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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番茄坐果激素施用适期的探讨
李天来 郭泳 曹玉芹 张振武

沈阳农业大学园艺系

摘共 本文通过时番茄不 同开花期 的花序进行坐 果激素
一 “ 处理

,

探讨 了

坐 果激素施 用时期 与番茄坐果率
、

单果重
、

总产量
、

早期产量
、

早熟性 以 及经 济效益之间 的关

系 , 结 果认 为 当每花序留 朵花时 , 以 第 朵花开花时 用坐 果激素处理整个花序为最优
。

关 词 番 茄 坐 果激素 施用适期

番茄是我国南北各地厂
‘

泛栽培的蔬莱种

类之一
。

但是 , 由于早春低温寡照 , 番茄子

房和花粉发育不 良 , 授粉受精受到影响 , 因

此
,

早春番茄栽培中常出现落花落果现象
。

试

验证实 番茄落花落果主要是由于不能正常

产生种子 , 从而使子房内生长素类物质生成

过少所致 , 因此 , 生产上常用人工施用生长

素类物质的方法来防 止落花落果
。

这方面已

有许多研究报道
。

然而 , 有关番茄坐果激素的施用适期 ,

日本土屋等人虽然从番茄的坐果率和果实生

长发育的角度有过研究报道〔’, “ , “ 〕, 但是 ,

由于 日本的番茄生产与我国有所不同 , 特别

是对我国北方
一

早春保护地的番茄生产来说 ,

除了要考虑结果率和果实发育外 , 更重要的

还要考虑早熟性及经济效益
。

因此 ,
研究探

讨适合我国番茄栽培特点的坐果激素的施用

适期 , 对于获得番茄高产
、

早熟和最大的纤

济效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

距 , 行距 , 采用直立架 , 穗果

摘心 , 每花序留 朵花 , 多余花在激素处理

时摘除
。

其它栽培管理与生产相 同
。

试验的处理方法如表 所示
。

采用随机

区组排列 , 三次重复
,
每小区定植 株

。

激

衰 试验中激索的处理方法

处理代号 处理时 期 处理方式

每朵花开花时 分别成每朵花

第 朵花开 花时 成整个 花 序

第 朵花开 花时 落整个花序

第 朵花开 花时 落整个花序

第 朵花开花 时 落整个花序

第 朵花开花时 能 整个 花序

未用激素处理

村料与方法

番茄品种为强力米寿
。

年 月 日播

种于育苗盘中 , 月 日 破心期 移植到塑

料钵中 , 育苗在温室内进行
,

苗龄 天
。

月

日 片真叶展开 定植于塑料大棚内
,

株

索采用对氯苯氧 乙酸 , 浓度
一 。 。

各处理选 株作为果实发育和坐果率的

调 查株 , 在果实成熟时分别调查坐果率
、

单

果 屯
、

采收 日期
、

小区总产量和前期产量 以

及产值
。

并对调查结果进行方差分析
。

结果与分析

一
、

对番茄坐果率的影响

如表 所示 , 激素的不同处理时期对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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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的坐果率有明显的影响
。

其中
、 、

三处理区的坐果率均在 呱以上 , 显著地高

于对照区 而
、

二处理区与对照

区无明显差异 处理区介于
、 、

处理

区与
、

处理区之间 , 坐果率为 肠 。

表 滋素的不同处理时期对番茄

坐果率的影响 第一花序

洲查项 目

卜

润查花朵数

坐果数 个

坐果率 肠 日

二
、

对果实生长发育的影响

如图 所示
,

激素的不同处理时期对单果

重量有很大影响
。

其中
、

两处理区 同一花

序上成熟果的大小不整齐
,

第 果较大
,

第么

果 较小
,

小于 的果实较多
,

一些果实失

去商品价值
。

与
、

两处理区相比
, 、 、

三

处理区同一花序上的果实较整齐 , 单果重均

在 以上
。

对照 区则与
、

两处理区相反
,

第
、

果较小 , 失去商品价值 , 第
、 、

果

则较大 , 这主要是由于前期低温 , 授粉受精

不 良所造成的 。

比 ,
分别增产 帕

、

呱和 帕 ,

并

且达到极显著差异水平 ,
·

与 处理区相比 ,

分别增产 肠
、

肠和 肠 , 并达

到显著差异水平
、

二处理区与 处 理

区相比 , 未达到显著差异水平
。

裹 各处理小区总产 邓 氏多皿比较

处理
代号

平均总 差异显著性 较 增产 较 处 理
产

—
增 产

吸
。

肠 吸肠

。

。

。

。

。

。

。

。

。

一

。

。

。

。

。

。

一

一
。

二 时早期产量及早熟性 的影响 从

表 中可 以看出 所有激素处理区的前期产

量均极显著地高于对照区
。

其中
、 、

三

处理区的前期产量不 仅 比 对 照 区 分 别 增

产 肠
、

肠和 呱 , 而且比 处

理 区 分 别 增产 肠
、

肠和 帕 ,

并达到显著差异水平
。 、

二处理区与 处

理区相比 , 未达到显著差异水平
。

处理 门 处理

裹 各处理小区早期产且邓青氏多盆比软

处 理

代号

平均前期
产

差异显著性 较 增产 较 处理

不承万几而 肠 琦产 肠

川哪
︵搜喇侧畔踌

皿万

果穗上着果位置

处理 处理 对照

丁们乃
上比 过月上

万

果德上若果位置

雌︹山匕”妞川坦’

产喇侧碟挤

图 番茄坐果派素的不同处理时期
对单果盆皿的影响 株平均位

三
、

对产量
、

早熟性及产值 的影响

一 对总产量 的影响 从表 中可 以看

出 所有激素处理区的总产量均显著地高于

对照 区 。

其中
、 、

兰 处理 区与对照 区相

。 一 。

。 一 日

。 。 。

人 。 。 。

。 。 。

。 。

。

一

一 一
口

一

一
注 月 日前的产量为早期产量

从表 来看 所有激素处理区与对照区相

比 ,

开花至收获所需天数平均减少 天以上 ,

始收期提前 天 以上
,

即激素处理 能 够 促 进

果实提早成熟
。

同 时 还 可 以 看 出 开 花

后 ,
激素处理的越早 , 果实的成熟也越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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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各处月小区早热性比映

处理
代号

开花至
所浦天

收获
致

较 绪
短天数

始收期
月 日

较 提
前天数

一

一

一

注
·
为 株 个果 的平均众

三 对总产位的影响
‘

从表 中 可 以

看出 所有激素处理区的总产值均极显著地

高于对照区 , 其中
、

二处理区不仅 比 对

照区分别增加产值 肠和 肠
,

而且 比

处理区分别增加产值 肠和 帕 , 比

处理区分别增加产值 肠和 肠
,

并且

均达到显著差异水平
。 、

二处理区与
、

二处理区相比 , 未达到显著差异水平
。

班 各处月小区总产位邓育氏多盆比较

处扭
代号

平均总 差异且著性
产 位

—
元

较 增 较 处理 较 处理
加产值 增加产值 增加产 值

肠 肠 肠

一

一

一

。

一

心。

一

一

一

。

一

。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果激素处理越早 , 从开花到果实成熟所需的
天数越少 , 始收期也越早

。

但过早进行激素

处理 , 产量又较低
。

为了解决这种矛盾 , 生
沮上应培育壮苗 , 加强环境调节 , 使 同一花

序上的各朵花尽量整齐开放
,
这样 , 既能及

早进行激素处理 , 又能保证同一花序的所有

花都处于激素反应敏感期 , 使番茄获得早熟

丰产 , 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

另一方面 , 从本试验看
, 、 、

三处理

区由于激素处理时期过早
,

第 果产生很强的

营养竞争力 , 而且还由于此时正是秧苗定植

初期
,

营养供应能力弱 , 因此 , 果实发育不整

齐 , 并且产生一定程度的果实赞秧现象
,

使

第
、

穗果的正常发育受到影响 , 降低 了 产

量
。

而
、 、

三处理区由于激素处理时期较

晚 , 此时秧苗已缓苗 , 进入正常生长期 , 而

且还由于对营养竞争较强的第 果在激素
‘

处

理时早 已开花 , 这样对激素的敏感性有所下

降 , 因此 , 、 、

三处理区的果实发育

整齐 ,
果实赘秧现象较轻

。

与激素处理区相

反 , 对照 区由于前期温度低
,

第 穗果发育不

良
,

产量较低
,

所 以
,

植株生长旺盛 , 使第
、

穗果发育 良好
,

产量有所提高
。

由此可见 ,

激素处理不当 , 易产生植株早衰现象
,
从而

影响上部产量
。

因此 , 在进行坐果激素处理

的同时 , 要特别加强肥水管理 , 保持植株旺

盛生长 , 使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保持平衡
。

, 今文做

讨论与结论

从番茄坐果率和果实发育来看 , 开花前

天至开花后 天是番茄花对坐果激素的反应

敏感期 , 其中开花当天最为敏感
。

因此
,

提前

或超过这一期限进行激素处理则效果不 良 ,

这一点与前人的研究报道基本相 同〔
,

〕
。

试

验结果认为 就一个花序而 言 , 当每花序只

留 朵花时 , 以第 朵花开花时对整 个 花

序进行激素处理的坐果率最高
,

果实发育整

齐 , 总产量也高
。

然而 , 从早熟性上看 , 坐

高桥 信孝 心
。

植物调整物质 圈芸的利用
。

诚义堂新

兴社
,

齐燕 隆
。

蕊莱目芸学一果莱编 农山渔村文化协会
,

土星七郎 木沙 毛 夕制沁 孟 石 卜夕 卜 落果防止法
。

段及挤 口
, 一 。

斋燕隆等 日
。

番茄生理
。

上海科技出版社
,

跳
, 。 , 。 , 。 ,

。 。

一 。 。

。 , 。 ‘ ,

一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