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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县位于甘肃中部，属温带大陆性干旱型
气候，光照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年均气温8.20
℃，≥0℃的活动积温3 614.8℃，≥10℃的有效
积温3 038 ℃，年降水量180 mm，无霜期141 d。
耕地以砂壤土为主，灌溉条件便利。玉米是景泰
县的主要粮食作物，近年来玉米种植面积持续扩
大，播种面积达9 333.3 hm2左右。2010年景泰县科
技综合开发服务中心引进玉米新品种正德305，试
种产量可达15 000 kg/hm2以上，具有适应性广、高
产稳产、抗病性强等优点。现将该品种的特征特
性及栽培技术介绍如下。
1 特征特性
株型半紧凑，株高280～300 cm，穗位高100

cm左右。全株叶片19～21片，幼苗叶鞘紫色，叶
片绿色。茎秆坚韧，雄穗分枝数5～10个，颖壳绿
色，花丝紫红色。果穗筒形，长18.5 cm，穗行数
16～18行，行粒数33～35粒，穗轴红色。籽粒黄
色，半马齿型，半硬质，千粒重340～350 g，出籽
率86%～89%。春播全生育期120～125 d，为中熟
品种，适宜在≥10℃年积温达2 600℃以上的西北
春播区种植。高抗弯孢菌病、茎腐病，中抗小斑
病、大斑病、瘤黑粉病、矮花叶病。
2 栽培技术要点
2.1 选地整地，重施基肥

选用地势平坦，土层深厚，土质疏松，肥力
中上等的地块，切忌选用陡坡地、瘠薄地。前茬
以豆类、小麦、马铃薯为好。前茬作物收获后及
时平整土地，深耕灭茬，耕深25 cm，结合耕地施
优质农家肥45 000～60 000 kg/hm2、普通过磷酸钙
750～1 050 kg/hm2、尿素150～180 kg/hm2。如不施
农家肥，可基施玉米配方肥（N-P-K为20-16-9）
900～1 200 kg/hm2。
2.2 起垄覆膜

3月上旬耕作层解冻后即可整地起垄覆膜。灌

区采用微垄覆膜栽培，先用划行器划行，带幅100
cm，大行宽60 cm，小行宽40 cm；再用犁或起垄
机起垄，垄高7～12 cm。旱区采用全膜垄沟播栽
培，带幅110 cm，先用划行器划行，大行宽70 cm，
小行宽40 cm，再用犁或起垄机开沟起垄，大垄高
10 cm，小垄高15 cm。起垄后用幅宽120 cm、厚
0.008 mm地膜全地面覆盖，地膜与垄面、垄沟紧
贴，膜间不留空隙，两幅膜相接于垄沟内，两膜
相接处用细土压实。
2.3 适期播种，合理密植

当10 cm土层地温达到13℃时为适播期。可用
点播器在垄沟破膜点种，播深2～3 cm，每穴播2粒
种子。灌区适宜密度为75 000～82 500株/hm2，旱
区适宜密度为60 000～67 500株/hm2。播后用细沙
土或牲畜圈肥、草木灰等封口。覆膜后要经常检
查，防止地膜有破洞、风揭现象，随发现随盖好，
以保证生育期内地膜完好。
2.4 田间管理

2.4.1 苗期管理 玉米苗期随时注意查看，如有
错位苗应及时放出，发现缺苗断垄要及时补苗。五
叶期定苗，每穴留健壮苗1株，除去病、弱、杂苗，
保留生长整齐一致的壮苗，空穴处两侧可留双苗。
2.4.2 水肥管理 首次灌水前在垄沟每隔50 cm扎
渗水孔。全生育期灌水5～6次，每次灌水量为
900～1 050 m3/hm2。灌水期分别为拔节期、大喇叭
口期、抽雄期、杨花期、灌浆期和乳熟期，灌水
以不淹垄为好，并遵循前控后足的原则，重点灌
好拔节水、大喇叭口水和扬花水。拔节期结合灌
水追施尿素75～120 kg/hm2。抽雄期结合灌水追施
尿素225 kg/hm2。扬花期结合灌水追施尿素300～
450 kg/hm2。灌浆期结合灌水追施碳酸氢铵450～
600 kg/hm2。追肥以前轻中重后补为原则。
2.5 病虫害防治

玉米主要病害有玉米丝黑穗病、玉米瘤黑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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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虫害主要有玉米红蜘蛛、蚜虫、玉米棉铃虫。
玉米丝黑穗病可用20%粉锈宁乳油10 mL拌玉米种
子25 kg，或3%敌委丹悬乳剂300 g拌种50 kg堆放
2～3 d后播种防治。玉米瘤黑粉病可用25%三唑酮
可湿性粉剂1 000倍液喷雾防治。红蜘蛛、蚜虫发
生初期可用1.8%阿维菌素乳油2 000倍液，或20%
灭扫利乳油2 000倍液，或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1 500倍液喷雾防治，每隔7～10 d喷1次，连喷2～
3次。棉铃虫可用40%氧化乐果乳油1 500倍液喷雾
防治，每隔8～10 d喷1次，连喷2～3次。
2.6 及时收获

通常当玉米苞叶变黄，自然下垂，籽粒变硬
有光泽及时收获。

（本文责编：陈 伟）

1 品种来源
花生新品种晋花8号是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小麦

所花生育种课题组以抗病、高产、广适花生品种
海花1号为母本，以该所选育的早熟、优质、大
果、结实性强、商品性好的高代品系临花99-23为
父本杂交系统选育而成。2011年通过山西省农作
物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定［审定编号:晋审花（认）
2011001］。
2 特征特性
植株连续开花，密枝型，株型直立。叶片椭

圆形，叶色深绿，叶片中等。花色浅黄，主茎高
29.8 cm，侧枝长35 cm，总分枝数9条，有效结果
枝数8条，单株果数20个左右。荚果普通形，网纹
粗浅，种仁椭圆形，种皮粉红色，百果重181.2 g，
百仁重85～90 g，出仁率73%。在山西省花生生产
区春播生育期132 d，夏播110 d左右，较对照品种
晋花4号略晚熟。经农业部油料及制品质量监督检
验测试中心（武汉）检测，该品种蛋白质含量为
22.06 %，粗脂肪含量为 51.52%，油酸含量为
36.8%，亚油酸含量为42.9%，亚麻酸含量为0.3%。
黄曲霉毒素未检出B1（检出限为1 滋g/kg）。2008—
2009年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植保室在品

比试验田对花生常见主要病害进行调查和评价的
结果显示，该品种田间自然发病病毒病1级，综合
评定为高抗；锈病0～2级，综合评定为中抗；叶
斑病1～2级，综合评定为中抗。抗旱、抗病、耐
涝性强，对花生常见的病毒病、叶斑病和锈病均
具有较强抗性。

3 产量表现
2008—2009年连续2 a参加山西省花生区域试

验。其中2008年6个试点（5点增产1点减产）荚果折
合平均产量为3 927.0 kg/hm2，较对照品种晋花4号
增产11.3%；2009年5个试点荚果折合平均产量为
4 066.5 kg/hm2，较对照品种晋花4号增产14.7％。
2 a 11个试点荚果折合平均产量为3 996.8 kg/hm2，
较对照品种晋花 4号增产12.9％，增产点次占
90.9％（10/11）。2008—2013年在临汾、运城、吕
梁、晋中、长治等地进行多点试验示范，均表现
出良好的丰产性和适应性，一般产量为5 250.0
kg/hm2左右，高产田可达6 000.0 kg/hm2以上。
4 适种区域
晋花8号参加过品比试验、山西省花生生产试

验和多年多点示范，经历了不同年型、不同试点
的多个生态区域种植，其丰产稳产性、抗逆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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