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果梨俗称安果梨，属于秋子梨系列，其果实中含有维生

素、蛋白质、胡萝卜素、核黄酸以及钙、镁、铁等多种对人体有益

的微量元素 ! " # $
南果梨是鞍山地区特产，种植区主要集中在海城大屯、什司

县、马风和千山区唐家房、大孤山、千山、东鞍山等乡镇 $ 南果梨

的生长，除了跟当地与其相适应的气候条件有关外，与种植区地

质地球化学环境等基础条件密切相关，从而导致其种植区域有

一定的局限性 $

" 南果梨生长与地质环境的关系

南果梨种植区成土母岩主要有太古宙二长花岗岩 %!"
"、!"

& ’、
白垩纪角闪钾长花岗岩 %!(

)* ’、元古宙变辉长岩侵入体、古元古

界片岩 % +, !"! ’、第四系松散沉积物 $ 分布最广的是二长花岗岩，

其次是角闪钾长花岗岩、片岩和变辉长岩，第四系松散沉积物区

有少量种植 $ 在不同的母岩背景区内，南果梨的品质也有一定

的差异 $ 按南果梨生长的适宜程度，其顺序为花岗岩与片岩和

变辉长岩混杂岩区、角闪石钾长花岗岩区、二长花岗岩区及第四

系沉积物区 %表 " ’ $
调查中还发现，南果梨的长势与地貌有很大的关系 $ 地貌

不但影响着热量和水分的分布，而且也能导致土壤发育程度和

肥力的差异 $ 低山丘陵区的坡麓梯田、切割阶地、近山阶地、缓

坡阶地及山间平原区的古河道等地貌单元内适宜种植南果梨，

其他地貌皆不适宜 $ 就地形而言，地面坡度在 "- . /-0之间的地

形段，南果梨长势最好，品质最佳 $ 地形坡度太陡或平缓地形不

适宜种植南果梨 $ 尤其是冲积平原区，土质肥沃，地下水位偏

高，对南果梨生长极为不利 $

& 南果梨生长与地球化学环境的关系

作物名优特品质的形成，与一定的生长环境相关联，离开特

定的自然背景，作物就会丧失其固有的特点 ! & # $ 除了气候条件以

外，地球化学条件是形成某些名优特产品的重要因素 $
&$ " 南果梨种植区土壤中元素含量特征

南果梨种植区土壤中植物生长必需和有益元素 1、+、2、3*、

45、67、8、49、4:、;9、3<、3: 含量与全国土壤值相比，基本处于

相近、偏高和显著偏高，只有 =、>7 元素含量偏低一些，与鞍山西

部平原地区相比也有类似特点，这是南果梨种植区地球化学环

境特征之一 $ 土壤中较为丰富的植物必需元素和营养元素，保

证了南果梨优良生长发育的基本条件 $
仔细分析土壤中元素分布规律，可以清楚地发现，67、49、

45、8、3: 和 2 元素含量明显高于西部平原区和全国土壤平均

值，这一特征是南果梨独特品质的关键因素 $ 2、45 元素之间平

衡协调的比例关系 %2 ? 45 值为 "$ &" . &$ -@ ’ A 促进了南果梨对

矿质营养元素的吸收和利用 ! ) # $ 土壤中微量元素 67、49、8、3:
等丰足的供给，能够保持南果梨树体及果实内矿质元素的平衡，

抑制病害的发生，从而保证南果梨的产量，提高南果梨果实的品质 $
在各个种值区中，小女寨种植区土壤中 67、49、45、8、3: 含

表 " 不同地质背景与南果梨品质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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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区

东果子园

东房身

小女寨

下沟 %部分 ’

品质

树势好，枝叶茂盛，果色端正，品质上等

树势较好，果实外较好，中等品质或中上等品质

树势好，枝叶茂盛，果色端正，芳香味浓，品质上乘

树势一般，管理好的较强，果实外观不好，品质较差

土壤

棕壤

棕壤

褐棕色土

潮棕土

岩石

角闪石钾长花岗岩

二长花岗岩

花岗岩、片岩、变辉长岩混杂岩

第四系沉积物区

主要矿物成分

角闪石、钾长石、石英等

钾长石、斜长石、石英

石英、钾长石、斜长石、角闪石、绿泥石、白云母等

地 质 与 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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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果梨是鞍山地区特产，是当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 $ 南果梨种植区域有一定的局限性，其真正的奥秘一直不为人

知 $ 本文通过对南果梨与地质地球化学环境相关性研究，发现南果梨与成土母岩有着密切的关系，土壤中较为丰富的植物必

需元素和营养元素，是南果梨良好发育的首要条件，而其中的钾、铁、镁、钙、钴、锰决定了南果梨的独特品质 $
关键词：南果梨；地质地球化学环境；相关性；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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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最高，!" 元素含量已达到 #$ %% & ’# ( ) 水平，上英、茨沟种植区

元素含量也很高，东房身、大顶山、西果子园区元素含量相对偏

低一些 *表 % + $

%$ % 不同地质体中元素含量特征

表 , 是南果梨种植区不同地质体中元素特征 $ 与普通花岗

岩相比，- 元素含量属缺乏水平，!" 元素含量偏低，其他元素属

相近、偏高或显著偏高 $ 其中变辉长岩中 ."、/0、/1、2、34、5

显著偏高，而 6 元素仅为 #$ 78 ，属缺乏水平，片岩中 ."、/0、

/1、5 等元素含量较高，角闪石钾长花岗岩和二长花岗岩中 6

元素含量 9$ )8 : 7$ ,8 ; 远高于片岩和变辉长岩 $

6%<、3=<、/1<、."%<, 单位为8 ，其他单位为 ’# ( )$

6%<、3=<、/1<、."%<, 单位为8 ，其他单位为 ’# ( )$

# 为较差，’ 为一般，% 为较好 $

岩石中元素的含量直接影响着土壤中元素的分布特征 $ 花

岗岩在本地区大面积的出现，保证了土壤中 6 元素的充足供给 $

小女寨、上英一带变辉长岩和片岩的出露，是该地区土壤中 ."、

/0、/1、2、34 含量增高的直接原因 $

%$ , 南果梨品质与元素相关性

由于不同种植区土壤中元素分布的差异，南果梨产量和品

质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 为了研究南果梨与元素间的相关关

系，我们首先对南果梨品质指标进行量化处理 *表 9 + $

结合不同种植区南果梨品质的优劣和土壤中元素含量值进

行南果梨品质与元素间相关关系研究，分析结果 *表 7 + 显示，

/1、."、3=、2、34、/0 元素与南果梨品质优劣有很好的相关性，

相关系数为 #$ ,) : #$ >’，这些元素的丰缺，对南果梨品质起着

制约作用，其中大多数元素也是评价南果梨品质及种植区土壤

环境优劣的主要指标之一 $

%$ 9 特征元素与南果梨生长的关系

钾：钾元素既是植物生长营养元素三要素之一，又是提高农

作物产量品质所必需的“品质”元素 ? 9 @ $ 钾能够增加南果梨糖份、

淀粉和纤维素含量，能促进根系发育和茎叶坚韧，使树势好，枝

叶茂盛，增加其耐寒性和对疾病的抵抗能力，能提高南果梨质量

刘洪涛：鞍山地区地质地球化学环境特征与南果梨相关性研究

表 , 不同地质体的元素含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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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南果梨种植园区土壤元素含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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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南果梨种植区品质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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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产量 ! 虽然钾与南果梨相关性较差 " ! # $! %& ’ ( 但种植区钾

含量普遍较高，对南果梨的生长必定起着关键的作用 !

铁：铁是植物生长的必需元素，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和呼吸

不可缺少的元素，叶绿素的前身物叶啉的合成需要铁参与，铁使

南果梨叶面葱绿，枝叶茂盛 ! 由于铁也是人体必需的元素，人体

内缺铁，易发生贫血症，南果梨中铁的含量，是评价其品质的指

标之一 !

钙：钙是生物必需的常量元素，植被体内细胞壁的重要组成

部分 ! 钙是人体牙齿和骨骼的重要组成成分，对人的生长发育

起着关键的影响 ! 南果梨中钙质含量，是其品质优劣的重要指

标 !

镁：镁是生物必需的常量元素，是组成叶绿素分子的中心离

子，是高等绿色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不可缺少的元素 ! 在南果梨

的生长发育过程中，土壤中充裕的镁素供应，使树势健壮，结果

多，产量高 ! 果实中镁素含量也是表征其品质的指标 !

锰：锰在南果梨光合作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锰不仅参与酶

的组成，而且还能活化多种酶促进反应，是其果实中糖分的积累

和运转的决定因素 !

钴：钴是形成南果梨独特品质的重要因素，它参与酶的组

成，能提高果实中蛋白质、胡萝卜素和糖的含量，能提高南果梨

的产量 !

钒：钒在本区含量较高，但有资料表明钒对植物的生长影响

力不大 )& *!

& 结语

通过以上的研究分析，我们认为该地区较为丰富的植物生

长必需元素和营养元素，是南果梨生长的必要条件，而其中的

钾、铁、镁、钙、钴、锰决定了南果梨的独特品质 ! 按照这一研究

成果，可以对鞍山地区进行南果梨种植区划，从而指导果农合理

利用土地，合理施肥，进一步提高南果梨的品质，创造更好的经济

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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