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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誉酸浸种对小麦生长和增产的影响 (简报 )

西北农学院基础课部 汪沛洪 赵文明

核普酸是核酸的降解产物
,

它在生物体起很 重要的作用
。

近年来国外一些资料报

导
:

用核普酸处理小麦
、

水稻有促进开花
、

结实
、

成熟的作用
4 ’ “ ,

但是
,

我国在这方

面 的研究不多
1 ”

。

目前
,

味精厂和酒精厂的下脚料水中
,

含有大量的核普酸未被利用

而丢弃
,

实在是浪费
。

我们在 1 9 7 4一 1 9 7 5 年用盆栽及田间试验的方法
,

观察了各种单

核普酸对小麦生长和产量的影响
,

目的是为工厂下脚料水在农业生产上的综合利用提供

参考
。

试 验 材 料 和 方 法

试验材料
:
小麦品种矮丰 3 号

。

试验方法 : 用 1 00 P P M核普酸浸种 ( 共浸 2 次
,

每次 12 小时 ; 同时以浸水 处 理

作对照 )
,

然后分别进行室内培养
、

盆栽和田间小区试验
。

浸 种 处 理 代 号

名 称

代 号

水 ( 对照 ) }.5 一胞普酸 {5
尸

一尿背酸
3 ,

一腺` 酸
}
5 ,

一鸟二酸

{
核酸酸解液

11
2 0 } 5

产

一 C M P } 5
产

一 U M P 3产一 A M P J S
产

一 G M P } RN A a

以上所用各种单核若酸是上海味精厂生产的
, RN A是上海生物化学制品厂生产的

。

试 验 结 果

一
、

增 产 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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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不同核昔酸处理对小麦产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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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看出
,

无论盆栽或 田 间试验
,

RN A a 浸种小麦都有 增产 作 用 ( 增产幅 度

12 一 54 % ) ;
而其余的处理

,

在盆栽和 田间试验条件下表现不同
。

但从对产 量影响的

顺序看是一致的
:

即丑N A a
> C M P > U M P > G M P > A M P

。

由这些现象看出
,

嗜咙类核普

酸 ( C M P和 U M P ) 处理的都比嘿吟类核普酸 ( A M P和 G M P ) 处理 的增产效果好些
,

这

可能由于嗜咤核普酸对塘的综成有促进作用
。

二
、

增 产 因 素 分 析

1
.

促进种子萌发
、

根系发育
、

提早出苗
。

表 2
.

不同核昔酸处理对小麦种子萌发
、

幼苗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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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看出
:

除 5尹

一 G M P的处理发芽受到抑制
,

根系和幼苗生长不良
,

出苗推迟

2 天外 , 其余的处理都较对照好
,

即发芽势提高
,

幼苗高度增加
,

根数也稍增多
,

提早出

苗约 1一 2 天
。

从以上结果还看出
:

哦淀类核普酸处理比嗦吟类 核昔酸处理 的效果好

些
。

促进分孽
。

表 3
。

不同核普酸处理对小交分获的影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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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最后 ( 3 月 8 日 )一次分禁调查数为准
。

料春季净分孽数减去冬前净分孽数之差
。

照片 I
、

小麦拔节初期生长情况
。

( 1 975
.

3
.

2 .4 下午摄 )

从表 3 着出犷无论盆栽还是田间小区试验
,

RN A a
处理都有促进分禁的作用 ( 增加

幅度 13 一 20 % )
,
’

这与王喜
、

孙玉昆等人的试验结果相符
1 多 而 G M P 处理却降低小麦

分葵 ( 降低约 30 % ) , 其余的处理
,

在盆栽和田间试验条件下的变化情况不大一致
:

c M P
、

u M P和 A M P在盆栽试验中都促进小麦分巢 ( 见照片 I ) , 而在田间试验中
,
C M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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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则有减少分孽的趋势 (降低 9
.

7 %)
。

从冬季到春季小麦分巢消长情况来看
:

盆栽

试验的分孽消长为正值
,

表明越冬期继续分莫
:
田间试验的分孽消长为负值

,

说明越冬

期分孽死亡
。

产生差异的原因可能受不同气温影响所致
,

因盆栽室 内温度较高 ( 严冬来

临前
,

已将盆子移入室内 ) ,
而田间气温太低

,

致使部分分粟死亡
。

但从促进分萦的作

用来看
:

嗯睫类核普酸处理比嘿岭类核昔酸处理的效果好些
。

3
.

增加有效穗数
。

不同核普酸处理对小全藕教的影晌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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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 6 盆测量结果的平均值
。 . ’

为 3 个重复小区测量结果平均值
。

. ,
为有效分孽数 = ( 成穗总株数 一 基本苗 ) + 基本苗

。

照片 I ,
小麦成熟后情况

。

( 1 9 7 5
.

6
.

6下午摄

由表 4 看出
,

RN A a
处理的有效分 葵数和成穗数 都比对照增高

。

其它处理 的结果

是
: 盆栽试验中

,

哦吮类核普酸处理较对照的有效分孽数和成穗株数增加 , 而其余的都

比对照降低
。

但是无论 田间试验还是盆栽试验都可看出这样的趋势 , 吻咤类核昔酸处理

都较嗦岭类核昔酸处理的成穗数和有效分孽数增多
。

另外核昔酸浸种对小麦穗粒数和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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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重无促进作用
,

这可能 由于浸种的后效作用减弱之故
。

至于盆栽试验中
,

RN A “
浸种

的千粒重比 对照降低 ( 降低约 17 % )
,

可能由 于株数太多
,

土壤营养不足所致
。

因

此
,

在小麦生长后期配合追肥
,

喷施核昔酸可能有更好的增产效果
。

小 结

本试验结果表明
:
核酸酸解液 ( RN A “

) 浸种小麦都比单核昔酸处理的增产效果显

著
。

在单核昔酸处理中
,

啥咤类核昔酸比嗓吟类核昔酸处理的效果好些
。

虽然在田间试

验和盆栽试验中
,

单核昔酸的增产效果有所差异
,

但它们对产量影响的顺序仍然是一致

的
:

即 RN A a ) CM P ) U M p ) A M P > G M P
。

核酸酸解液增产效果显著的原因
,

主要是由于核酸酸解液中含有混合核昔酸
,

它们

的协同作用可能有促进种子萌发
、

提早出苗
、

增加分蔡
、

促进成穗
,

因而有提高产量 的

作用
1 ’ “ 。

根据我们的初步试验结果
,

建议有关部门利用工厂下脚料水制造核酸的酸解物
,

并

进一步开展核酸酸解物在各种作 物上使用 技术的研究
,

变废为宝更好 的为农业生产服

务
,

为加速农业现代化作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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