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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子生产潜力的基础研究

Ⅱ∙外界环境对不同类型谷子品种千粒重的影响
刘晓辉1�王秀华2

（1∙吉林省农科院作物所�吉林 公主岭136100；2∙铁岭市农科所�辽宁 铁岭112000）

摘　要：对不同类型谷子品种千粒重的研究表明�新品种千粒重大于老品种。新老品种子粒
增重规律一致。谷穗不同部位的千粒重以上部粒大�中部次之�下部最小。在不同栽培密度条件
下�矮秆直穗品种142在每公顷80万株时粒最大�高秆弯穗品种公谷65在每公项60万株时粒最
大。高肥时两品种千粒重均高于低肥区。上三叶对谷子千粒重影响较大�单叶对千粒重作用较大
的是倒3叶和倒5叶。提高千粒重不但提高谷子产量�还可提高谷子的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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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粒重是决定谷子产量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粒重的增加�谷子的品质�尤其是整米率
也明显提高。在高产育种和栽培中�一是增加穗粒数�二是提高千粒重�使两者协调发展�更
有利于产量的提高。但是一般在高水平条件下�两者呈负相关。因此�在穗粒数基本保持不
变的情况下�提高千粒重便可提高产量。研究表明�千粒重与灌浆速率呈正相关�与灌浆持
续天数呈显著正相关�千粒重的高低由谷壳大小和胚乳的发育程度所决定�胚乳的发育程度
又受开花迟早、穗上着生部位、灌浆物质供应水平和栽培条件等影响。这说明同一谷子品种
的千粒重是相对的�它明显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但到目前为止�对不同类型谷子品种灌浆阶
段子粒增重特性及造成同一品种千粒重差异的原因研究甚少。本文选用了不同类型的新老
品种各13个及形态有明显差异的矮秆直穗品种142和高秆弯穗品种公谷65�分析了不同类
型品种千粒重增进规律和在不同肥力、不同密度条件下千粒重的变化�以及不同生育时期剪
叶、剪穗处理时千粒重的差异�为增加千粒重提供理论基础和新途径。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选用东北三省过去和目前主推的不同类型新老品种各13个�即：老品种有四谷1、公谷
6、公谷60、公谷62、144、白沙971、长谷2、龙谷23、铁谷1、朝谷3、朝谷7、九谷2和九谷7；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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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有四谷2、四谷28、公谷63、公谷65、白谷7、长谷5、长8710-1、龙谷28、龙93199、铁谷5、
铁90-37、朝92188和九谷10。

选择由吉林省农科院作物育种研究所培育的生育期一致、株型不同的两个品种（系）�即
高秆、弯曲穗、披叶、优质、高产新品种公65和矮秆、直穗、上直下披叶、高产新品系142。
1∙2　试验设计及栽培管理

试验Ⅰ：不同类型的新老品种共26个�随机排列�行长4∙5m�行距0∙6m�6行区�3次重
复�密度每公顷65万株�种肥每公顷磷酸二铵250kg�追肥每公顷硝酸氨75kg。田间管理同
大田生产。

试验Ⅱ：不同株型的2个品种分别设有每公顷60、70、80、90万株的4种密度�随机排列�
行长4∙5m�行距0∙6m�8行区�3次重复。田间栽培管理同生产田。

试验Ⅲ：公谷65和142两个品种�分别设高肥、中肥和无肥3种施肥处理�施肥比例按
3∶2∶0进行�两品种不同肥力处理随机排列�行长4∙5m�行距0∙6m�8行区�3次重复。密度
每公顷65万株。田间栽培管理同生产田。

试验Ⅳ：将142和公谷65品种各种植102行�行长4∙5m�密度每公顷65万株�其它栽培
管理同大田生产。
1∙3　试验方法

抽穗时对26个新老品种分别选择生长发育基本一致的植株挂牌200株�从抽穗第7d
开始�每个品种每隔6d 分别取10株�放在105℃的烘箱里杀青30min�分解各器官后放
80℃的烘箱内烘干�取出穗部�在穗中间剪下5cm长的穗�脱粒�称重�清水漂后晒干称成粒
重和千粒重。收获时�对试验Ⅰ、Ⅱ、Ⅲ中每个处理分别取挂牌植株20株进行单株考种�称
穗重�将穗均匀分为上、中、下3部分�分别数码、脱粒�称成粒重和千粒重。对试验Ⅳ中挂牌
植株分别在抽穗期、开花期、灌浆期进行剪叶、剪穗�各处理详见表5。每个处理剪15株�待
成熟后收回进行烘干�分解各器官�将穗分为上、中、下3部分�分别数码、脱粒�称成粒重和
千粒重。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类型谷子品种的千粒重

统计了26个不同类型新老品种的千粒重（表1）�老品种千粒重平均为2∙902g�变幅为
2∙338～3∙302g；新品种千粒重平均为3∙006g�变幅为2∙419～3∙316g。新品种比老品种千
粒重平均值高0∙104g�提高3∙58％。
2∙2　不同类型谷子品种子粒增重进程

测定的26个不同类型谷子新老品种子粒增重进程均表现为快－较快－慢的趋势�在灌
浆过程中�前期、中期为直线上升�后期个别品种出现逆向。在整个灌浆过程中�新品种子粒
增重�维持较高水平的时间略高于老品种�平均灌浆速率也表现同样的趋势（表2）。
2∙3　 穗不同部位的千粒重

由表3分析表明�新老品种穗上、中、下不同部位千粒重不同�上部子粒最大�其次是中
部�下部最小。在同一个穗上�子粒重量的差异可能是养分供应不协调�特别是后期养分不
足�导致下部子粒小�因此�通过提高下部子粒千粒重来提高全穗粒重的可能性最大。新品
种不同部位千粒重增加的幅度大于老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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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品种穗部性状表现
类　型 品种

穗长
（cm）

码数
（个）

粒密度

（粒／cm2）
穗粒数
（个）

穗重
（g）

穗粒重
（g）

成粒重
（g）

空秕粒率
（％）

千粒重
（g）

老品种 四谷1 23∙86 94∙93 242∙0 5773∙2 29∙24 16∙77 15∙24 14∙24 3∙078
公谷6 27∙86 118∙28 189∙6 5283∙0 24∙86 16∙24 14∙48 10∙84 3∙074
公谷60 22∙00 100∙98 218∙9 4815∙3 19∙46 15∙90 13∙36 15∙98 3∙302
公谷62 22∙36 105∙74 217∙6 4864∙5 21∙79 15∙62 11∙99 23∙24 3∙211
144 24∙71 111∙14 222∙6 5500∙5 20∙41 15∙88 10∙11 36∙34 2∙887
白沙971 22∙35 92∙64 261∙5 5843∙5 23∙06 17∙70 12∙31 30∙45 3∙029
长谷2 26∙14 108∙00 263∙0 6873∙9 22∙28 20∙23 14∙45 28∙57 2∙943
龙谷23 18∙43 90∙28 270∙6 4986∙7 20∙73 14∙97 12∙83 14∙30 3∙002
铁谷1 26∙07 120∙78 253∙0 6595∙7 27∙96 17∙96 11∙56 35∙64 2∙723
朝谷3 20∙93 93∙67 237∙9 4979∙9 17∙39 14∙87 10∙01 32∙68 2∙986
朝谷7 21∙19 107∙43 192∙2 4494∙8 20∙92 12∙59 11∙41 9∙37 2∙801
九谷2 31∙02 148∙28 293∙5 9105∙2 17∙22 21∙37 15∙36 28∙12 2∙347
九谷7 26∙85 97∙32 359∙7 9657∙8 29∙31 22∙58 14∙78 34∙54 2∙338
平均 24∙14 106∙88 247∙9 6027∙1 22∙66 17∙13 12∙92 24∙18 2∙902

新品种 四谷2 23∙64 101∙42 273∙7 6471∙3 23∙58 20∙43 16∙42 19∙63 3∙157
四谷28 25∙29 87∙02 228∙0 5767∙1 26∙79 18∙87 15∙25 19∙18 3∙272
公谷63 24∙57 105∙23 224∙2 5507∙9 20∙54 16∙81 13∙07 22∙25 3∙052
公谷65 27∙78 124∙21 244∙2 6783∙4 26∙41 20∙14 14∙82 26∙42 2∙969
白谷7 30∙78 115∙64 267∙4 8228∙9 32∙70 26∙67 17∙25 35∙32 3∙241
长谷5 27∙21 109∙41 270∙3 7355∙7 26∙71 19∙75 14∙60 26∙08 2∙685
长8710-1 27∙50 126∙28 235∙0 6461∙0 24∙47 21∙05 13∙86 34∙16 3∙258
龙谷28 28∙21 96∙68 211∙1 5955∙3 24∙28 17∙58 13∙60 22∙64 2∙952
龙93199 28∙71 103∙00 238∙2 6838∙5 23∙89 18∙71 15∙43 17∙53 2∙736
铁谷5 25∙93 119∙21 250∙6 6489∙8 22∙66 21∙52 18∙78 12∙73 3∙316
铁90-37 25∙36 134∙65 222∙7 5647∙6 24∙13 18∙14 13∙63 24∙86 3∙212
朝92188 24∙85 123∙86 314∙2 7806∙7 33∙07 21∙89 14∙81 32∙34 2∙804
九谷10 29∙21 115∙93 321∙1 9379∙9 27∙85 22∙69 20∙10 11∙42 2∙419
平均 26∙85 112∙50 253∙9 6822∙6 25∙93 20∙33 15∙51 23∙43 3∙006

2∙4　不同肥力和不同密度对千粒重的影响
在不同密度条件下�不同株型品种千粒重表现总趋势为穗的中、上部粒大�下部粒小。

矮秆直穗品种142千粒重高于高秆弯穗公谷65。品种142以密度为每公顷80万株时粒较
大�公谷65以密度为每公顷60万株时粒较大。

在高肥条件下�不同株型品种的千粒重都提高�142比公谷65的千粒重提高4∙23％�说
明高肥水栽培条件下�矮秆直穗谷子品种耐肥、抗倒、粒大。

同一品种不同栽培条件下�全穗子粒千粒重的提高主要由开花较迟的中下部子粒千粒
重的提高所致。如果有良好的栽培条件�谷子的下部子粒是可以增大的。千粒重增加�可使
谷子的生产力大幅度提高（表4）。
2∙5　剪叶、剪穗对千粒重的影响

对株型不同的两个品种进行剪叶和剪穗处理�由于剪的时期、叶位、叶数和方式的不同�
对千粒重的影响也不同。142和公谷65剪叶后�千粒重均不同程度的降低�剪穗后千粒重
则增加（表5）。
2∙6　千粒重与其它性状间的关系

千粒重与成粒重达极显著正相关（r＝0∙8115）�与穗粒数、码数、着粒密度呈极显著负相
关（r＝－0∙9176、r＝－9098、r＝－0∙8123）�与茎重、叶重呈正相关�与有效光合速率达极显
著正相关（r＝0∙9861）�与叶长、叶宽、节间长、节粗呈不同程度的正相关�而且下部叶发育良
好更有利于千粒重的增加（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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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谷子不同类型品种子粒增重进程 g

类　型 品　种　
开花后天数（d）

7 14 21 28 35 42 49
老品种 四谷1 1∙193 2∙033 2∙760 2∙970 2∙946 3∙006 3∙027

公谷6 0∙867 1∙553 2∙667 2∙960 2∙993 3∙053 3∙006
公谷60 0∙833 1∙827 2∙867 2∙893 3∙200 3∙033 3∙906
公谷62 0∙587 1∙700 2∙407 2∙960 3∙053 3∙093 3∙040
144 0∙693 1∙740 2∙560 2∙760 2∙920 2∙826 2∙733
白沙971 0∙933 2∙100 2∙660 3∙000 2∙986 3∙020 3∙010
长谷2 0∙853 2∙027 2∙620 2∙800 2∙766 3∙040 2∙873
龙谷23 1∙140 2∙047 2∙707 2∙873 2∙966 2∙913 2∙980
铁谷1 0∙303 1∙060 1∙707 2∙286 2∙720 2∙660 2∙793
朝谷3 1∙233 2∙100 2∙607 2∙800 2∙826 2∙786 2∙853
朝谷7 0∙860 1∙887 2∙593 2∙730 2∙746 2∙800 2∙840
九谷2 0∙387 1∙413 1∙900 1∙920 2∙266 2∙106 2∙120
九谷7 1∙060 1∙827 2∙320 2∙193 2∙220 2∙420 2∙326
平均 0∙842 1∙793 2∙490 2∙704 2∙816 2∙827 2∙885

粒重增加量　 0∙951 0∙697 0∙214 0∙112 0∙011 0∙058
平均灌浆速率 0∙1585 0∙1162 0∙0357 0∙0187 1∙8－0∙3 9∙7－0∙3

新品种 四谷2 1∙313 2∙393 2∙807 3∙040 3∙060 3∙167 3∙120
四谷28 0∙827 1∙953 2∙853 3∙080 3∙206 3∙113 3∙126
公谷63 0∙853 1∙913 2∙727 2∙940 3∙000 3∙080 2∙953
公谷65 0∙613 1∙613 2∙353 2∙620 2∙880 3∙066 2∙860
白谷7 0∙773 2∙013 2∙680 2∙980 3∙210 3∙166 3∙246
长谷5 1∙240 1∙913 2∙607 2∙713 2∙713 2∙786 2∙900
长8710-1 0∙527 1∙927 2∙567 2∙926 3∙226 3∙126 3∙006
龙谷28 0∙847 1∙887 2∙610 2∙766 2∙780 2∙840 2∙913
龙93199 1∙020 1∙793 2∙510 2∙646 2∙626 2∙680 2∙740
铁谷5 0∙733 1∙967 2∙500 2∙960 2∙940 3∙093 3∙233
铁90-37 1∙340 1∙960 2∙880 3∙180 3∙180 3∙060 3∙100
朝92188 0∙527 1∙273 2∙053 2∙530 2∙720 2∙650 2∙746
九谷10 0∙790 1∙553 2∙107 2∙210 2∙280 2∙313 2∙413
平均 0∙937 1∙858 2∙558 2∙815 2∙909 2∙934 2∙951

粒重增加量　 0∙921 0∙700 0∙257 0∙094 0∙039 0∙017
平均灌浆速率 0∙1535 0∙1167 0∙0428 0∙0157 6∙5－0∙3 2∙8－0∙3

　　注：平均灌浆速率＝粒重增加量／灌浆时间。
表3　 不同品种穗的不同部位子粒千粒重 g

老品种 四谷1 公谷6公谷60公谷62 144 白沙971长谷2龙谷23铁谷1 朝谷3 朝谷7 九谷2 九谷7 平均

穗上部 3∙157 3∙129 3∙374 3∙231 2∙937 3∙094 3∙000 3∙049 2∙803 3∙060 2∙854 2∙383 2∙500 2∙967
穗中部 3∙151 3∙114 3∙343 3∙266 2∙920 3∙089 2∙960 3∙011 2∙771 3∙009 2∙843 2∙366 2∙363 2∙989
穗下部 2∙926 2∙980 3∙189 3∙137 2∙806 2∙906 2∙871 2∙846 2∙597 2∙889 2∙706 2∙291 2∙153 2∙792
平　均 3∙078 3∙074 3∙302 3∙211 2∙887 3∙030 2∙943 3∙002 2∙723 2∙986 2∙801 2∙347 2∙338 2∙902
新品种 四谷2四谷28公谷63公谷65白谷7 长谷5长8710-1龙谷28龙93199铁谷5铁90-37朝92188九谷10 平均

穗上部 3∙283 3∙409 3∙091 3∙097 3∙314 2∙871 3∙363 3∙003 2∙840 3∙414 3∙296 2∙766 2∙486 3∙095
穗中部 3∙217 3∙351 3∙114 3∙060 3∙323 2∙857 3∙271 2∙986 2∙769 3∙343 3∙266 2∙914 2∙463 3∙072
穗下部 2∙971 3∙057 2∙951 2∙749 3∙086 2∙329 3∙140 2∙866 2∙600 3∙191 3∙074 2∙731 2∙309 2∙850
平　均 3∙157 3∙272 3∙052 2∙969 3∙241 2∙685 3∙258 2∙952 2∙736 3∙316 3∙212 2∙804 2∙419 3∙006

3　结　论
上述资料分析表明�千粒重是一个相对值�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有一定的变化。所以通

过栽培条件改善光合产物的生产和分配方向�就可以促进颖壳的生长和胚乳发育来提高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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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142和公谷65品种在不同肥力、不同密度条件下的千粒重 g

处　理
142 公谷65

上 中 下 平均 上 中 下 平均

肥　力　　 高　肥 3∙151 3∙171 3∙070 3∙131 3∙080 3∙034 2∙897 3∙004
中　肥 3∙160 3∙134 3∙000 3∙098 2∙986 2∙960 2∙794 2∙913
不施肥 3∙117 3∙120 2∙993 3∙077 2∙908 2∙911 2∙762 2∙860

密度（万株） 60 3∙145 3∙188 3∙085 3∙139 2∙977 3∙023 2∙894 2∙965
70 3∙154 3∙177 3∙030 3∙120 2∙903 2∙888 2∙745 2∙845
80 3∙146 3∙194 3∙106 3∙149 2∙988 2∙977 2∙866 2∙944
90 3∙103 3∙140 3∙045 3∙096 2∙963 2∙948 2∙806 2∙906

表5　142和公谷65剪叶、剪穗对千粒重的影响 g

处　理
142 公谷65

1 2 3 1 2 3
剪倒1叶 3∙00 3∙18 3∙20 2∙98 3∙02 2∙98
剪倒2叶 3∙26 3∙32 3∙18 3∙04 3∙02 3∙08
剪倒3叶 3∙00 3∙08 3∙00 2∙98 3∙06 3∙02
剪倒4叶 3∙10 3∙14 3∙16 3∙00 3∙08 3∙00
剪倒5叶 3∙12 3∙12 3∙20 2∙86 2∙90 2∙94
剪倒1～3叶 2∙99 3∙14 2∙90 2∙90 3∙00 2∙98
剪倒4～5叶 3∙14 3∙16 3∙12 3∙04 3∙06 3∙06
沿叶脉剪半叶 2∙81 2∙89
横向剪半叶 2∙89 2∙91
剪上半穗 3∙18 3∙20 3∙14 3∙10 3∙16 3∙04
剪下半穗 3∙28 3∙26 3∙28 3∙24 3∙24 3∙14
CK 3∙22 3∙22 3∙22 3∙18 3∙18 3∙18

　　注：1为抽穗期�2为开花期�3为灌浆期。
粒重。同一谷子品种千粒重的差异�主要由中下部子粒粒重的高低所致。故提高开花较迟
的中下部子粒灌浆期的灌浆速率�对提高谷穗的千粒重特别重要。提高灌浆物质的供应水
平�也是提高千粒重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要想大粒高产�就应保持较高水平的生物量�加强
后期田间管理�增施粒肥�保持适宜的叶面积指数、旺盛的根活力和优良的群体环境�促进光
合物质向子粒运输�使谷穗不同部位子粒的粒重显著提高�达到增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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