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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小麦品种源库状况的初步研究

严威凯

(西北农业 大单农学系 )

摘
一

要
从源库相互作用的

巅
出*

,
`

提出了一种判小麦品种源库状况的方 法
,

并以此考察了 2、 不

同来源和特性的小麦基因型的源库状况
。

描述小麦基因型源库状况的源库指数 X 的定义域为〔 一 1,

+

.1) 黄淮麦区推广品种的 X值一般在 一 o
·
3一 + 愁

·

台之间
,

说 明其源库关系基本协调
·

x 值与 千

粒重有较密切的直线关系
,

从品种的于粒重大小可大致了解其源库状况
。

黄淮麦区源库协调的 小

麦品种千粒重应为“ 一40 9
.

关钮词
:

小麦品种 , 源流库关系
, 源库指数

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高
,

依赖于对小麦产量形成生理过程的深入了解
.

源
、

流
、

库是小

麦产量形成中的三个主要环节
,

究竟何为主导限制因素
,

前人已作了大量研究和评述 〔 ` 一 ` 。 ,

, 扣
’ “ ]

一般认为
,

小麦的
“
流

”
是充裕的

,

而关于
“ 源 ”

还是
“
库

” 为产量的主要 限制因

素
,
由于试验地点

、

条件
、

材料和方法的不同
,

结论也不尽一致
·

:

本文拟以源库互作理论为基础
,

_

提出一种判断小麦品种源库状况的方法
,

并以此考察不
同小麦
豁型

,

特别是黄淮麦区推广品种的源库状况卜
,

` ·
一

~
一

,

- ·

1 材料和方法
-

供试材料介以黄淮麦区目前推广品种为主
,

同时考虑不同适应地区
、

株高
、

千粒重和种

子饱满度等性状的差异
,

「

共选用 2 0个小麦基因型
.

试验于 19 84 一伪邪和 1 9 8 5一 1 9 8 6两个小麦

生长季在西北农业大李尔麦育种试验田进行
。

分 别 于 1 084 年 1。月 15 日和 1。8 5年 1。月 1 4日 播

种
,

株距 9 c m
,

行距 3 3 o m
,

刁
、 区面积两年分别为 5 义 4 m

`

和 2 又 6
.

7m
2 。

开花后 6 一 8 天 (多为第 , 夫
,

华8`一 19 8 5) 和 4 一 8 天 ( 多为第 4
、

第 5 天
, 1吮 5一

19 86 朴
一

选择生长健壮
、

分孽数县柑近的植株分别进行了如下处理
. 」

①剪叶套穗处理
:

`

小麦灌浆期的主要光合器官是穗子和叶片
.

本试验将这些器官分为

穗子
、

旗叶
、

倒二叶和其余叶 4
卜

部分公她纽剪去旗叶 ( D
Z

)
、

倒二叶 、 D
3

)
、

其余叶 ( D
;

)

或穗者书遮光 ( D
、
) 犷分别只留旗叶

.

( P
,
)

一 、

倒二叶 ( P
3

)
、

其全叶 ( P
`
) 或穗部 ( P

,

)
;
剪

去全部叶片并对穗子遮光 ( P
。
)

。

去叶处理是从叶舌处剪除有关单株相应叶位的全部叶片 ,

穗部遮无是用内面涂墨的盐酸纸袋套有关单株的全部穗子
.

, `

②去穗及摘除小穗处理
:

一一二不获而骊评丁而
日收外

李发录
、

张富国参加 了部分工作
。

1 9 84 ~ 1 9 8 5年每株分别只留 4 , 2 ,
1

, 1 / 2或 1 / 4个麦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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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1 / 2 及 1 / 4 麦穗的处理是间隔摘除穗子 1 / 2 或 3 / 4 数 目的小穗 ) 功 8 5 ~ 1 98 6年

每株留 1 或 1 / 2 个麦穗
。

每个处理约 20 株
,

成熟时逐株考查千粒重 (去叶套穗处理取每株的三个大穗考种 )
,

计

算各处理的平均千粒重
。

2 结果分析

2
.

1 源补偿量 A 及其估算

从剪叶套穗各处理的结果可估算各光合器官的补偿量和植株光合器官总补偿量 A
.

设 D : ,
D

: ,
D

3 ,
D 4
及 P

, ,
P

: ,
P

3 ,
P

`

各处理平均千粒重与 P 。处理千粒重之 差 分 别

为 D
, ` ,

D
Z ` ,

D
3 ` ,

D “ 和 P
l ` ,

P
Z ` ,

P
3 ` ,

p “
.

其中
,
D

l `

为只阻止穗部光 合 作 用
,

即旗叶
、

倒二叶和其全叶同时存在时对粒重的共同作用
,

P
Z z 、

P
3 /

和 P
; `

分别 为 旗 叶
、

倒

二叶和其余叶单独存在时对粒重 的作用
.

按照库对源反馈作用 的原 理
,

( 夕
2 ` 十 夕 3 ` + 夕 “ )

应大于 D
, / .

故令

各1 =
( p

: 产 + p 3尸 + 夕 ` ,
) 一 D l 了

这里乙
,

为旗叶
、

倒二叶和其余叶光合补偿作用之和
,

即
’

乙1 = 万 2 十 刀 3 + 气
.

同理有乙
2 、

各
3

和乙
` .

由此组成正则方程组

式中
,
乙

2 = ( p
, ` + 夕 3 , + p “ ) 一 z , :

乙
1 二 月 : + 刀 : +

、

场

各
: = 左 1十 刀 : 十 / `

乙
3 二 寸 1 + 」 2 +

、

气

乙
4 = A , +

“

寸: +
·了 3

乙
。 = ( p : 产 + p Z 产 + 尹 ; 产

) 一 D
3

护

!l
ee、
11
..、

6 ` = (夕
, 产 + p Z 尹 + 尹 3产

) 一 刀 ` 尹 .

解方程组
,

可得穗部
、

旗叶
、

倒二叶和其余叶的光合补偿值 A
, ,

A
: ,

A
3

和 A
4 ,

并 由此 求

得光合器官总补偿值即源补偿量 A = A , + 刀 2 + 刀 。 + 刀 `
(见表 1 )

.

由表 1可见
,

①光合器官的补偿作用确是存在的
。

但有一些器官的补偿量却表现 为负值
。

各器官出现负值的基因型数目
, 1 9 8 4一 1 9 8 5生长季穗为 1 2 / 2 0

,

旗叶为 5 / 2 0
,

倒二叶 为 3 / 20
,

其余叶为 5 / 2 0
。
1 9 8 5一 1 9 5 6生长季穗为 9 / 1 4

,

旗叶为 6 / 1 4
,

倒二叶为 s八 4
,

其余叶为 6 / 1 4
。

这一现象的出现可能有两个原因
:

一是有关品种这些器官的光合效能在正常情况下发挥得比

较充分
,

已没有什么潜力可挖
,

出现负值仅仅是 由于人为破坏植株体造成的不良 影响
; 二是

这些器官在正常条件下的光合效能依赖于其它光合器官所提供的某种物质或条件
,

切除其 它

器官后即不能正常发挥作用
。

无论何种原因
,

出现负值在完整植株上都是不可能的
.

因此在

计算总补偿量 A 时
,

这些负值均作零看待
.

②两年的光合补 偿 值 不 尽 相同
。

从各器官平均

值看
, 1 9 8 4一 1 9 8 5年的顺序 为

:

旗叶> 倒二叶 、 其 余叶 > 穗 ; 1 9 8 5一 1 9 8 6年的顺序 为
:

倒

二叶 > 其余叶 > 旗叶 、 穗
.

值得注意的是
,

倒二叶及其以下叶片尚有可观的补偿量
,

提高库

需求量可使这部分潜能得到发挥
.

从总补偿量看
, 1 9 8泣一 1 9 8 5年高于 19 8 5一 19 8 6年

,

可能与

19 8 4一 1 9 8 5年小麦生长季灌浆期多雨
、

气温偏低
,

有利于光合有关
。

19 8 4一 19 8 5 年 20 个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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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各光合器官补偿值及总补偿值

19 4 8、 9 8 1 5 19 8 5 ~9 8 1 6

人 1 AZ A3

一 3
.

6 2 0
.

了 9 2
.

18

2
.

3 74
.

2 51
.

4 8

一 3
.

4 6一 1
.

3 3 0
.

7 2

一 0
.

8 6 0
.

8 0 0
.

6 7

一 2
.

4 8 6
.

2 7 0
.

9 7

一 4
.

1 2 5
.

9 9一 0
.

0了

一 0
.

8 8 0
.

13 2
.

8 2

0
.

1 0崖
.

3 0 5
.

6 6

一 5
.

14 1
.

9 2 0
.

9 6

一 0
.

63一 2
.

33 1
.

2 7

一 3飞 3 01
.

04 1
.

4 5

2
.

1 03
.

1 0 5
.

9 3

2
.

9 23
.

1 04
.

8 3

4
.

3 7了
.

9 50
.

79

6
.

3 2 0
.

7 7 7
.

6 6

一 1
.

59一 0
.

7 1一 0
.

29

1
.

2 0一 4
.

1 1 0
.

51

0
.

3 6一 2
.

63一 0
,

1 0

一 1
.

Q7 1
.

9
`

1 0
.

5 : ;

一 3
.

8 1 2
.

2 6 5
.

83

0
.

9 8 2
`

30 1
.

9 6

A 4
A

2
A , A , A : A ` ^ 1 )

宝丰 7 2 2 8

惬师 9 号

小 了医 6 号

了5了6 2了

、

了8 5 9
一

1 8

徐 州 2 1

矮 丰 3 号

丰不乙 2
一

号

7了( 2 )春

了6
一

3 3 8

郑 引 1 号

6 7 ( 1 )2
一

2
一

9

丰产 3 号

J可勃

6 9 1 7
一

O
一

O
一

5

碧蚂 6 号

7 1 ( 12 )3
一

14

巴9 ( 2 )

、
]占汾 1 0号

7 9 (1 )B : F I
一

3
一

9

平 均

1
.

2 3

1
.

0 9

1
.

2 9

一 2 2 1

3
.

9 3

一 0
.

7 5

3
.

0 8

4
.

3 8

一 0
.

13

1
.

4 5

0
.

84

1
.

7 2

一 1
.

2 0

4
.

4 0

7
.

60

1
.

9 8

1
.

89

1
,

5 8

1
.

0 8

2
.

5 7

1
.

96

一 3 9 5

3
.

2 3

2
.

7 5

一 1
.

2了

一 3
.

8 7

一 1
.

3 8

一 0 3 3

2
.

工6

0
.

3 9

0
.

3 6 一 0
.

02 一 0
.

20

一 1
.

00 1 0
.

91 一1
.

1 5

2
.

1 1 3
.

82 4
.

56

1
.

3 2 1
.

59 一 2
.

49

2
.

4 0 一 1
.

5了 7
.

6 9

一 2
.

02 2
.

8 6 一 1
.

33

一 0
.

05 一 0
.

55 一 0
.

3 9

0
.

3 9 1
.

0 9 4
.

9 8

4
.

5 3 一 2
.

9 8 一 1
.

0 3

0
.

36

14
,

14

1 3
,

Z J

2
。

9 1

10
.

09

2
。

8 3

0
。

5了

8
、

62

4
.

9 2

1 0
.

8 6

1了
.

5 1

25
,

2 3

1
.

9 8

2
.

4 0

1
.

9尘

3
.

5 7

一 0
.

0 2 一 2
、

4 3

一 1
.

64 一 1
.

5 8

0
.

8 7 一 1
.

2 0

一 1
.

9 7 0
.

0 1

一 0
.

7 5 0
.

5 6

一 4
.

08

6
.

3 0

3
.

80

5 1 6

2
.

2 9

4
.

3 5

0
.

3 7

0
.

4 3

3
.

41

0
.

9 3

)
ó

n目
盛
往̀,一工ao曰QJ13CCqù9̀八曰一」z

一,匕一J门7zQ
é。01
0门了:
口,曰

2ù
J
任Q口,一n曰nj弓̀ǎh,白Q̀9ù勺妇Oé

4 3 5

6
.

6 7

5
.

10

8
.

5 7

4 9

1 0

0
.

84 2
.

5 8

. . . ` . .翻 r̀ 口 . . .门 , ` . . 侧 . 忆二 1 . 舀 J . . . . . .

一
, ~

一

刃 . 二 弓 , ~ `二 . 叹

~
, ~ ~ . . . 门, , . 切 . 陀 ,

6 5 一

1 4 0
.

6 7 1
.

9 1 5
.

99

注
:

1 ) A一 A l + A : + A 。 十 A
4

.

若 A i

< O则令 A
i二 0

.

1~ 1
,

2
,

3
,

.4

因型平均总补偿录为 7
.

13 苏千粒克
,

占对照千粒重 的 1 7
.

1 6% ; 19 8 5一 1 9 8 6年 14 个 基 因 型为

5
.

9 0 4 :
, :亏对照千粒重的

“
5

.

别
介

二 可 见如果提高库的需求 最
,

小麦基因型灌浆期光合生产可

平均提高拓 一 价 %
.

2
.

2 库补偿量 己及其估算

去穗及去小称试验
,

在 19 8
一

工一 〕9 8 5生
一

长季作 !、泣共种处理中
,

最大千 粒重主要出现在每株 留

2 穗或 1 穗的处理上
。

有些
;

(
,:

一

汁的某些必理
,

特别是摘除 3 / 4 小穗的处理
,

千粒重非但没有提

高
,

反而有所下降很
,

可能 毕处理造成秘相
,

结构的机械损伤所致
。

因此 19 8 5一 198 6年只做了 两

种处理
,

最大千粒重也大多 出现在每株 留 1 穗的处理上
。

以最大千粒重与对照午粒重之差作为

粒重 的潜在库容或库补偿景卜;
,

列于表 2 中
。

从中可 以看出
,

品种间差异十分明显
.

1 9 8 4一 19 85

年最大千粒重 与对照千粒重之差为 9
.

0 1 2 9 ( 品系 71 ( 1 2) 3 一 1 4) 至。 (品种丰抗 2 号 )
,

前者

占其对 照千粒重的 2 6
.

2 2%
。 2 9 5 5一 2 9 8 6年为 2 2

.

53 9 (品种 75 5 9
一 1 5 ) 至 z

, ’

4 2 9 (品种 羊
’

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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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品种的源库补偿值及源库指致

品 名
1 984、 1985 1 985、 1 986

A B x l )

宝丰 72 28

惬师 9 号

`
J
,

惬 6 号

7 576
·

2 7

7859
·

1 8

徐 州21

摇丰 3 号

丰抗 2 号

77 ( 2 )吞

7 6
一 3 38

郑引 1 号

6 7 ( 1 ) 2
一 2

一

9

丰产 3 号

阿勃

6917· 0
一

0
一

5

碧蚂 6 号

7 1 ( 12 ) 3
一 14

69 ( 2 )

临汾10号

了9 ( 1 )B xF : 一 3
一

9

平 均

4
.

20

9
.

54

2
.

0 1

0
.

7 5

13
,

18

5
.

56

2
.

41

2
.

7 6

2
.

7 1

2
.

3 1

1
.

08

5
.

40

一 0
.

1 3 9

0
.

597

7
.

66

5
.

95

一 0
.

157

一 0
.

565

0
.

3 6

14
.

14

13
.

2 3

2
。

9 1

1 0
,

09

2
.

86

0
.

55

2
.

88

5
.

42

1 1
.

53

5
.

6 7

3
.

0 5

r护白-r`̀̀ .J

fn
ù
了coo740

人日
.

…
,几nùnù1

993518.6.2.2

n6
)
任产0自J司
月

l八匕刀1QJ月j1二八ōàQCUJ八U甫任广U
..

…
nUnùnU八Ulln

一

加72438T?
59T453371359476o0’。氏

。--0呱.--D.0缸489023
刁.ōJ .几dù八é

冬 89

2
.

7 2

2
.

50

9
.

25

6
.

7 7

1
.

4 2

1 0
.

6 3

5
.

14

一 0
.

402

一 0
.

3 0 7

8
.

6 2

4
.

92

一 0
.

9 10

0
,

4 07

0
.

648

一 0
.

3 02

一 0
.

06 7

一 0
.

3 3 1

一 0
.

694

0
.

7 1 7

一 0
.

3 68

10
.

86

1 7
.

51

25
.

23

1
.

9 8

2
.

40

1
.

94

3
.

57

10
.

65

7
.

1 4

5
.

了8

5
.

2 7

4
.

3 5

6
.

67

5
.

10

8
.

5了

1
.

4 9

2
.

01

7
.

2 7

4
.

2 1

3
.

26

8
。

1 6

9
.

01

4
.

22

1
.

69

3
.

7 9 0

3
.

60 0
.

1 83 5
.

99 5
.

65 一 0
.

052

注 :
1 )X二 (A 一 B ) / (A + B )

号 )
,

分别占各自对照的27
.

30 %和 3
.

37 %
。

从品种间均值看
,

19 8 4一 19 8 5年为 3
.

6 0 9
,

占对照 平

均千粒重的 8
.

66 %
,

19 85 一 1 98 6年为 5
.

65 9
,

占对照平均千粒重的 14
,

85 %
。

可见在正 常情况下

库尚有潜力未得到发挥
。

年际间差异与上述结果相一致
: 1 9 8 4一 19 8 5年生长季气候湿润

,

源

较充足
,

因而光合补偿量较大
,

库补偿量较小 ; 1 9 8 5一 1 9 8 6年则相反
.

2
,

3 品种的源库指数X及其估算

A和B分别表示在正常情况下未被利用的源生产潜力和库贮积潜力
,

为综合评价 品 种 的

源库状况
,

定义 X = ( A 一 )B / ( A 十 )B 为源库指数
,

如表 2
。

2
.

3
.

1 源库指数 X与环境条件的关系

两年的源库指数 X值不同
。

1 9 5 4~ 2 9 5 5年又 = + 0
.

1 5 3 0
, 1 9 5 5~ 1 9 5 6年了 = 一

0
.

0 5 2 6
,

说

明源库指数是随环境条 件而 变化 的
。

19 8 4~ 19 8 5 年 生长 条件 较 好
,

源 较充 足
,

因 而

源库指敬较高
, 但是 , 两年品种间源库指数的顺序有一致的趋势

,

两年均有的全部 14 个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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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型之间 X位的相关系数为 0
.

61 21架 ,

达到显著水平
;
剔除偏差较大的品种小僵 6 号后

,

相

关系数
_

L升为 0
.

7 6 4 7”
,

达到极显著水平
,

这表明虽然该指标受环境条件的 影 响
,

但 仍 可

从一种环境条件看出品种间的相对差异
.

2
.

3
.

2 源库指数 X 与千粒重的关系

源库指数 X 与千粒重有较密切 的线性关系
.

1 9 8 4一 19 8 5年 20 个供 试材料的直线相 关 为

o
,

5 5 5 5
解 苦 ,

回归方程为 Y (千粒重 ) 二 3 8
.

1 36 + 21
.

76 8 X ;
剔除特大粒高秆 春 性材 料 6 9 1 7

一

一 。一。 一 5
、

大穗大粒的青海春性品种 7 6
一

3 3 8
、

北京地 区的冬性品种丰抗 2 号及本地区晚熟材料

7 5 7 6
一

2 7后
,

相关系数上升至 。
,

7 5 8
`

4关 苦
( n = 2 6 )

,

回归方程为 y = 3 8
.

3 8 0 + 9
.

0 8 45 X
。
19 8 5~ 19 8 6

年全部 14 个材料的相关系数为。
.

6 7 9 5 芳 茶 ,

回归方程为 y 二 3 9
.

17 8 十 7
,

6 02 X ,
剔除偏差较大的

品种小堰 6 号后
,

相关系数上升至 0
.

7 9 1 9 关 ’
( n = 1 3)

,

回归方 程 为 y =
39

.

9 77 + 9
.

5 3 5X
.

两年平均千粒重 与平均源库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及 回 归 方 程为
: y 二 38

.

肚 6 + 1 8
.

62 2 X
,

r 二 o
,

6 9 8 6 关 芳 ( 。 二 扭 )
.

位得注意的是
,

这里的回归截距
,

即源库相对协调
,

X 二 o时 的 千

粒重均在38 一廷。: 灼狭小范民;内
,

这正是有关文献所建议的适应黄淮麦区的中粒品种千 粒 重

水平
。

2
.

3
.

3 沥库指数 X 与品科
望

适应性的关系

1 9 8 4一 1 9 8 5年 X值在 士 。
.

3之 内的基因型有宝丰 7 2 2 8
,

小惬 6号
.

矮丰 3号和郑引 1号 4个
,

它们都是近年黄淮麦区的重要推广品种
; 1 9 8 5一 1 9 8 6年气候干燥

,

气温较高
,

开花后源不足
,

前

一年X 值较高的另一类推广品科 78 5 9
,

1 8 ,

阿勃和丰产 3 号落入 士 0
.

3的范围之内
。

从两 年 X

平均值看
,

品种徐州 21
、

丰产 3 号
、

小堰 6 号和 7 8 5 9
, 1 8处于。< X < 0

.

32 范围内
,

是黄淮 麦

区最适应的品种
。

X 值过高或过低的材料都不适宜在本区种植
。

但从稳产角度看
,
X值 适 当

高些较能适应灌浆期的不 良条件
,

而 X较小的尸
: 种在气候适宜的年份

,

更能发挥 其 生 产 潜

力
。

2
,

3
.

4 源库指数X 与种子饱满度的关系

本试验选用了 4 个种子饱满度很差的 品 系
: 6 9 17

一

。
一

。一 5 ,

67 ( 1 )2
一 2

一

9 , 7 1 ( 1 2 ) 3
一

14 和

6 9( 2 )
.

从它们的 X值来看
,

正好形成两种相反的类型
:

前两个品系呈现明显的 库 限 制
,

后

两个品系则呈现 明显的源限制
。

这说明后者饱满度较差主要与其光合产物供应不足有关
,

而

前者并不是源的问题
,

更大的可能是其种子的接受能力和物质转化过程存在某种障碍
。

这与

生长分析得出的结论一致
。

另外
,

品种总的生产淤力丁 八 十 B也县一个有用的指标
。

如果说 X表示品种产量改良的

方向
,

Z 则表示品种改良的港力
。 、 8二一 1弓86年 Z值一般大于 19 8 4一 19 8 5年 (少数 基 因型 例

外 )
,

与 1 9 8 5 一 1 9 8 6二胜长季生产条件较差
、

品种生产潜力发挥不好有关
.

3 讨 论

本试验采用了人工操纵的传统方法
。

由于此法破坏了植株的完整性
,

因而有可能阻碍植

体内正常的信息流
.

但根据剪叶套穗处理估算的各光合器官对籽粒的贡献
,

与大量相似的试

验属于同一范围
,

可见结果基本可靠
.

试验指出
,

穗部光合作用对籽粒有相当大的贡献 ( 17

~ 21 % )
,

说明麦穗不仅是一个与库大小直接有关的器官
,

同时也是重要的源 器 官
。

选 育

大穗特别是多小穗的大穗品种
,

可 以同步提高小麦的源库水平
,

应作为小麦高产育种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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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
。

试验肯定了源库器官补偿作用的存在
,

同时指出这一结论的相对意义
。

不是所有器官都

存在补偿作用
,

也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存在补偿作用
。

另外
,

光合器官的补偿作用是否确实

来源于库的反馈作用仍有疑间
,

因为去除一部分光合器官可能改善了剩余光合器官的生活环

境从而提高其光合效率
。

但无论何种原因
,

都说明现有品种的光合器官尚有潜在的 生 产 能

力
,

可以通过栽培技术或遗传手段得以发挥
。

下部叶片的补偿作用较大
,

选育旗叶较小的品

种或改良群体生境有利于其功能的充分实现
。

库源指数X 与千粒重的密切关系表明
,

千粒重不仅是一个重要的产量组分
,

还在一定程度

上代表了品种的源库状况
。

千粒重是产量组分 中一个比狡稳定的因索
,

但也受环境条件
、

特

别是灌浆期环境条件的影响
。

从千粒重可大致了解不同品种的源库状况
`

; 从不同年份千粒重

的变化可 了解有关年份是否利于产量形成
.

分析表明
,

千粒重与徐风提出的克草 粒 数 〔 ’ 〕 及

F i s c h e r
的源限制指数

〔 “ ’
有一致的关系

,

但更简使直观
。

结果指出
,

黄淮麦区品种源库才{沙犷

平衡时千粒重为 38 ~ 4 0 9 ,

可供该区小麦育种工作者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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