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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新品种辽单 1258 的适宜种植密度研究
白　石 1　寇永春 2　张秀梅 1　王晓琳 1　于佳霖 1

（1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沈阳 110161；2 辽宁省新民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新民 110300）

摘要：辽单 1258 是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选育的玉米新品种，为了探索辽单 1258 的最佳种植密度，2016 年在辽宁

省新民市兴隆堡地区进行了不同密度梯度比较试验，分析了不同种植密度对产量及农艺性状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中等肥力

条件下，辽单 1258 的最佳种植密度为 75000 株 /hm2，此时获得的产量最高且农艺性状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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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生产上更加注重耐密型玉米品种的应

用，打破了春播地区传统的稀植大穗品种的习惯，取

而代之的是全程机械化密植型玉米新品种。辽单

1258 是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选育的玉米新

品种，2017 年通过审定，审定编号为辽审玉 2017026。
该品种具有高产、稳产、高抗、耐密，适合全程机械化

种植等特点，2015-2016 年区域示范表现突出，受到

当地经销商及种植大户的青睐。一个新品种的成

功推广，必须配合良种良法技术，在生产中可以指导

农户科学种植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1]。研究表明，当

单株产量无法再获提高就要依靠群体增产来达到

高产增收的目的，但在实际操作中过度密植反而会

减产，达不到该品种的高产峰值 [2-3]，因此，2016 年

在辽宁省新民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试验基地进行

了辽单 1258 的密度试验，以探索玉米新品种辽单

1258 的最佳种植密度，良种良法配套，促进农户增产 
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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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项目

3　结论
本试验结果表明，F10-4、Q19-5、黔紫 003、黔

菜 1 号产量均高于对照 1、2，其中 F10-4 产量极显

著高于对照 1、2，Q19-5、黔紫 003 产量显著高于对

照 1、2，黔菜 1 号产量与对照 1、2 间差异不显著；黔

薯 721 产量低于对照 1，高于对照 2，与对照 1、2 差

异不显著。其中 F10-4 薯肉黄色，口感细嫩，为食用

或食用产品加工型品种；Q19-5、黔紫 003 为紫色食

用型品种，薯形美观，薯肉紫色，花青素含量高；黔菜

1 号顶叶直立，脆嫩，口感好，生长快，为叶菜型甘薯。

黔薯 721 薯肉黄色，中小薯率高，商品薯高，为鲜食 
品种。

综合看来，F10-4、Q19-5、黔紫 003、黔菜 1 号、

黔薯 721 等 5 个参试品种各具特色，适应性广，均具

有一定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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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玉米杂交种辽单 1258，由辽宁省农

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提供。

1.2　试验方法　试验于 2016 年在辽宁省新民市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兴隆堡试验基地进行。2016 年

5 月 6 日播种，使用播种器点播。小区面积 24m2，

小区行长 5m，8 行区，行距 60cm。试验采用随机区

组设计，3 次重复，设 6 个密度水平：52500 株 /hm2、 
60000 株 /hm2、67500 株 /hm2、75000 株 /hm2、

82500 株 /hm2、90000 株 /hm2。 选 择 土 肥 条 件 均

匀的地块作为试验区，整地时一次性施入长效肥 
750kg/hm2，正常田间管理 [4]。

田间调查项目：观察记录株高、穗位高、生育

期、空秆率、倒伏倒折率、病虫害等情况。室内考种：

每小区选取 10 穗有代表性的植株进行室内考种，调

查项目包括秃尖长、穗长、穗粗、穗行数、百粒重、出

子率等。小区全部收获测产，并调查小区的实收株

数、双穗株和空秆等情况。

1.3　数据分析　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03 和 DPS 
7.05 进行数据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种植密度对辽单 1258产量的影响　从表 1 可知，

玉米杂交种辽单 1258对密度反应比较敏感，密度过高、

过低均会显著影响产量。方差分析表明，产量在重复

间差异不显著，但在不同密度间差异显著或极显著。

在 52500~90000 株 /hm2 的密度范围内，产量随种植密

度的增加，先增加后减少。种植密度为 75000 株 /hm2

时平均产量最高达 11842kg/hm2，显著高于其他各密度

处理；种植密度为 82500 株 /hm2 时产量次之；种植密

度为 52500 株 /hm2 时产量最低，仅 6595kg/hm2。

表 1　不同种植密度对农艺性状与产量的影响

密度

（株 /hm2）

株高

（cm）

穗位高

（cm）

空秆率

（%）

倒伏率

（%）

穗长

（cm）

穗行数

（行）

百粒重

（g）
出子率

（%）

折合产量

（kg/ hm2）

52500 318 123 0 0 27.8 18 40.0 84.9 6595dD

60000 318 123 0 0 27.8 18 39.5 84.6 8196cC

67500 318 123 0 0 27.5 18 39.3 84.4 9904bB

75000 318 123 0 0 27.5 18 39.2 84.1 11842aA

82500 322 124 2 0 26.5 18 36.9 81.8    11080bAB

90000 325 126 6 4 24.0 18 32.4 78.4   8070cC 

2.2　种植密度对农艺性状的影响　从表 1 可知，种

植密度在 52500~75000 株 /hm2 范围时，果穗性状整

体较好，变化不大。在 75000~90000 株 /hm2 密度范

围时，穗长、百粒重、出子率均明显降低。可见，密度

过高时果穗性状有变劣的趋势。

种植密度在 52500~75000 株 /hm2 范围时，株高

和穗位高没有变化。在82500~90000株 /hm2范围时，

株高和穗位高均有所提高。说明了植株高度跟群体

生长环境压力有一定关系，在密度压力较低的环境

下对植株高、穗位高影响较小，在密度压力较高的环

境下对植株高、穗位高影响较大。

2.3　种植密度对倒伏倒折率和空秆率的影响　从田

间调查情况看，当种植密度在 52500~75000 株 /hm2

范围时未见空秆；而种植密度在 82500 株 /hm2 时，

空秆率为 2% ；种植密度在 90000 株 /hm2 时空秆率

为 6%。种植密度在 52500~82500 株 /hm2 范围时未

见植株倒伏，当密度达到 90000 株 /hm2 时倒伏率为

4%。通过各时期的田间调查，未发现感大小斑病、

青枯病、锈病和丝黑穗病。

3　结论与讨论
玉米杂交种辽单 1258 是大穗紧凑型品种，植株

上冲耐密性好，对密度反应极为敏感。该品种产量

与种植密度呈抛物线关系，当密度增加到一定程度

后，产量随密度增加而降低。在 75000 株 /hm2 密度

条件下可获得最高产量，达到 11842kg/hm2，农艺性

状较好；当种植密度增加到 90000 株 /hm2 时，产量

反而下降，果穗性状等有变劣的趋势。因此玉米杂

交种辽单 1258 在中等土壤肥力下，适宜种植密度为

75000 株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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