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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fferences of pineapple fruit growth and total soluble sugar were studied in three different forcing times 
with pineapple Ananas comosusr cv. Yellow Mauritiu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rown height, fruit length and fruit 
diameter of pineapple forced on 9th September were lower than the other forcing date at the same time after forcing. 
However, the content of total soluble sugar in fruits forced on 9th September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other 
forcing date trea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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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巴厘品种作为试验材料，选择 3 个不同的催花时间，分析不同催花时期对菠萝果实生长发育及可溶

性糖含量的影响。在距离催花相同的时间测定果实各指标，结果表明，9 月 9 日催花的菠萝冠芽高、果长、果

径低于其它催花处理。9 月 9 日催花的菠萝果实可溶性总糖含量显著高于其它催花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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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菠萝是一种生长在热带和亚热带的草本植物，是

热带名果之一。2011 年我国菠萝的产量为 155.1 万吨

(数据来源于 FAO)，约占世界总产量的 7.0%。在农业

生产中，种植户把乙烯利或电石施入菠萝的心部产生

乙烯来促使菠萝开花。国内外关于对乙烯利施用的浓

度[1]及乙烯诱导菠萝花芽分化的过程[2,3]和机理[4]等方

面进行深入研究，对于延迟自然开花的研究也有报

道，如 Wang 等[5]研究表明通过喷施四烯雌酮可以抑

制菠萝植株体内乙烯的生物合成，从而达到抑制自然

催花的目的。但是关于不同催花时期对菠萝果实生长

发育影响的研究鲜有报道。本研究选定 3 个不同的催

花时期，通过对比不同时期菠萝长势及果实可溶性糖

含量，确定最佳催花时期。在保证菠萝产量和品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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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适当的延迟催花时间，从而达到延长菠萝的

货架期和增加农民收益的目的。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材料 

试验地点位于广东省徐闻县前山镇塘仔尾村，地

理坐标为北纬 20˚23'35''，东经 110˚25'11''，土壤属于

砖红壤。0~15 cm 土层土壤 pH 为 4.51，全氮 1.63 g/kg、

速效磷 0.106 g/kg 和速效钾 0.28 g/kg；15~30 cm 土层

土壤 pH 为 4.64，全氮 1.60 g/kg、速效磷 0.108 g/kg

和速效钾 0.30 g/kg。 

本试验以巴厘菠萝为种植材料，植株长势一致。 

2.2. 试验设计 

本试验菠萝于2011年8月14日定植，宽行50 cm、

窄行 40 cm、株距 33 cm。采用滴灌施肥技术，第一

次催花之前已经完成了整个生长季的施肥。 

本试验设有 3 个不同的催花时期，分别为 2012

年 6 月 28 日、2012 年 8 月 14 日和 2012 年 9 月 9 日。

在 3 个时期分别选择长势一致的菠萝 30 株，每株菠

萝的株心喷施 30ml 同等浓度的乙烯利溶液(乙烯利:

水 = 1:300)。催花之前菠萝的平均株高为 92.34 cm，

35 cm 以上叶片数达到 37 片，满足菠萝的催花要求[6]。 

2.3. 测定项目及方法 

菠萝催花后 10 个周，随机标定 10 株长势一致的

菠萝，分别在催花后 70 天、90 天、110 天、130 天测

定菠萝果实的冠芽高、果长和果径。 

收获后，每个处理选择 5 个菠萝用于测定果实可

溶性总糖含量。采用酮比色法测定可溶性糖含量[7]。  

2.4. 数据统计 

试验数据采用 SPSS 16.0 及 Excel 2010 进行数据

统计和作图，采用 5%水平最小显著差异法(LSD)进行

多重比较。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催花时期对菠萝现红时间和收获时间

的影响 

从表 1 可以看出，随着催花时间的延迟，菠萝从 

Tabl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forcing date on flower and harvest 
表 1. 不同催花时期对菠萝现红时间和收获时间的影响 

催花时间 
从催花 

到现红的时间(天) 
从催花 

到收获的时间(天） 

2012 年 06 月 28 日 26 136 

2012 年 08 月 14 日 31 167 

2012 年 09 月 09 日 33 180 

 

喷施乙烯利到现红的时间逐渐延长，8 月份和 9 月份

催花的菠萝分别比 6 月底催花的菠萝现红时间推迟了

5 天和 7 天，收获时间推迟了 31 天和 44 天。 

3.2. 不同催花时期对菠萝果实生长发育的影响 

由表 2 可以看出，催花后相同时间，6 月 28 日催

花的菠萝冠芽高和果径显著高于其他两个催花时期；

8 月 14 日催花的菠萝果长最长，其次是 9 月 9 日催花

的菠萝，三个处理之间差异不显著(除距催花时间 130

天测量的结果)。 

3.3. 不同催花时期对菠萝果实可溶性糖含量的

影响 

菠萝果实的可溶性糖主要有蔗糖、果糖和葡萄

糖，可溶性糖的含量是反映菠萝品质的重要指标之

一。由图 1 可以看出，随着催花时间的延迟，果实可

溶性总糖含量呈增加趋势，9 月 9 日催花的处理显著

高于其他两个处理，说明延迟催花时间可以提高菠萝

果实可溶糖的含量。 

4. 讨论与结论 

从表 1 可以看出，随着催花时间的推迟，菠萝从

催花到现红期和收获期持续的时间逐渐延长，这可能

与生长环境温度有关。从图 2 可以得知，7 月、8 月、

9 月和 10 月的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呈下降趋势。温度

高有利于菠萝植株吸收乙烯利溶液[8]，从而诱导植株

产生内源激素促进菠萝植株花芽分化；温度低，菠萝

吸收乙烯利速率慢，从催花到现红间隔的时间长。9

月 9 日催花的菠萝，现红之后进入 10 月份温度逐渐

减低，因此从催花到收获需要持续的时间长，这与

Wassman[9]的研究结果一致。8 月 14 日和 9 月 9 日催

花的菠萝，在果实发育期气温逐渐降低，可能影响了

细胞分裂素的合成，果实发育速度减缓，因此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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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forcing date on fruit growth of pineapple 

表 2. 不同催花时期对菠萝果实生长发育的影响 

距离催花时间(天) 催花时间 冠芽高(cm) 果长(cm) 果径(cm) 

2012 年 06 月 28 日 - - - 

2012 年 08 月 14 日 (4.462 ± 0.498) b (9.802 ± 0.625) b (7.670 ± 0.352) b 70 

2012 年 09 月 09 日 (5.052 ± 0.405) a (11.429 ± 1.407) a (8.789 ± 0.519) a 

2012 年 06 月 28 日 (9.020 ± 1.014) a (11.750 ± 0.825) a (9.881 ± 0.356) a 

2012 年 08 月 14 日 (7.664 ± 0.409) b (12.421 ± 0.878) a (9.229 ± 0.153) b 90 

2012 年 09 月 09 日 (6.821 ± 0.599) c (11.524 ± 1.194) a (8.898 ± 0.362) b 

2012 年 06 月 28 日 (12.412 ± 1.396) a (12.770 ± 1.268) a (10.802 ± 0.511) a 

2012 年 08 月 14 日 (10.087 ± 0.627) b (13.472 ± 1.194) a (10.345 ± 0.294) b 110 

2012 年 09 月 09 日 (9.539 ± 1.033) b (13.129 ± 1.020) a (10.024 ± 0.471) b 

2012 年 06 月 28 日 (13.590 ± 1.942) a (13.076 ± 0.893) b (11.239 ± 0.541) a 

2012 年 08 月 14 日 (11.843 ± 0.808) b (14.352 ± 1.249) a (10.612 ± 0.349) b 130 

2012 年 09 月 09 日 (10.760 ± 1.031) b (13.709 ± 1.110) a (10.805 ± 0.404) b 

注：表中的数据是平均值±标准误，同一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0.05 水平上的差异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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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收获时间的推迟，菠萝可溶性总糖的含量增 

加。菠萝果实中可溶性糖的变化与酶的活性有关，张

秀梅等[10]对卡因菠萝研究表明，夏季果糖的积累主要

受转化酶调控，而冬季果中蔗糖磷酸合酶和蔗糖合酶

活性较高。本研究中 6 月 28 日、8 月 14 日和 9 月 9

日催花的菠萝可溶性糖含量呈增加趋势，很可能与蔗

糖磷酸合酶和蔗糖合酶活性有关。陈俊伟等[11]在草莓

上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2 月份采收的草莓总糖含量

高于 1 月份，此研究与本研究中菠萝含糖量变化趋势

相似。 

 

Figur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forcing date on the content totalsolu-
ble sugar of pineapple 

图 1. 不同催花时期对菠萝果实可溶性糖含量的影响 
 

综上所述，推迟催花时间，菠萝从催花到现红和

收获的持续时间相应延长；距离催花相同时间，9 月

9 日催花的菠萝冠芽高、果长和果径长势缓慢，但延

迟催花可以显著提高菠萝果实的可溶性糖的含量。考

虑到催花时间对单果重(6 月 28 日、8 月 14 日和 9 月

9 日催花的菠萝单果重分别为 0.72 kg、1.12 kg 和 1.22 

kg)的影响，因此建议选择 8 或 9 月份催花。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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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 http://lishi.tianqi.com/xu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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