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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旗叶在产量形成中贡献卓著

的 机 理 探 讨
带

白宗仁 郎少兰

(西北农学院基础课部 )

摘 要

『

旅作者利用 《 细胞分离染色制片法 》 对七个春小麦品种不同叶位叶片的叶肉细胞进行

分离观察
,

结果表明
:

叶肉细胞的环数 (或 11呀分细胞 ) 不仅随叶位的上 升 呈 规 律性增

加
,

而且多环细胞的比例 也随之增加
,

乃至旗叶达最高峰
。

这种结构上的特点
,

使得在

有限的叶肉体积内大大增加细胞内表面面积
,

以安排更多的叶绿体
,

从而增加了光 合面

积
,

提高了光合速率
。

由此可见
,

小麦旗叶对产量形成贡献最大的原 因
,

是由其特殊结

构所致
。

从叶绿素含量
、

光合速率及维管束数 目的测定结果看
,

也都相应地说明这一结

论
。

因此
,

在小 麦生育后 期
,

采 取 有效的
“ 养根护叶

”
措施

,

延长茎生叶特别是旗

叶的功能期
,

对提高产量无疑是重要的
。

植物的某种特异功能
,

总是与其在长期演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巧妙结构分不开的
。

小

麦的旗叶在产量形成中的贡献最大
,

这是许多人研究的共同结果
。

其原因国内曾有所报

道
,

但研究对象分散
,

栽培条件不一致
,

侧重点也不同
,

未能系统说明问题
。

本研究是

在前人有关这方面研究的基础上
,

在大田群体试 验的一致条件下
,

对不同的品种进行了

较系统的研究
,

以期进一步探讨旗叶结构对产量特殊贡献的关系
,

为加强小麦生育后期

的管理
、

延长旗叶的功能
、

提高小麦产量
,

提供理论依据
。

材料和方法

采样时 itJJ
、

地点
:

19 81 年至 1 9 8 3年在西北农学院农一站眷小 麦试验地取样区采样
。

供试材料
:

普通 眷 .J、 支 ( r r i {、 :
·

: 、:
`

L引 , 、
,

: : 1 匕
,

) `{勺 J( 工 j乙号
,

7 d ) 5 ,
P , t : ` 11 ,

7 6 ) l
,

7了L Z ,

* 此研究得到翟允提副教授的指导
、

帮助
。

本文经翟允 提杨椒性副教授的审 }甄 取样
、

测定得到蒋纪云
、

盛宏

达
.

奚雷同志的帮助 ; 陈慧同志参加部分工作
,

王金武同志帮助照像
,

在此一并致谢
。



西北农学院学报 1 9 5 4年第 3期

公 17和甘肃永登红和尚等七个品种
。

采样方法
:

( 1)每品种定期采取主茎各叶位刚刚全部展开的叶片
,

用段 续川教授 革 新 后 的

《 细胞分离染色制片法 》 分离叶肉细胞
,

置 10 X 10 倍显微镜下观察计数 ;

( 2 ) 用国产 7 21 型分光光度计测定叶片的叶绿素含量
;

( 3 ) 用 Q G D一 07 型红外线 C O
Z

分析仪测定叶片的光合速率
;

( 4 ) 用叶片中部纵面结合徙手横切面
,

置 10 x lo 显微镜下考查叶片的锥管束数量
。

结果与分析

(一 ) 各叶位叶片的叶肉细胞形态

通过对京红九号等七个春小麦品种主茎各叶位 叶 片 的 8 4 0个 视野
, 1 万八千个细

胞的观察
、

检测
,

发现叶肉细抱 的 环数不 仅 随叶位的上升而呈规律性增加
,

而且多环细

胞的比例也随之增加
,

乃至旗叶 达 到 最 高 峰 (见 表 1一
a 、

b
,

不 同环数叶肉细胞形

态图附后 )
。

由表 1一
。 、

b看出
,

第五叶以下各叶片中
,

以三环以下的叶肉细胞为主
,

其变化范

围在 7 6
.

5一 85
.

6%之间
,

平均占 8 2
.

3 % ; 四环以 上的叶肉细胞居次要地位
,

仅占1 4
.

4一

2 3
.

5%
,

平均为 1 7
.

了%
。

而旗叶中则与上述情况相反
,

以 四环以上的叶肉细胞为主
,

平均

占 6 7
.

5 %
,

高的可达73 %
,

甚至有的细胞多达 15 环
,

并看出多环且分枝的类型
。

至于三环

以下的叶肉细胞数
,

多的可达 35
.

5万
,

少的只有 2 7
.

0%
,

平均也仅 3 2
.

5%
,

比低位叶 ( 1一

5 叶 ) 明显减少
,

居次要地位
。

表 l 中各品种间具有一定的差异
,

来 自北京地区的京红九号
、

7 6 0 1
、

7 6 0 5 三 个 品

种
,

高叶位的第六
、

第七叶片中
,

四环以上的叶肉细胞开始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

而其它

品种则至旗叶 (第八叶 ) 中
,
四 环以上的 ilI

一

肉细胞才急剧增长
。

这种差异是否与品种来

源地的生态条件及品种特性有关
,

尚待进一步研究
。

(二 ) 不同叶位叶片的叶绿素含里

不同叶位叶片
一

的叶绿素含量的测定
,

是由京红九号
、

7 6 0 5 和 P a坛 m 三 个 品种进行

的
。

分别取主茎第二叶
、

第五叶和旗叶
,

选用 7 21 型分光光度计测知叶绿素提取 液 在波

长 6 6 3 n m 及 6 4 5 n m时的光密度
,

按下式分别求得叶绿素
a和叶绿素 b的浓度

:

C
。 = 1 2

.

7 D 6 6 3 一 2
.

6 9 D 6 4 。
C b = 2 2

.

9D 6 ` 。 一 4
.

6 8 D 。 。 3

再按下列公式分别计算叶绿素
a和叶绿素 b的含量及叶绿素 ( a + b) 的总含量

:

叶绿素台量 (干重% )
_ C 〔毫克 / 升 〕 x 提取液总量 〔毫升 〕 x 稀释倍数

样品干重 〔 毫克 ]
X 1 0 0 0

X 1 0 0

测定结果见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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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一
a七个品种主茎各叶位叶片不同环叶肉细胞的百分率 ( % )

一
往

:
品种 P o t a m第七叶是旗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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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一 b七个品种不同环数叶肉细胞的百分率

卞
、

;生 低位叶 (1一 5)平均值 旗 叶

三环以下 四环以上 三环以下 四环以上

, .0口

:
OOJ
且

曰.1月 .1

京 红 九

7 6 0 5

8 1
。

9

8 5
。

1

2 8
。

5

2 7
。

O

7 1
。

5

7 3
。

0

:
一ó口ū了八O乃b7 6 0 1 2 3

。

5

7 7 1 2

3 4
。

5

3 2
。

7:
八O
曰1.甲̀ǎ袄

6 4
。

5

一 6 5
·

3

…一些一
… 6 7

·

5

一匀斤了

:
一a月任no八n:

OOj
上ù

.上, l

众U
J

4O门

…
一O门甘J饮00OU00

位ù

\%

P o t a m

公 17 1 9
。

6

9é一ū了一勺一厅才11
-,J甘肃永登红和尚

平 均

3 4
。

5

3 2
。

5

表 2 不同叶位叶片的叶绿素含量 (干重 % )

叶叶
口口 种种 京红九

一

号号

…
7 6 0 5

1

工工

位位位位位
第第 二 叶叶 0

。

8 444 一 一一一
一

—
一一

ooooooo
·

7 6 111

第第 五 叶叶 }}} 1
。

2 2
...

11111
。

2 666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旗旗 叶叶 1
。

5 666 1
.

6 9 111
(((第八叶 ))))) }}}

二二二刀
一竺

一…
一夕

’

代
一

}
一竺一…

一 `
’

2

卜
一

}
~

止兰
一二一止立一}

一叶一旗

表 2 说明
,

三个品种主茎上叶片的计卜绿素含量均随叶位上升而提高
。

其中低位叶片

叶绿素含量最低
,

高叶位叶片含量升高
,

旗叶 含量最高
。

所测品种之间
,

差异不显著
。

(三 ) 不同叶位的叶片光合速率的测定

因条件关系
,

我们仅对京 红九 号用红外线 C O
:

分析仪在光 照 强 度 4 万 lu
x ,

温 度

28 一 30 ℃ 条件下
,

离体测定了第五盯和旗叶的C O
:

吸收值带 。

按公式
:

关测定时间为下午 3一 5点
,

取徉时墒清铰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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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C O
: X 1 0一 6 x F义 D

A
计算出净光合率为

:

第五比卜 9
.

23 m g C O
Z

/ D M
Z·

hr
,

旗叶 1 1
.

5 2 m g C O
:

/ D M
“ .

hr
。

从净光合率的数值 比较来看
,

旗叶的光合速率也高于低位

叶
。

( 四 ) 不同叶位叶片中的维管束数里

对京红九号
、

7 6 0 5两个品种的第五叶至旗叶各叶位叶片中维管束数 目
,

分别进行了

考查
,

结果见表 3
。

表 3
.

10 株主茎叶片维管束的考查结果
来

不不同叶位叶片中维管束数目及相邻二叶片维管束数之比比

五五 …六 /五 … 六 }
一

七/六 …
一

匕 旗 /七 { 篡段段
一一 _

_
一 } { 拱叮叮

2226
.

4 一一

件
8 _

! 亘
·

三一 {{{
5

。

1
。

222

{{{ } `
.1222 …

_
_

_ }卫
_

_ {
`

·

4 8

{{{{{{{{{{{{{{{{{{{
)))))

_

3 2: 5

{
_

_
_

_

_

{
3 8

·

`

… ………
{{{{{{{{{{{{{{{ 1

`
·

` 8

{ …
`

·

` 5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

1 44444

{
3 8

.

`̀̀ 5 5
.

777

777 6 0 5 -------------------------------------------------

一一一一一一一 1
。

4 55555

* 小麦叶片的三种推管束中
,

此丧听列举的是平行分布的祖
、

细二种维管束的考查结果
,

对于极细而横行的维

管束未加观察
。

维管束是水分
、

无机盐及光合产物的运输通道
,

由茎中分入各叶位叶片中去的维管束

数 目的多寡
,

是反映该叶位叶片对产量的生理效应高低的重要标志
。

由表 3 中两个品种的

考查结果表 明
,

旗叶以下各位叶片锥管束数 目
,

同样随叶位上升呈递增趋势
。

由主茎第

五叶至旗叶
、

其间以旗叶的维管束数较邻近它的低位叶递增幅度为最大
,

显 著 地 高 于

其它各叶片
,

如按维管束数目的绝对值比较
,

旗叶要比其下位叶 (第五叶片 ) 增长近一

倍
,

这一点也意味着旗叶对产量形成的效应最高
。

结论与讨论

由以上分析结果 “ I知
,

小麦旗叶在产量形成中之所以贡献最大
,

除了旗叶在各叶层中

接受 日光具有最大优势外
,

从植物解剖和光 合效能的观点看
,

是由于旗口}
·

叶肉细胞的特殊

结构所致
。

由于旗叶叶肉细胞中多环式细胞的比例甚高
,

每个细胞的细胞壁向内皱褶形

成具有峰
、

谷
、

腰
、

环的结构
,

这样在有限的叶肉体积内
,

可以大大增加细胞的内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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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

提高光合速率
。

旗叶结构上的这种特点所导致的生理效应方面的优势
,

可 由其叶

绿素含量高
、

光合速率高得到证明
。

其维管束数目大大多于其它叶位的叶片
,

也是一个

间接的证据
。

由此说明
,

在小麦生育后期
,

采取有效的
“
养根护叶

”
措施

,

延长茎生叶
、

特别是旗叶的功能期
,

对提高小麦产量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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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本文照片系采用显微镜下描拟绘图而后照相效果
。

汤
。

丫 U6勺 九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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