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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笋不同品种产最形成特点的研究

陆帼一

( 园艺承)

捕 要

“
挂丝红

” (早熟品种 ) 播种至花序分化需要的有效积温少
,

营养生长期短
,

花序分化时叶

数少
,

产品器官中花茎占的比例大
,

干物质平均增长率 〔C G R ) 高
,

最适叶面积指数大
,

产 品

器官干物质分配率的平均增长率高 , “
白甲

” (晚熟品种 ) 与之相反
, “

二青皮
” (中熟品种 )

介于二者之间
。

这三个不同生态型品种播种至花序分化的天数与日平均温度间均有极显著的负相

关关系
。

用日平均气温预测窝笋花序分化期比用 5 ℃以上有效积温有更广泛的实用价值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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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笋 ( L a c t ,` e a s a t ` v a v a r a n g u s t a ” a I r i s h ) 是我 国春秋两季的重要蔬菜
,

各地栽培

品种颇多
,

但对不同生态型品种产量形成的特点
,

很少有人研究
,

因而在品种引进
、

选择及

栽培技术的制定方面缺少理论指导
。

葛笋产量构成既有内在的生物学规律
,

又受外在环境的

影响
。

本试验旨在研究葛笋不同生态型品种产量形成的内在规律 以及温 度与花序分 化 的 关

系
,

为制定合趣的栽培技术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供试品种为
“
挂丝红

” (早熟品种 )
、 “ 二青皮

” (中熟品种 )及
“

白甲
”

(晚熟品种 )
。

田间分托期播种
。

出苗后定期取样
,

测叶数
、

叶面积
、

植株各部分的干重及茎的纵
、

横径
,

徒手切片镜检
,

观察苗端分化情况
。

数据统计分析项 目及引用公式
〔 `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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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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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花序分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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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作者研究〔 “ ’ ,

窝笋的产品器官由营养生长时期形成的茎 (简称茎 ) 和生殖 生 长 时期

形成的茎 (简称花茎 ) 构成
。

花序分化期是葛笋 由营养生长期过渡到生殖生长期的转折点
,

在同一栽培季节中
,

花序分化期的早
、

晚关系到产量
、

品质和采收期
。

秋季栽培时
,

花序分

一 不又干 I百丽平习月扫百浪到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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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期早者易引起
“
未熟抽苔

” ,

决失食用价值
; 冬季栽培时

,

花序分化期晚者花茎不 能 充 分

肥大
,

使产量降低
。

收获期延迟
;
越冬栽培时

,

花序分化期早者
,

次春可提早 卜市
。

由表 1 可见
: “

挂丝红
” 花序分化期最早

,

花序分化时叶数最少
,

特别是在 7 月间播种

时
,

花序分化期较其它二品种提 甲
` 一

个多月
,

这是 早熟品种不宜夏播的重要原因
。

8 月初播

种作冬葛笋栽培时
,

播种至花序分化期天数明显加长
,

花序分化 时的叶数显著增多
,

加 卜花

序分化后的温度和 日照有利于茎和花茎的肥 大
,

1 2月间采收时产量较其它二品种高得多
。

9

至 10月播种作春葛笋栽培时
,

山于次春花序分化期较早而 表现早熟
。 “ 二青皮

” 2 至 5 月播

种时花序分化期
一

与
“ 自甲

”
相近

,

但 6 至 7 月播种时花序分化期较
“ 白甲”

晚
,

这是
“ 二青

皮
” 被选作夏秋总笋主栽品利的垂要依据 8 月初播仲时花序分化期在冬季

,

花序分化后的

低温和短 日条件不利于茎和花笔的肥大
;

冬前未达到商品标准
。 “ 白甲

”
冬前未达花序分化

期
。

说明冬离笋不城选用
,们

、

1负熟品种
。 “

二青皮
妙
在 9 至 民月播种时

,

花序分化期较
“
挂

丝红
”
晚

,

较
“ 白甲 ” 旱

,

次春采收期 顺序相同
,

说明春离笋采用早
、

中
、

晚品种搭配
,

可

以实行同期播种分期 !: 市
,

以均衡和延长春季菌笋供应
。

表 , 不 同窝笋品种花序分化的比较

格 挂 丝 李二 二 青 皮 白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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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温度与花序分化期 的关系

根据表 1数据分析
,

三 个品种播种至花序必化天数与日平均气温间均为极显著的负相关

关 系
“
挂 丝 红 ” r 二 一 0

.

9 0 3 8 . 食 y 二 巧
.

4 一 o
.

l x ; “ 二 青 皮
” r = `

一 。
.

8 8 5 6 * `

y = 2 6
·

8 一 o
·

l x ; “ 白甲
” :

,

二 一 0
.

9 0 20 *

( 1 9 5 1) 不扩i岩 间 ( 1 9 5 4 )
、

涉谷茂 (一9 5 7 )

本试验结果表明
,

}
、

讨一况: 种在不同播期 1
, ,

* , y 二 2 .6 5 一 .0 0 9 6 x 。

据 日本长野农试场 均资料

的研究认为苗笋花序分化与 5 ℃以
_

l
_

积温 仃关
。

播种至花序分化期所需 苏℃以 上积温差异很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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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
挂丝红

” 8月 3 日播种者需 1 5 2 8
.

3℃ ,

而 5 月 6 日播种者仅需 7 53 ℃ ; 同期 播 种
,

不

同品种间积温也有很大差异
。

因而用 S C
。

以上积温研究葛笋花序分化时必须结合播期 和 品

种
,

用日平均气温预测葛笋花序分化期具有更广泛的实用价值
。

前人研究证明〔 3 一 ” , ,

高温长日比低温短 日更能加速葛笋发育
。

在 自然条件下高 温 与 长

日
、

低温与短日相伴随
,

所以在田间分期播种研究积温与花序分化的关系时
,

应排除受短 日

影响的播期
。

本试验按 A 一 (t
。 一

)B 公式
*
对 2 月 25 日至 5 月 20 七个播期数据的计算得出

:

“
挂丝红

” 、 “ 二青皮
” 、 “

白甲
”
的发育温度下限分别为 4

·

6 , 5
·

5及 5
·

4
“

C ;
有效积温分 别

为 6 0 2
,

] , 7 3 0
.

9及 7 3 9
.

4
O

C
。

2
.

3 品种间产品器官构成的比较

葛笋的产品器官是 由茎和花茎两部分构成
,

二者的比例在不同熟性品种中有明显差异
。

早熟品种花茎占的比例最大
,

中熟品种次之
,

晚熟品种最小
,

与花序分化期的顺序相吻合
。

衰 2 不同蔺笋品种间产品餐官构成的比较 (播期
. 1 9 8 1年 9月 1 0日 )

笋 长 (
e m )

品 种 一一
笋 重 ( g )

茎 长 花茎长 花茎占笋长 (形 ) 茎 重 花茎重 花茎占笋 重 (男 )

00片J,1

弱35扮挂丝 红

二青皮

白 甲

1了 0 2 1
.

5

20
.

0

3 0
.

0

5 1 1
.

3

4 26
.

5

5 04
.

0

7 6 1
.

0

18 4
.

0

52
.

0

4 0
,

0

肠44

注
:

笋一整个产品 器官
; 茎一营养茎

。

2
·

4 品种间产量形成要素的比较

从干物质生产和分配的角度来看
,

离笋单位面积产量
二 叶面积指数 ( L A )I x 净同化率

(可 A )R 刘司化天数 又 干物质向产品器官中的分配率
。

单位 面积产量是以单位土地面 积
_

[

干物质平均增长率 ( C G R g
·

m 一 “ ,

d
一 `

) 为基础的
,

计算 c G R时应将 L A I乘以土地面积 ( m
’
)

,

折算成一定土地面积 上 的 叶 面 积 ( m
“
) 再 乘 以万 A R ,

一 般 简化 为 c G R = L A I 汉 万 A R

2
.

4
.

1 品种间 c G R的比较

由表 3 看出
, “

挂丝红
” 全株及产品器官干物质增长率均居三品种之首

; “ 二青皮
” 全

株干物质增长率略高于
“ 白甲 ” ,

二者产品器官干物质增长率相近
。

衰 3 蔺笋品种间 C ` R 的比较 (g
.

二
、 : .

d
一

勺

品 种

挂 丝 卜

二青皮

白 甲

全 株干物质增 长率 产品器 官干物 质堵 长平

一一
一

一nOJ月性

一
一一一

一
八舀n曰
.
任

进
任只Uta

`

:
叮̀
4通

2
·

4
,

2 品种间 L A I 与c G R相关性的比较

L A I 与c G R的关系一般呈
“ 山

”

形曲线
, C G R达最高峰时的 L A I为最适叶 面积 指 数

。

如图所示
, “

挂丝红
”
的最适叶面积指数为 2

·

84 以
一

L多 “ 二青皮
” 为 2

.

84 左右 , “ 白甲
”
为

2
.

4 5
。

另据相关分析
, “

挂丝红
” 、 “ 二青皮

” 和 “
白甲

”
的乙汉 I与产品 器 官 c G R之 间 均

. A 一有效积温
; B一发育湿度下 限 ; 儿

一播种至 花序分化 无数 , 才
“

一 日平均温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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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其相关 系 数 r分

别为 0
.

9 4 6 9 * * 、

0
.

5 9 1 7 * * 及

0
.

8 8 6 5 * * ,

相关程度依早
、

中
、

晚熟品

种逐渐降低
,

这是决定不 同生态型品种种

植密度的重要依据
。

2
.

4
.

3 品种间产品器官干物质 分配 率的

比较

离笋从营养茎开始肥大以后
,

干物质

向叶部的分配率逐渐下 降
,

向产品器官中

的分配率逐渐上 升
,

特别是在进入花序分

化期 以后
,

干物质向产品器官 中的分配率

明显升高
。

达统一采收标准时
,

产品器官

中干物质分配率
“
挂丝红

”
为 3 5

·

2%
,

汀
-

一1 J r
’
倪

工 口
_
. 六

C口 . 岁产

幻 日 /
-

10 犷 /
_

众

。

}
.

厂::..... =t’\’:!..
卜一未才

’
G

0 L . ` ` . ` ` . 曰曰 . . . . . 砖阳
. 曰

】 0 0

业 I

不 同茵笋品种 L A I与C G R的关系

A一挂 丝 红 ; B一二青皮
;

C一白 甲

“ 二 青 皮
”
为 4 3

.

8%
, “ 白甲” 为 44

.

9%
,

表现为早熟品种 < 中熟品种 < 晚熟品种
,

而 产

品器官肥大期干物质分配率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4
.

57 %
、

4
.

04 % 及 3
.

43 %
,

表现为早熟 品种

> 中熟品种 > 晚熟品种
。

这是不同生态型葛笋品种在干物质分配方面的各自特点
。

3 结 论

3
.

1 葛笋的产品器官 (肉质茎 ) 是由营养生长时期形成的茎和由花序轴形成的花 茎 发

育而成
。

早熟品种花序分化迅速
,

营养生长期短
,

花序分化时叶数少
,

产品器官中花茎占的

比例大
; 晚熟品种与之相反

, 中熟品种介于二者之间
。

3
.

2 早
、

中
、

晚熟品种播种至花序分化的天数与 日平均温度之间均为极显著的负 相 关

关系
。

用 日平均气温预测葛笋花序分化期
,

比用 5
O

C 以 L积温有更广泛的实用价值
。

3
.

3 在 田间条件下
,

用分期播种方法研究葛笋花序分化与积温的关系时
,

应排 除受 短

日影响的播期
。

本试验结果表明
,

早熟品种的发育温度下限较中
、

晚熟品种低
,

播种至花序

分化需要的有效积温较少
。

3
.

4 葛笋不同生态型品种间产量形成的生理因素有明显差异
。

早熟品种的干物质 平 均

增长率高
,

最适叶面积指数较大
,

产 品器官干物质分配率的平均增长率高
;
中熟品种次之

,

晚熟品种最低
。

本 试脸 曾得到 西 北 农业 大学园 艺 本
一

毛 小 素
、

周存田同志 的大 力协助
,

谨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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