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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生态型大蒜品种生态特性研究
`

1
.

温度和光周期对大蒜鳞茎形成发育的影响

陆帼一 樊治成 ” 杜 慧芳

(西北农业大学园艺 系
,

陕西杨陵 7 12 10 0 )

摘 要 采用蒜种播前温度处理和鳞芽分化发育期光周期处理 法
,

研究了 3 个大蒜生 态

型的 30 个品种在北纬 34
0

18
,

地区秋播日于鳞茎的形成及发育状态
。

结果表明
,

低温反应敏感型

品种在 12 h 日长下鳞茎发育良好
.
蒜种播前用 3 5

一

C处理 扣 d
,

效果较好
.

低温 反应中间型 品

种在 中纬度 地区 自然 日长下鳞茎发育良好
;
蒜种播前用 35 ℃ 处理 40 d 可增加鳞茎重量

。

低温

反应迟纯型品种在 12 h 日长下一般不形成鳞茎
,

「l 长达 16 h 虽可形成鳞茎但发育不良
;

蒜种

播前用 5 ℃处理 4 o d 对鳞茎发育有促进作用
。

关键词 大蒜
,

生态型
,

温度
,

光周期
,

鳞茎

中图分类号 5 6 3 3
.

4 0 9
·

3

大蒜长期无性繁殖造成的品种退化问题 已成为高产
、

优质的限制因素
。

大蒜引种工作

虽 已引起重视
,

但由于对大蒜品种生态型及不同生态型品种的生态特性研究甚少
,

缺乏引

种的理论依据
,

因而地 区间的大蒜引种往往带有一定的盲 目性
,

造成人力
、

物力和财 力的

浪费
。

石桥 佑二等 〔, 〕将大蒜品种按产地纬度划分为 3 个生态型
,

北纬 3 00 以南为低纬度

生态型 ;北纬 36
。

以北为高纬度生态型
;
中纬度生态型居二者之间

。

小川 勉等闭提出
,

低

纬度 品种为低温短 日性
,

对低温感应敏感
,

但短 日性强
;
高纬度品种为高温 长口性

,

对 低温

感应迟钝
,

但长日性强
;
中纬度品种居中

。

作者采用聚类分析法将引自北纬 22
,

~ 45
, ,

东径

77
’

一 1 2 70 的 75 个大蒜品种划分为 3 个生态型
,

即低温反应敏感型
、

低温反应 中间型及低

温反应迟钝型 :3[
。

本试验在此基础上选择部分品种
,

研究不同生态型品种对温度和光周期

的反应
,

为大蒜引 种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材料来源

供试品种为 19 9。 年及 1 9 9 1 年引自我国北纬 23
0

26
`

一 4 5
0

30
,

大蒜产区的代表性品种
,

共 30 个
,

其中低温反应敏感型品种 3个
,

低温反应中间型品种 15 个
,

低温反应迟钝型品

种 1 2个 (表 l )
。

收稿 日期
: 1 99 6

一

0 1一 2 9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二
,

现在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系 ( 山东 泰安
,

27 10 18 )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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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供试品种

生态型 代 号

低温反应敏感型

引种地点

广东普宁

广东 韶关

四川彭县

纬 度

2 3
0

2 6,

2 4
0

5 0 `

3 0
0

5 6 ,

海拔 ( nr )

、 , ~ 2 0 0

O~ 2 0 0

2 0 0~ 5 0 0

低温反应中间型 陆良蒜

都均蒜

二水早

彭县中熟

嘉定 2 号

太仓 白蒜

宁强 山蒜

商县黑皮

改 良蒜

蔡家坡红皮

宝鸡火蒜

三月黄

苍 山蒜

耀县红皮

天津红皮

云南陆 良

贵 川都均

四 川成都

四 川彭县

上海嘉定

江苏 南京

陕西宁强

陕西商县

陕西 兴平

陕西 岐山

陕西 宝鸡

陕西大荔

山东 苍山

陕西 榷县

河北 夭津

2 5
0

0 3 ,

2 6
0

1 5 ,

3 0
0

4 () ,

3 0
0

5 6 ,

3 1
0

2 4产

3 2
0

0 4 ,

32
0

4 8 ,

3 3
6

5 2 ,

3 4
6

1 8 `

3 4
0

2 8 ,

34
6

2 8
`

34
0

4 8
,

34
0

5 1 ,

34
0

5 5 `

3 9
0

0 8 ,

1 0 0 0~ 2 0 00

1 0 0 0 ~ 2 0 0 0

2 0 0 ~ 5 0 0

2 0 0 ~ 5 0 0

0 ~ 2 0 0

0 ~ 2 0 0

1 0 0 0一 20 0 0

1 0 0 0 ~ 20 0 0

5 0 0 ~ 10 0 0

5 0 0 ~ 10 0 0

1 0 0 0 ~ 2 0 0 0

2 0 0 ~ 5 0 0

0一 20 0

5 0 0 ~ 10 0 0

0 ~ 20 0

低温反应迟钝型 临眺红蒜

临挑 白蒜

山西紫皮

民乐大蒜

银川紫皮

银川 白皮

土城小瓣

土城大瓣

开原大蒜

伊宁红皮

阿城白皮
阿城萦皮

甘肃 临挑

甘肃临眺

山西太谷

甘肃 民乐

宁夏平 罗

宁夏平 罗

内蒙和林格尔

内蒙和林格尔

辽宁开原

新祖 乌鲁木齐

黑龙江阿城

黑龙江阿城

3 5
0

2 7
`

3 5
0

2 7 ,

3 7
0

3 0 ,

3 8
,

2 8
,

3 8
0

5 5 ,

3 8
0

5 5 ,

4 0
.

4 1 ,

4 0
0

4 1 ,

4 2
6 3 7 ,

4 4 .

4 5
0

3 0 ,

4 5
.

3 0 `

2 0 0 0 ~ 皿“
、

O

2 0 0 0 ~ 3 0 ( ) 0

5 0 0 ~ 10 0 0

1 0 0 0 ~ 2 0 0 0

1 0 0 0 ~ 2 0 0 0

1 0 0 0~ 2 0 0 0

1 0 0 0~ 2 0 0 0

1 0 0 0~ 2 0 0 0

0 ~ 20 0

10 0 0 or 2 O 0 0

0~ 2 0 0

0~ 2 0 0

101112131514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

L Z 试验方法

试验于 1 9 9 1年 9 月至 1 9 9 2 年 8 月在西北农业大学蔬菜试验站 (北纬 3 4
0

1 8
,
)进行

,

采取温度和光周期双因素设计
.

播种前 40 d 将经过精选
、

大小一致的蒜瓣进行 5
,

20 及

3 6 ℃处理
,

由于低温反应迟钝型品种的鳞茎收获期较其他两类生态型品种迟 35 d 左右
,

所 以蒜种温度处理的开始 日期和播种期均分两批进行
。

第一批为低温反应敏感型品种和

低温反应中间型品种
,

播期为 9 月 20 日 ;
第二批为低温反应迟钝型品种

,

播期为 10 月 25

日
。

鳞芽分化期至采收期进行 8
,

1 2
,

16 h 日长及 自然日照长度 4种处理
,

第一批开始处理

期为 1 9 9 2 年 2 月 21 日
,

第二批为 1 9 9 2 年 3月 15 日
。

因此
,

每个品种进行 3个蒜种温度

处理 又 4 个光 照长度处理
,

共 12 个处理
。

试验地按光周期处理设 4 小区
,

每小区面积

7
.

7 m
2

.

播种行距 20
c m

,

株距 8
.

8 c m
.

除自然 日长区外
,

其余小区架设 弓棚
,

棚高 1
.

5 m
.

12 及 16 h 日长处理区
,

每棚内挂 10 o w 白炽灯 4 只
,

距地面 l m
,

弓棚上的遮光材料用双

层白布及黑布罩 ( 白布在外 )
。

日长处理时间从 8
:

00 算起
,

s h 日长处理 区从 16
:

00 开始

遮光 ; 1 2
,

16 h 日长处理区从 1 9 :

00 开始遮光
,

光照时间不足部分用 白炽灯补光
,

补光时

间由定时器 自动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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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记载项 目

①形成鳞茎 鳞芽分化后继续肥大
,

形 成 蒜 瓣 和正 常 的 鳞 茎 ( 蒜 头 ) ; ②未形成鳞

茎 未分化鳞芽或分化的鳞芽不肥大
,

只生长叶片
,

未 形成 蒜 瓣和 正 常 的 鳞 茎
; ③鳞茎

重量 单个鳞茎的平均重量 ( g ) ;④二次生长类型 及指数闭 调查外层型二次生长 ( S G o)

及 内层型二次生长 ( S iG )的级别
,

按公式 〔艺 (级别 义株数 ) 〕 x (4 级 x 调查总株数 )计算二

次生长指数
。

2 结果和分析

2
.

1 温度及光周期对大蒜鳞茎形成的影响

农 2 沮度及光周期对大蒜鳞茎形成的影响

生态型 品种代号

低沮反应 l

敏 感 旦 2

自然日长 16 h 日长 12 卜日长 s h 日长

5℃ 20℃ 35℃ 5℃ 2 0℃ 35℃ 5℃ 20 ℃ 3 5℃ 5℃ 2 0℃ 35℃

△△△△△△△△△△△△△△△△△△△△△△△△

△△△△△△△△△△△△△△x△△△△△△△△△△△△△△△△ △△△△△△△△△△△△△ △△△△△△△△△△△△△△△X△△△△△△△△△△△△△△△△△△ △△△△△△△△△△△ △△△△八九△△△△△△△△△△△△△△△△△△△△△△△△△△△△△△△△△△△△△△△△△△△△△△△△△△△△△△△△△△ △△△△△△△△△△△△△△△△△乙△△△△△△△△△456789101112131516171418低沮反应

中 间 且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义XXXX△XXXXXXX△XXXXXXX△XXX又X

XXX△

△△X△△△X△△△X△△△X△

△△△△△△△△△△△△△△△△△△△△△△△△△△△△△△△△△△△△△△△△△X△△△△△△△ △△△△X△△△△△△△△△△△△△△△△△△Oón
ú,二内̀,曰盛吸仁é̀Ut叮.̀石n廿n1孟几̀,目Ò口̀Ò心̀介̀内̀,自几̀勺口低沮反应

迟 钝 型

注
: 一 苗冻死

;△ 形成鳞茎 ; x 未形成级茎
.

从表 2 可看出
,

低温反应敏感型品种在 8 ~ 16 h 日长下均可形成鳞茎
.

蒜种经 5℃处

理的因出苗早
,

冬前幼苗 生长旺盛受冻死亡
;
蒜种经 20 或 35 ℃处理

,

在各 日长处理 区均

可形成鳞茎
。

低温反应 中间型品种除 18 号品种的个别处理组合外
,

在各温度 x 日长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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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均可形成鳞茎
。

低温反应迟钝型品种在自然 日长和 16 h日长下的各温度处理
,

一般可

形成鳞茎
; 在 12 和 8 卜 日长下的各温度处理

,

一般不能形成鳞茎
,

但 2 1
,

2 7
,

28 和 30 号品

种在 12 h 日长下的各温度处理区可形成鳞茎
,

可能与这些品种产地海拔较低响天 (表 1 )
。

在低温反应迟钝型品种 中
.

同一纬度和海拔的品种 由于熟性不同
,

对 日长的反应也有差

异
,

如 29 和 30 号同为黑龙江阿城的两个古老地方品种
,

但前者晚熟
,

后者早熟
,

在杨陵大

田同期秋播时
,

后者的鳞茎收获期比前者提早 30 ~ 38 d
.

本试验中 30 号品种对 12 及 s h

短 日照的适应性也比 29 号强
。

另外
,

上述低温反应迟钝型品种中
,

产地海拔较低的 4 个品

种
,

蒜种经 5℃低温处理的
,

在 s h 短 日照下也可形成鳞茎
,

说 明蒜种 5 ℃低温处理
,

对低

温反应迟钝型中的某些品种有弥补 日长不足
、

促进在较短 日长下形成鳞茎的作用
。

2
.

2 温度及光周期对大蒜鳞茎重最的影响

表 3

生态型 品种低号
自然日长

在不同沮
、

光处理组合下的大蒜鳞茎盖

16 h 日长 12 h 日长 8 卜 日长

5℃ 20℃ 35℃ 5℃ 2 0℃

一 2 4
.

6

一 2 2
.

3

3 5℃

2`
.

4

3 0
.

3

5℃ 20℃ 35℃ 5 C

2428
ù卜娜n石低温反应 1

敏 感 型 3

16
.

3 2 0

2 5
.

3 2 6 ;:
.

;

ZO C

17
.

6

2 1
.

8

3 5℃

1 5
.

9

2 0
.

8

llC们OJqJnl曰
..

…
叮月才rnn,n..`11. .人ǹ,̀低温反应

中 间 型

18
.

7

1 9
.

2

4
.

8

2 0
.

0

13
.

3

5
.

0

1 6
.

7

2 9
.

6

2 6
.

6

2 7
.

9

1 2
.

0

2 3
.

7

16
.

4

1 5
.

8

18
.

2

1 9
.

7

8
.

0

32
.

2

15
.

8

10
.

7

2 1
.

6

53
.

7

2 4
.

8

15
.

3

2 2
.

8

2 6
.

0

2 5
.

0

1 6
.

8

17
.

6 18
.

2

18
.

4

4
.

0

19
.

1

15
.

3

5
.

9

20
.

8

33
.

8

22
.

2

2 1
.

1

12
.

3

12
.

9

21
.

4

15
.

9

l
尸

8

19
.

2

20
.

6

5 1
.

3

22
.

5

10
.

0

32
.

5

42
.

9

25
.

0

26
.

8

20
.

1

2 7
.

3

30
.

9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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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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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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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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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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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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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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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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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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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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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表 3 中数据绘制的图 1 和图 2 表明
,

蒜种温度处理和鳞芽分化发育期光周期处

理对不同生态型大蒜品种的鳞茎重量有不同的影响
。

2
.

2
.

1 低温 反应敏感型品 种 4 个光周期处理下
,

35 ℃温度处理 区最重的鳞茎在 3 个温

度处理 区中占 62
.

5 %
,

其次为 20 ℃区
,

占 3 7
.

5% ; 5℃区 因冬 前苗生 长 过 旺
,

遭受冻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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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

在 3个温 度处理下
,

16 和 12 h 日长 区最重的鳞茎在 4 个光 周期处理 区 中各 占

50 % ( 图 2 )
。

说明低温反应敏感型大蒜品种的蒜种
,

播种前用 35 ℃处理 40 d
,

一般有增产

效果
;鳞茎在 12 一 16 h 日长下发育均 良好

。

.尸城

0
J啥

ǎ%à摇另贫竿

nùJ任

(%)彭忆母贫

泛交
20

温度 /℃

1 6 1 2

自然日长 h/

图 l 最重鳞茎在不同温度处理中的分布次数 图 2 最重鳞茎在不同光周期处理中的分布次数

1
.

低沮反应敏感型 . 2
.

低沮反应中间型 ; 3
.

低沮反应迟钝型

2
.

2
.

2 低温反应中问型品种 在 4 个光周期处理下
,

35 ℃区最重的鳞茎在 3 个温度处理

区 中占 5 7
.

2% ;其次为 20 ℃ 区
,

占 26
.

8% ; 5℃区最差
,

占 16 % (图 1 )
.

在 3 个温度处理下
,

自然日长区最重鳞茎占 4 5
.

2%
; 1 6 h 日长区占 4 2

.

9% ; 1 2 h 日长区占 1 1
.

9% ; s h 日长区

鳞茎发育最差 (图 2 )
。

说明低温反应中间型大蒜品种蒜种播前用 35 ℃处理
,

一般也有增产

效果
;
在中纬度地区种植时

,

鳞茎在自然日长下发育良好
,

在 16 h 长日下由于叶部提早枯

黄
,

反而不利于鳞茎的充分发育
。

.2 礼 3 低温反应迟钝型品 种 在 4 个光周期处理下
, 5℃区最重的鳞茎在 3 个温度处理

区中占 5 3
.

1% ; 2 0 ℃区占 3 4
.

4% ; 3 5℃区仅占 1 2
.

5% ( 图 l )
。

在 3 个温度处理下
,

16 h 日

长 区最重的鳞茎占 75
.

0% ;
自然 日长区占 2 2

.

2% ; 12 h 日长区仅占 2
.

8% ; s h 日长区鳞

茎发育最差 (图 2 )
。

说明低温反应迟钝型大蒜品种蒜种用 5℃低温处理对鳞茎肥大有利
;

3 5 ℃温度有延缓大蒜休眠解除的作用
,

这一生态型大蒜品种的休眠期较长
,

蒜种用 35 ℃

处理使休眠期加长
.

出苗期推迟
,

鳞茎肥大缩短
,

鳞茎重降低
。

鳞茎发育需要 16 h 或更长

的 日照
。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
,

同一生态型品种是作为一个类型的整体对环境条件总体或某些

重要生态因子有着共同的适应性
.

但由于在栽培过程中不断进行生态分化
,

对环境产生了

新的要求
,

同一生态型中的不同品种对某些生态因子的适应性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差异
.

因此在进行异地引种时
,

既要重视同一生态型品种的共性
,

又要了解同一生态型中不同品

种的特殊性
,

以避免引种工作中的盲 目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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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低温反应敏感型品种鳞茎形成及发育对 日长的适应性较强
,

在 12 一 16 h 日长下鳞茎

发育均良好
,

在 s h 短 日下仍可正常发育 ; 蒜种播前用 35 C处理 40 d 可增加鳞茎重量
。

低

温反应中间型品种在中纬度地 区自然 日照长度下
,

鳞茎发育 良好
;
蒜种于种植前用 35 ℃

温度处理 40 d
,

可促进鳞茎发育
,

增加鳞茎重量
。

低温反应迟钝型品种在 12 h 日长下一般

不能形成鳞茎
; 在 16 h 日长下虽可形成鳞茎

,

但发育不 良
;
蒜种于种植前用 S C温度处理

4 0 d
,

对鳞茎发育有促进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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