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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报道用合成尿囊素对水稻进行叶面喷施的试验
,

结果显示尿囊素对水稻的增产效应有显著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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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囊素是一种白色结晶物质
,

存在于多种植物 内

及一些哺乳动物的排泄物中
,

也 可以用化学合成方法

制取
。

早在 70 年代就有文献报道
,

认为它是一种植

物生长调节剂
,

能使小麦增产
,

并具有护肤
、

护发等

功效 1[,
2〕

。

现在
,

尿囊素已成为化妆品行业中广泛应用

的重要添加剂闭
。

在农业上的应用如广西植物研究所

的
“ 8 0 2 ” 广谱生长调节剂 自 80 年代以来逐步推广

。

我们用合成尿囊素对一些农作物的增产效应进行了

试验
。

这里就 1 9 9 2
、

1 9 9 3年在贵州省兴义市郊所作

的水稻试验报告如下
。

表 1 水稻喷施尿囊素小区产 t ( k g / l oo 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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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试剂
:

合成法制备的尿囊素
;

供试品种
:

水稻汕优 63 ;

田试设计
:

采用随机区组法作田 间设计
。

设三个

处理
,

三次重复
,

区组周围留保护行
,

操作时小区之

间临时用塑料膜隔离
。

小区面积 19 9 2 年为 33
.

6 m
Z ,

1 9 9 3 年为 4 0
.

0 m
Z 。

处理时期
:

始分粟期
,

孕穗期
,

灌浆期
;

处理方法
:

与一定量无机配料配制成含尿囊素浓

度不同的水溶液作叶面喷施
。

田间管理按常规进行
。

调查方法
:

收获前采用五点取样法取样考种
,

测

定株高
、

穗长
、

每穗粒数
、

实粒数
、

空批率
、

干粒重
。

测产时
,

各试验小区单打
、

单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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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处理喷液中所含无机配料浓度相同
,

所含尿囊素浓度分别为

八U est
t sP inr ikl 飞 h a s sa m e 加 nc e n tr a t l o n

of ht e l n o r g a n l c fe rt 还山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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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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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从试验结果看
,

在产量的增加
、

各项经济性状指

标上
,

两年试验呈现出相 同的规律
。

喷施含尿囊素的

溶液与喷施不含尿囊素的溶液相比
,

水稻产量的增产

率分别为 4
.

0写~ 8
.

8% ( 见表 1
,

表 2 )
。

经统计分析

和显著性测验
,

表明喷施液中含有尿囊素时
,

水稻产

量极显著增加
,

喷施液中尿囊素浓度不 同其影响效果

不同 (见表 s
,

表 4 )
。

3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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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试验结果表明
,

喷施液中含有尿囊素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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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尿囊素差异是极显著的
,

这种情况在 1 9 9 3 年尤为

突出
。

当年
,

兴义地区插秧时节遇干旱
,

栽插时间一

再推迟
,

后来
,

在孕穗
、

灌浆时期又遇持续低温
、

阴

雨天气
,

致使水稻批谷多
,

产量下降
,

而在该年
,

喷

液中含尿囊素的水稻较之喷液 中不含尿囊素的水稻

产量的增加率达 6
.

8%及 8
.

8肠
,

比气候条件正常的

1 9 9 2 年高 2
·

8%一 3
.

2%
。

1 9 9 3 年批谷率下降的相对

百分率达 34
.

6%及 46
.

1%
,

比 1 9 9 2 年提高 8
.

8 %一

1 4
.

2%
。

揭示在恶劣气候条件下
,

尿囊素可能具有提

高水稻抗逆性的能力
。

( 2) 试验中的三个处理
,

无机配料所提供的营

养元素是相同的
,

仅仅由于尿囊素的加入
,

或加入尿

囊素的浓度不同而 出现了不 同效果
。

有关文献川认

为
,

尿囊素能促进小麦对磷
、

镁等营养元素的吸收
,

表 3 水稻喷施尿班素产 t 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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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水稻喷施尿囊素产 i 新复极差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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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小麦早发
、

壮

苗
,

提高干物质积累
,

从而增产
。

从本试验结果看
,

这种观点在水稻上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
。

鉴于条件所限
,

本试验对尿囊素喷施的最佳浓

度
、

尿囊素与无机配料的关系等未作考证
,

有待进一

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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