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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农 8 45 5” 是国内育成的优质小麦品种之一
,

但因产量低而一直未能推广应用
。

作者根

据该品种的生物学特性
,

采取适当稀播
,

强化苗期养分供给强度
,

增加有效分集和促进幼穗

发育等栽培施肥技术
,

从而获得了高产
。 3 年来

,

在安徽
、

江苏 2 省 7 个市县的 10 余个田间

试验
,

单产从原来的 19 0公斤提高到 35 。一 55 0公斤
, 4 0 0 0多亩大田的产量也在 30 0公斤 以上

。

此

外
,

我们还借助现代谷物化学研究方法和先进仪器
,

测定了不同土壤生态条件和氮肥不同用

量下的面团流变学特性图谱
、

拉伸曲线和面粉蛋白质组成等数值
,

这些数值表明
“

安农 8 4 5 5”

小麦的面粉质量已达到或超过美国面包专用粉的标准
。

可见
,

改进施肥技术
,

使之符合
“

安

农 8 4 5 5 ”

冬小麦的高产营养规律
,

使潜在的生产力得到发挥
,

并保持其优质种性
。

作者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与安徽省怀远县人民政府合办的
“

砂姜黑土综合治理

实验站
” ,

连续进行了 3年的田间肥料试验
,

现将主要结果报道如下
。

一
、

材料与方法

(一 )供试土城 为砂姜黑土
,

其有机质含量为 1 3
.

6一 1 3
.

7 9 / k g ;
全 N 0

.

7 7一 0
.

79 9 / k g ,

全 P : 0
。

1
.

0 5一 i
。
0 4 9 / k g , 全 K : 0 1 6

.

7一 1 8
.

2 9 / k g , 速 效 P
:
O

。 4 1一 6 6m g / k g , 速 效

K : 0 1 6 6 m g / k g , p H (水 ) 6
,

9左右
,

质地为粉砂质粘壤土
。

(二 )供试小套 为
“

安农 8 4 5 5”
.

,

系当年收获的种子
。

经过筛后备用 (其千粒重仅 20 余克 )
。

(三 )处理及 I 理 1 9 8 9年的试验设置 5 个处理 (见后表 )
,

小区面积为 。
.

02 亩
,

随机区组

设计
, 4 次重复 (其中 1 个区组作为采样区

,

不参加方差分析 )
。

各小区的基肥为优质牛厩肥 15 0 0 k g /亩
,

普通过磷酸钙 s o k g /亩和硫酸钾了
.

s k g /亩
。

每亩播种量 7
.

s k g ,

分区称重
,

采用精子条播
,

行距为 20 厘米
。

播种后进行喷灌
。

1 9 9 。年设 7个处理 (表中省略 2 个处理 )小区面积为 3
.

5 X 4
.

5 m
2 , 4 次重复

,

随机 区 组

设计
。

播量 8 k g /亩
,

行距 2 0厘米
,

基肥为牛厩肥 1 2 5 0 k g ,

普钙 5 0 k g和氯化钾 1 8 k g
。

1 9 9 1年为复因素试验
,

播期 x N用量二裂式设计
,

主处理播期 4 个处理
,

副处理 N 用量

3个处理
,

共 12 个处理 (见后表 )
, 3 次重复

,

随机排列
,

小区面积 3
.

5 x 4
.

5m , 。

播量 每亩

9
.

3 5 k g ,

行距 2 0厘米
。

基肥用牛厩肥
、

普钙和硫酸钾
,

用量分别为 1 5 0 0 k g
、

3 o k g和 7
.

s k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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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结果与讨论

`

安农 8 4 5 5”

是一个春性强的冬小麦品种
,

半矮杆
,

分草力弱
,

茎粗壮
,

叶片宽
,

叶色深
,

德型大
,

角质率高
,

需肥多
。

在安徽怀远县砂姜黑土上
,

连续 3 年采用高肥分期施用
,
每亩

化肥总 N量 15一 2 0 k g ,

其中基肥 5 0%
,

苗肥 2 0%
,

拔节肥 3 0% ( 10 8 9和 2 9 9 0年 )
,

或基肥 8 0%
,

拔节肥 20 % ( 1 9 9 1年 )
,

从而达到促使分莫早又苗壮和幼穗分化发育充实
,

穗多粒足和稳产高

产的目的
。

(一 )
“

安农 8455
”

冬小交主要生物学特点

1
.

从幼稼分化发育进度看 冬小麦根据其阶段发育过程分为冬性
、

半冬性和春性
,

它们

的生长习性不同
,

必须采用不同技术措施才有可能高产
,

因此
,

了解各个品种的幼穗分化发

育进度是高产施肥的重要依据
。

1 9 9。一 1 9 9 1年对
“

安农 8 4 5 5”
和当地推广的半冬性品种的幼

植
,

进行解剖观测 (表 1 )
,

早播的 ( 10 月 18 一 20 日播 )
“

安农 8 4 5 5”
主茎幼穗在 12 月底已分化至

二棱末期 ( 1 3
)

,

迟播的 (l o月 30 日 )在冬前仍处于单棱期 ( I ) ; 由于该年冬季偏暖
,

前者在

表 1 不同冬小麦品种的幼德分化进程的差异 〔1 990一 15幻 )年

1 2 / 2 5 1 / 4

主 分

茎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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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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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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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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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注 : 小麦幼穆分化发育 期
:

1
.

伸长期
,

1
.

单棱期
,

班
: 二校初期

,

m
: 二棱中期

,

瓜二梭末期 W护颖原基形成期
,

V小

花原 基形成期
,

砚雌雄蕊原塞形成期
,

飞药福分化期
,

祖四分体形成期
。

越冬期间继续分化至小花原基形成期 ( V )
,

后者则在二棱中期 ( l
:

) , 返青期 ( 2 月 20 日 )
,

前者已达到雌雄蕊原基形成期 ( 砚 )
,

拔节时 ( 3 月 13 日 )则进入药隔分化期 ( 顶 ) , 迟播的分别

为护颖原期形成期 ( 那 )和小花原基形成期 ( V )
。

半冬性的
“

马场 2 号
”
和

“
8 6 3 5” 二个品种

,

10 月 1 7一 20 日播种的幼穗在冬前都处于二棱

期 ( I )
,

返青后幼穗发育进度还是较
“

安农 8 4 5 5 ”
迟缓 1一 2个阶段 ; 迟播的 ( 1。月 30 日 )幼楹发

育更晚
,
二棱期推迟到 3月中旬

。

上面结果说卿安农 8 4 5 5 ”

是一个春性强的冬小麦品种
,

播种期不宜过早
,

以防冻害死苗
,

同时也表明
,

采甩适当稀播
,

增强苗期土壤供 N 强度有利于其抗寒能力
,

如 199 1年 12月 1 2日

极端低温达 一 1 2
,

8 ℃ , 19 9 2年 2 月 1 日为 一 1 0
.

6 ℃
,

植株仍安然无恙
。

2
.

从主要生育期看 在一年两熟地 区
,

作物生长期的长短关系到茬口安排
。

连续 3年的

田间观察表明 (表 2 )
, “

安农 8 4 5 5”

冬小麦
,

从播种到成熟的天数受气候因素
、

播种期和施肥

6 1



表 2不同年份
、

不同处理的安农 55 84, 】、麦主生育期 (月 /日 )

年年份份 处 理理 播 期期 出苗期期 分琅期期 返青期期彼节期期抽称期期期 灌浆期期 乳熟期期 成熟期期 全生育期期
11111111111 2 / 5555555 4 / 1 00000000000000000 (天 )))
]]]]]]]]]]]]]]]]]]]]]]]]]]]]]]]]]]]]]]]]]]]]]]]]]]] 1 /2 5555555555555555555 4 / 1 333 切化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111 9 8 999 1
.

未施 N肥肥 10 / 1 888 1 0 / 2 666 1 1 /2 555 2 /1 444 3 / 333 4 / 1 333 4 /2 11111 5 /777 5 /2 777 2 2 111

至至至 2
.

签肥 N 7 + 苗肥 N 3
.

555 1 0 / 1 888 1 0 / 2 666 1 1 / 2 555 2 /1 333 3 / 999 4 / 1 333 4 /2 55555 5八 000 5 /2 999 2 2 333

1119 9 000 3
.

2 + 扳节肥 a
N 4

.

555 1 0 / 1888 1 0 / 2 666 1 1 /2 555 2八 333 3 / 999 4 / 1 444 4 /2 66666 5 / ]222 5 /3 111 2 2 555

44444
.

2 + 拔节肥 b N`
.

555 1 0 / 1 888 1 0 / 2 66666 2 / 1333 3 / 99999 4 /2 66666 5 / 1 222 5 /3 111 2 2 555

55555
.

2 + 拔节肥 e
N 4

.

555 1 0 / 1888 1 0 / 2 66666 2 / 1333 3 / 99999 4 /2 66666 5 / 1 222 5 /3 000 2 2 444

111 9 9 000 1
.

对照照 10 / 3 000 1 1 / 1 666 1 2 /2 333 2 /2 000 3八 777 4 / 1 666 4 /2 6666666 6 / 333 2 1 666

至至至 2
.

腊肥 N 4
.

555 10 / 3 000 1 1 / 1 666 1 1 / 1 666 2 / 1999 3八 666 4 / 1 888 4 /2 6666666 6/ 555 2 1 888

111 9 9 111 3
.

基肥 N 1 5
.

000 10 / 3 000 1 1 / 1 666 1 1 / 1 444 2 / 1777 3 / 1 222 4 /2 000 4 /3 0000000 6 /888 2 2 111

44444
.

基肥 N 1 0
.

5
,

拔节 a
N 4

.

555 1 0 / 3 000 1 1 / 1 666 1 1 / 1444 2 / 1 777 3 / 1222 4 / 2 000 4 / 3 0000000 6 / 888 2 2 111

55555
.

基肥 N i o
.

5
,

拔节 b N 4
.

555 1 0 / 3 000 1 1 / 1 666 1 1 / 1444 2 / 1 777 3八 222 4 / 2 000 4 / 2 9999999 6 / 888 2 2 111

111 99 111 A i 1 0 / 2 3播种
,

B i N i s
.

ooo 1 0 / 2 333 1 0 / 3 111 1 1 / 3 00000 3 / 888 4 / 1 444 4 / 2 333 5 / 222 5 / 1 111 6 / 111 2 2 111

至至至 B Z N 1 7
.

555 1 0 / 2 333 1 0 / 3 111 1 1 / 3 00000 3 /吕吕 4 / 1 444 4 / 2 444 盯 222 5 / 1 111 6 / 222 2 2 222

111 99 222 B 3 N 2 0
.

000 1 0 / 2 333 1 0 / 3 111 1 1 / 3 00000 3 / 888 4 / 1 555 4 / 2 444 5 / 222 5 / 1 111 6 / 333 2 2 333

AAAAA Z 1 0 / 2 8播种
,

B lll 1 0 / 2 888 1 1 / 888 1 2 / 1 22222 3 / 999 4 / 1 777 4 / 2 666 5 / 222 5 / 1 111 6 / 111 2 1 666

BBBBB 222 1 0 / 2 888 1 1 / 888 1 2 / 1 22222 3 / 999 4 / 1 888 4 / 2 666 5 / 222 5 / 1 111 6 / 222 2 1777

BBBBB 333 1 0 / 2 888 1落/ 888 1 2 / 1 22222 3 / 999 4 / 1 888 4 / 2 777 5 / 333 5 / 1222 6 / 333 2 1888

AAAAA 3 1 1 / 2 播种
,

B lll 1 1 / 222 1 1 / 1 555 1 , / , 00000 3 / 1111 4 / 2 000 4 / 2 888 5 / 333 5 / 1222 6 / 222 2 1333

BBBBB 222 1 1 / 222 1 1 / 1 555555555555555 3 / 1111 4 / 2 111 4 / 2 888 5 / 333 5 / 1333 6 / 222 2 1 333BBBBB 333 1 1 / 222 1 1 / 1 555 1 2 / 2 00000 3 / 1111 4 / 2 111 4 / 2 888 5 / 444 5 / 1333 6 / 333 2 1 444

AAAAA 4 1 1 / 7 抽种
,

B iii 1 1/ 777 1 1 / 2 111 1 2 / Z QQQQQ 3 / 1555 4 / 2 333 4 / 2 888 5 / 444 5 / 1 333 6 / 222 2 0 666

BBBBB 222 1 1/ 777 11 / 2 1111111 3 / 1555 4 / 2 333 4 / 2 999 5 / 555 5 / 1 333 6 / 333 2 0 666

BBBBB 333 1 1 / 777 1 1 / 2 1111111 3 / 1555 4 / 2 444 4 / 2 999 5 / 555 5 / 1 333 6 / 444 2 0 777

月 r .

注 , *
N用盘地 /亩

,
1 95 9一 1 9 9 0年基肥 10 / 1 8

、

苗肥 2 1 / 1 5
、

拔节肥
a 、

b
` c 分别为 3 / 2 0

、
3 / 2 5

、
4 / 10

。
1 9 9 0一 19 9 1年 (略去 2个 ,

处理 )基肥 1 0 / z。
、

腊肥 22 / 1 6
、

拔节肥 a 、
b分别为 s / 2 0和魂/ 2

。
19 0 1一 19 02年基肥 10 /2 5占总 N盘 5 0%

、

拔节肥 3 / s

占 2 0%
。

量的影响
, 1 9 8 9一 19 9 1年为 2 2 1至 2 5 5天

, 19 9 0一 1 9 9 1年为 2 1 6至 2 2 1天
, 1 9 9 1一 1 9 9 2年在 1 0月下

旬播种的为 2 16 一 22 3天
, 1 1月上旬播种的为 20 6至 2 14 天

,

表明
“

安农 8 4 5 5”

冬小麦的生长期主要

受播期影响
,

是随着播期推迟而缩短
,

但氮肥不同用量之间的生长期相差仅有 1一 2天
。

从表 2

还可以看到
, “

安农 8 4 5 5”

的返青期 ( 2 月中旬 )
、

拔节期 ( 3 月中旬 )
、

抽穗期 ( 4 月下旬 )和成熟

期 ( 6 月上旬 )
,

都比当地半冬性品种
“
马场 2 号

”

提早 5一 7 天
。

不论早迟播种的从杨 花 到

成熟为 34 到 38 天
,

乳熟到成熟只有 20 天
。

上述情况说明
, “

安农 8 4 5 5”

对茬 口的适应性良好
,

比

较耐迟播
,

籽粒灌浆速度快
, 迟播情况下主要是缩短其营养生长期

,

但只要加强早期的养分

供给数量和强度
,

仍然可 以获得高产
。

根据
“

安农 8 4 5 5”

冬小麦的生长期和产量表现
,

表明该品种适于淮河流域和淮南麦区推广

应用
。

(二 )
“

安农 8455
”

离产施肥技术

过去
, “

安农 8 4 5 5”

冬小麦产量低
,

一般是由于播种密度高
,

施肥 ( N ) 量不足和施肥期不

当
,

从而造成弱苗或冻害死苗和穗头大小参差不齐
。

根据
“

安农 8 4 5 5”

春性强
,

分巢力弱
,

茎粗

穗大
,

需肥量高等特性
,

我们改变了过去惯用的栽培施肥技术
,

而采取适当稀植
,

重施基肥
、

早施苗肥和拔节后追肥等措施
,

使冬前苗期分巢充足
,

有效率高
,

幼穗分化发育充实
,

主菜 ,

之间的结实性状差异性缩小
,

形成高产的结构群体
。

表 3 为连续 3 年田间小区试验的结果
。

基肥加苗肥 占总 N 量 ( 15 一 Z o k g /亩 ) 的 70 一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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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 u
的铁一锰氧化物结合态占全量的百分率与有机质含量呈显著负相关 , 除此之外

,

各种金属元素的各个组分 占全量的百分率与有机质含量的相关性
,

都是很不显著的
。

这说明
,

有机质含量的变化
,

一般不会影响金属元素各组分之间的相对比例
,

即各组分占全量的比例

一般与有机质含量的大小没有密切关系
。

( 3) 金属元素各组分的含量与有机质含量的相关系数的代数值
,

一般显著大于金属元亲

各组分占全量百分率与有机质含量的相关系数的代数值 (前者只有 5 个略小于后者
,

二者仅相

差 0
.

0 0 5一 0 ` 0 3 1
,

这 5个是N 宝的第 i 组分
,

Z n ,

P b和 M o
的第 2 组分

,

M n
的第 4 组分 )

。

上

述现象
,

是由于金属元素各组分的含量是元素全量与各相应组分占全量的百分率之积
,

而各

种金属元素的全量都与有机质含量呈正相关
。 , .

( 4)
’

在金属元素各组分的含量与有机质含量之间的50 个相关系数中
,

有 41 个呈正相关
,

其

中 10 个达到了显著正相关 , 只有 9个呈负相关
,

而且都不显著
。

这与第 ( 2) 点相比较
,

说明

了金属元素各组分的含量与有机质含量的相关性
,

一般比元素各组分占全量百分率与有机质

含量的相关性更为密切
。

元素全量与有机质含量呈正相关
,

是形成上述现象的重要原因
`

本文表明
,

金属元素的 5 个组分所能提供的有意义的信息
,

远比元素全量提供的信息更

为丰富
。

(参考文献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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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诸处理
,

冬前茎菜的有效率很高
, 2 0月 19日 ( 1 9 8 9年 )和 1 0月 2 3日 ( 1 9 9 1年 ) 播种的有效

率在 7 6一 9 7%之间
, 1 0月 3 0日 ( 1 9 9 0年 )和 1 0月 28日一 1 1月 7 日 ( 1 9 9 1年 )播种的达 12 7一 1 7 2%

,

后者表示由于苗期营养充足可使冬前未露出地面的分菜芽滋育成穗
。

在重施基肥和早施苗肥

的处理
,

冬前幼穗分化发育充实
,

每穗小穗数的有效率高
,

每穗平均粒数明显地高于对照
,

穗间的变异系数下降
。

通过方差分析
,

1 9 8 9一 1 9 9 0年施基肥 ( N 7 ) + 苗肥 ( N 3
.

5 )处理 比对照增产 1 4 7 %
,

在拔

节初期再追施 N肥 (4
.

5) 的处理比未施拔节肥的再增产 9
.

2%
,

达到显著水平
。
植株分析结果

表明
,

基肥 + 苗肥的利用率为 5 1
.

5%
,

拔节肥为“
.

9%
,

其它两个拔节期施肥处理的利用率

分别为 2 8
.

2%和 2 3
.

6%
。

这些结果说明重施基肥和苗肥对
“

安农 8 4 5 5”

的高产作用非常重要 ,

1 9 9。一 1 9 9 1年的产量因当年雨水灾害而较低
,

单施腊肥 ( 4
.

s k g) 的处理比对照增产 27 %
,

施

基肥 ( 1 5 k g )
,

或基肥 ( 10
.

k5 幻
十拔节肥 (4

。

s k幻的处理比对照增产 5 8一 66 %
,

均达到显著水

平
。

19 9 1一 1 9 9 2年的产量分析
,

主处理播期之间差异不显著
,

副处理 N 用量间差异显 著
,

每

亩 1 7
.

s k g N处理平均 4 2 9 k g与 Z o
.

o k g N处理 4 4 4 k g 差异不显著
,

但显著高于 1 5
.

o k g N 处理的
4 0 8 k g ,

这些结果说明
“

安农 8 4 5 5
”

冬小麦需肥量很大
,

每亩纯 N 17
.

s k g 的经济效益比 2 0
。

Ok g

的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