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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 冷害对龙眼成花的影响及抹除荔枝和芒果 

冷害花穗促进腋芽再生花穗的效果 

姜建初，裴铁雄 ，王静静，赵 明，潘介春，薛进军 
(广西大学 农学院．南宁 530005) 

摘 要：为探讨早春极端低温对龙眼成花的影响及芒果和荔枝花穗冷害发生时应对措施的效果，在 2008年 

早春低温冷害时，通过抹除芒果和荔枝的冷害顶生花穗，研究该应对措施对促进腋芽再分化花芽并抽生花序 

的效果 ，并在低温冷害后 ，对不同龙眼品种的成花情况进行调查 结果表明：抹除荔枝冷害顶生花穗后能显著 

促进黑叶、钦州红荔 、糯米糍 、立夏红腋芽再生花序 ，平均单株花穗数分别为 139、62．5、28和 29穗，分别 比对 

照的高 119、22．5、25和 26穗 ；而妃子笑 、三月红、桂味和禾荔的处理树和对照树之间差异不明显。抹除芒果 

冷害顶生花穗后，台农 1号、贵妃、桂热 82号、红象牙和金穗芒的平均单株成花数分别为 92、18、131、20．5和 

18穗，明显高于对照；而凯特芒、桂热 120、吉尔、紫花芒和金穗芒处理树和对照树之间差异不显著。龙眼低温 

冷害后成花较好的有桂明、储良、石硖、小广限、大乌圆和大广眼，平均单株花穗数分别为 88、67、52．7、52、51 

和5o穗；其次是桂香、乌龙岭、东壁、立冬本和早白露，平均单株花穗数分别为 39、26、25、23．5和21．5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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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ld damage on flowering of longan and 

effects of removing dead terminal panicle on flower 

bud differentiation of axilla buds of mango an d litchi 

JIANG Jian-Chu，PEI Tie-Xiong，Ⅵ NG Jing-Jing，ZHAO Ming， 

PAN Jie-Chun．XUE Jin-Jun 

(College of Agriculture，Guangxi University，Nanning 530005，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effect of cold damage on the flowering of Iongan and the result of method taking tO 

reduce damage of cold on the flowering of mango and litchi，the flowering situation of different longan varieties was 

investigated after a long period of extreme low temperature in spring of 2008 and the effects of removing dead termi— 

nal panicles of different varieties of litchi and mango on the flower bud differentiation of their axilla buds were stud— 

i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number of panicles from axilla buds of Litchi(Litchi chinensis Soon)cv．Heye，Qinzhou- 

hongli，Nuomici and Lixiahong were markedly increased by removing the dead terminal panicles resulting from cold， 

with an average number of panicle per treated tree 139，62．5，28 and 29 respectively，which was 119，22．5，25 and 26 

higher than those of CK，respectively．There was not any difference in number of panicles between treated trees and 

trees of CK of Feizixiao，Sanyuehong，Guiwei and Hel1．The treated mango(Mangi
．

fera indica L．)CV．Taino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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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fei，Guire 82，Hongxiangya，and Jinsui produced 92，18，131，20．5 and 18 panicles per individual in average respec— 

tively，obviously higher than those of CK，which produced 25，4，60，10 and 0 panicles respectively．There was not any 

、 difference in panicle number between treated trees and trees of ck of Kaite，Guirel20，Jier，Zihua and Jinhuang．Lon— 

gan(Dimocarpus longan Lour．)CV．Guiming，Chuliang，Shixia，Xiaoguangyan，Dawuyuan and Daguangyan showed 

the best result in flowering after cold temperature with an average panicle number per tree of 88，67，52．7，52，51 and 

50 respectively，followed by Guixiang，W ulongling，Dongbi，Lidongben and Zaobailu which produced 39，26，25，23．5， 

2 1．5 panicles per tree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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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地处南亚热带地区 ，是 发展南亚热带果树 

生产不可多得的一块宝地。荔枝、龙眼和芒果是南 

亚热带的主要木本果树 ，据统计 ，2006年全 区荔枝 

果园面积 21．78万公 顷 ，龙 眼 l6．68万公 顷，芒果 

4．07万公顷。荔枝 、龙眼和芒果为冬春花芽分化类 

型 ，花芽分化需要一定的低温(叶钦海，1993；吴定尧 

等，1997，2000)。冬季低温不足将导致花芽分化不 

良(颜 昌瑞 ，1984；邱燕萍 ，1993)。因此冬 季低 温与 

花芽分化的关系一直以来受到普遍的关注。广西 

“热量丰富，但有奇寒”的自然气候条件决定了在广 

西种植南亚热带果树不可避免受到低温寒潮的影响 

(朱建华 ，2003)。发 生于 1999年 l2月下旬 的霜冻 

和 2008年 2月 12日至 3月中旬 的长期低温就是两 

个极为典型的例子，特别是 2008年早春持续 1个月 

的低温是广西遭遇的罕见的长期低温天气现象，期 

间正值荔枝和芒果花穗抽生和伸长期，花穗普遍遭 

受了低温冷害。而龙眼由于受低温影响，推迟花穗 

抽生时间长达 5O～60 d。由于过去没有遇到类似的 

天气情况，灾害发生时，不能及时发现和决策，导致 

了不应有的损失 。为了避 免 以后类 似的情况发生 ， 

将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本研究在调查长期低 

温对龙眼不同品种成花情况影响的同时，进行了抹 

除冷害花穗促使荔枝和芒果腋芽再分化花芽并抽生 

花序的试验，研究结果将为南亚热带木本果树抵御 

低温危害工作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试验时间及地点 

试验时间为 2008年 2月 21日至 2008年 4月 

15日，试验地点为广西大学农学院果树标本园。园 

地土壤类型为红壤，酸性，pH4．58，质地偏粘，管理 

水平中等。 

1．2供试材料 

试材为 2002年定植的芒果(Mangifera indi— 

ca)树、荔 枝 (Litchi chinensis)树 和 龙 眼 (Dimo— 

carpus longana)树 ，栽培株行距为 3．0 In×5．0 1TI， 

南北行向。树体大小、长势相近。供试芒果品种有 

台农 1号 、爱文 、凯特 、贵妃 、桂热 82、桂热 120、吉 

尔 、红象 牙、紫花、金穗、金煌；供试的荔枝品种有黑 

叶、钦州红荔 、糯 米糍 、立 夏红、妃子笑 、三月红、桂 

味、禾荔。供调查的龙眼品种是石硖、储良、大广眼、 

大乌圆、小广眼、桂明、桂香、东壁、早白露、乌龙岭、 

立冬本。 

1．3试验设计 

1．3．1抹 除荔枝和芒果冷害花穗促进腋 芽再分化花 

芽抽生花序试验 试验采用 随机 区组设计 ，单株小 

区，重复 3次。每个树种的每个品种均设 2个处理， 

分别是(1)抹除冷害花穗；(2)对照：对冷害花穗不进 

行任何处理。各处理均进行正常的果园生产管理。 

2008年 4月 5日调查荔枝、芒果不同品种、不同处 

理冷害后由腋芽抽生的花穗数。 

1．3．2冷害过后不 同龙眼品种成花情况调查 选大 

小一致 ，长势均匀的石硖 、储 良、大广眼、大乌圆、小 

广眼、桂明、桂香 、东壁 、早 白露、乌龙岭 、立冬本龙眼 

各 3株 ，4月 10日调查不 同品种不同植株 的花序 

数，每个品种的成花情况为 3株树花序数的平均值。 

试验相关测定 结果用 Excel软件 和 SAS软件 

进行统计，用 LSD法进行显著性差异比较。 

2 结果与分柝 

2．1抹除冷害花穗对荔枝不同品种腋芽再分化花芽 

抽生花序的影响 

从图 1可见，抹除冷害顶生花穗后对促进荔枝 

腋芽再分化花芽抽生花序的效果因品种而异。抹除 

冷害顶生花穗能明显促进黑叶、钦州红荔、糯米糍和 

立夏红的腋芽再分化花芽并抽生花序，其中处理树 

平均单株花穗量分别为 139、62．5、28和 29穗，而对 

照的分别为 20、40、5和 3穗 ；抹 除冷害顶生花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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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促进腋芽再分化花并抽生花序效果不明显的品种 

有鸡嘴荔、桂味、禾荔、妃子笑和三月红，平均单株花 

穗量分别为 78、178,24、134．6和 45穗，而对照的分 

别为 69、180、22、142和 46穗 。 

从图I可见，桂味、妃子笑和鸡嘴荔的对照树在 

低温冷害过后平均单株均能抽出 5O穗花序 以上 ，分 

别为 178、134．6和 78穗 ，还能够形成一定的经济产 

量。而其他品种在低温冷害过后如果不采取抹除冷 

害花穗处理，平均单株花序数均低于 50穗，基本上 

不能够形成经济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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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品种荔枝抹除冷害顶花穗 

对腋芽再生花序的影响 

Fi 1 Effect of removing dead terrninal panicles of different 

litchi varieties On the redifferentiating of their axilla buds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do．o5)。下同。 

The lowercase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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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抹除冷害花穗对不同芒果品种腋芽 

再分化花芽抽生花序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removing dead terminal panicles of different 

Mango varieties on the redifferentiating of their axilla buds 

2．2抹除冷害花穗对芒果不同品种腋芽再分化花芽 

并抽生花序的影响 

从图2可见，抹除芒果不同品种冷害的顶生花 

穗后，顶生花序附近的腋芽再行花芽分化并抽生花 

序的能力不一。其中处理后能明显促进腋芽再分化 

花芽的品种有台农 1号、贵妃、桂热 82号、红象牙和 

金煌芒，平均单株成花数分别为 92、18、131、20．5和 

18穗，而对照的分别为 25、4、6O、1O和 0穗；抹除冷 

害顶生花穗后对促进腋芽再分化花芽作用不明显的 

品种有凯特芒、桂热 120、吉尔、紫花和金穗，平均单 

株花序数分别为 69．5、83．5、21、49．5和 53．3穗 ，而 

对照的分别为 73、9O、21．5、52和 65穗；抹除爱文芒 

的冷害顶生花穗处理树和对照树都没有成花。 

从图2还可看出，如果不抹除凯特、桂热 82、桂 

热 120、紫花和金穗的冷害花穗 ，在低温冷害过后均 

还能抽出 50穗花序以上，分别为 73、6O、9O、52和 

65穗，而其他品种在低温冷害过后如过不采取抹除 

冷害花穗处理，平均单株花穗数均低于 3O穗，基本 

上不能形成经济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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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8年早春长期低温冷害对 

龙眼不同品种成花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extreme low temperature in the 

spring of 2008 on the flowering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varieties of longan 

2．3 2008年早春长期低温冷害对龙 眼不同品种成 

花的影响 

2008年春季长期低温始于 2月 12日，结束于 3 

月中旬。调查结果发现，低温冷害期间，所有龙眼品 

种的顶芽都未萌动，由于低温期间顶芽尚未萌动，所 

有的龙眼品种都没有出现花穗冷害现象。在低温结 

束后的 3月中下旬顶芽开始萌动并抽生花序，与 

2007年的情况相比，推迟了5O～60d，尽管没有出现 

花穗冷害现象，但是低温冷害对不同龙眼品种的成 

花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从图 3可以看出，低温 

过后，成花最好的品种有桂明，其平均单株花穗数为 

88穗；第二是储良、石硖、小广眼、大乌圆、大广眼， 

平均单株花穗数均在 50穗以上，分别为 67、52．7、 

52、51和 5O穗，均能形成一定的经济产量；第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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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香 、乌龙岭 、东壁 、立冬本和早 白露 ，平均单株花穗 

数分别为39、26、25、23．5和 21．5穗，均未达到 4O 

穗 ；成花最差的是灵龙和水南一号，平均单株花穗数 

分别是 l7和 3穗 ，几乎绝产。 

3 结论与讨论 

(1)抹除荔枝冷害顶生花穗后能明显促进黑叶、 

钦州红荔、糯米糍和立夏红荔枝的腋芽再分化花芽 

并抽生花序 ，但对鸡嘴荔 、桂味、禾荔 、妃子笑和三月 

红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桂味、妃子笑和鸡嘴荔在低 

温冷害过后如果不抹除冷害顶生花穗 ，均还 能抽 出 

一 定数量的花穗数，形成一定的产量，而其他品种在 

低温冷害过后如果不抹除冷害顶生花序，则能再抽 

生的花序数极少。说明黑叶、钦州红荔、糯米糍和立 

夏红荔枝的腋芽在顶芽冷害后需要在外来刺激的情 

况下才能再分化花芽 。而鸡 嘴荔 、桂 味、禾荔 、妃子 

笑和三月红的顶芽冷害后，其腋芽不需要任何刺激 

便可再分化花芽。所以，在低温冷害出现顶生花穗 

冻死后，抹除黑叶、钦州红荔、糯米糍和立夏红荔枝 

的冷害花穗是促进其顶芽附近的腋芽再分化花芽并 

抽生花序的有效措施 ，对鸡嘴荔 、桂味 、禾荔 、妃子笑 

和三月红可不作抹除顶生花穗处理便可保证一定的 

产量。 

妃子笑容易成花、花量大、但坐果率低，被认为 

是花芽再生能力最强的荔枝 品种 ，生产上 经常通过 

抹除原生花穗，促生后发花穗 ，推迟花期，避开低温 

阴雨天气，提高坐果率(叶钦海，1993；吴定尧等， 

2000；颜 昌瑞 等 ，1984；邱 燕 萍 等 ，1993；倪 耀 源 ， 

1975)，本研究与上述结论基本相符 。 

(2)抹除芒果冷害顶生花穗后能 明显促进腋芽 

再分化花芽并抽生花序的品种有台农 1号、贵妃、桂 

热82号、红象牙和金煌芒，而抹除冷害顶生花穗后 

对促进腋芽再分化花芽并抽生花序作用不明显的品 

种有凯特芒 、桂热 120、吉尔 、紫花芒和金穗芒 ，抹除 

爱文芒冷害花穗对促进腋芽再分化花芽并抽生花序 

无作用。不抹除凯特、桂热 82、桂热 120、紫花芒和 

金穗芒的冷害花穗，在低温冷害过后平均单株仍能 

抽出花序 50穗以上，而其他品种在低温冷害过后如 

果不处理，平均单株花序数均低于 3O穗，基本上不 

能形成经济产量。说明台农 1号、贵妃、桂热 82号、 

红象牙和金煌芒在外来刺激的情况下才表现出较强 

的花序再生能力 ，低温冷害发生后 ，抹除上述品种的 

冷害顶生花穗是促进顶芽附近的腋芽再分化花芽的 

有效途径；凯特芒、桂热 120、吉尔、紫花芒和金穗芒 

的花序再生力强 ，低 温冷 害发生时可不需要通过抹 

除顶芽来刺激腋芽再分化花芽。 

(3)2008年低 温冷害期间 ，由于龙 眼的花芽都 

未萌动，所有的龙眼品种都没有出现花穗冷害情况。 

低温过后 ，成花最好 的品种有桂明 ，其次是储 良、石 

硖、小广眼、大乌圆、大广眼，平均单株花穗数均在 

5O穗以上，能保证一定的经济产量。第三是桂香、 

鸟龙岭、东壁 、立冬本 和早 白露 ，均未达到 4O穗，不 

能形成经济产量。冷害后成花最差的是灵龙和水南 
一 号 ，几乎无产量 。上述情况说明 ，低温过后 ，不同 

龙眼品种之间确实存在有成花差异，而且有晚熟品 

种优于早熟品种的趋势 ，但是这种差异存在 的原因 

需要进一步研究。 

2008年早春长期低温期间的极端最低温度都 

在 2～3℃ 以上 ，对 龙眼 的枝梢 和叶片没有造成危 

害。龙眼是花芽属于冬春分化类型，花芽的分化需 

适宜 的低 温 (Luckwill Cuttings，1970；Lavee， 

1989；Rao，1998)，长期低温对龙眼的花芽分化理论 

上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 20O8年龙眼的产量并不 

理想 ，这可能是 由于低温结束较晚推迟 了顶芽的萌 

动，而低温结束后温度上升过快，且只升不降，导致 

顶花芽萌动后便一直处于一种早夏的高温天气，花 

序在这种天气情况下发育，容易出现花芽分化逆转。 

因此，后期的高温对花序发育的抑制抵消了早春低 

温对花芽分化的促进作用。有关内容还有待进一步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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