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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不完全随机区组设计"通过玉米品种和施肥水平两因素试验"对玉米生物学和经济学性状作变异

度分析"对小区产量作方差分析和对单位产量作差数百分率分析"以系统鉴定 /01123 玉米种质 4/5,(567/! 的耐

瘠性# 结果表明!!4/5,(567/! 具有较强的耐低氮和低磷能力"有良好的丰产性和广泛的适应性"是一个优良的国

外玉米种质资源"应加大研究和利用力度$"在低肥力土壤上"更应重视玉米科学合理施肥的重要性和追第二次肥

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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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我国玉米育种中少数优良种质’如国

内的两个类群塘四平头% 旅大红骨和美国的两个类

群瑞德%兰卡斯特.的利用频率过高"使种质遗传基

础相对狭窄" 将导致品种在适应性和抗逆性方面的

脆弱性"对育种工作潜伏着很大危害"使我国玉米育

种处于爬坡状态"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玉米育

种实质上是引种$驯化$选择利用$创造变异$再选

择利用的过程]!^# 因此"利用外来玉米种质是拓宽我

国现有玉米种质遗传基础的重要途径# 贵州玉米常

年种植面积约 +,9,, 万 FR(" 其中"%"_左右是中低

等肥力的山地%坡地和高原"土壤瘠薄"严重制约贵

州玉米生产"加之生产上有机肥和化肥投入较少#因

此" 引进%改良%研究和利用耐瘠性强的国外优良玉

收稿日期! ("",$"&$!,
基金项目! 贵州省自然基金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高 翔-!%&5$."男"副研究员" 贵州大学作物遗传育种

研究生班结业"主要从事玉米遗传育种研究#

米种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于 !%%, 年从 /01123-国际玉米小麦改良

中心.引入玉米抗旱耐瘠群体 4/5,(567"并进行改

良获得 4/5,(567/!# 于 !%%% 年夏在本院油料所试

验地进行耐瘠性鉴定" 为今后玉米自交系选育和生

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耐瘠玉米新品种提供依据#

! 材料与方法

,D, 供试材料

玉 米 品 种 -两 者 生 育 期 相 当 "!(5 L 左 右 .!
4/5,(567/!"交三单交-具有良好的丰产性和广泛

的适应性" 为贵州省大面积生产用种和省区试对照

种.$肥料种类!底-种.肥为通用复合肥 (#-5‘!"‘+."第

一%二次追肥为尿素-含氮量!)&_.#
,D) 试验设计

在低肥力土壤上" 设置玉米品种-4">a( 水平.
和施肥水平 -6" Ua) 水平. 两因素试验" 以鉴定

玉 米 科 学 ("")A!(&(’!+&b+5 cNGK?>P NI 1>=XE 8M=E?MET



!"#$%#&’"( 的耐瘠性!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次重

复"# 个处理)$*!交三单交为对照品种+",%-"施肥水平

以正常施肥为对照+",./(". 0("%-"试验设计见表 (!

小区行长 1 2"宽 1 2"小区面积 %1 2%"3 行区"在中

间 4 行采用五点取样法随机取 1 穴作考种分析!

处理代号 名称 水平代号 底+种-肥 第 ( 次追肥 第 % 次追肥 水平代号 施肥情况

!(&(+",(/(- !"#$%#&’"( !( 有 有 有 &( 正 常

!(&% !"#$%#&’"( !( 有 有 无 &% 不正常

!(&$ !"#$%#&’"( !( 无 有 有 &$ 不正常

!(&4 !"#$%#&’"( !( 无 有 无 &4 不正常

!%&(+",%/(- 交三单交+",%- !% 有 有 有 &( 正 常

!%&% 交三单交+",%- !% 有 有 无 &% 不正常

!%&$ 交三单交+",%- !% 无 有 有 &$ 不正常

!%&4 交三单交+",%- !% 无 有 无 &4 不正常

注#! 为玉米品种代号"& 为施肥水平代号!

表 ! 玉米种质 "#$%&’()#* 耐瘠性鉴定试验设计

*+, 统计分析方法

在 4 种施肥水平下" 先求出玉米各小区内随机

取样平均数"后求出区组平均数"再以此为观察值求

其均值+5-和标准差+6-"对玉米的生物产量$经济产

量$经济系数$株高$穗位$单株果穗数$空秆率$穗

长$穗粗$穗行数$行粒数$秃尖长和百粒重 ($ 个性

状作变异度分析% 以小区内随机取样均值为统计分

析的基础数据"对玉米小区产量作方差分析"单位产

量作差数+或百分数-分析"以揭示 !"#$%#&’"( 的耐

瘠情况74*!
*+- 试验基本情况

试验地海拔 ( (48 2"属黄壤类型"肥力下等!试

验前土壤养分及肥力状况为#有机质 894#14:+较低-
+与常规划分标准比较"下同-"全氮 898%44:+很低-"
水解氮 %%9418 2; < =; +很低-" 有效磷极低" 有效钾

>(9841 2; < =;+中等-"全磷 89811#:+低-"全钾 89$14#:
+中等-"?@19(A+酸性-! 前作小黑麦"于 (AAA 年 3 月 4
日免耕穴播" 采用等行距种植" 规格为 89#$ 2B891

2"双株定苗! 底肥为通用复合肥 %1+#C(8C>-"33> 2%

施 %1 =;"3 月 %8 日追第一次肥 +苗肥-"33> 2% 施尿

素 (8 =;" 结合翻地除草"> 月 %3 日追第二次肥 +穗
肥-"施尿素 (1 ; < 33> 2%"结合中耕培土! (8 月 (# 日

实地测产并采收考种材料!

% 结果与分析

.+* - 种施肥水平对玉米主要农艺性状变异度分

析

从表 % 看出" 在低肥力土地上采用 4 种施肥水

平处理"!"#$%#&’"( 的生物产量$经济系数$株高$
穗位$穗长$穗粗$穗行数$行粒数$秃尖长和空秆率

的相对变异程度均较交三单交+",%-的小"而经济产

量$ 百粒重和单株果穗数的相对变异程度较交三单

交+",%-的大! !"#$%#&’"( 的生物产量$经济产量和

经 济 系 数 的 均 值 较 交 三 单 交 的 大 " 其 相 应 值 为

89#88$89843 和 898># =;! 综合表明 !"#$%#&’"( 较

交三单适应性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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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空秆率+:-单株果穗数+穗-百粒重+;-行粒数+粒-穗行数+行-秃尖长+E2-
玉米品种

穗粗+E2-穗长+E2-穗位+E2-株高+E2-经济系数经济产量+=;-生物产量+=;-
玉米品种

表 . "#’,.’()#* 与交三单交/#0.1性状的变异系数比较

&+& - 种施肥水平对玉米产量的影响

玉米品种与施肥水平试验的方差分析结果表

明" 区组间$ 品种间和品种B施肥水平间差异不显

著 "处 理 间 +F0(89%>3GG HF898(-和 施 肥 方 法 间 +F0
%%9%(4GG HF898(-差异极显著!用 I6J 法+K 测验-对 4

种施肥水平进行多重比较"结果+表 $-表明"玉米正

常施肥较只追第一次肥增产极显著% 在追第一次肥

下"仅施底肥或者追第二次肥"较无底肥和第二次追

肥增产极显著%在施底肥和追第一次肥下"追第二次

肥比不追肥增产显著%在追第一$二次肥下"施底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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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不施虽增产但不显著!

从表 ! 看出"在低肥力土地上""#$%&’()#* 与

交三单交在相同施肥水平下比较+横向,"以正常施

肥玉米产量差异最大+’-.-/ 01,"仅追第一次肥次之

+%*./2 01,"当施底肥和追第一次肥或者追第一#二次

肥时"两者产量差数小+3.*4 01 或者 /.%& 01,! 说明

"#’%&’()#* 在低氮#低磷胁迫下"即使不正常施肥

+仅指较正常施肥少施第二次追肥或底肥"下同,"对

其产量影响不大"具有较强的耐低氮#低磷能力5/6!

"#’%&’()#* 和交三单交分别从不正常施肥较

正常施肥减产百分数比较+纵向,""#’%&’()#* 不正

常施肥较交三单交的减产幅度小+&&.7-89%’.748或

*-.3*89&’.7%8," 说明 "#’%&’()#* 较交三单交的

适应性广546!
综合说明 "#’%&’()#* 具有较强的耐低氮#低

磷能力和广泛的适应性"但均是相对的"若超过一定

限 度 +如 低 氮 #低 磷 下 "仅 追 第 一 次 肥 ,"减 产 幅 度

+4*.%*8,与交三单交+4*.*38,相当546!

% 小结与讨论

在正常施肥情况下" 一般玉米单交种产量远大

产量

+01 : &/ ;&, -.-/ -.-*

(* 4.-4& / < "
(% 3.73/ - <= "
(& 3.-43 4 = "
(3 &.%*3 & > (

差异显著性
处 理

表 ! " 种施肥水平对玉米小区产量均值的显著性比较

产量 "&(?@"*(? "&(A 比 #B&@* "*(A 比 #B*@*

+01 : CCD ;&, +01,"< +@8,"= +@8,">

"&(*+#B&@*, %/’.3’-
"*(*+#B*@*, &D’.3%- ’-.-/
"&(& &*’.’%- %’.7C
"*(& &*3.CD- 3.C* &&.7-
"&(% &/3.DC/ &’.7%
"*(% &37.33- /.%& *-.3*
"&(3 *%7.%-- C*.*3
"*(3 *-D.D%- %*./D C*.%*

注$< 的 ?E*"&F%"3"= 和 > 的 ?E&"%"3!

处理代号

表 " 各处理玉米的产量差异

于群体产量%在不正常施肥情况下"通常随着施肥水

平的下降"两者的产量差数越大!我们主要采用玉米

品种和施肥水平两因素试验对 "#’%&’()#* 的耐瘠

性进行鉴定!
通过 "#’%&’()#* 与交三单交性状的变异系数

比较"表明 "#’%&’()#* 较交三单交的适应性广!由

玉米品种与施肥水平两因素试验的方差分析结果得

知"品种间差异不显著"间接说明 "#’%&’()#* 具有

良好的丰产性%品种G施肥水平间差异不显著"说明

任何玉米品种对施肥方法的要求相差不大 +共性,"
且两因素中施肥水平较品种对玉米产量影响更大%
在低肥力土地上通过对 ! 种施肥水平的多重比较"
结果表明$在低肥力土地上"玉米正常施肥较不正常

施肥"施两种肥较只施一种肥"两次追肥较一次追肥

或施底肥和追第一次肥更利于玉米主要农艺性状的

形成"进而确保玉米产量的稳定!验证了玉米合理施

肥的重要性和追第二次肥的必要性" 为农业生产提

供技术指导!
另外"从表 ! 的分析结果可知""#’%&’()#* 具

有较强的耐低氮#低磷能力和广泛的适应性"但应注

意其相对性"做到扬长避短"否则"一味强调耐瘠而

不重视科学合理施肥"则达不到玉米生产增产目的!
因此"应合理利用资源"使资源优势互补"充分发挥

优良资源的潜力" 为土壤肥力中低等地区的农业生

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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