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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玉米新品种引种品比试验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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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用吉单 27、先玉 335和郑单 958等 3个品种作对照，对从美国引进的 5个玉米新品种进行品比试

验。结果表明，所有参试品种的产量均高于对照吉单 27，除 Y1301差异不显著之外，其余达到显著水平或极显

著水平。尽管所有品种的熟期均比先玉 335和郑单 958早，但是，除 Y1301之外，其余 4个品种的产量均高于对

照先玉 335和郑单 958，差异未达显著水平。试验证明引进品种具有较好的丰产性，直接引入品种是可行的，

但需进一步做多年多点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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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rial Report of Comparative Experiment of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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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Jidan 27, Xianyu 335 and Zhengdan 958 were used as controls, 5 new maize varieties introduced

from USA were compared.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yields of all varieties were significantly or extremely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ontrol Jidan 27, except for Y1301, which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In spite of the growth period of
all varieties were matured earlier than Xianyu 335 and Zhengdan 958, but in addition to Y1301, yields of the rest 4
varieties were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Xianyu 335 and Zhengdan 958,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The experi⁃
ment proved introduced varieties have good yield potential, so the direct introduction of varieties is feasible, but fur⁃
ther screening on different sites is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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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玉米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在全世界排第

一位，其玉米科研水平也居世界首位 [1-2]。美国先

锋公司生产的先玉 335自 2005年进入中国玉米种

子市场以来，给东北地区乃至全国的玉米产业带

来极大冲击 [3-6]，至 2010年，先玉 335成为黑龙江、

吉林、山西第一大主推品种 [3]，近年来成为西北、

东北、华北甚至黄淮区域的主栽品种 [4]。我国东

北、华北春玉米区是我国玉米的高产区，种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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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产量分别占全国总面积和总产量的 40％和

45％左右 [3]，这严重威胁着我国的粮食安全。因

此，加强对美国玉米带玉米种质，尤其是新品种

的利用，对我国玉米种质的改良、扩增和创新将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7]。在本研究中，以当前东

北区生产上广泛种植的吉单 27、先玉 335、郑单

958等早、中、晚 3个不同熟期的品种为对照，对从

美国引进的 5个玉米杂交种进行品比试验，以期

为这些美国玉米新品种的进一步利用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2013年初从美国引入 5个常规玉米新品种

（13CN104、13CN107、13CN111、13CN115、13CN201），

吉林农业科学 2015，40（5）：1-3 Journal of Jilin Agricultur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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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分别为 Y1301、Y1302、Y1303、Y1304、Y1305。
以吉林省不同熟期的品种作为对照，分别是早熟

组（有效积温≤2450℃·d）对照品种（CK1）吉单 27；
中熟组（2450℃·d<有效积温≤2750℃·d）对照品种

（CK2）先玉 335；晚熟组（有效积温>2750℃·d）对照

品种（CK3）郑单 958。
1.2 田间试验设计

试验于 2013年春季在吉林省公主岭市吉林

省农业科学院试验基地进行。采用随机区组设

计，行长 5 m，行距 0.63 m，每个品种 4行，2次重

复，密度 6万株/hm2，玉米生育期间田间管理同当

地大田生产。

1.3 性状调查

调查每个玉米品种的散粉期和吐丝期，在成

熟期每小区选择 10株调查株高和穗位高。收获

期实收每个小区的中间 2行，风干后脱粒，测定子

粒重量和含水量，将子粒产量折算为统一含水量

（14%）条件下的亩产量。

1.4 统计分析

采用统计分析软件 DPS 14.10对数据进行方

差分析和新复极差测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株高和穗位的比较

株高和穗位高的结果表明（表 1）：参试品种

株高变幅在 249.4～275.8 cm，最高的 Y1304 为

275.8 cm，最矮的 Y1301为 249.4 cm。除 Y1304的
株高比吉单 27高 4.5 cm之外，其他 4个品种的株

高均比吉单 27、先玉 335和郑单 958矮，比吉单 27
矮 8.1～21.9 cm，比先玉 335矮 38.2～64.6 cm，比
郑单 958矮 11.2～37.6 cm。

穗位变幅在 87.4～99.6 cm，最高的 Y1304为
99.6 cm，最低的 Y1305为 87.4 cm。除 Y1305的穗

位比吉单 27低之外，其他 4个品种均比吉单 27
高，高 2.6～9.6 cm；5个品种的穗位均比先玉 335
和郑单 958低，比先玉 335低 9.1～21.3 cm，比郑单

958低 26.1～38.3 cm。
2.2 散粉期、吐丝期的比较

散粉期、吐丝期的结果表明（表 2）：5个品种

的散粉期在 7月 14日～7月 18日，吐丝期在 7月
14日～7月 17日。除了 Y1304最早，散粉期和吐

丝期分别比吉单 27早 2 d和 3 d外，其余 4个品种

的散粉期和吐丝期与吉单 27分别相差 0～2 d和 0
～1 d。5个品种的散粉期和吐丝期均比先玉 335
和郑单 958早，散粉期分别比先玉 335和郑单 958
早 4～8 d和 3～7 d，吐丝期分别比先玉 335和郑

单 958早 4～7 d和 5～8 d。

2.3 产量的方差分析

对参试玉米杂交种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表

3）：区组间产量存在极显著差异，不同品种间的

产量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 1 株高和穗位的比较

品种

Y1301
Y1302
Y1303
Y1304
Y1305
吉单 27
先玉 335
郑单 958

株高（cm）
249.4
258.6
263.2
275.8
258.4
271.3
314.0
287.0

穗位高（cm）
92.6
96.6
98.6
99.6
87.4
90.0
108.7
125.7

表 2 散粉期、吐丝期的比较

品种

Y1301
Y1302
Y1303
Y1304
Y1305
吉单 27
先玉 335
郑单 958

散粉期（月-日）

7-18
7-16
7-17
7-14
7-17
7-16
7-22
7-21

吐丝期（月-日）

7-17
7-17
7-17
7-14
7-16
7-17
7-21
7-22

表 3 产量的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区组间

处理间

误差

总变异

平方和

8373.29
25 518.32
4715.41

38 607.01

自由度

1
7
7
15

均方

8373.29
3645.47
673.63

F值
12.43**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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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产量比较

产量结果表明（表 4）：参试品种及对照的产

量排序是 Y1302＞Y1303＞Y1305＞Y1304＞先玉

335＞郑单 958＞Y1301＞吉单 27。参试品种产量

变幅在 644.70～746.53 kg/667 m2，其中 Y1302产量

最 高 ，达 746.53 kg/667 m2，比 Y1303、Y1305 和
Y1304分别增产 1.8%、3.7%和 3.8%，但差异均不

显著，比Y1301增产 15.8%，达极显著水平。

Y1302、Y1303、Y1305、Y1304等 4个品种均比

对照吉单 27增产，分别增产 19.4%、17.2%、15.1%
和 15.1%，差异显著，其中 Y1302和 Y1303增产达

极显著水平。Y1301比对照吉单 27增产 3.1%，差
异不显著。Y1302、Y1303、Y1305、Y1304等 4个品

种均比对照先玉 335、郑单 958增产，分别比先玉

335增产 5.1%、3.2%、1.4%和 1.3%，比郑单 958增
产 6.8%、4.9%、2.9%和 2.9%，但差异均不显著。

3 结论与讨论

合理株型是高产品种的基础 [8]，株高和穗位高

是理想株型的主要影响因素 [9]。玉米的株高和穗

位高与品种抗倒性有关，一般来说，株高和穗位

低，植株茎秆粗壮，抗倒伏能力越强，反之亦然 [10]。

株高 300 cm以上为高秆，280～300 cm 为中秆，

250～280 cm为矮秆 [11]。结果表明所有参试品种

株高 249.4～275.8 cm，为矮秆玉米，具有抗倒性潜

力。充分利用国外矮秆、中秆耐密杂交种，对选

育中秆、中穗、密植玉米新品种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12]。

作物生育期的长短主要是由其遗传性和所处

的环境条件决定 [13]。品种不同，生殖生长变化不

大，而生育期的长短主要是营养生长期差异。因

此，相同环境条件下，散粉期和吐丝期反映了品

种生育期的长短。5个参试品种的散粉期和吐丝

期表明其熟期均比先玉 335和郑单 958早，其中

Y1302、Y1303、Y1304和Y1305生育期与吉单 27相
近，为相同熟期组，Y1304熟期更早。

一般来说，晚熟品种生育期长，产量高。

Y1302、Y1303、Y1304、Y1305等品种的熟期均比

先玉 335和郑单 958早，但其产量却不低于先玉

335 和 郑 单 958；同 时 ，Y1302、Y1303、Y1304、
Y1305 等品种产量显著高于吉单 27，Y1302 和
Y1303达到极显著水平。结果表明引进品种具有

较好的丰产性。

综上所述，直接引入参试品种是可行的，但需

进行多点次、产量性状、抗性等方面的进一步筛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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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产量的比较

品种

Y1302
Y1303
Y1305
Y1304
先玉 335
郑单 958
Y1301
吉单 27

产量

（kg/667 m2）
746.53
733.06
719.63
719.45
710.0
699.09
644.70
625.31

5%显著

水平

a
a
a
a
a
ab
bc
c

1%极显著

水平

A
AB
ABC
ABC
ABC
ABC
BC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