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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不同浓度GGR 生根粉处理葡萄硬枝插条的扦插 , 结果表明 : 较高浓度处理的插条容易生根、长叶 ,最适宜的浓度范围为50 ～100
mg/ L ;浓度过高易生根 , 但难长叶 ; 平均生根数和根重随浓度增大而增加 ,500 mg/ L 处理时略有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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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GGR Powder on Grape Cutting
CAO Shou-jin  (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004)
Abstract  The grape cutti ng was treated with GGR powder .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GGR powder of higher concentration was easy for growing roots and
leaves ,whose opiti mal concentrationrange was 50～100 mg/ L. Inthe course of growi ng roots and leaves , the higher concentration was easy for forming
roots ,but hard for formi ng leaves .Mean quantity and weight of root increased withthe GGRconcentration increasing ,but those decreased slightly with 500
mg/ L GGR powder trea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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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 Vitis vi nifera L .) 是葡萄科葡萄属多年生滕本果树。

葡萄果实质软多汁, 酸甜可口, 营养价值很高 , 是人们喜爱的

鲜食水果之一[ 1] 。目前生产上葡萄繁殖一般以扦插为主, 但

常规处理插条生根往往比较困难, 且根量少, 质量差[ 2] 。笔

者研究了不同浓度 GGR 生根粉对葡萄插条生根的影响, 旨

在确定葡萄扦插成苗的GGR 生根粉最佳浓度范围。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2006 年4 ～6 月在长沙市园艺所沙床上进行。供

试葡萄品种为巨峰。将1 年生成熟、无病虫害的硬枝插条剪

成含有2 个芽的茎段, 上剪口距顶芽2 ～3 c m 处平剪, 下剪口

沿底芽一侧成45°倾斜剪截, 每20 根扎成1 捆。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3 次重复。设6 个处理: ①10 mg/ L

GGR 生根粉 , ②20 mg/ L GGR 生根粉, ③50 mg/ L GGR 生根粉 ,

④100 mg/ L GGR 生根粉, ⑤500 mg/ L, ⑥( CK) 清水。插条浸

泡深度为3 ～4 c m, 浸泡时间为5 h。浸泡后立即进行地膜扦

插, 插后立即加盖小拱棚, 使温度控制在23 ～25 ℃, 湿度以地

表不见白为度。5 月5 日后根据气温变化, 白天揭棚, 晚上盖

棚, 阴天不揭棚。5 月28 日除去小拱棚覆盖物, 每日浇水1

次, 阴天停浇。6 月9 日除去地膜。6 月20 ～22 日进行结果

调查, 测定生根率、生叶率、根数、叶数、根长和根、叶重量及

其比值等指标。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浓度 GGR 生根粉对扦插生根的影响  从表1 可

以看出 , 随着 GGR 生根粉浓度的升高, 生根率、株平均生根

数逐渐增加, 到100 mg/ L 浓度处生根率、株平均生根数达到

最大值 , 当浓度达到500 mg/ L 时生根率、株平均生根数又降

低; 平均生根长度、株平均根重随 GGR 生根粉浓度变化波动

幅度较大。

2 .2  不同浓度 GGR 生根粉对扦插生叶的影响  表2 表明 ,

随着GGR 生根粉浓度的升高 , 株平均叶片数逐渐增多,100

mg/ L 时达到最大值, 当浓度升高至500 mg/ L 时又减少 ; 株平

均叶重也随 GGR 生根粉浓度的升高而增大, 当浓度达到50

mg/ L 时达到最大值, 以后随浓度升高依次降低 ; 除GGR 生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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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10 mg/ L 处理的生叶率低于对照外, 其他处理的生叶率均

高于对照。

  表1 不同浓度GGR 生根粉对扦插生根的影响

处理
生根率

%

株平均生根

数∥个

平均生根长度

cm

株平均根重

g
① 69   8 .20 1.76 0 .17
② 72 9 .55 1.82 0 .41
③ 83 16 .80 2.04 0 .91
④ 85 20 .25 2.10 0 .97
⑤ 71 15 .69 1.78 0 .89
⑥( CK) 65 7 .09 1.56 0 .15

  表2 不同浓度GGR 生根粉对扦插生叶的影响

处理 生叶率∥% 株平均叶片数∥个 株平均叶重∥g

① 65 2 .45 0 .93
② 69 2 .90 1 .03
③ 84 3 .70 1 .81
④ 83 4 .21 1 .76
⑤ 72 3 .15 1 .58
⑥( CK) 67 2 .31 0 .88

2 .3  不同浓度 GGR 生根粉对扦插生根、叶关系的影响 表

3 表明,GGR 生根粉处理巨峰葡萄插穗后, 根、叶相互关系表

现出高浓度易生根, 难成叶。500 mg/ L GGR 生根粉处理叶

数/ 根数比值比100 mg/ L GGR 生根粉处理大, 而叶重/ 根重比

值小, 表明500 mg/ L GGR 生根粉处理的根少, 但粗根多或叶

小而数量多 ; 总体上叶重/ 根长比值随生根粉浓度增高而表

现出降低趋势, 并且于50 和500 mg/ L GGR 生根粉处有2 次

起伏, 且 50 mg/ L GGR 生根 粉 浓 度处 理 的变 化 幅 度 比

500 mg/ L GGR 生根粉浓度处理大。所以,GGR 生根粉处理浓

度在50～100 mg/ L 时对刺激长叶及生根的综合效果较好。

  表3  不同浓度GGR 生根粉对扦插生根、叶关系的影响

处理 叶重/ 根重 叶数/ 根数 叶重/ 根长

① 5 .50 0 .30 0 .53
② 2 .50 0 .31 0 .57
③ 1 .99 0 .22 0 .89
④ 1 .81 0 .20 0 .84
⑤ 1 .78 0 .21 0 .88
⑥( CK) 5 .90 0 .33 0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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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证。①加强农业科学技术要为农民服务的思想倡导。

农业科学技术要深入农村, 指导农业生产, 帮助农民提高产

量、增加收入。②实行劳动力转移技术培训制度。对过剩的

劳动力进行上岗培训, 不断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

能力。③把边远地区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上升为影响农

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来对待, 防止农民因病致贫、返贫。

对于边远地区农民看病问题, 应该以预防为主 , 实施分级保

障体系。小病的治疗最妙莫过于恢复曾令世界震惊的我国

首创的、“贫下中农人人夸”的赤脚医生制度; 对于大病有现

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保障 ; 对于特大疾病要依靠社会

保险体系来进一步完善保障功能。具有进步思想、先进技术

和健康身体的劳动力是发展农村经济的必要条件。

2 .3 自然环境  边远地区农村自然环境大多比较艰苦, 地

形复杂、气候恶劣、交通不便已成了它们的代名词了。这给

开发、建设规模化农业生产带来先天不利的条件。边远地区

农民形成了牢固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观念。他们无论地

势有多险峻, 也会不惧千辛万苦在石头缝里种粮食、求生存。

例如, 云南省寻甸县金源乡的农民就是在坡度为70°的山上

种口粮, 山下是湍急的河水, 稍不留神就会掉进万丈深渊, 而

每年几乎都有不慎者坠落山谷的河中丧命。从经济学的角

度来分析, 这是一种投入与产出极不均衡的经济活动。

因此, 在发展边远地区农村经济时要改革创新, 要顺应

自然环境 , 从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 ,

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民擅长的技术, 大力开发特色经济, 让农

民走出从石缝中种口粮、求生存的困境, 走向“一村一品”的

致富之路。肇庆地区郁南县原是一个出名的贫困山区。通

过科技创新, 该县种植出“无核黄皮”, 并且被誉为“中国无核

黄皮之乡”, 如今村民每年平均收入达到十万元人民币。由

于“无核黄皮”市场销售畅旺, 供不应求, 经济效益可观, 目前

“无核黄皮”种植已辐射到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州、肇庆、江

门以及湛江、茂名和广西等地 , 形成了区域经济。

2 .4  商品流通  商品流通是发展经济的根本途径。重生

产、轻流通是制约农业生产、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农民收

入是反映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一项综合性的指标。当前

边远地区农村商品流通存在以下制约因素:

( 1) 以集市为主的商品流通方式。边远地区的农村还沿

袭着几千年的“3 日为虚、10 日为市”的传统集市习俗, 与21

世纪信息互联网、国际一体化的市场经济形成巨大的反差。

集市在我国最早始创于原始社会后期, 当时为了适应商品交

换的需要, 炎帝在姜化城( 今天的宝鸡市) 创建了古代的集

市, 约定“日中为市”。而今天的农民必须依靠在集市上出售

一些自己“消费不了的农产品”或手工艺品用于购买自己所

需的物品。这是一种接近原始性的商品交换方式 , 与当今的

社会经济发展极不相适应, 这必然导致农产品市场欠发达 ,

制约农业生产的发展。

( 2) 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低下。边远地区农村的农产品生

产以家庭小规模方式为主, 农产品交易以简单的交换形式为

主, 农产品价格与工业品价格相比较低, 两者比值的“剪刀

差”较大。这种商品化程度低下的状况严重影响农民的收入

水平和实际购买能力的提高。

( 3) 缺少有效的市场信息和专业技术的指导。当前 , 有

的农村地区之所以贫困, 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于不能生产产

品, 而是由于商品流通没有搞活。由于没能掌握市场需求信

息, 农产品的种植规模受到限制, 造成经济发展受到制约。

另外, 由于缺乏专业技术的指导 , 仅靠农户自己摸索 , 生产出

来的农产品质量良莠不齐, 影响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提高。

解决农产品流通问题的思路: ①由传统集市转变为农产

品展销会, 促进农业生产和扩大市场流通量; ②发展农产品

的连锁零售业 , 逐步完成农产品从销地批发向产地批发转

移, 使广大农民在农业商品经济关系中处于主动地位; ③建

立完整的农产品市场信息网络, 把农产品市场供应和需求信

息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农村的每个角落, 树立农民敢于参与

市场竞争的信心。

3  结语

发展边远地区农村经济关键要更新思想, 依靠科学技

术, 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经济; 要重视对农村劳动力技术和

素质的培训 , 使他们成为有文化的劳动者; 要坚持不懈地培

育和发展农产品流通市场, 建立完整的农产品信息网络, 实

行多类型、多渠道农产品营销策略; 通过体制改革, 强化农村

信用合作社的服务功能, 使资金最大限度地在边远地区农村

经济发展中发挥出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党和政府富农政策

的指引下, 边远地区农村将走进一个农业生产丰收、农产品

市场繁荣、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城乡经济携手

共进的富裕和谐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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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与讨论

( 1) 试验表明, 随着 GGR 生根粉处理浓度升高 , 扦插葡

萄生根量增加 , 其中100 mg/ L 为最佳促根浓度。

( 2) 研究表明 , 随 GGR 生根粉浓度升高生叶量也逐渐

增加 , 以100 mg/ L 生根粉浓度处理的生根量最大 , 浓度继续

升高而叶的生长量降低。生根率和平均生根长度随生根粉

浓度波动幅度大 , 不能很好地反映 GGR 生根粉的处 理

效果。

( 3) 通过对根重、叶重的比较 , 发现高浓度 GGR 生根粉

处理的插条易生根、难长叶。结果表明,50 ～100 mg/ L GGR

生根粉为最佳生根浓度范围; 50 mg/ L GGR 生根粉处理较

100 mg/ L GGR 生根粉处理生根率高、生根数少, 产生的长根

多;100 mg/ L GGR 生根粉处理较50 mg/ L GGR 生根粉处理

生叶数多、叶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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