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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测定了麦套玉米共生期间光照强度变化 ,结果表明 ,麦套玉米光照强度显著低于单作玉米 ,

晴天最为明显 ,有云天气次之 ,阴天和晴天的中午最小 ,这是麦套玉米苗弱晚发的主要原因 。麦套

玉米的光照强度随着间距 、播期的变化而变化 ,间距越大 ,光照越强 ,间距越小 ,光照越弱;播期越

早 ,相对光照越强 ,播期越晚 ,相对光照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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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套玉米共生期间光照强度的大小影响玉米的

生长发育及其产量和品质 ,对此已有一些研究[ 1 , 2] 。

但不同套种时间的麦套玉米与同期播种的单作玉米

光照强度的变化动态研究报道不多 。而研究麦套玉

米光照强度的变化 ,进一步了解光照强度对玉米生

长发育的影响 ,是促进玉米生长发育 ,制定适宜栽培

管理措施的重要前提 。为此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

对麦套玉米畦埂及套种行不同播期玉米苗冠层光照

强度的变化动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旨在为指

导麦套玉米提供理论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试验于 2006年在山东省邹平县长山镇西江农

场基点进行 ,试验地灌溉条件良好 ,地势平坦 ,土层

深厚 ,土质重壤 ,肥力中上等 ,地力较均匀。

1. 1　麦套与单作玉米光照强度观测

(1)麦套玉米 ,带宽 150 cm ,南北行向种植 ,小

麦播幅 80 cm , 6行区。区中间留套种行 30 cm ,距东

西小麦行各 15 cm 处套种 1行玉米;畦埂 40 cm ,距

西行小麦 15 cm ,东行小麦 25 cm 处开畦套种 1行玉

米(下同)。小麦品种良星 66 ,株高 78. 4 cm ,6月 12

日成熟收获 ,玉米于 5月 16日套种 。(2)单作玉米

于 5月 16日播种 ,播幅与麦套玉米相同 ,麦套与单

作玉米 5月 22日出苗 ,出苗后至 6月 12日小麦收

获止 ,每隔 1 d 观测 1 次麦套玉米套种行与单作玉

米苗冠层光照强度 ,共观测 11 d ,每天 5时始至 19

时止 ,每小时观测 1次 ,每天观测 15次 。

1. 2　麦套玉米不同间距光照强度观测

种植方式 、观测时间与方法同 1. 1 ,对麦套畦埂

和套种行玉米苗冠层光照强度进行观测。

1. 3　麦套玉米不同播期光照强度观测

种植方式 、观测时间与方法同 1. 1 ,观测用的照

度计为上海险峰电影机械厂生产 。不同播期观测天

数见表 1。

表 1　不同播期光照强度观测天数

播期

(月 -日)

出苗期(月 -日)

单作 麦套畦埂 麦套行

从出苗至麦收观测天数(d)

单作 麦套畦埂 麦套行

05 - 16 05- 22 05- 22 05 - 22 11 11 11

05 - 21 05- 27 05- 27 05 - 27 8 8 8

05 - 26 05- 31 06- 01 06 - 01 6 6 6

05 - 31 05- 05 05- 05 05 - 05 4 4 4

06 - 05 06- 11 06- 11 06 - 11 1 1 1

2　结果与分析

2. 1　麦套与单作玉米苗冠层光照强度的变化

2. 1. 1　光照强度　麦套玉米共生期间 ,光照强度为

1. 66万 lx ,单作玉米为 3. 29万 lx ,麦套比单作减少

1. 63万 lx ,减少 49. 54%,差异达极显著水平(t=

15. 23>2. 67)。由于小麦遮荫 ,麦套玉米苗期冠层

光照强度比单作的显著减少 ,这是麦套玉米生长发

育不如单作玉米的主要原因 。

2. 1. 2　玉米出苗后不同天气类型光照强度　不同

天气类型 ,麦套与单作玉米冠层光照强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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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天气类型对麦套玉米冠层光照强度的影响(lx /h)

类型 晴天(05 - 30) 多云(05 - 22) 阴天(05 - 25)

麦套玉米 12763. 2 10871. 5 7 115. 0

单作玉米 40490. 6 29511. 9 18537. 3

麦套比单作±

(%)
-68. 48 -63. 16 -61. 62

　　由表 2看出 ,虽然天气有多种变化 ,但麦套玉米

的光照强度均显著低于单作玉米 ,以晴天最低 ,多云

天气次之 ,阴天最少 。因此 ,天气越好 ,麦套比单作

玉米的光照强度减少的越多。

2. 1. 3　光照强度昼变化　由图 1 、图 2看出 ,阴天 ,

麦套与单作玉米的光照强度均较晴天显著减少 ,但

两者的差距较少 , 麦套为单作的 18. 87% ～

61. 32%;晴天 ,麦套与单作玉米的光照均较强 ,但两

图 1　晴天光照强度昼变化

图 2　阴天光照强度昼变化

者的差距较大 , 7:00 ～ 9:00时 ,麦套玉米仅有单作

的 8. 03%～ 9. 39%, 11:00 ～ 13:00 时 ,麦套玉米达

到单作玉米的 61. 62%～ 73. 16%。因此 ,中午前后

阴天 ,麦套比单作玉米的光照强度更加减少。

2. 1. 4　最高光照强度　麦套玉米共生期间 ,玉米冠

层最高光照强度平均为 5. 346万 lx ,最高 8. 19万

lx ,单作玉米平均为 7. 03万 lx ,最高 8. 72万 lx ,麦

套与单作玉米的最高光照强度不影响玉米苗的光合

作用
[ 3]
。

2. 2　麦套玉米不同间距玉米冠层光照强度的变化

麦套玉米共生期间 ,对麦套畦埂和套种行玉米

冠层光照强度进行观测 ,麦套畦埂的玉米冠层平均

光照强度为 1. 996万 lx ,套种行的冠层平均光照强

度为 1. 660万 lx ,套种行比畦埂减少 16. 83%;平均

最高光照强度畦埂为 5. 726万 lx ,套种行为5. 346万

lx ,套种行比畦埂减少 6. 64%;最高光照强度畦埂

为 8. 510万 lx ,套种行为8. 190万 lx ,套种行比畦埂

减少 3. 76%。由此可见 ,麦套玉米的间距越大 ,小

麦对玉米苗的遮荫程度越小 ,玉米苗光照越强 ,反之

则弱。另外 ,光照越强 ,小麦 、玉米不同间距的光照

强度相差越少。这是麦套畦埂玉米根系和苗的生长

发育优于套种行的主要原因 。

2. 3　麦套玉米不同播期玉米苗冠层光照强度的

变化

由表 3看出 ,光照强度随着播期 、玉米苗高的变

化而变化。因此 ,麦套玉米应选择适宜的播期 ,充分

的利用光能 ,增加玉米的生长发育时间。

表 3　不同播期玉米苗冠层平均光照强度的变化

播期

(月 -日)
玉米田

类型

观　　　　测

1d平均值

株高

(cm)
光照

(万 lx)
占单作

(%)

4d平均值

株高

(cm)
光照

(万 lx)
占单作

(%)

6d平均值

株高

(cm)
光照

(万 lx)
占单作

(%)

8d平均值

株高

(cm)
光照

(万 l x)
占单作

(%)

11d平均值

株高

(cm)
光照

(万 lx)
占单作

(%)

05 - 16 单作 50. 0 3. 170 44. 5 3. 719 41. 0 3. 509 36. 9 3. 566 29. 0 3. 285

麦套畦埂 45. 0 2. 460 77. 6 41. 5 2. 710 72. 9 38. 3 2. 467 70. 3 34. 5 2. 325 65. 2 27. 1 1. 990 60. 8

套种行 44. 0 2. 170 68. 5 40. 0 2. 389 64. 2 37. 7 2. 082 59. 3 34. 1 1. 939 54. 4 26. 7 1. 660 50. 5

05 - 21 单作 37. 0 34. 8 31. 4 26. 7

麦套畦埂 35. 0 1. 931 60. 9 30. 5 2. 206 59. 3 28. 2 1. 949 55. 5 23. 8 1. 826 51. 2

套种行 35. 0 1. 612 50. 9 30. 5 1. 822 49. 0 28. 0 1. 586 45. 2 23. 7 1. 467 41. 1

05 - 26 单作 27. 0 23. 0 18. 8

麦套畦埂 27. 0 1. 713 54. 0 22. 5 1. 722 46. 3 18. 2 1. 511 43. 1

套种行 26. 0 1. 403 44. 3 21. 8 1. 410 37. 9 17. 4 1. 202 34. 3

05 - 31 单作 18. 0 13. 0

麦套畦埂 18. 0 1. 449 4. 57 11. 5 1. 359 36. 5

套种行 18. 0 1. 115 35. 2 11. 5 1. 076 28. 9

06 - 05 单作 6. 0

麦套畦埂 6. 0 1. 306 41. 2

套种行 6. 0 0. 994 31. 4

 25 

河南农业科学



谷子动态育种方法的应用

蒋自可 ,刘金荣 ,王素英 ,路志国 ,闫宏山 ,刘海萍 ,刘瑞芳 ,李东花
(安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 河南 安阳 455000)

摘要:动态育种方法是广大育种工作者近几年探索出的实用性较强的谷子育种方法 ,是以对光温

反应不敏感的品种资源为基础 ,选择纬度 、海拔高度差异较大的地点 ,进行异地循环选择 ,进一步驯

化 ,改造后代的适应性 ,选育出适应性较强的品种 。许多品种都是由动态育种方法选育而成 ,如豫

谷 1号 ,豫谷 2号 ,豫谷 5号 ,豫谷 13号等。

关键词:谷子;动态育种方法;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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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杂交育种仍然被认为是最有效的作物育

种方法 ,但是由于该方法本身的特点 ,再加上谷子花

器小的特殊性 ,谷子杂交非常困难 ,且随着少数几个

骨干亲本的集中利用 ,育成品种遗传基础狭窄的问

题越来越突出[ 1 , 2] 。辐射育种也由于后代损伤严

重 ,有益变异少 ,导致应用效果不理想。另外由于谷

子光反应比较敏感 ,育成品种适应性差是比较突出

的问题 ,这就促使广大育种工作者思考一些新的实

用育种方法 ,以解决上述问题 。通过广大育种工作

者的不断努力 ,已探索出动态育种方法[ 3] , N +注入

育种方法
[ 4]
, 动态基因库育种方法

[ 5]
,目标性状基

因库育种方法[ 6] ,太空育种方法[ 7] 等一些比较实用

的育种方法 ,笔者就动态育种方法的应用效果进行

探讨 ,为广大育种工作者提供参考。

1　动态育种方法简介

动态育种方法是为解决谷子品种光温反应敏

感 ,适应性差 ,生产上缺少跨大区种植的当家品种的

问题 ,由河北省农科院谷子研究所提出 。基本思路

是以对光温反应不敏感的品种资源为基础 ,选择纬

度 、海拔高度差异较大的地点 ,进行异地循环选择 ,

进一步驯化 ,改造后代的适应性 ,选育出适应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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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麦套玉米共生期间 ,由于小麦的遮荫 ,使麦套玉

米光照强度显著低于单作玉米 。这种差异以晴天最

为显著 ,有云天气次之 ,阴天和晴天的中午最小。这

是麦套玉米苗弱晚发的主要原因。因此 ,应采取综

合栽培技术 ,提高麦套玉米光照强度 ,达到壮苗高产

的目的。

麦套玉米共生期间 ,玉米的光照强度是随着麦

套玉米间距的加大而增强 ,随着间距的缩小而减弱 。

因此 ,麦套玉米应确定适宜的小麦 、玉米间距 ,在保

证小麦不减产的情况下 ,增加小麦 、玉米间距 ,减少

小麦对玉米的遮荫程度 ,提高玉米苗期光照强度 ,增

强玉米的光合作用。

麦套玉米共生期间 ,不同播期的玉米苗冠层光

照强度是不同的 ,其光照强度是随着玉米株高的增

加而增强 ,随着玉米株高的降低而减弱;随着小麦株

高的增加而减弱 ,随着小麦株高的降低而增强。因

此 ,麦套玉米 ,小麦应选用植株较矮的高产品种 ,玉

米选择适宜的套种时期 ,使之既有利于提高小麦的

产量 ,又能充分利用光能 ,使玉米苗的生长发育提

前 ,提高玉米产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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