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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课时　其他植物激素及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应用

目标要求　1.其他植物激素。2.植物激素的应用。3.实验：探究植物生长调节剂对扦插枝条

生根的作用。

考点一　其他植物激素

1．植物激素的种类及相互作用

(1)五种植物激素的比较

名称 合成部位 生理作用
对应生长

调节剂
应用

生长素

主要是幼嫩的芽、

叶和发育中的种

子

促进生长、促进果实

发育，促进生根

萘乙酸、

2,4－D

①促进扦插枝条生根；

②促进果实发育，防止

落花落果；

③用作农业除草剂

赤霉素

主要是幼芽、幼

根、未成熟的种

子

①促进细胞伸长，引

起植株增高；

②促进种子萌发和果

实发育

赤霉素

①促进植物茎秆伸长；

②解除种子和其他部

位休眠，提早用来播种

细胞分

裂素
主要是根尖

①促进细胞分裂和组

织分化；

②延缓衰老

青鲜素

蔬菜贮藏中，常用它来

保持蔬菜鲜绿，延长贮

藏时间

乙烯 植物体各个部位 促进果实成熟 乙烯利 用于果实催熟

脱落酸
根冠、萎蔫的叶

片等

抑制细胞分裂，促进

叶和果实衰老和脱落
矮壮素

控制植物徒长，使植株

节间缩短，长得矮、壮、

粗，根系发达，抗倒伏

(2)植物激素间的相互关系

在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各种植物激素并不是孤立地起作用，而是多种植物激素相互作用共

同调节。

归纳总结　植物生长与多种植物激素之间的关系

(1)生长素和赤霉素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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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赤霉素通过促进色氨酸合成生长素来促进细胞伸长。

②赤霉素对生长素的分解具有抑制作用，赤霉素与生长素对促进细胞伸长具有协同作用。

(2)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促进植物生长的机制不同

(3)生长素和乙烯之间的关系

(4)脱落酸和赤霉素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易错提醒　明确植物激素的相互作用

2．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应用

(1)植物生长调节剂的概念：由人工合成的，对植物的生长、发育有调节作用的化学物质。

(2)优点：原料广泛、容易合成、效果稳定等。

(3)应用实例(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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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向一　植物激素间的相互作用分析

1．下图表示用脱落酸(ABA)、玉米素(一种植物激素)处理离体小麦叶片后叶绿素含量的变化。

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玉米素可用于植物的保鲜

B．ABA 可以促进叶绿素的分解

C．玉米素可以促进 ABA 分解

D．玉米素可抑制 ABA 的作用

答案　C

解析　由图示可知，用玉米素处理组比对照组叶绿素含量下降慢，说明玉米素能延缓叶绿素

含量的下降，因此可用于植物的保鲜，A 正确；ABA 组与对照组相比，随着时间的延长，ABA

组的叶绿素含量下降快，因此 ABA 可以促进叶绿素的分解，B 正确；据图不能得出玉米素

可以促进 ABA 的分解，C 错误；ABA 可以促进叶绿素的分解，玉米素和 ABA 联合处理，

可以延缓叶绿素含量的下降，说明玉米素可抑制 ABA 的作用，D 正确。

2．水稻根系产生生长素与细胞分裂素并影响根系生长的机制如下图所示。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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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细胞分裂素与细胞分裂素氧化酶之间存在负反馈调节

B．用生长素类似物处理秧苗可提高秧苗移栽后的成活率

C．抑制细胞分裂素氧化酶的活性会打破组织中的激素平衡

D．细胞分裂素氧化酶基因缺失突变体的根系比野生型发达

答案　D

解析　根据题图可知，细胞分裂素含量上升时，可促进细胞分裂素氧化酶的合成，而细胞分

裂素氧化酶可降解细胞分裂素，从而使其含量下降，属于负反馈调节，A 正确；用生长素类

似物处理秧苗，可促进根系生长，从而提高秧苗移栽后的成活率，B 正确；细胞分裂素与细

胞分裂素氧化酶之间存在负反馈调节，若抑制细胞分裂素氧化酶的活性，则细胞分裂素含量

上升，从而打破组织中的激素平衡，C 正确；分析题图，细胞分裂素氧化酶基因缺失突变体

中的细胞分裂素含量上升，会抑制根系生长，所以野生型根系比突变体的根系发达，D 错误。

考向二　其他植物激素及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应用

3．糖槭种子通过低温层积解除休眠。该过程涉及相关激素的消长变化、种子胚的细胞数目增

多和随后的伸长生长。该种子休眠解除过程中三类激素的含量变化如图所示，其中曲线 b 代

表(　　)

A．脱落酸(ABA)  B．生长素(IAA)

C．赤霉素(GA3)  D．细胞分裂素(CTK)

答案 　D

解析　从图示及题干信息分析，a 应为脱落酸，其逐渐减少，使种子解除休眠，b 应为细胞分

裂素、含量先增多，促进细胞分裂，使细胞数目增多；c 为生长素或赤霉素，含量增加可促

进细胞伸长。

4．(2025·攀枝花高三模拟)层积处理是解除种子休眠的一种有效方法，即在低温条件下将种子

埋在湿沙中处理 1～3 个月，就能有效地解除休眠而使种子提前萌发。在层积处理期间种子中

的几种激素会发生如图所示的相应变化。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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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解除种子休眠的过程中，赤霉素与脱落酸之间存在协同关系

B．在层积处理期间种子中的脱落酸和细胞分裂素含量下降，赤霉素含量增加

C．种子细胞中各种植物激素变化是导致种子休眠和萌发的根本原因

D．上述过程中各激素含量的变化说明植物的生命活动受多种激素的共同调节

答案　D

解析　在种子萌发过程中，赤霉素能促进种子萌发，而脱落酸能抑制种子的萌发，二者之间

存在拮抗作用，A 错误；从图中分析，在层积处理期间种子中的脱落酸含量下降，而赤霉素

和细胞分裂素的含量先增加后减少，B 错误；种子休眠和萌发过程中各植物激素变化的根本

原因是细胞内基因选择性表达的结果，C 错误；上述过程中种子萌发与三种激素均有关，说

明植物的生命活动受多种激素的共同调节，D 正确。

考点二　探索生长素类似物促进插条生根的最适浓度

1．实验原理：适宜浓度的生长素类似物能促进插条生根，不同浓度的生长素类似物溶液处理

后，插条生根的情况不同。

2．实验过程

制作插条：把形态、大小一致的某种植物的插条分成 10 组，每组 3 枝

↓

配制梯度溶液：取生长素类似物按照不同的比例稀释成 9 份，第 10 份用蒸馏水作为空白对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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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培养：把每组处理过的枝条下端依浓度梯度从小到大分别放入盛清水的托盘中浸泡，放

在适宜温度下培养，每天观察一次，记录生根情况

↓

记录结果：一段时间后观察插条的生根情况，并记录所得到的数据

↓

分析结果：由下图曲线可知，促进扦插枝条生根的最适浓度是 A 点对应的生长素类似物浓度，

在 A 点两侧，存在促进生根效果相同的两个不同浓度

延伸应用

1．在植物进行扦插时，为什么保留有芽和幼叶的枝条比较容易生根？

提示　芽和叶在生长时能产生生长素，而生长素可促进扦插枝条生根。

2．在实验中，若两种浓度的生长素类调节剂促进插条生根效果基本相同，请分析原因。如何

进一步确定最适浓度？

提示　由生长素作用曲线可知，存在作用效果相同的两种生长素浓度。最适浓度应在两种溶

液浓度之间，即在两种浓度之间再等浓度梯度配制溶液进行实验。

考向一　实验过程和结果分析

5．某实验小组用等量不同浓度的 2,4－D 溶液分别浸泡绿豆种子，探究不同浓度的 2,4－D 溶

液对绿豆发芽的影响。在相同且适宜条件下培养 12 h，得到如图的实验结果。下列分析正确

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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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mg·L－1的 2,4－D 溶液促进芽的生长、抑制根的生长

B．2,4－D 溶液既能促进根的生长，也能抑制根的生长

C．1 mg·L－1的 2,4－D 溶液是培养无根豆芽的最适浓度

D．2,4－D 属于植物激素，具有与生长素相同的生理功能

答案　B

解析　与浓度为 0 的 2,4－D 溶液组比较可知，0.4 mg·L－1的 2,4－D 溶液促进芽和根的生长，

A 错误；据图示可知，0.4 mg·L－1的 2,4－D 溶液促进根的生长，而 0.7 mg·L－1及以上的 2，4

－D 溶液抑制根的生长，B 正确；1 mg·L－1的 2,4－D 溶液抑制根的生长，促进芽的生长，但

不能确定是否是培养无根豆芽的最适浓度，C 错误；2,4－D 不是植物激素，而是植物生长调

节剂，具有与生长素相似的生理功能，D 错误。

6．某小组开展“探究生长素类似物促进插条生根的最适浓度”的实验研究，关于这个实验的

叙述不正确的是(　　)

A．预实验后，后续实验中还需设置一组用蒸馏水处理插条的对照组

B．为了保证实验结果的可靠性，每组需要取多根插条

C．浸泡法适用于较低浓度溶液及空气湿度较大，遮阴环境

D．用不同浓度的生长素溶液处理扦插枝条，生根数量可能相同

答案　A

解析　在预实验中需要设置用蒸馏水处理的对照组，这样才能大致确定促进生根和抑制生根

的浓度范围，在正式实验中，不需要设置空白对照，不同浓度生长素类似物处理组之间形成

相互对照，A 错误；浸泡时，将插条的形态学下端浸泡在浓度较低，最好是在遮阴和空气湿

度较高的溶液中，避免蒸腾作用失水，C 正确。

考向二　实验的拓展与应用

7．将燕麦胚芽鞘和大豆下胚轴切段放在含 2%蔗糖的培养液中进行实验，一段时间后向培养

液中加入 10 μmol/L 的生长素，并定时测定切段的延伸速率，结果如下图所示。下列有关分

析，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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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该实验的自变量是用 10 μmol/L 的生长素培养的时间

B．在 0～1 小时内，生长素促进大豆下胚轴伸长效果最好

C．营养物质蔗糖的浓度过高会使燕麦胚芽鞘细胞失水

D．10 μmol/L 的生长素是促进大豆下胚轴伸长的最适浓度

答案　C

解析　该实验的自变量有两个，一是用 10 μmol/L 的生长素培养的时间，二是植物下胚轴切

段的种类，A 错误；分析题图可知，1 小时之后，大豆下胚轴延伸速率比较大，生长素促进

大豆下胚轴伸长效果较好，B 错误；本实验只有一组生长素为 10 μmol/L 浓度下的生长情况，

没有其他浓度的数据作比较，不能确定促进大豆下胚轴伸长的最适浓度，D 错误。

8．(2025·陕西宝鸡高三模拟)有人从真菌中提取到甲、乙和丙三种生长素类似物，分别测试三

种类似物的不同浓度对莴苣幼根生长的影响，结果如图。以下说法不正确的是(　　)

A．甲、乙和丙对莴苣幼根生长的影响均具有两重性

B．在 0～20 ppm 范围内，甲对莴苣幼根的促进作用大于丙

C．乙的浓度大于 20 ppm 后，对莴苣幼根生长起抑制作用

D．据图推测，用 30 ppm 的甲处理莴苣幼芽可抑制其生长

答案　D

解析　由图可知，甲、乙和丙对莴苣幼根生长在一定范围内有促进作用，超过一定浓度后起

抑制作用，A 正确；在 0～20 ppm 范围内，甲对莴苣幼根的促进作用大于丙，B 正确；乙的

浓度大于 20 ppm 后，对莴苣幼根生长起抑制作用，C 正确；浓度为 30 ppm 的甲对莴苣幼根

生长起促进作用，因幼根比幼芽对生长素敏感，故据此推测，用 30 ppm 的甲处理莴苣幼芽

可促进其生长，D 错误。

1．(2024·广东，14)乙烯可促进香蕉果皮逐渐变黄、果肉逐渐变甜变软的成熟过程。同学们去

香蕉种植合作社开展研学活动，以乙烯利溶液为处理剂，研究乙烯对香蕉的催熟过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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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路线如图。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

A．对照组香蕉果实的成熟不会受到乙烯影响

B．实验材料应选择已经开始成熟的香蕉果实

C．根据实验安排第 6 次取样的时间为第 10 天

D．处理组 3 个指标的总体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答案　C

解析　对照组香蕉果实的成熟会受到乙烯影响，因为对照组香蕉会产生内源乙烯，A 错误；

实验材料应尽量选择未开始成熟的香蕉果实，这样内源乙烯对实验的影响较小，B 错误；图

示表明每两天取样一次，共 6 次，为了了解香蕉实验前本身的还原糖量、淀粉量、果皮色素

量，应该从第 0 天开始，故第 6 次取样的时间为第 10 天，C 正确；处理组 3 个指标的总体变

化趋势不一致，应该是还原糖量增加，淀粉量下降，果皮黄色色素量增加，D 错误。

2．(2024·浙江 6 月选考，2)新采摘的柿子常常又硬又涩。若将柿子与成熟的苹果一起放入封

闭的容器中，可使其快速变得软而甜。这主要是利用苹果产生的(　　)

A．乙烯  B．生长素

C．脱落酸  D．细胞分裂素

答案　A

解析　乙烯起催熟作用，成熟的苹果产生乙烯，使柿子“变得软而甜”，A 正确；生长素具有

促进植物生长的作用，不能催熟，B 错误；脱落酸有抑制细胞的分裂和种子的萌发、促进叶

和果实的衰老和脱落、促进休眠和提高抗逆能力等作用，不能催熟，C 错误；细胞分裂素的

作用是促进细胞分裂，不能催熟，D 错误。

3．(2024·河北，9)关于植物激素的叙述，错误的是(　　)

A．基因突变导致脱落酸受体与脱落酸亲和力降低时，种子休眠时间比野生型延长

B．赤霉素受体表达量增加的大麦种子萌发时，胚乳中淀粉分解速度比野生型更快

C．细胞分裂素受体表达量增加的植株，其生长速度比野生型更快

D．插条浸泡在低浓度 NAA 溶液中，野生型比生长素受体活性减弱的株系更易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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