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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期外源激素对不同品种大蒜

二次生长及产量的影响
“

程智慧 陆帼一
(西北农业大学园艺系

,

陕西杨陵
·

71 2 10 0)

摘 要 报道了苗期外源 G A
3 ,

A B A 和 乙烯利处理对蒜种冷凉或室温处理的 3 个大蒜

品种生长及产量的影响
。

G A
3

使株高
、

假茎长和叶面积增加
,

乙烯利抑制了植株延伸生长
,

任

何处理都未改变改 良蒜不发生外层型 二次生长 ( SG o) 的习性
,

对其内层型 二次生长 (S iG )及

对另外两个品种和 蒜荃和蒜头产量均无显著影响
,

对苍山蒜 SG
。
和 S iG 均无显著防止效果

,

在蔡家坡红皮蒜冷凉蒜种 区
,

乙烯利处理使 S G o
显著减少

,

G A
3

处理 S iG 极显著减少
,

A B A

也有减轻 S iG 的趋势
,

G A
3

处理使改良蒜鳞茎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

蒜瓣层数增加 2一 3 层
,

蒜

瓣数平均增加 n
.

。 个
。

关键词 大蒜
,

二次生长
,

苗期外源激素处理
,

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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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 生长是国内外大蒜生产上经常发生的异常现象
,

作者从 1 9 8 7 年开展了系统研

究
,

并陆续报道了一些研究结果 〔`一 ’ 〕
。

本文介绍苗期不同外源激素处理对不同品种的初级

生长
、

二次生长及产量的影响
,

为探讨应用植物激素控制大蒜二次生长的途径提供参考
。

1 材料和方法

试验采用 3 因子 (品种
、

蒜种处理
、

激素处理 )随机 区组设计
。

品种选用陕西 目前生产

上主栽的蔡家坡红皮蒜
、

苍 山蒜和改 良蒜
,

蒜种经逐一称量挑选
,

单瓣重分别控制在 1
.

51

~ .2 40
, .4 51 ~ 6

.

00 和 4
.

51 ~ 6
.

0 0 9
.

蒜种处理 于播种前 30 d 开始
,

将供试蒜种分为两

组
,

一组移入地道内 ( 1 5
.

5一 17
.

5℃
,

93 % ~ 95 % R H )进行冷凉处理
,

另一组 留在室温 ( 21

~ 26 ℃ ,

78 % ~ 92 % R H )下作对照
。

19 8 9年 9 月 3 日蒜种处理结束时
,

在西北农大蔬菜试

验站播种
,

株行距 10 。 m x 25 。 m
,

每试验小区播 10 0 瓣
, 3 次重复

。

激素处理采用注射法
,

在 1 9 8 8一 1 9 8 9年预试的基础上
,

确定出 G A
3 1 m m ol / L

,

A B A

0
.

2 m m ol / L 和乙烯利 0
.

1% 3个处理
,

以清水处理为对照 ( C K )
。

n 月 1 日开始处理
,

以

后每 10 d 重复处理 1 次
,

连续处理 4 次
,

每次每株 0
.

3 m L

2 结果与分析

2
.

1 外源激素对不同品种初级生长的影响

初级植株生长是二次生长的基础
,

苗期外源 G A
: ,

A B A 和乙烯利处理对初级植株生

长的影响与品种及蒜种处理有关 (表 1 )
。

收稿日期
:
19 9 3

一 0 5
一 0 3

.

* 高等学校博士点荃金资助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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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G A3,

AB A 和乙烯利 ( E )处理对大蒜初级生长的影响

品 种 蒜种处理 激 素
株 高
( e m )

植株鲜重
(g )

叶面积
( e m Z )

蔡家坡红皮蒜 冷凉

室沮

苍山蒜 冷凉

假茎长
(e m )

9
.

l a A

8
.

3 b A B

7
.

7 b B

8
.

l b A B

6
.

g a A

6
.

6 a b A

6
.

o b A

6
.

s a A

8
.

s a A

8
.

Za A B

7
.

Zb B

8
.

3 a A B

室温

改良蒜 冷凉

G A 3

A B A

E

C K

G A s

A B A

E

C K

G A a

A B A

E

C K

G A 3

A B A

E

C K

G A 3

A B A

E

C K

G A a

A B A

E

C K

4 4
.

g a A

39
.

l b B

40
.

s b A B

38
.

g b B

40
.

o a A

3 5
.

o b A

3 5
.

6 b A

3 6
.

6a b A

4 3
.

Za

4 0
.

6a

3 9
。

o a

4 0
.

3 a

3 6
.

l a A

3 1
.

6 b A

3 3
.

7 a b A

3 4
.

o a b A

4 0
.

l a

38
.

7 8

37
.

7 a

40
。

7 8

40
.

7 a A

3 7
.

l a b A

3 7
.

o a
b A

36
.

Z b A

6
.

s a

6
.

6 8

: ::
6

.

s a b

6
.

s a b

LaaaUaa比J,Jǐ匕Q口,ó亡d

)
室温

::

:

18
.

8 4 a

16
.

0 2 a

19
.

18 a

1 7
.

1 7a

1 5
.

9 7a

1 1
.

6 0 a

14
.

2 6 a

1 5
.

7 8 a

22
.

5 8 a

19
.

5 6 a

20
.

0 0 a

2 2
.

3 6 a

15
.

2 7a

1 1
。

7 3 a

13
。

5 2 a

14
.

0 1a

23
.

4 l a

19
.

6 4 a

20
。

6 1a

24
.

0 8 a

20
。

8 4 a

18
.

2 2 a

16
.

4 0 a

16
.

8 3 a

8 3
.

4 a
A

5 8
.

l b A

5 4
.

o b A

6 4
.

4 a
b A

7 7
.

s a A

4 1
.

s b B

4 6
.

s b A B

5 4
.

4 b A B

9 6
.

g a A

5 7
.

l b B

6 3
.

4 b B

6 3
.

l b B

7 3
.

s a A

4 0
.

3 b B

4 8
.

3 b A B

4 1
.

4 b B

1 1 3
.

4 a

7 8
.

3b B

6 6
.

Zb B

8 6
.

4 b A B

9 8
.

s a A

6 7
.

g b B

6 2
.

s b B

6 5
.

s b B

假茎粗
( e m )

1
.

2 2 a

1
.

18a

1
.

3 7 a

1
.

2 2 a

1
.

22 a

1
.

23 a

1
.

2 7 a

1
.

2 9 a

1
.

3 l a

1
.

3 5 a

1
.

3 3 a

1
.

4 3 a

1
.

1 4 a

1
.

1 l a

1
.

2 1 a

1
.

2 1a

1
.

3 0 a

l
。

2 6 a

1
.

3 2口

l
。

3 8 a

1
.

Z l a

1
。

2 2a

1
.

1 9 a

1
.

1 8 a

颈鳞比率

0
.

7 5 4 a A

0
.

7 0 9 b A

0
.

7 2 8 a b A

0
.

7 1 3 b A

0
.

7 7 9 a A

0
.

7 1 2 b B

0
.

7 2 9 b A B

0
.

7 4 4 a b A B

0
.

7 1 0 a

0
.

7 2 7 a

0
.

70 5 a

0
.

7 3 8a

0
.

7 8 1 a A

0
.

7 3 2b A

0
.

7 3 9 a b A

0
.

7 6 0 a b A

0
.

6 7 4 a

0
。

65 l a

0
.

6 7 6 a

0
.

6 8 4 a

0
.

6 7 l a

0
.

6 6 7 a

0
.

6 5 8a

0
。

6 7 0 a

2
.

1
.

1 植株延伸 生长和生物贡积累 就主效应而言
,

G A
3

处理有极显著促进植株增高

的作用
,

而乙烯利处理极显著抑制了假茎伸长生长
。

不同品种
、

不同蒜种处理区
,

这种效应

的显著性稍有不同
。

由表 1 可见
,

同在冷凉蒜种区
,

G A
:

使蔡家坡红皮蒜株高和假茎长 比

其 C K 分别增加 15
.

4 %和 12
.

3%
,

达极显著或显著水平
; 而对苍 山蒜和改良蒜的影响不

显著
。

同为蔡家坡红皮蒜
,

G A
3

对室温区株高及假茎长的影响则不显著
。

A B A 对各品种植

株延伸生长的影响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

乙烯利苗期处理各品种与鳞芽分化期处理苍 山蒜

对假茎延伸生长表现相似的抑制效应
。

3 个品种的不同蒜种处理 区
,

G A
:

处理有使生物量增加的趋势
,

A B A 和乙烯利处理

有使生物量减少的趋势
,

但均未引起与 C K 间植株鲜重的显著性差异
。

2
.

1
.

2 叶数 和叶面积 乙烯利处理后约一周
,

植株由新叶开始表现褪绿
,

这种黄绿叶色

一直持续到叶片衰老
,

以后的新生叶也均表现黄绿色
。

所以
,

乙烯利处理的植株一直到鳞

茎膨大中期
,

在叶色上与其他处理及 C K 均有明显区别
; G A

:

处理有延迟叶片衰老的作

用
,

在入冬后
,

A B A 和乙烯利处理及 C K 叶片均易干尖
,

而 G A
:

处理的叶片干尖轻而晚
,

直到严冬时叶片才出现青干尖
。

苗期外源激素处理对总叶数无显著影响
,

但对叶面积变化有极显著效应
。

由表 1可

见
,

G A
3

处理使蔡家坡红皮蒜
、

苍 山 蒜 和 改 良 蒜 叶 面积分别 比其 C K 增加 2 9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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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

5 %
,

53
·

6% ~ 78
·

3%和 31
·

3% ~ 5 0
.

6%
.

G A
3

对促进叶面积扩大的效应均表现为
,

在

室温蒜种区大于冷凉蒜种区
,

因蒜种冷凉处理本身对初级植株生长有明显的促进效应
,

外

源 A B A 和乙烯利处理有抑制叶面积扩大的趋势
,

但与 C K 间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
。

2
.

1
.

3 鲜茎形 成 鳞茎形成过程中
,

鳞茎部位逐渐增粗膨大
,

颈鳞比率 (假茎粗 /鳞茎粗 )

逐渐减小
。

M a n n L K ( 1 9 5 2) 曾把颈鳞比率降到 0
.

5 以下作为鳞茎形成的标志
。

由表 1 可

见
.

外源激素处理均未引起假茎粗与其 C K 间产生显著性差异
。

A B A 和乙烯利处理有促

进鳞茎形成的趋势
; G A

:

处理表现出延迟鳞茎形成的迹象
,

尤其对蔡家坡红皮蒜
。

2
.

2 外源激素对二次生长的影响

由表 2 可见
,

苗期不同外源激素处理对 S G o 和 S iG 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

对改 良蒜

以外的两个品种
,

G A
:

有使 S G 。 加重
、

S iG 减轻的趋势
; 乙烯 利有使 S iG 加重的趋势 (与

鳞芽分化期处理苍山蒜有相似效应 )
,

对 S G 。
的影响与蒜种处理有关

。

改良蒜无论冷凉或室温蒜种
,

无论何种激素处理
,

均未发生 S G 。 ,

3 种激素虽都有增

加 S G i 的趋势
,

但均未达显著水平
。

蔡家坡红皮蒜室温蒜种区
,

激素处理对 S G 。 和 S iG 均无显著影响
,

但冷凉蒜种区
,

乙

烯利处理使 S G o
较其 C K 显著减轻

; G A
:

和 A B A 对 SG 。 无显著增减效应
; G A

3

和 A B A

使 S iG 株率或指数显著或极显著降低
; 乙烯利对 S iG 无显著影响

。

表 2 苗期外源 G A : ,

A B A 和乙始利 (E )处理对大蒜的影响

品 种 处 理 激 家
正常株率

( % )

二次生长株率 (% )

S G O S G i

二次生长指数 ( x l o o )

S G O S G i

蔡家坡红皮蒜 冷凉 G A : x 7
.

2 7z
.

o a b A 5 3
.

2 b B 6 7
.

8 5a b A Z I
.

4 4 bB

A B A 4
.

9 74
.

l a b A 7 2
.

4 b A B 7 0
.

4 5 a b A 3 6
.

3 6a A B

E 5
.

3 6 2
.

9 b A 9 1
.

a2 A 6 1
.

5 7 b A 5 0
.

2 5 a A

C K 9
.

4 7 9
.

3 a A 9 0
.

6 a A 7 7
.

3 9 a A 4 5
.

3 9 a A

室温 G A : 5 0
.

6 3 3
.

l a 2 0
.

6 a 3 1
.

8 8a 1 1
.

1 9 a

A B A 4 2
.

2 2 9
.

o a 4 2
.

sa 2 7
.

0 9 a 2 4
.

9 6 a

E 3 4
.

0 3 6
.

3 a 4 3
.

2 a 3 5
.

2 5a 2 2
.

4 a0

C K 5 5
.

3 2 9
.

g a 2 6
.

a3 2 8
.

8 6a 1 3
.

7a4

苍 山蒜 冷凉 G A 3 1 2
.

8 8 2
.

3a A 1 6
.

gb A 8 0
.

1 9 a A 8
.

6o b B

A B A 1 4
.

3 7 5
.

oa b A 2 5
.

s
a
b A 7 3

.

4 0 a
b A 1 3

.

3 2b A B

E 9
.

0 6 8
.

3b A 4 1
.

8a A 6 7
.

3 2 b A 2 5
.

8 5
a
A

C K 1 1
.

7 7 1
.

3 a b A 2 0
.

sa b A 6 9
.

7 3 a b A 1 1
.

6 5b A B

室温 G A : 6 3
.

1 2 9
.

Za 8
.

OA 25
.

2 7 a 4
.

4 8b A

A B A 5 3
.

2 2 2
.

s a 2 4
.

7 a 2 2
.

3 5 a 1 5
.

2 7 a A

E 5 6
.

2 2 5
.

l a 19
.

l a 2 4
.

0 4 a l 2
.

2 9 a b A

C K 5 8
.

6 1 9
.

3 a 2 1
.

s a 1 8
.

04 a 1 2
.

8 0 a
b A

改 良蒜 冷凉 G A 3 3 8
.

8 0 6 1
.

Z a 0 1 9
·

6 3 a

A B A 5 2
.

0 0 4 8
.

0 a 0 1 8
.

5 7 a

E 5 2
.

0 0 4 8
.

0 a 0 1 8
.

3 l a

C K 5 7
.

0 0 4 2
.

g a 0 1 4
.

4 5 a

室温 G A 3 4 9
.

8 0 5 0
.

Z
a 0 1 6

.

7 5 a

A B A 5 5
.

2 0 4 4
.

s a 0 1 6
.

85 a

E 5 0
.

3 () 4 9
.

7a 0 1 8
.

6 2 a

C K 6 3
.

4 t护 3 6
.

6 a 0 1 4
.

0 7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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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表明
,

苗期 G A
: ,

A B A 和乙烯利处理
,

对改 良蒜 S iG 和 S G 。
均无显著影响

; 对苍

山蒜 SG i 和 S G 。
均无显著防止效果

;对蒜种冷凉处理的蔡家坡红皮蒜
,

乙烯利有显著防

止 S G 。
的效果

,

G A
:

有极显著防止 S iG 的效果
,

A B A 对 S iG 有一定防效
。

所以
,

应用外源

激素防止大蒜二次生长
,

应注意品种对象和蒜种贮藏条件
。

2
.

3 对蒜盆及蒜头产 t 的影响

由表 3 可见
,

苗期乙烯利处理有降低产量的趋势
,

但 S S R 测验表明各激素对蔡家坡

红皮蒜和苍山蒜的蒜鉴产量
、

蒜头产量及商品性影响均不显著
。

不同激素对改 良蒜蒜墓产

量无显著影响
; 乙烯利处理对蒜头产量或商品性有显著不利影响

;
对蒜种冷凉处理的改 良

蒜
,

G A
:

使蒜头 总产量降低 12
.

2%
,

但对商品性影响不大
; A B A 使 1 级商品蒜产量降低

27
.

4%
,

但对总产量影响较小
.

农 3 苗期不同外源激紊对蒜鑫和蒜头产 t 的影响 k g /m
Z

品 种 处 理 徽索 蒜鑫产 t 总产 t
蒜头产量

1级 2 级

蔡家坡红皮蒜 冷凉

室沮

G A 3

A B A

E

C K

G A s

A B A

E

C K

苍山蒜 冷凉 G A 3

A B A

室沮

改良蒜 冷凉

室温

E

C K

G A 3

A B A

E

C K

G A 3

A B A

E

C K

G A 3

A B A

E

C K

0
。

48 a0

0
。

50 a8

0
。

5 0 1a

0
.

5 7 7a

0
.

5 7 2a

0
。

6 1 2a

0
。

5 7 6a

0
。

4 7 1 a

0
。

8 8 6 a

0
.

g l 7a

0
.

9 7 4 a

0
.

9 7 8a

0
.

7 6 9 a

0
.

7 3 6 a

0
.

6 7 6a

0
.

73 4 a

0
.

34 6 a

0
。

4 2 0 a

0
.

2 74 a

0
.

28 6 a

0
.

30 1 a

0
.

2 7 7a

0
.

2 4 8a

0
.

3 4 6a

0
.

7 5 6 a

1
.

0 0 3 a

0
。

9 3 4 a

0
。

9 5 1 a

0
。

6 4 9 a

0
.

8 0 8
a

0
.

7 4 6a

0
.

8 1 8 a

1
。

2 9 4 a

1
.

4 6 8 a

1
.

3 9 4 a

1
.

4 3 2 a

0
.

9 7 0 a

1
。

0 8 9 a

1
.

0 8 8 a

1
.

10 0 a

2
.

0 08 b A

2
.

2 7 8a A

2
.

0 54 a b A

2
.

2 8 8a A

1
.

8 6 5 a b A

2
.

0 2 5 a b A

1
.

7 8 4 b A

2
.

0 7 0 a A

0
.

04 4 a

0
.

09 8 a

0
.

13 7 a

0
。

17 2 a

0
。

0 5 5 a

0
.

10 9 a

0
.

0 5 9 a

0
。

13 0 a

0
。

0 2 5 a

0
。

10 7 a

0
。

11 9 a

0
。

13 9 a

0
。

0 6 4 a

0
。

3 0 5 a

0
.

2 9 7 a

0
。

25 2 a

1
.

27 3 a b A B

1
.

4 73 bC B

0
.

9 38 e B

1
.

4 78 a A

0
.

7 6 2 a b A

0
.

9 70 a A

0
.

6 2 6b A

1
.

0 2 8a A

0
.

0 6 4 a

0
.

0 4 8a

0
.

0 5 9 a

0
。

0 3 5a

0
.

1 2 5 a

0
.

1 59 a

0
.

1 28 a

0
。

2 0 7 a

0
。

0 3 7 a

0
.

0 7 0 a

0
。

1 3 4 a

0
.

0 4 7 a

0
.

3 6 8a

0
.

2 8 2 a

0
.

3 0 5 a

0
.

4 2 9 a

0
.

7 3 6 b A

0
.

8 8 9 a b A

0
.

9 79 a A

0
.

7 20 b A

1
.

o l 6 a

0
.

8 5 4 a

0
.

9 6 6
a

0
.

9 5 6 a

苗期 G A
:

处理对改良蒜鳞茎 (蒜头 )结构有明显影响
。

该品种普通鳞茎由 2~ 3 层鳞

芽 (蒜瓣 )构成
,

即鳞芽仅在最内层的 2 或 3 片叶叶腋中分化
。

G A
:

处理后植株内层的 4一

6 片叶叶腋均分化鳞芽
,

所形成的鳞茎有 4 ~ 6 层蒜瓣
,

鳞茎横径大而纵径小
,

呈扁平状
。

由于蒜瓣层数增加了 2~ 3 层
,

排列紧密
,

瓣稍小
,

但每个鳞茎上总蒜瓣数 由普通鳞茎的平

均 1 2
.

9 个增加到 23
.

9 个
。

G A :
对改良蒜鳞茎结构的这种影响在另外两种激素及两个品种上均未明显观察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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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外源激素与二次生长控制

关于 内源激 素与大蒜二次 生 长关 系的研究
,

一般认 为
,

凡引起体 内 G A 类物质或

IA A 水平提高
,

A B A 类物质水平降低 的因素 (如蒜种低温处理
,

短 日处理等 )
,

往往伴随

着二次生长的严重发生
〔 2一 `〕

。

关于外源激素控制二次生长的途径也有人进行过探试
。

高树

英明和青叶高 ( 1 9 7 2) 研究了 (约在鳞芽分化和鳞茎形成期 )喷施不同生长调节物对二次生

长的影响后认为
,

大蒜鳞芽二次 生长 ( S iG )除遗传原因外
,

受外源调节物的影响
,

喷施 B A

和乙烯利抑制了鳞芽上 叶的贮藏叶化和进入休眠
,

从而促进 了 二次生长
;
喷施 G A

:

则减

轻了二次生长 7j[
。

这里
,

外源 G A
3

对二次生长的作用与后来关于内源 G A 的作用显然不

一 致
。

张 田益 ( 1 9 8 5) 于鳞 芽分 化期 (2 月 28 日 )喷施外源 A B A
,

结果阻止了二次 生长

( S G i) 的发生川
。

文源
、

李炳 阳 ( 1 9 8 7) 试验结果
,

无论在 自然 日长下还是在短 日下
,

鳞茎形

成的不同时期 (5 月 1
,

1 5
,

30 日 )喷施 0
.

1% 乙烯利对二次生长 (类型 ?) 叶数无显著影响
;

但在鳞茎形成初期 (4 月 22 日 )喷施 0
.

5% 乙烯利对短 日下二次生长有显著抑制作用
,

在

长 日下则对二次生长无影响 sj[
。

尽管乙烯利同时对初级生长及产量有不利影响
,

但他们还

认为
,

应用乙烯利防止二次生长是有效途径
,

这与高树英明和青叶高的结果是不一致的
。

本研究在处理时期上与前几位研究者不同
,

所得结果也与前人有一致和不一致之处
。

本研 究表明
,

大蒜二次生长首先取决于品种遗传性
,

对于敏感的品种
,

不同激素可能有不

同作用
,

同一激素也可能因蒜种处理或二次生长类型的不同而有不同作用
。

如乙烯利处理

对 S G o
的作用

,

在冷凉蒜种区为抑制
,

在室温蒜种区则有一定促进
,

对 S iG 一般表现有一

定促进作用
。

另外同一激素在不同时期 (苗期或鳞芽分化期 )处理
,

对同一品种的同一类型

二次生长 (如 S G o) 也可能有不同影响
。

因此
,

外源激素与二次生长的关系是复杂的
,

要应

用外源激素有效地防止二次生长
,

尚需做大量深入的研究
。

3
.

2 外源激素处理可能成为提高大蒜繁殖系数的有效新途径

本研究中
,

苗期外源 G A
:

处理使改良蒜鳞茎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
,

蒜瓣层数增加 2 ~

3 层
,

蒜瓣数平均增加 n
.

o 个
,

这对提高大蒜繁殖系数具有重要意义
。

大蒜繁殖系数很

低
,

一般 品种多在 10 以下
,

有的仅 4 ~ 6
,

提高繁殖系数是降低生产成本和加速新优品种

推广急待解决的问题
,

应用组织培养快繁虽能得到较高的繁殖系数
,

但设备和程序复杂
,

尤其是试管苗长势弱
,

移栽成苗率低一直限制着其投入实用
。

本试验中采用简单的苗期处

理就可以提高繁殖系数近一倍
,

而且经观察其后代生长及鳞茎结构均正常
,

所以
,

这将可

能为提高大蒜繁殖系数开辟新途径
,

至于 G A
:

对不同品种鳞茎结构的效应及处理方法的

改进
,

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

4 小 结

j) 苗期外源 G A
3

和乙烯利处理对大蒜初级生长有显著影响
,

G A
。

使株高
、

假茎长和

叶面积增加
; 乙烯利抑制植株延伸生长

; A B A 对初级生长影响不大
。

2) 苗期 3 种外源激素处理均未改变改 良蒜不发生 S G 。
的习性

,

对其 S iG 也无显著影

响
。

在蔡家坡红皮蒜冷凉蒜种区
,

乙烯利显著减轻了 S G 。 ,

G A
3

极显著减轻了 S iG
,

A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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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期外源激素对不同品种大蒜二次生长及产量的影响 3 4

也有减轻 S Gi 的趋势
。

3 种激素对苍山蒜 S G 。 和 S Gi 均无显著防止效果
。

3) 苗期 3 种激素处理对改良蒜蒜签产量及另外两个品种的蒜墓和蒜头产量均无显著

影响
。

乙烯利和 G A
:

对改良蒜蒜头产量有不利影响
,

G A
3

使其鳞茎结构 明显改变
。

参 考 文 献

程智慧
,

陆帼一
,

杜胜利
.

大蒜二次生长概念及分类探讨
.

园艺学报
,

19 91
,

18 ( 4 )
: 3 45 ~ 3 49

程智蔽
,

陆栩一蒜种贮截沮度条件对春播蒜二次生长及生理的影响
.

甘肃农业大学 学报
,

19 92
,

2 7 ( l )
:

47 ~ 53

程智惫
,

陆帼一 蒜种贮藏沮度和空气湿度对大蒜生理及二次生长的影响
.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

1 9 92
.

20 (4 )
:
l ~ 7

文 源
,

李炳阳
.

I n f lu e n e e s o f s h o rt d a y t r

ae t

me
n t o n t h e g r o u n d a n d l e

v e l
s o f e n d o g e n o u s g r o w t h

s u b
s t a n e e s i n

g a r
l i c p l a n t s ( z以才i u m s

at i。二 L
.

)
.

韩国园艺学会志
, 一9 50

,

2 1 ( 2 )
: 10 9~ l 一s

张 田益
.

E ff e e t o f e o ld s t o r a g e ,

119卜t b re a k a n d A B A o n g r o
wt h a n d

s u b
s e q u e n t e ha n g e s i n e n d o g e n o u s

G A
一 a n d A B

-

l ik e s u b s t a n e e s o f A u i二
s a t i o u , L

.

[韩国〕忠南大学校大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 1 9 5 5

张 fI] 益
.

S t u d i e s o n g r o
wt h e h r a e t it s i t i e s o f

’
S h a n g h a i aE

r
l y

,

2
.

e f f e e t o f
s t o r a g e o f

s e e d b u lb a n d l ig h t b
r e a

k 0 0 s e a -

s o n e h a n g e o f e n do g e n o u s A B A a n d G A 飞ik e s u b s t a n e e s
.

C h e ju N a t i o n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J
o u r n a l

, 1 9 8 8
,

2 7 : 一3 ~ 2 0

高树英明
,

青叶 高
.

二夕二 夕内球形成二关寸石研究 (第 5 报 )二 7 二 夕侧芽内 2 次生长现象忆 。 ` 、
乙

.

日本 园芸

学会昭 4 7 秋大会发表要旨
, 1 9 7 2

, 13 2一 1 3 5

文 稼
,

李炳阳
.

C o n t r o l o f
s e c o n d a r y g r o w t h i n g a r Ii e b y e t h e p h o n

.

韩国放送通信大学文集
.

19 8 7
, 7 : 4 3 7~ 4 4 5

E f f e e t s o f E x o g e n o u s H o r m o n e T r e a t m e n t s D u r in g t h e

S e e d li n g S t a g e U p o n t h e S e e o n d a r y G r o w t h a n d

Y i e l d s o f G a r l ie s o f D i f f e r e n t C u l t i v a r s

C h e n g Z h i h u i L u G u o y i

( H ort i c u l t u r a l D eP a r t功 e n t
.

N o rt h切 e s t er
n

A g r ic u t u r a l 〔厂n i u e r s 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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