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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试验以早籼稻皖稻83( 竹舟5 号) 为材料 , 研究播期和育秧密度对秧苗素质的影响 , 播期和栽插苗数对分蘖动态及产量性状的影
响。结果表明 :竹舟5 号在安徽合肥4 月6 日播种 , 其秧苗素质较好, 分蘖成穗率较高 ,大田栽插每穴2 粒种子苗, 产量较高, 其他产量性
状也较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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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Sowing Ti me,Seeding Density and Transplanting Seedling on Early Rice Yield
SHI Ying-yao et al  ( Agronomy Department of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6)
Abstract  The experi ment inthe influence of sowing ti me ,seeding density and transplaning seedli ng number of early-season rice- Wandao 85 yield was
done . The result was as follows :sowed on April 6th, the seedling quality was better thanthe others andthetillering rate was high. The yiel d of twotrans-
plant seedlings per nest was higher than the others and its yiel d traits were harmonio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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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双季早稻90 % 以上仍是常规品种, 多半沿袭传统

的栽培技术, 茎蘖成穗率低, 单产难以提高 , 推广缓慢。为打

破这一低产徘徊局面, 有学者提出通过适当减少秧田播种

量、大田穴苗数和无效分蘖期的肥水供应, 在适当穗数基础

上提高分蘖成穗率、结实率和平均每穗谷重, 以此来减少投

入, 增加产量。试验把早籼稻竹舟5 号分3 个播期、设2 种密

度, 研究播期、每穴基本苗对产量性状的影响 , 探讨早籼稻皖

稻83 的适宜栽培技术, 以促进皖稻83 的推广应用。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品种  供试品种为皖稻83( 竹舟5 号) , 是安徽农

业大学农学系以海竹作母本与舟优903 杂交选育成的优质

早籼新品种, 于2003 年元月通过安徽省品种审定。该品种优

质、稳产, 在稻米品质的12 项指标中 ,5 项达到部颁一级优质

米标准,6 项达部颁二级优质米标准。试验于2005 年在安徽

农业大学试验农场进行, 试验地肥力水平较高。

1 .2  试验设计  秧田期: 采用湿润育秧 , 分3 个播期,A1 :4

月1 日、A2 :4 月6 日、A3 :4 月11 日,2 种播种密度为450 、300

kg/ hm2 ; 拱膜覆盖, 秧龄30 d , 分别于5 月2 、7 、12 日移栽。

大田 期: 移栽时 ,3 种播期均 分3 种栽插 苗数, B1 :2

苗/ 穴、B2 :4 苗/ 穴、B3 :6 苗/ 穴, 大田采取裂区设计, 播期为

主区, 栽插苗数为副区,3 次重复( 记为Ⅰ、Ⅱ、Ⅲ) , 小区面积

18 .6 m2 , 行距16 .7 c m, 株距13 .3 c m, 走道50 .0 c m, 育秧密度

为300 kg/ hm2 。

1 .3  观察记载项目 秧苗素质考察: 移栽当天各处理取20

株进行秧苗素质考察, 考察苗高、分蘖、叶数、绿叶数、叶长、

茎基宽、第5、6 叶长与宽、白根数、白根长、鲜重、干重 ; 考种

项目: 株高、穗数、穗长、实粒数、总粒数、结实率、千粒重、全

生育期。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播期和不同育秧密度对秧苗素质的影响 由表1

  表1 不同播期和不同育秧密度的秧苗素质

性状
A1

450 kg/ hm2 300 kg/ hm2

A2

450 kg/ hm2 300 kg/ hm2

A3

450 kg/ hm2 300 kg/ hm2

苗高∥cm    21.96    20 .61    21 .37    20.36   21 .38  22 .10

单株分蘖∥个 0.40 0 .60 1 .00 1.10 0 .50 0 .80

叶数∥片 5.69 5 .32 6 .39 6.24 5 .90 6 .92

绿叶数∥片 5.19 5 .12 5 .69 5.44 5 .20 5 .29

叶长∥cm 7.89 7 .96 8 .72 8.38 8 .35 8 .16

茎基宽∥cm 0.62 0 .70 0 .78 0.69 0 .66 0 .75

第5 叶长∥cm 9.80 9 .89 10 .63 9.83 11 .63 11 .43

第5 叶宽∥cm 0.59 0 .60 0 .72 0.65 0 .60 0 .59

第6 叶长∥cm 12.11 12 .96 12 .77 12.18 13 .07 12 .59

第6 叶宽∥cm 0.72 0 .65 0 .77 0.73 0 .74 0 .73

白根数∥条 10.80 10 .60 12 .00 12.20 11 .50 11 .80

白根长∥cm 2.62 2 .79 3 .13 3.59 2 .54 3 .37

鲜重∥g 0.94 0 .93 0 .91 1.00 0 .72 0 .90

干重∥g 0.14 0 .20 0 .17 0.19 0 .25 0 .19

干鲜比 0.15 0 .22 0 .19 0.19 0 .21 0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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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 ,A2 按300 kg/ hm2 播种的秧苗 , 单株分蘖数达到1 .1

个, 高于同期450 kg/ hm2 的1 .0 个及 A1 、A3 的表现较高的

0 .6 、0 .8 ; 白根数达到12 .2 , 优于同期450 kg/ hm2 12 .0 及A1、A3

期的10 .8、11 .8 ; 绿叶数也是 A2 较好, 其中密度为450 kg/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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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达到5 .69 片, 密度为300 kg/ hm2 的达到5 .44 片;A2 育秧密

度为300 kg/ hm2 的秧苗干重0 .19 g , 高于同期的450 kg/ hm2 的

0 .17 g , 但又比 A1 育秧密度为300 kg/ hm2 和 A3 育秧密度为

450 kg/ hm2 的秧苗干重低些, 总体规律不明显。综上所述, 不

同播期和不同育秧密度对秧苗素质存在影响, 主要秧苗素质

性状表明播期在4 月6 日育种密度为300 kg/ hm2 的秧苗整体

表现较优。一般秧田播种量和秧苗素质的好坏存在负相关

关系, 因此 , 试验结果说明,4 月6 日播种的育秧密度为300

kg/ hm2 较理想。

2 .2  不同播期和不同栽插基本苗数对生育期的影响  理论

上, 早稻随着播期的延迟 , 生育期应缩短, 由表2 看出,A3 的

生育期却明显延长, 平均为109 d , 这可能是因为 A3 播种后 ,

遇到了倒春寒的天气, 抑制了秧苗的正常发育生长, 因此生

育期延长。由试验结果还可以看出, 随着基本苗数的增加 ,

生育期有缩短的趋势,A1 不同基本苗数移栽时重复II 的全

生育期从106 d 减少到了104 d ,A2 不同基本苗数移栽时重复

II 的全生育期从110 d 减少到108 d , 但总的说来, 影响并不太

明显。

  表2 不同播期和不同基本苗数的全生育期 d  

处理
A1

Ⅰ Ⅱ Ⅲ

A2

Ⅰ Ⅱ Ⅲ

A3

Ⅰ Ⅱ Ⅲ
B1 106 106 106 106 107 106 110 110 110
B2 104 105 105 105 106 106 108 109 109
B3 105 104 105 106 106 106 109 108 109

2 .3  不同播期和不同栽插苗数对产量性状的影响  由表3

可以看出, 穗数以A2B2 的表现最好, 达到了12 .8 穗/ 穴。B1

的穗数较少, 其中 A1 最多为10 .5 ,A2 只有9 .5。在穗长的表

现上以B1 的较长, 全部超过了19 c m, 其中 A3 最长为20 .2

c m。每穗实粒数也以 B1 的表现较多 , 最高的 A2 有74 .11 粒 ,

最低的也有64 .02 粒;B2、B3 的每穗实粒数都没有超过60 粒。

结实率以 A2B1 的最高, 达到82 .08 % ,A2 的结实率整体表现

较好, 都超过了80 % 。千粒重以 A2B2 的组合最高, 达到27 .1

g , 最低的是 A3B2 的组合, 只有25 .8 g , 其他的都在26 .0 g 以

上。分析表明,B1 移栽时穗长、实粒数、结实率在3 种播期的

表现都比较好, 但穗数偏低; 在3 种不同播期中,A2 在千粒

重、结实率、穗数的表现上都较A1 、A3 的好。

2 .4 产量性状的方差分析

2 .4 .1 产量性状分析结果。由表4 的方差分析可看出, 区组

间 F = 0 .79 < 6 .94 , 说明区组间的产量差异不显著;A 因素间

F = 0 .36 < 6 .94 , 说明不同播期对产量的影响不显著 ;B 因素

间 F = 5 .06 > 3 .98 , 说明不同栽插苗数对产量的影响达显著

水平。AB 互作间 F = 0 .59 < 3 .36 , 说明播期与栽插苗数间互

作效应不显著。

2 .4 .2 B 因素差异显著性测验。不同的栽插基本苗数对产

量的影响达显著水平, 故对B 因素间产量差异进行显著测验

( 表5) ,B1 、B2、B3 间的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 以B1 为最优, 即

大田移栽时, 每穴插2 粒种子苗时产量表现最高。

3  小结与讨论

试验的结果说明不同播期和不同育秧密度对秧苗素质

的影响较大, 其中以4 月6 日播种、育秧密度为300 kg/ hm2 的

  表3 不同播期和不同栽插苗数的农艺性状

播期 密度
株高

cm

穗数

穗/ 穴

穗长

cm

实粒数

粒/ 穗

总粒数

粒/ 穗

结实率

%

千粒重

g

理论产量

kg/ hm2

A1 B1 75 .8 10 .6 19 .42 66 .55 82 .71 80 .45 26 .6 8 443 .5

77 .8 10 .4 19 .16 68 .23 82 .50 82 .55 26 .2 8 365 .5

74 .4 10 .4 18 .50 57 .27 72 .33 79 .18 26 .3 7 020 .0

平均 76 .0 10 .5 19 .03 64 .02 79 .23 80 .73 26 .4 7 986 .0

B2 74 .4 10 .4 17 .76 56 .23 73 .78 79 .26 26 .8 7 053 .0

76 .2 10 .8 18 .00 52 .20 63 .96 81 .62 26 .6 6 748 .5

74 .0 13 .2 18 .04 48 .98 60 .21 81 .30 26 .6 7 738 .5

平均 74 .9 11 .5 17 .93 52 .46 65 .98 80 .73 26 .7 7 248 .0

B3 75 .2 11 .4 18 .12 54 .54 81 .95 66 .55 26 .8 7 498 .5

75 .8 9 .6 18 .96 63 .21 79 .33 79 .67 26 .8 7 318 .5

74 .6 12 .6 18 .08 51 .90 62 .83 82 .62 26 .7 7 857 .0

平均 75 .2 11 .2 18 .39 55 .57 74 .70 76 .28 26 .8 7 506 .0

A2 B1 75 .0 10 .0 19 .40 70 .94 86 .24 82 .26 26 .5 8 460 .0

76 .6 8 .6 20 .74 82 .26 103 .93 79 .15 26 .3 8 373 .0

74 .4 10 .0 19 .32 69 .12 81 .49 84 .82 26 .6 8 274 .0

平均 75 .3 9 .5 19 .82 74 .11 90 .37 82 .08 26 .5 8 395 .5

B2 72 .8 11 .6 18 .18 56 .02 68 .91 81 .29 27 .5 8 041 .5

75 .4 13 .8 18 .24 55 .14 65 .41 82 .23 27 .1 9 279 .0

72 .4 13 .0 18 .32 51 .80 65 .57 79 .00 26 .7 8 091 .0

平均 73 .5 12 .8 18 .25 54 .32 66 .63 80 .84 27 .1 8 479 .5

B3 73 .2 11 .2 18 .58 54 .57 64 .45 84 .68 27 .0 7 426 .5

75 .4 12 .6 17 .98 49 .22 58 .79 83 .72 27 .0 7 534 .5

73 .6 11 .2 18 .04 49 .63 66 .41 74 .72 27 .0 6 753 .0

平均 74 .1 11 .7 18 .20 51 .14 63 .22 81 .04 27 .0 7 270 .5

A3 B1 78 .8 8 .8 20 .14 70 .48 96 .91 72 .73 26 .2 7 312 .5

79 .6 10 .8 20 .23 65 .50 97 .44 67 .22 26 .0 8 277 .0

78 .6 9 .8 20 .18 73 .96 95 .96 77 .07 26 .5 8 643 .0

平均 79 .0 9 .8 20 .18 69 .98 96 .77 72 .34 26 .2 8 085 .0

B2 75 .8 12 .2 19 .32 58 .75 78 .10 75 .23 26 .3 8 482 .5

78 .0 12 .2 19 .36 57 .48 77 .82 73 .86 26 .3 8 299 .5

78 .8 11 .0 19 .64 57 .07 80 .65 73 .24 26 .0 7 345 .5

平均 77 .5 11 .8 19 .44 57 .77 78 .93 74 .11 25 .8 7 914 .0

B3 78 .0 11 .2 19 .30 61 .13 73 .21 83 .49 26 .2 8 071 .5

76 .8 12 .0 19 .12 56 .72 68 .87 82 .36 26 .2 8 025 .0

77 .2 10 .6 18 .90 55 .89 72 .98 76 .58 26 .3 7 011 .0

平均 77 .3 11 .3 19 .11 57 .91 71 .69 80 .81 26 .2 7 714 .5

  表4 产量性状的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DF S2 MS F F0 .05

主区部分 区组  2  3035 .33 1517 .67 2 .602 6 .94
A 2 4915 .94 2457 .97 4 .214 6 .94
Ea 4 2332 .99 583 .25
总变异 8 10284 .26

副区部分 B 2 14130 .11 7065 .06 4 .24 * 3 .88
A×B 4 9377 .66 2344 .42 1 .405 3 .26
Eb 12 20017 .54 1668 .13
总变异 26 47809 .57

  表5 B 因素间的LSR 显著性测验

基本苗数
平均产量

kg/ hm2

差异显著性

0 .05 0 .01

B1 8155 .5 a A
B2 7881 .0 b A
B3 7497 .0 c B

单株分蘖、绿叶数、白根数及干重等性状都有较优的表现。

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 : 播期对产量的影响不显著; 不同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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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生态环境, 控制杂草。

  表4 沼肥无害化标准

项目 卫生标准和要求

密封贮藏期 30 d 以上

高温发酵温度 (53±2) ℃ 持续2 d

寄生虫卵沉降率 95% 以上

血吸虫卵、钩虫卵 不得检出

粪大肠菌值 中温发酵1/ 10 000 ,高温发酵1/ 100～1/ 10

蚊子、苍蝇 粪液池周围无活的蛆蛹或新羽化的成蝇

残渣 无害化处理后方可作农肥

3 .5 矿物源肥料 主要是磷肥、钾肥、镁肥、钙肥。香椿缺

磷, 代谢受抑制 , 表现植株生长缓慢。矮小、瘦弱, 根系不发

达。施用磷肥时, 水溶性磷肥如过磷酸钙、重过磷酸钙是在

有机农业中禁止使用的 , 可以使用钙镁磷肥, 钢渣磷肥及磷

矿粉, 可叶面喷施水浸物, 或与厩肥、堆肥混施, 避免磷肥与

土壤直接接触而被固定化。香椿缺钾时先是老叶受害 , 继而

新叶及生长点。叶片边缘发黄变焦, 叶片出现褐色斑点或斑

块, 但叶中或叶脉仍然为绿色。应多施有机肥、草木灰、窑钾

肥, 或用10 % 草木灰的水浸液根外追肥 , 但应注意钾肥施用

过量会引起镁的缺乏。香椿的营养调控前促后控 ,7 月底以

后停施氮肥, 增施磷钾肥 , 以利苗木硬化安全越冬, 形成饱满

顶芽, 为翌年丰产奠定基础。

4  病虫草害防治

有机栽培中病虫草害的防治应采用生态学观点, 病虫草

害是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 利用食物链和相生相克原理将其

控制在经济危害水平以下, 而不是赶尽杀绝, 利用农艺措施

建立合理的作物生产体系和健康的生态环境, 提高生态系统

的自然防治能力, 而不是依赖化学合成的农药 , 在万不得已

的情况下使用生物源农药或矿物源农药, 施药的水平以不对

生态系统造成危害为准。以作物健康为主的综合防治是病

虫草害防治的核心。

4 .1  园艺措施 香椿栽培中立地条件避开渍水和地下水位

较高的地块 , 不与臭椿等为邻及易染白粉病、锈病的树种和

作物间作。水肥管理中不大水漫灌, 少浇勤浇, 施用腐熟的

有机肥。“养分平衡”也是防病措施之一, 施肥既要考虑最佳

产量, 又要考虑最佳抗性, 氮肥过量不但亚硝化而且易感染

寄生菌及病毒病, 增施钾肥防止根腐病及叶斑病, 钙可防止

软腐及流胶病, 缺锌易感染白粉病。

4 .2 矿物源药物防治

4 .2 .1 波尔多液。防治香椿炭疽病、根腐病, 用1∶1∶200( 硫

酸铜∶生石灰∶水) 喷洒2 ～4 次 , 注意波尔多液应随配随用 ,

不能使用金属容器。配制方法: 用1/ 2 的水分别溶化硫酸铜

和生石灰, 待两液温度一致时滤渣, 将硫酸铜液缓缓倒入石

灰液中边倒边搅即成。

4 .2 .2 石硫合剂。防治香椿白粉病、锈病、流胶病、炭疽病

及草履蚧等。配制方法: 将成块的生石灰、细碎的硫磺粉、水

按1∶2∶14 的比例备料后 , 先将水倒入锅内, 大火加热到温热

的程度, 将硫磺粉倒入锅内搅匀 , 大火加热, 石灰碎成鸡蛋大

小的块状, 待锅内煮沸后保持火力, 逐渐将石灰块加入锅内

搅拌, 使其充分溶解与硫磺反应 , 一直到石灰加完为止, 待液

已变成红黄色再大火煮沸15～25 min , 变成老酱油色, 冷却过

滤成原液, 石硫合剂用小口坛子保存, 不宜用铁器保存, 要密

封不与空气接触。

4 .2 .3 苏打水防治香椿白粉病。0 .25 % 的苏打粉溶液可用

于预防,1 % 浓度的可用于治病, 不同苗期的浓度应先作耐性

实验, 另外, 要现配现用。

4 .2 .4  晶体石硫合剂。用硫磺、石灰、水与金属解酶在高温

高压下加工合成的固体化新型剂, 使用方便, 易于包装运输 ,

不产生抗药性, 不破坏生态平衡, 低毒无残留, 可与硫酸锌、

硫酸亚铁混用, 不能与波尔多液混用, 为无机杀菌、杀螨、杀

虫剂, 药效与液体石硫合剂相同。

4 .2 .5 肥液。用1∶3( 堆肥∶水) 浸出液防治香椿根腐病也有

较好的效果( 马粪、牛粪最好) , 用沼液防治病毒病, 用草木灰

防治锈病和根腐病, 尤其是雨天干撒或旱天施用浸出液

( 10 % 浸泡24 h) , 不但防病, 还能增钾。

4 .3 除草  香椿自身分泌驱虫物质 , 病虫害少 , 主要应注意

幼苗期或栽培管理措施要适当, 要注意防过密、水渍等。由

于幼苗期香椿生长缓慢, 对于杂草一定要在3 叶期除草 , 消

灭在萌芽状态, 建园后密植园不需除草 , 材菜兼用林或材用

林可采用生草抚育方法或与豆科植物间作, 进行竞争性抑

制, 并增肥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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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苗数对产量影响达极显著水平 , 其中以栽2 粒种子苗的

产量最高。因此在生产中可以改变传统的栽插4 粒种子苗

的习惯 , 适当减少栽插的基本苗, 加强肥水管理 , 在适当穗

数基础上提高分蘖成穗率、结实率和平均每穗谷重, 增加

产量。

试验结果表明: 播期对产量的影响不显著 , 因此 , 生产

中对于播期的安排, 可根据当地的生产习惯与茬口和3 月

底～4 月中旬的气候条件, 灵活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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