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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探究大豆品种菏豆28号、菏豆33号以及圣豆16号不同种植密度对其产量和农艺性状的影

响。此次研究选用的三种试材均为大豆新品种,将不同种植面积作为唯一变量,观察实际种植变化。结果

表明：三种试材单产量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先出现增加态势,达到顶峰单产后回落明显。菏豆28号最高

产量为4568.12kg/公顷,种植密度21.0万株/公顷；菏豆33号最高产量为4376.22kg/公顷,种植密度16.0万株

/公顷；圣豆16号最高产量为3823.11kg/公顷,种植密度为16.5万株/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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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planting densities of soybean varieties Hedou 28, Hedou 

33 and Shengdou 16 on their yield and agronomic characters. The three test materials selected in this study are 

all new soybean varieties, and different planting areas are used as the only variable to observe the actual planting 

chang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ingle yield of the three test materials increased first with the increase of 

planting density, and then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reaching the peak. The highest yield of Hedou 28 is 

4,568.12 kg/ha, and the planting density is 210,000 plants/ha; The highest yield of Hedou 33 is 4,376.22 kg/ha, 

and the planting density is 160,000 plants/ha; The highest yield of Shengdou 16 is 3,823.11 kg/ha, and the 

planting density is 165,000 plant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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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在一年生草本植物中是最理想的优质植物蛋白,对人

体生长发育和健康具有积极作用,因其需求量较大,近年来国内

对大豆种植的关注度持续上升[1]。 

本次试验选用本区农业科学院标准实验田进行探究,大豆

新品种试材选用菏豆28号、菏豆33号以及圣豆16号,分区种植不

同种植密度的大豆试材,记录大豆生长期间的农艺性状、产量因

素变化,并进行数据分析。 

1 材料与方法 

1.1试验材料 

本次探究应用的大豆新品种试材由市级农业科学院提供,

菏豆28号(鲁审豆20170047)、菏豆33号(国审豆20200039)、圣

豆16号(国审豆20216001)。 

1.2试验地点 

试验田选用本区农业科学院试验田,实验时间于2020年6月

15日开始。所选试验田土地肥力中等,土壤均为粘壤土。 

1.3试验设计 

本次试验菏豆28号、菏豆33号分别有4个种植密度,分别为

12.5万株/公顷、16.0万株/公顷、21.0万株/公顷、25.0万株/

公顷；圣豆18号3个种植密度,为12.5万株/公顷、16.5万株/公

顷、21.0万株/公顷。试验田分组利用随机数表法分组,设15m2

小区种植面积,每行长5m,行距0.5m,共计6行。 

1.4试验实施 

试验田前茬作物收获后,于6月10日开始平整土地,翻耕土

地,基施磷酸二铵、硫酸钾230kg/hm2。6月15日进行机械开沟,

利用点播实施播种；出苗7天后人工定苗、补苗,确保试验种植

密度；种植期间统一追施三元复合肥350kg/hm2,所有试验田实

施相同的田间管理手段[2]。 

1.5数据分析与处理 

数据处理软件选用Microsoft Excel 2007,数据差异分析应

用DPS 7.05。 

2 结果与分析 

2.1不同种植密度的大豆农艺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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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表格发现,同等种植密度下菏豆28号试材株高最高,最

高达98.11cm；同等种植密度下菏豆33号试材底荚高最高,最高

达19.01cm；同等种植密度下菏豆28号试材主茎节数最多,最大

达19.34个。观察数据发现株高、底荚高此类农艺性状随着试材

种植密度增加而升高,但主茎节数不同密度下对比差别不明显。 

表1 不同种植密度的大豆农艺性状 

 

2.2不同种植密度的大豆产量因素变化 

观察表格发现,相同试材不同种植密度下大豆产量因素中

的有效荚数、有效粒数、籽粒重量均出现明显差距,三种试材均

在种植密度上升后出现产量结构因素下降的情况。观察相同种

植密度不同种植试材发现,菏豆28号试材有效荚数、有效粒数、

籽粒重量最高,分别为71.83个、168.46个、32.72g。豆荚粒数

与大豆品种基因序列相关联,种植密度的增加只会改变光合作

用效率,因此表4数据中,豆荚粒数未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说明种

植密度对其无直接关联。 

表2 不同种植密度的大豆产量因素变化 

 

2.3不同种植密度的大豆产量变化 

观察表格发现,相同试材不同种植密度下大豆产量达到一

定峰值后均出现回落情况。菏豆28号、菏豆33号、圣豆16号三

种试材出现产量峰值的种植密度分别是21.0万株/公顷、16.0

万株/公顷、16.5万株/公顷,且折合产量远远高于其他种植密度

产量。表明适当的种植密度有利大豆植株充分进行光合作用,

实现种植产量的扩大。 

表3 不同种植密度的大豆产量变化 

 

2.4大豆种植密度与农艺性状相关性 

观察表格数据发现,三种试材的株高、底荚高与密度存在明

显正相关性,表明其随着种植密度的升高会不断升高。三种试材

的主茎节数与种植密度的相关性无统计学差异,表明其受种植

密度的影响较小,无直接关联。 

表4 大豆种植密度与农艺性状相关性 

 

注：*表示P＜0.05,#表示P＜0.001。 

2.5大豆种植密度与产量的相关性 

观察表格数据发现,三种大豆试材的产量因素与种植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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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关联性,三种试材的有效荚数、籽粒重量与密度存在明显负

相关性,表明其随着种植密度的升高会不断降低。研究发现,此

变化受大豆叶片光合作用效率影响,种植密度的增大会削减叶

片的光合面积。三种试材的产量与种植密度的相关性存在显著

的统计学差异,且相关性呈现出正负变化,表明其与种植密度存

在曲线影响,产量随着种植面积的加大到达一定峰值后,会出现

回落。 

表5 大豆种植密度与产量相关性 

 

注：*表示P＜0.05,#表示P＜0.001。 

3 讨论与结论 

大豆为典型的群体作物,在不同的栽培密度下,其农艺性状

表现出显著差异。陈艳,汪嫒嫒等发现,在高密度条件下,植株节

间的生长倾向远高于低密度条件,植株高度不断增加的原因就

是节间生长倾向的增大,并且随着密度的增大,其根径也会随之

减小[3]；赵现伟,杨中路等研究春大豆农艺性状结果显示：随着

种植密度的增大,春大豆株高增高明显,而实际的枝条数目则逐

渐减少[4]；高凤菊等夏大豆的调查结果表明：随着种植密度的

增大,植株生长节数、枝条数目等逐渐减少；高琪等观察发现,

伴随着植株密度的增加,实验大豆单株根、茎及荚干重等逐渐减

少。研究发现,高密度种植下的大豆植株实际光合面积因叶片遮

挡变小,加之高密度下植株间养分竞争激烈,进而大豆产量因素

受到严重影响[5]。 

本次实验探究发现,试材的株高、底荚高具有明显伴随种植

密度增大而增高的倾向,这一研究结果与陈艳,汪嫒嫒等数据研

究相同。相关性分析数据显示,三种试材的株高、底荚高与密度

存在明显正相关性,表明其随着种植密度的升高会不断升高。但

三种试材的主茎节数与种植密度的相关性无统计学差异,表明

其受种植密度的影响较小。此次实验探究还发现,试材单株有效

荚数、有效粒数、籽粒重量具有明显伴随种植密度增大而降低

的倾向,这与高琪等数据研究相同。相关性分析数据显示,三种

试材的有效荚数、籽粒重量与密度存在明显负相关性,表明其随

着种植密度的升高会不断降低；与种植密度的相关性存在显著

的统计学差异,且相关性呈现出正负变化,表现出曲线影响。根

据数据调查显示,菏豆28号在21.0万株/公顷出现最高产量,为

4568.12kg/公顷；菏豆33号在16.0万株/公顷出现最高产量,为

4376.22kg/公顷；圣豆16号在16.5万株/公顷出现最高产量,为

3823.11kg/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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