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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籽粒发育的某些性状
.

’

与粒重及主要气象因素的关系
关

毕研光

(西北农业大学农学系 )

摘 要

发育中的 马齿型 (或半马齿型 ) 玉米籽拉体积的增长
, 除受粒长 变化 的 影响 较 大

外
, 粒宽也不容忽视

。

玉术籽拉单位体积 内所含干物质数量 〔翻 与籽拉含水率 之 间存在

着极显著的 负相关
。

玉米籽粗的干容重与试验地区的气温高低 呈正相关
, 而玉 米籽粒的

体积 则与温
.

度
、

日照和降雨不表现明显的相关
。

关健饲 玉米籽粒 ; 性状 , 粒重 , 温度

’

玉米籽粒发育的好坏和最终的粒重
, 对玉米产量有一定的影响

。

玉米的粒重
,
主要

是由籽粒的粒积和干容重两个因素的乘积构成的
, 进一步搞清这两个因素对籽粒的增长

规律和对粒重的影响
, 以及与主要气象因素的关系等

, 可为高产制定栽培技术措施提供

依据
。

为此
,
我们从 1 9 8。年至 19 8 2年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

,
现将试验结果报告如下

。

材料和方法

试验选用早熟品种
:

泰单 4 7和化凤 6 61 x 黄早四 (结合引种观察 ) ; 中熟 品 种
:

武

紫白 ; 中晚熟品种
:
陕单九号和晚熟品种

:
中单二号

。

试验在学校教学试验农场农作一

站试验区内进行
。

试验地土壤肥力中等
,
先一年用大豆进行匀地播种

。

试验设 3一 4个播

期
:
以 4 月 1 9日代表春播

, 5 月 29 日代表春垄点播 , 6 月 18 日 (或 6 月 8 日 )代表夏播
,

7 月 8 日 (或 7 月 3 日 ) 代表误期迟播
。

小区面积 0
.

06 亩至 0
.

12 亩 ,
顺序排列

。

为消除

植株生长的发育差异
,
除注意选用高纯度种子以外

, 播种前进行了粒选
。

出苗后
,
在定

苗
、

五叶
、

十叶
、

抽雄穗和吐花丝各期连续选择生长一致的植株进行标记
。

取样时
, 要

求在完全合格的植株中选取株高
、

株形和籽粒性状比较一致的植株作样本
。

取样从抽花

丝后的第 6 天左右 ( 3 一 10 天 ) 开始 , 以后每隔 4 天取样一次
, 直至粒重不再 增 加 为

. 本试验在苏献忠副教授指导下进行
,

参加此项工作的还有徐文霞
、

王克功等同志
。

〔注〕 简称千容重
。

本文于 1 9 8 5年 1 1月 2 7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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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

各 品种
、

各播种期每次采标准样本两株
, 测定果穗中部籽粒的长

、

宽
、

厚
、

湿重
、

体积 (用排水法 ) 和烘干重
。

所得结果取两株的平均值
。

气象资料取自与试验地自然条

件基本相同的武功县气象站
。

结果与讨论

(一 ) 玉米籽较长
、

宽
、

厚的变化与籽粒体积 的关系

玉米开花授粉以后
,
籽粒开始发育

,

其长度
、

宽度和厚度不断增加
, 增加的速度

, 如

以达到最大值的百分数表示
, 玉米抽花丝后的 5一 10 天内

,

各供试品种均表现为厚 > 宽

> 长 (表 1 )
。

在正常情况下
,
籽粒达到定厚的时间

, 一般为 n 一 19 天 (变动范围为 9

表 1 玉米抽花丝后 5一 10 天籽粒平均最大值的百分教
介

万可礴叫长二一( 月恻
}

-

一三兀一下下弃不一万万石一一几石
一

一一丽万一丁—
万丁

—

.
平均最大值

,

指籽粒停止增重前三期取样值的平均数
。

一 25 天 ) ,
达到定宽的时间一般为 2。一 33 天 (变动范围为 17 一 40 天 )

, 达到定长的时间

一般为 24 一 41 天 (变动范围为 13 一 4 9天 )
。

由此可见
, 玉米籽粒长

、

宽
、

厚达到定值的

时间
, 以厚度为最早

,
宽度次之

,

长度最晚
。

试验结果还表明
, 玉米籽粒长度的增加

,

有可能持续到粒重停止增加的收获期
, 如泰单 4劝勺播期在 19 8 0年 6 月 8 日

、

7 月 3 日 ,

化夙 6 61 x 黄早四的播期在 1 9 8 2年 4 月 19 日
,

武紫白的播期在 19 80 年 4 月 19 日和 1 9 8 1年 6

月 1 8 日 ,
陕单九号在 19 8 2年 4 月 19 日 , 中单二号在 19 8 2年 6 月 18 日

。

籽粒宽度的增加
,

也有类似情况
,
如泰单 47 播期在 19 8 0年 7 月 3 日

,

武紫白在 1 9 8 0年 4 月 ] 9日 , 陕单九号

在 1 9 8 2年 7 月 8 日 (图 1 )
。

玉米籽粒的长
、

宽
、

厚三者的乘积构成了玉米的粒积
,
对试验资料进行偏相关测定

的 结果表明 ,
在粒长

、

粒宽固定不变的情况下
,

粒厚与粒科的偏相关系 数
、

为勺 : 1 1 66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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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廖缪彝咧婀
品种年汾 中单二 号 全g 叭 丫甲一 J

寻粗厚度阵到最大砍狄

子拉宜友达列最 人裙丈沃欲

子拉 执变达列最大
月

鱿天狄

子拉伟帆之到琅大试夭奴

刁准 `供 僧重开佛天教

天长至地对最却友天孰

冈凶囚胭幽日ó口田困闪门曰口门日曰

辆酬 酬翼
`

侧卿
伽 颧叫剔

图 飞 玉米籽粒长
、

宽
、

厚体积达到最大值及停止增重所孺天数
( 自吐花丝期开始 )

带指籽粒停止增重前三期取样值的平均数
。

千容里ǎ电补胃心

在粒长
、

粒厚固定不变的情况下
, 粒宽与粒

积的偏相关系数为 0
.

5 3 81
俘 . ,

在粒宽
、

粒厚

固定不变的情况下
,
粒长与粒积的偏相关系

数为 0
.

52 27 ”
。

后两个结果达到了极 显 著水

平
。

由于玉米籽粒的宽和长的绝对值比较大
,

而且最大值出现得又比较晚
,

因而对粒积一
籽粒大小起着重要的作用

。

(二 ) 籽较千容重与籽粒含水率的消长

规伸

玉米籽粒发育过程中的重量变化
, 主要

由籽粒内干物质和水分两种成份含量的增减

所决定
。

试验表明
,
发育中的玉米籽粒

, 随

着时间的推移
, 其单位体积内的干物质含量

有规律地依次增加
,
水分含量

,
有规律地依

次减少
, 两个曲线皆未出现较大的上下波动

图 2 玉米籽拉发育过程中千容

盆和含水率变化曲线

(映单九号 1 ,公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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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同时
,

二者还存在着极显著的负相关
。

泰单 47 的相关系 数 为
一 0

.

9 8 5 5 , 化夙

6 6 1 x 黄早四为
一 0

.

9 9 5 5 , 武紫白为
一 0

.

9 8 9 8 , 陕单九号和中单二号为
一 0

。

9 9 5 2
。

基 于 以

上两点
,

我们认为
,
有关 专著

〔` ’ 2止中提到玉米受精后 15 一 35 天内 ,
籽粒所 出 现 的含水

量平稳
, 粒重不断增加阶段

,

其实质应该是粒积的持续增大
。

(三 ) 玉米籽粒的干容且
、

粒积与粒重 的关系

玉米籽粒的干容重
、

粒积和粒重的关系
,

因品种类型及品种适应性的不同而存在着

较大的差异 (表 2 )
,

在适应当地栽培的玉米品种中
, 武紫白 (中熟 )

、

陕单九号 ( 中

晚熟 ) 的干容重和粒积皆与粒重呈极显著的正相关
, 相关系数

、

( r ) 分别为。
.

8 4 6 1
难 . ,

0
.

9 60 9
介 ,

和 0
.

94 2 4
. 帝 , 。

.

7 9 9 2 . 每 , 干容重
一

与粒积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
,

相关

系数 ( r ) 分别为 0
.

6 2 8 9
辛

和 0
.

6 0 5 8寮
。

中单二
一

号 ( 晚熟 ) 的 籽粒大小 (即粒积 ) 比

较稳定 , 决定粒重的主导因素是干容重
,

相关系数为。
.

9 2 1 8
帝 ` ,

达到极显著水平
。

泰单

4 7 和化夙 6 61 X 黄早四两个早熟品种属引进的观 示
一

材件
,

山子不适应 当地条件
,

籽粒增

重 所需 物 质的形成
、

运输和积累受到限制
,

干容重 与粒积之间出 现 了 负 相 关 趋 势

(r 二 一

0
.

76 3 6 )
,

干容重
、

粒积与粒重之间也不存在明显 `l !; 正相关
,

对产量有较大的影响
。

表 2 玉米籽粒的干容重
、

粒积与粒重的简单相关

类 型
干容重与

粒积 ( r )

于

宴要匀
粒】粒怜九粒重}资愁梦数 } 试验年份

早熟

中 熟

中 (晚 )熟

晚熟

泰单打
,

化夙 661 义 黄早 四

武紫 白

陕单九号

中单二号

。
7 3 6 3

。
6 2 8 9 .

。
6 05 8

.

。
0 6 5 3

0
。

0 3 2 6

0
。

8凌6 1二

0
。
9 6 0 9二

0
.

9 2 1 8二

。
6 4 9 0

。
9 12 1二

.

了9 9 2二
。

连4 1 6

1 9 8 0
、

1 9 8 0
、

1 9 8 1
、

1 9 8 1
、

1 9 8 2

1 9 8 1

1 0 8 2

1 9 8 2

.

表示显著 , 二表示极显著
。

(四 ) 主要气象因案与玉米籽粒的干容盆
、

粒积及灌桨时间的关系

在大 田生产条件下
,
温度

、

光
、

水三个主要气象因素与玉米籽粒发育和干物质积累的

关系是
:

不同类型玉米籽粒的干容重与 日均有效温度的关系最为密切
,

中熟类型的相关系

数 (
r )为 0

.

7 6 2 9
序 ;早熟

,

中 ( 晚 )熟和晚熟三个类型分别为 0
.

7 8 5 6 . 李 ,
0

.

5 5 5 3 每 辛

和 0
.

5 3 6 6二 ;

早熟和中 ( 晚 )熟两个类型的干容重与 日均 日照时数和晚熟类型的干容重与 日均降雨毫米

数之间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

粒积与干容重不同
,
除中熟类型的粒积与日均 日照时数存

在显著正相关 (r 二 0
.

6 0 4 1
.

) 以外
, 其余皆不表现任何明显的相关关系 (表 3 )

。

试验结果表明
, 玉米的播期如果迟于 7月 3 日 ,

一般都难于成熟
, 其表现为

:

籽粒

干容重从 1 以上 下降到 0
.

了以下
,
甚至接近 O

。

5 , 造成千粒重及产量的降低
。

在这种情况

下
, 早熟类型可减产 2 2

.

1% ( 与高产播期相比
, 下同 ) ; 中熟

、

中 (晚 ) 熟和晚熟类型

减产的幅度更大
,
可达到 4 2

.

3 ~ 了6
。

1% ,
个别年份 ( 19 8 1年

, 7 月 8 日播期 ) 竟颗粒无

收
。

因此
,
找出玉米籽粒发育时间长短与主要气象因素的关系

,
可为选择玉米高产播期

提供依据
。

表 4 所示
, 玉米籽粒发育时间的长短与温度的关系最为密切

, 即气温愈高 ,

籽粒发育所需时间愈短
,
它们的相关系数 (r ) 为

,

。
.

触 20
.

一 0
.

91 28
弃 . ,

表现显著的 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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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玉米籽粒干容重
、

粒积与主要气象因素的简单相关 ) (r

玉米类型
千 容 重

日均有效温 } 日均 日照 旧 均降雨毫
度 ! 时数 J米数

月均有效
温度

日均 日照
时数

日均降雨
毫米数

资料对
数 ( n)

7 n11 22早熟

中熟

中 (晚 ) 熟

晚熟

0
。
7 8 8 6二

0
。

7 6 29
.

0
。

5 5 83二

0
。

83 66二

时数

7 9 7 6 .

0
。

43 09

0
。
5 9 3 9 .

0
。

4 8 4 4

一
0

。
1 2 4 4

0
。
3 3 5 8

0
。

41 9 2

0
。

1 7 6 4 .

0
。

6 861

0
。
3 5 5 4

0
。
1 1 8 0

O
。

1 27 6

一

0
。

5 6 4 4

0
。

6 041

0
。

4 05 6

0
。

47 37

一

O
。

3 5 1 2

一

0
。

5 9 47

一
0

。

4 68 8

一

0
。

5 6 07

.
达到。 .

5 0显著水平 , 二达到。 .

01 显著水平
。

表 4 玉米籽粒发育时间的长短与主要气象因素的相关性

籽粒发育的时间 (天数 ) 与

( r )

玉米类型
日均有效温度 ( ℃ ) 日均 日照 (小时 ) 日均降雨 (毫米 )

资料对数
( n )

7999
一

0
。

7 3 3 5

一
0

。
4 5 2 1

熟熟早中

中 (晚 ) 熟

晚 熟

一
0

。
8 4 2 0 .

一
0

。
8 7 3 4二

一
0

。

91 2 8二
一

0
。
匀0 2 6二

0
。

7 4 5 4 .

0
。

7 3 6 3
.

一

0
。
4 7 0 7

一
0

。
2 3 3 1

0
。
0 6 8 9

0
。
2 2 8 9

.

达到 0
.

05 显著水平 , ” 达到。 .

01 显著水平
。

相关
,

经回归测定得知 ( 回归 公 式 : 早 熟 类 型 Y = 63
.

9 3 67 一 1
.

2 3 77 X , 中 熟 类 型

Y = 7 4
.

9 6 2 5 一 1
.

8 9 ] S X , 中 ( 晚 ) 熟 类 型 Y = 8 6
.

0 9 2 2 一 2
.

6 2 1 6 X , 晚 熟 类 型

Y = 85
.

2 1 23 一 2
.

6 2 7 1 X )
,

日平均有效温度每升高 1 ℃ , 早熟类型缩短 1
.

24 天
, 中熟类

型缩短 .] 89 天
,

中 (晚 )熟及晚熟类型缩短 2
.

6天左右
。

由此可知
,

生育期长的玉米品种较生

育期短的品种 , 对温度的反应更为敏感
。

日平均 日照时数的多少
, 对中 (

r

晚 )熟和晚熟玉

米品种的影响较大
, 其表现亦为显著的负相关

。

当日平均 日照增加 1小 时时
, 成熟期可

提前 4 一 4
.

25 天 ( 回归公式 分别为 Y = 75
.

40 4 2 一 4
.

2 5 29 X 和 Y 二 73
.

0 4 52 一 4
.

OO2 9X .)

由于供试玉米各品种的籽粒发育阶段 皆处在当地的多雨季节
, 水分问题还未上升为限制

因素 , 因而不表现任何相关
。

小 结

1
.

马齿 (
.

半马齿 ) 型玉米籽粒的宽度
、

长度
, 因其绝对值较大

, 生长过程又可能延

续至收获前的较晚时期
, 因而对玉米籽粒体积的增大

,
起着主要的作用

。

2
.

由于 玉米 籽粒 的干容重与含水率存在着极显著的负相关
, 增加粒重的途径不仅

要保证发育中种子对水分的需要
, 还应通过选用大粒品种和采用有利籽粒体积增大的各

种栽培技术措施
。

在一般情况下
, 玉米籽粒的干容重和粒积 皆可影响粒重

,
可是

, 品种

类型之间也有差别
, 中单二号的粒积性状比较稳定

, 影响粒重的主导因素是干容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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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玉米籽粒的干容重
、

粒积对温度
、

光
、

水的反应 , 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

干容重

与温度的关系比较密切
,

粒积与主要气象因素一般很少表现出明显的相关
。

我们认为
,
在

试验年份和不同播期处理条件下
, 玉米籽粒体积的大小

,
可能 与品种和施肥等栽培条件

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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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s t r a e t

A p a r t f r o m t h e e f f e e t o f v a r i a t i o n o f e o r n g r a i n l e n g t h u p o n t h e

g r o w t h o f t h e v o l u m e o f d e v e l o p i n g h o r s e一 t o o t h e d (
o r h a l f h o r s e -

t o o t h e d ) e o r n g r a i n , e o r n g r a i n w i d t h e a n n o t b e n e g l e e t e d
.

T h e r e 15 a n

e x t r e m e n e g a t i v e e o r r e l a t i o n b e t w e e n t h e a m o o n t o f d r y m a t t e r e o n -

t a i n e d i n p e了 u n i t o f e o r n g r a i n a n d w a t e r e o n t e n t i n e o r n g r a i n .

T h e r e

a p p e a r s t o b e a p o s i t v e e o r r e l a t i o n b e t w e e n t h e d r y b u l k d e n s i t y o f

e o r n g r a i n a n d t h e a t m o s p h
e r i e t e m p e r a t u r e i n t h e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r e g i o n .

B u t , t h e v o l u m e o f e o r n g r a i n a p p e a r s t o h a v e n o o b v i o u s

e o r r e l a t i o n w i t h t e m P e r a t u r e 一 s u n s h i n e a n d r a i n f a l l
.

Ke y W o r d: e o r n g r a i n , e h a r a e t e r i s t i e s , g r a i n w e i g h t ,
t e m p e r a t u r 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