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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4～2017年在河北省邯郸、衡水、石家庄、沧州和邢台市共开展16组机械粒收品种筛选与技术集成

示范，对14组试验采取机械粒收及收获质量评价。结果表明，机械粒收子粒破碎率均值为10.19%，高于国标≤5％
的要求；杂质率均值为1.99%，低于≤3％国标标准；产量损失率均值为3.55%，总体小于≤5％国标标准，破碎率高是

河北夏玉米区机械粒收存在的主要质量问题。子粒含水率总体呈正态分布，均值为 28.69%，收获时含水率低于

26.01%的样本仅占 25%，含水率与子粒破碎率(r=0.534**，n=130)、杂质率(r=0.437**，n=130)均呈极显著正相关关

系，含水率高是导致收获质量差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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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xteen groups of experiments about cultivar selection and technology integration of mechanical ker⁃

nel harvest were carried out in Handan, Hengshui, Shijiazhuang, Cangzhou and Xingtai in Hebei province from 2014
to 2017.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an of grain breaking rate was 10.19%,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standard of < 5%, the mean of the impurity rate was 1.99% meeting the national standard of less than 3%, and the
mean of the yield loss rate was 3.55% less than the standard of 5%. The high grain breaking rate was the main prob⁃
lem of maize kernel mechanical harvest in Hebei. The grain water content was generally normal distribution with the
mean value of 28.69%, and the cultivar samples at harvest with the water content less than 26.01% accounted for
25%. Water content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grain breaking rate(r=0.534**, n=130) and the
impurity rate(r=0.437**, n=130), and the high water content was the important cause of the poor harves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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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粒收可简化生产环节、节本增效，有效避免

传统收获存储过程中的子粒霉变，是转变当前玉米

生产方式、解决生产成本高、竞争能力差的重要途径

和玉米生产发展的必然之路[1～3] 。河北夏玉米区位

于黄淮海玉米产区北部，一年两作，热量资源紧

缺 [4]，目前该区玉米收获主要以机械穗收为主，机械

粒收还处于起步阶段。玉米子粒破碎率偏高、收获

质量差是当前制约我国各地机械粒收技术推广的主

要问题。破碎率高与收获时子粒含水率偏高有关，

受基因型、环境因素、收获机械类型及作业、栽培措

施等影响[5～13]。2014年起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栽培

与生理创新团队与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河北农业大

学等单位联合在河北夏玉米区开展玉米机械粒收技

术的试验与示范，明确影响河北夏玉米区机械粒收

技术推广的主要因素，筛选适宜机械粒收的品种，加

速技术推广。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 2014～2017年在河北省邯郸、衡水、石

家庄、沧州和邢台等5市共开展16组机械粒收品种

筛选与技术集成示范，包括14组夏播、2组春播。其

中，14 组试验采取机械粒收并进行收获质量评

价，2组采取人工收获。试验共征集目前国内生产

中表现较好以及当地主栽玉米品种(组合)116个，大

区种植，随机排列，每个品种种植面积不少于

0.2 hm2，种植行数不少于 12行，种植密度 60 000～
75 000株/hm2，田间管理按当地大田生产。4年合计

开展 16组、215个品次的品种筛选试验与技术集成

示范，供试品种名称、播种日期、收获日期、收获方式

和收获机械见表1。

表1 河北机械粒收试验基本情况

Table 1 Information of the experiments in Hebei

年 份

Year

2014

2015

试验地点

Site

邯郸市磁

县讲武城

镇小寨村

邯郸市磁

县讲武城

镇小寨村

邯郸市成

安县成安

镇工业区

石家庄市

辛集市马

庄乡

邯郸市磁

县磁州镇

三里屯村

品 种

Cultivar

宁玉 311，中种 8 号，联创 808，

京农科 728，登海 618，迪卡 517(1)，
迪卡 517(2)，迪卡 517(3)，MC812，
良 玉 66，宁 玉 525，宁 玉 712，
DL1101
登海618(1)，登海618(2)

迪卡517，联创808，良玉66，中种8号，

MC812，登 海 618，京 农 科 728，
DL101，碧海12，和玉187，郑单958
华美1号

东风E518 4YZ-6收获：京农科728，
裕丰 303，中科玉 505，迪卡 517，
联 创 808，先 玉 335，中 种 8 号 ，

农 华 816，农 华 101，辽 单 575，
真 金 309，真 金 308，登 海 618，
华 农 138，敦 煌 6000，众 信 366，
华 农 887，矮 单 268，沧 玉 77，
宝玉721(1)
谷王TB60收获：宝玉721(2)

品种样本

数量

Number of
cultivar

13

2

11

1

21

播种时间

(M·D)
Sowing
date
6·10

5·08

6·13

6·15

6·13

收获时间

(M·D)
Harvest
date
10·11

8·24/
9·10

10·20

9·30

10·09

收获方式

Harvest
method

机械粒收

机械粒收

机械粒收

机械粒收

机械粒收

收获机械

Harvest
machinery

东风E518

东风E518

中收谷王

TB60型

中农博远

东风E518型
4YZ-6

中收谷王

TB60型

备 注

Remark

夏 播 ；(1) (2)
(3)分别为三

种收获速度

春播；分次收

获

夏播

夏播

夏播；不同机

械收获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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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Continued 1
年 份

Year

2016

2017

试验地点

Site

邯郸市成

安县成安

镇北郎堡

村

邯郸市成

安县成安

镇王彭留

村

沧州市盐

山县盐山

镇

邢台市宁

晋县换马

店乡北楼

下村

邯郸市永

年区小龙

马乡何营

村

衡水市深

州市护驾

迟镇护驾

迟村

衡水市深

州市护驾

迟镇护驾

迟村

品 种

Cultivar

兰德玉 6号，京农科 728，金粒 168，
登 海 605，先 玉 335，锦 华 207，
锦 华 318，农 华 816，科 兴 216，
辽 单 575，陕 单 616，浚 单 509，
金 通 152，丹 8201，真 金 323，
迪卡517，辽单585，丰垦139
兰德玉 6 号，锦华 207，登海 605，
科 兴 216，金 粒 168，辽 单 575，
迪 卡 517，农 华 816，锦 华 318，
先 玉 335，金 通 152，辽 单 585，
陕单 616，丹 8201，京农科 728，
真金323，丰垦139
京农科728

京 农 科 728，丰 垦 139，新 单 58，
新 单 65，陕 单 636，迪 卡 517，
郑单958

联 创 808，联 创 825，恒 玉 898，
中科玉 505，东单 913，泽玉 501，
迪 卡 517，吉 单 66，宇 玉 30，
美玉5号，泽玉8911，中达60893
冀 玉 71，科 润 982，农 单 116，
NK815，先达601，巡天1002，冀玉734，
众信 516，富中 12 号，科试 616，
郑单 958，沃玉 990，金博士 785，
凯玉13，极峰25，邢玉11，冀玉5817，
万盛68，邯玉928，沧玉76，早粒1号，

正 弘 758，秀 青 829，邯 玉 398，
衡玉 1002，合玉 6 号，衡玉 6105，
万 盛 106，矮 单 268，唐 玉 5505，
唐玉4434
75000 株/hm2：登海 618，登海 518，
先 玉 047，先 玉 688，农 大 372，
联 创 808，裕 丰 303，滑 玉 168，
迪卡 517，京农科 728，利单 618，
五谷305，郑单958
90000 株/hm2：登海 618，登海 518，
先 玉 047，先 玉 688，农 大 372，
联 创 808，裕 丰 303，滑 玉 168，
迪卡 517，京农科 728，利单 618，
五谷305，郑单958

品种样本

数量

Number of
cultivar

18

17

1

7

12

31

26

播种时间

(M·D)
Sowing
date
6·13

6·15

5·18

6·16

6·13

6·14

6·14

收获时间

(M·D)
Harvest
date
10·17

10·09

9·23

10·03

10·12

10·05

10·05

收获方式

Harvest
method

人工收获

机械粒收

机械粒收

机械粒收

机械粒收

人工收获

人工收获

收获机械

Harvest
machinery

沃德4LY-5

博远 4YL- 5
型

中收谷王

TB60型

中收谷王

TB60型

备 注

Remark

夏播

夏播

春播

夏播

夏播

夏播

夏播



续表1 Continued 1
年 份

Year

2017

试验地点

Site

衡水市深

州市护驾

迟镇护驾

迟村

石家庄市

邯郸市成

安县成安

镇王彭留

村

邯郸市磁

县讲武城

镇小寨村

品 种

Cultivar

豫 单 112，宇 玉 30，登 海 518，
京农科728，迪卡517，五谷318

京农科728，玉宇30，登海518，郑单958，
迪卡517，云台玉39，豫单 112
永优 1517，新单 65，中科玉 505，
农 华 816，登 海 605，裕 丰 303，
户玉3518，LS838，蠡玉88，晟玉88，
强 硕 168，京 农 科 728，MC670，
迪 卡 517，先 玉 335，农 华 5 号 ，

辽单 575，兰德玉 6 号，优迪 919，
中 试 6323，辽 单 586，陕 单 650，
新单58，恒玉898，联创825，吉单66，
新 单 68，翔 玉 998，泽 玉 8911，
洰丰1518
吉 单 66，MC1418，泽 玉 8911，
MC817，泽 玉 501，翔 玉 998，
京农科 728，优迪 919，兴玉 298，
来玉317，TD617，登海618

品种样本

数量

Number of
cultivar

6

7

30

12

播种时间

(M·D)
Sowing
date
6·14

6·14

6·04

6·10

收获时间

(M·D)
Harvest
date
10·21

10·04

10·14

10·15

收获方式

Harvest
method

机械粒收

机械粒收

机械粒收

粒 收 5 个

品种，其余

7个品种人

工收获

收获机械

Harvest
machinery

中收谷王

TB60型

中收谷王

TB60型
中收谷王

TB60型

中收谷王

TB60型

备 注

Remark

夏播

夏播

夏播

夏播

1.2 测试项目与方法

1.2.1 机械粒收测产、收获质量评价与子粒水分含

量测定方法

2014年磁县春播与夏播、成安和石家庄辛集，

2015年磁县，2016年磁县、成安、宁晋、沧州，2017年
永年、衡水、石家庄、成安、磁县试点采取田间机械粒

收和测产，并进行收获质量调查，每个品种每次收获

面积不小于666.7 m2。

子粒水分含量、破碎率和杂质率测试方法，每个

品种收获子粒随机取约 2 kg样品，用国家认定并经

校正的种子水分测定仪(PM-8188)测定含水率，5次
重复。人工分拣为子粒和非子粒两部分，子粒部分

称重记为KW1，非子粒部分称重记为NKW；再根据

子粒的完整性，将子粒分为完整子粒和破碎子粒并

分别称重，完整粒重量记为KW2，破碎粒重量记为

BKW。

杂质率=[NKW/(KW1+NKW)]×100%
子粒破碎率=[BKW/ KW1]×100%
田间机收损失率调查方法，在各品种已收割地

块随机选取3个样点，每个样点按照割台幅宽(4～6
行)选取2 m行长作为样区，收集样区内所有落穗和

落粒，并分别称其子粒重，按照样区面积计算单位

面积的落穗重和落粒重，计算总产量损失量和损

失率。

产量损失率=(单位面积田间落粒重+单位面积

田间落穗子粒重)/单位面积产量×100%
产量测定，各品种将测产收获区内所收玉米子

粒经计量器具(地磅)称重，减去装载车(容器)自身重

量后为玉米子粒鲜重(kg)，按子粒含水量14.0％计算

出实际产量。

1.2.2 人工测产与子粒含水率测定方法

除机械粒收外，其余 3组试验采取人工收获方

式测产。测定每个区中10行宽度计算平均行距，在

每个品种区随机选 3 个样点，每个样点选择 2 行

10 m长测定株数和穗数，并计算该样点平均株距和

单位面积收获穗数，选择其中1行连续10株测定每

个果穗的行数和行粒数，并计算得到该样点平均穗

粒数，取其中 5个果穗脱粒测定子粒含水率和千粒

重，3个样点平均按国家标准含水率14.0%计算出理

论产量。

实收产量=鲜穗重×出籽率×(1-含水率)÷ (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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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统计与分析

调查样本数据处理及统计分析采用Excel 2003
和SPSS 19.0软件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1 收获质量总体状况

1.3 品种分类与筛选方法

按单产水平和收获时子粒含水率 2个指标，采

用双向平均作图法将测试品种划归为4类，如图1所
示，其中，位于第Ⅰ象限的品种表现为子粒含水率和

单产水平均高于平均值；位于Ⅱ象限的品种为子粒

含水率低于平均值、单产高于平均值；位于Ⅲ象限的

品种为子粒含水率和单产均低于平均值；位于Ⅳ象

限的品种为子粒含水率高于平均值、单产低于平

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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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玉米产量和子粒含水率双向平均法分类示意图

Fig.1 The diagram of two-way average method with grain water content and yield

表2 玉米机械粒收收获质量

Table 2 Quality of mechanical kernel harvest in maize
地点和年份

Site，Year
磁县讲武城镇小寨村，2014

成安县成安镇工业区，2014

辛集市马庄乡，2014

磁县磁州镇三里屯村，2015

成安县成安镇王彭留村，2016

宁晋县换马店乡北楼下村，2016

永年区小龙马乡何营村，2017

深州市护驾迟镇护驾迟村，2017

石家庄市,2017

成安县成安镇王彭留村，2017

磁县讲武城镇小寨村，2017

合 计

品种样本数(个)
Number of cultivar

13

11

1

21

17

7

12

6

7

30

5

130

项 目

Item
平均值

极差

平均值

极差

平均值

极差

平均值

极差

平均值

极差

平均值

极差

平均值

极值

平均值

极差

平均值

极差

平均值

极差

平均值

极差

平均值

极差

破碎率(%)
Kernel broken rate

15.68
6.91～22.77

5.55
3.32～9.38

17.32

9.89
4.60～16.58

9.24
3.21～15.9

14.26
8.94～22.75

9.90
5.91～14.82

8.60
5.35～13.77

20.40
13.38～36.51

8.27
4.43～14.23

6.83
5.52～9.34

10.19
3.21～36.51

杂质率(%)
Impurity rate

2.53
0.81～7.09

1.38
0.58～2.45

0.56

2.85
0.76～8.83

1.50
0.17～5.66

1.40
0.57～2.44

2.80
1.21～6.76

0.83
0.30～1.66

1.07
0.73～1.51

2.03
0.37～6.24

1.54
0.80～3.08

1.99
0.17～8.83

总损失量(kg/hm2)
Total amount of loss

187.47
28.41～868.31

32.69
11.10～74.40

1 064.85
267.5～4 691.2

32.35
13.20～131.72

381.25
161.48～537.8

320.04
87.50～671.84

113.02
76.30～143.82

405.25
162.37～707.54

174.85
20.81～431.23

329.26
11.10～4 691.2

总损失率(%)
Total loss rate

1.79
0.27～7.41

0.30
0.12～0.66

1.47

9.86
2.48～43.44

0.29
0.12～1.05

4.07
1.69～6.77

4.14
1.05～8.95

1.02
0.64～1.24

5.30
2.19～9.41

2.74
0.29～11.9

3.55
0.12～43.44



玉米机械收获质量指标主要包括破碎率、杂质

率和田间损失率，在《玉米收获机械技术条件(GB/T
21962-2008)》中规定子粒破碎率应≤5%，杂质率≤
3%，田间损失率≤5%。对11组机械粒收试验的测试

结果表明(表 2)，子粒破碎率均值为 10.19%，高于国

标≤5%的要求，且所有组别测试的均值均大于 5%，

最高达20.40%(石家庄，2017)；杂质率平均为1.99%，

低于≤3%国标标准，且所有试组均值均低于 3%；产

量损失率平均为3.55%，总体小于≤5%国标标准，各

试验组之间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其中，损失量最大的

磁县(2015)试验点产量损失率高达9.86%，折合产量

损失 1 064.85 kg/hm2；其次，石家庄试点(2017)达到

5.30%，折合产量损失 405.25 kg/hm2。田间观察，产

量损失量大主要与植株倒伏落穗有关。目前河北夏

玉米区玉米机械粒收存在的主要质量问题是子粒破

碎率偏高，另外，个别试点的产量损失率偏高也需引

起关注。

2.2 收获时玉米子粒含水率

对 209个有效样本统计显示(图 2)，子粒含水率

总体呈正态分布，均值为 28.69%，最低含水率

11.13%，最高40.25%，平均值标准误差为0.27，标准

差 3.95。样本百分位数分析，仅有 25%的样本含水

率处于 26.01%以下；处于 28.53%以下的样本占

50%；31.59%以下的占 75%。样本子粒含水率主要

集中分布在26.01%～31.59%，占样本总量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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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河北夏播区玉米收获时子粒含水率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grain water content of summer maize at harvest in Hebei

2.3 子粒含水率对收获质量的影响

利用11组机械粒收试验结果分析表明(表3)，各
组试验内子粒破碎率、杂质率与子粒含水率绝大部

分呈正相关关系，其中，有6组破碎率与子粒含水率

的关系达到显著或极显著水平，有 4组杂质率与子

粒含水率之间达到显著或极显著水平。从 11组试

验 130个样本总体数据分析可见，当子粒含水率差

异较大时，子粒含水率与破碎率、杂质率、总损失率

之间均表现出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总损失量之

间的相关达到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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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子粒破碎率、杂质率与含水率的关系

Fig.3 Relationships between grain water content and impurity rates, grain broke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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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3可见，子粒含水率与破碎率之间可用 y =
0.030 6x2 - 1.084 4+14.637方程拟合，R²= 0.326 1**，
n=130；子粒含水率与杂质率可用 y = 0.002 9x2 -
0.006 8-0.481 5方程拟合，R²= 0.195 6**，n=130。
2.4 子粒含水率与产量的关系

供试品种子粒含水率与单产水平相关分析显示

(图 4)，两者之间达到了极显著负相关，拟合方程 y=
-60.865x + 11 110(R²=0.015 1**，n=154)，表明在河

北南部夏播玉米区目前供试品种条件下，生育期偏

长、收获时子粒含水率高的品种可能会因成熟度不

好、产量受到影响。因此，生产上机械粒收可以选早

熟、子粒含水率低而单产水平较高的玉米品种。

表3 子粒含水率与玉米机收质量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

Table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in water content and the quality of mechanical kernel harvest
试验地点，年份

Site, Year
磁县讲武城镇小寨村，2014
成安县成安镇工业区，2014
辛集市马庄乡，2014
磁县磁州镇三里屯村，2015
成安县成安镇王彭留村，2016
宁晋县换马店乡北楼下村，2016
永年区小龙马乡何营村，2017
深州市护驾迟镇护驾迟村，2017
石家庄市，2017
成安县成安镇王彭留村，2017
磁县讲武城镇小寨村，2017
总体

注：*表示在0.05 水平上差异显著，**在0.01水平上差异显著。下图同。

Note: *, **Indicated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0.05 levels was significant,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The bellow
was the same.

样本量

Sample
13
11
1

21
17
7

12
6
7

30
5

130

破碎率

Broken rate
0.563

-0.248

0.539*
0.705**
0.806*
0.694*
0.23
0.882**
0.505**
0.314
0.534**

杂质率

Impurity rate
0.623
0.797**

0.122
0.415
0.786*
0.482
0.824*
0.494
0.559**

-0.789
0.437**

总损失量

Total amount of loss
0.273
0.564

0.247
0.263

-0.253
-0.132
-0.519
0.065

-0.169

0.190*

总损失率

Total loss rate
0.362
0.566

0.038
0.239

-0.162
-0.135
-0.508
-0.01
-.675**

.234**

图4 玉米子粒含水率与单产的关系

Fig.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in water content and 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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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适合机械粒收品种的筛选

利用子粒含水率和单产两个指标按双向平均作

图法，对各组测试品种分别进行分类后再统计的结

果表明(表 4)，在 2个以上点次稳定表现出产量高于

平均值、含水率低于平均值的品种(处于第Ⅱ象限)
是 MC812，收获时子粒含水率平均为28.1%，单产平

均为 11 689.9 kg/hm2，可作为玉米机械粒收种植的

候选品种。子粒含水率低于平均值、产量高于或低

于平均值(处于Ⅱ或Ⅲ象限)的品种有 9个，分别是

京农科728、迪卡517、中种8号、泽玉8911、矮单268、
金粒 168、五谷 305、先玉 047和金通 152，收获时子

粒含水率平均为26.1%，单产平均为9 652.5 kg/hm2，

可作为较适宜机械粒收的候选品种。在2个以上点

次表现出子粒含水率和单产水平均低于平均值的品

种包括丰垦 139、丹 8201和登海 518，收获时子粒平

均含水率为25.5%，单产平均为8 907.8 kg/hm2，子粒



含水率适合机械粒收，需要加强高产配套栽培技术

研究与技术集成。仅开展了1个点次试验且表现较

好 (处于第Ⅱ象限)的品种包括有 11 个：凯玉 13、
极峰 25、衡玉 6105、冀玉 71、邢玉 11、新单 68、
玉宇30、华农887、真金309、敦煌6000和华农138，
建议进一步进行试验观测。此外，在 2个以上点次

表现出产量高但含水率也高的品种包括锦华 318、
联创825、联创808和登海605，收获时子粒平均含水

率为30.2%，单产平均为9 939.4 kg/hm2，不适合机械

粒收，可作为高产品种种植。

郑单 958和先玉 335是河北省夏玉米区主栽玉

米品种，统计表明，本研究中郑单958参加了6个点

次的试验，子粒含水率均值为 31.1%，单产平均为

9 318.7 kg/hm2；先玉 335参试了 4个点次试验，子粒

含水率均值为28.2%，单产平均为10 952.4 kg/hm2。

表4 适宜机械粒收玉米品种筛选结果

Table 4 The results of cultivar screening suitable for mechanical grain harvest
类 型

Type
子粒含水率低、产量高于平均值

子粒含水率低、产量高于或低于平均值

子粒含水率低、产量高于或低于平均值

子粒含水率高、产量高于平均值

对照品种(CK)

品种(所处象限)
Cultivar

MC812(Ⅱ，Ⅱ)
京农科728(Ⅱ，Ⅱ，Ⅱ，Ⅱ，Ⅲ，Ⅲ，Ⅲ，Ⅲ，Ⅲ，Ⅲ，Ⅰ)
迪卡517(Ⅱ，Ⅱ，Ⅱ，Ⅱ，Ⅱ，Ⅱ，Ⅲ，Ⅲ，Ⅲ，Ⅲ，Ⅲ，Ⅰ)
中种8号(Ⅲ，Ⅲ，Ⅲ)
泽玉8911(Ⅱ，Ⅲ)
矮单268(Ⅱ，Ⅲ)
金粒168(Ⅱ，Ⅲ)
五谷305(Ⅱ，Ⅲ)
先玉047(Ⅱ，Ⅲ)
金通152(Ⅱ，Ⅲ)
丰垦139(Ⅲ，Ⅲ，Ⅲ)
丹8201(Ⅲ，Ⅲ)
登海518(Ⅲ，Ⅲ，Ⅲ，Ⅳ)
锦华318(Ⅰ，Ⅰ)
联创825(Ⅰ，Ⅰ)
联创808(Ⅱ，Ⅱ，Ⅰ，Ⅰ，Ⅰ，Ⅰ)
登海605(Ⅱ，Ⅰ，Ⅰ)
郑单958(Ⅰ，Ⅰ，Ⅰ，Ⅳ，Ⅳ，Ⅳ)
先玉335(Ⅱ，Ⅱ，Ⅰ，Ⅳ)

子粒含水率(%)
Grain water content

28.1±3.4
26.8±2.1
27.9±3.8
27.3±2.9
30.1±2.1
26.8±3.5
17.7±6.5
26.2±0.3
26.8±0.3
25.0±0.1
23.1±2.3
25.1±0.9
28.3±2.3
28.5±0.2
34.5±2.9
30.4±4.1
27.5±3.6
31.1±5.1
28.2±1.8

单产(kg/hm2)
Yield

11 689.9±515.6
9 916.1±1 537.1
9 537.4±1 753.8

10 204.9±961.8
7 396.8±259.8

10 074.5±883.6
10 993.4±264.2
8 890.1±443.7
9 645.7±708

10 213.8±942.5
8 998.6±589.9
9 003.1±447.0
8 721.8±1 297.5

10 648.1±988.2
8 200.2±304.9

10 595.1±1 475.3
10 314.0±1 978.1
9 318.7±521

10 952.4±1 951.8

3 结论与讨论

破碎率是玉米机械收获的主要质量指标，国标

要求≤5%。本研究 14组粒收试验示范测试的子粒

破碎率均值达到 10.19%，高于国标要求，成为河北

夏玉米区机械粒收的主要问题。河北夏播区位于黄

淮海夏玉米区的北部，玉米生长季节短、光热资源不

足、子粒灌浆时间短，当前传统收获(人工收获和机

械穗收)一般在9月下旬进行，本项目14组夏播试验

收获时期为9月30日至10月21日，较传统收获时间

推迟 7～21 d，收获时子粒含水率均值仍高达

28.69%，其中，50%的样本集中分布在 26.01%～

31.59%，按子粒含水率 18%～23%时收获破碎率最

低的标准，供试品种子粒含水率总体偏高，且子粒破

碎率与含水率呈极显著正相关(r=0.534**，n=130)，

因此，可以认为目前品种生育期偏晚、子粒含水率高

是导致河北夏玉米区玉米粒收破碎率偏高的主要原

因，培育中早熟、脱水快、适宜机械化粒收的品种以

满足子粒收获的要求是今后努力的方向。此外，生

产中还要为夏玉米生长发育争取更多的热量资源，

在小麦收获后要及时抢播，争取“当天收麦当天播

种”，河北中南部地区应在6月15日之前完成播种；

夏玉米适期晚收、小麦抢墒播种，尽量减少农耗时

间。同时研发 28%以下高含水率条件下低破碎、低

损耗的收获机械也是非常必要的。由于子粒含水

14%以上不能直接入库，必须烘干，因此，玉米机械

粒收技术的推广还需建立烘干和收储配套设施，并

探索和采用成本低、环保的烘干方式。

郑单 958和先玉 335是河北省夏播区玉米主栽

品种，本研究中郑单958参加了6个点次的试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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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含水率均值为31.1%，单产平均为9 318.7 kg/hm2；

先玉 335参试了 4个点次试验，子粒含水率均值为

28.2%，单产平均为10 952.4 kg/hm2。采用子粒含水

率和产量两个关键指标和双向平均法，初步筛选出

产量高、含水率低的MC812和子粒含水率低于平均

值、产量表现高于或低于平均值的品种京农科728、
迪卡 517、中种 8号、泽玉 8911、矮单 268、金粒 168、
五谷305、先玉047和金通152，这些品种子粒含水率

平均值低于郑单958和先玉335、单产平均值不低于

郑单 958，可作为较适宜机械粒收的候选品种。此

外，筛选出在 2个以上点次表现出子粒含水率和单

产水平均低于平均值的品种包括丰垦 139、丹 8201
和登海 518，收获时子粒平均含水率为 25.5%，子粒

含水率适合机械粒收，单产平均为8 907.8 kg/hm2，低

于对照郑单958和先玉335对照，需加强高产配套栽

培技术研究和技术集成。此外，由于机械粒收对品

种的抗/耐茎腐病、穗腐病和后期抗倒伏性提出更高

的要求，因此上述品种还需进一步开展相关测试及

机械粒收质量评价，从而筛选出可以在生产中大面

积推广的粒收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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