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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正交试验结果得出"决定登海 , 号品种产量的主要因素是密度"其次是肥料配方"第三是叶面喷

肥$穗肥施用时期% 该品种每公顷以 )/ """ 株为最佳密度"本试验最优组合是 0,1)2(3("经济效益最高%

关键词! 玉米#登海 , 号#栽培技术

中图分类号! 4#!,.")/ 文献标识码! 1

玉米是松桃县三大主粮之一" 常年播种面积

/ )"" 56("公顷产量 # %(# 78% 近年来随着良种的更

换"产量也随着提高"特别是推广临奥 ! 号以来"全

县玉米产量每公顷增产 &%, 78"增加总产 #/(.!( 万

78"临奥 ! 号品种已种植 ) 9 # 年% (""( 年从山东登

海种业引进登海 , 号玉米良种在我县示范种植"产

量表现较好"今年全县推广 , """ 56("占全县玉米

播种面积的三分之一" 为探索该品种在我县的种植

技术"特制定本试验研究"为其扩大推广提供科学

依据%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材料

玉米品种登海 , 号从山东登海种业有限公司引

进% 肥料尿素 ’:!)&;<$普钙 ’=(>#!!(;<$氯化钾

-?(>!&";<$叶面肥用磷酸二氢钾-?@(=>)<$硫酸锌

-AB4>)&+@(><%
"#$ 试验设计

本试验设 ) 个因子"每个因子各设 ) 个水平"采

用 C!&-)#<的正交表进行排列-表 !<% 叶面 肥 硫 酸 锌

,"" 倍"磷酸二氢钾 )"" 倍"合喷的各用一半于吐丝

期晴天下午喷施% 穗肥施用叶龄以可见叶为准%

收稿日期! ("",$"%$!/
作者简介! 滕树川"男"大专"农艺师"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

DEF!"/#&$(/,+"&/ !,%/#/&++#"

0 2 3
密度 穗肥施用 叶面喷肥种

-株 G 56(* : =(># ?(> 期-叶* 类及用量

! ,& """ ((# +#" (!" !! 不喷-2?*
( )( """ ,"" &"" !&# !( 锌$磷合喷

, )/ """ ,+# )#" !(" !, 硫酸锌

) #) """ )#" ,"" +# !) 磷酸二氢钾

肥料配方及用量-78 G 56(*
1

水平

表 " 玉米新品种登海 ! 号高产栽培技术方案设计

"#! 试验经过

本试验设在县良种场" 前作为秋马铃薯" 冬闲

地"为冲积沙壤土"肥力中上等%小区面积 () 6(-& 6
H ) 6*"按顺序法排列"两次重复% ) 月 !( 日肥球育

苗") 月 (# 日按上述设计方案移栽" 磷钾肥作基肥

施用"每小区统一施清粪水 ," 78% # 月 ( 日按氮肥

用量的 #";加清粪水 (# 78 进行第一次追肥结合中

耕除草"# 月 ,! 日 !! 叶时施穗肥"!( 叶-& 月 , 日*$
!, 叶-& 月 & 日*$!) 叶-& 月 % 日*按上述用量的 #";
施用% & 月 / 日用杀虫双颗粒剂防治玉米螟一次"&
月 (/ 日按设计方案进行叶面施肥% / 月 ( 日验收"
先将各小区定点观察的 !" 株整株挂好标签拿回室

内考种"其余按小区单打称量"取样晒干加上观察株

数量计算小区产量%

( 结果与分析

$#" 不同处理组合的性状变化

从表 ( 可知"密度对经济性状表现有直接关系"
植株部分的变化不很明显" 对果穗形成有明显的差

异"穗长随着密度的增加而变短%,& """ 株比 #) """
株穗长多 ) I6" 穗粗也是如此",& """ 株比 #) """
株穗粗多 ".! I6"穗行数多 !.( 行"穗粒数多 %.! 粒"
因而单株生产力高" 单位面积株数少形成的单产就

低% 肥料配方不同对玉米的经济性状没有多大的影

响"1( 处理的行粒数最高达 ,+., 粒" 千粒重最重达

到 ,)(.# 8% 施用穗肥对产量性状影响不大% 叶面喷

肥可增加千粒重"提高出籽率"有一定的增产作用%
$#$ 各处理组合的产量分析

密度是决定玉米产量高低的主要因素" 随着密

度的增加"产量也随着增长"当密度增加到一定数量

时增产就不明显% 从表 , 中看出"公顷 #) """ 株和

)/ """ 株相比只增产 ".(%;" 但株数增加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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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说明该品种在当地作为春玉米种植以每公顷最

高密度 !" ### 株为宜" 比 !$ %## 株和 &’ %%% 株分

别增产 "(!$ 和 )’(#’ 个百分点! 肥料配方不同对产

量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处理 *) 氮肥减少磷钾增加"
公顷产量为 " %+!(%! ,-# 处理 *! 氮肥增加磷钾减

少 " 公 顷 产 量 为 " .//()0 ,-" 比 *) 处 理 区 增 产

$(+/1"比 *.$*& 处理区增产 0()& 和 ’(%) 个百分点!
说明在高产栽培中要适当增加氮肥比例! 穗肥施用

以 2& 处理 )& 叶最高"公顷产量达 " )+/(%/ ,-"分别

比 2)$2$$2! 处 理 区 增 加 )(&$&(!" 和 $(&+ 个 百 分

点! 叶面喷肥以锌和钾合喷的产量最高"公顷产量

为 " $&/()$ ,-"其次是喷锌的公顷产量为 " %%! ,-"
第三是喷磷酸二氢钾的公顷产量为 + /+"(/ ,-"对照

的公顷产量为 + /)"(/’ ,-! 锌钾合喷的分别比 3&$
3!$3) 增加 $(/$&($’ 和 !(%! 个百分点!

株高 茎粗 穗位高 成熟时绿 穗长 秃顶长 穗粗 穗行数 行粒数 千粒重 出籽率 单株产量

4567 4567 4567 叶数4片7 4567 4567 4567 4行7 4粒7 4-7 417 4- 7

) 8)*)2)3) .’/(! .(0 ))%(. +(" )+(" &(/ 0(. )0(’ !%(. &&’() +!(& .%!
. 8)*.2.3. .+)(. .(0 ))!(& +(" )"(0 .(’ 0(! )’(! !&(! &!/(’ +&(% .%)
& 8)*&2&3& .’.(. .(0 ))0(" +(! )+(0 &(& 0(" )+(’ !%(. &!%(& +0(% .%.
! 8)*!2!3! .0/(. .(! )%’(" ’(. )’(/ &(% 0(& )’(! &"(% &!)(. +0(" .%’
0 8.*)2.3& .+.(% .(0 )%/(0 ’(% )’(0 )(/ 0() )0(0 &+(& &!.(0 +0(% )"&
’ 8.*.2)3! .’/(% .(! ))0(% ’(. )’(’ &(% 0(. )0(. &’(! &!&() +0(/ )"&
+ 8.*&2!3) .+%(% .(! ))’(" 0(% )0(& &(+ 0(. )+(’ &0(" &&!() +!(. )++
" 8.*!2&3. .’&(! .(! ))%(! 0(% )0(+ .(+ !(/ )’(" &!(" &!&(/ ++(" .%)
/ 8&*)2&3! .+/(& .(0 ))+(" ’(& )!(% &(’ 0(0 )+(% &’(& &&+(" +’(+ )"%
)% 8&*.2!3& .+!(% .(! ).0(. +(% )!(/ !(. 0(& )’(% &’(. &!)(. +0(/ )+&
)) 8&*&2)3. .+’(! .(! ))"(% ’(! )!(" &(/ 0(& )0(. &.(" &!+(% +.(! )++
). 8&*!2.3) .+!(! .(0 ))%(’ "(. )0(’ &(0 0(0 )’(% &&(" &&/() +’(+ )+"
)& 8!*)2!3. .++(! .(! )..(’ +(% )!() !(% 0(& )!(" &)(% &!0(’ +’(/ )’&
)! 8!*.2&3) .+/(% .(! ).)(% +(! )!(! &(" 0(! )!(! &&(% &&’(% +!() )00
)0 8!*&2.3! .’&(% .(& ))/(" +(! ).(& !(’ 0(& )’(! ./(’ &!%(. +&(/ )0)
)’ 8!*!2)3& .’’(% .(& )%"(. +(0 )&(/ &(’ 0(& )0(’ &)(" &&/(’ +0(% )’.

组 合代 号

表 ! 各处理组合经济性状表现

密度 肥料 穗肥 叶肥 合计 平均 折合

487 4*7 427 437 ! " 49:7 4;7 4,- < =6.7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0) )!(0% ./(%) )!(0% + .0"(+ )0
! ) ! ! ! )!("" )!("& ./(+) )!("’ + !&&(+ ).
0 . ) . & )0(&& )0(!! &%(++ )0(&/ + ’/"(/ )%
’ . . ) ! )0(&0 )0(&/ &%(+! )0(&+ + ’""(/ ))
+ . & ! ) )!(+/ )!(/% ./(’/ )!("0 + !."(" )&
" . ! & . )’(/% )’("0 &&(+0 )’("" " !!!(& ’
/ & ) & ! )+(.’ )+(&. &!(0" )+(./ " ’!/(& &
)% & . ! & )’(00 )’(’) &&()’ )’(0"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0" )+(’) &0()/ )+(’% " "%!(! )
)! ! . & ) )’(’" )’(+! &&(!. )’(+) " &0/(. +
)0 ! & . ! )’(.& )’(&& &.(0’ )’(." " )!!() /
)’ ! ! ) & )+(’+ )+(!) &0(%" )+(0! " ++!(! .
>) ))’(/" )$/("/ )$/(%/ )$’(’! $0’(++ $0+($0 0)!(%$
>$ )$!(/0 )$’($& )$’(!$ )&)(++
>& )&0("! )$0()" )&%(+’ )$"(%$
>! )&’($0 )&$(+$ )$+(+0 )$+(0/
>) )!(’& )’($! )’()! )0("&
>$ )0(’$ )0(+" )0("% )’(!+
>& )’(/" )0(’0 )’(&0 )’(%%
>! )+(%& )’(0/ )0(/+ )0(/0
? $(!% %(/! %(00 %(’!

位次
小区产量4,-7

代号

表 " 登海 " 号玉米高产栽培各处理组合的产量结果

! 期 +)滕树川等%玉米新品种登海 & 号的高产栽培技术探讨



密 度 产 量

!"# !$% & 区’ ()*+,+- ()*+,+.

"/ .0,+1 2 "
"1 .3,45 2 "
"6 .-,36 7 8
". ./,31 7 8

差异显著性

表 ! 密度间小区平均产量新复极差测验

肥料配方 产 量

98’ !$% & 区’ ()*+,+- ()*+,+.

8/ .3,-4 2 "
8. .3,6/ 27 "
86 .-,05 7 "
81 .-,3- 7 "

差异显著性

表 " 肥料间小区平均产量新复极差测验

经新复极差测验!密度因素 "/"1 处理区!两两

比较不显著! 与 "6". 处理区比较就达到了 ()* 的

极显著水平" "6". 处理区两两比较只达到 ()* 显著

水平!表 /’" 肥料内的新复极差测验!8/ 处理区达到

()* 的显著水平!其余处理区都不显著!表 -’"
#$% 各处理组合经济效益分析

从 表 3 效 益 分 析 可 知 ! 投 产 比 最 高 的 是

"18/:6;6 处理组合!其次是 "68/:1;6 处理组合" 公顷

密度 -/ +++ 株的平均投产比为 .</,+5!/5 +++ 株的

平 均 投 产 比 为 .</,./! /6 +++ 株 的 平 均 投 产 比 为

.<1,50!13 +++ 株的平均投产比为 .<1,30" 投产比最

高的是公顷密度 /5 +++ 株! 比 /6 +++ 株和 13 +++
株增加 3,45 和 .6,5 个百分点"

合 计 产 量 产 值

种子 肥料 叶肥 用工费 !元 & =>6’ 9$% & =>6’ 9元 & =>6’

. ".8.:.;. .5+,+ 41-,/ :? . +0-,+ 6 .4+,/ 0 1/1,0 5 +05,+0 .<1,35
6 ".86:6;6 .5+,+ 4+6,. 3,- . .60,- 6 6.3,. 0 611,3 0 4-3,43 .<1,-4
1 ".81:1;1 .5+,+ 535,5 /,- . .60,- 6 .5+,5 0 6-5,0 0 45/,-6 .<1,33
/ ".8/:/;/ .5+,+ 51-,- 3,+ . .60,- 6 ./4,+ 0 /11,0 5 .00,+0 .<1,5.
- "68.:6;1 6+4,0 41-,/ /,- . .1-,+ 6 65/,3 0 345,4 5 /35,04 .<1,0.
3 "686:.;/ 6+4,0 4+6,. 3,+ . .1-,+ 6 6-6,5 0 355,4 5 /-0,04 .<1,0-
0 "681:/;. 6+4,0 535,5 :? . +56,- 6 .3.,+ 0 /65,5 5 .0.,35 .<1,05
5 "68/:1;6 6+4,0 51-,- 3,- . .1-,+ 6 .53,0 5 ///,1 4 655,01 .</,6-
4 "18.:1;/ 6/+,1 41-,/ 3,+ . ./6,- 6 16/,6 5 3/4,1 4 -./,61 .</,+4
.+ "186:/;1 6/+,1 4+6,. /,- . ./6,- 6 654,/ 5 64/,. 4 .61,-. .<1,44
.. "181:.;. 6/+,1 535,5 :? . ./6,- 6 6-.,3 5 /5/,1 4 116,01 .</,.-
.6 "18/:6;6 6/+,1 51-,- 3,- . +4+,+ 6 .06,1 5 -/4,1 4 /+/,61 .</,11
.1 "/8.:/;6 60+,+ 41-,/ 3,- . .-+,+ 6 13.,4 5 5+/,/ 4 35/,5/ .</,.+
./ "/86:1;. 60+,+ 4+6,. :? . +40,- 6 634,3 5 1-4,6 4 .4-,.6 .</,+-
.- "/81:6;/ 60+,+ 535,5 3,+ . .-+,+ 6 64/,5 5 .//,. 5 4-5,-. .<1,4+
.3 "/8/:.;1 60+,+ 51-,- /,- . .-+,+ 6 63+,+ 5 00/,/ 4 3-.,5/ .</,60

注#尿素 .,16 元 & $%$普钙 +,/6 元 & $%$氯化钾 .,-/ 元 & $%$锌肥 1,++ 元 & $%$磷酸二氢钾 /,++ 元 & $%$劳动力 .- 元 & 工日$玉米 .,.+ 元 & $%
计价"

投产比
生产成本9元 & =>6’

组 合代 号

表 & 各处理组合经济效益分析

1 小 结

9.’经分析得出了在我县春播玉米中!品种选择

登海 1 号!密度要达到每公顷 /5 +++ 株!产量最高!
效益显著"

96’本试验产量最高组合是"/8.:/;6!其次是"/8/:.;1!
从节省成本出发应选择 "18/:6;6 处理组合!即每公

顷 密 度 /5 +++ 株!尿 素 /-+ $%$普 钙 1++ $%$钾 0-
$%!在 .6 叶施穗肥!采用硫酸锌和磷酸二氢钾合喷

为最佳组合!可在生产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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