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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婆 应用生长调节剂对板栗处理的结果表明
,

B A 1 0 00 p p 。 促进了结蓬量
、

出实率 及 单

株产量而抑制了新梢的粗生长和叶片扩大 , 青霉素 15 0 p p m 和自配的稀 土制剂 R S 30 0 p p m 都

能增加出实率
,

前者能明显促进雌性成花并对抑制新梢伸长生长有一定作用
,

后者则加 速了新梢

的粗生长 , 自配的生长调节刘 MN 5 00 p p m 在雌性成花
、

结蓬量
、

出实率和单株产量四个方面具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

而且无其它方面的不良影响, PP 33 3 500 p p m 在一定程度上能提高结实率并减

缓新梢伸长生长
,

同时也抑制了叶片扩大 , G A 。

20 0 p p m 尽管能增加结实率
,

但主要表现为加速

新梢伸长生长
,

减少结蓬量
,

抑制雌性成花
,

降低雌雄比例
,

显示出雄性化趋势
。

对内源 激素的

分析结果也表明
,

较高浓度的 G A :
更利于雄花分化及发育

。

关位词 板栗 生长调节剂 雌花形成 结实

板栗在我国有广泛的分布及大面积生产栽培
,

但长期来单产一直很低
。

其原 因 除 了 种

性之外
,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树体本身雌性成花少
,

出实率低
,

其中包括较高的空蓬率
。

在此之前的一些研究曾指出
,

通过修剪措施
、

施尿素及磷肥等可以有效地增加雌花量或雌雄

花比
,

甚至提高产量 [ ‘一“]
。

本研究试图通过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处理及对内源激素的分析
,

了

解并阐述它们对板栗生长
、

开花和结实的影响
,

从而寻求有效地促进雌花和结实的化学控制

技术及其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 1 9 9 0年 3 月~ 1 9 9 1年 1 1月在河北省昌黎果树研究所板栗试验园内进行
。

供试无性

系品系或品种为1。入 3 1 1 3
、

后20
、

2 3 9 9
、

官厅 10
。

树龄 13 ~ 巧年生
。

本文于 1 9 9 1年1 1 月2 5 日收到
。

* 本研究得到了人事部回国留学人员基金和中国林科院基金的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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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方法

赤霉素 (G A
3

)单因子处理 春季萌发前分别以50
、

10 。
、

20 0 p p m

+ O
。

2 %硼酸进行喷布处理
,

清水做对照
。

刚萌动时处理第 2 次
。

各处理

随机区组排列
,

当年盛花期进行雌雄花调查
,

10 月进行结实调查
。

G A : + 。
.

5 % 尿素

2 株
,

重 复 3 次
,

6 月底 7 月初
,

分别以 G A 3 50
、

1 0 0
、

2 00 m g 的剂量从主干离地面 40 c m 处注射 溶液

至木质部
,

清水做对照
,

每个处理 4 株
,

随机排列
。

在主枝基部
,

将韧皮部纵向刻伤约 5 c m
,

以 G A
,

50 m g 剂量的水溶性颗粒 (H本产)进

行包埋
,

同一株的对应主枝做对照
。

分别在 6 月10 日
、

20 日
、

30 日各处理一次
。

同时
,

设单

独植株
,

在相应的主枝上刻伤做对照
。

一年后进行结果调查
。

1
.

1
。

2 多因素处理 表 1 中的各 处理 除对

照外同时加0
.

5 %尿素和 O
。

2 %硼砂做为辅助

剂
,
。

.

1 % 吐温
一
20 为展着剂

。

整 株喷 布
。

单株小区
,

重复 3 次
,

随机区组排列
。

当最

初的雄花序刚开始露 出时喷布第一次
,

两周

后进行第二次喷布处理
。

1
.

2 各指标的润查方法

新梢 :
新梢停止生长时

,

每株在树冠四

周外围取 10 个结果枝
,

测其长和基部第 4 节

间处的直径
。

衰 1 处 班 设 计

处 理号 处 理 内 容 浓度(PPm )

清水 (对 瓜 )

B入(6
一

咔堆暇吟 )

M N (自行开发的生长 调节荆 )

G A a( 赤稼 素)

CE PA (乙 始利 )

PP a : : (多效哇 )

青称素 (8 0万单位 )

R S (自行开发的稀土制荆 >

1 0 00

5 0 0

2 0 0

1 0 0 0

5 0 0

1 5 0

3 0 0

叶
:

每株在树冠四周外围随机取 10 片叶
,

测其长和宽
。

雌雄花数
:
花期在每株树冠四周外围随机取 9 个结果母枝或开花母枝

,

每 3 个为 1 组计

算其平均母枝上的雌雄花序数
。

结蓬数
:
与雌花数的调查方法相同

。

时间在采果前
。

结实数
:
铸株随机取 20 个蓬并计算平均每蓬的栗果粒数

。

出实率
:
每株随机取 20 个蓬

,

计算其中栗果所占的重量百分 比
。

株产
:
全株总蓬数与 出实率之积

。

1
.

3 内派滋索及某果品质的分析方法

内源激素分析的前处理根据 H a r di n 的方法 [弓] ,

但为避免细胞分裂素类的损失
,

又在流

程中增加了正丁醇的提取
。

用高压液相色谱法测定激素的工作由中国林科院分析中心完成
。

栗果品质的分析包括测定维生素 C (V 。)
、

可溶性糖
、

淀粉和蛋白质含量四项内容
,

均由

河北省昌黎果树研究所中心化验室完成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G A
3

单因子处班效应

在春季萌动前后以50
、

1 0 0
、

200 p p m G A 3
对栗树进行喷布

,

在 秋 季 以 G A 3
50 m g 的

剂量对主枝做包埋
,

这两种处理的雌雄花数璧及结实情况与对照相比都无显著差异
。

秋季经 G A 。
溶液注射处理的板栗主干雌花数蛋都大幅度减少(表 2 )

。

每株 50 m g 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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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花数量比对照减少76
.

6 %
,

差异极显著
。

表 Z G凡注射处理对成花的影晌

每株 1 00 m g 处理减少4 8
.

5 %
,

差异显著
。

一

G Aa (m g/ 株 )

每株2 00 m g 处理减少 86
·

8 %
,

差异极显著
。

指 标 蔺不一一屯J一一万而一 -赢
-

各个处理的雄花序数量与对照相比无显著差 雌花姆 枝 (个) 1
.

3 6 0
.

4
4..

。
.

7 。
·

0
.

18 “

异
,

仅从表 2 直观地看
,

低剂量的 G A
3

处理 雄花姆 枝(个 ) 13
·

56 ‘9.1
, ”.63 1”.6

的雄花数量有所增加
,

当 GA
3

的处理剂量增 雄花 / 雌花 9.9 7 招 .61 12
_

.33 58
·

“

大时
,

雄花数量稍有减少
。

但对雄花数与雌 注
:
* 为显著

,

苦 * 为极显著
。

花数的比例分析指出
,

G A 3
处理都比对照增大

,

分别是对照的4
.

37
、

1
.

24 和5
.

91 倍
,

表现出

较强的雄性化趋向
。

2
.

2 各不同化学处理结果及其比较

在春季萌发之后
,

分别以不同的化学试剂同时进行喷布处理
,

并在10 个不同的指标上对这

些处理进行结果调查及统计分析
。

方差检验结果表明
,

所有处理对叶宽及单果重都无影响
,

在其余 8 个指标上的差异都达到了显著或极显著的水平
。

而且不同品种或品系对各处理的反

应方向是一致的
。

用 LSD 法工“]进行平均值的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3
。

表 3 不同化学处理对板栗生长
、

成花及给实的形晌

BA MN G A 3 CE P A P Ps 3 :

处 理 对照 (水 )
(1 OO0 p p m ) (5 0 0 p p m ) (2 0 0 p p m ) (1 0 O 0 p p m ) (5 0 0 p p m )

青 霉 素

(1 5 0 PPm ) (3 0 0 p p m )

新梢长(e m ) 3 0
.

3 3 0
.

2 3 0
.

2 3 5
.

6
. 中

一 2 9
.

9 2 8
.

8 3 1
.

1

新梢直径 (e m ) 0
.

6 5 0
.

5 9 二 0
.

6 7 0
.

6 6 一 0
.

6 6 0
.

6 5 0
.

7 2
. *

叶 长(e m ) 1 7
.

9 1 6
.

5 * 1 6
.

9 1 8
.

3 一 1 6
.

5
,

16
.

9 1 6
.

8

雌花 /枝 (个 ) 3
.

15 4
.

遵1 4
.

9 6
* 中 2

.

7 0 0 连
.

4 1 5
.

1 5二 3
.

1 5

蓬 / 母枝(个 ) 3
.

8 6 5
.

5 2
* *

6
.

1 9
. t

2
.

5 4
. .

一 3
.

70 4
.

7 2 4
.

5 2

果/蓬(个 ) 2
.

1 7 2
.

4 7 2
.

2 5 2
.

2 3 一 2
.

2 5 2
.

1 3 2
.

4 0

出实率(% ) 3 3
.

8 39
.

3二 37
.

5*
申 3 6

.

2
中牢

一 忍5
.

8
.

35
.

9 二 36
.

7
. ,

株 产 (kg ) 2
.

3 4
.

1
* 4

.

0 * 2
.

2 一 2
.

0 3
.

4 3
.

5

注 : 表 中 * 为与对 照比差异显著
,
关 * 为差异极显著

。

在所有 8 个处理因素中
,

CE PA 对树体产生了药害
,

表现出叶畸形甚至部分脱落
,

所以

仅对平均母枝上的雌花量做了调查分析
。

2
.

2
。

l 对新梢生长的影响 G A
3 2 00 p p m 处理极显著地促进了新梢的伸长生长(表 3 )

,

比对

照增长达17
。

5 %
,

对新梢的粗生长却无明显影响
,

它加剧了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的矛盾
,

从

源一库关系来看它减少了养分向储藏库方向的运转分配
,

不但有损于当年 结 果
,

而且 将降

低枝条和芽子的充实度
,

并影响花芽分化及来年结果
,

同时还将加快结果部位 的 上 移 或外

移
,

扩大无效空间
。

PP 3 3 3 5 00 p p m 和青霉素150 p p m 处理的新梢伸长生长表现出减弱趋势
,

但与对照相 比差异不显著
,

对新梢的粗生长未表现出任何影响
。

M N 50 0 p p m 处 理 对新梢

伸长生长和粗生长均未表现出变化
,
B A 1 0 00 p p m 处理和 R S 3 00 p p m 处理对伸长生长无

影响
,

但前者显著地降低了新梢的粗生长
,

幅度达9
.

2 %
,
R S 则极显著地促进了粗生长

,

幅

度达10
。

8 %
,

所以 R S 处理对花芽分化及来年结果将是有利的
。

2
.

2
。

2 对叶片生长的影响 B A 和 PP
。3 3

处理显著地延缓了叶片的纵向生长
,

由于所 有处理

均对叶片宽度无影响
,

所以这两个处理对叶片大小表现出的是明显的负效应
。

其它各处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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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叶片大小未表现出显著效果
。

一般地讲
,

叶片增大将有利于结果
。

2
.

2
.

3 对雌花量的影响 对平均母枝上的雌花数量进行统计分析的结果指出
,

M N 处理显著

地增加了雌花量
,

青霉素处理则极显著地增加了雌花量
,

分别达 57 %和63 % 以上
,

表明这两

种处理在雌性成花上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

同时
,

与对照相比 BA 和 PP 3 3 :
处理表现 出雌花量

增加的趋势
,

可达40 % , G A
3

处理则有减少雌花量的趋势
,

达 14 % 以上
。

但这三种处理均

未表现 出显著的增加或减少雌花量的效果
。

R S 处理则完全无变 化
。

CE PA 1 0 00 p p m 处理

可能由于其本身的作用及药害原因导致完全无雌花
,

雄花序的发育反而有所加强
,

至少表明

CE PA 对雄花序发育的促进作用
。

2
.

2
.

4 衬结篷量的影响 在所有处理中
,

以 M N 处理的效果最好
,

平均母枝上的结蓬量比对

照增加60 %以上
,

差异极显著
。

其次是 BA 处理
,

增加达43 %
,

差异也极显著
。

青霉 素 和

R S 处理的结蓬量也有所增加
,

同为17 %以上
,

但差异达不到显著水平
,

仅是显示 出增加趋

势
。

PP
3 3 3

处理略有减少或可以认为无变化
。

只有 G A
3

处理导致了结蓬量大 幅 度 降低
,

达

34 %以上
,

与对照差异极显著
,

这与前述 G A
3

明显加速新梢伸长生长的结果不无相丸
2

.

2
.

5 对平均采篷中采果数的影响 方差分析的结果曾表明各处理间具有显著差异
。

但进一

步对平均值进行统计检验的结果认为
,

所有处理效果均不显著
,

表明它们未能导致栗蓬中栗

果数的变化
。

2
.

2
.

6 时 出实率的影响 大多数的处理都极显著地提高了出实率
,

其中以 B A 处理的效果最

高
,

M N 次之
,

分别 比对照提高 16
.

3 %和 10
.

9 %
。

PP” :
处理也有效地提高了出实率

,

达显

著水平
,

但其效果低于其它各处理
。

出实率这一指标包含了平均栗蓬中栗果数和平均单果重

的因素
,

也包含了空蓬率因素等
,

由于前述的结果分析已表明
,

各处理与对照相比
,

在平均

单果重及栗蓬中栗果数方面均无显著差异
,

因此
,
B A 与 M N 等处理在提高结实率的同时

,

又意味着它们对于降低空蓬率也发挥了有效的作用
。

2
.

2
.

7 时单株产量的影响 B A 和 M N 处理对提高单株产量最为有效
,

提高幅度分别为 78 %

和 73
。

9 %以上
,

与对照相比
,

差异显著
。

R S 和青霉素处理也提 高 47 % 以上
,

但差异不显

著
。

G A
3

和 PP
3 3 3

处理效果与对照比不显著
,

但其对提高单株产量的抑制作用是比较清楚 的
。

2
.

2
.

8 M N 和 PP” 3 时采果品质的影响 M N 处理后
,

每百克板栗果的 V c
含 量 比对照降低

4
.

62 m g ,

可溶性糖降低 1
.

94 m g ,

蛋 白质含量则增加。
.

7 m g ,

淀粉含量也有所增加
.

PP
3 3 ,

处

理
,

V c
含量降低 1

.

8 7 m g ,

可溶性搪降低 i
.

lo m g ,

蛋白质增加 o
.

2 1 m g ,

淀粉增 加 5
.

3 6

m g (表 4 )
。

由于栗果在采后储藏过程中
,

一部分淀粉将向可溶性搪转化而增加可溶性搪的含

量
,

同时处理与对照的差异不很大
,

所以这两个指标可以不做为衡量品质的主要标 准
。

M N

和 PP
3 : :

处理尽管都降低了 V c
含量

,

但均增加了蛋白质含量
,

因此认为
,

这两种处 理 对栗

裹 4 MN和P氏
3 ,

处理对二昌峨的形 .

处 理
可溶性籍

(% )

淀 粉

(m g / 1 00 9 ) (% )

蛋 白质

(% )

对 照

M N 5 0 0 PPm

P Ps , a 5 0 0 PPm

2 7
.

4 1

22
.

7 9

2 5
.

5 4

15
.

33

1 3
.

3 9

1 4
.

2 3

6 7
.

7 9

7 1
.

2 4

7 3
.

1 5

5
.

8 8

6
.

5 8

6
.

0 9

果品质影响不大
。

2
。

3 不同 . , 内娜橄索的比较

在花序发育期
,

从混合花枝顶端附近的

混合花序着生部位及靠近基部的雄花序着生

部位分别采取雌花序
、

雄花序
、

叶片和茎段
,

同时从雄花枝上也采取相应部分
,

做内源激

素分析
。

结果表明
,

无论混合花枝或雄花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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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长调节剂与板栗生长

、

成花及给果的研究

其同一枝条上不同部位的雄花序之间和雌雄花序之间
、

甚至同一混合花序上的雌 雄 花 序 之

间
,

在细胞分裂素
、

G A
3 、

IA A
、

A BA 含量上没 有 变化
,

同一枝条上不同部位的叶片之间

这四类 内源激素含量也无变化
。

混合花枝与雄花枝上对应部位的花序
、

叶片之间都未表现出

各 内源激素含量的差异
。

而雄花枝茎中的 G A
3

含量 比混合花枝高出近一倍
。

当年新梢停长
、

裹 5 内派G A
3

与性别分化和发育

茎 G A : (m g / l o m l) 顶芽 G A 3(m g 八o m l)

混合花枝

0
.

00 7

雄 花 枝

0
.

0 1 3

粗 壮 枝

0
.

00 6

细 弱 枝

0
.

0 12

注
:

表中数字均 为每 10 m l提取液中的含量
。

顶芽完全形成时
,

对顶芽中内源激素的分析

表明
,

来年将发育成雄花枝的细弱枝顶芽比

将发育成混合花枝的祖壮枝顶 芽 G A :
含量

也高出一倍 (表 5 )
,

其它各种内源激素则无

明显变化
。

3 讨 论

3
.

1 G A
:

的雄性化效应

在春季使用 G A :
尽管对结实率有所促进

,

但不促进枝条粗生长
,

反而加速了新梢的徒长
,

降低了雌花量和结蓬量
。

在秋季使用 G A 3
将抑制雌性分化

,

减少第二年的雌花量
,

雄花量相

对明显增加
。

总之
,

G A
。

对板栗开花结果表现出负效应
。

对内源 G A 3
的 分 析也表明较高浓

度的 G A
3

将促进雄花序分化
,

较低浓度 G A 3
的环境下更有利于雌花序分化

。

但杨其 光等的

试验结果却认为
,

使用外源 G A
:

将能增加雌花分化
,

减少雄花分化
,

提高雌雄花比汇。J
。

3
.

2 各处理因子的综合评价

B A 在结蓬量和出实率等指标上表现出好的效果
,

但却明显抑制叶片扩大和新梢粗生长
,

会影响第二年结果
。

由于上述原因 G A
3

不适宜使用于板栗
。

R S 和青霉素分别在新梢粗生长
、

雌花分化及 出实率方面具有良好作用
。

其中青霉素用于植物尚不多见
,

已有的研究认为青霉

素能促进根系发育和干物质积累及抑制地上部分生长 t” “] ,

在本研究中它也是趋向于抑 制 新

梢的伸长生长
。

R S 和青霉素都有待于进一步试验研究
。

PP 3 3 ,
的效果尚 不 稳定

,

也 需继续

试验观察
。

M N 所表现出的显著促进作用在雌花分化
、

结蓬量
、

出实率和单株产量四个方面

都得到了证实
,

它在单株产量上所产生的增产效益为73
.

9 %
,

正好反映了在结蓬量 及 结 实

率上产生的增产效应之和即70
.

9 %
。

而且
,

MN 对生长和果实品质等其它方面无负影响
。

所

以在进一步细致研究的同时
,

有必要扩大试验及适当规模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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