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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麦区小麦品种穗重构

成特点及生理成因

摘 要 在陕西关中地 区秋播条件下
,

对我国各麦区58 个代表品种的穗重构成和有关 生

理性状的分析表明
:

在冬麦区中
,

穗粒重及其构成因素由北向南均表现出增大的趋势 , 西 南

和华南冬麦 区
、

东北春麦区
、

西部和西北春麦 区为我国小麦品种的大穗区域
,

而且 三个 区域

的大穗构成方式有所不同 , 灌浆速率
、

干物质积累量
、

生长率和绿叶面积是导致各麦 区品 种

穗重差异的主要生理性状
,
这四个性状在麦 区中的变化规律与穗重的表现相一 致

。

关锐词 冬小麦
,

品种
,

穗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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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许多研究均表明
,

小麦单产的提高主要来自收获指数的提高
〔 `一 3 ’ 。

穗 重 的

大小现已成为小麦品种改 良计划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

小麦的穗粒重在构成因素上可剖析

为每穗小穗数
、

每小穗粒数和千粒重
;
在生理成因上与物质生产

、

转运等机能 密 切 相

关
。

本文对我国各麦区小麦品种穗重及构成特点和有关的生理性状进行了比较
,

并对这

些生理性状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
。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的麦区划分和供试品种的选用是按
之 中国小麦品种及其系谱

办 〔咭」
而确 定 的

,

58 个供试品种均为我国各麦区历次品种更换过程中的主要品种 (表 1 )
。

分别于 1 9 8 3年

裹 1 供试品种

麦 区 品 种 名 称

北部冬 麦区 ( 1 )

黄淮冬 麦区 ( 2)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 (3 )

西南冬麦区 ( 4)

华南冬 麦区 《 5)

东北春麦区 ( 6 )

北部春麦区 ( 7 )

西北春麦区 ( 8 )

西部春麦
.

( 9)

西部冬 麦
.

( 1 0 )

农大 18 3 北京 8号 农大 31 1 东方红 3号 农大 1 39 北京 10 号 延 安 15 号 丰抗 2号 丰抗 13 号

碧蚂 1号 碧蚂 4号 济南 2号 石家庄 54 济 南 9号 博爱 7 02 3 丰产 3号 郑引 1号 矮丰 3号

泰山 1号 小僵 6号

南大 2 4 19 矮立多 阿夫 万年 2号 粤页麦 6号 扬麦 1号 苏麦 l号 扬麦 3号 宁麦 3号

大头黄 7 7 8 阿勃 川麦 10 号 繁六 凤麦 13 号 绵阳 11 号

福麦 7号 红芒麦 晋麦 4 0 5 8 晋麦 2 1 48

克丰 1号 新曙光 1号 克早 6号

甘肃 9 6 欧柔 内麦 4号

碧玉麦 甘麦 8号 斗地 1号

青春 5号 7 6 一 3 3 8 喀什 白皮

乌克兰 0 4 2 6 新乌克兰 83 肥麦

因育藏春
、

冬 麦区和新理春
、

冬 麦区品种数不多而将其合并
,

按春
、

秋播种分为西部春麦和西部冬 麦
。

和 2 9 5 4年秋播于西北农业大学农作一站
, 1 9 5 3 ~ 2 9 5 4年株行 距 为 o

.

z x o
.

2 5 m , 1 9 8 4~

1 98 5年株行距为 。
.

1 x o
.

3m
.

两年试验中供试品种生长均较正常
。

1 9 8 3 ~ 1 9 8 4年小麦成熟期
,

取样测定品种的穗重及其构成因素
, 1 9 8 4~ 19 8 5年还从

文稿收到日期
:

19 8 9一 1 1
一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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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青至成熟期间定期取样 ( 抽穗至开花每 6d一次
,

开花至成熟每 4 d一次 )
,

并以三次多

项式对某些数据进行配合 ( 图 1 )
,

以计 算部分生理性状
。

两年度各次取样数 目均为 每

成热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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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次多项式配合的生长曲线

品种 10 个主茎
,

并以 其平均值参加计算或分析
。

全部考察性状见表 2
、

表 3
、

表 4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各麦区品种抽孟及其构成特点

各麦区品种的小穗数
、

小穗粒数
、

穗粒数
、

千粒重及穗粒重等性状的平均值见表 2
。

这 5

个性状在麦区间存在着一定的规 律 性 变

化
,

即在冬麦区中由北向南小穗数
、

小穗粒

数和千粒重表现出增大趋势
,

从而导致穗

粒数和穗粒重由北 向南明显增大 ; 在春麦

区中
,

东北春麦区品种虽千粒重低
,

但小

穗数和小穗粒数较多
,

以致穗粒数高而仍

表现 出穗粒重较高
,

西北和西部春麦区品

种的小穗数和小穗粒数低
,

因而穗粒数少
,

但 由于千粒重很高
,

也表现 出较高的穗粒

重 ; 北部春麦区和西部冬麦品种的穗粒数

小
,

且千粒重低
,

穗粒重亦低
。

衰 2

麦区
小秘数
( 个 )

各密区品种旅 , 及其构成

小穗粒数 移粒数 千 粒重
( 粒 ) ( 粒 ) ( g )

秘粒 重
(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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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 5 )

( 6 )

( 7 )

( 8 )

( 9 )

( 1 0)

由上述情况可以着出
:

我国小麦品种的穗重具有 3个高值区域
,

而且 3个高值区域在

穗重构成方式上有明显差异
。

东北春麦区以穗粒数高而形成大穗
; 西部和西北春麦区以

大粒构成大穗
,

而西南和华南冬麦区则为穗粒数和千粒重 中偏大
,

二者兼顾而形成大穗
。

2
.

2 各窦区稼孟生理成因的分析

品种穗粒重的大小在形式上是其构成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但作为干物质在穗器官

中的积累
,

则与同化物的生产
、

积累和运转等生理成因密切相关
。

表 3
、

表 4 为各麦区

1 9 8 3~ 19 8 4年小麦成熟期 取 样 测定品种的穗重及其构成因素
, 1 9 8 4~ 1 9 8 5年还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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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3 各金区品种的有关生理性状

拨节至开花 开 花 期

天数 平均 净 同 绿叶 绝对 总千重

生长率 化率 面积 生长率

( d ( m) g / d )( m g / d m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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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有关生理性状测定的平均值
,

这些生理性状在麦区间表现出明显规律性变化
: ①表 3

裹 4 各斑区品种的收获指教

麦区

( l )

( 2 )

( 3 )

( 4 )

( 5 )

( 6 )

( 7 )

( 8 )

( 9 )

( 10 )

矮杆

0
。 4 3 6

0
。
4 54

0
。
4 6 6

0 。 4 5 7

中杆

0
。
3 98

0
。 4 15

0
。 4 2 0

0
。

4 2 6

0
。

43 9

0
。
3 7 4

0
。
3 7 6

0
。
3 7 0

0
。
3 8 8

0
。
3 54

高杆

0
。 34 3

0
。

4 0 9

0
。
42 9

D
。

3 2 7

0
。
3 40

0
。
3 12

0
。
3 6 9

0
。 3 1 5

注 . 矮杆 . 7 0~ 9 0e m , 中杆 : 9 0~ z z s e m , 高杆
:

1 1 5~ 13 5 e m
。

所列性状中除开花期净同化率以外
,

其它

一 性状在冬麦区中均表现出由北向南增大的

一 趋势
。

在春麦中
,

东北春麦区
、

西北和西

部春麦区也具有较高的表现值
; ②开花期

净同化率在冬麦区 中表现出北大南小的变

化规律
,

而且冬麦区大于春麦区 ; ③收获

指数仍表现出在冬麦区中由北向南增大
,

但冬麦区大于春麦区 (表 4 )
。

为了进一步明确各麦区穗重差异的生

一 理原因
,

现对这些生理性状按因果层次进

行下 述通径分析
。

2
.

2
.

1 灌浆速率和灌浆持续期对穗粒重的效应

由图 2 一 `可知
:

灌浆速率和灌浆持续期之间相关性极小
,

两者独立对穗粒重发挥正

向作用
,

但灌浆速率对穗重的决定程度显著大于灌浆持续期对之 的决定程度
。

这表明各

麦区品种穗重的差异首先是由于灌浆速率上的差异所直接决定的
。

2
.

2
.

2 花前花后干物质积累量
、

灌浆持续期和收获指数对灌浆速率的效应

这 4 个性状的通径分析见图 2 一 b
。

通径 系数反映的正向直接效应为花后最大干物质

量 > 收获指数> 花前干物质积累量
,

灌浆持续期具有一定的负向直接效应
。

但 由于这 4

个性状间存在着相关性
,

花前干物质积累量和灌浆持续期均可通过花后干物质最大积累

量对灌浆速率起到一定的正向间接效应
,

因此以相关系数反映的总效应表现出花前干物

质积累量
、

花后干物质最大积累量和收获指数对灌浆速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

而且前两

者大于后者
。

花前和花后干物质积累量的决定 系 数 R
’

(
二 : + 二 :

) “ 0
.

7 0 0 4 (尸
’ , . 二 : +

P
Z , . : 2 + ZP

, . : : P
, . 二 Z r 二 ; . 二 :

)
,

而收获指数的决定系数 R “ (劣
;

) 澎 0
.

2 2 8 6 ( P
Z夕

·

戈 `
)

。

显然干物质积累量的多少是影响灌浆速率大小的主导因素
,

这也揭示出各麦区品种灌浆

速率的差异
,

主要是 由于所积累的物质基础的差异造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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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性状间通径分析

2
.

2
.

3 生长率和生长天数对干物质积累量的效应

图 2 一。和图 2 一 d的分析结果相同
,

即生长率与生长天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不显著
,

两

者均是独立对干物质积累量起正向作用
,

但生长率的作用明显地大于生长天数的作用
。

这表 明各麦区品种生长率的高低对各自的干物质 积累量的多少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

2
.

2
。

4 绿叶面积和净同化率对生长率的效应

关于绿叶面积和净同化率对小麦生长的作用前人曾做过许多 研 究
,

但 结 果 不 一
汇” ’ ” 了 。

本试验结果为 (见图 2 一 c )
:

花期绿叶面积与花期净同化率之间有极显著 的 负

相关
,

但两者对生长率的直接作 用均为正效应
,

且绿叶面积的效应 (直接效应或总效应 )

显著大于净同化率的效应
。

这也是各麦区品种生长率出现差异的原 因所在
。

上述结果表明
,

各麦区品种在穗重上的差异与一系列的生理性状相关
,

这些生理性

状对穗重的效应具有层次性和主次性
,

而各性状层次中主导性状的表现则是导致穗重差

异的主要生理原因
。

由表 3 可以看出
:
各麦区品种穗重大小的变化规律与各性状层次中

主导性状的变化趋势完全相同
,

这也是我国各麦区品种穗重大小的生理成因
。

3 讨 论

我国各小麦生态区的品种在穗重及其有关生理特性上具有地域性分布特点
,

西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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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冬麦区
、

西部和西北春麦区
、

东北春麦区为高值区域
,

这些地区的小麦品种在与大

穗有关的许多性状上
,

都明显地优于本地区的小麦品种
,

而且这些高产性状在本地区能

够较为充分的表现
,

因此
,

从这些麦区之 中鉴定筛选高产育种的原始材料
,

以丰富本地

区的高产育种资源是值得注意的
。

本研究是在西北农业大学赵洪璋教授指导下进行的
,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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