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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在油松育苗中应用不同浓度的双吉尔2GGR 6, 探索其对油松出苗及幼苗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 使

用 20 m göL 的双吉尔2GGR 6 对油松幼苗粗生长的促进效果优于 100 m göL 喷施宝, 而对幼苗高生长的作用与 100

m göL 喷施宝和空白对照无明显差异; 用 40 m göL 的双吉尔2GGR 6 对油松种子出苗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用 GGR 6

和喷施宝处理苗木后, 幼苗猝倒病的发生率均有明显降低。建议在油松育苗生产中使用浓度为 20 m göL 的双吉尔2

GGR 6。

[关键词 ]　双吉尔2GGR 6; 油松; 育苗试验

[中图分类号 ]　S791. 254. 05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67129387 (2004) 1020107204

　　GGR 6 是由中国林科院研究开发的一种无公害

的绿色植物生长调节剂 (GGR 习惯称ABT 新剂型)

系列产品中的一员, 与 ABT 生根粉不同的是,

GGR 6 属于非激素型的生理活性物质, 对植物进行

不同的处理后, 通过强化、调控植物内源激素的含

量, 以促进植物内源激素、相关酶、内源多胺、酚类化

合物的合成, 调节植物新陈代谢, 促进植物生长, 增

强其抗逆能力, 从而达到提高种子发芽率和扦插、移

栽成活率, 促进植物生长和作物增产增收的目的[1 ]。

田丰等[1 ]研究了 GGR 6 对菊花的扦插效果, 证明能

提高扦插成活率; 黎荣华等[2 ] 在油茶造林中应用

GGR , 结果显著地提高了造林成活率。已有的试

验[3 ]表明,ABT 生根粉对油松出苗和幼苗生长具有

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有关 GGR 系列对油松等针叶

树种的育苗、造林效果的研究报道不多, 为此, 本试

验进行了双吉尔2GGR 6 对油松出苗及幼苗生长作

用的研究, 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林学院南五台试

验站内。该站地处长安县境内南五台山北麓山脚下,

海拔 639 m , 年均气温 13. 2 ℃, 绝对最高温度 43. 4

℃, 绝对最低温度- 17. 1 ℃; 相对湿度 73% , 年均降

雨量 687. 4 mm , 多集中于 8～ 9 月, 春季干旱, 秋季

多雨; 霜期 11 月中旬至次年 4 月初, 无霜期约 210

d。土壤为褐土, 质地中壤, pH 为 7. 0～ 7. 1, 土层深

厚肥沃, 排水良好, 灌溉较方便。

1. 2　试验材料

试验所用生长调节剂为双吉尔2GGR 6, 将其配

制成浓度分别为 20 和 40 m göL 的溶液。对照为“喷

施宝”(CK 1) , 按照使用说明配成浓度为 100 m göL
( 10 000 倍) 的溶液, 同时用自来水作为空白对照

(CK2)。

供试种子采自陕西省桥北林业局油松良种基

地, 采种油松树龄为 25 年, 采种时间为 2002 年 10

月上旬, 种子纯度 100% , 千粒重 38. 8 g。

1. 3　试验方法

1. 3. 1　室内发芽试验　对油松种子的发芽率和发

芽势测定在实验室内室温条件下进行, 每种浓度处

理重复 3 次, 每重复处理种子 100 粒。每隔 2 d 统计

发芽种子数量, 发芽率和发芽势按照文献[ 2 ]的方法

计算。芽长达到种子长度的 1ö2 视为发芽, 不足 1ö2

视为未发芽。

1. 3. 2　田间育苗试验　2003 年 3 月下旬, 称取种

子 5 kg, 用自来水淘洗干净后, 用浓度为 1 göL 的高

锰酸钾溶液浸泡 2 h, 然后用清水将高锰酸钾冲洗

干净, 再用净水浸泡 24 h, 随后将种子置于经过消

毒的湿麻袋上, 并用湿麻袋覆盖, 置于温暖处催芽。

待种子有 1ö3 露白时, 分别用已经配制好的 20 和

Ξ [收稿日期 ]　2004202226
[ 基金项目 ]　国家林业局“ABT 与 GGR 系列试验研究与推广”项目; 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子课题“针叶树主要苗圃病害防治技术

研究”(2001BA 509B12204)
[作者简介 ]　宋晓斌 (1962- ) , 男, 副研究员, 陕西武功人, 主要从事林业技术研究。



40 m göL 双吉尔2GGR 6 溶液及 100 m göL 的喷施宝

(CK1)、空白对照 (CK 2)浸泡露白种子 2 h, 而后按不

同处理在装有营养土的塑料容器袋中播种。待苗木

全部出土后, 再分别用与种子处理对应的药液喷雾,

7 月中旬再喷药 1 次。每种调节剂的 1 种浓度为 1

个处理, 每处理重复 3 次, 每 2 个处理区之间为空白

隔离区。

1. 4　调查方法

调查采用随机取样法, 每个处理随机抽取 30

株, 用日本产电子游标卡尺测量地径和苗高。测完生

长量后称不同部位的鲜重, 以此反映相应的生物量。

发芽率调查采用完全抽样法。发芽势确定为种子处

理后第 10 天的发芽率。

2　结果与分析

2. 1　双吉尔2GGR 6 对油松发芽的作用

　　用 20 和 40 m göL 双吉尔2GGR 6 及 100 m göL
喷施宝处理油松种子后, 种子发芽率变化见图 1。从

图 1 可以看出, 各处理及对照种子发芽率基本表现

为“L ogist”曲线。用浓度为 20 m göL 的 GGR 6 处理

的种子, 开始发芽时间较 2 个对照提前了4 d, 进入

指数增长期的时间相应也提前了 4 d, 种子全部发芽

的时间提前了 4～ 6 d。100 m göL 喷施宝处理 (CK1)

的种子虽然开始发芽时间及开始进入指数增长期的

时间与空白对照 (CK2) 相同, 但其始发芽率为 4% ,

比空白对照高出 2 个百分点, 且该期持续时间较空

白对照短。40 m göL GGR 6 处理的种子开始发芽时

间最晚, 进入大量发芽的时间相对持续较长。除 20

m göL GGR 6 处理的种子在指数增长期没有出现发

芽变缓现象外, 40 m göL GGR 处理及 2 个对照均在

该期出现了发芽变缓现象, 这种现象的出现与试验

期间环境温度的降低有关, 同时表明 20 m göL
GGR 6 处理的种子, 对这种温度变化反应不敏感。图

1 还表明, 用 20 m göL GGR 6 处理种子后, 对种子的

发芽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而用 40 m göL GGR 6 处

理种子后, 对种子的发芽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种子发芽势测定结果见图 2。从图 2 可以看出,

用 20 m göL GGR 6 处理的种子发芽势最高, 表明该

处理发芽最整齐; 而用浓度为 40 m göL 处理种子

后, 其发芽势与CK2 相近。

2. 2　双吉尔2GGR 6 对油松种子出苗的作用

用浓度为 20 和 40 m göL 的 GGR 6 及浓度为

100 m göL 的喷施宝处理的种子播种后, 种子出苗率

结果 (表 1) 表明, 种子大田出苗情况与种子的实验

室发芽情况基本一致。从最终出苗情况看, 所有处理

的平均出苗率均未达到 100% , 其中以 20 m göL
GGR 6 处理的平均出苗率最高, 达到 87. 9% , 显著

高于其他各处理 (P < 0. 05) , 其次为 100 m göL 喷施

宝处理 (CK 1) , 为 82. 1% ; 而 40 m göL GGR 6 处理

的种子平均出苗率最低, 为 78. 8% , 比空白对照
(CK2) 的 80. 8% 还低。表 1 还表明, 在误差为 0. 01

水平上, 20 m göL GGR 6 处理与 40 m göL GGR 6 处

理之间差异极显著。说明低浓度的 GGR 6 对种子活

力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可使低活力种子能够正常

发芽和破土, 而高浓度的 GGR 6 则对种子萌发具有

抑制作用。

2. 3　双吉尔2GGR 6 对油松苗木生长的作用

从表 2 可以看出, 用 20 m göL GGR 6 处理种子

和苗木后, 油松苗的平均高度和平均地径与其他处

理相比较均达到最大; 用 40 m göL GGR 6 处理种子

和苗木后, 苗木的平均高度小于两对照, 但平均地径

大于两对照。进一步的差异性检验结果表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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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göL GGR 6 处理与 40 m göL GGR 6 处理的苗木高

度间差异极显著 (P < 0. 01) , 而与两对照间差异不

显著 (P > 0. 01) ; 该处理与其他 3 种处理在地径间

的差异均达到了极显著 ( P < 0. 01)。表明用 20

m göL GGR 6 处理油松种子和苗木后, 对苗木的高

生长促进作用不明显, 而对地径的促进作用十分明

显; 100 m göL 的喷施宝和 40 m göL GGR 6 处理对

油松苗木高和径生长的作用均不明显。
表 1　双吉尔2GGR 6 对油松大田出苗率的影响

T able 1　Effect on rate fo r seedling of P. tabu laef orm is Car. in field w ith GGR 6

处理
T reatm en t

平均出苗率ö%
A verage rate of

seedling

SSR

0. 05 0. 01

20 m göL GGR 6 87. 9 a A
40 m göL GGR 6 78. 8 b B
　　CK1 82. 1 b AB
　　CK2 80. 8 b AB

表 2　双吉尔2GGR 6 对油松生长量的影响

T able 2　Effect on grow th amount of P inus tabu laef orm is Carr. w ith GGR 6

处理
T reatm en t

苗高öcm H ighness 地径ömm D iam eter

平均值öcm
A verage

value

SSR

0. 05 0. 01

平均值ömm
A verage

value

SSR

0. 05 0. 01

20 m göL GGR 6 10. 67 a A 3. 03 a A
40 m göL GGR 6 8. 35 b B 2. 49 b B
　　CK1 10. 23 a AB 2. 29 b B
　　CK2 9. 64 a AB 2. 40 b B

2. 4　双吉尔2GGR 6 对油松幼苗生物量的作用

由表 3 可以看出, 在 4 种处理中, 20 m göL
GGR 6 处理的苗木地上部分平均生物量和地下部分

平均生物量均为最大, 其次为 100 m göL 喷施宝处

理 (CK 1) , 而 40 m göL GGR 6 处理的最低, 且小于空

白对照 (CK2)。SSR 检验表明, 20 m göL GGR 6 处理

与 100 m göL 喷施宝处理 (CK1) 的地上和地下生物

量差异均不显著, 但与 40 m göL GGR 6 处理和CK 2

的地上生物量差异显著。表明用 20 m göL GGR 6 处

理后, 对苗木地上部分生物量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用

40 m göL GGR 6 处理, 则对苗木地下部分生物量有

明显的抑制作用。
表 3　双吉尔2GGR 6 对油松生物量的影响

T able 3　Effect on b iom ass of seedling of P inus tabu laef orm is Carr. w ith GGR 6

处理
T reatm en t

地上生物量B iom ass above ground 地下生物量B iom ass under ground

平均值ög
A verage

value

SSR

0. 05 0. 01

平均值ög
A verage

value

SSR

0. 05 0. 01

20 m göL GGR 6 2. 84 a A 1. 25 a A
40 m göL GGR 6 2. 22 c B 1. 03 b B
　　CK1 2. 72 ab A 1. 23 a A
　　CK2 2. 57 b A 1. 15 a AB

2. 5　双吉尔2GGR 6 对油松苗木猝倒病的作用

从不同处理苗木猝倒病的调查结果 (表 4) 可以

看出, 用 20, 40 m göL GGR 6 和 100 m göL 喷施宝

(CK1) 处理的种子成苗后, 苗木猝倒病的发生率与

空白对照 (CK2) 相比均有很大程度降低, 表明这 3

种处理对苗木抗病性的提高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表 4　双吉尔2GGR 对油松苗木猝倒病发生的影响

T able 4　Effect on percen t of damp ing2off in seedling of P inus tabu laef orm is Carr. w ith GGR 6

处理
T reatm en t

平均发病率ö%
A verage infection

percen t

SSR

0. 05 0. 01

20 m göL GGR 6 5. 6 a A
40 m göL GGR 6 6. 9 a A
　　CK1 5. 5 a A
　　CK2 15. 5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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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GGR 6 作为新型植物生长调节剂, 目前正处于

试验和推广阶段。从当前的报道可以看出, 其应用范

围比较广泛, 从菊科植物及玉米、花生等农作物到针

阔叶林木均可应用, 并具有不同的效果[4～ 7 ]。从应用

方向上来说, 可以用于扦插、种子处理和苗木处

理[4 ]。本研究将 GGR 6 应用于油松种子处理和幼苗

处理, 证明了低浓度的 GGR 6 可以促进油松种子提

前发芽, 并使发芽相对整齐; 处理油松幼苗则能促进

幼苗的径生长。而高浓度处理反而对种子的发芽、田

间出苗及幼苗生物量增长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说

明 GGR 6 应用于油松的种子处理和幼苗处理具有

与其他植物一样的效果[8 ]。建议在油松育苗过程中

应用适当浓度 (20 m göL ) 的 GGR 6 对种子进行处

理, 从而促进油松种子提前发芽和出苗, 并能促进苗

木的生长, 增强苗木对猝倒病的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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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p lica t ion of GGR 6 to seed ling of P inus tabu laef orm is Ca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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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 sing differen t concen tra t ion s of GGR 6 in grow ing seedlings of P inus tabu laef orm is Carr. to

exp lo re effect of GGR 6 on the grow th of seedlings and on lif t ing.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GGR 6 at 20

m göL is mo re effect ive than the PSB at 100 m göL to p romo te germ inat ion of seeds, lif t ing and the grow th

of d iam eter, bu t has no m arked difference w ith PSB at 100 m göL and CK to p romo te grow th of heigh t.

GGR 6 at 40 m göL has inh ib it ion to seedling. T he resistance to disease of seedlings increases after u sing

GGR and PSB. So the suggest ion is g iven that GGR 6 at 20 m göL can be u sed in the p roduct ion of P inus

tabu laef orm is Carr. seedlings.

Key words: GGR 6; P inus tabu laef orm is Carr. ; seedling experim e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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