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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密度对青贮玉米生物产量
及部分农艺性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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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 * 个青贮玉米品种’品系-为试验材料"研究了 * 种种植密度对青贮玉米生物产量和部分农艺性状的

影响#结果表明"不同品种之间生物产量差异显著"依次为东青 ""!$东青 ! 号$东青 "! 和阳光 ! 号%不同种植密度间

的生物产量存在极显著差异"供试材料的最佳种植密度均为 ./!*+ 万株 0 12("但品系与密度互作之间差异不显著#种

植密度对青贮玉米的株高影响不大"株高的差异主要由品种自身特性决定%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青贮玉米的茎粗逐

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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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贮玉米是用作制造青贮饲料的专用玉米"其

特点是植株高大"茎叶繁茂"营养丰富# 用青贮玉米

作为主要的青饲料有利于全年尤其是冬春季节饲料

和养分的稳定平衡供给" 且栽培和收获的机械化程

度高"集中调制的成本低# 青贮玉米的营养价值高"
是重要的优质饲料专用玉米"是发展畜牧业"特别是

养牛,羊-业的主要饲料来源#
黑龙江省具有发展畜牧业的有利条件" 但在饲

收稿日期! (""*$".$!+
基金项目! 国家&‘&+’项目,(""*44(*!!&"-和哈尔滨市科技攻关计

划项目,(""*44%G6!+&-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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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资源方面却面临严重挑战# 一方面黑龙江省长期

以来用作饲料的玉米多为粒用,粮食-型玉米"成本

较高"乳牛产奶量低"鲜奶品质较差"肉牛生长慢"肉

料比低% 另一方面黑龙江省草原面积少" 沙漠化加

重" 青饲料严重不足已成为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限

制因素# 过去所用品种多为南方各省选育的粮饲兼

用或专用青贮玉米品种" 这些品种多数对黑龙江省

的生态条件适应性较差" 尤其是春季不耐低温干旱

和不抗玉米丝黑穗病# 因此"本文着重研究黑龙江

省几个青贮玉米品种,品系-在不同密度下的产量水

平"以确定其最适栽培密度"为新品种的推广提供理

论依据#

!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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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材料

本试验选用黑龙江省自育的 ! 个青贮玉米品种

东青 " 号! 阳光 " 号和东北农业大学选育的 ! 个青

贮玉米品系东青 #"!东青 ##""其中东青 ##" 和东青

#" 属于晚熟品系#东青 " 号属于中晚熟品种#阳光 "
号属于中熟品种"
!"# 试验方法

每个品种$品系%设置 & 种密度#分别为 ’("&) 万

株 * +,!$处理 "%!-(’"& 万株 * +,!$处理 !%!&(./& 万株 *
+,!$处理 )%和 &(#0! 万株 * +,!$处理 &%" 田间种植采

用随机区组法#每个处理 . 行区#行长 ’ ,#行距均

为 ’# 1,#小区面积 "/(. ,!#) 次重复" 本试验前茬

作物为大豆#肥力均匀#土质较好#为保证土壤肥力

一致#底肥一次性施入二铵和尿素各 "-# 23 * +,!#拔

节期追施尿素 "-# 23 * +,!" 主要测定性状按国际标

准方法进行# 其中生物产量的测定在乳熟末期至蜡

熟初期从每小区中部随机选取 !# ,!#全部从茎基部

) 1, 处割下#测定其地上部的生物产量#进而计算

小区产量" 以小区平均数为单位进行数据分析"

! 结果与分析

#"! 种植密度对生物产量的影响

!"#"$ 不同品系在不同密度下生物产量的差异分析

由表 " 可知#区组间生物产量差异不显著#不同

品系之间生物产量差异显著 $显著水平 45#(#-%#不

同密度之间的生物产量差异达到极显著 $显著水平

45#(#"%# 但品系与密度 互 作 之 间 差 异 不 显 著 $46
#(#-%" 由表 ! 可见#品系东青 ##" 与东青 " 号之间

无显著差异#但显著或极显著高于东青 #" 和阳光 "
号$而东青 " 号!东 青 #"!阳 光 " 号 之 间 无 显 著 差

异#所以东青 ##" 生物产量最高" 由表 ) 可见#处理

" 极显著高于其它 ) 个处理# 其它 ) 个处理之间差

异不显著# 说明 & 个青贮玉米品种的最佳种植密度

为 ’("& 万株 * +,!"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 方 7 值 显著水平

区组间 " ’.&()&- & ! 00!("’! ’ !(##! #("-! ’
品系间 - )"-(.00 . ) " ’’"(0/. ! &(#!! #(#". !
密度间 !. ’/#(&00 # ) 0 /)#(".! ’ !#(!./ #(### #

品系8密度 - !#!(--& " / -’0(#." . "()"! #(!’! #
误 差 ") !"’(-!’ ’ )# &&#(-0& )
总变异 -! !/#(.#) ’ &’

表 ! 不同品系在不同密度下生物产量的方差分析

!%$"! 同一品系在不同密度下生物产量的差异

虽然 & 个品系与 & 种密度间的互作差异不显

著# 但阳光 " 号和东青 " 号在不同密度下生物产量

存在极显著的差异 $图 " 和图 !%" 由图 " 可见#在

’("&) 万株 * +,! 时阳光 " 号地上部的生物产量达到

最 高 # 其 次 是 &(./& 万 株 * +,!# 排 在 第 ) 位 的 是

-(’"& 万株 * +,!# 地上部的生物产量最少的是 &(#0!

生物产量

$23 * 区% -: ":

东青 ##" !#&(/)# ) ; <
东青 " 号 "00(-’’ # ;= <>
东青 #" "0!(-#" & = <>
阳光 " 号 "’.(’’0 ! = >

显著水平
品种$系%

表 # 不同品系间生物产量的新复极差测验的多重比较

生物产量

$23 * 区%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显著水平
处 理

表 $ 不同密度间生物产量新复极差测验的多重比较

万株 * +,!" 说明 ’("&) 万株 * +,! 的密度最适合该品

系的生长" 同样东青 " 号在 ’("&) 万株 * +,! 时生物

产量也最高# 而在 -(’"& 万株 * +,! 和 &(./& 万株 *
+,! 时生物产量几乎相差不大# 在 &(#0! 万株 * +,!

时生物产量达到最小值# 进一步说明 ’("&) 万株 *
+,! 的密度最适合该品系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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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阳光 ! 号不同密度间生物产量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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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东青 ! 号不同密度间生物产量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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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植密度对青贮玉米部分农艺性状的影响

!"!"# 种植密度对株高的影响

表 ! 方差分析表明! 不同品系间株高差异极显

著!而区组间"密度间"品系与密度互作间差异不显

著#说明种植密度对青贮玉米的株高影响不大!株高

的差异主要由品系自身特性决定$

从表 " 可见!东青 #$ 的株高极显著高于东青 $
号%东青 %#& 和阳光 & 号&而东青 & 号%东青 %%& 和

阳光 & 号之间无显著差异$
!"!"! 种植密度对茎粗的影响

表 ’ 方差分析表明!品系间%密度间%品系与密

度互作间茎粗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而区

组间差异不显著$说明不同品系间茎粗不同!种植密

度严重影响茎粗$ 不同品系间及不同密度间茎粗的

差异见表 ’ 和表 -$由表 ’ 可见!东青 %%& 和东青 %&
茎粗之间! 以及东青 & 号和阳光 & 号之间茎粗差异

不显著!但前两个品系的茎粗显著大于后两个品种$

株 高

(./, "0 $0
东青 %$ 11!+12! " 3 4
东青 & 号 15%+6"2 6 7 8
东青 %%$ 1$6+2’2 - 7 8
阳光 $ 号 1$$+6!% 6 7 8

显著水平
品种(系,

表 # 各品系株高新复极差测验的多重比较结果

茎 粗

(./, "0 $0
东青 %%$ 5+-61 ’ 3 4
东青 %$ 5+-"’ 2 3 4
东青 $ 号 5+!$5 1 7 8
阳光 $ 号 5+1$’ $ 7 8

显著水平
品种(系,

表 $ 不同品系间茎粗的多重比较结果

由表 - 可见!!+%65 万株 9 :/5 密度下的茎粗与

"+-$! 株 9 :/5 和 !+’2! 万株 9 :/5 密度下的茎粗差异

极显著! 同时它们与 -+$!1 万株 9 :/5 密度下的茎粗

差异极显著! 且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青贮玉米的茎

粗逐渐减少! 但 "+-$! 万株 9 :/5 和 !+’2! 万株 9 :/5

密度下差异不显著$

1 结论及讨论

($,不同品系间生物产量差异显著!其中东青 %%$
生物产量最高! 其次为东青 $ 号% 东青 %$ 和阳光

$ 号$
(5,不同种植密度间的生物产量存在极显著差

异!! 个青贮玉米品种(系,的最佳种植密度均为 -+$!1
万株 9 :/5!尤其是阳光 $ 号和东青 $ 号$品系与密度

互作之间差异不显著$
(1,种植密度对青贮玉米的株高影响不大!株高

的差异主要由品种自身特性决定$东青%%$和东青%$
茎粗大于东青 $ 号和阳光 $ 号! 随着种植密度的增

加青贮玉米的茎粗逐渐减少! 但 "+-$! 万株 9 :/5 和

!+’2! 万株 9 :/5 密度下茎粗差异不显著$
(!,本试验发现供试的 ! 个品种(系,和 ! 种密度

处理的互作间差异不显著! 而不同品系间和不同密

度间均存在显著差异! 可能由于部分供试品系在不

同密度下差异不显著掩盖了互作的差异性! 以及基

因型和环境因素互作的结果$另外由于东青 %$ 和东

青 %%$ 的生育期偏长和 5%%1 年低温寡照的特殊气

候条件也影响了两品系潜力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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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密 度 茎 粗

(万株 9 :/5, (./, "0 $0
!+%65 5+-6$ $ 3 4
!+’2! 5+"65 2 7 8
"+-$! 5+"12 ! 7 8
-+$!1 5+1’" ! . ‘

显著水平

表 % 不同密度间茎粗的多重比较结果

2’ 玉 米 科 学 $1 卷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 方 W 值 显著水平

区组间 1!5+’5- % 5 $-$+1$1 " $+’-1 %+5%! 6
品系间 ! $-6+%52 % 1 $ 125+’-’ 1 $1+"26 %+%%% %
密度间 "-6+22% ! 1 $25+22’ 6 $+66! %+$"1 "

品系c密度 & 62&+5!5 ’ 2 5&%+&16 & 5+%"5 %+%’- 6
误 差 1 %-5+!51 ! 1% &%5+!&! &
总变异 &% %’1+1&5 ! !-

表 & 不同品系在不同密度下株高的方差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