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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密度对荞麦生长及结实特性的影响
吴冰冰 1，王春龙 2，郑永照 3，李娟芳 1，谢志明 4，牟金明 1*

（1. 吉林农业大学农学院，长春 130118；2. 吉林省白城市农业科学院，吉林 白城 137000；
3. 吉林省通化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吉林 梅河口 134007；4. 白城市师范学院生物系，吉林 白城 137000）
摘 要：采用大田随机区组试验设计，以荞麦品种赤峰 1号为试材，研究了不同密度水平对植株生长及结实

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荞麦的百粒重和平均结实率随种植密度增大呈递增趋势。荞麦的落粒率随着种植密度

增大呈先减后增的趋势。相关分析表明，荞麦的落粒率与总粒重、有效株数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荞麦的结实率与

荞麦各农艺指标、落粒率均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从降低落粒率角度看，荞麦的适宜密度在30万株/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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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Planting Density on Growing and Seed Produ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Buckwh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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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with the design of random-blocks experiment and‘Chifeng 1’used
as materials to study the effect of plant density on growth and seed produ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buckwheat. The re⁃
sults showed that the 100-grain weight and average seed rate of buckwheat increased with the planting density. The
shattering rate of buckwheat was reduced at first and then increased as plant density increased. The correlation anal⁃
ysis indicated that total grain weight and effective plant number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hatter⁃
ing rate. Agronomic index and grain rate were not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seed setting rate. Therefore in order to
reduce shattering rate, the suitable density of buckwheat should be in 3×105plants/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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荞麦为蓼科双子叶一年生杂粮植物，因其具

有独特的营养价值、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在世

界各地均有种植。荞麦生育期短，抗逆性强，极

耐寒瘠，当年可多次播种多次收获 [1]。具有降低

毛细血管的通透性、维持微血管循环等作用, 在

降血脂及降血糖方面也很重要 [2]。故荞麦在我国

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然而，荞麦仍

属于小宗杂粮作物，管理粗放、生产方式落后、品

种混杂等仍是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栽培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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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等方面的研究也较为落后 [3]。因此，荞麦产量一

直不稳定，处在较低水平。前人对影响荞麦的产量

构成因素，如播期、肥料、密度等进行了有关研究，但

其结论不尽相同[4-11]。王迎春等[8]、牛一川等[9]认为，

荞麦的种植密度对除产量性状外的其他性状的影响

很小，但要获得高产，仍需要一个适宜的栽培密度。

向达兵等[6]、王慧等[7]研究认为种植密度的大小对荞

麦产量构成因素影响显著。尽管前人对影响荞麦产

量因素做了大量研究，但是在种植密度对荞麦生长

及结实特性的影响上的研究甚少，为此，本文着重分

析了密度对荞麦生长及结实特性的影响，以期为改

进荞麦栽培技术措施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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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试验地点与材料

2013年在吉林农业大学试验田进行试验，以

吉林农业大学杂粮教研室提供的荞麦品种赤峰 1
号为试验材料。供试土壤理化性状见表 1。

表 1 供试土壤理化性状

指标 pH
5.34

速效钾（mg/kg）
123

速效磷（mg/kg）
24.7

碱解氮（mg/kg）
161.98

有机质（g/kg）
31.69

表 2 不同荞麦密度的生育时期及生育期调查 （月-日）

处理

A
B
C
D
E
F

播种期

06-09
06-09
06-09
06-09
06-09
06-09

出苗期

06-18
06-18
06-18
06-18
06-18
06-18

分枝期

07-07
07-07
07-07
07-07
07-07
07-07

现蕾期

07-15
07-15
07-15
07-15
07-15
07-15

开花期

07-25
07-25
07-25
07-25
07-25
07-25

成熟期

09-20
09-20
09-20
09-20
09-20
09-20

生育期（d）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试验采用大田随机区组设计，设 6 个密度处

理，即 18万、22万、26万、30万、34万、38万株/hm2，

分别记录为 A、B、C、D、E、F，3 次重复，4 行保护

行，小区行长 4 m，行距 0.65 m，小区面积 52 m2。

人工播种（6月 9日播种），株高 20 cm间苗、29 cm
时定苗，株高 35 cm 时从底到上封纱网以便调查

荞麦落粒数。施肥、除草、病虫害防治等栽培措

施同一般大田。

1.2 测定项目及方法

1.2.1 荞麦生长性状

株高：从荞麦分枝盛期开始每 7 d调查 1次，

测量地面到顶端生长点的高度。

分枝：从荞麦分枝初期开始每 7 d调查 1次，

分别记录一级分枝数、二级分枝数。

1.2.2 生育时期调查

分枝期：田间小区内 50%植株分枝达到 1 个

分枝。

开花期：田间小区内 50%植株中心花开放。

乳熟期：田间小区内50%植株有一个可见绿粒。

1.2.3 落粒性状调查

落粒数：荞麦成熟收获时，将每个小区纱网内

所收集的落粒计数。

落粒重：荞麦成熟收获时，将每个小区所收集

的落粒计重。

落粒率（%）=落粒数/(考种所得粒数+落粒

数)×100%
1.2.4 产量性状调查

于荞麦成熟收获时，将各处理全部果穗收获

自然风干晾晒后，进行考种。

1.2.5 统计分析

室内考种在吉林农业大学杂粮教研室完成，

数据录入、处理和制图采用 Excel 2003、用 SPSS统

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种植密度对荞麦生育时期及生育期的

影响

由表 2 可知，不同种植密度对荞麦的各个生

育时期的早晚上几乎没有影响。因此种植密度对

荞麦的生长发育的快慢没有明显影响。

2.2 不同种植密度对荞麦主要经济性状的影响

由表 3可知，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大，株高并没

有明显的变化趋势，说明密度对荞麦株高影响较

小；分枝数呈下降趋势，以处理 A最大；单株粒重

变化不规律；百粒重、总粒重先下降，后升高，处

理 A～B下降，处理 B～F呈上升趋势；茎秆干重、

有效株数呈递增趋势，茎秆干重处理E值较低，可

能是由于第二次重复倒伏情况较严重，影响了荞

麦后期的生长。

2.3 不同种植密度对荞麦落粒率和结实率的影

响

由图 1 可知，荞麦的落粒率随着种植密度的

增加呈先降后升的趋势。通过分析发现，低密度

条件下落粒率最高，为 25.50%，明显高于其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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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植株性状与落粒率、结实率的相关性

通过相关性分析，由表 4可知，荞麦的落粒率

与总粒重、有效株数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相关系

数达 0.842 和 0.850。分析有效株数可以发现，分

枝数与之呈极显著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达

0.942。而与百粒重、总粒重呈极显著正相关关

系，与茎秆干重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

别达 0.946、0.928和 0.870，但与单株粒重和株高相

关性不显著。茎秆干重与总粒重呈显著正相关关

系。总粒重与单株粒重和百粒重呈显著或极显著

正相关关系，而与分枝数和株高相关性不显著。

分枝数与百粒重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在结实率方

面，荞麦的结实率与荞麦各农艺指标、落粒率均

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理，而在处理D，30万株/hm2密度条件下落粒率最

低，为 11.75%。随着荞麦种植密度的增加，落粒

率呈下降趋势。原因主要是低密度光照和通风较

好，个体发育良好，荞麦的落粒传播后代本能表

现较强。所以当荞麦密度增加时，落粒率也随着

下降。当密度增加到一定程度，株间竞争加剧，

荞麦光合作用受到抑制，光合产物运输受到抑

制，部分籽粒由于接收营养物质不足而脱落，从

而导致落粒率呈上升趋势。

由图 2可知，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荞麦平均

结实率也呈上升趋势。但处理 E偏低，可能是该

处理倒伏严重，造成结实率下降。由此可以看

出，种植密度明显影响荞麦的结实率，导致植株

单株粒数下降，最终会影响产量的增加。

表 3 不同种植密度对荞麦主要经济性状的影响

处理

A
B
C
D
E
F

注：表中的数据为 3次重复各 5株考种的平均值。株高是成熟期时的株高

株高（cm）
155.17
155.00
155.23
155.03
155.23
154.90

分枝数

4.5
3.9
3.8
3.7
3.2
3.2

单株粒重（g）
1.82
1.25
2.24
2.00
1.84
2.30

百粒重（g）
2.08
1.93
2.26
2.38
2.69
2.74

总粒重（g）
87.59
69.80
152.24
159.91
162.08
220.83

茎秆干重（g）
0.84
1.17
1.53
1.65
1.38
1.93

有效株数

48
56
68
80
88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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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种植密度对荞麦落粒率的影响 图 2 不同种植密度对荞麦平均结实率的影响

表 4 各指标相关系数矩阵

分枝数

单株粒重

百粒重

总粒重

茎秆干重

有效株数

落粒率

结实率

注：*和**分别表示 5%和 1%的显著水平

株高

0.254
0.035

-0.111
-0.256
-0.479
-0.302
-0.033
0.596

分枝数

-0.358
-0.852*
0.791
0.794

-0.942**
0.744
0.045

单株粒重

0.656
0.831*
0.659
0.576

-0.684
0.352

百粒重

0.919**
0.718
0.946**

-0.797
0.404

总粒重

0.897*
0.928**

-0.842*
0.182

茎秆干重

0.870*
-0.797
-0.255

有效株数

-0.850*
0.104

落粒率

-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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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养分含量都有增加，其中钾素增加最为明显。

笔者通过多年定位试验研究得出，秸秆还田后土

壤养分得到提高，有机质含量明显增加，与对照

比较提高 0.26～0.74 g/kg，磷钾均有增加趋势，这

与前人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但氮素含量与现行耕

法比较呈下降趋势，这与前人研究结论存在差

异，笔者认为秸秆腐解过程中消耗一部分氮素，

导致土壤氮素短期下降，如果长期实施秸秆还

田，是否会由于秸秆自身含有氮素的归还弥补腐

解过程中对氮素的消耗，有待进一步研究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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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荞麦的生长受气候条件和种植密度的影响，

密度的大小对荞麦产量具有一定的影响，选择适

宜的播种密度可以显著提高荞麦单位面积产量。

前人主要对不同播期对荞麦的结实率做了报道[10]，

而从种植密度及落粒性的研究尚未报道。

本研究表明，荞麦的种植密度在 30万株/hm2

时最适宜。在密度为 30 万～38 万株/ hm2之间，

随着密度的增加，荞麦的茎秆干重、总粒重和结

实率呈递增趋势，在 38 万株/hm2 时达到最大值，

然而随密度的增加，株间竞争加剧，荞麦光合作

用受到抑制，光合产物积累与分配不协调，部分

籽粒由于接收营养物质不足而脱落，从而导致落

粒率呈上升趋势。从降低荞麦落粒率角度看，荞

麦的适宜密度应该在 30万株/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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