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粳稻新资源三无稻的特征特性研究

张三元，南钟浩，张俊国，赵劲松，全东兴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吉林 公主岭 "#$"%%&

摘 要：通过对粳稻新资源三无稻的外部形态特征、生理变化及产量构成因素的研究结果表

明：!粳型三无稻叶片平均开张角度为 ’() 度，叶片直立收敛，株型紧凑；"三无稻出穗后的叶片

中叶绿素总含量及叶绿素 *、+ 含量较高，灌浆期叶片仍具有较高的叶绿素含量；#三无稻生育期

间干物质积累量与通 #, 无明显差别，但由于三无稻后期含有较高的叶绿素含量和根系发达，因

此，灌浆期间的干物质积累速度明显加快；$三无稻产量与通 #, 相比减产约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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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叶耳、无叶舌、无叶枕（以下简称三无稻）粳型水稻品种是吉林省集安市农民育种者从

朝鲜引进水稻新品种突变株中筛选出来的新资源。众所周知，水稻叶片可分为叶与叶鞘以及

叶耳、叶舌和叶枕。叶枕是叶片与叶鞘连接的主要部分，叶舌是叶鞘顶端退化的部分，是白色

舌状薄膜，叶耳为一对小片，是叶片的变形。叶耳与叶舌与茎秆密切贴紧，起到防止雨水侵入

叶鞘内，叶耳与叶舌的大小对叶片开张角度有直接的影响。三无稻资源作为新株型的杂交骨

干亲本正在广泛利用。为了能进一步了解三无稻生长发育的特征特性，为育种者提供更充分

的科学依据，’%%" 0 ’%%’ 年分别对三无稻进行了生理和形态方面的研究，以其揭示三无稻

的生长特性。

" 试验方法与材料

"(" 材料来源

三无稻品种是 "))) 年由吉林省集安县农民育种者引入，对照品种为通 #,。

"(’ 试验方法

试验设在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分为大田种植和盆栽两部分。1 月 "’ 日播种，

大棚盘育苗秧龄为 1(, 叶。, 月 ’% 日大田插秧，行株距为 #% 23 4 "#(, 23，种植面积 " 3’。网

室盆栽采用长 4 宽 4 高为 ,% 23 4 1% 23 4 ,% 23 的玻璃槽，, 月 ’’ 日插秧，每穴 " 苗，行株

距为 #% 23 4 "#(, 23。本田管理、盆栽与大田管理一致。

"(# 测定方法

叶绿素含量测定：叶绿素总量、叶绿素 *、+ 含量测定由吉林省农科院生物技术中心进行

测定；叶绿素含量调查采用日本佐竹公司制造的叶绿素测定仪，以 .5/6 值作为叶绿素含量

指标。拔节孕穗期至定浆期每 , 7 一次，测定上三片叶；生物学产量测定从拔节孕穗期至定

浆期分 , 批进行测定。

’ 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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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无稻的形态特征

三无稻从播种到成熟日数为 #$% &，在吉林省属中晚熟品种类型。成熟后植株高度为 ’(
)*，单株有效分蘖力 + , ( 个。全生育期三无稻总叶片数为 #- 片叶，叶片呈绿色，叶脉清晰，

叶片与叶鞘之间无明显连接处。出穗期间的平均叶片长度 !( )*，三无稻生育期间最长叶片

为 -+ )*。不同时期的叶片长度变化如表 #。从表 # 中可以看出，三无稻在出穗前和出穗后的

叶片平均长度、最长叶片及最短叶片与通 ./ 相比有差异，但差异不显著；而后期三无稻与通

./ 相比叶片平均长度比通 ./ 短 . )*，最长叶片短 $ )*，最短叶片长出 #"- )*。表明三无稻

( 月中旬以后叶片基本不再伸长，通 ./ 后期叶片仍在伸长。从三无稻叶片的开张角度分析

结果0表 !1看出，叶片的开张角度与通 ./ 相比，由于三无稻叶片无叶舌、叶耳的支撑，叶片的

开张角度明显比通 ./ 角度小，平均开张角度不同时期分别为 ."(、."(、-"! 和 !"+ 度，而通 ./
不同时期叶片开张角度分别为 #%"(、#%"$、#."+ 和 #!"- 度。特别是后期三无稻下部叶片开张

角度明显较通 ./ 小，呈现出株型紧凑，叶片收敛状，有利于群体的通风透光。

!"! 三无稻叶片叶绿素含量变化和干物质形成

三无稻是粳稻类型中叶片特殊的资源，为了进一步了解三无稻中叶片叶绿素和干物质

含量，我们对其进行了测定0表 .1。从表 . 分析中可以看出，三无稻叶绿素总含量出穗前比通

./ 略低，但是出穗以后无论在叶绿素总量上还是叶绿素 2 或叶绿素 3 的含量均高出通 ./。

表 ! 在中后期三无稻与对照叶片的长度变化 )*
调查日期 平均叶长 最长叶片 最短叶片

0月·日1 三无稻 通 ./ 三无稻 通 ./ 三无稻 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叶片长度测定为测定 / 穴茎秆上所有绿叶的长度。通 ./ 出穗期为 ( 月 ! 日，三无稻出穗期为 ( 月 - 日。

表 " 不同时期三无稻与对照叶片开张角度对比 度

叶 位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三无稻 通 ./ 三无稻 通 ./ 三无稻 通 ./ 三无稻 通 ./
倒第四片叶 /"# #-"+ ."’ ##"+ ."- ##"% !"( #."’
倒第三片叶 ."’ #."’ -"/ #%"# /". ##"( !". #!"’
倒第二片叶 ."$ ("+ ."- ’"( /". #+"’ !"/ #%"’
倒第一片叶 !"/ +"% ."- ##". !"( #-"$ !"( ##"+

表 # 不同时期三无稻与对照叶

片中叶绿素含量变化 *4 5 6
调查日期

品 种
叶绿素

叶绿素 2 叶绿素 30月·日1 总 量

$·%’
通 ./ /"((- ."-’! #"(!-
三无稻 /".+! ."!$! #"$.%

$·!%
通 ./ +"%!% ."/(% #"$-%
三无稻 /"(!% ."-$% !"$’%

$·!(
通 ./ +"%!% ."/(% #"$-%
三无稻 /"(!% ."-$% !"$’%

(·#-
通 ./ !"!%! #"..’ %"$’(
三无稻 ."--’ !"#’( #"#.’

’·#(
通 ./ %"##+ %"%/( %"%+(
三无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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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三无稻生长的不同时期采用日本佐竹公司制造的叶绿素含量测定仪测定叶片的

!"#$值，以!"#$值的高低判断叶绿素含量的多少和分析三无稻叶片中叶色变化（图%）。从

图%中可以看出，三无稻后期!"#$值明显较通&’高，与叶绿素含量测定结果相同。!"#$值

高，生育后期三无稻叶片仍呈现出浓绿。

从图 ( 分析中得出，三无稻与通 &’ 在不

同时期地上和地下干物质积累量差别不明显，

只是在灌浆期三无稻的干物质积累的速度略

比通 &’ 快，主要是因为三无稻在这阶段叶片

中的叶绿素含量比通 &’ 高，光能转化的速度

快，但到后期三无稻与通 &’ 间的差别不明显。

()& 三无稻产量构成因子

三无稻单位有效穗数明显较通 &’ 少，穗

短，每穗粒数少，虽然成熟度比通 &’ 高，但千

粒重比通 &’ 低 ()* +，经济系数比通 &’ 低。因

此，三无稻虽然受光姿态好，叶片中具有较多

的叶绿素含量，但由于单位有效穗数和颖花数

少，很难充分利用光合产物生产更多的谷物产量，产量比通 &’ 减产 %&,左右。

& 讨 论

水稻超高产育种主要途径是利用各种特异资源构建新株型，使之更好地利用光能，生产

更高的生物产量。目前吉林省水稻超高产育种主要目标之一是降低分蘖，提高单位的颖花

数，提高子粒的成熟度，即每穗粒数在 %(- 粒以上，结实率 .-,以上。然而由于植株叶片披

散，在超高产大穗类型品种生产田中呈现群体透光率偏低、透风不良、叶片枯黄现象严重，后

期功能叶片衰老过快，明显对子粒灌浆不利，穗基部结实不良，空秕率增高。因此，利用三无

稻叶片开张角度小、叶片挺拔直立及叶片中叶绿素含量偏高等特点，改良现有的高产品种株

型。几年来我们已从三无稻配制的杂交组合后代中选拔出株型直立、结实率高的株系，构建

了一批新株型育种材料正作为中间桥梁材料被利用。然而，三无稻无叶舌、叶耳是否对茎秆

的保护起到反作用，仍需进一步探讨。

总之，粳型三无稻是新的稻种资源，充分研究、开发、利用三无稻等特殊资源为超高产育

种研究提供更科学的依据是进一步提高吉林省超高产育种水平的一个重要技术路线。

参考文献：

/%0 中国农业科学院 ) 中国稻作学/10 ) 北京：农业出版社，%.2* )
/(0 松岛省三，等 ) 水稻的生长发育/10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3’ )
/&0 曹静明，等 ) 吉林稻作/10 )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 )
/40 闵绍楷，等 ) 水稻育种学/10 )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
/’0 张三元，等 ) 吉林省水稻超高产育种研究/50 ) 吉林农业科学，%...，(4（%）：463 )

表 ! 三无稻产量构成因素分析

品 种
穗 数 穗长

着粒密度
粒数 成熟度 千粒重

经济系数 谷草比
产 量

7个 8 9(: 7;9: 7粒 8 穗: 7,: 7+: 7<+ 8 =9(:
三无稻 &2( %3)- ’)%3 2&)’ 2’)* (’)4 -)4. -).. %4 &*’
通 &’ 4%( %2)* 3)(- .2)% 2-). (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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