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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雅玉青贮 8 号为供试材料，分析不同种植密度对青贮玉米农艺性状和产量的影响，旨在为生产上

充分发挥品种潜力提供依据。结果发现，随着密度增加，植株株高增高，茎秆变细，产量有所上升。综合考虑多方

因素，在黄州地区，雅玉青贮 8号种植密度以 60000～67500株/hm2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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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州区位于长江中游北岸，地跨东经 114°50＇～115°05＇，北纬 30°25＇～30°29＇，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

四季分明。区域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东北为低丘陵岗地，西南部为平原湖区，现有耕地面积 79.7hm2，占版图面积的 22.58%。

近年来，黄州区立足区位资源优势，积极开展种植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粮饲统筹、农牧结合”的

产业发展格局初步形成。本文以雅玉青贮 8 号为供试材料，分析不同种植密度对青贮玉米农艺性状和产量的影响，旨在为生产

上充分发挥品种潜力提供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供试品种

供试品种为雅玉青贮 8号，由四川西南科联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1.2试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设计，设 5个处理，分别为：52500株/hm2（处理一）、60000株/hm2（处理二）、67500株/hm2（处理

三）、75000株/hm2（处理四）、82500株/hm2（处理五）。设 3次重复，小区面积 40m2（10m×4m），每小区 6行，行距固定为

67cm，株距分别为 28cm、25cm、22cm、20cm、1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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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基本情况

试验安排在黄州区陶店乡钟岗村，试验地面积 0.2hm
2
，肥力中等，海拔高度 22.3m，前作为冬闲田。

1.4测定项目

田间记载适宜采收期、株高、穗位高、茎粗、绿叶数、倒伏率等性状。生物产量分小区单收计产，每小区取 10株测定单株

鲜质量、单株干质量、单株干穗质量等。

2、栽培管理

2.1前期准备

冬季深翻炕土，翌年 4月 10日旋耕碎垡，次日按 10m×4m规格开沟起垄，每 lhm2施硫酸钾复合肥（N15P15K15）750kg做底肥。

2.2定距播种

4月 12日，按试验方案要求定距播种，每穴 2粒种子，覆土后压实。

2.3查苗补缺

出苗后 12天查苗补缺，对死苗、缺苗及时替换补栽。5月 1日追肥苗肥，每 lhm2追施尿素（N≥46.4）150kg。

2.4及时控防

人工除草 3次，大喇叭口期用氯虫苯甲酰胺+吡呀酮防治虫害。

2.5天气情况

播种后墒情较好，气温较高，出苗快且整齐，6月份天气异常，持续大暴雨导致厢面积水，光照偏少。

3、结果与分析

3.1生育期

不同处理生育时期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结果表明，不同处理在相同播期条件下，其生育进程差异不大，适宜收割期差别

仅在 1～2天。随着密度增加，适宜收割期略微提前。

表 1 不同处理生育期基本情况

处理 播种（月/日） 出苗（月/日） 抽雄（月/日） 吐丝（月/日） 乳熟期（月/日） 收割期（天）

处理 1 4/12 4/19 6/18 6/22 7/12 90

处理 2 4/12 4/19 6/18 6/22 7/12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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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3 4/12 4/19 6/18 6/22 7/12 90

处理 4 4/12 4/19 6/17 6/21 7/11 89

处理 5 4/12 4/19 6/17 6/21 7/11 89

3.2农艺性状和产量情况

3.2.1密度对株高的影响。乳熟期考察各处理间的农艺性状（表 2），结果发现，随着密度增加，植株株高呈下降趋势，以

处理一（52500株/hm2）最高，达到 332cm，最矮的处理五（82500株/hm2），只有 309cm。但方差分析显示，彼此差异并不明显，

说明密度变化对雅玉青贮 8号株高变化影响不大。株高更多由品种自身遗传特注决定。

3.2.2 密度对莲粗的影响。各处理间茎粗差异较大，种植密度越低，茎粗越粗，茎粗最大的是处理一（52500 株/hm2），这

3.38cm，茎粗最小的是处理五（82500株/hm2），只有 2.29cm。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处理一、二、三之间差异并不显著，但前三

个处理与处理四、五差异达显著水平。说明当密度增加到 67500株/hm2时，对茎粗影响较大。

3.2.3密度对青叶数的影响。单株青叶越多，越有利于植株个体发育。表 2可以看出，随着密度增加，各处理青叶数逐渐减

少。青叶数最多的是处理一（52500 株/hm2），达到 12.2 片，最少是处理五（82500 株/hm2），只有 10.5片。这可能是因为，

随着密度增加，群体通风献不畅，导致植株下方叶片枯死，影响生物产量的提高。

表 2 不同处理农艺性状和产量情况

处理
株高

（cm）

茎粗

（cm）

空杆率

（％）

双穗率

（％）

平米株

数（株）

倒伏率

（％）

青叶数

（片）

每公顷

鲜重（t）
位次

处理 1 332 338 0 27 52 23 122 81.42 5

处理 2 326 335 0.1 1.8 5.8 4.9 11.8 89.65 2

处理 3 319 33 3 15 6.7 5.1 11.6 91.9 1

处理 4 315 3.16 0.6 0.6 12 82 112 8825 3

处理 5 309 229 15 3 8.1 13.4 105 8291 4

3.2.4密度对产量的影响。生产上缺乏合理的种植密度，往往不能发挥品种优势，密度过高则会导致倒伏增多、营养下降，

密度过低则会导致光能利用率低、生物产量下降。从表 2 可以看出，单位面积鲜重产量以处理三（67500 株/hm
2
）最高，达到

91.90t/hm
2
，以处理一最低（52500 株/hm

2
），只有 81.42t/hm

2
、可见，在一定密度范围内，随着密度增加，产量呈上升趋势，

当密度达 75000株/hm2，产量随之下降。

3.2.5密度对其他性状的影响。通过考察各处理间的倒伏、空秆和双穗情况可以发现，随着种植密度增加，倒伏越严重，空

秆数越多，双穗率减少，但产量水平却不符合这一规律。可见，产量形成是受多因素综合性状协同影响决定的，在考察过程中，

需根据生产实际因地制宜确定密度水平。

4、结 论

雅玉青贮 8号是国审品种（审定编号：国审玉 2005034），为南方地区青贮玉米区试对照品种。本试验研究了 5种不同种植

密度对其农艺性状和产量的影响。结论如下，当种植密度在 60000～67500株/hm2时，植株生长势整齐，株高穗位及雄花分枝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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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长健壮，持绿性好，抗倒能力强，产量较高。当种植密度在 75000～82500 株/hm2时，植株后期通风透光能力差，光能利

用率低，早衰严重，抗倒能力弱，产量降低。结合黄州地区地力条件和气候因素，推广应用过程中，建议以 60000～67500株/hm2

为宜。接下来，将进一步研究不同生态条件下的产量表现和养分指标变化，为更好地应用青贮玉米品种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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