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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花和着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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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重庆地区对柑桔幼树施行抹芽放梢时
,

会减少花芽分化
,

愈迟放梢
,

翌年花量 愈少
,

9 月初放梢时已基本无花
。

但是
,

此措施可以增加秋梢结果母枝的质和量
,

提高着果率
,

减

少或避免晚秋梢
,

以及便于防治潜叶蛾等好处
。

所以
,

如果实施恰当
,

可以增产
。

又考虑对

柑桔投产前 1 年至投产后 3一 4年的幼树施行抹芽放梢
:

甜橙类放秋梢期在 7 月 20 日左右
,

桂

柑
、

温州蜜柑类在 7 月上旬放夏梢
, 9 月中旬后令其自行抽发秋梢

。

乞

喷布20 0 0 p p m 的青鲜素 2一4 次
,

对柑桔抑芽放梢
,

可以差强人意地代替人工抹芽放梢
,

这使抹芽放梢技术有可能在柑桔现代化生产中应用
。

柑桔抹芽放梢技术
,

是广东普宁县柑农和技术人员创造的一项独特的栽培技术
。

据认为

幼树施行抹芽放梢后可以达到
:

1) 增加秋梢数
,

从而增加了结果母枝 ; 2) 解决了幼树因抽

发夏梢而加重生理落果的问题
, 3) 使树冠紧凑

,

利于密植 ; 4 ) 便于防治潜叶蛾和溃疡 病
。

因此
,

此项技术已推广到广东
、

广西
、

福建
,

其它柑桔产区也在试行
。

但是
,

有关抹芽放梢

对柑桔生长
、

开花
、

结果的影响
,

则未见有公开报导
。

此外
,

四川盆地气候与广东潮汕地区

不同
,

是否适用 ? 还有
,

抹芽很费工
,

不适于现代化生产
,

近年国外报导
,

可用青鲜素防止

重剪柠檬抽发冬梢
,

能否用于抹芽 ? 我们从 1 9 7 1一 19 7 8 年
,

在重庆本所试验场进行了人工

抹芽和青鲜素抑芽放梢试验
,

多年重复
,

其对柑桔生 长结 果 影 响基本一致
。

现择要报导如

下
。

试 验 材 料 和 方 法

选择未结果的和已结果的锦橙
、

柱柑
、

克里迈丁桔
、

温州蜜柑等幼树为试材
。

未结果树

用作投产前一年抹芽放梢作用的试验
,

春季疏去所有花蕾
。

重庆地区多在 6 月上旬开始萌发

夏梢
,

芽长 2 厘米以内除去
,

再萌芽再除
,

直至计划放梢时间
,

停止抹芽
,

让其抽发
,

并喷

药防治潜叶蛾
。

当植株萌发少许夏梢时
,

用人工除去后喷布青鲜素(M H
,

含量为 25 % 的水剂
,

北京农

药二厂出品 )
,

待药剂抑制的丛芽有抽发的势态时喷第 2 次
、

第3次
· , ,

一
。

在计划放梢前半月

停止喷药
。

所有试验都采用单株对比排列
。

当年冬季调查夏秋梢的生长量
。

翌年春花期每株选取一

色

陈力耕
、

万 良珍
、

孙康等同志参加了个别年份的工作
。



斜生大枝
,

调查各类母枝抽枝开花数
, 7一 9月调查着果数

,

采果时称果重
。

据 此 计 算 花量

(1 0 0条母枝的花朵数 )
、

着果率 (1 0 0朵花的着果数)
、

载果量 (1 00 条母枝的着果数
、

果重)和

营养枝 (占春梢的百分比)等
。

试 验 结 果

1
.

对抽发夏秋梢的影响

经抹芽后
,

夏
、

秋梢一齐抽出
,

所以
,

生长比较整齐一致
。

抹芽的次数愈多
,

刺激了隐

芽的萌动
,

夏
、

秋梢的条数便愈多
,

即使在 1 9 7 3 年雨水不够充沛的条件下
, 8 月初放梢时

,

克里迈丁桔和锦橙的秋梢数仍比对照增加了5 0 % (表 1 )
。

而且
,

夏
、

秋梢相应缩短
,

叶数减

少
。

而对照则从 6 月初一 9 月上旬陆续抽发夏
、

秋梢
,

长短不一
,

参差不齐
。

抹芽后因抽发的夏
、

秋梢的数量增多
,

因而很少抽发晚秋梢
,

从表 1 可见
,

对照的晚秋

梢则占当年总抽梢数的23 % (锦橙为 n %
,

表略)
。

抹芽放梢对克里迈丁桔各次梢生长开花的影响 (1 9了3一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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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À¿¿七 月 初

七 月 中

八 月 初

八 月 中

九 月 初

对 照

同上
、

晚秋梢

抽发晚秋梢株

同上
、

晚秋梢

说明
: 1) 处理情况见图2的说明

。

2) 夏
、

秋梢系指抹芽后放出的晚夏梢( ¹
、

º ) 和秋梢 ( » 一¾ ) ,

其数量为占春
、

夏
、

秋各次梢

总和的百分比
。

3) ¾的晚秋梢
,

系在夏
、

秋梢上抽生的晚秋梢 (9 月上旬 )
。

4) ¿ 系在 7月初放夏梢 (全园) ,

后在 9月初大量抽发晚秋梢的植株
。

全
2

.

对花芽分化的影响

在一般情况下
,

抹芽会减少锦橙和桂柑的花量
,

放梢时间愈晚
,

抹芽次数愈多
,

花量便

愈少 (图 1 、

表 2 ) ,

在 8 月中旬放梢时花量 减 少 了 40 一50 % ,

在 9 月初放梢时
,

花量减少

90 %以上
。

克里迈丁桔在 7 月初放梢时
,

花量稍有增加
,

推迟放梢
,

花量同样急剧减少 (图

2) ,

从表 1 的处理吼 ¿ 可见
,

克里迈丁桔在 9 月上旬自然抽发的晚秋梢
,

花量也减少 了 55

一70 %
。

但是
,

经抹芽后同期放出的晚秋梢
,

翌年已不能再开花 (锦橙亦同)
。

可见
,

抹芽减
‘

少花量的作用
,

除季节的影响外
,

人为地除去嫩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



3
.

对载果母的影响

抹芽减少了花量
,

但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着果率
。

因而
,

在适当抹芽
,

适期放梢时
,

便

可以增加载果量而增产
。

1 9 7 7年处理的锦橙 (表 2 )
, 8 月中旬放梢

,

载果量增加了57 %
,

产

量增加了36 %
。

但是
,

如果放梢时间过晚
,

抹芽次数过多
,

花量便会很少
,

着果率的提高不

足弥补其损失
,

便会严重减产 (图 1
、

图 2 )
。

从表 2 可见
,

抹芽后增加了秋梢结果母枝的数量
,

这是增产的原因之一
。

但是
,

必须指

表2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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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1.

处理锦橙在 196 8年定植
,

试验时树高 2 . 5一3
. 3米

,

树冠 2
.

0一2 . 8米
, 19 77年平均株产41 市

斤
。

197 7年处理
, 19 75年调查

,

单株重复6次
。

2.

MH 浓度为20 00 PPm 。

喷布时间为
: 6月15 日

·、

22日
, 7月 5 日

、

22日
,

共计4次
。

6月15日已开

始抽发夏梢
。

沙 3
.

处理» 在8月 8 日最后一次抹芽
。

处理º 同天剪去受 MH 影响而抽出的畸形夏梢
。

处理¹ 一
¼同在 8月20 日前后抽发秋梢

。

这些秋梢成了翌年的主要结果母枝
。

秋梢母枝果即系总结果

母枝的比例
。

处理¹ 在 7 月中旬抽出小批夏梢
,

叶有些畸形
。

处理¼在 7月上
、 7 月中

、 a

月上均曾陆续抽发夏
、

秋梢
,

但仍以 8月中抽发的秋梢居多
。

调查时除 7月上划为夏梢外
,

其

余均划为秋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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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抹芽放梢对锦橙幼树开花着果的影响

供试锦橙系 19 69冬定植的无果幼株
, 19 7 3年处理

, 19 74年调查
,

单株重复4次
。

各处
理放梢时期为

: ¹ 七月初
,

º 七月中, » 八月初
,

¼ 八月中
,

¾ 九月初
,

¾ 不抹芽
、

对

照
。

(图例 :
白柱代表花量

,

黑柱代表果量
。

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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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本试验的调查未能充分反映因增加秋梢数的增产效果
,

需以未抽发和已抽发夏
、

秋梢的

春梢为基数计算载果量时
,

才能真正反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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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抹芽放梢对克里迈丁桔幼树开花着果的影响

供试克里迈丁桔系1 9 了0年春定植的无果幼树
, 1 9 7 3年处理

, 1 9 了4年调

查
,

单株重复 3 次
。

处理编号同图 1 。

会

丢

4
.

青鲜家抑芽放梢的作用

喷布 2‘ 4次ZOOOP p m 的青鲜素
,

其作用近似人工抹芽
。

夏梢开始萌发时第 1 次喷布
,

可

以抑芽抽发 7 一10 夭 ; 接着喷第 2 次
,

可以抑芽 10

一 15 天
。

以后再喷第 3
、

4 次
,

第 4 次可以抑穿15

一20 天
。

小于 2 00 0P p m 时
,

抑芽作用迅速降低
。

青

鲜素产生夏
、

秋稍丛芽的能力
,

很大地超过了人工

抹芽 (图 3 ) ; 但是
,

发枝能力则不及人工抹芽
。

如
1 9 7 3年处理统计

,

锦橙用青鲜素抑芽后抽发的秋稍

数与对照相当
,

克里迈丁桔比对照多 30 %
,

比人工

抹芽少30 %
。

与一般生长素类抑制剂不同
,

青鲜素既抑制了

生长也抑制了花芽分化
,

从 1 9 7 2一75 年和77 年多次

试验
,

锦橙
、

克里迈丁桔和碰 柑 喷 布 1 5 0 0 ~ 一2 0 0 0

p p m 的青鲜素2一 4次后
,

花量比对照减少 20 一70 %
。

但是
,

减少花量的幅度恰与人工抹芽相似 (表 2 )
。

并且和人工抹芽一样
,

处理得当时
,

可以提高着果

率
,

1 9 7 7年处理从而提高载果量24 %
。

当喷布青鲜

素时
,

如果有些芽已开始抽枝
,

少数枝条仍会抽出
,

成为畸形夏梢
,

放梢时剪去此类畸形柱
,

有减缓抑 图 3 锦橙春梢喷布青鲜素后形成的丛

廿枪 国翻拍古换 田二
‘、袱 二

,

*
。 、

芽 ( 197 3年 6一7月
, 2 0 0 0 PPm 4 次 )

化作用 和提高载呆量的效果 (表 2 )
。

月
、 ‘ “ ’ “ 一

~
‘ 尸J ’ 一 “ 一 ‘

~ 一
‘ 护~



3 00 0P p m 的青鲜素对幼果发育有强烈的抑制作用
,

形成僵果
。

20 OOP p m 开始时有不强的

抑制作用
,

但在果实发育过程中会逐渐消除
,

在果实转色后
,

已不见其抑制作用了(表 3 )
。

表 3 喷布青鲜索对柑桔果实发育的影响 (果实横径膨大%
,

1 9 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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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鲜素

对 照

3 1 8

3 2 9

!I
t

!
一

」

说明
; 1 .

M H浓度为2 0 0 0Pp m
, 1 9 7 3年 6月 1 3日

、

26 日喷布两次
。

2 .

每处理调查 4株
,

每株固定10 个果子
,

共计40 个果子定期测量横径
。

讨 论

1
、

抹芽放梢在重庆地区的增产作用及其利弊

重庆地区的气候与广东汕头地区大不相同
, 5一6月是雨季

,

气温偏低
,

夏梢抽发 较 晚
、

较少
,

除因栽培措施不当外
,

一般不会加剧生理落果
。

在 自然抽梢情况下
, 了月下旬能抽发

较大批的早秋梢
,

此时潜叶蛾发生也少
,

此梢翌年开花结果均佳
。

7 月中
、

下旬至 9 月上旬

常遇伏早
,

少雨酷热
,

不易放出秋梢
,

就是灌概
,

因空气干燥
,

催梢的效果也不明显
。

9 月

中旬以后
,

干早解除
,

紧接着连绵阴雨
,

柑桔在此时往往抽发大量晚秋梢
。

通常年景
,

甜橙

类在 9 丹20 日以后抽出的晚秋梢
,

碰柑
、

温州蜜柑在10 月初以后抽出的晚秋梢
,

翌年都不易

成为结果母枝
。

不论春梢
、

夏梢或秋梢
,

一经抽发晚秋梢后
,

本段便 不 再 能 成为结果母枝

(抹去秋梢也一样 )
,

而且
,

还使未抽发夏
、

秋梢的春梢的花量也大大减少 〔表 1 ¿ ) ,

即使整

株的花量大为减少
。

通过抹芽
,

如能放出大量的早秋梢
,

便可以减少或避免晚秋梢的抽发
。

所 以
,

我们认为
,

在重庆地区以定植 4 年投产而论
,

在第1一2年不必施行抹芽放梢
。

从

至结果后3, 丛 鱼丝追巡垫为二星竺旦剪质
: 若伏早提前

,

令

则提前放梢
,

若伏早延期到来
,

则稍为推迟 ; 9 月后若抽发晚秋梢
,

可不置理
。

桂柑
、

温州

丫违丝类可放卫通生夕的夏捎
, ”月中旬以后令其自行抽发晚秋梢

。

要及时抹芽
,

避免册技
。

放梢时注意防治潜叶蛾
。

2
.

抹芽与花芽分化

抹芽会减少花芽分化
,

愈晚放梢
,

抹芽次数愈多
,

影响便愈烈
。 19 7 3年我们用强旺锦橙 之竺

幼树进行抹芽放梢试验时
,

因肥水足
,

萌发夏
、

秋梢能力强
,

抹芽次数便多
,

因而使翌年花
,

量大减
,

各月放梢的花量只及对照的3一30 %
。

一次春梢减少花量的现象更甚 (表1 )
。

似乎夏
、

秋嫩芽会把树体中的花芽分化物质 (或基础物质 ) 集中起来
,

因抹芽损失后而减少了花芽分

化
。

也可能抹芽时使柑桔产生的
“
创伤素

”
抑制了花芽分化

。

3
.

应用青鲜素抑芽放梢

人工抹芽十分费工
,

汕头地区每隔2一 3天
,

重庆地区每隔3一4夭便需施行 1 次
,

每次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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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需工 2一 3个
,

因此
,

无法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应用
。

从我们的多年试验看
,

青鲜素可以差强

人意地代替人工抹芽
。

恰当地掌握青鲜素的浓度和喷布次数
,

在计划放梢期前 15 一20 天最后

一次喷布
,

这样
,

抽发的秋梢的质和量虽不及人工抹芽处理
,

但要优于对照
。

如放梢前雨水

充沛
,

秋梢成枝率还可以进一步提高
。

还可以研究青鲜素与其他药剂配合应用
,

进一步提高

秋梢的质和量
。

表 4 不同时期喷布青鲜索对

锦橙幼树花芽分化影响

营养枝

喷布时期

(馥蒸黔 (% )

.

⋯
7
.八OG甘

, .‘‘

理甲口O口汽OO自Q曰nJ诬‘Q山叹J,l八」
由
土

青鲜素不但抑制了柑桔的生长
,

还抑制了花芽分

化
,

不过
,

其减花作用与人工抹芽相似
,

应用得当时也

可以增产
,

故仍不失其应用价值
。

广西灵山县华山农

场用青鲜素对大红柑适当抑制春芽
,

并推迟抽出弱夏

梢 (畸形)
,

然后在放秋梢前半个月剪去畸形夏梢
,

有

减少抑花作用
。

我们的试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

但这仍

是相当费工的
。

不但在 6一7 月份夏梢萌发期
,

青鲜素有抑 花 作

用
,

就是在花芽分化期的10 一n 月喷布
,

也强烈地抑

制了花芽分化 (表4 )
。

我们还观察到
,

在1 9 7 3年 6 月碰

柑两次喷布200 Op p m 的青鲜素后 (表 3)
,

在 8 月上旬抽

发的秋梢中
,

有 7%的花枝
,

而人工抹芽
,

锦橙
、

克里

迈丁桔青鲜素的秋梢均无花
。

这个相反的现象
,

其原

因不明
。

当青鲜素的浓度超过 30 00 p p m
,

或喷布次数过多

时
,

对枝梢萌发
、 ‘

花芽分化和果实发育都有强烈的抑

制作用
。

1 9 7 1年9一 2 2月我们曾用 1 0 0 0 p p m 的青鲜素

19 7 2年 9 月

1 0月

1 1月

19 7 3年 6 月

说明
:
MH 浓度为 2 。。OP p p m

,

喷布

两次
,

时间
:

9 月
: 2 5

、
2 8 日

,

1 0月
: 1 9

、
2 5日

,

1 1月
: 2 0

、

2 8日
,

6 月
: 1 3

、

2 6 日
。

供试锦橙系 1 9 6 9 年 冬定植的无

果植株
。

喷布锦橙和撇柑幼树
,

每月 3 次
,

不但使晚秋梢不能抽发
,

而且
,

翌年春梢也不抽发
,

叶色

呈浓绿
, 5月上旬用6 一某胺腺嚓吟催发春梢

,

但整株均无花
。

用青鲜素对有果幼树抑芽时
,

可使果实种子退化 (参见本刊本期《青鲜素对柑桔种子退化

的作用》)
。

果 树 授 粉 机 械 化

互
果树人工授粉是一项有效的增产措施

,

但过去人工授粉
,

采粉靠手剥
,

授粉毛笔点
,

工

效很低
。

河北省石家庄果树研究所驻正定县大丰屯基点组与群众相结合
,

经过反复试验
,

试

制了一台手摇
、

机动两用剥花机
。

将鲜花从入口送入
,

转动机芯
,

即将花朵挫碎
,

花药从筛

底漏下
,

残骸从出口流出
,

每小时可剥花 4 2
.

9斤
,

比人工剥花提高工效1 78 倍
。

这个所机研组用 3W CD 一5 型电动超低量喷雾器改制成手持电动授粉 器
。

电源 电压 为

1 2 V
,

转速为5 6 0 0转 /分
,

装 1: 3一 4的苹果 (或梨)花粉与滑石粉
,

平均每分钟出粉 3
.

2克
,

比

人工点授提高工效50 倍以上
,

授粉效果良好
。

本刊摘录自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编《农业科技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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