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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分孽叶
、

穗的生育特征与成穗的关系

李 建 民①

植物科技学院

摘 要 对冬小麦品种农林 号的观察结果表明
,

分萦能否成穗不仅与相对于母茎的出叶速度
、

幼穗分

化速度有关
,

还与分雍本身器官之间的生长关系有关
。

在拔节开始后不久
,

无效分粟的出叶速度和幼穗分

化速度就明显落后于有效分粟
。

与同叶龄的有效分萦相 比
,

无效分集不仅伸长幼叶的叶片长度小
,

而且伸

长幼叶对展开叶的长度比也小
。

虽然幼穗分化速度在同叶龄的有效分萦和无效分萦之间无明显差异
,

但在

同一幼穗发育阶段的幼穗长度无效分萦要小于有效分莫
。

这些结果表明
,

无效分莫不仅生长速度慢
,

而且

有不同于有效分莫的生长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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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分萦的成穗问题历来是作物学研究和作物生产中的重点和关键川
。

从小麦的生育

期来看
,

一般的无效分葵大多形成于节间伸长开始后的 周之 内川
,

因此有效分萦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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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分萦的分化应该发生于拔节初期
。

分萦能否成穗与分萦本身的叶龄
、

生长速度等有关巨
, ‘ 」。

有效分萦的地上部各器官特别是叶和穗
,

无论是拔节前还是拔节后都保持与母茎相当的生

育速度 而无效分萦则在拔节开始后不久生育速度便落后于母茎
,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差异不

断扩大
,

直至分粟死亡固
。

本研究将在此基础上
,

对有效分萦与无效分萦的生育特点做进一

步分析和 比较
。

材料与方法

本试验于 日本东京大学农学部试验地进行
。

材料为冬小麦农林 号
,

年 月

日播种
,

行距
,

密度 粒
· 一 。

以复合肥作基肥
,

折合每平方米施
、 。

和 拔节初期追施硫酸钱
,

折合每平方米
。

试验设置三个处理
,

分别为尼龙棚

内无浇水的干燥区
,

尼龙棚 内以东京历年的旬平均降水量浇水的湿润区和栽培于露地的露

地区
。

由于在试验范围内处理间差异极小
,

因此不做处理间比较
,

将三个处理的数据一起用

于分析
。

材料 自出苗后
,

每区随机选择 株定株观察
,

每 一 观察一次主茎叶龄
、

各叶位分

萦出现 日期和各分萦叶龄
,

并追踪各分萦的成穗状况
。

并 自分莫期开始
,

根据定株观察的结

果取生长较为平均的植株每区 株
,

每 取样一次
,

分别测定各主茎及其分萦的叶

龄
、

各叶位叶片长
、

幼穗发育阶段和幼穗长等项 目
。

为能尽早判断分萦发育的有效和无效
,

采用与定株观察材料相比较的方法
,

即根据定株

观察的追踪结果
,

整理出某一叶位的分萦最终成为有效分萦时
,

在某一 日期应确保的最小叶

龄及不应超越的最大叶龄差 母茎叶龄一分萦叶龄
,

然后把取样测定的分萦数据与此对比
,

凡是小于最小叶龄或大于最大叶龄差的分萦就被判为无效分萦
。

为确保数据的可比性和样

本数
,

本文以 和 分萦 主茎第
,

叶腋分萦的先出叶叶腋分萦
,

为方便起见以下称

分萦 作为分析对象
。

结果与分析

分雍的相对出叶速度

由定株观察材料计算出的分萦相对于母茎的出叶速度 单位时间内分莫与母茎抽出的

叶片长度比 在分葵出现后至第 天 为主茎拔节开始后 左右 内
,

有效分萦与无效分

萦的差异不明显 相对速度的平均值分别为 和 此后
,

有效分萦和无效分桑表现

出了明显的差异
,

即有效分桑在出现后 内
,

继续保持与母茎相近的出叶速度 平均

值为
,

第 天以后
,

由于母茎出叶速度的下降和停止
,

分萦表现 出大于母茎的出叶速

度 平均值为
。

而无效分萦在出现后 内
,

出叶速度降为母茎的一半 平均值

为
,

从第 天起
,

出叶速度进一步下降
,

到第 天时停止出叶
,

速度降为 图
。

分获的叶片长度关系

若以最新展开叶为 叶
,

那么 已展开的 叶以下的叶以次是 一 叶
、

一 叶等
,

正在

伸长抽出的叶是 十 叶
,

其内部的幼叶以次是 叶
、

叶等
。

比较以上各叶的叶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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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表 可以发现
,

无效分萦的展开叶长度与有效分萦无显著差异
,

而正在伸长的幼叶长度

要显著小于有效分萦
。

表 有效分菜与无效分莫 的叶片长度 比较

分萦的各叶片长度
叶 龄 分 莫

—
”一 一 ① 十 十

有效分粟
,

无效分雍

差 ② 一 一

有效

无效

差 一 一 一

有效

无效

差 一 一 一

①为最新展开叶
。

② 一 无显著差异
,

水平显著差异
, , 水平显著差异

。

从伸长幼叶对展开叶的叶片长度比来看
,

无效分莫也要明显小于有效分萦
。

以 叶

与 叶的比值 图 为例
,

有效分萦随叶龄增加呈有规律的变化趋势
,

即当 叶展开时比值

最小
,

随 叶的伸长抽出比值不断增大
,

直至 叶展开成为新的 叶时比值又 回到最

小
。

虽然无效分莫也有类似趋势
,

但比值小
,

随叶龄变化的变化幅度也小
。

有效分策 。 。 有效分菜
合 ‘ 无效分菜

内怪一

妇平千

‘口哎﹄口乙,上︶

侧侧古召韧孚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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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去

一
一

一
一 一习

分孩出现后天数 分草叶龄

图 分莫 的相对 出叶速度变化 图 分莫 的 叶与 叶的

叶片长度比

分集与母茎的幼穗发育关系

为分析分莫与母茎的幼穗发育关系
,

依次把幼穗发育的各个阶段数值化
,

然后计算母茎

处在某个发育阶段时的有效分萦和无效分集的平均发育阶段 表
。

在幼穗发育初期 母茎

至小花分化前期
,

阶段 分莫的幼穗发育落后于母茎
,

但有效分萦与无效分萦之间差异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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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

母茎进入小花分化期后
,

有效分萦的分化速度开始加快
,

逐渐与母茎的发育阶段接近 无

效分萦则开始明显落后于有效分萦
。

虽然一部分无效分葵的幼穗发育可达到花器发育前期

阶段
,

但大部分都在此前就停止发育
。

表 分莫与母茎的幼穗发育关系

母茎发育阶段 数 值 有效分萦 无效分萦

伸 长 期 一 一

苞 分 化 前 期 一 一

苞 分 化 中 期 一

苞 分 化 后 期 一

小穗分化前期

小穗分化中期 。

小穗分化后期

小花分化前期

小花分化中期

小花分化后期

花器发育前期 。

花器发育中期

花器发育后期

孕 穗 期

抽 穗 期

另外
,

在幼穗长度的关系方面
,

有效分萦与母茎保持密切 的直线相关关系

一
,

一 “ 而无效分萦的幼穗长度大多停留在 以 内
。

分获的幼穗发育阶段及其与幼穗长的关系

尽管与有效分萦相 比
,

无效分萦出叶速度慢
、

幼穗发育进程落后
,

但从叶龄与幼穗发育

阶段的关系看
,

无效分葵与有效分桑的趋势基本一致 图
。

即虽然无效分萦的幼穗分化最

终不会超过花器发育前期 阶段
,

但就幼穗发育过程与叶龄的关系而言
,

无效分萦与有

效分萦并无显著差异
。

虽然有效分桑与无效分萦
,

在叶龄与幼穗发育阶段的关系上没有差异
,

但在幼穗发育阶

段与幼穗长的关系方面有明显差异 图
。

从图 看
,

在进入小穗分化期 阶段 前
,

无效分

莫与有效分桑的幼穗长度差异很小 进入小穗分化期后
,

无效分萦的幼穗长度开始明显小于

有效分萦
,

即无效分萦降低了幼穗长度的增加速度
,

以致进入小花分化期以后也一直落后于

有效分萦
。

讨论

关于小麦分桑生育与其成穗关系的研究至今已有很多
,

但大多是以 比较不同叶位的分

萦进行的
。

众所周知
,

由于分莫着生叶位不同
,

分萦与母茎的生育关系会有某种程度的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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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同一叶位的分萦也会有有效无效之分
,

因此上述方法难免对分析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

本研究以定株追踪观察的结果为依据
,

尽可能早地预测出分龚的有效性
,

然后对相同叶位的

有效分雍和无效分萦进行比较
,

从而避免了分萦着生叶位的影响
。

。 有效分策
心 无效分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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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分莫的叶龄与幼穗发育

阶段 的关系

纵轴数字 所代表的幼穗发育阶段
,

见表
。

幼祖发育阶段

图 。分莫 的幼穗发育阶段

与幼穗长 的关系

横轴数字 所代表的幼穗发育阶段
,

见表
。

叶的生长与分龚成穗

我们在先前的报告川 中曾指出
,

分莫的出叶速度 以叶龄为单位 与母茎保持一致或略

快于母茎是有效分莫的重要生育特征
。

本研究以叶片长度为单位的研究结果表明
,

除了最后

的一段时间外
,

分萦的出叶速度都要慢于母茎 图
。

这种结果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分萦的叶

片长度要短于母茎的同伸叶所致
,

即由于母茎叶片较长
,

与母茎叶片同时伸长的分萦叶片较

短
,

因此虽然以叶片长度为单位时分雍的出叶速度要慢于母茎
,

但以叶龄为单位时分萦便达

到或超过了母茎的出叶速度
。

与有效分葵相 比
,

无效分莫的出叶速度在拔节开始后不久 分萦出现后 便开始明

显地下降 图
,

且无效分萦的幼叶长度 表 和幼叶对成熟叶的长度之 比 图 又都明显

小于有效分粟
,

因此可以推测无效分莫在出叶速度下降以前
,

内部幼叶的伸长速度已有所下

降
。

即无效分萦的生育速度下降可能首先反映在内部幼叶的生长上
,

然后才是出叶速度的下

降
。

这一结果表明分粟的有效与否除了可从与母茎的生长关系来判断川外
,

也可考虑用分萦

本身的幼叶与展开叶的比值来判断
。

幼穗的发育与分戴成穗

从幼穗的发育阶段来看
,

无论是有效分萦还是无效分萦均与叶龄保持密切的相关关系

图
,

但由于无效分萦的出叶速度在拔节开始后不久便落后于母茎
,

因此无效分萦的幼穗

发育阶段 表 和幼穗长都落后于有效分萦
。

进一步 比较分萦的幼穗发育阶段与幼穗长的

关系 图 可以发现
,

幼穗分化到小穗分化期 阶段 后
,

既使在同一发育阶段
,

无效分萦的

幼穗长也小于有效分桑
。

由此可以推测
,

无效分雍幼穗长度的减小 一方面是由于植株整体

生育速度下降所致
,

另一方面是由于幼穗本身的伸长速度下降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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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分雍与幼小器官的生长速度

从幼叶与幼穗的伸长速度下降来推测
,

无效分萦在根茎叶穗整体的生育速度下降 时
,

首先受到抑制的是植株内部幼小器官的伸长生长
。

有报道困表明
,

无效分莫在形态上表现出

生育速度下降前
,

内源激素的数量及其比值已出现不同于有效分萦的变化
。

关于上述的幼小

器官的伸长特性是否与无效分萦的内源激素或物质分配有关
,

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研究

和探讨
。

致谢 本研究在 日本东京大学农学部栽培研究室完成
,

得到 了山崎耕宇教授及其他同仁的鼎力相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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