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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试验表明 ,植物生长调节剂天达-2116 对冬小麦后期物质转运及产量有一定的调控效应。

主要表现为:提高干物质积累量和花前物质向籽粒的运转量 ,增加了小麦灌浆物质的潜在源;籽粒

饱满指数增加 ,改善穗部性状;提高产量 ,增产幅度为 1.50%～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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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sults of field experiment show ed that T ianda-2116 increased the amount and trans-

po rt ing percentage of dry mat ter accumulated before f low er to the g rain , made the seed more plump

and finally increased g rain yield by 1.5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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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化控栽培技术在小麦上的应用迅速发

展。天达-2116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 ,由山东大

学研制而成 ,其主要成分是壳聚糖 。它在果树和蔬

菜等作物上的研究应用甚多 ,但在小麦上的应用报

道很少。基于此 ,应用天达-2116对冬小麦进行了

不同处理试验 ,旨在探讨其对小麦后期物质转运及

产量结构的调节效应。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

天达-2116来自山东大学;冬小麦品种为西农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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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风或 3级以下的小风天气进行 。

2.3　灌水

抛后待根球固定后缓灌小水 ,抛后 5 ～ 7 d内只

灌簿板水 ,抛栽 7 ～ 10 d后灌水同常规栽培 。

2.4　追肥

秧苗返青后 ,每公顷施促蘖肥尿素 150 kg 左

右 ,拔节期前后施少量苗肥和穗肥 。

2.5　除草

抛栽后 5 ～ 7 d ,每公顷用扫氟特 1 125 ml ,对细

潮土 300 kg ,在田面均匀撒施 ,用药后保持浅水层 4

～ 5 d 。中后期人工拔除田间剩余杂草。

2.6　病虫害防治

病害主要有稻瘟病 、白叶枯病 、纹枯病 ,在田间

刚有发病中心时喷药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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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设计

试验地肥力中等 ,前茬为玉米。采用随机区组

设计 ,共设 8 个处理:A 处理为拌种;B 为拌种+拔

节期叶面喷施;C为拌种+开花期叶面喷施;D为拌

种+拔节期 、开花期叶面喷施;E 为拔节期叶面喷

施;F 为开花期叶面喷施;G为拔节期+开花期叶面

喷施;以只喷等量清水为对照 。拌种浓度为 70倍 ,

叶面喷施浓度为 500倍 。3次重复 ,小区面积为 10

m
2
,人工开沟适时点播 ,其他栽培管理同大田生产。

1.3　测定内容和方法

1.3.1　籽粒灌浆速率的测定　于开花期标记同一

天开花 、生长一致且无病虫害的主茎穗 ,每小区标记

150个左右 ,从开花当天开始 ,每 5 d取 1次样 ,直至

成熟 。上午 8:00取样 ,每个小区取 10个主茎穗 ,沿

地表剪去 ,迅速带回实验室 ,手工迅速剥粒 ,放入称

量杯 。然后置于105 ℃杀青30 min ,而后在 80 ℃恒

温下烘干 24 h至恒重 。在干燥器中放至室温 ,称其

干重 ,并计算灌浆速率。

1.3.2　灌浆物质积累与运转　于孕穗期 、扬花期和

成熟期分别在每小区取 10个主茎 ,然后带回实验室

并置于烘箱中 ,烘至恒重 ,称其干重;并于成熟期测

量单穗粒重 ,计算单茎干物质积累量和花前向籽粒

运转量。

1.3.3　籽粒饱满指数　于蜡熟期和成熟晒干时 ,用

排水法分别测定其最大体积和干籽粒体积 ,计算籽

粒饱满指数。

1.3.4　穗部性状和产量　收获时每小区取样 10株

进行室内考种;并收获 5 m2 ,用脱粒机脱粒计实产。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对籽粒灌浆速率的影响

在小麦整个灌浆进程中 ,灌浆速率的变化主要

通过千粒日增干物质量的变化来反映。图 1表明 ,

经天达-2116处理后 ,其灌浆速率均低于对照 ,其

中以处理 D下降最缓慢 。在达到最大灌浆速率之

后 ,各处理的灌浆速率均高于对照。据花后 35 d测

定结果来看 ,处理 D和 G 的灌浆速率较大 ,分别是

对照的 1.52倍和 1.48倍。

图 1　不同处理对籽粒灌浆速率的影响

2.2　不同处理对后期灌浆物质积累与运转的调节

效应

经天达-2116处理后(表 1),不同处理均表现

出提高物质积累量和花前物质向籽粒运转率的作

用 ,孕穗 —扬花期 ,单茎干物质积累量平均比对照高

0.024 g ,扬花 —成熟期 ,单茎干物质积累量平均比

表 1　不同处理对小麦后期灌浆物质积累和运转的影响

处理
有效单茎干重(g)

孕穗期 扬花期 成熟期

粒重

(g/穗)

单茎积累量(g)

孕穗—扬花 扬花—成熟

花前向籽粒运转

g/单茎 运转率(%)

ck 1.48 1.71 2.87 1.35 0.23 1.16 0.19 11.10

A 1.50 1.75 2.95 1.40 0.25 1.20 0.20 11.40

B 1.51 1.78 3.09 1.54 0.27 1.31 0.23 13.00

C 1.51 1.75 3.09 1.57 0.24 1.34 0.23 13.10

D 1.51 1.79 3.10 1.58 0.28 1.31 0.25 14.00

E 1.50 1.73 3.03 1.50 0.23 1.30 0.20 11.50

F 1.46 1.70 3.00 1.50 0.24 1.30 0.20 11.70

G 1.51 1.78 3.11 1.58 0.27 1.33 0.25 14.00

对照高0.139 g ,花前物质向籽粒运转率平均比对照

高 14.2%,其中以处理 D和 G的效果最佳 。

2.3　不同处理对冬小麦籽粒饱满指数的影响

从表 2可以看出 ,经天达-2116处理后籽粒最

大鲜粒体积和干籽粒体积都有所增加 ,其中以处理

D最大 ,分别比对照增加了 12.16%和 15.38%,从

而扩大了库的内存能力 。

2.4　不同处理对小麦穗部性状的影响

小麦穗部性状是反映小麦单株生产能力的重要

域素之一 。经天达-2116处理后(表3),小麦穗部

·32·

2006年第 7期



　　　表 2　不同处理对冬小麦籽粒饱满指数的影响

处理

百粒最大鲜

籽粒体积

(cm3)

百粒成熟干

籽粒体积

(cm3)
籽粒饱满指数

ck 6.58 4.94 75.10

A 7.01 5.27 75.20

B 7.05 5.36 76.00

C 7.38 5.65 76.50

D 7.38 5.70 77.20

E 7.02 5.28 75.20

F 7.05 5.36 76.00

G 7.20 5.53 76.80

性状有一定改善 ,分化小穗数 、结实小穗数和小穗结

实率均较对照增加;穗长平均比对照增加了 7.8%,

其中以处理 D增加最高 ,比对照增加了 13.75%;穗

粒数比对照提高 3.1粒 ,而千粒重与对照差异不大 。

2.5　不同处理对产量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 ,不同处理对小麦都有一定的增

表 3　不同处理对小麦穗部性状的影响

处理
穗长

(cm)
分化小穗数

(个/穗)
结实小穗数

(个/穗)
小穗结实率

(%)
穗粒数

(个)
千粒重

(g)

ck 8.80 18.50 14.00 75.70 30.50 41.90

A 9.05 18.90 14.80 78.30 31.30 40.50

B 9.35 19.00 15.20 80.00 31.00 41.40

C 9.53 19.10 15.60 81.70 32.80 42.60

D 10.01 19.00 16.00 84.20 33.60 41.50

E 9.25 19.10 15.20 79.60 32.70 41.90

F 9.40 19.20 15.70 81.80 32.60 42.30

G 9.80 19.40 16.00 82.50 33.00 43.00

产效应(表 4),增产幅度 1.50%～ 7.50%。其中以

处理 D最高 ,比对照增产 7.50%,其次为处理 G ,比

对照增产 6.67%。经方差分析 ,处理 D 、G 、C 、F 、B

与对照间差异达显著水平 ,其中 ,处理 D与其他处

理间产量达极显著水平 。因此 ,本试验条件下 ,以处

表 4　不同处理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项目
处　　　理

ck A B C D E F G

产量(kg/ hm2) 6 000.60 6 090.80 6 250.70 6 312.00 6 450.50 6 105.60 6 300.70 6 400.80

比 ck增产(kg/ hm2) — 90.20 250.10 311.40 449.90 105.00 300.10 400.20

增产(%) — 1.50 4.17 5.19 7.50 1.75 5.00 6.67

位次 8 7 5 3 1 6 4 2

理 D效果最佳。

3　小结与讨论

在大田生产条件下 ,研究了天达-2116对冬小

麦后期物质转运及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天达-

2116可以提高花前物质向籽粒的转运 ,促进库的充

实 ,增加籽粒的体积和饱满度 ,改善穗部性状 ,增加

产量。合理应用植物生长调节剂调节小麦生长发

育 、增加产量是毋庸置疑的 ,但生长调节剂不是植物

的营养物质 ,而只是对植物的生长发育有一定的调

节作用 ,所以不能代替植物的正常代谢 ,不能代替

光 、温 、水 、气 、土 、肥等的要求。有关天达-2116对

籽粒品质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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