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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期对郑麦７６９８群、个体发育及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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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确定大面积推广的小麦品种郑麦７６９８的适宜播期，研究了不同播期对其群、个体及产量

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播期推迟，植株高度下降，主茎出叶减少；播期与穗数、产量呈显著的负相关

关系，ｒ分别为－０．９３５、－０．８８６，经回归分析建立的回归模型分别为：ｙ（穗数）＝７５９．８－４０．２ｘ、

ｙ（产量）＝１０　８２７－５５２．７ｘ。在播量为１５０ｋｇ／ｈｍ２ 的条件下，郑麦７６９８适宜播期为１０月１０－
１５日，此期播种有利于形成合理的群体结构，实现较高的经济产量和效益。
关键词：冬小麦；郑麦７６９８；播期；产量；产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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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地 处 豫 鲁 苏 皖 四 省 结 合 部 的 黄 淮 平 原 腹

地，麦田土壤９０％以 上 为 黄 潮 土，为 河 南 省 重 要 的

小麦生态类型区，小麦播种面积已超过５７万ｈｍ２，

占河南省麦播面积的１１．３％。目前，该地区小麦生

产水平已 整 体 进 入 高 产 阶 段，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 连 续

３ａ小麦平均单产达６　９００ｋｇ／ｈｍ２以 上。随 着 农 业

科技的不断创新及生产条件的不断改善，该地区小

麦单产提高的空间依然很大。
播期是小麦生长发育、籽粒产量和品质的主要

影响因子，不少学者围绕小麦的播期问题进行了研

究［１－３］，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早播容易 使 小 麦 生 育 进

程加快，在暖冬气候条件下，早播小麦遭受冻害的可

能性加大；晚播则易使小麦前期生长速度减慢，分蘖

少，后期生长速度快，穗小粒少，进而影响产量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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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４－７］。适期播种可充分利用光、热、水、气等自然资

源，培育壮苗，保证小麦安全越冬，是夺取冬小麦高

产的一个重要环节［６－７］。不同品种的 适 播 期 因 品 种

冬春性的不同而有所变化［５］。近年来，气候 变 暖 造

成小 麦 冬 前 生 长 发 育 的 生 态 条 件 发 生 了 较 大 变

化［８－１２］，在确定小麦适播期时应根据生态环境、品种

特性 及 年 际 间 气 温 变 化 的 差 异 具 体 分 析。郑 麦

７６９８是２０１２年通过河南省审定的优质强筋小麦新

品种，２０１１年该品种在商丘创造了６．６７ｈｍ２ 平 均

产量１１　１００ｋｇ／ｈｍ２，其 中 最 高 地 块 达１１　３４０ｋｇ／

ｈｍ２ 的超高产记录［１３－１５］。研究播期对郑麦７６９８群、
个体及产量性状的影响，对生产上确定适宜播期，实
现小麦高产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及材料

田间试验于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在商 丘 职 业 技 术 学

院试验田进行。土壤类型为黄潮土，土质中壤，前茬

为玉米。耕层 土 壤（０～２０ｃｍ）主 要 养 分 含 量 分 别

为：有 机 质１０．４～１２．８ｇ／ｋｇ，全 氮０．９１～１．０５ｇ／

ｋｇ，碱解氮（Ｎ）７０～８６ｍｇ／ｋｇ，速 效 磷（Ｐ２Ｏ５）１４～
２０ｍｇ／ｋｇ，速效钾（Ｋ２Ｏ）１２０～１４５ｍｇ／ｋｇ。供试材

料为半冬性优质强筋小麦新品种郑麦７６９８，由河南

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中心提供。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采 用 随 机 区 组 排 列，播 期 从１０月５日 开

始，每间隔５ｄ为１个处理，共设置６个水平：１０月

５日（处理１）、１０月１０日 （处理２）、１０月１５日（处

理３）、１０月２０日（处理４）、１０月２５日（处理５）、１０
月３０日（处 理６），重 复３次。各 处 理 小 区 面 积

１５ｍ２（３ｍ×５ｍ），每小区播种１５行，行距２０ｃｍ。
播种量１５０ｋｇ／ｈｍ２，按小区定量开沟点播。基施复

合肥（１５∶１５∶１５）７５０ｋｇ／ｈｍ２、硫酸锌３０ｋｇ／ｈｍ２，
拔节期结合 浇 水 追 施 尿 素１８０ｋｇ／ｈｍ２。其 他 管 理

同常规高产田。

１．３　测定项目及方法

１．３．１　群体总茎数　小麦齐苗后，每小区固定２个

长势均匀的样段（１ｍ２行），调查群体动态。

１．３．２　个体性状　每小区固定５株调查叶片的生

长发育、分蘖及成穗情况。成熟时在各样点中选取

２０个有代表性的单茎，调查测量个体性状。

１．３．３　产量及其构成因素　成熟时调查各样点的

穗数，每小区实收４．８ｍ２ 的穗子脱粒，待籽粒晒干

后，测定千粒重并计算籽粒产量。

１．４　数据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软 件 和ＳＰＳＳ数 据 分 析 软 件 进 行

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播期对郑麦７６９８个体性状的影响

２．１．１　主茎叶片　播期不同，冬前积温也不同，冬

前主茎叶龄差异较大，且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到主茎

的总叶片数。由表１可知，１０月５日播种（处理１）
的小麦冬前主茎叶龄达７．５，１０月１０日和１０月１５
日播种（处理２、３）的 冬 前 主 茎 叶 龄 为 六 叶 一 心，而

１０月３０日 播 种（处 理６）的 主 茎 叶 龄 仅 三 叶 一 心。
主茎总叶片数处理１为１４片，处理２、３均为１３片，
处理４、５为１２片叶，处理６仅为１１片叶。

表１　播期对冬前出叶和主茎总叶片数的影响

项目 处理１ 处理２ 处理３ 处理４ 处理５ 处理６

冬前主茎叶龄 ７．５　 ６．７　 ６．２　 ５．１　 ４．３　 ３．３

主茎总叶片数／片 １４　 １３　 １３　 １２　 １２　 １１

２．１．２　株高　由表２可知，播期对植株高度的影响

极为显著，多重比较显示，处理１与处理４差异达显

著水平，与处理５、６差异达极显著水平。经回归分

析，建立回归模型：ｙ＝７９．９７－２．７５ｘ。即播期每推

迟５ｄ，植株高度降低２．７５ｃｍ。

表２　播期对郑麦７６９８个体性状的影响

处理 株高／ｃｍ 穗长／ｃｍ 小穗数／个 无效小穗数／个 有效小穗数／个 穗粒数／个 穗粒质量／ｇ

１　 ７７．１００ａＡ　 ８．５９６　７ａ ２２．６３３　３ａＡ　 ２．９３３　３ａＡ　 １９．６３３　３ａＡ　 ３７．８６６　７ａｂ　 １．７４２　２ｂ

２　 ７３．８００ａｂＡ　 ８．１２０　０ａ ２０．７００　０ｂＢ　 ３．０３３　３ａＡ　 １７．４６６　７ｂＢ　 ３７．５３３　３ｂ １．７６２　８ａｂ

３　 ７２．０００ａｂＡ　 ７．８９６　７ａ ２０．８００　０ｂＢ　 ３．３００　０ａＡ　 １７．５００　０ｂＢ　 ３７．０６６　７ｂ １．７５２　０ｂ

４　 ６９．９３３ｂＡ　 ８．１０６　７ａ ２０．５００　０ｂＢ　 ２．６００　０ａｂＡＢ　 １７．９００　０ｂＢ　 ３７．６６６　７ｂ １．７５３　６ｂ

５　 ６６．８３３ｂｃＢ　 ８．１３３　３ａ １９．９３３　３ｂｃＢ　 １．７００　０ｂｃＢ　 １８．２３３　３ｂＡＢ　 ３８．４００　０ａｂ　 １．７９８　１ａｂ

６　 ６２．４６７ｃＢ　 ７．７８０　０ａ １９．４３３　３ｃＢ　 １．５００　０ｃＢ　 １７．９３３　３ｂＢ　 ３９．４６６　７ａ １．８５５１ａ

　注：同列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处理在０．０１、０．０５水平上差异极显著、显著，表４同。

２．１．３　穗部性状　由表２可见，随着播期的延迟，
穗长有变短的趋势，但差异不显著；每穗小穗数，处

理１极显著高于其他处理，处理２、３、４、５之间差异

不显 著，处 理２、３、４显 著 高 于 处 理６，处 理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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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６差异不显著；无效小穗数，处理１、２、３、４之间

差异不显著，处理１、２、３极显著高于处理５、６，但处

理５、６之间差异不显著；有效小穗数，处理１与处理

５差异不显著，但极显著高于处理２、３、４、６。本试验

中由于播量 相 同，处 理１、２虽 然 麦 穗 较 长、小 穗 较

多，但群体较大，穗数较多，个体发育受到一定程度

的削弱；晚播（处理６）的小麦麦穗较短、小穗较 少，
但群体小，穗数少，个体营养面积大，后期发育好，所
以，无效小穗少，穗粒数、穗粒质量并不低。可见，穗
部性状的优劣受播期、水、肥、光照等条件的影响，尤
其受群体大小的影响更甚。

同一个 品 种，植 株 的 高 低 是 营 养 生 长 繁 茂 与

否的表现，因 而 植 株 高 度 与 穗 部 性 状 之 间 存 在 相

关性（表３）。由表３可知，株高与总 小 穗 数、穗 长、
无效小穗数极显 著 相 关，与 穗 粒 数、穗 粒 质 量 呈 显

著负相关，这可能 与 本 试 验 中 处 理１群 体 过 大、植

株较高并出现部 分 倒 伏 有 关；总 小 穗 数 与 穗 长、有

效小穗数 极 显 著 相 关；穗 粒 数 与 穗 粒 质 量 呈 极 显

著正相关，与无效 小 穗 数 呈 极 显 著 负 相 关；穗 粒 质

量与无 效 小 穗 数 呈 极 显 著 负 相 关。增 加 穗 粒 数、
提高穗粒 质 量 的 关 键 是 减 少 无 效 小 穗，提 高 小 穗

结实率。

表３　郑麦７６９８植株个体性状的相关性分析

株高 总小穗数 穗长 穗粒数 穗粒质量 无效小穗数 有效小穗数

植株高度 １

总小穗数 ０．７４４ １

穗长 ０．６６８ ０．６３９ １

穗粒数 －０．５２５ －０．３３７　 ０．１０７　 １

穗粒质量 －０．４８５ －０．５３１ －０．１３８　 ０．８２０ １

无效小穗数 ０．７２０ ０．５７３ ０．０６９ －０．８５４ －０．６９０ １

有效小穗数 ０．２４２　 ０．６７１ ０．７３９ ０．３５６ －０．０３４ －０．２１１　 １

　注：＊＊表示在０．０１水平上极显著相关；＊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相关。

２．２　播期对郑麦７６９８群体动态的影响

播 期 对 群 体 的 影 响 主 要 表 现 在 冬 前 积 温 的 不

同、主茎叶龄和单株分蘖的差异。随着播期的推迟，
冬前积温减少，主茎叶龄和单株分蘖随之减少，相同

播量不同播期的小麦群体差异随之加大，由图１可

见，处理２、３的 冬 前 群 体 已 达１　６００万～１　９００万

苗／ｈｍ２，而１０月３０日（处理６）播种的冬前群体仅

为５００万苗／ｈｍ２，二者相差３～４倍，这种差异随着

生育进程而减小，但到成熟期差异依然显著。

图１　不同播期郑麦７６９８群体动态变化

２．３　播期对郑麦７６９８产量及其构成因素的影响

播期对单位面积穗数的影响极显著，对穗粒数、

千粒重的影响相对较小（表４）。由表４可知，处理１
的穗数与处理４、５、６差异达极显著水平，与处理２差

异不显著，与处理３差异显著。可见，播期对穗数的

影响 极 为 显 著，二 者 呈 显 著 的 负 相 关 关 系，ｒ＝
０．９３５，经回 归 分 析 建 立 回 归 模 型 为：ｙ＝７５９．８－
４０．２ｘ，即播期每推迟５ｄ，穗数减少４０．２万穗／ｈｍ２。

播期对产量的影响极为显著，二者呈显著的负

相关关 系，ｒ＝０．８８６，回 归 模 型 为：ｙ＝１０　８２７－
５５２．７ｘ。即播 期 每 推 迟５ｄ，产 量 减 少５５２．７ｋｇ／

ｈｍ２。播期对产 量 的 影 响 主 要 表 现 在 穗 数 的 差 异，
播期推迟，穗数减少是造成减产的主要原因，因此，
播期推迟必须增加播种量，以弥补穗数的不足。

表４　播期对郑麦７６９８产量及其构成因素的影响

处理
穗数／

（万穗／ｈｍ２）
穗粒

数／个

千粒

重／ｇ
产量／

（ｋｇ／ｈｍ２）

１　 ７０６．６７ａＡ　 ３７．２００ａｂ　 ４６．４３３ａＡ　 １０　００１．６７ａＡ

２　 ６７７．３３ａｂＡＢ　３６．９６７ａｂ　 ４８．２００ａＡ　 ９　９０３．６７ａＡ

３　 ６５１．３３ｂｃＡＢ　３６．３３３ｂ ４７．２６７ａＡＢ　 ９　１７１．００ａｂＡＢ

４　 ６１６．００ｃＢＣ　 ３７．８００ａ ４６．５６７ａｂＡＢ　 ８　８９１．３３ｃＢ

５　 ５６２．３３ｄＣＤ　 ３７．９３３ａ ４６．６００ｂＡＢ　 ８　１４８．００ｂｃＢ

６　 ５０１．６７ｅＤ　 ３８．１３３ａ ４６．１６７ｂＢ　 ７　２４２．３３ｃＣ

３　小结与讨论

播期是影响小麦群、个体发育和产量高低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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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农艺措施之一［１５－１７］。随着播期的推迟，植株变矮、

麦穗变小，但穗粒数、粒质量差异较小。不同播期之

间群体的差异前期大后期小，但直到成熟期不同播

期之间的差异依然达极显著水平。可见，播期对群

体的影响远大于个体。

播期对产量的影响极为显著，随着播期推迟，产

量下降，其减产的主要原因在于穗数的减少。本试

验表明，成穗数对产量的贡献最大，在穗粒数和千粒

重变化较小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成穗数有利

于充分发挥郑麦７６９８的增产潜力，而适期播种是增

加成穗数的关键。处理１虽然产量最高，但出现点

片倒伏，且冬 前 主 茎 叶 龄 较 大，遭 受 冻 害 的 风 险 较

大，不宜作为郑麦７６９８的适播期；１０月１０日、１５日

播种的穗数多，产量高，是郑麦７６９８适宜推广的播

期；１０月２０日 以 后 播 种，成 穗 数 减 少，产 量 下 降 幅

度加大。

郑麦７６９８属半冬性多穗型品种，分蘖成穗力中

等。根据本研究结果，在气候变暖的豫东黄潮土区，

在播量为１５０ｋｇ／ｈｍ２ 的条件下，郑麦７６９８适宜播期

为１０月１０－１５日，此期播种有利于形成合理的群体

结构，实现较高的经济产量和效益。播期提前应减少

播量，但最早不能早于１０月５日，播期推迟应适当增

加播量，播期每推迟５ｄ，播量增加３０ｋｇ／ｈｍ２，这样才

能有利于实现不同播期条件下的高产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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