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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主茎生育速度对分孽形成及其成穗的影响

李建民①

植物科技学院农学部

摘 要 对冬小麦品种农林 号的 年观察结果表明 母茎地上部的生育速度与各生育期的长度有关
,

生育期长度越长
,

母茎生育速度就越慢 单株最大分雍数
、

无效分菜数
、

有效分粟数和分雍成穗率与植株生

育期长度及母茎生育速度有关
。

出苗至拔节期的长度长
,

母茎地上部的生育速度慢
,

最大分雍数就多 ,拔节

至抽称期的长度长
,

母茎地上部的生育速度慢
,

无效分雍就少
,

分菜成称率就高 因而出苗至抽穗期的长度

越长
,

母茎地上部的生育速度越慢
,

有效分菜数就越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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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单株分萦数除了受品种特性的影响外
,

很大程度上受到光
、

温
、

水等环境条件的影

响
。

由于分真芽的分化受品种特性和环境条件的影响很小 〔‘ , ,

因此单株分雍数主要与分萦的

形成及其成穗有关
。

从环境条件来看
,

一般表现为弱光
、

高温和缺水等环境因素不利于分萦

的形成和成穗 〔 · ’“ 。

从分萦的生育过程来看
,

分萦开始形成于母茎三叶期
,

结束于母茎的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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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穗分化期或拔节期 〔‘ 〕 ,

因此单株最大分集数应与母茎生育期有一定的关系 而分萦能否成

穗一般认为与拔节开始时分萦本身的大小和生长速度有关 〔 〕 ,

至于是否也与母茎的生育有

关则 尚待解明
。

材料与方法

本试验分别于 年一 年
、

年 年和 年 年 个年度在 日

本东京大学农学部实验地进行
。

材料为冬小麦品种农林 号
。

播种期均为每年
一

前后
,

行距 。 ,

前两年密度为 粒
, ,

第 年为 粒
, 。

播种前施复合肥
,

折合每平方米
, 。 和 拔节初期追施硫酸钱

,

折合每平方米
。

试验设置 个处

理
,

分别为尼龙棚 内无浇水的干燥区 区
,

尼龙棚内以东京例年的旬平均降水量为浇水量

的湿润区 区 和栽培于露地的露地区 区
。

材料 自出苗后
,

每 取样一次
,

每区 株
,

分别观察植株生育进程
,

测定母茎 包括

主茎和主茎第
,

叶腋分萦
, ,

叶龄
、

次根数
、

茎长和幼穗长
,

以及单株分雍数和各分

莫着生叶位
。

然后分别计算出苗至拔节期
、

拔节至抽穗期的母茎出叶速度
、

节间伸长速度
、

出

根速度和幼穗伸长速度
,

最后分析生育期长度
、

母茎生育速度与分萦生长发育的关系
。

结果与分析

各处理的环境条件与生育期长度

环境条件主要测定了温度和土壤含水量
。

从温度来看
,

无论是晴天
、

阴天还是雨天
,

尼龙

棚内的处理
、

区 都要高于露地的处理 区
,

其幅度随着温度的上升而变小
,

一般为

一 ℃
。

土壤含水量的差异主要存在于 区与
、

区之间
,

其幅度越到生育后期越大
,

越接

近土壤表层越大
。

小麦各生育期长度的处理间差异如表
。

由表可以看出
,

区和 区的差异较小
,

而
、

区与 区的差异较明显
。

首先从全生育期的长度看
,

区较 区长 天
,

区又较 区

长 天 其次从各生育期的长度看
,

出苗至拔节期 区明显长于
、

区
,

拔节至抽穗期则

区要明显短于
、

区
。

表 处理 间各生育期长度的差异 年平均

生育期

播种至出苗

出苗至拔节

拔节至抽穗

抽穗至成熟

全生育期

区 区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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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处理的母茎生育速度

以生育期的长度 天数 为 自变量
,

叶龄
、

次根数和茎长
、

幼穗长为应变量
,

求出回归方

程式的直线斜率作为各处理的生育速度
。

表 列出了出苗至拔节期各处理母茎 主茎和

分萦 的生育速度
。

从中可以看出
,

区的母茎出叶速度要明显低于
、

区
,

而母茎出根速

度则表现为 区较
、

区为低
。

另外
,

分萦的生育速度
,

特别是出根速度要明显慢于主

茎
。

表 出苗至拔节期各处理 的母茎生育速度

主茎 分萦

处理

区

区

区

叶数 根数 叶数 根数

注 出叶速度和出根速度由 一 估算
。

按同样方法计算出的拔节至抽穗期各处理的母茎生育速度列于表
。

由于抽穗时叶
、

根

和穗的生长 已经结束
,

因此 回归分析中只使用了拔节至孕穗期的数据
。

从中可以看出
,

这一

时期的叶龄
、

茎长和幼穗长的增加速度
,

区要 比
、

区大得多
,

而出根速度则 区明显

小于
、

区
。

与主茎 比较
,

分莫各器官的生育速度大都大于主茎
,

这与出苗至拔节期的

结果正好相反
。

表 拔节至 孕穗期各处理 的母茎生育速度

主茎

处理

区

区

区

区

区

区

叶数 根数 茎长 。 幼穆

分雍

注 出叶速度和出根速度由 “ 估算 , 茎和幼穗的伸长速度由 一 估算
。

各处理的单株最大分获数与分续成德率

单株有效分萦数可分解成单株最大分萦数和分萦成穗率两个因素
。

从表 的结果可以

看出
,

区的最大分萦数要明显多于
,

区
,

而 区又略多于 区 有效分萦数的趋势与

最大分萦数相一致
,

但处理间的差异要小于最大分葵数 分莫的成穗率 区最大
,

区其

次
,

区最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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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各处理 的单株最大分菜数与分菜成穗率 年平均

处理

区

区

区

最大分菜数 有效分萦数 成穗率

生育期长度与分雍生长发育的关系

根据 个年度的实测数据
,

对生育期长度与分雍生长发育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

结果 表

表明
,

最大分萦数与出苗至拔节期的天数成正相关 , 无效分雍数与拔节至抽穗期的天数成

负相关
,

分萦成穗率与拔节至抽穗期的天数成正相关
,

有效分雍数与出苗至抽穗期的天数成

正相关
。

即出苗至拔节期的长度越长
,

最大分某数越多 拔节至抽穗期的长度越长
,

无效分莫

越少
,

成穗率越高 出苗至抽穗期的长度越长
,

有效分萦数越多
。

项 目

表 生育期长度与分莫生长发育 的关系

生育期 方程

最大分菜数

无效分菜数

分萦成穆率

有效分戴数

出苗至拔节

拔节至抽穆

拔节至抽穗

出苗至抽穆

一

一 一

一

关爷

一 朴 谷

赞

共书

, 显著水平 。 显著水平
。

讨论

环境条件与小麦生育期长度的关系

在本研究所设置的 个处理中
, ,

区与 区的温度有较大的差异
,

而 区与
,

区的土壤含水量有较大的差异
。

结合小麦的生育过程 表 来看
,

环境条件除了影响小麦的

全生育期外
,

对各个生育期的长度
,

特别是拔节启动的早晚有明显的影响
。

具体说来
,

区的

拔节要明显晚于
,

区
,

因而出苗至拔节期的长度明显增加
,

相反拔节至抽穗期的长度则

明显短于
,

区
。

比较 区和 区的生育进程
,

可知土壤含水量的差异对小麦生育进程

的影响不大
,

因而可以推测
,

区与 区的生育进程差异主要是由于温度条件引起的
。

温

度的影响方式
,

一般是低温推迟生长发育 〔‘ , 。

本研究中
,

虽然尼龙棚内的温度总是高于露地

一 ℃
,

但由于 区拔节开始晚
,

拔节至抽穗期的平均温度反而要高于
,

区 ℃左右
,

因此拔节后 区的生育速度要明显快于
,

区
。

小麦生育期长度与母茎生育速度的关系

就地上部器官叶
、

茎和稼而言
,

环境条件对母茎生育速度的影响与对小麦生育期长度的

影响是一致的 表
, , ,

即生育期长度较短时
,

母茎生育速度就较快
,

相反则较慢
,

这在出

苗至拔节期和拔节至抽穗期表现一致 而地下部器官根的生育速度与生育期长度的关系不

明显
,

这可能与根在植株中的地位有关
,

即根的生长除了受到环境条件的影响外
,

还受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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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部能提供的营养物质量的影响
。

生育期长度
、

母茎生育速度与分集生长发育的关系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
,

出苗至拔节期的长度较长
、

母茎地上部叶的生育速度较慢时有利于

分萦的形成 表
, ,

而拔节至抽穗期的长度较长
、

母茎地上部的生育速度较慢时则有利

于分雍的成穗 表
, , 。

众所周知
,

分莫形成及其生长初期的营养物质主要来源于母茎
,

因此母茎的生育速度较慢时
,

体内所剩余的营养物质就会较多
,

从而促进分雍的形成和生

长
。

至于拔节至抽穗期的长度及这期间的母茎生育速度与分萦成穗的关系
,

可以从两个方面

加以推测和解释
。

首先
,

拔节的开始使母茎本身所需的光合产物量增加
,

能剩余分配给分萦

的数量就减少闭
,

这就使得那些依赖于母茎供给的分雍得不到充分的营养而降低生长速度

或停止生长
。

由此推测
,

母茎的生育速度越快
,

能分配给分雍的营养就越少
,

因而形成的无效

分雍数就越多
。

第二
,

拔节开始后植株高度迅速增加
,

母茎与分萦
、

特别是与较小的分萦之间

的高度差也随之增大 〔即 ,

因此拔节后分菜的受光条件就变得相对不利
。

依次推想
,

母茎的生

育速度越快
,

分雍的受光条件就越不利
,

分萦的成穗率就越低
。

综上所述
,

由于出苗至拔节期

的长度较长
,

有利于分莫的形成
,

拔节至抽秘期的长度较长
,

有利于分雍的成穗
,

因此出苗至

抽穆期的长度越长
,

母爹地上部的生育速度越慢
,

单株有效分雍数就越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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