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学通报 2011,27(6):197-200

Chinese Agricultural Science Bulletin

0 引言

龙眼的花芽分化在形态分化完成之后，芽体内叶

原基和花原基同时存在。受外界环境条件的影响，叶

原基可占优势，发育形成营养梢，即“冲梢”现象 [1]。

尤其是在早春低温寒害影响下萌芽推迟，更易受高温

影响而发生严重冲梢。防治龙眼冲梢的措施主要有

松土断根、环割、环剥、人工摘小叶、喷施化学药剂[1-15]

等。其中，松土断根、环割、环剥等方法对树体影响较

大，实施比较困难；人工摘小叶虽然有效，但对于大面

积果园来说难以实施且人工成本太高；喷施化学药剂

的方法快速有效，成本低，对树体影响小，易于推广应

用。

控制龙眼冲梢的化学药剂前人已经做了很多研

究[5-12]。林文忠等[5]研究认为，防止龙眼花穗冲梢的药

物处理最佳时期为花穗主轴伸长 6~9 cm、花穗小叶

处于展叶期，树冠喷施乙烯利300 mg/L +青鲜素300 mg/L

+比久 340 mg/L +多效唑 200 mg/L +0.1%硼砂+0.2%

硫酸锌的混合药液防冲梢效果好；目前，生产上应用

广泛且比较有效的是乙烯利和多效唑，但各地的施用

浓度相差很大，并且针对不同浓度乙烯利和多效唑对

龙眼防冲梢作用的相关研究报道也很少。卢美英等[6]

认为，克服龙眼冲梢要立足于防，在顶芽刚刚萌动，饰

变性叶变软，芽体呈莲座状时喷施 187 mg/L 乙烯

利+180 mg/L多效唑效果好，但没有对乙烯利和多效

唑的使用浓度进行筛选。为此，本试验比较了不同浓

度的乙烯利和多效唑防止龙眼冲梢效果，以寻求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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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龙眼防冲梢药剂配方，为制订龙眼防冲梢措施提供

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时间、地点

田间试验于 2009年在广西农业科学院示范园龙

眼园进行。

1.2 试验材料

供试植株为 15年生‘石硖’龙眼树。试验用药剂

乙烯利为上海澎浦化工厂生产的 40%水剂，多效唑为

上海悦联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的15%粉剂。

1.3 试验设计

1.3.1 试验方法 在龙眼顶芽开始萌动、芽体变软时

（2009年 1月 16日）对结果母枝喷施不同浓度的乙烯

利和多效唑，喷致湿润致刚好滴水为准。采用单因素

随机区组试验设计，15个处理（表1），单株小区，3次重

复。

1.3.2 调查方法 当顶芽主轴生长到 10 cm左右，侧穗

明显伸长，部分小叶展开（2009年 2月 17日），发生明

显冲梢时，记录穗（梢）长、侧穗数、复叶数、小叶数。在

花穗完全形成的初花期（2009年 4月 3日）进行第 2次

调查，记录穗（梢）长、侧穗数、复叶数、小叶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处理30天（冲梢发生期）对龙眼冲梢的影响

2.1.1 不同处理对穗长的影响 龙眼冲梢发生期，冲梢

严重的花穗顶芽生长快，穗长较长；冲梢不严重或者不

冲梢的花穗顶芽生长缓慢，穗长较短。由表2看出，不

同处理对花穗生长、抑制冲梢效果有显著差异。处理

14、处理 10、处理 13、处理 9、处理 3、处理 5、处理 4、处

理 12、处理 11、处理 7、处理 8、处理 2、对照、处理 6、处

理1对穗（梢）长影响依次减小。

2.1.2 不同处理对侧穗的影响 当冲梢发生时，冲梢严

重的龙眼花穗主轴上的饰变性叶展开伸长，形成复叶；

而冲梢不严重或者不冲梢的龙眼花穗饰变性叶基本不

生长或者脱落，同时饰变性叶的叶腋处的芽体伸长发

育成花穗的侧穗。冲梢越严重，饰变性叶生长越快，侧

穗数量越少。因此，侧穗的多少是衡量龙眼花穗冲梢

的重要指标。由表 2看出，处理 7、处理 8、处理 12、处

理 14、处理 9、处理 10、处理 13、处理 5、处理 4、处理 2、

处理 1、处理 3、对照、处理 6、处理 11的侧穗数量依次

减少。

2.1.3 不同处理对复叶数、小叶数的影响 龙眼冲梢过

程中，花穗上的饰变性叶展开伸长，形成复叶和小叶，

复叶和小叶越多说明冲梢越严重，反之冲梢越轻。由

表2看出，处理4、处理14、处理9、处理5、处理13、处理

12、处理 3、处理 10、处理 11、处理 7、处理 2、处理 6、处

理1、处理8、对照的花穗复叶数依次增多；处理4、处理

14、处理 9、处理 5、处理 10、处理 7、处理 3、处理 13、处

理12、处理11、处理6、处理2、处理8、处理1、对照的花

穗小叶数依次增多。

2.1.4 小结 研究结果表明，在冲梢发生期不同处理对

冲梢的影响分为 3种情况。（1）完全冲梢（饰变性叶完

全展开，营养梢生长占优势）；（2）部分冲梢（饰变性、花

原基一起发育，既有展开生长的小叶又有伸长、发育的

侧穗）；（3）少量冲梢（仅有少量小叶展开生长，花穗生

长占优势）。处理 1、处理 2、处理 6、处理 11、对照属于

试验组

编号

处理1

处理2

处理3

处理4

处理5

处理6

处理7

药剂浓度

多效唑

-

-

-

-

90

180

90

乙烯利

100

167

233

300

-

-

100

试验组

编号

处理8

处理9

处理10

处理11

处理12

处理13

处理14

药剂浓度

多效唑

90

90

90

180

180

180

180

乙烯利

167

233

300

100

167

233

300

表1 各处理的药剂使用浓度 mg/L

注：试验对照为清水。

表2 冲梢发生期不同处理对穗（梢）长、

侧穗数、复叶数和小叶数

试验组编号

处理1

处理2

处理3

处理4

处理5

处理6

处理7

处理8

处理9

处理10

处理11

处理12

处理13

处理14

对照

穗（梢）长/cm

15.50 c

15.17 c

12.00 abc

12.67 abc

12.33 abc

15.33 c

14.00 bc

14.33 bc

10.83 abc

10.17 ab

13.67 bc

13.00 abc

10.17 ab

8.83 a

15.17 c

侧穗数/个

4 cd

5 bcd

3 cd

6 bcd

7 abc

0 d

12 a

12 a

10 ab

10 ab

0 d

12 a

8 abc

10 ab

2 cd

复叶数/叶

8 cd

8 cd

6 bcd

0 a

5 bc

8 cd

7 cd

8 cd

4 b

6 bcd

6 bcd

6 bcd

5 bc

3 ab

9 d

小叶数/叶

61 c

58 bc

45 bc

2 a

31 b

56 bc

44 bc

61 c

29 b

42 bc

55 bc

54 bc

45 bc

29 b

89 d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0.05水平上达到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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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冲梢类型；处理3、处理5、处理7、处理8、处理10、

处理12、处理13属于部分冲梢类型；处理4、处理9、处

理14属于少量冲梢类型。

2.2 各处理对龙眼最终成花影响

花穗形成后（初花期）调查穗（梢）长、侧穗数、复叶

数、小叶数，以此来衡量冲梢严重程度和成花质量，即

穗梢长越长、侧穗数越少、复叶数和小叶数越多的冲梢

越严重，反之冲梢越轻、成花越好。

由表 3得出，（1）各处理穗（梢）长由小到大依次

为：处理 13、处理 11、处理 14、处理 12、处理 9、处理 3、

处理7、处理10、处理1、处理8、对照、处理5、处理6、处

理4、处理2；（2）各处理侧穗数由多到少依次为：处理10、

处理8、处理14、处理9、处理4、处理7、处理5、处理13、对

照、处理3、处理1、处理2、处理12、处理6、处理11；（3）各

处理花穗复叶数由少到多依次为：处理 10、处理 9、处

理 4、处理 8、处理 14、对照、处理 3、处理 7、处理 13、处

理 5、处理 1、处理 11、处理 2、处理 6、处理 12；（4）各处

理花穗小叶数由少到多依次为：处理 10、处理 9、处理

4、处理 8、处理 14、对照、处理 13、处理 7、处理 1、处理

3、处理5、处理2、处理6、处理11、处理12。

可见不同处理对冲梢的影响也可分为 3种情况：

（1）不能成花（发育为枝叶）；（2）带叶花穗（花穗上面有

部分小叶）；（3）纯花穗（全部发育成花穗或者带有极少

小叶）。处理6、处理11属于不能成花类型；处理1、处

理2、处理3、处理5、处理12、处理13、对照属于带叶花

穗类型；处理4、处理8、处理9、处理10、处理14属于纯

花穗类型。

2.3 对比分析

对比前后 2次观测结果发现，冲梢期仅有少量冲

梢的处理 4、处理 9、处理 14，到后期能够形成纯花穗，

处理8、处理10前期属于部分冲梢类型，后期发育成纯

花穗类型。

对比成花质量来看，处理 4、处理 8、处理 9、处理

10、处理14属于纯花穗。其中，处理4花穗穗长较长，

侧穗较少，这种类型的花穗花量较少；处理14花穗短，

节间过密，花朵簇拥成团，影响座果和果实发育；处理

8、处理 9、处理 10花穗长度适中，侧穗分支多，这种花

穗花量多，符合生产需要。但处理 8由于乙烯利浓度

较低，花穗有冲梢的倾向，如果在喷施过程中浓度把握

不好或者喷施不够均匀也会发生冲梢。

3 结论与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单一使用多效唑或乙烯利预防冲

梢的效果不理想，而混合使用多效唑和乙烯利预防冲

梢的作用则较为有效。试验发现，不同浓度组合的乙

烯利、多效唑均能抑制龙眼花穗的营养生长、促进花芽

形态分化。但是浓度太低的组合控冲梢效果不明显，

浓度太高又会抑制花穗生长。根据本试验结果以及多

年生产实践经验，乙烯利浓度200 ~300 mg/L和多效唑

浓度 90~180 mg/L的组合有效且安全，可在生产上推

广应用。本试验结果与林文忠[5]、卢美英[6]等前人研究

结果一致。由于乙烯利和多效唑的使用浓度受树势和

气象因素的影响较大，因此应根据树体生长情况和气

温、空气湿度的高低，在上述药剂使用浓度范围内进行

适当调节（在树势弱、气温高、空气湿度低时适当降低

使用浓度），或根据具体情况补喷 1~2次，以取得最佳

的防冲梢效果。

除了药剂的使用浓度外，喷布的时期也是关键。

当龙眼花穗顶芽刚开始萌动，芽体变软时喷布控梢药

物防冲梢的效果最好，这与卢美英等[6]提出的克服龙

眼冲梢要立足于防的观点相同。而如果在龙眼冲梢

发生后喷施控梢药物，此时气温偏高，小叶生长迅速，

喷施的药物既要杀死小叶，又不能影响花芽生长，药

剂浓度就比较难掌控，容易发生控梢不成功小叶继续

生长，或者花芽受损的情况，且此时小叶已经生长消

耗大量树体营养，对后续的花芽生长和开花坐果造成

影响。因此，在龙眼顶芽萌动时喷施化学调控药剂是

预防龙眼花穗冲梢、促进花穗形成、提高花穗质量的

处理1

处理2

处理3

处理4

处理5

处理6

处理7

处理8

处理9

处理10

处理11

处理12

处理13

处理14

对照

穗（梢）长/cm

22.33 ab

28.33 a

21.67 ab

26.00 ab

22.67 ab

23.00 ab

22.00 ab

22.33 ab

19.67 ab

22.00 ab

16.67 ab

17.67 ab

16.00 b

17.00 ab

22.33 ab

侧穗数/个

7 bc

7 bc

8 abc

11 abc

9 abc

0 c

10 abc

20 ab

12 abc

22 a

0 c

4 c

9 abc

13 abc

9 abc

复叶数/叶

6 bc

8 c

5 bc

1 a

6 bc

8 c

5 bc

1 a

0 a

0 a

7 bc

9 c

5 bc

1 a

4 ab

小叶数/叶

49 cd

58 cd

49 cd

5 a

51 cd

62 d

46 cd

8 ab

2 a

0 a

62 d

65 d

37 bcd

9 ab

29 abc

表3 花穗形成期不同处理龙眼花穗的穗长、

侧穗数、复叶数和小叶数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0.05水平上达到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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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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