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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食甜糯玉米促早栽培适应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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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引进的 & 个鲜食甜糯玉米品种"在早播早促栽培条件下试验结果表明!& 个品种均具有较好的适应

性"产量较高"抗逆性较强"可在永州及相似气候的地区推广种植$ 其中以中糯 +"! 产量最高"湘玉超甜 ! 号为甜玉

米品种中产量最高"可作为重点推广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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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在湘南丘陵

地区春播鲜食甜糯玉米面积逐年扩大$ 开发鲜食甜

糯玉米"对改善人们的膳食结构%发展畜牧业和加工

业%增加农民收入%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和促进种植

业结构调整均有重大意义$ 在种植鲜食甜糯玉米过

程中"提早播种"可提早上市"从而错开销售旺季和

延长供应季节"提高经济效益$但在我地早春低温阴

雨%寒潮频繁的恶劣天气条件下"选择什么品种%采

用什么栽培技术才能达到此效果是我们必须要解决

的首要问题$ 为此"(""( Z (""+ 年我们进行了该试

验"以便筛选出在我地气候条件下"适合早播栽培的

高产%优质和抗逆性强的鲜食甜糯玉米品种"为鲜食

甜糯玉米推广提供科学依据$

收稿日期! (""*$"#$![# 修回日期! (""*$"%$!*
基金项目!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U*"&"]资助"永州市科委&鲜食

甜糯玉米高效栽培技术研究’项目的部分内容

作者简介! 陈冬林’!%&*$]"男"在读博士"湖南农业大学副教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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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与方法

BCB 试验点的自然条件

试验安排在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实践基地进行$
试验点自然条件为!丘陵红壤旱地"Q2 值 #-##海拔

(#" N"气候为中亚热带类型"春温多变"寒潮频繁"
夏季晴朗"炎热异常"春夏多雨"夏秋多旱#+ Z & 月

平均气温为 !(-# Z (&-(_"日照时数为 [. Z !#[ ?#*
Z & 月的降雨量为 &(#-* NN"占全年的 **-+‘$ 春季

多低温阴雨" 不利春播玉米的播种出苗和苗期的生

长发育$
BCD 供试品种

供试品种 & 个$中甜 ( 号%中糯 +"! 由中国农科

院作物研究所提供" 湘玉超甜 ! 号由湖南省作物研

究所提供" 华甜玉 ! 号由华中农业大学提供" 穗美

%["! 由广州市穗美农业科技研究所提供"香糯 ! 号

由辽宁海城市园艺科学研究所提供$湘玉超甜 ! 号%
华甜玉 ! 号% 中甜 ( 号和穗美 %["! 为甜玉米品种#
中糯 +"!%香糯 ! 号为糯玉米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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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设计

采用超早播种!" 月 #$ 日%!促早栽培技术" 方块

营养土育苗!定向移栽!地膜覆盖起垄栽培" & 个处

理!" 次重复!$’ 个小区!小区面积 &( )*!随机区组

排列" 宽窄行种植!宽行距 +( ,)!窄行距 -( ,)!株

距 "( ,)!& 行区!密度为 -.-- 万株 / 0)*"
生长发育期间观察记载各品种的生育时期#植

株生长状况及抗病虫#抗逆性等"
一般在玉米吐丝后 *1 2 *- 3 收获!每小区随机

抽样 #( 株!对其植株性状#鲜穗经济性状和产量等

进行考种测量" 全部收获小区鲜穗计产4并对产量进

行新复极差测验"
!"$ 大田栽培管理

薄膜保温方块营养土育苗! 当玉米苗达到 " 叶

左右时定向移栽" 基肥施优质猪粪肥 $1 5 6 0)*!高效

复合肥 7-( 89 : 0)*! 开沟条施! 覆土盖肥铺膜后移

栽$- 叶期追施 ;( 89 : 0)* 尿素作壮秆肥! 大喇叭口

期追施 #-( 89 : 0)* 复合肥作穗肥" 中耕培土 " 次"
用农药防治地老虎#玉米螟和蚜虫"其它栽培技术同

一般大田栽培"

* 结果与分析

%"! 生育期

从表 # 看出! 各品种播种至采收天数为 ;& <
$1& 3!其中以湘玉超甜 $ 号商品成熟最早!中糯 "1$
商品成熟最迟"甜玉米播种至采收天数相对较短!一

般在吐丝后 *1 3 左右$糯玉米播种至采收天数相对

偏长! 主要与吐丝至采收天数有关! 一般在吐丝后

*-3 左右"虽然采用了保温育苗和地膜覆盖栽培!但

& 个品种播种至采收实际天数较产品介绍的天数都

相对偏长! 主要与玉米营养生长期处于较低温度条

件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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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株特征特性

& 个供试品种均表现出穗整齐" 从表 * 看出!华

甜玉 $ 号#中甜 * 号和香糯 $ 号双穗率较高!但小穗

的商品价值不大"株高和穗位高以中糯 "1$ 最高!以

华甜玉 $ 号最矮" 中糯 "1$ 株型紧凑!可适当密植$
穗美 ;+1$ 株型平展!要稀播争大穗" 中糯 "1$ 和香

糯 $ 号的子粒为白色!其余为黄色"

%"# 抗逆性

幼苗长势以中糯 "1$ 和湘玉超甜 $ 号最强" 从

表 " 看出!& 个供试品种均未见大斑病# 小斑病#赤

枯病和黑粉病!纹枯病发生轻!以湘玉超甜 $ 号和华

甜玉 $ 号抗纹枯病能力强" 甜玉米易遭蚜虫危害!
糯玉米蚜虫发生较少!& 个供试品种玉米螟发生都

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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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经济性状

在 7 个甜玉米品种中!湘玉超甜 $ 号在穗长#穗

粗#穗行数和行粒数等方面均优于其他品种$而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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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糯玉米品种中!中糯 "1$ 优于香糯 $ 号" 中糯 "1$
也是 & 个供试品种中经济性状最好的" & 个品种的

果穗都较原产地有变小的趋势!可能与播期提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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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较低有关2表 1T#

!"# 商品性状及食味鉴定

据调查"参试的 X 个品种果穗均为柱状"子粒均

匀"有金黄色和白色"商品性状好# 比较食味性状"1
个甜玉米均优于糯玉米#其中以中甜 ) 号最甜"因为

它本身就是加强甜品种$而湘玉超甜 " 号%华甜玉 "

穗 长 穗 粗 穗行数 行粒数 秃尖长 单穗鲜重

2=JT 2=JT 2行T 2粒T 2=JT 2YT

湘玉超甜 " 号 )"$1 1$W "1$4 1"$+ )$0 )"1$W
华甜玉 " 号 "’$) 1$X "($) 1)$0 4$+ "WX$1
中甜 ) 号 )4$’ 1$+ "($0 (0$" )$4 )4)$+
穗美 ’W4" "’$) 1$( "($X (+$) ($" "W"$X
中糯 (4" )($" 1$’ "+$) (X$) )$4 )("$)
香糯 " 号 ))$) 1$1 "1$0 (’$0 "$1 ))($0

品 种

表 $ 不同品种的主要经济性状

号%穗美 ’W4" 的食味均佳#对于 ) 个糯玉米品种"虽

其食味不及几个甜玉米品种"但适采期长"鲜储品质

降低速度较慢"食味有其独特风味"最适合规模小的

散户种植#
!"% 鲜穗产量结果分析

从表 + 看出"X 个供试品种以中糯 (4" 产量最

高"穗美 ’W4" 产量最低# 1 个甜玉米供试品种以湘

玉超甜 " 号产量最高#
以小区平均产量2ZY [ X4 J)T为标准"作新复极差

测验2R\]4$+’T# 测验结果表明!) 个糯玉米品种间产

量达显著水平") 个糯玉米品种都与 1 个甜玉米品

种达极显著水平$ 湘玉超甜 " 号与其他 ( 个甜玉米

品种达极显著水平2表 +T#

品 种 中糯 (4" 香糯 " 号 湘玉超甜 " 号 中甜 ) 号 华甜玉 " 号 穗美 ’W4"

产量2H [ >J)T ")$0W ")$1+ ""$0( ""$)" ’$0) ’$X"
显著性 +^ 9 A = F B B

"^ - - V 5 _ _

表 # 不同品种产量的多重比较&新复极差测验’

( 小 结

试验结果表明! !引进的 X 个鲜食甜糯玉米品

种在永州市早春种植" 采用育苗移栽和地膜覆盖栽

培等促早栽培技术"适应性都好"产量都较高"性状

优良" 品质好# 如果种植糯玉米以选择中糯 (4" 最

好"种植甜玉米以选择湘玉超甜 " 号最好#从产量和

经济效益看"中糯 (4" 鲜穗产量达 ")$0W H [ >J)"产值

在 ($(+ 万元S当地市场价 )$X 元 [ ZYT以上$湘玉超甜

" 号产量达 ")$1+ H [ >J)"产值在 ($W1 万元S当地市场

价 ($4 元 [ ZYT以上# 玉米秸秆还可作青贮饲料#"鲜

食甜糯玉米采用育苗定向移栽和地膜覆盖栽培的早

播早促栽培技术" 比传统常规栽培可提早上市 "4 F
左右" 但整个生长期拉长" 给田间管理带来一定困

难$同时投资增大"技术要求高"风险大# 因此"要根

据鲜食甜糯玉米特点"采用配套的栽培技术"依据市

场需求适度发展# #农民种植甜糯玉米是选择甜玉

米还是选择糯玉米"要根据产品用途来选择#如果是

散户种植且直接上市销售"最好选择糯玉米"因糯玉

米较易管理"产量较高"采收期弹性大"更适合零散

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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