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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模式和复合肥类型对隆平 ２０６ 农艺
性状及干物质积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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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研究用双因素裂区设计，在四种栽培模式和两种类型复合肥条件下，分析了玉米杂交种隆平 ２０６ 的

农艺性状及干物质积累的影响。 隆平 ２０６ 的株高、生长率均在等行距和宽窄行间差异不显著，但与等行距一

穴两株间差异显著；穗位高在等行距和宽窄行［（７０＋５０）ｃｍ］间差异不显著，但与宽窄行［（９０＋３０）ｃｍ］和等行

距一穴两株间差异显著；茎粗在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栽培模式对隆平 ２０６ 穗位上第 １ 叶和穗下第 １ 叶的叶

夹角影响显著，对穗上第 １ 叶的叶向值影响显著，对穗下第 １ 叶的叶向值影响不显著，对不同时期穗位节和穗

位上节的茎杆强度影响差异显著，对不同时期干物质积累影响差异显著。 隆平 ２０６ 在宽窄行［（９０＋３０）ｃｍ］，
地富原玉米专用复合肥时，隆平 ２０６ 农艺性状各指标达最佳状态，栽培模式对隆平 ２０６ 不同时期干物质积累

影响差异显著，在拔节期、大喇叭口期、开花期、乳熟期、成熟期，隆平 ２０６ 在栽培模式宽窄行（７０＋５０）ｃｍ 时干

物质积累量均最大。 该研究结果为玉米杂交种隆平 ２０６ 的栽培管理和施肥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 栽培模式， 玉米， 茎杆， 生理特性

中图分类号： Ｑ９４９．１３， Ｓ５１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３１４２（２０１７）０３⁃０４００⁃０７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ｎ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ｉｔｓ ａｎｄ ｄｒ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ｎｇｐｉｎｇ ２０６
ＨＡＮ Ｋｕｎ⁃Ｌｏｎｇ１，２， ＣＵＩ Ｚｉ⁃Ｈｅｎｇ１， ＦＵ Ｂｏ１， ＨＵ Ｗｅｉ⁃Ｋｕａｎ１，

ＬＩＵ Ｚｈｅｎｇ１， ＹＵ Ｈａｉ⁃Ｂｉｎｇ１∗

（ １． Ａｎｈｕ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Ｆｅｎｇｙａｎｇ ２３３１００， Ａｎｈｕｉ
Ｃｈｉｎａ； ２． Ａｎｈｕｉ Ｌｏｎｇｐｉｎｇ Ｇａｏｋｅ Ｓｅｅｄ Ｃｏ． Ｌｔｄ．， Ｈｅｆｅｉ ２３００８８，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ｏｕｒ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ｔｗｏ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ｄｅｘ ａｔ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ｔｈ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ｒ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ｒｏｏｔ ａｔ ｅｌｏｎｇ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ｒｏｏｔ， 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ｉｔｓ ａｎｄ ｄｒ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ｉｎ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Ｎ， Ｐ ａｎｄ Ｋ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ｄｏｎ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ａｒｄｅｎ ｉｎ Ａｎｈｕ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０３⁃２１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６⁃０９⁃０７
基金项目： 安徽省科技攻关项目（１３０１０３２１６０，１５０１０３１０９５）；安徽省教育厅重大项目（ＫＪ２０１３ＺＤ０１）；安徽省自然基金面上项目（１４０８０８５ＭＣ４７）；
安徽科技学院质量工程项目（Ｘ２０１４００２）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１３０１０３２１６０，１５０１０３１０９５）；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ｎ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ＫＪ２０１３ＺＤ０１）；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１４０８０８５ＭＣ４７）；Ａｎｈｕ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Ｘ２０１４００２）］。
作者简介： 韩坤龙（１９７９－），男，安徽阜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玉米育种， （Ｅ⁃ｍａｉｌ）ｈａｎｋｌ２００８＠ １２６．ｃｏｍ。

∗通信作者： 余海兵，教授，研究方向为玉米育种及栽培相关研究， （Ｅ⁃ｍａｉｌ）ｈｓｍ５０７２１＠ １６３．ｃｏｍ。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ｂｙ ｔｗｏ⁃ｆａｃｔｏｒ ｓｐｌｉｔ ｂｌｏｃｋ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ｌｏｔ ｗａｓ ｒｏｗ⁃ｓｐａｃｉｎｇ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ｕｂｌ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ａ ｈｏｌ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ｓｅｅｄ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ｓ ｗｅｒｅ ｅｑｕａｌ ｒｏｗ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Ａ１， ６０ ｃｍ）， ｅｑｕａｌ ｒｏｗ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ｏｕｂｌ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ａ ｈｏｌｅ （Ａ２， ６０ ｃｍ）， ｗｉｄｅ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ｏｗ ｒｏｗ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Ａ３， ７０ ｃｍ＋５０ ｃｍ）， ｗｉｄｅ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ｏｗ ｒｏｗ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Ａ４， ９０ ｃｍ＋３０
ｃｍ），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ｖｉｃｅ ｐｌｏｔ ｗａｓ ｂａｓ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ｕｓｅｄ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ｎｄ Ｄｉｆｕｙｕａｎ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ｍ⁃
ｐｏｕ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ｆｏｒ ｃｏｒ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ｈａｄ ｅｉｇｈ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ｆｏｕｒ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ｓｅｅｄｉｎｇ ｄｅｎ⁃
ｓｉｔｙ ｗａｓ ６７ ５００ ｃｏｂｓ·ｈｍ⁃１， ｔｈｅ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ｅａｃｈ ｐｌｏｔ ｗａｓ ３ 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ｗａｓ ６．６７ ｍ．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ｗａｓ ７５０ ｋｇ·ｈｍ⁃１ ．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Ｌｏｎｇｐｉｎｇ ２０６ ｈａｄ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ｑｕａｌ
ｒｏｗ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ｉｄｅ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ｏｗ ｒｏｗ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ｂｕｔ ｈａ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ｅｑｕａｌ ｒｏｗ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ｄｏｕｂｌ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ａ ｈｏｌｅ． Ｔｈｅ ｅａｒ ｈｅｉｇｈｔ ｈａｄ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１ ａｎｄ Ａ３， ｗｈｉｌｅ ｈａ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４ ａｎｄ Ａ２ ． Ｔｈｅ ｓｔｅｍ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ｈａｄ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ａｃｈ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ｇｌ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ｉｒｓｔ ｌｅａｆ ｏｆ ａｂｏｖｅ ｅａｒ ａｎｄ ｆｉｒｓｔ ｌｅａｆ ｏｆ ｕｎｄｅｒ ｅａｒ ｈａ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ｌｅａｆ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ａｂｏｖｅ ｅａｒ ａｌｓｏ ｈａ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ｕｔ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ｌｅａｆ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ｕｎｄｅｒ ｅａｒ ｈａｄ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ｅｍ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ａｒ ｋｎｏｂ ａｎｄ ｕｐｐｅｒ ｅａｒ ｋｎｏｂ 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ｒ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ｈａ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Ｌｏｎｇｐｉｎｇ ２０６ ｉｎ ｗｉｄ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ｒｏｗ ｓｐａｃｉｎｇ （９０＋
３０） ｃｍ， Ｄｉｆｕｙｕａｎ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ｌｏｎｇ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ｄｒ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ｏｎｇｐｉｎｇ ２０６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ａｔ
ｊｏｉｎｔ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ｂｏｏｔｉｎｇ，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ｍｉｌｋ ｓ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ｍａｔｕｒ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ｄｒ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ｎｇ⁃
ｐｉｎｇ ２０６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ｉ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ｒｏｗ（７０＋５０） ｃｍ． Ｉｔ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ｍ⁃
ｐｏｕ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ｍａｄ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Ｌｏｎｇｐｉｎｇ ２０６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ｓｏｍ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ｎｇｐｉｎｇ ２０６．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ｍａｉｚｅ， ｓｔｅｍ，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玉米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作物之一，从 ５８° Ｎ
到 ３５° ～４０° Ｓ 的地区均有大量栽培。 北美洲种植面

积最大，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次之。 种植面积最

大、总产量最多的国家依次是美国、中国、巴西、墨西

哥。 从栽培面积和总产量看，玉米仅次于小麦和水

稻居第三位。 玉米播种方式主要有等行距和宽窄行

两种（崔子恒等，２０１５；戴明宏等，２００８）。 等行距种

植规格是行距 ７５ ｃｍ，紧凑型品种株距在 １７ ～ ２０
ｃｍ，平展型品种株距在 ２５ ～ ３０ ｃｍ（勾玲等，２００７，
２０１０）。 宽窄行种植规格是宽行 １４０ ｃｍ，窄行 ４０
ｃｍ，紧凑型品种株距 １５ ｃｍ 左右，平展型品种株距

２０ ｃｍ 左右。
本研究采用玉米杂交种隆平 ２０６ 为试验材料，

针对该品种具有耐密植，耐高肥的特点，建立 ４ 种不

同栽培模式，两种不同复合肥料运筹方式，来研究其

农艺性状及干物质积累的生理特性，为进一步提高

玉米产量提供理论和技术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设计

试验于 ２０１３ 年 ６－１０ 月在安徽科技学院种植科

技园（３２°５２′ Ｎ， １１７°３３′ Ｅ）进行。 试验地为中性壤

土，耕层 ０ ～ ２０ ｃｍ 土壤含有机质 ２４． ６２ ｇ·ｋｇ⁃１、全
氮 １． ９３ ｇ·ｋｇ⁃１、碱解氮 １２０． １ ｍｇ·ｋｇ⁃１、有效磷

４８． ６ ｍｇ·ｋｇ⁃１、速效钾 ２４３． ２ ｇ·ｋｇ ⁃１，ｐＨ 值 ６．８。
高产条件下，试验采用双因素裂区设计，主区为

行距配置及一穴双株，分等行距（Ａ１，６０ ｃｍ）、等行

距一穴双株（Ａ２，６０ ｃｍ，一穴双株）、宽窄行（Ａ３，７０
ｃｍ＋５０ ｃｍ） 、宽窄行（Ａ４，９０ ｃｍ＋３０ ｃｍ）４ 种方式，
副区为基肥类型，分复合肥施丹利（Ｂ１，Ｎ ∶ Ｐ ∶ Ｋ ＝
１８ ∶ １８ ∶ １８）、地富原玉米专用复合肥（Ｂ２，Ｎ ∶ Ｐ ∶
Ｋ＝ ２６ ∶ １２ ∶ １０）共 ８ 个处理组，重复 ４ 次；播种密度

均为６７ ５００株·ｈｍ⁃２，小区宽 ３ ｍ，长 ６．６７ ｍ。 基肥

情况均为 ７５０ ｋｇ·ｈｍ⁃２，全部底施，按照高产田进行

田间管理，在隆平 ２０６ 整个生育期内保证良好的水

分供应，及时浇水、除草、灭虫，保证植株有良好的生

长环境。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播种，１０ 月 １１ 日收获。
１．２ 测定项目与方法

１．２．１ 植株性状　 包括玉米株高、穗位高、茎粗。 各

小区选取 １０ 株代表性植株挂牌标记，收获前用米尺

测定株高、穗位高，用游标卡尺测定茎粗，测定部位

为穗部节间（Ｇｒａｓｓｉｎ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１．２．２ 干物质积累量　 分别在拔节期、大喇叭口期、

１０４３ 期 韩坤龙等： 栽培模式和复合肥类型对隆平 ２０６ 农艺性状及干物质积累的影响



开花期、和收获期取一致的玉米植株地上部，每处理

５ 株，置于 １０５ ℃烘箱杀青 ３０ ｍｉｎ，８０ ℃烘干至恒

量，测定干物质积累量，计算作物生长率（金继运和

何萍，１９９９）。
１．２．３ 茎杆强度 　 分别在抽丝期、灌浆初期和灌浆

中期取一致的玉米植株，每处理 ５ 株，采用 ＹＹＤ⁃１
型茎秆强度测定仪测定茎秆穿刺强度。
１．２．４ 叶向值　 用量角器、直尺等工具对生长发育一

致 ５ 株的玉米植株穗上第一叶和穗下第一叶的叶

（Ｌ）、叶角（θ）叶片与水平面的夹角，弧度和叶垂距

进行测量。 按下式计算叶向值（ Ｌｏｖ） （李潮海等，
２００１）：

叶向值（Ｌｏｖ） ＝ Σθ（Ｌｆ ／ Ｌ） ／ ｎ 式中，ｎ 为测量的

叶片数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栽培模式和复合肥类型对隆平 ２０６ 农艺性状及

生长率的影响

由栽培模式间分析比较可以看出（表 １），隆平

２０６ 的株高、生长率均在等行距和宽窄行间差异不

显著，但与等行距一穴两株间差异显著；穗位高在等

行距和宽窄行［（７０＋５０）ｃｍ］间差异不显著，但与宽

窄行［（９０＋３０）ｃｍ］和等行距一穴两株间差异显著；
茎粗在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且株高、穗位高、茎粗、
生长率都在宽窄行［（７０＋５０） ｃｍ］栽培措施下达到

最大值，在等行距一穴两株栽培措施下成为最小值；
株高最大值比最小值增加 ３５．３０％，穗位高增值为

２６．１０％，茎粗增值为 ５．２１％，开花前玉米生长率增值

为 １０．８０％，开花后玉米生长率增值为 ３０．３２％。 复

合肥类型间比较发现（表 １），株高、穗位高、茎粗复

合肥类型间差异均不显著；开花前玉米生长率除了

在宽窄行［（９０＋３０）ｃｍ］外，其它各栽培模式下复合

肥类型间都是差异不显著；开花后玉米生长率在等

行距和宽窄行［（７０＋５０） ｃｍ］栽培模式下复合肥类

型间差异显著，在宽窄行［（９０＋３０）ｃｍ］和等行距一

穴两株间差异不显著；株高复合肥类型间增值最大

值即在宽窄行［（７０＋５０）ｃｍ］时为 ５．１２％，增值最小

值在宽窄行［（９０＋３０）ｃｍ］时为 ０．９６％；穗位增值最

大值即在宽窄行［（７０＋５０）ｃｍ］时为 ２．８２％，增值最

小值在等行距时为 １．１６％；茎粗增值最大值即在等

行距时为 ３．７４％，增值最小值在等行距一穴两株时

为 ０．９４％；开花前玉米生长率增值最大值即在宽窄

行［（７０＋５０）ｃｍ］时为 ４．５３％，增值最小值在宽窄行

［（９０＋３０）ｃｍ］时为 ０．６１％；开花后玉米生长率增值

最大值即在等行距时为 １２．４０％，增值最小值在等行

距一穴两株时为 ８．５４％。
２．２ 栽培模式和复合肥类型对隆平 ２０６ 穗上叶和穗

下叶 ＬＡ 及 Ｌｏｖ 的影响

栽培模式对隆平 ２０６ 穗位上第 １ 叶和穗下第 １
叶的叶夹角影响显著，对穗上第 １ 叶的叶向值影响

显著，对穗下第 １ 叶的叶向值影响不显著（表 ２），其
中无论施用什么样类型复合肥，等行距一穴两株的

穗上、穗下第 １ 叶的叶夹角都是最小，而穗上第 １ 叶

叶夹角最大值是宽窄行［（９０＋３０）ｍ］，复合肥类型

为玉米专用肥即为 ２３．４６０，穗下第 １ 叶叶夹角第大

值是等行距，复合肥类型为玉米专用肥即为 ３７．９４０；
复合肥类型间比较，穗上、下第 １ 叶除了在宽窄行

［（９０＋３０）ｃｍ］时，施用玉米专用肥比施丹利叶夹角

大；等行距栽培措施下穗上第 １ 叶叶向值复合肥类

型增值最大（３．８２％），等行距一穴两株栽培措施下

穗下第 １ 叶叶向值复合肥类型增值最大（３．５４％）。
２．３ 栽培模式和复合肥类型对隆平 ２０６ 不同时期茎

杆强度的影响

栽培模式对隆平 ２０６ 不同时期穗位节和穗位上

节的茎杆强度影响差异显著（表 ３）。 随着生育期的

推进，穗位节和穗位上节的茎杆强度均逐渐增强，其
中穗位节茎杆强度增幅最大是在宽窄行［（９０＋３０）
ｃｍ］时为 ２３０．１８％，增幅最小是在宽窄行［（７０＋５０）
ｃｍ］时为 １７８．９３％；穗位上节的茎杆强度增幅最大

是在等行距时为 ２６０． ０４％，增幅最小是在宽窄行

［（７０＋５０）ｃｍ］时为 １６７．５４％。 不管施用什么类型复

合肥，抽丝期、灌浆初期、灌浆中期三个时期隆平隆

平 ２０６ 的穗位节比穗位上节的茎杆强度均增强，其
中在抽丝期，穗位节比穗位上节的茎杆强度增幅最

大是在等行距一穴两株时为 ９．６９％，增幅最小在宽

窄行［（７０＋５０）ｃｍ］时为 ２．０９％；在灌浆初期，增幅最

大是在等行距一穴两株时为 ２３．６１％，增幅最小在宽

窄行［（７０＋５０）ｃｍ］时为 ５．１１％；在灌浆中期，增幅最

大是在等行距时为 １３． ８５％，增幅最小在宽窄行

［（９０＋３０）ｃｍ］时为 ４．８８％。 复合肥类型间比较发现

（表 ３），施用不同类型复合肥在隆平 ２０６ 不同生长

时期对穗位节和穗位上节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其中

穗位节在抽丝期只有在宽窄行［（７０＋５０） ｃｍ］和等

行距一穴两株时差异显著，在灌浆初期只有在等行

距和宽窄行［（７０＋５０）ｃｍ］时差异显著， 在灌浆中期

２０４ 广　 西　 植　 物 ３６ 卷



表 １　 栽培模式和复合肥类型对隆平 ２０６ 农艺性状及生长率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ｉｔ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Ｌｏｎｇｐｉｎｇ ２０６

栽培模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复合肥类型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ｙｐｅ

株高 （ｃｍ）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穗位高 （ｃｍ）
Ｅａｒ ｈｅｉｇｈｔ

茎粗 （ｃｍ）
Ｓｔｅｍ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开花前玉米
生长率（ＣＧＲ）
Ｂｌｏｓｓｏｍ ｂｅｆｏｒ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开花后玉米
生长率（ＣＧＲ）
Ｂｌｏｓｓｏｍ ａｆｔｅ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Ａ１ Ｂ１ ２３９．２９ ± ０．２１ｂ ７６．１６ ± ０．１６ａ ２．１４ ± ０．１１ａｂ １８．５１ ± ０．０７ｂ ２０．４１ ± ０．１７ｂ

Ｂ２ ２５１．０５ ± ０．０７ａｂ ７７．０４ ± ０．０９ａ ２．２２ ± ０．３６ａ １８．１６ ± ０．４１ｂ ２２．９４ ± ０．０６ａ

Ａ３ Ｂ１ ２６８．３０ ± ０．１３ａｂ ７９．３９ ± ０．０５ａ ２．１９ ± ０．０７ａ １９．３８ ± ０．１６ａ ２１．３７ ± ０．０５ｂ

Ｂ２ ２８２．０６ ± ０．０３ａ ７７．２１ ± ０．３１ａ ２．１２ ± ０．３０ａ １８．５４ ± ０．０８ｂ ２３．５１ ± ０．３３ａ

Ａ４ Ｂ１ ２４１．８１ ± ０．３７ｂ ６５．８３ ± ０．１６ｂ ２．１１ ± ０．００ａｂ １８．２９ ± ０．０５ｂ １９．６３ ± ０．０８ｂ

Ｂ２ ２４４．１３ ± ０．２４ｂ ６７．２９ ± ０．２２ｂ ２．１５ ± ０．０２ａｂ １８．１８ ± ０．０６ｂ ２１．７２ ± ０．１１ｂ

Ａ２ Ｂ１ ２０８．４７ ± ０．０６ｃ ６２．９６ ± ０．０９ｂｃ ２．１２ ± ０．３３ａｂ １７．８６ ± ０．２２ｃ １８．０４ ± ０．３７ｃ

Ｂ２ ２１２．５１ ± ０．３５ｃ ６４．７１ ± ０．３７ｂ ２．１４ ± ０．１７ａｂ １７．４９ ± ０．４４ｃ １９．５８ ± ０．１６ｂ

　 注： 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 同一列中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达显著水平（Ｐ＜０．０５）。 下同。
　 Ｎｏｔｅ：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ａｒｅ ｍｅａｎ ± Ｓ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０．０５） ．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表 ２　 栽培模式和复合肥类型对隆平 ２０６ 穗上叶和穗下叶 ＬＡ 及 ＬＯＶ 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Ａ ａｎｄ ＬＯＶ

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ｌｅａｆ ｏｆ ｅａｒ ｉｎ Ｌｏｎｇｐｉｎｇ ２０６

栽培模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复合肥
类型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ｙｐｅ

穗上第 １ 叶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ｌｅａｆ ｕｐ ｔｈｅ ｅａｒ

ＬＡ ＬＯＶ

穗下第 １ 叶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ｌｅａｆ 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ｅａｒ

ＬＡ ＬＯＶ

Ａ１ Ｂ１ ２１．８４ ± ０．１９ｂ ６２．７８ ± ０．２２ｂ ３７．１２ ± ０．００ａ ５５．７４ ± ０．１９ｂ

Ｂ２ ２２．７１ ± ０．５２ａ ６０．４７ ± ０．７１ｃ ３７．９４ ± ０．３２ａ ５６．８９ ± ０．０３ｂ

Ａ３ Ｂ１ ２０．９６ ± ０．０３ｂ ６６．６３ ± ０．３１ａ ３５．２５ ± ０．０３ｂ ５８．２２ ± ０．４１ａｂ

Ｂ２ ２０．１４ ± ０．４９ｂ ６８．３２ ± ０．０６ａ ３４．１７ ± ０．０５ｂ ５９．０７ ± ０．０８ａｂ

Ａ４ Ｂ１ ２２．４２ ± ０．０６ａ ６０．８４ ± ０．０１ｃ ３４．５５ ± ０．１９ｂ ５７．５６ ± ０．０９ｂ

Ｂ２ ２３．４６ ± ０．０８ａ ６２．４３ ± ０．０２ｂ ３４．７２ ± ０．２６ｂ ５８．４４ ± ０．２４ａｂ

Ａ２ Ｂ１ ２０．２８ ± ０．３３ｂ ６７．０９ ± ０．１１ａｂ ３２．４５ ± ０．１１ｃ ６１．０８ ± ０．１６ａ

Ｂ２ ２０．６４ ± ０．２９ｂ ６５．４４ ± ０．３０ｂ ３３．４１ ± ０．３０ｃ ６３．２４ ± ０．２８ａ

只有在等行距一穴两株时差异显著； 穗位上节在抽

丝期在宽窄行［（９０＋３０） ｃｍ］和等行距一穴两株时

差异显著，在灌浆初期在等行距一穴两株时差异显

著，在灌浆中期除在宽窄行［（９０＋３０）ｃｍ］时差异不

显著外，其它处理差异均显著。
２．４ 栽培模式和复合肥类型对隆平 ２０６ 不同时期干

物质积累的影响

栽培模式对隆平 ２０６ 不同时期干物质积累影响

差异显著（表 ４），在拔节期、大喇叭口期、开花期、乳

熟期、成熟期，隆平 ２０６ 在栽培模式宽窄行［（７０ ＋
５０）ｃｍ］ 时干物质积累量均最大，分别为 ５０４． ９１、
２ ７４６．３３、１６ ８７３．５４、２４ ８８１．３１、２６ ７４３．４８ ｋｇ·ｈｍ⁃２，
与最小值相比，增大幅度分别为 ３１．２０％、３０．８８％、
６５．８３％、２７．２５％、２６．００％。 施用复合的类型对隆平

２０６ 不同时期干物质积累的影响也显著（表 ４），在
拔节期、大喇叭口期，施用施丹利比玉米专用肥对隆

平 ２０６ 的干物质的积累量作用要大，其中拔节期，在
宽窄行［（７０＋５０）ｃｍ］和等行距一穴两株时， 施用两

３０４３ 期 韩坤龙等： 栽培模式和复合肥类型对隆平 ２０６ 农艺性状及干物质积累的影响



表 ３　 栽培模式和复合肥类型对隆平 ２０６ 不同时期茎杆强度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ｅｍ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ｇｐｉｎｇ ２０６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栽培模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复合肥类型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ｙｐｅ

抽丝期
Ｓｉｌｋ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穗位节
Ｅａｒ

穗位上节
Ｕｐｐｅｒ ｅａｒ

灌浆初期
Ａｔ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

穗位节
Ｅａｒ

穗位上节
Ｕｐｐｅｒ ｅａｒ

灌浆中期
Ｍｉｄｄｌｅ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穗位节
Ｅａｒ

穗位上节
Ｕｐｐｅｒ ｅａｒ

Ａ１ Ｂ１ １１４．１２ ± ０．０６ｂ １０９．４７ ± ０．１６ａｂ ２４７．１８ ± ０．０３ｂ ２０２．７９ ± ０．０６ｃ ３７６．２８ ± ０．０４ｂ ３４９．１４ ± ０．０２ｂ

Ｂ２ １１７．３６ ± ０．０２ｂ １１３．１５ ± ０．２１ａ ２２２．５５ ± ０．１５ｃ １９７．６５ ± ０．１１ｃ ３６１．３２ ± ０．０５ｂｃ ３１７．３６ ± ０．０１ｃ

Ａ３ Ｂ１ １０８．３５ ± ０．３４ｃ １０６．１３ ± ０．０４ｂ ２１６．３３ ± ０．１５ｃ ２０３．７０ ± ０．２０ｃ ３４１．０８ ± ０．１１ｂｃ ３１０．７７ ± ０．０９ｃ

Ｂ２ １１６．４０ ± ０．０７ｂ １１１．０９ ± ０．３１ａｂ ２０９．６５ ± ０．０６ｄ １９９．４６ ± ０．１９ｃ ３２４．６７ ± ０．２４ｃ ２９７．２１ ± ０．１５ｄ

Ａ４ Ｂ１ １１９．６９ ± ０．１５ｂ １１２．９４ ± ０．０３ａ ２６８．７７ ± ０．１８ａｂ ２４１．３３ ± ０．０７ｂ ３８４．０６ ± ０．０６ｂ ３６６．１８ ± ０．２４ａｂ

Ｂ２ １１１．２８ ± ０．０６ｂ １０７．３６ ± ０．１３ｂ ２４９．１５ ± ０．００ｂ ２２７．５２ ± ０．１９ｂｃ ３６７．４２ ± ０．０９ｂｃ ３４２．０９ ±０．１７ｂ

Ａ２ Ｂ１ １２３．７４ ± ０．０１ａ １１４．０８ ± ０．１６ａ ２９９．１４ ± ０．２０ａ ２７１．０９ ± ０．２７ａ ３９７．６１ ± ０．０３ａ ３７１．１１ ± ０．０６ａ

Ｂ２ １１７．６４ ± ０．２２ｂ １０７．２５ ± ０．１８ｂ ２７４．２７ ± ０．０７ａ ２２１．８９ ± ０．０９ｂｃ ３７６．０８ ± ０．３４ｂ ３４０．７６ ± ０．２８ｂ

表 ４　 栽培模式和复合肥类型对隆平 ２０６ 不同时期干物质积累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ｒ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ｎｇｐｉｎｇ ２０６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栽培模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复合肥类型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ｙｐｅ

干物质积累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ｋｇ·ｈｍ⁃２）

拔节期
Ｊｏｉｎｔ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大喇叭口期
Ｂｉｇ ｔｒｕｍｐｅｔ ｓｔａｇｅ

开花期
Ｂｌｏｓｓｏｍ ｓｔａｇｅ

乳熟期
Ｍｉｌｋ ｒｉｐｅ ｓｔａｇｅ

成熟期
Ｍａｔｕｒｅ ｓｔａｇｅ

经济系数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１ Ｂ１ ４８１．１６ ± ０．０１ｂ ２ ３４７．２４ ± ０．１６ｂ １０ ３４８．３１ ± ０．３７ｄ ２１ ８６０．７５ ± ０．０５ｃ ２３ １１２．３３ ± ０．１６ｂ ４６．２２

Ｂ２ ４６２．７９ ± ０．０６ｂ ２ １７５．３５ ± ０．２８ｃ １２ ５４７．７３ ± ０．１３ｃ ２２ ３８９．６６ ± ０．０１ｂ ２５ ７７３．５０ ± ０．０１ｂ ４７．１４

Ａ３ Ｂ１ ５０４．９１ ± ０．４３ａ ２ ７４６．３３ ± ０．１４ａ １３ ７８１．０６ ± ０．０２ｂ ２３ ２７１．９０ ± ０．０２ａ ２４ ６２０．３１ ± ０．０１ｂ ４７．３４

Ｂ２ ４８３．２１ ± ０．０８ｂ ２ ６４９．１４ ± ０．２１ａ １６ ８７３．５４ ± ０．０６ａ ２４ ８８１．３１ ± ０．０７ａ ２６ ７４３．４８ ± ０．０９ａ ４８．６６

Ａ４ Ｂ１ ４６７．６５ ± ０．０３ｂ ２ ２５７．２５ ± ０．１９ｂ １０ １７５．０４ ± ０．１７ｄ １９ ５５３．７２ ± ０．０１ｄ ２１ ２２４．２７ ± ０．０７ｃ ４３．１７

Ｂ２ ４４２．８７ ± ０．０１ｂ ２ ０９８．３６ ± ０．１１ｃ １３ １４０．７９ ± ０．０９ｂ ２１ ９３４．３０ ± ０．０３ｃ ２２ ７３１．３４ ± ０．０４ｃ ４４．８７

Ａ２ Ｂ１ ３８７．４２ ± ０．０６ｃ ２ ６７４．２１ ± ０．２０ａ １１ ０７４．６４ ± ０．０２ｃ ２２ ３９１．２６ ± ０．１５ｂ ２３ ９９２．４１ ± ０．０６ｂ ４７．６２

Ｂ２ ３８４．８４ ± ０．０８ｃ ２ ５９７．１８ ± ０．１８ａ １１ ６９７．４７ ± ０．０１ｃ ２２ ９５３．４６ ± ０．４７ｂ ２４ ５５１．３２ ± ０．０７ｂ ４８．５２

种不同复合肥对干物质积累影响差异显著， 大喇叭

口期，在等行距和宽窄行［（９０＋３０） ｃｍ］时，不同复

合肥对干物质积累影响差异显著；在开花期、乳熟

期、成熟期，施用玉米专用肥比施丹利对隆平 ２０６ 的

干物质的积累量作用要大，其中在开花期，在等行距

和宽窄行［（７０＋５０）ｃｍ］时，不同复合肥对干物质积

累影响差异显著，在乳熟期，在等行距和宽窄行

［（９０＋３０）ｃｍ］时，不同复合肥对干物质积累影响差

异显著，在成熟期，除宽窄行［（９０＋３０）ｃｍ］时，差异

显著，其它各处理对干物质积累影响差异不显著。

３　 讨论

３．１ 隆平 ２０６ 农艺性状和生长率

构建合理田间结构，通过调整行间距来改变种植

方式是当前密植栽培的主要方式之一，通过采取不均

衡种植方式，可以改善玉米群体内部通风透光条件，
改变群体微环境，为玉米高产创建合理的群体结构，

４０４ 广　 西　 植　 物 ３６ 卷



在种植面积难以扩增的现实下，如何通过改善种植方

式来实现玉米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至关重要（李言照

等，２００２；刘亚亮等，２０１１；刘仲发等，２０１１）；田间种植

方式的改变可以显著影响玉米群体产量及其生长发

育特征（吕丽华等，２００８；马国胜等，２００７）。 本研究表

明，隆平 ２０６ 的株高、生长率均在等行距和宽窄行间

差异不显著，但与等行距一穴两株间差异显著；穗位

高在等行距和宽窄行［（７０＋５０）ｃｍ］间差异不显著，但
与宽窄行［（９０＋３０）ｃｍ］和等行距一穴两株间差异显

著；茎粗在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３．２ 隆平 ２０６ 的叶夹角、叶向值和茎杆强度

合理的田间种植模式可以利用不同层次的光资

源、改善玉米群体通风能力、提高中下层叶片的光合

性能，更好地协调玉米群体和个体的关系，促使玉米

茎干强度增加。 本研究发现等行距、一穴双株和宽

窄行对隆平 ２０６ 穗位上第 １ 叶和穗下第 １ 叶的叶夹

角影响显著，对穗上第 １ 叶的叶向值影响显著，对穗

下第 １ 叶的叶向值影响不显著；栽培模式对隆平

２０６ 不同时期穗位节和穗位上节的茎杆强度影响差

异显著。
３．３ 隆平 ２０６ 干物质的积累

在玉米种植模式上研究发现与常规等行距栽培

相比，宽窄行种植及等行距一穴双株可改善群体结构

和冠层的微环境，促进株生长发育植物总干物质的积

累是作物产量形成的基础，干物质积累的高低决定了

最终作物籽粒产量的高低（杨今胜等，２０１１；易镇邪

等，２００６；张宾等，２００７）。 在一定范围内，干物质积累

量与玉米产量呈密切正相关，即干物质积累越多，籽
粒产量也随之增高；玉米实行“宽窄行”“宽等行”和
一穴双株等种植模式，能有效提高玉米群体二氧化碳

和光能利用率，在不增加投资成本的情况下，可使玉

米增产 １０％左右；本研究表明栽培模式对隆平 ２０６ 不

同时期干物质积累影响差异显著。

４　 结论

隆平 ２０６ 的农艺性与干物质产量与光合能力、
营养吸收能力密切相关，合理种植方式可保持高光

合速率，有利于群体光合速率的提高，制造更多的光

合产物；种植方式与复合肥类型也显著影响株高、穗
位高、茎杆强度、干物质积累等各项指标，前人研究

表明玉米采用宽窄行方式种植可增加茎粗、株高、穗
位高，生长率；增强茎杆强度，提高干物质的积累

（张石宝等，２００１；郑洪建等，２００１），本研究隆平 ２０６
在宽窄行［（９０＋３０） ｃｍ］，地富原玉米专用复合肥

时，隆平 ２０６ 农艺性状各指标达最佳状态，栽培模式

对隆平 ２０６ 不同时期干物质积累影响差异显著，在
拔节期、大喇叭口期、开花期、乳熟期、成熟期，隆平

２０６ 在栽培模式宽窄行［（７０＋５０）ｃｍ］时干物质积累

量均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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