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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麟游黑豆为材料,开展播期与密度试验,探索高产适宜播期与密度,为促进宝鸡地区黑豆规模种

植,发展区域特色产业,助推产业脱贫技术支撑。试验结果:麟游黑豆在麟游县夏播种植6月25日以前播种

为宜,在适宜播期内密度以1.6~1.8万·667m-2 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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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豆属豆科植物大豆的干燥种子,种皮黑色,
富含维生素、蛋黄素、黑色素及卵磷脂、微量元素

等物质,除满足人体对蛋白质、脂肪需要外,还具

有营养保健作用。随着对黑豆营养和药用价值的

逐步认识和人们健康保健意识的增强,今后黑豆

开发利用更加广泛,市场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

阔。宝鸡地区种植黑豆悠久历史,以当地农家品

种为主,生育期较短,耐旱、耐瘠薄,一般麦收后夏

播种植。目前农民种植规模较小,技术粗放,效益

不高。为提高生产技术,促进产业发展,带动农民

增收,笔者试验对夏播黑豆种植密度与播期进行

研究,探讨最佳种植密度和播期,为大田生产提供

必要技术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点概况

试验地点位于麟游县常丰镇常丰村,年平均

气温9~10℃,年日照时数2200h左右,年降雨

量680mm左右。试验地前茬小麦,土娄土,地势平

坦,肥力中等。

1.2 试验设计

试验品种为麟游黑豆,设播期(A)和密度(B)

2因素,3次重复,裂区设计。其中,播期设A1:6
月20日,A2:25、A3:6月30日三个处理,密度设

B1:1万·667m-2、B2:1.2万·667m-2、B3:1.4
万·667m-2、B4:1.6万·667m-2、B5:1.8万·

667m-25个处理。每小区18m2、6行区,行长6
m、行距0.5m。

1.3 种植管理

人工开沟点播。人工中耕除草一次。10月

11日至10月12日收获,收6行计产,小区实收

面积18m2。

2 结果与分析

2.1 播种期对试验结果的影响

表1 不同播种期试验结果

播期
株高

/cm

结荚高度

/cm
分枝数

单株荚

数

无效荚数

/%

单荚粒

数

百粒重

/g

平均产量

/(kg·667m-2)
差异

显著性

A1 43.9 8.7 1.7 39.2 0.9 2.2 7.5 127.48 a

A2 49.5 9.1 2.5 55.0 1.4 2.3 7.4 125.29 a

A3 43.4 7.2 1.2 52.4 1.5 2.3 7.8 115.79 b

  表1显示:麟游黑豆播期处理一期(6月19
日)产量最高,二期(6月25日)次之,三期(6月

30)最低。方差分析一、二期产量差异不显著,但
与三期差异均达显著水平。从表1分析减产原因

主要是播期推迟无效夹数增加,产量降低。

2.2 种植密度对试验结果的影响

表2显示,麟游黑豆产量随密度增大而增加,
未有密度峰值。方差分析密度处理B5、B4、B2、

B3之间差异不显著,处理B5、B4与处理B1差异

达显著水平,处理B2、B3与与处理B1差异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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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从表2分析,密度与单株夹数、单夹粒数和无

效结夹数关联度不明显,产量差异主要与密度的

群体效应有关。

表2 不同种植密度试验结果

密度
株高

/cm

结荚高度

/cm
分枝数 单株荚数

无效荚数

/%
单荚粒数

百粒重

/g

平均产量

/(kg·667m-2)
差异

显著性

B5 40.2 7.8 1.1 46.9 1.81 2.2 7.3 125.1 a

B4 46.4 8.7 1.6 44.2 1.10 2.4 7.7 124.7 a

B2 46.4 8.6 1.9 49.2 1.31 2.5 7.7 120.9 ab

B3 45.7 8.0 2.3 48.9 0.95 2.3 7.5 117.5 ab

B1 44.4 7.9 2.1 55.2 1.15 .2.1 7.7 114.2 b

2.3 播种期和密度的互作关系

表3显示,麟游黑豆播期与密度互作效应明

显,以处理A1B4产量最高。A3B3、A3B1两个处

理产量最低,而且方差分析与其他处理产量差异

达显著水平。从表3分析看,三个播期处理配合

相应的密度均可获得较高的产量,说明密度对产

量的影响占主要作用。

表3 播种期和密度互作效应

处理 株高 结夹高度 分枝数 单株夹数 无效结夹数 夹粒数 百粒重
平均产量

/(kg·667m-2)
差异

显著性

A1B4 45.9 10 1.1 31.3 0.83 2.34 7 130.83 a

A2B3 49.1 8.6 3.1 57.6 0.95 2.41 7 127.03 a

A1B5 43.5 8.6 1.1 30 1.13 2.21 7 125.69 a

A2B5 51.9 9.07 1.1 48.2 2.7 2.14 8 125.42 a

A3B5 40.2 7.8 1.1 62.6 1.6 2.32 7 124.21 a

A3B4 45.4 6.4 1.6 50.2 1.57 2.34 8 123.16 a

A1B3 40.9 8.4 2.1 37.8 0.47 2.15 7.5 122.95 a

A1B2 46.6 8.3 2.3 51.1 1.07 2.93 8 122.59 a

A3B2 41.8 7.7 0.9 42.2 1.93 2.32 8 122.51 a

A1B1 42.8 8.2 2.1 45.9 0.97 1.56 8 121.73 a

A2B4 47.9 9.7 2.1 51.3 0.9 2.39 8 121.34 a

A2B1 47.9 8.4 3.5 64.9 1.4 2.42 7 120.04 a

A2B2 50.8 9.8 2.5 53.2 0.95 2.3 7 117.67 a

A3B3 47.1 6.9 1.7 52.3 1.43 2.27 8 102.47 b

A3B1 42.4 7.1 0.8 54.7 1.1 2.32 8 100.68 b

表4 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DF SS MS F值 F0.05 F0.01

播期 2 0.61 0.3 6.2** 3.32 5.39

密度 4 0.58 0.15 3.0* 2.69 4.02

播期密度互作 8 0.92 0.12 2.4* 2.27 3.17

误差 30 1.56 0.05

总变异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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