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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就不同播期和密度对鄂大麦10 号出苗、群体动态、生育进程、穗粒结构及产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 试验结果表明 : 在不同播期和
密度下, 鄂大麦10 号的产量结果差异不大 ,播期、密度互作效果不显著。出苗时间随着播种期的推迟而延长 , 在各个播期中 , 播种越迟 ,
冬前分蘖越少 ;尽管早晚播种的时间相差20 d , 但成熟期仅相差5 d , 可见播种期对成熟期的影响是有限度的 ; 穗粒结构在试验中受气候
因素的影响 , 呈现不规则的变化 , 千粒重与灌浆期长短和温度有关 , 早播种的明显偏高; 在试验的播种期内 , 播期对产量的影响不明显。
单株分蘖数随密度的增加而递减 , 单位面积的成穗数随密度的增大而增大 ,分蘖成穗率随密度的增大而降低 ,千粒重和穗粒数随密度的
增大而递减 , 密度对产量的影响也不明显。表明鄂大麦10 号的自身调节能力比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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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大麦10 号是荆州市超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和湖

北省江北农场农科所共同选育的大麦新品种 ,2001 ～2003 年

度经通过湖北省大麦区域试验,2003 ～2004 年5 月参加省种

子管理站组织的大麦生产田间试验, 并通过了田间评审, 同

年8 月通过湖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品种审定编

号为鄂审麦2004009。2002～2003 年度, 为了探讨大麦新品种

鄂大麦10 号在江汉平原的高产栽培技术, 笔者就不同播期

和密度对鄂大麦10 号出苗、群体动态、发育进程、穗粒结构

及产量的影响进行试验研究, 为总结鄂大麦10 号的栽培技

术规范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在超丰公司江北试验基地进行 , 试验田沙质壤土、

地势平坦、肥力均匀、排灌方便, 前茬为棉花。试验采用裂区

设计,3 次重复, 主区为播种期( A) , 设置3 个播种期 , 每期间

隔10 d , 分别是 A1 :10 月28 日、A2 :11 月7 日、A3 :11 月17 日 ;

副区为密度( B) , 设置3 个播种量, 分别为 B1 :180 万/ hm2 、B2 :

240 万/ hm2 、B3 :300 万/ hm2 , 每个小区面积6 .67 m2( 2 .6 m×

2 .5 m) , 采用开沟条播, 按照种子的发芽率, 每个小区的用种

根据试验方案实现称量分行播种, 播前统一用粉绣宁拌种 ,

播种时间是2002 年10 月28 日、11 月7 日、11 月17 日, 出苗

后根据试验方案要求用手工适当的调整每个小区的基本苗 ,

确保试验的准确可靠。

试验田底肥施用有机生物复合肥( N、P、K 总含量为

25 %) 450 kg/ hm2 , 三叶期施用尿素作分蘖肥, 用量90 kg/ hm2 ,

拔节前施用尿素75 kg/ hm2 , 田间杂草采用化学方法进行化除,

抽穗开花期前后对白粉病、赤霉病防治各1 次, 同时做好田间

的开沟排渍工作, 后期根据成熟的先后, 适时按小区收割。

田间调查每个处理的基本苗、冬至苗、最高苗、有效穗,

记载出苗期、始穗期、齐穗期、成熟期和收获期, 室内考种各

个处理的植株高度、穗长、实粒数、总粒数、不实粒数和千粒

重, 同时对每小区产量分别进行称重计产。对有关试验结

果和数据进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生育期间气候因素分析  2002 ～2003 年度大麦生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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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 气候因素对大麦生长总的来说不利因素偏多, 其特点

是: 日照偏少 , 冷暖多变 , 雨水偏多, 分布不匀。试验大麦全

生育期日照时数为404 .6 h , 积温( 大于0 ℃) 1 778 .5 ℃, 降水

量568 .7 mm。比历年同期日照时数少81 .5 h , 积温少53 .8

℃, 降水量多202 .2 mm。从大麦各发育阶段来看 , 播种～出

苗分蘖阶段( 10 ～11 月) 降水量为100 .2 mm, 比历年多61 .7

mm, 分蘖～抽穗开花( 12 月～翌年4 月) 降水偏多 , 达669 .6

mm, 比历年同期多207 .5 mm, 尤其是3 、4 月份比历年同期多

205 .8 mm, 由于长时期的持续降水, 致使大麦生长不健壮,

赤霉病、白粉病发生较重 , 穗部性状变劣 , 对大麦产量形成

不利 ; 籽粒形成与灌浆成熟阶段( 4 ～5 月上旬) 降水比历年

同期多139 mm, 温度比历年同期低 , 对籽粒形成不利, 但千

粒重较高 , 对提高产量 , 减少损失有利。

2 .2  播种期与生育期、发育期和积温的关系

2 .2 .1  生育期和发育期的积温。在试验播期范围内 , 不同

播期各发育期出现的时间, 经历日数和积温( 以大于0 ℃的

积温计算) 各不相同, 播种愈早 , 生育期愈长 , 总积温愈高,

如早播( 10 月28 日) 的全生育期经历187 d , 总积温1 778 .5

℃, 比晚播( 11 月17 日) 的全生育期长15 d , 总积温多200 .6

℃, 但可以看出, 尽管早、晚播的全生育期天数和总积温相

差较大, 但全生育期日平均积温差异较小 , 仅仅相差0 .34

℃。试验表明: 播种期对鄂大麦 10 号的全生育期影响较

大, 但对成熟期的影响不是很大, 在试验的3 个播期内, 最

大限度没有超过5 d。这说明对鄂大麦10 号成熟期早迟起

决定作用的仍然是由该品种的特征特性 , 欲借播种期来影

响成熟期有一定的限度( 尽管始穗期相差10 d) 。

2 .2 .2 发育时期的变化和发育持续时间的长短。播种期

对大麦生育期及发育持续时间长短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出

苗～抽穗这段时间 , 是随播期的推迟而推迟 , 但抽穗～成熟

时期 , 迟播种的又逐渐接近早播种的 , 使差距缩小。同时,

由于发育期的改变 , 也引起了前后相邻两个发育阶段持续

时间的变化 , 其中, 有的随播种时间的推迟而明显的增长,

如播种至出苗 ,10 月28 日播种的历时仅8 d , 而11 月17 日

播种的则要增加到22 d ; 有的发育期分蘖至拔节的时间, 早

播种的时间长 , 而晚播的时间短 ; 有的则随播种期的推迟相

对的稳定 , 如抽穗～成熟,10 月28 日播种的为39 d ,11 月17

日播种的为35 d。这种因播种期推迟引起的发育时期的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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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或缩短 , 对大麦器官的建成、个体生长与群体发展、产量

的形成都有一定的影响。

2 .3  不同播期对鄂大麦10 号群体动态、穗部性状及产量

的影响  由表1 可见, 尽管晚播种的 A3 处理, 冬前茎蘖数

很低 , 基本上是没有分蘖, 但返青后 , 分蘖增加快, 成穗率也

不低 , 达到54 .1 % , 有效穗仍达到549 .0 万/ hm2 , 接近了前2

个播期的有效穗。试验表明:11 月17 日播种的, 其冬前无

分蘖和分蘖期 , 分蘖开始的时间推迟到翌年1、2 月份 , 半冬

性的鄂大麦10 号在当地仍然可以获得较高的产量。

  穗实粒数以 A2 处理的最高, 因为早播种的 A1 处理在

抽穗期碰到了3 月15 日的降雪天气, 结实率有所下降; 千

粒重由于 A1 处理的始穗期早于其他2 个处理, 且灌浆时期

长, 籽粒充 实度高 , 所以高于 其他的 2 个 播期处 理, 为

40 .6 g 。但从整个穗粒结构来看, A2 处理对鄂大麦10 号的

表现最为有利。

最终的产量水平, A1 播期处理平均折合产量4 062 .0

kg/ hm2 , 居 3 个 播 期处 理 的首 位 , 比 A2 播 期处 理 增产

1 .65 % , 比A3 播期处理的增产4 .53 % , 但是增产幅度差异

不显著。

2 .4  不同播种密度对鄂大麦10 号群体动态、穗部性状及

产量的影响  从表2 可见, 同一播期的3 个播量的冬前茎

蘖数以B3 处理的最高 , 为361 .5 万/ hm2 , 冬前分蘖数随密度

的增大而增大 ; 田间最高苗和有效穗也是 B3 处理的最高,

分别为1 062 .0 万、579 .0 万/ hm2 , 看来有效穗和最高苗是随

田间播种量的增加而增加 ; 田间成穗率以 B3 最低, 只有

54 .5 % , 成穗率也是随播量的增加而降低, 群体过大不利于

大分蘖的形成 ; 植株高度和穗长方面没有明显的差异 , 每穗

实粒数以 B1 处理的多, 为 21 .4 粒, 处理 B3 的最少 , 只有

20 .3 粒, 穗粒数是随播量的增加而减少; 千粒重尽管随播量

的增大而降低 , 但播量对千粒重的影响不是很明显。

  表1 不同处理生育性状及产量表现

播期处理 出苗期 成熟期
全生育期

d

冬前蘖数

万/ hm2

最高苗

万/ hm2

有效穗

万/ hm2

成穗率

%

穗总粒数

粒

实粒数

粒

千粒重

g

产量

kg/ hm2

A1 11-05 5-04 187 363 .0 945 .0 571 .5 60 .4 23 .2 20 .3 40 .6 4 062 .0
A2 11-15 5-06 179 307 .5 951 .0 541 .5 57 .1 24 .3 21 .6 38 .8 3 996 .0
A3 12-09 5-09 172 252 .0 1 017 .0 549 .0 54 .1 23 .4 21 .3 37 .5 3 886 .5

  表2 不同播种密度群体动态、穗粒结构和产量表现

密度处理
冬前蘖数

万/ hm2

最高苗

万/ hm2

有效穗

万/ hm2

成穗率

%

株高

cm

穗长

cm

穗总粒数

粒

实粒数

粒

千粒重

g

产量

kg/ hm2

B1 259 .5 904 .5 528 .0 58 .4 86 .3 5 .3 24 .1 21 .4 39 .7 3981 .0
B2 301 .5 949 .5 556 .5 58 .8 85 .9 5 .5 23 .6 21 .3 39 .1 4083 .0
B3 361 .5 1062 .0 579 .0 54 .5 85 .8 5 .3 22 .8 20 .3 38 .1 3880 .5

  不同的播种量对产量的影响, B2 处理的小区产量为

4 083 .0 kg/ hm2 , 是3 个播量处理中最高的 , 比 B1 处理增产

2 .56 % , 比B3 处理增产5 .22 % , 有一定的增产效应, 但是差

异只是显著 。说明鄂大麦10 号自身的调节能力较强 , 弹性

大, 但同一播期内采取中等的播种密度适宜田间高产而且

能降低播种的用量。

2 .5  播期、密度的综合影响

  由表3 可见 , 在9 个处理中 , 以 A1B3 的冬前分蘖数最

多, 达 397 .5 万/ hm2 , 其他各个播期中 , 基本上以基本苗为

300 万/ hm2 的处理冬前分蘖数最多 ,A3 播期的处理 , 由于播

种晚 , 基本上无冬前分蘖, 说明播种早 , 基本苗较低就可以

达到理想的冬前群体。在各个播期中 , 播期越晚 , 冬前分蘖

数越少。

平均单位面积的成穗数以 A1 播种的各个密度最多, 播

期早的处理分蘖成穗率较高( 但是 B3 处理的略低) , 穗实粒

数以 A2 的各处理较多 , 因为 A1 的播期早, 抽穗期碰到3 月

中旬少见的降雪天气 , 结实率下降 , 因而实粒数不是所有处

理中最多的; 但是千粒重以 A1 播期的各处理最高。

  表3 不同播期、密度生育性状及产量表现

处理
出苗天数

d

冬前蘖数

万苗/ hm2

最高苗

万苗/ hm2

有效穗

万穗/ hm2

成穗率

%

株高

cm

穗长

cm

穗总粒数

粒

实粒数

粒

千粒重

g

产量

kg/ hm2

A1B1 7 319 .5 921 .0 556 .5 60 .4 85 .7 5 .1 24 .0 19 .7 41 .8 4 041 .0
A1B2 7 367 .5 889 .5 556 .5 62 .6 84 .1 5 .5 22 .8 21 .5 40 .4 4 183 .5
A1B3 7 397 .5 1 036 .5 603 .0 58 .2 85 .8 5 .1 22 .0 19 .6 39 .6 3 961 .5
A2B1 8 259 .5 847 .5 487 .5 57 .5 86 .7 5 .5 25 .2 22 .3 39 .6 4 017 .0

A2B2 8 309 .0 954 .0 564 .0 59 .1 88 .6 5 .3 23 .9 21 .5 38 .7 4 099 .5

A2B3 8 355 .5 1 051 .5 574 .5 54 .6 84 .6 5 .5 23 .7 21 .1 38 .2 3 873 .0

A3B1 22 198 .0 946 .5 538 .5 56 .9 86 .4 5 .3 23 .1 22 .3 37 .7 3 886 .5

A3B2 22 229 .5 1 006 .5 550 .5 54 .7 84 .9 5 .7 24 .2 21 .4 38 .1 3 967 .5

A3B3 22 327 .0 1 098 .0 558 .0 50 .8 87 .1 5 .4 22 .8 20 .3 36 .6 3 80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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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消化道受体细胞膜上的受体发生改变, 导致与毒蛋白的结

合力大幅度下降。这些结果说明 : 害虫对Bt 蛋白产生抗性 ,

可能是抗性害虫不能使Bt 杀虫蛋白很好地溶解或缺乏水解

原毒素的消化酶, 也可能是与毒性肽相结合的受体已发生了

变化, 害虫对Bt 杀虫蛋白产生抗性主要与害虫消化道内毒

素结合受体的改变有关。由于转 Bt 基因属简单显性遗传 ,

该类转基因棉抗虫性前强后弱, 目标害虫随时存在产生抗性

群体的危险。如果在抗虫棉中混有较多的非抗虫棉种子, 则

非抗虫棉株上的3 龄以上幼虫可转移到附近的抗虫棉株上

造成取食、存活和抗性汰选, 会加速抗性发展速度。再次引

起棉铃虫的大发生, 同时还可能引起棉蚜、棉红蜘蛛等次要

害虫的爆发。

2 .3  Bt 基因抗虫棉对人体健康生态环境产生的潜在危险  

Bt 基因在棉株不同部位组织器官抗虫力表达的异质性 , 以及

人们长期使用转基因抗虫棉产品( 如 : 棉籽油、棉纺织品) 是

否会对人体健康产生潜在的危害 ;Bt 基因抗虫棉对生长土壤

环境、微生物群落及其他生态环境是否有影响等。

3  应用转基因抗虫棉风险防范

3 .1 完善管理体制, 提高持久抗性  在批准转基因抗虫棉

商品化应用之前, 应对其害虫防治配套措施、杀虫效果的时

空动态、抗性治理方案进行必要的审查。为保证转基因抗虫

棉的持久抗性, 必须加速培育双抗或多抗的复合转基因抗虫

棉。另外 , 抗虫棉品种的集中连片种植, 也是减少混杂, 延长

转基因抗虫棉抗虫性的一个重要环节。并进一步加强抗虫

棉种子市场管理, 提高抗虫棉种子的纯度, 以免因种子混杂 ,

杀虫效果降低而加速抗性发展。

3 .2  进一步加强转基因抗虫棉的深化研究 在开展新的抗

虫棉基因分离、克隆、测序研究的同时 , 重点进行转基因抗虫

棉的抗性机理、稳定性等的深入研究。进一步改进Bt 抗虫

基因, 优化Bt 基因抗虫性能 , 加强双价或三价、多价基因的

研究, 通过多种途径延缓Bt 基因抗性衰减的速度, 加强对转

Bt 基因棉抗虫性反复多代的筛选 , 确保其抗虫性的稳定, 从

而选育出更多的抗虫性强、综合农艺性状好的抗虫棉新品

种。加强特异性、诱导型启动子及其表达研究。这种研究采

用诱导型或组织特异性表达的启动子与转Bt 杀虫蛋白基因

构成嵌合基因, 获得特异性表达的抗虫品种, 使转Bt 基因只

在害虫侵害时或者只在植物易受分割的部位或者只在一定

条件下高效表达, 可保持高剂量 , 同时降低选择压, 既能有效

防治害虫, 又能延缓害虫抗性的产生。另外, 还要加强转Bt

基因抗虫棉对生态及人体键康影响的研究。

3 .3  加强抗性监测 目前已经通过安全性评价和审定的抗

虫棉品种较少, 但市场上经营的抗虫棉品种较多, 棉种的抗

虫性和质量没有保证。因此建立健全监测 Bt 棉抗性的机

制, 对转Bt 棉的杀虫效果及田间种群的抗性变化进行监测 ,

提高预测预报技术。通过监测可以正确评估转 Bt 棉的杀虫

效果及害虫的危害水平, 以便及时预测害虫抗性的产生与发

展, 并指导生产防治。

3 .4 研究推广以转Bt 棉为基础的棉花病虫害综合治理技术

体系 由于转Bt 棉主要控制棉铃虫及少数鳞翅目害虫的危

害, 对大部分害虫的控制效果不明显或不具有抗性, 因此, 应

根据各棉区特点, 推广综合治理技术。如: 在转 Bt 棉大面积

种植区应当以转Bt 棉为主 , 结合其他防治措施 , 进行害虫的

综合治理, 从而更好地发挥转 Bt 棉的杀虫效果 , 有效地控制

害虫, 保持自然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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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量表现上, 播期密度互作的以 A1B2 处理的产量最

高, 达到4183 .5 kg/ hm2 , 其次是A2B2 处理的, 产量为4099 .5

kg/ hm2 , 但是9 个互作处理的产量水平差异不显著。而在3

个播种期中, 都以中等密度的产量水平高, 说明即使晚播也

不是播种密度越大产量越高 , 但是总体水平迟播种的产量

和早播种的有差异( 表3) 。

3  小结与讨论

鄂大麦10 号在该试验中产量差异不显著 , 播期、密度

互作不明显, 说明该品种自身的调节能力强, 弹性大。但是

播种过早 , 造成冬前麦苗长势过旺 , 田间群体大 , 个体质量

不高 , 株高变高, 增加倒伏的风险, 甚至抽穗期还可能遭到

翌年3 月的低温冻害 , 降低结实率 , 影响产量。播种过晚,

冬前无分蘖, 容易造成后期群体急剧扩大, 增加病害发生的

机会 , 加上后期高温逼熟 , 发育进程加快 , 会出现千粒重下

降, 也一定程度影响了最终的收获产量。从综合表现来看,

结合近几年试验以及生产上的播种期, 鄂大麦10 号在当地

的最佳播种期在10 月底～11 月的中旬, 适宜的基本苗在

240 万/ hm2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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