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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鲜食糯玉米品种‘泸玉糯９号’为材料，采用“３４１４”肥效试验，设２种种植方式（直播、移栽）、３种密度
（４５０００、５２５００、６００００株／ｈｍ２）处理，对６个穗部性状（穗长、穗粗、秃尖长、行数、行粒数、千粒质量）与鲜产量进
行通径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种植方式和种植密度下，穗粗对鲜穗产量的直接贡献均有着极重要的作用，穗长在

低、中密度时对鲜苞产量、鲜穗产量直接贡献较大，穗行数在高密度时对鲜穗产量直接贡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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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糯玉米因其高品质、高营养、风味独特等特征被
广泛用于鲜食、鲜穗加工、深加工，涉及粮、菜、食品、

饲料、工业原料等方面。前人研究表明，种植方式、

密度、施肥均对产量形成有影响［１～６］。另有研究指

出，穗部性状对产量有着不同程度的直接贡

献［７～１０］。对于糯玉米产量及构成因子的研究，前人

通常采用较多的试验材料对单一栽培因素的影响进

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为某一栽培因素影响的普遍

性规律。而对于单一品种在特定生态区，不同栽培

因素的综合影响研究较少。本试验选用自育糯玉米

新品种‘泸玉糯９号’为材料，在“３４１４”肥效试验的
基础上，增加种植方式、密度两种处理，对其产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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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部主要性状进行通径分析，旨在探明不同栽培条

件下，各穗部主要性状对产量的影响程度。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与设计

试验于２０１３年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高粱
研究所德阳基地进行，供试材料为‘泸玉糯 ９号’
（川审玉２０１３０１８）。试验地０～２０ｃｍ土壤ｐＨ值为
５３，碱解氮含量１５９ｍｇ／ｋｇ、有效磷含量３２８ｍｇ／
ｋｇ、速效钾含量１２７ｍｇ／ｋｇ。

试验设２种种植方式：直播（Ａ１）、秸秆钵育苗
移栽（Ａ２）；３种种植密度：４５０００株／ｈｍ２（Ｂ１）、
５２５００株／ｈｍ２（Ｂ２）、６００００株／ｈｍ２（Ｂ３）；采用现代

表１　“３４１４”方案处理及肥料施用量（ｋｇ／ｈｍ２）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ｅ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ａｔｅｓｏｆ“３４１４”ｆｉｅｌ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处理编号 处理 Ｎ Ｐ２Ｏ５ Ｋ２Ｏ
Ｃ１ Ｎ０Ｐ０Ｋ０ ０ ０ ０
Ｃ２ Ｎ０Ｐ２Ｋ２ ０ ９０ １３５０
Ｃ３ Ｎ１Ｐ２Ｋ２ １０３５ ９０ １３５０
Ｃ４ Ｎ２Ｐ０Ｋ２ ２０７０ ０ １３５０
Ｃ５ Ｎ２Ｐ１Ｋ２ ２０７０ ４５ １３５０
Ｃ６ Ｎ２Ｐ２Ｋ２ ２０７０ ９０ １３５０
Ｃ７ Ｎ２Ｐ３Ｋ２ ２０７０ １３５ １３５０
Ｃ８ Ｎ２Ｐ２Ｋ０ ２０７０ ９０ ０
Ｃ９ Ｎ２Ｐ２Ｋ１ ２０７０ ９０ ６７５
Ｃ１０ Ｎ２Ｐ２Ｋ３ ２０７０ ９０ ２０２５
Ｃ１１ Ｎ３Ｐ２Ｋ２ ３１０５ ９０ １３５０
Ｃ１２ Ｎ１Ｐ１Ｋ２ １０３５ ４５ １３５０
Ｃ１３ Ｎ１Ｐ２Ｋ１ １０３５ ９０ ６７５
Ｃ１４ Ｎ２Ｐ１Ｋ１ ２０７０ ４５ ６７５

肥料二次回归“３４１４”试验设计，具体方案见表 １。
试验采用裂区设计，种植方式为主区，密度为副区，

施肥量为副副区。小区面积２２ｍ２，５行区，行距６６
ｃｍ，３次重复。

１２　调查项目与方法

在鲜穗成熟期，选取小区中间行植株连续收获

２０个果穗对穗部性状，即穗长、穗粗、秃尖长、行数、
行粒数、千粒质量进行室内考种，每小区全部收获测

鲜穗产量。试验数据采用 Ｅｘｃｅｌ、ＤＰＳ软件分析处
理。试验以２种种植方式、３种密度和１４种施肥方
式处理所获的８个性状的平均值为分析样本。以副
区为单位，对产量及构成因素进行通径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栽培条件对糯玉米鲜产量及构成因素的
影响

　　由表２可知，穗长、行粒数、千粒质量、鲜苞产量
在不同种植方式间存在极显著差异，直播与秸秆钵

育苗移栽相比，穗长、行粒数、千粒质量、鲜苞产量较

大，平均分别增加了 ５２８％、３７０％、２０３１％、
６０６％；穗长、行粒数、鲜苞产量、鲜穗产量在不同播
种密度间存在极显著差异，穗粗在不同播种密度间

存在显著差异，随着密度的增加，鲜苞产量、鲜穗产

量均呈增加趋势，穗粗呈减小趋势；穗长、行粒数、鲜

苞产量、鲜穗产量在不同施肥水平间存在极显著差

异，均以 Ｃ６处理最大；种植方式与密度互作对穗
长、鲜苞产量影响达显著水平；密度与施肥互作对穗

长影响达显著水平。

表２　不同栽培条件下糯玉米单株鲜产量及构成的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２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ｗａｘｙｃｏｒｎ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处理 穗长（ｃｍ） 穗粗（ｃｍ） 秃尖（ｃｍ） 穗行数 行粒数 千粒质量（ｇ） 鲜苞产量 鲜穗产量

Ａ１ １９３２ａ ４４２ａ １２６ａ １３３２ａ ３５４８ａ ３６１５１ａ １３４７ａ １１１２ａ
Ａ２ １８３３ｂ ４４６ａ １３７ａ １３５０ａ ３４２３ｂ ３００５０ｂ １２７０ｂ １０９５ａ
Ｂ１ １９３６ａ ４４８ａ １３８ａ １３３０ａ ３５９３ａ ３３６３７ａ １１７５ｃ ９９９ｃ
Ｂ２ １８４７ｂ ４４４ａｂ １３６ａ １３４４ａ ３４０２ｂ ３３０４６ａ １３０６ｂ １０８７ｂ
Ｂ３ １８６５ｂ ４４１ｂ １２０ａ １３５１ａ ３４６１ｂ ３２６１７ａ １４４４ａ １２２４ａ
Ｃ１ １９１０ｂｃｄ ４４３ａｂｃ １４５ａｂ １３３３ａ ３４６０ｂｃｄｅ ３５２５２ａ １２６１ｄｅ １０６９ｅｆ
Ｃ２ １８８８ｂｃｄｅ ４４３ａｂｃ １１２ｂ １３３３ａ ３５４７ａｂｃ ３１９７３ａ １２９９ｃｄｅ １１００ｃｄｅｆ
Ｃ３ １８２８ｅｆ ４４５ａｂｃ １０３ｂ １３２７ａ ３４５３ｂｃｄｅ ３５３４８ａ １３１１ｂｃｄｅ １０８９ｃｄｅｆ
Ｃ４ １８７２ｂｃｄｅｆ ４４２ａｂｃ １３８ａｂ １３４０ａ ３４７７ａｂｃｄ ３２２２３ａ １３１７ｂｃｄ １０９２ｃｄｅｆ
Ｃ５ １９１７ｂｃ ４４７ａｂｃ １２５ｂ １３２７ａ ３４８７ａｂｃｄ ３４０２８ａ １３１９ｂｃｄ １１１６ｂｃｄｅ
Ｃ６ １９９７ａ ４５３ａ １９３ａ １３５３ａ ３６３０ａ ３４０６３ａ １４２１ａ １２０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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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

处理 穗长（ｃｍ） 穗粗（ｃｍ） 秃尖（ｃｍ） 穗行数 行粒数 千粒质量（ｇ） 鲜苞产量 鲜穗产量

Ｃ７ １８９５ｂｃｄｅ ４５２ａｂ １３５ａｂ １３４７ａ ３４７０ｂｃｄ ３２６６０ａ １３８３ａｂ １１６７ａｂ
Ｃ８ １９３７ａｂ ４４５ａｂｃ １２０ｂ １３２７ａ ３６２７ａ ３３７１８ａ １３６８ａｂｃ １１５２ａｂｃ
Ｃ９ １９３５ａｂ ４４３ａｂｃ １２３ｂ １３６７ａ ３５９３ａｂ ３３５３０ａ １３３３ｂｃｄ １１３７ｂｃｄ
Ｃ１０ １８３３ｄｅｆ ４３７ｃ １４５ａｂ １３６０ａ ３４１３ｃｄｅ ３１９７７ａ １２３３ｅ １０４０ｆ
Ｃ１１ １８４７ｃｄｅｆ ４３８ｃ １３８ａｂ １３４０ａ ３４４０ｂｃｄｅ ３２５９８ａ １２６３ｄｅ １０７１ｅｆ
Ｃ１２ １８５２ｃｄｅｆ ４４７ａｂｃ １１０ｂ １３４７ａ ３５０７ａｂｃｄ ３１２７７ａ １２７２ｄｅ １０８４ｄｅｆ
Ｃ１３ １８０７ｆ ４４０ｂｃ １０８ｂ １３０７ａ ３３８７ｄｅ ３３２９３ａ １２６７ｄｅ １０６５ｅｆ
Ｃ１４ １８３８ｄｅｆ ４４５ａｂｃ １４５ａｂ １３７３ａ ３３０７ｅ ３１４６０ａ １２７１ｄｅ １０６２ｅｆ
均方

Ａ（ｄｆ＝１） ２０５０ ００３ ０２４ ０６８ ３２４３ ７８１７１４５ １２６９ ０６４
Ｂ（ｄｆ＝２） ６２５ ００３ ０２６ ０３１ ２６６７ ７３３８２ ５０６８ ３５８４

Ｃ（ｄｆ＝１３） １６７ ００１ ０３１ ０１９ ４９６ １００７９２ １７１ １２９

Ａ×Ｂ（ｄｆ＝２） １８１ ０ ０４９ ０３ ３９８ ４５３０７ １６１ ０２４
Ａ×Ｃ（ｄｆ＝１３） ０６６ ００１ ０２６ ０２８ １７７ ６１３４６ ０５５ ０３３
Ｂ×Ｃ（ｄｆ＝２６） ０８３ ０ ０４６ ０３ ２１１ １３３１５８ ０６２ ０４１
误差（ｄｆ＝２６） ０５７ ００１ ０２４ ０５４ １６９ １２００８５ ０４６ ０２９

　　注：同类处理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上差异显著；表示００５水平显著，表示００１水平显著。

２２　糯玉米鲜产量与构成因素间的通径分析

２２１　直播条件下不同种植密度糯玉米穗部性状
与产量的通径分析

　　表 ３结果表明，在直播条件下密度为 ４５０００
株／ｈｍ２时，穗部主要性状对鲜苞产量、鲜穗产量的
贡献大小次序相同，依次为穗粗

"

穗长
"

千粒质量

"

行粒数
"

秃尖长
"

行数，其中秃尖长、行数的直接

作用为负向效应。在间接效应方面，穗长通过各性

状除秃尖长外对鲜苞产量有间接正向效应；穗粗通

过各性状除秃尖长、行粒数外对鲜苞产量有间接正

向效应；秃尖长通过各性状除穗长、穗粗外对鲜苞产

量有间接负向效应；行数通过各性状除穗粗外对鲜

苞产量有间接负向效应；行粒数、千粒质量通过各性

状对鲜苞产量有间接正向效应。穗长通过各性状除

秃尖长、行粒数外对鲜穗产量有间接正向效应；穗粗

通过各性状除穗长、千粒质量外对鲜穗产量有间接

负向效应；秃尖长通过各性状除行数、千粒质量外对

鲜穗产量有间接正向效应；行数通过各性状除穗粗、

行粒数外对鲜穗产量有间接负向效应；行粒数通过

各性状对鲜穗产量有间接正向效应；千粒质量通过

各性状除行粒数外对鲜穗产量有间接正向效应。

在直播条件下密度为 ５２５００株／ｈｍ２时，穗部

主要性状对鲜苞产量的贡献大小依次为穗长
"

穗粗

"

秃尖长
"

行数
"

千粒质量
"

行粒数，其中行粒数、

千粒质量的直接作用为负向效应；穗部主要性状对

鲜穗产量的贡献大小依次为穗粗
"

穗长
"

秃尖长
"

行粒数
"

行数
"

千粒质量，其中行粒数、行数、千粒

质量的直接作用为负向效应。在间接效应方面，穗

长通过各性状除行粒数外对鲜苞产量有间接正向效

应；穗粗、行数通过各性状除行粒数、千粒质量外对

鲜苞产量有间接正向效应；秃尖长通过各性状除千

粒质量外对鲜苞产量有间接正向效应；行数通过各

性状除行粒数、千粒质量外对鲜苞产量有间接正向

效应；千粒质量通过各性状除穗长外对鲜苞产量有

间接正向效应。穗长通过各性状除行数、行粒数外

对鲜穗产量有间接正向效应；穗粗通过各性状除穗

长、秃尖长外对鲜穗产量有间接负向效应；秃尖长通

过各性状除行数、千粒质量外对鲜穗产量有间接正

向效应；行数通过各性状除行粒数、千粒质量外对鲜

穗产量有间接正向效应；行粒数通过各性状除秃尖

长、行数外对鲜穗产量有间接正向效应；千粒质量通

过各性状除穗长、行数外对鲜穗产量有间接正向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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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直播条件下不同种植密度穗部性状与产量的通径分析
Ｔａｂｌｅ３　Ｐａｔｈ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ｂｏｕｔｗａｘｙｃｏｒ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ｉｔｓｅａｒｔｒａｉｔ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ｔｄｉｒｅｃｔｓｅｅｄ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密度 性状 目标性状 直接作用
间接作用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Ｂ１ Ｘ１ Ｙ１ ０２９９９ ０３６７１ －００３５８ ００１３１ ００１３４ ０００２６

Ｙ２ ０５１４４ ０３２６９ －００３８４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５１６ ０００１１
Ｘ２ Ｙ１ ０７０６９ ０１５５７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３１８ ０００９６ ００４３８

Ｙ２ ０６２９５ ０２６７１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３５３ －００３７０ ００１８２
Ｘ３ Ｙ１ －０１３１７ ００８１５ ００１９６ －００２１０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３７７

Ｙ２ －０１４１３ ０１３９８ ００１７４ －００２３３ ００１９２ －００１５７
Ｘ４ Ｙ１ －０１４５０ －００２７１ ０１５４８ －００１９０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７２７

Ｙ２ －０１６１０ －００４６４ ０１３７９ －００２０４ ００１３１ －００３０３
Ｘ５ Ｙ１ ００１７３ ０２３２１ ０３９２０ ００３７８ ００２８６ ００３８４

Ｙ２ －００６６７ ０３９８０ ０３４９１ ００４０６ ００３１７ ００１６０
Ｘ６ Ｙ１ ０１５３４ ０００５１ ０２０１９ ００３２３ ００６８７ ０００４３

Ｙ２ ００６３９ ０００８８ ０１７９８ ００３４７ ００７６３ －００１６７
Ｂ２ Ｘ１ Ｙ１ ０６７７４ ０１２５９ ００１９１ ００６００ －００５１７ ０００００

Ｙ２ ０４９５８ ０２８６７ ００３７８ －００２３０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１４
Ｘ２ Ｙ１ ０２１９３ ０３８８８ ００２２０ ００５１０ －００２３５ －００００９

Ｙ２ ０４９９５ ０２８４５ ００４３６ －００１９６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４９３
Ｘ３ Ｙ１ ０１４２４ ００９０９ ００３３９ ００２５４ ００１７１ －００００５

Ｙ２ ０２８１６ ００６６５ ００７７３ －０００９７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２９２
Ｘ４ Ｙ１ ０１１６８ ０３４７７ ００９５８ ００３０９ －００３３６ －００００１

Ｙ２ －００４４８ ０２５４４ ０２１８２ ００６１１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５４
Ｘ５ Ｙ１ －０１１０５ ０３１６７ ００４６６ －００２２０ ００３５５ ０００１１

Ｙ２ －００１０７ ０２３１７ ０１０６１ －００４３６ －００１３６ ００６１６
Ｘ６ Ｙ１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５６５ ００２１７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３５５

Ｙ２ －０１９１６ －０００３６ ０１２８６ ００４２９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３４
Ｂ３ Ｘ１ Ｙ１ ０１０７４ ０１９１７ ０００７３ －０１１７４ ０３４８７ ０１０３０

Ｙ２ ０３１４２ ０１４８１ ００１００ －０１２３２ ０２４９６ ０１２１０
Ｘ２ Ｙ１ ０４３６５ ００４７２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２３４ ０１５５９ ００４７２

Ｙ２ ０３３７４ ０１３８０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２４５ ０１１１７ ００５５４
Ｘ３ Ｙ１ ００９５８ ０００８２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０２０ －０１２９２ －００００１

Ｙ２ ０１３０３ ００２４０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９２５ －００００１
Ｘ４ Ｙ１ ０３１４１ －００４０１ ００３２５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２２２ －００９７２

Ｙ２ ０３２９６ －０１１７４ ００２５１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１５９ －０１１４２
Ｘ５ Ｙ１ ０４６７０ ００８０２ ０１４５８ －００２６５ －００１４９ ００３３９

Ｙ２ ０３３４４ ０２３４６ ０１１２７ －００３６１ －００１５７ ００３９８
Ｘ６ Ｙ１ ０２３５９ ００４６９ ００８７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２９４ ００６７０

Ｙ２ ０２７７２ ０１３７２ ００６７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３５７ ００４８０

　　注：Ｘ１、Ｘ２、Ｘ３、Ｘ４、Ｘ５、Ｘ６、Ｙ１、Ｙ２分别为性状穗长、穗粗、秃尖、行数、行粒数、千粒质量、鲜苞产量、鲜穗产量，下同。

　　在直播条件下密度为６００００株／ｈｍ２时，穗部
主要性状对鲜苞产量贡献大小均为正向的直接效

应，依次为行粒数
"

穗粗
"

行数
"

千粒质量
"

穗长

"

秃尖长；穗部主要性状对鲜穗产量贡献大小均为

正向的直接效应，依次为穗粗
"

行粒数
"

行数
"

穗

长
"

千粒质量
"

秃尖长。在间接效应方面，穗长通

过各性状除行数外对鲜苞产量、鲜穗产量有间接正

向效应；穗粗通过各性状除秃尖长外对鲜苞产量、鲜

穗产量有间接正向效应；秃尖长通过各性状除穗长

外对鲜苞产量、鲜穗产量有间接负向向效应；行数通

过各性状除穗粗外对鲜苞产量有间接负向效应；行

粒数通过各性状除秃尖长、行数外对鲜苞产量、鲜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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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有间接正向效应，千粒质量通过各性状除行数

外对鲜苞产量、鲜穗产量有间接正向效应。

由此可见，在直播条件下，不同密度下穗粗对鲜

苞产量、鲜穗产量的直接贡献均有着极重要的作用，

穗长、秃尖长在相对低、中密度时对鲜苞产量、鲜穗

产量直接贡献较大，在相对较高密度时，行粒数、行

数对鲜苞产量、鲜穗产量直接贡献较大。

２２２　移栽条件下不同种植密度糯玉米穗部性状
与产量的通径分析

　　由表４可知，在移栽条件下密度为４５０００株／ｈｍ２

时，穗部主要性状对鲜苞产量、鲜穗产量的贡献大小

次序相同，依次为穗长
"

穗粗
"

千粒质量
"

行数
"

行粒数
"

秃尖长，其中只有穗长、穗粗的直接作用均

为正向效应。在间接效应方面，穗长通过各性状除

行数外对鲜苞产量、鲜穗产量有间接负向效应；穗粗

通过各性状除秃尖长、千粒质量外对鲜苞产量、鲜穗

产量有间接负向效应；秃尖长通过各性状除穗长、行

数外对鲜苞产量有间接负向效应；行数通过各性状

除穗长、行粒数外对鲜苞产量、鲜穗产量有间接正向

效应；行粒数通过各性状除秃尖长、行数外对鲜苞产

量、鲜穗产量有间接正向效应，千粒质量通过各性状

除穗粗、秃尖长外对鲜苞产量、鲜穗产量有间接正向

效应。

表４　移栽条件下不同种植密度糯玉米穗部性状与产量的通径分析

Ｔａｂｌｅ４　Ｐａｔｈ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ｂｏｕｔｗａｘｙｃｏｒ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ｉｔｓｅａｒｔｒａｉｔ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ｔ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密度 性状 目标性状 直接作用
间接作用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Ｂ１ Ｘ１ Ｙ１ １１８８４ －０１０３４ －０３９０６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９５８ －０００３２

Ｙ２ １４２１８ －０１１４２ －０５５７８ ０００３９ －０１５４２ －０００５３
Ｘ２ Ｙ１ ０５４５５ －０２２５２ ００６２７ －００２４６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１３

Ｙ２ ０６０２７ －０２６９４ ００８９６ －００２４３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２２
Ｘ３ Ｙ１ －０４４２６ １０４８７ －００７７３ ００１０７ －００３９７ －０００４２

Ｙ２ －０６３２０ １２５４８ －００８５４ ００１０６ －００６３９ －０００６８
Ｘ４ Ｙ１ －００４９１ －００９４６ ０２７３２ ００９６５ －００３９６ ０００２０

Ｙ２ －００４８６ －０１１３２ ０３０１８ ０１３７８ －００６３７ ０００３３
Ｘ５ Ｙ１ －０１７３９ ０６５４９ ０００６１ －０１０１２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００７

Ｙ２ －０２７９８ ０７８３６ ０００６７ －０１４４４ －００１１１ ０００１２
Ｘ６ Ｙ１ －０００８５ ０４５２５ －００８６０ －０２１６５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１４４

Ｙ２ －００１３９ ０５４１３ －００９５０ －０３０９１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２３２
Ｂ２ Ｘ１ Ｙ１ １１６９５ ０１５４３ －０１６０５ －００２６１ －０２４９０ －００４４６

Ｙ２ １２０９５ ０１７２５ －０１８０６ －００４９２ －０２７５２ －００２５１
Ｘ２ Ｙ１ ０４２６５ ０４２３０ －００９６３ －００５７１ －００４３８ ００３４１

Ｙ２ ０４７６９ ０４３７５ －０１０８４ －０１０７７ －００４８４ ００１９２
Ｘ３ Ｙ１ －０２８０９ ０６６８１ ０１４６２ －００１９２ －００７１９ －０００３３

Ｙ２ －０３１６２ ０６９０９ ０１６３５ －００３６２ －００７９５ －０００１９
Ｘ４ Ｙ１ －０１１８５ ０２５７６ ０２０５４ －００４５５ ００６５０ ００１２２

Ｙ２ －０２２３５ ０２６６４ ０２２９８ －００５１２ ００７１８ ０００６９
Ｘ５ Ｙ１ －０３５４１ ０８２２４ ００５２８ －００５７１ ００２１７ －００３２４

Ｙ２ －０３９１３ ０８５０６ ００５９０ －００６４２ ００４１０ －００１８２
Ｘ６ Ｙ１ －００８８５ ０５８９８ －０１６４３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１６４ －０１２９９

Ｙ２ －００４９７ ０６０９９ －０１８３７ －００１１８ ００３０９ －０１４３５
Ｂ３ Ｘ１ Ｙ１ ０１７６０ －０１１２６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３３８ －００２８１ ００１５８

Ｙ２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７７２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４５７ ０１３０１ ０００８４
Ｘ２ Ｙ１ ０４８９２ －００４０５ ０１４５３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８９６

Ｙ２ ０３３５５ －００００２ ０１６３０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７３４ ００４７６
Ｘ３ Ｙ１ －０３６２２ －０００１４ －０１９６３ ００２５９ ００２４３ －００５８０

Ｙ２ －０４０６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３４６ ００３４９ －０１１２２ －００３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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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４）

密度 性状 目标性状 直接作用
间接作用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４ Ｙ１ ０１３３９ －００４４４ ００２１５ －００６９９ ００１３７ －０１１９８

Ｙ２ ０１８１０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１４７ －００７８４ －００６３２ －００６３６
Ｘ５ Ｙ１ －００４４９ ０１１０２ ０１７２９ ０１９５６ －００４０７ ００９４２

Ｙ２ ０２０７７ ００００５ ０１１８６ ０２１９４ －００５５０ ００５００
Ｘ６ Ｙ１ ０２００２ ００１３９ ０２１９１ ０１０５０ －００８０２ －００２１１

Ｙ２ ０１０６３ ００００１ ０１５０３ ０１１７８ －０１０８３ ００９７７

　　在移栽条件下密度为５２５００株／ｈｍ２时，穗部
主要性状对鲜苞产量、鲜穗产量的贡献大小次序相

同，依次为穗长
"

穗粗
"

千粒质量
"

行数
"

秃尖长

"

行粒数，其中只有穗长、穗粗的直接作用均为正向

效应。在间接效应方面，穗长通过各性状除穗粗外

对鲜苞产量、鲜穗产量有间接负向效应；穗粗通过各

性状除穗长、千粒质量外对鲜苞产量、鲜穗产量有间

接负向效应；秃尖长通过各性状除穗长、穗粗外对鲜

苞产量有间接负向效应；行数通过各性状除秃尖长

外对鲜苞产量、鲜穗产量有间接正向效应；行粒数通

过各性状除秃尖长、千粒质量外对鲜苞产量、鲜穗产

量有间接正向效应，千粒质量通过各性状除穗长、行

数外对鲜苞产量、鲜穗产量有间接负向效应。

在移栽条件下密度为 ６００００株／ｈｍ２时，穗部
主要性状对鲜苞产量贡献大小依次为穗粗

"

千粒质

量
"

穗长
"

行数
"

行粒数
"

秃尖长，其中秃尖长、行

粒数的直接作用为负向效应；穗部主要性状对鲜穗

产量贡献大小依次为穗粗
"

行粒数
"

行数
"

千粒质

量
"

穗长
"

秃尖长，其中秃尖长的直接作用为负向

效应。在间接效应方面，穗长通过各性状除秃尖长、

千粒质量外对鲜苞产量有间接负向效应；穗粗通过

各性状除穗长、行粒数外对鲜苞产量有间接正向效

应；秃尖长通过各性状除行数、行粒数外对鲜苞产量

有间接负向效应；行数通过各性状除穗粗、行粒数外

对鲜苞产量有间接负向效应；行粒数通过各性状除

行数外对鲜苞产量、鲜穗产量有间接正向效应，千粒

质量通过各性状除行数、行粒数外对鲜苞产量有间

接正向效应；穗长通过各性状除穗粗、行数外对鲜穗

产量有间接正向效应；穗粗通过各性状除穗长外对

鲜穗产量有间接正向效应；秃尖长通过各性状除穗

长、行数外对鲜穗产量有间接负向效应；行数通过各

性状除穗粗外对鲜穗产量有间接负向效应；千粒质

量通过各性状除行数外对鲜穗产量有间接正向

效应。

由此可见，在移栽条件下，不同密度下穗粗对鲜

苞产量、鲜穗产量的直接贡献均有着极重要的作用，

穗长、千粒质量在相对低、中密度时对鲜苞产量、鲜

穗产量直接贡献较大，在相对较高密度时，行数、千

粒质量对鲜苞产量、鲜穗产量也存在着较大的影响。

３　小结与讨论

对于玉米产量及构成因素进行通径分析，前人

主要是在相同试验条件下对不同品种进行分

析［１１～１６］。本试验多元分析了同一品种在不同种植

方式、密度、施肥水平下的穗部性状对产量的作用效

应。不同栽培条件下糯玉米鲜产量及构成的方差分

析表明，种植方式、密度、施肥水平及各因素间的互

作对糯玉米鲜产量及构成有不同影响；不同种植方

式间穗长、行粒数、千粒质量、鲜苞产量存在极显著

差异，较秸秆钵育苗移栽相比，直播条件下各性状分

别增加了５２８％、３７０％、２０３１％、６０６％；在不同
播种密度间穗长、行粒数、鲜苞产量、鲜穗产量呈极

显著差异，穗粗呈显著差异，随着密度的增加，鲜苞

产量、鲜穗产量均呈增加趋势，穗粗呈减小趋势；在

不同施肥水平间穗长、行粒数、鲜苞产量、鲜穗产量

呈极显著差异，各性状均值以 Ｃ６处理最大；种植方
式与密度互作对穗长、鲜苞产量影响达显著水平；密

度与施肥互作对穗长影响达显著水平。通径分析结

果表明，不同种植方式和种植密度下，穗粗对鲜苞产

量、鲜穗产量的直接贡献均有着极重要的作用，穗长

在低、中密度时对鲜苞产量、鲜穗产量直接贡献较

大，行数在高密度时对鲜苞产量、鲜穗产量直接贡献

较大。

可以看出，不同栽培条件对糯玉米鲜产量及构

成的部分性状存在极显著或显著影响。在产生影响

的性状中，穗粗在不同处理中均对鲜苞产量、鲜穗产

量有着极重要的直接贡献，与时成俏等研究结果较

为一致［１７］；穗长在低、中密度时对鲜苞产量、鲜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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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有着极重要的直接贡献。而其余性状直接贡献表

现各不相同，原因在于不同处理对部分性状的单独

影响和交互影响的效应不一致［１８，１９］。因此糯玉米

高产目标性状要建立在不同品种、栽培措施基础上

进行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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