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TA - 6 处理后虽然对总产量的增加作用不是

十分明显 ,但是 40 mg·L - 1 DTA - 6 处理有效提高了

第 3、4 次刈割的草产量。DTA - 6 处理提高了单位

面积粗蛋白的产出量 ,各处理均高于对照 ,其中

40 mg·L - 1处理比对照增加 39. 32 % ,达到显著水平。

从上述结果看 ,40 mg·L - 1 DTA - 6 和 50 mg·

L - 1 DTA - 6 处理苜蓿的综合效果最好 ,单位面积鲜

草产量和粗蛋白产出量均有提高。因此在苜蓿上应

用 DTA - 6 的适宜剂量应该在 40～50 mg·L - 1之间。

但是喷施次数和时间间隔尚需进一步研究确定。

3 　小 　结

1) DTA - 6 对苜蓿叶片中可溶性蛋白和游离氨

基酸含量的增加作用是一种短期效应 ,作用期在使

用后 1 周内 ,而且剂量效应明显。本试验选择了苜

蓿开始快速生长时进行处理 ,但从 DTA - 6 的作用

期看 ,处理时间应该适当推后。

2) DTA - 6 可以提高叶片中含硫氨基酸和必需

氨基酸的含量 ,降低茎杆中含硫氨基酸和必需氨基

酸的含量 ,但是整株的含硫氨基酸提高了 14185 % ,

必需氨基酸提高了 13156 % ,有效改善了苜蓿草的

营养品质。

3) DTA - 6 40 mg·L - 1处理 ,苜蓿叶片粗蛋白的

含量较对照增加了 39. 2 % ,叶片粗蛋白含量由

24. 37 %增加到 26. 61 % ,提高了 2. 24 个百分点 ,茎

杆中粗蛋白较对照增加了 33. 5 % ,单位面积粗蛋白

产出量比对照增加 39. 32 % ,达到显著水平。

4) DTA - 6 对苜蓿草产量有增产作用 ,适当的

剂量可以增加单位面积粗蛋白的产出量。在饲草生

产上应用化控技术提高饲草品质和产量将有广泛的

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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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简讯

“小麦黄色花叶病毒的分子生物学及抗病毒小麦的基础研究”成果

日前教育部组织专家召开了“小麦黄色花叶病毒的分子生物学及抗病毒小麦的基础研究”成果鉴定会。

该项目由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于嘉林教授主持 ,利用基因枪转化方法成功获得了转 WYMV CP 基

因的抗 WYMV 转基因小麦 ,经多代田间试验和环境释放 ,筛选获得了抗病毒能力达到显著水平、又保持了受

体品系优良综合农艺性状的转基因小麦 ;并首次在禾谷类作物上发现了由转基因沉默所介导的抗病毒机制。

(科技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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