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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长调节剂对玉米花期调节效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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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辽单 *# 的双亲自交系为试材"用多种配方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在不同时期作喷施和灌心处理# 结果

表明!!促进剂可提高叶绿素含量"增加叶面积# 其中喷施 ./0102030//4 对提高叶绿素含量效果最明显"./056
灌心增加叶面积的作用最大# "植物生长调节剂可调节玉米的生长发育"从大喇叭口期开始处理"多数的促进剂对

吐丝都有促进作用"其中用 ./010203 灌心的作用最大$不同时期处理的效果不同"大喇叭口期最好##4**"+ 对吐丝

时间有推迟作用"#" 78 9 :8 的处理效果最明显# $在本试验中"植物生长调节剂对玉米花期的调节效果并不理想;最
多仅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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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植物激素和叶面肥作为玉米制种田调节花期

的措施在生产上已应用多年" 但不同的试验结果不

尽相同# 为了研究生长调节剂对玉米花期调节的切

实效果并寻找新的技术和方法"利用两个玉米自交

系对几种植物激素和复合氨基酸液肥等做了系统

试验#

! 材料与方法

?@? 处理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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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剂!!./010203,代号 N!-!含赤霉素,./-
(" :8 9 78"磷酸二氢钾 !@#c%尿素 !@#c$"./056
,代号 N(-!云大$!(",56-?"" 倍液加赤霉素 (" :8 9 78$
#./0560//4,代号 N*-!含赤霉素 (" :8 9 78"! 9 ?""
的 56"! 9 >"" 的 氨 基 酸 液 肥 ,//4-$$./0102030
//4,代号 N>-!氨基酸液肥 >"" 倍液加!#

抑 制 剂! !4**"+!" :8 9 78$ "4**"+(" :8 9 78$#
4**"+#" :8 9 78#

试验于 (""* 年在沈阳农业大学试验地进行"属

干旱年份"> 月 (? 日播种#
?@A 玉米试材

辽单*#的母本自交系辽&!?和父本自交系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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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方法

!"#"! 试验设计

根据!宁可母等父"不要父等母#的花期调节原

则" 对母本系只作促进处理" 对父本系只作抑制处

理$ 每处理为 ! 行"随机排列"行长 " #"!$ 株$
!"#"$ 处理时期和方法

促进剂 %!%%&%%’%%" 采用喷施方式"%!%%" 还

有灌心方式"%( 不做任何处理$ 分别以 ) * + 叶期%
!" * !, 叶期和抽雄初期为起点喷施和灌心"每隔 )
- 处理 ! 次"直至顶部叶片展开为止$

抑制剂 !.%&. 和 $. #/ 0 1/ 的 2’’.) 分别采用喷

施和灌心方式$其中 !. 和 &. #/ 3 1/ 抑制剂"各以 )
* + 叶期%!& * !’ 叶期为起点喷施和灌心&$. #/ 3 1/
以 !& * !’ 叶期为起点喷施和灌心$

择无雨的傍晚进行" 喷施时小区周围用塑料膜

临时隔开$
!"#"# 测定项目与方法

雌穗露出时测定穗位叶的叶绿素含量" 最末两

次处理之前测定全株叶面积" 开花吐丝期间每天调

查抽雄和吐丝株数4成熟时收获"自然风干后考种$
叶绿素含量用叶绿素仪测定$

& 结果与分析

$"! 植物生长促进剂对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从 ) 叶开始" 经 , 次喷施和灌心后所有处理的

叶绿素含量均比对照有所提高5表 !6$ 差异达到显著

水平"而处理间差异不显著"其中以 %" 喷施的效果

最好$

2789

处 理 喷 %! 喷 %& 喷 %’ 喷 %" 灌 %! 灌 %" %(
叶绿素含量 $+:$! $):$" $):," $;:;; $;:!! $;:!" $’:$&
比 %( 增减<=> ;?’.@@ )?$. )?).@@ !&?..@@ !.?".@ !.?$.@@

注’@%@@ 分别表示差异显著和极显著$

表 ! 生长促进剂对玉米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 植物生长促进剂对叶面积的影响

从表 & 看出"除 %!%%" 喷施处理的叶面积增长

率略低于对照外"其余处理均不同程度地高于对照"

但差异不显著$
$"# 植物生长调节剂对吐丝的影响

$"#"! 促进剂对吐丝的影响

表 ’ 是从 + 叶开始喷施 ) 次和灌心 , 次后各处

理的吐丝情况调查$ 表明在吐丝初期只有 %! 灌心

及 %" 喷施和 %" 灌心的吐丝率高于对照&在吐丝中

后期"除 %! 喷施和 %& 喷施外"大多数处理的吐丝

率均高于对照$ 总体上看"%! 灌心的效果最好"%’
喷施%%" 喷施%%" 灌心及 %! 灌心处理也可促进吐

丝$ 另外还可看出"%! 灌心的效果要明显好于其 %!
喷施"%"%%’ 喷施效果也好于 %!%%& 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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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是 !" * !, 叶期<即大喇叭口期>开始喷施 &

次和灌心 ! 次的试验结果$ 表明吐丝前期各处理

的吐丝率都不同程度地高于对照"%! 灌心 的 效 果

最好"%" 灌心与对照差异不大&吐丝中后期 %! 喷

施 已 不 具 有 作 用"%’ 喷 施%%" 灌 心 的 作 用 也 逐 渐

减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期 )’王双玉等’植物生长调节剂对玉米花期调节效果的研究

处理 重复! 重复" 重复# 平 均 比 %(
喷 %! ,?&+ ,?+’ !!?,$ +?&$ A!?,+
喷 %& !&?,$ !’?"" !&?). !;?;’ ’?..
喷 %’ ;?;’ ;?+! !!?.; !.?&+ .?’$
喷 %" ;?)’ ;?;& )?)! ;?!& A.?+!
灌 %! !’?$+ !.?+! !.?,. !!?,, !?)’
灌 %" !!?&$ !’?$! ;?$" !!?"’ !?$.
%( ;?.+ ;?!) !!?$" ;?;’

表 $ 促进剂对玉米叶面积增长率的影响 =

与表 ’ 比较可以看出"%& 喷施在此期的吐丝百

分率高于对照" 而加入 882 后的效果反而不佳"说

明氨基酸液肥的作用在不同时期有差异$

表 $ 是抽雄初期喷 ! 次促进剂的吐丝调查结

果$ 可以看出促进剂的喷施和灌心处理对吐丝并没

有促进作用$



!"#"! 同种药剂不同时期处理对吐丝的影响

不同时期处理的结果不同!以 !" 灌心和 !# 喷

施为例$表 %&" !" 灌心在两个时期均表现出明显的

促进作用# 苗期$’ ( ) 叶期&起点的 !" 灌心"’ 月 *+
日吐丝株率为 %%,’-" 而对照在 ’ 月 *. 日才达到

%.,.-$/0 ( /% 叶期为起点的处理效果亦与此类似"
说明 !/ 灌心可使花期提早 / ( * 1# 而 !* 喷施的促

进作用在两个时期表现出不同结果! 从苗期开始处

理的"吐丝率比对照低 /%,%.-"以 /0 ( /% 叶期为起

点 的 有 较 明 显 的 促 进 作 用" 在 ’ 月 *+ 日 吐 丝 达

00,0-"而对照在 ’ 月 *0 日才达 0+,0-"比对照提早

/ 1# 综合评价"多数促进剂以 /0 ( /% 叶为起点处理

的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

!"#"# 抑制剂对吐丝速度的影响

表 ’ 是从 ’ ( ) 叶期开始 % 次处理后的吐丝速

度的调查结果#表明在整个吐丝期间"2++3’/3 45 6 75%
2++3’#3 45 6 75 喷施处理的吐丝株率均低于对照"其

中 /3 45 6 75 的更低一些#而灌心处理的吐丝百分率

却有所提高" 说明喷施 2++3’ 对玉米吐丝具有一定的

延迟作用#

从 /# ( /+ 叶期开始 + 次处理的吐丝速度统计

日 期

$月&日& 灌 !/ 喷 !# 灌 !/ 喷 !#
’&#+ %%,%’ ’,/0 .’,/0 00,00 #+,)8
’&#0 ’.,33 #/,0+ ’.,83 ’3,03 0+,03
’&#. 8/,%’ .3,33 )%,#/ ).,/8 %.,08

!9
/0 ( /% 叶期起点苗期起点

表 ! 同种药剂不同时期处理对玉米吐丝率的影响 -

-

日期$月&日& 喷 /345 6 75 喷 #345 6 75 灌 /345 6 75 灌 #345 6 75 !9

’&#3 3,33 3,33 ’,%8 +%,+% /0,.3
’&## +.,’/ /%,%’ .+,). .0,.. +8,%8
’&#+ +.,’/ +),)8 .+,). ’#,’+ 0%,/)
’&#0 .3,33 ..,%3 %8,#3 ’#,’+ ’3,88

表 " 生长抑制剂对玉米吐丝率的影响

日期$月&日& 喷 .3 45 6 75 灌 .3 45 6 75 !9

’&#3 +,/3 ),+3 /0,.3
’&## #.,33 .3,33 +8,%8
’&#+ #.,33 .3,33 0%,/)
’&#0 .3,33 %%,%’ ’3,88

表 # 生长抑制剂对玉米吐丝率的影响 -

结果表明" 喷施 2++3’.3 45 6 75 在一定程度上对吐丝

有抑制作用"而灌心的仅在吐丝刚开始时表现稍低

$表 )&# 从表 ) 看出"喷施 .3 45 6 75 的抑制作用要

强于 /3 45 6 75 和 #3 45 6 75" 而灌心处理与对照无

差异#

+ 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同一生长促进剂在不同时期%不同生

长促进剂在同一时期处理"对吐丝的作用不同#表明

植物生长促进剂能促进玉米吐丝"调节其生育进程"
:;<=<><9 灌心的促进作用最好"以在大喇叭口期

开始进行处理最适宜# 不同浓度抑制剂 2++3’ 喷施对

玉米吐丝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以 .3 45 6 75 喷施的效

果较好#
在本试验中":; 与云大 /*3% 氨基酸液肥等几

种药剂的混合喷施及灌心处理也有促进吐丝的作

用"但效果并不明显# 表明云大 /*3%氨基酸等在调

节玉米生育进程上无明显作用#
就本试验的结果来看" 几种生长促进剂和抑制

剂对玉米吐丝都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可以调节玉米

的生育进程# 但对花期调节的实际效果是非常有限

的"无论是促进剂还是抑制剂其调节作用仅为 / ( *
1# 在生产上的实际意义并不是很大#

此前有很多报道认为":; 等在调节玉米制种

花期上有良好的效果"但系统研究%严格而规范的试

验报告较少#
本文仅为一年的试验结果" 对花期调节效果及

机理等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 李艳杰 , 应用化调物质对玉米增产效果的试验初报?A@ , 玉米科

学"#33+"//$0&!%/B%# ,
?#@ 寻淑娟"等 , 浅析玉米制种田花期不遇的原因及调控与补救措施

?A@ , 玉米科学"#330"/#$增刊&!%#B%+ ,
?+@ 李丕明"奚惠达"何钟佩 , 农作物化控栽培技术的发展与中国农

业现代化的前景?A@ , 北京农业大学学报"/88/"/’$增刊& ,
?0@ 刘 志 , 玉 米 制 种 花 期 预 测 及 调 节 ?A@ , 杂 粮 作 物"#33#"##$#&!

0/B0# ,
?.@ 李 荣"等 , 云大B/#3$芸薹素内酯&在农业上的应用?C@ , 北京!中

国农业出版社"#333 ,
?%@ 张秋生 , 植物氨基酸液肥应用技术$一&?A@ , 农村科学实验"#33+"

$8&!/% ,
?’@ 汪浩才 , 玉米不同生育阶段化学调节技术研究?A@ , 江苏农业科

学"/88)"$/&!+#B+0 ,
?)@ 奚亚军"等 , 8#3 在杂交小麦不育系繁殖中的应用研究?A@ , 国外

农学B麦类作物"/88%"$#&!/8B#/ ,

’0 玉 米 科 学 /+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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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抽雄初期生长促进剂对玉米吐丝率的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