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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密度对极早熟大豆品种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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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分析 ’%%%(’%%" 年两年极早熟大豆品种的产量与种植密度试验数据，提出了单产超过 ’ %%%
)* + ,-’ 田 块 的 最 佳 种 植 密 度 模 式 ，总 结 了 不 同 生 育 期 品 种 的 适 宜 种 植 密 度 和 最 佳 种 植 密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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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近几年厄尔尼诺现象的频繁发生以及大气层 34’ 浓度的增加，造成温室效应的加强。据统

计，截至 ’%%# 年 / 月底，吉林 省 已 近 ’%% 万 ,-’ 旱 田 缺 墒 ，占 旱 田 总 面 积 的 半 数 以 上 ，播 种 后 的 旱 田

很大部分不能出苗。针对此情况，吉林省提出了几项行之有效的抗灾措施 ，其 中 包 括 早 熟 、极 早 熟 作

物品种的使用。早熟大豆品种与中、晚熟大豆品种相比，植株比较矮小、生育期短、各发育期时间较集

中，在栽培上合理密植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在我省中部地区采用缩垄增行的方法，把原 $%(5% 6- 的

大行距改为 #%(1% 6- 的小行距，使个体分布均匀，更有利于早熟、极早 熟 大 豆 的 生 育 ，从 而 使 早 熟 大

豆达到高产的目的。由于广大农民对极早熟大豆的适宜种植密度了解不多，致使品种与种植密度不相

配，往往造成损失。为此，本文在吉林省农科院引进并经吉林省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定的 # 个极早熟大

豆品种的密度试验基础上，提出了在吉林省中部地区不同熟期的早熟、极早熟品种应采用的最佳种植

密度和适宜种植密度，为大田生产提供一定的参考。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岭引 " 号、吉引 ’ 号和岭引 # 号 # 个极早熟大豆。岭引 " 号是 ’%%% 年吉林省农业科学

院作物所由呼盟农科所引入的高代品系!在公主岭夏播条件下的生育期为 7/ 8 左右，无限结 荚 习 性 、

无分枝、三四粒荚多，适宜播期 5 月 "% 日左右&，吉引 ’ 号是 ’%%% 年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作物所由呼盟

农 科 所 引 入 的 高 代 品 系 !在 公 主 岭 夏 播 条 件 下 的 生 育 期 为 9% 8 左 右 ，无 限 结 荚 习 性 、有 分 枝 、二 三 粒

荚多，适宜播期 5 月 / 日左右&，岭引 # 号是 ’%%% 年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作物所由黑龙江省巴彦种子公

司引入!在公主岭夏播条件下的生育期为 5% 8 左 右 ，无 限 结 荚 习 性 、有 分 枝 、二 三 粒 荚 多 ，适 宜 播 期 5
月 "% 日左右&。 设 2" 为岭引 " 号、2’ 为吉引 ’ 号、2# 为岭引 # 号。

!,( 试验方法

试 验 设 在 吉 林 省 农 科 院 作 物 所 试 验 地 ， 土 质 为 淋 溶 黑 土 ， 有 机 质 ’0%:左 右 。 该 地 年 平 均 温 度

10$($0$;、!"%;以上的活动积温为 ’ $#’(# ’%$;·8。年降水 15$0’(7#"0% --，集中于 $(7 月，初霜

期在 9 月中下旬!"$(’7 日&，无霜期为 "1# 8。

试 验 设 生 育 期 分 别 为 9% 8!2’&、7/ 8!2"&和 5% 8!2#&，每 个 品 种 设 # 个 不 同 的 密 度 即 #% 万 株 + ,-’

!<"&、1% 万株 + ,-’!<’&和 /% 万株 + ,-’!<#&。随机区组，# 次重复。采用缩垄增行平播的栽培方式，行距为

收 稿 日 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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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长为 %&"! $，%! 行区，每个小区面积为 ’%"! $(，田间管理同生产田一致。

! 结果与分析

!"# 产量及产量因素

!"! 试验结果方差分析

本试验为二因素随机区组试验，采用的方差

分 析 分 为 区 组 、品 种 、种 植 密 度 、品 种)种 植 密 度

及误差。

从 表 ( * 测 验 结 果 表 明 ，品 种 之 间 、种 植 密

度之间及品种)种植密度之间互作效应均达到极

显著，故此应进行多重比较。

品 种 间 的 差 异 主 要 表 现 为 品 种 +# 最 为 突

出，其产量极显著高 于 其 他 两 个 品 种 ,表 #-，+%

和 +( 产 量 之 间 差 异 不 显 著 。 种 植 密 度 以 .# 最

优 ，.# 条 件 下 的 产 量 也 极 显 著 高 于 其 他 两 个 密

度,表 /-。.% 和 .( 两个密度之间的差异表现为不

显著。由于品种与种植密度间的互作也达到极显

著，说明在由两试验因素不同水平搭配成不同的

处 理 组 合 时 ，除 了 简 单 效 应 累 加 外 ，还 存 在 着 互

作效应。因此，对处理组合优劣的评价和排序应

以处理组合间差异的多重比较结果为最终结论。

当 然 ，如 果 互 作 效 应 差 异 不 显 著 ，应 根 据 各 因 素

不 同 水 平 的 多 重 比 较 的 结 果 来 确 定 最 优 和 较 优

的处理组合。本试验处理组合间的多重比较结果

表 明 ，+#.# 为 最 优 处 理 组 合 ， 其 次 为 +%.( 和

+#.(，后两种处理组合间差异不显著,表 ’-。
!"$ 种植密度与单株荚数和单株粒重的分析

单株荚数是每株节数与每节荚数的乘积，大

豆 与 禾 谷 类 作 物 不 同 ， 它 的 结 荚 部 位 遍 布 全 植

株，着生在每节上，因此，单株节数和每节着生荚

数多时，单株荚数就越多。就同一品种而言，单株

荚数与单位面积株数关系密切，单位面积株数少

则 单 株 结 荚 多 ，见 表 %，单 位 面 积 株 数 多 则 单 株

荚数少。单株荚数的多少不是产量高低的惟一标

表 ! 试验结果的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0* 1 21 *

区 组 ( !"/’ !"(# ("(&
品 种 ( %"&3 !"34 3"3%55
密 度 ( 6"%# #"!& #!"#355

品种)密度 / ("’6 !"6/ 6"#/55
误 差 %6 %"6( !"%!%
总变异 (6 %("’/

注：!"!’ 显著,5-、!"!% 显著,55-

表 $ 品种间差异显著性测验

品 种
小区平均产量,’% $(- 差异显著性

,78- !"!’ !"!%
+# %%"’# 9 +
+% %!"&% : .
+( 4"%& ; <

表 % 种植密度间差异显著性测验

密 度
小区平均产量,’% $(- 差异显著性

,78- !"!’ !"!%
.# %!"3% 9 +
.( %!"(/ : .
.% %!"!3 : .

表 & 品种、种植密度处理组合间差异显著性测验

处理组合
小区平均产量,’% $(- 差异显著性

,78- !"!’ !"!%
+#.# %("%/ 9 +
+%.( %!"’/ : .
+#.( %!"/6 : .
+%.% %!"(! ;= <
+#.% %!"%/ ;= <
+%.# 4"3( ;= <
+(.# 4"/4 = 0
+(.% 4"/( => 0
+(.( 4"!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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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只有单位面积上有较多的荚数才能达到高产。从本试验可以看出，!" 品种在 #$ 条件下，虽然单株

荚数只有 "%&’ 个，但是它的产量却为同一品种 ( 个处理当中最高的，达到了 $ )**&*+ ,- . /0$，比在 #(

条件下增产 +&(1。

单株粒重是单株粒数与百粒重的乘积，单株粒数多且百粒重大，单株粒重就高。在单株粒数相同

的情况下，百粒重越大则单株粒重越高，百粒重越小则单株粒重越低。但是单株粒重也不是决定单位

面积产量的惟一因素，单株粒重只有与单位面积株数结合起来才能左右单位面积的产量。从本试验结

果看，在一定的条件下单位面积上的株数多或少都有达到高产的可能，这就需要协调好诸因素之间的

关系。从表 " 可以看出，品种 !( 在 #( 条件下，虽然它的单株粒重只有 *&"( -，但是它的单位面积产量

却是 ( 个处理当中最高的，达到了 $ (2)&’) ,- . /0$，比在 #" 条件下增产 "%&+1。这说明，并不是单株

粒重高的产量就一定高。

通过对两因素与密度的分析可以看出，大豆产量的提高不仅决定于个体生育的好坏，更重要的还

在于单位面积的荚数和粒重。从本试验可以得出，单株粒重与密度呈反比 ，即 随 密 度 的 加 大 ，单 株 粒

重有逐渐降低的趋势。但单位面积上的粒重与上述规律相反，在一定范围内随着密度的加大，单位面

积内的粒重也相应的增加。这个规律告诉我们，大豆合理密植之所以增产，是由于合理利用土地及空

间、增加单位面积的荚数和粒重的结果。

! 讨论与结论

东北地区常常因春播期间的干旱，春播大豆不能正常出苗，甚至延迟播种。另根据气候资料统计，

每 (34 年就有一次低温或早霜，造成大豆减产。种植早熟、极早熟大豆品种生育期短，既可错过 春 旱

播种，又可提前收获，免受灾害影响而减产。

早 熟 、极 早 熟 大 豆 品 种 生 长 迅 速 ，进 入 开 花 结 荚 期 较 早 ，能 更 好 的 利 用 有 效 的 自 然 条 件 ，在 *3+
月份高温季节，日照充足，只要土壤水分充足，早熟品种迅速进入生长盛 期 积 累 大 量 干 物 质 。 有 人 认

为早熟品种生育期短，干物质积累少，所以低产，这只看到早熟、极早熟品种稀植低产，没 有 看 到 密 植

可以高产。早熟、极早熟大豆品种生长盛期积累的干物质，除供给营养体生长外，大部分转入荚粒。而

中晚熟品种在同时期也能积累大量干物质，但这些干物质大部分形成营养体，荚粒的形成主要还看后

期条件如何。由于早熟品种灌浆、鼓粒早，后期的不利气候如旱、涝、低温对它的影响较小。

试验证明，在适宜密度下的产量与最佳密度下的产量相 差 很 少 ，所 以 ，在 较 大 面 积 种 植 早 熟 大 豆

应选择适宜的种植密度，原因是最佳种植密度只能在地力、肥力、耕种水 平 和 田 间 管 理 水 平 等 均 较 高

才能做到，大面积生产田的条件无论从地力和肥料的投入上，还是田间的管理上均无法同高产试验地

相比。另外，由于低温光照条件和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对密度过大的田块危害程度更高。由于密度过

大，通风不好，易造成植株倒伏、结荚少、子粒过小而影响产量。

试验材料中的岭引 ( 号 的 适 宜 种 植 密 度 为 ’+ 万3’2 万 株 . /0$， 岭 引 " 号 的 适 宜 种 植 密 度 为 (4
万3(2 万株 . /0$。在吉林省中部地区的气候条件下种植早熟、极早熟大豆创高产时应选择土壤结构性

能良好、较高肥力的地块。同时，适当增大肥料的投入5尤其是有机肥的投入6，提高田间管理的水平，

采用不同生育期品种的适宜种植密度，做到一般肥地宜稀，瘦地宜密；晚熟品种宜稀，早 熟 、极 早 熟 品

种宜密；气温较高地区宜稀，气温较低地区宜密；宽行距宜稀，窄行距宜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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