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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氮时期对小麦不同种籽粒

蛋白质品质的影响
`

张宝军 蒋纪芸
(西北农业大学农学 系

.

陕西 杨陵 71 2 10 0)

摘 要 通过两年对普通小麦小僵 6号和 小僵 1 07
、

硬粒小麦 42 86
,

在播前
、

返青
、

拔节和

抽穗 4个关键时期施氮
,

研究了小麦籽粒粗蛋白含量及其组分含量的变化
.

结果表明
,

施氮对

普通小麦的调节效应大于硬粒小麦
。

随施氮时期推迟
,

各品种蛋白质含量呈递增趋势
,

但增加

程度不同
.

蛋白质组分中清蛋白和谷蛋白随施肥时期推后
,

呈递增趋势
,

但球蛋白以拔节期施

肥含量最高
.

醇溶蛋白以拔节期或返 青期施肥含量最高
。

关键词 小麦栽培
,

籽粒蛋白质
,

蛋白质组分
,

施氮时期

中图分类号 5 5 1 2
·

1 0 1

小麦籽粒蛋白质及其组分含量与比例是小麦籽粒蛋白质品质的重要内容
,

它不仅是

衡量小麦籽粒营养品质高低的重要指标
,

也与食品加工品质密切相关
〔 ’一 ’ 〕 。

蒋纪云等曾报

道了施肥对普通小麦籽粒粗蛋白含量有明显作用
〔` 」; 彭永欣等指出小麦籽粒粗蛋 白含量

、

赖氮酸含量
、

清
、

球蛋 白以及干
、

湿面筋含量均和氮素水平呈显著正相关
〔5 〕 ;贾振华等认为

随施肥时期后延
,

籽粒蛋白质含量增加
「6二。

但前 人的研究多数都集于普通小麦
。

本文以硬

粒小麦和普通小麦 (小麦不同种 )为试材
,

研究了不同生育时期追肥
,

对小麦不同种籽粒 中

蛋白质及其组分的影响
,

试图为不同时期施肥对不同种小麦籽粒蛋 白质及其组分的调控

作用提供理论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试材与设计

试验于 1 9 9 2 ~ 1 9 9 3年在西北农业大学农作一站进行
。

普通小麦品种为小堰 6号和小堰

10 7
,

硬粒小麦为 4 2 8 6
.

试验采用裂区设计
,

重复 4次
,

小 区行长 Z m
,

行距 0
.

24 m
,

8行 区
。

分

别在播前
、

返青期
、

拔节期和抽穗期施纯氮 67
.

5 k g’ h m
一 ’

(尿素折合 )
。

1
.

2 样品制备与测定

将各处理收获的籽粒充分混匀粉碎
、

烘干
,

采用国标 G B 2 90 5
一

82 (半微量凯氏法 ) 测定

蛋白质及其组分含量
;
采用连续振荡法顺序提取清蛋白

、

球蛋白
、

醇溶蛋 白和谷蛋白
L’ 〕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施肥时期对粗蛋 白的调节效应

由表 1可见
,

随施肥时期后延
,

不论是普通 小麦 小堰 6号和小堰 1 07
,

还是硬粒小麦

42 86
,

均表现出籽粒粗蛋白递增的趋势
。

方差分析表明
,

处理 间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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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施肥时期对小麦籽粒粗蛋白的影响

施肥时期
小但 6号 小住1 07

含 量 较 C K士 写 含 t较 C K士 % 含 t较 C K士 %

C ( K不 施肥 )

口̀ d
`̀,0Ò44工U

.

…
连

.内̀óJ,̀
`.二,曰,曰几」400ù乃̀

自b3
月才0

.

…
巴do口,白已」, .几,几山勺ǹ

1 1
.

1 9 e D

1 2
.

94 d C

1 3
.

3 5 e B

1 3
.

7 4 b A

1 3
.

9 9 a A

9
。

0 0 e E

10
.

2 8 d D

1 1
.

0 2 c C

1 1
.

1 1 bC BC

1 1
.

8 8 a A

12
.

0 6 e E

13
.

4 6 d D

13
.

5 6 c C

14
.

1 1 b B

14
.

6 6 a A

1 1
.

6 1

12
。

4 3

17
。

0 0

2 1
.

5 6

青前节毯播返拔抽

从表 1还可看出
,

随施肥时期后延
,

普通小麦和硬粒小麦籽粒粗蛋白质含量的增加程

度不同
,

即施肥对普通小麦蛋白质含量调节效应较大
,

而对硬粒小麦的调节效应较小
.

各

处理间多重 比较结果表明
,

除小僵 1 07 在拔节期和返青期施肥
,

蛋白质含量差异不显著外
,

其余均达到极显著水平
。

说明等量肥料不同时期追施
,

对调控不同小麦种籽粒粗蛋白含量

效果均很明显
。

2
.

2 施肥时期对蛋白质组分的调节效应

2
.

2
.

1 对清蛋白的调 节效应 从表 2可以看出
,

不同时期施肥对冬小麦蛋白质组分含量

的调节效应不同
.

随施肥时期后延
,

3个小麦品种清蛋白含量均呈递增趋势
,

且小堰 1 07 >

4 2 8 6 > 小堰 6号
.

方差分析表明
,

小堰 1 07 各施肥时期之间
,

清蛋 白含量达极显著水平
,

其他

两个品种差异不很明显
。

说 明不同时期施肥
,

对小堰 1 07 清蛋白含量的调节作用最大
,

其次

是 4 2 8 6和小堰 6号
。

但绝对含量却以 4 2 8 6始终为最大
。

蛋白质组分 施肥时期

表 2 施肥时期对蛋白质组分含 t 的影响

小值 6号 小惬 1 07 号

含 量 较 C K士 % 含 最 较 C K 士 % 含 量 较 C K士 %

清蛋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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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K

播前

返 青

拔节

抽移

C K

播前

返青

拔节

抽 称

C K

播前

返青

拔节

抽毯

C K

抽前

返青

拔节

抽毯

2
.

0 0 e E

2
.

0 4 d D E

2
.

0 6 e
d C D

2
.

0 7 b e l义二

2
.

3 9 a A

1
.

5 3 d D

1
.

6 2 c C

2
.

0 8 a A

2
.

0 9 a A

1
.

8 8 b B

3
.

1 6 d D

3
.

2 5 c C

3
.

7 9 a A

3
.

8 3 a A

3
.

6 9 b B

3
.

9 0 e E

4
.

4 0 d D

4
.

4 5 e C D

4
.

5 1 b B C

4
.

6 8 a A

1
.

5 8 e E

1
.

7 9 d D

1
.

9 3 e C

2
.

1 2 b BC

2
.

4 1 a A

1
.

2 2 e E

1
.

4 0 d D

1
.

4 1 b IM二

1
.

5 4 a A

1
.

3 6 e C

2
.

1 8 e E

2
.

2 0 d e D E

2
.

6 0 a
A

2
.

4 5 b B

2
.

3 9 e C

3
.

3 9 e E

3
.

4 1 d e D E

3
.

4 3 e d e C D E

3
.

4 6 bC d B C D

3
.

8 4 a A

13
.

2 9

2 2
.

1 5

34
.

1 7

5 2
.

5 3

10
。

12

20
。

83

2 2
。

0 2

4
.

76

0
。

9 2

1 9
.

2 7

1 2
.

3 9

9
.

6 3

0
.

5 9

l
。

1 8

2
。

0 6

1 3
.

2 7

2
.

2 1 e E

2
.

3 8 d D

2
.

3 9 e d C d

2
.

4 7 b B

2
.

6 0 a A

1
.

6 8 e E

1
.

8 5 e C

2
.

0 3 b B

2
.

0 5 a A

1
.

76 d D

3
.

19 e E

3
.

3 2 d D

3
。

9 6 e C

4
。

3 1 a A

3
.

9 7 bC 】夕C

3
.

98 e E

4
.

30 d D

4
.

33 c C

4
.

39 b B

4
.

58 a A

从表 2还可以看出
,

小堰 1 07 在返 青期以前施肥
,

清蛋 白含量低于小堰 6号
,

但差异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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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

说明普通小麦小僵 6号和小僵 107 两品种间蛋 白质含量的明显差异不是清蛋白含量不

同所致
。

2
.

2
.

2 对球蛋 白的调 节效应

从表 2可见
,

拔节期施肥
,

小麦球蛋 白含量最高
,

其绝对含量大小依次是小堰 6号 >

4 2 8 6 > 小僵 1 07
.

但从增加的相对量来看
,

则是小堰 6号 > 小僵 1 07 > 4 2 8 6
.

其中
,

小堰 6号除

播前施肥球蛋白含量较对照增力甲隔度较小外
,

其余各施肥处理都明显高于对照处理
。

而小

堰 1 0 7和 4 2 8 6各期施肥
,

球蛋白含量较各自对照增加较小
.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

3个品种除

小僵 6号在拔节与返青期施肥
,

球蛋 白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外
,

其余各施肥时期球蛋 白含

量均达到显著水平
。

说明施肥时期对不同小麦球蛋白的调节效应不同
,

在球蛋白含量最大

的拔节期施肥
,

对普通小麦的调节效应大于硬粒小麦
。

2
.

2
.

3 对醉溶蛋白的调 节效应

在拔节期施肥
,

小堰 6号和 4 2 8 6两 品种 的醇溶蛋 白含 量最大
,

较各自对照分别增

加 21
.

2 0 %和 35
.

u % .
而小僵 10 7却在 返 青期 施 肥 醇 溶 蛋 白含 量 最大

,

较对照增加

19
.

27 %
.

3个小麦品种相 比
,

各时期施肥
,

醇溶蛋白绝对含量高低始终是 4 2 8 6 > 小僵 6号 >

小僵 10 7
.

说明施肥对硬粒小麦的醉溶蛋白调节效应大于普通小麦
.

2
.

2
.

4 对谷蛋 白的调节效应

各品种谷蛋白含量随施肥时期推迟而增加
,

最终以小僵 6号 > 4 2 8 6> 小僵 1 07 为序
,

与

各 自对 照 相 比
,

在 抽撼 期 施 肥
,

谷 蛋 白含 量 增 加量小僵 6号为 20
.

00 %
,

小堰 1 07 为

13
.

2 7 %
,

4 2 8 6为 15
.

0 8 %
.

说明施肥对小僵 6号谷蛋白的调节效应最大
,

而对 小僵 1 07 和

4 2 8 6的调节作用较小
。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

小僵 6号和 4 2 8 6籽粒谷 蛋白含量随着施肥时期

推迟均呈显著或极显著增加
,

而小僵 107 除对照以外
,

各处理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
。

说明施

肥时期对粗蛋白含量高的小僵 6号和 4 2 8 6的籽粒谷蛋白调节效应明显
,

而对低蛋白含量的

小堰 1 0 7的调节效应不明显
。

3 小 结

l) 用等量氮肥在小麦不同生育时期施用
,

对籽粒粗蛋白含量调节效应明显
,

即各参试

材料籽粒粗蛋白含量随施肥时期推迟而明显增加
.

其中对低蛋白质含量的小僵 1 07 调节作

用更为明显
。

2 )小麦籽粒蛋 白质组分含量随施肥时期推后变化不同
,

其中清 蛋白和谷蛋白呈递增

趋势
; 而球蛋白以拔节期施肥含量最高

; 醇溶蛋 白以拔节期或返青期含量最高
.

3) 施肥时期对小麦不同种蛋白质组分调节效应不同
,

对普通小麦的调节效应大于硬

粒小麦
。

应当指出
,

本试验尽管选用生产上 3个典型材料
,

在生产上的关键时期施肥
,

研究施肥

时期对冬小麦不同种籽粒粗蛋白及其组分含量的影响
,

但从选材上看
,

硬粒小麦偏少
,

施

肥时期还应再后延
,

才能够反映出硬粒小麦的共同特点和籽粒粗蛋 白和组分清蛋白与谷

蛋白的下降点
。

这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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