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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矮化剂生产案头菊的研究

韦三 立 ① 韩碧文
生 物 学 院

摘 要 本文探讨了案头菊 入 入 的内涵
,

设立了有关的园艺指

标
。

经过 年的试验
,

采用 ’ 一 ’

的
。
作为矮化剂

,

从 “ 个中国晚菊品种中筛选出了 个适合用

来生产案头菊的中国晚菊品种
,

总结出了一套适合案头菊生产的技术措施
。

其具体做法是 每年 月至

月采用扦插法育苗
,

在定植后间隔 进行叶面喷洒 ’ 一 ‘

的
,

直至现蕾
。

由于品种差异
,

供

试材料对
。 的反应各不相同 使用 ,

会使案头菊花期后延
,

此问题可以采用 ’
一 ’

的
。

溶液涂抹

花蓄予以解决
。

采用此种方法栽培的案头菊品质高
,

出圃率可达 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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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头菊因植株矮小
、

节间紧凑
、

花朵硕大
、

叶片丰满
,

具有很好的视觉效果
,

已成为一种

有重要经济
、

观赏价值的艺菊
。

目前
,

我国生产案头菊缺少明确的技术指标
。

一些栽培者把

只要经过矮化处理
,

可以放在桌几之上的菊花都称为案头菊
,

所以给其生产
、

应用带来很大

的混乱
。

从进行矮化处理方式来看
,

采用套盆法
、

带蕾扦插法
、 ,

处理法
、

矮化法皆有

之
。

然而
,

套盆法生产案头菊耗工费时
,

无法大规模使用 带蕾扦插法所获产品质量甚差 用
。

进行处理
,

虽然抑制株高效果好
,

但是成品叶片的面积也被缩小而影响观赏价值
,

加之

的残留问题而使用亦受到限制
。

以 。

进行处理矮化菊花的研究早有报道仁‘一 〕,

但是其

多侧重于生理变化的研究
。

目前尚未见到采用中国晚菊品种以 ,

作为矮化剂进行处理生产

案头菊的报道
。

本试验就是针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
,

试图总结出一套用 进行处理生产案

头菊的栽培措施以便在实际中使用
。

材料与方法

供试材料

所用菊花引 自北京的北海公园
、

东北旺苗圃
、

中山公园等地
。

品种包括
‘

白鸥逐波
’ 、 ‘

白

翎 管
’ 、 ‘

百鸟朝风
’ 、 ‘

白西厢
’ 、 ‘

碧玉勾盘
’ 、 ‘

薄荷香
’ 、 ‘

嫦娥歌舞
’ 、 ‘

春水绿波
’ 、 ‘

长风万

里
, 、 ‘

晨光 四射
’ 、 ‘

沉香台
’ 、 ‘

大风歌
’ 、 ‘

大光明
’ 、 ‘

大红托桂
’ 、 ‘

大黄袍
’ 、 ‘

粉夔龙
’ 、 ‘

粉毛

刺 ’、 ‘

粉十八
’ 、 ‘

凤还巢
’ 、 ‘

凤凰振羽 ’ 、 ‘

风清月 白
’ 、 ‘

高原之 云
’ 、 ‘

光辉
’ 、 ‘

黄鹤楼
’ 、 ‘

黄娇

凤
’ 、 ‘

黄香梨
’ 、 ‘

虎头
’ 、 ‘

灰鸽
’ 、 ‘

金背大红
’ 、 ‘

金牡丹
’ 、 ‘

金狮头
’ 、 ‘

惊艳
’ 、 ‘

君子玉
’ 、 ‘

龙蟠

蛇舞
’ 、 ‘

龙衣
’ 、 ‘

麦浪
’ 、 ‘

梅林风雪
’ 、 ‘

绿柳垂荫
’ 、 ‘

绿毛刺
’ 、 ‘

绿牡丹
’ 、 ‘

绿云
’ 、 ‘

绿朝云
’ 、

‘

女王冠
’ 、 ‘

泥金九连环
’ 、 ‘

平沙落雁
’ 、 ‘

千手观音
’ 、 ‘

人面桃花
’ 、 ‘

瑞雪祈年
’ 、 ‘

十丈竹帘
’ 、

‘

帅旗
夕 、 ‘

太 白醉酒
’ 、 ‘

太液池荷
’ 、 ‘

太真含笑
’ 、 ‘

太真图
’ 、 ‘

陶然醉
’ 、 ‘

武芙蓉
’ 、 ‘

笑庵
’ 、 ‘

杏

花春雨
’ 、 ‘

旭桃
’ 、 ‘

雪青球
’ 、 ‘

雪涛
’ 、 ‘

永寿墨
’ 、 ‘

追鱼
’ 、 ‘

紫罗银星
’ 、 ‘

紫帕玉
’ 、 ‘

紫云
’ 。

试验方法

试验分别于
, , ,

一 年在北京农业大学
、

北京高速公路绿化公司

进行
。

供试材料于 至 月扦插繁殖
,

插穗生根后移入头号筒子盆
,

所用栽培基质由腐叶
、

细

砂
、

园土各一份 混匀配成
,

然后进行常规管理直至开花
。

使用
, , , , , , · 一 ’

的
。

水溶液
,

对
一

扦插

的菊花品种进行叶面施药处理
。

由于
。

需要 左右才能吸收所喷洒
,

的 左右
,

故

在施药 内遇雨需要补喷同样浓度
。

一次
。

喷药间隔为每 一次
。

第一次喷药时间为

扦插苗新叶开始萌动时开始
,

即第一次喷药在 月 日
。

每次为每株菊花喷药
。

随

着植株生长逐渐增加药量
。

植株现蕾后要避免将药液浸泡生长点
,

否则会抑制花蕾生长
,

当

月初花蕾直径达到 至 时
,

停止施药
,

正常管理直至植株开花
。

技术指标

根据栽培试验
、

菊花展览评选
、

花卉市场需要的具体情况
,

明确了其定义为 案头菊是经

过人工处理
,

在花朵直径
、

叶片面积等园艺指标基本保持品种原状的情况下
,

植株明显矮化

的一种盆栽艺菊
。

进而对不同等级的案头菊园艺指标进行归纳 表
。

本研究即以所规定的

个指标等级作为处理是否符合要求
,

并以此为依据来统计所获案头菊成品百分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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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 同等级 的案头菊园艺指标
’

园艺指标 二 级

株 高

花序直径

冠 幅 一

三级

,

各项指标均以案头菊的花朵盛开时计
。

﹃甜

结果与分析

不同浓度
,

对菊花的矮化效果

根据试验结果发现
,

以 ’ 一 ’

的

水 溶 液 处 理 的植 株 矮 化 效 果 最 好
,

’ 一 ‘

的
,

水溶液进行矮化处理的效

果较差
,

植株相对来说较高 而 ’
一 ’

的 水溶液易使大部分品种出现封顶
,

生长缓

慢的反应
。 , · 一 ‘

的
。

水溶液

则易对植株生长点产生不可逆的封顶现象从而

产生药害
。

根据试验结果
,

我们认为采用
,

· 一 ‘

的 。
水溶液适合在生产中矮化

菊花
,

特别是 ’
一 ’

的
。

水溶液处理

矮化菊花的效果最为明显 图
,

可以满足生

遏
,

心

· 一 ,

图 不 同水平
。
溶液对菊花品种

‘

平 沙落雁 ’
的株高影响

产案头菊的要求
。

处理在园艺指标不受影响的前题下植株高度明显降低
,

达到了预期的矮化

效果
。

不同菊花品种对叶面喷洒
,

的反应

同一植物种的不同品种对于同一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反应之差异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

在

以往的试验中
,

尽管证明了 ,

对于菊花植株的高度控制十分有效
,

但是这种生理反应并说

明不 了 只要 给菊 花 喷施 了 , ,

就 可 以 生产 出合乎要求 的 案头 菊
。

在 试验 中采 用
· 一‘

的
。

水溶液对垂珠型
,

单瓣型
、

芍药型
、

松针型
、

托桂型
、

圆盘型等花型的 “ 个典型

的晚菊品种进行叶面喷酒处理
。

结果表明
,

菊花品种的自然高度会影响矮化处理效果
,

此种

现象不能简单地靠增添
。用量来予以解决

。

故对于案头菊的生产来说
,

选择植株较矮的菊

花品种更易获得处理成功
。

一些菊花品种例如
‘

大风歌
’ 、 ‘

绿牡丹
’

等
,

由于对
。
比较敏感

,

在进行处理时要降低药剂的浓度
,

如不注意此点
,

容易出现植株封顶的情况
。

综合各项指标
,

例如展览要求
、

颜色搭配
、

花型变化
、

易于管理程度
、

视觉感受差异等因

素
,

我们以植株被
。

矮化程度为主要参考指标
,

从 个供试材料中挑选出了 个适合用

来生产案头菊的菊花品种 表
。

这些品种均具有对
,
矮化效果反应敏感

,

在高温季节扦

插成活率高
、

观赏价值高
、

花期较早能够满足展览要求等优点
,

特别适合商品化的案头菊生

产
。

考虑到花色搭配
、

知名度高的间题
,

亦将
‘

绿牡丹
’列入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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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适合使用
。

生产案头菊的菊花品种
’

品品种名称 花 型 花 色

飞厂飞泞泞 ⋯
品种名 · ·

⋯丫 丫丫
‘‘

白鸥逐波
’

舞莲型 白

⋯
‘

虎 头
’

” 型 黄
·

。 。。

‘‘

百鸟朝凤
’

细管型 藕荷
‘

金背大红
’

芍药型 复

‘‘

白西厢
’

球 型 白
‘

金狮头
’

舞莲型 黄
‘‘

碧玉勾盘
,

垂珠型 复
‘

绿姗
’

芍药型 水绿

‘‘

嫦娥歌舞
,

卷散型 黄 厂女王冠
’

球 型 淡紫 ‘

‘‘

大红托挂
’

托桂型 暗红
‘

粉落胭 卷散型 萦

‘‘

粉夔龙
’

管球型 粉
‘

等尸 球 型 紫 ‘‘

‘‘

粉十八
’

单瓣型 粉
’

雪 即 球 型 白 “ “ “ ““

表中数据均为 株平均值
。

,

处理使菊花花期后延的现象

影响菊花花期的限制性因子是光周期
、

温周期的变化
。

在 自然状态下
,

菊花于秋末冬初

开花
,

这种生物学特性通常不会为繁殖方式
、

营养水平所左右
。

然而
,

采用 ,

进行叶面处理

的试验表明
, 。

处理对于供试材料的花期有着很大影响 , ‘ , ’〕,

例如
,

喷施
。
处理菊花品种

‘

平沙落雁
’ ,

结果其花期比对照延缓了 图
。

这种现象会给案头菊参加展览带来

很大影响
。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

使用
· 一 ’

的 水溶液在花蕾生长到直径为 时

进行涂抹处理 一 次
,

具体次数依品种
、

环境温度而定
。

结果表明
,

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促

使案头菊如期开花
。

但是只能将
。

水溶液涂抹在花蕾表面
,

否则容易出现案头菊花梗变

长的
“

拔脖
”现象

。

已趁哪侧氓椒

讨论

在本试验中
,

明确了案头菊的概念
,

设立了

有关技术指标
,

从而改变了案头菊生产无章可

循的的混乱状态
。

个用来生产案头菊的中国

晚菊品种就是根据上述工作基础筛选出来的
,

没有入选的品种均有或兼有下述不足

①经过矮化处理高度达不到指标
,

例如
‘

长

风万里
’
等

②由于花型原因视觉效果差
,

例如
‘

绿云
’

等

③生长势弱
,

经过矮化处理则生长变得更

加迟缓
,

例如
‘

十丈竹帘
’

等

处

处理

一 一 一 一 一

日 期

山 匕 尺 星 打 采 大 菊
“

广沙 落谁
’

花期的影响
‘

·

每组处理 株
,

次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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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繁殖系数太低
,

无法满足生产的正常需要
,

例如
‘

帅旗
’
等

。

从实际栽培效果来看
,

用 ,

作为矮化剂生产案头菊更为适合
。

使用 ’ 一 ’

的
,

水溶液进行叶片处理
,

可以使植株高度有效降低
,

综合园艺指标亦佳
,

有着很好的视觉效果
。

在使用
。

进行处理时
,

应该结合相应的园艺措施进行配合
,

以利案头菊理想株型的塑造
,

在

整个处理过程中
,

应该每隔 施用 的全素液体肥料一次
,

这样有助于案头菊
、

冠幅
、

花径的增加
。

试验结果表明
, ,

对于菊花来说确是一种作用 明显的矮化剂
,

但是具体到案头菊生产

时
,

首先应该了解其对不同基因型的表现
。

在
。
的施用浓度上

,

使用
· 一 ‘

的剂量

主要是根据绝大多数菊花品种之反应来确定的
。

一些对
,

较敏感的品种
,

例如
‘

绿牡丹
’ ,

使

用 ’ 一 ‘
的浓度更加合适

,

否则植株容易封顶
,

发生不开花的现象
。

从施药的次数上

来看
,

亦要根据品种生长反应进行调整
。

换言之
,

使用
,

作为矮化剂处理菊花时亦要根据植

株的生长状况决定其具体喷施次数
。

观赏植物的不同品种之生长习性往往有着很大的差别
。

当使用植物生长物质对它们进行化学调控时
,

不同品种也会对同一药剂处理做出不同的反

应
。

以往的观赏植物化学调控研究由于对不同基因型植物间的这种差异重视得不够
,

常常把

一个品种的研究结果推及到这个植物种上
。

在用
。

作为矮化剂生产案头菊时
,

这种情况必

须予以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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