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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输液滴干对龙眼成花的影响
田珊珊ꎬ 薛进军∗ꎬ 马幸幸ꎬ 王嫣嫣ꎬ 陈千付ꎬ 李　 涛

( 广西大学 农学院ꎬ 南宁 ５３０００４ )

摘　 要: 虹吸输液滴干技术作为一种新型的输液技术ꎬ能显著提高龙眼对调节剂的利用率ꎮ 该研究利用虹吸

输液滴干技术来研究氯酸钾与多效唑对龙眼成花的影响ꎬ同时探索从花芽生理分化期开始控制龙眼冲梢的方

法ꎮ 结果表明:氯酸钾输液滴干不但能够促使龙眼提早开花ꎬ而且能够提高其成花率、抽穗率、雌雄花比例与

坐果率ꎮ 不同品种龙眼对氯酸钾的敏感度不同ꎬ‘石硖’对氯酸钾最为敏感ꎬ但稳定性低ꎻ‘储良’对氯酸钾的

敏感性低ꎬ但稳定度高ꎻ‘桂香’对氯酸钾的敏感性与稳定度居中ꎮ 从整体上看ꎬ‘石硖’的处理效果最好ꎬ最佳

处理次数为 ３ 次ꎬ每次施用 ７.５ Ｌ 浓度为 １ ｇＬ￣１的氯酸钾ꎬ处理后枝梢成花率、枝梢抽穗率、雌雄花比例、坐果

率分别为 ５３.６７％、５９.３８％、１６.０１ 和 １９.５８％ꎮ 多效唑输液滴干对‘桂龙 １ 号’的控梢效果显著ꎬ有效促进了龙

眼成花ꎬ并以 １６０ ｍｇＬ￣１的多效唑溶液处理效果最佳ꎬ抽梢率为 １５.１６％ꎬ抽穗率、雌花率、花穗长、花穗宽和坐

果率分别为 ９６.５３％、１０.３６％、２１.９５ ｃｍ、１２.９６ ｃｍ 和 ３８.３７％ꎮ 药剂输液滴干技术施用氯酸钾和多效唑对于龙

眼成花坐果有积极作用ꎬ该研究结果为实现高效、省工、环保的果园管理模式提供了借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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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眼是花芽当年分化ꎬ当年开花ꎬ果实当年成熟

的树种ꎮ 正造龙眼的结果母枝是秋梢ꎬ丰年产量高ꎬ
采果后树体营养不足ꎬ使秋梢的生长受到影响而不

利成花ꎻ如果早春温度高ꎬ还会导致“冲梢”ꎬ影响龙

眼成花ꎬ造成大小年结果的现象ꎮ 因此ꎬ龙眼成花问

题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之一(姜建初等ꎬ２０１０ꎻ常强

等ꎬ２０１５ꎻＰｏｔｃｈａｎａｓｉ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９)ꎮ
氯酸钾在调节龙眼产期ꎬ生产“正季早”龙眼ꎬ

以及控制龙眼“冲梢”等方面均有研究与应用(邵光

时等ꎬ２０１３)ꎬ多效唑则主要用于控制龙眼冲梢(朱
建华等ꎬ２０１１)ꎮ 我们已经通过叶面喷施乙烯利、多
效唑ꎬ成功地从花芽形态分化开始控制龙眼冲梢

(龚弘娟等ꎬ２０１４)ꎮ 目前ꎬ常用的施用氯酸钾和多

效唑的方法是土施和喷施ꎬ这两种方法存在利用率

低、成本高、污染环境等缺点ꎻ树干输液误差小ꎬ不易

受到外界的干扰ꎬ但耗时长ꎬ劳动强度大ꎬ不易在大

田推广应用ꎮ 输液滴干技术作为本课题组近年来研

发的技术ꎬ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传统施药方法的

不足ꎬ具有高效、省工、环保等优点 (谢长智等ꎬ
２０１２ꎻ张鹤华等ꎬ２０１５)ꎮ 本研究利用输液滴干技

术ꎬ将氯酸钾和多效唑通过一定流速的滴头直接输

入树干ꎬ从花芽生理分化期开始探索控制龙眼冲梢

的方法ꎬ并将管道输液滴干技术和虹吸输液滴干技

术结合ꎬ通过虹吸输液滴干进行试验为管道输液滴

干提供配方ꎬ再通过管道输液滴干对该配方进行大

规模应用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试验于广西大学果树标本园内进行ꎬ土质为粘

性红壤土ꎬ土壤 ｐＨ 为 ４.６７ ~ ５.１１ꎬ管理水平中等ꎮ
供试品种有 ‘石硖’、 ‘储良’、 ‘桂香’ 和 ‘桂龙 １
号’ꎬ２００２ 年定植ꎬ株行距为 ３ ｍ × ５ ｍꎬ南北行向ꎬ

试验树生长状况良好ꎬ树势与栽培管理条件一致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氯酸钾输液滴干方法　 氯酸钾输液滴干处理

均在 ２０１４ 年进行ꎮ 药剂输液滴干的操作方法如下:
用电钻在树干上打孔ꎬ打孔的位置距地面 ３０ ｃｍꎬ将
输液袋挂在枝杈上ꎬ在输液管的一端缠上金属丝并

将其坠入输液袋底部ꎬ用吸耳球在另一端吸出液体

并插上滴头(２ Ｌｈ￣１)ꎬ将滴头插入钻孔ꎮ
试验对象为‘石硖’、‘储良’、‘桂香’３ 个品种ꎬ

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设计ꎬ每个品种 ３ 个处理:
(Ｔ１)施用一次 ７.５ Ｌ 浓度为 １ ｇＬ￣１的氯酸钾ꎬ处理

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ꎻ(Ｔ２)施用 ３ 次 ７.５ Ｌ 浓

度为 １ ｇＬ￣１的氯酸钾ꎬ处理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１１ 月 １ 日和 １２ 月 １ 日ꎻ(Ｔ３)不处理为对照ꎮ 单

株小区ꎬ３ 次重复ꎮ
１.２.２ 多效唑输液滴干方法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５ 日开始

进行ꎬ输液滴干的操作方法同氯酸钾ꎬ试验对象为

‘桂龙 １ 号’龙眼ꎮ 多效唑为 ２５％悬浮剂ꎮ 采用单

因素随机区组设计ꎬ３ 个处理ꎬ单株小区ꎬ３ 次重复ꎬ３
个处理水平:(Ｔ４) １００ ｍｇＬ￣１ 多效唑溶液 ７.５ Ｌꎻ
(Ｔ５)１６０ ｍｇＬ￣１多效唑溶液 ７.５ Ｌꎻ(Ｔ６)清水 ７.５ Ｌ
(对照)ꎮ
１.２.３ 观测项目、样品采集及测定方法

１.２.３.１ 氯酸钾输液滴干对龙眼的促花效果　 按东、
西、南、北 ４ 个方向ꎬ分别标记 １０ 个老熟秋梢并观察

物候期ꎬ记录萌芽期、红点期、初花期、盛花期、末花

期ꎬ并定梢统计成花率、抽穗率、雌雄花比例、坐果

率ꎮ 用邓肯氏新复极差法对测得的数据进行显著性

分析ꎬ分品种进行数理统计ꎮ
１.２.３.２ 多效唑输液滴干对龙眼控梢成花效果　 按

东、西、南、北 ４ 个方向ꎬ分别标记 １０ 个老熟秋梢ꎬ施
药前对老熟秋梢的长度进行测定ꎮ 施药后 １０ ｄ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２０ ｄ(２０１５ 年 ｌ２ 月 ２５ 日)、
３０ ｄ(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４ 日)记录总梢数以及抽出的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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梢数ꎬ调查复叶数与小叶数ꎬ测量芽轴的最初长度与

最终长度ꎬ计算芽轴增长量ꎮ 在龙眼成花期调查计

算冲梢率、抽花穗率、雌花率与坐果率ꎬ测量花穗的

长度和宽度ꎮ 用邓肯氏新复极差法对测得的数据进

行显著性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氯酸钾输液滴干对龙眼成花的影响

２.１.１ 物候期　 氯酸钾处理明显促进龙眼物候期进

程ꎬ以萌芽期的提前最为显著(表 １)ꎮ 表 １ 显示ꎬ３
个品种对照的萌芽期在 ２ 月 ４－７ 日之间ꎬ而氯酸钾

处理‘石硖’、‘储良’的萌芽期分别提前到 １１ 月 ２９
至 １２ 月 １ 日和 １１ 月 １８－２０ 日ꎬ尽管对‘桂香’的影

响最小ꎬ但也被提前到 １ 月 ２２－２５ 日ꎬ其萌芽期较对

照提前在 ２ 周以上ꎮ ３ 个品种对照的红点期在 ２ 月

１６－２０ 日之间ꎬ而氯酸钾处理‘石硖’、‘储良’、‘桂
香’的红点期分别提前到 １ 月 ８－１１ 日、１２ 月 ２５－２９
日和 ２ 月 ２－６ 日ꎬ其中‘储良’的提前幅度最大ꎬ提
前了将近 ２ 个月ꎮ 同样ꎬ被氯酸钾处理的龙眼花期

也有不同程度的提前ꎬ其中‘储良’的处理比对照提

前了 ２３~２４ ｄꎬ提前时间最长ꎬ‘桂香’的提前幅度虽

然最小ꎬ但也在 １０ ｄ 以上ꎮ 这说明‘储良’的催花效

果最为明显ꎬ明显高于其他品种ꎬ石硖与桂香的花期

与对照相比提前幅度也较大ꎮ 各个品种的龙眼随着

氯酸钾处理次数的增加ꎬ花期均有所提前ꎬ可能因为

氯酸钾被树体吸收后ꎬ转运到茎端以及周围的组织

中ꎬ促进乙烯的产生ꎬ因龙眼树体组织部位乙烯的含

量增加ꎬ加速了枝条成熟ꎬ诱导花芽分化ꎬ从而起到

催花的作用ꎮ
２.１.２ 氯酸钾输液滴干对龙眼抽穗、成花、坐果的影

响　 由表 ２ 可知ꎬ不同龙眼品种对氯酸钾处理的反

应有很大差异ꎬ可能是树体吸收氯酸钾后产生某种

反应ꎬ所产生的某种物质或氯酸钾本身不同程度地

刺激了成花信号ꎬ诱导一系列成花基因的活动ꎬ从而

产生不同的成花效果ꎮ 就枝梢成花率和枝梢抽穗率

而言ꎬ‘石硖’的前 ２ 个处理分别为 ５２.２５％、５３.８２％
和 ５３.６７％、５９.３８％ꎬ显著高于对照ꎬ其中 Ｔ２ 要显著

高于 Ｔ１ꎻ‘储良’的处理和对照之间差异不显著ꎻ
‘桂香’处理 ３ 次的效果要好于处理一次的效果ꎮ
以上结果表明‘石硖’对氯酸钾较为敏感ꎬ但稳定性

差ꎻ‘储良’对氯酸钾的敏感度虽然最低ꎬ但不同处

理间差异不显著ꎬ 稳定度高ꎻ ‘桂香’对氯酸钾的敏

表 １　 氯酸钾输液滴干对龙眼物候期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ｃｈｌｏｒ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ｒｕｎｋｓ ｏｎ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ｈａｓｅ ｏｆ ｌｏｎｇａｎ

品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芽萌动
时间

Ｂｕｄｄｉｎｇ
ｔｉｍｅ

红点期
Ｒｅｄ ｄｏｔ
ｐｅｒｉｏｄ

始花期
Ｅａｒｌｙ￣
ｂｌｏｏｍ
ｓｔａｇｅ

盛花期
Ｆｕｌｌ￣
ｂｌｏｏｍ
ｓｔａｇｅ

末花期
Ｆｉｎａｌ￣
ｂｌｏｏｍ
ｓｔａｇｅ

石硖
Ｓｈｉｘｉａ

Ｔ１ １２.１ １.１１ ３.１５ ３.２１ ４.１

Ｔ２ １１.２９ １.８ ３.１２ ３.１７ ３.３０

Ｔ３ ２.４ ２.１６ ３.２３ ３.２８ ４.１１

储良
Ｃｈｕｌｉａｎｇ

Ｔ１ １１.２０ １２.２９ ３.５ ３.１３ ３.２２

Ｔ２ １１.１８ １２.２５ ３.４ ３.１１ ３.１９

Ｔ３ ２.７ ２.２０ ３.２８ ４.５ ４..１８

桂香
Ｇｕｉｘｉａｎｇ

Ｔ１ １.２５ ２.６ ３.１４ ３.２０ ４.２

Ｔ２ １.２２ ２.２ ３.１０ ３.１５ ３.３１

Ｔ３ ２.５ ２.１７ ３.２５ ３.３０ ４.１３

表 ２　 氯酸钾输液滴干对龙眼抽穗、成花、坐果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ｃｈｌｏｒ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ｒｕｎｋｓ ｏｎ ｅａｒｉｎｇꎬ 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ｒｕｉｔ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ｌｏｎｇａｎ

品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枝梢
成花率
Ｆｌｏｗｅｒ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

枝梢
抽穗率
Ｅａｒｉｎｇ
ｒａｔｅ
(％)

雌雄花
比例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ｍｉｎａｔ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坐果
率

Ｆｒｕｉｔ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

石硖
Ｓｈｉｘｉａ

Ｔ１ ５０.２５ｂ ５３.８２ｂ １５.９５ａ ２０.０６ａ

Ｔ２ ５３.６７ａ ５９.３８ａ １６.０１ａ １９.５８ａ

Ｔ３ ４１.２５ｃ ４６.８３ｃ １５.９６ａ １９.７５ａ

储良
Ｃｈｕｌｉａｎｇ

Ｔ１ ２９.７９ａ ３４.６３ａ １８.２０ａ ２４.９９ａ

Ｔ２ ３０.０６ａ ３５.３４ａ １８.３７ａ ２５.１５ａ

Ｔ３ ２９.６４ａ ３４.７６ａ １６.７９ｂ ２３.２９ｂ

桂香
Ｇｕｉｘｉａｎｇ

Ｔ１ ３２.６３ｂ ３８.２９ｂ １４.９６ａ １７.９３ａ

Ｔ２ ３７.１８ａ ４２.０７ａ １４.８３ａ １７.７５ａ

Ｔ３ ３２.７５ｂ ３８.４８ｂ １４.７８ａ １８.０７ａ

　 注: 小写英文字母不同者表示在 ０.０５ 水平上达到显著差异ꎮ 下同ꎮ
　 Ｎｏ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ｓ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感性与稳定度居中ꎮ 就雌雄花比例和坐果率而言ꎬ
‘储良’的前 ２ 个处理分别为 １８.２０、２４.９９％与１８.３７、
２５.１５％ꎬ显著高于对照ꎬ但二者间差异不显著ꎬ另外

２ 个品种的各个处理间差异也不显著ꎬ表明用氯酸

钾处理‘储良’龙眼有助于其开花与坐果ꎬ而‘石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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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桂香’的开花与坐果情况并没有受到氯酸钾的

影响ꎮ
２.２ 多效唑输液滴干对龙眼成花的影响

２.２.１ 多效唑输液滴干控制龙眼“冲梢"的效果　 从

表 ３ 可以看出ꎬ多效唑输液滴干有效地控制了龙眼

冲梢ꎮ Ｔ５ 的芽轴生长速率、每个花穗的复叶数和小

叶数分别为 ０.３２ ｃｍｄ￣１、５.６７、１２.３９ꎬ显著低于 Ｔ４
和 Ｔ６ꎬ 比 对 照 ( Ｔ６ ) 降 低 了 ５４. ９３％、 ６８. ７５％、
８４.６２％ꎬ表明 Ｔ５ 显著降低了芽轴生长速率ꎬ减少了

复叶数和小叶数ꎬ复叶和小叶数量是衡量龙眼冲梢

程度的指标ꎬ复叶数和小叶数越多ꎬ“冲梢”越严重ꎬ
故 Ｔ５ 的控梢效果明显ꎮ 但 Ｔ４ 与 Ｔ５ 冲梢率分别为

１５.１６％和 １５.８５％ꎬ彼此之间差异不显著ꎬ分别比对

照降低 ６５.８４％与 ６６.５４％ꎬ原因可能是今年 ２ 月底

温度骤然升高在 ３０ 度以上ꎬ导致多效唑对降低龙眼

冲梢率的作用有一个临界值ꎬ一旦超过一定的施用

量ꎬ龙眼的冲梢率便不再下降ꎮ

表 ３　 多效唑输液滴干控制龙眼“冲梢"的效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ｃｌｏｂｕｔｒａｚｏｌ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ｒｕｎｋｓ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ｅａｒｌｙ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ｏｆ ｌｏｎｇａｎ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芽轴生长率
Ｂｕｄ ｓｈａｆ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ｃｍｄ￣１)

复叶数
(片)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ｌｅａｆ

ｎｕｍｂｅｒ

小叶数(片)
Ｌｅａｆｌｅｔ
ｎｕｍｂｅｒ

冲梢率
Ｓｈｏｏ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

Ｔ４ ０.４８ｂ ９.０２ｂ ２３.０５ｂ １５.１６ｂ

Ｔ５ ０.３２ｃ ５.６７ｃ １２.３９ｃ １４.８５ｂ

Ｔ６ ０.７１ａ １６.３６ａ ７８.９１ａ ４４.３８ａ

２.２.２ 多效唑输液滴干对龙眼花穗性状及坐果率的

影响　 由表 ４ 可知ꎬＴ４、Ｔ５ 的抽穗率、雌花率与坐果

率分 别 为 ８５. ３１％、 ８. ８１％、 ３２. １５％ 与 ９６. ５３％、
１０.３６％、３８.３７％ꎬ分别比对照(Ｔ６)提高了 ６１.０８％、
１６.３８％、２５.３９％与 ８２.２７％、３６.８６％、４９.６５％ꎬ其中

Ｔ５ 的以上各项指标显著高于 Ｔ４ꎬ表明在一定范围

内施药浓度的增加有助于提高龙眼的抽花穗率、雌
雄花比例及坐果率ꎮ 此外ꎬＴ４、Ｔ５ 的花穗长、花穗宽

分别为 ２５.２６ ｃｍ、１４.３８ ｃｍ 与 １２.９６ ｃｍ、３８.３７ ｃｍꎬ分
别比对照减小 １８.７０％、８.３５％与 ２９.３５％、１７.４０％ꎬ表
明 Ｔ４、Ｔ５ 显著减小了花穗长度与花穗宽度ꎬ提高了

花穗质量ꎬ在提高花穗质量方面 Ｔ５ 要明显优于 Ｔ４ꎮ
龙眼主要是依靠雌花结果ꎬ雌花率增加是提高产量

的基础ꎬ因此ꎬ用多效唑输液滴干来对龙眼进行控梢

表 ４　 多效唑输液滴干对龙眼花穗性状及坐果率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ｃｌｏｂｕｔｒａｚｏｌ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ｒｕｎｋ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ｉｃａ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ｎｄ ｆｒｕｉｔ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ｏｆ ｌｏｎｇａｎ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抽穗率
Ｅａｒｉｎｇ ｒａｔｅ

(％)

雌花率
Ｆｅｍａ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ｒａｔｅ
(％)

花穗长
Ｓｐｉｃａ
ｌｅｎｇｔｈ
(ｃｍ)

花穗宽
Ｓｐｉｃａ
ｗｉｄｔｈ
(ｃｍ)

坐果率
Ｆｒｕｉｔ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

Ｔ４ ８５.３１ｂ ８.８１ｂ ２５.２６ｂ １４.３８ｂ ３２.１５ｂ

Ｔ５ ９６.５３ａ １０.３６ａ ２１.９５ｃ １２.９６ｃ ３８.３７ａ

Ｔ６ ５２.９６ｃ ７.５７ｃ ３１.０７ａ １５.６９ａ ２５.６４ｃ

促花具有明显的效果ꎬ其中 Ｔ５(１６０ ｍｇＬ￣１多效唑)
的控梢效果最佳ꎮ

３　 讨论与结论

氯酸钾输液滴干不仅能促使龙眼提早开花ꎬ而
且能提高成花率、抽穗率、雌雄花比例与坐果率ꎮ 不

同品种龙眼对氯酸钾的敏感度不同ꎬ‘石硖’对氯酸

钾最为敏感ꎬ但稳定性低ꎻ‘储良’对氯酸钾的敏感

性低ꎬ但稳定度高ꎻ‘桂香’龙眼对氯酸钾的敏感性

与稳定度居中ꎮ 从整体上看ꎬ‘石硖’的处理效果最

好ꎬ最佳处理次数为 ３ 次ꎬ每次施用 ７.５ Ｌ 氯酸钾ꎬ
浓度均为 １ ｇＬ￣１ꎮ 华敏等(２００４)认为ꎬ在施用相

同量的氯酸钾的条件下ꎬ‘石硖’比‘储良’更易开

花ꎬ而且成穗率和着果率都很高ꎬ更容易高产ꎬ在成

花率方面与本研究一致ꎬ在坐果率方面与本研究并

不一致ꎬ可能因为本研究中‘石硖’枝梢成花率与枝

梢抽穗率高ꎬ开花量过大ꎬ而树体营养供应不足ꎬ不
利于坐果ꎮ 虽然施用 ＫＣｌＯ３能诱导龙眼成花ꎬ但还

存在一些问题ꎬ如反季节催花效果不稳定ꎬ树体生长

紊乱ꎬ部分果实发育不正常ꎬ操作技术不成熟等(于
萍ꎬ２００８)ꎮ 因此ꎬ对于氯酸钾的促花效果还需进一

步研究ꎮ
多效唑输液滴干对‘桂龙 １ 号’的控梢效果非

常明显ꎬ本实验中 １６０ ｍｇＬ￣１多效唑溶液 ７.５ Ｌ 的

处理效果最佳ꎬ处理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５ 日ꎬ显著

降低了冲梢率ꎬ提高了抽穗率、雌花率、坐果率与花

穗质量ꎬ并在一定范围内随着施药量的增大效果越

来越明显ꎬ为提高龙眼的产量与品质奠定了基础ꎮ
本试验所使用的多效唑浓度在适当的范围内ꎬ取得

的良好的控梢促花效果ꎬ但由于多效唑是激素类药

６５３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６ 卷



物ꎬ应严格掌握施用浓度和时期ꎬ过高、过低、过早、
过迟或喷施不均匀都有可能导致不好甚至相反的

效果ꎮ
本研究所采用的药剂输液滴干技术有很多优

点ꎮ 首先ꎬ液体既能进入树体内部ꎬ又能沿着树干滴

入土壤ꎬ能够同时被叶片、木质部、韧皮部和根系吸

收ꎬ显著提高了利用率ꎮ 其次ꎬ每一套输液滴干装置

只需花费人民币 ０.５ 元ꎬ成本较低ꎮ 再次ꎬ该装置有

利于进行田间试验ꎬ可以对树体输调节剂、营养液、
农药等ꎬ便于探索合适的液体种类与浓度ꎬ然后通过

管道输液滴干进行大规模应用ꎮ 滴灌是目前果树最

常用的水肥一体化技术(Ｒｉｃｈａｒｄꎬ ２０１２ꎻＢｅｎｏｕｎｉｃｈ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ꎬ但是由于木本果树根系分布较深ꎬ而且

分布密度小ꎬ导致滴灌在木本果树上的应用受到很

大限制ꎬ输液滴干能够很好地解决滴灌存在的问题

(谢长智ꎬ２０１３)ꎬ能够在果树及林木上大量推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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