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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Angelica sinensis）又名岷归、秦归、西 当归、川归等，为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以干

摘要：在当归苗期选用 8种外源激素的不同浓度进行茎叶喷雾处理，研究外源激素对当归的抽薹率、生长
量和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8种外源激素在当归苗期进行喷雾处理，对当归抽薹、地上部分生长（株高、叶片、
冠幅）都有一定的影响，可有效提高当归单根鲜重和产量。其中青鲜素 1.700 g/L处理效果最佳，抽薹率最低，为
6.67%，较空白对照低 32.66百分点；地上部分生长量（株高、叶片数和冠幅）略高于空白对照；单根鲜重最大，
为 120.60 g，较空白对照增加 182.63%；折合产量最高，为 10 130.04 kg/hm2，较空白对照增产 163.78%。综合考
虑认为，用青鲜素 1.700 g/L在当归苗期进行喷雾处理不但可有效降低当归抽薹率，且对当归地上生长量（株高、
叶片和冠幅）无显著影响，并增加当归单根鲜重、提高当归产量，可在生产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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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ffects of spraying 8 exogenous hormones under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treatment at seedling stage on bolting
and yield of Angelica sinensis are studis. The result shows that 8 exogenous hormones could effect on bolting -rate，growth of
Angelica sinensis，including height，leaves and canopy，increase yield of Angelica sinensis. The best treatment is MH with dose of
1.700 g/L，which bolting-rate of Angelica sinensis is 6.67%，32.66 percentage points lower than CK，the growth Angelica sinensis
more than CK，the single fresh weight of Angelica sinensis is 120.60 g，182.63 percentage points more than CK，the yield is
10 130.04 kg/hm2，163.78 percentage points more than CK. MH with dose of 1.700 g/L could reduce bolting-rate，increasing the
single fresh weight and yield of Angelica sinensis，suggesting application in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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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根入药，是重要的药用植物，主产于甘肃、云

南和四川等省［ 1 - 6］，尤以甘肃岷县质量最佳［ 2，7］，

2012年种植面积已突破 0.67万 hm2。近年来，当

归已广泛用于美容保健剂、饮料、调味品、化工

原料等制造业的生产［ 8 - 10］。随着当归产业化快速

发展，早期抽薹成为制约当归生产的主要障碍，

当归早期抽薹在不同年份、不同海拔高度地区、

不同栽培管理措施等情况下表现不同，抽薹后致

使肉质根木质化，失去药用价值，严重制约着当

归的产量和品质，给生产上带来巨大的损失 ［ 11］。

有研究认为外源激素对植物根、块根或块茎生长

有一定的作用，尤其对抽薹和产量影响更大，其

在其它农作物上的推广应用已产生了巨大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我们采用不同外源激素及其不

同浓度药液在当归苗期进行茎叶喷雾处理，旨在

研究外源激素对抑制当归早期抽薹和提高产量的

作用，为当归优质高效栽培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

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激素分别为 98%复硝酚钠原药、98%甲

哌鎓原药、15%多效唑可湿性粉剂、10%多效唑·

甲哌鎓可湿性粉剂、80%矮壮素可湿性粉剂，郑州

郑氏化工产品有限公司生产； 95%丁酰肼粉剂、

98%青鲜素粉剂，上海宇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指示当归品种为岷归 1号，选择均匀一致、

植株健壮、芦头完好、叉根较少、无病虫害无机

械损伤的健康种苗。

1.2 试验区概况

试验于 2012年在甘肃省渭源县会川镇半阴坡

村（35毅 14忆 57义 N，104毅 9忆 59义 E）进行。当地海拔

2 250 m，气候阴湿，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气温 4.7

℃，年降水量 650 mm，无霜期 130 d左右。试验

地土壤为黑麻垆土，耕层土壤含有机质 38.3 g/kg、

碱解氮 76 mg/kg、速效磷 21 mg/kg、速效钾 184

mg/kg。pH 7.6。

1.3 试验方法

1.3.1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 16个处理，处理 1为

98%复硝酚钠原药 0.004 g/L，处理 2为 98%复硝

酚钠原药 0.00 6 g/L，处理 3为 98%复硝酚钠原药

0.009 g/L，处理 4为 10%多效唑·甲哌鎓可湿性粉

剂 2.000 g/L，处理 5为 10%多效唑·甲哌鎓可湿性

粉剂 3.000 g/L，处理 6为 10%多效唑·甲哌鎓可湿

性粉剂 4.000 g/L，处理 7为 98%甲哌鎓原药 1.000

g/L，处理 8为 98%甲哌鎓原药 2 .000 g/L，处理 9

为 98%甲哌鎓原药 4.000 g/L，处理 10为 98%青鲜

素粉剂 1.000 g/L，处理 11 为 98%青鲜素粉剂

1.700 g/L，处理 12 为 95%丁酰肼粉剂 2.500 g/L，

处理 13为 95%丁酰肼粉剂 4.000 g/L，处理 14为

80%矮壮素可湿性粉剂 3.750 g/L，处理 15为 15%

多效唑可湿性粉剂 1.250 g/L，处理 16 为空白对

照。各激素处理用药量均为商品量。试验采用随

机区组排列， 3 次重复，小区面积 22 m2。共 45

个小区，覆膜移栽前结合整地基施有机肥 45 000

kg/hm2、磷酸二铵 375 kg/hm2、尿素 300 kg/hm2。

试验采用黑色地膜全生育期覆盖栽培。于 4月 4

日按行距 30 cm、株距 15 cm的规格移栽，每小区

移栽 9行。在当归苗期（5月20日）按试验设计用量

采用背负式手动喷雾器对当归茎叶进行喷雾，其

余试验地田间管理措施严格按照当地优质生产技

术规范执行。

1.3.2 测定指标及方法 从 6月 5日开始，每隔 3

d按小区统计当归抽薹株数，以收获前的统计数据

来计算当归田间抽薹率，计算公式如下。

抽薹率（%）=（收获前小区当归抽薹总株数/收

获前小区当归总株数）×100%

采收前每个小区按对角线 5点取样调查法取

样，每点选 5株，调查当归株高、叶片数和冠幅。

10月 20日按小区采收当归，测定当归单根鲜重，

计算折合产量及增产率。

1.3.3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 Excel作图，用唐

启义等的实用统计分析及其 DPS数据处理系统软

件进行显著性方差分析［ 12］。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对当归抽薹的影响

从图 1可以看出，8种外源激素的 15个不同

浓度在苗期进行茎叶喷雾处理，对当归抽薹有明

显影响，抽薹率为 6.67%～46.00%，说明苗期喷

图 1 不同处理的当归抽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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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外源激素可以调控当归抽薹。各激素处理除处

理 2抽薹率为 46.00%、高于空白对照 6.67百分点

外，其余处理的当归抽薹率均低于空白对照。其

中以处理 7 和处理 11 当归抽薹率最低，均为

6.67%，较空白对照低 32.66百分点；其次为处理

10，当归抽薹率为 8.67%，较空白对照低 30.66百

分点；处理 9居第 3，抽薹率为 10.00%，较空白

对照低 29.33 百分点；其余处理较空白对照低

5.33～20.66百分点。

2.2 不同处理对当归地上部分生长量的影响

从表 1可以看出，不同激素对当归地上部分

的生长如株高、叶片数和冠幅也有明显影响。其

中株高以处理 6最高，为 25.67 cm，较空白对照

高 3.92 cm；处理 11次之，为 24.75 cm，较空白对

照高 3.00 cm；处理 12居第 3，为 24.22 cm，较空

白对照高 2.47 cm。处理 6、处理 11、处理 12 与

空白对照差异不显著。其余处理的株高为 13.86～

21.08 cm，均低于空白对照。叶片数以处理 11最

多，为 41.36片，较空白对照多 12.78片，与空白

对照差异显著；处理 12次之，为 34.50片，较空

白对照多 5.92片，与空白对照差异不显著；处理16

（空白对照）居第 3，为 28.58片。其余处理的叶片

数为 11.72～25.78片，均低于空白对照。冠幅以

处理 11最大，为 1 319.11 cm2，较空白对照增加

373.78 cm2；处理 3次之，为 1 287.89 cm2，较空白

对照增加 342.56 cm2；处理 9居第 3，为 1 197.72

cm2，较空白对照增加 252.39 cm2，且处理 11、处

理 3、处理 9均与空白对照差异显著。其余处理除

处理 12冠幅略大于空白对照且与空白对照差异不

显著，较空白对照增加 70.89 cm2外，其余处理均

低于空白对照。

2.3 不同处理对当归单根鲜重和产量的影响

从表 2可以看出，在当归苗期喷施激素可提

高当归单根鲜重，增加产量。其中单根鲜重以处理

3 最高，为 132.69 g，较空白对照增加 210.97%；

处理 4 次之，为 120.99 g，较空白对照增加

183.55%；处理 11居第 3，为 120.60 g，较空白对

照增加 182.63%；其余处理较空白对照增加

71.81%～143.71%。对单根鲜重进行方差分析的结

果表明，处理 3与处理 4、处理 11 差异不显著，

与其余处理差异显著；处理 4、处理 11与处理 6

差异不显著，与其余处理差异显著。折合产量以

处理 11最高，为 10 130.04 kg/hm2，较空白对照增

产 163.78%；处理 3 次之，折合产量为 9 712.51

kg/hm2，较空白对照增产 152.91%；处理 4居第 3，

折合产量为 8 711.28 kg/hm2，较空白对照增产

126.83%；其余处理较空白对照增产 7.42%～

99.69%。对产量结果进行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

处理 11与处理 3差异不显著，与其余处理差异显

著；处理 3与处理 4差异不显著，与其余处理差

异显著；处理 4与处理 6、处理 7、处理 10 差异

不显著，与其余处理差异显著。

处理 激素 浓度
（g/L）

株高
（cm）

叶片数
（片）

冠幅
（cm2）

1 98%复硝酚钠原药 0.004 16.39 de 14.03 f 679.19 ef

2 0.006 21.08 abcd 15.31 ef 371.22 g

3 0.009 19.47 bcd 14.08 f 1 287.89 a

4 10%多效唑·甲哌鎓可湿性粉剂 2.000 18.78 de 13.75 f 685.67 def

5 3.000 20.50 abcd 18.67 def 575.78 fg

6 4.000 25.67 a 18.67 def 559.89 fg

7 98%甲哌鎓原药 1.000 19.44 bcd 13.75 f 735.81 def

8 2.000 17.39 de 25.78 cd 577.39 fg

9 4.000 13.86 e 11.72 f 1 197.72 ab

10 98%青鲜素粉剂 1.000 18.94 cde 13.75 f 810.03 cdef

11 1.700 24.75 ab 41.36 a 1 319.11 a

12 95%丁酰肼粉剂 2.500 24.22 abc 34.50 ab 1 016.22 bc

13 4.000 20.22 bcd 22.81 cde 855.39 cde

14 80%矮壮素可湿性粉剂 3.750 18.64 de 18.00 def 768.58 cdef

15 15%多效唑可湿性粉剂 1.250 19.78 bcd 18.28 def 705.78 def

16（CK） 空白对照 21.75 abcd 28.58 bc 945.33 cd

表 1 不同处理的当归地上部分生长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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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激素
浓度
（g/L）

单根鲜重
（g）

比CK增加
（%）

折合产量
（kg/hm2）

比CK增加
（%）

1 98%复硝酚钠原药 0.004 97.61 cd 128.76 5 798.03 fg 50.97
2 0.006 95.04 cd 122.73 4 618.94 ghi 20.27
3 0.009 132.69 a 210.97 9 712.51 ab 152.91
4 10%多效唑·甲哌鎓可湿性粉剂 2.000 120.99 ab 183.55 8 711.28 bc 126.83
5 3.000 99.47 cd 133.11 7 101.86 def 84.92
6 4.000 103.99 bc 143.71 7 300.09 cde 90.09
7 98%甲哌鎓原药 1.000 91.30 cde 113.97 7 668.93 cd 99.69
8 2.000 73.31 ef 71.81 5 278.32 ghi 37.44
9 4.000 74.26 ef 74.03 6 015.06 efi 56.62
10 98%青鲜素粉剂 1.000 89.15 cde 108.93 7 327.86 cde 90.81
11 1.700 120.60 ab 182.63 10 130.04 a 163.78
12 95%丁酰肼粉剂 2.500 79.96 de 87.39 7 196.4 d ef 87.39
13 4.000 86.77 cde 103.35 5 622.69 gh 46.41
14 80%矮壮素可湿性粉剂 3.750 45.84 g 163.65 4 125.36 g 7.42
15 15%多效唑可湿性粉剂 1.250 60.08 fg 112.09 5 407.20 fg 40.80

16（CK） 空白对照 42.67 g 3 840.30 i

表 2 不同处理的当归单根鲜重和产量

3 结论

1）不同外源激素对当归抽薹存在显著性影响，在

苗期喷施外源激素可有效减少当归抽薹。不同激

素、同一激素的不同浓度对当归抽薹现象影响也显

著，除 98%复硝酚钠原药 0.006 g/L处理的当归抽薹

率高于空白对照外，其余处理的当归抽薹率均低于

空白对照，其中以 98%甲哌鎓原药 1.000 g/L处理和

青鲜素 1.700 g/L 处理的当归抽薹率最低，均为

6.67%，较空白对照低 32.66百分点。外源激素在当

归苗期进行喷雾处理对当归地上部分生长量（株高、

叶片数和冠幅）有一定的影响。不同激素、同一激

素的不同浓度处理对当归地上生长量影响明显，青

鲜素 1.700 g/L处理和丁酰肼 2.500 g/L处理的当归株

高、叶片和冠幅均略高于空白对照。

2） 外源激素的使用可以有效提高当归单根鲜重，

进而提高当归的产量。在当归苗期喷施外源激素的

各处理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当归单根鲜重和折合产

量。其中单根鲜重以 98%复硝酚钠原药 0.009 g/L处

理最大，为 132.69 g，较空白对照增加 210.97%；

10%多效唑·甲哌鎓可湿性粉剂 2.000 g/L处理次之，

为 120.99 g，较空白对照增加 183.55%；青鲜素

1.700 g/L处理居第 3，为 120.60 g，较空白对照增加

182.63%；其余处理较空白对照增加 71.81%～

143.71%。折合产量以青鲜素 1.700 g/L处理的最高，

为 10 130.04 kg/hm2，较空白对照增产 163.78%；

98%复硝酚钠原药 0.009 g/L处理次之，折合产量为

9 712.51 kg/hm2，较空白对照增产 152.91%；10%多

效唑·甲哌鎓可湿性粉剂 2.000 g/L处理居第 3，折合

产量为 8 711.28 kg/hm2，较空白对照增产 126.83%。

综合考虑认为，用青鲜素 1.700 g/L在当归苗期进行

喷雾处理不但可有效降低当归抽薹率，且对当归地

上生长量（株高、叶片和冠幅）无显著影响，并增加

当归单根鲜重、提高当归产量，可在当归生产上推

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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