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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糯 ９号在黑龙江省东南部生育
特性及开发潜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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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当地糯玉米主栽品种垦粘１号和京科糯２０００为对照，在５个种植密度下对沈糯９号及两个当地对
照品种的鲜穗产量、鲜籽粒产量、穗部性状、植株性状及熟期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密度对三个品种产量的影响

达极显著水平；各密度下鲜穗产量、穗长、穗粗、穗行数均显著高于垦粘１号和京科糯２０００；籽粒深度、行粒数、百粒
重及株高与京科糯２０００相当，显著高于垦粘１号，但穗位显著低于京科糯２０００；沈糯９号熟期较垦粘１号和京科糯
２０００分别晚６ｄ和早９ｄ。综上所述，沈糯９号在产量、穗部性状及田间长势均优于垦粘１号和京科糯２０００，且填补
了垦粘１号和京科糯２０００之间的熟期空白，因此，沈糯９号在黑龙江省东南部乃至全省的开发前景十分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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糯玉米（ＺｅａＭａｇｙｓＳｃｎｅｓｉｓ）又称蜡质玉米、粘玉
米，是玉米属９个亚种之一，是玉米第９条染色体的
第５９位点上基因（ＷＸ）发生隐性突变而形成的一个
特殊玉米类型，长期的研究已发现了超过 ５０个 ｗｘ
等位基因［１－５］，其籽粒胚乳中淀粉全部为支链淀粉，

煮熟后粘软而富有糯性［１，６］，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不

同的转座子插入相同位置或者相同的转座子插入不

同的位置造成的不稳定糯性突变［７］。与普通玉米相

比，糯玉米富含蛋白质、脂肪、赖氨酸和纤维素，并含

有大量的维生素 Ｃ、Ｅ、Ｂ１、Ｂ２、肌醇、胆碱和矿物
质［８－１３］。糯玉米营养丰富，风味独特，软粘细腻，甜

味适度，口感好，因而人们对鲜食糯玉米的消费量逐

年增多。目前，美国糯玉米的播种面积约为 ４０万
ｈｍ２。美国９５％的淀粉来自玉米，糯玉米淀粉年生
产约２００万 ｔ，其产量占整个湿磨淀粉产量的８％～
１０％［１４］。我国 ６亿城镇居民，每人每年按消费 ６０
支鲜穗，农村居民按２亿消费人口计算，每人每年按
消费１５支鲜穗计算，每年共需要糯玉米鲜穗３９０亿



支左右［１５］，加上糯玉米深加工技术不断提高，加工

产品种类越来越多，从饮食、保健等不同角度满足人

们的需求，因而每年需要种植糯玉米 １３３．３３万 ｈｍ２

左右，才能保证国内市场供应。

目前，黑龙江省东南部地区生产上种植的品种

以垦粘１号和京科糯 ２０００为主，还有少量的中糯 １
号等省外品种，除垦粘１号熟期较早外，其余省外品
种熟期偏晚，与垦粘１号相差１０～１５ｄ左右，又因糯
玉米最佳采收期较短，所以企业均采取错期播种的

方式来保证生产的需求，所以黑龙江省东南部市场

急需熟期介于垦粘１号和京科糯２０００之间的品种。
本试验针对黑龙江省东南部生产上所用品种较单一

的现状，以 ２０１２年省审品种沈糯 ９号为试材，以当
地两个主栽品种（垦粘１号、京科糯２０００）为对照，在
不同密度下对其鲜穗产量及主要农艺性状进行研

究，旨在为沈糯９号在黑龙江省东南部乃至全省的
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以沈糯９号及黑龙江省主栽品种垦粘１号和京
科糯２０００为试验试材。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于 ２０１３年在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牡丹江
分院科研基地（温春省级农业科技园区）进行。试验

采用裂区设计，品种为主因素，密度为副因素，种植

密度分别为 Ｄ１（４５０００株·ｈｍ－２）、Ｄ２（４８７５０
株·ｈｍ－２）、Ｄ３（５２５００株·ｈｍ－２）、Ｄ４（５６２５０
株·ｈｍ－２）、Ｄ５（６００００株·ｈｍ－２），三次重复，每小区６
行，行距６５ｃｍ，行长 ４ｍ。每个品种在鲜食期收获
中间４行进行测产，每小区选取有代表性１０个果穗
进行考种。

１．３ 性状测定方法

鲜穗产量：鲜食期收获小区中间４行（每行去除
第一株）果穗进行称重，计算鲜穗产量；出籽率＝鲜
籽粒重／鲜果穗重 ×１００％；鲜籽粒产量 ＝鲜穗产量
×出籽率；穗长：测量从穗基部到穗顶端的长度；秃
尖长：测量果穗顶端不结实部分长度；秃尖度＝秃尖
长／穗长×１００％；有效穗长＝穗长－秃尖长；穗粗：
将取样的１０个果穗首尾相间排成一行，测量果穗中
间直径；轴粗：将所测果穗脱粒后轴排成一行，测量

轴中部直径；籽粒深度＝（穗粗－轴粗）／２；穗行数：
每小区选取１０穗有代表性果穗，计数果穗中部的籽
粒行数；行粒数：计数所测果穗一个中等长度行的粒

数；百粒重：每小区随机取三穗有代表性果穗，取其

中间籽粒１００粒，称其鲜重；株高、穗位高：每小区连
续选取有代表性１０株测定；棒三叶叶面积：于开花
期每小区选取３株有代表性植株测定；叶面积＝叶
长×叶宽×０．７５；叶向值：于开花期每小区选取３株
有代表性植株测量，叶向值 ＝θ（ｌｆ／ｌ），θ为叶片与
茎秆连接处叶片与水平线的夹角，ｌｆ为叶片伸展最
高点到叶环的长度，ｌ为叶片总长度。
１．４ 数据分析

采用ＤＰＳ７．０５软件进行方差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糯玉米品种产量差异分析

对３个糯玉米品种在不同密度下的鲜穗产量进
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试验重复差异不显著，品种

间和密度间差异达极显著水平，品种和密度互作效

应不显著（表１）。
由图１可以看出，沈糯９号在各密度下鲜穗产

量均高于垦粘１号和京科糯２０００，差异达极显著和
显著水平（表２）。

表１ 产量的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１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ｙｉｅｌｄ

变异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自由度

ＤＦ
平方和

ＳＳ
均方

ＭＳ
Ｆ值
Ｆｖａｌｕｅ

Ｐ值
Ｐｖａｌｕｅ

区组 Ｂｌｏｃｋ ２ １７２４０．７３ ８６２０．３６６
品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２ ４５８５８．７６ ２２９２９．３８ ５５．５３９ ０．００１２

主因素误差 Ｍａｉｎ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ｅｒｒｏｒ ４ １６５１．４１２ ４１２．８５３
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４ １８６７３２．２ ４６６８３．０５ １７．５６１ ０．０００１

品种×密度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８ １３１３２．１２ １６４１．５１５ ０．６１７ ０．７５４６
副因素误差 Ｖｉ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ｅｒｒｏｒ ２４ ６３７９９．８５ ２６５８．３２７

总和 Ｓｕｍ ４４ ３２８４１５．１

注：表示１％显著水平。

Ｎｏｔ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ｔｔｈｅ１％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ｌｅｖ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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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糯玉米品种鲜穗产量对密度的响应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ｏ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ｆｒｅｓｈｅａｒｙｉｅｌｄ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ｘｙｃｏｒｎ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图２ 不同糯玉米品种鲜粒产量对密度的响应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ｏ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ｆｒｅｓｈ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ｘｙｃｏｒｎ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由图１、图２还可以看出，随着密度的增加三个
品种的鲜穗产量和鲜籽粒产量均呈先增加后降低的

变化趋势，均以 Ｄ４密度下产量处于较高水平，且
Ｄ３、Ｄ４、Ｄ５密度下鲜穗产量与 Ｄ１、Ｄ２密度下差异达

显著或极显著水平（表２）。说明三个品种在黑龙江
省东南部种植密度在 ５２５００株·ｈｍ－２时较为适宜，
且沈糯 ９号较垦粘 １号和京科糯 ２０００表现出明显
优势。

表２ 不同处理下产量的多重比较

Ｔａｂｌｅ２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ｆｏｒｙｉｅｌｄ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因素

Ｆａｃｔｏｒ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鲜穗产量

Ｆｒｅｓｈｅａｒｙｉｅｌｄ
鲜籽粒产量

Ｆｒｅｓｈ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ｙｉｅｌｄ

品种均值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ｍｅａｎｓ

密度均值

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ｍｅａｎｓ

垦粘１Ｋｅｎｎｉａｎ１ ８２４．２Ｂｃ ５１３．２Ｂｂ

沈糯９Ｓｈｅｎｎｕｏ９ ９０２．０Ａａ ６１３．４Ａａ

京科糯２０００
Ｊｉｎｇｋｅｎｕｏ２０００ ８７０．０Ａｂ ５９３．９ＡＢａ

Ｄ１ ７６３．２Ｃｂ ５１４．６Ｃｃ

Ｄ２ ８１８．６ＢＣｂ ５３３．５ＢＣｂｃ

Ｄ３ ８９５．５ＡＢａ ５９２．９ＡＢａｂ

Ｄ４ ９３３．１Ａａ ６１９．８Ａａ

Ｄ５ ９１６．６Ａａ ６０６．７ＡＢａ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５％显著水平，不同大写字母表示 １％显
著水平。下同。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ｅａｔ５％ｌｅｖｅｌ；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ｕｐｐ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ｔ１％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２．２ 不同糯玉米品种穗部性状差异分析

对３个糯玉米品种在不同密度下穗部性状的方
差分析表明，品种间穗长、有效穗长、穗行数、行粒

数、粒长及百粒重差异达极显著水平，穗粗差异达显

著水平；密度间穗长、有效穗长和穗粗差异达显著水

平（表３）。

表３ 穗部性状的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３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ａｒｔｒａｉｔ

变异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Ｆ值 Ｆｖａｌｕｅ

秃尖度

Ｂａｒｅｔｏｐ
ｄｅｇｒｅｅ

穗长

Ｅａｒ
ｌｅｎｇｔｈ

有效穗长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ｅａｒｌｅｎｇｔｈ

穗行数

Ｅａｒ
ｒｏｗｓ

行粒数

Ｋｅｒｎｅｌｓ
ｐｅｒｒｏｗ

穗粗

Ｅａｒ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粒长

Ｇｒａｉｎ
ｌｅｎｇｔｈ

百粒重

１００ｇｒａｉｎ
ｗｅｉｇｈｔ

品种 Ｖａｒｉｅｔｙ ６．９３ ３１．７４ ３１．８４ ９７．２０ ８３．８５ ７．０９ ２３．９７ ２９．５６

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２．２９ ３．７８ ２．９７ ０．３３ １．６ ３．２３ １．４７ ２．４８

品种×密度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１．５８ １．３５５ １．６６ １．０１ １．４０１ ０．６ ０．９２ ２．３５

注：，分别表示在０．０５和０．０１上的显著水平。下同。

Ｎｏｔｅ：ａｎ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０．０１ｌｅｖｅｌ，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进一步研究表明，沈糯９号在Ｄ５密度下穗长显
著减小，其它密度下变化不大，垦粘 １号和京科糯
２０００在各密度下穗长变化不大；在５种密度下沈糯
９号穗长均显著高于垦粘１号和京科糯２０００（图３），
且与垦粘１号之间差异达极显著水平（表４）。就鲜
食玉米而言，秃尖的长短直接影响其外观品质。由

图４可知，在各密度下以垦粘１号的秃尖最为严重，
京科糯２０００的秃尖程度最轻，沈糯９号介于两者之

间，说明京科糯２０００具有较好的丰产性。
由图５可知，随密度的增加３个品种的穗粗表

现出不同程度的降低趋势，沈糯９号和京科糯２０００
的穗粗对密度反应较为敏感，随密度增加下降幅度

较大。３个品种中，沈糯 ９号在各密度下果穗均粗
于垦粘１号和京科糯２０００，同时其籽粒深度也处于
较高水平，与京科糯２０００接近，二者显著高于垦粘１
号（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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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密度对不同糯玉米品种穗长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ｎｅａｒｌｅｎｇｔｈ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ｘｙｃｏｒｎ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图４ 密度对不同糯玉米品种秃尖度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ｎｂａｒｅｔｏｐｄｅｇｒｅｅ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ｘｙｃｏｒｎ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表４ 不同处理下穗部性状的多重比较

Ｔａｂｌｅ４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ｆｏｒｅａｒｔｒａｉ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因素

Ｆａｃｔｏｒ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穗长

Ｅａｒｌｅｎｇｔｈ
有效穗长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ｅａｒｌｅｎｇｔｈ
穗行数

Ｅａｒｒｏｗｓ
行粒数

Ｋｅｒｎｅｌｓｐｅｒｒｏｗ
穗粗

Ｅａｒ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粒长

Ｇｒａｉｎｌｅｎｇｔｈ
百粒重

１００ｇｒａｉｎｗｅｉｇｈｔ

品种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密度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垦粘１Ｋｅｎｎｉａｎ１ ２０．５Ｂｂ １８．３Ｂｂ １４．９Ａｂ ３６．４Ｂｂ ５．００Ａｂ ０．８３Ｂｂ ３３．８Ｂｂ

沈糯９Ｓｈｅｎｎｕｏ９ ２２．４Ａａ ２０．６Ａａ １５．６Ａａ ４１．９Ａａ ５．１７Ａａ ０．９４ＡＢａ ３７．２Ａａ

京科糯２０００
Ｊｉｎｇｋｅｎｕｏ２０００ ２１．０ＡＢｂ ２０．１Ａａ １３．４４Ｂｃ ４３．７Ａａ ５．０５Ａａｂ ０．９６Ａａ ３７．６Ａａ

Ｄ１ ２１．３Ａａｂ ２０．０Ａａ １４．８Ａａ ４０．９Ａａ ５．１８Ａａ ０．９４Ａａ ３７．１Ａａ

Ｄ２ ２１．５Ａａｂ １９．７Ａａｂ １４．７Ａａ ４０．７Ａａ ５．０９Ａａｂ ０．９２Ａａ ３６．８Ａａ

Ｄ３ ２１．５Ａａ １９．６Ａａｂ １４．７Ａａ ４０．９Ａａ ５．０６Ａａｂ ０．９０Ａａ ３５．９Ａａ

Ｄ４ ２１．６Ａａ ２０．０Ａａ １４．７Ａａ ４１．４Ａａ ５．０６Ａａｂ ０．９０Ａａ ３６．１Ａａ

Ｄ５ ２０．７Ａｂ １８．９Ａｂ １４．４Ａａ ３９．５Ａａ ４．９８Ａｂ ０．８８Ａａ ３５．１Ａａ

图５ 密度对不同糯玉米品种穗粗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ｎｅａｒ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ｘｙｃｏｒｎ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图６ 密度对不同糯玉米品种籽粒深度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ｎｇｒａｉｎｌｅｎｇｔｈ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ｘｙｃｏｒｎ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由图 ７、图 ８可以看出，３个品种在各密度下穗
行数和行粒数均变化不大，但沈糯 ９号穗行数在各
密度下相对较大（图７），显著高于垦粘１号和京科糯
２０００（表４），其行粒数与京科糯２０００接近，二者显著
高于垦粘１号（表４）。说明沈糯９号的穗粒数明显
高于垦粘１号和京科糯 ２０００，为产量的增加奠定了
基础。

图７ 密度对不同糯玉米品种穗行数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ｎｅａｒｒｏｗ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ｘｙｃｏｒｎ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由图９可以看出，沈糯 ９号和京科糯 ２０００的百
粒重在各密度下差异不大，但二者显著高于垦粘 １
号（表４）。从对密度的响应来看，沈糯９号和京科糯
２０００随密度的增加变化不大，垦粘 １号则随密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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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呈降低趋势。

图８ 密度对不同糯玉米品种行粒数的影响

Ｆｉｇ．８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ｎｋｅｒｎｅｌｓｐｅｒｒｏｗｓ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ｘｙｃｏｒｎ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图９ 密度对不同糯玉米品种百粒重的影响

Ｆｉｇ．９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ｎ１００ｇｒａｉｎｗｅｉｇｈｔ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ｘｙｃｏｒｎ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２．３ 不同糯玉米品种植株性状的差异

对植株性状进行品种间方差分析表明，株高、穗

位高、穗位高／株高、叶向值、棒三叶叶面积均达到极

显著水平（表 ５），说明品种间植株性状差异较大。
密度间除棒三叶叶面积外，其余性状均达到极显著

水平，说明不同密度下植株差异较大。

表５ 植株性状的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５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ｌａ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变异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Ｆ值 Ｆｖａｌｕｅ

株高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穗位高

Ｅａｒ
ｈｅｉｇｈｔ

穗位／株高
Ｅａｒｈｅｉｇｈｔ／
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

叶向值

ＬＯＶ

棒三叶叶面积

Ａｒｅａ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
ｌｅａｖｅｓａｒｏｕｎｄｅａｒ

品种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５３９．５５ ３８４．８４ １６０．３１ ６３．１２ ２５６．０６

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１７．４０ １７．１０ ６．７４ １７．４２ １．１７

品种×密度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２．６６ ４．８８ ３．３９ ３．３５ ０．９２

由图１０、图１１可以看出，随密度的增加三个品
种的株高和穗位高均表现不同程度的增加。各密度

下沈糯９号和京科糯２０００的株高差异不大，均显著
高于垦粘１号（表６）；３个品种的穗位及穗位／株高
由高到低依次为京科糯 ２０００＞沈糯 ９号 ＞垦粘 １
号，且京科糯２０００极显著高于沈糯９号和垦粘１号
（表６），说明京科糯２０００重心较高，不利于抗倒伏。

图１０ 不同密度下糯玉米品种株高的变化

Ｆｉｇ．１０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ｎ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ｘｙｃｏｒｎ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图１１ 不同密度下糯玉米品种穗位高的变化

Ｆｉｇ．１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ｎｅａｒｈｅｉｇｈｔ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ｘｙｃｏｒｎ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由图１２可知，随密度增加３个品种的叶向值均
呈增加趋势，而Ｄ４、Ｄ５与Ｄ１、Ｄ２间差异达显著水平
以上（表 ６）。从品种间比较来看，各密度下垦粘 １
号叶向值显著高于沈糯９号和京科糯２０００，京科糯
２０００叶向值最低，说明３个品种中垦粘 １号茎叶夹
角最大，株型最为平展，京科糯２０００株型最为收敛，
沈糯９号介于两者之间。

８８２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第３３卷



表６ 不同处理下植株性状多重比较

Ｔａｂｌｅ６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ｆｏｒｐｌａ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因素

Ｆａｃｔｏｒ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株高

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
穗位高

Ｅａｒｈｅｉｇｈｔ

穗位／株高
Ｅａｒｈｅｉｇｈｔ／
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

叶向值

ＬＯＶ

棒三叶叶面积

Ａｒｅａ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
ｌｅａｖｅｓａｒｏｕｎｄｅａｒ

品种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密度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垦粘１Ｋｅｎｎｉａｎ１ ２６１．０Ｂｂ １１２．３Ｃｃ ０．４３Ｃｃ ５０．３Ａａ ２０７７．２Ｂｂ

沈糯９Ｓｈｅｎｎｕｏ９ ２９４．８Ａａ １４３．０Ｂｂ ０．４８Ｂｂ ４７．５Ｂｂ ２７１６．４Ａａ

京科糯２０００
Ｊｉｎｇｋｅｎｕｏ２０００ ２９０．９Ａａ １６１．７Ａａ ０．５６Ａａ ４５．４Ｃｃ ２６７４．７Ａａ

Ｄ１ ２７１．９Ｃｄ １２９．７Ｂｄ ０．４７Ｂｂ ４３．４Ｃｃ ２５８８．７Ａａ

Ｄ２ ２７７．５ＢＣｃｄ １３２．８Ｂｃｄ ０．４７Ｂｂ ４６．５ＢＣｂ ２４４４．６Ａａ

Ｄ３ ２８２．７ＡＢｂｃ １３８．７ＡＢｂｃ ０．４９ＡＢａｂ ４９．２ＡＢａ ２４９７．４Ａａ

Ｄ４ ２８７．７Ａａｂ １４８．２Ａａ ０．５１Ａａ ４９．６ＡＢａ ２４４８．９Ａａ

Ｄ５ ２９１．４Ａａ １４５．７Ａａｂ ０．５０ＡＢａｂ ４９．８Ａａ ２４６７．８Ａａ

图１２ 密度对不同糯玉米品种叶向值的影响

Ｆｉｇ．１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ｎＬＯＶ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ｘｙｃｏｒｎ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图１３ 密度对不同糯玉米品种棒三叶叶面积的影响

Ｆｉｇ．１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ｎｔｈｒｅｅｌｅａｖｅｓａｒｏｕｎｄｅａｒ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ｘｙｃｏｒｎ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由图 １３可以看出，沈糯 ９号和京科糯 ２０００棒
三叶叶面积较为接近，密度对其影响不大，而垦粘１
号则随密度增加呈降低趋势，且垦粘 １号与沈糯 ９
号、京科糯２０００间差异达极显著水平（表６）。

２．４ 各品种生育时期分析

从表７可以看出，沈糯 ９号较垦粘 １号晚熟 ６
ｄ，较京科糯２０００早熟９ｄ。说明沈糯９号生育期适
宜黑龙江省东南部种植。

表７ 各品种生育时期

Ｔａｂｌｅ７ 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ｔｅｓｔｅｄ

品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播种期

（Ｍ－ｄ）
Ｓｏｗｉｎｇｄａｔｅ

出苗期

（Ｍ－ｄ）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散粉期

（Ｍ－ｄ）
Ｓｈｅｄｄ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

吐丝期

（Ｍ－ｄ）
Ｓｉｌｋ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采收期

（Ｍ－ｄ）
Ｈａｒｖｅｓｔｐｅｒｉｏｄ

生育期／ｄ
Ｄａｙｓｆｒｏｍ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ｔｏｈａｒｖｅｓｔ

垦粘１号 Ｋｅｎｎｉａｎ１ ０５－１４ ０５－２８ ０７－２２ ０７－２３ ０８－１８ ８３

沈糯９号 Ｓｈｅｎｎｕｏ９ ０５－１４ ０５－２９ ０７－３１ ０８－０１ ０８－２５ ８９

京科糯２０００Ｊｉｎｇｋｅｎｕｏ２０００ ０５－１４ ０５－２７ ０８－０６ ０８－０６ ０９－０１ ９８

３ 结论与讨论

研究发现，３个品种在黑龙江省东南部的适宜

密度均为 ５６２５０株·ｈｍ－２。在 ４５０００株·ｈｍ－２～

６００００株·ｈｍ－２密度下沈糯９号鲜穗产量均显著高

于垦粘１号和京科糯２０００，且熟期较当地主栽品种

垦粘１号和京科糯２０００分别晚６ｄ和早９ｄ。说明
沈糯９号适宜在黑龙江东南部种植，且填补了垦粘

１号和京科糯２０００之间的熟期空白，同时沈糯 ９号
具有产量高的优势。

从３个品种的穗部性状看，各密度下沈糯 ９号
穗长、穗粗、穗行数均显著高于垦粘 １号和京科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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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而籽粒深度、行粒数及百粒重和京科糯 ２０００
相当，显著高于垦粘１号。

从植株表现来看，沈糯 ９号株高与京科糯 ２０００
相当，显著高于垦粘１号，但沈糯９号穗位显著低于
京科糯２０００，说明沈糯９号的重心较低，抗倒性优于
京科糯２０００。此外，沈糯 ９号叶向值介于垦粘 １号
和京科糯２０００之间，植株半收敛。

结合黑龙江省东南部及全省情况看，生产上利

用的糯玉米品种主要是垦粘１号和京科糯２０００，而
两个品种的熟期相差 １３ｄ左右，有的地区甚至更
多，沈糯９号熟期介于二者之间，鲜穗和鲜粒产量优
于二者。沈糯 ９号甜度、粘度与京科糯 ２０００相当，
但沈糯９号籽粒果皮较薄、行较齐、抗倒性较好、熟
期较早，这是优于京科糯 ２０００之处。因此，沈糯 ９
号在黑龙江省东南部乃至全省的开发前景十分可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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