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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施不同复方调节剂对小麦

后期衰老生理的影响

魏道智，宁书菊

（邯郸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农学系，河北 永年 !"#$"!）

摘 要：在冬小麦生育中后期喷施不同复方调节剂调节地上、地下部生理活性，复方!、复方

"显著提高了小麦的根系活力、叶片的叶绿素含量和 %&’ 活性，降低了叶片中的 (’) 含量，推

迟了丙二醛高峰的出现，与对照相比，复方!推迟叶片变黄 * + , -，复方"推迟 , + . -，延缓小麦

后期的生理衰退速率，使千粒重和产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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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冠层叶片功能期的长短是影响作物产量的重要因素，根系是植物体合成细胞分裂

素的主要器官，根系活力的高低可对地上部的生理活性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要调节地上部

的生理活性和功能代谢，不能仅仅从地上部着手，应该同时注意地下部和地上部的整体调

节，才能获得较高的整体活力，从而延缓后期的衰老。应用化学调控技术对地上、地下部进行

化学调控1延缓植物体后期的衰老不失为生产中一项简便、有效的调控途径。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材料与处理

供试小麦品种为品 0!，试验于 *!!$ 年在邯郸农业高等专科学校试验农场进行，土壤质

地为沙壤土，肥力中等，底肥施普钙 $ $*" 23 4 56*，粗肥 ,! 6, 4 56*。共设 " 个处理，分别为对

照（清水），复方!、复方#、复方$和复方"，, 次重复，随机区组排列。小区面积为 $7 6*（* 6
8 9 6），常规管理。于孕穗期、开花期和灌浆初期分别进行叶面喷施，每次喷施量为 9!! 23 4
56*，喷后一周测定各项生理指标。各处理叶面喷洒时添加适量吐温 7!。

!*( 测定方法

叶绿素含量的测定：采用白宝璋法，取第一展开叶，称重 !/$ 3，放入混合提取液:乙醇;丙
酮<$;$=中，浸泡于暗处过夜，待叶片变白后，用 #*$ 型紫外分光光度计比色，记录 &/’ 值。

%&’ 活性测定：采用王爱国的方法。根系活力测定：采用 >>? 染色法。叶片 (’) 含量的

测定：采用硫代巴比妥酸法。农艺性状测定：在成熟期，每处理随机 " 点取样，每样点随机取

*! 株，分别测定。

" 结果与分析

(*! 不同复方调节剂对旗叶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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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 可看出，旗叶的叶绿素含量在抽

穗至开花期达到最高值，随着生育期的向前

推进，叶绿素含量逐渐降低，灌浆中期后下降

速度明显加快，喷施调节剂后可降低旗叶叶

绿素的下降速率。经复方!、复方"处理后，

叶片中的叶绿素含量较高，灌浆中期后下降

速率明显减缓，与对照相比，成熟时叶片和穗

下节变黄时间推迟 " # $ % 和 $ # & %，延长了

旗叶的功能期。

!"! 不同复方调节剂对 #$% 活性的影响

超氧歧化酶（’()）是植物体内活性氧自

由基的清除剂，’() 活性强弱反映了植物体

内清除有害物质、抗衰老能力大小。从图 " 可

看出，旗叶中 ’() 活性抽穗期后逐渐升高，

对照在开花期左右达到最大值，然后逐渐下

降。喷施调节剂处理的最大值出现在灌浆初

期，而后缓慢下降，在后期仍保持着较高水平

的活性，依次为复方"、复方!、复方#、复方

$。说明喷施复方调节剂后可促进小麦体内

的 ’() 活性，增强其后期的抗衰老能力。

!"& 不同复方调节剂对 ’%( 含量的影响

*)+ 是叶片内细胞膜的过氧化产物，它

代表了植物体内过氧化反应的强弱程度，是

代表植物体衰老的重要指标之一。从图 $ 可

以看出，抽穗至开花，旗叶中的丙二醛含量较

低，开花后丙二醛含量逐渐增加，对照和复方

#在灌浆初期丙二醛含量逐渐达到其峰值，

灌浆后期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复方!、"、$

处理旗叶中的 *)+ 含量峰值后移至灌浆中

期左右，以后有所降低。说明喷施调节剂处理

可以有效地推迟衰老高峰的出现，延缓后期

叶片的衰老，这与处理后期旗叶中具有较高

的叶绿素含量，比对照黄化推迟，旗叶中具有

较高的 ’() 活性是一致的。

!") 不同复方调节剂对根系活力的影响

由图 & 可见，抽穗后至成熟根系活力不

断下降，但是喷施调节剂处理的根系活力明

显高于对照，处理间也有一定的差别，复方!

,复方",复方#、$。处理的根系活力下降较

为缓慢，灌浆中期左右开始速降期；而对照开

图 * 不同处理对旗叶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图 ! 不同处理旗叶中 #$% 活性的变化

图 & 不同处理旗叶中丙二醛含量的变化

图 ) 不同处理根系活力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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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后便进入速降期；灌浆末期处理比对照保持了较高的根系活力，充分说明了喷施调节剂对

地下部活力的促进和调节作用，这也是调节剂对于地上部生理活性的促进调节、延缓上部衰

老的结果。

!"# 对产量性状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喷施调节剂提高了地上、地下部的生理活性，延缓了地上、地下部的衰老

速率，特别是复方!、复方"对后期功能叶片功能期的延长，使得后期叶片功能得到保障，有

利于子粒的灌浆和千粒重的提高，除穗粒数差异不显著外，千粒重和产量均有显著性差异，

复方"对地上部的促长明显，其株高与对照和其它处理有显著性差异。

! 讨 论

本研究表明，冬小麦中后期喷施不同复方调节剂对提高小麦的地上、地下部生理活性的

确起到了很好的调控作用，复方!、复方"显著增加了地上、地下部的抗衰老能力，后期具有

较高的代谢活力和抗氧化能力，叶片功能期明显延长；复方#、复方$也表现了显著的调控

效果。因而各处理与对照相比都表现出良好的产量性状，喷施此调节剂配合其它调控措施将

会取得更为理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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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不同处理的农艺性状变化

处理 株高 穗粒数 千粒重 产量

0IJ1 显著性 0粒 [ 穗1 显著性 0M1 显著性 0WM [ :J(1 显著性

对 照 ,’$2* S .’$.2 7 ’.$(, 7 2 ’&&$.( 7
复方! ,*$+" I .’$,, 7 ’&$&( I , ’*&$"& I
复方# ,/$2+ 7 .’$/2 7 ’,$&. S 2 &&($," S
复方$ ,/$’, 7 .’$,. 7 ’+$/" S ,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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