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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膜复盖促进玉米花期的初步研究
来

罗淑平 张晓勤 薛晓龙 魏益平

(西北农学院农学系 )

摘 要

1 9 8 3年我们研究了聚乙烯塑料薄膜复盖对玉米花期的影响
。

试验采用 了12 个品种
、

4 个播种期
、

全生育期复盖与露地栽培的裂 区试验设计
。

试验表明
:

复盖地膜使玉米提

早出苗
、

散粉
、

吐丝
,

提早天数随播种期推迟而递减
;
复盖玉米吐丝前各生育阶段缩短

7 一 9 天
,

吐丝到成熟的天数延迟约 2 一 3 天
,

全生育期平均提早 5 天左右
。

生育期不

同的玉米
,

复盖后的开花顺序与不复盖的一致
。

在武功地区条件下
,

应用地膜复盖的早

开花效应
,

对生育期相差少于 8 天的自交系
,

以晚熟自交系复盖作母本
,

早熟自交系不盖

作父本
,

可以达到花期相迂
; 生育期相差约15 天的 白交系

,

用晚熟系复盖作父本
,

早熟

系 不复盖作母本
,

可达到花期相迁 ; 如果先播种的隔离区父
、

母本均复盖
,

那 么 它 和

后播种的隔离区
,

时间隔离间距可由40 天减少到30 天
。

此外
,

出苗至 8 叶期间复盖也可

促进早开花
。

地膜复盖是五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农业新技术
,

我国在七十年代才广泛应用在芷菜
、

棉花及粮食
、

油料作物上
,

但在玉米上的应用和研究均较少
,

所见报导多是研究地膜复

盖玉米的增产作用 (1. 2
、

3
、

6)
。

由于玉米育种中常常发生双亲花期不协调的问题
,

并因此影

响到 育种进度和限制 了一些杂交种的推广
,

人们采用了分期播种
、

贮存花粉等办法
,

这虽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问题
,

但给工作带来麻烦和困难
。

为 了寻找简单易行的解决办法
,

利用地膜的增温
、

保墒促进早熟的效应进行了地膜复盖促进玉米开花的初步研究
,

探讨

不同品种
、

播期下地膜复盖后的花期变化规律
,

试图通过复盖解决双亲花期不协调
、

时

间隔离中的花期交叉及生长迟缓亲本的促进问题
。

材 料和 方法

试验分为主试验和辅助试验两部分
。

主试验为播期
、

播种方式
、

品种三因子裂区试

验
:

播期为主 区
,

分四个时期播种
, 3 月30 日

、

4 月 9 日
、

4 月19 日
、

4 月 2 9 日 , 播种方

* 本试验系宋玉挥教授主持的夏玉米杂交种选育课题的一部分
。

玉米育种组同志和许玉璋讲师给予了指导
, 、

帮

助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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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为付区
,

分地膜 复盖与露地栽培
; 品种为付付区共12 个材料

,

其中有武 20 2
、

黄早四
、

三团
、

武 1 0 5
、

M o 1 7
、

武 2 0 9
、

自3 5 0
、

5 6一 2 9八个自交系
,

户单 1 号
、

陕单 g 号
、

中单

2 号三个杂交种和野鸡红品种
。

付付区为单行区
,

每行一个品种
,

种 8 株 ;
付区为 1 4行

区
,

其中 12 行为试验品种
,

其余 2 行种M O 17 为采样区
; 主 区 28 行

。

双垄宽窄行栽培
,

地膜采用厚。
.

02 m m 白色聚乙烯塑料薄膜于播种时进行双行复盖
,

现 苗时用刀子将薄膜

刻开直径 4 一 5 厘米的小孔
,

将苗放出
。

行距平均 2 尺
,

株距 1 尺
,

合每亩3 0 0 。株
。

主
、

付区内均采用随机排列
,

付付区按株高分组随机排列
,

全试验共重复三次
。

辅助试验为

品种
、

复盖时期两因子试验
,

品种为自交系武 1 0 9
、

M 0 17
,

复盖时期 分 为 播 时盖
、

5

叶盖
、

8 叶盖
、

12 叶盖及露地栽培
。

单行区
,

每行 8 株
,

双垄栽培
,

随机排列
、

重复三

次
, 4 月 9 日播种

。

生育期按全国统一记载标准记载
,

出叶以见到叶时记载
。

土壤含水

量采用烘干法
,

每 日 6 :

30
、

1 3 : o。
、

19
: 0 0记载 5 厘米

、

10 厘米土层地温
,

同时测定

叶面积和土壤养分含量
,

结合培土每亩施复合肥料25 斤
,

试 验结 果

玉米花期指雄花散粉期和雌花吐丝期
,

出苗早晚和开花期也有密切关系
。

为此进行

了出苗
、

散粉
、

吐丝三个时期的裂区结果的统计分析
,

经F 测 验
,

不 同播种方式间出

苗
、

散粉
、

吐丝期均达极显著水平
,

播期和播种方式
,

品种和播种方式 的交互作用也达

显著水平
。

一
、

地膜复盖比露地栽培玉米提前出苗
、

散粉
、

吐丝
。

3 月30 日播种的地膜复盖玉

米提早出苗 4 天
,

提早散粉 9 天
,

提早吐丝 10 天
,

其它播期亦有同样趋势 (表 1 )
。

在

地膜复盖条件下
,

各生育阶段经历时间变化是不一致的
,

由播种至吐丝前的营养生长阶

段
,

地膜复盖促进植株生长是缩短生长进程的过程
,

由吐丝到成熟的生殖生长阶段
,

地膜

复盖玉米植株高大经历时间延长
,

但前期加速生长的时间大于后期延迟的时间
,

全生育期

表 2 复盖与露地缩短天数的分配 (四个播期平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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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膜复盖玉米仍比露地栽培表现早熟 (表 2 )
。

前期缩短的天数中
,

由 播 种 至出苗占

44 % 左右
,

出苗到散粉约占5 4%
,

散粉到吐丝所占比例很小
,

故花期提早与早出苗关系

很大
。

由于出苗时地温偏低
,

当复盖地膜后造成了出苗的良好水
、

温条件
,

从而促进了

早出苗
。

此 外
,

地膜复盖还表现出苗整齐
,

生长势强
。

地膜复盖后的变异系数和极差比

露地栽培为小
,

地膜复盖约 2 天 内全苗
,

而露地栽培 3 一 4 天才能全苗 (表 3 )
。

表 3 地膜复盖与露地栽培出苗情况比较 (3 月3 0播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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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不同播期下地膜复盖 比露地栽培玉米早出苗
、

散粉
、

吐丝的效应随着播种期推

迟而逐渐减弱 (第四播期尤为明显 )
。

3 月30 日至 迄月 19 日播种的前三期玉米出苗期提

早 4 一 3 天
、

散粉期提早 9 一 7 天
、

吐丝期提早10 一 6 天 ; 4 月 29 日播种的第四期随着

气温的升高
,

膜内地温与露地地温差距逐渐减少
,

出苗只提早了 2 天
,

散粉
、

吐丝只提早

了 4 天
。

所以播种越早
,

地膜复盖对缩短生育期的效果越明显 (但 3 月 30 日播种的玉米出

苗后曾受晚霜为害)
,

因此在武功地区晚霜前 9 天播种 可能是充分发挥地膜早熟效应的

最佳时期 (表 l )
。

三
、

地膜复盖后
,

不同成熟期材料各生育阶段经历天数的顺序不变
。

早
、

中
、

晚熟材

料经地膜复盖后播种至散粉
、

吐丝缩短的天数虽表现了早
、

晚 熟 略 长
,

中熟略短的情

况
,

但这种差数不影响各类材料的成熟顺序
,

也不影响雌雄花期顺序
,

叩仍表现 了早熟

材料开花早
,

晚熟材料开花晚的趋势
。

在 良种繁育中
,

若 父
、

母木均用地膜复盖
,

按原

规定播期播种
,

其花期可以 相迁
,

但整个隔离区 由于地膜复盖却提早了开花
,

缩短
一

J
’

和

其它田块时间隔离的间距时间
。

据我们观察
,

露地栽培条件下
, 3月30 日播种的比通月 2 9 日

播种的散粉期提早12 天 ;
而 3 月30 日地膜复盖的比 4 月29 日露地栽培的散粉期却提早了

21 天 (表 4 )
,

因之
,

先播隔离区采用地膜复盖时和后一隔离区的时间距离间距
,

可 由

4 0天缩短为30 天
。

四
、

地膜复盖与露地栽培的花期调节关系

玉米雌花吐丝期一般晚于雄花散粉期 2 一 3 天
,

杂交时
,

往往用生育期短的材料作

母本
,

生育期较长的材料作父本
,

同期播种达到花期相迂
。

当玉米进行地膜复盖后
,

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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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地膜复盖与露地栽培下的品种生育天数

播 种 至 散 粉
位 次

地膜 露地 差

播 种 至 吐 丝

地膜 露地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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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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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期可以提早 6 一 10 天
,

如果减去散粉到吐丝的 2 一 3 天
,

仍比露地栽培雄花散粉提早

4 一 7 天
,

这样根据需要就有可能将晚熟系作父本
、

早熟系作母本变为晚熟系地膜复盖

作母本
,

早熟系露地栽培作父本
,

进行反交同期播种制 种
。

如黄早四作母本
, M O 17 作

父本
,

于 3 月3 0 日播种
,

父
、

母本花期分别为 7 月 4 日和 7 月 2 日
,

可以 相迁 ; 但将M O 17

复盖地膜后
,

吐丝期提早到 6 月28 日
,

这样就可授以黄早四露地栽培 ( 6 月30 日 ) 的花

粉进行反 交制种
。

根据我们第 ] 一 4 期的播种期试验
,

这种变化范围适于父
、

母本生育

期相差 7 天以内的材料 (图 1 )
。

大田制种陕单 9 号
,

要 求母本武 工09 早播 7 一 8 天
,

目 黄早四子盖
,

母本

口 日0 17 弓
、

盖
,

父本

图 日。 17 复盖
,

母木毗崛嘛
.

�叹、口勺旧茸凑巾

啼种期
( a/x 夕

图 1 地膜复盖后
,

变正交为反交制种的父母本花期相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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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播父本MO 17 ,

花期才能相迁
。

在我们的四期试验和辅助试验中看到
,

只要给武 1 09 播

种时盖上地膜和父本M O 17 同期播种
,

那么父
、

母本花期完全 可 以相迁 (图 2 )
。

这就

武、。9 子盖
,

母末目圈

羹羹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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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晚熟母本复盖前后的吐丝期和父本的散粉期相迂情况

变复杂的分期播种为简单的同期播种
。

在玉米育种中
,

为了进行有计划的杂交
,

同样可

将晚熟系进行地膜复盖
,

以减少分期播种的麻烦
。

图 3 列举 了 晚熟系自33 。地膜复盖后

其散粉期可以和早熟系黄早四吐丝期相迁的情况
。

看来生育期相差 15 天以内的材料在对

晚熟系父本进行复盖后达到和早熟系母本花期相迁是有可能的 (图 3 )
。

黄早四 孑
、

盖

�冬芝蜀辉虎

二夕今 拜孙期
臼
胡,

图 3 晚熟系父本复盖前后的散粉期和不复盖母本的吐丝期相迂情况

五
、

玉米出苗后进行地膜复盖
,

也可加速生长
、

提早开花
。

玉米制种区由于 自然
、

栽培条件的影响
,

‘

常常发生父
、

母本花期不协调的现象
,

为此我们进行了不同叶令时期

复盖地膜的试验以 探讨其促进效果
。

结果表明
,

播种时盖膜效果最明显
,

5 叶
、

8 叶盖

膜效果次之
,

12 叶盖膜虽有加速作用
,

但提早开花天数少
,

解决花期不迁效果不大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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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图 4 )
。

如果 8 叶前对生长迟缓玉米施加水
、

肥后再进行复盖
,

提早开花的效应将

更明显
。

表 5 玉米不同叶令时期复盖地膜的生育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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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百/万 一一一

一

⋯一冬
7 _______

⋯⋯⋯⋯⋯⋯⋯⋯⋯⋯⋯⋯⋯“
·

了/ 了了了了了了了

⋯⋯⋯
吐···

⋯
6 / 7777777 1 5

.

3 / 777

比比比比 c k提早天数数 9
。

333 3
。

6666666

⋯⋯⋯⋯
日/月月 1

.

3 / 777 5
.

7 / 111

MMM 。
‘’

⋯⋯⋯⋯⋯⋯⋯⋯⋯⋯⋯⋯⋯⋯⋯⋯
2

。

333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
. 7一⋯⋯ 8 / 777

吐吐吐丝丝 {{{ 4 / 777 4
。

333

⋯⋯⋯⋯一 一日
、

/凡凡 ⋯
8

·

33333

{{{{{{{ 比c k提早天数数数数

彩对考

图 4 不同叶令复盖的出叶速度比较 (M O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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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地膜复盖后的叶片生长规律
。

玉米各叶片生长速度是不同的
,

一般春玉米 4 叶

前出叶快
, 4 一 7 叶出叶慢

, 8 叶以后又加速
。

我们以 武2 02 自交系为例 用 曲线形式比

较了在复盖与露地条件下每六天伸出叶片数的速度
,

可以看出
:

露 J
一

也栽培玉米表现了上

述快一慢一快的出叶规律
; 复膜玉米叶片伸出速度曲线四个播期均表现 了前期明显高于

露地
,

后期比露地又有所降低的趋势
。

说明前期复膜 比露地出叶快
,

后期则相反
。

不仅

如此
,

复膜玉米的快速出叶部分所占范围还大于露地玉米
,

如第一播期每 6 天伸出叶片

超过 1
.

5片的
,

露地为第 6 一 9 叶
,

而复膜玉米则为第 6 一 1 2马十
、

从 而 造成复膜玉米开

花期比露地玉米提前 (图 5 )
。

袅

馨 ⋯_
。

、

⋯\
’

飞

}
‘护

‘ 一

\会一 }
一” 一

派; }洲飞
、

二

厂
K

} ‘M

匀10 5 , 之己 ‘户 6 巧 瓦之1 6
, 之 6

,

窗今 乓口‘月
. 日

。 一 。

库
、
。 : 来

.
一

. 凡走玉未

图 5 复盖与露地每六天伸出叶片数的比较

原 因分析和讨论

一
、

地膜复盖比露地栽培有明显的增温保温作用
。

玉米是喜温作物
,

温度越高
,

生

长越快
。

复盖地膜后
,

地温有明显的提高
。

根据我们的测定
, 6 月中旬前

,

旬平均 5 厘

米地温地膜复盖比露地增高 3
.

5℃
,

10 厘米地温增高 2
.

6 ℃ ; 随着植株长大
,

行间密闭
,

加之薄膜透光率减弱
, 6 月下句增温有所减少

,
5 厘米地温地膜复盖比露地增加l

.

s
c

c
,

10 厘米地温增加 1
.

3 ℃
。

增温效应随天气变化而不同
,

根据我 们 对 6 月14 日至 6 月24 日

十天内晴
、

雨
、

阴各三天温度测定平均值看
:

5 厘米地温晴天早 6 时 30 分地膜复盖 比露

地提高 3 ℃
,

中午 1 时提高 7 ℃
,

下午 7 时提高5
.

5 ℃
,

表现了 中 午> 晚> 早的增温效

果
;
而阴天

,

早晨 6 时半只增加 1 ℃
,

中午 1 时增加1
.

6 ℃
,

下午 7 时增加1
.

8℃ ;
雨天

和阴天表现相同情况
,

早
、

中
、

晚差别不大
,

约增加 1
.

5 ℃
。

试验期间
,

阴雨天 气较 多

光照不足
,

地膜增温效果发挥不够充分
,

但就在这种不利条件下
,

地膜复盖也比露地栽

培开花提早 9 天左右
。

此外
,

根据计算
,

地膜复盖后从播种至出苗期
、

开花期的天数 虽

有减少
,

但圣 10 ℃ 活动积温却比露地为多
,

随着播期的 推 迟
,

活动积温的差数逐渐减

少
,

这和后期大气温度增高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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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 复盖与露地各生育阶段活动积温 比较

散粉 吐丝播 期

日 / 月
名 称

J

处理
出 苗

,

播种一出苗

日 /月 天⋯、
1 0℃ 积温

播种一散粉

天
{
、 ]

一

。℃积二

(5 厘米土温)

⋯卿
二吐丝

}大 一盗 10 ℃ 积温

3叻

⋯氨井一
“, ’

恤
一

⋯

价

222 8 / 666 9 000 1 0 6 3
.

7 1 5 0
.

〔〔

888 / 777 9 999 9 1 3
.

111

888 / 777 9 999 1 2 3
.

1 1 7 5
.
刁刁

111 9 / 777 1 1 000 1 0 5 2
。

777

333 / 777 6 555 9 4 8
.

8 2 2
.

555

111 1 / 777 7 333 9 2 6
。

333

111 4 / 777 7 666 2 1 3 1
.

7 6 9
.

999

111 9 / 777 8 111 1 0 9 1
。

888

二
、

复盖地膜后
,

在抽雄开花前有明显的保墒提墒作用
,

耕层土壤含水量提高且较

稳定
。

如土层。一10 厘米水分含量
,

复盖比露地拔节期增加 4 一 6 %
,

抽雄期增加 3 % (表

表 7 复盖区与爵地区乏壤含水量比较

土层深度 拔

处 理
(厘米) 播 期 (一 )

节 共

播 期 (二) . 播 期 (三 )

抽 雄 期 侧 定

播期 (二)一一
钡一

0 一 1 0

1 0一 3 0

复
3 0一 5 0

二二
{

{:东 .
‘ }

;;斗
。

·

8444 冬9
·

9 ,

1
2‘

·

9 333

,, 一一

2 0
。

4 111 2 0
.

4 7 _ 0
.

6 333

龙龙
,

)::):
。

·

7 8
·

;{:::
一 1

·

3 999 O
。

2 666 叭
.

巧巧

22222 0
。

1 55555

露复

露复

5 0一 8 0
艺1

。

6 1

2 1
。

0 3
O

。

5 8

2 2

.

2 2

0
.

2 2
·

2 5

。

3 4
2

。

1 8
。

1 6

2 2
。

5 6

2 0
。

9 7
1

。

5 9
2 2

。

8 5

2 2
。

5 7
0

。

2 8
至皿地露复

2 3
8 0一 1 0 0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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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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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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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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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一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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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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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

即使在 83 年连阴多雨情况下
,

地膜复盖的保墒作用仍未减弱
。

耕层水分的增加满

足了玉米生长中对水分的需要
,

从而促进了玉米各阶段的生长发育
。

三
、

地膜复盖后加速了土壤养分的分解
,

有效养分含量增加
,

但由于复膜的植株生

长迅速
,

根系吸收能力强
,

所以土壤养分含量比露地反而降低
。

据 山 西 棉花研究所资

料
,

复盖无苗区比露地耕层土壤的硝态氮含量高0
.

7一 7
.

g PP m ,

土壤速效磷含量高4
.

6一
3 7

.

6%
,

有机质低 0
.

0 24 一 0
.

0 89 % ; 种植棉株后
,

复盖区比露地速效氮
、

磷含量 降 低
。

我们在抽雄期对复盖与露地区土壤养分含量的测定和上述复盖后养分含量降低的结果一

致 (表 8 )
。

表 8 复盖区与露地区在抽雄期土坡养分含 t 比较

O 一15 厘米

测定项 目

} 15 一30 厘米

相差 ·复盖 ⋯露地
,

⋯露地
2

. 相差
备 注

⋯⋯
一|引叫

.

月引川引l川11--l川
.

81
!

复盖 露地
1

⋯露地
:

碱解氮P Pm 3 4
。

0

P 2
0

。PPm 4 2
。

0 一 2 6

有机质%

}4 1

6 8
.

5

一
}

-

一
‘

·

‘7

⋯

一⋯几

444 444 5 0
。

55555

000
。
甘吕吕 1

。

l甘甘甘

一 7
。

3 3 5
·

2 } 一 5
·

2

—
一

—一

——{ 一 6
.

5

上竺⋯一巨旦些} 1
.

1 一 O
。

1 2

露地
,

和复盖 区同

天取土样

露地
:

和复盖 区玉

米发育时期相同

八J

一0.98一 ooo
·

9 8 ⋯⋯
」」 l

。

lll 一 o
·

1 2} o
·

9 8 ----- 1
。

0 666 一 0
。

0 888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洲一OLI一0

四
、

地膜复盖后
,

植株生长繁茂
、

健壮
,

生长速度加快
,

抗御 自然灾害能力强
。

据

拔节期对 8 个自交系测定
,

于 3 月30 日
、

4 月 9 日播种的地膜复盖玉米比露地区株高增

加6
.

4一 9
.

3厘米
,

叶数 约增加 1
.

7一 1
.

8片
,

单株叶面积增加了88 一2 1 6 c m “ 。

叶面积较对

表 9 抽雄期地膜复盖与露地植株性状的差异 (M O
, :

)

播 期
处 理 ⋯株高 (厘米 )

{

茎粗
(厘米 )

单株叶面积

( e m
“ )

单株干重

(克 )

测定日期

( 日/ 月 )

3 月 3 0 日
1 3 0

1 1 6

5 6
。

3 2

2 4
。

0 5

一
3 2

·

2 7

⋯
2 1 / 6

盖地复露

6 4
。

1 0
2 8

。

2 6
3 5

。

8 4

露复 盖地
凌月 g 日

1 4 5

1 3 3

八U

一八O一J任�1上一O曰Qd�,1tl一坟dno
一

盖地复露
4 月 19 日

1 3 0
6

1 2 4

3
.

1 ⋯3 9 3 2

0
。

4 } 1 0 9 4
2

·

7
一

) “8 3 8

3
.

。 13 5 6 1

0
。

4 } 7 8 3

里竺竺
一一一

一

一 _

}
.

里坐一
一

_

2
.

5 ⋯3 6 4 3

一 0
。

4 } 3 2 0
2

.

9
一

} 3 3 2 3

2
·

5 。
⋯
3 6 5 ‘ 1 2 5

2
。

5 } 3 5 2 6

4 月 2 9日
1艺9

2 l
] 0 8

6 0
。

3 7
。

2 3
。

3 0 5 / 7
od�b盖地露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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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增加93 一 1 85 %
,

单株干重增加。
.

73 一 3
.

5克 (为对照的 104 一 12 3 % )
。

杂交种的各项指

标增加数量更加突出
。

这种增 加趋势直到抽雄前都很明显
。

据抽雄前测定
,

地膜复盖比

露地玉米在株高
、

茎粗
、

叶面积
、

单株干重等项都表现优势
,

但随播期推迟差数减小
,

这和

生育期的观察结果是一致的(表 9 )
。

此外地膜复盖的玉米
,

霜冻后恢复快
、

毒素病轻
。

小 结

一
、

玉米采用地膜复盖可以提早出苗
、

散粉
、

吐丝
,

提早天数随着播种期推迟而逐

渐减少
。

3 月30 日
、

4 月 9 日
、

4 月19 日播种的玉米
,

地膜复盖 比露地栽培出苗期分别早

4
、

4
、

3 天
,

散粉期分别早 9
、

8
、

7 天
,

吐丝期分别早 10
、

8
、

6 天 , 4 月 29 日播

种的玉米
,

地膜复盖开花前各生育期虽也提早
,

但不如前者 明显
。

本试验范围内
,

可在

当地晚霜前 9 天复膜播种
,

在此限度内力争早播
。

二
、

不同生育期品种经地膜复盖后由播种至散粉
、

吐丝所经历天数的顺序不变
,

当

全制种 区进行复膜播种后
,

双亲花期可以相迁
。

由于复膜的早开花效应
,

可使复膜的先

播隔离区与后播的隔离区时间隔离间距由40 天缩短为 30 天左右
。

三
、

地膜复盖后
,

玉米从播种到开花为加速生长阶段
,

在缩短的 7 一 9 天中
,

播种

至出苗约占44 % 比重 ; 吐丝到成熟为延长生长阶段
,

约延长 2 一 3 天
,

但 由于加速大于

延迟
,

故全生育期为缩短趋势
。

四
、

利用地膜复盖的促进开花效应
,

对生育期相差 7 天以 内的 自交系
,

可将早熟系

作母本
,

晚熟系作父本的正交制种改为晚熟系进行复盖作母本
,

早熟系不盖作父本的反

交制种
,

对生育期相差巧天以 内的村料对晚熟系父本进行复盖和早熟系母本同期播种均

可达到花期相迁
。

五
、

玉米生长过程中复盖亦可促进早开花
。

本试验中 8 叶前复盖比 露 地 提 早散粉

2
.

3一 3
.

7天
,

早吐丝 2 一 4
.

3 天
。

以上仅为一年试验结果
,

加之
,

83 年阴雨多
、

气温较低
,

估计在正常气候年分或于

早条件下
,

地膜复盖的促进早开花效应将更加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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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k e m e r g e n e e e a n

be sh ift e d e a r lie r b y tll e p la stie filfn m u leh
。

T h e e a r lie r sh ifte d d a te s w e r e

in e r e a s e d a lo n g w ith th e e a r lie r S o w in g u n d e r th e e o n d itio n in w u g o n g a r e -

a 。

T h e y e g e ta tiv e g r o w in g sta g e fr o ln s o w in g to slik e ln e r g e n ee w a s s !z主fte d

7 一 9 d ay s e a r lie r ,
bu t th e S ta g e fr o m silk e m e r g e n e e t o m a tu rity w a S Pr o

lo n g e d fo r a bo u t Z一 3 d a ys 。 T h e sta g e fr o ln s o w in g to m a t u rity
,

h o w
-

e v e r ,
w a s s t ill a b o u t 5 d a y , e a r lie r th a n th a t w itho u t th e Pla stie filrn

m u le h
。

T h e d a t e in d ie a t e d th a t th e r e w a s n o flo w e r in g o r d o r eh a n g e d fo r

d iffe r e n t v o r je z je s in t卜e g lD 认 in g s t: , 9 0 5 卜
c t 、v e o n 士}I c p la s t ic film I-n L: Ic l飞 之In d

n o n 一Pla stie fil: n m t, leh
。

It s u g g o s之e d rh
:、t 七h e flo r e se e n e e o f jn b , e d lin e b c

a di
u s te d b y p la s tie film , n u le h fo r h y br id c o r n p ro d u e tio n .

If th e d iffe r e n e e



地膜复盖促进玉米花期的初步研究 1 0 5

o f th e g o r w in g st a g e b e tw e e n p a r e n t in br e d lin e s le s s th a n 8 d a y s ,
m a -

k in g la te 一 m a t u r in g lin e w ith th e Pla stie film m u leh a s fe m ale a n d e a r ly
-

m a tu r in g lin e w itho u t th e Pla stie film m u le h a s m a le a t th e s a m e so w in g

titn 。, th e flo r e see n e e e an m e e t e aeh o th e r ; If th e diffe r e n e e o f th e g r o -

w in g s ta g e be tw e e n P ar e n t s 15 abo u t 1 5 d a y s , m a k in g e a r ly
一

m a tu r in g lin e

w ith o u t th e Pla s tie film m u leh a s fe m a le a n d la t e 一

m a t u r in g lin e w irh th e

Pla s tie film m u leh a s m a le
, th e flo r e s e e n ee e : , n m e e t e a e h o th e r , to o 。

F o r th e tim e iso la tio n ,
if e a rlie r so w in g ,

iso la tin g Plo t 15 m u leh e d by th e

p Ia s tie film
, th e in 一e r v a l be tw e e n j“o lat e d p lo ts w ill b e sho r t e n e d fo r 1 0

湘 ys 。

In a d d itio n , th e p la stie film m u le h d u r in g zh e P e r io d fr o m se e d lin g

t o 8 le af st a g e e a n a e e ele r a t e flo r e s e e n e e : , 5 w e 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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