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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是粮食生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种植密度对高粱

生产中的叶面积指数、群体净同化率、生长速率会产生直

接的影响，因此，针对种植密度对高粱群体生理指标进行

分析，对提高高粱的产量方面有积极作用。分析种植密度

与高粱群体生理指标、产量之间的关系，并对种植密度进

行控制，在重视肥料合理搭配以及生理指标控制的基础

上，实现高粱群体的综合产量提升。

一、材料与方法

（一）实验设计

在本次的高粱群体生理指标研究及分析中，以贵重遵

义地区的试验基地为主，并假设 5 个密度处理，基本标准

如下：

第一方案：15 万株/hm2、株行距为 13.3cm×50cm ；

第二方案：18 万株/hm2，株行距为 11.1cm×50cm ；

第三方案：21 万株/hm2，株行距为 9.5cm×60cm ；

第四方案：24 万株/hm2，株行距为 8.3cm×50cm ；

第五方案：27 万株hm2，株行距为 7.4cm×60cm。

小区面积为 15m2，行长为 5m，行距为 0.5m，并设置

保护行，按照 4 次重复的方式进行处理，以行距、密度、

田间管理的优化，保证高粱群体的种植与生长。

（二）测定小项目及方法

在对高粱群体的种植密度、测定过程等方面进行分析

的过程中，针对株高、茎粗等进行测定，并结合高粱的拔

节期、跳旗期、抽穗期、灌浆期、成熟期进行测定与检

验。在对高粱群体光合生理指标进行检验分析中，单株叶

面积是通过长宽系数的方式进行计算。叶面积指数方面则

是根据土地面积上植物叶片总面积与土地面积的倍数进行

计算与分析。叶片光合作用则是根据高粱群体的平均绿色

页面与绿叶持续天数进行计算。群体净同化率则是在单位

时间内，对干物质的积累量进行计算。作物生长率则是在

一定实践内，对单位土地面积上高粱群体的干物质总重增

长情况进行计算。

（三）数据统计与分析

在本次研究中，利用EXCE2007 以及DPS数据进行处

理，并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

二、试验结果分析

（一）不同密度对高粱群体生长所产生的影响

从不同密度的角度，对高粱群体的生长进行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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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随着生育进程的推进，株高的增长趋势变化比较明

显，以先快速增长后平缓的方式增长。随着种植密度的不

断增加，高粱群体不同生育期的株高呈现逐渐递增的发展

趋势。从茎粗的角度进行分析，随着生育进程的不断提

升，高粱群体在生育过程中，呈现出先快后平缓的增长趋

势。而且，随着高粱群体的种植密度增加，茎粗出现降低

的发展趋势。基本变化情况如下：
表 1  不同密度对高粱株高、茎粗产生的影响

测定

指标
密度 拔节期 挑旗期 抽穗期 灌浆期 成熟期

1 53.25±0.3 80.56±1.27 84.55±1.22 88.52±0.5 90±1.6
2 54.51±0.7 81.52±1.51 89.37±5.05 9.73±1 92±0.5

株高 3 55.31±0.8 85.33±0.52 87.31±0.35 92.42±0.2 93±0.6
4 56.31±0.2 86.45±0.54 87.32±1.12 93.52±0.78 95±0.6
5 57.51±0.1 88.25±0.98 91.62±0.58 95.12±1 97±0.9
1 12.52±0.2 13.14±1.25 15.24±1.25 16.61±0.1 16±0.3

茎粗 2 11.93±0.8 12.25±1.36 14.14±0.05 14.78±0.2 15±0.8
3 11.25±0.3 12.36±1.14 14.23±0.21 14.52±0.3 14±0.2
4 10.14±0.2 12.42±1.24 12.41±0.35 13.25±0.2 13±0.5
5 10.35±0.7 11.45±1.22 11.25±0.21 12.45±0.4 13±0.7

结合上述结果，在对种植密度进行分析中，种植密度

对高粱株高、茎粗等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且，密度越

大，株高越高，而且，茎粗逐渐变细。

随着高粱群体生育进程的不断推进，单株干物质的整

体积累量呈现逐渐递增的发展趋势。抽穗期以及灌浆期，

单株干物质积累量正提出横线逐渐增长的发展变化。抽穗

期以及灌浆期的增长率分别为 152.62%、125.35%。拔节

期、挑旗期的增长速度相对缓慢。在对灌浆处理进行综合

分析与处理的过程中，可以发现种植密度越大，单株干物

质积累量逐渐减小。

（二）不同密度对高粱群体特征所产生的影响

在对高粱光合产物进行分析的过程中，环境对其所产

生的影响比较明显。叶面积指数可以反映单位土地面积上

植物叶片总面积的变化。在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中，随着高粱群体生育进程的不断推进，叶面积指数呈现

先增加后下降的发展趋势，可以在挑旗期达到最大值。其

他时间段内，叶面积指数回传弧线不同程度的下降，整体

的下降幅度变化相对比较小。在对叶面积指数进行分析与

处理的过程中，最大为第三方案，第一方案的叶面积指数

为最小。在对叶面积指数变化机型分析中，随着种植密度

的增加，蜘蛛之间水肥的竞争比较大，但是，营养供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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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导致叶落的情况出现。

从种植密度与高粱群体光合势之间的虚拟角度进行分

析，光合势是在生育期内，对高粱的光合生产进行分析。

光合势逐渐提高，高粱群体的干物质积累量也会增加。不

同的生育阶段，高粱群体的光合势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其整体变化呈现先增加后下降、再增加的发展变化趋势。

随着种植密度的逐渐增加，高粱群体光合势出现先增后减

的变化趋势，以挑旗、抽穗等阶段为最大值。

从不同密度与高粱群体净同化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

析，高粱群体净同化率会受到群体叶面积系数的影响，种

植密度过大，叶片之间会出现相互荫蔽的情况，高粱群体

的净同化率相对降低。随着高粱群体的生育进程变化与发

展，高粱群体的净同化率呈现双峰型的曲线变化趋势。在

不同种植密度的视角下，高粱群体净同化率的影响是随着

高粱群体种植密度的逐渐增加，高粱群体净同化率整体

呈现下降的发展趋势，其中，挑旗期、灌浆期的高粱群

体净同化率的数值为最大，分别为 2.7g/（㎡·d）、2.4g/

（㎡·d）。

从种植密度与高粱群体生长率的家都进行分析，在对

高粱群体的生长变化进行分析中，灌浆期高粱群体的生长

率可以达到最大值。在播种后，扬花期到灌浆期之间，高

粱群体生长率呈现快速增长变化的发展趋势。

（三）不同密度对高粱产量所产生的影响因素

结合高粱群体的发展变化，在不同种植密度的条件

下，分析高粱不同性状之间的关系，对分析高粱群体的产

量方面有积极作用。随着高粱群体的种植密度逐渐增加，

穗长、穗柄长之间并没有存在显著差异。从高粱群体产量

构成的角度进行分析，随着高粱群体的种植密度增加，亩

穗的数量城乡逐渐增加的发展趋势，单株穗粒重、千粒重

量会因为高粱群体种植密度的增加而出现逐渐降低的发展

趋势，而且，具有显著水平。种植密度在波动变化的过程

中，籽粒产量会苏子和种植密度的增加而产量增加，种植

密度持续变化与增加的过程中，籽粒产量会出现下降的发

展趋势，而且，籽粒产量存在明显差异。结合种植密度对

高粱群体产量所产生的影响，在进行分析中，最佳的种植

密度=为 21 万株/h ㎡。

三、高粱群体生理指标及产量的因素分析

合理密植对高粱群体的生育与发展等会产生直接的影

响，优化群体结构的视角下，协调高粱群体以及个体发

育，解决穗数、粒数、粒重之间的关系，对实现高粱群体

的生产力提升有积极作用。从高粱群体发展的角度进行分

析，则需要从种植密度、单位面积穗数等角度进行分析，

单株籽粒产量呈现下降的发展趋势。因此，在实际生产的

过程中，对高粱群体的种植密度进行调整与控制，并根据

气候条件、土壤条件、生产条件、品种特征的差异性，对

高粱群体的种植密度进行规划与控制，对保证高粱群体的

产量方面有积极作用。农作物产量是在光合作用下，形成

有机物质，从而实现高粱群体的生产效率提升。在对高粱

群体的光合效率进行分析中，其中包含叶面积指数、叶片

光合势、净同化率等指标，在对作物的产量进行评估与分

析的基础上，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对叶面积指数、光合

作用等方面进行综合处理，对进一步提高高粱群体的综合

产量提升方面有积极作用。

高粱产量构成因素包含穗数、穗粒数、千粒重，所

以，为提高高粱群体的产量，则需要对种植密度进行控

制，并对高粱群体的产量提升方面进行控制，对提高籽粒

产量的综合水平方面有积极作用。在扬花期，高粱种植密

度与叶面积指数、叶片光合势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在对高

粱群体的种植过程进行管理与控制的基础上，可实现高粱

群体的生产产量的综合提升。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

栽培技术标准化、栽培管理与控制，对高粱群体的栽培与

管理水平提升方面有积极作用。为避免过度种植的情况出

现，在对高粱群体的技术含量进行分析中，则需要从田间

管理、光合作用以及韩数量等方面进行控制，在对农作物

产量进行评估与分析的基础上，可通过高粱群体生产种植

管理与控制，从而实现高粱群体的综合种植产量提升。

四、结束语

种植密度对高粱群体生理指标以及产量影响分析，需

要对高粱群体的株行距进行控制，通过对比分析发现下，

随着高粱群体种植密度的逐渐增加，株高也呈现递增的发

展趋势。在拔节期以后，株高差异可达到显著水平。在对

种植密度变化进行分析中，则需要充分利用资源以及空间

优势，对高粱群体的有机产物合成量进行控制，对实现农

作物的产量增加方面有积极作用。在对高粱群体生理指标

以及产量等方面进行分析中，种植密度对株高、茎粗、光

合势、净同化率等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合理选择高

粱群体的种植密度，对提高高粱群体的产量方面有积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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