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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引进的 15个玉米新品种进行了田间比较试验， 试验结果表明： 15个玉米新品种在生长发育特性上
存在显著的差异， 其中表现好的品种有郑单 958、 中单 909、 联创 808、 敦玉 13 号。 郑单 958 产量达到 15 259.5
kg/hm2， 比对照品种先玉 335 增产 2.97%， 在会宁县表现为中晚熟， 株高、 穗位、 茎粗适中， 果穗均匀， 秃顶率
低、 穗粒数较多、 子粒饱满、 百粒重高、 株粒重与穗粒重较高， 有较强的抗旱性与适应性， 可初步确定为主推品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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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宁县位于甘肃省中部， 玉米是当地主要的
粮饲兼用作物［1�］。 在多年的示范推广后， 全膜玉
米种植已成为会宁县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的主要
途径， 在解决粮食和饲料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随
着玉米种植区域扩大和市场需求的变化， 缺乏优

质高产高效抗旱玉米品种与中早熟耐密品种的问
题日渐突出， 寻找适合旱地全膜种植的玉米品种，
对发展粮食生产、 优化种植结构具有重要意
义［2�-�5�］。 为筛选出适合会宁旱作区全膜双垄沟播种
植的玉米品种， 我们于 2014 年进行了玉米引种试

!!!!!!!!!!!!!!!!!!!!!!!!!!!!!!!!!!!!!!!!!!!!!!!!!!!!!
双垄沟播种植时折合产量分别为 13� 159.26、
11� 363.76、 11� 431.91� kg/hm2， 但 露 地 种 植 时
L407A/20982R、 3268A/20982R 在霜冻前未完全成
熟， 0823 在霜冻前未成熟， 这 3 个品种（系）在露
地种植时折合产量较低， 不适合在海拔高于 1�320�
m 的地区露地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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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现将结果初报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1 参试品种

参试品种为登义 2 号、 491-1、 联创 808、 黄
金 8 号、 郑单 958、 舟玉 8201、 DL1101、 中单
909、 农华 101、 良玉 66、 登海618（以上种子由甘
肃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提供）， 富农 821、 甘农
340、 甘农 118（以上种子由甘肃农业大学提供），
敦玉 13 号和对照品种先玉 335 由甘肃省会宁县种
子公司提供。
1.2 试验设计与方法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3 次重复， 小区面积
24.75�m2 （4.5�m×5.5�m）， 采用全膜双垄沟播种
植， 宽行 70�cm， 窄行 40�cm， 株距 54�cm， 4 月
23 日单双粒交替播种， 播量 55�500 粒 /hm2， 每处
理种植 10 行 5 带， 生育期内其他管理同当地大
田， 收获时中间行连续取 10 株样进行考种， 取掉
两端边株收取中间两行计产。
1.3 试验地概况

试验设在大沟乡新坪村杏花社， 海拔 1�850�
m， 平均气温 7�℃， 无霜期 150 天 d， ≥10�℃的有
效积温 2�300�℃， 年平均降水量 300�mm， 属半干
旱旱作区。 试验地为梯田， 前茬马铃薯， 底肥均
为尿素或磷酸二铵、 普通过磷酸钙、 硫酸钾， 折
合 N�156�kg/hm2， P2O5�79.5�kg/hm2， K2O�60�kg/hm2。
生育期内降水较常年偏多， 属丰水年份。
2���结果与分析
2.1 生育期

观测结果（表1） 表明： 以甘农 118 最为早熟，
生育期为 147�d， 较对照品种先玉 335 提早 19�d；
甘农 340 次之， 为 152�d， 较对照提早 14�d； 富农
821、 491-1 居第 3， 均为 157�d， 均较对照提早 9�
d； 郑单 958、 敦玉 13 号、 农华 101、 登海 618 较
对照提早 5～6�d； 中单 909、 黄金 8 号、 舟玉 8201
较对照提早 2�d； 登义 2 号、 联创 808 晚熟， 生育
期 167�d， 较对照推迟 1�d； DL1101、 良玉 66最晚，
172�d， 较对照推迟 6�d， 正常年份难以完全成熟。
2.2 生物学性状

从表 1 可知， 参试品种株高以联创 808 和农
华 101 较高， 分别为 295.7、 294.4�cm， 较对照品
种先玉 335 分别高 2.4、 1.1�cm； 以甘农 118 和甘
农 340 较矮， 分别为 229.8�cm 和 238.0�cm， 较对
照分别低 63.5�cm 和 55.3�cm； 其余品种为 249.9～

290.1� cm， 较对照低 3.2 ～43.4� cm。 穗位高为
69.0～116.0�cm， 登海 618、 甘农 118、 甘农 340、
良玉 66 均低于对照， 其余品种均高于对照， 以敦
玉 13 号最高。 茎粗为 2.65～3.50� cm， 以中单
909、 登义 2 号最粗， 均为 3.50�cm， 较对照粗 0.5�
cm； DL1101、 农华 101、 登海 618、 黄金 8 号均
较对照粗， 为 3.05～3.20�cm， 较对照粗 0.05～
0.20�cm； 甘农 340、 甘农 118 与对照相同， 均为
3.00�cm； 其余品种均细于对照， 以 491-1 最细，
为 2.65�cm， 较对照细 0.35�cm。 穗长以登义 2 号最
长， 为 26.15�cm， 较对照长 3.55�cm； 联创 808、 舟
玉 9802次之， 分别 22.85、 22.75�cm， 较对照分别长
0.25、 0.15�cm， 其余品种均短于对照， 以 DL1101 最
短， 为 18.55�cm， 较对照短 4.15�cm。 穗粗除甘农
340 较对照细 0.3�cm、 登海 618 与对照相同外； 其
余品种均较对照粗， 农华 101、 甘农 118 最粗， 均
为 5.88�cm， 较对照粗 0.42�cm。 秃顶率以良玉 66
和农华 101 较高， 分别为 19.55%和 19.48%， 其余
品种均在 10%以下， 甘农 118 仅为 0.76%。

2.3 经济性状
从表 2 可知， 出苗率除黄金 8 号为 77.8%、 富

农 821 为 88.0%外， 其余品种均在 90%以上。 双
穗率以中单 909 最高， 为 81.3%， 较对照品种高
44.6 百分点； 郑单 958 次之， 为 73.5%， 较对照高
36.8 百分点 ； 甘农 340、 良玉 66、 舟玉 8201、
DL1101、 491-1、 黄金 8 号较对照高 0.1～25.5�百
分点， 其余品种均低于对照。 穗粒重除登义 2 号

表 1 参试玉米品种生育期与生物学性状

品种 生育期
/d

株高
/cm

茎粗
/cm

穗位
/cm

穗长
/cm

穗粗
/cm

秃顶率
/%

登义2号 167 285.4 3.50 107.2 26.15 5.55 2.10
491-1 157 252.1 2.65 97.6 21.60 5.64 8.10
联创808 167 295.7 2.90 95.5 22.85 5.67 9.19
黄金8号 164 284.4 3.05 100.1 21.95 5.53 7.06
郑单958 160 253.3 2.80 108.7 19.10 5.53 5.50
富农821 157 249.9 2.75 94.0 21.75 5.54 2.07
敦玉13号 160 290.1 2.70 116.0 22.75 5.59 7.03
舟玉8201 164 249.9 2.75 94.0 21.75 5.54 2.07

先玉335（CK） 166 293.3 3.00 90.5 22.60 5.46 7.08
DL1101 172 276.2 3.05 94.2 18.55 5.52 6.47
中单909 164 261.7 3.50 106.6 19.95 5.53 7.27
农华101 160 294.4 3.20 90.6 21.05 5.88 19.48
甘农340 152 238.0 3.00 82.9 21.10 5.16 4.50
良玉66 172 271.4 2.80 86.6 19.95 5.72 19.55
甘农118 147 229.8 3.00 74.5 19.65 5.88 0.76
登海618 161 254.3 3.20 69.0 19.25 5.46 1.56

39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8 20162016 年 第 8 期甘肃农业科技

品种 出苗率
/%

双穗率
/%

穗数
/（穗/hm2）

穗粒数
/粒

穗粒重
/g

百粒重
/g

粒秆质量比
/（秆/粒）

出粒率
/%

登义2号 93.4 26.3 4�364 592 260.5 43.70 2.23 78.80
491-1 98.3 37.5 5�000 599 201.1 37.87 0.90 73.04
联创808 100.0 26.5 4�697 679 252.7 38.30 1.56 81.41
黄金8号 77.8 36.8 3�940 692 224.3 31.47 1.48 79.51
郑单958 100.0 73.5 6�440 560 196.5 34.47 0.94 79.66
富农821 88.0 14.0 3�712 611 226.2 38.94 1.10 78.98
敦玉13号 100.0 10.0 4�167 746 244.2 35.36 1.39 80.64
舟玉8201 96.2 55.3 5�531 611 226.2 32.71 1.29 79.60

先玉 335（CK） 100.0 36.7 5�076 719 245.4 34.97 1.73 82.12
DL1101 98.3 43.8 5�228 578 185.9 34.60 1.76 76.90
中单909 98.3 81.3 6�591 619 201.2 34.23 0.99 79.90
农华101 92.1 40.0 4�773 565 223.5 41.04 1.97 77.53
甘农340 92.1 62.2 5�531 614 199.8 36.62 0.81 82.03
良玉66 94.2 58.7 5�531 579 188.4 35.16 1.75 78.11
甘农118 92.1 8.9 3�712 710 224.4 36.11 0.92 76.26
登海618 100.0 18.2 4�924 584 224.0 40.47 1.23 83.45

表 2 参试玉米品种经济性状

和联创 808 分别较对照高 15.1、 7.3�g 外， 其余品
种均低于对照。 穗粒数以敦玉 13 号最多， 达到
746 粒， 较对照多 27 粒， 其余参试品种均低于对
照， 为 560～710 粒。 百粒重以登义 2 号最重， 达
到 43.7�g， 较对照重 8.73�g； 其次为华农 101， 为
41.04�g， 登海 618、 富农 821、 联创 808、 491-1、
甘农 340、 甘农 118、 良玉 66 高于对照， 为
35.16～40.47�g， 较对照重 0.19～5.50�g； 其余品种
均低于对照。
2.4 产量

从表 3 可知， 中单 909、 郑单 958 产量最高，

折合产量分别为 15�738.0、 15�259.5�kg/hm2， 比对
照分别增产 6.20%、 2.97%， 相互间差异不显著，
与对照差异均不显著； 其次为联创 808、 敦玉 13
号、 舟玉 8201、 登海 618， 折合产量分别为
14� 815.5、 14� 797.5、 14� 442.0、 14� 241.0� kg/hm2，
相互间差异均不显著， 与对照差异均不显著， 较
对照减产 0.02%～7.50%； DL1101、 良玉 66、 农
华 101、 甘农 340 折合产量分别为 12� 955.5、
12�763.5、 12�760.5、 12�678.0�kg/hm2， 相互间差异
均不显著， 与对照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 较对照
减产 12.57%～14.45%； 富农 821、 491-1、 甘农
118、 黄金 8 号折合产量较低， 均极显著低于对
照， 较对照减产 20.74%～24.14%。
3���小结

参试玉米品种郑单 958 属全国高产创建推荐
品种， 在会宁县表现为中晚熟， 株高、 穗位、 茎
粗适中， 果穗均匀， 秃顶率低、 穗粒数较多、 籽
粒饱满、 百粒重高、 株粒重与穗粒重较高， 折合
产量达到 15�259.5�kg/hm2， 比对照增产 2.97%， 有
较强的抗旱性与适应性， 可初步确定为主推品种。

参试品种中单 909 产量虽高， 但表现为双穗
率高， 达到 81.3%， 其穗粒数、 穗粒重、 白粒
重、 出籽率等经济形状均低于对照， 建议进一步
加大试验密度降低双穗率， 并检验是否为多穗性
品种。

联创 808、 敦玉 13 产量虽低于对照， 但差异

品种
小区平均

产量
/（kg/9�m2）

折合产量
/（kg/hm2） 位次

较对照
增加
/%

登义2号 12.337 13�708.5��bc�ABCD 8 -7.50
491-1 10.530 11�700.0��d�D 14 -21.04
联创808 13.333 14�815.5��ab�ABC 4 -0.02
黄金8号 10.117 11�241.0��d�D 16 -24.14
郑单958 13.733 15�259.5��ab�AB 2 2.97
富农821 10.570 11�745.0��d�D 13 -20.74
敦玉13号 13.317 14�797.5�ab�ABC 5 -0.15
舟玉8201 12.997 14�442.0��abc�ABC 6 -2.55

先玉335（CK） 13.337 14�820.0��ab�ABC 3
DL1101 11.660 12�955.5��cd�BCD 9 -12.57
中单909 14.163 15�738.0��a�A 1 6.20
农华101 11.483 12�760.5��cd�BCD 11 -13.90
甘农340 11.410 12�678.0��cd�CD 12 -14.45
良玉66 11.487 12�763.5�cd�BCD 10 -13.87
甘农118 10.303 11�448.0�d�D 15 -22.74
登海618 12.817 14�241.0�abc�ABC 7 -3.90

表 3 参试玉米品种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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籽瓜又名籽用西瓜、 打瓜， 在我国栽培历史 悠久， 常年播种面积 9.5 万 hm2 左右， 主要分布于

摘要： 在会宁县进行了旱地鲜食籽瓜 7种起垄覆膜方式比较试验， 结果表明， 籽瓜折合产量以全膜垄上微
沟栽培模式最高， 为 52 933.3 kg/hm2， 较半膜平铺（CK）增产 26.03%。 采用全膜垄上微沟栽培鲜食籽瓜， 不但可
缩短其生育期， 及早上市， 而且该栽培方式的集雨保墒效果最好。 因此综合考虑认为全膜垄上微沟栽培方式是
会宁县旱地鲜食籽瓜最佳的优化覆膜方式， 应大力推广。

关键词： 旱地； 鲜食籽瓜； 优化覆膜方式； 会宁县
中图分类号： S651����������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1463（2016）08-00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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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Report on Comparative of Ridge-forming and Film-covering
Modes of Fresh Seed Melon in Dry Land

MA�Yan�1， LIU�Guangcai�2， LIN�Shumin�3

�（1.�Gansu�Academy�of�Agricultural�Sciences， Lanzhou�Gansu， 730070， China； 2.�Gansu�Agricultural�Technology�Extension�Station，
Lanzhou�Gansu� 730020， China； 3.�Huayuan�Watermelon�&�muskmelon�Development� Institute� of�Gansu� Province， Lanzhou�Gansu，
7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field�experiment， which� involved� in�7�different� ridge-furrow�building�models� for� fresh� seed�melon， have�been�
conducted� in� rain-fed� Huining� county.�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yield� of� micro-furrow� on� ridge� planting� with� whole� field� plastic�
mulching�method� is� the�highest； it� reached� to�52�933.3�kg/hm2， it� increased�by�26.03%�compared�with�half�plastic�mulching�and� flat�
planting�（CK）.�While� the�micro-furrow�on�ridge�planting�with�whole� field�plastic�mulching�method� is�used， the�growth�period�of� fresh�
seed� melon� is� shortened， it� benefitted� to� early� selling， as� well� as� the� rainwater� harvesting� and� storing� in� soil.� Consequently， the�
micro-furrow�on�ridge�planting�with�whole�field�plastic�mulching�method�is� the�optimize�medol� for� fresh�seed�melon�cultivation， should�
be�extend�strongly.

Key words： Dry land； Fresh seed melon； Optimize of film muching way； Huining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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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显著， 经济性状较好， 可作为后备品种。 其余
参试品种有待于进一步试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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