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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生殖生長期葉片光合作用能力與產量關係之研究（Ⅱ）1 

張建生 2 

摘要 

為瞭解不同葉型大豆在花蓮特殊之低日射量環境下，葉片光合率與產量間之關係，８０

年夏作繼續利用花蓮一號（闊葉）ｘ高雄選十號（狹葉）之後裔（Ｆ6與Ｆ7），分為狹葉（５

品系）及闊葉（５品系）二群，於生殖生長期分別測其第四節位（自頂端算起）葉片光合率、

葉片性狀、生物量及產量，並探討其間關係。結果顯示，狹葉品系葉片光合率較闊葉品系為

佳，而狹葉品系之葉面積與葉片光合率呈顯著正相關，生殖生長期狹葉型之葉片厚度與葉面

積間均呈顯著正相關，闊葉型則呈負相關之趨勢。狹葉品系之葉片較厚，且葉片葉綠素含量

於Ｒ6 期時仍能維持較高水準（與同生育期闊葉型品系比較）。子粒充實末期（Ｒ5）兩種葉

型葉片光合率仍維持較高水準（狹葉品系甚至超過Ｒ1期）主要原因是植株在Ｒ5期前受強風

影響，植株部份葉片受損造成供源減少，因此在Ｒ5葉片光合率並未下降。葉片光合率與產量

之間狹葉型品系在各生育期均呈顯著正相關，闊葉型品系除Ｒ1期外，亦呈現正相關之趨勢，

另外，狹葉型品系之葉面積與葉片光合率及產量間均呈正相關，而闊葉型品系則不一定。狹

葉及闊葉型品系平均產量分別為 37.4±7.9及 27.7±4.3克／株，狹葉品系產量較高之原因主要

為子粒充實期（Ｒ6）其葉片仍能維持較高之光合率，上逑結果顯示今後花蓮地區大豆育種應

選拔葉面積較大，葉片光合率高之狹葉品種，以增進其大豆生產潛力。 

〔關鍵字：大豆、二氧化碳交換速率、比葉重、葉綠素含量、葉片厚度、葉面積〕 
1.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報告第 78號，本研究部份經費承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號碼：81農建

－12.2－糧－31）及中正基金（80中基－農－5)補助，謹致謝意。 
2.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副研究員。 

前言 

作物品種改良進行選拔之際，最好直接找尋與產量相關之性狀，始能有效的選出高產後

裔。大豆〔Glycine max L. (Merr.)〕植株之光合率直接影響產量（Shibles etal., 1975），因此

葉片二氧化碳交換速率（CO2-exchange rate, CER）應可供作大豆育種選拔之指標。植株之光

合率受遺傳因子所控制，Ojima和 Kawashima於 1970年發現大豆Ｆ3後裔中具有較高之葉片

光合率植株通常為具高光合率Ｆ2之後裔。Wiebold氏等(1981)及 Secor氏等(1982)指出以葉片

光合率進行選拔在高世代(F7)較為有效。此外，植株光合率亦受葉片性狀及病蟲害之影響，

Shibles 氏等於 1987 年指出，葉面積小且厚之葉片，含有較多之葉綠體，因此葉片光合率高

於大而薄之葉片。Bourgeois 與 Boste(1992)研究，葉班病對落花生葉片光合率之影響結果指

出，與葉片感染葉斑病呈度呈直線下降之趨勢。作物生長環境不同，葉片光合作用表現能力

亦異，花蓮地區日射量及日照時數每年除七、八月份外，其他月份均較同緯度之台中地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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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５０％，據張(1991)研究指出，花蓮地區春作狹葉型大豆在低日射量（500∼700µmol／㎡

／S）環境下，葉片光合率較闊葉品系為高，產量表現亦佳，主要為狹葉型大豆在Ｒ6期葉片

仍能維持較高之光合率，為繼續探討不同葉型大豆在花蓮地區夏作之表現及其與產量之關

係，以供作今後大豆育種時之參考。 

材料與方法 

(一)材料：花蓮一號ｘ高雄選十號後裔（Ｆ6及Ｆ7），分為二群，一為狹葉型，另一為闊葉型，

80 年夏作參試狹葉５品系(Ｎ1∼Ｎ5)，闊葉５品系(Ｂ1∼Ｂ5），並將花蓮一號（Ｂ6）、

花蓮二號（Ｂ7）（闊葉）及高雄選十號（Ｎ6）（狹葉）加入比較。 

(二)方法：採逢機完全區集設計，五行區,行長５m，三重複，行株距 60X10cm，每重複設二

小區，一區供取樣調查用另一區供調查產量。80年夏作於 8月 1日播種，每公頃施肥量

氮、磷、鉀為 10、60、60kg，其中磷、鉀肥全量及氮肥半量於整地前當基肥施用，餘半

量氮肥在花蕾形成時當追肥施用，其他田間管理按一般標準法實施。生育期之認定按 Fehr

及 Caviness(1977)之標準，在植株進入生殖生長期後，以塑膠繩逢機標定樣本，分別於Ｒ

1(開花期)、Ｒ3(始莢期)、Ｒ5(種子充實始期)及Ｒ6(種子充實末期)期，以手提式二氧化碳

測定儀，每小區調查５株上節位（自頂端算起第四節）葉片之光合作用能力，同時以 disc

取樣，分別測定此各生育期之比葉重，葉綠素含量與葉面積、葉片厚度等（均以第四節

位著生複葉之中間葉片為準），收穫時調查農藝性狀及產量。調查方法如下： 

1.單葉光合率之測定：於各生育時期以開放式手提二氧化碳測定儀（ADC－LCA-2），測定

上節位葉片單位時間內二氧化碳改變量。 

2.葉綠素含量(ch1)：以直徑５mm 之打孔器，從各參試品系植株第四節位葉片，逢機各取 10

片葉圓片，置於試管中，加 80％甲醇 10ml，置於 70℃水浴中約 40分鐘，待葉圓片呈白色

後取出，置黑暗處冷卻，再以光電比色計(波長 633nm)測定吸光度（Ｏ．Ｄ．值）。單位面

積葉綠素含量（mg/d㎡）計算公式為Ｏ．Ｄ．／78.74X10X2X0.0565。 

3.比葉重(SLW)：各參試品系植株第四節位葉片各取２０片葉圓片，烘乾後稱重。 

4.葉面積(LA)：使用 LI-3100areameter測定葉面積。 

5.乾物量(DW)：取地上部植株,以 70℃烘乾 72小時秤重。 

結果 

一、不同葉型大豆生殖生長期葉片光合率之變化 

由圖１顯示，花蓮地區夏作大豆生殖生長期（Ｒ1∼Ｒ6 期）狹葉型大豆葉片光合率大多

高於闊葉型大豆，始花期（Ｒ1，圖１－Ａ）在光度較低時，狹葉型大豆之葉片光合率略高於

闊葉型大豆，在高光度下，狹葉型大豆葉片光合率顯著大於闊葉型大豆。始莢期（Ｒ3，圖１

－Ｂ）一般而言，狹葉型大豆均顯著高於闊葉型大豆，僅當光度高於 1200µ／㎡／ｓ時，闊

葉型大豆葉片光合率表現較佳，子粒充實始期（Ｒ5，圖１－Ｃ）無論光度強弱，兩種葉型之



花蓮區研究彙報 9:1∼13 

葉片光合率相近，但狹葉型大豆略高，至子粒充實末期（Ｒ6，圖１－Ｄ），則以狹葉型大豆

葉片光合率表現較佳。與 80年春作所測得結果相近，春作狹葉型大豆在低光度下，生育期葉

片光合率均高於闊葉型大豆，當光度增強時，僅於Ｒ1及Ｒ6期較闊葉型大豆為低。 

 
二、不同葉型大豆生殖生長期葉片生理性狀及地上部總乾物量之變化 

圖２顯示 80年夏作生殖生長期不同葉型大豆葉片生理性狀之變化，葉片葉綠素（Ch1）

含量（圖２－Ａ）狹葉型大豆均略高於闊葉型，但差異不大，Ｒ5期後，狹葉型大豆仍維持較

高，闊葉型大豆則略為下降，因此，到Ｒ6期，狹葉型大豆葉片葉綠素含量明顯高於闊葉型大

豆，80 年春作時生殖生長期狹葉型大豆葉片葉綠素含量略高於闊葉型，且至Ｒ5 期達到最大

後開始降低，以闊葉型下降速率較快。地上部植株乾物量（ＤＷ，圖２－Ｂ）隨生育時期逐

漸增加，Ｒ5期前狹葉型大豆增加較緩至隨後則增加較快，至Ｒ6期時兩種葉型乾物量相近。

80 年春作植株乾物量自Ｒ3 期開始直線增加且兩種葉型差異較大，以闊葉型較高，增加速率

亦快。葉片厚度（ＬＴ，圖２－Ｃ）以闊葉型葉片較厚且以Ｒ5－Ｒ6期差異較顯著。80 年春

作時葉片厚度隨生育期逐漸增厚，但兩種葉型差異不顯著。比葉重（ＳＬＷ，圖２－Ｄ）兩

種葉型在Ｒ1至Ｒ5期變化不大，於Ｒ5期後始迅速增加，但差異均不顯著。80 年春作比葉重

從Ｒ1至Ｒ5期逐漸增加，到Ｒ5期後闊葉型大豆不再增加，而狹葉型大豆至Ｒ6期始達最高，

且與闊葉型大豆差異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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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生長期，參試品系之葉片光合率（在淨光能產量 apparent quatum yield約 1200µmol

／㎡／ｓ時測得）之變化（圖３），狹葉品系有兩個高峰期，一在Ｒ1期，另一在Ｒ5期（圖

３－Ａ），除Ｎ5此一品系外，葉片光合率在Ｒ5期達到最高峰而後下降。闊葉品系（圖３－

Ｂ）大多在Ｒ1期達到最高（Ｂ6除外，此一品系之葉片光合率亦有兩個高峰期，一為Ｒ1期，

另一為Ｒ5期），而後逐漸下降至Ｒ6期。由圖３－Ａ．Ｂ得知，狹葉品系之葉片光合率在Ｒ6

期能維持較高。此一變化與 80年春作所測得之結果略有不同，春作兩種葉型大豆葉片光合率

多自Ｒ1期開始逐漸下降，到Ｒ5期後急速降低，但仍以狹葉型大豆維持較高。平均產量狹葉

品系為 37.7±7.9克/株，闊葉品系為 27.74±4.3克／株，狹葉型較闊葉型增產 34.7％，80年春

作狹葉型產量亦較闊葉型增產 30.2％。 

三、不同葉型大豆生殖生長期葉片性狀、乾物量及其光合率與產量間之關係 

由表１∼２可知，夏作大豆生殖生長期葉片性狀、乾物量及光合率間之關係如下：狹葉

型大豆葉面積（ＬＡ）大者，葉片亦較厚，闊葉型大豆則有呈負相關之趨勢，但在 80年春作

時此二種葉型之葉面積與葉厚呈負相關。狹葉品系葉厚（ＬＴ）與比葉重（ＳＣＷ）在Ｒ1

∼Ｒ5期呈顯著正相關，至Ｒ6期則為負相關，闊葉品系葉厚與比葉重在Ｒ1∼Ｒ3期呈顯著正

相關，到Ｒ5∼Ｒ6 期則呈顯著負相關，此與春作時表現不同狹葉品系之葉厚與比葉重均呈顯

著正相關而闊葉品系僅在Ｒ1期呈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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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厚與葉片葉綠素含量（Ｃｈ1）在狹葉品系有正相關之趨勢（其中Ｒ3 及Ｒ6 期較為顯

著），闊葉品系之葉厚與葉片葉綠素含量因生育期之不同變化較大，此與春作結果亦稍有不

同，春作狹葉品系葉厚與葉片葉綠素含量呈顯著正相關，闊葉品系亦僅於Ｒ1期呈顯著正相關。 

葉厚與葉片光合率（ＣＥＲ）間除狹葉品系在Ｒ1期呈負相關外，兩種葉型其餘生育期均

呈正相關，尤其以Ｒ3及Ｒ5期較為顯著。春作此二性狀間之關係不同，春作生殖生長期狹葉

品系葉厚與葉片光合率間呈負相關之趨勢但闊葉品系除Ｒ6 期外，其餘生育期均呈顯著正相

關。 

葉面積與比葉重間之關係，兩種葉型均有負相關之趨勢，此與春作表現相似（僅Ｒ6期闊

葉型品系表現不同其二性狀呈正相關），葉面積大之狹葉型品系在生殖生長後期（Ｒ5∼Ｒ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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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葉片光合率高且產量亦高（均呈顯著正相關），闊葉品系則無此一現象，此與春作結果相

同。 

比葉重較大之品系，在Ｒ1 期其葉片光合率較低（均呈顯著負相關），狹葉型品系在Ｒ3

期後，比葉重大者，葉片光合率高，闊葉型品系僅於Ｒ3∼Ｒ5期間有此一現象。 

葉片葉綠素含量高之狹葉型品系，自Ｒ3期開始其葉片光合率較高（呈顯著正相關），但

闊葉型品系則無此一關係存在，春作兩種葉型此二性狀間之關係不十分明確。葉片光合率高

之品系，無論狹葉或闊葉型，其地上部乾物量（ＴＤＷ）均大，且狹葉品系乾物量大之品系，

其產量亦高，闊葉型品系此二性狀間之關係較不明顯，春作表現則不同，（春作兩種葉型此

二性狀僅於Ｒ6期呈顯著正相關外，其中闊葉品系Ｒ1∼Ｒ5期有呈負相關之趨勢）。 

生殖生長期葉片光合率與產量間之關係在狹葉型品系均呈正相關，但闊葉型品系僅Ｒ5

－Ｒ6 期間呈正相關，此一結果與 80 年春作結果略不同，春作狹葉型品系葉片光合率在Ｒ3

－Ｒ4期間與產量呈正相關，闊葉品系葉片光合率僅於Ｒ6期與產量呈正相關，其餘生育期均

為負相關，由春、夏作試驗結果得知，無論狹葉或闊葉型品系，其葉片光合率在Ｒ6期均與產

量呈顯著正相關。 

表 1.狹葉型大豆生殖生長期之葉片生理性狀、總乾物量、產量及葉片二氧化碳交換速率間之

關係(80年夏作) 

Table 1. Correlations of leaf developmental characters, total dry weight, CO2-exchange rate and 

yield in narrow leaflet soybean lines at reproductive stages. (summer crop, 1991) 

Stages (LT) (LA) (SLW) (Chl) (TDW) (CER) 

R1 0.3355*      

R3 0.7951**      

R5 0.4137**      
(LA) 

R6 0.0664      

R1 0.5915** -0.5811**     

R3 0.3240** -0.0840     

R5 0.3721** -0.1175     
(SLW) 

R6 -0.4114** -0.4949**     

R1 -0.2421 -0.6872** 0.4820**    

R3 0.4008** -0.0044 0.6892**    

R5 0.2389 0.3340** 0.8112**    
(Chl) 

R6 0.3372* 0.2281 -0.7303**    

R1 0.1166 0.4801** -0.1350 -0.2082   (TDW) 

R3 0.2146 0.7531** -0.2669 -0.4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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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5 0.6145** 0.6913** 0.5910** 0.6576**    

R6 0.5739** 0.4370** -0.3866* -0.1087   

R1 -0.5893** 0.5095** -0.8142** -0.8173** 0.6557**  

R3 0.8725** 0.1964 0.9300** 0.9705** 0.6403**  

R5 0.5582** 0.3621* 0.2752 0.9236** 0.6753**  
(CER) 

R6 0.1061 0.5554** 0.9676** 0.6906** 0.5466**  

R1 0.0561 0.5668** -0.2515 -0.6566** 0.7047** 0.6960** 

R3 0.0105 0.3959** -0.2840 0.3988** 0.8600** 0.9995** 

R5 -0.0537 0.4901** 0.2715 0.4219** 0.3138* 0.7879** 
(Yield/Pt) 

R6 0.5678** 0.4621** -0.2962* 0.7739** 0.3235** 0.6272** 

(LT),Leaf thickness; (LA), Leaf area; (SLW), Specific leaf weight; (Chl), Chlorophyll content; 

(TDW), Total dry weight; (CER), CO2-exchange rate. (n=47, Summer crop, 1991). 
表 2.闊葉型大豆生殖生長期之葉片生理狀、總乾物量、產量及葉片氧化碳交換速率間之關係

(80年夏作) 

Table 2. Correlations of leaf developmental characters, total dry weight, CO2-exchange rate and 

yield in broad leaflet soybean lines at reproductive stages. (summer crop, 1991) 

Stages (LT) (LA) (SLW) (Chl) (TDW) (CER) 

R1 0.1631      

R3 -0.5568**      

R5 -0.3086*      
(LA) 

R6 0.0188      

R1 0.9928** -0.3948**     

R3 0.9679** -0.3336*     

R5 -0.7040** 0.1214     
(SLW) 

R6 -0.7972** -0.3000*     

R1 -0.0571 0.2236 -0.1756    

R3 0.9636** 0.9758** 0.9998**    

R5 -0.5731** 0.4767** 0.6086**    
(Chl) 

R6 0.4328** -0.5406** -0.5957**    

R1 0.1075 0.3805** -0.0117 0.9864**   (TDW) 

R3 0.9185** 0.9367** 0.9881** 0.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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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5 0.0357 -0.8216** -0.0337 -0.1602    

R6 0.3285* 0.5478** -0.5373** -0.1003   

R1 0.9201** 0.1745 -0.9998** -0.8261** -0.1881  

R3 0.9438** 0.8988** 0.4081** 0.3499** 0.7759**  

R5 0.1549** -0.2419 0.7687** -0.0599 0.5051**  
(CER) 

R6 0.0676 0.9506** -0.0234 0.1970 0.5150**  

R1 0.7811** 0.9242** 0.7011** 0.5787** 0.2863 -0.4141** 

R3 0.9907** 0.9841** 0.9296** 0.9233** 0.0477 0.2417 

R5 0.2841 0.0513 0.4273** -0.1012 0.3647* 0.4812** 
(Yield/Pt) 

R6 0.1194 -0.2325 -0.5187** 0.4183*8 0.1684 0.2584** 

(LT),Leaf thickness; (LA), Leaf area; (SLW), Specific leaf weight; (Chl), Chlorophyll content; 

(TDW), Total dry weight; (CER), CO2-exchange rate. (n=40, Summer crop, 1991). 

討論 

大豆植株進入子粒充實期後，因積貯（Sink）需求璔強，使得葉片中貯藏養分經再分佈

轉移到子粒，因而葉片逐漸老化，一些生理機能亦隨之衰退，並直接影響到子粒充實，據張

（1990）研究結果指出，大豆子粒充實期與百粒重間呈顯著正相關，此可能充實期長之品種

其生殖生長期葉片老化較慢有關。 

一般而言，狹葉型大豆之產量及農藝性狀不一定較闊葉型為佳(Mandle and Buss, 1981)，

就大豆葉片光合作用率而言，除受遺傳因子控制外(Hesketh et al., 1981)，葉片之年齡、積貯需

求及環境均可影響其表現，而且在高世代選拔效果較佳(Secor et al., 1982)，且不同葉型表現亦

異，據 Sung 及 Chen(1989)研究大豆”Clark”品種之葉片光合作用能力，並與具狹葉型基因之

近同源系比較結果指出，以葉片單位面積而言，狹葉型葉片之現行光合作用(apparent 

photosynthesis)較正常葉（闊葉）為高。根據本場氣象調查資料顯示，花蓮地區日照時數及日

射量一年中除７、８月外，其餘月份均較台灣西部為低。本場育成之花蓮一號與高雄選十號

雜交後裔中不同葉型之姐妹系(sister lines)在春作(1991)亦有此一現象，即低日射量時淨光能產

量為(500∼700 µ gmol/㎡/ｓ)，狹葉品系葉片光合率均高於闊葉品系。本試驗（夏作）僅於Ｒ

3 期。當光度較高(1200µ／㎡／ｓ)時，闊葉型大豆葉片光合率表現較佳，其他生育期均以狹

葉型品系較佳，尤其在Ｒ6期更為顯著（圖－Ａ．Ｂ．Ｃ．Ｄ），顯示狹葉型大豆較能適應花

蓮地區生長環境。 

葉片葉綠素含量多寡為葉片老化重要指標（Wittenbach et al., 1980），由本試驗結果顯示

Ｒ5期前兩種葉型葉片葉綠素含量差異不顯著（以狹葉品系含量略高），闊葉型品系葉綠素含

量在Ｒ5 期後開始下降，而狹葉型品系至Ｒ6 期時，葉片葉綠素含量仍維持在Ｒ5 期之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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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tenbach et al. 於 1980年研究指出，大豆葉片葉綠素含量在開花後４週(約Ｒ4∼Ｒ5期)開始

急速下降。另據 Sung 及 Chen(1989)研究顯示，葉綠素含量在開花後１８天(約Ｒ3∼Ｒ4)開始

下降，但亦有研究指出，葉綠素含量在Ｒ1∼Ｒ2期後即開始下降(Ghiasi et al., 1987)，可能因

栽培環境及植株生育狀況而略有不同。而根據 Sung 及 Chen 於 1989 年之研究顯示，狹葉品

系之葉綠素含量，確較闊葉品系為高。本試驗參試品系中，狹葉型之生育習性（growth habit）

多屬半無限型，且節數較多，上節位葉片老化較遲，因此後期狹葉型品系葉綠素含量較高。 

植株乾物量累積自Ｒ1期後逐漸增加，以闊葉品系稍高（圖２－Ｂ），至Ｒ5期後以狹葉

型累積速率較快，但差異不大，至Ｒ6期兩種葉型之乾物累積達同一水準，但闊葉型品系之產

量不及狹葉型（圖３－Ａ及Ｂ），顯示闊葉型品系之營養器官中同化物之轉運可能不及狹葉

型品系。 

葉片厚度兩種葉型均自Ｒ1∼Ｒ3 期開始增厚（圖２－Ｃ），爾後不再繼續增厚，此性狀

與 80年春作表現不一，但以闊葉型品系較厚。比葉重自Ｒ1∼Ｒ5期兩種葉型均維持同一水準，

至Ｒ5期後始增加，且差異不顯著。Ghiasi et al. 於 1987年探討不同生長習性大豆品種之葉片

生理時指出，有限型大豆(determinate)之比葉重在Ｒ4 期達最大，而半無限型及無限型

(indeterminate)於較晚（Ｒ6 期）始達最大。本期試驗結果顯示半無限型（多為狹葉品系）確

實如此，但有限型（闊葉型品系）稍有不周，延至Ｒ6期始達最大。 

由葉片生理性狀間之相關（表１及表２）可知，葉面積較大之狹葉型大豆，其葉片愈厚。

此與 Hesketh et al. (1981)調查結果不太一致。闊葉型大豆之葉厚與葉片光合率呈顯著正相關

（Ｒ6期除外），而狹葉型大豆之葉面積與葉片光合率呈顯著正相關，顯示今後選拔適合花蓮

地區夏作栽培之大豆品種，對闊葉型大豆而言，應選葉片較厚之品系，至於狹葉型大豆進行

選拔時，可考慮葉面積大且葉片較厚之品系。 

據以往研究二氧化碳交換率與葉面積之關係結果得知，其間有正相關（Harrison et al., 

1981)，亦有結果認為其間關係不甚明確（Kaplan and Koller, 1977），而據 Kaplan及 Koller(1977)

之研究指出，大豆品種間當二氧化碳交換率增加時，葉片之葉面積擴展率會降低。因此，闊

葉型大豆葉面積不宜太大，否則遮光增加，將使透光率減少，因而影響下節位葉片進行光合

作用。 

致於葉面積與比葉重間之關係，Bhagsari及 Brown於 1986年研究結果指出，不同作物（落

花生、大豆、甘藷等）之葉面積與比葉重關係並不一致，而大豆品種間亦如此，本試驗結果

此一性狀間表現有負相關之趨勢，且與 80年春作之結果並不一致，可能與栽培季節不同有關。 

植株乾物重與產量間之關係均為正相關，狹葉型品系自Ｒ1∼Ｒ6 期相關顯著，闊葉型品

系僅於Ｒ5期相關顯著。另外植株乾重與葉片光合率間之關係，在狹葉型品系均為正相關，闊

葉型品系除Ｒ1期外，其餘生育期亦呈現正相關。據 Ford et al. (1988)研究指出，大豆頂端完

全葉片之光合作用（total photosynthesis）較快之品系，並不會使植株乾物量增加，可能為測

定葉片光合率之時間為一定點，而植株乾物是持續累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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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葉片之光合率隨生育期而有所變化，通常在開花後２∼３週達到最高而在子粒開始

充實（Ｒ5期）時急速下降（Wittenbach et al., 1981），由圖３顯示，本期試驗結果狹葉型品

系之葉片光合率從Ｒ1期降至Ｒ3期後，至Ｒ5期又上昇，甚至超過Ｒ1期（Ｎ5品系除外），闊

葉型品系在Ｒ5期之葉片光合率亦維持較高水準，亦有高於Ｒ1期之品系（Ｂ6），一般大豆子

粒開始充實，積貯器官（莢果）需求增加，致使葉片貯藏之同化物再轉移（remobilization）

至子粒，而促使葉片加速老化，光合作用能力因而急速下降。本期作所測得結果不同之原因，

可能受颱風影響植株生育，據本場氣象記錄顯示，80 年 9 月 15∼16 日受耐特颱風外圍環流

影響，除降雨外（二天降雨量分別為 51.5及 55mm）風速亦較大外，到 9月 22∼23日同一颱

風（耐特）仍在南部徘徊，9月 23日降雨 68mm，受此二次風雨侵襲，試驗田大豆植株葉片

受損，而Ｒ5期調查日期為 9月 26日，由於大豆部份葉片受損,即供源可能不足，據 Hanson and 

West(1982)研究指出，大豆積儲器官會傳送訊號，誘導同化物運轉作適當比例之調整，當供

源減少（採用摘葉處理），植株之單位面積 CO2交換速率(CO2 exchangerate)會顯著增加，因

此，結果為大豆植株因受風雨為害（輕度）之所得之反應。 

由表 1.2可知，生殖生長期測定單葉光合率與產量間之關係狹葉型品系均為顯著正相關，

闊葉型品系除Ｒ1期為負相關外，其餘生育期亦有呈正相關之趨勢，Ｒ6期之葉片光合率，無

論狹葉或闊葉品系均與產量呈正相關，以狹葉型品系葉片光合率較高(圖 3-A)，顯示在子粒充

實末期，葉片光合能力維持較高之品系，能供應子粒較多之同化物，因而高產。80年春作試

驗結果亦如此。此與 Boon-Long et al.在 1983年研究結果一致。 

大豆依其葉型之不同分為狹葉及闊葉型，除遺傳因子所造成之不同外，對環境之反應亦

異。以花蓮地區特殊之環境（日照時數短及日射量低）而言，似以狹葉品系較為適應，生殖

生長期（Ｒ1∼Ｒ6 期）狹葉品系之葉片在較低之日射量時，葉片光合率表現優於闊葉品系，

到生殖生長後期（Ｒ6期），狹葉品系葉片仍能維持較高之光合率（春、夏作均如此），且狹

葉品系葉面積與葉片光合率及產量均呈正相關，雖然狹葉品系間產量變異較大，但平均產量

較闊葉品系增加 34.7％（80年春作試驗結果狹葉型品系大豆產量較闊葉型品系增產 30.3％），

顯示花蓮地區今後大豆育種應以葉面積較大之狹葉品種為首先考慮之目標。（亦可測定並選

拔葉片光合率高之品系，但狹葉型品系葉片光合率與葉面積呈正相關，以葉面積為選拔指標

較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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