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片是制造光合产物的主要器官，在小麦生

长后期，旗叶对子粒和产量的形成作用最大。旗叶

的长、宽、叶面积、与茎秆的夹角对小麦植株的受

光状况和光能利用率的大小有很大影响。前人在

旗叶与根系的关系、旗叶的生理功能、干旱条件下

旗叶的衰老及与穗部性状关系等方面作了许多研

究[1-9]。本试验对春小麦旗叶性状与产量及产量因

素的关系进一步作定量分析，以期为小麦育种者

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为 14 个春小麦品种，分别来自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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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等省区，均为当前推广品

种。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3 次重复，5 行区，行

长 2 m，行距 0.30 m，基本苗 550 万 /hm2，3 月 30

日播种。田间管理和施肥水平同大田生产。
于灌浆期在每小区中间行连续选取 20 株，测

量旗叶的长、宽、与茎秆的夹角。叶面积计算公式:

S= 叶长×叶宽×0.75。
收获前，每小区连续取 40 株进行室内考种。

统计主穗穗长、株穗数、穗粒数、千粒重等。其余

植株收获计产。
试验结果的统计分析参照文献[10]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1 旗叶性状和产量及产量性状的变异与方差

分析

性状分析以小区平均数为单位。性状的变幅

和变异系数越大，品种间的变异越大，表明品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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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旗叶性状与产量因素的多元回归方程

回归关系 多元回归方程 最优回归方程

旗叶性状与穗粒数(Y1) Y赞 =-28.617 4+1.581 9 x1+43.056 8 x2-1.404 9 X3+0.144 6 x4 Y赞 =6.706 1+0.563 5 x4

旗叶性状与株穗数(Y2) Y赞 =-22.047 8+0.968 1 x1+17.071 7 x2-0.770 5 X3-0.002 8 x4 Y赞 =-0.703 2+0.242 8 x2

旗叶性状与千粒重(Y3) Y赞 =13.088 7+0.871 3 x1+25.050 1 x2-1.043 1 X3-0.153 9 x4 Y赞 =21.935 4+0.874 5 x4

旗叶性状与小区产量(Y4) Y赞 =-0.873 2+0.054 3 x1+1.491 5 x2-0.061 7 X3+0.005 9 x4 Y赞 =0.862 4+0.037 3 x3-0.006 3 x4

异不显著外，其余性状都达到 0.01 水平，说明可

以对除主穗穗长外的其它产量性状与旗叶性状的

关系作相关分析。
2.2 旗叶性状与产量性状的相关分析

由表 2 可以看到，旗叶的长、宽、面积与株穗

数、千粒重和小区产量的相关系数均为极显著正

相关，这表明随着旗叶的长、宽、面积的增大，产量

及产量因素有提高的趋势。在育种上针对旗叶较

长、较宽的材料选择，有希望选到高产类型。旗叶

与茎秆的夹角与株穗数和小区产量呈负相关，与

千粒重呈负相关极显著，表明随着旗叶与茎秆夹

角的增大，株穗数、千粒重和小区产量有降低的趋

势，说明松散的株型不利于高产，因此在高产育种

中应选择那些旗叶夹角比较小的紧凑型材料。
2.3 旗叶性状间的相关分析

从表 3 可以看出，旗叶长与旗叶宽相关不显

著，旗叶与茎秆夹角与旗叶长、旗叶宽、旗叶面积、
叶绿素含量相关也不显著。旗叶长、旗叶宽与旗叶

面积的相关系数达极显著水平。说明随着旗叶长

和宽的增加，旗叶面积有增加的趋势，旗叶性状间

的这种相关关系有利于选择。

2.4 旗叶性状与产量性状的多元回归分析

表 4 列出了旗叶性状与产量性状的多元回归

表 2 旗叶性状与产量因素的相关系数

性状 旗叶长 旗叶宽 旗叶面积 旗叶夹角
穗粒数 -0.033 0 0.046 7 0.567 7** 0.003 7
株高 -0.123 5 0.055 7 -0.055 3 0.269 3
株穗数 0.534 7** 0.672 1** 0.570 9** -0.142 4
千粒重 0.568 9** 0.610 4** 0.686 2** -0.387 2*
小区产量 0.487 2** 0.718 6** 0.661 4** -0.312 9

注:** 表示 0.01 水平上差异显著。

表 3 旗叶性状间的相关系数

性状 旗叶宽 旗叶面积 旗叶与茎秆夹角
旗叶长 0.240 6 0.868 2** 0.154 2
旗叶宽 0.793 5** 0.024 5
旗叶面积 -0.153 7
旗叶与茎秆夹角

注:** 表示 0.01 水平上差异显著

表 1 旗叶性状和产量性状的变异及 F 测验

性状 平均数 变幅 标准差 变异系数(%) F 值
旗叶长(cm) 22.86 17.81-26.84 3.72 16.27 10.41* *
旗叶宽(cm) 1.67 1.33-1.99 0.24 14.43 11.22* *
旗叶面积(cm2) 28.72 20.57-35.29 7.04 24.52 7.57* *
旗叶与茎秆夹角(°) 37.74 24.00-56.00 8.43 22.33 5.65* *
主穗穗长(cm) 11.07 8.41-12.99 0.63 5.70 2.57
穗粒数 44.65 35.71-52.13 6.85 15.34 9.74* *
株穗数 6.39 4.87-7.73 0.36 5.59 8.33* *
千粒重(g) 39.12 35.02-49.21 5.84 14.91 39.21* *
小区产量(kg) 1.32 0.98-1.79 0.28 20.83 19.51* *

注:* * 表示 0.01 水平上差异显著。

择的范围越广，选择的潜力越大。由表 1 的变异系

数可知，旗叶性状变异的大小依次为: 旗叶面积

> 旗叶与茎秆夹角 > 旗叶长 > 旗叶宽。产量及产

量因素变异的大小依次为: 小区产量 > 千粒重 >

穗粒数 > 株穗数 > 主穗穗长。
方差分析 F 测验表明，品种间除主穗穗长差

方程和经显著性测验建立的最优多元回归方程。
表中 x1、x2、x3、x4 分别表示旗叶长、旗叶宽、旗叶面

积和旗叶与茎秆夹角。从旗叶性状与穗粒数的多

元回归分析可知，在旗叶的 4 个性状中与穗粒数

回归关系显著的是旗叶面积，旗叶面积每增加 1

cm2，穗粒数可增加 0.563 5 粒。与株穗数回归关

系显著的是旗叶宽，叶宽每增加 1 cm，株穗数则

增加 0.242 8 穗。与千粒重回归关系显著的是旗

叶面积，旗叶面积每增加 1 cm2，千粒重可增加

0.874 5 g。与小区产量回归关系显著的是旗叶面

积和旗叶与茎秆夹角。旗叶面积每增加 1 cm2，小

区产量可增加 0.037 3 kg；旗叶与茎秆夹角每减

小 1°，小区产量可增加 0.006 3 kg。

3 小 结

3.1 春小麦旗叶性状在品种间存在着明显的变

异，变异较大的是旗叶与茎秆的夹角和旗叶面积。
在产量性状中品种间变异较大的是(下转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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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 页)小区产量、千粒重和穗粒数。说明这些

性状都有着较大的选择潜力。
3.2 旗叶与茎秆的夹角与小区产量呈负相关，旗

叶的长、宽、面积与穗粒重、千粒重、穗粒数和小区

产量呈正相关。表明小麦高产类型应是旗叶较长、
较宽、叶面积较大、叶绿素含量较高、旗叶与茎秆

夹角比较小的材料。
3.3 由旗叶性状间的相关分析结果，在育种中可

针对旗叶长、旗叶宽、旗叶与茎秆夹角这 3 个易于

观察的性状进行直接选择。
3.4 对产量及产量因素的间接选择，穗粒数和千

粒重可主要考虑旗叶面积；对产量的选择应综合

考虑旗叶面积和旗叶与茎秆的夹角这 3 个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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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果汁多，果汁颜色浅，甜酸适中，具有香味，可

溶性固形物含量 19%～23%，平均 21%，果实成

熟后不裂果，不脱粒。
2.3 生物学特性

2.3.1 物候期

该品种 (系) 在白城 5 月初萌芽，6 月中上旬开

花，8 月中旬浆果着色，9 月中旬浆果成熟，从萌芽

至浆果充分成熟需 135 d 左右，有效积温 2 771.05

℃·d，物候期与公酿 1 号相似，属中晚熟品种。
2.3.2 生长结果习性

植株生长健壮，芽眼萌发率为 85.1%，结果枝

百分率(占芽眼总数)85.54%，平均每结果枝着生

果穗数 2.72 个。副芽萌发的新梢多有花序，属结

实力强的新品系。高于对照品种公酿 1 号。
丰产性能较好，进入结果期早，定植第 2 年开

始结果，第 3 年平均株产 3.0 kg。进入盛果期单

产 20 000～25 000 kg/hm2。
2.3.3 抗逆性

在正常田间管理和防治条件下，轻感霜霉病，

特殊年份轻感黑痘病，应注意防治。抗寒力略低于

公酿 1 号，与巨峰相当。

3 栽培技术要点
该品种(系)适宜于无霜期 135 d 以上，有效积

温 2 800℃·d 以上地区栽培。
适宜篱架栽培，以中、短梢修剪为主，幼树整

形以独龙干或双蔓为宜。
坐果率高，结实力强，花序偏多，在幼果期注意

疏掉部分花序，控制一定的产量 (最佳产量15 000

kg/hm2)。
宜采取大行距，双行栽植，株距 0.5～1 m；行

距 6～8 m；适于龙干型整枝，中短梢混合修剪。新

梢生长较旺，对结果枝和营养枝适期摘心和去副

梢，保持架面通风透光良好。
该品种丰产性较好，秋季防寒期施农家肥，春

季出土后追施氮、磷、钾复合肥。
防寒前避免霜冻，应使枝蔓所处位置的最低

温不低于－10℃。春天分期撤防寒土(物)，在伤流

期出土上架。
该品种(系)抗病性较强，但有的年份果穗上有

轻度的霜霉病、黑痘病发生，应注意防治。

4 加工利用
该品种(系)经过两年加工试验，葡萄酒玫瑰红

色，酒度 10～12°。已达到了国家标准。有明显的品

种香气，糖酸比适中，可溶性固型物 19%～23%，

出汁率 70.68%，总糖含量 17.92%(采用蒽酮法测

定)，有机酸含量(氢氧化钠滴定法)1.27%(以酒石

酸计)，维生素 C 5.28 (mg/100 g 鲜果重)，单宁

0.015%。在品质和加工性能上已超过现有的加工

品种如公酿 1 号、山葡萄等品种。
黑品乐是吉林省松原、白城等西部半干旱地

区抗逆性强的一个新品种 (系)，其主要性状超过

公酿 1 号，适合吉林省西部沙壤、少雨、光照好，地

下水资源丰富的地区栽培。该品种的引育成功，对

吉林省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化结构调整和发展优质

酿造葡萄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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