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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昆明地区春节牡丹催花管控技术研究

李　浩１，华金珠２，陈泽斌２，周惠瑜３

（１昆明市昙华寺公园 管理处，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６；２昆明学院 农学与生命科学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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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牡丹的生态习性和开花生物学特性，采用温度调控、抹芽摘叶、激素应用等技术，对不同品

种的牡丹植株进行花期调控试验．结果表明，腰带红催花效果表现一般，鲁荷红、乌龙捧盛、岛锦、紫
二乔、大胡红、卷叶红、海黄７个试验品种催花效果表现较好，可通过催花管控实现春节前夕开花上市．
因此，通过试验筛选出昆明地区催花效果较好的牡丹品种，同时探讨了其配套的催花管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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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牡丹 （Ｐａｅｏｎｉａ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Ａｎｄｒ．）是毛茛科、
芍药属的落叶亚灌木，其素有 “国色天香”“百花

之王”的美誉［１］，被视为富贵吉祥、繁荣昌盛的

象征．我国观赏植物栽培历史悠久，并先后将牡丹
传入日本、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国家，促进了与世

界各国的友好往来［２］．随着栽培技术的不断改进，
目前牡丹催花品种已增至５０多个，涵盖了九大色
系［３］．牡丹现已广泛应用于露地栽培、容器栽种、
鲜切花卉，其衍生产品也在逐年增加．牡丹作为公

认的传统名花，然而绝大多数品种在昆明地区的自

然花期为３月初至４月底．
昆明市地处滇中地区，属北亚热带低纬高原山

地季风气候，气候温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干

湿季明显，年温差不大，冬季没有低温［４］，是著

名的 “春城”．因此，根据牡丹的生态习性，并综
合利用温度调控、抹芽摘叶、激素等技术，对牡丹

进行调控试验，以期为当地选用牡丹品种及科学采

用牡丹催花管控技术提供科学指导．同时对实现昆



明春节前夕牡丹提前开花上市，为公园举办春节牡

丹花展和科普教育均具有现实意义．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材料
１１１　地点及参试品种

试验地点为昆明市昙华寺公园内花圃的４个塑

料可调控温室．每个温室南北长 ２５ｍ，东西宽
４ｍ，可控温度 ８～３０℃，可控湿度 ５０％ ～９０％，
白天全日照，且有遮阴网调控．

催花试验主要选择８个牡丹品种为试验材料
（表１），这些品种均为山东菏泽地区推荐的催花效
果表现较好的红色系、黄色系、红紫色系、复色系

牡丹，每个品种１００株．

表１　参试品种及其所属类群

序号 品种名 所属类群 序号 品种名 所属类群

１
鲁荷红（Ｐ．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ｃｖ．ＬｕＨｅＨｏｎｇ）

中原牡丹品种群（Ｐｅｏｎｙ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ｇｒｏｕｐ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ｌａｉｎｓ）

５
大胡红（Ｐ．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Ｄａｈｕｈｏｎｇ）
中原牡丹品种群（Ｐｅｏｎｙ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ｇｒｏｕｐ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ｌａｉｎｓ）

２
紫二乔（Ｐ．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Ｚｉｅｒｑｉａｏ）
中原牡丹品种群（Ｐｅｏｎｙ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ｇｒｏｕｐ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ｌａｉｎｓ）

６
岛锦（Ｐ．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ＳｈｉｍａＮｉｓｈｉｋ）

日本牡丹品种（Ｐｅｏｎｙ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ｇｒｏｕｐｏｆＪａｐａｎ）

３
乌龙捧盛（Ｐ．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Ｗｕｌｏｎｇｐｅｎｇｓｈｅｎｇ）

中原牡丹品种群（Ｐｅｏｎｙ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ｇｒｏｕｐ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ｌａｉｎｓ）

７
海黄（Ｐ．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ＨｉｇｈＮｏｏｎ）

法国牡丹品种（Ｐｅｏｎｙ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ｇｒｏｕｐｏｆＦａｎｃｅ）

４
卷叶红（Ｐ．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ｃｖ．Ｊｕａｎｙｅｈｏｎｇ）

中原牡丹品种群（Ｐｅｏｎｙ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ｇｒｏｕｐ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ｌａｉｎｓ）

８
腰带红（Ｐ．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Ｙａｏｄａｉｈｏｎｇ）

中原牡丹品种群（Ｐｅｏｎｙ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ｇｒｏｕｐ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ｌａｉｎｓ）

１１２　栽培容器
选用上直径为 ２８ｃｍ、下直径为 ２５ｍ、高为

３１ｃｍ的加厚花盆作为上盆容器，按 Ｖ（腐殖土）∶
Ｖ（细红土）∶Ｖ（珍珠岩）＝５∶４∶１的比例混匀搅拌作为栽
培基质．
１１３　激素配置

选用规格为 １ｇ／包赤霉酸结晶粉，用 ７５％酒
精１００ｍＬ溶解于１０００ｍＬ广口瓶，静置５ｈ后，添
加５００ｍＬ纯净水稀释备用．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实地选苗与起苗晒根

１）阴历９月下旬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日—１１月
４日）进行选苗，选择山东菏泽苗圃园内５～６ａ生
的地苗．选苗标准为无病虫害，冠幅均匀，枝条粗
壮，芽体饱满，有８个以上分枝的壮苗，且每个分
枝上都有饱满花芽的植株［５］．
２）阴历１０月上旬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０日—１１

月１３日）将选好的花苗从苗圃地挖出，在不伤及
根系的前提下，剔除烂根，疏尽根部所带土壤，然

后放在室外晾晒．室外晾晒场地用草席覆盖，第１
排植株根部朝上斜靠在墙边，第２排花苗根系斜靠
在第１排花苗的枝条上，以此类推．晾晒时间为
３～４ｄ，视天气情况适时翻晒花苗，晾晒均匀后入
冷库存储．

１２２　植株运输
阴历１１月上旬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３日—１２月１５

日）将晾晒好的花苗用聚丙烯 ＰＰ捆扎绳捆扎花苗
枝条，收拢冠幅，第１层根部朝车头，第２层枝条
朝车头，依次交替码放且不超过７层，在３ｄ内运
输至云南省昆明市．
１２３　植株上盆

阴历１１月中旬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６日—１２月１８
日）用百菌清可湿性粉剂配成１５００倍液，置于直
径１ｍ的塑料大缸内，将花苗根系完全侵入溶液
０５ｈ，然后将消毒过后的植株上盆，此时需一边
上栽培基质一边轻磕花盆，使基质与根系接触紧

密，若根系较长，可将根系盘绕在容器内，再按压

紧实栽培基质．
１２４　前期管理及相关处理

１）前期管理．在温室布置好放置牡丹的区
域，先行摆放９脚塑料托盘，将盆栽牡丹放置于托
盘上，前７ｄ夜间不加温，白天每４～５ｄ浇透水
１次．７ｄ后开始夜间加温，夜间控制室温不低于
８℃，白天温度不高于 ２０℃，水分管理仍然保持
４～５ｄ浇透水１次．

２）抹芽是催花牡丹成花必不可少的手段．去
掉多余的芽点，以集中植株营养，保证花芽营养充

足．栽培 ７ｄ后，初显花蕾，花蕾直径可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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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ｍｍ．上盆前１４ｄ采取抹芽方式，主要抹去牡丹
植株根部以上１５ｃｍ部分的芽点．
３）摘叶是成花的关键步骤，视品种的不同酌情

进行摘叶处理．本试验选取的８个品种，从叶片生长
情况来看，鲁荷红、大胡红需进行摘叶处理，摘去其

花蕾下２～４片叶片，整株叶片数量不低于３０片．
４）激素处理．本试验对紫二乔、大胡红两个

品种进行激素处理，需进行花蕾拨叶，剥开花蕾外

层嫩叶，将赤霉素用毛笔涂抹在花蕾上．
１２５　后期管理

激素涂抹７ｄ后花蕾长至１５ｃｍ，花蕾小的可
再涂抹激素，若叶片多则可继续进行摘叶处理．花
蕾在１５～２５ｃｍ的生长阶段，每５ｄ浇透水１次，
每 １０ｄ叶面喷施 ０５％ ＫＨ２ＰＯ３和尿素的混合

液［６］．激素处理过后的花蕾，生长速度加快，温
室温度控制在１０～１８℃为宜，白天最高不能超过
２０℃，晴天１２：００～１６：００温度过高时要进行温
室通风处理，特别是冬至以后的晴朗夜晚，注意温

室的夜间加温，夜间温室温度不低于８℃．花蕾进
入着色期，可视春节时间，适当控制温室温度，但

不得高于１８℃．７ｄ后，催花牡丹进入盛花期，此
时根据需求，控制温度及花蕾开放时间．温室环境
要相对密闭，且每天喷水保证整个牡丹催花过程湿

度都不低于６０％．为防止霉菌感染，温室每２周
要喷洒多菌灵、百菌清等杀菌剂．
１２６　数据统计

观察各牡丹催花品种的生长和开花性状．生长
指标包括催花时间、开花率、成花率、花型、花

色、花径、平均单花期．将获取的数据用 Ｅｘｃｅｌ进

行数据统计与分析．此外，由３位专业技术人员依
据各项统计数据，对生长势、抗病性、观花效果、

植株形态４项 （每项２５分）进行评分，并根据总
分进行综合性定级，共分为 ４级：８０分 （含 ８０
分）以上为好；７０～８０分 （含 ７０分）为较好；
６０～７０分 （含６０分）为中；６０分以下为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影响成花的因素
本试验引种８个牡丹品种，在生长环境一致的

条件下，从各品种第１朵花的绽放时间来看，卷叶
红在催花第４１ｄ时最早开放，鲁荷红、腰带红在
第４２ｄ开放，岛锦、大胡红的催花时间均在５０ｄ
以上，其中岛锦的催花时间最长为５４ｄ．温度是牡
丹催花的关键，激素涂抹对大胡红、紫二乔的花蕾

形成有促进作用．鲁荷红采用抹芽摘叶处理在保证
的成花率上表现尤为明显．腰带红、卷叶红采用只
抹芽、不摘叶处理，其花蕾养分供给不充分，末期

有少数花蕾未开放，影响成花率．紫二乔、乌龙捧
盛、岛锦、海黄采用抹芽、不摘叶，其成花率未发

现明显下降．详见表２．
２２　开花率

试验引种８个牡丹品种，共８００株牡丹花苗，
经过优质花苗引进及温度、光照、水肥等全过程的

严格管理，从春节前 １０ｄ开放至阴历正月十五
（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９日），试验品种的所有植株全部开
花，开花率达１００％．所有试验花苗共形成 ４６２５
朵花蕾，开花数为４４８９朵，整体成花率较高，为
９７０６％，平均每株５８朵．详见表３．

表２　影响成花的因素

品种名称 鲁荷红 紫二乔 乌龙捧盛 卷叶红 大胡红 岛锦 海黄 腰带红

抹芽情况 抹芽 抹芽 抹芽 抹芽 抹芽 抹芽 抹芽 抹芽

摘叶情况 摘叶 不摘叶 不摘叶 不摘叶 摘叶 不摘叶 不摘叶 不摘叶

激素涂抹 不涂抹 涂抹 不涂抹 不涂抹 涂抹 不涂抹 不涂抹 不涂抹

催花时间／ｄ ４２ ４７ ４６ ４１ ５２ ５４ ４５ ４２

表３　试验品种的开花率

品种名称 鲁荷红 紫二乔 乌龙捧盛 卷叶红 大胡红 岛锦 海黄 腰带红

开花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花蕾数／朵 ６３０ ５８０ ６１２ ５３０ ５１５ ５９０ ６２８ ５４０

开花数／朵 ６２４ ５６７ ５９３ ５０５ ５０２ ５７４ ６１３ 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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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开花性状
由表４可以看出，各品种的花形和花色与正常

花期相近，其中卷叶红有零星花朵花形发生变化．
各品种成花率均在９０％以上，其中以鲁荷红的成
花率最高，为 ９９０％；而腰带红的成花率最低，
为９４６％．平均花径除大胡红未达到１０ｃｍ，其余
品种均在１０ｃｍ以上，其中鲁荷红平均花径最大，
为１３２ｃｍ．平均单花期均达到７ｄ以上，其中以
大胡红的平均单花期最长，为１４５ｄ，卷叶红、乌
龙捧盛次之，鲁荷红最短，为８６ｄ．
２４　综合评价

从生长势、抗病性、观花效果、植株形态的评

分和定级来看 （表５），鲁荷红、乌龙捧盛、岛锦
的综合评分在８０分以上，定级为好；紫二乔、大
胡红、卷叶红、海黄的综合评分在７０～８０分之间，
定级为较好；腰带红的综合评分为６３８分，定级
为中．其中，除腰带红植株形态得分和综合得分分
别在１５分和７０分以下外，其他各品种的各项得分
和综合得分均在１５分和７０分以上，说明鲁荷红、
乌龙捧盛、岛锦、紫二乔、大胡红、卷叶红、海黄

进行催花试验，可以满足昆明地区春节上市销售和

花展需求．腰带红由于植株形态、生长势、观花效
果得分较低，具体原因尚需下一步对其催花管控技

术进行深入探讨．

表４　试验品种开花性状

序号 品种名称 花型 花色 成花率／％ 平均花径／ｃｍ 平均单花期／ｄ

１ 鲁荷红 皇冠 红色 ９９０ １３２ ８６

２ 紫二乔 蔷薇 紫色 ９７８ １１４ １０９

３ 乌龙捧盛 千层台阁 紫红色 ９６９ １１５ １１５

４ 卷叶红 千层台阁 红色 ９５３ １２９ １２３

５ 大胡红 千层台阁 桃红色 ９７５ ９８ １４５

６ 岛锦 蔷薇 红白复色 ９７３ １２６ １０１

７ 海黄 蔷薇 黄色 ９７６ １０３ １０８

８ 腰带红 蔷薇 红色 ９４６ １０１ ８８

表５　试验品种综合评价

序号 品种名称 生长势／分 抗病性／分 观花效果／分 植株形态／分 综合／分 定级

１ 鲁荷红 ２１９ ２２６ １８８ ２１６ ８４９ 好

２ 紫二乔 １９４ ２０４ １９３ １９７ ７８８ 较好

３ 乌龙捧盛 ２０４ １９８ ２０１ ２０８ ８１１ 好

４ 卷叶红 １６８ １８３ ２２２ １９３ ７６６ 较好

５ 大胡红 １８４ １８９ ２１３ １８８ ７７４ 较好

６ 岛锦 ２２１ ２１３ １９７ ２０５ ８３６ 好

７ 海黄 １８５ １９４ １８１ １６６ ７２６ 较好

８ 腰带红 １５３ １８８ １５９ １３８ ６３８ 中

３　小结与讨论

牡丹催花过程与外界环境因子密切相关．对于
外界环境因子而言，温度是影响牡丹开花的主导因

子，积温的多少直接影响催花时间长短，催花期间

只有将温度控制在适宜的范围内，才能保证牡丹春

节开花、成花．此外，优质花苗的选择和科学合理
的肥水管理，以及采用抹芽摘叶、激素涂抹，对开

花、成花能够起到一定辅助作用．

本试验结果表明，春节前在昆明地区进行牡丹

催花，有利于牡丹生长的适宜温度为：白天１４～
１８℃，不高于２０℃；夜晚１０～１２℃，不低于８℃．
此外，根据春节是什么时间，催花牡丹上盆时间最

早控制在阴历十一月初十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６日），
最迟不晚于阴历十一月二十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２６
日）．上盆后视花蕾的形成情况，可通过适当调节
温度来调控牡丹在春节前后的盛花期．试验还表
明，在合理控制温度的前提下，各品种开花花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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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色表现正常．其中鲁荷红、卷叶红、腰带红为良
好的早花品种，而大胡红和岛锦是良好的晚花品

种．鲁荷红通过摘叶处理，成花率为 ９９０％，平
均花径为１３２ｃｍ，表现很好；紫二乔通过激素处
理在成花率为９７８％表现良好；大胡红通过激素
和摘叶处理可保证较高的成花率，为 ９７５％．不
进行激素和摘叶处理的 ５个品种中，在成花率方
面：乌龙捧盛为９６９％、岛锦为９７３％、海黄为
９７６％，表现良好；在平均花径方面，卷叶红为
１２９ｃｍ表现较好．腰带红只依靠温度控制，因此
在植株形态、生长势、观花效果表现一般．

黄丽春［７］研究表明，鲁荷红、乌龙捧盛、岛

锦、紫二乔、大胡红、卷叶红、海黄７个试验品种
中，鲁菏红、乌龙捧盛、岛锦适合南方冬季催花；

欧振飞等［８］研究表明，紫二乔、卷叶红在南宁冬

季催花表现较好；石东扬等［９］研究表明，大胡红

在柳州冬季催花表现较好．因此，除海黄外其余６
个供试品种在南方冬季催花，开花表现已得到许多

研究者的认可．
本试验使用的催花方法在昆明地区尚属首次．

以鲁荷红、乌龙捧盛、岛锦、紫二乔的平均花径试

验数据为例，同为南方地区，黄丽春［７］在南方普

通温室地栽牡丹催花研究显示，平均花径排序为：

岛锦Φ（１２３ｃｍ）＞紫二乔 Φ（１１６ｃｍ）＞乌龙捧
盛Φ（１１３ｃｍ）＞Φ鲁荷红（１０９ｃｍ）；而本试验平
均花径排序依次为：鲁荷红 Φ（１３２ｃｍ）＞岛锦
Φ（１２６ｃｍ）＞乌龙捧盛 Φ（１１５ｃｍ）＞紫二乔
Φ（１１４ｃｍ）．推测原因是因催花温室不同，导致
温度、湿度等因子的精确调控存在差异，因此相同

品种牡丹催花效果表现也有较大不同．
本试验催花技术主要优点是使用全程温度控制

和前期抹芽、摘叶进行供试牡丹品种的催花，鲁荷

红、乌龙捧盛、岛锦、紫二乔、大胡红、卷叶红、

海黄等７个供试品种均可通过催花管控实现春节前
夕开花上市，并广泛应用于公园举办春节牡丹花

展．在后续研究中，还将进一步探讨腰带红及其他
牡丹品种的催花管控技术，以丰富昆明地区牡丹催

花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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