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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剪叶次数对“K326”烟株生长及抗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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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探究重庆市烟区不同烟苗剪叶次数对移栽前烟苗的影响,以及移栽后对烟株

生长和抗性的影响,本研究以烤烟品种“K326”为材料,开展了不同剪叶次数对烟叶后期生

长和抗性的影响分析.室内及田间试验结果表明,剪叶处理能够激活烟苗的植物超氧化物

歧化酶(SOD)和过氧化物酶(POD)活性,使抗性相关基因ERF,GST,Oxidea和Pr1上调

表达,并且在苗期能够促进根长、干物质的积累和减少烟草赤星病、烟草野火病的发生,当

剪叶次数为2次时,效果最为显著,因此在生产上剪叶2次,其经济效益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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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exploretheeffectsofdifferentleafclippingtimesontobaccoseedlingsbe-
foretransplantingandtheeffectsonthegrowthandresistanceoftobaccoplantsaftertransplan-
tinginChongqingarea,thisstudytookflue-curedtobaccovariety‘K326’asthematerialtocar-
ryouttheanalysisofdifferentleafclippingtimesonthegrowthandresistanceoftobaccoleaves
atlatergrowingstage.Theresultsoflaboratoryandfieldexperimentsshowedthatleafclipping
treatmentcouldactivateSODandPODactivitiesoftobaccoseedlings,up-regulatetheexpres-
sionofresistantgenesERF,GST,OxideaandPr1,andpromoterootlength,drymatteraccu-
mulationandreducetheoccurrenceofredspotdisease,wildfirediseaseatseedlingstage.The
effectwasmostsignificantwithtwotimesleafclipping.Therefore,theeconomicbenefitofcut-
tingleavestwiceinproductionisthebest.
Keywords:K326;numberofleafclippings;togrow;resistancegene;impact

  烟草是在我国国民生产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一类经济作物,其前期的生长状况对后期烟苗的

长势和烟叶质量具有重要作用[1],在我国的栽培历史悠久,栽培技术也在不断创新.漂浮育苗

作为烤烟现代育苗技术之一,有生产效率高、烟苗根系发达、整齐一致、适于烟叶生产的专业

化和规模化等诸多优点[2],为培育无病苗和壮苗提供了保证[3].但漂浮苗常在苗高和强弱上存

在较大株间差异,即烟苗不整齐.剪叶是一种在烟草幼苗移栽前对叶片进行适当剪除的措施[4],

因其有很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如培育发达根系、茎秆粗壮、提高移栽成活率、限制真菌危害

等[5],是目前漂浮育苗技术中不可缺少的环节[6].通过剪叶可以调控烟苗生长,使烟苗均匀一

致,促进根系生长发育,提高移栽成活率,减少移栽苗的叶面积[4-10].苯丙氨酸解氨酶(PAL)和

多酚氧化酶(PPO)的含量是植物抗病的重要指标[11-12],机械损伤能诱导PAL,PPO活性升高,

从而诱导植物的抗性[13],而剪叶处理正是对烟苗的一种机械损伤.研究表明,植物超氧化物歧

化酶(SOD)、过氧化氢酶(CAT)和过氧化物酶(POD)可有效防止细胞受到过多活性氧的伤害,

其活性与植物抗性呈正相关[14].目前已有报道证明,剪叶能提高烤烟漂浮苗的CAT,POD或

SOD活性,从而增强烟苗细胞清除自由基的能力,抑制细胞的膜脂过氧化,增强烟苗抗

性[7,15-16];同时,剪叶可促进烟苗根系的生长发育[17-18],能有效提高烟苗移栽成活率.“K326”作

为中国种植面积最大、种植持续时间最长的烤烟品种[19],也是重庆市烟区大规模种植、品质优

良、经济效益卓著的主栽品种,对重庆市烟区的壮苗培育尤为重要.本研究者在探究不同烟苗

剪叶次数对移栽前烟苗的影响及移栽后对烟株生长和抗性的影响,以期为重庆地区烤烟壮苗培

育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与试验地点

试验烟叶品种为“K326”;试验地点为重庆市奉节县兴隆烟站三角坝烟田、西南大学植物保

护学院植物免疫与生物防治实验室及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网室.

1.2 试验设计

试验设置4个处理,每个处理重复3次,共24个小区(移栽前12个小区、移栽后12个小

区),移栽前每个小区播种100粒种子,移栽后每个小区面积约为50m2,并设置保护行.测定

移栽前不同剪叶次数烟苗根长、根重和根内酶活力;同一时间移栽,移栽后进行农艺性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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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结合当地病害发生特点,开展相关病害发生情况调查工作.
处理1为烟苗剪叶1次;处理2为烟苗剪叶2次;处理3为烟苗剪叶3次;处理4为不剪叶.

1.3 测定指标与方法

1.3.1 不同烟苗剪叶次数对烟株农艺性状的影响

各小区选择有代表性的20株烟株挂牌标记,按《烟草农艺性状调查方法》(YC/T142—

1998),主要包括株高、茎围、烟株的有效叶片数、最大叶长、叶宽等,并计算叶面积.

叶面积(cm2)=0.6345×叶长(cm)×叶宽(cm)

1.3.2 不同烟苗剪叶次数对烟株病害发生情况的影响

结合当地病害发生特点,对病毒病开展相关调查工作.病害调查按《烟草病虫害分级及调查

方法》(GB/T23222—2008),各小区采用对角线取样方法,每点固定调查10株,调查病害与测

定烟草农艺性状同步进行.

发病率(%)=
发病株数

调查总株数×100%

病情指数=
∑(发病株数×该病级代表值)
调查总株数×最高级代表值 ×100

1.4 数据处理与统计学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IBMSPSSStatistics25,OriginLab进行分析,两组间比较用独立样本t检

验进行比较,不同字母代表显著性差异,3组及以上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利用Duncan法进行

多重比较,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剪叶次数对室内烟株抗氧化酶活性和抗性基因的影响

将在育苗棚处理好的烟苗带至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植物免疫与生物防治实验室检测抗

氧化物酶活性和抗性基因.由试验结果可见,剪叶1次的SOD活性要显著高于剪叶3次,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剪叶2次的POD活性显著高于剪叶1次和剪叶3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而不同叶次数烟株CAT活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图1).

小写字母不同表示组间数据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图1 不同剪叶次数烟苗抗氧化酶活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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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抗性相关基因表达量检测结果可如,剪叶1次和剪叶2次可以使ERF 和GST 的表达量

上升,且与剪叶3次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同时剪叶1次也会显著提升Oxidea的表达量,剪

叶2次和剪叶3次可以显著提升Pr1的基因表达量(图2).由于植物免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而剪叶次数的不同,植物免疫的反应也各不相同,从抗氧化物酶活性和4个抗性基因的结果综

合来看,剪叶2次对烟株免疫系统的刺激更强烈一些.

小写字母不同表示组间数据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图2 不同剪叶次数烟苗抗性基因相对表达量比较

2.2 不同剪叶次数对室内烟株根活力的影响

由试验结果可见,不同剪叶次数对烟苗根活力的影响各不相同,剪叶1次和剪叶2次的根

长明显长于剪叶3次的根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进一步对烟苗的干物质进行测量,剪叶1
次的干物质积累量明显高于剪叶3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图3).综合来看,剪叶1次对根长

和干物质积累的影响要优于剪叶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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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写字母不同表示组间数据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图3 不同剪叶次数室内烟株苗期根活力比较

2.3 不同剪叶次数对室内烟株抗病性的影响

将从育苗棚处理好的烟草移栽至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网室,定期浇水和施肥,生长2个

月,接种烟草野火病、烟草靶斑病和烟草赤星病,发病后测量病斑的大小,并进行方差分析.
由试验结果可知,剪叶1次和剪叶2次的烟草野火病的病斑大小显著小于剪叶3次的烟草

野火病的病斑大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对于烟草靶斑病,不同剪叶次数的病斑大小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对于烟草赤星病,剪叶2次的病斑大小要明显小于剪叶1次的病斑大小,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图4).综上,剪叶2次对病害的控制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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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写字母不同表示组间数据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图4 不同剪叶次数室内烟株抗病性比较

2.4 不同剪叶次数对田间烟株根活力的影响

将在苗棚处理好的烟苗移栽到田间,并在团棵期测量不同剪叶次数对根活力的影响.
由试验结果可知,相比于无剪叶处理,剪叶处理能明显促进根的生长.其中,剪叶2次处理

的根长明显高于无剪叶处理和剪叶1次处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对侧根数目进行统计可见,

剪叶2次相比于无剪叶和剪叶1次处理能够明显促进侧根的数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对鲜

物质和干物质积累量进行测定,由结果可知,剪叶2次相比于无剪叶、剪叶1次处理能够明显

促进干物质的积累,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图5).由此可见,剪叶处理能够促进烟株的生长,当

剪叶2次时,能够明显促进根长、侧根数和干重,且与无剪叶、剪叶1次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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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写字母不同表示组间数据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图5 不同剪叶次数烟田烟株根活力比较

2.5 不同剪叶次数对田间烟株农艺性状的影响

由试验结果可知,剪叶处理与不剪叶处理对株高的影响不大,其中剪叶2次和剪叶3次能

显著促进烟株茎围和有效叶片数的增加,与无剪叶和剪叶1次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就最

大叶面积而言,剪叶处理能够显著增大最大叶面积,当剪叶次数为2次时,促进效果最明显(图

6).由此可见,剪叶处理能促进烟株茎围、有效叶片数和最大叶面积的增加,当剪叶2次时,促

进效果最明显.

2.6 不同剪叶次数对田间烟株抗性的影响

由试验结果可知,剪叶处理能够降低烟草赤星病和烟草野火病的发病率和病情指数,与无

剪叶处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图7).由此可见,剪叶处理能够降低病害的发生,当剪叶

2次时,能显著减少病害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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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写字母不同表示组间数据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图6 不同剪叶次数田间烟株农艺性状比较

小写字母不同表示组间数据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图7 不同剪叶次数烟株田间抗病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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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与结论

在烟株生长过程中,进行剪叶是目前漂浮育苗技术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对培育发达根系、

茎秆粗壮、控制早花、提高移栽成活率、限制真菌危害等很多方面具有积极作用[5].根系总吸收

面积能反映根系吸收水分、养分能力的大小,而活跃吸收面积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根系活力

状况[20].本试验发现剪叶可提高烟苗的根系活力和壮苗率,这与陈丽莉等[8]、刘国顺等[7]、邓

世媛等[18]、吕芬等[16]和祖朝龙等[6]的研究报道相一致.正常剪叶处理的烟苗各项指标适中,尤

其是根系鲜重和干重等指标皆达到好的水平.剪叶处理可增大根系总吸收面积、活跃吸收面积

和根系体积.刘国顺等[7]的研究发现剪叶3次的处理对根系生长和根系活力的增强效果最显著.
吕芬等[16]则报道剪叶3次以上对根系活力的促进并不明显,这与本试验结果略有不同.本研究

从室内、室外试验综合来看,发现剪叶2次对根长活力促进的影响要优于剪叶3次.为明确剪

叶次数对移栽前烟苗的影响,设置了不同剪叶次数的烟苗进行移栽对比试验,结果表明,剪叶

比不剪叶处理的茎围、根系体积、根系干重均显著增加,这与张久权等[21]、艾永峰等[22]的研究

结果相同,与前人[23-25]的茎围研究结果一致.刘国顺等[7]研究表明,根系活力显著提高SOD活

性增强;赵昶灵等[26]研究发现,在烟苗的培育过程中,剪叶能提高过氧化物酶(POD)活性以及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两者均与本试验中剪叶处理能够激活烟苗SOD和POD的活性结

果相一致,但“K326”品种的过氧化氢酶(CAT)活性无明显差异,这与赵昶灵等[26]的研究结果

不同.本研究还发现,剪叶处理可以提高植株相应抗性基因的表达量,由于植物免疫是一个复

杂的系统,而剪叶次数的不同,植物免疫的反应也各不相同,以抗氧化物酶活性和4个抗性基

因的结果综合来看,剪叶2次对烟株免疫系统的刺激更强烈一些.除此之外,本研究发现剪叶

处理能够降低烟草野火病及烟草赤星病的发生,这与郑林林[27]研究结果即剪叶能降低病毒病

发生及传播的几率相类似,并且本研究还发现当剪叶2次和剪叶3次时,能显著降低病害的发

生.综合室内与室外处理情况,剪叶2次对病害的控制较好.考虑到人工投入成本,生产中应用

剪叶处理时,剪叶2次既可以达到促生促壮,又可以降低成本,应为首选.
剪叶处理能够激活烟苗的SOD和POD的活性,并使抗性相关基因上调表达,在苗期能够

促进根长、干物质的积累和减少病害的发生,当剪叶次数为2次时,效果最为显著.田间试验结

果表明,剪叶处理会促进根的生长、干物质的积累、农艺性状的增加及减少病害的发生,当剪

叶次数为2次时,效果最为显著.结合室内外试验结果,建议烟草生产上实施剪叶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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