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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丰安与大豆种衣剂混用效果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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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伏一直制约着大豆产量的提高
,

栽培上预防倒伏的措施往往与提高产量相冲突
。

化控技

术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
,

但 目前仍缺乏理想的药剂
。

壮丰安是中国农业大学化控室近

年合成的植物生长调节剂
,

不仅具有多效哇的 良好效应
,

且能克服多效哇残效期长 的缺点
,

目

前已在小麦栽培上推广应用
,

具有控制株高
,

促进根系发育
,

预防倒伏等优点
。

本试验 旨在研究

壮丰安能否预防大豆倒伏
、

提高产量及其在大豆超高产中的作用
。

试验于 年在黑龙江省 国营八五三农场
,

选用大豆品种合丰
,

试验设计壮丰安拌种

用量分别为
, , , · 一 ‘

共 种剂量处理 下称化控
, , ,

和
。

处理及对

照种衣剂的用量都为种子量 的
。

先按种子量取种衣剂
,

然后按以上剂量将所需数量的壮

丰安加人种衣剂 中混匀 加少量水
,

再加人种子 中拌匀
。

试验采用全息试验设计方法
。

播期及

密度一致
。

用统计方法和全息方法分析试验结果
。

对照于
一 一

出苗
,

个处理的出苗期一致
,

但比对照晚
。

处理从出苗到子叶期

及子叶到第 节龄的进程明显加快
。

到第 节后
,

二者的每节龄需 日数相同
。

混用壮丰安各处

理的花期 比对照晚
。

成熟期各处理及对照基本一致
。

对照出苗后
,

叶色翠绿
,

向上生长 各处理的叶色墨绿 随着剂量的增大而加深
,

叶片小而

厚
,

贴地生长
,

子叶节和真叶节缩在一起
。

对照的直根系明显 各处理则主根弯曲变弱
,

侧根变

粗
,

类似须根系
。

各处理的子叶节
、

真叶节及第 节短于对照
,

以上则无缩短现象
,

处理剂量

大的节间长度还要超过对照
。

开花时
,

对照是在每个叶腋处生 出 一 朵花
,

而混用壮丰安各处

理则在叶腋处生 出一簇花 类似顶花
。 一 一

降大雨
,

对照倒伏
,

混用壮丰安各处理没有

倒伏
。

生育初期各处理的单株干物质重和叶面积系数均 明显小于对照
,

但结英盛期以后生长速

度明显加快
,

到了籽粒形成期
,

化控
, ,

处理的叶面积系数接近对照
,

化控 的叶面积

系数已经超过对照
。

此期化控
, ,

的单株干物质重超过对照
。

该年度降雨量较

大
,

后期大豆植株被淹
,

对照
一 一

已落叶
,

各处理落叶延迟 左右
。

各处理株高低于对照
,

但却是随着壮丰安剂量 的增加而增高
,

只有化控 差异

显著
。

对照没有分枝
,

而混用壮丰安各处理的分枝率很高 一
。

各处理的株英数及株粒

数分别比对照高 及
,

且差异显著
。

化控 一 的产量分别比对照
· 一 高

, , , ,

差异显著
。

以产量为 目标因子
,

以植株形状 株高
、

节数
、

分枝率等 和产量性状 株荚数
、

百粒重等 为

结构因子
,

用多维全息协调理论决策系统 对各处理及对照进行全息和谐协调分析
,

发现各处理的产量性状和产量之间的关系是协调 的 包括低产的对照 但对照的株型与产量

之间的协调度却明显低于化控各处理
,

说明混用壮丰安后改变了大豆的株型
,

更有利于各产量

性状的形成
,

从而获得高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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