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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 2016 年中鲜玉联合体黄淮海甜玉米组试验品种为材料，总结分析了参试品种的主要农艺性状、产量和品尝品质。

结果表明，华耐甜玉 302、BM488 综合性状表现较好，具有鲜果穗外观性状好、色泽优、子粒排列整齐、食味感好等特点，产量

比对照种增产显著，金甜 679 产量最高，但品质表现一般，综合特性次之。通径分析结果表明，穗长、穗粗、子粒产量对鲜穗产

量的直接效应为正，秃尖长对鲜穗产量的直接效应为负，且 4 个性状对鲜穗产量的综合作用大小依次为子粒产量 > 穗长 > 穗粗 >

秃尖长。以上结果为黄淮海地区糯玉米品种选育和推广提供了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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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参试材料为斯达甜 223、斯达甜

219、农科甜 601、农科甜 563、金冠 220、中甜 908、京
科甜 608、金甜 679、BM488、秋双甜 478、华耐甜玉

302，以当地主栽品种中农大甜 413 作为对照。

1.2　试验设计　试验地点为河南省周口市农科院

试验地，海拔 50m，地势平整，土壤为沙壤土，前茬作

物为小麦，于 2016 年 6 月 11 日播种，6 月 30 日追

施玉米专用复合肥 50kg/667m2。根据国家玉米品种

试验实施方案，鲜食甜玉米试验不设重复，小区面积

24m2，6 行区，收中间 4 行计产，试验周边设置与小

区行数相同的保护行。种植密度 3500 株 /667m2。

为防止花粉直感影响子粒品质，每品种套袋自交 20
株（穗），套袋隔离直至采摘，以备品尝。甜玉米最

佳采收期为授粉后 23~26d。
1.3　测定项目与方法　测定项目主要包括鲜食甜

玉米主要农艺性状、产量和品质性状 [5]，其中产量性

黄淮海甜玉米新品种主要农艺和产量性状的通径分析
许卫猛　魏常敏　李桂芝　宋万友　周文伟

（河南省周口市农业科学院，周口 466001）

黄淮海夏玉米区位于我国玉米带的中段，是我

国两大玉米优势产区之一，不论是种植面积还是年

产量都占据重要的地位 [1]。甜玉米作为一种水果蔬

菜，是玉米胚乳中糖转化为淀粉的基因（su1、bt2、
sh2、suse 等）隐形突变而成，以其独特的甜、香、鲜、

嫩，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 [2]，我国甜玉米育种发展

较晚，产品种类少，与国外差距很大。20 世纪 60-90
年代，国内甜玉米产业虽有较大发展和进步，但仍满

足不了生产需求，同时受区域气候和品种本身特性

的影响，造成生育期异常、结实率低、病虫害严重而

影响了品种的产量和品质，亟待进行改进 [3-4]。

本试验对国内 11 个甜玉米新品种开展区域比

较试验，通过比较各品种在抗性、产量、品质等方面

的综合特性差异，筛选出适合本地气候环境、品质好、

产量高的玉米品种，以期为在生产中推广应用提供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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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包括鲜果穗产量、出子率、鲜百粒重，品尝品质包

括外观、气味风味、色泽、甜度、柔嫩性、皮厚薄，测定

方法均按农业部行业标准（NY/T523-2002 甜玉米）

执行，品尝品质总分为各参数的分值之和。通径分

析方法参考骆雪春 [6] 的方法进行。数据统计和处

理采用 Excel 2007 和 DPS8.5 软件。

2　结果与分析
2.1　参试品种的主要农艺性状和产量性状比较　

对参试品种的主要农艺性状和产量性状比较（表 1）

可知，金甜 679 鲜穗产量最高，为 21.51kg，比对照高

29.34%，中甜 908 鲜穗产量最低，为 14.62kg，低于

对照 12.09%，金冠 220 低于对照 0.96%，其余品种

鲜穗产量均高于对照；华耐甜玉 302 子粒产量最高，

为 17.90kg，中甜 908 的子粒产量最低，为 9.91kg，参
试品种中华耐甜玉 302、金甜 679、BM488、京科甜

608、斯达甜 219、金冠 220、秋双甜 478 的子粒产量

均高于对照；秋双甜 478、BM488 的鲜百粒重低于

对照，其他各品种均高于对照。

表 1　参试品种的主要农艺性状和产量性状

品种名称
株高

（cm）

穗位高

（cm）

穗长

（cm）

穗粗

（cm）

秃尖长

（cm）
穗行数 行粒数

子粒深度

（cm）

鲜百粒重

（g）
子粒产量

（kg）

采收天数

（d）
鲜穗产量

（kg）

斯达甜 223 265 110 17.6 4.3 0 15.2 37.0 0.8 26.8 12.27 70 16.81 

斯达甜 219 233 97 18.6 4.3 0.8 17.6 36.6 0.7 29.7 14.84 70 17.81 

农科甜 601 250 89 19.6 4.0 1.0 16.2 33.6 0.5 32.8 11.76 67 18.32 

农科甜 563 232 92 18.2 4.5 0 17.6 30.6 0.8 39.1 11.26 67 16.80 

金冠 220 240 105 18.6 3.8 0 15.2 36.2 0.7 29.1 13.72 67 16.47 

中甜 908 210 90 17.4 4.0 1.0 13.2 37.8 0.5 40.0 9.91 67 14.62 

京科甜 608 230 89 19.8 4.5 2.5 17.2 37.8 0.8 32.6 15.40 67 19.50 

金甜 679 235 93 20.6 4.5 3.0 18.2 38.4 0.8 37.8 17.36 70 21.51 

BM488 248 98 18.8 4.7 3.0 17.4 42.8 0.9 24.8 16.24 70 20.16 

秋双甜 478 240 100 19.2 4.0 0 16.3 43.8 0.5 20.0 13.16 70 18.48 

华耐甜玉 302 237 99 18.8 4.5 0 19.4 37.8 1.0 32.8 17.90 70 21.34 

中农大甜 413（CK） 240 90 18.0 4.0 0 16.7 35.5 0.5 26.1 13.07 67 16.63

在农艺性状方面，各品种株高和穗位高差异

较大，其中斯达甜 223 最高为 265cm，中甜 908 最

低为 210cm。斯达甜 223 穗位最高为 110cm，农科

甜 601、京科甜 608 穗位最低为 89cm。金甜 679 的

果穗最长为 20.6cm，中甜 908 果穗最小为 17.4cm。

BM488 的果穗最粗为 4.7cm，金冠 220 果穗最细为

3.8cm ；秋双甜 478 行粒数最多为 43.8，农科甜 563
行粒数最少为 30.6；华耐甜玉 302 的穗行数最多为

19.4cm，中甜 908 的穗行数最少为 13.2；华耐甜玉

302 子粒深度最深为 1.0cm，BM488 次之，为 0.9cm。

2.2　参试品种的主要农艺和产量性状的通径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各性状的相互影响并揭示它们对

鲜穗产量直接和间接效应大小，以鲜穗产量为主

变量，其他性状为自变量，采用通径分析法，估算

出主要因素对鲜穗产量的直接影响效应，并将鲜

穗产量与各个性状之间的相关系数分解为直接和

间接作用，进一步剖析各个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

用，分别对株高（X1）、穗位高（X2）、穗长（X3）、穗粗

（X4）、秃尖长（X5）、穗行数（X6）、行粒数（X7）、子粒

深度（X8）、鲜百粒重（X9）、子粒产量（X10）、采收天

数（X11）与鲜穗产量（Y）做通径分析，得出方程： 
Y=-18.1972+1.10826X3+2.3730X4-0.2925X5+ 0.4151X10。

统计量如表 2 所示，穗长（X3）、穗粗（X4）、子粒产量

（X10）对鲜穗产量的直接效应为正，秃尖长对鲜穗产量

的直接效应为负，且 4 个性状对鲜穗产量的综合作用

大小依次为子粒产量 > 穗长 > 穗粗 > 秃尖长。说明

果穗的大小直接关系到产量的高低，果穗越大，产量

越高，在育种工作中，可以通过协调穗长和穗粗的大

小，以及尽可能地减小秃尖长来提高产量。

表 2　参试品种的主要农艺和产量性状的通径分析

通径系

数因子

直接

作用

间接作用

→ X3 → X4 → X5 → X10

X3 0.4894 0.0907 -0.1021 0.2962

X4 0.3240 0.1370 -0.0954 0.2870

X5 -0.1689 0.2960 0.1830 0.2314

X10 0.4902 0.2957 0.1898 -0.0797

　　综合作用 = 直接作用 + 间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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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泽，对品尝品质总分的提高作用越大，其所占分值

越高。通过对各品种感官品质和蒸煮品质进行综合

评价（表 3），可以看出：BM488 综合品质表现最好，

秋双甜 478 次之，华耐甜玉 302 第三，其余各品种综 

2.3　各品种品质性状的比较　由于甜玉米品质主

要与感官品质和品尝品质有关，品尝品质主要决定

于气味、色泽、风味、糯性、柔嫩性和皮厚薄，其作用

大小依次为糯性 = 皮厚薄 > 风味 = 柔嫩性 > 气味 =

表 3　各品种的品质性状（分）

品种名称
感官品质

（21~30 分）

蒸煮品质

总评分气味

（4~7 分）

色泽

（4~7 分）

风味

（7~10 分）

糯性或甜度

（10~18 分）

柔嫩性

（7~10 分）

皮厚薄

（10~18 分）

斯达甜 223 29 6.0 6.0 7.0 14.0 7.0 14.0 83.0

斯达甜 219 26 5.5 5.5 7.5 14.0 7.0 14.0 79.5

农科甜 601 21 5.0 5.0 8.0 15.0 8.0 15.0 77.0

农科甜 563 21 6.0 6.0 8.0 14.0 8.0 15.0 78.0

金冠 220 23 6.0 6..5 7.5 15.0 8.0 15.0 81.0

中甜 908 21 6.5 6.0 7.0 17.0 8.5 15.0 81.0

京科甜 608 21 6.0 5.0 8.0 13.0 8.0 14.0 75.0

金甜 679 26 6.0 6.0 7.5 14.0 8.5 15.0 83.0

BM488 29 6.0 6.0 8.0 15.0 8.5 15.5 88.0

秋双甜 478 29 6.0 6.5 7.0 15.0 8.0 15.0 86.5

华耐甜玉 302 26 6.5 5.5 7.5 15.5 8.5 16.0 85.5

中农大甜 413（CK） 24 6.0 6..5 8.0 16.0 8.5 16.0 85.0

合品质表现均低于对照。

3　结论与讨论
甜玉米主要作为一种特用蔬菜和水果食用，产

量和品质成为决定其经济价值高低的最重要因素，

同时也成为考察品种优劣的最重要指标，可以为下

一步的试验进程提供数据支撑和理论依据。

综合分析得出，华耐甜玉 302、BM488 综合性

状表现较好，具有鲜果穗外观性状好、色泽优、子粒

排列整齐、食味感好等特点，产量比对照增产显著，

金甜 679 产量最高，但品质表现一般，综合特性次

之。通径分析结果表明，穗长（X3）、穗粗（X4）、子粒

产量（X10）对鲜穗产量的直接效应为正，秃尖长对

鲜穗产量的直接效应为负，且 4 个性状对鲜穗产量

的综合作用大小依次为子粒产量 > 穗长 > 穗粗 >
秃尖长。果穗的大小直接关系到产量的高低，果穗

越大，产量越高，在育种工作中，可以通过协调穗长

和穗粗的大小，以及尽可能地减小秃尖长来提高产

量。2016 年散粉期存在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玉米

花粉活力降低或死亡，吐丝困难或花丝丧失受精能

力，不能完成授粉结实，雌雄穗花期不遇或不协调，

结实率下降，从而形成果穗秃尖、缺位、少子现象，严

重的则出现空棵。因此，黄淮海地区的甜玉米育种

应当加强高温干旱抗性育种，拓宽选系材料范围，

重点突破严重影响甜玉米产量和品质提高的限制 
因素。

在不断完善甜玉米本身品种特性的同时，还应

该注重提高其高产栽培技术的研究，实现良种良法

配套栽培 [7]，提高鲜食果穗的产量、外观品质、食用

品质和加工品质，以期提高其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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