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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河北省玉米品种区域试验实收测产工作的探讨
刘林斌

（河北省种子管理总站，石家庄 050031）

摘要：针对河北省玉米品种区域试验实收测产情况，对人员组成、前期准备、田间收获、晾晒管理、产量测定、数据处理等环

节进行阐述，对实收监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对今后实收监测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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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规定，品种试

验组织实施单位应当组织申请者代表参与区域试

验、生产试验收获测产，测产数据由试验技术人员、

试验承担单位（以下简称试点）负责人和申请者代

表签字确认。近年来，河北省种子管理总站在玉米

品种区域试验实收测产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尝

试，确保玉米品种试验产量结果和试验数据的公开、

公平、公正，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　前期准备
1.1　确定实收试点数　根据玉米品种的区域试验

组别，结合专业委员田间考察，选取试验质量比较好

的试点作为实收监测点，为达到监控的实效，同一组

别的试点数不能少于 5 个。在田间考察结束后，通

知拟实收测产的试点，在品种成熟前向省种子管理

总站报告计划收获日期。

1.2　试点的工作准备　拟实收测产的试点提前清

点、记录区域试验各小区的株数、穗数、空秆数和双

穗数等。

根据品种试验方案要求，区域试验小区保留中

间 3 行。各试验承担单位在收获前将小区其余部分

和邻近保护行先行采收，秸秆移出或就地踩倒。

1.3　实收测产的人员组成　实收测产工作由省种子

管理站组织实施。人员主要包括：省种子管理站工作

人员、玉米品种审定专业委员会委员、试验承担单位技

术人员以及品种申请者代表等。根据各试验承担单位

收获的实际情况，把实收测产人员组成若干工作组，每

组 5~7 人。省种子管理站负责在试验品种收获前安排

工作组成员，到指定试验承担单位进行田间收获。

2　田间收获
2.1　工具配备　厢式货车 1 台；塑料标签和套环标

签若干；根据品种数量，用于装样品的盛量为 50kg
的白色网袋若干；文具及记录纸。工作组准备数据

记录表格、封样工具等。确保收获过程中的样品封

存、数据记录和样品运输所需工具。

2.2　小区检查　工作组进入试验地后，先检查收获

区和空白区是否有落地穗或挂穗现象，凡是不能确

定为中间 3 行有效区内植株的果穗，一律移出试验

区。随机抽取 5~15 个小区核实前期各小区记录情

况，相符的开展实收工作；出现差异较大时需重新清

点株数、穗数等。

2.3　小区收获　在同一参试品种的 3 个重复小区

内各选有代表性的连续 10 株，称重并记录，作为试

点的考种样品。收获小区中间 3 行的剩余果穗，称

重并记录，此重量与考种样品的合计重量为该小区

鲜重，进行现场封样，晾晒后用于脱粒测产。

2.4　小区复查　每个小区收获后，要由负责场地清

理和流动巡视工作的人员进行复查，检查是否有遗

漏果穗，如有遗漏果穗需要由 2 名工作组人员确认。

复查完毕后，检查样品网袋内是否有品种标签，确定

有后再封口。

2.5　运输要求　试验收获完毕后，由试点技术人员

负责把所收获鲜穗运送到晾晒场地，装、卸车时注意

不要摔扔网袋，防止破漏，同时确保运输途中的安

全，不能遗落。

3　保管晾晒
收获的样品由试验承担单位统一保管、晾晒。

晾晒样品的场地要通风良好，具备防雨设施，能够防

鼠、防火、防盗。小区收获的样本水分降到 25% 以

下时，试验承担单位通知省种子站，由省种子站组织

各实收监测小组进行实地测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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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麦 1350在不同地区的分蘖力和 

产量表现及其相关性分析
张　凡　周其军　关　立　宋志均　韩　勇

（河南省安阳市农业科学院，安阳 455000）

摘要：以安麦 1350 为试验材料，于 2017-2018 年在河南省、安徽省、江苏省、陕西省不同地区的 20 个试点进行种植，通过

分析安麦 1350 在不同地区的分蘖力、产量表现及其相关性，探讨安麦 1350 的品种潜力，进而为新品种审定推广提供理论依据。

结果表明：安麦 1350 在 20 个试点的平均生育期为 211d，基本苗平均为 280.9 万 /hm2，最高分蘖数平均为 1458.8 万 /hm2，分蘖

力平均为5.0，成穗率平均为40.7%；产量分析结果表明，安麦1350在20个试点的有效穗数平均为551.0万 /hm2，穗粒数为31个，

千粒重为 43.6g，平均产量为 6830.1kg/hm2，比对照周麦 18 增产 2.9%，增产≥ 2% 的试点比例达到 60% ；相关性分析表明，最高

分蘖数、分蘖力与产量、有效穗数呈正相关关系，成穗率与产量呈负相关关系；最高分蘖数与分蘖力呈极显著正相关，最高分蘖

数与成穗率呈极显著负相关，分蘖力与成穗率呈极显著负相关。

关键词：安麦 1350；分蘖力；产量；相关性分析

4　产量测定
4.1　工具配备　水分测试仪 1 台；小型脱粒机 1 台；

分度值≤ 0.01g 电子称 1 台；计算器、记录文具及制

式记录表格。

4.2　脱粒测产　首先检查各收获样品的封存情况，

有无破袋漏穗情况，然后进行小区脱粒、折算产量等

工作。具体步骤包括：考种、脱粒、称重、测水分，以

标准含水量（14.0%）折算籽粒干重，并计算出籽率。

折算公式：小区产量 = 小区鲜穗重×出籽率× 
（1- 籽粒含水量 %）÷（1-14%）

5　数据处理
每个工作小组承担记录、称重、脱粒、测水等工作

的人员要相对固定，所有品种试验测产数据由实收监

测小组和试点人员各出 1 人同时记录。每组试验数据

记录完毕，双方进行核对无误后，由试验技术人员、试

验承担单位负责人和申请者代表签字确认。如出现数

据不一致的情况，需重新核对该组别所有品种，在确认

无误后方可更改，并在保存原始材料的同时拍照记录。

6　发现的问题
6.1　实收监测耗时较长　从河北省的玉米品种区

域试验实收监测情况看，从 9 月下旬考察结束确定

实收监测试点到 11 月上旬左右脱粒完成，至少需要

1 个多月的时间。

6.2　试验实收手段落后　目前大田农业生产已经

实现了机械化收获，但区域试验由于品种数量多、小

区面积小，在收获时节，年轻人进城务工，田间收获

都是雇佣老龄人员，收获速度和质量难以保证，

6.3　实收监测自动化程度低　有些试点因较低的

试验补贴标准与过高的试验成本差距悬殊，小区试

验仪器设备配备不足，甚至有的试点缺乏基本的收

获和考种设备。

7　建议
积极争取财政支持，加快国家和省级区域试验

站建设，配备相应的网络信息设备、自动采集设备、

测产系统等仪器设备，实现品种区域试验信息化、机

械化，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提升实收测产工作的质

量和效率，推动品种试验整体水平提高，为品种审定

与推广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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