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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用不同浓度奈乙酸( NAA) 分别处理4 个南瓜品种未经授粉的花柱 , 结果表明 , 不同浓度的NAA 处理对座果率和平均单果重
的影响差异不一致, 但4 个品种均在120 mg/ kg 的浓度处理时效果最好 ;4 个品种各浓度处理的蛋白质含量与对照无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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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itial Study on NAA Promotes Parthenocarpy of Pump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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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mpkins was treated by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NAA( 80mg/ kg ,100mg/ kg ,120mg/ kg ,140mg/ kg) .The variety was Miben Pumpkin ,
Xiaoquan yi lang , ,Hongli ,No1 . Wu man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effects were different for four breeds tre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NAA,but
the protein of the four varieties were the same in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NA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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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授粉而形成果实的现象, 叫单性结实 , 要有花粉或

其他刺激才能单性结实的, 叫做刺激性单性结实[ 1 ,2] 。南瓜

( Cucurbit a spp) 不经授粉或刺激是不能结实的, 但是在生产

上, 南瓜尤其是西洋南瓜常会出现花期不遇, 或花粉败育。

前人研究表明, 一定浓度的外源激素可以促进子房的发育。

当前国内主要是对黄瓜和番茄单性结实的研究报道较多, 对

于苦瓜、西瓜和西葫芦也有少量报道[ 3 - 5] , 但对于南瓜鲜有

报道。为了探讨NAA 处理南瓜单性结实的可行性并找出最

佳的处理浓度, 克服南瓜生产上的花期不遇和花粉败育, 笔

者进行了该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采用生产上的主栽南瓜品种密本南瓜、小

泉一郎、赤栗、无蔓1 号 , 这4 种南瓜在生产上常出现花期不

遇现象, 或花粉少甚至无。NAA 选用广西桂林科联生物有限

公司生产的2 .5 % 萘乙酸微乳剂。

1 .2 试验方法 试验于2005 年5 月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蔬菜基地进行。试验对4 个南瓜

品种分别进行 4 个浓度的 NAA 处理: 80 、100、120 和 140

mg/ kg ,3 次重复。小区面积10 m2 , 每小区种植5 株, 株行距1

m×2 m, 每株只留1 个主蔓和1 个侧蔓, 每蔓座果1 个后不再

留瓜。处理时间为雌花开放的当天上午8 :00 ～10 :00 , 采用

超微喷雾法喷洒未经授粉的花柱, 以湿透为度 , 花器内积留

的多余药液倒掉, 再套纸袋隔离。以自花授粉作对照。

2  结果与分析

2 .1 对单果重的影响( 表1)  密本南瓜和小泉一郎经4 个

处理均与对照无显著性差异, 而赤栗和无蔓1 号在浓度为

120 和140 mg/ kg NAA 处理时与对照无显著性差异。

2 .2 对座果率的影响( 表1)  密本南瓜和小泉一郎经浓度

为120 mg/ kg NAA 处理, 座果率与对照无显著性差异; 赤栗经

各浓度处理均与对照无显著差异; 无蔓1 号经浓度为120 和

140 mg/ kg NAA 处理与对照无显著差异。

2 .3 单性结实与对照营养差异 通过分析处理与对照蛋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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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不同浓度NAA 处理对南瓜单果重、座果率及蛋白质含量的影响

品种
处理浓度

mg/ kg

平均单果重

g

平均座果率

%

蛋白质含量

%
密本南瓜 80 1 433 .3±404 .1 aA 55 .0±5 .0 dC 0 .80±0 .08a

100 1 666 .7±416 .3 aA 78 .3±2 .9 cB 0 .88±0 .04a
120 1 750 .0±409 .3 aA 90 .0±5 .0 abA 0 .81±0 .14a
140 1 900 .0±458 .3 aA 85 .0±0 .0 bcAB 0 .81±0 .10a
CK 2 066 .7±602 .8 aA 93 .3±5 .8 aA 0 .86±0 .06a

小泉一郎 80 866 .7±57 .7 aA 63 .3±7 .6 bcB 1 .48±0 .09a
100 800 .0±50 .0 aA 58 .3±2 .9 cB 1 .46±0 .07a
120 933 .3±76 .4 aA 83 .3±2 .9 aA 1 .55±0 .07a
140 933 .3±152 .8 aA 71 .7±10 .4 bAB 1 .43±0 .10a
CK 933 .3±57 .7 aA 81 .7±2 .9 aA 1 .48±0 .12a

赤栗 80 500 .0±100 .0 cA 51 .7±12 .6 aA 1 .33±0 .06a
100 566 .7±57 .7 bcA 51 .7±7 .6 aA 1 .40±0 .07a
120 733 .3±76 .4 abA 60 .0±8 .7 aA 1 .43±0 .07a
140 716 .7±104 .1abA 63 .3±10 .4 aA 1 .45±0 .05a
CK 800 .0±200 .0 aA 71 .7±7 .6 aA 1 .46±0 .13a

无蔓1 号 80 616 .7±160 .7 cB 60 .0±10 .0 cB 1 .03±0 .10a
100 683 .3±202 .1 cbAB 78 .3±5 .8 bAB 1 .16±0 .10a
120 750 .0±180 .3 abAB 93 .3±5 .8 abA 1 .07±0 .12a
140 733 .3±236 .3 abcAB 93 .3±11 .5 abA 1 .10±0 .11a
CK 816 .7±236 .3 aA 98 .3±2 .9 aA 1 .14±0 .10a

 注 :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0 .05 水平差异显著 ,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在

0 .01 水平差异极显著。

质含量的差异, 探讨单性结实对南瓜品质的影响, 结果表明

( 表1) : 各处理对4 个南瓜品种的蛋白质含量均未造成影响 ,

证明单性结实的果实有实用价值。经品尝, 单性结实的果实

与正常果实口感无明显差别。

3  小结与讨论

通过不同浓度的 NAA 处理未经授粉的南瓜雌花花柱 ,

在座果率、平均单果重方面, 对不同品种的影响不一样, 但对

各品种用浓度120 mg/ kg 处理效果最好。在品质方面, 不同

浓度处理 , 无显著性差异。试验结果表明, 用适当浓度的

NAA 处理南瓜, 刺激单性结实, 是完全可行的, 在生产上有应

用价值。

该试验存在不足之处 : ①对于南瓜在什么情况下花期不

遇或花粉败育, 是否与气候有关系, 未进行深入的探讨; ②对

于过高浓度的 NAA 造成的后果未做深入的试验, 对于多大

浓度才有效应, 有待进一步研究; ③对于开花前和谢花后进

行处理是否有效有待进一步试验( 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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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0 .5 ～1 .0 mg/ L 和 NAA 0 .1 ～0 .5 mg/ L 增殖效果好, 丛

芽壮。

进一步的试验表明: 在培养基中附加干酪素 30 ～50

mg/ L , 丛芽生长更健壮, 且对增殖率影响不大, 说明含有机氮

营养丰富的培养基有利于红树莓丛芽的生长。

  表2 不同激素种类与水平对红树莓不定芽增殖的影响

培养基种类
分化丛生

芽总数∥个

增殖系

数∥倍
芽生长情况

MS+ BA0 .1 + NAA0 .1   56 2 .8 健壮, 丛芽不明显

MS+ BA0 .1 + NAA0 .5 64 3 .2 健壮, 丛芽不明显

MS+ BA0 .1 + NAA1 .0 57 2 .9 健壮, 丛芽不明显

MS+ BA0 .5 + NAA0 .1 112 5 .6 较健壮, 丛芽明显

MS+ BA0 .5 + NAA0 .5 118 5 .9 较健壮, 丛芽明显

MS+ BA0 .5 + NAA1 .0 82 4 .1 较健壮, 丛芽明显

MS+ BA1 .0 + NAA0 .1 116 5 .8 较健壮, 丛芽明显

MS+ BA1 .0 + NAA0 .5 121 6 .1 较健壮, 丛芽明显

MS+ BA1 .0 + NAA1 .0 86 4 .3 较健壮, 丛芽不明显

MS+ BA2 .0 + NAA0 .1 140 7 .0 长势弱, 丛芽明显

MS+ BA2 .0 + NAA0 .5 145 7 .3 长势弱, 丛芽明显

MS+ BA2 .0 + NAA1 .0 124 6 .2 长势弱, 丛芽明显

 注 : 每种培养基的接种数均为20 个。

2 .3  不同激素种类与水平对红树莓不定根形成的影响 单

芽接种于生根培养基上, 一般7 ～10 d 切口处出现白色根状

突起。由表3 可见, 红树莓较易生根 , 最适宜生根培养基为

1/ 2 MS 附加IBA0 .2～0 .4 mg/ L 或NAA0 .5。

  表3 不同激素种类与水平对红树莓不定根形成的影响

培养基
生根数

株

生根率

%

单株均根

数∥条
根系生长情况

1/ 2 MS+IBA0 .2 46  96 4 .2 根较细弱, 自然均匀

1/ 2 MS+IBA0 .4 50 100 5 .4 根较细弱, 自然均匀

1/ 2 MS+IBA0 .8 45 90 4 .3 根较细弱, 自然均匀

1/ 2 MS+ NAA0 .1 42 84 3 .4 根粗壮

1/ 2 MS+ NAA0 .5 49 98 4 .0 根粗壮

1/ 2 MS+ NAA1 .0 44 85 3 .2 根粗壮,基部生长疏松愈伤

1/ 2 MS( CK) 26 54 .2 2 .1 根较细弱, 自然均匀

 注 : 每种培养基的接种数均为50 株。

2 .4  不同基质对红树莓试管苗移栽成活率的影响  由表4

可见, 用泥炭或泥炭∶蛭石= 1∶1 作基质的处理, 试管苗生长

快, 移栽成活率超过93 .8 % , 苗质优良。而用珍珠岩作基质

的处理, 试管苗移栽成活率最低为72 .3 % , 且试管苗生长缓

慢, 可能与其保水性差有关。同时, 红树莓移栽试验表明: 试

管苗苗龄20 ～25 d , 根长1 c m 左右时, 试管苗生理活性旺, 根

吸收能力强, 此时移栽不易伤根, 成活率更高。

  表4 不同基质对红树莓试管苗移栽成活率的影响

移栽基质
移栽苗数

株

成活苗数

株

成活率

%
泥炭 256 245 95 .7

泥炭∶蛭石=1∶1 256 240 93 .8

蛭石 256 216 84 .3

珍珠岩 256 185 72 .3

3  小结

近几年来我国树莓产品供不应求 , 树莓开发利用前景广

阔。但我国栽培树莓品种主要依靠国外引种。树莓传统繁

殖方式一般采用分株、培养根蘖苗等, 不能满足树莓生产快

速发展对良种的需求, 因而, 通过离体培养进行无性快繁, 以

满足树莓生产快速发展对良种的需求, 对推动我国树莓产业

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该试验结果表明 : 红树莓品种不定芽启动培养以 MS +

BA1 .0 mg/ L + 蔗糖30 g/ L + 琼脂6 .5 g/ L 为宜; 继代增殖以

MS+ BA0 .5 ～1 .0 mg/ L + NAA0 .1 ～0 .5 mg/ L + 蔗糖30 g/ L +

琼脂6 .5 g/ L + 干酪素30 ～50 mg/ L 为宜 , 增殖率可达5 .6 ～

6 .1 , 且芽健壮; 不定根分化以1/ 2MS + IBA 0 .2 ～0 .4 mg/ L +

蔗糖30 g/ L + 琼脂6 .5 g/ L 或1/ 2 MS+ NAA 0 .5 mg/ L + 蔗糖

30 g/ L+ 琼脂6 .5 g/ L 为宜, 生根率超过96 % ; 在泥炭或泥

炭∶蛭石= 1∶1 基质中驯苗, 成活率超过93 .8 % 。同时 , 进一

步试验研究表明: 树莓种苗工厂化育苗中, 为快速获取大量

健壮丛芽, 可据丛芽生长情况, 及时灵活调整外源激素浓度 ,

高浓度与低浓度交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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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植物在花蕾期就含有较高浓度的生长素; 曹碚生和戴惠

学也得出结论认为花前2 d 至花后4 d 子房中IAA 含量显著

高于非单性结实品种[ 3] ) ; ④由于试验条件的限制, 对于南

瓜品质测试的内容不全面 ; ⑤由于试验是在高温多雨的夏

季进行, 疫病较重 , 产量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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