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植密度和施氮量对于单位面积的最大产量有

着重要影响 !" #，乳熟期鲜果穗营养丰富，风味独特，富

含各种氨基酸、可溶性蛋白、维生素 $"、$%、$&、$’、

(、) 和胡萝卜素及各种矿物质，是一种低脂肪高纤维

的营养食品 !%，* #。鲜食糯玉米以采收果穗鲜销或加工

成产品上市为目的，对果穗长度、大小和外观性状有

一定要求 !* #。密度过高或过低，果穗商品外观性差，难

以取得较好经济效益 !+ #。施氮过多或过少对玉米果穗

性状有明显影响，进而影响其鲜果穗商品质量 !& #。

在攀西特殊光温生态条件下，鲜食糯玉米果穗

性状受不同密度和施氮量影响的研究从未见相关报

道。因此，通过鲜食糯玉米在不同密度和施氮量下

所表现的果穗性状的研究，对确定攀西地区糯玉米

品种适宜种植密度和最佳施氮量，充分利用该地区

优越的温光条件，提高果穗商品品质，发挥鲜食糯玉

米的产量潜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 材料与方法

", " 试验材料

选用鲜食糯玉米品种渝糯 " 号，生育期 -’ 天，

由重庆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提供。

", % 试验设计

本试验在西昌学院农学专业实践教学基地进

行。前作蚕豆，土壤有机质含量 ", +%. 、速效氮含量

/’, &01 2 31、速效磷含量 4, *01 2 31、速效钾含量

-%+, ’01 2 31、56 值 ’, -。

试验采用裂区设计，设种植密度和氮肥施用量

% 个因素。主区因素为密度 （7），设 * 个水平，即：

7"：’, 88 万株 2 90%，7%：4, %& 万株 2 90%，7*："8, &8
万株 2 90%。副区因素为氮肥（$），设 & 个水平，即纯

氮用量：$"："8831 2 90%，$%：%8831 2 90%，$*：*8831 2
90%，$+：+8831 2 90%，$&：&8831 2 90%。

小区面积 *, * : &, 80%，重复 * 次，共 +& 个小

区，试验四周用同类型其他玉米品种同期播种 % 行

作保护行。

", * 田间管理

%88’ 年 * 月 %- 日采用塑料薄膜覆盖播种，每

穴播种饱满种子 & ; / 粒。以 ""8<0 开厢，每厢厢面

宽 /8<0，厢沟宽 +8<0，厢沟深 "& ; %8<0。每厢种植

% 行，行距 +&<0，错窝种植。种植密度用穴距来调节

（7"：’8<0，7%：++<0，7*：*&<0）= 每穴留 % 苗。氮肥

施用量以尿素作为氮源，分别在播种和大喇叭口期

结合粪水各施 &8. ，以腐熟有机肥 *888831 2 90%，过

磷酸钙 "8&831 2 90%，氯化钾 %%&31 2 90% 作基肥在播

种前一次性施用。

", + 试验数据统计分析

所得数据用 >?@ 软件、)A<BC 进行分析处理。

% 结果与分析

种植密度和施氮量对鲜食糯玉米果穗性状的影响研究!

赵益强

（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8"*）

【摘 要】采用裂区设计研究了不同种植密度和施氮量对鲜食糯玉米果穗性状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种植

密度提高，鲜食糯玉米果穗长度有所下降，果穗直径显著变小，果穗行粒数降低，秃尖长度逐渐增加，单果穗

鲜重显著下降，但果穗籽粒行数和穗轴直径与种植密度无关。果穗长度、果穗籽粒行数、穗轴直径、单穗重均

以中等施氮量最大，果穗秃尖度以中等施氮量最低。种植密度和施氮量对果穗主要性状也有明显的交互效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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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果穗长度

试验研究结果 （表 $）表明，种植密度对果穗长

度影响不大，低密度与中密度处理间、中密度与高密

度处理间的果穗长度差异不显著，但低密度与高密

度处理的果穗长度差异显著，并随种植密度提高，果

穗长度呈下降的趋势。施氮量对果穗长度具有明显

的影响，施氮 %&&’( ) *+" 的处理除与施氮 ,&&’( )
*+" 的处理的果穗长度差异达显著水平外，与其它

施氮处理的果穗长度的差异达极显著水平，过多或

过少施氮均显著降低果穗长度。

在不同种植密度下，施氮数量的多少对果穗长

度的影响有一定差异，但均以施氮 $&&’( ) *+" 处理

和施氮 !&&’( ) *+" 处理的果穗长度最短，以施氮

%&&’( ) *+" 处理的果穗长度最长，且差异均达极显

著水平。在各处理组合中，以低密度下施氮 %&&’( )
*+" 处理的果穗最长。

"# " 果穗穗径

种植密度对果穗直径有极显著的影响 （表 "）。

随种植密度的提高，果穗直径显著变小，各密度处理

间的果穗直径差异达极显著水平，低密度处理的果

穗直径较中、高密度处理分别大 "# -. 、,# "/.。尽

管不同种植密度下果穗直径大小因施氮多少而有显

著或极显著差异，并以中等施氮量下的果穗直径最

大，但总体表现结果是施氮量与果穗直径大小无

关。因此，密度和施氮量二因子中，密度是影响果穗

穗径的最突出因子。

施氮量（0）

0$ 0" 0% 0, 0! 12
密度（1） 差异显著性

"$# 33
04

"$# /3
15

"$# //
105
"$# -!
04

"%# %/
15

""# !!
15

""# %-
15

""# //
15

""# !%
15

""# ""
15

"$# !/
105
""# $$
104

"&# 6$
07

"&# !&
04

"&# ,,
084
"&# !"
87

"&# 3&
07

"&# &%
04

"&# &!
84

"&# %%
87

"$# --

"$# ,"

"$# ",

"$# !$

15

154

14

1$

1"

1%

12
差异显著性

表 $ 果穗长度差异显著性分析（单位：7+）

施氮量（0）

0$ 0" 0% 0, 0! 12
密度（1） 差异显著性

,# ,,
15
,# "!
14
,# ",
105
,# %$
15

,# !,
15
,# %!
15
,# "$
105
,# %/
15

,# ,&
15
,# ,&
15
,# %"
15
,# %/
15

,# ,$
15
,# "$
14
,# $$
04
,# ",
15

1$

1"

1%

12
差异显著性

,# ,&

,# "-

,# ""

,# %&

15

04

87

,# "$
04
,# "&
14
,# "$
105
,# "$
15

表 " 果穗直径差异显著性分析（单位：7+）

"# % 果穗籽粒行数

果穗籽粒行数与种植密度大小无关，但受施氮

量多少影响（表 %）。在低密度下，施氮量多少对果穗

籽粒行数无影响，但中、高密度下，施氮量显著影响

果 穗 籽 粒 行 数 。 各 处 理 组 合 中 ， 以 中 密 度 施 氮

,&&’( ) *+" 处理的果穗籽粒行数最多，并与该密度

下除施氮 %&&’( ) *+" 处理外的其它施氮处理的果

穗籽粒行数差异达显著水平。

"# , 果穗籽粒行粒数

果穗籽粒行粒数因种植密度不同而有一定差异

（表 ,）。低密度处理与中、高密度处理间的果穗籽粒

行粒数差异达显著水平，而中、高密度间的果穗籽粒

行粒数差异不显著。低密度处理的果穗籽粒行粒数

分别较中、高密度处理增加 ,# 6!. 和 6# "$. 。果穗

赵益强 ：种植密度和施氮量对鲜食糯玉米果穗性状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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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果穗籽粒行数差异显著性分析（单位：行）

密度（#） 差异显著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1
差异显著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施氮量（*）

*$ *( *" *- */ #1

籽粒行粒数受施氮量多少的影响极为明显 （表 -）。

施氮 "&&23 4 56( 处理的果穗籽粒行粒数最多，极显

著高于其它施氮处理，但施氮 $&&23 4 56(、(&&23 4
56(、/&&23 4 56( 处理的果穗籽粒行粒数无显著差

异，它们均与施氮 -&&23 4 56( 处理的果穗籽粒行粒

数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种植密度和施氮量对果穗籽粒行粒数有明显的

互作效应 （表 -）。在低、中、高密度下，均以施氮

"&&23 4 56( 处理的果穗籽粒行粒数最多，并极显著

高于其它施氮处理，过高或过低的施氮量均显著降

低果穗籽粒行粒数。在各处理组合中，以低密度下施

氮 "&&23 4 56( 处理的果穗籽粒行粒数最多。从试验

结果分析可进一步得知，种植密度和施氮量二因子

中，果穗籽粒行粒数受施氮量多少影响最大。

密度（#） 差异显著性

".% "&
*+

"0% (&
*+,
"/% "/
7,

"0% ()
7,

-"% -&
#’

-&% -&
#’

-&% 0&
#’

-$% /&
#’

-&% )/
*+

"0% //
*+

".% &/
*+

".% $/
*+

"!% -&
7,

"0% &&
*+,
"/% 0/
7,

"!% ")
7,

".% "!

"0% !$

"0% &!

")% &$

#’

#+

#+

"!% )/
7,

"/% .&
*,

"-% -/
7,

"/% 0"
7,

施氮量（*）

*$ *( *" *- */ #1

#$

#(

#"

#1
差异显著性

表 - 果穗籽粒行粒数差异显著性分析（单位：粒）

(% / 果穗秃尖长度

果穗秃尖长度因种植密度不同而异 （表 /）。随

种植密度的提高，果穗秃尖长度逐渐增加，密度越

低，秃尖长越短，高密度的秃尖长度极显著高于低密

度，显著高于中密度。高密度较中、低密度处理的秃

尖长度分别增加 $.% $)8 和 ")% $&8。

果穗秃尖长度还因施氮量不同而异 （表 /）。秃

尖长度随施氮量的增加先逐步降低，而后缓慢增加，

以施氮 "&&23 4 56( 处理的秃尖长度最低，显著低于

施氮 (&&23 4 56( 处理，极显著低于施氮 /&&23 4 56(

处理。

密度和施氮量具有交互效应（表 /）。在低密度

下，秃尖长度与施氮量无关；但在中密度下，施氮

$&&23 4 56( 处 理 的 秃 尖 长 度 极 显 著 低 于 施 氮

(&&23 4 56( 和施氮 /&&23 4 56( 的处理；在高密度

下，施氮 "&&23 4 56( 和施氮 -&&23 4 56( 处理的秃

尖长度差异不显著，但均极显著低于施氮 $&&23 4
56( 和施氮 /&&23 4 56( 的处理，与施氮 (&&23 4 56(

处理的果穗秃尖长度差异仅达显著水平。各处理

组合中，以中密度施氮 $&&23 4 56( 的果穗秃尖长

度最低。

(% ! 果穗轴直径

果穗轴直径不因种植密度高低而因施氮量多

少而发生变化 （表 !）。结合上述内容 （(% ( 果穗穗

径）的分析可知，随种植密度的提高，籽粒逐步变

小。果穗轴直径因施氮量增加而增加，再随施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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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而降低，以施氮 "##$% & ’()处理的果穗轴直径

最大，显著高于施氮 )##$% & ’() 的处理，极显著高

于施氮 *##$% & ’() 和施氮 +##$% & ’() 的处理，并

与施氮 ,##$% & ’() 处理无显著差异。

种植密度和施氮量的交互作用对果穗轴直径有

一定影响（表 -）。在低密度下，施氮 "##$% & ’() 处理

的果穗轴直径极显著高于除施氮 ,##$% & ’() 处理

外的其它施氮处理，除施氮 "##$% & ’() 处理外，其

它施氮处理的果穗轴直径差异不显著；中密度下，施

氮 "##$% & ’() 处理与施氮 )##$% & ’() 和 ,##$% & ’()

处理的果穗轴直径差异不显著，但与施氮 *##$% &
’() 和 +##$% & ’() 处理的果穗轴直径差异达极显著

水平；高密度下各施氮量处理的果穗轴直径未达极

显著差异，除施氮 ,##$% & ’() 处理外，其它施氮处

理间的果穗轴直径差异不显著。各处理组合中，以

低密度施氮 "##$% & ’() 处理的果穗轴直径最大。

). ! 单果穗鲜重

单果穗鲜重是衡量鲜食糯玉米外观商品价值高

低的重要因素，它受种植密度和施氮量的明显影响

（表 !）。随种植密度提高，单果穗鲜重显著下降，低、

中、高三种密度处理间的单果穗鲜重差异均达极显

著水平，低密度下的单果穗鲜重分别较中、高密度处

理增加 -. -/0 和 )". /!0 。随施氮量的增加，单果穗

鲜重先增后降，以施氮 "##$% & ’() 处理的单果穗鲜

重最重，且极显著高于除施氮 ,##$% & ’() 处理和

)##$% & ’() 处理外的其它处理。

种植密度和施氮量的互作对单果穗鲜重有显著影

响 （表 !）。虽低密度下各施氮处理的单果穗鲜重间差

异不显著，中密度下施氮 "##$% & ’() 和施氮 ,##$% &
’() 处理的单果穗鲜重间差异不显著，但均极显著高

于中密度下的其它施氮处理；在高密度下，施氮

"##$% & ’() 处 理 的 单 果 穗 鲜 重 显 著 高 于 除 施 氮

,##$% & ’() 处理外的其它施氮处理，并极显著高于施

氮 *##$% & ’()和 +##$% & ’() 的处理。各处理组合中，以

低密度下施氮"##$% & ’() 处理的单果穗鲜重最重。

" 结论

鲜食糯玉米果穗性状是衡量果穗外观商品质量

的重要指标，其中尤以单穗重、秃尖度、果穗长度最

密度（1） 差异显著性

*. /*
123
*. /*
1243
*. /)
14
*. /*
1243

*. 5+
23
*. 5*
23
*. 5-
13
*. 5,
26

*. /*

*. 5!

*. 5!

*. 55

14

14

14

*. 5!
23
*. 5)
23
*. 5"
13
*. 5,
26

施氮量（2）

2* 2) 2" 2, 2+ 17

1*

1)

1"

17
差异显著性

). ##
14
*. /+
14
*. 5/
143
*. /+
14

*. /#
23
*. 55
1243
*. 5-
143
*. 55
1236

表 - 果穗轴直径差异显著性分析（单位：6(）

密度（1） 差异显著性

). #+
14
). +)
14
). !"
124
). ,"
1243

*. 5!
14
). *5
1243
). *-
23
). #!
1236

*. 5"
14
). +*
14
". #"
14
). ,-
14

*. 5/

). */

). -*

). )"

23

123

14

*. 5*
14
*. !/
23
". #"
14
). )*
12436

施氮量（2）

2* 2) 2" 2, 2+ 17

1*

1)

1"

17
差异显著性

表 + 果穗秃尖长度差异显著性分析（单位：6(）

*. 5/
14
*. /"
123
). #5
23
*.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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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 差异显著性

"#

$%

&’

施氮量（$）

$( $) $* $+ $, "-

"(

")

"*

"-
差异显著性

表 . 单果穗鲜重差异显著性分析（单位：克 / 穗）

)*)0 .1
"#

(!20 +.
&3

(220 .+
$’

(1,0 **
&3

)*.0 )1
"#

)(10 **
$%

(1+0 .1
"%

)(.0 (+
$%

)+(0 4!
"#

)+!0 1(
"#

)(40 11
"#

)**0 22
"#

)*!0 *1
"#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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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要。种植密度和施氮量对果穗主要性状均有明

显的影响，而且它们的影响还有明显的交互效应，种

植密度和施氮量二因子对果穗各性状影响的程度却

有明显不同。通过试验可知：

*0 ( 随种植密度提高，鲜食糯玉米果穗长度有所下

降，果穗直径显著变小，果穗行粒数降低，秃尖长度

逐渐增加，单果穗鲜重显著下降，但果穗籽粒行数和

穗轴直径与种植密度无关。因此，在不显著影响鲜

穗产量的前提下适当控制糯玉米种植密度，是提高

其商品品质的重要途径。

*0 ) 除果穗穗径不受施氮量多少的影响外，其它果

穗性状均受施氮量的显著影响。果穗长度、果穗籽

粒行数、穗轴直径、单穗重均以施氮 *4456 / 78) 为

最大，此施氮量下的果穗秃尖度最低。因此，过高或

过低的施氮量将明显降低果穗外观商品品质。

*0 * 种植密度和施氮量对果穗性状还具有极为明显

的交互作用，以低密度下施氮 *4456 / 78) 处理的果

穗最长、单果穗鲜重最重、果穗籽粒行粒数最多、果

穗轴直径最大，而以中密度施氮 (4456 / 78) 的果穗

秃尖长度最低。

因此，单从提高糯玉米果穗外观商品品质考虑，

以种植 2 万株 / 78)，全生育期纯氮供给量达 *4456 /
78) 左右，能显著提高果穗长度、单穗重、行粒数和

穗轴直径，也能使果穗秃尖度较低，但在此密度和施

氮量下是否对单位面积鲜穗产量产生明显的影响，

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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