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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效唑对八仙花组培苗营养生长及成花的影响 

刘 锦 霞，杨 兰 廷，沈 思 远，武 建 荣，王 凤 英 

(甘肃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兰州 730000) 

摘 要：以八仙花 1、2 a生组织培养苗为试验对象，研究了 效唑不同浓度、不同施药时间、 

不同施药次数对八仙花组培苗促成栽培中其植株营养生长及成花的影响。结果表明：施用浓度 

和时间是多效唑抑制八仙花组培苗植株营养生长促进其生殖生长的关键，7月中旬以浓度 100～ 

150mg／L的多效唑溶液对八仙花 1、2a生组织培养苗进行叶面喷施，最有利于其花芽分化，成花 

率高，且从株型、花形花色等各项指标综合考虑，多效唑对促进八仙花2a生组培苗成花效果更显 

著。施药次数也影响八仙花组培苗营养生长和成花，连续施药3次对抑制其营养生长促进成花 

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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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花(Hydrangea Macrophylla Ser．f．hortensia 

Rehd)又名紫阳花，为虎耳草科八仙花属落叶灌木，其花 

序顶生，花色艳丽多变。原产于我国长江以南流域、日 

本及美洲，现在世界各地广为栽培，是一种重要的园林 

观赏植物。我国八仙花市场占有率正逐年提高，尤其春 

节、元旦这种花市旺季，能够使其开花，则弥补了我国特 

别是北方地区冬季观赏花卉奇缺的不足。近年来关于 

八仙花促成栽培、应用多效唑控制株型及其组织培养繁 

殖等相关研究较多[1 ]，但对应用植物生长调节剂多效 

唑促进八仙花组培苗幼龄植株开花的研究国内未见相 

关报道。该试验研究以八仙花 1、2a生组织培养苗为试 

验对象，应用多效唑控制其营养生长，促进花芽分化，提 

高成花率，促成其幼龄植株开花上市，缩短培育周期。 

旨在选择既能降低八仙花促成栽培成本又能提高成品 

盆花观赏价值的技术方法，为其产业化生产提供技术理 

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所用种苗为八仙花红色品种(Leuchtfeuer)的 

1、2a生组织培养苗(甘肃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植物细胞 

室提供)；供试药剂为多效唑 15％可湿性粉剂(江苏省宜 

兴市生物化工厂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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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方法 

1．2．1 多效唑不同浓度处理 2004年 7月 21日上午 

选取户外生长势相对一致的八仙花1a生和2a生组织培 

养苗(均未开过花)各120盆，分别平均分成6组(每组处 

理20盆)，对每组供试八仙花进行叶面喷施多效唑溶液， 

药量以整株叶面开始滴液为度。多效唑浓度分别为50、 

100、150、200、250rag／L(以原药计)，对照喷清水。11月 1 

日将所有供试材料从户外移至节能日光温室培养，同时 

观察每组试验的植株生长和开花状况，分别于花芽分化 

基本完成(约 2004年 11月 1日前后)和盛花期(2005年 

1月26日左右)进行植株生长量、成花情况的测定，记录 

株高、分枝数、叶面积、花直径、花枝数、成花率等数据。 

1．2．2 多效唑不同时期喷施处理 分别于2005年 6月 

15日、7月 15日、8月 15日，每次选取户外生长势相对 
一 致的八仙花 2a生组织培养苗(未开过花)20盆，以浓 

度 150mg／L多效唑溶液进行叶面喷施处理，药量以整株 

叶面开始滴液为度，对照用清水。11月 1日将所有供试 

材料从户外移至节能日光温室培养，调查方法和记录项 

目同试验处理 1．2．1。 

1．2．3 多效唑不同施用次数处理 2005年 7月 15日 

选取户外生长势相对一致的八仙花 2a生组培苗(未开 

过花)8O盆，平均分成 4组，以 150mg／L的多效唑溶液 

分别进行叶面喷施处理，药量以整株叶面开始滴液为 

度，连续喷施 3次，每次间隔 lOd，对照喷清水。11月 1 

日将所有供试材料从户外移至节能日光温室培养，调查 

方法和记录项目同试验处理 1．2．1。 
成花率一(每组试验成花株数／每组试验处理株数)×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浓度多效唑对八仙花 1a生和 2a生组培苗营 

养生长的影响 

205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生物技术 · 北方 园艺2007(6)：205～207 

多效唑对八仙花组培苗植株营养生长有抑制作用， 

且浓度不同抑制作用强弱有差异．从试验结果(表 1)看， 

多效唑对八仙花株高，尤其对当年新枝和叶片生长都有 

明显的抑制作用，且随着浓度升高抑制作用增强。与对 

照相比，不论 1a生或 2a生组培苗其新枝减小量都在 

5O o．4～7O ，叶片也相应减小 2O ～3O ，从次年新枝 

生长情况看，前一年7月份对八仙花进行叶面喷施不同 

浓度的多效唑，对次年新枝的生长仍有抑制作用，且随 

浓度递增，抑制作用增强，在浓度达 250mg／L时，对次年 

新枝生长的抑制率高达 7O 左右。从分枝情况看，多效 

唑处理浓度相对较低(5O～150mg／L)时，分枝增多更明 

显，增长率在 1O ～15 ，为提高每株花枝数奠定了基 

础。将多效唑对八仙花 1a生和2a生组培苗植株营养生 

长的影响情况分别来看，多效唑对 1、2a生组培苗的营养 

生长都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在相同浓度下对 1a生组培 

苗的抑制作用更强。 

2．2 不同浓度多效唑对八仙花 1a生和2a生组培苗成 

花的影响 

表 1 不同浓度多效唑对八仙花 1、2a生组培苗 

营养生长的影响 

爵定项目 捧高f册) 当年生校长(册)次年生校长fan)单捧分枝敷(枝) 叶片面积(aI ) 

浓度(fI I．) la生苗 2a生苗 h生苗 2a生苗 la生茁 2a生苗 la生苗 2̂生苗 la生苗 2a生苗 

SO 2l_3 25．9 5．3 5．8 g．3 1O．7 6．4 8 0 50．6 ss．g 

100 I9 3 26．8 5 0 S 6 8．8 g．0 S．7 7．7 43．6 53 0 

1,50 19．1 22．7 5．1 S．6 7．1 g．6 6．6 7．8 3g．3 53．3 

ZOO 18．0 20．6 4 7 S．4 S．4 6．4 S．7 7．6 39．3 45．2 

250 16．3 lg．g g 4．g 3．4 4．2 S．8 7．0 24．0 42 5 

对照 2S．9 29．7 2 11．5 10．3 11．1 S．g 6．S s8．2 60．8 

注：表中数据均为各组试验平均值．以下各表同． 

2．3 不同时间施用多效唑对八仙花组培苗营养生长和 

成花的影响 

表 2 不同浓度多效唑对八仙花 1、2a生组 

培苗成花的影响 

多效唑对八仙花组培苗的成花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但浓度不同促进作用大小有差异。从试验结果(表 2) 

看，1、2a生八仙花组培苗，其试验组和对照组八仙花都 

在春节期间开花，但是试验八仙花的成花率和平均单株 

花枝数都比对照高，增加量分别为 2O ～5O 和1O ～ 

8O 。从花序形态来看，试验八仙花花序直径与对照组 

相比较，增大 1O 左右，花色艳丽。这说明，多效唑对八 

仙花组培苗有明显的促进成花作用，但浓度过高，对成 

花率、单株花枝数和花序形态又呈抑制作用。在多效唑 

浓度为 250rng／L时，其成花率为8O ，平均花枝数和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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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直径都不如对照组，这说明多效唑对八仙花组培苗成 

花的影响与其浓度关系密切，浓度太大反而影响其花的 

发育，应用浓度在 100 150mg／L时，八仙花 2a生组培 

苗成花率为 100 ，每株花枝数 4枝以上。对比八仙花 

1a生和2a生组培苗的成花率和花序形态，多效唑对其 

都有促进成花的作用，使得它们的成花率和单株花枝数 

都比对照组高得多。 

多效唑施用时期不同，对八仙花组培苗营养生长的 

抑制作用不同，7月 15 El施用多效唑对八仙花组培苗 

植株的营养生长抑制作用最强(见表 3)。从八仙花组培 

苗当年和次年的新枝生长参数(枝长)来看，7月15日施 

用多效唑，其枝长平均缩短了2O9，6～5O 左右。但其分 

枝数却最多为7．6枝，有利于成花。这说明多效唑对八 

仙花营养生长的影响有一个相对敏感时期，在这一时期 

内施用，对植株营养生长的抑制作用发挥得更好。不同 

时期使用多效唑，对成花都有正面的促进效果(见表3)， 

成花率、单株花枝数都比对照组高。尤其是7月15日施 

用多效唑，成花率高达 100 oA，每株花枝数也多，为4．1 

枝，比其它试验组和对照组多 6O 左右，因为这一时期(7 

月中下旬)／k仙花可能正处于花芽生理分化前期，施用多 

效唑，抑制了其植株体内GA的生物合成，使得 1 含 

量下降，导致其营养生长减缓，促进生殖生长，有利于花芽 

分化形成n仉“]，相应提高了其成花率和植株的观赏价值。 

表3 不同时间施用多效唑对八仙花组培苗营养 

生长和成花的影响 

舅定项目 株 高 当年生 次年生 单株分枝 叶片面积 花序直径 单株花柱 
时闻(月／日) (an】 柱长(an)柱长(an) 敷(柱) (口ll2) (an) 敷(柱) 她  

玫红 觚0 

玫红 1o0．0 

玫红 90．0 

粉红 50 0 

表4 多效唑不同施用次数对八仙花组培苗营养 

生长和成花的影响 

2．4 多效唑不同施用次数对八仙花组培苗营养生长和 

成花的影响 

多效唑对八仙花组培苗营养生长有显著抑制作用， 

施药次数影响其抑制作用强弱(见表 4)。随施用次数增 

多，株高、枝长、叶片面积等生长参数都在递减。尤其是 

对新枝生长抑制作用更强，喷 3次药液的八仙花无论当 

年生或次年生枝长与对照相比缩短了5O ～7O 左右， 

其分枝也最多。多效唑不同施药次数对八仙花成花影 

响也不同，试验结果(表4)表明：施药次数越多，越有利 

于成花。单从成花率看，多效唑施用2次和3次，其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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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都达 100 ，但从每株花枝数和花序直径看，施用 3次 

的单株花枝数可达 4枝以上，比施用 1次、2次的多出 

90 左右，花序也大20 。这说明八仙花组培苗促成栽 

培中多效唑施用 3次，对其植株营养生长抑制强度最 

佳，有利于八仙花花芽分化，促进其成花。 

3 结论与讨论 

常规促成栽培条件下，八仙花 2a生组培苗成花率 

为50 ，单株花枝平均 2枝左右，且枝条细高易倒伏，基 

本没有商品价值。多效唑能够阻碍植物体内GA的生 

物合成，使内源 GA水平降低，同时 1’从 含量下降，抑 

制植物细胞伸长，从而使植株节间长度降低，顶端优势 

受制约。由于延缓了植物营养生长，使植株健壮、叶色 

浓绿、花梗挺直、花数增多、促进开花【1 H]。因此该试验 

研究在八仙花组培苗促成栽培中应用叶面喷施多效唑 

的目的就是控制其营养生长，促进成花，使其开好花。 

由于植物各个生长时期的特点和植物生长调节剂 

自身的特性，多效唑在八仙花组培苗不同生长时期施 

用，以及多效唑不同使用浓度和时间对其都有不同的作 

用结果【l 。试验结果表明：八仙花组培苗叶面喷施多效 

唑的时期以7月中旬最佳，对植株营养生长抑制明显， 

株高适中，成花率高。过早或过晚喷施都会影响其成花 

效果。多效唑浓度对八仙花组培苗促成栽培中其植株营 

养生长及成花的影响很大。施用浓度在 100 150mg／L 

范围内，处理植株全部开花，单株花枝数平均 4枝以上， 

花序大且色泽艳丽，株高适中其观赏价值高。当浓度达 

200mg／L以上时，植株过度矮化、叶片小，而且严重影响 

成花，花枝少、成花率降低。多效唑施药次数也影响八 

仙花组培苗营养生长和成花，连续喷施 3次每次间隔 

lOd对抑制其营养生长促进成花效果最佳，植株生长适 

度，成花率高，花枝多、花序大。 

应用植物生长调节剂多效唑控制八仙花组培苗营 

养生长，促进其成花的效果与选材也有关，对组织培养 

苗而言，在相同浓度下对八仙花 1a生组培苗的营养生 

长抑制作用更强，与对照相比成花率提高也多。但 2a 

生的组培苗 莹株健壮、成花率可达 100 ，花大且色艳， 

观赏价值高，更宜用于人工促成栽培。 

该试验研究是从生产应用的角度探讨研究植物生 

长调节剂多 趸唑对八仙花组织培养苗营养生长和成花 

的影响，相关的详细生理机理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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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angea Macrophylla’S Tissue Culture Pian tlet 

LIU Jin-xia．YANG Lan-ting，SHENG Si—yuan，WU Jian-mng，WANG Fen-yin 

(Institute of Biology，Gansu Academy of Sciences，Lanzhou 730000) 

Abstract：The effects of PP3站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different application time and frequencies on vegetative growth 

and flowering induction of Hydrangea Macrophylla's tissue culture plantlet were investigated．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pplication concentration and time of PP333 were key factors in restraining vegetative growth and promoting reproductive 

growt h of Hydrangea Macrophylla's tissue culture plantlet．The leaf surfaces of the one and tWO years old of Hydrangea 

Macrophyllds tissue culture plantlet were sprayed by PP333 solution(concentration：1O0～ 150mg／L)in Mid—July．Test 

Droved that flower bud differentiation was best and the ratio of flowering stems was high．And，considering the parame— 

lers of example plant type，hanagata and colors of flowers etc．，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effect of promoting flowering in— 

duction is even more remarkable to the tWO years old of Hydrangea Macrophylla's tissue culture plantlet by PP3 Be— 

sides，application frequency of P ：I3 quitely influenced vegetative growt h and flowering  induction of Hydrangea Macro— 

phylla's tissue culture plantlet．It was best to restraining vegetative growt h and advancing flowering induction by contin— 

UOUS application of three times． 

Key words：PP：I33；Hydrangea Ma crophylla Tissue culture plantlet~Vegetative growt h；Flowering in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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