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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 自然界
,

小麦依其冠层温度的状态可分为冷 型
、

暖型和 中间型
.

冷型小麦和其他两 类

小麦相比
,

具有优 良的代谢功能
、

组 织结构和较强的抗逆性
,

非常利于小麦的高产
、

稳产
.

在环

境生态条件尤其气象条件影响下
,

对 1 7 项重要小麦品质性状变异的研 究表 明
,

冷 型小麦和暖型
、

中间型小麦相比
,

其 品质的变异小
、

稳定性好
,

这利于 已经 实现的品质育种 目标在 生产 中的保持

和重演
.

造成冷型小麦品质稳定性强 的基本原因是不 同环境下代谢功能较为稳定
.

由于冷型小麦

在产量和 品质方面 的一系列优 良特性
,

有可 能在冷型小麦上出现集高产
、

稳产
、

优质
、

稳质于 一

身的优势生产状态
,

这对小麦品质变化理论 的深入探讨和小麦生产的进一 步提升均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

关键词 冷型小麦 品质变异 稳定性

小麦品质稳定性 的问题 越来越 引起人们 的注

意
.

因为
,

当今在把小麦优质作为主要育种 目标 之

一的潮流中
,

所育出的具有较好品质 的品种在生产

中并不能经常再现他们的品质水平
,

优 良品质性状

变成非优 良品质性状
,

优质品种变成非优质品种屡

有发生
,

这对小麦生产
、

粮食加工
、

出口 贸易和人

民生活造成了负面影 响
.

引起品质变异 的主要原因

是环境生态条件发生 了变化
,

其中气象条件的改变

具有突出作用
.

在前人的研究中
,

一些学者注意到

不同小麦基因型在品质变异中的差异
,

并且注意到

少数小麦基 因型具 有品质变 异较小
、

较稳定 的特

性 〔 1一幻
,

但未能加 以深究
,

致使这项具有重要意义

的研究仍处在一种结果分散零碎
、

缺乏规律性认识

的状态
.

近些年来
,

作 者开展 了小 麦 品质 变异研

究
,

并把研究对象锁定在冷型
、

暖型和中间型小麦

身上
.

这 3 类温度型小麦 的基本概念是
:

在任何一

个小麦生态地区
,

若 以当地生产上经久不衰的小麦

品种作为比对的标准
,

则所有的小麦材料和品种都

可分别归属于 3 种温度 型
,

即冷 型
、

暖型 和中间

型仁6一 llj
.

所谓冷型小麦是指灌浆结实期 (开花到成

熟 )和标准品种相 比冠层温度与之相 当或持续偏低

的小麦 ; 如果 冠温表 现为持续偏高则 称为 暖型小

麦 ; 还有一些小麦
,

他们的冠温在有些年份似冷型

小麦 (冷型态 )
,

有些年份似暖型小麦 ( 暖型态 )
,

有

些年份先暖后冷 (冷尾 态 )
,

有些年份先冷后 暖 (暖

尾态 )
,

或表现为更复杂的温度态
,

不像冷型和暖

型小麦的冠温那样单一
,

则这些小麦称之为 中间型

小麦
,

他们 目前是生产上的主体
.

很显然
,

这种类

型的小麦其温度态不够稳定
,

具多态性
.

小麦温度

型和植株代谢功能有着十分紧密 的联系
,

冷型小麦

的代谢功能最好且较稳定
; 暖型小麦最差

; 中间型

小麦的变化较大
,

当某年 的冠温表现为冷 型态 时
,

其代谢功能和冷型小麦较接近
,

表现为暖型态时则

和暖型小麦较 相似
.

另外
,

组 织结构 的研究亦 表

明
,

冷型小麦具有较明显的复杂化倾 向
,

对正常或

不利环境下保持好的活力有积极促进作用
.

若对上

述 3 类温度型小麦从种质角度进行审视
,

则他们可

分别冠以低温 种质
、

高温 种质和 中间温种 质 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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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

由于冷型小麦具有 良好 的代谢功能
、

组织结构

和较强的抗逆性
,

非常利于高产
、

稳产
,

因而引起

了人们的重视
,

当然
,

这也就引发 了人们进一步关

注它的品质变化的兴趣
.

事实是
,

当把这 3 类温度

型小麦置于对小麦品质有突出影响的不同气象条件

下时
,

品质变异不可抗拒地发生 了
,

完全符合人们

早已知道 的
“
环 境变

,

品质变
”
的规律

.

不仅 如

此
,

令人注 目的另外一种现象也浮出了水面
,

即参

试材料的品质变异程度深深 打上 了温度型的烙 印
,

出现了依温度型之不同而使品质变异有明显 区隔的

状况
.

这使人们认识到
,

对小麦品质变异的某些重

要生物学现象很有探索的必要
,

下面围绕不同气象

条件对以冷型小麦为主的不同温度型小麦籽粒品质

的作用这一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阐述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实验设计

试验地位于中国陕西省渭河谷地的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农作试验站
,

该站位于东经 1 08
“

04
’ ,

北 纬

34 02 0 ` ,

属中国最重要 的小麦产区— 黄淮平原冬

麦区
,

为暖温带半湿润气候
,

年平均气温 1 2
.

9℃
,

年平均降水量 62 3
.

2 m m
·

从 2 0 0 0 年秋播起连续 5 年进行了小麦品质变异

研究
.

为使小麦生长发育 的环境气象条件形成鲜明

对比
,

不但在试验站连年构建了模拟干旱棚
,

而且

在 2 0 0 4 年
、

2 0 0 5 年还连续两年构建了模拟阴雨棚
,

从 4 月中旬起 (小麦拔节后期 )直到 6 月上旬 (小麦成

熟 )止
,

对干旱棚 内的小麦材料断绝了一切形式 的

水分补给
,

造就了一个和棚外土壤相 比十分严重 的

干旱环境
; 与此同时

,

在阴雨棚 内安装了人工降雨

装置
,

对小麦材料施行 了间隙性定时降雨
,

造就 了

同样严重的连阴雨环境
.

如干旱棚 2 。。 4 年 5 月 21

日 (乳熟期 ) 测定
,

土壤 深度从 。一 100
c m

,

土壤 湿

度为 7
,

9 %一 12
.

5%
,

总体 已十分干旱
,

表层土壤

已达到凋萎湿度
.

同年阴雨棚内
,

不但光强减弱到

自然光强的 50 %
,

且基本每隔 2 日通过棚 内均匀分

布的 喷 头降雨 一 次
,

到成 熟时
,

总 降 雨 量 已 达

16 3
.

0 m m
,

远 超 过 当 地 同 期 平 均 自然 降 水 量

7 8
.

7 m m的水平
,

也突破 了 2 a0 来 当地同期最 多降

水量 1 35
.

3 m m 的界限
.

参试的典型冷型小麦材料有小堰 6 号
,

陕 2 29
,

R B 6 和 4 3 9
,

其中小堰 6 号是本实验认定 的标准品

种
,

它是远 缘杂交 的产 物
,

在 当地 生产上 已使用

3 o a ,

经久不 衰
,

不但 产量较高
、

较稳
,

且品质优

良
.

为显示冷型小麦品质变异的特点
,

特选用典型

的暖型小麦堰师 9 号
,

N R 9 4o s
,

9 4 3 0
,

9 5 H 7 和典

型的中间型小麦 N C 3 3 2
,

矮丰 3 号
,

商 1 8 8
,

T U Z

作为对照
.

这些材料按同一规格分别种植在干早棚

内
、

阴雨棚内和棚外正常 自然条件下
,

其基本状况

是
:

前作均为空茬
,

土壤均为红油土
,

它们的肥力

属当地 中上等水平
,

即按常规施基肥
、

追肥后每公

顷约有 6 0 0。一 7 5 0 0 k g 籽粒产出
;
小麦材料随机排

列
,

重复 3 次
,

每 小 区 5 行
,

行 长 1
.

s m
,

行 距

。
.

25 m
,

株距 。
.

03 m
,

于 10 月上 旬 ( 当地 最佳播

期 )点播
; 小麦越冬期间适时进行 了冬灌

,

其他诸

如中耕
、

施肥
、

防治病虫害等皆按黄淮平原品种 比

较试验的要求进行
.

为了取得更为丰富的小麦品质变异资料
,

还在

2 0 0 4 年将上述小麦材料分别种植在关 中东部旱源的

合阳和长江下游 的杭州
,

合 阳的干旱十分严重
,

干

热风亦常有侵扰
,

而杭州则是小麦生育后期湿害的

重发地区
.

这样
,

以冷型小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全

部参试材料就置于多年
、

多地
、

多种试验处理并以

正常
、

干旱
、

连阴雨天气为主要内容的多样环境条

件影响之下
,

获得 了较 为丰 富的小麦品质变异资

料
.

1
.

2 测定方法

首先
,

对小麦材料在正常
、

干旱和阴雨天气条

件下的冠层温度进行 了测定
,

所用仪器为中国北京

思爱迪生态科学仪器公司制造的 B A U一 I 型红外测

温仪
,

该仪器的分辨率为 0
.

1℃
,

测温精度 为常温

士 0
.

2℃
,

响应时间 2一 3 5 ,

视场角 o5
,

比辐射率

。
.

9 5 ; 观测时间以 13
:

00 一 15
:

00 各小麦材 料冠

温差异最明显时为主 ; 测定方法系农 田小气候观测

常用的对称法
.

小麦成熟收获并在安全水分下储存 3 个月后
,

测定了每个小麦材料 17 项重要品质性状
.

蛋白质

含量用 P e r t e n 公司生产 的 In f o r m a t i。 8 6 2 0 近红外

分析仪按 国际谷物化学协会 ( IC C ) 2 02 方法测定
;

出粉率用 B r a b e n d e r 公司生产的 Q u a d r u m a t J u n i 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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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磨粉机出粉并计算出粉率
;籽粒硬度用近红外

法 (N IR ) 测定 ;面筋含量用 F a l l i ng N um b e r公司生

产的 G l u t om a t is c ys t em 2 2 0 0 面筋测定仪按 I C C 1 0 6

方法测定
;沉降值用 B r

ad e de n
r公 司生产的沉降值

仪按 I C C n6
,

n s 方 法 测定
; 粉 质 图诸 参 数 用

B r a b e n d e r 公司生产 的粉质仪用 I C C 1 1 5 方法测定
;

拉伸图诸参数用 B ar be
n de r

公司生产的拉伸仪按美

国谷物化学协会 ( A A C C ) 5 4一 10 方法测定
.

表 1 不 同小麦材料拉伸面积变异分级

级别 变异系数分组 /% 小麦材料及其变异系数 /%

1 10
.

12 0一 1 5
.

8 0 6

11 1 5
.

8 0 6一 2 1
.

4 9 2

m 2 1
.

4 92一 2 7
.

1 7 8

2 结果与分析

2
.

1 品质变异分级

小麦材料在上述多种反差很 大的天气条件作用

下
,

其品质发生了变异
.

为 了清楚表示 品质变异 的

差别
,

作者首 先 以本 实验所提 供 的品质数据 为依

据
,

求出每个 小麦材料
、

每个 品质性 状 的变异 系

~
_

。 。 ~
_ ,

S
, 、 .

_ _ _ , , 、

_ _ _ _
、 。

一
二

_

数
,

即 c v 一若(式 中 C v 代表变异系数
,

灭代表样
X 一

、 ’ 一 ’ “ r -

一 ”
` 、

~
’

一
` M 一

~ ”

本均值
,

S 代表标准差 )
.

然后将全部参试材料
、

每

个品质性状的变异系数通 过找 出最大值与最小值
、

决定组距和组数
、

决定分点和数 出频数等一系列步

骤
,

定出每个材料
、

每个 品质性状变异的级别
,

比

如拉伸面积这一 品质性状 变异 的分 级就如表 1 所

2 7
.

1 78一 3 2
.

8 6 4

3 2
.

8 6 4一 3 8
.

5 5 0

R B6 ( 1 5
.

0 8 )
,

N R 9 40 5 ( 14
.

0 6 )
, 9 5 H 7

( 1 0
.

12 )

小僵 6 号 ( 2 0
.

4 4 )
,

陕 2 2 9 ( 2 0
.

7 7 )
, 4 5 9

( 1 6
.

6 9 )

堰师 9 号 ( 2 7
.

1 4 )
, 94 3 0 ( 2 6

.

5 0 )
,

N C 3 3 2

( 2 2
.

3 5 )

矮丰 3 号 ( 2 9
.

47 )
,

商 1 8 8 ( 32
.

7 7 )

T U Z ( 3 8
.

5 5 )

VlV

在表 1 中
,

I 级表示 该品质 性状 变异小
、

稳

定 ; 11 级表示变异系数较小
、

较稳定
; m 级表示变

异
、

稳定性 处于居 中状 态 ;
W 级表示变异 系数较

大
、

较不稳定
; V 级表示变异系数大

、

不稳定
.

本

研究 中所有小麦材料 的所有 17 个品质性状均按上

述步骤进行 了品质变异程度分级
,

这为下面进一步

的分析奠定 了基础
.

2
.

2 冷型小麦品质变异状况

冷型小麦及其对照暖型和中间型小麦各品质性

状的变异级别频数见表 2
.

表 2 不 同温度型小麦各品质变异级别频数分布表

级别
冷型小麦 暖型小麦 中间型小麦

小很 6号 陕 2 2 9 R B 6 恨师 9 号 N R 9 4 o s 94 30 9 5 H 7 N C 3 3 2 矮丰 3 号 商 1 8 8 T U Z

从表 2 看出
,

在全部 5 个等级 17 项 品质性 状

中
,

几乎所有小麦材料在某个级别上都有某项或某

几项品质性状的变异分布
, “ O ”

者很少
,

但分布的

趋势有明显不同
,

即冷型小 麦在变 异系数较 小 的

工
,

n 级其频数之和明显高于变异系数较大 的W
,

V级的频数之和
,

中间型小麦 的频数分布状况与上

述完全相反
,

而暖型小麦则居于冷型和中间型小麦

之间
.

为了更清楚地显示出上述分布特征
,

现将总体

上品质变异较小的 工
,

n 级归为一类
,

变异较大的

W
,

V 级归为另一类
,

并求 出各小麦材料的相对频

数 (图 1
,

图 2 )
.

相对频数表示每个小麦材料在全部 17 项 品质
J

胜状 中
,

其变异 出现在 工一 n 级 ( W一 V 级 ) 的品质

项 目占全部 品质项 目的百分 比
.

经对图 1 中冷 型
、

暖型和中间型小麦 的相对频数 进行 F 检验
,

F -

48
.

54
,

则 F > OF
.

。 ,
( 2

,

9) 一 8
.

02
,

差异达极显著水

平
.

经对 图 2中冷 型
、

暖型和 中间型 小麦 的相对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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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温度型小麦在品质变异

I 一 I 级范围 内的相对颇数

图中从左到右冷 型小麦分别代 表小恨 6 号
,

陕 2 2 9 ,

R B6 和

4 3 9 , 暖型小麦分别代表僵师 9 号
,

N R 94 0 5 , 9 4 3 0 和 95 H 7 ;

中间型小麦分别代表 N C 3 3 2
,

矮丰 3 号
,

商 1 88 和 T U Z

不同气象条件 作用下
,

其品质 变异有 明显 的变 异

小
、

稳定性好的倾向
,

这和其他两类温度型小麦形

成较大反差
,

尤其和 中间型小麦的差异更大
.

下面进一步用各小麦材料全部 17 项 品质性状

变异等级的加权平均值来 阐明不同温度型小麦的品

质变异状况
.

各品质性状对综合品质 的贡献 即权数

依
“

加权法
’

,l[
2〕确定

,

并算 出每个小麦材料
、

每个

品质性状变异等级的加权值
,

再据

万 _ f
, x ,
十 九 x2

“

飞 —

又 fx
十 f

3 x 3 ”
.

十 J杯
。

_ , 厂

图 2 不 同温度型小麦在 品质变异

F一 V 级范围内的相对频数

图中冷型
、

暖型和中间型小麦材料同图 1

数进行 F 检验
,

F ~ 14
.

87
,

则 F > OF
.

。 1
( 2

,

9) -

8
.

0 2
,

差异亦达极显著水平
.

这说明
,

冷型小麦在

求出各小麦材料品质变异等级的加权平均值
,

结果

见表 .3

从表 3 看出
,

冷型小麦各品质变异级别的加权

平均值明显较低
,

中间型小麦明显较高
,

暖型小麦

则居于上述两者之间
.

经对冷型
、

暖型和中间型小

麦的加权平均值进行 F 检验
,

F 一 3 2
.

28
,

则 F >

F o
.

。 1
( 2

,

9 ) = 8
.

0 2
,

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

这说明
,

不但从前面的品质变异级别频数
、

相对频数分布状

况看
,

还是从 品质变异的总体平均水平看
,

冷型小

麦都具有较为 明显 的品质变异小
、

稳定性好
、

保守

表 3 不同温度型小麦各 品质性状变异等级的加权值和加权平均值

品质性状
冷型小麦 暖型小麦 中间型小麦

小僵 6 号 陕 2 2 9

0
.

32 2 8

0
.

0 76 0

0
.

0 8 8 6

0 3 7 9 6

0
.

0 7 5 9

0
.

0 1 2 7

0
、

1 7 7 2

0 2 2 8 0

0
.

0 8 23

0
.

0 9 4 9

0 1 7 10

0
.

1 14 0

0
.

0 0 6 3

0
.

12 6 6

0
.

0 6 3 4

0
.

1 8 9 9

0
.

1 1 4 0

2
.

3 2 3 2

R B 6 4 3 9

蛋 白质含量 。
.

2 1 5 2

出粉率 0
.

0 7 6 0

籽粒硬度 。
.

13 2 9

湿面筋含量 0
.

1 8 9 8

干面筋含量 0
.

0 7 5 9

面筋指数 0
.

0 1 2 7

沉降值 0
.

0 8 8 6

吸水率 0
.

22 8 0

面团形成时间 0
.

0 8 2 3

面团稳定时间 。
.

18 9 8

弱化度 0
.

2 2 8 0

评价值 0
.

11 4 0

粉质指数 0
.

0 1 8 9

最大拉伸阻力 0
.

1 2 6 6

印 ~ 处拉伸阻力 0
.

0 3 1 7

延伸度 0
.

0 6 3 3

拉伸面积 0
.

1 1 40

加权平均值 1
.

98 7 7

0
.

4 3 0 4

0
.

1 5 2 0

0
.

0 8 8 6

0
.

0 94 9

0
.

05 0 6

0
.

0 3 8 1

0
.

17 7 2

0
.

3 8 0 0

0
.

0 8 2 3

0
.

1 8 9 8

0
.

0 5 7 0

0
.

1 1 4 0

0
.

0 12 6

0
.

18 9 9

0
.

0 6 3 4

0
.

25 3 2

0
.

0 5 7 0

2
.

0 8 9 0

0
.

4 3 0 4

0
.

0 3 8 0

0
.

2 2 1 5

0
.

2 8 4 7

0
.

0 2 5 3

0
.

0 6 3 5

0
.

2 6 5 8

0
.

22 8 0

0
.

0 8 2 3

0
.

0 9 4 9

0
.

0 5 7 0

0
.

0 5 7 0

0
.

0 0 6 3

0
.

0 6 3 3

0
.

0 3 1 7

0
.

2 5 3 2

0
.

1 1 4 0

2
.

3 1 69

僵师 9 号

0
.

3 22 8

0
.

0 38 0

0
.

0 4 4 3

0
.

3 7 9 6

0
.

0 7 5 9

0
.

0 2 5 4

0
.

3 5 4 4

0
,

30 4 0

0
。

0 8 2 3

0
.

0 9 4 9

0
.

1 14 0

0
.

2 2 8 0

0
.

0 1 2 6

0
.

1 8 9 9

0
.

0 9 5 1

0
.

3 1 6 5

0
.

1 7 1 0

2
.

8 4 8 7

N R 94 0 5

0
.

1 0 76

0
.

0 7 60

0
.

2 2 15

0
.

18 9 8

0
.

0 2 5 3

0
.

0 2 5 4

0
.

2 6 5 8

0
.

3 8 0 0

0
.

1 64 6

0
.

2 84 7

0
.

2 85 0

0
.

2 28 0

O
,

0 3 1 5

0
.

18 9 9

0
.

0 9 5 1

0
.

18 9 9

0
.

0 5 7 0

2
.

8 1 7 1

9 4 30 9 5 H 7

0
.

3 2 2 8

0
.

0 7 6 0

0
.

1 7 7 2

0
.

3 7 9 6

0
.

1 0 1 2

0
.

0 12 7

0
.

1 77 2

0
.

38 0 0

0
.

16 4 6

0
.

4 7 4 5

0 1 7 1 0

0
.

1 1 4 0

0
.

0 3 1 5

0
.

1 2 6 6

0
.

0 63 4

0
.

1 26 6

0
.

0 57 0

2
.

95 5 9

N C 3 3 2

0
.

3 2 2 8

0
.

15 2 0

0
.

13 2 9

0
.

2 8 4 7

0
.

0 5 0 6

0
.

0 5 0 8

0
.

1 7 7 2

0
.

38 00

0
.

4 1 15

0
.

4 7 4 5

0
.

2 5 8 0

0
.

2 2 8 0

0
.

0 3 1 5

0
.

1 2 6 6

0
.

0 9 5 1

0
.

1 2 6 6

0
.

1 7 1 0

3
.

5 00 8

矮丰 3 号

0
.

4 30 4

0
.

1 90 0

0
.

0 88 6

0
.

37 9 6

0
.

12 6 5

0
.

0 3 8 1

0
.

4 4 3 0

0
.

3 0 4 0

0
.

1 64 6

0
.

1 89 8

0
.

1 14 0

0
.

1 7 10

0
.

0 18 9

0
.

18 9 9

0
.

0 9 5 1

0
.

18 9 9

0
.

2 2 8 0

3
.

3 6 1 4

商 1 8 8

0
.

3 2 2 8

0
.

1 5 2 0

0
.

1 7 7 2

0
.

3 79 6

0
.

02 5 3

0
.

0 12 7

0
.

44 3 0

0
.

2 2 8 0

0
.

16 4 6

0
.

0 9 4 9

0
.

0 5 7 0

0
.

2 2 8 0

0
.

00 63

0
.

1 8 9 9

0
.

1 2 68

0
.

18 99

0
.

22 80

3
.

0 2 6 0

T U Z

0
.

2 1 5 2

0
.

0 7 6 0

0
.

1 32 9

0
.

2 8 4 7

0
.

0 7 5 9

0
.

0 5 0 8

0
.

3 5 4 4

0
.

2 2 8 0

0
.

0 8 2 3

0
.

0 94 9

0
.

1 14 0

0
.

1 14 0

0
.

0 12 6

0
.

18 9 9

0
.

12 6 8

0
.

12 6 6

0
.

17 1 0

2
.

4 5 0 0

0
.

3 2 2 8

0
.

15 2 0

0
.

0 4 4 3

0
.

3 7 9 6

0
.

1 2 6 5

0
.

0 2 5 4

0
,

2 6 5 8

0
.

0 7 60

0
.

4 1 15

0
.

2 8 4 7

0
.

1 14 0

0
.

1 14 0

0
.

0 2 5 2

0
.

3 1 6 5

0
.

0 9 5 1

0
.

2 5 3 2

0 2 8 5 0

3
.

2 9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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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强的特性
,

暖型小麦次之
,

中间型小麦相对来说

最不稳定
,

保守性最弱
,

易在外界环境影响下发生

变化
.

3 讨论

据作者多年研究川
,

小麦所以有冷暖之分
,

盖

源于外因和内因的共同作用
,

外因主要指小麦群体

第二热源 (地面 )对群体的影响
,

内因则主要指植株

本身的活力
.

活力是小麦体内复杂代谢过程的综合

反映
,

这些过程互相联系
、

影响
、

制约
,

共 同影响

着小麦的活力水平
,

就冠层温度 而言
,

直接起作用

的则是植株蒸腾
,

蒸腾强且维持时间长会使冠温较

低
,

反之则使冠温较高
,

但是
,

植株蒸腾 的强弱并

不是一种孤立现象
,

它是植株本身总的活力高低 的

一种反映
,

和根系的发达程度 以及植株的 N 代谢
、

C 代谢
、

活性氧代谢等均有密切关系
,

因而
,

说冠

层温度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是植株代谢功能好坏的

外部信号是有其理论和实践根据的
.

而小麦品质的

形成是植株体内复杂生理生化过程作用的结果
,

这

些过程受控于基因型和环境的相互作用
,

因而
,

在

探讨小麦品质变异强弱 的原因时就提供了这样一种

思路
:

通过研究不同气象条件下小麦冠温状态变化

的大小
,

就能间接得知植株代谢功能起伏的程度
,

从而最终对小麦品质变异强度或保守性强弱作出判

断
.

下面就围绕这一思路进行一些分析
.

首先
,

求出不同温度型小麦冠层温度的多样性

指数 ls[ 〕 ,

其公式为 H
`
- 一 习尸

、
ln 尸

f ,

公式中 H
`

代

表多样性指数
,

尸
`

为某性状第 i 级别内材料份数 占

总份数的百分 比
,

小麦冠 温如前所述 分为 6 种状

态
,

即持续偏冷的冷型态
、

持续偏 暖的暖型态
、

先

暖后冷的冷尾态
、

先冷后暖的暖尾态
、

冷暖相间以

冷结尾的较复杂的温度态和冷暖相间以暖结尾的较

复杂的温度态
.

由于冷型小麦在任一年份
、

任何气

象条件下其冠温 均表现为冷型态
,

状 态单调
,

故

H
`
一 。 ; 暖型小麦 的冠温总以暖型态 的面 目出现

,

状态亦甚单调
,

故 H
`

一 。 ; 而从本实验 4 个 中间型

小麦的冠温看
,

上述 6 种温度状态在不同年份及环

境下几乎都有出现
,

十分多样
,

多样性指数 H
,

处

在 。
.

50 一 1
.

17 之间
,

这说 明
,

中间型小麦 比起冷

型和暖型小麦来
,

冠温明显多变
,

这隐喻着影响品

质形成的代谢过程亦富于变化
,

这可能是 中间型小

麦品质性状相对 变异最 大
、

保守性 最弱 的基本 原

因
.

对于冷型和暖型小麦来 说
,

冠温状态单调
,

意

味着影响品质形成 的代谢过 程亦较稳 定
、

缺乏变

化
.

但是
,

从前述品质变异频数
、

相对频数分布和

品质变异等级加权平均值看 出
,

尽管冷型小麦和暖

型小麦的冠温都较单调
,

但 暖型小麦的品质变异较

冷型小麦为大
,

原 因何在 ? 进一步分析表明
,

虽然

灌浆结实期间冷型和暖型小麦材料的冠温 比标准品

种持续偏低 (或相当 ) 和持续偏高
,

但偏低或偏高的

程度因年份
、

气象条件等的不同仍有一定差别
,

本

研究中的 4 个冷型小麦
,

其灌浆结实期平均冠温的

极差在 0
.

0一 0
.

5℃ 之 间
,

而 4 个 暖型 小 麦达 到

0
.

8一 1
、

5℃
,

充分显示 出暖型小麦在暖型态框架下

其冠温的波动比冷型小麦在冷型态框架下的波动为

大
,

其代谢功能的波动也就必然较为显著
,

这可能

是暖型小麦的品质性状虽较中间型小麦变化 为小但

仍较冷型小麦变化为大的基本原因
.

如前所述
,

冷型小麦在高产
、

稳产方面具有优

良的代谢和组织结构基础
,

而本文又阐明了它在品

质方面的稳定性
,

因而
,

出现了这样一种可能
:

经

过长期探索后
,

有希望在冷型小麦上实现集高产
、

稳产
、

优质
、

稳质于一身的优势生产状态
,

从而改

变长期以来小麦高
、

稳
、

优结合不够紧密
、

不够和

谐 的局面
,

显然
,

无论从小麦品质变化的理论探讨

看
,

还是欲使小麦产量
、

品质有较大提升的生产实

践看
,

其意义都是十分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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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亿年前的动物胚胎细胞和亚细胞结构研究取得新突破

近日
,

国际著名刊物 cS ien ce 发表了关于中国贵州瓮安生物群的最新科研成果—
“

新元古代动物胚胎

的细胞和亚细胞结构
” .

这项成果采用光学显微镜
、

扫描电子显微镜和透射电子显微镜等研究手段
,

特别是

利用了 X 射线断层扫描摄影 ( X
一

ar y co m p u t ed ot m o g ar p h y )这一最新技术
,

对产 自中国贵州瓮安距今约 5
.

51

亿年前的磷酸盐化动物胚胎化石进行了深人研究
,

揭示了胚胎细胞 中的肾形亚细胞结构可能代表 了细胞核
、

纺锤体或其他细胞器
,

而胚胎细胞中分散的球状体结构可能代表 了一些有膜包裹的细胞质泡
、

脂质或卵黄

粒
.

同时
,

利用传统的技术手段
,

我们不可能数清超过 8 个细胞阶段的胚胎化石的细胞个数
,

而新技术手段

的应用使这项工作变得非常简单
.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
,

这项成果是 由来自美国
、

英国
、

瑞典
、

澳大利亚
、

中

国和瑞士 6 个国家的 15 位科学家共同完成的
,

是古生物学研究领域 国际合作的又一结晶
.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尹崇玉研究员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周传明
、

袁训来研究

员参加了该项研究工作
.

(供稿
:

刘 羽 姚玉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