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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垒面诅识普通小麦过一封种的日长反 应特性和光J爵期娄型 ，车支对1882--1985年在北京和费用曲 

两个垒国小麦生杰试验点，果甩31个不同生态型的普通小盎品种所俄 的小麦试验进行了丹析，并报道了其 

中 8个晶种从播种一抽藕的生育进程．研究表明一从播种至生理拔节 的生育进程可在长日条件下实理．也 

可崔短日田同条件下完成。拨节后，也能在短 日条件下抽翦。在一定盈度的配套下，短 日种植不一定匿嚣 

抽稿。小麦的生长发育过程中无独立的光照阶殷，应属于中日性植物。普通小麦具有广莨的生盎逢应性． 

关■蜀t小麦， 日长，中 日性埴衡．生志适直性。 

根据光局期学说，一般把小麦列为长日植物，并认为对长日具有量的需要““ 。 小麦 

能否在短 日条件下抽穗，有关报道指出：大多数春小麦在 16—18小时的长 日条件下抽 穗 较 

快，在小于l2小时的短日条件下也能抽穗，但抽穗时间推迟，一般不敏感的品种延迟 7天 ， 

敏感的品种延迟4O天 以上 。且短日有助于小麦增加营养生长量，却推迟开花 “ 近年来 

又有报道认为；对于春化期为3O—35天的软质冬小麦，当每 日光照为lo／b时，抽穗延迟 4— 

5天}有 40—45天春 化期者，每天光照lo／b时，则延迟抽穗 7— 8天 。如何全面地认识 

普通小麦这个物种的 日长反应特性和光周期类型，我们认为不能孤立地只从 日长着手进行分 

析，而应该在温光综台作用中去考虑。同时要结合不同类型品种在不同地点和播期中的田间 

生育表现。本文以试验为据，试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分析探讨。 

一

、 材料和方法 

采用代表不同生态型的31个普通小麦(Triticum aestivutn L．)品种进行秋、冬、春、夏 

分期播期试验 这里以 8个品种为例：辽春 6号(辽宁供种)、扬麦 3号(江苏供种)和小红皮 

(内蒙古供种)为春型品种，郑引 1号(河南供种)和丰产 3号(陕西供种)是过渡型品种，而冀 

麦 7号(河北供种)、北京1O号(山西供种)和泰山4号(山东供种)则代表冬型品种 

试验田分别在北京中国农科院北圃场和贵州农学院试验农场。这是1982--1985年进行的 

全国小麦生态研究中的两个试验点 纬度和海 拔 各 为 39。48 N、26。35 N以 及 31．5米 ， 

107I．2米。每个品种占一个试验小医，与其它参试品种顺序排列，一次重复。小区面积为2 

国家自然韩学基盘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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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人工开沟条播，播 4— 5行，行长 2米，行距 20—25厘米 。间苗后 ，株距 4— 5 

厘米。管理水平以维持植袜生育为度，及时作田问调查记载，记录当地气象台 站的有关气 

象数据。以l0月 8日左右和 3月 6日左右播种的秋、春播期为例，试验数据只列到抽穗期。 

二、结果与分析 
1． 温光条件 

试验季节的温光条件在两地的不同播期巾存在差异(见图 1)。在秋播试验中，温度变化 

趋势是较高一低一较高}日长变化是短 日一 

长 日，或一直是短日条件}春播试验申，温 

度 由低渐高，日长从短渐长。 

2． 生育裘现 

A) 秋播试验 

北泉试区 在 1983--1984年 和 l984一 

]986年两个试验年度中，舂型和过菠型品种 

基本上于冬季冻死。1982--1983年度申，植 

株只要能越冬存活，就能抽穗，进而开花、 

成熟。除辽春6号于年内u月初完成生理拔 

节，其它皆于翌牟 4月上句达生理拔节期， 

5月上旬迭抽穗期。各试验年度中，冬型品 

种均能安全越冬。它们的生理拔节期在翌年 

4月中下旬 (本文的 生理拔节 不同于农艺 

拔节，它是指小麦植株主茎基部第一伸长节 

问达0．2—0．5厘米时的状态，据小麦生态研 

究，一般相当于穗分化的二棱束期或护颖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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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e2— 19B6年 北京 与贵阳酉 地的矗 光曲线 

Fig．i The conditions of ph0t0．temper_‘ure in 

B。ii[ng and G i g d i g 。。 一 ● 

基分化期 )o因品种生态型不同和生态条件的多变，生理拔节期所相当的穗分化期，也可能 

有些差异。抽穗期在 5月上、中旬。 

除辽春 6号外，播种至生理拔节期间 0℃以上的日均气温平均值约4— 5℃。但平均日 

长都在 10．5一l0．6小时的短 日范围内。 生理拔节期至抽穗期， 0℃以上的平均 日均温约为 

16--19℃，平均 日长约13．5--13．8小时。 

贵阳试区 以1984--1985年度为例。各型品种都能抽穗、开花，直至成熟。春型和过渡 

型偏春性品种郑引 I号，于年内l1月上旬到中句完成生理拔节，翌年抽穗。辽春 6号、扬麦 

3号和郑引 I号的抽穗期各在 1月下旬、 3月上句和 4月申旬。过菠型偏冬性品种丰产 3号 

和冬型品种的生理拔节期分别在 1月上、下旬至 2月中旬。它们的抽 穗 期 都 在 4月中旬。 

春型和过菠型偏春性品种播种一生理拔节期为3O一4O天 ，平均 日均温约“．O～l4．6℃。 

平均 日长约11．2一u．3小时，是短 日条件。两地的秋播试验结果列入表 I。秋播 试 验 中 参 

试品种从播种至生理拔节，处在低温短日条件下。这期间包括了田间春化期。对 于 冬 型 品 

种 ，温度偏高些，有典型的短 日春化效应 。贵阳的日长条件和北京类似，但温度比 北 京 

点高4℃以上。播种至生理拔节持续天数虽短于北京，但着减去北京长达3个多月 的越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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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 1 小壹各生育期天数与温光条件 

Table 1 The days of w heat g~owing pesiod and phoW tem perature 

conditions (sowing in spring and autum n) 

播 萎 瓣 播种墨星蔓噩 ‘目吕|生--理：g拔ee~节一)抽穗 
品 时间 平 均 日 平 均 时间 平均 日 平 均 时 闻 平均 日 平均 时 间 平 均 日 平均 

(天) 均 温 日长 (天) 均 温 日长 (天 ) 均 温 目长 (天 ) 均温 目长 确 
、  

(℃) (小 时) (℃) (小 时) (℃ ) (小 时) (℃ ) (小 时 

辽春6号 8 8一 12 5一 23— 18．2-- 13．8-- l。．8一 I6 3一 1 2
． 2 l3

．
0 

】o．o 地 ．6 25 】0 D 】 ．O 】0
· O ，3 0 

48—  g．5一  1 2．6—  18--  1 8．8—  14．O--  口．7 17
． 0— I3 0一 掏麦 3号 12

． 2 

58 10．5 1 2． 25 1．1 1 4．2 12 ． 1 21．3 lj
．

1 

— —  

小 红 皮 ．8— I 2．7-- I9 5— 14．2— 11．2-- 12．a 17．4— 1 3
． 3 春 

11 2 I2．8 21．0 14．3 1 2
．

9 l2．4 1g g 

52--  9．5--  12．7—  1g．2--  14．2一  l0． 0— 17．0— I3 1— 播 郁 l号 12 3 
58 1I．2 12

． 8 20．7 l4．3 12 8 1口 D 13 2 

试 0 5— 12．6— 18．9-- 1 4．I一 10
．
7一  I2．3—  20 一 1 3

． 2— 丰 产 3号 
1l I 12．8 21

． 1 14．3 la e 12．5 20
．

2 1 3 6 

验 —— 7 e 6 】0 9— 】0．9— 】9．0— 】3．5-- 】2．6-- 】0．5— 】 
37 20． 1 3 6 

1 3 5 1 3．2 26．0 14．8 14
．
5 12 6 

l0．3—  12 8—  20．3—  14．4-- 13
．
6—  12．6一  l9 8—  1 3

． 6— 北京 】0导 
12．8 1 3

．
0 1．7 1‘．6 14

．
8 雌 ．T 21 7 1 3

． 7 

泰 山 4号 I2 2— 12．5一 l2．5— 13 1 

13．6 l4
．
9 12 8 

g．5—1l0．5一 辽春 e号 一 l4
． 0 11．3 7．0 10．4 

】 ．0 10．9 

— —  — —  一  

扬 壹 3母 4．5 1 0．5 34 1 B．5 1 3．5 14．4 11 2 6．5 1 0．3 

缺 小 红 皮 一 11．e ll 2 7．2 1 0．2 

～ —  

播 郏 日【l号 4．6 1 0．5 I6．8 l3．6 4l l4．6 1I．2 5．8 l0．2 

试 丰 产 3号 4．6 】0．5 l6 8 l3．6 9 2 】0．8 7．7 ，】．5 

l85— 4．2一 10 5一 18．B一 l 3．e一 验 冀麦 T号 8
． 7 l0．5 7．e l1．g 

l91 -·●．6 】0．6 】8．4 13 8 

4．2-- l0．5一 16．2— l3．5一 北 京l0号 8
．

9 l0．7 8．0 l1．e 

4．e l0．6 17．8 l3．8 

l8 5-- ‘．2一 10．B一 25一 16．5-- l 3．5一 泰 山 4号 8 0 l0
． 7 7．8 l1．6 

l9l 4．6 l0 B 30 18．4 l 3．8 

注t (1)春播期为 3月6日左右，秋播期为10月 8日左右。 

(2) 平均 日均温不包 括 o℃ 以下 温度。 

期，则毋以北京的持续天数少，这说明北京的田问春 化条件优越～些。对于春型和过渡型偏 

春性品种，也发生了短曰春化，但贵阳点的春化温度较适宜。同在短日条件下，因与之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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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温度状况不同，生育进程的决慢也有差异，从而导致持续天数不同，与品种类型有关。 

从生理按节至抽穗，北京处在长日条件下，在贵阳仍受短15条件的影响。参试品种在贵 

阳点的这段生育过程长。 

B) 春播试验(见表 1) 

北京试医 3月 6日左右播种耐，冬型品种中的泰山 l号、983--1985年均未能达抽穗期 

而死亡 其它参试品种都能抽穗，并能开花、成熟。春型和过渡型品种的生理拨节期在 4月 

下旬至 5月上旬。 抽穗期在 5月中、下旬。冬型品种于5月上、中旬迭生理拨节期， 5月下 

旬至 6月上旬达抽穗期，有时稍晚。春型、过渡型、冬型品种在播种至生理按节期间，O℃以 

上的平均 日均温备为10~C、1O一11℃、l1—13℃。平均日长为I2．5—13小时，属偏短的长日 

范围。生理按节至抽穗期， 0℃以上的平均 日均温一般在18—22℃左右变动，只有冀麦 7号 

在1985年试验中达到了26℃。平均日长约在14—15小时之间，1984年为13．5小时，都属于长 

日范围。 

贵阳试区 以1984和1985两个试验年度结果为倒。 

除泰山4号外，各参试品种一般都能抽穗、开花、成熟。由生育期与温光条 件 分 析 可 

见t从播种至生理拔节，春型和过渡型品种的平均日均温和平均 日长相差不大，但贵阳的日 

长值稍短于北京，从现象上看，较短的 日长促进了田间春化。冬型品种在播种至生理拔节期 

间的平均 日均温和平均日长也相差不大，在12小时以上的日长配台下，10~C 上、】5~C以下 

的平均 日均温共同保证了田间春化。 

由表 1看 出普通小麦这个物种没有固定的日长反应。在包括田问春化的播种至生理拔节 

期间，若处在短 日条件下，则发生短日春化。也可处在偏短的长日条件下J从生理拔节至抽 

穗，无论在长日或短日条件下，都可完成这一生育过程。把播种后直至抽穗作为一个连续的 

生长发育过程看待，则长 日条件、短 日条件以及由短 日逐渐转为长 目的条件，都可使麦株实 

现这个过程。能否抽穗或继而开花，与 日长无一定关 系。此外，各个生育时期的长短是温光 

总体效应的结果，不能只看单一因素。 

3． 统计分析 

为着重说明 日长反应存在于普通小麦播种至抽穗过程的始终，特职播种至生理拔节 (其 

中包括田间春化期 )天数与温光值进行统计分析(见表 2)。把够作统计的样本 数 ，用 “长 

城 o52oc—H 电子计算机按品种类型进行二元回归分析 与 z分别代表播种至生理按节 

期间0℃以上的平均 日均温和平均 日长，y为持续天数。方程F值迭极显著或显著水平，回归 

关系都成立。除冬型品种在北京春播外，复相关系数 R值 皆为极显著或显著水平。 与 Y之 

间皆呈正相关，即日长越短天数越少，表明有明显的短日春化效果。即使在偏短的长日范国 

内， 日长值较短也有使天数减少的作用。x，与 Y呈负相关或正相关。在建立起的二元 回归方 

程中，冬型品种田问春化的短日低温效应被突出地反映出来。除过渡型品种在北京春播外， 

比较x。与x：的B值之 F测验值和相关系数，都以 ：为大。说明在温光组合中，日长起了主导 

作用。 

三、讨 论 

1． 普通小麦日长反应特性在引种 育种与栽培工作中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评价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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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摊种一生理拔节时洱与澶光值回归分析 

Table 2 The regression analysts betw een days of sow Jllg to 

physieIongatlon and phoio—tem l~erxfure v_lue5 

品种 地 播 丑 的 F 丑 蚂偏 
回 归 方 程 DF 丑 值 F 值 

娄型 点 期 掰 验值 相关系 i I 

秋 Y =240．1176—11．8382 1 0 8386 l6．的32-‘l 

北 播 Y ：一$74．9口75+53．333lX2 0 971 * l19．4658 - 

冬 春 d=2 
显 Y

= 一298．6681十i．8608Xl+2B 4229X 2 b；5 q．8439 6．1833 - l x >x1 2> l 

播 型 C：7 

贵 春 口=2 

Y = 一607． 】54+2．0791 l+58．5619 ， b=3 0．9820** 40．555S~  x2>x1 2> t 

l州 播 C=5 

北 春 4 0 

Y ； 一6I6 B601—2．8 588Xl+6 5 0046x{ b 6 O．025~*'tt 1 T．9281 xl> 1 x >xl 

春 ’京 播 C=8 

要 贵 秋 d=2 

Y = 一807．3 356+0．606OXl十B8 6i49X 2 b=3 0．936BI 10．7 153" xi> t 2> l 

，I1 播 C；5 

过 北 春 口≈2 

棱 y =一32 2．7oi1—2．?3T5 1+32．Q214X 2 b=3 0 0741■ 2T．837 1>xl 1> 2 
京 播 型 C=5 

秋播期约为10月 8日I春播期约为 3月6日。口，b，c分别为太、小均方 自由度和总自由度。 

的 日长反应特性及其光周期娄型，如果只看具体品种在～定条件下的表现难以得出完整的结 

论。只有把普通小麦的不同品种类型在不同地点和不同种植条件下的生育表现联系起来，再 

结合控制条件下的试验结果进行综合考察，才能有比较全面和正确的认识 从本文的论述确 

可看出，普通小麦物种没有固定 的日长反应 

2． 小麦能否抽穗和开花，与 日长无～定关 系。短 日种植不～定延缓抽穗，主要看与其 

配合的温度状况。温光配合，产生总体效应，从而影响巢阶段的生育天数。我们曾在人工气 

候箱内安排过试验，辽春 6号小麦品种在20~C温度配合下，始终在 8小时的短日条件下，反 

而提早孕耱和抽穗 ” 。因此，不宜笼统地把小麦称作长日植物，它当属于中日性植 物 。究 

竟 在长日还是短日条件下抽穗及其抽穗时间的早迟，主要决定于日长与温度的综合作用。 

0． 普通小麦的 日长反应并不只是发生在某一特定的生育时期，而是发生在从播种至抽 

穗的全过程中。特剐是在播种至生理拔节期间，B长对早期生育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普 

通小麦可能不存在独立的光照阶段。 

4． 综上，普通小麦对于种植地域和季节，具有广泛的生态适应性。在不同的气候带、 

国家和地区，只要能种植农作物，就可能育小麦的分布，就应当有其适宜的品种生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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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Y—LENGTH REACTION FOR THE C0MM0N 

—  SPECIES OF W HEAT 

Cao Guangeai W u Dongbing 

(Institute el Crop Breeding and Cu~tlvation，Cb2nese Academy 0，Agrlculturol Sei ces，Boiling) 

Li Jiaxiu Zhang Chengqi Zhao Zhi 

(Depar~ylent ol Agronomy．Guizhou ĝr cn 似r以 CoIlege，G“iyartg 

For the sake of understanding c。mprehensive1y the proper[ of da5一lcngih rcac— 

tier fm the commun species of wheat(Triticum aestivu L
． )，experJmenlal data of 

wheat ecology were collected from field experiment arranged in different sowing stages 

in Beijing and Gut ang duling 1982--1985． The 81 varieties studied ale in different 

ecot pc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sowing to heading of 8 varieties is 

reported in this article，indicating that the process from Eowing to ph)sio—elongating 

could be completed under either long—day conditions or short—day filed conditions
． 

A fter ph)；sio—elongation，plants could complete heading even in ~hort—da
．

condi[ions． 

The species of wheat sowing in short-day s will no t be neeessar to have a prolonged 

heading stage if there is a proper teml：eratUre with it
． 'The wheat has not iadePen— 

dent photophase in the process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
． It should belong in a da 一 

一neutral plant．The common species of wheat has broad eco]ogica1 adaptabilit
． 

Key wo rds：wheat，da 一length，da：一neUtral plant，ecological adeptabil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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