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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试验设置４个修剪节位及３个修剪时期,探讨了春季的修剪节位及修剪时期对四季蜜芒枝梢生长状

况及反季节成花的影响.结果表明:从修剪节位来看,B处理(剪至蜜节芽上端)的一次梢抽梢率９６．７％,剪口

平均枝量２．２条,枝条平均长度１９．２５cm,枝条平均叶片数９．３１张;二次梢抽发率８３．３％,８月中旬成花率

６７．１％,其各项指标是所有处理中最好的;从修剪时期来看,３月２２日修剪的,二次梢的抽发率最高,达到

７８．０％,修剪越迟,二次梢抽发率越低;成花率以４月７日修剪的最高,达到６８．０％.这说明４月７日在密节芽

上端的短剪(B处理)为最佳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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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researchtheeffectsofdifferentpruningtimeandgnarlsonshootsgrowingandfloweringformaＧ
tionrateinoffＧseasonofSijimiＧmangotrees,thetestdesigned４differentpruninggnarlsand３differentpru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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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Bpruningupclusterbudupto９６．７％,theaveragesproutingnumberoffirstshootsupto２．２,theaverage
lengthoffirstshootsupto１９．２５cmandaveragenumberofleafoneachshootupto９．３１pages;thesproutingrateof
secondshootsupto８３．３％,theflowerformationrateupto６７．１％inmiddleaugust;amongalltreatments,allindexes
oftreatmentBwerethebest．Analyzedfromthedifferentpruningdates,thehighestsproutingrateofsecondshoots
(upto７８．０％)wasobtainedonbrancheswhichpruningonMarch２２anditwasmoreandmorelowerwiththedelay
ofpruningtime,thehighestrateofoffＧseasonflowerformationratedupto６８．０％．Inconclusion,thetreatmentB
pruningonApril７wasthebestcombination．
Keywords:SijimiＧmango;pruning;offＧseason;flowerformationrate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Ｇ０２Ｇ２６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Ｇ０５Ｇ１４
基金项目:科技部农业成果转化资金项目(２０１１GB２E１０００１３)
作者简介:方中斌(１９６４Ｇ),男(壮族),广西南宁人,硕士,高级实验师,从事果树栽培技术研究,(EＧmail)fangzhongbin＠sina．com.



　　芒果是广西的特色水果.芒果种植经历三个时

期,目前种植面积较大的是“台农１号”、“金煌芒”、
“红象牙”等国内品种(陈国平,２００４).２００２年广西

芒果面积４．１３万公顷,总产量１３．３９万吨,占全国总

产量的２５％,居全国第三位(叶子,２００２).２００２~
２００６年间,广西芒果由于种植面积较大,品种熟期

集中,导致采收高峰期鲜果供应呈季节性过饱和状

态,果贱伤农,导致砍树毁园;与此同时,产期调节的

芒果(１０月份至元旦上市)则价高货缺,经济效益好

(方中斌等,２００６).因此产期调节是提高芒果经济

效益,缓解市场供需矛盾的有效途径.
四季蜜芒是从泰国引入的“四季芒”品系中经筛

选培育而成,经长期适应驯化,四季蜜芒无须低温和

适当干旱等外界环境条件也能开花的性能表现突

出.但四季蜜芒自然情况下春季开花较多,其他季

节虽有开花现象,但数量有限,花期不定,难以利用

其易于成花的特性.
针对四季蜜芒特性,围绕反季节批量促花,我们

设计了配套的相互衔接的围绕 “促梢→控梢促花→
花芽诱导”系列试验给予解决,取得了理想的效果

(方中斌等,２００８;黄台明等,２００８).本试验即是系

列试验之一,试图通过春季在不同时期进行不同节

位的修剪,来探讨其对枝梢生长质量及其成花难易

以及对成花时期的影响,以免造成由于修剪节位不

当导致营养生长过旺不容易反季节开花或优枝过少

影响产量;或者修剪时期不适,错过最适的反季节成

花及结果的时期等.试验树的始花期在７月底,盛
花期在８月上中旬,末花期在９月上旬.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试验材料

试验于２００８年在广西大学农学院教学果园内

进行,树龄６a,树高１．８~２．５m,末级梢２００条左

右,行距４．０m,株距２．０m,亩植８３株.果园为红

壤土质,pH 值５．０左右.树冠为主枝疏散型结构,
株间略交叉行间未封行,管理水平中等.(试验树于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上旬采收结束,收果后未作处理自然

过冬.修剪后在第一次梢萌发前喷３０mgLＧ１赤

霉素＋０．３％尿素,７月中下旬当第二次梢刚转绿完

成统一喷施２００mgLＧ１多效唑各一次.)

１．２试验方法

本试验是复因素试验.修剪日期与修剪节位互

为试验因素与处理水平.考察修剪时期的试验以修

剪节位为重复,修剪日期为处理水平;考察修剪节位

的试验以修剪时期为重复,修剪节位为处理水平.
修剪日期:３月２２日,４月７日,４月２２日;修剪节

位:A．摘除整个花序;B．剪至蜜节芽上端(剪除上端

一轮叶片);C．剪至蜜节芽下部(剪除叶片密集部

分);D．剪至稀节芽(只留２~３叶);E．去除末级梢.
每次处理每种方法各选２０条枝条进行修剪并挂牌

观察记录.结果分析按修剪时期试验和修剪节位试

验进行,以成花最优的修剪时期和修剪节位组合为

推荐使用的修剪时期与修剪节位,用以指导生产(３
月２２日修剪时树体处于盛花期,４月７日时处于末

花期,４月２２日时处于谢花小果期).

１．３观察记录与统计方法

１．３．１不同修剪节位的调查统计方法　(１)修剪后一

次梢抽发率:修剪后成枝的剪口数量/修剪枝条剪口

数×１００％.枝梢老熟、顶芽形成后调查.(２)一次

梢剪口枝量:经过疏芽定梢后各处理每个剪口平均

长成的新梢数.枝梢老熟、顶芽形成后调查.(３)一
次梢长度和叶片数:测量各处理第一次梢长度和数

叶片数.枝梢老熟、顶芽形成后测量.(４)修剪后二

次梢抽发率:在第一次梢的基础上各处理抽发二次

梢的百分率,即抽二次梢的一次梢数量/一次梢数量

×１００％.枝梢叶片转绿后统计.(５)成花率:各处

理成花枝条数/对应处理总枝条数×１００％.统计时

树上的成花枝都包含在内(已开过花、正在开花、刚
现花蕾).８月１６日调查.

１．３．２不同修剪时期的调查统计方法　(１)二次梢抽

发率:不同修剪时期抽二次梢的一次梢条数/不同修

剪时期一次梢条数×１００％.８月４日调查.(２)成
花率:各修剪时期成花枝条数/对应修剪时期总枝条

数×１００％.８月１６日调查相同.成花枝的统计方

法与１．３．１(５)相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不同修剪节位的效应

２．１．１对一次梢成枝率的影响　芒果枝条极性很强,
其生理性上端即顶芽极性最强,下端(顶芽的另一

端)的隐芽或潜伏芽极性最弱.从图１看出,以 B
和E处理的成枝率最高,其次为 C处理,再次分别

为 A、D处理.从极性上来讲,A处理的成枝率不应

该低于B和E处理,估计与枝条没有经过修剪的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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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有关;B、C、D、E的数据充分说明了芒果枝条极性

的存在且相当明显(E处理在去掉整个末级梢后,余
下的剪口芽是前一次枝的极性上端,极性强).在成

枝率方面,B、C、E处理对促进抽梢有良好作用.

图１　不同修剪节位的一次梢率

Fig．１　Firstshootsrateofdifferentpruninggnarls

图２　不同修剪节位的一次梢成枝量

Fig．２　Firstshootsnumberofdifferentpruninggnarls

２．１．２对剪口枝量的影响　剪口枝量指在枝梢伸长

阶段中期对剪口新梢进行疏枝(主要是去除弱小枝)
后留下的大小较一致、方位合适、可以成为优良结果

母枝的枝条数量.从图２看出,B处理成枝量最多,
其它处理差异不大,说明在密节芽上方进行修剪能

有效地促进枝梢的成枝数量,因为此位置的芽处在

枝条极性次强的位置(顶芽除外),芽体发育好;此位

置叶片肥大,有充足的养分供应,因而成枝率较高.

A和E由于修剪的部位都在密接芽上方,芽都紧密

的围成一排,修剪后发枝较多,养分供应分散,枝较

弱,优枝少,在疏芽定梢时去除弱枝较多,因而剪口

枝量也不多.而C、D则由于修剪部位极性较低,芽
数少且芽的极性位置差异大,过弱枝被疏除,故剪口

枝量也较低.

２．１．３对枝条的长度和叶片数的影响　从图３看出,
在枝条长度方面以B处理最长,其它依次以 C、A、

D、E递减.除 A处理外,其余均呈现出修剪部位越

低枝条越短;在枝条的叶片数方面,也呈现出大致的

趋势,说明在密节芽处修剪,可获得较长枝条且枝条

叶片数也较多.A 处理由于没有经过修剪的刺激,
新梢长势较弱,因而枝条长度较短、叶片数较少;而

C、D处理由于芽的极性较弱,因而枝长度较短、叶
片数较少;E处理则由于在密节芽上方修剪后长出

较多新梢,养分供应分散;且去除叶片较多,养分供

应受影响,枝条长度和叶片数也较短较少.

图３　不同修剪节位的枝条长度、叶片数

Fig．３　Lengthandleavesoffirstshootsof
differentpruninggnarls

２．１．４对二次梢抽梢率的影响　从图４可以看出,不
同修剪节位对二次抽梢率的影响与第一次梢率相比

有很大的不同,A 的数值相对上升,C和 D的数值

相对下降,说明处于极性较高的芽长出来的枝条后

期生长势也强,更利于枝梢再次抽生;反之二次梢抽

生率下降.A处理的数据较一次梢数值上升,可能

还有以下原因:修剪时枝条基本没去掉叶片,母枝上

叶片较多,光合产物多,养分充足.

２．１．５对成花率的影响　从图５看出,在统一促花与

花芽诱导技术措施的情况下,成花率与二次梢率的

变化趋势大体一致,即二次梢率越高则成花率越高.
估计与枝条的生长势转换难易有关,与一次梢相比,
二次梢的营养生长势会渐次减弱,在控梢促花措施

作用下更易于转向生殖生长,有利于成花.芒果生

产中要求修剪后最好有两次梢,才利于次年成花和

座果;如果修剪后才长出一次梢则由于营养生长势

强,且叶片少而致光合产物积累少等原因,导致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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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不同修剪节位对二次梢率

Fig．４　Secondshootsrateofdifferentpruninggnarls

图５　不同修剪节位的成花率与二次梢率

Fig．５　Flowerformationrateandsecondshootsrate
ofdifferentpruninggnarls

成花及座果比较困难.因而在田间操作时,应该选

择二次梢率高的处理即 B才更有可能获得较好的

成花率.图５还显示,A、E节位的修剪,二次梢率

也较高,成花率也只比B略低.

２．２不同修剪时期的效应

２．２．１对二次梢率的影响　从图６可以看出,修剪的

时期越早,二次梢率越高,各个时期相差６．０％.在

相同的截止调查日期内,修剪越早的处理,第一次梢

的生长期越长,枝条越老熟,积累的养分越多,因而

再次抽生新梢的可能性越大.故图６显示随修剪时

期越往后,二次梢率越低是合理的.

２．２．２对成花率的影响　从图７可以看出,截止到统

计日期为止,各时段的成花率都比较高,但以４月７
日修剪的成花率最高,比３月２２日的高１６．３％,比
４月２２日高１２．８％.说明４月７日修剪的枝条,在
相同的控梢促花技术措施条件下,更容易获得较高

的成花率.一般情况下,４月７日修剪,一次梢在６

月份老熟,二次梢在６月底７月初抽发,更契合四季

蜜芒自然条件下易于反季节成花的时间要求(７~８
月),促花诱导更容易成花.３月２２日和４月２２日

进行修剪的枝条由于二次梢的生长期都没有契合到

四季蜜芒自然条件下易于反季节成花的时间区间要

求,因而这两个时期修剪的成花率比较低.

图６　不同修剪时期的二次梢率

Fig．６　Secondshootsrateofdifferentpruningdates

图７　不同时期修剪的成花率

Fig．７　Flowerformationrateofdifferentpruningdates

３　结论与讨论

修剪是维持树冠结构,改善通风透光,恢复树

势,培养结果母枝从而实现丰产稳产的一个必须环

节.芒果在稀节芽处短截末级梢数量较多,在密节

芽处短截新梢的长度粗度较大,成花率较高(周咏

梅,２００５).而修剪部位和修剪时期的不同会影响结

果母枝的数量和质量、老熟时期、成花难易等.对修

剪推迟“紫花芒”开花期的研究表明,修剪后推迟初

花期２０d,盛花期推迟８d(陈厚彬等,１９９６);对紫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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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剪研究发现,全株重剪后开花很少(张秀春等,

２０００).这些研究表明修剪对枝梢数量和质量及成

花的影响较大.
树体反应是检验修剪正确与否的唯一客观标

准,最终要看它是否有利于多结果,结好果,稳结果

(武东亮等,２００９).在本试验中,从修剪节位看,B、

C、D对修剪后一次梢各方面的影响印证芒果枝条

极性很强的特性.A 和 E的极性强体现在二次梢

率上,但 A在一次梢率上没有优于 E、C、D,是由于

没有经过修剪的刺激的缘故,符合生产实践中结果

后不修剪的枝条新梢生长慢而且比较少的现象;反
季节成花率与二次梢率呈正相关,二次梢率和成花

率以B为最高达６７．１％,A、E次之,但B、A、E差异

不大(６７．１％~６２．５％),它们与 C、D差异较大.剪

口枝量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母枝的数量,从这个角

度而言,B 剪口枝量超过 A、E剪口枝量的２０％,其
成花枝的数量也只会高出更多.

从不同修剪时期看,在截止期限内调查,修剪越

早则二次梢率越高,差异以６．０％递减.这与枝条生

长的时间长短和积累养分有关.不同修剪时期对反

季节成花率的影响,以４月７日修剪的成花率最高,
达６８．０％.四季蜜芒自身的特性是７~８月份比较

易于自然成花,多年反季节栽培研究与示范表明,若
二次梢在７月初抽发,就易于在８~９月份开花,且
坐果率较高,容易获得丰产(方中斌等,２００８;黄台明

等,２００８).这说明４月７日修剪的二次梢生长期比

较契合四季蜜芒易于在７~８月自然成花的种性,而
我们试验的目的就是对四季蜜芒的种性加以利用,
因势利导.而３月２２日和４月２２日修剪后产生的

二次梢生长期,没有契合四季蜜芒容易自然成花的

季节,因而成花率较低.４月２２日修剪还容易导致

花期太晚使果实无法在元旦前成熟采收,受１~２月

低温阴雨长期危害而果面污秽,售价锐降.
四季蜜芒反季节栽培的关键是确保结果母枝的

质量控制及生长季节、促花时机与技术运用,最终在

设定季节(８~９月)获得比较高的成花率.综合来

看,４月７日进行、剪口位置在密节芽上方的修剪是

四季蜜芒获得理想的结果母枝质量及数量、二次梢

生长期契合品种易于自然成花故而能获得合适的花

期且反季节成花率最高的最佳修剪时期和修剪节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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