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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引 二 号 大 麦 的 基 本 特

性 与 栽 培 技 术 要 点
,

高如篙 王国鑫 李文瑞

(西北农学院农学系)

摘 要

西引二号大麦属半冬性的六棱带壳大麦
。

株型紧凑
,

叶姿挺举
,

冠层透光性好
。

抹

高8 0 ~ g o c m
,

.

茎杆粗壮
,

地上部茎杆一般为 5 节
,

基部的节间短
、

杆壁厚
、

穗颈 节较

长
、

弹性好
,

高杭倒伏
。

长 芒
、

穗直立
。

齐穗后主穗和大分集穗高度相 近
,

穗层非常整

齐
。

穗 长4
.

5~ 5 e m
,

穗粒数5 0 ~ 6 0粗
,
小穗排歹

,

l较 密集
,

+ 拉 重 3 0~ 3 4克
。

籽拉黄

色
,

大小较均匀
。

该品种具有高产
、

稳产
、

适应性强等特
.

点
,

在中上等肥
、

水条件下亩

产可达 7 00 ~ 8 00 斤
。

在肥
、

水和管理水平 高的 条件下
,

亩产可达千斤以 上
。

籽拉内含粗

蛋白质 1 1
.

2 9~ 1 2
.

4 5%
,

淀粉59
.

1 %
,

赖氛酸含量高达0
.

8 27 %
。

成 熟 的茎叶 中
,

丰含

营养成分
,

为忧质粗饲料
。

为使该品种 高产
、

稳产
,

需安排在肥
、

水较好 的土地上种

植
。

适时
、

适量播种
,

合理 密植
。

辛 带 来

一
、

品种来源

西引二号大麦是西北农学院作物栽培教研组 1 9 8 c年由 日本长野县引进的
;
原名为

“

浅

间麦
” 。

经过四年栽培试验和省内外大面积多点试种结果表明
:

本品种具有高抗倒伏
,

丰产潜力大
,

适应性强
,

株叶型好等特点
。 1 9 8 3年在陕西省的种植面 积 达 3 0。。多 亩

,

1 9 8 4年的秋播面积已增加到1 0多万亩
。

同年 1 2月经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

过
。

1 9 8 3一 84 年
,

本品种的一部分种子 已被引入河南
、

山东
、

山西
、

安徽
、

青海
、

新疆

等省进行试种
。

一
_

报木持杯一
. . . 、 护 ‘产 J ‘油 、 I ,J IJJ j

西引二号属六棱皮大麦
,

长芒
、

穗直立
。

株型紧凑
、

叶姿挺举
,

冠层透光性好
。

株

带 ¹ 在本文撰写过程中
,

得到沈煌清教授
、

耿志训副教授的指导和帮助 ; 王金武
、

焦玉本
、

苟升学
、

张宝军同志参加了本项研究 的部分工作
;
在茎壁 电镜观察中得到丁 传

生
、

蒋选利同志的大力协助
,

在此一并致谢
。

º本刊编辑室收到此稿时间 : 19 8 5年 1月 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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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西引二号大麦在陕西省内外部分试种地区产l 结果汇总 (1 9 8 4年 )

面积
(亩)

种植点
数 (个 )

地力水

平
管理水平

平均亩产}掌地大誊
(斤) {交斤 / 亩厂

较 当地大
麦 增 产
(斤 / 亩 )

县区
区地

杨陵区}3 0 0 2 5 0 7 5 0 4 0 0 3 5 0

杨陵区
杨村乡

5 4
。

5 7 0 3 4 0 0 3 0 3

夏家沟
试验站

8 7 0 4 0 0 4 7 0

李台乡 0
。

5 1 1 0 0 4 5 0 6 5 0

武功县 8 1 0 4 0 0 4 1 0

岐山县 1 0 2 5 4 0 0 6 2 5

扶风县 8 0 0 4 0 0 4 0 0

陕
眉县

乾县

2
。

1

中上

中上

中上

上

中上

上

中上

中等

中上

8 0 0 4 5 0 3 5 0

1 4
。

3 8 2 3 4 1 0 4 1 3
。

2

礼泉县 1
。

3 6 0 3 4 0 0 2 0 3

富平县 0
。

3 中上 8 0 7 3 5 0 4 5 7

坝桥区 中上 8 0 5 3 0 0 5 0 5

长安县}1 5 0 1 6 0 中等

中
.

上

一般

一般

较高

较高

一般

较高

一般

一般

较高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较高

5 5 0 3 0 0 2 5 0

长安县 3
。

5 1 0 6 0 4 0 0 6 0 6

周至县 中上 } 较高 1 3 0 0 4 0 0 9 0 0

周至县】3 中上 8 0 0 4 0 0 4 0 0

澄城县】1 5 0 1 0 0 中等

中等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粗放

粗放

一般

一般

7 0 0 3 5 0 3 5 0

华县

商县

平利县

汉阳县

0
。

9

1 0

6 7 4 3 0 0 3 7 4

4 4 6 3 0 0 1 4 6
。

5

旱薄地 3 2 9 2 0 0 1 2 9
。

3

0
。

3 3 4 0 2 0 0 1 4 0

八U��门甘八U一n甘n舀一心白勉县

安康

中等

中等

7 0 0 4 0 0

6 2 0 4 2 0

冲一陕南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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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陕陕西·

⋯⋯
陕J匕

⋯⋯
横山县县 O

。

222 111 中上上 一般般 8 7 555 5 4 000 3 3 555

横横横横山县县 0
。

222 111 中上上 一般般 6 5 000 4 5 000 2 0 000

志志志志丹县县 0
。

222 111 中等等 一般般 5 3 3
。

6666666

河河南省省 洛阳地区区 僵师县县 4 000 111 上上 较高高 9 4 000 6 0 000 3 4 000

安安徽省省省 宿县县 111 111 中
_

LLL 较高高 8 0 8
。

777 5 2 8
。

777 2 8 000

IIIIIII腐泉县县 0
。

222 111 中上上 较高高 1 1 0 000 5 0 000 6 1 000

青青海省
-----

大通县县 0
。

222 111 中等等 一般般 5 2 0000000

尖尖尖尖扎县县 0
。

1 222 111 中等等 一般般 6 2 777 3 5 000 2 7 777

祁祁祁祁连县县 0
。

333 111 中等等 一般般 4 6 888 15 0一 2 0 000 3 1 8一 2 6吕吕

444 省合计计

⋯⋯
26 个县县 8 1 3

。

777 5 9 2222222222222

平平均均

}}}}}}}}}}}}}
7 5 0

。

666 3 8 3
。

666 3 6 7
。

000

高80 一90
c m

,

茎杆粗壮
,

主茎叶龄 16 一 18 片
,

地上茎杆一般为 5 节
,

基部的节 间 短
,

杆壁厚
、

穗颈节长
、

弹性好
,

高抗倒伏
。

齐穗后主穗和大分孽穗高度相近
,

穗层非常整

齐
。

穗长 4 一 5 C m
,

穗粒数50 一 60 粒
,

小穗排列较密集
,

千粒重 30 一34 克
。

籽粒黄色
,

大小较均 匀
。

三
、

基本特性

(一) 高产性

西引二号大麦的高产性突出
,

丰产潜力大
。

经过四年栽培试验和省内外大面积多点

试种
,

表现高产
、

稳产 (表 1 )
。

在中上等肥
、

水条件下
,

亩 产 可 达7 00 一 8 00 斤
。

在

肥
、

水和管理水平高的条件下
,

亩产可达IOcO斤以上
。

1 9 8 3年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种植

的3 0 0多亩平均亩产7 50 斤
。

少数地块亩产1 0 0 0一 1 2 5。斤
。

武功县农场种植的25 亩
,

平均

亩产80 0多斤
,

两年试种均获高产
。

澄城县种植的2 00 多亩
, 平均亩产70 。多斤

,

少数地块

亩产1。。o一 1 2 0 0斤
。

周至县一户农民种了 7 亩
,

亩产高达1 3。。斤
。

据1 9 8 3年全省20 多个

试种点的资料统计
,

平均亩产 86 。斤
,

较 当地大麦平均亩产4 32 斤增产将近 1 倍
。

表 1 资

料表明
, 1 9 8 4年 4 个省的26 个县 592 个点的平均亩产达 7 50 斤

,

较当地 大 麦 平 均 亩 产

3 8 3
。

6斤亩净增 3 6 7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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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2年西北农学院的大麦品比试验结果
,

西引二号的产量居首位
。

比本地大麦增产

1 0 7
。

2% , 比尺八大麦增产7 5
.

6 %
, 比早熟 3 号增产 37

.

5 %
。

在三种肥力栽培条 件 下的

产量表现为
:

中肥栽培8 39 斤 /亩
,

中上肥栽培 1 0 5 4斤 / 亩
,

高肥栽培1 4 0 0斤/ 亩 (表 2 )
。

表 2 西 引二号在水地不同肥力栽培下的产且表现 (1 9 8 3年 西北农学院农场)

肥力水平
株高
(e m )

穗长
(e m )

每亩穗数
(万)

每穗粒数

实粒数

}
空‘粒数

!
总粒数

千粒重
(克)

小区实产
(斤 / 0

.

1

亩)

折亩产
(斤 / 亩)

中肥栽培

中上肥
栽 培

2 8
。

0 6
。

O 8 3
。

9 8 3 9
八U一OJ一J往�注

一一刀任�才任0一3一。

1 0 2 3 3
。

1 1 1
。

3 1 0 5
。

4 1 0 5 4

高肥栽培}1 0 3 4 7
。

1 9
。

2 1 4 0
。

0 1 4 0 0

注
:
中肥栽培

:
前茬小麦

,

冬春灌各 1 次
,

结合冬灌追尿素30 斤 /亩
。

中上肥栽培
:

前茬小麦
,

冬春灌各 1 次
,

结合冬灌追尿素30 斤 /亩
,

结合春灌追尿素10 斤 /亩
。

高肥栽培
:

前茬油菜
,

冬春灌各 1 次
,

结合冬灌追尿素 30 斤 / 亩
,

结合春灌追尿素20 斤/ 亩
。

(二) 抗倒伏性

西引二号大麦具有综合的抗倒伏性状
。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
一是根系发育好

, 二

是茎秆结构好 ; 三是叶形挺举
,

通风透光性好
; 四 是具有多而长的芒

,

相互交 织 在 一

起
,

利缓冲风力
。

据观察
、

测定
,

西引二号的根系很发达
,

单株次生根数和根的鲜
、

干重均

超过对照品种 “
尺八大麦

” 。

地上部的茎杆一般只有 5 个节
,

靠近下部的 4 个节总长度

只有 4 0c 二左右
。

而穗颈节的长度长达40 一45 。m
,

且弹性很好
。

距地 面 的 1 一 2 节 更

短
,

且坚硬
,

秆壁厚
、

强度大 (表 3 )
。

通过对茎秆横切面的扫描电镜观察
,

西引二号

与对照 “尺八大麦
” 的显著差别在于茎壁厚

,

机械组织发达
,

细胞壁厚
,

茎壁表面的角

质层厚
。

距地面第 1
、

2
、

3 节茎壁中的维管束数分别为 31
、

35
、

28
。

而对照品种
“
尺

八大麦
” 分别为 2 6

、

27
、

2 6个
。

维管束在茎壁中就好象水泥中的
“钢筋 ” 一样

,

对增强

茎秆的强度和输送养分
、

水分具有重要作用
。

西引二号大麦的穗子上长有很长的芒
。

平均长度达10 一 1 1 c m
,

芒在颖花受 精
一

后与

穗子的角度加大
,

呈放射状
。

齐穗后主茎穗和大分奠穗高度相近
,

麦芒相互交织在一起
,

使全田的植株构成一个整体
,

遇到大风时
,

芒能有效地缓冲风力
。

因此
,

在千斤 以上的高

产水平下
,

后期即使遇到大风雨
,

一般不会发生倒伏
。

从而较好地解决 了当前大麦生产中

倒伏与高产的主要矛盾
。

(三) 芒的高光效性

据苏尔尼 ( T hor
n e 1 9 6 5 ) 的研究

,

穗子 自身的光合作用对大麦来说可 达 产 量的

79 %
,

从中减去穗子本身的呼吸消耗量34 %
,

对籽粒产量的实际贡献是 4 5 %
。

也 就 是

说
,

大麦约有一半产量来自穗本身
,

其余依靠旗叶及其他器官
。

大麦的穗子之所以对产

量的贡献如此之大
,

是因 为它,有长芒
。

而芒的光合作用 产物约 占整 个穗 子 的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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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西引二号大麦的根系和茎杆结构 ( 29 8 4年 西北农学院)

项项项 根量 (1 尺
“

土内))) 茎秆各节的长度
、

粗度
、

茎壁厚度 (c m )和强度(斤 / sc m )))

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

\\\\\ 次生根根
月. 、 ,

、

叶闷闷

千重重 第 1 节节 第 2 节节 第 3 节节\\\\\ 数 (条 /////////////////// (克)))))))))\\\\\

株))) 鲜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

邑邑-

立iiiiiiiiiiiiiiiiiiiiiii 长度度 粗度度厚度度 强度度 长度度 粗度度 厚度度 强度度 长度度 粗度度 厚度度 强度度
丈丈丈丈完 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

西西引二
一

号号 4 5

⋯
7

·

7 555 5
。

0 444 4
。

0 555 3
。

9 888 0
。

9 000 连 只777 6
.

ICCC 左 甲 111 0
.

5 888 4
,

4 333 8
。

2 111 4
.

8 777 0
.

4 888 2
。

6 二二

尺尺八大麦麦 3 0
.

7

}
7

.

3 555 3
。

8 555 5
。

9 222 3
。

6 222 0
。

5 222 2
。

6 777 9
。

4 999 4
.

2 111 3
。

3 999 2
。

ICCC 9
。

8 555 4
。

3 222 O
。

3 555 1
。

6场场

lllll

第 5 节节 第 6 节
{{{
备 注注一一

崖也 { 第 4 节节节节节

茎茎秆结构{ 长度度 粗度度度 强度度 长度度 粗度度 厚度度 弥 磨磨 长度度 粗度度度 强度度 ¹ 茎壁强度度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指压破侮侮

厚厚厚厚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厚 )变变变
一

节秆壁所力{{{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重量 (斤 ///

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 e m )))

西西引二号号 13 。

0 000 4 。 9 666 0 。 4222 1 。 9 000 4 0
。 6 666 3 . 6 444

⋯
。一一 1 。 233333333333 º 测 定 时时

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
:

籽粒灌灌
尺尺八大麦麦 11

.

5 666 ⋯⋯ 0
_

3444 1 ? 777 14 。 7 888 4 。

1 777 0 。 3666 1 。 0 777 28
。 7 888 3 . 2777 0 。 2 777 1 。 0 555 浆期期

}}}}}}}
‘

·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B i s c o e e t al
. l g 7 3)

。

笔者对西引二号大麦进行 了三年的剪芒试验
,

结果同样证 明

了上述 的结论 (表 4 )
。

从表 4 的资料可 以看出
,

芒是大麦光合功能最大的器官
。

剪芒后千 粒 重 减少 6 .

72

克
,

约占千粒重总量的20 %左右
,

相当于旗叶和倒 2 叶对粒重的贡献之和
。

在籽粒开始

灌浆时
,

即使将地上 部的叶子全部剪去
,

千粒重仅减少 6 .

65 克、籽粒 的产量仍能保持80 %

裹 4 芒对西引二号籽粒千粒重的影晌 ( 19 8 2一 19 8 4年 单位 :
克/ 10 0 0粒)

留 芒
叶全剪

叶芒全剪

25 。 6 3

28 。39

“o · 4‘ 1“o
· 7 4 }”2

·

“0 !”2
· 8 4 }“6

· 9 4 }”7
·

“‘ }1 9
·

”5
.

6 。

72

l别|一川川圳州习|州讨以\ 处
\ 理

年
份 \ \

不剪
(对照 ) ⋯}一忙秒小

1 9 8 2 37 。 29 33 。 7 9 36 。7 4

1 9 8 3 31 。 20 2 6 。 8 5 30 。 0 4

19 8 4 32 。4 9 3 0 。 6 0 31 ‘7 4

平均 33
。 6 6

减少千粒
重克数

3。 25

1心心 马
。

7 1

0
。

8 4

占 千 粒
重的 ( % )

2 ,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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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
。

以此可以推断
,

在籽粒灌浆时
,

即使叶部发生病害
,

只要芒穗生长正常
,

仍能得

到 8 0% 的收成
,

这也是本品种高产
、

稳产
,

适应性强的特性之一
。

据测定
,

本品种芒内

的叶绿素含量为 2
.

6 1 8 3毫克/干重 (克)
,

功能期为 30 一35 天
。

(四 ) 越冬性与抗病性

西引二号属于半冬性大麦
。

在黄
、

淮流域产麦区
,

只要播期掌握适宜
,

均能安全越

冬
。

进入严冬季节
,

幼苗平铺于地面
。

在播期较早和干旱
、

膺薄的条件下
,

进入严冬季

节
,

叶 色转淡
,

部分大叶片由绿变黄
,

局部轻度受冻
。

通过田 间病害调查和人工接种鉴定结果
,

本品种高抗条锈
、

叶锈和黄花叶病
。

对白

粉病免疫
,

轻感大麦条纹病
、

黑穗病和赤霉病
。

(五) 适应性与生育期

三年播期试验 (秋播
、

晚秋播
、

春播) 和在不同生态地区试验结果表明
,

本品种的

适应性是较强的
。

虽系半冬性
,

在关中地区既能秋播
、

晚秋播
,

也能春播 (表 5 )
。

既

能在陕西省的各地区种植
,

又能在河南
、

山东
、

山西
、

安徽
、

青海的一 些地区种植
,

且

表现较好
。

从表 5 可以看出
,

本品种的播期
、

播量弹性较大
。

虽然产量随播期的推迟而下降
,

但是下降的幅度较小
。

只要播量掌握适宜
,

即使在晚播的条件下
,

如肥
、

水能跟上 去
,

也能获得较高的产量
。

例如在 2 月 8 日的春播条件下
,

由于肥
、

水条 件较好
,

仍 获 得

60 5
.

4一 7 0 8
。

8斤 / 亩的较高产量
。

表 5 西引二号大安不同播期播 , 的产t 表现 (1 9 8 3年 西北农学院)

1 0月1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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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期

播量

产量 (斤 / 亩 )

5 斤 /亩

9 6 5
。

2
⋯些创主

一

⋯
些丘{应

{
”9 3

·

9 ! 1 0 0 1
·

3

1 0月 2 0 日

1 0斤 / 亩 }
1 5斤 /亩

7 7 9
。

6 8 6 4
。

7

播期 1 0月 3 0 日 2 月 8 日

111 八 百军
‘

l 宕片片 一 匕 匕
.

1礴犷犷

工工 U 夕 j l ‘划划 工 J 声! l 口」」 20 斤/ 亩

8 0 8
。

4

2 0万粒 } 3 0万粒 ! 4 0万粒

一夕亘王
一

}
一 兰醚匕 }一立逊一

“0 5
·

4
}

6 6 4
·

6
1

7 0 8
·

8

本品种在武功地区种植
,

从播种到成熟约需要2 25 天左右
。

需要零度 以 上 的 积 温

1 5 9 0度
,

在武功10 月10 日播种
,

第二年 5 月 25 日左右成熟
。

10 月20 日播种
, 5 月 底 成

熟
。

10 月30 日播种
,

6 月初成熟
。 2 月 8 日播种

,
6 月12 日成熟

。

在陕南地区
,

10 月下

旬播种
,

5 月 19 日左右成熟
。

在陕北地区 (] 11道水地 ) 3 月上旬播种
,

7 月上旬成熟
。

(六) 品质 与用途

1
。

籽粒成分
:

据测定
,

西引二号大麦籽粒中含粗蛋白1 1
。

29 一 12
.

45 %
,

含淀粉59
.

1 %
。

氨基酸含

量较丰富
,

特别是赖氨酸的含量高达。
。

8 27 % (表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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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西引二号大麦的籽粒成分 (1 9 8 3 西北农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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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测定仪器

: 121 M E 型氨基酸分析仪

测定单位
:

西北农学院中心实验室

测定时间
: 1 9 8 3

. 9 . 2 7
。

2
.

收获后茎
、

叶中 的营养成分
:

在几年的试验中
,

许多群众来信反映
,

本品种的茎叶易受兔
、

鼠为害
,

可能是含搪

量和营养成分较高之故
。

许多人用收获后的茎叶粉碎后作饲料
。

经过测定分析
,

本品种

收获后 的茎叶中富含粗蛋 白
、

粗脂肪和磷钙等
。

粗纤维素含量低
,

食口性好
,

是良好的

粗饲料
。

其营养价值明显 优于对照品种
“
尺八大麦

” 和小麦 (表 7 )
。

根据上述的籽粒和茎叶中的成分可以初步看出
,

西引二号大麦基本上属于优质
、

高

产的饲用大麦
,

能否作为酿造一般啤酒的原料
,

或与优质二棱啤酒大麦进行混酿
,

尚待

啤酒厂进行酿造试验
。

另外
,

本品种 的熟期一般要比小麦早熟 7 一12 天
,

故在轮作中具有重要的位置
,

是

夏玉米
、

水稻
、

夏播棉
、

夏甘薯
、

芝麻等作物的优良前作
。

衰 7 西引二号大麦茎
、

叶中的营养成分 ( 1 9 8 4
。

1 0 )

水水分分 粗脂肪肪 粗蛋 白蛋蛋 粗纤维素素 粗灰分分 无氮浸浸 钙钙
出出出出出出出 物物物

西西引二号号 1 4
。

9 666 1
。

5 555 7
。

8 111 3 3
。

1 888 1 0
。

3 666 3 2
。

1 444 0
。

8 999 0
。

1 333

大大麦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
0000000 1

。

8 222 9
。

1 888 3 8
。

9 888 1 2
。

1 888 3 7
。

8 444 1
。

0 555 0
。

1 555

尺尺八大麦秆秆 1 4
。

0 777 1
。

3 222 5
。

4 777 3 6
。

7 222 8
。

9 666 3 3
。

4 666 0
。

3 444 0
。

1 777

0000000 1
。

5 222 6
。

3 777 4 2
。

2 444 1 0
。

3 111 3 9
。

5 666 0
。

4 000 0
。

2 000

郑郑引一号号 1 3
。

8 333 1
。

5 111 2
。

4 555 3 7
‘

0 222 7
。

2 777 37
。

9 222 0
。

2 000 0
。

0 777

小小麦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秆 0000000 1
。

7 555 2
。

8 444 4 2
。

9 666 8
。

4 777

!
‘3

·

”888 0
。

2 333 0
。

0 888

分析单位
,

西北农学院畜收系饲养组分析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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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栽培技术要点

(一 ) 创造良好的土
、

肥
、

水条件
,

充分发挥品种的高产潜力
。

本品种喜肥
、

水
,

不耐旱
、

膺
。

对土壤无严格要求
。

由于高抗倒伏
,

故在高肥水条

件下
,

不但能争取较多的穗熬
,

且能增加穗粒数和粒重
,

使三个产量构成 因素能调节在

一个高产的水平
。

通过三年在不同地力和施肥水平下的栽培试验以及多点生产 试 验 结

果
,

可以初步看出
,

要使本品种的产量水平达到千斤
,

每亩约需纯氮 35斤左右
。

施肥原

则
,

应以基肥为主
,

追肥为辅
;
实行有机与无机肥结合

; 氮
、

磷
、

钾结合
。

追肥 宜采用

“
前重

、

中控
、

后补
” 的原则

。

在增施基肥的基础上
,

全生育期内应做到
“ 两 肥

、

两

水
” :

( l ) 结合冬灌重施盘根
、

壮巢肥
。

一般追尿素 20 一 30 斤 /亩
,

如未施 基 肥
,

则

应早施苗肥
,

促使苗
、

桑快发
。

( 2 )结合春灌追施壮秆
、

促穗肥
。

时间应在倒 4 叶出现

的时期 (大约在 3 月下旬)
,

此时肥
、

水充足
,

可促使穗
、

芒生长发育良好
,

对产量形

成有重要作用
。

拔节初期
,

适 当蹲苗控制
,

促使无效分莫尽快夭亡和防止基部节 间拉得

过长
。

4 月下旬到 5 月上旬多雨且易刮大风的地区
,

切忌后期灌水和给土中追 施 攻 粒

肥
,

否则易引起贪青晚熟
,

落黄不好
。

为了促使后期的养分运转
,

争粒饱
、

粒重
,

可在

灌浆初期叶面喷千分之二的磷酸二氢钾水溶液
,

或喷 1 % 的过磷酸钙浸出液
。

为了充分发

挥本品种的高产潜力
,

应尽量将其安排在肥水条件好 的水地上种植
,

也可在肥力高的旱

地上种植
,

而不宜在旱
、

薄地上种植
。

缪黔蓉

在 50 0一60 0斤/ 亩的中产条件下
,

可采取
“一炮轰

” 的办法
,

即把全生育期要 投 入

的肥料全部集中起来作底肥或苗肥一 次轰在前期
。

(二) 掌握好播期
、·

播量
,

搭好丰产架子
。

西引二号大麦 虽有对播期弹性较大的特点
,

然而为要获得高产还要注意把握住最佳

播期
。

据试验
,

本品种在陕西关中的最适播期在 10 月10 日一 15 日
。

陕南地区
‘

在 1 。月 下

旬
,

陕北在 8 月上旬
,
各地应根据当地的种植体系和生态条件

,

因地制宜加以确定
。

通

过播量试验
,

在水地秋播条件下
、
播量以 15 斤 /亩为宜

。

与水稻轮作时
,

由于整地质量差
,

播

量应加大到20 一 25 斤 / 亩
。
吵春播时的播量以 30 一35 斤/ 亩为宜

。

汇总各地高产资料
,

大体可

看出
,

本品种要获得1 0 0 。一上2 0 0斤/ 亩的产量
,

播种量需要15 斤 / 亩
,

基本苗要达到 15 一 18

万 /亩
。

年前的每亩茎萦数45 一 50 万
,

单株分菜数 3 一 4 个
。

春季每亩最高茎 葵 数5 5一

60 万
,

每亩的有效穗数35 一 40 万穗
,

每穗实粒数应达到50 一55 粒
,

千粒重30 一32 克
。

(三 ) 去杂保纯
,

注意防病
。 1

齐穗后
,

本品种的整齐摩很高
,

全 田好似 “平板” 一样
。

此时应及时拔除杂株
、

杂

草
、

小麦植株和黑穗病株
,

确保品种维度
。

几年来的观察发现
,

西引二号轻度感染大麦

条纹病和黑穗病
、
这是它的

一

* 个缺点
。

除应注意及时拔除病株以外
,

可采用石灰 水冷浸日

晒法进行防治
。

此法是在伏吞俞或伏天后的晴朗天气 于
一

F午 5 时左右将种子用 ‘穷的

石灰水浸种 15 一16 小时
,

浸的过程中不要搅动
。

次 日上午 9 时左右捞出种子
,

薄薄摊在

晒场上晒两天 (要求硒场温度达50 ℃ )
,

干后 留作种用
。

处理过的种子
,

播种前应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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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芽力测定
。

另外
,

由于本品种的茎叶味甜
,

幼苗和拨节期易受兔
、

鼠危害
,

故应采取 有 效 措

施
,

加以防治
。

(四 ) 适期收获
,

防止落粒损失
。

本品种的分孽成穗率高
,

许多小分集也能长成小穗子
,

且能结实
。

但是
,

主穗
、

大分萦穗与植株中下部的小分莫穗之间在成熟期上差距很大
,

常常是上部穗子已完全熟

了而下部的小穗子仍呈绿色
,

籽粒还在灌浆
。

另外
,

在高肥水下
,

当上部穗子上的籽拉巳

成熟
,

但植株中下部的茎叶仍呈绿 色
,

即 “
青秆黄穗

” 。

因此
,

应在主穗和大分集穗成

熟
、

穗节变黄时抓紧收获
,

收后让 其后熟 2 一 3 天再行脱粒
。

否则
,

如等到下部的小穗

子完全成熟
,

茎科全变黄才进行收获就会引起断穗落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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