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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化学控制技术体系的初步研究 ①

李建 民 ② 于运 华
中国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摘 要 在小麦拔节期喷施壮丰安和抽穗期喷施增粒增重剂的初步研究表明 壮丰安具有缩短基部伸长节

间
、

调节植株形态和促进幼穆生长的作用
,

但不影响幼穗的发育进程 壮丰安对籽粒发育的影响为灌浆初期速

度较慢
,

中期以后速度较快 增粒增重剂除能增加单穗结实粒数外
,

更能提高籽粒灌浆初期的灌浆速度
,

从而

明显提高粒重 壮丰安和增粒增重剂表现出一定的配合效应
。

因此
,

根据作物生长发育的特点和拟解决的问

题
,

研究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的相互作用和配合方式
,

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

关位词 小麦 节间 叶 籽粒 生长调节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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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目前的高产小麦品种均属矮秆和半矮秆的抗倒伏类型
,

但在高产实践 中后期倒伏 的

现象还时有发生
。

因此怎样减小倒伏程度和延迟倒伏时间仍是小麦高产栽培中的技术关键之

一
。

使用矮壮素 和多效哇 等植物生长延缓剂虽然均能起到缩短基部节间
、

增强

抗倒能力的作用
,

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籽粒灌浆速度
,

甚至引起贪青晚熟 , 〕而影响产量
。

在我国黄淮海麦区
,

由于小麦生育后期温度高
、

灌浆期短
,

因此使用生长延缓剂后能否增产往

往取决于对照是否倒伏减产
。

所以
,

能否在使用生长延缓剂的基础上
,

用另一种植物生长调节

剂来提高籽粒灌浆速度
、

防止贪青晚熟
,

就具有一定的探讨研究价值
。

本研究选用的 种药剂为 年代国内研制的复合型植物生长调节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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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壮丰安
,

基本保持了矮壮素和多效哇等的基本特性
,

即缩短基部节间的长度
、

增强抗倒能

力
,

但不影响小麦后期熟相
。

增粒增重剂 以下简称双增剂
,

由扬州大学农学院研制 能加快

光合产物运输速度
、

增加有效结实粒数和提高千粒重
。

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均有价格低
、

使

用简便的特点
,

目前都有一定 的推广面积
。

因此
,

研究它们的配合效应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

材料与方法

试验在中国农业大学西校区科学园区进行
。

小麦品种为冬小麦农大
。

”
一 一

播种
,

按常规方法栽培
。

试验共设 个处理 ①喷水对照
,

面积 ,
②于拔节期

一 一

喷施壮丰安
,

剂量为
· 一 ’兑水

,

面积 ,

③在拔节期喷施壮丰安的

基 础 上
,

于抽穗期
一 一

喷施双增剂
,

剂量 为
· 一 兑水

,

面积
。

主要 的观测 内容包括 ①自
一

开始
,

随机取生长相对一致 的 和 处理植株

株
,

对主茎的幼穗发育进程
、

分化小穗数
、

幼穗长度和宽度 幼穗中部正面宽 进行跟踪观侧
。

幼

穗发育初期的小穗数
、

长度和宽度以及幼穗发育进程用解剖镜观察测定
,

后期的长度用直尺
、

宽度用游标卡尺测定
。

②开花期随机取 和 处理植株 株
,

侧定上部 叶 春生第

叶 叶片的长和宽
。

③自
一

开始
,

随机取各处理植株 株
,

对其主茎中部 个小称的籽粒

增重过程进行跟踪测定
。

④成熟期考种
,

随机取各处理植株 株
,

分别测定株高
、

各节间长度
、

穗长
、

穗粒数和穗粒重
。

结果与分析

壮丰安对幼稼生长发育的影响

从表 的结果看
,

壮丰安处理与对照的主茎幼穗发育进程完全处于同步状态
,

因此壮丰安

对幼穗发育无影响
。

主茎小穗数 目
,

虽然在药隔形成期和四分体形成期表现出壮丰安处理要多

于对照的趋势
,

但其差异没达到显著差异水平
,

因此壮丰安对小穗数的分化也无明显影响
。

主

茎幼穗长和幼穗宽
,

在雌雄蕊原基分化期以前壮丰安处理与对照表现一致
,

但在药隔形成期壮

丰安处理要明显大于对照
,

其中幼穗长的差异 绝对值 达到 侧验 显著水平 在四

分体形成期壮丰安处理也表现出大于对照的趋势
,

但其差异未达到显著标准
。

由于药隔形成期

正是幼穗处于迅速生长的时期
,

因此壮丰安具有促进幼穗快速生长的作用
。

表 壮丰安对小麦幼德发育的影响

日 期
幼稼发育进程 小称数 幼称长 幼植宽 料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棱初期

二棱末期

小花分化期

雌雄蕊期

药隔期

四分体期
’

二棱初期

二棱末期

小花分化期

雌雄蕊期

药隔期

四分体期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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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四分体期的幼称长度包括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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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丰安对上部叶片形态的影响

对春生第
, ,

叶 分别为倒
,

叶和旗叶 叶片的测定结果 表 表明
,

无论是叶片长度

和宽度壮丰安处理的植株均要小于对照
,

特别是叶片长度的下降明显
,

达到 测验 显著水平
。

表 壮丰安对上部 叶片形态的影响

春生第 叶片 春生第 叶片 春生第 叶片
处 理

显著水平

注 , , ,

达 显著水平 一
,

无显著差异
。

壮丰安与双增剂对小麦植株高度的影响

表 列出了壮丰安和双增剂对小麦植株高度的影响
。

与对照相 比
,

壮丰安处理的主茎株高

略有下降
,

但两者差异不显著 而壮丰安 双增剂处理的主茎株高明显增加
,

达到了
。

显

著水平
。

对各节间长度和穗长作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出
,

基部第
,

节间长度壮丰安处理要短

于对照
,

其中第 节间的差异
,

达到 五 。

显著水平 而第
, ,

节间长和穗长表现出壮丰安

处理大于对照的趋势
,

其中第
,

节间的增加达到显著水平
。

由于双增剂的喷施时期是抽穗

期
,

因此与壮丰安处理相比
,

壮丰安 双增剂处理的主茎第
,

节间长度表现出极显著增加趋

势
,

而其他节间长度和穗长无明显变化
。

表 壮丰安和双增剂对植株高度等的影响

株高 节间序号与长度
处理

穗长度

壮丰安与双增剂对每穗有效结实粒数和穗粒重的影响

成熟期测定主茎每穗有效结实粒数 的结果为 对照 粒 壮丰安处理 粒
,

较对照

增加 壮丰安 双增剂处理为 粒
,

较壮丰安处理增加
。

虽然壮丰安和双增剂

均能增加每穗有效结实粒数的趋势
,

但没达到显著水平
。

成熟期测定主茎穗粒重 的结果为 对照 壮丰安处理
,

与对照无差异 壮

丰安 双增剂处理
,

分别较对照和壮丰安处理增加 和
,

达到
。

显

著水平
。

壮丰安与双增剂对籽粒灌浆速度和粒重的影响

以抽穗后第 天作为灌浆起始 日 假定此时的籽粒重可忽略不计
,

依次计算各个处理的

籽粒灌浆速度得表
。

壮丰安处理的前期灌浆速度要慢于对照
,

中后期要快于对照 而双增剂

处理则表现 出
“ ”

型特征
,

即与对照和壮丰安处理相 比
,

表现 出灌浆前期 的速度较快
、

中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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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慢
,

中后期又加快
,

后期又慢的变化 图
。

从整个灌浆期的灌浆速度来看
,

壮丰安处理要略

快于对照
,

而壮丰安 双增剂处理又明显地快于对照和壮丰安处理
。

成熟时测定千粒重的结果为 对照 壮丰安处理
,

略低于对照 壮丰安

双增剂处理
,

与对照和壮丰安处理的差异达到
。

显著水平
。

因此
,

千粒重的处理

间差异与籽粒灌浆速度的趋势一致
。

表 壮 丰安与双增剂对籽粒灌浆速度的影响
一

处 理 第 一 天 第 天 第 天 第 一 天 第 一 天 全期平均

口﹃乙口内七口,八乙月认

⋯
乙只︶乙

︸

较 增 环

较 增

一 一

一

一

一

⋯
弓

助日签侧堪姗

讨论

壮丰安对小麦生长发育的影响

拔节期喷施壮丰安后
,

基部节 间长度有下降

趋势
,

但与已有的报道阁相 比下降幅度较小
,

这可

能与本研究使用的品种有关系
。

即农大 属矮秆

型品种
,

对照株高为
,

第 节间长度为
,

均要小于文献中所用 品种 的高度和长度
。

喷施 壮丰安 后 上部节 间有增 长 的现象
,

这 与报

道川趋势一致
。

用壮丰安处理后
,

上部 叶叶片长

度呈 明显缩短
,

由于上部 叶叶片与基部
、

节

间属于同伸器官
,

因此两者对壮丰安 的反应是一

致的
,

但叶片的反应程度要大于节间
。

。

一
。

止乒沂

了
抽穗后 天数

图 壮丰安和双增剂对籽粒

千重积累的影响

关于对小麦幼穗生长发育的影响
,

壮丰安表现为不影响幼穗发育进程
,

但能促进幼穗快速

生长
,

这与推迟幼穗发育进程的 有 比较明显的差异
。

已有的研究 表明
,

壮丰安一般减

缓灌浆前期 的灌浆速度而能提高后期 的灌浆速度
,

本研究结果与此基本一致
。

双增剂对小麦生长发育的影响

在抽穗期喷施双增剂后
,

小麦植株表现出第
,

节间长度明显增加 同时每穗有效结实粒

数有一定程度的增加
,

籽粒灌浆速度和千粒重也明显提高
。

虽然双增剂的直接作用位点不在促

进光合作用
、

而在促进光合产物的转运和输出方面 ’
,

但上述结果除了与抽穗前植株体内贮藏

物质的转运速度有关
,

也可能是间接促进 了光合作用的速度
。

这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

壮丰安与双增剂的配合效应

壮丰安是一种含有 成分的混合药剂
,

与 和 等生长延缓剂一样
,

在拔节期

或拔节前施用
,

能增加有效穗数和穗粒数
,

因此不发生倒伏时也能增加一定的产量固
。

从本研

究的结果看
,

尽管处理间的差异没能达到统计假设的显著水平
,

但拔节期喷施壮丰安后穗粒数



第 期 李建民等 小麦化学控制技术体系的初步研究

有增加的趋势
。

双增剂是属于生长促进剂类的混合药剂
,

本研究表明
,

在抽穗期喷施能增加有

效结实粒数和提高籽粒的灌浆速度
。

因此
,

把壮丰安和双增剂配合起来使用
,

前者能起到防倒
、

增加穗数和粒数的作用
,

后者能发挥增加粒数和千粒重的作用
,

并弥补前者引起的籽粒灌浆初

期速度较慢的不足
,

从而全面地改善小麦产量的各个构成要素
、

提高产量
。

从物质生产的角度分析
,

小麦产量主要来 自抽穗开花后 的光合产物
。

拔节前喷施壮丰安

能显著缩短上部 叶的叶片长度
,

抽穗期喷施双增剂又能促进穗下节间和倒 节间的伸长
。

因

此壮丰安和双增剂配合使用有利于改善小麦植株的株型
,

改善群体的受光态势
。

另外
,

壮丰

安能提高小麦旗叶的生理功能
,

双增剂有利于光合产物的转运和输 出 ’
,

因此壮丰安和双增

剂配合使用也有利于籽粒加快物质积累
,

缓和小麦籽粒生育期温度高
、

灌浆期短的不利影响
。

需要说明的是
,

本研究仅为初步结果
,

尚需在不同的年份对不同的品种加以重复研究
。

致谢 李伟 同学参加 了部分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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