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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设定的密度范围内， 辣椒甘科 5 号制种的密度为 51 900 株/hm2 时， 制种产量最高， 为 550.3 kg/
hm2， 种子的千粒重、 发芽势、 发芽率表现良好， 植株抗病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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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in�the�set�range�of�densities， the�best�Ganke�5�seed�yield�is�the�density�of�51�900�plants�/hm2， the�yield�is�the�
highest， which� is� 550.3� kg/hm2.� The� 1000-grain� weight， germination� energy， germination� percentage� and� plant� disease� resistance�
much�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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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密度对甘科 5号辣椒杂交制种
产量和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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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密植是提高辣椒制种产量的重要措施，
不同品种在不同地区有相应合理的定植密度及栽
培管理措施。 实际生产中密度过大或过小都会影
响田间通风透光及植株座果率， 导致制种产量和
质量下降。 甘科5号（认定编号： 甘认菜 2010001）
由甘肃绿星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育成， 具有抗
病性强， 中早熟， 结果性强， 结果期持久， 产量
高等特点［1�］。 为了加速甘科 5 号辣椒推广应用，
充分发挥其增产潜力， 探索其在甘肃河西走廊适
宜的制种密度， 指导大田良种生产， 我们开展了
甘科 5号辣椒制种密度试验。
1���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在张掖市甘州区蔬菜制种基地进行。 供

试土壤为砂壤土， 前茬作物为西瓜， 土壤肥力均
匀， 地势平坦， 灌溉条件便利。 土壤耕层含有机
质 11.0� g/kg、 速效氮 36.9� mg/kg、 有效磷 32.7�
mg/kg、 速效钾 106.2�mg/kg， pH��8.2。
1.2 试验方法

制种辣椒品种为甘科 5 号。 试验采用随机区
组设计， 共设 3 个处理， 3 次重复， 小区面积为
8.8�m2（8.0�m×1.1�m）。 处理 M1 为 56�700 株/hm2

（32� cm×55� cm）， 处理 M2 为 51� 900 株 /hm2（35�
cm×55�cm）、 处理 M3 为 47�850 株 /hm2（38�cm×
55�cm）。 试验于 2015 年 2 月 25 日播种， 5 月 3 日
定植， 6 月 10 日杂交授粉， 7 月 5 日结束授粉， 9
月 21 日收获。 播前结合整地施入底肥 N�129.0�
kg/hm2、 P2O5�294.0�kg/hm2、 K2O�76.5�kg/hm2。 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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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两次， 第 1 次在对椒坐果后追施， 第 2 次在辣
椒杂交授粉结束后追施， N、 P2O5、 K2O 均施
146.3�kg/hm2。 其他栽培管理方法参见辣椒杂交制
种技术规程［2�-�5�］。 收获前观察记载植株发病程度。
1.3 产量测定及质量分析

辣椒成熟后， 各处理随机取样 20 株， 测定各
小区产籽量、 千粒重、 产量、 发芽势和发芽率，
计算其平均值。 数据均采用 SPSS19.0 和 Excel�
201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6�］。

发芽势=（7�d内发芽种子数/观察总数）×100%
发芽率=（发芽种子数/观察总数）×100%

2���结果与分析
2.1 种植密度对辣椒制种产量的影响

从表 1 可以看出， 处理 M2 产量最高， 折合产
量为 550.3�kg/hm2； 其次是处理 M1， 折合产量为
483.6�kg/hm2； 处理 M3 排第 3， 折合产量为 397.5�
kg/hm2。 对产量进行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 处理
M2 与处理 M1、 处理 M3 差异极显著， 表明不同种
植密度对辣椒制种产量影响较大。

2.2 种植密度对辣椒种子生活力的影响
辣椒种子的饱满程度主要由千粒重决定， 这

将直接影响种子的发芽势和发芽率。 从表 2 可以
看出， 千粒重以处理 M3 最高， 为 9.5�g； 其次是
处理 M2， 为 9.4�g； 处理 M1 最低， 为 9.2�g。 处理
M3 与处理 M1、 M2 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处理 M1
与处理 M2 差异不显著。 发芽势以处理 M3 最高，
为 98%； 其次是处理 M1， 为 96%； 处理 M2 最
低， 为 95%。 处理 M3 与处理 M1、 M2 差异均达
极显著水平， 处理 M1 与处理 M2 之间差异不显
著。 发芽率处理 M2、 处理 M3 均为 99%， 处理
M1 为 98%。 处理 M1、 处理 M2、 处理 M3 之间差

异不显著。
2.3 种植密度对制种辣椒生长的影响

在合理的密度条件下， 植株生长健壮， 易坐
果， 产籽量也相应增高， 种子活力也相应增强。
由图 1 可以看出， 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 由于田
间通风透光变差， 湿度增加， 植株的抗病性降低，
尤其对白粉病的抗性大为减弱， 易发生落花、 落
果， 进而影响植株产籽量。

3���小结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 甘科 5 号辣椒母本在张掖市

的合理定植密度为 51�900 株 /hm2， 在该密度条件
下， 辣椒种子千粒重、 发芽势、 发芽率均较高，
制种产量最高， 为 550.3�kg/hm2。 在辣椒杂交制
种过程中， 定植密度过小， 群体不能达到一定数
量， 影响单位面积的产量； 定植密度过大， 辣椒
果实通风透光性不好， 种子籽粒不饱满， 同时又
加重了病害的发生， 从而影响制种产量和种子活
力。

目前辣椒杂交制种普遍存在产量较低的问题。
在众多影响因子中， 辣椒植株的营养生长状况对
制种产量的高低起着关键作用。 定植密度不合理，
不仅影响植株的正常生长， 还将直接影响植株的
授粉座果率、 产籽量， 同时加重植株病害的发生，
进而影响制种产量的高低。 不同定植密度对制种
产量和质量的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在很
多文献中有报道［7�-�9�］， 但对辣椒制种产量提高的
合理密度却少有报道。

除技术管理外， 制约辣椒杂交制种产量因素
的还包括人工。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辣椒杂交
制种人工工价普遍上涨， 因此加强田间管理、 合
理密植， 合理安排人工进行田间授粉、 提高座果
率才能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近些年， 辣椒通过
三系制种已应用于实践， 省工、 省力， 提高了杂
交制种的纯度， 降低了制种成本， 但受技术的限
制还不能进行大面积推广［10�-�12］。

处理 小区平均产量
/（g/8.8�m2）

折合产量
/（kg/hm2） ���位次

M1 425.6 483.6�bB 2
M2 484.3 550.3�aA 1
M3 349.8 397.5�cC 3

处理 千粒重
/g

发芽势
/%

发芽率
/%

M1 9.2�bB 96�bB 98�a
M2 9.4�bB 95�bB 99�a
M3 9.5�aA 98�aA 99�a

表 1 不同处理辣椒制种产量

表 2 不同处理对辣椒 F1种子生活力的影响

图 1 不同密度条件下辣椒大田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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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早蒜1号为指示品种进行的薹用大蒜覆膜秋播密度试验结果表明， 在行距22.5 cm， 株距7 cm， 密
度63.45万株/hm2时大蒜主要性状表现良好， 蒜薹折合产量最高， 为6 481.5 kg/hm2， 蒜头折合产量为13 185.2 kg/
hm2。 综合考虑， 建议薹用大蒜覆膜栽培种植密度为60万～70万株/hm2。

关键词： 薹用大蒜； 早蒜1号； 密度； 覆膜栽培； 天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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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地处渭河及其支流的河谷川道区， 是
甘肃省重要的蔬菜产区， 也是主要的秋播蒜区，
大蒜栽培历史悠久， 年播种面积在 0.3 万 hm2 左
右， 形成了“三蒜”（蒜头、 蒜薹、 蒜苗）共同发展
的生产格局［1�-�2�］。 由于蒜薹属于高档精细蔬菜， 便
于贮藏运输， 销售稳定， 近年来， 天水市大蒜种
植结构已由薹蒜兼用为主向薹用过渡。 为促进薹
用大蒜高产高效发展， 我们于 2014 年进行了薹用
大蒜栽培密度试验，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指示大蒜品种为早熟薹用品种早蒜 1 号， 甘
肃省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生物工程技术中心大
蒜课题组 2010 年从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引进。
1.2 试验方法

试验设在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西十里试验
站。 当地海拔 1�198�m， 属于渭河支流藉河的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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