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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产穴播种植方式下

提高小麦粒重的研究
`

阎世理 潘世录 蒋纪芸 翟允提

(西北农学院农学系作物栽培教研组 )

小麦高产栽培 的最终 目峋
,

是在单位面积上获得高产优质的籽粒
。

即在提高光合总

宝产量的基础上
,

把植株制造刁光合产物最大限度地累积到籽粒中去
,

以增加粒重
。

在小麦高产栽培中
,

只有 当单位面积穗数
、

每穗粒数
、

千粒重三者协调组合下
,

才

能获得合乎理想灼产量
。

其中穗数是高产灼基础
,

但 当穗数达到一定限度后
, 就要从提

高每穗粒数和千粒重即增加穗重上下功夫
,

才能进一步高产
。

而要增加每穗粒数和千粒

重
,

又不能不从改变个体发育环境上探索新
`

: 勺途径
。

几年来
, 我们通过穴播的 种 植 方

式 , 在 降低群体的前提下
,

促使个体得到充分发育
,

能大大改善生育后期的光合环境
,

从而取得明显的增粒增重的效果
。

这说明除了象青藏高原由于特殊的 自然环境可以形成

大粒之外
,

在关中地区改进栽培技术 也有促成大粒的可能性
。

在 穴播种植方式下
, 为了

更进一步提高粒重
,

我们于 1 9 8 1和 1 9 8 2年连续进行了两年根外追肥和浇水试验
,

取得了

一些结果
,

现总结如下
。

一
、

材料和方法

供试品种 1 9 8 1年为大粒种陕早一号
, 1 9 8 2年为大粒种 78 ( 1 ) 一 8 一 名

。

试验处理 (包括两个对照处理 ) 共计十二个
:

( 1 ) 拔节期施肥 ( N
、

P复合肥 20 斤 / 亩 )
、

培土

( 2 ) C K
,

不进行处理

( 3 ) 开花期叶面喷施 N肥 ( 1 %尿素溶液 )

( 4 ) 开花期喷 N
、

P ( 1 % 尿素溶液 十 1 % 过磷酸钙溶液 )

( 5 ) 开花期喷 K ( 0
.

2 %硫酸钾溶液 )

( 6 ) 开花期喷尺
、

K (0
.

2 %尿素溶液 十 0
.

2 %硫酸钾溶液 )

( 7 ) 开花期喷 P
、

K ( 0
.

2 %磷酸二氢钾溶液 )

( 8 ) 开花期喷 P ( 1 % 过磷酸钙溶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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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开花后 10 天
、

17 天各浇一次水

( 1 0 ) 开花后 10 天浇一水

( 1 1 ) 开花后 17 天浇一水

( 1 2 ) C K
Z

开花期喷清水 2 5 0斤 / 亩

两年试验中
, 1 9 8 1年灌水 的两个处理是 ( 1 0 ) 和 ( 1 1 )

, 1 9 8 2年灌水的两个处理是

( 9 ) 和 ( 1 0 )
。

灌水量每次每亩 4 0方
。

根外叶面喷肥各处理溶液用量均按 1 50 斤 /亩
,

花后第一天第一次喷肥
,

隔一周后喷

第二次
。

试验设在西北农学院农作一站
,

夏闲地
,

地力亩产 8 00 斤以上
。

1 9 8 0年 10 月 6 日播

种
,

19 8 1年 10 月 7 日播种
,

采用行
、

穴距各一尺的穴播方式
, 每穴点 种 5 粒

,

留苗 4

株
,

每亩基本苗 2
.

4万株
。

行长 10 尺
,

每小区种 1 1行
,

小区面积 1 00 平方尺
,

重复四次
,

其中灌水的处理重复两次
。

1 9 8 1年主要考察了各处理对干粒重及产量的影响
。

1 9 8 2年在此基础上
,

又增加了各

处理灌浆强度的分析
,

其方法是 : 始花期在田间选择生长一致
、

花期一致的麦穗挂牌为

志
,

从花后 3 天起 , 每 3 天取样一次
, 每次均按 自下而上的顺序剥出籽 粒 1 00 粒

,

测定

籽粒鲜
、

干重
。

称重用万分之一全 自动天平 ; 烘 干是在 1 05 ℃
’

下20 分钟杀死 活 体
,

80 一

90 ℃下干燥至恒重
。

灌浆强度以每天千粒干物质增加的克数计算
。

成熟时每小区收获 30 尺
“ ,

脱粒晒干后称重计产
夕

测定千粒重
。

1 9 5 1年 4 月 2 5日开花
, 6 月 4 日成熟

,

历时 3 7天 ; 1 9 5 2年 5 月 5 日开花
, 6 月 1 4 日

成熟
,

历时 4 0天
。

两年成熟基本正常
。

这两年小麦开花至成熟阶段主要气象因素与常年

相 比较
,

其主要特点是
: 1 9 8 1年五月上旬至六月上旬偏旱

夕

这一期间 降水 量只 有 28
.

6

皿 m
,

比常年 ( 8 5
.

3 m m ) 减少 6 6
.

5 % ; 1 9 8 2年此阶段降水量为 7 8
.

6 m m
,

接 近 常年
。

日照时数
, 1 9 8 1年五月上旬至六月上旬为 22 5

.

2小时
,

较常年 ( 29 8
.

1小时 ) 减少 2 4
.

5 % ;

1 9 8 2年为 31 3
.

。小时
,

稍多于常年
。

两年气候基本正常
,

但 1 9 8 2年小麦开花至 成 熟阶段

的气象条件较 1 9 8 1年对小麦籽粒灌浆更为有利
。

二
、

结果及分析

(一 ) 各试验处理对提高粒重与产量的效果

尽管两年的气候条件有所不同
,

但试验各处理对小麦千粒重的影响结果趋势基本一

致 (见表 1 )
。

除开花期喷水两年效果不一致外
,

其余处理千粒重均比对照有不 同程度

的增加
,

增加幅度 由0
.

7一 3
.

3克
。

其 中效果较明显的有
, 开花后 10 天

、

17 天各浇一水
,

开花后 10 天浇水及开花期喷 P
、

K
,

千粒重两年平均增加 2 克以上 ; 其次为开花 期喷 P
、

喷 K
、

喷 N
.

P
、

喷 N 等处理
,

千粒重两年平均增加 1
.

6一 1
.

9克
。

两年试验各处理结果表明
:

对小麦籽粒产量均较对照有不 同程度的增产效果 (见表

2 )
。

两年平均 (灌水处理为一年 ) 增产 2
.

4一 1 0
.

6%
,

其 中增产效果较大的 有
:

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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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喷 K , 开花后 10 天
、

17 天各浇一水
,

开花期喷 P
、

K ; 其次
,

拔节期施肥
、

培土及开

花期喷 N
、

K , 喷 N
、

P等处理效果亦较明显
。

(二 ) 浇瀚桨水对增加粒贡的作用

由表 1
、

表 2 看出
, 1 9 8 1年开花后 10 天浇一次灌浆水时

,

干粒重比对照增加 2 克
,

1 9 8 2年 比对照增加 3
.

3克
。

1 9 8 2年开花后 1 0天
、

17 天共浇两次灌浆水的
,

干粒 重比 对照

增加 3 克
,

产量比对照增加 8
.

2 %
。

可见开花后 1 0天左右浇灌浆水是提高粒 重
、

增加产

量的一项有效措施
。

据我们研究
,

小麦籽粒形成
、

成熟全过程可划分为浊变期
、

灌浆主期和灌浆付期
。

浊变期 由开花起约历时 10 一 12 天
; 灌浆主期 由开花后第 11 天起至第 31 天止

,

历时 12 一 18

天左右
,

是籽粒发育和灌浆的关键性阶段
; 灌浆付期由开花后第 23 一 32 天起至第 37 一 43

天止
,

历时 12 一 15 天左右
。

小麦开花后
,
特别 当进入灌浆主期

,

如果缺水受旱
,

必然降

低光合作用
,

加强呼吸
,

削弱籽粒 中有机物质积累
,

使灌浆过程提早结束
,

从而降低粒

索
。

而及时浇灌浆水
,

就能大大改善叶片的光合性能
,

提高光合效率和灌浆强度 ,
保证

光合产物向穗部顺利输送与贮藏
。

从浇灌浆水与不浇灌浆水处理对籽粒灌浆影响的 比较 (见表 3 ) 可 以明显看出
,

在

灌浆主期
,

开花后 10 天
、

17 天浇两次灌浆水的灌浆强度显著高于对照
夕 前者千粒干重阶

段累积量为 2 9
.

0 6 2克
,

阶段平均灌浆强度为 1
.

93 7克 /千粒
·

天
,

最大 值 达 3
.

58 6克 /千

位
·

天
,

而后者千粒干重阶段累积量为 2 8
.

I n 克
夕

阶段平均灌浆强度为 1
.

87 4克 /千粒
·

天
,

最大值只有 2
.

6 07 克 /千粒
·

天
。

其次
,

在灌浆付期
,

对照灌浆强度 日趋降低
,

千粒

干重阶段累积量为 7
.

91 1克
,

阶段平均灌浆强度为 0
.

5 27 克 /千粒
·

天
,

而开花后 10 天
、

17

夭浇两次灌浆水的处理仍保持相对较高的灌浆强度
,

干粒干重阶段累积量为 1 2
.

3 35 克
,

阶段平均灌浆强度为 0
.

82 2克 /千粒
·

天
。

从籽粒灌浆全过程平均灌浆强度来 看
,

浇灌浆

水的处理为 1
.

2 12 克 /千粒
·

天
,

对照为 1
.

。“ 克 /千粒
·

天
,

浇 灌浆水的处 理较对照高出

1 4
.

3%
。

不仅如此
,

浇灌浆水对保持适当 绿 色面积
,

防止早衰
夕

延长叶片功能期也有 良好

车用
。

1 9 8 1年开花后 10 天和 17 天浇灌浆水的
,

旗叶 比对照延迟衰老 2 天 夕 其他几片茎生

叶延迟衰老 1 一 5 天 (见表 4 )
。

由表 1
、 ’

表 2 还可看出
, 1 9 81 年小麦开花后 10 天浇灌浆水的

,

千粒重 比对照增加 2

克 , 产量增加 通
.

6 % ; 开花后 17 天浇灌浆水的
,

千粒重仅 比对照增加 O
。

7克
夕

产量 增 加

2
.

4 %
。

这一年灌水前测定士
.

壤水分
, o 一 50 厘米士层平均土壤含水率 已下降 到 1 0

.

1一

1 2
.

2 % (见表 5 )
,

土壤水分严重不足 , 加之大气干旱与高温 ( 5 / 5一 5 / 9连续 5 天日平

均最高气温达 3 2
.

4℃ ) 的共同影响
,

妨碍了光合与灌浆过程
,

削弱了籽粒中有机物质的

积累
。

可见
夕 开花 以后在墒情不足情况下

,

灌浆初期浇水比灌浆主期稍后浇水效果好
。

总之
,

浇灌浆水对提高粒重有明显作用
,

是一项简便 易行
、

经济有效的增产措施
。

至于浇一次与浇二次取决于土壤干旱的程度和持续时间的长短
。

浇一次时 , 在一般情况

下
,

以开花后 10 天左右浇水效果最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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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外追肥和灌水对小麦千粒重的影响

下下哥执毅立萝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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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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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万丁了厂二王于
丫

注
: 1 9 8 1年供试品种为陕早一号 , 1 9 8 2年为 7 8 ( 1 ) 一 8 一 z

。

(三 ) 叶面喷施 N
、

P
、

K对增粒重的作用

从表 1
、

表 2 看出
, 1 9 8 1年和 1 9 8 2年开花期叶面喷施 N

、

P
、

K 营养元 素 均 比对照

千粒熏与产量有提高 沟趋势
,

两年平均
,

喷 N千粒重提高 1
.

6克
,

喷 P千粒重提高1
.

9克 ,

喷 K 千粒重提高 1
.

? 克
。

产量提高依 次为 5
.

1 %
、

4
.

9 % 和 1 0
.

6写
。

这说 明
夕

开花期叶面

喷施 N
、

P
、

K 肥
,

即使在地力水平较高的情况下 (亩产 8 0 0斤以上 )
,

对于提 高粒重和

产 量还是有一定作用 的
。

从灌浆强度和籽粒干物质总累积量门分析 ( 表 3 ) 可以看出
:

1
.

开花期喷 N 的处理
,

在灌浆主期千粒干重阶段累积量及平均灌浆强度与 对照似乎

相差不大
。

但在灌浆付期喷 N 的处理则显著高于对照
,

前者依次为飞0
.

5闷克 和 0
.

7 00 克 /

千粒
.

天
,

后者为 7
.

91 1克和 0
.

5 2 7克 /千粒
·

天
,

较对照分别高出 2
.

5 9 3克和 0
.

1 7 3克 /千

粒
·

天
。

籽粒灌浆全过程喷 N处理平均灌浆强度为 1
.

1功克 /千粒
·

天
,

对照为 1
.

060 克 /不

粒
·

天
,

喷 N 的较对照高出 4
.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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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根外追肥和滋水对小交籽粒产 t 的形晌

刃
一理

喜
`

:
_、 、、

肾湘…馨醉渝谕协爆锄

井注 i
、

1 9 5 1年 开花期 4 / 2 9
、

5 / 5根外追肥二次
,

1 9 5 2年开花期 5 / 6
、

5 / 1 3根外追肥二次 ;

注 2
、

拔节期施肥
、

培土的处理施肥量为 N
、

P复合肥 (含 N 15 %
、

P :
O

。
15 % ) 20 斤 /亩 ;

注 3
、

1 9 8 2年处理 1 0小 区受野兔为害
。

这就充分说明
,

N肥讨
一

于延长后期叶片
: _

功能期
,

特别是旗叶和 倒二叶门 功能期
夕

狱光台作用保持社较高的水平
,

从而增加有机物质 一制造和积累
,

确有重要作用
。

2
.

开花期喷 K 卜 处理
,

灌浆主期千粒干重 阶段累积量与平均灌浆强度略高于 对照
。

坦在灌浆付期 贝IJ与喷 N 处理有类似划效果
,

千粒干重阶段累积量也 达 9
.

38 0 克
夕

平均灌

浆强度为 0
.

6肠克 /千粒
·

天
,

较对照分别高出 1
.

4 6 9克和 O
.

G98 克 /千粒
·

天
。

籽 粒鹰浆

全过霍平首 f崔劣拿窟度的 工
.

工11 克广开粒
·

天
,

高出对照 4
.

8 %
。 一

说明钾 能 促进碳水化合物

的形成与转化
,

使叶甲
’

, 糖分向正在生 比
: 勺籽粒输送

,

促进灌浆 , 提高粒重
。

3
.

开花期喷 P的 处理
,

无七 趾灌浆主期或灌浆付期
,

千粒干重阶段累积量 和平均灌

浆强度均较对照力 高
。

在灌浆主期
,

依次为 29
.

21 3克和 1
.

9招克 /千粒
·

天
,

较对照分别

高出 1
.

1 0 2克和 0
.

0 74 克 /千粒
·

大 ; 在灌浆付期
,

依次为 9
.

64 5克和 。
.

6 43 克 /千粒
.

天
,

较

讨照分别 高出 1
,

7 3理克和 0
.

1 16 克 /千粒
·

天 ; 喷 P处理全期平均 灌 浆 强 度为 1
.

1 2 7克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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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982 年各处理千粒干重阶段累积里及平均灌浆强度

段
浊变期 ( 5 / 6一 1灌浆主期 ( 5il/ 霍浆付期 ( 5 /

5 / 1 5 ) 1 6一 5 / 3 0 ) 3 1一 6 / 1 4 )
籽粒灌浆全过程

目

军…赣鹰
阶段累
积量
(克 )

平均灌
浆强度

叹戛翼鬓…平均灌
黛歹乏 }浆强度
、 , 1二少 {

平均灌
浆强度

较 C K
,

增

减 (克 )

较 C K
,

增减
( % )

几。

一、\

拔拔节期施肥
、、

3
。

9 1 000 9
。

6 9 111 2 9
.

2 5 000 1
.

9 5 000 8
。

7 4 666 J
.

5 8 333

培培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CCC K
、
不 处理理 3

。

3 9 000 〕
.

6 3 999 2 8
。

1 1 111 1
。

87 444 7
。

9 1 111 〕
。

5 2 777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7
。

5 3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开开花期喷 NNN 3
。

3 6 444 〕
。

6 3 666 2 R 7 」 777 1
。

8 3 666 1 0
。

5 0 444 〕
。

7 0 000

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 7 1连连 J
。

6 7 11111 1
。

9 1 666 9
。

3 4 999 O
。

6 2 333开开花期喷 N
、

PPPPPPPPPPPPPPP

三三耳莎 期 p青 KKK 几 R 7 AAA n R R 777 夕只 只R RRR 1 只 q lll q 只只nnn 1 日夕只只
/// 月 . ` J , , J 挤沪、 一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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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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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0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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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 2 0 + 0
。

0 6 0 + 5
。

7

1 1 1 + 0
.

0 5 1 + 4
。

8

+ 0
。

0 4 7 + 4
.

4

+ 0
.

0 7 3 + 6
.

9

ū了一dQnr一no1二一
一

l
护一

.

1 2 7 + 0
。

0 6 7

2 1 2 + O
。

1 5 2

+ 6
.

3

+ 1 4
。

3

0 9 7 + O
。

0 3 7 + 3
.

5

0 3 1 一 0
。

0 2 9 一 2
。

7

注
:
灌浆强度用克 /千粒

·

天表示
。

表 4

女灸溉卜二…

处 理

1 9 81 年小麦浇灌桨水叶片衰老时间

叶

…义之
旗 叶 倒 二 叶 倒 三 叶 倒 四 叶

C K

开花后 10 天浇水

开花后 17 天浇水

5 / 2 7 5 / 2 5

5 / 2 5

5 / 2 6

5 / 1 8

/ 2 1

/ 1 9

5 / 1 4

5 / 1 5

5 / 1 9

L勺尸匀5 / 2 9

5 / 2 9

侧l曰

…
一

…
注

:

叶片三分之二变黄为衰老
。

粒
·

天
,

高出对照 6
.

3 %
。

这说明
,

小麦生育后期根系活力减弱
,

对营养元素的吸收能力降低
,

在高产栽培中

通过叶面喷施补充磷肥还是必要的
。

磷能促进糖分和蛋白质的正常代谢
,

促进碳水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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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 98 1
、

飞9 8 2年浇灌桨水前土坡水分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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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 9 ) 开花后 10 天

、

17 夭各浇 一 次灌浆水
; ( 1 0 ) 开花后 10 天浇灌浆水 ; ( 1 1 ) 开花后 17 天

浇 灌浆水
。

物的 运输
夕

光合作彬中门光合磷酸化和碳循环的许多过程都有磷灼参与
。

如果 磷 素 不

足
夕

必然削弱光台作用
夕

影响灌浆过程
,

降低干粒重
。

在本试验中
,

还看到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结果
,

即开花期喷 K 阴处理增 产效果大于

喷 N 与喷 P的处理
,

两年平均较对照增产 1 0
.

6 %
。

这很可能是由于 试验地连年 施 用氮和
磷化肥

,

出现
`

J’ N
、

P
、

K 的比例失调
,

因而开花期叶面喷施 K肥
夕

将 有 助于生育后期

N
、

P
、

K 营养元素的协调供应
,

促进 了光合
、

转运与积累
。

( 四 ) 叶面喷施磷酸二氮钾对增粒重的作用

本试验 N
、

P
、

K 营养元素相互配合实行根外追肥
,

均表现有 增粒重的效 果
,

其中

尤 以 P
、

K 配合效果较为显著
。

两年 试验结果表明
,

喷磷酸二氢钾的处理千粒 重平均比

对照增加 2
.

2克
, ,立量提高 7

.

4 %
。

灌浆分析也表明
, 喷磷酸二氢钾的处理无论灌浆主期或付期

,

干粒 干重阶段累积量

与平均灌浆强度均较对照为高
。

灌浆主期 , 依次为 29
.

64 8克和 1
.

9 77 克 /千粒
·

天
,

较对

照分别高出 1
.

53 7克和 0
.

1 03 克 /千粒
·

天 ; 灌浆付期
,

依次为 9
.

20 5克和 0
.

6 14 克 /干粒
·

天
,

较对照分别高出 1
.

2 94 克和 0
.

0 87 克 /千粒
·

天
。

全期平均灌浆强度
,

喷磷酸二氢钾的 处理

为 0
.

1 3 3克 /千粒
·

天
,

高出对照 6
.

9 %
。

开花期喷磷酸二氢钾的处理之所以具有明显的增粒重的效果
,

主要在于综合了磷与

钾在增强光合作用
,

促进有机物质制造
、

转化和贮藏的生理功能
。

同时
,

磷与钾相互促

进
,

磷酸二氢钾溶于水中
,

解离为 H
Z
P O

` 一

和 K
斗 ,

二者正负离子互相吸 引
,

形 成离子

对
,

更易被作物吸收
。

且叶面喷肥是通过气孔和细胞壁很快吸收进入植物体
,

减少了从

根系吸收的长距离运输的阻力
,

也有利于较快地发挥肥料的作用
。

可见小麦生育后期根

外追施 P
、

K 肥确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

(五 ) 拔节初期施肥
、

培土对增粒重及增产的作用

就灌浆情况而言
,

拔节初期施肥
、

培土的处理较对照亦有增强
。

灌浆主期千粒干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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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累积量为 29
.

25 0克
,

比对照增加 1
.

1 39 克
,

平均灌浆强度为 1
.

9 50 克 /千粒
·

天
,

比对

照增加 0
.

0 76 克 /干粒
·

天
,

灌浆付期二者相近
。

两年平均千粒重比对照提高 1
.

3克
。

但特别应当指出的是
,

拔节初期施肥
、

培土可以抑制无效分孽
,

改善植株生育中
、

后期的光照和营养条件
,

有利于幼穗的小花分化
,

显著增加 了每穗粒数
, 粒重

、

穗重也

有提高
。

据 1 9 8 2年成熟前 田间调查与室内考种结果
,

拔节初期施肥
、

培土的处理每亩成

穗 2 1
.

6万
,

穗数 比对照有所减少
,

但平均每穗粒数为 4 6
.

1粒
,

千粒重 4 1
.

1克
,

均高于对

照
,

亩产达 9 4 2
.

0斤
。

对照每亩成穗虽稍多
,

为 2 2
.

2万
,

但平均每穗粒 数 3 9
.

5粒
,

千粒

重 3 9
.

3克
,

均不及施肥
、

培土的
,

致亩产减少为 8 5 8
.

7斤
。

两相比较
,

还是 拔节初期施

肥
、

培土的比对照增产 9
.

7 %
,

增产的主要原因是提高了穗粒数
、

粒重与穗重
。

三
、

结论

综上所述
,

在关中灌区
,

小麦高产 田在穴播种植方式下
,

就试验所采取的施肥 (向

土壤施肥和根外追肥 )
、

灌水
、

培土等措施都有可能进一步提高粒重
、

穗粒数或穗重
,

增加产量
。

·

大爪
.

在籽粒达到多半仁
,

粒色开始由灰 白变绿进入灌浆主期时
,

是籽粒鲜重和干重增

莽最快最多的时期
。

为了保证这个时期叶片具有较高的光合作用效率
,

并使营养物质向

穗部顺利输送
夕

在降水不足而又有灌水条件的情况下
,

抓住开花后 10 天左右浇一次灌浆

水
,

这是促粒大粒重增加产量的有效措施
。

如后期持续高温干旱
夕

还可在浇前一水后 10

天左右再浇一次灌浆水
。

2
.

小麦开花以后
,

进 )、 籽粒形成时期
,

这个阶段有机物质的合成
、

转化
、

运输极为

活跃
,

要求有 良好的有机和无机营养条件
。

试验结果表明
,

在高产条件下
,

开花期叶面

单独喷施或混合喷施 N
、

P
、

K肥都有增加粒重提高产量的效果
。

其中特别以 磷
、

钾配

合喷磷酸二氢钾的效果为最显著
,

千粒重可提高 2
.

2克
,

两年平均增产 7
.

4 %
。

这与国内

外相同试验结果一致
,

应大力普及这一技术
。

本试验结果还表明
, 在高产条件下

,

开花

期喷 K 的处理增产效果显著
,

值得注意
,

继续试验
。

3
.

叶面喷肥
,

喷期要适时
,

浓度要合适
。

我们试验是在开花期喷两次
,

间隔七天
。

须掌握好浓度
,

溶液要搅 匀
,

喷洒要均匀
,

宜在无风晴夭时
_

L午进行
,

遇雨要补喷一次
,

每亩肥液用量 1 50 斤为宜
。

4
.

拔节初期适当施肥
、

培土
。

由于改善了小麦生育中
、

后期的光照和营养条件
,

具

有明显的控制无效分孽
,

促进幼穗小花分化
,

增加每穗粒数的作用
,

对提高粒重也有 一

定效果
,

是一项具有稳定增产作用的措施
。

总之
,

在小麦高产栽培中
,

探求提高粒重的途径是一个十分重要的 问题
。

本试验研

究 了在高产穴播种植方式下
,

进一步提高小麦粒重的措施与作用
,

取得了一些结果
。

无

疑
,

这些试验结果对于改进小麦高产栽培技术是有益的
,

但直接用于指导大 区域
、

大面

积生产
,

显然不足
,

有必要结合大田条件继续试验总结
,
以 期收到更好的增产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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