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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茎叶龄数

小麦冬前主茎叶龄数袁因播期的不同变化较大遥同一品
种早播的多袁晚播的少遥 小麦能够越冬的最多主茎叶龄数袁
强冬性品种为 11叶 1小心曰半冬性品种返青早的暖冬年为
7叶 1心遥 年后主茎叶龄数最少为 6叶 1心袁适期播种为 6
叶 1心耀7叶 1心曰晚播条件下为 7叶 1心耀8叶 1心袁最多
达 9叶 1心遥 小麦主茎叶龄总数袁 强冬性品种袁 最多达 19
片袁最少为 9片曰半冬性品种返青早的暖冬年份最多为 14
片袁最少为 8片遥因而袁小麦传统栽培技术的最佳播期为院主
茎叶龄数年前和年后相当袁 即均为 6叶 1心耀7叶 1心袁总
数为 13耀15片 [1]遥
2 株高

王勇等研究表明袁小麦株高因播期不同而有较大差异遥
冬前主茎叶龄为 3叶 1心耀4叶 1心的小麦比适期播种的
矮 10 %左右曰1叶 1心耀2叶 1心比适期播种的矮 15 %左
右曰 针叶及越冬期和返青期出苗的比适期播种矮 20 %左
右[2]遥 株高矮袁抗倒伏能力强袁单位面积能容纳更多穗数遥 因
此袁晚茬麦可采取增加播量以穗多提高产量遥
3 生育期

孙本曾等研究表明袁在施肥量相同的条件下袁同一品种
9月下旬播种比 10月上尧中尧下旬播种的袁拔节始期分别早
1耀6尧3耀10尧4耀12 d袁开花期分别早 0耀2尧2耀5尧3耀6 d曰在基本苗
等相同栽培条件下袁不同品种拔节始期相差 2耀6 d袁孕穗尧抽
穗尧开花期分别相差 2耀6尧3耀5尧3耀6 d[3]遥 因此袁不同品种或同
一品种播期不同袁田间管理应有主次尧先后之分遥

总体上袁磷肥能使生育期提前袁氮肥能使生育期延后[3]遥
但氮肥后移渊 拔节至旗叶露尖冤则能使生育期提早遥 高产田
在施足基肥条件下袁氮肥后移袁既能使穗足不倒袁又能提高
穗粒重和产量遥
4 幼穗分化
小麦通过春化阶段袁不仅受低温和天数的影响袁还受冬

前主茎叶龄数的影响遥冬前主茎叶龄数多渊 播期早冤袁通过春
化阶段的天数就少曰冬前主茎叶龄数少渊 播期晚冤袁通过春化
阶段的天数就多遥 但如果冬前主茎叶龄数逸8叶 1心袁那么
同一品种的穗分化进程自始至终是相同的遥 同一品种的播
期不同袁穗分化进程前期相差较大袁后期相差较少[4]遥 因此袁
春季田间管理应有先后尧早晚之分遥
5 产量结构

5.1 穗数 小麦不论早播尧适播还是晚播袁只要播期与基本
苗相适应袁田间管理与麦苗长相发展趋势相吻合袁处理好品

种播期与冻害的关系袁 在不同生长阶段保证群体都得到合
理发展袁个体都得到健壮发育袁就能获得理想穗数和产量遥
如 9月 18日早播的济南 13小区高产栽培试验袁 基本苗只
有 43.95万 kg/hm2 袁但基肥足渊 圈肥为 7.5万 kg/hm2 尧标准过
磷酸钙为 1 500 kg/hm2冤袁氮肥用量适宜渊 尿素为 450 kg/hm2冤袁
追施次数多渊 冬前尧起身尧拔节冤袁因此个体健壮渊 冬前主茎叶
龄 10叶 1心袁单株茎数平均为 32个左右冤袁群体适宜渊 冬前
为 1 435.73万/hm2冤袁穗数合理渊 679.95万 kg/hm2冤袁最后产量
高达 9 300.0 kg/hm2[2]曰9月 29日适时播种的鲁麦 14高产攻
关田袁基本苗适宜渊 141.75万/hm2冤袁冬前麦苗壮渊 主茎叶龄
为 6叶 1大心冤而不旺渊 茎数为 1 310.7万/hm2冤袁年后群体
渊 最高为 1 568.7万/hm2冤合理袁于生理拔节期重施追肥袁获得
理想穗数渊 648.9 万/hm2冤和产量渊 8 259.0 kg/hm2冤曰 10 月 26
日晚播的鲁麦 7小区高产栽培试验袁冬前主茎叶龄为 1叶 1
大心袁由于基肥充足渊 N尧P尧K2O各 15 %复合肥为 600 kg/hm2尧
钙镁磷肥为 150 kg/hm2尧尿素为 37.5 kg/hm2冤袁年后随着气温
回升袁适时划锄松土袁增温保墒袁分蘖生长很快袁长势很猛袁
其中基本苗为 444.0万/hm2 袁最高群体达 1 352.1万/hm2袁于
生理拔节期重施氮肥渊 尿素为 250.65 kg/hm2冤袁最后穗数达
636.45万/hm2袁产量为 6 925.5 kg/hm2 [2] 遥对冬前群体不足袁基
肥施用量少的麦田袁应追施越冬肥水或返青肥水遥小麦于越
冬尧返青期追肥浇水袁能够巩固冬前分蘖袁显著促进年后分
蘖生长袁增加穗数遥但越冬返青期追肥浇水的时间不宜过早
或过晚袁返青期浇水水量不宜过大遥 浇越冬水的适宜时间袁
以浇水之日到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 0 益的积温达 60 益左
右袁早不应超过 110 益袁晚不宜少于 50 益曰浇返青水的适宜
时间袁 以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 0 益到浇水之日的积温达 80
益左右袁早不应少于 45耀50 益袁晚不宜多于 120 益[2]遥
5.2 穗粒数 适时播种能够显著增加穗粒数遥 如在不同品
种的播期试验中袁 济南 13袁10月 3日播种的每穗平均粒数
为 29.0个袁比 10月 23日播种的多 4.3个曰9月 28日播种的
每穗平均粒数为 27.8个袁比 10月 13日播种的多 3.0个遥 辐
63袁10月 3日播种的每穗平均粒数为 33.8个袁 比 10月 23
日播种的多 2.3个曰9月 28日播种的每穗平均粒数为 31.8
个袁比 10月 13日播种多 1.5个[2]遥 适期播种袁幼穗分化开始
早袁经历时间长袁发育好袁有效小穗数尧小花数多遥

在增施有机肥尧施足磷肥条件下袁氮肥用量适宜能够显
著增加穗粒数遥如在辐 63氮肥不同用量试验中袁施尿素450
kg/hm2的每穗平均粒数为 27.9个袁 比施尿素 300 kg/hm2袁多
1.2个 [5]遥济麦 19高产示范田袁施尿素 673.9 kg/hm2的每穗平
均粒数为 37.9个袁比施尿素 447.0 kg/hm2多 6.2个曰施尿素
795.0 kg/hm2 的每穗平均粒数为 35.8 个 袁比施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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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条件对高产小麦生长发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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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综述了栽培条件对高产小麦的主茎叶龄数尧植株高度尧生育期尧幼穗分化尧穗数尧穗粒数和千粒重的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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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5 kg/hm2少 2.1个 [2]遥 在群体较少袁穗数低于适宜范围的
下限渊 525.0 kg/hm2冤时袁氮肥用量过多袁会使穗粒数减少袁从
而导致减产遥

氮肥基追比较适宜袁能够增加穗粒数遥 如在济麦 19的
氮肥渊 折施尿素为 600 kg/hm2冤基追比试验中袁基追比为 5颐5
的穗数尧穗粒数最多袁产量最高渊 8 314.5 kg/hm2冤袁比基追比
为 3颐7和 1颐0的穗数分别多 24.15尧37.05万/hm2袁每穗粒数分
别多 0.6尧1.0个袁 千粒重分别高 0.5尧0.3 g袁 产量分别增加
564.0袁829.5 kg/hm2遥
5.3 千粒重 适期播种袁能使小麦生育期提前袁特别是抽穗
开花期提前袁 并且使籽粒形成和灌浆期处于温度较低的条
件下袁从而延长灌浆过程袁增加粒重遥 如在不同品种的播期
试验中袁 9月 28日播种的辐 63袁 千粒重高达 60.6 g袁 比 10
月 13日播种的高 6.2 g;而 10月 3日播种的千粒重为 57.7 g袁
比 10月 18日播种的高 3.6 g遥 9月 23日播种的济南 13袁千
粒重高达 55.3 g袁 比 10月 13日播种的高 4.6 g曰 而 10月 3
日播种的千粒重为 54.9 g袁比 10月 23日播种的高 2.9 g遥 9
月 28日播种的烟农 15千粒重高达 39.1 g袁 比 10月 18尧23
日播种的分别高 1.9尧2.7 g[2]遥 千粒重越高的品种袁因播期的
不同千粒重变幅越大袁说明适期播种范围较窄遥

增施氮肥能够使千粒重下降袁但施用过量易导致减产遥
如在辐 63氮肥用量试验中袁施尿素 600 kg/hm2的千粒重为
41.0 g袁比施尿素 450尧300 kg/hm2的分别低 3.3尧3.9 g袁比不施
氮肥处理的低 4.9 g曰对于产量袁施尿素 450 kg/hm2的最高袁
为 6 333.0 kg/hm2袁 但与施尿素 450尧300 kg/hm2 的产量
6 057.0尧5 989 .5 kg/hm2在 0.05水平上无差异袁 施尿素处理
与不施尿素对照的产量 3 543.0 kg/hm2在 0.01水平上有差
异遥 济麦 19高产示范田袁 施尿素 447.0 kg/hm2的千粒重为
45.8 g袁比施尿素 673.5 kg/hm2的高 5.6 g曰施尿素 396.0 kg/hm2

的千粒重为 46.4 g袁比施尿素 795.2 kg/hm2的高 4.1 g袁比施
尿素 717.0 kg/hm2的高 3.5 g曰施尿素 396.0 kg/hm2的产量为
7 372.5 kg/hm2袁比施尿素 795.2尧717.0 kg/hm2分别增产 9.7 %尧

18.2 % [2]袁 比施尿素 447.0尧673.5 kg/hm2 分别减少 124.5尧
232.5 kg/hm2袁减产 1.7 %尧3.1 %[2]遥 因此袁氮肥应根据群体大
小袁发展趋势袁产量指标袁酌情施用袁否则会影响粒重尧产量袁
增加成本遥
干热风对小麦千粒重的危害袁 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

结果遥除干热风强度尧持续时间长短尧小麦成熟阶段外袁还与
田间小气候尧小麦熟期早晚尧籽粒大小等因素有关遥 但干热
风天气袁只要麦田土壤水分充足袁小麦根系吸收的水分能够
补充叶片蒸腾耗水袁使麦株体内水分保持平衡袁就能大大降
低其危害程度袁使粒重下降少袁甚至不下降遥 在薄地进行的
辐 63磷肥用量试验中袁 在干热风来临 渊 5月 21耀26日冤之
前尧之中尧之后渊 5月 19尧23尧31日冤分别进行 3次浇水袁于 6
月 4日成熟收获袁灌浆期只有 33 d袁但其千粒重高达 48.5耀
52.3 g袁在穗数相同的条件下袁比 1980耀1981年度千粒重高
的小区栽培试验只降低了 2.1耀5.4 g曰在辐 63晚茬麦全生育
期覆膜栽培试验中袁4月 3日浇最后 1水袁10月 9日播种覆
膜的袁其基本苗为 62.7万/hm2袁最高茎数为 1 333.95万/hm2袁
穗数为 586.95万/hm2袁千粒重为 50.0 g袁产量为 7 225.5 kg/hm2袁
比 1980耀1981年度小区高产栽培试验的千粒重只低 0.4尧1.7 g袁
产量只减少 12尧187.5 kg/hm2袁减产 0.2 %尧2.5 %[2袁6]遥
小麦的千粒重常因生育后期降雨或浇水不当而下降遥

麦田浇水的终止期在乳熟末期前 2耀3 d遥土壤水分不足时袁只
要在终止期前浇水且水量适宜袁就有利于千粒重的提高[6]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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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剂喷洒遥
3 浙西南山区切花百合的采收

当花序下部有 1耀2朵花蕾充分膨胀袁 呈荧亮乳白色光
泽时袁即为采收最佳时期遥 采收后的花枝袁应立即放入 0耀4
益的水中浸泡 1 h袁然后依每支上的花朵数分级袁每 10支 1
束袁将花蕾轻朝于上袁用包装纸包好装入纸箱袁即可运向市
场出售遥

4 结论

应当充分认识百合栽培的重要经济意义和药用价值袁
利用浙西南山区独特的资源优势袁 开创一条百合种植和良
种培育的富民之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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