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糯玉米新品种天润糯 1号适宜密度试验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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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天水中高海拔（1 594 m）地区， 采用全膜双垄沟播栽培方式， 进行了糯玉米新品种天润糯 1 号种
植密度试验。 结果表明， 天润糯 1 号在天水中高海拔地区最适宜种植密度为 54 000 株/hm2， 鲜果穗折合产量最
高， 达 17 791.67 kg/hm2， 且经济性状表现良好， 该密度下既能取得高产， 又能保证果穗良好的鲜食和加工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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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发展， 人们对营
养膳食需求结构不断改善， 鲜食糯玉米越来越受
到消费者的青睐［1�］。 天水市秦州区润旺玉米科学
研究所选育的糯玉米新品种天润糯 1 号于 2012 年
经甘肃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定名， 其丰

产性、 稳产性、 抗逆性、 适应性等均表现突出。
为了探讨天润糯 1 号在天水及陇南中高海拔地区
的最佳种植密度， 加速其推广应用步伐， 发挥该
品种增产潜力， 我们于 2015 年在天水市秦州区汪
川良种场对天润糯 1 号进行不同种植密度试验，

品种 单果重
/g

硬度
/（kg/cm2）

可溶性固形物
/%

总酸含量
/%

Vc含量
/（μg/g）

总酚
/（△OD/g）

类黄酮
/（△OD/g）

花青素
/（△OD/g）

润太1号 149.7 8.56 10.5 0.53 38.7 4.98 2.36 1.01

舞乐 157.6 8.40 9.3 0.69 36.5 4.12 1.96 0.84

舞姿 153.8 8.28 9.2 0.67 36.0 4.10 1.93 0.81

鲁加1号 230.4 7.10 12.0 0.53 40.2 5.12 2.85 1.32

红富士（CK） 248.0 6.80 13.9 0.42 48.9 5.97 3.12 1.94

表 2 不同柱形苹果品种的果实品质
!!!!!!!!!!!!!!!!!!!!!!!!!!!!!!!!!!!!!!!!!!!!!!!!!!!!!

3���结论
对 4 个不同柱形苹果品种物候期、 植物学特

性、 树体生长情况、 树体生理特性及果实品质及
产量等指标的综合分析， 鲁加 1 号树体相对较矮
小， 主枝细长， 侧枝相对较多， 花量较大， 光合
能力强， 果个大， 产量高， 可溶性固形物、 Vc 含
量、 总酚含量高， 综合品质优于润太 1 号和舞乐、
舞姿， 且硬度小， 树体抗寒、 抗旱能力强， 适合
在甘肃地区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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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天润糯 1 号在天水及陇南中高海拔地区的不
同种植密度对其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以期为大面
积推广种植提供参考依据。
1���材料和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玉米品种为天润糯 1 号， 由天水市秦州
区润旺玉米科学研究所选育并提供。
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设在天水市秦州区汪川良种场， 位于天
水西南部二阴山区， 地处东经 105° 34′ 29″ ， 北纬
34° 12′ 55″ 。 当地海拔 1�594�m， 年最高气温 35.1�
℃， 最低气温 -20.2�℃， 无霜期 160�d， 年降水量
580～660�mm。 试验地土壤类型属黄河淤淀土， 土
层深厚， 结构良好， 透气性好， 耕层 0～20�cm 含
有机质 6.09� g/kg、 速效氮 85.40�mg/kg、 速效磷
3.20�mg/kg、 速效钾 108.29�mg/kg。 pH�7.72。
1.3 试验方法

试验共设 6 个密度处理， 处理①为 36�000�����
株/hm2， 处理②为 42�000 株/hm2， 处理③为 48�000
株/hm2， 处理④为 54�000 株/hm2， 处理⑤为 60�000
株/hm2， ⑥66�000 株/hm2。 试验采用单因素随机区
组设计， 随机排列， 3 次重复， 小区面积 24�m2（6�
m×4�m）。 试验采用全膜双垄沟播栽培方式（宽行
60�cm、 窄行 40�cm）， 株距依种植密度而定。 田间
管理同当地大田。 田间观察记载各处理的物候期
及生育期， 收获前在每小区中间行取 10 株考种，
按小区单收计产［2�-�8�］。

1.3 数据分析
数据整理与分析采用 Excel 软件， 采用农业田

间试验统计分析软件（SAE5.0.0）进行产量多重比较
分析［9�］。
2���结果与分析
2.1 生育期

从表 1 可看出， 不同种植密度对天润糯 1 号
的前期生长无明显影响， 出苗期、 三叶期一致，
各处理出苗期均为 5 月 15 日， 三叶期均为 5 月 22
日。 从拔节期开始不同种植密度对天润糯 1 号生
长有一定影响， 其中拔节期以处理①、 处理②、
处理③最早， 均为 6 月 28 日， 较处理④、 处理⑤
提前 1�d， 较处理⑥提前 2�d。 抽雄期以处理①、
处理②最早， 均为 7 月 12 日， 较处理③提前 1�d，
较处理④、 处理⑤提前 2�d， 较处理⑥提前 3�d。
吐丝期以处理①、 处理②最早， 均为 7 月 13 日，
较处理③提前 1�d， 较处理④提前 2�d， 较处理⑤
提前 3�d， 较处理⑥提前 4�d。 灌浆期以处理①、
处理②最早， 均为 7 月 20 日， 较处理③提前 1�d，
较处理④提前 2�d， 较处理⑤提前 3�d， 较处理⑥
提前 4�d。 成熟期以处理①、 处理②最早， 均为 8
月 21 日， 较处理③提前 1�d， 较处理④提前 2�d，
较处理⑤提前 3�d， 较处理⑥提前 4�d。 生育期以
处理①、 处理②最短， 均为 103�d； 处理⑥最长，
为 107�d； 其余处理生育期为 104～106�d。 由此可
见， 在试验设计范围内， 种植密度越小， 生育期
越短； 种植密度越大， 生育期越长。

处理
物候期/（日/月）

生育期
/d

播种期 出苗期 三叶期 拔节期 抽雄期 吐丝期 灌浆期 成熟期

① 8/5 15/5 22/5 28/6 12/7 13/7 20/7 21/8 103

② 8/5 15/5 22/5 28/6 12/7 13/7 20/7 21/8 103

③ 8/5 15/5 22/5 28/6 13/7 14/7 22/7 22/8 104

④ 8/5 15/5 22/5 29/6 14/7 15/7 23/7 23/8 105

⑤ 8/5 15/5 22/5 29/6 14/7 16/7 24/7 24/8 106

⑥ 8/5 15/5 22/5 30/6 15/7 17/7 25/7 25/8 107

表 1 不同种植密度下天润糯 1号的物候期及生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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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农艺性状
从表 2 可以看出， 在试验设计范围内， 随着

种植密度的增加， 株高、 穗位高、 秃顶长呈逐渐
增加趋势， 穗长、 穗粗、 穗行数、 行粒数、 千粒
重呈逐渐降低趋势。 株高以处理①最低， 为 227.9�
cm； 处理⑥最高， 为 239.1� cm； 其余处理为
228.6～237.1�cm。 穗位高以处理①最低， 为 92.7�
cm； 处理⑥最高， 为 101.5� cm； 其余处理为
94.3～99.4�cm。 秃顶长以处理①最短， 为 0.32�cm；
处理⑥最长， 为 1.12�cm； 其余处理为 0.52～0.99�
cm。 穗长以处理①、 ②最长， 均为 22.8�cm； 处理
⑥最短， 为 21.5�cm； 其余处理为 21.7～22.3�cm。
穗粗以处理①最粗， 为 5.56�cm； 处理⑥ 最细， 为
4.93�cm； 其余处理为 5.12～5.49�cm。 穗行数以处
理①、 处理②最多， 均为 15.8 行； 处理⑥最少，
为 15.2 行； 其余处理为 15.4～15.6 行。 行粒数以
处理①最多， 为 38.6 粒； 处理⑥最少， 为 37.4
粒； 其余处理为 37.6～38.3 粒。 千粒鲜重以处理
①最高， 为 376.4�g； 处理⑥最低， 为 353.8�g； 其
余处理为 358.3～375.8�g。
2.3 产量

由表 3 可以看出， 在试验设计范围内， 随着
种植密度的增加， 鲜果穗折合产量呈现先增加后
减少的趋势。 鲜果穗折合产量以处理④最高， 为
17� 791.67� kg/hm2； 处 理 ⑤ 次 之 ， 为 17� 208.33�
kg/hm2； 处理⑥居第三， 为 16�708.33�kg/hm2； 处理
①最低， 为 13�208.33�kg/hm2。 对折合产量进行方
差分析的结果表明， 处理④与处理⑤差异不显著，
二者均与处理③、 处理⑥差异达显著水平， 与处
理①、 处理②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处理⑥与处理

③差异不显著， 二者均与处理②差异达显著水平，
与处理①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处理②与处理①差
异不显著。
3���小结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 在天水中高海拔地区全膜双
垄沟播栽培方式下， 在设计范围内， 糯玉米新品
种天润糯 1 号的种植密度越小， 生育期越短； 种
植密度越大， 生育期越长。 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
株高、 穗位高、 秃顶长呈逐渐增加趋势， 穗长、
穗粗、 穗行数、 行粒数、 千粒鲜重呈逐渐降低趋
势， 鲜果穗折合产量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
其最佳适宜种植密度为 54�000 株 /hm2， 在此种植
密度下， 天润糯 1 号鲜果穗折合产量最高， 达
17�791.67�kg/hm2， 此时株高、 穗位高、 穗粗等表
现良好， 有较高的增产潜力， 既能取得高产， 又
能保证良好的果穗鲜食和加工性状， 优质与高产
协调一致， 效益较高［10�］。

在玉米生产中应根据其品种特征、 特性和土
壤肥力的高、 低灵活掌握种植密度。 种植密度过
低， 个体长势好， 果穗大， 但群体产量相对较低，
不利于群体结构产量的发挥［11�］。 若密度过大， 则
不利于通风透光， 植株表现徒长， 果穗变小， 秃

处理 小区鲜果穗平均产量
/（kg/24�m2）

鲜果穗折合产量
/（kg/hm2）

产量
位次

① 31.7 13�208.33�cC 6
② 35.9 14�958.33�cBC 5
③ 39.4 16�416.67�bAB 4
④ 42.7 17�791.67�aA 1
⑤ 41.3 17�208.33�aA 2
⑥ 40.1 16�708.33�bAB 3

表 3 不同种植密度下天润糯 1 号的产量结果

处理 株高
/cm

穗位高
/cm

秃顶长
/cm

穗长
/cm

穗粗
/cm

穗行数
/行

行粒数
/粒

千粒鲜重
/g

① 227.9 92.7 0.32 22.8 5.56 15.8 38.6 376.4

② 228.6 94.3 0.52 22.8 5.49 15.8 38.3 375.8

③ 231.4 95.6 0.67 22.3 5.47 15.6 37.8 369.5

④ 236.8 98.8 0.79 21.9 5.35 15.4 37.7 362.6

⑤ 237.3 99.4 0.99 21.7 5.12 15.4 37.6 358.3

⑥ 239.1 101.5 1.12 21.5 4.93 15.2 37.4 353.8

表 2 不同种植密度下天润糯 1 号的农艺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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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在田间管理、 收获、 加工、 运输、 销售过
程中需要除去的残枝枯叶， 以及受病虫危害、 不能
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的部分叫蔬菜剩余物或蔬菜废弃
物， 也称尾菜［1�］。 不同种类的蔬菜产生的尾菜数量
不同。 尾菜主要产生于两个方面， 一是生产环节即
田间管理、 收获时产生的尾菜， 二是在流通环节即
蔬菜保鲜库加工、 储运中产生的尾菜。 随着市场需
求的变化， 蔬菜的净菜上市、 商品化处理量不断增
加， 产生的尾菜数量急剧攀升。 为了确切掌握榆中

县高原夏菜产生的尾菜情况， 切实加强“尾菜”治理
工作， 保护高原夏菜种植基地土壤和空气环境， 我
们对榆中县蔬菜生产环节产生的尾菜进行了调查，
以期摸清榆中县主要种植蔬菜生产环节尾菜的产生
量， 为开展综合利用提供依据。
1���调查区基本情况

榆中县是兰州高原夏菜的主产区， 全县有 16
个乡（镇）， 148 个行政村， 近 6 万农户种植蔬菜，
涉及农业人口约 24 万人。 2015 年榆中县高原夏菜

摘要： 对兰州蔬菜主产区榆中县生产环节中产生的尾菜进行了田间调查。 结果表明， 榆中县蔬菜在生产环节
中年产生尾菜约 90万 t， 平均单位面积产生量为 37.52 t/hm2， 尾菜量占蔬菜总产量的平均比例为 31.29%； 产生尾
菜最多的是花椰菜 35万 t， 占全县尾菜量的 1/3多。 在各种蔬菜中， 尾菜比例最高的是青梗松花菜、 西兰花和花椰
菜， 尾菜占总产量的比例在 50%左右， 单位面积产生的尾菜量也最多。

关键词： 蔬菜； 剩余物； 尾菜；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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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中县蔬菜生产环节尾菜调查
王 昭， 金胜利， 张光全， 火玉洁

（甘肃省榆中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甘肃 榆中 730100）

!!!!!!!!!!!!!!!!!!!!!!!!!!!!!!!!!!!!!!!!!!!!!!!!!!!!!
顶较长， 单穗鲜粒重下降， 产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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