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化控系运用植物生长调节剂对植物生长发

育进行调节和控制，使之向着希望的方向发展，达

到高产、优质、高效之目的，它是一门应用性学科。

目前植物生长调节剂主要种类有生长素类、赤霉素

类、细胞分裂素类、乙烯类、生长延缓剂和生长抑制

剂及其他类（如茉莉酸、多胺、油菜素内酯、水杨酸、

西维因）。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植物激素作用机理及

生理作用的深入研究，植物化控被广泛应用于果树

生产，运用植物化控已成为果树现代化、集约化栽

培中的常用措施。

! 促进插条生根

扦插是培育生产性状整齐一致的苗木的一种

有效方法。但有些树种和品种扦插不易生根或很难

生根。研究表明，应用一些生长调节剂处理插条，能

够加强插条的呼吸作用，提高酶的活性，集中生根

物质于插条基端，促进分生细胞分裂，从而促进插

条生根，提高扦插质量。促进插条生根的生长调节

剂主要有吲哚乙酸（"##）、吲哚丁酸（"$#）、萘乙酸

（%##）、苯酚化合物、#$&生根粉等，生产上应用最

多的是"$#、%##、#$&生根粉。树种、品种不同，使

用的生长调节剂种类和浓度不同。促进生根用生长

素速蘸使用的浓度一般为!’’’()’’’*+ , -，而浸泡

则用.’(.’’*+ , -。香椿嫩枝用#$&/!0 !’’*+ , -浸

泡1’*23， 生 根 率 达!’’4。 石 榴 硬 枝 扦 插 插 条 用

!’’*+ , -的#$&/10生根粉浸泡.5，插后成活率为

67894，而对照为:78!4。银杏硬枝扦插插穗用#$&—

90生根粉)’*+ , -溶液浸泡.(15，插后生根率可达

6’894。

. 促进种子发芽

使用生长调节剂可打破果树种子休眠，促进萌

发，缩短层积处理天数。如山楂、柿、猕猴桃等的种子

可用赤霉素浸泡以打破休眠。樱桃种子采收后立即

浸于;#1中.75，可使后熟期缩短.(1个月，或将种子

在:<冷藏.7(17=，然后浸于!’’*+ , -;#1中.75，播

种后发芽率达:)4(!’’4。在中国樱桃胚培养基中加

入$#可代替低温层积处理而打破种胚休眠，萌发率

高达!’’4。对早熟杏进行胚培养时，在! , .>?培养

基中附加.*+ , -的$#可打破杏胚休眠，成苗率为

@1814。核桃用!’’’*+ , -的乙烯利浸种催芽，能提早

发芽和提高发芽率。

1 调节营养生长

18! 延缓或抑制新梢生长 应用控制树体过旺营

养生长的生长延缓剂，如多效唑（AA111）、烯效唑，矮

壮素等可使树体矮化。AA111可抑制苹果、核桃、桃、

李、无花果、樱桃等多种果树的营养生长，使节间缩

短，树体矮化。核桃在春季新梢长!)B*左右时，叶面

喷施!’’’(.’’’*+ , -的AA111，可显著抑制其营养生

长。近年来，随着果树设施栽培的兴起，利用抑制营养

生长的生长调节剂来使树体矮化显得尤为重要。

18. 控制顶端优势，促进侧芽萌发 应用细胞分裂

素类生长调节剂9/苄基腺嘌呤（9/$#）可促进侧芽

萌发，并形成副梢，也能促进已经停止生长的枝条重

新生长。以9/$#为主要成分的软膏制剂———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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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已广泛用于苹果、山楂、欧洲甜樱桃等多种果树

幼树，能实现定位发枝。

!"! 促进或延迟芽的萌发 赤霉素（#$）可以打破

某些果树的休眠，促进萌芽。%$也有类似作用。秋季

使用生长调节剂使树体提前落叶，可促进芽翌春提

早萌发。甜樱桃于覆盖前&’天喷(’)乙烯利*’’倍

液，迫使树体提前落叶，+月初覆盖，&&月中旬开始升

温，结果比人工摘叶对照萌芽整齐，坐果率高，果实

比露地栽培提早&,-天上市〔,〕。樱桃可于正常落叶前

,个月喷低浓度的乙烯利（,.’或.’’/0 1 2），可推迟

花期!3.天；秋季喷施#$!（.’/0 1 2）能推迟花期约!
周，可避免干旱，晚霜的危害。

!"( 控制萌蘖发生 用高浓度的生长素如’".3&)
的萘乙酸（4$$）涂抹剪口或锯口，可阻止其下部的

枝条旺长或萌蘖发生。红富士苹果初果期幼树于春

季在回缩锯口的枝段上刻伤，涂抹&.’’3,’’’/0 1 2的

55!!!，不仅可以减少萌蘖数量，还可有效地抑制其旺长。

( 调节花芽分化

影响花芽分化的内因主要是营养水平和内源

激素的平衡。研究表明，植物生长调节剂对果树的

花芽分化具有调节作用。

("& 促进花芽分化 促进成花的生长调节剂主要

有55!!!、乙烯利、*6%$等。在桃、猕猴桃等多个树种

上，尤其是幼树，施用55!!!能明显地抑制树体过旺的

营养生长，促进成花。对营养生长过旺的金太阳杏

幼树喷施!’’或!.’倍55!!!水溶液，可有效抑制新梢

旺长，促进花芽形成，增加短果枝和花束壮果枝的

比例。55!!!对桃、李、樱桃等核果类促花效果均很明

显。红富士苹果施用5%7（55!!!8%$879:8微量元

素）可显著提高花芽分化数量。

(", 抑制花芽分化 #$!能抑制多种果树的花芽分

化。在花诱导期，喷施.’3&’’/0 1 2#$!可以减少桃花

芽 形 成 数 量 约.’)。 扁 桃 于 花 芽 生 理 分 化 期 喷 施

&’’/0 1 2#$!，可抑制花芽形成，而花芽质量未见异常。

("! 调节花的性别分化 板栗在雌花分化期叶面

喷 施.’/0 1 2、&’’/0 1 2#$!和%$&’’/0 1 2能 显 著 提

高雌花分化率，降低雄花与雌花的比值，#$!处理时

板栗雄花节位减少。乙烯利对板栗雌花分化具有显

著的抑制作用，促进雄花分化，并使雄花节位增多。

核桃幼叶喷施三碘苯甲酸（;<%$）8#$!时，可增加

雌花芽数量；喷施整形素可有效地增加核桃雄花败

育数量，但不影响雌花分化数量。

. 保花保果，提高座果率

花多果少是大多数果树的通性，落花落果严重，

限制了果树单位面积的产量提高。因此，保花保果，

提高座果率，是争取果树丰产的中心环节之一。

落花落果的直接原因是离层的形成，而离层的

形成与内源激素的平衡有关。因此，要提高座果率，

除了一些必要的栽培管理措施外，在生产上可用生

长调节剂，以改变果树内源激素的水平和不同激素

间的平衡关系，从而防止脱落，提高座果率。盛花期

喷施#$!可促进山楂、枣、巴旦杏、樱桃、桃、李、杏等

多种果树的座果率，尤其对提高山楂座果率最为有

效。盛花期喷施,，(—=也可促进巴旦杏座果，提高

座果率。#$!还可在柿、石榴等多种果树上应用，甜

柿在盛花期喷>’/0 1 2#$!可提高座果率!,"&)。枣树

初花期喷施&’’倍5%7可提高座果率,3!倍。?55@
（A;—!’B，属于苯基脲类细胞分裂素类生长调节

剂）可提高柿的座果率。板栗用$%;6&’C,’3!’/0 1
2在花期、幼果迅速发育期重点喷施雌花结果部位，

可提高座果率，增产&.)。4$$可防止仁果类、核果

类、枣等多种果树的采前落果。

* 调节果实的生长发育

*"& 促进果实增大 #$!常被用来促进果实增大。

无籽葡萄喷施#$!可促进果粒的生长；细胞分裂素

类物质，如*6%$、?55@等在幼果发育期使用，明显

促进葡萄、猕猴桃、樱桃等果实的增大。

*", 果形的调控 施用#$(8-8%$（普洛马林、保美

灵）可提高元帅系苹果的果形指数，促进五棱突起，

从而提高果实的外观品质。*6%$和#$(8-单独施用

（花后(D）还可增加金冠苹果的果形指数和纵径。花

后,.D喷施?55@可显著提高金冠、元帅苹果的果形

指数。花期喷施.’3&’’’/0 1 2的55!!!，可明显减少库

尔勒香梨果实表面突起和宿萼，降低果形指数，使正

形果（萼片脱落、萼洼凹陷果）比例高达+’)以上，而

对果品质量无明显影响。

*"! 疏花疏果 生产上较为常用的疏果剂有4$$、

萘乙酰胺（4$$/）、乙烯利、西维因、、石硫合剂等。

%$是苹果的有效疏除剂，对红富士、金冠、元帅等多

个品种均有明显的疏果作用。日本用4$$疏除柿

果，以.3&’/0 1 2在盛花后&’3,’D喷布，有明显疏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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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 防衰保鲜，提高果品质量 苹果在落瓣期后$%
喷&’#($可减轻果锈；使用!)*’能增加果锈，二者混

合使用时不会增加金冠果锈。富士苹果施用过量

++,,,，果实品质明显下降，果柄缩短，果形指数降低，

乔纳金、津轻苹果果实因果柄缩短使果实在后期膨

大过程中容易自行挤落。-++.可促进葡萄着色，提

高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茉莉酮酸甲酯处理明显地促

进苹果果皮!)胡萝卜素合成和叶绿素的降解，因而

促进果皮颜色的变化；处理呼吸跃变前的夏红苹

果，能促进酯类、乙醇和乙酸的产生，对跃变后的果

实影响很小，但对贮藏后的金帅苹果用茉莉酮酸甲

酯处理则降低酯类含量。

$ 形成无籽果实

无籽果实深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应用生长调

节剂促进单性结实，既可避免花期不良气候条件的

影响，使果实正常生长发育，又可提高商品价值。如

用/’’、&’,、!)*’等处理均可使无花果获得单性结

实果。在花期用01—2345 6 7的&’,和/’’混合液处

理柑橘、葡萄、梨、苹果等果树，诱导效果极好。玫瑰

香葡萄于花前和花后01%，以3145 6 7&’,分2次处理

花序和果穗，可使其全部无核，并增重318。

9 催熟催落，提高品质

在果实的发育过程中，植物激素起着调动碳水

化合物和其它营养物质移向果实的作用。乙烯对促

进果实成熟有特别明显的效果，通过与其他内源激

素的互作，促进呼吸和加速物质转化，促使果实生

长加快，提早成熟。如在无花果缓慢生长期间，喷施

乙烯利211:#1145 6 7可立即启动果实迅速生长，从

而使果实提早成熟。山楂在盛花期喷施&’,，不仅提

高坐果率，也明显促进成熟，一般提早成熟01%左右。

山 楂 在 采 收 前$:01%喷 施311:!1145 6 7乙 烯 利 ，可

使其提前成熟。乙烯利也可促进柿的成熟。核桃于

采收前2$:01%喷施311:211145 6 7乙烯利，可使其提

前成熟3:01%，青皮开裂时间一致，有利于一次性采

收和脱青皮。但采用树上喷乙烯利催熟常导致严重

落叶，在采收前2:,周树上喷施02345 6 7乙烯利和

231 （或311）45 6 7;’’混合液，可使青皮开裂率达

0118，而落叶率仅218左右〔2〕。苹果呼吸跃变前用茉

莉酮酸甲酯处理有刺激乙烯发生的作用，进而促进

成熟。

< 辅助采收

喷施乙烯利是枣、樱桃、李、核桃等果树机械采

收的辅助手段。在正常采收前$:0#%，甜樱桃喷施

231:31145 6 7、酸樱桃喷施211:011145 6 7乙烯利，可

在,%内有效松动果实。枣采收期喷施211:,1145 6 7
的乙烯利，成熟果实可在3:!%内全部脱落。

01 提高果树抗逆性

喷 施 乙 烯 利 、++,,,等 生 长 调 节 剂 可 提 高 苹 果 、

柿、核桃、樱桃等多种果树的抗寒性。单喷或混喷一

定浓度的多效唑等植物生长调节剂，可增强红富士

苹果幼树的抗寒性；单喷011145 6 7多效唑和混合喷

施011145 6 7多效唑(011145 6 7*<对抑制富士苹果新

梢生长，提高新梢停长率，降低一年生枝髓部受冻褐

变 有 明 显 效 果 。 核 桃 在 新 梢03=4长 时 叶 面 喷 施

0111:211145 6 7++,,,能显著降低新梢生长量，提高枝

条可溶性糖含量，从而提高抗冻性，避免越冬抽条。

秋季甜樱桃喷施011:21145 6 7乙烯利、3145 6 7 &’,

或011:21145 6 7乙烯利(3145 6 7&’,混合液，可提高

芽的抗寒性。苹果幼苗用31:03145 6 7茉莉酸处理，

可使气孔开度减小2$"#8:!,"98；茉莉酸处理，可显

著降低苹果幼苗叶片相对电导率，提高脯氨酸和可

溶性糖含量，从而减轻干旱对质膜的伤害，增强树体

在干旱条件下的抗脱水能力。

00 植物生长调节剂的残毒问题

大部分植物生长调节剂属于低毒，如;’’、2，

#—>、青 鲜 素 、!)*’、乙 烯 利 、矮 壮 素 、++,,,、烯 效

唑、芸苔素内酯、水杨酸、三碘苯甲酸等；小部分属于

微毒类，如吲哚乙酸、脱落酸；而赤毒素、三十烷醇等

对人畜无毒。植物生长调节剂通过多种途径进入人

体，有的可能危害人类健康。21世纪91年代，研究认

为*<的水解产物不对称二甲基肼有致畸作用。生长

调节剂残毒问题已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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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昌 农 业 高 等 专 科 学 校 学 报 522O 年

〔O〕熊红，张旭东主编P园艺植物栽培学通论P四川：四川大学

出版社，5225
〔1〕畦顺照，罗将会P植物生长调节剂在核桃上的应用P河北果

树，!QQR（!）

〔R〕方爽等译P作物的化学控制P湖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QSO
〔S〕韩碧文等P植物生长物质P科学出版社，!QSR
〔Q〕沈岳清P植物生长调节剂与保鲜剂P化学工业出版社，!QQ2
〔!2〕徐绍颖P植物生长调节剂与果树生产P上海：上 海 科 学 技

术出版社，!Q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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