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患子（Sapindusmukorossi）又名木患子、菩提子、肥皂
树、洗手果等，是我国南方重要的集生物质能源、生物化工、绿
化美化于一体的多功能原料树种。无患子的种仁含油率高，果皮
含皂苷可制成天然洗涤剂，并且无患子皂苷还具驱虫、抗炎、镇
咳等药用作用，因此无患子具有重要的开发应用前景。目前无患
子虽已大面积种植，但无患子苗木 90%以上为种子直接播种培
育实生苗，育苗周期长，苗木分化和种内变异明显，树体直立高
大，且存在坐果率低、大小年明显等问题严重。通过无患子优良
砧木进行嫁接繁殖利用，可实现无患子的早产丰产，但目前对于
无患子砧木培育及嫁接方面的研究报道很少。笔者通过研究不同
植物生长调节剂对无患子砧木幼苗高生长、径生长、高径比的影
响，旨在培育优良嫁接材料，为提高无患子优良的嫁接砧木质量
提供理论依据。

化学调控技术愈来愈多的应用于实际生产，为培育壮苗提
供了便捷、有效地途径。植物生长延缓剂是调节剂的一种，是一
类抗赤霉素（gibberellins，GAs）物质，主要抑制茎部亚顶端分
生组织的分裂和扩大，使得植株变矮，矮化栽培因具有结果早、
品质好、管理方便、品种更新快等优点，已成为经济林业发展的
趋势。利用矮化砧可以达到矮化和早果的目的，砧木对嫁接树生
长结果的影响已在各种经济树种中得到验证。为了解植物生长调
节剂对无患子砧木幼苗生长的影响，本文通过设置不同的植物生
长调节剂种类和浓度处理，采用野外观测与室内分析相结合的方
法，探索适合无患子砧木幼苗嫁接材料生产的植物生长调节剂种
类及浓度，以期为无患子高产高效优质栽培提供技术参考。

一、材料与方法

（一）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均口镇（116°47′20″E，

26° 40′ 3″ N），海拔 370m，属中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
又兼有大陆性山地气候特点，年平均气温 17.0℃，平均年降雨量
1776.8mm（多集中在春夏两季）。常年相对湿度 84%，平均日照
时间为 1721h。

（二）试验设计
选择缩节胺和烯效唑两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其浓度均设置为

100mg/L、200mg/L、300mg/L，选取生长状况基本一致，无病虫害
健康的一年生（1a）幼苗进行挂牌标记，20 株一个小区，每个处
理 5 个重复，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试验设计，并测定相应的形态指
标。选择天气晴朗的早晨对幼苗进行整株喷布，直至叶面布满水
珠为止，处理间设置保护行。对各处理及对照进行统一、正常的
栽培管理，分别于处理后 0，20，40，60 天测定幼苗的苗高和地
径。

（三）项目测定
分别用卷尺和游标卡尺测量处理前和处理后的无患子砧苗株

高和地径，计算高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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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取 1 年生无患子幼苗为试验材料，植物生长调节剂选择缩节胺和烯效唑对幼苗进行叶面喷施，观测及比较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及其质量浓度

对无患子砧木幼苗高生长、径生长、高径比的影响，探讨缩节胺和烯效唑对无患子砧木幼苗生长的影响，以期为培育优良无患子砧木提供理论依据。结果表

明：缩节胺和烯效唑均能显著降低无患子砧木幼苗苗高，增加地径，且能显著降低砧木幼苗的高径比，从而使得幼苗抗性强、成活率高，喷施 90mg/L缩节胺

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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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径比=砧苗高度cm/砧苗地径mm
（四）数据处理

使用MicrosoftExcel2007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采用SPSS统

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在方差分析之前先检验数据的正态

性以及方差齐性，不同处理组数据间的差异使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One-wayANOVA）、Duncan法比较，显著性水平设定为 0.05

（P≤ 0.05）。采用SigmaPlot画图软件作图。

二、结果与分析

由图 1 可知，经缩节胺和烯效唑处理后的砧苗苗高受到不同

程度地影响。经缩节胺处理后 20d，砧苗高度均低于对照，300mg/

L缩节胺处理后 30d，砧苗高度始终显著（P<0.05，下同）低于

对照，处理后 60d，相较于对照降低了 33.11%。经烯效唑处理

后 60d，100mg/L及 300mg/L烯效唑处理砧苗高度始终显著低于对

照，处理后 60d，相较于对照分别减少了 11.80%，13.73%，60mg/

L烯效唑处理对苗高始终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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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缩节胺及烯效唑对无患子砧苗苗高的影响

注：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下同。

由图2可知，经300mg/L缩节胺处理后20d，砧苗地径始

终显著高于对照，且始终处于最高水平，在处理后60d，高达

10.23mm，100mg/L和 200mg/L缩节胺处理对砧苗地径始终不显著。

经烯效唑处理后的砧苗地径始终高于对照，处理后20d，烯效唑处

理组显著高于对照，处理后60d，100mg/L，200mg/L，300mg/L烯效

唑处理砧苗地径分别为11.59mm，12.64mm，12.09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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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缩节胺及烯效唑对无患子砧苗地径的影响



由图 3 可知，经缩节胺处理后 20d，缩节胺处理组砧苗高径

比始终低于对照，200mg/L缩节胺始终显著低于对照，缩节胺处

理组随处理后时间延长，砧苗高径比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在处

理后 60d，达到各自最低值，其中 200mg/L缩节胺处理最低，为

50.37。经烯效唑处理的砧苗随处理后时间延长，高径比呈逐渐

下降的趋势，处理后 20d，烯效唑处理组高径比始终显著低于对

照，在处理后 60d，达到最低，200mg/L烯效唑处理的砧苗高径比

最低，为 5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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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缩节胺及烯效唑对无患子砧苗高径比的影响

三、讨论

国内外学者对缩节胺、烯效唑在作物、蔬菜、果树、观赏

植物上的应用做了广泛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施用方法和不同施

用浓度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起到矮化植株、抑制营养生长、提高苗

木质量等作用。有研究表明，在对紫穗槐幼苗施用缩节胺后，随

着缩节胺处理浓度（1 ～ 20mg/L）的增加，紫穗槐幼苗株高、单

叶面积和主根长呈下降趋势，基径、叶片长宽比、根鲜重和根冠

比呈上升趋势。使用缩节胺处理茄子幼苗，结果表明 150mg/L和

100mg/L的缩节胺能有效降低茄子幼苗的株高，并且能够显著提高

幼苗的地下部干鲜重、壮苗指数和叶绿素含量，100mg/L缩节胺

能使茄子幼苗基径较对照增加 13.12%，150mg/L缩节胺能使茄子

幼苗叶面积减少 11.18%，使株高较对照减少 29.26%。将缩节胺

应用于 1 年生柠条幼苗，结果表明随缩节胺处理浓度的增加，柠

条幼苗株高增长量显著减少、基茎增长量显著增加，200mg/L调控

效果与对照组相差不大，500 ～ 600mg/L处理则显著抑制柠条幼苗

生长。研究结果指出对樱桃番茄叶面喷施 400mg/L的烯效唑能显

著抑制幼苗徒长，降低株高，增加茎粗、根鲜重和根冠比，并且

能提高幼苗的壮苗指数。近年来将缩节胺和烯效唑应用于无患子

幼苗的研究鲜有报道。本研究结果显示，缩节胺和烯效唑均能显

著降低无患子幼苗苗高增加幼苗地径，且能显著降低幼苗的高径

比，高径比反映了苗木高度和粗度的平衡关系，在苗高达到要求

的情况下，高径比越小，苗木越矮越粗，则抗性强、成活率高；

300mg/L缩节胺或 300mg/L烯效唑处理能显著降低无患子幼苗苗

高，增加地径，降低高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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