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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关中地区春小麦生长发育规律的研究
’

阎世理 将纪芸 潘世录 翟允提

厂 西 北 农业大 学 农学 系 )

摘 要

选 用 来源不 同的 春小 麦品 种 于 1 9了8一 1 9 8 3年在关 中种 植结 果 表明
,

2 月上

匀播种
,

6 月 中旬成熟
,

生育期 121
.

6一 1 3 3
.

8 天
,

积温 16 2 0
.

3一 1 8 2 2
.

4 ℃
。

主

茎叶 片数 7 一 9 片
,

茎生叶 面 积比塞生叶 大 5 倍 以 上
。

顶部叶 片多环细 胞 多
,

龙 合 旋率高
。

主茎出叶与 德分化 有 民好 仃应 关 系
。

分集进程持续 20 天左右
,

最

大叶 面 积 系数 以 5
.

5一 7 为宜
。

干物质积 累与光 合势呈正 相关
,

经 济系数 为 36

一过 %
。

籽粗术浆正常
,

但后期 气
j 一

度条
厂

泞对拉 重影响 欠
,

光 照尤 为重要
。

关键词 春小麦 ; 生百规律 ; 叶 ; 分藻
; 干物质积累 ; 灌浆 ; 陕西省

陕西关中地区属黄淮平原冬麦区
,

长期
`
父来以不

:「冬小交为王
,

六十年代适应复种的

耍求
,

开始引入春性品种
,

解决秋茬地迟播 `
「

习题
,

取得很大成效
。

但对当地能否种春小

麦
,

其生产水平如何
,

存在 汁么问题
,

了解甚少
,

特别是对 春小麦在 当地生态条件下生长

发育的基本规律的研究尚属空 日
。

我们针对 目前生产上存在灼一些问题
,

主要是水地一

年两料
,

争时矛盾突出
,

迟种迟收
,

造成小麦苗弱
,

玉米后期低温
,

影响产量
,

’

特另lJ是

部分晚播小麦
,

无施肥
、

整地时间
,

粗糙抢种
,

产量极低
。

为解决
“ 恶性循环 ” ,

除采

取问作套种等措施外
,

从开发种 值业资源的角度出发
,

是否可通过种春小麦作为解决上

述矛盾的途径之一
,

探索共可 行性价值
; 同时 也为小麦育种

、

栽培工作者 合理利用春性

品种材料提供科学依据
,

我们于 1 9 7 8一 1 9 8 3年连续六年对春小麦在关 中地 区生态条件下

生长发育的基本观律
、

生产水平及栽培技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

木文仅报道关 中地

区春小麦生长发育的一些基太规律
。

材 料 与 方 法

1
.

试验材料
: 1 9 7 8年从华北

、

东北
、

西北及国外引种春小麦品种 n 个
,

察
,

选择对关中较为适应的品种
,

供正式试验用
。

1 , 7 9一 1 9 8 2年为正式试验
,

试 种 观

研究其生

扮十 -

一
一

-

一

一
本文于 1 9 8 7年 1月 9日收到

。

,

本研究由翟允提教授主 持
,

不文由阎 州理 执 笔
。

农学 8 3届梁凌乾
、

王 新江同学参加部分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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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发育规律及探索栽培技术和生产水平
,

同时继续引入新品种进行筛选
。

1 9 7 9一 1 9 8。年

选用春小麦品种 g 个
, 1 9 8 1年选用 8 个

, 1 9 8 2年选用 6 个
, 1 9 8 3年为补充试验

,

选用品

种 5 个
。

2
.

试验地及田 间设计
:

试验设在西北农业大学农作一站
,

土壤为沪土
,

冬闲地
,

中上等肥力
,

有灌溉条件
。

1 9 7 8年小区面积 12 平方尺
,

重复 3 次
; 1 9 7 9一 1 9 8 2 年

,

小区

面积 n g平方尺
,

重复 3 一 4 次 ; 1 9 8 3年小区面积 4 4
.

1 平方尺
,

重复 3 次
。

3
.

观察
、

分析项 目
:

①记载生育期 ; ②三叶期每小区定二样点 (各 3平方尺 )
,

调查

群体动态变化
; ③三叶期每小 区标定同龄幼苗 10 株

,

观察主茎出叶及叶片功能期等
; ④

开花期每处理标定样穗 1 00 一 20 0个
,

分析籽粒形成与灌浆
; ⑤按发育时期每处理随机取

样 20 株
,

考察植株结构
、

干重
、

叶面积变化等 ; ⑥成熟期每处理随机取样 20 株
,

考察农

艺及经济性状
; ⑦每年各处理实割三个重复

,

脱粒晒干称重及考察千粒重
。

4
.

试验年间主要气象条件
: 1 9 7 9一 1 9 8 3年春小麦生育期间 ( 2 月上旬一 6 月中旬 )

就主要自然条件温
、

光
、

降水的总量与常年同期平均值相比较属基本正常
。

其中 1 9 7 9与

1 9 8 2年的气候条件较适宜
。

以温度而言
, 2 月中旬一 3 月上旬播种至出苗阶段

, 1 9 7 9一

1 9 8 3年各年此阶段的平均气温依次为 6
.

3℃
、

4
.

9℃
、
4

.

7℃
、

5
。

7℃
、

3
.

1℃ (历年为 38 ℃ )
,

可见 1 9 7 9与 1 9 8 2年气温较高
,

有利缩短出苗时间
,

相对延长了营养生长
。 3 月中旬一 4

月中旬出苗至拔节阶段
,

各年的平均气温依次为 9
.

5℃
、

1 0
.

4℃
、

1 2
.

0℃
、
1 0

.

6℃
、

1 1
.

4℃

( 历年为 1 0
.

7℃ )
。

五年中 1 97 9
、

1 9 8 0
、

1 9 8 2三年这个阶段气温略低
,

有利产生较多的

分孽与根系
,

对形成壮苗有利
。

4 月下旬一 5月上旬各年的平均气温依 次 为 1 6
.

0℃
、

1 5
.

8℃
、

1 8
.

6℃
、

1 6
.

6℃
、
1 6

.

5℃ ( 历年 1 6
.

1℃ )
,

这时正是形成穗子与长茎秆的时期
,

除

1 9 8 1年气温偏高外
,

其余各年基本符合要求
。

5 月中旬一 6 月中旬籽粒形成灌浆期
,

各

年的平均气渴依次为 2 1
.

5℃
、

20
.

7℃
、

2 2
.

8℃
、

22
.

5℃
、

20
。

3℃ ( 历年为 21
。

6℃ )
,

仍

以 1 9 7 9与 1 9 8 2年的温度条件对籽粒形成灌浆有利
。

1 9 7 9一 1 9 8 3年春小麦生育期间的光照总时数依次为 9 0 9
.

9 , 8 3 0
.

2 , 7 6 4
。

7 ,
8 2 7

。
5 ,

7 4 7
.

4 ( 历年为 8 56
.

9 )
。

1 9 7 9年春小麦生育期间光照总时数略高于常年
,

但比 1 9 8 1 与

1 9 8 3年分别多 4 5
.

2与 1 6 2
.

5小时
。

特别是开花至灌浆阶段
, 1 9 7 9与 1 9 8 2年在 30 0 小 时 以

上
,

而其余三年只有 1 70 一 2 6 0小时
。

1 9 7 9一 1 9 8 3年春小麦生育期间的降水量依次为 1 2 7
.

8 , 1 8 3
.

1 ,
1 4 4

.

0 , 1 6 7
.

0与 2 2 9
.

2

毫米 ( 历年为 1 8 6
.

4毫米 )
。

在有灌溉条件的地方
,

降水少对产量影响不大
,

因可 补 充

灌溉
。

雨水少相对日照足
,

对春小麦生长与产量形成反而有利
。

结 果 和 分 析

( 一 ) 生育期与积温的变化

以连续种植五年的波他姆
、

7 60 1
、

7 6 0 5
、

7 7 1 2
、

京红 9 号为主要考察对象
,

试验结

果表 明
,

春小麦在关中地区 2 月上旬播种到 6 月 20 日前成熟
,

历时 1 2 1
.

6一 1 3 3
.

8天
,

需

积温 1 6 2 0
.

3一 18 2 2
.

4℃ ( 见表 1 )
。

其中播种至出苗经历 19 一 30 天
,

需 积 温 9 8
.

5一

1 2 1
.

2℃ ;
出苗至分粟历时 2 2

.

4一 2 9
.

6天
,

需积温 17 9
.

9 一 2 5 0
.

5℃ ; 分孽至拔节 仅 历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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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2一 2 0
.

8天
,

需积温 13 3
.

8一 2 1 1
.

7℃ ; 拔节至开花经历 26
.

8一 3 3
.

6天
,

需积温 4 4 0
.

2

一 5 2 8
.

2℃ ; 开花 至成熟经历 2 6
.

4一 37 天
,

需积温 5 8 4
.

9一 8 2 2
.

4℃
。

可见
,

关 中地 区 春

小麦 2 月上旬播种
,

6 月 中句可正常成熟
,

基本不影响 夏玉米播种
。

与冬小麦相 比
,

其

突出特点是
,

春小麦分萦至拔节阶段大大缩短
,

仅为冬小麦的 1/ 16 一 ]/ 8 ,

因而春 小 麦

的个体营养生长远不及冬小麦
。

因此
,

争取早播
,

加强苗期管理
,

具有十分 重 要 的 意

义
。

其次
,

关 中地区春小麦全生育期的长短与这期间的平均温度有关
。

如 1 9 7 9与 1 9 8 2年

生育期间 日平均温度较高
,

全生育期缩短
,

积温减少 ; 1 9 8。与 1 9 8 3年同期 日平均温度较

低
,

全生育期延长
,

积温增加
。

生育期的加长
,

往往是由于不 良天气条件引起的
。

它对

产量并非有利
,

因而正常成熟的年仔J’ 比延迟成熟的年份产量高
。

表 1

} 播 种 { 出

历年春小麦全生育期
、

积温与产量水平

播 成 熟 出苗至成熟 播种至成熟
年份

…`月 / 日 ’ ( 月 / 日 ) {(月 / 日 ) 天数

1 0 6
。

6

1 0 3
。

6

9 8
。

6

1 0 0
。

4

1 0 2
。

8

积温 ( C ) { 积温 (℃ )

实 产

(斤 / 亩 )

1 9 7 9

1 9 8 0

1 9 8 1

1 9 8 2

1 9 8 3

2 / 8

2 / 8

2 / 1 0

2 / 1 1

2 / 8

2 / 2

3 / 8
-

6 / 1 4
一 1 5

6 / 1 9 一 2 0

3 / 1 1 一 1 2 {6 / 1 4 一 1 7

3 / 4 一 5 16 / 1 2 一 1 4

3 / 1 0 6 / 2 0 一 2 1

1 5 0 1
。

3

1 6 02
。

7

1 6 7 4
。

2

1 5 3 3
。

3

1 7 2 3
。

9

天数

1 2 5
。

6

1 3 3
。

8

1 2 8
。

2

1 2 1
。

6

1 3 2
。

8

1 6 2 0
。

3

1 7 2 3
.

9

1 7 9 2
。

6

1 6 5 2
。

1

1 8 2 2
。

4

4 9 0
。

9

2 5 5
。

0辛

4 8 3
。

9

5 6 8
。

4

3 6 4
。

5

注 19 8 。年产量较低的原 因是播量太小
,

亩穗数 少所致
。

生育期为波他姆
、

7 6 0 1
、 7 6 0 5

,

7 7 1 2
、

京红 9号的变 动范围 , 经历天数
、

积 温与产量为该五个品种的平均 值
。

( 二 ) 主茎总叶片数及其生长规律

1
.

主茎总叶片数 试验结果表明
,

本研究所涉及的 各品种的主茎总叶片数是 一 个

相当稳定的性状
,

受品种
、

年份及播期的影 响很小
,

大多变动于 7 一 9 片之间 ( 多为 8

片 )
。

可见春小麦主茎叶片数远比冬小麦少
,

而且稳定
,

对播种期的反应也较 迟钝
。

以

春小麦主茎出叶数作为诊断其他器官发育进程及指导栽培的形态指标
,

可能比冬小麦更

确切而有实际意义
。

从大量植株分析 的资料证实
,

春小麦茎生叶片数目与冬小麦极相似
,
二者均为 4 一

5 片
,

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春小麦基生叶显著少于冬小麦
,

一般只有 3 一 4 片
。

其所以如此
,

主要是由于春小麦营养生长期大大缩短所造成的
。

.2 主茎出叶所需的日数与积温 关中地区春小麦从播种至主茎叶片全部伸出
,

不

同品种约经历 72 一 82 天 ( 平均为 7 5
.

5天 )
,

需积温 57 6
.

1一 74 2
.

3℃ ( 平均为 62 5
.

4℃ )
。

,每出一叶平均需 8
.

4一 9
.

4夭
,

积温 7 2
.

。一 8 0
.

9℃
。

但不同叶位的叶片伸出所需的积温则有
`

差异
,

如播种至一叶伸约需 120 ℃左右
,

一叶 伸至二叶伸减少到 40 一 65 ℃ 。

以后随叶片的

出生
,

相邻两叶出叶间隔天数虽各不相同
,

但所需积温除四叶伸至五叶伸有降低外
,

其

、

涂均表现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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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茎 各叶位叶片的寿命
,

以 波他姆与 7 7 1 2为例
,

平均为村一 .17 天
,

其中以第一叶和

旗叶或 lrjJ 二叶寿命最长
,

达 47 一 56 天
,

第三叶或第四叶寿命最短
,

为 3 9一 招天
。

最长与

最短约相 差 4 一 17 天
。

3
.

主茎不同叶位叶片某些形态与生理待点 春小麦灼生产潜力与叶片的形态结构

与生理功能有密切关 系
。

在本试验中
,

我们观察到
,

春小麦茎生叶片数 目不仅 相对地比

较固定
,

保持 4 一 5 片
,

而且茎生叶面积之和要比基生叶之和大得多
,

不论叶片
一

或叶鞘

均为基生叶的 5 倍以上 ( 二者面积之比
,

叶片为 5
.

7 ,

叶鞘为 8
.

3 )
。

春小麦顶部三片叶

之和不比冬小麦小
,

甚至超过冬小麦品种
。

这就为穗的分化发育与生育后期干物质的生

产与积累创造了条件
。

不仅如此
,

白宗仁的观察结果进一步表明
,

春小麦茎生叶片
,

特别是旗叶叶肉细胞

同样具有特殊的内部结构
〔 2 ’ 。

如低位叶 ( l 一 5 叶 ) 平均三 环 以 下 的 叶 肉 细 胞 占

82 %
,
四 环以上的占 1 7

.

8% ; 而旗叶三环以下的叶肉细胞只占 3 1
.

6%
,

四环以上的占到

6 8
.

4%
。

这就扩大了叶肉细胞中叶绿粒的数量和空 间排列
,

从而扩大了光合作用面积
,

有利于气体交换
,

是使光合作用加强的重要原 因之一
。

实际测定的结果也充分证明了这

一点
。

如第二叶叶绿素含量平均为。
.

78 %
,

旗吁叶绿素含量平均为 1
.

59 %
。

第五叶叶片

光合速率 ( m g C o :

/ dm
Z

h r
) 为 9

.

2 3
,

而旗叶光合速率达 1 1
.

5 2
。

4
.

主茎 出叶与穗分化的关系 根据对 9 个品种两年穗分化观察结果
,

春小麦主茎

出叶叶位与穗分化对应关系表现为
:

各品种均在三叶伸出时进入伸长期
, 4 一 5叶伸出

时为单棱—
二棱期

, 6 一 7 叶伸出时进入小花分化— 雌雄蕊分化期
,

倒二叶或旗叶

伸出时进入药隔期
,

四分子期在孕穗前 2 一 3 天
。

由此可见
,

春小麦穗分化进程不论在

品种间或年份间都很接近
,

因此春小麦用主茎叶龄来判断穗分化进程
,

并依此进行田间

管理不仅比冬小麦要准确得多
,

而且具有品种上的普遍意义
。

其次
,

春小麦的纯营养生

长期不到 20 天
,

紧接着生殖生长就开始了
,

因此要使春小麦能达到穗大粒多
,

必须及早

管理
。

( 三 ) 群体结构的动态变化与干物质积累

1
.

分桑的长消变化 关 中地区春小麦 2 月 10 日左右播种
,

于 2 月底或 3 月 初 出

苗
,

后经 22 一 30 天开始分巢并持续增长到 4 月底分禁达高峰
,

历时约三周左右
,

随后小

分粟开始消亡
,

直至灌浆期亩穗数才稳定下来
,

分粟消亡时间可达一月左右
。

可见
,

与

冬小麦相比
,

春小麦分粟的进程从开始到停止持续时间很短
,

仅 20 天左右
,

因而要产生

大量分巢并依靠分粟增穗是不可能的
。

如 1 9 8 0年每亩基本苗只有 7 万多
,

虽处在 高 肥 稀

植 条 件 下
,

产生分粟仍不多
,

单株分桑成穗数不到 2 ,

亩穗数基本在 20 万以下
,

平均亩

产只有 25 5斤
。

1 9 8 1年基本苗提高到 22 一 25 万
,

分巢成穗虽仅 占成穗数的 7一 27 %
,

依靠

主茎成穗为主
,

亩穗数为 25 一 32 万
,

平均亩产达 4 8 3
.

9斤
。 1 9 8 2年基本苗为 30 一 39 万

,

分

菜戍穗仅 占 。一 4 %
,

亩穗数达 30 一 4 0万
,

加之气候条件适宜
, 5 个品种平均 亩 产 达

5 68
.

4斤
。

因此
,

春小麦要高产
,

必须靠主茎成穗来保证计划穗数
。

关中春小麦每 亩 播

量应在 30 万粒左右
,

基本苗 25 万 / 亩
,

争取一定的分粟成穗
,

最后能有 35 万穗
,

就有可

能实现亩产 6 0 0斤左右的水平
。

2
.

叶面积的动态变化 从本成验连续两年观察的叶面积动态变化 (表 2 )看出
,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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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单株叶面积的变化是随生育期的推进而逐渐增大
,

到了孕穗期
,

各叶片全部出现
,

这时叶面积达到最大
,

往后 由于叶片从下往上 逐渐衰老枯死及无效分巢的不断消亡
,

单

株叶面积又逐渐变小
,

整个一生呈抛物线变化
。

叶面积系数的长消与单株叶 面变化完全

吻合同步
。

从本试验看
,

关 中地区春小麦要达 5 00 一 6 00 斤 / 亩
,

各时期叶面积 系 数 应

是
:

分莫期 l一 1
.

5 ,

拔节期 2
.

5一 3
.

5 ,

孕穗期为 5
.

5一 7左右
,

灌浆期为 2 一 3 ,

且叶面

积达高峰后
,

下降坡度应缓慢些对灌浆有利
。

春小安不同生育阶段单株叶面积及叶面积系数的变化

年份

表 2

品种

基本苗

(万 / 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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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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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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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他姆 {
“ 1

·

”

16
。

5 7 0
-

16
。

2 9 0
。

8 2 {5 2
。

2 8 2
。

5 9 !1 4 8
。

9 3 7
。

3 9 { 9 9
。

0 3 4
。

9 2

1 9 8 3

7 7 15 0
。

6 7 2
.

3 9}1 5 9
.

9 0 7
.

5 5 {1 1 6
.

8 4 5
.

5 2

注
:

l — 单株叶面积 ( c m Z ) ;
I — 叶面积系数

。

3
.

群体总千重的增长 关中地区春小麦亩产籽粒 5 00 一 6 00 斤
,

需 总干物质 1 4。。一

16 。。斤
。

从小麦一生三大阶段干物质的积累看 ( 表 3 )
,

以出苗至拔节阶段积 累最 慢
,

这一阶段经历时间虽长 ( 39 一 41 天 )
,

但由于苗小
,

积累的干物质也少
,

各品种阶段积累量

为 2 0 0一 2 80 斤 / 亩
,

仅占最高总干重的 14 一 20 %
,

每亩 日净增重 5 一 7 斤
。

拔节至开花

阶段
,

由于温度进一步升高
,

光合面积迅速增大
,

所以干物质 的积累也最快
。

这一阶段

经历时间为 27 一 29 天
,

干物质积累量为 7 50 一 9 50 斤 /亩
,

占最大干重的 54 一 “ %
,

日 净增

重 27 一 34 斤 / 亩
。

可见这时期是春小麦一生中生长最快
、

光合产物积累最多的时期
,

积

累的光合产物主要用来搭好丰产架子
,

是决定亩穗数和穗子大小的重要时期
。

栽培管理

上既要满足肥水要求
,

又要注意合理的群体结构
,

方能保持 良好 的通
、

风透光条件
。

开花至成熟阶段
,

又可分成开花至灌浆与灌浆至成熟阶段
。

其中开花至进入灌浆主

期
,

经历15 天左右
,

植株生活 力仍 很旺盛
,

净增重 2 00 一 4 50 斤 / 亩
,

占最高千重的巧一

29 %
,

日净增重 14 一 30 斤 / 亩
。

这时主要是把光合产物迅速转运到种子中或暂时 贮存在

一些器官中
,

表现茎秆与穗颖和种子增重迅速
。

开花后第 16 天至成熟
,

植株生活力开 始

衰退
,

加之部分枯叶的衰亡脱落及转运光合产物时能量的大量消耗
,

在 总干重上表现下

嗽
` 一

在 17一 18 夭时间内
,

不同品种干重下降 1 20 一 27 0斤 / 亩
。

这时主要是把当时的 光合

产物和暂时贮存器官中的产物向种子输送
,

所 以表现唯一 增重的器官为种子
,

其余各器

官干重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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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春小麦不同生育阶段各器官干物质累积变化

品种 器官 }分孽 } 拔节 . 孕穗 } 开花 } 灌浆 } 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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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 4 9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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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4 3
。

6

4 1 5
。

3

1 1 5 6
。

2

1 2 8
。

3

1 5 9
。

0

4 1 4
。

8

1 9 4
。

6

6 2 4
。

3

1 5 2 1
。

0

9 9
。

4

1 5 0
。

3

3 1 0
。

3

1 8 5
。

0

5 0 0
。

2

1 2 4 5
。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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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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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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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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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

注 : 单位为斤 / 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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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试验中还看到
,

从出苗至孕穗
,

春小麦主茎 各叶龄阶段群体干物质积累量 ( y )

与光合势 ( x ) 呈显著正相关
。

以 19 8 3 年 7 7 1 2 与波他姆为例
,

其相关 系 数 分 别 为
r = 0

.

9 9 8 8牛 辛与 r = 9 9 9透牛气 其回归方程分另,J为 y = 1 2
.

6 0 9 8 + 0
.

o o 7 6 x

与 y = 2 0
.

0 0 2 6

+ 0
。

0 0 5 8 x 。

春小麦从出苗至成熟
,

光合产物输送和积累中心的次序 为 叶 片~ 叶鞘 , 茎秆 ~ 穗

颖 , 种子
。

它们各自干重积累量最大值出现的时期
:

叶片
、

l[
一

卜鞘在孕穗期
; 茎秆

、

穗颖

在灌浆主期的初期
; 籽粒在成熟期

。

成熟期各器官干重占总干重的百分数
:

叶片为 7一

1 0%
,

叶鞘为 10 一 12 %
,

茎秆为 25 一 30 %
,

穗颖为 12 一 17 %
,

种子为 36 一 41 %
。

可以看

出
,

春小 麦的经济系数比冬小麦高
,

说明春小麦采取措施的经济效益优于冬小麦
。

( 四 ) 籽粒的形成与灌桨

根据文献 〔 1 〕中所划分的标准
,

春小麦籽粒形成与灌浆三个时期经历时间与干物

质积累 ( 表 4 ) 表现为
:

浊变期
:

历时 10 天
,

种子内的含水率由开始时 80 %左右
,

到期末约为 74 % 左右 ;
千

粒干重不 同年份
、

不同品种间变动在 4一 7克
,

平均为 5
.

2克
,

占最后千粒干重 的 14 %左

右
; 日增长量在 0

.

4一 0
.

7克之间
,

平均为 0
.

52 克
。

表4 春小麦籽粒形成与灌浆三阶段经历 日数
、

水分
、

干重等变化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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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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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浆主期
: 由开花后的第n 天一 8 2天或 31天

,

约经历 18 一 21 天
,

籽粒内水分由初期

的 74 %左右到此期末为 40 一 47 %
,

不同品种阶段千粒重积累达 20 一 39 克
,

占最后千粒干

重的 70 一 88 %
,

千粒 日增重在 1 一 2 克之间
,

平均为 1
.

56 克
。

到本期末大多数品种在大

多数年份鲜重达到最大值
。

灌浆副期
:

历时 3 一 9天
,

本阶段千粒干重的积累量大多在 2 一 6 克
,

仅 占最后千

粒干重的 4 一 17 %
,

平均为 7
.

84 %
。

水分含量由初期的 43 %左右下降到 期 末 的 37 % 左

右
。

此期末千粒干重达最大值
。

值得指出的是春小麦从开花一成熟期间 ( 5月 n 日一 6月 20 日 ) 的气候条件对粒重影

响极大
。

如 1 9 7 9年与同期 27 年的平均值相比
,

具有相似的温度和日照 (积温 8 8 1
.

4 ℃
,

日平均温度 21
.

5℃
,

光照 3 1 0
.

9小时 )
,

降水虽偏少
,

但得到灌舞补充
,

所以得到 五 年

中最高的粒重 (平均为 3 4
.

8 8克 )
,

而 1 9 8 3年同期积温比常年低 56
.

3℃ ,

光照少 1 3 1
.

4小时
,

仅为常年的 56 %左右
,

降水量是常年的 2
.

2倍
,

这样的条件对后期光合产物的积累极 为 不

利
,

加之叶病
、

穗病较重
,

千粒重比 1 9 7 9年下降 14 克 ( 平均为 2 0
.

9 5克 )
,

成 熟 期推迟

1 1天
。

根据 1 9 7 9一 1 9 8 3年五年的资料
,

求出干粒重 ( y ) 与温 ( 不
,
)

、

光 ( x ,
)

、

降

水 ( x ,

) 的偏相关系数分另l]为
: r 粒重光二 二 0

.

93
, r 粒重温

.

一 0
.

45
, r 粒重降水

. . = 一 0
.

4 8 ;

其多元回归方程为 y 二 一 3 4 2
.

4 1 8 4 + 0
.

2 4 3 3 x , + 0
.

6 7 4 5 x Z 一 0
.

1 8 8 8 x 3 ,

可见
,

光照对

光合产物的积累影响最大
。

栽培上除了促早发
、

早熟外
,

选择早熟
、

灌浆速度快
、

抗病

抗倒的品种是非常重要的
。

结 语

我们通过六年的试验研究
,

对春小麦在关中生态条件下生长发育的基本规律
、

生产

水平及栽培技太作了理论上和生产上的探讨
,

积累了比较系统的资料
,

对本研究所涉及

的问题有了较深入的了解
。

试验表明
,

关中地区的生态条件可 以较好的满足春小麦生长

发育的需要
,

正常年份
、

中上等肥力
,

丰产品种一般亩产可达 4 00 一 5 00 斤
,

高的 可 达 6 00

斤
,

比晚茬麦能取得更好的收成
。

说明春小麦有可利用的价值
,

值得继续研究
,

进行中

间试验与示范
。

鉴于本试验所用品种成熟期略晚于当地冬小麦
,

生产利用上
,

引种与筛

选早熟
、

丰产
、

抗病的品种是很重要的
。

本文所总结的仅是陕西关中地区春小麦生长发育的基本规律
,

有关春小麦的栽培技

术问题将另文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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