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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 T 玉米浸种剂的增产效果研究

赵伯善 李辉桃 华天惫 李昌纬 周建斌

《西北农业大学土化 系 )

摘 要

1 9 8 5~ 1 9 8 7年玉米浸种剂 ( M E T )通过九个县 (区 )累积面积达加
.

2万余亩的试验
、

示范表明
,

M E T比 当前推广的 。 。

05 %硫酸锌浸种增产显著
,

且效果稳定
。

用 M E T浸种玉米比清水浸种平均

每亩增产 5 8
。

B士 4
。

仑k g
,

增产率为 5
. 。~ 2 7

.

9 %
,

平均 1 4
.

B%
。

使用 M E T可提早 出苗 l ~

根系发达
,

叶片叫绿素 a ,

b含量高
。

中后期根系活力强
,

穗三叶面积大
,

使光合作用增强
,

2 天
,

显著

提高千粒重 1已
。

2土5
。

Gg
,

减少秃顶率
,

增加穗粒数 30 土 10 粒
,

使成熟期提前 2 一 3 天
。

而且使用

方便
,

成本低
,

经济效益显著
。

关键饲
:

玉米浸种剂 , 根系活力 ; 叫绿幸 a ,

b 多 成熟期 , 穗三叶

我们继 19 8 3年推广用硫酸锌浸种王米之后
, 1 9 8 5年又雄出了 M E T 玉米浸种刘

。

它 是 选

用 几种有机物料及某些营养元素
,

通过一定工艺月
_

科制成 的新产品
。

根据三年来的多点试验

和大面积示 范证 明
:

使用 M F T浸池不米种子
,

方法简便
,

增产显著
,

是提高王米产量 的 一

项有效措施
。

1 材料与方法

供试的 M L T 玉 ; } 浸种剂为试验室试制品
,

分五手
J

型 号
。

为了研究它的浸种效果和 选 定

生产的剂型
,

池
一

行小区试验
,

并以 M E
`

r
,

为主进行了大面积对 比示范
。

拍 85 和 1 9 8 6年
,

试验

设五个处理
,

即M E T :
一 M E T

。 ;
清水 (对照 ) 和 目前推广的。

.

05 %硫酸锌浸种
〔 ` ’ 。

三 种

M E T均系袋装
,

每袋重 2
,

5一 3
.

1 9 ; 硫酸锌为 化学纯 尸
; ,

重是 1
.

7 5 9
。

上述药剂分别溶于 3
.

5

k g水中
; 另以同舅

一

水为对照
。

浸泡玉米矛介户 ￡ ~ 夕
.

弓k g
,

在常混下浸种 1父h
,

中阿搅动数次
,

浸毕后捞 出种子凉干冬用
。

19 87年试验设 四个处理
,

即 M E f
。

一 M E T
。
和清水浸种

,

浸种方法同士
。

以上试验均设在有灌溉条件
`
一 i

勺高产区 ( 扶 风
_

! 宋
、

周至终南等柱外利研基地 )
。

小区而积

。
.

0 5一。
.

1亩
,

重复 2 一 3次
, }珍机排列

。

试验池不施有秋肥
,

只施氮
、

磷化肥
。

施肥水平
、

供试玉沐品种和留苗密度
,

均依各试验点情况而定
。

播种玉米时
,

带尺点种
,

适时定苗
,

其

它田间管理措施同一般大田玉米
。

播种后观察出苗期
、

叶色变化
;
抽雄期

; 测定穗 (棒 ) 三

叶面积 ;
叶绿素含童和根伤流液等

。

成熟后
,

分区收获
,

各试验地产量进行方差分析和多重

比较
。

除小区试验外
,

” 8 5积 1洲 6年分别在扶风
、

宝鸡
、

麟游
、

周至
、

武功
、

兰 日和杨陵等九

本丈 于 19 8 8年 1 月 2 1日收 亚,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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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县 (区 ) 的部分乡镇进行大面积示范
,

面积共 18
.

7万亩
,

每 1 00 亩要求设对比 试 验 5 ~ 10

个
。

1 9 8 7年增加了旱原区澄城点春播玉 米的 大田 ( 4 0亩
“ 示范

,

示范面积为 1了
,

5万亩
。

累计

示范面积3 0
.

2万亩
。

2 结 果

三年小区试验地共 1 9块
,

其中 1 9 5 5和 1 9 8 6年 13块
, 19 57年 6 块

。

统计结果见表 1
。

表 1 1 9 8 5一 1 9 8 7年各试验地处理比对照姗减产结果
. . . . . ” . . 口. . . . . . . . . . . , 曰. . . . . . . . . . . . . . . 月 今 . 目口 . 叨 . .

.
. 口 . . . . . . 口 . . . . . . . . . . 侧曰 , . 口 . 曰. 乙 .

比对照增 减产达 显著或极显著
试脸处理

地块数 (块 ) 占试脸地 (男 ) 平 均增产 ( k g /亩 》

1 985和 1986年

30697600

ǐUOJ
J̀人J.几

硫酸锌 0
.

05 多

M E T I

M E T :

M E T .

5 1
.

8士13
.

2

4 5
.

1士 5
.

4

4 7
.

1土 15
.

7

59
.

3土 4
.

8

1987年

M E T -

M E T -

100
.

83
.

56
.

9土10
.

9

34
.

3土 4
.

8

M E T 一 6 100
.

0 75
.

9 土 9
.

0

注 ; 1985和 1986年 试验时照平均亩产404
.

2土 14 7 k g ; 1987年 为40 1
.

7 土24
.

5k g ; 多重比较 用L
、

S
、

D法

2
.

1 0
.

0 5%硫酸锌与M E T 3浸种的效果比较

从上表看出
,

三种玉米浸种剂以 M E T
。

增产效果最好
。

0
.

05 %硫酸锌与M E T 。比较
,

前

者增产的地块数仅占试验地的 3 0
.

8%
,

与李昌纬等
〔 ` ’的试验结果基本一致

。

两者的绝 对 增

产值虽差异不大
,

但前者的变异系数比后者高 4 2
.

7 %
。

根据 13 块试验地比较
,

M E T , 比 0
.

05 %

硫酸锌浸种增产达显著的地块占试验地块的 46 %
。

在试验条件下
,

前者比后者平均 亩 增 产

39
.

9 士 8
.

k3 g ,

增产率为5
.

0~ 19
.

5%
,

平均 9
.

8%
。

上述结果表明
,

采用 M E T
3

浸种
,

不 仅

比硫酸锌浸种增产可靠性大
,

而且增产的效果稳定
。

2
.

2 M E T
:

比对照的增产效果

在试验条件下
,

三年结果表明
,

M E T
,

比对照平均增产 56
.

8士 1 1
.

o k g /亩
,

增产 率 为

6
.

0一 2 7
.

9%
,

平均 14
.

3%
。

从表 1 看出
, 1 9 5 5 ~ 1 9 8 6和 19 5 7年的试验结果基本一致 ; 说 明

使用 M E T
3

浸种
,

在不同年份和不同肥力地块
,

对玉米的增产作用都是稳定的
。

2
.

3 M E T
。
与 M E T

` ,
M E T 。

的浸种效果比较

从表 1看出三种浸种剂的增产效果
:

M E T
。
> M E T

3 > M E T
` 。

据六 块 试 验 统 计
,

M E T
。
比 M E T

3

增产显著的地块占50 %
,

平均增产 2 5
.

8 士 4
.

2 k g /亩 , M E T
:

比 M E T
`

增产显

著的地块占 66
,

7%
,

平均增产 3 2
,

6 土 7
.

O k g /亩
。

至于 M E T
3

和M E T
。

的效果问题
,

有待进一

步试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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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1 9 8 5和 19 8 6年各县 (区 ) 大面积对比示范地块统计
,

M E T
。
比清水浸种平均增产 37

.

2

士 2
.

s k g /亩
,

增产率 8
,

1一 1 6
.

5%
,

平均 12
,

2%
。

19 5 7年统计
,

M E T
。
(部分为M E T

S

)
,

灌区比清水浸种平均增产 60
.

4 土 7
,

Z k g /亩
,

增产率 6
.

0一 2 7
.

9 %
,

平均 ;l1
,

6%
,

在 旱原比清

水浸种平均增产 4 4
.

9 士 3
.

g k g /亩
,

增产率 8
.

5一 3 5
.

7 %
,

平均 2 5
.

4%
。

3 讨 论

植物种子是休眠的幼嫩植物体
。

在种子萌发期问
,

胚细胞进行着旺盛的新陈代谢
,

对外

界环境条件非常敏感
。

外界环境条件的变化
,

能引起胚细胞的生理反应
,

从而影响整个植物

新个体的代谢机能丫“ ’ 。

张兴海等
〔 3 ’ 和王熹

〔 ` 〕分别用成熟的稻胚和稻种在浸泡过程中 加 入 同

位素标记物
,

研究了胚细胞的蛋 白质代谢
。

研究结果证明
:

外加物对种子萌发的生理过程和

体内代谢
,

都能产生强烈的影响
。

在农业生产中
,

正确选用浸种药物和使用浓度
,

也均能促

迸种子发芽
,

增强根系
,

苗壮早发
,

有利作物增产
。

M E T浸种玉米具有多方面的功能
,

_

胜要表现在
:

3
,

1 促进 种子萌发和植株生长

用 M E T
。

浸种玉米后
, 一 般可提早出苗 1 一 2 天

。

在苗期
,

株高
、

叶片数
、

鲜重等都比

对照增加
,

叶色较对照深绿
。

据出苗后 4 天 与功夭的两次采样测定
,

10 株干物重的平均 日增

量 ; M E T
3

处理为0
.

2 1 6 9 ,

清水处理为 0
.

1 6 19 ,

前者比后者干物质净增 3逆
,

2 %
。

在七片叶以

前
,
M E T区的玉米叶色仍较对照区深绿

,

随着生 长的加快
,

叶色的差别逐渐消失
。

九 叶 期

时
,
M E T 比对照多 0

.

5一 1 片展开叶
。

抽雄期 M E T
。
比对照提早 1一 2天

。

说明M E T 处 理 种

子后
,

由于出苗早
,

发育快
,

也促进了玉米早熟
。

据玉米乳熟期测定
,

M E T 比对照 区株高增加
5

.

3%
,

茎粗增加 1 8
.

8%
,

表明浸种产生的效应
,

对 王米后期的生长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

3
.

2 刺激根系生长
,

增强根系活力

根系是作物吸收养分和水分的主要器官
,

也是作物
一

与环境进行物质交换的主要场所 ; 根

系对提高 n
一

卜片的光合效率起着重要作用
〔 5 ’ 。

所以
,

根系的粗壮发达
,

是作物丰产的 基础
。

用

M E T 3
浸种玉米

,

对刺激根系生长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

见表 2
。

为了比较两处理根系活力

的差异
,

进行水培试验
,

测定培养液的p H ;
在盆栽试验中

,

测定根系的伤流液量
,

结 果见

表 3
。

表 2 M E T对玉米根系生长的作用

M E T比 C K增减 量

土 (数 ) 士 (多 )

根长 (
c m )

二
+ 根重 ( g )

二 茎叶干重 《g )

S / R值

次生根数 (条 )

M E T -

7
.

3 10
.

6

CK.66

0 异气 0
.

10

(〕
.

5 2

0
.

5 0

5 0
.

5

2 6
.

7

.

、直ṑ尸乃艺J扩
亡U匕J

It

.

;
.̀
r

弓
.

0 2
.

生 4 2
.

( )

注 : ` 为1 0林 总重
,

余者为3 0株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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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 T比 C K

洲几肠 1 5 七 互、 一
-
一 一 - -

一

土 (数》 士 (男)

培养液 PH

伤流液全 ( g )

7
.

10土0
.

06

0
.

55 7士0
.

10

6
.

76土0
.

03 0
.

34

0
.

27 1士0
.

0 16 0
.

2 8 6 1 05
.

5

注 :

1) 培养液为 k
n o p浮 液

,

培养前调 节 pH 至6
.

72
,

培养四天 后
,

浏其 p H
.

供试玉米幼苗为四叶期
.

2 ) 伤流液供试主来幼苗为四叶期
.

由表 3看出
,

M也T
。

处理的玉米比对照的培养液 p H升高。
.

3 4单位
,

伤流液重高二倍多
。

结果表明
:

M E
`

r
3

处理玉米对增强根系吸收和活力有良好作甲
。

3
·

3 提高叶片的光合作用能力

叶片兴行介介 炸甲
,

七绿叶面积
、

叶绿素含量等有直接关系
,

特别在抽雄授粉后
,

中
、

一

L部 ”树卜讨乡州众的灌浆也汰起应要作成
〔”

。

不同处理在乳熟期的测定结果见表 4
。

丧 4 不同处理的叶面积系数
,

叶缘案含皿和箱三叶面积

M E T s C K

叶缘紊
a
(形 ) 5

.

15 0土0
.

074 4
.

357土0
.

O7’

叶像素b (终 ) 4
.

5 1 3士 0
,

150 3
.

2 10土0
.

0了5

叶面 积 不狡
`

2
.

40 2
.

04

挽三叶西积 (
e o . )

* 1954
.

7 士89
.

4 1759
.

7土始 终

上表
,

M三 T
。
比对照叶绿素

a 和 b的含量分筑提高了 1 8
.

2写和 40
.

6% , 叶面积系 数 增 大

17
.

6% ;
德三叶面欣增加 1 1

.

1%
。

这一结果说明
,
M E T

:

处理后
,

对提高玉米后期的光合作

用有显著的效果
。

叶绿素的代谢是比较迅速的
,

有人曾用
` ” N对燕麦幼苗进行试验指 出

,

叶

绿素分子中的氮经过72 小时后
,
几乎全部被更新

。

如果氮素供应不足
,

或细胞分裂素上运受

阻
,

必然影响叶绿素含量
,

降低光合效能
。

因此
,

这些测定结果
,

也反映了M E T
3

处理后 的

玉米根系
,

在供给地上部养分和维系叶片光合作用中的重要意义
〔 “ 一 7 ’ 。

3
.

4 增加千粒重
、

穗粒重
,

减少秀顶事

M E T
3

处理玉米种子
,

除增加株高
、

茎粗外
,

也提高了穗位和双穗率
,

据对 16 块玉米试

验地收获考种统计
,

使用M E T
。
可增加千粒重 16

.

2 土 5
.

6 9 ,

穗粒数 30 士 10 颗 , 降低 秃 顶 率

3 7
.

8% ,
使果穗长增 长

飞 .

2 c二
。

表哄浸种后
,

对玉坐产量构成因素产生良好作用
.

4 小

4
。

1

结

两年小区试验结果表明
,

M E T
。
比 0

.

05 %硫酸锌增产的可靠性大
,

增产效果 稳定

也优于 M E T
:

和M E T
Z 。

1 9 8 7年小区试验
,

M E T
。
比 M E T

3

增产
,

但需进一步试验研究
。

J
.

2 三年小只试验结果表明
,

在试验务件下
,

M E T 。比清水对照平均增产56 : 8 土 1 1 k g /亩
·

增产率为6
,

0 ~ 2 7
.

9%
,

平均 14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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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3

增产效果

同有关
。

4
。

4

合作用
,

三年大面积示范对比结果表明
,

在灌区或旱原使用 M E T
3

浸种玉米
,

都有显 著 的
。

但增产率差异较小
,

而平均绝对增产值差异较大
,

可能与种植地 区的生产条件不

M E T
3

浸种玉米
,

其主要作用在于促进种子萌发和植株生长
,

增根壮苗
,

增强 光

提高千粒重
,

增加穗粒数和减少秃 顶率
,

因而 比对照增产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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