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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了 25 ～ 15 ℃变温与 20 ℃恒温条件对23个桃品种打破休眠的影响。在 21个品种

中16个品种未打破生理休眠的时期 , 9个品种叶芽和花芽在 25 ～ 15 ℃下的萌动指数大于在

20 ℃条件下的萌动指数 , 5个品种的花芽在 25 ～ 15 ℃下的破眠情况大于在 20 ℃条件下 , 2

个品种的叶芽在25 ～ 15 ℃下的破眠情况大于在20 ℃条件下。14个品种已部分打破生理休眠

的时期 , 继续供试的 16个品种对温度的反应不同 , 叶芽和花芽对温度的反应不同 , 大观山

1号在 25 ～ 15 ℃下的破眠情况大于在 20 ℃条件下 , 2个桃品种安农水蜜和玉露在 25 ～ 15 ℃

下的破眠情况小于在 20 ℃条件下;多数品种的叶芽在 25 ～ 15 ℃下的破眠情况大于在 20 ℃

条件下 , 多数品种的花芽在 25 ～ 15 ℃下的破眠情况小于在 20 ℃条件下 。不同条件对桃品种

花芽萌发的先后顺序有较大的不同 , 但几个早花品种在 3种条件下 , 花芽萌动均较早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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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低温是落叶果树生长中的重要需求 。打破落叶果树芽自然休眠所需要的低温量 , 一般被表示

为7.2 ℃以下的累积低温时数 , 但在某些地区不同年份间变化很大 , Richardson
[ 1]
在美国犹它州提出低

温需求量计算的加权低温模型 (Utah模型), 在预测自然休眠结束时获得了很大成功 , 但在温暖地区

并不能有效地预测自然休眠的结束 。对桃 Prunus persica 的低温需冷量的研究 , 国内的研究多设定在

25 ℃恒温 , 12 h光照和 12 h黑暗的条件下
[ 1 ～ 11]

。本研究设定为 20 ℃恒温与 25 ～ 15 ℃变温处理 , 探

讨温度与光照条件的不同对桃树打破休眠的影响 , 以期了解品种间打破休眠对温度设置的反应。

1　材料与方法

桃品种采自上海市农业科学院果树实验场内 。2001年 12月上旬始至 2月中旬 , 上海地区气温多

在-5 ～ 15 ℃, 偶有 16 ～ 17 ℃的最高气温 。最低气温以-3 ～ 8 ℃为多 , 最高气温以 3 ～ 12 ℃为多。

2001年初每隔 10 d左右的不同时期采集生长正常的桃品种的枝条 5枝 , 采下的桃枝条置于 2个智能

化控温培养箱内 。条件 1:每天 8:00 ～ 20:00 设置为光照 , 25 ℃;20:00 ～ 8:00设置为黑暗 , 15

℃(12 h光照 12 h黑暗 , 25 ～ 15 ℃)。条件2:设置为20 ℃恒温自然光照 , 光强为自然光透过玻璃门



的强度 。枝条浸入水溶液中 , 每隔 3 d剪去基部少许 。3周后调查萌芽状况 , 萌发率的计算参照王力

荣方法
[ 1]
。以萌芽指数达 2.5以上为通过休眠。设置处理的代号见表 1。

表 1　设置处理的代号
Table 1　The code number of setting conditions

处理代号 条　　件 处理代号 条　　件

A 1月 3日入 20 ℃恒温自然光照 20d的萌发指数 D 1月 31日入 20 ℃恒温 20 d的萌发指数

a 1月 3日入 12 h光照 12h黑暗 25～ 15 ℃ 20d的萌发指数 d 1月31日入 12 h光照 12h黑暗25～ 15℃20d的萌发指数

B 1月 12日入 20 ℃恒温自然光照 20d的萌发指数 E 2月 19日入 20 ℃恒温 20 d的萌发指数

b 1月 12日入 12 h光照 12h黑暗 25～ 15 ℃ 20d的萌发指数 e 2月 19日入 12 h光照 12h黑暗 25～ 15 ℃20 d的萌发指数

C 1月 21日入 20 ℃恒温自然光照 20d的萌发指数 F 3月 8日入 20 ℃恒温 20 d的萌发指数

c 1月 21日 12 h光照 12 h黑暗 25～ 15 ℃20 d的萌发指数 f 3月 8日入 12 h光照 12h黑暗 25～ 15 ℃ 20 d的萌发指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品种枝条在设置条件下 20 d通过休眠的状况

从表 2中可见 , 2001年 1月 3日入设置温度下 , 大多数品种均未打破休眠。玛丽维娜和 I4在 2种

条件下均已打破休眠 , 并且差异不大。沪油 002 、沪油 003和双佛的叶芽 、花芽在 25 ～ 15 ℃下的破眠

情况大于在20 ℃条件下 。其他品种在这 2种情况下均未破眠。

2001年1月 12日入设置温度下 , 大多数品种均未打破休眠 , 沪油 002 、 沪油 003 、 沪油 004和双

佛的叶芽和花芽在 25 ～ 15 ℃下的破眠情况大于在 20 ℃条件下。1月 21日入设置条件下 , 供试的大多

数品种仍未打破休眠 , 安农水蜜的叶芽和花芽在 25 ～ 15 ℃条件下的破眠情况大于在 20 ℃条件下 。锦

绣 、 春秀和玉露的花芽在 25 ～ 15 ℃下的破眠情况大于在 20 ℃条件下。

2001年 1月 31日入设置条件下 , 大部分品种尚未打破休眠 , 有少量品种部分解除休眠。晚白花 、

玉露和朝晖的叶芽和花芽在 25 ～ 15 ℃下的破眠情况大于在 20 ℃条件下 。清水白桃和双佛的叶芽在 25

～ 15 ℃下的破眠情况大于在 20 ℃条件下 。安农水蜜 、 大观山1号和六月球的花芽在 25 ～ 15 ℃下的破

眠情况大于在 20 ℃条件下。双佛的叶芽在 25 ～ 15 ℃下的破眠情况大于在 20 ℃条件下 , 而花芽在 25

～ 15 ℃下的破眠情况小于在 20 ℃条件下 。表明品种和芽的类型在生理休眠打破初期 , 对温度的设置

反应有所不同。

2001年2月 19日入设置条件下 , 供试的大部分品种已部分打破生理休眠 , 叶芽和花芽在 25 ～ 15

℃条件下的破眠情况大于在 20 ℃条件下的品种只有大观山 1号 , 叶芽和花芽在 25 ～ 15 ℃下的破眠情

况小于在 20 ℃条件下的品种有安农水蜜和玉露 。叶芽在 25 ～ 15 ℃下的破眠情况大于在 20 ℃条件下

的品种有清水 、 浅间 、朝晖 、 大久保 、 大观山 1号 、春秀 、 岗山白 、 晚白花 、 撒花红和玉露蟠桃 , 小

于的品种有安农水蜜和玉露。花芽在 25 ～ 15 ℃下的破眠情况大于在20 ℃条件下的品种有锦绣 、 大观

山1号和双佛 , 小于的品种有清水 、 安农水蜜 、朝晖 、 千曲 、春秀 、 晚白花 、 玉露 、 撒花红 、 玉露蟠

桃和六月球 。表明品种间对温度的反应不同 , 叶芽和花芽对温度的反应不同 , 多数品种的叶芽在 25

～ 15 ℃下的破眠情况大于在 20 ℃条件下 , 多数品种的花芽在 25 ～ 15 ℃下的破眠情况小于在 20 ℃条

件下 。

2001年3月 8日入设置条件下 , 除六月球的叶芽外 , 其他品种的叶芽与花芽均已破眠 , 除浅间和

大观山1号的花芽及岗山白的叶芽在 25 ～ 15 ℃下的萌发指数大于在 20 ℃条件下外 , 其他品种的叶芽

和花芽在 25 ～ 15 ℃下的萌发指数小于在 20 ℃条件下。

2.2　自然条件下桃品种打破休眠的状况

在上海地区的自然条件下 , 不同年份桃品种的萌芽时期有较大差异 , 但品种间的萌芽时期差别不

大。该年度供试品种中除 I4 、玛丽维娜等少数品种外 , 大多数品种的花期较为接近 , 集中在 3月 27

日至 4月1日 。此期最高气温为 15 ～ 20 ℃, 最低气温近 10 ～ 15 ℃, 温差范围为 5 ～ 10 ℃。以上品种

经历了较长的休眠期后 ,在自然的破眠温度下是花芽先抽生出花器官 ,进入花期 , 叶芽随后抽生枝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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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打破生理休眠后的温度情况对桃品种的萌芽有影响 , 在打破生理休眠后 , 较适的温度状况促使

芽提早萌发。可能是不同年份桃休眠期的温度状况有较大的差异 , 导致了年份间萌芽时期差异。

表 2　不同品种在设置条件下 20 d后萌发的情况
Table 2　Germination of peach cultivarsbranches in setting conditions for 20 days

品　种 芽　别
萌发状况

A a B b C c D d E e F f

清水 叶芽 <2 <2 <2 <2 <2 <2 <2 2.1 2.1 2.4

Qingshui 花芽 <2 <2 <2 <2 <2 <2 <2 <2 3.3 2.5

锦绣 叶芽 <2 <2 <2 <2 <2 <2 <2 <2 2.3 2.3 3.1 2.2

Jinxiu 花芽 <2 <2 <2 <2 <2 2.2 <2 <2 2.6 2.7 4.0 2.9

安农水蜜 叶芽 <2 <2 <2 <2 <2 2.1 <2 <2 2.2 2.1 2.7 2.5

Annongshuimi 花芽 <2 <2 <2 <2 <2 2.7 <2 2.3 3.7 3.2 3.4 3.4

沪油 002 叶芽 <2 2.3 <2 3.0

Huyou002 花芽 <2 2.1 2.3 2.3

沪油 003 叶芽 <2 2.1 <2 2.5 <2 2.5

Huyou003 花芽 <2 2.I <2 2.4 2.5 2.5

沪油 004 叶芽 <2 <2 <2 2.3 2.6 2.2

Huyou004 花芽 <2 <2 <2 2.2 2.8 2.7

北农 2号 叶芽 <2 <2 <2 <2 <2 <2

Beinong 2 花芽 <2 <2 <2 <2 <2 <2

春花 叶芽 <2 <2 <2 <2

Chunhua 花芽 <2 <2 <2 <2

浅间 叶芽 <2 <2 <2 <2 <2 <2 2.5 2.8 3.4 3.4

Qianjian 花芽 <2 <2 <2 <2 <2 <2 <2 <2 3.0 3.5

朝晖 叶芽 <2 <2 <2 <2 <2 2.3 2.2 2.7

Chaohui 花芽 <2 <2 <2 <2 <2 2.1 2.9 2.4

大久保 叶芽 <2 <2 <2 <2 <2 <2 <2 2.6

Dajiubao 花芽 <2 <2 <2 <2 <2 <2 <2 <2

千曲 叶芽 <2 <2 <2 <2 <2 <2 <2 <2 2.7 2.7

Qianqu 花芽 <2 <2 <2 <2 <2 <2 2.7 2.3 3.7 2.9

大观山 1号 叶芽 <2 <2 <2 <2 <2 <2 <2 2.2 3.0 2.5

Daguanshan 1 花芽 <2 <2 <2 <2 <2 2.2 2.8 3.1 3.3 5.3

春秀 叶芽 <2 <2 <2 <2 <2 <2 <2 <2 2.8 3.4

Chunxiu 花芽 <2 <2 <2 <2 <2 2.5 <2 <2 3.1 2.8

岗山白 叶芽 <2 <2 <2 <2 <2 <2 <2 <2 2.5 2.8 2.9 3.1

Gangshanbai 花芽 <2 <2 <2 <2 <2 <2 <2 <2 <2 <2 4.6 2.6

晚白花 叶芽 <2 <2 <2 <2 <2 <2 <2 2.3 2.9 3.0

Laterbaihua 花芽 <2 <2 <2 <2 2.2 2A <2 2.1 3.1 2.7

玉露 叶芽 <2 <2 <2 <2 <2 <2 <2 2.1 2.8 2.2

Yulu 花芽 <2 <2 <2 <2 <2 2.2 <2 2.1 3.3 2.6

撒花红 叶芽 <2 <2 <2 <2 <2 2.1 <2 <2 2.3 2.5

Shahuahong 花芽 <2 <2 <2 <2 <2 <2 <2 <2 2.5 2.4

玉露蟠桃 叶芽 <2 <2 <2 <2 <2 2.1 <2 <2 <2 2.7

Yuluf latpeach 花芽 <2 <2 <2 <2 <2 <2 <2 <2 3.3 2.1

双佛 叶芽 2.1 2.1 <2 2.2 2.4 2.7 <2 3.1 3.3 3.2

Shuangfu 花芽 2.3 2.5 2.3 2.4 2.8 2.2 2.5 2.1 2.8 2.9

六月球 叶芽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Liuyueqiu 花芽 <2 <2 <2 <2 2.1 2.1 <2 2.2 3.7 2.6 4.1 2.7

玛利维娜 叶芽 >2.5 >2.5

Marivena 花芽 >2.5 >2.5

I4 叶芽 >3.5 >3.5

I4 花芽 >3.5 >3.5

　　说明:A和 a 等代号为处理代号 ,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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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从花芽与叶芽均打破休眠的状况看 , 品种间对温度的反应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低温需求量最少的

品种玛丽维娜与 I4在该年度1月 3日即可破眠 , 低温需求量大的品种 3月 8日仍未打破休眠 , 因此覆

膜促成的时期因品种而异 。有些品种如沪油 004 、晚白花 、玉露 、 锦绣等在 20℃恒温下较易破眠 , 有

些品种如沪油 003 、 春花 、双佛 、 朝晖 、撒花红 、蟠桃等在 25 ～ 15℃的变温条件下更易打破休眠 。表

明环境对桃芽的萌动有一定的影响 。2种处理的温度与光照变化的处理与自然条件下萌发的条件有一

定的相似性 , 但仍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 自然条件下的温度与光照是渐变的 , 每天的不同时刻有所不

同。因此 , 人工培养箱中所控制的温度与自然条件下有所不同 , 只能为生产提供参考。几个休眠期较

短的品种 , 在 2种处理温度及自然条件下的萌芽都较早 , 据此推断为设施栽培中改变生长发育进程潜

力较大的品种 , 是对温度适应能力强的品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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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breaking dormancy of peach cultiv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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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ffects of changing temperatures within 25-15 ℃ and constant temperature of 20 ℃ on breaking

dormancy of 23 peach cultivars were studied.The germination indexes of 9 peach cultivars were higherwithin 25-

15 ℃than at 20 ℃.The dormancy of flower buds of 2 peach cultivars were much more affected within 25-15 ℃

than at 20 ℃;the dormancy of leaf buds of 2 peach cultivars were muchmore affected within 25-15 ℃ than at 20

℃.The dormancy of 14 peach cultivars had been partly broken;the temperature setting had different effects on 16

peach cultivars still under trials.The dormancy of DaguanshanNo.1 was much more affected within 25-15 ℃ than

at 20 ℃;the dormancy of Annongshuimi and Yulu were less affected within 25 -15 ℃ than at 20 ℃.The

dormancy of leaf buds of most peach cultivars were much more affected within 25-15 ℃ than at 20 ℃;the

dormancy of flower buds of most peach cultivars were less affected within 25-15 ℃ than at 20 ℃.Temperature

had effects on the order of flower buds germination of peach cultivars.Some early-germination cultivars germinated

early in all three setting conditions.[Ch , 2 tab.11 ref.]

Key words:peach cultivars;temperature;leaf buds;flower buds;breaking dorm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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