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玉米是太和县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也是重要的

饲料作物[1-2]。玉米的产量受品种与环境的双重影响，

而品种对生态环境的适应性是高产稳产的保证[3-8]。据

该课题组调查，目前太和县市场上有推广面积较大的

紧凑型品种郑单 958和一些半紧凑型夏玉米新品种。

该试验以郑单 958为对照，在太和县种植不同的夏玉

米新品种，鉴定其生物学特性、生产适应性、抗逆性、产

量水平和增产潜力，以期筛选出适宜太和县生态环境

条件下的抗逆性强，稳产高产夏玉米新品种。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与试验设计

试验于 2008年在安徽省太和县小张庄进行。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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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县夏玉米新品种的产量性状和适应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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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大田条件下，研究了5个夏玉米新品种在太和县的产量性状和生态适应性。结果表明：安隆4

号和鲁单981较对照郑单958植株高大，各生育时期叶面积指数较高，叶片的功能期较长，籽粒灌浆期

较对照延长5~7天，单穗重增加56.0~76.8 g，籽粒产量增加13.11%~20.58%。安隆4号对玉米大、小叶斑

病、锈病和螟虫等抗性优势明显；蠡玉 16 号和鲁单 981 适应性和抗病性较强，对玉米锈病具有显著抗

性；中科11号轻感锈病，滑单986严重感染锈病，影响籽粒产量。在太和县生态环境条件下，安隆4号和

鲁单981的综合抗性较好，增产潜力较大，应大面积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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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Yield Characters and Adaptability of New Summer Maize
Variety in Taihe County

Shen Xueshan, Li Jincai, Qu Huijuan, Wei Fengzhen, Liu Li, Meng Jiajia, Li Xueyujie
(Agronomy College of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Abstract: Under field condition, yield characters and adaptability of 5 new summer maize variety in Taihe
county were studi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Zhengdan 958, Anlong 4 and Ludan 981 had
bigger plants, higer leaf area index at every stage and longer functional period of leaf while the grain filling
stage of that were prolonged 5-7 days. Meanwhile, single panicle weight of Anlong 4 and Ludan 981 were
increased about 56.0-76.8 g, and the grian weight of that were increased by 13.11%-20.58%. Anlong 4 had
obvious superiority of resistance to maize leaf spot, rust, and borer. Liyu 16 and Ludan 981 had better
adaptability and disease resistance, and had signifitant resistance to maize borer. At the same time, Zhongke
11 had light sensitive to maize borer while Huadan 986 had high sensitive to that thus affect yields. Under the
ecoliogical environment condition of Taihe county, Anlong 4 and Ludan 981 had better comprihensive
resistance and bigger yield potential, thus they should be planted in large scale.
Key words: yield characters, adaptability, new summer maize variety

中国农学通报 2009,25(05):155-157

Chinese Agricultural Science Bulletin



中国农学通报 http://www.casb.org.cn

验地土壤为沙淤两合土。供试材料为半紧凑型夏玉

米新品种安隆 4号、鲁单 981、中科 11号、蠡玉 16号和

滑单 986，以紧凑型品种郑单 958为对照。小区面积

3.6 m×125 m，3次重复，随机区组排列。前茬小麦于6

月1日用福田谷神联合收割机（在出草口加装秸秆粉碎

抛撒装置，全田秸秆还田均匀）收获，产量8250 kg/hm2，

6月 11日用亚澳SGTNB-200Z4A8玉米旋耕施肥播种

机播种玉米，当天播种完毕。旋耕施肥播种机可以一

次性完成玉米的播种、施肥和镇压工作。播种机开沟

宽度30 cm，旋耕深度15 cm，在沟底播种施肥，等行距

播种，行距 60 cm，半紧凑型品种株距 30~35 cm，播种

密度为 52500~60000 株/hm2，实收株数 52500 株/hm2，

紧凑型品种株距 22~25 cm，播种密度为 60000~67500

株/hm2，实收株数60000 株/hm2。

玉米全生育期每公顷施纯氮 345.0 kg，P2O5 67.5 kg，

K2O 67.5 kg。在播种时每公顷机施复合肥 450 kg（N：

P2O5：K2O 含量为 15-15-15，复合肥施在种子的侧方

10 cm处），7月6日配合降雨每公顷追施纯氮 69.0 kg，

7月21日配合降雨每公顷追施纯氮208.5 kg，追肥为尿

素，9月23日统一收获。其他田间管理同高产田。

1.2 测定项目与方法

测定夏玉米不同生育时期的叶面积指数，从吐丝

后 10天开始，每隔 10天在每处理选长势均匀一致的

10穗，脱粒后烘干，计算单穗重变化动态。成熟期每

处理选长势均匀一致的20株测量株高和穗位高，每小

区收获50穗进行室内考种，籽粒晒干后计产。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育时期观测

由于夏玉米的生长发育速度较快，从播种到吐丝

期，除安隆4号的抽雄期和吐丝期分别延迟2天外，其

余品种的生育时期均一致（表 1）。不同品种的成熟

期不一致，蠡玉 16 号和滑单 986 与对照的成熟期相

近，安隆 4号、鲁单 981和中科 11号的成熟期较对照

分别延迟 7天、5天和 7天。不同品种夏玉米的生育

历期和灌浆历期分别为95~102天和37~44天，因品种

而异，蠡玉 16号、滑单 986与对照的生育历期和灌浆

历期相近，其余品种的生育历期和灌浆历期较对照均延

长了5~7天。

表1 不同品种主要生育时期观测

表2 不同品种叶面积指数变化

2.2 叶面积指数变化

从表2可以看出，不同品种的叶面积指数（LAI）随

着生育进程的推进先升高后降低，抽雄期LAI最大，之

后开始下降。从抽雄到收获，安隆 4号和鲁单 981的

LAI均高于对照；蠡玉16号和中科11号的LAI在抽雄

吐丝期略低于对照，但在成熟期和收获期LAI高于对

照，表明其叶面积下降较慢，叶片功能期持续时间较

长。滑单 986生育后期叶片锈病严重，收获时叶片完

全枯黄，影响叶片的光合积累，导致产量降低。

2.3 灌浆期单穗重变化

夏玉米吐丝后不同品种的单穗重变化趋势不同

（表 3）。在吐丝后 10天，仅有蠡玉 16号和滑单 986的

单穗重高于对照；在吐丝后20天，除安隆4号外，其余

品种的单穗重均高于对照；吐丝30天之后所有品种的

单穗重均高于对照。安隆 4号、鲁单 981和中科 11号

籽粒灌浆前期单穗重增加较慢，灌浆后期单穗重迅速

增加；而蠡玉16号和滑单986则相反。与对照相比，安

隆 4号、鲁单 981、蠡玉 16号、中科 11号和滑单 986单

·· 156



穗重在吐丝后 40 天分别提高了 50.66%、36.94%、

16.23%、42.02%和 10.55%，表明半紧凑型品种虽然单

位面积穗数少，但单株生产潜力较大。

2.4 产量和穗部结实特性

由表 4可以看出，除鲁单 981的穗粒数和蠡玉 16

号的千粒重略低于对照外，其余品种的穗粒数和千粒

重均高于对照；安隆 4号、鲁单 981、蠡玉 16号和中科

11号籽粒产量较对照分别增产20.58%、13.11%、6.67%

和 3.08%，而滑单 986 则减产 3.16%。不同品种的株

高、穗位高、穗长、穗粗、行粒数均高于对照，除鲁单

981的穗行数低于对照外，其余品种的穗行数也均高

于对照。

表3 不同品种吐丝后单穗重变化 （g/穗）

3 结论

叶片是玉米进行光合作用的主要器官，玉米干物

质积累绝大部分来源于叶片，适宜的叶面积指数和较

长的叶片功能期能提高玉米的光能利用率，增加干物

质积累[9-11]。在该试验中，半紧凑型品种安隆4号和鲁

单981较对照郑单958植株高大，各生育时期叶面积指

数较高，提高了光能利用率，同时，叶片的功能期较长，

籽粒灌浆期较对照延长 5~7天，单穗重增加 56.0~76.8

g，籽粒产量增加13.11%~20.58%。

从不同品种的综合抗性来看，安隆4号对玉米大、

小叶斑病、锈病和螟虫等抗性优势明显；蠡玉 16号和

鲁单 981适应性和抗病性较强，对玉米锈病具有显著

抗性；中科11号轻感锈病，滑单986严重感染锈病，影

响籽粒产量。因此，在太和县生态环境条件下，安隆4

号和鲁单981的综合抗性较好，增产潜力较大，应大面

积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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