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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资源环境研究所 

2.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合理密植是水稻高产优质栽培的重要措施之一，包括合理的每蔸基本苗数、单位面积蔸数和行株距配置三部分。

此文从每蔸基本苗数、单位面积蔸数和行株距配置3个方面综述了栽插密度对水稻群体产量和品质的影响，以期

为水稻高产优质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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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 in Rational Colse Planting and its Mechanism of Superior Quality and 
High Yield in Rice

Abstract: 

Rational colse planting that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sure for superior quality and high yield of rice 
which included rational basic seeding per hill, rational unit area hills and rational row-spacing 
configur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guiding for rice superior quality and high yield, the acticle had 
summarized the effects of planting density on rice yield and quality from three aspects of basic 
seedling, planting density and row-spacing 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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