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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达 2 1 16 在陇东旱地冬小麦上应用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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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陇东旱地冬小麦上进行 了砚种增产剂 3 种应用方法的试验和示 范
。

结果表明
,

天达 2 1 16 浸种
、

叶喷

和浸喷复合处理效果最好
,

较对照增产 9
.

2% 一 3 0
.

9 %
,

增产原因是促进 了小麦分集和抽穗
,

增强 了抗 旱性
,

减轻 了锈病危害
,

显著增加 了有效穗数
、

穗粒数和 千粒重
。

迎姆 仁收浸种和叶喷效果次之
,

较对照增产 1 0
.

3%

一 1 7
.

。%
; K H : P O

。

和动力 2。。 3 浸种效果较好
,

较对照分别增产 1 8
.

5% 和 3 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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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小麦是 陇东地 区的主要粮食作物
,

常年播

种面积 2 0 万 h m
“
左右

,

占粮食作物总面积和总产

量的 6 0% 以上
,

但该区 干旱
、

冻害
、

病害等灾害频

繁
,

严重制约着冬小麦高产稳产
J

·

z , 。

自90 年代中

期以来
,

在普遍推广良种和改进抗旱栽培技术的

基础上
,

各种植物生长调节剂也开始在小麦生产
一

上应用
,

并表现出较好的抗逆增产效果「“
,

, ,。 天达

2 1 1 6 是山东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研制的以 提高植

物在逆境条件下细胞膜稳定性为主的广谱
、

高效
、

抗旱
、

抗病增产剂
,

2 0 01 年被列为 国家科 协重点

推广的高科技产品 n[,
6〕 。

为了进一步比较天达 2 1 16

和同类增产剂在陇东旱地冬小麦上应用效果
,

探

讨最佳使用方法
,

为推广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

我们

于 2 0 0 2 ~ 2 0 0 4 年度进行了此项研究示范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材料及试验区概况

参试增产剂 4 种
,

天达 2 1 16 ( A ) 由山东天达生

物制药有限公 司提供
; 植物动力 2 0 03 ( B ) 由深圳

市嘉华名工贸发展有限公 司提供
; 迎姆丰收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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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山宁夏回族 自治区 中卫农药化工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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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试小麦品种 8 (9 丰卜3 由陇东学 院农学系小麦研

究室提供
。

试验地设在该系农场
,

土壤肥力中等
,

前茬为

小麦
,

无灌溉条件
。

试验 区 年降水量 4 0 0 ~ 6 00

n l m
,

无霜期 1 6 o d
,

年平均气温 8
.

3 C
,

日照时数

x 7 3 3一 2 0 7 () h
。

2 0 0 3 年度小麦苗期墒情一般
,

拔

节抽穗期持续低温多雨
,

条锈病 与白粉病中度发

生
,

扬花灌浆期持续千旱并伴有干热风发生
,

小麦

生产属一般偏丰年份
。

2 0 0 4 年度小麦播前和苗期

底墒充足
,

拔节后 出现霜冻并伴有严重干早
,

但抽

穗灌浆各有一次及时雨
,

水分利用率高
,

黄矮病
、

条锈病
、

白粉病中轻度发生
,

小麦生产属于中等年

份
。

1
.

2 药效方法试验

用清水 E 作对照 ( C K )
,

与 4 种增产剂进行药

效比较试验
,

采用浸种
、

喷施以及浸
、

喷复合处理 3

种方法
,

共 1 5 个处理
,

即
:
A l

、

B l
、

C l
、

D l
、

E I 为浸

种
,

A Z
、

132
、

C Z
、

D Z
、

E Z 为叶喷
,

A 3
、

B 3
、

C 3
、

D 3
、

E 3 为浸种十叶喷 (复合 )
。

每处理为一小区
,

小区

面积 1 3
.

2 m
Z ,

3 次重复
,

随机区组排列
。

A
、

B
、

C
、

D

的浸种浓度依次为 0
.

5%
、
0

.

2环
、

0
.

2 %
、

0
.

8 %
,

浸

种 s h
,

阴干后 与其他处理 同期播种
; 叶喷浓度为

浸种 的一半
,

在小麦拔节
一

抽穗期进行 3 次
,

小 区

用药量第 一 次为 1
.

25 k g
,

后 2 次为 1
.

67 k g
。

试验地采用 手锄开沟条播
,

播量按保苗 37 5

万 / h m
Z

计算
,

每年 9 月 23 口播种
,

次年 7 月 1一 2

日收获
。

试验期调查记载各生育时期
、

分粟动态
、

越冬率以及条锈病
、

黄矮病等病害发生情况
,

收获

前每小区取 2 行调查有效穗数
,

随机取 20 株测定

株高
、

穗粒数和千粒重
,

分区收获计产
。

1
.

3 叶喷对比试验

在进行上述试验的同期
,

我们在庆阳市各县

进行了各增产剂的喷施 对比试验和示范
,

本文仅

总结西峰区天达 2 1 1 6 的对比试验情况
。

在西峰区

董志镇周庄村
、

温泉乡的八里庙村
、

后官寨南佐村

等 8 个点
,

用 0
.

5%的天达 2 1 16 在拔节一 抽穗期喷

施 2一 3 次
,

清水作 C K
,

共对 比试验 15 h m
Z ,

其中

测产面积 5
.

0 h m
Z ,

对照面积 1
.

5 h rn
Z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对生育时期
、

越冬率和主要病害的影响

2 。。 3 年度研究结果表明 (表 l )
:

①各增产剂

浸种和复合处理 比其叶喷的出苗期早 2 ~ 3 d
,

抽

穗 期早 1 ~ Z d
,

成熟期差异不明显
; A

、

B
、

C 浸种

和复合处理的各生育时期 比C K 早 1一 3 d
。

②各增

产 剂 浸种 和 复合处理 的 冬前 分 粟率 比 C K 高

4
.

8% 一 7
.

5%
,

越冬率比 C K 高 5
.

5% ~ 6
.

6%
。

③

各增产 剂叶喷和复合处理的条锈病
、

黄矮病病指

比 C K 低 4
.

4% ~ 5
.

5%
,

下降幅度大于单纯浸种
。

表 1 4 种增产剂对冬小麦生育时期
、

冬前旅
、

越冬率和主要病容的影响 ( 2 0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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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对主要经济性状的影响 > 凡
t

(; ,
一 5

.

4) 和肥料 种类 ( F 一 18
.

00 > 凡
.

。 ,
-

由表 2 可以看出
:

① A 浸种的有效穗数
、

每穗 4
.

0 7) 间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
;种类和方法 的交互

粒数和千粒重 比 C K 提高 4
.

8 %一 14
.

4环
;
复合处 作用间 ( F 一 1

.

95 < 凡
.

:
~ 2

.

7 1) 差异不显著
。

② A

理的穗粒数
、

叶喷的千粒重也有显著增加
。

② D 浸 浸种
、

复合处理 和叶喷分别较 C K 增产 22
.

32 %
、

种或复合处理的有效穗数
、

株高
、

穗粒数和千粒重 16
.

71 %和 10
.

91 %
,

D
、

C 浸种分别增产 1 8 : 4 5%

增加 5
.

1% ~ 16
.

7 %
。

③ C 浸种 ( 2 0 0 3 年 )或叶喷 和 10
.

30 %
,

上述结果均达到极显著或显著水平

( 2 0 0 4 年 ) 的 有效 穗 数 和 穗 粒 数增 加 6
.

3% ~ (表 2 )
。

16
.

0% ; 复 合 处 理 的 穗 粒 数 ( 2 0 0 3 年 ) 和 株 高 2 0 0 4 年结果表明
:

①施肥方法间差异不显著

( 2 0 0 4 年 )分别增加 10
.

6 7%和 9
.

7%
。

① B 两年浸 (户
’

= 1
.

5 6 < 户
’
。

.

。
= 3

.

3 4 ) ; 肥料种类间 (卢
’

= 1 4
.

3 3

种的穗粒数增加 6
.

3% 一 10
.

0 % ; 2 0 0 4 年浸种或 > 凡
.

。 :
一 4

.

0 7) 和交互作用间 ( F 一 20
.

00 > 凡
.

、 ) ,
-

复合处理的有效穗数和株高增加 7
.

8% 一 1 3
.

2%
,

3
.

23 ) 差 异 达 极 显 著 水 平
。

② A
、

B 浸 种 增 产

叶喷的千粒重增加 4
.

7%
。

上述与 C K 的差异均达 30
.

9% 和 32
.

1%
,

A
、

C 叶 喷增 产 2 2
.

4%和 17
.

到显著或极显著水平
,

其余处理或性状指标未达 。%
,

均达到极显著水平
; D 浸种增产 15

.

8%
,

达到

到显著水平
。

显著水平 (表 2 )
。

2
.

3 对经济产 t 的影响

2 0 0 3 年试验结果表明
:

①施肥方法 ( F 一 5
.

80

表 2 4 种增产 剂对冬小麦经济性状和产 ,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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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天达 2 1 16喷施对比试验结果

对比试验测产表明
,

2 0 0 3 年喷施平均产量为

4 4 8 5
.

8 k g / hm
Z ,

比 C K 产量 3 9 9 5
.

4 k g / hm
Z ,

增

产 12
.

70 %
,

增幅 6
.

7 0% 一 16
.

5 %
,

其有效穗数
、

穗

粒 数
、

千 粒 重 分 别 为 5 5 5 万 / h m
, 、

5 7
.

2 个
、

3 9
.

2 4 9
,

比C K 增加 了 4
.

5%
、

5
.

7%和 7
.

8 %
。

2 0 0 4

年 平 均 产 量 为 3 4 9 5
.

o k g / h m
Z ,

比 C K 产 量

3 O5 4
.

O k g / h m
Z

增 产 14
.

4%
,

增 幅 n
.

o % 一

1 5
.

7%
,

其有效穗数
、

穗粒数
、

千粒重分别为 5 6]

万 / hm
Z 、

3 0
.

8 个
、

3 6
.

5 9
,

比 CK 增 加 了 3
.

2 %
、

6
.

9% 和 7
.

3写
。

3 小结与讨论

3
.

1 天达 2 1 1 6 在 2 个年度 3 种方法上都增产
,

应

用效果最好
,

其浸种
、

叶喷和复合处理可分别增产

:l()
.

9%
、

2 2
.

4%和 16
.

7%
。

结合年度气候因素 可

知
,

2 00 3 年度增产的主要原因是
,

浸种促进 了冬

前分孽
,

提高了越冬率
,

显著增加了有效穗数
; 而

叶喷减轻了中后期锈病
、

黄矮病和干热风的危害
,

增加穗粒数和千粒重
。

在干旱较重的 2 0 0 4 年
,

浸
、

喷和复合处理都能显著增加株高
、

穗粒数和 千粒

重
,

同时浸种和复合处理也减轻了春季霜冻危害
,

增加 了有效穗数
。

这一结果与我们的系列研究结

果 [ 7 一 `,习基本相 同
,

表 明了它确实具有独特的稳定

植物细胞膜透性和健身栽培的作用〔5
,
6〕

。

3
.

2 在陇东新引进 的迎姆丰收增产效果次之
,

2

年浸种或叶喷对有效穗数和穗粒数有显著促进作

用
,

分别增产 10
.

3 0% ( 2 0 0 3 年 ) 和 1 7
.

0% ( 2 0 0 4

年 ) ; K H
2

(P )
;

浸种效果也较显著
,

对有效穗数
、

株

高
、

穗粒数 和千 粒 重也 有显 著促 进 作用
,

增 产

15
.

8% 一 18
.

4 5%
,

但单独叶喷增产不显著
,

与传

统认识不同
,

可能与肥力
、

密度等因素存在互作效

应 [ ’
` ,· ” ] ; 动力 2 0 0 3 的效果较差

,

仅 2 0 0 4 年浸种增

产 32
.

1%
。

同时
,

各增产剂浸种效果最好
,

叶喷的

次之
,

复合处理的效果不如单独浸种和叶喷
,

但在

干旱年份 ( 2 0 0 4 年 )
,

3 种方法无显著差异
。

3
.

3 在旱作条件下
,

作物苗期长势的强弱决定着

中后期抗旱性强弱
,

其 田间产量是衡量一个品种

或一项栽培措施是否抗早的最可靠指标 [’ 2
·

` 3 ! 。

结

合天达 2 1 16 的系列研究和对 比试验结果
,

可 以肯

定
,

天达 2 1 1 6 在小麦播前墒情不太好的情况下
,

其浸种或拌种增产效果好
; 在播前浸 (拌 )种的基

础上
,

若中后期多雨可不必叶喷
,

若中后期干早或

多病可以进行叶喷
; 在播前没有浸种或拌种的情

况下
,

均应在生育中期喷施 2 ~ 3 次
,

这样更简单

经济
,

并便于机械化作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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