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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醋液与萘乙酸钠复合作用对花生

光合特性及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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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花生品种“农大３号”为材料，研究了木醋液与萘乙酸钠溶液复合处理对花生光合性能及产量的影
响。结果表明：与对照相比，不同喷施处理对单株结果数、单株果重均具有促进作用；出仁率除 Ｂ３－３００Ｎ３－２０、Ｂ２－３００
Ｎ２－２０处理低于对照，其余均有提高，Ｂ３－６００Ｎ３－２０出仁率提高幅度最大，达到７５．１％；３００倍木醋液或２０ｍｇ·Ｌ－１萘乙

酸钠三次喷施对于抑制株高效果理想，６００倍木醋液与２０ｍｇ·Ｌ－１萘乙酸钠复合处理促进花生有效分枝数的提高；
高浓度的复合处理（Ｂ３－３００Ｎ３－２０）对花生光合速率（Ｐｎ）有抑制作用；除喷施３００倍木醋液处理组（Ｂ３００Ｎ０、Ｂ３００Ｎ１０、Ｂ３００
Ｎ２０）外，其余各组均呈现出随喷施次数增加，ＳＰＡＤ值显示为上升趋势。采用系统聚类法对产量进行聚类分析，按照

产量由高至低可聚为３类，分别包含３个、１０个、１４个处理。试验表明：最佳喷施处理为６００倍木醋稀释液混合２０
ｍｇ·Ｌ－１萘乙酸钠，喷施３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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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醋液是木材干馏或制炭过程中经热解冷凝回

收，具有烟熏气味，是一种以乙酸为主，含有多种醇、

酚及其衍生物的有机化合物，还有胺类等少量碱类

物质，以及多种有机成分和微量元素［１－２］。木醋液

虽然不速效，但可避免和降低作物中农药的残留问

题，促进绿色农业的发展［３－４］。木醋液综合利用在



美国、日本等国家非常广泛。它们已将木醋液应用

于植物生长调节剂和防治病虫害、堆肥、饲料添加

剂、食品添加剂、抗寒剂等方面［５］。日本学者将木醋

液用于甘薯幼苗栽培中。试验结果显示木醋液对幼

苗生长发育及产量均具有促进作用；将甘薯幼苗置

于培养液中，其根系的生长明显要好于对照组，根

数、根长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盆栽试验结果显示，

甘薯干物质收获量比对照高１１％～２３％，产量提高
１４％［６］。国内利用木醋液作为农业液体肥料的研究
报道较多。已有研究证明，木醋液作为叶面肥对作

物生长具有较为明显的作用［７］，包括促进植物种子

的萌发等［８－９］。木醋液在杀虫抑菌方面也有一定效

果［１０］。申凤善等用不同浓度木醋液进行水稻种子

发芽试验，结果表明高浓度木醋液抑制水稻种子萌

发，低浓度则促进种子萌发和幼根生长［１１］。

萘乙酸钠（ＮａＮＡＡ）是一种广谱型植物生长调节
剂，对人畜低毒，能促进不定根和根的形成，促进细

胞的分裂与扩大，加速叶绿素的合成，提高产量，改

善品质等［１２－１３］。研究得出，萘乙酸钠对处理硬枝

插条愈伤组织的形成，促进生根并促进新生根的加

长生长和加粗生长，有效提高插条成活率均具有明

显的促进作用。目前为止，我国利用木醋液和萘乙

酸钠作为花生叶面肥提高其产量方面的研究报道尚

少。本文就木醋液和萘乙酸钠对花生产量影响及其

对提升花生光合作用效果进行探索，旨在为利用木

醋液和萘乙酸钠提高花生产量提供基础数据，为进

一步开展研究奠定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供试土壤：供试土壤为耕作棕壤，位于沈阳农业

大学后山试验基地，土壤肥力中等，其中土壤 ｐＨ＝
６．３，有机质１３．２ｇ·ｋｇ－１，全氮１．０７ｇ·ｋｇ－１，碱解氮
９１．７ｍｇ·ｋｇ－１，有效磷１８．６２ｍｇ·ｋｇ－１，速效钾８８．３８
ｍｇ·ｋｇ－１。

供试花生品种为农大３号。木醋液原液由沈阳
农业大学生物炭中心提供。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采取小区种植，随机区组排列，每小区 ３
行，行长５ｍ，小区面积９ｍ２，共设８１个小区，３次重
复。种子精选后于 ２０１４年 ５月 １０日播种，种植密
度１５万穴·ｈｍ－２，２株·穴－１。基肥采用花生专用复

合肥５００ｋｇ·ｈｍ－２（Ｎ∶Ｐ２Ｏ５∶Ｋ２Ｏ＝１５∶１５∶１５），开花期
追施尿素 ７５ｋｇ·ｈｍ－２，木醋液原液采用 ０、１．６６５、
３．３３３ｇ·Ｌ－１，即分别为０倍、６００倍、３００倍水稀释液

（分别用Ｂｘ－０、Ｂｘ－６００、Ｂｘ－３００表示），萘乙酸钠分别配
制成 ０、１０、２０ｍｇ·Ｌ－１水溶液（分别用 Ｎｘ－０、Ｎｘ－１０、
Ｎｘ－２０表示），其中 Ｘ为喷施次数，一次在苗期喷施；
二次在苗期、开花下针期喷施；三次在苗期、开花下

针期、结荚期喷施（对照分别设为 Ｂ１－０Ｎ１－０、Ｂ２－０
Ｎ２－０、Ｂ３－０Ｎ３－０）。三次喷施时间分别为６月１８日、

７月１０日、８月３日。喷施时选取无风或微风天气，
上午０８∶００—１０∶００，每个处理重复３次，喷施处理对
应编号见表１，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８日收获。
１．３ 测定项目与方法

第三次喷施结束后 ７天（８月 １０日）测定花生
主茎倒三叶的光合参数，８月１１日测定花生主茎倒
三叶的叶绿素含量及农艺性状。光合指标测定使用

美国Ｌｉｃｏｒ公司生产的 Ｌｉ－６４００型便携式光合测定
系统进行活体测定；花生叶片叶绿素 ＳＰＡＤ值采用
便携式叶绿素仪进行活体测定。测定在晴天

０９∶００—１１∶００进行，各处理随机选取植株５株，结果
取其平均值。花生收获时每小区随机取 １０株进行
测定。测定项目：株高、有效分枝数、出仁率、单株果

重、单株果数。

数据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数据处理系统和 Ｍｉ
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ｅｃｅｌ２００３软件。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木醋液和萘乙酸钠复合作用对花生单株结果

数、出仁率和单株果重的影响

由表２看出，花生不同喷施处理对单株结果数
均具有促进作用，Ｂ３－６００Ｎ３－１０、Ｂ３－６００Ｎ３－２０促进作用
明显，与对照组相比，分别提高了３８．３％和４８．０％，
达到了显著性差异水平（Ｐ＜０．０５）。随喷施次数的
增加，相同喷施浓度处理的单株结果数呈增加趋势，

Ｂ１－６００Ｎ１－２０、Ｂ２－６００Ｎ２－２０、Ｂ３－６００Ｎ３－２０之间体现的更
为明显。

花生出仁率处理显示，与对照相比，花生在特定

生长期（苗期、开花下针期、结荚期）喷施木醋液、萘

乙酸钠除 Ｂ３－３００Ｎ３－２０、Ｂ２－３００Ｎ２－２０其他处理总体上
对出仁率有提高作用。Ｂ６００Ｎ１０、Ｂ６００Ｎ２０、Ｂ３００Ｎ０、Ｂ３００
Ｎ１０组出仁率提高明显。Ｂ３－６００Ｎ３－１０、Ｂ２－６００Ｎ２－２０、

Ｂ３－６００Ｎ３－２０、Ｂ２－３００Ｎ２－０、Ｂ３－３００Ｎ３－０、Ｂ３－３００Ｎ３－１０出仁

率均高于花生出仁率平均水平，其中 Ｂ３－６００Ｎ３－２０出
仁率提高幅度最大，其出仁率为７５．１％，与对照相
比，提高１２．３％。Ｂ３－３００Ｎ３－２０、Ｂ２－３００Ｎ２－２０出仁率低
于对照。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其复合浓度过高，

对花生生长转为抑制作用，但与对照相比，未达到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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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显著水平（Ｐ＞０．０５）。
与对照相比，单一喷施木醋液，Ｂ２－３００Ｎ２－０、

Ｂ３－３００Ｎ３－０、Ｂ６００Ｎ０单株果重提高达到显著性差异水
平；在复合作用下，组合 Ｂ２－６００Ｎ２－２０、Ｂ３－６００Ｎ３－２０、
Ｂ３－３００Ｎ３－１０单株果重均超过 ５０ｇ，单株果重大幅度

提高，达到显著性差异水平（Ｐ＜０．０５）。总体上，相
同浓度的复合处理，随着喷施次数的增加，单株果重

增加，但Ｂ１－３００Ｎ１－２０、Ｂ２－３００Ｎ２－２０、Ｂ３－３００Ｎ３－２０未体现
这种趋势，说明了过高浓度的木醋液和萘乙酸钠复

合对花生单株果重有抑制作用。

表１ 供试花生不同喷施处理

Ｔａｂｌｅ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ｐｅａ




ｎｕｔ

编号

Ｎｏ．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木醋液

Ｗｏｏｄｖｉｎｅｇａｒ
／（ｇ·Ｌ－１）

ＮａＮＡＡ
／（ｍｇ·Ｌ－１）

编号

Ｎｏ．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木醋液

Ｗｏｏｄｖｉｎｅｇａｒ
／（ｇ·Ｌ－１）

ＮａＮＡＡ
／（ｍｇ·Ｌ－１



）

１ Ｂ１－０Ｎ１－０ ０ ０ １５ Ｂ３－６００Ｎ３－１０



１．６６５ １０

２ Ｂ２－０Ｎ２－０ ０ ０ １６ Ｂ１－６００Ｎ１－２０



１．６６５ ２０

３ Ｂ３－０Ｎ３－０ ０ ０ １７ Ｂ２－６００Ｎ２－２０


１．６６５ ２０

４ Ｂ１－０Ｎ１－１０ ０ １０ １８ Ｂ３－６００Ｎ３－２０


１．６６５ ２０

５ Ｂ２－０Ｎ２－１０ ０ １０ １９ Ｂ１－３００Ｎ１－０


３．３３３ ０

６ Ｂ３－０Ｎ３－１０ ０ １０ ２０ Ｂ２－３００Ｎ２－０



３．３３３ ０

７ Ｂ１－０Ｎ１－２０ ０ ２０ ２１ Ｂ３－３００Ｎ３－０



３．３３３ ０

８ Ｂ２－０Ｎ２－２０ ０ ２０ ２２ Ｂ１－３００Ｎ１－１０



３．３３３ １０

９ Ｂ３－０Ｎ３－２０ ０ ２０ ２３ Ｂ２－３００Ｎ２－１０



３．３３３ １０

１０ Ｂ１－６００Ｎ１－０ １．６６５ ０ ２４ Ｂ３－３００Ｎ３－１０



３．３３３ １０

１１ Ｂ２－６００Ｎ２－０ １．６６５ ０ ２５ Ｂ１－３００Ｎ１－２０



３．３３３ ２０

１２ Ｂ３－６００Ｎ３－０ １．６６５ ０ ２６ Ｂ２－３００Ｎ２－２０



３．３３３ ２０

１３ Ｂ１－６００Ｎ１－１０ １．６６５ １０ ２７ Ｂ３－３００Ｎ３－２０



３．３３３ ２０

１４ Ｂ２－６００Ｎ２－１０ １．６６５ １０

表２ 木醋液与萘乙酸钠复合作用对花生结果数、出仁率、果重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ｗｏｏｄｖｉｎｅｇａｒａｎｄＮａＮＡＡｏｎｔｈｅｐｏｄｎｕｍｂｅｒ，




ｋｅｒｎｅｌｒａｔｅａｎｄｐｏｄ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ｐｅａｎｕｔ

编号

Ｎｏ．

单株结果数

ＰｏｄＮｏ．ｐｅｒｐｌａｎｔ
（Ｎｏ·ｐｌａｎｔ－１）

出仁率

Ｋｅｎｅｌｒａｔｅ
／％

单株果重

Ｐｏｄｗｅｉｇｈｔ
／（ｇ·ｐｌａｎｔ－１）

编号

Ｎｏ．

单株结果数

ＰｏｄＮｏ．ｐｅｒｐｌａｎｔ
（Ｎｏ·ｐｌａｎｔ－１）

出仁率

Ｋｅｎｅｌｒａｔｅ
／％

单株果重

Ｐｏｄｗｅｉｇｈｔ
／（ｇ·ｐｌａｎｔ－１



）



１ ２５．０ｅ ６２．２ｅ ３９．１ｅ １５ ３５．４ａｂ ７０．７ｂｃ ４９．９ｂｃ



２ ２５．５ｅ ６２．５ｅ ３９．８ｅ １６ ３０．１ｃ ６８．３ｃ ４３．０ｂ



３ ２５．６ｅ ６２．８ｅ ３９．３ｅ １７ ３３．６ｂ ７３．２ｂ ５０．５ｂｃ



４ ２５．８ｅ ６３．０ｅ ４０．４ｅ １８ ３７．９ａ ７５．１ａ ５３．７ａ



５ ２６．３ｄｅ ６８．９ｃ ４１．２ｄｅ １９ ３０．２ｃ ６９．８ｃ ４８．３ｃ



６ ２７．２ｄ ６７．６ｃ ４４．３ｄ ２０ ３１．２ｂｃ ７１．９ｂｃ ５１．１ｂ



７ ２６．９ｄｅ ６９．９ｃ ４１．２ｄｅ ２１ ３１．１ｂｃ ７３．０ｂ ５２．４ａｂ



８ ２７．８ｄ ６５．６ｃ ４２．６ｄｅ ２２ ２８．６ｃｄ ６４．０ｅ ４８．６ｃ



９ ２８．９ｃｄ ６５．４ｃ ４５．３ｃｄ ２３ ３１．６ｂｃ ６４．４ｅ ４９．９ｂｃ



１０ ２８．３ｄ ６６．７ｃ ４３．６ｄ ２４ ３２．４ｂｃ ７２．２ｂ ５０．２ｂｃ



１１ ２９．６ｃ ６３．８ｅ ４５．２ｃｄ ２５ ２６．４ｄｅ ６３．７ｅ ４６．０ｃｄ



１２ ３２．１ｂｃ ６４．９ｄ ４６．３ｃｄ ２６ ２６．８ｄｅ ６１．１ｅ ４７．１ｃ



１３ ２９．４ｃ ６６．９ｃｄ ４５．３ｃｄ ２７ ２７．１ｄ ６０．２ｅ ４６．９ｃｄ

１４ ３０．５ｃ ６８ｃ ４５．８ｄｅ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０．０５水平差异显著，下同。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ｍａｌ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ｔＰ＜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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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木醋液和萘乙酸钠复合作用对花生农艺性状

的影响

２．２．１ 对花生株高的影响 对于花生来讲，植株越

矮，越有利于果针扎入土壤。由图１可以看出，不同
喷施处理均降低株高。单一喷施处理中，Ｂ３－０Ｎ３－２０
（处理９）和Ｂ３－３００Ｎ３－０（处理２１）对株高抑制效果表
现突出；复合处理中，Ｂ３－６００Ｎ３－２０（处理１８）对株高的

抑制效果最明显，与对照组相比，其株高减少了１９．
６％，达到了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５）。高浓度的萘乙
酸钠和木醋液处理组合（Ｂ３００Ｎ２０）作用效果小于低浓
度的萘乙酸钠与木醋液处理组合（Ｂ６００Ｎ１０）。从喷施
次数对于抑制株高的效果上看，喷施 ３次 ＞喷施 ２
次＞喷施１次。

图１ 不同处理对花生株高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ｎ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ｐｅａｎｕｔ

２．２．２ 对花生有效分枝数的影响 由图 ２可以看
出，单一喷施木醋液对花生有效分枝数有促进作用；

低浓度萘乙酸钠作用效果优于高浓度。复合处理

Ｂ６００Ｎ２０组合中，木醋液和萘乙酸钠复合作用效果 ＞
木醋液单一喷施效果＞萘乙酸钠单一喷施效果。木

醋液稀释３００倍的单一喷施处理，即 Ｂ３００Ｎ０组合（处
理１９－２１），其有效分枝数随着喷施次数的增加，抑
制效果越来越显著。而 Ｂ６００Ｎ０（处理 １０－１２）、Ｂ３００
Ｎ１０（处理２２－２４）、Ｂ３００Ｎ２０（处理２５－２７）随着喷施次
数的增加，花生有效分枝数无显著变化（Ｐ＞０．０５）。

图２ 不同处理对花生有效分枝数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ｏｆｐｅａｎｕｔ

２．３ 木醋液和萘乙酸钠复合作用对花生光合指标

的影响

２．３．１ 对花生净光合速率（Ｐｎ）的影响 由图３可
见，喷施木醋液６００倍的各处理（Ｂ６００Ｎ０、Ｂ６００Ｎ１０、Ｂ６００
Ｎ２０）组中，随着喷施次数增加，净光合速率呈增加趋

势，且Ｂ６００Ｎ２０组效果相对最佳；喷施萘乙酸钠处理
中，组合Ｂ２－０Ｎ２－２０（处理８）净光合速率最低，差异显
著（Ｐ＜０．０５），其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在复合

喷施中，６００倍浓度的木醋液和萘乙酸钠组合，复合
作用的净光合速率总体上好于单一喷施，并且 Ｂ６００
Ｎ２０组有优于Ｂ６００Ｎ１０组的趋势，与单一处理比，３００倍

浓度木醋液和萘乙酸钠复合作用的净光合速率优势

不明显。

２．３．２ 对花生气孔导度（Ｇｓ）的影响 由图４可见，
木醋液单一喷施促进气孔导度值的增大效果总体上

优于萘乙酸钠单独喷施，优于对照。同时，木醋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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萘乙酸钠随着浓度的升高，气孔导度有逐渐增大的

趋势。在木醋液和萘乙酸钠复合喷施中，除 Ｂ３００Ｎ２０
处理组，其他处理组随喷施次数增加，气孔导度变

大，同对照相比处理间差异性显著（Ｐ＜０．０５）。总

体上木醋液与萘乙酸钠复合处理的效果要好于单一

处理，但过高浓度的复合处理Ｂ３００Ｎ２０，随着喷施次数
增加，对花生气孔导度的促进作用减弱。

图３ 不同处理对花生净光合速率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ｒａｔｅｏｆｐｅａｎｕｔ

图４ 不同处理对花生气孔导度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ｓｔｏｍａｔａｌ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ｏｆｐｅａｎｕｔ

２．３．３ 对花生胞间二氧化碳浓度（Ｃｉ）的影响 由

图５可知，单独喷施木醋液溶液，体现出随浓度升高
和喷施次数增加胞间二氧化碳浓度呈升高的趋势；

单独喷施萘乙酸钠溶液，相同浓度喷施次数越多，胞

间二氧化碳浓度越高。复合喷施处理中，与对照相

比，Ｂ１－０Ｎ１－１０（处理４）、Ｂ１－０Ｎ１－２０（处理７）对花生胞
间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效果不显著（Ｐ＞０．０５），其
余处理对提升胞间二氧化碳浓度作用明显。

图５ 不同处理对花生胞间二氧化碳浓度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Ｏ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２．３．４ 对花生蒸腾速率（Ｔｒ）的影响 如图６所示，
木醋液喷施效果优于萘乙酸钠，各处理组均随喷施

次数增加，蒸腾速率呈上升趋势；木醋液和萘乙酸钠

复合喷施效果与对照相比，Ｂ３－６００Ｎ３－０、Ｂ２－６００Ｎ２－２０、
Ｂ３－６００Ｎ３－２０、Ｂ３－３００Ｎ３－０（处理 １２、１７、１８、２１）对蒸腾
速率提升效果显著（Ｐ＜０．０５），其中 Ｂ３－６００Ｎ３－２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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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１８）数值最高。试验中，喷施 ３次对蒸腾作用提
升最好。高浓度复合喷施Ｂ３００Ｎ２０（处理２５、２６、２７）对

蒸腾作用起到了抑制性作用。

图６ 不同处理对花生蒸腾速率（Ｔｒ）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ａｎｕｔ

２．３．５ 对 ＳＰＡＤ值的影响 图 ７表明，除喷施 ３００
倍木醋液处理组外（Ｂ３００Ｎ０、Ｂ３００Ｎ１０、Ｂ３００Ｎ２０），其余各
组均呈现出随喷施次数增加，ＳＰＡＤ值显示为上升趋
势；单一喷施萘乙酸钠溶液，处理 ４、８效果低于对
照，但未达到差异显著水平（Ｐ＞０．０５）。在复合喷

施处理中，Ｂ３－６００Ｎ３－２０（处理１８）的 ＳＰＡＤ值最高，为
５２．６。总体上看，木醋液和萘乙酸钠复合作用的效
果＞单一喷施萘乙酸钠的效果＞对照。高浓度处理
Ｂ３００Ｎ２０复合作用随着喷施次数的增加，ＳＰＡＤ值未表
现出增加趋势。

图７ 不同处理对ＳＰＡＤ值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ＳＰＡＤ

２．４ 不同处理下花生产量的聚类分析

使用系统聚类法对 ２７个不同喷施处理产量进
行聚类分析，根据相似性得到对花生产量不同影响

的聚类组合。试验结果中，２７个处理按照产量可聚
为３类（图８），第一类包含 ３个处理，分别为 Ｂ３－６００
Ｎ３－１０（处理 １５）、Ｂ２－６００Ｎ２－２０（处理 １７）、Ｂ３－６００Ｎ３－２０
（处理 １８），第二类、第三类分别包含 １０个、１４个处
理。第一类花生产量最高，第二类其次，第三类最

低。在高产处理中可以看出，木醋液稀释浓度均为

６００倍，萘乙酸钠为２０ｍｇ·Ｌ－１时效果最好。

３ 结 论

本试验除Ｂ３－３００Ｎ３－２０、Ｂ２－３００Ｎ２－２０（处理２７、２６）
出仁率低于对照，其余处理单株结果数、出仁率、单

株果重均大于对照。从喷施次数上看，Ｂ６００Ｎ１０、Ｂ６００
Ｎ２０和Ｂ３００Ｎ１０（处理 １３－１５、１６－１８、２２－２４）处理组

随喷施次数增加，单株结果数、出仁率、单株果重均

有所增加，即喷施效果３次＞２次＞１次。
木醋液与萘乙酸钠最适复合浓度为木醋液稀释

６００倍，萘乙酸钠浓度为２０ｍｇ·Ｌ－１。施用适宜浓度
的木醋液与萘乙酸钠能够适当抑制花生地上部分的

生长，对有效分枝数增加有明显促进效果。

本次试验中，表现高产的 Ｂ６００Ｎ２０和 Ｂ６００Ｎ１０处理
组，净光合速率与气孔导度和胞间二氧化碳浓度总

体变化趋势一致，相关系数分别达到０．９８９１、０．９９０２
和０．９７８５、０．９９１６，这与多数研究的植物气孔导度与
光合速率关系研究结果相一致［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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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不同处理下花生小区面积产量的聚类分析

Ｆｉｇ．８ Ｃｌｕｓ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ｆｐｅａｎｕｔ

４ 讨 论

适宜浓度的木醋液和萘乙酸钠复合作用使花生

产量增加，这可能是由于首先两种物质影响花生植

株顶端优势，抑制茎秆纵向伸长，矮化植株，同时增

加了花生有效分枝数。这种株型增加了营养物质向

有效结果器官输送的比例，也为增加花生产量提供

物质基础。另外植株适当矮化也有利于花生在开花

下针期时，果针尽早扎入地下，提高荚果出仁率和饱

满度［１５］。

其次，从本次试验高产处理的光合指标分析：一

方面，适宜的萘乙酸钠、木醋液复合喷施使叶片气孔

导度增加，气孔开放度变大，进入气孔内的二氧化碳

浓度增加，保证了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有充足的原料

供应；另一方面，萘乙酸钠、木醋液复合喷施提升了

叶绿素含量，这使得光反应有充足的叶绿素把光能

先转化为电能再转化为活跃的化学能并储存在 ＡＴＰ
中，ＡＴＰ中活跃的化学能在暗反应中又进一步转化
变为糖类等有机物，以稳定的化学能进行贮存。

第三，木醋液含有的酚类和有机酸等物质对植

物具有生理活性，含有的 Ｃａ、Ｍｇ、Ｆｅ等多种矿物质
则为花生提供了中微量营养元素［１６－１７］。另外，木

醋液在农业生产上可作为杀虫剂、抗菌剂等使

用［１８］，木醋液含有的酸性等物质刺激植株，使植株

启动防御机制，还能调节和改善花生植株表面的微

生物环境，提高了花生植株抵抗病虫害的能力。木

醋液对植物生长因用量不同而具有促进或抑制双重

作用，这与前人关于木醋液浓度太高对植物生长有

抑制作用的研究结果一致［１９－２１］，木醋液的抑制作

用的产生可能是因为在高浓度的木醋液中，有机酸

含量过高，对花生产生毒害作用。过低浓度的木醋

液，有效成分含量过低，对花生产量影响较小。

同样，作为广谱、高效、低毒的萘乙酸钠具有促

进细胞分裂与扩大的效果，还能有效地提高作物抗

旱、抗涝、耐盐碱等抗逆能力，进而增加作物产

量［２２］。花生对萘乙酸钠的反应敏感性较低，较高浓

度的萘乙酸钠能够起到疏花的作用，在保证花生结

果数的前提下，后期继续施用萘乙酸钠，控制无效花

产生，有利于花生将有限光合产物用于产量形成。

由于试验地区的气候、土壤、花生品种等差异，复合

作用还因其有效成分、比例关系等因素复杂，其机理

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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