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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种植赣杂 3号油菜 , 在油菜开花前 ,把种植的油菜分为自然授粉 、蜜蜂授粉和无蜂授粉三个区。然后测定

座果率 、产量 、千粒重 、畸形率 、发芽率 、出油率 、油菜籽成分 、柱头上花粉含量 、花粉活力 、花粉管萌发 、子房中的

RNA含量等指标 ,并统计授粉昆虫的种类和数量。结果表明:蜜蜂授粉区油菜籽产量比自然授粉区和无蜂授

粉区分别提高 40.16%和 114.98%,实际亩产油量比自然授粉区和无蜂授粉区分别高 7.59%和 25.12%, 并且

蜜蜂授粉区的千粒重 、发芽率 、柱头上的花粉含量 、花粉活力 、花粉管萌发数量 、子房中 RNA的含量都是极显著

或显著高于自然授粉区和无蜂授粉区;蜜蜂授粉区油菜籽畸形率极显著低于自然授粉区和无蜂授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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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BeforetheblossomofNo.3 hybridrape, oilseedrapeplantsweredividedintothenaturalpolli-

nationarea, beepollinationareaandnobeepollinationarea.Andtherateoffruitset, yield, grainweight, mal-

formationrate, germinationrate, oilyield, rapeseedcomposition, stigmapollenconcentration, pollenviability,

pollentubegermination, theRNAcontentofovaryweremeasuredandthetypesandquantitiesofthepollina-

tinginsectsinthenobeepollinationareawerecalculated.Theresultsshowedthatcomparedwiththeareaof

naturalpollinationandnobeepollination, theyieldofbeepollinationincreasedby40.16 % and114.98%

respectively, theactualmuoilyieldofbeepollinationincreasedby7.59% and25.12% respectively, andthe

grainweight, germinationrate, pollencontentonthestigma, pollenviability, pollentubegerminationquanti-

ty, ovaryintheRNAcontentofthebeepollinationareawereverysignificantlyorsignificantly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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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菜为我国四大油料作物之一 ,是典型的虫媒作物 ,昆虫传粉对其产量和质量的影响很大。随着农

业生产的规模化 、集约化 、化学化程度日益提高 ,除草剂和杀虫剂的广泛应用 ,使昆虫生存环境恶化 ,野

生授粉昆虫越来越少 ,因此蜜蜂授粉越显重要 ,蜜蜂及其产品研究倍受关注
[ 1 ～ 3]

。美 、英 、法等许多经济

发达的国家都十分重视利用蜜蜂为农作物授粉工作 ,并取得非常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蜜蜂作

为 “空中农业 ”,在西方国家已成为专门的产业 ,是农业增产的一项重要措施 。

有研究报道蜜蜂为油菜授粉 ,比如福建农学院(1957)曾在福州魁岐农场利用蜜蜂为胜利油菜做大

田授粉实验 ,结果显示:隔绝虫媒区的种子的产量和出油率分别为套笼放蜂区的 30.65%和 86.94%
[ 4]
。

中国农业科学院养蜂研究所与浙江省桐庐县窄溪区养蜂队(1963)合作试验 ,结果表明 ,有蜂区比无蜂

隔离区油菜籽增产 20%,又与杭州牛奶公司蜂场(1964)合作试验 ,大面积蜜蜂自由授粉区比大面积隔

离区平均增产油菜籽 26%。江西省养蜂所(原中国农科院养蜂所 , 1975)在江西省永新县做油菜授粉试

验 ,结果纱罩内有蜂授粉比纱罩内无蜂授粉增产油菜籽 18.7%
[ 5]
。湖南省畜牧局(1990)在湖南省组织

蜜蜂授粉实地测定 ,结果有蜂授粉区比无蜂对照组油菜籽增产 27.2%,千粒重增重 12.5%,出油率提高

10.7%
[ 6]
。以上蜜蜂为油菜授粉研究 ,距今 20 ～ 50年 ,着重研究的是授粉效果 ,而对授粉增产机理研究

不够深入 ,另外现在授粉环境和气候与 20多年前相比 ,有很大的变化。现阶段 ,系统深入研究蜜蜂为油

菜授粉增产效果及机理研究 ,越显必要。

本研究以我国油菜主产区 ———长江中下游地区(江西)为实验点 ,利用蜜蜂为油菜授粉 ,旨在深入

探讨油菜蜜蜂授粉效果及机理 ,提出蜜蜂为油菜高效授粉技术措施 ,为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油菜的优质

高产生产服务。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

1.1.1　油菜　油菜(BrassicacampestrieL.)为赣杂 3号。

1.1.2　授粉蜂群　活框饲养的意大利蜜蜂 (Apismellileraligustica,简称意蜂)。

1.1.3　主要试剂 　5 g/LTTC溶液 (称取 0.5 gTTC,加入少许 φ=95%乙醇溶解 ,蒸馏水稀释至

100 mL);FAA固定液(40%甲醛 、φ=80%乙醇和冰醋酸按 1∶8∶1的比例配制);0.1 mol/L磷酸钾水溶

液(称取 71 g磷酸钾 ,蒸馏水定容至 1 000mL);1 g/L苯胺蓝溶液(称取 0.1 g水溶性苯胺蓝 ,用 0.1 mol/L

磷酸钾水溶液定容至 100 mL);2 mol/L氢氧化钠溶液(称取 8 g氢氧化钠 ,蒸馏水定容至 100 mL);无

RNA酶灭菌水(用高温烘烤的玻璃瓶装蒸馏水 ,加入 0.1 g/L的 DEPC,处理过夜后高压灭菌)。

1.2　实验方法

1.2.1　种植油菜及实验分区　2008年 10月上旬在江西农业大学农业科技园的 1个钢架结构大棚内 ,

按常规油菜种植技术 ,播种赣杂 3号油菜 。 2009年 3月油菜开花前 ,按图 1所示把种植的油菜分为 A

(自然授粉)、B(蜜蜂授粉)和 C(无蜂授粉)三个区(每个区设 1个重复), A区不加尼龙网 ,让外界昆虫

自然授粉;B区加密尼龙网(60目),以阻止外界授粉昆虫进入 ,但放入蜂群 ,让蜜蜂为油菜进行自由授

粉;C区加稀尼龙网(20目),以阻止外界大型授粉昆虫进入 ,但让小型昆虫进入 ,另外没有放入蜂群 。
表 1　实验油菜分区及面积

Tab.1　TheelectrophoresisofRNAindifferentexperimentalrapegroups

C1区(104.39 m2) B1区(89.05 m2) A1区(98.37m2)

A2区(102.96 m2) C2区(77.05 m2) B2区(102.96m2)

1.2.2　坐果率和产量测定　座果率:在不同油菜授粉区随机取 100个植株 ,从上到下依次统计油菜的

开花及结果数 ,并计算座果率。座果率(%)=(结果总数 /开花总数)×100。

每个角果含平均子粒数:衰花期后 ,在不同油菜授粉区随机采摘 100个角果 ,统计每个角果的籽粒

数 ,计算每个角果所含的平均籽粒数 。角果平均籽粒数 =籽粒总数∕角果个数。

产量:油菜籽成熟后 ,经过充分晾晒 ,称重 ,计算不同油菜授粉区的油菜籽产量。

1.2.3　油菜籽质量测定　千粒重:成熟的油菜籽充分晾晒 ,每区随机取 10组试样 ,以 1 000粒为 1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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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电子天平称重并记录 。

畸形率:成熟的油菜籽充分晾晒 ,每区随机取 10组试样 ,以 1 000粒为 1组 ,挑选出形状怪异的油

菜籽 ,统计其畸形率。

发芽率:随机数取 12组试样 ,以 100粒为 1组。把种子按组分别摆放在培养皿上 ,种子间距离按粒

长的 1 ～ 2倍摆放 。摆完后加盖 ,但不要妨碍空气流通 。在培养皿上贴标签 ,注明试样号数 、品种名称 、

试验开始日期。最后把培养皿送入恒温箱内 , 37 ℃条件下进行发芽试验;在发芽试验开始后 ,除保持发

芽所需的水分和温度外 ,每天检查 1次发芽情况
[ 7]
。计算不同油菜授粉区油菜籽的发芽率 。种子发芽

率(%)=(全部正常发芽粒数 /供试种子粒数)×100。

出油率:把晾晒好的油菜籽进行榨油试验 ,记录出油量 ,计算出油率。出油率(%)=(菜籽油质量 /

油菜籽质量)×100。

油菜籽成分:分别取不同油菜授粉区的油菜籽 100g,送到农业部油料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

心 ,对油菜籽的粗脂肪 、粗蛋白 、脂肪酸含量等进行检测 。

1.2.4　柱头上花粉含量的测定　不同油菜授粉区随机取 10组试样 ,以 10个柱头为 1组 ,根据花粉数

量的检测方法
[ 8, 9]
分别用 1 mLφ=50%的乙酸冲洗 3 ～ 5次 ,取 200 μL冲洗液置于载玻片上 ,搅匀后盖

上盖玻片 ,置 35 ℃恒温箱中 , 10 ～ 15 min后镜检 ,观察 2 ～ 3张片子 ,每片取 5个视野 ,统计花粉的含量。

1.2.5　柱头上花粉活力的测定　不同油菜授粉区随机取 10组试样 ,以 10个油菜花为一组 。根据 TTC

法
[ 10, 11]

,采集油菜花柱头上的花粉 ,取少许放在载玻片上 ,加 1 ～ 2滴 5 g/LTTC溶液 ,搅匀后盖上盖玻

片 ,置 35 ℃恒温箱中 , 10 ～ 15 min后镜检 ,被染红的花粉活力强 ,淡红色次之 ,无色者为没有活力或不

育花粉 ,观察 2 ～ 3张片子 ,每片取 5个视野 ,统计花粉的染色率 ,以染色率表示花粉的活力百分率 。

1.2.6　观察柱头花粉管萌发　不同油菜授粉区随机取 10组试样 ,以 1个柱头为 1组 ,将花柱固定于

FAA16 h后 ,用水冲洗转移到指形管中 , 2 mol/LNaOH浸泡 8 ～ 24h;充分软化后 ,用 1 g/L苯胺蓝染

色 4 h后 ,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花粉萌发 、花粉管生长状态并且计数
[ 12]
。

1.2.7　授粉昆虫的种类和数量统计　盛花期随机捕捉自然授粉区和无蜂授粉区的昆虫 ,鉴别种类和统

计数量 。

1.2.8　RNA的提取及含量测定　利用 Trizol试剂法
[ 13, 14]

把油菜子房组织在匀浆器中磨成粉末后 ,加

入 1 mLTrizol液研磨;研磨液室温放置 5 min;在 4 ℃条件下 , 13 000 r/min,离心 10min;取上清液至一

新离心管中 ,加 0.2 mL氯仿 ,盖紧离心管 ,用手剧烈摇荡离心管 15 s,室温放置 2 ～ 3 min;在 4 ℃条件

下 , 13 000 r/min, 离心 15 min;取上层水相于新的离心管 , 加 0.5 mL异丙醇 , 室温放置 10 min,

13 000 r/min,离心 10 min;弃上清液 ,加 1 mLφ=75%乙醇 ,涡旋混匀 , 4℃下 8 000 r/min离心 5 min;

弃去上清液 ,重复 1次酒精洗涤;去酒精 ,室温干燥 5 ～ 10min;然后将 RNA溶于 0.04 mLDEPC水中 ,

55 ～ 60 ℃水溶 10 min,贮存于 70%乙醇并保存于 -70 ℃。

根据 RNA样品在 260nm处的光吸收值和样品的稀释倍数 ,紫外分光光度计可以直接测出样品的

浓度 , RNA浓度(μg/mL)=(A260 ×稀释倍数)/(0.024 ×L)。式中:A260为 260 nm波长处光吸收值;L

为比色池厚度 ,一般为 1cm或 0.5 cm;0.024为每毫升溶液内含 1 μLRNA的光吸收值。当比色池厚

度为 1 cm,样品 A260为 1时 , RNA的浓度约为稀释倍数 ×40μg/mL。

吸收 RNA原液稀释 N(N为稀释倍数):4 μL×500倍 =2 000 μL,测定 A260和 A280的值 ,样品浓度

(μg/μL)=A260 ×40×N/1 000, A260 /A280比值应在 1.8 ～ 2.1,小于 1.8则有蛋白质污染 ,大于 2.1则有

降解。

1.3　数据统计分析

采用 StatView软件 “ANOVAandt-test”中的 “ANOVAorANCOVA”进行统计分析 。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油菜授粉区油菜的增产效果

从表 2可知:蜜蜂授粉区的座果率和角果含平均籽粒数都极显著高于自然授粉区和无蜂授粉区;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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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油菜授粉区油菜籽脂肪酸成分比较

Tab.5　TheFAofrapeseedindifferentpollinationareas

脂肪酸 A区 B区 C区

棕榈酸 /% 4.20 4.30 4.55

棕榈 -烯酸 /% 0.20 0.20 0.20

硬脂酸 /% 2.30 2.20 2.20

油酸 /% 65.05 63.90 62.50

亚油酸 /% 17.05 17.60 18.60

亚麻酸 /% 8.85 9.30 9.85

花生酸 /% 0.50 0.50 0.50

花生 -烯酸 /% 1.10 1.15 1.05

山嵛酸 /% 0.20 0.20 0.20

芥酸 /% 0.25 0.35 0.15

二十四碳烷酸 /% 0.10 0.10 0.10

二十四碳一烯酸 /% 0.20 0.20 0.10

蜂授粉区油菜籽产量比自然授粉区和无蜂授粉区分别提高 40.16%和 114.98%。这说明通过蜜蜂授

粉 ,油菜有明显增产效果 ,同时也表明:在自然条件下 ,油菜授粉不充分 ,有必要专门组织蜂群为油菜授粉。
表 2　不同油菜授粉区增产效果比较(M±SD)

Tab.2　Theyield-increasingeffectsofrapeseedindifferentpollinationareas

实验分区 座果率 /% 每个角果含平均子粒数 /个 产量 /kg· hm-2

A区(自然授粉) 61.9±10.4A 6.76±0.53A 1 377.90

B区(蜜蜂授粉) 76.2±6.5B 8.51±0.40B 1 931.25

C区(无蜂授粉) 54.1±10.2C 5.14±1.69C 898.35

　　注:同列数据中 ,不同大 、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在 1%和 5%水平上存在差异显著性。

2.2　不同油菜授粉区油菜籽的品质

2.2.1　不同油菜授粉区油菜籽品质比较　从表 3可知:蜜蜂授粉区的千粒重和发芽率 ,都极显著高于

自然授粉区和无蜂授粉区 ,种子畸形率极显著低于自然授粉区和无蜂授粉区 。与无蜂授粉区相比 ,蜜蜂

授粉区的千粒重和发芽率分别提高 21.51%和 85.88%,理论出油率和实际出油率分别提高 5.30%和

13.79%,种子的畸形率下降 49.35%。自然授粉区的理论出油率和实际出油率都高于蜜蜂授粉区和无

蜂授粉区。虽然蜜蜂授粉区的实际出油率比自然授粉区低 5%,但实际产油量却比自然授粉区高 7.59%。
表 3　不同油菜授粉区油菜籽品质比较(M±SD)

Tab.3　Thequalityofrapeseedindifferentpollinationareas

实验分区 千粒重 /g 种子的畸形率 /% 发芽率 /% 理论出油率 /% 实际出油率 /% 实际产油量 /kg· hm-2

A区 3.15±0.12A 26.60±6.70A 68.60±7.20A 40.41 38.00 523.50

B区 3.39±0.15B 19.40±4.80B 81.60±4.30B 38.17 33.00 637.35

C区 2.79±0.14C 38.30±10.00C 43.90±2.00C 36.25 29.00 260.55

　　注:同列数据中 ,不同大 、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在 1%和 5%水平上存在差异显著性。

表 4　不同油菜授粉区油菜籽成分比较

Tab.4　Thecompositionofrapeseedindifferentpollinationareas

实验分区 粗脂肪 /% 油酸 /% 粗蛋白 /% 硫苷 /μpmol· g-1 芥酸 /%

A区 40.41 65.05 26.30 16.78 0.25

B区 38.17 63.90 28.00 19.04 0.35

C区 36.25 62.50 30.41 17.47 0.15

2.2.2　不同油菜授粉区油菜籽的成分

比较　从表 4可知:自然授粉区油菜籽

油酸含量都高于蜜蜂授粉区和无蜂授

粉区;蜜蜂授粉区油菜籽的粗蛋白 、硫

苷和芥酸含量高于自然授粉区和无蜂

授粉区 。

从表 5统计可知:自然授粉区 、蜜

蜂授粉区和无蜂授粉区菜籽油的饱和脂

肪酸含量分别是 6.6%、6.6%、6.85%,饱

和脂肪含量分别是 93.4%、 93.4%、

93.15%。无蜂授粉区菜籽油的饱和脂

肪酸含量高于自然授粉区和蜜蜂授粉

区 。自然授粉区和蜜蜂授粉区菜籽油

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于无蜂授粉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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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油菜授粉区油菜子房中 RNA电泳图

Fig.1　TheelectrophoresisofRNAindifferentexperimentalrapegroups

2.3　不同油菜授粉区油菜的授粉机理

2.3.1　不同油菜授粉区柱头上花粉含量 、花粉活力和花粉管萌发数量比较　从表 6、表 7和表 8可知:

初花期 、盛花期和衰花期 ,蜜蜂授粉区的油菜花柱头上的花粉含量 、花粉活力和花粉管萌发数量都是极

显著或显著高于自然授粉区和无蜂授粉区 。三个授粉区的柱头上花粉含量 、花粉活力都是盛花期大于

初花期或衰花期 ,但三个授粉区的柱头上花粉管萌发数量都是衰花期大于盛花期或初花期 。
表 6　不同油菜授粉区柱头上花粉含量的比较(M±SD)

Tab.6　Thepollenquantityofstigmaindifferentpollinationareas

实验分区
花粉粒数目 /个· mL-1

初花期 盛花期 衰花期

A区 77.05±28.11A 108.50±42.98A 128.25±43.96aA

B区 181.75±133.40B 270.00±243.22B 203.00±65.30abB

C区 52.70±46.23A 70.50±42.73A 89.75±39.72bA

　　注:同列数据中 ,不同大 、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在 1%和 5%水平上存在差异显著性。

表 7　不同油菜授粉区柱头上花粉活力(M±SD)

Tab.7　Thepollenactivityofstigmaindifferentpollinationareas

实验分区
柱头上花粉活力 /%

初花期 盛花期 衰花期

A区 44.4±3.2A 67.9±6.6A 52.2±3.0A

B区 55.4±3.8B 83.4±4.8B 68.2±4.0B

C区 34.4±2.8C 53.3±4.0C 39.6±2.9C

　　注:同列数据中 ,不同大 、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在 1%和 5%水平上存在差异显著性。

表 8　不同油菜授粉区柱头上花粉管的比较(M±SD)

Tab.8　Thepollentubeofstigmaindifferentpollinationareas

实验分区
柱头上花粉管数目 /个

初花期 盛花期 衰花期

A区 7.15±2.66aA 11.75±2.31A 19.65±3.07A

B区 11.40±3.14abB 20.00±4.07B 28.60±4.87B

C区 5.35±2.70bA 10.00±2.51A 13.70±3.54C

　　注:同列数据中 ,不同大 、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在 1%和 5%水平上存在差异显著性。

2.3.2　自然授粉区和无蜂授粉区授粉昆虫的种类和数量　从表 9可知:在自然授粉条件下 ,以蜜蜂授

粉为主 ,但也有熊蜂 、蝇类和蝶类等昆虫;在无蜂授粉的条件下 ,多以体型小的昆虫为主。

2.3.3　不同油菜授粉区油菜子房

中 RNA含量比较　从图 1可见:可

以清楚看到 28S、18S和 5S3条带 ,

分别代表 3种核苷酸 。图 1中 1、

2、7、8是自然条件下的油菜子房中

的 RNA;3、4、9、10是蜜蜂授粉的油

菜子房中的 RNA;5、6、11、12是无

蜂授粉的油菜子房中的 RNA。从

表 10可知:在初花期 、盛花期和衰

花期 3个阶段 ,蜜授粉区油菜子房

中 RNA的含量都是显著或极显著

高于自然授粉区和无蜂授粉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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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自然授粉区和无蜂授粉区授粉昆虫的种类和数量比较

Tab.9　Thekindsandquantitiesofinsectindifferentpollinationareas

种类
A1区

盛花期 衰花期

A2区

盛花期 衰花期

C1区

盛花期 衰花期

C2区

盛花期 衰花期

中华蜜蜂 /只 32 24 35 25 0 0 0 0

意大利蜜蜂 /只 16 15 15 23 0 0 0 0

熊蜂 /只 5 4 5 5 0 0 0 0

蝶类 /只 5 3 4 2 0 0 0 0

蝇类 /只 5 5 3 3 0 2 5 9

蛾类 /只 2 1 3 2 0 3 5 5

蚊子 /只 2 2 5 4 9 4 4 2

甲虫 /只 3 3 5 5 0 5 0 1

蜘蛛 /只 3 4 3 3 3 4 2 3

其他小型虫 /只 27 39 22 28 88 82 84 80

总数 /只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表 10　不同油菜授粉区 RNA含量的比较(M±SD)

Tab.10　ThecontentsofRNAindifferentpollinationareas

实验分区
RNA含量 /μg· μL-1

初花期 盛花期 衰花期

A区 1.30±0.92aAB 2.80±1.41A 2.33±0.87A

B区 2.03±1.21bA 5.01±1.66B 3.40±1.32B

C区 0.79±0.61aB 2.44±0.95A 1.94±0.70A

　　注:同列数据中 ,不同大 、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在 1%和 5%水平上存在差异显著性。

3　讨　论

从油菜增产效果看 ,蜜蜂授粉区比自然授粉区提高 40.16%,比无蜂授粉区提高 114.98%,这一结

果与前人研究结果相吻合 。蜜蜂授粉区的油菜授粉充分 ,所以座果率 、每个角果含平均子粒数高于自然

授粉区和无蜂授粉区 。

从油菜籽品质来看 ,经过蜜蜂授粉的油菜籽品质优于无蜂授粉区。虽然自然授粉区的油菜籽理论

出油率和实际出油率都高于蜜蜂授粉区和无蜂授粉区 ,但是蜜蜂授粉区的实际亩产出油量要高于自然

授粉区和无蜂授粉区 。在自然条件下 ,授粉昆虫不仅仅是蜜蜂 ,而且还有熊蜂 、蝇类和蝶类等 ,我们推

测:多种生物为油菜授粉同时 ,可能有利于提高油菜籽的含油量和出油率 ,具体机理有待于探讨。虽然

蜜蜂授粉区的硫苷和芥酸含量都相对高于自然授粉区和无蜂授粉区 ,但是根据国家标准 GB17376 -

1998
[ 15]
, “双低”菜籽油中的硫苷含量低于 40μpmol/g,芥酸含量低于 5%,可知实验所产的菜子油均符

合双低标准 。在菜籽油的精制过程中 ,硫苷和芥酸被脱除 ,其含量会变得更低 ,最终成品菜籽油对人的

食用不会产生不良影响。

从油菜授粉机理来看 ,油菜花开放后花药裂开 ,成熟的花粉粒借助媒介传到雌蕊柱头上 ,花粉在柱

头萌发形成花粉管 ,花粉顺着花粉管进入到油菜子房内部 ,与一个胚珠结合 ,形成受精卵 ,然后发育成为

种子。优质的花粉是授粉的前提 ,利用蜜蜂授粉可以显著地提高油菜柱头上花粉粒的含量 ,为柱头上萌

发出更多的花粉管和双受精提供有力保障 。依据中心法则来看 , DNA是遗传信息的携带者 ,遗传信息

从 DNA传递给 RNA,再从 RNA信息翻译成蛋白质 。DNA和 RNA中包含的遗传信息只是单向地流向

蛋白质 。从我们测定的油菜子房中 RNA含量来看 ,经过蜜蜂授粉 ,可以显著提高油菜种子中的 RNA含

量 ,为表达翻译成蛋白质做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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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与讨论

明确甘薯新品种的生理特性可为栽培提供相应的参考。本试验研究结果表明:甘薯金山 679栽后

早生快发 ,前期地上部生长较快 ,源器官的生产能力得到迅速扩大;中期由于植株具有生产能力充足的

源和运输通畅的流 ,为库器官的薯块快速生长提供了物质基础 ,薯块数量和单个薯块重量增加迅速 ,源

-流 -库发展较协调;后期源器官的供应能力有所下降 ,但在整个生育时期 ,金山 679具有较大的叶面

积指数 、较强的光合势和同化能力 ,形成了高生物产量的生理基础 。

由于金山 679 T/R比值平衡点出现较迟 ,熟期较晚 ,因此生产上宜早栽晚收 。该品种作为春薯栽培

较夏薯栽培为好 ,在无霜期较长的地区应保证有 150 d的大田生长期 ,以利于该品种的后期物质转移 ,

提高晒干率和出粉率 。

金山 679的晒干率和出粉率较低 ,这可能与其经济系数较低 ,即源库转化效率低有关。因此栽培上

应促进 “流”通畅 ,增强 “库”的营养竞争力 ,加强生长前期的肥水管理 ,促进茎叶早生快发和早结薯 ,中

期薯藤并重 ,重施促薯肥 ,后期适当增施一些钾肥 ,以利于植株同化物向块根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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