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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叶片早衰及子粒败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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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遗 传 因 素 、水 分 、温 度 、光 照 条 件 和 密 度 因 素 等 是 子 粒 败 育 的 影 响 因 素 。选 用 优 良 品 种 、适 宜 密 度 、

合 理 施 肥 、适 时 灌 溉 及 排 涝 可 以 减 少 子 粒 败 育 , 保 证 高 产 稳 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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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tract: In recent years, maize yield was decreased by leaves early ageing and kernels abortion, which

were caused by factors of heredity, moisture, temperature, illumination and plant density. The measures of

decreasing the kernels abortion are selecting good maize variety, proper density, rational fertilization, timely

irrigation and drain flooded field, all of these lead to a high and stable yield of ma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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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 , 玉米早衰在生产中普遍发生 , 严重的地

块 早 衰 率 达 50%~70%。 玉 米 早 衰 表 现 为 叶 片 早

枯 、茎 秆 变 软 倒 伏 , 千 粒 重 及 单 穗 重 下 降 , 导 致 产

量下降。

1 玉米叶片早衰

玉米叶片衰老先是基部叶片 , 尔后衰老转向

上部叶片 , 再发展到中部叶片。玉米叶片的生长发

育与衰老进程决定着对光能的利用率。从而影响

到光合产物的积累 , 最终影响产量。玉米叶片衰老

受品种遗传基因的控制。受外界环境条件和栽培

措施等因素的影响。叶片衰老的变化基本上和根

系的衰老相对应。从拔节期开始基部叶片衰老 , 随

生育期发展叶片的衰老逐渐发生。根系的活力强

度与叶片衰老进程存在密切关系。在生产上应该

选种根系发达、吸收活力强的品种。在栽培技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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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大后期的技术措施力度 , 延长根系寿命对延

缓叶片的衰老十分重要。

研究表明 , 根系的合成功能与叶片的功能有

密切的相关性 , 根系的衰老导致了叶片的衰老 , 提

高根系的活力可以防止叶片早衰。陈学留研究表

明 , 玉米叶片功能衰老始期是出苗后 10～12 d。叶

片衰老次序是最先展开叶 , 依次向上至第 9 叶 , 然

后是顶部叶片 , 最后衰老的是穗上叶、穗下叶及穗

位叶。若以根系干重作为根系衰老的形态指标 , 则

根系功能衰老始期为出苗后 45 d 左右。玉米从出

苗 至 蜡 熟 期 , 叶 片 衰 老 和 根 系 衰 老 变 化 符 合 于

LogY= A+ BX 方程。叶片功能衰老始期早于根系

功能衰老始期。张建华等人研究认为 , 玉米子粒灌

浆速度最快时 , 光合产物向果穗转移加快 , 导致根

系和叶片中光合产物亏缺 , 加速了根系和叶片的

衰老。为此 , 在玉米生产中要防止叶片早衰最重要

的是要考虑库与源的协调统一。刘俊明研究指出 ,

玉米早衰首先是根系死亡 , 随即叶片早枯 , 光合能

力下降。杂交种品种不同其抗旱能力不同。另外 ,

不适当的早播后期脱肥以及密度过大等会加重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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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密度对玉米群体内植株叶片衰老的影响主要

是对中下部叶片的衰老影响大。田间亏水条件下

会产生脱叶 , 氮素供应不足时叶片寿命缩短。在子

粒灌浆时期氮素的代谢和运转是影响叶片衰老的

重要因素。缺水和缺氮互作更会影响叶片的衰老。

在生产上应注意选用高产抗早衰的品种 , 在栽培

措施上要注意防干旱、防水涝和有效控制病虫害。

科学合理施肥 , 增加有机肥的用量。在瘠薄地上要

特别注意中后期的追肥以防止后期脱肥 , 要求合

理密植以保证较好的通风透光条件 , 这样可以减

轻中下部叶片的早衰。

2 玉米子粒败育

近年的生产实践表明 , 因子粒败育使产量损

失 10%。

影响子粒败育的因素 :

2.1 遗传因素

张秀梅研究表明 , 不同杂交组合子粒败育率

变动在 9.8%~48.3%。说明败育率首先决定于遗传

因素。一般来说 , 中晚熟多花品种的子粒败育率较

高 , 而中早熟少花品种则较低。这表明 , 玉米子粒

的败育过程是植株自身的一种生理调节手段。这

种 调 节 对 于 维 持 植 株 适 宜 的 源 与 库 比 例 至 关 重

要。

2.2 水分条件

有研究表明 , 玉米在拔节、抽雄两个时期随土

壤湿度下限值的降低 , 果穗秃尖长度呈规律性的

增加。开花后若土壤湿度下限值达到田间持水量

的 50%, 则穗粒数和粒重都显著降低 , 败育粒多秃

尖增加。从大喇叭口期到抽雄前土壤水分不足会

导致抽雄与吐丝间隔拉长 , 造成花期不遇 , 影响花

粉母细胞减数分裂 , 产生大量不育花粉 , 减少小穗

小花数目 , 穗小且败育粒增多。Wesegate 系统地

研究了水分胁迫下子粒发育及对同化物的利用问

题。在低 水 势(- 1.1Mpa)下 ,植 株 的 光 合 作 用 基 本

停止。子粒因得不到充足营养而使处于劣势位的

顶部子粒部分败育。在小花分化期水分胁迫子粒

的败育率高达 98%, 而对照仅为 18.4%。在吐丝至

吐 丝 后 20 d 时 间 内 水 分 亏 缺 子 粒 败 育 率 增 加

6.6%。 开 花 散 粉 期 若 阴 雨 连 绵 , 湿 度 过 大 花 粉 易

破裂 , 吸水膨胀丧失生活力 , 影响授粉而造成败

育。

2.3 温度条件

胡寅华等人研究表明 , 在品种和栽培条件相

同的条件下 , 两年试验相比日均温度低 1.47℃ , 败

育粒增加 38 粒。Tollenaur 研究 , 在 21～31℃范围

内温度对子粒的影响很小。但实际经常出现的低

温 (< 15℃ )或 高 温 (> 35℃ )则 会 严 重 影 响 子 粒 的

发育 , 导致败育粒增加。在子粒形成期低温会降低

胚 乳 细 胞 的 分 裂 速 度 并 使 灌 浆 速 率 大 大 降 低 ; 而

高温又严重影响胚乳细胞的分裂 , 造成库容不足

及代谢紊乱而导致败育。张秀梅的播种试验表明 ,

6 月 4 日 播 种 的 玉 米 子 粒 败 育 率 为 29.95% ; 6 月

14 日 播 种 的 败 育 率 为 26.35% ; 6 月 24 日 播 种 的

为 33.46%。这说明气象因素(温度、水分、光照)综

合作用对子粒败育产生影响。

2.4 光照条件

赵久然等人研究表明 , 玉米吐丝期遮光处理

(遮光 80%～90%)可使穗粒数较对 照 减 少 69.7%。

莱阳农学院资料 , 在子粒形成时期进行遮光处理

已经授精的子粒全部败育。光照条件对子粒败育

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光照时间和光照强度的变化影

响到光合作用 , 使授精后的小花由于光合产物少 ,

有机营养不足使胚乳细胞数量减少 , 粒重下降甚

至败育。玉米散粉后由于光照不足使花丝伸长变

慢甚至停止 , 增加了未成熟小花和未授精小花的

数量 , 增加了败育粒。

2.5 密度因素

众 所 周 知 , 种 植 密 度 对 群 体 的 光 照 、水 分 、营

养水平等都有很大影响。田海云等人研究表明 , 随

着群体密度的增加子粒的败育率亦提高。当种植

密 度 为 32 000 株 /hm2 时 , 子 粒 败 育 率 为 18.34%;

密 度 增 至 64 000 株 /hm2 时 , 子 粒 败 育 率 为

40.11%。在吐丝时期将 64 000 株 /hm2 减至 32 000

株 /hm2 时 , 子粒的败育率为 26.21%。可以认为 , 密

度过大会造成通风透光不良 , 植株个体间对水分

和养分的竞争加剧 , 导致营养与水分不足 , 光照不

足使吐丝授粉受阻 , 子粒发育受阻 , 致使处于劣势

地位的果穗上部子粒败育。

3 减少子粒败育的措施

3.1 选用优良品种

由于遗传因素的影响 , 不同品种间结实子粒

的数量以及败育率有一定差异。选用败育率低的

品种可视为减少败育的一项措施。另外 , 病虫害可

以造成绿叶早枯 , 光合产物不足引起的饥饿型子

粒败育 , 为此应选用抗病虫的品种。光照、温度、水

分 对 败 育 都 有 影 响 , 要 选 用 抗 旱 , 对 光 、温 反 应 不

敏感的品种。

3.2 种植密度适宜 (下 转 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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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接 第 4 页)系、寒地少(免)耕播种与垄沟深松技术

体 系 、玉 米 留 茬 耕 作 、垄 作(平 作 )深 松 及 少 免 耕 为

技 术 核 心 的 保 护 性 耕 作 技 术 模 式 和 示 范 样 板 , 配

套农机具 , 进行机械化少(免)耕保护性耕作集成技

术示范 , 形成适合该区域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

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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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 , 玉米上部叶片的光合产物有 80%

运往子粒 , 为此 , 改善冠层的光照条件对减少上部

子粒败育很重要。在生产中根据品种特性、地力水

平、生产管理水平和栽培条件确定适宜密度。对于

改善光照条件、改善水分及营养水分至关重要。各

方面环境条件的综合优化将会有利于减少子粒的

败育。

3.3 科学合理施肥

通过培肥地力和科学合理施肥 , 尤其是保证

生育后期用肥 , 保证植株有充足的营养 , 促使植株

生长发育健壮。可以防止叶片早衰 , 增强光合作

用。保证子粒发育阶段有充足的同化产物供应子

粒 , 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子粒败育 , 尤其是可保证

果穗顶部的子粒发育正常。

3.4 适宜灌溉及时排涝

玉米抽雄吐丝期是玉米需水的临界期 , 对水

分的需求十分敏感。为此 , 必须保证此期的土壤水

分适宜 , 只有保证充足的水分条件才有利于雌雄

协调。保证小穗小花正常分化和发育 , 有利于子粒

充分灌浆减少败育粒。此时雨量集中易造成涝害 ,

及时排水使根系处于良好生长环境 , 有利于植株

茎叶生长发育和保证旺盛的光合作用 , 有利于减

少子粒败育。如果遇到土壤干旱则必须实施灌溉 ,

以保证子粒正常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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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大容易引起倒伏 , 从而造成大幅度减产 , 所以在

选择无限结荚习性分枝型大豆品种高密度种植时

一定要选择抗倒伏品种。选用亚有限结荚习性主

茎 型 品 种 时 的 适 宜 种 植 密 度 应 为 常 规 种 植 的 20

万 株 /hm2 左 右 , 密 度 较 小 时 , 虽 有 分 枝 , 但 是 不 能

弥补由于密度小引起的产量损失 , 当达到常规种

植 密 度 时 , 其 分 枝 为 0, 同 时 产 量 最 高 , 密 度 在 增

加时 , 其单株的产量构成因素各项值递减速度较

快 , 致使产量下降也随之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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