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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世界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在农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加工业、畜牧业的发展，对玉米的需

求增多。受气候条件、耕地等因素的影响，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

提高玉米的单位面积产量，成为玉米总产提高的主要途径。玉米

是贵州省的主要农作物之一，种植面积仅次于水稻。同时玉米也

是贵州省的重要饲料作物。充分挖掘现有玉米品种资源，培育高

抗、稳产、高产、适应性广的玉米品种，积极挖掘产量潜力，是玉

米品种的研究热点。不同玉米品种的农艺性状，直接影响玉米的

产量。针对我下村实际情况，本次研究鉴定新育成（引进）品种

（组合）在我省高山组丰产性、适应性及综合抗性，从中选取适宜

本地环境，综合形状好、优质、高产的品种，为品种审定提供科学

依据，为当地生产提供指导。

1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试验安排于赫章县哲庄镇还山村环坪组。试验材料有 14 个

品种，分别为金玉 082、ZHL3862、裕玉 987、CLY168、金玉 1236、

盘白玉 20、新中玉 8 号、西抗 18、金禾 116、金农玉 8 号、众惠玉

1号、金白玉 9632、ZH2031、ZHR11。

1.2 试验设计

小区面积 20 平方米，行数 5行，行长 5米，行宽 0.8 米。密度

3667 株 / 亩。前茬作物玉米，冬闲地，玉米直播。播种期4月7日，

4月25日以后开始出苗，间定苗期5月23日（双株留苗）。抽雄期7

月20日左右。施肥：基肥（农家肥1000公斤 /亩）;追肥（第一次5月

24日，每亩追施尿素 10;;，尿素为提苗肥，结合中耕除草进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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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参试品种 ZH2031、盘白玉 20、ZHR11、金王 9632、新中玉 8号、CLY168等品种，综合表现较好，可在该地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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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3 日第二次追肥，每亩追施 30;; 尿素为攻穗肥，结合中耕培

土进行。收获期 10 月 9 日。对照(CK) 品种为西抗 18。

1.3 考查性状

分析不同杂交玉米的穗行数、百粒重、单穗粒重、抗逆性、抗

病性等性状，以及产量情况。

2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杂交玉米品种生育期分析

参试品种 ZH2031 生育期 160 天,对照为 160 天，ZH2031 比

对照短 0 天;盘白玉 20 生育期 160 天，对照为 160 天，短 0 天;

ZHR11 生育期 159 天，比对照为 160 天，短 1 天;金白玉 9632 生

育期 159 天，对照为 160 天，短 1 天;新中玉 8 号生育期 161 天，

对照为 160 天，比对照长 1 天;CLY168 生育期 159 天，对照为

160 天，比对照短 1 天;金农玉 8 号生育期 154 天，对照为 160

天，比对照短 6 天。金玉 1236 生育期 160 天，对照为 160 天，比

对照短 0天;ZHL3862 生育期 153 天，对照为 160 天，比对照短 7

天;金禾 116 生育期 159 天，对照为 160 天，比对照短 1 天;众惠

玉 1 号生育期 155 天，对照为 160 天，比对照短 5 天。金玉 082

生育期 160 天，对照为 160 天，比对照短 0 天。裕玉 987 生育期

154 天，对照为 160 天，比对照短 6天。

2.2 不同杂交玉米品种农艺性状分析

如下表 1 所示，不同品种的穗行数、百粒重、单穗粒重、抗逆

性、抗病性等情况，ZH2031、盘白玉 20、ZHR11、金王 9632、新中

玉 8号、CLY168 优势明显。

2.3 不同杂交玉米品种产量分析

参试品种 ZH2031 平均亩产 797.6 公斤，对照西抗 18 平均

亩产 667.7 公斤, 参试品种比对照增产 19.45%;盘白玉 20 平均

亩产 795.5 公斤，对照西抗 18 平均亩产 667.7 公斤, 参试品种比

对照增产 19.14%;ZHR11 平均亩产 788.8 公斤，对照西抗 18 平

均亩产 667.7 公斤, 参试品种比对照增产 18.1%;金白玉 9632 平

均亩产 771.4 公斤，对照西抗 18 平均亩产 667.7 公斤, 参试品种

比对照增产 15.53%;新中玉 8 号平均亩产 771.2 公斤，对照西抗

18 平均亩产 667.7 公斤, 参试品种比对照增产 15.5%;CLY168 平

均亩产 760.4 公斤，对照西抗 18 平均亩产 667.7 公斤, 参试品种

比对照增产 13.88%;金农玉 8 号平均亩产 713.6 公斤，对照西抗

18 平均亩产 667.7 公斤, 参试品种比对照增产 6.87%;金玉 1236

平均亩产 690.3 公斤，对照西抗 18 平均亩产 667.7 公斤, 参试品

种比对照增产 3.38%, ZHL3862 平均亩产 678.1 公斤，对照西抗

18 平均亩产 667.7 公斤, 参试品种比对照增产 1.56%;金禾 116

平均亩产 664.3 公斤，对照西抗 18 平均亩产 667.7 公斤, 参试品

种比对照减产 0.51%;众惠玉 1 号平均亩产 661.4 公斤，对照西

抗 18 平均亩产 667.7 公斤, 参试品种比对照减产 0.94%;金玉

082 平均亩产 656.1 公斤，对照西抗 18 平均亩产 667.7 公斤,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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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品种比对照减产 1.74%;裕玉 987 平均亩产 606.0 公斤，对照

西抗 18 平均亩产 667.7 公斤, 参试品种比对照减产 9.2%。如下

表 2所示。

3总结讨论

综合试验的结果，显示参试品种 ZH2031、盘白玉 20，

ZHR11、金王 9632,新中玉 8 号、CLY168 等，在众多品种中，表现

出更加优异的农艺性状。

ZH2031：产量在试验中排第 1 位，平均亩产:797.6 公斤，比

对照增产 19.45%。生育期 160 天，比对照短 0天。株高 290 厘米，

穗位高 135 厘米,穗长 21.3 厘米，穗粗 5.3 厘米，穗行数 16 行，行

粒数 39 粒，秃尖 2.4 厘米，单穗粒重 229 克，百粒重 36.6 克，穗

轴红色，黄色半马齿型。植株整齐度中上，苗期长势好。高抗大斑

病，抗小斑病, 高抗丝黑穗病、穗腐病、茎腐病、纹枯病、锈病、玉

米螟。抗倒伏、倒折。

盘白玉 20：产量在试验中排第 2 位，平均亩产:795.5 公斤，

比对照增产 19.14%。生育期 160 天，比对照短 0天。株高 255 厘

米，穗位高 110 厘米,穗长 20 厘米，穗粗 5.8 厘米，穗行数 18 行，

行粒数 37.4 粒，秃尖 1 厘米，单穗粒重 207.83 克，百粒重 33.6

克，穗轴红色，白色硬粒型。植株整齐度中上，苗期长势好。高抗

大斑病，抗小斑病, 高抗丝黑穗病、穗腐病、茎腐病、纹枯病、锈

病、玉米螟。抗倒伏、倒折。

ZHR11：产量在试验中排第 3 位，平均亩产:788.8 公斤，比对

照增产 18.10%。生育期 159 天，比对照短 1天。株高 290 厘米，穗

位高 130 厘米,穗长 20 厘米，穗粗 5 .5 厘米，穗行数 14 行，行粒

数 35.4 粒，秃尖 2 厘米，单穗粒重 221 克，百粒重 44.9 克，穗轴

红色，黄色半马齿型。植株整齐度中上，苗期长势好。高抗大斑

病，抗小斑病, 高抗丝黑穗病、穗腐病、茎腐病、纹枯病、锈病、玉

米螟。抗倒伏、倒折。

金白玉 9632：产量在试验中排第 4 位，平均亩产:771.4 公

斤，比对照增产 15.53%。生育期 159 天，比对照照短 1 天。株高

255 厘米，穗位高 120 厘米,穗长 18.3 厘米，穗粗 5 .5 厘米，穗行

数 16 行，行粒数 37.3 粒，秃尖 0 厘米，单穗粒重 220 克，百粒重

38 克，穗轴白色，白色半马齿粒型。植株整齐度中上，苗期长势

好。中抗大斑病，抗小斑病, 高抗丝黑穗病、穗腐病、茎腐病、纹枯

病、锈病、玉米螟，抗倒伏、倒折。

新中玉 8号：产量在试验中排第 5 位，平均亩产:771.2 公斤，

比对照增产 15.5%。生育期 161 天，比对照长 1 天。株高 315 厘

米，穗位高 115 厘米,穗长 23 厘米，穗粗 5 .5 厘米，穗行数 16 行，

行粒数 40 粒，秃尖 4 厘米，单穗粒重 222.16 克，百粒重 34.9 克，

穗轴白色，白色硬粒型。植株整齐度中上，苗期长势好。高抗大斑

病、抗小斑病，高抗丝黑穗病、穗腐病、茎腐病、纹枯病、玉米螟、

倒伏、倒折，抗锈病。

CLY168：产量在试验中排第 6 位，平均亩产:760.4 公斤，比

对照增产 13.88%。生育期 159 天，比对照短 1天。株高 240 厘米，

穗位高 120 厘米,穗长 19.3 厘米，穗粗 5 .5 厘米，穗行数 14 行，

行粒数 37 粒，秃尖 1.7 厘米，单穗粒重 208 克，百粒重 40.8 克，

穗轴白色，白色半马齿粒型。植株整齐度中上，苗期长势好。高抗

大斑病、抗小斑病，高抗丝黑穗病、穗腐病、茎腐病、纹枯病、锈

病、玉米螟、倒伏、倒折，抗锈病。

总之，玉米品种各性状间协调发展，才能整体提高玉米的产

量，不能追求片面的单一性状的提高。孤立地强调某一个性状，

不符合产量增长的规律。要根据本地的气候特征，选择综合农艺

性状好的杂交玉米，合理密植，从而有效提高玉米的品质和产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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