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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不同地力水平下郑单 (! 玉米密度与产量及其构成因素的关系$ 结果表明"在中等肥力水平下"郑

单 (! 适宜密度为 #*&(# 万株 . /0("在此密度下主要通过影响穗粒数来影响产量#在高肥力水平下"郑单 (! 适宜密度

为 &*,(# 万株 . /0("在此密度下主要通过影响穗粒数及千粒重来影响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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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玉米生产的实践表明" 玉米产量随密度

增加而提高"密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随着密度的增

加"产量反而下降"合理密植可以使群体和个体协调

发展" 因此确定玉米最适密度历来是玉米栽培技术

研究的关键问题$ 由于玉米种植的最适密度会因地

力水平%生态条件%品种%栽培措施以及耕种方式等

不同而有差异"因此"研究某类型品种在一定生态

条件和生产水平下的最适密度尤其重要$ 本试验旨

在通过研究竖叶%中早熟%高淀粉玉米新品种郑单

(! 在不同产量水平%不同密度对产量结构及构成因

素的影响" 为郑单 (! 的高产栽培提供一定的理论

依据$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材料

供试品种为河南省农科院粮作所选育的省审高

产%高淀粉玉米新品种郑单 (!$
"#! 试验方法

试验于 (""- 年夏季在河南省商丘农业学校’高
肥力地3及郑州市农科所’中等肥力地3进行$ 试验采

取单因子随机区组设计"重复 + 次"其中第 + 重复为

取样区"供生理指标测试用$ 试验设 - 万4 % 万株 .
/0( 共 & 个处理"& 行区"小区面积 !5 0("等行距种

植"常规田间管理"收获前调查株高%穗位%抗倒性%
病害等性状"收获中间 ( 行计产"同时每小区取代表

株 !" 株供室内考种用$

( 结果与分析

!#" 不同产量水平玉米密度对郑单 !" 株高的影响

在中等肥力水平下%& 万株 . /0( 及高肥力水平

下%,*# 万株 . /0( 时株高达到最大值" 低于此密度"
玉米株高随密度增加而增高"当超过此密度时"玉米

株高随密度增加而降低" 这一趋势和这两个地力水

平下产量变化趋势一致$这是由于密度过高"玉米群

体内竟争光照%水分和养分"植株因缺乏营养而生长

缓慢"并进一步影响到生殖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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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丘 #*+! #*(- #*", #*"# #*"! 商丘 -+#*#" -(&*5" -!#*&" -"+*#- -"!*#,

穗行数’行3 郑 州 !5*&, !%*-- !5*&, !5*"" !%*-- 产量’98 . /0(3 郑州 & -5"*5" , 5-%*-" 5 #"5*"" 5 -,(*#" 5 -""*+"
商 丘 !5*5" !,*5, !,*5" !,*+, !,*(, 商丘 , -%5*+# 5 ,5!*,# % 5(!*(# !" (&+*"" !" !5"*("

密度’万株 . /0(3
地 点性 状

密度’万株 . /0(3
地 点性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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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度对秃尖的影响

在试验范围内秃尖由 !"#$ %& 增加到 $"’’ %&!
随着密度增加秃尖增长" 密度增加后使玉米雌蕊顶

端花丝伸出较晚或不能伸出!玉米雌蕊的发育#授粉

以及灌浆结实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郑单 $! 密度为 (
万 株 ) *&$ 时 秃 尖 长 为 $+’’ %&!, 万 株 ) *&$ 以 上 时

秃尖增长速度加快" 因此!郑单 $! 种植密度应在 ,
万株 ) *&$ 左右"
!"# 不同产量水平密度对郑单 !$ 千粒重的影响

在中等肥力条件下!不同密度千粒重相差 $’",-
.!在试验范围内千粒重由 ’$/+0 . 减少到 ’12+/’ .!
在 , 万株 3 *&$ 时千粒重最高" 在高肥水条件下!千

粒重相差 2’+(’ .! 在试验范围内千粒重由 ’20+0 .
减少到 ’1!+0- .!随着密度增加!千粒重减少!说明

密度及地力水平会影响玉米的灌浆结实! 从而影响

千粒重"
!%& 不同产量水平密度对郑单 !$ 穗粒数和穗长的

影响

在中等和高肥水条件下!随着密度的增加!穗粒

数和穗长逐渐减少" 在中等肥水条件下! 穗粒数由

,0(+10 粒逐渐减少到 2/$+(2 粒! 相差 !-,+!! 粒$穗

长由 !(+’ %& 减少到 !,+’’ %&!相差 $+(- %4&" 在高

肥水条件下!穗粒数由 ,/-+0( 粒逐渐减少到 2,/+02
粒! 相差 $!(+10 粒$ 穗长由 $1+,! %& 减少到 !,+(/
%&!相差 ’+,’ %&"
!%’ 不同产量水平密度对郑单 !$ 穗粗和穗行数的

影响

不同产量水平密度对穗粗# 穗行数的影响不显

著!原因是穗轴的分化和穗行数的分化较早!一般叶

龄指数达到 215时就已完成!而此时玉米群体由密

度增加引起竞争光照#水分和养分的矛盾还不突出"
因此! 增加密度而引起的后期环境变化对穗粗和穗

行数分化的影响较小"
!%( 不同密度对郑单 !$ 产量的影响

由表 ! 可知!在中等肥力条件下!不同密度下

郑单 $! 的产量为 , ’/1 6 / 01/ 7. ) *&$! 在 , 万株 )
*&$ 时产量最高!虽然 , 万株 ) *&$ 处理较 2"0 万株 )
*&$ 处理在试验中增产!但增产不显著!就农艺性状

进行观察显示!2"0 万株 ) *&$ 有适宜的株高# 穗长#
行粒数和穗粒数!具有较高的增产潜力" 因此!在中

等肥力条件下! 郑单 $! 的适宜密度为 0",$0 万株 )
*&$$在高肥力条件下!不同密度下郑单 $! 的产量为

- ’(/"20 6 !1 $,2"1 0 7. ) *&$! 在 -"0 万株 ) *&$ 时产

量最高! 虽然 -"0 万株 ) *&$ 较 , 万株 ) *&$ 处理增

产!但增产不显著!并且密度达到 -"0 万株 ) *&$ 时!
株高偏高!穗粒数#穗长#行粒数及千粒重较 , 万株 )
*&$ 时 明 显 降 低!病 害#空 秆 明 显 加 重!而 , 万 株 )
*&$ 有较高的稳产性" 因此!高肥水条件下!郑单 $!
的适宜种植密度应为 ,"-0 万株 ) *&$"

’ 结论与讨论

8!9密度对产量影响很大!随着密度的增加玉米

产量增加! 在中等肥力水平下! 郑单 $! 在 , 万株 )
*&$ 时产量最高! 低于和超过这一密度时产量都下

降"结合农艺及穗部性状!我们认为在中等肥力条件

下! 郑 单 $! 的 适 宜 种 植 密 度 应 该 为 0+,$0 万 株 )
*&$$在高肥力条件下!郑单 $! 在密度为 -+0 万株 )
*&$ 时产量最高!低于和超过这一密度产量均下降"
结合其它性状!我们得出郑单 $! 在高肥力条件下的

适宜种植密度应为 ,+-0 万株 ) *&$"
8$9随着密度增加!穗粒数#千粒重下降!但不同

肥力水平下降幅度不同!在中等肥力条件下!不同

密度主要是通过影响穗粒数来影响产量$在高肥水

条件下!不同密度主要是通过影响千粒重及穗粒数

来影响产量$随着密度增加!穗行数#穗粗也呈下降

趋势"
8’9随着密度增加!郑单 $! 秃尖也随着增加!秃

尖最大值为 $+’’ %&! 对产量的下降有一定的影响"
因此!在种植郑单 $! 时!我们提倡密度不宜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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