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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遮光处理可使高原粳稻生育期延长、分蘖力减弱、有效穗降低、穗长变短、穗粒数

和产量下降，部分物理品质变劣。因此，在生产上应选择适宜品种适时播种，采用宽窄行移栽，配方

施肥，适当控制氮肥施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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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贵高原，由于冬暖夏凉，雨、热同季的气候

特点，使该区的水稻在生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

到阴雨天气，使水稻处于较低日照条件下。光合作用

是水稻物质生产的主要形式，而光照强度又决定了

光合作用的强弱。据调查，遮光对籼稻、杂交稻和一

般粳稻生长发育和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方面研究报

道较多，但遮光对高原粳稻影响方面的研究报道甚

少。通过遮光对高原粳稻产量和物理品质的研究，以

期为改进高原粳稻的栽培管理措施和该区的优质粳

稻生产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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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品种为合系!!$!，采用盆钵试验，选择秧

苗素质基本一致的秧苗，每钵*穴，每穴!苗。试验设

%个处理和一个对照，分别为,：遮光率为!()%-/，返

青期$成熟期遮光；0：遮光率为!()%-/，返青期$拔

节期遮光；1：遮光率为!()%-/，拔节期$成熟期遮

光；2：遮光率为.&)&-/，返青—成熟期遮光；3：遮光

率 为.&)&-/， 返 青 期$拔 节 期 遮 光 ；4： 遮 光 率 为

.&)&-/，拔节期$成熟期遮光；15不遮光。三次重复，

完全随机区组排列。处理期间，将盆钵置于用遮阳网

#面封闭的遮阳网架中。

详细记载各处理的生育进程、苗情动态和穗部

性状，成熟后取样进行室内考种和物理品质的化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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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光处理对高原粳稻生育期有一定的影响。遮

光能使抽穗期和全生育期延长，遮光率越高，生育期

越长，遮光时间越长，生育期也相应略长，但与对照

相差不大。这与在云贵高原阴雨气候多的年份，成熟

期明显延后不很吻合。究其原因，可能与温度有关。

据温度记载，遮阳网下的气温与对照的环境气温相

差在")#6以内，而大田生产上的阴雨天，气温下降

*7’"6。高原粳稻在分蘖期间进行遮光处理，分蘖力

显著变弱，但两种遮光率下的分蘖数无明显差异，分

蘖数比对照减少’.)#-7’&)(-/。遮光处理使高原粳

稻的有效穗明显降低，降低幅度在*)&-7!*)"!/，且

呈遮光率越高，有效穗越少的趋势。分蘖期后进行遮

光处理的成穗率比对照低，且与遮光率成反比；返

青7成熟进行遮光处理的成穗率高于对照，且较低

遮光率的成穗率高于较高遮光率的成穗率；相同的

遮光时间，遮光率越高，成穗率越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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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光处理有使穗长变短的趋势，并使穗总粒数

和穗实粒数明显减少，且有随遮光率的增加和遮光

时间变长而减少的趋势，返青7成熟期遮光的低，尤

以遮光率为.&)&-/返青7成熟期遮光处理的最低，

比对照分别减少!%)(#/和!%)’./。拔节7成熟时期

遮光的穗秕粒数比对照高，其它比对照低。分蘖后再

进行遮光处理的结实率低，秕粒数高。千粒重的变化

不明显。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89:;<=> 9? @ABC=<D 19>>EDE·F=G:;=> +BAE<BE 3HAGA9<

I9>)’&JF9)*
+EK)J !""#



!! "#$%&’()*+,-./01!
单位：日 " 月、天、苗、穗、#

全生 最高苗 有效穗

育期 苗数 $%& 穗数 $%& 成穗率

’ 返青(成熟! !) " * +, " - + " . */ " ) !)- !. !+, 0!-1.) !!) 0-1-2 )*1,/
3 返青(拔节! !) " * +, " - + " . +. " ) !)* !. !++ 0!)1+! !/2 0!-1., .21..
% 拔节(成熟! !) " * +, " - + " . +. " ) !)* !. !4, 0+12- !+! 0*1), .+1*!
5 返青(成熟" !) " * +, " - 4 " . +) " ) !)4 !. !+) 0!41-, !/) 0!*14) .41-/
6 返青(拔节" !) " * +, " - - " . +) " ) !)4 !. !+! 0!)1., ), 0+*1/+ ./1!,
7 拔节(成熟" !) " * +, " - - " . +) " ) !)4 !. !-, *1), !!- 0.1,* ,*1+-
%& 不遮光 !) " * +, " - ! " . +2 " ) !)! !. !-! !+2 .*144

注：!表示遮光率为+.12,#，"表示遮光率为4)1),#。

处理 遮光处理时期 播种 移栽 抽穗 成熟 基本苗

从 产 量 位 次 来 看 ，不 遮 荫 条 件 下（%&）产 量 最

高，遮光率为+.12,#的条件下产量次之，遮光率为

4)1),#的条件下产量最低。在相同遮光率下，遮光

时间越长，产量越低。这与蔡昆争等（!)))）的结论相

符。也与在低光照强度下光合效率低，光合产物减少

的理论相吻合（表+）。

!+ "#$%&’23456789:-;<=>
单位：89、粒 " 穗、#、:

穗总 穗秕 穗实粒数 实际重量

粒数 粒数 粒数 与%&$# 重量 与%&$#

’ !-1/ ,!1. *1/ 2.1. 0!)1,+ )-1.+ +-1*2 +/,12* +/*1!, 0+412+ 4
3 !-1/ ,.1) 41* ,412 0!+1)- )41-- +-1)2 +/-1+. +!+12) 0+!1/. +
% !214 .412 )14 ,-1+ 0!+1+- ..1.) +41-. +!41-2 +/,1. 0++1)/ *
5 !-1) 2,1* 41/ 2*1* 0+21!4 )41/2 +41,/ !221!4 !-214- 04!1)- ,
6 !21, ..1/ ,14 ./12 0-1)- )!1-) +-14* !).1.+ !)-1** 0+,1-+ 2
7 !214 ,)1, .12 ,!1! 0!,1/4 .)1+! +-1+4 +/21*, +/+1-4 0+41.- -
%& !214 )+1/ 21* .-1, )*1!- +-1+- +,+12- +2)1-! !

+1* "#$%&’23456?’@A(=>

处理 穗长 结实率 千粒重 理论重量 位次

图 ! 不同遮光处理对高原粳稻物理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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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遮光处理对高原粳稻的糙米率、精米率、粒

长 和 粒 宽 影 响 不 大 ； 整 精 米 率 均 低 于 对 照!"#$%
&"!’(；不同遮光率条件下的垩白粒率和垩白度的

变化趋势相同，拔节以前遮光处理的均比对照低，其

它处理的则明显高于对照，即返青%拔节)对照)返

青%成熟)拔节%成熟（见图!）。本试验结果与李林等

（!*+*）的遮光试验“在自然温度下水稻光照强度减

弱，会使稻米加工品质下降”的结论不完全相符，也

与谭周!和周广洽（!*+*）遮光试验“垩白的大小随

光照强度减弱而减小”的结论不完全相符。这可能是

试验区的生态环境和试验品种不同而造成的结论差

异，李林等选用的是籼型品种，而本试验选择的是高

原粳稻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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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遮光使高原粳稻的分蘖力和有效穗下降，

生育进程变慢，每穗实粒数和产量降低。因此，在生

产上要掌握当地多年日照及温度和降雨的分布规

律，农业部门要根据当年的短、中、长期气象预报，指

导农户选择适宜的品种和适时播种，尽量使水稻生

长的抽穗结实期避开低温阴雨（即低日照）气候。同

时，结合水稻品种特性合理密植，采用宽窄行双行错

窝移栽或宽行窄株移栽以增加田间的通风透光能

力。在施肥技术上要实行氮、磷、钾、微配方施肥，适

当控制氮肥施用量，以免造成贪青晚熟或不能正常

成熟。

本试验遮光使高原粳稻的整精米率下降和拔节

后的垩白粒率和垩白度值增加，但在生产上因寡日

照气温降低，有利于稻米品质的提升，原因还有待于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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