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作者简介  邓显容( 1974 - ) , 女 , 四川大竹人 , 讲师 , 从事植物栽培方

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收稿日期  2007-07-10

三种生长调节剂对葡萄插条生根的影响

邓显容, 朱新霞 ( 西昌学院园艺系 , 四川西昌 615013)

摘要  [ 目的] 寻找适合当地环境条件下葡萄插条的生长调节剂和浓度。[ 方法] 用不同浓度GGR、ABT 1 号生根粉和IAA 不同浓度处理葡
萄插条, 比较其对红提葡萄插条生根的影响。[ 结果] 结果表明 :3 种生长调节剂对葡萄插条的生根均有促进作用。综合各项指标,GGR 与
ABT 1 号生根粉促进插条生根的最适浓度均为150 mg/ L ,IAA 促进生根的最适浓度为100 mg/ L。不同浓度的3 种药剂处理葡萄插条生根
的效果依次为GGR 150 mg/ L> GGR100 mg/ L > ABT 1 号生根粉150 mg/ L > GGR 50 mg/ L ,ABT 1 号生根粉100 mg/ L > IAA 100 mg/ L > IAA
150 mg/ L> ABT 1 号生根粉50 mg/ L >IAA 50 mg/ L。[ 结论] 该研究为3 种生长调节剂的使用提供了依据 , 但仍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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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3 Kinds of Growth Regulators on Rooting of Grape Cuttings
DENG Xian-rong et al  ( Department of Horticulture ,Xichang College , Xichang , Sichuan 615013)
Abstract  [ Objective] The ai mof the research was to seek suitable growthregulators and concentrations for grape cuttings under local environment condi-
tions . [ Method] Grape cuttings were tre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GGR, ABT 1 rooting powder and IAAto compare their effects onthe rooti ng of
red globe grape cuttings . [ Result] 3 ki nds of growth regulators all had promotion effects on root growth of grape cutti ngs . Taking all the tested parameters
into consideration, the opti mumconcentrations of GGR and ABT 1 rooting powder for promoting the root growth of cuttings were both 150 mg/ L . The opti-
mumconcentration of IAAfor promoti ngthe rooting was 100 mg/ L .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3 kinds of drugs onthe rooting of grape cuttings
were as follows : GGR150 mg/ L> GGR 100 mg/ L> ABT 1 150 mg/ L> GGR 50 mg/ L,ABT 1 100 mg/ L >IAA100 mg/ L >IAA150 mg/ L> ABT 50 mg/
L>IAA 50 mg/ L . [ Conclusion] The research provided basis for the usages of 3 kinds of growthregulators .
Key words  Growthregulators ;Grape cutting ;Rooting

  葡萄是一种世界性果树, 也是我国南北广泛栽培的果

树。葡萄果实质软而多汁 , 风味酸甜可口 , 营养价值很高 , 是

人们喜爱的鲜食水果之一。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在西昌地区葡萄尤其是红提葡萄很受市民的欢迎, 市场需求

量也越来越大, 栽培面积逐年增加。目前, 生产上栽植的葡

萄苗90 % 都是扦插苗[ 1] 。在扦插苗繁育过程中, 插条发根数

直接影响苗木质量和定植后的生长发育。据报道, 常规处理

插条生根往往比较困难, 且根量少, 质量差[ 2] 。GGR 、ABT 1

号生根粉和IAA( 吲哚乙酸) 通过强化、调控植物内源激素含

量和重要酶活性, 诱导植物不定根或不定芽的形态建成, 可

有效促进难生根植物生根[ 3 - 4] 。为此, 选用植物生长调节剂,

寻找适宜制剂和浓度。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土壤  试验于2007 年3 ～5 月在西昌正大种业公

司的一块肥力较均匀的沙壤土上进行。

1 .2  供试品种 供试品种为红提。将一年生成熟、无病虫害

的硬枝插条剪成含2 个芽的茎段, 上剪口距顶芽2 ～3 cm 处平

剪, 下剪口沿底芽一侧成45°倾斜剪截。每20 枝扎成一捆。

1 .3 试验设计  设10 个处理: ①GGR 50 mg/ L, ②GGR 100

mg/ L , ③GGR 150 mg/ L , ④IAA50 mg/ L , ⑤IAA100 mg/ L , ⑥IAA

150 mg/ L, ⑦ABT 1 号生根粉50 mg/ L , ⑧ABT 1 号生根粉100

mg/ L , ⑨ABT 1 号生根粉150 mg/ L , ⑩清水为对照( CK) 。每处

理20 枝插条, 重复3 次, 采用完全随机设计。浸泡时间均为

10 h。插条浸泡深度为3 c m, 浸泡后立即进行扦插。60 d后观

察, 测定各处理插条的生根率、平均单株生根数、平均根长。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处理对插条生根率的影响  由表1 可知, 各种药剂

处理葡萄插条后的生根率均在0 .05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处

理③的插条生根率最高, 达到91 .67 % , 比对照高44 .75 % , 在

0 .05 水平显著高于处理⑧、⑤、⑥、⑦、④和⑩的插条生根率。

处理②、① 和⑨ 的 生根 率 分 别达 到 90 .00 % 、88 .33 % 和

88 .33 % , 比对照分别高42 .11 % 、39 .48 % 和39 .48 % , 三者均在

0 .05 水平显著高于处理⑤、⑥、⑦、④和⑩的插条生根率。处

理⑧的插条生根率是86 .67 % , 比对照高36 .85 % , 在0 .05 水

平显著高于处理⑥、⑦、④和⑩的插条生根率。处理⑤、⑥、⑦

和④ 的 插 条 生 根 率 分 别 是 83 . 33 % 、81 . 67 % 、81 . 67 % 、

80 .00 % , 比对照分别高31 .58 % 、28 .96 % 、28 .96 % 和26 .32 % 。

  表1 不同处理各项指标的差异显著性

处理 生根率∥% 平均单株生根数∥个 平均根长∥cm

①    88 .33ab    17 .12c    1 .74cd

② 90 .00ab 20 .17a 2 .09bcd

③ 91 .67a 21 .37a 2 .30abc

④ 80 .00d 9 .67e 2 .32abc

⑤ 83 .33cd 11 .28d 2 .82a

⑥ 81 .67d 10 .10de 2 .59ab

⑦ 81 .67d 10 .99de 2 .26abc

⑧ 86 .67bc 17 .64bc 2 .60ab

⑨ 88 .33ab 18 .67b 2 .35ab

⑩ 63 .33e 7 .66f 1 .65d

 注 : 表中英文字母不同表示0 .05 水平的差异显著。

2 .2 不同处理对插条生根数的影响 由表1 可知, 各种药剂

处理葡萄插条后的平均单株生根数均在0 .05 水平显著高于对

照。处理③的插条平均单株生根数最多,达21 .37 个, 比对照高

178 .98 %。处理②的插条平均单株生根数是20 .17 个, 比对照高

163 .32 % 。处理③和②的平均单株生根数均在0 .05 水平显著

高于其他处理的平均单株生根数。处理⑨的平均单株生根数

是18 .67 个, 比对照高143 .73 % , 在0 .05 水平显著高于处理①、

⑤、⑦、⑥、④和⑩的平均单株生根数。处理⑧和①的平均单株

生根数分别是17 .64 和17 .12 个, 比对照分别高130 .29 % 和

123 .50 % , 均在0 .05 水平显著高于处理⑤、⑦、⑥、④和⑩的平均

单株生根数。处理⑤的平均单株生根数是11 .28 个, 比对照高

47 .26 % , 在0 .05 水平显著高于处理④和⑩的平均单株生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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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绿化植物有以下品种。①草坪及地被植物。有佛甲草( Se-

dum li neare) 、黄花万年草( Sedum sar mentosum) 、垂盆草( Herba

sedi Sarmentosi) 、萱草( Hemerocallis ) 、卧茎佛甲草( Sedu m sar-

ment osun Bunge) 等。②花灌木、矮生乔木。有沙地柏( Sabi na

vul garis) 、侧柏( Cacumen pl atycl adi ) 、龙爪槐( Sophor a j aponica

Linn. var) 、大 叶黄 杨( Buxusmicrophyll a sieb . et Zucc ) 、女贞

( Li gustruml uci dum Ait) 、紫叶小檗( Berberis t hunbergii DCvar . a-

tropurpurea Chenault) 、西府海棠( Malus micromal us) 、樱花、紫叶

李( Prunus cerasifer a Ehrhart f .) 、木槿( Hibiscus syri acus L) 、迎春

( Jasmi num nudifl orum) 、连翘( Fr uct us Forsyt hi ae) 、碧桃( Prunus

persi ca f ) 、凤 尾 竹( Ba mbusa multiplex) 、月 季( Rosa chi nensis

j acq .) 、紫薇( Lagerstroe mi a villosa Wall . ex Kurz) 、红瑞木( Swi da

al ba Opiz) 、玫瑰( Rosa rugosa) 等。③爬蔓攀缘植物。有常春

藤( Hedera nepal ensis K.) 、扶芳藤( Euonymus fort unei ( Turcz .)

Hand .- Mazz .) 、五 叶 地 锦 ( Part henocissus qui nquefoli a ( L .)

Planch) 、爬 山 虎 ( Part henocissus tricuspi dat a ( S . Et Z . )

Planch .) 、野葡萄( Ampelopsis michx) 、葛藤( Pueraria omei ensis

Wang et Tang) 等。

4  发展对策

( 1) 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 , 构建建筑立体绿化的技术支

撑体系。进一步开展对建筑立体绿化的科学研究 , 研究出

更为先进的技术、优良适宜的植物种类和栽种基质 , 提出更

科学先进的建筑设计和绿化设计方案, 以提高建筑立体绿

化的技术水平。

( 2) 通过各种媒体和成功实例宣传立体绿化。可对国

内外优秀设计实例加以宣传, 让人们感受立体绿化能够更

有力地持续地改善人居环境。

( 3) 通过制定和完善立体绿化法规, 以指导建筑立体绿

化按科学合理的程序建设。

( 4) 拓展筹资渠道, 建立多渠道、多方位、稳定的投资新

体制。政府部门有必要在政策、资金方面予以支持 , 逐步培

育立体绿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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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⑦、⑥和④的插条平均单株生根数分别是10 .99 、10 .10

和9 .67 个 , 比对照分别高43 .47 % 、31 .85 % 、26 .24 % 。

2 .3  不同处理对插条根长的影响 由表1 可知, 各种药剂处

理葡萄插条后的平均根长与对照处理⑩相比均有所提高。

处理⑤的插条平均根长最长, 达2 .82 c m, 比对照高70 .91 % ,

在0 .05 水平显著高于处理②、①和⑩的插条平均根长。处理

⑧、⑥和⑨的插条平均根长分别是2 .60 、2 .59 和2 .35 c m, 比对

照分别高57 .58 % 、56 .97 % 和42 .42 % , 均在0 .05 水平显著高

于处理①和⑩。处理④、③和⑦的插条平均根长分别是2 .32、

2 .30 和2 .26 c m, 比对照分别提高40 .61 % 、39 .39 % 和36 .97 % ,

均在0 .05 水平显著高于处理⑩的插条平均根长。

3  小结与讨论

3 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对葡萄插条的生根均有促进作用。

不同浓度的GGR 、ABT 1 号生根粉和IAA( 吲哚乙酸) 处理葡萄

插条后, 生根率和平均单株生根数均在0 .05 水平显著高于对

照; 与对照相比, 平均根长均有所提高。综合各项指标,GGR

与ABT 1 号生根粉促进插条生根的最适浓度均为150 mg/ L ;

I AA 促进生根的最适浓度为100 mg/ L。3 种药剂处理葡萄插

条生根的效果依次为处理③> 处理②> 处理⑨> 处理①、⑧

> 处理⑤> 处理⑥> 处理⑦> 处理④。

处理③、②、⑨和①的插条生根率和平均单株生根数都

很高, 但是平均根长不算高。这可能是由于试验时间短, 试

验过程中有时阴雨连绵 , 发根推迟, 根系生长时间较短 , 统计

结果时药效还没有充分发挥; 或者是由于根的数量多而影响

了根的生长。这个问题须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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