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慝 

1]一 口 

第2O卷 第1期 

J992年2月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Acta Univ Agric．Borea]i— occidenta]is 

VO】20 NO l 

Feb l992 

BR和三唑酮对冬小麦产量 

及其生理效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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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争小麦品种豫壹 1 0号为材料，在太 jJ条件 F研究了 BR和三唑酮(Tfia)对小 

壶产量的影响及其生理效应 结果表明．0 1 g／mL BR浸种可提高小麦叶片的净光台速率取I 

耐病能力，0 1 g／mL BR浸种结台拉 节期和开花后喷洒 Tria，小麦旗叶 倒 2叶和倒 3叶 

净光台速率分别比对照提高 12 2‰．107 0％和 i 88 4％；白粉病和锈病的发病程度降低；特 

别 是 穗牝数 和 粗 重增 加 较为突 ，分 别 比对 照 增加 2 3牲和 3 ；产 量 比对照 增 ．̂i 

20 13‰．试验为高l水肥条件 小麦高产稳产提供 r一种有效的调控技术。 

关键词 植物生长调节荆．表油菜素内艏，三竺 塑，净光台速率，冬小麦栽培 

中图分类号。94。髓 ' 耋—旋 l岛彳 ， 

备小责 

利用植物生长 节物质．对作物生 长进行化学控制， 日益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并且 

做 了大量的研究，然而多数研究局限f单因子的生理作用或增产效果．关 f 作物生 始的 

综合调控技术报道很少。表油菜素内酯(Epi—Brassinolide 简称 BR)是近些年发现的新 

型 植 物 生 长凋 节 物 质 ．对 作 物 的 生 长具有 明显 的促 进 作 Jfj 。 i唑 酮 

(Triadimefon，简称 Tria)抑制真菌麦角甾醇的生物合成，主要用于防治小麦锈病和 白 

粉病等 ’。近年来发现三唑酮对 多种植物 的生长具有凋节作用，可以抑制地上 生 

长 促进叶绿素和绌胞分裂索的合成．延缓叶绿素的分解，防J卜Ⅱf．片早褒 ~、 ．捌 j̈ 

植株体内激素平衡：三唑酮还具有促进烟草根系生长，抑制气孔开张，减少蒸腾，增加 

细胞膜的稳定性和抗逆能力，提 岛净光合速率，改善体内千物质分配等生理作．f_}j 

书文初步报道在高水肥条件 卜．BR和三唑酮对冬小麦生长的影响及其防病增产的效 粜。 

1 材料和方法 

l，l 材料和处理 

冬小麦(Tritfcum aesti~'um L j品种为豫麦 l0号，1989年 1O月 10日播 I 河南省豫 

西农专校内试验地。试验地前茬玉米，亩施底肥尿素2O kg，磷酸二铵 3O kg 小区面积 

8．4m ．随机排列，重复 3次 1990年 6H 8 I：t收获 

BR由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提供：Tria为 日本株式会社生产的 25％可温性粉剂 

试验分为 陌部分进竹 试验 一 处理：{对j{(；CK 清水浸种 24h(水量为肺 f-蓖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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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下同)；②BR 0．1腭 ／mLBR浸种 24h；~BR+Tria 0l g／mLBR浸种 24 h 

结合拔节中期(3月28日)和扬花后(5月 10日)分别向叶面喷洒 100和 200 tag／mL Tria 

溶液(每亩 45 kg)。其 中 CK，BR处理在拔节中期和扬花后喷等量清水。试验■ 处 

理 ：一 CK 叶 面 喷 洒 清 水 (每 亩 45 ， 下 同 )：② Trja-_l 拔 节 初 期 喷 洒 

100 g／mLTria；③Tria-2 拔节中期(3月28 13)喷洒 100 g／mLTria；④Tria一3 拔 

节后期(4月 10日)喷洒 100 tag／mLTria 扬花 后 CK 叶面喷洒清水 ，Tria-1， 

Tria一2，Tria-3处理叶面喷洒 200 tag／mL Tria 

1．2 测定项 目和方法 

小麦扬花期(5月7～8日)用改良半叶法测定叶片净光合速率；扬花期(5月 8日)和 

灌浆期(5月20日)分别调查白粉病和锈病发生情况 f7)；分区脱粒计产，取样株进行考 

种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BR和 Tria对小麦叶片净光台速率的影响 

小麦生长中后期叶片维持较强的光合活性对于减少小花退化，增加穗粒数和 千粒重 

至关重要 BR浸种可以提高小麦叶片的光合活性，这与前人在小麦，水稻上做的结果 

相般 ，旗叶 倒 2叶和 倒 3叶 光 合速率分 别 比 cK 增加 12．79％，90 91％和 

l 51．93％(表 1) 显然，由于 BR提高了植株的耐病能力 ，使得下部叶片光合速率成 

倍提高，说明BR对延缓叶片衰老维持其生理活性具有良好作用。BR+Tria处理旗叶 

光合速率与 BR处理虽无显著差异，但表 1数据表明前者有加强下部叶片光合速率趋 

势 

表 1 BR和 Tria对小麦叶片净光合速率的影响 mgDW -dm。·h 

2．2 BR和 Tria处理对白粉病，锈病发生的影响 

1990年人春以后，由于降雨频繁，雨量偏多，气温较常年低，白粉病和锈病相继 

发生流行。BR处理与 CK相比白粉病发生情况相近，锈病有加重趋势。而 BR+Tria 

处理白粉病和锈病的病情指数明显低于cK(表 2)，预防效果显著。 

表 2 BR和 Trla对白粉病和锈病发生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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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BR和 Tria对小麦生长和产量构成的影响 

1987和 1988两年的田闾观察表明，O．1 g／mLBR浸种 24 h，叶色深，苗体生 长 

旺盛，促进 了营养体和根系 的建成，试验结果 同赵毓桔的报道一致 。表 3表明， 

BR处理单株分蘖数增加，植株增高，成穗数增多，表明植株营养生长旺盛。 

表 3 BR和 Tria对小麦单株生长及产量性状的影响 

产量分析表明，BR处理产量和产量构成各因素与 CK无显著差异。BR处理虽然 

提高 了叶片的光合活性，但其产量水平 同 CK 无显著差异，说明在锈病和白粉病流行 

年份，BR的增产能力未能发挥。因此控制中下部叶片的病情，延长其生理活性是增产 

的一个重要因素。BR+Tria处理产量比 CK提高 2O．13％(表 3)，表现为株高降低，成 

穗数提 高(0．5个)， 孕小穗数 减少，穗粒数和 千粒重增加(分别 比 CK 增加 3 3粒和 

3 4g)。说明拔节期使用Tria适当地控制营养生长，协调大小分蘖营养竞争的矛盾，促 

进单茎的发育，预防白粉病和锈病的滋生，可以达到穗大、粒多，籽粒饱满的效果。 

不同时期使用 Tria，其增产效果不同(表3)，以拔节初期到拔节中期效果最佳。拔 

节初期和拔节中期叶面喷洒 Tria(T由一l和 Tria-2)对小麦生长和产量形成的影 响基本 
一 致，穗粒数比 cK 增加 3．5和 3．3粒，产量分别增加 19 O％和 18．6％．而 Tria-3处理 

则增产幅度大大降低 说明 Tria的增产作用与使用时期有密切关系，此种情况在应崩 

Tria调节植株生长和预防病害流行时应予以注意。 

3 讨 论 

根据小麦生长规律和生产技术的具体要求，正确应用植物生长调节剂这 ·生长调节 

手段，将可能是栽培过程中协调植株个体内部矛盾，促进高产稳产的一个重要途径 

BR浸种处理能够提高作物种子活力 ，促进 了小麦苗体生长，提高小麦叶片的光合 

活性 在拔节中期和扬花后配合叶面喷洒 100和 200 g／mL Tria，既可以协调植株营 

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矛盾，又可以达到预防白粉病和锈病的效果，同时改善了体内千物 

质分配，延缓了叶片衰老，使得小麦正常成熟，产量增加。显然，只有从小麦生长的基 

本规律出发，促控措施结合才可能获得明显的增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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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Epi—Brassinolid and Triadimefon o12 W inter W hea t 

Yield and Its Physiological Response 

Yang Zhengshen’ Shi Guoan Jing Jiahai 

{ esf Heclat~4gtkldluralCollege x nn H c n．47180∞ 

"V~~rlhhg．1 Jer~Agritidf~ra]Universit)。 Yangling．Shaanxi．712100J 

Abstract W ith wheat cul{【Var  Yumel No l0“as the testing material，the effect ol 

epi—brassinolide(BR)and triadimefon(Tria)upon wheat yield increase and its physiolog- 

ical response was studied in the field conditions．Results indicated that applying seed 

soaking in 0．1 g．e／mL BR increased net photosynthesis rates and ability to endure dis— 

gases；and seed soaking in 0．1#g，／mL BR and foliage spray Tria in the middle stage of' 

jointing as well as in the late stage of blooming of winter wheat remarkably increased 

I 2．2％ -l 07％ and l 88．4％ of net photosynthesis rates of the flag，the upper 2th and 3fh 

leave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Also the incidence index of mildew and rust was 

reduced．Especiall2,’，grain numbers per spike and onc thousand grain weight of wheat in 

creased by 2．3 grains and 3．4 g．Yield increase is 20 1 3％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As a result，the tests can provide a kind of effective regulation and control technique l'or 

the high and stable yields in wheat under high water and ferfihzer condiOons。 

Key words plant growth regulator， epi—brassin0lide(BR)， triadimefon， net 

ph0 0synthesis rate，winter wheat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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