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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及插秧株数对水稻品种牡丹江 ３２
生长及产量的影响

张巍巍，柴永山，孙玉友，魏才强，解 忠，李洪亮，刘 丹，刘春光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牡丹江分院，黑龙江 牡丹江 １５７０４１）

摘 要：以牡丹江３２为试材，研究密度和插秧株数对水稻群体茎蘖数动态、最大叶面积指数、干物重积累及产
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为保证水稻较高群体茎蘖数需提高增加每穴插秧株数至４～６株，较小的每穴占地面积有利
于群体茎蘖数的提高，最佳行距×株距为３６ｃｍ×１２ｃｍ，这与常规栽培方式一致。增加每穴插秧株数可显著增加最
大叶面积指数，这种增加作用主要是通过增加每平方米茎蘖数实现的，而增加每穴占地面积对最大叶面积指数有

降低作用。成熟期干物重与每穴插秧株数及每穴面积相关性不显著，通径分析表明，增加每穴插秧株数有增加干

物重的趋势，而扩大每穴面积会减小干物重。每平方米茎蘖数、成熟期干物重、最大叶面积指数与产量呈显著或极

显著正相关。对于牡丹江３２水稻品种，插秧规格４０ｃｍ×１０ｃｍ或３０ｃｍ×１２ｃｍ，每穴插秧４～６株，产量可达到
８６３５．４、８６３４．０ｋｇ·ｈｍ－２，二者差异不大，显著或极显著大于其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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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产量的提高取决于能否有效利用光能，合

理栽植密度在协调水稻个体株型与群体结构矛盾发

挥了重要作用，决定了光能的有效利用［１－４］，栽培密

度同时作用于水稻个体发育和群体结构，一方面，栽

培密度过低，田间空隙大，通风透光条件好，有利于

水稻的分蘖和生长，但是有效穗数少影响群体结构

和产量；另一方面，栽培密度过高，虽然穗数增加，但

田间通风透光条件差，湿度大，病虫害发生严重，个

体间的生存矛盾加剧，导致穗粒结构失调，表现为穗

多、穗小、粒少、粒轻和产量低下［５］，行株距对不同类

型的水稻生长和产量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汪秀志等

人以寒地水稻品种为试材研究发现，穴距与最大叶

面积指数及单位面积结实颖花数呈极显著二次曲线

关系［６］。近几十年来，就水稻高产栽培中的密度问

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当前水稻栽培上每穴栽插苗

数大多都采用单苗稀植移栽，认为群体竞争小，个体

发育良好，后期群体高光效，进而提高产量潜力［７］。

水稻产量形成的过程，可看作光合产物生产、积累与

分配的过程。本文以水稻密度、插秧株数为切入点

研究二者对水稻茎蘖动态、叶面积指数、干物重积累

等生长情况及产量的影响，旨在为牡丹江３２水稻品
种产量的充分发挥提供高产栽培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及概况

试验于 ２０１３年在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牡丹江
分院进行，试验地土壤类型为河淤泥，有机质含量

１８．５ｇ·ｋｇ－１，ｐＨ值７．２，全氮含量２．７ｇ·ｋｇ－１，碱解
氮含量 ８８．９ｍｇ·ｋｇ－１，土壤速效磷含量 １３．２ｍｇ·
ｋｇ－１，速效钾含量９８．６ｍｇ·ｋｇ－１。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以寒地粳稻散穗型水稻品种牡丹江 ３２为
试材，研究插秧株数及密度对水稻生长的影响，牡丹

江３２水稻品种剑叶上举，主茎 １３片叶，株高 ９７．９
ｃｍ左右，抗倒伏，穗长 １７．５ｃｍ左右，单穴分蘖在
２２．１左右，每穗粒数８０．２粒左右，千粒重２５．２ｇ左
右。出苗至成熟生育日数 １３９ｄ左右，比对照品种
晚１ｄ。需≥１０℃活动积温２５７５℃左右，属于第二积
温带水稻品种。采用裂区设计，密度为主区，行距×
株距分别为：３５ｃｍ×１５ｃｍ（Ａ１）、４０ｃｍ×１０ｃｍ
（Ａ２）、３０ｃｍ×１２ｃｍ（Ａ３）三个处理；每穴插秧株数为
裂区，设计６株（Ｂ１）、４株（Ｂ２）、２株（Ｂ３）、１株（Ｂ４）
四个处理，３次重复。４月 １５日播种，５月 ２０日移
栽，其余栽培措施与常规栽培相同。

１．３ 调查指标及方法

每穴茎蘖数：自水稻开始分蘖起，每 １０天调查

一次茎蘖数，以每处理组合内第三行第三株为起点，

连续调查１０穴。
叶面积指数（ＬＡＩ）：采用比重法，在每小区选取

３点，每点５穴，每穴选取 ５棵中等茎，测量其叶片
长度和最大宽度，然后混合放入烘干盒内。剪取其

余５穴的叶片，放入烘干盒中，将所有烘干盒放入恒
温烘干箱中，１０５℃下杀青３０分钟，８０℃下烘干至恒
重，叶面积指数（ＬＡＩ）计算公式如下：

ＬＡＩ＝０．７８×Ｓ１（Ｇ１＋Ｇ２）／Ｇ１×Ｓ２
Ｓ１表示３棵中等茎着生叶片长度乘以宽度之

和，Ｇ１为３棵中等茎着生叶片干重，Ｇ２为剩余５穴
叶片干重，Ｓ２为５穴水稻的占地面积，０．７８为系数。

成熟期每穴干物重：在水稻成熟期选取与每小

区平均茎蘖数相同的 ２穴作为该小区样本，除去水
稻根装入烘干盒内，１０５℃下杀青３０分钟，８０℃烘干
至恒重后称重。

产量：每小区除去边行实打实收后称重，测定含

水量，统一折合成含水量为１５％的产量。
１．４ 数据分析

采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软件及ＤＰＳｖ７．０５处理数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密度、插秧株数下平方米茎蘖数动态

从图１中可以看出，Ａ３处理（３０ｃｍ×１２ｃｍ，每
穴占地面积３６０ｃｍ２）在整个生育期每平方米茎蘖数
都最多，Ａ１处理（３５ｃｍ×１５ｃｍ，每穴占地面积 ５２５
ｃｍ２）居中，Ａ２处理（４０ｃｍ×１０ｃｍ，每穴占地面积４００
ｃｍ２）最低，Ａ３处理显示出较高的群体茎蘖数优势。

图１ 不同密度下平方米茎蘖数动态变化

Ｆｉｇ．１ 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ｔｉｌｌｅｒｎｕｍｂｅｒｅｖｅｒｙｓｑｕａｒｅ
ｍｅｔｅｒ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比较不同插秧株数下茎蘖数动态发现，每穴插

秧６株和 ４株的平方米茎蘖数在整个生育期都较
高，两处理差异不大；而每穴插秧１株的平方米茎蘖
数整个生育期保持最低，说明每穴插秧４～６株有利
于牡丹江３２群体茎蘖数的提高，而每穴插秧 １～２
株不利于水稻群体茎蘖数的增加（图２）。

１７第２期 张巍巍等：密度及插秧株数对水稻品种牡丹江３２生长及产量的影响



图２ 不同插秧株数下平方米茎蘖数动态变化

Ｆｉｇ．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ｔｉｌｌｅｒｎｕｍｂｅｒｅｖｅｒｙｓｑｕａｒｅ
ｍｅｔｅｒ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ｐｌａｎｔｓ

２．２ 插秧株数、密度对每平方米茎蘖数及最大叶面

积指数的影响

插秧株数与最大叶面积指数显著正相关（图

３），进一步分析发现，每穴插秧株数通过增加每平方
米茎蘖数来增加最大叶面积指数，也可直接增加最

大叶面积指数，每平方米茎蘖数对最大叶面积指数

直接通径系数为正值并且较大；而每穴所占有面积

对最大叶面积指数有负作用，扩大每穴面积也就是

稀植不利于最大叶面积指数的增加（表１）。

图３ 插秧株数对最大叶面积指数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ｍａｘｉｍａｌｌｅａｆａｒｅａｉｎｄｅｘｏｎ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ｐｌａｎｔｓｉｎｅａｃｈｈｏｌｅ

２．３ 成熟期密度、插秧株数对每穴干物重及单位面

积干物重的影响

增加插秧株数不能显著增加成熟期每穴干物重

及单位面积干物重，每穴面积增加能显著增加成熟

期每穴干物重，但是每穴面积与成熟期单位面积干

物重相关性极小，增加成熟期每穴干物重极显著增

加单位面积干物重（表２）。
通径分析发现，每穴插秧株数通过每穴干物重

对单位面积干物重的增加作用较大，而对单位面积

干物重的直接作用小；每穴面积对单位面积干物重

的直接及间接通径系数都较大，并且正负相抵消，导

致对单位面积干物重的作用不显著（表３）。

表１ 插秧株数、每穴面积及每平方米茎蘖数对

最大叶面积指数的通径分析

Ｔａｂｌｅ１ Ｐａｔｈ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ｐｌａｎｔｓ，ｅａｃｈｈｏｌｅ
ａｒｅａａｎｄｔｉｌｌｅｒｎｕｍｂｅｒｉｎｅａｃｈｓｑｕａｒｅｍｅｔｅｒｔｏ

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ａｌｌｅａｆａｒｅａｉｎｄｅｘ

因子

Ｆａｃｔｏｒ
直接

Ｄｉｒｅｃｔ

→插秧株
数（Ｘ１）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ｓ

→每穴面
积（Ｘ２）
Ｅａｃｈ
ｈｏｌｅ
ａｒｅａ

→每平方米
茎蘖数（Ｘ３）
Ｔｉｌｌｅｒ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ｅａｃｈ

ｓｑｕａｒｅｍｅｔｅｒ

插秧株数（Ｘ１）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ｐｌａｎｔｓ ０．３１２ ０ ０．１８５

每穴面积（Ｘ２）
Ｅａｃｈｈｏｌｅａｒｅａ －０．４６４ ０ －０．０８６

每平方米茎蘖数（Ｘ３）
Ｔｉｌｌｅｒｎｕｍｂｅｒｉｎｅａｃｈ
ｓｑｕａｒｅｍｅｔｅｒ

０．２４９ ０．２３２ ０．１６０

表２ 成熟期每穴插秧株数、每穴面积对每穴干

物重及单位面积干物重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ｐｌａｎｔｓｉｎｅａｃｈｈｏｌｅａｎｄ
ｅａｃｈｈｏｌｅａｒｅａａｔ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ｗｅｉｇｈｔｏｆ

ｅａｃｈｓｑｕａｒｅａｎｄｐｅｒｕｎｉｔａｒｅａ

因子

Ｆａｃｔｏｒ

每穴干物重

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ｅａｃｈｈｏｌｅ

每平方米干物重

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ｅａｃｈｓｑｕａｒｅ

插秧株数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Ｐｌａｎｔｓ ０．２５５ ０．３９５

每穴面积 Ｅａｃｈｈｏｌｅａｒｅａ ０．７１０ ０

每穴干物重

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ｅａｃｈｈｏｌｅ ０．６９９

注：和分别表示在０．０５和０．０１水平下显著相关。下同。

Ｎｏｔｅ： ａｎｄ ｓｈｏｗ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ｅｖｅｌｓａｔ０．０５ａｎｄ０．０１ｐｒｏｂａ
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

表３ 插秧株数、每穴面积、成熟期每穴干物重

对单位面积干物重的通径分析

Ｔａｂｌｅ３ Ｐａｔｈ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ｐｌａｎｔｓ，ｅａｃｈａｒｅａａｎｄ
ｔｉｌｌｅｒｎｕｍｂｅｒｉｎｅａｃｈｓｑｕａｒｅｍｅｔｅｒｔｏｔｈｅ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因子

Ｆａｃｔｏｒ
直接

Ｄｉｒｅｃｔ

→插秧株
数（Ｘ１）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ｓ

→每穴面
积（Ｘ２）
Ｅａｃｈ
ｈｏｌｅ
ａｒｅａ

→每穴干
物重（Ｘ３）
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
ｗｅｉｇｈｔｏｆ
ｅａｃｈｈｏｌｅ

插秧株数（Ｘ１）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ｐｌａｎｔｓ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０ ０．３５４

每穴面积（Ｘ２）
Ｅａｃｈｈｏｌｅａｒｅａ －０．９８６ ０．０００ ０．９８６

每穴干物重（Ｘ３）
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ｗｅｉｇｈｔｏｆ

ｅａｃｈｈｏｌｅ
１．３８９ ０．０１０ －０．７００

比较牡丹江３２水稻品种每穴插秧株数与每穴
面积对成熟期单位面积干物重的作用发现，增加每

穴插秧株数有增加单位面积干物重的趋势，而增加

每穴占地面积也就是稀植对单位面积干物重增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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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大。

２．４ 不同密度下插秧株数对最大叶面积指数、穗

数、每穗实粒数的影响

密度处理间最大叶面积指数以 Ａ３处理最大，
达到显著水平，Ａ１与Ａ２处理差异不大，每平方米穗
数处理间比较结果为：Ａ３＞Ａ１＞Ａ２，达到显著或极
显著水平，每穗粒数以 Ａ１与 Ａ２处理最大，二者差
异未达显著水平，Ａ３处理最小（表４）。减小密度可
以增加最大叶面积指数和每平方米穗数，同时减小

每穗粒数。

表４ 不同密度间最大叶面积指数、穗数、每穗实粒数比较

Ｔａｂｌｅ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ｍａｘｉｍａｌｌｅａｆａｒｅａｉｎｄｅｘ，ｐａｎｉｃｌｅｓａｎｄｓｏｌｉｄ
ｇｒａｉｎｓｐｅｒｐａｎｉｃｌ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密度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ｄｅｎｓｉｔｙ

最大叶面

积指数（ＬＡＩ）
Ｍａｘｉｍｕｍ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ｉｎｄｅｘ

穗数

Ｐａｎｉｃｌｅｓ

每穗实粒数

Ｓｏｌｉｄｇｒａｉｎｓ
ｐｅｒｐａｎｉｃｌｅ

３５ｃｍ×１５ｃｍ（Ａ１） ３．６Ａｂ ３６１．０Ｂｂ ７９．４Ａａ

４０ｃｍ×１０ｃｍ（Ａ２） ３．８Ａｂ ３４８．３Ｂｃ ７７．６Ａａ

３０ｃｍ×１２ｃｍ（Ａ３） ４．２Ａａ ３８６．１Ａａ ５９．８Ｂｂ

表５ 不同密度下插秧株数对最大叶面积指数、穗数、每穗实粒数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ｐｌａｎｔｓｏｎｍａｘｉｍａｌｌｅａｆａｒｅａｉｎｄｅｘ，ｐａｎｉｃｌｅｓａｎｄｓｏｌｉｄｇｒａｉｎｓｐｅｒｐａｎｉｃｌ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密度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ｄｅｎｓｉｔｙ
插秧株数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ｐｌａｎｔｓ
最大叶面积指数（ＬＡＩ）
Ｍａｘｉｍｕｍｌｅａｆａｒｅａｉｎｄｅｘ

穗数

Ｐａｎｉｃｌｅｓ
每穗实粒数

Ｓｏｌｉｄｇｒａｉｎｓｅａｃｈｏｆｐａｎｉｃｌｅ

３５ｃｍ×１５ｃｍ（Ａ１）

４０ｃｍ×１０ｃｍ（Ａ２）

３０ｃｍ×１２ｃｍ（Ａ３）

６（Ｂ１） ４．２Ａａ ３８０．０Ａｂ ８０．７Ａａｂ

４（Ｂ２） ３．４ＢＣｂｃ ４２６．７Ａａ ７４．３Ａａｂ

２（Ｂ３） ３．２Ｃｃ ３２５．７Ｂｃ ７１．１Ａｂ

１（Ｂ４） ３．６Ｂｂ ３１１．４Ｂｃ ８４．４Ａａ

６（Ｂ１） ４．０Ａａｂ ３５３Ｂｂ ５７．４Ｃｃ

４（Ｂ２） ４．２Ａａ ４２３Ａａ ７６．９Ｂｂ

２（Ｂ３） ３．７Ａｂ ３３６ＢＣｂ ８８．３Ａａ

１（Ｂ４） ３．１Ｂｃ ２８１Ｃｃ ９５．２Ａａ

６（Ｂ１） ４．３Ａａ ４７２．２Ａａ ６１．５Ａａｂ

４（Ｂ２） ４．４Ａａ ４０２．８Ｂｂ ５６．６Ａａｂ

２（Ｂ３） ４．１ＡＢａｂ ３５９．７ＢＣｂ ５５．９Ａｂ

１（Ｂ４） ３．８Ｂｂ ３０９．７Ｃｃ ７０．０Ａａ

比较各处理最大叶面积指数发现，位于前 ４名
的最大叶面积指数分别为处理 Ａ３Ｂ２、Ａ３Ｂ１、Ａ２Ｂ２、
Ａ１Ｂ１，多重比较发现以上４处理分别显著或极显著
大于相同密度下的其他处理，每平方米穗数位于前

三名的分别为Ａ３Ｂ１、Ａ１Ｂ２、Ａ２Ｂ２，相同密度下插秧１
株时每穗粒数最多，显示出最大叶面积指数随着密

度的增加而增大，在每穴插秧４～６株时每平方米穗
数最大，产量亦最大。

２．５ 成熟期每平方米茎蘖数、最大叶面积指数、单

位面积干物重与产量的关系

成熟期每平方米茎蘖数、最大叶面积指数、成熟

期每平方米干物重与产量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图

４～图６），说明，通过协调栽培措施增加成熟期每平
方米茎蘖数、最大叶面积指数、成熟期干物重均有利

用牡丹江 ３２产量的提高，产量比较发现插秧规格
４０ｃｍ×１０ｃｍ、每穴插秧 ４株产量达到 ８６３５．４ｋｇ·
ｈｍ－２，以及插秧规格３０ｃｍ×１２ｃｍ、每穴插秧６株时
产量达到 ８６３４．０ｋｇ·ｈｍ－２，二者差异不大，同时显
著或极显著大于其他处理（表４）。

图４ 成熟期每平方米茎蘖数与产量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ｉｌｌｅｒｎｕｍｂｅｒｐｅｒｓｑｕａｒｅ
ｍｅｔｅｒａｔ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ｙｉｅｌｄ

３ 结论与讨论

长期以来，种植密度一直是调节水稻群体结构、

植株生理活性、肥料吸收利用、杂草控制及产量等的

重要手段［８－１０］，牡丹江 ３２水稻品种属于寒地散穗
型水稻品种，具有分蘖力强、穗粒数少的特点，不同

品种及类型水稻对栽培方式有不同的需要，本研究

发现，增加牡丹江３２水稻品种密度对最大叶面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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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最大叶面积指数与产量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ｘｉｍａｌｌｅａｆａｒｅａ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ｙｉｅｌｄ

图６ 成熟期每平方米干物重与产量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ｗｅｉｇｈｔｐｅｒｓｑｕａｒｅ
ｍｅｔｅｒａｔ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ｙｉｅｌｄ

表６ 处理间产量比较

Ｔａｂｌｅ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ｙｉｅｌｄ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处理组合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产量

Ｙｉｅｌｄ
／（ｋｇ·ｈｍ－２）

５％显著水平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ｔ
ｔｈｅ５％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１％显著水平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ｔ
ｔｈｅ１％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Ａ２Ｂ２ ８６３５．５ ａ Ａ
Ａ３Ｂ１ ８６３４．０ ａ Ａ
Ａ３Ｂ２ ７８５８．５ ａｂ ＡＢ
Ａ２Ｂ３ ７６３２．０ ａｂｃ ＡＢ
Ａ１Ｂ１ ７５４３．５ ａｂｃ ＡＢ
Ａ２Ｂ４ ７３１１．０ ａｂｃ ＡＢ
Ａ３Ｂ４ ７０５９．０ ｂｃ ＡＢＣ
Ａ２Ｂ１ ６９５５．５ ｂｃ ＡＢＣ
Ａ１Ｂ２ ６６０４．５ ｂｃｄ ＢＣ
Ａ１Ｂ４ ６６０３．０ ｂｃｄ ＢＣ
Ａ３Ｂ３ ６２５５．０ ｃｄ ＢＣ
Ａ１Ｂ３ ５５０９．５ ｄ Ｃ

数有直接增加作用，插秧规格３０ｃｍ×１２ｃｍ时表现
出较高的群体茎蘖数优势，密植对单穴干物重有降

低作用，但对单位面积干物重影响不大，可发挥出群

体优势，由于寒地水稻种植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及

强化栽培措施的推广［１１］，很多地区种植密度大幅度

降低［１２］，但对于牡丹江 ３２水稻品种而言保证基本

苗数仍然是产量提高的基础。牡丹江 ３２插秧株数
达４～６株时表现出较大的平方米茎蘖数，插秧株数
与最大叶面积指数正相关，而增加插秧株数不能显

著增加单穴干物重及单位面积干物重。值得一提的

是，牡丹江３２在插秧规格４０ｃｍ×１０ｃｍ、每穴插秧４
株产量最高，并与与插秧规格３０ｃｍ×１２ｃｍ、每穴插
秧６株产量相差不大，这与传统栽培方式存在差异，
据分析是由于行距扩大到４０ｃｍ每穗粒数平均值达
到７６．９粒较大，能很好的兼顾品种穗数与穗粒数优
势，宽行距移栽有利于改善多蘖－弯穗型品种的群
体生态环境［１３］，这与赵海新等人研究结果相一致，

刘艳光等人研究表明干物重和叶面积降低、水稻穗

数减少、千粒重降低、经济产量降低［１４］。本研究发

现，增加成熟期每平方米茎蘖数、成熟期每平方米干

物重、最大叶面积指数可以显著或极限增加产量，这

为牡丹江３２水稻品种产量的挖掘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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