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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野生荞麦和栽培苦荞麦叶片光合速率对光照
、

温度
、

土壤含水量变化的反应
,

表明野生荞

麦与栽培苦荞麦对光照
、

温度和水分变化的反应差异明显
,

野生荞麦叶片在利用光能和叶片光合速率的温度

适宜范围
,

以及对水分胁迫适应力等方面都强于栽培苦荞麦
,

表现 出较高的光合 生产能力和较好的抗逆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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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形态学
、

粉抱学和细胞学的研究
,

认为野

生荞麦和栽培荞麦同属寥科 ( oP l y g on ac ea e
) 荞麦

属 ( Fag 叩yur m )
,

具有相同的染色体数 目和形态

特征 I’
,

2
, ’ ,

4 , 。

中国是荞麦起源中心
,

野生荞麦资源

丰富
,

类型多种多样
,

依据其特征特性
,

可分为一

年生野生苦荞麦
、

多年生野生甜荞麦
、

一年生野生

甜荞麦和多年生野生苦荞麦四大类
【4, 5

,
6 , ,

其多生长

在荒坡
、

沟边
、

乱石丛及地势较高的地方
,

尤其以

前两种类型分布范围最为广泛
,

在一些地区随处可

见
,

环境条件稍有改善
,

便能迅速生长
,

茎叶繁茂
`6 ,

。

因此
,

开展野生荞麦与环境因素关系的研究
,

尤其对光照
、

温度及土壤水分条件变化的研究
,

对

进一步开发利用野生荞麦种质资源
,

提高荞麦育种

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

为此
,

我们对几种类型的野生

荞麦进行了这方面的基础研究
,

以期为野生荞麦的

利用
,

特别是育种工作提供一些参考
。

1 材料和方法

试验于 2 0 05 年在西昌学院高原及亚热带作物

研究所试验农场 (海拔 15 60 m )进行
。

试验材料有多

年生 野 生甜 荞麦 (金 荞麦 F a g o P y m m e y m o s u m

( T r e v
.

) M e i s n
. 、

抽覃野荞麦 ( F
.

s t a ti e e L e v l ) )
、

一年

生野生苦荞麦 (细柄野荞麦 F
.

歹 a e i l i P e s
( H e m s l

.

)

D a n n e : e x D i e l S
) 及栽培苦荞麦 ( F

.

ta t a 五e u m ( L
.

)

aG
e rt n

.

) 西荞 1 号
。

野生荞麦种来源于凉山州野生

荞麦原生境
。

试验采用盆栽
,

盆钵直径 3 8 c m
,

高

35 c m
,

5 月 18 日播种
,

每盆种植 4 株
,

按常规栽培条

件进行管理
。

试验分别在荞麦三个生育时期进行
,

苗

期测定荞麦叶片光合速率对不同光照强度的反应
,

于 6 月 7 日不同时间段测定相近温度 ( 22
.

9℃ -

2 3
.

2℃ )
,

而光照强度不同 (不同时间段自然光照强

度不同 )条件下的叶片光合速率 ;开花初期测定荞麦

叶片光合速率对不同温度的反应
,

于 6 月 22 日不同

时间段测定相同光照强度 (通过光合测定仪控制 )
,

而温度分别为 20 ℃
、

25 ℃
、

30 ℃条件下的叶片光合

速率 ; 开花灌浆期测定荞麦叶片光合速率对水分亏

缺的反应
,

于 7 月 2 日将试验材料置于塑料大棚内
,

开始对试验材料给予水分亏缺处理 ( 4 h8 不灌水 )
,

以正常灌水 (保持植株全天不萎蔫 )植株为对照
,

每

个处理 4 钵
,

在水分亏缺处理结束时 ( 7 月 4 日) 分

别测定叶片的光合速率和土壤含水量
。

光合速率的

测定方法为每种处理水平取 2 钵 8 株荞麦
,

每株荞

麦分别取上
、

中
、

下层 3 片展开叶测定
,

求 24 个测定

值的平均值
。

光合速率测定使用美国 cI D 公司生产

的 CI 一 3 10 型便携式光合测定仪
,

土壤含水量测定

采用烘干法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野生荞麦叶片光合速率对不同光照强度的反应

当测定 温度 相 近 时
,

在 r z o
.

5 2林m o z / 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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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0 6 一 0 5 一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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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8
.

9 7林 mo z /m, , 、

4 6 2
.

7 5林 m o l / m , , 、

1 0 3 2
.

1 0林m o l / 野生荞麦比栽培苦荞麦更能有效利用光能
。

时
s 四种不同光照强度下

,

测得野生荞麦和栽培苦 从 表 1 还 可 以 看 出
,

当 光 照 强 度 从

荞麦叶片的光合速率随光照强度 的增加而提高 (表 1 10
.

82 林m ol / 时
s
增加到 10 32

.

10林m ol / m Z s
时

,

各

1 )
。

在强光照 ( 10 3 2
.

10林m ol / 耐
S

)条件下
,

抽草野荞 种野生荞麦叶片的光合速率增长幅度也不一样
,

增

麦 的 光 合 速 率 为 23
.

42 林m ol / 耐
s ,

金 荞 麦 为 长幅度最大的是抽草野荞麦
,

其光合速率提高了

2 2
.

3 4林m o l / m , s ,

细柄野荞麦为 16
.

7 2林m o l / m Z s 。

野 5
.

5 4 倍
,

其次是金荞麦
,

光合速率提高了 5
.

0 7 倍
,

生荞麦的叶片光合速率比西荞 1号 14
.

87 协m ol / m Z s
细柄野荞麦增长幅度较小

,

光合速率提高了 3
.

75

高出 12
.

4% 一
57

.

5 %
,

野生荞麦的光合速率远明显 倍
。

这种不同变化幅度可能与不同野生荞麦的原生

高于栽培苦荞麦
。

在低光照强度 ( 1 10
.

82 卜m ol / 耐
S

) 境
,

如海拔高度
、

温度
、

光照等条件下长期形成的生

条件下
,

各种荞麦的光合速率虽然相差不大
,

但野 理特性有关
。

通过对凉山州野生荞麦的地理分布调

生荞麦的光合速率仍比栽培苦荞麦高
。

可见野生荞 查
,

抽草野荞麦多生长于海拔 6 00 m 一 1 l oo m 的金沙

麦不论在低光照强度下
,

还是高光照强度条件下
,

江流域地区
,

细柄野荞麦在凉山州垂直分布高度超

特别是在高光照条件下
,

具有较高的光合速率
,

这 过海拔 2 9 00 m
,

主要分布于海拔 16 00 m 一 24 00 m 范

种类型被张荣贵等 ( 19 8 0) 称为光敏感类型 ` , ’ ,

表明 围之间
,

金荞麦主要分布于 1 100 m 一 19 00 m 的地区
,

表 1 不同光照强度条件下荞麦叶片的光合速率变化 (林m ol / m 、 )

光照强度恤m ol / m 、 ) 金荞麦 细柄野荞麦 抽草野荞麦 西荞 1 号

1 10
.

8 2 3
.

6 8 3
.

5 2 3
.

5 8 3
.

5 0

16 8
.

9 7 5
.

17 6
.

1 6 5
.

0 8 4
.

1 3

4 6 2
.

7 5 8
.

3 7 9
.

0 2 8
.

4 2 6
.

8 7

10 3 2
.

1 0 2 2
.

3 4 1 6
.

7 2 2 3
.

4 2 14
.

8 7

注
: 2 0 0 5 年 6 月 7 日测定

,

温度 2 2
,

9℃ 一 2 3
.

2 ℃
,

土壤含水量 13
.

7 3 %
。

由于海拔高度不一
,

原生境温度和光照等也不相 但栽培荞麦西荞 1号则表现为下降
,

表明西荞 1号

同
,

但其生理特性与生态因素的相关性尚不清楚
。

叶片光合速率的适宜温度应在 30 ℃ 以下
,

而几种野

2
.

2 野生荞麦叶片光合速率对温度的反应 生荞麦叶片的光合速率的适宜温度还未超过最大

测定结果见表 2
,

在其它条件相同
,

温度为 值
。

金荞麦和抽草野荞麦在 20 ℃和 30 ℃两种温度下

20℃
、

25 ℃ 时
,

各种荞麦叶片的光合速率均随温度 光合速率都较高
,

表明这两种野生荞麦叶片光合速

的增加而增大
,

且增加幅度明显
。

当温度达到 30 ℃ 率适宜温度范围大
,

能保持较高的光合速率
。

与之

时
,

几种野生荞麦叶片的光合速率仍有少量增加
,

相 比
,

栽培苦荞麦的适宜温度范围较小
,

超过一定的

表 2 不同温度条件下荞麦叶片的光合速率变化 (林m ol / m Z s
)

温 度 (℃ ) 金荞麦 细柄野荞麦 抽草野荞麦 西荞 l 号

2 0 1
.

9 6 1
.

8 6 1
.

9 0 1
.

8 6

2 5 3
.

5 8 2
.

0 2 3
.

2 1 2
.

5 6

3 0 3
.

6 1 2
.

1 3 3
.

4 2 1
.

2 2

注
: 2 0 0 5 年 6 月 2 2 日测 定

,

光照强度 6 7
.

5 4林m ol / m Zs ,

土壤含水量 23
.

3 7 %
。

温度
,

叶片的光合速率则急剧下降
。

巧
.

53 % ) 都有较大的下降 (表 3)
,

但不同种类的荞

2
.

3 土壤水分变化对野生荞麦叶片光合速度的影响 麦对土壤水分亏缺反应程度不同
。

在低土壤含水量

当土壤水分减少到超过一定限度时
,

则植物叶 ( 6
.

72 % ) 条件下
,

野生荞麦叶片的光合速率相对较

内水分将急剧减少
,

同时光合速率也开始减慢 slI
。

从 高
,

而西荞 1 号叶片光合速率为负值
。

野生荞麦中
,

本试验中可 以看出
,

当土壤含水量降低到 6
.

72 % 抽草野荞麦叶片保持有 0
.

97 林m ol / 耐
s
的光合速

时
,

会引起荞麦叶内水分下降
,

荞麦叶片都出现不同 率
,

从光合角度来看
,

该类型荞麦的抗旱性最强
。

野

程度萎蔫
,

特别是栽培苦荞麦西荞 1号叶片萎蔫严 生荞麦抗旱性强
,

与野生荞麦的植物形态结构有较

重
,

叶片光合速率比正常灌水的植株 (土壤含 水 {.卜 大关系
,

如根系发达
、

地下茎块状木质
、

叶片形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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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
、

温度和水分对野生荞麦光合速率的影响

表 3不同土壤含水 t条件下荞麦叶片的光合速率变化 (协m ol / m Z s
)

土壤水分含量 ( %)

5 1
.

5 3

6
.

72

金荞麦

2
.

9 7

0 . 42

细柄野荞麦 抽草野荞麦 西荞 1号

2
.

5 9

0
.

3 6

3
.

13

0
.

9 7

2
.

8 8

一 0
.

0 9

注
:

2 0 05 年 7月 4日刚定
,

光照强度 2 3 2
.

6 7卜m ol / m , s ,

温度 2 1
.

2 9 ℃
。

化大
、

膜质等
,

这些都是对环境长期适应 的结果
。

栽培苦荞麦的光合速率已为负值
。

因此
,

野生荞麦

具有高光效
、

适应力强的特点
,

这些特点与原生态区

3 讨论 环境
,

如海拔高度
、

温度等因素有直接关系
,

这种相

关性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

从生态学上讲
,

野生荞麦

试验结果表明
,

野生荞麦和栽培苦荞麦叶片的 对光照
、

温度和水分等环境因素的反应是在长期进

光合速率对光照
、

温度和水分变化反应差异较大
。

化中为了适应不同生态条件作出的一定反应
。

这种

野生 荞 麦在 1 10
.

82 林m ol / 耐
, 、

168
.

97 林m ol /时
。 、

反应与适应性在类型上
,

而且主要是在基因型上
,

能

46 2
.

75 林m al / m、
、

10 3 2
.

10 卜m ol / 时
,
光照条件下

,

形成适应这种条件的类型
” , 。

因此
,

野生荞麦具有选

叶片光合速率都比栽培苦荞麦高
,

能最大限度地利 育不同生态环境及栽培条件的高光效
、

耐膺
、

抗旱的

用光能
。

不同野生荞麦因其生态类型不同
,

其光合 基因型
,

是比较理想的育种材料
。

速率对光照强度的反映也不同
,

试验材料中
,

抽尊 本试验是在盆栽条件下观测的叶片光合速率的

野荞麦比金荞麦和细柄野荞麦对光在遗传性上更 变化
,

在原生境和大田群体条件下
,

荞麦生长和环境

有较高的光合特性
。

野生荞麦叶片光合作用的适宜 变化情况会有所差异
,

例如
,

我们发现野生荞麦经过

温度范围比栽培苦荞麦大
,

在温度为 3 0℃ 时也有较 人工栽培后
,

其植物形态特征发生 了一些明显变

高的光合速率
,

其光合温度上限可能在 30 ℃ 以上
。

化
。

所以需进一步研究原生境和大田群体条件下荞

野生荞麦对干早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

在土壤含水量 麦叶片光合速率对环境因素变化的反应
,

为荞麦育

为 6
.

7 2 % 时
,

仍有一定的光合速率
,

而同一条件下 种和栽培起到更实际的指导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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