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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热值和能量的动态变化研究 
STUDY ON THE DYNAM IC 0F CAL0RIFIC 

准确研究物质热值是 

VAL 

生态系扫 

ff、／o／ 
．热值受到植物 生理， · 

栽培、育种和农业气蕞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因此．要准确进行能量分析．必须准确测定植物器官的热值． 

水稻作为主要作物．不断有 ^对它的物质和能量进行分析 ，但由于研究者仅参考简单的研究手段和方法， 

导致不讴精确的热值标准，同时在进行能罱研究时，常以于物质重而不是 以能量焦耳作单位．因此这方面的研 

究都有一定的片面性 ．本研究旨在揭示水莉各器官热值和能量的生育期动态过程 ，为农田生态系统的能浇分 

析提供重要 的理论依据 -同时探索热髓和能量研究对其它农业研究的 良好启示。 

1 材料和方法 

l988一l990年 3年早稻试骑在浙农太实验农场世行 供试品种为浙辐 802，浙辐 7号和 g号 ，小粉土壤． 

前作油菜。移栽后各生育{lf】丹 取陴 1 5 ．在 层纱布上冲洗干净烘干至恒重后分解器官．精确称取各器官 

干重 1．O一2 0g各 3份，HJ CA一3岛fI，绝热式能坩计删定#热值和能量。 

2 结果与讨论 

2．1 水稻器官热值的生育劁崔化 

水稻器官热值的生育l}『『变化洲定结果表明(圈 I J．术稻器官的热值表现出叶高于茎 ，茎高于鞘；孕穗初期 

后，茎叶鞘光台器官的热值呈下降趋 ．而撼热值上升，说明茎、叶等器官生长过程中不断有能量输选到穗部． 

叶片热值整生育期均高千萁他非 件子器官热值；般的热值变化没有规律 ，其原因 尚待进 一步探明。 

圈 1 水韬器官热值的生育朝变化(惭辐 9．I9 ) 

i 叶片 2．叶 鞘 3．根 ．茎 5 堪 

Fig．I Change~of c~]orlfic⋯ I ‘】f r； f1s lI (Z1,~luⅡ 

19帅 ) 

1．I lf 2．1eJ,f S| l rh 3． 0I ⋯I 1 ⋯ 5 s⋯k III．1‘ 

目前所有的热值标准都是种子热值高于非种子热 

值．而图 1显示叶片热值一再出现高于种子的热值 ．因 

此．只饕 涉及能量的研究，应I碹时准确 测定器官热值， 

舌则会有较大误差。 

2．2 物质组分与叶片热值的关系研究 

物质组分影响器官热值。测定叶片灰分 、氮紊和碳 

索与热直关系表明(图 2)：不 同生育期的叶片热值与叶 

片灰分和氯紊含量无相关性。一是国为除灰分外，热值 

还决定于其他物质组分，如分蘖初期叶片灰分含量虽 

低于乳熟期，但由于叶片脂肪和蛋白质等高热值物质 

步，热值反而低一二是不同生育期叶片所含不同矿质元 

素罱和状态不同，如生育前期叶片较后期含更多 的钾 

和较少的硅 ，等量的钾和硅燃烧生成不等量 的 Kto和 

．所以灰分含量并不能代表矿质元素含量 ，也就不 

能准确反映器官热值．叶片氪素古 对热值的影响 定于叶片所处的生育期 ，氟紊在不同生育期的含量和存 

在状态变化导致#他组分变化．阴此 ．叶片氰索与热媳之间无相关性 。 

本文于 i992年 7月18日收到．瞎改墒干 I目93年 g月 7口Il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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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2 求稻叶片热值和叶片灰分．氯京 碳索关系的生育朝 

变化(1拆辐 9．1990) 

Tig．2 The re1nIionshlp of calorific v I aT he nT nt 

0f Ash，N and C of rice 1 lv H in growtI1 s g cZhe· 

fu9。1990) 。g 

叶片碳 索 与热 值之 问 呈扳 显著 正 相关 (，一 = 

鐾 

薏 ‰ 

围 3 求榴能量积景的生育蝌变化(浙辐 0，1990) 

3 ChAnges of e~ rgy a~cum alation of r e (Zhefu9 

1990) 

0．9833)。其原因为任何有机质均 由碳索构成竹架 ．碳录含量是反映物质组分的综合指标 ，碳和氧元素占植物 

干重绝大多数．碳录燃烧生成 CO 井放H：大赞能墁．因此组织中碳索含量越高．则热值越高． 

2．3 水稻抱量积累的动态变化研究 

分析作物的动态变化是了解怍物盹 科 运转规律和准确研究能量的前提．测定并模拟水稻各生育期 

的能量结果i图 3)．水稻的能戢积鬃符 Logistic方程 Y=J60．42×10’／l+196．6274e ‘it 4 5x-且拟合效果理 

想．很多水稻品种围品种特性和后l}lI衰老 ．于物质增至一定程度即下降 -因此用 Logistic方程拟合干物质积 

累．要对方程作一定的修正 。乖研究用能量代替干物质模掇结果-水稻能量过程十分符合 Logistic方程，困 

为生育后期种子热值高干非种子热值 ．随种子占干物质比重增加．总干物质 虽有下降但总能量仍然上升．困 

此在物能分析时，将物质换成能量会取得更准确结果。 

2．4 水稻各器官的能量调配 

能量分配率R为器官在某生育阶段的能量变化与同l}I}水稻总抱量变化的比例．水稻各器官的能量分配 

率变化表明(表 1)：非种子{}{}官的分 草在滞浆}}fI后为负直．说明非种子器官的能量积累在麓装期达到高峰· 

此后为供应穗生长需要趋于下降 I郴娘至乳熟期 c6／30—7／10)．光合器官贮藏的船量对产量的贡献为茎>鞘 

>叶．乳熟期后则相反。根l糸的施量分配章在整生育期都小于其他器官，说明根较小受地上部能量调配影响． 

表 1 水稻积累能量的器官问讣配生育期变化( ·浙辐 9，1990) 

Table 1 The dltributioa of energy a~,~Bmulatton ia rice tlsues on growth st~ es( ·z}Iefu 9·1990) 

测定 日期 
nILte 。f determiIl；IlIoti n 5l，l一 5， — 5／I 6一 一 5，∞一 6，2一 一 6，l7— 6，30— 7，l0一 一 7／l7— 7，26 

(month，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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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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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水稻抽穗前后积累的能量对产最的贡献 

村田吉男．姚克敏·蒋彭炎等^研究结果 种子产量的8o％～go 来自抽穗后台成的干物质．抽穗前非种 

表 2 木稻抽穗前后积累能量对产量的贡献 ( ，浙辐 9．1990) 

Table 2 Contributions of cn,~rgy synthesized before and after heading stage to yield(％ ，ZheFu 9-1990) 

子 器官贮藏的能量很少输出．但本研究表明f表 2)．抽穗前光台器官积景的能量对产量的贾献却高达 

aa．9 --38．8 -这是因为}直袋至乳热期阴雨连绵 ．光台量远不能满足穗迅速生长的需要 ，抽 穗前积景的能量 

谭源不断向种子精送之故．可见，影响水稻产量的因景不仅有光台作用．也有物能的调配能力．因此，水稻育 

种和栽培不仅要促进水稻后期高光效，同时．如何改善水稻体内能量调配能力 ，保证在不利条件下高产稳产 ． 

也是一十值得探讨的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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