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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补光对黄瓜幼苗形态的调节与补光方式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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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农业大学江苏省现代设施农业技术与装备工程实验室，南京 ２１００３１）

摘要：为确定光质夜间延时补光对不同生长阶段黄瓜幼苗形态的影响，制定黄瓜育苗夜间延时补光模式，对 ＬＥＤ

夜间延时补光对黄瓜幼苗形态发育的影响进行了试验研究。选取“津春四号”黄瓜为试材，以下胚轴长、子叶面积、

茎粗、叶面积、节长、干物质量、叶绿素含量以及壮苗指数为指标，研究使用红光（Ｒ，６３０ｎｍ）和红蓝混合光（ＲＢ，

６３０ｎｍ∶６６０ｎｍ＝８∶２）两种 ＬＥＤ光源夜间延时补光 ４ｈ对不同生长阶段黄瓜幼苗形态的影响，利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曲线对

叶面积增长速率进行拟合。结果表明：子叶期红光延时补光幼苗子叶面积和茎粗最大，分别比对照组提高了

６１６０％和１９５５％；一叶期红光延时补光幼苗叶面积和茎粗最大，分别比对照组提高了２５１１％和１４７２％；成苗期

红蓝光延时补光幼苗叶面积、茎粗、干物质量、叶绿素含量和壮苗指数最大，分别比对照组提高了 ４１９２％、

１７７５％、４５４５％、２１９２％、２００００％。利用红光夜间延时补光能够促进前期（子叶期和一叶期）黄瓜幼苗的生长，

红蓝混合光夜间延时补光可促进后期（二叶期至成苗期）黄瓜幼苗的生长、提高幼苗壮苗指数。

关键词：黄瓜　壮苗指数　夜间补光　光形态　光形态调控

中图分类号：Ｓ６２５５＋１；Ｓ６４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４）０６０２９６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 １２ ０９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 ０２ １３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８６３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１２ＡＡ１０１９０４）和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ＣＸＺＺ１２ ０２７２）
作者简介：申宝营，博士生，主要从事农业生物环境模拟与控制研究，Ｅｍａｉｌ：ｓｈｅｎｂｙ８８９＠ｆｏｘｍａｉｌ．ｃｏｍ
通讯作者：丁为民，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业生物环境控制与模拟研究，Ｅｍａｉｌ：ｗｍｄｉｎｇ＠ｎｊａｕ．ｅｄｕ．ｃｎ

　　引言

光照是植物生命密不可分的环境因子之一，不

但为植物光合作用提供能量源，同时也作为信号源

调节形态建成和控制生长过程
［１－２］

。设施种植中光

环境对蔬菜的生长有着重要影响，调节好光环境是

实现蔬菜优质高产的首要条件
［３］
。育苗是蔬菜栽

培中的重要环节，由于幼苗的形态建成是一个不可

逆的过程，其质量直接影响蔬菜生长、花芽分化以及

果实发育，最终影响产量和品质
［４］
。

现代农业的大力发展使得蔬菜育苗向着规模化

集中育苗的方向发展
［５］
。在工厂化育苗条件下，由

于高温、弱光等不良天气条件以及环境调控不当等

因素会造成蔬菜幼苗生长不良、徒长和品质下

降
［６］
。而徒长苗会造成黄瓜前期产量的减少，并影

响果实产量和品质
［７］
。利用光形态调控技术培育

壮苗是一项节能环保、经济有效且简便易行的方

法
［８］
。补光可以提高作物光合作用速率，增加叶面

积，提高幼苗壮苗指数，改善幼苗质量
［９］
。补光光

强、补光光质以及补光时长都会对黄瓜幼苗质量起

到调控的作用
［１０－１１］

。补光光强主要通过影响光合

的方式调控幼苗质量，而光质和光照时长则主要以

光形态的方式调控幼苗质量。光质对蔬菜幼苗的叶

面积扩展、干物质积累、茎粗增长、叶绿素含量以及

壮苗指数都存在影响
［１２－１３］

，光照时长对幼苗的生长

也存在影响
［１４］
。有报道指出红光

［１５－１６］
、红蓝混合

光
［１７－２２］

以及夜间延时补光
［１４，２３－２４］

对蔬菜幼苗的生

长发育、茎的伸长、叶面积的扩展、色素含量、壮苗指

数、根系生长、光合速率等均有影响。黄瓜苗期可以

分为发芽期、子叶期、一叶期和成苗期等几个生长阶

段
［２５］
，光照对蔬菜幼苗不同生长阶段的生长发育的

影响存在差异，苗期弱光条件导致番茄幼苗徒长、可

溶性糖和可溶性蛋白下降、坐果率增加，而开花坐果

期弱光使 ＰＯＤ酶活性和可溶性蛋白含量增加、坐果
率下降

［２６］
；不同叶龄的叶片光合速率会有差异

［１４］
，

不同生长阶段使用红光或红蓝混合光可改变生菜生

长速度和花青素含量
［２７］
，紫外线 ＵＶＢ对不同苗龄

黄瓜幼苗代谢物含量的影响差异显著
［２８］
。而利用

红光和红蓝混合光进行夜间延时补光调节黄瓜幼苗

不同生长阶段形态、调控幼苗徒长的报道较少。为

此，本文利用红光和红蓝混合光 ＬＥＤ光源对黄瓜幼
苗进行夜间延时补光，研究红光和红蓝混合光对不

同生长阶段黄瓜幼苗形态的影响，探讨夜间补光对

幼苗徒长的调控作用，以寻找一种有利于培育壮苗



的光形态调节模式。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以津春４号黄瓜为试材，育苗基质为腐熟牛粪∶

珍珠岩∶蛭石 ＝２∶１∶１的混合基质。试验装置为长
１２００ｍｍ、宽６００ｍｍ、高１２００ｍｍ的钢架，光源设于
顶部，整个装置用遮光布遮盖，不同光源间悬挂遮光

板，以避免外界光源和不同光源间的影响。

试验光源为 ＬＥＤ植物生长灯，购于深圳联邦重
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每盏灯由 ２２５个超高亮度红
色（波长６３０ｎｍ）或蓝色（波长 ４６０ｎｍ）灯珠组成，
光照面积为 ３００ｍｍ×３００ｍｍ。试验 １选取红光
（Ｒ）、红蓝混合光（７Ｒ３Ｂ、８Ｒ２Ｂ、９Ｒ１Ｂ）和蓝光（Ｂ）５种
ＬＥＤ光源，试验２选取Ｒ和红蓝混合光（８Ｒ２Ｂ，光强
比 Ｒ∶Ｂ＝８∶２）２种 ＬＥＤ光源。调整光源高度使各
处理幼苗接收的光照强度均为 ３５μｍｏｌ／（ｍ２·ｓ），使
用 ＧＬＺ—Ｃ型光量子计（浙江托普有限公司）测量
光照强度。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１、２分别于 ２０１２年 ４月—６月和 ２０１２年

１０月—１１月在南京农业大学工学院试验用 Ｖｅｎｌｏ
型玻璃温室中进行。试验 １设对照组（ＣＫ）和 Ｒ、
７Ｒ３Ｂ、８Ｒ２Ｂ、９Ｒ１Ｂ、Ｂ补光各４ｈ共６个处理；试验２设
对照组（ＣＫ）和 Ｒ、８Ｒ２Ｂ各补光 ４ｈ共 ３个处理，每
处理３次重复，每重复１５株幼苗。

黄瓜分别在４月 ２８日和 １０月 １４日播种于育
苗钵中（上口径 ７０ｍｍ、高 １００ｍｍ），子叶展平后
（５月１３日和１０月 ２０日）开始处理，浇灌 Ｈｏａｇｌａｎｄ
营养液对幼苗进行培养，待幼苗全部长至 ３叶 １心
时（６月４日和１１月１９日）结束处理。试验期间白
天（７：００－１９：００）将幼苗放在温室内培养，晚上移
入试验装置中进行 ４ｈ（１９：００－２３：００）补光处理，

ＣＫ幼苗不作补光处理，其他与处理组相同。
１３　测试指标与方法

在子叶期测定下胚轴长、子叶面积和茎粗；分别

于一叶期（一叶一心）、二叶期（二叶一心）、成苗期

（所有幼苗三叶一心时）测定子叶面积和茎粗；处理

结束后测定幼苗根、茎、叶干鲜质量和叶片叶绿素含

量。每处理随机选取 ６株幼苗，用直尺测量下胚轴
长度、节间长度、株高、子叶长和宽以及真叶长和宽，

用游标卡尺测茎粗，用电子天平称量根、茎、叶干鲜

质量，使用 ８０％丙酮浸取法［２９］
测定叶绿素含量，

３次重复。子叶面积和叶面积分别按长宽法进行计
算：子叶面积等于 ００５１的子叶长乘子叶宽，总叶面
积等于０７４５单叶长乘单叶宽之和；壮苗指数依张
振贤等

［３０］
的方法计算：壮苗指数等于茎粗和株高之

商乘以全株干质量，根冠比等于地下部干质量与地

上部干质量之比；根（茎、叶）分配率等于根（茎、叶）

干质量与全株干质量之比。

１４　数据统计与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与作图，

利用 ＳＰＳ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０软件和 Ｍａｔｌａｂ２０１０ａ统计
工具箱对数据进行显著性分析，采用 ＴｕｋｅｙＨＳＤ方
法进行多重比较（α＝００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夜间延时补光光质选择
试验１不同光质 ＬＥＤ光源夜间延时补光对黄

瓜幼苗形态发育的影响如表１所示。不同光质夜间
延时补光均能显著缩短幼苗下胚轴长度，红蓝混合

光和红光延时补光均能够促进幼苗茎粗的增加，而

蓝光夜间延时补光的黄瓜幼苗茎粗、苗高、叶面积、

全株干质量、叶绿素含量以及壮苗指数都和对照组

无显著差异。红蓝混合光中以 ８Ｒ２Ｂ补光对黄瓜幼
苗形态调控的效果最为显著。

表 １　不同光质补光对黄瓜幼苗形态指标的影响

Ｔａｂ．１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ｕｃｕｍｂｅｒ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ａｔｙｏｕｎｇｐｌａｎｔｓｔａｇｅｕｎｄｅｒＬＥＤｎｉｇｈｔ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处理 下胚轴长／ｃｍ 茎粗／ｍｍ 苗高／ｃｍ 全株干质量／ｇ 叶绿素含量／（ｍｇ·ｇ－１） 壮苗指数

７Ｒ３Ｂ ６４３±０４４ｃ ３２７±０２ａｂ １２１０±０１４ｃ ０４９±０１０ｂｃ １８３±００５ｃ ０１４±００４ｂ

８Ｒ２Ｂ ５２４±０３１ａ ４０３±０１３ｃ ９４４±０５０ａ ０５２±０１２ｃ ２０３±０１６ｄ ０２１±００６ｃ

９Ｒ１Ｂ ５７８±０２８ａｂ ３５５±０２１ｂｃ １０８２±０３１ｂ ０３６±００５ａｂ １６７±００４ａｂ ０１２±００２ａｂ

Ｒ ５６８±０２３ａｂ ３４８±０４７ｂｃ １１００±０８１ｂ ０４３±００４ｂｃ １７１±００６ａｂｃ ０１４±００１ｂ

Ｂ ６０４±０１２ｂｃ ２８７±０２５ａ １０８４±０００ｂ ０２６±００４ａ １５６±００７ａ ００７±００２ａ

ＣＫ ７００±０３２ｄ ２８３±０３８ａ １１５８±０８８ｂｃ ０３６±００８ａｂ １７３±００１ｂｃ ００９±００３ａ

　　注：表中数据为同一处理的均值 ±标准误差；同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下的差异显著。下同。

　　红光、蓝光以及红蓝混合光对黄瓜幼苗叶面积
增长的调节如图１所示。蓝光夜间延时补光对黄瓜
幼苗叶面积增长的影响与 ＣＫ无差异，而红光和红

蓝混合光对黄瓜幼苗叶面积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大

于对照和蓝光补光，且红光延时补光在黄瓜幼苗生

长前期对叶面积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大，而红蓝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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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不同光质夜间延时补光下黄瓜幼

苗叶面积生长变化

Ｆｉｇ．１　Ｌｅａｆａｒｅａｏｆｃｕｃｕｍｂｅｒ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ｕｎｄｅｒＬＥＤｎｉｇｈｔ

ｌｉｇｈｔｉｎｇ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ｉｇｈｔｑｕａｌｉｔｙ
　
光在幼苗生长后期对叶面积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大。

由表１和图１可知，蓝光夜间延时补光对黄瓜幼苗
形态生长发育的影响与对照无显著差异，而红蓝混

合光中以 ８Ｒ２Ｂ调节效果显著，因此在试验 ２中选
取 Ｒ、８Ｒ２Ｂ两种 ＬＥＤ光质作为夜间延时补光光源。

２２　夜间延时补光对子叶期幼苗形态的影响

子叶期下胚轴长度、茎粗和子叶面积是反映幼

苗表观生长状况的指标，Ｒ和 ８Ｒ２Ｂ光质夜间延时
补光对黄瓜幼苗子叶期形态的影响见表 ２。由表 ２
可以看出，Ｒ和 ８Ｒ２Ｂ补光的子叶期下胚轴长度分
别比 ＣＫ缩短了 ２７６９％和 ３５００％，Ｒ补光下子叶
　　

期茎粗和子叶面积分别比对照增加了 １９５５％和
６１６０％，差异均达到了显著水平（Ｐ＜００５）；８Ｒ２Ｂ
补光对子叶期茎粗和子叶面积的影响和 ＣＫ无显著
差异。子叶期 Ｒ或８Ｒ２Ｂ延时补光均可缩短下胚轴
长度、抑制幼苗徒长，Ｒ延时补光可增大子叶面积、
促进幼苗生长。

表 ２　ＬＥＤ延时补光子叶期黄瓜幼苗形态

Ｔａｂ．２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ｕｃｕｍｂｅｒ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ａｔｃｏｔｙｌｅｄｏｎ

ｓｔａｇｅｕｎｄｅｒＬＥＤｎｉｇｈｔ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处理 下胚轴长／ｃｍ 茎粗／ｍｍ 子叶面积／ｃｍ２

８Ｒ２Ｂ ５０７±００４ａ １８４±０１０ａ ２７４±０５９ａ

Ｒ ５６４±０１９ｂ ２１４±０２１ｂ ４２５±０７０ｂ

ＣＫ ７８０±０３０ｃ １７９±０３０ａ ２６３±０５７ａ

２３　夜间延时补光对一叶期幼苗形态的影响
幼苗一叶期叶面积和茎粗反映了幼苗在这一时

期的生长状态和健壮程度。Ｒ和 ８Ｒ２Ｂ光质夜间延
时补光对幼苗一叶期形态的影响见表 ３。由表 ３可
以看出 Ｒ延时补光下４ｄ、６ｄ、１０ｄ叶龄幼苗叶面积
和茎粗分别比 ＣＫ高 １７７５％、１５１８％、２５１１％和
１９５５％、１７２２％、１４７２％，其差异均达到了显著水
平（Ｐ＜００５）；８Ｒ２Ｂ补光对一叶期各叶龄形态的影
响和对照无显著差异。Ｒ补光对一叶期叶面积的影
响存在长期效应而对茎粗影响的短期效应明显。

表 ３　夜间延时补光下不同叶龄一叶期幼苗叶面积和茎粗

Ｔａｂ．３　Ｌｅａｆａｒｅａａｎｄｓｔｅｍ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ａｆａｇｅｃｕｃｕｍｂｅｒ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ａｔｏｎｅｌｅａｆｓｔａｇｅｕｎｄｅｒＬＥＤｎｉｇｈｔ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处理
叶面积／ｃｍ２ 茎粗／ｍｍ

４ｄ叶龄 ６ｄ叶龄 １０ｄ叶龄 ４ｄ叶龄 ６ｄ叶龄 １０ｄ叶龄

８Ｒ２Ｂ １３５２±１４７ａ ２０２３±１２０ａ ２５７７±２８６ａ １８４±０１０ａ ２１３±０１４ａ ２２６±０１３ａ

Ｒ １６２３±２１５ａ ２５７２±５２５ｂ ３３０８±６１３ｂ ２１４±０２１ｂ ２４５±０２８ｂ ２６５±０２９ｂ

ＣＫ １４６８±２５６ａ ２２３３±３５６ａｂ ２６４４±３３２ａ １７９±０３０ａ ２０９±０１６ａ ２３１±０１５ａ

２４　夜间延时补光对成苗期幼苗形态的影响
成苗期的形态指标能够表观此时期幼苗的质

量，色素含量能够体现幼苗的光合能力。Ｒ和 ８Ｒ２Ｂ
夜间延时补光对幼苗成苗期生长发育的影响见表

４。由表４可以看出，Ｒ和 ８Ｒ２Ｂ延时补光对成苗期
幼苗茎粗、总叶面积、干重、叶绿素含量、壮苗指数分

别比 ＣＫ高 １１８３％、１１８８％、１４５５％、１１６４％、
８７５０％ 和 １７７５％、４１９２％、４５４５％、２１９２％、
２００００％，差异均达到了显著水平（Ｐ＜００５）；Ｒ和
８Ｒ２Ｂ补 光 节 长 分 别 比 ＣＫ缩 短 了 １０４４％ 和
２５８２％。Ｒ补光成苗期第 １片真叶面积比 ＣＫ大
３５２８％，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８Ｒ２Ｂ补光下成苗期
第２、３片真叶分别比 ＣＫ大１３９５％和１０２０５％，差
异显著（Ｐ＜００５）；且 ８Ｒ２Ｂ补光下幼苗叶片数为
４片而 ＣＫ为 ３片；Ｒ补光下第 ２、３片真叶面积和
ＣＫ无显著差异。

根、茎、叶干物质分配率体现了夜间补光对幼苗

干物质分配的影响，根冠比反映了植物地下部分与

地上部分的相关性。Ｒ和 ８Ｒ２Ｂ夜间延时补光对黄
瓜幼苗干物质分配的影响见表 ５。由表 ５可以看
出，夜间延时补光对根分配率的影响差异不显著，

８Ｒ２Ｂ补光下茎分配率比 ＣＫ小 １１４５％，叶分配率
比 ＣＫ大８３２％，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而 Ｒ补光下
茎分配率和页分配率与 ＣＫ差异不显著。
２５　夜间延时补光黄瓜幼苗叶面积和茎粗生长变

化

叶面积和茎粗的生长变化可以反映出 ＬＥＤ夜
间补光对黄瓜幼苗生长的影响，夜间延时补光下黄

瓜幼苗叶面积和茎粗的变化见图 ２。由图 ２可以看
出，Ｒ延时补光可增大幼苗第 １片真叶叶面积，１０ｄ
叶龄前 Ｒ和８Ｒ２Ｂ夜间延时补光对第２片真叶的生
长无显著影响，而 １０ｄ叶龄后 ８Ｒ２Ｂ夜间可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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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ＬＥＤ延时补光对黄瓜幼苗形态的影响

Ｔａｂ．４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ｕｃｕｍｂｅｒ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ａｔｙｏｕｎｇｐｌａｎｔｓｔａｇｅｕｎｄｅｒＬＥＤｎｉｇｈｔ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处理
茎粗

／ｍｍ

节长

／ｃｍ

干质量

／ｇ

叶绿素含量

／（ｍｇ·ｇ－１）

壮苗

指数

总叶

面积／ｃｍ２
第 １叶

面积／ｃｍ２
第 ２叶

面积／ｃｍ２
第 ３叶

面积／ｃｍ２
第 ４叶

面积／ｃｍ２

８Ｒ２Ｂ ３９８±０２７ｂ ２７０±０２９ｃ ０８０±００３ｃ １７８±００２ｃ ０４８±００５ｃ １５５３６±１８２５ｂ ２８１１±２５２ａ ６５３４±７８７ｂ ４６２３±５８９ｂ １５６８±３５５

Ｒ ３７８±０２２ｂ ３２６±０２５ｂ ０６３±００２ｂ １６３±００９ｂ ０３０±０４０ｂ １２２４８±３１２４ａ ３９５７±７３５ｂ ５３６８±４４０ａ ２４１２±２４７ａ ５１１

ＣＫ ３３８±０２３ａ ３６４±０２４ａ ０４５±００３ａ １４６±００２ａ ０１６±０３９ａ １０９４７±１８３２ａ ２９２５±３１０ａ ５７３４±７２３ａ ２２８８±６８２ａ —

　　注：在调查样本中未全部出现第 ４片真叶，“—”表示植株未长出第 ４片真叶。

表 ５　夜间延时补光对黄瓜幼苗干物质分配率的影响

Ｔａｂ．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ｎｉｇｈｔｌｉｇｈｔｉｎｇｏｎ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ｏｆｃｕｃｕｍｂｅｒ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处理 根分配率／％ 茎分配率／％ 叶分配率／％ 根冠比

８Ｒ２Ｂ １１５８ａ ２７３７ａ ６１０５ｂ ０１３ａ

Ｒ １１８４ａ ３０２７ｂ ５７８９ａ ０１３ａ

ＣＫ １２７３ａ ３０９１ｂ ５６３６ａ ０１５ａ

第２片真叶叶面积。总叶面积和茎粗在 ２０ｄ叶龄
前以 Ｒ延时补光下最大，２０ｄ叶龄之后以 ８Ｒ２Ｂ延
时补光为最大。Ｒ和８Ｒ２Ｂ夜间延时补光对幼苗生
长的影响在不同生长时期存在差异。

２６　夜间延时补光对黄瓜幼苗叶面积增长的影响
植物生长曲线和生长速率曲线是对植物总体生

长的描述，反映了植物在某特定时刻下的生长状态。

利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曲线对夜间延时补光下黄瓜幼苗叶面
积增长曲线（式 １）进行分析，分别可得到不同光质
延时补光调控黄瓜幼苗叶片面积生长曲线，并可求

出其生长速率曲线（式２）。叶面积变化曲线拟合参
数见表６。

Ａ＝
Ａ０

１＋ｅｘｐ（－ｋ（ｔ－ｔｍ））
（１）

ｄＡ
ｄｔ
＝
Ａ０ｋｅｘｐ（－ｋ（ｔ－ｔｍ））
［１＋ｅｘｐ（－ｋ（ｔ－ｔｍ））］

２ （２）

式中　Ａ———叶面积，ｃｍ２　　ｔ———叶龄，ｄ
ｄＡ／ｄｔ———增长速率，ｃｍ２／ｄ
Ａ０———生长潜力，ｃｍ

２

ｋ———生长系数
ｔｍ———最大生长速率时的叶龄，ｄ

图 ２　夜间延时补光下黄瓜幼苗叶面积和茎粗生长变化

Ｆｉｇ．２　Ｌｅａｆａｒｅａａｎｄｓｔｅｍ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ｃｕｃｕｍｂｅｒ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ｕｎｄｅｒＬＥＤｎｉｇｈｔ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表 ６　不同光质 ＬＥＤ延时补光黄瓜幼苗叶面积

生长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曲线拟合参数

Ｔａｂ．６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ｃｕｒｖｅｆｏｒｇｒｏｗｔｈｏｆ

ｃｕｃｕｍｂｅｒ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ｌｅａｆａｒｅａ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Ｄｎｉｇｈｔ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处理 Ａ０／ｃｍ
２ ｋ ｔｍ／ｄ Ｒ２

８Ｒ２Ｂ ２７６７ ０３６９ ３６５ ０９９７

第１真叶面积 Ｒ ３８１８ ０３６４ ４５０ ０９９６

ＣＫ ２７９７ ０３８９ ３３１ ０９９６

８Ｒ２Ｂ ４８４１７ ０１１７ ３３８１ ０９９７

幼苗总叶面积 Ｒ １６８１９ ０１５０ １８６７ ０９９６

ＣＫ １５１１６ ０１４１ １９９４ ０９９６

　　拟合结果表明，Ｒ、８Ｒ２Ｂ和 ＣＫ光质延时补光调
控和 ＣＫ下的黄瓜幼苗第１真叶的生长速率分别在
４５０、３６５和 ３３１ｄ叶龄期达到最大，最大生长速
率分别为 ３４７、２５５和 ２７２ｃｍ２／ｄ；黄瓜幼苗叶面

积生长速率分别在 １９９４、１８６７和 ３３８１ｄ叶龄期
达到最大，分别为６３１、１４１６和５３３ｃｍ２／ｄ。依据
黄瓜叶面积生长曲线和生长速率曲线，可得到黄瓜

叶面积累积生长量、生长速率、平均生长速率以及相

对生长速率曲线，如图 ３所示。由图 ３可知，８Ｒ２Ｂ
光质延时补光调控下的黄瓜幼苗叶面积累积生长

量、叶面积增长速率、叶面积平均增长速率和叶面积

相对增长速率分别在２４ｄ、１７ｄ、２４ｄ和１３ｄ叶龄后
大于 Ｒ光质延时补光组黄瓜幼苗。由于光质对植
物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存在差异，依据生长曲线参数

值可以制定黄瓜幼苗夜间延时补光策略：幼苗子叶

期和一叶期（１３ｄ叶龄前）使用 Ｒ光质延时补光，在
第２片真叶展平后改用 ８Ｒ２Ｂ光质进行延时补光，
可更显著地促进幼苗生长，提高幼苗健壮程度，缩短

育苗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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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夜间延时补光下黄瓜幼苗叶面积生长曲线

Ｆｉｇ．３　Ｌｅａｆａｒｅａｇｒｏｗｔｈ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ｃｕｃｕｍｂｅｒ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ｕｎｄｅｒＬＥＤｎｉｇｈｔ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３　讨论

夜间补光有利于促进黄瓜幼苗的生长和干物质

积累，有助于提高壮苗指数，可以改变黄瓜幼苗叶片

内生长素（ＩＡＡ）、赤霉素（ＧＡ）、玉米素（ＺＲ）以及脱
落酸（ＡＢＡ）的含量，进而调节黄瓜幼苗的生长发
育

［２４］
。本试验利用红光对黄瓜幼苗进行夜间延时

补光，能够有效降低幼苗下胚轴长，抑制子叶期幼苗

徒长，显著提高子叶期和一叶期黄瓜幼苗子叶面积

和茎粗。这是因为红光能够促进植物子叶伸长，并

可通过降低植物体内 ＧＡ的含量抑制茎的过度生
长

［３１］
。蓝光可以促进茎叶细胞分裂素累积，提高

ＩＡＡ氧化酶的活性，降低 ＩＡＡ的水平而促进茎粗的
增加抑制植物的伸长生长

［３１］
。本试验中利用红蓝

混合光夜间延时补光可以促进成苗期黄瓜幼苗叶面

积、茎粗、壮苗指数、生物量、叶片数以及叶绿素含量

的增加，可以降低节间长度和株高。

夜间延时补光对黄瓜幼苗的影响通过光受体影

响幼苗形态而非直接影响光合作用调节幼苗生长，

这是因为夜间延时补光光照强度为３５μｍｏｌ／（ｍ２·ｓ），
低于黄瓜幼苗光补偿点。红蓝光质不同比例对黄瓜

幼苗生长发育的影响存在差异，红蓝混合光相对于

单一光质补光对黄瓜幼苗的促进作用更好。不同红

蓝光质比例下黄瓜幼苗叶绿素含量、叶面积、干物质

积累以及可溶性糖含量均会存在差异
［２２］
。本试验

中红蓝混合光以 Ｒ∶Ｂ＝８∶２比例延时补光的黄瓜幼
苗生长最佳，能够显著促进黄瓜幼苗生长。

光质对植物生长的影响具有阶段性，光敏色素

和蓝光受体的基因表达具有特定的时间顺序和空间

位置效应，使红光和蓝光在促进叶片生长的过程中

有不同的效应
［３２］
。本试验中子叶期和一叶期红光

促进幼苗生长的作用显著，红蓝光对成苗期幼苗的

生长的促进作用效果显著。幼苗前期红蓝光补光的

黄瓜幼苗生长速率小于红光补光，而后期红蓝光补光

对幼苗生长的促进作用增大，说明红、红蓝光对黄瓜幼

苗形态和生长的影响在不同的生长时期存在差异。

４　结束语

红光 ＬＥＤ延时补光可促进黄瓜幼苗早期的生
长发育，促进子叶期和一叶期幼苗的生长。随着幼

苗的生长，红光补光对黄瓜幼苗生长的促进作用逐

渐减弱，而红蓝光延时补光对黄瓜幼苗生长发育的

促进作用在其生长前期不显著，二叶期之后红蓝光

的促进作用增强，能够显著提高壮苗指数，控制幼苗

徒长。根据不同生长时期黄瓜幼苗对 ＬＥＤ光源延
时补光的响应特性，制定黄瓜幼苗延时补光策略为：

生长前期（子叶期和一叶期）采用红光 ＬＥＤ对黄瓜
幼苗进行延时补光，后期（二叶期以后）采用红蓝

ＬＥＤ混合光进行延时补光。优化调控幼苗生长的
补光条件，可促进黄瓜幼苗生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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