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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麦 芒 对 籽 粒 产 量 的 作 用

高如篙 张宝军

(农 学 系 )

李文瑞

摘 要 1 9 8 2 ~1 9 7 8年剪芒
、

剪叶试验结果表明
,

大 麦诸 光合器官衬产量的

作用表现为
:

芒 > 旗叶 > 倒 2 叶 > 倒 3 叶
。

芒的作 用因品种类型和结 实期的 气

候生态 条件不 同而异
,

6棱 大麦芒的 作用大于 2棱大麦
。

在温度较高
,

光照 充足

和 雨量较 少的年份
,

芒什粒重的贡献较大 ; 反之
,

在温度较低
,

光照不 足和 雨

量 较多的年份 则较 小
。

灌浆期芒上喷尿素加 K H
: P O

4

液体肥料能显著提高芒的

光合强度
,

增加千拉重 1
.

3~ 3
.

49
。

芒时产量贡献卓越的主要原 因 在 于其同化

细胞结 构复杂
,

光合 面积大和叶绿素含量 多
。

主鹿饲 大麦
,

同化作用 ( 植物生理 )
,

粒重
,

产量
,

生态 气候 / 芒

芒作为禾谷类作物穗器官的组成部分
,

是植物长期进化
、

适应环境的结果
。

麦类作

物的芒早为许多学者研究的题材
, 1 8 9 8年施米德就曾作过报道

〔 ”
。

到本世纪
,

许 多 人

的研究多集中于小 麦
f “ ’ 。

对大麦芒的研究
,

国外已有些报道
, T h ol’ en ( 1 9 5 6 ) 试验 指

出
,

穗自身的光合作用对大麦来说
,

可达产量的 79 %
,

如从中减去穗本身的呼 吸 消 耗

34 %
,

则净贡献为 45 %
。

据 iB s 。 。 e
et al

.

研究
,

芒的光合作用产物约占整 个 穗 子 的

80 % 川
。

lB u m 的实验表明
,

芒对全穗的贡献约占 40 % ~ 80 %
,

且因种而异
,

但蒸腾 作

用仅 占穗的 10 % ~ 20 %
。

在抗旱方面
,

6 棱大麦优于 2 棱大麦
〔 “ 飞。

上述研究结果 一 致

表明
,

芒对大麦籽粒产量贡献卓越
。

国内李小云等对大 麦芒的细胞形 态 作 了 观 察 报

道
` “ ’ ,

但关于芒贡献卓越的原因
,

芒功能在品种类型间的差异
,

气候生态 条件对 其 影

响以及提高芒功能的栽培措施等研究
,

目前尚未见到报道
。

为此
,

进行这些方 面 的 研

究
,

对
·

进一步认识芒的结构与功能
,

找出提高芒光合功能的有效措施
,

进而提 高大 麦的

产量和品质
,

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

1 材料和方法

供试品种分两种类型 : 一为 6 棱皮大麦
,

以西引 2
一

号为代表
; 另一 为 2 棱皮大麦

,

以矮早 3 为代表
。

两品种的平均芒长分别为 1 1
.

2 o m 和 8
.

l o m
。

剪芒
、

剪叶试验 共 设 7

个处理
:
不剪 ( ck )

,

剪芒
,

剪旗叶
,

剪倒 2 吁
,

剪倒 3 叶
,

留芒
、

叶全剪
,

叶
、

芒全

剪
。

齐穗后
,

每处理选 J 00 株
,

仅留主穗和大分萦穗
,

其余的小分孽穗和无效分孽全部

剪除
。

待开花末期
,

于同一天完成剪芒
、

剪叶工作
。

成熟期同时收获
、

脱粒
、

晒干
。

每

处理称千粒重 10 份
,

求平均值
。

文稿 收到 日期
: 19 8 9

一

0 8 ~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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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化细胞结构观察是在灌浆期
,

从试验田取芒
、

叶片
,

利用段氏细胞离 析 法
『3 ’ ,

经固定
、

水解
、

分离
、

制片
,

置显微镜下观察
,

并将分离的细胞再经 洗 涤
、

脱 水
、

干

燥
、

” “
、

呼 砷憋
镜
酬今

照杯
`

一乍 升 一
2 结果与分析

2
.

1 芒对籽粒产皿贡献卓越

6 年连续试验结果 (表 1 ) 表明
,

剪芒
、

剪叶各处理的千粒重呈规律性下降
,

其降

低程度表现为
:
叶

、

芒全剪> 留芒
、

叶全剪 > 剪芒 > 剪旗叶> 剪倒 2叶奋剪倒 3 叶
。

就

剪去单个光合器官而论
,

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剪芒处理
。

西引 2 号和矮早 3剪芒后千粒重分

别降低 1 .9 42 %和 13
.

06 肠
,

而剪去旗叶后只分别降低 9
.

71 写和 8
.

65 %
。

说明芒对大麦籽

粒产量的影响很大
,

贡献卓越
` 此结果同国外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汇 ’ 一 ` ’ 。

表 1 拍 82 ~ 1洲了年各处理的千粒重变化 g / 千粒

不剪 c儿 剪 芒 剪 旗 叶 剪 倒 2 叶 剪 例 3 叶 留芒叶全剪 叶 芒 全 剪

年 份 飞舜万飞潭 茜百厂
~

泵谭 西可不颐草 西可一
一

矮蔫〔
一

顶亏可一面耳犷 西丽一骊草 茜可一丽草一

2号 3 2号 3 2号 3 2号 3 2号 3 2号 3
一

2号 3

1 9 8 2

1 9 8 3

1 9 84

1 9 8 5

1 9 86

1 9 87

平 均

千粒重减
少 t ( g )

千粒重减
少 ( % )

3 7
。

2 9 成1
。

肠0 2 8
。

5 1 34 。
8 0 3 3

。
7 9 3 6

。

9 0

3 1
。

2 0 3 7
。

6 1 2 6
。

6 5 32
。

5 1 2 6
。

85 3 4
。

11

3 2
。

4 9 4 0
。

0 1 2 5
。

6 7 35
。

0 1 3 0
。

6 0 3 6
。

5 1

3 0
。

2 8 3 7
。

22 2 4
。

6 3 3 2
「

.

5 2 2 6
。

8 7 3 4
.

7 2

3 2
.

0 4 3 9
.

2 0 2 6
.

3 4 3 4 .
3 4 2 5 `

6 9 56
.

2。

3 2
。

2 6 3 6
。

9 7 2 6 。 4 9 32 。
9 7 3 0

。

7 6 3 3
。

87

3 2 。
74 3 8

。
7 5 2 6

。

3 8 3 3
。

6 9 2 9 。
5 6 3弓

.

4 0

6
。

6 3 5
。

0 6 3
。

1 8 3
。

35

1 9
。 4 2 1 3

一

0 6 9
。

7 1 8
。

65

3 4
。

0 2 3 7
。

8 0 3 6 。
7 0 3 8

。

1 0 2 5
。

6 3 3 0
.

4 0 2 1
。

6 9 2 0
。

0 1

2 7
。

0 0 3 4
.

5 1 2 8 .

75 3 5
。

1 1 2 5
。

6 3 2 8
.

3 0 18
。

0 0 2 2
.

2 3

3 1
。

0 5 3 7
。

4 1 3 1
。

1 4 3 8
。

1 1 2 8
。

3 9 2 9
.

0 1 2 0
。

5 0 2 0
。

7 5

2 8
。

2 7 3 5
。

12 2 8
。

9 8 3 5
。

6 2 2 3
。

0 4 2 8
。

1 2 1 9
。

1 1 2 2
。

4 0

2 9
。

7 1 3 7
.

2 0 3 0
. 83 3 7

。
8 0 2 4

。

8 6 2 7
.

9 0 2 0
。

9 5 2 0
。

0 0

3 1
.

0 3 3 5
.

1 7 3 1。 2 8 3 5
。

9 7 2 5 , 5 3 2 8 .

7 4 1 9
。

5 1 2 1
.

4 5

3 0
。

1 8 3 6
.

? 0 3 1
.

2 8 3 6
。

7 8 2 5
。

4 9 2 8 。 7 5 1 9 。 6 0 2 1
。

1 4

2
.

5 6 2
.

5 5 1
.

4日 1
.

9 7 7
.

2 5 1 0 .

0 0 13
` 14 17

.

6 0

7
。

8 2 6
.

5 8 4
.

4 6
一

5 .

0独 2 2
。

1 4 2 5
。

8 1 4 0
。

1 3 4 5
。

4 2

大麦芒为什么对籽粒产量有如此大的贡献呢 ? 我们可从与光合作用密切的几个方面

进行以下分析
。

2
.

1
.

1 光合面积

2
.

1
.

1
.

1 芒内同化细 胞结构复杂 通过对供试品种大麦芒的扫描电镜和显微镜观 察
,

发现芒内的同化细胞比各叶片内的在结构上要复杂得多
,

其特点有三点
:

一是多环细胞

多
。

其中三环的占26
.

28 %
,

四环的占2 8
.

4 7 %
,

五环的占7
.

3 %
,

六环的 占 5
.

47 %
,

七

环以上的占 4
.

30 % , 二是结构独特
,

单个细胞体积大
,

多呈分枝状
,

表面面积大
; 三是

芒内的气孔多
,

排列较密
。

从品种间的差异来看
,

6 棱比 2 棱大麦更复杂 (见 图版 )
。

2
.

1
.

1
.

2 芒的表面积大 在芒和旗叶生长稳定
,

面积不再增加的灌浆后期
,

对供 试 品

种植株上的芒及其相对应的旗叶面积测定结果
,

西弓12 号平均单穗芒面积为 6 1
.

5 6 o m Z ,

而旗叶面积为 1 8
.

6忿c m
Z ,

芒为旗叶面积的 3
.

3倍
。

矮早 3 的平均单穗芒面积为 2 5 c m “ ,

旗叶面积为 14
.

9 5 o m ’ ,

芒面积为旗叶面积 1
.

67 倍
。

另外
,

芒和叶片的受光姿态也不同
,

芒为立体采 光
,

而叶多为平面采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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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芒
、

叶内的 同化 细胞结 构

1一 4 分别为 6披大麦西引 2 号芒
、

旗 叶
、

倒 2叶
、

倒 3叶内的 同化细胞结构 x 0 7。 ,

5~ 8分别为 2棱大麦矮早 3芒
、

旗叶
、

倒 2叶
、

倒 3叶内的同化细胞结构 x 70 。 ,

9为西 引 2号芒内的一个 8环细胞 又 1
.

k4
。

2
.

1
.

2 光照强度

灌浆期
,

选择晴天中午对供试品种芒和不 同叶位叶层的光照强度测定结果 (表 2 )

表明
,

西引 2号由于芒长而密
,

遮光比矮早 3严重
,

旗叶
、

倒 2叶
、

倒 3叶的照度分别只有

芒的 3 5
.

6 4 %
, 2 6

.

7 %和 1 6
.

16 %
。

而矮早 3 的分别为芒的 6 2
.

0 6 %
, 4 3

.

6 5 % 和 2 4
.

5 9 %
。

品种间相比
,

6 棱大 麦西引 2 号各叶层的受光强度比 2 棱大麦矮早 3 平均少 36
.

97 %
。

由于芒所接受的光照强度明显大于各叶片
,

因此
,

它在单位面积
、

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干

物质也就大于旗叶等叶片
。

2
.

1
.

3 叶绿素含量

叶绿素是植物制造光合产物的工厂
,

它的多少直接影响着光合作用的强弱
。

为此
,

我们在灌浆初期选择西引 2 号的 10 个单株
,

对其芒和相对应的旗叶进行了叶绿素测定
。

结

果表明
,

每穗芒内的叶绿素含量为 1
.

n m g ,

而每片旗叶的叶绿素含量仅为 o
.

71 m g ,

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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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芒及不同叶位层的光照强度

渗 胜
净

弧 度 各 叶 层 为 芒 的 % 光 撅 强 度 各 叶 层 为 芒 的 %

艺
,

` 、

珍朋廿

倒
_

兮

镇 忿

璐
_

「

奋

那

叶
_

呼

刻加

渗56 0

2之称Q

飞曲。

1灯0

38
。

6 4

26
。

7 0

16
。

1 6

1 1
。

0 1

1印少奋

1 0嘴如
卜

`

卜

刊公O

42 0必

1 0 0
`

6 2
.

0 6

4 3
。

6习

_

2 4
.

5 .

一愚

叶叶

……套牛…( 表 1 )
。

通过对气象资料的分析明显看出
,

造成此种差异的主要原 因在于受气候生态

条件的影响
。

艺对粒重贡献大小与当年结实期的气温
、

日照和降雨量呈现出规律性的变

化
。

以西引 2 号为例
,

在 5 月份月平均温度较高
、

日照充足和降雨量较少的 1 9 8 2 ,
1 9 8 4

和 19 8 6年
,

芒对粒重的贡献都大 ( 2 3
.

5 %
, 2 0

.

9 9 %
, 2 0

.

3 1% )
。

反之
,

在气温较低
、

日照不足和雨量多的工9 8 3 , 19 8 5和 19 8了年
,

芒对粒重的贡献都较小 ( 14
.

58 %
, 1 8

.

66 %
,

17
.

87 % )
。

矮早 3 也表现出同样的规律 ( 表 1 )
。

芒的这种特性与其特殊的构造有关
,

芒是除了中脉以外
,

很少有残留物的 变 态 叶

片
。

,

它的横切面呈三角形
,

两面有许多气孔
,

表皮细胞短而厚
,

显示出适应干 旱 的 性

状
。

它还常含有多量的硅
,

特别是当临近成熟时
。

在表皮层下面是含有大量叶绿素的绿

色组织
,

有一个大的和两个较小的维管束
。

大维管束乃是外颖中心维管束的延伸部分
。

所以
,

正是由于芒的此种旱生性状
,

在水分供应紧张的情况下
,

才使其更好地发挥其功

能
。

而在水分充足
、

光照不足的条件下
,

它的此种潜力不能完全发挥
,

其作用也就不那

么大了
。

叙 4 盆桨期芒上喷肥增产显若

在探明大麦芒对
一

籽粒产量作用的基础上
,

如何提高芒的光合功能
,

充分发挥其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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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

乃是栽培上要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
。

为了找出提高芒光合功能的有效栽培措施
,

19 8 6~ 19 8 7年以西引 2 号为供试品种
,

在灌浆期对芒进行了喷肥试验
,

结果见表 3
。

表3 灌桨期芒上喷肥对千粒遥影晌 g / 千粒

日 期 喷 水 ( e 儿) 尿 素 (2 % ) 磷酸二氢钾 (0
. 2 % )

次数

(月 / 日 ) 19 8 6 19 8 7 平均 19 8 6 19 8 7 平均 1 9 8 6 1 9 8 7 平均

尿素 + 磷 酸二氢钾
( 2% ) ( 0

。

2 % )

19 8 6 19 8 7 平均

4 / 2 8

5 / 4

5 / 1 1

3 1
。

0

3 0
。

3

3 0
。

4

3 3
。

1 3 2
。

1

3 2
。

4

3 1
。

4

3 1
。

4

3 1
。

4

3 1
。

6 3 4
。

1 3 2
。

9

3 3
.

3 3 4
。 1 3 3

.

7

3 4
.

0 3 4
。

1 3 4
.

1

3 1
。

8 3 4
。

2 3 3
。

0

3 2
。

3 3 4
。

3 3 3
。

3

3 3 。
9 3 4

。

1 34
。

0

3 2
.

6 3 4
.

2

3 3 . 6 3 3
。

6

3 4
。 2 3 5

。

4

3 3
。

4

3 3
。

6

3 4
。

8

表 3 的资料表明
,

灌浆期采取各种喷肥措施均能不同程度地 增 加 千 粒 重
.

(0
.

9~

3
.

49 )
。

从喷肥的种类看
,

增重的趋势为
:

尿素 十磷酸二氢钾 > 尿素 > 磷酸二氢钾
。

从

喷肥的次数看
,

以喷 3 次的效果最佳
。

3 结 论

1) 在大麦的诸光合器官中
,

对籽粒产量贡献最大的是芒
。

其贡献量因品种 类 型 而

异
,

6 棱大麦大于 2 棱大麦
。

芒对粒重贡献卓越的主要原因在于
:

芒的同化细胞结构复

杂
,

光合面积大
,

叶绿素含量多
,

处于功能旺盛期
,

光照位置最佳等
。

2) 芒对籽粒产量贡献还受结实期气候生态条件影响
,

其规律性表现为
:

在结 实 期

温度较高
、

日照充足
、

雨量较少的年份
,

贡献量大
,

均在 20 % 以 上;
而在温度较低

,

光

照不足和阴雨多的年份
,

贡献量较小
,

一般为 14 %一 18 %
。

3) 弄清芒的功能
,

找出其内在规律 及影响因素
,

对育种和栽培具有重要 意 义
。

例

如
,

在制定大麦育种 目标时
,

应将芒放在重要位置
。

栽培中应重视灌浆期芒
_

_

仁喷肥
,

提

高芒的光合功能
,

增加籽粒产量等
。

参加部分试 验工作的先后有郭社荣
、

李军
、

陈乃阵
、

李铁钢等
,

在此一 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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