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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武陵山区单季稻生长发育及物质生产的研究

不同海拔播期对杂交稻物质生产的影响

谢光辉 苏宝林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系

石 磊 田安友

湖南省花垣县农校

摘耍 同一海拢随播期的推迟
,

叶面积增长速度加快
,

最大叶面积指数升高
,

而最大叶面

积出现的生育期推迟
,

保持较大叶面积的时间缩短
,

灌浆期叶面积衰亡速度加快 , 同时
,

晚播

使干物质生产的速度在插秧后至减数分裂期较快
,

而使灌浆期物质累积速度减慢 分雍期及

孕穆期的作物生长率随播期的推迟变化较平稳略呈上升的趋势
,

而结实期变化稍大
,

有下降

趋势
。

结合产量分析认为
,

低海拔地区宜于 月上旬播种
,

中海拔地区适宜 月上中旬播种
,

高海拔区 月中旬播种较合适
。

关 词 水稻 海拔 播期 物质生产

中圈分类号

在对湘酉武陵山区不同播期杂交稻生长发育规律研究 的基础上
,

本文也以 个不同

海拔生态区
,

研究播期对杂交稻物质生产的影响
。

材料与方法

试脸田 本试验入 年在湖南省花垣县花垣镇
、

龙潭镇和吉卫镇三个试验点进行
,

其海拔高度分别为 六 , ,

分别简称低
、

中
、

高海拔点
。

花垣县位于北纬
‘一 ‘ ,

东经
‘一

勿
’ ‘ 。

试验田土壤肥力综合评估均为中等
。

试脸设计 花垣点于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播种
,

供试品种汕优 龙潭

点于
一 , 一 , 一 , 一

播种
,

供试品种威优 吉卫点于
一 , 一 , 一

播

种
,

供试品种威优
,

播期均间隔 育秧方式为湿润育秧
。

插秧 日龄花垣和龙潭点为
,

吉卫点为
。

小区面积均为 耐
,

均设 次重复
。

其它栽培管理措施均相同
。

调查方法 插秧后
,

约 一次每小区取两穴稻株
,

在 ℃下烘干至恒重测

干物重 同时以干重法测叶面积
,

成熟期考种并测实际产量
。

结果与分析

叶面积动态 个海拔试验点各播期的叶面积指数变化过程见图
。

同一海拔随播种

期推迟
,

叶面积增长速度加快
,

最大叶面积指数升高
,

而保持较大叶面积的时间缩短
,

灌浆期

叶面积衰亡速度加快
。

在低海拔和中海拔
, 一

和
一

播期的叶面积增长过程基本相

同
,

只是后者最高叶面积略高
,

其他播期的叶面积则快速升高又迅速下降
,

随播种期推迟

这种趋势加剧
。

高海拔也基本符合这一结果
。

播期的不同对最大叶面积出现的时间也有较大影响
,

基本上表现为早播最高叶面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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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生育期早
。

如在低海拔
, 一

播期的最高叶面积于幼穗分化前
一

出现
,

。
一

则

约于枝梗分化期
一

出现
,

至
一

播期于减数分裂期
一

出现
,

这种现象与晚播

后营养生长期的缩短有一定关系
。

在中
、

高海拔点也有相同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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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水稻不同播期的叶面积指数

光合作用特征 将水稻一生分为分桑期 插秧 一幼穗分化始期
、

孕穗期 幼穗分化始

期一齐穗期 及结实期 齐穗期一成熟期 个生育阶段
,

低
、

中海拔试验点不同播期 的各阶

段水稻干物质积累量
、

作物生长率 和净光合速率 如图
。

干物
,

质积累量 个生育阶段中水稻对干物质的累积量在低
、

中海拔试验点上有共

同趋势
,

随播期的推后
,

分萦期累积量减少
,

孕穗期增多
,

结实期又减少
。

在低海拔点
,

和
一

两播期在分萦期和结实期的干物质积 累量都较大
, 。 一

播期虽然结实期积累

量也较大
,

但分萦期累积过少
,

其他两个播期都因播种太迟
,

分桑期尤其是结实期累积量太

少
。

中海拔点分萦期干物质累积量 。 一

和 。 一

播期较多
,

结实期以
一

播期累积多
,

其他播期结实期累积量显著减少
。

作物生长率 单位时间单位土地面积上干物质积累量为作物生长率
。

随播

期的推迟
,

分葵期及孕穗期的 变化较平稳略呈上升的趋势
,

而结实期的 变化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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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下降趋势
,

这一结果在低
、

中海拔点相似
。

就结实期的 分析
,

低海拔点以
一 、

一

和
一

的 个播期较高
, 一

播期最高
, 一

和
一

播期结实期的 显著

降低 中海拔点以
一

和
一

。播期的结实期 较高
,

其他两播期较低
。

净光合速率 单位时间单位叶面积上干物质积累量为作物净同化率
。

低
、

中

海拔两个点结果均表明
,

随播期的推迟
,

分桑期的 略有升高
,

孕穗期基本相伺
,

而结

实期呈下降趋势
。

低海拔点的
一

和
一

播期和中海拔点的
一

和
一

播期的结实

期 明显低于早播的
。

分雍期 二口 孕穗期
汤 坦

巨盛刃 结实期

。

龙潭点
。。日认占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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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国

熟
。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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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留比记

播期

图 水稻不同播期各生育阶段的物质累积量
、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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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物质积 累过

程 低海拔 点 不 同

播期下
,

干物质的积

累过程见图
。

综合

分析可知
,

同一海拔

随播期的推后
,

成熟

期总干重减少
,

即物

质生产 能力 随播期

推后而下降
。

具体就

干物质累积过 程 来

看
,

晚播的水稻物质

生产 的速度 在插 秧

后 至 减数分裂期较

快
,

而在灌浆期则是

早播 的物质 累积 速

度较快
。 一

和

一

一一 一 一

· · ·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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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低海拔点不同播期水稻干物质累积

两播期的干物质增长过程基本相似
,

其他播期虽然前期干物质累积较快
,

但因生育期缩

短
,

物质累积量却随着迟播而减少
。

产 及产贵 因素 个海拔试验点的各播期产量及产量构成列入附表
,

由于低海拔点
一

播期纹枯病严重
,

高海拔点穗颈稻瘟病较重
,

因而未计实际产量
。

从产量来看
,

低
、

中

附农 各播期的产 及产 结构

地 点 播 期 翁产里掩 卜 一
理论产日掩

·

肠一 有效翔即千翻
· 一 每植粒数

结实率
千粒重

花 垣

一巴口乃乃‘今白‘
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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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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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以
一

和
一

播期较高
,

以
一

产量最高
,

高海拔以
一

和
一

播期较高
,

其他播期的产量显著低
。

以产量结构分析
,

随着播期的推迟
,

每公顷的有效穗数有升高的趋

势
,

每穗粒数和结实率与产量有相同的趋势
,

播期过晚每穗粒数和结实率大大降低
,

是产

量显著降低的主要原因
。

讨论

适宜的叶面积动态 对水稻高产 田群体适宜叶面积及其动态
。

一般研究 〕认为
,

生

育前期叶面积应稳长而不过猛
,

移栽后至分莫盛期叶面积系数宜为
,

幼穗分化期

一
,

至孕穗期出现高峰达 一 生育后期最大叶面积宜保持较长时间而缓慢下降
,

乳

熟期维持
,

收割前仍保持 叶面积系数为 以上应持续 以上
。

据此
,

在低

海拔区
一

和
一

播期符合这一规律
,

而以
一

为好
,

晚播时前期叶面积增长过快
,

最大叶面积过高而 出现时间过早
,

后期衰退过快 在中海拔区
一

和 。 一

两播期显然不

宜
,

而
一

和
一

播期叶面积偏低
,

这是由于育秧管理不当使秧苗较差
,

播秧时基本苗

较少所致
,

我们认为
一

播期较好 高海拔点以
一

到
一

较合适
。

适宜的干物质生 产动态 杂交稻高产 田干物质积累的特点一般是早发
、

中稳
、

后不衰
,

幼穗分化期的干重占总干重的
,

抽穗期应接近
,

抽穗后约累积 川
。

由

于 的经济产量来源于抽穗后的物质积累川
,

所以在保持前期一定的干物质累积

基础重视抽穗后的物质累积
。

由图 可知
,

低海拔
一

和
一

播期及中海拔
一

和

播期抽穗后 日增重 显著低于早播
,

在产量结构上表现为总粒数和结实率下上
,

应

降
,

产量大大降低
。

低海拔的
一

播期尽管后期 日增重和累积量都较大
,

但幼穗分化前物

质累积过少
。

适宜的播期 结合产量结果分析认为
,

低海拔地区宜于 月上旬播种
,

中海拔地区宜

月上中旬播种
,

高海拔区宜于 月中旬播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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