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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进行了播种量对早籼稻品种秧苗素质、产量及产量构成因子影响的试验。结果表明 , 稀播培育的秧苗分蘖多、干物质积累量大 ,
且成穗率高、有效穗数多 ,穗粒数增加。以播种量60 g/ m2 的产量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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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栽培措施对水稻的产量有着重要的影响, 其中秧苗素质

是影响产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早籼稻生育期较短, 受

光、温等条件的影响较大。播种量不同, 秧苗个体所占的营

养面积和受光条件不同, 对秧苗素质影响很大。当前早稻播

量过大, 严重影响了水稻的秧苗素质及产量。笔者在“稀长

大”栽培理论的基础上, 进一步地明确稀植能够增产的效果 ,

为早稻生产获高产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材料 供试品种为早籼15 , 系安徽省农科院水稻

研究所育成的高产早籼新品种, 该品种分蘖能力强, 早发性

好, 增产潜力大。种子发芽率为90 % 。

1 .2 试验方法 播种量设5 个处理 :A1 45 g/ m2 ;A2 60 g/ m2 ;

A375 g/ m2 ;A4 90 g/ m2 ;A5 105 g/ m2 。秧田肥力中等, 底肥施过

磷酸钙30 g/ m2 、饼肥45 g/ m2 , 面肥施尿素20 g/ m2 。4 月3 日

播种, 小拱棚覆薄膜保温育秧 , 至3 叶1 心期揭膜, 并复水追

施断奶肥15 g/ m2。育成6 叶左右带蘖大苗壮秧, 于5 月5 日

移栽至本田。小区面积12 m2 ,3 次重复, 移栽密度13 .3 c m×

20 .0c m, 每穴栽3 苗。试验于2005 年午季在安徽省怀宁县高

河镇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 .1  播种量对秧苗素质影响  于5 月4 日移栽前调查秧苗

素质, 结果表明( 表1) , 播量对秧苗素质影响较大 , 尤其是分

蘖和植株的干物质重。处理 A1 ～A5 的叶龄极差0 .32 叶, 株

高极差0 .9 c m, 说明播种量对秧苗的叶龄和株高影响不大 ;

分蘖数随播种量的减少而明显增加 , 极差达1 .27 个; 百株干

物质重也随播种量的减少而明显增加, 极差2 .7 g 。说明稀播

的秧苗素质明显好于密播, 有利于秧苗移栽后返青和分蘖 ,

干物质高有利于提高抗逆性。

  表1 播种量对秧苗素质的影响

处理 株高∥cm 叶龄∥叶 分蘖∥个 百株干重∥g

A1   15.1 5 .79 2 .62 8 .7

A2 15.0 5 .85 2 .55 8 .4

A3 14.8 6 .08 2 .32 6 .8

A4 14.5 5 .81 2 .15 6 .3

A5 14.2 5 .76 1 .35 6 .0

极差 0.9 0 .32 1 .27 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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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播种量对生育期及分蘖的影响  从表2 可见, 分蘖始

期在5 月13 ～16 日, 极差3 d , 但与播种量无关。处理间大田

生育期75 ～77 d , 变幅为2 d 。分蘖末期、抽穗期、成熟期有随

播种量的增加而相应延后的趋势。

  表2 播种量对生育期和分蘖的影响

处理
分蘖始期

月- 日

分蘖末期

月- 日

始穗期

月- 日

成熟期

月- 日

大田生育期

d
A1 05-14 06-08 06-23 07-20 75
A2 05-13 06-08 06-22 07-20 75
A3 05-14 06-08 06-23 07-21 76
A4 05-15 06-09 06-24 07-22 77

A5 05-16 06-09 06-25 07-22 77

2 .3 播种量对产量及产量构成因子的影响  由表3 可见 ,

各处理平均单位面积产量在334 .5 ～373 .5 g/ m2 , 变幅39 .0

g/ m2 , 以A2 产量最高。经相关分析表明 , 各处理间的差异达

到显著水平, 播种量与产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r = 0 .927 , 达显

著水平( P = 0 .023 2) 。播种量与各产量构成因子之间的关

系: 成穗率随播种密度的增加而明显降低, 表明稀播培育的

壮秧大田低节位的分蘖发生早且相对集中, 无效分蘖发生

少; 相对稀播的单位面积有效穗数、穗总粒数较密播的明显

增加, 其中以A2 有效穗373 .5 个/ m2 和穗总粒数103 .2 粒最

高; 结实率与播种量无明显的相关性, 各处理的千粒重也无

明显的差异。因此, 稀播获得高产主要是通过增加单位面积

有效穗数和穗总粒数实现的, 播种量以60 g/ m2 最为适宜。

  表3 不同处理的构成因子与产量

处理
有效穗数

个/ m2

成穗率

%

穗粒数

粒

结实率

%

千粒重

g

平均产量

g/ m2

较平均±

%
A1 362 .0  72.3 93 .5 90 .1 32 .6 751 .3  3 .06

A2 373 .5 75.2 103 .2 92 .4 32 .8 764 .8 4 .91

A3 358 .5 68.7 95 .6 92 .2 32 .5 712 .2 - 2 .30

A4 344 .5 63.3 82 .3 92 .0 32 .4 689 .0 - 5 .49
A5 334 .5 60.8 80 .8 90 .4 32 .3 677 .2 - 7 .11

3  讨论

(1) 适当稀播能够充分发挥水稻的空间生态效应, 有助

于水稻的多蘖性、抗病性、丰产性的形成而获高产。稀播可

培育出带低节位分蘖大苗壮秧, 提高成穗率, 增加单位面积

有效穗数和穗总粒数 , 获得较高产量。

(2) 从生产经营的角度考虑适当稀播比密植经济省种。

当前早稻生产中普遍存在播种量过大的问题, 不仅增加了生

产成本 , 而且影响秧苗素质及产量的提高, 因此必须重视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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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产量构成因素及相关性分析  水稻的产量由穗数、每

穗粒数和千粒重组成, 各因素的相互协调是高产的基础 , 因

此对产量构成因素进行分析对于指导水稻生产意义重大,

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大小及性质 , 说明了各个因素对产量形

成的作用大小。产量构成因素和因素间的相关系数见表4 。

  表4 各因素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分蘖数 穗数 颖花数 结实率 千粒重

产量   0 .685 0 * 0 .966 9 * *  0 .1194 0 .341 2 - 0 .529 3

分蘖数 0 .650 3 * 0 .1187 0 .271 6 - 0 .749 8 * *

穗数   - 0 .1258 0 .348 4 - 0 .478 3

颖花数 0 .315 4 - 0 .270 9

结实率 - 0 .194 6

  从表4 中可以看出 , 穗数和颖花数、颖花数和结实率呈

一定的负相关 , 千粒重与其他各性状均为负相关, 其他因素

间都呈正相关 , 而且与产量相关性最大的是成穗数, 其次是

分蘖数, 分别达极显著或显著水平, 最小的是颖花数。分蘖

数是形成穗数的基础, 直接决定着产量的高低 , 所以必须保

证有足够的分蘖数。对产量起决定作用的是单位面积的成

穗数 , 分蘖数与成穗数关系密切 , 通过影响成穗数间接影响

产量, 因此农业生产中要在有效分蘖期及时掌握田间分蘖

的动态, 以便及时采取措施 , 确保分蘖数量。颖花数和结实

率相对变化小 , 与产量的相关性小。穗数和颖花数 , 颖花数

和结实率是一对此消彼长的负相关关系。因此高产栽培应

在保证成穗数基础上, 协调各个因素的关系 , 使各因素达到

一个最佳的动态平衡 , 实现高产栽培目标。千粒重与分蘖

数达极显著的负相关。

3  讨论

( 1) 通过对直立穗型水稻品种不同播种方式下水稻产

量的分析可知 , 不同种植方式对水稻产量的影响较大 , 行株

距为23 .1 c m×9 .9 c m 较理想, 水稻产量最高, 因此在该地

区可以考虑推广该种植方式 , 这与当地普通品种普遍采取

的株行距13 .2 c m×29 .7 c m 的种植方式有较大的区别。

( 2) 水稻产量构成因素的相关分析得出穗数对产量影

响最大 , 其次是分蘖数 , 其他因素对产量影响较小, 这与过

去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5 ,6] , 说明直立穗型品种与普通品种

产量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相似。因此, 生产中应加强分蘖、

孕穗期的管理, 保证多分蘖、多成穗; 育种上应注重对新品

种分蘖能力和品种成穗数的选择 , 这是品种高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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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分析结果吻合[ 4] 。以上结果说明小麦品质性状是一个

综合指标 , 不能由单一指标确定某一品种的特性, 要从蛋白

质性质和粉质参数综合评价。育种工作者在后代选择过程

中, 可以在早代选择蛋白质形状 , 高代选择一些产量性状。

2 .4  品质分级  根据小麦品种品质鉴定原理与方法 , 参照

国家小麦分类标准 , 对1999 ～2001 两年度参加国家长江中

下游小麦区试品种的品质性状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综合评价

认为: 参试的17 个品种均为弱筋品种 , 说明长江中下游麦

区以弱筋品种为主 , 该地区也是弱筋小麦主产区。

3  讨论

( 1) 按国家标准 GB/ T17320-1998《专用小麦品种品质》

中判定规则“区试品系、审定品种以及参加成果鉴定的品

种, 其蛋白质( 或湿面筋) 含量和面团稳定时间2 项必须达

到鉴定类型的规定”, 确定小麦品种的主要品质指标为蛋白

( 或湿面筋) 和面团稳定时间。该研究结果表明, 蛋白含量

与湿面筋含量成显著正相关 , 蛋白质含量与面团稳定时间

相关不显著。因此, 在进行专用小麦品种选育时, 可以将蛋

白质含量和面团稳定时间作为主要选择指标。

( 2) 蛋白质( 湿面筋) 含量与品种的遗传特性和环境因

素有关。对长江中下游地区1999 ～2001 两年的区试品种综

合分析表明, 该地区弱筋品种占主导地位, 因此该地区小麦

育种目标应以弱筋品种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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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量的问题。

( 3) 早籼15 播种量以60 g/ m2 最为适宜, 移栽密度13 .3

c m×20 .0 c m, 每穴栽3 苗, 同时加强水肥等管理措施, 可获

7 .5 t/ hm2 以上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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