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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眠剂对攀西地区酿酒葡萄萌芽率的影响
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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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葡萄酒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 ]　2003～ 2004 年和 2004～ 2005 年冬季, 在四川省攀西地区对霞多丽、佳美、梅尔诺、玫瑰蜜 4 个葡萄

品种的休眠冬芽进行了破眠剂处理, 以提高第 2 年葡萄枝条萌芽率。结果表明, 在冬季气温最低时 (1 月 10 日左右)

处理, 4 个葡萄品种的萌芽率均有提高; 1. 0% H 2CN 2+ 1. 0% 吐温 80 处理萌芽率提高最大; 不同葡萄品种对破眠

剂处理的反应不同, 梅尔诺、佳美处理后萌芽率提高最大, 与霞多丽、玫瑰蜜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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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w in ter from the year of 2003 to 2004 and 2004 to 2005, do rm an t buds of fou r grapevine

cu lt ivars grow n in Panzh ihua w ere trea ted imm edia tely after p run ing w ith budb reak ing chem icals. T he data

of the nex t yearπs sp rou t ing percen tage indica tes that the best t im e to trea t is w hen the temperatu re is low 2
est in w in ter around January 10 and (1. 0% H 2CN 2+ 1. 0% Tw een 80) it can best imp rove sp rou t ing per2
cen tage. M o reover, fou r grapevine cu lt ivars have differen t effects in imp roving sp rou t ing percen tage w hen

trea ted w ith budb reak ing chem icals. F rom the first to the last, the list of cu lt ivars is Gam ay, M erlo t,

Chardonny and Ro se Honey acco rd ing to the imp roving sp rou t ing percen 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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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滇交界处的金沙江中游干热河谷地带包括四

川省南端的攀枝花、西昌部分地区, 云南省的宾川、

元谋、永仁、祥元等县区, 在我国气候区划上属于南

亚热带亚干旱区, 现已发展成为我国长江以南地区

重要的葡萄产区。该地带具有葡萄生长的诸多有利

因素, 如全年日照时间长, 光照充足, 气候温暖, 空气

干燥, 沙石土壤透气性好等。但是, 该区在发展欧引

优质酿酒葡萄生产中发现, 一些葡萄品种萌芽率低、

生长势弱、产量低, 葡萄不能完全成熟, 果实病害发

生较重。如果能够在西南干热地区提高酿酒葡萄的

萌芽率, 并使果实在干旱季节成熟, 不仅能提高葡萄

酒的质量, 降低生产成本, 还能调节葡萄酒, 特别是

果香型新酒的上市时间, 这对我国西南干热地区大

规模发展酿酒葡萄种植具有深远的意义。

温带果树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引种研究表明[124 ] ,

一些化学试剂能够打破在温暖地区栽培果树的休

眠, 使冬芽提前萌芽、生长, 进入下一个生长季, 表现

出较好的栽培学性状。打破休眠常用的破眠剂有氰

胺类的石灰氮 (CaCN 2)和单氰胺 (H 2CN 2) [527 ]。国外

研究认为, 由于葡萄品种不同以及地区间生态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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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 单氰胺的最佳使用期以及使用浓度很难确

定, 具体施用时期应在试验基础上进行科学的选

择[8212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在这方面的大田试验

相对较少。

本研究在具有我国西南干热地区典型气候特征

的四川省南端的攀西地区, 对引种的优质酿酒葡萄

品种霞多丽、佳美、梅尔诺和当地主栽品种玫瑰蜜进

行了破眠药剂处理, 旨在提早葡萄萌芽、结果并增加

冬芽的萌芽率, 以期为提高西南干热地区酿酒葡萄

产量和品质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品种

　　引进的欧亚种 (V itis v in if era ) 优质酿酒葡萄品

种: 早熟品种霞多丽 (Chardonnay)、早中熟品种佳

美 (Gam ay)、中晚熟品种梅尔诺 (M erlo t) , 以及当地

主栽中晚熟品种玫瑰蜜 (Ro se Honey)。供试葡萄品

种 1998 年春定植, 单干双臂整形, 短枝修剪, 株行距

1 m ×2 m , 常规管理。

1. 2　试验地点基本情况

试验地点设在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平地镇。该

地区海拔 1 800 m , 土壤类型为黄红壤。全年分干、湿

两季, 每年 5～ 10 月为雨季, 11 月～ 翌年 4 月为旱

季。年降雨量 939. 4 mm , 大部分降雨集中在 7～ 9 月

份。年平均温度 17. 1 ℃, 初霜期 11 月, 终霜期 1 月下

旬, 11 月～ 第 2 年 2 月的平均温度为 9. 2 ℃。

1. 3　化学试剂

吐温 80 (Tw een280) , 常规化学试剂, 可作为非

离子型表面活性剂; 硝酸钾 (KNO 3 ) , 常规化学试

剂; 石 灰 氮 (CaCN 2 ) , 常 规 化 学 试 剂; 单 氰 胺

(H 2CN 2) , 常规化学试剂。

1. 4　试验处理

试验于 2003212～ 2004201 和 2004212～ 20052
01 在田间进行 CaCN 2, H 2CN 2 和 H 2CN 2 + 吐温 80

破眠剂抹芽处理, 设 16. 7% CaCN 2 (Ca) , 0. 5% ,

1. 0% , 1. 5% 和 2. 0% H 2CN 2 (分别为 H 1, H 2, H 3,

H 4 ) 及其与 1. 0% 吐温 80 的组合 (分别为 H 1T ,

H 2T , H 3T , H 4T ) 9 个处理。每处理为 1 个小区, 每小

区 3 株葡萄, 共 3 个重复, 各处理在田间按顺序排列

间比法设计。破眠剂溶液现配现用, 在葡萄修剪后,

用毛笔蘸取破眠剂溶液涂抹冬芽, 要求冬芽外围鳞

片完全湿润。

2004203208 和 2005203208 在田间进行处理葡

萄萌芽率调查。萌芽率调查方法采用文献[ 13 ]中葡

萄萌芽率的调查方法。抹芽定枝前调查近主蔓的 10

个结果母枝上的新稍数和芽眼数, 计算萌芽率和萌

芽率比值。萌芽率ö% = 新稍数ö芽眼数×100% ; 萌

芽率比值= 破眠剂处理的萌芽率ö对照的萌芽率。萌

芽率比值大于 1 表示处理的萌芽率较对照有所提

高, 小于 1 表示处理的萌芽率较对照低。

1. 5　数据处理

用 Excell 2000 中的统计工具箱, 对各破眠剂处

理不同葡萄品种的萌芽率比值进行单因素 (年份)方

差分析、两因素 (处理时间和品种)方差分析, 对得到

的最佳处理时间内破眠剂处理的萌芽率比值再进行

两因素 (破眠剂和品种)方差分析。差异显著的因素

进行 SSR 比较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破眠剂处理后各葡萄品种的萌芽率比值见表 1。

表 1　破眠剂处理后不同葡萄品种的萌芽率比值

T able 1　Sp rou ting percen tage rat io of treatm ent to con tro l fo r each chem ical treatm ent

处理
T reatm en t

霞多丽 Chardonny 佳美 Gam ay

12225 01210 01225 12225 01210 01225

2004 年
2004
year

2005 年
2005
year

2004 年
2004
year

2005 年
2005
year

2004 年
2004
year

2005 年
2005
year

2004 年
2004
year

2005 年
2005
year

2004 年
2004
year

2005 年
2005
year

2004 年
2004
year

2005 年
2005
year

Ca 0. 85 0. 89 0. 83 0. 93 0. 85 0. 83 1. 06 1. 05 1. 03 1. 02 1. 02 1. 03

H 1 0. 80 0. 82 1. 01 1. 00 0. 95 0. 95 1. 01 1. 03 1. 07 1. 07 0. 98 0. 98

H 2 0. 90 0. 92 1. 02 1. 04 0. 96 0. 94 0. 93 1. 02 1. 08 1. 14 1. 06 1. 05

H 3 0. 87 0. 87 1. 04 1. 05 0. 90 0. 88 1. 00 0. 99 1. 10 1. 15 1. 13 1. 09

H 4 0. 83 0. 82 1. 02 1. 03 0. 94 0. 92 0. 90 0. 90 1. 02 1. 02 1. 04 1. 04

H 1T 0. 90 0. 94 1. 05 1. 06 0. 97 0. 97 0. 99 1. 01 1. 09 1. 08 1. 03 1. 00

H 2T 0. 85 0. 85 1. 04 1. 06 0. 98 0. 96 1. 06 1. 07 1. 12 1. 14 1. 08 1. 09

H 3T 0. 87 0. 88 0. 96 1. 00 0. 91 0. 90 1. 00 1. 03 1. 10 1. 12 0. 99 0. 95

H 4T 0. 80 0. 84 0. 99 1. 00 1. 01 1. 02 0. 94 0. 97 1. 07 1. 06 1. 02 1. 05

对照
Contro l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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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Continued of T ab le 1

处理
T reatm en t

梅尔诺M erlo t 玫瑰蜜 Ro se Honey

12225 01210 01225 12225 01210 01225

2004 年
2004
year

2005 年
2005
year

2004 年
2004
year

2005 年
2005
year

2004 年
2004
year

2005 年
2005
year

2004 年
2004
year

2005 年
2005
year

2004 年
2004
year

2005 年
2005
year

2004 年
2004
year

2005 年
2005
year

Ca 1. 04 1. 05 1. 16 1. 14 1. 10 1. 07 0. 68 0. 67 0. 83 0. 83 0. 81 0. 85

H 1 1. 01 1. 01 1. 05 1. 06 1. 15 1. 14 0. 94 0. 93 0. 98 1. 00 0. 99 0. 98

H 2 0. 98 0. 97 1. 11 1. 13 1. 16 1. 15 0. 90 0. 88 1. 04 1. 03 0. 97 1. 00

H 3 0. 94 0. 98 1. 07 1. 08 1. 00 1. 07 0. 72 0. 77 1. 05 1. 02 0. 93 0. 92

H 4 0. 88 0. 90 1. 04 1. 07 0. 97 0. 96 0. 60 0. 60 0. 97 1. 00 0. 74 0. 75

H 1T 1. 05 1. 06 1. 14 1. 09 0. 95 0. 95 0. 90 0. 89 1. 00 1. 05 0. 98 0. 98

H 2T 1. 02 1. 03 1. 17 1. 19 0. 89 1. 02 0. 72 0. 78 1. 09 1. 08 0. 93 0. 90

H 3T 0. 89 0. 92 1. 04 1. 08 1. 17 1. 10 0. 68 0. 65 1. 09 1. 07 0. 72 0. 75

H 4T 0. 88 0. 90 1. 03 1. 04 1. 15 1. 14 0. 51 0. 50 1. 03 1. 02 0. 73 0. 72

对照
Contro l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注: Ca. 16. 7% 石灰氮; H 1. 0. 5% 单氰胺; H 2. 1. 0% 单氰胺; H 3. 1. 5% 单氰胺; H 4. 2. 0% 单氰胺; H 1T. 0. 5% 单氰胺+ 1. 0% 吐温 80; H 2T.

1. 0% 单氰胺+ 1. 0% 吐温 80; H 3T. 1. 5% 单氰胺+ 1. 0% 吐温 80; H 4T. 2. 0% H 2CN 2+ 1. 0% 吐温 80。

N o te: Ca. 16. 7% CaCN 2; H 1. 0. 5% H 2CN 2; H 2. 1. 0% H 2CN 2; H 3. 1. 5% H 2CN 2; H 4. 2. 0% H 2CN 2; H 1T. 0. 5% H 2CN 2+ 1. 0% Tw een 80;

H 2T. 1. 0% H 2CN 2+ 1. 0% Tw een 80; H 3T. 1. 5% H 2CN 2+ 1. 0% Tw een 80; H 4T. 2. 0% H 2CN 2+ 1. 0% Tw een80.

　　对表 1 进行单因素 (年份)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年份对破眠剂处理的萌芽率比值影响不显著; 两因

素 (处理时间与品种)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处理时间

对H 2CN 2、H 2CN 2+ 吐温 80 处理的萌芽率比值影响

极显著, 品种对各破眠剂处理的萌芽率比值影响极

显著。

2. 1　处理时间对葡萄萌芽的影响

Fau st 等[11 ]研究认为, H 2CN 2 在果树的内休眠

末期处理效果最好, 在内休眠之前处理, 即外休眠期

处理, 萌芽较早, 开花期适逢低温, 会导致减产, 在内

休眠的深眠期处理, 破眠效果不明显。U zun 等[12 ]在

田间研究表明, 一般在葡萄正常萌芽前 4～ 8 周进行

H 2CN 2 处理, 此时对应的是葡萄冬芽的内休眠末

期。本研究所选择的 3 个处理时间是在前人研究的

基础上, 结合攀西地区葡萄生产的实际设计

的[5210, 12 ] , 因此能够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根据破

眠剂种类, 对各处理时间内葡萄的平均萌芽率比值

进行 SSR 检验法多重比较, 结果见表 2。

表 2 结果表明, 各破眠剂在 01210 处理提高萌

芽率的效果最好。01210 正是攀西地区冬季气温最

低的时期。

表 2　不同破眠剂不同处理时间

平均萌芽率比值的 SSR 检验

T able 2　Sp rou ting rat io of treatm ent to con tro l

fo r t im e of app licat ion of each treatm ent

破眠剂
A gents

处理时间
(月2日)
T im e of

app lication

萌芽率比值
Sp rou ting
percen tage

ratio

石灰氮
CaCN 2

01210 0. 99 a

01225 0. 95 a

12225 0. 91 a

单氰胺
H 2CN 2

01210 1. 05 cB

01225 0. 99 bB

12225 0. 89 aA

单氰胺+ 吐温 80
H 2CN 2+ Tw een 80

01210 1. 06 cB

01225 0. 97 bB

12225 0. 88 aA

　　注: 字母相同者表示差异不显著; 字母不同者表示在 5% (小写

字母)或 1% (大写字母)水平上差异显著。下表同。

N o te: SSR m ultip le range test, treatm en ts w ith the sam e letter

indicate no sign ifican t difference w h ile w ith differen t letter indicate

sign ifican t difference at 5% (sm all letter) o r 1% (cap ital letter) lev2

el. Itπs the sam e in the fo llow ing tab le.

2. 2　破眠剂对葡萄萌芽的影响

对 01210 破眠处理葡萄的萌芽率比值进行两因

素 (破眠剂与品种)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破眠剂及其

浓度对萌芽率比值的影响显著; 品种对萌芽率比值

的影响显著或极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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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N 2 和 H 2CN 2 是葡萄上常用的破眠剂,

H 2CN 2 溶液在使用上更易于配制和喷洒。研究认

为[9210 ] , CaCN 2 打破果树冬芽休眠的有效浓度为

10%～ 20%。H 2CN 2 打破果树冬芽休眠的常用浓度

为 0. 5%～ 4. 0% , 大于 4% 的H 2CN 2 溶液造成药害

的危险很大, 一般不常用, 只在破除隐芽休眠, 更新

枝条时使用。在 0. 5%～ 4. 0% , 高浓度的H 2CN 2 溶

液打破休眠的效果好于低浓度的, 但有增加药害的

危险, 浓度小于 2% 的H 2CN 2 溶液, 一般不会造成药

害。在葡萄上, H 2CN 2 单独处理优于H 2CN 2+ 矿物

油的组合处理 (不论处理前有无 KNO 3 和硫脲的处

理 ) [5212 ]。因此, 本研究将 H 2CN 2 的溶液浓度设在

0. 5%～ 2. 0% , 为了提高作用效果, 选用经济实用的

吐温 80 作为表面活性剂, 增加破眠剂溶液对葡萄芽

组织的渗透性。

对 01210 各种破眠剂处理葡萄的平均萌芽率比

值作柱形图, 并作 SSR 检验, 结果见图 1。由图 1 可

见, 不同破眠剂 01210 的处理均对萌芽率有不同程

度的提高, 其中 1. 0% H 2CN 2+ 1. 0% 吐温 80 处理

(H 2T ) 的效果最好, 16. 7% CaCN 2 (Ca) 表现最差,

H 2T 处理的萌芽率比值与 Ca 处理的差异极显著。

H 2T , H 1T , H 3, H 2 处理的效果较好, 无显著差异。

1. 0% H 2CN 2+ 1. 0% 吐温 80 01210 的处理萌芽率

提高最多 (表 1) , 表明吐温 80 有提高H 2CN 2 效果的

作用。

图 1　01210 破眠剂处理后不同葡萄品种的平均萌芽率比值

F ig. 1　A verage sp rou ting rat io of treatm ent to con tro l fo r each treatm ent on Jan. 10

图 2　01210 破眠剂处理后不同葡萄品种的

平均萌芽率比值柱形图

F ig. 2　A verage sp rou ting rat io of treatm ent

to con tro l fo r each cu lt ivar on Jan. 10

2. 3　破眠剂对不同葡萄品种的影响

对各葡萄品种在 01210 经破眠处理后的平均萌

芽率比值作柱形图, 并作 SSR 检验, 结果 (图 2) 表

明, 梅尔诺、佳美经破眠处理后萌芽率提高最多, 与

霞多丽、玫瑰蜜差异显著。霞多丽和玫瑰蜜处理的萌

芽率几乎没有提高。不同葡萄品种对破眠剂处理的

反应不同, 这可能是由于不同葡萄品种对所用破眠

剂的敏感程度不同。破眠剂处理在不同葡萄品种萌

芽率上不同, 其理论基础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3　结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 在西南干热地区应用破眠剂

提高酿酒葡萄萌芽率的最佳作用时间是 01210, 最

佳破眠剂组合及其浓度是 1. 0% H 2CN 2+ 1. 0% 吐

温 80。最佳破眠剂处理时期和作用浓度适合于不同

葡萄品种, 尽管不同葡萄品种经破眠剂处理后萌芽

率提高幅度不同。

(下转第 1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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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素C 含量显著低于平地。陈跃飞[10 ]研究了海拔高

度对山地柑桔生产的影响, 认为柑桔可溶性固形物、

糖含量随海拔高度上升而下降, 维生素C 和有机酸

含量随海拔上升而增加。本研究结果表明, 果实总酸

含量山地高于平地, 在山地上随海拔升高而增加, 糖

酸比山地低于平地, 在山地上随海拔上升而下降, 仅

还原糖含量平地低于海拔较低处的山地。山地海拔

越高, 其气温、有效积温越低, 直接影响葡萄糖分积

累, 果实糖度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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