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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穗型小麦品系生长动态分析

窦全文
,

解俊峰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

西 宁

摘 要 片重德型 小 麦品 系 一 生长动 态分析结 果表明
,

一 较一般概念上的 栽培品 系株型 粗壮
、

高大 在整个 生育期保持较高的有效光合面积
,

形成较高的 生物 学产童
,

根 系发达
,

形 成 大 穗 大粒
,

体现 了 源

大
、

库大的特点
,

茎秆 系统也具 良好的翰导性 能
。

在下 一步超 高产
、

德产品种培育 中
,

植株叶 型及其 合理配 里

是一 个着重要考虑和解决 的 问题
。

关键词 重德型小 麦 超 高产育种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矮秆品种的培育曾对提高小麦产量发挥过 巨 大的促进作用
,

但生物学产量
、

收获指数限制 了产量 的

大幅度提高
。

解俊峰等 认为未来超高产品种的模式
,

必须改变现有栽培品种 的株型
、

叶型 和 穗型结构
,

使植株粗壮大型化
,

占据更大的空间
,

形成较好的支撑和输导系统 叶片宽厚直立合理配置
,

增加有效光

合面积 穗子 巨穗重穗化
,

提高穗粒重增加库容量
。

基于这种设想
,

在培育出 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巨 穗小麦

种质的基础上
,

利用这些种质材料
,

开始进行源
、

流
、

库协调统一 的超高产新型 品种的组装
。

一 是为

实现新的超高产模式研究过程 中选育的高代品系
,

研究其产量形成过程
,

将对未来小麦理想模式的最终

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

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 年在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下红庄育种试验站进行
,

土质为红壤土
。

参试材

料 个
,

品 系 一 由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所解俊峰研究员培育
,

品种青春 为 目前 当地生产上

推广 的骨干 品种
。

小 区 面积 “ ,

行区
,

行长
,

次重复
。

重复计产
,

重复为取样 区
。

每次取样最少 株
,

在生 长过程中
,

对根
、

茎
、

叶
、

孽
、

穗的有关性状进行动态考察
。

灌浆持续期 为开花至达最高粒重的天数
。

平均灌浆速率 一 最大籽粒干重 千粒重 灌浆持续期
。

籽粒充实指数
,

籽粒最大干重积累 籽粒最大体积
。

结果与分析

产且与产盆构成因素

产量结果表明 表
,

一 比青春 增产约
。

群体穗数 比 一 多
,

但穗长
、

穗

粒数
、

千粒重 一 分别高出 约
、 、

在产量构成 因素中
,

穗重是 一 产量高于

的主要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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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数变化和成穗

从单株分孽变化动态看 图
,

一 和 分孽数均在接近抽穗期 时达 到高峰
,

一 的峰值 高

于
,

其后开始下 降
。

一 下降速度较快
、

幅度较大
,

而 下 降平缓
、

幅度较小
,

表 明 品 系 一 的

分孽能力 比较强
,

但分孽成穗率低
。

这与生长过程 中叶面积的消长动态密切相关
。

表 产 和产且构成 因素

品 种 品 系
一

播种密 度
万

乳

群体称数
万

阳
卜

称长 每德小
称数 个

每祖粗数 个
千粒 重

、

产 量
卜

】

收 获指数
巴

一

青春

较 士 一 一
,

一

次生根数 动态及叶面积变化

单株次生根数量变化 图 表明
,

在生长前期
,

一 和 的次生根数量增加趋势较为一致
,

生长

中后期
,

一 次生根较 多
,

且活力持续时间较长
,

这是 一 次生根生长的一个特点
。

从生长开始
,

一 群体叶面积增长较 快
,

孕穗期达到最大 一 叶面积指数远大于
,

之后

开始下 降
,

下降速率较 快
,

进人灌浆期后
,

一 叶面积指数开始低于 图
。

在生长期 内的绝大

部分时期
,

一 单株叶面积 图 远大于
,

后期略低于
。

一 单株分雌数 业 俪
论伍,,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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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单株分粟和次生根数动态

一 一 图 叶面积指数和单株叶面积变化动态

抽穗后单株旗 叶
、

倒 叶
、

倒 叶叶面积变化表明 图
,

抽穗期旗叶
、

倒 叶
、

倒 叶叶面积分别大

于 约
、 、 ,

之后开始下降
,

一 倒 叶叶面积下降消亡较快
。

从抽穗期单株旗

叶
、

倒 叶叶面积组成 表 看
,

一 旗叶的长
、

宽高出 约 和 一
,

倒 叶的长
、

宽分别

高出 约 和
。

表 抽穗期旗叶
、

倒 叶有关性状

品种 品 系 旗 叶 倒 叶

长 宽 长 宽

旗叶叶姿

一 半直立

青春 直立

较 士 环 一 一

干物质积累动态

在生长过程 中
,

一 地上部分群体干物质积累 图 均高于 单株干重积累动态 图
,

一

其生物量 的增长强度和增长量均高于
。

对抽穗后 的单茎
、

叶和穗进行考察 图
,

一 茎 和穗的生

长强度和生长量均高于
,

其叶的生物量也始终高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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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旗叶
、

倒 叶
、

倒 叶 变化动态 图 群体和 单株干物质积 累 动态

,

籽粒灌浆特性

籽粒灌浆生长动态 图 表明
,

一 的千粒重增长强度和 增 长量均 高于
,

但灌浆后期
,

千粒重

下降幅度大于
。

籽粒灌浆相关性状 表 表明
,

一 与 在灌浆持续期无差异
,

但 一 灌浆速

率高于
,

平均灌浆速率高出
,

最大籽粒体积 比 提高约
,

但籽粒充实指数低于
。

表 粒重及籽粒灌桨相关性状

品 种 品 系 最大千粒重
平均灌浆速率

灌浆持续期
最 大籽 粒体积

一

籽粒充 实指 数

、

,︺埃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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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士

王

一幼别正
︷工当

一
一

一一奋
呻 戴

︺,,曰﹄夕吕卜
了茎叶称以

该
厂
, ”

大
, ,

自

八﹁“,︸,五
叫娜十

乐系月司勺矶勺引卜引么上上

︵矛﹄。归益‘卫占脚平

峨

图 主茎茎
、

叶
、

穗干重动态

, ,

图 籽粒增长动 态

茎秆构成和抗倒伏性

表 茎秆构成及相关性状

品 种
品 系

株 高
飞

穗下 节
〕」

倒 节 倒 节
」

倒 节 倒 节
几 浏

长 直径 长 直径 长 直径
,

兰
、

、 少 焦直径

一

直径

一

﹄﹃乃心准勺」一

青春

较 士 一
,

,一

⋯
洁﹃门,洁,土

一 茎秆直径较 粗 表
,

茎秆表现较为粗壮
。

灌浆后期
,

遇非正常强烈风雨
,

一 群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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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伏
。

讨论和结论

等 称近年增加产量大多是提高收获指数的结果
,

但在这方面进一步提高潜力有限
,

故未来

产量 的提高取决于生物学产量的提高
。

新的超高产小麦品种模式提出改变现有栽培品种模式
,

使植株粗

壮大型
,

增加有效光合面积
,

提高生物学产量
,

在现有收获指数不变或提高的前提下
,

在新 的株型模式高

一级水平层次上达 到源
、

流
、

库相互协调从而达到高产
。

在整个生长过程 中
,

无论是群体还是单株
,

一 的生物量增长都表现出明显 的优势
。

一 较对照

形成较大的光合面积
,

叶面积指数保持相对较高
,

且茎高粗壮
,

形成较 高的绿色叶鞘和绿色茎 面积
。

一 保持较大穗部体积
,

较对照高出约
。

在小麦开花后进行光合作用 的器官中
,

穗部对籽粒产

量能力的贡献仅次于旗叶和穗下茎川
。

强大的有效光合面积以及相应强壮根系的配合
,

使 一 在生长

中较对照保持较高 的生物学产量
。

任正隆等川认为
,

小麦不 同品种籽粒的大小首先取决于种子形成期中籽粒生长所决定的库容大小
,

其次取决于 由充实指数所标志的库容实现程度
,

充实指数与灌浆速度呈极显著正相关
。

本试验结果 表

明
,

一 较 形成大的库容
,

最大籽粒体积高于对照约
,

在灌浆前期和 中期
,

灌浆速 率远 大

于对照
,

灌浆后期 因植株倒伏造成籽粒生长下降幅度较大
,

充实指数低于对照
。

所 以 一 植株 的输导

系统 即
“

流
”
是较通 畅的

,

但灌浆后期植株 的倒伏限制了这一功能
,

最终使 一 收获指数下降
,

限制 了

其产量潜力的发挥
。

一 植株倒伏除受不正常气候 因子影响外
,

叶型结构的配置不合理是主要原因
。

飞 提

出小麦
“

理想型 ”的概念
,

许多学者认为理想株型 的叶片以短
、

宽
、

厚和直立为宜
。

一 抽穗后旗叶过长

且不够宽
,

造成其群体上部冠层 叶遮 阴较严重
,

倒 叶叶面积下 降消亡较 要快
,

同时冠层郁闭引起

植株高度增加
,

下部茎节抗倒伏性能变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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