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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氮量和株行距配置对鲜食糯玉米群体
冠层结构和产量的影响

余海兵１，王金顺２，刘　正１，王　波１

（１．安徽科技学院 植物科学学院，安徽 凤阳；２．安徽省黄山市农科所，安徽 黄山 ）

摘　要：采取同一密度不同株行距配置和不同施氮量的试验处理，分析栽培措施和施氮量对糯玉米冠层的

ＳＰＡＤ值、叶面积指数（ＬＡＩ）、光合势、茎叶倾角、叶向值、冠层ＰＡＲ、冠层开度、产量及产量构成要素的影响。结

果表明：在同一密度同一行距条件下，冠层ＳＰＡＤ值、叶向值、ＰＡＲ随着施氮量增加而增加，各处理间差异显著，

而叶倾角随着施氮量增加而减小；不同施氮量对冠层开度影响不大，差异不显著，而对糯玉米产量影响差异显

著。在授粉后１２～１８ｄ，行距７０ｃｍ，施氮量为Ｎ３，叶面积指数达最大，光合势最强，且较其它生育期差异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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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物群体的受光能力和内部光分布特征影响其

光合作用，而冠层的形态结构是影响作物群体光分

布与光合特性的重要因素。玉米冠层也通过其内部

的水、热、气等微环境影响着群体的光合效率和生物

产量。玉米冠层的结构和功能受到诸如品种、气候、

栽培措施等多种因素的调控。合理的行距可以改善

冠层内的光照、温度、湿度和ＣＯ２ 等微环境，影响群

体的光合效率和作物产量。另外，氮肥施用量是影

响冠层结构特征和光合特性的因素之一。随着施氮

量的提高，茎叶夹角、株高、叶面积指数和叶面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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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期均增大，叶片衰老延缓。适量供氮有利于光合

速率和籽粒产量的提高，也是塑造高效冠层结构，提
高冠层光合性能和后期干物质生产，从而提高产量

的重要途径之一。虽然种植措施和施氮量影响糯玉

米光合特性和产量开展了许多研究工作，但对冠层

结构的影响研究较少。本研究采取同一密度下，不

同株行距配置和不同施氮量的实验处理，分析栽培

措施和施氮量与糯玉米冠层的ＳＰＡＤ值、叶面积指

数（ＬＡＩ）、光合势、茎叶倾角、叶向值、冠层ＰＡＲ、冠

层开度、产量及产量构成要素之间的变化规律，旨在

为糯玉米高产优质栽培技术提供指导。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试验材料与处理

供试材 料 为 安 徽 科 技 学 院 选 育 的 新 品 种 凤 糯

２０６２，基肥采用史丹利复合肥（ＮＰＫ＝１８∶１８∶１８），
追肥采用安徽省安庆市生产的尿素（Ｐ２Ｏ５≥４５％）。

１．２田间试验设计

试验在安徽科技学院种植园进行，耕作层土壤

有机质含量１１　９８０ｍｇ／ｋｇ，碱解氮为７１ｍｇ／ｋｇ，速

效磷为２８ｍｇ／ｋｇ，速效钾为１３６ｍｇ／ｋｇ。园内试验

地为多年玉米育种田，平整，肥力均衡。种植密度每

公顷为５２　５００株，田 间 试 验 行 距 配 置 分 为５０、６０、

７０、８０ｃｍ，分别用字母Ｈ１、Ｈ２、Ｈ３、Ｈ４ 表示；肥料运

筹为 Ｎ１：基 肥３００ｋｇ／ｈｍ２、追 肥３００ｋｇ／ｈｍ２；Ｎ２：

基肥３７５ｋｇ／ｈｍ２、追肥３７５ｋｇ／ｈｍ２；Ｎ３：基肥４５０ｋｇ／

ｈｍ２、追肥４５０ｋｇ／ｈｍ２。１２个 处 理，３次 重 复，共３６
个小区，每小区面积４ｍ×３ｍ，设５条垄供播种。

１．３测定项目

１．３．１糯玉米冠层的ＳＰＡＤ值的测定　在 授 粉 后

６、１２、１８、２４ｄ选 择 有 代 表 性 的 植 株 １０ 株，用

ＳＰＡＤ－５０２叶绿素 仪 分 别 测 定 上 层、中 层 和 下 层 展

开叶叶绿素相对值（ＳＰＡＤ值）。

１．３．２鲜食糯玉米叶面积指数测定方法　鲜食糯玉

米叶面积指数分别在授粉后８、１２、１８、２４ｄ，选有代

表性的植株１０株，测定棒三叶叶片长宽值，求其平

均值，单叶叶面积＝长×宽×系数（系 数 为０．７５），
叶面积指数＝单株叶面积×单位面积植株数／单位

土地面积。

１．３．３光合势的测定　光合势（ＬＡＤ）是单位土地面

积上叶面积 持 续 时 间，单 位 是 ｍ２·ｄ／ｍ２。ＬＡＤ＝
（ＬＡ２－ＬＡ１）×（ｔ２－ｔ１），ＬＡ１、ＬＡ２分 别 为 时 间

ｔ１、ｔ２时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叶面积（ｍ２／ｍ２）。

１．３．４茎叶倾角、叶向值的测定　茎叶倾角是叶 平

面伸展方 向 与 垂 直 方 向 的 夹 角；叶 向 值ＣＯＶ＝∑
（９０－θ）Ｄ／Ｌ，其中θ为叶片着生方向与茎杆的夹角，

Ｄ为叶片最高点到叶环的距离，Ｌ为叶片的长度。

１．３．５冠层ＰＡＲ、冠层开度的测定　在糯玉米授粉

后６、１２、１８、２４ｄ，在晴天的８：００、１４：３０和２０：００进

行冠层内ＰＡＲ分布的测定。测定时，利用ＳｕｎＳｃａｎ
冠层分析仪，在各处理小区内随机选择糯玉米植株

作为观测点进行测定。

１．４统计方法

采用 Ｅｘｃｅｌ和ＳＰＳＳ１３．０进 行 统 计 方 差 分 析，

ＬＳＤ多重比较（ａ＝０．０５），判断处理间差异的显著性。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对ＳＰＡＤ值的影响

从图１看出，鲜食糯玉米群体冠层ＳＰＡＤ值随

授粉后生育 延 迟 先 升 后 降；在 同 一 行 距 条 件，冠 层

ＳＰＡＤ值随着施 氮 量 增 加 而 增 加。从 表１看 出，增

幅相对大的是行距８０ｃｍ时授粉后１８、１２ｄ以及行

距６０ｃｍ 时 授 粉 后６ｄ，增 幅 分 别 为２４．４６％，２０．
５３％和２０．４０％；授粉后６ｄ时，群体冠层ＳＰＡＤ值

增幅为３２．４％，授粉１２ｄ后，群体冠层ＳＰＡＤ值增

幅为４６．０８％，授 粉 后１８ｄ后，群 体 冠 层ＳＰＡＤ值

增幅为３１．９９％，授 粉２４ｄ后，群 体 冠 层ＳＰＡＤ值

增幅为３５．５３％；且 各 处 理 间 差 异 呈 显 著 性。在 同

一施氮水平下，各行距间处理差异显著。

２．２对叶面积指数（ＬＡＩ）与光合势的影响

　　不同施氮量和不同株行距配置下，糯玉米叶面

积指数均随授粉后生育期延迟，呈现先上升后下降

的趋势（图２），且授粉后１８ｄ，各处理叶面积指数值

为最 高；在 授 粉 后１８ｄ，行 距 为７０ｃｍ，施 氮 量 为

Ｎ３，叶面积指数达到最大，其原因可能是，授粉１８ｄ
后，糯玉米叶片本身不再进行较强光合作用了，开始

将养分提供给穗部趋于衰老，下层叶片变黄而枯死。
众所周知，光合时间越长，一定范围内光合势越

大，植株积累的光合产物就越多；不同株行距配置都

呈现随施氮量的增加，糯玉米的光合势也同步增加；
在授粉后前期，糯玉米的光合势呈增加趋势，但在授

粉１８ｄ后，糯玉米 群 体 中 下 部 叶 片 开 始 衰 老，光 合

势也开始下降（图３），而光合势下降，不利于产量的

提高。图３还可知，在 授 粉 后１２～１８ｄ时，光 合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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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强的，而且较其它生育期差异明显。

２．３对茎叶倾角和叶向值的影响

叶倾角是叶与茎之间夹角，叶向值是衡量糯玉

米株型的一个综合指标，紧凑型叶片由于茎叶夹角

小，挺直上冲，所以紧凑型比平展型叶向值要大，叶

向值越大，投影面积越小，遮光越少，通风透气越好。
叶倾角和叶面值本来是糯玉米品种的属性，但通过

施氮量和株行距配置试验，发现对糯玉米的叶倾角

和叶向值有一 定 的 影 响（表２），即 在 不 同 株 行 的 配

置下，叶倾角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减小，而叶向值则

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加，表明施氮有利于糯玉米

叶挺直上冲，有利于群体通风透光，提高光合效率。
其中在授粉后１８ｄ，行距为７０ｃｍ时，施氮量为Ｎ３，
叶向值为最大值６６．６７，较最低值增加了５０．８％，且
各处理间差异显著，表明栽培措施和施肥方式也能

表１　施氮量和株行距配置对ＳＰＡＤ值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ｗ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ＡＤ

株行距配置
Ｒｏｗ
ｓｐａｃｉｎｇ

施氮量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授粉后天数Ｄａｙｓ　ａｆｔｅｒ　ｐｏｌ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６ｄ １２ｄ １８ｄ ２４ｄ

Ｈ１ Ｎ１ ３６．１ｄ ３９．５ｃ ３８．８ｃ ３４．９ｄ
Ｎ２ ３８．４ｃ ４４．２ｂ ４０．０ｃ ３７．８ｃ
Ｎ３ ４０．６ｂｃ　 ４６．１ｂ ４３．９ｂ ３６．７ｄ

Ｈ２ Ｎ１ ３９．７ｂｃ　 ４３．７ｂ ４２．１ｂ ３７．５ｃ
Ｎ２ ４３．８ｂ ４９．２ａｂ　 ４５．７ａｂ　 ４１．６ｂ
Ｎ３ ４７．８ａ ５１．７ａｂ　 ４７．３ａｂ　 ４１．９ｂ

Ｈ３ Ｎ１ ４３．６ｂ ５３．９ａ ４４．７ｂ ３９．６ｂｃ
Ｎ２ ４５．７ａｂ　 ５５．２ａ ４６．４ａｂ　 ４２．８ｂ
Ｎ３ ４７．２ａ ５７．７ａ ４９．１ａ ４７．３ａ

Ｈ４ Ｎ１ ３８．３ｃ ４１．４ｃ ３７．２ｄ ３５．８ｄ
Ｎ２ ３９．０ｂｃ　 ４９．５ａｂ　 ４６．３ａｂ　 ３９．３ｂｃ
Ｎ３ ４２．６ｂ ４９．９ａｂ　 ４６．２ａｂ　 ４２．３ｂ

　ａ／ｂ／ｃ／ｄ／ｅ代表０．０５水平上差异。下同。
　ａ／ｂ／ｃ／ｄ　ｍｅａｎ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图１　施氮量和株行距配置对ＳＰＡＤ值的影响（ａ、Ｈ１，ｂ、Ｈ２，ｃ、Ｈ３，ｄ、Ｈ４）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ｗ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ＡＤ

图２　施氮量和株行距配置对叶面积指数（ＬＡＩ）的影响（ａ、Ｈ１，ｂ、Ｈ２，ｃ、Ｈ３，ｄ、Ｈ４）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ｗ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ｏｎ　ＬＡＩ

对糯玉米叶倾角和叶向值产生影响。

２．４对冠层ＰＡＲ的影响

ＰＡＲ光合有效 辐 射 是 指 太 阳 辐 射 中 能 被 绿 色

植物利用进行光合作用的那部分能量，光合有效辐

射是形成生物量的基本能源，直接影响着植物的生

长、发育、产量和品质。从图４看出，ＰＡＲ随着授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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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施氮量和株行距配置对光合势的影响（ａ、Ｈ１，ｂ、Ｈ２，ｃ、Ｈ３，ｄ、Ｈ４）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ｗ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ｏｎ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ｐｏｗｅｒ

表２　施氮量和株行距配置对茎叶倾角和叶向值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ｗ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ｏｎ　ａｎｇｌｅ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ｌｅａｖｅｓ

株行距
配置
Ｒｏｗ
ｓｐａｃｉｎｇ

施氮量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授粉后的天数Ｄａｙｓ　ａｆｔｅｒ　ｐｏｌ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６ｄ １２ｄ １８ｄ ２４ｄ

叶倾角 叶向值 叶倾角 叶向值 叶倾角 叶向值 叶倾角 叶向值

Ｈ１ Ｎ１ ３４．９１ａ ４６．９７ｄ ３３．８２ａ ４８．９０ｃ ３２．９３ａ ４７．４４ｃ ３６．０４ａ ４４．２１
Ｎ２ ３０．４１ｂ ５０．４３ｃ ３０．１２ｂ ５２．１０ｂ ２９．３９ｂ ５３．１３ｂｃ　 ３３．１９ｂ ５０．７４ｃ
Ｎ３ ２９．７６ｂ ５３．８６ｂ ２７．９７ｂ ５４．７１ｂ ２８．１９ｂ ５５．６８ｂ ３１．０２ｂ ５４．２３ｂ

Ｈ２ Ｎ１ ２８．９２ｂ ５０．０３ｃ ３０．２１ｂ ５０．２７ｂｃ　 ３０．１２ａｂ　 ５１．６６ｂｃ　 ３０．４８ｂ ４８．６７ｄ
Ｎ２ ２８．８０ｂ ５２．９８ｂ ２９．７３ｂ ５４．１８ｂ ２８．５９ｂ ５７．８６ｂ ２８．９７ｂｃ　 ５１．４３ｂｃ
Ｎ３ ２８．５４ｂ ６０．５３ａ ２６．０７ｂｃ　 ６２．１５ａ ２１．２８ｃ ６２．７７ａｂ　 ２８．９２ｂｃ　 ５９．０６ａ

Ｈ３ Ｎ１ ２９．０５ｂ ５０．６７ｃ ２４．８２ｃ ５３．６８ｂ ２１．２４ｃ ５５．８２ｂ ３１．４７ｂ ５１．４２ｂｃ
Ｎ２ ２６．７０ｃ ５７．１６ａｂ　 ２３．１７ｃ ５７．８４ｂ １９．９０ｃｄ　 ５９．１２ｂ ２９．５０ｂｃ　 ５７．８５ａｂ
Ｎ３ ２６．５４ｃ ６１．７１ａ １９．４５ｄ ６４．９９ａ １６．７４ｄ ６６．６７ａ ２４．０５ｃ ６０．９５ａ

Ｈ４ Ｎ１ ３４．１２ａ ４６．７７ｄ ３２．３９ａ ４９．５９ｂｃ　 ３３．７４ａ ４８．７５ｃ ３５．３９ａｂ　 ４７．６６ｄ
Ｎ２ ３２．４７ａ ５３．４１ｂ ３０．８３ｂ ５６．０８ｂ ３１．８６ａｂ　 ５５．４９ｂ ３３．２９ｂ ５０．３８ｃ
Ｎ３ ３０．１９ｂ ５４．６２ｂ ２９．０４ｂ ５７．１４ｂ ３０．９２ａｂ　 ５７．０１ｂ ３３．０３ｂ ５３．９５ｂ

图４　施氮量和株行距配置对冠层ＰＡＲ的影响（ａ、Ｈ１，ｂ、Ｈ２，ｃ、Ｈ３，ｄ、Ｈ４）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ｗ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ｏｎ　ＰＡＲ

后生育期的延迟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在同一株行

距配置条件下，ＰＡＲ随着施氮量增加而增加，且各

处理间 差 异 显 著，行 距 为５０ｃｍ 时，授 粉 后１８ｄ，

ＰＡＲ增幅最大为１８．９％；行距为６０ｃｍ时，授粉后

１８ｄ，ＰＡＲ增幅最 大 为１３．０７％；行 距７０ｃｍ时，授

粉后１２ｄ，ＰＡＲ增幅最大为１８．４５％；行距为８０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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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授粉后６ｄ，ＰＡＲ增幅最大为１８．０３％（表３）。
表３　施氮量和株行距配置对冠层开度（ＤＩＦＮ）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ｗ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ｏｎ　ＤＩＦＮ

株行距配置
Ｒｏｗ
ｓｐａｃｉｎｇ

施氮量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ｒ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授粉后天数Ｄａｙｓ　ａｆｔｅｒ　ｐｏｌ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６ｄ １２ｄ １８ｄ ２４ｄ

Ｈ１ Ｎ１ ０．２９ａ ０．３２ａ ０．３７ａ ０．３９ａ
Ｎ２ ０．２６ａ ０．２７ａ ０．３３ａｂ　 ０．３５ａｂ
Ｎ３ ０．２３ａ ０．２７ａ ０．３１ａｂ　 ０．３３ａｂ

Ｈ２ Ｎ１ ０．２５ａ ０．２６ａ ０．３２ａｂ　 ０．３６ａｂ
Ｎ２ ０．２２ａ ０．２５ａ ０．２９ｂ ０．３２ａｂ
Ｎ３ ０．２０ａ ０．２３ａ ０．２７ｂｃ　 ０．２９ｂ

Ｈ３ Ｎ１ ０．２１ａ ０．２６ａ ０．２９ｂ ０．３０ｂ
Ｎ２ ０．１９ａ ０．２４ａ ０．２７ｂｃ　 ０．２７ｂｃ
Ｎ３ ０．１７ａ ０．２１ａ ０．２３ｃ ０．２４ｃ

Ｈ４ Ｎ１ ０．２８ａ ０．３１ａ ０．３３ａｂ　 ０．３６ａｂ
Ｎ２ ０．２４ａ ０．２７ａ ０．２９ｂ ０．３２ａｂ
Ｎ３ ０．２２ａ ０．２６ａ ０．３０ｂ ０．３０ｂ

２．５对冠层开度（ＤＩＦＮ）的影响

　　冠层开度用于表示糯玉米群体冠层透光率，通

常用来表述冠层下可见天空比例；冠层开度随着授

粉后生育期延迟而增大，且在授粉后２４ｄ糯玉米冠

层开度最大，表明，随着生育期的推进，底部叶发黄

枯死，冠层开度加大（表４）；同一行距配置，不同 施

氮量对冠层开度影响不大，差异不显著；在授粉后同

一生育期内，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２．６对产量及产量构成要素的影响

　　从表５看出，施氮量和株行距配置对糯玉米产

量影响差异显著，其中产量最高为行距７０ｃｍ，施氮

为Ｎ３ 时产量最高为１４７７９．５ｋｇ／ｈｍ２，相比行距８０
ｃｍ，施氮为Ｎ１ 时最低产量９８７３．８ｋｇ／ｈｍ２，增幅为

４９．６８％，同一株行距配置的不同施氮量对糯玉米产

量影响差异显著；施氮量和株行距配置对产量构成

表４　施氮量和株行距配置对产量及产量构成要素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ｗ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ｏｎ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株行距配置
Ｒｏｗ　ｓｐａｃｉｎｇ

施氮量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千粒重
Ｇｒａｉｎ　ｗｅｉｇｈｔ

单株籽粒产量
Ｐｅｒ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

穗行数
Ｎｏ．ｏｆ　ｓｐｉｋｅ

行粒数
Ｎｏ．ｏｆ　ｌｉｎｅ

产量
Ｙｉｅｌｄ（ｈｍ２）

Ｈ１ Ｎ１ ２８５．３ｄ １７１．２ｂ １６．０ａ ２９．４２ａｂ　 ９９３７．５ｄ
Ｎ２ ３２５．９ａ １８７．４ａｂ　 １６．３ａ ３２．７５ａ １０２６２．７ｃ
Ｎ３ ３０５．６ｂ １６５．３ｃ １６．２ａ ２７．４０ｂ １１１１６．７ｂ

Ｈ２ Ｎ１ ３２０．５ａ １７４．５ｂ １６．３ａ ３２．９７ａ １００３１．９ｃ
Ｎ２ ３１２．５ｂ １７８．１ｂ １６．２ａ ２９．１１ａｂ　 １１８２７．１ｂ
Ｎ３ ３１７．０ａｂ　 １９２．６ａ １６．３ａ ３１．０５ａｂ　 １３２２１．８ａ

Ｈ３ Ｎ１ ３１７．０ａｂ　 １７４．８ｂ １６．４ａ ３２．９９ａ １０２７３．６ｃ
Ｎ２ ２９９．９ｂｃ　 １４５．４ｄ １５．３ａ ２５．９０ｃ １２２１５．２ａｂ
Ｎ３ ３１１．１ｂ １９３．６ａ １５．８ａ ２９．３１ａｂ　 １４７７９．５ａ

Ｈ４ Ｎ１ ２９４．９ｃ １６４．２ｃ １５．４ａ ２７．３ｂ ９８７３．８ｄ
Ｎ２ ３２１．１ａ １８２．６ａｂ　 １６．４ａ ３３．３９ａ １００６３．９ｃ
Ｎ３ ３１０．４ｂ １７５．６ｂ １６．２ａ ２８．９３ｂ １１７９１．０ｂ

因素如千粒重、单株籽粒产量、行粒数影响显著，对

穗行数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对产量构成而言，穗行数

更趋于品种本身的属性，而千粒重、单株籽粒产量、
行粒数受外界的施氮量及种植措施影响较大。

３　结论与讨论

不同种植株行距配置是协调糯玉米个体通风受

光条件、营养状况并最终作用于生物产量和产量构

成因素之一。采用不同株行距玉米种植方式对冠层

特性具有明显优势，可扩大光合面积，增大叶面积指

数，增加中部冠层的透光率，充分利用不同层次的光

资源，改变玉米群体冠层小气候和水分利用率。植

物缺氮时，其光合性能降低，子实不饱满，营养不充

分，产量下降，氮肥充足时，使玉米群体冠层温度下

降。作物的生产是一个群体的过程，而不是个体表

现，要获得高产稳产，就必须使个体、群体和环境相

协调达到最优化。作物群体产量最高时，其单株在

田间的分布应该处于最佳状态。以上结果表明，若

要使糯玉米产量和品质得到显著提高，必须要选择

好株行距配置，适宜施氮量可以提高糯玉米产量和

品质。在同一密度条件下，要采用合理的行距配置，
充分发挥玉米个体发育潜力，使玉米群体与个体得

到协调发展，保证糯玉米群体产量和品质的提高。

　　同一密 度，同 一 行 距 条 件 下，随 着 施 氮 量 的 增

加，糯玉米植株长势旺盛，叶绿素含量也随之增加，
随着行距加大，行间通风透光效果越明显，糯玉米乳

熟期时农艺性状表现良好；本试验正好证明这一观

点，即冠层ＳＰＡＤ值增幅 相 对 大 的 是 行 距 为８０ｃｍ
时，授粉后１８、１２ｄ以及行距为６０ｃｍ时，授粉后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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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增幅分别为２４．４６％，２０．５３％和２０．４０％；叶面积

指数（ＬＡＩ）随着生育期的推进，先增大后减小，并随

着施氮量增加，衰退减缓；冠层ＰＡＲ随着株行距增

加，透光率效果越好；本研究中叶倾角随着施氮量的

增加而减小，这与前人研究有些不一致，可能与品种

的属性有关。同一株行距配置的不同施氮量对糯玉

米产量影响差异显著；施氮量和株行距配置产量构

成因素千粒重、单株籽粒产量、行粒数影响显著，对

穗行数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对产量构成而言，穗行数

更趋于品种本身的属性，而千粒重、单株籽粒产量、
行粒数受外界的施氮量及种植措施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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