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9 卷第 4 期

2 (X) 5 年 12 月

母 昌学比学报
·

有然科学版
J
o u m la o f X i e h a n g C o l l e ge

·

N a t u ar l S e i e cn e Ed it io n

V o l
.

19
,

N o
.

4

Dec
. ,

2X() 5

不同生态区蚕豆品种的光合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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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通过对不同生态区蚕豆 品种的生育进程
、

叶绿素含量
、

净光合速率
、

光合速率 日变

化 以及产量构成因素等特性研究
,

表 明攀西地 区蚕豆与云南蚕豆 的生态类型比较接近
,

生育期
、

产

量及产量构成因素相近
,

攀西地 区的蚕豆 的叶绿素含量及净光合速率较云南蚕豆高
,

更能充分利用

强光 ; 阿坝
、

甘孜州蚕 豆的生态类型与攀西地 区蚕豆相差较大
,

偏 向于春性品种
,

南移后生育期长
,

植株高大
,

结实性差
,

叶片叶绿素含量及光合速率较高 ; 成都地 区的蚕豆表现为冬性较强
,

南移后
,

虽能正 常结实
,

但产量较低
,

对高原亚 热气候 区生态条件适应力较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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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蚕豆在生态上
,

可以分为春性和冬性两大

类型
。

春性蚕豆分布在春播生态区
,

地理位置为北纬

度 3 1
“ 一4 60

,

东经 9 0
“ 一 1220

,

冬性蚕豆分布在秋播生

态区
,

地理位置为北纬度 2 1
“ 一 3 3

0 ,

东经 9 8
0一 12 2

0 〔3〕。

但由于我国地域南北跨度大
,

各生态 区地势
、

气候
、

土壤差异较大
,

加上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
,

形

成了不同生态类型品种
,

它们具有各 自不同的形态

和生理特点及较强的地区适应性
,

通过对不同生态

类型蚕豆品种的研究
,

可以为育种和栽培提供参考
。

在我们过去工作中
,

已对不同生态区蚕豆品种光周

期特性 t1 ’和抗旱生理特征 图进行过研究
,

但不同生态

区蚕豆品种光合特性尚未见系统报道
。

为此
,

我们根

据攀西地区生态环境特点
,

选择了相邻生态区 (云

南
、

成都
、

阿坝
、

甘孜 )的地方品种进行了不同生态区

蚕豆品种光合特性研究
,

以期为蚕豆生产和育种提

供理论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供试材料

试验于 2 004 年在西昌学院高原及亚热带作物研

究所试验地中进行
。

供试材料及原产地环境概况 (见

表 1 )
,

品种原产地范围从北纬 2 40 23
`

的云南省昆明

至 3 304 3
`

的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县
,

南北跨 8个纬

、

/ 一
~ 、 、

_
-

一
一

度
,

海拔高度差 147 Om
。

其 中包括热带高原型湿润季

风气候 区和亚热带湿 润季风区
,

年平均温度差达

8
.

1℃
,

极端低温差达 .8 5℃ (西昌9 .4℃
,

九龙县 0 .9 ℃ )
,

年 日照时数差 12 7 6
.

l h
,

年降雨量相差 s l 7
.

s
mrn

〔4
,

5
·

6〕
。

L Z 测定项 目

1
.

2
.

1 光合速率
、

叶绿素含量测 定 分别于播种后

6() d
、

SOd
、

l (X) d
、

12 0 d
、

14 0 d
,

各品种选取 5株用 Cl一 3 10

型便携式光合测定仪 (美国CI D公司生产 )于晴天上

午 :9 00
一
11

:
oo 测定植株顶尖以下第三至第四节位叶

片光合速率
,

并用 CCM一 200 型活体叶绿素测量仪 (美

国C ID公司生产 )测定相同部位叶片的叶绿素含量
。

1
.

.2 2 第三至第四节位叶片光合速率 日变化测定

各品种于初花期在晴天的 :8 00
一 1:8 00

,

每隔h2 用用

C l一3 10型便携式光合测定仪 (美 国CI D公司生产 )测

定植株顶尖 以下第三至第四节位叶片光合速率
。

1
.

.2 3 产量及其构成因素分析 成熟时每品种取样

巧株室内考种
,

测定植株高度
、

有效分枝数
、

单株荚

数
、

单株粒数
、

百粒重等指标
。

籽粒 自然干燥后称重
,

计算单株平均产量
。

1
.

.2 4 生育进程 记载各品种的出苗期
、

分枝期
、

始

花期
、

盛花期
、

结荚期
、

成熟期
。

结果与分析

不同品种生育期及开花物候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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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名称及原产地环境概况

品种名称 原产地

表1

北纬度 海拔高度 ( m )年平均温度 (℃ )年 日照时数 ( h )年降雨量 ( m
n l
)

昆明白皮豆

大理胡豆

西 昌大白胡豆

冕宁铁胡豆

成都二板豆

温江大白胡豆

南坪胡豆

九龙胡豆

云南省昆明 4 2
0

3 2、 2 5
0

25
`

云南省大理 250 2 5气 2 5
0

5 8
,

凉 !JJ 州西昌市 2 7
0

32 、 2 8
0
10

,

凉山州冕宁县 2 8 00 5气 2 9
0

0 2
,

四川省成都 30
0

05
` , 3 1

”
26

,

四川省温江 3 0
0

05
, ~ 3 1

“
2 6

,

阿坝州九寨沟县 3205 3
’ 一

33 04 3
’

甘孜州九龙县 28
0

19
,

心8 02 1
’

1800

192 0

165 0

1 780

14X()

1 920

15
.

7

15
.

6

1 6
.

9

14
.

0

16
.

0

1 5
.

7

12
.

6

8
.

8

2 169
.

5

20() 1
.

1

2料5
.

4

204 6
.

3

1172
.

3

11 69
.

3

164 6
.

9

19 8 1
.

0

10 94
.

6

13 84
.

8

9 73 7

1 1 0 5
.

0

9 2 1
.

1

9 4 2
.

5

5 67
.

3

9 06
.

0

各品种生育进程 (见表2 )
。

昆明白皮豆
、

大理胡

豆
、

西昌大白胡豆
、

冕宁铁胡豆
、

成都二板豆
、

温江大

白胡豆的生育期比较接近
,

而南坪胡豆
、

九龙胡豆的

生育期相近
,

它们与前述品种间存在较大差距
。

蚕豆 分枝至开花 的 生物起点温度通 常定 为

6
.

1℃闭
,

因此
,

各品种开花物候 的有效积温为
:

日平

均温度减去6
.

1℃的累计值
。

其值分别为
: 昆明白皮

豆 2 6 2
.

1℃
,

大理胡豆2 68 .7 ℃
,

西昌大白胡豆 239
.

1℃
,

冕宁铁胡豆 245
.

8℃
,

成都二板豆 252
.

2℃
,

温江大白

胡豆25 5
.

5℃
,

南坪胡豆 281
.

9℃
,

九龙胡豆 3 01
.

7℃
。

此

结果表明
,

攀西地 区蚕豆从分枝到开花需要的积温

最小
,

昆明
、

大理及成都地区蚕豆所需积温较高
,

但

值与攀西地 区相近 ;阿坝
、

甘孜州蚕豆从分枝到开花

所需 的积温最高
,

表现为开花迟
、

晚熟
。

可见攀西
、

云

南和成都地区蚕豆生态类型比较接近
。

.2 2 不同生育时期叶绿素含量

品种生育期进程

品种名称
播种期

(月 / 日 )

10 / 2 3

10 / 23

10 / 2 3

10 / 2 3

10 / 23

10 / 23

10 / 23

出苗期

(月 / 日 )

表2

分枝期

(月 / 日 )

始花期

(月 / 日 )

l / 1 1

l / 1 3

l / 2

1 2 / 30

17/

l / 8

盛花期

(月 / 日 )

鼓粒期

(月 / 日 )

成熟期

(月 / 日 )

全生育期

(d )

44
,̀04446

Ùō工ù̀J尹t)200了, l
` .111.Jl ., .1心.1j ..i

昆明白皮豆

大理胡豆

西 昌大白胡豆

冕宁铁胡豆

成都二板豆

温江大白胡豆

南坪胡豆

3 2/ 4

3 / 22

一勺ù勺一j///44
一j

11 / 6

11 / 5

115/

1 1 / 3

114/

1 14/

11 / 6

114/

1 1 / 12

1 1 / 12

1 1 / 11

1 1 / 1 0

1 12/ 0

1 1 / 1 9

1 1 / 18

1 1 / 2 2

1 / 2 1

l 2/ 7

l / 19

1/ 20

1 / 12

19/

l / 14

l / 1 9

19/

2 / 25

2 / 2 7

2 / 15

2 / 1 6

2 / 2 7

2 / 2 7

3 / 19

3 / 15

各品种上部叶片叶绿素含量总的趋势是相同

的
,

即生长前期高
,

随着蚕豆生长发育
,

逐渐减少
,

即

蚕豆相继进人生殖生长为主的时期
,

蚕豆上部叶片

叶绿素含量减少 (表 3 )
。

相比之下
,

攀西地区蚕豆减

小的幅度较小
,

从而为保持后期较高的光合强度奠

定了基础
。

.2 3 叶片净光合速率 ( P n)

从表 4可以看出
,

阿坝
、

甘孜蚕豆叶片光合速率

较强
,

而且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
,

表现为植株高大
,

枝繁叶茂
,

但结实率很低
,

说明此生态类型品种对光

周期反应较敏感
,

生态类型为春性
,

品种南移后
,

生

育期长
,

营养生长旺盛
,

但结荚少
。

西昌
、

昆明
、

大理
、

表 3 不同生育时期叶绿素含量 单位
: C C I u n

it

一
l
, I一11ǎX74R
à
4

0一
ù

6八
、à̀J644R
ǔhs一...8.356..20..47

工八̀J
`
件IJIé4八
、
4
内̀ù

60一.36加.32

…20
品种名称

播种后天数 (d )

12 0 140

0843引3644068914262526342426172144645228880074102034283426353036,̀飞ù
ù

且O
ù,JÙ
4
了04444昆明白皮豆

大理胡豆

西昌大白胡豆

冕宁铁胡豆

成都二板豆

温江大白胡豆

南坪胡豆

九龙胡豆

50
.

81

4 2
.

9 ,

35
.

14

4 9
.

04

4 0
.

92

4 0
.

86

34
.

28

29
.

63

5 4
.

4 4

4 8
.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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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蚕豆各时期叶片净光合速率 ( P n)较为一致
,

但 第 四节位叶片在开花始期光合速率 日变化来看
,

各

西昌蚕豆普遍高于其他地区
,

表现出本地品种对原 蚕豆品种 叶片的光合速率 日变化 曲线均 为单峰 曲

产地的生态环境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

线
,

但各品种达到最高值的时间不同
,

昆明
、

成都蚕

.2 4 光合速率日变化 豆在 中午 1:2 00 左右
,

P n
值达最大

,

西 昌
、

南坪
、

九龙

从材料中选取 5个品种 (据测定结果
,

昆明白皮 蚕豆则在下午 14 :

oo 左右P n
值才达最大值

,

随后
,

西

豆与大理胡豆
,

西昌大白胡豆与冕宁铁胡豆
,

成都二 昌蚕豆和九龙蚕豆逐渐下降
,

南坪蚕豆下降坡度较

板豆与温江大白胡豆品种间差异较小
,

为了使图形 大 (图 1 )
。

说明西 昌
、

九龙和南坪蚕豆光饱和点的光

清晰
、

直观
,

每个地 区各取一个品种代表 )的第三至 合速率比昆明
、

成都蚕豆高
,

前者在 自然条件下具有

表 4 不同品种净光合速率比较 单位
: 协 m 0 M南2 5

品种名称

昆明 白皮豆

大理胡豆

西 昌大白胡豆

冕宁铁胡豆

成都二板 豆

温江大白胡豆

南坪胡豆

九龙胡豆

播种后 天数 (d)

6 0 8 0 1 00 1 20 14 0

0
.

58 1
.

02 1
.

75 1
.

33 0
.

72

0
.

2 6 1
.

73 1
.

80 1
.

25 0
.

6 5

0
.

68 1
.

10 1
.

7 0 1
.

27 0
.

80

0
.

4 2 0
.

7 5 2
.

礴4 1
.

60 1
.

02

0
.

35 1
.

35 2
.

45 1
.

10 0
.

83

0
.

7 0 0
.

82 2
.

22 1
.

33 0
.

7 3

1
.

74 2
.

16 2
.

55 1
.

97 1
.

13

1
.

12 1
.

84 2
.

80 2
.

55 1
.

67

- 令- 昆明白皮豆

- . 一西昌大白胡豆

- 奋- 成都二板豆

咧
、 ,

南坪胡豆

- 浓- 九龙胡豆

2.8

…6
1.8

…6
0

11110000

ǎ沪日/工居
nà哥划巾架

:8 00 :8 00 :8 00 :8 00 :8 00

测定时间 (时 )

甲1 叶片净光合速率 日变化

较强的光合作用
,

更能有效利用强光照
。

.2 5 不同品种的产量和产量构成因素

通过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分析
,

原产地品种的

产量显著高于外来品种
。

昆明及大理蚕豆产量与西

昌蚕豆相差较小
,

南坪
、

九龙蚕豆与西昌蚕豆产量相

差较大
。

在产量构成因素上
,

不同生态区的蚕豆单株

荚数及单株粒数之间的差距最大
。

南坪蚕豆
、

九龙蚕

豆株高极明显高于其它地区的蚕豆
,

除籽粒百粒重

外
,

其他性状指标均低于其它地 区的蚕豆 (表 5 )
,

其

原因是生态环境变化所致
。

说明蚕豆对生态环境要

品种名称 株高 (
c m ) 单株有效分枝 单株英数 单株粒数 单株平均产量 ( g )

11Col一/1

202229241618

001
盈

R矛hC,Rù

八内汽̀了O,̀
ù

且
-..

:
4
,产门了,̀
4

` ..且111..1吕且
山̀.几

.0.7

…9
4
,̀勺̀,山,̀

4R
ùO八
20
ùj/0,
口

QùQ沙Q了011
1、OJ八

, .人, .1弓...勺̀三一.1

昆明 白皮豆

大理胡豆

西 昌大白胡豆

冕宁铁胡豆

成都二板豆

温江大白胡豆

南坪胡豆

九龙胡豆

12
.

4

3
.

1

3
.

8

8
.

2

84

28
.

3

3 1
.

6

33
.

4

38
.

9

2 4
.

1

2 6
.

1

1 3
.

6

1 1
.

2

百粒重 ( g )

8 0
.

3

7 2
.

6

9 3
.

1

6 1
.

2

7 0
.

7

1 1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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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比较严格
,

适应范围较窄
。

3 结论

中国蚕豆在生产上分为秋播区和春播区
〔3 , ,秋

播蚕豆所处生态条件与春播蚕豆相比
,

年均温较高
,

年降雨量高
,

长期适应的生态环境形成蚕豆不同特

征特性
。

本试验表明
,

蚕豆对生态环境适应范围较

窄
,

不同生态条件下形成的蚕豆品种具有不同的特

性和较强的地区适应性
。

攀西地区蚕豆生态类型与

纬度和海拔高度相近的云南蚕豆生态类 型 比较接

近
,

而与纬度或海拔高度相差较大的阿坝
、

甘孜
、

成

都地区蚕豆生态类型相差较大
,

阿坝
、

甘孜州的蚕豆

生态类型偏向于春性
,

成都地区的蚕豆表现为冬性

较强
。

在光合性能上
,

攀西地区和阿坝
、

甘孜州蚕豆

的光合速率比昆明
、

成都地区蚕豆高
,

光合作用较

强
,

更能有效利用强光
。

致谢
: 西 昌学院 2X() 3级农本丢田川

、

徐永蕾
、

何

莉等同学协助试验
,

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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