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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育苗移栽对群体特征及光合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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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玉米乳苗移栽能提高植株整齐 度"增 加 单 株 和 群 体 叶 面 积"促 进 叶 片 净 同 化 率 -/01.和 作 物 生 产 率

-231*的提高#提高成穗率 &4,!5左右"增产显著"提早成熟 # 6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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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早播全苗技术是高产栽培的关键性技术措

施之一$在福建省早春气温不稳定"灾害性天气出现

频繁的情况下"要夺取玉米高产%稳产"早播育苗移

栽是一种良好的种植方式"既克服倒春寒%低温和春

旱的影响"又可提早成熟避过伏旱"解决前后茬作物

争地%争季节的矛盾"有利于提高复种指数及经济效

益$近年来"在我国长江流域推广应用的育苗移栽技

术&&&乳苗移栽’玉米第 ( 叶与第 ! 叶等长小苗"其

根叶均是种子形成中分化的" 栽后发根立苗仍主要

靠胚乳养分"称之为乳苗.$ 该技术省工省力"增产增

效"推广前景看好$为验证该技术在福建省生态气候

条件下的应用效果"安排了相关试验$

! 材料与方法

供试品种为闽玉糯 ! 号$试验于 (""( 年春季在

福建省农科院耕作所试验农场进行" 采用水稻育秧

塑盘’," KV \ &" KV"#+& 孔.培育各叶龄小苗"配合

大田地膜覆盖栽培$ 种植密度为 &" """ 株 ] BV(" 公

收稿日期! ("",$"&$")
基金项目! 福建省科技厅项目’(""(/"(^.
作者简介! 林建新-!%^!$."男"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玉米育种与栽

培研究$ GEI!"#%!$^#^(!%)-H.
A$V<;I!I,!!,QV_NJV4KJV

顷施纯氮 !%# ‘F%Z(H# ((# ‘F%a(H !+" ‘F$ 氮肥按苗

肥b拔节肥b穗肥c,b,b) 的比例施用"磷肥和钾肥一次

性作基肥拌细土施用$ 在大喇叭口期用高效低毒无

残留的 !5敌百虫液灌心 ! 次" 以确保青穗的商品

品质$
试验设 ) 个处理!直播-2a.%乳苗移栽%, 叶苗

移栽% ) 叶苗移栽" 各处理均采用地膜覆盖# 采取

随机区组设计", 次重复"小区面积 !( V("分别于各

个主要生育期测定植株叶面积系数-809.%作物生长

率-231.%叶片净同化率-/01.$ 对出苗期%拔节期%
成熟期及总叶片数进行调查" 收获期全区测产"随

机抽取 !" 株对株高% 穗位% 成穗率和穗粒重进行

考种$

( 结果与分析

>?@ 不同处理方式对生育期及产量的影响

比较 ) 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育苗移栽的出苗期

均比直播提前 ( 6$ 乳苗移栽的拔节期最短"比直播

缩短 # 6"而 , 叶苗移栽和 ) 叶苗移栽分别比地膜直

播延长 , 6 和 & 6$ 乳苗移栽的成熟期最短"比直播

缩短 , 6"而 , 叶苗移栽和 ) 叶苗移栽则分别比直播

延长 ( 6 和 ) 6"而且总叶片数也减少 ! 片$ 这说明

乳苗移栽具有出苗早%成熟期短等特点"移栽苗比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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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苗对地膜的破口小!地膜的增温效果好!从而缩

短了生育期!育苗移栽比直播出苗早!但育苗叶龄达

总叶数 平均鲜产

出苗期 拔节期 成熟期 !片" !#$ % 区" &’&( &’&)

直播!*+" , % -. ( % &/ 0 % &1 )0 )2’2& 3 4
乳苗移栽 , % -0 ( % &) 0 % &, )0 )2’1( 5 4
, 叶苗移栽 , % -0 ( % &. 0 % )) )/ )-’,& 36 47
2 叶苗移栽 , % -0 ( % )- 0 % )2 )/ )&’0( 6 7

差异显著性早熟性!月 % 日"
处 理

表 ! 不同处理产量及生育期表现

, 叶期以上时!缓苗期长!使拔节期推迟!总叶片数

减少"

由表 ) 可以看出!2 种处理方式中以乳苗移栽

小区鲜产最高为 )2’1( #$! 直播次之! 两者差异显

著!2 叶苗移栽产量最低!与乳苗移栽差异达极显著

水平"
"#" 不同处理方式对玉米整齐度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 -"显示!育苗移栽各个不同处理的

株高#穗位和穗粒重的变异系数均比直播低!其中乳

苗移栽各性状的变异系数最低! 这表明乳苗移栽的

群体整齐度最高!株高整齐度分别增加 )’208#,’08
和 2’2/8! 穗位高整齐度分别提高 -’.8#(’-)8和

/’-)8! 穗粒重的变异度分别增加 ,’&18#0’,(8和

)&’,18!成穗率分别增加 /’,)8#,’,)8和 )’&8"

处 理 株高!69" *:8 穗位!69" *:8 成穗率!8" 穗粒重!$" *:8

直播!*+" ).-’, )&’,( 01’( 1’.1 .)’,( )&2’)- 2’--
乳苗移栽 ).1’/ (’1. 00’, (’-) .0’(/ )&1’,( -’0(
, 叶苗移栽 )1,’( 0’,/ 0,’) 0’0/ .2’// )&,’-, -’..
2 叶苗移栽 )00’2 .’(. /&’( 1’20 .-’,( .1’)/ ,’)-

表 " 不同处理方式对玉米性状的影响及变异系数

"#$ 不同处理方式的叶面积发展动态

叶片是玉米光合作用的同化器官! 玉米产量

.&8以上来自光合作用! 保证玉米群体有适宜的光

照强度是获得高产的根本" 绿叶面积是决定光合产

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玉米群体光能利用与群体叶面

积有密切的关系" 不同处理方式的叶面积发展动态

如表 ,! 其基本趋势是群体叶面积在抽雄期达到高

峰!以后群体叶面积逐渐衰退!各个时期的单株叶面

积和群体叶面积系数均以乳苗移栽最大!直播次之!
, 叶苗移栽和 2 叶苗移栽两个处理! 由于幼苗移栽

时缓苗影响了叶片的生长! 而且叶片数也比对照减

少两片! 致使两个处理的单株叶面积和群体叶面积

系数均比对照低"

单株!69-" ;4< 单株!69-" ;4< 单株!69-" ;4< 单株!69-" ;4<

直播!*+" ./2’. &’2,( ( //0’( -’,2/ / /()’, ,’0() ( (,,’) -’1/,
乳苗移栽 ..,’2 &’20/ ( 001’& -’,12 / 01/’- 2’)&( ( /(0’, ,’-()
, 叶苗移栽 .(.’1 &’2-) ( 2(1’0 -’)1( / (&2’0 ,’()2 ( 21/’0 -’/1(
2 叶苗移栽 .2(’/ &’2)( ( ,20’, ,’)&1 / 21-’, ,’,/, (,,’. -’()&

乳熟期抽雄期大喇叭口期拔节期
处 理

表 $ 不同处理方式对玉米各生育时期的叶面积影响

"#% 不同处理方式的群体光合特性

叶片净同化率!=4>"是指单位时间内单位叶面

积所形成的干物质! 表示单位叶面积干物质的增长

度!它反映一定阶段群体叶面积平均光合效率"从表

2 可以看出!在生育前期!=4> 随着生育进程逐渐增

大!到了大喇叭口至抽雄期达到高峰期!然后随着生

育进程!由于单株和群体叶面积逐渐衰退!直接影响

了 =4> 的提高!导致 =4> 下降" 而 2 个处理中!以

乳苗移栽的 =4> 值最大!直播次之!, 叶苗移栽和 2
叶苗移栽的 =4> 值较小"

玉米的生长过程实际上就是干物质积累和分配

的过程" 玉米干物质的来源主要是植物光合作用制

造的有机物质!它是形成经济产量的物质基础"提高

干物质生产能力和子粒生产效率! 是增加玉米产量

的根本途径"作物生长率!*?>"是反映单位土地面积

上群体干物质增长速度! 是干物质积累曲线陡度的

数据表达" 本试验不同处理的群体干物质积累动态

结果!表 2"同 =4> 的发展趋势一致!也是以大喇叭

口至抽雄期为界! 前期群体干物质积累量随着生育

进程而增大!在大喇叭口期达到高峰!然后随着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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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而降低!表明在植株生长过程中"干物质积累主

要受群体结构综合性能的综合影响!在 ! 个处理中"
以乳苗移栽处理的 "#$ 值最高" 直播的次之"% 叶

苗移栽和 ! 叶苗移栽的 "#$ 值较小!

& ’ ()*#+,

"#$ -.$ "#$ -.$ "#$ -.$ "#$ -.$

直播("/, *012 3042 54034 60*1 %1071 5704* *3043 55035
乳苗移栽 *036 30!3 55016 6023 %30!6 5707% *3025 5*0!2
% 叶苗移栽 *023 1024 540%3 2032 %60!4 5!016 *1077 550!4
! 叶苗移栽 *0%1 1057 54054 206% %2031 5!0%7 *6013 55043

抽雄至乳熟大喇叭口至抽雄拔节至大喇叭口出苗至拔节
处 理

表 ! 不同生育阶段作物生产率"#$%&和叶片净同化率"’(%&

% 小结与讨论

玉米乳苗仍有 !48以上种子胚乳养分"根系全

部为种子根"第一节根即将长出"此时移栽具有较强

的抗逆能力"移栽不易伤根且植株大小适度"栽后第

一节根长出立苗"无缓苗期"成苗率及整齐度高"壮

苗早发"是盘育幼苗移栽的最佳叶龄!
乳苗移栽能提高株高及植株整齐度" 增加单株

和群体叶面积"促进 -.$ 和 "#$ 的提高$提高成穗

率 20%58"有利于促穗夺高产"比对照直播增产达显

著水平" 比 % 叶龄移栽和 ! 叶龄移栽增产达极显著

水平$提早成熟 7 + 左右"缓和共生期 57 9 *4 +"特

别是在福建省丘陵旱地发展草莓%西瓜%甘薯%花生

地间套种玉米"促进种植结构调整"发展特种玉米"
提高土地资源综合利用率具有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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