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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长调节剂对不同萝卜品种抽薹效应的影响

秦成萌，杨延杰，林 多 *

(青岛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9)

摘 要：以 6 个萝卜品种为试验材料，研究了萝卜三叶期叶喷外源植物生长调节剂(ABA、CCC、S3307)对其

抽薹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外源植物生长调节剂均可降低不同萝卜品种的 C/N、现蕾率和抽薹率。3 种外源植

物生长调节剂处理中，S3307(600 mg·L-1)对抑制萝卜现蕾、抽薹的效果最好。但不同萝卜品种的抽薹效应对植物

生长调节剂的响应不同，S3307 处理使萝卜潍青 3 号、翘头青、501 水萝卜、满堂红叶片中 C/N 分别下降了

54.2%、37.14%、34.62%、62.20%，对其现蕾率、抽薹率的抑制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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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on Bolting of Different Radish
Varieties

QIN Cheng-meng, YANG Yan-jie, LIN Duo*

(Horticultural College, Qingdao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Qingdao 266109, China)

Abstract: Taking 6 varieties of radish as experimental material, effects of Abscisic Acid (ABA), Cmore-

holinchlorid (CCC), and Uniconazole (S3307) on bolting were studied. In this experiment, 3 growth regulators

were sprayed on radish seedlings at trefoil stag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N, budding rate, and bolting

rate decreased by application of exogenous growth regulators. The effects of S3307 600 mg·L-1 was the most ob-

vious for decreasing bolting rate of radish among three plant growth regulator treatments. The responding of

different radish varieties to growth regulators was different in bolting. The treatment of S3307 decreased the

C/N in leaf of radish‘Weiqing No.3’,‘Qiaotouqing’,‘Shuiluobu No.501’and‘Mantanghong’to 54.2% ,

37.14%, 34.62%, 62.20%, respectively. The inhibiting of budding rate and bolting rate were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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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属种子春化型植物，春季反季节栽培由于

前期温度较低，易通过春化，后期温度升高导致抽

薹开花，严重影响肉质直根的品质和产量。KIebs

最早提出了植物成花的 C/N 比例理论，碳水化合物

和氮素是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转变的主要内在因

素。应用外源植物生长调节剂在琉璃苣[1]、大白菜[2]、
甜菜[3]、萝卜[4]等蔬菜作物上，已有调控抽薹和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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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的报道，且提高了产品品质。但不同萝卜品种

的抽薹效应对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响应，未见

详细报道。因此，根据前期研究结果，用 3 种不同

植物生长延缓剂烯效唑(S3307)600 mg·L-1、脱落酸

(ABA)40 mg·L-1、矮壮素(CCC)4 500 mg·L-1，对不

同萝卜品种进行叶喷处理，研究其对不同萝卜品

种抽薹效应的影响。以期探寻不同萝卜品种对不

同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响应，为萝卜反季节栽培提

供基础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以萝卜潍青 3 号、翘头青、关白、千禧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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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 水萝卜、满堂红为试验材料。3 种外源植物生

长调节剂分别为：烯效唑(S3307)，绿叶化工生 产 ，

600 mg·L-1；脱落酸(ABA)，Amresco 生产，40 mg·
L-1；矮壮素(CCC)，上海宇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4 500 mg·L-1。
1.2 试验方法

萌动种子经过(4±1)℃处理 30 d，使之通过

春化后，播种，外源植物生长调节剂叶喷处理，随

机区组试验设计，3 次重复，每小区 72 株，叶喷清

水为对照(CK)。处理从萝卜植株三片真叶期开始，

每隔 4 d 喷一次，共喷 4 次。挑选整齐度一致的植

株进行现蕾率、抽薹率的调查。并取叶片按照秦成

萌等[4]的方法进行 C/N 的测定。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外源植物生长调节剂对萝卜植株形态

的影响

清水对照处理，萝卜植株生长正常，植株健

壮，叶片大，叶片夹角间正常，无畸形叶。不同萝卜

品种对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形态响应无明显差异，

叶喷生长调节剂对不同萝卜品种均有不同程度矮

化，叶片增厚，壮苗的作用。其中 ABA 处理，植株

生长正常，叶片夹角正常，新叶小，随喷施次数增

加，新叶畸形增多；CCC 处理，与对照长势基本一

致，叶片夹角略大；S3307 处理，植株生长正常，与对

照相比，叶片夹角变大，随喷施次数的增加，叶片

厚度增加。
2.2 不同外源植物生长调节剂对不同萝卜品种

现蕾、抽薹的影响

由图 1、2 可以看出，不同萝卜品种间现蕾率、
抽薹率差异较大。萝卜翘头青冬性较弱，其现蕾率

和抽薹率较其他品种高。植物生长调节剂处理后

不同萝卜品种均表现为现蕾率明显下降。其中

S3307 处理降低各品种的现蕾率下降幅度最为明

显，潍青 3 号下降幅度最大(82%)。S3307 处理使萝

卜潍青 3 号、翘头青、501 水萝卜、满堂红的抽薹

率 下 降 幅 度 最 大 ， 分 别 下 降 78.0%、53.03%、
51.19%、73.17%。

2.3 不同外源植物生长调节剂对不同萝卜品种

叶片 C/N 的影响

与叶喷清水对照相比，各植物生长调节剂处

理均使 C/N 不同程度降低。其中萝卜品种潍青 3

号、翘头青、501 水萝卜、满堂红在处理后 C/N 均

明显下降。在 3 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处理中，以 S3307

处理对 C/N 的降低效果最为明显，分别降低了

54.2%、37.14%、34.62%、62.20%。这表明，植物生

长调节剂通过降低植株体内 C/N 使抽薹率降低，

但不同生长调节剂对不同萝卜品种的影响幅度存

在差异。

3 结 论
反季节萝卜栽培生产中，先期抽薹是首要的

制约因素。植物成花与高 C/N 的关系，已被大多

研究[5-7]所证实。本试验结果表明，在萝卜三片真

叶期叶喷植物生长调节剂 ABA、CCC、S3307，均可

降低不同萝卜品种的 C/N，降低萝卜现蕾率和抽

薹率，同时矮化了植株，对植物生长无不良影响。
烯效唑(S3307)600 mg·L-1 处理对抑制萝卜现蕾、抽薹

效果最好，在萝卜反季节生产过程中，可延长肉质

根生长，提高其经济价值。但不同萝卜品种的抽薹

效应对烯效唑(S3307)的响应存在差异，叶喷处理对萝

卜潍青 3 号、翘头青、501 水萝卜、(下转第 85 页 )

图 2 外源植物生长调节剂对不同萝卜品种抽薹率的影响

图 3 外源植物生长调节剂对不同萝卜品种 C/N 的影响

图 1 外源植物生长调节剂对不同萝卜品种现蕾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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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78 页)满堂红现蕾率、抽薹率的抑制效果明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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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通过本研究发现不同小粒大豆品种生产的豆

芽在豆芽长度、下胚轴长度、根长和豆芽粗度和豆

芽产率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小粒大豆的豆芽产率

与豆芽长度、下胚轴长度和根长呈极显著正相关，

与百粒重呈显著负相关。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

一致。芽用大豆选育以小粒或中小粒为主要育种

目标，但百粒重量化指标没有统一，关于适合做豆

芽用的大豆百粒重的报道有 12 g 以下、11～15

g、小于 l0 g 和 12～15 g 等[2]。王占廷[10]等研究表

明，在一定范围内，大豆产量与百粒重呈正相关。
如何在小粒大豆的产量和豆芽产率之间做出平

衡，有待进一步研究。
不同小粒大豆品种生产的豆芽在外观品质上

差异明显，长短、粗细均不相同。通常消费者倾向

于长势均匀，豆芽长短、粗细适中的豆芽；豆芽生

产厂家则主要从经济效益方面考虑，希望豆芽的

产率越高越好。本研究发现吉林小粒 2 号百粒重

最小，豆芽产率最高，但该品种在生产上容易倒

伏，致使产量下降，不适合生产上应用，但可以作

为育种材料改良小粒大豆品种的芽用特性。与目

前生产上使用的芽豆品种东农 690 豆芽产率相近

的品种有吉林小粒 7 号 (C07) 和绥农小粒 1 号

(C17)，尤其是绥农小粒 1 号，在豆芽产率、豆芽生

物学性状均较突出，有可能成为东农 690 的替代

品种，同时可以作为重要的育种亲本材料。
目前，吉林省种植面积较大的小粒大豆品种

是吉林小粒 3 号，但该品种的芽用特性并不突出，

豆芽产率也较低，不适合生产豆芽。东北市场上最

受欢迎的芽豆品种是东农 690，该小粒品种豆芽

产率较高，其他性状较适中，但该品种在吉林东部

地区由于熟期较早，产量较低，农民种植积极性不

高。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就是培育出适合吉

林省东部地区种植的豆芽专用小粒大豆品种。这

就要求大豆育种家一方面要加大力度对优良大豆

品种的芽用特性进行鉴定，另一方面要积极引进

国内外优异芽用大豆品种资源，彻底摆脱豆芽专

用品种资源匮乏的局面，加快豆芽专用小粒大豆

品种选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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