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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源 6- BA 和 GA3 复合处理对

日光温室芹菜生长的影响

李 明，王怀栋，于翠玲，杨 进，葛茂悦

(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109)

摘 要：本试验选用 6-BA 和 GA3 对芹菜“文图拉”品种进行复合处理以期选出能增加日光温室芹菜叶绿

素含量，进而增强叶片光合作用，形成更多有机物质的最佳浓度组合。试验结果表明：经 6-BA 和 GA3 复合处

理后可有效增加日光温室芹菜叶片中叶绿素含量、叶片的光合速率、茎粗、株高和植株鲜重，所选浓度中 200
mg/kg6-BA+10 mg/kg GA3 的处理效果比较显著，分别比对照提高了 110.0%、14.7%、57.9%、38.5%和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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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6-BA and GA3 Combined Treatment on Celery Growth in
Greenhouse

LI Ming, WANG Huai- dong, YU Cui- ling, YANG Jin, GE Mao- yue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 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aotou 014109, China)
Abstract: 6- BA and GA3 combined treatment were used to spray leaves of Celery. By doing so, we

could select the best combinations of 6- BA and GA3, which increase the chlorophyll content, enhance leaf
photosynthesis, synthesize more organic of greenhouse Celery.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leaf
chlorophyll content, leaf photosynthetic rate, stem diameter, plant height and plant fresh weight of celery
in greenhouse were effectively increased by 6- BA and GA3 combined treatment. The treatment of 200ppm
6- BA + 10ppm GA3 had an obvious effect on the celery, which increased 110.0%, 14.7%, 57.9%, 38.5%
and 15.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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芹菜为伞形科植物, 在我国栽培生产分布广

泛,产于全国大部分地区。日光温室中种植的芹菜

除了可以和陆地错开生产季节外，由于生产的环

境湿度大，使其更加脆嫩，更符合人们的口味，在

日光温室蔬菜栽培中，应用植物生长调节剂提高

产量，改善品质已成为有效途径，但随着市场的繁

荣，植物生长调节剂种类越来越多，而不同的作物

在不同的栽培条件下，其生长发育有差异，需要的

调控技术也不同。本试验选用 6- BA 和 GA3 的不

同组合在温室芹菜上进行试验，对其做出评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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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A 和 GA3 在芹菜生产上的应用提供一定的理

论依据和实际配方。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于 2009 年 5～6 月在内蒙古农业大学园

艺实践教学基地的日光温室中进行，以芹菜“文图

拉”品种为试验对象，试验药品为 99%的 6- BA
和 GA3。
1.2 试验方法

待日光温室芹菜长至 8～10 片叶时，选择植

株长势中庸一致的分别喷施 A 处理(50 mg/kg 6-
BA+10 mg/kgGA3)、B 处 理 (100 mg/kg 6- B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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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kg GA3)和 C 处 理 (200 mg/kg6- BA+10 mg/kg
GA3)，设 5 个重复，以喷施清水为对照。喷施 20 d
后，选择生长方向、位置等相对一致的叶片，每个

处理取 5 个重复，测定以下指标：茎粗和株高用游

标卡尺和直尺测定；叶绿素含量用 80%丙酮研磨

法测定；叶片光合速率用便携式光合速率测定仪

测定；植株鲜重用电子天平测定。

2 结果与分析

2.1 6- BA 和 GA3 不同复合处理对叶片叶绿素

含量和光合速率的影响

从图 1 可见，经过 6- BA 和 GA3 的复合处理

后，芹菜叶片中叶绿素含量较对照有明显的提高。
经过 A、B、C 处理后，叶片叶绿素含量比对照分别

增加了 93.8%、126.3%和 110.0%，B 处理的效果

最佳。从图 2 可见,经过 6- BA 和 GA3 的复合处理

后，芹菜叶片的光合速率较对照有明显的提高，呈

现随 6- BA 浓度增加而增大的趋势。经过 A、B、C
处 理 后 ， 叶 片 的 光 合 速 率 比 对 照 分 别 增 加 了

9.4%、12.4%和 14.7%，C 处理的效果最佳。

2.2 6- BA 和 GA3 不同复合处理对茎粗、株高和

鲜重的影响

从图 3、4、5 可以看出：经过 6- BA 和 GA3 的

复合处理后，芹菜的茎粗、株高和鲜重较对照都有

明显的提高，且呈现随 6- BA 浓度增加而增加的

趋势。经过 A、B、C 处理后，茎粗比对照分别增加

了 31.6%、42.1%和 57.9%，株高比对照分别增加

了 23.1%、30.8%和 38.5%，鲜重比对照分别增加

了 3.4%、12.1%和 15.5%，C 处理的效果最佳。

3 结论和讨论

细胞分裂素能促进细胞分裂，延缓衰老和诱导

分化，同时还能增强叶片光合作用，增加叶片叶绿

素的含量[1]。章璘(1995 年)试验显示，细胞分裂素能

够增加柑桔叶片的叶绿素含量[2]。张培玉(1990 年)
等的研究发现，赤霉素处理能增加山楂叶面积和

比叶重及叶片的光合速率[3]。黄兆峰(2009 年)等的

研究认为，GA3 能够不同程度地提高甜菜叶片的

光合速率[4]。一些研究认为，赤霉素类物质可促进

植物的生长，可使芹菜的营养体快速生长[1]。
本试验结果，不同处理的光合速率同植株鲜重

间呈一定的正相关性(r=0.903 7，ν=2)，同茎粗和株

高均呈极显著正相关 (r=0.990 9**，r=0.999 9**，

ν=2)，说明 6-BA 和 GA3 复合处理日光温室芹菜

时主要通过提高叶片光合速率而使 (下转第 56 页)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2 6- BA 和 GA3 不同复合处理对光合速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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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6- BA 和 GA3 不同复合处理对茎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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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6- BA 和 GA3 不同复合处理对株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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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6- BA 和 GA3 不同复合处理对鲜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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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6- BA 和 GA3 不同复合处理对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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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8 页)植株鲜重、茎粗和株高提高。
本试验中，200 mg/kg 6- BA+10 mg/kgGA3 对

日光温室芹菜生长的促进效果最好，使芹菜叶片

叶绿素含量、叶片光合速率、茎粗、株高和鲜重分

别提高了 110.0%、14.7%、57.9%、38.5%和 15.5%。
200 mg/kg 6-BA+10 mg/kg GA3 处理可以提高温

室芹菜植株的叶绿素含量和叶片的光合作用，在

今后的研究中应以此为基础，深入探讨最佳的处

理时期和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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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52 页)状态，如遇到低温年和早霜冻年份，

农业损失将比以往更加严重。因此，在今后相当长

的时期内，水稻低温冷害和霜冻害仍然是我省主

要农业气象灾害之一；人们在应对气候变化，特别

是应对气候变暖的时候，仍然要充分考虑到降低

作物冷害风险和防御低温冷害的问题。
3.4 现代农业的发展应该逐步降低农业对异常

气候反映的脆弱性，提高抗灾能力。尽管人类还没

有能力有效地控制天气和气候变化，但面对频繁

发生的气象灾害，人们应该改变自己的行为，采取

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减轻干旱和冷害等灾害的

影响。首先要提高全民的防灾减灾意识，制定出近

期的和长远的防御规划。就目前来看，最根本的对

策是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加大农田水利建设的力

度，扩大旱田水浇地的面积，建设旱涝保收田，

逐步摆脱异常气候的影响。我省目前正在兴建的

西部哈达山水利枢纽工程将在减轻西部农业干旱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二是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农

业生产结构， 不断培育和推广抗旱和抗低温品

种，同时研究开发和推广抗旱、抗低温栽培技术；

三是要着力提高对异常天气气候的监测、预测能

力，加强对干旱和低温灾害的中长期预测，为防御

重大农业气象灾害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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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的名称、产品的品名、数量、重量、体积、收发单

位名称，应有详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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