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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热带玉米自交系 /01(++ 和温带玉米自交系黄早四为材料"研究了它们在 % 2 和 !# 2 光周期处理

后的反应和热带自交系 /01(++ 在不同时期两种日照挪动处理下的光周期反应# 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材料对光周期

的敏感程度不同"/01(++ 对光周期的反应非常敏感"黄早四相对不敏感# /01(++ 在 % 2 的短日照条件下 3 片叶时

期是其光周期反应的敏感时期"在 !# 2 的长日照条件下 % 片叶时期是其光周期反应的敏感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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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种质的遗传基础日趋狭窄" 使我国玉米育

种研究处于爬坡状态"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_!"(‘"热带

亚热带玉米种质具有丰富的变异" 其在温带育种中

的利用是拓宽温带种质基础& 取得育种突破的一个

重要途径# 但其在温带利用的主要限制因素是光周

期的敏感性"已有研究表明"不同的热带亚热带种质

对光周期的敏感程度不同" 不同的温热杂交组合对

光周期反应也具有不同的遗传特性" 不同的性状对

光周期反应的敏感程度也不同 _,"*‘# 有人研究认为"
温带遗传成分在杂种后代中所占的比重" 对基本营

养生长期的提早和光周期钝感表现出剂量效应_#‘# 但

总的来说对玉米光周期反应的研究还是初步的"在

热带亚热带种质利用上也会遇到很多实际困难"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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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对玉米光周期反应的特性做进一步研究" 有较大

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本试验选用热带玉米自交系和温带玉米自交系

为材料"作长日照和短日照两种处理"并对热带材料

在不同时期进行了长&短日照的互相挪动"试图找到

玉米光周期反应的最敏感时期" 为进一步揭开光周

期反应的机理提供一些研究依据#

! 材料与方法

供试材料为来自墨西哥国际小麦玉米改良中心

-/\00:W. 的热带玉米自交系 /01(++ 和中国温带

玉米自交系黄早四#
(""* 年将供试材料 /01(++ 和黄早四夏播盆

栽于河南农业大学#出芽后分两组进行光周期处理!
一组作长日照处理"每天光照 !# 2-自然光加上 ! """
H 卤钨灯补充光照.$另一组短日照处理"每天光照

% 2-红黑双层布遮荫缩短光照时间.#
为 找 到 玉 米 对 光 周 期 反 应 最 敏 感 的 时 期 "将

/01(++ 进行不同时期的长&短日照移动"即在长日

照条件下当 /01(++ 生长到 , b !" 片叶分别移到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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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条件下! 而在短日照条件下当 !"#$%% 生长到

& ’ % 片叶分别移到长日照条件下" 观测并记载总叶

片数#抽雄期#散粉期#吐丝期等性状!用于分析供试

材料对不同光周期反应的特点"

$ 结果与分析

!"# 光周期对温带和热带玉米生育期性状的影响

将 !"($%% 和黄早四在长# 短两种光照处理条

件下的生育期性状列入表 )" 从表 * 可以看出!黄早

四在短日照条件下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基本正常!
但长日照处理与短日照处理相比!叶片增加了 % 片!
抽雄#散粉#吐丝分别推迟了 %#+ 和 % ,!散粉吐丝间

隔天数增加了 + ," 长日照条件使黄早四叶片增多!
生殖生长延迟!雌雄发育不协调!表现出一定的不适

应!说明 *- . 的长日照处理对温带适应性种质自交

系也会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 对于 !"($%%!长#短

日照处理表现出显著差异! 短日照条件下能够进行

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 而长日照条件下只能进行营

养生长!不能进行生殖生长!说明 !"($%% 对光周期

反应非常敏感"
在短日照条件下 !"($%% 与黄早四相比! 营养

生长的叶片数多!抽雄#吐丝较晚!/01 值增加!雌雄

发育不协调!!"($%% 自交系生殖发育的不正常可

能与 2 . 的短日照处理营养不良有一定的关系!也

反映了该自交系对外界环境条件比较敏感"

!"! 长短日照移动处理对 $%&!’’ 生育期性状的

影响

!"($%% 自交系经长# 短日照相互移动处理后

的生育期性状见表 $" !"($%% 自交系在生长到 & ’
3 片叶时! 从短日照移入长日照的植株与不移动的

长日照处理结果基本一致! 即营养生长的总叶片数

明显增加!只能进行营养生长!不能进行生殖生长"
但在 4 片叶时5叶龄指数为 +)6$7移入长日照处理的

植株!总叶片数明显减少!与不移动的短日照处理植

株的总叶片数相同!但抽雄和散粉明显推迟!雌穗未

发育" 在 % 片叶时5叶龄指数为 +48*9移入长日照处

理的植株! 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表现与不移动的

短日照处理的植株基本一样"这一结果说明!在短日

照条件下!:"($%% 发育到第 4 片叶即叶龄指数为

+*;$ 时是其光周期反应的敏感时期"

材 料 叶片数 抽雄期 散粉期 吐丝期 /01

<0 *+ -% 3- 34 $
<( $$ 33 32 4- 3
:0 *4 3= 33 4- 2
:( !$%

注$< 代表黄早四!: 代表 :"($%%!0 代表短日照!( 代表长日照!
/01 代表散粉到吐丝的间隔天数"

未进行生殖生长

表 ( 不同光周期处理后的植株生育期性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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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日照移入短日照的处理中!& 片叶时移入

短日照处理的植株与不移动的短日照处理结果基本

一致!从 + 片到 % 片叶 - 个时期的移动处理!除了总

叶片数逐渐增加外! 其它性状与不移动的短日照处

理结果基本一致! 均能进行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2
片叶5叶龄指数为 &2;*9和 *= 片叶5叶龄指数为 +*;39
时! 移入短日照处理植株的抽雄和散粉期大幅度推

迟!雌穗未发育" 这一结果说明!在长日照条件下!

:"($%% 发育到 % 片叶5叶龄指数为 &3;+9前只要再

经过短日照处理! 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均能正常进

行%超过 2 片叶5叶龄指数为 &2;*9就不能进行正常

生殖生长! 即在长日照条件下第 2 片叶时是其光周

期反应的敏感时期"

& 讨 论

植物感受光的器官是叶片! 但是如何通过信号传

+ 期 %4任永哲等$玉米光周期反应研究简报



物质浸种对玉米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与玉米品种及

水分供应水平有关! 水分胁迫下水分利用效率增幅

明显高于正常水分下" 正常水分和水分胁迫下农大

!"# 的 水 分 利 用 效 率 提 高 为 !$#%& ’ ($)*& 和

+$%!& ’ *$)!&"陕单 ,"+ 分别为 +$#(& ’ !+$#"&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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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阶段内"干物质净增加量T!;ZU与同期

耗水量T!IVU之比"即 ZcId!;Z e!IV!正常水分或

水分胁迫下" 使用生长调节物质均不同程度提高了

两品种的水分利用效率" 且水分胁迫条件下提高幅

度明显高于正常水分的效果! 正常水分下农大 !"#
经 -5]R$DDD$-5]RfDDD 处理后水分利用效率较

对照提高幅度分别为 ($)*&$+$+#&和 !$#%&" 陕单

,"+ 分别为 +$#(&$,$""&和 !+$#"&% 而水分胁迫下

农大 !"# 提高幅度分别为 *$)!&$+$%!&和 ($")&"
陕单 ,"+ 分别为 !+$-%&$!!$")&和 !)$+-&"且两品

种在此水分条件下水分利用效率增幅与各自对照差

异均达显著水平! 同样"品种间也存在差异"不论正

常水分还是水分胁迫条件下" 农大 !"# 均是 -5]R
处理后水分利用效率最高"而陕单 ,"+ 则是 -5]Rf
DDD 处理后水分利用效率最高!

% 结 论

T!U利用低浓度矮壮素和 -5]R 可提高玉米种子

的发芽率和发芽势"而高浓度则抑制种子的萌发!但

玉米种子对矮壮素和 -5]R 浓度范围的敏感性不一

致"对矮壮素浓度范围较广T!)$" N e XNU"而对 -5]R
敏感范围较窄T!"$"+" N e XNU!

T+U不 同 土 壤 水 分 条 件 下"使 用 生 长 调 节 物 质

DDD$-5]R 及其配合均不同程度提高了玉米叶片叶

绿素 GWR; 值和光合作用速率" 以及促进根系和地

上部分的生长"水分胁迫下增幅更为明显!生长调节

导影响了生殖生长" 其间必然发生了一系列的生理

生化变化"有着非常复杂的机理! 本研究表明"热带

自交系 D=Y+## 在短日照条件下"* 片叶时是对光

周期变化反应的敏感时期"在长日照条件下", 片叶

时是对光周期变化反应的敏感时期!在长$短日照条

件下"D=Y+## 的光周期反应敏感时期的叶龄指数

分别为 %,$! 和 (!$+"叶龄指数均在 (" 左右时"刚好

处于玉米的小穗分化期T叶龄指数在 %* 左右U和小

花分化期T叶龄指数在 (* 左右U之间 .-1"这可能意味

着 D=Y+## 在叶龄指数为 (" 左右时对光周期反应

最敏感! 但对于其它材料是否也表现相似规律需要

进一步研究!
本试验采取的盆栽"对水$肥等环境条件的均一

性控制较好" 盆栽前在同一品种中挑取整齐的种子

进行了催芽"再挑取发芽整齐一致的种子种植"因而

后期同一处理下同一品种的植株生长也很整齐"长

短日照处理效果显著"因而所得结论的可信度大!建

议进一步将此试验套用在其它材料上进行研究! 另

外"日照时数的长短是相对的"长日照和短日照之间

并没有严格的界线" 本试验将短日照处理日照时数

设为 , F"长日照处理设为 !) F"长$短日照之间日照

时间相差较大"因而处理的效果也较为明显!但是若

试验中所设的长$短日照时数与此不同"是否也会得

到类似的结果"还需要进一步的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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