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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枝与密度互作对冀棉 958 生长发育和产量的影响
周永萍　田海燕　师树新　燕建召　孙　辉　崔瑞敏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石家庄 050051）

摘要：以冀棉 958 为材料，研究适合黄河流域棉区的密度与整枝方式组合。结果表明，随种植密度的增加，两种整枝方式

的株高、茎粗、果枝数、单株成铃数均降低。7.5 万株 /hm2 密度下精细整枝的籽棉总产最高，4.5 万株 /hm2 与 7.5 万株 /hm2 密度

下简化整枝的籽棉总产高于 10.5 万株 /hm2 密度下的籽棉总产。精细整枝时，建议种植密度为 7.5 万株 /hm2，简化整枝时建议

种植密度为 4.5 万 ~7.5 万株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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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研究发现，密度和整枝对棉花的生长发育

和产量形成有显著的影响 [1-3]。合理密植有利于有

效利用光热等资源，提高棉花群体质量 [4-6]。由于叶

枝的补偿作用，为棉花的轻简化栽培研究提供了依

据 [7-10]。本试验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明确黄

河流域棉区不同种植密度与不同整枝方式的优化组

合，为棉花生产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与试验地点　试验材料为国审棉花

品种冀棉 958。试验地设在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小安

舍试验站，试验地土壤属砂壤，0~20cm 耕层土壤基

本性质为：有机质 18.28g/kg，全氮 1.17g/kg，碱解氮

82.68mg/kg，速效磷 11.32 mg/kg，速效钾 196.04mg/kg。 
前茬作物为棉花。

1.2　种植密度与整枝方式　试验设置 3 个不同的

种植密度，分别为 4.5 万株 /hm2、7.5 万株 /hm2、

10.5万株 /hm2，每个种植密度下分别设精细整枝（去

营养枝、去赘芽，打顶）与简化整枝（仅打顶）两种整

枝方式，每小区 6 行，行距 80cm，株距根据密度决

定，小区面积 42.9m2，每个处理 3 个重复，随机区组

排列。2017 年 4 月 26 日播种，7 月 18 日打顶，栽培

管理措施一致。

1.3　棉花生长发育情况调查与产量、品质的测定　

9 月 10 日，每个小区选择有代表性的连续 20 株棉

株调查株高、茎粗、果枝数等农艺性状，并对每株各

果枝、各节位的成铃、脱落、烂铃等情况进行记录。

10 月 20 日，每小区摘有代表性的 50 铃，留待考种，

同时各小区摘中间两行霜前花，晾晒后实测产量， 
11 月 10 日摘霜后花实测产量。

1.4　数据处理　采用 Excel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SPSS 19.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方差分析（最小显著差

数法，简称 LSD 法）。

2　结果与分析
2.1　整枝与密度互作对棉花农艺性状的影响　随

着种植密度的增加，同一整枝条件下，棉花的株高呈

降低趋势（表 1）。同一种植密度下，简化整枝处理的

株高大于精细整枝。4.5 万株 /hm2 与 7.5 万株 /hm2 

密度下简化整枝的棉花茎粗均大于精细整枝， 
10.5 万株 /hm2 密度下两种整枝方式茎粗无显著差

异。随种植密度的增加，简化整枝处理下茎粗呈减

小趋势，精细整枝处理下茎粗无显著性差异。随种

植密度的增加，两种整枝方式的果枝数均降低，同一

密度下，简化整枝的果枝数小于精细整枝。简化整

枝的叶枝数随种植密度的增加而降低。

表 1　整枝与密度互作对棉花农艺性状的影响

处理 株高（cm） 茎粗（cm） 果枝数 叶枝数

4.5 万株 /hm2+ 精细整枝 85.3 ab 1.11 b 12.2 a

4.5 万株 /hm2+ 简化整枝 86.2 a 1.29 a 9.6 b 1.8 a

7.5 万株 /hm2+ 精细整枝 81.2 b 1.06 b 9.7 b

7.5 万株 /hm2+ 简化整枝 82.5 ab 1.27 a 9.0 bc 0.9 b

10.5 万株 /hm2+ 精细整枝 78.2 c 1.05 b 7.3 c

10.5 万株 /hm2+ 简化整枝 81.8 ab 1.03 b 6.8 cd 0.5 c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之间在 0.05 水平上差异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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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整枝与密度互作对棉花结铃性的影响　随种

植密度的增加，两种整枝方式下单株成铃数减少

（表 2），同一密度下，两种整枝方式之间的单株成铃

数差异不显著。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精细整枝的

单株蕾铃脱落数降低，而简化整枝则为先增加后降

低，同一种植密度下，简化整枝的单株蕾铃脱落数少

于精细整枝。随种植密度的增加，精细整枝的单株

烂铃数呈降低趋势，而简化整枝呈增加趋势。4.5 万

株 /hm2 与 7.5 万株 /hm2 密度下简化整枝的单株成

铃率均大于精细整枝，而单株蕾铃脱落率与烂铃率

（4.5 万株 /hm2 密度时差异不显著）小于精细整枝。

10.5 万株 /hm2 密度下简化整枝的单株成铃率与蕾

铃脱落率小于精细整枝，单株烂铃率大于精细整枝。

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精细整枝的单位面积成铃数

呈增加趋势，简化整枝的单位面积成铃数则先升高

后降低。

表 2　整枝与密度互作对棉花结铃性的影响

处理
单株成

铃数

单株蕾铃

脱落数

单株

烂铃数

单株成铃率

（%）

单株蕾铃脱落率

（%）

单株烂铃率

（%）

单位面积成铃数

（万个 /hm2）

4.5 万株 /hm2+ 精细整枝 11.0 a 10.4 a 2.9 a 45.0 bc 42.9 a 12.1 b 49.4 ab

4.5 万株 /hm2+ 简化整枝 10.8 a 4.8 c 1.5 b 62.9 a 27.5 b 9.6 b 48.6 ab

7.5 万株 /hm2+ 精细整枝 7.5 b 8.3 b 2.9 a 40.1 bc 43.8 a 16.0 ab 56.5 ab

7.5 万株 /hm2+ 简化整枝 7.9 b 5.3 c 2.0 ab 52.0 ab 34.9 ab 13.1 b 59.3 a

10.5 万株 /hm2+ 精细整枝 5.7 bc 3.7 cd 1.5 b 51.8 ab 34.8 ab 13.4 b 59.9 a

10.5 万株 /hm2+ 简化整枝 4.4 c 2.0 d 2.3 ab 50.2 b 23.6 bc 26.3 a 45.9 b

2.3　整枝与密度互作对棉花产量及其构成的影响

　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精细整枝的霜前花产量呈

先增加后降低趋势（表 3），简化整枝的霜前花产量

变化不大。10.5 万株 /hm2 密度下两种整枝方式的

霜后花产量均低于其他两个密度，而霜前花率均高

于其他两个密度。随种植密度的增加，精细整枝

和简化整枝的籽棉总产呈先增加后降低趋势，两

个较低密度下的籽棉总产无显著差异。3 个种植

密度两种整枝方式之间的单铃重与衣分均无显著 
差异。

表 3　整枝与密度互作对棉花产量及其构成的影响

处理
霜前花产量

（kg/hm2）

霜后花产量

（kg/hm2）

籽棉总产

（kg/hm2）

霜前花率

（%）

单铃重

（g）
衣分

（%）

4.5 万株 /hm2+ 精细整枝 2318.1 b 393.7 a 2711.9 b 85.4 ab 6.7 a 39.0 a

4.5 万株 /hm2+ 简化整枝 2289.0 b 358.5 ab 2647.5 b 86.1 ab 6.7 a 39.3 a

7.5 万株 /hm2+ 精细整枝 2531.0 a 377.7 a 2908.7 a 87.0 ab 6.8 a 39.8 a

7.5 万株 /hm2+ 简化整枝 2292.6 b 392.3 a 2684.9 b 85.4 b 6.5 a 39.3 a

10.5 万株 /hm2+ 精细整枝 2503.6 a 252.0 b 2755.6 b 90.8 a 6.8 a 39.5 a

10.5 万株 /hm2+ 简化整枝 2193.6 b 220.7 c 2414.3 c 90.8 a 6.4 a 38.9 a

3　结论与讨论
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棉花的株高、茎粗与果

枝数均降低，这与王树林等 [11] 的研究一致。简化整

枝方式的叶枝数也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而减少，说

明种植密度的增加，限制了棉花个体的生长发育。

同一种植密度下简化整枝的植株高度均大于精细整

枝，但果枝数均小于精细整枝，说明简化整枝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营养生长，从而抑制了果枝的生长。

随种植密度的增加，单株成铃数降低，这与周

永萍等 [12] 的研究一致。两种整枝方式之间单株成

铃数差异不显著，与周永萍等 [13] 研究中的国欣棉 
9 号一致，但与其他两个品种不同，这可能是因为棉

花品种不同所致。精细整枝单位面积成铃数随种植

密度增加而增加，简化整枝单位面积成铃数随种植

密度的增加，先增加后降低，说明密度过大时，简化

整枝对棉花群体的生长有一定的影响。

7.5 万株 /hm2 密度下精细整枝的籽棉总产最

高，可能是 9 月 10 日调查结铃后，又造成了一定的

蕾铃脱落与霉烂（10 月降雨量远超过往年同期）； 
10.5 万株 /hm2 密度下脱落、霉烂更加严重，致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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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窄基因群体中七份种质的评价
邵　勇　南元涛　景玉良　魏国才　金振国　高　利　孙艳杰　石运强　邵珊珊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绥化分院，绥化 152052）

摘要：本研究选用绥系 704、绥系 701、绥系 709、PH4CV 组建群体，混合授粉，在后代群体中选育出综合性状优良的自交

系 Zj01、Zj02、Zj03、Zj04、Zj05、Zj06、Zj07，利用绥系 708 和 PH6wc 2 个标准测验种，组配出杂交组合，进行田间综合鉴定

及配合力分析，并对这 7 个种质进行综合评价。种质 Zj06 丰产性表现虽然不是最好的，但其小区产量、出籽率、百粒重、容重等

综合性状均表现优异，而且在抗大斑病上表现很好；种质 Zj01 的产量表现最好，说明它的丰产性最好，而且在抗大斑病上具有

显著的遗传效应，其百粒重、容重均表现优异，在当下品质优先的育种环境下，可对改良品种起到良好的作用。因此 7 份种质

材料中能够综合利用且表现优秀的种质有 Zj06、Zj01，其他种质在以后的应用中可针对某些性状进行利用。

关键词：玉米；窄基因群体；种质；配合力分析；评价

确保粮食安全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 粮食安全既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又影响着经

济的健康发展，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

战略问题。玉米作为我国三大作物之一，玉米生产形

势的好坏、效益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全省农民增收和农

村经济发展。玉米大斑病是影响玉米产量与品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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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YFD0300102）；主要农作物种质资源创新与规模化制繁
种技术研究（GA18B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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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面积成铃数高但收获时产量低。4.5 万株 /hm2

与 7.5 万株 /hm2 密度下简化整枝的籽棉总产高于 
10.5 万株 /hm2 密度下的籽棉总产，低于 7.5 万株 /hm2 

密度下精细整枝的产量，但是基于节本、省工的角

度，也是比较适宜的种植方式。10.5 万株 /hm2 密度

下霜前花率高于其他两个密度，可能是因为密度过

高，导致棉花早衰。

综上，精细整枝时建议种植密度 7.5 万株 /hm2，

简化整枝时建议种植密度 4.5 万 ~7.5 万株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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