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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研究不同浓度B9 和CCC 对菊花生长及部分生理指标的影响 , 为菊花矮化栽培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采用盆栽试验 , 对菊
花喷施不同浓度(500 、800、1 000、1 200 和1 500 mg/ L) 的B9 和CCC,研究B9 和CCC 对菊花生长、开花及部分生理指标的影响。以喷清水为

对照。[ 结果] 当B9 浓度大于1 000 mg/ L 或CCC 浓度大于1 200 mg/ L 时 , 菊花的株高、分枝数和叶片数显著减少 , 矮化效果明显 ;B9 和
CCC 都可使菊花的开花期有不同程度的延迟; 喷施B9 和CCC 后菊花叶片中叶绿素和可溶性糖含量显著增加 , 叶色加深 , 光合效率增强。
[ 结论] 1 000 mg/ L B9 和1 200 mg/ L CCC 在改善菊花株型, 提高其观赏价值和生理品质等方面的综合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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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B9 and CCC onthe Growth,Flowering and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rysanthe mu m morifoliu m

ZHOU Zhi- kai et al  ( Huaiy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uaian ,Jiangsu 23003)
Abstract  [ Objective] The study was to researchthe effects of B9 and CCC with different concn .on the growth ,flowering and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rysanthemum morifoliu mand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dwarfi ng cultivation of C . morifoli um .[ Method] In the pot test , with the treatment of
spraying clear water as CK,B9 and CCC with different concn.( 500 ,800 ,1 000 ,1 200 and 1 500 mg/ L) were sprayed on C. morifoliu mto study their effects
on the growth,flowering and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 . morifoliu m.[ Result] The plant height ,the branch number and the leaf number of C . mori-
foli um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nd the dwarfing effect was obvious when B9 was higher than 1 000 mg/ L or CCC was higher than 1 200 mg/ L .B9and
CCC all could delay the floweri ng date to different degree .After B9 and CCC were sprayed on C . morifoliu m,the content of chlorophyll and soluble sugar
in leaves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leaf color became deeper ,andthe photosynthetic efficiency was increased .[ Conclusion] 1 000 mg/ L B9 and 1 200
mg/ L CCC had better comprehensive effects oni mproving plant type of C . morifoliu mand increasing its ornamental value and physiological qual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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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菊花( Chrysanthemum morifolium) , 为菊科多年生草本植

物, 在花卉生产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利用植物延缓剂控

制观赏植物株型, 从而提高观赏价值, 已是一项重要的现代

农业技术措施。研究发现, 植物延缓剂可以使菊花株型紧

凑, 叶片数减少, 株高降低[ 1 - 7] , 侧根数和侧根长增加[ 7] 。植

物延缓剂不仅可以从株高形态上提高菊花的观赏价值 , 也可

以从生理品质上改善菊花的观赏价值。比久( B9)
[ 1 - 3] 、多效

唑( PP333)
[ 4 - 6] 、和矮壮素( CCC) [ 6] 均可以使菊花叶绿素含量

增加, 植物延缓剂也可使菊花体内的可溶性糖含量发生变

化[ 4 - 5] 。笔者着重研究了不同浓度B9 和CCC 对菊花生长和部

分生理指标的影响, 以期为菊花矮化栽培提供部分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试验植物材料为菊花的盆栽扦插苗 ; 药剂为 B9

和CCC。

1 .2 方法  B9 和 CCC 各设6 个浓度梯度:0( 清水对照) 、

500、800、1 000 、1 200 、1 500 mg/ L。菊花扦插穗于6 月中旬采

用全日照喷雾方式进行沙床培养,7 月中旬扦插苗上盆,8 月

中旬打顶,10 d 后开始叶面喷施药液, 每隔7 d 喷药1 次, 至

现蕾为止。每处理30 株,3 次重复。现蕾后调查菊花的株

高、叶数和分枝数, 并取植株上部功能叶片测定可溶性糖和

叶绿素含量。可溶性糖含量和叶绿素含量测定参照邹琦主

编的《植物生理学实验指导》[ 8] 。

2  结果与分析

2 .1  B9 和 CCC 对菊花生长的影响  从表1 可以看出 , 随着

B9 浓度的增高, 菊花株高呈逐渐降低趋势, 且不同处理间株

高达到显著差异水平, 其中1 000 、1 200 和1 500 mg/ L B9 均表

现出显著的矮化效应。同时,B9 使菊花分枝能力减弱, 分枝

数减少,B9 浓度大于800 mg/ L 时, 菊花的分枝数与对照有显

著差异; 与株高和分枝数相似, 受 B9 影响, 叶数也出现显著

下降。可见,B9 浓度大于1 000 mg/ L 时 , 菊花植株矮化效果

明显。菊花分枝数和叶数减少, 可能是由于 B9 抑制了植株

体内细胞的分裂, 从而导致植株矮化。

表1 B9 对菊花株高、分枝数、叶数和开花期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B9onthe plant height ,branch number ,leaf number and flowering stage of chrysanthemum

B9 ∥mg/ L
株高∥cm

Plant height

分枝数

Branch number

叶数

Leaf number

开花期

Flowering stage
0( CK)      37 .20 a 17 .33 a 20 .67 a 11-07

500 35 .42 a 16 .67 a 19 .33 a 11-08

800 27 .00 ab 14 .11 b 19 .33 a 11-09

1 000 25 .05 b 13 .67 b 14 .33 b 11-13

1 200 23 .59 b 13 .11 b 14 .00 b 11-14

1 500 21 .83 b 12 .78 b 13 .67 b 11-15

 注 : 表中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下表同。

 Note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 same as bel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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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2 可知, 随着 CCC 浓度增加, 菊花的株高表现出逐

渐降低的变化趋势 , 当 CCC 浓度大于1 000 mg/ L 时, 株高矮

化达到了显著差异水平; 且当浓度为1 200 mg/ L 时, 株高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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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5 .67 c m, 达到了较理想的观赏价值。同样, 随着 CCC 浓

度的增加, 菊花的分枝数和叶数也呈现出减少趋势, 当浓度

为1 200 mg/ L 和1 500 mg/ L 时, 二者均与对照有了显著差异。

由此可见,1 200 mg/ L CCC 对于植株矮化, 提高菊花观赏价值

有较好的效果。

2 .2 B9 和 CCC 对菊花开花期的影响 由表1 可知, 与对照

表2 CCC 对菊花株高、分枝数、叶数和开花期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CCConthe plant height ,branchnumber ,leaf number andflowering stage of chrysanthemum

CCC∥mg/ L
株高∥cm

Plant height

分枝数

Branch number

叶数

Leaf number

开花期

Flowering stage
0( CK) 37 .20 a      17 .33 a      20 .67 a 11-07

500 36 .70 a 16 .02 a 20 .45 a 11-07

800 36 .81 a 16 .82 a 17 .67 ab 11-08

1 000 30 .99 b 15 .33 ab 16 .67 ab 11-10

1 200 25 .67 c 13 .27 b 13 .56 b 11-12

1 500 22 .40 c 11 .62 b 13 .67 b 11-16

相比,B9 处理使菊花的开花期有不同程度延迟, 且随着 B9 浓

度的增加, 开花期延迟天数逐渐增多。当 B9 浓度为1 000

mg/ L 时, 开花期较对照延迟了5 d ; 当 B9 浓度为1 500 mg/ L

时, 开花期延迟8 d。

与B9 作用相似,CCC 也有使菊花开花期延迟的作用。

由表2 可知 , 随着 CCC 浓度增大, 菊花开花期逐渐延迟 , 当

CCC 浓度大于1 000 mg/ L 时, 开花期较对照延迟了3 ～9 d。

2 .3  B9 和 CCC 对菊花叶绿素和可溶性糖含量的影响  由

表3 和表4 可知, 与对照相比, B9 和CCC 处理后的菊花叶片

中的叶绿素含量均有显著增加, 说明B9 和 CCC 都有促进叶

绿素合成, 提高光合效率的作用, 能够为延长花时和提高花

质打下良好的物质基础。随着 B9 浓度增加, 菊花叶片中的

叶绿素含量呈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 其中1 000 mg/ L B9 处理

的菊花叶片叶绿素含量最高, 叶色最深 , 光合效率最强, 是最

佳的处理浓度; 而 CCC 处理植株的叶绿素含量随其浓度增加

表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 其中1 500 mg/ L CCC 处理植株的叶

绿素含量最高, 叶色最深。

表3 B9 对菊花叶绿素和可溶性糖含量的影响

Table3  Effects of B9 onthe content of chlorophyll and soluble sugar in

chrysanthemum

B9 ∥mg/ L
叶绿素含量∥mg/ g

Chlorophyll content

可溶性糖含量∥%

Soluble sugar content
0( CK) 1 .26 d     2 .17 c

500 1 .58 b 2 .33 bc

800 1 .62 b 2 .53 b

1 000 1 .75 a 3 .33 a

1 200 1 .44 c 2 .77 b

1 500 1 .48 c 2 .27 bc

  糖类物质是花芽分化和花继续发育的重要营养条件和

物质基础。由表3 和表4 可知,B9 和CCC 处理后植株叶片中

的可溶性糖含量均显著增加, 其中,1 000 mg/ L B9 和1 500

mg/ L CCC 处理后植株的可溶性糖含量最高, 说明B9 和CCC

处理都可以增加叶片中糖类物质的积累。这可能与二者能

够使菊花叶色变深, 光合效率较高有关, 具体机制还有待进

一步研究。

表4 CCC 对菊花叶绿素和可溶性糖含量的影响

Table 4 Effects of CCConthe content of chlorophyll and solublesugar in

chrysanthemum

CCC∥mg/ L
叶绿素含量∥mg/ g

Chlorophyll content

可溶性糖含量∥%

Soluble sugar content
0( CK) 1 .26 c 2 .17 c

500 1 .20 c 2 .47 b

800 1 .34 c 3 .13 a

1 000 1 .25 c 2 .52 b

1 200 1 .58 b 3 .10 a

1 500 1 .72 a 3 .30 a

3  结论

B9 和CCC 对菊花具有显著的矮化效果, 它可使植株变

得紧凑, 达到改善株型的目的。该研究发现, 当 B9 浓度大于

1 000 mg/ L 或CCC 大于1 200 mg/ L 时 , 均能够使菊花的株高

显著降低, 分枝数和叶数显著减少, 达到显著矮化效果。B9

和CCC 都可以使菊花的开花期延迟一定天数, 当 B9 浓度为

1 000 ～1 500 mg/ L 时 , 开花期可推迟5 ～8 d , 当 CCC 浓度大

于1 000 mg/ L 时, 开花期较对照延迟了3～9 d。

喷施B9 和CCC 可以使菊花叶片的叶绿素含量增加, 叶

色加深, 光合效率增强, 同时也使可溶性糖含量显著增加, 为

菊花花芽分化和花继续发育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1 000 mg/ L B9 和1 200 mg/ L CCC 在改善株型、提高菊花

观赏价值和生理品质等方面综合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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