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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期对玉米新品种郑单５３８产量及

相关性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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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确定玉米新品种郑单５３８的适宜播期，对不同播期下郑单５３８的生育进程、植株性状、穗

部性状、籽粒性状及产量等农艺性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播期的推迟，玉米各生育阶段持

续时间均有所缩短，粗缩病率降低。６月５日播种较５月２１日播种播期推迟１５ｄ，玉米播种至出

苗时间缩短２ｄ；出苗至抽雄缩短２ｄ，而抽雄至成熟收获缩短了１１ｄ，粗缩病率则由１０．１５％ 减少

到２．１６％。穗长、穗粗和穗行数在不同播期下差别不明显，行粒数随播期的推迟而减少，秃尖长随

播期的推 迟 而 增 加，其 中，６月５日 播 种 比５月２１日 播 种 行 粒 数 减 少１２．１９％，秃 尖 长 增 加

０．０２ｃｍ。产量以６月５日播种最高，为１１　０７９．６０ｋｇ／ｈｍ２，比５月２１日播种增产８．８７％，比６月

２０日播种增产１８．９１％。综合多种因素，郑单５３８的适宜播种日期为５月２５日至６月１０日，最迟

不能晚于６月１５日。在小麦收获后应尽可能早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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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高 产 不 仅 取 决 于 品 种 更 替 和 栽 培 措 施 优

化，还 与 光、热、水 等 生 态 因 子 的 充 分 利 用 直 接 相

关［１－２］。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下，播期是影响作物生产

最主要的栽培因素之一［３－６］。适时播 种 能 使 玉 米 的

产量及植株性状达到 最 佳［７－８］。郑 单５３８是 河 南 省

农业科 学 院 粮 食 作 物 研 究 所 选 育 的 玉 米 新 品 种，

２０１０年通过 河 南 省 审 定［９］。为 了 探 索 该 品 种 在 不

同播期下的生长发育规律和生产性能，确定其适宜

播期，进行了郑单５３８播期研究，以期为郑单５３８的

高产栽培和大面积推广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和试验地概况

供试玉米 品 种 为 郑 单５３８。试 验 于２０１２年 在

河南 省 现 代 农 业 研 究 开 发 基 地（３５．０４°Ｎ、１１３．６８°
Ｅ，海拔６３．４０ｍ）进行。试验地为潮土，地势平坦，
排灌方便，地力均匀一致，质地中壤。基础肥力为有

机质１．４４ｇ／ｋｇ、水 解 氮５６．８ｍｇ／ｋｇ、速 效 磷２１．９
ｍｇ／ｋｇ、速效钾１７３．５ｍｇ／ｋｇ。

１．２　试验设计

从５月２１日至６月２０日直播，每隔５ｄ１个播

期，共设置７个播期，即５月２１日、５月２６日、５月

３１日、６月５日、６月１０日、６月１５日、６月２０日。
采用完全 随 机 区 组 设 计，６行 区，行 距６０ｃｍ，行 长

６ｍ，小 区 面 积２１．６ｍ２，重 复３次。播 种 深 度 为

５ｃｍ。种植密度为６７　５００株／ｈｍ２。９月２７日收获。
试验定苗后施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环

境研究所肥料 厂 生 产 的 玉 米 专 用 复 合 肥（Ｎ∶Ｐ∶
Ｋ＝２８∶６∶６）７５０ｋｇ／ｈｍ２，其他管理同一般大田。

１．３　测定项目和方法

各处理在田间挂牌标记长势一致的植株３株，
观察不同播期植株生长发育进程；进行叶片标记，调
查全生育期叶片数；玉米大喇叭口时调查粗缩病，植
株感病标准参考苗洪芹等［１０］的方法；收获时调查生

育期、株高、穗位高等性状；每小区收中间２行计产

考种。

１．４　数据分析

采用ＤＰＳ　７．０５和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对数据进行处理

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播期对玉米生长发育进程的影响

不同播期对郑单５３８的生长发育进程有明显影

响（表１）。随 播 期 的 推 迟，玉 米 各 生 育 阶 段 持 续 时

间均有所缩短，苗 期 受 影 响 不 大。６月５日 播 种 较

５月２１日播种，播种－出苗时间缩短２ｄ；出苗－抽

雄缩短了２ｄ，抽雄－收获缩短了１１ｄ；６月２０日播

种较５月２１日播种，播种－出苗缩短４ｄ；出苗－抽

雄缩短了７ｄ，而抽雄－收获缩短了１９ｄ。

表１　郑单５３８不同播期的生育进程变化 ｄ　

播期／
（月－日）

播种－出苗 出苗－抽雄 抽雄－收获 播种－收获

０５－２１　 ９　 ４７　 ７３　 １２９
０５－２６　 ９　 ４６　 ６９　 １２４
０５－３１　 ８　 ４６　 ６５　 １１９
０６－０５　 ７　 ４５　 ６２　 １１４
０６－１０　 ６　 ４３　 ６０　 １０９
０６－１５　 ６　 ４２　 ５６　 １０４
０６－２０　 ５　 ４０　 ５４　 ９９

２．２　不同播期对郑单５３８植株性状、粗缩病率及主

要穗部性状的影响

由表２可以看出，推迟播期对品种的整株叶片

数和穗上叶片数无影响；随着播期的延迟，株高和穗

位高均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这可能与玉米生长

期间的天气有关。
随着播期的推迟，郑单５３８的粗缩病率 逐 渐 降

低，６月１０日以后播种，粗缩病率降至１％以下，因

此认为，调整播期可以减少粗缩病的发生，这与前人

的研究一致［１１－１２］。

表２　不同播期对郑单５３８植株性状及粗缩病率的影响

播期／
（月－日）

总叶片

数／片

穗上叶

片数／片

株高／
ｃｍ

穗位

高／ｃｍ
粗缩病

率／％

０５－２１　 １８～１９　 ５　 ２６８．３９　 １０６．７４　 １０．１５
０５－２６　 １８～１９　 ５～６　 ２６９．９６　 １０８．１５　 ８．３８
０５－３１　 １７～１８　 ５～６　 ２７０．８２　 １０９．８７　 ５．７６
０６－０５　 １８　 ５　 ２７１．６５　 １１１．３６　 ２．１６
０６－１０　 １８～１９　 ４～５　 ２６９．４５　 １１０．６１　 １．０９
０６－１５　 １８～１９　 ５　 ２６８．４６　 １０９．７５　 ０．３８
０６－２０　 １７～１８　 ５　 ２６７．３５　 １０８．３４　 ０

　　由表３可见，郑单５３８的穗长、穗粗和穗行数在

不同播期下差别不明显，可能是因为该品种的穗分

化相对稳定，其穗长、穗粗和穗行数的遗传性相对比

较稳定［９］；行粒数随播期的推迟而减少，而秃尖长随

播期的推迟而增长。这是由于播期推迟使玉米灌浆

期缩短，籽粒得不到充分灌浆，穗顶端败育籽粒明显

增多所致。６月５日播种较５月２１日播种，玉米行

粒数减少１２．１９％，秃尖长增加０．０２ｃｍ，而较６月

２０日播种，秃尖长减少１．２５ｃｍ。

４３ 河南农业科学 第４２卷　



表３不同播期对郑单５３８主要穗部性状的影响

播期／
（月－日）

穗长／
ｃｍ

穗粗／
ｃｍ

穗行

数／行

行粒

数／粒

秃尖

长／ｃｍ

０５－２１　 １７．４７　 ５．５６　 １７．１２　 ３５．７５　 ０
０５－２６　 １７．８６　 ５．６７　 １７．３８　 ３２．７８　 ０
０５－３１　 １７．２１　 ５．３９　 １７．７９　 ３２．６４　 ０
０６－０５　 １７．５８　 ５．３７　 １６．９６　 ３１．３９　 ０．０２
０６－１０　 １７．３７　 ５．４４　 １５．９７　 ３１．２２　 ０．３５
０６－１５　 １６．３９　 ４．９９　 １６．４８　 ３１．１３　 ０．７４
０６－２０　 １６．７８　 ４．９７　 １６．７１　 ３０．７６　 １．２７

２．４　不同播期对玉米产量及籽粒性状的影响

随播期推迟，产量和千粒重表现出先增加后降

低的趋势（表４）。６月５日播种的产量和千粒重最

高，分 别 比５月２１日 播 种 的 提 高８．８７％（Ｐ＜
０．０５）、２．１４％（Ｐ＞０．０５），比６月２０日播种的分别

提高１８．９１％（Ｐ＜０．０１）、１２．５６（Ｐ＜０．０１）。而６
月１０日播种的比６月２０日播种的产量和千粒重分

别提高１６．０４％（Ｐ＜０．０１）和１１．４５％（Ｐ＜０．０１），
提前１ｄ播种产量平均提高１４９．４９ｋｇ／ｈｍ２。

不同播期对籽粒乳线位置影响很大。随播期提

前，籽粒胚乳线逐渐向顶部移动，６月５日及以前播

种的玉米在收获时胚乳线消失，而６月１０日及以后

播种的胚乳线仍然存在，即未达到成熟和收获的标

准［１４－１５］。从粒色和籽粒饱满程度看，６月１０日及以

前播种的玉米籽粒均能较好地完成灌浆。

表４　不同播期对郑单５３８产量及籽粒性状的影响

播期／
（月－日）

产量／
（ｋｇ／ｈｍ２）

千粒

重／ｇ
籽粒胚乳

线位置／％
粒色

籽粒

成熟度

０５－２１　１０　１７６．４５ｂＡ　３５０．７３ａＡ 消失 深黄 饱满

０５－２６　１０　７３９．４０ａＡ　３５４．５１ａＡ 消失 深黄 饱满

０５－３１　１０　９８２．８５ａＡ　３５５．６８ａＡ 消失 深黄 饱满

０６－０５　１１　０７９．６０ａＡ　３５８．２３ａＡ 消失 黄 饱满

０６－１０　１０　８１２．４５ａＡ　３５４．６９ａＡ　 ８２．４６ 黄 基本饱满

０６－１５　 ９　６８８．８３ｃＢ　 ３３８．４９ｂＡ　 ７９．５４ 乳黄 基本饱满

０６－２０　 ９　３１７．５５ｃＢ　 ３１８．２５ｃＢ　 ７５．８８ 乳黄 半饱满

注：同列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１％、５％水平上差异显著（ＬＳＤ）；

胚乳线位置＝（胚乳线至籽粒顶端距离／籽粒长度）×１００％。

３　结论与讨论

玉米高产是栽培措施与生态因子综合作用的结

果［５］，玉米产量的提高不仅要从栽培技术措施上着手，
还应考虑影响玉米产量性能指标所需的光、温、水等生

态因子。玉米开花到成熟阶段的有效积温对千粒重的

影响最大，合理调节播期，适期播种，增加该阶段的有

效积温是增加千粒重与产量的有效途径之一［１５－１７］。同

时，张安帮［１８］认为，玉米产量受有效积温、日照时数、日
均温度的影响较大，其中，有效积温和日均温度的影响

最为显著，日均温差对产量的影响不显著。所以，适时

早播和适时晚收可以增加有效积温和日照时数，为产

量的提高提供有利的气象条件［１４］。
本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播期的推迟，郑单５３８各生

育阶段持续时间均有所缩短，粗缩病率减少。５月２１
日、５月２６日、５月３１日播种的郑单５３８可能由于发生

粗缩病，其产量和千粒重均低于６月５日播种的。
综合多种因素和品种区试结果考虑，在河南省及

黄淮海小麦玉米一年两熟区，郑单５３８的适宜播种日

期为５月２５日到６月１０日，最迟不能晚于６月１５日。
河南省冬小麦收获期在６月上旬，郑单５３８播种应在冬

小麦收获后尽可能早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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