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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桃利用单
、

复花芽结果对盛果期生长结实的影响

松 会 能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 )

摘要
·

青桃盛果期
,

特别中庸偏旺的植株
,

单
、

复花芽果枝数大体均等
,

复花芽果枝以其复芽个 体较

大
,

枝条较粗而往往表现为优势
.

然而笔者于 1 9 74 一 1 97 9年观察了青桃树以单
、

复花芽结果对盛果初 期 的

影响
,

结果表明
:

利用单花芽结果
,

控制了强旺枝和结果部位
,

使果枝分布均匀
,

树势稳定
,

尤其果枝数
、

花芽数
、

单株产量等的变动趋势与年度增加无关
, r 为

: 一 0
.

28 99
、

0
.

0 62 0 (单
、

复花芽果枝数分别占总果

枝数的 35
.

1男和 16
.

7多)
,

一 。 .

3 8 3。
、

一 0
.

18 0 4 (单
、

复花芽朵数分别占总花芽朵数的 4 4
.

5万和 13
.

4拓)
.

0
.

4 o 9s( 单株年产量为 1 79
.

4公斤
.

从而延长了盛果期 ; 利用复花芽结果却相反
.

促进树势极性生 长
,

旺枝

增强
,

果枝外移
,

内膛空虚
,

尤其果枝数
、

花芽数
、

单株产量等的变动趋势随年度增加而呈显著与极显 著

负相关
, r 为

: 一 0
.

5 9 3 5朴气一 0
.

9 51 5
朴粉
(单

、

复花芽果枝数分别占总果枝数的2 7
.

2多和 2 1
.

1书)
,

一 0
.

9 5 3
签签 、

一 。
.

890 8 . 赞 (单
、

复花芽朵数占总花芽朵数的 35
.

3男和 6
.

8多)
,

一 。 .

88 5 3 .. ( 单株产量 较单花芽结果减产

19
.

4拓)
,

从而明显缩短盛果期
.

关键词 普通桃品种青桃 ; 盛果期 ; 单
、

复花芽结果

前 言

普通桃的栽培品种青桃 目前仅在东北和西南部分省市有栽培 【’
.

J 。 然而青桃树势 强 壮
,

品质优良
、

丰产
、

适应性广
,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

青桃的结果习性主要表现为
:
树势极性

强
,

重截能刺激大发旺枝
,

轻截发弱枝
。

单
、

复花芽果枝数目大体均等
,

复花芽分布在植株

上部和树冠外围较多
,

单花芽分布在植株中下部和树冠内膛较多
。

着生复花芽的长果枝
,

若

生长较直立
,

长势较强
,

长放或轻剪均能结果
,

结果后还可抽生长
、

中
、

短枝
,

来年又可利

用结果
。

当交替剪留萌芽轮换更新
,

一个长势较强的直立长果枝
,

可以连续结果三年 , 着生

复花芽的长果枝
,

若为斜生枝
,

短截在复花芽处
,

反应和前者一致 1 2 1。 而且复花芽发 育 丰

满
,

结果率高
。

因此不少人主张以复花芽结果为主
。

但是
,

着生单花芽的中
、

短果枝
,

若交

替剪留萌芽更新
,

来年仍能抽生中
、

短果枝 , 单花芽若着生在长果枝上
,

则成间隔排列
,

回

缩至间隔的叶芽处
,

既可结果又可抽枝 , 着生复花芽的长果枝结果后
,

产生单花芽的短果枝

或花束短果枝
,

回缩至短果枝处
,

来年可抽短枝
,

重回缩可抽生中
、

长的复花芽 果 枝 1 2 1
。

而且
.

疏去植株上部和外围的复花芽长果枝
,

有利于抑制树势极性
。

因此
,

有的主张以单花芽

结果为主
。

鉴于两种分歧意见
,

曾多次交流经验和学术讨论
。

至今青桃单
、

复花芽结果 的 不 同 后

果
,

尚未见任何报道
。

为此
,

笔者于 1 9 7 4一 1 979 年在中八果茶场作了系统观察
,

现将其总结
,

提供参考
。

材料和方法

一 ,
供试品种和份理 以清镇中八的青桃为试材

,

树龄从 8 年生开始
,

盛果初期
,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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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形
,

冠径 3一 3
.

5米
,

高2
.

5一 3米
,

树势中庸偏旺
,

树冠较开张
。

试剪前
,

植株单
、

复花

芽果枝数大体相等
。

试验于贵州清镇中八果茶场进行
。

土壤肥力中等
,

管理一般
,

同大面积果园多年保持一

致
。

二
、

处理方法 (一 ) 修剪措施
:

各处理供试青桃 5 株
,

每年各剪一次
,

除单
、

复 花 芽

果枝外
、

其他修剪同大面积果园
。

1
,

单花芽结果处理
:

全树以单花芽结果为主
,

对复花芽的果枝
,

凡影响单花芽 果 枝
、

直立枝
、

横径超过 0
.

5厘米的强壮一年生枝
、

过密枝等一律疏除 , 对部位适当
、

横径 0
,

5厘米

或 O
。

5厘米以下的复花芽枝条或其他枝条剪留 2 一 3 叶芽为更新母枝
。

单花芽果枝 长放
,

过

密者疏删
。

结果枝与更新母枝之比
,

三主枝部位的树冠内膛和植株下部为 1 , 2 , 植株中部为

1 : 1
,

植株上部和树冠外围不留更新母枝
。

2
.

复花芽结果处理
:

全树以复花芽结果为主
,

对单花芽的果枝
,

凡影响复花芽 果 枝
、

直立枝
、

横径超过。
.

5厘米的一年生枝和过密枝等一律疏除
。

复花芽的果枝保留卜
8 个复花

芽短截为结果枝
,

对其下部或适当部位不超过结果枝粗度的枝条剪留 2 一 3 叶芽 为 更新 母

枝
。

结果枝和更新母枝之比
,

同单花芽结果处理
。

(二 ) 观察方法
:

对树冠三主枝部位的内膛
、

外围
、

植株上
、

下 (下部位于内膛和外围中

间的下方 ) 四个部位
,

每年冬剪前观察一次
。

对果枝数
、

花芽数
,

统计树冠四个部位的30 又 3 0 x 3 0( 厘米 )
,

共 o
.

l m 3
的范围 , 各类果

枝根据《果树栽培学》 [ 3 1果枝划分法划分
; 结果枝和更新母枝的成枝率每株各定 60 枝观察

;

果数
、

单果重观察植株每部位各 1 0 0果枝 ; 单株产量是供试单株的平均产量
。

最后统计 上 述

各项数量发展趋势与盛果初期阶段年度增加的相关关系
。

ǎ怒ù豁绷畔找积誓

结果和分析

青桃整个盛果期的生长发育和结果随年度的发展

呈非直线关系
。

但在盛果初期的短暂年度里
,

以单花

芽结果时
,

生长发育与年度发展无关
,

以单复花芽结

果则与年度发展具有较明显的直线关系
,

对整个盛果

期影响极大
。

一
、

结果枝教目 (一 ) 单
、

复花芽结果对 果 枝

数目的影响

1
.

单
、

复花芽结果后单花芽果枝数的 变 化
:

单

花芽结果处理中
,

强旺枝减少
,

中庸枝增多
,

单花芽

果枝数相应增加
,

单株年均7 4枝0/
.

}
.

m
“ ,

比复花芽果

枝数 (3 5
.

4枝 / 0
.

l m 3
) 多 5 0

.

5%
,

占单
、

复花芽结果

两处理单花芽果枝总数 5 5
.

5%
,

在盛果初期阶段
,

更新

母枝结果技旺盛而提供充足的更新枝
,

使单花芽果枝

数每年的变动趋势与年度增加关系
, r 仅为 一 。

`
2 8的

。

复花芽结果处理中
.

盛果初期阶段的突出特点是

八王00

2咋
: 二 一 p

.

8。努和

卑彭兴次乏吞

丘牌争

图 1 青桃单
、

复花芽结果对单

花芽果枝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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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花芽结果对盛果期生长结实的影响

长果枝 结果后
,

顶端抽枝直立强壮
,

更新母枝处于劣

势地位
,

长势渐趋削弱
,

更新枝逐年缩短减少
,

使单

花芽果枝数随年度的推移而呈 极 显 著 负 相 关
, r =

一 0
。

8 9 3 8二 (图 1 )
。

从植株部位观察
: ①单花芽结果处理 :

单花芽枝

数目在 30 x 3O x 3 0( 厘米 ) 内
,

植株上部年均单花芽果

枝数 占单
、

复花芽果枝的总数 ( 2 4
.

7% ) 比植株 下 部

( 1 4% )高 10
。

7%
,

树冠外围比内膛 ( 11 % ) 高 6
.

8%
,

表明树体长势缓和
,

果枝分布较均衡
。

在盛果初期阶

段
,

单花芽果枝数变动趋势与年度增加关系不密切
,

r
除树冠外围 为0

.

1 15 2外
,

其 余 部 位 为 一 O
。

1 3 7 4 ~

一 。
.

3 9 3 7
,

均不达显著水准
,

表明盛果初期树势稳定
。

②复花芽结果处理
:

在 30 x 30 x 3 0( 厘米 )内
,

植

株上部单花芽 果 枝 数 占单
、

复 花 芽 果 枝 的 总 数

( 2 4
。

8% ) 比植株下部高 1 8
.

4%
,

树冠外围 ( 1 8
。

7% ) 比

内膛高 12
.

9 %
,

表 明盛果初期阶段树体上强下弱
,

各

部位单花芽果枝分布差异大
,

植株上部和树冠外 围单

单花芽结果

I 二 fJ
.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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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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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

80肋40
,
20

ǎ娜)献姗珊拚探树

复花芽结果
几U八UnV晚Un甘nó8八心月呀口曰

月上

(婚è撅娜袱联程域

1 名 8 连 石 年̀ ,

图 2 青桃单
、

复花芽结果对复

花芽果枝数的影响

花芽果枝数随年度发展略有减少
, r
分别为 一 0

.

6 9 11 和 一 0
.

6 2 3 8
,

均不达显著水准
。

但对 上

部长果枝的短截
,

植株下部和树冠内膛
,

枝梢细弱
,

甚至光秃
,

单花芽果枝数随年度增加迅

速减少
,

负相关达极显著水平
, r
分别为一 0

.

8 80 5二和 一 。
.

963 6二
,

充分体现树势过早失 去

平衡
。

2
。

单
、

复花芽结果后复花芽果枝数的变化
:
单花芽结果处理中

,

复花芽果 枝 数
,

单株

年均 35
.

4枝 / 0
.

, m 3 ,

占单
、

复花芽结果两处理复花芽果枝总数 4 4
。

3%
。

在盛果初期阶段
,

复

花芽果枝数发展趋势与年度增加无关
, r = 0

.

0 6 2
。

复花芽结果处理中
,

复花芽果枝数单株年均可达 44
.

5枝 0/
.

l m “ ,
且 由于更新母枝势弱

,

复花芽果枝数在盛果初期阶段随年度增加而呈极显著负相关
, r 二 一 0

.

9 81 8二 (图 2 )
。

从植株部位观察
: ①单花结果处理 : 树冠30 x 30 x 3 0( 厘米 )内

,

复花芽果枝数分布较均

衡
。

从一定部位年均复花芽果枝数占树冠各部单
、

复花芽果枝总数看
,

植株上部 ( J o
.

9% )比

下部 (6
.

7% ) 仅高 4
.

2 %
,

树冠外围 (9 % ) 比内膛 ( 4
.

7 % )仅高 4
.

3%
,

表明树势均衡
,

且 在盛

果初期阶段
,

复花芽果枝数的变动趋势与年度增加无关
, r 为 0

.

6 0 51 ~ 一 0
.

3 “ 7
,

均不达显

著水准
,

表明树势稳定
。

②复花芽结果处理 :
树冠 30 x 30 x 3 0( 厘米 )内

,

一定部位复花芽果

枝数占树冠各部位单
、

复花芽果枝总数
,

植株上部 ( 2 6
.

5% ) 比下部 (0
.

4% )高 达 2 6
.

1%
,

树

冠外围 ( 16
。

1% ) 比内膛 ( 1 % )高达 1 5
.

1%
。

系因植株上部和树冠外围长果枝短截多
,

促进其

极性生长
,

果枝上移明显
,

下部和内膛
,

枝梢细弱短小
,

以至无长果枝
,

使果枝分布悬殊 比单

花芽结果处理明显
。

且盛果初期阶段复花芽果枝数的发展随年度增加而呈显著和极显著负相

关
, r
在植株上部和树冠外围分别为 一 0

.

7 8 8
. 、

一 0
.

8 3 2 2
. , 植株下 部

r
为 一 。

.

9 9 3 3
.

气 夕
=

18
.

67 一 3
.

73
x ,

树冠内膛
r
为 一 。

.

9 4 6 8二
,

夕二 12
.

92 一 2
.

62
x ,

表明树势急剧下降
。

(二 ) 单
、

复花芽结果对结果枝和更新母枝成枝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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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枝成枝率
:

①单花芽处理 :每结果枝抽生的果枝数平均1
.

39枝
,

比复花芽 结果

处理中结果枝抽生的果枝数多 1 5
.

8%
,

平均枝长仅 1 8
.

,厘米
,

较复花芽结果处理果枝长和更

新母枝项内的单
、

复花芽结果两处理中果枝长显著短小
,

在盛果初期阶段每年果技数及其枝

长支劝趋势与年度增加无关 ( 表 1 )
。

②复花芽结果处理
:

结果枝抽生的果枝数在盛果初期

阶段
,

随年度推移而呈极显著负相关
,

而平均枝长与年度增加关系不显著 ( 表 i )
。

2
,

更新母枝成枝率
:

①单花芽结果处理
:

更新母枝 与结果枝势率较均衡而生长强 壮
,

更新母枝平均每枝抽生果枝数 1
·

77 枝
,

比复花芽结果处理的更新母枝抽生果枝数多“
·

1%
,

比单花芽结果处理中的结果枝抽生果枝数多 2 1
.

4%
,

平均枝长均次于复花芽结果处 理 的枝

长
。

而
_

且
_

在盛果初期阶段
,

更新母枝抽生的果枝数和枝长随年度增加略有增长
,

但不显著
。

②复花芽结果处理 :

为取用复花芽结果
,

一般以上枝为结果枝
,

下枝为更新 母 枝
,

形 成 双

枝更新较多
。

由于顶端优势性而使结果枝和更新母枝势率不均
,

上方的结果枝
,

结果后抽枝

多为直立
,

` 一

厂方更新母枝抽枝较弱
。

若以上方抽枝为单枝更新
,

果枝上移迅速 ; 若以卞方枝

短截为双枝更新
,

枝势将逐年减弱
。

该处理中
,

尽管更新母枝抽生的果枝平均长高于其他观

察项的果枝长
,

但在盛果初期阶段每年递减明显
,

与年度 增 加 呈 极 显 著 负 相 关
,

r 二 一

0
.

9 0 2 8“
。

而更新母枝抽生的果枝数较其他观察项最少
,

每年递减却与年度增加的负相关不

显著
, r 二 一 0

.

6 8 7 1 ( 表 1 )
。

表 1 青桃单
、

复花芽结果对结果枝和更新母枝成技率的影响

一
- -

一 一 } 单 花 芽
`一

结 果 }” 复 花 芽

红桑
一 `

-

。 ·

{
6。 枝 抽 枝 数 ,抽枝与年度关系

{
6

` 枝 抽 枝 数

}
抽 枝 与 年 度关系

_

{ , 二 * }每 枝平均 }
_

! 。 。 。 !
每枝平均 !

_

{
_ ` 二

1月 一 叮
司
六切 ! 卜卜 去大 毛 工 月一 门一 碑`幼 } 去 h 去为 1 1 } 己

,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_ 一 ~ 一上

_ ’ 习用
` . 人 ’ ; ` J 因 ,入 !

_

止_

_

_
_

_ _

_
_

结 果 技

成 枝 率

更新母枝

成 技 率

果枝数 `根 )
1

8 3
。
6

果枝长 c( nI )
,

1 8
.

1

1
。
3 9 一 O

。 36 1 5

0
。

16 14

7 0
, 2

2 2
*

5

1
。
17 一 O

。 9 9 2 8

一 0
。
2 7 4 2

1 34
. 1 } 一 17

。
1

果枝数 `根 ) 11“ “
· “

果枝长 化 m ) ) 2 2
.

3

l
。
7 7 0

。 32 66

0 。
32 62

3 6 。 6

2 5
。

2

O
。
61 一 O

,

6 87 1

一 0
。
9 0 2 8 39

。
孕

, 一 4 。
g又

二
、

花芽密度 (一 ) 单
、

复花芽结果对结果枝抽生枝花芽数目的影响

单花芽结果处理中
,

树势缓和
,

中庸枝多
,

结果枝抽生枝单
、

复花芽分化较好
,

年均单

花芽数27 8
,

2朵 0/
.

l m
” ,

比复花芽结果处 理 的 单 花 芽 数 多 1 1
.

8% ,
年 均 复 花 芽 数 4氛 4

朵 / 0
.

l m
“ ,

比复花芽结果处理的复花芽数多 2 .1 5%
,

而且单
、

复花芽数发展趋势在盛果初期

阶段与年度增加关系不密切
, r 分别为 一 O

。
3 8 3 0和 一 O

。

1 80 4
,

均不达显著水准
。

复花芽结果处理中
,

在盛果初期阶段
,

树势已开始衰退
,

枝数减少
,

枝长缩短
,

花芽分

化较差
,

结果枝抽生枝单
、

复花芽朵数随年度增加而下降
,

呈极显著负相关
,

其单花芽朵数

与年度关系
: 二 一 0

.

9 533
补 . ,

夕= 3 2 0
.

8一 2 5
.

2 x ;
复花芽 朵 数 与 年 度 关 系

r 二 一 息劝扩气

夕
二 7乳 ,一 1 4

.

叙
。

从果枝类别观察
: 结果枝抽生的长果枝上

,

无论单
、

复花芽结果
,

在树冠 0
.

1二
“

内
,

基

本上无单花芽分化
,

而复花芽数在两处理中的长果枝上却分别 占结果枝抽生枝各类果枝总花

芽数 飞2
.

5 %和 1 1
.

4%
。

相反
,

结果枝抽生枝的短果枝和花束状短果枝上
,

无论单
、
复花芽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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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花芽结果对盛果期生长结实的澎响 40 1

果
,

在树冠O
。

I ln .
内

,

则基本上无复花芽分化
,

而单花芽数在短果枝上却分别 占两处理 的结

果枝抽生枝各类果枝总花芽数的 3 6
.

3%和 2 4
.

2%
,

花束状短果枝上 分 别 占忍1
。

8%和 45
.

3%

(表 2 )
。

表 2 青桃单
、

复花芽结果对枝梢花芽的影晌 4 01

单 花 芽 结 果

树冠。 .

: .m 花芽数 (朵 ) 】华蒸壑匀

一
l- 二匕望址乏卫乙-

} }占单复】
幅 度 1年平均 }花芽数 } f

! } ( % ) l

复 花

树冠 o
.

i m
.
花芽数`朵 )

结 果

花芽数与年度关系

幅 度
}占单复} l {

年平均 }花芽数}
:

l
a

} b

1 ( % ) j 】 }

长果枝

中果校

短果枝
花束状
短果枝

7 2 ~ 1 1 1

60 ~ 2 1 9

6 0 ~ 1 0 0

8 9
。
4

1 1 8
。

0

7 0
。

8

2 7
。
5

3 6
。
3

2 1
。
8

0
。
0 50 1

一 o
·
3 9 4气

一 0
。

0 4 40

1 0 ~ 8 1

2 5~ 1 1 0

1 1 1 ~ 1 5 1

4 9
。
2

6 8
。
2

1 2 7
。
8

1了
一
4

2 4
。
2

4 5
。
3

一 0
。
3 7 2 3

.

一 0
。
86 82

.

0
。
9 2 3 2

.

9 7
。
3

1 2 4
。
6

9 8
。
4

一 1 6
。
2

一 1 9
.
8

9
。
8

长果枝

中果枝

短果枝
花束状
短果枝

2 3~ 5 6

0 ~ 1 4

4 0
。
6

5 。 3

1 2
。
5

1 一

7

一 0
。
42 2 3

0
。
4 2 0 6 5 ~ 5了

0 ~ 1 0

3 2
。
2

4
. 2

1 1
。
4

1 . 4

一 0
。
87 2 0

.

一 0
。
87 7 1

6 7
。
6

1 2。 3

一 1 1
一
8

~ 2
。
7

单花芽一
复花芽

结果抽枝生枝的花芽数

长果枝

中果枝

短果枝
花束状
短果枝

7 0 ~ 1 5

6 5 ~ 1 4

31 ~ 5 7

1 0 6
。
8

6 8
。
6

3 4
。
8

3 4
。
3

2 2
。
6

1 1
。
1

一 0
。
9 5 3 6

0
。
1 5 0 0

0
。
4 2 4 7

5 ~ 1 0 2

30 ~ 85

2 5 ~ 盯

4 9
。
0

5 7
。
0

4 6
一
2

2 5
。
6

2 9
。
8

24
。
1

长果枝

中果枝

5 5~ 9 7

10 ~ 61

7 4
。
8

2 5
一

8

2 4
。
6

8 .

3

0
。
2 5 7 4

一 0
。
6 0 00

1 ` 3 7

5 ~ 4 3

1 3
。
6

2 5
一 2

7
一
1

少3
.

2

一 0
。
7 4 2 6

一0
。
7 9 2 0

.

一0
。
8 81 6二

一 0
。
7 7 12

.

一 0
。
4 8 1 6

7 9
一
7

4 9
。
6

一 1 0
。
9

一 7
。
8

单花芽

8 5
。
8 一 1 2

.
4

1
.

|司创
|nI叫weee|一l

…|
J

短果枝
花束状
短果枝

复花芽

更新母枝抽生枝的花芽数

在单花芽结果处理中
,

结果枝抽生枝的各类果枝的单
、

复花芽数量变动趋势
,

在盛果初

期阶段均与年度增加无关 ( 表 忿 )
,

表明花芽分化较稳定
。

而复花芽结果处理中
,

大量的长

果枝一经结果后
,

抽生大量的花束状短果枝
,

更新母枝渐趋削弱
,

树势衰退
,

花束状短果枝

大量生成
,

因此在树冠0
。

l m 3
内

,

结果枝抽生枝的花束状短果枝的单花芽数占结果枝抽生 枝

各类果枝总花芽数 45
.

3%
,

在盛果初期阶段
,

其变动趋势与年度增加呈极显著正 相 关
, r =

O
。

92 3 2二 ( 表 2 )
。

而结果枝抽生枝的其他各类果枝的单花芽数则随年度的增加而呈显著和

极显著负相关 ( 表 2 )
。

(二 ) 单
、

复花芽结果对更新母枝抽生枝花芽数目的影响

单花芽结果处理中
,

更新母枝抽生枝年均单花芽数 2 10
.

2朵 0/
.

l m 3 ,

比复花芽结果处理

的单花芽数多 22
.

3% 多 年均复花芽数 1 0 0
.

6朵 /m
“ ,

比复花芽结果处理复花芽 数 多 61
。

7 %
,

而且更新母枝抽生枝单
、

复花芽数的变动趋势在盛果初期阶段与年 度 增 加 无关
, r
分别为

一 0
。

1 5 2 2和 一 0
。

2 6 0 3
。

复花芽结果处理中
,

更新母枝抽生枝的单
、

复花芽数的发展趋势在盛果初期阶段随年度

增加而呈极显著负相关
。

其单花芽数与年度 关 系 t = 一 。
.

9 4 7 8二
,

夕= 21 7
。

1 一 32
。

3勺 复花

芽数与年度关系
r = 一 0

.

9 2 5 2
.

气 乡
= 1 3 6

.

5 一 Z o
.

o x
。

从果枝类别观察
:
在树冠 0

.

1 0 3
内

,

更新母枝抽生的长果枝
、

短果枝
、

花束状短果 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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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花芽分布规律类似结果枝抽生枝 的花芽分布
。

但单花芽结果处理中
,

更新母枝轴生的长果

枝的复花芽数比结果枝抽生枝的长果枝复花芽数多 12
.

1%
,

体现更新母枝的作肠 而复芥芽

结果处理巾则相反
,

更新母枝抽生的长果枝复花芽数比结果枝抽生的 长 果 枝 复 花 芽 数少
4

.

3%
,

表明更新母枝往往失去更新作用
。

因此更新母枝抽生技在单花芽结果处理 中单
、
复

花芽数的变动趋势在盛果初期阶段与年度增加无关 (表 2 b 而在复花芽结果处理申
,

更新母

枝抽生枝的单
、

复花芽数 (除 中果枝花芽数外 )的变动趋势随年度增灯而夕 县著和极显著负招

一 二 O
。
心O习3

单花芽结果

榭枷300250绷ǎ欢ó喇札谁一舞曰玲

2 3
’ 一

畜
一

-

一万(骊

八é八UnnUU八H八U门,亡JOS
ù门roJ性nJno月

,

翻2
心`̀

ǎ街)圳札之每曰份

关 (表 2 )
。

三
、

果实和产且 (一 ) 单
、

复花芽结果对果实

的影响

1
.

果实个数
: ①单花芽结果处理

:

10 Q果枝的

呆实个数
,

植株上部 ( 1 52
.

4个 ) 比下部多2 1
.

6%
,

树冠外围 ( 1 2 9
.

6个 ) 比内膛多 9
.

7%
,

在盛果初期

阶段
,

果实个数与年度增加无关 ( 表 3 )
。

②复花

芽结果处理
: 1 00 果枝的果实个数

,

植株上部比下部

多达 4 3%
,

树冠外围比内膛多达 26 %
,

且在盛果初

期阶段
,

果实个数随年度增加而呈显著和极显著负

相关 (表 3 )
。

2
。

单果重
:

单
、

复花芽结果两处理的植株各部

位单果重的差异与果实个数差异相似 (表 3 )
。

单花芽

结果处理的植株各部位的单果重总平均10 0
.

2克
,

比

复花芽结果处理的单果重总平均 8 4
.

2克
,

多 1 5
.

匀%
。

在盛果初斯阶段
,

单果重与年度增加无关
,

而复花 图 3 青桃单
、

复花芽结果对单株产量的影响

芽结果处理的植株上部受极性影响
,

果实个数降低而使单果重的变化在盛果初绮)阶段与年度

增加关系不显著
,

而植株下部单果重随年度增加而呈显著负相关 ( 表 8 )
。

表 3 青桃单
、

复花芽结果对果实的影响
; ’

、 单 花 芽 结 果 :
’

复 花 芽 结
一

某
二

一 丫丫

结果部位 果 实 ! 果 数

}不安瘾不舀石
数与年
关 系

( r )

果 数 与 年 度 关 系

年 变 幅 { 年平均

树冠内膛
果 数 (个 )

单果重 (克 )

1 00 1 3 0

8 3~ 1 0 0

1 17
。

0

阳
。
8

0
.

0 5 62 {

一 0
。
2 7 7 6

言

3 1~ 3 7

右5 ~ 9 2

5 9
,
0

7 0 。
5

一 O 。
8 99 9

一 O
。

7 8 0 6

1公右
.

1

1 3 0
。 3

一 1 5
,
7

一 子
.

7

树冠外圈 { 果 数 (个 )

} 单果重 (克 )

1 2 0~ 1 5 2

9 2~ 1 1 2

1 2 9
。
6

1 0 6
。
6

一 0
.

0 5 9 4
,

0
.

2 21 3 )

4 6 ~ 1 1 1

恶9 ~ 1 0 3

7 9
。
8

的
。

O

一 0
。
7 6 3 4

一 0
。
5 10 2

1 1 .7 3 } 一 1 2
。
5

植株
_

呈邵 ) 果 数 (个 )

} 单果重 (克 )

14 5 ~ 1 8 1

9 9 ~ 1 3 6

1 5 2
。 4

1 16
。
0

D
。
0 6 5 0

~ 0
。
3 80 0

a公~ 1 4 6

91 ~ 1 3 0

1公1
.

4

1 1石
。
0

一 Q
。

84 3 1

一 0
。
4吕6 5

1吕办
。
5 事~ 卫分

一

7

植株下部 }果 数 (个 )

) 单果重 (克 )

9 1~ 1 3 5

7 4~ 9 5

1 1 9
。
4

8 8
.

4

0
。
01 3 5

一 0 . 1 9 6 5

2名~ 8 5

7 0 ~ 8 8 ::::
一 0

。
9 1 7 3

一 O
。

8 1 6 0

1加
.
色

舰 .4

一 1 7
。
吕

~ 读
. 4

注
:

每株树冠里外
、

值株上下各观察结果枝1 00 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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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花穿结果对盛果期生长结实的影响

(二 )单
、

复花芽结果对单株产量的影响

单花芽结果处理中
,

平均株产量达 17 9
.

4公斤
。

在盛果初期阶段
,

株产量随年度增 加 而

略有增长
,

但不显著
, r = 0

.

4 093
。

而复花结果处理则相反
,

试验的头一两年产量虽较高
,

但在

盛果初期的短暂年度里
,

株产量迅速下降
,

呈极显著负 相关
, r = 一 0

.

8 85 3二 ( 图 3 )
。

单

产量仅为 1 44
。

5公斤
,

比单花芽结果处理减产 1 9
。

4%
。

结 论

青桃单
、

复花芽结果对青桃盛果初期阶段的生长发育和结果有明显 的影 响
。

单 花 芽 结

果
,

青桃极性受抑制
,

树势中庸
、

稳定 , 复花芽结果
,

青桃树势上强下弱内空
,

明显影响总

产量
。

青桃的果枝数及其在树体各部位的分布量
、

花芽数及其在各类果枝上的分布量
,

以及

果实和产量等的发展趋势
,

在盛果初期阶段
,

若以单花芽结果为主
,

受年度增加影响很小
,

从而延长整个盛果期
,

若 以复花芽结果为主则相反
,

随年度的推移呈显著和极显著负相关而

明显缩短整个盛果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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