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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小麦品种在青海海东、海西两类

生态区的性状表现
来

自秦 安  黄 相 国
(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青海省的海西柴达木盆地和海东黄河、湟水流域(以下简称海西、海东,行政区划均为

地区级)同属青藏高原,两地均具有干燥少雨 ,日 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春季气温回升徐

缓 ,夏季凉爽,气温日较差及平均风速较大的气候特点。但由于两地相距数百公里,地形、

海拔、纬度等方面的不同使其在气候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从小麦种植生态区划分,分别

属于西北春麦区和青藏高原冬春麦区(金善宝,1983)。

春小麦是青海省主要粮食作物,其播种面积达 300多万亩占全省总种植面积约 43%,

目前采用的品种有 100多个 ,即
“
多、乱、杂

”
。经整理分析,这些品种的穗型大体分为重穗

型、中间型、多穗型;株 高为矮秆、中秆、高秆;熟性为早、中、晚熟。为了解春小麦对海东、

海西不同生态条件的反应,我们选用不同类型的品种在两地设点试验,试图找出适合两类

生态区生长的品种生态型模式,为春小麦育种及栽培服务。

一`材 料 和 方 法

1.试验地选择

海东地区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 ,纬度 35° 50′ -37° 10′ ,海拔 1800-2800米 ,境内地

势复杂,河谷、平川、高山并存。乐都县位于海东地区中部,纬度 36° 29′ ,海拔 1979米 ,高于

民和而低于西宁市、互助和湟源等县。气候上 ,除相对湿度较大外和黄河河谷的贵德、循

化县较相似,有一定的代表性 ,所以试验设置在乐都县沿河灌区。海西位于青藏高原中部

的柴达木盆地 ,是一封闭式内陆盆地,纬度 36° 18′-37° 22′ ,海拔 3000米左右,在海西地

区南、北两缘零星分布少量灌溉农田,试验点设置在南缘的香日德农场,纬度 36° 04′ ,海

拔 2905米。

决定小麦生长发育及后期产量的各生态因子中气候是主要的。两地气候差异主要表

现在海东比海西气温高、降水多、湿度大、日照短,两 试验点气候见表 1。

“此文及试验均是在陈祭贤研究员指导下完成的,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文 】985年 7月 16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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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验材料及方法

1982年选用高原 338、 80-16品系(中早熟、中矮秆、重穗型);76-393,高 原 614(中 熟、

高秆、重穗型);墨他(早熟中秆、多穗型);高原 182、 阿勃(中晚熟、高秆、中间型)等 7个品
种(系

)。 3月 10日 、3月 28日 分别在乐都、香日德播种。小区面积 18米a随
机排列,3次

重复,行长 6米 ,行距 15厘米,按每亩 30万苗下种。

两地同时记载生育期、基本苗数;孕穗期测定田间漏光率;开花期测定各品种光合速

率(采用气流比色法,室内人工光源,照度 3万 5干勒克斯,叶室温度 25-28℃ ,离休测

定);灌浆期测定小麦光合日进程(田 间采用气流比色法、叶室温度按气温变化控制),灌浆

期随机取 20株测定主穗面积(面积=长 ×宽×厚× 3.8),穗 下节间面积(面积=π ×穗下

节中部直径×穗下节间长度)剑叶面积及叶面积指数。 收获后每小区随机取 20株考种 ,

依小区计产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与讨论

1.春小麦在两类地区的性状差异

(1)干粒重高是春小麦在海西的突出表现  据测定,春小麦各类型品种的干粒重

海西普遍高于海东 1.9-10.1克 ,达 5.7-21%(表 2)。 造成两地粒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

灌浆期气温和日照的不同。海西灌浆期平均气温比海东低 3,6℃ ;>30℃ 高温天气海西
全年仅有 0.7天 ,且在小麦开花期 ,而海东为 4.8天 ,几乎全部出现在小麦灌浆期。在小麦

灌浆期,两地气温表现出相反的变化曲线,海西是以开花期的最高值下降到成熟期的最低

值 ,平均为 14℃。 于此相反,海东是从开花期的较低值上升到成熟期的最高值,平均是
18.4℃ ,全年的气温最高期常常和各类小麦品种的成熟期相一致,这种相反的变化导致两

地灌浆期长短的不同,最后造成粒重的差异。子实生长持续期受高温的影响很大,温度由
15/10℃ (日 /夜 ,下 同)升到 21/16℃ 时,持续期由 60天减到 36天。气温升高促使小麦胚

乳细胞形成速率加快,子粒尽早成熟 ,一般气温升高 1℃ 习减少子粒生长持续期 3天 (王

韶唐,1984)。 海东小麦灌浆期仅 30多 天,而海西可达 50多 天。高温尤其是夜温高,造

成昼夜温差小对粒重影响更大(徐强等,1958)灌浆期海东日较差比海西约少 1.25℃ 亦是

海西干粒重高的原因之一。

造成海西春小麦干粒重高的第 2个原因是海西日照充足,灌浆期海西日照时数比海

东同期多 123.5小时 ,高出海东约 30%,这除了灌浆期长的原因外,同时还因海西日照百

分率比海东高 9%。 弱光照不仅使植株光合作用下降、阻碍光合产物输送,而且还减少子

实胚乳细胞数目,导 致粒重减轻 (L,T,Evans,1979)。

(2)海西春小麦的另一表现是穗粒数少而穗粒重高,穗短、总小穗少而结实小穗多。

穗粒数海西平均比海东低 3.8粒 (表 2),但因干粒重大,海西平均穗粒重反高出海东 0,21

克,穗部性状,海西春小麦主穗长度、总小穗数、不实小穗数均小于海东。如主穗长度海西

是 8.90厘米,变幅 7.35-10.40厘 米,海东是 9.60厘米,变幅 7.38-11.05厘米;总小穗数

海西平均是 15.20个 ,变幅 13.40-17.70个 ,海东是 19.14个 ,变幅 17.10-21.20个 ;不实

小穗数平均值海西是 1,09个 ,变幅 0.50-1,95个 ,海东是 2.30个 ,变幅 1.00-3.48个 (表

、2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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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闸类型品种在回地区光合性状方面左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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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二棱期和小穗原基分化期时间长短和外界环境,尤其与温度有关。此时海东气温略
低于海西同期气温,有利分化时间的延长,促使穗轴长、小穗多的大穗形成。导致小花退
化的关键时期是药隔分化期至四分体期,即拔节未到孕穗中期,此期海东气温逐渐上升并
超过同期海西气温,同时日照差异大 ,海西日照百分率高于海东 4%。 光照减弱、气温升
高是海东不实小穗增多的主要原因。另外,降水多、温度高、植株生长旺盛、田间郁闭造成
下层小穗发育较差。

(3)光合速率高、日光合进程无午睡现象是海西地区春小麦第 3种表现。 ^
开花期对两地各类型品种剑叶光合速率测定表明海西比海东 高 0.55-10.77毫克

co2/分米
2·

小时,达 5.10-38.oo%,各类品种光合速率在两地高低顺序基本一致 (表 4)。

灌浆期测定两地光合 日进程表明,海 西光合日进程曲线较平滑,没有
“
午睡现象

”
特有的凹

陷,即使在午间光强达到最高时 ,叶片仍保持稳定的光合速率 (图 1)。 在柴达木盆地北缘
德令哈地区也有相同的报道(黄庆榴等,1962)。 与此相反,海东则出现较弱的凹陷,表 明
海东小麦有较轻的

“
午睡现象

”
但远较其它平原地区微弱。

(4)穗下节间面积大,其余部位同化面积小是海西春小麦的第 4种表现。
我们在灌浆期测定,各类型品种的主穗面积、剑叶面积、旗叶节以上光合面积海西均

小于海东,但穗下节间面积却相反(表 4)这点独特变化与黄庆榴等人报道相符 (黄庆榴
等,1962),各类品种穗下节间面积海西比海东大 2.07-2o.86厘米

2,约 6-59%。在田间密
度大体相近的情况下(亩苗数海西 26.4万 ,海东 23.7万 ;亩穗数海西 34,5万 ,海东 36,7

万),小麦孕穗期田间漏光率测定海西大于海东近 1倍、(表 4)。 在小麦整个生育期,尤其
是中、后期,海西地区较低的温、湿度等气候条件限制小麦植株的生长量,使小麦个体同化
面积和群体密度均小于海东地区。穗下节间光合能力仅低于旗叶与穗 ,占 小麦光 合能力
的

是16,07%(刘振业,1979),海西春小麦穗下节间面积大可推测是植株适应当地生态环境、
加强自身光合能力的表现。

海西小麦同化面积小、穗下节间长、分蘖率较低等性状适宜高密度群体栽培,大量的
丰产实践也表明,海西小麦的适宜密度普遍高于海东(青科,1976)。

2· 春小麦在两类生态区的共性

不同类型品种在两地小区产量结果(表 2)和方差分析表明(表 5),不 同类品种的产量
不仅在处理间、地区间,以及品种和地区间的相互作用均表现了极显著差异,而且品种间
也表现极显著差异。各类品种小区产量高低顺序两地基本一致,占据前列的是重穗型品
种 76-393、 80-16、 高原 338;居中是墨他、高原 614;最低是阿勃、高原 182。

(1)重穗型品种在青藏高原具有独特的优势

重穗型品种(系 )的产量在两地区均居前列,说明光能资源丰富、温度适宜的高原气候
条件适宜重穗型小麦源强、库大的特点,使其光合速率、主穗长度、总小穗数、结实小穗数
等性状在两地区均优于其它类型品种。

(2)晚熟小麦品种不利青海种植

高原182、 阿勃等晚熟类型的品种在青海两类生态区小区产量均低。这主要由于生育
期过长易遇到海东后期的高温和海西后期的低温,从而减弱光合作用和阻止茎叶中贮存
的同化物向籽粒转移,造成海东高温逼熟,海西低温受害,使正常的灌浆趋向缓慢甚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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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最后导致粒重下降,产量降低,其次,晚熟易受冰雹和霜冻危害,有造成大幅度小麦减

产的危险。虽然在以往较低肥水条件下阿勃在青海尤其海东地区有较大的种植面积,但

随着生产和栽培水平的提高,该品种正在被中熟和中早熟品种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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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 DIVERGENCE 0F SPRING WHEAT
IN HAIDONG AND HA1XI ECOLOClCAL REG10Ns

oF QINGHAI PROV1NCE

Bai Qin’ :n Huang Xlangguo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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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扬 jro)

E.xpcrilalcnts arc conducted in tw· o diffcrcnt ccological rcgions— East Qinghai Iˉ Iaidong

and`Vcst Qinghai Haixi of Qinghai provincc in 1982.

Thc charatcr divcrgencc of spring、vheat (T'″ |c`″ 日
`Jri″`″

.L.)in thc two ccol0gi。al rc-

gions is dcalt svith in thc follou,ing: nct photosynthctic ratc, pcduncle arca, ficld leakagc light

ratc and lO00-kcrnel-wcight of spring、 vhcat.  'rhcy arc higher in IIaixi than thosc in Iiaidong.

significantly high 1000-kcrncl-Ⅵ`cight is duc to longcr filling stagc causcd by lo、
vcr‘‘ir tctllpcra-

turc iI! Iiaixi.

1∶)uring thc filling stagc,thc noontirnc snoozc of photosynthcsis is not found in Haixi, but in

I-Iaidong.

The yiclds of spring小 `hcat varietics of hcavy Car typc`vith largcr pool and strongcr sourcC

are singificantly highcr than those of thc othcr typcs of spring wheat in thc l`vo ccological rc一

gl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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