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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效哇对核桃生长发育的影响及其生理基础
*

朱丽华 曹庆昌 李明亮

摘要 对 8 年生晚实嫁接核桃树
,

于春季新梢长 1 5 c ln 左右时进行多效哇叶面喷施处理
,

试

验结果表明
, 1 00 。~ 2 o00 p p 。 浓度的多效哇可显著抑制核桃树营养生长

,

以 2
_

00 0 p p m 处理 树

于 8 月27 日调查结果为例
,

新梢长度
、

节间长度
、

新梢粗度
、

干径和叶面积分别比对照降低61
。

5
、

21
.

4
、

29
.

1
、

2 8
.

2和 5 9
.

9 %
。

单株坚果数和产量分别比对照增加5 了
.

9和 6 4
.

9 %
。

多效哇对核桃 树

的生理效应包括
:

降低G A S、 I人A 和 人B A 水平
,

增加叶绿素
、

可溶性糖和蛋白质含量
,

对坚果

品质影响不大
。

讨论了多效哇对核桃树的可能作用机理
。

关扭词 核桃
、

多效哇(PP“ : )
、

内源激素
、

营养物质

核桃 (Iu g l二
, 材g 份 L

.

)是经济价值较高的经济林树种
。

目前
,

我国核桃 生 产 中普 遍

存在着幼树结果晚
、

早期丰产性差和大树产量低等间题
,

致使核桃生产效益一直较低
。

实践

证明
,

核桃晚实低产的原因主要为树体营养生长过旺所致
。

因此
,

如何协调营养生长和生殖

生长之间的关系是核桃生产中急需解决的一个关键间题
。

多效哇 (PP”3 )是一种新型的植物生长延续剂
,

多种果树上的应用都证明其具有抑 制 营

养生长
,

促进生殖生长
,

提高产量而不影响品质的良好作用[ ‘一 ‘〕
。

已有报道表明多效哇可以

提高核桃产量 [‘]
。

但未见国内外有关多效哇影响核桃生长发育的生理机制研究的报道
。

本研

究拟从生长发育和生理基础两方面对多效哇在核桃上的应用效果及作用机制作一综合探讨
,

为多效哩在核桃上的应用提供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试验于 1 9 9 1 ~ 1 9 9 2年在北京市林业果树研究所晚实核桃试验园进行
。

受取材树所限
,

试

验采用两个品种进行
。

¹ 以 8 年生嫁接树东岭 6 号为试材做生长发育 观 察
。

于 19 9 1 年 5 月

7 日(新梢长15 c m 左右时 ) 进行多效哇叶面喷施处理
,

浓度分别为1 0 00 和2 0 00 p p m ,

清水

作对照
。

每树用药量约3 k g (叶 面滴水为度 )
。

处理后定期调查新梢长度
、

粗度和 节 数
,

至

新梢停止生长为止
。

生长季末调查叶面积
、

干径
、

单株果数
、

单果重
、

坚果特性并分析主要品质

指标 (脂肪酸
、

蛋白质和单宁 )
。

º 以 8 年生嫁接树中英水 l 号为试材做生理 分 析
。

喷 药 时

间为19 92年 4 月22 日 (新梢长15 c m 左右 )
,

施用浓度为2 0。。p p m ,

施法同上
。

处理后定 期

采样分析叶片叶绿素
、

可溶性糖和蛋白质含量
,

取树冠中上部中短枝梢尖或顶芽 分 析 内源

19 92一12一29 收稿
。

朱丽华副研究员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 所 北京 10 0 09 1) , 曹庆昌
,

李 明亮 (北京市农 科 院 林业 果 树 研究

所 ) o

水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试验分析得到王裴
、

周银莲
、阮大津

、

王文艺和李京寅的大力协助
,

谨此象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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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A B A 含量
。

所有处理均以单株为小区
,

重复 3 次
。

用丙酮比色法测定叶绿素
,

用 B Qc h 自动定氮仪测定蛋 白质
,

参考 H ar di n 等[sJ 方法测定内源激素
。

6 卷

激素G A
3 、

IA A

分析方法
:

测定可溶性糖
,

用葱酮比色法

2 结果与分析

2
.

1 多效哇对核挑生长 t 的影晌

2
.

1
.

1 对新梢长度
、

扭度和平均节长的影响 从表 l看出
,

多效哩处理可显著降
一

低
.

核桃树

新梢的长度和粗度
,

并缩短其节间长度
,

以 2 0 00 p p m 浓度处理为例
,

喷施后 l 个月(6 月 8 日)

处理树的枝长
、

枝粗和平均节长即几乎停止生长
,

而对照树枝长和枝粗则至调查 期末仍有一

定量增长
。

从 1 0 00 和2 00 0 p p m 两个浓度看
, 1 0 0 0 p p m 处理树的枝长

、

枝粗和平均节长 均

大于 2 0 00 p p m 处理树
,

且停止生长期晚于2 00 0 p p m 处理树
,

这表明浓度为2 00 0 p p m 时
,

对树体生长的抑制作用更强
。

裹 1 多效. 对核挑断梢生长的影晌 (单位
: c m )

时 期

( 19 9 1一月一 日 )

0 (p p m ) 1 0 0 0 (P P m ) 2 0 0 0 (p p m )

枝 长 枝 粗 节 长 枝 长 枝 粗 节 { 枝 长 枝 粗 节 长

4
.

0 5
.

3
.

3 5
.

.,‘月月才r�了UO,曰,曰,曰
3
,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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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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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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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一1 7

0 5一2 7

0 6一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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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7一0 7

0 8一 2 7

0
.

9 6 5
.

1 ]

1
.

1 3 4
.

6 6

1
.

2 7 4
.

4 9

1
.

3 7 4
.

1 9

1
.

4 1 4
.

1 8

1
.

4 6 4
.

2 7

1
.

4 8 4
.

3 0

3
.

7 0

3
.

3 6

3
.

0 0

2
.

9 0

2
.

9 3

2
.

9 3

2
.

9 4

中

,几�仆口�
.
1几JJ啥九bn仙,几,三,目叮‘均乙,山

.

⋯⋯
,J.孟J
.二,二心.三,卫勺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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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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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 示 5 % 显著水平
,

* * 示 1 % 显著水平
,

以下表类 同
。

2
.

1
.

2 叶叶 面 积和干径 的影响 由表 2 可见
,

处理树的叶面积和干径明显小于对 照 树
,

如

2 0 0 0 PP m 处理树叶面积为 4 8
.

1 3 e m
2 ,

为对照树的7 1
.

8 %
,

干径为 0
.

8 3 e m
,

仅为对 照 树

的4 0
.

1 %
。

两种处理浓度间叶面积和干径也有明显差异
。

衰 2
’

多效哇对核挑树叶面积和千径生长的影晌

叶 面 积 干 径

生 长t ( e m Z ) 占对 照( % ) 净增长皿( e m ) 占对照 ( % )

0 6 7
.

0 8 10 0 2
.

0 7

1 0 0 0 5 4
.

2 9二 8 0
.

9 1
.

8 3

2 0 0 0 4 8
.

1 3二 7 1
.

8 0
.

8 3
.

8 8
.

4

4 0
.

1

注 : 调查时 间
:

叶面积为 1 9 9 1一 0 7一0 9
,

干径为 1 9 92一0 3 ~ 19 9 2一 1 0的净增长址
。

2
.

2 多效哇对核挑树产 且及坚果品质的影晌

2
.

2
.

1 对 坚果数
、

单果重和产量的影响 从表 3 着出
,

多效哇处理可 以明显增加单 株 果数

和单株产量
,

例如2 00 0 p p m 处理单株果数为60 个
,

比对照增加57
.

9 %
,

株产为 7 72
.

2 9
,

比对照增加64
.

4 %
。

处理树单果干重也略高于对照树
,

但增长幅度较小
。

从两种处理浓 度 来

看
,
2 00 0 p p m 处理对单株果数和单株产量的影响远大于 1 00 0 p p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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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多效睦对核挑树座果及产t 的影晌

单 果 重 (干重) 单株产量 (干 重 )

浓度 (p p m )
单 株 果 数

果数(个 ) 比对照增加 (% ) 重盆( g ) 比对 照增加 (% ) 产 量( g ) 比对照增加 (% )

0

1 0 0 0

2 0 0 0

12
.

3 3

12
。

5 7

12 8 7

1
。

9

4
。

4

4 6 8
.

35

5 1 5
.

3 7

7 72 2

1 0
。

0

石4
。

9:

ot内‘才

一�

R一1一n甘346

注 : 调查时间为 1 9 92一 09
0

2
.

2
.

2 甘 坚果品质特性 的影响 对坚果外 观 (果壳色泽
、

整齐度
、

果形等 ) 、 壳厚度
、

果仁

特性 (颜色
、

取仁难易
,

饱满度
、

风味 )
、

出仁率等特性测定观察表明
,

多效哇对上述特性没

有明显影响
。

从表 4 可以看出
,

不同浓度多效哩处理
,

对核仁脂肪酸
、

蛋白质和单宁等成分

的影响不明显
。

多效哩对核桃树营养生长的抑制效果和对生殖生长的促进作用
,

在同时处理的其他几个

核桃品种树上也得到了证实 (结果待发表 )
。

表 4 多效睡对核挑坚果脂肪咬
,

蛋白质
、

单宁含且的影晌

浓度 (P Pm )

0

蛋白质 ( % ) 脂肪酸 ( % ) 单宁 ( % )

1 0 0 0

2 0 0 0

13
.

1 2

12
。

8 7

13
。

0 2

6 9
.

8 !

6 9
.

4 7

7 1
.

6 4

1
.

0 9
恤

0
.

9 9

0
.

9 6

注 : 测定时何为 1 9 9 1一0 9
0

2
.

3 多效哇影晌核挑树的生理基础

2
.

3
.

1 时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从外 观 看
,

处理后 10 d 就可明显观察到处理 树 叶 片 变

绿
、

变厚
,

此后出现明显皱缩
。

对叶绿素含量

动态分析表明
,

除第一次叶样外
,

其他时期

处理树叶片的叶绿素含量均高于对 照 树 (图

i )
,

其增加幅度随采样时期的推后而加大
,

增加范围为5
.

2 %一 7
.

8 %
。

这与在苹果
、

梨
、

樱桃上的研究结果一致〔’
, “J

。

2
.

3. 2 时叶片可溶性糖含量的 影 响 从图

2 可见
,

在整个采样期间
,

处理树叶片可溶

性糖含量均明显高于对照树
,

其中尤以处理

后2 7 d ( 5 月19 日 )增加幅度为大
,

增加量达

, , ,

乡协呱
05
�
42冬1.1.1.

八详�老.日�喇如长渐古

岁
1

.

0 下.
. .

11 / 5 1 3 / 5
.

1 9 / 5

采样日期旧 / 月 )

多效哇 对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2 8 / 5

83 %
。

处理后 2 个多月时 ( 6 月30 日)叶片可溶性糖含量急剧下降
,

与对照树基本持平
。

2. 3. 3 对叶片蛋 白质含量 的影响 由图 3 可以看出
,

处理树蛋白质含量的变化较大
,

在处

理后一周时 ( 5 月13 日)
,

处理树叶片蛋白质含量略低于对照树
,

此后迅速增长
,

并在较长时

期内含量高于对照树
,
但处理 1 个多月后含量急剧下降

, 6 月底时含量则低于对照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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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 9 / 5 2 8 / 5 1 3 / 6 3 0 / 6

采样 日期(日 / 月)

多效哇对叶片可溶性搪含盆的影响

1 9 / 5 2 8 / 5 1 3 / 6

采样日期(日 /月 )

、

、
、
、
、

、
、

. . . . . J 卜
.

3 0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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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如翻,划甘沈

多效哇对叶片可溶性蛋 白质含t 的形晌

Ly/53
月l图

2
.

3
.

4 对 内源激素 G A
3 、 IA A 和A B A 含量的

影响 从图 4 可见
,

多效哇对核桃树内源激素

G A
3 、

IA A 和 A B A 水平均有降低作用
。

G A
:

含

量除5月8 日与对照相近外
,

5 月23 日至 6 月26

日期间的含量均低于对照
。

IA A 含量前期( 处

理后一个月内)低于对照树
,

但后期 (处理后两

个多月 )又有较大增加
。

A B A 在处理后 10 d 内

含量及下降幅度均明显低于对照树
,

处理后 1

个多月则与对照接近
。

这说明多效 哩 处 理 对

G A
3

含量的作用期较长
,

而对 A B A 含量的影

响期较短
。

本研究结果与在苹果
、

水稻
、

西葫

芦上所得的结果较一致 [lJ
。

器

认 .2

匕
8 / 5 2 3

:

又
:

2

众
一

-、,‘
e465卜卜卜氏称仓

几C三
、

.‘�翻加俗棍髓犷�

3 5
, 6 ;

,
石 6 8 / 5 2 3 / 5 8 / 6 2 6 / 石 8 / 5 2 3/ 5 8 / 6 2‘

采牛协IJ期 ( H / 月 )

图 4 多效哇对内源激素 含t 的形响

3 讨论

苹果
、

梨
、

桃等水果类果树的大量试验表明
,

多效哇对果树生长的主要形态 学 效 应 包

括
:

减少新梢的延长生长
,

缩短节间长度
,

降低叶面积
,

增加叶片厚度
,

增加花芽数量和提

高座果率[ ‘
’2 1

。

本试验 结果表明
,

多效哇对干果类果树核桃也具有同样作用
,

而且可以大幅

度提高单株坚果数和单株产量
,

不影响坚果品质
。

这对树体生长易于偏旺的核桃树而言
,

多

效哇应是一种应用潜力较大的生长调节剂
。

有关多效哩的作用机理
,

口前普遍认为其对植物生长的抑制作用主要通过抑制赤霉素的

生物合成来实现
,

这在苹果
、

西葫芦和水稻等植物上已有证实[ ‘一“〕。 本研究也证明 多效哩确

能降低核桃 内源激素 G A
3

水平
,

对 内源激素 I A A 和 A B A 含量也有不同程度降低
。

此说明

多效哇对生长发育的影响不仅仅与某一激素水平有关
,

其可能涉及到多种激素含量的变化和

这些激素之间平衡状态的改变
。

本试验从叶绿素
、

可溶性糖
、

蛋 白质和内源激素水平方面对多效哇影响核桃生长发育的

生理基础作了初步探讨
。

从所得结果看
,

处理树可溶性搪和蛋白质含量明显高于对照树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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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物质的增加除与树体生长受抑制
,

营养物质消耗减少有关外
,

还与处理树叶绿素含量增加
,

光合能力增强有关
。

核桃由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的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质变过程
,

中间涉及到

对大量营养和能量物质的需求
,

营养物质的积累将有利于花芽的分化和形成
。

本试验中处理

树可溶性搪和蛋白质含量增高期与核桃花芽分化期相吻合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

在苹果
、

梨
、

桃等果树上的试验也得到了类似结果[ ‘
, “, 7 1 。 综合上述分析

,

可以认为
,

多效哇影 响 核 桃树

生长发育的机制可能在于
,

通过调节内源激素含量变化抑制营养生长
,

进而影响体内营养与

能量物质的合成与分配
,

营养物质的积累促进树体由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的转变
,

从而最终

达到成花多
、

座果多
、

结实多和产量增加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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