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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了6 种不同浓度的6- BA 保鲜剂对切花菊瓶插期间生理状况及瓶插寿命的影响。结果表明 :1 mg/ L6- BA 保鲜剂效果最好 ,
花、叶瓶插寿命比对照分别延长3 .8 和4 .4 d ;0 .5mg/ L6- BA 保鲜剂效果较好 , 花、叶瓶插寿命比对照分别延长3 .2 和4 .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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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6- BA on Cutting ChrysanthemumPreservation
LIU Dan-zhouet al  ( College of Informatics & Mathematics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Hubei 434023)
Abstract  The effect of six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6- BA on water status ,vase-life during vase periods were studied .Flower characters ,vase-life ,the
biggest flower diameter ,water-absorbing and water loss capacity ,chlorophyll ,soluble protein ,peroxidase activity during vase periods were studied .The re-
sults proved that the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6- BA had more effect onfresh keeping of cut flowers of Chrysanthemumin comparison with water .The effect
of lowconcentrations was better .The promoting effects of 6- BA of 1 mg/ L was best fromeither flower quality and vase-life or physiologic index ,the vase-
life of leaf and flower could be prolongedfor 3 .8 d and 4 .4 d ,respectively .6- BA of higherthan1 mg/ L had inhi bitory effect and 6- BA of 4 mg/ L promoted
leaf senescence early .The vase-life of leaf and flower for 0 .5 mg/ L could be prolonged for 3 .2 d and 4 .0 d ,respective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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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花菊常用来布置家庭装饰、美化环境、寄托情操。但

瓶插中的鲜切花极其易腐, 所以多年来用化学保鲜剂延长切

花寿命的研究从未中断过。高勇[ 1] 等在1989 年对切花保鲜

剂进行了综合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 研究切花保鲜的学者

越来越多, 内容越来越细。以菊花为例, 有郭维明[ 2] 、罗红

艺[ 3] 、韩卫民[ 4] 、胡黔华[ 5] 等对菊花进行过保鲜试验, 用过6-

BA 、B9 、青霉素、硫代硫酸银等进行菊花保鲜。其中用6- BA

对菊花保鲜都是对1 mg/ L 以上的浓度进行研究的,1 mg/ L

以下的浓度始终无人研究过, 为此, 笔者对1 mg/ L 以下的6-

BA 浓度进行研究, 观察其对菊花保鲜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供试品种新鲜‘五月黄’切花菊( C . morifoli um

‘Wu yuehuang’) , 于2006 年4 月23 日早上购于沙市区花卉批

发市场。选取花枝大小、花茎粗细、花朵开放程度、花瓣及叶

片的新鲜程度基本一致的菊花作为试材。

1 .2 试验处理  ①瓶插前的处理。试材保湿买回后, 剪留

枝长25 c m, 基部斜剪, 枝上保留11 片叶子, 用清水浸枝20

min。②瓶插处理。试验设7 个处理: ①无离子水( CK) ;6- BA

浓度分别为②0 .125 mg/ L; ③0 .250 mg/ L ; ④0 .500 mg/ L ; ⑤

1 .000 mg/ L; ⑥2 .000 mg/ L; ⑦4 .000 mg/ L。每一处理同时加入

2 .0 %Suc + 75 mg/ L CA + 200 mg/ L 8- HQ。瓶插期间平均温度

( 24±1) ℃ , 湿度65 % ～70 % , 花枝插于250 ml 三角瓶中, 每瓶

插1 枝,5 次重复, 置于室内无直射光的地方。

1 .3  试验指标的测定  ①瓶插寿命的计算[ 2] ; ②可溶性蛋

白质含量的测定[ 6] ; ③过氧化物酶活性的测定[ 7] 。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处理对花瓶插寿命、最大花径及维持天数的影响

 由表1 看出, 花序瓶插寿命处理⑤比对照延长3 .8 d , 除了

与处理④差异不显著外 , 与其他处理均差异显著; 在1 mg/ L

以下的浓度中, 处理②、③、④间均有显著差异。而叶的瓶插

�
作者简介  刘丹洲( 1983 - ) , 男 , 湖北武汉人 , 本科生 , 专业 : 信息与数

学。 * 通讯作者 , 硕士 , 副教授 ,E- mail :panyouzhao @163 .com。

收稿日期  2006- 06-25

寿命, 处理②、③、④、⑤间无显著差异, 而处理②～⑤与处理

⑥、⑦间差异显著 , 说明低浓度的6- BA 处理能明显延缓叶片

衰老。从最大花径及最大花径维持天数看 , 低浓度6- BA 保

鲜效果较高浓度好, 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切花菊的衰老, 尤

其是处理⑤效果最好 , 最大花径维持天数比对照多出2 .6 d ,

最大花径比对照高2 c m; 处理⑦效果差, 可能是由于6- BA 浓

度高、移动快而产生毒害作用。

  表1 不同处理对花、叶瓶插寿命,最大花径及维持天数的影响

6- BA 浓度

mg/ L

瓶插寿命∥d

叶片 花瓣

最大花径

cm

最大花径

维持天数∥d
①CK   9 .2 bc   12 .6 c   9 .47 a 2 .6 b
②0 .125 11 .8 ab 13 .0 c 9 .39 a 4 .5 a
③0 .250 12 .6 a 14 .4 b 10 .24 a 4 .8 a
④0 .500 13 .2 a 15 .8 a 11 .42 a 4 .2 a
⑤1 .000 13 .6 a 16 .4 a 11 .47 a 5 .2 a
⑥2 .000 8 .6 c 13 .4 bc 10 .15 a 4 .3 a
⑦4 .000 7 .2 c 12 .2 c 9 .31 a 2 .1 b

2 .2  不同处理对花瓣可溶性蛋白质含量的影响 可溶性蛋

白质中有相当部分是维持生命活动所需的酶类, 切花瓶插过

程中伴随蛋白质大量降解使花瓣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大量下

降而衰老。由图1 可见, 处理④和处理⑤更有利于推迟瓶插

后期蛋白质的降解速率, 从而延缓切花的衰老。

图1 不同处理对花瓣可溶性蛋白质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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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视果穗而定, 纸袋要有漏水口, 纸袋套在果穗梗上, 用

22 号铅丝封扎口袋。采收前7 ～10 d 除袋或把纸袋沿着两

条缝线向上折开成伞形 , 以利果实上色。

3 .3  铺反光膜和施 CO2 气肥  地上铺反光膜, 将照射上面

的光线反射到葡萄叶面上, 增加其光合效能, 提高光合产

量。由于棚内的空气流动性差,CO2 浓度降低 , 光合效率也

随之下降 , 因此从落花后至成熟每天上午9 :00 左右应增施

一定量的 CO2 气肥 , 以促进光合产物积累, 提高葡萄产量和

品质。CO2 气肥施法 : 将一定量的40 % ～60 % 硫酸倒入事

先准备好的塑料桶中, 把碳酸氢铵包入纸中 , 轻轻放入溶液

中, 然后把塑料桶挂在葡萄架的上方。一般60 m 长的棚室

放置8 个, 均匀分散在室内不同部位。一般前期碳酸氢铵

的施用量可以少些 , 每桶用150～250 g ; 后随着果粒的增大,

用量逐渐增多 , 每桶250 ～450 g ; 果粒着色后可适当减少 , 每

桶用200 ～250 g 。晴天施用量可大一些 , 多云天气适当减

量, 阴天可以不施用。

3 .4  石灰氮的使用  石灰氮的作用是打破休眠。棚室栽

培的使用时期为自然休眠末期, 皖北为12 月下旬至翌年元

月中旬。具体使用方法是:1 kg 石灰氮用40 ～50 ℃的温水5

kg 放入塑料容器中, 不停地搅拌1 ～2 h , 配成浓度为16 .7 %

的均匀糊状, 再添加少许粘着剂即可使用。用小毛刷蘸取,

均匀涂在结果母蔓上部两侧芽眼处 , 涂后盖塑膜保湿。石

灰氮有毒 , 切勿粘于皮肤或溅于眼中。

3 .5  人工低温处理  秋末落叶后, 当自然最低气温低于

7 .2 ℃时, 及时扣棚并盖草苫, 晚上拉开草苫和风口, 早晨放

盖草苫并关风口, 维持室内温度0 ～7 .2 ℃的低温, 约30 d

即可。有条件的还可在扣棚盖苫后 , 棚内放冰降温。

3 .6  温湿度控制  皖北地区于元月上旬扣棚升温较为适

宜。扣棚前浇1 次透水 , 升温催芽开始阶段应缓慢升温, 白

天拉1/ 3 草苫 ,1 周后拉1/ 2 草苫,2 周后全部拉开, 保持棚

内温度白天15 ～18 ℃, 夜间7 ～8 ℃ , 相对湿度控制在80 %

左右 ; 花前温度白天18 ～20 ℃ , 夜间8 ～10 ℃ ; 花期温度白

天25 ～28 ℃, 夜间15 ℃以上, 相对湿度为60 % ～70 % ; 花后

温度白天25～30 ℃ , 夜间15 ～18 ℃; 果实着色期白天温度

30 ～35 ℃ , 夜间15 ℃左右 , 加大昼夜温差 , 以促进果实着色

和糖分积累, 相对湿度控制在50 % ～60 % 。

3 .7 病虫害防治  ①落叶后到萌芽前对墙壁、地面、枝蔓

喷50 倍索利巴尔或3 ～5 度石硫合剂 , 铲除越冬病菌 ; ②发

芽至花序分离期喷1 500 倍10 % 氯氰菊酯混加0 .3 % 的尿

素, 防治蓟马、斑叶蝉、透翅蛾等 , 及增加植株营养 ; ③花前

喷800 倍45 % 大生 M- 45 防黑痘病、炭疽病、白粉病、灰霉

病、房枯病等 ; ④落花后喷90 % 乙磷铝700 倍液; 果实生长

期内喷2 次1∶0 .7∶200 波尔多液; ⑤采收前半月喷2 500 倍

12 .5 % 烯唑醇混加0 .3 % 磷酸二氢钾 , 有条件的在放风口位

置罩防虫网, 杜绝虫、鸟危害; ⑥采果后, 波尔多液与乙磷

铝、瑞毒霉等交替使用 , 防治霜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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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不同处理对花瓣和叶片POD 活性含量的影响  由表

2 可见, 叶片 POD 活性在瓶插期间均明显高于花瓣POD 活

性, 低浓度6- BA 处理后对叶片POD 活性变化具有一定的缓

和作用。花瓣POD 活性相对叶片较为平缓 , 这也是叶片先

于花瓣衰老的原因。低浓度6- BA 保鲜剂对前期花瓣 POD

升高具有一定的阻滞作用而对后期 POD 活性降低则有一

定的阻抑作用, 从而延缓了花瓣衰老, 其中处理④, ⑤效果

较明显。

  表2  不同处理对花瓣和叶片过氧化物酶含量变化的影响

△OD470/ ( g·min)

B-BA 浓度

mg/ L

瓶插2 d

叶片 花瓣

瓶插6 d

叶片 花瓣

瓶插12 d

叶片 花瓣

① CK 13 .4 8 .6  160 .00 41 .00 - -
②0 .125 13 .3 8 .3 128 .00 30 .00 51 .0 14 .7
③0 .250 13 .7 7 .9 109 .30 36 .67 53 .5 13 .3
④0 .500 13 .1 7 .6 90 .67 19 .30 36 .0 15 .6
⑤1 .000 13 .5 7 .4 81 .30 16 .67 33 .3 13 .3
⑥2 .000 13 .0 8 .2 90 .15 26 .81 - 23 .3
⑦4 .000 14 .1 7 .1 128 .00 30 .00 - -

3  结论与讨论

试验表明,6- BA 1 mg/ L 浓度处理对切花菊保鲜效果最

好;0 .5 mg/ L 的效果也较好 ; 浓度大于1 mg/ L 出现抑制作

用。在整个试验过程中, 低浓度( ≤1 mg/ L) 6- BA 保鲜液虽

然延缓了切花菊叶片的衰老 , 但叶仍不能达到同花一样的

保鲜寿命 , 有待继续研究, 选出克服叶片早衰的保鲜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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