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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 10个玉米品种分别进行去除分蘖与保留分蘖的试验，对玉米品种分蘖率、生物学性状、产量及产值等进行

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玉米品种植株分蘖数量差异明显。同一玉米品种去除分蘖与保留分蘖对植株抽雄和吐丝的生育过

程没有影响，对叶片 SPAD值、叶面积系数、干物质重、产量及构成因素均无显著影响，但是玉米去分蘗后的亩产值明显

小于留分蘖的亩产值。本项研究结果为减少玉米生产环节投入，提高玉米生产效率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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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iller rate, biological traits, yield and economic output of ten maize varieties was studied by the exper⁃
iment of removing tillers and tillers reten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the tiller
numbers of different maize varieties. Removing tillers and tillers retention on the same maize varieties has no effect
at the anthesis and silking growth stage, and it ha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SPAD value of leaves, leaf area in⁃
dex, dry matter weight, yield and composition factors. However, the output value per 667 m2 of tiller removal was ob⁃
viously smaller than tillers retent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a strong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to reduce the
input of maize production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maize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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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植株生长过程多有分蘖现象发生，保留

分蘖或去除分蘖是否影响玉米生长及产量争论较

多。国内学者围绕玉米分蘖现象开展了较多研

究，宋凤斌等对玉米分蘖与子粒产量之间的相互

关系进行了研究，程新奇等对甜玉米分蘖与子粒

产量关系进行了初步研究，史振生等开展了早熟

甜玉米留蘖增产技术研究，方向前等开展了吉林

省湿润冷凉区不同施肥量玉米分蘖对产量影响研

收稿日期：2016-04-27
基金项目：国家玉米丰粮工程项目（LFGC14327、LFGC14308）；国

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13BAD07B00）；国家玉米产业

技术体系（CARS-02-38）；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

（201203031-07-01、201303125-2）；吉林省科技发展计

划项目（2015GJLS006NY）
作者简介：方向前（1958-），男，研究员，主要从事玉米栽培研究。

通讯作者：边少锋，男，研究员，E-mail：bsf8257888@sina.com

究、玉米分蘖对产量及产量构成影响研究、玉米

不同品种去除分蘖对产量影响研究、玉米不同种

植密度去除分蘖对产量影响研究 [1-7]。

多年研究结果表明，去除分蘖与保留分蘖对

产量及其产量性状没有明显影响，但去除分蘖对

不同玉米品种的植株生长、干物质积累以及产值

等的影响少有涉及。本试验在吉林省湿润冷凉区

桦甸市选择玉米中熟、中晚熟品种共 10个，在相

同栽培条件下，开展玉米植株去、留分蘖对生物

学性状、产量及产值影响的研究，充分发挥该地

区玉米增产潜能，完善精简农业生产，为区域高

产高效玉米生产提供理论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设在吉林省桦甸市八道河子镇向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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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田土壤为冲积土。试验田耕层土壤有机质

41.4 g/kg，pH值 4.64，水解氮 184.7 mg/kg，速效磷

80.4 mg/kg，速效钾 136 mg/kg。
1.2 试验设计

试验选用 10 个玉米品种为吉单 631、吉单

513、吉单 558、吉单 50、吉单 56、吉单 441、吉单

88、吉单 502、吉单 505、吉单 53，由吉林省农业科学

院玉米研究所提供。试验用肥料是尿素（含 N量
46%）、二铵（含 P2O5量 46%、含 N量 18%）、氯化钾

（含 K2O量 60%），由延庆农资有限公司提供。N、
P2O5、K2O施用水平分别为 200 kg/hm2、100 kg/hm2、

100 kg/hm2，1/3氮肥、全部磷肥和钾肥在起垄前一

次性施入做底肥，2/3氮肥于 6月下旬施入做追

肥。试验每区 6行，行长 10 m，宽 60 cm，面积 36
m2。同一玉米品种设有去分蘖区、留分蘖区依次

排列，3次重复。

1.3 调查项目

1.3.1 分蘖调查

在玉米拔节期，对各处理玉米品种进行分蘗

率和双分蘖率调查，调查结束进行去分蘖处理。

1.3.2 生育期调查

对各玉米品种的去分蘖和留分蘖区分别进行

抽雄期和吐丝期调查。

1.3.3 叶绿素含量、叶面积系数和干物质重测量

在玉米植株 6展叶期、12展叶期、吐丝期、吐

丝后 20 d和成熟期分别进行穗位叶叶绿素 SPAD

值、单株叶面积和干物质重的测量。单株叶面积

测量完后，折算叶面积系数。

1.3.4 试验测产与考种

收获期取各小区 10 m2内的全部果穗进行测

产，测产后选取 10果穗晾晒风干，进行室内考种。

结合测产和考种结果，计算含 14%水子粒产量。

1.4 数据处理

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13 数据处理系统和

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分蘖现象对生育进程的影响

在玉米营养生长初期植株分蘖生长已经出

现。分蘖随着植株生长而逐渐形成，拔节期分蘖

数量已基本确定。拔节期的分蘖数量决定了后期

能够随植株继续生长的分蘖数量。

供试 10个玉米品种均不同程度产生分蘖，其

中，吉单 53、吉单 441、吉单 502、吉单 505单分蘖

率达到 50%以上，而且吉单 441、吉单 502、吉单 53
双分蘖率也达到 50%以上（见表 1）。植株生长过

程分蘖现象十分普遍，而且分蘖发生率较高，双

分蘖也有发生，个别玉米品种双分蘖率也较高。

玉米品种不同，植株分蘖发生几率有很大差异。

所以，玉米植株分蘖发生几率的大小，主要由玉

米品种决定。

在拔节期对 10个玉米品种分别进行去分蘖

表1 玉米拔节期分蘖率以及去留分蘖的抽雄期和吐丝期调查

品 种

吉单 631
吉单 513
吉单 558
吉单 50
吉单 56
吉单 441
吉单 88
吉单 502
吉单 505
吉单 53

拔节期

单分蘖率（%）
29.6
26.5
8.5
13.7
19.5
82.2
4.2
65.8
58.9
96.1

双蘖率（%）
4.2
13.6
14.3
7.1
0
54.1
0
58.3
25.6
50.7

抽雄期

去分蘖

7月 26日
7月 25日
7月 25日
7月 26日
7月 27日
7月 24日
7月 28日
7月 23日
7月 24日
7月 23日

留分蘖

7月 26日
7月 25日
7月 25日
7月 26日
7月 27日
7月 24日
7月 28日
7月 23日
7月 24日
7月 23日

吐丝期

去分蘖

7月 30日
7月 27日
7月 27日
7月 29日
7月 29日
7月 25日
8月 2日
7月 25日
7月 25日
7月 25日

留分蘖

7月 30日
7月 27日
7月 27日
7月 29日
7月 29日
7月 25日
8月 2日
7月 25日
7月 25日
7月 25日

处理，在玉米抽雄和吐丝时进行调查，记录各处

理到达抽雄期和吐丝期的时间。由表 1可知，10
个玉米品种去分蘖后，到达抽雄期和吐丝期的时

间与留分蘖的处理一致。表明玉米植株去分蘖对

玉米生育期不会产生影响。

2.2 去留分蘖对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在 6展叶、12展叶、吐丝期、吐丝后 20 d和收

获期，对 10个玉米品种穗位叶叶绿素 SPAD值进

行测量。从表 2中的测量结果能够看出，植株去

分蘖和留分蘖的 SPAD值差异较小。6展叶到 12
展叶过程，SPAD值显著升高；12展叶到吐丝后 20
d，SPAD值变化缓慢，保持在较稳定水平；吐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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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d到收获期，SPAD值逐渐降低。吉单 631、吉
单 558、吉单 56、吉单 505、吉单 53去分蘖后 SPAD
值多高于留分蘖，吐丝期以后去分蘖植株 SPAD
值比留分蘖植株 SPAD值升高的更加明显。对各

玉米品种去分蘖和留分蘖的 SPAD值分别进行方

差分析，结果显示去分蘖与留分蘖的 SPAD值间

没有显著性差异。

由于植株生长初期，叶片叶绿素含量较低，随

着生长进程的推进，各玉米品种叶片的叶绿素显

著增加，去分蘖后叶绿素含量增加稍多，但由去

分蘖引起的这种变化较不明显，去分蘖不是影响

植株叶绿素升高的主要因素。

2.3 去留分蘖对叶面积系数（LAI）的影响

表2 不同测量期穗位叶叶绿素SPAD值

品种

吉单 631

吉单 513

吉单 558

吉单 50

吉单 56

吉单 441

吉单 88

吉单 502

吉单 505

吉单 53

处理

去分蘖

留分蘖

去分蘖

留分蘖

去分蘖

留分蘖

去分蘖

留分蘖

去分蘖

留分蘖

去分蘖

留分蘖

去分蘖

留分蘖

去分蘖

留分蘖

去分蘖

留分蘖

去分蘖

留分蘖

SPAD值
6展叶

39.3
38.0
38.2
43.0
38.7
37.3
41.3
41.5
44.4
43.6
34.1
36.1
42.5
44.9
32.5
35.2
33.8
40.5
45.2
52.0

12展叶

60.0
58.4
63.2
70.9
60.0
59.2
62.6
68.5
67.5
64.6
65.1
58.3
62.5
64.0
63.3
59.8
54.1
54.1
54.1
57.3

吐丝期

64.9
62.5
64.4
64.1
61.0
60.7
63.0
65.0
60.3
57.9
64.6
63.1
62.6
61.1
61.6
63.1
65.2
63.1
62.4
61.1

吐丝后 20 d
64.4
63.2
65.0
68.9
62.6
60.0
67.9
71.0
63.6
59.4
65.9
62.7
67.2
65.5
61.7
60.1
61.1
58.0
66.3
65.7

收获期

63.3
64.2
65.4
64.2
57.6
58.0
60.8
64.2
46.2
47.1
44.1
44.2
66.5
56.2
53.1
56.9
57.5
52.1
54.3
53.0

方差分析结果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由表 3可知，除吉单 441、吉单 505两玉米品

种各测量期去分蘖的 LAI低于留分蘖 LAI外，其

他玉米品种各测量期去分蘖的 LAI高于留分蘖的

LAI，吐丝期以后这一现象更加明显。结合表中

测量数值，分析认为去分蘖对玉米植株的 LAI能
够产生影响，去分蘖能使玉米植株 LAI升高，特别

对吐丝期以后 LAI的增加有利，但 LAI升高效果

不明显。对去分蘖和留分蘖植株的 LAI分别进行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去分蘖和留分蘖植株的 LAI
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2.4 去留分蘖对干物质重的影响

表 4为 5个测量期，10个玉米品种去分蘖和

留分蘖的干物质重。6展叶到收获期的整个过

程，植株干物质重逐渐增加。各玉米品种去分蘖

的干物质重低于留分蘖的干物质重，各测量期去

分蘖与留分蘖的干物质重差值较大，且去分蘖的

干物质重相对较低。去分蘖和留分蘖的干物质重

的较大差异，主要是由植株分蘖引起的，因为植

株分蘖也是植株的一个组成部分，留分蘖处理的

干物质重为分蘖与主体部分的总重。对去分蘖和

留分蘖的干物质重分别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去分蘖和留分蘖的干物质重间差异没有达到显著

水平，虽然留分蘖的干物质重为分蘖和主体部分

的总重，但是当植株生长一段时间以后，去分蘖

和留分蘖的干物质重之间的差距便逐渐缩小，导

致分蘖对干物质重的影响逐渐减小。

2.5 去留分蘖对产量及产值的影响

由表 5可知，去分蘖与留分蘖的穗粒数、亩粒

数、千粒重存在较小差异，均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去分蘖后穗粒数、亩粒数、千粒重有所降低，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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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产量构成因素也受到一定影响，去分蘖人为地

干预了玉米植株的生长，但是这种影响效果较

小，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吉单 631、吉单 513、吉单 50、吉单 441、吉单

表3 不同测量期叶面积系数

品种

吉单 631

吉单 513

吉单 558

吉单 50

吉单 56

吉单 441

吉单 88

吉单 502

吉单 505

吉单 53

处理

去分蘖

留分蘖

去分蘖

留分蘖

去分蘖

留分蘖

去分蘖

留分蘖

去分蘖

留分蘖

去分蘖

留分蘖

去分蘖

留分蘖

去分蘖

留分蘖

去分蘖

留分蘖

去分蘖

留分蘖

LAI
6展叶

2.26
1.80
2.16
2.02
2.41
2.20
1.76
1.33
2.01
2.08
1.50
2.08
1.42
1.43
1.65
1.73
0.95
1.45
1.96
1.82

12展叶

4.14
4.19
4.44
4.08
4.99
4.41
3.88
3.11
4.25
4.48
3.45
3.88
3.44
3.60
3.27
3.14
2.79
3.40
3.69
3.33

吐丝期

5.30
5.11
5.21
5.00
5.21
4.99
4.97
4.45
5.60
5.54
4.38
4.43
5.60
5.06
3.98
3.96
4.26
4.45
4.39
3.86

吐丝后 20天
5.02
5.00
5.13
4.85
5.09
4.73
4.88
4.22
5.60
5.29
4.27
4.34
5.44
4.87
3.81
3.68
4.06
4.24
4.39
3.86

收获期

4.14
3.97
3.82
3.57
4.24
3.62
3.91
3.33
4.09
4.60
3.14
2.85
4.54
4.19
2.79
2.64
3.18
3.29
3.14
2.83

方差分析

结果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表4 不同测量期干物质重

品 种

吉单 631

吉单 513

吉单 558

吉单 50

吉单 56

吉单 441

吉单 88

吉单 502

吉单 505

吉单 53

处 理

去分蘖

留分蘖

去分蘖

留分蘖

去分蘖

留分蘖

去分蘖

留分蘖

去分蘖

留分蘖

去分蘖

留分蘖

去分蘖

留分蘖

去分蘖

留分蘖

去分蘖

留分蘖

去分蘖

留分蘖

干物质重（g）
6展叶

20.8
18.7
26.9
33.4
24.6
30.8
20.7
21.0
17.1
18.9
25.6
32.9
29.3
31.5
25.3
29.6
22.3
24.8
24.6
26.0

12展叶

104.7
149.9
114.6
123.2
105.5
127.4
101.9
127.1
88.3
108.5
100.9
118.9
76.4
117.9
105.4
129.3
120.8
146.2
87.7
115.5

吐丝期

145.7
176.9
139.9
158.4
143.7
154.2
124.5
160.8
148.9
178.4
135.8
153.1
123.6
133.8
168.4
199.4
141.4
159.8
116.1
176.5

吐丝后 20天
205.1
224.4
201.9
206.3
193.3
216.2
219.7
231.2
153.8
174.9
151.7
165.2
173.2
178.7
181.1
189.4
209.4
230.5
266.7
281.4

收获期

245.4
282.3
244.3
301.5
301.7
337.5
266.2
309.1
184.5
250.0
231.8
247.2
181.7
223.3
252.3
256.7
300.8
330.7
369.3
387.8

方差分析

结果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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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去分蘖的产量高于留分蘖的产量，吉单 558、
吉单 56、吉单 88、吉单 505、吉单 53去分蘖的产量

低于留分蘖的产量（见表 5）。去分蘖对产量的影

响程度因玉米品种不同而存在差别。对 10个玉

米品种的收获产量进行对比分析，去分蘖与留分

蘖的产量差值较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去分蘖

与留分蘖的产量间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由于去分蘖和留分蘖产量的差异较小，而去

表5 不同处理产量构成因素、产量及产值

品 种

吉单 631

吉单 513

吉单 558

吉单 50

吉单 56

吉单 441

吉单 88

吉单 502

吉单 505

吉单 53

注：玉米收购价按 1.6元 /kg，去除分蘖用工时费 50元 /667 m2

处理

去分蘖

留分蘖

去分蘖

留分蘖

去分蘖

留分蘖

去分蘖

留分蘖

去分蘖

留分蘖

去分蘖

留分蘖

去分蘖

留分蘖

去分蘖

留分蘖

去分蘖

留分蘖

去分蘖

留分蘖

收获株

（株 /667 m2）
4 000
4 000
4 373
4 373
4 373
4 373
4 000
4 000
4 147
4 147
3 927
3 927
3 333
3 333
3 333
3 333
3 333
3 333
3 333
3 333

收获穗

（穗 /667 m2）
4 000
4 000
4 373
4 373
4 373
4 373
4 000
4 000
4 293
4 293
4 373
4 373
3 113
3 113
3 940
3 940
3 487
3 487
3 487
3 487

穗粒数

（粒 /穗）

666 a A
652 a A
486 a A
469 a A
602 a A
608 a A
558 a A
523 a A
620 a A
636 a A
532 a A
556 a A
725 a A
685 a A
683 a A
665 a A
651 a A
644 a A
653 a A
628 a A

粒数

(万粒 /667 m2）
266.4 a A
260.8 a A
212.5 a A
205.1 a A
263.3 a A
265.9 a A
223.2 a A
209.2 a A
266.2 a A
273.0 a A
231.3 a A
243.1 a A
225.7 a A
213.2 a A
269.1 a A
262.0 a A
227.0 a A
224.6 a A
257.3 a A
219.0 a A

千粒重

（g）
305 a A
305 a A
380 a A
386 a A
314 a A
316 a A
359 a A
363 a A
337 a A
323 a A
369 a A
351 a A
308 a A
302 a A
373 a A
367 a A
331 a A
333 a A
386 a A
369 a A

产量

（kg/667 m2）
824.4 a A
820.4 a A
769.4 a A
760.4 a A
780.2 a A
784.7 a A
743.0 a A
728.4 a A
840.9 a A
856.4 a A
792.4 a A
778.6 a A
650.9 a A
653.7 a A
762.6 a A
751.5 a A
707.1 a A
727.5 a A
815.9 a A
822.7 a A

产值

（元 /667 m2）
1 269.0
1 312.6
1 181.0
1 216.6
1 198.3
1 255.5
1 138.8
1 165.4
1 295.4
1 370.2
1 217.9
1 245.8
991.4

1 045.9
1 170.2
1 202.4
1 081.4
1 164.0
1 255.4
1 316.3

分蘖过程又需要投入一定人工，增加了生产成

本，因此，去分蘗的玉米产值明显要小于留分蘖

的玉米产值。去分蘖后玉米产值将降低约

5.32%。
3 结 论

玉米植株生长过程分蘖现象十分普遍，随着

植株生长分蘖逐渐形成，在拔节期分蘖的数量就

已基本确定。分蘖率主要由玉米品种决定，玉米

品种不同分蘖发生率有很大差异。10个玉米品

种中，吉单 53、吉单 441、吉单 502、吉单 505单分

蘖率达到 50%以上，吉单 441、吉单 502、吉单 53
双分蘖率也达到 50%以上。

植株生长初期 SPAD值较低，随着生长进程的

推进，SPAD值显著增加，去分蘖后 SPAD值增加

稍多，但去分蘖与留分蘖的 SPAD值间没有达到

显著水平。

去分蘖对玉米植株的 LAI具有一定增加作

用，特别是对吐丝期以后 LAI的增加更有利，但是

去分蘖和留分蘖植株的 LAI间没有产生显著性差

异。

从去分蘖对干物质重的影响上来看，6展叶

到收获期整个过程，各玉米品种去分蘖的干物质

重低于留分蘖的干物质重，各测量期去分蘖与留

分蘖的干物质重差值较大，且去分蘖的干物质重

相对较低。

去分蘖后穗粒数、亩粒数、千粒重稍有降低，

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受到影响，但是影响较小没

有达到显著水平。吉单 631、吉单 513、吉单 50、吉
单 441、吉单 502去分蘖的产量高于留分蘖的产

量，吉单 558、吉单 56、吉单 88、吉单 505、吉单 53
去分蘖的产量低于留分蘖的产量。

去分蘖和留分蘖产量间的差异较小，而去分

蘖过程又需要投入一定人工，增加了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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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分蘖后玉米产值将降低约 5.32%。因此，在实

际生产中，应选取分蘖率较小的玉米品种，降低

生产成本，从而达到节本增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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