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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周肠的提出

小麦成熟
,

收割若不及时
,

可能发生的摄失
,

有 : (1 ) 落粒 (2 ) 生物性毁

坏 (包括扁类
,

小形哺乳类的盗窃) ( 3 ) 暴风雨引起倒伏等
。

关中地区
,

5 月底 6

月初这一段麦熟时 节
,

有时会遇 晃莲锦大雨 ; 雨 中不能收割
,

麦粒在穗上发芽
,

可

以严重地损伤麦收的臂与量
。

这些事项
,

并不是新解的简题
。

前汉中叶
,

公元前一

世祀
,

关中的农书
《 已胜之书

》
上就提声上

“
役

,

不可不速 ; 常以急疾 为务
。

芒张

叶黄
,

捷镬之无疑
。 ” 稍迟的 《 汉书

》 “食货志
” ¹ 中总桔 当时及以前农民的轻济

,

也视 “收镬如寇盗之将至
” ; 唐初

,

颜师古 ¹ 为这句括所作敲解时
,

更确切地视明

“恐为风雨所捐 ” 。

元代流傅 中的农书
《
掉氏道羡

》
所耙

“
割麦如救火

” 的钻
,

现

在还保存在关中老农们的口 头
,

几乎和
“龙 口夺食 ”

一样通行
。

所有这 些 耗 脸 总

桔
,

都指向一件事
: 麦收不可太晚

,

要及时抢割抢收
。

收 与割还不是麦收的全部操作 : 收后
,

晒干
、

脱粒
、

储存⋯⋯和夏播抢墒复种前

的翻耕、 整地⋯⋯等另一系列的劳动
,

虽没有抢收那么紧张
,

但工作总量和强度也

并不小
。

抢收之后再抢种的紧张
,

尤其值得考虑
。

把麦收提 早几天
,

使雨次紧张中有

一点稍长的简歇
,

有没有可能2 这是一方面
。

另一方面
,

如果根据气象预报
,

麦熟

后有速棉大雨来
,

提早收割
,

可以避免损失
,

不及早收
,

发芽的捐失就难于免除
。

从理想出发来作桔谕
,

提早几天割麦
,

应当是有益无摄的
。

现在有不少人 (包括我

个人在内) 这么想着
,

过去也有不少人这么想过
—

否 lllJ
,

不同时代的古农书中
,

不会反复再三强凋
“抢收

” 的重要
,

历代古农书中反复强调及时抢收的重要
,

正挽

¹ 《汉舍 ) )作者班固与注《汉奢》的颇师古都是关中的人二他俩的括
,

很可能只是总扮当时 关中农民翻

胜所得桔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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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泊年

明着从古以来扩 农民都不愿提早收割的事实
。

为什么农民宁愿社紧张的麦收
,

挨着夏

播
,

甚至于承担着种种可熊的揖失
,

而不肯将割麦提早几天 ? 这个矛盾的后面
,

有

着实际轻脸的简题存在
,

需要好好分析
,

不可以草率作出桔渝
。

五七年五月
,

我曾向我院附近的几位老农猜教过 : “ 为啥麦子不敢收得早些 ?

收早些
,

间答视 :

觅得发茅
,

免得落粒
,

免得夏播速上一气
,

忙的喘不过气
,

不好嗯 ? ” 他啊

“
就是不敢收得太早

,

为的宁歌麦落
,

不就麦箱
” 。

意思羡
,

落粒
,

一亩

地最多术过抛撒个十来斤
,

但 “
浪熟殉的麦

,

一亩能少收几十斤
,

那就错的大了”
,

再还有
, “麦没熟透面气浪收足

,

做镇作面条都没力
, ”

所有我清过的几位老农
,

在这雨点
_

匕羡法都一样
,

因此
,

我敲为这雨点
,

就是武功农民从胫脸出发趴为劲多指

早收割小麦的理 由
。

武功的农民
,

根据这样雨种理由
,

不愿提早割麦
,

其它地区如何呢? 为了比较

系抗全面地了解总桔陕西各地区关于选择麦收 日期的径脸
,

我曹作有
“啥时候割麦

最好?
”

在陕西 日报上登载过
,

要求各地区农业工作者帮助收集当地径脸
,

脱明小麦怎

样才算成熟
,

什么时候收割最好
,

并附代作些藏脸
,

考查落粒与收髓到底那一方面

担失更严重
。

我院遣傅选种教研粗霄同在我院作这样的一个献脸
,

同时
,

也得到农易

的大力支持
,

就在北阴外农学系小麦标本区中选定了一块麦田
,

将所种碧蠕一号
、

六

O 二八
、

西北站三号三种小麦
,

作为献脸材料
,

从 5 月29 日起到 6 月 18 日止
,

每天

从这块 田里
,

把三个品种的小戴 各收割一平方市尺
,

在割下的麦中
,

随机选出六

个植株
,

将穗与捍分开来
,

挂在室内风干
。

从收割的当天起
,

到第n 天
,

每天将 6

个植株穗与捍的重量
,

分别纪下
。

到第十四天
,

再将穗上的拉脱下
,

求得千粒重
。

随后
,

又就这些麦拉作了发芽势与发芽率的检查
。

这些数据
,

累积所得原始祀载
,

就是目前这次分析总桔的根据
。

原准备撒摺果积三年数据
,

桔合气象韶录
,

进行分

析
,

以获得可靠捏摩较高的一个径验或桔渝
,

来推定适合的麦收 日期
。

五八年和五

九年
,

因为人力与时简条件不充分
,

所以收有粗植下去
,

现只就五七年这一部分原

始祀录
,

稍加整理分析
,

报告如次
。

二
、

皿级数据的分析

(一)
·

总的挽明 、 57 年 5 且29 日
,

这个拭脸开始时
,

武功头道原的小麦
,

一般

还在乳熟期 ; 6 月 8 日
、

9 日才达到黄熟
,

们我这个献脸
,

实际上跨越了乳熟
、

借

熟
、

黄熟各个阶段
。

因为限于工作条件
,

没有求得炉干重量
,

只有风干后乾物臀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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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因此
,

在准确程度上
,

是有些欠缺的犷 但由已有数据 (晃表 1 ) 仍能挽明一些

简题
。

表 i 风千重量及其分布

收割 日期曦序分段 1一 5 6 一 1 0 1 1一 1 5 1 6 ee 2 0 2 1一2 5 1 平
‘

均

总 重

粒 重

54 0
。

8 4 3 1
。

0 4 4 6
。

1 3 9 7
。

2 3 94
。

4 4 3 4
。

7

12 0
。

5 12 9
。

8 1 5 4
。

9 1 3 8
。

4 14 2
。

2 1 3 7
.

0

居蝎

口

训卜

卜司‘
.

舒

释释 重重 3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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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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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2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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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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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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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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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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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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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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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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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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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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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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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4 6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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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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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0 r s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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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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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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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2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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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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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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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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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4 2 3
。

999 44 8. ,, 4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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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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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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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站站站 粒 重重 1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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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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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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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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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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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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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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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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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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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
卜卜卜卜卜卜卜卜

释释释 /总 % 7 6
.

81 } 68
.

0 666 6 1
。

4 222 6 、
.

9 4 5 ,
.

盯
1 6 5

.

5 444

稗稗稗/粒粒 3
。

3 1333 2
。

13 111 1
。

59 222 1
.

5 5 4 } 1
.

4 6 777 1
。

9 2 777

总总 盆盆 4 9 2
一
444 4 2 5

。

222 4 5 6
.

4 4 1 2
.

5 3 9 1
.

9 4 3 5
.

777

粒粒 宜 { 1 1 4
.

000 1 3 1
.

。 } i 6 a
.

555 1 5 6
一

000 15 4
。

6 14 5
。

000

释释 盆盆 3 7 8
。

444 2 9 3
。

666 2 8 7
。

999 2 56
。

555 2 3 7
·

3 } 2 9 0
·

777

777 6
。
8 555 6 9

。

0 555 6 3
。

0 888 62
。

1 8 6 0
。
5 555 6 6

一

7 222

}}}、
粒粒 3

.

3 1 999 2
。

2 3 111 1
。

7 0 999 1
。

触4 1
.

5 3 555 2
。

0 0 555

(幼 含水量 : 风干材料中
,

残余水分变化相当大
,

所以我俩的熬据
,

并不能

书正指示材料中的舍水量变化
,

而只能貌明变化的趋势
,

目码的数据中
,

有雨点值

孙提出镜明
:

一

1
.

风干时失水速度变化趋势 : 前后26 天雌割的小麦
,

失水速度都是收割当天到

挤二天最大
,

以后逐渐降低
,

但 5 月29 到 31 这三天 (乳熟期) 所收的一道到收后第

, 曰.



西 北 农 学 院 学 报 11泥泊年

七天
,

失水速度才稳定
,

到 6 月 7 日
,

进入黄熟期后
,

收割后第三天就已轻稳定下

来
。

将风干重盆较稳定后的干物霄总t
,

和失去的水分重t 相比较 (水/ 风干重)

第一天 (5 月29 日) 收割的是125 %
,

第二天 (5 月30 月) 是 110 %
,

第2 4天 (6 月

17 日) 是10 %
,

第25 天 ( 6 月18 日) 是7
。

5 %
。

这种失水速度的变化
,

羡明着在乳熟

期德部和革捍中还有大量的生活原生霄及渗透物霄
,

所以能保留较多的水分 ; 到黄

熟时
,

这些物熨残存盆已胫很少
,

所以粗积保水力降低得很快
。

2
。

风干材料的吸涨水
:
风干物贾吸收大气水分的本镇还很明显

,

从原始纪录中

逐 日重量的变化 (尤其是革捍部分 )
‘

,

可以看出 : 凡遇阴天或有降水时
,

风干重t

反而会比以前看高
。

吸涨水的这种增加
,

并不全由于革捍本身的吸水
,

其捍上寄生

的霉类的力量似乎比奠捍还大得多
。

(三) 总重量
: 为了便于比校

,

我们将拭脸的25 日分作 1 一 5
,

6 一1 0.
·

”
二l

一25 等 5 个 5 日的小段
。

将每天 6 个植株的最小重t 累积起来
,

平均爵算
,

看这 5 个

5 天中的积累变化
,

桔果总桔在表 2
。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 : 整个植株的干物霄
,

以前

三个五天中为高
,

特别是第 1 至第 5 天
,

每个植株地上部分的平均重量
,

达到 5 00 克

左右
。

到第 16 一20 天
,

植株地上部分的重量
,

只有4 10 克多一点 ; 到21 一25 天 RlJ 只

共下390 克
。

这种渐逐减低的情形
,

是雨个变化因素同时进行的表现 ; ( 1 ) 由乳

熟到黄熟
,

储藏性有机物寮在呼吸中消耗着 ; 同时
,

生活原生霄也在渐渐分鲜
、

清

失
。

( 2 ) 后期成熟麦粒自己脱落
。

_

(四) 子粒重量 : 子粒总重量
,

最初急剧增加 : 如在这段时期收割
, “

箱
” 的

担失是严重的
。

在第16 一20 天这五天中
,

子粒总重最高
,

这是子粒完全成熟
,

停止

再累积干物霄的表现
。

这段是收割最适合的时候
。

此后
,

子粒重里的下降
,

RlJ 是落

拉所引起的 ; 这时收割就嫌晚了
。

由千粒重 (表 2 ) 和捍 /粒比例 (表 l ) 的变化
,

也可以挽明
。

(五) 革稗重量
:

1
.

革捍的艳对干重
,

从第 1 日起
,

每 日推精下降
.

。

这是草稗有机物霄消耗摄失

的表现
。

下降的情况
,

总桔如下
:

时 期 小 “ }” ‘ 几一 6
“

。

}
。
“

0一‘1“ 5 ‘

{“, ‘5 一“‘ 2。

“
“至 2。一‘, , 5

千, f 降t
}

8 5

}
6 克 } 3 2 克 “

_ “4克

相当于前一小段干重的% ! 22
.

5
·

⋯
。

⋯
: 1

.

: 1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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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取样裴差颇大
。

第 6 至 10 日与第 n 至15 日之简的下降量
,

似乎过低
,

和

剪后都不相称 ; 但总的下降趋势
,

却很明显肯定
。

2
。

革捍有机物鬓消耗 的原 因可能有三种 ( 1 ) 输向子粒 ; ( 2 ) 呼 吸 消 耗
;

(3 ) 微生物 (特别是各种霉类) 利用作为生活物霄
。

输向子粒的消费
,

应当以腊

熟前为最高 ; 腊熟后便会渐渐停止
。

根据这次拭验的数据看来
,

前 10 天中每株穗重

由1 1 4克增高到13 2克
,

增加了18 克
,

而奠捍重量 RlJ 下降了85 克
,

征明莫捍中的有机

物霄确实有一小部分输送到了子粒中
。

反过来
,

穗重急剧增高的一段 (第n 至16 日)

菜捍重量的下降却最低
,

原因固然可能是由于取样筷差
,

但还是可以锐明穗重看大

的物霄来源
,

主要不在于其捍 ; 其捍中有机物臀的消耗
,

输 向子粒也不 是 主 要 部

、

分
。

就前十天视来
,

即令穗重增加的18 克
,

全来自奠捍
,

也不过草程所捐失重量的

2 0%
。

另一方面
,

革捍中物臀捐失最大的一段
,

即第 1 个 5 天
,

正是草捍中生活原生

熨残存t 最高的时候 ; 到第二个 5 天
,

生活原生霄残存量急剧下降时
,

干重捐失也就

最小
。

这就视明菜程中有机臂的消费
,

·

主要的在它本身的呼吸
。

最后十天
,

前雨方

面的消耗都已轻没有了
,

而其程干重量还在平稳地下降
,

RlJ 应当是霉类消耗的桔果
。

3
。

稗重在总重中所占比例
:
大致也反映着艳对重量的各种变化

,

不过数字似乎

更显豁些
,

碧蝎一号的菜捍袍对重量与在总重最中所占比例
,

一般较其他雨个品种

高些
,

是值得提 出注惫的
。

三
、

千 粒 l
一‘

.

千粒重
,

前十天的逐 日增加
,

非 常明显
。

到第n 日以后
,

便大致稳定了下来
,

很少变化
。

这就视明黄熟后
,

子粒不再有新的物臀积累
,

只有水分的蒸发º
。

千粒

宜稳定后
,

子粒总重t 也应当稳定
,

但事实上从第 n 日起
,

子粒总重 t 却在渐逐下

降
,

是落粒的表示
。

碧嫣一号 的千粒重
,

比其它雨个品种略高
,

稳定的 日期也校早
,

不过差异不大
。

四
、

发 芽 卒

从乳熟到黄熟末了
,

麦粒发芽率一道很高
,

除了个别的例下降到80 % 以外
,

一

般都在95 %以上
。

这羡明只耍有了成熟的胚
,

就可以发茅 ; 胚乳的存在
,

对发芽力

»后来植物生理研究祖所作另一吠孩
,

精果大致相似
,

不趁千粒的妞干重最擂大的时阴更长
,

我明成鹅

后期水分蒸发姐艘镇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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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不大
。

(但成苗率是另一简题)

表 2 千粒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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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分析
,

还不容静我们作出决定性 的总桔
。

但有一点却很显明 : 腊 熟 以

后
,

麦粒的精不会成为严重筒题
,

而黄熟后的
“落 ”

却值得注意

—
千粒重和子粒

总重可以征明
。

因此我们初步的意晃
,

黄熟时
,

应即进行收割
,

以避免落粒的报失
。

万一在腊熟初期有速棉雨的天气预报
,

便应 当提早几天收割
,

这时
“
精

” 的影响不

十分大
,

而穗上发芽的损失
,

别可以完全避觅
。

必须挽明 : 这只是一年的观察
,

而

且只是武功地区头道源上的情况
,

由这一点点食乏的数据
,

决不能作出桔渝
,

羡明

关中地区全部的情形
,

如果就较多的地区 (点) 积累了三四年的观祭
,

桔合气象昆

录
,

也薛我们能作出一个轻脸或推算公式 :

收割 日期 二 D + m P一峪

(。 = 推算所得摄花后的基本 日数
, P = 降水量

,

s = 日照里
, m 和 n lllJ 是准算所得

的系数¼ )
,

以供各生产队
,

农业技术人食的参考
,

在有久雨预报时
,

作出提早收割

的决定
。

同时也可以提供
“
最后发育阶段

”
所需环境因素的参考数据

。

·

另外
,

我们还不了解
,

在由乳熟到黄熟的一段时期中
,

小麦植株的根系是否还

粗植从土坡中吸收水分
。

如果黄熟以前的植株除了蒸臆之外
,

还在租擅吸水
,

对于

后作发芽生长所需要的墒
,

是一种应当避免而且可以避免的无盘消聋
。

如果黄熟前

植株不再消耗土壤水分
,

由于它们对地面复盖作用
,

可以减少蒸发
,

HlJ 有利
。

这一方面
,

57 年与我们这个献脸同时
,

中国科学院土壤生物研究所
,

曾作过一

个简单测定
,

数据还没有整理出来
。

将来整理后
,

再行分析报告
。

º 因为在麦热季节中
,

气沮与地沮都不会过低 ; 降水及 日照条件的变化
,

可以吹变当时沮度情形
。

如果
已握知道降水及 日照盆

,

沮度的影响大致也就包括在内了
,

所以我们 i义有将沮度变化列入式中
。

这个公式
,

是否有用二成者需要另挑其池鑫徽
,

我们 目前还不能肯定
。
等有了足约欧据

,

作过精璐分析
.

再扭过实际考

旅
,

才能视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