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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药剂对酿酒葡萄品种枝条萌芽的作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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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在控制条件下, 以CaCN 2 (0, 1. 50, 2. 00, 2. 50 mo löL )、H 2CN 2 (0, 0. 12, 0. 24, 0. 36, 0. 48 mo löL )、硫

脲 (0, 0. 13, 0. 26, 0. 39, 0. 53 mo löL ) 处理黑虎香和霞多丽葡萄的双芽枝条, 研究各药剂不同浓度处理对葡萄休眠

枝条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 在萌芽整齐度指标上, CaCN 2 优于H 2CN 2 和硫脲, 但最大萌芽率之间差别较小。对单

一药剂, 促进萌发效果随药剂浓度增加而增大, 但最大萌芽率没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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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枝花地区作为我国西南部酿酒葡萄种植的新

区, 具有良好的发展势头。但由于地处南亚热带气候

区, 葡萄成熟期常为雨季, 严重影响了酿酒葡萄原料

的质量。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之一是利用栽培手段,

打破酿酒葡萄休眠, 使其物候期提前, 以避开雨季成

熟。许多研究表明[1～ 8 ] , 一些化学物质具有促进葡萄

萌芽的效果。但多数研究是在鲜食葡萄上进行的, 对

酿酒葡萄的相关研究很少。为了初步考察不同药剂、

不同浓度处理对酿酒葡萄萌发的作用效果, 本研究

选择 CaCN 2 (Calcium cyanam ide)、H 2CN 2 (H ydro2
gen cyanam ide)、硫脲 (T h iou rea) 等药剂, 在控制条

件下研究了各药剂不同浓度对黑虎香和霞多丽 (当

地代表酿酒葡萄品种)葡萄休眠枝条的作用效果, 以

期为田间促进萌芽试验和生产操作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试材为黑虎香和霞多丽两个品种的新梢枝段,

取自攀枝花市酿酒葡萄示范园。取样时间为 20022
12210, 此时各品种基本处于生态休眠阶段。随机选

取各品种健康的新梢, 各剪取 30 根双芽枝条, 每 10

根捆扎在一起, 作为一个处理, 每处理 3 次重复。

药剂处理分别为: 0, 1. 50, 2. 00, 2. 50 mo löL
CaCN 2; 0, 0. 12, 0. 24, 0. 36, 0. 48 mo löL H 2CN 2; 0,

0. 13, 0. 26, 0. 39, 0. 53 mo löL 硫脲。

将每捆枝条用蒸馏水冲洗后晾干, 用毛笔蘸取

配制好的药剂, 涂抹每个枝条的顶芽。药剂处理结束

后, 将枝条放入盛有蒸馏水的瓷盘中, 水深为 5 cm ,

每 3 d 换一次新水。将培养盘置于光照培养箱中, 温

度为 (23±1) ℃, 连续光照。每天观察记录萌芽率,

观测时间为 3 周。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药剂对黑虎香枝条萌芽的作用效果

硫脲的 4 个浓度处理对黑虎香插条萌芽的作用

比较缓和, 在处理后第 14 天才观测到萌发现象, 而

CaCN 2 在处理后第 6 天即有萌芽 (图 1, 图 2)。硫脲

的作用效果随其浓度的增加而增大, 4 个浓度处理

(0. 13, 0. 26, 0. 39, 0. 53 mo löL ) 的最大萌芽率分别

为 67% , 87% , 90% 和 100% , 对照为 75% , 但各处

理达到 50% 萌芽率的时间基本没有差别 (分别是

19, 20, 19, 20 d)。

CaCN 2 不同浓度处理的萌芽率指标均优于对

照, 随药剂浓度增加萌芽率上升, 但萌芽率最大值没

有差异 (分别是 100% , 97% , 100% ) (图 2)。1. 50,

2. 00和 2. 50 mo löL CaCN 2 达到 50% 萌芽率的时间

分别是 13, 11 和 9 d, 而对照达到 50% 萌芽率的时

间是 20 d。表明CaCN 2 处理能够有效提高萌芽的速

度和整齐度。在试验中发现, CaCN 2 处理虽然萌芽

率高, 萌发快而整齐, 但新梢之间生长状况有较大差

异。说明CaCN 2 对萌发后的新梢生长有极化作用,

造成个体间生长的不一致性。

由图 3 可见, H 2CN 2 的作用效果较 CaCN 2 弱,

在处理后第 12 天才观察到萌芽, 与硫脲的作用趋势

比较相似。0. 12, 0. 24, 0. 36 和 0. 48 mo löL H 2C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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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的催芽效果呈上升趋势, 但后 3 个浓度之间没 有差别, 最大萌芽率分别为 93% , 93% , 93%。

　　对以上 3 种药剂不同浓度梯度对黑虎香葡萄插

条萌芽作用效果进行曲线模拟 (图 4) 可以看出,

CaCN 2 对萌芽的作用效果强于另外两种药剂处理,

但最终的萌芽率CaCN 2 和H 2CN 2 处理基本一致。

2. 2　不同药剂对霞多丽枝条萌芽的作用效果

不同药剂对霞多丽葡萄枝条萌芽的作用效果趋

势与黑虎香品种大致相似, 但有两点不同 (图 5～

7)。一是霞多丽品种对药剂的反应比较敏感, 如

H 2CN 2 处理在第 8 天即观察到萌芽, 比黑虎香提前

了 4 d, 硫脲也相应提前了 2 d; 达到 50% 萌芽率的

时间指标, 霞多丽的各处理分别比黑虎香提前 2～ 5

d。二是 CaCN 2 的 3 个浓度对霞多丽芽体在 2. 00

mo löL 时效果最佳 (最大萌芽率 100% ) , 其次是

1. 50 mo löL 处理 (最大萌芽率 97% ) , 2. 50 mo löL
处理的最大萌芽率仅达到 87% ; 而对于黑虎香品

种, 2. 50 mo löL 处理最佳。

霞多丽品种的未处理枝条 (CK) 最大萌芽率仅

为 43% , 说明在取样时, 该品种芽体的休眠还没有

完全解除, 或者其所需冷量还未得到最佳满足。对霞

多丽各处理的效果进行曲线模拟, 结果见图 8。3 种

药剂处理和CK 的萌芽趋势大致符合多项式的回归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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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许多研究表明: H 2CN 2 对葡萄的作用效果是二

元的, 即浓度太低 (< 0. 267 mo löL ) 作用效果微弱;

浓度太高 (> 0. 48 mo löL ) 则可能会对植株产生药

害, 造成芽体死亡[2, 4, 9, 10 ]。但H 2CN 2 的二元作用因

树种、品种、使用时间、施用方式甚至天气情况而存

在很大差异[2, 11, 12 ]。在使用化学药剂打破葡萄休眠

的实践中, 使用比较多的是CaCN 2 和 H 2CN 2, 许多

研究表明, CaCN 2 对葡萄一般不会造成植物毒

害[5, 10, 13 ]。本研究中未发现有药害现象, 这是因为药

品浓度在适宜范围内, 但CaCN 2 处理会导致芽体在

萌发后新梢生长不一致。这一现象未见其他报道。

研究认为[4, 7, 12, 14, 15 ] , 常用的打破落叶果树芽体

休眠的H 2CN 2 浓度为 0. 12～ 0. 48 mo löL , 一般使用

0. 24～ 0. 36 mo löL 浓度效果最好, 而 CaCN 2 打破

休眠的有效浓度为 1. 25～ 2. 50 mo löL。在一定范围

内, 一般随着浓度的提高, H 2CN 2 打破休眠的效果

随之增加, 但在增效的同时也增加了药害的危险。本

研究结果也证实, 随着药剂处理浓度的增加, 对两个

品种枝条的提前萌发及萌芽速率均有促进作用。这

与他人研究结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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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 effects of chem ica ls on budb reak ing of w ine grape cu t t ings

FANG Y u- l in ,L I Hua , TAO Y ong- sheng
(Colleg e of E nology ,N orthw est A & F U niversity , S haanx i, Y ang ling 712100, Ch ina)

Abstract: U nder con tro lled condit ion, the resu lt of t rea tm en ts of CaCN 2 (0, 1. 50, 2. 00, 2. 50 mo löL ) ,

H 2CN 2 (0, 0. 12, 0. 24, 0. 36, 0. 48 mo löL ) , th iou rea (0, 0. 13, 0. 26, 0. 39, 0. 53 mo löL ) on tw o2bud cu t t ings

of‘Fox’and‘Chardonnay’grapevines indica ted that CaCN 2 exp ressed mo re stronger effect on p romp ting

budb reak than Do rm ex and th iou rea, bu t there w as lit t le d ifference among the m ax im um budb reak ing ra te.

T he effect of every chem ical on budb reak w as enhanced by the increase of concen tra t ion, bu t the m ax im um

budb reak w as clo se.

Key words: ca lcium cyanam ide; hydrogen cyanam ide; th iou rea; grapevine cu t t ings; budb reak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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