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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壮紊对番茄秧苗质 l 及

果实产 t的影响
`

陆帼一 程智慧

( 园艺系 )

摘 要 番茄 ( 品 种
`
西 农 2 7一4

,

) 电热温床育苗
,

二叶期分苗
,

三 叶期 及

四叶期各喷矮壮 素 ( C C C ) 一次
,

浓度分 O , 0
.

05 %
,

0
。

10 %
,

0
.

20 %及 .0 40 %

五个处理
。

结 果表明
,

.0 05 %一 0
.

40 % c c C均使 苗 高 降低
,

单 株 叶 面积缩

壮 小
,

叶 片 增 厚
,

叶形变长
。

0
.

10 % CC C 区茎粗 / 株高比位及 全株干重大
,

苗 指 数 最高
。

时照壮苗
_

指数最低
。

0
.

40 % CC C 区茎粗
、

叶数
、

叶面 积 和 全

株干重均最低
,

壮苗指数 与时照 相近
。

C C C对番茄早期产量和总产量 影 响 不

大
。

主口词 矮壮素
,

番茄
,

壮苗
,

育秧
,

产量

防止番茄 ( L 夕 e o 夕e r s i e o n e s e u l e n t u m M i l l
.

) 苗期徒长培育壮苗
,

是番茄育苗技

术中的重要问题
。

随着育苗专业化
、

商品化及田 间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
,

培育矮壮苗

的要求愈来愈迫切
。

矮壮素 (C C )C 是一种生长延缓剂
,

但有关 C C C 对番茄秧苗质 量

和果卖产量影响的研究报道
〔 `

厂
’

、

’ 不完全一致
,

加上喷施不当时易产生叶缘褪绿现象
,

生产中未得到广泛应用
。

为了进一步研究在番茄育苗中施用 C C C 的可行 性
,

特 进 行

c c C浓度试验
。

1 材料与方法

供试品种为
`

西农 7 2一封
,

中晚熟
,

无限生长类型
。

1 9 8 5年 2 月 1 1日电热 温 床 播

种
,

两片展叶时分苗于塑料钵
,

置塑料大棚中
。 3 片展叶和 4 片展叶时各处 理 一 次

,

分苗床喷施量第一次为 1 00 m L / 平 “ ,

第二次为 2。。m L / m
Z 。

C C C 浓度分 。 , 0
.

05 %
,

0
.

10 %
, 0

.

20 %和 0
.

40 %五个处理
,

随机区组排列
,

重复 4 次
。

第一次喷施后一周开始

取样
,

每重复各处理取样 10 株
,

测株高
、

茎粗 (子叶节及 1 ,
2

,
3 节 )

、

叶面积
、

叶

片厚及各部分干重
。

第一次喷施后两周第二次取样并定植大田
,
田间随机区组排列

,

重

复 4次
。

定植后定期观测株高
、

茎粗
、

叶长和叶宽的变化
,

统计开花数
、

座果 数 和 产

量
。

在此基础上 1 98 6年进一步作浓度试验
,

分 。 , 0
.

10 %
, 。

.

15 %
,

.0 20 %和 0
.

2 3%五

个处理
,

方法同上
。

文稿收到 日期 . 1 9 8 9一 0 1一2 1

。
蕊莱 8 1级学生田虹和蕊莱教研组高俊平参加了苗期部分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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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矮壮素对
一

番茄秧苗质量及果实产量的影响

2
。

1

结果与分析

CC C对番茄秧苗质t 的影晌及其后效应

2
.

1
.

1 C C C对株高的影叭

表 1 C C C对番茄秧苗质盆的影晌

C C C浓度 ( % )

项 目
0(

e k )0
。

0 50
。

10 0
。
2 0 0

。
4 0

株 高 ( e m )

茎 粗 ( e m )

展 叶 数

单株叶面积
( e mZ )

叶片厚 ( e m )

地上部干重 ( g )

根 干 重 ( g)

全株干重 ( g )

壮 苗 指 数

30
。

1 a
A

0
。

5 1b A

6
.

9 a
A

8 0 1
。 2 a A

0
。

0 5 33dD

1
。

12 5 ab B A

0
.

1 58 b e
B C

1
.

2 5 3b AB

0
。 2 02 2 dD

24
。

2 b B

0
。 5 5 a A

7
。

1 a
A

16 0
.

人 ab A

0
。

0 5 76 e e C E

1。 0 9 1b eB C

0
。

1 72 b B

1
。

26 3b AB

0
.

28 0 9 e C

2 2
。

9b B C

0
。

5 5 a A

7
。

1 a
A

2 56
.

5 a
b A

0
。

6 0 0 1b e
B (二

1
。 2 1 3 a A

0
。
2 12 a A

1
。

4 2 5 a A

0
。

0 34 5 a A

19
。
8 e C

0
。

5 3 ab A

7
.

0 a A

128 。
5b e AB

0
。

6 04 9 ab AB

0
。

9 9 7 e
C

0
。

18 7b B

1
。

1 7 5b B

0
。 0 3 1 7b B

6 1
.

1dD

0
。

4 6 eB

5
.

4 b B

9 9
.

6 e
B

0
.

6 6 0 3 a
A

0
。

6 4 3D d

0
。

14 5 e
C

0
。

8 7 7 e
C

0
。

2 02 5D d

注
:

( 1)8 1 9 5年 4月8 1日 定植时测定
,

茎粗测定部位为子 叶节 ,

(2 ) 表中同栏各平均值 间差异均径 D
u n c a n 氏多重比 较测验

,

小写和大写英文字母分别表示 5%和 1%

的差异显著性水平 ,

(3 ) 壮苗指数计算公式
:

(茎粗 / 株高 ) x 全株干重
。

从表 l 可以看出
,

C C C 对番茄苗茎的延伸生
一

长有明显的抑 制 作 用
。

在 0
.

05 % ~

。
.

40 %浓度范围内
,

浓度愈大
,

抑制 作用愈强
。

第一次喷施 C C C 后第 7 天
,

c
.

20 %和

。
.

40 % C C C区苗株高分别较对照降低 19
.

6%和 2 4
.

0 %
,

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
第 14 天达成

苗标准定植时
, 0

.

05 %
, 。

.

1。%
, 。

.

20 %和 。
.

40 % C C C区苗 株 高 分 别 较 对 照 降 低

1 9
.

5%
, 2 3

.

9 %
,

34
.

2%和 4 6
.

4%
,

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
。

说明在本试验条件下
,

C C C

对番茄苗株高的抑制作用是可以肯定的
。

为了了解苗期喷施 C C C 对株高抑制作用的持续期
,

定植到大 田后测定 了 6 次 株

高
,

结果见表 2
。

C C C 处理后 5 ~ 0] 周内
,

对照的株高仍一直领先
,

喷施 C C C 者仍然

是浓度愈大植株愈矮
,

但 。
.

05 %和。
.

10 % C C C 区与对照株高的差异在喷施后第 6 周已

经不显著
,

而 0
.

2 0 %和 0
.

的% C C C区与对照株高的差异在喷施后第 1 0周仍然显著
。

说明

苗期施用 C C C 对株高抑制作用的持续期因浓度而异
, 0

.

05 % ~ 。
.

10 % CC C 持续期约为 5

周
, 0

.

20 % ~ 。
.

4 0 %C C C 持续期为 10 周以上
。

从表 2 还可以看出
,

喷 施 C C C后 6 周
,

0
.

0 5 %
, 0

.

2 0%
, 0

.

2 0 %和 0
.

4 0% C C C 区的株高分别比对照降低 4
.

6 2 ,
5

.

4 7 , 8
.

7 9 和

1 4
.

6 5 e m ; 而喷施 C C C后 2 0周分别比对照降低 1
.

4 2 , 1
.

7 5 ,
7

.

0 2和 s
.

s e m 。

预计 2 0周以

后
,

喷施 C C夕的番茄株高与对照之间的差距
,

以及 C C C 不同浓度区株高之间 的 差 距将

会随生育期的推进而进一步缩小
。

原因在于喷施 C C C 两周后
,

对照 株 高 RG R 最 低
,

CC C浓度愈高
,

株高 RG R 愈高
。

这一情况与喷施 CC C 后两周内的情况恰恰 相反
,

当

时对照区的 R G R 最高
,

处理区 C C C 浓度愈高
,

株高 豆G R 愈低 ( 表 3 )
,

从而造 成苗

期处理间株高的明显差异
。

喷施 C C C 后在苗期和定植以后对株高 R G R 的影响截 然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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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其原 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

表 2 番茄苗期施用C C C对株高影晌的后效应

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

C C C浓度 处 理 后 周 数

(% ) 5 6 7 8 9 1 0

o ( e k ) 4 6
`
0 a

A 5 9
。
7 a A 7 2

. 2 a A 5 5 。
。 a A 10 0

.

1 a A 1 0 s
.

l a
A

0
.

0 5 通 z
。
6 b 人B 5 7

.

5 a
A B 7 0

.

0 a
A B 56

.

6 a
b A 0 7

.

2 a
A B 10 6

。
7 a b A

0 . 2 0 4 0
.

6 b
e

A B s s
. s a b A B 6 5

.

1 a b A B 5 4
.

2 b
e A B 9 6

.

4 a
b A B 20 6

.

4 a b A

0
.

2 0 3 7
.

2 c
B 5 3

.

2 b B 6`
. 6 b B 8 0

.

4 e
B o Z

.

s b B C 10 1
.

1 b e A

0
.

4 0 3 1
。 4 d C 4 5

。

0 e C 5 7
。
5 e C 74

。

2 d C S了
。

7 e C 9 9
。

6 e A

表 3 番茄苗期施用 C C C后株高相对生长率 ( R G R ) 的变化

C C C浓度 处 理 后 周 数

% 0~ 2 2~ 5 5 ~ 6 6 ~ 7 7、 色 8~ 9 9~ 1 0 ( 2~ 1 0) 平均

0 ( e k )

0
。

0 5

0
。

1 0

0
。
2 0

0
。

4 0

0
。

0 79 8

0
。 0 64冬 ~

0
。

0 6 03

0
。

0 4 99

0
.

0 3 5 2

0
。

0 2 0 3

0
。
0 25 8

0
。

0 2 73

0
。

0 3 0 1

0
。

0 3 18

0
。

0 37 1

0
。
0连6 3

0
。
04 5 6

0
。

0 5 1 0

0
。

05 16

0
。

0 2 7 3

0
。

0 2a 0

0
。

0 2 8 5

0
.

0 2 7 6

0
。

0 3 4 8

0 。
0 2 9 7

Q ,

0 30 5

0
.

0 3 0 3

0
。

0 3 1 4

0
。

0 3 6 5

0 。 0 1 6 9

0
.

0 16 5

0
。
0 19 3

0
。

0 2 05

0
。

0 2 40

0
。 0 1 11

0 、
0 13 3

0
。
0 1 4 0

0 1 22

心1 8 2

0
。

0 2 3 7

0
。 0 26 7

0
。

0 2 7 5

0
。

0 2 8 8

0
。

0 3 2 8

烤
:

R G R = ( I
n h Z

一 I
n h l ) / ( t Z一 t : ) c ,

·
e ,

一 `
·

d
一 ,

2
.

1
.

2 C C C 对茎粗的影响

一 对子叶节和第 1 ,
2

,
3 节茎粗的方差分析表明

,

处理间均有极显著的差异
。

以子

叶节茎粗为例 (表 1 )
, 0

.

40 % C C C 对茎粗有抑制作用
; 0

.

20 % C C C 对茎粗的 影 响不

大 , 。
.

肠%和 0
.

10 % C CC 有使秧苗茎秆加粗的作用
。

定植后对第一花序下第一节及第二花序下第一节茎粗的观测表明
,

处理之间以及处

理与对照之间茎
`

粗均无显著差异
。

2
.

1
.

3 C C C 对叶面积的影响
.

.

从表 1看出
,

0
.

05 %~ 0
.

40 % C C C 对秧苗单株叶面积有抑制作用
,

浓度愈大抑制作

用愈强
。

0
.

2 0%和 0
.

40 肠 C C C 区的单株叶面积分别较对照减少 2 8
.

7%和 4 4
,

7%
,

差 异

显著
。

0
.

0 5% 和 0
.

10 % C C C 区的单株叶面积虽较对照有所减少
,

但差异未达显著水平
。

单株叶面积是由叶片数和单叶面积构成
,

单株平均展叶数除 0
.

40 % C C C区为 5
.

4片外
,

其

余处理均为 7 片左右
。

所以C C c 浓度不超过 。
.

20 %时对单株叶片数没有影响
,

单株 叶面

积主要受单叶面积的影响
。

为了了解苗期喷施C C C对单叶面积的后效应
,

定植到大 田后

分别对第一
、

二花序上的第一叶进行了连续观测
,

以其外接矩形面积代表其叶面 积
。

结

果表明
,

喷施 C C C后 5 ~ 8 周
,

处理间第一花序上第一叶单叶面积差异显著
,

仍 以对照

的单叶面积最大
,

喷施仁C C者单叶面积减小
,

特别是 0
.

40 % C C C区单叶面积较对照 减小

22 %~ 2 5
.

6% (表 4 )
。

处理间及处理与对照间第二花序上第一叶单叶面积差异均不显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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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番茄苗期施用C C C对叶面积形晌的后效应
e m

Z

C C C 浓度 处 理 后 局 数

(%)

0 (e掩 )

0
。

5 0

0
。

1 0

0
。

20

0
。

4 0

4 4 2
.

1 4a A

45 0
。

5 4a A B

4 2 2
。
9 3a A B

4 25
.

5 5a
A B

31 4
。

7 3 b B

6 8 2
.

4 8a八

1 6 0
。

2 6a bA B

59 5
.

3 l b

61 1 . 4 2a
b

5 07
。

7 8e

z \ B

A B

7 47
.

02a A

6 85
。

6 8a
bA B

6 43
.

1 5 be BC

9 3 6
.

9 9 a
A b B

5 8 2
。

9 4e C

7 87
.

3 8a A

7 0 4
. 4 8a A b B

7 6 8
.

2 8 b
e A B

7 09
.

6 2a bA B

6 0 8
.

3 2e B

注
:

测定部位为第一花序 上第一叶 , 叶面积 以 叶外接矩形面积 (叶 长 x 最大 叶宽 ) 表示
。

2
.

1
.

4 C C C 对叶片厚度的影响

从表 l 看出
, 。

.

05 ~ 0
.

40 % C C C均有使叶片增厚的作用
,

与对照之间差异达极显著

水 平
。 0

.

0 5%
, 0

.

10 %
, 0

.

20 % 和 0
.

10 % C C C 区的叶片厚度分别比 对 照 增 加 8
.

07 %
,

1 4
.

45 %
。

21
.

76 %和 2 4
.

3 9%
。

C C C使叶片增厚的作用在喷施后 7 天已表现 出 来
。

厚的叶

片单位面积叶绿素含量较高
,

吸收利用光的能力较强
,

蒸腾面积小
,

有利于保持水分平衡
。

所 以 C C C既有使叶面积减小的不利影响
,

也有使叶片增厚的有利 影响
,

采 用 。
.

10 % ~

0
.

20 % C C C可以 取长补短
。

2
.

1
.

5 C C C对幼苗干物质积累的影响

从表 1看出
, 0

.

10 % C C C对幼苗干物质的积累最有利
,

其全株干 重 较 对 照 增 加

1 2
.

6 %
,

根干贡增加 3 4
.

2 %
,

地
_

卜部干重增加 8
.

8%
。

0
.

40 % C C C 对幼苗干物质积 累最

不利
,

其全株干重
、

根干重和地上部干贡分别比对照减少 38
.

1 %
,

8
.

2% 和 4 2
.

4%
。

所

以
,

从干物质积累方面考虑
, 0

.

10 % C C C比较适官
。

2
.

1
.

6 C C C 对壮苗指数的影响

以上分析了 C C C 对几个与幼苗质量关系密切的数履性状指标的影响
,

为了 全面 衡

量其影响特用壮苗指数作比较
。

1 9 8 5年 (表 l ) 和 1 9 8 6年 (表略 ) 秧苗壮苗 指 数 均 以

0
.

10 % C C C 区最高或较高
,

以对照最低
。

2
.

2 C C C 对番茄生殖生长的影响

2
.

2
.

1 对开花座果的影响

经方差分析
,

处理间第 l 花序和第 4 花序的花数差异显著
, 0

.

10% C C C使第 1 花序

花数 增多
, 0

.

40 % C C C使第 4 花序花数增多
。

第 2 和第 3 花序花数以 及第 l 一 4 层 座果

数处理间差异均不显著 (表略 )
。

2
.

2
.

2 对果实产量的影响

经方差分析
,

两年试验中处理间总产量差异都不显著
,

只有 1 9 8 6年处理间早期产量

差异显著
,

以 0
.

05 % C C C效果较好
,

但比对照增产不显著 ( 表 5 )
。

总的来看
,

C C C浓

度在 0
.

05 %~ 0
.

20 %范围内不致使产最降低
,

浓度超过 0
.

20 %对早期产量不利
。

讨 论

在本试验条件下
,

C C C对番茄苗高的抑制作用是可以肯定的
,

这 与许多研究报道一

但是 C C C对叶面积
、

植株干重和产量的影响与一些报道一致
『` ’ “ 一 5

” ”
。 ’ ,

与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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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 /小区

C CC 浓度

(% )

表 5苗期施用蛤CC对番茄产 t的形晚

1 9 5 8年 1 9 86年

早 期 产 量 总 产
.

量

C C C 浓度

早 期 产 量 总 产 量
6/1 8 ~7 / 4 6/1 8 ~ 8/ 5

(% )
6/ 2 2 ~7 / 6 6/ 2 2 ~7 / 5 2

汉 n
ù

nó八U工ó̀I户 J任 J
孟月 JJ`曰ó J功众ù ,

二`̀川一
,上叻̀口恤1三,é歹鱿乞

心自
0 ( e 为)

O
。

0 5

0
。
1 0

0
。
2 0

0
。
4 0

5 1
。
4 0

4 7
。
8 5

4 7
。
7 5

5 2
。
15

4 3
。
4 5

0 ( e儿)

0
。

1 0

0
。
1 5

0
。
2 0

0
。
2 5

4
。
1 5 a

b A B

4
。 8 5 a A

3
。
9 5 a

b A B

3 .

7 5 a b A B

_

3
。
2 5 b B

2 1
。
6 0

2 1
。
7 0

19
。
10

1 9
。

4 5

2 0
一
1 5

注 : 19 8 5年小区面积 2 8 m 么
,

重复 4次 , 19 8 6年小区面积 6
。
l m 2 ,

童复 5次 , 日期 为月 / 日
。

些报道又不一致 比 ’ . ’ ,

说明 CC C对番茄秧苗生长的作用受很多因素的制约
,

品 种
、

施

用 C C C的时期
、

次数
、

浓度
、

用量以及苗期的生态条件和育苗技术都有影响
。

从应用角

度出发
,

要达到防止徒长
,

提高秧苗质量的目的
,

必须结合具体品种来研究使用 C C C的

配套条件和技术
,

确定最佳方案
。

关于番茄苗期施用 C C C对产量影响的研究结果有三种

情况
:

增产
、

减产
、

不增不减
。

本试验结果属于后者
。

产量不仅受秧苗自身 状 况 的影

响
,

而且受定植后生态条件
、

栽培技术引起的秧苗自身生理活性和养分分配 方 向 变化

的影响
,

所以壮苗指数之间的差异程度不一定与产量间的差异程度相吻合
。

施用 C C C的

主要目的是防止秧苗徒长
,

提高秧苗质皇
,

以减少定植时秧苗在运输中的损伤和便于定

植作业
。

就此而言
,

番茄苗期喷施 0
.

10 % C C C仍具有实用价值
。

4 结 论
1) 在本试验条件下

, 0
.

10 % C C C对防止番茄苗期徒长
,
提高秧苗质量的作 用 是显

著的
,

表现在茎秆矮壮
,

根干重
、

地上部干重及全株干重大
,

壮苗指数高
。

2) 0
.

05 %~ o
。

40 % C C C对番茄秧苗茎的伸长均有抑制作用
,

浓度愈大抑制作 用愈

强
。 0

.

05 % ~ 。
.

20 % CC C使秧苗茎秆加粗
,

超过此浓度茎秆反而变细
。

3) 0
.

05 % ~ 0
.

40 % C C C均对叶面积有抑制作用
,

浓度愈大抑制作用愈强
,

但对叶

片厚度的作用正相反
。 一 _

一
二

4) 苗期喷施 0
.

05 % ~ 0
.

20 % C C C 对番茄总产量无显著影响
,

浓度超过 .0 20 %使早

期产量降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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