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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VG (2-am inoethoxyv inylglyc ine)处理
对‘巨峰’葡萄坐果的影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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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 4 年试验探讨AV G (22am inoethoxyvin lglycine) 对防止‘巨峰’葡萄落花落果的有效处理时期和浓

度。试验在开花前 1～ 3 周分别采用 25, 50, 75, 100, 300 m gõL - 1的 5 种浓度。结果表明AV G 处理可以明显促

进葡萄坐果和有核果粒率。处理最佳时期为盛花前 2 周、最佳处理浓度为 100 m gõL - 1。同时AV G 处理呈现

处理时期越早则所需有效浓度越高、处理时期越晚则所需有效浓度越低的趋势。处理后对收获果实的品质没

有影响。此外,AV G 处理明显抑制小花中A CC 含量和乙烯释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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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ffects of u sing AV G ( am inoethoxyvinylg lycine ) on fru it set of ‘Kyoho ’
grapevine have been invest iga ted fo r 4 years. F low er clu sters w ere dipped in AV G at 25, 50,

75, 100 and 300 m gõL - 1 abou t 1 to 3 w eek s befo re an thesis.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the

AV G enhanced the ra te of berry set and seeded berries. T he effect ive period of AV G w as

tw o w eek s befo re an thesis, and su itab le concen tra t ion of AV G w as 100 m gõL - 1. T he h igher

effect ive concen tra t ion s of AV G w ere needed fo r the earlier app lica t ion of AV G, and the

low er effect ive concen tra t ion s of AV G fo r the la t ter AV G app lica t ion. T here w ere no

sign if ican t d ifferences found in so lub le so lid con ten t and t it ra tab le acid ity betw een the con tro l

and AV G treated berries, bu t the AV G treatm en t increased the berry w eigh t. A CC con ten t

and ethylene evo lu t ion ra te from flo rets w as low er by the AV G treatm en t.

Key words　‘Kyoho’grapevine; AV G (22am inoethoxyvin lg lycine) ; berry set; seed num ber;

ethylene

在防止‘巨峰’葡萄落花落果方法的研究中通常主要从 2 个方面着手。一是栽培学方法即

通过肥水控制、摘心、除花穗等抑制新梢生长协调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之间的平衡关系; 此外,

在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利用方面主要通过如B 9 (SADH )、矮壮素 (CCC) 等生长抑制剂防止落花

落果的作用[1, 2 ]。其中普遍认为效果最佳的是B 9, 但由于B 9 的毒性作用目前在农业生产中已禁

①收稿日期: 2000209222

①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费资助项目
②胡建芳, 北京圆明园西路 2 号中国农业大学 (西校区) , 100094

③贺海洋, 新疆乌鲁木齐环境资源开发研究所, 830002



止使用。当前生产中普遍利用的是开花前后对葡萄花穗进行GA 3 处理[3 ]。GA 3 处理虽然可以

防止落花落果、但会使收获果粒变小、无核果增加、果实着色不良、果穗与穗梗变硬容易造成落

粒等不良反应在生产中急需一种新的药品来取代 GA 3 的作用。

AV G (22am inoethoxyvin lg lycine)是 12氨基环丙烷 12羧酸 (A CC)合成酶活性的阻碍剂。它

通过阻断由 S2腺苷蛋氨酸 (SAM ) →A CC 的代谢过程而起到抑制乙烯生成的作用[4 ]。在苹果

果实的贮藏保鲜[5, 6 ]、促进营养生长[7 ]和坐果[8～ 9 ]以及增加产量[10 ]等方面都有应用。但在葡萄

方面的应用还未见有报道。

本研究为探讨AV G 处理后对防止‘巨峰’葡萄落花落果的作用, 对处理浓度、时期以及处

理后的坐果率、果实品质、有种子果粒率、果粒中的含有种子数以及盛花前小花中A CC、乙烯

变化进行了调查。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日本千叶大学‘柏’附属农场 10 年生‘巨峰’葡萄为试验材料 (试验所用葡萄树的落花落果

性很强)。处理区与对照区在开花前 1 周对花穗进行整形、每一花穗的小花数保留在 200 粒左

右。

1. 2　AVG 处理

1994 年AV G 处理时期为开花前 15, 7 d (盛花日 06201)、处理浓度为 50, 100, 300 m gõ

L - 1。1995 年处理时期为开花前 16, 8 d (盛花日 06203)处理浓度为 25, 50, 75 m gõL - 1。1996 年

处理时期为开花前 18 d (盛花日 06207) 处理浓度为 100 m gõL - 1。1997 年处理时期为开花前

22, 16, 9 d (盛花日 05228)处理浓度为 50, 100, 300 m gõL - 1。各处理液中添加 0. 1% 吐温展着

剂。每一处理区采用 10～ 20 穗花穗, 计算坐果率, 并对果粒中平均种子数、有种子果粒率、果粒

中含有的种子数、果粒重、糖、酸进行调查。试验管理与大田栽培要求完全一致。试验结果经过

统计分析后利用邓肯氏新复级差法 (Α= 0. 05)进行比较。

1. 3　ACC 含量、乙烯释放量的测定

1997 年开花前 16 d AV G100 m gõL - 1处理后, 开花前 1 周起每隔 1 d 采样, 利用L izada

and Yang [11 ]的方法对小花中的A CC 含量和乙烯释放量进行了测定。

2　结果

2. 1　AVG 处理对坐果率和果实品质的影响

1994 年开花前 15 d 的 50, 100, 300 m gõL - 1处理区坐果率都显著高于对照。开花前 7 d 的

各处理区随处理浓度的增加坐果率明显减少。尤其是 300 m gõL - 1处理区一半以上的花穗没有

开花即干枯。开花前 15 d 的 100, 300 m gõL - 1处理区果粒明显重于对照, 而同期的 50 m gõL - 1

处理区与对照没有差异。 1995 年开花前 16 d 的 50, 75 m gõL - 1处理区坐果率高于对照, 而

25 m gõL - 1处理区与对照无差异。1996 年开花前 18 d 的 100 m gõL - 1处理区坐果率显著高于

对照。1997 年开花前 22 d 处理的 300 m gõL - 1处理区坐果率显著高于对照。开花前 16 d 处理的

100 m gõL - 1处理区在 1997 年所有处理区坐果率最高, 并且也明显高于同期处理的 300 m g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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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1。开花前 9 d 处理的 100 m gõL - 1处理区坐果率高于对照, 而 300 m gõL - 1处理区与对照无

差异。4 年收获果实的含糖量、含酸量与对照无差异 (表 1)。

表 1　1994～ 1997 年AV G 不同处理浓度和时期对坐果率及果实品质的影响①

年度
处理浓度
Θöm gõL - 1

盛花前天数
töd

小花数 坐果数
坐果率

Υö%
果粒重

m ög
含糖量
w ö%

酒石酸含量
ö%

1994 50 15 145. 2 34. 3 23. 6 a② 10. 6 ab 16. 5 0. 42

7 158. 8 29. 9 18. 9 b 9. 4 b 16. 2 0. 43

100 15 138. 4 28. 5 20. 6 ab 12. 0 a 16. 5 0. 42

7 157. 1 13. 5 8. 6 cd 7. 8 c 16. 2 0. 43

300 15 141. 9 28. 7 20. 2 ab 11. 6 a 16. 3 0. 43

7 129. 3 3. 5 2. 7 d 6. 9 c 16. 3 0. 41

CK 135. 5 13. 7 10. 1 c 9. 6 b 16. 5 0. 43

1995 25 16 197. 5 19. 8 10. 0 b 10. 4 bc 18. 2 0. 61

50 16 179. 5 36. 8 20. 5 a 11. 7 a 18. 5 0. 62

75 16 203. 6 50. 5 24. 8 a 11. 6 ab 18. 9 0. 60

CK 175. 2 21. 7 12. 4 b 9. 4 c 18. 7 0. 62

1996 100 18 168. 0 38. 5 22. 9 a 11. 5 18. 1 0. 58

CK 181. 3 7. 1 3. 9 b 10. 8 17. 8 0. 59

1997 100 22 177. 5 8. 5 4. 9 cd 11. 2 18. 4 0. 63

16 157. 8 26. 6 16. 8 a 10. 6 18. 7 0. 61

9 175. 2 18. 4 10. 6 bc 10. 0 19. 1 0. 60

300 22 173. 5 28. 8 16. 6 a 10. 9 17. 4 0. 65

16 164. 8 13. 4 7. 6 c 10. 4 18. 0 0. 60

9 175. 2 4. 4 2. 7 d 10. 0 17. 6 0. 61

CK 176. 3 1. 8 1. 3 d 10. 3 18. 7 0. 62

①各处理数据为 10～ 20 花穗或果穗的平均值。②数据经统计分析后利用D uncan’s 新复级差法进行多重比较, Α= 0. 05。

2. 2　AVG 处理对果实中种子的影响

1994 年果粒中的平均种子数开花前 15 d 的 100, 300 m gõL - 1处理区较高, 而 50 m gõL - 1

处理区与对照无差异。开花前 7 d 的各处理区只有 300 m gõL - 1处理区高于对照, 50, 100 m gõ

L - 1处理区与对照无差异。在同一期处理中有种子果粒率随处理浓度增高呈现增高的趋势。果

粒中含有 1 粒种子的果粒率在 100, 300 m gõL - 12 个处理区与对照无差异, 而 50 m gõL - 1的 2

处理区低于对照。含有 2 粒种子的果粒率 100, 300 m gõL - 1各处理区显著高于对照, 50 m gõ

L - 1处理区也高于对照但却明显低于 100 m gõL - 1处理区。含有 3 粒或 3 粒以上种子的果粒率

与含有 2 粒种子的果粒率表现相似的结果 (表 2)。

2. 3　AVG 处理后对小花中ACC 含量、乙烯发生量的影响

1997 年 100 m gõL - 1的AV G 处理后, A CC 含量从开花前 1 周到开花期处理区都明显低

于对照。并且AV G 处理区从开花前 7～ 3 d 呈下降趋势, 其后略有上升。而对照在开花前 7～

5 d 呈略微下降趋势, 从开花前 3 d 开始明显上升。AV G 处理区的乙烯释放从开花前 1 周到开

花期基本保持不变, 而对照却呈上升趋势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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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94 年AV G 不同处理浓度与时期对果实中种子的影响

处理浓度
盛花前天数

töd
平均种子数

有种子果粒率

Υö%

果实中种子分配率 Υö%

0 1 2 3≤

50 15 0. 8 c① 38. 9 d 61. 1 a 30. 4 b 7. 6 cd 0. 9 c
7 0. 9 bc 42. 2 cd 57. 8 ab 34. 0 b 7. 2 cd 1. 0 c

100 15 1. 1 b 58. 4 ab 41. 6 cd 45. 7 a 10. 9 b 1. 8 b
7 0. 9 bc 49. 7 bc 41. 6 cd 45. 7 a 10. 9 b 1. 8 b

300 15 1. 6 a 70. 8 a 50. 3 bc 49. 8 a 8. 6 bc 1. 3 bc
7 1. 0 b 54. 2 b 43. 8 c 43. 8 ab 8. 3 bc 2. 1 b

CK 0. 7 c 35. 9 d 29. 2 d 45. 7 a 20. 7 a 4. 4 a

①数据经统计分析后利用D uncan’s 新复级差法进行多重比较, Α= 0. 05。

图 1　AV G (100 m gõL - 1)处理后小花中A CC 含量及乙烯释放量的变化

3　讨论

葡萄生理落花落果的原因一般认为是雌蕊性器官发育不完全、不受精、受精后胚珠退化或

停止发育、树体内贮藏营养与微量元素的欠缺或过剩、生长期新梢与果粒之间的营养竞争、雌

蕊中内源激素水平与种类等的差异所造成[12 ]。目前对防止葡萄落花落果的有效方法之一是生

长调节剂和化学药剂的应用。在葡萄开花前利用AV G 对花穗进行处理可以有效地防止落花

落果的发生, 促进坐果。AV G 促进坐果的有效浓度为 50～ 300 m gõL - 1, 并且AV G 处理具有

随处理时期越早所需的有效浓度越高、而处理时期越晚所需的有效浓度越低 (表 1)的趋向。这

可能与雌蕊中AV G 的渗透力或者雌蕊对AV G 的敏感性随小花发育阶段不同而异所导致。在

处理的有效浓度范围内开花前约 2 周的 100 m gõL - 1处理为最佳。50 m gõL - 1处理 (1994, 1995

年) 虽然也能提高坐果率, 但果粒中的平均种子数及含有 1、2 粒种子的果粒率却与对照无差

异。使得收获果实的果重和外观直观的果实着色较差。开花前约 2 周的 100 m gõL - 1处理各年

度 (1994, 1996, 1997) 的坐果率都显著高于对照, 并且收获果实的平均种子数、有种子果粒率、

果粒中含有 1, 2, 3 或 3 粒以上种子的果粒率显著高于对照。使收获果实的果重和外观的果实

着色较好。因此, 开花前约 2 周的AV G 100 m gõL - 1处理为AV G 处理的最佳浓度。而 300 m gõ

L - 1处理越临近开花药害发生越严重, 并还明显抑制花穗生长、延迟开花期、使果粒变小、这一

现象与苹果中的处理基本类同[7, 10 ]。因此 300 m gõL - 1已是相当危险的处理浓度。以外AV G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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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可以明显增加有核果粒率、果粒中平均种子数, 说明AV G 处理后可能影响到胚囊的发育、

授粉受精、花粉管伸长、种子形成等过程。

植物生长抑制剂可以防止葡萄落花落果[13 ]。生长抑制剂促进坐果并增加有核果粒率的主

要原因并不在于抑制了新梢与花穗之间的营养竞争, 而在于生长抑制剂直接促进了受精过程。

N ito [14 ]在对葡萄同一花穗中 IAA 的分布状况进行研究时发现、同一花穗不同部位小花中的

IAA 浓度分布是不均衡的。高含量 IAA 部位其小花乙烯释放量也增加, 并且容易脱落。从而

推断由 IAA 诱导产生的乙烯可能是促进小花脱落的主要原因。而小松等[14 ]在对引起葡萄落

花落果与内源激素的关系研究中认为GA 和ABA 是主要原因, 而与乙烯的关系不大。本试验

AV G 处理后可以明显抑制小花中A CC 含量和乙烯释放量。说明开花前后乙烯也参与了葡萄

的落花落果过程, 并且有可能影响有性生殖过程。

本试验得到千叶大学园艺学部松井弘之教授的悉心指导与帮助, 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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