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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粒位玉米种子产量潜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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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摘 要： 通过田间产比试验,探讨了不同粒位玉米种子的产量潜力。 结果表明，不同粒位的种子在种子大小、粒
重及幼苗长势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别，但对玉米中后期生长及最终产量没有明显影响。 表明不同粒位的玉米种子具有
相同的产量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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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Abstract:%The%yield%productivity%of%maize%seeds%at%different%grain%location%were%studied%by%the%yield%experiment.%
The%results%showed%that%there%are%some%differences%in%seed%size,%seed%weight%and%seedling%bloom%on%the%maize%seeds,%
but%in%the%final%yield%and%middle%late%growth.%So%as%the%productivity%is%iden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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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果穗上不同部位着生的种子其后代的产
量潜力一直为农学家所关注。温素卿研究表明，玉米
果穗中下部子粒作种子比上部子粒增产 35.47%；水
稻穗顶部子粒作种子能增产 17.4%； 小麦穗中部子
粒作种子能增产 10%；选用棉花中部果枝的内围铃
作种能增产 14.9%；在马铃薯上选用远基端芽、果树
上选用上部枝条等也表现增产[1]。 王长春等的试验
结果表明，以果穗全穗混脱种子为对照，用玉米果穗
中下部大扁粒作种子增产 17.3%， 中下部大圆粒增
产 11.5%，中上部小圆粒增产 14.29%，中上部小扁
粒增产 3.02%[2]。 成广雷等经过试验证明，玉米杂交
种不同粒位间的产量差异在不同的杂交种中表现不
同[3]。 王景升测定了玉米果穗上不同粒度、不同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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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和不同成熟度的种子对玉米发芽、出苗、苗期生
长及产量的影响。结果发现，在粒度差异较小的情况
下， 虽然苗期生长与产量都有大粒种子比小粒种子
和不分级种子优越的趋势，但差异均不显著；在种子
粒度差异较大时，种子千粒重与发芽率、出苗率、幼
苗株高和干重均显著相关， 但与最终产量相关不显
著；千粒重较低的乳熟期种子比完熟期、蜡熟期种子
形成的产量显著降低。Hilks把两个玉米杂交种分别
按大小和形状分为大圆、大扁、小圆、小扁及未分级
5个处理，在两个地区连续两年分期播种，在适宜与
逆境条件下测定种子粒度对植株生长及产量的影
响，结果发现小圆与小扁种子在幼苗的株高、干重上
略低于大圆、 大扁与未分级的， 但均未达到显著相
关，对产量也没明显影响[3]。 不同粒位玉米种子的增
产潜力是否存在本质差异仍需要进一步探讨。 本研
究通过田间试验，进一步探讨其产量潜力。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根据观察，无论自交系还是杂交种，玉米果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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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粒位着生的种子间在粒度上均存在着差别。 本
研究根据对所掌握的 2000余份材料的测定结果，依
同一果穗上子粒大小对亲本果穗进行了分组， 大小
粒差别在 10%以内的为第 1组，用 S1表示，这类果
穗约占 12.5%；差异在 10%～20%的为第 2组，用 S2
表示，这类果穗约占 50%；差异在 20%～30%的为第
3组，用 S3表示，这类果穗约占 25%；差异在 30%以
上的为第 4组，用 S4表示，这类果穗约占 12.5%。 根
据上述分类， 在每一类型中选取 4个遗传性状稳定
的材料以其为母本， 与另一稳定亲本组配成杂交组
合，共组配成 16个杂交组合进行产量比较试验。
1.2% %研究方法
1.2.1% %供试种子的准备

供试的双亲材料于 10月 28日播种， 并根据双
亲的花期特点调整了父本播期， 以保证母本都能正
常授粉结实。每个母本材料种植 4行，每行 15株。父
本材料种植株数则根据其散粉量而定， 以满足授粉
用花粉。 所有母本均带叶去雄并及时套雌穗袋以确
保种子纯度。 待母本花丝全部长出后及时严格按规
范进行人工授粉，保证种子纯度，保证母本果穗充分
结实。生长中后期及时防治玉米螟危害，成熟后及时
收获完整果穗， 保证果穗上不同粒位的种子都能完
整保留下来。 在保证不伤种子的前提下及时脱粒晒
干，备用。
1.2.2% %玉米果穗上不同粒位种子的划分

不同粒位的玉米种子在外观上最明显的差别是
种子大小不同、子粒重量不同、粒形不同，其内含物
组成比例方面是否存在差异尚待探讨。观察表明，玉
米果穗中部的花丝抽出最早，其次是中下部花丝，最
晚抽出的是中上部花丝。在自然授粉条件下，抽丝早
晚不同必然导致花丝授粉受精时间上的差异， 早抽
出的花丝完成受精形成种子也早， 这可能是果穗中
部子粒一般比果穗中下部尤其是比中上部子粒偏大
的原因之一。 但是抽丝早晚不是种子粒度产生差异
的决定因素，因为在控制授粉条件下，虽然果穗上不
同部位的花丝是同时接受花粉开始受精过程的，但
不同部位的种子重量仍然存在差异。 可见果穗不同
部位不但花丝抽出早晚不同， 很可能在子粒形成及
灌浆过程中养分供应强度也存在差异。

本研究在对同一果穗上粒度最大的种子和粒度
最小的种子的产量潜力进行比较，探讨其差异。将各
参试组合杂交种果穗分成等长 4段， 自基部至尖部
分别用 A、B、C、D%4个段位来表示种子的着生部位。
对一般果穗而言，B段子粒最大，D段子粒最小。 以

B段种子和 D段种子为供试材料，在 16个组合的果
穗中每个组合各选取大小一致的果穗 30穗，每穗只
取其中 B段位种子和 D段位种子，再将同一组合同
一段位的种子集中存放备用。
1.2.3% %不同粒位种子产量比较试验

在田间试验设计上采用了配对设计方案， 将每
个组合的 B段位种子与 D段位种子相邻种植，使不
同粒位的种子生长在相对一致的环境中， 形成了以
两个粒位为处理的 16对配对试验设计。试验设 4行
区，行长 4%m，行距 67%cm，密度 60%000株 /hm2。 下种
量每穴 3粒，1次重复。 试验中各环节管理一致，减
少试验误差。田间试验各种植材料以代号 Sn-m表示，
其中 n代表前述玉米果穗的类型，m代表该类型内
组合序号。 如 S2-3表示第 2类型果穗(即大小粒粒重
差别在 10%～20%)中的第 3个组合。

产量比较试验于 2006年在新乡农科院试验地
进行。 6月 10日播种，播后浇蒙头水，达到了一播全
苗。 在作物生长的不同阶段即幼苗期、生长中期、成
熟期进行了观察。观察表明，不同粒位的种子在出苗
时间上没有明显差别，但在幼苗期即 5叶期以前，B
位段种子的幼苗生长比 D位段种子更快，幼苗重量
高出 20%左右。

在田间试验的同时， 设置了幼苗生长量比较盆
栽辅助试验，结果发现，在出苗后的第 7天，B段位
种子的幼苗鲜重比 D 段位种子幼苗高出 18.2%～
25.2%，与田间观察基本一致。 田间观察表明，苗期
生长上的差别随着作物生长的加快逐步缩小， 至出
苗后 1个月，当玉米进入拔节期后基本没有差别。到
生长中后期，株高、穗位高和茎秆粗度均没有差别。

2% %结果与分析
不同粒位玉米种子产量比较试验结果见表 1。
配对试验设计法平均数差数标准差计算公式：

Sd= ∑(d-d軈)2
n(n-1)姨 (1)

% % % % t= x軃1-x軃2
Sd軈

(2)

% % % %利用(1)、(2)公式对表 1中产量数据进行差异显
著性测验，得 Sd=32.79%kg， t =1.37。

本研究包括 16对样本，df=16-1=15。 查 t值表
中 df=15时，t0.05=2.13。

由于 t <t0.05，可以看出，两个处理间即 B位段
种子与 D位段种子的产量水平没有本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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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试验结果表明，在本研究取材范围内，不同粒位

的玉米杂交种尽管粒重差别明显， 幼苗长势也有不
同，但最终产量没有明显差别，这和王景升及 Hilks

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在生产上，目前我国玉米杂交
种主要生产基地都在甘肃、新疆等西北地区，那里由
于光照充分，生长期长，生产的玉米种子子粒大，粒
重高，色泽好，商品性好。 内地生产的种子一般来说
粒重明显比不上西北地区生产的种子， 但不同产地
不同粒重的种子产量潜力相同。

本研究与前人的试验结果不尽相同， 这可能与
试验的取材范围、选用组合不同有关系。田间观察表
明， 虽然不同粒位杂交玉米种产量潜力没有明显差
别， 但不同粒位不同粒重的种子混合播种不如分级
利用好。 种子分级精选后，由于生长基础一致，容易
形成整齐划一的作物群体， 玉米株高的整齐度与产
量呈极显著正相关， 种子分级精选还是发挥玉米杂
交种产量潜力的重要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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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1 4%546.5 4%651.5

S1-2 4%657.5 4%728.0

S1-3 4%645.5 4%594.5

S1-4 4%789.5 4%895.7

S2-1 5%879.5 5%912.5

S2-2 5%967.4 5%812.9

S2-3 5%959.5 5%773.5

S2-4 6%231.0 6%207.0

S3-1 5%410.7 5%725.5

S3-2 5%713.5 5%931.0

S3-3 6%312.0 6%472.5

S3-4 6%171.0 6%145.5

S4-1 6%801.0 6%918.0

S4-2 5%892.2 5%845.5

S4-3 5%290.5 5%254.5

S4-4 5%212.5 5%299.5

组合代号
Veriety%number

B段位产量
Location%B

D段位产量
Location%D

表 1%%%%不同粒位玉米种子产量结果
Table%1%%%%The%grain%yield%of%maize%seeds%at%different%grain%location

kg/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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