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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根茎叶氧热比值的三角图

与产量的关系

马 新 民

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提 要

院部学科利国水中

本文是采用示差热天平
,

对不同小麦 品种三个生育期生长器官根茎叶的热谱图分析
。

分析

结果揭示
,

小麦根茎叶氧热比值构成 的三角形
,

其中一夹角的正切值与单株产量呈负相关
,

同一品种的平均活化能之和与最终产量呈正相关
。

从而提出这两个数值作为小麦育种新指标

的可能性
。

此数值虽说本质含义未清
,

但是从小麦根茎叶的相互关系中
,

能显示 出最终产量的

高低
,

这就为定向培育和栽培提 出了依据
。

这一指标的采用
,

不仅缩短了育种周期
,

而且扩

大了
“
示差热天平

”

的应用范围
。 ;

热谱分析在冶金
、

陶瓷
、

药物
、

有机化学制品和高分子合成材料上已得到广泛应用
。

米特霍尔和奈特 ( M i t l h a l l a n d K n i多h t
, 1 9 6 5年 ) 做过高等植物花粉差热 图 〔 ` ’ ,

但 在

植物其它组织上的应用迄今未见报道
。

本文根据生物材料在加热过程中亦能引起相变
、

氧化
、

还原
、

分解
、

脱水 等的物 理 化 学 变

化
,

`

用示差热天平对一个生长周期的小麦试样 (其中包括不同品种
、

不 同生育期和植物的不 同部

位 ) 作了热谱分析
.

并对数值的解释作了初步试探和讨论
。

材料与方法

( ~ ) 材料
。

选 8 个小麦品种 ( 阿勃
、

丰产三号
、

1 8 4
、

幅 1 8 4
、

南充矮
、

西幅一号
、

矮丰一

号 )
,

3 个生育期 (拔节期
、

孕穗期
、

灌浆期 ) 每株之根茎叶作为试样
。

(二 ) 仪器
。

41 型示差精密热天平
,

北京光学仪器厂产品 ( 1 9 6 9年 )
。

(三 ) 方法
。

试样是将新鲜植株
,

·

洗后用剪刀分别将根茎叶三部分剪成小节
,

置于 60 ℃烘箱

中烘干
。

磨碎
、

过筛 ( 1。。目 )
,

放置于干燥器 内
。

实验时称出 50 毫克
,

放于铂金钳祸中 进 行实

验
。

( 四 ) 条件选择
。

标准试样为 a一 A 1
2

O
3 ; 升温速度为 5 ℃ / 分 ; 记录速度为 1 20 毫米 / 小时 ;

称重量程为 100 毫克 ; 差热量程为 士 5 0林v
。

结果与讨论

(一 ) 灼烧实验时失重曲线 与差热曲线的含义
。

有机化合物的燃烧过程涉及很多反应
。

如去

水
、

热裂
、

与水的反应
、

氧化还原反应等
。

有机物在有限的空气中迅速加热
,

将会发生 一种千馏

过程
。

这种过程依照重要部分的物相来说
,

亦涉及去水
、

水解
、

热解分裂
、

缩合
、

氧化 还原
,

以

及热解分裂产物相互 间的作用
,

并包括各 自由基伺 的作用在内
。

从本实验条件来说
,

要把它说成



燃烧过程
,

不如说更近似干馏过程
。

小麦的主要组成是碳水化合物
,

灼烧时重要过程似乎 包括去水
、

热解分裂
、

氧化还原
,

由热

J0 J D 7口 ,口

失重曲线

差热曲线

i民度曲线

1石 面石 一 100 色

图 1 小麦材料灼烧时热谱图

谱图 (图 1 ) 看出
:

第一峰 50 一 1 2 0℃ 失重 吸热反应 ,

第二峰 2 75 一 2 9 0 ℃ 失重 放热反应 ;

第三峰 350 一 5 0 0℃ 失重 放热反应
。

所以认为
,

50 一 1 2 0 ℃是去水 过 程
,

2 7 5一 2 9 0 eC 是热解分裂过程
,

3 5 0一 5 0 0 oC

是氧化还原过程
,

即有机碳化物氧化生成

H :
O

、

C 0
2

及部分碳化的过程
。

( 二 ) 碳化与热解分裂之比值与小麦

组成的关系
。

碳化指的是 3 50 一 5 00 ℃氧化

还原过程的失重
,

简写成
“ 。 ” , 热解 分

裂是 2 75 一 2 90 ℃时热解分裂过程的失重
,

简写成
“
h
” 。

这个比 值用
“ 。 h" 代表

,

亦

叫氧热比值
。

由表 1 看出
,

小麦各生育期叶的。 h 比

值均比根茎部位的大
。
比值的大小反映出

组成及其结构的不同
。

据我们 对 纤 维 素

粉
、

淀粉及叶绿素作过的测定
.

三者的比值分别为 3
.

09
, 1

.

04 和 0
.

55
。

表 1 的结果说明
,

小麦根茎

叶的组成不同
,

且有随生育期而 出现的变化
。

表 1 不同小麦品种各生育期的氧热比值

生 育
。

期 南充矮 2 0 3 7 }丰产三号 矮月一号 }西幅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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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小麦根茎叶复热比值构成的三角图与产里的关系
。

小麦根茎叶氧热比值作图的方法
:

先将叶的氧热比值作为三角形的底边长度 ( A B )
,

再以A 点为圆心
,

根的比值为半径画一弧
; 同

时
,

以 B点为圆心
,

茎的氧热 比值为半径画一弧
。
二弧交点为 C

。

连接 A C
、

B C
,

即得小 麦
“
氧

4
,

6



热比值三角图
” 。

通过C 点向底边A B作垂 线C D
,

从 C A D直 角形看 出
:

t g a = C D

A D

根

A还卫

叶 D

把作过的 8 个小麦品种的氧热比值都

作成三角图
,

可以看出以下关系
:

1
、

不同品种的氧热比值构成的三角

图
,

有明显的差异
。

值得注意的是灌浆期

t g a (根与 叶夹角 ) 的大小与单株产量呈

反相关 (图 2 )
。

这一夹角的大小
,
决定

于根茎叶的氧热比值
,

即是说只有在根茎

叶氧热比值三者达到某一组合时
,

才能显

出品种的最高性能
。

这在生物学上是可 以

解释的
。

因为小麦在整个生长过程中
,

根主要是吸收养分
,

茎是输送养分而叶是进行光合作用
。

三者均是影响产量的直接因素
。

2
、

对同一品种作不同生育期三角图的比较时
,

孕穗期的 t g a 小于拨节期和灌浆期
。

t ga童产(宽/株è

图 2 不同品种产且与七g a 的关系

( 四 ) 小麦根茎叶平均活化能与产且的关系
。

将试验中热谱图
,

根据热重 分 析 ( T G A ) 研

究热分析反应机理的能量 式
:

刘
·

小麦根茎叶的热失重曲线
,

1 0

E = 0
.

7 9艺
1

T

△ w
(此式为评价高分子化合物热性能的经验式 )

,

用来

表 2

进行数据处理
,

即得表

小麦不同生育期平均活化能 (卡 /克分子
·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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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小麦品种产且 (小区试验 )

一尸nù

公ù久一八乙ù L户 L一 O口ù气洲一n甘ù
ó

公曰一二Jù

一一匕ù

品 种 西幅一号 矮丰一号 14 8幅 1 84 2 0 3 7阿 勃

4
,

6 9 9
。

3 5 4
,
8 0 2

。
4 0 5

,
6 0 2

。
8 0 ! 5

,

70 2
。
8 5 1 5

,
9 0 2

。
9 6 ) 6

,
1 0 3

。
0 5 6

,
3 0 3

。
1 5

2 14

二 ! , 6
.

1+ 0
.

0 2 0 4入

2 12

平均活化能f卡/克办刀子
.

潭 2 1 0

2 0日已
4 50 0 57 0 0 6 3 00 ` , 0 0

(公斤 /公顷 )

由当年田 间小 区试验得 到 的产 量

(见表 3 ) 与各生育期平均活化 能进行

回归方程运算
,

结果见图 3
。

由图 3看出
,

不同小麦品种的产量

与整个生长发育期根茎叶能量之和呈正

相关
。

这点与有关学者对小麦地上部分

干物质总重量与产量成正比例的结论相

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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