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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桔为我国南方主要果品
。

但 目前采收

期集中
,

在盼运过程 中捐失较重
,

供应期短
。

减少柑桔赊运摄失
,

延长供应时期
,

对生产
、

消费告有重大意义
。

2 , 4一D 等类似生长素应用于柑桔果实赊

运
,

中外学者都有过研究
,

在前人 的 基础

上
,

为进一步研究不 同种类
、

品种柑桔果实
2

,

凌一D 处理效果
, 2 , 4一 D 与不同采收期等处

理的关系
,

及探豺 2 , 4一 D 提高柑桔果实耐藏

性的作用机制阴题
,

我佣于 1 9 6 3 年 10 月至
1 % 4 年 5 月在重庆北倍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

研究所 自然通风盼藏室继擅进行研究
。

歌脸材料和方法

款肺分为二部分
:

(一)甜橙 (Ci t r u s 5 1。。n s艺s ) 歌盼
1

.

不同采收期 2 , 4 一D 处理
:
敲采前二周

1 00 PPm 加采后当天 2 5 0 PPm 二次喳洒
、

采

前二周 i 0 0 PPm 喷洒
、

采后 当 日 2 5 0 PPm 喷

洒和对照 4 种处理
,

于 1 9 6 3 年 1 1 月 1 3 日
、

12 月 3 日和 12 月 19 日三期采收
,

共粗合为

12 个处理
。

藏胧材料
:
锦橙 (鹅蛋柑)

,

采

自 9 年 生幼树
,

每处理分别 由 6 单株采果
。

2
.

不同品种处理
:

采用鹅橙
、

华盛顿膺

橙
、

普通甜橙 (厚皮) 和实生甜橙 4 个品种
,

分别毅采前二周 工00 PP m Z , 4一 D 噎洒
、

采后

当 日 2 5 0 PPm Z , 4一 D 喳洒和对照三种处理
,

共粗合为 12 个处理
。

实生甜橙采自 1 5一20

年生树
,

其余为 9一10 年生幼树
,

采收期为

1 9 6 3 年 1 1 月 1 3一1 4 日。

(二)杠桔 (()i tr u s

Ta
n g 祀r in a

) 拭娥
:

投采前二周 70 PPm Z , 4 一D 加采后 当日

75 0 PPm 二次喷洒
,

采前二周 70 PP m Z
,

4一D

喷洒
、

采后 当 日 7 5 0 PP in Z , 4一 D 喳洒和对照

4 种处理
,

分 3 期 于 i , 6 3 年 1 1 月 3 日
、

1 1

月 1 9 日和 12 月3 日采收
,

共粗合为 12 个处

理
。

拭髓材料
:

大杠袍
,

采 自 30 年生实生树
,

每处理分别采 自 2 单株
。

试娥用 2 , 4一D 系天津化 工厂出 品 5 % 2

毫升管装药液
。

各处理均毅三次重复
,

每重复一百果
,

装一箱
。

以上不 同重复果实均包概
、

装箱
,

分别放赊藏室果架 上不同部位盼藏
。

盼藏期中每半月进行捐耗刹查一次
,

分

别韶载解蒂果
、

千蒂果
、

干疤果数
,

拜根据外

表病征稠查各种病害 (青释霉病
、

蒂腐病
、

黑腐病
、

酸腐病
、

褐腐病和炭疽病等) 致腐

果数
。

甜橙果实每次稠查时取 出腐果和干疤

果
,

杠桔HlJ 仅取出腐果
,

其干疤果仍继很赊

藏
。

各重复果实每月称重一次
。

甜橙
、

扛桔的不同采收期 2 , 4一 D 处理果

实
,

于采前处理期
,

入康
、

出康期和盼藏中

每月一次
,

各取不同单株果实 6 个
,

榨取果

汁
,

以斐林氏液滴定果汁还原糟 和 翰化 糖

参加工 作的尚有胡大思
、

周天池 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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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以 O
.

I N N a o H 滴定果汁总酸量 ; 以染

料法 ffilI 定果 汁雄 生素丙含 量
,

以 Br ix 糖度

表侧定果汁可溶性固形物 ; 以普通 榨 汁 器

榨汁后
,

放双层抄布中胶干果渣
,

静算果 汁

量 (果汁 /果肉) ; 以 5 人以上百分制郭分法

舞定果突风味
。

以草酸滴 定 Ba (O H )
:

所吸

收 C O :
的商 易法侧定果实及果蒂呼吸强度

。

赊藏后期以折光法稍加改进测定处理与对照

果皮
、

果肉束搏水量 ; 双简接碘量法ffilJ 定处

理与对照好果果汁中乙醇含量
。

其他 不同品

种处理于入康
、

出瘴期进行呼吸强度
、

糖
、

酸
、

推生素丙
、

果汁量
、

可溶性固形物测定

和风味蹂定
,

赊藏期 中仅每月 ffilJ 固酸此
。

奸藏室句平均温度 变 化幅 度 为 8
.

8 士

0
.

6一21
.

8 士 1
.

扩C ,

相对湿度变 化 幅 度 为

8 2 士 3一9 5 士 1 %
。

拭 翰 桔 果

一 不同种类
、

品种果实翘 2 , 4一 D 处理

后的赊藏效果

〔一)甜橙

凡超 2 , 4一D 处理的果实
,

赊藏中好果率

和解蒂果本皆显著提高
,

干疤果减少
,

赊藏

期延长 (表 1 )
。

1 9 63 年 1 1 月 1 3 日采 收的

锦橙果实盼藏 5
.

5 月
,

至 1 9 64 年 5 月 3 日 ,

凡处理的都保持好果率 70 % 以 上
,

解蒂 果

50 % 以上 ; 对照果实赊至 3 月初
,

好果率已

低于 70 %
,

至 5 月 3 日仅存好果 8
.

4%
,

且

艳大多数为干蒂果
,

果皮较级缩
,

风味较处

理果实差
。

盆明处理可延长鲜果盼藏期两个

月以上
。

2 , 4一D 处理效果因采收期
、

处理浓度
、

时期和品种而有不同
。

1
.

处理时期的 影 响
: 2 , 4一D 采前 加采

后两次噎洒与单采前或采后一次喳洒处理之

同效果差异不显著
,

仅以两次喷洒的表现稍

好 (表 1 )
。

采前不 同时期处理中
,

采 前 2

周和 3 周喳洒处理效果较采前 1 周喳洒好
,

共好果率分别为采前 3 周处 理 31 %
、

采 前

2 周 2 8 %
、

采前 1 周 1 4%
,

对照为 1 3
.

3%
。

2
.

采收期的影响
:

从表 l 查料还可以看

出
,

在款脆所敲三个采收期中
,

处理效果随

采收期延迟而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

此表现与

对照果实一致
。

但凡翘 2 , 4一D 处 理 的 都显

著较对照耐盼藏
,

其果实赊至 5 月 3 日,

好

果率保持 55
.

7一 7 6
.

7 %
,

对照好果率仅 为

亥 1 2 4 一D 处理对锦橙果实聆藏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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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8一 1 6
.

7%
。

3
.

不同品种的处理效果
.
藏 脆所 采 用

4 个甜橙品种中
,

对 照果实以锦橙保持好果

率最高
,

共次为普通甜橙
、

实生甜橙
,

华盛

顿腾橙最不耐藏
,

好果 率按 顺 序分 别 为

1 8
.

3 %
、 1 1

.

0%
、 1 0

.

7 % 和 3
.

7%
。

各品种

果实翘 2 , 4 一D 处理
,

皆有提高耐藏性效果
,

共中仍以锦橙效果最佳
,

其次为实生甜橙
,

普通甜橙和华盛顿槽橙较差
,

共 采后 当 日

25 0 PP m Z , 4 一D 处 理 的 好 果 率分 别 为
:

7 8
.

0%
、 5 5

.

7%
、

1 7
.

7 % 和 2 4
.

7%
。

在及

时取 出干疤果的情况下
,

除实生甜橙对照果

实外
,

各品种腐果率皆降至 10 % 以下
, 2 , 4一 D

处理果实的主要特征为
:

鲜蒂果 多
,

干疤果

大大减少
,

升算于疤果与好果率之 简
,

呈高

度负相关(
r 二一 0

.

9 4)
。

甜橙各品种对 2 , 4 一D 喷洒时 期反 应不

同
,

华盛顿膺橙和实生甜橙以采后处理效果

好
,

后者采前与采后二处理 简差 异 相 当 显

著
,

好果率分别为 19
.

7% 和 5 5
.

7%
,

而 普

通甜橙以采前处理表现好
,

锦橙 则不同采收

期果实对 2 , 4 一D 采前或采后处理 反 应不一

致 (表 1 )
。

(二) 扛桔

扛桔果实攫 2 , 4一D 处理后
,

保持好 果

和固有风味
,

减少腐烂的效果较甜橙更为突

出
。

1 9 6 3 年 11 月 3 日采收
,

采前加采 后二

次喷洒和采后一次喷洒处理 的
,

赊藏 4 个 月

至 1 9 64 年 3 月 4 日
,

好果率分别 为 96
.

4%

和 92
.

3 %
,

共腐果率仅 为 3
.

3 % 和 5
.

7%
,

且果汁仍多 ; 同期对照仅存好果 14
.

7 %
,

腐

果捐失达 7 4
.

6%
,

且好果也 已严重枯水
,

不

堪盒用 (表 2 )
。

扛桔果实 2
,

4 一 D 处理效果 受采收期
、

处

理期影响较甜橙更为显著
。

1
.

采收期的影响
:
在藏磁所歌 3 个 采

收期中
,

对照果实耐藏性随采收期延迟次第

增强
, 2 , 4 一D 处理果实别狞藏表现与对照正

相反
,

以早采者耐藏性提高更为显著
,

共好

果本
、

解蒂果率告较晚采者高
。

对照果实干疤果率
、

总腐果率和黑腐病
、

褐腐病
、

炭疽病腐果皆以早采者较高
,

尤共黑

腐病为扛桔盼藏 中最主要的致 腐病 害
,

至
1 9 6 4 年 3 月 4 日

,

对照黑腐病腐果 达 5 0 %

左右
,

共次为褐腐病和青释霉病腐果也分别

达18 % 和 16 %
, 2

,

4 一D 能抑 制上述各种病害

表 2 2 , 4~ D 处理对大缸袍果实黔献效果的影响

1 9 6 4 年



腐烂
,

尤其对黑腐病抑制效果最为突出
,

处

理果突此病腐果率降低至 1% 以下
。

2
.

处理时期的影响
: 2 , 4 一D 不 同 时期

处理中
,

采前加采后二次噎洒与采后一次噎

洒效果差异不显著
,

以二次喷洒者稍突出
,

采前一次喷洒效果校差
,

与采前
、

后二次喷

洒和采后一次喳洒简好果率差异显著
,

超过

5 %最低差异显著标准值
。

但采前喷 洒 蛟对

照好果率提高效果仍极显著
。

二 2 , 4一D 处理对果突生理化学特性和

风味的影响
1

.

对呼吸作用的影响
:
甜橙

、

杠桔呼吸

作用测定查料表现如下 趋 势
:
采 前 2 , 4一D

处理加强果实狞藏期中呼吸作用
,

采后处理

BJJ 对赊藏中呼吸表现抑制效果
,

采前加采后

处理的表现为中简类型 (图 1 )
。

2
.

对糖
、

酸和推生素丙 的影响
:

果实

赊藏中呼吸作用首先消耗酸
,

故总酸 量的变

化与上述各处理呼吸强度变化趋 势相似
,

这

种情 况在甜橙方面表现蛟为明显 (图 2 )
。

比较各处理果实赊藏中含酸 量 变化 情

况
,

以采后处理和采前
、

采后二次处理酸保存

率校高
,

而对照和采前处理果实酸的消耗较

多
。

华盛顿膺橙和普通甜橙 2 , 4 一D 处理果实

赊藏中酸保存率亦显著较对照高
。

赊藏 中果实含糖量变化较为复杂
,

甜橙

不 同处理 中
,

采前处理和对照果突赊藏中蔗

糖含量增长较采后和二次处理的多 (图 3 )
,

一
.

~
.

:;:

、
·

-
‘

一 _
协

/ /

西�OB�O呼吸

强变度

、万卖二
O0

月月n‘‘.
月
‘.
J

化�%)

品
3 ,

5 ( 月)

1幼6 . 年

图 1 2 , 4 ~ 1〕处理对甜橙
、

杠枯聆藏中呼吸作用的影响

—
采 前加采后处理 一

·

一
·

一采前处理

一 汉一 减
一采 后处理

一 一 一 一 一对照

其还原糖增长 率 则 表 现

为
:
采前处理较对照和其

他处理都高
,

似表现此二

处理果实 由于在赊藏中呼

吸作用较为旺盛
,

多醋 (如

果胶) 分解和蔗糖还原过

程都较活跃 ; 在果实解剖

性状方面
,

也可以观察到

赊藏后期对照果实汁胞棉

救的现象 ; 但采前处理还

原糖消耗校对照低
,

表现

为采前处理果突后期还原

糖量的不断增加
。

2 , 4 一D 处理对甜橙
、

缸桔果实赊藏 中推生素丙

的影响不 明显
。

3
.

对果实乙醇含量的

影响
:
盼藏 193 天后

,

第

一期 ( 1 1 月 1 3 日 )采收的

锦橙对照果实果汁乙醇含

量
,

蛟采前加采后二次处

理的果实高 1 倍 (表 3 )
。

乙醇为赊藏果实中嫌氧呼

吸的产物
,

乙醇的过度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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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价卜
, -

一
、、

、 、 _

一乏》之
‘

) 谈少
’

一
‘

.’’ 、

户戈
哭

、 ‘、

\

\

之长

总酸量保存率八以人藏含时量为一百)

果
,

会对果实粗藏形成毒

害影响
。

4
.

对果汁量和 果 实

风味的影响
: 2 , 4一D 处理

对娜橙果汁量无 显 著影

响
,

华盛顿膊橙
、

普通甜

橙和实生甜橙处理果实果

汁保存率HlJ 较对照高
,

盼

藏 5 个 月后
,

华盛顿晴橙
2

,

4 一D 处理果 实 的 果 汁

量为原入赊 时 果 汁 量 的

2 0遵
.

6 % 〔1〕,

对 照 果实为

94
.

9 %
,

普通甜橙处理与

对照果实果汁保存率分别

为 1 2 0
.

7 % 和 1 1 1
.

6%
,

实

生甜橙分别为 120
.

3% 和

1 0 8
.

3 %
。

同时
,

各 品 种
2 , 4 一D 处理果实酸保存率

高
,

多酿分解少
,

质地致

密
,

乙醇 含量 低
,

无 异

味
,

故 口尝风味较对照好
。

扛桔果实舰 2 , 4一 D 处

丫扮{ 扮
\

、 .

~
.

~ ~

1008060401001208060401008060叨

11 一2 1 2 3 4 5 (月)

图 2 2
,

4 ~ D 处理对甜橙果实聪藏中总酸保存率的影响

—
采前加 采后处理

一 减一 减
一采 后处理

_
。

一
。

一采 前处埋
一 一 一 一 一对照

理能延迟盼藏 中枯 水现象 出现
,

赊

藏 4 个月后
,

未处理果 实 严重 枯

水
,

不堪食用 ; 第一期采收的处理

果实刻仍果 汁鲍 满
,

风味较对照果

实好
。

第二
、

三期采收的处理果实

不能抑制枯水
。

5
.

对果实水分状况的影响
:

果

实盼藏中的生理失重主要 为水分捐

失
,

也包括因物质分解消耗所捐失

的重量
。

根据赊藏期 中每 月称重拮

果
,

2
,

4一D 处理的甜橙
、

扛桔赊藏

保存率八以入藏期含量为一百�

1 1 12 1 2 3 4 5 ( 月 )

图 3 2
, 4
一处理对棉履果实聆藏中蔗糖还原糖保

存率的影响

—
采前加采后处理 一

x 一 减一采 后处理

一
.

一
.

一采前处理
- -

一 一 一 一对照

〔习 甜橙果 实赊藏中
,

果汁量反有增 多砚

象
,

初步认为是 原果胶等 物质在盯藏中

分解为可 溶 性 物质量超 过了果汁 梢失

的精果
,

处理果 实多 酷分解少
,

但 果

汁捐失亦少
,

故果汁保存率 校对照高
,

· 2 6
· 1 9 6 4 年



窦 3 2
,

4~ D 处理对甜橙月宁藏后乙醉含

量的影响

处 理 赊藏天数
乙 醉 含 鼠

(毫克 / 10 0 毫升果辛卜)

采 前十 采后

对 照 :::
3 4 25

6 8
。

45

中生理失重皆较对照降低 (表 1
、

2)
,

采收

愈早
,

差异愈显著
。

狞藏后期侧定甜橙果皮和扛桔果肉中束

搏水含量
,

2 , 4 一D 处理果实的束搏水
、

自由

水和总含水量都蛟对照果突高
,

貌明处理果
实持水力校对照提高

。

这种水分 状 况 变化

在果实外观上的反应是
:

对照甜 橙果 皮 易

皱棺
,

处理的较新鲜鲍浦 ; 对照 叙桔 果 肉

易枯水
,

处理的能保持果汁
,

延 迟 枯 水 现

象
。

亥 4 2
,

卜D 处理对甜橙果皮
、

缸桔果肉

中水分状况的影响

处处 理理 总含 水量量 白由水合合
(((((% ))) 量 (% )))

甜甜橙果皮皮 2
一
4一 D 采前前

嚣:::: ::
,

丈丈戈戈十十十采后 处理理理理理

对对对 照照照照照

杠杠桔 果肉肉 乙 4一 D 采前前

::
.

:;;; ::冀冀 :
.

嚣嚣斗斗斗 采 后处理理理理理

对对对 具伎伎伎伎伎

甜 瀚

一 柑桔果实赊藏 中应用 2
.

4一D 处理 的

效益

1
.

甜橙果实赊藏 中
,

一趣产生 干 疤
,

即不耐久赊
。

据我刊 1 964 年 4 月观察
,

初期

干疤果实在 14 天之内有 70 1%腐烂
,

干疤

果与好果率呈高度负相关
。

2
,

连一D 处理显著

抑制果实 产生干疤和干蒂
,

因而得以延长赊

藏寿命
。

本拭盼处理果实在通风条件下赊藏

半年 以上
,

仍保持好果 70 %
,

腐 烂率 低于

10 % ; 如进一步实施 2
,

4一D 处理 和 赊藏 中

晃干蒂
、

千疤果及时取出
,

则更可防止腐烂

于未发生之前
,

赊藏至次年五一节果实可陆

植供应市爆
,

而全部腐烂不超过3一 5%
。

外

葫果实艇 2 , 4一D 处理
,

盼至次 年 2一4 月
,

可选 出50 一70 % 鲜蒂好果出 口
。

2
.

缸桔果实盼藏 中腐烂严重
,

且果肉易

枯水
,

失去食用价值
。

2 , 4 一D 处理大大 减少

腐烂捐失
,

并显著延迟果肉枯水现象
,

赊至

春节
,

可保持好果率 95 %
,

且果 汁 鲍 浦
,

风味良好
。

3
.

2 , 4 一D 处理 成本低廉
,

本试髓 所用

5 % 药液每盒 ( 2 毫升管 10 支共 20 毫升)仅

0
.

1 元
,

折算采后处理每 1 , 0 00 斤果 实成本
0

.

1一 0
.

3 元
,

采前处理也仅 1一 1
.

5 元
,

而

减少腐烂
,

增加收益效果助可达数百元
。

且
2 , 4一D 对人畜无害

,

使用方 法 亦 筒便
,

因

而 2 , 4一D 处理可作为减少柑桔果 实赊运捐

失的有效措施之一
,

在生产上逐 步 推广 应

用
。

二 2 , 4一D 处理的有效方 法

2 , 4一D 处理效果因处理期
、

果实采收期

和果实生长状况而异
。

甜橙采前或采后一次啃洒
、

征桔采后一

次喷洒与采前加采后二次喳洒效果相近 (好

果率差异< 5%
,

远小于 1% 的最低差 异 显

著标准 )
,

从翘济效益上看
,

大量应用时
,

可

考虑一次喳洒
。

采后处理用药
、

用工较省
,

效果较采前处理稳定
,

但目前生产 单位 反

映
,

喷洒后须晾干入康
,

处理 受空 简条件限

制
,

有一定困难
,

故除了进一步研究采后大

量处理的切实可行的敲施
、

机具外
,

目前可

根据果实种类和采收后处理条件
,

决定采用

采前或采后处理
。

采后处理时
,

可采用浅箱

架藏
,

采后即选果
、

喳洒
、

L架
,

或采 用上下

层周隔 1 尺左右的果架
,

果实上架后喳洒
,

然后加大通风
,

迅速晾干
。

采前处理期以采前 2一 3 周为宜
,

采前 1

周处理
,

效果不显著
。

甜橙
、

杠桔用 2 , 4 一D 处理赊 藏果 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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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以较早于果实初搏黄部分带青 时采 收 为

好
,

尤共扛桔只有在上述成熟度采收
,

才能

保持果汁 ; 采收延迟
,

虽攫 2 , 4一D 处 理 好

果率提高
,

仍枯水严重
。

甜橙各品种中
,

品质优良
、

耐藏性强的

锦橙
, 2 , 4一 D 处理效果最突 出

,

可作为大量

狞藏的优良品种
。

果实粗锹疏松或干物质含量低
,

如小年

果实
、

幼树果实
,

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处理效

果
。

三 2 , 4一D 处理提高柑桔果实耐藏性的

机制
1

.

扰髓进一步征明
,

2 , 4 一D 采前处理增

强果实赊藏中呼吸作用和酸的消耗
,

采后处

理呈相反趋势
。

同时
,

在果实糖 分代谢上初

步观察到以下趋势
: 2

,

4一D 采前处理促进果

实盼藏中多醚
、

双糖的分解
,

但还原糖消耗

较对照减少 ; 采后处理能抑制糖 的 分 解过

程
。

2
,

4 一D 处理果实 内乙醇积累量显著较对

照低
,

仅为对照果实 50 %
。

既明处理 果实

有氧和嫌氧呼吸对比关系较对照正常
,

也是

处理后干疤果实减少的 内在基础
。

我们认为
,

以上 2 , 4一D 处理后 呼吸和

糖
、

酸代榭
,

乙醉量变化情况
,

都靛明 2 , 4 一D

处理不仅引起果 实生理化学性状产生量变
,

井影响果实代谢过程 产生质的变化
。

2 2 , 4一D 处理抑制果实果蒂离层形成
,

因而能使果蒂保持新鲜状态
。

据测定
, 2 , 4一 D

处理的新解果蒂呼吸活性较对 照 干 蒂高 1

倍
,

取10 个果蒂mJJ 定
,

一昼夜放出 C O :
量分别

为 3 15
.

7 毫克和 1 57
.

6 毫克
。

盼藏后期解剖

解蒂果实中心柱推管束
,

仍新解正常
,

干蒂

果推管束刻 自果蒂开始
,

沿中心柱向膺部呈

褐色败坏状延仲
。

Bax 和 p y6朋 所提出的呼

吸的保护作 用概念 指出
,

呼吸保护作用的现

象之一
,

是高等植物借氧化作用酶类
,

能够

中和甚至完全破坏微生物的毒素
。

本拭麟数

据分析的拮果
,

在甜橙赊藏 中解蒂果保存率

与蒂腐病和干疤果发生率智呈现高度负相关

(
r 一 一 0

.

8 5 和
一 0

.

88)
,

杠桔鲜蒂果 率 与 黑

腐病发生也存在负相关
。

粽上所述
,

我俩初步认为
,

呼吸作 用活

性蛟高的新鲜果蒂和推管束祖撒
,

对主耍铿

由蒂部侵入 的 病 菌 (如 蒂腐病菌 D 谓加di
‘

n a ta le n sis 和 Ph
o阴中

、15 ci t r i
、

黑 腐病 菌
A lt 二

n

ar ia Ci tr i) 有较强的抵抗能 力
,

干枯

的果蒂和推管束粗罐对病菌浸人的 自然抵抗

力显著降低
,

这是 2 , 4一D 处理果实对病菌抵

抗力增强的主要原因之一
。

3
.

初步测定桔果
, 2

,

4一D 处理果实束搏

水含量较对照果 实高
,

因而增强 了果实持水

能力
,

果实自由水和总含水量也高于对照
,

这种保持果突水分的现象
,

特别反映在拧藏

中失水较多的部位 (杠桔果肉
、

甜橙果皮)
。

果实失水除影响食用品质和外观
,

拜破坏韧

胞内正常充水状态
,

加强韧胞 中有机物质的

分解过程
,

削弱其对微生物的抵抗能力
。

因

此
, 2 , 4一D 处理果实束搏水量高

,

增加持水

力
,

自由水亦高
,

相对地加 强了果实的抗病

性和耐藏性
。

粽上所述我们初步认为
, 2 , 4 一D 处理提

高柑桔果实耐藏性的作用机制主要为
:

抑制

果蒂产生离层
,

保持新解果蒂 的保护作用
,

和延迟盼藏果实生理代榭失稠现象出现 ; 提

高果突持水能力
,

保持韧胞正常充水状态
,

因而增强 了狞藏果实对致腐病菌和不良环境

的抵抗能力
。 2 , 4 一。对致腐病菌的道接抑制

作用别是此蛟次要的因素
, E ri ck so n 等的工

作靓明
,

高浓度(5
, oo 0PPm )2

, 4一 D 和 2
,

4 , 5一T

能延援柑桔果实赊藏中 9 种主要致腐病菌的

生长
,

但都不能艳对抑制其生长
。

本拭输在通风盼藏条件下进行
,

其果实

翘 2 , 4一 D 处理后表现
,

及对作用机制的初步

分析
,

都针对此种盼藏环境而言
。

据 目前 了

解
,

在冷藏或密阴土窖赊藏时
, 2 , 4 一D 处理

仍表现良好抑制腐烂
、

干蒂和保持群蒂等效

果
,

但在水分
、

果色等方面有不同表现
,

值

得进一步研究
。

1 9 6 4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