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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长调节剂在观赏植物上的应用 

楚爱香 孔祥生 ， 张要战。 
( 河南科技大学园林系，洛阳471003；：河南科技大学农学院，洛阳471003； 洛阳市园林科学研究所，洛阳471001) 

摘 要：综述了植物生长调节剂在观赏植物上的应用效果、作用机理、应用中易出现的问题及注意事 

项。植物生长调节剂应用于观赏植物后，可以促进插条生根，控制株形，调控花期，提高抗逆性；并能解 

除休眠，增加分蘖和分球数目，提高繁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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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lant Growth Regulator on Ornamental Plant 

Chu Aixiang ，Kong Xiangsheng ’ ，and Zhang Yaozhan’ 

( Department ofgarden，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uoyang 471003，China；。Agriculture college，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uoyang 471003，China； Luo)ang Institute of Gardening Science，Luoyang 471001， 

China) 

Abstract：The effect of application，the mechanism of action，the issue and notice proceeding in appli— 

cation course about plant growth regulator on ornamental plant is summarized．That plant growth regulator ap— 

ply on ornamental plant can accelerate rootage of quickset，control plant shape，regulation florescence，in— 

crease stress—resistance；and can relie~re dormancy，enhance the number of tiller and corm，improve the rate 

of r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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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长调节剂在观赏植物上的应用愈来愈广泛，主要用于促进插条生根，促进或抑制营养生 

长，解除休眠，调控花期，提高抗逆性，延长切花保鲜期，提高组织培养效果等方面。 

l 插条生根 

应用植物生长调节剂可有效地促进插条生根，提高成活率，增加根系生长速度，提高繁殖系数。 

在促进插条生根方面，常用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是萘乙酸 (NAA)和吲哚丁酸 (IBA)等，大花假虎刺 

用2年生侧枝进行高空压条时，用5000 mg／L的IBA和NAA处理能显著提高压条的生根率，甚至达 

到100％ 1 。IBA和NAA促进生根的效果因观赏植物的种类和品种而异，对多数植物是 IBA优于 

NAA j
。 其使用方法主要为短时速蘸和长时浸泡，均可有效促进插条生根 。金鱼草插前以IBA 

500 mg／L或NAA 1000 mg／L速蘸30 S，或用 NAA 200～300 mg／L浸泡，均可提高插穗生根率 。短 

时速蘸效果明显优于长时浸泡 · 。IBA和NAA使用的最佳浓度因观赏植物种类、插条类型、使用方 

法而异，一般是草本植物的使用浓度低于木本植物，如用 IBA速蘸处理，金鱼草最佳浓度为500 mr,／ 

L 4 
， 瑞香为1000 mg／L 3 。幼嫩未木质化插条的使用浓度低于半木质化插条，如重瓣榆叶梅用速蘸 

法处理，幼嫩未木质化插条处理浓度以500 mg／L最好，半木质化插条扦插处理浓度需提高至 1000 
mg／L _2j

。 浸泡浓度低于速蘸浓度，如金鱼草扦插前用 NAA处理，浸泡的最佳浓度是200～300 mg／L， 

速蘸的最佳浓度是1000 mg／L 。IAA与IBA还可以混合使用，提高药效，减少用量，节约成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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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夏鹃4～6 cm健壮枝条顶梢作插穗，NAA单独用，100 mg／L以下无效；IBA单独用，200 mg／L 

以下无效，500 mg／L以上才有显著效果，生根量为清水对照的 163％；以NAA 20 mg／L+IBA 100 

mg／L混合使用，生根量达清水对照的2倍，但提高二者浓度，增效效应抵消，抑制发根 。 

2 控制株形 

2．1 多效唑 (PP删)的应用 

PP， ，在控制株形上应用广泛，效果好，极少产生药害。应用于菊花，多表现为茎杆矮化，硬度 

增加，叶色浓绿，花序增大，花期推迟并延长 。为不使菊花花期推迟，可在花茎即将停止生长时 

用赤霉素 (GA )200 mg／L处理花蕾 。PP 。 应用于菊花时，在盆施有效剂量分别为 1，2，4，8， 

16和32 mg时，应用剂量越大，抑制生长作用越强 ；在应用方法上，史益谦认为，用PP 5～10 

mg／L浇灌土壤、50～200 mg／L喷雾叶面、500～1000 me,／L涂茎处理均抑制菊花植株的生长，浓度增 

加，抑制程度加强，以浇灌土壤效果最好，有效期60 d以上 。应用时期宜从理想高度开始直至现 

蕾，每 15 d 1次 。PP 处理后，菊花叶片中的还原糖、可溶性糖、淀粉含量显著下降，矿质元素 

P、K、Ca、Mg、Cu、Fe、Al、Sr和Pb的含量比对照高，但 zn含量低于对照 。 

P 也是室内水仙的优良株形改良剂。把水仙鳞茎浸泡纵刻后，在根长 1 cm时，浸入0．2％吐 

温配制的PP粥250、500 mg／L溶液中5 d，再用自来水养，可使株形紧凑，株高减少50％，叶绿素增 

加27％，还可增进花朵香气，减少僵花数量，对花葶、花数、花色没有明显影响 。̈‘“j。PP 还应用 

于其他多种草本和木本花卉，如冬青卫矛 、大花杜鹃 、栀子花 、一品红 ’ 、叶子花 、 

海桐 、蒲苞花 9̈ 、重瓣玉簪 、一串红 等。PP333 2000～4000 mg／L能使冬青卫矛节间缩短， 

节数减少，枝条粗壮，叶片变厚，从而保持植株的观赏性状  ̈。盆栽大花杜鹃和栀子花在摘顶后用 

PP 进行喷施 (200 mg／L)或土施 (12 mg／L)可抑制新梢的伸长而使植株矮化，株形紧凑  ̈H 。 

在不同的观赏植物上，最佳应用浓度及应用方法都不一样。将PP瑚应用于一品红上，Wilfrest认为喷 

施、土施 (75 mg／L)都有效  ̈，张宏志等则得出土施优于叶喷的结果  ̈；而刘大庆等将 PP 用于 

叶子花则得出叶喷比土施有效的结果 。在海桐和蒲苞花上，应用 PP 控制株型的最佳浓度分别为 

6000 mg／L和1000 mg／L，PP 浓度高于最佳浓度，抑制作用加剧，但不产生毒害  ̈ ；在重瓣玉簪 

上的研究表明，PP 喷施浓度在200 mg／L以上出现毒害 ⋯。 

2．2 比久 (B )的应用 

B。可普遍降低株高，控制株形，选用浓度越高，控制效果越强，不同植物应用 B 的适宜浓度不 

一 样，浓度达6000 mg／L，菊花就会产生药害，茎叶枯萎，以至死亡 ，而一串红在浓度达1．0％时 

也不产生药害 ̈ 。B。应用于黄虾花 (Pachystachys lutea)，可使株高降低，叶片增厚，叶重增加，叶 

绿素含量增高，细胞透性降低，花期推迟，花苞数量增多，寿命延长 。B 应用于翠菊 (0．3％溶 

液) 、大花草原龙胆 (5000 mg／L)均可有效控制其株高 。 

2．3 矮壮素 (CCC)及缩节胺的应用 

CCC可以使植株矮化、株形紧凑、叶色加深，但易发生药害。盆栽一串红于苗龄4个月左右用 

CCC溶液 (0．2％～1．6％)喷1次或1周后加喷1次，能使植株的高度降低，节间缩短，叶色加深， 

但会使叶片黄化，甚至焦枯。浓度在0．8％以下的处理，叶边出现黄斑或整块黄化，1．6％浓度处理 

的植株．叶片从边缘向中心逐渐枯黄，少数植株地上部全部坏死 2̈。CCC的应用浓度范围较广， 

2500～10000 mg／L处理，可使营养生长期的矮牵牛矮化18．5％～50．5％，叶片厚度、叶片质量和叶绿 

素含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黄虾花在5000 mg／L以下浓度矮化效果不明显，10000 mg／L较适宜 。 

缩节胺 (DPC)100 mg／L喷施一串红全株 (5月 1日、14日两次)，使其茎节变短，分枝数提 

高，叶色深绿；400 mg／L和800 mg／L虽有矮化效果，但使植株叶色变浅，光合强度降低，影响了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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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对水分和矿质元素的吸收，以致生长发育不良 。重瓣玉簪在 7丛生叶刚展开时喷DPC(2～6 

mg／L)，叶变小变厚，提高叶绿素含量和光合作用，浓度升高至6～10 mg／L，出现毒害，生长受抑， 

净光合速率下降 。 

3 调控花期 

PP 应用于菊花，可推迟并延长花期 川 。cA 可诱导多数观赏植物开花，并使花期提前。隐棒 

花属 (Crytoloryne)植物在自然或人工栽培条件下极少开花，而用 GA 250～7500 mg／L进行叶面喷 

施，能诱导两个种 (C．1ucens和C．becketti)开花 。用 GA3(40 g／株)处理蝴蝶兰能使其在高温 

下 (昼30／夜25~C)开花 。7月～9月间，用GA 10～20 mg／L处理仙客来，可使其提早开花20～ 

65 d，花量增加250％一310％E 3o]。耧斗菜用GA 250 mg／L处理2次并配合摘叶处理，可提前9～14 d 

开花 。另外，香石竹在花芽展开期 (1．5～1．7 cm)用细胞激动素处理，花期提前4 d，花量增加， 

而且还能使茎的基部再生花序 。Doriella兰 (五唇兰的杂交种)在温室条件下栽培至少要3年才开 

花，而用 BA 100 mg／L隔日处理可诱导 10—12月龄的小苗开花 。500 mg／L以上的B。会使黄虾花 

花期推迟 1 1～20 d 。 

4 提高抗逆性 

Zving等研究发现，休眠植物抗冷力与脱落酸 (ABA)类物质的含量成正比。用外源ABA喷施石 

楠，可降低其半致死温度 (LT 。)，提高抗寒性，使实生幼苗可在北京露地安全越冬㈣ 。梁根桃等认 

为，PP 施用于菊花，不仅抑制营养生长，推迟、延长花期，提高叶绿素含量，还可增强抗寒力 。 

以郁金香、大岩桐和海桐为研究材料的试验结果也表明多效唑能显著提高这些观赏植物的抗寒能力。 

5 解除休眠 

一 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可以打破种子、芽或球茎的休眠状态，促其萌发。如9月用 GA 丙酮液500 

mg／L处理6月采的二月兰种子16 h，发芽率为91．8％，对照仅5．3％ ；用cA3 50～100 mg／L抹芽或 

用500 mg／L喷雾，可使休眠的月季抽枝开花 ；BA+GA3、乙烯利还可打破小苍兰球茎的休眠 。 

6 增加分蘖和分球数，提高繁殖率 

用GA ，6．BA，NAA和PP333在石斛分蘖期前 10 d浸根2 h，结果表明，6一BA，NAA，PP333均可 

增加有效分蘖数，以6-BA 10 mg／L效果最显著。GA 抑制分蘖，但促进珠芽发生，NAA对珠芽发生 

无影响。唐菖蒲在低温打破休眠后，用乙烯利2000 mg／L浸种球 3 h，可增加种球分球数，提高小球 

茎产量 ；乙烯利500 mg／L处理，可使天竺葵侧枝增加93％ 引。大花伽蓝菜用BA 100,~g／L喷施或涂 

茎，可使不分枝的植株发生侧枝 。IBA 300—1000 mg／L处理，可促进铁炮百合子球的形成 。 

7 植物生长调节剂对观赏植物的作用机理 

关于植物生长调节剂对观赏植物的作用机理目前研究的较少。过氧化物酶活性与新枝条生长速度 

呈负相关，一般认为PP瑚是通过拮抗赤霉素的生物合成从而使过氧化物酶活性迅速增加，而降低植 

株高度。PP 不但抑制内源 GA 的合成，还使外源GA 的作用受到抑制。水仙经 PP 浸根后，显著 

降低叶片和根的GA 含量，说明PP ，抑制了GA 的生物合成  ̈。白鹤芋在幼苗期施用 GA 后再喷 

PP ，花芽分化受抑以致花期推迟，这表明PP 不仅抑制内源GA 的生物合成，而且还使外源 GA 

所诱导的开花作用受到抑制 引。PP 还可使吲哚乙酸氧化酶和过氧化氢酶活性提高，使细胞排列更 

紧密。用 PP333 200、500、1000 mg／L处理蒲苞花可以调整株形，浓度越高，作用越强；蒲苞花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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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处理后，吲哚乙酸氧化酶和过氧化氢酶活性提高，蛋白质含量呈减少趋势  ̈。用 PPⅢ2000、 

4000、6000 mg／L处理海桐，可抑制新梢生长，抑制效果因浓度的增加而加大，其机理是改变了海桐 

茎尖过氧化物酶的活性  ̈。CCC也主要是通过抑制GA。的生物合成而控制植株的高度。 

金波等以菊花为材料，研究了B 的矮化机理。通过显微镜观测，发现喷施B。未改变菊花节间细 

胞长度，但细胞数量明显减少，说明B 抑制菊花茎的细胞分裂。同时还发现，喷B。后叶片叶绿素含 

量平均增高28．8％，呼吸强度增大，茎尖过氧化物酶含量增高31％、4引。 

8 应用中易出现的问题及注意事项 

8．1 使用剂量问题 

一 般小剂量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就会出现明显的调控效果。剂量越大，调控效果越强。但剂量过 

大，则会对植物造成毒害。不同类型的调节剂、不同浓度、作用于不同的植物均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因此，大范围在一种园艺植物上应用某种调节剂之前，应先由低到高设一定梯度的浓度进行试验，选 

择最佳效果的浓度再大范围推广才比较安全。 

8．2 使用方法问题 

生长调节剂应用于园艺植物的方法有很多，如促进生根时，可以用浸泡、速蘸、沾粉、叶面喷洒 

等；改善株形时，可以用叶面喷洒、土壤浇灌等。因使用方法不同会导致最佳使用浓度、使用效果的 

改变。如促进生根时，浸泡和叶面喷洒的浓度低于速蘸，使用效果也往往不如速蘸。改善株形时，土 

壤浇灌往往优于叶面喷洒。这是被许多科研工作者研究所证实的。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加以应用。 

8．3 环境影响的问题 

应用生长调节剂时的外界环境条件会影响到药效的发挥，如PP瑚只有在一定的光照强度下才能 

发挥作用，在低光强 (750 lx)的室内应用则无效。应用植物生长调节剂时，一般应在气温 2O～ 

28~C
， 无风的晴天条件下用药，温度过高、过低，大风及阴天条件下，可适当加大用药浓度。用药后 

6 h内遇雨应补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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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木本植物种子》 

全书共收集492属、1276个种 (含变种和亚种)。按属或种简要记述生长习性、分布、用途和开花结实特点；着 

重描述果实的采收、种子调制、种子储藏、发芽前的种子处理、发芽测定、播种等主要生产环节的要点。参与撰稿的 

多达70余人，均为国内知名学者专家。本书融集体智慧之大成，汇科学研究之精华，既总结生产实践的先进经验， 

又验之于撰稿人的直接知识；记载翔实，描述准确，数据来于实际。每个属或种均配有种子外观图和剖视图，种子发 

芽进程图。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和实用性，可供植物工作者、园林工作者、院校师生以及基层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 

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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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勰 如 ” ” 强 ∞ 舵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