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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小麦抽穗后体内光合产物的累积
、

转运和各叶位叶对籽粒产量的影响
‘

荆 家 海

(西北农学院植物生理生化教研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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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利用称 重和去叶
、

遮叶方法
,

研 究 了冬 小 麦抽穗后地上部不同部

位各个 器官
,

在不 同 时期 中干重 的增减 以 及去 (遮 ) 叶 后籽 粒 产量 的变

化
。

结果表明
:

抽穗后 四十 天左右
夕

尤合能力很高
,

积 累的 干 物 质 约占

全生 育期 (近二 百四十 天) 积 累干物质的 50 % ; 籽粒 充实过程呈 “ S ” 曲

线
,

即开 始慢
,

然 后加快
,

最后逐渐减慢 ; 穗重的 8 6
.

0 5一 8 8
.

0 5 %依靠抽

穗后 尤 合积 累的物质
, 1 1

.

9 5一 1 3
.

9 5% 来 自抽穗前在茎叶 中所 累积的光合

产物
; 抽穗时去 (遮 ) 叶

,

减 少光合产物
,

降低产量 lc 一 3过% ; 抽德时去

穗
,

可加 大 中转 贮 存库的贮存量 50 %
,
但 总 的尤合 积 累减 少2 5%

。

从试验

结果 可 以 看到
,

如何利 用有效的 农业技术措施
,

增加抽穗后 的光合积 累
,

是提高产量 的重要途径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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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农作物
」

9 。一 9 5 % 干物质是由有机物质构成氏
’

J; 而绿色组织的光合作用 是有机物质

的源泉
。

囚此
,

设法增加光 合产物的积累是增加作物产量的墓木保证
。

对冬小麦来说
,

前期光合产物的多少与壮苗
、

分叶
、

穗的发育密切相关
;

抽穗 (特别 是开花 ) 之后
,

是

籽粒的形成和充实时期
,

此时期光合产物的多寡以 及抽穗前 汽茎叶中听积累的光合产物

尽可能多地集中到籽粒中去
,

对于产量极为重要
。

过去不 少学者利用称重方法
,

结合去叶
、

遮叶处理
,

研究水稻
、

小麦
、

向日葵等作

物体内物质积 累转运及各叶 位叶对籽粒产量‘}冷T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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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利用示踪原子研究
t‘’肠” ’“ ’‘, ’么。’2 ‘’2 3 3

老合产物在短期内在体内运 转 灼 方向和速

度
。

称重方法简便易行
,

又
一

可看出光合产物实际积累和转运的总效果
。

本实蜂利用称重法
, 结合去叶

、

遮叶进行研究
。

其 目的在于
:

了解冬小麦抽穗后光

合产物积累
、

转运以及各叶位叶对籽粒产量的影响
,

为后 期 田间管理提供依据
。

试 验 方 法

试验是在 1 9 6 1年和 1 9 81 年两年 内进行的
。

1 9 6 1年于西北农学院教学 试验农场农作一

站留种地 (矛种
“ 61 2,, ) 中

,

选定生长均匀地段取样
。

1 9 81 年于该院植物生理 生 化 教

研组试验地中 (品种 “山前
” ) 进行

。

试验于抽穗后不同时期 (抽穗
、

开始灌浆
、

蜡熟
、

完熟 ) 取样
。

从所取山样品 中选

取具有五个节间 (1 9 6 1 ) 或四个节间 (1 9 8 1 ) 的茎秆30 个
。

按照不同器官和部位分成下

列各项
:

籽粒
、

颖芒
、

穗轴
,

由上向下第一
、

二
、

三
、

四
、

五叶
、

相应 的 叶鞘节及节

间
。

样品先在 1 20 ℃下20 分钟杀死
,

然后于 80 ℃下烘至恒重
。

抽穗时进行去叶
、

遮叶
。

处理分为
:

对照
、

去旗叶
、

去 2 一 4 叶
、

去全部叶 ; 遮旗

叶
、

遮 2 一 4 叶
、

遮全部叶
。

1 9 8 1年未做遮叶处理
,

而进行去穗处理
。

去叶是从叶耳
、

叶舌处剪去
。

遮叶是用 内黑外白的纸套套住叶身
,

并以竹棍支撑
,

使其保持原状
。

收获

后进行考种
。

试验结果及分析

(一) 冬小麦籽粒干物质积累动态
。

冬小麦抽穗到成熟约经四十天
。

在此期间子房

体积不断增大
,

干重不断增加
。

表一 、

图一表明
:

抽穗后十三天左右籽粒充实较慢
,

其

干物质积累量 占完熟期籽粒干重 14 一 18 % ; 抽穗后 1 3一 27 天内籽粒充实最快
,

其 干物质

积累量 占完熟期籽粒干重50 一 57 %
,

成熟前 10 天 内干重增长减慢
,

其积累 量 约 占25 一

3 5%
。

从每 日增重看
,

开始慢 (0
.

68 一0
.

78 克 / 日)
,

然后快 (1
.

88 一 2
.

25 克 / 日)
,

最

后又减慢 (l
.

12 ~ 1
.

69 克 / 日)
。

(二 ) 抽穗后地上部各器官干重增减变化
。

从 (图二) 可看出抽穗到成熟时期
,

主

要 增重器官是穗部
,

而穗部增重主要表现在籽粒重量显著的增加
;
叶片重量不断降低

;

叶鞘重量只在抽穗到开始灌浆时期有所增加
; 而节和节间重量从抽穗到乳熟均在增加

,

随后不断降低
。

与成熟期相 比
,

抽穗后增重的主要是穗
,

其次是地上节及节 间
,

叶身及

叶鞘重量到完熟时期都不能维持抽穗时的水平
。

说明茎鞘增重中的一部分物质是作为贮

存物质暂存于组织之中
。

(三 ) 抽穗前后光合作用的贡献
。

表二表明
:

冬小麦一生 (武功地区 约 需 2 40 天 )

地上部所积累灼干物质
,

出苗到抽穗 (约 2 00 天) 占53 一 5 5%
,

抽穗到 成 熟 (约4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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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冬小麦籽粒千重增长进程及各时期增长速度 (30茎合计数)

1 9 6 1年 品种 “6 1 2 ,,

O
U.j往�乙勺Q口斤了O口

几匕QUg�九匕

⋯
,土��J1.孟q二gd

抽 穗 后 天 数

干重累计 (克 )

差 数 (克 )

占完熟期干重 %

每日增重 (克 / 日 )

0 1 3 2 7

0
.

0 0 8
。

8 4 4 0
.

3 6

8
。

8 4 3 1
。

5 2

1 4
。

1 8 5 0
。

5 5

0
。

6 8 2
。

2 5

1 9 8 2年 品种 “山前 ,,

抽 穗 后 天 数

干重累计 (克 )

差 数 (克 )

占完熟期干重 %

每 日增重 (克 / 日)

0

0
。

0 0

1 2

9
。

3 1

2 7

3 7
。

4 7

9
。

3 1

1 8
。

7 2

0
。

7 8

2 8
。

1 6

5 6
。

6 0

1
。

8 8

3 8

4 9
.

7 5

1 2
。

2 8

2 4
。

6 8

1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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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冬小麦拍穗后籽粒干重增长进程及籽粒每日增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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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冬小麦抽稼后地上部各器官干重的增减变化 〔左
: 1 9 61 年

夕

右 : 1 9 81 年 )

1
、

节及节间 2
、

叶鞘 3
、

叶身 4
、

穗轴和颖 芒 5
、

杆粒

占4 5一 47 %
。

抽穗后绿色组织 的光合能力是非常强的
,

抽穗后植株每 日增长量 (为 1
.

4 0

一 1
.

77 克 / 日) 为抽穗前 ( 0
.

3 3一 0
.

40 克/ 日 ) 四 倍多
。

表二 冬小麦抽穗前后地上部干物质积累比例及千重增 长速度

( 30茎总计)

引
一

霖{
亩
蔗舔器司翟蒜溉庄滞气

令⋯器⋯器
⋯

价⋯号⋯粉⋯带⋯带
从表三可以看到

,

抽穗后各个时期绿色组织光 台作 用 对 穗部增
_

L

亘贡献大小
。

抽穗

至开始灌浆 13 天左右植株所累积的光合产物 占穗增 喧 的 3且
.

8 2% ( 1 9 6 1 ) 和 1 1 5
.

89 %

(1 9 81 )
。

说明此期光合产物除供穗部生长之外
,

还有相当数量的光 合产 物 ( 33
.

3一

6 0% ) 供给节间及叶鞘
。

开始灌浆到蜡熟 14 天左右
,

植株地上部分所累积灼光 合产物 占

穗增重80 %左右
。

蜡熟至完熟10 天左右
,

植 株所累积的光合产物占穗增重分别为 4 0
.

68 %

和82
.

51 %
。

开始灌浆到成熟 25 天左右 占6 6
.

0 0 % 和 82
.

4 4 %
。

抽穗 至 完 熟 40 天 内 占

1 04
.

71 % 和 9 6
.

2 2 %
。

说明抽穗后穗部增重物质主要来源于抽穗后绿色 组 织 门 光 合 作

用
。

因此
,

抽穗后光 合能力 几J强弱与穗生长
、

特别是 与籽粒灌浆关系极为密切
。

(四 ) 茎
、

梢
、

叶组织贮存物对穗部增重贡献较小
。

表三表明
,

这三种营养器官除

进行光合作用供给穗沁增重物质外
,

还可将其一部分物质分解
,

运向穗部
。

从移动效果

看
,

各个时期茎
、

鞘
、

叶物质移出量占穗增重 10 一时%
。

抽穗至成熟
夕

茎
、

稍
、

叶物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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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表 冬小麦抽摧后穗部增重中光合效果和物质移出器官物质转移效果
(30茎总合 )

日�少主/
训
、

�
、

J了l仁

\\\
_

比较项 目
\

一

\

{
}
{

、
\

、
,

~

{

抽 穗
}

开始灌浆

!
开始灌浆

开始灌浆
!

蜡 熟

蜡 熟
}

完 熟 完 熟

抽 穗

1
完 熟

1 9 6 1 品不中6 1 2

O八�,才
J
改工11l
.

a�h八己刀�7.OLI
..

⋯
行了nUQU泥丁OJ�匕月了八U,1

11

0山gdt了I八U八UnV户曰八On甘nU
..

⋯
行才厅ro口八卜�J任一匕nn, .

L八b弓d刀任八卜QUCO马乙八曰�一O任滩众�、1

..

⋯
,1八艺八Jn
u二任9曰11

宜

4八bno行l八O八U八UQUnU一ee八入�八O
..

⋯
一ao心OC八U,口巧舀9�八乙q自穗部增重 (克 )

全株增重 (克 )

移出器官减重 (克 )

光合效果 ( % )

移动效果 ( % )

1 0
。

6 6

3 3
。

2 4

0J9曰户OnOC八b

⋯
1

3 1 1

9

1 9 8 1 品种山前

穗部增重 (克 )

全株增重 (克 )

移出器官减重 (克 )

光合效果 ( % )

移动效果 ( % )

1 0
。

3 6

16
。

1 5

2
.

4 7

1 1 5
。

8 9

2 3
。

8 4

3 3
。

0 9

2 7
。

2 7

5
。

8 2

8 2
。

4 1

1 7
。

5 9

1 1
。

7 8

9
。

7 2

2
。

6 0

8 2
。

5 1

1 7
。

4 9

4 4
。

8 7

3 6
。

9 9

7
.

8 8

8 2
。

4 4

1 7
。

5 6

5 5
。

2 3

5 3
。

1 4

6
。

6

9 6
.

2 2

1 1
。

9 5

〔注〕光合效果 ( % ) 是指植株增重百分数
。

移动效果 (% ) 是指物质移出器官减重占穗增重百分数
。

出量占穗增重 1 1
.

95 一 1 4
.

07 %
,

开始灌浆至成熟为 22
.

07 一3 4
.

0 0 %
。

总之
,

抽穗后光合

作用对穗增重是主要的
,

而从籽粒灌浆开始之后
,
茎

、

鞘
、

叶中物质分解
, 运向籽粒物

质量逐渐增多
。

但 1 9 8 1年
,

抽穗后因干旱影响
,

抽穗到灌浆阶段光合产物在茎
、

鞘
、

叶

中积累较少夕 因此降低了后期物质移出量
,

而光合效果相对提高
。

(五 ) 茎
、

鞘
、

叶在各个时期移出量不同
。

抽穗到开始灌浆时期
,

只有叶身发生物
,

喧叨.

质分解外运
,

干重下降
夕 其它部分重量多是增加

。

开始灌浆到完熟各器宫均发生物质分

解外运
,

但移出量是不同的
。

其中以节及节 间移动量最大 ( 占总移动量的 42 一46 % ) ,

而叶鞘
、

叶身移动量相近似 ( 2 6
.

6 1一 29
.

57 % )
。

假如以各器官移出量 占开始灌浆时各

器官干重百分数表示
,

总的趋势是叶身> 叶鞘 > 节及节间
。

对比两年 资料
,

可 以看到
,

1 98 1年可能因干旱或因品种不同
,

物质移动百分数均 比 1 9 6 1年低 (表四 )
。

(六 ) 不 同叶位叶对籽粒产量的影响
。

将抽穗时去叶
、

遮叶处理收获物考种结果列

于表五
。

从表五可 以看出
:

1
.

去叶
、

遮叶处理的每穗粒重
、

千粒重
,

每茎的茎鞘重均 比对照减少
,

说明抽穗后

叶片的光合作用在籽粒充实中占着很重要地位
。

2
.

留叶愈多
,

产量愈高
。

这主要表现在千粒重指数及每穗粒重指数阴大小
。

在 1 9 6 1

年 试验 中
,

这两个指标
,

自对照~ 去 (遮 ) 旗叶”去 (遮 ) 2 一 4 叶~ 全去 (遮 ) 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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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冬小窦灌桨至成熟各器官物质移动百分率

(30茎总合 )

器官名称
开始灌浆时
的干重 (克)

完熟 干重一开始灌
浆时干重 (克)

物质移出量占开
始灌浆干重 %

各器官移动量
占总移动量%

1 9 6 1 品种 “ 6 1 2 ”

,土J生lan八0LOO八八U尸a00八匕甲口1�八00自00
.

⋯
�匀�丫
内卜�1上nng口,土Q口5

。

1 6

5
。

3 4

身鞘叶叶

节及节间

总 计

14
。

6 8

1 9
。

2 9

54
。

6 8

8 8
.

6 5

8
。

8 9

1 9
。

3 9

26
。

2 7
。

4 5
。

1 0 0
。

1 9 6 1 品种

叶 身

叶 鞘

节及节间

袋
、

计

2 1
。

2 8

1 5
.

3 0

1 0
。

0 8

1 3
。

6 1

2 9
。

5 7

2 8
。

5 5

4 1
。

8 8

1 0 0
。

0 0

”前

⋯
山

|⋯

Odl从J六U�X�O口q乙nj00
.

⋯
q白9�nO7

一
匀1
1COQUQU行J丹100

.

⋯
八UJ注一O甲心‘,11.工C舀产O

表五

茎鞘重
(克 / 1株 )

冬小麦抽穗时去叶
、

遮叶处理收获物调查 结果

处 理 每穗粒数 千粒重
(克 )

千粒重指数
( % )

每穗粒重
(克 )

每穗粒重指
数 ( % )

不 孕小穗
( % )

1 9 6 1年 品种 “6 1 2 ,,

5
。

3

5
。

9

6
。

5

6
。

5

6
。

0

6
。

5

八O,n1OJ任

⋯
O

八h�二J�勺尸O

n
�八口,上n甘叮‘00工a八U工匕一匀n

.八hQJlb
.

⋯⋯
�门�QJ
‘

49曰O口一O,1nU�匕tOO了�拭�00八汽�闷.土,土9自O口laOdno,1叮‘J住,曰O甘月任nOg口
.

⋯
O

:
9口9自q自119自Q自n乙门

甘O八O口111匕nUtl0
�八匕厅‘片了甲‘O口9臼

.

⋯⋯
八口�a附09口叮‘曰O,1�日odo口00OJO口nJ,土八袱�n乙八匕

J
任丹2CUn合nU工勺一aUOg口八bQU

.

⋯⋯
乃O河任J泣玉O口曰a月任勺乙nJCaCOO山,JnjodnU0OdA

儿QUg口八U
.

⋯⋯
一合0
�一卜J工匕00八h�月才叮‘行了八0八b内bCU户D对 照

去 旗 叶

去2一 4叶

去全部叶

遮 旗 叶

遮 2一 4叶

遮 全部叶

2
。

4 1

2
。

3 4

UO工卜JQ甘八匕勺乙n甘nU,n1U�U
. .

⋯
,曰q自O山,曰,口

1 9 8 1年 品种 “山前”

对 照

去 旗 叶

去 2一4叶

去全部叶

1 0 0
。

0 0

8 1
。

0 8

9 1
。

3 0

6 8
.

7 3

1
。

6 7

1
。

3 8

1
。

4 8

1
。

1 0

1 0 0
。

0 0

odo山八卜八n

8 7 { 5
。

4⋯
Q‘n凸�匀O曰UQ八b

OUg口八匕,�J性八6QUC乃
.

⋯
�日.Q自内h�甲‘月任nonOg自八以八日�QJ八卜O自Qd,1力任

.

⋯
1111�n甘QUJ任J4)任八On甘一ag目QU月任Od八O八乙

.

⋯
,土J .上,1,1

规律地递减
,

全去叶和对照相比相差很大 (穗粒重下降28 %
,

千粒垂下降近 ]7 % ) ; 在

1 9 8 1年试验中则是 自对照 ~ 去 2 一 4 叶 ~ 去旗叶~ 全去叶有规律递减
,

全去叶和对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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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也相差很大 (穗粒重下降34
.

13 % , 千粒重下降31
.

27 % )
。

两次试验差异可能与 1 9 8 1

年后期干旱
,

下部叶片早衰枯黄有关
。

3
.

第 2 一 4 叶对籽粒产量的作用
。

去 2 一 4 叶时
,

每 穗 粒 重 指 数 降 低 15
.

49 %

(1 9 6 1 )
,

而遮 2 一 4 叶则下降 1 4
.

02 %
,

二者相差 1
.

5%
。

这可能是被遮叶片内一部分

物质运入籽粒所致
。

4
.

旗叶对籽粒产量的作用
。

抽穗时去旗 仆卜
, 1 9 8 1年试验中

,

每穗粒重降低 1 7
。

37 % ;

1 9 6 1年试验中则降低 1 0
.

50 %
,

遮叶降低 1 0
.

33 %
,

二者比较接近
。

5
.

去叶
、

遮叶后
,

每茎茎鞘重均比对照减轻
,

而去 (或遮) 叶愈多
,

减轻愈多
。

这

可能是由于茎鞘中较多物质分解运入籽粒
; 或者是因光合减少

,

运向茎鞘中物质减少
,

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

(七 ) 去穗效应
。

穗部是抽穗后光合产物的主要贮存库
,

而茎
、

鞘
、

叶是中转库
。

1 9 8 1年 5 月 3 日 (抽穗期 ) 和 5 月23 日 (乳熟期 ) 两次去穗处理表明
: 去穗加大 了光合

产物在茎
、

鞘
、

叶中贮存量
,

去穗早
,

增加多
。

中转贮存库 中节及节间增加的贮存量 >

叶鞘 > 叶身
。

讨 论

(一) 穗增重的物质来源主要靠抽穗后光合作用供给
。

抽穗后光 合产物主要 供给德

部生长
。

试验结果表明
:

蜡熟以后
,

穗部增重 4 0
.

68 一 82
.

51 %来 自蜡熟后光合作用浏积

累 ; 开始灌浆以后
,

穗部增重 6 6
.

训一 8 2
.

4 4 % 来自灌浆后光合积累 ;从抽穗到完熟的整个

时期中
,

穗部增重 1 1
.

95 一1 3
.

95 % 来 自抽穗前的光合积累
, 8 6

.

05 一 8 8
.

0 5 % 来自抽穗后

光合积累
,

其中依靠抽穗到开始灌浆时期光合积累 3 0
.

3 9一 4 6
.

90 %
,

靠开始灌浆到蜡熟时

期光合积累 41
.

02 一 51
.

32 % , 靠蜡熟后光合积累 1 2
.

08 一 1 8
.

29 % (表六)
。

这与殷宏章

等 〔‘ ’,

张邦恕 〔7 ’吕 ’的盆结 果 相似
。

表五 表 明
,

去 (遮 ) 叶以后
,

降低产量10 一34 %
。

这些均说明抽穗 后叶 片 的光合作用在构成籽粒产量中的重要性
。

1 9 8 1年在测定干重的

同时 ,
还测量了各叶位叶片面积 (图三)

。

从图三可见
, 5 月30 日 (蜡熟 ) 以后全部叶

片枯黄
,

但此期内 (即蜡熟到完熟 ) 穗 增 重 5 / 6还来 自光合作用
。

这时进行光合的器官

只能是绿色穗和绿 色的茎鞘
。

以上说明除叶片之外
,

绿色穗及茎鞘在构成籽粒产量中也

具有重要作用
。

(二 ) 茎
、

鞘
、

叶在构成籽粒产量中的作用
:
¹ 进行光合

,

这是主要的
。

º贮藏作

用
,

将多余的光合产物及时贮藏下来
,

待种子充实时期光合供给不足时再分解 运 向 籽

粒
。

» 原生质分解撤退
,

其中一部分可供籽粒生长
。

黄萎衰退组织中
,

会出现原生质的

胞间运动
, 逐步地把营养物质让渡给新生器官

〔么’“ 〕。

抽穗之后的新生 器官的生长就是籽

粒的形成和充实
。

抽穗到开始灌浆期 间
,

光合产物除供穗部之外
,

尚有相 当部分供给节及节间和上部

叶鞘
,
以 后又可将其中一大部分供给籽粒

。

表七表明
,

和完熟期相比
,

抽穗至开始灌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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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冬小麦抽穗后各生育期光合积累的效果 (克 /和茎)

生 育 时 期 { 抽 穗

1 9 6 1年 品种

开始灌浆

“6 1 2 ”

蜡 熟 完 熟

少也上部干重

干近之差数

占抽穗至完熟期间积累总干重 %

7 9
.

3 1 1 1 2
.

5 5 1 4 1
。

6 2 1 5 0
。

1 8

3 3
.

2 4

4 6
。

9 0

2 9
。

0 7

4 1
、

0 2

8
.

5 6

1 2
。

0 8

] 9 5 1年 品种 “山前 ,,

一一⋯
地上部干重

干重之差数

占抽穗至完熟期间积累总干重 %

6 5
。

0 4 8 1
_

1 9

1 6
。

1 5

3 0
。

3 9

匕一」姚叶赫 区习黄如面叙

咬

汁

计JJ片U,月铭

日日川日川日目

业{
_

一一

且
一

业 琳

{拼树

!赘。拐
·

价瀚卜盯比巨日汉日睽除目�即

一伽5000卿卿枷卿50c叶面
卜

识八平方厘方�

企习

一
」二泛三仁_ _

_姑 完

姿 护
乳释私洲

图三 抽稼后绿色和黄色叶面积变化

( 10片叶总计 )

期间叶鞘
、

节间中所积累的物质33

一 3 9 % 留作茎
、

鞘的基本建设
,

61

一 67 %先后运向穗部
。

不同时期
、

不同器官
、

部位
、

运出量不 同
。

分

析1 9 6 1年去 (遮) 叶试验
,

穗粒重

指数从抽穗至完熟的整个时期中
夕

叶片光合和贮藏转运之间的 比例大

约为 2 : 1( 光合 = 对照 1 0 0 一全遮叶

8 1
.

5 5 = 1 8
.

4 5 ,
贮藏

= 对照 1 0 0 一

全去叶7 2 一 1 8
.

4 5 = 9
.

5 5 )
。

(三 ) 抽穗后物质源库之间的

关系
。

冬小麦籽粒产量的高低
, 主

要决定于抽穗后光合产物的多寡
,

而光合产物的多少则决定于光合面

积大小 ( 即物质源的大小 S o u r e e s i z e ) , 光合强度强弱 (即源强S o u r e e I n t e n s i ty )

和光合持续期的长短 ( 即源期S o u r e e D u r a t i o n ) 〔艺2 ’。 试验发现
,

去叶
、

遮叶 ( 即减

少源面积 )
,

当然会降低物质源的供应能力
。

剪去全部叶片会降低 产量 28 一3 4 % ( 表

五 )
。

因此要提高产量必须采取有效农业技术措施
,

保持一定绿 色面积
,

提 高 光合强

度
,

防止 叶片早衰
。

源的供应能力增大
,

可增加库的贮存量
夕

而库贮存能力增大
,

反 过 来 可 提 高 源

强 厂“ ’。 反之
,

也会降低源强
。

去掉德子即去除了主贮存库
,

会增加中转贮存 库 (茎
、

靶
、

叶 ) 中贮存量
,

但总的光合产物减少1 3一2G %
。

(四 ) 关干呼吸 消耗问题
。

以上所谈到灼光合产物积累和变化是指净 增 减 量
,

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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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冬小麦从抽稼至开始灌桨茎
、

箱中积累的光合产物向撼

部移动皿及残存里 (克 / 30 茎 )

生 育 期 抽 穗 完 熟 完熟一抽穗

1 9 6 1年 品种

开始灌浆

,’6 1 2 ,,

叶鞘
、

节及节间干重

增 减 量

残 存 量 (% )

移 动 量 (% )

5 0
.

6 0 7 3
。

9 7 5 9
.

7 4

+ 2 3
。

3 7 一 1 4
。

2 3

(9
。

1泛、 2 3
。

3 7 ) x 1 0 0 = 3 9
。

1 1 %

(1 4
.

2 3 * 2 3
.

3 7 ) 义 1 0 0 = 6 0
.

8 9 %

+ 9
。

1 4

1 9 8 1年 品种 “山前”

叶鞘
、

节及节间重量

增 减 量

残 存 量 (% )

移 动 量 (% )

。

1 8 4 7
。

4 4 4 1
。

8 9

+ 8
。

2 6 一 5
。

5 5

7 1 * 8
.

2 6 ) x 1 0 0 = 3 2
.

8 1 %

5 5 二 8
。

2 6 ) 只 1 0 0 = 6 7
.

1 9 %

+ 2
。

7 1

nOC乙尸O

奋
了、户‘、

.........

胜
.....

有把各器官的呼吸算入
。

殷宏 章
〔‘ ’求得水稻每穗1 00 颗籽粒

,

从开花到成熟过程中
,

需

消耗 1 克左右干物质
。

苏
J

涕之 〔“ ’测定小麦灌浆期间茎
、

鞘
、

叶呼吸强度较弱
, 穗部 呼 吸

强
,

其消耗量和同化量大致相抵消
。

因此
,

如果考虑呼吸消耗
,

前述灼规律会有一些变

化
。

其中所说的茎
、 .

鞘
、

叶的阶段出量是指相邻两次测定的干重之差
。

减 少量是真正运

向穗部
,

或是 山生活细胞呼吸消耗掉
,

或者二者兼有之
,

其量 的多少
,

还需进 一 步 研

究
。

整个试验得到的启示是
,

还必须进一步探求不 同品种
、

不 同栽培和自然条件下生育

后期光合产物积累和运转规律
,

为提高籽粒产量提出理论依据
。

结 论

1 9 6 1年和 1 9 8 1年在陕西武功地区利用称重和去 (遮 ) 叶方法
,

研究了冬小麦抽穗后

光合产物的积累
、

转运和各叶位叶对籽粒产量的影响
,

所得主要结果如下
:

1
.

冬小麦抽穗以后
,

绿色组织的光合能力很强
,

所积累干物质将近全生育期总干物

质的50 %
。

2
.

籽粒重量增长过程是开始慢
,

然后逐渐加快
,

最后又减慢以至停止
。

3
.

抽穗以后主要增沂器官是穗部
,
而穗部加增贡主要表现在籽粒重量显著增加

,

叶

片重量不断下降
,

叶靴只右灌奖前有所增加
,

节及节间在乳熟前有所增加
夕

以后下降
。

4
.

抽穗后穗重的 1 1
.

。一 1 3
。

9 5%来自抽穗前的光合积累
, 8 c

.

0 5一 8 8
.

肠%来 自 抽穗

以后光合积累
。

开始灌浆以后穗增贡的 6 6
.

OC一 8 2
.

理斗%来 自开始灌桨以后 光 合 积累
,



1 0 8 西北农学院学报 1 9 8 3 年第 3 期

1 7
.

56 一3 4
.

0 0 %来自开始灌浆前的光合积累
。

5
。

抽穗至开始灌浆期间
,

茎鞘叶的移动量是叶身 > 叶鞘
,

节及节间则是增重器官
。

开始灌浆至完熟期间
,

节及节间的移动量大于叶鞘和叶身
。

6
.

去 (遮) 叶减少营养物质来源
,

使产量降低10 一 34 %
。

留叶愈多
,

籽粒 产 量 愈

高
。

各处理产量顺序是对照> 遮旗 叶 > 去 旗 叶 > 遮 2 一 4 叶 > 去 2 一 4 叶> 全遮 > 全

去
。

7
.

抽穗时去穗可加大中转贮存库 (茎
、

鞘
、

叶) 贮存量近50 % , 但减少光 合产物积

累 2 5 %左右
。

文中对抽穗后绿色组织光合作用
,

中转贮存库物质转移
,

植株
、: J物质源库关系作了

简要的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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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1 9一 2 6

。

〔1 5〕罗春梅
: 1 9 6 4 ,

不同层次叶片对小麦茎秆及穗器官发育的影响
,
《植物 生 理 通

讯 》 ,

第 4 期
, 2 0一 2 6

。

〔1 6〕夏镇澳等
: 1 9 6 4 ,

开花后去叶与喷糖对小麦籽粒形成的影响
夕
《植物生理通讯)},

第 2 期
, 2 7一 3 0

。

〔1 7〕沈允钢
: 1 9 5 9 ,

水稻开花后光合作用产物的转变与分配
,
《科学通报 》

,

第12 期
,

3 9 8
。

〔1 8〕凌启鸿
: 1 9 6 5 ,

小麦各位叶片对产量形成作用的研究
,
《作物学报 》

, 4 ( 3 )
,

2 1 9~ 2 3 3
。

〔1 9〕荆家海
: 1 9 6 3 ,

气象因素和农业技术措施对冬小麦净光合率的影响
, 《 作 物 学

报 》 , 2 ( 3 )
, 3 0 3~ 3 1 9

。

〔2 0〕水江 a H o B ,
A

.

A
. : 1 9 5 6 ,

0 n o e T y几 几 e E z 且 B e坦 e e T a B e e M e o a H 3 坦 e T 6 e B

P a a 且 o r o 只 p y e a .

中只 3 双 。刀
.

P a e T .

3 ( 5 )
, 4 4 6一 4 4 7

〔2 2〕K p a B u o B a ,
B

.

E
. : 1 9 5 7 ,

0 6 “ a T e e H B H o e T H o T T o K a 且 p o 及y K T o B a e e M
-

。 , 双 H o B a e Po o 二 p 二 p a a H o 仑 r y e T o T e n o e e , a a P0 0 0 仑 n m e H 。 。 二
.

八H A
.

C e e P
.

1 1 3 ( 5 )
, 1 1 6 3 ~ 1 1 6 4

〔2 2〕 H s ia o ,
T

.

C
. e t a l

. : 2 9 7 6 ,

W
a te r S t r e s s a n d D v n a m ie s o f G r o w th

a n b Y ie ld o f C r o p Pla n t s
.

《W
a te r a n d Pla n t life 》

, 2 5 1 ~ 3 0 5
.

〔2 3〕 Y o sh id a d S
.

(吉 田)
: 1 9 7 2 ,

Ph y si o lo g ie a l A s p e e ts o f G r a in Y ie ld
.

A n n .

R e v .

Jf p la n t p k y s io lo g y
, 2 3 : 4 3 7~ 4 5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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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 eu m u la t io n a n d T r a n s l
.

o e a t io n o f th e p h o to sy n tli
-

e t ie P r o d u e ts in v iv o a n d E ffe e ts o f th e D iffe r e n t l-
。 e a -

v e s o n th e S t e m o n G r a in Y ie ld o f W in te r w he a t : 、fte r

h e a d in g

Jin g Jia h a i

(N o r thw e s te r n C o lle g e o f A g r ie u lt u r e )

A B ST R A C T

B o th in 1 9 6 1 a n d i n 1 9 8 1
, it w a s r e s e a r e h e d th a t a e e u m u la t io n a n d

tr a n s lo e a t io n o f th e Ph o t o sy n th e t ie p r o d u e t s h a d s o m e e ffe e ts o n g :
·

a in

y i e ld 。 f w in t e r w h e a t a fte r h e a d i n g 。 t w
。 g 。 n g sh a’a

n x i
.

T h e r e s u xts

o b t a in e d fr o m th e e x Pe r im e n t w e : e s u m m a r i z e d a s fo llo w s .

1
.

F r o m h e a d in g t o r i p e n in g o f 下 in te r w h e a t (a b o u t 4 0 d a y s)

p h o t o s y n th e tie r a t e o f tli e g r e e n t is s u e s 15 v e r y h ig }1
.

T h e d r y m a tte r

a e e u m u la te d b y s h o o t s y st e m a t th is p e r io d 15 a b o u t s。% o f t h e t o t a l

d r y m a tte r a e e u m u la t e d b y s n o o t sy : : 。m in tll 。 叭 :

h o lo g r o w i n g p e r io d

(a b o u t 2 4 0 d a y s)
。

2
.

A e u r v e o f g r a in fillin g p r o e e o s sh o w s “
S

” 一 s h a p e 夕 th a t 15
,

it

15 s lo w e r a t fir st , a n d t li e n fa s t e r , a n d s lo w a t la s t
.

3
.

M h e a t e a r 15 a p r in e ip a l o r g a n in e r e a s in g i n d r y w e ig h t a fte r

h e a d in g ,
b u t d r y w e ig h t o f th e le a v e s g :

·

a d u a lly le s s e n s .

D r y w e ig li t o f

th e s h e a th s r e v e a ls a n in e e a s e o n ly b e fo r o th o m ilk in g s ta g e .

D r y w e -

ig h t o f th e n o d e s a n d in t e r n o d e s sh o w s a n in e r e a s e o n ly b e fo r e m ilk i
-

n g m a tu r i ty s ta g e .

A n d th e n t h e y a ll d e e r e a s e in d r y w e ig h t
.

4
.

8 6
.

0 5一 8 8
.

0 5 % o f e a r w e ig h t 15 fr o m th e a s s im ila te s a fte r h e a d
-

i n g
.

x l
.

9 5一 1 3
.

9 5% o f e a r w e ig h 七 1 5 fr o m th e a s sim ila t e s w h ie h a e e u -

m u la t e in th e s te m
一s h e a th

一

le a f b e fo r e h e a d in g
.

5
.

L e a f r e m o v e l a n d le a f sli a d in g e a u s e le s s e n in g a s s im ila te s i n

v iv o a n d b r in g a b o u t a d e e r e a s e in g r a in y ie ld by 1 0一 3 4 %

6
.

A s th e e a r w a s r e m o v e d a t th e t im e o f h e a d in g
, th e a m o u n t o f

th e a s s im ila te s s t o r e d in s t e m
一 s h e a th

一
le a f w a s in e r e a s e d b y s。%

,
b u t

th e t o t a i a s s im ila te s in tli e sh o o t s y s te m w a s d e e r o a s e d b y 2 5 %
.

7
.

It e a n b o s e e n fr o m tli e e x Pe r im e n t t h a t i n e : e a s in g a s s im i -

la te s in v iv o a f : : : 1: e a d in g o f w in t o r w h e a t b y e ffi e ie n t a g o ie u lt u r a l

t r e a t m e n t 15 o n e o f im p o r ta n t w a y s t o fu r th e r r a i ; e g : a in y i o l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