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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光对石蒜叶片生长及开花期性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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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石蒜"

!

"

#$%&'%()&(*(

#是重要的秋冬季观赏及药用植物!市场需求量大!但其人工培育技术却严重滞后$本

研究分析了全光照和遮光
8%9

%

:%9

%

#"9

处理对石蒜叶片生长"叶数%叶长%叶宽#及开花特性"花期%花枝数%花

序小花数#的影响$结果表明!遮光程度越大!石蒜叶片越长%越宽&但叶片数越少!开花越晚"始花期%盛花期#!且

花期也相应缩短$在
8

种处理中!叶片数以全光照处理最多!叶长和叶宽均以遮光
#"9

处理下最大&花枝数%单花

期及开花整齐度均以遮光
8%9

处理下最佳!其次为
:%9

处理&而平均每序小花数则以遮光
:%9

处理下最多!其次

为
8%9

$综合考虑!石蒜切花生产适宜的光环境为遮光
8%9

$

关键词!石蒜&遮光&生长&开花性状

中图分类号!

.;2!<!

=

#

!!!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

#

!"&&

%

&!>!"#!>"8

"!

!

石蒜#

!

"

#$%&'%()&(*(

%花葶粗壮"花大色艳"且

花期恰逢国庆前后"市场需求量大&

&>!

'

(然而"目前

石蒜切花产业的发展却严重受限于其人工培育成套

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近年来"虽然国内外有关石蒜

的研究日渐增多"但多聚焦于石蒜快繁与再生体系

建立&

7>8

'

)遗传变异&

%>;

'

)属内种间杂交&

:>#

'

)凝聚素基

因&

&"

'

)生物碱提取及其化感效应&

&&>&!

'

)鳞茎发生与

形成&

&7

'等方面"而对石蒜栽培技术的研究"尤其是

石蒜遮光处理的报道极少&

&8>&%

'

(虽有石蒜开花时间

及花期长短与光照强度呈负相关"干湿温度对花期

的影响弱于光照强度&

&;

'及
289

遮光会显著提高石

蒜的花茎和叶片长度的报道&

&%

'

"却未见遮光处理对

石蒜切花生产关键性指标#如"始花期)盛花期)有花

期)平均开花天数)单花期等%的影响报道(为此"本

研究以石蒜为材料"探讨不同遮光强度下石蒜叶片

生长)花期)切花产量#花枝数%及其品质#花序小花

数%的影响效应"旨在为石蒜切花栽培和花期调控提

供技术和模式参考(

!

!

材料与方法

!6!

试验地概况与试验材料
!

供试石蒜种球均

为无性繁殖获得的
8

年生鳞茎"大小均匀"直径为

#

76%?"6&

%

@A

(供试种球于
!""#

年
:

月
&%

日掘

出"并于
:

月
&;

)

&:

日进行预处理"

:

月
&2

日定植

于江西农业大学花圃 #

!26:;B1

"

&&%627B0

%(其种

植地土壤为土层深厚的第四纪红色黏土母质上发育

的红壤"

"

"

8"@A

土层中"颗粒分布为*

#

"6""!

AA

的 占
&!6&!9

"

"6""!

"

"6"%" AA

的 占

%&6;79

"

"6"%"

"

!6"""AA

的占
7%62:9

"

$

!6"""

AA

的占
"6729

$土壤中有机质含量为
&76%

C

!

D

C

"

氮)磷)钾的含量依次为
"628

)

"6!8

和
!86#

C

!

D

C

"

E

F

值为
;687

(

!6"

试验方法
!

试验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法"设

全光照#即不遮光处理%)

8%9

遮光)

:%9

遮光和

#"9

遮光处理#

7

种不同遮光水平分别采用
7

种不

同遮光度的黑色遮荫网在石蒜整个生长发育期进行

全程顶部和四面遮光"其顶部遮荫网距离地面
&6!

A

"四周距小区边线均为
7"@A

%(每种处理
7

个重

复"共设
&!

个小区$每个小区面积为
;"@AG&""

@A

"种植密度为
&%@AG!"@A

"每小区种植鳞茎
7"

粒"共种
7;"

粒(

!6#

性状指标考证
!

叶数)叶长及叶宽均为
!""#

年
&&

月
!2

日采用五点取样法分别统计的每处理
%

株石蒜的每株叶片数及其基部
!

片叶的长度)宽度

的均值"石蒜的始花期是指从
2

月
!&

日起至每处理

小区的第
&

株石蒜开花所需的天数#即以
2

月
!"

日

为参照"视
2

月
!&

日为
&H

(如果小区第
&

枝花开

"

收稿日期*

!"&&>";>"2

!!

接受日期*

!"&&>&">!8

基金项目*国家
2;7

项目子课题+石蒜属新品种选育及产业化

开发,#

!""!)!8"%&

%$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

项目+药用石蒜优质高产栽培技术与示范推广,

#&

!"&"

'

IJ*K>"8>";

%$江西省教育厅科技项目+石

蒜花期调控及其分子机理初探,#

L+"2M"!"

%$江西

省教育厅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石蒜#

!

"

#$%&'%(+

)&(*(

%鳞茎发育机制研究,#

KII"#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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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
2

月
!!

日"则始花期统计为
!H

"依次类推%$

开花率是指小区开花株数占小区总株数的百分比$

盛花期是指从
2

月
!&

日起至每处理小区
!

!

7

以上

花序展开时的天数$单花期是指每处理小区单枝花

序花期的平均值$花谢盛期是指从
2

月
!&

日起至每

处理小区
!

!

7

以上花序花朵全部褪色萎蔫时的天

数$花全谢期是指从
2

月
!&

日起至每处理小区最后

一枝花序花朵全部褪色萎蔫时的天数$有花期是指

每处理小区第
&

枝花序完全展开至最后一枝花序花

朵全部褪色萎蔫时的天数$平均开花所需天数#即开

花势%是指每处理小区每枝花序展开时所需天数#即

视
2

月
!&

日为第
&

天%的平均值(花枝数是指每处

理小区花序枝数的平均值$单枝小花数是指每处理

小区每枝花序小花数和平均值(

!6$

数据分析
!

采用
0J+0-

和
.')..&:6"

统计

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多重比较采用
TRU@NU

检验法(

"

!

结果与分析

"6!

遮光对石蒜叶片生长的影响
!

除在全光

照)

8%9

遮光和
:%9

遮光处理间叶长差异不显著

外"石蒜单株平均叶片数量和叶宽在各处理间差异

均显著#

,

#

"6"%

%#图
&

%(不同遮光处理的平均叶

片长)叶宽均表现为随遮光强度的增大而增加$相

反"其叶片数却随遮光强度的增大而减少(其中以

遮光
#"9

的叶片数最少#仅为
;6!7

枚%"平均比对

照#

&!6&7

枚%少
%6#

枚"但其平均叶长#

7!67:@A

%

和叶宽#

;6;AA

%却比对照分别增大了
268

和
&68

AA

(这表明"适度的遮光度有利于叶片的生长发

育"但不利于鳞叶向茎叶的转化#即鳞茎的抽叶数%(

"6"

遮光对石蒜花期的影响
!

不同遮光水平下

石蒜的花期差异显著#

,

#

"6"%

%#图
!

%(其中"石蒜

图
!

!

不同遮光强度下石蒜叶片的

生长状况

!

注*图中不同字母表示同一指标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

#

,

#

"-"%

%"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

,

$

"6"%

%(下图同(

的始花期)盛花期和花谢盛期均表现为随遮光强度

的增强而延长$而有花期#即开花持续天数%却随遮

光强度的增加而减少(与全光照处理相比"遮光

#"9

的始花期)盛花期和花谢盛期分别延长了

!%6""

)

!76;;

和
!&678H

$而有花期却比对照少
7%

H

(这表明"遮光处理可以显著影响石蒜的花期(

!!

从单花期看"以遮光
8%9

的最高"平均单花期

比全光照处理的长
!H

"依次分别为
8%9

遮光
$

全

光照
$

:%9

遮光
$

#"9

遮光(而平均开花所需天数

却以遮光
8%9

的处理最短"平均比全光照少
&:6:

H

(这说明"适当的遮光处理可以显著提高石蒜切花

的单花观赏期及其开花的整齐度(

图
"

!

不同遮光强度下石蒜花期的变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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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光对石蒜开花率及小花朵数的影响
!

不同遮光强度下"石蒜的平均花枝数差异显著#

,

#

"-"%

%#图
7

%(与全光照相比"

7

种不同遮光处理下

的开花枝数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以遮光

8%9

的开花枝数最多"其开花率最高"达
#!6!79

(

其次为遮光
:%9

和
#"9

处理"开花率分别比全光照

高
726#"9

和
&;6;:9

(

图
#

!

不同遮光强度下石蒜花枝数及单枝小花数的变化

!!

不同的遮光强度下"平均单枝小花数表现为在

中等遮光强度范围内#

8%9

"

:%9

%其小花数随遮光

强度的增强而增加"但在高遮光强度#遮光
#"9

%下

却有明显下降(遮光
:%9

和
8%9

的处理平均小花

数分别比全光照下多
"6:7

和
"6%&

朵"且差异显著

#

,

#

"6"%

%$遮光度为
#"9

的处理平均每枝花序的

小花数虽然比全光照减少
"6&%

朵"但二者的差异不

显著#

,

$

"6"%

%(

#

!

讨论与结论

#6!

光照强度会显著影响石蒜叶片的生长与

发育
!

7

种不同的遮光处理均不同程度地促进了

石蒜的营养生长"使石蒜叶片变长)变宽"但遮光处

理也会促使石蒜的叶片数明显减少(李玉萍等&

&%

'

的研究表明遮光处理会显著促进石蒜叶片的增长"

但对叶片数却无显著影响(笔者推测"这可能与遮

光时段及其时间的长短有关"后者的遮光时段仅在

7

月
&%

日至花谢时"其遮光起始期是在
7

月中旬(

此时石蒜多数叶片已长成熟并渐入叶端枯黄期(有

研究表明&

&;

'

"

7

月底石蒜的叶原体已交替形成"

8

月

初叶原体发生终止"次生长相已转变为花芽创始$因

此"

7

月中旬开始遮光自然不会显著影响石蒜的叶

片数$而本试验的遮光时段是自石蒜萌叶前的休眠

期至花谢时止"期间包含石蒜叶原体形成)鳞芽向叶

芽的转化及萌叶的整个过程"期间的遮光处理则会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石蒜的叶片数量(然而"对于光

强是如何影响叶芽发育的"还有待于进一步从叶芽

发育与展叶过程中的生理生化响应与不同光强及其

处理时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

#6"

适度遮光可有效延迟花期并提高开花整

齐度
!

光照强度对花卉的花期和品质都有显著的

影响(本试验表明"石蒜的始花期)盛花期和花谢盛

期均表现于随遮光强度的增大而延后(与全光照相

比"遮光
8%9

的始花期)盛花期和花谢盛期分别延

后了
&&

)

;

和
&7678H

(这与左雪枝&

&:

'在野生环境

中观测到石蒜花期随光照强度的变弱而相应延后的

结果一致(这表明"遮光处理可以适当调控石蒜的

花期"可能与遮光处理明显延长了石蒜的叶绿

期&

&;

'

"从而使花期也相应推后有关(

此外"适度的遮光处理#

8%9

%还可有效提高石

蒜的开花整齐度"其平均开花所需天数#即开花势%

也比对照要少
&:6:H

(这可能与经遮光处理的石蒜

植株出叶较整齐&

&;

'

"其开花时间也相应整齐有关(

#6#

适度遮光可有效提高石蒜产量与品质
!

与全光照相比"

7

种不同遮光强度下的开花枝数#或

开花率%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以遮光
8%9

的开花枝数最多#即平均开花枝数为
!:6;:

枝"开花

率达
#!6!79

%"其切花产量比全光照高
;&6&79

"且

平均单枝花序的小花数)单花期也分别比对照多

"6%&

朵和
!H

(这与适度的遮光#

;"9

%可增加石蒜

切花长度)切花产量)小花数目及在花茎抽生期对大

百合#

.(%)&$#%&/01

2

&

2

(/*301

%进行
;"9

的遮荫

处理能显著提高百合开花率)单株花朵数与花序长

的研究结果相似&

&%

"

&2

'

(说明"适度的遮光可以有效

提高石蒜的切花产量及其品质(

有研究表明&

&#

'

"石蒜在露地栽培条件下上部叶

片中段的叶肉细胞较小"具有阳生植物叶肉细胞的特

征(本试验遮光处理仅限于石蒜的整个生长期全程

处理"未能针对石蒜的生长特性"在不同生长发育阶

段#如秋冬绿株期)春绿株期)花期%分别进行阶段性

遮光处理"其阶段性遮光处理下石蒜各部位的形态变

化与生理生化指标的相应变化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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