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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探讨“三角大香糯”及激光加电场处理后的水稻“激三香糯”相关生理生化参数变化。测定叶绿素ａ与叶绿

素ｂ的含量、种子活力、赖氨酸含量、低温逆境下脯氨酸含量、可溶性糖含量、淀粉酶活性、过氧化氢酶活性、硝酸还

原酶活性及呼吸速率。硝酸还原酶活性、过氧化氢酶活性、呼吸速率、赖氨酸含量等在处理前后变化不大；处理后

可溶性糖含量、种子活力、叶绿素ａ与叶绿素ｂ的含量有所提高，但淀粉酶活性下降。激光加电场诱变后，水稻的

相关生理生化参数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有正向的，也有负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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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激光加电场诱变育种是激光和电场在生物、农

业领域应用的一个分支，目前国际国内在此研究方

面取得了一些实用成果［１～３］，但激光加电场诱变几

率低下，诱变方向难以控制，诱变作用机理不十分

清楚，还不能建立完整的数学模型，用电磁学、电

动力学、量子力学的观点来描述误差太大，故而诱

变作用机理的探索研究显得十分重要［４］。而诱变水

稻生理生化参数为诱变作用机理的探索研究提供了

现实的依据，研究生理生化也就是从表达水平上研

究遗传物质的变化；同时生理生化参数也是评价诱

变结果好坏的重要尺度。对育种学的发展起到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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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动作用。水稻生理生化参数能反映水稻的抗病

虫、抗逆、抗除草剂能力以及是否高产优质等特性，

能指导在生产中进行良种选择。在高产核心种质、

高产性状的发育遗传、生理生化机理和群体生态生

理研究基础上，利用生物信息学的研究手段，根据育

种目标，组织不同学科协同研究，从分子到群体不同

生理层次相互依存关系，应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计

算机模拟仿真，设计出适合不同生态类型需要的新

株型的具体形态指标、生理育种技术、选择标准和方

法，逐步实现水稻超高产设计数字化生理育种［５］。

水稻生理生化参数作为育种结果的重要衡量尺

度，对水稻的育种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水稻生

理生化参数也是水稻生命特性的指标，所以科研工

作者常在不同条件下测量不同的水稻生理生化参

数。陈大清等［６］测定在植物生长调节剂ＳＮ５的作用

下水稻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活性、过氧化氢酶

（ＣＡＴ）活性、叶绿素含量及可溶性蛋白质含量。林

振武等［７］测定过硝酸还原酶活力。高宇等［５］进行了

水稻的流测定。日本科学家斋藤邦行等［８］测定了水

稻高产与光合速率的关系。李延等［９］研究了Ｚｎ对

水稻生理代谢的影响及潜在性缺Ｚｎ诊断。Ｌｉａｎｇ

等［１０］曾研究了脱落酸的含量与水稻蒸腾作用的关

系。胡瑞芝等［１１］研究了硅对杂交水稻生理指标的

影响。种子发芽率和发芽势是鉴定种子活力的重要

标志，在确定播种量以及生理生化研究方面具有重

要作用；呼吸强度与种子活力高低密切相关，呼吸强

度能反映种子活力。光合作用是植物生长发育所需

能量和干物质积累的必经阶段，高光合速率是水稻

高产品种高产的直接原因，通过改善光合性能来提

高水稻的产量是可能的［６］。叶绿素ａ与叶绿素ｂ的

含量与水稻光合速率相关，测定叶绿素的含量可以

从另一方面探讨激光加电场处理对植物诱变的影

响。叶片光合速率日变化是一日中光合作用持续的

能力，研究其变化特征对分析作物光合生产力和产

量形成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叶绿素含量是衡

量光合功能的一个重要参数［１２］。赖氨酸是必需氨

基酸，谷物籽粒内赖氨酸含量的高低是品质优劣的

标志之一，因而，在食品工业、农业和农业科学研究

中常常需要测定赖氨酸的含量。植物体内的碳素营

养状况以及农产品的品质性状，常以可溶性糖含量

作为重要指标；植物为了适应逆境条件，如干旱、低

温，也会主动积累一些可溶性糖，降低渗透势和冰

点，以适应外界环境条件的变化。硝酸还原酶是植

物体内氮代谢的关键酶，对外界氮肥敏感，还对氮肥

的吸收利用起关键作用［７］。硝酸还原酶活性高有利

于植物的生长。通过测定过ＣＡＴ活性可以反映叶

片的衰老程度，ＣＡＴ可以分解过氧化氢从而减慢叶

片衰老。淀粉酶能水解淀粉，水稻有些品种成熟期

如遇阴雨天气会发生严重的穗发芽，造成巨大损失，

这是淀粉酶活动的结果。因此淀粉酶的活性测定具

有应用研究的意义。

姚安三角大香糯是云南省楚雄市姚安县三角村

一带种植的一季晚熟糯粳稻，俗名“三角大香糯”。

其米质优良，食味极佳，尤其是其独特的香味而远近

闻名［４］。但其植株较高，茎杆纤细，易倒伏。王昆林

等［４］采用波长为６３２．８ｎｍ，功率为１．５ｍＷ的 Ｈｅ

Ｎｅ激光对水稻种子的胚部进行近距离辐照，调节辐

照时间的长短从而控制辐照剂量。采用波长为

１０．６μｍ，功率为１０Ｗ的ＣＯ２ 激光固定距离辐照，

用５ｋＶ高压直流电所形成的两平行板均强电场对

水稻种子进行批量短时激发。经过诱变改良的水稻

材料，植株降低２７．２ｃｍ，生育期缩短２０ｄ，每亩增产

１０３．２ｋｇ，其米质在香性糯性等方面与原品种基本

一致，因此诱变改良第５代的水稻材料在当地是成

功的。暂定名为“激三香糯”［１］。本文对“三角大香

糯”及激光加电场诱变得到的“激三香糯”的相关生

理生化参数进行比较，探讨其可能的诱变机制，为激

光加电场诱变进一步在水稻育种中的应用提供依

据。

２　材料与方法

２．１　发芽率测定

材料为“三角大香糯”种子与激光加电场处理

后的“激三香糯”种子，由楚雄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

科学系王昆林老师提供。“激三香糯”是经过实验室

激光加电场诱变处理，田间栽种筛选改良的三角大

香糯第５代，在原产地三角村出现了良好且性状稳

定的宏观表现［１］（下同）。种子发芽率测定用红墨水

染色法［１３］。实验步骤：１）浸种：将待测种子在３０～

３５℃温水中浸种２ｈ，以增强种胚的呼吸强度，使显

色迅速。２）染色：取已吸胀的种子１５０粒，沿胚的

中线切为两半，将一半置于培养皿中，加入５％红墨

水（已淹没种子为度），染色１５ｍｉｎ。染色后倒去红墨

水，用水冲洗多次，至冲洗液无色为止。检查种子死

活，凡种胚不着色或着色很浅的为活种子；凡种胚与

胚乳着色程度相同的为死种子。用沸水杀死的种子

作对照观察。３）计数种胚不着色或着色浅的种子

数，算出活种子的百分率。实验重复３次。

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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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呼吸强度测定

材料为“三角大香糯“与激光加电场处理后的

“激三香糯”发芽种子，浸种２ｈ，２５℃催芽３ｄ。种子

呼吸速率测定用小篮子法［１３］。实验步骤：１）取

５００ｍＬ广口瓶一个，装配一只三孔橡皮塞，一孔插

入盛碱石灰的干燥管，以吸收空气中的ＣＯ２，保证吸

入呼吸瓶的空气无ＣＯ２，一孔插入温度计，另一孔直

径约１ｃｍ供滴定用，滴定前用小橡皮塞塞紧。瓶塞

下面挂一尼龙网制小篮，用以盛实验材料。２）称取

萌发的水稻种子１５ｇ，装于小篮内，将小篮挂在广口

瓶内，同时加浓度为０．０５ｍｏｌ／Ｌ的Ｂａ（ＯＨ）２ 溶液

２５ｍＬ于广口瓶内，立即塞紧瓶塞，并用熔化的石蜡

密封瓶口，防止漏气。每１０ｍｉｎ左右，轻轻地摇动广

口瓶，破坏溶液表面的ＢａＣＯ３ 薄膜，以利对ＣＯ２ 的

吸收。３）１ｈ后，小心打开瓶塞，迅速取出小篮，加

入２滴指示剂，立即重新塞紧瓶塞。然后拔出小橡

皮塞，将滴定管插入小孔中，用浓度为１／４４ｍｏｌ／Ｌ

的草酸滴定，直到蓝绿色转变成无色为止。记录滴

定所用的草酸溶液的体积（ｍＬ）数。４）另取用沸水

煮死的种子为材料，做同样测定，以此作为对照。５）

计算：呼吸强度［ＣＯ２，ｍｇ／（ｇ·ｈ）］＝（犞０－犞１）／［种

子鲜重（ｇ）×时间（ｈ）］。式中犞０ 为煮死的种子所

耗用的草酸的体积（ｍＬ），犞１ 为发芽的种子所耗用

的草酸的体积（ｍＬ）。实验重复３次。

２．３　叶绿素犪，犫含量测定

材料为“三角大香糯”与激光加电场处理后的

“激三香糯”苗期叶片。水稻种子浸种２ｈ，２５℃催

芽３ｄ，２５℃光照培养生长一周。叶绿素ａ，ｂ的含

量测定用分光光度法［１３］。实验重复３次。

２．４　可溶性总糖含量测定

材料为“三角大香糯”与激光加电场处理后的

“激三香糯”的干种子。样品处理方法：用粉碎机将

干种子粉碎，过筛，取１００目（１５０μｍ）筛下物为待测

样品。取样品在烘箱内１０５℃烘干，恒重后，精确称

取５ｇ，置于锥形瓶中，加入８０ｍＬ沸蒸馏水，放入沸

水浴。不时摇动，提取３０ｍｉｎ。取出立即过滤，残渣

用沸蒸馏水反复洗涤并过滤，合并滤液。冷却至室

温，用蒸馏水定容至１００ｍＬ。可溶性总糖含量测定

用蒽酮比色法［１４］。实验重复３次。

２．５　种子内赖氨酸含量测定

材料为“三角大香糯”与激光加电场处理后的

“激三香糯”的干种子。样品处理方法同“可溶性总

糖含量测定”。种子内赖氨酸含量测定用分光光度

法［１５］。实验重复３次。

２．６　硝酸还原酶活性测定

材料为“三角大香糯”与激光加电场处理后的

“激三香糯”苗期叶片。水稻种子浸种２ｈ，２５℃催

芽３ｄ，２５℃光照培养生长一周。硝酸还原酶活性

测定用分光光度法［１３］。实验重复３次。

２．７　低温逆境下脯氨酸含量测定

材料为“三角大香糯”与激光加电场处理后的

“激三香糯”低温幼苗。处理方法：水稻种子浸种

２ｈ，２５℃催芽３ｄ，２５℃光照培养生长一周后，转入

１０℃培养３ｄ。脯氨酸含量测定采用分光光度法
［１６］。

实验重复３次。

２．８　淀粉酶的活性测定

材料为“三角大香糯”与激光加电场处理后的

“激三香糯”苗期叶片。水稻种子浸种２ｈ，２５℃催

芽３ｄ，２５℃光照培养生长一周。淀粉酶的活性测

定用分光光度法［１７］。实验重复３次。

２．９　过氧化氢酶的活性测定

材料为“三角大香糯“与激光加电场处理后的

“激三香糯”发芽种子。浸种２ｈ，２５℃催芽３ｄ。称

取萌发的水稻种子５ｇ，用量筒量取５０ｍＬｐＨ＝７

的磷酸缓冲液，用少量缓冲液把材料研磨成匀浆，再

洗入三角瓶中，然后放入３０℃恒温水浴中浸提２ｈ，

取出过滤，滤液即为酶提取液。过氧化氢酶的活性

测定用高锰酸钾标定法［１６］。实验重复３次。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激光加电场处理对水稻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激光加电场处理对水稻种子发芽率的影响如表

１所示。

表１ 水稻种子活力

Ｔａｂｌｅ１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ｏｆｒｉｃｅｓｅｅｄ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Ｎｏ．ｏｆｓｔａｉｎｅｄ（ｄｅａｄ）ｓｅｅｄｓ

（ｅｍｂｒｙｏａｎｄｅｎｄｏｓｐｅｒｍ

ｗｉｔｈｓａｍｅ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Ｓａｎｊｉａｏｆｒａｇｒａｎｔｇｌｕｔｉｎｏｕｓｒｉｃｅ

ｆｒｏｍＹａｏ’ａｎｃｏｕｎｔｙ（１５０ｇｒａｉｎｓ）
　

２８±０．０５

Ｌａｓｅｒ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ｉｎｄｕｃｅｄ

ｒｉｃｅｓｅｅｄｓ（１５０ｇｒａｉｎｓ）
　

４±０．０４

　　由表１可知，“三角大香糯”种子的平均发芽率

（种子活力）为８１．３３％（活种子数为１５０－２８＝

１２２粒，故活种子的百分比为１２２／１５０＝８１．３３％），

经过激光加电场处理后得到的“激三香糯”种子发芽

率（种子活力）为９７．３３％［（１５０－４）／１５０＝９７．３３％］。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狌＝５．２６＞狌０．０５＝１．６４５；所以狆

＜０．０５，样本差异显著。激光加电场处理后，种子发

３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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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率明显提高；因此种子活力明显提高。

３．２　激光加电场处理对水稻种子呼吸强度的影响

激光加电场处理对水稻种子呼吸强度的影响如

表２所示。

表２ 水稻种子呼吸强度

Ｔａｂｌｅ２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ｒｉｃｅｓｅｅｄ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

ｏｘａｌｉｃａｃｉｄ／ｍＬ

Ｂｌａｎｋ ７．００±０．０２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ｎｇｓｅｅｄｓｏｆＳａｎｊｉａｏｆｒａｇｒａｎｔ

ｇｌｕｔｉｎｏｕｓｒｉｃｅｆｒｏｍＹａｏ’ａｎｃｏｕｎｔｙ

　

６．８３±０．０１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ｎｇｓｅｅｄｓｏｆｌａｓｅｒ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ｉｎｄｕｃｅｄｒｉｃｅ

　

６．９０±０．０１

　　由表２可知，“三角大香糯”的发芽种子呼吸强

度为０．０６ｍｇＣＯ２／（ｇ·ｈ），激光加电场处理后的发

芽种子呼吸强度为０．０７２ｍｇＣＯ２／（ｇ·ｈ）。统计分

析结果表明，狌＝０．４４＜狌０．０５＝１．６４５；所以狆＞

０．０５，样本差异不显著。激光加电场处理后“三角大

香糯”的种子呼吸强度变化不大。

３．３　激光加电场处理对水稻叶绿素犪，犫含量的影响

激光加电场处理对水稻叶绿素ａ，ｂ含量的影响

如表３所示。

表３ 水稻叶绿素ａ，ｂ光吸收

Ｔａｂｌｅ３ Ａｂｓｏｒｂａｎｃｅｏｆ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ａｎｄｂｏｆｒｉｃ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犃６６３ 犃６４５

Ｏｐｔｉｃ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Ｄ）ｖａｌｕｅ

ｏｆｙｏｕｎｇｌｅａｆｆｒｏｍＳａｎｊｉａｏ

ｆｒａｇｒａｎｔｇｌｕｔｉｎｏｕｓｒｉｃｅ

ｆｒｏｍＹａｏ’ａｎｃｏｕｎｔｙ

　

　

　

０．９２０±０．００２

　

　

　

０．６４５±０．００１

ＯＤｖａｌｕｅｏｆｙｏｕｎｇｌｅａｆ

ｆｒｏｍｌａｓｅｒ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ｆｉｅｌｄｉｎｄｕｃｅｄｒｉｃｅ

　

　

１．４４４±０．００３

　

　

０．８７２±０．００２

　　比色杯误差为０．００１，由表３根据公式
［１３］计算

可知（原始数据未显示），“三角大香糯”的幼叶叶绿

素ａ的质量浓度为９．８７４μｇ／ｃｍ
３，叶绿素ｂ的质量浓

度为１０．６９０μｇ／ｃｍ
３。激光加电场处理后幼叶叶绿素ａ

的质量浓度为１５．９９３μｇ／ｃｍ
３，叶绿素ｂ的质量浓度

为１３．２１１μｇ／ｃｍ
３。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狌＝８．７４＞狌０．０５

＝１．６４５；所以狆＜０．０５，样本差异显著。激光加电场

处理后的水稻幼叶叶绿素ａ，ｂ的含量提高。

３．４　激光加电场处理对水稻赖氨酸含量的影响

赖氨酸含量测定的标准曲线如图１所示。

比色杯误差为０．００２，由图１可以计算出“三角大

香糯”种子的赖氨酸质量分数为０．０４３％，激光加电场

处理后种子“激三香糯”的赖氨酸质量分数为

０．０４９％。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狌＝１．３５＜狌０．０５＝１．６４５；

图１ 赖氨酸含量测定的标准曲线

Ｆｉｇ．１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ｕｒｖｅｆｏ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ｙｓｉｎｅ

狆＞０．０５，样本差异不显著（原始数据未显示）。激光

加电场处理后种子的赖氨酸含量没有变化。

３．５　激光加电场处理对水稻可溶性总糖的影响

可溶性总糖测定的标准曲线如图２所示。

图２ 可溶性总糖测定的标准曲线

Ｆｉｇ．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ｕｒｖｅｆｏ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ｏｔａｌｓｏｌｕｂｌｅｓｕｇａｒ

比色杯误差为０．００１，计算出“三角大香糯”幼苗

可溶性总糖质量浓度为１０．７３μｇ／ｍＬ，激光加电场处

理后幼苗可溶性总糖质量浓度为１２．１８μｇ／ｍＬ。统计

分析结果表明，狌＝１．７２＞狌０．０５＝１．６４５；狆＜０．０５，样

本差异显著（原始数据未显示）。激光加电场处理后

种子的幼苗可溶性总糖含量上升。

图３ 硝酸还原酶测定的标准曲线

Ｆｉｇ．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ｕｒｖｅｆｏ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

ｎｉｔｒａｔｅｒｅｄｕｃｔａｓｅ

３．６　激光加电场处理对水稻硝酸还原酶活性的影响

硝酸还原酶测定的标准曲线如图３所示。

４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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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色杯误差为０．００１，计算得到“三角大香糯”

幼苗的硝酸还原酶活性为２．１２μｇＮａＮＯ２／（ｇ·ｈ），

激光加电场处理后幼苗的硝酸还原酶活性为

１．９４μｇＮａＮＯ２／（ｇ·ｈ）。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狌＝

０．５３６＜狌０．０５＝１．６４５；狆＞０．０５，样本差异不显著（原

始数据未显示）。激光加电场处理后种子的幼苗硝

酸还原酶活性不变。

３．７　激光加电场处理对水稻过氧化氢酶活性的影响

激光加电场处理对水稻过氧化氢酶活性的影响

如表４所示。

表４ 水稻过氧化氢酶活性测定

Ｔａｂｌｅ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ｃａｔａｌａ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

ＫＭｎＯ４／ｍＬ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ｏｆＳａｎｊｉａｏｆｒａｇｒａｎｔｇｌｕｔｉｎｏｕｓ

ｒｉｃｅｆｒｏｍＹａｏ’ａｎｃｏｕｎｔｙ

　

０．５±０．００３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ｏｆｌａｓｅｒ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ｉｎｄｕｃｅｄｒｉｃｅ

　

０．４±０．００２

Ｂｌａｎｋ ７．７±０．００２

　　由表４计算得到“三角大香糯”幼苗的过氧化氢

酶活性为０．４５ｍｇＨ２Ｏ２／（ｇ·ｍｉｎ），激光加电场处

理后过氧化氢酶活性为０．４９ｍｇＨ２Ｏ２／（ｇ·ｍｉｎ）。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狌＝０．５３６＜狌０．０５＝１．６４５，狆＞

０．０５。样本差异不显著，激光加电场处理后种子的幼

苗过氧化氢酶活性不变。

３．８　激光加电场处理对水稻逆境（低温）下脯氨酸

含量的影响

脯氨酸含量测定的标准曲线如图４所示。

图４ 脯氨酸含量测定的标准曲线

Ｆｉｇ．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ｕｒｖｅｆｏ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ｌｉｎｅ

比色杯误差为０．００１，计算得到“三角大香糯”

幼苗逆境下脯氨酸质量浓度为０．０２μｇ／ｍＬ，激光加

电场 处 理 后 幼 苗 逆 境 下 脯 氨 酸 质 量 浓 度 为

０．０１８μｇ／ｍ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狌＝０．７８８＜狌０．０５

＝１．６４５；狆＞０．０５，样本差异不显著（原始数据未显

示）。激光加电场处理后逆境下脯氨酸含量不变。

３．９　激光加电场处理对水稻淀粉酶活性的影响

淀粉酶活性测定的标准曲线如图５所示。

图５ 淀粉酶活性测定的标准曲线

Ｆｉｇ．５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ｕｒｖｅｆｏ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

ａｍｙｌ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比色杯误差为０．００２，计算得到“三角大香糯”

幼苗淀粉酶的活性为３１３ｍｇ麦芽糖／（ｇ·５ｍｉｎ），

激光加电场处理后幼苗淀粉酶的活性为１６１ｍｇ麦

芽糖／（ｇ·５ｍｉｎ）。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狌＝３．５６２＞

狌０．０５＝１．６４５；狆＜０．０５，样本差异显著（原始数据未

显示）。激光加电场处理后淀粉酶活性下降。

４　结　　论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知道“三角大香糯”经激光加

电场处理后种子呼吸强度、硝酸还原酶活性、过氧化

氢酶活性、低温逆境下脯氨酸含量、赖氨酸含量变化

不大；种子活力、可溶性糖的含量、叶绿素ａ，ｂ的含

量有显著提高，但淀粉酶活性下降。这次实验与刘

惠娜等［１７］的实验相比，种子呼吸强度大０．３２，过氧

化氢酶活性高０．２２；这可能是因为刘惠娜等的实验

中材料为东莞的“凤联４号”并且经过低温处理。与

郭相平等［１２］的实验相比叶绿素ａ，ｂ的含量低０．５，

这可能是因为在郭相平等的实验中材料受胁迫影

响，叶绿素的含量在轻度胁迫下上升。大多数的指

标变化不大，表明激光加电场处理后得到的“激三香

糯”对原“三角大香糯”的生长环境仍然适应；赖氨酸

含量变化不大表明米质没有多大改变。叶绿素ａ，ｂ

的含量显著提高，对水稻非常有意义，这将提高水稻

光合作用的能力，有机物的合成增强，从而提高产

量。这与 “激三香糯”在田间实验时亩产增加

１０３．２ｋｇ是相吻合的
［４］。可溶性糖含量上升，将使

“激三香糯”在抵抗高渗等环境比原“三角大香糯”具

有更强的能力。种子活力的提高，可以得到更健壮

的幼苗，同时对缩短育苗期也有一定的意义；这与

“激三香糯”的育苗期比原“三角大香糯”缩短２１ｄ是

有关系的。淀粉酶活性下降，对提高谷粒的饱满度

５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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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积极意义；同时使“激三香糯”比原“三角大香糯”

在遇到连续阴雨天时产量受到的影响小，这也一定

程度上保证了产量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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