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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海地区夏玉米品种灌浆特性的拟合与分析

王育红，张 园，王向阳，孟战赢，张少澜
(洛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河南洛阳471022)

摘 要：采用聚类分析法，对水罩2种不同水分处理的12个不同生态类型的夏玉米品种灌浆特性进行分析研

究，以期探明水分对不同生态型夏玉米产量及灌浆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灌水处理对金赛29、浚单20、郑单958、

中科4号的增产效果最为明显，而对浚单009、浚单18有一定的减产作用；灌水处理对不同品种的平均灌浆速率和

灌浆持续时闻都有不同程度提高，金豫8号、中科4号、浚单18的平均灌浆速率均有较大幅度提高；根据玉米的灌

浆特性和产量，对12个玉米品种进行聚类分析，水早两种处理均分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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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海平原夏播玉米区，是全国玉米主产区，位

于北方春玉米区以南，淮河、秦岭以北，属暖温带半

湿润气候类型，无霜期170—220 d，光、热、水资源丰

富，地势平坦，土层深厚，年平均降雨量530—780

mrfl，夏季降雨量占全年的70％以上，灌溉玉米面积

约733．33万hm2，占黄淮海夏玉米种植面积的50％

以上，约占全国种植面积的32％，总产量约2 200万

t，占全国的34％左右[卜3J。黄淮海夏玉米生产的发

展，对我国全年粮食生产起着重要作用。

灌浆期是玉米生长发育过程中极为重要的生育

阶段。玉米的产量受灌浆阶段干物质积累量的影响

较大。灌浆速率受基因型和环境条件的共同影

响⋯。灌浆时间的长短和灌浆速率决定了玉米灌浆

时期的干物质积累量【5J。作物经济产量的高低是由

生物产量即干物质积累的多少所决定的，但又受经

济系数的制约。因此，掌握玉米的干物质积累与分

配对提高产量具有重要意义[6-9J。

本试验选取黄淮海地区目前大面积推广、新审

定或新育成表现突出的12个玉米新品种，通过水早

处理，并采用模糊聚类分析，研究不同生态型品种的

灌浆特性，以期为玉米育种及玉米合理区域化种植

提供科学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2008年在洛阳玉米综合试验站试验田

进行。该试验地灌排方便，地势平坦，肥力上中等且

均匀。土壤类型为褐土，土体深厚，质地均匀，基础

肥力为有机质17．6 g／kg，全氮1．1 g／kg，碱解氮

66．8 mg／kg，速效磷30．1 mg／kg，速效钾165．6

mg／kg。本年度玉米生育期降雨量为419．95衄。
1．2试验材料

黄淮海推广面积达6．7万公顷以上的品种：郑

单958、浚单20、洛玉4号、金赛29、洛单6号、浚单

009、登海602、洛玉8号、浚单18、中科4号、金豫8

号、农大108。

1．3试验设计

随机区组排列，设水旱两组，隔离带2 m，每组3

次重复，随机排列，6行区，6 m长，等行距0．67 m种

植。播种后水旱区统一浇蒙头水，水区于6月27

日、8月3日浇2次水，每次灌水量为l 050 m3／hm2，

其它管理同大田。

1．4测定项目与方法

在采样区中，选同一天散粉，生长整齐一致的果

穗标记。自玉米开花后每隔10 d取一次样，灌浆末

期每隔一周采一次样，每次采3穗，杀青烘干称

重【10_12|。玉米收获后进行测产考种，收获10个果

穗，调查穗长、穗粗、秃尖长、籽粒长、千粒重等。

1．5数据分析

对观测数据采用Sigmaplot、CURXPT、SPSS软件

进行作图和分析。用CURXPT软件模拟灌浆过程，

得出灌浆参数，并以此计算灌浆次级参数。用SPSS

软件进行聚类分析。

灌浆参数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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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Logistic方程拟合散粉后籽粒干重变化规律，

Logistic方程的表达式为：矽=耽／(1+Ae’m)，t为

散粉后天数，散粉日计t=0，肜为花后千粒籽粒干

重，以下计算均以千粒为单位；Wo为理论千粒籽粒

最大干重；A、曰为参数。由方程的一阶导数和二阶

导数推导出一系列灌浆参数【”·1利。

(1)灌浆高峰开始日期tI=[In A—ln(2+

31尼)]／B；对应于此时的千粒籽粒干重为E．=

形o／(1+Ae—mI)。

(2)灌浆高峰结束日期‘2=[In A+ln(2+

3加)]／B；对应于此时的千粒籽粒干重为亿．=

耽／(1+Ae’m2)。

(3)灌浆结束日期：t3=[1n A 4-4．59512]／B；

对应于此时的千粒籽粒干重为矾。

(4)最大灌浆速率出现日％=(1n A)／B；最大

灌浆速率％=觋×B／4。

(5)灌浆渐增期持续时间(天数)rl，平均灌浆

速率t，l=Wl／tl；累积籽粒重形l；灌浆速增期持续

时间(天数)砭=t2一t1，平均灌浆速率移2=(觋一

W1)／(t2一t1)；累积籽粒重耽=矾．一形．；灌浆缓

增期持续时间(天数)巧=t3一t2，平均灌浆速率移3

=(耽一形2)／(t3一t2)，累积籽粒重W3=Wt．一

乃o

(6)灌浆总天数r，平均灌浆速率vo=wo／t3。

2结果与分析

2．1不同生态型夏玉米品种灌浆参数分析

用Logistic方程对其进行拟合，得出12个品种

的灌浆参数(表1)。R为0．99，拟合效果良好。从

拟合的情况来看，水区的籽粒干物质积累重较旱区

的要高。灌水处理条件下，不同品种灌浆渐增期、快

速增长期、缓增期的干物质积累重都较自然降水条

件下干物质积累重有所提高。灌水处理条件下金赛

29的渐增期、快速增长期、缓增期的干物质积累重

较旱区增加量(6．12、16．73、5．83 g)均为最高。登海

602灌浆各阶段的增量则最少，分别为0．37、1．01、

0．35 g。除郑单958、浚单009、登海602、中科4号

外，灌水处理不同程度地延长了灌浆持续时间，金赛

29灌水处理延长灌浆时间16．75 d，中科4号灌水处

理则减少灌浆时间2．57 d。灌水处理中科4号的平

均灌浆速率提高最多，为每千粒0．49 g／d，浚单20、

金赛29、洛06—2则降低了平均灌浆速率，金赛29

降低的最多，为每千粒0．86 g／d。

2．2聚类分析

采用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方法，对灌浆各

参数进行聚类分析(图1、2)，各品种类群性状的平

均值列于表2。

对水区玉米品种进行聚类分析，在欧氏距离为

6时，可将这12个品种的灌浆参数分为3类，以郑

单958、浚单20和登海602为代表的8个品种归为

一类，此类特征千粒干物质积累量较少，灌浆能力一

般，平均灌浆速率(5．14 g／d)居中等水平。灌浆渐

增期、速增期和缓增期的干物质积累量和灌浆速率

较其它分类低。灌浆渐增期、速增期、缓增期的持续

时间居中等水平。

洛玉8号、中科4号、洛玉5号归为第2类，此

类干物质积累量及各灌浆各阶段干物质积累量都处

于中等水平；灌浆持续时间和各阶段灌浆持续时间

较其它分类长(64．73 d)，平均灌浆速率和灌浆各阶

段灌浆速率都处于中等水平。

金豫8号为第3类，干物质积累重最大(413．74

g)，灌浆持续时间(60．61 d)和灌浆各时期持续较

短，各时期干物质积累重较其他分类大，平均灌浆速

率(6．83 g／d)和各阶段灌浆速率最大。

对旱地玉米进行聚类分析，在欧氏距离为6时

可将其分为三类。中科4号、洛玉5号、金豫8号归

为1类，此类特征：干物质积累量最大(378．47 g)，灌

浆性能最好，灌浆持续时间最长(64．44 d)，较第3

类长12．17 d，灌浆期各阶段千物质积累量、持续时

间和灌浆速率均处于最大水平。

郑单958、浚单18、浚单009为代表的8个品种

归为2类，干物质积累量处于中等是水平(318．75

g)，各阶段干物质积累量和灌浆速率处于中等水平。

平均灌浆速率(5．23 g／d)和各阶段的灌浆速率较其

它分类低。

金赛29单独归为一类，在旱区条件下，金赛29

的干物质积累量最低(277．2"／g)，灌浆持续时间最

短(52．27 d)。各阶段干物质积累量及持续时间都

最短。平均灌浆速率(5．3 g／d)和各阶段灌浆速率

较2类大。

2．3灌浆期籽粒千物质积累特性

灌浆是玉米生长后期经济产量形成的主要过程，

灌浆速率高低、灌浆峰值出现早晚以及持续时间长短

等都对最终产量起重要作用。在玉米籽粒灌浆过程

中测定了12个品种水旱条件下的籽粒灌浆过程，其

籽粒干重增长过程符合“S”型曲线(图3，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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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不周生态类型夏玉米品种的灌浆次级参数

Table l Different eeolo酬types《叭咖corrl varieties sub—nUing parameters

Va品tie种tim Tre处atm理ents LoⅫgisti疵c。q方ua程tion暑。三。gk／d，。e／儿d，孟d品暑暑。“d，。≥。“)(e,仉／d，。e,晚／aoe／’d)。基m2，(g) (d) ( )( ) () (g) (6) (g) () (d) (d) )( )( ，L。，h 、

郑单958

zherlgdn
958

浚单20
Xundaa20

洛玉4号

I|lo”No．4

金赛29

Jimai29

浚单009

Xundan009

登海602

D咄i602

洛玉8号

Luoyu No．8

浚单18
Xundanl8

中科4号

Zho,喀,l,e No．4

洛玉5号

blo，m No．5

金豫8号

Jinyu NO．8

农大108

No,lgdal08

I
26IV．=8332xle．1—6／。(．114+1)321．16

57．80 lO．95 5．56 24．1l 67．87 185．42 64．66 14．46 19．3l 24．03 4．的9．60 2．69 10620．22

Ⅱ24IF．=跖31xoe．3—2／O(．113+I)310．32
58．弘l。．29 5．27 24．2l 65．58 179．16 62．47 14．29 19．85 24．70 4．59 9．03 2．53 9060．67

I
31117．=1332x2e．3—3／。(．114+‘)322．33

56．67 11．42 5．69 24．26 68．12 l铂．1。64．89 14．9r7 18．58 23．13 4．55 10．02 2．8l 9857．68

Ⅱ
3IFl．=6312xoe．4—6／。(．115+1)320．46

55．32 11．66 5．79 23．74 67．72 185．02 64．52 14．鹋18．10 22．53 4．6l l。．22 2．86 8091．39

I
24IV．=0233×9e．0—5／。(．112+I)339．05

64．61 l。．20 5．25 26．42 71．65 195．75 68．26 15．47 21．89 27．24 4．63 8．94 2．5l 10693．63

Ⅱ2IVl．=22320×e．1—0／。(．112+I)320．1。63．”9．66
5．05 25．3l 67．65 184．8l 64．44 14．40 21．82 27．16 4．70 8．47 2．37 9562．55

I要二冀：2—4／。(．1。。+。)306．M 69．02 s．铊4．甜27．M“．，z t76．st 6t．65 ts．27 23．舛29．80 4．M 7．ss z．町-0892．88

Ⅱ30IF．=3327x7e．2—7／。(．115+I)277．27
52．27 l。．62 5．30 22．28 58．60 160．08 55．82 13．68 17．20 21．柏4．28 9．3l 2．6l 9072．66

lIF4．=39307x e．0—0／O(．111+I)307．00
67．39 8．27 4．56 24．75“．88 177．25 61．81 12．52 24．“30．42 5．18 7．25 2．03 9005．24

II
17IF．=1630×1c．7—1／。(．1儿+I)301．7l

68．15 8．23 4．43 26．05 63．76 174．19 60．74 13．98 24．14 30．04 4．56 7．22 2．02 l。176．78

34IF．=3932x8e．5—4／。(．113+I)328．54
60．80 l。．99 5．40 26．45 69．43 189．69酌．14 16．60 19．69 24．5l 4．18 9．63 2．70 12179·78

1I
34IF．=酌326×e．8—1／。(．113+I)326．8l

61．“l。．79 5．30 26．85 69．06 188．68 65．79 16．88 19．95 24．82 4．09 9．46 2．65 10862·92

I
lW9．=2435x6e．4—2／。(．112+I)356．42

61．50 l。．94 5．80 24．∞75．32 205．78 71．76 13．36 21．45 26．70 5．“9．59 2．69 l∞45．69

Ⅱ 罢二鬻。．3—1／o(．113+。)343．3-58．，-11．50 5．85 24．4l，2．55 198．21 69．12-4．58 t9．酌24．47 4．9r7-。．∞2．s2 972-·35

22IF'．=02323x c．1—4／。(．儿1+I)323．14
67．67 9．坞4．78 27．22 68．29 186．57 65．06 15．63 23．19 28．86 4．37 8．05 2·25驺13·86

Ⅱ墨二嚣。．2—2／o(．。I：+。)296．22 62．00 9．22 4．，s 25．07 62．∞t，-．02 59．酣·4．的21．17 26．舛4．sz s．08 z-26 8795·s·

I墨二嚣。．4—2／。(．。I：+。)ss，．舵65．22 tt．s-s．卵26．36 82．29 224．s，，s．∞-s．23 22．27 27．，：s．柏·。·09 z·ss 9579·03

Ⅱ墨二翼14，{：工，"-．甜67．为-。．57 s．鸽27．ss 7s．M 2，4．57弭．82-s．为23．-6 28．s，4．卯。．26 z-60 8000·00

I
lIF9．=5837x6c．0—1／。(．1ll+1)376．Ol

67．46 I。．55 5．57 26．5l 79．46 217．∞75．70 14．77 23．47 29．2l 5．38 9．25 2．59 10606·74

Ⅱ
lIV7．=5436x9e．8—I／0(．111+I)369．8l

67．27 10．25 5．50 25．83 78．15 2’13．5l 74．45 13．95 23．75 29．56 5．∞8·∞2·52 9483·巧

29IF．=1841x3e．7—4／。(．113+I)413．74
60．6l 13．60 6．83 25．66 87．43 238．87 83．30 15．“20．03 24．93 5．59 11．92 3·34 lO005·∞

1I
3IFl．=5739×3e．9—6／。(．114+I)393．96

58．27 13．60 6．76 25．00 83．25 227．45 79．3l 15．46 19．07 23．74 5．38 11．93 3．34 9387·27

I
32W'．=9733x7e．3—0／0(．113+I)337．30

61．77 11．05 5．46 26．69 71．28 194．74 67．9l 16．63 20．1l 25．03 4．29 9．68 2·7I lOl42·32

Ⅱ40IF．=3233xle．0—6／。(．113+1)331．06
61．42 11．17 5．39 27．38 69．96 191．14 66．65 17．63 19．5I 24．28 3·9r7 9·80 2·74 9393·26

注Note：I．水区“鲥∞condition；II．旱区I)rcm曲t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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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2备品种类群性状平均值

Table 2 Mean value of various varieties class group characters

处理 分类 既 r k 匕 甲I ％ 耽tt 12 ‘， FI 如 ”，

Treatments Group (g) (d) (g／d)(5／d) (g) (g) (g) (d) (d) (d) (s／d)(g／d)(g／d)

-A,口 I 323．10 63．22 10，06 5．14 68．28 186．54 65．05 15．19 21．39 26．63 4．52 8．82 2．47

Irrigation II 373．95 64．73 儿．∞ 5．78 79．02 215．90 75．29 14．45 22．40”．88 5．47 9．64 2．70

”Ildlton
Ⅲ413．74 60．61 13．60 6．83 87．43 238．87 83．3 15．64 20．03 24．93 5．59 儿．92 3．34

旱区
I 378·47“·“II·47 5．91 79·粥218·51 76·19 15·07 2l·凹27·38 5·32 lO·06 2·舱

D∞u曲t II 318．75 61．18 lO．32 5．” 67．36 184．03 64．17 15．12 20．53 25·54 4·48 9．05 2·53

condltiOn
m 277．27 52．27 10．62 5．3 58．6 160．08 55．82 13．矾17．2 21．4 4．28 9．31 2．61

Rescaled distance cluster combine

CASE 0 5 10 15 20 25

Label nnm+——————_———————卜——————+——_———+_————一

注：1．郑单958；2．浚单20；3．洛玉4号；4．金赛29；5．浚单009；6．

登海602；7．洛玉8号；B．浚单18；9．中科4号；10．洛玉5号；儿．金豫

8号：12．农大108

Note：1．Zhensdan958；2，Xundsn20；3．Luoyu No．4：4．Jinmi29；5．

Xundan009；6．Denghai602；7．Luoyu No．8；8．Xundanl8；9．Zhongke No．

4；10．hloyu No．5；11．Jinyu No．8；12．Non群lal08

围I水地夏玉米品种聚类分析

Fig．1 Cluster analysis on sulnlner corn in irrigation condition

Rescaled distance cluster combine

CASE 0 5 10 15 20 25

Label Ntim+——————。+———————卜———————卜——————H．———————斗

注：1．郑单958；2．浚单20；3．洛玉4号；4．金赛29；5．浚单009；6．

登海602；7．洛玉8号；8．浚单18；9．中科4号；10．洛玉5号；11．金豫

8号；12．农大108

Note：1．Zhengdan958；2．Xundan20；3．Luoyu No．4；4．Jinsai29；5．

Xundan009；6．Den01且i602；7．Luoyu No．8；8．Xundanl8；9．Zhongke No，

4；10。Luoyu No．5；11．Jinyu No．8；12。Nongdal08

图2旱地夏玉米品种聚类分析

Fig．2 Cluster analysis on蜘lmn圮r corn in drought condition

水区干物质积累量相对旱区较高。水区和旱区

两种处理下，金豫8号的千粒干物质积累量最大，分

别为406．43 g和387．57 g，金赛29水地旱地产量最

低，分别为302．47 g和289．04 g。灌水处理之后千

粒千物质积累量相对较大，灌水处理对其干物质重

影响较大。浚单20、浚单009灌水处理后，千粒增重

幅度较小，灌水对其干物质积累促进作用不大。

450

0 10 20 30 40 47 55

散粉后天数(d)
Days after anthesis

—*郑单958
Zhengdan958

---4r--浚单20
xundan20

⋯●--洛玉4号
Luoyu NO．4

—-’卜一金赛29
Jinsai29

—-浚单009
Xundan009

一-◆一登海602
Denghai602

—-·一洛玉8号
Luoyu No．8

----．4,-．---浚单18
Xundanl8

一中科4号Zhongke No，4

⋯．-·-洛玉5号
Luoyu No．5

⋯·一金豫8号
Jinyu No．8

⋯■一农大108
Nongdal08

围3水区散粉后千粒干物质积累量

Fig．3 Dry matter accumulation of 1000 kernels afI盯

anthesis in irrigation condition

灌水处理，对金赛29(121．5 g)、浚单20(117．9

g)、郑单958(104．1 g)、中科4号(105．4 g)的增产效

果最为明显。而对浚单009(一78．2 g)、浚单18

(一18．8 g)有一定的减产作用，可能灌水处理后，促

进了玉米植株生长，造成植株郁闭，不利于玉米生

长。

2．4灌浆速率

不同处理下，金豫8号的最大灌浆速率最大，为

12．14 g／d；在水地条件下，金豫8号的灌浆速率分别

比中科4号和郑单958高2．11 g／d和2．45∥d；比

农大108和金赛29高2．93 g／d和4．24 r,／d。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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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洛玉5号、农大108达到最大灌浆速率所用的

时间较用时最长的金赛29分别少了2．50、0．74、

O．56 d。金豫8号、中科4号的灌浆速率明显高于其

它品种，最大灌浆速率分别为13．60 g／d、11．51∥d。

0 10 20 30 40

散粉后天数(d)
Days after anthesis

—“郑单958
Zhengdan958

—★一浚单20
Xundan20

⋯·一洛玉4号
Luoyu No．4

—-一金赛29
Jinsai29

—扣浚单009
Xundan009

一··—·登海602
Denghai602

—十一洛玉8号
Luoyu No．8

—+-浚单18
Xundanl8

一中科4号

图4旱区散粉后千粒于物质积累量

Fig．4 Dry matter accumulation of 1000 kemela

after antheais in drought condition

散粉后天数(d)
Days after anthesis

⋯．-．．郑单958
Zhengdan958—卜浚单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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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一洛矗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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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ghai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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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yu N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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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科4号Zhongke No．4—卜洛玉5号
Luoyu No．5

⋯●一金豫8号
Jinyu No．8

——●一农丈108
Nongdal08

圈5水区疆浆逯翠

Fig．5 F'dling rate in irrigation condition

旱区处理下，金豫8号的最大灌浆速率最大，为

11．73 g／d；浚单009的最大灌浆速率最小，为7．63

∥d。金豫8号的最大灌浆速率分别较浚单20、登海

602和浚单009高1．72 g／d、1．83 g／d和4．10 g／d。

浚单009、洛玉5号较其它品种达到最大灌浆速率

的时间要早。金豫8号、浚单20、登海602的最大灌

浆速率较其它品种高。

金豫8号在水早两种栽培条件下，最大灌浆速

率均最大，浚单009则最小。金豫8号水旱处理下

平均灌浆速率均最大，分别为6．77 g／d、6．46 g／d。

浚单20、金赛29、登海602、洛玉8号水地处理条件

下，最大灌浆速率没有增加，浚单20的最大灌浆速

率减少的最多，达0．38 g／d。郑单958、洛玉4号、浚

单009、浚单18、中科4号、洛玉5号、金豫8号、农大

108灌水处理下，最大灌浆速率则增加，洛玉5号最

大灌浆速率提高的幅度最大，达0．78 g／d。

灌水处理均使平均灌浆速率得到了不同程度地

提高，金豫8号、中科4号、浚单18的平均灌浆速率

均有较大幅度提高(0．3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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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旱区灌浆速率

Fig．6 Fillin8 rate in drought condition

3结论

1)灌水处理对参试品种的平均灌浆速率都有

不同程度提高。金豫8号、中科4号、浚单18的平

均灌浆速率均有较大幅度提高。灌水处理对最大灌

浆速率影响也较大，金豫8号在水旱两种栽培条件

下，最大灌浆速率均最大，浚单009则最小。金豫8

号灌浆期平均灌浆速率也最大，分别为6．77 g／d，

6．46 g／d。浚单20、赛29、海602、洛玉8号水地处理

最大灌浆速率没有增加，浚单20减少的最多，达

0．38 g／d。郑单958、洛玉4号、浚单009、浚单18、中

科4号、洛玉5号、金豫8号、农大108灌水处理增

加了最大灌浆速率，洛玉5号最大灌浆速率提高的

幅度最大，达0．78 g／d。根据不同品种的品种特性

进行恰当灌水处理，不仅可以提高产量还可以节约

成本，增加收入。对金赛29、浚单20、郑单958、中科

4号的增产效果最为明显。而对浚单009、浚单18

有一定的减产作用，可能灌水处理后，促进了玉米植

株生长，造成植株郁闭，不利于玉米生长。

2)根据玉米的灌浆特性和产量，对黄淮海地区

主栽玉米品种进行聚类分析，水旱两种处理均分为

三种类型。灌水处理，金豫8号归为一类，此类品种

干物质积累量最多，平均灌浆速率较高，灌浆持续时

间一般；以洛玉8号为代表的品种归为第二类，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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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灌浆持续时间较长，但是平均灌浆速率和干物质

积累量都处于中等水平；以郑单958为代表的其它

8个品种其灌浆特性中等，归为第三类。旱区以中

科4号、洛玉5号、金豫8号为代表的品种归为第1

类，此类特征灌浆性能最好，且干物质积累量最大。

金赛29干物质积累量、灌浆持续时间和平均灌浆速

率等灌浆特性较差，归为第二类。以郑单958为代

表的其他8个品种灌浆性能中等，归为第三类。不

同品种对水分的反应不同，水区早区处理对不同品

种的灌浆特性及产量有促进或抑制作用，相同品种

在不同水旱条件处理下，灌浆特性及产量表现也不

尽相同，聚类也有不同。灌水对金赛29、浚单20、郑

单958、中科4号有明显的增产效果；其中金豫8号

平均灌浆速率和干物质积累重最大，在水旱两地灌

浆性能都较为突出，比较适宜在本地区种植。可根

据不同品种的水旱适应能力的不同，安排适宜的种

植区域，优化玉米种植结构，提高玉米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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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curve fitting on filling characteristic of summer

corn in Huang-huai·hai area

WANG Yu—hong，ZHANG Yuan，WANG Xiang-yang，MENG Zhan-ying，ZHANG Shao-hII

(Luoyang Academy ofAgricultural SeimeⅫ，lauryang，Henan 471022，Ch／na)

Abstract：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fill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main promoted corn varieties under irrigation and

drought condition in Huang-huai-hai area，12 com varieties were selected and cultivated in irrigated land and rainfed

land．Study Will；made on dry matter accumulation quantity，filling rate and yield of these varieties．The results show

that：Irrigation has the most obvious yield-increasing effect to the varieties of Jiusai29，Xundan20，Zhengdan958 and

Zhongke No．4；but has reverse function to Xundan009 and Xtmdanl 8．Irrigation promotes at different degree the average

filling rate and duration of all the varieties，among which Jinyu 8，Zhongke No．4 and Xundanl8 have greater scope 0f

promotion．Using cluster analysis，the treatments of irrigation and drought ar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In accordance

witIl various adaptability of different varieties to irrigation and drought．we should arrange the varieties in their suitable re-

gions，80 as to optimize corn planting atmcture and raise the output．

Keywords：Huang-huai·hai area；corn；irrigation and drought treatment；filling characteriaie；cluste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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