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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梭梭和肉苁蓉生长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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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以梭梭'肉苁蓉为材料$研究了植物生长促进剂赤霉素和抑制剂矮壮素对梭梭和肉苁蓉生长的调节作用#

结果表明&

#

"赤霉素促进梭梭地上部生长$单株梭梭生物量和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总量分别提高
$"?%O

和

HGd$O

$却使肉苁蓉生物量降低
#"?FO

%

!

"矮壮素抑制梭梭地上部生长$单株梭梭生物量和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总

量分别降低
#G?FO

和
#%?FO

$但能提高肉苁蓉生物量
%H?HO

#结果显示矮壮素对提高肉苁蓉生物量具有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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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寄生植物肉苁蓉"

9)3,/*("+D+3+0,)(-1/ c-

#

为著名的补益类药材!寄生于梭梭"

P/1-O

5

1-*

/77-D+*D0-*

#根部*

#

+

(随着肉苁蓉化学成分)药理

药效及作用机理的逐渐明晰*

!'&

+

!肉苁蓉市场需求不

断增加!野生资源已远不能满足人们对肉苁蓉产品

的迫切需求!进行肉苁蓉的人工栽培是解决肉苁蓉资

源匮乏并实现肉苁蓉合理开发利用的直接有效措施(

优质高产是目前肉苁蓉栽培面临的核心问题!

肉苁蓉寄生生物学特性决定其必须依靠寄主梭梭供

给的营养物质进行生长发育!并且梭梭体内的非结

构性碳水化合物是肉苁蓉可利用物质的主要来

源*

H

+

(因此!通过合理的农艺措施调节梭梭生长及

梭梭
'

肉苁蓉同化物的转运分配是肉苁蓉人工栽培

的关键技术难题(目前!植物生长调节物质被广泛

应用于作物生长和物质合成)转运和分配的调

控*

F'#"

+

(但是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在寄生植物中的应

用尚未见报道!通过生长调节物质的合理使用是否

可以调节寄生植物%寄主植物复合体的生长)物质合

成和转运分配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本试验以梭梭和肉苁蓉为研究对象!通过生长

促进剂赤霉素和抑制剂矮壮素的使用!研究植物生

长调节物质对梭梭和肉苁蓉生长的调节作用!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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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肉苁蓉优质高产栽培提供一条新的调控途径(

!

!

材料与方法

!"!

!

试验区概况

!?!?!

!

试验地点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磴口县沙金苏木温都

尔毛道嘎查!内蒙古王爷地苁蓉生物有限公司架子

滩试验基地"东经
#"Fp"&]

!北纬
D"p#$]

#(

!?!?#

!

试验地气象条件

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F?H_

!极

端最高气温
$%?!_

!极端最低气温
j$D?!_

!

&

#"

_

积温
$!!!?!_

!年降雨量为
#$&?%TT

!年蒸发

量
$H!"?"TT

!无霜期
#D&@

!年均日照时数为

$!%G?&1

(

!?!?$

!

试验地土壤状况

试验地土壤基础数据见表
#

(

表
!

!

土壤状况

J->.9#

!

N)2.5),@262),:

$

4

%

4

元素
S.9T9,6 L M Z L- 0- c

4

\9 c, P, 0* R

含量
0),69,6 D&#?& #G&?H HF&"?D #D%G?H #&%!%?# D&G"?D #"&$D?% #GH?" !%?G $$?D $D?"

!"#

!

试验材料及试验设计

!?#?!

!

试验材料

三年生梭梭"

!""G

年
D

月种植!种苗来自内蒙

古磴口县#!接种
#

个肉苁蓉"

!"#"

年
&

月接种!肉

苁蓉种源来自内蒙古磴口县#!梭梭
'

肉苁蓉均在自

然条件下生长(

!?#?#

!

试验处理

0Z

$每株梭梭每次叶面喷施
&"TW

蒸馏水(

处理一$每株梭梭每次叶面喷施
&"TW

质量浓

度为
#""T

4

%

W

的赤霉素溶液(

处理二$每株梭梭每次叶面喷施
&"TW

质量浓

度为
#""T

4

%

W

的矮壮素溶液(

!?#?$

!

处理时间

!"#!

年
&

月
#"

日)

&

月
!"

日和
&

月
$"

日分
$

次对梭梭进行处理(

!?#?)

!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每处理
$"

株!重复
$

次(

!?#?*

!

取样时间

!"#!

年
#"

月
#"

日(

!?#?+

!

样品处理

将梭梭
'

肉苁蓉复合体分解为梭梭光合枝"当年

生的绿色光合器官#)梭梭茎杆"主茎和半木质化枝

条#)梭梭根和肉苁蓉
D

部分(并用蒸馏水冲洗干

净!置于烘箱中!

%"_

恒温烘干至恒重!并称重!样

品粉碎过
D"

目筛!备用*

##

+

(

!"$

!

测定指标及方法

干重测定采用称重法*

#!

+

(

叶绿素的测定采用分光光度法*

#$

+

(

可溶性总糖含量和淀粉含量的测定采用蒽酮比色

法!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总量
l

可溶性总糖
f

淀粉*

#D

+

(

!")

!

数据处理

数据采用
S=59.!""$

和
AMNF?"&

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及统计分析(

#

!

结果与分析

#"!

!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梭梭生长影响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梭梭生长的影响见表
!

(

与对照相比!矮壮素使梭梭株高)冠幅)基茎粗)

表
#

!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梭梭生长影响

J->.9!

!

CT

<

-56)/

<

.-,6

4

+)a61+9

4

*.-6)+:),619

4

+)a61)/PN/77-D+*D0-*

处 理

J+9-6T9,6

!!!

株高%
5T

M.-,6192

4

16

冠幅%
5T

0+)a,

基茎粗%
TT

R-:9:69T@2-T969+

光合枝数%条

R+-,519:,*T>9+

光合枝长%
5T

R+-,519:.9,

4

61

对照
0),6+). #"F?H> #"D?!> #F?%> DF?F> D"?%>

矮壮素
01.)+T9

^

*-6 G$?!5 #"#?!> #&?G> $H?"5 $#?&5

赤霉素
I2>>9+9..2, #&"?G- #!&?D- !D?H- &D?&- HH?G-

!!

注$表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
WNA

检验差异达显著水平"

>

%

"?"&

#!下同(

L)69

$

J19+9a9+9:2

4

,2/25-,6@2//9+9,59:>96a99,619@2//9+9,6.9669+:

"

>

%

"?"&

#

>

;

WNA69:6

!

619:-T9>9.)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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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合枝数和光合枝长分别较对照降低
#$?DO

)

!dGO

)

#"?FO

)

!D?&O

)

!!?%O

&赤霉素使梭梭株高)

冠幅)基茎粗)光合枝数)光合枝长分别较对照升高

D"?!O

)

!"?DO

)

$%?!O

)

#D?$O

)

HD?"O

!并且差异均

达显著水平"

>

%

"?"&

#(结果表明!赤霉素促进梭梭

地上部分生长!而矮壮素却抑制梭梭地上部分生长(

#"#

!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梭梭叶绿素影响

植物生长调节剂物质对梭梭叶绿素的影响与调

节物质种类密切相关"表
$

#(与对照相比!矮壮素

使梭梭叶绿素
-

)叶绿素
>

)类胡萝卜素和叶绿体总

色素含量分别较对照提高
$?$O

)

$?#O

)

##?DO

和

&?%O

&赤霉素使梭梭叶绿素
-

)叶绿素
>

及叶绿体

总色素含量分别较对照提高
"?HO

)

#?FO

和
"?DO

!

却使类胡萝卜素的含量较对照降低了
"?!O

(此

外!矮壮素对梭梭叶绿素
-

%

>

无影响!而赤霉素却使

叶绿素
-

%

>

较对照降低了
#?#O

(结果表明!矮壮

素可使梭梭叶绿素含量大幅度的提高!这有利于提

高梭梭对光合产物的固定能力(

表
$

!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梭梭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J->.9$

!

CT

<

-56)/

<

.-,6

4

+)a61+9

4

*.-6)+:),01.)+)

<

1

;

..5),69,62,PN/77-D+*D0-*

$

4

%

4

处理方式

J+9-6T9,6

叶绿素
-

01.)+)

<

1

;

..-

叶绿素
>

01.)+)

<

1

;

..>

叶绿素
-

%

>

01.)+)

<

1

;

..-

%

>

类胡萝卜素

0-+)69,)2@:

叶绿体总色素

01.)+)

<

1

;

..5),69,6

对照
0),6+). $DH?DG- FD?D$- D?HH #GF?HF- H#%?&G-

矮壮素
01.)+T9

^

*-6 $&F?FG- FH?F!- D?HH !!"?#!- H&D?H$-

赤霉素
I2>>9+9..2, $D%?&D- F&?HH- D?H# #GF?$D- H!#?!&-

#"$

!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梭梭
8

肉苁蓉生物量影响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梭梭各器官及肉苁蓉生物

量产生影响"表
D

#(矮壮素使单株梭梭生物量较对

照降低
#G?FO

!其中梭梭光合枝)茎杆生物量分别

较对照降低
#$?#O

)

$D?DO

!梭梭根生物量较对照

提高
!?"O

!肉苁蓉生物量较对照也显著提高

%HdHO

"

>

%

"?"&

#&赤霉素增加单株梭梭生物量

$"?%O

!其中梭梭光合枝)茎杆)根生物量分别较对

照增加
#$?FO

)

DF?FO

)

$G?"O

!但肉苁蓉生物量较

对照降低
#"?FO

(

表
)

!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梭梭
8

肉苁蓉生物量影响

J->.9D

!

CT

<

-56)/

<

.-,6

4

+)a61+9

4

*.-6)+:),619>2)T-::)/PN/77-D+*D0-*'9ND+3+0,)(-1/

处理方式

J+9-6T9,6

指标

C,@9=

光合枝

M1)6):

;

,619625:625X:

茎杆

N69T

根

K))6

肉苁蓉

9ND+3+0,)(-1/

合计

J)6-.

对照
0),6+).

生物量%"

4

%株#

#G!?"#-> #HH?G!> &D?#D> $D?&%> DDF?H&>

比例%
O D!?%G $F?!G #!?"G F?F$ #""

矮壮素
01.)+T9

^

*-6

生物量%"

4

%株#

#HH?%%> #"G?&$5 &&?#!> HD?&#- $GH?"D>

比例%
O D!?#D !F?HH #$?G# #H?!G #""

赤霉素
I2>>9+9..2,

生物量%"

4

%株#

!#%?$D- !DH?&$- F&?!F- $"?%F> &F#?"#-

比例%
O $%?!D D$?#F #$?#% &?D# #""

!!

梭梭
'

肉苁蓉各器官生物量所占比例也受植物

生长调节物质的影响!矮壮素使梭梭光合枝)茎杆生

物量所占比例分别较对照降低
"?%O

和
G?HO

!但分

别较对照提高梭梭根和肉苁蓉生物量所占比例

#d%O

和
%?HO

&赤霉素使梭梭光合枝和肉苁蓉生物

量所占比例分别较对照降低
D?FO

和
!?$O

!但分别

较对照增加梭梭茎杆和根生物量所占比例
&?$O

)

#?#O

(结果表明!矮壮素虽然使梭梭总生物量降

低!但是却可通过对梭梭
'

肉苁蓉同化物的调节增加

肉苁蓉生物量(

#")

!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梭梭
8

肉苁蓉同化物分配

影响

#?)?!

!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梭梭
'

肉苁蓉可溶性糖

影响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梭梭
'

肉苁蓉可溶性糖含

量造成影响"表
&

#(与对照相比!矮壮素分别使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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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光合枝)根和肉苁蓉中的可溶性糖含量较对照增

加
$?FO

)

#&?#O

和
&?GO

!但使梭梭茎杆可溶性糖

含量较对照降低
F?&O

&赤霉素分别使梭梭光合枝)

茎杆可溶性糖含量较对照增加
&D?$O

和
F?!O

!却

使梭梭根和肉苁蓉的可溶性糖含量分别较对照降低

#D?&O

和
#F?&O

(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梭梭
'

肉苁蓉可溶性糖累

积量的影响与生长调节物质种类密切相关"表
&

#(

与对照相比!矮壮素使梭梭光合枝)茎杆可溶性糖累

积量分别较对照降低
#"?FO

和
$G?$O

!但分别使梭

梭根和肉苁蓉可溶性糖累积量较对照增加
#F?!O

和
GF?HO

&赤霉素分别使梭梭光合枝)茎杆)根可溶

性糖累积量较对照增加
F&?DO

)

&%?$O

和
#%?GO

!

但使肉苁蓉可溶性糖累积量较对照降低
!H?$O

(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能够调节梭梭
'

肉苁蓉各器

官间可溶性糖分配"表
&

#(与对照相比!矮壮素使

梭梭光合枝)茎杆和根可溶性糖所占比例分别较对

照降低
%?DO

)

##?!O

和
"?DO

!但却使肉苁蓉可溶

性糖所占比例较对照增加
!"?"O

&赤霉素使梭梭光

合枝)茎杆可溶性糖所占比例分别较对照增加

#"d%O

和
D?DO

!但使梭梭根和肉苁蓉可溶性糖所

占比例分别较对照降低
#?$O

和
#$?GO

(结果表

明!矮壮素可以通过对梭梭
'

肉苁蓉可溶性糖分配的

调节增加肉苁蓉中可溶性糖累积量!而赤霉素却降

表
*

!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梭梭
8

肉苁蓉可溶性糖影响

J->.9&

!

CT

<

-56)/

<

.-,6

4

+)a61+9

4

*.-6)+:),:).*>.9:*

4

-+)/PN/77-D+*D0-*]9ND+3+0,)(-1/

处理方式

J+9-6T9,6

指标

C,@9=

光合枝

M1)6):

;

,619625:625X:

茎杆

N69T

根

K))6

肉苁蓉

9ND+3+0,)(-1/

合计

J)6-.

对照
0),6+).

含量%"

T

4

%

4

#

##"?"#> %H?"H-> #&"?%#> &FH?F#-

0

累积量%"

4

%株#

!#?#! #D?$F %?#H #G?GD H$?&G

比例%
O $$?!# !!?H" #!?%$ $#?$H #""

矮壮素
01.)+T9

^

*-6

含量%"

T

4

%

4

#

##D?"!> FG?H"> #F$?&$- H#"?%H-

累积量%"

4

%株#

#G?"$ %?F! G?&H $G?D# FH?F!

比例%
O !D?%" ##?$F #!?DH &#?$F #""

赤霉素
I2>>9+9..2,

含量%"

T

4

%

4

#

#HG?HG- G!?!%- #!%?G#5 DF&?GG>

0

累积量%"

4

%株#

$F?"& !!?F& G?F" #D?HG %D?#G

比例%
O DD?"# !F?"! ##?&! #F?D& #""

低肉苁蓉中可溶性糖累积量(

#?)?#

!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梭梭
'

肉苁蓉淀粉影响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梭梭
'

肉苁蓉各器官淀粉

含量造成影响"表
H

#(与对照相比!矮壮素分别使

梭梭光合枝)茎杆和根淀粉含量较对 照 增 加

DFd%O

)

!!?#O

和
$D?DO

!并且差异均达显著水平

"

>

%

"?"&

#!但肉苁蓉淀粉含量较对照降低了

#FdDO

&赤霉素使梭梭光合枝和肉苁蓉淀粉含量分

别较对照降低
H?GO

和
$#?%O

!但分别较对照提高

梭梭茎杆和根淀粉含量
"?%O

)

!!?FO

(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梭梭
'

肉苁蓉各器官淀粉

累积量的影响与生长调节物质种类密切相关"表

H

#(与对照相比!矮壮素使梭梭光合枝)根以及肉苁

蓉淀粉累积量分别较对照增加
!%?DO

)

$H?%O

和

&D?!O

!却 较 对 照 降 低 梭 梭 茎 杆 淀 粉 累 积 量

#GdFO

&赤霉素分别较对照增加梭梭光合枝)茎杆和

根淀粉累积量
&?GO

)

D%?GO

和
F"?FO

!而肉苁蓉淀

粉累积量却较对照降低
$G?"O

(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能够调节梭梭
'

肉苁蓉各器

官淀粉所占比例"表
H

#!与对照相比!矮壮素使梭梭

光合枝)根和肉苁蓉淀粉所占比例分别较对照增加

&?&O

)

$?"O

和
$?GO

!却使梭梭茎杆淀粉所占比例

较对照降低
#!?DO

&赤霉素使梭梭光合枝和肉苁蓉

中淀粉所占比例分别较对照降低
&?GO

和
&?"O

!但

使梭梭茎杆和根淀粉所占比例分别较对照升高

Fd"O

和
$?GO

(结果表明!矮壮素和赤霉素均降

低肉苁蓉中淀粉含量!但由于对梭梭
'

肉苁蓉淀粉

不同的分配调节作用!最终矮壮素可使肉苁蓉中淀

粉累积量增加!而赤霉素却降低了肉苁蓉中淀粉累

积量(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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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梭梭
8

肉苁蓉淀粉影响

J->.9H

!

CT

<

-56)/

<

.-,6

4

+)a61+9

4

*.-6)+:),:6-+51)/PN/77-D+*D0-*]9ND+3+0,)(-1/

处理方式

J+9-6T9,6

指标

C,@9=

光合枝

M1)6):

;

,619625:625X:

茎杆

N69T

根

K))6

肉苁蓉

9ND+3+0,)(-1/

合计

J)6-.

对照
0),6+).

含量%"

T

4

%

4

#

GG?##> #H#?D#> #$$?&%> #H!?$&-

0

累积量%"

4

%株#

#G?"$ !H?GD F?!$ &?H# &%?%#

比例%
O $!?$H D&?%# #!?!G G?&D #""

矮壮素
01.)+T9

^

*-6

含量%"

T

4

%

4

#

#DH?DD- #GF?#&- #FG?&"- #$D?"F>

0

累积量%"

4

%株#

!D?DD !#?&G G?%G %?H& HD?&F

比例%
O $F?%& $$?DD #&?$! #$?$G #""

赤霉素
I2>>9+9..2,

含量%"

T

4

%

4

#

G!?$!> #H!?F&> #H$?GD- ##"?FH5

0

累积量%"

4

%株#

!"?#H D"?#! #!?$D $?D! FH?"D

比例%
O !H?&# &!?FH #H?!$ D?&" #""

#?)?$

!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梭梭
'

肉苁蓉非结构性

碳水化合物影响

植物生长调节剂物质影响梭梭
'

肉苁蓉各器官

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含量"表
F

#(与对照相比!矮

壮素分别使梭梭光合枝和茎杆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

含量较对照降低
D?#O

和
!?#O

!但分别较对照增加

梭梭根)肉苁蓉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含量
#G?HO

和

"?!O

&赤霉素使梭梭光合枝)茎杆)根非结构性碳水

化合物含量分别较对照增加
&#?DO

)

#F?"O

)

GdFO

!并且差异均达显著水平"

>

%

"?"&

#!却较对

照降低肉苁蓉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含量
!#?#O

(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梭梭
'

肉苁蓉各器官非结

构性碳水化合物累积量的影响与生长调节物质种类

密切相关"表
F

#(与对照相比!矮壮素使梭梭光合

枝)茎杆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累积量分别较对照降

低
#H?HO

)

$&?FO

!却分别较对照增加梭梭根)肉苁

蓉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累积量
!#?%O

)

%F?"O

&赤

霉素使梭梭光合枝)茎杆)根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累

积量分别较对照增加
D#?GO

)

F!?FO

)

&!?&O

!却较

对照降低肉苁蓉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累积量

!Gd&O

(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调节梭梭
'

肉苁蓉各器官非

结构性碳水化合物比例"表
F

#(与对照相比!矮壮

素使梭梭光合枝)茎杆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所占比

表
,

!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梭梭
8

肉苁蓉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影响

J->.9F

!

CT

<

-56)/

<

.-,6

4

+)a61+9

4

*.-6)+:),,),':6+*56*+-.5-+>)1

;

@+-69:)/PN/77-D+*D0-*'9ND+3+0,)(-1/

处理方式

J+9-6T9,6

指标

C,@9=

光合枝

M1)6):

;

,619625:625X:

茎杆

N69T

根

K))6

肉苁蓉

9ND+3+0,)(-1/

合计

J)6-.

对照
0),6+).

含量%"

T

4

%

4

#

!#&?"%> !DF?DH> !%#?#"5 FD$?#$-

0

累积量%"

4

%株#

D#?$" D#?$# #&?!! !&?F" #!$?&$

比例%
O $$?D$ $$?DD #!?$! !"?%# #""

矮壮素
01.)+T9

^

*-6

含量%"

T

4

%

4

#

!"H?$D> !D!?$H> $$H?#&- FDD?G$-

0

累积量%"

4

%株#

$D?D$ !H?&& #%?&$ D%?"H #!F?&F

比例%
O !H?GG !"?%# #D?&$ $F?HF #""

赤霉素
I2>>9+9..2,

含量%"

T

4

%

4

#

$!&?H!- !%G?D$- $"%?D#> &%H?F$>

0

累积量%"

4

%株#

F#?#" F#?$& !$?!# #%?## #%$?FF

比例%
O $%?HG $%?%$ #!?H$ G?%&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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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分别较对照降低
H?DO

)

#!?HO

!而分别较对照升

高梭梭根)肉苁蓉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所占比例

!d!O

)

#H?GO

&赤霉素使梭梭光合枝)茎杆)根非结

构性碳水化合物所占比例分别较对照升高
&?$O

)

&?DO

)

"?$O

!但较对照降低肉苁蓉非结构性碳水化

合物所占比例
##?"O

(结果表明!矮壮素通过对梭

梭
'

肉苁蓉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的分配调节作用!增

加肉苁蓉中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累积量(

$

!

结论与讨论

寄生植物生物学特性决定了其生长发育所需全

部营养物质均来自寄主植物*

#&

+

!并且当二者建立寄

生关系后!寄生植物便犹如一个巨大的营养物质贮

存,库-!储存着来自寄主,源-端吸收制造的各种物

质!并且以可循环利用的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为

主*

#H

+

(同时!寄生植物不仅可以改变寄主植物同化

物的累积和分配*

#F'#%

+

!还能刺激寄主产生各种生理

反应并导致寄主生长发育)同化物转运和分配产生

异常*

#G'!#

+

(

寄生植物肉苁蓉肉质茎生长)蒴果发育)种子形

成过程中所需全部营养物质均来源于寄主梭

梭*

!!'!$

+

!因此!梭梭体内可利用物质供应量直接决定

着肉苁蓉产量形成(相关研究已经阐明!肉苁蓉及

其寄主梭梭之间存在复杂的物质分配关系*

!D'!&

+

(但

是!如何促进梭梭同化物合成并调节同化物的转运

和分配!促使更多可利用物质分配给肉苁蓉是肉苁

蓉高产栽培的关键问题(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作为植物激素的类似物被广

泛使用于作物生长发育调节!相关研究表明生长促

进剂赤霉素能够促进作物生长)光合速率增强)抗性

增加)产量增加!但使用不当也会造成植物徒

长*

!H'$#

+

&生长抑制剂矮壮素则能通过促进作物叶绿

素含量升高来提高光合速率并最终提高产量*

$!'$&

+

(

因此!植物生长调节物质赤霉素和矮壮素对寄生植

物%寄主植物生长及同化物的合成)转运和分配产生

何种影响是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本研究以梭

梭)肉苁蓉为材料!系统研究了赤霉素和矮壮素对梭

梭生长和同化物合成)转运)分配的调节以及对肉苁

蓉生物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赤霉素促进梭梭

生长!但抑制肉苁蓉生长&而矮壮素抑制梭梭生长!

却促进肉苁蓉生长(本研究结果明确矮壮素对提高

肉苁蓉生物量具有调节作用!这为梭梭
'

肉苁蓉高产

栽培和化控调节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梭梭
'

肉苁蓉生长及同化物的合成)转运与分配

不仅与其生物学特性密切相关!而且与环境条件)施

肥和灌水等农艺措施密不可分!因此有必要对相关

科学问题进行进一步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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