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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抑制剂对中华称猴桃成花

和碳水化合物含最的影响

谢建国 阎遭酞

(园艺系 )

摘 要 研究了儿种生长抑制剂对琳猴桃幼旺树成花的生物学效应和生物化学效应
。

生长

抑制剂 B , , C E P A
,

P P 3 3 3
均能有效地促进称猴桃成花

,

其中 P P 3 : 3
促花效果较 B ,

及 C E P A

显著 ; 混喷促花效果优于单喷
。

生长抑制剂处理后
,

叶片内总糖
、

可溶性糖
、

还原糖含量增

加
,

尤其是还原糖含量显著增加
,

与花芽分化关系密切
。

根系中高含量的淀粉是花芽分化的

一个突出指标
。

关扭词 生长抑制剂
, B , , P P 3 3 3 ,

C E P A
,

中华称猴桃
,

花芽分化
,

碳水代合物

中华称猴桃幼树生长势强
,

枝条年生长量大
,

往往形成很多徒长枝
,

枝蔓 相 互 缠

绕
,

纵横交错
,

造成树冠郁闭
,

通风透光不 良
,

花芽形成受阻
,

延迟结果
,

果实小
,

质

量差
,

并且结果部位外移现象十分严重
,

这就难以控制生长和结果
〔 ’ 一 “ ’ 。

因此如何 调 节

控制其营养生长
,

促进幼树早成花
、

多结果
,

进而控制树体大小
,

增大栽植密度
,

成为

丰产栽培的一个重要问题
。

尽管用环剥
、

环切
、

圈枝
、

修剪
、

断根等
〔 ” 一 ` ’

农业技 术 可

以控制徒长
,

促进花芽分化
,

但这些方法费工费时
,

技术难以掌握
,

不适用于大面积生

产栽培
。

本试验研究了生长抑制剂 B
。 ,

C E P A
,

P P
。 3 3

对称猴桃幼旺树的影响及其与成

花效应有关的生理生化特点
,

试图为生长抑制剂的正确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材料

采用陕西周至称猴桃试验站 6 年生初果的拂猴桃幼树
,

品 种 为
“ H ay w ar d), 气 砧

木为实生砧
。

试验地平坦
,

肥力中等
,

株行距 2 义 4 m
.

1
。

2 方法

1
.

2
.

1 供试植株的选择及处理设置 1 9 8 5年选择生长一致的植株
,

编号
,

挂 牌
。

用 背

负式喷雾器全株周密喷布生长抑制剂
,

加 0
.

1 %吐温 20 作为表面活性剂
,

每株树用 。
.

sk g

药液
。

以喷清水为对照
,

单株小区
,

重复 5 次
,

随机排列
。

试验各处理内容见表 1
。

1
.

2
.

2 花芽分化调查 在翌年花蕾期调 查花量
,

以确定成花多少
。

文稿收到日期 , 1 9 88
·

0 5
一

3 0
。

修改稿收到 日期 . 1匀9 0
一

0 3一 0 7
。

· “
H

a y w a r
d

” 品种
,

在分类上原属于中华殊猴桃硬毛变种
,

现在经过重 新分类
,
已将硬毛 “ 变种 ” 上 升 为

一个独立的
u 种” ,

正确定名为美味殊猴桃 〔A
e t i n i d ia d e

l ie i o s a ( A
.

C h e v ) C
.

F
.

L ia n g e t A
。

R
.

F
e r g u , o n 〕

.

因此
, “

H
a y w a r d ” 现属 美味称猴桃美味变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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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试脸处理及内容 9 1 8 5
。

5

试验号 药荆种类 药荆浓度 ( p p m)喷 药次数 (次 )喷药时间 (月
·
日 )

第一次

B ,

C E P人

P P , , 3

B
, x C E P A

P P
3 3 3 + C E P A

对照 ( 清水 )

2 0 0 0

1 0 00

20 0 0

2 0 0 0 + 5 00

2 0 0 0 + 5 0 0

第二次

5
。

2 1

5 。 2 1

5
。

2 1

5
。 2 1

5 。 2 1

5 。 2 1

月才开̀片̀ō了曰呼了̀

:…
尸J巴目óó.al勺口七

Z
n自,ù月̀舀月O乙ABCDEF

1
.

2
.

3 总糖
、

可溶性搪
、

还原搪
、

蔗搪
、

淀粉的系统测定 每个处理分别选择生长良

好
、

无病虫的功能叶片 ( 一般为第 4 节位 ) 装入冰壶中带回实验室
,

样品在 10 o5 C 烘箱

中处理 10 m in
,

再在 8o0 C 下烘至恒重
,

磨碎
。

每个处理分别称取 0
.

1 0 0 9 置于 离 心 管

中
,

用乙醇抽提 3 次
,

上清液用于可溶性搪
、

还原搪
、

蔗糖的测定
。

沉淀 经 H C IO
` 。

抽

提后
,

上清液用于淀粉的测定
。

可溶性糖的测定用苯酚法
〔 “ ’ ,

还原糖测定用 N le s o n 一 S o m -

9 1试剂比色法
〔 . ’ ,

淀粉用碘比色法
〔 7 ’ 测定

。

蔗糖
、

总糖含量 由以下计算得到
:

蔗糖% 二 (可溶性糖% 一 还原糖% ) X o
.

95

总糖% = 可溶性搪% 十 淀粉%

2 结果和分析

2
.

1 诱导成花的效果

生长抑制剂诱导称猴桃幼旺树成花的作用
,

是极其显著的
。

经生长抑制剂处理后
,

平均单株花量 ( 2 1 3~ 3 0 9朵 ) 为对照 ( 2 3 1朵 ) 的 1
.

6 ~ 2
.

3倍
,

其中 P p
, 3 。

促花效 果 较

ēōóà级舞低扮

剐绷150100

2 4 0

2 0 0

1 6 0
ǎ日。)侧琳军布

均 C名班 班如 刀叶 王哭. 十观
口江叭切缪人 —

图 1 生长抑制剂对称猴桃生长
、

开花的影响

B
。
及C E P A显著

。

从图 1 可以看出
:
生长抑制剂诱导成

花的作用
,

一般是随着对枝条生长抑制程

度的提高而 增 强
。

B
。
和 P P

3 , 3

分 别 与

C E P A 混用时
,

比单 用 同 浓 度 的 B ,
或

P P
3 3 3 ,

促花效果显著
。

2
.

2 碳水化合物调节与成花的关系

2
.

2
.

1 叶片内碳水化合物动态

糖类是花芽分化的原材料
,

也是分化

过程中能量来源
〔 8 ’ 。

由简单的叶芽 变 为

复杂的花芽
,

没有比叶芽高出数 倍 的可塑

性物质是不可能的
〔 . ’ 。

因此
,

花芽分 化 前

要创造累积糖的条件
。

从 图 2峨
,

B
,

C 可

以看出
,

喷药后所有处理叶片的总搪
、

可溶

性糖
、

还原糖的含量均高于对照
,

差异达

极显著水平
。

但经过 1 5 d 以后
,

所有处理和对照差异不明显
,

可能是叶片内糖类 转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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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条
、

茎
、

果实和根系中所致
。

从图 2 中还可以看出
:

生长抑制剂对称猴桃叶内蔗糖含量

影响不大
,

处理与对照之间没有明显差异 (见图2一D )
。

在称猴桃叶片中
,

以上分析的各种

形态的糖以还原糖占比例最大
,

与花芽分化的关系也最为密切
。

\

滚
、 、

一
7/

尹始ō

。

葬澳ō

共
厂一

.

味
、 、 、` .

ǔē次V留把公幼健了

找10吕6

产次与终北称该

下

0 1 5 3 0 4 5

喷药后 时期 ( 。 ) 喷药后 时别 ( d )

11
.

IJ
.

!
l

.

一 ~ ~ ~ - J . . . .

钱冲
、

ǎ二甘,七粗溅旧

0 1 5 6 0 7 `

喷 约后 时 期 ( ` )

J U 4 5

噢子今后时切 ( d )

图 2 生长抑制剂对琳猴桃叶内碳水化合物含量的影响

z
。

2 0 0 0 p P m B
`

, , 2 。 20 0 0 P P m C E P A
, 3

. 2 0 0 0 p p m P P
3 ; ,

召
。

2 00 0 P P m B
. + 5 0 0 p P m C E P A , 5 .

2 0 0 0 P P m P P
3 3 3 +

s o o P Pm C E P A , 6
。

对照 ( 清水 ) ( 以下同 )

H ar l ey 和 M ag
n se s ( 1 9 4 2 ) 〔 . ’ 在苹果上的研究认为花芽分化的最佳条件是木 质 部

含有大量的淀粉和少量的氮
。

淀粉既是结构物质又是能量物质
,

花芽分化前势必要累积

一定量的淀粉
。

从表 2 可见
,

生长抑制剂处理的叶片内淀粉含量 高 于 对 照
,

喷 药 后

1 5 d ,

处理的叶内淀粉含量与对照差异极为显著
。

裹 2 生长抑制荆对称握挑叶内淀粉含 t 的影晌

一
. . . . ~ ~ ~ ~ . . ~ . . . .

喷 药 后 天 数 ( d )

试 验 处 理

—
0 1 5 3 0 4 5 6 0 7 5

20 0 0 P P tn B
,

1 0 0 0 P P m C E P A

2 0 0 0 P P m P P 3 3 3

2 0 0 0 P P m B
g +

5 00 P P rn C E P A

2 0 0 0 P P xn P P
, 5 5 +

5 0 0 P P m C E P A

对 照 ( 清水 )

2
。

4 1

2 。
2 2

2
`

5 9

2
.

1 5
. ’

2
.

0 1二

1
。

6 5二

0 。
4 0

0
。

3 9

0
。

6 2

0
。

27

0
。 2 7

0
。 2 6

0
。

6 0

0
.

5 5

0
。

2 2

0
。

6 2

0
。

2 2

0
。

40

2
。

5 6 2
。

23
. “

0
。

9 7

2 。
5 3 2

。
7 0

奋 .

0
。

7 9

0
。

3 4 0
。

3 8 0
。

4 3

0
。

2 2 0
。

4 6 0
。 2 2

2 。 65 l 。
3 4 0

。 3 4 0
。

1 6 O
。 2 9 0

。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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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

2根内碳水化合物动态

根系是果树生命活动的重要器官
,

它具有吸收水分
、

矿质
、

贮藏营养
、

合 成 C T K

激素等多种功能
。

本文在用生长抑制剂处理后 50 d ,

分析了根内碳水化合物的含量
,

从

表 3 可知
,

所有处理的根内比对照有较高的总糖含量
,

差异极显著
。

但可溶性糖
、

还原

糖
、

蔗糖与对照差异均不显著
,

根内的淀粉含量显著增多
,

而且占最大比例
,

几乎相当

于总糖
。

这样就可 以加强根系营养
,

提高根系活力
,

使根端产生大量的 C T K
,

并 释 放

到木质部汁液中
,

随着蒸腾流上运到地上部芽中
,

促进花芽分化
。

因此
,

我们认为根系

中高含量的淀粉是花芽分化的一个突出指标
。

衰 3 生长抑制荆对根内碳水化合物含 t 的形晌

试 验 处 理

2 0 0 0 P P m B
。

可溶性糖 还 原糖 淀 粉 总 特

C E P人

P P
3 , ,

B
, +

C E P人

P P
3 3 3 +

C E P A

(清水 )

1
。

5 3

1
。

53

1
。

6 0

0
。

0 7

0
。 0 7

0一 0 7

龙 精

1
。

3 9

1
。

3 9

1 。
4 6

4 2
。

0 0二

4 0
。

7 5二

4 5
。

25二

4 3 。
5 3

. `

4 2
。

2 8二

4 6
。

8 5二

1
。

0 6 0
。

0 8 0
。

9 6 4 5 。
2 0 4 6

。
2 6

1 ·
` 4

1
。

4 0

0
.

0 6

0 一 0 6 ..vlls0z
4 4 。

0 0

3 7
。 9 5

4 5
。

6 4

3 9 。
3 5

3 结 论

l) 本实验证明
; B , ,

C E P A
,

P P
3 3 3

能够明显地促进称猴桃幼旺树的成花
,

其 中

p p
。 : 3

促花效果较 B
,

C E p A显著
。

当 B
。
和 p p 3 。 3

分别与 C E p A 混用时
,

比单用同浓 度

的B 。 ,
P P

3 3 3
促花效果显著

。

2 ) B
, ,

C E P A
,

P P
3 3 。

处理后
,

叶内总糖含量增加
,

可溶性糖比例最大
,

尤其 是

还原糖含量显著增加
,

与花芽分化关系密切
,

是花芽分化的一个可靠指标
。

3 ) B
, ,

C E P A
,

P P
3 : 3

处理后
,

根内总糖含量增加
,

淀粉含量显著增加
,

与花 芽

分化呈正相关趋势
。

因此
,

我们认为
,

根系中高含量的淀粉是花芽分化的一个 突 出 指

标
。

4 ) 对今后的工作
,

我们认为必须全面地研究有关成花的各项生理生化指标
,

其中包

括与分化过程有关的结构物质
、

能量物质
、

调节物质 以及遗传物质等与成花的关系
。

还

必须同时研究包括根系在内的整个树体的代谢规律
,

以及这些内部生理生化动态与环境

因素的关系
。

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掌握分化过程的参与因素及其关键环节
,

从而准确而有

效地控制分化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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