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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葡萄生产提供理论依据。用不同浓度的GA3 处理初花期、盛花期和末花期的巨峰葡萄 , 研究GA3 对葡萄果实重量、种子数量及
青果数的影响。与对照相比 ,各处理都明显提高了葡萄的青果数, 其中以初花期37 .5 mg/ L 的 GA3 处理青果数为最多 , 达51 .0 个 , 但初

花期12 .5 mg/ L、盛花期25 .0 mg/ L、末花期25 .0～50 .0 mg/ L 的GA3 处理果实青果数相对较少 ;各处理均不同程度地提高了无籽果比率 ,
降低了1 ～4 籽果数 ,初花期以50 .0 mg/ L 的GA3 处理的效果最佳 , 盛花期和末花期以37 .5 mg/ L 的GA3 处理的效果最佳 ; 各处理不同程
度地降低了平均单果重 ,25 .0 mg/ L GA3 处理的平均单果重最小。各GA3 处理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单果重 ,增加了果实小青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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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GA3 Treatment in Flowering Stage onthe Fruit and Seeds of Kyoho Grape
CHEN Xiao-dong et al  ( Committee of Agriculture of Fanchang County in Anhui Province ,Fanchang ,Anhui 241200)
Abstract  The ai mof the research w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roductionof grape . Kyoho grape in early flowering stage , peak floweri ng stage
and late flowering stage were tre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GA3to study the effects of GA3 on grape fruit weight , seed amount and i mmature fruit
number .Compared with CK, the i mmature fruit number of grape in all treat ments was obviously increased , in which, the i mmature fruit number in treat-
ments of with 37 .5 mg/ L GA3 in early floweri ng stage was most ( up to 51 .0) , while those intreatments with GA3at 12 .5 mg/ Lin early flowering stage ,
25 .0 mg/ Li n peakflowering stage and 25 .0～50 .0 mg/ L inlate flowering stage were relatively less . All the treat ments increased the seedless fruit ratio
and decreased the number of fruits with1 ～4 seeds .The effect of treatment with50 .0 mg/ L GA3 was best inearly flowering stage and that of treat ment with
37 .5 mg/ L GA3 was best i n peakflowering stage and late flowering stage . Average fruit weight in all treatments was decreased ,with that intreatment of
25 .0 mg/ L GA3 being least . All treatments decreased the fruit weight and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little i mmature fruit .
Key words  Flowering period ;GA3 ;Kyoho grape ;Seedless

  近年来, 国内外对葡萄无核化研究报道较多[ 1 - 3] , 由于

巨峰系葡萄经GA3 处理后, 对果实的青果数量影响较大, 目

前关于此类报道较少。笔者重点研究花期不同 GA3 处理对

葡萄种子数和小青果数量的影响, 以期找出它们的内在联

系, 为葡萄生产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园区概况  试验地地处合肥地区, 年≥10 ℃的有

效积温在5 500 ～6 500 ℃, 年总辐射量为4 .2×105 ～5 .0 ×105

J/ c m2 , 年均日照时数为1 800 ～2 200 h , 平均气温16 .7 ℃, 极

端最低气温 - 20 .6 ℃ , 极端最高气温40 ℃, 年均降水量约

1 000 mm, 无霜期超过220 d 。春季多为低温阴雨天气, 降水

量占全年降水量的一半以上, 常出现伏秋干旱。试验地为黏

黄壤土, 黏性中等 , 土层厚, 有机质含量中等, 全 N 含量1 .48

g/ kg , 全P 含量1 .26 g/ kg ,pH 值6 .5 左右 , 灌溉条件一般。

1 .2 供试材料 供试品种为10 年生“巨峰”葡萄。均采用单

壁篱架式栽培, 株行距为1 .5 m×3 .0 m。1 m2 架面平均留10

～12 个枝条,8～10 穗果 , 植株生长正常。试验药剂为上海溶

剂厂生产的生化试剂赤霉素 GA3 , 纯度为99 .0 % 。

1 .3  试验方法 试验于2006 年在安徽省农科院园艺所试验

果园进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5 次重复。选择生长中等、整

齐一致的植株进行处理, 果穗为中上部果穗。GA3 处理浓度

0( CK) 、12 .5 、25 .0 、37 .5、50 .0 mg/ L 。花期的划分根据葡萄开

花特点划分3 个时期: 从穗肩向穗尖的1/ 3 开花为初花期, 从

穗肩向穗尖的1/ 3 段～2/ 3 段开花期为盛花期, 从穗肩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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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穗尖全部开花时期为末花期。果实指标在安徽省农科院

园艺所实验室测定, 试验数据的整理、汇总和初步分析在 Ex-

cel 中完成。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花期不同浓度 GA3 处理对葡萄青果数的影响  

由图1 可知, 不同花期不同浓度的 GA3 处理都明显提高了葡

萄的青果数, 对照青果数为0 。其中, 初花期以37 .5 mg/ L 处

理的青果数最多 , 达51 .0 个, 而以50 .0 mg/ L 处理的青果数

最低为19 .0 个; 盛花期37 .5 mg/ L 处理的青果数最多为50 .5

个, 其余12 .5、25 .0、50 .0 mg/ L 处理为40 .8 个、25 .0 个和23 .0

个; 末花期 12 .5 mg/ L 浓度处理的青果数最多为35 .3 个 ,

50 .0 、37 .5 和25 .0 mg/ L 浓度处理的结果为26 .3 个、23 .0 个

和22 .5 个。就不同浓度处理而言 , 50 .0 mg/ L 处理的青果数

在不同花期中, 平均为22 .7 个, 较其他浓度处理的平均青果

数都少; 其次为25 .0 mg/ L 的浓度处理, 平均青果数为23 .1

个。在实际生产中, 青果数的多少直接影响葡萄果实的品质

和经济效益, 果实青果数越少品质越好 , 分析表明: 以初花期

12 .5 mg/ L , 盛花期25 .0 mg/ L , 末花期25 .0 ～50 .0 mg/ L 处理

的果实青果数相对较少。

2 .2 不同花期不同浓度 GA3 处理对葡萄种子数的影响

2 .2 .1 初花期不同浓度GA3 处理对葡萄种子数的影响。由

图2 可知, 初花期不同浓度 GA3 处理对葡萄果实的种籽粒

( 以下通称籽果) 含量的效应明显。对照 CK 含种籽果实百分

比为100 % , 其中1 籽果占55 .6 % ,2 籽果30 .6 % ,3 籽果和4

籽果分别占11 .1 % 和2 .8 % 。与CK 相比, 不同浓度GA3 处理

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0 籽果比率, 其中以50 .0 mg/ L 处理最

明显,0 籽果占各果数的百分比达84 .8 % ; 其次为37 .5 mg/ L

处理,0 籽果比率为81 .3 % ;12 .5 和25 .0 mg/ L 浓度处理的0

籽果比率分别为57 .2 % 和78 .2 % ;CK 为0。与CK 相比,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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籽果数也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其中以50 .0 mg/ L 浓度处理

效果最佳 ,1 籽果为10 .9 % ,2 籽果和3 籽果均为2 .2 % , 无4

籽果; 其次为37 .5 mg/ L 处理,1 籽果为15 .5 % ,2 籽果为2 .

8 % ,3 籽果为0 .4 % ,4 籽果为0。

2 .2 .2 盛花期GA3 不同浓度处理对葡萄种子数的影响。盛

花期GA3 不同浓度处理对葡萄果实内籽粒的效应也较明显

( 图3) 。与CK 比较,GA3 不同浓度处理0 籽果都不同程度的

提高,37 .5 mg/ L 处理最明显,0 籽果占各果数的百分比达到

84 .5 % ; 其次25 .0 mg/ L 处理为80 .7 % ;12 .5 和50 .0 mg/ L 处

理分别为75 .5 % 和67 .8 % ;CK 为0 。1 ～4 籽果百分比数, 各

处理与CK 比较, 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其中37 .5 mg/ L 处理

效果最好。

  图1 GA3 不同处理浓度及处理时期对      图2 初花期不同浓度GA3         图3 盛花期不同浓度GA3

     葡萄青果数的影响             处理对果实种子的影响           处理对果实种子的影响

2 .2 .3 末花期不同浓度GA3 处理对葡萄种子数的影响。末

花期不同浓度GA3 处理对葡萄果实内籽粒数的影响结果表

明( 图4) , 与对照( CK) 比较,0 籽果都不同程度的提高, 但各

浓度处理结果有一定的差距,37 .5 mg/ L 处理最佳 ,0 籽果占

各果数的百分比达 91 .5 % , 其次12 .5 mg/ L 浓度 处理为

81 .8 % ,25 .0 和50 .0 mg/ L 浓度处理分别为81 .1 % 和79 .1 % ,

CK 为0。1～4 籽果所占百分比与 CK 比较, 所有处理不同程

度的降低, 其中37 .5 mg/ L 浓度处理效果明显 ,1 籽果占

6 .4 % ,2 籽果占2 .1 % ,3 籽果和4 籽果为0 ; 其次为12 .5 和

25 .0 mg/ L 浓度处理。

2 .3  不同花期不同浓度 GA3 处理对葡萄平均核粒数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 图5) , 不同花期不同浓度 GA3 处理对葡萄

的平均核粒数的影响较大, 与对照相比, 各处理都大大降低

了平均核粒数。初花期25 .0 mg/ L 浓度处理的平均核粒数最

少,37 .5 和50 .0 mg/ L 浓度处理相近 , 较大的为12 .5 mg/ L 浓

度处理; 盛花期50 .0 mg/ L 浓度处理平均核粒数略大 , 其他

GA3 浓度处理平均核粒数基本相同; 末花期37 .5 mg/ L 浓度

处理的平均核粒数最少,12 .5 和25 .0 mg/ L 浓度处理相近 , 较

大的为50 .0 mg/ L 浓度处理。

2 .4  不同花期不同浓度 GA3 处理对葡萄果实单果重的影响

 试验表明( 图6) , 不同花期不同浓度 GA3 处理对葡萄单果

重影响较为明显, 与对照相比, 各处理的平均单果重 , 不同程

度地减少。所有花期处理,GA3 的25 .0 mg/ L 浓度处理在所

有的浓度处理中, 平均单果重最小, 其他浓度处理在不同花

期的平均单果重有所变化。

  图4 末花期不同浓度GA3 处理对     图5 GA3 浓度及处理时期对葡萄     图6 GA3 浓度及处理时期对葡萄

    果实种子的影响             平均果核数的影响            平均单果重的影响

3  小结与讨论

( 1) 经 GA3 不同浓度处理后, 葡萄果实小青果数明显增

加, 其中初花期的37 .5 mg/ L 处理青果数为最多达51 .0 个。

由于青果不能成熟 , 青果粒过多, 影响品质。小青果一直是

葡萄无核化中难以解决的关键问题, 生产中应根据葡萄无核

化幼果的发育特点, 积极采取相应的栽培技术 , 防止和减少

青果的发生。

( 2) 初花期和盛花期不同浓度 GA3 处理对葡萄果实的种

籽粒含量的影响明显。与对照相比, 不同浓度 GA3 处理都不

同程度地提高了0 籽果比率 ,1 ～4 籽果数也都有不同程度的

降低, 初花期以50 .0 mg/ L 浓度处理效果最佳, 盛花期以37 .5

( 下转第96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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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 光照强度再进一步提高, 小蠹虫爬行速度无显著变化。

试验表明, 光滑足距小蠹雌成虫有明显的趋光性, 在一定范

围内, 其趋光性强弱与光照强度有密切关系( 图1) 。

图1 光滑足距小蠹爬行速度与光照强度的关系

2 .2  光照对起飞虫量的影响  25 ℃时, 在完全黑暗下, 光

滑足距小蠹雌成虫不起飞, 当给光之后 , 开始出现起飞行为。

光照强度从1 lx 到1 500 lx 起飞虫量逐渐增多, 光照强度为

1 500lx 时, 起飞虫量达到供试虫量的83 .3 % , 当光照强度超

过1 500lx 后, 起飞虫量又逐渐减少( 图2) 。

图2 光滑足距小蠹起飞虫量与光照强度的关系

2 .3 温度对起飞虫量的影响 光照强度为400lx 时, 温度21

～35 ℃, 起飞虫量的变化趋势见图3 。温度低于21 ℃时, 光

滑足距小蠹虫不起飞。温度为21 ℃时, 起飞虫量很少, 仅占

供试蠹虫总量的3 % 左右;21～30 ℃, 起飞虫量逐渐增加; 在

25 ～27 ℃, 起飞虫量较多 , 达到供试蠹虫总量的70 % ; 以后随

温度继续升高, 起飞虫量减少, 当温度升到35 ℃时, 光滑足

距小蠹雌成虫无起飞行为。

3  结论和讨论

光滑足距小蠹雌成虫具有明显的趋光性。在光照强度1

～400 lx , 光照强度愈大 , 光滑足距小蠹雌成虫趋光性愈强。

趋光性行为在引导光滑足距小蠹雌成虫出孔起飞 , 寻找寄主

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5 ℃时, 在完全黑暗条件下 , 光滑足距小蠹雌成虫不起

飞; 在光照强度1 ～1 500 lx , 光滑足距小蠹雌成虫起飞虫量随

光照强度的提高而逐渐增多; 当光照强度超过1 500 lx 时, 起

飞虫量又逐渐减少。可见, 光照是光滑足距小蠹雌成虫起飞

的一个必要条件, 而且光滑足距小蠹雌成虫起飞喜低光照强

度条件。Weber 也指出, 该小蠹田间飞行喜低光照强度 , 田间

晴天飞行活动最活跃的时间是在下午晚些时候至天黑之前 ,

天黑后不再飞行[ 5] 。

图3 光滑足距小蠹起飞虫量与温度的关系

在光照强度为400lx 的条件下, 温度低于21 ℃时 , 光滑

足距小蠹雌成虫不起飞,21 ～30 ℃, 起飞虫量随着温度升高

而增加, 但当温度升至35 ℃时, 光滑足距小蠹雌成虫停止起

飞。田间该小蠹在温度低于21 ℃时也不飞行[ 5] 。

研究表明 , 光照和温度两个因素中, 温度是光滑足距小

蠹雌成虫起飞行为的先决条件, 只有当环境温度高于该小蠹

起飞活动的临界温度( 21 ℃) , 即起飞所需的最低温度时, 在

低光照强度下, 光滑足距小蠹雌成虫才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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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 L 浓度处理效果最佳。

( 3) 不同浓度 GA3 处理对葡萄无核化单果重影响较为明

显。经无核化处理的果实, 无核率越高, 果实单果重下降越

多, 最多为4～5 g 。可能是果实种子数的减少, 直接引起果

实内的生长素、细胞分裂素水平下降,ABA、乙烯等抑制物质

的增加, 抑制生长 , 果实的内含物( 糖、酸等) 增加, 促进衰老 ,

使果实提前成熟,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提高 , 单果重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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