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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摘　要：以８个水稻品种（组合）为材料，研究了留桩高度对再生稻源库流特性的影响。根据不同留桩高度下再生稻产
量，将供试品种分为３种再生类型：高桩再生型、低桩再生型和中高桩再生型。留桩高度降低，再生稻有效穗数减少而每穗粒
数增加，而低桩再生型品种每穗粒数增幅更大；高桩与中高桩再生型品种再生稻叶面积指数以高桩处理最大，而低桩再生型
品种随留桩高度下降而增大；高桩再生型品种灌浆期光合速率以中、高桩处理较大，中高桩与低桩再生型品种齐穗期以高桩
处理最大，齐穗后１０ｄ和２０ｄ以中低桩处理较大；高桩再生型品种再生稻作物生长率以高桩处理最高，而中高桩、低桩再生
型品种以低桩或中桩处理最高；中高桩与低桩再生型品种再生稻枝梗过氧化氢酶活性随留桩高度下降而增强，而高桩再生型
品种表现相反；高桩再生型品种茎鞘碳水化合物转运率以高桩处理较高，而低桩再生型品种以中、低桩处理较高。可见，留桩
高度对再生稻源库流特性的影响与品种的再生类型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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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留桩高度是影响再生苗萌发的重要因素之一，

甚至是水稻再生培植成功与否的关键性因素，这已

取得共识。陈仙祥 7�［１］ 7�认为，不同节位再生穗产量之

间有极显著差异。因此，在各地再生稻栽培技术研

究上，均将留桩高度作为一项关键技术 7�［２-５］ 7�。有关

留桩高度对再生稻产量的影响研究较多 7�［６-７］ 7�，且发

现籼稻再生稻产量主要来自倒２、３节再生穗，因而

宜留高桩 7�［８-１０］ 7�；以两系杂交组合培两优Ｅ３２为材料

的研究也表明，留桩越高，产量越高，且留桩高度对

再生苗萌发特性具有重要影响 7�［１１-１２］ 7�。整体来看，留

桩高度对再生稻的影响研究多集中在产量性状、腋

芽萌发、再生率、农艺性状等方面，而较少涉及再生

稻源、库、流特性，尤其在留桩高度对再生稻源、流内

在生理指标［如表征叶片蔗糖合成和光合产物输出

能力的磷酸蔗糖合酶（ＳＰＳ）活性、反映物质流运转

能力的枝梗过氧化氢酶（ＣＡＴ）活性等］的影响方面

鲜见报道。为此，我们以８个来源较广泛的品种（组

合）为试 验材 料，研 究了 留桩 高度 对不 同再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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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类型水稻品种（组合）再生稻源库性状与物质运转特

性的影响，并探讨其内在生理机制，以期为再生稻高

产栽培提供理论指导与技术支持。

7�１　材料与方法

7�１．１　试验材料与设计

7�供试水稻品种（组合）共８个，包括３个母本为

培矮６４Ｓ的两系杂交组合培两优Ｅ３２、培两优２１０

和培两优９８１、２个父本为明恢６３的三系杂交组合

汕优６３和新香优６３、２个常规稻品种 Ｒ９８１和明恢

６３，以及目前报道再生季产量最高的杂交组合Ⅱ优

航１号 7�［１３-１４］ 7�。

7�２００４年４月４日播种，软盘湿润育秧；４月下旬

移栽，穴行距２６．７ｃｍ×１６．７ｃｍ，每穴插１粒谷苗。

试验采用裂区设计，主处理为品种，副处理为留桩高

度（高桩４０ｃｍ、中桩２０ｃｍ和低桩１０ｃｍ），３次重

复，主区面积３０ｍ 7�２ 7�，副区面积１０ｍ 7�２ 7�。头季稻施 Ｎ

１８０ｋｇ／ｈｍ 7�２ 7�、Ｐ 7�２ 7�Ｏ 7�５ 7�９０ｋｇ／ｈｍ 7�２ 7�、Ｋ１２０ｋｇ／ｈｍ 7�２ 7�，其

中，磷肥、钾肥作基肥施用，氮肥以６∶４分基肥和分

蘖肥施用；此外，于头季稻齐穗后１０ｄ施 Ｎ５１．８

ｋｇ／ｈｍ 7�２ 7�、Ｋ５８．９ｋｇ／ｈｍ 7�２ 7�作促芽肥，收割后第２天施

7�Ｎ３４．５ｋｇ／ｈｍ 7�２ 7�作促蘖肥。其他管理措施同一般大

田。

7�１．２　测定项目与方法

7�产量构成因素：每小区调查１００穴，以平均数作

为单穴有效穗数；各小区根据单穴有效穗数取样５

穴，带回室内考查再生稻的有效穗数、每穗粒数、结

实率和千粒重等。

7�源特性：于再生季孕穗、齐穗和成熟期，每小区

取样５穴，用长宽系数法测定绿叶面积。将植株于

１０５℃下杀青３０ｍｉｎ后在８０℃条件下烘至恒重，以

考查干物质积累，并计算群体作物生长率［ＣＧＲ，ｇ／

（ｍ 7�２ 7�·ｄ），单位时间内单位土地面积上作物群体干

物质增长率］和净同化率［ＮＡＲ，ｇ／（ｍ 7�２ 7�·ｄ），即单

位时间内单位叶面积干物质量增加速率］。于再生

季齐穗、齐穗后１０ｄ和２０ｄ，以美国产 ＬＩ-６４００型

便携式光合测定仪测定剑叶光合速率［９：３０～１４：３０

测定，设定温度３０℃、光强１５００μｍｏｌ／（ｍ 7�２ 7�·ｓ）］，

每小区测定４张剑叶。分别于头季和再生季齐穗和

齐穗后１０ｄ，每小区取生长整齐一致、无病虫害的剑

7�叶５张，采用间苯二酚法 7�［１５］ 7�测定剑叶磷酸蔗糖合酶

7�（ＳＰＳ）活性。

7�流特性：于再生季齐穗、齐穗后１０ｄ和２０ｄ，采

用高锰酸钾滴定法 7�［１６］ 7�测定枝梗过氧化氢酶（ＣＡＴ）

活性；利用测定干物质积累时的茎鞘和叶片样本，粉

碎后过筛，用蒽酮比色法 7�［１７］ 7�测定可溶性糖和淀粉含

7�量。

7�源库关系：以粒叶比表征源库关系。粒叶比／

（粒·ｃｍ 7�－２ 7�）＝每穗粒数／单株最大叶面积。

7�１．３　统计分析

7�所有数据采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软件处理，统计分析

采用ＳＡＳ９．０进行。

7�２　结果与分析

7�２．１　留桩高度对再生稻产量的影响与再生类型划

分

7�不同留桩高度处理间产量差异显著。多数品种

（组合）以留桩４０ｃｍ（下称高桩）产量最高，如培两

优Ｅ３２、Ｒ９８１、新香优６３、汕优６３和明恢６３，培两优

7�２１０和培两优９８１以留桩１０ｃｍ（下称低桩）产量最

高，而Ⅱ优航１号留桩４０ｃｍ（高桩）与留桩２０ｃｍ

（下称中桩）产量相差不大，而在留桩１０ｃｍ 条件下

再生力差，再生苗极少，在试验中未取样。因此，根

据不同留桩高度下再生稻产量高低，将供试水稻品

种（组合）划分为３种再生类型：高桩再生型（培两优

Ｅ３２、新香优６３、汕优６３、明恢６３和 Ｒ９８１）、低桩再

生型（培两优２１０和培两优９８１）和中高桩再生型

（Ⅱ优航１号）（表１）。

7�２．２　留桩高度对再生稻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7�再生稻有效穗数随留桩高度降低而显著减少，３

种再生类型的品种表现一致。各再生稻品种每穗粒

数随留桩高度下降而显著增加（新香优６３除外），低

桩再生型品种表现更明显，其低桩处理较高桩处理

提高９０％左右。结实率在６２％～８１％，不同留桩高

度处理间有明显差异：明恢６３留中低桩时结实率最

高，培两优９８１和Ｒ９８１留高桩时结实率显著下降，

培两优Ｅ３２和汕优６３留高桩时结实率较高，而培

两优２１０、Ⅱ优航１号和新香优６３不同留桩高度处

理间差异不大。可见，再生稻结实率受留桩高度影

响，而与再生类型关系不大。千粒重在不同留桩高

度处理间的变化与品种有关：培两优Ｅ３２千粒重随

留桩高度降低而增大，培两优２１０、培两优９８１和

Ｒ９８１千粒重则随留桩高度降低呈显著下降趋势，而

其他品种各留桩高度差异不大。

7�２．３　留桩高度对再生稻源特性的影响

7�２．３．１　叶面积与干物质积累

7�留桩高度对叶面积指数（ＬＡＩ）有显著影响，且

不同再生类型品种间存在较明显差异：尽管培两优

7�０１５ 7�中国水稻科学（ＣｈｉｎＪＲｉｃｅＳｃｉ）　第２３卷第５期（２００９年９月）



7�7�7�

7�表１　不同留桩高度下再生稻产量与产量构成

7�Ｔａｂｌｅ１．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ｒａｔｏｏｎｉｎｇｒｉｃ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ｕｂｂｌｅｈｅｉｇｈｔ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ｒｏｐ．

7�品种

7�Ｖａｒｉｅｔｙ

7�留桩高度

7�Ｓｔｕｂｂｌｅｈｅｉｇｈｔ

7�／ｃｍ

7�有效穗数

7�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7�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ｐａｎｉｃｌｅｓ

7�／（×１０ 7�４ 7�·ｈｍ 7�－２ 7�）

7�每穗粒数

7�Ｇｒａｉｎｎｕｍｂｅｒ

7�ｐｅｒｐａｎｉｃｌｅ

7�结实率

7�Ｓｅｅｄｓｅｔｔｉｎｇ

7�ｒａｔｅ／％

7�千粒重

7�１０００-ｇｒａｉｎ

7�ｗｅｉｇｈｔ／ｇ

7�理论产量

7�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7�ｙｉｅｌｄ

7�／（ｋｇ·ｈｍ 7�－２ 7�）

7�实际产量

7�Ａｃｔｕａｌｙｉｅｌｄ

7�／（ｋｇ·ｈｍ 7�－２ 7�）

7�Ｐ２１０ ��7�４０ ��7�３２２ ��．５ａ 7�５１ �b．２ｃ 7�６８ ��．８ａ 7�２５ �X．３ａ 7�２８７５ !�．７ｂ 7�２６６８ $�．１ｂ

7�２０ ��7�２４０ ��．７ｂ 7�６５ �b．６ｂ 7�７０ ��．６ａ 7�２３ �X．２ｂ 7�２５８５ !�．５ｃ 7�２２９０ $�．１ｃ

7�１０ ��7�２３９ ��．７ｂ 7�９６ �b．９ａ 7�６７ ��．０ａ 7�２２ �X．３ｃ 7�３４７５ !�．６ａ 7�３２１５ $�．３ａ

7�Ｐ９８１ ��7�４０ ��7�２９２ ��．５ａ 7�４６ �b．４ｃ 7�６９ ��．８ｂ 7�２２ �X．２ａ 7�２１９９ !�．１ｂ 7�２０１３ $�．５ｂ

7�２０ ��7�２２５ ��．０ｂ 7�７０ �b．６ｂ 7�７９ ��．１ａ 7�２０ �X．４ｂ 7�２５６４ !�．３ａ 7�２３３３ $�．０ａｂ

7�１０ ��7�１９５ ��．０ｃ 7�８９ �b．２ａ 7�７７ ��．０ａ 7�２０ �X．４ｂ 7�２７３２ !�．３ａ 7�２５３８ $�．３ａ

7�ＰＥ３２ ��7�４０ ��7�２４７ ��．５ａ 7�９２ �b．３ｂ 7�７５ ��．４ａ 7�２０ �X．２ｂ 7�３４８６ !�．７ａ 7�３２８９ $�．８ａ

7�２０ ��7�２３５ ��．０ｂ 7�８６ �b．８ｂ 7�７４ ��．２ａ 7�２１ �X．１ａ 7�３１９２ !�．５ｂ 7�２８９９ $�．３ｂ

7�１０ ��7�１８７ ��．５ｃ 7�１０８ �b．２ａ 7�６６ ��．３ｂ 7�２１ �X．５ａ 7�２８９４ !�．７ｃ 7�２５６７ $�．５ｃ

7�Ｒ９８１ ��7�４０ ��7�３２２ ��．５ａ 7�５４ �b．６ｃ 7�７１ ��．０ｂ 7�２３ �X．６ａ 7�２９４３ !�．８ａ 7�２７６５ $�．６ａ

7�２０ ��7�２４０ ��．０ｂ 7�６５ �b．７ｂ 7�８０ ��．７ａ 7�２２ �X．６ｂ 7�２８７７ !�．５ａｂ 7�２６３６ $�．７ａｂ

7�１０ ��7�１９５ ��．０ｃ 7�８１ �b．３ａ 7�７９ ��．４ａ 7�２１ �X．１ｃ 7�２６５１ !�．５ｂ 7�２３９９ $�．８ｂ

7�Ｘ６３ ��7�４０ ��7�２８５ ��．０ａ 7�４８ �b．６ａ 7�７５ ��．８ａ 7�２５ �X．３ａ 7�２６５１ !�．１ａ 7�２４１４ $�．４ａ

7�２０ ��7�１９７ ��．５ｂ 7�５３ �b．１ａ 7�７８ ��．３ａ 7�２５ �X．１ａ 7�２０６７ !�．１ｂ 7�１８６６ $�．１ｂ

7�Ｓ６３ ��7�４０ ��7�３３２ ��．５ａ 7�４７ �b．４ｂ 7�７３ ��．５ａ 7�２４ �X．６ａ 7�２８５５ !�．３ａ 7�２６５４ $�．７ａ

7�２０ ��7�２５２ ��．５ｂ 7�５８ �b．１ａｂ 7�６６ ��．７ｂ 7�２４ �X．０ａ 7�２３４８ !�．６ｂ 7�２１２１ $�．２ｂ

7�１０ ��7�２３０ ��．０ｂ 7�６３ �b．４ａ 7�６２ ��．１ｂ 7�２３ �X．９ａ 7�２１６６ !�．２ｂ 7�１９４５ $�．６ｂ

7�Ｍ６３ ��7�４０ ��7�６４５ ��．０ａ 7�３０ �b．８ｂ 7�６４ ��．７ｃ 7�２５ �X．２ａ 7�３２３３ !�．７ａ 7�３０１０ $�．７ａ

7�２０ ��7�３６３ ��．８ｂ 7�３４ �b．９ｂ 7�８１ ��．１ａ 7�２５ �X．２ａ 7�２５９２ !�．５ｂ 7�２３５１ $�．０ｂ

7�１０ ��7�２４７ ��．５ｃ 7�４３ �b．１ａ 7�７０ ��．０ｂ 7�２５ �X．０ａ 7�１８６７ !�．６ｃ 7�１６０７ $�．９ｃ

7�ⅡＹＨ１ ��7�４０ ��7�２７０ ��．０ａ 7�４７ �b．７ｂ 7�７４ ��．１ａ 7�２４ �X．８ａ 7�２３６９ !�．７ａ 7�２１６４ $�．５ａ

7�２０ ��7�２１０ ��．０ｂ 7�６３ �b．６ａ 7�７１ ��．２ａ 7�２５ �X．１ａ 7�２３９０ !�．０ａ 7�２１７２ $�．８ａ

7�　　ＰＥ３２－培两优Ｅ３２；Ｐ２１０－培两优２１０；Ｐ９８１－培两优９８１；Ｓ６３－汕优６３；Ｘ６３－新香优６３；Ｍ６３－明恢６３；ⅡＹＨ１－Ⅱ优航１号。下

7�表同。

7�同一品种中，同一列数据后带不同小写字母者表示差异达０．０５显著水平。表５、表７同。

7�ＰＥ３２，ＰｅｉｌｉａｎｇｙｏｕＥ３２；Ｐ２１０，Ｐｅｉｌｉａｎｇｙｏｕ２１０；Ｐ９８１，Ｐｅｉｌｉａｎｇｙｏｕ９８１；Ｓ６３，Ｓｈａｎｙｏｕ６３；Ｘ６３，Ｘｉｎｘｉａｎｇｙｏｕ６３；Ｍ６３，Ｍｉｎｇｈｕｉ６３；

7�ⅡＹＨ１，Ⅱｙｏｕｈａｎｇ１．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ｉｎｔａｂｌｅｓｂｅｌｏｗ．

7�Ｗｉｔｈｉｎａｃｏｌｕｍｎ，ｄａｔａ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ｆｏｒａｖａｒｉｅｔ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ｔｈｅ０．０５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ｉｎ

7�Ｔａｂｌｅｓ５ａｎｄ７．

7�２１０孕穗与齐穗期ＬＡＩ表现出高桩处理＞中桩处理

7�趋势，但培两优２１０和培两优９８１的ＬＡＩ均以低桩

处理最大，低桩再生型品种ＬＡＩ整体上表现为随留

桩高度下降而增大的趋势；中高桩再生型品种（Ⅱ优

航１号）ＬＡＩ，孕穗期高桩处理显著大于中桩处理，

齐穗和成熟期高、中桩处理间无显著差异；高桩再生

型品种ＬＡＩ一般以高桩处理最高，中桩与低桩处理

间存在品种间差异，培两优 Ｅ３２和 Ｒ９８１表现为低

桩处理高于中桩处理，而新香优６３、汕优６３和明恢

６３表现相反（表２）。可见，低桩再生型品种再生稻

ＬＡＩ随留桩高度下降而增大，而高桩和中高桩再生

型品种再生稻ＬＡＩ以高桩处理最大。

7�再生类型影响再生稻干物质积累，成熟期单穴

干物质积累量在不同留桩高度间存在明显差异，具

体表现与产量基本一致，即高桩再生型品种以高桩

处理最高，低桩再生型品种以低桩处理最高，而中高

桩再生型品种中、高桩处理差异不大；再生稻的单穴

干物质积累在孕穗期、齐穗期和成熟期表现有一定

差异，也与再生类型有关（表３）。

7�２．３．２　光合速率

7�再生稻光合速率在齐穗至齐穗后１０ｄ，多数情

况下略有增大，而齐穗２０ｄ后下降。留桩高度对再

生稻光合速率具有明显影响，且不同时期间也存在

差异：低桩再生型品种，齐穗期以高桩处理最高，随

灌浆进程的推进，光合速率逐渐表现出以中低桩处

理较高的趋势，培两优２１０表现更为明显；中高桩再

生型品种Ⅱ优航１号，齐穗期高桩处理大于中桩处

理，齐穗后１０ｄ和２０ｄ表现相反；高桩再生型品种

中，Ｒ９８１各时期光合速率均以高桩处理最高；新香

优６３和汕优６３中、高桩处理间差异不显著；培两优

Ｅ３２齐穗期以低桩处理最高，齐穗后１０ｄ以中、高

桩 处理较高，而齐穗后２０ｄ以中桩处理最高；明恢

7�１１５ 7�易镇邪等：留桩高度对再生稻源库性状与物质运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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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表２　不同留桩高度下再生稻的叶面积指数

7�Ｔａｂｌｅ２．Ｌｅａｆａｒｅａｉｎｄｅｘｏｆｒａｔｏｏｎｉｎｇｒｉｃ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ｕｂｂｌｅｈｅｉｇｈｔ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ｒｏｐ．

7�品种

7�Ｖａｒｉｅｔｙ

7�孕穗期Ｂｏｏｔ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7�４０ｃｍ 7�２０ｃｍ 7�１０ｃｍ

7�齐穗期 Ｆｕｌｌｈｅａｄ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7�４０ｃｍ 7�２０ｃｍ 7�１０ｃｍ

7�成熟期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ｓｔａｇｅ

7�４０ｃｍ 7�２０ｃｍ 7�１０ｃｍ

7�Ｐ２１０ �!7�１ �H．４２ｂ 7�１ ��．２９ｃ 7�１ ��．７０ａ 7�１ ��．７７ａ 7�１ �}．５０ｂ 7�１ �C．８１ａ 7�１ !�．２３ｃ 7�１ "�．４５ｂ 7�１ $�．６８ａ
7�Ｐ９８１ �!7�０ �H．９３ｂ 7�１ ��．１８ａ 7�１ ��．１３ａ 7�０ ��．８９ｃ 7�１ �}．０９ｂ 7�１ �C．４５ａ 7�０ !�．７０ｂ 7�０ "�．８２ａｂ 7�０ $�．８７ａ

7�ＰＥ３２ �-7�１ �H．６５ａ 7�１ ��．１０ｃ 7�１ ��．３０ｂ 7�１ ��．３２ａ 7�１ �}．０５ｂ 7�１ �C．１７ｂ 7�１ !�．２０ａ 7�０ "�．９３ｂ 7�１ $�．０１ｂ
7�Ｒ９８１ �)7�１ �H．１１ａ 7�０ ��．７３ｂ 7�０ ��．８７ｂ 7�１ ��．０５ａ 7�１ �}．１２ａ 7�１ �C．１６ａ 7�０ !�．８１ａ 7�０ "�．７３ａｂ 7�０ $�．６６ｂ
7�Ｘ６３ �7�１ �H．５３ａ 7�０ ��．９７ｂ 7�１ ��．３９ａ 7�１ �}．１５ｂ 7�０ !�．６４ａ 7�０ "�．５７ａ
7�Ｓ６３ ��7�１ �H．４３ａ 7�１ ��．１１ｂ 7�０ ��．９５ｃ 7�１ ��．０１ａ 7�０ �}．９４ａｂ 7�０ �C．８４ｂ 7�０ !�．５８ａ 7�０ "�．６６ａ 7�０ $�．５６ａ
7�Ｍ６３ ��7�２ �H．４５ａ 7�１ ��．７３ｂ 7�１ ��．２６ｃ 7�２ ��．３５ａ 7�１ �}．５７ｂ 7�１ �C．１６ｃ 7�１ !�．９１ａ 7�１ "�．１９ｂ 7�０ $�．７７ｃ
7�ⅡＹＨ１ �q7�１ �H．３６ａ 7�１ ��．１９ｂ 7�０ ��．８９ａ 7�１ �}．００ａ 7�０ !�．５７ａ 7�０ "�．５０ａ

7�　　同一品种同一时期数据后跟不同字母者表示差异达０．０５显著水平。表３、表４、表６、表８同。

7�Ｄａｔａ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ｆｏｒａｖａｒｉｅｔｙａｔａｓｔａｇ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ｔｈｅ０．０５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ｉｎＴａｂｌｅ

7�３，Ｔａｂｌｅ４，Ｔａｂｌｅ６ａｎｄＴａｂｌｅ８．

7�表３　不同留桩高度下再生稻的单穴干物质积累

7�Ｔａｂｌｅ３．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ｈｉｌｌｏｆｒａｔｏｏｎｉｎｇｒｉｃ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ｕｂｂｌｅｈｅｉｇｈｔ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ｒｏｐ． 7�ｇ

7�品种

7�Ｖａｒｉｅｔｙ

7�孕穗期Ｂｏｏｔ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7�４０ｃｍ 7�２０ｃｍ 7�１０ｃｍ

7�齐穗期 Ｆｕｌｌｈｅａｄ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7�４０ｃｍ 7�２０ｃｍ 7�１０ｃｍ

7�成熟期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ｓｔａｇｅ

7�４０ｃｍ 7�２０ｃｍ 7�１０ｃｍ

7�Ｐ２１０ �!7�１１ �`．３７ａ 7�９ ��．３５ｃ 7�１０ ��．１７ｂ 7�１７ ��．８７ａ 7�１５ ��．８８ａ 7�１７ �X．６９ａ 7�２４ !,．９７ｂ 7�２１ #�．７０ｃ 7�２７ $�．０１ａ
7�Ｐ９８１ �!7�７ �`．３８ｂ 7�８ ��．０８ｂ 7�１０ ��．０３ａ 7�１０ ��．１７ｃ 7�１３ ��．２４ａ 7�１１ �X．８９ｂ 7�１８ !,．３０ｃ 7�２２ #�．９６ａ 7�２０ $�．６８ｂ
7�ＰＥ３２ �-7�１２ �`．６６ａ 7�９ ��．８８ｂ 7�９ ��．０７ｂ 7�１８ ��．１５ａ 7�１６ ��．６３ｂ 7�１５ �X．６７ｂ 7�２５ !,．８６ａ 7�２３ #�．４６ｂ 7�２２ $�．４５ｂ
7�Ｒ９８１ �)7�９ �`．０２ａ 7�５ ��．０１ｂ 7�８ ��．２１ａ 7�１４ ��．３５ａ 7�１３ ��．６０ａ 7�１１ �X．２８ｂ 7�２１ !,．１９ａ 7�２１ #�．４２ａ 7�２１ $�．６７ａ
7�Ｘ６３ �7�６ �`．２１ａ 7�４ ��．８９ｂ 7�１２ ��．５８ａ 7�１２ ��．５１ａ 7�１９ !,．３７ａ 7�１７ #�．０２ｂ

7�Ｓ６３ ��7�６ �`．７０ａ 7�５ ��．９９ｂ 7�５ ��．８７ｂ 7�１５ ��．０４ａ 7�１１ ��．６５ｂ 7�１０ �X．２３ｂ 7�２０ !,．９８ａ 7�２０ #�．０４ａ 7�１６ $�．４９ｂ
7�Ｍ６３ ��7�１３ �`．２５ａ 7�８ ��．６５ｂ 7�７ ��．２２ｂ 7�１７ ��．６７ａ 7�１４ ��．７１ｂ 7�１２ �X．８４ａ 7�２５ !,．８８ａ 7�２２ #�．２３ｂ 7�１８ $�．４０ｃ
7�ⅡＹＨ１ �q7�８ �`．４９ａ 7�７ ��．３４ｂ 7�１１ ��．９６ａ 7�１２ ��．９２ａ 7�１７ !,．２５ａ 7�１７ #�．７９ａ

7�表４　不同留桩高度下再生稻的叶片光合速率

7�Ｔａｂｌｅ４．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ｒａｔｅｏｆｒａｔｏｏｎｉｎｇｒｉｃ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ｕｂｂｌｅｈｅｉｇｈｔ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ｒｏｐ． 7�μｍｏｌ／（ｍ 7�２ 7�·ｓ）

7�品种

7�Ｖａｒｉｅｔｙ

7�齐穗期

7�Ｆｕｌｌｈｅａｄ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7�４０ｃｍ 7�２０ｃｍ 7�１０ｃｍ

7�齐穗后１０ｄ

7�Ｔｅｎ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ｆｕｌｌｈｅａｄｉｎｇ

7�４０ｃｍ 7�２０ｃｍ 7�１０ｃｍ

7�齐穗后２０ｄ

7�Ｔｗｅｎｔｙ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ｆｕｌｌｈｅａｄｉｎｇ

7�４０ｃｍ 7�２０ｃｍ 7�１０ｃｍ

7�Ｐ２１０ �!7�２１ �`．３５ａ 7�２０ � ．２０ｂ 7�１９ ��．７８ｂ 7�１９ ��．０５ｂ 7�１７ ��．２５ｃ 7�２２ �X．７５ａ 7�１４ !,．２７ｂ 7�１４ #�．２０ｂ 7�１５ $�．０７ａ
7�Ｐ９８１ �!7�２０ �`．５７ａ 7�１８ � ．２５ｂ 7�１９ ��．７７ａｂ 7�２２ ��．５３ａ 7�２１ ��．２７ｂ 7�２０ �X．３５ｂ 7�１３ !,．６５ｂ 7�１５ #�．２０ａ 7�１３ $�．４８ｂ
7�ＰＥ３２ �-7�１５ �`．３０ｃ 7�１７ � ．７８ｂ 7�２０ ��．２８ａ 7�１９ ��．６８ａ 7�１９ ��．８３ａ 7�１８ �X．６３ｂ 7�１６ !,．４７ｂ 7�２１ #�．０５ａ 7�１５ $�．５５ｂ
7�Ｒ９８１ �)7�２１ �`．４０ａ 7�１８ � ．２５ｃ 7�１９ ��．６０ｂ 7�２０ ��．１０ａ 7�１６ ��．０３ｂ 7�１６ �X．８５ｂ 7�１６ !,．３０ａ 7�１３ #�．８７ｂ 7�１２ $�．６５ｂ

7�Ｘ６３ �7�１９ �`．８８ａ 7�１９ � ．５８ａ 7�２４ ��．１８ａ 7�２３ ��．６３ａ 7�１６ !,．１３ａ 7�１７ #�．３５ａ
7�Ｓ６３ ��7�２０ �`．７５ａ 7�２０ � ．０３ａ 7�１７ ��．９０ｂ 7�２２ ��．２０ａｂ 7�２３ ��．３３ａ 7�２１ �X．３０ｂ 7�１２ !,．４０ａ 7�１２ #�．４１ａ 7�１１ $�．３７ｂ
7�Ｍ６３ ��7�１７ �`．１３ｂ 7�１８ � ．１３ｂ 7�２０ ��．２０ａ 7�２１ ��．８８ａ 7�２０ ��．２０ｂ 7�１８ �X．７０ｃ 7�１２ !,．０５ｃ 7�１３ #�．９０ｂ 7�１５ $�．６０ａ
7�ⅡＹＨ１ �q7�２０ �`．２０ａ 7�１９ � ．０８ｂ 7�２３ ��．３３ｂ 7�２４ ��．１０ａ 7�１４ !,．１５ｂ 7�１５ #�．３５ａ

7�６３齐穗期和齐穗后２０ｄ以低桩处理最高，齐穗后

１０ｄ以高桩处理最高。虽具有品种间差异，但高桩

再生型品种一般表现为中、高桩处理光合速率大于

低桩处理（表４）。可见，３种类型再生稻产量高低与

光合速率大小具有明显相关性，从发挥光合优势、提

高产量的角度出发，再生稻的留桩高度应根据其再

生类型来定。

7�２．３．３　作物生长率与净同化率

7�　　留桩高度对再生稻孕穗至成熟期作物生长率

（ＣＧＲ）和净同化率（ＮＡＲ）具有显著影响。作物生

长率在３种再生类型品种间表现出较明显的规律：

高桩再生型品种多以高桩处理最高，中、低桩处理间

差异不大；低桩再生型品种以低桩或中桩处理最高，

高桩处理较低；而中高桩再生型品种表现为中桩处

理显著高于高桩处理。净同化率在３种再生类型品

种间的表现无明显规律，即再生类型相同的品种间

也存在明显差异：低桩再生型品种培两优２１０表现

为高桩处理＞低桩处理＞中桩处理，而培两优９８１

高、中、低桩处理间无显著差异；高桩再生型品种中，

培 两优Ｅ３２、Ｒ９８１与新香优６３表现较一致，均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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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表５　不同留桩高度下再生稻孕穗至成熟期的作物生长率与净同化率

7�Ｔａｂｌｅ５ Ｃｒｏｐ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ａｎｄｎｅｔ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ｒａｔｏｏｎｉｎｇｒｉｃｅｆｒｏｍｂｏｏｔｉｎｇｔｏ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ｕｂｂｌｅｈｅｉｇｈｔ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ｒｏｐ．

7�ｇ／（ｍ 7�２ 7�·ｄ）

7�品种

7�Ｖａｒｉｅｔｙ

7�作物生长率Ｃｒｏｐ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

7�４０ｃｍ 7�２０ｃｍ 7�１０ｃｍ

7�净同化率 Ｎｅｔ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7�４０ｃｍ 7�２０ｃｍ 7�１０ｃｍ

7�Ｐ２１０ �!7�９ ��．２７ｂ 7�７ ��．１２ｃ 7�１０ �M．８２ａ 7�７ ��．０１ａ 7�５ !�．１９ｃ 7�６ $#．１２ｂ

7�Ｐ９８１ �!7�６ ��．２９ｂ 7�７ ��．９７ａ 7�６ �M．６３ｂ 7�７ ��．７５ａ 7�７ !�．９６ａ 7�７ $#．６９ａ
7�ＰＥ３２ �-7�８ ��．７３ａ 7�７ ��．４５ｂ 7�６ �M．９６ｂ 7�６ ��．１３ｂ 7�７ !�．３３ａ 7�６ $#．０４ｂ
7�Ｒ９８１ �)7�８ ��．２９ａ 7�８ ��．７８ａ 7�７ �M．９４ａ 7�８ ��．６２ｃ 7�１２ !�．０４ａ 7�９ $#．９１ｂ
7�Ｘ６３ �7�８ ��．００ａ 7�６ ��．２０ｂ 7�７ ��．３８ｂ 7�１０ !�．０４ａ
7�Ｓ６３ ��7�８ ��．２４ａ 7�７ ��．１６ｂ 7�７ �M．０１ｂ 7�１０ ��．３９ａ 7�６ !�．６０ｃ 7�９ $#．３５ｂ

7�Ｍ６３ ��7�８ ��．６１ａ 7�６ ��．１０ｂ 7�６ �M．２９ｂ 7�３ ��．９４ｂ 7�４ !�．１８ｂ 7�６ $#．２０ａ
7�ⅡＹＨ１ �q7�５ ��．２９ｂ 7�８ ��．１７ａ 7�５ ��．５０ｂ 7�９ !�．７２ａ

7�表６　不同留桩高度下再生稻剑叶的磷酸蔗糖合酶活性

7�Ｔａｂｌｅ６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ｓｕｃｒｏｓｅ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ｓｙｎｔｈａｓｅｉｎｆｌａｇｌｅａｆｏｆｒａｔｏｏｎｉｎｇｒｉｃ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ｕｂｂｌｅｈｅｉｇｈｔ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ｒｏｐ． 7�ｍｇ／（ｇ·ｈ）

7�品种

7�Ｖａｒｉｅｔｙ

7�齐穗期Ｆｕｌｌｈｅａｄ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7�４０ｃｍ 7�２０ｃｍ 7�１０ｃｍ

7�齐穗后１０ｄＴｅｎ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ｆｕｌｌｈｅａｄｉｎｇ

7�４０ｃｍ 7�２０ｃｍ 7�１０ｃｍ

7�Ｐ２１０ �s7�８１ ��．６４ｂ 7�９６ ��．６５ａ 7�９９ �M．３７ａ 7�２１ ��．７８ｃ 7�３１ !�．８０ｂ 7�５１ $:．２４ａ
7�ＰＥ３２ ��7�７３ ��．４４ａ 7�７９ ��．４３ａ 7�７３ �M．６９ａ 7�３０ ��．４８ｃ 7�３８ !�．７５ｂ 7�６０ $:．０７ａ

7�表７　不同留桩高度下再生稻的粒叶比

7�Ｔａｂｌｅ７．Ｒａｔｉｏｏｆｇｒａｉｎｎｕｍｂｅｒｔｏｌｅａｆａｒｅａｏｆｒａｔｏｏｎｉｎｇｒｉｃ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ｕｂｂｌｅｈｅｉｇｈｔ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ｒｏｐ． 7�粒／ｃｍ 7�２

7�留桩高度

7�Ｓｔｕｂｂｌｅｈｅｉｇｈｔ／ｃｍ
7�Ｐ２１０ ��7�Ｐ９８１ �p7�ＰＥ３２ ��7�Ｒ９８１ ��7�Ｘ６３ �V7�Ｓ６３ �<7�Ｍ６３ !77�ⅡＹＨ１ #S
7�平均

7�Ａｖｅｒａｇｅ

7�４０ 7�０ �4．７３ｂ 7�１ ��．３１ｂ 7�１ �k．０４ａ 7�１ ��．１８ａ 7�０ ��．７０ｂ 7�０ ��．８３ｂ 7�０  �．６２ａ 7�０ "�．７１ｂ 7�０ $�．８９

7�２０ 7�０ �4．８１ｂ 7�１ ��．２８ｂ 7�１ �k．０１ａ 7�０ ��．８１ｂ 7�０ ��．９１ａ 7�０ ��．９５ｂ 7�０  �．５３ａ 7�０ "�．８３ａ 7�０ $�．８９

7�１０ 7�１ �4．０１ａ 7�１ ��．５１ａ 7�１ �k．１０ａ 7�１ ��．２７ａ 7�１ ��．２７ａ 7�０  �．６３ａ 7�１ $�．１３

7�桩处理最高，而汕优６３、明恢６３则不同（表５）。可

见，留桩高度对ＣＧＲ的影响与再生类型有关，而其

对ＮＡＲ的影响与再生类型无关。

7�２．３．４　叶片磷酸蔗糖合酶活性

7�叶片的磷酸蔗糖合酶（ＳＰＳ）是影响蔗糖合成和

光合产物输出的关键酶，是衡量源活性的指标之一。

以培两优２１０、培两优Ｅ３２分别作为低桩再生型与

高桩再生型的代表品种，考查了留桩高度对两类再

生稻叶片ＳＰＳ活性的影响（表６）。培两优２１０齐穗

期叶片ＳＰＳ活性表现为低桩处理＞中桩处理＞高

桩处理，且前两者显著高于后者，齐穗后１０ｄ仍表

现为低桩处理＞中桩处理＞高桩处理，且３个处理

间的差异均达显著水平；培两优Ｅ３２齐穗期处理间

叶片ＳＰＳ活性无显著差异，而齐穗后１０ｄ也表现低

7�桩处理＞中桩处理＞高桩处理趋势。可见，留桩高

度对剑叶ＳＰＳ活性有显著影响，而不同再生类型品

种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齐穗期。

7�２．４　留桩高度对粒叶比的影响

7�留桩高度对再生稻粒叶比存在显著影响，但不

同类型品种表现不一致。低桩再生型品种再生稻粒

叶比以低桩处理最高，中、高桩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中高桩再生型品种中桩处理显著高于高桩处理；高

桩再生型品种间表现不完全一致，培两优Ｅ３２、明恢

６３各处理间差异不大，新香优６３、汕优６３随留桩高

度下降而增大，而Ｒ９８１以中桩处理最低，高、低桩

处理间差异不显著（表７）。

7�相关分析表明，再生稻产量与粒叶比间的相关

系数在高、中、低桩条件下分别为－０．１８２１、０．０４８３

和０．２９５９，产量与最大ＬＡＩ间的相关系数在高、中、

7�低桩条件下分别为０．６３４５、－０．０４８７和０．１８９３，产

量与每穗粒数间的相关系数在高、中、低桩条件下分

别为０．４６４８、０．５９１１和０．８７６３（中、高桩处理，ｎ＝

８，ｒ 7�０．０５ 7�＝０．７０６７；低桩处理，ｎ＝６，ｒ 7�０．０５ 7�＝０．８８２２）。

可见，各留桩高度下再生稻均不能依靠增大粒叶比

获得高产。同时，再生稻源库类型与留桩高度有关，

高桩条件下倾向于增源增产型，而中低桩条件下倾

向于增库增产型。

7�２．５　留桩高度对再生稻物质运转的影响

7�２．５．１　枝梗过氧化氢酶活性

7�　　留桩高度对再生稻枝梗过氧化氢酶活性具有显

7�３１５ 7�易镇邪等：留桩高度对再生稻源库性状与物质运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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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表８　不同留桩高度下再生稻枝梗过氧化氢酶活性

7�Ｔａｂｌｅ８．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ｃａｔａｌａｓｅｉｎｒａｃｈｉｓ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ｏｆｒａｔｏｏｎｉｎｇｒｉｃ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ｕｂｂｌｅｈｅｉｇｈｔｓｏｆｔｈｅｍｅｉｎｃｒｏｐ． 7�ｍｇ／（ｇ·ｍｉｎ）

7�品种　

7�Ｖａｒｉｅｔｙ　

7�齐穗期Ｆｕｌｌｈｅａｄ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7�４０ｃｍ 7�２０ｃｍ 7�１０ｃｍ

7�齐穗后２０ｄＴｗｅｎｔｙ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ｆｕｌｌｈｅａｄｉｎｇ

7�４０ｃｍ 7�２０ｃｍ 7�１０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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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ＰＥ３２ �-7�２９ ��．２９ａ 7�２３ ��．０９ｂ 7�２２ �M．３３ｂ 7�２１ ��．７７ａ 7�２０ !�．７１ａｂ 7�２０ $:．４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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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ⅡＹＨ１ �q7�３９ ��．１２ａ 7�３７ ��．４３ａ 7�２２ ��．７３ｂ 7�２８ !�．７９ａ

7�表９　不同留桩高度下再生稻茎叶碳水化合物（可溶性糖＋淀粉）含量

7�Ｔａｂｌｅ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ｓｏｌｕｂｌｅｓｕｇａｒ＋ｓｔ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ｌｅａｖｅｓｏｆｒａｔｏｏｎｉｎｇｒｉｃ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ｕｂｂｌｅｈｅｉｇｈｔ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ｒｏｐ．

7�品种

7�Ｖａｒｉｅｔｙ

7�留桩高度

7�Ｓｔｕｂｂｌｅｈｅｉｇｈｔ

7�／ｃｍ

7�茎鞘Ｓｔｅｍａｎｄｓｈｅａｔｈ

7�齐穗期

7�ＦＨＳ／％

7�成熟期

7�ＭＳ／％

7�下降

7�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7�叶片 Ｌｅａｆ

7�齐穗期

7�ＦＨＳ／％

7�成熟期

7�ＭＳ／％

7�下降

7�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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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Ｓ６３ ��7�４０ ��7�２０ ��．８８ 7�１１ �9．１１ 7�９ �w．７７ 7�１０ ��．５７ 7�５ "E．５８ 7�４ $o．９９
7�２０ ��7�１９ ��．３１ 7�１５ �9．６３ 7�３ �w．６８ 7�１１ ��．５４ 7�９ "E．０５ 7�２ $o．４９
7�１０ ��7�２１ ��．６６ 7�１４ �9．６７ 7�６ �w．９９ 7�１２ ��．１３ 7�８ "E．４２ 7�３ $o．７１

7�　　ＦＨＳ，Ｆｕｌｌｈｅａｄ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ＭＳ，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ｓｔａｇ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ｍｅａｎｓ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ａｔｆｕｌｌｈｅａｄ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ａｎｄ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ｓｔａｇｅ．

7�著影响。低桩再生型品种培两优２１０表现低桩处理

＞中桩处理＞高桩处理的趋势，两个时期表现一致；

培两优９８１以低桩处理最高，中桩处理最低，低、高

桩处理间差异不显著。中高桩再生型品种Ⅱ优航１

号齐穗期以高桩处理略高，而齐穗后２０ｄ中桩处理

高于高桩处理。高桩再生型品种间有一定差异，一

般以高桩或中桩处理最高，低桩处理最低（表８）。

可见，留桩高度影响再生稻枝梗过氧化氢酶活性，具

体影响与再生类型有关，低桩与中高桩再生型品种

枝梗过氧化氢酶活性多随留桩高度下降而增强，而

高桩再生型品种则相反。

7�２．５．２　碳水化合物转运

7�以４个组合为例考查了不同留桩高度下再生稻

碳水化合物（可溶性糖＋淀粉）的转运情况（表９）。

各品种茎鞘和叶片碳水化合物含量，齐穗期分别为

１９％～２６％和１０％～１５％，成熟期分别为１１％～

２０％和６％～１３％，表明齐穗后各品种再生稻茎叶

碳水化合物向外转运，碳水化合物转运率，特别是茎

鞘碳水化合物转运率明显受到再生类型和留桩高度

的影响：高桩条件下，培两优２１０（低桩再生型）茎鞘

碳水化合物转运率低于其他３个品种（高桩再生

型），而中、低桩条件下表现恰恰相反；培两优２１０茎

鞘碳水化合物转运率随留桩高度下降而增大，而其

他３个品种一般以高桩处理最大，中桩处理最低。

由此可见，再生稻茎鞘碳水化合物转运与品种的再

生类型和留桩高度密切相关。

7�３　讨论

7�３．１　再生稻类型划分与低桩再生稻的利用

7�在再生稻类型划分上，罗文质 7�［１８］ 7�将再生稻品种

7�分为上位芽再生、上下位芽再生、下位芽再生等３种

类型。凌启鸿 7�［１９］ 7�将供试品种分为高节位再生稻型、

7�低节位再生稻型、全节位再生稻型和少节位再生稻

型。在再生稻生产上，关系到各节位腋芽去留的是

留桩高度。因此，从生产实践操作出发，以适宜留桩

高度来区分再生稻再生类型更为合理。本研究８个

供试品种（组合）可分为３种再生类型：高桩再生型

（培 两优 Ｅ３２、新香 优 ６３、汕优 ６３、明 恢 ６３ 和

7�４１５ 7�中国水稻科学（ＣｈｉｎＪＲｉｃｅＳｃｉ）　第２３卷第５期（２００９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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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９８１）、低桩再生型（培两优２１０和培两优９８１）和中

高桩再生型（Ⅱ优航１号）。高桩再生型即留高桩条

件下再生季产量最高的品种，低桩再生型即留低桩

条件下再生季产量最高的品种，而中高桩再生型即

高桩与中桩条件下再生季产量相当的品种。

7�再生稻品种（组合）的利用，应该有针对性地采

取栽培措施，留桩高度的确定，应考虑到品种特性，

应该意识到低桩再生稻的产量潜力不可忽视。众所

周知，再生稻推广中存在的一个难点在于留桩太高

不利于头季稻的收割，农民不易接受。而低桩再生

稻自然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因此，低桩再生稻更易

于推广应用。本研究中的培两优 ２１０和培两优

９８１，特别是培两优２１０是理想的低桩再生稻品种，

它在留桩１０ｃｍ 条件下产量最高，达到３４７６ｋｇ／

ｈｍ 7�２ 7�，适于大面积推广应用。研究发现，培两优２１０

低位再生稻增产的主要原因是每穗粒数增加、ＬＡＩ

增大、粒叶比增大、光合速率提高、枝梗过氧化氢酶

活性增强等。另有离体条件下的试验表明，培两优

２１０倒４节腋芽再生率达到５３４％，每穗粒数接近

３００粒 7�［２０］ 7�，这充分展示了培两优２１０低位再生的高

产潜力。

7�低桩再生稻尽管有效穗数减少，但其每穗粒数

大大增加，而一般情况下千粒重下降幅度不会太大，

因而低桩再生稻的利用在于解决低位再生苗早生快

发和结实率较低的问题。这有待深入研究。

7�３．２　留桩高度对不同类型再生稻源库特性与物质

运转的影响

7�留桩高度是关系到水稻再生培植成败的重要因

素之一。前人在留桩高度对再生稻产量性状、腋芽

萌发与 再生率、农艺性状等方面 进行了大量研

究 7�［１，８-１１］ 7�。本研究以８个来源较广泛的品种（组合）

为试验材料，研究了留桩高度对３种再生类型水稻

品种再生稻源库性状与物质运转特性的影响，并对

其内在生理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获得了一些初步

结果。

7�研究发现，再生稻每穗粒数随留桩高度降低而

增加，且低桩再生型品种增幅更大；高桩与中高桩再

生型品种再生稻ＬＡＩ以高桩处理最大，而低桩再生

型品种以低桩处理最大；高桩再生型品种灌浆期光

合速率以中、高桩处理较大，中高桩与低桩再生型品

种齐穗期以高桩处理最大，而齐穗后１０ｄ和２０ｄ以

7�中低桩处理较大；高桩再生型品种再生稻作物生长

率以高桩处理最高，而中高桩、低桩再生型品种以低

桩或中桩处理最高；高桩再生型品种茎鞘碳水化合

物转运率以高桩处理较高，而低桩再生型品种以中、

低桩处理较高。由此可见，再生稻源库特性与物质

运转受留桩高度影响，且不同再生类型品种间有明

显差异。

7�本研究对不同留桩高度下再生稻叶片磷酸蔗糖

合酶（ＳＰＳ）和枝梗过氧化氢酶（ＣＡＴ）的活性进行了

测定，发现留桩高度对剑叶ＳＰＳ活性有显著影响，

一般表现低桩处理＞中桩处理＞高桩处理的趋势；

不同再生类型品种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齐穗期：低

桩再生型组合培两优２１０齐穗期ＳＰＳ活性表现为

低桩处理＞中桩处理＞高桩处理，而高桩再生型组

合培两优Ｅ３２齐穗期处理间ＳＰＳ活性无显著差异。

同时发现，留桩高度影响再生稻枝梗ＣＡＴ活性，且

与再生类型有关。低桩与中高桩再生型品种枝梗

ＣＡＴ活性多随留桩高度下降而增强，而高桩再生型

品种则相反。相关分析表明，齐穗期剑叶ＳＰＳ活性

与产量间相关性很小（培两优２１０和培两优 Ｅ３２的

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２４５６和－０．０８６７），而齐穗后１０

ｄ的ＳＰＳ活性与产量间相关性较为明显，但两种类

型组合间差异 显著，培两优 ２１０表 现为正（ｒ＝

０．７２５２），而培两优 Ｅ３２表现为负（ｒ＝－０．９５６５）；

齐穗期和齐穗后２０ｄ的ＣＡＴ活性与产量均呈正相

关，且高桩再生型组合表现更明显（培两优２１０的相

关系数分别为０．６７１２和０．５１８１，培两优Ｅ３２的相

关系数分别为０．９２９８和０．９５８３）。有关留桩高度

影响不同类型再生稻源库特性的生理机制，仍需深

入研究。

7�留桩高度是影响再生力的重要因素 7�［６-１２］ 7�，而施

氮量同样显著影响再生力和再生稻产量 7�［２１-２２］ 7�。罗

玉水 7�［２３］ 7�研究了施氮量和栽培密度对再生稻的互作

效应。徐富贤等 7�［２４-２６］ 7�对再生稻促芽肥高效施用量

与头季稻源库特性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而目前

有关留桩高度与施氮量对再生稻互作效应的研究极

少，以不同再生类型品种为对象开展的此类研究尚

未见报道。本研究对留桩高度对３种再生类型水稻

品种（组合）再生稻源库性状与物质运转特性的影响

开展了研究，但仅是一年试验结果，且受试验材料限

制，因此，选择典型代表品种（组合），开展施氮量与

留桩高度间的互作关系及其对不同再生类型水稻品

种（组合）再生力、产量构成、源库特性、根系活力、激

素水平和酶活性等的影响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与实践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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