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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个鲜食甜玉米组合的筛选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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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掖蓝领种业有限公司，甘肃张掖 734000；2 河西学院，甘肃张掖 734000）

摘要：为筛选高产、优质、抗性良好，适宜在张掖市甘州区及其他气候条件类似地区示范种植的甜玉米组合，探讨了 8 个

甜玉米自交系组合的性状表现。结果表明，组合 P10、P14 较对照分别显著增产 6.85%、18.81%，其株高和穗位高显著高于对

照，基本无秃尖，株型半紧凑，抗病性和适应性好，增产潜力大，应重点选择；组合 P4、P8、P12 较对照分别增产 0.27%、1.70%、

2.71%，秃尖较短，株型平展或半紧凑，穗形基本一致，可根据育种目标进行针对性选择。综上所述，组合 P10（X84×X182）、

P14[18N- 黄甜 2× 黄糯 -8 父（黄甜）] 抗病性表现良好，生育期适中，增产潜力大，可进一步多点示范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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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玉米也被称为蔬菜玉米，含有丰富的营养物

质，风味优美，可以鲜食或者制作罐头。我国甜玉米

种植面积约 40 万 hm2（600 万亩）[1]，目前已成为

帮助农民增收、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作物类型。甘

肃省张掖市是甜玉米的主要繁种区和种植区，甜玉

米的主要生产区分布于甘州区、临泽县和高台县等，

主栽品种有卡甜 508、卡甜 316、BSS1860、粤甜 36
号、甘甜 3 号和金甜 5868 等，其中 BSS1860 在近年

的种植面积较大，所产种子供不应求。但是，甜玉米

产业仍存在缺少优异基础材料、育种效率低下的问

题，加工专用型的甜玉米品种数量更少 [2]，因此培育

高产、优质、抗病强的优良品种已成为亟需解决的问

题。为此，本研究在前期选育的基础上，对 8 个鲜食

甜玉米组合的农艺性状进行了田间比较试验，以期

获得理想组合，为丰富张掖市优质甜玉米品种提供

基础材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点位于张掖市甘州区新

墩镇（38.914°N，100.387°E），海拔 1510m，试验地

地势平坦、浇灌方便、肥力中等，年平均气温 7℃，

年平均生长期 190d，年平均无霜期 147d，年平均

日照时数 3085h，能够满足试验要求，具有环境代 
表性。

1.2　试验材料　参试的甜玉米组合均由张掖蓝领

种业有限公司提供，各参试组合的编号、亲本名称、

组合类型见表 1，对照品种为卡甜 316。

表 1　参试甜玉米组合

组合编号 组合亲本名称（父 × 母） 组合类型

P3 X182×20-228 单交种

P4 20-X180×20-X182 单交种

P5 X37×20-X182 单交种

P6 20-X182×20-X138 单交种

P8 20-180×20-228 单交种

P10 X84×X182 单交种

P12 336 母 -7×X84 单交种

P14 18N- 黄甜 2× 黄糯 -8 父（黄甜） 单交种

卡甜316（CK） YL36×YL18 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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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试验方法　2023 年在张掖市甘州区新墩镇种

植 8 个甜玉米组合的 F1。采用随机区组设计，每个

组合 3 次重复。试验小区面积为 15m2（5m×3m），

株行距 25cm×60cm，试验地周围种植保护行。其

他管理措施与常规大田相同。

1.4　测定指标及方法　田间性状测定包括物候期、

株高、穗位高、株型、倒伏率、倒折率、空秆率、发病

率（瘤黑粉病和丝黑穗病）。在授粉 25d 后，从各小

区中间行取 15 个标准穗采收考种，室内考种包括

穗形、穗长、穗粗、秃尖长、粒色、行粒数、穗行数、鲜

穗重量（单穗），并根据所测鲜穗重量计算折合每

667m2 产量。

1.5　数据处理　利用 Excel 2019 软件进行数据的

统计，采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3 和 Origin 2021 进

行数据分析与图表制作。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甜玉米组合物候期表现　由表 2 可知，在

8 个参试甜玉米组合中，生育期相差并不明显。抽

穗期在 7 月 2-11 日之间，组合 P14 最晚，组合 P4
和 P5 最早。吐丝期在 7 月 6-13 日之间，除组合

P12 和 P14 较对照吐丝期迟 4~5d 外，其余组合与对

照基本接近，散粉期在 7 月 7-14 日之间。组合 P14
的全生育期最长，为 93d，相较于对照品种晚 3d；组
合 P4、P5 生育期最短，为 86d，相较于对照品种提前

了 4d；组合 P3 生育期与对照品种一致，不同组合的

生育期相差不大。综上所述，8 个参试甜玉米组合

生育期与对照接近，均属早熟品种，有强占市场先机

的潜力。

2.2　不同甜玉米组合植株性状表现　由表 3 可知，

组合 P10、P12、P14 的株高分别比对照高 40.5cm、

27.6cm、53.1cm，差异达显著水平；组合 P3、P4 株高

分别为 208.3cm、212.0cm，显著低于对照；组合 P5、
P6、P8 的株高与对照相比无显著差异。不同组合的

穗位高均低于对照，其中组合 P14 的穗位高与对照

无显著差异，组合 P10、P12 分别比对照低 21.3cm、

24.7cm，具有显著性差异，组合 P3、P4、P5、P6、P8 的

表 2　不同甜玉米组合物候期

组合编号 播种期（月 - 日） 抽穗期（月 - 日） 吐丝期（月 - 日） 散粉期（月 - 日） 采收期（月 - 日） 全生育期（d）

P3 4-25 7-5 7-8 7-11 8-1 90

P4 4-25 7-2 7-6 7-7 7-28 86

P5 4-25 7-2 7-6 7-7 7-28 86

P6 4-25 7-5 7-8 7-12 8-2 92

P8 4-25 7-5 7-8 7-9 7-30 89

P10 4-25 7-5 7-8 7-11 8-1 91

P12 4-25 7-9 7-12 7-13 8-3 92

P14 4-25 7-11 7-13 7-14 8-4 93

卡甜 316（CK） 4-25 7-5 7-8 7-11 8-1 90

表 3　不同甜玉米组合植株性状表现

组合编号 株高（cm） 穗位高（cm） 株型 空秆率（%） 倒折率（%） 倒伏率（%）

P3 208.3e 70.2cd 平展 0 0 0

P4 212.0de 65.2d 平展 0 0 0

P5 227.3cd 69.8cd 平展 0 0 0

P6 222.7cde 78.8c 平展 0 0 0

P8 224.4cd 68.7cd 平展 0 0 0

P10 272.7ab 103.4b 半紧凑 0 0 0

P12 259.8b 100.1b 半紧凑 0 0 0

P14 285.3a 119.80a 半紧凑 2.2 0 0

卡甜 316（CK） 232.2c 124.8a 半紧凑 0 0 0

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0.05 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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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位高在 65.2~78.8cm 之间，均显著低于对照。8
个参试甜玉米组合的株型主要以平展型为主，组合

P10、P12、P14 的株型为半紧凑型。参试组合的倒折

率、倒伏率均为 0，表明各组合抗倒伏、倒折能力较

强。除组合 P14 的空秆率为 2.2% 外，其余组合的

空秆率均为 0。综合来看，组合 P10、P12、P14 株型

好，穗位适中，抗倒伏能力强，植株性状表现优良。

2.3　不同甜玉米组合果穗性状及病害表现　由表

4 可知，除组合 P6、P12 的穗形为锥形外，其他 6 个

组合的穗形为筒形。籽粒颜色主要以黄色为主，组

合 P5、P6、P10 的籽粒颜色为黄白相间。P3、P14 的

穗长分别比对照长 1.70cm、5.30cm，与对照存在显

著差异；组合 P6 果穗最短，仅 19.47cm，比对照短

1.50cm，差异达显著水平；组合 P4、P5、P8、P10、P12
均短于对照，差异不显著。除组合 P6 外，其余组合

的穗粗均大于对照，在 5.17~5.50cm 之间，且组合

P5、P12 和 P14 的穗粗显著高于对照 0.30~0.43cm。

组合 P4、P6、P8、P10、P12 的秃尖长均小于 1.00cm，

表现较好，与对照差异不显著，但组合 P3 的秃尖长

显著高于对照 2.57cm。在整个生育期内，各参试组

合的抗病性表现良好，仅组合 P4 的瘤黑粉病发病

率为 1.5%。综合来看，组合 P14 的果穗长且粗，抗

病性好，具有较好的果穗性状。

2.4　不同甜玉米组合产量性状表现　由表 5 可以

看出，8 个组合的穗行数在 15.60~18.87 行之间，只

有组合 P6 低于对照，组合 P10 和 P14 分别显著高

于对照 1.57 行、2.37 行。行粒数在 37.23~43.50 粒

之间，仅组合 P6 的行粒数低于对照，组合 P4 与

对照相当，组合 P3、P5、P8、P10、P14 显著高于对

照 2.00~5.50 粒。鲜穗重量在 294.8~379.8g 之间，

组合 P4、P8、P10、P12、P14 均高于对照，其中组合

P8、P10、P12、P14 比对照显著增加 5.4~60.1g。参

试组合折合产量在 1114.4~1435.6kg/667m2 之间，

组合 P4、P8、P10、P12、P14 的产量较对照分别增产

0.27%、1.70%、6.85%、2.71%、18.81%，其中组合 P8、
P10、P12、P14 产量显著高于对照，而组合 P3、P5、P6

表 4　不同甜玉米组合果穗性状及病害表现

组合编号 穗形 粒色 穗长（cm） 穗粗（cm） 秃尖长（cm） 瘤黑粉病（%） 丝黑穗病（%）

P3 筒形 黄 22.67b 5.17bc 2.77a 0 0

P4 筒形 黄 19.90de 5.27abc 0.43c 1.5 0

P5 筒形 黄 + 白 20.47cde 5.37ab 1.07bc 0 0

P6 锥形 黄 + 白 19.47e 4.63d 0.97bc 0 0

P8 筒形 黄 19.77de 5.30abc 0.97bc 0 0

P10 筒形 黄 + 白 21.20c 5.23bc 0.37c 0 0

P12 锥形 黄 20.60cde 5.40ab 0.37c 0 0

P14 筒形 黄 26.27a 5.50a 1.07bc 0 0

卡甜 316（CK） 锥形 黄 + 白 20.97cd 5.07c 0.20c 0 2.3

表 5　不同甜玉米组合产量性状表现

组合编号 穗行数 行粒数 鲜穗重量（g） 折合产量（kg/667m2） 比对照 ±（%）

P3 17.23bc 40.00c 318.3ef 1203.3ef -0.41

P4 16.53cd 38.00d 320.5de 1211.6de 0.27

P5 17.30a 40.50b 315.1f 1191.1f -1.42

P6 15.60d 37.23d 294.8g 1114.4g -7.77

P8 17.37bc 40.83b 325.1cd 1228.9cd 1.70

P10 18.07ab 41.00b 341.6b 1291.1b 6.85

P12 17.17bc 38.30cd 328.3c 1241.1c 2.71

P14 18.87a 43.50a 379.8a 1435.6a 18.81

卡甜 316（CK） 16.50cd 38.00d 319.7ef 1208.3e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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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比对照减产 0.41%、1.42%、7.77%。综合来看，

组合 P10、P14 的穗行数和行粒数多，鲜穗较重、产

量高，优势明显，增产潜力大。

2.5　农艺性状与产量的相关性分析　玉米的产量

形成是由多个因素相互作用而成的复杂过程，对产

量形成的贡献率不同。由表 6 可知，产量与穗行数和

行粒数呈极显著正相关，与株高、穗位高、穗长和穗粗

呈显著正相关；株高和穗位高，穗行数和行粒数之间呈

极显著正相关；株高和行粒数，穗位高和行粒数，穗粗

与行粒数均呈显著正相关；秃尖长与产量呈负相关。

表 6　不同甜玉米组合主要农艺性状的相关性分析

性状 产量 株高 穗位高 穗长 穗粗 穗行数 行粒数 秃尖长

产量 1

株高 0.82* 1

穗位高 0.82* 0.97** 1

穗长 0.71* 0.47 0.58 1

穗粗 0.71* 0.45 0.39 0.45 1

穗行数 0.85** 0.66 0.66 0.84** 0.67 1

行粒数 0.87** 0.85* 0.76* 0.57 0.73* 0.86** 1

秃尖长 -0.19 -0.46 -0.36 0.45 -0.08 0.17 -0.14 1
*、** 分别表示在 0.05、0.01 水平上存在显著、极显著相关性

3　讨论
范瑞等 [3] 研究发现，鲜食甜糯玉米组合的行粒

数、穗长及穗行数与产量的相关系数较高，株高与产

量的相关系数最低。陈荣丽等 [4] 研究发现，穗长是

影响甜玉米产量的主要因素，其次是行粒数、穗粗，

秃尖长对产量影响相对较小。严贤诚等 [5]研究认为，

品种的产量与其穗长、穗粒、行粒数等主要农艺性状

密切相关。吴振兴等 [6] 研究表明，甜玉米品种要果

穗大、穗行数多、穗较粗，才能保证较高的产量。本

试验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穗行数和行粒数对甜玉米

产量形成具有极显著影响，穗长、穗粗与产量有显著

正相关关系，而秃尖过长会导致产量下降。本研究

也发现，株高与产量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在进行

优良组合的选择时，可选择株高相对较高的组合。

张掖市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甜玉米生长期间存

在大风天气，因此在筛选甜玉米组合时，不仅需要考

虑果穗产量，还需要进一步考虑组合的抗倒伏、倒折

能力，以确保甜玉米在不良气候条件下的稳定生长

与高产。本试验发现，株高与穗位高之间呈极显著

正相关，各参试组合均有一定的抗倒伏能力。

4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组合 P10、P14 较对照分别

显著增产 6.85%、18.81%，果穗一致性好，基本无秃

尖，株型半紧凑，适应性好，增产潜力大，应重点选

择；组合 P4、P8、P12 较对照增产 0.27%~2.71%，秃

尖较短，株型平展或半紧凑，可作为预备组合进行

适当选择；组合 P3、P5 秃尖相对较长，且较对照分

别减产 0.41%、1.42%，组合 P6 产量最低，较对照

减产 7.77%，因此组合 P3、P5、P6 表现较弱，建议

淘汰。综上所述，组合 P10（X84×X182）和组合

P14[18N- 黄甜 2× 黄糯 -8 父（黄甜）] 抗病性表

现良好，生育期适中，增产潜力大，更适合在张掖市

甘州区及其他气候条件类似地区种植和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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