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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5 年在兰州市良种繁育试验站进行了鲜食型玉米朝甜 603 不同密度试验。 结果表明， 如以收获
籽粒为目的， 大田种植密度以 75 000～82 500 株/hm2 为宜， 此时产量可达 14 098.4～14 356.5 kg/hm2； 如以收获鲜
穗为目的时， 综合鲜穗穗长、 穗粗， 行粒数等因素， 大田种植密度以 67 500～75 000株/hm2 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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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甜 603�为早熟鲜食加工兼用型超甜玉米新
品种， 鲜穗籽粒排列整齐、 致密、 金黄色， 饱满
度好、 甜度高、 皮薄无渣适口性好［1�］， 营养丰富，
深受消费者喜爱。 植株耐热耐湿， 抗倒伏、 抗病
性强， 是甘肃省“十三五”期间甜玉米主推品种。 目
前， 国内尽管有较多关于鲜食甜玉米的报道［2�-�5�］，
但不同玉米品种在不同生态和栽培条件下适宜的
种植密度有所差别。 我们于 2015 年在兰州市研究
了种植密度对鲜食甜玉米朝甜 603 生长性状及产
量的影响， 旨在探索该类型鲜食甜玉米在兰州地
区的最佳种植密度， 为鲜食甜玉米的种植提供参

考。
1���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鲜食型玉米朝甜 603 由酒泉市三禾种业
有限公司提供。
1.2 试验方法

试验设在兰州市农作物良种试验站（兰州市红
古区平安镇）， 土质为黄黏土， 前茬作物玉米。 试
验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排列， 设 5 个种植密度，
处理①52�500�株/hm2， 株距 38�cm； 处理②60�000
株/hm2， 株距 33�cm； 处理③67�500 株/hm2， 株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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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cm； 处理④75�000 株/hm2， 株距 27�cm； 处理⑤
82�500 株/hm2， 株距 24�cm。 小区面积 24�m2， 3 次
重复。 试验于 3 月 17 日结合整地基施磷酸二铵
375�kg/hm2、 氮磷钾复合肥（N-P2O5-K2O为 18-18-�
18）50�kg/hm2， 3 月 18 日旋耕平地整地， 3 月 19
日起垄覆膜， 垄面宽 60�cm， 垄沟宽 40�cm。 3 月
24 日浇第 1 次水， 4 月 1 日拉线定点垄侧播种，
行距 50�cm。 每小区种 3 垄 6 行， 四周设保护行。
4 月 17 日出苗， 4 月 21 日、 27 日各补苗 1 次， 5
月 6 日浇第 2 次水， 6 月 22�日大喇叭口期追施尿
素 225�kg/hm2， 同时浇第 3 次水， 浇水均采用漫灌
方式。 不定期除草、 翻地、 打侧枝等， 生长期间
观察记载物候期， 7 月 23 日收获。 收获时每小区
收获中间垄 10 株（四周无缺棵的植株）调查株高、
穗位高、 双穗率。 随机取 5 株考查鲜穗经济性状，
测量鲜穗穗长、 秃尖长、 穗粗、 穗行数、 行粒数、
百粒重、 单穗鲜重等经济指标。
2���结果与分析
2.1 主要性状

从表 1 可以看出， 不同密度下的玉米株高以
处理⑤最高， 显著高于处理①、 ②、 ③。 穗位高
无显著差异。 双穗率随种植密度的增加而呈下降
趋势。 穗长以处理②、 处理③最长， 均为 19.30�
cm； 处理④最短， 为 19.10�cm。 秃尖长以处理②
最短， 为 0.45�cm； 处理 5最长， 为 1.40�cm。 穗粗
随着种植密度增加而降低， 以处理①最粗， 为
4.80�cm， 处理⑤最小， 为 4.20�cm。 穗行数以处理
①最多， 为 15.7 行； 其次为处理②， 为 15.5 行；
处理③最少， 为 14.8 行。 行粒数以处理①最多，
为 40.3 粒； 其次为处理③， 为 39.5 粒； 处理⑤最
少， 为 39.1 粒。 百粒重以处理①最重， 为 34.14�
g； 其次为处理③， 为 30.91�g； 处理⑤最少， 为
25.95�g。 因此， 以鲜穗为目的收获时， 综合鲜穗
穗长、 穗粗， 行粒数等因素， 大田种植密度以
67�500～75�000 株 /hm2 为宜。
2.2 产量

从表 2 可以看出， 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 朝

甜 603 单穗鲜重呈下降趋势， 即随着种植密度的
增加， 玉米果穗逐渐变小。 但随着种植密度的增
加， 产量呈先增加后减少趋势， 其中折合产量以
处理④最高， 为 14�356.5�kg/hm2； 其次为处理⑤，
为 14�098.4�kg�/hm2； 处理③为 13�834.8�kg/hm2。 可
见以籽粒产量为目的收获时， 大田种植密度以
75�000～82�500株 /hm2 为宜。

3���小结
试验结果表明， 在兰州市郊种植鲜食型玉米

朝甜 603 时， 如以收获籽粒为目的， 大田种植密
度以 75�000～82�500 株 /hm2 为宜， 此时产量可达
14�098.4～14�356.5�kg/hm2； 如以收获鲜穗为目的
时， 综合鲜穗穗长、 穗粗， 行粒数等因素， 大田
种植密度以 67�500～75�000株 /hm2 为宜。

以上仅为 1�a 试验结果， 种植密度仅供在同等
水肥条件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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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密度
/（株/hm2）

单穗鲜重
/g

折合产量
/（kg/hm2）

产量
位次

① 52�500 233.37 12�251.9 5
② 60�000 211.14 12�668.4 4
③ 67�500 204.96 13�834.8 3
④ 75�000 191.42 14�356.5 1
⑤ 82�500 170.89 14�098.4 2

处理 密度
/（株/hm2）

株高
/cm

穗位高
/cm

双穗率
/%

穗长
/cm

秃尖长
/cm

穗粗
/cm

穗行数
/行

行粒数
/粒

百粒重
/g

① 52�500 180.4�a 53.7�a 12.20 19.24 0.59 4.80 15.7 40.3 34.14
② 60�000 184.5�a 56.6�a 8.30 19.30 0.45 4.55 15.5 39.4 30.50
③ 67�500 184.1�a 57.3�a 6.50 19.30 0.82 4.48 14.8 39.5 30.91
④ 75�000 183.1�ab 56.2�a 6.00 19.10 1.35 4.28 15.2 36.9 27.56
⑤ 82�500 192.9�b 57.2�a 5.15 19.12 1.40 4.20 14.9 39.1 25.95

表 1 不同种植密度下朝甜玉米 603的主要性状

表 2 不同种植密度下朝甜玉米 603的主要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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