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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方式对玉米生育性状及种植效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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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通 过 对 常 规 露 地 直 播 栽 培 、比 空 栽 培 、育 苗 移 栽 、地 膜 覆 盖 4 种 不 同 玉 米 栽 培 方 式 的 比 较 研 究 。

结 果 表 明 : 育 苗 移 栽 和 地 膜 覆 盖 栽 培 使 玉 米 物 候 期 提 前 、穗 部 性 状 较 为 整 齐 、后 期 叶 面 积 指 数 下 降 慢 和 群 体

质 量 较 好 , 有 较 明 显 地 增 产 效 果 , 如 果 在 适 当 的 玉 米 收 购 价 位 , 将 使 农 户 得 到 较 好 的 经 济 效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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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栽培方式对玉米的生育性状有着较大影响 , 进而影响到玉米的产量和农户收益。玉米是我

省最主要的 粮食作物 , 占 作物栽培面 积 65%左右 , 有很 多的不同栽 培方式 , 本 文就栽 培 方 式 对 玉 米 生

育性状及农民经济效益的影响进行探讨 , 为我省玉米高产、稳产栽培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品种

玉米品种为西单 2, 晚熟品种 , 需≥10℃活动积温 2 850℃·d。

1.2 试验方法

常规露地直 播栽培、比空 栽培、育苗移 栽、地 膜 覆 盖 4 种 栽 培 方 式 均 为 我 校 试 验 农 场 近 几 年 生 产

田所采用。其中常规露地直播栽培 10 hm2; 比 空栽培(6∶1)为 30 hm2; 育 苗移栽 1 hm2; 地膜 覆盖 1 hm2。

不同的栽培方式均采用同期播种 , 其育苗移栽为营养块小拱棚育苗 , 在三叶期移栽。其余同其它栽培

方式。试验数据均在长势、地力相对一致面积的 1 hm2 地块上进行定点调查 , 调查样点分布为 S 型。

该试验于2003～2004年 在 吉 林 农 业 科 技 学 院 试 验 地 进 行 , 土 壤 为 沙 壤 土 , 肥 力 中 等 , 大 豆 玉 米 两

年轮作。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栽培方式对玉米生育性状的影响

2.1.1 不同栽培方式对玉米物候期的影响

不同的栽培方式对玉米生育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 , 育苗移栽和地膜覆盖能延长玉 米的生育期 , 能

较多利用光温进行生产。从表中亦可看出 , 育苗移栽和地膜覆盖栽培物候期较比空栽培和常规栽培玉

米物候期提前 , 尤以玉米生育前期物候期提早天数较多 , 中期次之 , 后期甚微。

2.1.2 不同栽培方式对玉米穗部性状的影响

表 1 不同栽培方式玉米物候期调查 (月·日)

项 目 播种期 出苗期 三叶期 拔节期 抽雄始期 开花始期 吐丝期 成熟期 生育期(d)
地膜覆盖 4·27 5·06 5·16 6·18 7·13 7·16 7·19 9·17 134
育苗移栽 4·27 5·05 5·15 6·20 7·13 7·15 7·16 9·15 133
比空栽培 4·27 5·12 5·25 6·20 7·15 7·17 7·19 9·20 131
常规栽培(ck) 4·27 5·12 5·25 6·19 7·15 7·17 7·19 9·20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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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玉米乳熟期调查株高、穗位高 ; 在收获时 5 点取样 , 每点连续 10 穗收获风干 , 进行室内考种。

不同栽培方式对玉米穗部性状有着较大的影响。从表2可以看出 : 育苗移栽和地膜覆盖栽培玉米穗

部性状的变异系数较比空栽培和常规栽培穗部性状变异系数要小 , 育苗移栽玉米穗位高度也较低 , 这

些说明前两种栽培方式玉米穗部性状较整齐 , 群体质量较好 , 这也是丰产长势长相的重要指标之一。

2.1.3 不同栽培方式对玉米叶面积指数的影响

在三叶期后 , 每隔半个月 对玉米叶面 积 指

数进行测定 一次。结果表 明 : 地膜覆盖 栽培玉

米叶面积指 数前期上升 较快 , 并比其 它栽培方

式的玉米叶 面积指数要 大 ; 育苗移栽 玉米叶面

积指数相对 小 , 这也许与 移栽存在着 较长的缓

苗期有一定 的关系 ; 比空 栽培玉米叶 面积指数

与对照玉米 叶面积指数 大致相当 ; 地 膜覆盖、

育苗移栽、比 空栽培玉米 叶面积指数 在生育后

期都较对照 玉米叶面积 指数下降得 慢 , 维持较

高水平的时间相对较长 , 这也是前 3 种栽培方式易取得高产的原因之一。

2.1.4 不同栽培方式的玉米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

秋后 , 按理论 推测测产法 选点取样测 得单位 面 积 穗 数 、每 穗 实 粒 数 和 粒 重 , 计 算 出 理 论 产 量 。 同

时 , 对每种栽培方式均取 5 点 , 每点 200 m2, 收获自然晾干后 , 来年春脱粒测得实际产量。两种产量 都

换算为标准水。

表 3 数 据 系 两 年 均 值 , 从 表 3 中 可 以 看 出 :玉 米 比 空 栽 培 、育 苗 移 栽 和 地 膜 覆 盖 较 对 照 常 规 栽 培

产量均表现为增产 , 其中育苗移栽、地膜 覆盖较对照 产量提高达 11.0%和 22.5%, 产量有较 明显提高。

这些栽培方式增产源于单位面积穗数、每穗粒数和粒重都较对照有所增加所致。

2.2 不同栽培方式对种植效益的影响

通 过 计 算 得 出 : 玉 米 1.00 元 /kg 的 收 购 价 , 地 膜 覆 盖 栽 培 公 顷 纯 收 益 较 对 照 增 收 1 147 元 , 育 苗

移栽公顷纯收益较对照增收 336 元 , 比空栽培公顷纯收益较对照增收 258 元。

3 讨 论

农民选用何种栽培方式主要取决于经济收益 , 上述所研究的几种栽培方式 , 对玉米(下 转 第 18 页)

表 2 不同栽培方式玉米穗部性状调查

项 目
穗位高 秃尖率 穗长 穗粗 穗行数 穗粒重 百粒重

cm CV % CV cm CV cm CV 行 CV g CV g CV
地膜覆盖 103 7.9 5.1 19.9 23.5 7.9 5.63 12.5 21.2 12.5 282.1 14.8 41.8 4.3
育苗移栽 91 3.5 3.0 17.5 21.4 6.2 5.21 14.2 20.9 10.9 273.5 12.7 43.5 4.2
比空栽培 98 10.7 4.8 19.7 20.6 9.3 5.12 16.4 20.5 15.7 276.4 15.4 40.6 3.8
常规栽培(ck) 95 12.6 5.2 28.6 20.8 13.8 5.13 15.6 20.2 17.9 260.4 19.4 39.3 4.6

表 4 不同栽培方式成本与收益 元 /hm2

项 目 种子费 育苗费 移栽费 间苗费 薄膜费 放苗费 共同费 总成本 总收益 纯收益 较对照纯收入

地膜覆盖 200 0 0 0 850 50 2 300 3 400 10 871 7 471 1 147
育苗移栽 90 400 400 0 0 0 2 300 3 190 9 850 6 660 336
比空栽培 200 0 0 50 0 0 2 300 2 550 9 132 6 582 258
常规栽培 200 0 0 50 0 0 2 300 2 550 8 874 6 324 —

注: 玉米按 1.00 元 /kg; 相同成本部分为共同费(指生产上的所用机耕费、化肥、中耕等共同所需的费用)。

表 3 不同栽培模式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

项 目 穗数(穗 /hm2) 穗粒数(粒 / 穗) 百粒重(g) 理论产量(kg/hm2) 实际产量(kg/hm2) 与 ck±(%) 位次

地膜覆盖 42 807 614 41.8 10 986.5 10 871.4 22.5 1
育苗移栽 43 283 630 43.5 11 861.7 9 850.3 11.0 2
比空栽培 40 360 627 40.6 10 274.1 9 132.8 2.9 3
常规栽培(ck) 41 865 604 39.3 9 937.6 8 874.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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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栽培方式玉米叶面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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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剂量可 促进植株分 蘖 , 提早抽穗 , 成熟。而且穗 数、穗粒 数 、结 实 率 较 对 照 均 有 所 提 高 , 从 而

最终提高产量。

水稻种子经过等离子体处理后 , 其产量与对照相比 , 有不同程度地提高。可将等离子 体种子处理

作为水稻的增产措施。

试验的最佳处理剂量为 1.5A, 处理 2 次。

经过试验 , 初步证明了等离子体处理作物干种子 , 在一定剂量 范围内能 够较大幅度 提高种子活

力 , 从而提高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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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lasma Treatment of Seed on the Biological Traits and Yield of Rice
ZHANG Li- Hua, BIAN Shao- Feng, FANG Xiang- Qian, ZHAOHong- Xiang,

TAN Guo- Bo, MENG Xiang- Meng, YANG Fen- Tuan

(Research Center of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jili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Gongzhuling 136100, China)

Abs 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 of plasma treatment on the growth and yield of rice, seeds of rice

were treated by plasma treatment machine in GongZhuling of JiLin province during 2002- - 2005. To some ex-

tent, the yield was increased in all plasma treatment. The optimal dose of plasma treatment was selected ac-

cording to the increase of rice yield. The results of this experiment indicated that plasma treatment technology

can increase the production of rice.

Key words : Plasma; Rice seeds; 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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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接 第 15 页)生育进程有着不同的影 响 , 最终反映 到产量上。笔 者认为 , 在合 适的收购 玉米价位上 , 地

膜费用相 对稳定的年 份 , 地膜覆盖 栽培是一 种增收较好 的栽培方式 , 而 育 苗 移 栽 用 工 费 较 高 , 总 成 本

与地膜覆盖栽培相差不多 , 而增产潜力不及地膜覆盖栽培 , 选用此种栽培方式应更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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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ultivation Pattern on the Growing Traits of Maize and Economic
Benefit of Planting Maize

ZHOU Lan1, CHEN Dian- yuan1, CAO Dong- sheng2

(1. JiLin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JiLin city 132101, China;

2.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Station of Antu County, Antu 133000, China)

Abs tract: The growing traits were studied and economic benefit of planting maize were compared under

normal planting, interval planting, fostering seedling transplanting and plastic covering.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

showed that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maize were moved up by fostering seedling transplanting and plastic

covering. Uniformity of ear trait was improved and the leaf area index dropped slowly in late of the season. In

fostering seedling transplanting and plastic covering treatment, population structure was excellent and yield of maize

was obviously improved. If the price was reasonable, maize cultivation could bring farmers more economic benefit.

Key words : Maize; Cultivation pattern; Growing trait; Economic benef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