 而对微量元素来讲,由于作物对微量元素需要量

很少,叶面喷施,可以满足作物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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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养分,如钙元素被喷施后,植物叶子虽能

吸收,但向植物其他器官的转移率不高。

• 叶面施肥的养分用量很少,浓度也低,因而有时

需要多次喷施。

• 喷施时,如喷量多则会流失。

• 若喷施后适逢下雨,则流失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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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面施肥有时会对叶面造成损伤,

• 如尿素常含缩二脲,喷施含有缩二脲的尿素,缩二脲会

在叶中积累,从而影响蛋白质合成,减少养分吸收。

• 因此,喷施的尿素,其缩二脲含量应小于0.5%,最好小

于0.25%。

• 为了减少喷施尿素时的伤害,需降低浓度和增加喷施

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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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蔗糖对尿素喷施时叶面损伤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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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实际生产的具体情况可以考虑喷施叶面肥

:

• 基肥或种肥不足,作物出现脱肥现象；

• 作物根系损伤,根系生长弱；

• 高度密植的作物,不便于开沟追肥；

• 为促进越冬作物提早返青和分蘖,使三类苗追

二类苗,二类苗追一类苗；

• 需要快速恢复某种营养元素缺乏症；

• 深根作物如果采用传统施肥方法不易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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