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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供 试 品 种 及 类 型

月口件……
注 .

根据当前小麦生产和品种实际情况
,

将不同株高 的供试品种分为三类
,

85

厘米以下为矮秆
,

85 一 1 10 厘米为中秆
,

n o厘米以上为高秆
。

表中株高
、

单株

最高集数
、

熟期及千粒重
,

均为本试验所得 资料
。

栽培管理及气象因素

试验设在陕西武功二道原灌区
,

地下水位 15 米以下
,

土壤黑油土 ( 见表 2 )
。

表 2 不同土滚发生层土壤的物理性质表

深度 ( 厘米 )

0 一 2 9

2 9一 4 0

土层名称

耕 层

犁 底 层

亚 耕 层

土粒结构

团粒粒状

块 状

粒 块 状

棱 柱 状

块 状

块 状

质 地

中 壤

中壤偏粘

4 0一 6 6

6 6一 1 6 6 心土层 ( 粘化层 )
一
!

1 6 6一 1 77
’

钙积层
{底土层

17 7以下
.

黄土母质

重 壤

中壤偏沙

松紧度

疏松

紧实

稍松

稍紧

前茬作物 小 麦 收 后
,

深耕 28 厘米
,

耕后晒堡
。

播前每亩施鸡粪 6 千斤
,

步犁翻

埋
。

冬性
、

半冬性和春性小麦品种都按本地各自适宜播期播种
,

分别为 g 月 27 日
、

10 月

4 日和托 日
。

行距 40 厘米
,

穴距 30 厘米
,

人工开沟摆播 ( 种子先粘于纸上 )
。

每穴留 4

苗
,

苗距 7 厘米
,

每亩基本苗 2 万 2 千株
。

由于伏秋连旱
,

播种时地墒差
,

在播前人工

大锄开沟
,

拉水浇灌
。

播后随即小畦灌溉
,

合墒中耕
。

1 6 7 8年 l 月下旬和 5 月底进行了

灌溉
, 2 月下旬每亩施尿素 15 斤

。
5 月初喷 甲基托布津防赤霉病兼治叶部病害

。

整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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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过程各品种生长均匀
、

整齐
。

试验年度内气候最大特点是冬春干旱
,

日平均气温为 8
.

6℃
。

1 月份 日平均气温为

0
.

1℃
,

最低气温为
一 1 1

.

9℃
,

各生态类型品种都能安全越冬
。

春季气温较高
, 6 月 5 日

以后 日最高气温为 32 ℃ 左右
,

9 至 n 日高达 3 4
.

1一 3 6
.

7℃ ,

并伴有干热风
,

小麦成熟较

往年约早五至七天
。

小麦生育期间降水量为 21 6毫米
,

多集中于前
、

后期
,

其中 1 9 7 7年

10 月和 1 9 7 8年 5 月底分别为 66
、

9 9
.

1毫米
,

对小麦分孽盘根和籽粒灌浆较为有利
,

减轻

了后期高温和干热风的危害
,

大多数品种成熟正常
,

千粒重较高 ( 见表 l )
。

结 果 及 分 析

一
、

根系入土深度变化

小麦根系是由初生根 ( 又名胚根
、

种子根 ) 和次生根 ( 又名节根 ) 组成的纤维状须

根系
。

初生根产生早
,

向下延伸快
、

入土深
。

小麦不同发育时期根系入土深度即指初生

根向下延伸的深度
。

本试验各品种根系入土深度
,

自出苗以后
,

都是随着发育时期的向

后推移逐渐由浅而深
,

越冬初期超过 1 米
,

返青和拔节期分别达到 1
.

9和 2
.

6米
,

至开花

期达到最大深度 2
。

8米
。

这个总的变化过程在不同生态类型品种间差异不大
,

不同秆型

品种及不同熟期品种间也看不出明显差异
。

由图 1可以看出
,

在冬小麦整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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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根系入士深度与株高变化

育过程中
,

根系入土深度始终大于植株

高度
;
在拔节期以前

,

根系生长速度大

大超过地上部分
: 返青期

、

拔节期根系

入土深度分别为苗高的 1 0
.

7 倍和 6
.

5

倍 ; 拔节期以后地上部生长快于地下部

分
,

根系入土深度为株高的倍数因品种

的秆型而异
,

至开花期高秆
、

中秆和矮

秆品种依次为 2
。

4倍
、

3 倍和 3
.

7倍
。

二
、

根量的变化

小麦生物学产量是其经济学产量的

基础
,

而根量 ( 指根干重
,

下同 ) 又是

生物学产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

当前由于

受研究手段 的限制
,

根系干物重的取得

较为困难
,

并需花费较多人力
,

因而许

多小麦试验及高产 资料中
,

其生物学产

量多不包括根系产量在内
,

使得生物学

产量有所偏低
,

经济系数有所偏高
。

( 一 ) 各发育期根总量的变化

各品种不同发育时期根量结果见表 3
。

00000

殊高ǎ厘朱à

琢叨助

勺ù勺é

振系卜"塌落浅八座悉



西北农学院学报9 1 79 年第 4期

从表 3看 出
,

生育过程根量变化的总趋势是
:

越冬室成熟
, 一随着发育时期向后推

移
,

各品种根量逐渐增加
,

至开花期或成熟期达到最大根量
。

最大根量的变化
,

在不同生态类型品种中
,

一般说来
,

以半冬性品种较高
,

冬性品

种次之
,

春性品种较低
,

但彼此差异不大 ; 不同科型品种间最天根量虽
.

未表现有一致性

差异
,

但中
、

矮秆品种 并不 因秆高降低使根系有所削弱
,

甚至有比高秆品种增
」

强 的 趋

势
;
不同熟期类型品种中

,

早熟品种 ( 包括术试验另一早熟品种小僵 5 号姊妹系 7 0 1 4 “

5 一 1 一 2 ) 似有略低于中
、

晚熟品种的趋势
,

但也有例外
,

如阜熟品种 68 士1( 3 )最大根

量高于供试中
、

晚熟品种
。

仍从表 3 可 以看 出
,

不同生态类型命种
`

各发育时
_

期的根量
,

以 占最大根量的百分数

而言
,

存在着明显差异
。

越 冬至拔节期
,

一致表现冬性品种高于半冬性品种
,

半冬性品

种 又高于春性品种
;
开花期以春性品种最高

,

冬性品种次之
,

半冬性品种最低
,

其中半

冬性
、

春性早熟品种 6 8 n ( 3 )
、

堰师 4 号和冬性易青干
`

晚熟品种矮丰 3 号均已达到各自

最大根量
; 开花期以后

,

除矮丰 3 号外
,

其它中
、

晚熟品种根量仍有增长
,

r

至成熟期达
`

到最大根量
。

’
_ -

一
. ,

一
根据表 3 中数据

,

如将各品种按营养生长阶段 ( 即拔节期以前的苗期阶段
,

简称前

期 )
、

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阶段 ( 即拔节至开花期
,

简称重叠生长阶段或中期
、

) 和
生殖生长阶段 ( 即开花至成熟期

,

简称后期 ) 加以 比较可以看
一

出
,

不同生态
、 …

熟期类型

品种在不同生育阶段增长根量占最大根量的百分数差别很大 ( 见图 2 )
。

长人根景于开滩期衫成“ 品种

垃帕考 “ 爪习 犯师仔8060如
占未火旅童声

杀术银童了成熟期群成材 命种

低假此·

些典趟黔誉黔翼声彭臀

食佘乡
产 !

图 2 不同类型品种各生育阶段根系增长量占最大根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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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根量出现在开花期的不同生态品种中
,

冬性品种矮丰
_

3
、

号营养生长阶段形成根

量占绝对优势犷重叠生长阶段增长根量很少
,

_

春性品种堰师 4 号则与之相反
,

_

以重叠生

长阶段增长的根量较高
,

营养生长阶段形成的根量较低
,

但仅相差 5
.

22 % ;
半冬性品种

介于两者之间
,

以营养生长阶段形成根量为高
,

重叠生长阶段为低
,

但不象冬性品种那
`

样差另lJ之大
,

营养生长阶段形成根量不 到最大根量的 2 / 3 ,

重叠生长阶段超过 1/ 3
。

一

最大根量
,

出现在成熟期的不同生态类型中
、

晚熟品种中
,

冬性品种营养生长
_

阶段形

成根量为其最大
·

根量的70
.

91 一 73
.

5 3 %
,

重叠生长阶段为 1 1
.

5 9一 1 3
.

8 %
,

生殖生长阶

段为 1 4
.

8 8一 15
.

2小行春性品种营养生长阶段形成根量占其最大根量的 3 1
.

78 一 38
.

3 2 %
,

重叠生长阶段为 49
.

82 一 6 3
.

8 3 %
,

生殖生长阶段为 4
.

41 一 1 1
.

86 % ;
半冬性品种营养生

长阶段形成根量为其最大根量的 5 5
.

18 一 59
.

刊%
,

重叠生长阶段为 1 0
.

4 5一 n
.

24 %
,

生

殖生长阶段为 2 9
.

8 1一 3 3
.

58 %
。

据此
,

我们可
.

将最大根量出现在成熟期的不同生态类型

中
、

晚熟品种根量发展归为三种型式
:

冬性品种为营养生长阶段优势类型
,

也 即 前 疑

重
,

中
、

后期轻型
;
半冬性品种为营养生长阶段和生殖生长阶段优势类型

,

也即前
、

后

期重
,

中期轻型
;
春性品种为营养生长阶段和重叠生长阶段优势类型

,

也即前
、

中 期

重
,

:

后期轻型
。

.
` 气

( 二 ) 各发育期不同土层根量分布变化
-

士
.

绝 对根量的分布变化

供试品种各发育时期不同土壤发生层根量分布变化见表 4
。

从表 4 可以看出
:

① 所有供试品种在陕西武功二道原灌区供试黑油土条件下
,

在 3 米深度的土层范

围内
,

各土壤发生层根系绝对量的分布
,

均以耕层所占比重最大
,

其次为心土层
,

第三为

亚耕层
,

第四为犁底层
,

最深部底土层最少
。

② 各上层根量
.

,

一般是由冬性品种一 , 卜半冬性品种 -分
`

春性品种呈递减趋势
,

但

也有例外
,

耕层开花期根量和亚耕层成熟期根量
,

则 由冬性品种一斗半冬性品种-
争春

性品种呈递增趋势变化
,

耕层成熟期根量财是半冬性品种高于春性
、

冬性品种
。

】

③
一
各品种不同土层达到最大根量的时间先后不一

。

各品种耕层出现最大根量的时

间与总根量最大值出现的时阿基本一致
,

如早熟品种 68 n ( 3 )
、

僵师 4 号和晚熟品种矮

丰 3 号在开花期
,

其余中
、

晚熟品种在成熟期
。

这就说明
,

占绝对优势的耕层最大根量

期决定着总根量的最大值期
。

因而耕层根量对地上部器官的形成和籽粒发育的影响远较

其它各士层为大
;
各品种耕层以下各土层出现最大根量的时间

,
·

除少数品种与耕层出现

最大根量时间二致
,

( 如
.

阿勃各土层均在成熟期 ) 或部分推迟
.

( 如早熟品种 6 8 l l
r

( 3 )
r

的底
.

土层亏堰师 4 号
一

的亚耕层迟至成熟期 ) 外
,

一般品种都是下层早于上层
,

其趋势是先底

土层 ( 以拔节期居多
,

开花期为少
,

`

个别品种在返青期 )
,

其次为犁底层 ( 以拔节
、

开

花期为多
,

成熟期者少 )
,

再次为心上层 ( 多数品种在开花期
,

少数品种在成熟期
,

矮
一

丰 3 号则早在拔节
二

斯〕
,

最后为亚耕层 ( 多数品种在成熟期
,

少数品种在开花期
,

矮丰 3

号也早在拔节期力与
户

_

;
一 、 . 一 _

_

一召、 根量百分数分配变化
: 一 万

_ 、
_

一
_

一 _

一
认

一各品种不同发育时期在各
·

土层根量百分数的分配结果见表 5 、

图 3一工
、

2
、

3 。
·

从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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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图 3一 1
、

2
、

3可以看出
:

( l)各品种不 }可发育时期在不同土层根量百分数的分配仍以耕层占绝对优势
,

由冬

性品种 - 净 半冬性品种
一

春性品种呈递增趋势变化
,

与耕层绝对根量呈递减趋势变 化

恰好相反
。

此外
,

心土层为第二位
,

亚耕层为第三位
,

犁底层为第四位
,

最后为 底 土

层
。

由第二位的心土层至第五位的底土层
,

根量百分数 由冬性品种
一

半冬性品种
一

春性品种均呈递减趋势变化
。

根量百分数分配的这种变化说明
,

耕层根量占总根量的比

重以冬性品种最低
,

春性品种最高
,

半冬性品种介于两者之间
;
耕层以下各土层根量所

占比重均 以冬性品种为高
,

春性品种最低
,

半冬性品种也介于两者之间
。

( 2 ) 从越冬至成熟的不同发育时期内
,

各品种由耕层到底土层根量百分数表现出

有规律 的变动
。

其变化规律表现为随着发 育期的进展
,

根系比重 ( % ) 有由上 向 下 移

动
、

下层根量百分数相应增加的趋势
。

当耕层以下各土层根系相对集中达到最大量时即

为根量比重下移高峰期
; 在根量比重下移高峰期出现以后

,

随着发育期继续向后推移及

植株日趋衰老和成熟
,

下层根量百分数逐渐降低
,

下层根量百分数和上层根量百分数相

比
,

又有根量比重上移的变化趋势
。

( 3 ) 在越冬至成熟的整个生育过程中
,

大多数品种只出现一个根量比 重 下 移高

峰
,

其出现时间一般在拔节至开花期
,

其中以拔节期居多 , 但 少数品种出现了两个根量

比重下移高峰
,

如郑 引 l 号
、

阿勃等
。

郑引 l 号的两个根量比重下移高峰期出现在返青

期和开花期
,

阿勃 出现在返青期和成熟期
。

同仅有一个根量比重下移高峰期的品种相比
,

郑 引 1 号
、

阿勃第一个根量下移高峰期早于其它品种
,

第二个根量比重下移高峰期与少

数品种相同
,

但比大多数品种为迟
。

( 4 ) 根量比重上移的终止期
,

多数品种出现在成熟期
,

少数品种出现在开花期
。

郑弓! 1 号
、

阿勃第一个根量比重上移终止期在拔节期
,

第二个根量比重上移终止期在成

熟期
,

而阿勃直到成熟期下层根量百分数递增而无向上移动趋势
。

3
.

土壤理化特性对不同土层根量分布及比重上下移动的影响

由上述结果可以看出
,

土壤的理化特胜
、

水分养分等条件对根系绝对量和根量百分

数在不同土层的分配变化有重要影响
。

耕层在常年耕作和施肥的作用下
,

土壤有机质丰

富
,

结构良好
,

水分
、

养分充足
,

为根系主要的活动层
,

根量大
。

犁底层 系受长期犁耕

压力而形成的坚实土层
,

结构致密
,

水分
、

养分及通气性俱差
,

不利于根系穿透
,

根系

发展在此层时已大大削弱
,

根量少
。

亚耕层位于犁底层之下
,

并受到犁底层不 利 于 水

分
、

养分和空气下行的影响
,

但此 层土壤结构尚好
,

因此
,

根量较犁底层降低不多或略

有增加
,

衰亡也迟
。

心上层虽然 也受以上土层的不利影啊
,

但此层水分相对稳定
,

根系

易吸收深层水分和养分
,

加之此层较厚
,

所以根量仅次于耕层
。

底土层虽然土层深厚
,

但由于水分
、

养分及透气性均差
,

因此根量最 少
。

另外
,

不同土层土壤的理化特性对根量比重的上下移动也产生重要影啊
。

如坚买
、

结构差的犁底层的阻碍等
,

使根量比重下移范围和数量受到限制
,

若通过加深 犁 耕 深

度
,

打破犁底层
,

并结合增施有机肥料
,

就可使根系向下延伸范围扩大
,

下层根量比重

增加 ; 又会由于犁底层理化特性和供贮水分
、

养分及通气状况的改善
,

还有利于延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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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一

~

一
~

一
- -

一 -
一

.

一
层根系的寿命和功能期

,

减缓其根量比重上移趋势
。

所有这些
,

育
,

促进地上部稳健生长和籽粒产量的提高
。

`

三
、

根量与地上部干物产量的关系

各品种根与地上部干重变化结果于图 4
、

图 5 及表 6
。

都有利小麦根 系
`

的 发

召0 0口

2 8 0 Q

2 6 0 0

2 4 0 0

冬 一性

1 一 矮丰 3 号

2

—
洁

衣大坎犷

3

— 延安 6 号

夕
:

6

..’l 丘 春 性

— 堰师 4 号

— 郑引 I号

— 阿 勃

,""!…;
.

!

门刀剔犷
2 2 0 0

I

卢
:

. 0

3

了
.

Jil
we

了
.
。

.-’

2 0 0 0

1 8 0 0

地上部干童(几/亩à

16 0 0

14 0 0

1 2 QO

10 0 0

8 0 0

6 0 0

4 OQ

“ “ 。

脸...c’ ` 弓多

越冬 返青 拔节 开花 成熟 越冬 返青 拔节 开花 成熟 越冬 返青 拔节 开花 成熟

图 4 各品种不同发育时期地上部干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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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农大 1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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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性

了

— 僵师 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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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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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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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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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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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广
仁户
万̀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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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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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各品种不同发育期根干重变化

一 1
-

.

几 )

由图 4
`、 一

图 5 可看出
,

从越冬至戍熟
,

各品种每亩根量和地上部午物产量都随着发

育时期的向后推移而递增
,

除早熟品种和晚熟品种矮丰 3 号于开花期根达最大根量外
,

其余中
、

晚熟品种亩根量和所有供试品种地上部干物产量都持续增长至成熟期 达 最 大

值
、
每亩最大根量和最大地上部干物产量似成正相关

,

均 以半冬性
.

拈种最高
,

冬性品种

次之
,

春性品种最低
,

但后两者差异较小
。

从表 6 看出
,

不同生态类型品种各生育阶段根与地上部干重增长百分数差另11甚大
:

营养生长阶段亩根量和干物产量百分数均由冬性品种 , 半冬性品种 、 春性品种呈递

减变化
;
各品种根与地上部干重占各自最大量的百分数相比较都以根系为高

,

地上部为

低
,

不 同类型品种间变化趋势与上雷同
。

重叠生长阶段亩根量百分数由冬性品种 , 半冬性品种 , 春性品种呈递增趋势变化
,

而地上部干重百分数则与之相反呈递减趋势变化
; 根与地上部占各自最大量百分数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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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各品种不同生育阶段地上部地下部干物贡增长 %

性性一冬一半一一
性

一
冬

一
一

型

一
类
一é一

书件
较

,

除春性品种腹师 4 号和郑了11 号仍是根量百分数大于地上部干熏百分数外
,

其余品

种则是地上部百分数大于根量百分数
。

春性品种根与地上部干重百分数的差距已大大缩

小而趋于接近
。 一

;
-

生殖生长阶段亩根量增长百分数以半冬性品种最高
,

其次为冬性品种
,

春性品种最

低
。

亩地上部干物增长百分数则由冬性品种、 半冬性品种、 春性品种呈递增变化
,

彼此

差异悬殊 ; 根与地上部相比较
,

冬性 ( 除矮丰 3 号外 )
、

半冬性品种根量百分数大于地

上部百分数 ( 其中半冬性品种尤为突出 ), 春性品种则是地上部干重百分数大于根量百

分数
。

根据上述各生育阶段根与地上部干重变化
,

将重叠生长阶段和生殖生
一

长阶段根和地

上部干重增长百数分别按生态类型品种归纳加以比较
,

根和地上部干物重百分数均以春

性品种增长量大
,

其次为半冬性品种
,

冬性品种最低
,

根干重百分数更为突出
。

这种差

别反映了春性及半冬性品种中
、

后期增长根量在最大根量中所占比重大
,

因而根系活力

强
,

衰亡迟
,

功能期长
,

对延长地上部绿色器官的功能期
,

提高光合效率和籽粒产量较

冬性品种有利
。

四
、

产量及其结构
、

各品种籽粒产量及其结构见表 7
、

图 6
。

由表 7
、

图 6 可看出籽粒产量与生物学产

量
、

经济系数及亩穗数和穗粒重的变化关系
:

_
一

未
一
二在本试验范围内

,

供试品种籽粒产量的高低同其生物学产量 ( 亩根量十地上部

干物产量 ) 和经济系数密切相关
,

其总的变化趋势是生物学产量高的籽粒产量 相 应
_

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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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各品种籽粒产盘及其结构表

1臼卯.一工平宣佛é力“
名一眨ù、 J l

师号矮丰
3号
…鑫爹 延安

6号
丰产

3号
郑引
1

一

号

型
、

熟 期 中秆
晚熟

高秆
晚熟

高秆
晚熟

半

一泰山
一4 亏
中秆

、

晚熟

8 1 1 6

( 3)

中秆
、

早熟
}高秆

、

一中熟

「

中秆
、

一晚熟

生物学产量 (斤 /亩 )

籽粒产量
, ”

经 济 系 数

万穗 / 亩

粒重 / 穗 ( 克 )

2 4 6 3
。

8 3 6
。

6 12 4 2 6 3 }2 1 0 0
6 12 5 3 7

.

3
}

2 9 0 3
.

8 }1 9 2 6

7 8 8
。

6 6 6 3

·

9 {2 7 6 4
.

.

3 1 0 2 5
.

4
’
1 0 5 7 7

.

9 5 7
_

3 9 4 6

3 {2 4 5 4

3…1 1 0 5

3 3 9 6 }0 3 2 5 1 {0 3 1 5 7 0 3 7 0 9 {0
.

3 7 2 7 10

3 5
·

o }

1
.

5 1 1

3 2 9 6
’

0 4 9 1 2 10 4 5 0 1

4 5
。

5 4 0
。

5 4 6
。

6 1 3 4
.

2 3 1
。

1 2 1
。

1 艺2
。

2

阿 勃

高秆
、

晚熟

2 3 6 9
。

1

8 8 7
。

8

O
。

4 1 2 3

2 1
。

6

1
。

0 1 0
。

9 7 0
。

7 3 . 1
.

5 0 1
。

5 4 2
。

2 4 2
。

4 4 2
。

0 5

高
,

经济系数高的籽粒产量相应也较高
,

反之则较低
。

不同生态类型品种中
,

半冬性品种每亩生物学产量最高
,

经济系数也较高
,

籽粒产

量相应最好多 春性品种生物学产量与冬性品种相近或略低
,

但由于经济系数最高
,

籽粒

产量也较高
,

冬性品种由于经济系数最低
,

籽粒产量也相应低
。

.
笙ǎ山

,

以几

全委丰3号 农大,刀 延安6号

, 冬 叶生̀

赛山斗; 6日I}〔,矛丰产了号

。 半 冬 性`

l〔卿号郁 glI 阿和

, 春
,

阵 ,

昌 时鞘 圈时片 皿姗 图 德轴” 睦 口 籽 “

图 6 各品种地上部不 同器官占地上部干重%

同一生态类型中不同秆型品种
,

如半冬性或春性品种
,

虽然高秆品种生物学产量较

中
、

矮秆品种高
,

但由于经济系数比中
、

矮秆品种低
,

而籽粒产量反不及中
、

矮秆品种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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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生物学产量的高低反映了品种光合总生产力的大小
,

品种经济系数的高低反映

了品种光合产物分配和利用上的差异
。

由此表明
,

上述不同类型品种丰产潜力的大小
,

实质上是 由其光合总生产力的高低和光合产物在籽粒和其它器官分配和利用上的差别决

定的
。

2
.

不 同秆型品种地上部营养器官和生殖器官干物重相比较
,

中
、

矮秆品种营养器

官所占比重小于结实器官
,

并随着品种春性增强
,

结实器官所占此重越大
,
高秆品种营

养器官所占比重 则大于结实器官
,

随着品种春性增强
,

结实器官所占比重也有增大趋势
。

在营养器官中
,

各品种 茎 秆 所占比重恒大于叶器官
。

单就茎秆或叶器官干重比较

茎干重
,

高秆品种所占比重大于 中
、

矮秆品种
,

随着品种春性增强有降低趋势
;
叶器官

干重
,

中
、

矮干品种所古比重大于或近于高秆品种
,

随着品种春性增强
,

叶器官干重比

重有所降低
。

在结实器官中
,

籽粒与穗轴十颖壳所占干重百分数相比较
,

籽粒则居压倒优势
,

并

随着品种春性的增强呈递增变化
。

根据上述结果
,

可将不同类型品种丰产潜力的差别大致归统为两种情况
: 一为半冬

性及春性中
、

矮秆品种
,

结实器官大于营养器宫
,

茎秆所占比重小
,

叶器官所 占 比 重

大
。

叶器官发达
,

利于光合
,

扩大了
“ 源 ” , 茎秆较低

,

短途运输
,

效率高
,

消耗少
,

利于
“ 流 ” ,

穗子大
,

扩大了
“ 积 ” ,

有利于养分积累
,

提高籽粒产量
。

另一类为高秆

品种
,

营养器官大于结实器官
,

茎秆所占比重大
,

叶器官所占比重小
。

叶器官小
,

不利

于开
“
源

” ,
秆高大

,

长途运输
,

用于运输消耗多
, “

流
”
不畅 ; 穗粒重 低

,

缩 小 了

“
积

” ,

不利于积累更多贮存性营养
,

有碍丰产潜力的发挥
,

产量低
。

3
。

产量结构中亩穗数变化
,

由冬性品种 , 半冬性品种 , 春性品种呈递减变化
,

依

次相差 10 万穗左右
,

春性品种比冬性品种少 20 万穗左右
,
每穗粒重

,

由冬性品种 , 半冬

性品种 ” 春性品种呈递增变化
,

半冬性品种比冬性品种平均每穗高 0
.

62 克
,

春性品种比

半冬性品种高 0
.

72 克
,

比冬性品种高 1
.

34 克
。

冬性品种虽然获得了较高的穗数
,

但由于

穗粒重低
,

产量不高
,
春性品种虽然每亩穗数仅为冬性品种 的一半左右

,

但由于穗粒重

高出冬性品种 1一 2 倍
,

产量仍比冬性品种为高
,

若能把亩穗数再提高 10 一 15 万穗
,

其

丰产潜力会进一步发挥出来 , 半冬性品种亩穗数和穗粒重介于冬
、

春性品种之间
,

但穗

数适宜
,

穗粒重较高
,

因而产量较高
。

由此可见
,

在穗足的基础上
,

争取提高穗粒重是

小麦高产 的关键
,

而半冬性或春性品种则较冬性品种有利于提高穗粒重
,

从而有利于实

现高产更高产
。

讨 论

一
、

不同生态类型品种的利用

根据陕西关中港区小麦高产的现状
,

目前生产上所利用的不同生态类型冬 小 麦 良

种
,

只要能分别以各自适期播种
,

并加强冬前科学管理
,

一般都能安全越冬而获得较好

收成
。

从上述不同生态类型冬小麦品种根系发有与地上部器官建成和籽粒产是关系的初



4 6 西北农学院学报 1 9 7 9年第 4 期

步研究结果看出
,

冬性
、

半冬性和春性品种在根系最大入土深度上
,

表现差异不大多 最

大根量和地上部最大干物重水平也相近似
,

但以半冬性品种较高 、 春性品 种 较 低
;
可

是
,

在不同时期形成的根量占最大根量百分数差别很大
,

春性及半冬性品种中
、

后期增

长的根量占最大根量的百分数高于冬性品种
,

因此它们的根系活力强
,

衰 亡 迟
,

寿 命

长
,

在小麦生育后期能源源不断地供给地 仁部生命活动所需的水分和矿质养分
,

有利于

延长地上部绿色器官的功能期
,

提高光合效率
,

提高穗粒重
,

从而提高籽粒产量
。

而冬

性品种根系形成的重点在苗期
,

巾
、

后期增
一

长根量占最大根量的百分数低
,

后期根系活

力弱
,

衰亡早
。

因此
,

冬性品种在生育前期有利于建成较大的群体和地上部繁茂的营养

器官
,

但后期易早衰
,

不利 于提高德拉重
,

也难 以夺取比半冬性和春性品种 更 高 的产
·

量
。

由此可见
,

关中灌区高产栽培麦田
,

在选用品种上
,

以 取半冬性或春性品种更为适

宜
。

同时
,

由于半冬性
、

春性品种要求的播种适期较冬性品种偏后
,

就这能够在相 当程

度上缓冲复种季节和劳力上的种种矛盾
,

利于提高栽培管理水平
,

经济利用 土地
,

促进

实现全年增产
。

这些优越性值得引起注意
。

. . .

「 r -

一
_

二
、

根系在产量构成因素中的重 要地位
,

_

.

小麦高额籽粒产量是人们生产的目的
。

而高额的籽粒产量必须 以合理的群体结构为
基础

。

其中不容忽视的是根系在产量构成因素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由本试验看 出
,

不论类型或品种如何
,

地上部各器官的协调关系
、

动态群体和籽粒产量及其 结 构 的变

化
,

都受很系发育的影响
,

并与之相适应
。

根系发育的强健
一

与否
,

活力的强弱以及功能

期的长短
,

不仅影响到地上部器官是否协洞和群体是否合理
,

而
一

巳对最后能否夺得育产
具有深刻影响

。

因此
,

在考虑和分析产量构成因素时应注意根系这一因素
, ;

今后对
一

高产

品种的根系还需从生理
、

生态等方面加以研究
。

. .

一
、

三
、

从 “ 源 ” 、 “ 流 ” 、 “ 积 ” 的变化看中
、

矮秆品种选育和应用
_ 、 _

一

本试验结果表明
,

新的高产品种
,

必须注意木身 有 利 于开 “ 源 ” 、

节 华流 ” 和增

“ 积
” ,

三者不可偏废
。

而中
、

矮秆品种同高秆品种相比
,

根系同样强健
,

一

叶器官又比

较繁茂
,

这就有利于开
“ 源 ” ;

茎秆较低
,

短途运输
,

用于运输 消 耗 少
,

有 利 于
_

节
“
流

” ,

增加积累
; 穗粒重高 ( 大穗大粒或大 穗 多 粒 )

,

有利于增
“ 积 ” ·

丰产潜办

大
。

因此
,

在 目前 已有高产品种基础上
,

加速抗病
、

熟期适宜的中
、

矮秆类型高产品种

的选育和应用
,

看来可能是今后小麦高 J龙稳产和降 低成 本的一项经济而风有效的措施
,

应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熏视
。 卜

一

;
,

_
_ -

一 _

: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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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栽培中根系的科学管理 一
_ 一 、

_
_

-

从本试验根量的动态变化与地上部的关系看出
,

小麦高产栽培措施应有利 于 前 期

( 拔节期以前的营养生长阶段 ) 促根
,

中期 ( 拔节至开花期的 营 养 与生殖重叠生长阶

段 ) 保根
,

后期 ( 开花至成熟期的生殖生长阶段 ) 养根的科学管理原则
。

因此
,

高产栽

培中的深中耕伤根促根措施宜在返青期进行
,

最迟应在起身以前进行完毕
。

拔节期以后

植株地上部进入繁茂生长时期
,

同化产物主要分配于地上部
,

相应地需要根系由土壤中吸

收供应较前更多的水分和矿质营养
,

若再行深中耕
,

断伤根后使其恢复困难且慢
,

,
一

不利

于穗和籽粒的发育
,

导致减产一 这由伺年我们所焦拔节以肩旺长毒坦挖制达廷绩彩曼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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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进一步证实
,

并说明对于拔节 期以后的旺长麦田
,

用矮壮素效果最佳
,

它不仅受不利

气象因素如阴雨多湿的影响不大
,

能有效地控制地上部旺长
,

解决群体大与高 产 的 矛

盾
,

而且不损伤根系
,

有利于控制适宜的亩穗数和穗粒重而增产
。

在开花期以后
,

植株进入籽粒发育和灌浆阶段
,

根系 日趋衰老
,

必须满足正常的水分

和养分供应
,

不使其受旱或水渍
,

以提高根系活力
,

延长其功能期
,

有利于抗御高温和

干热风等灾害
,

增加穗粒重而实现高产
。

早熟品种或晚熟易早衰品种
,

由于根 系 易 早

衰
,

在籽粒灌浆后期对高温和干旱等不利气象因素反应敏感
,

尤应注意调节适宜土壤水

分
,

以克服或减轻灾害性气象因素的不利影 响
,

防止粒重降低而减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