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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种植密度对国审品种鲜玉糯4号产量及农艺性状的影响
白翠云　王敏芬　唐力琼　侯本军　符　江　肖　云　林　力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 海南省农作物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海口 571100）

摘要：本研究探索了在 5 个密度条件下玉米品种鲜玉糯 4 号产量及其他性状与密度的关系，为其合理密植提供科学依据。

通过研究表明，不同种植密度下鲜玉糯 4 号株高、穗位高等性状均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而增高；穗长、穗粗和行粒数随着种植

密度的增加而降低。鲜玉糯 4 号在密度 6.00 万株 /hm2 时产量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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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鲜食玉米种植起步于 20 世纪 90 年代

中期，目前年种植面积 2.7 万 hm2，主要分布在东

方、乐东、三亚、陵水等市县。鲜食玉米产量的高低，

除与品种自身的特征特性有关外，还与种植密度等

栽培方式有关，研究和了解品种的最佳种植密度对

海南省的鲜食玉米生产十分重要。合理的种植密

度是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有效途径 [1-5]。本试验旨

在研究在不同种植密度下对玉米品种鲜玉糯 4 号

（审定编号：国审玉 2015035）的产量及相关农艺性

状的影响，为其进一步大面积推广提供科学的栽培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本试验采用试验材料为鲜玉糯 4 号。

1.2　试验地点　试验设在海南省澄迈县永发镇海

南省农业科学院试验基地，地势平坦，排灌方便，土

壤为沙壤土，肥力中等，前茬作物为大豆。

1.3　试验方法　设 5 个种植密度，分别为：M1：4.50
万株 /hm2；M2：5.25 万株 /hm2；M3：6.00 万株 /hm2；

M4：6.75 万株 /hm2；M5：7.50 万株 /hm2。随机区组

设计，3 次重复，6 行区，行距 0.65m，行长 6m，小区面

积 24m2。收中间 4 行测产。四周设保护行。

1.4　田间管理　2018 年 9 月 16 日利用旋耕耙耙地

4 次；9 月 17 日按照田间试验设计，整成小区；9 月

18 日直播。耙地时每 hm2 施入有机肥内蒙古羊粪

1800kg；10 月 28 日施凯米瑞复合肥、氯化钾和尿素，

比例为 2∶1∶1，总施肥量 600kg ；11 月 12 日施氯化

钾和尿素，比例为 1∶1，总施肥量 450kg。

1.5　测定性状及方法　测定的性状有小区产量、穗

长、穗粗、穗行数、行粒数、株高和穗位高。测定方法：

取 10 穗进行穗部性状考种，其中穗粗用游标卡尺测

定，株高和穗位高用标杆测量。

1.6　数据分析　穗长、穗粗、穗行数、行粒数、株高

和穗位高采用 3 个小区的平均值进行分析，产量采

用方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种植密度对株高和穗位高的影响　从

表 1 可以看出，在 5 个不同种植密度处理中，株高、

穗位高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而增加。处理 M5 株

高 178.7cm，比处理 Ml 增高 12cm ；处理 M5 穗位高

57.5cm，比处理 M1 穗位高增高 6.9cm。

表 1　不同种植密度下株高和穗位高比较

性状 M1 M2 M3 M4 M5

株高（cm） 166.7 169.8 173.3 176.6 178.7

穗位高（cm）   50.6   52.5   54.3   56.1   57.5

2.2　不同种植密度对穗部性状的影响　从表 2 可

以看出，穗长、穗粗和行粒数随着密度的增加而减

少，但是减少的幅度不是很大。不同的种植密度对

穗行数影响不大。

表 2　不同种植密度下穗部性状比较

性状 M1 M2 M3 M4 M5

穗长（cm） 17.2 16.9 16.7 16.6 16.3

穗粗（cm）   4.6   4.5   4.5   4.4   4.3

穗行数 14.3 14.3 14.3 14.2 14.2

行粒数 30.6 30.1 29.7 29.5 29.1基金项目： 海南省省属科研院所技术开发研究专项（SQ2017JSKF0013）
通信作者：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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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不同种植密度对产量的影响　从表 3 可看出，

在其他试验条件一致的情况下，鲜玉糯 4 号不同密

度处理的产量差异是很大的，产量最高的是 M3，为
10185.1kg/hm2，产量最低的是 M5，为 9314.7kg/hm2，

两个处理产量相差 870.4kg/hm2，减幅达 8.5％。产

量的位次排序是 M3>M2>M4>M1>M5，从产量的排

位次序可以看出，鲜食玉米产量是随着种植密度的

增加而增加，当密度增加到 6.00 万株 /hm2 时，产量

达到最高，之后产量又随着密度的增加而降低。

2.4　不同种植密度产量方差分析　从表 4 可以看

出，区组间产量未达到显著差异，说明试验地肥力均

表 3　不同种植密度产量结果比较

密度

（万株 /hm2）

小区产量（kg） 产量

（kg/hm2）I II III 平均值

M1 19.26 19.42 19.65 19.44   9724.9

M2 20.12 19.96 20.26 20.11  10060.0

M3 20.45 20.33 20.29 20.36 10185.1

M4 19.35 19.56 19.47 19.46   9734.9

M5 18.56 18.48 18.82 18.62   9314.7

匀、田间管理一致、试验数据结果可靠。不同密度处

理间产量达到极显著水平，处理间产量差异是由种

植密度不同造成的。

表 4　不同种植密度产量结果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SS df MS F F0.05 F0.01

处理间 5.521773333   4 1.380443333  75.03089048 ＊＊ 3.837853355 7.01

区组间 0.074013333   2 0.037006667 2.011414077 4.458970108 8.65

误差 0.147186667   8 0.018398333

总变异 5.742973333 14
＊＊表示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

对不同密度处理间的产量差异采用新复极差

测验，进一步进行多重比较（表 5）。处理 M3 和处

理 M2 间产量差异不显著。处理 M3 和处理 M4、处
理 M3 和处理 M1、处理 M2 和处理 M4、处理 M2 和

处理 M1 间均达到极显著水平。

表 5　不同处理间产量的极差测验

密度

（万株 /hm2）

小区平均产量

（kg）

差异显著性

5% 1%

M3 20.36 a A

M2 20.11 a A

M4 19.46 b B

M1 19.44 b B

M5 18.62 c C

同列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 1%、5% 水平下的差异显著性

3　结论与讨论
本试验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种植密度对鲜玉糯

4 号的农艺性状及产量均有影响，其中株高、穗位高

等性状均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而增高。穗长、穗粗

和行粒数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而降低。不同的种植

密度对穗行数影响不大。在一定范围内，鲜食玉米

产量随着种植密度的加大而逐渐提高，达到一定的

密度后，产量不再随密度增加而继续提高，而是趋于

稳定后下降。本试验中，鲜玉糯 4 号在密度 6.00 万

株 /hm2 时产量最高，其次是在密度 5.25 万株 /hm2

时，两者差异不显著。鲜玉糯 4 号的种植密度应控

制在 5.25 万 ~6.00 万株 /hm2。

龙兴洲等 [6] 对玉米邢玉 11 号进行了产量等性状

的研究，结果表明，产量与密度呈二次函数关系，穗长、

穗粗、穗行数、行粒数与密度呈负相关。刘忠双等 [7] 

认为，种植密度对玉米行粒数等影响较大，对株高、穗

位高、穗长、穗粗、穗行数影响不大，与本文结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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