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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门市冷凉灌区春小麦宽幅精播不同播种量试验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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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设计，在玉门市冷凉灌区进行了春小麦 5个不同播种量试验。结果表明，春小
麦播量为 525 kg/hm2时产量最高，达到 8 530.5 kg/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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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在国家储备粮中占 1/2以上［ 1］。玉门市地

处河西走廊西部，位于北纬 40毅 22忆 ，东经 96毅
56忆，海拔 1 200～2 200 m，年均无霜期 135 d，日

照时数 2 841～3 267 h，年太阳辐射总量 614.0～

642.9 kJ/m2， 10 ℃以上的积温 2 880℃，是国家

“八五”商品粮基地和粮食高产稳产区。2014年为

了进一步探索小麦宽幅精播技术的增产潜力［ 2 - 5］，

玉门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开展了春小麦宽幅精播

不同播种量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指示春小麦品种为酒春 3号。

1.2 试验地基本情况

试验设在玉门市昌马乡河岸村，试验地肥力

中等，地势平坦，排灌两便，土壤属灌淤土，前

茬作物为啤酒大麦。

1.3 试验方法

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设计，共设 5个播量处

理，处理 1 为 300 kg/hm2，处理 2 为 375 kg/hm2，

处理3（对照）为 450 kg/hm2，处理 4为 525 kg/hm2，

处理 5为 600 kg/hm2。小区面积 16.14 m2，重复 3

次。

4月 15日采用 2BJK-6 型小麦宽幅精量播种

机（山东省郓城县工力有限公司生产）条播，播前

然后逐渐趋于平衡状态的一种变化规律；而粉状

花卉专用肥施入土壤后，氮、磷迅速释放，释放

曲线近似一条直线。胶囊对氮、磷、钾的释放有

延缓作用，其氮、磷、钾随时间的推移缓慢释放，

这有利于花卉的吸收利用，养分的损失较少；而

粉状花卉肥施入土壤后，钾出现高峰和低谷现象，

主要是土壤对钾离子吸附所造成，这种情况与花

卉对钾肥需求不同步。

2）胶囊花卉肥氮、磷、钾释放规律与花卉的需肥

规律趋于同步，有利于养分的吸收利用，且与普

通粉状花卉肥相比减少了养分损失，提高了肥料

的利用率，延长了肥效期，对花卉延长花期有一

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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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物候期（日/月） 生育期

（d）播种期 出苗期 分蘖期 拔节期 孕穗期 抽穗期 扬花期 灌浆期 成熟期 收获期

1 16/4 11/5 20/5 7/6 11/7 16/7 19/7 22/7 20/8 30/8 99

2 16/4 11/5 20/5 7/6 11/7 16/7 19/7 22/7 20/8 30/8 99

3（CK） 16/4 11/5 20/5 7/6 14/7 18/7 21/7 25/7 23/8 2/9 102

4 16/4 11/5 20/5 7/6 14/7 18/7 21/7 25/7 23/8 2/9 102

5 16/4 11/5 20/5 7/6 14/7 18/7 21/7 25/7 23/8 2/9 102

表 1 不同密度处理春小麦物候期及生育期

结合春季耕翻施磷酸二铵 262.5 kg/hm2、尿素

487.5 kg/hm2做底肥（一次性施入），生长期不再追

肥，全生育期灌水 5 次。试验于 9 月 2 日收获，

小区单收单脱计实产，其它管理措施同大田。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育期

从表 1可知，处理 1、处理 2的生育期为 99

d，处理 3、处理 4、处理 5的生育期为 102 d，即

随着密度的加大，田间表现为生育期有所延迟。

2.2 经济性状

从表 2可以看出，株高最低的是处理 1，为

86.7 cm；株高最高的是处理 4，为 89.2 cm；穗长最

长的是处理 4，为 8.7 cm；最短的是处理 2，为 8.1

cm。穗粒数最多的是处理 3，为 24.6粒；最少的是

处理 1，为 22.9 粒。千粒重最轻的是处理 1，为

42.5 g，较对照减少 1.0 g；最重是处理 3，为 43.5

g。成穗数最多的是处理 4，为 979.5万穗/hm2，较

对照增加 132.0万穗/hm2；成穗数最少的是处理 1，

为 49.8万穗/hm2，较对照减少 15.5万穗/hm2。

2.3 产量

从表 2可以看出，在播量 300～525 kg/hm2区

间内，产量随着播种量的增加而逐渐增加，播量

增加到 600 kg/hm2 时，产量降低。以处理 4产量

最高，折合产量 8 530.5 kg/hm2，较对照增产 723

kg/hm2；其次为处理 5，折合产量 8 241.0 kg/hm2；

处理 1产量最低，折合产量 6 402.0 kg/hm2，较对

照减产 1 405.5 kg/hm2，减产率 18%。

产量结果经方差分析，区组间差异不显著

（F=0.87＜F0.05=4.46），处理间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F=172.46＞F0.01=7.01）。经 SSR法进行多重比较，

处理 4与处理 5差异达显著水平，处理 3、处理

2、处理 1差异达极显著水平；处理 5与处理处理

3、处理 2、处理 1 差异达极显著水平；处理 3、

处理 2、处理 1之间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3 小结

在本试验条件下，小麦播量在 450～600

kg/hm2 区间时，产量均能达到 7 500 kg/hm2 以上，

其中播量为 525 kg/hm2 时产量最高，达 8 530.5

kg/hm2；播量在 600 kg/hm2 时产量次之，产量为

8 241.0 kg/hm2。综上分析，玉门市冷凉灌区春小

麦宽幅精播最佳播种密度为 525 kg/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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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株高
（cm）

单株分蘖
（个）

穗长
（cm）

小穗数
（个）

穗粒数
（粒）

千粒重
（g）

成穗数
（万穗/hm2）

平均折合产量
（kg/hm2）

1 86.7 0.4 8.3 11.0 22.9 42.5 747.0 6 402.0 e D

2 88.2 0.4 8.1 11.6 24.3 43.0 748.5 7 207.5 d C

3（CK） 87.8 0.2 8.2 10.9 24.6 43.5 847.5 7 807.5 c B

4 89.2 0.1 8.7 11.7 23.9 43.2 979.5 8 530.5 a A

5 87.2 0.1 8.6 11.2 23.2 43.1 903.0 8 241.0 b A

表 2 不同密度处理春小麦经济性状及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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