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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穗型品种与移栽密度对再生稻产量形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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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湖南省水稻研究所，长沙 410128；4.攸县农业农村局，湖南 株洲 412300） 

摘  要：【目的】探究不同移栽密度与穗型品种对再生稻产量形成的影响。【方法】采用两因素裂区试验设计，以移

栽密度为主区（D1：15 万穴/hm2、D2：18.75 万穴/hm2、D3：22.5 万穴/hm2、D4：26.25 万穴/hm2、D5：30 万穴/hm2、

D6：33.75 万穴/hm2），品种为副区（TYHZ：多穗型品种天优华占、HLY898：穗粒数兼顾型品种徽两优 898、YLY900：

大穗型品种 Y 两优 900）。【结果】品种类型和移栽密度对头季产量构成及周年产量均有显著影响，但不存在显著性

交互作用。穗粒数兼顾型品种 HLY898 头季产量最高，产量因子之间协调能力强，结实率高，周年产量也最高，其

次是多穗型品种 TYHZ，头季分蘖能力强，成穗率高，有效穗数足，头季和周年产量均显著高于大穗型品种 YLY900。

大穗型品种 YLY900 头季群体生长速率快，穗粒数高，但是分蘖能力差，成穗率低，收获指数低，导致头季产量和

周年产量均最低，显著低于其他类型品种。移栽密度以 D5 处理最佳，其头季和周年产量均最高，分蘖速度快，数

量多，显著增加了头季有效穗数，提高了头季库容量、群体生长速率和干物质积累量，头季产量较其他处理显著增

产，周年产量显著高于 D1 处理和 D6 处理。【结论】再生稻应选择穗粒数兼顾型和多穗型品种，依靠其分蘖成穗能

力取得高产，移栽密度选择 30 万穴/hm2，此模式下，头季分蘖能力强，群体生长速率快，库容量大，周年产量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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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研究意义】水稻是世界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世

界上超过 30 亿人口以大米为主食[1]。由于人口增长，

在确保耕地面积不减少的前提下，保持水稻年增产率

方能保障口粮，据统计，到 2030 年，中国水稻需要增

产 20%方能实现供给自足[2]。粮食增产主要有 2 个途径，

一靠增加耕地面积，二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3]。我国耕

地面积已趋极限，上升空间有限，水稻单产也面临瓶

颈，单产虽在增加，但是增产幅度趋缓，通过大水、

大肥和大量农药来取得高产的模式已成为过去[4]。在耕

地面积持续减少，水稻播种面积比例下降的情况下，

提高收获频次是一种更加环保和可行的增产方式[5]。再

生稻最大的特点为 1 次播种，2 次收获，能提高收获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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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实现粮食增产的重要途径。与普通的水稻生产

相比，再生稻具有诸多优势，如增产保收、节本增效、

生态环保、米质更优等特点，其次还能节约劳力，有

利于规模化及种植大户合理安排生产条件。再生稻作

为一种轻省、绿色、高效的水稻种植模式，其应用推

广对于水稻生产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大意义。 

【研究进展】头季是再生稻的基础，也是产量的

主要组成部分，但是学者们多把眼光聚焦在再生季，

对于头季的关注不够。张俊等[6]研究了头季秸秆还田

对再生稻的影响，创新集成了适用于江南双季稻区再

生稻机械化栽培新模式。张朝胜等[7]研究了再生稻品

种筛选，筛选出 2 种不同生育期类型的再生稻品种，

甬优 1540 可作为迟熟类型再生稻品种，甬优 4901 可

作为早熟再生稻品种。旷娜等[8]研究了不同地区再生

季米质的差异，得出再生季齐穗后温光条件与稻米胶

稠度、糊化特性以及淀粉热性能和相对结晶度具有显

著相关性。李亚贞等[9]研究了头季留桩高度对再生稻

产量的影响，发现在油菜＋再生稻三熟制的赣中北红

壤稻田地区，适宜的留桩高度为 30~40 cm。林席跃

等[10]研究了头季机收对再生稻产量的影响，取得良好

的减损效果。【切入点】但是缺乏着重研究头季稻的

数据。【拟解决的关键问题】笔者从此角度出发，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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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了 3 个类型的品种和 6 个不同梯度的移栽密度，着

重研究头季稻产量的形成，结合再生季产量数据，探

究不同穗型品种与移栽密度对再生稻的影响，以期为

完善再生稻技术体系提供一些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地点与材料 

本试验于2021年3—11月在湖南省长沙市金井镇

新沙村（113°16′E，29°37′N）进行。该地为亚热带湿

润气候，生育期间平均温度 22.93 ℃，平均降水量为

3.71 mm，前作为水稻，土壤为肥力中等的麻砂泥，0~20 

cm 耕作层土壤基本理化性质为 pH 值 6.27、有机质量

36.01 g/kg、全氮量 1.05 g/kg、有效磷量 23.39 mg/kg、

速效钾量 102.24 mg/kg。本试验品种包括 3 种类型，

多穗型品种（108~166）、穗粒数兼顾型品种（167~191）

和大穗型品种（193~270）[11]。多穗品种为天优华占，

由中国水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

研究所与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共同选育，穗粒数 141.1，

有效穗 295.5 万/hm
2，结实率 81.8%，2012 年通过国

家审定，编号 2012001。穗粒兼顾型品种为徽两优 898，

由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安徽省农业科

学院水稻研究所共同选育，穗粒数 189.7，有效穗 264

万/hm
2，结实率 83.8%，2015 年通过国家审定，编号

2015028。大穗品种为 Y 两优 900，由创世纪种业有限

公司选育，穗粒数 205.0，有效穗 214 万/hm
2，结实率

81.7%，2016 年通过国家审定，编号 2016044。试验尿

素含氮量为 46.2%，复合肥（N∶P2O5∶K2O=15∶15∶

15）量为 45%，钾肥（K2O）量为 60%。 

          
  (a) 平均温度                                                           (b) 降水量 

图 1 全生育期降水量和平均温度变化 

Fig.1  Daily rainfall and average temperature change during the whole growth period 

1.2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传统泥浆育秧，每穴 2~3 根谷苗，裂区

试验设计，其中移栽密度为主区 D（D1：15 万穴/hm
2，

20 cm×33.3 cm；D2：18.75 万穴/hm
2，20 cm×26.7 cm；

D3：22.5 万穴/hm
2，16.7 cm×26.7 cm；D4：26.25

万穴/hm
2，16.7 cm×22.9 cm；D5：30 万穴/hm

2，16.7 

cm×20 cm；D6：33.75 万穴/hm
2，13.3 cm×22.2 cm），

品种为副区（HLY898：穗粒数兼顾型品种徽两优 898；

YLY900：大穗型品种 Y 两优 900；TYHZ：多穗型品

种天优华占），18 个处理，3 次重复，共 54 个小区，

每个小区长 5 m，宽 4 m，共 20 m
2，重复之间均设排

灌沟，小区之间均覆膜筑埂，单排单灌，防止肥水互

窜，四周设置 1 m 的保护行。 

1.3 试验管理 

生育期如表1所示。头季施肥：193 kg/hm
2纯N（尿

素），分基肥（50%）、分蘖肥（20%）和穗肥（30%）

3次撒施。磷肥（P2O5）90 kg，作为基肥一次性撒施。

钾肥（K2O）180 kg，分基肥（50%）和穗肥（50%）

2次撒施。再生季施肥：103.7 kg/hm
2纯N（尿素）作

促芽肥在头季齐穗后20 d撒施，103.7 kg/hm
2纯N（尿

素）作发苗肥在头季收割后2 d灌浅水撒施。 

病虫害防治及水分管理参照当地高产管理。返青

期至齐穗期保持浅水层（3~5 cm），齐穗期至再生季

收获期间干湿交替，收割前 7~10 d 停止灌水。 

表 1 品种生育期 

Table 1  The growth period of varieties 

品种 播种期 移栽期 头季抽穗期 头季成熟期 再生季成熟期 

徽两优 898 0325 0501 0718 0818 1026 

Y 两优 900 0325 0501 0723 0823 1116 

天优华占 0325 0501 0718 0818 1023 

1.4 测定项目与方法 

生育期：记载播种期、移栽期、抽穗期、头季和

再生季成熟期。 

茎蘖动态：移栽后，随机选择长势均匀的 10 蔸水

稻（避开边 3 行），从返青期开始，每 5 天记录 1 次，

直到分蘖数逐渐下降。 

干物质：于头季分蘖期和抽穗期，从每小区随机

选取生长均匀且具有代表性的植株5蔸（避开边3行），

洗净后，剪去根，分别装袋，于 105 ℃杀青 30 min，

转至 80 ℃烘干至恒质量，密封冷却至室温测定其干物

质量。于头季成熟期，按对角线取样法，从每小区随

机选取生长均匀且具有代表性的植株 10 蔸（避开边

3 行），测量株高、有效穗，减去根系。统计完有效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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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且手工脱粒后，先用 105 ℃杀青 0.5 h，然后 80 ℃

烘干至恒质量，密封冷却至室温测定其干物质量。 

产量及构成：于头季和再生季成熟期选取长势均

匀的植株 150 蔸（避免边 3 行），脱粒晒干风选后以

14%的吸湿水来计算稻谷产量。头季成熟期选取 20 蔸

长势均匀的水稻（避免边 3 行），计算平均穗数。按平

均穗数选取 10 蔸（避免边 3 行）长势均匀的水稻作为

考种样，洗净减去根部，手工脱粒，再将茎叶穗分类

装袋，先用 105 ℃杀青 0.5 h，然后 80 ℃烘干至恒质

量，密封冷却至室温测定其干物质量。将脱下的籽粒

晒干后水选，将瘪粒和实粒分开，先用 105 ℃杀青

0.5 h，然后 80 ℃烘干至恒质量，称量 3 份 30 g 实粒样

品和 3 g 瘪粒样品，计算穗粒数、结实率和千粒质量。 

1.5 气象数据 

由Vantage Pro2有线自动气象站记录全生育期的

气象数据。 

1.6 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 

成穗率=头季有效穗数/最高分蘖数×100% 

库容量=单位面积穗数×穗粒数×千粒质量[12]
 

群体生长率（g/（m
2
·d））＝（W2-Wl）/（T2-T1），

式中：T1 和 T2 为前后 2 次测定的时间；W1 和 W2

为前后 2 次测定的干物质质量。 

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10 处理数据与作图，

Statistix8.0 软件进行方差分析，LSD 法进行处理间的

多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移栽密度与穗型品种对头季稻产量构成及

周年产量的影响 

移栽密度和品种类型均对头季稻产量构成和周

年产量有显著的影响，但是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

（表 2）。移栽密度通过极显著影响单位面积有效穗

来影响库容量和产量，D5 处理的单位面积有效穗、

库容量、头季产量和周年产量均是最高，其中单位面

积有效穗较其他处理增加 0.38%~13.42%，显著高于

其他处理（D6 处理除外），头季产量较其他处理增产

6.40%~9.74%，均达到显著水平，周年产量较其他处

理增产 1.96%~10.51%，显著高于 D1 处理和 D6 处理，

库容量较其他处理增加 5.36%~14.56%，显著高于 D1

处理。不同类型品种的产量构成有显著的差别，其中

穗粒兼顾型品种HLY898头季产量和周年产量均是最

高，其次是多穗型品种 TYHZ，头季和周年产量均显

著高于大穗型品种 YLY900。单位面积有效穗以多穗

型品种 TYHZ 最高，其次是穗粒数兼顾型品种

HLY898，大穗型品种 YLY900 最低，处理间均达到

显著水平。穗粒数以大穗型品种 YLY900 最高，显著

高于其他品种类型，其中多穗型品种 TYHZ 最低。库

容量以大穗型品种 YLY900 最高，较其他品种增加

4.55%~9.52%，但是大穗型品种 YLY900 的结实率和

千粒质量均是最低，均显著低于其他品种类型，导致

头季和周年产量均显著低于其他品种类型。 

表 2 不同移栽密度和穗型品种对头季稻产量构成及周年产量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transplanting densities and different panicle types on yield composition of the most season and annual yield 

处理 有效穗/m
2 穗粒数 结实率/% 千粒质量/g 头季产量/(t·hm

-2
) 周年产量/(t·hm

-2
) 库容量/(百·kg·m

-2
) 

D 

D1 231c 199a 83.1a 23.17ab 9.61b 15.47bc 10.3b 

D2 241b 214a 83.3a 23.08ab 9.85b 16.23ab 11.2ab 

D3 245b 203a 82.1a 22.91b 9.57b 16.29ab 10.9ab 

D4 244b 200a 83.8a 23.28ab 9.58b 15.82abc 10.9ab 

D5 262a 199a 83.8a 23.36a 10.48a 16.61a 11.8a 

D6 261a 185a 82.0a 23.22ab 9.55b 15.03c 10.8ab 

PZ 

TYHZ 288a 162b 83.3b 23.74a 10.09a 16.05b 11.0a 

HLY898 262b 173b 89.0a 23.18b 10.12a 16.68a 10.5a 

YLY900 192c 265a 76.8c 22.58c 9.07b 14.98c 11.5a 

 

D ** ns ns ns ** * ns 

PZ ** ** ** ** ** ** ns 

D×PZ ns ns ns ns ns ns ns 

注  各指标间单独多次比较；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在 5%水平上的显著差异；*和**分别表示相关性在 5%和 1%水平上差异显著，ns 表示相关

性差异不显著。下同。 

2.2 不同移栽密度与穗型品种对头季稻分蘖动态和

成穗率的影响 

2.2.1 分蘖动态 

不同移栽密度和品种类型下，头季茎蘖动态有明

显的差异（图 2）。低密度下，单株水稻个体生长强

健，单株分蘖多，但是群体分蘖少，高密度下，单株

分蘖少，但是群体分蘖多。随着移栽密度的增加，移

栽后 40 d 内的单位面积分蘖速度越快，最高茎蘖数

也越高，以 D6 处理最高。随着时间推移，不同处理

茎蘖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移栽密度越大，茎蘖

数下降的越多，最终茎蘖数以 D5 处理和 D6 处理最

高，高于其他处理。不同品种类型中，移栽后 40 d

内的单位面积分蘖速度以穗粒数兼顾型品种 HLY898

最快，最高茎蘖数最高，其次是多穗型品种 TYHZ

和大穗型品种 YLY900。随着时间推移，穗粒数兼顾

型品种 HLY898 茎蘖数下降的最多，但最终茎蘖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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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穗粒数兼顾型品种 HLY898 最高，其次是多穗型 品种 TYHZ，均明显高于大穗型品种 YLY900。 

           

        (a) 茎蘖数                                                            (b) 茎蘖数 

图 2 不同移栽密度与不同穗型品种下分蘖动态 

Fig.2  The tiller dynamic under different panicle-typed varieties and transplanting density 

2.2.2 成穗率 

不同密度处理和不同品种类型对成穗率均有显

著影响（图 3）。随着密度的增加，成穗率显著下降，

以 D1 处理最高，显著高于其他处理，较其他处理高

11.42%~28.02%，D6 处理最低，显著低于 D1、D2 处

理，说明稀植情况下可以显著提高成穗率。不同类型

品种中，以多穗型品种 TYHZ 成穗率最高，显著高

于其他品种类型，较其他处理高 25.5%~30.70%，其

次是穗粒数兼顾型品种 HLY898，大穗型品种

YLY900 最低。 

          

        (a) 成穗率                                                            (b) 成穗率 

图 3 不同移栽密度与不同穗型品种下成穗率 

Fig.3  The ear-setting rate under different panicle-typed varieties and transplanting density 

2.3 不同移栽密度与穗型品种对头季稻干物质生产的

影响 

移栽密度和不同类型品种均对干物质积累有显

著的影响，但是不存在显著的互作效应（表 3）。D5

处理的分蘖期、抽穗期和成熟期干物质积累均是最高，

达到显著水平。从群体生长速率看，D5 处理分蘖—

抽穗期最快，显著高于 D1 处理，D1 处理抽穗—成熟

期最快，但是分蘖—抽穗期群体生长速率最慢，最终

D5 处理生育期间移栽—成熟期群体生长速率最快。

不同密度处理间，收获指数无显著性差异。不同类型

品种间，分蘖期干物质以多穗型品种 TYHZ 和穗粒数

兼顾型品种 HLY898 最高，显著高于大穗型品种

YLY900，抽穗期和成熟期均以大穗型品种 YLY900

最高，群体生长速率前中后期均以大穗型品种

YLY900 最快，没达到显著水平，但是大穗型品种

YLY900 的收获指数显著低于其他 2 种类型。 

表 3 不同移栽密度与穗型品种对头季稻干物质积累、群体生长速率和收获指数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transplanting densities and different panicle types on dry matter accumulation, 

 population growth rate and harvest index in the most season 

处理 
干物质/(g·m

-2
) 群体生长速率/(g·m

-2
·d

-1
) 

收获指数 
分蘖期 抽穗期 成熟期 分蘖—抽穗期 抽穗—成熟期 移栽—成熟期 

D 

D1 17c 959b 3 227c 15.25b 82.89a 31.89a 0.52a 

D2 19bc 1 001ab 3 608b 17.98a 77.00a 31.56a 0.53a 

D3 23abc 961b 3 398bc 15.97ab 79.67a 31.22a 0.52a 

D4 29ab 1 086ab 3 463bc 16.90ab 80.00a 32.00a 0.54a 

D5 33a 1 143a 3 867a 18.14a 80.44a 32.44a 0.51a 

D6 27abc 1 136a 3 365c 16.87ab 72.33a 29.78a 0.52a 

PZ 

TYHZ 27a 1 024ab 3 380a 16.91a 77.67a 31.44a 0.55a 

HLY898 26a 1 001b 3 527a 16.31a 78.61a 31.28a 0.54a 

YLY900 21b 1 119a 3 558a 17.33a 79.89a 31.72a 0.48b 

 

D ns ns ** ns ns ns ns 

PZ * ns ns ns ns 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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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相关性分析 

产量与产量构成因子间相关性均达到极显著水

平（表 4），产量与有效穗、千粒质量和结实率均极

显著正相关，其中与有效穗的相关性最大，其次是千

粒质量和结实率，与穗粒数极显著负相关。产量构成

因子之间相关性也达到了极显著水平，有效穗、千粒

质量和结实率三者之间极显著正相关，均与穗粒数极

显著负相关。 

表 4 产量构成之间相关性分析 

Table 4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yield components 

指标 产量 结实率 千粒质量 有效穗 

结实率 0.577 3
**

    

千粒质量 0.609 3
**

 0.466 9
**

   

有效穗 0.641 0
**

 0.577 9
**

 0.746 4
**

  

穗粒数 -0.551 9
**

 -0.643 7
**

 -0.647 5
**

 -0.814 8
**

 

3 讨 论 

产量是产量构成因子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生

长环境和处理下，产量构成因子的作用程度不尽相同。

再生季产量与单位面积穗数最相关[13-14]。穗粒数在产

量构成中起主要作用[15]。在高产类型水稻品种中，千

粒质量能明显提高产量[16]。本研究发现，头季产量与

产量构成因子均呈极显著相关关系，其中与单位面积

穗数相关性最强，同前人[13-14]研究结果一致，与穗粒

数呈极显著负相关关系，同前人[15]结果存在一定的差

异，可能是由于本研究中大穗型品种 YLY900 穗粒数

最多，但由于生育期长，抽穗期遭遇高温，导致结实

率低和产量低的缘故。本研究发现，多穗型品种

TYHZ 和穗粒数兼顾型品种 HLY898 库容量都只有

4.5×10
4
/m

2，但是穗部结构更合理，头季结实率、产

量和周年产量均是最高，均显著高于大穗型品种

YLY900。因此，以中小穗型作为品种，在保证足够

穗数的前提下，再追求大穗，更易取得高产，同前

人[17]结果基本一致。在 30 万穴/hm
2密度下，头季和

周年产量最高，显著高于其他处理，同前人[18]结果基

本一致，主要是该密度下，水稻头季群体结构更合理，

穗部发育更好，可以轻易获得高产。低密度下，单株

个体分蘖多，穗粒数多，成穗率高，但是群体分蘖数、

库容量和有效穗数少，高密度下，群体分蘖数多，穗

数足，但是穗粒数、库容量和成穗率低，导致头季产

量不佳，同前人[19-20]研究结果一致。 

产量就是干物质积累和分配的过程，收获指数的

高低实质就是干物质分配的结果[21-23]。吴培等[24]认为，

密度过高过低都不利于干物质的积累。陈佳娜等[25]

和杨志长等[19]研究发现，“高密+低氮”处理有利于水

稻群体干物质积累量的提高。本研究发现，不同移栽

密度处理下，主要是影响群体生长速率和干物质积累

量，D5 处理整个生育期阶段群体生长速率最快， 

头季分蘖期、抽穗期和成熟期的干物质积累量均

是最高，同前人[19,25]研究结果一致。从不同穗型品种

分析，大穗型品种 YLY900 分蘖期的干物质积累量显

著低于其他 2 个品种，但是中后期的群体生长速率和

干物质积累量均是最高，但是分配转运到穗部的部

分较少，收获指数显著低于其他品种类型，导致头

季产量显著低于其他品种类型，同前人[26]研究结果

基本一致。说明干物质积累的过程固然重要，但是分

配的过程更加重要，因此，高收获指数类型品种更易

获得高产。 

再生稻大面积整体产量上不去，主要限制因子在

于穗数，因此需要提高再生稻的分蘖成穗能力[27-28]。

本研究发现，大穗型品种 YLY900 分蘖能力和成穗能

力差，导致有效穗数少，导致头季和周年产量均显著

低于多穗和穗粒数兼顾型品种，同前人[29]研究结果基

本一致。其中，成穗率随移栽密度的增加而降低，最

高分蘖数随着移栽密度的增加而增加，随后开始下降，

同前人[19-20]研究结果一致。因此为了保证穗数，要协

调分蘖数和成穗率之间的关系，才能得到足够的有效

穗数。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本结论是基于立地条

件和 1 a 的试验形成的，需要时间和空间尺度的验证，

因此，下一步研究会进行多年多点试验，进一步探究

不同移栽密度与穗型品种对再生头季稻产量形成的

影响。 

4 结 论 

1）穗粒数兼顾型品种 HLY898 头季和周年产量

均是最高，头季产量因子之间协调能力强，结实率高，

其次多穗型品种 TYHZ，头季分蘖能力强，成穗率高，

单位面积穗数足，头季和周年产量均显著高于大穗型

品种 YLY900。大穗型品种 YLY900 头季群体生长速

率快，穗粒数高，但是分蘖能力差，成穗率低，收获

指数低，导致产量低于其他类型品种。 

2）移栽密度以 D5 处理最佳，其分蘖速度快，数

量多，显著增加了头季穗数和库容量，群体生长速率

快，干物质积累能力强，头季和周年产量均是最高。 

3）再生稻应选择穗粒数兼顾型和多穗型品种，

依靠其分蘖成穗能力来取得高产，移栽密度选择 30

万穴/hm
2，此模式下，头季分蘖能力强，群体生长速

率最快，头季和周年产量均是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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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ransplanting Density on Yield Formation of Different  

Panicle-typed Varieties in Ratooning Rice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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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ransplant is a cultivation commonly used in ratooning rice production in southern China 

and other eastern Asian countries. Its impact on rice growth and yield depends on a range of factors. This paper 

presents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effect of transplanting density on yield composition of different panicle-typed 

varieties.【Method】The field experiment compared three rice varieties: Tianyou Huazhan, Huiliangyou 898 and 

Yliangyou 900. The transplanting density treatments for all three varieties were the same: 1.5×10
4
 points/hm

2
 (D1), 

187 500 points/hm
2
 (D2), 225 000 points/hm

2
 (D3), 262 500 points/hm

2
 (D4), 300 000 points/hm

2
 (D5), and 337 500 

points/hm
2
 (D6). In the experiment, we measured rice growth and its ultimate yield formation in each treatment.

【Result】Transplanting density affected composition of both seasonal and annual rice yields significantly, but the 

effect varied with rice varieties. There was a lack of variety-planting density interaction on the yield. The variety 

Huiliangyou 898 had the highest seasonal and annual yields, strong coordination ability among yield factors, high 

seed setting rate; variety Tianyou Huazhan had strong tillering ability, high ear-setting rate and full panicle numbers 

per unit area. All thes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variety YLY900. The variety YLY900 had fast 

population growth rate and high grain numbers per panicle, but its tillering ability was poor, and ear-setting rate and 

low harvest index were low; it hence produced the lowest seasonal and annual yields. On average, the optimal 

transplanting density for the three varieties was D5, producing highest seasonal and annual yields, faster tillering rate 

and more tillers per unit area; it also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panicle numbers and sink capacity, population 

growth rate, and dry matter accumulation.【Conclusion】Selecting rice varieties with panicle and grain for the initial 

season in ratooning rice production should consider its tillering ability to achieve high yield. For the three rice 

varieties we compared, the optimal transplanting density is 300 000 holes/hm
2
. 

Key words: transplanting density; variety types; ratooning rice; yield; dry 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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