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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食甜玉米品种（系）比较试验研究

贾　霄
（甘肃省临泽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临泽 734200）

摘要：为筛选出适合甘肃省不同地区种植的鲜食甜玉米品种（系），以朝甜 603 为对照，对新选育的 15 个鲜食甜玉米品种

（系）进行品种（系）比较试验，对其农艺特性、抗病性、品尝评价和产量等指标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不同品种（系）在不同

种植地的产量差异显著，具有一定的环境适应性，陇甜三号产量表现最佳，达 21.53t/hm2，具有优良的高产特性；福甜 73 对瘤黑

粉病的抗性评价为抗病，虽然陇甜三号对丝黑穗病和瘤黑粉病的抗性评价为感病，但病害程度相对较轻；金甜 1 号的品尝评价

为 1 级，其余品种（系）品尝评价均为 2 级。综合而言，陇甜三号适应性和丰产性好，适合在甘肃各地区大规模推广种植；金甜

1 号产量低但品质高，可作为高端鲜食玉米产品供应市场；原玉甜 819 平均产量排名第 3 位，在各地均有增产，品质仅次于金甜

1 号，具有进一步培育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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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食甜玉米作为营养丰富、口感鲜美的农作

物，近年来在国内外市场上逐渐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除了甜味和脆嫩的口感，鲜食甜玉米还含有丰富的

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C 以及矿物质等营

养成分，对促进人体健康具有重要作用 [1]。随着人

们对健康饮食和绿色食品需求的不断增加，鲜食甜

玉米的种植也迎来了更广阔的市场。与传统的玉米

品种相比，鲜食甜玉米由于其口感和营养优势，能够

以较高的价格出售，且产量稳定，能满足各类消费群

体的需求。因此，鲜食甜玉米的种植在农业经济中

占据了重要地位，并为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农村

经济水平的提升作出了贡献 [2-3]。

由于鲜食甜玉米对气候、土壤和栽培技术等方

面的要求较高，不同品种的适应性和表现也存在较

大差异。因此，筛选适宜的鲜食甜玉米品种尤为重

要。通过科学的品种筛选，可以有效提高产量、改善

品质、增强抗病虫害能力，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效 
益 [4]。同时，合理的品种选择还能提高农作物的资

源利用效率，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鲜食甜

玉米品种的筛选不仅是提高生产力的关键，也是推

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一步。

本研究以农艺性状、抗病性表现、品尝鉴定结

果和产量等作为判别依据，对 15 个鲜食甜玉米品种

（系）进行评价分析，以期为甘肃省筛选适宜的鲜食

甜玉米种植品种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参试鲜食甜玉米品种（系）有 15
个，以朝甜 603 为对照，具体的品种（系）名称及选

育单位如表 1 所示。承试地点为酒泉、庆阳、武威、

景泰和张掖。

1.2　试验设计　试验于 2024 年开展，设置 2 次重

复，第 1 次重复各品种（系）同期播种，测定农艺性

状；第 2 次重复采用间比法排列，分期播种，供测产和

品尝用。每 10 个品种（系）设置 1 个对照。试验小

区面积 18m2，3 行区，密度为 5.25 万 ~6.00 万株 /hm2。 
四周种植保护行。为防止花粉直感影响籽粒品质，

每个品种（系）至少套袋自交 20 株（穗），以备品尝，

套袋隔离直至采摘。甜玉米最佳采收期为授粉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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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4d[5]。

1.3　测定参数　测定参数涵盖鲜食甜玉米不同品

种（系）的农艺性状、抗病性等级、产量以及品种

（系）品尝评价指标。农艺性状调查株高、穗位高、

穗长、穗粗、秃尖长、穗行数、行粒数、穗形、粒色、轴

色和生育期。抗病性评价通过接种丝黑穗病和瘤

黑粉病，记录不同品种（系）的发病率和抗性等级。

产量测定每 667m2 鲜穗的重量。品种（系）品尝评

价则由专家在最佳采收期进行，通过适口性品尝鉴

定，测试套袋果穗的鲜食籽粒品质，同时重点考察品

种（系）的商品性表现。对于早熟和晚熟品种（系），

可根据各品种（系）的最佳采收期分批次进行评价，

确保结果准确可靠。所有鉴定和评价标准均依据 
NY/T 1197—2006《农作物品种审定规范　玉米》

进行，以期为品种选育和推广提供科学参考。

2　结果与分析
2.1　农艺性状　由表 2 可知，参试品种（系）中，

除朝甜 603（CK）、金甜 1 号外，其余品种（系）的

株高均超过 200cm；甜冠 818 株高最高，达 257cm，

其次是相思甜，为 255cm；金甜 1 号的株高最低，仅

177cm。品种（系）间穗位高度差异明显，陇甜三号

最高，达 107cm，金甜 1 号最低，仅 51cm，两者相差

56cm；除金甜 1 号外，其余品种（系）穗位高较对照

高 5~52cm。

穗长在品种（系）间相对集中，变幅范围为

20.3~22.6cm；隆丰甜 6 号的穗最长，为 22.6cm，卡

甜 508 的穗最短，为 20.3cm；隆丰甜 6 号、甜冠 818、
陇甜三号、璟褀 19、原玉甜 819、隆丰甜 2 号较对照

长 0.5~1.7cm。穗粗差距较小，均在 5.3cm 左右。相

思甜的秃尖长度最长，为 2.2cm，比对照朝甜 603 多

1.5cm，其次是三保白珍珠，为 1.3cm。穗行数差异

较大，卡甜 508 穗行数最多，为 19.0 行，福甜 73 穗

行数最少，为 15.4 行，其余品种（系）在 16.0~18.4
行之间，仅相思甜、福甜 73 低于对照。甜冠 818 的

行粒数最多，达 47.6 粒，GT2018-01 的行粒数最少，

仅为 35.4 粒；甜冠 818、陇甜三号、隆丰甜 6 号、璟

褀 19、原玉甜 819、卡甜 520、华甜玉 8 号较对照多

0.3~7.0 粒。8 个品种（系）的穗形为筒形，其余为锥

形；粒色以黄色、白色和黄白色为主，仅相思甜为橙

色；所有品种（系）的轴色均为白色。

生育期方面，金甜 1 号、璟褀 19 和 GT2018-01 
的生育期最短，仅 87d，陇甜三号的生育期最长，为

100d；陇甜三号、相思甜、卡甜 520、福甜 73、卡甜

508、双色脆宝、华甜玉 8 号较对照长 1~11d，原玉甜

819 与对照一致，其余品种（系）生育期短于对照。

2.2　抗病性　由表 3 可知，在丝黑穗病方面，各品

表 1　鲜食甜玉米品种（系）具体情况

序号 品种（系） 审定编号 选育单位

1 卡甜 508 甘审玉 20220107 张掖市优立盛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张掖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张掖玉米种子研究

院、张掖市金力达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2 卡甜 520 甘审玉 20220108 张掖市优立盛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张掖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张掖玉米种子研究

院、张掖市金力达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3 三保白珍珠 甘审玉 20210129 酒泉三保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4 双色脆宝 甘审玉 20210127 酒泉三保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5 陇甜三号 未审定 甘肃陇盛种业有限公司

6 金甜 1 号 未审定 武威金苹果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7 隆丰甜 2 号 甘审玉 20210121 甘肃隆丰祥种业有限公司

8 隆丰甜 6 号 甘审玉 20210122 甘肃隆丰祥种业有限公司

9 璟褀 19（璟甜 168） 甘审玉 20210117 临泽璟褀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10 GT2018-01 未审定 甘肃种业有限公司

11 甜冠 818 甘审玉 20220113 酒泉三保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12 相思甜 未审定 甘肃黄羊河集团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13 福甜 73 甘审玉 20220114 甘肃田福农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14 原玉甜 819 甘审玉 20220125 张掖市玉米原种场

15 华甜玉 8 号 甘审玉 20220109 华中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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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参试鲜食甜玉米品种（系）农艺性状表现

品种（系）
株高

（cm）

穗位高

（cm）

穗长

（cm）

穗粗

（cm）

秃尖长

（cm）
穗行数 行粒数 穗形 粒色 轴色

生育期

（d）

卡甜 508 243 90 20.3 5.4 0.9 19.0 38.3 筒 黄 白 91

卡甜 520 249 101 20.8 5.3 1.0 17.2 40.9 筒 黄 白 93

三保白珍珠 231 63 20.9 5.2 1.3 16.3 39.8 筒 白 白 88

双色脆宝 235 97 20.8 5.4 0.8 16.6 40.4 筒 黄白 白 90

陇甜三号 239 107 21.7 5.4 0.4 16.5 43.2 筒 黄 白 100

金甜 1 号 177 51 20.5 5.1 1.0 16.6 38.1 锥 白 白 87

隆丰甜 2 号 226 72 21.4 5.4 0.5 17.2 38.9 锥 黄 白 88

隆丰甜 6 号 231 78 22.6 5.4 0.5 18.4 42.2 锥 黄 白 88

璟褀 19 222 60 21.5 5.3 0.4 16.2 41.8 筒 黄 白 87

GT2018-01 206 74 20.5 5.3 0.8 17.4 35.4 锥 白 白 87

甜冠 818 257 97 22.5 5.4 0.4 17.6 47.6 筒 黄 白 88

相思甜 255 99 20.6 5.0 2.2 16.0 36.7 锥 橙 白 98

福甜 73 213 65 20.5 5.5 0.8 15.4 40.4 锥 白 白 92

原玉甜 819 236 75 21.5 5.5 0.4 16.4 41.0 筒 黄白 白 89

华甜玉 8 号 215 74 20.4 5.5 0.4 17.7 40.9 锥 黄白 白 90

朝甜 603（CK） 193 55 20.9 5.3 0.7 16.2 40.6 锥 黄 白 89

表 3　参试鲜食甜玉米品种（系）发病率及抗性评价

品种（系）
丝黑穗病 瘤黑粉病

发病率（%） 抗性评价 发病率（%） 抗性评价

卡甜 508 54.5 HS 47.8 HS

卡甜 520 30.8 S 25.0 S

三保白珍珠 40.0 S 63.2 HS

双色脆宝 87.5 HS 24.0 S

陇甜三号 20.0 S 21.1 S

金甜 1 号 40.0 S 52.9 HS

隆丰甜 2 号 70.6 HS 37.0 S

隆丰甜 6 号 68.4 HS 85.7 HS

璟褀 19 53.3 HS 85.7 HS

GT2018-01 66.7 HS 68.0 HS

甜冠 818 66.7 HS 40.0 S

相思甜 12.5 S 75.0 HS

福甜 73 25.0 S   7.7 R

原玉甜 819 38.5 S 68.0 HS

华甜玉 8 号 27.8 S 60.9 HS

HS 表示高感，抗性极低，病害程度严重；S 表示感病，抗性较低，病害程度相对较轻；R 表示抗病，抗性较高，感染后症状轻微或无明显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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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系）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感病。相思甜的发病

率最低，仅为 12.5%，表现出相对较好的抗性；双色

脆宝的发病率高达 87.5%，对该病害的抗性极低，评

价为高感丝黑穗病；三保白珍珠、金甜 1 号、原玉甜

819、卡甜 520、华甜玉 8 号、福甜 73、陇甜三号发病

率在 20.0%~40.0% 之间，均表现为感病。在瘤黑粉

病方面，仅福甜 73 表现为抗病，发病率仅 7.7%，明

显优于其他品种（系）；甜冠 818、隆丰甜 2 号、卡甜

520、双色脆宝、陇甜三号发病率在 21.1%~40.0% 之

间，表现为感病。虽然福甜 73 在丝黑穗病中的抗性

评价为感病，但其发病率仅为 25.0%，在所有参试品

种（系）中仍属较低水平。陇甜三号在丝黑穗病和

瘤黑粉病的抗性评价均为感病，但发病率相对较低。

综合来看，福甜 73 对这两种病害的抗性表现相对优

异，尤其对瘤黑粉病的抗病表现突出，是抗病性较好

的品种，陇甜三号其次。

2.3　产量　表 4 详细展示了参试鲜食甜玉米品种

（系）在酒泉、庆阳、武威、景泰和张掖 5 个试验点

的产量结果，不同品种（系）之间的产量差异明显。

在 5 个试验点中，所有品种（系）在武威试验点的

产量均为最高，而景泰试验点的产量普遍偏低。在

酒泉试验点，陇甜三号表现突出，每 hm2 鲜穗产量

达 23.81t，比对照高 6.61t，增产 38.43%。相思甜在

酒泉试验点的每 hm2 鲜穗产量最低，为 15.33t，比
对照低 1.87t，减产 10.87%，但是在庆阳试验点，相

思甜表现优异，鲜穗产量位居首位，达 19.74t，比对

照高 4.59t，增产 30.30%。在武威试验点，卡甜 508
每 hm2 鲜穗产量最高，达 32.55t，比对照高 8.40t，增
产 34.78%；福甜 73 鲜穗产量最低，为 20.48t，比对

照低 3.67t，减产 15.20%。在景泰试验点，隆丰甜 6
号每 hm2 鲜穗产量最高，达 18.72t，比对照高 3.97t，
增产 26.92%；甜冠 818 鲜穗产量最低，为 12.12t，比
对照低 2.63t，减产 17.83%。在张掖试验点，陇甜三

号表现突出，每 hm2 鲜穗产量高达 27.42t，比对照

高 8.95t，增产 48.46%；甜冠 818 鲜穗产量最低，为

16.67t，比对照低 1.80t，减产 9.75%。

综合各地的产量表现，陇甜三号整体表现最

佳，平均产量稳居第 1 位，较对照增产 20.01%，在 5

表 4　参试鲜食甜玉米品种（系）鲜穗产量表现

品种（系）

酒泉 庆阳 武威 景泰 张掖 平均

产量

（t/hm2）

比 CK±

（%）
位次产量

（t/hm2）

比 CK±

（%）

产量

（t/hm2）

比 CK±

（%）

产量

（t/hm2）

比 CK±

（%）

产量

（t/hm2）

比 CK±

（%）

产量

（t/hm2）

比 CK±

（%）

卡甜 508 20.57 19.59 19.56 29.11 32.55 34.78 14.50 -1.69 19.46 5.36 21.33 18.86 2

卡甜 520 21.35 24.13 15.78 4.16 27.30 13.04 13.12 -11.05 17.49 -5.31 19.01 5.93 9

三保白珍珠 19.64 14.19 18.83 24.29 24.15 0 15.21 3.12 20.27 9.75 19.62 9.34 7

双色脆宝 19.71 14.59 19.04 25.68 23.10 -4.35 14.35 -2.71 17.11 -7.36 18.66 4.00 10

陇甜三号 23.81 38.43 17.25 13.86 24.26 0.46 14.93 1.22 27.42 48.46 21.53 20.01 1

金甜 1 号 18.72 8.84 16.20 6.93 22.05 -8.70 15.83 7.32 19.33 4.66 18.43 2.69 13

隆丰甜 2 号 21.45 24.71 17.12 13.00 21.53 -10.85 16.66 12.95 19.20 3.95 19.19 6.95 8

隆丰甜 6 号 21.47 24.83 18.41 21.52 26.25 8.70 18.72 26.92 21.31 15.38 21.23 18.32 4

璟褀 19 19.57 13.78 18.17 19.93 27.83 15.24 16.39 11.12 20.53 11.15 20.50 14.23 5

GT2018-01 19.21 11.69 14.98 -1.12 23.10 -4.35 14.99 1.63 20.93 13.32 18.64 3.89 11

甜冠 818 19.43 12.97 18.47 21.91 25.73 6.54 12.12 -17.83 16.67 -9.75 18.48 3.01 12

相思甜 15.33 -10.87 19.74 30.30 24.68 2.19 13.22 -10.37 18.11 -1.95 18.22 1.52 14

福甜 73 18.41 7.03 16.55 9.24 20.48 -15.20 14.08 -4.54 21.02 13.81 18.11 0.91 15

原玉甜 819 22.71 32.03 18.17 19.93 27.83 15.24 17.21 16.68 20.27 9.75 21.24 18.36 3

华甜玉 8 号 19.46 13.14 17.64 16.44 24.15 0 17.39 17.90 20.45 10.72 19.82 10.44 6

朝甜 603
（CK）

17.20 - 15.15 - 24.15 - 14.75 - 18.47 - 17.9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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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试验点较对照增产 0.46%~48.46%，丰产性突出；

卡甜 508 平均产量居第 2 位，较对照增产 18.86%，

除在景泰试验点较对照减产 1.69% 外，在其余 4 个

试验点较对照增产 5.36%~34.78%；原玉甜 819 的平

均产量居第 3 位，较对照增产 18.36%，在 5 个试验

点较对照增产 9.75%~32.03%。

2.4　品尝评价　由表 5 可知，参试品种（系）间的综

合评分在 83.1~90.0 分之间，除金甜 1 号的等级为 1
级（优秀），其余品种（系）的等级均为 2 级（良好）。

从外观品质来看，参试品种（系）评分在 25.6~27.3
分之间，金甜 1 号得分最高，相思甜得分最低。气味

评分在 5.7~6.7 分之间，表现较为均衡，原玉甜 819
得分最高，甜冠 818 最低。色泽评分在 5.8~6.6 分之

间，整体差异较小，朝甜 603（CK）最高，相思甜最

低。风味指标在 7.8~10.0 分之间，华甜玉 8 号表现

最佳，卡甜 520、朝甜 603（CK）相对较差。糯甜性

是重要的评价指标，得分在 12.7~16.6 分之间，双色

脆宝得分最高，相思甜表现较差。柔嫩性和皮厚薄

是评估口感的重要指标，其中柔嫩性得分最高的为

GT2018-01（8.8 分），最低的为卡甜 520、双色脆宝

（均为 7.8 分）；皮厚薄评分相对集中，双色脆宝得分

最高，为 16.5 分，陇甜三号最低，为 14.8 分。金甜 1
号总分位居第一，表现最为突出，原玉甜 819 略逊一

筹，相思甜得分最低，其风味和糯甜性略逊于其他品

种（系）。总体来看，参试品种（系）在外观、气味、色

泽、风味等方面均表现良好，具有较高的鲜食品质。

3　讨论与结论
鲜食甜玉米品种的选育不仅要求品种具备高

产特性，还必须在抗病能力和口感风味等方面表现

出卓越的优势。此外，不同地理环境的气候、土壤及

栽培条件各异，导致适宜种植的玉米品种存在显著

差异。因此，在品种选育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产量、

抗病性、品质以及环境适应性等多重因素，以满足各

地区农业生产的多样化需求。例如，严贤诚等 [6] 筛

选出适合在广东肇庆地区种植的甜玉米品种；姚国

民等 [7] 比较了乌鲁木齐当地主栽鲜食甜糯玉米品

种和引进的新品种，选择了适合乌鲁木齐北郊种植

的品种；徐福乐等 [8] 通过比较试验，选出了适合在

福建地区栽培的早熟优质甜玉米品种。本研究发现，

表 5　参试鲜食甜玉米品种（系）品尝评价

品种（系）
外观品质

（18~30）
气味

（4~7）
色泽

（4~7）
风味

（7~10）
糯甜性

（10~18）
柔嫩性

（7~10）
皮厚薄

（10~18）
总分 等级

卡甜 508 26.4 6.3 6.0 7.9 15.8 8.0 15.5 85.9 2

卡甜 520 26.3 5.9 6.0 7.8 16.1 7.8 16.0 85.9 2

三保白珍珠 26.3 6.1 6.1 8.2 15.8 8.2 15.4 86.1 2

双色脆宝 26.9 5.9 6.2 7.9 16.6 7.8 16.5 87.8 2

陇甜三号 26.8 5.9 6.0 9.4 14.4 7.9 14.8 85.2 2

金甜 1 号 27.3 6.3 6.1 9.8 16.0 8.5 16.0 90.0 1

隆丰甜 2 号 26.6 6.1 6.0 9.8 14.7 7.9 15.9 87.0 2

隆丰甜 6 号 27.0 5.9 6.0 8.1 14.3 8.0 16.2 85.5 2

璟褀 19 26.3 6.0 6.0 9.5 15.8 8.4 15.2 87.2 2

GT2018-01 26.0 6.1 6.0 9.8 15.2 8.8 15.5 87.4 2

甜冠 818 26.2 5.7 6.1 8.0 15.9 8.3 16.3 86.5 2

相思甜 25.6 5.9 5.8 9.8 12.7 8.1 15.2 83.1 2

福甜 73 25.8 6.1 6.0 9.9 13.4 8.3 15.9 85.4 2

原玉甜 819 26.1 6.7 6.3 8.9 15.9 8.7 16.0 88.6 2

华甜玉 8 号 25.7 5.9 6.1 10.0 12.8 8.2 15.7 84.4 2

朝甜 603（CK） 26.7 5.9 6.6 7.8 16.2 7.9 16.0 87.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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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因素，黄淮麦区小麦生长后期气温升高、降

水增多，病虫害集中高发，在小麦齐穗到灌浆期做

好“一喷三防”，是保证中麦 688 高产稳产的重要 
措施。

综上所述，中麦 688 具有高产稳产、综合性状

好、抗逆性强、品质优等特点，表现出广泛的适应性

和发展潜力，适宜黄淮南片种植。该品种适宜播种

期在 10 月中下旬，适宜基本苗为 225 万 /hm2，在种

植过程中需特别关注返青拔节期肥水调控和氮肥后

移，中后期管理注意进行“一喷三防”，着重加强对

蚜虫、赤霉病等病虫害的监测与防治。此外，为了进

一步提升中麦 688 的纯度和品质，建议采取规模化

生产方式，并实行专收专储，以确保实现优质优价、

高产高效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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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品种（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的适应性存在

差别，如相思甜在酒泉的产量最低，但在庆阳的产量

却最高，因此为了确保玉米高产，需要选择适合当地

环境的品种进行种植。

本试验中选育的鲜食甜玉米品种（系）在农艺

性状、抗病性、产量以及品尝评价上具有各自的优势

和劣势。陇甜三号产量综合排名居第 1 位，在所有

试验地都达到高产，且其抗病性优异，在所有品种

（系）中抗病表现居第 2 位，适应性和丰产性较好，

是最适合在甘肃进行大规模种植的品种。金甜 1 号

产量较低，在武威地区减产严重，但其品尝评价为 1
级，品质高，可以在除武威的地区进行小规模种植，

作为高端鲜食玉米产品供应市场。原玉甜 819 是品

尝评价评分第二的品种，且其平均产量排名第 3 位，

在所有试验地都有增产，适应性好且品质优秀，培育

潜力大，适合开展进一步的培育试验，提高产量和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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