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 !""#$"%"&’(""#)"!$"!"*$"*

双株留苗和均匀留苗对紧凑型玉米

农大 !"# 生长发育及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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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不同密度下均匀与双株留苗对紧凑型玉米品种农大 ,.& 个体及群体结构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结果

表明"与均匀留苗相比"双株留苗使农大 ,.& 植株的生产能力降低"生长势变弱"但改善了群体内部的光照条件"降

低了倒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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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与方法

EFE 试验概况

本试验于 (""! 年在北京海淀区东北旺农场’东
经 !!&0("U"北纬 *%0#&U-进行"前茬为春玉米# 试验

点海拔 &" A"地下水位 !. V (" A# 该地区年平均气

温 !!0&W"无霜期 (!! :"年平均降水量为 &(.0% AA#
试验地 " V *" GA 土层为壤土"*! V ," GA 为粉

壤土"&" V !(" GA 为壤土"其土壤肥力较高"有机质

为 (0"#X"全氮%全磷%全钾分别 "0!!,X%"0!"&X和

!0."%X"速效磷%速效钾分别为 #*0&Y A9 Z [9 和 !&(
A9 Z [9"" V *" GA 及 *! V &" GA 土壤的铵态氮与硝

态氮之和分别为 *# [9 Z 6A( 和 *( [9 Z 6A( #
EFG 试验设计

收稿日期! ("",$",$"!
作者简介! 张中东’!%&%$-"男"山西省五台县人"助理研究员"农学

硕士"主要从事玉米育种及栽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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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0(# 株 Z A(’^*-和 %0Y# 株 Z A(+^,-两种密度"
行长 Y A"行距 "0& A"Y 行区"* 次重复"小区面积为

(%0, A("各小区随机排列"种植时开沟用竹竿标记距

离进行点播"每一穴种 * 粒"间苗时只留 ! 株# 试验

用紧凑型农大 ,.& 新品种#
双株留苗种植方法!以 .0(# 株 Z A( 为例"第一穴

和第二穴相距 * GA 播种"然后隔 ( 倍匀播株距种第

三与第四穴+相距仍为 * GA-"依此类推#

EFH 试验地管理

试验田每公顷基施尿素 Y# [9% 硫酸钾 ((# [9%
硫酸锌 Y0# [9%磷酸二铵 !!(0# [9%有机肥+鸡粪-* Y#"
[9"大喇叭口期公顷追施尿素 *Y# [9"吐丝期公顷追

施尿素 *"" [9# 浇水 ( 次+播种前漫灌 ! 次"乳熟前

图 E 均匀留苗与双株留苗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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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浇水 ! 次"!喷药 # 次!除草 $ 次%播种后喷除草剂

! 次!人工拔草 # 次"" 试验于 & 月 ’ 日播种!收获期

为 ( 月 #! 日"
!"# 测定方法

叶面积#每次利用长宽系数法测 ( 株!单株叶面

积按平均计算!群体叶面积按密度折合"
不同冠层光分布情况# 用 )*+ 光合测定系统!

在每一重复内随机取 !, 个点! 每一点从下至上每

&, -. 测一次光照强度"
不同时期干物质积累%拔节期$大喇叭口期$吐

丝期$乳熟后期及成熟期"#每次每重复随机取 $ 株!
按叶$鞘$秆分装!在 !,&/条件下杀青 $, .01!2,/
烘干至恒重后称量"

# 结果与分析

$"! 群体光分布

双株留苗明显地改善了群体内部光的分布情况

%表 !"!从冠层顶部到 !&, -. 处%穗位以上"!双株留

苗的光强均大于均匀留苗! 也就是说双株留苗可改

善群体内的光分布"

$"$ 基部茎粗和株高

从图 # 可以看出!双株留苗和均匀留苗相比!双

株留苗明显减小了基部茎粗!3$ 与 3$ 双之间相差

,4,5 -.!36 与 36 双之间相差 ,4,’ -."

密 度

%株 7 .#" #,, !&, !,,

3$ 24#& !,, 554&5 $$4&, ##4!’
3$ 双 24#& !,, 5’4!& $64#! #!4&’
36 (4’& !,, 564#’ $#4(, ##4,!
36 双 (4’& !,, 5(46! $$4’6 ##46#

距地面距离%-."
冠层顶部代 号

表 ! 双株留苗与均匀留苗对群体内不同层次

光强占冠层顶部光强百分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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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两种种植方式对茎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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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两种种植方式对株高的影响

从图 $ 可以看出! 双株留苗明显降低了株高!
3$ 与 3$ 双之间相差 ,4,$ .!36 与 36 双之间相差

,4,# ."
$"% 根数

两种种植方式对第 ! 8 6 层根的影响不大!但

对下层根有明显影响" 从图 6 可以看出!第 & 8 2 层

根双株留苗均大于均匀留苗!在 3$ 与 3$ 双之间相

差 ,46 条!在 36 与 36 双之间相差 !46 条"

$"# 倒伏率

据田间调查!双株的倒伏率明显低于匀播!农大

625 在两种密度的双株留苗试验中均未发现倒伏!
而 均 匀 留 苗 在 24#& 株 7 .# 时 的 倒 伏 率 为 69 !在

(4’& 株 7 .# 时的倒伏率为 !,9! 产生的原因可能是

双株留苗使植株果穗及生物学产量降低! 减少了地

上重量!同时第 & 8 2 层根数增加!增强了植株的抗

倒能力"
$"& 单株最大叶面积

从图 & 可以看出! 两种种植方式均表现双株留

苗的单株最大叶面积比相应的均匀留苗要小!但 3$
与 3$ 双之间在两个时期相差较小! 而 36 与 36 双

之间相差较大" 3$ 的单株叶面积为 ’ ((,46 -.#!3$
双为 ’ (2$4! -.#! 相差 ’4$ -.#%36 的单株叶面积为

5 (&545 -.#!36 双为 5 ’(’46 -.#!相差 !&(4# -.#" 说

明两种种植方式对密度较大者的单株最大叶面积的

影响要小于密度较小者"

从图 5 可以看出! 双株留苗棒三叶的叶面积要

比均匀留苗大! 这与前面分析密度对单株叶面积影

响时的结果是一致的! 双株留苗棒三叶部位的光强

要大于均匀留苗! 所以双株留苗的棒三叶面积要大

于均匀留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 两种种植方式对第 & ’ ( 层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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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两种种植方式对单株最大叶面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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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穗性状

从表 ! 可以看出! 两种方式下穗长双株留苗比

均 匀 留 苗 小!"# 和 "$ 双 之 间 相 差 %&’( )*!"+ 和

"+ 双之间相差 ,&!- )*"穗粗的影响相对较小.两者

之间相差仅 %&%’ 和 %&%$"行粒数也表现为双株留苗

少于均匀留苗!"$ 和 "$ 双之间相差 +&/% 粒!"+ 和

"+ 双之间相差 !&,+ 粒#

!"$ 单株生物学产量

从图 ( 可以看出!在 $ 个不同的生育时期!两种

种植方式对 "$ 与 "$ 双之间的影响相对较小!$ 个

时期分别相差 %&’%$%%/ 和 -&+- 0"而对 "+ 与 "+ 双

之 间 的 影 响 较 大!$ 个 时 期 分 别 相 差 /&’+$/&$1 和

,$&!( 0# 说明双株留苗对高密度者的影响要大于低

密度者!在成熟期要大于吐丝期和乳熟期#

!"% 单株和单位面积产量

从图 - 可以看出! 双株留苗的单株产量均低于

均匀留苗!"$ 与 "$ 双之间相差 1&$$ 0!"+ 与 "+ 双

之间相差 $&-( 0#
单位面积产量"$$"$双$"+$"+双分别为,! +%/&!$

图 $ 两种种植方式在不同时期对单株生物学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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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两种种植方式棒三叶叶面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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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理 穗长2)*3 穗粗2)*4 行粒数

"# ,+&1/ +&’( #+&(,
"# 双 ,+&#1 +&’5 $%&,,
"+ ,+&(- +&+% 5-&-1
"+ 双 ,$&’% +&+$ 5/&(’

表 ! 两种种植方式对果穗性状的影响

,5 5%/&,$,5 5%/&, 和 ,, $%’&( 60 7 8*5! 分 别 减 产

,&/9和 (&$9#

$ 结 语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 农大 +-/ 双株留苗与

均匀留苗相比!双株留苗使植株的生产能力降低!生

长势变弱! 尽管双株留苗改善了群体内部的光照条

件!降低了倒伏!但这并不能补偿株间竞争给植株带

来的不利影响!最终导致单株和群体产量的下降#
关于玉米的留苗方式!范福仁等 :,1/$4研究表

明!在同等密度下!每穴株数不同!其单位产量也不

同# 每穴株数的多少!为密度所制约!在公顷 +’ %%%
株和 /% %%% 株时!以每穴两株为宜!公顷 1% %%% 株

时!则以每穴 $ 株为宜# 赵殿忱25%%,4通过同一营养

面积不同群体结构对玉米形态性状的影响表明!一

穴单株和双株无明显差异!双株比单株增产 -&(59#
;<=>? @A08? B:,1--4认为!植株不规则分布在 倒 伏

上没有明显影响# 本试验以紧凑型玉米为材料的结

果是双株使玉米减产!分析其原因!双株的最大优势

是改善了群体内部的光分布! 这对于光是限制因素

的群体来说!双株可以达到增产的目的!但对于光不

是限制因素的群体来说!双株只能使个体竞争加剧!
导致产量下降#农大 +-/ 由于其株型特点!群体内部

光分布相对合理!光不是其限制因素!这可能是其减

产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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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两种种植方式对单株产量的影响

, 期 ,%’张中东等%双株留苗和均匀留苗对紧凑型玉米农大 +-/ 生长发育及产量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