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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调节剂调控龙眼冲梢的研究
徐炯志,马志航,张承瑶,吕鸣群,薛进军∗

(广西大学 农学院,南宁５３０００５)

摘　要:为高效、安全地调控龙眼冲梢,在龙眼花芽形态分化开始期(露红点期)和花穗主轴长６~９cm的花穗

展叶期,施用生长调节剂,比较了不同方法调控龙眼冲梢的效果.结果发现龙眼花芽形态分化开始期树冠喷施

２００mg/kg乙烯利＋１５０mg/kg多效唑混合液和土施多效唑每株４g处理控冲梢效果都显著高于对照,冲梢率

分别是１０．５％和７．６％,在花穗小叶处于展叶期虹吸输３００mg/kg乙烯利防控龙眼冲梢有效且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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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otgrowthcontrolledbygorwthregulatorinlon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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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ofAgriculture,GuangxiUniversity,Nanning５３０００５,China)

Abstract:Theeffectsofshootgrowthcontrolledbygrowthregulatorsprayingonflowerbuddifferentiation
(redpointappearing)andflowerinflorescencespindleelongation６－９cmandleafexpansionwasstudiedin
ordertoregulateshootgrowthsafelyandefficiently．TheresultsindicatedthatfoliarＧspraying２００mg/LetheＧ
phonand１５０mg/Lpaclobutrazol,orsoilapplication４gramsperplantpaclobutrazolhadthebesteffecton
preventingshootinginflorescencefrombranchleaves．Shootingofinflorescencewassingificantlycontrolledby
３００mg/Lethephonwithsiphonin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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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由于温室效应日趋严重,龙眼冲梢现象

发生频率越来越高,程度越来越严重,冲梢已经成为

威胁龙眼产量的第一位原因(柯冠武,２００３;陈清火

等,２０００).冲梢的发生除与树体内部的营养及激素

平衡状况有很大关系外,重要的是受到外界环境条

件影响.尤其是在早春低温寒害影响下萌芽推迟,
在花穗抽生期更易受高温影响而发生严重冲梢.防

治龙眼冲梢的措施主要有松土断根、环割、环剥、人
工摘小叶、喷施生长调节剂(陈昇平等,１９９１,１９９２;
黄齐成,２００１;黄在猛,２００１;林文忠等,２０００;卢美英

等,２００４;邱燕萍等,２００９;苏明华等,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吴
仁山,２００２;徐宁等,２０１１;俞开堂等,１９９１;于萍等,

２００８)等.其中,松土断根、环割、环剥等方法对树体

影响较大,实施比较困难.过去一直认为,人工打小

叶是最稳妥的控梢方法,但由于目前龙眼树体普遍

高大造成打小叶困难,加上农村劳动力缺乏而昂贵、
人工打小叶佷难达到控冲梢的目的.利用乙烯利加

多效唑能够快速、低成本杀小叶,近年研究比较多.
但是,由于喷药时间、浓度等方面还没有完全弄清

楚,在生产上应用经常出现或者药剂浓度过高,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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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叶的同时也杀死了花穗;或者浓度不够,杀死小叶

效果不好等问题.本文旨在比较几种用生长调节剂

控龙眼冲梢方法,探索高效、安全、切实可行的控冲

梢措施,为龙眼连年稳产服务.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龙眼露红点期进行以下试验

试验一: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７日在广西玉林市林业

科学研究所科研基地龙眼园以２０００年定植的石硖

品种进行试验.试验设置４个处理:(１)树冠喷施

１３３mg/kg乙烯利＋１５０mg/kg多效唑;(２)树冠喷

施２００mg/kg乙烯利＋１５０mg/kg多效唑;(３)树
冠喷施４００ mg/kg乙烯利＋１５０ mg/kg多效唑;
(４)喷清水作为对照.单株小区,３次重复.乙烯利

为上海澎浦化工厂生产,有效成分为４０％,多效唑

为上海悦联化工有限公司生产,有效成分为１５％
(下同).

试验二:试验地点、时间和试材同试验一,设置

以下处理:(１)树冠喷施２００mg/gk多效唑;(２)树
冠喷施２５０mg/kg多效唑;(３)树冠喷施３００mg/

kg多效唑;(４)不处理(淋清水)作为对照.单株小

区,３次重复.
试验三:试验地点、时间和试材同试验一,进行土

施多效唑试验:(１)土施多效唑４g/株;(２)土施多效

唑６g/株;(３)不处理(淋清水)作为对照.单株小区,

３次重复.土施方法是在树盘开１０cm深的环状沟,
各处理的多效唑粉剂分别溶解在１５kg水中,将水溶

液均匀淋施在树盘环状沟中,再盖上一层薄土.

１．２花穗主轴伸长(６~９cm)、花穗小叶处于展叶期试验

２０１２年３月９日在广西大学农学院教学科研

基地龙眼园进行试验.供试龙眼树均为２００２年定

植,株行距为３m×５m,南北行向,土壤类型为红

壤,管理水平中等,试验树长势良好,树势和栽培管

理条件基本一致.
试验四:供试品种为石硖龙眼,５个处理:(１)树

冠喷施１６０mg/kg乙烯利＋１５０mg/kg多效唑;(２)
树冠喷施２１３mg/kg乙烯利＋１５０mg/kg多效唑;
(３)树冠喷施２６６mg/kg乙烯利＋１５０mg/kg多效

唑;(４)树冠喷施３２０mg/kg乙烯利＋１５０mg/kg多

效唑;(５)喷清水作为对照.单株小区,３次重复.
试验五:供试品种桂香龙眼,通过虹吸输液的方

式,设置４个处理:(１)３００mg/kg乙烯利;(２)６００

mg/kg乙烯利;(３)９００mg/kg乙烯利;(４)清水作

为对照.每株用２kg溶液,单株小区,３次重复.

１．３观察记录项目

(１)芽轴增长量及生长速率:芽轴指芽的中心

轴.测量芽轴的原始长度 L１及最终观察长度 L２,
芽轴的增长量L(cm)＝L２ＧL１,L 除以 (日数d)即
得到芽轴生长速率R(cm/d).(２)复叶数及小叶

数:花穗形成后(初花期)随机调查１０个花穗的复叶

数及小叶数(小叶展开的计数,完全闭合的不计数),
以１０个花穗的平均数为各处理的结果数据.(３)冲
梢率:计数各处理形成花穗的结果母枝数量和整个

花穗基本形成(初花期)时完全冲梢(以饰变性叶完

全展开,营养梢生长占优势)的数量,完全冲梢的数

量占总结果母枝数量的百分率即冲梢率.(４)雌雄

花比例:在各处理树的树冠中上部外围东、西、南、
北、中５个不同方向各随机选择一个花穗,从开花之

日起,每日调查雌花量、雄花量,计算雌花百分率.
(５)穗坐果数:调查将“１．３．４”调查所用花穗挂牌,果
实并粒期后调查各挂牌花序坐果数量,并计算平均

穗坐果数.

１．４统计分析方法

试验数据用邓肯氏新复极差测验法进行显著性

测定.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露红点期控龙眼冲梢的效果

２．１．１露红点期调节剂处理对芽轴生长速率的影响

　据观察,冲梢严重的花穗,其芽轴迅速拉长,同时,
饰变叶伸长,小叶展开,叶片、芽轴全部变红.因此,
在一定条件下,芽轴生长速率可以作为冲梢程度的

指标.从表１可以看出,试验一,树冠喷施２００mg/

kg乙烯利＋１５０mg/kg多效唑混合液处理龙眼芽

体生长速率最小,只有０．１３cm/d,花穗复叶和小叶

数量最少,分别是１．２片和２．３片.树冠喷施１３３
mg/kg乙烯利＋１５０mg/kg多效唑混合液处理芽

体生长速率是０．１９cm/d,花穗复叶和小叶数量分

别是４．１片和６．２片.树冠喷施４００mg/kg乙烯利

＋１５０mg/kg多效唑混合液处理芽体生长速率是

０．１６cm/d,花穗复叶和小叶数量分别是３．５片和８．７
片.树冠喷施１３３mg/kg乙烯利＋１５０mg/kg多

效唑混合液或树冠喷施４００ mg/kg乙烯利＋１５０
mg/kg多效唑混合液处理芽体生长速率、花穗复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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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花芽形态分化开始期不同处理对龙眼芽轴生长速率的影响

Table１　Effectsofdifferenttreatmentsonlonganshootinggrowthrateduringflowerbuddifferentiationperiod

试验一 Testone

T１ T２ T３ T４

试验二 TestTwo

T１ T２ T３ T４

试验三 Testthree

T１ T２ T３
生长速率 Growthrate(cm/d) ０．１９b ０．１３b ０．１６b ０．４１a ０．２８b ０．２６b ０．２７b ０．５０a ０．１７b ０．０９b ０．４９a
复叶数 Compoundleafnumber(片) ４．１b １．２b ３．５b １２．５a ３．２b １．８b ２．１b ９．５a ３．２b ０．８b １５．３a
小叶数 Leafletnumber(片) ６．２b ２．３b ８．７b ４６．３a ５．５b ４．６b ６．１b ４９．６a ４．５b １．５b ４７．１a

　注:小写英文字母不同者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上达到显著差异.下同.
　Note:Differentsmalllettersrepresentstatisticalsignificanceat０．０５level．Thesamebelow．

和小叶数量均显著小于对照.试验二,树冠喷施

２５０mg/kg多效唑处理芽体生长速率是０．２６cm/d,
花穗复叶和小叶数分别是１．８片和４．６片.树冠喷

施２００ mg/kg多效唑处理芽体生长速率是 ０．２８
cm/d,花穗复叶和小叶数分别是３．２片和５．５片.
树冠喷施３００mg/kg多效唑处理芽体生长速率是

０．２７cm/d,花穗复叶和小叶数分别是２．１片和６．１
片.树冠喷施２００mg/kg多效唑处理或树冠喷施

２５０mg/kg多效唑处理或树冠喷施３０mg/kg多效

唑芽体生长速率、花穗复叶和小叶数量均显著小于

对照,各处理间无显著差异.试验三,土施多效唑６
g芽体生长速率最小,只有０．０９cm/d,花穗复叶和

小叶数量最少,分别是０．８片和１．５片,但芽体抑制

严重,主花穗生长过慢,侧花穗生长大于主花穗,整
个花穗表现丛生状.土施多效唑４g芽体生长速率

是０．１７cm/d,控制芽轴生长适中,花穗复叶和小叶

数量分别是３．２片和４．５片.
综合以上可见,龙眼露红点期采用三种不同方

法抑制龙眼芽轴生长效果比较好的是树冠喷施２００
mg/kg乙烯利＋１５０mg/kg多效唑混合液处理和

土施多效唑４g的处理,控制芽轴生长适中.过去

控龙眼冲梢以乙烯利为主,通过乙烯利杀死小叶,浓
度和天气的原因经常影响效果.我们在龙眼花芽分

化期树冠喷施或土施多效唑,或树冠喷施多效唑和

乙烯利混合液都能抑制龙眼芽轴生长,抑制花穗复

叶和小叶展开,有效控制冲梢.因为多效唑可以抑

制营养生长,促进生殖生长,加之多效唑效果有一定

的“滞后期”,因此,在龙眼冲梢前用多效唑控冲梢效

果比较稳定.

２．１．２露红点期调节剂处理对冲梢率及座果的影响

　从表２可以看出,试验一,树冠喷施２００mg/kg乙

烯利＋１５０mg/kg多效唑混合液冲梢率只有１０．５％,

表２　花芽形态分化开始期不同处理对龙眼冲梢率及座果的影响

Table２　Effectofdifferenttreatmentsonlonganshootgrowthwithbranchleaves
rateandfruitsettingduringflowerbuddifferentiationperiod

试验一 Testone

T１ T２ T３ T４

试验二 TestTwo

T１ T２ T３ T４

试验三 Testthree

T１ T２ T３
冲梢率 Rateofshootgrowth(％) １２．５b １０．５b １６．８b ３１．３a ２１．４b １８．６b ２２．８b ３０．７a ７．６b １０．８b ２８．３a
雌花百分率 Femaleflowerrate(％) １３．２a １３．９a １２．６a ９．８b １２．２a １３．８a １３．４a １０．３a １４．５a １３．６a １１．１b
平均穗坐果数Fruitsettingperinflorescence ７３．６a ９２．１a ７６．９a ２３．５b ３７．６a ４２．６a ４０．９a ２９．６a ８２．６a ７８．９a ２４．５b

是对照的１/３,雌花百分率和穗坐果数分别是１３．９％
和９２．１％,比对照分别高４．１％和６８．６％.试验二,
树冠喷施２５０ppm 多效唑处理冲梢率是１８．６％,比
对照 低 １２．１％、雌 花 百 分 率 和 穗 坐 果 数 分 别 是

１３．８％和４２．６％.树冠喷施２００mg/kg多效唑处理

冲梢率是２１．４％,比对照低９．３％、雌花百分率和穗

坐果数分别是１２．２％和３７．６％.树冠喷施３００mg/

kg多效唑处理冲梢率是２２．８％,比对照低７．９％,雌
花百分率和穗坐果数分别是１３．４％和４０．９％.三个

处理均显著高于对照,各处理间无显著差异.试验

三,土施多效唑每株４g冲梢率最低,只有７．６％,是
对照的１/４.土施多效唑每株４g、土施多效唑每株

６g雌花百分率分别为１４．５％、１３．６％,比对照分别

高３．４％和２．５％.土施多效唑每株４g、土施多效唑

每株６g和对照的平均穗坐果数分别为８２．６％、

７８．９％,比对照分别高５８．１％和５４．４％.各处理的

平均穗坐果数均显著高于对照,土施多效唑每株４g
的雌花百分率最高.

在龙眼露红点期采用三种不同方法控龙眼花穗

冲梢比较好的是树冠喷施２００mg/kg乙烯利＋１５０
mg/kg多效唑混合液处理和土施多效唑４g的处

理,一般地说,冬末及早春暖应早控,对控冲梢要求

高,可以设置几道控冲梢防线.而冬末及早春寒冷,
早期土施多效唑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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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花穗主轴伸长６~９cm、花穗小叶展叶期处理控

冲梢效果

２．２．１对芽轴生长速率的影响　从表３可见,试验

四:树冠喷施１６０mg/kg乙烯利＋１５０mg/kg多效

唑混合液芽轴生长速率是０．２３cm/d,花穗复叶和

小叶数分别是１．４片和３．５片.树冠喷施２１３mg/

kg乙烯利＋１５０mg/kg多效唑混合液芽体生长速

率是０．２７cm/d,花穗复叶和小叶数量较少,分别是

２．６片和４．９片.而树冠喷２６６mg/kg乙烯利＋１５０
mg/kg多效唑或树冠喷施３２mg/kg乙烯利＋１５０
mg/kg多效唑的处理花穗复叶和小叶数量均为０,

是由于花穗主轴长６~９cm 时,喷施乙烯利浓度过

高,处理后３~５d花穗主轴干枯一部分(相当花穗

当时主轴长的 １/２~１/４),此时即使花芽得以继续

生长,基部也会逐渐萌动花芽,复抽花穗,但气温偏

高,座果率不高.试验五:虹吸输液３００mg/kg乙

烯利对石硖龙眼芽体生长速率最小,只有０．１８cm/

d,是对照的三分之一,花穗复叶和小叶数量分别是

２．７片和６．０片.虹吸输液６００mg/kg乙烯利或虹

吸输液９００mg/kg乙烯利处理的浓度过高对桂香

龙眼产生药害,导致部分枝梢叶片、顶芽芽体、花穗

复叶和小叶数量干枯脱落.

表３　花穗主轴伸长６~９cm、花穗小叶处于展叶期不同处理对龙眼顶芽生长速率的影响

Table３　Effectsofdifferenttreatmentsonlonganterminalbudgrowthrateduring
flowerinflorescencespindleelongation６－９cmandleafexpansionperiod

试验四 Test４

T１ T２ T３ T４ T５

试验五 Test５

T１ T２３ T３４ T４
生长速率 Growthrate(cm/d) ０．２３b ０．２７b ０．２５b ０．２９b ０．６０a ０．１８ 药害 药害 ０．６３
复叶数 Compoundleafnumber(片) １．４b ２．６b ０b ０b １０．５a ２．７ 药害 药害 ７．５
小叶数 Leafletnumber(片) ３．５b ４．９b ０b ０b ４８．９a ６．０ 药害 药害 ５４．９

２．２．２对石硖龙眼冲梢及座果的影响　从表４可以

看出,试验四,树冠喷施１６０mg/kg乙烯利＋１５０
mg/kg多效唑的花穗冲梢率最低,只有１６．３％,比
对照 低 ２１．４％;雌 花 百 分 率 和 穗 坐 果 数 分 别 是

１３．６％和９５．０％,比对照分别高３．３％和６７．４％.树

冠喷施２１３mg/kg乙烯利＋１５０mg/kg多效唑的

枝梢冲梢率是２１．４％,比对照低１６．３％;雌花百分

率和穗坐果数分别是１３．２％和８６．４％,比对照分别

高２．９％和５８．８％.对于较高浓度的２６６mg/kg乙

烯利 ＋１５０ mg/kg 多效唑或 ３２０ mg/kg 乙烯利

＋１５０mg/kg多 效 唑 的 处 理 花 穗 冲 梢 率 分 别 是

２２．７％和１８．８％;而雌花百分率和穗坐果数却比对

照的低,这可能与药后花穗主轴部分干枯,再生花穗

有关.试验五:虹吸输液３００mg/L乙烯利花穗冲

梢率为１７．４％,冲梢率是对照的５０％,雌花百分率

比对照高３．５％,坐果数/穗是对照的３倍多.

表４　花穗主轴伸长６~９cm、花穗小叶处于展叶期用药对龙眼枝梢成花及座果的影响

Table４　Effectofdifferenttreatmentsonlonganbranchtipintoflowerrateandfruitsettingduring
flowerinflorescencespindleelongation６－９cmandleafexpansionperiod

试验四 Test４

T１ T２ T３ T４ T５

试验五 Test５

T１ T２ T３ T４
冲梢率 Shootingrate(％) １６．３a ２１．４b ２２．７b １８．８b ３７．７a １７．４ 药害 药害 ３５．７
雌花百分率 Femaleflowerrate(％) １３．６a １３．２a １０．１b ９．０b １０．３b １４．２ 药害 药害 １０．７
平均穗坐果数FruitsettingNo．perinflorescence ９５．０a ８６．４a ２１．５b １６．７b ２７．６b ７７．６ 药害 药害 ２８．６

３　结论与讨论

(１)应用生长调节剂控龙眼冲梢投入少、效果

好.试验 表 明,露 红 点 期 喷 ２００ mg/kg 乙 烯 利

＋１５０mg/kg多效唑控冲梢效果最好,花穗主轴长

生长速度慢,坐果率最高;花穗主轴长６~９cm 时树

冠喷施１６０mg/kg乙烯利＋１５０mg/kg多效唑也

能有效控制冲梢.乙烯利属于有机磷农药,效率与

使用时温度关系比较大,温度高效果好,相对也比较

容易产生药害,浓度可适当降低;温度低时,浓度可

以适当提高.由于露红点期还没有小叶,也没有花

穗,不会产生药害,乙烯利浓度比花穗主轴长６~９
cm 时高４０mg/kg.建议生产上于露红点期开始喷

调节剂,如果花穗主轴长６~９cm 时出现较多小叶,
喷第二次调节剂.

(２)多效唑是一种长效的生长抑制剂,用于控制

荔枝和龙眼的冬梢,促进花芽分化,已被以往他人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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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实是有效的.近年来也用于控制花穗冲梢.但

是多效唑“呆滞期”较长.多数是以叶面喷施控冲

梢.本试验结果表明,在龙眼露红点期每株土壤浸

施４~６g多效唑,能够有效控制龙眼冲梢,而且还

能够提高雌花率和坐果率.与陈清火等(２０００)和庄

文彬等(２００３)研究结果一致.试验还发现叶面单独

喷施多效唑不如混合使用多效唑和乙烯利控龙眼冲

梢效果更为有效.这与徐宁等(２０１１)研究结果一

致.建议生产上露红点期土壤浸施多效唑,如果花

穗长６~９cm 时出现小叶,再喷１６０mg/kg乙烯利

＋１５０mg/kg多效唑.
(３)虹吸输液是控龙眼冲梢方法上的创新.这

种方法具有成本低,方法简单,便于操作等特点.但

由于调节剂直接输入树体,使用浓度过高很容易药

害.根据本试验结果,３００mg/kg乙烯利控龙眼冲

梢效果较好.
(４)龙眼冲梢受多种因素影响,结果母枝芽体发

育程度和状况是冲梢发生的内因,花穗生长期气温

高是冲梢发生的外部条件.一般地说,冬末及早春

暖应早控,对控冲梢要求高,可以设置几道控冲梢防

线.而冬末及早春寒冷,早期土施多效唑应该是比

较好的选择.不同方法控龙眼冲梢应根据当地实际

情况灵活运用.
(５)过去一直认为,人工打小叶是控制龙眼冲梢

最有效、最安全的方法.我们在预备试验中发现(数
据未发表),适宜时间和适宜浓度的调节剂控冲梢由

于提高了雌花比率和坐果率,产量显著高于人工打

小叶,而且果穗紧凑.因此,推广调节剂控龙眼冲梢

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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