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紫叶稻作为一种新兴的景观植物，被

广泛用于稻田绘画[1-3]，但紫叶稻的价值不仅如此，

其叶色、稻穗、株形等都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因此

还可作盆栽花卉和景观种植，除此之外，部分紫叶

稻品种的稻米是属有色米，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类、

矿质元素和纤维素，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其天然的

紫色素具有营养和保健作用[4-5]。光照是植物生长

发育所必需的重要因素之一，水稻作为喜阳作物，

光照对其生长尤为重要。目前有不少关于弱光或

遮光处理对绿叶水稻生长影响的研究[6-7]，但还没有

关于光照条件对观赏紫叶稻农艺性状影响的研

究。本试验模拟家居庭院环境，研究紫叶观赏稻在

不同光照条件下的性状变化，为紫叶观赏稻栽培技

术制定和拓展应用途径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实验材料

盆钵：直径30 cm，高32 cm，无孔保水的塑料盆

钵60个。

试验品种：由西昌学院特种稻研究室提供。

B151（A）：新叶下部为紫绿色，其它叶片均呈紫

褐色，生长发育后期下部叶片呈紫红色。

GY7（B）：苗期和分蘖前期叶片和叶鞘紫色，然后

紫色逐渐变淡，绿色加深，叶背面紫色多于正面，至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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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期呈绿底紫色晕斑，抽穗后叶片中上部叶色深绿。

1.2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盆钵种植，共设置光照和时间 2个处

理因素。

（1）光照处理：

a环境：自然光照（CK）；

b环境：遮阳网下，正常的光照时间，光照强度

约为太阳照射下的 20～25%，无太阳光照射时的

30%~35%。

c环境：墙边，每日上午约4 h为自然光照，中午

及其下午的光照强度，是太阳照射下的 15%~20%，

无太阳光照射时的40%~50%。

（2）时间处理：

本试验在2016年进行。

Ⅰ时间：6月4日；

Ⅱ时间：7月8日。

1.3 试验过程

3月 26日播种，选取长势一致的秧苗于 5月 15

日移栽，每品种种植 30盆，每盆 3穴，每穴 1苗。种

植完成后将所有的盆钵放在自然光下的空旷平地

上，即 a环境中。6月 4日（Ⅰ时间）在 a环境中每品

种随机选取10盆，其中5盆置于b环境，另外的5盆

放置于 c环境，每品种剩余的20盆继续留在 a环境；

7月 8日（Ⅱ时间）在 a环境中每品种在剩余的 20盆

中随机选取10盆，其中5盆置于b环境，另外的5盆

放置于 c环境，每品种剩余的10盆继续留在 a环境，

两次移动到同一环境中的 10盆放在一起。在试验

过程中，未采用撤水控分蘖的措施，除了移动时间

和光照条件不同外，其他管理措施均相同，同一性

状的测定在同一天内完成。

1.4 测定项目及方法

每品种每处理固定6穴进行性状数据测定。

随时观察记载植株生育进程、叶片颜色（将水

稻主茎剑叶、倒二叶、倒三叶平铺于白色纸板上，用

肉眼观察，准确描述。）、植株形态变化、倒伏性及其

病虫害发生情况等。

在 6月 4日、7月 8日和 8月 24日分别测定叶面

积、具生命力的叶片数、分蘖数。在灌浆中期测定

剑叶性状（长、宽、叶尖与叶枕的连线与主茎形成的

夹角）、株高和有效穗，并计算成穗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对紫叶稻叶片性状的影响

2.1.1对叶片颜色的影响

品种 A 在分蘖期（5 月 20 日返青后至 7 月上

旬），a、b、c环境中水稻中下部叶片紫褐色，刚长出

的嫩叶为紫绿色；在孕穗至抽穗扬花期（7月中旬至

8月上旬），a环境中叶片均为紫褐色，且叶片颜色最

深，而b、c环境中叶片为紫绿色；在灌浆期（8月中旬

至9月中旬），a环境中叶片都变为鲜艳的紫红色，且

叶片宽大，嫩叶绿色约占整个叶片的25%，b环境中

水稻茎秆在抽穗后易折断，长出新分蘖，新分蘖叶

片颜色为紫绿色，嫩叶绿色约占整个叶片的45%以

上，而 c环境中有部分折断，下部叶片紫红色，中上

部为紫绿色，嫩叶绿色约占整个叶片的 30%～

40%。在同一环境中的处理时间Ⅰ与处理时间Ⅱ相

比，时间Ⅰ移动水稻叶片绿色更明显。

品种 B 在分蘖期（5 月 20 日返青后至 7 月中

旬），a环境中叶片为紫绿色，叶鞘也为紫色，而 b、c

环境中水稻叶片绿色比 a环境增多；在孕穗至抽穗

扬花期（7月中旬至 8月中旬），叶片紫色继续变淡，

叶片正面基本变为绿色，叶片边缘、背面以及叶鞘

为紫绿色，a环境紫色最浓；在灌浆期（8月中旬至 9

月下旬），叶片几乎变为绿色，叶片背面叶脉和叶鞘

仍然可以看到少许紫色，a、b、c环境中水稻叶片颜

色差异不大。在同一环境中处理时间Ⅰ的叶片紫

色比时间Ⅱ的略淡。

2.1.2 对叶片数的影响

A 和 B 随植株生长叶片数逐渐增多，但 b、c 中

的叶片数均低于 a环境。A品种中在 7月 8日的叶

片数大小顺序为 a>bⅠ>cⅠ，b、c环境叶片数与 a环

境比分别减少 53.72%和 55.10%，8 月 24 日为 a> c

Ⅱ> bⅡ>cⅠ> bⅠ，b、c环境减少50.61%~69.07%；B

品种 7 月 8 日为 a>cⅠ>bⅠ，b、c 环境叶片数减少

69.98%和 36.33%，8月 24日为 a> cⅡ> cⅠ>bⅡ> b

Ⅰ，b、c环境叶片数减少58.39%~74.74%。时间Ⅱ移

动的水稻叶片数高于时间Ⅰ，品种A在 bⅡ、cⅡ环

境中分别多 45.06%和 44.64%，品种B在 bⅡ、cⅡ环

境中分别多 21.39%和 20.25%。A品种在同一时间

移动到b和 c环境中的叶片数相近，而B品种是 c环

境高于b环境（图1）。

图1 对叶片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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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对叶面积的影响

A品种在 7月 8日 bⅠ和 cⅠ的叶面积比 a环境

分别减少39.65%和32.73%，8月24日的叶面积大小

顺序是 a>cⅡ>bⅡ>bⅠ>cⅠ，b、c环境比 a环境减少

43.18%~68.95%；B品种7月8日叶面积bⅠ比a减少

15.78%，而 cⅠ增加32.78%，8月24日叶面积大小顺

序为 a>cⅠ>cⅡ>bⅡ>bⅠ，b、c 环境比 a 环境减少

23.68%~57.76%。除 7月 8日品种B的 cⅠ值比 a环

境大外，叶面积值总体呈现 a 环境>c 环境>b 环境

（图 2）。在同一环境中，A品种在时间Ⅱ移动稻株

的叶面积值大于时间Ⅰ，b、c环境中分别高 45.46%

和 83.02%；B 品种时间Ⅱ叶面积值与时间Ⅰ相比，

在b环境中增加5.98%，在c环境中减少17.55%；除c

Ⅰ外，时间Ⅱ叶面积值大于时间Ⅰ。两品种叶面积

值相比A品种小于B品种。

2.1.4对剑叶性状的影响

A品种在bⅠ和 cⅠ环境中剑叶长、宽和夹角均

大于 a环境（表 1），cⅡ的叶片长、宽比 a略短窄，夹

角有所增加，bⅡ的叶片长度比 a短 2.1 cm，宽度少

0.4 cm明显变窄，夹角略有减小。B品种在4个处理

中的剑叶长度略有减小；宽度在时间Ⅰ移动后均增

加 0.1 ㎝，但在时间Ⅱ移动后均变窄，b、c环境中分

别减少0.1 ㎝和0.2 ㎝，夹角变化与A品种相似。

2.2 对紫叶稻分蘖力的影响

A品种 7月 8日 bⅠ和 cⅠ的分蘖数比 a分别减

少 62.04%和 64.96%，8月 24日 b、c环境的分蘖数比

a环境减少76.3%~53.33%。B品种在7月8日bⅠ和

cⅠ比 a减少52.94%和49.20%，8月24日各处理比 a

环境减少79.27%~49.20%。两品种各处理的分蘖数

均为 a环境>c环境>b环境，处理时间Ⅰ的分蘖数少

于时间Ⅱ，同一时间处理相比 cⅠ<bⅠ，cⅡ与bⅡ相

近（图3）。

A和B在不同环境中有效穗数变化趋势为 a环

境>c环境>b环境，在相同的环境中，时间Ⅱ移动稻

株有效穗略高于时间Ⅰ（表2），B品种>A品种。

两品种的成穗率变化趋势不一致，A品种为a>c

Ⅰ>bⅠ>cⅡ>bⅡ，B品种是 cⅠ最大，a次之，其他与

A品种相似。整个实验过程中没有采用控制分蘖的

措施，时间Ⅱ移动的稻株在移动之前分蘖正常发

生，而移动后受弱光的影响，大量分蘖死亡，成穗率

显著降低。B品种各处理的无效分蘖较多，成穗率

除BbⅠ外均小于A品种的对应处理。

2.3 对紫叶稻茎秆的影响

2.3.1对株高的影响

两品种株高变化趋势不同（图4）。A品种各处

理的株高差异在 4.8 cm范围内，时间Ⅰ>时间Ⅱ>a

图2 对叶面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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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B 品种的 a、b 环境株高值相近，在 85.2~90.2

cm之间，c环境值在 74~75.3 cm明显低于 a和 b，且

比 a 环境低 13.25%~14.75%，在同一环境中时间Ⅰ

高于时间Ⅱ。

2.4 对病虫害及抗性的影响

在整个试验过程中没有发现明显病症。b环境

中的稻株有少量水稻粘虫。b、c环境中的B品种因

茎秆较柔嫩，灌浆后随着穗重的增加茎秆部分倒

伏，其中b环境倒伏数较多。

3 结论与讨论

稻株由自然光照环境移动到弱光照环境后，由

于正常光照时间缩短和光照强度的减弱，光合速率

减小，在弱光照环境中分蘖能力降低，叶片数和有

效穗随之减少，叶色呈褪紫变绿趋势，稻株为了在

弱光环境生存，增加剑叶长宽来增加光合面积，产

生较多的光合产物以满足稻株的生长需求，但因叶

片变长易弯，叶片夹角增大。在遮阳网环境中稻株

受弱光照影响最大，置于墙边的稻株因每日有 4小

时的自然光照时间，其光合产物较多，能基本满足

水稻的生长需求，稻株受到弱光的影响比遮阳网下

小，稻株长势相对较好。7月8日移动的稻株在自然

光照环境中接受的自然光照时间比6月4日移动的

稻株更长，分蘖正常发生，所以7月8日移动的稻株

叶片数、叶面积值、分蘖数比 6月 4日移动的大, 稻

株相对生长茂盛。由于两品种的品种特性不同，在

正常光照环境中的株高和叶色稳定性有差异，叶面

积和株高变化规律不一致，相比而言B151更适应弱

光环境生长。

本试验模拟了家庭盆栽花卉的种植环境，虽

然弱光会使得紫叶稻产生不同程度的褪紫和增

绿，但一方面，弱光环境能够引起丰富多彩的颜色

变化，如：紫褐色、紫红色、深紫色、紫绿色之间的

变化；另一方面，在弱光环境下，叶片长宽增加，分

蘖和叶片虽然减少，但每株仍有 16～28张叶片，并

可通过增加移植密度来进行补充，加上叶片披垂

度的变化，使得稻株呈现婀娜多姿的形态；除此之

外，从抽穗到稻穗成熟，稻穗颜色变化不同，稻穗

颜色与叶片颜色相结合，呈现出不一样的美感。

所以紫叶观赏稻在弱光环境中仍具很高观赏价

值，可在每天都有一段阳光照射时间的家庭阳台、

庭院或园林中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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