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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丰产3号 属于过渡型小麦品种生态型。1988-1985年 、在青海省西宁和格尔本 进行了春
播试验。表现生长发育正常。生育过程中表现了

°
两长一短

”
的生育特点。即播种一生理拔

节阶段和抽穗一成熟阶段长,生理拔节一抽穗阶段短。3-15℃ 是其自间春化 温度。过渡型
小麦品种具有较广的生态适应性.

关键词:过渡型小麦品种;青海高原,春播

青海高原属我国春播小麦种植区。以品种生态型而论,使用春型品种是其传统。根

据生态试验,重新认识过渡型小麦品种在青海高原的生育特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

实际意义。

一、材料和方法

参试品种是丰产 3号 ,由陕西省提供种子。据全国小麦生态研究,其生态型属过渡

型 (金善宝,1991)。 以青海省的春型品种76-63-1为 对照,它虽不是青海的 主裁品种 ,

但参加了全国小麦生态试验,经研究,它的着性很强 (金善宝,1991)。

试验地分别设在西宁和格尔本的青海省农林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和格尔本市农业科学

研究所试验农场。

·本试验是国家自然科学基全资助的小麦生态研究的一部分,

本文1992年 10月 28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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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1985年 3月 8日 、 3月 9日 、3月 11日 和8月 22日 、3月 23日 、3月 2‘ 日,是两

地 3年的春播 日期。种子未经春化处理。小区试验。常规管 理。及 时 调 查、考种和瓣

产。

结果与分析

(-)试验地点的有关生态条件

西宁位于青海省本部湟水谷地,地理座标是北纬86° 87′ ,东经 101° 46′ ,海拔22612

表 1 19“-1985年5-9月一些气候数据的平均值

TnIIe 1  MOnn valuo of sOIne clinaatic dntuln.tro1o. March

to sop(o:nbor du.riog 1985-1985 
ˉ

项 目
西宁 Xini允 g 格尔木 Geermu

7月 |8月 |9月

Ju1·
|A岷 lsⅡ

·

5月 6月 7月

1te 1】

在月

Apr.

8月

人 ug.

9月

scp.

3月

Mar

6月

J11n,

3月

Mar.

‘月 5月

Apr. |Iay May J】1:1. Ju1,

平均 日均温

^.verage daynlean temp~

e ratufe(℃ )

o,7 11,6

12,o

6.5

12,1

84.s

平均昼夜温差

Auerage teˉ

illp era tuFe

difference

of day and

night(R〕 )

-4.5

t1.9

平均 日最低温

度

Average d8y

iawest tc

p cratufe

(·C)

平均日长(时 )

人 vcragc da)

Je lgth(h)

平均辐射量

(卡/匣米
2)

Jlvef8gc ra

diatioil of
332,4

tlle s.】 11kcil-

1。 rio/tmo

12,3 11.7

14.1 13,o

5.1

l1,1 1】 ,o

2,3

595.o 623.4

17,5

9,3 13,2

1】 .3 16.5

582,1500,4

o,9

11, o

-0.512,o 6.‘12,6 】5.o 16,o 16,88,1

14,614.6 11,6 12,6 13,3 11.o 1a.8

11.11.6 6,7 9,8 10.9

11.1 11,li 11.9 13,1la.1

o.320,7 71.8 71.3 78.^ 66,8 ‘3,o 2.1

-6,6 -0,2

‘25,6 555,7谘26.e ‘GO.8120,8 135,6 犭53.4

降雨量(毫 米 )

p Fecipitsti

on(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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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格尔木位于柴达木盆地南缘,格尔木河畔,地理座标为北纬 36° 25′ ,东经 9压
°
5改

′
,

海拔2807.7米。

气候冷凉,变化较平缓。昼夜温差大。夜温低。太阳辐射强烈。天然降水少,格尔
本尤甚,但可灌溉。

1988-1985年 ,小麦生长季节的一些气象数据平均值见表1。 据报道,6、 7、 8月 的
平均温度若低于13-1姓 ℃,就不能种小麦了(Monograph.A.1985)。 而西宁和格尔木
这 3个月的平均日均温都高于这种界限温度。湟水和柴达本农区都有灌溉之利。

(二)生育期

表 2所示,丰产 3号小麦在西宁 8月 上旬播种,5月 中、下旬达生理拔节期 (植株
主茎基部第 1伸长节间达0.2-0.5厘 米),6月 中、下旬甚至7月初进入抽穗期,成熟期
在 8月 中、下旬,在 格尔本3月 中下旬播种后,5月底达生理拔节期,6月 中、下旬为
抽穗期,8月 下旬或9月 初达成熟期。由于温度较低,生育进程较慢,致使丰产 3号小
麦的春播生长季节从8月 延续到8月 。

表 2 品种的生育期 (月 /日 )

△ablo 2 The s(nges oF groW.IL period for cul‘ iVaro(nlo二th/day)

西宁 xiiin g 格尔木 GeeFulu

午 度

Ycar

生理拔节期

Physi-e1o¨

ngrllion

stago

生理拔节 期

Physi-eI-

ollgatio。

stage

抽穗期

Heading

stagc

成熟期

M aturati

o:l st8ge

播种期

sowing

stage

成熟期

Maturati¨

on st88。

76-63-1

1983

1981 3/8 5/19

1985 3/9 5/】 o

3/11 5/26 6/23 8/23 3/23 ε/18

5/25 6/16 8/31

5/18 o/19 8/17

5`′24~ b`· 21

o/】 5

6/21

8/2衽

3/22

8/23

8/16

丰产8号  Fengchan Nσ.3

1983 3/11 5/24

1984 3/8 5/21

1985 3`′ 9 5/19

6/17

3`′ 2‘ 5/28 6/25

6/23

6/15

8/23 3/23 5/al 8/21

8/17 9/|1

3/22 5/29 6/29 g/22

同样条件下,76-63-1品种的生育进程也不快。在西宁,与丰产 3号 相 比93年中

大体上同期播种,同期成熟。在格尔木,比丰产 3号早熟5-6天。

以丰产 3号为代表的过渡型小麦品种在青海高原的春播条件下,能够完成生长发育

全过程,表现了对青海高原的生态适应性。

〈三)生育天铮

1,全生育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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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8看出,3年平均,丰产 3号在西宁的全生育天数是163天 ,比 76-63-1还 少两

天 (165天 ),在格尔木,丰产 3号全生育期为156天 ,比 76。 68-1多 在天 (152大 )。 经方

羞分析,丰产 3号在两地 3年的全生育天数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

表 了 品种的生育天数

Tab1o 6  ∶rhe days of grOW(h period for cu【 tivaFg

格尔本 ceermu

年 度

Yeaf

种一生
拔 节

生理拔节一 |

抽 穗 |

physi-ei-l

l°

ngat1° n
.to heading

抽穗一成熟|

∶
】
茗:∶ ~|

atio n

|生理拔节一 |

|抽 袖 |

phvsi-e1。 ˉi

lngalion to

Peading

抽稚一成熟播种一成熟播种一生理
拔 节

sowing t。 sowing t。

m atufati- physi-e】 。一
|

ngalion

播种一成熟

sowing to

p‘ly si-elo-

i‘ gation

|Heading

lto :Il a ttlr-

lat1 0il

soving to

matufati-

76-63-1

1983 167 62 28 58 148

198‘ 168 62 22 160

1985 160 57 82 59 】48

丰产3号  Fengchan No.3

1983 30 63 】67 69 17 68 154

1984 74 25 03 05 28 68 161

1985 71 85 5碴 160 68 31 153

过渡型小麦品种丰产 3号在青海高原春播,虽然全生育期长,但也恰在当地小麦种

植季节内。重新考虑品种类型搭配,从生长发育的角度看,过渡型应有发展前途。

2.生育阶段天数

播种一生理拔节、生理拔节一抽穗、抽穗一成熟,分别体现了营养生长为主、营养

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生殖生长为主的 8大生育阶段。丰产 3号和76-63-1一 样 ,表现了
“
两长一短

p的
生育特点,即播种一生理拔节和抽穗一成熟阶段长,生理拔节一抽穗阶段

短。在西宁和格尔木,丰产 3号的 3段生长天数各为71-7硅天和65-69天 ,25-35天和

17-81天 ,54-63天和54-68天。

3年数据平均,这种生育特点如图 1示意。

(四 )田 间春化的强光条件

对于过渡型品种的春化温度和所需时间,· 各地学者过去有不 同 意见:Gupta,U。
s.(1978),认 为是2-5℃ ,经 20-25天 ,木原均 (1954)认为是3-15℃ ,需 20-30天 ,

我国崔继林等 (1055)认为是5-8℃ 或更低。
^据

小麦生态研究:在种子未经春化处理的

田间条件下,田 间春化包括在播种一生理拔节阶段内。

丰产 3号小麦播种一生理拔节期间的温光条件见表4。 两地的平均 日均 温在7-9℃

范围内。若把这期间日均温分解为0-8℃ 、3-5℃ 、5-8℃ 、8-15℃各 段,计算 它们

| 76 | 2: | 63 |
1-— |— |— |

|   72   |   27   |   69   |

|_T厂 |ˉI厂 |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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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育阶段天数

rig. 1 E)ays of phase。 F gr。 vth and developm.e红 I

I.播种一生理拔节 so平ing to physi-eioigation;

Ⅱ,生理拔节一抽穗 Phy“ -el。 ngation to heading;

皿,抽穗一成熟 I-Ieading to maturation.

的积温,则后两个温度段的积温值大,其次是3-5℃ 的积温值,而0-3℃ 的积 温值最

小。平均日长都在长日范围内。这表明,以丰产 3号为代表的过渡型小麦品种在青海高

原春播,3-15℃是其完成田间春化的保证温度。

在田间春化得以通过的基础上,温度较高些,可加快生育进程。经计算,丰产 3号

播种一生理拔节阶段的平均日均温以及日均温0-15℃积温都与这段天数之间呈 负相关

趋势。由于这个阶段中生育温度低 ,生育进程慢 ,致使其天数较多,3年数据平均,在西

宁和格尔木,这段天数各占全生育天数的姐.8%和在3.1%。

(五)产且性状和产n,

从表 5看 出,在丰产 3号的产重三要素巾,株穗数与穗粒 数 多于76-63-1,千 粒重

·2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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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丰产6号小麦播种一生理拔节 温光条件

△·aboe 4  The pllato-‘ e=n;,er‘ lture Condi‘ iolls d】 Iring goWillg to pLo.日 ,-

elongation for !Fengc泌 gn No.‘ cu【 tivar

项    目

【te nl

西宁 Xining 格尔木 CooriIlm

1983 1984 1985 】983 1984 1985

平均日均温

Al`erage da、  nle a n

tenlperatu fe(℃ )

平均日长(时 )

Average day-length(h)

日均温0-8℃积温·

o-8°C accunllated te血 peˉ

rature

7.o

13,1 13.o

7.1 7.6

ls,o

11.1

7,2

13.4

29,1

13,‘

8.4

6.1 11.115.o lO.2

日均温 3-5℃积温

3-5℃  accu血 Iated te扭 perˉ

ature              ·

40,o 43,9 20,2 22.8 11.2 48,o

lO5,1

日均温 5-8℃积温

5-8° C accu血 lated tempe o

attfe

86.座 l19,9 lO0.7 70,2

日均温 8-15℃ 积温

8-15·C· accunllaled tempcfˉ

●tuFe

110,5 397.5 212,3 181.2 110,2

.· 积温氵度·日;Acctmlated;de‘ ree¨ day

低于76-68-1。 但小区产量,除西宁1984年外,均 以丰产 3号产量高。

关于小麦灌浆适宜温度的报道,多数是20-22℃。抽穗一成熟,包括着籽粒灌浆过

程,也有的研究认为,这期间的适宜温度是16-22℃ (AII胚 HB△eB.9.且 .1985)。

表 6列出丰产 3号小麦抽穗一成熟期间的一些气候条件。在有灌溉保证水分供给的

条件下,西宁和格尔木的平均日均温在16-18℃ 范围内,与 16-22℃的适温范围相符。

昼夜温差大。辐射强。6-8月 的夜温又低(表 1)。 这都有利于有机物积累。由于气候冷凉 ,

抽德一成熟过程长,3年数据平均 ,两地的这段天数各占全生育天数的36.8%和 40.6%。

灌浆过程长,有机物积累多,使得过渡型小麦品种在青海高原的春播条件下有可能获得

较高的籽粒产量。这也说明过渡型小麦品种在青海高原的生态适应性较强。

论

(一)随着育种工作的成就和种质交流的频繁,过渡型小麦品种大量涌现。这类品

种不但把典型的春型品种和冬型品种衔接起来,而且在种植地域上也应该有较广泛的分

布。

本文的过渡型小麦品种在青海高原春播,生长发育表现正常,能够实现从种子到种

子的完整生活周期。与春型参试品种相比,成熟期大体相同或稍晚,全生育天数大体接

+
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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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 5 产】性状和产】

Table 6  1|】te ch】racters of yio10 nild yieId for cu.l(ivars

西宁 父ining 格尔木 Ccefnu
年 度

y。 ar

株穗擞

N‘ nlber

of spike

otl per

plant

i 称粒数

|Number。 f

grain ln

per spike

袜德数 i
Nuniber |

of spike

on per Pl-

ant

产簋 C宽/

米2)

Yield(g/

ii 2)

|干粒重(克 )|产 量(克
`′

|l O00 seed|米
2)

|ψ cight(g)|Yicld (g/
|       |
|      lm2)

| |

穗粒数 干泣董(克 )

umbef of i O00 seed

gfaln in eight(g)

per spike

76-63-1

】983 8,2

2,8 39.2 60.3 730.o

犭,4 36.犭 61.9 554.4

685.4 31.8

犭.3

51.9

39.2 55.9

45.2

700.o

GO.7 800.o

】98犭

】985 a.o

半产3号  Fengchan No,θ

】983 4.8|4⒈ 4|31.4|7o0.oˉ
△Tˉ|^丽

^|^石
亓

^|T7石^

`丁
|瓦丁 |石丁 陌 Tˉ

|

3· 5 | “3· 6

5.3 | 4:.7
l

8· 6 | 43· 6

46.4

88.4

800,o

46,4 1000.o

1984

1985

表 6 丰产5号小麦地△一成诗气馁条件

Tab1o 6 .rio cli1。 .atic conditio△ s dtFi】lg hon0i】 lg to maturation ￡ot

Foogchoo No.J cuItiv。 r

顶  目

ItO】 1

西宁 xining 格尔木 ceernu

1988
l        l
| 1984 | 1985 】983 198u 1985

平均日均温

▲,erage day m.ean temp-

o:“ ure(℃ )

15.9 16,5 10,7 16,o 16.它

11.5

la.9

569,2

17,7

10.7

14,o

611.8

平均昼夜温差

^reFage te“
:perntuFe diff-

c· FenCe oF day  and  night

(℃ )

12.1 ]3.1 l1.5

平均日长(时 )

AvOragO dByˉ longth(h)
13,9

‘39,8

t4.1

5‘ 6.6
平均辐射盘(卡/厘米2)

^,vc:3ge radiBtion of thc
s“ o(co1ori它 /c n12)

141,6 445,3

近或略多。生育过程中表现
“
两长一短

”
的特点,即营养生长阶段和生殖生长阶段长,经

历天数多,而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阶段短,经历天数少。曲子温度较低,鹱个生育

进程较慢 ,

在有水分保证的前提下,青海高原的温光条件可以使春播过渡型小麦品种完成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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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化反应,但其田间春化温度范围较宽,3-15℃ 都是保证温度。

在籽粒形成、灌浆和成熟过程中,结合潜溉,青海高原的温、光、热等气候条件适

宜,保证了过】度垫小麦品种的产量形成:ˉ迂菠厘示:爰品楠l在管海高原
·
蕃:播:^互亏乐

·
昆|碰硅

1又明日.o                                  |    ~

(二)在一热制的青海高原灌溉农区,使用过渡型小麦品种春播,过去有过种植历

史,随着品种更新换代,现在基本上是春型品种当家。根据青海高原的环境和生态条件

特点,重新考虑过渡型品种的利用问题,具有实际意义。这类品种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可

充分利用其生长季节的光热资源,适应当地种植制度。根据
“
两长一短

″
的生育特点,实

施配套的栽培技术,有可能夺取理想的产量。在播种一生理拔节阶段,应重点抓促蘖增

穗,生理拔节一抽穗阶段,应保花增粒,抽穗一成熟阶段,应主攻粒重。如重新种植过

渡型小麦品种,甚至发展其种植面积,似应走穗数、粒数、粒重的综合增产途径。

过渡型小麦品种在青海高原春播,应该说有一定发展前途。如此,则对引种途径和

育种方向等方面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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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REsslON OF CROVVTH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FENGCHAN No.弓 0F TRANsNEss ECOTV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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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ngcha:l No.3 belongs in a transness ecotype o】  、vheat cultivars.'rhe

experitnents of so“ `ing stages in spring have been arranged in Xining and

Geerm.u of Qinghai Province during 1983-1985.This ecotype o】 △′heat cul-

tivars has nor111a1 gro毗 h and deve1op△】ent. 'rhe phases of som`ing to

physi-elongation and headin.g to 1naturation are long in process of growth

perod, phase of phys卜 elongat10n to heading is short.3-15°C is a tein-

perature of field vernalizatio1】  for the transness ecotype of “rheat cultivars.

F.engchan No.3 1wl1.eat cultivar has regular characters of yield an.d

grain yield in sσ wing stages of spring. ′rhe transness ecotype o1 `vheat

cultivars has e∞logical adaptability to Qinghai plateau.

Key wOrds: Transness ecotype of wheat cultivars,Qinghai Plateao,

sowing of spri: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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