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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了 41豫草甘膦异丙胺盐水剂对 5个玉米品种种子萌发的影响。结果表明， 0.5、0.9 mL/L两个浓度
41%草甘膦异丙胺盐水剂对玉米种子萌发均有抑制作用。供试玉米品种种子虽然对低浓度的草甘膦具有一定的耐性，
但发芽率和发芽势均不同程度的降低。中单 18对草甘膦的耐受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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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甘膦对不同玉米品种种子萌发特性的影响

除草剂是利用杂草和作物对除草剂的敏感性
不同，在一定剂量下有选择性地杀死杂草［ 1］。不
同作物对除草剂的敏感性不同，同种作物不同品
种在不同条件下对同种除草剂的敏感性也存在差
异［ 2］。在实际生产中，除草剂的选择、使用剂量
的不当及环境因素均会对作物造成不同程度的药
害，会对当季或下茬敏感作物生长造成影响［ 3～4］。
41％草甘膦异丙胺盐水剂是非选择性内吸传导型
有机磷除草剂，除草性能优异，极易被植物叶片
吸收并传导至植物全身，对一年生及多年生杂草
都有很高的活性。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玉米生产国，
玉米产量占世界 20％［ 5］，近年来，随着玉米面积
扩大，使用化学除草面积也逐年加大。为明确
41％草甘膦异丙胺盐水剂对玉米种子的安全性，
我们研究了草甘膦胁迫下玉米种子的萌发特性。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的玉米品种 5个，分别为沈单 16号、丰
玉 4号、中单 9号、中单 18、浚单 20，均由甘肃
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节水农业研究所提供。除

草剂为 41％草甘膦异丙胺盐水剂（以下简称草甘
膦），由山东胜邦绿野化学有限公司生产并提供。
1.2 试验方法
试验在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节水农

业研究所实验室进行。设玉米品种为 A处理， A1

为沈单 16号，A2为丰玉 4号，A3为中单 9号，A4

为中单 18，A5为浚单 20；药液草甘膦浓度为 B处
理，B0 为常温蒸馏水（CK），B1 为草甘膦浓度 0.5
mL/L，B2为草甘膦浓度 0.9 mL/L。挑选大小均一、
健康饱满的玉米种子，浸于 0.5、0.9 mL/L的草甘
膦药液中，以常温蒸馏水浸种为对照，浸种液与
种子的比例均为 5∶1，浸种时间均为 24 h。试验
随机区组设计，3次重复，每重复 20粒种子。经
浸种的种子用清水冲洗 3～5次后，放入铺设滤纸
的培养皿中进行标准发芽试验，及时添加水分和
药剂，保持滤纸湿润。每天定时观察，按照国际
种子协会（ISTA）规定的发芽标准，观察发芽时间，
并记录发芽数，分别于第 4天、第 6天和第 10天
统计发芽势和发芽率，计算发芽指数。利用 Excel
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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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芽率（%）=正常发芽种子数/供试种子数×
100%

发芽势（%）=发芽高峰期发芽的种子数/供试种
子数×100%
发芽指数（GI）=∑（Gt/Dt）
式中，Gt指在时间为 t日内的发芽数，Dt为

相应的发芽天数［ 6～8］，GI为发芽指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发芽率
从图 1可知，不同浓度的草甘膦药液处理后，

玉米种子萌发活力受到了明显抑制。在草甘膦浓度
0.5、0.9 mL/L下，丰玉 4号、沈单 16号和中单 9
号 3个玉米品种种子发芽率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比
清水对照（CK）降低了 15～20百分点。浚单 20和中
单 18两个玉米品种的发芽率均随着草甘膦浓度的
增加而降低，浚单 20两个浓度处理比清水对照分
别降低了 10、20百分点，中单 18比清水对照分别
降低了 40、50百分点。中单 18的发芽率受草甘膦
药剂抑制作用最明显。丰玉 4号受草甘膦药剂的影
响最小，发芽率高于其它品种；5个玉米品种发芽
率随着发芽天数的增加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2.2 发芽势和发芽指数

从图 2可知，5个玉米品种的发芽势随草甘膦
浓度的增加而降低。0.5 mL/L草甘膦浓度下，浚单
20发芽势较其它品种高；0.9 mL/L草甘膦浓度下，
丰玉 4号的前期发芽势较高。

从表 1可以看出，草甘膦处理对玉米种子发
芽指数的抑制作用明显高于清水对照处理，除中
单 9 号发芽指数在 0.9 mL/L 浓度处理比 0.5 mL/L
处理高 0.1外，其它 4个玉米品种的发芽指数均随
草甘膦处理浓度增大而降低或相当，表明草甘膦

药剂能够影响玉米种子活力，并随着浓度的增大
其抑制作用增强。

3 小结与讨论
1）供试 5个玉米品种萌发都不同程度的受草甘膦
药剂的影响而降低。其中中单 18种子对草甘膦的
耐受性最差，丰玉 4号和沈单 16号对两种浓度的
草甘膦药剂耐受性相对较好，但仍然受到一定的
抑制作用。
2）发芽势是衡量种子活力的强弱和出苗后整齐度
的重要指标，是判断种子好坏和利用价值大小的
主要依据［ 9］。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是作物对逆境
胁迫最敏感的时期，种子萌发时期的生长状况将
直接影响作物后期的生长和发育，而除草剂药害
往往直接反映在作物生长的外部形态上［10］。考虑到
大田播种有土壤保护层覆盖，本试验采用的草甘膦
浓度比大田使用浓度略低，但仍出现明显的抑制种
子萌发作用，说明草甘膦对玉米种子有一定程度的
伤害，能够影响到玉米种子萌发进程，但对最终萌
发结果的影响取决于浓度的大小，玉米种子对低浓
度的草甘膦药剂具有一定的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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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种浓度
（mL/L） 品种 发芽指数

0（CK） 丰玉 4号 5.5
浚单 20 4.4
沈单 16号 3.4
中单 18 7.3
中单 9号 4.9

0.5 丰玉 4号 4.0
浚单 20 4.2
沈单 16号 3.1
中单 18 2.5
中单 9号 2.4

0.9 丰玉 4号 3.3
浚单 20 3.6
沈单 16号 3.1
中单 18 2.3
中单 9号 2.5

表 1 不同处理玉米种子的发芽指数

图 2 不同处理玉米种子的发芽势

图 1 不同处理玉米种子的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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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甘肃武威通过连续3 a田间试验，研究了不同灌水量对甘啤4号和甘啤7号产量和品质的影响。结
果表明，3 a平均生育期灌水3 000 m3/hm2处理比灌水 6 000 m3/hm2处理早熟3 d左右，但在年份和灌水量相同的情
况下，甘啤4号与甘啤7号生育期基本相同。3 a基本苗和成穗数甘啤7号均高于甘啤4号，不同灌水量对同一品种
的基本苗和成穗数影响不显著，灌水量对两个品种蛋白质含量影响不显著。在不同灌水量下，3 a平均千粒重甘
啤4号均高于甘啤7号，两个品种3 a的饱满度灌水3 000 m3/hm2处理均大于灌水6 000 m3/hm2处理。3 a平均折合产
量灌水3 000 m3/hm2处理甘啤7号高于甘啤4号，灌水6 000 m3/hm2处理甘啤7号略低于或相当于甘啤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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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n Yield and Quality of Malt Barley for Irrigation Frequency

XU Yin-ping，PAN Yong-dong，FANG Yan-jie，BAO Qi-jun，LIU Jian-hua
（Institute of Economic crops and Beer Materials，Gansu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Lanzhou Gansu 730070，China）

Abstract：Through a field experiment continuously for 3 years in Gansu Wuwei，the effects of amount of different irrigation on
yield and quality of Ganpi 4 and Ganpi 7 is studied . The results shows that the average growing period continuously for 3 years in
amount of irrigation 3 000 m3/hm2 is early maturing 3 days than that of 6 000 m3/hm2，but in the same year and irrigation conditions，
growth period of Ganpi 4 and Ganpi 7 is basically the same. The basic seedling and panicle number for 3 years of Ganpi 7 is higher than
that of Ganpi 4， different irrigation on the basic seedling and panicle number of the same variety is not significantly，the amount of
irrigation is not significant for the protein content of two varieties. Under amount of different irrigation，the average 1 000-grain weight
for 3 years of Ganpi 4 is higher than that of Ganpi 7，plumpness irrigation of two varieties for 3 years 3 000 m3/hm2 treatment are higher
than 6 000 m3/hm2 treatment. The average yield for 3 years 3 000 m3/hm2 irrigation reatment Ganpi 7 is higher than that of Ganpi 4，
6 000 m3/hm2 treatment Ganpi 7 is slightly lower than or comparable to the Ganpi 4.

Key words：Beer barley；Yield；Quality；Irr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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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水量对啤酒大麦产量及品质的影响
徐银萍，潘永东，方彦杰，包奇军，刘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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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麦是一种重要的粮食作物和啤酒酿造原料，
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大麦品种对麦芽制造及啤
酒品质有很大的影响［ 1～3］，麦芽与啤酒的品质不仅
受到大麦品种的影响，而且栽培坏境和措施对其
也有一定的影响。甘肃河西地区自然条件独特，
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降水量少，适合大麦生
长，生产的啤酒大麦可与进口优质啤酒大麦原料
相媲美，受到国内麦芽及啤酒厂家的赞誉，目前

已成为我国优质啤酒原料生产基地，甘肃也已成为
我国啤酒大麦原料生产大省［ 1～7］。平作及大水漫灌
是甘肃河西地区啤酒大麦灌溉的主要方式，水分
生产效率低、水土流失严重、水资源短缺。一直
是困扰该区农业持续发展的瓶颈，近年来干旱缺
水呈现越来越严重的势态［ 8～11］。为了提高水资源
利用率，2010—2012年我们在啤酒大麦主栽区研
究了灌水量对啤酒大麦主栽品种产量及品质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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