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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了多效唑和赤霉素及去叶处理对露地牡丹“国庆节”期间开花的着花量 、花径及花期等

的影响 ,结果表明:用多效唑和去叶做前处理效果好 ,多效唑浓度以 300 mg/L 或 150 mg/L 为宜。

8月上旬进行多效唑和去叶处理 ,8 月下旬进行赤霉素处理对增加花径 ,提高花量 ,促进露地牡丹

“国庆节”开花有益。在品种选择上 ,应选择重瓣性低 、易开花的早中花品种 ,以提高成花率及质量。

关键词:牡丹;露地栽培;花期调控

中图分类号:S685.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3268(2006)03-0084-02

　　牡丹(Paeonia suf fruticosa Andr.)为芍药科芍

药属名贵的观赏植物和药用植物[ 1] ,其花朵硕大 ,

色彩艳丽 ,富贵端庄 ,芳香溢人 ,倍受国人喜爱。但

是 ,牡丹花期集中 ,自然花期短 ,如果能在“五一”及

“十一”长假期间观赏到大面积盛开的地栽牡丹 ,不

但能满足市民及游人的愿望 ,同时 ,也能极大地提高

地方经济收入。目前 ,采取遮荫等措施基本可以满

足“五一”赏花的愿望 ,但对于促使牡丹“十一”开花 ,

研究者较少。虽然也有研究者对秋季大田牡丹催花

技术进行了探讨
[ 2 ,3]

,但由于技术措施不详及开花

质量较差等原因而未大面积推广 。鉴此 ,2004年 ,对

露地牡丹“十一”催花技术进行了探索 ,以期掌握露地

牡丹“十一”催花技术 ,从而实现花期调控的目的 。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试验所用材料均为中国洛阳国家牡丹基因库提

供的露地栽培牡丹 。品种有洛阳红 、朱砂垒 、似荷

莲 。每品种 27 株 ,分为 5 组(第 1 ～ 2 组每品种 9

株;第 3 ～ 5组每品种 3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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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方案

将赤霉素(GA3)处理和去叶处理作为主处理 ,

多效唑处理作为副处理 ,试验处理详见表 1。

1.3　前期管理

开花前(4月中旬)施基肥 1次 ,主要用土肥(2

～ 3 kg/株)和尿素(0.3 kg/株)。花后(5月下旬)追

施 1次尿素 。剪叶后追施 1次腐熟饼肥沤制液 ,每

株 10 kg 左右 。展叶后再叶面喷施 0.2%的磷酸二

氢钾 4 ～ 5次 ,并根据墒情适时浇水。此外 ,春季开

花疏除弱小花蕾 ,花后及时剪去残花。选择枝的顶

端饱满芽(或腋芽)用做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对牡丹“十一”开花着花量及花径的

影响

由表 1看出 ,喷施多效唑和去叶同时做前处理

比单一处理效果好 ,多效唑浓度以 300 mg/L 或 150

mg/L 为宜 。前处理以 8 月上旬处理为宜 ,此时对

植株进行多效唑和去叶处理 ,无论是株着花率 、平均

株着花量及最大花径等都优于其他处理。GA3 处理

以 8月下旬为宜 ,过早则降低成花质量 ,这可能是由

于处理时间过早会因温度过高而使混合芽发育过

表 1　不同处理对牡丹“十一”开花的影响

试验组

喷施多效唑

时间
(月-日)

浓度
(mg/ L)

去叶处理时间
(月-日)

GA 3处理时间

(月-日)
着花株数
(株)

株着花率
(%)

平均株着花量
(朵)

最大花径
(cm)

始花期(月-日)

似荷连 朱砂垒 洛阳红

第 1组 07-25 300 07-25 08-20 7 78 3.8 9 09-23 09-23 09-26

150 7 78 3.1 10 09-23 09-23 09-26

75 5 56 1.7 7.5 09-23 09-23 09-26

第 2组 08-05 300 08-05 08-30 9 100 5 10 09-27 09-29 10-03

150 9 100 4.1 9.5 09-27 09-29 10-03

75 7 78 2.5 7 09-27 09-29 10-03

第 3组 - 08-05 08-30 9 100 4.8 7 09-28 09-30 10-02

第 4组 08-05 - 0 0 0 0 - - -
第 5组 - - 08-15 0 0 0 0 - - -
　注:从喷施多效唑始日 ,每 5 d喷施 1次 ,共 5次。从GA 3处理始日 ,每天处理 2次 ,上午 8:00～ 9:00;下午 5:00～ 6:00 ,浓度 800 mg/ kg。

7～ 10 d后 ,芽萌动 ,浓度改为 500 mg/ kg;2～ 3 d后 ,现蕾 ,浓度改为 300 mg/ kg。方法是用脱脂棉包裹花芽 ,将 GA 3 滴于脱脂棉上

快 ,导致败育 ,从而使成花率降低 ,着花量减少 。

2.2　不同处理对牡丹“十一”开花花期的影响

由表 1可知 ,多效唑 、去叶处理及 GA3 的处理

时间等对牡丹“十一”开花的花期都有较大的影响 。

如果需要牡丹在“十一”长假期间开花 ,以 8月上旬进

行多效唑和去叶处理 ,8月下旬进行GA3处理为宜。

2.3　不同品种对处理的反应

在试验中观察到 ,似荷连 、朱砂垒成花率高 ,而

洛阳红则开花较难 ,成花率低 。这说明在选择品种

时应注意选择重瓣性低 、易开花的早中花品种 ,以提

高成花率及成花质量 。

2.4　去叶及GA3 处理与露地牡丹“十一”开花的关系

从试验结果看出 ,去叶及 GA3 处理是露地牡丹

“十一”开花的关键。单独使用一种处理都未达到理

想效果。这可能是由于去叶促使植物体内的养分向

混合芽转移 ,为植株开花做准备 。但仅用此处理可

能会使植株处于萌而不发的状态。GA3 的使用打破

了混合芽的休眠 ,使其提前进入开花的阶段。

3　结论

1)试验结果表明 ,只要掌握正确的前处理及

GA3处理时间及浓度 ,完全可以做到露地牡丹“十

一”开花 ,本试验以 8 月上旬进行多效唑和去叶处

理 ,8月下旬进行GA3 处理获得了较理想的效果。

2)不同品种对催花反应不一 ,可选择重瓣性

低 、易开花的早中花品种 ,以提高成花率及质量 。

3)露地牡丹“十一”开花的花朵 ,无论从形态大

小 、数量 、花色等方面都比不上在春季开花的形态。

这是由于促使牡丹“十一”二次开花的所有处理 ,是

在花芽分化尚未充分完成的情况下进行的 。通过施

肥及化学调控等一系列措施 ,促进春季花后花芽快

速 、高质量分化 ,则是提高露地牡丹“十一”开花质量

的前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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