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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切等处理对红星苹果幼树成花以及

碳氮化合物含量动态的效应
`

许明宪 刘秉辉

(西北农学院 园艺系 )

提 要

为 了经济而有效地控制苹果幼树成花
, 作者 1 9 8 0和 1 9 8 1年在陕西 杨

陡西 北农学院果园
,

进行 了环剥和环切 等处理对红星苹果成花及部分生物

化学效应 的研 完
。

结 果表明
,

环切能有效地控 制苹果幼树成花
, 韭能达到

较适中的程度
。

环切 完全可 以 代替环 剥技术
,
而且 简单 易行

,

副作用 小
。

本试验主要通过部分生物化学分析表明环切等处理对成花效应 的 生 理 机

制
,

为环切技术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

引 言

苹果乔砧密植是当前黄土高原干旱地区苹果发展的主要趋向
。

乔化砧木具备强大的

根系
,

既抗旱又抗冻
,

是早果
、

高产和优质的保证条件之一
。

但乔砧密植中往往存在初期

长势旺盛
, 延迟结果

,

和后期枝叶密挤
,

难以控制生长和结果等问题
。

环状剥皮是调节

果树 内部生理生化过程的一种古老而广泛应用的方法
,

它促进成花的效果十分可靠
。

然

而环剥的副作用如成花过多
、

座果率低
、

长势衰弱
、

果实变小
,

甚至死枝死树等现象也

是果树栽培者所 了解的
。

正因为这些副作用
,

环剥技术的应用才受到 了限制
。

虽然有些

工作者对环剥技术规定了一些细则 (如剥皮宽度等 ) 〔` ’ 夕 并有一些工作者提倡用 倒贴皮

来取代环剥
`
尸

,

但其主要副作用始终不易克服
。

比较简单易行的环切技术
,

在 国 内外

已有应用
〔3 ’ ,

但多数栽培者怀疑其是否对控制成花有可靠的效果
。

为了找到一种简易方法
, 既能控制成花又没有什么副作用

,

我们估计环切技术有可

能较有效地来调节果树的生理生化过程
,

从而达到既控制成花又控制生长
,

既控制座果

又提高品质
,

既能高产又能稳产的 目的
。

为此我们从 1 9 8 0年开始对环剥
、

倒贴皮和环协

等进行了对比研究
,

想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深入探讨一下这些技术对成花
、

座果以及

长势等的实际效应
L̀ ’ ,

同时也研究一下与上述效应有关的生理生化特点
,
为今 后 应用

.

本文经孙华
、

路广明教授审阅并指正
,

特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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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技术提供理论依据
。

西北农学院学报9 28 3年第 3期

材料和方法

( 一 )试验地和试材
:

试验地为 4 xl和 4 xl又 1米的苹果密植园
,

地势平坦
,

肥力一致
。

苗木品种为红星
、

金冠和秦冠
,

砧 木 为 怀 来 海棠 ( M al us m i o
or m al us

M a K
.

)
, 1 9 7 9年元月用一年生苗定植

, 1 9 8 0年 5 月进行试验处理
。

本试验只用 红星一

个品种
。

(二 ) 研究方法
:
以红星三年生树 (栽后第二年 ) 为试材

,

均按纺锤形整枝
,

将所

有侧枝压平与主干呈 70 ~ 90
“

角
。

选择生长一致的 30 个单株
夕

分作三个处 理
:

( 1 ) 对

照
,

一般管理 , ( 2 ) 环切
,

在地面 以上 20 厘米左右的主干上环切两刀 , 切 口 距 0
.

5厘

米
,

切 口 深达木质部
; ( 3 ) 环剥

,

方法同环切
,

而将两切口 间的树皮剥去
。

以 上三处

理均在 5 月 17 日进行
,

各处理单株重复 10 次
,

随机排列
。

各处理均在 5 月 16 日 (处理前一 日 )
、

6 月 16 日 (处理后 30 天 ) 和 9 月 2 日 (处理

后 1 0 8天 ) 三次采样
,

供生化分析之用
。

各次采样方法为
:

每树在树冠外围上 部 采新梢

两支
,

10 个单株共 20 支
。

每树在树盘 内挖出并剪取根段两 支 ( 长 20 厘米 左 右 )
,

共 20

支
,

置入塑料袋 内
,

带回实验室称鲜重 (根系在冲洗泥土后
,

用毛 巾吸去多余水分再称

鲜重 )
,

剪碎枝叶和根段
,

在 80 一 10 5℃烘箱中烘干到恒重 (两次称量 )
,

称量 干 物重

并计算含水量
。

然后用粉碎机粉碎后通过细筛
,

用纸袋保存样品供分析用
。

分析项 目有水分
、

全氮
、

蛋 白氮和碳水化合物
。

全氮和蛋白氮的分析用含硒硫酸消

化法和铜盐沉淀法
,

碳水化合物用盐酸水解法
〔“ ’ 。

现将实验结果分析讨论如下
。

实验结果

表 1

(一 ) 环剥和环切的成花效应

环剥和环切对三年生红星树的成花效应

( 1980年5月 17日处理
,

198 1年 4月调查 )

处 理 单株重复次数 单株平均果枝数
新梢平均长度

(厘米 )
与对照相 比
t测验差异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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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二 ) 环剥和环切对植株含水 t 的效应

环 剥和环切对三年生红星植株含水最的影响 (1 8 3 0)

;

《 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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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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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三 ) 环剥和环切对植株含氮物质的效应

环剥和环切对三年生红星树含氮物质的影响 ( 19 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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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四 ) 环剥和环切对植株碳水化合物的效应

环剥和环切对三年生红星树碳水化合物的影晌 ( 19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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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讨论

(一 )关于环剥和环切的成花效应

除表 1所列环剥和环 切的成 花效应外
, ;生同一块试验地内

夕

还同时对金冠
、

红星和

秦冠进行了 同样处理
〔毛 〕 ,

结果与表 1的成花效应相一致
。

例如在红星树中另一处理 组合

的成花效应是
:

环剥为 7
.

25 个果枝
,

环切为 2
.

83
,

对照没有成花
。

环 切的成花 效 应 低

于环剥
,

而比对照都有显著效果
。

金冠和秦冠对环剥和环切的反应规律也基本与红星相

同
,

即环切处理的成花量在多数情况下低于环剥而与倒贴皮相近似
〔` ’ 。

环切比环剥的成花效应适中
,

而且对新梢生长量的抑制效应也比较适中
〔̀ ’

(表 1 )
,

这就克服了环剥所常有的副作用
,

从而在乔砧苹果密植的早果和高产中起到 了有效的调

节和控制作用
。

环切技术之所 以能够适中地控制成花和生长
,

与其生化效应密切相关
。

从下述几个

生化指标动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生理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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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年生红星树处理前后含水里% 动态

( 5 月 1 6日采样
,

缺环切处理
,

图 2 一 6 同此 )



环切等处理对红星苹果幼树成花以及碳氮化合物含量动态的效应

(二 )水分调节与成花的关系

从表 2和图 1所示含水量动态中可以看出
:

( 1 )根系含水量各处理与 对 照 差异不

大
,

说明环剥和环 切对根系水分的吸收影响较小
。

( 2 ) 新梢含水量
:
环剥和环切处理

的都显然低于对照
。

在处理后一个月时差异更为突出
, 9 月 名日 , 环剥处理伤 口愈合

,

差异缩小
。

环切处理由于伤口 愈合得较快
,

与对照的差异更小
。

这一现象说明两种处理

由于不同程度地截 留了光合产物
,

所以也会不同程度地提高了新梢的细胞液浓度
,

从而

也不同程度地促进成花
。

(三 ) 含氮皿的调节与成花的关系

从表 3和图 2的全氮动态中可以看出
:

( 1 ) 与对照相比
,

不论环剥或环切 ,
都不同

程度地降低 了根系和新梢的全氮量
,

处理后一个月更为显著
,

说明适当降低新梢含
瘾

有利于成花
。

在一定范围内
,

含氮量降低程度与成花量呈负相关趋势
。

( 2 ) 环切处理

的新梢
,

在后期 ( 9 月 2 日 ) 的全氮水平高于环剥
,

证明环切伤 口愈合早
,

因而氮素的

吸收和合成过程恢复也较快
。

同时这也是环切处理的成花效应低于环剥的机理之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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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三年生红星苹果处理前后全氮蛋%动态

(四 ) 碳水化合物调节与成花的关系

从表 4和图 3的碳水化合物动态可以看出
:

显著地提高了新梢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
,

( 1 )处理一个月后
,

环剥和环切均比对照

环切之间差异很小

而在根系中的含量均比对照低得多
,

但环
羁,

说明环切与环剥在一个月内截留光合产物灼效果相似
。

( 2 )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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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后 (9月 2日 )
,
新梢中

;、

寸碳水化合物含量
,

环切显然低于环剥
,

但仍高于对照
。

在

根系中则相反
,

即环切显然高于环剥
,

并且二者又均高 于对照
。

这些事实说明环 刁比环

剥能较早地恢复新梢与根系
; J正常输导关东

,

而且两省郁能注秋孚恢复很系 : 正节营养

和贮藏机能
。

换言之不论环剥或环切
,

均对来年的地上和地 万输导关系不产生 延 期 效

应
。

如果次年需要控制成花
,

必须重新进行处理 〔日 ’ 。

( 3 ) 环剥
、

环切与讨照 公碳 水

化合物含量水平与三者的成花效果呈正相关趋 势
,

说明碳水化合物 f劝高含是几 戈花的决

定条件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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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三年生红星苹果处理前后碳水化合物% 动态

(五 ) C / N调节与成花的关系

根据表4和图4中的 C /N 动态可以看出
: ( 1 ) C / N 的动态规律基本上与碳水化合物

动态相似
。

不 同之处是
:
处理后一个月

, 环剥和环切处理树在新梢中的 C /N值比对照几

乎高出一倍 (分 别为 1 7
.

79
, 1 7

.

87 和 9
.

50 )
,

比碳水化合物在三者中的差距大得多 :
。

( 2 ) 在 9 月 2 日 ,
环切处理的 C /N值 已下降到与对照相差无几

, 而环剥仍保持 C /N值

的高水平
,
这显然是环剥比环切成花量较高的原因所在

。

C /N值的高低显然与成花量呈

正相关趋势
,

进一步证实 C /N学说所提出的这一生化指标的可靠性
〔7 ’ 。

( 3 ) 在 根 系

中环切处理在秋季 ( 9 月 2 日 ) C /N值上升特别显著
,
再 次说明环切处理在恢复新梢对

根系供应光合产物方面比环剥要快得多
。

(六 ) 蛋白质调节与成花的关系

从表 3和图 5的蛋 白质含量动态可以看出
:

( 1 ) 各处理蛋 白氨动态 与全氮动态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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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
,

即不论在新梢或根系
,

两处理均较对照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

而新梢中的蛋白氮在

9 月初两处理均有所上升
,

环切 比环剥始终较高
,

说明环切恢复蛋 白质合成较快
。

( 2)

环切和环剥后
,

降低新梢和根系全氮和蛋白氮含量的原因
夕

显然是 由于根系缺乏光合产

物作为结构材料和能源的关系
。

( 3 ) 新梢中蛋白氮含量与成花量之间呈负相关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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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蛋白氮和全氮比率与成花的关茅

据表 3和图 6蛋 白氮与全氮比率的动态
,

新捎中蛋白氮比率基本上与成花量呈负相关

趋势
。

这一实验结果
,

与 n
.

r
.

乌尔苏连柯所作 出的结论 ( 即蛋 白氮含量减低到 占全氮

的 7 0~ 8 0%时就不能成花 ) 不一致 咚 ’ ,

即对照处理的蛋白氮虽在 80 % 以上 仍 未成花
。

关于这一点
,

和苏联的另一研究者 r
.

N
.

尼洛夫所作的实验 (即在 结果和不结 果的苹果

树内
,

都含有高量的蛋白氮
, 8。一 90 %

,

但在结果树上并没有形成花芽 ) 〔. ’ 相 同
,

本实

验对照树 舜
’ :

新梢中
,

蛋白氮占全氮 六
’

比率在 8 7
.

22 ~ 9选
.

87 %之间
,

但功株树都没有形成

任何花芽
。

其他研究者也没有观察到植株 内蛋白氮含量高低与成花之间的关系
〔“ ’ 。

根据

尼洛夫的同一实验
,

在结果树上只有在有机磷增加的情况下才能成花
。

上述关于蛋 白质氮含量问题的许多实验证 明
,

营养生长和成花都需要蛋白氮的高含

里
,

而花芽形成妙生理特点
,

则显然是既需要高量蛋白氮又需要高量碳水化合物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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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C /N在 内 )
。

这次实验
,

只是测定环切等处理前后碳氮化合物的含量动态以及它们与 成二花 的关

系
。

在碳
、

氮化物中
,

既包括各种糖类
,

又包括各种氨基酸和蛋白质 (酶蛋 白也在内 )
。

这些物质的含量变化
,

受各种激素间平衡关系的制约
,

而各种激素又受遗传物 质 ( D N A

及 R N A ) 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
仁。 ’ ,

此外 ,
还受各种环境因素 (光

、

温
、

水
、

气 等 ) 和

农业技术 (如环切等 ) 的影响
。

因此对今后的研究工作
,

我们的意见是
, 必须综合地和

全面地研究有关花芽分化的各项生理生化指标
。

这些指标应包括参与分化过程的细胞结

构物质
、

能量物质
、

调节物质和遗传物质
, 以及这些物质 间的平衡关系

。

在研究时还要
同时注意根系与地上部分的生化关系

,
以及树体与环境条件的关系

。

只有这样才能全瑟
掌握分化过程的规律性及其关键环节

,

才能准确而有效地控制分化过程
。

结 论

1
.

本实验证明
,

环切比环剥的成花效应适中
,

而且对新梢生长量的控制效应也比较

适中
,

这就基本上克服了环剥所常有的副作用
。

环切完全可以代替环剥
,

并在乔砧密植

栽培中对控制或调节成花和生 长起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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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环切和环剥处理
,

在一定期间内 ( 1 ~ 2 个月 ) 不同程度地截留了光合产物
,
所

以也会不 同程度地提高了新梢的细胞液浓度
,

从而也不同程度地促进了花芽分化过程
。

3
.

环剥 和环切与对照相比
,

均不同程度地降低了新梢和根系中的全氮和蛋 白 氮 含

量
。

但环切处理树在后期 ( 9 月 2 日 ) 全氮和蛋 白氮水平较环剥处理树为高
,
证明环切

处理 由于切 口愈合较环剥早
,

因而氮素的吸收和 合成过程恢复得也较快
。

4
.

环剥和环切与对照相比
,

均不同程度地提高了新梢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
,

同时又

不 同程度地降低了根系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
。

由于环切和环剥都同时在 1 ~ 2 个月 内降

低了根系中的全氮
、

蛋白氮和碳水化合物含量
, 从而造成根系的 “ 饥饿 ” 现 象

。

这一
“
饥饿

” 现象是抑制新梢生 长和幼树死亡
〔̀ ’等副作用产生的原因

。

然而环切处理 切 口

愈合较快
夕

消除 “ 饥饿 ” 现象也较早 , 所 以环切基本上克服了环剥所常有的副作用
。

5
.

环剥和环切与对照比较
,

新梢中的 C /N值在处理后一个月 ( 6 月 16 日 ) 均高出近

一倍之多 (分别为 17
.

79
、

1 7
.

8 7和 9
.

5 0)
,

而在后期 ( 9 月 2 日 )
,

环切处理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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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为1 7
.

1 5
、

t4
,

。咤和 1 3
,

08 )
。

三者的成花量与C /N 值呈明显的正相关趋 势
。

从这

一点看夹
,

C /N 比学说所提出的这一生化指标是 比较可靠的
。

6
.

关于蛋白氮占全氮的比率与成花的关系
,

从本实验结果看来
, 没有什么规律性

,

并且与苏联研究者直n
.

K
.

乌尔苏连柯提出的蛋白氮低于 70 ~ 80 % 时不能成花 的 结 论不
由

致
。

因为不能成花的对照树
,

其新梢中的蛋白氮占全氮的比率也在 8 7
.

2 2~ 94
.

87 %

之间
。

这
,

现象说明
,
营养生长和成花都需要高含量的蛋 白 质 氮

。

而花芽形成的生理

特点
,

则显然是既需要高含量的蛋 白质氮又需要高含量的碳水化合物 (包括高 C /N 比 )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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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素之间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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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才有可 能

准确而有效地控制分化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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