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湿润冷凉区，属半山区大陆性季风气

候，年降水量 600～800 mm, 5～9 月≥10℃积温

2 600～2 750℃·d,无霜期 125～135 d。品种采用

最佳收获期，使玉米能够获得最佳产量和产值，充

分发挥最高生产能力。通过对中早熟、中熟和中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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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玉米品种进行 6 个不同收获期的试验研究，明

确不同熟期品种的适宜收获期，达到最佳产量及

产值，为该区域玉米高产、稳产、优质、高效的栽培

技术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地点：吉林省桦甸市桦郊乡保隆村。试验

地土壤为冲积土，地势平坦，地力均匀，前茬为玉

米。供试土壤基本肥力为：全 N 0.079%、全 P2O5

0.1998%、有机质 1.1437%、速效 N 102.56mg/kg、
速效 P2O5 104.58 mg/kg、速效 K2O 153.88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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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吉林省湿润冷凉区，以中早熟玉米品种吉单 27、中熟玉米品种先玉 335 和中晚熟玉米品种吉单

618 为试验材料，比较相同栽培条件下，进行 6 个不同收获时期对玉米产量及产值的研究 。结果表明，吉单

27、先玉 335、吉单 618 的最佳收获期分别为 10 月 5 日～10 月 15 日、9 月 30 日～10 月 15 日、10 月 5 日～10
月 15 日，达到最佳产量和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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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 of six different harvest time on yield and output of maize in cold- humid region of

Jilin province was studied using‘Jidan 27’with mid- early maturity, ‘Xianyu 335’with middle maturity,
‘Jidan 618’with mid- late maturity as material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ptimum harvest time are
October 5 to October 15 for‘Jidan 27’, September 30 to October 15 for‘Xianyu 335’, October 5 to October 15
for‘Jidan 618’, the yield and output value would be the best during this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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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吉单 27 不同收获时期对千粒重、产量及产值的影响

穗数(穗 /hm2) 含水量(14%) 产值

(元 /hm2)
比处理 1 增值

(元 /hm2)
比处理 3 增值

(元 /hm2)千粒重(g) 产量单穗重(g) 产量(kg/hm2)
处理 1 56 000 328.0 164.2 9 004.0 10 804.8 - 849.6
处理 2 56 000 333.0 173.3 9 488.0 11 385.6 580.8 - 268.8
处理 3 56 000 341.1 177.1 9 712.0 11 654.4 849.6
处理 4 56 000 349.2 185.4 10 545.0 12 654.0 1 849.2 999.6
处理 5 56 000 358.3 188.3 10 766.0 12 919.2 2 114.4 1 264.8
处理 6 56 000 366.6 192.6 10 987.0 13 184.4 2 379.6 1 530.0

注：每公斤玉米按 1.2 元计算，下同。

表 2 吉单 27 各小区测产结果

各小区产量(kg/hm2) 平均产量

(kg/ hm2)
显著性水准

Ⅰ Ⅱ Ⅲ 5%显著水平 1%极显著水平
处理 6 11 353 10 941 10 667 10 987 a A
处理 5 11 078 10 723 10 497 10 766 a A
处理 4 11 087 10 562 9 986 10 545 a A
处理 3 9 807 9 705 9 624 9 712 b B
处理 2 9 597 9 478 9 389 9 488 bc B
处理 1 9 199 8 962 8 851 9 004 c B

表 3 先玉 335 不同收获时期对千粒重、产量及产值的影响

穗数

(穗 /hm2)
含水量(14%)

产值(元 /hm2) 比处理 1
增值(元 /hm2)

比处理 3
增值(元 /hm2)千粒重(g) 单穗重(g) 产量(kg/hm2)

处理 1 60 030 358.2 179.2 10 746.0 12 895.2 - 3 601.8
处理 2 60 030 366.2 195.2 11 718.0 14 061.6 1 166.4 - 2 435.4
处理 3 60 030 389.1 229.0 13 747.5 16 497.0 3 601.8
处理 4 60 030 399.8 233.5 14 017.5 16 821.0 3 925.8 324.0
处理 5 60 030 403.9 237.2 14 239.5 17 087.4 4 192.2 590.4
处理 6 60 030 410.3 239.0 14 317.5 17 181.0 4 285.8 684.0

pH6.9。
供试品种：先玉 335、吉单 618、吉单 27 由吉

林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提供。
供试肥料：地富玉米专用肥由吉林省农业科

学院地富肥料有限公司提供。
1.2 试验设计

田间设计：试验小区为 6 行区，10 m 行长，面

积为 36 m2，设 3 次重复，随机排列。
试验处理 1、处理 2、处理 3、处理 4、处理 5、

处理 6 分别为 9 月 20 日、9 月 25 日、9 月 30 日、
10 月 5 日、10 月 10 日、10 月 15 日收获。
1.3 试验方法

供试品种先玉 335、吉单 618、吉单 27。种植

密度分别为 6.0 万株 /hm2、6.0 万株 /hm2、5.6 万株

/hm2。试验区施肥量分别为纯 N：190 kg/hm2、纯

P2O5：80 kg/hm2、 纯 K2O：85 kg/hm2、Zn 肥 7.5
kg/hm2。N 肥三分之一、P、K、Zn 做底肥，结合打垄

并全部施入。N 肥的三分之二做追肥。各小区成熟

期收获 2 行(10 m2)进行记录产量，各处理的穗部

性状在室内进行考种。

2 结果与分析

2.1 中早熟品种

从表 1 可知，处理 1、处理 2、处理 3、处理 4、
处理 5、处理 6 的千粒重、单穗重、产量及产值随

着收获期的延长，呈现逐渐增加。

从表 2 可知，处理 6、处理 5、处理 4 与处理

3、处理 2、处理 1 平均产量水平达到极显著水平。
处理 6、处理 5、处理 4 之间平均产量水平未达到

极显著水平。因此，吉单 27 的最佳收获期为 10 月

5 日～10 月 15 日。
2.2 中熟品种

从表 3 可知，处理 1、处理 2、处理 3、处理 4、
处理 5、处理 6 的千粒重、单穗重、产量及产值随

着收获期的延长，呈现逐渐增加。
2.3 中晚熟品种

从表 4 可知，处理 6、处理 5、处理 4、处理 3
与处理 2、处理 1 平均产量水平达到极显著水平。
处理 6、处理 5、处理 4、处理 3 之间平均产量水平

未达到极显著水平。处理 6 与处理 3、处理 2、处理

1 平均产量水平达到显著水平。因此，先玉 335 的

最佳收获期为 9 月 30 日～10 月 15 日。
从表 5 可知，处理 1、处理 2、处理 3、处理 4、

处理 5、处理 6 的千粒重、单穗重、产量、产值随着

收获期的延长，逐渐增加。
从表 6 可知，处理 6、处理 5、处理 4 与处理 3、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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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先玉 335 各小区测产结果

各小区产量(kg/hm2) 产量平均

(kg/hm2)
显著性水准

Ⅰ Ⅱ Ⅲ 5%显著水平 1%极显著水平
处理 6 14 661.0 14 277.0 14 104.5 14 317.5 a A
处理 5 14 637.0 14 116.5 13 965.0 14 239.5 ab A
处理 4 14 323.5 14 053.5 13 675.5 14 017.5 ab A
处理 3 14 053.5 13 816.5 13 372.5 13 747.5 b A
处理 2 11 992.5 11 673.0 11 488.5 11 718.0 c B
处理 1 11 046.0 10 675.5 10 516.5 10 746.0 d C

表 5 吉单 618 不同收获时期对千粒重、产量及产值的影响

穗数(穗 /hm2) 含水量(14%) 产值

(元 /hm2)
比处理 1 增值

(元 /hm2)
比处理 3

增值(元 /hm2)千粒重(g) 单穗重(g) 产量(kg/hm2)
处理 1 60 030 324.5 183.3 11 004.0 13 201.2 - 626.4
处理 2 60 030 327.7 186.0 11 166.0 13 399.2 194.4 - 432.0
处理 3 60 030 360.5 192.0 11 526.0 13 831.2 626.4
处理 4 60 030 375.4 213.3 12 804.0 15 364.8 2 160.0 1 533.6
处理 5 60 030 375.6 214.0 12 846.0 15 415.2 2 210.4 1 584.0
处理 6 60 030 378.1 216.5 12 996.0 15 595.2 2 390.4 1 764.0

表 6 吉单 618 各小区测产结果

各小区产量(kg/hm2) 产量平均

(kg/ hm2)
显著性水准

Ⅰ Ⅱ Ⅲ 5%显著水平 1%极显著水平
处理 6 13072.5 12996.0 12919.5 12996.0 a A
处理 5 12916.5 12858.0 12763.5 12846.0 b A
处理 4 12823.5 12837.0 12751.5 12804.0 b A
处理 3 11679.0 11500.5 11398.5 11526.0 c B
处理 2 11209.5 11181.0 11107.5 11166.0 d C
处理 1 10990.5 10993.5 11028.0 11004.0 e C

理 2、处理 1 平均产量水平达到极显著水平。处理 6、处
理 5、处理 4 之间平均产量水平未达到极显著水平。因

此，吉单 618 的最佳收获期为 10 月 5 日～10 月 15
日。

3 结 论

试验得出，中早熟玉米品种吉单 27 在 10 月

5 日～10 月 15 日收获，可获得最佳产量及产值；

中熟玉米品种先玉 335 在 9 月 30 日～10 月 15
日收获，可获得最佳产量及产值；中晚熟玉米品种

吉单 618 在 10 月 5 日～10 月 15 日收获，可获得

最佳产量及产值。
品种是决定产量的关键。在吉林省湿润冷凉

区种植以中熟玉米品种为主，根据不同气候特点

及不同土壤肥力状况，搭配少量中熟品种和中晚

熟品种，进行品种的优化组合。因此，明确了玉米

中早熟、中熟和中晚熟品种最佳收获期，达到玉米

生产的最佳产量及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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