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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静宁县高海拔区（1 960 m）对引进的 7 个玉米品种进行了比较试验， 结果表明： 田旺 TW20 折合
产量最高， 为 19 909.1 kg/hm2， 较对照品种先玉 335 增产 28.86%， 综合性状表现优良， 适宜在静宁县较高海拔
区示范推广。 五谷 568、 玉源 7879、 强盛 51 折合产量较高， 较对照品种先玉 335 分别增产 16.90%、 8.20%、
4.54%， 且综合性状良好， 可作为辅助品种在静宁县较高海拔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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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静宁县三大种植粮食作物之一， 常年
种植面积 3 万 hm2［1�］。 但近几年来， 玉米品种多、
滥、 杂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且种植区域有向较高
海拔地区发展的趋势［2］。 为了科学地鉴定新引进
玉米品种的丰产性、 适应性， 筛选出高产、 优质、
综合性状好， 适宜静宁县较高海拔地区种植的玉
米新品种， 静宁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科技人员于
2014�—2015 年对引进的 7 个玉米新品种进行了引

种试验， 以期筛选出适合静宁县高海拔地区种植
的优良品种。 现将试验结果报道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参试玉米品种为五谷 568、 富友 968、 高玉
818、 强盛 51、 正德 305、 田 旺 TW20、 玉源
7879， 先玉335（CK）， 均由静宁县种子管理站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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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在静宁县界石铺镇祁岔村进行， 当地地

理位置 N 35° 32′ 45″、 E 105° 31′ 20″。 属半干旱
半湿润气候， 海拔 1�960�m， 年均降水量 300�mm，
年均气温 7.6�℃， 无霜期 160�d。 试验地为旱地梯
田， 土壤为黑垆土， 地势平坦， 肥力均匀， 前茬
马铃薯。 播前结合整地覆膜基施农家肥 22�500～
30�000�kg/hm2、 尿素 300� kg/hm2、 普通过磷酸钙
750�kg/hm2。
1.3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共设 8 个处理， 每
品种为 1 小区， 3 次重复， 小区面积19.8�m2（6.0�
m×3.3�m）。 每小区覆膜 3 垄， 每垄种植 2 行， 走
道 50�cm， 小区四周设保护行。 采用全膜覆盖双垄
面集流栽培模式， 宽行 70�cm、 窄行 40�cm， 株距
35�cm 种植， 保苗密度为 52�500 株 /hm2。 2014 年
10 月 26 日覆膜， 2015 年 4 月 13 日播种。 出苗后
及时查苗、 补苗， 其它管理同全膜双垄沟播大田
玉米。 成熟期随机选取 10 株进行田间考种， 并按
小区单收计产［3�-�6�］。
2���结果与分析
2.1 物候期及全生育期

从表 1 可以看出， 出苗期以先玉335（CK）最
早， 为 4 月 21 日， 其余品种较对照延迟 3～6�d。
成熟期以玉源 7879 最早， 为 9 月 10 日， 较对照
品种先玉 335 早熟 1�d； 正德 305、 田旺 TW20、
先玉 335（CK）次之， 均为 9 月 11 日成熟； 其余品
种较对照品种先玉 335 晚熟 1～6�d。 全生育期以

玉源 7879 最短， 为 150�d， 较对照短 1�d； 正德
305、 田旺 TW20、 先玉335（CK）次之， 均为 151�
d； 其余品种较对照品种先玉 335 延长 1～6�d。 参
试各品种生育期有所延长， 主要是由于 2015 年秋
旱严重导致。
2.2 植株性状

从表 2 可以看出， 叶鞘色除强盛 51 为浅紫色
外， 其余品种均为紫色。 幼苗叶色除高玉 818 为
淡绿色外， 其余品种均为绿色。 株型除高玉 818、
强盛 51、 先玉335（CK）为紧凑型外， 其余品种为
半紧凑型。 株高以富友 968 最高， 为 317.00�cm，
较对照高 33.67�cm； 高玉 818 次之， 为 303.33�cm，
较对照高 20.00�cm； 五谷 568 居第 3， 为 297.67�
cm， 较对照高 14.34� cm； 其余品种较对照高
-18.66～14.00�cm。 穗位高以五谷 568、 富友 968
最高， 均为 91.67�cm， 均较对照高 13.67�cm； 高玉
818 次之， 为 87.33�cm， 较对照高 9.33�cm； 正德
305 居第 3， 为 87.00�cm， 较对照高 9.00�cm； 其余
品种较对照高 -15.00～4.67�cm。 叶片数强盛 51、
先玉335（CK）为19 片， 五谷 568、 富友 968 均为
20 片， 其余品种均为 21 片。
2.3 经济性状

从表 3 可以看出， 穗长以富友 968、 先玉 335
（CK） 最长， 均为 19.7�cm； 五谷 568、 强盛 51 次
之， 均为 19.2�cm， 较对照短 0.5�cm； 其余品种较
对照短 1.6～2.4�cm。 双穗率以先玉335（CK）最高，
为 35.6%； 田旺 TW20 次之， 为 30.4%， 较对照降
低 5.2 百分点； 其余品种较对照降低 10.4～26.6 百

处理 播种期
/（日/月）

出苗期
/（日/月）

大喇叭口期
/（日/月）

抽雄期
/（日/月）

成熟期
/（日/月）

全生育期
/d

五谷568 13/4 25/4 22/6 25/7 15/9 155
富友968 13/4 25/4 23/6 29/7 17/9 157
高玉818 13/4 27/4 29/6 24/7 13/9 153
强盛51 13/4 24/4 21/6 23/7 12/9 152
正德305 13/4 25/4 21/6 22/7 11/9 151
田旺TW20 13/4 24/4 20/6 22/7 11/9 151
玉源7879 13/4 26/4 22/6 23/7 10/9 150

先玉335（CK） 13/4 21/4 19/6 20/7 11/9 151

品种 叶鞘色 幼苗叶色 株型 株高
/cm

穗位高
/cm

叶片数
/片

五谷568 紫色 绿色 半紧凑型 297.67 91.67 20
富友968 紫色 绿色 半紧凑型 317.00 91.67 20
高玉818 紫色 淡绿色 紧凑型 303.33 87.33 21
强盛51 浅紫色 绿色 紧凑型 269.00 63.00 19
正德305 紫色 绿色 半紧凑型 264.67 87.00 21
田旺TW20 紫色 绿色 半紧凑型 297.33 66.00 21
玉源7879 紫色 绿色 半紧凑型 267.33 82.67 21

先玉335（CK） 紫色 绿色 紧凑型 283.33 78.00 19

表 1 参试玉米品种的物候期及生育期

表 2 参试玉米品种的植株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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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穗长
/cm

双穗率
/%

秃顶长
/cm

穗行数
/行

行粒数
/粒

百粒重
/g

出籽率
/%

五谷568 19.2 10.０ 0.5 15.5 42 37.9 81.4
富友968 19.7 15.5 0.2 16.0 37 35.3 80.9
高玉818 17.3 25.0 0.1 16.5 33 32.5 78.8
强盛51 19.2 25.2 0.4 16.0 41 33.6 80.6
正德305 18.2 9.0 0.2 15.0 42 32.0 83.1
田旺TW20 18.1 30.4 0.3 15.5 43 41.2 82.6
玉源7879 17.7 10.0 0.1 17.0 41 33.9 78.7

先玉335（CK） 19.7 35.6 0.4 15.6 38 32.2 81.6

表 3 参试玉米品种的主要经济性状

品种
小区平均

产量
/（kg/19.8�m2）

折合
产量

/（kg/hm2）

比对照
增产
/%

产量
位次

田旺TW20 39.42 19�909.1�aA 28.86 1
五谷568 35.76 18�060.6�abAB 16.90 2
玉源7879 33.10 16�717.2�bcAB 8.20 3
强盛51 31.98 16�151.5�bcBC 4.54 4

先玉335（CK） 30.59 15�449.5�bcdBC 5
富友968 29.47 14�883.8�cdBC -3.36 6
正德305 28.61 14�449.5�cdBC -6.47 7
高玉818 26.40 13�333.3�dC -13.70 8

分点。 秃顶长以高玉 818、 玉源 7879 最短， 均为
0.1�cm， 较对照短 0.3�cm； 富友 968、 正德 305 次
之， 均为 0.2�cm， 较对照短 0.2�cm； 其余品种较对
照短 -0.1～0.1�cm。 穗行数以玉源 7879 最多， 为
17.0 行， 较对照多 1.4 行； 高玉 818 次之， 为 16.5
行， 较对照多 0.9 行； 其余品种较对照 -0.6～0.4
行。 行粒数以田旺 TW20 最多， 为 43 粒， 较对照
多 5 粒； 五谷 568、 正德 305 次之， 为 42 粒， 较
对照多 4 粒； 其余品种较对照多 -5～3 粒。 百粒
重以田旺 TW20 最高， 为 41.2�g， 较对照增加 9.0�
g； 五谷 568 次之， 为 37.9�g， 较对照增加 5.7�g；
富友 968 居第 3， 为 35.3�g， 较对照增加 3.1�g： 其
余品种较对照增加 -0.2～1.7g。 出籽率以正德 305
最高， 为 83.1%， 较对照增加 1.5 百分点； 田旺
TW20 次之， 为 82.6%， 较对照增加 1.0 百分点；先
玉335（CK）居第 3， 为 81.6%； 其余品种均低于对
照， 降幅为 0.2～2.9 百分点。
2.4 抗逆性

田间观测结果显示， 各参试品种病害均发生
不明显， 且均未发生倒伏， 这可能与 2015 年的秋
旱有关。
2.5 产量

测产结果（表4）表明， 各参试品种以田旺 TW20
折合产量最高， 为 19�909.1�kg/hm2， 较对照增产

28.86%； 五谷 568 次之， 为 18�060.6�kg/hm2， 较对
照增产 16.90%； 玉源 7879 居第 3， 为 16�717.2�
kg/hm2， 较对照增 8.20%； 其余品种除强盛 51 较
对照增产 4.54%外， 均较对照减产， 减产幅度为
3.66%～13.70%。 经对产量进行方差分析的结果
表明， 田旺 TW20 与五谷 568 差异不显著， 与玉
源 7879 差异显著， 与其余品种差异均达到极显著
水平； 五谷 568 与玉源 7879、 强盛 51、 先玉335
（CK） 差异不显著， 与富友 968、 正德 305 差异显
著， 与高玉 818 差异极显著； 玉源 7879 与强盛
51、 先玉 335（CK）、 富友 968、 正德 305 差异不显
著， 与高玉 818 差异极显著。
3���小结

试验结果表明， 参试的 7 个玉米品种在静宁
县较高海拔区均有一定的适应性。 其中以田旺
TW20 折合产量最高， 为 19�909.1�kg/hm2， 较对照
增产 28.86%， 增产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 且综合
性状表现优良， 可在静宁县较高海拔区扩大种植。
五谷 568、 玉源 7879、 强盛 51 折合产量较高， 综
合性状良好， 可作为辅助品种在静宁县较高海拔
区推广种植， 其余品种有待进一步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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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参试玉米品种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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