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杂交玉米黔兴201 不同种植密度比较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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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探索耐密型玉米黔兴201 的最适种植密度。试验共设置4 .50 万、5 .25 万、6 .00 万、6 .75 万、7 .50 万和8 .25 万株/ hm26 个种植密度 ,
采取随机区组排列,3 次重复 ,共18 个小区 ,小区面积20 m2 , 小区玉米种植3 个双行。杂交玉米黔兴201 不同种植密度比较试验结果表
明 :6 个密度处理中 , 种植密度为6 .75 万株/ hm2 的产量居第1 位 , 各种性状表现较好 , 生长期间植株整齐一致 , 抗病性较强 ; 密度为7 .50
万和6 .00 万株/ hm2 的产量分别居第2 位和第3 位 , 综合性状表现好 ;密度为4 .50 万和5 .25 万株/ hm2 , 虽然穗粒数和千粒重较大 ,但产量
不高 ;密度为8 .25 万株/ hm2 , 有轻微倒伏现象 ,造成部分果穗腐烂。试验得出 :黔兴201 的最佳种植密度为6 .00 万～7 .50 万株/ h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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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Experi ment inthe Different Planting Densities of Hybrid Maize- Qianxing 201
NIE Xiao- wenet al  ( Bijie Sta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Bijie ,Guizhou 551700)
Abstract  The opti mumplanting density of density- tolerance maize- Qianxing 201 was explored .Inthe randomized block experi ment with3 repetitions and
18 plots , 20 m2 per plot , 6 planti ng densities of 45 000 ,52 500 ,60 000 ,67 500 ,75 000 and 82 500 plants/ hm2 were set up and the maize were planted i n
3 double-rows in a plot . The comparison on different planting densities of hybrid maize Qianxing 201 showed that in6 density treatments , the yield of the
treat ments with planti ng density of 67 500 plants/ hm2occupied the 1st position, withthe best character performance , tri mly plants and stronger disease-re-
sistance inthe growing stage . The yields of the treatments withthe density of 75 000 and 60 000 plants/ hm2 occupied the 2nd and 3rd positionresp ective-
ly ,with good performance of comprehensive character . Although the grai n number per ear and 1 000-seed weight of the treatments with the density of
45 000 and 52 500 plants/ hm2 was bigger , its yield was not high . Slight lodging appeared inthe plots with density of 82 500 plants/ hm2 , caused part of
ears to be rot . The opti mumplanting density of Qianxing 201 was 60 000～75 000 plants/ h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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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 .1 参试品种 耐密型玉米品种黔兴201 。

1 .2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6 个种植密度 , 分别为①4 .50 万

株/ hm2 、②5 .25 万 株/ hm2 、③6 . 00 万 株/ hm2 、④6 . 75 万

株/ hm2 、⑤7 .50 万株/ hm2 、⑥8 .25 万株/ hm2 , 采取随机区组排

列,3 次重复, 共18 个小区, 每小区面积4 m×5 m, 小区玉米

种植3 个双行, 重复间不设走道, 小区间走道50 cm。

1 .3  栽培管理 试验地海拔1 350 m, 土质为沙壤土, 肥力

中等, 无前作。试验于3 月23 日播种育苗,4 月14 日移栽, 底

肥为750 kg/ hm2 玉米专用肥, 在苗期、大喇叭口期和抽雄期

各追肥1 次, 分别为尿素150 、300、150 kg/ hm2 。每次追肥均结

合中耕除草培土进行, 发生病虫害及时防治。

2  结果与分析

2 .1  产量 从表1 可见,6 个种植密度产量变幅在9 385 ～

12 350 kg/ hm2 , 其中处理④产量最高, 处理⑤产量居第2 位 ,

处理③居第3 位, 其余产量排序为处理⑥> 处理②> 处理

①。方差分析表明, 处理间产量差异达极显著( F = 43 .66 >

F0 .01( 5 ,10) = 5 .64) 。用 LSD 法对产量进行多重比较表明 , 处理

④、⑤、③、⑥与处理②、①差异极显著; 处理④与处理③、⑥

差异极显著, 与处理⑤差异显著 ; 处理⑤与处理③、⑥差异不

显著; 处理②与处理①差异极显著。

2 .2 植株经济性状 由表2 可见, 经济性状的综合表现为 :

株高220 .4～233 .8 c m, 以处理①最高, 处理③最矮 ; 穗行数

16 .3～17 .3 行 , 以处理④最多 , 处理①最少; 行粒数32 .1 ～

35 .7 粒, 以处理①最多, 处理③最少; 穗粒重204 ～243 g , 以处

理①最重, 处理⑥最轻; 千粒重348 .3 ～387 .3 g , 处理①最重 ,

处理⑥最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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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不同种植密度产量结果与差异显著性

密度

处理

小区平均产量

kg

折合单产

kg/ hm2

差异显著性

0 .05 0 .01
④ 24 .97   12 350 a A
⑤ 23 .64 11 820 b AB
③ 23 .29 11 645 b B
⑥ 23 .10 11 550 b B
② 21 .60 10 800 c C
① 18 .77 9 385 d D

  表2 不同种植密度主要经济性状

密度

处理

株高

cm

茎粗

cm

穗位高

cm

穗长

cm

穗行数

行

行粒数

粒

穗粒重

g

千粒重

g
① 233 .8 2 .16  94 .6 17 .21 16 .3 35 .7 243 387 .3

② 232 .5 2 .18 103 .8 16 .75 16 .8 34 .9 235 372 .3

③ 220 .4 2 .30 89 .3 15 .13 16 .7 32 .1 207 349 .3

④ 230 .4 2 .26 99 .2 15 .69 17 .3 32 .9 216 359 .7

⑤ 233 .2 2 .18 89 .5 15 .60 16 .9 32 .5 214 357 .5

⑥ 230 .4 2 .48 95 .0 15 .27 17 .2 32 .3 204 348 .3

2 .3  生育期  从表3 可知, 处理①、②、③生育期最短为171

d , 处理⑥生育期最长为174 d , 处理④生育期为172 d , 处理⑤

生育期为173 d。

  表3 不同种植密度生育期

密度

处理
播种期 出苗期 移栽期 拔节期 抽雄期 成熟期

全生育

期∥d
① 03-23 04-03 04-14 06-12 07-08 09-10 171
② 03-23 04-03 04-14 06-12 07-08 09-10 171
③ 03-23 04-03 04-14 06-13 07-08 09-10 171
④ 03-23 04-03 04-14 06-14 07-11 09-11 172
⑤ 03-23 04-03 04-14 06-14 07-12 09-12 173
⑥ 03-23 04-03 04-14 06-14 07-13 09-13 174

2 .4  抗逆性 处理①、②植株长势强 , 整齐度一致, 到生长

后期植株仍青秆绿叶 , 未感病 ; 处理③、④、⑤植株生长健壮 ,

未感病 ; 处理⑥由于密度较大 , 植株茎秆较细, 有轻微倒伏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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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和栽培措施提高单位面积小穗数是小麦产量提高的主要

途径之一。随着小穗数目的增加, 多小穗类型往往抽穗变

晚, 成熟期推迟, 相对籽粒灌浆期缩短, 籽粒发育不良, 粒重

显著下降。多年来, 多小穗小麦晚熟和籽粒不饱满是两大难

题, 一直困扰着该性状的利用及其在生产上发挥作用。

3 .3 超高产小麦的理想株型  穗颈节对穗长、千粒重的正

效应显著 , 是影响穗粒重的一个重要因素。增加穗颈节的长

度, 可使中下部单位秆长内节数增多, 节间变短, 茎秆强度增

大, 叶着生部位低 , 重心下降, 提高了耐肥抗倒能力。保证穗

颈节长占整个株高的45 % ～50 % 以上, 一则增加了旗叶节以

上的光合面积, 使中上部三叶相对稀疏 , 拉开间距, 便于辐射

光进入冠层; 同时又使中下部叶片趋于紧凑, 有利于对漏射、

漫射光的截获, 扩大了对光、气、热资源的利用空间, 提高了

利用效率, 既为籽粒形成和灌浆提供了充足营养, 也适于窄

行密植发挥群体的生产潜力[ 7] 。

为适应黄淮冬麦区的生态和生产条件以及株型改良的

要求, 选取中等叶长、较宽厚斜上挺、先端略下披、叶肉厚、叶

绿素含量高的普通叶型。并根据不同级位叶片在产量形成

中的作用, 特别是春后茎生叶与籽粒产量的关系, 要求所选

择的类型冬前茎根叶出生速度快, 定型时间短 , 生产效能高 ,

茎生叶与株高构成协调, 分布合理, 旗叶和倒二叶功能期长。

叶型改良增强了新品系器官形成的同期性与协调性, 提高了

光能利用率、成穗率和穗层整齐度及穗花育性 , 促进了增粒、

增重。同时也有利于与早熟性的结合改良, 对二熟制地区是

适宜的。

综上所述 , 黄淮麦区小麦高产育种, 在保证适宜穗数群

体和高生物产量的前提下, 充分发挥北方冬麦区的光热资

源, 如何通过大穗多小穗型的选育协调群体的组合结构, 进

一步提高和发挥品种的遗传生产潜力须作深入探讨和实践。

4  超高产小麦的育种方法

小麦产量是复合的数量性状, 受微效的多基因控制, 现

代生物技术尚不能对基因组总体上或大部分基因进行有效

的改良。因此, 杂交育种作为一项宏观的基因调控工程, 仍

然是超高产小麦育种最有效的方法。

4 .1  超高产小麦育种的突破口在于关键遗传资源的发现与

创新 近20 年小麦产量增长处于徘徊阶段, 其主要原因是

小麦资源狭窄。可通过远缘杂交、生物技术等手段拓宽遗传

背景。可利用小麦野生种及其近缘材料发掘增加小麦产量

潜力的特异基因。因此, 应在掌握大量国内、外种质资源并

对其遗传特性进行详细研究的基础上, 采用阶梯杂交、聚合

杂交等育种方法, 把控制同一性状的多个微效基因累加于一

个杂种个体中, 创造超亲性状, 实现超亲育种 , 或者把分别控

制成穗率、穗粒数和千粒重等主要产量性状的主效基因聚合

于1 个杂种个体中, 培育超高产小麦新品系。

4 .2 利用生物技术手段, 进行基因转化、聚合育种  分子标

记辅助选择已成为常规育种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主要用于

亲本研究及一些传统方法难以选择的病虫害抗性( 如根部病

害、线虫、赤霉病) 的培育和累加抗病基因; 另外, 品质性状标

记也有一些应用。

小麦中大约含有25 000 ～30 000 个基因, 尽管已作图谱

分析的只有一部分, 但现已查明小麦中的许多主效基因, 如

Rht 、Vrn 、Ppd 、Nra 基因都对产量构成因素有多效作用。对

小麦加工品质起重要作用的 Glu1D- 1d、Glu1D- 2d Glu1A-2b 、

Glu1B-1i 和Glu1B- 2i 等HMW 谷蛋白亚基的基因都已克隆, 只

是这些基因分散在不同品种中, 没有发挥多基因聚合的累加

效应[ 6] 。利用现有已成熟的基因枪法、农杆菌介导法和花粉

管通道法, 把决定产量性状的某些重要基因聚合在一起, 可

培育“超高产”品种; 把决定品质性状的几个主要基因聚合在

一起, 可培育“超优质小麦品种”; 把优质基因与高产基因聚

合在一起, 可培育兼有“高产、优质”性状的超高产小麦品种。

5  结语

超高产小麦育种不是现有品种的修补, 而是以充分利用

自然资源为前提的发掘小麦最高产量潜力的科技工程。同

时, 我国的小麦分子育种工作还相当滞后, 慢病性遗传研究

与育种、营养品质改良与产量潜力研究等都亟待加强与改

良[ 10 - 11] 。因此, 应加强国内、国际间的合作, 扩大育种家间

优良种质资源交换, 加强常规与生物技术育种的结合, 提高

资源利用率, 加快我国超高产小麦育种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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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发生。

3  结论

6 个参试处理中, 以处理④最好, 产量居第1 位, 各种性

状表现较好 , 生长期间植株整齐一致, 抗病性较强 ; 处理⑤、

③产量分别居第2 位和第3 位, 综合性状表现好; 处理①、②

虽然穗粒数较多, 千粒重较重, 但由于种植密度低, 造成产量

不高; 处理⑥由于种植密度较大 , 有轻微倒伏现象, 造成部分

果穗腐烂。因此, 该试验得出 : 黔兴201 的最佳种植密度为

6 .00 万～7 .50 万株/ h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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