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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单系列玉米品种的生理特性及栽培措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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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单系列玉米品种是指由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以运城为选育基地育成的晋单 .%$晋单 )&$
运单 !% 和运高油 ! 号等玉米单交种% 这些品种与其它品种比较具有耐寒性差$耐高温性好$生长速度快$叶片光合

效能强和产量突出等生理特性% 在栽培管理上要求推迟播种时间+早春-"适当增加种植密度"提早施肥"一促到底"补

施灌浆肥% 提倡在易发生持续高温天气的地区种植运单系列玉米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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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单系列玉米品种是指由山西农科院棉花研究

所近几年来以山西运城 +该地区夏季气温明显高于

其他地区- 为选育基地育成并通过省级审定的晋单

.%$晋单 )&$运单 !% 和运高油 ! 号等玉米单交种%
由于育种所在地春季温暖$ 夏季酷热的特殊气候条

件" 形成了该系列品种有别于其它玉米品种的生理

学特性% 这些品种近几年来在生产上有了较大规模

的种植面积"种植范围也在迅速扩大%为了更好地发

挥这些品种在生产上的增产作用" 我们对这类品种

在生理学特性上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 材料和方法

收稿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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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 供试品种

品种材料共 !" 个" 其中运单系列品种有晋单

.%$晋单 )&$运单 !% 和运高油 ! 号"其它品种有农

大 !"a$农大 .!.a$晋单 .#$晋单 .&$沈单 !" 和郑单

%#a%
CDE 试验方法

+!-室内设 !"$!.$!‘ 和 (#b) 种恒温对所有品

种进行发芽和幼苗长势试验%
+(-大田试验!(""! c (""( 年在运城$临猗和河

津 . 个县 +市-各设一试点"每个试点都采用 ) 月 #
日$# 月 # 日和 & 月 # 日 . 个播期% 试验采用随机区

组排列". 次重复"并对各试点各播期各品种各生育

期的表现进行田间考察和统计分析%
+.-对运城地区的气象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寻求

气象因子与玉米生育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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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与分析

!"# 在低温下各类品种的发芽和苗势

在 "#$的恒温条件下!运单系列品种的发芽十

分缓慢!一般需要 "% & "’ (!并且有大部分种子发

生霉变!霉变率一般为 )#* & +%*"其它品种除郑单

,%’ 外发芽速度都相对较快! 一般发芽所需时间为

"! & "- (!并且种子的霉变率相对较小!一般为 .#*
& .’*"

在 ".$的恒温下! 所有品种都能正常发芽!种

子霉变比率品种间没有明显差异! 一般为 "#*左

右"但幼苗的长势却有明显差异!运单系列品种生长

发育较慢!叶片较小!苗色红紫!% 叶期的叶面积比

其它品种小 "’*左右" 农大 "#’ 和沈单 "# 的幼苗

表现与运单系列品种相似"上述试验结果表明#运单

系列品种由于在高温气候条件下培育而成! 对低温

的耐性不如其它品种"
!"! 在 $%&和 !’&恒温下各类品种的发芽和苗势

在 "+$和 !%$的恒温下!所有品种都能正常发

芽和生长" 但运单系列品种的苗势和长速明显优于

其它品种!主要表现在苗期发育较快!% 叶期的叶面

积比其它品种大 !#* & %#*! 初生根数比其它品种

多 . & - 根" 单株干重比其它品种重 .#* & -#*" 说

明运单系列品种在温度适宜时有苗期生长速度较快

的生理学特性"
!() 运单系列品种在 * 月 ’ 日播种条件下的生理

表现

试验所在地/运城地区0玉米春播适宜期为 - 月

"! 日前后" 试验确定的播期为 - 月 % 日!比正常播

期早一周的时间! 目的是为了了解所有品种的耐寒

特性" 试验中运单系列品种从播种到出苗的天数为

"% (!比其它品种晚 ! & . (" % & ’ 叶期的苗情表现

为植株个体较小!叶片和叶鞘相对红紫!初生根条数

相对较少"其它品种的表现也不尽一致!农大 "#’ 和

沈单 "# 的苗期表现类似于运单系列品种!而其它品

种则表现为苗壮色绿$植株生长发育较快"这种结果

与室内低温试验结果完全吻合" 证明了品种间的耐

寒性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低温使不耐寒的品种根系

生长发育缓慢!吸收功能降低!营养供应不充分!导

致幼苗植株矮小!发育不正常"
!(* 运单系列品种在 ’ 月 ’ 日和 + 月 ’ 日播种条

件下的生理表现

% 月 % 日和 ) 月 % 日播种试验在苗情表现上都

基本正常! 但在生长速度和结实率等方面品种间存

在明显差异!具体如下"
/"1运单系列品种苗期生长发育较快!同叶龄的

叶面积是其它品种的 "2! & "2- 倍" % 叶期的根条数

比其它品种多 ! & . 条" "# 叶期的根条数比一般品

种多 % & ) 根!株高 "% 34 左右" "% 叶期的株高比其

它品种高 .# 34 左右!单株干重是其它品种的 "2! &
"2) 倍" 说明运单系列品种的叶片光合效能较强!光

合物质的制造和积累速度较快! 能够提早形成庞大

的根系和较大的叶面积指数! 为以后的丰产打下了

较好的物质基础"
/!1高温对各类品种的花粉形成和结实率的影

响程度因品种而易" % 月 % 日播种的试验抽雄期正

遇上 + 月中旬的高温天气! 运单系列品种雄穗和花

粉粒的发育基本正常! 花丝也能正常抽出和正常授

粉结实!而其它品种则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异常现象!
如晋单 .) 和农大 .".’ 两品种则表现出严重的花粉

败育现象!结实率大大降低!有穗无子的现象十分严

重" 从花粉败育程度和花丝的生长发育表现可以说

明品种间耐高温特性的差异" 所试品种耐高温特性

从优到劣的次序为# 晋单 -)!晋单 .,!运单 ",!
运高油 " 号!农大 "#’!沈单 "#!郑单 ,%’!晋单

.%!农大 .".’!晋单 .)"
/.1运单系列品种生育后期/与其它品种比较1的

表现为子粒灌浆速度先慢后快! 乳熟期对肥料的需

求仍十分敏感" 肥力不足往往会导致运单系列品种

的子粒不饱满!千粒重明显降低!尤以运高油 " 号和

晋单 -) 表现突出" 由此可见!种植运单系列品种乳

熟期补施氮肥十分重要! 也是运单系列品种获得高

产的重要措施之一"

. 讨 论

/"1随着全球气温的变暖!全国各地的气温也在

发生相应的变化" 进入 ,# 年代后!持续高温灾害天

气的频繁出现已对农业生产尤其是玉米生产带来了

严重的危害"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的高温将

会对人类的种植生产带来更大的挑战! 这一点必须

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玉米在幼苗$孕穗$抽雄和灌

浆等生育阶段对气温的适应程度品种间存在着明显

的差异"面对高温的挑战!我们在育种方面必须把耐

高温作为一个重要目标! 争取培育出更好的耐高温

品种"在引种时!应该科学地掌握所用品种的生理特

性!以适应种植地区的生态环境"
/!1运单系列玉米品种具有耐寒性差$耐高温性

强$生长速度快$叶片光合性能强和产!下 转 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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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 米 科 学 #$ 卷

!上接第 "# 页$量突出等生理特性! 因此"对该系列品

种在种植使用上就要针对其生理特点科学地扬长避

短"发挥其耐高温干燥等特性! 为此"在种植和栽培

技术上提出几点参考意见! !运单系列品种不宜在

冷凉地区种植"春播时不宜过早"以防温度过低造成

弱苗和低产! "在田间管理上"幼苗期不宜蹲苗"要

提早追肥浇水"一促到底!#不宜采用育苗移栽的方

式"以免移栽缓苗过程导致生育滞后!$适当增加种

植密度"一般春播为 %&$% 万’ %&%( 万 株 ) *+,"夏 播

为 %&% 万’ "&( 万株 ) *+,! %要注意后期 -子粒灌浆

期.追肥"以便提高千粒重和最终产量! &建议易发

高温地区引用该系列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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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次重复实验9 筛选出烯唑醇:福美双:生

物制剂的最佳配方! 该种衣剂暂以代号$;<%表示&
已申报专利"专利申请号为#,((40(00((%8&%&
!"# $% 种衣剂田间试验示范

据公主岭空军机场气象站资料显示#,((4 年 8
月 0! ’ ,0 日白天最高温度为 0(&8 ’ 06&0="夜间最

低温度为 (&4 ’ 74&(=&8 月 #% 日播种的种子经受了

低温的影响&从表 4 中可以看出"#%>黑穗净种衣剂

处理的种子缺苗率高达 4%&6>"其中药害占 ,6>"防

治丝黑穗病效果为 !!&6>& #6>吉农肆号种衣剂处

理的种子缺苗率 ,&4>"无药害发生"防治丝黑穗病

效果为 6(&(>& 6&%>克’戊醇-双全.种衣剂处理的种

子缺苗率 ,>" 无药害发生" 防治丝黑穗病效果为

66&3>! ;< 种衣剂处理的种子缺苗率 #&4>"无药害

发生"防治丝黑穗病效果为 3%&">! 8 月 ,% 日播种

的种子没有受到低温影响出全苗! #%>黑穗净种衣

剂防治效果为 #((>"#6>吉农肆号种衣剂防治效果

为 "%&(>"6&%>克(戊醇 -双全. 种衣剂防治效果为

3"&,>";< 种衣剂防治效果为 33&">&

播 期 发病率 防效 播 期 发病率 防效 播期 发病率 药害

-月(日. ->. ->. -月(日. ->. ->. -月(日. ->. ->.

#%>黑穗净种衣剂 8(#% (&(4 !!&6 8(,% (&( #((&( 8(#% 4%&6 ,6 :
#6>吉农肆号 8(#% ,&6( 6(&( 8(,% 8&4 "%&( 8(#% ,&4 (
6&%>克(戊醇-双全. 8(#% ,&(( 66&3 8(,% #&6 3"&, 8(#% ,&( (
;< 8(#% #&4( 3%&" 8(,% #&8 33&" 8(#% #&4 (
?@ 8(0% !&(( 7 8(,% 0,&4 7 8(0% 0!&6 (

药害评价药 剂

,((4 年公主岭黑林子镇表 # $% 种衣剂田间试验结果

上述结果表明"0%>黑穗净种衣剂对丝黑穗病

防治效果最佳"高达 !!&6> ’ 0((>& 但其受低温影

响药害率为 ,6&(>"产量受到很大影响& 06>吉农肆

号种衣剂防治效果在 "%&(> ’ 6(&(>"分析药效降低

原因是受春季干旱的影响& 8 月 0% 日至 % 月 0( 日

公主岭降水量仅为 8&8 ++& 而 6&%>克(戊醇-双全.
种衣剂和 ;< 种衣剂经受住低温和干旱的考验"防

治效果在 66&3> ’ 3"&,>和 3%&"> ’ 33&">&

4 结论与讨论

-0.本项研究首次明确了烯唑醇药剂产生药害

的原因) 药剂作用位点与受害机理! 在春季低温

-A00=.条件下"药剂抑制幼茎细胞伸长"玉米幼苗

地中茎生长受到抑制"导致畸形扭曲"子叶在地表下

提前展叶"幼苗不能出土!

-,.研制出安全)高效防治玉米丝黑穗病种衣剂

;<"克服了烯唑醇遇低温易产生药害问题"试验示

范防治效果达 33&">"已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4.本项研究通过田间和室内人工模拟低温条

件"重复再现了烯唑醇产生药害的症状"明确了药

害产生的原因"找出了解决的办法! 但本试验所用

烯唑醇药剂纯度为 !,> ’ !%>! 药害的产生与程度

是否与烯唑醇药剂的纯度有关"还有待于做进一步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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