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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禄劝县鲜食玉米新品种展示试验分析

刘　唯　张正武
（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种子管理站，禄劝 651500）

摘要：为加大禄劝县鲜食玉米新品种推广力度，促进鲜食玉米新品种更新换代和鲜食玉米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昆明市种

子管理站征集 20 个 2023 年通过云南省审定的鲜食玉米品种在禄劝县开展鲜食玉米新品种展示试验，对参试品种的生育期、

农艺性状、抗性、产量表现、品质进行综合分析，并对经鲜食玉米加工企业田间“看禾选种”看好的 5 个加工型品种进行综合评

述，以期为鲜食玉米加工企业种植品种提供参考。结果表明，参试品种整体产量较高，每 667m2 鲜果穗产量为 823.0~1489.6kg，

生产周期短，生育期在 71~81d 之间。加工企业看好的玉甜糯 6 号、丽糯 1 号、傣香糯、瑞佳甜 6 号、傣玉甜 1 号 5 个品种因其

果穗籽粒排列整齐、外观籽粒颜色均匀、柔嫩性好而被筛选为适应禄劝推广的加工型品种，太阳花、巧克力、大玉糯 11 号、普糯

2 号、丽黑糯 3 号、玉甜 1 号、雪花糯、昭甜 4 号 8 个品种可推广种植，其余 7 个品种需再加强示范、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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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食玉米是指在乳熟期进行果穗采收，用于直

接食用或加工的一类果蔬产品 [1]，具有周期短、产量

高、经济效益显著等特点，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

水平的日益提高，鲜食玉米的需求量逐年增大，市场

供应量和需求量比例高达 1∶200[2]。鲜食玉米基于

健康食品市场新宠、结构调整优选品种、经济效益

较高的优势，是云南省丰富多彩“菜篮子”的又一特 
色 [3]。鲜食玉米产业发展极具潜力 [4]，位于云南省

中部的禄劝县，鲜食玉米的消费需求在逐年提高，目

前已建成一家鲜食玉米加工厂，近年来鲜食玉米常

年种植面积达 300hm2 左右。鲜食玉米的推广种植

不仅为当地人民的消费提供了方便，更为鲜食玉米

加工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基础材料。鲜食玉米品

种展示是品种推广应用最重要的环节，也是加速优

良品种更新换代的关键环节。本研究通过全程观察、

记载和分析 20 个 2023 年审定的鲜食玉米展示品种

的综合表现，客观、公正地评价品种的适应性、丰产

性、商品性等，以期为加工企业选择优质加工品种提

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 25°45′43.7″N、

102°29′49.4″E，海拔 1821m 的禄劝县团街镇农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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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土壤为红壤土，肥力中等偏上。试验地前茬为豌

豆。

1.2　试验材料　20 个参试品种均为 2023 年云南省

审定的品种，对照为石糯 2 号，品种信息见表 1。
1.3　试验设计　每个品种小区种植面积 48.6m2，

小区长 8.1m、宽 6.0m，5 个双行（10 个单行）。宽窄

行种植，大行距 80cm，小行距 40cm。每行 60 株，

株距 27cm，单株留苗，密度 4115 株 /667m2。各品

种随机排列，不设重复，不设保护行，收获每个小区

的中间 3 个双行，去苞叶称鲜果穗计产。于鲜食玉

米生长期间记录生育期和植株性状（株高、穗位高、

株型、倒伏率、倒折率、双穗率）；考种记录果穗性状

（穗长、穗粗、秃尖长、穗形、穗行数、行粒数、粒色、鲜

百粒重、籽粒深度）；对锈病、大斑病、小斑病、穗粒腐

病、丝黑穗病、小光壳叶斑病等病害及玉米螟进行 
调查。

1.4　田间管理　2024 年 5 月 15 日雨后开沟播种，

播种时每 667m2 用农家肥 1000kg、玉米专用复合肥

30kg、微生物菌剂（N∶P2O5∶K2O=8∶12∶5）40kg
作底肥，开好沟后将杀虫剂辛硫磷颗粒撒入播种沟

内。种子点播于沟内后覆盖黑色地膜，然后破膜、盖

土。5 月 31 日定苗，6 月 6 日第 1 次追肥，每 667m2

施用尿素 30kg，7 月 3 日第 2 次追肥，施用尿素

50kg。6 月 9 日、7 月 3 日每 667m2 各用 10% 高效

氟氯氰菊酯乳油 15mL 兑水 40kg 喷雾杀虫 1 次。

1.5　数据分析　采用 Excel 软件对采集数据进行整

理及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鲜食玉米品种生育期比较　由表 2 可

知，参试鲜食玉米品种从出苗至采收鲜穗天数在

71~81d 之间，傣玉甜 1 号时间最短，比对照早 10d，
其次为大玉糯 11 号、瑞佳甜 6 号、昭甜 4 号，均为

表 1　参试鲜食玉米品种具体信息

序号 品种 审定编号 供种单位

1 太阳花 滇审玉米 2023141 号 云南会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2 巧克力 滇审玉米 2023183 号 达尔文农业（云南）有限公司

3 大玉糯 11 号 滇审玉米 2023184 号 大理白族自治州农业科学推广研究院

4 瑞佳甜 6 号 滇审玉米 2023168 号 云南田瑞种业有限公司

5 傣玉甜 1 号 滇审玉米 2023180 号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绿色食品与乡村产业发展中心

6 普糯 2 号 滇审玉米 2023206 号 普洱市种子站

7 傣香糯 滇审玉米 2023203 号 临沧市种子管理站

8 丽黑糯 3 号 滇审玉米 2023190 号 丽江市种子管理站

9 傣玉糯 2 号 滇审玉米 2023198 号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绿色食品与乡村产业发展中心

10 玉甜糯 6 号 滇审玉米 2023196 号 玉溪市种子管理站

11 丽糯 1 号 滇审玉米 2023188 号 丽江市种子管理站

12 玉甜 1 号 滇审玉米 2023173 号 玉溪市种子管理站

13 傣玉糯 1 号 滇审玉米 2023197 号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绿色食品与乡村产业发展中心

14 景糯 66 滇审玉米 2023202 号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

15 雪花糯 滇审玉米 2023186 号 云南田瑞种业有限公司

16 昭甜 4 号 滇审玉米 2023182 号 昭通市种子管理站

17 昭糯 6 号 滇审玉米 2023209 号 昭通市种子管理站

18 玉糯 7 号 滇审玉米 2023195 号 玉溪市种子管理站

19 丽糯 2 号 滇审玉米 2023189 号 丽江市种子管理站

20 湘纳香紫糯 23 滇审玉米 2023192 号 北京中农斯达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1 石糯 2 号（CK） 滇审玉米 2015035 号 云南石丰种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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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鲜食玉米品种生育期

品种
播种期

（月 / 日）

出苗期

（月 / 日）

散粉期

（月 / 日）

吐丝期

（月 / 日）

成熟期

（月 / 日）

出苗至采收鲜穗天数

（d）

太阳花 5/15 5/23 7/16 7/18 8/9 78

巧克力 5/15 5/23 7/15 7/13 8/9 78

大玉糯 11 号 5/15 5/22 7/14 7/13 8/4 74

瑞佳甜 6 号 5/15 5/23 7/7 7/10 8/5 74

傣玉甜 1 号 5/15 5/25 7/8 7/8 8/4 71

普糯 2 号 5/15 5/22 7/15 7/13 8/9 79

傣香糯 5/15 5/22 7/15 7/15 8/9 79

丽黑糯 3 号 5/15 5/22 7/15 7/14 8/11 81

傣玉糯 2 号 5/15 5/22 7/16 7/16 8/9 79

玉甜糯 6 号 5/15 5/22 7/9 7/11 8/10 80

丽糯 1 号 5/15 5/22 7/16 7/16 8/9 79

玉甜 1 号 5/15 5/23 7/12 7/12 8/8 77

傣玉糯 1 号 5/15 5/22 7/17 7/17 8/9 79

景糯 66 5/15 5/22 7/12 7/11 8/10 80

雪花糯 5/15 5/22 7/15 7/14 8/9 79

昭甜 4 号 5/15 5/23 7/6 7/9 8/5 74

昭糯 6 号 5/15 5/22 7/15 7/15 8/9 79

玉糯 7 号 5/15 5/22 7/10 7/12 8/10 80

丽糯 2 号 5/15 5/22 7/17 7/15 8/9 79

湘纳香紫糯 23 5/15 5/22 7/15 7/15 8/10 80

石糯 2 号（CK） 5/15 5/22 7/13 7/14 8/11 81

74d，比对照早 7d；玉甜 1 号 77d，比对照早 4d，太阳

花、巧克力均为 78d，比对照早 3d；玉甜糯 6 号、景

糯 66、玉糯 7 号、湘纳香紫糯 23 均为 80d，比对照早

1d；丽黑糯 3 号为 81d，与对照一致；其余 8 个品种

均为 79d，比对照早 2d。
2.2　不同鲜食玉米品种植株性状分析　由表 3 可

知，所有品种均无倒伏、倒折现象；参试品种株高在

170~297cm 之间，丽黑糯 3 号最高，傣玉甜 1 号最

矮，有 17 个品种的株高比对照高 2~60cm，3 个品种

比对照低。穗位高在 80~160cm 之间，丽糯 1 号最

高，傣玉甜 1 号最矮，有 4 个品种的穗位高比对照高

11~43cm，15 个品种比对照低，玉甜 1 号与对照一

致。株型为半紧凑型、紧凑型的品种均分别有 9 个，

平展型有 2 个品种。大玉糯 11 号、瑞佳甜 6 号双穗

率均为 20%，其余品种均无双穗出现。

2.3　不同鲜食玉米品种果穗性状分析　由表 4 可

知，参试品种穗长在 16.3~21.5cm 之间，玉甜 1 号最

长，大玉糯 11 号最短，有 14 个品种穗长比对照长

0.1~3.0cm，6 个品种比对照短。穗粗在 4.0~5.5cm
之间，巧克力、大玉糯 11 号、玉甜 1 号、丽糯 2 号最

粗，瑞佳甜 6 号最细，有 16 个品种穗粗比对照粗，

3 个品种比对照细，玉糯 7 号与对照一致。瑞佳甜

6 号、傣玉甜 1 号秃尖长分别为 3.0cm、2.0cm，其余

品种均无秃尖。20 个品种穗形均为锥形，穗行数在

10~18 行之间，巧克力、大玉糯 11 号最多，最少的为

玉甜糯 6 号，有 6 个品种穗行数比对照多，8 个品种

比对照少，6 个品种与对照一致。行粒数在 28~45
粒之间，最多的为湘纳香紫糯 23，最少的是大玉糯

11 号，有 13 个品种行粒数较对照多 1~10 行，5 个品

种比对照少。粒色有丰富的多样性，太阳花为黄色，

丽黑糯 3 号为紫色，玉甜糯 6 号、傣玉糯 1 号、昭糯

6 号为白色，昭甜 4 号、湘纳香紫糯 23 为黄间白紫，

巧克力为黑紫，大玉糯 11 号为白紫，傣玉甜 1 号、普

糯 2 号、傣香糯、丽糯 1 号、玉甜 1 号、丽糯 2 号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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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鲜食玉米品种植株性状表现

品种 株高（cm） 穗位高（cm） 株型 倒伏率（%） 倒折率（%） 双穗率（%）

太阳花 267 84 半紧凑 0 0 0

巧克力 240 90 紧凑 0 0 0

大玉糯 11 号 261 106 紧凑 0 0 20

瑞佳甜 6 号 252 92 平展 0 0 20

傣玉甜 1 号 170 80 平展 0 0 0

普糯 2 号 241 104 紧凑 0 0 0

傣香糯 248 92 半紧凑 0 0 0

丽黑糯 3 号 297 113 半紧凑 0 0 0

傣玉糯 2 号 244 104 紧凑 0 0 0

玉甜糯 6 号 232 94 紧凑 0 0 0

丽糯 1 号 247 160 半紧凑 0 0 0

玉甜 1 号 277 117 紧凑 0 0 0

傣玉糯 1 号 251 128 半紧凑 0 0 0

景糯 66 242 102 紧凑 0 0 0

雪花糯 276 130 半紧凑 0 0 0

昭甜 4 号 215 85 紧凑 0 0 0

昭糯 6 号 265 103 紧凑 0 0 0

玉糯 7 号 255 90 半紧凑 0 0 0

丽糯 2 号 239 104 半紧凑 0 0 0

湘纳香紫糯 23 270 135 半紧凑 0 0 0

石糯 2 号（CK） 237 117 平展 0 0 0

表 4　不同鲜食玉米品种果穗性状表现

品种
穗长

（cm）

穗粗

（cm）

秃尖长

（cm）
穗形 穗行数 行粒数 粒色

鲜百粒重

（g）
籽粒深度

（cm）

太阳花 20.4 4.8 0 锥形 14 42 黄 32.2 1.3

巧克力 20.4 5.5 0 锥形 18 37 黑紫 32.6 1.1

大玉糯 11 号 16.3 5.5 0 锥形 18 28 白紫 40.6 1.2

瑞佳甜 6 号 17.3 4.0 3.0 锥形 14 33 白间黄 46.7 1.2

傣玉甜 1 号 20.6 4.4 2.0 锥形 12 36 白间黄紫 35.7 1.1

普糯 2 号 19.6 5.1 0 锥形 14 40 白间黄紫 35.5 1.2

傣香糯 18.2 5.3 0 锥形 14 37 白间黄紫 37.8 1.3

丽黑糯 3 号 18.6 5.1 0 锥形 14 34 紫 41.8 1.2

傣玉糯 2 号 19.4 4.8 0 锥形 12 42 白间黄 35.8 1.1

玉甜糯 6 号 19.8 5.0 0 锥形 10 35 白 44.8 1.1

丽糯 1 号 19.8 5.2 0 锥形 14 39 白间黄紫 31.1 1.0

玉甜 1 号 21.5 5.5 0 锥形 16 39 白间黄紫 47.7 1.3

傣玉糯 1 号 19.4 5.4 0 锥形 16 36 白 34.3 1.2

景糯 66 18.0 5.4 0 锥形 12 39 白间黄 41.9 1.2

雪花糯 19.0 4.8 0 锥形 12 34 白间黄 39.5 1.1

昭甜 4 号 18.4 5.0 0 锥形 16 32 黄间白紫 60.1 1.4

昭糯 6 号 19.2 5.0 0 锥形 12 38 白 39.2 1.0

玉糯 7 号 20.8 4.6 0 锥形 12 36 白间黄 41.3 1.1

丽糯 2 号 18.4 5.5 0 锥形 16 35 白间黄紫 42.1 1.3

湘纳香紫糯 23 19.8 4.5 0 锥形 12 45 黄间白紫 30.3 1.0

石糯 2 号（CK） 18.5 4.6 0 锥形 14 35 白 32.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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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黄紫，瑞佳甜 6 号、傣玉糯 2 号、景糯 66、雪花糯、

玉糯 7 号为白间黄。鲜百粒重在 30.3~60.1g 之间，

昭甜 4 号最高，湘纳香紫糯 23 最低，有 16 个品种鲜

百粒重比对照高 1.6~27.4g，4 个品种低于对照。籽

粒深度在 1.0~1.4cm 之间，昭甜 4 号最大，丽糯 1 号、

昭糯 6 号、湘纳香紫糯 23 最小，有 11 个品种籽粒

深度比对照深，3 个品种比对照浅，6 个品种与对照 
一致。

2.4　不同鲜食玉米品种田间病虫害情况　由表 5
可知，参试的 20 个品种均未发生大斑病、丝黑穗病

和小光壳叶斑病；傣香糯、昭糯 6 号锈病病级为 5
级，表现为中抗，丽糯 1 号、玉甜 1 号、景糯 66、玉
糯 7 号病级为 3 级，表现为抗，其余品种均未发生锈

病；昭甜 4 号、丽糯 2 号、湘纳香紫糯 23 小斑病病

级为 7 级，表现为中感，傣玉甜 1 号为 5 级，表现为

中抗，大玉糯 11 号为 3 级，表现为抗，其余品种均

未发生小斑病；傣玉甜 1 号、玉糯 7 号穗粒腐病病

级为 5 级，表现为中抗，大玉糯 11 号为 3 级，表现

为抗，其余品种均未发生穗粒腐病；玉米螟虫害除

大玉糯 11 号、傣玉甜 1 号、玉糯 7 号发病率分别为

20.0%、19.8%、18.1% 外，其余品种均无玉米螟虫害 
发生。

2.5　不同鲜食玉米品种产量分析　由表 6 可知，20
个参试品种每 667m2 鲜果穗产量为 823.0~1489.6kg，有
19 个品种比对照增产 133.0~643.2kg，增幅在 15.7%~ 
76.0% 之间，仅傣玉甜 1 号比对照减产 2.8%。玉

甜 1 号产量排名居第 1 位，其次是大玉糯 11 号，

每 667m2 产量为 1349.7kg，巧克力居第 3 位，为

1275.7kg，傣玉甜 1 号产量最低。

表 5　不同鲜食玉米品种田间病虫害情况

品种
锈病

（级）

大斑病

（级）

小斑病

（级）

穗粒腐病

（级）

丝黑穗病

（级）

小光壳叶斑病

（级）

玉米螟

（%）

太阳花 0 0 0 0 0 0 0

巧克力 0 0 0 0 0 0 0

大玉糯 11 号 0 0 3 3 0 0 20.0

瑞佳甜 6 号 0 0 0 0 0 0 0

傣玉甜 1 号 0 0 5 5 0 0 19.8

普糯 2 号 0 0 0 0 0 0 0

傣香糯 5 0 0 0 0 0 0

丽黑糯 3 号 0 0 0 0 0 0 0

傣玉糯 2 号 0 0 0 0 0 0 0

玉甜糯 6 号 0 0 0 0 0 0 0

丽糯 1 号 3 0 0 0 0 0 0

玉甜 1 号 3 0 0 0 0 0 0

傣玉糯 1 号 0 0 0 0 0 0 0

景糯 66 3 0 0 0 0 0 0

雪花糯 0 0 0 0 0 0 0

昭甜 4 号 0 0 7 0 0 0 0

昭糯 6 号 5 0 0 0 0 0 0

玉糯 7 号 3 0 0 5 0 0 18.1

丽糯 2 号 0 0 7 0 0 0 0

湘纳香紫糯 23 0 0 7 0 0 0 0

石糯 2 号（CK） 0 0 0 0 0 0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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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不同鲜食玉米品种的鲜果穗产量

品种 小区产量（kg） 折合产量（kg/667m2） 较对照±（kg/667m2） 较对照±（%） 位次

太阳花 71.4 979.4 133.0 15.7 17

巧克力 93.0 1275.7 429.3 50.7 3

大玉糯 11 号 98.4 1349.7 503.3 59.5 2

瑞佳甜 6 号 74.4 1020.5 174.1 20.6 13

傣玉甜 1 号 60.0 823.0 -23.4 -2.8 19

普糯 2 号 90.0 1234.5 388.1 45.9 4

傣香糯 79.8 1094.6 248.2 29.3 11

丽黑糯 3 号 73.8 1012.3 165.9 19.6 14

傣玉糯 2 号 71.4 979.4 133.0 15.7 17

玉甜糯 6 号 75.6 1037.0 190.6 22.5 12

丽糯 1 号 85.8 1176.9 330.5 39.0 8

玉甜 1 号 108.6 1489.6 643.2 76.0 1

傣玉糯 1 号 89.4 1226.3 379.9 44.9 5

景糯 66 82.8 1135.7 289.3 34.2 9

雪花糯 72.0 987.6 141.2 16.7 16

昭甜 4 号 80.4 1102.8 256.4 30.3 10

昭糯 6 号 87.6 1201.6 355.2 42.0 6

玉糯 7 号 79.8 1094.6 248.2 29.3 11

丽糯 2 号 86.4 1185.1 338.7 40.0 7

湘纳香紫糯 23 73.2 1004.1 157.7 18.6 15

石糯 2 号（CK） 61.7 846.4 - - 18

3　讨论与结论
品种优劣是决定鲜食玉米产量和品质的关键

因素 [5]，根据采收前专家逐一对 20 个展示鲜食玉米

品种的鉴评及加工企业“看禾选种”，结合本文研究

结果，筛选出适宜脱粒加工品种玉甜糯 6 号（产量

排名第 12 位）和压缩真空熟食型品种丽糯 1 号（产

量排名第 8 位）、傣香糯（产量排名第 11 位）、瑞佳

甜 6 号（产量排名第 13 位）、傣玉甜 1 号（产量排名

第19位），这5个品种因其籽粒排列整齐、色泽均匀、

柔嫩性好，在加工方面独具特色而被企业看好。在

参试的 20 个鲜食玉米品种中，因生育期适中、丰产

性好、外观品质好、抗逆性强及综合农艺性状好，可

在禄劝小面积推广种植的 8 个品种分别为太阳花、

巧克力、大玉糯 11 号、普糯 2 号、丽黑糯 3 号、玉甜

1 号、雪花糯、昭甜 4 号，其余品种建议进一步开展

多年多点示范，逐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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