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是水资源十分匮乏的国家，在水资源短

缺与发展水稻生产的矛盾越来越显著的情况下，

选育和种植水资源高效利用型的超级稻品种并选

用配套的节水栽培技术，对缺水条件下稳定北方

粳稻的生产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笔者研究了

节水型超级粳稻新品种沈农 265 在不同播种期和

不同插秧密度条件下群体生长发育规律，希望探

明播种期对该品种生长发育规律的影响。在此基

础上，通过缩短生育期达到减少灌水次数的目的，

实现晚播节水栽培。同时，使用该方法还可以避开

某些地区春季插秧期的需水高峰，缓解用水矛盾，

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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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本试验以沈农 265 为研究对象，沈农 265 是

沈阳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育成的早熟粳型超级稻

新品种。
1.2 试验设计

试验于 2004 年在盘锦市东风农场示范水田

进行。采用营养土保温旱育苗；播种期处理分为 3
期，分别为：4 月 20 日、4 月 30 日和 5 月 10 日，

小区编号为Ⅰ区、Ⅱ区和Ⅲ区；秧苗统一于秧龄 4
叶期插秧，插秧日期分别为：6 月 4 日、6 月 10 日

和 6 月 14 日；插秧密度处理分为 2 种，分别为 30
cm×16.7 cm 和 30 cm×13.3 cm，每穴 3～4 苗；

每小区 10 行，行长 7 m，3 次重复；田间管理同当

地大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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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沈农 265 为研究对象，通过播种期和插秧密度 2 项处理，对群体叶面积指数、产量及产量构成

因素的变化规律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推迟播种期会显著降低有效穗数和结实率，从而使产量受到影响，

增加插秧密度可增加有效穗数；随着播期的推迟，叶面积指数会受到明显的影响，播种过晚会因缩短生殖生长

的时间而造成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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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aying of sowing date, LAI was affected obviously. If sowing date was too late, the yield was reduce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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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0 cm×16.7 cm 密度下产量构成因素之间
及与产量的相关分析

有效穗数 穗粒数 结实率 千粒重
穗粒数 - 0.517 9
结实率 0.558 2 - 0.159 5
千粒重 0.067 8 0.282 1 0.165 2
产量 0.646 5* 0.215 9 0.884 1** 0.002 8
R0.05=0.632 r0.01=0.765

表 1 播种期对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影响的差异显著性分析 (密度：30 cm×13.3 cm)

播种期 产量(kg/hm2) 穗数(万穗 /hm2) 每穗粒数(粒 / 穗) 结实率(%) 千粒重(g)
4 月 20 日 8 527.5 a 376.8 a 122.18 a 92.32 a 23.57 a
4 月 30 日 8 404.5 ab 371.4 a 123.73 a 91.41 ab 23.73 a
5 月 10 日 8 053.5 b 341.7 b 128.30 a 88.70 b 23.69 a

表 2 播种期对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影响的差异显著性分析 (密度：30 cm×16.7 cm)

播种期 产量(kg/hm2) 穗数(万穗 /hm2) 每穗粒数(粒 / 穗) 结实率(%) 千粒重(g)
4 月 20 日 8 449.5 a 342.6 a 126.55 a 92.40 a 24.02 a
4 月 30 日 8 296.5 ab 308.1 b 127.93 a 91.97 ab 23.86 a
5 月 10 日 8 094.0 b 302.1 b 128.92 a 88.91 b 23.76 a

表 3 30 cm×13.3 cm 密度下产量构成因素之间及
与产量的相关分析

有效穗数 穗粒数 结实率 千粒重
穗粒数 - 0.553 8
结实率 0.585 5 - 0.265 9
千粒重 - 0.271 6 - 0.177 3 0.189 1
产量 0.665 7* - 0.140 5 0.835 2** - 0.011 4
R0.05=0.632 r0.01=0.765

1.3 调查项目及方法

移栽返青后每隔 5 d 调查分蘖数 1 次，直到

分蘖数稳定，齐穗期数取公顷有效穗数；每隔 10
d 按照平均分蘖数取样 1 次，取叶片烘干称重；成

熟后，每小区取 2.1 m×2.5 m 进行测产；收获时

每小区连续取 5 穴进行室内考种，测定每穗的实

粒数、瘪粒数和千粒重。

2 结果与分析

2.1 播种期对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很多人对分期播种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但由

于使用的品种不同，得到的结果也不尽相同。鄢章

林等的研究表明，产量随播期的推迟呈直线下降

趋势 [3]；杨稚愚等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一定的时间

范围内，播种期对产量的影响不显著 [4]；本试验的

研究结果与后者相似。产量差异显著性分析 (表
1，表 2)表明，在相同的密度条件下，Ⅰ区与Ⅱ区

的产量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Ⅲ区较Ⅰ区的产量

差异达到显著水平。以上结果说明沈农 265 在一

定的时间范围内进行适当晚播对产量的影响不明

显；如果过多地推迟播种期，会对产量构成明显的

影响。从本试验结果可以看出，沈农 265 在盘锦地

区的播种临界期应该在 5 月 1 日至 5 月 10 日之

间，推迟至 5 月 10 日甚至更晚将会明显减产。

对照表 1 和表 2 可以看出，播种期对公顷有

效穗数和结实率的影响较为明显；对每穗粒数和

千粒重的影响不明显。为保证在推迟播种期的情

况下获得较高产量，可以采取适当措施增加有效

穗数和结实率。

产量和产量构成因素间的相关分析 (表 3 和

表 4)表明，结实率对产量的影响最大，达到极显

著水平；其次是公顷有效穗数，对产量的影响达到

显著水平；穗粒数和千粒重对产量的影响较小，均

未达到显著水平。由于产量构成因素之间的相互

作用，彼此之间均未达到显著水平。以上分析表

明，推迟播种期导致产量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结实

率的降低，其次是有效穗数的下降。因此，想要在

晚播的情况下保证较高的产量必须提高结实率和

公顷有效穗数。
2.2 播种期对叶面积(LAI)的影响

叶片是水稻主要的光合器官，水稻一生中积

累的干物质 90%以上来自光合产物，其中 90%是

依靠叶片的光合作用生产的 [5]，研究叶面积的变

化规律对探求播种期对产量的影响有着重要作

用。由图 1 和图 2 可以看出：7 月 25 日之前，所有

小区的叶面积均处于急剧上升期，任意时间点的

叶面积大小顺序均为：Ⅰ区 >Ⅱ区 >Ⅲ区，这主要

是由播种期的差异造成的，后播种的小区，生长天

数少，叶片干物质积累较少，叶面积较小。要获得

高产必须有较大的叶面积指数，所以晚播种的小

区应适当增加生育前期的施肥量，以促进叶面积

指数的迅速形成，为提高产量提供基础。
从生育阶段来看，7 月 25 日之后，Ⅰ区和Ⅱ

区的叶面积开始下降，由营养生长及时地转化为

生殖生长，而Ⅲ区的叶面积指数仍在上升，大大地

占用了生殖生长的时间，使灌浆时间变短，导致结

实率降低，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产量的形成。这说

明要保证沈农 265 由营养生长及时地转化为生殖

生长需要在 5 月 10 日之前完成播种，否则将会严

重缩短生殖生长的时间而造成减产。(下转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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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30 cm×13.3 cm 密度下播期对 LAI 的影响 图 2 30 cm×16.7 cm 密度下播期对 LAI 的影响

对图 1 和图 2 的对比分析表明，30 cm×13.3
cm 密 度 下 叶 面 积 指 数 最 大 值 为 5.97，30 cm×
16.7 cm 密度下叶面积指数最大值仅为 5.25，说

明适当地增大插秧密度，更容易获得较大的叶面

积指数，有利于光合作用的充分进行。

3 结论与讨论

适当地推迟播种期对沈农 265 产量的影响不

明显(从 4 月 20 日推迟到 4 月 30 日 )，如果播种

过晚，沈农 265 会首先满足自身的基本营养生长，

具体表现是叶面积不能够及时减小，导致生殖生

长的时间明显缩短而影响子粒的灌浆过程，产量

大幅度降低。本研究表明，沈农 265 在盘锦地区

的播种期下限应该在 5 月 1 日至 5 月 10 日之间。
差异显著性分析表明，推迟播种期会使结实率和

公顷有效穗数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而每穗粒数

和千粒重受播种期的影响较小。由此可见，采用有

效措施提高结实率和公顷有效穗数是实现晚育晚

插条件下获得较高产量的关键所在。

播种期对群体叶面积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生

育前期(本试验中 7 月 25 日前的任意时间)，早播

种小区的叶面积一直大于晚播种小区的叶面积，

主要原因是晚播种小区的生长时间短，干物质积

累较少，表现出叶面积较小。本研究表明，增加插

秧密度可提高叶面积指数。以上分析表明，晚育晚

插的情况下应该重视生育前期肥料的施用，使群

体能够快发猛长，提高生育前期的光能利用率，以

获得较高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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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两系杂交高粱研究情况

湖南省农科院 1988 年从 Tx3197A 与湘白糯

高粱回交转育后代材料中发现了育性对温光敏感

的材料后，开始了两系法高粱杂种优势利用研究。
先后育成了糯高粱两用不育系湘糯粱 S- 1、湘糯

粱 2S 以及两系组合湘两优糯粱 1 号、兴湘粱 2 号

等。相对三系法而言，两系法省去了保持系，简化

了育种程序，组配更自由，易育成强优势组合，不

过种子生产受一定的地域和时间限制。已育成的

两系杂交组合具有优质、高产、矮秆、生育期适中、
再生能力强等特点，特别适合机械化收割及南方

各地再生栽培[9]。目前两系杂交高粱生产中的面积

较小，主要受自然条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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