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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截后芒果花芽分化期间 ＡＢＡ含量的变化

彭　磊１，高小俊１，龙雯虹１，吴兴恩１，周　玲２，董广平１，王　莹１

（１云南农业大学 园林园艺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０１；２云南农业大学 龙润普洱茶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０１）

摘要：利用芒果花枝短截后剪口芽在当年春季还能再次进行花芽分化并开花结果的现象，于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５日，对
正在开花的结果母枝进行短截，每隔５ｄ短截１次。研究花芽再次分化过程中剪口芽、叶片及附近韧皮部内植物激
素脱落酸 （ＡＢＡ）含量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剪口芽、叶片内ＡＢＡ含量在２月２５日达到最高，分别为３８２６２０９，
５３２２３５２ｎｇ／ｇＦＷ，韧皮部于３月２日达到最高 （２８２２２１２ｎｇ／ｇＦＷ）；３月７日，剪口芽、叶片和韧皮部内ＡＢＡ含量
降至最低，分别为９２４６２５，２３４６３８９，１７８６５３４ｎｇ／ｇＦＷ。在整个花芽分化过程中，短截植株剪口芽、叶片及附近
韧皮部平均含量分别为１７１７０８３，３３５２５８９，１８５２８０８ｎｇ／ｇＦＷ；对照植株剪口芽、叶片及附近韧皮部于３月２日达
到最高，分别为 ３７７６４１０，３２９１０７３，２４４１９３０ｎｇ／ｇＦＷ，３月 ７日降至最低，分别为 ７３６７９８，２１５６７２１，
１６５２３１６ｎｇ／ｇＦＷ，平均含量分别为１４６３６９６，２９８１０７２，１６６２３４８ｎｇ／ｇＦＷ。
关键词：芒果；花芽分化；结果枝短截；脱落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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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大部分芒果产区每年都有倒春寒发生，
花穗受害程度随倒春寒发生程度不同有很大差异，

发生严重的年份，几乎绝收。我们发现短截芒果

花枝后，剪口下１～３芽没抽梢而开花，倒春寒和
花期主要病害白粉病危害高峰过后进入盛花

期［１］。此开花特性的发现，在芒果花期回避自然

灾害和减少农药用量、促进环境保护中有较大应

用价值。此试验主要对芒果花枝短截后剪口芽、

附近韧皮部、叶片内植物激素脱落酸 （ａｂｓｃｕｓｕｃ
ａｃｉｄ，ＡＢＡ）含量进行定期检测，探索花芽分化
进程中ＡＢＡ含量的变化规律，研究其在花芽分化
中的作用。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试验在元江农场 （海拔５８５ｍ）进行。选用

１４年生，长势及树体营养基本一致的三年芒植株
为试验材料。

１２　方法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５日，对正在开花的结果母枝进行

短截，单株为一重复，共重复５次。以后每５ｄ随机
选取植株上、中、下部剪口芽、附近韧皮部、叶片

进行采样，直至花芽开始膨大、准备萌发时止。设

不短截植株为对照 （采样时才进行短截，取剪口芽、

附近韧皮部、叶片）。各重复中采过样的枝用红油漆

进行标记，避免重复采样。采下的材料放入自封袋，

封好后置入冰壶带回实验室检测。用酶联免疫吸附

分析方法 （ＥＬＩＳＡ）［２］测定ＡＢＡ含量，试剂盒由中国
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提供。

１３　数据处理
用Ｅｘｃｅｌ对原始数据进行初步整理，用 ＤＰＳ

（Ｄｕｎｃａｎ法）进行显著差异性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剪口芽花芽分化期间外观性状变化
从短截至花芽开始膨大，剪口芽外观性状有

较明显变化。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５日短截时，剪口芽
镶嵌于叶腋内呈扁平状，芽眼呈绿色；芽体最外

层垂直方向的左右两侧各有一鳞片包被，两鳞片

非闭合，类似半闭的眼睛。２月２５日，芽体稍微
向上凸起，此时可见最外层鳞片下，芽体水平方

向的上下两侧也各有一鳞片包被，芽眼中心颜色

趋向于蜡黄。３月２～７日，芽体逐渐膨大，且呈
蜡黄、半透明状，透明性较３月２日有较大增加。

３月７日后此现象逐渐消失而绿色增加。至１２日
花芽进入松散及花穗伸长期。

２２　剪口芽内ＡＢＡ含量的动态变化
２月１５日短截后，剪口芽内 ＡＢＡ含量呈持

续上升趋势，２月 ２０日至 ２５日增幅最大，从
８１３６２８ｎｇ／ｇＦＷ增加至３８２６２０９ｎｇ／ｇＦＷ，且达
到最高水平值 （３８２６２０９ｎｇ／ｇＦＷ）。而后呈下
降趋势，３月２日至７日下降最多，从３１７９２２０
ｎｇ／ｇＦＷ下降至９２４６４５ｎｇ／ｇＦＷ （见图１）。２月
１５日至２０日期间，对照的芽内ＡＢＡ含量呈下降趋
势，从６３５２９７ｎｇ／ｇＦＷ下降至对照最低水平值
４１６６７８ｎｇ／ｇＦＷ，而后呈迅速上升趋势，于３月２
日达到最高水平值 （３７７６４１ｎｇ／ｇＦＷ），随后又急
速下降至７３６７９８ｎｇ／ｇＦＷ（３月７日）（见图１）。

处理于２月２５日芽内 ＡＢＡ含量达最高值，
比对照最高值出现时间早 ５ｄ，且高于对照
４９７９９ｎｇ／ｇＦＷ。处理最低值出现于短截当日 （２
月１５日），比对照最低值出现时间早５ｄ，且高于
对照１１８６８８ｎｇ／ｇＦＷ。表明短截后花芽分化期间
剪口芽内高水平的ＡＢＡ有利于芒果再次进行花芽
分化。统计分析表明：２月２５日处理与对照植株
剪口芽内ＡＢＡ含量在５％水平上差异显著，其他
时间均不显著。

２３　韧皮部内ＡＢＡ含量的动态变化
２月１５日至 ２０日，处理与对照韧皮部内

ＡＢＡ含量均呈下降趋势，且分别降至最低水平 （

８９１６６１，４９２５６５ｎｇ／ｇＦＷ）；２月２０日至２５日
大幅上升后，于３月２日分别逐渐达到最高含量
水平，分别为 ２８２２２１２，２４４１９３ｎｇ／ｇＦＷ；随
后于 ３月 ７日又分别大幅下降至 １７８６５３４，
１６５２３１６ｎｇ／ｇＦＷ （见图２）。

在整个花芽分化期间，处理与对照韧皮部内

ＡＢＡ含量出现最高值和最低值的时间相同，含量消
涨趋势也基本一致。统计分析表明：芒果再次花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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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期间，韧皮部内各阶段ＡＢＡ含量差异不显著。
２４　叶片内ＡＢＡ含量的动态变化

２月１５日至２０日，处理与对照叶片内ＡＢＡ含
量均 呈 下 降 趋 势，且 分 别 降 至 最 低 水 平

（１４２１２１１，１８９４２６９ｎｇ／ｇＦＷ）；２月 ２０日至 ２５
日，剪口叶内ＡＢＡ含量大幅上升，达到５７０４７３８
ｎｇ／ｇＦＷ，对照叶内含量也上升至 ３４２０７１２ｎｇ／
ｇＦＷ，处理与对照均同时达到最高水平。之后逐渐
下降，于 ３月 ２日至 ７日分别大幅下降至
２３４６３８９，２１５６７２１ｎｇ／ｇＦＷ。（见图３）。

在整个花芽分化期间，处理与对照叶片内

ＡＢＡ含量出现最高值和最低值的时间相同，含量
消涨趋势也基本一致，仅２月２０日至２５日的上
升幅度和３月２日至３月７日的下降幅度均远远
大于对照。统计分析表明：２月１５日、２５日处理
与对照植株叶片内 ＡＢＡ含量在５％水平上差异达
显著，其他时间均不显著。

３　讨论

ＡＢＡ在果树花芽分化期间的作用，目前意见
尚不一致。ＨＯＡＤ认为ＡＢＡ在花芽分化过程中起

负面作用［３］，而ＲＡＫＮＧＡＮ等人却认为ＡＢＡ能够
促进果树花芽分化［４］，曾骧［５］则认为ＡＢＡ对成花
可能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与 ＧＡ拮抗引起枝条停
止生长，促使细胞分裂素、淀粉和糖的积累从而

有利于成花；另一方面又可以诱导休眠，使生长

点处于休眠状态而不能成花。

此试验研究表明芒果花枝短截后，剪口芽进

行花芽分化初期，处理植株剪口芽内ＡＢＡ含量呈
持续上升趋势，而韧皮部与叶片内ＡＢＡ含量下降
后才呈现上升趋势；芽内ＡＢＡ含量达最高值水平
和最低值水平的时间均比对照提前５ｄ，而韧皮部
和叶片内，处理与对照最高值和最低值出现的时

间均相同；上述结果均表明芒果花芽分化需较高

含量的ＡＢＡ。随着花芽分化的深入，各器官 ＡＢＡ
含量上升较大，且含量一般高于对照，表明短截可

提高ＡＢＡ含量，且高含量的ＡＢＡ有利于芒果剪口
腋芽由营养生长状态向生殖生长状态转变，促进芒

果成花。此结论与李学柱等［６］在柑橘中的研究结果

一致。吴雅琴等［７］研究认为，ＡＢＡ促进花芽分化
的作用机理与细胞分裂素在芽中的积累量有关，但

芒果中是否具有同样的规律还有待研究。

花芽分化期间，剪口芽芽体从轻微凸起时逐

渐向蜡黄色与半透明状态发展过程中，是否与

ＡＢＡ含量聚集与上升有关，目前还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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