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 2

9 9 1 4

卷 第2 期
年 4月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A

e ta
Un i

v
.

A 乎 i
e

.

B o
r

e al i一e e i d
en ta

l is

V
o

l
.

2 2 N
o

.

2

A Pr
.

9 9 1 4

鳞芽分化期乙烯利对苍山蒜

二次生长及生理的影响
’

程智慧 陆帼一 刘宏伟
( 西北农业大学园艺系

,

陕西杨陵
·

7 1 2 1 0 0)

摘 要 鳞芽分化期乙烯利处理
,

对苍山蒜植株延伸生长有显著抑制作用
,

对内层型二

次生长 (S iG )有显著促进作用
,

对外层型二次生长 ( S G心 )及蒜头产量无显著影响
,

但使蒜签产

量降低
,

浓度越大
,

效应越强
.

注射法与喷施法效果无显著差异
,

但注射法适应浓度更低
。

乙烯

利处理使叶片气孔密度
、

光合强度及植株内源乙烯释放强度增大
,

呼吸强度有降低趋势
,

对过

氧化物酶 (P O D )活性变化也有影响
.

关镇词 乙烯利
,

处理方法
,

处理浓度
,

大蒜二次生长

中图分类号 5 6 3 3
.

4
,

Q 9 4 5
.

1 7 9
,

Q 9 4 5
·

3 5

大蒜二次生长是生产上一大问题
,

严重影响大蒜商品性和外贸
。

据研究
,

大蒜二次生

长可分为外层型 (S G o)
、

内层型 ( S iG )和气生鳞茎型 (S G b )
,

通常以 S G 。 和 S iG 最常见且

危害大
〔幻 .

国内外对大蒜二次生长已有一些研究
〔 ,一。 ,

但涉及外源激素的甚少
。

尤其是乙

烯对二次生长的影响
,

不但研究少
,

而且结果很不一致
` 5

·

幻
。

作者曾以乙烯利注射法多次试

验均对 S iG 有显著促进作用
,

文源和李炳阳用喷施法试验则认为乙烯利是控制大蒜二次

生长的有效抑制剂
〔5 , 。

为了明确处理方法对处理效果的影响
,

及不同方法对浓度的反应
,

特进行本试验
,

并对乙烯利的一些生理效应进行初探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试验设计

试验于 1 9 8 9 ~ 19 90 年在西北农业大学蔬菜站进行
。

以陕西栽培多年的
“

苍 山蒜
”
品种

为试材
,

种瓣经称量挑选
,

单瓣重严格控制在 2
.

01 ~ 3
.

00 9
.

1 9 8 9年 9 月 6 日播种
,

株距

10 。 m
,

行距 25 。 m
.

乙烯利浓度设 0
.

1%和 0
.

5%两个水平
,

以清水为对照 ( C K ) ;
处理方

法设喷施法和注射法两种
。

喷施法用手持喷雾器将乙烯利溶液喷于叶面 ( 55 m L /株 )
,

注

射法用 1 m L 注射器在植株靠近地面处注入假茎中心 (0
.

s m L /株 )
.

1 9 9 0 年 4 月 10 日

(鳞芽分化期 )处理
,

田间随机区组排列
,

3 次重复
,

每小区 60 株
。

1
.

2 测试方法

呼吸强度和光合强度用红外线 C O
:

气体分析仪测定
; 过氧化物酶 (P O D )活性用愈创

木酚法测定
;
叶下表皮气孔密度

、

鳞茎部位乙烯释放强度用气相色谱法测定
;
植株不 同部

位游离氨基酸总量用苟三酮法
,

蔗糖和果糖含量用葱酮比色法
`5 ,测定

; 收获时统计二次生

收稿日期
, 19 9 2

一 0 4一 2 2
·

,

高等学校博士点基 金资助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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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及蒜茱和蒜头产量
.

2结果与分析

2
.

1 对初级生长的影响

乙烯利处理后对初级生长的最明显影响是植株矮化
、

新生叶呈黄绿色
,

达成龄叶时叶

色仍不能完全恢复兰绿色
。

由表 1可见
,

处理后 23 d (5 月 3 日 )对株高和假茎长已有明显

的抑制作用
。

浓度越大
,

抑制作用越强
; 注射法效果大于喷施法

。

0
.

1%和 0
.

5% 乙烯利分

别使株高比 C K 降低 3
.

7 %和 9
.

7% ~ 10
.

7%
,

后者效果达 1%显著水平
; 乙烯利对假茎长

的影响比对株高影响更显著
。

表 1 乙始利对苍山蒜初级生长的影响

假茎长
( e m )

植株鲜盆
( g )

叶面积
( e m : )

注射

0 ( C K )

0
.

1

0
。

5

平均

0 ( C K )

0
。

1

0
.

5

平均

株 高
( e m )

9 6
.

7 a A

9 3
.

l a A B

8 6
.

4 b B

9 2
。

l a

9 4
.

o a A

9 0
.

s a A B

84
.

g b B

8 9
。

s a

33
.

Z a A

2 9
.

7 a b A B

2 6
.

l b B

2 9
.

7 a

3 1
。

7 a A

2 7
.

Zb A

2 1
.

8 C B

2 6
.

g a

假茎粗
( e m )

1
.

6 4 a

1
。

8 0 a

1
。

7 7扭

1
。

7 4 a

1
。

7 1a

1
.

8 3目

l
。

g l a

1
.

8 2a

9 1
.

Za

9 7
.

Za

8 5
.

l a

9 1
。

Za

9 7
.

08

9 6
.

l a

9 6
.

g a

9 6
。

7a

3 76 a

3 69 a

3 28a

3 5 7 a

3 4肠

3 6 0 a

3 5 3 a

3 5 2a

注
:

侧定日期为 5 月 3 日
。

乙烯利处理降低株高和假茎长是 由于减小了 植 株 延 伸 生 长 的 相对 生长率

( R G R )
.

如 在 处 理 后 23 d 内
,

喷施 0
.

1%和 0
.

5%乙烯利 的 植 株 假茎长 R G R 分别为

0
.

0 2 5 和 0
.

0 1 9 e m / e m
·

d
,

C K 为 0
.

0 3 0 e m / e m
·

d ;
注射 0

.

1%和 0
.

5% 乙烯利的假茎长

R G R 分别为 0
.

0 2 1 和 0
.

0 1 1 e m / e m
.

d
,

其 CK 为 0
.

0 2 8 C m / e m
·

d
.

各处理对假茎粗
、

叶面积及植株鲜重均无显著影响
。

2
.

2 对鳞茎形成期植株生理的效应

乙烯利处理后对细胞伸长生长有抑制
,

但对细胞分裂影响较小
,

所以在显微镜下同一

视野 内观察到的气孔数增多
。

乙烯利浓度越大
,

单位视野内气孔数越多
,注射法处理效果

大于喷施法 (表 2 )
。

农 2 乙始利对苍山蒜光合
、

呼吸等生理效应

方法
浓 度

(% )

0 ( C K )

气孔密度 光合强度 呼吸强度
(个 /视野 ) C O : g / ( m Zh ) C 0 2拌g / ( g h )

乙烯释放强度 p 0 D 活性巨m o l / ( L脚 i n ) ]
拌 g / ( g h ) 5 月 4 日 5 月 2 2 日

.b4口UR一自七4J叹亡J4
三吸

..

…
O`n乙几̀ǹ,ó喷施

,几已J一h八jl几nJ
.9..1830.24
.9
.21

0
。

1

U
。

5

注射

平均

0 ( C K )

0
.

1

0
.

5

平均

1 2
.

1

1 3
.

1

1 3
.

4

1 2
.

9

1 2
.

4

14
.

0

1 5
.

5

14
.

0

0
.

13 8

0
。

18 1

0
.

23 5

0
.

18 5

0
.

2 30

0
.

24 7

0
.

3 2 6

0
.

2 6 8

1 74

14 3

1 54

1 5 7

1 7 5

1 5 3

1 5 5

1 6 1

2
。

5 7

3
.

2 8

2
。

7 7

1 0
。

5

2 4
。

8

1 7
.

3

1 7
.

5

1 3
.

3

3 4
。

8

2 5
.

0

2 4
。

4

2 0
.

0

2 6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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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还可看出
,

0
.

1%乙烯利处理对植株光合强度影响不大
,

0
.

5写处理光合强度明

显大于 C K ; 注射法处理光合强度大于喷施法
。

乙烯利处理对植株呼吸强度影响较小
,

但

处理比 C K 呼吸强度有降低趋势
; 不同处理方法间呼吸强度差异不大

。

乙烯利处理后 24 d (5 月 4 日 )
,

鳞茎中过氧化物酶 (P O D ) 活性 较 C K 明显增强
,

尤其

是 0
.

1%处理效果突出
,

但随着鳞茎膨大
,

到 5 月 22 日
,

C K 鳞茎 中 P O D 活性增强
,

而处

理鳞茎中 P O D 活性降低
; 不同处理方法间鳞茎中 P O D 活性差异较小

,

但处理后 24 d 注

射法鳞茎中 P O D 活性均稍大于喷施法
.

乙烯利处理后植株内源乙烯水平也提高
。

由表 2 可见
,

注射法效果大于喷施法
,

喷施

0
.

1% 乙烯利对内源乙烯水平影响不大
,

而注射 0
.

1%或 0
.

5% 乙烯利均使内源乙烯水平

有较明显提高
。

以上表明
,

乙烯利对大蒜生理效应大小与浓度和处理方法有关
。

浓度增大
,

效果增强
;

注射法效果明显大于喷施法
,

可能由于其处理部位 (假茎基部 中心 )更接近生长点
。

乙烯利处理方法及浓度对植株中游离氨基酸总量及蔗糖和果糖含量无明显规律性影

响
。

2
.

3 对二次生长的影响

大蒜内层型二次生长 ( S iG )发生在鳞芽分化以后
. `

苍山蒜
’

在陕西关中 (秋播 )地 区

鳞芽分化期一般在 3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
,

此时用乙烯利处理对 S iG 有显著影响
.

由表 3 可

见
,

注射法 S iG 株率和指数分别比喷施法平均提高 68
.

3%和 82
.

9 %
,

差异达 l %显著水

平
。

喷旅 0
.

1% 乙烯利对 SG i 株率和指数均无显著影响
; 喷施 0

.

5% 乙烯利使 S iG 株率和

指数分别比 C K 提高 21 1
.

8%和 189
.

8%
,

达 1%显著水平
。

注射 0
.

1%乙烯利使 S iG 株率

和指数分别比 C K 提高 10 5
.

7%和 1 13
.

3%
,

注射 0
.

5% 乙烯利使 S iG 株率和指数分别比

C K 提高 1 68
.

2% 和 2 03
.

7%
,

2 个浓度与 C K 间差异均达 1%显著水平
。

表 3 乙烯利对苍山大蒜二次生长的影响

方法
浓 度 二次生长株率 (% ) 二次生长指数 ( x l o o )

(% )

喷施

注射

0 ( C K )

0
.

1

0
.

5

平均

0 ( C K )

0
。

l

0
.

5

平均

11
.

7 7 a

18
.

1 2a

1 3
.

5 6a

14
.

4 8a

8
.

0 5 a

12
.

6 2老,

16
。

15a

12
.

2 7 a

2 1
.

0 2b B

2 0
.

9 3b B

6 5
.

5 3a A

3 5
.

8 5B

3 1
.

54 e

6 4
.

8 0 B

8 4
.

5 8 A

6 0
.

3 1 A

1 0
.

5 2a

1 3
.

8 9 a

12
.

5 8 a

12
.

3 3 a

7
.

2 2 a

1 2
.

3 1 a

1 5
.

5 3 a

1 1
.

6 9 a

12
.

15 b B

1 1
.

2 7 b B

35
.

2 1 a A

19
.

5 4 B

1 7
.

3 7e B

3 7
.

0 5b A

5 2
.

7 6a A

3 5
.

7 3 A

产生外层型二次生长 (S G o) 的外层鳞芽一般在鳞芽分化前的秋冬季节分化
,

所以
,

在

鳞芽分化期 乙烯利处理使 SG O
株率和指数比 CK 虽有一定程度增加

,

但其效应均未达到

5%显著水平 (表 3 )
。

2
.

4 对蒜盆和蒜头产 t 的影响

乙烯利处理使假茎延伸生长受到抑制
,

同样也使蒜墓短缩
。

由表 4 可以看出
,

乙烯利

浓度越大
,

对蒜共产量的影响越大
,

注射法较喷施法产量降低 12
.

5写
,

差异达 1线显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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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

喷施 0
.

1 %或 0
.

5% 乙烯利分别使蒜鉴产量较 C K 降低 4
.

1 %和 1 7
.

1 %
,

后者减产达

5%显著水平
;注射 0

.

1%或 0
.

5 %乙烯利分别使蒜墓产量较 C K 降低 5
.

6%和 32
.

9%
,

后

者减产达 1%显著水平
。

表 4 乙烯利对苍山蒜蒜鑫和蒜头产 t 的影响 k g /m
Z

浓度 ( % )

注射

0 ( C K )

0
.

1

0
.

5

平均

0 ( C K )

0
.

1

0
.

5

平均

蒜 鑫

0
.

5鑫g a A

0
.

5 2 7 a A

0
.

4 5 5b A

0
.

5 1 I A

0
.

5 1 2 a A

0
.

4 8 3 a A

0
.

3 4 3b B

0
.

4 4 7B

总蒜头

0
.

8 8 9 a

0
.

9 3 7 a

0
.

9 6 l a

0
.

9 2 7 a

0
.

9 3 9 a

0
.

9 9 l a

0
.

g l 7 a

0
.

9 4 9 a

1级蒜头

0
.

17 8 a b A

0
.

14 9 b A

0
.

3 l l a A

0
.

Z 13 a

0
.

19 1 a

0
.

2 76 a

0
.

12 4 a

0
.

19 7 a

2 级蒜头

0
.

2 8 4 a

0
.

3 8 9 a

0
.

2 5 5 a

0
.

3 0 9 a

0
.

3 5 5 a

0
.

3 4 1 a

0
.

36 6a

0
.

3 5 4 a

注射法与喷施法间蒜头总产量及 l
,

2 级蒜头产量差异均不显著
;
与 C K 相比

,

不同浓

度乙烯利处理对蒜头总产量及 1
,

2 级蒜头产量影响也均不显著 (表 4 )
。

3 讨 论

文 源和李炳阳 ( 1 9 7 9) 研究表明
,

对于秋播 ( 10 月 31 日 )生长在短 日条件下 (8 h) 的大

蒜植株
,

在春季 (4 月 22 日 )喷施 0
.

5%乙烯利对二次生长 (可能指 S iG )有显著抑制作用
。

因此认为
,

乙烯利是一种控制大蒜二次生长有效的植物生长抑制剂
。

但其结果还表明
,

无

论在短 日下或 自然 日长下
,

叶面喷施 0
.

1% 乙烯利对二次生长叶数无显著影响
。

高树英明

和青叶高 ( 1 9 7 2) 试验
,

在秋播蒜上春季喷施 0
.

0 48 %
,

0
.

0 96 %或 0
.

1 92 % 乙烯利对二个供

试品种二次生长均有促进作用
,

并且随乙烯利浓度增大
,

二次生长增加
。

作者多次试验结

果均与高树英明和青叶高结果一致
,

而且本试验进一步表明了乙烯利处理方法对其处理

效果无本质上差异
,

仅仅是对浓度反应的差异
。

看来
,

在自然 日长下
,

应用乙烯利处理难以

有效地防止大蒜内层型二次生长
。

另外
,

不同研究者试验结果不完全一致
,

也可能与供试

品种不同有关
,

这方面还需进一步试验
。

比较表 2和表 3 可以看出
,

乙烯利处理引起鳞茎形成初期高水平的内源乙烯
、

光合强

度及 P O D 活性
,

与 S iG 严重程度呈密切正相关
。

作者在其他试验中还发现
,

鳞芽分化期间

内源乙烯水平与 S iG 呈密切正相关
,

P O D 活性与 S iG 也有一定正相关
。

看来
,

鳞芽分化期

到鳞茎形成初期的内源 乙烯水平是 S iG 发生程度较可靠的生理指标
,

PO D 活性可作为

S G i 发生程度的参考生化指标
.

但关于光合强度与 S iG 的关系与其他试验中不一致
,

说明

光合强度不适作为衡量 S iG 发生程度的生理指标
。

4 结 论

在 自然 日长下
,

于鳞芽分化期喷施或注射 0
.

1%或 0
.

5% 乙烯利
,

对苍山蒜生长
、

生理

及产量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

一般乙烯利浓度越大
,

效应越强
; 注射法效果大于喷施法

,

但两

种处理方法的作用效果无本质区别
。

乙烯利对初级植株生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使株高和假茎长减少
、

蒜墓短 缩
、

产量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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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对蒜头产量及商品性无显著影响

。

乙烯利处理后叶片气孔密度和光合作用强度较 C K增大
,

呼吸强度有下降趋势
,

鳞茎

中 P O D 活性较 C K 明显增强
,

但随着鳞茎膨大
,

这种关系发生变化
。

外源乙烯处理使内源

乙烯水平相应提高
.

乙烯利处理对已分化了的 SG 。 无显著影响
,

但使 S iG 的发生有不同程度增加
。

注射

法中
,

0
.

1%和 0
.

5% 乙烯利处理与 C K 间 S iG 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
,

而喷施法中 0
.

1叮乙

烯利处理与 C K 间 S iG 差异不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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