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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 2016 年北玉玉米品种联合体区域试验（西南春播玉米组）在保山试点的产量、抗性、果穗性状及农艺性状等试

验结果，对参加区域试验的 7 个玉米品种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6 个参试品种的综合性状均优于对照品种渝单 8 号。6 个

参试品种中，民生 5961 综合性状表现突出，建议在保山海拔 1000~2000m 范围扩大示范推广；周玉 0913 丰产性较好，建议在保

山海拔 1800m 以下区域种植应用；金秋 7209 和康农玉 508 单季综合表现可以，可继续试种观察；金白玉 2 号和中单 888 综合

性状表现一般偏下，在保山的种植利用价值不大；对照渝单 8 号综合表现较差，不适宜在本地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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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品种区域试验是选拔玉米新品种的重要

途径，是农作物品种审定的主要依据 [1]。联合体试

验作为品种区试的一种重要组成形式和开展方式，

可以扩大试验容量、挖掘试验潜力、拓宽品种审定

试验渠道和完善品种审定试验工作，是现代种业

发展的必然需求 [2]。科学合理地分析联合体试验

3　结论
嘉糯Ⅰ优 721 在不同的栽培密度条件下，不同

时期单株分蘖增长量及成穗率，随种植密度下降，每

穴分蘖数增加、最高分蘖期推迟、有效分蘖期也相应

延长；前期发生的分蘖成穗都高，后期发生的分蘖成

穗低。处理 B 的Ⅰ、Ⅱ期分蘖成穗率为 100%，分蘖

成穗率比其他处理结束晚（其他处理在第Ⅶ期分蘖

成穗率为 0），可见处理 B（22.5 万穴 /hm2）时成穗

率及单株有效穗数能大幅度提升，从而构建出高质

量的高产群体。

不同栽培密度对不同时期穗部经济性状的影

响较为显著。同一处理不同时期间，各性状随着分

蘖时期的推迟呈下降趋势，因此，可通过加强水稻前

期水肥管理，促进更多的低位分蘖，减少无效分蘖，

提高分蘖成穗率，优化群体结构，从而改善穗部经济

性状，达到提高该组合的产量水平的目的。此外，同

一时期不同处理间，处理 A、处理 B 的穗总粒数、穗

实粒数、结实率、千粒重都高于处理 C 和处理 D，表

明嘉糯Ⅰ优 721 在稀植的情况下可取得大穗、大粒，

为高产打下基础。

不同密度对不同时期分蘖穗粒重对产量的贡

献率影响明显。随着密度增加，早期分蘖穗粒重对

产量的贡献率明显增加，中后期分蘖穗粒重对产量

贡献率明显减少。但处理 B 在整个记载生育期中

分蘖成穗对产量均有贡献，所以为提高分蘖成穗质

量应采取合理栽培密度，控制后期分蘖形成，促进

早、中期分蘖，提高水稻群体质量。

综合试验结果：嘉糯Ⅰ优 721 在栽培密度为 
22.5 万穴 /hm2 时最能协调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

充分发挥分蘖能力和大幅度提高分蘖成穗率，最适

宜挖掘出该品种的高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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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不仅对客观公正地评价参试品种的综合生产

力和适应区域有重要意义，还有利于保持联合体的

可行性和稳定性。北玉玉米品种联合体是以云南

北玉种子科技有限公司牵头的企业联合体，本单位

承担该联合体 2016 年西南春播玉米组中云南省保

山市试点的国家玉米品种区域试验。本文旨在从

产量、抗性、果穗性状及农艺性状等方面对 2016 年

度的区试结果进行初步分析，为联合体综合地评价

参试品种的适应性、丰产性、抗逆性、品质及其利用

价值提供参考依据，从而为品种审定和推广提供科

学依据，并据此对在本地区种植表现好的优良品种

建议继续推广示范，以进一步带动保山玉米产业的 
发展。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参试品种共 7 个，分别为渝单 8 号、

周玉 0913、民生 5961、金白玉 2 号、中单 888、金秋

7209、康农玉 508，其中渝单 8 号为对照品种。

1.2　试验方法　试验地点设在保山市施甸县水

长乡小官市村，该试验地海拔 1950m，年平均气温

14.5℃，年降雨量 1300mm，缓坡台地，红壤土，肥力

中上，无灌溉条件，前茬为中药材。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3 次重复。小区面积

20m2，长 4.8m，宽 4.175m，每小区 5 行，每行 20 株，

单株留苗，保苗密度 3333 株 /667m2，四周设保护行

4 行。试验地于 2016 年 3 月中旬翻犁，用拖拉机

碎土，拉线开挖种植沟，待 4 月 18 日透雨后湿墒播

种，每 667m2 施普通过磷酸钙 50kg、尿素 10kg 和硫

酸钾 10kg 混合作种肥。出苗后，4 月 30 日喷雾敌

杀死 1 次，防治地老虎等；5 月 12 日间苗和定苗，

同时每 667m2 追施苗肥尿素 15kg 并进行第 1 次中

耕除草；5 月 31 日追施穗肥尿素 30kg 并进行第 2
次中耕培土；6 月 5 日喷施溴氰菊酯 1 次，防治蚜 
虫等。

出苗后，及时观察记载苗情，并经常察看田间

苗长势。植株生长期间，调查记载各生育期及相应

的农艺性状和病虫害情况。收获时，实收中间 3 行

（面积 12m2）测定鲜果穗重，取 3 次重复的平均值作

为该品种的最终产量值，同时记录实收株数和果穗

数，取样 10 穗进行室内考种。将样本果穗风干脱粒

后，以标准水分 14% 的子粒干重折算出小区产量，

再折合为亩产。具体的调查记载项目、时间、方法和

标准按试验方案严格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1　各品种的产量表现　各品种各重复小区内均

无缺株。由表 1 可知，品种间单穗粒重、穗数和产

量均有明显差异。6 个参试品种的产量均显著高于

对照，其中民生 5961 产量最高，达 613.1kg/667m2，

比对照增产 64.1%，其次为周玉 0913，比对照增产

56.5%，二者差异不显著，但均显著高于其余 5 个品

种。金秋 7209 和康农玉 508 的产量分别比对照增

产 46.9% 和 46.1%，居参试品种的第 3、4 位，且 2
个品种间无显著差异。除对照外，金白玉 2 号产量

最低，且显著低于其余参试品种。

表 1　各品种的产量及其构成表现

品种名称
单穗粒重

（g）

穗数

（个 /
667m2）

产量

（kg/667m2）

比 CK±

（%）
位次

渝单 8号（CK） 102.5f 3668.5b 373.5e — 7

周玉 0913 155.3c 3835.3a 584.7a 56.5 2

民生 5961 183.8a 3333.4c 613.1a 64.1 1

金白玉 2 号 127.9e 3333.4c 426.3d 14.1 6

中单 888 140.0d 3612.9b 503.0c 34.7 5

金秋 7209 140.5d 3946.4a 548.6b 46.9 3

康农玉 508 161.7b 3372.1c 545.8b 46.1 4

不同字母表示不同品种间差异显著（P ＜ 0.05）

从单穗粒重和穗数分析来看，民生 5961 产量明

显偏高在于其单果穗好，单穗粒重为 183.8g，显著高

于其余所有参试种，而其穗数并不多，说明其是果穗

优良型高产品种。周玉 0913 产量高的优势在于穗

数较多，为 3835.3 穗，比民生 5961 高出 15.1%，显著

高于除金秋 7209 外的其余所有参试品种，说明该品

种可以通过适当提高单位面积穗数来实现一定程度

的增产。金秋 7209 和康农玉 508 产量相当，却在构

成因子上有明显差异，前者主要是单位面积穗数较

多，穗数在所有参试品种中最高为 3946.4 穗，后者

则是单穗粒重较高为 161.7g，显著高于除民生 5961
外的其余所有参试品种，这可以为 2 个品种在农业

生产上的高产育种策略提供一定的思路。金白玉 2
号的单穗粒重和穗数都明显偏低，分别为 127.9g 和

3333.4 穗，以致其产量显著偏低。对照渝单 8 号单

穗粒重仅为 102.5g，显著低于其余所有参试品种，是

其产量明显偏低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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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各品种的果穗性状　由表 2 可知，民生 5961 的

平均穗长、穗粗、穗行数和行粒数均为参试品种中最

高，分别为 21.3cm、5.3cm、16.8 行和 40.0 粒，百粒重

排第 3 位为 27.5g，出子率和秃尖长分别为 83.3% 和

0.9cm，总体果穗性状较优。穗长最短是康农玉 508
为 14.8cm，其余品种在 17.0~19.1cm 之间；穗粗最小

是对照渝单 8 号为 4.4cm，民生 5961 最粗为 5.3cm ；

穗行数最少是康农玉 508 为 13.4 行，其余品种在

14.6~16.0 行之间；行粒数最少是周玉 0913 仅为 33.8
粒，其余品种在 34.5~38.2 粒之间；百粒重最高是康

农玉 508 为 35.0g，最低是对照渝单 8 号仅为 19.5g ；

出子率最高的是金秋 7209 为 87.0%，最低是对照

82.0%，其余品种在 82.7%~86.7% 之间；秃尖长周玉

0913 最长为 1.6cm，最短为康农玉 508 仅 0.1cm，其余

品种在 0.5~1.4cm 之间。由此表明，除民生 5961 外，

其余参试品种的果穗性状均有个别明显缺陷。

表 2　各品种的果穗性状表现

品种名称 穗型
穗长

（cm）

穗粗

（cm）

秃尖长

（cm）
穗行数 行粒数 粒色 粒型 轴色

出子率

（%）

百粒重

（g）

渝单 8 号（CK） 筒 17.1 4.4 0.5 14.6 36.1 黄 马齿 红 82.0 19.5

周玉 0913 筒 18.2 5.0 1.6 16.0 33.8 黄 马齿 白 85.5 28.3

民生 5961 筒 21.3 5.3 0.9 16.8 40.0 黄 马齿 白 83.3 27.5

金白玉 2 号 筒 17.0 4.7 1.1 14.6 35.8 白 马齿 白 82.7 24.5

中单 888 筒 17.5 4.8 0.5 15.2 37.1 黄 半马齿 红 82.9 24.8

金秋 7209 筒 19.1 4.7 1.4 14.6 38.2 黄 马齿 白 87.0 25.1

康农玉 508 筒 14.8 4.8 0.1 13.4 34.5 黄 马齿 白 86.7 35.0

2.3　抗逆性　经观察记载，所有参试种并未出现玉

米螟等主要虫害及其他虫害，纹枯病、小斑病、丝黑

穗病、茎腐病等病害均无发病现象。从表 3 可知，所

有参试品种发生的主要病害有灰斑病、大斑病、穗腐

病及锈病，且总体对灰斑病和穗腐病感病相对较重，

对大斑病和锈病均有一定的抗性。对照渝单 8 号感

病最重，灰斑病和穗腐病均为 7 级，锈病 3 级，大斑

病较轻为 1 级；其次为金白玉 2 号和周玉 0913，灰
斑病和穗腐病均为 5 级，大斑病和锈病均为 3 级；中

单 888 灰斑病 5 级，穗腐病和大斑病均为 3 级，锈

病未见；金秋 7209 和康农玉 508 感 3 级的灰斑病

和大斑病，穗腐病和锈病发病甚轻，按其病情级别

鉴定标准均定为 1 级；民生 5961 除有轻微的 3 级

大斑病，灰斑病、穗腐病和锈病同其他病害一样都

均未发病。倒伏率最高的是金白玉 2 号为 30.0%，

其次是中单 888 为 20.0%，金秋 7209 和康农玉 508
分别有 18.3% 和 5.0% 的倒伏率，民生 5961、周玉

0913 和对照渝单 8 号倒伏率均为 0。除金白玉 2 号

有 5.0% 的折断率外，其余所有参试品种均未发生 
折断。

表 3　各品种的抗逆性表现

品种名称 穗型
穗长

（cm）

穗粗

（cm）

秃尖长

（cm）
穗行数 行粒数 粒色 粒型 轴色

出子率

（%）

百粒重

（g）

渝单 8 号（CK） 0 0 1 1 1 7 7 0 0 1 3

周玉 0913 0 0 1 3 1 5 5 0 0 1 3

民生 5961 0 0 1 3 1 0 0 0 0 1 0

金白玉 2 号 30.0 5.0 1 3 1 5 5 0 0 1 3

中单 888 20.0 0 1 3 1 5 3 0 0 1 0

金秋 7209 18.3 0 1 3 1 3 1 0 0 1 1

康农玉 508 5.0 0 1 3 1 3 1 0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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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农艺性状　由表 4 可知，生育期最长是金秋

7209 为 142d，最短是周玉 0913 为 137d。株高、穗位

高和双穗率最高的均为金秋 7209，其次是周玉 0913。
株高最低的是康农玉 508 为 277cm，穗位高最低的是

民生 5961 为 118cm，双穗率最低的是民生 5961 和金

白玉 2 号，无双穗结实表现，康农玉 508 有 1.1% 的

极低双穗率，中单 888 和对照渝单 8 号分别有 8.3%
和 10.0% 的双穗率。所有参试品种的空秆率均为 0。

表 4　参试品种的生育期及农艺性状表现

品种名称
出苗期

（月 / 日）

抽雄期

（月 / 日）

吐丝期

（月 / 日）

成熟期

（月 / 日）

生育期

（d）
株型

株高

（cm）

穗位高

（cm）

双穗率

（%）

空秆率

（%）

渝单 8 号（CK） 4/29 7/14 7/15 9/13 138 半紧凑 279 122 10.0 0

周玉 0913 4/29 7/10 7/11 9/12 137 半紧凑 325 142 15.0 0

民生 5961 4/29 7/15 7/18 9/14 139 半紧凑 297 118 0 0

金白玉 2 号 4/29 7/16 7/19 9/15 140 平展 293 128 0 0

中单 888 4/29 7/13 7/14 9/14 139 平展 299 140 8.3 0

金秋 7209 4/29 7/16 7/19 9/17 142 平展 333 146 18.3 0

康农玉 508 4/29 7/15 7/18 9/16 141 半紧凑 277 120 1.1 0

2.5　综合评价　总体来看，7 个试验参试品种均于

播种 10d 后出苗，整体出苗较好，植株生长期间总体

长势良好。对照渝单 8 号产量显著偏低，单穗粒重、

百粒重和出子率均明显偏低，感灰斑病和穗腐病，整

体丰产性和抗逆性差，综合性状表现差。

民生 5961　出苗整齐、均匀、健壮，植株长势

好，株高适中，穗位较低，株型半紧凑，全生育期

139d，比对照多 1d。果穗长而粗，穗行数和行粒数

较多，产量高。抗倒伏，中抗大斑病，抗其余玉米常

见病虫害；缺点是出子率相对偏低，秃尖稍长。该品

种整体丰产性好，抗逆性强，农艺性状较优，综合性

状表现突出。

周玉 0913　出苗整齐均匀，幼苗长势好，全生

育期 137d，比对照少 1d。果穗较长而粗，穗行数较

多，子粒相对较大，双穗率较高，产量较高。抗倒伏，

中抗大斑病和锈病；缺点是中感灰斑病和穗腐病，行

粒数少，秃尖长，植株和穗位较高。该品种整体丰产

性较好，抗逆性一般，综合性状表现较优。

金秋 7209、康农玉 508　出苗整齐，长势较好，

全生育期分别为 142d 和 141d，比对照多 3~4d。两

品种产量中等且相近，出子率高，穗轴较细，中抗灰

斑病和大斑病，抗其余玉米常见病虫害，有轻度倒

伏。此外，金秋 7209 的主要优点为果穗较长，行粒

数较多，双穗率较高；主要缺点为百粒重较低，秃尖

较长，植株和穗位偏高。康农玉 508 主要优点为百

粒重高，秃尖甚小，株高适中，穗位较矮；主要缺点是

果穗短，穗行数少，行粒数也较少。两品种丰产性和

抗逆性一般且相当，综合性状表现可以。

中单 888、金白玉 2 号　出苗较整齐，长势一般，

全生育期分别为 139d 和 140d，比对照多 1~2d。两品

种产量中下，共同点是果穗中长，穗行数中等，株高

中等偏上，中抗大斑病；共同缺点是果穗细而轴粗，

百粒重和出子率偏低，中感灰斑病，有中度倒伏。此

外，中单 888 的明显缺点是穗位较高，相对优点是秃

尖较小，中抗穗腐病，抗其余玉米常见病虫害。金白

玉 2 号的明显缺点是中感穗腐病，秃尖较长，相对优

点是穗位较矮，中抗锈病，抗其余玉米常见病虫害。

金白玉 2 号整体丰产性和抗逆性较差，综合性状表

现较差，中单 888 较之略优，综合性状表现一般。

3　结论与讨论
在现代作物育种目标中，高产仍处于核心地

位，仍然是衡量一个品种优劣的重要指标 [1]，而作物

品种的抗逆性和适应性不仅是品种优劣的直接评价

因素，也会间接影响其产量和品质。因而在有效范

围内，品种区试结果还应以丰产性为主，结合抗逆性

和适应性等进行综合评判更为合理。在玉米高产育

种过程中，除了对植株性状进行选择外，对果穗性状

的选择也尤为重要，它是现代玉米品种高产潜力的

重要影响因素。前人研究表明 [3]，第 5 代单秆大穗

型玉米杂交种的更新推广比第 4 代耐密植的紧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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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自交夹、套环、白乳胶点涂 3 种常用自交方法对棉花的成铃率进行比较试验，结果表明，套环法无论是同一品系

还是不同品系间自交的成铃率均为最高，其次是自交夹法，最后为白乳胶点涂法。不同品系间 3 种方法的自交成铃率均存在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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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杂交种表现出明显的高产潜力，后者主要是在

单穗粒重达一定程度的前提下，通过大幅度提高单

位面积穗数来实现高产，第 5 代玉米杂交种则注重

在适当密植的前提下，加强选择穗部性状，追求穗大

粒大来实现高产。这种大穗重穗型育种策略，将是

今后玉米高产育种的一个重要方向，大穗重穗型玉

米品种的高产潜力则是以优良的穗部性状为优势。

众所周知，玉米群体产量由单穗粒重和穗数构

成，单穗粒重构成因子则为穗行数、行粒数和百粒

重，而穗粗、穗长、秃尖长和出子率又是其影响因子，

因而优良的穗部性状应是果穗长而粗、秃尖小、轴细

粒深、出子率高的多粒饱满型。本试验结果表明，

民生 5961 果穗性状较优，丰产性好，同时其抗逆性

强，在本地区总体种植表现良好，建议在保山海拔

1000~2000m 范围扩大示范推广；周玉 0913 果穗性

状中等，然而双穗率较高，丰产性较好，但其抗逆性

一般，建议在保山海拔 1800m 以下区域种植应用；

金秋 7209 子粒相对较多却偏小，康农玉 508 子粒较

大却偏少，果穗性状均一般，丰产性一般，抗逆性也

一般，可继续在本地区试种观察；中单 888 和金白

玉 2 号无明显果穗性状优势，丰产性和抗逆性一般

偏下（尤其金白玉 2 号），在保山的种植利用价值不

大；对照渝单 8 号果穗细而轴粗，子粒小而浅，且穗

腐病严重，丰产性差，抗逆性也差，不适宜在本地区 
种植。

本研究仅为保山试点 2016 年的区域试验结果，

且只对品种的产量、果穗性状及主要的抗逆性和农

艺性状作初步分析，更多的相关性状及其他地区、其

他年份的情况并未涉及。同时，产量作为一种复杂的

数量性状，环境因素对其田间表现的影响很大，尤其

变异系数高的性状，其表现水平与具体的气候因素

及栽培条件有密切关系 [4]。因而，参试品种的稳产性、

丰产性、抗逆性、适应性及其品质和推广利用价值还

有待继续试验和进一步研究加以证实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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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 花 为 常 异 花 授 粉 作 物，天 然 异 交 率 在

3%~12% 之间。天然异交造成纯度降低，种性变劣，

失去原有品种的优良性状和特性，给棉花种质资源

保存以及育种材料纯化带来一定的困难。通过自交

避免异花授粉，是保证纯度和种性的较好方法，选择

最佳自交的方法尤为重要。在棉花自交过程中发现

目前常用自交方法—自交夹法，快捷方便，还可二次

利用，但脱落率较高。为了找到更加经济有效的自

交方法，对目前使用较多的 3 种自交方法进行了比

较试验。发现不同的自交方法在同一品系或不同品

系间的自交成铃率都存在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