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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 S-诱抗素水剂调节番茄生长田间药效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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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筛选出S-诱抗素田间最佳施用剂量，在番茄幼苗阶段阶段和移栽后第8天各施药1次，进

行田间药效试验。试验结果表明，0.25% S-诱抗素水剂能提高番茄产量，改善果实品质。当有效成分

质量分数为5 mg/kg时，0.25% S-诱抗素水剂对番茄的生长调节效果最好，坐果率达到85.42%，株高

达59.0 cm，增产率达15.08%。 0.25% S-诱抗素水剂田间推荐有效成分用量为3.33～5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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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Trial of S-Abscisic Acid 0.25% AS on Tomato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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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creen out the best recommended dosage of S-abscisic acid on tomato growth, S-abscisic acid

0.25% AS was applied on tomato in seedling stage and on the 8th day after transplant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abscisic acid could increase tomato yield, improve fruit quality. At the concentration of 5 mg/kg, the regulation effect on

tomato growth was the best, the fruit setting rate reached 85.42% , the plant height was 59.0 cm, the yield of tomato

increased 15.08%, and the tomato quality had also improved significantly. The recommended dosage of S-abscisic acid

0.25% AS was 3.33-5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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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Solanum lycopersicum）是山东地区重要

的经济作物，种植范围广。S-诱抗素（abscisic acid），

商品名ABA、脱落酸。生长素类、赤霉素类、细胞分

裂素类、乙烯和脱落酸是国际公认的五大类植物内

源生长调节物质，S-诱抗素是其中之一，其具有重要

的生理活性，被称为植物中“抗逆诱导物质之王”[1]。
S-诱抗素能够调节植物生长，改善农产品品质，且能

提高作物在非正常气候和土壤条件下的生存能力，

可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2]。S-诱抗素是由微生物次

生代谢产生，无毒、无残留，对保障食品安全和人体

健康具有重大作用[3]。
已有报道称S-诱抗素可以提高小麦 [4]、玉米[5]、

葡萄[6]等作物的产量，拌种后能提高玉米种子的发

芽率[7]。
本文选用0.25% S-诱抗素水剂在番茄上进行田

间药效试验，以明确其对番茄生长的调节作用及最

佳田间使用量，为农药登记的药效评价，及其安全、
合理使用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药剂

供试药剂：0.25% S-诱抗素水剂，江西新瑞丰生

化有限公司提供。对照药剂：0.25% S-诱抗素水剂，

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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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6个处理，每个处理4次重复。每小区

20 m2，小区采用随机区组排列，小区间设保护行。6
个处理分别为：① 0.25% S-诱抗素水剂2.5 mg/kg（有

效成分用量，下同）；② 0.25% S-诱抗素水剂3.33
mg/kg；③ 0.25% S-诱抗素水剂5 mg/kg；④ 0.25% S-
诱抗素水剂 6.67 mg/kg；⑤ 0.25% S-诱抗素水剂

3.33 mg/kg（对照药剂）；⑥清水对照（CK）。
1.3 试验概况

试验地设在山东省泰安市房村镇北滕村番茄

棚内进行。番茄品种为中蔬四号。该地区主要以大

棚番茄为主，面积大，有代表性，并且生产中极少使

用植物生长调节剂，试验地土壤为壤土，pH值为7.1，

有机质质量分数1.2%左右。番茄移栽前土壤封闭防

除杂草，番茄移栽后使用75%氯吡嘧磺隆水分散粒

剂防除田间杂草，60%乙霉·多菌灵可湿性粉剂防治

番茄灰霉病。整个生育期未使用其他植物生长调节

剂，番茄长势较好，无其他病虫害发生。番茄于2017
年4月20日移栽，行距0.6 m，株距0.3 m，667 m2种植

番茄3 500～4 000株，按照正常田间管理进行。试验采

用茎叶喷雾处理，施药药械为MATABI-16型背负式

喷雾器。2017年4月9日幼苗期第1次施药，4月28日

第2次施药，共施药2次，药液使用量为225 L/hm2。
1.4 试验调查方法

试验依据《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则》（NY/T
1464.26—2007）和调节番茄生长田间药效试验SOP
进行。药后20 d（5月17日）调查株高；收获时每小区

随机选取10个果实称量单果重、果实横径，并进行

品质测定，记录小区总产量。
试验数据采用DPS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并采用邓

肯氏新复极差法（DMRT）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1.5 安全性观察

分别于第1次施药后3 d（2017年4月12日）和第2
次药后3 d（2017年5月1日）调查有无药害发生，如矮

化、褪绿、畸形等，并调查对非靶标生物的影响，以

明确药剂处理对番茄的安全性。

2 结果分析

药后20 d的番茄株高和坐果率见表1。

由表1可知，0.25% S-诱抗素水剂能提高坐果率

和株高，与空白对照相比，差异显著。相同浓度供试

药剂和对照药剂处理后，番茄株高分别为56.7 cm和

56.1 cm，坐果率分别为82.64%和80.25%，两者差异

显著。
0.25% S-诱抗素水剂对番茄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见表2。

药剂
质量分数/
(mg·kg-1）

株高/
cm

坐果率/
%

0.25% S-诱抗素 AS（供试药剂）

2.50 52.1 d 78.64 d

3.33 56.7 b 82.64 b

5.00 59.0 a 85.42 a

6.67 56.8 b 84.13 b

0.25% S-诱抗素AS（对照药剂） 3.33 56.1 c 80.25 c

空白对照 44.4 e 75.18 e

表 1 0.25% S-诱抗素水剂对番茄株高和坐果率的影响

注：表中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0.05水平下差异显著。下表同。

处理 单果重/g 果径/mm 小区产量/kg 增产率/%
质量分数

可溶性固形物/% 可滴定酸/% Vc/(mg·kg-1)
① 172.58 c 67.07 d 191.38 c 9.51 d 4.27 d 0.43 b 139.6 d
② 177.56 b 71.73 b 196.04 b 12.18 c 4.31 b 0.40 c 144.7 c
③ 184.29 a 73.24 a 201.10 a 15.08 a 4.36 a 0.36 e 153.9 a
④ 178.86 b 71.99 b 197.75 b 13.16 b 4.28 c 0.41 c 149.1 b
⑤ 175.79 bc 70.89 c 196.55 b 12.47 c 4.28 c 0.39 d 147.9 c
⑥ 167.81 d 63.38 e 174.75 d 3.99 e 0.46 a 130.0 e

表 2 0.25% S-诱抗素水剂对番茄产量及品质影响

由表2可知：0.25% S-诱抗素水剂各浓度处理可

增加果实横径，提高单果重、产量，增产率为9.51%～
15.08%，增产效果显著。0.25% S-诱抗素水剂可不

同程度改善番茄品质，增加Vc、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降低可滴定酸含量。其中，0.25% S-诱抗素水剂施

用质量分数为5 mg/kg时，番茄Vc、可溶性固形物含

量最高，可滴定酸含量最低，效果最为显著。

试验期间，供试药剂0.25% S-诱抗素水剂的4个

不同浓度处理均未出现药害症状，对番茄安全。

3 小结与讨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健康绿色食品需

求也越来越强烈，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应用将会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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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广泛。S-诱抗素为新型植物生长调节剂，用量

少，毒性低，对作物安全，对环境影响小，适合在农

业生产中推广应用。田间药效试验结果显示，0.25%
S-诱抗素水剂能提高番茄坐果率和株高，增加果实

横径，提高单果重及产量。此外，其还能改善番茄品

质。0.25% S-诱抗素水剂田间适宜施用有效成分用

药量为3.33～5 mg/kg，稀释倍数为500～750倍液，

药液量为225 L/hm2。其适宜施用时间为番茄幼苗

期和移栽后第8天，通常采用茎叶喷雾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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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安全性

药剂施用后观察，24%硝·烟·莠去津OD 1 314
g/hm2处理对玉米叶片有一定的药害症状，药后5 d
叶片出现失绿斑点，药害产生后4 d叶色恢复，新生

叶正常，不影响玉米后期生长及产量。其他处理玉

米无明显药害症状，整个生育期生长正常。
空白对照处理近乎绝产，24%硝·烟·莠去津各

处理与空白对照处理相比，玉米增产10倍左右，并

且增产率明显高于3个对照药剂处理（见表3）。

3 结论

24%硝·烟·莠去津OD适宜在春玉米田使用，应

用适期为春玉米3～5叶期，一年生杂草2～5叶期，

通常采用茎叶喷雾处理，推荐有效成分用药量为

657～720 g/hm2。在此用量下，其可有效防除春玉米

田一年生杂草稗草、藜、反枝苋、本氏蓼、苘麻等，药

后30 d阔叶杂草总鲜重防效可达99%，且对试验品

种玉米安全，增产明显。
24%硝·烟·莠去津OD三元复配后有效将3个单

剂在除草效果上的优势互补，成为替代3个单剂产

品的优秀玉米田除草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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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g·hm-2)
防治效果

稗草 藜 本氏蓼 反枝苋 苘麻 阔叶总草

24%硝·烟·莠去津OD 594 93.8 d 99.7 b 99.0 c 100.0 b 99.1 b 99.5 c
24%硝·烟·莠去津OD 657 98.0 e 100.0 b 100.0 c 100.0 b 100.0 b 100.0 c
24%硝·烟·莠去津OD 720 99.8 e 100.0 b 100.0 c 100.0 b 100.0 b 100.0 c
24%硝·烟·莠去津OD 1 314 100.0 e 100.0 b 100.0 c 100.0 b 100.0 b 100.0 c
40 g/L烟嘧磺隆OD 60 97.8 e 87.6 b 86.8 b 100.0 b 96.3 b 91.0 b
38%莠去津SC 1 425 76.7 b 100.0 b 100.0 c 100.0 b 98.0 b 99.6 c
10%硝磺草酮SC 150 89.0 c 100.0 b 98.6 c 99.7 b 100.0 b 99.7 c
人工除草 100.0 e 100.0 b 100.0 c 100.0 b 100.0 b 100.0 c
空白对照 531.8 a 516.0 a 254.0 a 181.0 a 217.0 a a

注：表中空白对照行数据为杂草鲜重（g/m2）。

表 2 药后 30 d 各处理对春玉米田杂草的鲜重防效

穗重 粒重

24%硝·烟·莠去津OD 594 10 035.6 8 742.3 991.2
24%硝·烟·莠去津OD 657 10 303.3 8 995.6 1 022.9
24%硝·烟·莠去津OD 720 10 651.3 9 329.0 1 064.5
24%硝·烟·莠去津OD 1 314 10 921.1 9 451.3 1 079.7
40 g/L烟嘧磺隆OD 60 8 750.5 7 722.8 864.0
38%莠去津SC 1 425 9 034.7 7 801.1 873.7
10%硝磺草酮SC 150 9 164.4 7 949.4 892.3
人工除草 11 738.7 10 050.0 1 154.5
空白对照 945.3 801.1

玉米产量/(kg·hm-2)
增产率/%处理/(g·hm-2)

表 3 各处理对春玉米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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