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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研究了小麦不同摘叶方式下, 顶三叶与粒重的关系及不同类型品种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 顶三叶

的摘除对粒重的影响大小排序为旗叶> 倒二叶> 倒三叶, 整株摘叶对粒重的影响高于主茎摘叶; 多蘖型小麦品种

主茎摘叶后千粒重降低得少, 与整株摘叶后千粒重降低率相比差距大, 而少蘖类型降低得多, 降低率相比差距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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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籽粒的形成主要依赖于叶片及植株各绿色

部分的光合作用所制造的养分[1 ]。叶片是主要的光

合作用器官, 在小麦灌浆过程中顶三叶的光合作用

最强, 为籽粒提供 50% 以上的营养[1, 2 ] , 顶三叶间及

不同品种间对粒重的影响各有差异[3 ]。本研究通过

摘叶试验, 以了解小麦顶三叶与粒重的关系以及不

同类型品种之间存在的差异, 为品种选育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材　料　供试品种有多蘖型品种小偃 6 号和陕

229, 中间型品种小偃 22 和阎麦 8911, 少蘖型品种

小偃 15 和小偃 182。

方　法　试验于 1998～ 1999 年在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植物所试验基地进行。摘叶分整株和主茎两

种, 整株摘叶每品种每处理 4 株, 主茎摘叶每品种每

处理 20 个主穗, 在小麦开始扬花时, 挑选生长一致

的植株和主茎分摘除 (1) 旗叶; (2) 倒二叶; (3) 倒三

叶; (4)旗叶和倒二叶; (5)倒二叶和倒三叶; (6)顶三

叶 6 种处理, 以不摘叶为对照。在品种正常成熟时,

按不同品种、不同处理分别收获, 主茎摘叶只收主

茎, 整株摘叶全株齐收, 脱粒后称取千粒重。

2　结果与分析
2. 1　摘除不同部位叶片对粒重的影响

　　小麦叶片位置不同, 对粒重的作用将会有差异。

从表 1 可以看出, 摘除小麦顶三叶中任何一片叶子

都可使千粒重降低, 其中以顶三叶全部摘除降低得

最多, 其次是旗叶和倒二叶, 最少的是倒三叶摘除,

粒重仅降低 10. 6%。摘除小麦旗叶与同时摘除倒二

叶和倒三叶对粒重的影响差异不大, 粒重分别降低

17. 7% 和 16. 7%。前者的功能还略高于后者功能的

总和。摘除小麦倒二叶和倒三叶对粒重的影响差异

也不大, 粒重分别降低 11. 2% 和 10. 6%。倒二叶的

功能略高于倒三叶。对粒重的影响为顶三叶> 旗叶

和倒二叶> 旗叶> 倒二叶和倒三叶> 倒二叶> 倒三

叶, 叶片位置愈高, 距穗子愈近, 对粒重影响愈大。
表 1　小麦植株不同部位叶片的摘除对粒重的影响

T able 1　T he influence of leaf2p ick ing at differen t po sit ions on the grain w eigh t

摘叶部位
T he po sit ion of p ick ing leaf

千粒重ög
1000 grain

w eigh t

千粒重降低ö%
Reducing
percen t

摘叶部位
T he po sit ion of p ick ing leaf

千粒重ög
1000 grain

w eigh t

千粒重降低ö%
Reducing
percen t

旗叶 F lag leaf 34. 5 17. 7 倒二叶和倒三叶 Backw ard
second and th ird leaf

34. 8 16. 7

倒二叶Backw ard second leaf 37. 1 11. 2 顶三叶 Top th ree leaf 29. 8 28. 8

倒三叶Backw ard th ird leaf 37. 4 10. 6 不摘叶 (CK) N o p ick ing leaf 41. 9 0

旗叶和倒二叶 F lag and Back2
w ard second leaf 32. 6 22. 2

　　注: 表中数据为 6 个参试品种摘取整株和主茎叶片后的千粒重平均值 (参见表 3)。

N o te: T he figure is the avarage value of 1 0002grain w eigh t after p ick ing w ho le p lan t leaf and m ain stem leaf from 6 tested samp les (See

T ab 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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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不同摘叶方式对粒重的影响

小麦是具有分蘖特性的作物, 整株由主茎和多

个分蘖茎组成, 主茎摘叶和整株摘叶对粒重会产生

不同的影响。由表 2 可以看出, 无论摘取何部位的叶

片, 整株摘叶粒重降低皆高于主茎, 说明主茎摘叶后

对粒重的影响较小, 而整株摘叶后对粒重的影响较

大。小麦整株摘叶和主茎摘叶对粒重的影响差异最

大的是顶三叶, 百分率差为 4. 8% ; 最小的是旗叶和

顶二叶 (即旗叶、倒二叶) , 百分率差分别为 1. 7% 和

1. 6%。

表 2　整株和主茎不同摘叶方式对粒重影响的比较

T able 2　T he comparison fo r differen t m ethod of p ick ing leaf to grain w eigh t betw een w ho le p lan t and m ain stem

摘叶部位
T he po sit ion

of p ick ing leaf

整株W ho le p lan t 主茎M ain stem

千粒重ög
1000 grain

w eigh t

降低ö%
Reducing
percen t

千粒重ög
1000 grain

w eigh t

降低ö%
Reducing
percen t

百分率差
Percen tage

reducing

旗叶 F lag leaf 34. 0 18. 4 35. 0 16. 7 1. 7

倒二叶Backw ard second leaf 36. 5 12. 3 37. 7 10. 2 2. 1

倒三叶Backw ard th ird leaf 36. 7 11. 9 38. 1 9. 2 2. 7

旗叶和倒二叶 F lag and backw ard second
leaf 32. 1 23. 0 33. 0 21. 4 1. 6

倒二叶和倒三叶Backw ard second and th ird
leaf

34. 2 17. 7 35. 5 15. 5 2. 2

顶三叶 Top th ree leaf 28. 7 31. 2 30. 9 26. 4 4. 8

不摘叶N o p ick ing 41. 7 0 42. 0 0 0

　　注: 表中数据为 6 个参试品种的平均值。N o te:M eans of six varieties.

2. 3　摘叶对不同小麦品种粒重的影响

各品种叶片大小、叶相、叶色、叶功能、分蘖多少

等不同, 对粒重的影响必然有差异。从表 4 可以看

出, 小麦顶三叶的摘除均可使粒重降低, 但降低的程

度不同。陕 229、小偃 6 号摘除旗叶后, 粒重降低最

少, 分别为 15. 5% 和 14. 8% , 降低最多的是小偃

182 和小偃 15, 皆为 20. 0%。摘除顶三叶同样也使

陕 229 和小偃 6 号的粒重降低较少, 分别为25. 6%

和 24. 4% , 降低最多的仍是小偃 182, 为33. 1%。

表 3　摘叶对不同小麦品种粒重的影响

T able 3　T he influence to the grain w eigh t fo r p ick ing leaf of differen t variet ies

摘叶部位
T he po sition of

p ick ing leaf

陕 229
Shaan 229

小偃 6 号
X iaoyan N o. 6

阎麦
8911 Yanm ai 8911

小偃 22
X iaoyan 22

小偃 15
X iaoyan 15

小偃 182
X iaoyan 182

千粒重ög
1000
grain

w eigh t

降低率ö%
R educ2

ing

千粒重ög
1000
grain

w eigh t

降低率ö%
R educ2

ing

千粒重ög
1000
grain

w eigh t

降低率ö%
R educ2

ing

千粒重ög
1000
grain

w eigh t

降低率ö%
R educ2

ing

千粒重ög
1000
grain

w eigh t

降低率ö%
R educ2

ing

千粒重ög
1000
grain

w eigh t

降低率ö%
R educ2

ing

旗叶 F lag leaf 33. 3 15. 5 36. 7 14. 8 32. 7 17. 0 31. 7 18. 9 33. 6 20. 0 38. 9 20. 0
倒二叶 Back2
w ard second
leaf

36. 0 8. 6 38. 3 11. 1 35. 1 10. 9 36. 7 6. 1 36. 5 13. 1 40. 1 17. 5

倒三叶 Back2
w ard th ird leaf 35. 2 10. 7 38. 1 11. 6 35. 5 9. 9 37. 2 4. 9 37. 1 11. 7 41. 3 15. 0

旗叶和倒二叶
F lag and back2
w ard second
leaf

31. 4 20. 3 35. 3 18. 1 31. 2 20. 8 30. 1 23. 0 31. 7 24. 5 35. 6 26. 7

倒二叶和倒三
叶 Backw ard
second and
th ird leaf

32. 9 16. 5 36. 1 16. 2 33. 8 14. 2 34. 5 11. 8 35. 0 16. 7 36. 6 24. 7

顶三叶 Top
th ree leaf 29. 3 25. 6 32. 6 24. 4 27. 2 31. 0 28. 0 28. 4 29. 2 30. 5 32. 5 33. 1

不摘叶 N o
p ick ing leaf 39. 4 0 43. 1 0 39. 4 0 39. 1 0 42. 0 0 48. 6 0

　　注: 数据为摘取整株和主茎叶片后的千粒重平均值。

N o te:M eans of 1 0002grain w eigh t after p ick ing w ho le p lan t leaf and m ain stem leaf.

2. 4　摘叶对不同分蘖类型小麦品种粒重的影响

不同分蘖类型小麦品种的千粒重受主茎摘叶和

整株摘叶的影响不同。从表 3 可以看出, 多蘖型小麦

品种陕 229 和小偃 6 号主茎摘叶后千粒重降低较

少, 与整株摘叶后千粒重降低率相比差距大; 少蘖型

小麦品种小偃 182 主茎摘叶后千粒重降低多, 与整

株摘叶后千粒重降低率相比差距小。少蘖型小麦品

种主茎对粒重的影响比多蘖型品种大, 多蘖型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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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蘖茎对主茎平衡补偿能力比少蘖型强。
表 4　小麦顶三叶的摘除对千粒重的影响

T able 4　T he influence to the grain w eigh t fo r p ick ing top th ree leaf

品种
V ariety

整株W ho le p lan t 主茎M ain stem

摘叶ög
P ick ing

leaf

不摘叶ög
N o

p ick ing

降低率ö%
Reducing

摘叶ög
P ick ing

leaf

不摘叶ög
N o

p ick ing

降低率ö%
Reducing

百分率差
T he percen2
tage reducing

陕 229 Shaan229 27. 8 38. 9 30. 3 30. 8 39. 9 22. 8 7. 5
小偃 6 号 X iaoyan N o. 6 30. 7 42. 9 28. 5 34. 5 43. 3 20. 3 8. 2
阎麦 8911 Yanm ai 8911 25. 0 38. 6 35. 2 29. 4 40. 1 26. 7 8. 5
小偃 22 X iaoyan 22 28. 5 42. 1 32. 6 31. 9 43. 0 25. 8 6. 8
小偃 15 X iaoyan 15 27. 2 41. 1 33. 8 31. 7 42. 8 27. 3 6. 5
小偃 182 X iaoyan 182 31. 7 48. 8 35. 0 33. 2 48. 9 32. 1 2. 9

3　小结与讨论

小麦顶三叶的摘除对粒重的影响为旗叶> 倒二
叶> 倒三叶, 总和占籽粒营养来源的 42. 6% (参见
表 2: 18. 4% + 12. 3% + 11. 9% ) , 与赵双进[4 ]、杨兆
生等[5 ]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顶三叶在小麦灌浆过
程中占有重要位置, 其中以旗叶最为明显, 占籽粒营
养来源的 18. 4%。顶三叶在小麦群体结构的上部,
接受阳光充足, 制造的有机养料也多, 且距离穗子
近, 运输“路途”短, 而其中又以旗叶在最上部, 相距
穗子最近, 所以功能最强[1 ]。

分别摘除顶三叶比同时摘除顶三叶中的任何两
叶或全部对小麦粒重的影响要小。这是由于分别单
独摘掉顶三叶后, 其他叶片的功能增强。

小麦整株摘叶对粒重的影响高于主茎。整株小
麦顶三叶摘除后, 除穗、颈节、叶鞘及下部叶片等制

造养分外, 无别的养分来源。而小麦主茎摘叶后, 其
他分蘖上的叶子制造的养分可以通过分蘖节输送给
主茎的穗子。因此, 分蘖多的品种, 主茎摘叶对粒重
的影响较整株摘叶小。

多蘖型品种陕 229 和小偃 6 号在各处理中, 粒
重降低比其他品种少, 说明这 2 个品种的顶三叶对
灌浆的影响小。可能是因为这 2 个品种叶小而挺, 透
光性好, 加上其他各部位绿色叶片保持的时间长, 能
制造更多的养分供给籽粒生长。同时这 2 个品种穗
子小、分蘖多, 有更多的绿色部分制造养分供给籽
粒[3 ]。

由此看来, 顶三叶对粒重的影响很大, 尤其是旗
叶。因此, 在小麦新品种的选育上应注意选择顶三叶
功能期长的品种, 在栽培上注意延长顶三叶的功能
期, 在叶片的选择上考虑选择叶小而上挺的类型, 这
样透光性好, 有利其他叶片功能的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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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relim inary study on the re la t ion sh ip betw een top th ree leaves
and gra in w eigh t of w hea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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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rela t ion sh ip betw een the top th ree leaves and the gra in w eigh t, the differences among
variet ies under the differen t t rea tm en t of leaf p ick ing w ere studied. T he resu lt show ed that: the effect of
p ick ing top th ree leaves on the gra in w eigh t w as in the fo llow ing o rder: the effect of f lag leaf> the effect of
backw ard second leaf> the effect of the backw ard th ird leaf. T he influence of p ick ing w ho le p lan t leaves on
gra in w eigh t w as greater than that of p ick ing leaves from the m ain stem leaves. T he 1002grain w eigh t of
mo re t iller type variet ies after p ick m ain stem leaves w as reduced m uch mo re than that of p ick ing the w ho le
p lan t leaves. T h is is con trary to the changes of less t iller type variet ies.

Key words: w heat; top th ree leaf; p ick leaf t ria l; gra in w eigh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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