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3集

1997年 6月

高原生物学集刊
ACTA BIOLOGICA PLATEAu sINIcA

No. 13

Jun. , 1997

ABT4号增产灵在高寒地区油菜生产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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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寒地区用ABT4号增产灵拌种处理,有利于油菜的生长发育。处理与对照比较,不仅
表现出苗率高、出苗早、叶面积增加,而且根系发达,植株生长健壮,干物质积累增多.同时 ,

生理效应明显改善,根系活力和硝酸还原薛活性增强,叶绿素含量和光合速率提高,可溶性糖

含量和蛋白质含量增加,油菜经济性状和产量结构表现良好,增产效果明显。

关键词 :ABT4号增产灵 ;油菜 ;生理效应 ;增产机理

ABT亻 号增产灵是一种高效、复合型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是 ABT增产灵系列产品之
一。它对林木、果树、花卉、农作物和蔬菜等植物生长发育的促进作用和普遍的增产效
果已得到充分的肯定 (王涛等,1993),并已列为全国科技成果重点推广项目而被广泛应

用于农业生产中,推广应用覆盖面已达到全国80%的县市。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近年来,尤其在高原高寒低温干旱地区的油菜生产上,ABT钅 号增产灵发挥了重

大作用,显示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和广阔的应用前景。因此,我们于 1991— 199在 年在青海

省海 北、海西、海南、湟中等不同高寒低温生态区,大面积应用示范推广ABT增产灵网

点的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基础上,配合高寒地区的推广应用工作,进行了此项试验,从
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了ABT4号增产灵对高寒地区油菜生长发育、生理生化效应、增产

效果和作用机制等方面的问题,取得了较好的试验结果。为 ABT4号增产灵这一经济有

效,低投人高产出的高科技成果,更好地转化为生产力。提高高寒低温干旱地区的油菜

籽产量,提供了科学依据。

一、材料与方法

供试油菜品种为奥罗 ,药剂为 ABT逛 号增产灵 (由 中国林科院ABT中心提供 )。 处

本 本文系 《青海省ABT应用推广和作用机理研究》成果总结之二,协作单位和个人同其成果总结之一。
本文1995年 lo月 5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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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法为 ABT溶液拌种,详见另文报道 (韩发等 ,1992)。 试验设 10× 10ˉ

`15×
10ˉ

6、

20× 10ˉ
,三

个处理浓度和对照 (清水)。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法,3次重复,小区面积为 30

米
2,各

处理和大田一样同时进行除草松土等田间管理。各处理小区在现蕾期和花期用 10

×10ˉ
6药

液喷施,并定期取样进行有关项目的分析测定,以及经济性状、产量结构和增产

幅度的统计分析。

分析测定方法 ;植株和根系干鲜重、干粒重、根数、根长度和有效分枝数等项目按

常规分析法统计测定。用 Arnon法测定叶绿素含量 ,用考马斯亮蓝G-250法测定蛋白含

量 (李玉林等 ,1980),用蒽酮法测定可溶性糖含量 (蔡武城等 ,1982),用 α一萘胺法测

定根系活力.用 31000型 叶面积仪测得叶面积,参照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 (1980)方法

测定叶片硝酸还原酶活性。

二、结果和分析

1· 对油菜生长、发育的影响

大田示范和小区试验结果表明,油菜使用 ABT4号增产灵拌种加叶面喷施有促进生

根、增根和壮根的作用.油菜籽经不同浓度拌种处理之后 ,3个处理组间根系生长状况表

现出较大差异 (表 1)。 其中,10× 10ˉ
6、 15× 10ˉ

6和 20× 10ˉ
5处

理的平均根长度分别比

对照增加 1· 8厘米、3· 9厘米和 2· 0厘米。根条数平均分别增加 3· 1条、5· 4条和 2· 7条 ,

而且处理者根系粗壮,根量明显增加。这对提高油菜根的吸肥、吸水能力 ,壮根育苗具

有积极作用.对高原高寒低温干旱地区的油菜播种后缩短出苗时间,促进油菜生育、增

强抗寒能力具有特殊意义。

表 1 ABT4号增产灵拌种对油菜根系生长的影响

Table 1 EffeCt of seed dressing wItL ABT4 plant-gro平 1△ regulator o△ roots of rape

一

 
、
△
 
 
一
c

处 理
·
rreatnlcnt

15× 10ˉ s拌种

secd dressing with

15× lOˉ s

20× 10_s拌种

seed d.ressing with

20× lO^6

CK

根体积

Volunle of root

(m1/plant)

lO× lO^6拌种

s·ecd dressing with

lO× 10^6

1.36

1.39

1.30
〓

卜

〓

△

△

△
△

污

`
一

氵
:
氵

根鲜重

Root Fresh weight

(g/plant)

14.8

13.7

13.9

8.6

20.o

22.3

19.6

16.g 1.24

表中数据为 2。 个单株调查数的平均值。

Valu.es in table are average of 20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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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至出苗

时间 (Days)

Days of sOwing

seedling

发芽率

(%)

Gernlination

percentage

出苗率

(%)

Converslon

Percentage

苗 高

scedling

hc:ght

(cn)

18

17

18

99.4

99,7

99,5

97.o

58.4

60.3

59.2

56.6

463

495

480

处03

表 2 ABT4号增产灵拌种对油菜地上都生长的形咱
Table 2  Effect of seed dress】△g甲△11 AII·r4pinⅡ t-grOwth reguiator on growt△ or above gr。 und of rape

处 理

Treatment

单抹鲜重

Plant fresh

weight

(g)

lO× 10^‘拌种

seed.d.rOssirlg

with 1o× lO-6

15× 10^‘拌种

seed dressing

with 15× 1o-5

52.3

20× lO^6拌种

sccd dressing

with 20× 1o-6

CK
38,5

表中数据为 15个单株调查数的平均值。

Value§ in the table are averagO of 15 plants,

.据 分析 :处理组具有出苗早、出苗率高的特点,其中以 15× lOˉ
6拌

种处理的表现最
好 ,平均比对照早出苗 2—3天 ,出苗率提高 9· 8%,随着处理浓度的增加出首期和对照
趋于一致 (表 2)。 因出苗早、出苗率高从而促进了油菜生育期的提前 ,较早进人安全成
熟期 ,避免了高原秋季冰雹霜冻等灾害性气候的影响,为高产创造了条件。从处理组与
对照组油菜出苗、现蕾、开花和成熟等生育过程变化特点发现 ,拌种加叶面喷施,各项
生育性状、生长素质均显著好于对照。例如,处理的叶片宽大,色泽青绿、茎秆粗而嫩
脆 ,而对照叶片窄小,色泽黄绿,茎秆纤维粗 ,老化。处理组的单株叶面积平均比对照
组的分别增加 60厘米

2、 92厘米
2和 77厘米

2、

苗高度平均比对照分别高 1.8厘米、3· 7厘
米和 2.6厘米·处理组的单株生物量平均分别比对照增加 8· 6克、13· 8克和 8· 2克。显
然,ABT荃 号处理油菜对促进整个植株的旺盛生长是十分有利的 ,对油菜的高产形成奠定
了基础。

2· 对油菜的生理生化效应

由表 3中可以看出,处理后,油菜叶片的叶绿素含量明显高于对照,其中 15× 10ˉ
6

高 19· 6%,20× 10ˉ
6高

16· 8%,10× 10ˉ6高
12· 8%,这一结果与田间各处理组植株的长

势、叶色完全一致。此外,经拌种并进行 10× 10ˉ6叶
面喷施处理后,叶片的光合速率比

对照平均可提高 18· 7%,最高可达 22· 9%。 叶绿素含量的增加与光合速率的提高是密切
相关的。可见,ABT4号增产灵对扩大叶面积,增加叶绿素含量,提高光合速率和促进光

合产物的积累具有一定作用。这就暗示 ABT连 号增产灵对油菜具有综合调节的生理功

能。对几项生理指标的测定结果表明,以 15× 10ˉ6拌
种加叶面喷施的效果最佳,20× 10ˉ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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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中,10× 10ˉ
6较

差。

处 理

Treatment

处 理

Treatmcnt

10× lOˉ 拌种

seed dressing wth 10× lO^6

15× 10ˉ 6拌
种

seed dressing with 15× 10^6

20× 10^6拌种

sced dressing`vith 20>〈 10_s

CK

表 3 ABT4号增产灵对油菜叶绿素含】和光合速率的形咱

Table 3 EFfeCt oF sced dressi△ gw】1△ ABT4 olant-groWth regulator on(△ e

cortent of chlorophyII nnd photosyn|hesis rate in leaves of rape

表 4 ABT4号增产灵对油菜植株可溶性镣含n和根系活力的形响

Table 4 EFFect of seed dressing申 “h ABT4 plan】 -gro中th regulator o△ 1△e

conte△1 of the soluble sugar aIld the vitality of root

光 合 速 率

Rate of photosythesis

(mg· Co2/dm2· h)

15.24

16.80

16.63

13.67

根系活力

``itality of root
(α-naphylamine ug/g· FlV/h)

196.64

212,过 2

2()3.连 5

178.67

lO× 10ˉ ⒖
拌种

sced dressing with 10× lO^6

15× 10^6拌种

seed dressing with 15× 10^屉

20× 10ˉ 6拌
种

seed dressing with 20><】 0^6

CK

从表 4中可以看出,处理的油菜植株,可溶性糖含量和根系活力都有不同程度的增

加。其中根系活力比对照分别高 10· 1%、 18,9%和 13· 9%,可溶性糖含量分别比对照高
23.0%、 38.3%和 33· 7%。 这不仅对提高根系吸收土壤水分和营养物质有利,同时对提
高植株的抗性,促进整个油菜的茁壮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拌种加叶面喷施的适宜浓
度为 15× lOˉ%其次是 20× lOˉ6和 10× lOˉ %

从表 5看出,处理油菜籽和叶面喷施后,植株叶片的硝酸还原酶活性有明显提高,分
别比对照增加 19.7%、 23.2%和 21.1%,蛋 白质含量比对照分别提高了 15.2%、 28.8%
和 21.2%。 然而,植物体内硝酸还原酶活性的提高,可能是由于植株根系对 No3吸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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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绿 素

C.ontcnt of chlorophyll

(mg/g· FW)

1.2645

1.3410

1.3102

1.1213

可溶性糖

soluble sug· ar

(mg/g· FW)

16.55

18,62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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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以及叶片中ATP含量的增加所致,而且蛋白质含量的增加是植株体内氮代谢增强所
致 (高崇明等,1994)。 由此表明,ABT4号增产灵处理油菜籽和叶面喷施,有利于油菜
植株体内生理生化调节机制的改善,有利于植株体内氮的代谢和蛋白质的合成积累。因
此,ABT准 号增产灵不同于一般人工合成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它对油菜的生长发育、生理

效应、作用机理具有多功能、多效应的作用,能使油菜体内的生理生化反应处于优势,这

对油菜的良好生长和高产的获得是极为重要的。

表 5 ABT4号增产灵对油菜叶片硝酸还原酶活性和蛋白质含曰的形购

Table 5 EFFect of seed dressing△ ith ABT4 plaI“ -groWth reguIator on the

activity oF nitrate reduct“ ea△ d the content or pr。 tein in ieaves of rape

蛋 白 质 含 量

Content of protein

(%)

处 理

△
·
reatment

1.52

1.70

1.60

1.32

3· 对油菜的增产效果

硝酸还原酶活性

Activty of rutrate reductase

(m.g No2/g· FWˉ/h)

7. 95

8.18

8.04

6,61

lO× 10^6拌种

seed dressing with 1o× 1o-6

15× lO^6拌种

seed dressing with 15× lO-6

20× 10^s拌种

seed drcssing with 20× 10-6

CK

试验示范推广结果表明:ABT4号增产灵在高寒低温干旱地区对油菜生产都有不同

程度的增产作用。据 1991-1994年 的试验结果 (表 6),处理区的油菜经济性状和产量结

构明显好于对照。

从考种结果看出,用 10× 10ˉ
6、 15× 10ˉ6和 20× 10ˉ

6处理的植株高度,比对照分别

增高 15厘米、28厘米和 19厘米,以 15× 10ˉ
6处理的增高最多,分枝数比对照分别增加

3个、6个和 3个 ,亦以 15× 10ˉ
6处理的增加最多,单株角数分别为 237个、250个、240

个比对照多 9个、22个和 12个。以上表明,油菜使用ABT4号增产灵,不论株高、茎粗、

分支数、结角数及粒数都明显高于对照。以 15× 10ˉ
6最

好,20× 10ˉ
6第

2、 lO× 10ˉ
6居

3。

海北州、湟源县、贵南牧场的大田产量 (表 7)和小区试验产量结果表明 (表 6),只要

因地制宜,适地适用,掌握技术得当,均能增产。在 3种不同处理中,均以 15× 10ˉ
6拌

种处理的效果最显著,其中大田比对照可增产 9· 8-20.2%,平均每亩增产 29· 5公斤
(每公斤按 1· 408元计),新增产值 41· 18元 ,扣除投人成本费 2· 25元 ,每亩净收益‘0· 93

元,投人产出比为 1:18· 3。 小区 15× 10ˉ
6处理的平均增产幅度达 25· 9%,每亩增产 60· 7

公斤,新增产值 85· 47元 ,除去投人成本费 2· 25元,每亩净收益 83· 22元 ,投人产出比

为 1:38· 0。 可见,ABT4号增产灵对油菜增产效果显著,经济效益明显,是一项值得广

泛应用推广的增产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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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ABT4号增产员对油菜经济性状和产工的形咱

Table 6 EffeCt of seed dressiⅡ g△ith A.BTo plant-growth regulator on the yieId components a:ld yleld oF rape

理处

增产率

Yield

(%)

19,46

25.39

21.逐0

19,46

22.65

19.88

25.87

29.58

Tretmcnt

分枝数

No. of branch

(nuFnber)

每抹角果数

N° . of pod plant

(nutnber) 产量

Yield

(kg/I】 lu)主茎

Main

stem

分枝

Branch

合计

sun

株 高

PIant

heignt

〈cm)

茎 粗

stenl

wldth

〈cn△ ) 一次

First

二次

second

10× 10^6拌种

seed dressing

w“h lO× lO^$

15× lO^6拌种

seed dresslng

with 10× 10^。

183

198

196

170

1.30

1.29

1.31

1.29

12

15

12

64

69

65

176.2

165.8

172,6

240.2

25⒐.6

234.8

237.6

3.2

3,3

3.1

298,3

288,8

lO× 10^6拌种

seed dressing

with 10× 10_s

15× 10“ 拌种

seed drcsslng

with 10X 10-6

20× 10^仓 拌种

seed dressing

wIth lO× lO^6

CK

190

201

195

173

1,41

1.35

1.32

1.3()

10

14

lo

72

74

168.o

17钅 .6

173.5

150.6

2衽0,o

234.6

245.5

224,6

3.3

3.4

3.2

3,3

288.5

296.2

289.5

2在 1.5

lO× 10ˉ6拌
种

sccd dressing

w“h lO× 10^s

15X10^6拌种

sced dressing

with 1o× 1o-6

20X lO^s拌 种

seed.dressiilg

with lo× 1o-s

CK

194

188

174

1.35

1.46

1.do

1.32

ll

14

10 70

66

60

77

8

169.1

159.6

156.1

230.o

246.1

239.6

222.l

3.5

3.3

3.o

285,1

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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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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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n

.
i
 
u^

口
 
s
ˉ

干粒重

1000

Kennel

weight

(g〉

20X10^c拌种

seed dressmg

with 10× 10-6

CK

189.6

3.3 284.2

237.9

3.2

293.5

226.5

1



表 7 ABT4号增产灵拌种处理产虽结集表
Table 7 EFrect。 r seed dressing甲 ”

"ABT4 plnIlt-grotth
reguiator()】 .yiei(d

理处
平均增产

Average of

(%〉

Treatment

10× 10-5拌种

seed dressing

wlth 1oX lO-6

15× 10^6拌种

Seed drcssing

with 15× 1o-5

20× lO-6拌种

seed drcss111g

with 2o× lO-s

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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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c contp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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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13

158.3在

159.10

l0.43

9.2()

9.70

174.9o

178,3(

169,50

20,62

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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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77

13.66

16,32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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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IE sTUDIEs ON APPLICATION EFFECTs AND INCREAsE

IN YIELD MECHANIsiMi OF ABT 4 PLANT-GROWTH REGULATOR

IN RAPE CULTURE IN ⅡIGⅡ ELEVATION AND COLD REGION

H|an Fa

(Ⅳ伽 s。 P汤犯夕〃 rms彦 9彦功 e。r Bm`。 g,,T万 eC加力召′召

^C‘

:`召勿9 or sc拒刀″s,X访 1,ag,810001)

△
′
he experinlental resul(s show· ed that rapeseed seed dressing with A∶ BiT姓 plant-

groWth regulator can.promote tb.e developtnent of root,seedling date was moved up,cov-

ersion.percentage Was raised, leaf area、 !lurnber of roots and weigh.t of root were higher

tihan th.ose of contro1.seedling growth was healthy and strong,an.d vitality of roots,aCti-

tity of llitrate reductase in leaves were increased ii△ trcatnlent group,th.e con~ten.t of chlor-

phy11 and ratc of photosynthesis of treatnlen~t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contro1.

th.e con~tent of soluble sugar an.d protein also were raised in treatnlen.t,yield stracture of

rapc Was improved, thus, th.e effect of in.creasi!lg in yield was obvious.

K.ey w.ords: ABT4 plant-growth regulator; rape; Physiological effect; Increase in 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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