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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所农业室先后培育出一批高原春小麦新品种,其 中表现较好 ,并 已通过省级

品种审定的有高原 602(1987)、 高原 338(1981)、 高原 506(1978)。 这些品种在生产上推

广使用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十分显著,对 促进青海及邻近省区的小麦生产发展起了积

极作用。本文对 3个高原春小麦的光合特性及生产力进行了分析研究,供育种和品种推

广参考。

一、材料 和 方法

供试品种为高原 602、 高原 338、 高原 506。 于 1987年种植在本所(西宁)试验地内,每品种种 33

行,行长 2米 ,行距 0· 3米。每行播种发芽力好的种籽 41粒 ,田 间管理按西宁地区通用技术施实。分别

于拔节期、抽穗期用日产
^ss^-161o型

植物同化分析仪,在气封式叶室(长方型)内不离体测定新展开

叶片或旗叶的光合作用日进程。同时测定叶面积 (长 ×宽÷!.2),叶 片含氮昱 (N%,用凯氏法测定)

及干物重。开花后从 6月 30日 开始每周测定一次换叶的光合速率 (5洙),测定后取下被测抹的主穗、

每次从穗的中部 10个小穗上取第 1,⒉ 位小花结的籽粒,共 lO0粒 ,烘 干至衡重,称重,统计籽拉形成和

成热过程的干物重及籽粒内含锕量 (N%)的变化。与此同时分别测定被测诛地上部分干物重[茎、叶

(叶鞘)、 称],分析生物量的变化。收获时,每品种随机取样 lO株考种。   ·
.

二、结果 和讨 论

(一 )光合日进程

高原 602的 杂交组合为(欧柔×Bancc Hcdc)× 3987-88(3)。 该品种幼苗半直立,叶

色深绿,基部叶鞘边缘带紫色,分蘖力中等,株高 100厘米左右,适于青海、甘肃等省山旱

地种植。

●本研究得到陈集贤研究员的指导 ,特 此致谢。张双乐参加部分光合测定工作,葛菊椿进行农化分析 .

本文 l⒐ 88年 5月 16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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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 338的 杂交组合为高原 506× 70-84-2-1-4。 该品种幼苗直立,幼苗深绿色,茎

秆粗壮 ;半矮秆、株高 70-80厘米 ,属大穗大粒型品种。适宜于海拔高,气候冷凉干燥的

灌区种植 ,如柴达木盆地灌区,产量较高。

高原 506的杂交组合为内乡 5号 ×小偃 14号 Q 该品种幼苗生长势强,叶片宽短上

举、叶色深绿、株高 90厘米左右 ,适于中等以上肥力水平地区种植 ,整齐度稍差。

这 3个品种共同的特点是株型紧凑,受 光态势良好、高产稳产。

在拔节期(5月 18日 )、 抽穗期 (5月 29日 )由 北京夏令时 8:00-20:00测定 3个品

种的光合作用日进程(图 1)。 其光合速率以早晨及黄昏最低,中 午 12:00-14:00时 最

高,未出现
“
午休

”
现象。光合作用日变化趋于正态曲线。这是青海高原春小麦光合作用

的特点之一。

测定结果表明:3个品种的光合速率有极显著差异(表 1),其中高原 602的 平均值最

高,为 19.902毫 克 ·co2/分米2· 小时
^】

,高原 506为 17,168,高 原 338为 15.154。 但它

们的光合作用日进程总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表 1 光合速率的方左分析

1·

·
able l  ^nalysis 。￡ variance 。f photosyn.thetic 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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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光合作用 日进程

F.ig, 1  The progress 。f photosynthesis during tiine day.

1· 自然光强 sunshine intcnsity;

2.气温.Aif teInperature;
3· 高原 ‘02的 光合速率 Net photosvnthCtic ratc of plateau 602;

4· 高原 506的 光合速率 Net photoaynthctic iate of PIatcau 506;

9· 高原 338的 光合速率 Nct photosynthetic rate of PlateBu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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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且形成期形响光合速率的主要因素

我们对高原 602开花到成熟期间的光合速率与 8个因素作了相关分析。在此期间光

合速率随笔育期的延后 ,由 高向低变化,从而不同程度的掩盖了其他因素与光合速率的棺

关关系。为此,又进行了通径分析,以求各因素对光合速率变化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表 2,3)。

与光合速率有关的诸因素对光合速率的影响是相互制约共同作用的。表 2的通径分

析结果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分析每个因素的作用。对光合速率有正向直接效应的因素为

旗叶宽度 (x7),叶室温度 (X,),旗叶面积 (X:),光照强度 (X2),麦行间湿度 (X4);对 光

合速率有负向直接效应的因素为麦行间温度 (x;),旗叶长度 (x“ )和生育期 (Xl)。

表 2 8个性状与光含速率相关系鼓的用分

Table 2  E)iffeFeIltion of corr0lation oocfficic∶ lts betwecn eight

charaCters and p11otosynthetic rate.

性  状

Cha racter

生育期

Cro△th pcriod(X,)

直 接通径 系数
pi。

Difectˉ p atll

coefficients

相关系数

ofrelation coefficients

`”

=-1· 331836

光强

Light intensity(Xt)
p2, ·̄0.082304

`‘
ipt。 == ~0.976706

′‘2Pa,== -0,0!2363

`‘
‘P3。 ==0· 043840

`‘
,p,y== ^0~023120

′‘‘P‘ ,=·
 -0,238443

`‘
,p,冫 == ~o.525333

/‘号pa,=:o.!0322】

0.1863⒐ 1

-0.054089

-0,907252△ ●

麦行间温度

Tenlperaturc in the
rows oI slheat(Xs)

麦行间湿度

Huinidity in thc rows
of wheat(X‘ )

p” =-0,】 25343

间接通径系数
riipi,

Indircct path cocfficicnts

`‘

ap,,== ~o.001229

`”
P” .=-0· 003083

′,(P” =。 0· 0” 19】

`l‘

p,,== o.084628

`必
p‘ ,=.~o.267467

`np,,==o.5378“
7,8孔 ,=· 0· lO9555

`,lp1,==o.0198⒐
4

`”
p” =~o.o58485

`么
‘P‘ ,== -0.018347

`1,P,,=:0·
18‘ 003

7,‘ P‘ ,== -0.094972
:,,p,,=官 o.0● 1981

`,apa,=:o.0180】
4

r,】 P,,·=. -0· 032755

`,,`之
y·=.0,0384o3

′
,‘ P” =I-0· 027276

7‘ ,p,,==o.】 35506

`,。

p” .=~o.093278

`,,P,,== 0·
035552

`,:p号 ,==o,O1510o

p,)·=0.077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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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室温度(同化室温度)

:rcmperaturc oE
8ssi】】.ilation
chamber(X,)

旗叶长

L.cngth of flag
leafCX‘ )

p‘ ,=:0.282809

′”P1,== -0· 398539

`,p”
~o.o5413】

′,jP” 宫;-0· 060057

′“P” =·
— 0· 006375

`,‘

p寸~_o.124415

`,,p,,=o.125449
7,恣

`念

J·=.0.033`75

`‘
lPly== ˉ0.909354

`‘

;,p,,=.o,0】 9954

`‘
‘p” .̄~o.029846

′‘‘P‘ y==0· 047469

`‘
∶p,,·=.0.089821

`‘
,p,,== o.481446

`‘
:pa,.=o.119619

`,:P】 ,ˉ — 1· 090723

`,2P,,==0·
006514

`,,p,,=. _o.00608,

`,‘

p.,=,o.062377

`,,p,y=°
0· 0● 4018

′“P‘ ,=· -0· 287152

`mp” ==o.125248

去2 (线 )

-0.093223

-0,572622尔 衣

-0.479717△ △

-0,973846乐 本

性  状

Charactef

直 接 通径系数

Piy
Direct path coefficieilts

相关系数

〈∶:。 :relation coefficients

p‘
,==·

~0.391731

P,,=· ()· 656786

旗叶宽

Width of flag
leaf(Xi)

旗叶面积

lllrea of flag

leaf(X:)
P8y ·̄0· 132171

y— 光合速率 Photosynthetic rate;其 他同表 !othcr saIne the Table 1.

Bhagsari,A.s,(1986)认 为小麦单叶光合速率和它的面积间呈负相关关系,本文

表 3中的相关系数也为 -05738。 但在通径分析中叶面积对光合速率表现出正向直接效

应。这是由于在相同的叶面积下 ,旗叶较宽相对地增大了受光面积,而旗叶较长则因叶片

披垂影响整个叶片的受光态势 ,对光合作用不利。从解剖学角度分析 ,禾本科作物叶片上

维管束呈纵行排列,较宽的叶片比较长的叶片排列的维管束要多,而且到茎秆的距离短

些 ,更 易把新同化物向叶片外运送,从而影响光合作用。叶面积是由长度和宽度共同决定

的 ,叶长对光合速率有负向直接效应,叶宽则有较大的正向直接效应,长度和宽度共同作

用的结果导致叶面积对光合速率有弱的正向直接效应。在旗叶完全展开之后,随着旗叶

的生育阶段的推移,植株开始趋于衰老。叶面积通过生育阶段和叶片对光合速率较强的

负向间接效应抵消了叶面积对光合速率的正向直接效应和通过叶宽的正向间接效应。使

旗叶面积̄和光合速率间的简单相关变为负值。      ·ˉ -· ^ ^~~· 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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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rect path. coefficients

′‘】Pl,=· -1.10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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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6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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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 B 各相关立△同的相关系硬

Table 3  Corfclation coefiiCic:lt anlong corFelatiVe varianceB,

Xa X, X‘

X· j

X·
,

`!2== -0.014937

X·首

r1,==0.024594

723==0,466603’ lⅡ
`“

==0.733353t●

′zf=-0· 23526】

7,,== -0.349759●

`1,==0,299240
72‘ =● 0.657699△个

`,,==0,479144△
●

`‘
;=△  — 0.08】 751

X, y

′‘:=· 0· 90。 029◆●

`氵
ε==0.947619●●

y一 光合速率 Photosynthetic rate;其 他同表 l、 2 0thef s3iie the Table l、 2.

温度对光合作用的影响同时依赖于光强和 Cq可利用量。如果这两个方面都合适的

话,那么光合作用将在适当的高温下较快进行。 小麦光合作用的最适温度在 20-25℃ ,

在青海高原中午晴朗无云的天气条件下 ,叶片在叶室内所处时间很短,温度变化不剧烈 ,

且不出现极端温度(最高温度 32℃ ),这就是叶室温度对光合速率有正向直接效 应的原

因。大野义一(1976)在水稻上也观察到这种规律。本文所涉及的叶室温度,实际上可看

作是群体上层直接受阳光照射的旗叶叶片温度,比麦行间温度要高 1-2℃ ,并且更易受

光强的影响(表 3、。 高原地区小麦抽穗后无光合作用致害高温,因而随着温度升高净光

合同化能力也提高。麦行间温度提高尽管有利于光合速率的增加 (';5P” =0.135506),但

由于随着麦行间温度上升朋大了群体的呼吸消耗。从而降低了叶片的净 Co2吸收量。因

此,在通径关系上麦行间温度与光合速率间为一负值 (`” — —0.125343)。 再者随着麦

行间温度上升,麦行间相对湿度下降 (” =-0.3498),在 空气干燥的条件下势必造成

水分过度蒸腾,从而增加气孔阻力,也影响光合速率的提高。

在一定的湿度范围内,湿度影响气孔开度。气孔开度的大小又影响到叶片的蒸腾和
Co2扩散速度 ,进一步影响到叶片的光合速率。所以,麦行间湿度对叶片的光合速率有正

向直接效应。但是 ,在水分过多的特殊情况下,由于根部缺氧,功能降低,甚 至丧失吸收水

分的能力,导 致叶片含水量降低。与此同时叶片气孔开度减小,有时还会关闭,反而对叶

片的光合作用不利。

虽然光是光合作用的能量来源 ,但在青海高原上多为晴朗无云的天气,光照强度一般
处于光饱和点之上。因此在比较不同生育期光合速率变化时,光强并不构成重要的影响

因素。因而其与光合速率间通径关系呈现了弱的正向效应,在配合多因素逐步回归方程

rl‘ ==o.682783。中

r2‘ =△ 0.242441

`,‘
==0.238il`

`,‘
=△ 0.‘ 08690△ I

氵
,‘ ==0· 317603

o.818962中●

o,0`9144

o.054】 31

0.799845(△

o.191004

o.733034△ △

==0.828887个●

==0.136292

==0.114248
·̄0,`80962●中

△=0,z,,538

r‘y.=:~0.814358△ ●‘

ray·ˉ0,186391

`,y自
-0.054089

`,y== -0.507252。
●

′,Y·=·
ˉ 0· °93223

r‘ r·=’
 -0· 572622△ △

′,Y==· ^0· 47971`● ●

`:Y●
=, -0.573846年 中

,
厶

田

侣

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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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光强被删除。
p~3⒈ 1617~0.249795X】 +9.109445为 十 0.302892X5-0.385114X‘

-0.362726X,(R=0.933357料 “-0.01)

在逐步回归方程中影响光合速率的重要因素依其作用大`J`排列为:生育期 (Xl)、 旗

叶宽 (X7)、 叶室温度 (X,〉 、旗叶长 (X“〉、麦行间温度 (X3)。 通径分析的结果与回归方

程计算结果是一致的。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要延缓生长后期小麦叶片光合能力

下降,须加强栽培措施,使用适宜的栽培措施来延缓植株本身的衰老过程,以合理的种植

方式改善群体的通风透光条件。 在育种的过程中注意叶片形态(长、宽比)的改良。从而

达到无论在群体或个体方面都把提高单位叶面积的光合能力与增大绿色叶面积的矛盾得

到一定程度的统一。

(=)旗叶的光合速率

多数研究表明,小麦旗叶的光合速率约为 30毫 克 ·Co2/分米2· 小时
^l左

右。旗叶大

小在14.0-3⒌ 0厘米
2之

间,若每天照光 11小时,固定 82.5毫 克co2是可能的,即每天可产

干物质 37克 左右。(计算方法为:co2->CH.044:30=82,5:,r-56.2,扣 除三分之一

的呼吸消耗后所得结果为 37克左右)。 3个高原春小麦旗叶面积均比资料介绍值大。高原

602为 62,4厘米
2;高

原 338为 58.5厘 米
’
;高原 506为 50.3厘米

2。 3个品种的旗叶光合速

率在开花后开始下降,但衰减速度有差异。高原‘02的 变 幅为 25,04-1756毫 克 ·-cq/

分米2· 小时
^l;高

原 338为 23.69-7.67;高 原 506为 2056-14.90。 单叶同化力(毫克 ·

Co2· 小时
^!)的

下降也有类似的趋势,其中高原 338下降最多,高原 506次之,高原 602下

降最少(表 4)。

旗叶光合速率与旗叶含氮量 (N%)的关系,Yoshida等 (1976)在水稻上看到随着叶

表4 3个品种“叶的光合蓖率及单叶同化力(毫克·co,/分 米
··小时

!̄,毫
克co2小时

^’
)

T ai)le 1  Photosynthetic ratc and assiin.ilation capacity of single flag leaf of three

vafietse.(iilg· Co2/dn12· h-】 , mgCoahˉ
1)

品  种
Variety

开花后天数

1)ayB aFter an.thesis

光合速率
单叶同化力

Photosynthctic rate
Assil△ il atlon Capaclty 0f

single flag lcaf

高原 602

Plateau ‘Oz

高原 50‘

Plateau 506

高原 338

P18teau 338

4
.. 21.o,
“

了I石
1。  17.69¨

π了万
,< !8.17。'△△百

17,56

!0.83
32

~ 20.56
′ˉ

可了「

., 】8,夕 5
1·

π厂丽
^. 14.3】“

了两歹
,9 17.04。̌ ˉ

「;Γ
a< 14,90ˉ'肓 万

5锷 】2揣 夕器 26持 33珲

注:表中分子值为光合速率 ,分 母值为单叶同化力。
Note: In thc table thc nuⅡlerator is photosynthetic ratc and thC denoininator is assiiililation capaˉ

city of single flag le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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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含氮量增加光合速率呈线性关系上升,相关系数高达 0.935(朱根海等,1985)。 我们的

研究结果却类似于 Evans,J,R.,(1983)在小麦上的试验,虽然净光合速率随着叶片含

氮量增加而上升,但达到一定含氮量之后光合速率不再变高,呈现二次曲线关系。高的含

氮量必须与高的光强相配合,如果在低光强下不仅不能发挥高含氮量下的光合潜力,反

而增加了叶片的碳投入,这样往往只能增加生物量而不利于经济产量的形成(朱德群等,

1982;刘振业等,1984;户 莉义次,1981)。

小麦的光合产物与光合面积及其持续期和光合速率有着密切的关系。 3个品种开花

后旗叶的光合速率很快达到最大值,然后又慢慢减少。但高原 602的光合速率、旗叶同化

力均显著高于其它2个品种,且它的旗叶及倒 2叶的功能期持续时间比其他 2个品种长

7天左右,旗叶面积也大于其他2个品种,这就是以下分析中高原 602的 单株产量优于其

他 2个品种的原因之一。然而,光合面积与产量的关系目前尚有不同看法。陈集贤等

(1984)认 为小麦产量与旗叶节以上部分的光合组织的面积及持续期有显著的正相关。但

也有人认为相关关系较小 (Lcdcnf,1982)。

(四 )三个高原春小爱品种的生产力分析

小麦产量由有效穗数、每穗粒数和粒重组成。开花后随着物质分配中心转移,叶、叶

鞘、茎秆的部分物质运转到穗部 ,使 穗部干物重增加,而其本身的干物重减少。开花后一

周左右,叶的干物重占全株的 34△ -4⒈4%,茎的干物重占全株的 3⒍ 7-43,5%;穗 的干

物重占全株的 17.0-22.4%。 到腊熟期叶的干物重仅占全株的 15.5-18.6%;茎 的干物重

占全株的 19.9-27.4%;穗 的干物重增大占全株的 54-64.6%。  旗叶向籽粒提供了绝大

部分干物质。尽管叶片含氮量与叶绿素含量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随着叶片合氮量的增加 ,

可以促进光合作用。但在开花以后随着灌浆进程的发展,旗叶渐渐衰老,含 氮量随之下降。

表5 3个 品种女叶含氮工 (N%)和好社△

Table s The ni“ ogen content oi flag Leaf(N%,)an(l kernel Wt,(mg`a
kernel) 。.f tlaree vatieties.

时间
Ti::le

(日 /月 )
!8/5 30/5 7/` !4/冫 21`7 28″ 4/8 25`8

品种
Variety

高原 602

platcau 602

高原 506

Plateau 506

高原 338

P18teau 338

5.0745 4.0488

4.2782
5.1960
4.lo

3.7924 3.1513

11.03 3】 .90

3.0231

2,6492
49,39

o.5314
94.80

o.58543.8598
9.50

3,4685
19.15

45.20

5.1】 50

3.8,

3.8329
7.45

2.8207
35.70

1.3091

49.00

o.5365
52.80

注:表中分子值为旗叶含氮量 (N%),分 母值为拉重(毫克/粒 )。

Notc: In.t1】 c table tt1.c n】lnlerator is the nitiogeB. conte nt 。.f  Flag. leaf, thc (ienoininator is tlhc

weight 。f a kerne1.

∶ 211 ·

\

1.4847

31.78 ‘2.40

1.69 4.90

4.0`98
8.l,

o
6
一o

 
 
 

︱
o
一

0
 
 
 
7
8
一

o

3
6
一

J
 
 
 
3
1
一

·

6
 
 
 
1
3
一

△

⒊

一2
4
 
 
 

△

一2
5
 
 
 

⒊

一”

4.0623

4.13‘ 5



由于茎、叶物质向穗部的运转而使籽粒的重量不断增加(表 5)。 (罗 春梅,1985;聂毓琦 ,

1985)。

在小麦灌浆期间,光合器官的光合活性对相对生长速率影响很大。按以下公式计算
灌浆期间 3个高原春小麦的相对生长速率。

RGR-ln e丝生二Ⅰ匕 × 1000,
0-′ l

式中 RGR为相对生长速率 ,″】为第 1次取样时单株干重,″ 2为第 2次取样时单株干
重 ;`2-’ !为 2次取样所间隔的时间。高原 602在 灌浆期间的相对生长速率为 53.28mg·
gˉ 1·

天
^】

;高原 506为 48.43毫 克 ·克
^1·

天
^I;高

原 338为 32,84毫 克 ·克
^1·

天ˉ。 高
原 602在生育后期有明显的光合生产优势。单株粒重、单穗粒重、干粒重及经济系数均高
于其他 2个品种(表 6)。

表 6 3个品种的产△囚素

t′ ablc 6  Yield factofs 。f three varietics,

品种

Varicty

学抹拉重(克 )
Kernel、Vt/
plant(g)

-篓拉重(克 )
Kernel Wt`
spike (g)

主穗拉数
Kernels/

Mairl spike

穗拉重(克 )
eincl Wt`
in spike(g)

主 -干拉重(克 )
Kctilc1 Wt`
l O00(g)

经济系数
Econo:ilic
cocfficient

高原 602
Plateau 6o2

高原 506
Plateau 5o‘

高原 338
plateau 338

品种
V8“ ety

17.92

!3,90

K

2.98 61,6 3.35 54.8o o.493

2.08 90.5 2.28 45.20 o.463

777 !4/9 28″ 4`82!/7

4.90 l1.09 24.90 31.90 49.35 54.80
0.ll o.25 o.55 o.58 o.88 1.16

8.15 9.5o 25.6o 31,,8 42.40
o.09 o.】 6 o.19 o.54 o.59 o.96

3.89 7.45

lO.97 2.ll 49.8 2.63 52.80 o.490

3个品种的籽粒干重与合氮量之间有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原 602r=0,9908,高
原 506`=0.9943,高原 338'-o.9945(表 7)。

表7 3个品种的格拉干0(耄克)及合氮止(N毫克/拉 )

Table 7  The 、veight 。f a keinel and thc nitrogen content of a kernel of thrcc

va oetes(mg,N mg/a kerne1)

时间
T iIIle

日

`月

30/6

高原 602

Plateau 602

高原 ’06

platcau 506

高原 338

Plateau 338
o.08 o.14

i9,15

0.36
29.80
0.58

35.70 49.00
o.68 1.08

92.80
1.13

注:表中分子值为单拉重(毫克),分 母值为每粒含氮量 (N耄克/粒 )。
N ote: In.tllc tat)1c thc n.unleratof i‘

 t∶he wei8.ht 。f a kernc1, thc deIlominator is thc nitfogcn coˉ
ntent of a kerne1(N· it g/a Ker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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籽粒干重与含氮量在一定温度范围内均随温度提高而增加,一直持续到成熟。但过

高的温度会缩短干物质积累的时间,对氮的积累的时闸有不利的效应。高的每粒含氮量

经常是由于籽粒大和含氮百分率高相结合而成的。高原 602籽 粒在积累干物质和氮素方

面均优于其他 2个品

·

种。        ′ —          ·· ’

通过以上 3个高原春小麦品种光合特性及生产力分析研究,不难看出,随着高光效育

种工作的深人,80年代中后期培育的高原 60⒉ 在许多方面优于 70年代中后期培 育的 高

原 506和 80年 代初期培育的高原 338。 高原 602的旗叶光合速率 (开花后的平均值〉为

19· 9毫克 ·c0/分米
2· 小时

ˉ
,单叶同化力 12.44毫克 ·co2· 小时

】̄,旗叶功能持续期比

其他 2个品种长 7-10天 ,单株生产力为 17.92克 ,干 粒重 54.8克 ,经济系数 0,493,均

优于高原 506和 I与 原 338。 这足以说明 ,在改良株型和产量性状的同时,研究提高叶片光

合速率,可为小麦进一步高产培育出株型好的高群体光合效率的新品种。

必须指出,青海省栽培的春小麦品种籽粒含氮百分率平均值在全国是最低的地区之

一(丁寿康等,1985)这与籽粒形成期间青海高原平均气温较低有关。这就增大了培育优

质品种的难度。但是,高 原上太阳辐射强度大 ,光 质好 ,日 照时数长 ,光 、温配合好 ,又 为高

光效育种提供了有利条件。在现有高原春小麦育种工作的基础上,经过努力一定能培育

出更好的高原序列春小麦新品种。

参 考 文 尔

丁寿康、钱曼懋、孙开定、全秀天、宋春华,1985,我国小麦品种的蛋白质与赖氢酸含量的遗传与育种问题的探讨,中国

农业科学,(3):34-39。

大野义一(屠曾平译),!98】 ,籼稻光合效率的品种间差异和干物质生产,46-47,农业出版社。

刘振业、刘贞琦,198● ,光合作用的遗传与商种,贵州人民出版社。

刘祚昌、赖世登、佘爸波、安庆坤,1980,小羡光合速率和光呼吸与产量性状的关系,中 国农业科学,(3):11-!’ 。

伊文思 L· T· (崔继林泽),1975,作 物生理学,农业出版社。

朱露群、朱遐龄、铃志红、祁葆滋,1982,冬小麦主茎旗叶光合性状的相关性,作物学报,8(3);199-204。

朱根海,张荣铣,1985,叶片含氮量与光合作用,植物生理学通讯,(2):9-12。

陈集贤、黄棺国,1984,春小麦光合速率遗传研究初报,高原生物学集刊,(2):157-】 63。

罗春梅,1985,小麦穗部的某些光合性能及其与籽拉产虽的关系,植物生理学通讯,(5)27-30。

聂毓琦,1986,农作物高光效育种技术的基础研究及主要农作物光合特性解剖与应用,江 苏农科院 1985年研究简报,

203-235。

sinha.s.K.and^ggarwa1.P.K.,(赵 裕卿译),l⒐ 83,印 度挖掘小麦生产潜力的生理学基础,麦 类作物 (1)37-

41。

Bllagsur1, A. s, l⒐ 86, Leaf photosynthcsis and its corrclation with 1caf ,`rca, C`o` sri·  26(1): 127-132·

「、ans.J. 
·
r., 1983,Nitrogen and photosynsis in the Flag Icaf of wheat (Triticum.aestiVun】 △.). P`u″9 '乃 ”

``,` 72=

29,— 302

Evans, L T., L. T·  、~.ardlaw and R. ^. Fisller, 1975, tl、 e Physiologycal basis of crop yield, in crop phys∶ olo8v,

L. T. Evans, ed. 327— 355, Cambridge 
ˉ
unlv.Press Carnbridge, England.

Ltbenf,J. F。 1982, Morphology and yield in winter whcat Brown in l“ gh yielding conditions, C`op sr氵 .  26(6,:

1115-1120.

I
■

■

·213·



sTUDY ON THE 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RODUCTIV1TY OF THREE PLATEAU VARIETIEs

oF SPRING WHEAT(PLATEAU 602,PLATEAU
338,PLATEAu 5(Ⅺ )

1-Iuang Xiangguo and Cao()uoq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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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c photosynthctic charactcristics and tlac productivity of thrcc iplatcau varicties of spling

whcat (PlatCau 6o2,Platcau 338,Platcau 506)wCre studied. Thc rcsults wcrc as folbws:

l  In th.c d.aily progrcss of photosvnth.csis 。f the thrcc iPlatcau varictics, there lvas ll。

noon nap of photosynthcsis~

2  In thc latc gro、 vth pc· riod, the factors、vith positivc dircct cffccts on photosynthetic latc

wcrc as follows: 、Vidth and arca of flag lcaf, tcIllperaturc of thc assirnilation c1】 anlber, llgilt

intcnsity, tc1△ pcraturc in thc r0玑
`‘
 。f △·hea‘ ; factors、vith ncgativc dircct cffects wcrc llu△ ,iditˇ

in thc ro、vs of 、Vhcat, lcngth of flag lcaf, gr。 ivtl1.stagc.  ~-

3  Anlong thc tllrcc varictics, Plat,2au 61-)2 ha` largcr width an(l arca of flag 1· :dvcs.

highcr photosynthctic ratc and longcr functi,)nai period in flag lcavcs, so thC Variccy possesscs

llighcr rclativc gro`vth ratc, grcatcr 1000 kerneI 、vcight  (54.8g)  and  higller  llarvcst  indcx
(0.493).  

·
rhc varicty platcau 6o2 popularizcd prcscntly i【 l thc production wi11 havc bcttcr ecoll一

ornic results and social bcnc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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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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