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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腐酸拌种对春小麦抗旱性

及产量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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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腐酸拌种对春小麦抗早性和产量影响的实验表明:早地春小麦用黄腐酸拌种出苗率明

显提高,次生根条数和根量增加,根系活力较高。麦苗生攵健壮,叶色深绿,植 株 干 重 增

加。叶绿素含量、叶片含水量增加,叶水势降低。从而提高了春小麦的抗早能力,改善了产

晟结构.每穗粒数,千粒重等均有所提高,平均增产幅度达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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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旱保苗是旱地作物栽培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用生长调节

剂、微量元素和保水剂等化学药物浸种、拌种和丸衣等多种处理措施进行了提高作物抗

旱能力、促进植物生长发育、增加作物产量的大量研究 (刘 效瑞等,1989;韩 发,1989,

陈培元等,1987;许旭旦,1986,K,A.巴 达诺灶等,1983;Kathircsam等 ,1985,

B.C.Ⅲ eLeIiyxa,1987),取 得了不少进展。但由于有些抗旱药品的生理机制复杂而未被

充分了解和掌握,加之成本高,处理不便,抗旱增产稳定性较差等原因,至今未能在农

业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

为了揭示作物因干旱而产量降低的原因,特别是为寻求解决青海省广大干旱山区因

春旱严重影响出苗和作物生产的途径。作者选用新型植物生长调节剂一 黄腐酸 (fulvic

acid)进行拌种处理。对其抗旱的某些生理特性及其增产效应进行了试验研究。结果表

明有着一定的实际意义。现将试验结果报道如下:

衤研究中得到西宁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大力支持。

承蒙陈集贤研究员的审问指正,特此致谢。

本文 1989年 8月 12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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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材 料 与 方 法
(-〉 斌殓区自然环境条件

本研究于 1987-1988年在青海省西宁市彭家褰乡火烧沟村进行 ,海拔 2289米 。年 平 均气 温
5· 7°C,极端最高温为 32°C,最低温为 -18°C,年均日照 2568小时。年降水量 300毫米左右, 农业无

灌溉,属于干旱山区。其中,11月 至 3月 ,月 平均降水量不到年平均降水量的百分之一,4月份只有年
雨量的 6%,年蒸发量可达 1 5sO多毫米。冬季严寒,春季气温低,气候特别干燥,严重缺水,据春播
时 (1988年 3月 30日 )对试验区和大田土壤水分的酒定,0-10厘 米的土壤中含水量平均为 2,4%。

(二)药吕和试验材料

研究中所用的黄腐酸是河南省化学研究所沙门试验厂的产品,其原料是一种风化煤,该产品为棕
黑色粉末,无臭无毒,元素组成为,C:55.77%;H:1.82%:0:14.91%,N:1.20%;s:0.3o%,
其活性基团的含量为:总酸性基 9.dO毫摩尔/克;羧基 8.45毫摩尔/克,酚羟基 0.95毫 摩尔/克 ,醌
基 2.24亳摩尔/克 ;甲氧基 0.01毫 摩尔/克 ,产品的有效成分含量大于 85%。 供试春小麦品种为 415
(青海省农科院提供 )。

(三)试验设计和方法

田间试验按对比法设计,分小区试验和大田示范,每小区试验面积为 0.1亩 ,大田 3亩 ,各重复
3次。据许旭旦 (1986)在 河南省 40多个试验点的药量试验报道及作者 1987年的浓度试验结果,本
试验药量按每 100公厅小麦种子用 400克黄腐酸的最佳浓度计算使用。拌种时,先将黄腐酸用水溶解,

然后用水溶液拌种,并以清水拌种为对照。施肥和播种同步进行。

在不同生育时期,观察记载小麦的出苗时间,出菌率,测定根的长度,根鲜重和干重以及其它主
要生理指标。叶水势用美国产 3000型植物水势测定仪测定,叶绿素含量用分光光度法测定,根系活力
按c-萘胺法测定,地上部和根系重量的测定是先把挖取的完挂植株按地上部和地下部分为两类,冲去
泥土,称重,然后将鲜材料在 105·c烘 15分钟,降温到 70°C烘至于重,最后以烘干重计算地上部干
物置和根冠比。

二、结 果 与 讨 论
(-)拌种对春小麦出苗的影响

田间小区试验结果和大田示范结果一致表明,黄腐酸拌种的出苗情况比对照好。尤
其在干旱、气温偏低年份,处理与对照之间的差异更为突出。如 1988年春旱严重,气候
寒冷,土壤含水量不到 3%,试验地于 3月 30日 播种后,到 5月 22日 才基本出苗,据
田间观测,对照组每亩基本苗为 20.6万 株,拌种处理的每亩可达到 22.1万株,出 苗率提
高了6.9%,出 苗时间提前 0.5-1天 。出苗比较均匀,整齐,苗情也较好。

此外,1988年该村在阳坡山地播种较早的大田,播种后长时间没有下雨,麦种变质
严重不能发芽出苗,迫使重播或补播其他晚茬作物较多,但是经拌种的小麦其变质程度
明显低于大田,出苗情况好于对照。可见,黄腐酸拌种对干旱胁迫下春小麦的发芽和出
苗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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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拌种对春小麦生长的影响

黄腐酸拌种能促进麦苗根系的生长发育,提高根系活力(表 1)。 在分蘖期,处理组

不仅根系生长快,人上深,次生根的条数明显增多,同时根系活力提高了 16,0%,根量

增加了红.2%。 因此,处理组地上部的健壮生长与根系活力的提高和根量的增加密切相

关。田间的调查数据也表明,黄腐酸拌种的植株叶片颜色深绿,下部叶片衰老有所推迟,

黄叶数和死叶数减少,绿叶数增多,光合面积明显大子对照,地上部干物质积累幅度增

加 (表 2),对提高春小麦的抗旱能力,促进麦苗的正常生长, 提高植株的净光合速率和

增加干物质积累均起着重要作用。

表 1 赏腐酸拌种对春小麦根系的影呐
′
rable 1  

·
I· he effects of seed dressing w· ith fulvic acid on foots of spring wheat

处  理
Treatnen|

次生根 (条 /株 )
N0. of secondarV ‘oots
(No. of r° ots/Dlant)

根系活力(微克/克鲜重·小时)
Vitality of r♀ ots~(ug/g fresh

weight· h)

臼

对  照

ControI

拌  种

seed dressing

12.7

18.0

220.1

310.8

注:表内数据为两年的平均数。
N· ote: Va1Ites are ineans of two yeafs.

表2 费腐曲拌种对春小麦地上都的彩咱

Table 2  'rhe effects of seed dressing with fulvic aGid on grOw· th of abovegrourld of spring `rlleat

处  理
Treatment

株  高
(匣 米)

Platlt height
(c|】 l)

绿叶数 (片/株 )
No. of green leaf
(No.of leaf/

plant)

黄叶数 (片/株 )
No,of yeIIow
1eaf(No. of
leaf/p】 ant)

地上部干物童
~(毫克/株 )
V̌eight oF dry

根
吖R

搅
‰

tteF(:llg/plant)

■
口
一

对  照

Control

拌  种

sced dressing

52.9

53.2

9.· ,

10,7

3.o 107.2

520.8

0.5姓

0.60

表弓 赏腐馋拌种对着小麦叶绿素含丑和叶水势的影咱
'I′母ble 3  

·
rhe effects oF seed dressing w· ith fulvic acid on colltent oF chlorophyll and leaf ·

w·ater

potenual of sprillg wheat

处  理
Treatnent

叶 绿 素 含 量
~ (毫克/克·鲜重)
Conte】!t of ch1oro。 hv11
(mg/g.fresh velghi)

对  照

ColltroI

0,966 -15.93 81,饪 0

拌  种

seed dresslng

1.104 -19.88 83,60

· 139 ·

根干堇(毫克/侏)

liVeight of dfy root‘
(111g/p1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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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可知,对麦苗叶绿素含量的测定结果与上述叶片颜色的差异一致,即处理组

的叶绿素含量明显提高,而且这种现象能延续到灌浆初期,并延迟了叶片的衰老。更为

重要的是 ,拌种后小麦对水分的有效利用明显提高,叶片水势低于对照和叶片含水量高

于对照。表明黄腐酸对改善植株的水分状况,提高植株的水分利用率起着重要的调节作

用,从而增加了春小麦的抗旱能力,这不仅对提高地上部分还是地下部分的生长,无论

是营养生长还是光合速率都是十分有利的 (刘效端等,1989,许旭旦,1986)。 两年大田

示范区与小区试验的结果无明显差别。

(三 )拌种对春小麦产量结构的影响

黄腐酸拌种能促进根系的发育和地上普1‘分的茁壮生长。许多生理过程也得到加强,

这样必然会影响其产董结构,由 表 J看出,单株成穗数,结实小穗数,籽粒数和粒重均

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表4 黄腐醛拌种对春小麦产量结构的影中
·
rabie u  

′
I′ hc effects of scod drcssing lviCh fuivic acid on yieId s!fuctufc of spfing 、vhea!

不孕小穗数 | 每穗粒数

N。.铃:““le|N。 .Inei~eIs
spikelet(No.)|per spike(No.)

处  理
Treatment

平均产量
(公斤/亩 )

f∶1Vera又 e vie1(I
(kg7且三)

穗  长
(匣米)

spike lengtIl
(cm)

结实小穗数
-- (个 )
No~ ot fertiIc
spike1et(No,)

千粒重
(克 )

1 0GO seeds
weight(g)

对  照

Controi

拌   种

seed dressing

143.75

151.25

10.81

11.饪2

3.25

3.85 23,6

.10,1

`】
0.G

从小区试验和大田示范区的结果看出,每公斤种子用 4克黄腐酸拌种均有较明显的

增产效应。据两年 连点测产及考种结果, 在火烧沟干旱浅山地区的增产幅 度 在 ⒋48-
10.5%之间,平均增产 7,0%左右。此外,从处理组植株的外部形态,籽粒形状等方面

观察到,黄腐酸拌种对春小麦均无毒,无副作用。且提取黄腐酸的原料 (风化煤)来源

方便,成本低廉,0.30元 /亩,操作简单,便于推广, 经济效益显著,是一条提高春小

麦产量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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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is OF sEED DREssiNC)WITH FuLViC AcID ON DROUGHT

REslsTANCE AND VIELD OF sPRINCi VVHEAT

Han Fa

(A′or‘ 拓四召sJ PIctcc" rmstinfc or BJ。 I。 9″, rnc C而 imcsc彳ccd c″ v or sci召 Fccs, .Ximi`口 )

·
rhis papcr rcports thc effects of sccd dressing 、vith fulvic acid on drought

resistancc and yicld oF spring whcat. 1· hc rcsults of thc expcriinents point out that

for seed dressing 、vith fulvic acid at dry farn】 1and,  rate of sccdling `vas raiscd

obviously and number of sccondary roots, `Veigh.t of roots and vitality of roots、 v crc

higher than contro1. sccdling gro、`th was hcalth.y and strong. Thc colour of lcaf
was decp grccn and dry weight of plant 、7as incrcascd in trcatment group,·rhe c。n-

tcnt of Ch.1orophy11 and.rate of lvater contcnt of trcatmcnt g· roup 、vcrc higller th.an

tllosc of control and.lcaf watcr ipotcntial of treatment grollp was lowcr th.an that

of contro1. Thus, drought rcsiotancc and yield structurc of spring whcat were illlp—

roved,n11nlber of k.erncls pcr spike and.1 0oo sccds wcight were raiscd and the avc-

ragc rangc of incrcasc in yield reachcd 7,3,.‘ .

K.ey lW.ords: Fulvic acid; spring whcat, nDroght rcsistance, Yicld

O

· 14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