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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控剂对小麦矮抗 58农艺和产量性状的影响
姬玉梅，王 岭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鹤壁 458030）
摘 要：以矮抗 58为试验对象，选择 3种不同化控剂为试验处理，研究了化控剂对小麦主要农艺和产量性

状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喷施化控剂多效唑、吨田宝和赤霉素能有效抑制小麦株高，增加了小麦穗粒数和千

粒重，产量增幅 3.6%～9.8%。其中，在小麦拔节期喷施多效唑能显著降低小麦的株高；开花期喷施一定浓度

吨田宝可以缩短基部节间长度，延长穗下节间长度，为提高旗叶的光合速率奠定了基础。在小麦灌浆期喷施

一定浓度的赤霉素显著提高了千粒重和产量，而多效唑处理不显著。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在 3种化控剂间小

麦的穗粒数、结实小穗数与产量的差异显著，而不孕小穗数、千粒重则无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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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hemical Control on Agronomic and
Yield Characters of AK58 Wheat

JI Yu-mei, WANG 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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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 AK 58 as test material and three different chemical control agents for treatments, effect of
chemical control agents on main agronomic traits and yield of wheat was studied. Results showed that spraying of Pa⁃
clobutrazol, Duntianbao and Gibberellin effectively inhibited wheat plant height. Number of grain per ear and 1000-
grains weight increased, and yield increased by 3.6%~9.8%. Among them, spraying Paclobutrazol at jointing stage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plant height of wheat, spraying Duntianbao at flowering period shortened the basal inter⁃
node length, extended internode length below the ear, this laid basis for the increase of photosynthetic rate of flag
leaf. Spraying gibberellin at a certain concentration at wheat filling stag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1000-grains weight
and yield, while effect of Paclobutrazol was not significant. Variance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number of grain
per ear, spikelet number and yield differed significantly among the three kinds of control agents, while infertility
spikelet and 1000-grains weight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Key words：AK58; Wheat; Chemical control agent; Agronomic; Yield
小麦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 [1]。近年来

随着小麦高肥、高密度种植模式的建立，小麦通

风透光不良、倒伏严重等给小麦高产稳产造成了

严重威胁 [2-4]。喷施化学调控剂是增强作物抗逆

性和提高作物产量的有效措施之一，在农业生产

上被广泛应用 [5-7]。但化控剂种类繁多，推荐的喷

施时期较宽泛，对广大农民指导性差，难以达到

最佳使用效果。本试验以不同小麦化控剂为试验

材料，在不同喷施时期下对矮抗 58的形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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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和产量性状进行分析，探索最佳的化控剂喷

施时期，为指导该区域合理应用化学调控技术、

保障小麦高产稳产提供依据。

l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安排在鹤壁市职业技术学院试验田，前

茬为大豆，土壤肥力中等，田间施肥同大田，播种

时间为 2013年 10月 9日。土壤养分含量为：有机

质 19.5 g/kg、速效氮 50.0 mg/kg、速效磷（P2O5）17.6
mg/kg、速效钾（K2O）117.5 mg/kg。化肥随播种一

同施入。供试小麦品种为矮抗 58。供试化控剂

为多效唑、吨田宝、赤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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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设计

随机区组设计，试验小区面积 50 m2，3 次重

复。以不同化控剂为试验处理，喷施清水（CK）为

对照，共计 4个处理，分别于 4月 7日、4月 25日和

5月 4日在小麦拔节期（B1）、开花期（B2）、灌浆期

（B3）进行叶面喷施。其中，多效唑处理（C1）用量

为 650 g/hm2、吨田宝处理（C2）用量为 750 mL/hm2、

赤霉素处理（C3）用量为 350 mL/hm2。

1.3 测定指标及方法

1.3.1 光合速率测定

用 Li-6400便携式光合仪在灌浆后期（5月 18
日）的 9：00～11：00，每小区选植株生长基本一致

且受光方向基本相同的 5个分蘖株的旗叶，测定

流速为 1500 μmol/（m2·s），测定其光合速率。

1.3.2 形态指标测定

在矮抗 58成熟期，处理区和对照区小麦植株

各 20株，分别测定其株高、基部节间长度（第 1、第
2、第 3节间）、穗下节间长度、茎粗，3次重复。

1.3.3 产量及其构成因素的测定

于收获前一天在各小区选择 1 m长双行调查

穗数，依据平均行距计算单位面积穗数，并取 30
个单穗考察穗粒数、千粒重、结实小穗、不孕小

穗。另外，每小区收获 1 m2面积，脱粒晒干称重，

3次重复取平均值，折合为每公顷产量。

1.4 数据统计与分析

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03 和 DPS 7.05 处理软

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化控剂对矮抗 58旗叶光合速率的影响

各处理与对照相比，喷施化控剂能够明显提

高矮抗 58旗叶光合速率（图 1）。与其他化控剂相

比，多效唑和赤霉素处理下，矮抗 58旗叶光合速

率较高。吨田宝在 B1时期喷施旗叶光合速率较

高，较 B2 时期喷施提高 6.4％；多效唑在 B2 时期

喷施光合速率提高幅度略大；赤霉素在B3时期喷

施光合速率提高幅度较大。可见，化控剂对冬小

麦旗叶光合有促进作用，但与喷施时期也有一定

的关系。

2.2 不同的处理对矮抗 58茎秆性状的影响

各处理与对照相比，喷施化控剂能够明显降低

矮抗 58的株高（表 1）。与其他化控剂相比，多效唑

和吨田宝处理下矮抗 58株高较低，比对照分别低

6.6 cm和 3.8 cm。喷施 3种不同化控剂能明显降低

矮抗 58基部三节间的长度，其中，吨田宝处理下最

低。喷施吨田宝和多效唑可以使矮抗 58茎粗增

大，而赤霉素却使茎秆比对照变细 0.02 cm。株高

降低、基部三节间缩短、茎秆变粗优化了株型，抗倒

能力增强，有利于高产稳产。穗下节间较对照延长

1.0～1.7 cm，穗下节间延长有利于提高和保持冬

小麦后期非叶器官光合能力，促进干物质积累，增

强灌浆速度，增加粒重，提高产量。

从不同的时期喷施不同的化控剂来看，在拔节

期喷施化控剂，对小麦的株高影响最大；灌浆期喷

施对小麦株高影响最小（表 2）。其中，在 3种化控

剂处理中，以多效唑对小麦株高抑制作用最强，赤

霉素最低。由此说明，喷施化控剂可有效抑制小麦

株高的增长，不同化控剂种类对株高的抑制作用存

在一定差异。基部节间长度的影响与株高类似。

在开花期喷施化控剂对穗下节间长度的影响较大，

其中，化控剂处理的小麦在拔节期至开花期，穗下

节间长度提高较快，升幅较大；而在开花期至灌浆

期时，下降幅度也较大。在拔节期使用化控剂对茎

粗影响较大，从开花期至灌浆期，影响愈来愈小。

2.3 不同化控处理对矮抗 58产量及产量性状的

影响

由表 3可见，小麦成熟后，不同化控剂处理对

小麦的穗粒数、结实小穗、不孕小穗、千粒重和产

量等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中，小麦穗粒数以赤霉

素处理最高，比对照高 8.9%，吨田宝次之，多效唑

表1 喷施不同化控剂对矮抗58茎秆性状的影响 cm

化控剂

C1

C2

C3

CK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α=0.05水平差异显著，下同

株高

76.4 c

79.3 c

80.5 b

83.1 a

基部节间长

度

21.0 c

20.2 ca

22.7 b

23.5 a

穗下节间长

度

27.5 a

27.1 ab

27.8 a

26.1 c

茎粗

0.37 b

0.40 a

0.29 c

0.3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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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时期喷施不同化控剂对矮抗58

叶光合速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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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最低；小麦的结实小穗数以赤霉素处理最

高，多效唑最低；不孕小穗数，以多效唑处理最

高；对于千粒重，吨田宝和赤霉素处理的千粒重

分别比对照高 3%和 6.7%，而多效唑则低于对照；

至于产量，几种化控处理下产量均明显高于对

照，其中以赤霉素处理为最高，吨田宝次之，多效

唑第三，分别比对照高 9.8%、7.0%、3.6%；方差分

析结果表明，穗粒数、结实小穗数与产量存在处

理间的显著差异。

表 2 不同时期喷施不同化控剂对矮抗 58茎秆性状的影响 cm
处理

化控剂

C1

C2

C3

喷施时期

B1
B2
B3
B1
B2
B3
B1
B2
B3

株高

74.2
76.8
78.1
77.3
78.5
82.0
79.4
80.6
81.5

基部节间长度

19.5
20.9
22.7
18.2
19.8
22.6
21.8
22.9
23.3

穗下节间长度

26.9
28.2
27.5
26.7
27.4
27.1
27.7
28.5
27.3

茎粗

0.42
0.38
0.30
0.45
0.40
0.35
0.32
0.29
0.26

表 3 不同化控剂处理对矮抗 58产量与产量性状的影响

处理

C1
C2
C3
CK

穗粒数（粒）

43.0b
44.1a
46.5a
42.7c

结实小穗（个）

12.3b
15.8ab
16.4a
15.8ab

不孕小穗（个）

3.9a
3.2a
2.9a
3.1a

千粒重（g）
42.8a
44.5a
46.1a
43.2a

产量（kg/hm2）

7089b
7323b
7516a
6843c

3 结论与讨论

李春喜等 [8-10]的研究表明，多效唑增加了小麦

单位面积穗数、穗粒数及粒重，有良好的增产效

果。王纪华等 [11]却认为，多效唑虽然增加了小麦

穗数和穗粒数，却降低了粒重，产量并未显著增

加。本试验结果表明，在小麦拔节期喷施化控剂

多效唑、吨田宝、赤霉素能有效抑制小麦株高，其

中多效唑抑制作用最强，赤霉素最弱。与对照相

比，开花期喷施一定浓度吨田宝可以缩短基部节

间长度，延长穗下节间长度，为提高旗叶的光合

速率奠定了基础。在小麦灌浆期喷施一定浓度的

赤霉素显著提高了千粒重和产量，而多效唑处理

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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