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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科 891 是河南省新乡市农业科学院用自选系 S155 作母本、自选系 PHA458 作父本进行杂交选育的高产、优质、多

抗、广适、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该品种遗传基础丰富，既有国外品种坚秆、脱水快、耐密的特点，同时又含有国内黄改品质

好、配合力高、早熟的血缘。适宜在黄淮海夏玉米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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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抗机收玉米新品种新科 891 的选育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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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全球第一大粮食、经济和饲料作物，也

是未来重要的能源作物 [1]。其生产发展对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随着玉米生产的发展，市场对优质、高产、多抗、广

适、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的需求与日俱增，加快适

宜机收品种的选育是玉米育种的主攻方向。近年来，

河南省新乡市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玉米分子

育种创新团队及时调整育种思路，广泛搜集玉米种

质资源，利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单倍体育种等手段

实现对高产、抗病、耐逆、发芽率高、子粒灌浆速率

快、脱水快等优良性状的聚合，选育出一批优良的玉

米自交系，组配高产、优质、适宜机收的玉米杂交种；

从中选育出高产、优质、多抗、广适、适宜机收的玉米

新品种新科 891。

1　选育思路和方法
黄淮海平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属于

典型的季风气候区。近年来，气候变化对农业和粮

食产量影响较大，如频繁的高温干旱导致夏玉米各

种病虫害发生严重，市场上缺乏抗病性好、抗倒性

好、适宜机收的玉米品种。因此，选用国外、国内优

良自交系组材，保留国外种质材料的坚秆、抗倒、脱

水快、适宜机收等优点，同时选择抗病性好、结实好、

配合力高的黄改系，根据现代遗传育种理论，利用

远缘杂交模式原理，创制不同的母本和父本基础群，

扩大群体遗传基础；通过南繁北育、高密度、强胁迫

淘汰不良基因，选育出优良自交系；在河南、山东、

河北、陕西、安徽等省组建玉米新品种测试体系，经

多年多点鉴定选育出适应性广、抗病性好的玉米杂 
交种。

基金项目： 河南省科技攻关计划项目（152102110013）；河南省产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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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者利益，建议育种家在高世代进行单株选择和

繁殖，需提供育种家种子，以确保繁殖材料基因组的

纯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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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亲本来源及选育过程
2.1　 母 本　2003 年 以 外 引 系 PH3406、Y8973

（P78599 与 B73 的二环系）、PH6WC 等 16 个系组

建 SS 基础群体，以早熟、抗倒、高配合力为选育目

标，采用混合选择法进行轮回选择，通过 5 个轮回选

择后选单株 S-155 种穗行，经南繁北育，连续自交 3
代，通过配合力测定于 2012 年育成性状稳定的高配

合力优良自交系，并定名为 S155。
2.2　父本　2006 年以外引自交系 PH09B 为母本、

自选系 HA01（来源于昌 7-2 和 Lx9801 等多个系

混粉自交组建的小群体，经多代自交选育而成）为

父本进行杂交组成基础材料；以抗性好、配合力高、

多行、硬粒为选育目标，通过南繁北育，连续自交 6
代，通过配合力测定于 2011 年育成性状稳定的优良

自交系，命名为 PHA458。
2.3　品种选育　2012 年冬，在海南三亚以自选系

S155 为母本、自选系 PHA458 为父本进行杂交，经

过 2 年鉴定试验、异地多点鉴定试验，2 年黄淮海夏

玉米组区域试验，1 年黄淮海夏玉米组生产试验，均

表现出高产、优质、多抗、广适、脱水快、耐密等特点，

是一个适宜机械化收获的玉米新品种，定名为新科

891。2018 年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审定编号：国审玉 20186115；同年，获得农业农村部

植物新品种保护权，品种权号：CNA201053.2。

3　主要特征特性
3.1　植物学特征　株型紧凑，幼苗叶鞘紫色，叶片

深绿色，叶缘紫色，雄穗分枝中等，花药绿色，颖壳浅

紫色；花丝浅紫色；苞叶较薄、成熟时苞叶较松，有利

于机械化收获；穗圆筒型，穗轴粉红色，籽粒黄色、马

齿型，结实性好，无虚尖。

3.2　生物学特性　新科 891 种性比较稳定，株高

272cm、适中，穗位高 95cm、整齐且较低，抗倒性

好，有利于机械化收获，成株叶片数 19 片。黄淮海

夏玉米区出苗至成熟 100d，比对照郑单 958 早熟

2d。穗长 17.5cm、穗粗 4.8cm，穗行数 16~18 行，行

粒数 37.6 粒，出籽率 88.9%，百粒重 34.5g。倒伏率

0.9%，倒折率 1.2%，空秆率 0.3%。

3.3　抗性　经接种鉴定，新科 891 中抗茎腐病、南

方锈病，高感穗腐病、粗缩病，感小斑病、弯孢叶斑

病、瘤黑粉病。

3.4　品质　经测定：新科 891 籽粒容重 774g/L，粗

蛋白含量 11.04%，粗脂肪含量 4.51%，粗淀粉含量

70.84%，赖氨酸含量 0.35% ；籽粒品质达到普通玉

米国标 1 级。

4　产量表现
2013 年参加河南省新乡市农业科学院玉米鉴

定试验，表现突出，每 hm2 产量为 9644.1kg，比对照

郑单 958 增产 10.6%，在 6000 多个组合中居第 1 位。

2014 年参加河南省新乡市农业科学院玉米产量比

较试验，表现优异，每 hm2 产量为 9594.3kg，比对照

郑单 958 增产 7.9%，在 7100 个组合中居第 2 位；同

时，在河南黄泛区农场农科院（周口西华）、河南省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河南亿佳和种业（郑州荥阳）、

河北省沃土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淄博市农业

科学研究院和陕西省富平国家级农作物区域试验

站等地进行多点试验，新科 891 表现出产量高，抗

倒、抗病性好等特点。2015-2016 年参加黄淮海夏

玉米组区域试验，2 年每 hm2 平均产量 10755.0kg，
比对照郑单 958 增产 9.4%。2016 年参加生产试验， 
每 hm2 平均产量 9703.5kg，比对照郑单 958 增产

4.5%。2017 年在新乡县朗公庙镇张湾村种植新科

891 百亩示范方，每 hm2 平均产量 9463.6kg，比对照

郑单 958 增产 3.8%。

5　适宜种植地区
该品种适宜在黄淮海夏玉米区的河南、山东、

河北保定和沧州的南部及以南地区、陕西关中灌区、

山西运城和临汾、晋城部分平川地区、江苏和安徽两

省淮河以北地区、湖北襄阳地区夏播种植。

6　高产栽培技术
6.1　播期和密度　该品种为中大穗品种，一般在 6
月 10 日左右播种，适宜种植密度为 7.5 万 /hm2。

6.2　苗期管理　夏玉米苗期生长环境恶劣，因此苗

期管理要突出一个“早”字 [2]。早补苗　播种后要

及时查苗补种，凡是漏播的，在刚出苗时要及时补

种，为了补种后早出土，赶上早苗，可采用浸种催芽

的办法浇水抢种。早间苗、适时定苗　间苗一般在

3~4 片叶时进行，间苗过晚，植株拥挤，互争阳光、养

分和水分，间苗时应去掉小苗、弱苗、病苗。当苗龄

达 5~6 片叶时进行定苗。间苗和定苗最好在晴天

进行。早治虫　麦收后蚜虫、灰飞虱等害虫转移到

玉米上，根据虫情测报及时防治，对于地老虎、蓟马、

蝼蛄等害虫，除在播种前结合浅耕药剂防治外，出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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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源丰 10 号是 2018 年通过京津冀一体化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联合审定的中熟玉米新品种，该品种具有高产、优质、

多抗、广适和易于机械化管理等突出特点。为加快新品种大面积推广应用，介绍了该品种的选育过程、特征特性、产量表现及

栽培技术要点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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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玉米产业仍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核心问题，继续以增强玉米市场竞争力为主线，

围绕增产增效、节本增效、提质增效、绿色发展，进一

步转换增长方式和调优品种结构是工作重点 [1]。源

丰 10 号是 2018 年通过京津冀一体化农作物品种审

定委员会联合审定的中熟玉米新品种，审定编号：京

后可用毒饵防治。

6.3　合理水肥

6.3.1　浇水　播种期　重点浇好蒙头水，保证一播

全苗。为了节约灌溉用水，可采用隔行灌水或播种

沟灌水方式。苗期　如果未出现较为严重的旱象，

一般不灌水，对幼苗进行干旱锻炼，培育壮苗，增强

玉米生育中后期的吸水、吸肥和抗倒伏能力。拔节

孕穗期　这一阶段是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有条件

的要进行追肥和灌水；在旱作条件下，利用自然降雨

进行追肥，玉米借雨追肥是提高产量经济有效的措

施。抽雄开花期　玉米抽丝期对水分最敏感，是玉

米需水高峰期。玉米吐丝后进入灌浆期，对水的需

求仍很迫切，注意保持土壤湿润。

6.3.2　施肥　夏玉米是需氮较多的作物，一般情况

下施氮可增产 30% 左右。但是，随着氮肥投入量的

增加，土壤养分供应失调，要想夺取玉米高产必须

平衡施肥。氮、磷配合施用夏玉米增产 47% 左右；

氮、磷、钾配合施用夏玉米增产 60% 以上 [2]。所以，

适当增施基肥，重施攻穗肥，酌施攻粒肥，并注意氮、

磷、钾配合施用 [3]。

7　杂交种制种技术
7.1　选择制种田　选择土壤肥力好且均匀一致、地

势平坦、土层深厚、浇灌和排水方便的地块作为制种

田，便于农事操作和穗粒运输。

7.2　隔离，播种　制种田周围要有 300~500m 的

隔离空间，在制种隔离区内（包括庭院内）不准种

植其他任何玉米品种。在西北地区制种一般 4 月

15 日播种，播期要集中，一般 2~4d 完成；出苗不齐

不宜补种，父母本同期播种，父母本行比以 1∶4~6 
为宜。

7.3　去杂、去劣、去雄　结合间苗去病苗、弱苗、杂

苗；拔节期和抽雄前根据株型、株高、叶色、叶表面光

泽度不同严格去杂；收获后和脱粒前根据穗型、粒

型、粒色、轴色不同进行去杂，要求田间母本杂株不

得超过 0.2%，父本杂株不得超过 0.1%。去雄是玉

米制种的关键环节，严格执行母本摸苞带叶（1~2 片

叶）去雄技术，不仅保证种子的质量，而且减少雄穗

对养分的消耗。

7.4　收获　一般在 9 月上旬待玉米苞叶干枯，及时

收获、晾晒，待水分降至标准水分后及时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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