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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天祝进行的旱地小麦密度试验结果表明， 随密度增大， 产量呈先增后减的趋势， 当密度达到
600.0 万株/hm2 时， 产量达到最大值； 密度再增加至保苗 685.65 万株/hm2（播种量300 kg/hm2）， 产量开始下降。
保苗 600.0 万株/hm2（播种量262.5 kg/hm2）是最佳密度， 经济系数保持在 0.3～0.4， 旱地可以获得较高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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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祝县是一个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区， 地处
河西走廊东端， 青藏、 内蒙， 黄土三大高原交汇
地带［1�］。 年降水量 150～400�mm， 并多以暴雨出
现， 春旱是当地农业生产中最主要的限制因素。
全县耕地面积 5.56 万 hm2， 山旱地 4.45 万 hm2，
占耕地面积的 80%， 小麦是主要种植作物， 常年
种植面积 3.69 万 hm2， 其中山旱地种植小麦占
90%以上， 产量不高， 主要原因是天然降水分布差
异性较大， 可利用降水资源严重不足、 农户种植
密度不合理等［2�-�5�］。 根据天祝县旱作农业区的生
产实际， 我们在天祝县比较典型的旱作区华藏寺
镇南山村边墙沟组进行了旱地小麦密度试验， 以
期筛选出最佳密度来提高旱地小麦产量。
1���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指示小麦品种为西旱 1 号， 由甘肃农业大学
提供。
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点位于天祝县华藏寺镇南山村边墙沟组
地块， 东经 103° 09′ 221″ ， 北纬 36° 58′ 616″ ，
海拔 2�498�m， 年平均气温 -0.2�℃～1.7�℃， 常年
降水量 260�mm， 常年日照时数 2�500�h， 无霜期
120～140�d， ≥0�℃度有效积温 2�417�℃， ≥5�℃
度有效积温 2�116�℃， ≥10�℃度有效积温 1�475�
℃， 土壤为栗钙土， 肥力中等， 地力均匀， 耕层

（0～20�cm） 土壤含有机质 0.97%、 全氮 0.078%、
全磷 0.142%、 全钾 1.95%。 前茬作物为马铃薯。
1.3 试验方法

试验共设 7 个密度处理， 分别为： 处理 A 保
苗 343.05 万株/hm2（折合播种量 150�kg/hm2）； 处理
B保苗 428.70 万株 /hm2（折合播种量 187.5�kg/hm2）；
处理 C 保苗 514.35万株 /hm2 （折合播种量225.0�
kg/hm2）； 处理 D 保苗 600.00 万株 /hm2（折合播种
量 262.5� kg/hm2）； 处理 E 保苗 685.65 万株 /hm2

（折合播种量 300.00�kg/hm2）； 处理 F 保苗 771.00
万株 /hm2（折合播种量 337.5�kg/hm2）； 处理 G 保苗
856.65 万株 /hm2 （折合播种量 375.0�kg/hm2）。 随
机区组设计， 3 次重复。 走道 50�cm， 小区之间空
1 行， 周围保护行 4 行， 保护行 1�m 宽。 小区面积
24�m2（6�m×4�m）， 行距 20�cm。

根据小区面积 （长 6�m， 宽 4�m） 播种 20 行，
根据指示小麦品种千粒重 41.1�g， 按不同密度计算
小区播种量， 将每小区播种量， 用小信封袋称量
分装每行播种量， 并注明区号组号。 播前将分装
好的小信封袋按区号、 组号分别放在播种区域内，
然后畜力开沟人工溜种。

播种前施 N�75�kg/hm2、 P2O5�60�kg/hm2、 农家
肥 45�t/hm2， 在小麦生长期间人工除草 3 次， 其他
同大田。 观察记载物候期和生育期， 收获前按常
规考种， 小区单收计产。

。。。。。。。。。。。。。。。。。。。。。。。。。。。。。。。。。。。。。。。。。。。。。。。。。。。。。
［4］ 王 军， 李继明. 地膜种类和覆膜时期对全膜双垄沟

播玉米的影响［J］. 甘肃农业科技， 2011（2）： 18-20.
［5］ 王成宝， 杨思存， 霍 琳， 等. 地面覆盖方式对新垦

盐碱地的抑盐和增产效果研究［J］. 甘肃农业科技，
2014（11）： 42-45.

（本文责编： 陈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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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与分析
2.1 生育期

从表 1 可知， 各密度处理的生育期为 89～94�
d， 各处理差异不大， 高密度处理生育期较短。

2.2 不同密度对小麦农艺性状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2）表明， 不同密度处理中， 处理

A 的株高最高， 为 50�cm； 处理 G 最低， 为 31�
cm。 穗长处理 A 最长， 为 7�cm； 处理 B、 D 次之，
为 6�cm； 其余处理为 5�cm。 总小穗数处理 C 最
多， 为 17.0 个； 处理 F 最少， 为 12.7 个。 结实小
穗数处理 A、 B 最多， 为 15.3 个； 处理 F 最少，
为 10.3 个。 穗粒数处理 C 最多， 为 34.0 粒； 处理
G 最少， 为 18.7 粒。 总体来看， 处理 A、 B 的株
高、 穗长、 穗粒数、 结实小穗均明显优于其余处
理， 这种差异与种植密度不同引起作物田间争水
程度有很大关系。

2.3 种植密度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从表 3 看出， 随密度增加产量总体呈先增加

后降低的趋势。 处理 D 产量最高， 为 666.67�
kg/hm2， 处理 G 产量最低， 为 529.17�kg/hm2。 处理
A、 B、 C、 D 之间产量差异均不显著， 而均与处理
G 差异极显著， 说明随着密度的增加作物水份需
用量加大， 产量明显下降。

2.4 不同种植密度经济系数分析
经济系数随着密度的变化其变幅比较大（表

4）， 最大值为 0.47， 最小值为 0.29， 最大值是最
小值的 0.63 倍， 处理 A、 B、 F、 G、 H 的经济系
数在旱地最佳经济系数在0.3～0.4范围内或略高。

3���小结与讨论
在天祝进行的旱地小麦密度试验结果表明，

随着密度的增加， 产量与农艺性状有明显的提高
或改善。 当密度达到 600.00 万株 /hm2 时， 产量达
到最大值。 密度再增加至 685.65万株/hm2（播种量
300.0�kg/hm2）时， 不仅不会使产量增加， 反而产量
呈下降趋势。 即说明保苗 600.00 万株/hm2（播种量
262.5�kg/hm2）为试区旱地小麦最佳种植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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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4 28/4 30/5 19/6 29/6 2/8 93

B 10/4 28/4 29/5 18/6 29/6 2/8 93

C 10/4 28/4 29/5 19/6 30/6 3/8 94

D 10/4 28/4 28/5 19/6 30/6 1/8 92

E 10/4 28/4 29/5 17/6 28/6 1/8 92

F 10/4 28/4 27/5 16/6 27/6 30/7 90

G 10/4 28/4 24/5 15/6 25/6 29/7 89

处理
播种期 出苗期 拔节期 抽穗期 灌浆期 成熟期

物侯期/（日/月） 生育期
/d

处理 株高
/cm

穗长
/cm

总小穗
数
/个

结实
小穗数
/个

退化
小穗数
/粒

穗粒
数
/粒

千粒
重
/g

A 50 7 16.3 15.3 1.0 32.0 40
B 49 6 17.0 15.3 1.7 34.0 43
C 41 5 14.3 13.0 1.3 24.0 43
D 41 6 14.0 13.0 1.0 25.7 44
E 38 5 14.3 12.0 2.3 21.7 43
F 34 5 12.7 10.3 2.3 19.0 42
G 31 5 13.0 11.0 2.0 18.7 42

处理 生物产量
/（kg/24�m2）

小区平均籽粒产量
/（kg/24�m2）

折合籽粒产量
/（kg/hm2）

A 3.73 1.55 645.83�a�A
B 4.25 1.52 633.33�a�A
C 4.42 1.55 645.83�ab�AB
D 4.33 1.60 666.67�a�A
E 3.00 1.42 591.67�bc�ABC
F 4.03 1.33 554.17�c�BC
G 4.25 1.27 529.17�c�C

处
理

千粒
重
/g

生物
产量

/（kg/24�m2）

折合生物
产量

/（kg/hm2）

小区
产量

/（kg/24�m2）

折合
产量

/（kg/hm2）
经济
系数

A 40 3.73 1�555.50 1.55 645.83� 0.41
B 43 4.25 1�770.90 1.52 633.33� 0.35
C 43 4.42 1�839.60 1.55 645.83� 0.35
D 44 4.33 1�804.20 1.60 666.67� 0.36
E 43 3.00 1�250.10 1.42 591.67� 0.47
F 42 4.03 1�679.25 1.33 554.17� 0.33
G 42 4.25 1�770.90 1.27 529.17� 0.29

表 1 不同处理旱地小麦的主要物候期及生育期

表 2 不同处理旱地小麦的主要性状

表 3 不同处理旱地小麦的产量

表 4 不同处理旱地小麦的经济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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