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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分孽芽发育规律及其有效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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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果表明
,

小麦菜芽出现与伸长跟母茎出叶或叶龄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关系
。

主茎形成孽芽数为

冬性 > 半冬性 > 春性
,

导致桑芽数变化的主要栽培因素是播期
。

决定分粟和有效分巢数多少的先

决 条件为播期
。

而确定分萦
、

孽芽有效率的主导因素是个体营养条件
。

主茎和有效粟出叶数在冬

前冬后的分配 上具有规律性
。

通过分析表明争取有效分孽必须采取措施
,

建立分 巢的 冬前 营养

体
,

并需改善个体营养条件
。

关键词
:

小麦 , 分菜芽发育 , 叶龄
;

有效性 , 栽培因素

分坠是小麦重要生物学特性之 一
。

许多研究表明小麦幼苗各级各位分孽及其叶片的出现

与主茎出川之间存在着同伸关系
〔 ` 一 “ 〕 。

这种关系不是绝对的
,

在品种间存在着两种 分 孽 类

型 〔 “ 〕
。

同时对分哗在群体 中的作用
、

分孽的营养关系和成穗规律等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 一 6 ’ 。

但对于小麦分孽跳最基本问题一一分孽节上分孽芽的发育规律
,

迄今尚缺乏专门的
、

系统的

研究报道
。

本文的 目的在于研究不同类型小麦品种分雏芽产生
、

友育的规律
,

孽芽发育的数

目
,

形成有效分孽的条件以及栽培因素对孽芽发育及其有效性的影响
,

为提高分孽利用率提

供理论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 1 9 8 3 ~ 1 9 8 5年在西北农大教学实验农场进行
。

试验地前作小麦
,

夏闲
,

几年未施

肥
,

地力水平 2 5吐 g / 亩
。

试验前测定 30 c m 土层养分含有机质 1
.

0 27 %
,

速 效 氮 53
.

7P p m
,

速 效磷 1 8
.

6 p p二 ,

速效钾 8 8
.

1 4 p p m
。

播前 2二深土层含水多
_

两年分 别为2 2
.

8 % 和 2 1
.

19 %
。

两年降雨偏多
,

生长期间未灌水
,

气候条件正常
。

试验设计选用北京 8 号和丰抗 1 3号代表冬

性类型
,

丰产 3 号和西安 8 号代表半冬性类型
,

郑引 1 号和堰师 9 号代表春性类型
。

处理因

子选用肥力
、

播期和密度
,

采用系统分组设计
,

以高肥
、

低肥处理为基础
。

低肥处理两年均不

施肥
,

高肥处理两年分别施含 N 14 %
,

F
2

0
。 9 %

,

k
:

O Z c %的复合肥 7 5k : / 亩
、

5 0k g / 亩
,

使肥力水平达到这O Ok艺/ 亩以上的产量
。

分设播期处理和密度处理试验 (表 1 )
, 1 9 8 3 ~ 1 9 8 4

年小区 4 nr Z ,

重复二次共 2 0 4个
, 2 9 8 4一 2 9 5 5年为 5

.

s n l 艺 ,

重复一次共 8 0个
。

行距 Z o C m ,

人

工点播
。

观测项目与方法
:

①分叶龄或定时每次每小 区取样 5 株用于孽芽发育的动态观测
。

②每

小区定株 2 。株用于系统记载和在越冬
、

返青时和抽穗后描绘分粟模式图
、

并在籽粒形成一一

本文于 1骊不万万厄弘而6 1丁-
- -

一
1 ) 现在甘肃省 农科 陀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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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浆期取样分析孽芽发育状况
。

用 l k ep p r e eta l
.

〔” 8〕描述的命名系统命名分孽
、

叶片和节

位
,

并推广到桑芽的命名
。

叶龄采用玉I a u 。 〔 “ 〕
描述的方法

,

并用 H al , n
值表示主茎和 分 孽叶

片在不同时期的增量
。

统计分析以单株为单位
,

有关数据均经显著性测验
。

衰 1 试验处理因子及水平一览 万拉 /亩

高 肥 低 肥

. . . . . . . . . . . . . . . . . , 州阳 . . . , . . . . . 吧. , . r ,口 , , , , . r , . , 国. 叫 . . ` . ` . . . . .

~
厄刁 . . . .巴 . . , . . . .

.
.口 . . . .

高 肥 低 肥 高 肥 低 肥
年份

高 肥 低 肥

播期 (月
·

日 ) 品 种 播期 (月
·

日 )

6669
.

2 9

品 种 密 度

丰杭 1 3号 ` 1 0 2 0 3 0

1 9 8 3

l

1 9 84

1 0
。

9

密 度

2 0

2 0

2 0

1 0
.

9

郑引 1 号 5 1 0 2 0 3 0

丰抗 13号 5 1 0 2 0 3 0 4 0

1 0
.

1 6

郑引 1号 6 1 0 2 0 3 0 4 0

加202020
.0自.自0.0

269162330
八Unà氏曰
ù
n曰西甘

三咬一ó98881

1 1
.

6
一

6 2 0

2 结果与分析

2
,

1 集芽产生和发育及其与主在叶龄的关系

2
.

1
.

1 孽芽的发育过程与主茎叶龄的关系

为说明孽芽的变化过程
,

我们将剥叶后肉眼可见的分孽原基 (显微镜下观察到已分化出

鞘叶和第一绿色叶原基 ) 到第一绿色叶伸出该节叶鞘前的一段发育状态称为
“
孽芽

” 。

将孽

芽初现至成穗为止的变化全过程
,

称为
“
孽芽的发育

” 。

在主茎心叶刚露尖 ( 。
.

5一 I c 。 ) 时对不同节位孽芽的产生和发育状态做了分析 (表 2 )
。

以主茎第 4 叶 ( L
`

) 刚露尖为例
,

发现第 3 节 ( N 。 ) 上开始产生孽芽突 起 , 第 2 节 ( N
Z

)

上孽芽 ( B
Z

) 伸长
,

并在叶鞘基部内侧集芽周围可见根原基突起 , 第 1节 ( N
、

)上粟芽 ( B
,

)

伸出叶鞘
,

达到出孽
,

同时其根原基开始伸长为次生根
。

以后各叶均依次类推
。

设 主茎心 叶

为 L
.

时
,

上述关系可概括为 l
, 。

出现时N
二 一 1

节出现孽芽 ; N
。 一 2

节孽芽伸长
,

同时该节出 现 根

原基突起 ; N 一
3

节孽芽出孽
,

根原基开始伸长为次生根
。

由 19 8 4一 1 9 8 5年观察结果表明
,

当

L
二

长度达到 2 c m 以后
,

或其叶龄为 0
.

2一 0
.

4时
,

同节位N
二

即出现 B
二 ,

其高度 约。
.

l m m ,

肉

眼刚可见
,

显微镜下可看到第一 绿色叶原基突起 ; 当其叶龄为 0
.

6 ~ 0
.

8时
,

N
。 一 ;
最先可见根

原基的很小突起
。

孽芽在 N
n

上出现后
,

随主茎叶龄增加
,

孽芽的伸长呈指数增 长 (图 1 ,

表 2 )
。

在 主

茎每一叶 龄 期 ( L
。

) 内
,

B
二

从 o
.

l m m 增 长 到 0
.

4一 1
.

o m m
,

B
。 一 ,

从 0
.

4一 1
,

o m m 增 长 到

0
.

4一 1
.

o c m ,

萦芽处于缓慢增 长期 ; B
。 一 2

则从 0
.

4 ~ 1
.

oc m 增长到 最大 高度 2 一 4 。 m
,

处

于快速增长期
。

可见
,

B
二

在不同叶龄期的伸长变化规律为 L
。

和 L
。 + :
叶龄期为 缓慢增 长 期

,

工
J ,

一

卜 :
叶龄期为快速增

一

长期
。

N
。

上的次生 根在 L
二 , ,

叶龄 期 0
.

6一 0
.

8时产生根原基 小突 起
,

L
, , :

叶龄期变大而 明显
,

后期开始伸长 ; L
, , 。

叶龄期伸长为次生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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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主茎苹芽发育与主赘出叶的关系

B
。 _

名 B
, .

吕

一 _ _ 一一

一一 _ _

一一
- - ~

~
- -

一
~ 一一 ~ 一

~

-
~ 一 ~

-
.

- -
一-

-~

一
~

—

一
-

-
~ .

一
- .

一 -
响

0
.

0 4` 0
.

1 0

0
.

0 4~ 0
.

1 0

0
.

0 4 ~ 0
.

1 0

0
.

4、 1
.

0

0
.

4、 1
.

0

0
.

4、 1
.

0

T
二 _

吕

T
. _

s

T
. ,

s

2
.

0、 4
.

0

2
.

0、 4
.

0

2
.

0、 4
.

0

4L蟋6L

上述萦芽和根原基产生
一

与母茎出叶或叶龄

的关系在主茎和分孽之间表现完全相同
,

并在

不同处理的不同类型品种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 且
』

性
,

环境条件刘
·

其影 ”向甚微
。

孽芽伸长和 。十龄 二
的关系在正常生长情况下也表现出一致性

。

所
以粟芽产生和发育与母茎出叶或叶龄的关系实

狱

为 “
片山同伸理论

”
的引伸

。

2
.

1
.

2 孽芽伸长跟母茎叶龄关系的破坏

观察表明孽芽伸长受环境影响较大
。

当幼

苗在
n
叶期

,

如温度
、

光照
、

肥力
、

密度 等 不

利于幼苗生长时
,

会使 B
。 一 ,

和 B一
2

伸长受到抑

高 至丰执 x 3号 , (场。卜去匆.后的

y 二 A

y 七 A

n 二 7

.

e .
`

x ( r 二 0
.

, , o , 苦子 )
·

:
(B
二 + 0

.

, 9 , 6甘登 )
(

”

骂
日士闻

「

(月 / 日 )

3D 四 i1J 期 叨 五叶 期 别

什龄
“

/
J

/
r

一了!七下|上JI止, |啼JI叮|%

几0.0

图 1 集芬伸长与时间和主塞叶盼的关系

y二 A
.

e
B

·

x

y ” A
·

x B

(
r二 0

.

990 1

(
r二 0

.

991 6 器

怪
) ;

)
n ` 7

制
。

表现为使 B
。 一 :
伸长更缓慢

,

条件改善时可继续发育为分孽
,

条件仍胁迫时则处于休眠状

态
;
使 B

: 一 2

伸长变慢
,

推迟出孽时间
,

甚至只有叶鞘伸长
,

而第一绿色 叶则缓慢伸长或不伸

长
,

最终导致爽芽 未伸出叶
一

鞘枯死
。

当植株叶龄较大时
,

由于生长中心的转移
,

就破坏了这

种关系
。

2
.

2 不 同类型品种主茎形成翼芽的数 目

在同一条件下
,

不同类型 品种主茎形成孽芽的数 目为冬性 > 半冬性 > 春性
。

这种趋势在

早播时表现突出
,

如 1 9 8 3一 1 9 8 4年高肥 I播的北京 8 号和丰抗 13 号分别为 1 1
.

0 , 1 1
.

9个
,

郑

引 1 号和惬师 9 号为 8
.

9 , 9
.

0个
;
而 随播期的推迟

,

这种差异便逐渐缩小
。

如 1 9 8 4一 1 9 8 5年

低肥 V播冬性两品种为6
.

1 , 6
.

0个
,

春性两 品种为 6
.

2 , 6
,

1 5个
。

肥力影响
:

试验在肥力差距很大的情况下
,

F 测验说明肥力降低的减少量仅一半 处理达

到显著水平
,

两年平均减少量分别为 0
.

6 , 。
.

4个
。

密度影响
: 1 9 8 3一 1 9 8 4年从 5 万粒 / 亩增加到 30 万粒 / 亩时

,

丰抗 1 3号在高
、

低肥下分

别减少 0
,

4 5 , 0
.

7 5个
,

郑引 1 号分别减少 0
.

9 3 , o
,

8 5个
。

播期影响
:

两年结果均表明随着播期推迟主茎孽芽数大幅度下降 (表 3 )
,

播期 间 的差

异极为显著
,

且其减少量显著大于肥力和密度处理
。

足见导致不同类型主茎孽芽数减少的主

要因素是播期
。

从表 3可 以看出
,

冬性对播期 反应最敏感
,

半冬性次之
,

春性相对不 敏感
。

播期对集芽数影响的主要原因不 是由于孽芽分化的持续天数
,

而是由于分化时所需积温的减

少 ( r 二 0
.

9 7 01
’ 乖

) 和 日平均气温的降低 ( : 二 0
.

9 4 8 6 ’ 辛
) 所致

。

2
.

3 不 同 类型品种孽芽发育的有效性

在主茎出孽数和有效孽上
,

表现 为冬性 > 半冬性 > 春性
。

如 198 3一 19 8 4年高肥 I播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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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3 .期对主整琅芽旅的形晌及 C V

19 8 3、 19 8 49 18 4、 19 8 5

类 型 品 种
播期 减少圣 变异系教

拓
播期 减少全 变异系数

冬 性

丰 冬 性

未 性

月匕京 8 号

丰抗丈 3号

丰产 3号

西安 8 号

郑引 1号

惬师 .号

3
.

2

3
.

5

3
`

0

2
.

2

1
.

5

0
.

9

1 7
.

3 7

8 1
.

4 0

1 5
.

5 6

12
.

8 3

9
.

5 4

6
.

36

3
.

0

3
。

1

2
。

7

2
.

5

1
。

5

1
.

4

1 5
.

2 7

1 7
。

2 4

1 3
.

5 7

1 3
.

6 7

8
.

1 6

8
.

8 8

品种主茎出孽敛为 6
.

7个
,

有效孽 3
.

2个
,

春性则为 3
.

0
, 1

.

3个
。

随播期推迟差异缩小
。

一级

分孽有效率 ( % ) 和主茎孽芽有效率 ( % ) (主茎有效孽占主茎雍芽数的百分数 ) 有相同趋

势
,

如 19 8 3一 19 54 年高肥播期平均值冬性分别为 5 1
.

4 2 %
,

2 8
.

2 6 %
,

春性为44
.

32 %
,

17
,

13 %
,

但春性对肥力
、

密度的反应比冬性敏感
。

在单株上表现趋势相同
。

从两年播期分别在 10 月 9

日
、

1 0月 16 日高肥 5万粒 / 亩处理丰抗 13 号的单株分孽
、

有效分萦数 分别 为 23
.

55
,

7
.

05
,

1 5
.

6 5 , 4
,

2 5个
;
郑引 1 号为 17

.

5 , 5
.

9 ,

17
.

0 , 3
.

7 5个的数据差异
,

说明播期决定着分孽
、

有效分桑的最大数目
。

总之
,

肥力和密度是影响分集和有效分粟以及分集和集芽有效率的主

要因素
。

由表 4 可见
,

在相同势培冬件下不 同类型主茎有效粟节位基本相同
,

差异主要在于各节

衰 4 主茎不同节位有效苹发生绷率

处理 类型

冬性
,

I 拾

高 肥 低 肥

N I N : N s N一 N o N 龙 N : N * N -

高 肥 低 肥

奉性

10

2
,

5

12

0
.

0

76
.

5

52
.

5

55
.

8

6 0

12
。

5

20

nU八Un“ù

00652000

.171009500

203000

I 摇
冬性

冬性

95

82
.

5

8 2
.

5

72
.

5

7 2
.

5

20

52
.

5

岛8025 0
八Un甘加200

肠万

40万

冬性

冬性

1 00

100

95

100

9 5

10 0

0 0 0 0

一匀几U及叼,J

冬性

冬性

泣:
将期 为 19 83、 1 98 4年结果

,

密度为 19 84、 198 5年给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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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有效孽的发生频率
。

播期推迟使有效孽节位降低
,

肥力主要影响各节位的发生频率
,

密度

对两者均产生显著影响
。

2
.

4有效荣出叶数分配特点与形成有效孽的条件

分集形成有效孽需要的最少叶片数定为叶片临界值
。

在不同时期形成有效蔡要求达到一

定的临界值
,

其变化范 围为 与一 8 ,

少于 5 即成无效
。

通过对
`

有效孽和主茎在冬前
、

冬后生长期出叶分配的分析
,

发现在同一条件下同一品种

冬前产生的有效孽在冬后出别
一

数 目和主茎在冬后出叶数 目基本相等
。

故将 主茎出叶 ( 以壬I a u n

值表示 ) 在冬前
、

冬后出叶的分配加以总结 (表 5 )表明
,

在同一条件下不同类型 品种的冬前

出叶数差异不大
,

但在冬前出叶」: ,

都呈现播期每推迟一周减少一片冬前叶的规律
。

而在冬

后出叶上又随播期推迟都有增加的变化
。

从表 5 还可看出
,

冬前生长期的
一

长短
,

决定着主茎

和有效靡的总叶片数和冬前
、

冬后叶片数的分化
。

冬前生长期长
,

冬前出叶数多
; 反之

,

则

少
。

同时
,

当主茎 的总叶片数多时分孽的总叶片数也相应增多
。

表 5 主茎在冬前冬后出叶的分配 ( H a u n位 )

高 肥
一

低 肥

年份 类 型 1 I V ! I V

冬前 冬后 冬前 冬后 冬前 冬后 冬前 冬后 冬前 冬后 冬前 冬后

冬 性 7
.

8 6
.

9 4
,

0 7
.

0 6
.

9 7
.

3 3
.

5 7
.

1

1 983

l 丰冬性 7
.

6 6
.

0 3
.

9 7
.

1 6
.

5 6
.

4 3
.

6 6
.

8

19 8 4

奉 性 7
.

4 3
.

7 4
.

2 6
.

1 7
.

1 3
.

7 3
.

7 6
.

3

19 8 4

l

19 8 5

冬 性

半冬性

春 性 5
.

9 5
.

2 3
.

5 7
`

3 1
.

4 8
.

4 5
.

3 5
.

4 3
.

5 6
.

8 1
.

4 7
.

8

由于大于叶片临界位的分孽才能成为有效孽
,

所以争取分孽在冬前有一定的营养体是十

分重要 的
。

根据本试验结果表明
,

在关中地区 10 月下句播种为冬前能否产生分桑的转折期
,

而 10 月 20 日前播种又是分桑形成营养体的关键
,

这在生产士
.

必须予 以充分重视
。

3 结 论

3
.

1 小麦分孽节上桑芽和根原基 的出现与伸长跟母茎出叶或叶龄之间存 在着 严格 的关

系
,

这种关系在主茎和分孽之间表现完全相同
,

在不同类型品种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

3
.

2 不同类型品种在主茎形成孽芽数上表现为冬性 > 半冬性 > 春性
。

对播期的敏感程度

为冬性 > 半冬性> 春性
。

3
.

3 在分孽
、

有效分集和分粟
、

孽芽的有效率上为冬性 > 半冬性 > 春性
,

春性对肥力
、

密度反应敏感
。

决定分孽和有效桑多少 的主导因素是播期和冬前生长期积温
,

确定分孽
、

孽

芽有效率 的主导因素是个体营养条件
。



2 忍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l e卷

3
.

4 主茎和有效粟在冬前
、

冬后出叶数目的分配上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

通过对有效桑出

叶数目及分配等多方面分析
,

说明争取有效分孽首先必需采取适宜 的栽培措施
,

改善个体营

养条件
,

建立分孽的冬前营养体
。

本文承篆沈媛清教授
、

王德杆副研究员审阅
,

蒋纪芸副教授给子 多方币帮助
,

谨农致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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