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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用耐盐碱水稻品种吉粳 105和盐碱敏感品种宁粳 47号作为试验材料，在 3种不同盐碱浓度的土壤胁迫处理

下，比较 2个水稻品种籽粒灌浆速率、籽粒增重及穗部性状等动态变化。结果表明：在相对盐碱胁迫加重的情况下，2个
水稻品种强势粒灌浆速率减慢，开始灌浆时间提早，达到灌浆峰值时间缩短，强势粒增重量减小，随着盐碱胁迫梯度加

重，2个水稻品种弱势粒开始灌浆时间推迟。2个水稻品种的强势粒籽粒增重都明显高于弱势粒，吉粳 105先于宁粳 47
号达到干物质积累的高峰。在不同梯度盐碱胁迫下，2个水稻品种的穗部性状均受盐碱胁迫抑制作用明显，相对而言，1
次枝梗性状比 2次枝梗性状稳定，受盐碱胁迫作用变化不明显，2个水稻品种穗部粒重的减少都受枝梗千粒重及枝梗数

减少共同影响。水稻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在不同梯度盐碱胁迫下较对照均降低，降低幅度与盐碱胁迫成正比，水稻产量

降低主要表现为枝梗数和千粒重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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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aline-Alkali Stress on Grain Filling and Panicle Traits of
Ningxia 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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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Jijing 105, a salt tolerant rice variety, and Ningjing 47, a salt sensitive rice variety, were used as experi⁃
mental materials to compare the dynamic changes of grain filling rate, grain weight gain and panicle traits of the two
rice varieties under three soil stress treatments with different salt concentra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under the
aggravation of relative saline-alkali stress, the filling rate of strong grains in the two paddy varieties slowed down,
the time to start filling was earlier, the time to reach the filling peak was shortened, and the weight gain of strong
grains decreased. With the aggravation of saline-alkali stress, the time to start filling of weak grains in the two
paddy varieties was delayed. The weight gain of strong grains in both paddy varieti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weak grains, and Jijing 105 reached the peak of dry matter accumulation before Ningjing 47. Under different
saline-alkali stress, the panicle traits of the two paddy varieties were obviously inhibited by saline-alkali stress. The
primary branch and stem traits were more stable than the secondary branch and stem traits, and the change was not
obvious under saline-alkali stress. The reduction of panicle grain weight of the two paddy varieties was jointly af⁃
fected by the reduction of 1 000-grain weight and number of branches and stems. Paddy yield and yield components
decreased under different gradient saline-alkali stres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and the reduction range was in di⁃
rect proportion to soil saline-alkali stress. The reduction of paddy yield wa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reduction of
branch number and 1 000-grain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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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盐碱化已是土地退化的主要类型之一，

是全球研究的热点问题 [1]，全球目前土地盐渍化

约有 1010 hm2，盐渍化耕地占总耕地的 20%[2]。土

壤盐渍化与因灌溉引起的土壤次生盐渍化是我国

干旱、半干旱区面临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3]，严重

制约农作物的生产。水稻是我国乃至世界最为重

要的粮食作物，全世界有 50%以上人口以大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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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中国水稻种植面积仅占世界水稻的 18.75%，
但总产量占 28.96%[4]，中国水稻种植面积中约

20%遭受盐碱侵害 [5]，改良水稻的耐盐碱性需要

从水稻耐盐性的遗传开始研究，耐盐水稻作为先

锋作物对盐碱土地进行修复和改良具有突出作

用 [6]。因此，为发展盐碱地耐盐水稻种植，提高水

稻产量与品质，当务之急就是研究水稻抗盐碱性

机理。

危害水稻生产最严重的非生物胁迫之一是土

壤盐渍化 [7]，土壤盐渍化是抑制水稻正常生长和

发育最重要的环境因子 [8]，盐碱胁迫影响水稻的

一生，但对水稻不同生长发育阶段的影响是有差

异的，在灌浆期对水稻产量和品质的形成影响最

大 [9-10]，籽粒灌浆过程是光合产物向籽粒不断运输

的过程，决定了籽粒充实程度的优劣和粒重的大

小，水稻籽粒的充实状况与颖花在穗上着生的部

位有密切关系 [11-12]。位于顶部一次枝梗上早开花

的强势粒灌浆快、粒重高、充实度好；而位于稻穗

基部二次枝梗上迟开花的弱势粒灌浆慢、粒重

低、充实度差，成为限制水稻产量进一步提高的

重要因子。宁夏回族自治区属温带大陆性干旱、

半干旱气候，银北地区盐碱地已占宁夏总耕地面

积 49%以上，黄河水引灌造成的土壤盐渍化问题

也逐年加重，水稻是宁夏主栽的重要作物，对现

有水稻种质资源进行耐盐性特性挖掘，掌握不同

盐碱胁迫对水稻个体籽粒灌浆差异的机制，进一

步认识盐碱胁迫对群体产量结构的影响及其限制

因子，创制水稻耐盐新种质，改良提升水稻耐盐

性，选育、培育耐盐水稻品种，可以保证宁夏稻作

区粮食安全生产，有效改善生态环境 [13-15]。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及处理方法

试验于 2019年在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

究所基地进行，供试水稻品种 2个，耐盐碱水稻吉

粳 105和盐碱敏感水稻宁粳 47号，供试土壤盐碱

土取自宁夏平罗县通伏乡，试验以盐碱土与稻田

土按比例配制成轻度盐碱土、中度盐碱土、重度

盐碱土（土壤化学性质见表 1），以农作物研究所

基地稻田土做对照（CK）。采用盆栽法，4月 15日
播种，5月 20日插秧，随机区组排列，设 4个处理，

每个处理种植 50盆，每盆 3穴，每穴 4株，盆高

23.5 cm，盆口直径 26.2 cm，盆底直径 22.0 cm，土
壤风干后过 2 mm筛，每盆盛装土壤 10 kg。肥料

和水分管理参照当地生产田，第一次加水后固定

盆中全盐含量，以后每天测量确保每盆内水层保

持不变，以防盆内盐浓度改变，加水后，土壤全盐

含量折合成水中盐含量（表 1）。

表 1 不同梯度盐碱胁迫土壤参数

处 理

稻田土壤（CK）
轻度盐碱胁迫

中度盐碱胁迫

重度盐碱胁迫

pH
7.56
8.07
8.78
9.22

电导率

(mS/cm)
0.12
0.32
0.67
0.88

CO32-
(mmol/L)
0.00
0.34
0.78
1.01

HCO3-
(mmol/L)
1.42
2.34
5.11
7.07

Na+
(mmol/L)
1.87
2.97
6.78
7.85

土壤碱化度

ESP（%）
8.12
8.69
32.23
40.34

全盐含量

（%）
0.076
0.33
0.87
1.23

折合水中盐含

量（%）
0.034
0.13
0.29
0.42

1.2 取样与测定

在水稻抽穗开花期，各处理选取生长整齐大

小基本一致且开花 1/3的植株进行挂牌标记，每

隔 5 d取样 1次，每次每份材料各取 10穗，其中强

势粒是指着生部位在穗中上部且开花较早的籽

粒，弱势粒指着生在穗基部而开花较迟的籽粒。

强势粒取样方法：取直接着生于穗最上部 3
个一次枝梗的顶粒和基部第 1、2粒及顶部一次枝

梗基部、二次枝梗的顶粒为强势粒。

弱势粒取样方法：取穗最基部第 1、2个一次

枝梗上部第 2、3粒及基部第 3个一次枝梗基部第

1个二次枝梗上部第 2、3粒为弱势粒。

将每次取的强、弱势粒先测得 100粒鲜重，然

后放入烘干箱内 105 ℃杀青 10 min，于 80 ℃烘干

10~20 h至恒重，测定籽粒的鲜重与干重，待水稻

成熟后取样考种，测定水稻考种数值 [14-18]。
1.3 数据统计

采用Microsoft Excel 2010、SPSS 17.0统计软件

对获得的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多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1 盐碱胁迫水稻灌浆速率及籽粒增重动态变化

2.1.1 水稻强势粒灌浆速率及籽粒增重动态变化

由图 1、图 2可知，在中度盐碱胁迫下，吉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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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盐碱胁迫下吉粳 105、宁粳 47号强势粒灌浆速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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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盐碱胁迫下吉粳 105、宁粳 47号强势粒籽粒增重变化

105的前期灌浆速率比对照和轻度盐碱胁迫下要

高，灌浆速率略高于重度盐碱胁迫，到达灌浆峰

值的时间少于轻度盐碱胁迫，强势粒籽粒增重在

不同梯度盐碱胁迫下总体变化不明显。中度盐碱

胁迫下，宁粳 47号起始灌浆时间与轻度盐碱胁迫

下相似，灌浆速率均较快，到达灌浆峰值时间与

轻度盐碱胁迫一致，但是灌浆速率快于轻度盐碱

胁迫，强势粒籽粒增重少于轻度盐碱胁迫。

重度盐碱胁迫下，吉粳 105起始灌浆速率高

于轻度盐碱胁迫和对照，与中度盐碱胁迫较一

致，较中度胁迫慢一点，但是到达灌浆峰值时间

最少，说明在重度盐碱下吉粳 105的灌浆时间虽

快，但是灌浆不充实，容易造成空、瘪粒。强势粒

籽粒增重少于轻度盐碱胁迫。宁粳 47号在重度

盐碱胁迫下，灌浆速率较一致，都低于其他胁迫，达

灌浆峰值时间最少，强势粒籽粒增重低于其他两种

盐碱胁迫。通过对 2个品种的灌浆速率和籽粒增

重分析比较发现，在重度盐碱胁迫下，宁粳 47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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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盐碱胁迫下吉粳 105、宁粳 47号弱势粒籽粒灌浆速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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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盐碱胁迫下吉粳 105、宁粳 47号弱势粒籽粒增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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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盐碱胁迫下水稻穗部性状变化

品种

吉粳105

宁粳47号

土壤类型

稻田土壤（CK）
轻度胁迫

中度胁迫

重度胁迫

稻田土壤（CK）
轻度胁迫

中度胁迫

重度胁迫

穗长

（cm）
14.12a
13.78a
13.95b
11.12c
16.23a
16.89a
15.18ab
15.09b

每穗实粒数

（个）

88.12a
81.56ab
74.21b
64.86c
86.01a
85.81a
70.12b
47.52c

每穗秕粒数

（个）

6.32ab
4.77b
9.68a
6.78ab
6.23b
10.13ab
12.54a
8.56b

每穗结实率

（%）
93.31a
94.47a
88.46b
90.54b
93.25b
89.44a
84.83b
84.74b

穗千粒重

（g）
23.82a
23.71a
21.72a
18.12b
25.32a
23.58a
21.53b
20.95b

穗着粒密度

（个/cm）
6.69a
6.26a
6.01a
6.44a
5.68a
5.46a
5.45a
3.72a

穗粒重（g）
2.10a
1.93a
1.61a
1.18b
2.18a
2.11a
1.58ab
1.03c

强势粒灌浆速率和籽粒增重都弱于吉粳 105。
2.1.2 水稻弱势粒灌浆速率及籽粒增重动态变化

由图 3、图 4可知，在不同梯度盐碱胁迫下，吉

粳 105的灌浆速率到达灌浆峰值所用时间较一致，

弱势粒增重量中度胁迫下高于重度盐碱胁迫，中度

胁迫下弱势粒增重量与对照和轻度盐碱胁迫相当。

中度盐碱胁迫下，宁粳 47号的弱势粒开始灌

浆时间基本与其他盐碱胁迫一致，灌浆速率与轻

度盐碱胁迫差不多。宁粳 47号的弱势粒籽粒增

重随盐碱胁迫增强而减少。重度盐碱胁迫下，宁

粳 47号的弱势粒起始灌浆时间基本与中度盐碱

胁迫条件一致，灌浆速率低，到达灌浆峰值时间

与中度盐碱胁迫相近，弱势粒籽粒增重与其他盐

碱胁迫相比较增重量最少。通过对 2个品种的灌

浆速率和籽粒增重分析比较发现，在不同梯度盐碱

胁迫下，宁粳 47号和吉粳 105的弱势粒籽粒增重变

化趋势基本一致，在中度和重度盐碱胁迫下，宁粳

47号的弱势粒灌浆速率明显低于吉粳 105。
2.2 盐碱胁迫下水稻穗部性状变化

由表 2可知，吉粳 105穗部性状受盐碱胁迫影

响作用明显，随着盐碱胁迫加重水稻穗部性状受

抑制作用增大。与对照处理比较，在中度盐碱胁

迫下，水稻穗长变短，每穗实粒数呈减少趋势，达

到显著水平，穗部秕粒数最高，每穗结实率最低，

穗部总粒数是实粒数与秕粒数的总和，穗部总粒

数随着盐碱胁迫梯度增强，每穗总粒数均降低，

受盐碱胁迫影响变化最明显，穗粒重呈降低趋

势，但未达显著水平。在重度盐碱胁迫下，穗粒

重显著降低，穗着粒密度在中度盐碱胁迫下最

低，其他处理下数值变化不大。

在不同梯度盐碱胁迫下，宁粳 47号每穗实粒

数呈减少趋势，在重度盐碱胁迫下每穗实粒数比

对照下降 55.2%，降幅明显。每穗秕粒数在轻度

和中度胁迫下呈现升高趋势，在重度盐碱胁迫下

又略降低，但比对照升高 27.2%。随着盐碱胁迫

加重，水稻穂长变短，穗着粒密度降低，穗粒重呈

降低趋势，在重度盐碱胁迫下，穗粒重显著降低。

从产量构成因素来看，盐碱胁迫下 2个水稻品种

每穗实粒数和千粒重均下降，但不同盐碱胁迫下

吉粳 105结实率与对照不是呈现下降趋势，在轻

度盐碱胁迫下，吉粳 105结实率最高，宁粳 47号穗

粒重与对照相比下降了 52.75%，而吉粳 105比对

照下降 43.81%，说明吉粳 105具有一定的耐盐碱

特性。

2.3 盐碱胁迫下水稻穗部一次枝梗性状变化

由表 3可知，不同梯度盐碱胁迫下，吉粳 105
的一次枝梗性状总体较为稳定，一次枝梗千粒重

随着盐碱胁迫梯度增加呈现下降趋势，受盐碱胁

迫作用变化显著。在轻度盐碱胁迫下，一次枝梗

结实率在 4个处理中是最高值，一次枝梗数、一次

枝梗总粒数、一次枝梗实粒数、一次枝梗秕粒数

值均是最低值。

宁粳 47号一次枝梗性状受胁迫影响变化显

著，一次枝梗数、一次枝梗总粒数、一次枝梗实粒

数、一次枝梗结实率、一次枝梗实粒重和一次枝

梗千粒重随着盐碱胁迫梯度增加而降低，每枝梗

秕粒数受盐碱胁迫影响变化不定，在中度盐碱胁

迫下秕粒数反而最高。

2.4 盐碱胁迫下水稻穗部二次枝梗性状变化

由表 4可知，吉粳 105的二次枝梗性状较 1次
枝梗性状稳定性降低，受盐碱胁迫作用变化明

显，二次枝梗随盐碱胁迫梯度的增加受抑制作用

递增。吉粳 105在轻度盐碱胁迫下，二次枝梗结

实率高于对照，每枝梗实粒数受胁迫作用不显

著，变化幅度小。

宁粳 47号的二次枝梗性状受胁迫作用变化

显著，在重度盐碱胁迫下，二次枝梗数、二次枝梗

实粒重及二次枝梗实粒数的减少值非常大，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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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盐碱胁迫下穗部 2次枝梗性状变化

品种

吉粳105

宁粳47号

土壤类型

稻田土壤（CK）
轻度胁迫

中度胁迫

重度胁迫

稻田土壤（CK）
轻度胁迫

中度胁迫

重度胁迫

二次枝

梗数

16.81a
16.79a
14.41a
10.12b
25.01a
24.33a
14.55b
7.09c

二次枝梗

总粒数

46.87a
45.45a
37.63a
28.64b
66.21a
64.35a
42.64b
20.85c

二次枝梗

实粒数

43.02a
42.12a
33.09b
24.56c
48.34a
45.82a
32.83b
17.86c

二次枝梗

秕粒数

3.85a
3.33a
4.54a
4.08a
17.87a
18.74a
9.63 b
2.89 b

二次枝梗

结实率（%）
91.79a
92.67a
87.94a
85.75b
73.01b
71.20b
76.99b
85.66 a

每枝梗

实粒数

2.81a
2.47a
2.35a
2.45a
2.01a
1.92a
2.06a
1.96a

每枝梗

秕粒数

0.20b
0.19b
0.33ab
0.45a
0.22b
0.38ab
0.63a
0.72a

二次枝梗

实粒重（g）
1.03a
0.97a
0.70b
0.49c
1.64a
1.59a
0.86b
0.41c

二次枝梗

千粒重（g）
22.01a
21.42a
18.58a
17.21b
24.72a
24.68a
20.14b
19.75b

他不同梯度胁迫相比较数值降低显著，但是每枝

梗实粒数受胁迫作用变化幅度不大，在中度盐碱

胁迫下每枝梗实粒数上升到最高值，在重度盐碱

下每枝梗实粒数只比对照下降 2.5%。总体而言，

每枝梗实粒数总体保持不变，变幅不大，而枝梗

数呈下降趋势，所以二次枝梗总粒数的减少是由

于 2次枝梗数的减少造成的。

2.5 盐碱胁迫下水稻穗部枝梗粒重变化

由表 5可知，吉粳 105在不同梯度盐碱胁迫

下，一次枝梗实粒重比二次枝梗实粒重数值要

高，说明水稻穗部总重一次枝梗实粒重贡献率

高，一次枝梗千粒重、二次枝梗千粒重及千粒重

呈降低趋势，数值变化幅度大，重度胁迫与其他不

同梯度胁迫比较，穗部枝梗粒重变化降低幅度显著。

宁粳 47号在不同梯度盐碱胁迫下枝梗实粒

重及枝梗的千粒重都降低，分析表 5的结果可

知：吉粳 105在轻度或者中度盐碱胁迫下粒重降

低的数值偏小，并且 1次枝梗实粒重在中度胁迫

下要比轻度胁迫数值高，说明吉粳 105具有一定

的耐盐性特征并有一定的喜盐趋势。在重度盐

碱胁迫下，2个水稻品种的穗部性状均受显著抑

制，并且二次枝梗性状受盐碱胁迫表现敏感，水

稻穗部粒重的减少主要是枝梗数和千粒重降低

所导致的。

表 5 不同盐碱胁迫下穗部枝梗粒重变化 g
品种

吉粳105

宁粳47号

土壤类型

稻田土壤（CK）
轻度胁迫

中度胁迫

重度胁迫

稻田土壤（CK）
轻度胁迫

中度胁迫

重度胁迫

一次枝梗实粒重

1.37a
1.18a
1.20ab
0.97b
1.36a
1.30a
0.90b
0.72c

二次枝梗实粒重

1.03a
0.97a
0.70b
0.49c
1.64a
1.59a
0.86b
0.41c

一次枝梗千粒重

23.58a
23.12a
21.14b
18.95c
25.12a
24.58a
22.16b
21.87b

二次枝梗千粒重

22.01a
21.42a
18.58a
17.21b
24.72a
22.68a
20.14b
19.75b

总粒重

2.10a
1.93a
1.61a
1.18b
2.18a
2.11a
1.58ab
1.03c

千粒重

23.82a
23.71a
20.72a
18.12b
25.32a
23.58a
21.53b
20.95b

表 3 不同盐碱胁迫下穗部 1次枝梗性状变化

品种

吉粳105

宁粳47号

土壤类型

稻田土壤（CK）
轻度胁迫

中度胁迫

重度胁迫

稻田土壤（CK）
轻度胁迫

中度胁迫

重度胁迫

一次枝

梗数

11.01a
9.65a
10.23a
9.76a
10.1a
9.81a
7.64b
5.89c

一次枝梗

总粒数

58.12a
51.07b
56.79a
53.26a
54.12a
52.82a
40.67b
31.34c

一次枝梗

实粒数

53.33a
49.62a
52.44a
50.42a
51.23a
49.85a
37.81b
27.68c

一次枝梗

秕粒数

4.79a
1.45b
4.35a
2.89b
2.89a
2.97a
2.86a
3.66a

一次枝梗

结实率（%）
91.76b
97.16a
92.34b
94.67a
94.66a
94.37a
92.96ab
88.32b

每枝梗

实粒数

5.21a
5.16a
5.07a
5.18a
5.23a
5.14a
4.93a
4.87a

每枝梗

秕粒数

0.21b
0.26b
0.52a
0.33b
0.20a
0.21a
0.38a
0.25a

一次枝梗实

粒重（g）
1.37a
1.18a
1.20ab
0.97b
1.36a
1.30a
0.90b
0.72c

一次枝梗

千粒重（g）
23.58a
23.12a
21.14b
18.15c
25.12a
24.58a
22.16b
22.8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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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盐碱胁迫严重影响水稻的生长发育，其中比

较重要的影响是延迟水稻的生育期 [19]。本研究中

水稻吉粳 105和宁粳 47号的强势粒随着盐碱胁迫

梯度增强起始灌浆时间提早，灌浆速率变慢，达

灌浆峰值时间变短，强势粒终值减小。而弱势粒

随着盐碱胁迫程度的加重，与强势粒不同的是起

始灌浆时间推迟，但是 2个水稻品种的干物质积

累高峰都落后于对照组，在达灌浆峰值时间变短

的情况下，生育期提前或推后极易造成水稻空、

瘪粒的形成，影响水稻的产量和品质 [20]。在重度

盐碱胁迫下，2个水稻品种的强势粒灌浆速率和

干物质积累最大值均降低，盐碱敏感品种宁粳 47
号强势粒灌浆速率和干物质积累下降较显著，而

耐盐碱水稻品种吉粳 105受影响较少，仍能保持

较好生长，说明耐盐碱水稻适应盐碱胁迫能够正

常生长发育，表现出强耐盐性。

本研究表明，2个水稻品种在不同的盐碱胁

迫下弱势粒随盐碱胁迫增加，2个品种的灌浆速

率都低于对照且灌浆时间提前，但是弱势粒活跃

灌浆期缩短，因而弱势粒的粒重显著降低。在水

稻灌浆过程中，强势粒灌浆速率快、充实度好，而

弱势粒灌浆速率慢、充实度差，最终导致强、弱势

籽粒间质量和品质差异的出现 [21-22]。弱势粒灌浆

主要受到灌浆速率和有效持续时间的限制，而弱

势粒则易被环境所调节，因此，通过遗传改良和

栽培途径促进弱势粒灌浆是提高产量的重要途

径。本研究结果还表明，耐盐碱品种吉粳 105弱
势粒灌浆与盐碱敏感品种宁粳 47号相比较，灌浆

期较长，籽粒充实度较好，在不同盐碱胁迫下，2
个水稻品种灌浆速率和籽粒增重与对照组比较，

得出吉粳 105耐盐碱的遗传特征比较显著，说明

吉粳 105具有一定的耐盐碱遗传性。

水稻穗部形态是株型育种的重要研究内

容 [23-25]，水稻穗部形态在产量结构中起决定性的

作用。吉粳 105和宁粳 47号的穗部性状均受盐碱

胁迫抑制作用显著，其中，一次枝梗性状相对二

次枝梗性状相对较稳定，受盐碱胁迫作用变化不

显著，可能是二次枝梗产生阶段对环境敏感，容

易受到盐碱作用 [26]。2个水稻品种一次枝梗粒重

的降低主要受千粒重降低的影响，二次枝梗粒重

的降低受二次枝梗数及二次枝梗千粒重减少共同

作用，这与徐正进等研究结果一致 [27]，穗粒重的下

降会直接导致产量的降低。因为盐碱胁迫会影响

水稻抽穗时间，缩短水稻的灌浆期，最终导致籽

粒灌浆不充实，抑制与穗重相关的一、二次千粒

重和一、二次枝梗粒数，且对二次枝梗的抑制大

于一次枝梗。随盐碱胁迫程度加剧，盐碱敏感品

种宁粳 47号穗粒重降低幅度大于耐盐碱品种吉

粳 105，盐碱胁迫对一次枝梗千粒重抑制显著，但

抑制率较小，对二次枝梗千粒重抑制不显著，对

一、二次枝梗结实率无明显抑制作用 [28-30]。
盐碱胁迫对水稻籽粒灌浆及穗部性状的影响

不仅与胁迫浓度有关，还存在显著的品种间差

异 [31]。轻度和中度盐碱胁迫对耐盐碱性品种影响

较小，轻度盐碱胁迫能提高耐盐碱品种的结实

率，而对盐碱敏感性品种有抑制作用，表现为灌

浆速率减慢，干物质积累减少，最终导致产量下降。

千粒重和枝梗数等因素是耐盐品种表现出较强耐

盐性的内在原因，可作为判断水稻品种耐盐性的重

要指标，为水稻耐盐材料的选育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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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为 50%腐霉利WP、25 g/L咯菌腈 SC，EC50分别

为 0.089 51 mg/L、0.105 63 mg/L。
本文提出由 Sclerotinia nivalis引起的软枣猕

猴桃菌核病，描述病原菌在植物根部上表现出的

致病症状，以便于在种植中，辨识此病害并及时

进行防护；首次对病原菌生物学特性进行研究，

了解到对其具有有利与不利作用的各种营养和环

境条件，并在室内药剂敏感性测定中筛选出敏感

性较高的药剂，可供大田实验和实际生产做用药

参考。

本文对其生物学特性进行初步的研究并筛选

出几种常见且有明显抑制效果的化学药剂，但田

间防治效果还有待讨论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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