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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庄浪县旱作区全膜双垄沟播秋覆膜栽培条件下， 对引种的 10 个玉米品种进行了品比试验。 结果
表明， 参试的 10 个品种生育期适中， 在庄浪县均能正常成熟。 其中联创 808折合产量最高， 为 15 501.0 kg/hm2，
较对照品种先玉 335增产 690.9 kg/hm2， 增幅达到 4.67%， 建议在庄浪县旱地及同类生态区域进行多点示范种植；
丹 8201 和中单 909， 产量虽比对照低， 但与对照差异不显著， 生长长势好， 抗病性强， 丰产性好， 建议下年小
面积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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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浪县位居甘肃省东部， 属黄土高原丘陵沟
壑区， 海拔 1�405～2�857�m， 年均气温 7.9�℃， 近
10�a 平均降水量 547.8�mm， 降雨时空分布极为不
均， 春旱、 伏旱严重， 是甘肃省 58 个干旱贫困县
之一。 玉米是该县主要粮食作物之一， 常年播种
面积 2.67 万 hm2 以上， 由于干旱协迫， 产量低而
不稳， 玉米品种更新换代迫在眉睫， 引进推广品
质好、 抗病性强、 产量高的玉米新品种是提高农
民种植积极性、 保证旱作农业的持续发展的保
证［1 - 5］。 2015 年庄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引进了
10 个玉米新品种进行了对比试验， 现报道如下。
1���品种与方法
1.1 参试品种

参试玉米品种 10 个， 分别为 DL1101、 丹
8201、 登海 618、 联创 808、 良玉 66、 农华 101、
泰玉 1028、 真金 8 号、 郑单 958、 中单 909， 以当
地种植品种先玉 335 为对照， 均由甘肃省农业技
术推广总站提供。
1.2 试验方法

采用随机区组法设计， 3 次重复， 小区面积
16.5�m2（3.3�m×5.0�m）， 每小区播种 3 垄 6 行， 采
用全膜双垄沟播栽培。 结合整地基施农家肥 45�
t/hm2、 尿素 150�kg/hm2、 普通过磷酸钙 750�kg/hm2，
拔节期追施尿素 300�kg/hm2。 整地后划行起垄， 于
11 月 10 日覆膜， 翌年 4 月 15 日播种。 试验地位
于南坪乡大庄村， 前茬为玉米。 其余田间管理措
施同大田。 生长期间观察记载物侯期， 各小区收

获时随机取 10 个果穗考种， 及时脱粒， 混合， 称
鲜粒重， 并用烘干法测定含水量， 折标准含量
（14%）得出小区产量。
2���结果与分析
2.1 生育期

从表 1 看出， 各品种生育期 139～146�d， 在
试区均能正常成熟。 其中丹 8201 和郑单 958 生育
期较短， 为 139�d， 较对照先玉 335 早熟 5�d； 联
创 808 生育期 143�d， 较对照早熟 1�d； DL1101、
登海 618、 良玉 66、 真金 8 号生育期 145�d， 较对
照晚熟 1�d； 农华 101、 泰玉 1028 生育期 146�d，
较对照晚熟 2�d。
2.2 主要性状

从表 2 可以看出， 参试玉米品种的株高为
2.5～3.0�m， 其中登海 618 株高最短， 为 2.5�m；
农华 101、 泰玉 1028、 中单 909、 郑单 958 株高为
2.6�m， 较对照先玉 335 低 0.4�m， 其余品种较对照
低 0.1～0.2�m。 穗位登海 618 最低， 为 0.8�m， 较
对照先玉 335 低 0.4�m； 泰玉 1028 穗位最高， 为
1.4�m， 较对照高 0.2�m。 穗长所有参试品种均低于
对照先玉 335， 泰玉 1028 最短， 为 18.1�cm。 秃顶
为 0.9～3.3�cm， 其中泰玉 1028 最短， 为 0.9�cm；
联创 808 最高， 为 3.3�cm。 穗粗为 5.1～5.7�cm，
其中泰玉 1028 最低， 为 5.1�cm； 良玉 66、 农华
101 最高， 为 5.7�cm， 其余品种较对照差别不大。
穗行数为 15.4～18.4 行， 其中 DL1101 最少， 为
15.4 行； 良玉 66 最高， 为 18.4 行； 联创 808、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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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物候期（日/月） 生育期

（d）播种期 出苗期 拔节期 大喇叭口期 抽雄期 扬花期 灌浆期 成熟期
DL1101 15/4 5/5 10/6 1/7 8/7 16/7 24/7 27/9 145
丹8201 15/4 4/5 7/6 27/6 6/7 13/7 26/7 20/9 139
登海618 15/4 5/5 10/6 1/7 8/7 16/7 24/7 27/9 145
联创808 15/4 5/5 8/6 29/6 8/7 16/7 29/7 25/9 143
良玉66 15/4 5/5 10/6 1/7 8/7 16/7 24/7 27/9 145
农华101 15/4 5/5 9/6 3/7 10/7 18/7 25/7 28/9 146
泰玉1028 15/4 5/5 10/6 1/7 8/7 16/7 24/7 28/9 146
真金8号 15/4 5/5 8/6 1/7 9/7 15/7 26/7 27/9 145
郑单958 15/4 4/5 5/6 26/6 7/7 14/7 25/7 20/9 139
中单909 15/4 4/5 8/6 29/6 8/7 16/7 29/7 25/9 144

先玉335（CK） 15/4 3/5 10/6 1/7 8/7 16/7 24/7 24/9 144

品种 株高
（m）

穗位
（m）

茎粗
（cm）

穗长
（cm）

秃顶
（cm）

穗粗
（cm）

穗行数
（行）

行粒数
（粒）

双穗率
（%）

百粒重
（g） 粒型 粒色 轴色

DL1101 2.9 1.3 2.4 18.9 1.2 5.5 15.4 35.9 0 32.8 硬 黄 红
丹8201 2.9 1.1 2.3 20.7 2.8 5.3 17.3 33.8 3.0 33.8 硬 黄 红
登海618 2.5 0.8 2.4 19.4 1.9 5.4 16.1 33.5 0 37.5 半马齿 黄 红
联创808 2.8 1.2 2.4 20.8 3.3 5.3 15.9 36.6 0 33.8 硬 黄 红
良玉66 2.8 1.2 2.7 20.2 1.9 5.7 18.4 31.1 0 32.9 半马齿 黄 红
农华101 2.6 1.0 2.5 19.6 2.3 5.7 18.0 30.9 0 32.9 马齿 黄 红
泰玉1028 2.6 1.4 2.6 18.1 0.9 5.1 16.4 34.3 0 33.5 硬 白 白
真金8号 3.0 1.2 2.7 20.8 1.8 5.6 16.7 35.2 0 29.6 半硬 黄 红
郑单958 2.6 1.3 2.6 18.9 1.2 5.4 16.2 34.7 0 33.4 马齿 黄 白
中单909 2.6 1.3 2.5 19.4 2.0 5.4 15.9 33.3 6.7 32.7 半马齿 黄 白

先玉335（CK） 3.0 1.2 2.7 22.1 1.9 5.3 17.2 36.7 0 32.0 马齿 黄 红

单 909、 登海 618、 郑单 958、 泰玉 1028、 真金 8
号较对照低 0.5～1.3 行； 丹 8201、 农华 101 分别
较对照偏高 0.1、 1.2 行。 行粒数为 30.9～36.7 粒，
所有参试品种均低于对照， 其中农华 101 最低，
为 30.9 粒。 参试品种中只有丹 8201 和中单 909 存
在双穗现象， 双穗率分别为 3.0%和 6.7%。 百粒重
仅真金 8 号较对照偏低， 为 29.6�g， 其余品种都较
对照偏高 0.8～5.5�g。 粒型 DL1101、 丹 8201、 联
创 808、 泰玉 1028 为硬粒， 真金 8 号为半硬， 登
海 618、 良玉 66、 中单 909 为半马齿， 其余为马
齿。 粒色只有泰玉 1028 为白色， 其余品种均为黄
色。 轴色泰玉 1028、 郑单 958、 中单 909 为白色，
其余均与对照先玉 335 相同， 为红色。
2.3 产量

从表 3 可以看出， 联创 808 折合产量最高，
为 15�490.9�kg/hm2， 较对照增产 690.9�kg/hm2， 增
产率 4.67%， 排位第 1； 丹 8201 折合产量 14�715.2�
kg/hm2， 较对照减产 74.8�kg/hm2， 减产率 0.51%，

排位第 3； 中单 909 折合产量 14�618.2�kg/hm2， 较
对照减产 181.8�kg/hm2， 减产率 1.23%， 排位第 4。
其余品种较对照先玉 335 减产 187.9�～1� 490.9�
kg/hm2， 减幅 1.27%～10.07%。

经方差分析， 各区组之间差异不显著（F 区组 =�
0.813�＜ F0.05＝3.493）， 各处理间差异达极显著（F处理 =�
4.061�＞ F0.01＝3.368）。 经多重比较， 联创 808 与
DL1101、 真金 8 号、 丹 8201、 中单 909、 对照先
玉 335 之间差异不显著， 与其余各品种间差异达
极显著； 丹 8201、 中单 909 与对照先玉 335 之间
差异不显著。
3���小结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 参试的 10 个品种生育期适
中， 在试区均能正常成熟。 其中联创 808 折合产
量最高， 为 15�501.0�kg/hm2， 较对照先玉 335 增产
690.9�kg/hm2， 增产率 4.67%， 建议在庄浪县旱地
及同类生态区域进行多点示范； 丹 8201 和中单
909 产量虽比对照低， 但差异不显著， 且生长长势

表 1 参试玉米品种物侯期及生育期

表 2 参试玉米品种的主要性状

34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6 20162016 年 第 6 期

庄浪县位于甘肃省东部， 地处六盘山西麓黄
土高原腹地， 属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三副区。 全县
18 个乡镇， 293 个行政村， 总面积 1�553.14�km2，
总耕地面积 7.6 万 hm2， 其中山地面积 6.87 万
hm2， 占耕地的 90%以上， 土地资源贫瘠短缺， 耕
地条件差， 产出低下， 长期制约着地方工农业生
产和县城经济社会的发展［1�-�2�］。 新修梯田土壤瘠

薄， 保水保肥力差， 氮磷钾巨缺， 尤其是以磷素
为第一限制因素。 增施磷肥可促进马铃薯根系生
长， 提高植株抗旱能力， 增加作物对水肥利用能
力， 有利于块茎中干物质和淀粉的积累， 提高马铃
薯的产量［3�-�4�］。 为了确定庄浪县新修梯田马铃薯对
磷肥的需求， 笔者于 2015 年开展了新修梯田马铃
薯磷肥的不同施用量试验， 以期筛选出新修梯田

摘要： 研究了新修梯田增施磷肥对马铃薯生长发育和产量的影响。 结果表明， 新修梯田增施磷肥可促进马
铃薯的生长发育， 提高马铃薯的产量； 但当磷肥施用量超过一定范围时， 马铃薯的产量随磷肥施用量的增加呈
下降趋势。 其中施磷肥（普通过磷酸钙）2 250 kg/hm2 处理的综合经济性状最佳， 产量最高， 折合产量为 54 984.1
kg/hm2， 建议生产上推广施用。

关键词： 新修梯田； 磷肥； 施量； 马铃薯； 庄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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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小区平均产量
（kg/16.5�m2）

折合产量
（kg/hm2）

较对照增产
（kg/hm2）

增产率
（%） 位次

DL1101 24.11� 14�612.1�ab�AB -187.9 -1.27 5
丹 8201 24.28� 14�715.2�ab�AB -74.8 -0.51 3
登海 618 23.37� 14�163.6�bc�BC -636.4 -4.30 8
联创 808 25.56� 15�490.9�a�A 690.9 4.67 1
良玉 66 23.59� 14�297.0�b�BC -503.0 -3.40 7
农华 101 23.13� 14�018.2�bc�BC -781.8 -5.28 9
泰玉 1028 22.96� 13�915.2�bc�BC -884.8 -5.98 10
真金 8 号 23.80� 14�424.2�ab�ABC -375.8 -2.54 6
郑单 958 21.96� 13�309.1�c�C -1�490.9 -10.07 11
中单 909 24.12� 14�618.2�ab�AB -181.8 -1.23 4

先玉 335 （CK） 24.42� 14�800.0�ab�AB 2

表 3 参试玉米品种产量结果

好， 抗病性强， 丰产性好， 建议小面积示范， 其
余品种还有待于继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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