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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三系杂交糯稻嘉糯Ⅰ优 721 为试验材料，研究了不同栽插密度下的分蘖动态变化及成穗规律，分析了穗粒结构特点

及其对水稻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栽插密度为 22.5 万穴 /hm2 时最高茎蘖数适宜，成穗率最高，较好地协调个体和群体之间的

关系，能充分发挥该品种的高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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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栽插密度下嘉糯Ⅰ优721的分蘖动态及成穗规律
徐士库　鲁伟林　霍二伟　扶　定　申关望　余新春　李启干　张　顺　马　铮

（河南省信阳市农业科学院，信阳 464000）

验中发现浓 H2SO4 能够快速腐蚀羊草种子的稃，显

著提高发芽率。具有腐蚀性的酸要比其他强酸和弱

酸对种子萌发的影响更明显，但处理时间和酸浓度

要根据种子类型进行调整。在本试验中，60% H2SO4

处理对于发芽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98% H2SO4 处

理的发芽率显著低于对照，可能 H2SO4 浓度过高或处

理时间过长，腐蚀种胚，导致大部分种子无法发芽。

本研究结果表明，通过不同浸种处理可以看出

98% H2SO4 浸种，5%、10% PEG6000 浸种及 80℃水浴

处理对元宝枫种子的发芽率具有明显抑制作用，并

且限制幼苗后期生长；60% H2SO4 浸种，60℃水浴和 
4% KNO3 浸种对发芽率没有明显促进作用；200mg/
L GA3、400mg/L GA3 和 2% KNO3 浸种对发芽率和

幼芽生长有明显促进作用，其中 400mg/L GA3 浸种

对幼芽生长促进效果最显著，为 7.8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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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糯Ⅰ优 721 是信阳市农业科学院独立选育

的三系杂交糯稻新品种，利用优质糯性不育系嘉农

wxA1 和信阳市农业科院水稻所自主选育的信糯恢

721 组配而成，2013 年 5 月通过河南省作物品种审

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为豫审稻 2013005[1]。水

稻栽插密度的大小是调节水稻群体结构、提高水稻

产量和降低成本的一种重要手段 [2]。水稻的分蘖

期是水稻生育过程中最重要的时期，它决定水稻的

有效穗数。控制群体的最高总茎蘖数，尽量减少无

效分蘖，尽可能多地提高成穗率，提高有效分蘖的

比例，是全面提高群体质量的一项综合指标。在种

植密度与分蘖成穗及产量的关系问题上，有专家认

为种植密度下降，每穴分蘖数增加、最高分蘖期推

迟、有效分蘖期也相应延长；但是也有专家研究认

为稀植虽能延长有效分蘖期，但对最高分蘖期影响

不大。但普遍认为前期发生的分蘖成穗高，后期发

生的分蘖成穗低 [3-4]。在水稻分蘖构成及其成穗与

产量的关系上，水稻存在中期分蘖优于后期分蘖和

早期分蘖的规律，中期分蘖有更大的增产潜力。各

期分蘖的成穗特性对产量的贡献与密度的关系较

大，种植密度增加，分蘖成穗和产量主要来自早、中

期；种植密度下降，主茎对分蘖成穗和产量的贡献

下降，早、中期的分蘖作用明显增加，特别是中期分

蘖贡献率最大 [5-7]。2015 年在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研究论文 512017年第１期

试验园区开展了适宜插秧群体的试验研究，探求

适宜豫南稻区水稻种植密度的高产种植模式。本

试验研究的目的是调节嘉糯Ⅰ优 721 个体和群体

之间的关系，充分挖掘其高产潜力，最大程度地获

得杂交糯稻新品种嘉糯Ⅰ优 721 单位面积的稻谷 
产量。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点与材料　试验地点设在信阳市农业

科学院试验园区。选择地势平坦并且光照条件优良，

排灌条件便利，土质为白墡土，肥力中上等的田块为

试验田。试验材料为 2015 年冬季在海南繁育的嘉

糯Ⅰ优 721。为了提高植株密度影响因素分析的精

确性，在整个试验过程中，除了植株密度不同外，其

他田间操作、肥水管理及病虫害防治均保持一致。

1.2　试验方法　试验设 4 个密度处理，处理 A ：种

植密度为 15.0 万穴 /hm2；处理 B ：22.5 万穴 /hm2；处

理 C ：30.0 万穴 /hm2；处理 D ：37.5 万穴 /hm2，4 个

小区，无重复，每个处理小区面积 66.7m2，各个处

理间留走道 40cm，各处理按照栽插密度大小顺序 
排列。

供试材料于 2015年 4月 28日播种，秧田播种量

225kg/hm2，28d 秧龄移栽。本田施氮肥 165kg/hm2，

基肥、分蘖肥和穗肥按 5∶3∶2 比例施入；过磷酸钙 
300kg/hm2，KCl 225kg/hm2，P、K 肥作基肥一次性施

入。6 月 25 日晒田，7 月 10 日复水，田间水分管理

按照大田生产。

在每个试验处理定点 2 处，每处取有代表性植

株 5 穴共计 10 穴，每隔 7d 观察记载分蘖动态，直

到移栽 66d 为止。记载时间为移栽后的第 10、17、
24、31、38、45、52、59、66 天，发生的分蘖分别

分期挂牌，记为Ⅰ ~ Ⅸ个时期，挂牌时间以分蘖长

出 1 片展开叶为准，记载分蘖数。成熟收获时取出

各个处理挂牌的 10 穴植株考种。测定项目有：株高，

各期分蘖穗的一次枝梗、二次枝梗、穗长、穗实粒数、

千粒重，不同时期分蘖穗粒重及单株产量，计算成穗

率、着粒密度、结实率和不同时期穗重对产量的影 
响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栽插密度对不同时期分蘖消长和成穗率

的影响　从表 1 可以看出，处理 A 的分蘖数最大。

随着密度的增加，分蘖数逐渐减少。处理 A 在移栽

后的Ⅲ期分蘖增长量最大为 9.65，处理 B、C、D 都

是在移栽后的Ⅳ期最大，其分蘖增长量分别为 5.59、
5.00、3.50，说明稀植有利于增强水稻的分蘖能力。

表 1　嘉糯Ⅰ优 721 不同栽培密度下不同时期单株分蘖增长量及成穗率

挂牌

时期

移栽天数

（d）

处理 A 处理 B 处理 C 处理 D

分蘖增长量 成穗率（%） 分蘖增长量 成穗率（%） 分蘖增长量 成穗率（%） 分蘖增长量 成穗率（%）

Ⅰ 10 2.10 89.00 1.05 100.00 1.02 89.85 1.00 93.13

Ⅱ 17 3.98 87.22 2.76 100.00 2.85 83.46 3.00 86.27

Ⅲ 24 9.65 82.02 4.85 96.78 3.87 72.66 3.14 79.05

Ⅳ 31 9.16 75.15 5.59 85.96 5.00 71.45 3.50 20.05

Ⅴ 38 7.65 41.25 4.08 56.75 2.65 26.82 1.15 10.95

Ⅵ 45 6.88 9.78 2.64 8.15 1.51 7.11 1.05 0

Ⅶ 52 1.53 0 1.25 1.53 0.15 0 0.10 0

Ⅷ 59 0.34 0 0.20 0 0.22 0 0 0

Ⅸ 66 0.28 0 0 0 0 0 0 0

各个处理在移栽后的Ⅰ、Ⅱ、Ⅲ的 3 个时期分蘖

量增长速度快，成穗率高，有效分蘖多，这 3 个时期

的成穗率在水稻的产量形成中起决定因素。特别是

处理 B 在Ⅰ、Ⅱ期的成穗率为 100%，Ⅲ、Ⅳ期的成

穗率仍较高，分别为 96.78% 和 85.96%，由此看出嘉

糯Ⅰ优 721 在处理 B 下最适宜协调个体和群体之

间的关系，构建出高产潜力。嘉糯Ⅰ优 721 在过度

稀植或密植（处理 A 和处理 C、D）的情况下分蘖潜

力都没有发挥到最大水平，移栽后期的成穗率也相

对较低，由此可见嘉糯Ⅰ优 721 在密植条件下，后期

成穗率大幅度降低，影响了产量构成。

2.2　不同处理间不同时期穗部经济性状表现　有

效穗数、每穗实粒数、千粒重是产量构成的三要素，

可见在水稻产量构成中穗部性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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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所以在挖掘嘉糯Ⅰ优 721 的高产潜力时对穗部

经济性状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从表 2 可以发现：栽插密度对不同分蘖穗部的经

济性状影响明显。同一处理不同时期间，各性状随着

分蘖时期的推迟呈下降趋势，其中，一次枝梗、二次枝

梗、穗长、每穗总粒数、每穗实粒数、着粒密度、结实率

下降明显，千粒重下降不明显。同一时期不同处理间，

处理 A、处理 B 的穗总粒数、穗实粒数、结实率、千粒

重都高于处理 C 和处理 D，表明嘉糯Ⅰ优 721 在稀植

的情况下可取得大穗、大粒，为高产打下基础。

表 2　嘉糯Ⅰ优 721 不同处理不同时期分蘖穗的穗部经济性状

处理
分蘖

时期

一次

枝梗

二次

枝梗

穗长

（cm）

每穗总

粒数

每穗实

粒数

结实率

（%）

着粒密度

（粒 /cm）

千粒重

（g）
A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28.83
28.92
28.76
25.92
24.05
23.02

13.69
13.97
13.58
11.85
10.97
10.23

28.85
28.92
28.94
25.92
24.11
23.08

261.32
249.45
224.43
167.21
129.60
134.75

210.05
184.45
174.81
128.79
91.89
94.21

80.55
73.93
77.94
77.02
70.90
69.91

9.1
8.6
7.8
6.5
5.4
5.8

29.25
29.49
29.89
29.79
29.87
29.72

B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28.83
28.64
27.85
25.95
23.70
23.55
19.20

13.44
13.87
13.06
11.82
10.75
10.15
6.56

26.82
29.68
27.91
25.95
23.82
26.66
19.32

279.74
240.10
216.67
176.16
134.28
137.72
53.46

217.66
188.50
168.88
125.94
97.97
95.75
18.75

77.81
78.51
77.94
71.49
72.96
69.53
35.07

10.43
8.1
7.7
6.8
5.6
5.2
2.8

29.25
29.52
29.49
29.45
29.02
28.82
—

C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28.52
28.43
28.32
25.45
24.20
23.09

13.48
13.35
12.29
10.77
10.31
10.12

29.83
28.84
28.65
25.65
24.52
23.14

256.55
238.56
213.12
141.87
128.85
101.26

192.22
173.61
147.62
95.30
83.33
62.21

74.92
72.77
69.27
67.17
64.67
61.44

8.6
8.3
7.4
5.5
5.3
4.4

29.17
29.42
29.29
29.05
29.12
—

D Ⅰ

Ⅱ

Ⅲ

Ⅳ

Ⅴ

29.02
28.28
27.05
24.36
23.65

13.33
12.58
11.66
9.02
8.35

29.12
29.59
27.46
24.67
23.95

238.95
229.56
189.98
113.65
137.85

171.92
145.59
120.54
73.62
81.22

71.95
63.42
63.45
64.78
58.92

8.2
7.8
6.9
4.6
5.8

28.03
29.15
28.45
27.80
—

2.3　不同处理不同时期分蘖穗粒重对产量的影响

　从表 3 可以看出，各个时期的分蘖穗粒重对产量

的影响比较明显，随着密度增加，早期分蘖穗粒重对

产量的贡献率明显增加，中后期分蘖穗粒重对产量

的贡献率明显减少。各个处理Ⅱ、Ⅲ期的分蘖穗粒

重对产量的贡献率之和均超过 50%，除处理 B 在后

期分蘖穗粒重对产量的贡献率为 0.29% 外，其他处

理贡献率都为 0，表明设置合理栽培密度，协调个体

和群体之间的关系，是取得高产的关键。水稻前期

分蘖成穗率较高，对产量贡献大，因此，为提高分蘖

成穗质量应合理控制后期分蘖形成，应采取合理栽

培密度，促进早、中期分蘖，提高水稻群体质量。

表 3　嘉糯Ⅰ优 721 不同处理分蘖穗粒重对产量的贡献率

处理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折合产

量

（t/hm2）
粒重

（g）
贡献率

（%）

粒重

（g）
贡献率

（%）

粒重

（g）
贡献率

（%）

粒重

（g）
贡献率

（%）

粒重

（g）
贡献率

（%）

粒重

（g）
贡献率

（%）

粒重

（g）
贡献率

（%）

A
B
C
D

50.45
47.40
39.97
40.10

9.52
11.07
14.86
19.43

85.80
73.40
55.95
67.30

16.19
17.14
20.80
32.61

198.70
154.50
84.09
81.93

37.48
36.07
31.26
39.70

133.50
107.80
74.60
11.66

25.18
25.17
27.73
5.65

41.40
38.56
12.56
5.36

7.81
9.00
4.67
2.60

20.20
5.38
1.85
—

3.81
1.26
0.69
—

—

1.25
—

—

—

0.29
—

—

8.67
10.05
9.17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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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 2016 年北玉玉米品种联合体区域试验（西南春播玉米组）在保山试点的产量、抗性、果穗性状及农艺性状等试

验结果，对参加区域试验的 7 个玉米品种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6 个参试品种的综合性状均优于对照品种渝单 8 号。6 个

参试品种中，民生 5961 综合性状表现突出，建议在保山海拔 1000~2000m 范围扩大示范推广；周玉 0913 丰产性较好，建议在保

山海拔 1800m 以下区域种植应用；金秋 7209 和康农玉 508 单季综合表现可以，可继续试种观察；金白玉 2 号和中单 888 综合

性状表现一般偏下，在保山的种植利用价值不大；对照渝单 8 号综合表现较差，不适宜在本地区种植。

关键词：玉米品种；联合体；区域试验；保山

2016 年北玉玉米品种联合体区域试验初报
孟静娇 　邵思全

（云南省保山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保山 678000）

玉米品种区域试验是选拔玉米新品种的重要

途径，是农作物品种审定的主要依据 [1]。联合体试

验作为品种区试的一种重要组成形式和开展方式，

可以扩大试验容量、挖掘试验潜力、拓宽品种审定

试验渠道和完善品种审定试验工作，是现代种业

发展的必然需求 [2]。科学合理地分析联合体试验

3　结论
嘉糯Ⅰ优 721 在不同的栽培密度条件下，不同

时期单株分蘖增长量及成穗率，随种植密度下降，每

穴分蘖数增加、最高分蘖期推迟、有效分蘖期也相应

延长；前期发生的分蘖成穗都高，后期发生的分蘖成

穗低。处理 B 的Ⅰ、Ⅱ期分蘖成穗率为 100%，分蘖

成穗率比其他处理结束晚（其他处理在第Ⅶ期分蘖

成穗率为 0），可见处理 B（22.5 万穴 /hm2）时成穗

率及单株有效穗数能大幅度提升，从而构建出高质

量的高产群体。

不同栽培密度对不同时期穗部经济性状的影

响较为显著。同一处理不同时期间，各性状随着分

蘖时期的推迟呈下降趋势，因此，可通过加强水稻前

期水肥管理，促进更多的低位分蘖，减少无效分蘖，

提高分蘖成穗率，优化群体结构，从而改善穗部经济

性状，达到提高该组合的产量水平的目的。此外，同

一时期不同处理间，处理 A、处理 B 的穗总粒数、穗

实粒数、结实率、千粒重都高于处理 C 和处理 D，表

明嘉糯Ⅰ优 721 在稀植的情况下可取得大穗、大粒，

为高产打下基础。

不同密度对不同时期分蘖穗粒重对产量的贡

献率影响明显。随着密度增加，早期分蘖穗粒重对

产量的贡献率明显增加，中后期分蘖穗粒重对产量

贡献率明显减少。但处理 B 在整个记载生育期中

分蘖成穗对产量均有贡献，所以为提高分蘖成穗质

量应采取合理栽培密度，控制后期分蘖形成，促进

早、中期分蘖，提高水稻群体质量。

综合试验结果：嘉糯Ⅰ优 721 在栽培密度为 
22.5 万穴 /hm2 时最能协调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

充分发挥分蘖能力和大幅度提高分蘖成穗率，最适

宜挖掘出该品种的高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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