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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模式对不同品种大豆农艺性状及产量的影响
王　贺　孙嘉兴　么　艳　杨　双

（沈阳市现代农业研发服务中心（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沈阳 110034）

摘要：为了构建大豆合理的群体结构，提高单产，对沈阳地区 26 个大豆品种在穴播和条播 2 种种植模式下的农艺性状和

产量性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5 个参试大豆品种在条播模式下株高更高；铁豆 62、铁豆 63、铁豆 67、铁豆 75 和铁豆 94 共 5

个品种在穴播模式下产量较高，而铁豆 59 和铁豆 76 共 2 个品种在条播模式下产量较高，其余 19 个品种在 2 种种植模式下产

量均无显著差异；大豆产量与茎粗、单株荚数和单株粒数相关性均达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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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优良品种的选择和合理的种植模式是决

定大豆产量的主要因素，也是大豆栽培中应当遵循

和注意的原则 [1-3]。种植模式直接影响大豆的群体

结构及光能利用率，从而直接影响大豆的产量 [4-6]。

大豆田间最佳分布，是指群体产量潜力最大时行距、

株距的合理配置。在一定的种植密度下，适宜的行、

表 5　不同品种油菜的品质参数比较

品种 芥酸含量（%） 硫苷含量（μmol/g） 含油率（%） 油酸（%） 水分（%） 含油率排序

秦优 1618 1.47 46.49 43.84 57.88 5.37 3

庆油 3 号 0.74 41.26 44.44 69.61 6.24 2

宁杂 118 -4.72 33.08 42.42 66.58 6.24 6

国盛油 123 0.53 31.61 43.82 61.94 5.65 4

核优 5 号 -0.42 37.75 34.94 58.27 7.68 12

沣油 827 -1.19 49.11 37.99 61.16 6.66 11

德徽油 50 20.60 82.49 40.34 34.11 6.25 10

德徽油 9 号 21.11 76.83 40.80 34.33 6.43 7

沣油 737（CK） -0.83 49.16 40.92 63.57 6.53 8

沣油 306 0.92 46.83 41.39 62.20 6.02 9

宁杂 1818 -1.97 41.06 43.38 68.45 5.67 5

浙油杂 1403 -3.29 34.69 46.22 64.45 5.72 1

3　结论
直播油菜新品种筛选试验结果表明：12 个油

菜品种均能安全越冬，无早花早薹现象。从产量

结果来看，12 个油菜品种的实际产量之间有明显

不同，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下，油菜优

质化的程度也会越来越高，在选择品种的时候，同

时要结合油脂企业对品质的要求。综合考虑，庆

油 3 号、宁杂 118、宁杂 1818 和秦优 1618 从苗期、

蕾薹期到成熟期，植株长势好，生长整齐一致，抗倒

性好，单株有效角果数多，千粒重和出油率高，产量

较高，适宜苏北沿海地区作为直播油菜品种推广 
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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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距是调节大豆合理分布的重要手段和措施 [7-8]。

本文研究了不同种植模式对大豆生长发育及其产量

的影响，以期为大豆实际生产和增产提供一定的依

据和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采用铁丰系列和铁豆系

列大豆品种，共计 26 份，由铁岭市农业科学院大豆

所提供，品种名称详见表 1。

表 1　试验材料序号及品种名称

序号 品种名称 序号 品种名称 序号 品种名称

1 铁丰 31 10 铁豆 66 19 铁豆 76

2 铁豆 53 11 铁豆 67 20 铁豆 77

3 铁豆 58 12 铁豆 68 21 铁豆 79

4 铁豆 59 13 铁豆 69 22 铁豆 94

5 铁豆 60 14 铁豆 70 23 铁豆 100

6 铁豆 61 15 铁豆 71 24 铁豆 101

7 铁豆 62 16 铁豆 72 25 铁豆 103

8 铁豆 63 17 铁豆 74 26 铁豆 105

9 铁豆 64 18 铁豆 75

1.2　试验设计　试验于 2019 年在沈阳市现代农业

研发服务中心（沈阳市农业科学院）农业科学研究所

试验地进行。采用品种和种植模式二因素随机区组

设计，种植模式设穴播和条播 2 种，分别用 A 和 B 表

示。A 模式为穴距 0.33m，每穴留 3 株苗；B 模式为穴

距 0.11m，每穴留 1 株苗。试验设 3 次重复，小区行长

5m，10 行区，行距 0.6m，种植密度 15 万株 /hm2，小区

面积 30m2。5 月 1 日播种，人工点播，正常田间管理。

1.3　测定项目及方法　大豆成熟后及时进行田间

收获和室内考种，每个小区选择有代表性的 5 株考

种。调查性状包括株高、分枝数、主茎节数、茎粗、单

株荚数、单株粒数、百粒重和产量。

1.4　数据处理　采用 Excel 2013 进行数据处理，用

DPS 7.05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种植模式对大豆主要农艺性状的影响　

在 2 种种植模式下，对大豆的株高、分枝数、主茎节

数和茎粗进行了测量和统计分析（表 2）。结果表明，

表 2　不同种植模式对大豆农艺性状的影响

品种序号 种植模式 株高（cm） 分枝数 主茎节数 茎粗（cm） 品种序号 种植模式 株高（cm） 分枝数 主茎节数 茎粗（cm）

1 A 92.4aA 3.3aA 23.6aA 1.38aA 14 A 102.8bA 6.7aA 23.2aA 1.64aA

B 94.9aA 3.3aA 23.8aA 1.21bA B 105.7aA 6.2aA 23.6aA 1.55aA

2 A 94.8aA 3.3aA 23.3aA 1.20bA 15 A 84.0bB 3.3aA 20.2aA 1.23aA

B 94.6aA 3.3aA 23.4aA 1.33aA B 101.3aA 2.8aA 20.6aA 1.24aA

3 A 82.9aA 4.6aA 20.1aA 1.37aA 16 A 75.6aA 3.8aA 18.0aA 1.30aA

B 85.0aA 4.6aA 20.7aA 1.39aA B 77.1aA 3.4aA 18.1aA 1.18bB

4 A 90.0bB 5.9aA 18.2aA 1.23aA 17 A 104.7aA 3.9aA 24.6aA 1.29aA

B 100.1aA 5.9aA 18.7aA 1.21aA B 104.1aA 3.6aA 24.9aA 1.34aA

5 A 88.5bA 3.2aA 25.3aA 1.26aA 18 A 91.8aA 3.4aA 23.1aA 1.24aA

B 91.6aA 3.6aA 25.6aA 1.24aA B 90.4aA 3.7aA 22.9aA 1.20aA

6 A 123.1bA 3.6aA 26.4aA 1.33aA 19 A 99.1aA 3.9aA 24.1bA 1.20aA

B 126.5aA 3.1bA 26.8aA 1.21aA B 101.3aA 3.6aA 24.8aA 1.34aA

7 A 117.6bB 1.9aA 25.2aA 1.20aA 20 A 105.7aA 2.6aA 20.9aA 1.31aA

B 124.7aA 1.7aA 25.8aA 1.11aA B 107.2aA 2.7aA 21.9aA 1.21bB

8 A 99.6bB 2.3aA 25.1aA 1.40aA 21 A 69.3bA 5.2aA 16.0aA 1.11aA

B 109.2aA 2.1aA 25.7aA 1.40aA B 72.8aA 5.2aA 16.3aA 1.15aA

9 A 89.4bB 3.7aA 17.9aA 0.97aA 22 A 96.3bB 2.9aA 22.7aA 1.21aA

B 99.7aA 4.0aA 18.3aA 0.98aA B 101.8aA 2.6aA 22.7aA 1.17aA

10 A 93.7bB 3.7aA 24.4aA 1.15aA 23 A 100.0aA 3.2aA 23.1bA 1.21aA

B 97.7aA 3.0aA 24.3aA 1.10aA B 101.7aA 2.7aA 23.8aA 1.12aA

11 A 104.7bB 3.0aA 23.2aA 1.21aA 24 A 69.4bA 4.9aA 19.7aA 1.28aA

B 111.7aA 3.2aA 23.7aA 1.19aA B 72.7aA 4.7aA 20.0aA 1.30aA

12 A 96.4aA 4.1aA 19.3aA 1.12aA 25 A 74.4aA 4.9aA 17.3aA 1.14aA

B 93.8bB 3.7aA 19.1aA 1.03aA B 75.9aA 4.6aA 17.7aA 1.06bA

13 A 81.8bB 4.3aA 20.1aA 1.20aA 26 A 91.6bB 3.2aA 22.7aA 1.18aA

B 96.2aA 4.2aA 20.6aA 1.16aA B 94.4aA 3.0aA 23.0aA 1.16aA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 5% 显著差异水平，不同大写字母表示 1% 极显著差异水平，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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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模式对大豆株高的影响较大，其中品种 4-11、
13-15、21-22、24 和 26 的株高在 B 种植模式下显

著大于 A 种植模式，而品种 12 则恰好相反，其余品

种株高受种植模式影响不显著；品种 6 的分枝数在

A 种植模式下显著大于 B 种植模式，其余品种分枝

数受种植模式影响不显著；品种 19 和 23 的主茎节

数在 B 种植模式下大于 A 种植模式，其余品种受种

植模式影响不显著；品种 16、20 和 25 的茎粗在 A
种植模式下大于 B 种植模式，而品种 2 则相反，其

余品种受种植模式影响不显著。由此可见，种植模

式对不同大豆品种的同一农艺性状影响不同。

2.2　不同种植模式对大豆产量及其构成因素的影

响　在 2 种种植模式下，对大豆的单株荚数、单株

粒数、百粒重和产量进行了测量和统计分析（表 3）。
结果表明，种植模式对不同品种的单株荚数影响不

同，品种 4、6 和 14 的单株荚数在 A 种植模式下显

著高于 B 种植模式，而品种 9 则相反，其余品种差

异不显著；品种 1、8 和 16 的单株粒数在 A 种植模

式下显著高于 B 种植模式，而品种 5 则相反，其余

品种差异不显著；品种 11 的百粒重在 B 种植模式

下显著高于 A 种植模式，其余品种差异均不显著；

品种 7、8、11、18 和 22 的产量在 A 种植模式下

显著高于 B 种植模式，品种 4 和 19 则相反，其余品

种在 2 种种植模式下差异不显著。

表 3　不同种植模式对大豆产量及构成因素的影响

品种序号 种植模式 单株荚数 单株粒数
百粒重

（g）
产量

（kg/hm2）
品种序号 种植模式 单株荚数 单株粒数

百粒重

（g）
产量

（kg/hm2）

1 A 125.3aA 219.7aA 21.4aA 3003.7aA 14 A 117.0aA 174.3aA 27.4aA 2510.9aA

B 111.3aA 195.3bA 21.0aA 2884.4aA B 111.3bA 162.0aA 28.1aA 2217.9aA

2 A 73.0aA 120.3aA 21.1aA 2224.5aA 15 A 75.7aA 168.0aA 18.4aA 1996.3aA

B 81.3aA 160.7aA 19.7aA 2393.2aA B 86.0aA 150.3aA 19.8aA 1954.8aA

3 A 132.7aA 195.0aA 26.0aA 2713.1aA 16 A 101.3aA 192.3aA 22.4aA 1591.6aA

B 126.7aA 206.7aA 25.4aA 2765.5aA B 103.0aA 177.3bA 23.0aA 1666.6aA

4 A 108.7aA 197.7aA 25.1aA 2713.0bA 17 A 97.0aA 144.3aA 20.9aA 2532.1aA

B 105.0bB 207.3aA 24.8aA 2883.0aA B 105.0aA 167.7aA 22.3aA 2808.5aA

5 A 105.7aA 147.3bB 20.6aA 2184.6aA 18 A 106.3aA 193.7aA 22.4aA 2700.8aA

B 102.7aA 159.0aA 21.0aA 2308.0aA B 117.3aA 217.3aA 22.2aA 2432.5bA

6 A 114.7aA 233.3aA 20.5aA 2789.5aA 19 A 83.7aA 172.0aA 23.7aA 2343.4bA

B 103.0bB 208.7aA 21.3aA 2686.2aA B 87.3aA 152.0aA 23.9aA 2560.2aA

7 A 89.0aA 162.0aA 24.1aA 2119.9aA 20 A 84.0aA 174.3aA 19.9aA 1985.9aA

B 78.3aA 141.3aA 23.9aA 1907.9bA B 85.3aA 168.7aA 18.6aA 1799.7aA

8 A 124.3aA 205.3aA 20.7aA 2308.6aA 21 A 74.0aA 114.0aA 24.2aA 1571.8aA

B 125.3aA 194.0bA 20.0aA 2114.9bA B 72.0aA 127.0aA 25.3aA 1643.5aA

9 A 86.0bB 135.0aA 24.2aA 2149.1aA 22 A 88.7aA 167.0aA 26.3aA 2461.1aA

B 89.3aA 144.3aA 25.8aA 1886.9aA B 78.0aA 158.3aA 26.0aA 2050.2bA

10 A 100.0aA 194.0aA 17.9aA 1833.2aA 23 A 115.7aA 225.7aA 21.4aA 2828.0aA

B 87.0aA 182.3aA 19.7aA 1879.7aA B 105.0aA 215.3aA 21.3aA 2636.1aA

11 A 108.3aA 180.0aA 22.0bA 2207.4aA 24 A 94.0aA 170.3aA 21.5aA 2901.5aA

B 93.0aA 168.0aA 23.0aA 2031.2bA B 103.0aA 185.7aA 21.1aA 2720.1aA

12 A 68.3aA 100.7aA 27.1aA 2086.4aA 25 A 76.0aA 97.3aA 28.1aA 2787.4aA

B 77.0aA 114.3aA 27.0aA 1745.3aA B 84.0aA 105.7aA 27.5aA 2520.2aA

13 A 138.3aA 230.7aA 24.5aA 2641.2aA 26 A 109.7aA 201.7aA 18.9aA 2539.5aA

B 123.3aA 193.3aA 25.2aA 2386.2aA B 102.7aA 187.7aA 19.1aA 2387.6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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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农艺性状和产量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是

研究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本试验对

株高等农艺性状、单株荚数等产量性状和产量进行

了相关性分析（表 4）。结果表明，产量与株高等农

艺性状、单株荚数等产量性状均呈正相关，其中与茎

粗呈显著正相关，与单株荚数和单株粒数呈极显著

正相关；株高与主茎节数呈极显著正相关，与分枝数

呈极显著负相关；分枝数与主茎节数呈极显著负相

关，与百粒重呈极显著正相关；主茎节数与茎粗、单

株荚数和单株粒数相关性均达正向显著水平，与百

粒重相关性达负向极显著水平；单株粒数与单株荚

数呈极显著正相关，而与百粒重呈极显著负相关。

表 4　农艺性状与产量相关性分析

相关系数 株高 分枝数 主茎节数 茎粗 单株荚数 单株粒数 百粒重 产量

株高 1.00

分枝数 -0.47** 1.00

主茎节数 0.73** -0.53** 1.00

茎粗 0.14 0.25 0.37** 1.00

单株荚数 0.05 0.11 0.28* 0.51** 1.00

单株粒数 0.22 -0.11 0.37** 0.37** 0.80** 1.00

百粒重 -0.17 0.55** -0.45** -0.04 -0.09 -0.40** 1.00

产量 0.03 0.23 0.24 0.34* 0.52** 0.45** 0.05 1.00
* 表示 0.05 显著水平，** 表示 0.01 极显著水平

3　结论与讨论
大豆振兴，良种先行。构建良种良法配套的高

产高效模式是大豆栽培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 [9-10]。

目前大豆生产中基本以条播为主，也有地区采取穴

播的方式进行播种，究竟哪种种植模式更适合大豆

生产一直没有定论。选取 26 个大豆品种在 2 种种

植模式下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大豆形态性状方面，

超半数品种在条播模式下株高大于穴播模式，仅个

别品种的分枝数、主茎节数和茎粗受种植模式影响

产生显著差异；产量构成因素方面仅个别品种受种

植模式影响产生显著差异；产量方面，各品种受种植

模式影响表现不同，铁豆 62、铁豆 63、铁豆 67、铁豆

75 和铁豆 94 在穴播模式下产量较高，而铁豆 59 和

铁豆 76 在条播模式下产量较高，其余 19 个品种则

无明显差别。相关性分析表明，茎粗、单株荚数和单

株粒数均与产量呈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可通过

提高以上 3 个性状的水平来提高产量。根据以上研

究结果可以看出，不同的大豆品种受种植模式的影

响不同，首先应选择高产抗逆品种，再根据品种选择

适宜的种植模式，才能达到最优的生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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