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粳稻剑叶与穗粒重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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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 () 份 北 方 粳 稻 品 种 为 试 验 材 料 ，在 正 常 栽 培 条 件 下 研 究 了 剑 叶 长 、宽 和 面 积

与 穗 粒 数 、千 粒 重 和 穗 粒 重 之 间 的 关 系 。 结 果 表 明 ，剑 叶 宽 和 面 积 均 与 穗 粒 数 呈 正 相 关 ，剑

叶 长 与 穗 粒 数 呈 负 相 关 。其 中 ，剑 叶 宽 与 穗 粒 数 呈 极 显 著 正 相 关 ，相 关 程 度 大 小 为 宽,面 积 。

剑 叶 长 和 剑 叶 面 积 与 千 粒 重 呈 极 显 著 正 相 关 ，剑 叶 宽 未 达 显 著 水 平 。剑 叶 长 、宽 和 面 积 均 与

穗 粒 重 呈 正 相 关 ，其 中 剑 叶 宽 和 面 积 与 穗 粒 重 达 极 显 著 水 平 。由 此 可 见 ，剑 叶 大 小 对 穗 粒 重

有 着 显 著 正 向 效 应 。 因 此 ，在 栽 培 过 程 中 ，注 意 增 加 剑 叶 面 积 对 提 高 穗 粒 重 是 有 益 的 。

关 键 词 ：粳 稻 ；剑 叶 ；穗 粒 重 ；相 关 性

中 图 分 类 号 ：&-"" 文 献 标 识 码 ：.

水稻剑叶由于所处生长发育时期和位置的特殊性，其组织结构和生 理 功 能 明 显 不

同于其它叶片。剑叶对水稻子粒产量的贡献率少的可达 *)/，多的可达 ()/0"1。因此，在

栽培过程中，人们普遍对剑叶大小、生长发育情况和后期保护比较关注。剑叶对子粒产

量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穗粒数、千粒重和穗粒重来实现的。因此，剑叶大小与穗粒重必然

有一定的联系，揭示这一关系，对提高粒重，增加产量和改善品质非常重要。为此，本文

以 () 份北方粳稻为研究材料，对剑叶与穗粒重的关系加以研究。

! 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 *))"2*))* 年度在吉林省农科院原子能所试验地进行，采 用 吉 林 、黑 龙 江 和

新 疆 等 省 自 治 区 选 育 的 () 份 粳 稻 品 种 作 为 试 验 材 料 ，田 间 试 验 采 用 顺 序 排 列 ，两 次 重

复，每份品种种植 ’ 行，行长 *#’ 3，本田插秧密度为 )#’ 34)#"- 3。

调 查 取 样 以 每 个 品 种 的 中 间 行 两 端 各 去 ’ 株 ， 取 其 ") 株 在 抽 穗 后 测 定 主 茎 剑 叶

长、宽和面积。面积按长4宽4)#5- 计算。成熟后将所测剑叶主茎穗按品种分别取回，风干

后分别对各品种的穗粒数、千粒重和穗粒重进行考种，并对两年 * 次重复的平均值进行

分析，同时，对剑叶长、宽、面积和穗粒数、千粒重、穗粒重分别进行相关分析。

" 结果分析

(-! 品种间剑叶和穗粒重主要特征值分析

由表 " 可以看出，剑叶主要特征值在品种间存在较大变异程度。从几个特征值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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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剑叶长、宽和面积可选择的范围大小顺序为面积!长!宽。

由 表 " 子 粒 主 要 特 征 值 看 出 ，穗 粒 数 、千 粒 重 和 穗 粒 重 也 具 有 较 大 的 变 异 幅 度 ，穗

粒数和穗粒重可选择的范围较大，且大小几乎一致，千粒重可选择范围小于穗粒数和穗

粒重。

!"! 剑叶长、宽和面积与穗粒数、千粒重和穗粒重间的相关分析

相 关 分 析 #表 $%表 明 ，在 穗 粒 数 方 面 ，

剑叶的宽与其呈极显著正相 关 ； 在 千 粒 重

方面，剑叶长和剑叶面积分 别 呈 显 著 和 极

显著正相关；在穗粒重方面，剑叶宽和剑叶

面积均呈极显著正相关。这 说 明 它 们 之 间

具有正向效应。通过进一步的回归分析#表
&%，确 定 出 它 们 之 间 的 回 归 方 程 ，这 些 方 程

进一步表明，增加剑叶的长、宽和面积，将有助于增加千粒重和穗粒重。

! 讨 论

对 ’( 份不同品种的剑叶长、宽和面积与穗粒数、千粒重和穗粒重的相关分析，表明

剑叶面积对穗粒重具有极显著的正相关；剑叶宽达到极显著正相关水平，而剑叶长没有

达到显著水平。因此，在提高穗粒重的选种或栽培中应首先考虑增加剑叶面积，而在增

加剑叶大小方面应注意提高剑叶宽度。本文的剑叶与穗粒重的正向相关研究结果，进一

步支持了前人对剑叶在水稻子粒产量中重要作用的研究。

单位面积产量是由单位面积穗数与穗粒重共同决定的，而单位面积 穗 数 与 穗 粒 重

呈负相关，因此，穗粒重的提高是有一定限度的，必须建立在足够穗数的基础上。由此可

见 ，剑 叶 面 积 在 单 位 面 积 上 的 增 加 将 更 具 有 实 际 意 义 ，同 时 ，应 考 虑 到 由 此 而 对 群 体 冠

层 光 照 的 影 响 ，可 选 择 合 适 的 剑 叶 类 型 ，以 保 证 有 较 大 剑 叶 面 积 的 同 时 ，又 能 保 证 群 体

表 # 水稻剑叶特征值

项 目 最大值 最小值 极差值 平均值 变异系数#)%

剑叶长#*+% &&,$- .’,// "-,&0 "’,’-12,20 "(,02
剑叶宽#*+% .,0" (,0& (,0/ .,&$1(,". .&,’/
剑叶面积#*+"% ’$,&/ .’,.& &-,$& "/,0$1/,2( "0,$/

表 ! 水稻子粒性状分析

项 目 最大值 最小值 极差值 平均值 变异系数#)%

穗粒数#粒% $(-,(( 2",(( "22,(( .$/,’-1&2,&" $",-2
千粒重#3% ’’,"0 .&,(- 2","" "0,221/,-/ "0,-.
穗粒重#3% -,-0 .,&/ ’,$. $,0-1.,"/ $","&

表 $ 剑叶与穗粒数、千粒重和

穗粒重间的相关分析

剑叶 穗粒数 千粒重 穗粒重

长 4(,.00 (,"-25 (,.-"
宽 (,2.-55 (,".. (,’($55

面积 (,.&& (,$&&55 (,$2/

注：6#’(，"%(,(27(,"2 6#’(，"%(,(.7(,$"2

表 % 剑叶与穗粒数、千粒重和穗粒重间的回归方程

剑叶 穗粒数 千粒重 穗粒重

长 87$((,024’,(/9 87"/,-":(,($.9 87$,(/:(,($$9
宽 874"-,’(:..’,"-9 87.2,&.:0,/09 874.,&0:$,/"9

面积 87..’,$0:(,--9 874/,$2:.,$.9 87",&.:(,(2&9

注：9 为剑叶指标，8 为穗粒数、千粒重或穗粒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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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层具有较好的光照特性。本文只对剑叶大小与穗粒重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有关剑叶伸

展方向及倒二叶大小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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