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米子粒容重是玉米商品品质的重要指标，近

年来才纳入到玉米商品品质的评价指标中。目前对

提高玉米容重的研究已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对吉

林省目前生产中应用的玉米品种容重的概况还缺乏

系统研究，未见有关报道。为此，摸清吉林省玉米品

种子粒容重的底数，为生产中正确选择高容重的玉

米品种，提高玉米容重的研究都有着现实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品种和地点

2007 年共搜集了吉林省生产中目前应用的玉

米杂交种 141 个，分为早熟、中熟、中晚熟、晚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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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密、高油、青贮和特用共 8 组。在吉林省玉米主

产区设 3 个试验点：中部半湿润区公主岭、双阳区

和西部半干旱区白城市(灌溉条件下)。
1.2 小区设计及容重测定

田间小区试验设计，每个品种种植 10 m 行

长，5 行区，3 次重复，随机排列 [1]。小区收获子粒

含水量降至 18%水分以下时测子粒容重，取 3 次

重复平均值 [2]。
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03 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生态区玉米各组品种平均容重及差异

吉林省目前生产中应用的玉米品种容重的总

变化趋势为早熟品种容重较高，越晚熟的品种容

重越低(表 1)。在不同生态区 3 个试验点的综合结

果看，玉米容重的平均值，早熟组和中熟组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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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
半湿
润区
南部

公
主
岭

n 6 16 13 6 6 3 149

X 734 741 741 692 713 755.5 716.9

变幅 697～767 718～763 714～766 665～717 691～733 752～759 622～767
中部
半湿
润区
北部

长春
市双
阳区

n 6 16 13 6 6 1 147

X 724.8 726.4 733.2 619.3 704.3 737 692

变幅 711～741 710～743 705～760 593～652 682～735 737 567～760

n 6 17 13 6 142

X 758.2 748.6 728 726 708.1

变幅 739～798 696～787 695～796 695～760 585～800

总平均 739 738.9 734.1 655.7 714.3 750.9 705.7

表 1 不同生态区吉林玉米各组品种的平均容重 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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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项目 早熟组 中熟组 中晚熟组 晚熟组 耐密组 青贮组 高油组 特用组 综合组

白
城
市

西部
半干
旱区

3 级

中部
半湿
润区
北部

长春
市双
阳区

1 级
2 级

西部
半干
旱区

白
城
市

1 级
2 级
3 级

2 级中部
半湿
润区
南部

公
主
岭

1 级

0 0

6 100
0 0

6 100
0 0
0 0

1 16.7
5 83.3

个数 占%

0 0

16 100
0 0

16 94.1
1 5.9
0 0

0 0
16 100

个数 占%

3 7.1

25 59.5
14 23.8

28 66.7
6 14.3
4 9.5

5 11.9
34 81.0

个数 占%

12 21.5

4 7.0
12 21.1

8 13.8
16 27.6
17 29.3

20 35.1
20 35.1

个数 占%

0 0

11 84.6
2 15.4

10 76.9
3 13.1

0 0
13 100

个数 占%

3 50

0 0
0 0

1 16.7
2 33.3

个数 占%

0 0

2 33.3
2 33.3

4 66.7
2 33.3

3 50
3 50

个数 占% 个数 占%
2 100
0 0
0 0

1 100
0 0

个数 占%
95 64.2
30 20.3
18 12.1

65 44.2
26 17.7

72 50.7
28 19.7
21 14.8

地点
容重
级别

早熟组 中熟组 中晚熟组 晚熟组 耐密组 青贮组 高油组 特用组 总计

表 2 不同生态区吉林玉米各组品种容重的等级状况 g/L

3 级以下 0 0 0 0 0 0 5 8.7 0 0 0 0 0 0 0 0 5 3.4
合计 6 16 42 57 13 6 6 2 148 100

3 级 0 0 0 0 3 9.5 15 26.3 0 0 0 0 2 33.3 0 0 21 14.3
3 级以下 0 0 0 0 7.2 26 45.6 0 0 6 100 0 0 0 0 35 23.8

合计 6 16 42 57 13 6 6 1 147 100

3 级以下 0 0 0 0 4 9.5 17 29.3 21 14.8
合计 6 17 42 58 13 6 142 100

平均为 739 g/L，中晚熟组平均 718.5 g/L，较早熟、中
熟组低 20.5 g/L，晚熟组平均 678.4 g/L，较中晚熟组

低 40.1 g/L。耐密组 734.1 g/L、高油组 714.3 g/L、特

用组(糯玉米)750.9 g/L、青贮组 655.7 g/L 左右。为

此，在不降低产量前提下，生产中应尽量选用偏早熟

品种，以获得高容重的玉米品种。

同一组品种在不同生态区平均容重的差异：

早熟组、中熟组、高油组的玉米容重，白城市 > 公

主岭 > 双阳区；中晚熟组、晚熟组，公主岭 > 白城

市 > 双阳区；耐密组，公主岭 > 双阳区 > 白城市；

高油组，白城市 > 公主岭 > 双阳区；青贮组、特用

组，公主岭 > 双阳区。
同一生态区、同一组品种中容重亦有很大差

异。中晚熟组，容重最高与容重最低的品种公主岭

点相差 95 g/L，双阳点相差 142 g/L，白城点相差

181 g/L；中熟组，公主岭点相差 45 g/L，双阳点相

差 33 g/L，白城点相差 91 g/L；耐密组，公主岭、双

阳、白城分别相差 52 g/L、55 g/L 和 74 g/L。可见

在生产中为提高玉米商品品质选用高容重的玉米

品种非常重要。晚熟组中由于某些品种成熟度差，

子粒不饱满，容重很低，容重最高与容重最低的品

种间相差更大，公主岭、双阳、白城点分别相差

127 g/L、165 g/L 和 145 g/L。所以在生产中不宜

盲目追求晚熟品种。
2.2 不同生态区玉米各组品种容重等级状况

玉米品种容重的级别划分，按照国家的玉米

容重级别划分标准，一级容重≥710 g/L，二级容

重≥685 g/L，三级容重≥660 g/L。
不同生态区供试品种的容重等级概况。半湿

润区南部公主岭试验点 148 个品种，其中一级 95
个品种，占品种总数的 64.2%，二级 30 个品种，占

20.3%，三级 18 个品种，占 12.1%，三级以下 5 个

品种占 3.4%。半湿润区北部双阳试验点 147 个品

种，一、二、三级为 65、26、21 个品种，分别占

44.2%、17.7%和 14.3%，三级以下 35 个品种，占

23.8%。半干旱区白城试验点，一、二、三级和三级

以下品种分别为 72 个、28 个、21 个、21 个品种，分

别占 50.7%、19.7%、14.8 和 14.8%，详见表 2。由此

可见，一级以上高容重品种的试验点，公主岭 > 白

城市 > 双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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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 黑 301 731

吉单 252 767
ck 黑 301 744

品种 容重

原单 18 760

四单 19 719
平安 18 734

吉单 517 763
四单 19 725

品种 容重

长单 228 759

吉单 180 727
吉单 196 758

原单 98 762
吉单 180 739

品种 容重

吉单 159 731

登海 9 号 649
农大 3138 732

陕单 911 749
登海 9 号 707

品种 容重

吉单 525 760

吉单 209 749
郝育 11 760

郝育 11 766
吉单 209 740

品种 容重

平安 18 758 四单 105 758 陕单 931 729 汇原 18 758

长单 347 741 原单 98 753 吉单 159 721
吉单 517 739 秦龙 9 748 丹玉 29 718

地点
早熟组 中熟组 中晚熟组 晚熟组 耐密组

表 3 显著高于对照的高容重玉米品种 g/L

长单 347 757 秦龙 9 758 农大 3138 728
长单 506 753 吉单 196 754 铁单 14 726
吉农大 518 750 长丰 1 号 753 吉玉 4 724
通单 24 737 吉单 342 752 沈单 12 725
吉单 515 736 农大 108 724
中玉 9 736 原单 29 725

沈单 16 722

原单 18 737 长丰 1 号 746 丹玉 15 717
吉单 515 736 四单 105 746
中玉 9 731

公主岭中部半湿
润区南部

长春市
双阳区

中部半湿
润区北部

ck 黑 301 798 四单 19 760 吉单 180 758 登海 9 号 650 吉单 209 769西部半 白城市
干旱区 吉单 517 789 长单 516 766 吉单 28 754

平安 18 787 长单 228 766 铁单 15 748
丹玉 27 765 吉单 159 744

吉玉 4 739
丹玉 29 735
沈单 12 733
海单 9 721
通吉 100 714

各组品种中容重的等级概况。早熟组、中熟

组、耐密组在 3 个生态区中，除个别品种容重为二

级外，其余品种容重都为一级。中晚熟组，容重一

级 的 品 种 公 主 岭 占 81%、双 阳 59.5%、白 城

66.7%，容重三级以下的品种 3 个 点分别为 0、
7.2%、9.5%。晚熟组容重一级品种很少，公主岭

57 个品种，容重一级品种 20 个，占 35.1%；双阳 4
个，占 7.0%；白城 8 个，占 13.8%；晚熟组容重三

级以下的品种显著增多，详见表 2。
2.3 容重显著高于对照的高容重玉米品种

早熟组供试的 6 个品种是以黑 301 为对照，

除公主岭试 验点吉单 252 容 重显著 超 过 黑 301
外，其余各点、各品种容重均未超过黑 301。

中熟组 16 个品种，四单 19 为对照，公主岭试

验点四单 19 容重 725 g/L，有 9 个品种容重显著

超过四单 19，其中 4 个品种吉单 517、原单 18、平

安 18、长城 347 容重 760 g/L 左右，较四单 19 容

重 高 出 35 g/L 左 右。双 阳 点 四 单 19 容 重 719
g/L，较对照品种容重显著高的有 6 个品种，其中

平安 18、长单 347、吉单 517、原单 18、吉 单 515
容重 740 g/L 左右，较四单 19 容重增加 20 g/L
左右。白城点四单 19 容重 760 g/L，有 2 个品种

吉单 517、平安 18 容重在 780 g/L 以上，较四单

19 容重增加 20 g/L 以上。
中晚熟品种 42 个，以吉单 180 为对照，容重

显著超过对照的品种，公主岭点 7 个，原单 98、长

单 228、四单 105、秦龙 9、吉单 196、长丰 1 号和

吉单 342 容重在 752 g/L～762 g/L 之间，较对照

容重高出 13 g/L～23 g/L。双阳点有 6 个品种，平

安 18、长单 347、吉单 517、原单 18、吉单 515 和

中玉 9，容重在 731 g/L～743 g/L 之间，较对照容

重高出 12 g/L～24 g/L。白城点有 3 个品种，长单

516、长单 228、丹玉 27，容重在 765 g/L～766
g/L 之间，较对照容重高出 7 g/L～8 g/L。

晚熟品种 57 个，登海 9 号为对照，容重高于对

照的品种，公主岭点有 10 个，平均容重 722 g/L～
749 g/L 之间，较对照容重高出 15 g/L～42 g/L。双

阳点有 4 个品种，容重在 710 g/L 以上，容重高出

对照52 g/L 以上。白城点有 8 个，容重在 710 g/L 以

上，容重高出对照 64 g/L～104 g/L。
耐密组以吉单 209 为对照，容重公主岭有 3

个品种超过对照，双阳点 10 个品种超过对照，白

城点没有显著超过对照的品种，详见表 3。
从表 3 可见，在同一熟期组中，容重显著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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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单 958 品种的密度和施肥量之间的交互作

用非常明显，在低密度条件下，施肥量 4、3、2 处

理之间无显著差异，而在高密度条件下，4、3 处理

无差异，但显著好于 2、1、0 处理。这说明在高密

度条件下，随着密度的增加对施肥量有更高的要

求。
从今年试验分析，郑单 958 品种最佳密度为

6 万株 /hm2，最高产量的施肥量为处理 5，处理 4
和 3 次之。但从经济效益考虑，以施肥量 1 为最经

济施肥量，2、3、4 次之。由于今年试验地点的气候

条件比较特殊，从春到秋一直干旱，严重的干旱可

能会影响到肥料效果的发挥，从而影响到试验效

果的准确性。
综合各方面考虑，应以施肥量 3、4 为最佳施

肥量，即公顷施肥量纯 N 200～275 kg、P 100～
137.5 kg、K 80～11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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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在不同生态区大都表现出较高的容重。这表

明品种间的容重差异是遗传特性所决定的，可见

要提高玉米容重正确选择品种的重要性。

3 小 结

3.1 吉林玉米品种容重的总趋势，熟期早的品种

容重相对高，熟期越晚的品种容重越低。
总体看玉米容重公主岭 > 白城 > 双阳。早熟

组、中熟组在白城生态区容重最高；中晚熟组、晚

熟组(含耐密组、高油组) 在公主岭所处生态区容

重最高。同一生态区内、同一组品种中容重有很大

差异(少的差幅 30 g/L～50 g/L，大的差幅 140 g/L
以上)，这就为选择高容重玉米品种提供了必要和

可能。
3.2 为提高玉米容重，生态区间品种的合理布局

非常重要。
参加试验的 140 个玉米品种，在公主岭容重

一级以上的高容重品种占 64%，白城市 51%，双

阳区 44%，而容重三级以下品种分别占 3.4%、

14%和 23.8%。中晚熟组容重一级以上的品种，公

主岭为 81%、白城市 67%、双阳区 60%；晚熟组容

重一级以上分别占 35%、14%和 7%。可见绝大多

数晚熟品种不适宜在白城市、双阳区的生态条件

下种植。
3.3 容重显著高于对照的高容重玉米品种，除早

熟组外，各组均有一定数量的品种供生产中选择

应用，可见吉林省生产中选择高容重的玉米品种，

可供选择的品种资源是丰富的。
3.4 品种间容重的遗传差异，是选择高容重玉米

品种的理论依据 [3]。本研究只是粗略的对吉林省

玉米子粒容重进行了浅析，关于子粒容重遗传的

分析较少，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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