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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育苗过程中的外源激素应用效果评价

朱玉翠
曲阜市吴村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Ǔ山东Ǔ济宁Ǔ273110

摘Ȟ要：林业育苗中，外源激素的精准应用成为提升苗木质量的关键。生长素、赤霉素、细胞分裂素等激素通过

调控细胞分裂、伸长及代谢活动，显著促进根系生长、提高生长速度、优化形态结构，并增强苗木抗逆性。这些调控

措施不仅加速了苗木生长周期，还提高了造林成活率和生态效益，为林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此外，合理使

用激素还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确保苗木健康生长，进一步提升林业生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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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林业育苗作为森林培育的首要环节，对林业生产具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育苗方法虽有一定成效，但面

对现代林业发展的需求，其局限性日益凸显。外源激素

的引入，为林业育苗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通过科学合

理地运用外源激素，可以实现对苗木生长的精准调控，

提升苗木质量，加速生长周期，优化形态结构，增强抗

逆性，为林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林业育苗与外源激素基础理论

林业育苗作为森林培育的首要环节，其重要性不言

而喻。它是森林资源再生产的关键步骤，更是实现林业

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在林业育苗过程中，科学合理地

运用外源激素，已成为提升苗木质量、加速生长周期、

优化形态结构的重要手段。外源激素，作为一类与植物

内源激素具有相似生理效应的化学物质，主要通过人工

合成获得。它们模拟或增强植物内源激素的功能，调控

植物的生长发育过程。在林业育苗中，外源激素的应用

主要基于其对植物细胞分裂、伸长、分化以及代谢活动

的显著影响。外源激素通过调节植物体内的生理生化过

程，实现对苗木生长的精准调控。如生长素类激素能够

促进细胞伸长，加速根系发育，提高苗木对水分和养分

的吸收能力；赤霉素则主要促进茎的伸长和叶片面积的

扩大，有助于增加苗木的光合作用效率；细胞分裂素则

通过促进细胞分裂，增加苗木的分枝数和叶片数量，提

高苗木的生物量和观赏价值，外源激素在林业育苗中的

应用还体现在对苗木抗逆性的提升上。在干旱、高温、

低温等逆境条件下，喷施适量的外源激素可以帮助苗木

保持水分平衡，提高抗旱、抗寒能力，增强其对恶劣环

境的适应能力。

2��外源激素的种类与作用机制

2.1  生长素

在林业育苗过程中，生长素作为一种关键的外源激

素，在植物生长发育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生

长素的核心功能在于对细胞伸长与分裂的有效促进。从

细胞层面来看，它能激活质子-ATP酶，促使质子向细
胞外运输，酸化细胞壁环境，导致细胞壁松弛，为细胞

的扩张提供可能，实现细胞的伸长。在细胞分裂方面，

生长素可诱导相关基因的表达，促使细胞周期蛋白依赖

性激酶等关键酶的合成，推动细胞顺利进入分裂周期，

增加细胞数量。在林业育苗实践中，合理利用生长素的

特性可提升苗木的生长质量。在根系发育方面，当以适

宜浓度的生长素进行喷施处理时，其效果尤为显著。生

长素能特异性地在根尖分生组织等区域积累，通过调控

根细胞的极性运输和局部合成，刺激根原基的形成与分

化，加速根系的生长与发育。发育良好的根系能够极大

地增强苗木对水分和养分的摄取能力。如在干旱或贫瘠

的土壤环境中，经生长素处理的苗木，其根系能够更深

入地扎根于土壤中，更高效地吸收土壤深处的水分以及

氮、磷、钾等关键养分，为苗木地上部分的生长提供充

足的物质与能量支持，促进苗木茎干的粗壮生长与枝叶

的繁茂发育，最终提升苗木的整体质量与抗逆性能，在

林业育苗工作中展现出重要的应用价值与潜力。

2.2  赤霉素
赤霉素，作为一类关键的植物激素，其在林业育苗

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主要功效在于促进茎

的伸长以及诱导植物开花，这一特性使得赤霉素成为

加速苗木生长、提升株高不可或缺的工具。在育苗实践

中，赤霉素的应用展现出了其对植物生长发育的强大调

控力。通过精准施用，赤霉素能激发植物细胞的分裂与

伸长活性，推动茎部迅速生长，使苗木在较短时间内达

到理想的生长状态。这一作用机制提高了苗木的生长效

率，还优化了其形态结构，为后续的造林工作奠定了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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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基础，赤霉素在打破种子休眠、促进种子萌发方面

同样表现出色。它有效激活种子内部的生理机制，加速

胚根突破种皮或果皮的过程，使种子在更短的时间内完

成萌发，进入正常的生长发育阶段。这一特性对于缩短

育苗周期、提高种子利用率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

是，赤霉素的应用效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施用浓

度、施用时间以及植物种类等。因此林业育苗过程中，

应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赤霉素施用方案，以确

保其发挥最佳效果。

2.3  细胞分裂素
细胞分裂素在林业育苗的生理过程中占据着极为关

键的地位，对苗木的生长发育发挥着独特且重要的作

用。其最为核心的功能在于有力地驱动细胞分裂进程。

在植物细胞周期的调控中，细胞分裂素与细胞周期蛋白

依赖性激酶（CDK）紧密协作，能降低CDK抑制因子
的活性，激活CDK复合物，促使细胞顺利地从一个阶段
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实现高效的细胞分裂。这种促进作

用在植物的分生组织区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如茎尖分生

组织和侧芽分生组织等部位。在林业育苗的实际应用场

景中，细胞分裂素所产生的效果意义深远。它积极地促

进侧芽的生长与发育，有效地打破了顶端优势的限制。

在未施加细胞分裂素时，苗木的顶端会产生大量的生长

素，生长素向下运输会抑制侧芽的生长，导致苗木的分

枝数量有限。而细胞分裂素的介入改变了这一局面，它

使侧芽的生长得到释放，促使侧芽快速萌发生长，进而

增加苗木的分枝数量。随着分枝数的增多，苗木的叶片

面积也会相应地大幅增加。叶片作为光合作用的主要场

所，其面积的增加为光合作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

多的反应位点。多叶片提升光能吸收与二氧化碳同化

量，增强光合作用效率，促进苗木合成更多有机物，为

生长发育提供充足能量与物质，对林业育苗工作至关重

要，有力推动苗木茁壮成长与健康发育[1]。

2.4  乙烯
（1）乙烯主要表现出对茎伸长的抑制作用。这一特

性使得乙烯在调控植物形态结构方面具有重要价值。通

过精确调控乙烯的含量，有效控制茎部细胞的伸长速

度，实现对植物高度的精准调控。在林业育苗过程中，

这一特性被广泛应用于调控苗木形态，使苗木呈现出更

加紧凑、美观的生长状态，提升了观赏价值。（2）乙
烯在促进果实成熟和衰老方面同样发挥着关键作用。乙

烯能触发果实内部的生化反应，加速果实的成熟过程，

同时促进果实的衰老和脱落。这一特性在果实采收后处

理和贮藏保鲜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林业育苗过

程中，乙烯的这一作用机制主要被用于调控苗木的生长

节奏，确保苗木在适宜的时机进入休眠状态，为后续的

造林工作提供优质的苗木资源。（3）乙烯在林业育苗
中的应用效果还体现在其对苗木抗逆性的提升上。通过

适量施用乙烯，激发苗木内部的生理机制，提高其对干

旱、高温等逆境条件的适应能力。这一特性使得乙烯在

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林业育苗过程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

景。总的来说，乙烯作为外源激素的一种，在林业育苗

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应用价值。其抑制茎伸长、促进果实

成熟和衰老以及提升苗木抗逆性的功能，为林业生产的

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3��外源激素在林业育苗中的应用效果

3.1  促进根系生长
（1）生长素作为调控植物生长发育的重要激素，对

根系的促进作用尤为突出。通过喷施适宜浓度的生长

素，可以有效刺激根细胞的伸长生长，从而增加根系的

长度。与此同时，生长素还能促进根毛的形成与发育，

增加根毛数量，提升了根系对土壤水分与养分的吸收效

率。（2）赤霉素在促进根系生长方面同样扮演着重要
角色。与生长素不同，赤霉素主要通过促进细胞分裂与

伸长来影响根系的发育。在喷施赤霉素后，根系细胞分

裂速度加快，细胞伸长程度增加，导致根系粗度增大，

侧根数量增多。这些变化增强了根系的稳定性与支撑能

力，还拓宽了根系吸收水分与养分的范围。（3）生长素
与赤霉素的协同作用，使得苗木根系在形态与功能上均

得到了明显提升。这一变化为苗木的快速生长提供了充

足的养分与水分支持，还为其在造林后的适应与生长奠

定了坚实基础。因此，在林业育苗过程中，合理利用外

源激素促进根系生长，已成为提高苗木质量与造林成活

率的重要手段。

3.2  提高苗木生长速度
在林业育苗工作里，苗木生长速度的提升对造林成

效起着决定性作用，直接关联着造林成活率以及后续林

木的生长质量。而外源激素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推动角

色，以赤霉素和细胞分裂素为典型代表。赤霉素对苗木

生长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茎的伸长和叶片发育方面。

它能够激活植物体内的信号传导通路，促使细胞壁松弛

相关基因的表达上调，削弱细胞壁对细胞伸长的限制，

使得茎部细胞得以纵向伸长，显著增加苗木的高度；赤

霉素还能刺激叶片细胞的扩张与分裂，有效扩大叶片面

积。更大的叶片面积意味着更高效的光合作用，苗木能

够捕获更多光能，固定更多二氧化碳，合成更多的碳水

化合物，为自身生长提供充足的能量和物质基础。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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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素精准调控细胞周期蛋白活性，加速茎尖、根尖等

区域细胞分裂，增加细胞数量，并打破顶端优势，刺激

侧芽生长，使分枝与叶片数量增多，扩大光合面积，提

升光合产能。与赤霉素协同作用，促进苗木生物量积

累，增强抗逆性，为林业提供高质量、强适应力苗木，

推动生态建设与产业可持续发展[2]。

3.3  调控苗木形态
（1）乙烯作为重要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其在调控苗

木形态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乙烯主要通过抑制茎的伸长

生长，减缓细胞伸长速度，使苗木整体呈现出更加紧

凑、密集的生长状态。这种形态上的调控提升了苗木的

观赏价值，还有助于增强其对风、雨等自然因素的抵抗

能力，为造林后的稳定生长奠定基础。（2）多效唑作为
另一种高效植物生长延缓剂，在调控苗木形态方面同样

表现出色。多效唑主要通过抑制茎杆伸长，同时促进分

蘖与侧枝的生长，使苗木整体结构更加健壮、丰满。这

一特性优化了苗木的形态结构，还提高了其光合作用效

率和养分吸收能力，为苗木的快速生长与优质发育提供

了有力保障。（3）乙烯与多效唑的协同作用，使得在
林业育苗过程中能够更加灵活地调控苗木形态，满足不

同造林需求与观赏标准。精准施用这些外源激素，提升

了苗木的观赏价值，更明显提高了造林成活率与生态效

益，为林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乙烯与

多效唑的结合使用还优化了苗木的根系结构，增强了其

对逆境的适应能力。科学调控苗木的生长速度和形态，

育苗周期得以缩短，苗木质量显著提升。这种创新技术

的应用，降低了造林成本，还为林业资源的高效利用开

辟了新途径，推动了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进程[3]。

3.4  提高苗木抗逆性
面对干旱、高温、低温等逆境条件，苗木的生长与

发育面临严峻挑战。为提升苗木在这些恶劣环境下的生

存能力，喷施适量的外源激素，如脱落酸，已成为林

业育苗中的重要策略。脱落酸作为一种关键的植物生长

调节物质，能够影响苗木的水分平衡与抗逆性。在逆境

条件下，喷施适量脱落酸可帮助苗木减少水分散失，维

持细胞膨压，提高其抗旱、抗寒能力。这一作用机制增

强了苗木在极端环境下的生存潜力，还为其后续的正常

生长发育提供了有力保障。此外，脱落酸等激素还能诱

导苗木体内产生抗逆性相关蛋白。这些蛋白在逆境条件

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能保护细胞结构免受损

伤，增强苗木对逆境的适应与抵御能力。这一变化提升

了苗木在恶劣环境下的成活率，更为造林工作提供了更

加可靠、健壮的苗木资源。总的来说，喷施适量外源激

素，如脱落酸，已成为林业育苗中提高苗木抗逆性、确

保造林成活率的有效手段。这一策略的应用，为林业生

产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外源激素在林业育苗中的应用效果显

著，已成为提升苗木质量、加速生长周期、优化形态结

构及增强抗逆性的重要手段。随着林业科技的不断发

展，外源激素的种类与作用机制将进一步完善，其在林

业育苗中的应用也将更加广泛和深入。未来，林业育苗

将更加注重外源激素的科学运用，以实现苗木生长的最

优化，为林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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