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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水稻 日照温度农业气候指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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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的意晃
”

我们现对张迎福同志对
“

长江中下游水稻 日照温度农业气候指标的初步研究
”

一文的

意兑答复如下

用可照时数的原 因是

根据我们分析拮果
,

实照时数与发育速度的关系不明显 原文图
。

原文中提
到的阴彝天气条件系指实照时数

。

因为阴彝是用云量而定
,

而云量与实照时数有关
‘

农业科学家曾用不同稗度来甜渝水稻品种与 日照长度和引种等阴题 如吴光南

欲为
,

原产地的撑度是影 响水稻品种光照长度反应特性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一” ,

而樟度与

可照时数有函数关系  丁颖提到临界 日长 揭开渠献为影响 水稻 生长期长短主

要外界因素是气象 因素中的温度高低和 日照长短〔‘ 参圈原文不难洞悉所云 日照长度是

指可照时数而言 如果考虑实照时数
,

那就不能用不同棒度来衬渝
,

而应当用实照时数多

少来尉渝朋题 如
、

月份 晚稻幼穗分化和抽穗时期 实照时数以西南地区最少  
,

对

同一类型品种
,

应敲在西南早完成抽穗阶段
,

但实际情况决非如此 如 类型品种在

雅安 北律
, ,

月 日播种 月 日左右抽穗
,

历时 天
,

而在广州 北撑
“ ’

月 日播种
,

月 日左右抽穗
,

历时 天左右 广州
、

南京等地光照拭嵘资

料

有人在夜简始予弱至 烛光的辅助光照
,

使 品种的孕穗期延长柏

天 在其它贰输里
,

当光度增兹自 。到 烛光
,

水稻随光的增孩而表现特别敏威 由

此可兑
,

在未豁入实际 日照的那些可照时数
,

对水稻发育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祝的

可晃
,

我俐应用可照时数是有根据的

 未作相关率显著性检验是不够完善的

由求得之 五。

可晃三个发育期 , 都是显著的
,

可以相互比较 考虑三期 甲的变

动范围如表

表 各发育期相关率及其族差范围

发 育 期 出苗一三叶 三叶一分葵 分龚一抽穗

甲变动范围 弓一 一 一
。

由表 可见分集到抽穗 刃最小值亦大于其余两期

出苗到三叶
,

三叶到分寨发育速度与 日照长度的相关率也较大的原因
,

是 由于温

度而引起的 现在把 品种
,

和 年出苗到三叶发育 日数
、

平均 日照长度和

平均温度列为表 分析表 可晃

 出苗到三叶发育 日数随平均 日照长度增加而诚少
,

这与短 日照作物对光照的反应

是相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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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发育 日数随温度增高而渐少
.
而 由春到夏 日长逐渐增长温度也 日趋增高

,

由夏

到秋恰与相反
.

3.威光 n一111类型品种用累加 日长
,

是便于舒算
.
在符合衬渝简题的基本渝点前提

下
,

我们款为这样做是可以的
.
据图 4D 和图 4 E ,

用指数函数已能得到较好的描糖
.
分

段处理没有必要
,

而且也看不出有什么生物学意义
.

4.(l) 农业气象查料是离散的
,

发育 日数 y 与 日长
x
有 y 一 f (劝 是近似的关系

.
因

此
,

用数学分析往往不及应用数理就静方 法能砚明尚题
.
因为不是探求一种精确的物理

挽律
,

而是粽合分析归钠出一种
“

大量现象
”

的规律
.

(2) 在同一地区
,

取同一起点
,

用同一日长增长量来比较不同品种的威光强弱
,

尽管
“

在不同 日长下
,

随着 日长增长
,

发育 日数增减的情况是不一致的
.
”

但日长增长
,

各品种发

育 日数的增加有同样趋势
.
这样

,

利用同样 日长增长量 (1小时 )
,

就可以反应出水稻品种

威光性孩弱的全貌
.
不需要关心每个

x 的变化情况
.

5
.
( l) 图 7a 是温度 22 .0 ℃一29 .0 ℃ 之固的变化

,

因此看不 出双 曲拔形式
.
如果温

度变化幅度增大
,

可以呈现出双 曲栈形式
.

(2) T
.
八
.
李森科欲为

:
作物通过发育阶段需要同一有效积温[度(温度 )

·

日总和」
,

而不决定于日数多少[101
.
从这里很难理解有增温或减温过程对作物发育速度的影响

.
如

果象来信所靓
“

处在 由春到夏的增温过程中 ;而另一个处在 由夏到秋的降温过程中 ;这不

同的温度过程对植株发育有不同的影响
.
因此

,

虽然平均温度极为接近
,

但发育日数相差

悬殊
”

的那样
,

显然
,

应对 T
.
八
.
李森科的渝点抬补充或修正

.

来信中又云
“

两个期次
,

平均 日长极为接近
,

但发育 日数相差悬殊
,

这正是由于一期处

在 日长越来越长的过程中
,

另一期处在 日长越来越短的过程中
” .

思其意
,

自p水稻通过光

照阶段时受 日长变化倾向的影响
.
这种萧点是值得商榷的

.
我们同意丁颖提出

“

水稻 品

种各类型通过光照阶段时
,

只受 日长幅度而不受 日长变化倾向的限制
”[ 21 的意觅

.
对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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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早
、

迟播的播种期相差很多
,

如南京 19, 6 年 4 月 1 日播种和 7 月 n 日播种
,

播期相

差 112 天
.
但幼穗分化期相差很少

,

上二期相应分化期是 8 月 10 日和 8 月 29 日
.
相差 19

天的理解是
:
水稻品种通过光照阶段光照和温度的作用是粽合的

,

但互为主次
.
当光照

条件满足时
,

BlJ 温度起主导作用
,

而当温度条件满足时
,

则光照起主导作用 [6]
.

斗 月 1 日

播种的一期
,

5 月 10 日分集(大略的看成是咸光阶段开始)
,

这时 日照长度为 13
.
65 小时

,

看来和幼穗分化期 (8月 10 日 ) 日照长度为 13.4 1 小时相差无几
.
其所以不能较快的通过

光照阶段是因为
,

进入咸光阶段后
,

仍需在一定热量条件下 (或者靓需要一定数量的有效

积温)才能通过光照阶段
.
但当热量条件满足时 (需要一定 日数)

,

由于那时 日照长度逐 日

增长
,

光照条件又不满足
,

又需等到 日照减短到一定长度才能通过光照阶段
.

6
.
同意来函意晃

.

兰嫣弟
,

张养才
,

王静文

(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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