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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西部地区滴灌条件下宜机械
粒收玉米品种筛选

刘方明，窦金刚，高玉山，孙云云，侯中华，刘慧涛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资源研究所，长春 130033)

摘 要：确定宜机械粒收的玉米品种是构建吉林省西部旱作补灌区玉米丰产增效技术模式的重要内容之一。

2018年和2019年在吉林省西部地区开展滴灌条件下宜机械粒收玉米品种的筛选试验，测定38个玉米品种的收获

子粒含水率和产量，并按玉米子粒含水率和产量水平采用双向平均法作图进行品种分类。结果表明，本研究初步筛

选出5个滴灌条件下宜机械粒收玉米品种，分别是迪卡159、福莱77，稷秾108、吉农大889和优迪919。根据品种综

合性状分析，吉农大889较优，其次为迪卡159，可以作为适宜吉林省西部滴灌条件下丰产高效栽培的推荐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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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ing of Maize Cultivars Suitable for Mechanical Kernel Harvest
under Drip Irrigation in Western Areas of Jilin Province

LIU Fang-ming, DOU Jin-gang, GAO Yu-shan, SUN Yun-yun, HOU Zhong-hua, LIU Hui-tao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Research, Jili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Changchun 130033, China)
Abstract: The determination of maize varieties suitable for mechanical kernel harves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for constructing the technical model of high yield and increasing efficiency of maize in the dry irrigation ar⁃
ea in western areas of Jilin province. From 2018 to 2019 the maize cultivars suitable for mechanical kernel harvest
test were carried out under drip irrigation in western regions of Jilin province. The harvest grain moisture content
and yield for 38 maize cultivars were tested. According to grain moisture content and yield level, the two-way aver⁃
age method was used to make graphs for classifying cultiva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5 maize cultivars including
Dika159, Fulai 77, Jinong108, Jinongda889 and Youdi919 suitable for mechanical kernel harvest under drip irriga⁃
tion are preliminarily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cultivars analysis on comprehensive characters, it is found that Ji⁃
nongda889 was the best, followed by Dika159, both can be used for recommended cultivars for high yield and high
efficiency cultivation under drip irrigation in western areas of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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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sting; Grain moisture content; 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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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2018年吉林省玉米播

种面积达到420万hm2，单产水平可达7 389 kg/hm2，

总产量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75%以上。玉米机械粒

收作为玉米高产全程机械化技术体系的一个重要环

节，可以有效地提高机械化生产的作业效率，降低生

产成本[1]。机械粒收技术对玉米产量影响因素的研

究发现，玉米后期子粒含水率偏高是直接影响子粒

质量的重要因素[2～5]。因此，筛选出后期脱水快、产

量高、综合性状表现好的机械粒收玉米品种，有利于

适宜不同地区玉米机械粒收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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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粒收品种筛选的研究方法较多，研究者提

出，可以采用玉米子粒含水率和产量水平双向平均

法作图，对供试品种进行分类。不同地区机械粒收

品种筛选研究结果表明，宁玉 524、MC703和真金 8
号等可以作为北京地区推荐品种[6]。迪卡517、京农

科 728 和泽玉 8911 等可以作为江苏地区推荐品

种 [7]。京农科 728和丰垦 139等可以作为黑龙江地

区推荐品种。吉林省机械粒收品种筛选研究提出，

吉第 816、先玉335和迪卡159等可以作为吉林省扶

余等地区推荐品种；先玉 027、农华 205和迪卡 517
为等作为吉林省公主岭、梨树等地适宜玉米机械粒

收品种 [8～10]，目前适宜吉林省西部半干旱地区滴灌

条件下的玉米机械粒收品种较少。

为了提高吉林省西部地区滴灌条件下玉米机械

收获质量，2018～2019年在吉林省西部地区开展滴

灌条件下宜机粒收玉米品种筛选试验，分析38个玉

米品种子粒含水率和产量，采用玉米子粒含水率和

产量水平双向平均法作图，筛选出水分含量低、产量

高的机械粒收玉米品种，为西部旱作补灌区玉米丰

产增效技术模式的构建提供基础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本试验于 2018～2019年在吉林省乾安县赞字

乡父字村进行。试验区位于吉林省松原市乾安县

(123°21′16″～124°22′50″E，44°37′47″～45°18′08″N)。
该地区为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5.6℃，

日照时间为 2 866.6 h，≥10℃积温为 2 884.5℃·d，平
均无霜期为146 d，气候特点是干旱多风。年平均降

雨 量 400 mm，但 2018～2019 年 平 均 降 雨 量 为

510 mm(2018～2019年乾安县气象局统计数据)，主
要集中在 6～8月份，2018年 9～10月(收获前)降雨

量分别为 42.7 mm，2019年 9～10月(收获前)降雨量

分别为4.6 mm。土壤类型为黑钙土。

1.2 试验设计

供试玉米品种38个，其中选用吉林省主推品种

29个(表 1)。以不适宜机收的郑单 958和较适宜机

收的先玉335作对照。每个品种植4大垄，行长8 m，

小区面积 41.6 m2，3次重复。其中玉米品种种植密

度均为 75 000株/hm2。2018年播种时间为 5月 15
日，收获时间为 10月 13日；2019年播种时间为 5月
9～10日，收获时间为10月11日。玉米种植方式采

用大垄双行覆膜滴灌水肥一体化种植法，田间水肥

管理参照《半干旱区玉米水肥一体化技术规程》

(DB22T 2383-2015)。

表1 供试品种

Table 1 Test cultivars
序 号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注：*为吉林省2018年主推品种，△为吉林省2019年主推品种。

Note: * were the main popularized varieties of Jilin province in 2018; △ were the varieties in 2019.

品 种

Cultivar
迪卡159*
杜育311
福莱77△

禾育301*△

禾育47*△

禾育9*△

恒育188*
恒育218*△

桦单398
吉单1402△

吉单551
吉单56*△

吉单96*△

序 号

No.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品 种

Cultivar
吉农大585△

吉农大889*△

吉农大935*△

吉农玉1881△

吉农玉719*△

稷秾108*
金园15*△

金园5
九单318*
良玉66
良玉911
良玉99△

天龙华玉117*△

序 号

No.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品 种

Cultivar
天龙华玉669
先玉1225*
先玉335(对照)*△

翔玉211△

翔玉998△

雄玉581*△

优迪519
优迪599
优迪919*△

泽玉501*
泽玉8911*△

郑单958(对照)*

1.3 品种分类与筛选方法

按玉米子粒含水率和产量水平 2个指标，采用

双向平均法作图进行品种分类。

1.4 测定项目与方法

测定玉米子粒含水率和产量。在生理成熟期后

收获，每个小区4大垄采用人工摘取全部果穗，进行



田间现场实测。按平均穗重法取 20个果穗作为标

准样本，测定鲜穗出籽率，采用种子水分测定仪

(SM-200)测定子粒含水率，3次重复。按国家标准

含水率14.0%计算出实际产量。

实收产量=鲜穗重(kg/hm2)×出籽率(%)×[1-含水

率(%)]/(1-14%)。
1.5 数据统计与分析

采用 Excel 2007和 IBM SPSS Statistics 19软件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玉米子粒含水率与产量表现

2018年收获时，38个玉米品种的平均子粒含水

率为23.77%，品种间变幅为20.93%～23.60%，其中，

23个品种子粒含水率小于平均值。38个玉米品种

的平均产量为 12 107.32 kg/hm2，品种间变幅为

98 190.03～14 211.98 kg/hm2，其中18个品种产量高

于平均值。收获子粒含水率低于平均值且产量高于

平均值、落在第Ⅱ象限的品种共 15个，数量占供试

品种总数的39.47%(图1)。
2019年收获时 38个品种的平均子粒含水率为

22.85%，品种间变幅为 20.60%～25.96%，其中 20个

图1 2018年玉米收获子粒含水量与产量水平分布

Fig.1 Analysis on maize grain moisture content at harvest and yield level in 2018

图2 2019年玉米子粒含水量与产量水平分布

Fig.2 Analysis on maize grain moisture content at harvest and yield level i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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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子粒含水率小于平均值；38个品种平均产量为

11 364.22 kg/hm2，品 种 间 变 幅 为 8 301.00～
13 402.59 kg/hm2，其中 19个品种产量高于平均值。

收获子粒含水率低于平均值且产量高于平均值、落

在第Ⅱ象限的品种 9个，数量占供试品种总数的

23.68%(图2)。
2.2 适宜机械粒收品种的初步筛选

吉林省西部适宜机械粒收品种的初步筛选见

表 2。2018年和 2019年收获子粒含水率低于平均

值且产量高于平均值，均落在第Ⅱ象限的品种共有

5个，分别为迪卡159、福莱77，稷秾108、吉农大889

和优迪919，均符合倒伏率≤5%条件，可以作为吉林

西部机械粒收初步筛选品种。仅参试 1年、落在第

Ⅱ象限的品种共 14 个，包括 2018 年的泽玉 891、
九单 318、禾育 47和翔玉 211共 4个品种和 2019年

的吉农玉 719、吉农玉 1881和金园 15等 10个品种，

这些品种进行下一年测试。

以收获子粒含水率高于平均值且产量高于平均

值为指标，2018年和2019年均落在第 I象限并符合

倒伏≤5%条件的品种为禾育 301和郑单 958(对照)，
这两个玉米品种生育期偏长，可作为搭配品种，适当

延长收获期后进行机械收获。

表2 宜机械粒收品种初步筛选结果

Table 2 Preliminary selecting results of maize cultivars suitable for mechanical kernel harvest
类 别

Category
第 I象限：高水分高产量品种

第 II象限：低水分高产量品种

仅1年在第 II象限：低水分高产量品种

第 III象限低水分低产量品种

第 IV象限高水分低产量品种

年 份

Year
2018、2019
2018、2019
2018
2019

2018、2019
2018、2019

品种名称

Selected cultivar
禾育301、郑单958(对照)
迪卡159、福莱77，稷秾108、吉农大889、优迪919
泽玉891、九单318、禾育47、翔玉211
吉农玉719、吉农玉1881、金园15、雄玉581、禾育301、优迪599、金园5、
天龙华玉669、吉单1402、恒育188
杜育311、禾育9、吉农大935、先玉335(对照)
吉单551、吉单96、良玉99、翔玉998、泽玉501

以收获子粒含水率低于平均值且产量低于平均

值为指标，两年均落在第Ⅲ象限共有 4 个品种，

杜育311、禾育9、吉农大935和先玉335(对照)，这些

品种熟期较短，脱水速率较快，推荐在热量资源偏少

的地区种植。

2.3 初步筛选品种的子粒含水率和产量分析

推荐玉米品种的子粒含水率分析见表3。2018
年推荐品种子粒含水率的高低排序为郑单 958>
福莱 77、优迪 919 、先玉 335>迪卡 159、吉农大 889>
稷秾 108，品种间子粒含水率差异显著 (p<0.05)。
2019年推荐品种子粒含水率的高低排序为郑单958>
福莱 77、优迪 919>迪卡 159、稷秾 108、郑单 958>

表3 推荐玉米品种的子粒含水率分析

Table 3 Analysis on grain moisture content for recommended maize cultivars

品 种

Cultivar

迪卡159
福莱77
吉农大889
稷秾108
优迪919
郑单958
先玉335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品种间子粒含水量0.05水平上差异显著。下表同。

Not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d tha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of grain moisture content among cultivars at the 0.05 lev⁃
el. The same below.

玉米子粒含水量(%) Maize moisture content

2018年

22.33±0.12 c
23.30±0.10 b
22.33±0.25 c
21.70±0.26 d
23.53±0.15 b
26.63±0.12 a
23.37±0.57 b

2019年

21.63±0.75 c
22.70±0.66 b
22.40±0.55 bc
20.60±0.07 d
22.73±0.12 b
25.50±0.30 a
21.30±0.67 cd

平 均

Average
21.98±0.61 b
23.00±0.53 a
22.37±0.38 b
21.15±0.63 b
23.13±0.46 a
26.07±2.90 a
22.33±1.26 b



吉农大 889>稷秾 108，品种间子粒含水率差异显著

(p<0.05)。通过两年子粒含水量平均值分析可以看

出，福莱 77、优迪 919和郑单 958的子粒含水量较

高，迪卡 159、吉农大 889、稷秾 108和先玉 335子粒

含水量较低。

推荐玉米品种的产量分析见表 4。2018年 7个
品种玉米产量的高低排序为福莱 77、吉农大 889、
稷秾 108>迪卡 159>先玉 335(p<0.05)，优迪 919 和

郑单958产量与迪卡159、先玉335二者差异不显著

(p>0.05)。2019年 7个品种玉米产量的高低排序为

迪卡159和吉农大889>郑单958>福莱77、稷秾108、
优迪 919、先玉 335(p<0.05)。通过玉米产量两年平

均值分析可以看出，吉农大889玉米产量较高，其次

为迪卡 159，福莱 77、郑单 958和稷秾 108，优迪 919
和先玉335玉米产量较低，吉农大889产量明显高于

优迪919和先玉335(p<0.05)。
综合分析 5个推荐品种两年产量和子粒含水

率，吉农大889综合性状较优，产量13 479.74 kg/hm2，

子 粒 含 水 率 22.37% ；其 次 为 迪 卡 159，产 量

13 046.53 kg/hm2，子粒含水率 21.98%，二者均可作

为推荐品种。福莱77和稷秾108产量表现不稳定、

优迪919产量较低，建议不作推荐品种，应在下一年

继续研究验证。

3 结论与讨论

玉米机械粒收质量指标主要包括子粒破碎率、

杂质率和田间损失率等，子粒含水率高是导致破碎

率和杂质率高的重要因素[11，12]。本研究采用玉米子

粒含水量和产量水平双向平均作图方法，初步筛

选出吉农大 889、迪卡 159、福莱 77、稷秾 108 和

优迪 919作为吉林西部滴灌条件下机械粒收品种。

这5个品种属于吉林省主推品种，产量、抗性等综合

性状较优。吉林省扶余、内蒙古赤峰和辽宁省地区

适宜机械粒收品种筛选研究中，提出迪卡 159可以

作为推荐品种之一 [13，14]。吉林省品种选育发现，

福莱77产量较高，抗性较强[15]。吉林省主栽中熟耐

密玉米品种综合评价的结果表明，吉农大 889和

稷秾 108产量明显高于先玉335[16]。吉林省22个主

推玉米品种区域试验研究表明，结合玉米产量—

含水量关联分析，迪卡 159、优迪 919等品种性状

较优[17]。

本研究以收获子粒含水率高于平均值且产量高

于平均值为指标，提出适宜机械粒收玉米搭配品种

为郑单 958和禾育 301。郑单 958是吉林省主推中

晚熟品种之一，产量稳定性较好，在吉林省种植面积

较大；禾育301作为吉林省的主推晚熟品种，产量水

平较高，抗性较好。在农业生产中可以将禾育 301
和郑单 958作为延迟收获搭配品种，适当延长机械

收获时间。

玉米品种的产量受到播种时间、种植密度、气候

条件和病虫害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筛选适宜机械

粒收玉米品种需进行多年田间验证。结合两年试验

结果综合分析，在滴灌、种植密度 7.5万株/hm2条件

下，发现吉农大 889和迪卡 159产量较高，优迪 919
产量较低，福莱77和稷秾108产量不稳定，分析原因

可能与种植密度、温度和降水等气候因素有关。因

此，建议在连续多年田间试验基础上继续进行适宜

机械粒收品种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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