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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嫩平原黑土区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的空间变异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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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在松嫩平原黑土区获取的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穗粒质量、穗轴质量、穗粒数、穗行数、行粒数、穗长、穗

粗），利用传统统计学、多重分形和联合多重分形方法分析了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的空间变异性。结果表明，玉米

穗粒质量、穗轴质量、穗粒数、穗行数、行粒数、穗长、穗粗的空间变异强度依次减弱，且穗粒质量和穗轴质量的变异

程度为中等变异，穗粒数、穗行数、行粒数、穗长、穗粗的变异程度为弱变异；玉米穗轴质量和穗粒质量的多重分形

特征最明显，行粒数、穗粗和穗长的多重分形特征最不明显，穗行数和穗粒数多重分形特征的明显程度介于上述两

者之间；穗行数的空间变异性主要是由高值信息造成，而行粒数、穗轴质量、穗粒质量、穗粒数、穗粗、穗长的空间变

异性主要由低值信息引起；单一尺度和多尺度上，穗粗、穗轴质量、穗长、穗粒数、行粒数、穗行数对穗粒质量空间变

异性的影响程度排序有所差异，穗粒质量与穗长、穗粗、穗粒数、穗行数、穗轴质量、行粒数在多尺度上的相关程度

明显大于在单一尺度上的相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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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作物产量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受地形因子、土壤

属性、生长环境等因素影响［１－３］，具有时空变异性，

随精确农业的兴起，作物产量的时空变异性受到国

内外学者广泛关注，已成为当前农业领域的一个热

点［４］，许多学者已对作物产量的时空变异性进行了

研究［５－８］，也取得了很多成果，掌握作物产量的时空

变异性，可为田间精确管理提供基础资料与参考依

据，对于提高作物产量具有重要意义。

松嫩平原黑土区位于我国东北部，是世界著名

三大黑土带之一，也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产区，主要粮

食作物中玉米和大豆所占比重大，是我国著名的玉

米带和大豆主产区［９］，实现玉米持续增产和稳产对

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如何提高该

区玉米产量显得尤为关键，掌握该区玉米产量的空

间变异特征，为该区农田精准管理提供参考依据与

技术支撑，进而可为该区玉米产量的提高提供指导，

但是目前关于松嫩平原黑土区玉米产量空间变异性

的研究很少。空间变异性具有尺度效应，空间尺度

不同时，影响空间变异性的主要过程或因素不一定

完全相同，多尺度分析已成为空间变异性研究中的

一个热点，国内外学者已在许多领域展开了空间变

异性的尺度效应研究［１０－１４］，但针对作物产量空间变

异性尺度效应的研究很少。

分形是研究复杂结构和尺度问题的有效工具，

能够用来分析数据的各种空间现象［１５］。此外，玉米

穗质量是构成玉米产量的重要信息，为此，本文基于

国内外研究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利用多重分形和联

合多重分形方法通过量化松嫩平原黑土区玉米穗质

量构成要素的空间变异强度，识别造成玉米穗质量

构成要素空间变异的局部特征，判定玉米穗质量构

成要素在单一尺度和多尺度上的相关特征，揭示该

区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的空间变异机理，以期为该

区农田精准管理提供基础信息与科学依据，进而为

该区玉米产量的提高提供指导意见，同时为玉米产

量空间变异性的研究提供新视角。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在东北农业大学香坊实验基地进行，位于

哈尔滨市区东南部，属寒温带大陆性气候，春季多风

少雨，夏季温热多雨，秋季较短，冬季寒冷干燥，年降

水量５００～５５０ｍｍ，农作物以玉米、大豆为主，农田
土壤为黑土，试验地０～４０ｃｍ土层土壤颗粒组成与
土壤容重如表１所示。

表１　土壤颗粒组成与土壤容重

Ｔａｂ．１　Ｓｏｉｌ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ｕｌｋｄｅｎｓｉｔｙ

参数

砂粒（００５～

１ｍｍ）体积

分数／％

粗粉粒（００５～

００１ｍｍ）体积

分数／％

粘粒（小于

０００１ｍｍ）

体积分数／％

土壤容重／

（ｇ·ｃｍ－３）

数值 ５５１ ５３７３ １６２５ １３５６９

１２　试验设计
在种植作物为玉米的农田选择长宽均为４８ｍ

的试验地，将其划分为６４个尺寸为６ｍ×６ｍ的网
格，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的采样点位于每个网格的

中心位置，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取样点的空间分布

图如图１所示。玉米成熟后收集试验地每个取样点
的玉米穗。玉米穗脱粒后用天平称量穗粒质量和穗

轴质量；用米尺测量穗基部到顶端的长度得到玉米

的穗长；用软尺测量玉米穗中部的周长得到玉米的

穗粗；穗行数表示玉米穗的行数；行粒数为玉米穗各

行粒数的平均值；穗粒数为玉米穗各行粒数的和。

１３　研究方法
（１）传统统计学
传统统计学方法主要通过计算玉米穗质量构成

要素的平均值、标准差、方差和变异系数等统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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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取样点的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ｉｔｅ

　
值，研究分析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的空间变异特征，

其中变异系数（ＣＶ）的计算公式为
ＣＶ＝σ／μ （１）

式中　σ———标准差　　μ———均值
ＣＶ≤０１表示研究变量为弱变异，０１＜ＣＶ＜１表示
研究变量为中等变异，ＣＶ≥１表示研究变量为强变
异［１６］。

（２）多重分形
应用多重分形研究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的空间

变异性时，需要计算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的质量概

率Ｐｉ（δ）、质量指数 τ（ｑ）、广义维数 Ｄ（ｑ）、奇异指
数α（ｑ）、奇异指数的维数分布函数 ｆ（ｑ）等多重分
形参数，上述多重分形参数的计算公式参照文

献［１５，１７－１９］。多重分形能够识别造成玉米穗质
量构成要素空间变异性的局部信息或特征，关键是

要在不同尺度上定义一个质量概率，本文在计算玉

米穗质量构成要素的多重分形参数时，共划分４种
尺度，即分别利用尺寸为 ６ｍ×６ｍ、１２ｍ×１２ｍ、
１６ｍ×１６ｍ、２４ｍ×２４ｍ的网格尺度划分试验地
（４８ｍ×４８ｍ），利用上述 ４种网格尺度划分时，生
成的网格数分别是６４个、１６个、９个、４个，为保证
生成的网格中至少包含一个采样点，本文选择的最

小网格尺寸为６ｍ×６ｍ。
（３）联合多重分形
空间变异性具有尺度效应，引起不同尺度上空

间变异性的主要因素并不一定完全相同，非常有必

要确定在不同尺度上对空间变异性都具有显著影响

的因素，多重分形主要分析某一变量的空间变异性，

多重分形拓展为联合多重分形后，便可通过分析不

同变量在多尺度上的相互关系，确定在不同尺度上

对空间变异性都具有显著的因素。联合多重分形参

数主要包括联合奇异指数 α１（ｑ１，ｑ２）、α２（ｑ１，ｑ２）和
联合奇异指数的维数分布函数 ｆ（α１，α２）等，具体计
算公式参照文献［１８］。
１４　数据处理与分析

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的传统统计特征参数利用

Ｅｘｃｅｌ和ＳＰＳＳ计算；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的多重分
形参数、联合多重分形参数以及联合多重分形谱的

灰度图利用Ｍａｔｌａｂ计算和绘制；玉米穗质量构成要
素的多重分形谱利用 Ｅｘｃｅｌ绘制；玉米穗质量构成
要素之间在单一尺度上的相关性以及玉米穗质量构

成要素联合奇异指数之间的相关性利用ＳＰＳＳ计算。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的传统统计特征
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的传统统计特征值如表２

所示。由表２可知，不考虑灌溉时，研究区试验地玉
米穗粒质量、穗轴质量、穗粒数、穗行数、行粒数、穗

长、穗粗平均值分别为１８１８４ｇ、２３６６ｇ、５８８０８粒、
１４７５行、３９９４粒、１９３３ｃｍ、１５５３ｃｍ；其变异系
数依次为 ０２０４４、０１９９１、００９０９、００８８８、
００５６７、００５１２、００４７１，即穗粒质量、穗轴质量、穗
粒数、穗行数、行粒数、穗长、穗粗的变异性依次减

弱，且穗粒质量和穗轴质量的变异程度为中等变异，

穗粒数、穗行数、行粒数、穗长、穗粗的变异程度为弱

变异。

表２　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的传统统计特征值
Ｔａｂ．２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ｖａｌｕｅｏｆ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ｃｏｒｎｅａｒｗｅｉｇｈｔ

参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方差 变异系数

穗粒质量／ｇ １０８２０ ２３９６４ １８１８４ ３７１８ １３８２０４ ０２０４４

穗轴质量／ｇ １４９４ ３３１０ ２３６６ ４７１ ２２１９ ０１９９１

穗长／ｃｍ １７１０ ２１５０ １９３３ ０９９ ０９８ ００５１２

穗粗／ｃｍ １３７０ １６６０ １５５３ ０７３ ０５４ ００４７１

穗行数／行 １２００ １８００ １４７５ １３１ １７１ ００８８８

行粒数／粒 ３４０７ ４４２５ ３９９４ ２２６ ５１３ ００５６７

穗粒数／粒 ４６８００ ７３２００ ５８８０８ ５３４５ ２８５７１５ ００９０９

　　上述分析表明，穗粒质量的空间分布差异最明
显，穗粒质量是构成玉米产量的重要信息，识别造成

穗粒质量空间变异性的局部信息与影响因素，揭示

穗粒质量的空间变异性机理，对于提高研究区玉米

产量具有重要实际意义。

２２　单一尺度上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之间的相关性
表３给出了单一尺度上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之

间的相关性。通过分析表３可以发现，穗轴质量与
穗行数、穗长与穗行数、穗粗与行粒数的相关性不显

著，穗行数与行粒数的相关性在 ｐ＜００５水平上显
著，其余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之间的相关性均在

ｐ＜００１水平上显著；玉米穗粒质量与穗粗、穗轴
质量、穗长、穗粒数、行粒数、穗行数的相关系数依

次为０８６２、０７７３、０７６３、０６０２、０４５８、０３２９，相
关程度依次减弱，说明单一尺度上玉米穗粗、穗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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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穗长、穗粒数、行粒数、穗行数对穗粒质量空

间变异性的影响程度依次降低。空间变异性具有

尺度效应，这种单一尺度上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并

不一定能完整地反映出玉米穗粒质量与穗粗、穗

轴质量、穗长、穗粒数、行粒数、穗行数之间的相关

性，因此，有必要探讨分析玉米穗粒质量与穗粗、

穗轴质量、穗长、穗粒数、行粒数、穗行数在多尺度

上的相关性。

表３　单一尺度上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之间的相关性
Ｔａｂ．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ｃｏｒｎｅａｒｗｅｉｇｈｔａｔｓｉｎｇｌｅｓｃａｌｅ

参数 穗粒质量／ｇ 穗轴质量／ｇ 穗长／ｃｍ 穗粗／ｃｍ 穗行数／行 行粒数／粒 穗粒数／粒

穗粒质量／ｇ １

穗轴质量／ｇ ０７７３ １

穗长／ｃｍ ０７６３ ０７３６ １

穗粗／ｃｍ ０８６２ ０６２３ ０５５９ １

穗行数／行 ０３２９ ０２４２ ０１１１ ０５７９ １

行粒数／粒 ０４５８ ０５４３ ０５８５ ０１１３ －０２８５ １

穗粒数／粒 ０６０２ ０５６３ ０４６７ ０６３８ ０８０７ ０３３３ １

　　注：表示在ｐ＜００１水平上显著，表示在ｐ＜００５水平上显著，下同。

２３　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的多重分形特征
２３１　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的Ｄ（ｑ） ｑ关系曲线

图２　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的Ｄ（ｑ） ｑ关系曲线
Ｆｉｇ．２　Ｄ（ｑ） ｑ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ｃｏｒｎｅａｒｗｅｉｇｈｔ

穗长、穗粒数、穗粗、穗粒质量、穗行数、穗轴质

量和行粒数等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的Ｄ（ｑ） ｑ关系
曲线如图 ２所示，ｑ≥０时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的
Ｄ（ｑ）值如表４所示。ｑ≥０时，若研究变量的 Ｄ（ｑ）
值随ｑ增加逐渐降低，则表示研究变量具有多重分
形特征［１７－１８］。由图２和表４可知，当ｑ≥０时，行粒
数、穗轴质量、穗行数、穗粒质量、穗粒数、穗粗、穗长

的Ｄ（ｑ）值随ｑ增加都逐渐降低，而且穗轴质量和穗
粒质量的Ｄ（ｑ）值降低程度最明显，行粒数、穗粗和
穗长的Ｄ（ｑ）值降低程度最弱，穗行数和穗粒数的
Ｄ（ｑ）值降低程度介于上述两者中间，根据多重分形
原理可知，穗轴质量和穗粒质量的多重分形特征最

明显，行粒数、穗粗和穗长的多重分形特征最不明

显，穗行数和穗粒数多重分形特征的明显程度介于

上述两者之间。

２３２　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α（ｑ） ｆ（ｑ）关系曲线
图３给出了穗长、穗粒数、穗粗、穗粒质量、穗行

数、穗轴质量和行粒数等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的

α（ｑ） ｆ（ｑ）关系曲线，表５给出了具体的多重分形
参数。α（ｑ） ｆ（ｑ）关系曲线称为研究变量的多重分
形谱，多重分形谱的宽度越大，研究变量的空间变异

性越强；若研究变量的多重分形谱偏左，则表明研究

变量的空间变异性主要是由高值信息引起，若研究

变量的多重分形谱偏右，则说明研究变量的空间变

异性主要由低值信息造成［１７－１８］。

由图３和表５可知，穗行数的多重分形谱偏左；
行粒数、穗轴质量、穗粒质量、穗粒数、穗粗、穗长的

多重分形谱均偏右，且穗轴质量、穗粒质量多重分形

１８１第１２期　　　　　　　　　刘继龙 等：松嫩平原黑土区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的空间变异性研究



　　 表４　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的Ｄ（ｑ）值
Ｔａｂ．４　Ｄ（ｑ）ｏｆ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ｃｏｒｎｅａｒｗｅｉｇｈｔ

ｑ 穗长 穗粗 穗粒数 穗粒质量 穗行数 穗轴质量 行粒数

－６ ２００５７ ２００５０ ２０１８９ ２１１５７ ２０１５６ ２０９７８ ２００７８

－５ ２００４８ ２００４１ ２０１５６ ２０９７１ ２０１３１ ２０８２２ ２００６４

－４ ２００３８ ２００３３ ２０１２３ ２０７７３ ２０１０５ ２０６５７ ２００５１

－３ ２００２８ ２００２４ ２００９１ ２０５７０ ２００７９ ２０４８９ ２００３７

－２ ２００１９ ２００１６ ２００６０ ２０３６８ ２００５３ ２０３２１ ２００２４

－１ ２０００９ ２０００８ ２００２９ ２０１７６ ２００２７ ２０１５７ ２００１２

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１ １９９９１ １９９９２ １９９７１ １９８４４ １９９７３ １９８５３ １９９８８

２ １９９８２ １９９８５ １９９４２ １９７０９ １９９４６ １９７１８ １９９７７

３ １９９７３ １９９７７ １９９１４ １９５９５ １９９１８ １９５９５ １９９６６

４ １９９６４ １９９６９ １９８８６ １９４９８ １９８８９ １９４８４ １９９５６

５ １９９５５ １９９６３ １９８５８ １９４１７ １９８６２ １９３８３ １９９４６

６ １９９４６ １９９５６ １９８３１ １９３４９ １９８３３ １９２９１ １９９３６

Ｄ（０）－Ｄ（６）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１６９ ００６５１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７０９ ０００６４

图３　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的α（ｑ） ｆ（ｑ）关系曲线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ｃｕｒｖｅｓｏｆα（ｑ） ｆ（ｑ）ｏｆ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ｃｏｒｎｅａｒｗｅｉｇｈｔ

　
表５　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的多重分形参数

Ｔａｂ．５　Ｍｕｌｔｉｆｒａｃｔ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ｃｏｒｎｅａｒｗｅｉｇｈｔ

参数 行粒数 穗轴质量 穗行数 穗粒质量 穗粒数 穗粗 穗长

αｍｉｎ １９８８８ １８８５７ １９６９１ １９０３７ １９６９５ １９９２１ １９９０４
αｍａｘ ２０１７９ ２２０４４ ２０３３４ ２２４１４ ２０４２４ ２０１１２ ２０１２５
αｍａｘ αｍｉｎ ００２９１ ０３１８７ ００６４３ ０３３７７ ００７２９ ００１９０ ００２２１
ｆ（αｍｉｎ） １９６４７ １６６８５ １８９７８ １７４７３ １９０１３ １９７４９ １９６９１
ｆ（αｍａｘ） １９４７５ １４５８５ １９０８９ １３６１８ １８７７９ １９６８１ １９６４９
ｆ（αｍａｘ） ｆ（αｍｉｎ） －００１７２ －０２０９９ ００１１１ －０３８５５ －００２３４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０４２

谱偏右的趋势比较明显，穗粗、穗长多重分形谱的偏

右趋势最弱，行粒数、穗粒数多重分形谱的偏右趋势

介于上述两者之间。根据多重分形原理可知，上述

分析表明穗行数的空间变异性主要是由高值信息造

成的，行粒数、穗轴质量、穗粒质量、穗粒数、穗粗、穗

长的空间变异性主要由低值信息引起。穗粒质量、

穗轴质量、穗粒数、穗行数、行粒数、穗长、穗粗多重

分形谱的宽度依次为 ０３３７７、０３１８７、００７２９、
００６４３、００２９１、００２２１、００１９０，根据多重分形原
理可知，穗粒质量、穗轴质量、穗粒数、穗行数、行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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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穗长、穗粗的空间变异强度依次减弱，这与上文

中变异系数的分析结果一致。

２４　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之间的联合多重分形特征
空间变异性是尺度的函数，２２节得出的穗粒

质量与穗粗、穗轴质量、穗长、穗粒数、行粒数、穗行

数的单一尺度相关性，并不一定能完整地反映出上

述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之间的相关特征，为此，利用

联合多重分形方法确定穗粒质量与穗粗、穗轴质量、

穗长、穗粒数、行粒数、穗行数的多尺度相关特征。

穗长与穗粒质量、穗粗与穗粒质量、穗粒数与穗粒质

量、穗行数与穗粒质量、穗轴质量与穗粒质量、行粒

数与穗粒质量联合多重分形谱的灰度图如图４所

示，穗粒质量与穗长、穗粗、穗粒数、穗行数、穗轴

质量、行粒数联合奇异指数的相关性如表６所示。
分析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之间的联合多重分形特

征时，为清晰简便地表示联合多重分形参数，用

αＥＬ、αＧＮＰＥ、αＥＤ、αＧＷＰＥ、αＲＮＰＥ、αＡＷＰＥ、αＧＮＰＲ分别表示
穗长、穗粒数、穗粗、穗粒质量、穗行数、穗轴质量、

行粒数的联合奇异指数。研究变量联合多重分形

谱的灰度图集中且沿对角线方向延伸的趋势越

明显，或研究变量联合奇异指数之间的相关性越

显著，则表明研究变量在多尺度上的相关程度越

高，反之，则说明研究变量在多尺度上的相关程

度越低［３，２０－２１］。

图４　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之间联合多重分形谱的灰度图
Ｆｉｇ．４　Ｇｒａｙｓｃａｌｅ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ｊｏｉｎｔｍｕｌｔｉｆｒａｃｔａｌｓｐｅｃｔｒａ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ｃｏｒｎｅａｒｗｅｉｇｈｔ

　
表６　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联合奇异指数的相关性

Ｔａｂ．６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ｊｏｉｎｔ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ｅｘ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ｃｏｒｎｅａｒｗｅｉｇｈｔ

参数 αＡＷＰＥ αＥＬ αＥＤ αＲＮＰＥ αＧＮＰＲ αＧＮＰＥ
αＧＷＰＥ ０９２３ ０９８７ ０９９８ ０７２７ ０８３７ ０９０２

　　分析图４和表６可以发现，穗粒质量与穗粗、穗
长、穗轴质量、穗粒数、行粒数、穗行数联合多重分形

谱的灰度图集中且沿对角线方向延伸的趋势依次减

弱；穗粒质量与穗粗、穗长、穗轴质量、穗粒数、行粒

数、穗行数联合奇异指数的相关性也逐渐降低，根据

联合多重分形原理可知，穗粒质量与穗粗、穗长、穗

轴质量、穗粒数、行粒数、穗行数的多尺度相关程度

依次减弱，即在多尺度上，穗粗、穗长、穗轴质量、穗

粒数、行粒数、穗行数对穗粒质量空间变异性的影响

依次减弱，这与单一尺度上分析得出的相关结果有

所差异。此外，穗粒质量与穗长、穗粗、穗粒数、穗行

数、穗轴质量、行粒数的多尺度相关程度明显大于单

一尺度上的相关程度。单一尺度和多尺度上得出的

结果有所差异，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玉米穗

质量构成要素的空间分布常常不是单纯的一种，而

是多种或多层次结构的叠加，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

空间变异性具有尺度效应，某一种尺度只能揭示相

应的变化规律，尺度不同主要影响过程或因素并不

一定完全相同而导致的。

３　结论

（１）研究区雨养条件下玉米穗粒质量、穗轴质
量、穗粒数、穗行数、行粒数、穗长、穗粗平均值分别

为１８１８４ｇ、２３６６ｇ、５８８０８粒、１４７５行、３９９４粒、
１９３３ｃｍ、１５５３ｃｍ；穗粒质量和穗轴质量的变异程
度为中等变异，穗粒数、穗行数、行粒数、穗长、穗粗

的变异程度为弱变异。

（２）玉米穗轴质量和穗粒质量的多重分形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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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明显，行粒数、穗粗和穗长的多重分形特征最不明

显，穗行数和穗粒数多重分形特征的明显程度介于

上述两者之间。穗行数的空间变异性主要由高值信

息造成，行粒数、穗轴质量、穗粒质量、穗粒数、穗粗、

穗长的空间变异性主要由低值信息引起，穗粒质量、

穗轴质量、穗粒数、穗行数、行粒数、穗长、穗粗的空

间变异强度依次减弱。

（３）单一尺度上，玉米穗粗、穗轴质量、穗长、穗
粒数、行粒数、穗行数对穗粒质量空间变异性的影响

程度依次降低；多尺度上，穗粗、穗长、穗轴质量、穗

粒数、行粒数、穗行数对穗粒质量空间变异性的影响

依次减弱，与单一尺度上分析得出的相关结果有所

差异；穗粒质量与穗长、穗粗、穗粒数、穗行数、穗轴

质量、行粒数在多尺度上的相关程度明显大于在单

一尺度上的相关程度。

（４）研究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的空间变异性机
理，对于指导研究区田间精准管理以及提高玉米产

量具有重要实际意义，此外，土壤是作物生长的基

础，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空间变异性的产生很大一

部分原因是由于土壤特性具有明显的空间变异性，

掌握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的空间变异特征，也可为

土壤资源的精准管理提供基础资料。空间变异性具

有尺度效应，影响玉米穗质量构成要素空间变异性

的主要过程或因素在不同尺度上不一定完全相同，

应着重考虑多尺度分析得出的研究结果，这能增强

研究结果的适应性。另外，作物生长受土壤和气候

等外界条件的影响明显，当外界条件与本研究区相

比变化较大时，研究成果的应用需要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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