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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收获期对敦玉 328 子粒含水量及 

制种效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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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决敦玉 328 杂交玉米收获期参差不齐、产量低而不稳的问题，选择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东洞乡制种玉米基地，

采用田间试验方法，进行了不同收获期对敦玉 328 制种玉米子粒含水量及效益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收获期与子粒含水量

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经济性状和经济效益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0 月 7 日与 10 月 4 日收获比较，子粒含水量、

经济性状、产量、产值、利润和投资效率差异不显著；但与 10 月 1 日收获比较，差异达显著和极显著水平。由此可见，敦玉 328

制种玉米在海拔高度 1550m 的酒泉市肃州区东洞乡适宜收获期为每年的 10 月 4-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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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选育的

杂交玉米品种敦玉 328，2013-2016 年在酒泉市制

种面积达到 2.15 万 hm2[1]，有效地促进了农民增收，

企业增效。在敦玉 328 制种玉米产业发展过程中，

存在收获期参差不齐导致产量低而不稳的突出问

题，影响了农民和企业的经济效益 [2]。依据上述存

在的问题，2016 年进行了 5 个不同的收获期对敦玉

328 制种玉米子粒含水量及经济效益变化规律的研

究，旨在为敦玉 328 制种玉米适宜收获期提供参考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在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东

洞乡小庙村二社连续种植制种玉米 12 年的基地进

行，试验地海拔 1550m，年均气温 7.3℃，年均降水量

81mm，年均蒸发量 2400mm，无霜期 150d，土壤类型

是灌漠土 [3]，0~20cm 耕作层有机质含量 22.46g/kg， 
碱 解 氮 45.32mg/kg，速 效 磷 12.47mg/kg，速 效 钾

145.23mg/kg，pH 值 8.45，土壤质地为轻壤质土，前

茬作物是制种玉米。

1.2　试验方法　试验设计 5 个处理，处理 1：9 月

25 日收获；处理 2：9 月 28 日收获；处理 3：10 月 1
日收获；处理 4：10 月 4 日收获；处理 5：10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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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以 9 月 25 日收获为对照（CK），每个处理重

复 3 次，随机区组排列。

试验小区面积 32m2（8m×4m），2016 年 4 月

25 日播种，播种深度为 4~5cm，父母本株距 22cm，

父母本行距 50cm。父母本行比 1∶6，先播全部母本，

父本采用“行比 + 满天星”方式种植，母本播后 5d，
播种第 1 期父本及满天星，10d 后播种第 2 期父本。

播种前在 0~20cm 耕作层施入磷酸二铵 600kg 作底

肥；在玉米大喇叭口期、开花期和灌浆期结合灌水每

次每 hm2 追施尿素 225kg，追肥方法为穴施，其他田

间管理措施与大田相同。

玉米收获时，在试验小区中间 2 行内按照传统

采样方法采集 30 株，测定子粒含水量、穗粒数、穗粒

重和百粒重。子粒含水量采用作物子粒含水量测定

仪测定；茎粗采用游标卡尺法测定；百粒重采用烘干

法测定。每个试验小区单独收获，将小区产量折合

成每 hm2 产量进行统计分析。

1.3　数据处理方法　采用 DPSS 10.0 统计软件分

析，差异显著性采用 LSR 法 [4-5]。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收获期对子粒含水量和农艺性状的影响

2.1.1　对子粒含水量的影响　由表 1 可知，随着收

获期的延长，敦玉 328 制种玉米子粒含水量在递减，

经相关分析可知，收获期与子粒含水量之间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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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R）为 -0.9786。10 月 7
日收获，子粒含水量最低，平均为 23.98%，与 10 月

4 日收获差异不显著（P>0.05），与其他处理差异极

显著（P<0.01）。
2.1.2　对穗粒鲜重的影响　由表 1 可知，随着收获

期的延长，敦玉 328 制种玉米穗粒鲜重在递增，经

相关分析可知，收获期与穗粒鲜重之间呈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相关系数（R）为 0.9455。10 月 7 日收

获穗粒鲜重最重，平均为 96.10g/ 穗，与 10 月 4 日

和 10 月 1 日收获比较，穗粒鲜重分别增加 0.08%
和 2.82%，差异不显著（P>0.05）；与 9 月 28 日和

9 月 25 日收获比较，穗粒鲜重分别增加 5.73% 和

8.78%，差异显著（P<0.05）。
2.1.3　对穗粒干重的影响　由表 1 可知，随着收获

期的延长，敦玉 328 制种玉米穗粒干重在递增，经

相关分析可知，收获期与穗粒干重之间呈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相关系数（R）为 0.9757。10 月 7 日收获

穗粒干重最重，平均为 73.85g/ 穗，与 10 月 4 日收获

比较，穗粒干重增加 2.50%，差异不显著（P>0.05）；
与 10 月 1 日收获比较，穗粒干重增加 9.78%，差异

显著（P<0.05）；与 9 月 28 日和 9 月 25 日收获比较，

穗粒干重分别增加 20.57% 和 31.13%，差异极显著

（P<0.01）。
2.1.4　对百粒重的影响　由表 1 可知，随着收获期

的延长，敦玉 328 制种玉米穗粒鲜重在递增，经相

关分析可知，收获期与百粒重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相关系数（R）为 0.9498。10 月 7 日收获百粒

重最重，平均为 29.43g，与 10 月 4 日和 10 月 1 日

收获比较，百粒重分别增加 0.72% 和 2.76%，差异

不显著（P>0.05）；与 9 月 28 日和 9 月 25 日收获

比较，百粒重分别增加 7.06% 和 9.65%，差异显著 
（P<0.05）。

表 1　不同收获期对敦玉 328 农艺性状的影响

收获期

子粒

含水量

（%）

穗粒

鲜重

（g/ 穗）

穗粒

干重

（g/ 穗）

百粒重

（g）

9 月 25 日（CK） 36.24aA 88.34cA 56.32eC 26.84dA

9 月 28 日 32.61bB 90.89bA 61.25dB 27.49cA

10 月 1 日 28.02cC 93.46aA 67.27cA 28.64aA

10 月 4 日 24.86dD 96.02aA 72.05aA 29.22aA

10 月 7 日 23.98dD 96.10aA 73.85aA 29.43aA

同列大写字母为 LSR0.01，小写字母为 LSR0.05 显著差异水平，下同

2.2　不同收获期对产量和经济效益的影响

2.2.1　对产量的影响　由表 2 可知，随着收获期的

延长，敦玉 328 制种玉米产量在递增，经相关分析

可知，收获期与产量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

关系数（R）为 0.9735。10 月 7 日收获产量最高，平

均为 6.71t/hm2，与 10 月 4 日收获比较，增产 2.44%，

差异不显著（P>0.05）；与 10 月 1 日收获比较，增产

9.82%，差异显著（P<0.05）；与 9 月 28 日和 9 月 25
日收获比较，分别增产 20.68% 和 31.05%，差异极显

著（P<0.01）。

表 2　不同收获期对敦玉 328 产量和经济效益的影响

收获期
产量

（t/hm2）

产值

（万元 /
hm2）

生产

成本

（万元 /
hm2）

利润

（万元 /
hm2）

投资

效率

（元 / 元）

9月25日（CK） 5.12dC 6.14dC 2.51aA 3.63eD 1.45dD

9 月 28 日 5.56cB 6.67cB 2.51aA 4.16dC 1.66cC

10 月 1 日 6.11bA 7.33bA 2.51aA 4.80cB 1.92bB

10 月 4 日 6.55aA 7.86aA 2.51aA 5.35aA 2.13aA

10 月 7 日 6.71aA 8.05aA 2.51aA 5.54aA 2.21aA

生产成本 =[ 种子 900 元（30kg×30 元）+ 肥料 4200 元 [ 尿素（900kg×2
元）+（磷酸二铵 600kg×4 元）]+ 地膜 810 元（45kg×18 元）+ 水 
费 1800 元（5 次 ×360 元）+ 机耕费 2100 元（2 次 ×1050 元）+ 农 
药 750 元（2 次 ×375 元）+ 人工去雄和收获 7800 元（人工去雄 
3900 元 + 人工收获 3900 元）+ 田间管理 6900 元（浇水 2250 元 + 施

肥 2400 元 + 中耕除草 2250 元）=25080（元 /hm2）；2016 年制种玉米

种子售价为 12000 元 /t

2.2.2　对产值的影响　由表 2 可知，随着收获期的

延长，敦玉 328 制种玉米产值在递增，经相关分析

可知，收获期与产值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

系数（R）为 0.9752。10 月 7 日收获产值最高，平均

为 8.05 万元 /hm2，与 10 月 4 日收获比较，产值增加

2.42%，差异不显著（P>0.05）；与 10 月 1 日收获比

较，产值增加 9.82%，差异显著（P<0.05）；与 9 月 28
日和 9 月 25 日收获比较，产值分别增加 20.69% 和

31.11%，差异极显著（P<0.01）。
2.2.3　对利润的影响　由表 2 可知，随着收获期的

延长，敦玉 328 制种玉米利润在递增，经相关分析

可知，收获期与利润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

系数（R）为 0.9746。10 月 7 日收获利润最高，平均

为 5.54 万元 /hm2，与 10 月 4 日收获比较，利润增加

3.55%，差异不显著（P>0.05）；与 10 月 1 日、9 月

28 日和 9 月 25 日收获比较，利润分别增加 15.42%、

33.17% 和 52.62%，差异极显著（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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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对投资效率的影响　由表 2 可知，随着收获期

的延长，敦玉 328 制种玉米投资效率在递增，经相关

分析可知，收获期与投资效率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相关系数（R）为 0.9751。10 月 7 日收获投资效率

最高，平均为 2.21 元 / 元，与 10 月 4 日收获比较，投资

效率增加 3.76%，差异不显著（P>0.05）；与 10 月 1 日、

9 月 28 日和 9 月 25 日收获比较，投资效率分别增加

15.10%、33.13% 和 52.41%，差异极显著（P<0.01）。

3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收获期与敦玉 328 制种玉米

子粒含水量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经济性状

和经济效益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0 月 7 日

与10月4日收获比较，子粒含水量、经济性状、产量、

产值、利润和投资效率差异不显著；但与 10 月 1 日

收获比较，差异达显著或极显著水平。由此可见，敦

玉 328 制种玉米在海拔高度 1550m 的酒泉市肃州

区东洞乡适宜收获期为每年的 10 月 4-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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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小豆新品种（系）的鉴定与评价
周桂梅　刘振兴　陈　健

（河北省唐山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唐山 063001）

摘要：采用田间鉴定及主成分分析法，对 25 个红小豆新品种（系）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参试品种间类型较丰富，

同一性状间的变异较大；苏红 16-3、苏红 15-8、H037 等 3 个新品种（系）在唐山地区不能成熟；品种间产量差异达极显著水

平，12 个新品种（系）的产量超过对照；根据与对照品种的产量差异，将供试品种（系）划分为高产、中产、低产 3 个组群；产量居

前 8 位的依次为冀红 0015、唐红 2010-12、冀红 0001、唐红 2010-23、白红 8 号、品红 2011-18、保红 201014-20、品红 2011-20，

主成分分析综合指标排前 8 位的依次为：品红 2011-20、保红 200831-2、1103、渝红 3 号、唐红 2010-12、唐红 2010-23、冀红

0001、冀红 0015；产量较高且综合评价较好的品种为冀红 0015、唐红 2010-12、冀红 0001、唐红 2010-23 和品红 2011-20 等 5

个新品种（系），因此确定这 5 个新品种（系）可在生产上直接大面积示范推广，亦可作为优良亲本。

关键词：红小豆；鉴定；主成分分析；综合评价

红小豆起源于我国，是我国主要的食用豆类之

一 [1]。其富含营养，医食同源，是保健食品开发的重

要资源，也是当前农业种植业结构调整和经济欠发

达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首选作物。随着人们对膳食

结构要求的改变及农业供给侧改革，红小豆的消费

量、种植面积必将有一定程度的提高。红小豆长期

以来被视为小作物，研究力量薄弱，新品种选育及推

广受到限制，致使生产用种参差不齐。近年来，在国

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的资助下，全国食用豆科研

队伍得到了巩固与壮大，科研水平不断提高，已培育

出多个高产优质红小豆新品种（系）。引种是简而

易行、迅速有效的一种育种方法 [2]，可在 2~3 年内获

得优良品种，实现优新品种的更换；但是，引种不能

盲目，要掌握一定的原则。新品种（系）适应性鉴定

试验是引种最关键的一环，因为每个品种都有一定

的生态适应性，通过鉴定试验、正确评价 [3-4]，可以筛

选出适宜当地生态环境的品种。本项研究由国家食

基金项目： 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建设（CARS-09）；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2014BAD07B05-36）；唐山市科技支撑计划（1412502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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