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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短波光培育水稻壮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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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秧是水稻生产中一项十分 重 要 的 措

施
。

育秧的关键在于如何安全育秧
,

培育壮

秧
。

而培育壮秧又是夺取水稻高产稳产的重

要环节
。

俗话说
: “

秧好一半谷
” .

这说明

有了壮秧就有了丰产的把握
。

近年来
,

我省不少地区先后推广了薄膜

育秧
,

温室育秧等一系列新的育秧农艺措施
。

这些措施能有效地安全育秧
,

防止烂秧
,

并能

育出一定数量的壮秧
,

给育秧工厂化指出了

前景
。

但是
,

目前我们所用的薄膜或玻璃大

多数是透明或半理明无色的
。

无色的薄膜或

玻璃在自然阳光下能透过阳光光谱的红色
、

橙色长波光与黄色
、

绿色中波光和部分青蓝

色短波混合光 ; 但不能透过波长比较短的蓝

色光
、

紫色光
,

特别是波长更短的紫外光
。

因而在缺乏上述短波光的场合下培育出来的

稻苗茁壮程度要差些
。

龙其当温度稍高
,

光

照不足时往往会出现稻苗徒长
、

黄化或 白化

等现象
。

为此
,

有些地区采用一些补救的措

施
,

如早揭膜
、

早晒苗或采用小苗寄秧等办

法来增加吸收阳光中的短波光蓝光
、

紫色光

和紫外光使稻苗的茁壮素质提高
。

针对上述所存在的问题
,

结合 自然特点

和使用薄膜的实际
,

我们进行了在不同颜色

薄膜透过的单色光质下培育稻苗的实验
,

目

的是要找出培育壮秧的作用光谱
,

为当前各

地开展薄膜育秧
、

温室育秧以及育秧工厂化

设施提供更完善的理论依据
。

现将我们所做

的实验方法和实验结果整理总结如下
:

一
、

实验材料与方法

实验材料水稻品种系采用
“ 0 0 90 ” ,

种

子经选种消毒后
,

催芽到芽鞘刚露白尖时播

种于长 3 0厘米 x
宽20 厘米

只
高 5 厘米的育秧

搪瓷盘中
,

盘中铺有一层 2 厘米厚的稻田土
,

每盘播种 10 克 (侮市亩播种约合2 5 0市斤)
。

有色薄膜系采用上海产的透 明 聚 酚 薄

膜
,

颜色有
、

红
、

黄蓝和无色四种
。

经用岛津 U

一 V 2 10 A 型双光束分光光度计测定
,

蓝色薄

膜透过的蓝光波长为 3 50 一 4 5 o n m (毫微米) ,

黄色薄膜透过的黄光波长为5 25 一 6 0 0 n rn ; 红

色薄膜透过的红光波 长为62 0一 7 6 o n nl
。

以无

色薄膜透过的无色混合光为对照
。

实验方法
:

在播种后的育秧盘
_

L复盖有

色薄膜罩
,

复盖后即置于 自然光照下培育
,

每天光照时间为10 小时
,

白昼平 均 温 度 为

2 5一28
O

C
。

当稻苗培育到 12 天
,

苗高约 1 4厘

米
,

三片真叶完全展开时揭膜并解除光质处

理
,

随即选苗移栽或测定
。

二
、

实验结果

(一) 培育 12 夭稻苗的生长素质

通过对有色薄膜透过的不同光质下培育

的稻苗进行调查
,

在红色薄膜的红色长波光

中培育的稻苗
,

伸长生长迅速
,

植株细长
,

叶片较薄
,

单苗干重 /株高比小
,

亦即 是
一

单

位长度的干物重小
。

而在蓝色薄膜的蓝色短

波光中培育的稻苗
,

明显具有抑制稻苗徒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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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长的作用
,

石利于值侏的形态建成
,

植株

矮短粗壮
,

叶片厚实
,

叶鞘短
,

稻苗单位长

度的干物重大
,

怕 苗生长效率 (多石) 高
,

{徉

体稻苗生长的株高整齐度 (% )高 (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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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颜色光质下培育 12 天稻苗的生长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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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培育12 天稻苗的生理性状

1
·

叶绿素的形成及其保持能力

我们曾先将种子播种后置 于 2 7 士 o
.

S
O

C

的黑暗恒温箱中培育成黄化幼苗后
,

再移于

不同有色薄膜 的单色光光质下培育
,

按不同

培育天数测定稻苗中叶绿素含量
,

结果如表

2
。

在蓝色短波光中的培育的稻苗叶绿素形

成迅速
,

叶绿素含量高
,

尤其是叶绿素
a 含量

表 2 不同颜色光质下对黄化幼苗叶绿素的形成 ( 叶绿 素含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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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培育天数的增加更为明显
。

同时离体

叶片的叶绿素保持能力
,

特别是叶绿素
a 的

保持能力亦以蓝光培育的稻苗为最强
,

红色

长波光中培育的稻苗最弱 (见表 3 )
。

表 3 不同颜色光质下离体叶片叶绿素的保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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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合作用速率
、

光呼吸强度与二氧化

碳补偿点

把不同光质中培育12 天的稻苗用红外线

CO
Z

分析仪测定每盘群体稻苗的光合作用速

率
,

设无色透明薄膜透过的无色混合光为 10 0

用以作对照与测定值相比较 (见表 4 )
。

蓝

色短波光中培育的稻苗
,

其光合作用速率均

高于无色混合光 (对照) 和红色长波光中培

育的稻苗
,

尤其在光强度降弱时相比较则更

为明显
。

表 4

测定时光强度

不同颜色光质下培育 12 夭稻苗的光合作用速率

光 合 作 用 速 率 (毫 克 CO汀 盘 时 )

(勒克斯 ) 无 色 (对 {
红 色

⋯
5 3 0

4 9 5

3 8 0

(1晶) 5 0 0 (9 4

‘

竺 ⋯
_

, 、

了点一一与

(1 0 0 )

(1 0 0)

4 7 5 (9 6 )

3 8 0 (1 0 0)

5 8 0 (1 0 9 )

5 6 0 (1 13 )

4 6 0 (1 2 1 )

注
: 、 括弧 内对照 为 1 00 的相对值

。

每盘均为1 5 0苗
。

另外
,

我们又在 8 万勒克斯光强度下测

得光呼吸强度与二氧化碳补偿点 (PPM ) 表

明
,

在蓝色短波光中培育的稻苗光呼吸强度

比较低
,

二氧化碳补偿点 (PPM ) 亦低
。

而

无色混合光 (对照)
、

红色长波光中培育的

稻苗光呼吸强度与二氧化碳补偿点 (PPM )

都比较高 (见表 5 )
。

表 5 不同颜色光质下培育12 天稻苗的光呼吸强度与C
。 :

补偿点
:”

光呼吸强度 (毫克CO Z
/ 分米

2 时)

⋯ Co Z补偿点 (P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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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度 3 2 士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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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水化合物含量

糖
、

淀粉和纤维素等碳水化合物含量的

多少
,

通常作为衡量稻苗壮弱的生理素质指

标之一
,

碳水化合物含量多
,

有利于发根和分

粟的发生
。

从表 6 首先可看出
,

稻苗碳水化合

物含量随着光强度下降而减少
,

而减少较多

的是淀粉与纤维素含量
。

不同光质中蓝色短

波光中培育的稻苗碳水化合物含量均高于红

色长波光
、

黄色中波光和无色混合光 (对照 )

中培育的稻苗 (见表 6 )
。

表 6 不同颜色光质下培育的稻苗的碳水化合物含量 (干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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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培育 12天稻苗栽插于本田后的生

长表现

不同光质中培育12 天的稻苗栽插于本 田

后的调查
:
在蓝色短波光中培育的稻苗栽插

后返青快
,

分孽早
,

单苗分粟数多
,

成熟后

的每穗粒数和结实率 (%) 均优于其它光质

中培育的稻苗 (见表 7 )
。

表 7 不同颜色光质下培育 12 天稻苗栽插于本田后的生长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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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讨 论

从上面的实验结果可看出光质对稻苗的

生长素质及其生理性状有显著影响
。

首先应

该指出
,

采用蓝色短波光培育稻苗
,

可以育

出生长素质比较好整齐度 (% ) 比较高的壮

秧
,

既便于机插
,

又利于增产
。

致于蓝色短

波光为什么能使稻苗起到矮粗茁壮的作用
,

据H illm
a n
与G

a ls to n (1 9 5 7 ) 认为蓝光能促

进IA A氧化酶活性
,

IA A氧化酶活性是被红

光所抑制
。

这说明蓝色短波光促进了稻苗体

内生长素的破坏或减少
,

因而稻苗不徒长伸

长生长
。

最近 Chh a br a 与M
a lik (1 9 2 5 ) 更进

一步阐明了红光只会增加过氧化物酶活性和

萍果酸脱氢酶活性
,

使IA A 增加
。

光质对叶绿素的影响
。

S a y re (1 9 2 8) 最

早 以叶色深浅为依据来判断叶绿素含量及其

发达程度
,

认为红光最有效
,

其次是蓝光与

绿光
。

In a d a (29 7 3 )
,

原城隆
、

西川 (1 9 7 6 )

进一步证实
,

在蓝光或蓝光 十绿光中培育的

稻苗比红光或橙光下培育的稻苗叶绿素含量

高
,

类胡萝 卜素亦有同样的趋势
。

本实验测

定结果表明
,

叶绿素的形成及其 叶 绿 素 含

量
,

尤其是叶绿索
。 的含量以及叶绿素的保

持能力均以蓝色短波光培育的稻 苗 含 量 最

高
,

最有效
。

关于光质与光合作用的关系
,

已有不少

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

但往往因所用材料或

因叶绿素水平不同
,

而没有取 得 一 致 的结

果
。

原城隆
、

西川 (1 9 7 6 ) 在光质处理期间

测得的结果表明
:

光合作用速率以红色薄膜

中红光处理的稻苗高于蓝色薄膜中蓝光处理

的稻苗 , 而当揭膜后光处理解除后测定的结

果又表明
: 光合作用速率则以蓝色薄膜中蓝

光处理过的稻苗高于红色薄膜 中红光处理过

的稻苗
。

本实验测定表明
:

蓝色 短 波 光 中

培育的稻苗光合作用速率高于红光
、

无色混

合光 (对照) 中培育的稻苗
。

光呼吸强度与

CO
:

补偿点 (PPM) 以蓝色短波光中培育的

稻苗为最低
。

由此可见
,

蓝色短波光中培育

的稻苗能充分地利用短波光
,

利用CO
: ,

有

效地进行光合作用
,

因而获得相对较高的光

合作用速率
。

光质对植物碳水化合物的形成与积累
,

最早 V o sk r e s e n k ay a (1 9 5 0 )在向 日葵与玉米

上的实验结果
,

蓝光中形成蛋白质较多
,

碳

水化合物较少
,

而在红光中情 况 正 相 反
。

D as 与R aj u (19 6 5) 在釉稻上观察到蓝光能促

进蛋自质
一

与非碳水化合物的积累
。

H or y 爪h



与 F e1’五(1 6 9 5) 发现菜回茎曝露于绿光中促

进 了碳水化合物的合成
。

原城隆
、

西川 (1 9 76 )

测定指出
,

用蓝色薄膜处理的稻苗全氮
、

全

磷 以及有效碳水化合物都高于红色薄膜处理

的稻苗
。

湖南邵阳地区农科所 (19 7 7 ) 的分

析亦表明
,

蓝色薄膜育的秧苗粗淀粉 (% )

和粗纤维素 (% ) 含量都高于红色
、

绿色和

无色薄膜育的秧苗
。

本实验测定表明
,

蓝色

短波光培育的稻苗能形成
、

累积较多的碳水

化合物
,

尤其是形成
、

累积较多的淀粉和纤

维素
。

光质处理过的稻苗栽插于本田后的生长

表现
,

有一定 的后效应
。

湖南邵阳地区农科

所 (1 9 7 7) 采用有色塑料薄膜育 秧 试 验 证

明
,

用蓝色薄膜复盖的秧苗粗壮
,

移栽后分

粟率与成穗率以及产量均高于红色薄膜
、

绿

色薄膜 以及无色膜薄复盖的秧苗
。

本实验结

果亦表明
,

蓝色短波光培育的壮秧栽插于本

田后返青快
,

分粟早
,

单苗分孽数多
,

成熟

期每穗粒数
,

结实率 (% ) 等均高于其它光

质处理的秧苗
。

四
、

摘 要

3
.

蓝色短波光能有效地促进稻苗的光合

作用活性
,

提高稻苗的光合作用速率
。

而光

呼吸强度以及C O
:

补偿点 (PPM ) 比较 低
,

这样有利于合成较多的光合产物
。

4
.

蓝色短波光能促进稻苗碳水化合物的

形成与积累
,

碳水化合物含量高
,

尤以淀粉

和纤维素的含量比较高
。

5
.

蓝色短波光培育的稻苗栽 插 后 返 青

快
,

分孽早
,

单苗分孽数多
,

成熟期每穗粒

数多
,

结实率 (% ) 高
,

有利增产
。

最后
,

从本实验方法可以看出
,

采用蓝

色薄膜透过过滤的蓝色短波光培育水稻壮秧

的农艺工序
,

基本上与一般惯用的薄膜覆盖

育秧
,

温室育秧相同
。

即选种
、

浸种
,

消毒
、

清洗
、

催芽 (刚露 白尖)
、

播种和覆盖光照

处理
。

从本实验结果阐明
,

蓝色短波光培育稻

苗
,

可以提高 壮 秧 的 素 质
,

育 出整 齐度

(% ) 比较高
,

茁壮一致的壮 秧
。

由此 可

见
,

采用蓝色短波光结合当前各地惯用的塑

料薄膜育秧
、

温室育秧以及育秧工厂化等设

施中既有理论上的意义
,

更有实践上的重大

意义
。

(参考文献略)
。

1
.

红色长波光 (60 0一 7 6 On m ) 促进稻苗

伸长生长
,

植株徒长细长
,

叶鞘长
,

叶片较

薄
,

单苗干重 / 株高比小
,

稻苗 生 长 效 率

低
,

群体稻苗株高整齐度 (% ) 差
。

蓝色短

波光 (3 5 0一 4 5 o n m ) 具有抑制稻苗徒长伸长

的作用
,

植株矮短粗壮
,

叶片充实肥厚
,

叶

鞘短
,

单苗干重 / 株高比大
,

稻苗生长效率

(% ) 高
,

群体稻苗株高整齐度 (% ) 高
,

稻苗显得整齐茁壮
。

2
,

蓝色短波光能促进稻苗叶 绿 素 的 形

成
,

提高叶绿素的 含 量 与 叶绿素的保持能

力
。

〔附〕名 词解释
:

“

尤合作用速率
”

是指单位时间 内
,

单位叶面积 所吸收

的二乳化碳
.

植物如果吸收得 到
,

表明尤 合作 用速率高
,

即光合效能强 ; 反之
,

吸收得少
,

光合作用速率低
,

亦即

是光合效 能肠
.

“

二氛化碳补偿点
”

是指植物在光合作用中当 同化作 用

消耗的C O : 与呼吸作用放 出的CO
Z在量上相等时

,

植物可

以维持生命
,
但 不能生 长

。

这种CO Z量 叫做CO : 补偿
.

点
.

“

光呼吸
”

是指植物 的绿 色细胞在光照 下
,

一方面进行

尤合作用
,

吸收C O : 放 出乳气
,

另一方 面 也吸收衷 气
,

放

出CO Z ,

进行呼吸作用
.

由于这 种呼吸是在尤下进行
,

与

尤合作用密切联 系
,
故 称这种呼吸为光吁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